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7 卷 第 1 期

199 6 年 l 月

海 洋 与 湖 沼

O C E AN O L O G IA ET L IM N O LO G IA SIN ICA

V o l
.

2 7
,

N o
.

l

J a ll
. ,

199 6

呼伦湖
、

乌伦古湖全新世植物群
发展与气候环境变化

*

羊向东 王苏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湖泊研究所

,

南京 2 10 0 08 )

提要 于 1990 一 1993 年分别对呼伦湖及乌伦
一

占湖进行了调查
,

并对其剖面及钻孔进行

了抱粉分析
,

结合 ’4C 测年
、

介形类
、

硅藻分析资料
,

对两区抱粉植物群演替
、

气候与湖泊

环境变迁进行了比较
。

结果表明
,

10
.

ok a B
.

P
.

前
,

西北地区湖水位变化与冰川融水有关
,

东北湖区温凉湿润气候受季风环境影响所致 ; 10
.

0一 7
.

Oka B
.

P
.

及 5
.

0 一 3
.

Oka B
.

P
.

间
,

气

候干旱
,

两者受西风带控制 ; 7
.

0 一 5
.

oka B
.

P
. ,

气候温暖湿润
,

东亚季风边界推移至我国

西北湖区
,

约 2
.

5 一 1
.

oka B
.

P
.

间
,

季风曾两次在西北湖区作短暂停留
,

降水略有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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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纬度比较接近
,

气候上分别位

于半干旱区及干旱区
。

全新世以来
,

由于西风环流的影响及东亚季风的侵人
,

引起植被

带的迁移
,

表现为森林带的进退和草原植被的兴衰
。

本文以这两个湖泊为例
,

从抱粉学

的角度
,

结合硅藻
、

介形类生态分布特征
,

着重讨论了 10
.

ok a B
.

P
.

以来两个湖区的气

候环境演变规律
,

为我国北方非季风区古湖沼学的研究提供最北限的资料
。

1 地层概况与研究方法

在呼伦湖区
,

剖面选择在湖北岸扎贵诺尔东露天矿
,

全新统地层总厚 7
.

7l m
。

其中
,

7
.

71 一 6
.

sm 为灰色粉砂质泥夹薄砂层 ; 6
.

8 一 4
.

25 m 为灰黄与暗色砂互层
,

含草屑
,

具水平层理
、

板状及槽状交错层理
,

底部含丰富的石器
、

陶片 ; 4
.

25 一 2
.

65 m 为深灰

色 泥质粉砂
,

含瓣鳃类化石及植物残体 ; 2
.

65 m 以上为灰黄色砂
,

具风沙堆积特点 ;

o
.

7 m 以上发育古土壤
。 ’4C 测年 4 个

,

6
.

9m 处的年龄由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科学系测定
,

其余 3 个年龄引用黎兴国 (19 82 )发表的数据 (图 l)
。

乌伦古湖钻孔位置在其东南角的湖岸上
,

孔深 15
.

2m
。

15
.

2 一 13
.

3 m 为灰色粉砂

质泥夹泥砾层 ; 13
.

3 一 5
.

7m 为泥砾与砂砾互层 ; 5
.

7 一 5
.

Om 为黑色淤泥
,

含植物碎

片
,

具水平层理 ; 5
.

0 一 l
.

sm 为含泥质粉细砂
,

顶部为 3
.

oc m 厚的细砂 ; 1
.

5m 以上

灰黑色砂质泥
,

中部夹 4 0c m 厚的泥质粉砂
,

具水平层理
,

含丰富的芦苇茎
。

测得
’4 C

年龄 2 个
,

均由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测定 (图 2 )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4 9 17 2 1 19
。

羊向东
,

男
,

出生 于 19 65 年 1 月
。

在研究过程中
,

马燕同志提供硅藻资料
,

勾韵娴研究员提供介形类分析结果
,

王云飞研究员对本文提出宝贵意

见
,

谨志谢忱
。

收稿日期
: 19 9 3 年 5 月 3 1 口

,

接受 日期
: 19 9 5 年 7 月 3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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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湖剖面主要花粉含量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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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抱粉分析时
,

采用两次重液浮选法 (比重为2
.

1)
,

共分析 86 块样品
,

每样 50 9
,

鉴定统计在 10 0 一 200 粒之间
。

进行了抱粉百分比及浓度统计
,

浓度用重量法求得 (单

位 : 粒 /g )
。

另外
,

参照硅藻及介形类分析资料
,

用于进行古湖泊环境讨论与对比
。

2 研究结果

经分析鉴定
,

发现随气候分区不同
,

抱粉类型也截然不同
。

呼伦湖区抱粉主要属种有

松 属 ( p l.n
u s
)

、

桦 属 ( B
e ru la )

、

柏 科 ( C uP r e ssa ee a e )
、

篙 属 ( A
r re m is ia )

、

黎 科

(C h en o p o d ia c ea e )
、

莎草科 (C ype r a ee a e )
、

菊科 (C o m p o sita e )
、

禾本科 (G ra m in ea e )
,

少量云杉属 (Pi ce a )和栋属 (Que
rcu 、)等阔叶树种 ; 乌伦古湖剖面则以干旱区常见属种

圣柳属 (T
a m a r ix )

、

麻黄属 (EP he dr a
)

、

白刺属 (N itr a lia )
、

黎科
、

篙属等为主
,

个别

层段水生植物香蒲属 (了〕, ha )
、

黑三棱 (助a rg an iu m )也很丰富
。

2
.

1 呼伦湖剖面 由下至上
,

划分为4 个组合带及两个组合亚带 (图 l)
。

带 I【(10
.

6 一 lo
.

o k a B
.

p
.

)7
.

7 1 一 6
.

sm ] 为桦
、

篙组合
。

抱粉总浓度很高

(1 47 7 一 7 8% 粒 /g )
,

木本含量 (20 % 一 39
.

5% )低于草本 (超过 60 % )
,

以桦为主

(可达 32 % )
,

少量云杉
,

还有极少量的栋
、

拌 (F r a x in u : )
、

恺木 (A ln u :
)

、

榆 (U lm
u :
)
。

草

本植物主要是篙
、

黎科
,

黎科与篙含量 比值 (简称 C /A )很低
,

反映当时是以桦为主的

森林草原
,

植被覆盖度较高
,

气候温凉湿润
。

硅藻在本带也很丰富
,

以颗粒直链藻

(M
e lo sir a g r a n u la ra )

、

脆杆藻 (F
r a g ila rl.a )及真性浮游种湖沼圆筛藻 (e

o s el.n o
dis

e u s

la cu st ri n 。)为主
,

表明当时为湖面扩张时期
,

但湖水温并不太高
。

据转换函数计算 ”
,

当

时的年均温 (一 l ℃ 左右 )略低于 目前该地年均温 (0 ℃ )
,

年降水量在 3加一 400 m m 之

间
。

带 11 !(10
.

0 一 7
.

o k aB
.

P
.

)6
.

8一 4
.

25m 』 为松
、

黎科组合
。

阔叶树桦的含量

骤减
,

松含量迅速上升 (5% 一 23 % )
,

下部有少量云杉
,

柏科
、

麻黄
、

圣柳含量增

加
。

草本中篙含量减少
,

C /A 增高
。

此外
,

抱粉浓度极低 (小于 10 0 粒 /g )
。

表明当时

植被覆盖度很低
,

为疏林草原景观
,

气候温干
。

硅藻主要是窗纹藻 (却 it he m l’a )
、

舟形

藻 (N ivl’cu la )等大型附生种类
,

说明湖水位下降
,

湖面缩小
。

带 111 [(7
.

0 一 5
.

ok a B
.

p
.

)4
.

2 5一 2
.

6 5m ] 为桦
、

栋
、

篙
、

禾本科组合
。

抱粉

浓度极高 (1 576 一 38 222 粒 /g )
,

达剖面之冠
,

尽管木本含量有所减少
,

但阔叶属种

桦
、

栋
、

栗 (Cas tan ea )
、

恺木等明显增多 ; 草本中湿生的狐尾藻 (Myr iop 勺llu m )
、

香

蒲也较丰富
,

C /A 降低
,

反映森林草甸草原发育
,

气候温暖湿润
。

经计算当时的年均温

在 + 3 ℃ 左右波动
,

年降水量超过 40 0m m
。

本带湖沼圆筛藻
、

直链藻占优势
,

湖泊水

体扩大
。

带 IV 【(5
.

0 一 3
.

ok a B
.

P
.

)2
.

6 5m 至地表 1 可分2 个亚带
。

IV a 亚带 (2
.

6 5 一
0

.

7m )组合特征与带 H 相似
,

为松
、

黎科为主的疏林草原
,

植被覆盖度极低 (浓度小于

30 粒 /g ); IV b 亚带中针叶属种松 (25 % 一 40 % )
、

柏科明显增多
,

草本退居第二位
,

C /A 略下降
,

抱粉浓度较高 (1 042 一 5 642 粒 /g )
,

为松林草原类型
。

硅藻在本带消

失
。

表明该区 5
.

Ok a B
.

P
.

后
,

气候变温干
,

至 3
.

ok a B
.

P
.

前后
,

气温进一 步变凉
,

但

湿度有所改善
,

古土壤发育
。

l) 王苏民
、

吉磊
,

19 9 5
,

呼伦湖古湖沼学研究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合肥 )
,

(印刷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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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乌伦古湖剖面 分5 个抱粉组合带及 3 个组合亚带
。

由下至上为 :

带 I【(约 10
.

o k a B
.

P
.

)巧
.

2 一 13
.

3m l 为篙
、

黎
、

含云杉组合
。

灌木及草本占

优势 (79
.

4 % 一 91 % )
,

以圣柳
、

篙等为主
,

耐旱的麻黄
、

白刺
、

黎科含量较少
,

C /A
偏低

,

木本中见少量云杉
、

松等
。

气候凉湿
,

灌丛草原植被发育
。

介形类主要以隆起土星

介比较种 (I妙
。

卿
r is e f. g ib ba )及背瘤白花介 (乙

eu eo 妙rh er e do rs o ru be r o sa ) (盐度为

1
.

78
x l0

一 ,
)为主

,

反映了冷水
、

浅水
、

淡水湖泊环境
。

与北疆柴窝堡湖
、

艾 比湖

12
.

0 一 10
.

ok a B
.

P
.

的抱粉组合反映的气候环境较一致 (施雅风等
,

199仇 文启忠等
,

19 90 )
。

带 x l【(约 10
.

0 一 7
.

ok a B
.

P
.

)1 3
.

3 一 5
.

7m l 为黎科
、

白刺组合
。

木本属种极

少
,

云杉消失
,

耐旱的黎科
、

白刺含量增加
,

C /A 增大
,

气温明显抬升
,

但干旱程度加

强
,

为荒漠灌丛植被
。

在该层位底部两个样品中
,

介形类 以疑湖花介 (L l’m no cy ther c

du bios a)
、

湖花介未定种 (L
.

sP
.

)
、

结节正星介 (自, ri de l’s tor os a )为主
,

构成温 水
、

半咸水组合
,

说明湖水温上升
,

蒸发量骤增
,

湖面迅速缩小
,

湖水咸化
。

带 11 1 【(约 7
.

0 一 5
.

oka B
.

P
.

)5
.

7 一 5
.

Om l 为水生草本植物大发展阶段
,

主要

是香蒲
、

黑三棱
,

干旱属种迅速减少
,

C /A 低
,

为湿生草本及篙
、

黎科等组成的草甸草

原
,

当时气候湿润
,

属全新世中期湖泊扩张时期
。

带 IV 【(5
.

0 一 2
.

o k a B
.

P
.

)5
.

0 一 1
.

5m 』 为黎科
、

白刺组合
,

松含量有所增加
,

耐旱属种增多
,

C /A 增高
,

气候条件与带 11 一致
,

荒漠灌丛植被重新在本区出现
。

带 v [(2
.

5 一 l
.

Ok a B
.

P
.

)l
.

sm 至地表] 分3 个亚带
,

V a 及 V e 亚带为篙
、

香蒲

组合
,

c /A 较低
,

气候偏湿
,

灌丛草原发育; V b 亚带则以黎科
、

麻黄占优势
,

C /A 偏

高
,

气候变干旱
,

为荒漠灌丛草原景观
。

综上所述
,

两湖区所揭示的气候环境是可以对比的 : 呼伦湖剖面 4 个组合带分别对

应于乌伦古湖组合带 I一 IV; 带 V 仅为后者所特有
。

3 讨论与结论

全新世以来
,

尽管两个湖区处于不同的气候带上
,

但所反映的古气候及湖泊环境变

化
,

具有同步规律
,

两者同时受全球性气候变化格局的影响
。

其湿度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黎科
、

篙的含量及 C /A 的变化 (G a sse et a l
. ,

1 9 9 1 )
,

如干旱时期黎科含量增加
,

篙的

含量相应减少
,

C /A 明显增大 ; 湿润时期变化正好相反
。

同时硅藻
、

介形类的分析结果也

表明其湖泊消长的一致性
。

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明显存在
,

其干旱及湿润气候的形成和

发展由各自的地理背景所决定 (施雅风等
,

19 90 )
。

抱粉分析表明
,

乌伦古湖地区古气候

主要受西风带控制
,

灌丛草原及荒漠灌丛植被交替出现 ; 而呼伦湖区则表现为森林草原

与沙地疏林草原的变化
,

反映本区既受西风带的影响
,

同时在东亚季风扩张时期也受季

风的影响
。

如全新世中期
,

呼伦湖地区森林草甸草原发育
,

主要森林建群种为桦
、

蒙古栋

等其它阔叶成分也到达本地区
,

表明当时季风作用增强
,

温度增高
,

同时降水增多
,

季

风型气候显著 ; 而乌伦古湖区植被更叠主要反映湿度的变化
,

对温度指示不明显
,

表明

季风环流虽然也波及本区
,

但在强度上显然不如呼伦湖
,

这可能与后者深居欧亚大陆腹

部有关
。

因此
,

干旱时期两个地区植被虽均贫乏
,

但旱化程度迥然不 同
,

东部表现为沙

化
,

发育沙地针叶疏林草原
,

西部明显荒漠化
,

植被更加贫乏及耐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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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伦古湖的袍粉组合及介形类分布看
,

10
.

ok a B
.

P
.

前
,

气候凉湿
,

湖泊为冷水
、

浅水型
,

但这并非与季风有关
,

而是与冰川消融
,

即有效湿度有关 (施雅风等
,

199 0;

韩淑提等
,

1990 ; 杨怀仁
,

19 8 7)
,

其浅水环境可能是冰融水减少所致
。

而呼伦湖硅藻

分析表明
,

当时湖泊为深水类型
,

气候温凉湿润
,

温性阔叶属种栋
、

榆等或多或少在本

区出现
,

显然是受季风的影响
,

这一点王苏民等 (199 1) 的研究也可有力地说明
。

总之
,

一万年来
,

中国中高纬湖区气候及湖泊环境变化如下 :

约 10
.

o k a B
.

P
.

前
,

西北湖区受冰川融水补给
,

湖泊保持一定水位
,

气候凉湿 ; 东

北湖区气候温凉湿润
,

季风降水增加
,

湖泊扩张
。

10
.

0 一 7
.

ok a B
.

P
. ,

气候温干
,

植被稀疏
,

湖面缩小
,

以西风气候影响为主
。

7
.

0 一 5
.

Oka B
.

P
. ,

为全新世中期温暖湿润期
,

湖泊均表现为高湖面
,

季风波及中

国西北部
。

5
.

0 一 3
.

oka B
.

P
. ,

气候重新恶化
,

向干凉化方向发展
,

湖泊面积大幅度减少
,

明

显受西风气候控制
。

约 3
.

Ok aB
.

P
.

前后
,

呼伦湖区发育古土壤
,

干旱程度减轻
,

季风降

水有所增加
。

约 2
.

5 一 1
.

ok a B
.

P
.

间
,

乌伦古湖区出现两次气候偏湿时期
,

反映季风曾两度在西

北湖区作短暂停留
,

其中 1
.

Ik a B
.

P
.

前后的湿润期
,

在时代上与隋唐暖期相对应 (竺可

祯
,

19 73 )
。

参 考 文 献

文启忠
、

乔玉楼
,

19 9 0
,

4 : 3 6 3 一 3 70
。

王苏民
、

冯敏
,

19 9 1
,

中国科学 (B )
,

1 3 (7 ): 7 59 一 76 8
。

竺可祯
,

19 7 3
,

中国科学
,

2 : 2 9 1一 29 6
。

杨怀仁
,

1 9 8 7
,

第四纪地质
,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

12 9 一 13 1
。

施雅风等
、

1 99 0
,

新疆柴窝堡盆地第四纪气候环境变迁和水文地质条件
,

海洋出版社 (北京 )
,

59 一 72
。

韩淑提
、

袁 长江
,

19 9 0
,

地理学报
,

4 5 (3 )
: 3 50 一 3 6 1

。

黎兴国
,

19 84
,

第一 次全国 14 C 学术会议文集
,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

1 36 一 14 00



7 2 海 洋 与 湖 沼 2 7 卷

T H E V E G E T A T IO N A L A N D C L IM A T IC 一E N V IR O N M E N T A L

C H A N G E S IN H U L U N L A K E A N D W U L U N G U

L AK E D U R IN G H O LO C E N E

Y a n g Xi a n g d o n g
,

W a n g Su m in

(Na 心tng In st itu te of G e
og

r
叩勺 an d L ,

口勿g 乡
,

Na 可吨 21 以犯8)

A bstr
a ct In o rd er to ree o n stru e t en v ir o n m e n ta l eh a n g es d u ri n g H o lo e en e fr o m

la k e se d im en t in a ri d a n d sem i
一

a rid a re a s in N o rth e a st a n d N o rthw e st Chin a
,

H u lu n

L a k e a n d W u lu n g u L a k e sPo r o
·

Po llen Pr o file s w e re a n a lyse d fr o m 199 0 to 199 3
.

T he eh a n g e s o f c lim a te a n d e n v iro n m e n t in the tw o re g io n s a re d ise u ssed a n d

e o m Pa re d in d e ta il b a se d o n sPo r o
一

Po llen a ssem b la g e a n a lysis
,

d ia to m a n d

o s

tra
c o d s d a ta

,
a n d , 4 C d a tin g

.

A bo u t 10
.

Ok aB
.

P
. ,

th e w a ter le v el w a s re la te d to

m e ltin g o f g la ci a l iee in the N o rthw e st C hin a a n d th e te m Pe ra te- w et e o n d itio n w a s

in fl u e n ee d b y m o n so o n eh a n g e in N o rth ea st C hin a
.

A b o u t 10
.

0一 7
.

Ok a B
.

P
.

a n d

5
.

0 一 3
.

ok a B
.

P
. ,

w esterlie s Pre v a ile d in th e se a re a s d u ri n g the a ri d Pe rio d
.

A b o u t 7
.

0一 5
.

0 k aB
.

P
. ,

the b o u n d a ry o f th e e a ste r n m o n so o n w in d s re a e he d to th e

n o rthw e st re g io n
.

D u ri n g 2
.

5 一 1
.

ok a B
.

P
. ,

m o n so o n w in ds Prev a ile d in the

n o rt hw e st reg io n tw o tim e s
,

d u rin g w hieh Pre eiPita tio n in c re a se d slig h tly
.

K ey w o rd s SPo ro
一

Po llen a ssem b la g e P a la e o v e g e ta tio n C lim a te a n d

en v ir o n m e n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