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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以太湖沉积物为研究对象
,

试图在磁性测量的基础上
,

对太湖湖区四个样芯进

行分层
,

建立样芯间层位叹寸应联系
,

并结合抱粉
、

粒度
、

地球化学和有机质含量等分析测定
,

从沉积

物样芯的磁参数曲线变化中提取该地区的环境变化信息
。

研究结果表明
,

由于该方法具有快速简

便
、

经济易行
、

无破坏等优点
,

从而可能对样芯作连续测量
,

以提取高分辨率的环境变化信息
。

在湖

泊沉积物的研究中有着独到的作用
,

可作为地球化学
、

抱粉
、

徽体古生物
、

粒度等分析测试的辅助

手段和先导
。

关橄词 磁性测量 环境演变 太湖

湖泊是 自然的综合体
,

它的形成与消失
、

扩张与收缩及其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受

其所处 自然环境的控制
。

湖泊沉积物作为环境系统中物质循环运移的最终归宿
,

往往保留了

丰富且相对连续的环境历史信息
,

是古气候与环境演变研究的理想资料
。

近年来
,

湖泊沉积

的环境信息提取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

许多学者力 图通过湖泊沉积的研究和时空比较
,

建立区

域乃至全球性韵律
、

事件和演化的沉积记录
,

重建气候
、

环境演替序列
,

以完善全球变化的研

究系统 , 〕

学科的进展往往有赖于研究方法的更新
。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

利用湖泊沉积物研

究环境的手段方法也在不断更新
。

其中
,

磁测方法因其快速简便
、

经济易行
、

连续性好
、

分辨

率高和对样品无破坏性等优点而为诸多研究者所关注
,

并 已发展成为湖泊沉积物研究的一

项实用有效的新技术 目前已形成了一整套野外和实验室磁参数综合分析测试的仪器和方

法
,

在不同地质岩性
、

不同气候类型带的儿十个湖泊的数百孔沉积物样芯的研究中成功地得

到 应用 。
· , 。

本文以太湖湖泊沉积物为研究对象
,

以 系统
、

高密度的磁性测量作为研究的基本手段
,

结合抱粉
、

粒度
、

地球化学
、

有机质含量等分析
,

试图通过沉积物样芯的磁参数曲线
,

建立太

湖沉积物样芯间的对应层位联系
,

并提取该地 区的环境变化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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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背景和研究方法

太湖古称震泽
、

洞庭
、

五湖
,

位于河湖交织
、

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南缘的平原 匕 东距

东 海 余
。

湖 泊南北长
,

东西 宽
,

湖岸线 总长
,

湖 泊面 积
, ,

是仅次于都阳湖和洞庭湖的全国第三大淡水湖泊
。

目前平均水深 日
,

最大

水深
,

为一典型的平原浅水湖泊匡
。

太湖平原更新统的顶 部广泛分布一层 暗绿 色
、

黄褐 色硬粘土 层
,

为全新统底 界的标

志困
。

太 湖湖底大多直接 出露该硬土层
,

仅在零星的洼地 中沉积了相对较厚的湖沼相沉积

物
。

图 是根据本 区系统的浅地层剖面勘查
、

数十个深浅钻孔
、

野外调查 以及历史文献等资

料绘出的 区内洼地的分布情况
。

本项 目采样地点均选在湖内地势较低的洼地部位
,

以西太湖

马 山南部的 孔
、

孔
,

无锡湾内的 卜 孔以及东太湖湖区的 孔 图 为主要

图 太湖内洼地分布及取样孔位示意图

研究对象
,

以期获取较为理 想的湖

泊沉积序列
,

并从 中提取信息
。

孔芯 长
,

孔

芯长
,

两者均以 的间距

分割 取 样
,

分 别 得 样 品 块 和

块
。

芯长
, 一

芯

长
,

都以 为一段分割样

芯
,

各分成 块和 块样 品
。

样 品 均 在 低 于 钊 ℃的 供 箱 内烘

干
,

并轻轻敲压成 粉末状
,

然后装

入塑料样品盒 内
,

压实
,

称重
。

所有

样品均按序作系统的磁性测量
,

具

体 步骤 如下 低频 峨

和高频 乙 弱磁场中的磁化

率
,

、 样 品 在
、

磁场 中磁化后所带的剩 磁

、 , 入 咖 经 强

度的磁场磁化后 的饱和 等温剩磁

带饱和等温剩磁的样

品经不 同强度 反 向磁场退磁后的

剩 磁 一 、 , 一
二

,

讯 一 。、
,

讯 一 ,
。

根据以上测量结果
,

计算出单位质量磁化率
、

饱和等温剩磁
、

“

软
”

剩磁
、 “

硬 ”
剩磁

,

以及 比值参数 称 写
、 、 一 。丁

环和 一 。二 。

各磁参

数的指示意义见表
。

磁化率测量采用的是英国 仪器公司生产的 磁化率测

量仪
,

剩磁测量用英国 公司生产的旋转磁力仪和脉冲磁场发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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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主要磁参数及其指示意义
·

留

参参 数数 指 示 意 义义

质质盆磁化率 在弱磁场中
,

样品的磁化强度与磁场强度之比
,

常用作铁磁矿物含量的的
一 一 粗略量度度

磁磁化率颁率系数数 样品在低频 刁 磁场和高频 磁场中磁化率值的相对差值
,

即 友 ,,

肠肠 一从
, 友

,

它一般指示了细枯滞性晶粒 的存在在

饱饱和等温剩磁 样品能获取的最大剩磁
,

这里指样品在 磁场中磁化后所保保留的剩磁
,

它既与与
一 一 飞 磁性矿物类型又与其含量有关关

一 ’
该比值用于识别矿物磁性类型

,

也有助于分辨铁磁晶粒特征
。。

不不不完整的反铁磁性质具有较大的 值值

““
软

”
剩磁 心 这里指样品在 磁场中所获剩磁

,

用来指示铁磁物质
,

尤其是多畴 和假假
一 之 一 单畴 铁磁品粒的含量量

““硬 ”
剩磁 与 一 , 。、 的差值

,

指示不完整的反铁磁性物质的含量量
一‘ 一

磁磁化参数 样品在 磁场中所获得的剩磁占饱和等温剩磁的百分值
。

指示了不完整的的

反铁磁性物质的相对重要性
。。

在磁测数据的基础上
,

选择磁参数曲线峰值区
、

谷值区和过渡区的部分样品作粒度
、

粒

度组分的磁性测量以及抱粉
、

地球化学和有机质含量等测试
。

通过各种指标的比较对照
,

综

合分析样芯磁性特征变化的环境内涵
。

其中粒度分析采用过筛和仪器测试相结合的方法
,

仪

器为
一

自动分析仪
。

抱粉分析采用碱处理和重液分离相结合的方法
,

每个

样品鉴定抱粉个数为 一 个
。

有机质含量分析采用重铬酸钾硫酸法
,

化学元素含量 由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测定
, ’ 由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测定

。

太湖沉积物磁性特征

太湖地区沉积物样品具有较低的 和 。 值
,

孔的磁化率平均为
,

平

均为
, 一

平均为 孔的 二 平均为 吞
,

平均为
, 一

平均为
。

而且各孔 、 和 , 、 值大多达 以上 上述参数表明
,

假单畴
一

多畴铁磁晶

粒和顺磁矿物控制了沉积物的基本磁性特征
,

而某些层位的样品具有较大的“
硬

”
剩磁和

值
,

显示出不完整反铁磁性物质在这些层位仍有着重要贡献
。

综观太湖流域
,

周 围

山地出露的岩性多为石英砂岩
,

零星有一些石炭
、

二迭系的石灰岩和中生代的花 岗岩
,

它们

均为铁磁矿物含量很低的岩石
,

而湖泊沉积物内磁性物质与物源母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

显

然
,

流域和湖 区周围的岩性直接控制了沉积物中磁性矿物的种类和含量
。

西太湖三孔位沉积物样芯的磁性特征变化

太湖沉积物样芯的磁参数曲线显示 图
,

尽管多畴
、

假单畴亚铁磁晶粒和顺磁性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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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了样品的磁性特征
,

但是
,

样芯的垂向磁性差异仍是 明显的
,

主要表现在亚铁磁晶的含

量上
。

根据磁化率和
“

软 ”
剩磁的变化

, 一

和 孔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层
,

而 为

两层
。

这些层位在磁性特征上能相互对应
。

下层沉积物的厚度都在 以上
,

其磁参数值比较高且波动不大
,

磁化率一般为

一
, “ 软

”

剩磁在 左右
,

指示了该段沉积物中亚铁磁性矿物的含量相对较多而稳定
。

中

层沉积物的厚度不大
,

磁化率仅
, “
软

”
剩磁在 一 卜

一

下 明显低于下层物质
,

而

且变化较大
。

该段沉积物中的亚铁磁性矿物含量较下层 明显减小
。

卜 和 孔顶部 一

的沉积物表现出不同的磁性特征
,

其磁化率和
“

软
”

剩磁测值显然升高
,

献 最大达

到
,

说明这层沉积物中含有一些铁磁细 晶
。

该现象 可能与现代人类活动有着直接的联

系
,

尤其是靠近工业区的无锡湾
。

孔因野外采样时人为缺失顶 层部分样品
,

故未见有磁

性增强的顶层
。

孔沉积物样芯的磁性特征变化

图 显示
,

孔的
、 、 、 “

硬
”

剩磁等主要磁参数 曲线碑动幅度很大
,

且

相互一致
,

显示了该沉积物样芯中铁磁矿物
、

不完整反铁磁性物质含量随深度的变化
。

根据磁参数变化规律
,

可将样芯分成四个主要层位
。

第 层 组 一 磁化率值很
低

,

稳定在 左右
,

为 一 。
,

、 为 纬
,

指示亚铁磁性矿物的含量较低
,

不完

整反铁磁性和顺磁性物质起了主导作用
。

第 层 一 刁 ,

上述磁参数普遍表现出低

而 稳定的趋势
,

磁 化率在 一 之间
,

平均值为
,

为 一
,

平均
,

“

软
”

剩磁为
,

平均为
,

表明亚铁磁矿物含量略有增加但仍较少
,

是为过渡层
。

第 层 一
,

各磁参数曲线的波动变化极大
,

数值相差悬殊
。

据此又可分为三个亚

层
,

分别为
, ,

一
,

一
。

为磁参数高值的集 中

段
,

磁化率变化范围
,

平均为 在 间
,

平均
“

软
”

剩 磁

在
,

平均 、 多为 写
,

表现 出很强的铁磁性质
。

和 相对稍低
,

均呈

现明显的波动
,

反映出沉积环境的变化韵律
。

第 层 一
,

沉积物的磁化率和剩磁测

值相对都很低
,

磁化率在 左右
, “

软
”

剩磁低于 。
, 加 在 以下

,

而 珠有 所增加
,

最

大可达
,

表明该层沉积物含有一定数量 的亚铁磁细晶
,

不完整 的反铁磁性矿物 含量增

多
。

对 层的磁参数
、 、 、 “

软
”

剩磁和
“

硬
”

剩磁进行架类分析
,

分出峰值区
、

谷值区和过渡区三个类别
。

对照粒度结果
,

可以看出 层的高值区中细粉砂和粘土含量较

多
,

而低值区中则粗粉砂所占比重增大
,

且含一定量的细砂
。

根据以上磁测数据
,

选择 个

样品分别在筛去粒径大于 组分的基础上作又一次磁性测量
,

并提取 皿 层代表高
、

中
、

低三类的几个样品作粒径大于 组分的磁性分析
。

结果显示
,

样品磁参数值的

高低在总体上受细粉砂和粘土含量的控制
,

平均粒径较细
、

细粒物质含量较多的部位
,

往往

表现出相对较强的磁性
,

反之则较弱
。

湖泊沉积物磁性特征的环境意义

分析表明
,

沉积物磁参数曲线的波动和粒度
、

抱粉
、

化学元素含量及有机质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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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

剩磁 一。一‘ ‘一
·

软
,

刹磁 一

, 、
一

勺
。 豆 誉 誉馨

以

卜卜忘 釜扮扮

一 ⋯
一

一⋯⋯

之 一 , 〕 ‘

石 昌 昌

二卜玉’

⋯ 矛

厂
台一一一‘一︸巴

艳沃︵︶

签 若 营釜 切 与 吞 名 昌 岁
﹄

浦

昌习 夸
‘日 书

吕 吕
一一一

飞
一

享
一一

「「
’

少户
’ 一 一一一一一一

峨峨峨峨、、

一一一

套一一一 事事事

一一育育育
一

一一

色

一一箱泌一︶

一一色

一目

些

昌
诀吕石︸吕

台

一吕︸召箱闷︵。,甲

一一台

︸

荟

图 西太湖
、

和
一

三孔的磁参数曲线和分层
·

呀 幽 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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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 一

、

石 昌 弓 会 。

厂

汤

之试
二卜 加
匀 甘刁 勺曰 卜

一 , 一 ‘

。 毖 台 冬 己

肚 ,

皿

一一一

⋯
十

一一一

卜

卜一一

刊丁
︸刁丰卜州一刊﹃月

口一歹洛一
匕 写 二

」

一二
一

加一︸

铂降︵日︶

︼︸︸如目

曰

值 佗

川
己

之之之之之之之
’ ‘

履履履履履履履履履履履

⋯⋯ 募
、、、、

一

攀攀攀
一

聋聋
⋯⋯⋯

口口口

厂厂 气气 」」」」

聋址址址 「一

夏夏」」」」」」」」」」」
了了了了 一

育一一一
一

爵爵、、、、、、、、

之之之 飞飞飞
尸尸

犷犷 里里食食食食食食 气气气气
·

夕夕
,

⋯⋯⋯⋯⋯⋯⋯⋯⋯⋯⋯ 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

值

一︸泊河习︸

︼一

比︶

图 东太湖 孔的磁参数曲线和分层

这 堪

有相一致的趋势
。

因此
,

以磁参数为基础
,

结合生物
、

化学指标
,

可以对太湖东部 孔和西

太湖北部三孔位沉积物磁性特征所包含的环境信息作进一步分析
。

西太湖北部三孔位的古环境讨论

西太湖三孔下部沉积物的磁参数曲线波动很小
,

反映不出其在物源和粒度组成上的差

异
,

表明当时处在一个较平稳而连续的沉积过程中
,

没有环境的突然剧变
。

该段抱粉图式普

遍为温暖湿润气候条件下的针阔混交林
,

没有明显的气候冷 暖
、

干湿变化 沉积物平均粒径
甲 之间

,

频率曲线为宽峰态
,

从 另一个角度证明当时环境的稳定性 表
。

根据

孔的“ 测年数据
,

样芯深 和 处的年代分别为 士 和 咬士
,

结

合邻近 孔深 处的年代为 。士
,

可见该段沉积物主要在全新世早期沉积下

来的
,

且当时的沉积速率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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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芯上部的磁参数值降低
。

粒度分析显示
,

沉积物粒径变粗
,

平均 甲 ,

频率 白线峰态

变窄 抱粉组合反映当时植被与现代区域植被相当
,

气候和 目前相 仿
。

说明该层为一水动力

条件增强
、

水域面积扩大的现代沉积扰动层
。

太湖位于东亚季风活动带
,

大气环流十分活跃
,

由寒潮
、

强台风及热带风暴引起的风浪作用 比较频繁
,

加上太湖湖 区地形坦荡
,

水域开阔
,

溉

水较浅
,

因此风浪来时可以直接侵蚀湖底
,

造成泥沙的运移
。

如此不断的侵蚀
、

搬运
、

沉积
、

再

搬运
,

使西太湖湖泊表层沉积物因受风浪混合扰动而趋于一致
,

表现出顺磁性特征
。

该层物

质主要为灰黄色淤泥
,

并混有太湖基底的硬粘土
。 ‘“ 测定西太湖该层各深度的 , 。 过剩

量相关性较差
,

指示了湖底沉积物受过一定的扰动混合
。

表 西太湖样芯的层位特征比较

分分层层 时代代 岩性描述述 平均粒径径 抱粉组合合 气候特征征 有机质含量量 磁化魔魔 班

甲 比值值 均值值 均值值温温温温温温温度度 湿度度度度度度

现代代 灰黄色粉砂质泥
,,

栋 青冈
一

篙属属 暖暖 湿湿
。

含含含含较多有机质屑屑屑
一

松 香蒲蒲蒲蒲

吸吸 青灰色
、

灰灰 松
一

栋 温温 湿湿 〕 扭扭

褐褐褐褐色枯土土土 青冈
一

水龙骨骨骨骨骨骨骨骨

一

和 孔在 间的磁化率
、

和“
软

”

剩磁明显升高
。

资料分析表明
,

这与该地 区大范围的农 田水利
、

尤其是与工业的迅速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

现代工业排放所

带来的各种铁化合物和其它金属化合物通过大气降尘
、

污水扩散
,

以不同赋存状态富集在太

湖表层淤泥中
,

从而使沉积物表现出较强的磁信息 从表 可 以 明显看出表层的
、 、

、 、 、

等元素含量明显高于下部
。

表
一

孔的元素含量分析
·

一 一

深度

。 。

笔者认为
,

在全新世早期尚未形成太湖大水域环境
,

这些洼地为当时太湖流域的小湖泊

而接受了沉积
。

随着气候转暖
,

太湖的形成
,

水域变得开阔
。

由于湖泊底平
、

水浅
、

风浪大 溜

流能直接侵蚀湖底
,

表层沉积物长期受扰动
,

随湖流运移循环并不断混合
,

沉积速率降低
,

从

而形成了沉积样芯中层几十厘米厚的扰动层
。

东太湖 孔位的古环境讨论

孔整个样芯可分为两大部分
,

即陆相沉积和湖沼相沉积
,

界线在深度 」 处
。

第 层 以下 的沉积物磁参数数值极低
,

与上部物质相 比
,

差别悬殊
,

而与该区

域暗绿色老粘土的磁性质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

此外
,

两者在岩性特征
、

化学
、

重矿
、

粒度指

标上与老粘土都有类似之处 表
。

孔抱粉分析表明当时处于一个相对温凉稍湿的气

候
。

由此而推断 孔的 层为晚更新世统的老粘土层
。

该层物质的磁化率和 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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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
,

表现出较
“

硬
”
的特征

,

反映了不完整的反铁磁性矿物的重要性
,

这些特征可能与沉积

物来源的性质有关
,

也可能是晚更新统沉积物经后期次生作用所造成
。

表 孔 层与暗绿色老粘土层的参数比较

伪

刃刃刃 岩 性性 粒 度 指 标标 磁 参 数 指 标标

暗暗暗 暗绿色
、

黄绿色硬质粘粘 知砂 、 粉砂 卜土 、 旧 沁 肠 口六六 肚

绿绿绿 土
,

结构致密
,

均匀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色色色 布有棕黄色铁锰质染

··

老老老 斑
,

呈花斑纹
,

含少量堕堕堕 植物根茎
,

块状构造造 名名 及及 夕夕 , , 卜
,

⋯
。 、 写写 ,

团团团 黄绿色硬质粘土
,

质地地 细砂 粉砂 写 险土 口 肠 肚

坚硬
,

块状构造
,

结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孔孔孔 致密
,

含较多铁锰浸染染
。 ,

斑
,

见少量植物根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层层层层 才 口 占毛毛 夕夕 ‘ 一 、
一

, 纬纬 了了 、 写写 。。。 写写
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

一

因旧 ’ ““““

。 。 。

样芯从 组 深度到顶部的微古分析
,

未有充分的海侵证据
,

拟为湖相沉积
。

该段磁参

数曲线起伏很大
,

其变化波动和抱粉组合
、

粒径组分的变化趋势相吻合
,

和 有机质含量也有

一定的联系 表
。

分析表明
,

细颗粒物质含有较多的铁磁晶粒
,

磁化率和剩磁的峰值主要

出现在平均粒径较细
,

细粒物质含量较多的层位
,

且和较干的气候条件相对应
。

由此推断
,

在

较干的气候条件之下
,

湖泊水面收缩
,

径流减少
,

径流带入的泥沙颗粒较细
,

沉积物表现 出较

强的磁信息
。

因而
,

通过磁参数曲线可以分辨出太湖曾经历过多次较明显的湖面升降过程
,

并由此反映当时的环境变化
。

第 层 。 ,

铁磁矿物的含量低而稳定
,

磁参数值介于 层和 层之间
,

为陆

相到湖相的过渡层
。

抱粉图式反映当时气候暖热湿润
,

降雨增多
,

气温高于现代长江中下游

地区
,

将其与长江三角洲其它地区全新世以来的抱粉组合所反映的气候变化相对比
,

与全新

世中期最暖热气候相一致
。

东太湖在此时从陆地演变为水域环境
。

剖面中能见到零星 由粉

砂层带组成的水平层理
。

第 班 层 一
,

磁参数变化较大
。

其中 皿 层和 班 层位的抱粉组合指示了温暖湿

润的气候条件
,

磁性特征在总体上反映了较高的湖水位环境
,

但仍有波动
。

皿 层曲线起伏

较大
,

个峰值区 一
、 、 、

月 可 能指示了四次水

位下降过程
。

层磁参数呈现低一高一低的规律
,

反映湖面从扩张一收缩一扩张的一个循

环
。

该段沉积物的平均粒径为 甲 ,

明显粗于 层的 甲 和 层的 一 甲 ,

细砂
、

粗粉砂

含量增多
,

频率曲线峰型变窄
,

有机质含量在该段从原来的 下降至
,

推测此时

已与西太湖相连
。

湖泊面积的扩大
,

致使水动力条件增强
,

并 由此导致水生植物减少
。

但由

于 孔所处的位置 比较封闭
,

仍保 留了连续的沉积序列
,

因而沉积物样芯仍能反映出本

区环境的变化状况
。

层沉积物的铁磁矿物含量很高
,

为磁参数高值的集中带
,

沉积物中

的旱生植物组分明显增多
,

显示了在较干环境下东太湖湖面的整体收缩
。

第 层 为表层沉积物
,

磁化率和剩磁的测值相对很低
。

抱粉组合指示该段植

被组合和现代太湖平原的植被群落一致
,

为现代沉积层
。

剖面中富含植物根茎
,

有机质含量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期 俞立中等 太湖沉积物的磁性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

为整个剖面最高
。

有机质含量的增高
,

不仅表示 了因受湖泊吞吐流泥沙的淤积
,

东太

湖 日益淤浅渐趋向沼泽化 同时也由于有机质表现逆磁性
,

高含量的有机质
“

冲淡
”了沉积物

中磁性矿物的含量
,

使该段各磁参数数值呈现低值
。

据 测定
,

东太湖 总量和过剩

量从表层 向下呈指数衰减
,

相关较好
,

沉积速率平均为
,

证 明表层无混合区
,

沉积

物未受扰动
。

由于 尚未获得 孔可靠的年代数据
,

本项研究仅能依据邻近样芯的测年数据作初步

推算
。

孔 图 深度的
‘

, 年代约为 的 ,

太浦河 口 样芯 深度的
’弋 年代

为
,

可作为 孔相应层位的年代参考
。

结 语

根据磁化率和
“

软
”

剩磁变化
,

西太湖三孔可明显划分三层
,

这些层位在磁性特征上

相互对应
,

并与抱粉组合变化相一致
,

指示了该地区不同的气候阶段
。

下层沉积物为全新世

早期的产物
,

当时尚未形成太湖大水域环境
,

仅在一些洼地中积水形成小湖泊
,

沉积物连续

而稳定
。

全新世中期 以来
,

随着气候的持续转暖
,

现代太湖形成
。

由于湖面开阔
,

水浅底平
,

风浪大
,

强大的湖流频频侵蚀湖底
,

并将沉积物悬浮运移
,

因而西太湖 中缺乏全新世 中期以

来的沉积序列
,

仅在表面覆以一薄层现代沉积扰动层
。

东太湖为一相对封闭的湖湾
,

湖泊沉积物保留了较连续的环境信息
。

沉积物样芯的

磁参数曲线指示出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湖水位升降旋回
,

这个变化与抱粉等其它分析结果相

吻合
。

尽管具体机制还有待于深入分析探讨
,

但这些信息对该区域环境演变的进一步研究具

有明显的价值
。

磁性测量是湖泊沉积物研究的新技术
。

由于它具有快速简便
、

经济易行
、

对样品无

破坏以及多用性等特点
,

在湖泊样芯的分层
、

样芯间层位对应联系
、

沉积物来源判别和环境

信息提取等方面有着独到的作用
。

钓 湖泊沉积物的来源和粒度组成变化能在湖泊样芯的磁参数曲线上得到 反映
,

从而

磁信息可以间接地指示流域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影响
。

由于磁测数据具有连续性好 芬

辨率高等优点
,

在流域环境演变的研究中
,

磁性测量可作为地球化学
、

抱粉
、

微体古生“一 长 二

度等分析测试的辅助手段和前期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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