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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气候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化

1383不同空间尺度影响古代社会演化的环境和技术因素探讨

董广辉，刘峰文，陈发虎

总结和分析了世界范围内史前时代和历史时期遗址废弃、文化兴衰和人口变

化，及其与环境和技术变化关系的典型研究案例，探讨了不同空间尺度，环境

和技术因素对古代人类社会演化的影响，并提出了可能的机制．

1395中国近五百年旱涝灾害与内乱关系的定量分析

李聿，章典，裴卿，贾鑫，余柏康

文章定量分析了公元1470-1911年间中国三个农业生态区旱涝灾害与内乱的对

应关系．结果表明两者关系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建议在研究历史时期的人地

关系时，应先把不同地区的数据分割，再以每个地区为单位进行独立分析．

1406自然灾害与移民：一个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被动选择

裴卿

文章定量地研究了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人口规模和农民迁徙之间的动态关

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灾害导致农民迁徙的影响是短期的，而人口规模是影

响土地承载力的重要因素，其对农民迁徙的影响是长期的．

专题：中国海碳储库与碳循环

1414中国近海养殖环境碳汇形成过程与机制

张永雨，张继红，梁彦韬，李鸿妹，李刚，陈晓，赵鹏，蒋增杰，
邹定辉，刘晓勇，刘纪化

发展养殖蓝碳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低碳发展的科学途径之一．养殖蓝

碳除了收获贝藻等可移出碳外，还包括微型生物蓝碳、惰性溶解有机碳以及沉

积碳等．

1425海草凋落叶分解对沉积物有机碳组成及其关键转化过程的影响

刘松林，江志坚，邓益琴，吴云超，赵春宇，张景平，沈园，黄小平

开展了海草凋落叶分解对SOC活性组成及其关键酶活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海草凋落叶分解释放了大量溶解有机碳，提高_j'SOC的活性，促进了SOC的

转化．这可能会弱化其SOC存储潜力．

1436埃迪卡拉纪Shuram碳同位素负偏事件有机碳氧化假说的定量模
型评估

石炜，李超，Thomas J．Algeo

埃迪卡拉纪记录了地球历史上最大的无机碳同位素负偏事件．文章基于质量

平衡原理对其四种有机碳氧化假说进行了模拟评估，结果表明，只有海洋溶解

有机碳部分氧化假说在氧化剂与有机碳可获取性上具有可行性．该结果定量

支持了埃迪卡拉纪大溶解有机碳库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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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海洋科学

1447古近纪南海断陷作用和破裂不整合的海相沉积记录

李前裕，吴国碹，张丽丽，舒誉，邵磊

总结了中国沿海古生物地层工作成果，发现六千万年前在东海至台湾一带曾有

个细长形古中国海，并逐渐不断向西南扩展．大约三千四百万年左右海洋环境

加强，进入南海中部区域，象征南海的诞生和自东向西扩展的形成方式．

1460南海西沙隆起基底成因新认识

朱伟林，解习农，王振峰，张道军，张成立，曹立成，邵磊

南海西沙隆起盆地基底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由前寒武纪片麻岩组成．通过锆

石U—Pb同位素测年发现其为晚侏罗世角闪斜长片麻岩，并被早白垩世晚期花

岗岩侵入，与前人研究完全不同．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的区域变质作用和花岗质

岩浆侵入不仅出现于西沈在南海的珠江口盆地和南沙群岛等区域都有报道，

与东亚陆缘受到古太平洋板块大规模、长时间的俯冲密切相关．

大气科学

1469中国日极端降水和趋势

孙军，张福青

利用2000多站、50年以上的日降水资料，采用极端降水量和总站次两类时间序

列研究了中国日极端降水和趋势，发现存在3个明显趋势区域；全国年总站次时

间序列表明了一致的线性增加趋势；趋势特征在区域和时间上表现不同．

1483遥感用途的高光谱中短波红外辐射传输精确计算

白文广，张鹏，张文建，马刚，漆成莉

基于累加法，考虑了大气吸收，云、气溶胶多次散射，构建了可以处理太阳散射

和大气发射并存的中短波红外大气辐射传输计算模型．该模型具有非常高的

计算精度和效率，为处理风三卫星红外高光谱资料奠定了基础．

环境科学

1493中国苯系物淡水水质基准推荐值的探讨

郑师梅，周启星，杨凤霞，李勇超，王元芳

该研究推导获得保护中国淡水生态系统水生生物的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

急性和慢性基准推荐值，可为中国苯系物水质标准的制修订和环境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与支撑，并讨论了混合物联合基准值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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