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 物 学 报 �卯�
,

 ! ∀# ∃
%  &  ∋  ()

通口的 丑叻期血“ &汤∗众口

科尔沁沙地麦里地区晚全新世植被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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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一个泥炭剖面高分辨率花粉资料序列
,

初步重建了科尔沁沙地麦里地区晚全新世的植被演

化过程
。

在  +−−
.

/0 以前
,

该地 以固定沙丘上生长的蒙古栋 ∀伽群出 砌砚扣之婉 12 345
∗

∃等阔叶疏林为

主 6 以后随着半固定沙丘和流动沙丘增多
,

篙属 ∀九欣洲。她 7
∗

∃和蔡科等草本植物逐渐增加
,

而固定沙丘

上的阔叶树则趋于减少
。

在 + 《洲〕
一 (团

.

/0 期间
,

麦里地区几乎所有沙丘植物都经历了繁盛生长
,

蒙古

栋种群的扩大尤其显著
。

 �88
.

/0 以来植被和沙丘的演化可能同人类活动影响有直接关系
,

而 + 以,∃ 9

( 叹∃ .

/0 期间的植物繁盛则由生长季雨量增加引起
。

花粉统计分析还表明
,

在森林草原等生态过渡带
,

花粉浓度和花粉沉积率比花粉百分 比更好地指示了植被演化过程
。

关键词 科尔沁沙地
,

花粉分析
,

植被演化
,

晚全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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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分析是重建陆地晚全新世植被和气候 的重要途径
,

历来受到古生态与古气候学

者的重视 ⊥ ‘
·

幻
。

高分辨率的晚全新世花粉序列是分析人类对陆地生态系统干扰过程的基

本资料川
。

根据内蒙古麦里泥炭剖面一个较高时间分辨率花粉分析结果
,

对当地晚全新

世植被演化历史进行初步重建
,

并对植被演化的基本原因和半干燥地 区花粉分析方法问

题进行初步讨论
。

+ 研究地区现代环境

科尔沁沙地位于我国东北中南部的上辽河流域
。

由于上辽河泥沙供应充足和接近地

质时期干燥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
,

区内堆积了深厚的风成 中细砂层
,

地表则形成 了沙丘与

丘间甸子交错分布的地貌景观
。

麦里泥炭地位于科尔沁沙地东南边缘的西

姆姆姆
马莲河支流河谷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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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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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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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拔

+&& Θ ∃∀图 +∃
。

泥炭地周 围分布着 连绵起 伏的

沙丘
,

其中部分为固定或半 固定沙丘
,

但在西南

方向出现较多流动沙丘
。

固定和半 固定沙丘比

较低缓
,

相对高度仅 & 一 +− Θ
,

而流 动沙丘一般

较高陡
,

相对高度多超过 +− Θ
。

固定或半固定

沙丘之间常分布着宽窄不等的低平甸子
。

麦里地 区的地带性植被属 于 沙地疏林草

原
,

但不同类型沙丘植被存在很大 差异
。

在 流

动沙 丘 上
,

多 生 长 沙 米 ∀月邵吻划之ΜΘ 柳
逮.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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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麦里泥炭地及其采样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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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滚众几交晚 Α
、

杨柳科的小黄柳 Β及“玩两
彩

汕 Α等灌木

和半灌木植物
。

在半固定沙丘上
,

差 巴嘎篙 Β =

?
她 加么山油翰

几
Α

、

麻黄 Β饰灿己Χ
8 .4 .∋ 。 Α

、

小叶锦鸡儿 Β 伪几昭姆砚 Χ 交哪柳阮 Α
、

羊草 Β由记脚却诚 0<4 ∋,

?
Α
、

冰草 ! 邵环半Χ 几 ∋ :.8 2∃
∀

2<Χ Α等半灌木和禾草较常见
,

尤以差 巴嘎篙最具代表性
。

固定沙丘上的顶极群落是杂木

疏林草原
,

主要 由蒙古 栋 Β伽
)

?
刀双碑扣Δ蜘 Α

、

榆 树 Β 。吞硼 户姗如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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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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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璐 汕漏刀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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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鸡儿 Β ∋ ( 八卿朋
8.4 众双 Α等灌丛和冰草

、

隐子草 Β Ε6) .8 艺侧;), 王)8
899

!

Α等禾草组成
。

由

此可见
,

在本 区
,

黎科和篙属等多种草本植物和半灌木主要同流动和半固定沙丘相联 系
,

而乔木及禾本科草本植物主要生长在固定沙丘上
。

在沙丘间的甸子上
,

发育着各种草甸

和沼泽群落
。

草甸群落有拂子茅 Β Ε以叨砚邵仍2.∋8 )9电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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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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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沼泽草甸等

。

沼泽植物主要 由芦苇
、

小叶朴
、

水甜茅 Β 。恤℃,∃ ∃Φ Γ∃ 2.∋∃ Α
、

香蒲
、

苔草
、

睡菜 Β腕卿旧川灿Η 2:.
∀

∗3 6她Α等组成
。

科尔沁沙地东南部属于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
。

根据附近的甘旗卡
、

康平和彰

武三个气象站的资料
,

麦里泥炭地 # 月和 Ι 月平均气温分别为
一 #ϑ ℃ 和 ΚΛ ℃

,

年降水



# 期 任国玉等
%

科尔沁沙地麦里地区晚全新世植被演化

量 # !∀∃ ∋
,

降水集中程度 比较高
,

# 一 ! 月期间的雨量 占全年降水量的 88 _ 左右
。

正常年

份的春季干燥多大风
。

 一 & 月强盛的西南大风经常引起沙尘暴天气
,

同时 的干燥少雨更

是植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
。

) 方 法 和 年 代

麦里泥炭地 由于近 )− 年来的人工排水
,

现在 已经结束发育
。

泥炭层厚度介于 +&−
9

 −− 4Θ 之间
,

不少部位间夹 + 一 ) 层
、

厚 +− ∋
&−

。Θ 的灰白色中细砂层
,

有些部位泥炭层和

砂层出现揉皱变形现象
。

+!! ) 年秋在麦里泥炭地进行了系统采样
。

剖面处在既无夹砂

层
、

又无沉积物揉皱变形的现代人工排水沟壁上
,

泥炭层厚 )科
4 Θ

。

剖面特征 自上而下顺

序为
%

− 一 +−#
4 Θ 褐色泥炭

,

分解度低
,

含大量草本植物残体
。

+以
一 +_

4 Θ 黑色泥炭
,

分解度高
,

植物残体较少
,

含黑色中细砂
。

+_
∋ )科

4 Θ 黑褐色泥炭
,

分解度较差
,

较多植物残体
,

含少量黑色中细砂
。

)##
一
)! & 4 Θ 灰白色中细砂

,

未见底
。

在泥炭剖面 ]−
4 Θ 以上部分按 ) 4 Θ 间隔连续采样并做花粉分析

,

]−
4 Θ 以下部分仍

按 ) 4 Θ 间隔连续采样
,

但只对单号样品进行花粉分析
。

样品处理和分析采用标准方法进

行
。

每份样品称取 +− ! 左右泥炭
。

处理前加人石松属 ∀匀似Ξ 记￡ΜΧϑ ∃抱子
,

以便计算花粉

浓度
。

然后过滤
,

用清水煮沸分散
,

再用重液浮选两次
。

除个别样品统计花粉数在 ]−
9

)∀,⎯ 粒外
,

其余均在 )∀,∃ 粒以上
。

花粉百分 比统计基数是不包括莎草科和抱子在 内的全部陆生植物花粉
。

花粉浓度值

计算了单位重量沉积物 中的花粉粒数 ∀粒α Ο ∃
,

也计算了单位体积干样 品中的花粉粒数

∀粒α4 时 ∃
,

二者变化很相似
,

分析时采用后者
。

表 + 麦里泥炭剖面+# ? 年龄测定结果
毛山�Ι Χ Δ 出五。 ‘# Ι Ρ . ΚΙ 3 8Τ 枷Μ吨

样品号
Ε助叩�Ι ≅8

·

样品深度

块ΞΚ5 ∀4Θ ∃

测试材料
Γ .Κ Ι ς2 .�

, # ?年龄
>川沁ϑ Ρ. ΚΙ3

实验室

Γ7 ��# +( 、 +] 泥炭 0巴吐 ) +& 士 �−

Γ7 卯 #(
一
#] 泥炭 0已时 & && 士

�− 北京师范大学

Γ7 ]+ ]) 一 ]# 泥炭 0已戒 + ) & 士
�−

’# ? 实验室

施 () +)−
一 +)) 泥炭 �物Κ + (& & 土 �− Δ 目2。 ’

弋 Φ .Κ 2��Ο

Γ7 #+ +()
一 +“ 泥炭 0曰吐 ) )� & 士 �− ‘肠ς.Κ

8叮
,

氏匀吨

Γ7 ) +! ] 一 )−− 泥炭 0已吐 ) � #−
士 �& ≅8 Θ 司 Μ 2

∋
ΚΛ

加几 ] ) − 一 ) ) 泥炭 0曰业 + & )−
士
�−

+# ?半衰期为 & &(] 年
,

表中年龄为距公元 �!&∀∃ 年前的年数∀
.

/0 ∃
。

=司Τ陇 8Τ ‘
弋 2。 & &(] Λ

∋
,

.ϑΡ 崛 Ρ .Κ Ι3 Ο2∋ 2ϑ Κ5Ι 住山�Ι .ςΙ Κ5Ι Λ

∋
块北况 :Φ +! &−

·

选取 � 块样品做+# ? 年代测试
,

结果列于表 +
。

Γ7 Ε 号样品可能已受到新炭污染
。

不

考虑 Γ7 Ε号样
,

其余 ( 块泥炭样 品的
’# ? 年龄 与深度之间呈极显著的线 性关系

。

剔除

ΓΧ
β

Ε号样品后
,

根据最小二乘法得到
’# ? 年代和剖面深度之间的关系式

。

据此得出表层

样品∀即 Γ7 +)) 号样 ∃泥炭的平均沉积时间是
一 巧 . /0

,

相当于公元 )− 世纪 印 年代 6泥

炭表层年龄是
一
)!

. /0
,

相 当于 加 世纪 �− 年代末
。

沼泽地开始挖排水 沟是在 +!( & 年
,

以后每年向上游挖一段
,

剖面附近约在 �− 年代中晚期才成为排水沟源头
。

现在沟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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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自然溯源侵蚀作用下向北延伸
,

已经距剖面位置 Χ χςϑ 左右
。

这表明
,

剖面附近沼泽泥

炭停止发育是在 �− 年代中后期
,

同方程所预测的表层年龄基本一致
。

 表层花粉与现代植被关系

在麦里南部正发育的沼泽地上采集 ) 块表层泥炭样品
,

同时也在距此采样点约 &−−

Θ 的南部固定沙丘残 留的疏林内采集 ) 块表层土壤样品
。

对这 # 块表层样品的现代花粉

进行了鉴定和统计
。

图 ) 给出沼泽表层和土壤表层主要种类的平均花粉组合图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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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沼泽和土壤表层样 品

中
,

均 以 篙 属
、

黎 科 和 松 属

∀乃
刀卫“ ∃花粉 比例为最高

,

其它

共同出现的 花粉种类 有 桦木

属 ∀及切云
工
∃
、

禾 本科
、

麻黄属

∀肠舫血
乙
∃
、

寥科
、

伞形科
、

中华

卷柏和香 蒲等
。

土壤 和 沼泽

表层花粉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

土壤表 层样 品尽管 直接取于

疏林地内
,

却见不到在本区沙

丘上生长 的栋属
、

械属
、

榆属

等乔木花粉
,

而附近不生长 的

松树 花粉又 占了 + _
。

另 一

方面
,

沼泽地样点距疏林林缘约 《刃 Θ
,

却出现一定 比例的当地乔木花粉
,

栋属可 占到全

部陆生植物花粉的  _
。

但械属在沼泽表层样品内未见到
,

说明其代表性很低
。

沼泽表

层松属花粉 比土壤表层略高
,

为 +� _
,

桦属为 )
∗

# _
。

因此
,

沼泽表层全部乔木花粉 比例

为 )) _
,

高于沙丘土壤表层的 + _
。

在草本植物中
,

沼泽表层篙属花粉最高
,

而土壤表层则以黎科花粉为最多
。

其它的草

本植物花粉沼泽地 一般都多于土壤
,

其 中莎草科花粉在 土壤样品中未见
,

沼泽样品 中为

+) _
。

禾本科和香蒲在沼泽表层也显著高于土壤
。

总的来看
,

沼泽表层花粉种类更丰富
,

也更真实地反映了地区性植被
,

而土壤表层花

粉对大部分植物代表性都偏低
,

对黎科又有所夸大
。

沼泽表层样点周围的沙丘上仅南部残存一片极稀的杂木疏林
,

其 中不少树木 目前仍

遭到砍伐
,

其余方向除北部有少量榆灌丛外
,

均 已无树
,

并发展成半固定和流动沙丘
。

在

南部残存疏林地内的样方调查表明
,

乔木树种仅有蒙古栋
、

榆树和元宝械
,

灌木主要有 山

椿 ∀?ς.
�。昭砒 Σ,2 ∋ 咖血 ∃

、

西伯利亚杏
、

大果榆
、

蒙桑等
。

以株数计
,

蒙古栋 占全部乔灌木

株∀丛 ∃数的 )( _
,

榆属占 )− _
,

元宝械 占 +) _
,

山植占 )] _
,

西伯利亚杏 占 +) _
,

蒙桑 占

+_
。

在麦里泥炭地西北 巧 χΘ 的乌旦塔拉林场还保留着更接近 自然状态的杂木疏林
,

实

地调查发现 也以蒙古栋为最多
,

占  − _
,

其它还有元宝械
、

榆树
、

小叶朴等
,

和麦里沼泽地

南部沙丘残存疏林组成大体上相似
。

在麦里周围的沙地上未见有松树
、

桦树和锻树生长
。

因此
,

沼泽表层样品中的当地乔木花粉 比例低
,

当为人类活动破坏沙丘植被及其固定

沙丘活化的结果
。

半固定和流动沙丘上生长的差巴嘎篙
、

沙米
、

虫实和刺蓬等先锋或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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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植物
,

致使表层花粉中篙属和黎科比例非常高
。

少量的栋属花粉主要来 自采样点南部

的蒙古栋
,

但那里生长的榆属和械属的花粉则未能在表层泥炭中见到
。

松属花粉显然系

远距离漂运所致
,

可能主要来 自辽西 山地的油松林
,

有一部分也可能来 自位于麦里西南

约  − χΘ 的彰武县章古台林场的人工樟子松林
。

# 结 果 和 分 析

图  和图 # 给 出了麦里剖面花粉百分 比和花粉浓度计算结果
。

根据花粉类型组合关

系及其变化特征
,

可以划分出 & 个花粉带
,

分别命名为 :
、

/
、

?
、

Φ 和 < 带∀图  ∃
。

: 带∀ 引Γ∃ 一  +−− .

/0 ∃ 栋属花粉占优势
,

达  − _ 以上 6其次为松属和篙属
,

分别

占 ) − _ 一  − _
。

再次主要有莎草科
、

黎科
、

桦木属
、

极属和寥科等
,

百分比含量从 )− _ 左

右到仅有 ) _ 一  _
。

: 带的显著特征是除 了松以外 的主要乔木种类花粉和莎草科花粉

浓度出现峰值
,

其 中  )∀,∃
一  +−−

. /0尤为明显
,

而篙属
、

黎科
、

禾本科和麻黄属花粉则接

近全剖面的最低值
,

松属花粉也较后来略少
。

/ 带 ∀ +−−
一 ) + −− .

/0 ∃ 松属花粉比例最高∀#8 _ 左右 ∃
,

篙属花粉 比例位居其次

∀ − _ 一
#− _ ∃

,

再次为栋属 ∀ς8 _ 一
)− _ ∃

,

然后为黎科
、

莎草科
、

禾本科
、

萝科
、

伞形科
、

桦

木属
、

麻黄属等
。

松属花粉 比原来 明显上升
,

以栋为代表的其它乔木花粉则大幅度减少
,

篙属和黎科
、

禾本科花粉在此带内呈逐渐增加趋势
,

莎草科花粉平均浓度是全剖面最低

的
。

松属和栋属花粉浓度和百分比存在着明显的波动
。

? 带∀) +−−
一 + 以刃 . /0 ∃ 为篙属花粉优势带

,

一般在 #Φ _ 一
团_

。

其次较多的是松

属
,

占) − _ 左右
。

黎科 占 巧_左右
,

禾本科与莎草科均 占& _ 一 +) _ 6栋属花粉多在  _ 9

( _
。

桦木属
、

伞形科
、

寥科和麻黄属等相对比例与 / 带相近
。

因此
,

此带是乔木花粉进一

步减少的时期
,

栋属花粉比原来任何时期都低
,

且相对较稳定
。

松属花粉的减少也是显而

易见的
。

篙属和黎科花粉比原来两个带均显著增多
,

禾本科花粉则进人全剖面最高阶段
。

Φ 带∀+ 仪用
一 (阅 . /0 ∃ 占统治地位的花粉种类仍然是篙属

,

达到 &− _ 左右 6其次为

黎科
,

占 +# _ 一
)− _

。

松属占 巧_ 左右
。

栋属占 & _ 一 +− _
。

禾本科和莎草科分别为  _

一 ( _
,

桦木属和其它草本植物花粉与原来 比较变化不大
,

都很低
。

这个花粉带的突出特

征是大部分种类花粉浓度值都表现出显著的上升
,

如栋属
、

松属
、

桦木属
、

榆属
、

篙属
、

黎

科
、

伞形科
、

麻黄属
、

菊科和地榆 ∀Ε.
子醚卿超8

ςΩ. 硒陇2朋)+& ∃等上升均十分明显
,

其 中大部分又

达到全剖面记录的最高值
。

这种花粉沉积数量的全面增长在百分 比图上反映不出来
。

从

进入此带开始
,

水龙骨抱子突然消失
,

以后再没出现
。

< 带∀( 日∃
一 − . / 0∃ 主要的花粉种类还是篙属和黎科

,

分别占 #− _ 一
(− _和 )− _ 左

右
。

莎草科花粉比例跃居第三位 ∀ς8 _ 一 巧_ ∃
。

松属花粉 占 & _ 一
)− _

。

其它较重要的

还有禾本科
、

麻黄属
、

伞形科
、

栋属
、

桦属和萝科等
,

含量一般低于 & _
。

此带 内乔木花粉

浓度下降到整个剖面记录的最低值
,

其中栋属花粉浓度的下降非常明显
。

多数草本植物

花粉浓度也比 Φ 带显著减少
,

但莎草科
、

麻黄属和菊科减少不明显
。

伞形科和寥科花粉

浓度在此带的上半部又见增多
,

松属也表现出类似的变化特点
。

& 沙地植被演化特征

花粉反映出的植被可以区分为局部和地区两种
。

局部植被是指麦里沼泽地内部的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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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湿生植物群落
。

地区植被由沼泽地周围方圆数百至数千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沙丘植物

群落构成
。

下面主要从地区的角度讨论晚全新世植被的演变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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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均 一  +−− . / 0 这个阶段栋属花粉比例最高
,

其它主要花粉种类有松属
、

篙属
、

莎

草科和黎科等
。

地区性植被由蒙古栋
、

锻树
、

榆树
、

桦树等乔灌木和篙属
、

黎科
、

禾本科
、

萝

科等草本植物构成
。

蒙古栋在乔木中为优势种
,

并同其它乔木占据了科尔沁沙地东南边

缘绝大部分固定沙丘
。

桦木属可能生长在附近非沙质丘陵或岗地上
,

元宝械和小叶朴可

能和栋属等一起生长在沙丘上
。

固定沙丘乔灌木组成的疏林内
,

草本层主要 由冰草
、

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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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隐子草等中生禾草及寥科
、

菊科等草本植物组成
。

半固定沙丘和半流动沙丘面积此时

必定极小
,

其上生长着差巴嘎篙等篙属和沙米
、

虫实等黎科小灌木或草本植物
。

丘间甸子

地上有禾草
、

莎草科和地榆等 中生或湿生杂类草生长
。

松属花粉 可能表明辽西山地油松

种群正在扩大
。

 +−−
一 ) +−−

. / 0 花粉组合为松属
一

篙属
一

栋属
一

黎科
一

莎草科
一

禾本科
。

篙属花粉开

始超过栋属花粉 比例
。

尽管篙属花粉的代表性过强
,

这仍然表明生长着差 巴嘎篙等篙属

草本植物的半固定沙丘面积正在 比原来扩大
。

黎科花粉开始增加的时间比篙属稍迟
,

可

能反映半流动沙丘是继半固定沙丘出现以后开始发展的
。

这个时期沙丘大部分还是固定

的
,

疏林内树种的组成不会有重要变化
。

除蒙古栋外
,

锻树和榆树仍然生长
。

乔木花粉 比

上一时期急剧下降
,

说明除一小部分为疏林占据的固定沙丘转化为半固定或半流动沙丘

之外
,

有一些固定沙丘上的乔木可能也减少或消失了
。

这个阶段丘间甸子地面积可能有

所扩大
,

因为草甸群落中具有代表性的地榆 已比原来增多
。

) +−−
一 + 侧=∃ .

/0 这个时期花粉组合为篙属
一

松属
一

黎科
一

禾本科
一

莎草科
一

栋属
。

大

部分草本植物均 比原来增多
,

而主要乔木种类都进一步减少
,

其中蒙古栋减少尤为明显
,

但桦木属种群则 比前一时期有所扩大
。

显然
,

有相 当一部分沙丘 已 由固定转为半固定和

半流动状态
,

后者有利于生长更多的差巴嘎篙和各种黎科草本植物
,

而长有蒙古栋等乔木

的固定沙丘减少了
,

其上的杂木疏林可能也更稀疏 了
。

禾本科植物的大发展可能部分地

反映了在一些固定沙丘或半固定沙丘上禾草生长得更茂盛了
。

此时
,

辽西山地的油松林

正在减少
。

+ 创=∃ 一 (日∃ . /0 花粉组合为篙属
一

菠科
一

松属
一

栋属
一

禾本科
一

莎草科
。

由于乔木和草

本植物同时迅速增加 ∀图 #∃
,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在原来各 自占据 的固定 沙丘和非固

定沙丘上分别获得发展
,

因此这必然是一个沙地植被极为繁茂葱郁的时间
。

不 同类型沙

丘上植被的种类组成不会有明显变化
,

但每个种的种群密度都显著地扩大 了
,

同时每种植

物生长发育也空前旺盛
。

然而
,

令人奇怪的是
,

水龙骨到 + 《,,∃ . /0 时却突然消失
。

它可

能是由于某种灾变事件而从麦里地区绝迹的
。

(闭 一 − .

/0 这 以刀多年里花粉组合为篙属
一

黎科
一

莎草科
一

松属
一

禾本科
一

麻黄属
。

花

粉浓度反映大部分植物种类种群密度都减小了
。

栋属和篙属同时衰减
,

但栋属更为突出
。

固定沙丘和半固定
、

半流动沙丘面积对 比可能略有变化
,

但它们支持的植被也变得愈发稀

疏
。

近 +)− 年来蒙古栋更少了
,

锻属则十分罕见
,

篙属也比原来显著减少
,

而黎科减少不

多
,

相对 比例明显增加
,

可能反映流动和半流动沙丘面积进一步扩大
,

固定与半固定沙丘

减少
。

在这个时期
,

沙丘状态和沙丘上植被越来越接近于现在
。

残留的固定沙丘仍然生长

着蒙古栋
、

榆树
、

元宝械
、

小叶朴等乔木组成的杂木疏林
,

榆树的相对地位 比原来 上升
,

林

内生长着西伯利亚杏
、

山植等灌木
,

草本植物主要为禾草
。

泥炭地周围不断增加的半固定

沙丘和半流动沙丘上生长着差巴嘎篙
、

草麻黄
、

小叶锦鸡儿
、

羊草
、

冰草
、

沙米
、

虫实
、

刺蓬

等小灌木和一
、

二年生草本植物
。

由于沙丘活动
,

原来一部分甸子地近期已被埋藏
,

菊科

湿生草本植物和地榆的消失可能与此有关
。

辽西山地的油松林一般比原来显著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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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沙地麦里地区晚全新世植被演化

Χ

( 讨 论
·

植被演化的原因 麦里泥炭剖面花粉分析结果表明
,

以蒙古栋为代表的当地乔木从

 +−−
. /0 开始出现显著下降

,

篙属和蔡科等草本植物在蒙古栋等乔木迅速减少 以后逐渐

上升
。

这个变化趋势在麦里以东约 )& χΘ 的公河来泥炭剖面上也表现得很清楚 ⊥3⎯
。

但在

+ 《,,∃一 ( 良∃ .

/0 几乎所有种类植物都经历 了显著的增长
,

尽管在这个时期内更短时间尺

度上乔木花粉的减少和草本植物花粉的增加仍然清晰可见
。

邻接麦里泥炭 地的辽宁省康平 县和彰武县 已经积 累 了比较 丰富的考古资料
。

在

  −−
一 ) ]−−

. /0 之间
,

这个地区居落遗址 比原来显著增多
,

出现一种定居农业文化
,

称

高台山文化〔(
一 “〕

。

高台山文化是康平县和彰武县得到系统发掘和年代证实的首次人 口 与

农业繁荣时期
,

以后居落和人 口呈持续缓慢增加趋势
。

定居人 口 的增加和农业 的发展必

然伴随着固定沙丘疏林的采伐和破坏
,

导致原来几乎全部固定的沙丘上 的蒙古栋等乔木

种类减少
,

使一部分固定沙丘转变为半固定沙丘甚至流动沙丘
。

这些不断增多 的非固定

沙丘主要支持篙属和黎科等草本植物
,

从而使我们看到 的这些草本植物在乔木减少以后

呈现不断增多趋势
。

因此
,

人类定居和农业活动可能是引起麦里地区  +−−
. /0 以来树

木趋向减少和草本植物逐渐增多的主要原 因
,

也是近  − 汉∃年来 当地沙丘状态演化或沙

漠化过程持续增强的基本强迫因子
。

但是 + 《,,∃一 ( 臼〕. /0的植物繁茂生长不是人类活动压力松驰的结果
。

事实上
,

这个

时期相当于辽金时代
,

当时的人 口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

人类活动的压力并没有减轻
。

另

一方面
,

花粉资料表明当时乔木和草本植物 同时获得繁茂生长
,

乔木增多略明显
,

外源的

松属花粉也显著上升
。

这一切说明
,

宏观的气候条件改善是引起植被变化的主要原因
,

这

种改善可能是生长季雨量增加的结果
。

雨量的增加不仅导致固定沙丘上的乔木和非固定

沙丘上的草本植物同时繁荣
,

而且也使麦里地区以外辽西山地的油松林获得恢复和发展
。

这种情况说明
,

晚全新世花粉的古环境指示意义是比较复杂的
,

它不仅随地 区发生变

化
,

而且在不同时间也有区别
。

这种复杂性起源于人类活动的干扰
。

在利用花粉资料解

释过去环境演变时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

花粉浓度问题 近年来
,

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采用花粉浓 度和花粉沉积率 ⊥−, ’剑
。

在

沉积物均一及年代控制可靠的情况下
,

利用花粉浓度和花粉沉积率可以重建过去种群密

度变化〔川
。

本项工作表 明
,

花粉浓度在植被稀疏地带的古生态和古环境研究 中尤其重

要
。

在麦里剖面中
,

松属花粉浓度一般在  ∀,,∃ 一 ( ∀,,∃粒α4 时
,

最高达到 +] 《,∴〕粒α 4 Θ  
∀图

# ∃
。

两个明显的浓度低值段位于 + )∀,∃
一 + 《,幻 . /0和 以,∃ 一 − . /0

,

高值段位在 ) ]−−
9

) &−−
. /0

、

+ �−−
一 +  −−

. /0 和 + 《,旧一 �∀,∃
.

/0
。

花粉百分比的变化和浓度变化差别很大

∀图  ∃
,

在  +−−
一 ) #《,∃ . /0百分比值很高

,

多于  − _
,

以后从总体上呈阶段性下降趋势
,

+ ∀,,∃一 &−−
.

/0 有所上升
,

但远无浓度值增加来得明显
。

松属花粉百分比值的这一变化

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它主要种类
,

特别是篙属和黎科花粉数量的变化
。

栋属花粉百分比同样显示出与浓度值变化不很相 同的特点
。

由于受到其它种类花粉

含量的制约
,

浓度值上的显著突变在百分比图上均受到平抑
,

表现不明显
。

最有趣的是
,

+ ∀, 刃 一 (以〕. /0 花粉实际沉积量的高值在百分比图式上反 映得也不很显著
。

究其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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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栋属等乔木花粉沉积量增高的同时
,

篙属和黎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沉积量也增大了
,

只

是栋属增加更多而已
。

因此
,

仅采用花粉百分 比值法就不能显示各种类的独立变化特征
。

同样
,

栋属花粉百分比值逐步的下降趋势也和实际沉积量有较大差异
,

它实际上更多的是

反映篙属和黎科花粉沉积量的逐渐增高趋势
。

� 结 论

根据上述分析
,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
�∃ 科尔沁沙地麦里泥炭剖面晚全新世花粉

序列具有可靠的年代控制
,

近 + 《,,∃年来时间分辨率达到 )] 年
,

这使得我们可 以对当地晚

全新世植被 +− 年际至世纪时间尺度的变化进行深人研究
。

) ∃ 根据麦里花粉序列对植被

的初步重建表明
,

科尔沁沙地东南边缘在  +−−
. /0 以前 以固定沙丘上生长的蒙古栋等

乔木为主
,

以后半固定沙丘和流动沙丘上生长的篙属和黎科草本植物不断增多
,

固定沙丘

上的乔木趋于减少
,

但这一演化过程曾为 + 《,,∃ 一 (酬∃ . /0 间栋属等乔木和主要草本植物

的同时繁茂生长所 中断
。

 ∃ 科尔沁沙地东南部局部地区的沙漠化过程早在  +−− 年前就

已经开始了
,

花粉资料表明的植被与沙丘演化过程和附近高台山文化 ∀  −−
一 ) ]−−

. /0∃

以来人 口持续增长是一致的
,

说明人类活动可能是造成上述环境演变的基本原因
。

+ 〕汉∃

一 ( 以∃ . /0 间的植物繁茂阶段则可能反映当时夏季降雨量显著增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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