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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异及其与亚洲季风的关系 尸 · 2 

触亳  王21云000飞8)2 0008／一 (中国科学隐南京地理与韵浦研究所．南 f r 
提 要 根据青藏高原东部若尔盖盆地 RM孔、北部柴达木盆地 ZK一336及 CK一6孔和 

滇池盆地参 1井等长孔的湖泊探钻记录．探讨 了中更新世以来我国环境的区域分异特点．结 合黄 

土 一古土壤序列的研究成果．初步分析了导致区域环境分异的原因及其与亚洲季风的关系，结果 

表明青藏高原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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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泊沉积的研究愈来愈受到第四纪科学家的重视，并出台了“国际大陆钻探计划 

(ICDP)”及相应的“古全球变化湖泊钻探计划”，其原因在于湖泊沉积物具有其它陆相记录，如 

树轮、冰芯，甚至黄土不可替代的优势．长尺度的湖泊记录不仅能表现出气候的冰期／间冰期旋 

回和构造运动的影响，同时又能反映短时间尺度气候的变率及其发生的边界条件⋯．然而．我 

国的湖泊沉积与过去全球变化研究刚刚起步，存在问题仍然很多，要研究东亚季风形成与发展 

过程，缺乏长时间尺度、连续和多环境指标的湖泊深钻记录．但是，从仅有的几个长尺度湖泊记 

录，加上研究较为深入的黄土记录，还是能够为我们进行区域对比，探讨区域环境分异与亚洲 

季风关系等提供一些信息． 

我国已有的长时间尺度、详细研究的湖泊多集中在中晚更新世，如青藏高原东部的若尔盖 

盆地、高原北部的柴达术盆地、云南的滇池盆地等等．若尔盖盆地 RM 孔是迄今青藏高原研究 

最为深入的全取芯井，位于西风带南北两支的辐合区域，同时也受西南季风的影响，该井地面 

海拔 3400m，深达 310m，全并沉积岩性较细，由湖相粉砂质泥、泥质粉砂、粉砂构成，泥炭出现 

的频率较高，底界年代达 900kaBP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的北部，海拔 2880m，是高原上 

最大的山间盆地，受北西西和北东东两组断裂控制，气候上主要在西风带影响范围，季风影响 

极为徽弱，第四纪以来盆地处于长期沉降之中，沉积了一套连续的湖泊地层，已建立了73万年 

来的气候演化序列” ．滇池则处于西南季风(印度季风)的控制范围，湖面高程 1900m．和青 

藏高原处在不同的地貌单元上，参1井位于滇池北岸，井深 500m，已达 300万年， M界限在 

139m ，相对较粗的孢粉记录仍能提供中更新世以来的气候环境演化信息． 

若尔盖盆地的分析研究较为深入，多学科的环境指标分析表明 900—800kaBP以暖湿和 

冷干气候组合为特征；800—480kaBP，若尔盖古湖的生产力较高，水深较大，气温偏低，以冷湿 

环境为主导，也是大规模冰川发育时期；480—160kaBP，若尔盖古湖进入低生产力浅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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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粉浓度与木本花粉含量极低，冷水种介形虫占优势，风成沉积发育．趋玲趋干是本阶段的特 

色；160—0kaBP，若尔盖古湖进入新的生产力高峰期．木本植被发育，降水较多，蒸发量较小． 

保持温凉湿润环境，以暖湿和冷干的气候组合为特点，一直到湖盆被黄河切穿 ． 

1 湖泊深钻记录的比较研究 

目前可供较长时间尺度对比研究的湖泊沉积记录只有柴达木、滇池和若尔盖古湖，这些单 

并的长尺度气候资料，可以避免局部环境因素的干扰，更多地辨析出大区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 

的特点．进行长尺度的湖泊记录的对比，结合研究较为深入的黄土记录．就能更详细地了解我 

国环境的区域分异．以及和季风变迁的关系．但是，由于各个盆地采用的环境指标不一，分析精 

度相差甚大，所以只能进行大的演化阶段的对比．初步的对比结果表明： 

中更新世早期(780—480kaBP)青藏高原东部的若尔盖与北部的柴达木地区均以相对湿 

润的环境为主导，但云南高原似乎表现为暖干的气候特点，是否是海拔高度差别所致．仍然不 

得而知，黄土高原该时期黄土的堆积既粗又厚．磁化率为低谷，代表典型的冷干环境 ． 

中更新世晚期(480—16OkaBP)：柴达木盆地和若尔盖地区一样，均表现出明显的趋冷趋 

干的气候特点．柴达木盆地湖泊为一明显的退缩时期，而云南高原，与青藏高原相一致的是气 

候的变冷．并且越到后期，寒冷程度更为加剧．不一致的是该区明显趋湿．看来 480kaBP开始 

的气候趋冷具有大区域范围的一致性，深海的冰量也是一个极大时期 ；而黄土高原黄土 一古 

土壤旋回的厚度加大，气候干湿变化更趋明显 ． 

晚更新世(160—0kaBP)：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与若尔盖古湖两者湖泊记录的气候波动基 

本一致，但柴达木盆地基本表现为干旱的背景，波动的幅度似乎也不及若尔盖盆地，这可能在 

于后者处于季风气候的边缘，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尤为敏感．尤其是若尔盖 RM孔记录了末次 

间冰期，特别是其早期的气候剧烈波动 位于云南高原的滇池盆地，和若尔盖地区也不一 

样，表现出变干的趋势，并且与青藏高原地区在气候的组合上迥然不同．冷期偏湿，暖期偏干． 

而黄土高原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更趋干旱 ． 

2 结果与讨论 

上述对比分析表明，中更新世以来，我国气候环境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异，究其原因．青藏高 

原的隆升可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高原的隆升与东亚季风的发展密切相关． 

青藏高原在中更新世前．大面积的山地仍然没有进入冰冻圈，我国中东部受季风气候的影 

响．大多为暖湿、冷干的气候⋯ 

中更新世早期约 780kaBP高原开始全面进入冰冻圈，3000—3500m的海拔有利于水汽冷 

凝．促成冷湿气候条件下大规模冰川的发育，同时北半球巨大冰盖的发育，促使西风带南推，由 

于青藏高原高的海拔，大气环流发生一次重大的改变，使底层原爬越高原的西风激流向高原两 

侧绕流，高空西风渡槽增强．扰动加剧，高原季风稳定建立．它既可以激发强烈的西南季风．又 

不至于明显阻挡水汽进入高原内部，加上若尔盖处于西风带南北两支的辐合区域．冷湿的环境 

尤为明显 ；另外由于高原大范围的冰雪覆盖，反照率增大．形成稳定的高原冷高压．使得西北 

地区处在下沉气流环境．塔里木盆地开始明显的沙漠化-- 同时高原冷高压的加强，使得西伯 

利亚和蒙古高压也得到加强，相应大大增强了冬季风携带粉尘的能力，也抑制了东亚夏季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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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应的黄土沉积既粗且厚，代表典型的冷干环境 显然在北半球大气环流格局的形成中． 

隆升的青藏高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中更新世早期的高原隆升．引起了明显的区域环境分 

异，高原本身是以冷湿为主导，东部的若尔盖与北部的柴达木均为较湿的环境，西北开始干旱 

沙漠化，黄土高原则为冷干环境 

480kaBP前后高原气候有一个明显的转型 ，构造上升的累积效应使得高原明显趋 

干 ，从大气环流的角度讲，在于北半球大冰盖的萎缩，西风带南支的北撤，西风带主流线位于 

高原以北，原来气旋性质的西风带南支在松潘地区形成的低压槽消失，高原东缘变得干旱．高 

原冰川同样萎缩，高原的冷热源作用均较显著．东南季风区冬、夏季风均有加强，季风气候旋回 

变幅加大，黄土 一古土壤旋回更为醒目 ．西南季风区表现的不一致在于季风系统的不同． 

160kaBP以来高原内部环境分异明显，西南季风区的滇池和西南季风边缘的若尔盖具有 

不同的干湿趋向．而我国的黄土高原和西北地区却是干旱趋势明显． 

中更新以来我国环境的区域分异似乎较为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青藏高原的巨幅隆升及 

相应的季风环流的变化，但其中具体的过程及构造一气候的耦台关系．目前仍然并不清楚，这 

需要大量的陆相长尺度记录进行比较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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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Environment in China 

since Mid．Pleistocene Inferred from Lake Records 

and Its Relation with East Asia M onsoon 

Xue Bin W ang Sumin W ang Yunfei 

(L ~ imentation andEnvir~ment Lal~,ratory，Na inglmtitu re ofGeography and Li nrdogy 

Chine~Academy |Scien e ．Na ing 210008、 

Abstract 

The lake records have prov~ their value by providing improtant insights into how global and 

regional climatic events influ~ ce continental ecosystems upon which humanity is most immediate+ 

ly dependent．Long reco r~ from single sites have the advantage of minimizing the effect of non— 

climatic variables on the cycle-to-cycle palaeoclimate s~rml of climate proxies．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ong core records iocated at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can provide some significant in— 

formation about the regiona1 differentiation of environmental evolution，and furthermore，about 

the Asia monsoon activities with the study on Loess plateau． 

However．detailed lacustrine cores studied with a span of several 1000OOa are very rare in 

China The available examples are only three long cor~$from the Zoige Basin in eastern Tibet 

(Qinghai—Xizang)plateau，Qaidam basin in northern Tibet plateau and Dianchi basin in Yunnan 

plateau respectively．The result has shown that there distinctively exist 3 stages since M id—Pleis— 

tocene，i．e．780—48OkaBP，480—160kaBP，160一OkaBP for each of them the environment was 

of different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ea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The result has also shown that 

the Tibet plateau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on the differentiation process．The comparison stud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more long cores are needed for us to probe into the uplifting  of Tibet plateau 

and As Jan monsoon evolution． 

Key W ords Mid—Pleistocene，regional differentiation，As ian monsoon，lake se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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