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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近 1 0 00年来气候变化的泥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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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兴安岭摩天岭泥戋藓泥 炙纤维素的 (、时间序i’j揭 示了近 l000 a来该区气候的演 变过程。 区内 

1000 a的气候经历了950～700 a BP、700～300 a BP硬30(3 t BI'以来三个阶段百年尺度的干湿波动，这些波 

动上叉叠加 了一系列数十年尺度的气候变化。该序刮指示了大兴安岭地区近代气候向着缩干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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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纤维素碳、氢、氧稳定同位素 与泥炭孢粉作 

为反映过去气候变化的有效替代性指标．已愈益受 

到广泛的关注。研究表明，无论是湖泊沉积物还是 

沼泽泥炭沉积物的 C和孢粉分析．对气候的温湿 

变化和季风交替演化均具有良好的指示意义 。。 。 

但大小兴安岭地区作为中国贫营养泥炭的典型发育 

地，一直缺乏气候变化代用指标的系统研究。贫营 

养泥炭是泥炭发育的最高阶段，其演化过程中，成碳 

植物脱离了地下水的补给，靠天然降水为生长水源． 

因此，泥炭同位素记录与过去气候变化有着更为密 

切的关系 ]。本研究是大小兴安岭贫营养泥炭稳定 

同位素研究的阶段成果，旨在为东亚季风气候区提 

供较高分辨率的过去变化信息。 

1．采样点 ；2．废弃的林场铁路；3．公路 ；4．林间小路 

图 1 摩天岭贫营养泥炭采样位置图 

吕 1 Location of the peat．~ampling site at Motianling Mountain 

大兴安岭位于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地 

带。 内森林资源丰富，是我国主要森林采伐地之 
一

．亦是我国贫营养泥炭地的重要分布区。采样点 

位 大兴安岭山地中段的阿尔山市伊尔斯镇东偏北 

约 7O km的高山(摩天岭，海拔 1711．1lm)北坡，距 

火山林场东南约 9．3 km，距达尔滨湖的西南岸约 

2600 n1、坡度约 3()。的山坡 ，经纬度为 N 47。22 450”， 

E 12()。38 777 。采样位置见图 1。 

1 样品采集及实验 

达尔滨湖位于高山的东北坡麓，属于熔岩堰塞 

湖 ．海拔 约 1200 m，湖滨、坡麓及 山腰地带沼泽广 

布。沼泽发育且类型丰富．垂直分带明显，由湖滨至 

山腰，呈现富营养一中营养一贫营养沼泽的分布规 

律 。 

样地北坡 1400～1600 m的贫营养泥炭藓沼 

泽．发育在永久冻土玄武岩风化壳上，剖面探坑位于 

落叶松、狭叶杜香、泥炭藓沼泽与落叶松、偃松、泥炭 

藓沼泽过渡处．海拔约 1500 m。地表沼泽植物类 

型：偃松(Pinus pumila)、兴安落叶松(Larix gme— 

lini)、尖叶泥炭藓 (Sphagnum acutifolium)、白齿 

泥 炭 藓 (Sphagnum girgensohnii)、镰 刀 藓 

(Drepa删(1ladus aduncus)、狭叶杜香(Ledum pal— 

ust?‘P 2dOF。angustum)、宽叶杜 香 (Ledum palustre 

uaF．dilatatum)、兴 安 杜鹃 越桔 (Vaccinium utis— 

idaea)、柳叶绣线菊(Spiraea salicifolia)、宽叶蓝 

靛果忍冬(Loni~、era caeurula var．edulis)与刺玫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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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Rosa davurica)等。人工挖掘一个剖面，依据野 

外与室内植物残体分析可知其性状为：0～60 cm为 

现代泥炭藓层；61～80 cm为棕黄色棕褐色泥炭藓 

泥炭冻层。分解度约 10 ～15 ；81～98 cm为黄褐 

色、褐色泥炭藓泥炭冻层，分解度为 20 9／6～30 9／5。 

以上层位中贫营养泥炭藓占50～90％；99～106 cm 

为黑色中营养泥炭冻层，分解度约 40 ；106 cm以 

下为灰绿色岩石(玄武岩)风化冻土层。 

切割剖面以1 cm的间隔分样，泥炭样本进行高 

分辨率的稳定同位素时间序列分析和孢粉分析。 

样本分选出泥炭藓成分后，用标准程序 提 

取 a一纤维素。纤维素 C采用玻璃管密闭燃烧 

法l7 测定。称取 2 mg纤维素样品与 2 g氧化铜丝 

于硬质玻璃管内，以铂丝为催化剂，在真空系统中熔 

封玻璃管。置马弗炉中550℃灼烧 1 h，所得CO 在 

真空系统上纯化后在 MAT～252气体同位素比值质 

谱仪上测定 c／ C值，结果均以相当于 PDB标准 

的 坞C表示。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标准纤维 

素为实验控制标准，测量精度小于±0．1‰。每批样 

品随机设置两个平行样，标准偏差小于士0．1‰。以 

上分析均在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泥炭纤维素的“C年龄测定在东北师范大学“C 

年龄实验室完成，“C年龄的树轮校正根据美国华 

盛顿大学第四纪同位素实验室 M．Stuiver等Calib 

4．3年龄校正程序进行l8](图2)。其余层位的样品 

年代用两个实测年龄间线性内插获得。 

深度 8'3C C年龄 校正年龄 地层 

／cm (‰ ) ／a BP (2o)(aBP) 

· 75 ～25．31 170_+60 176 

· 91 —26．51 670_+70 653 

· 106 —25．57 980_+70 925 

现代泥炭藓 

豳  
棕黄、 
褐色泥炭藓 

圈  
褐色泥炭 

黑色泥炭冻层 

豳  

图2 大兴安岭泥炭地层及年龄 

Fig．2 Stratigraphy and ages of the peat bog of Daxing Anling 

2 研究结果与讨论 

研究区位于东亚季风区北端，降水主要受控于 

季风，同时受中高纬度西风带环流的影响。季风区 

植物(树轮、纤维素) C时间序列与季风强度、降 

水、湿度等关系已经得到 日益深入的研究，连同 

Francey等人l9 的碳同位素分馏机理，这些成果为 

将植物纤维素 C值用作气候变化的代用指标奠 

定了基础。过去的树轮口。。和泥炭纤维素稳定碳同 

位素研究l1 指出，植物的 C̈值指示了温度、降 

雨和夏季风的变化， ̈ C偏正暗示夏季风较弱和干 

旱， ”C负极则指示夏季风的加强和降雨增多。 

图3的 坞C序列曲线较为清晰地记录了大兴 

安岭季风气候区近 1 ka气候的演化历程。从图3B 

可以推断出3个明显的气候变化阶段：950～700 a 

BI’摩天岭的藓类泥炭纤维素的 C值在全系列平 

均值周围呈现一种百年尺度的波动；700～300 a BP 

几乎所有的 C̈值均低于全序列的平均值；300 a 

BP迄今系列的 ”C值几乎都在平均值以上。 

(1)950～700 a BP(1000～1250 AD)，区域季风 

气候强弱交替，气候干湿波动。在这一时期的金川I 

泥炭 。曲线n。 上记录了较高的温度和温度波动 

变化；这一时期对应于欧洲中世纪温暖期(930～ 

1240 AD)。 

950～7()()a BP泥炭中孢粉分析结果：950 a BP 

蒿属(25．00 )、落叶松属(1．09 )花粉达到剖面的 

最低值，毛茛科花粉(15．87 )达最高值，气候为寒 

冷偏湿；800~930 a BP时灌木花粉(24．06 )含量 

高于乔木花粉(21．80 )，达到剖面最高值；松属 

(1．50％)花粉为最低值。区域气候为凉冷偏干；670 

～ 8O0 a BP，松属花粉含量(2．47 ～14．07 )达到 

剖面最高值。泥炭藓孢子时多时少，反映了寒冷略 

干的气候。这一时期区内呈现近百年尺度的相对干 

湿气候波动，在约 700 a BP时气候发生较大的转 

折，进入较长时期的相对偏湿期。 

(2)700～300 a BP(1250～1650 AD)时季风活 

动加强，带来更多的降雨，气候较为潮湿。摩天岭的 

泥炭孢粉也记录了寒冷略湿的气候。这一时期的金 

川I泥炭 。O曲线(750～120 a BP)和 C曲线 

(1200 AD后)记录了显著的寒冷和潮湿气候，相当 

于欧洲小冰期的寒冷气候阶段。两次激烈的冷峰分 

别在 1530 AD和 1619 AD。 

(3)300 a BP(1650 AD)以来，区内季风活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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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800 600 400 o0 0 候特别是相对湿度和降雨的演变过程。 
校正年龄／ · 950

～ 700 a BP、700～ 300 a BP及 300 a 

图3 A为 C变化曲线，B为 C距平曲线 BP迄今，大兴安岭经历了3个百年尺度的 

Fig·3 (A)The 8 C profile of Pea cellulose for Daxing A“1i“g core 气候波动；在此基础上叠加了一系列数十 

(B)It's d。 i i。“ 。 h。 。 “。 the p。 ”c 。m。 i。 年尺度的气候变化
。 近代区域气候向着偏 

弱，降雨减少，气候转干。后期金川泥炭的6 0曲 干方向演化。 

线记录了气候的现代升温趋势。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探 

值得注意的是，金川泥炭和其他的研究口 均揭 索泥炭6 sC与季风的关系
，以及关于季风降水与升 

了 蓑 0 温的响应关系。 应
。 大兴安岭的干旱趋势是否与升温有响应关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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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at Record of I ka of Climate Change in Daxing Anling 

LIN Qing—hua ，LENG Xue—tian ，HONG Bing 

1．Stae Key Lab．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CAS，Guiyang 550002，China； 

2．Institute of Peat Mire，Mortheaster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6，China 

Abstract：The peat cellulose C sequence in Daxing Anling reveals l ka of climate change in Northeast China．Dur— 

ing the period of 950~700 fl BP，700~300 fl BP，300 a BP to present，3 climate fluctuation of centennial scale are 

developed in Daxing Anling．The coincident results are got from the peat pollen analysis and from Jinchuan peat． 

Our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recent clinate in Daxing Anling area became drier and drier． 

Key word：peat； 。C；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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