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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地理：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起源、演化和形成过程。
全书分总论和分区专论两部分内容。
总论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以时间为主线，“厚今薄古”地阐述了对现代中国自然环境形成具有
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或过程，主要包括中国大陆的拼合、构造地貌格局的奠定、季风气候的形成、冰
期间冰期的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分区专论部分（第五章至第十二章），从典型景观组合出发把全
国划分为八个自然地理区域，并从典型景观组合“发生”的角度，分别阐述了各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形
成和演化过程。

《中国古地理：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可供自然地理学、环境演变和环境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学、地球系统科学、第四纪地质学等学科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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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自然地理环境的显现
第一节 喜马拉雅运动与现代海陆形势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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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藏地区的成陆过程与特提斯洋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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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气候干寒化与高寒高原景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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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藏高原的急剧隆升与现代高寒高原自然景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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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高原东南部高山峡谷与垂直自然带的形成
一、深切高山峡谷的形成
二、高山峡谷区植物区系的演化与垂直自然带的发育
第六章 甘新高山巨盆与绿洲、沙漠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
第一节 高山巨盆地貌格局的形成和演化
一、陆块拼接过程与陆内山盆构造体系的形成
二、高山巨盆地貌格局的形成
第二节 干旱荒漠与山地冰川的发育
一、从亚热带干旱环境到温带干旱环境的转变
二、沙漠的形成和扩张
三、山地冰川的发育与演化
第三节 沙漠与绿洲的进退
一、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与沙漠、绿洲的进退
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沙漠与绿洲消长
第七章 兴蒙季风尾闾效应与高原草原、沙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
第八章 秦岭屏障作用与南北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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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国全新世降水的变化与温度变化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降水变化存在明显的区
域差异。
从总体上看，全新世早期迅速升温的同时，夏季风显著增强，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降水增加，气候开始
由冷干向暖湿转变，西南季风影响范围内的贵州董歌洞石笋记录显示，在11.5ka B.P.以后约1ka的时间
里，降水开始急剧增多，西南季风迅速加强；地处夏季风边缘区的青海湖的孢粉记录显示，从“C
10.4ka B.P.开始孢粉浓度急剧增大，显示迅速的升温过程，“C 10.4～8.6ka B.P.期间，木本孢粉伴随孢
粉总浓度的同步升高，尤其是桦含量增长最大，植被由原来的草原向森林草原过渡，显示在变暖的同
时变湿的过程（图4.3）（张丕远，1996）。
 全新世暖期，中国的气候状况总体上以温暖湿润为主，降水量较现代普遍偏多，同期森林一草原分界
线位置也较今偏西偏北，我国北部及新疆、西藏等地的内陆湖？
自普遍出现高湖面和湖水淡化现象，沙地和黄土地区普遍发育古土壤，当时我国北方地区的年降水量
多年平均至少较今多100～200mm（张兰生等，1997；董光荣等，1997；方修琦等，1998）；而长江中
下游地区的年降水量约较今多200～400mm（刘为纶等，1994）。
 4.3～3.5ka B.P.期间，我国许多地区也发生了显著地变干现象。
西藏西部的扎令仓卡盐湖和柴达木盆地别勃淮盐湖均显示新的一次盐期开始；新疆地区沼泽逐渐消失
，泥炭明显减少或停止发育，湖泊开始浓缩或成盐湖（韩淑媪，1985）；位于季风尾闾区的湖泊、孢
粉和古土壤发育等均记录气候显著地变干（方修琦等，1997），根据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考古学文化
变化推断，4～3.5ka B.P.期间的降水突变事件中降水减少的幅度达150～200mm（方修琦等，2002）；
湖北神农架石笋记录显示，4.2ka B.P.前后为季风变化和气候干湿变化的转折点，季风降水突然减少，
东部湿润期结束，干旱期开始到来（邵晓华等，2006）；同期在我国的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
域和长江流域等许多地区也有极端洪水事件的记录（夏正楷、杨晓燕，2003；夏正楷等，2003a
，2003b）。
在此之后的全新世晚期，气温普遍下降的同时，降水显著减少，夏季风势力变弱，影响范围收缩，冬
季风势力增强。
4ka B.P.以后季风边缘的青海湖孢粉浓度已经降得很低，而且木本孢粉基本消失了，草本蒿开始占主导
，气候向凉干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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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地理: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可供自然地理学、环境演变和环境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学、地球系统科学、第四纪地质学等学科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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