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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新生代地层中的草鱼咽喉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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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草鱼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梳状咽喉齿的鱼类，天然分布局限于亚洲

东部地区的水域中．草鱼典型的植食性和作为最古老的养殖鱼类之_得到人们的

广泛关注．随着似草鱼或者草鱼特有的咽喉齿化石在我国新生代地层中陆续被挖

掘，进一步研究发现，现代草鱼出现于上新世以来的地层中且和现生草鱼分布基

本重叠；而渐新世和中新世出土的似草鱼咽喉齿不仅分布于中国东部，还向北延

伸到内蒙古北部，西至内蒙古西部和青海湟中．草鱼特有的生活繁殖习性结合其

地理分布变迁反映了我国中西部地区自渐新世以来气候和水域环境的变化．具体

内容参见1856～1871页苏瑞凤等的研究论文

综述

表层地球

1817地下水污染物在高度非均质介质中的迁移过程：机理与数值模拟综述

郭芷琳，马瑞，张勇，郑春苗

针对地下水污染物迁移和修复研究中的难点和挑战，文章综述了含水层非均质性对地下水污染物迁移过程和修复效率的控制作

用的研究进展，明确‘‘反常扩散”等术语的定义，并展望了地下水污染迁移和修复的未来研究趋势．

评述

大气海洋

1837基于基因组信息指导的古菌培养新策略

王寅熘，Ybichi KAMAGATA，李猛，韩菲菲，王风平，肖湘

古菌是地球三域生命体系之一，推测与生命起源及真核生物起源相关．古菌在地球化学元素循环中起重要作用，但目前古菌菌株

的分离和纯培养成为制约古菌研究的障碍．文章简述了古菌的发现与研究进展，对比了未培养和纯培养古菌之间的差距，并概述

了基于大量未培养古菌基因组指导其分离和纯培养的新思路和新策略．

论文

固体地球

1856草鱼类咽齿化石新属种时空分布格局及其起源演化与古环境意义

苏瑞凤，张弥曼，陈耿娇

文章记述了产自中国东部、北部和西部近20个地点的草鱼型咽齿化石，地质时代从渐新世至全新世．建立了草鱼属两个新种及与

草鱼属相近的两个新属新种．根据已知化石的地点和层位，推断了草鱼类生活时期水系周围的气候环境．

1872缅甸抹谷变质带新生代超高温变质作用

陈思，陈意，李仪兵，苏斌，张庆华，Me MeAuNG，Kyaing SEIN

超高温变质常见于前寒武纪，在新生代鲜有报道．文章在缅甸抹古变质带发现了～25Ma的超高温麻粒岩，为喜马拉雅东构造结

的首例超高温变质事件．综合地质和地球物理资料，研究认为板块汇聚边缘大陆张裂引发岩石圈伸展是导致该极端变质的主要

原因，这为现代超高温变质的诱发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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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地球

1894 Land观t卫星观测下的30m全球不透水面年度动态与城市扩张模式(1972—2019)

黄昕，李家艺，杨杰，张震，李冬瑞，刘小平

采用自1972年以来超过三百万景Landsat影像，文章发布了至今为止最细时空粒度的全球不透水面(GISA)和全球城市时空连续

扩张模式(GuEP)产品，该系列数据集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对地表的改造

19017真菌孢子记录的全新世中期以来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畜牧活动历史

魏海成，鄂崇毅，段荣蕾，张晶，孙永娟，侯光良，高靖易

粪生真菌孢子是研究过去畜牧活动的重要方法．通过分析高分辨率年代学风成沉积地层中粪生真菌孢子记录，文章揭示了青藏

高原东北部畜牧活动起源和发展变化历史，深入探讨了区域畜牧活动变化的影响因素和控制机制．

1923过去百年来中国东部浅水湖泊水生植被演化模式

黄菲帆，张科，黄世鑫，林琪

文章提出了我国东部浅水湖泊沉水植被过去百年来“稀少一增加-衰退”的演化模式．区别于传统认识中“繁茂．衰退”的变化过程，

该模式为理解湖泊水生植被演化过程和规律提供了新视角，对湖泊生态修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35新疆艾比湖小叶桦湿地空气花粉散布特征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系

陈立欣，张芸，孔昭宸

文章探讨了新疆艾比湖小叶桦湿地空气花粉组合的年际、季节变化特征，该花粉组合受气象因子与外来气流的影响，研究结果

为该区古环境重建、湿地植物特别是小叶桦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参考

1950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触发了中国西南石漠化的扩张

陈朝军，袁道先，程海，Tsai Luen Yu，chuaIl Chou S既N，R．Lawrence EDwARDS，吴尧，肖思雅，张键，

王涛，黄冉，刘子琦，李廷勇，李俊云

利用高精度的石笋d13c记录反演过去2000年来中国西南地区石漠化的演变．多指标记录的集成研究表明，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

中国季风区南北气候呈现相反变化的模态．靖康事件(ADll27)后，人类活动的显著增加导致了石漠化的扩张．

大气海洋

1964城市和郊区复杂下垫面地气交换湍流通量的观测研究

沙杰，邹钧，孙鉴泞

文章对比分析了市区和郊区多站点不同高度的湍流通量观测结果，发现在复杂下垫面之上实施通量观测需要在较高的离地高度
上进行，这样观测到的地气交换通量才具有较为充分的局地代表性．

1978热带地区GPS掩星观测传播路径上影响参数变化与水汽折射率局部强梯度的关系

杨胜朋，邹晓蕾

热带对流层低层经常会出现大气折射率局地强梯度，使得GPS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在某一个传播路径与其上方或下方的路径相

交，这种现象被称为掩星多路径．文章研究发现，水汽折射率的垂直梯度在掩星多路径模拟中起着主导作用．

1990长江入海泥沙锐减下河口最大无人沙岛的持续淤涨

张晓东，谢睿，范代读，杨作升，王宏敏，吴闯，姚雨涵

文章利用497幅卫星图像系统研究了近五十年来长江口九段沙岛沉积地貌演变特征，并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该研究对于深入

认识长江入海泥沙锐减下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趋势，探究长江河口河势以及稳定长江口航道有科学指导意义．

2∞1安达曼海南部内孤立波的生成与传播的数值模拟

蔡树群，吴于琪，许洁馨，陈植武，谢皆烁，何映晖

安达曼海是内孤立波的多发海域之一，但针对该海域内孤立波的动力机制研究很少．文章聚焦于安达曼海南部，利用二维

MI殛cm模式研究了该海域内孤立波的动力机制，并探索了底地形及潮流驱动力对内孤立波生成及传播的影响．

万方数据



3

E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编辑部l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黄城根北街16号I邮编：100717

电话：+86-1 0-6401 5883 I传真：+86-1 0-6401 6350

E—mail：geo@scichina．org I 网址：earthcn．scichina．com

E管：中国科学院

E办：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困科学》杂志礼
SCIENCE CHlNA PRESS

西

I SSN 1674—72‘0

7

1 1>

删卿垦|照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