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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的 21个湖相沉积物样品分别采自纳木错湖西岸塔吉古日(剖面 ＮａｍＣｏ1)和纳木错湖东北岸的干玛弄

附近(剖面ＮａｍＣｏ2)。按照其发生特征分别将剖面从顶部到底部划分为 12个和 9个层次 , 通过分析各个层次沉积

物的粒径分布特征 、质地组成特点 、总有机碳(ＴＯＣ)、总无机碳(ＴＩＣ)、总碳(ＴＣ)的百分含量 、酸度值(ｐＨ)、电导率

(ＥＣ)、含水量等若干环境指示因子。结果显示:无论在比较两个剖面的发生特征 , 还是环境指示因子特征 ,剖面Ｎａｍ

Ｃｏ1发育程度较剖面ＮａｍＣｏ2更加发育;通过对测年数据结果分析 , 两个剖面均形成于晚更新世 ,并且通过比较各自

剖面在垂直方向上的各项环境指示因子的变化趋势 ,可知纳木错湖流域在晚更新世(约 40ｋａＢＰ)阶段发生过 3次相

对明显的冷暖交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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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全世界大陆范围来说 ,青藏高原以其独特的

自然地理位置对于全球气候 ,尤其是对于整个欧亚大

陆气候变化有着强烈的 、显著的影响
[ 1]
。因此许多

学者和科学家把青藏高原称之为全球气候变化的

“驱动器 ”和 “放大器”
[ 2 ～ 4]

。虽然这一观点并不是被

每个人都认同 ,但是毫无疑问青藏高原是研究自然环

境的最为理想和最为敏感的区域 。众所周知 ,青藏高

原存在着海拔最高和密度最大的湖泊群 ,而且绝大部

分属于内陆湖。其中纳木错湖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

高原内陆湖泊。由于此区域几乎不受人为活动的影

响 ,自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科学家和学者已经对纳木

错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考察
[ 5 ～ 8]

。最初对于纳木错地

区考察旨在对于青藏高原进行初步的调查和收集基

础数据 ,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 ,当时很难对此地

区进行系统的 、深层次的研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

一焦点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近年来很多学者把问题

集中在青藏高原的环境演变上 ,特别是纳木错地区第

四纪环境演变。从 “青藏高原之古大湖 ”这一论点的

提出 ,地质学者对此观点的论证和支持
[ 9]
,通过分析

纳木错湖区广泛分布的湖岸线和湖相沉积物特征 ,结

合研究区域的地形地貌特点来揭示古气候环境的特

征 。与此同时 ,精确的测年技术和数据结果对于确定

古大湖的形成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10]
。纳木错湖

周围可以观测到由砂与粘土组成的四级阶地 ,在二级

阶地上可见组成阶地的湖相和湖滨相沉积物 ,可作为

包括纳木错在内的古大湖存在的证据
[ 11]
。将此区域

及相邻区域的湖面变化通过铀系测年和孢粉分析可

划分为 3个阶段 。并且纳木错湖面变化曲线与西昆

仑古里雅 、格陵兰 、南极等冰芯和深海岩芯的氧同位

素变化曲线的对比 ,亚洲夏季风在末次冰期和末次冰

期间冰期的强度均高于现代时期
[ 12, 13]

。通过对纳木

错区域湖相沉积进行铀系定年 、
14
Ｃ定年以及孢粉分

析 ,揭示自晚更新世以来气候环境的变化趋势特点 ,

以及将本区全新世期间的气候变化和相应沉积物演

化过程划分为 3个阶段
[ 14 ～ 16]

。可见 ,以往所作的工

作大多是围绕 “是否存在古大湖 ”这一问题展开并通

过对于纳木错流域的区域地质 、湖位 、阶地变化以及

湖相沉积等一系列对象的调查来揭示纳木错区域古

环境 、古气候的特征。

　　半个世纪以来 ,粒度分析在反映沉积特征和动力

学特征方面是重要分析手段之一 ,尤其应用在沉积物

分析上就显得更为突出
[ 17]
。为了得到客观的分析结

果 ,选择适宜的数据统计方法就显得尤为关键
[ 18]
。

一般来讲 ,只要累计尾部数值大于 95%,应用Ｆ和Ｗ



参数方法更优于相应的对数曲线参数方法。虽然近

年来许多研究者提出一系列不同的统计模型 ,总起来

讲主要分为对数正态模型和对数曲线模型 ,并且大多

数沉积学家和地质学家更热衷于以百分位数统计的

Ｆｏｌｋ和Ｗａｒｄ模型
[ 19]
。

　　土壤有机质 (碳)(ＳＯＣ)含量能够反映气候变

化 ,主要由于有机质的分解效率与土壤温度 、湿度有

关
[ 20]
。同时土壤有机质的丰度也能指示温度和降水

量的变化
[ 21 ～ 23]

。近期研究表明土壤有机质与气候以

及垂直剖面上不同层次的植被密切相关
[ 24]
。当然 ,

除了土壤有机质以外 ,土壤质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

与粘土含量呈正相关关系
[ 25]
。

　　本文研究目的是通过选取湖拔相近(选取剖面

处于相同的阶地)、自然地理位置不同的湖相沉积剖

面两个 ,按照发生特征分层 ,通过对比分析其粒径组

成特征 、总有机碳含量 、总无机碳含量 、总碳含量 、酸

度 、电导率 、含水量等若干环境指示因子来揭示沉积

的发生特性以及在剖面的不同层次上所反映的局地

古气候和古环境变化趋势以及成因 。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和样点位置

　　纳木错湖(Ｎ30°30′～ 30°56′, Ｅ90°16′～ 91°03′)

湖面面积为 1 940ｋｍ
2
,海拔 4 730ｍ,是世界上海拔

最高 、面积最大的湖泊 (图 1)。该流域位于岗底斯

山 —念唐古拉山北部 ,属于藏北南羌塘高原湖盆区 ,

是一个封闭湖盆 。湖区东南部的念青唐古拉山平均

海拔约 5 500ｍ.主峰念青唐古拉峰高达 7 162ｍ。整

图 1　研究区域和采样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1　Ｔｈｅ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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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流域太阳辐射强 、日照时间长 ,全年可达 2 900 ～ 3

200ｈ,属于高原亚寒带季风半干旱气候区。气候寒

冷 ,空气稀薄 ,四季不分明 ,由于此区受人类活动影响

较小 ,其冰川与湖泊的演化基本受自然条件与气候变

化制约 。

　　本文涉及的两个湖相阶地剖面样品分别采自纳

木错西岸附近的 塔吉古日 (剖 面 Ｎａｍ Ｃｏ 1,

Ｎ 30°46.75′,Ｅ90°17.47′, 4 767ｍａ.ｓ.ｌ.),剖面深

度 188ｃｍ;和纳木错东北岸的干玛弄附近(剖面Ｎａｍ

Ｃｏ2, Ｎ30°55.53'Ｅ, 90°55.39', 4762ｍａ.ｓ.ｌ.),剖面

深度为 130ｃｍ。根据其湖拔高度分别为 37ｍ和 32

ｍ,均处在第五级湖相阶地上(Ｔ5)。两条剖面均未见

底 ,采样时间为 2006年 8月 。

1.2　样品与测试方法

　　所有样品均自然风干 、剔除样品中的草根 、碎屑

物等 ,轻轻研磨将全部样品通过 0.5ｍｍ土壤筛 ,储

存在干净封闭的样品袋中 ,便于以后测试 。

　　样品粒径分析主要包括湿筛和干筛两个部分。

大于 63 μｍ的样品使用干筛法;小于 63 μｍ的样品

颗粒使用湿筛法 。考虑到样品中含有较多的碳酸盐 ,

在测试之前用浓度为 9.9%的盐酸溶液将其溶解。

样品总有机碳和总碳含量使用 “Ｃａｒｍｈｏｇｒａｐｈ”分析仪

测定 ,其差值为无机碳含量 ,测试之前样品需研磨成

均匀分布的微粒 。将研磨后的样品放在特定的马弗

炉中 ,炉内温度设定为 550℃,同时给炉内充入氧气

使样品充分燃烧 ,当仪器电脑屏幕上的曲线保持恒定

时 ,此时的差值即为样品总有机碳含量。样品总碳含

量与总有机碳含量的测试方法相似 ,只是此时炉内温

度设定为 1000℃。样品酸度值(ｐＨ)和电导(Ｅｌｅｃｔｒｉ-

ｃ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需要最初自然风干样品分别与浓度

为 0.1ｍｏｌ/Ｌ的氯化钾溶液和去离子水混合 ,重量和

容积比率为 1/2.5,振荡 、静置半小时后用酸度计和

电导计测试即可 。

2　研究结果与讨论

表 1描述了剖面 ＮａｍＣｏ1和剖面 ＮａｍＣｏ2沉

积物样品的主要宏观形态特征。文中两个剖面各个

层次的划分按照沉积物的颜色 、质地 、结构 、根系密度

等指标来划分 ,分别划分为 12层和 9层 ,剖面未见

底 。总体来看 ,剖面ＮａｍＣｏ1以黄色为主色调 ,而剖

面ＮａｍＣｏ2则以红色为主色调。在两个剖面中沉积

物颜色相对的亮度值呈现交替出现的现象。在一定

的程度上 ,我们可以说沉积物中所含有机碳丰度是导

致其颜色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在干旱地区这

一现象更为明显
[ 26, 27]

。仅从沉积物颜色这一指标可

判断出剖面ＮａｍＣｏ1的整体总有机碳含量要明显高

于剖面ＮａｍＣｏ2。通过表 1可以看出 ,由于土壤质

地主要受到来自于植物根系的有机质的影响 ,所以根

系密度越大 ,土壤质地相对就越好 ,土壤发育程度也

就较深 ,因此两个剖面的上层沉积物质地均好与中部

和底部沉积物的质地 。同样两个剖面都呈现出剧烈

的碳酸盐反应(加入盐酸溶液有强烈的气泡生成),

主要由于采样位置的母岩为碳酸盐 ,剖面性状受其母

岩的影响较大;同时在沉积物在较干旱的气候环境条

件下 ,有利于次生碳酸盐的累积 。稀少的降水和干旱

的气候使风化过程和成土过程的可溶性产物淋溶不

彻底 ,在湖相阶地的演替过程中碳酸盐矿物便于存留

在剖面各层中 ,使整个剖面的酸度值呈现碱性
[ 28, 29]

。

除了剖面ＮａｍＣｏ1顶部层次外 ,文中的两个剖面的

结构特点是从顶部的单粒结构过渡至底部的粒状结

构 。

　　在用来解释沉积特征 、古环境古气候的气候变化

过程中 ,粒度分析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其中沉积

物粒径的平均值 、众数值和中值是 3个主要的特征因

子
[ 30]
。从表 2中可以看出 ,剖面 ＮａｍＣｏ1的平均粒

径范围在 5.4 ～ 6.6 ,众数值范围在 4.0 ～ 5.6 ,平

均值区间在 4.7 ～ 7.5 ,而剖面 ＮａｍＣｏ2的平均粒

径 、众数值和中值的变化范围分别是 4.2 ～ 4.9 , 3 ～

5.6 以及 3.6 ～ 5.0 之间 。总体看来 ,前者剖面的

3个粒径特征值均明显小于后者 ,表明剖面ＮａｍＣｏ1

的沉积物相比较剖面ＮａｍＣｏ2含有更多的细颗粒。

图 2显示了两个剖面样品的质地组成 ,剖面ＮａｍＣｏ

1的质地组成为砂粉质 ,而剖面ＮａｍＣｏ2的颗粒相

对比较粗 ,样品的质地为粉砂(据ＦＡＯ的分级标准)。

在评价沉积特征时沉积物的粘粒含量也是主要因子

之一 ,而所采集的两个剖面的粘粒质量含量约在

10%左右 ,而粉沙含量是粘粒含量的 3 ～ 7倍 ,更具有

代表性 ,因此选取粉砂含量这一特征值更能反映沉积

物的沉积特征。

　　如表 3所示 ,剖面ＮａｍＣｏ1的总有机碳含量介

于 0.83% ～ 2.61%之间 ,而其总无机碳含量(2.04%

～ 7.37%)要明显高于总有机碳含量 ,主要由于沉积

物母质受到局地位置母岩的影响 ,而此处的母岩多为

碳酸盐 ,所含的无机碳绝大部分来自于碳酸盐 ,所以

其含量也就相对较高 ,总无机碳含量占总碳含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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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剖面 ＮａｍＣｏ1和 ＮａｍＣｏ2的主要宏观形态特征

Ｔａｂｌｅ1　Ｍａｊｏｒｍａｃｒ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ＮａｍＣｏ1ａｎｄＮａｍＣｏ2

编号 深度 /ｃｍ 颜色 质地 结构类型 干湿度 碳酸盐反应 根系密度

剖面:ＮａｍＣｏ1

ＮａｍＣｏ1-12 2 2.5Ｙ 6/1 粉砂壤 粒状结构 干 强烈 较多

ＮａｍＣｏ1-11 8 2.5Ｙ 7/2 粉砂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较少

ＮａｍＣｏ1-10 18 5Ｙ 6/2 壤土 粒状结构 干 强烈 较多

ＮａｍＣｏ1-9 28 5Ｙ 7/2 粉砂壤 粒状结构 干 强烈 较少

ＮａｍＣｏ1-8 47 5Ｙ 7/1 砂壤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

ＮａｍＣｏ1-7 66 5Ｙ 7/2 砂壤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

ＮａｍＣｏ1-6 85 5Ｙ 7/1 砂壤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

ＮａｍＣｏ1-5 104 5Ｙ 7/2 砂壤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

ＮａｍＣｏ1-4 122 5Ｙ 7/1 砂壤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

ＮａｍＣｏ1-3 148 5Ｙ 6/1 砂壤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

ＮａｍＣｏ1-2 183 5Ｙ 6/2 粉砂壤 粒状结构 润 强烈 -

ＮａｍＣｏ1-1 188 5Ｙ 4/1 粘土 粒状结构 润 强烈 -

剖面:ＮａｍＣｏ2

ＮａｍＣｏ2-9 15 7.5ＹＲ 3 /2 砂土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

ＮａｍＣｏ2-8 30 7.5Ｒ 7/1 粉砂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

ＮａｍＣｏ2-7 38 7.5Ｒ 6/1 粉砂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较少

ＮａｍＣｏ2-6 46 7.5Ｒ 7/1 粉砂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

ＮａｍＣｏ2-5 57 7.5Ｒ 6/1 粉砂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较少

ＮａｍＣｏ2-4 67 7.5Ｒ 7/1 粉砂 单粒结构 干 强烈 -

ＮａｍＣｏ2-3 80 7.5Ｒ 6/2 砂壤 粒状结构 干 强烈 较少

ＮａｍＣｏ2-2 115 7.5Ｒ 4/1 砂壤 粒状结构 润 强烈 较少

ＮａｍＣｏ2-1 130 7.5Ｒ 4/1 砂壤 粒状结构 润 强烈 -

表 2 剖面 ＮａｍＣｏ1和剖面 ＮａｍＣｏ2的粒度分布特征和质地组成

Ｔａｂｌｅ2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ＮａｍＣｏ1ａｎｄＮａｍＣｏ2

编号 深度 /ｃｍ 平均粒径 / 众数粒径 / 中值粒径 / 砂粒 /% 粉砂 /% 粘粒 /%

剖面 :ＮａｍＣｏ1

ＮａｍＣｏ1-12 2 5.4 5.6 5.6 47.8 42.8 9.4

ＮａｍＣｏ1-11 8 6.0 5.6 7.2 35.9 52.3 11.7

ＮａｍＣｏ1-10 18 6.4 5.6 7.5 25.8 60.0 14.2

ＮａｍＣｏ1-9 28 5.7 5.6 5.8 34.0 56.6 9.3

ＮａｍＣｏ1-8 47 6.3 5.6 7.2 41.9 41.6 16.5

ＮａｍＣｏ1-7 66 6.2 5.6 7.2 28.0 59.6 12.4

ＮａｍＣｏ1-6 85 6.6 5.6 7.5 14.9 71.4 13.7

ＮａｍＣｏ1-5 104 6.6 5.6 7.5 14.5 71.1 14.4

ＮａｍＣｏ1-4 122 5.3 5.6 5.3 50.0 40.5 9.4

ＮａｍＣｏ1-3 148 5.1 4.0 4.7 58.4 33.0 8.6

ＮａｍＣｏ1-2 183 5.2 4.0 5.3 59.3 31.9 8.9

ＮａｍＣｏ1-1 188 5.9 5.6 7.0 47.0 37.0 16.1

剖面 :ＮａｍＣｏ2

ＮａｍＣｏ2-9 15 4.2 3 3.6 64.5 31.4 4.1

ＮａｍＣｏ2-8 30 4.8 5.6 4.0 55.7 39.0 5.4

ＮａｍＣｏ2-7 38 4.4 5.6 3.7 54.7 39.9 5.5

ＮａｍＣｏ2-6 46 4.8 5.6 5.0 51.7 42.1 6.1

ＮａｍＣｏ2-5 57 4.7 5.6 4.6 58.4 32.0 9.6

ＮａｍＣｏ2-4 67 4.6 5.6 4.8 57.0 36.8 6.2

ＮａｍＣｏ2-3 80 4.9 5.6 4.8 50.9 40.6 8.6

ＮａｍＣｏ2-2 115 4.5 5.6 4.5 57.7 36.0 6.3

ＮａｍＣｏ2-1 130 4.7 5.6 4.8 54.2 38.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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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剖面ＮａｍＣｏ1(左)剖面ＮａｍＣｏ2(右)沉积物质地组成(据ＦＡＯ的分级标准)

Ｆｉｇ.2　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ｅｘ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ＮａｍＣｏ1ａｎｄＮａｍＣｏ2(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ＡＯ)

表 3　剖面 ＮａｍＣｏ1与 ＮａｍＣｏ2的主要物理 、化学特性

Ｔａｂｌｅ3　Ｍａｉ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ＮａｍＣｏ1ａｎｄＮａｍＣｏ2

编号 总有机碳 /% 总无机碳 /% 总碳 /% ｐＨ 电导率 /μｓ 含水量 /%

剖面 :ＮａｍＣｏ1

ＮａｍＣｏ1-12 1.35 4.63 5.98 8.3 86.00 0.67

ＮａｍＣｏ1-11 1.66 4.89 6.55 8.2 96.00 0.91

ＮａｍＣｏ1-10 2.61 4.32 6.93 8.0 101.00 1.50

ＮａｍＣｏ1-9 0.83 5.58 6.41 8.5 117.00 0.63

ＮａｍＣｏ1-8 1.04 6.84 7.88 8.3 165.00 0.59

ＮａｍＣｏ1-7 1.03 7.37 8.4 8.2 85.00 0.55

ＮａｍＣｏ1-6 1.68 6.62 8.3 8.0 149.00 1.05

ＮａｍＣｏ1-5 1.05 6.91 7.96 8.1 138.00 0.90

ＮａｍＣｏ1-4 0.86 3.42 4.28 8.3 106.00 0.75

ＮａｍＣｏ1-3 0.92 2.23 3.15 8.2 90.00 0.66

ＮａｍＣｏ1-2 1.08 2.05 3.13 8.3 112.00 0.77

ＮａｍＣｏ1-1 1.29 2.04 3.33 8.5 213.00 1.54

剖面 :ＮａｍＣｏ2

ＮａｍＣｏ2-9 0.01 4.63 4.64 9.7 298.00 0.27

ＮａｍＣｏ2-8 0.15 6.25 6.4 9.5 491.00 0.36

ＮａｍＣｏ2-7 0.34 5.50 5.84 9.3 949.00 0.44

ＮａｍＣｏ2-6 0.21 5.85 6.06 9.1 539.00 0.59

ＮａｍＣｏ2-5 0.43 5.64 6.07 9.2 388.00 0.54

ＮａｍＣｏ2-4 0.35 5.83 6.18 9.4 254.00 0.37

ＮａｍＣｏ2-3 0.16 5.86 6.02 9.3 235.00 0.51

ＮａｍＣｏ2-2 0.48 5.89 6.37 9.1 131.00 0.34

ＮａｍＣｏ2-1 0.5 5.97 6.47 9.1 175.00 0.40

可达 87.74%。与剖面ＮａｍＣｏ1相比 ,剖面ＮａｍＣｏ

2总有机碳含量均小于 0.5%(0.01% ～ 0.48%),其

含量远远小于总无机碳含量(4.63% ～ 6.25%),总

无机碳含量占总碳含量的比例均在 90%以上 ,最高

值可达 99.78%。剖面ＮａｍＣｏ1和剖面ＮａｍＣｏ2的

酸度值都呈碱性 ,这主要与沉积物中还有大量的碳酸

盐母质有关 。前者酸度值介于 8.0 ～ 8.5,而后者范

围在 9.1 ～ 9.7之间 ,两者酸度之间的差异与无机碳

含量明显存在正相关 。除了沉积物中的可溶性盐分

影响酸度之外 ,电导率也受其影响。同样 ,电导率的

变化也能反映其干湿变化。样品的含水量一般与土

壤质地 、有机质含量等因素密切相关 ,剖面 ＮａｍＣｏ1

的含水量在 0.55% ～ 1.54%之间 ,总体来看明显高

于剖面ＮａｍＣｏ2的含水量(0.27% ～ 0.59%),与质

地组成中粘土含量 、有机质含量都明显偏低相关。

　　根据铀系法测年 ,确定环纳木错湖的第五级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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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地(Ｔ5)的形成年代为晚更新世时期 (约 40ｋａ

ＢＰ)
[ 31]
,文中选取的两个剖面正处在五级阶地上 ,可

判定剖面ＮａｍＣｏ1与剖面ＮａｍＣｏ2的形成年代属

晚更新世晚期。

　　从选取粒径组成特征(平均粒径 、中值粒径)、总

有机碳含量 、酸度 、电导率 、含水量等指示因子的变化

可以看出 ,两个剖面从顶部到底部均呈现相似的变化

趋势(图 3)。一般说来 ,粒径值  、有机碳含量 、粉砂

含量 、酸度值 、电导率 、含水量的增大 ,所反应的当时

的环境趋于湿润 ,温度较高 ,反之说明其气候环境趋

于干燥 ,温度相对较低 。文中的两个剖面虽然地理位

置相差很多 ,但都出现 3次冷暖 、干湿交替的过程。

当然由于沉积物在地层和年代上存在不连续性 ,只能

说明在晚更新世晚期的一定的时段内 ,存在着三次相

对明显的气候交替过程。图 3中实线线条表示当时

的气候环境相对比较湿润 ,可以称之为暖期 ,而虚线

线条表示气候环境相对寒冷干燥 ,可称之为冷期。

3 结论

　　文中所选取剖面的各个层次是根据沉积物的发

生特征(颜色 、质地 、结构 、湿度 、根系密度以及碳酸

盐反应等)划分的 ,在垂直剖面上 ,尽管各个层次的

沉积物环境指示因子的数值呈现明显的变化 ,并存在

一定的规律特征 ,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反映不同层次的

沉积物在不同时期的气候环境变化 ,所以应用发生学

特征是划分剖面层次的有效方法之一。

　　剖面ＮａｍＣｏ1与剖面ＮａｍＣｏ2相比 ,沉积物发

育程度更高 ,前者的平均粒径和中值粒径值相对较

小 ,质地组成上所含的粉沙和粘粒成分更多 ,并且有

机质含量远远大于后者 ,酸度值略小于后者等一系列

结果表明 ,这将更有利于沉积物的进一步发育 。

　　通过分析两个剖面所处的阶地级数以及参考已

有的定年数据 ,判断文中选取得两个剖面均最早年限

形成为晚更新世晚期 ,分析垂直剖面上一系列环境指

图 3　平均粒径 、中值粒径 、粉砂含量 、总有机碳含量 、电导率 、含水量 、酸度值与剖面深度之间的变化趋势

(左:剖面 ＮａｍＣｏ1;右:剖面ＮａｍＣｏ2)

Ｆｉｇ.3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ｍｅａｎ, ｍｅｄｉａｎｏｆ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ｓｉｌｔ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ＯＣ, ＥＣａｎｄｐＨ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ｐ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ｌｅｆ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ＮａｍＣｏ1 ;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ＮａｍＣｏ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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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因子的变化趋势 ,推断纳木错地区曾在晚更新世晚

期某一时期内曾出现过三次冷暖 、干湿交替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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