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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泛滥平原全新世沙尘暴活动的历史记录
①

———以颖河上游一典型剖面为例

李胜利 黄春长 庞奖励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西安　710062)

摘 要 研究了淮河支流颖河上游嵩山东麓一典型全新世黄土—古土壤剖面 , 获得了较高时间分辨率的磁化率 、粒

度成分和 >0.063ｍｍ粒级百分比含量等环境代用指标系列。通过地层对比研究 ,确定了该剖面的基本年代框架。分

析了颖河上游全新世黄土—土壤磁化率 、粒度特征 , 论证了颖河上游全新世黄土—土壤物质粒度成分与黄河泛滥沉

积沙尘暴活动关系 ,揭示了颖河上游全新世黄河泛滥平原沙尘暴活动特征。 3 100ａＢＰ以来气候趋于干旱 , 黄河下游

泛滥频率增加 , 风沙活动范围显著扩大 , 沙尘暴活动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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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尘暴是我国西北和华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常

出现的强灾害性天气 ,这种灾害性天气已经越来越受

到全世界科学家的广泛关注 。风尘沉积则是这一特

殊大气动力环境下的产物 ,黄土是地质时期沙尘暴形

成的风成沉积物
[ 1]
,通过对黄土记录的粒度分析 ,可

以较好地重建沙尘暴的形成演化历史 ,包括形成时的

大气动力条件 、沙尘暴发生频率及强弱变化等
[ 2]
。

淮河支流颖河上游被考古界认为是探索夏先民活动

的主要区域之一
[ 3]
。本文对颖河上游嵩山东麓一典

型全新世黄土—土壤剖面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颖河上

游地区全新世黄土—土壤磁化率 、粒度特征 ,探讨了

颖河上游黄土粒度成分与黄河泛滥沉积沙尘暴活动

强度的关系 ,进而得出了全新世各阶段黄河泛滥平原

沙尘暴活动特征 。

1　研究地点与方法

　　ＧＤＺ黄土—土壤剖面位于淮河支流颍河上游河

南新郑县北部的黄土台地(见图 1)。剖面完整地出

露在一个砖场取土坑 ,土壤学层次与地层学层次都很

清晰。从上向下每 4ｃｍ连续采样 ,共采样 75个。根

据野外观察并结合室内分析 ,对该剖面进行土壤—地

层学划分 ,剖面宏观形态特征描述如表 1。通过观察

分析 ,发现该地区黄土层序结构与黄土高原相同 ,所

以本文借用黄春长等人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研究结果

8 500 ～ 3 100ａＢＰ作为最适应期(大暖期)的起讫时

间来研究
[ 4 ～ 7]

,这个年代数据与施雅风先生等的研究

结果一致
[ 8]
,具有可靠性。通过地层对比研究 ,获得

了ＧＤＺ剖面的基本年代框架:200ｃｍ深度成壤改造

开始出现 ,故确定为全新世起点 ,根据目前国际上通

用的全新世起始时间
[ 9]
,确定其年代为 11 500ａＢ.

Ｐ., 165ｃｍ开始出现强烈的成壤改造作用 ,故确定为

全新世大暖期的起点 ,年代为 8 500ａＢ.Ｐ., 75ｃｍ深

度古土壤 Ｓ0成壤终止 ,进入了一个最新的黄土堆积

阶段 ,确定为约 3 100ａＢ.Ｐ., 25ｃｍ深度现代耕作土

壤开始形成 ,年龄为约 1 500ａＢ.Ｐ.。由于黄土堆积

和气候变化在大范围内具有一致性 ,所以剖面各层位

的对比和年代的确定是可信的。

　　野外采集样品经室内风干后 ,进行了磁化率 、粒

度分布的分析测试 。磁化率用 Ｂ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ｎ公司生产

的ＭＳ2Ｂ型磁化率仪测定 ,对每个样品均进行低频磁

化率(0.47Ｈｚ)和高频磁化率(4.7Ｈｚ)的测定 ,取三

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粒度采用英国 Ｍａｌｖｅｒｎ公司

生产的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Ｓ型激光粒度仪进行分析 ,测量范

围为 0.03 ～ 900μｍ,相对误差小于 4%。取有代表性

样品 0.5 ～ 0.8ｇ放入 1 000ｍｌ烧杯内 ,加入双氧水直

到不再放出气泡为止。然后加 10%的盐酸直到不冒

出气泡为止。再注入蒸馏水 ,静置 48ｈ,缓慢抽出上

面的液体 ,然后将处理后的样品倒入样品池内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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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南新郑ＧＤＺ剖面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1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ＤＺ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表 1 河南新郑 ＧＤＺ全新世黄土—土壤剖面地层学和土壤学特征描述

Ｔａｂｌｅ1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ｔｔｈｅＧＤＺｓｉｔｅ, 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深度 /ｃｍ 地层划分和地层符号 土壤质地和结构特征 地层校正年代 /ａＢ.Ｐ.

25 ～ 0 表土(ＴＳ) 现代表土层 , 浊橙色,细砂质粉砂土 , 团粒结构 1 500～ 0

75 ～ 25 近代黄土层(Ｌ0) 典型的全新世黄土 , 浊黄橙色 ,细砂质粉砂土 ,结构疏松均质 3 100～ 1 500

165 ～ 75 古土壤(Ｓ0) 全新世古土壤 , 浊红棕色 , 粘土质粉砂土 ,棱块—棱柱状结构 ,坚硬 8 500～ 3 100

200 ～ 165 过渡层黄土(Ｌｔ) 早全新世黄土质过渡层 , 浊橙色 ,结构疏松 11 500～ 8 500

? ～ 200 马兰黄土层(Ｌ1)马兰黄土 ,浊黄橙色 ,细砂质粉砂土 ,结构疏松均质 , 290ｃｍ处见细小钙结核(直径 2～ 3ｃｍ) >11 500

分析测定 ,并计算得到中值粒径 、平均粒径 、标准偏

差 、偏度和峰态等粒度参数 。

2　分析结果

2.1　磁化率

　　黄土剖面磁化率变化被认为与当地受东南季风

控制的降水量变化密切相关
[ 10 ～ 12]

。图 2显示 ,ＧＤＺ

剖面低频磁化率变化于 45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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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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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之间 ,平均为 78×10

-8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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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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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12 ×10

-8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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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平均为 72×

10
-8
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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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较低。马兰黄土磁化率值最低 ,低

频磁化率变化于 45 ×10
-8
～ 77×10

-8
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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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之间 ,

平均为 63×10
-8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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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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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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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平均为 59 ×10

-8
ｍ

3

ｋｇ
-1
,表明马兰黄土形成在冰期的干旱环境当中 ,沙

尘暴大量堆积粉尘 ,几乎没有发生明显地风化成壤作

用 。在古土壤层(Ｓ0)磁化率值出现最大值 ,低频磁

化率变化于 85×10
-8
～ 126×10

-8
ｍ

3
ｋｇ

-1
之间 ,平均

为 110×10
-8
ｍ

3
ｋｇ

-1
;高频磁化率变化于 76×10

-8
～

112×10
-8
ｍ

3
ｋｇ

-1
之间 ,平均值达到了 99×10

-8
ｍ

3

ｋｇ
-1
,表明在Ｓ0形成时期 ,气候条件温暖湿润 ,生物风

化成壤很强烈 。另外 ,磁化率从马兰黄土向全新世增

加的过程中有一较长时间的过渡段 ,到全新世古土壤

的中上部才达到磁化率的最高值。剖面上低频磁化

率和高频磁化率几乎呈现完全相同的变化趋势 。

2.2　粒度成分

2.2.1　剖面粒度组成特征

　　图 3显示 ,剖面粒度成分与黄土高原比较明显偏

粗 ,最主要的组分为粉砂 (4 ～ 63 μｍ)和砂 (>63

μｍ),其总含量占 90%以上。按照沉积物的分类法 ,

该剖面黄土性质为砂质粉砂土 。其中粗粉砂(16 ～

63 μｍ)含量变化于 32.1% ～ 55.5%之间 ,平均为

145　第 1期　　　　　　　　　　　　 　李胜利等:黄河泛滥平原全新世沙尘暴活动的历史记录



图 2　河南新郑ＧＤＺ全新世黄土—土壤剖面地层划分

与磁化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2　Ｃｕｒｖｅ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ｔｔｈｅ

ＧＤＺｓｉｔｅ, 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46.9%;细粉砂(4 ～ 16 μｍ)含量变化于 11.1% ～

25.5%之间 , 平均为 18.3%, 粗粉砂在粉砂 (4 ～

63 μｍ)组分中占绝对优势 。砂(>63μｍ)含量变化

于 15.6% ～ 50.4%之间 ,平均为 26.5%。极细砂(63

～ 125μｍ)含量变化于 11.7% ～ 28.8%之间 ,平均为

18.3%。粘粒(<4 μｍ)含量变化于 5.6% ～ 13.3%

之间 ,平均为 8.3%。

2.2.2　剖面各层粒度分布特征

　　现将ＧＤＺ剖面各层粒度分析结果绘制百分含量

图(图 4),可看出该剖面不同层位粒度分布具有如下

特征:ＴＳ(0 ～ 25ｃｍ)中粗砂(250 ～ 1 000 μｍ)平均含

量为 1.2%, 细砂 (125 ～ 250 μｍ)平均含量为

15.4%,极细砂(63 ～ 125 μｍ)平均含量为 23.5%,粗

粉砂(16 ～ 63 μｍ)平均含量为 38.5%,细粉砂(4 ～

16 μｍ)平均含量为 14.6%,粘粒(<4μｍ)平均含量

为 6.9%。Ｌ0(25 ～ 75ｃｍ)中粗砂平均含量为 0.9%,

细砂平均含量为 15.1%,极细砂平均含量为 25.3%,

粗粉砂平均含量为 39.8%,细粉砂平均含量为 12.

5%,粘粒平均含量为 6.4%。Ｓ0(75 ～ 165ｃｍ)中粗

砂平均含量为 0.3%,细砂平均含量为 6.0%,极细砂

平均含量为 14.0%,粗粉砂平均含量为 46.9%,细粉

砂平均含量为 22.1%,粘粒平均含量为 10.7%。ＬＴ
(165 ～ 200ｃｍ)中粗砂平均含量为 0.2%,细砂平均

含量为 4.9%,极细砂平均含量为 16.9%,粗粉砂平

均含量为 50.5%,细粉砂平均含量为 19.5%,粘粒平

图 3　河南新郑ＧＤＺ全新世黄土—土壤剖面粒级含量变化曲线

Ｆｉｇ.3　Ｃｕｒｖｅ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ｓｏｉｌ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ｔｔｈｅＧＤＺｓｉｔｅ, 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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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河南新政ＧＤＺ黄土—古土壤剖面不同层位各粒级百分含量

Ｆｉｇ.4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ｔｔｈｅＧＤＺｓｉｔｅ, 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均含量为 8.0%。底部Ｌ1(200 ～ 296ｃｍ)中粗砂平均

含量为 0.2%,细砂平均含量为 4.7%,极细砂平均含

量为 17.7%,粗粉砂平均含量为 51.3%,细粉砂平均

含量为 18.5%,粘粒平均含量为 7.6%。

2.2.3　剖面粒度参数Ｍｚ、Ｍｄ、σ、ＳＫ、Ｋｇ的变化

　　粒度参数是反映沉积物性质的重要指标 ,野外对

剖面沉积物或者土壤的宏观形态特征观测描述 ,在粒

度参数曲线上往往会得到印证
[ 12 ～ 14]

。粒度参数与形

成环境及搬运动力条件具有密切的关系 ,常用的粒度

参数计算方法包括矩法和图解法两种 ,本文采用了矩

法计算粒度参数 。图 5显示 ,ＧＤＺ剖面样品总体属

分选较差 、正偏态 、窄峰态的粒度分布 。平均粒径Ｍｚ

图 5　河南新郑ＧＤＺ全新世黄土—古土壤剖面粒度参数变化曲线
Ｆｉｇ.5　Ｃｕｒｖｅ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ｔｔｈｅＧＤＺｓｉｔｅ, Ｘｉｎｚ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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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于 20.3 ～ 50.4 μｍ之间 ,平均为 30.5 μｍ;中值

粒径Ｍｄ变化于 23.0 ～ 63.7 μｍ之间 ,平均为 35.4

μｍ;标准偏差 σ 变化于 1.5 ～ 2.0  之间 ,平均为

1.7 ;偏度值ＳＫ 变化于 0.17 ～ 0.37 之间 ,平均为

0.25 ;峰态值 Ｋｇ 变化于 1.0 ～ 1.3 之间 ,平均为

1.1 。

3　分析与讨论

3.1 粒度成分与黄河泛滥沉积沙尘暴活动

　　黄土粒度是人们研究判断风成沉积的重要指

标
[ 1, 15]

。大量研究表明黄土粒度不仅与风力强度有

关 ,而且与源区距离也直接关联 ,源区的变化直接影

响着粉尘粒度的变化
[ 16]
。对于黄土的粒度变化 ,尤

其是距离源区较近的剖面粒度变化 ,其原因可能有两

个方面:其一代表冬季风强度的变化 ,其二代表源区

距离的变化 。自然 ,冬季风强度和源区距离之间也有

关系。在距离源区较近 ,且源区环境可能有大的变化

的地点 ,源区距离的影响在粒度变化中起主要的贡献。

　　根据颖河上游 ＧＤＺ剖面粒度普遍较粗的特点 ,

我们认为这里黄土物质应以近源为主 ,主要来源于黄

河在华北平原泛滥沉积的泥沙
[ 17]
。黄河泛滥的结果

是在孟津以东形成巨大的黄河冲积扇和广阔的华北

大平原 ,在气候干旱 ,植被缺乏的情况下 ,就成为风沙

活动区 ,形成了大面积的流动沙丘和沙地 ,成为沙尘

暴和黄土的物源 。现代郑州到开封地区近地面风向

以季节变换型风向为主 ,冬季吹东北风 ,夏季吹偏南

风 ,冬 、春季由东北风驱动形成频繁沙尘暴 ,这些沙尘

暴物质在颖河上游地区沉降堆积 ,这正是全新世黄土

堆积过程的延续 。风成沉积物的粒度在近地面低风

的搬运动力条件下 ,具有沿风向从源区向沉积区变细

的规律 。从表 2可以看出 ,由中牟到新郑沿东北—西

南方向的主风向上从风沙地到黄土区 ,粒度由粗变

细 ,呈明显的带状分布 ,表明黄河泛滥过程形成的冲

积物和洪积物的细颗粒物质被风力搬运 ,沉积在下风

方向 ,形成黄土 ,而粗颗粒物质留在原地形成各种风

沙地貌
[ 18]
。由此可以确定颖河上游黄土和土壤的物

源主要来自黄河冲积扇的松散冲积物和洪积物 。

　　颖河上游黄土物质来自于黄河改道 、泛滥 、决口

沉积的泥沙 ,黄河泛滥沉积物离颖河上游的距离将影

响被风所携带的粉尘物质的搬运距离。在风力强度

不变的状况下 ,同一地点在不同时段堆积的粉尘的粗

细将首先取决于这个地区距粉尘源区的远近 。分析

ＧＤＺ剖面各个粒级分布状况和粒度参数的变化曲

线 ,图 5显示剖面Ｌ1 、ＬＴ、Ｓ0层逐渐变细 ,到了Ｌ0层突

然变粗 ,平均粒径和中值粒径出现整个剖面的最高

值 。由图 4可知 ,Ｌ0层突然变粗是由于剖面中细砂

(125 ～ 250 μｍ)和极细砂(63 ～ 125 μｍ)含量迅速升

高造成的 ,因为 Ｌ0层粗粉砂 (16 ～ 63 μｍ)和细粉砂

(4 ～ 16 μｍ)含量相比Ｓ0层反而降低了。分析剖面砂

(>63 μｍ)百分含量变化 ,发现在Ｌ1 、ＬＴ、Ｓ0中 ,这个

粒级含量在 20%左右 ,平均含量分别为 22.6%、22.

0%和 20.4%。而在Ｌ0层 ,砂含量波动在 38% ～ 50%

之间 ,平均含量为 41.3%,即这个粒级在样品中占有

相当大的比例。 63 μｍ是粉砂与砂的分界线 , >63

μｍ的颗粒 ,一般说来不易被风作长距离的搬运 ,因

此 ,在Ｌ0层中砂粒级的大量出现 ,指示了最近3 100ａ

来风沙源逼近淮河上游黄土堆积区 ,也就是说黄河泛

滥沉积区和风沙活动区范围扩大 ,风沙活动强度大大

增加。因此 ,颖河上游黄土粒度变化同时受控于冬季

风强度变化和黄河泛滥范围的变化 ,可看作是黄河泛

滥平原沙尘暴活动的一个代用指示 。砂(>63 μｍ)

可作为黄河泛滥平原范围扩大的一个直接指标 。

3.2　颖河上游全新世黄河泛滥平原沙尘暴活动特征

　　通过对该剖面粒度数据资料的全面分析 ,认为颖

河上游全新世黄河泛滥平原沙尘暴活动经历了三个

阶段:

　　全新世早期(11 500 ～ 8 500ａＢ.Ｐ.),气候开始

由冷干向温湿过渡 ,气温回升 ,但仍相当干旱 ,降水量

表 2　中牟到新郑沿东北—西南方向冬春季的主风向上表土粒度

Ｔａｂｌｅ2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ＺｈｏｎｇｍｏｕａｎｄＸｉｎｚｈｅｎｇ

地 点
Ｍｚ

/μｍ

Ｍｄ

/μｍ

<4μｍ

/%

4～ 16μｍ

/%

16 ～ 63μｍ

/%

63～ 125μｍ

/%

125～ 250μｍ

/%

>250μｍ

/%

中牟贾庄村 88.5 85.9 5.7 3.9 30.2 20.1 21.2 18.9

中牟彦张村 62.6 77.1 8.8 8.8 28.8 12.9 27.6 13.2

新郑格大张 40.4 47.4 6.9 14.6 38.5 23.5 15.4 1.2

新郑裴李岗 17.7 22.6 15.8 25.2 44.6 13.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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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过渡层ＬＴ(165 ～ 200ｃｍ)平均粒径Ｍｚ为 27.3

μｍ,粉砂含量最高 ,粗粉砂平均含量为 50.5%,细粉

砂平均含量为 19.5%,砂(>63 μｍ)含量次之 ,平均

为 22.0%。磁化率从马兰黄土向全新世增加的过程

中有一较长时间的过渡段 ,平均粒径 Ｍｚ波动变化略

有下降 ,粗粉砂 、砂含量较高 ,表明当时沙尘暴活动仍

较强烈 。砂(>63μｍ)含量比Ｌ1层略有下降表明当

时黄河泛滥范围逐渐减小 ,风沙活动区逐渐缩小 ,加

之沙尘暴活动强度下降 ,所以ＬＴ比Ｌ1粒度变细。

　　全新世中期(8 500 ～ 3 100ａＢ.Ｐ.)是全新世最

为温暖湿润的时期。古土壤层 Ｓ0(75 ～ 165ｃｍ)平均

粒径Ｍｚ为 23.6μｍ,粉砂含量最高 ,粗粉砂平均含量

为 46.9%,细粉砂平均含量为 22.1%,砂(>63 μｍ)

含量次之 ,平均为 20.4%,粘粒平均含量显著增加 ,

平均为 10.7%。磁化率值出现全剖面最大值 ,平均

粒径Ｍｚ出现全剖面最小值 ,粘粒含量增加 ,出现全

剖面最大值 ,砂含量逐渐降低 ,表明在 Ｓ0形成时期 ,

气候条件温暖湿润 ,沙尘暴活动很弱 ,生物风化成壤

很强烈 。在大暖期的早期 ,气候凉爽半湿润 ,随后气

温逐渐升高 ,粘粒含量逐渐升高 ,而粗粉砂显著减少 ,

这说明该区当时受东南季风影响显著 ,沙尘暴较少发

生 ,风尘堆积速率减弱 ,土壤的生物风化成壤作用强

烈 。砂(>63μｍ)含量降低表明当时黄河泛滥范围

减小 ,风沙活动区缩小 。

　　全新世晚期(3 100 ～ 0ａＢ.Ｐ.),从 3 100ａＢ.Ｐ.

开始 ,气候向着干旱化发展 ,降水量减少 ,植被退化 ,

土壤生物活动减弱 。风成黄土层 Ｌ0(25 ～ 75ｃｍ)明

显变粗 ,平均粒径 Ｍｚ为 43.2 μｍ,砂(>63 μｍ)含量

剧增 ,平均为 41.3 μｍ,出现全剖面的最大值 ,粉砂含

量降低 ,粗粉砂平均含量为 39.8%,细粉砂平均含量

为 12.5%,粘粒含量明显下降 ,平均为 6.4%。Ｌ0层

中砂 (>63 μｍ)组分的大量出现 ,指示了最近约

3 100年以来由于气候突变 ,黄土高原植被退化 ,水土

资源恶化 ,降水变率大 ,加之人类活动的影响不断增

强 ,水土流失导致黄河泥沙大增 ,黄河下游泛滥频率

增加 ,范围扩大。进而导致颖河上游ＧＤＺ剖面Ｌ0层

中砂含量剧增 ,河南新郑等地堆积古风沙层。据历史

记载 , 3 000ａ以来黄河决口有 1 757次 , 8次改道 ,每

次改道后都在原主流河道中留下高出河床两岸几米

甚至十几米的沙带 ,曾多次波及豫东 、豫北地区 。自

秦以来 2 000余年间 ,黄河在开封决口有显著记载就

有 56次 。兰考位于黄河故道的中心 ,近 400年间 ,黄

河在这里决口 29次。黄河在中牟境内曾决口 104次。

4　结论

　　综上所述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颖河上游全新世黄土 —土壤物质是近源堆

积 ,主要来源于黄河在华北平原泛滥沉积的泥沙 ,产

生和搬运堆积的动力是东北风。

　　(2)颖河上游黄土粒度变化同时受控于冬季风

强度变化和黄河泛滥范围的变化 ,可看作是黄河泛滥

平原沙尘暴活动的一个代用指示 。

　　(3)ＧＤＺ剖面剖面磁化率和粒度对比分析 ,揭

示了颖河上游全新世黄河泛滥平原沙尘暴活动经历

了三个阶段。 3100ａＢ.Ｐ.以后气候趋于干旱 ,由于

气候突变 ,黄土高原植被退化 ,水土资源恶化 ,降水变

率大 ,黄河泛滥频率大大增加 ,沙尘暴活动强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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