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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土-古土壤同位素记录的若干问题讨论》由张普著。
中国黄土高原黄土—古土壤序列的碳同位素研究对黄土高原古气候和古植被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黄土-古土壤同位素记录的若干问题讨论》以黄土高原中部及秦岭南部黄土—古土壤沉积为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不同载体的有机碳同位素、碳酸盐碳、氧同位素、TOC含量、碳酸盐含量、C／N比值
、MS、正构烷烃组分及碳同位素等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指标对我国黄土—古土壤碳同位素重建古气候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研究结果对于利用黄土—古土壤重建古气候演化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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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2选题背景及意义 从前述的黄土—古土壤序列碳同位素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已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
然而，为了更深入准确地利用碳同位素重建古气候和古环境，仍有一些基础问题需要我们细致考虑。
 （1）目前的黄土一古土壤研究多集中在黄土高原塬面边缘沟谷出露的天然剖面上，那么在黄土塬面
被切割的过程中或之后，后期生长的植物根系扎入所切割的天然剖面上是否会干扰黄土形成时期碳同
位素所记录的植被信息；黄土中的无机碳酸盐易受外部空气和水分的影响，被切割形成的剖面表层至
某一深度是否可能与外界环境发生交换，从而影响黄土碳酸盐碳同位素所记录的气候信息。
即，后期过程是否会影响黄土碳同位素的记录特征。
 （2）对于中国黄土高原地区而言，C4植物的增加更多的受控于东亚夏季风（暖季节降水）的控制。
那么，对于较黄土高原更暖湿的其他黄土—古土壤剖面有机碳同位素的研究是否也支持这一观点？
另外，至今关于更长时间尺度上黄土有机碳同位素的研究鲜有报道。
因而缺乏对相对暖湿地区及更长时间尺度黄土有机碳同位素的数据积累和分析。
 （3）C／N比值在湖泊研究中广泛被用于指示有机质不同贡献来源植物类型，那么该指标在黄土沉积
中是否也能够指示不同植被类型，并且土壤C／N比值指示意义的研究至今仍较缺乏。
 （4）中国黄土生物成因碳酸盐根茎体同位素的分布特征以及其分别与有机质碳和总碳酸盐碳同位素
差值的指示意义研究较少，意义不明确。
 （5）以往的黄土碳酸盐碳同位素的研究多集中在未受人类活动干扰的天然地层，缺乏与人类活动相
关的文化层碳同位素数据分布特征及指示意义的积累。
进而，关于碳酸盐碳同位素的古文化指示意义较缺乏。
 （6）目前，在古气候古环境的有机地球化学研究方面，经典的索氏提取、超声提取和加速溶剂萃取
类脂化合物方法共存，但对于研究载体中类脂物的不同抽提方法、抽提效率缺乏系统比较。
 1.3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针对上述我国黄土—古土壤碳同位素重建古气候中存在的问题，依托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40523002），地理学陕西省重点建设学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40873011，40673012，041203003），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项目（kzcx2—yw—149），黄土与第四纪
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SKLLQG0823），本书拟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不同载体碳同位素等
多环境指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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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土-古土壤同位素记录的若干问题讨论》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系统性强、立论有据、富有创新。
可供大专院校师生和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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