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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理旱 区 地

天山冰债物中的花粉组合及冰期环境
’

阎 顺 许英勤

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研究所
,

乌鲁木齐

提 要 通过对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区和天山南麓台兰河 口 区
、

木扎尔特河 口 区冰债物中花粉

分析
,

表明在冰期阶段不同区域的花粉组合均以灌木及草本为主
,

乔木含量很低
,

反映冰川所到之

处距云杉林均大于
。

冰期阶段
,

天山南北坡环境差异明显
,

北坡以草原为主
,

南麓带以荒漠草

原为主
。

山地气候较现代干燥
,

山麓地带较现代略湿润
。

关键词 冰期环境 花粉组合 天山

取样位置概况

天山古冰川作用遗迹分布很广
,

著名学者黄汲清川
、

施雅风
、

谢 自楚
、

费道罗维奇
、

严钦

尚川
、

杨怀仁
、

王靖泰川
、

王树基
、

崔之久圈
、

王志超川等都曾做过研究
。

本次工作选择了两处

研究程度较高的区域
,

其一为乌鲁木齐河源区
,

其二为天 山南麓台兰河 口 区和木扎尔特河 口

区
。

乌鲁木齐河源区第四纪以来长期经受冰川作用
,

在海拨 以上的谷地中保存着不同

冰川作用阶段的冰债垄或其它冰碳物
。

抱粉样品取 自不同阶段的冰债物中
,

表 简要表明了样

品采集的冰债阶段
、

冰债物年代
、

海拔
、

现代植被
、

上覆土壤状况等
。

表 乌鲁木齐河源区采样简表
、

一

样品号 冰期阶段 年代
海拔高度 上覆土壤厚度

现代植被

现代

新冰期

上望峰冰期

下望峰冰期

高望峰冰期

近代

一 年前
一 。万年前

未确定
一 万年前

稀疏的高山垫
状植被

高山草甸

高山草甸

亚高山草甸草原

高山草甸

台兰河出山 口和木扎尔特河出山 口 的古冰川遗迹保存很好
,

均为天 山最高的汗腾格里一

托木尔峰山结南麓的古冰力遗迹 图
。

台兰河出山 口 海拔 。。 以下冰川遗迹顺河岸向

南伸展到海拔 处
。

木扎尔特河出山 口 破城子煤矿一带冰债体保存完好
,

高出现代河床

近百米
,

整体呈扇形
,

由 列弧形终硫垄组成
,

扇径长
,

海拔 。一 。。
。

以上两处冰啧

物中共采集抱粉样 个 表
。

,

属冰冻圈动态变化基金资助项 目
。

收稿 日期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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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天山南麓采样简表

样品号 冰期阶段 时代 李禅
、】

上覆土壤厚度

门甘曰乃乙口

阿一

阿一

阿 一

阿一

阿一

阿一

阿一

阿一

阿一

阿一

阿一
了阿一

阿一

克孜尔布拉克冰期

高台冰期

破城子冰期

契克达坂冰期

台兰冰期

台兰冰期

台兰冰期

高台冰期

高台冰期

克孜尔布拉克冰期

克孜尔布拉克冰期

破城子冰期

克孜尔布拉克冰期

现代植被

荒漠

荒漠草原

荒漠

荒漠

荒漠

荒漠

荒漠

荒漠

荒漠

荒漠

荒漠

荒漠

荒漠

盛

汗梢格里峰
袍粉组合特征

山托木尔峰

木扎﹄

、

墓卜之
台 包孜 东色

柯寺业勇

二团 场

温宿
扎木 台

引暑
训置

冰 啧区

阿 克苏

图 天山南麓采样位置图

根据以往经验
,

冰债物 中

花粉含量少
,

常难以满足统计

需求
。

这次在样品采集分析过

程中采用 了一些提高花粉获取

率的措施
。

样品采集分探坑取

样和 自然 剖面取样两种
,

探坑

从表层 直挖到 冰债层 以 下 取

样
,

自然剖面定距取样
。

样品选

择砾石层中的沙泥质夹层或团

块
,

筛选后 取样 馆
,

室 内再

细筛取样
,

用氟氢酸

处理法
,

全部样 品均用 冷

处理 小时
。

和 以往相 比
,

这

种方法使抱粉获取率显著提

高
。

分析结果显示
,

这次所有样

品中均发现较多抱粉化石
,

达

到 了统计要求
。

乌鲁木齐河源区

乌鲁木齐河源区除高望峰

冰债物上覆沉积与土壤层厚而

未取到样外
,

其它冰期阶段取样 个
,

分析统计发现 个属种抱粉化石
,

名单如下
。

旅类植物 水龙骨科
、

种子植物 云杉 属 “ 、

松属
、

刺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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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

麻黄属
、

杨属 “ 、

柳属
、

桦属 ‘ 、

蝶形花科
、

沙棘属 户户。户
、

黎科
、

驼绒黎属 ‘ 、

假木贼属
, ,

、

石竹科
、

菊科
、

紫莞属
、

篙属
‘ 、

怪柳

属
、

龙胆属
、

委陵菜属
, , , ‘ 、

毛蓑科
、

唐松草属
、

禾本科
、

十字花科
、

百合科
、

唇形科
、

伞形科
、

莎草科 等

沪 犷

代心、,
、

、、乙了

乌 一

乌 一 日

乌 一

图 乌鲁木齐河源区冰磺物花粉图式

统计资料表明
,

乌鲁木齐河源 区冰啧物中的抱粉组合以草本植物花粉 占优势
,

达 一

,

平均
,

乔木植物花粉 占 一
,

平均
。

灌木和草本植物 中篙属最

多
,

达 一
,

平均
,

黎科平均
,

禾本科平均
,

麻黄属平均
,

菊科

平均
,

十字花科平均
,

莎草科平均
,

龙胆属平均 环
,

其它还有委陵菜属
、

伞形科
、

蝶形花科
、

毛食科
、

百合科
、

石竹科等花粉和少量抱子
。

乔木植物花粉 以云杉为主
,

占
。 一

,

平均
,

其它有桦属
、

柳属等花粉
。

这种花粉组合与现代天山草原带表土花粉

组合近似
,

由此推测
,

冰期 阶段乌鲁木齐河源 以上地带植被主要为草原类型
,

植物 中

除中生禾草及杂类草而外
,

亦有较多旱生属种
,

其代表为篙属和黎科
。

若与现代同海拔位置的

草甸和草甸草原相 比较
,

当时气候明显偏干旱
。

从老到新纵观几个冰债物样品的统计数据
,

可

以发现较老冰债物中花粉组合中旱生成分更高
。

例如
,

下望峰冰债相对最老
,

其中的花粉组合

旱生成分黎科占
,

篙属
,

其它灌草类占
,

仅见到 的云杉花粉
,

反映气候干旱
,

距云杉林很远 上望峰冰碳中黎科花粉 占 环
,

篙属 占
,

其 它灌草类 占
,

反映

干旱程度次于下望峰冰期阶段
。

新冰期冰债中
,

篙属 占
,

黎科花粉
,

其它灌草类

占
,

其中莎草科等草甸植物成分 比例较高
,

同时 出现 的云杉植 物花粉
,

表现气

候较前二者湿润
,

且距林地较近
。

另外从老到新各样品中花粉的丰富程度亦显示 由低到高的规

律
,

反映植被盖度由小到大的变化
。

天山南麓区

台兰河出山 口 和木扎尔特河出山 口 的样品采 自海拔 一
,

除阿 一
、

阿 一 两个

样外
,

均采 自河流出山 口 以下的冲洪积扇区
。

阿一 和阿 一 采 自台兰河 口 两侧谷肩
,

高度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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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和
。

此区抱粉统计中共发现 个科属化石
,

许多是与乌鲁木齐河源区共有成

份 未标拉丁学名者
,

名单如下
。

蔗类植物 水龙骨科 种子植物
、

云杉属
、

松属
、

刺柏属
、

麻黄属
、

杨属
、

柳属
、

桦属
、

榆属
, 、

胡颓子属
、

蝶形花科
、

黎科
、

小蓬属 户 夕 、

驼绒黎属
、

假木贼属
、

角

果黎属 户
、

石 竹科
、

菊科
、

紫苑属
、

篙属
、

怪柳属
、

琵 琶柴 属
、

寥属
、

沙拐枣属 心
、

大黄属
、

白刺属
,一 、

霸王属 户 夕

‘ 、

芜科
、

毛食科
、

铁线莲属 ‘ 、

禾本科
、

字花科
、

伞形科
、

唇形

科
、

百合科 步草科
、

香蒲属 与
。

主要的科属花粉含量用图 表示
。

罗互必
梦了

穿 罗 若

箕 萝 了
可一

阿 一

阿 一

阿 一

阿 一

阿 一 日

阿 一

阿 一

阿 一

阿 一

阿 一

阿 一

阿 一

一
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图 天山南麓冰破物花粉图式
〕

统计资料表明
,

台兰河出山 口 区和木扎尔特河出山 口 区不同冰债物样品中的抱粉成分相

近
,

组合以旱生灌木及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
,

达 一
。

平均
,

乔木植物花粉 占 。

一 写
,

平均
。

灌木及草本中篙属 占 一
。

平均
,

黎科各属 占 一

,

平均
,

程柳属平均
,

禾本科平均
,

菊科平均
,

麻黄属平均
,

十字花科平均
,

其它有石竹科
、

琵琶柴属
、

寥属
、

沙拐枣属
、

大黄属
、

霸王属
、

白刺属
、

毛蓑

科
、

伞形科
、

百合科
、

莎草科等及个别抱子
。

乔木植物 中云杉属平均
,

其它桦属
、

杨属
、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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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

榆属
、

胡颓子属均零星出现
。

天 山南麓区冰啧物中抱粉组合特征 以旱生篙属和黎科植物花粉 占优势
,

两者数量大致相

当
,

其它灌草类约占
,

多为旱生或旱中生类型
,

乔木花粉含量很低
,

应为外来花粉
,

将此特

征与表土花粉 比较
,

与荒漠草原带花粉组合特征相近
。

因此
,

台兰河出山 口 区和木扎尔特河出

山 口 区冰期阶段 。一 地带
,

植被主要为荒漠草原
。

讨 论

乌鲁木齐河源 区和天山南麓台兰河 口 区
、

木扎尔特河 口 区是天 山不同的冰啧堆积区
。

前者位于天 山北坡
,

海拔为 一
,

现代植被以草甸草原为主
,

年均降水量 。多
,

年均温一 ℃左右
‘。〕,

后者位于天山南麓
、

海拔 一 一
。

一 范围内现代植

被为荒漠
,

降水量约
,

年均气温 ℃左右 处为荒漠草原
,

年均降水量 左

右
,

年均气温 ℃左右
。

虽然样品采 自不同区域
、

不同时段的冰磺物中
,

但花粉组合特征仍有一

定共性
。

样品中均以灌木草本花粉占优势
,

乔木植物花粉含量低或很低
。

根据表土花粉研究结

论
,

这种低含量的乔木花粉都不能说明当地有森林或林地
,

乔木花粉明显是外来花村
。

可以推

论
,

天山冰期阶段
,

凡冰碳物所到之处
,

都距云杉林较远
,

一般均大于
,

甚至更远
。

另外
,

冰

债物中花粉成分也比较近似
,

个科属 中共有成份达 个
,

占
,

反映了各冰期阶段山地

与山麓区植物成分的相似性
。

乌鲁木齐河源区与天 山南麓区冰债物中花粉组合的差别在于前者反映当时植被 以草

原为主
,

其中有较多中生或湿生草类
,

如禾本科
、

莎草科及唐松草属
、

委陵菜属
、

龙胆属等
,

旱生

类型 中相对偏湿的篙属数量也多于黎科花粉数量
。

后者反映当时植被以荒漠草原为主
,

旱生的

篙属和黎科花粉比例很高
,

其它灌草类中也有旱生类型
,

如琵琶柴属
、

怪柳属
、

沙拐枣属等
。

而

禾本科
、

莎草科
、

十字花科等旱中生类型所 占比例较小
。

两区域抱粉成分与组合的差异反映了

不同冰碳地区周围环境的差异
,

显然
,

这种差异揭示 了冰期阶段山区和山麓带环境的不同
。

冰

期阶段
,

山区以寒生草原环境为主
,

山麓带以荒漠草原为主
,

山区仍比山麓带湿润
。

乌鲁木齐河源 区现代植被属高山
、

亚高山草甸和草甸草原
,

除近冰雪带的高山流石滩

和垫状植被极稀疏外
,

大部分地区植被盖度达 左右
,

以篙草群系 占优势
,

伴生植物多为杂

类草
,

有珠芽寥
、

唐松草
、

委陵菜
、

高山龙胆等
,

禾草类以高山狐茅
、

高 山早熟禾为主
。

它们的生

境为寒冷湿润的环境
。

在此区冰债物中得到的花粉组合代表着偏干旱的寒生草原环境
,

除中生

草类而外
,

旱生成分亦很突出
。

由此推论
,

冰期阶段
,

天山高山区的环境较现代冷且干燥
。

天山南麓区冲洪积扇带气候干旱
,

植被为荒漠类型
,

地带性分布半灌木荒漠和小半灌木荒

漠
,

主要植物种类有梭梭
、

假木贼
、

猪毛菜
、

琵琶柴
、

膜果麻黄
、

合头草
、

盐节木
、

喀什筒
、

霸王等
,

它们的生境为温带干旱
、

极干旱荒漠环境
。

河 口两侧山地 一 处属荒漠草原
,

主要植

物有针茅
、

多种篙类
、

驼绒黎等
。

这一区域冰债物中的花粉组合代表着干旱一半干旱荒漠草原

环境
。

冰磺物中花粉组合所代表的环境与现代环境 比较
,

可以发现
,

冰期阶段
,

天山南麓的环境

较现代冷且偏湿
,

植被状况略好
。

从以上的分析中
,

不难得到一种信息
,

即冰期阶段
,

天 山山区和 山麓平原区的气候变化方

向是相反的
。

山区气候存在变干迹象
,

当时山地为普遍一致的类似草原的植被所 占据
,

云杉林

带的生长范围更趋狭窄
,

上限下移幅度较大而下限下移幅度较小
。

这与我国东部地区冷期气候

偏干相似
。

在山麓平原区气候在冷期略向湿润方向转化
,

植被从荒漠转为荒漠草原
,

这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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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的规律相反
。

冰债物中常出现少量阔叶落叶树成分
,

它们是桦
、

柳
、

杨
、

榆
、

胡颓子等
。

这些成分曾在

新疆晚第三纪繁盛
,

其后
,

随干旱气候加剧
,

它们逐渐退居于水分条件较好的山地沟谷中
。

冰磺

物中这些成分的少许出现可 以导 出二点推论
。

首先
,

根据现代阔叶林和河谷林的表土花粉分

析
,

这种少许出现的阔叶树花粉均应为外来花粉
,

不能代表当地有林地
,

甚至难以证明附近有

林地
。

第二
,

它又说明当时在周围地区仍有阔叶树种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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