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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与全球变化 ” ,

是本届国际第四纪大会的主题
。

为了认识现在和预测未来的全球

环境变化规律
,

必须加强对过去全球变化历史的研究 而第四纪
,

尤其是晚第四纪的沉积

记录
,

正是研究过去全球变化最有价值的信息库
,

是本世纪末
、

下世纪初地球科学研究的

重点之一
。

本次大会开幕伊始
,

两位主席 和刘东生教授所做的

主题报告便开宗明义点出全球变化这个主题
,

分别从中国黄土与青藏高原隆起讨论了第

四纪期间的全球环境变迁
。

随之而来的各种专题讨论会
,

也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

省
藏高原的隆起

,

是引起新生代晚期全球环境变化的一项关键性因素 黄土序列
,

为第四纪

全球变化提供了难得的长期连续性陆地沉积记录
。

这两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专题
,

在

本届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

从水圈
、

大气圈
、

岩石圈和生物圈的相互关系中研究环境演变
,

是
“

全球变化 ”的特色

所在
。

海洋与陆地古环境演变的祸合关系
,

已经成为 当前国际第四纪研究的学术焦点
。

此

次会议
,

国际知名的海洋地质学家云集
,

正是这种新趋势的体现
。

由英国

教授主持的
“

海洋沉积中的大陆第四纪记录
”
专题讨论会

,

六个国家的八个报告从不同方

面探讨了这种关系
,

展现了海洋沉积在研究陆地古环境中的巨大潜力
。

由于陆地冰盖的地

质记录十分零星
,

深海沉积中有孔虫 占 反映的全球冰盖信息反倒完整得多
‘ , 护 还可以通过海水古盐度反映出冰盖融化带来的人海径流量

。

红

海翼足类的分布和保存与 中层水
、

底层水的含氧量相关
,

而这些水来源于红海北部
,

因此
,

根据地层中的翼足类化石可以推断红海北部的冬季古温度变化趋势
一 等 。

海洋沉积中的抱粉能够指示陆地的植被和气侯
,

例 如哥伦比亚高原的气候周期

等
,

或者非洲萨海尔干旱带范围的张缩
。

海洋沉积的磁化率通过陆源

碎屑物的数量
、

成分反映大陆气候
,

因而分析磁化率数据可以从阿拉伯海看出亚洲季风飘

尘物源区的干旱化 等
,

从大西洋可 以判断极锋位移引起的冰山融化 。

。

河流输人海区的陆源碎屑物数量与陆地的降水量
、

内流盆地的面积
、

受植被影

响的水土流失量等因素相关
,

比较中国海区冰期和间冰期沉积总量和碳酸盐含量比例
,

就

能够提供此类信息 汪品先等
。

全球变化有关海洋的大量研究工作属于古海洋学
。

这次大会古海洋学的专题讨论会

分两个部分 英国 教授等主持的部分以边缘海古海洋学为主
,

题材从 日

本海的洋流变迁 大场忠道 到塔斯曼海的风尘沉积
,

从海岸上升流的盛衰

到深层水的形成
。 特别令人注 目的是专题讨论会上海峡两岸和海 内 外 华 人

古海洋工作者的学术交流 台湾大学的陈民本和同济大学的王慧中先后从微体古生物学

和沉积学角度探讨南海的黑潮和底层流
,

耶鲁大学的魏国彦和同济大学的王律江分别对

括号内为专题讨论会报告作者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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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就低碳酸盐沉积事件的可能原因和计算古温度的
“
目标转换函数 ,, 新方法进行了讨

论
。

古海洋学专题讨论会的另一部分以大洋古生产力为中心
,

主持人德国

教授强调了大洋生产力的增高可能是冰期时大气中 含量降低的重要原因
,

这可以是

冰期风力加强使海洋上升流加剧
,

也可以是风尘或径流带向海洋的营养物增多所致 同

时
,

冰期时有机碳在沿陆坡的较浅水区沉积
,

增加了它在沉积中的保存几率
。

不过按照全

球大洋环流模型的试验结果
,

生产力模式还不足以解释冰期时大气 分压下 降 的 巨

大幅度 等
。

测定古生产力的常用方法是用沉积物中有机碳含量进行计算
,

然

而最近对赤道太平洋现代生产力与有机碳聚集速度的比较
,

却表明以往的计算公式对生

产力估算结果都有偏低的趋向 等
。

海岸上升流区生产力高
,

是古生产力研究

的重点
,

近来的进展已经导致用模拟古风力的方法定量测算有机碳埋藏速率
,

区

分因风力驱动上升流带来的高生产力和全球深水营养物重新分配带来的高生产力

等
。

海平面升降是
“

温室效应 ”的重要表现
,

此次大会有两个专题讨论会加以讨论
。 日本

太田阳子教授等主持的专题讨论会在一系列测年新技术的基础上
,

对珊瑚礁等地区 万

年以来海平面变化史提出了高分辨率的记录 我国任美愕教授等主持的专题讨论会
,

重点

讨论近期的海面升降及其对海岸环境的影响
,

汇集了西欧
、

北美
、

东亚和澳大利亚的最新

成果和研究经验
。

古湖泊学和古水文学
,

是全球变化在大陆上的重要信息来源
。

美国 主持

的
“

第四纪湖泊沉积与全球变化 ”专题讨论会
,

用各大洲湖泊的例子说明如何从古湖泊地

层剖面中分别提取湖泊水体本身的
“

内部 ”环境信息和集水盆地湖水以外的
“

外部
”环境信

息
。

波兰 盯 主持的
“

二万年来大陆古水文学 ”专题讨论会
,

主要通过欧美的实

例展示如何根据沉积和地貌资料估算古径流量和水土流失量
,

表明河水
、

湖水
、

地下水的

历史要比 目前通用的理想模型复杂得多
,

只有通过实际研究才能揭示水文系统模型所不

能发现的问题
。

除了海
、

陆比较之外
,

南
、

北半球的比较是全球变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

气候变

化事件在南
、

北半球的超前滞后
,

是检验全球气候模型
、

理解全球变化机制的重要根据
。
此

次大会
,

有南半球三大洲的三位专家主持了三个有关的专题讨论会
。 巴西

等主持的
“

南半球全球变化 ”专题讨论会
,

比较了南半球第四纪环境变化事件与北半球的

同时程度
,

发现例如说末次冰期最盛期在南美洲和非热带非洲早在 年前便已开始
,

到 一 年前已达最低温度
,

而在其热带一亚热带却与北半球相似
,

年前

才是最低温度期
。

南非 等主持的
“

南半球近 巧 万年来的温暖

周期 ”专题讨论会
,

表明南半球由于海洋面积大
,

南极冰盖季节变化和南方涛动的年际变

化强烈
,

致使南半球不同地区的气候变暖变湿事件在时间上有明显差异
。 “

第四纪干旱与

气候变化的南北半球比较 ”专题讨论会
,

交流了非洲
、

澳大利亚
、

中国和南美洲的干旱气候

记录
,

主持人澳大利亚 指 出 南极冰盖和青藏高原对于气候都有重大的区域

性影响
,

恰好反映了南
、

北两半球的不对称性
。

为了给人类造成的环境急剧变化寻找类比
,

地质史上的气候突变事件是
“

全球变化 ”

一食、

补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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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觅求的研究对象
。

约 的新仙女木事件是此类事件中举世瞩 目的一个
。

许

靖华教授主持的
“

新仙女木期 ”专题讨论会
,

尖锐地提出了问题 新仙女木事件是不是全

球变化的一例 回答实际上取决于该事件的出现范围
。

会上的报告提供了从南美安第斯

山到火地岛
,

从中国青海湖到黄土高原的种种实例
,

表明新仙女木事件的记录决不限于北

大西洋北部的欧美地区
,

在太平洋区甚至南极也有其不同形式
、

不同程度的表现
。

因此
,

应 当从全球性机制来解释这种现象
,

例 如大气中 含量剧变等
,

而不可以把这次突变

的原因归结为北美冰盖融水人海河道的变更
。

瑞士 等主持的
“

晚第四纪短期与突然气候变化的性质和原因 ”
专题讨论

会
,

提供了突然变化的大量事实 我国青藏高原敦德冰盖钻孔揭示出 万年来粉尘沉降

有 一 倍的变化
,

氧同位素波动幅度高达 痴
,

在短短的 年间就从冰期状态转人全新

世冰后期状态 等 中更新世间冰期在英国广泛分布
、

在德国也有发现的
“

非

木本植物花粉高值期 ” ,

反映出在一年时间里树林突然减少
、

草本植物突然发育
,

森林生态

系遭受的这次严重损害持续 年
,

而其影响长达 一 年 盯
。

小冰期是全球气

候突然变化的新近实例
,

专题讨论会从阿尔卑斯的冰川 讹 和喜马拉雅西部树木

年轮探讨了其中的短期性气侯波动
。

在
,

日本和澳大利亚沿岸都

发生过从冷湿到千热气候的突变 等
,

是突然变化的又一实例
。

在短周期变化方

面
,

应用 放射性碳测年的结果
,

发现大西洋和太平洋有大约 的 气 候 周 期
。

对于这些短期和突然变化的原因
,

瑞典 一 提出不需要规道强迫之

类的外来驱动力
,

靠
“

固态 ”地球与水圈之间角动量的反馈交换就可以引起全球能皿的再

分配
,

造成短期性气候变化
。

这种机制
,

特别适用于象墨西哥湾湾流和黑潮一类由低纬区

向高纬区输送能量与质量的海流
。

他认为这种原理也可用来解释新仙女木期变冷事件 。

季风的变化
,

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

美国 等主持的
“

古季风 ”

专题讨论会
,

从湖相剖面的抱粉
、

黄土剖面的古土壤层
、

海相剖面的有孔虫及其同位素等

各方面讨论了亚
、

非地区的季风历史
,

有趣的是群体珊瑚 儿 , 行。 受海水中陆源腐殖质影

响可 以出现黄绿色荧光条带
,

因此
,

红海沿岸珊瑚礁中这类条带的分布可以指示陆地的潮

湿气候 等
。

美国廖淦标主持的
“

中国季风区第四纪植被历史 ”专题讨论会
,

根据抱粉记录探讨了东亚季风的近期变化
。

“

全球变化
”
是一个涉及第四纪研究每一个领域的主题

,

本届国际第四纪大会上古人

类
、

古土壤
、

古冰川和考古学等各方面的专题讨论会
,

都为
“
人类与全球变化 ” 这个大会主

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

其实大会第一个专题报告会的名称
,

就叫
“

全球变化研究

的进展 ” ,

在法国 等的主持下检阅了各种各样的有关课题
,

从南极冰芯中的温

室气体到地中海海平面的变化
,

从四大洲湖泊的环境记录到全球植被的更替
,

充分体现出

多学科
、

跨学科的研究特色
。

正如 盯 在专题报告会开场 白中所说
“

真正

的特点在于使世界的科学家紧密合作
,

以努力对地球的状态取得具有预见性的知识
,

而这

也正是 意味着完全国际性和完全跨学科性 第四纪科学的道理所在
。 ”的确

,

在北

京举行的 届 大会切实体现了这一特点
,

它将以
“

全球变化 ”研究的一个里

程碑载人国际科学史册
。

汪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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