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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年来的中国气候与环境专题

田图

1169末次冰盛期以来东亚季风变化历史——中国北方的地质记录
杨石岭，董欣欣，肖举乐

末次冰盛期至全新世的增温过程中，东亚夏季风雨带向西北推进至少300km，

中国北方干旱区范围大幅度缩小，植物类型显著增加．显然，全球增温将有利

于东亚夏季风的增强，从而极大改善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

1182西北干旱区湖泊碳同位素与环境变化

刘卫国，李祥忠，王政，王欢业，刘虎，张博，张欢

文章在总结过去几十年间西北地区湖泊碳同位素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讨论了

该地区湖泊沉积物中碳同位素的古环境意义，为碳同位素地球化学更好地应

用于湖泊环境变化研究提供了依据．

论文

1197两万年来的中国多年冻土形成演化

金会军，金晓颖，何瑞霞，罗栋梁，常晓丽，王绍令，

Sergey S MARCHENKO，杨思忠，易朝路，李世杰，Stuart A HARRIS

20kaljX来中国多年冻土演化分为LGM冻土强烈扩展、早全新世冻土相对缩

减、HMP冻土强烈退化、新冰期冻土扩展、中世纪冻土退化阶段、小冰期冻土

相对扩展阶段和近百年来冻土退化．文章重建了古气候、古地理环境，以及冻

土分布等．

1213末次盛冰期以来中国东北地区特征时期植被格局

李小强，赵超，周新郢

基于东北地区花粉指标记录，重建末次盛冰期(一18000a BP)、早全新世

(10000—9000a BP)和全新世大暖期卜6000a BP)3个特征时期的植被格局，确

定大暖期是植被发育最好时期，增温导致夏季风降水增强是主要原因．

1231末次冰盛期中国西部冰川物质平衡线高度的模拟研究

姜大膀，刘叶一，郎成梅

文章使用9个全球气候模式的数值模拟试验数据，集中研究了末次冰盛期中国

西部冰川物质平衡线高度变化及其成因，以期为深入理解末次冰盛期中国西

部(特别是青藏高原)地表环境提供参考

1246末次盛冰期以来中国南方c／c。植被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
崔琳琳，胡建芳，王旭

文章通过对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8个湖泊及4个泥炭沉积记录的高碳数正构烷

烃稳定碳同位素的分析，重建了末次盛冰期以来长江以南地区C3，C。植被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历史，并探讨了影响研究区c。／C。植物丰度变化的气候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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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末次冰盛期中国气候要素定量重建

吴海斌，李琴，于严严，孙爱芝，林亚婷，姜雯琪，罗运利

文章基于植物生理过程、新一代植被反演方法，结合新完善的中国第四纪孢粉

数据库，定量重建了末次冰盛期时段中国温度和降水的季节性变化特征和空

间格局，为理解冰期．间冰期东亚季风气候系统演化规律提供新证据．

1269华北平原末次冰盛期以来典型时段古环境格局

李曼明，张生瑞，许清海，肖举乐，温锐林

未来全球变暖将如何影响华北地区的植被组成和空间格局?这是全球变化研

究关注的焦点．文章利用孢粉资料重建了华北地区两万年来典型时段的植被

分布格局，为预测未来生态环境变化提供了历史相似型．

1278中亚东部晚全新世水文气候变化及可能成因

蓝江湖，徐海，郁科科，盛恩国，周慷恩，王甜莉，叶远达，严东娜，
吴慧贤，程鹏，外力·阿布列孜，谭亮成
利用位于中天山深水湖泊——赛里木湖一个钻孔岩芯，重建该地区最近4000

年以来的水文气候演化历史，并揭示太阳活动强弱以及大气环流的南北移动是

控制中亚东部地区晚全新世水文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1293中国东部沙漠，沙地全新世地层序列及其古环境

杨小平，梁鹏，张德国，李鸿威，PatrickIuOUAL，王旭龙，许冰，

马志邦，刘倩倩，任孝宗，胡凡根，何毓新，饶刚，陈宁华

文章利用地貌学、古地理学方法，对沙区沉积序列进行了详细解读，重建了

中国东部沙地过去一万年来的环境变化史．结果显示，这些沙地在距今约

7．5旬．5ka期间气候较为湿润，沙漠曾是?‘粮田’：风沙活动偃旗息鼓

1308中国南方植被的变化

王伟铭，李春海，舒军武，陈炜

根据孢粉研究结果，初步重建中国南方约2万年以来的植被变化，分别给出18、

9和6ka BP前后的植被分区图和植物分布特征，同时探讨研究区在末次盛冰期

以来的重要气候事件、全新世人类活动和海平面变化等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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