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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岱{卑近 400年来的硅藻植物群可划分为 3十组台：①邱 五押 --Cymbella组台 

(1596--1636、1696--1836厦 1876--1946年)．反映了温永 一{甓永 一贫营养环境 ；② “0s rⅡ 

Hdie4--Fragilaria组合 (1666--1696与 1836--1876年 间)．代表了柃 水 一较 茂水一贫营 

养环境，@ ㈣阳 彻Hf 4厦其变种 var．仰 i mn—Dipl~neis dl#~ica(1966年以 

来)．反映了温水一茂水一富营养环境．1636--1666与 l946一l966年 闻岱海中硅美保存耨很 

步．分别与气候寒冷而使硅蒜难以生存与潮水动拓对硅蒜保存不利有关． 

关键调 硅蓦萼塑萎 岱海点!壁 

一

、 日Ⅱ 

内彘 

岱海(40 37 N、l12 41 E)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境内，据1986年 7月 

实测结果 ，面积为 134km。，最大水深 16．05m，平均水深 7．9m。湖水 pH值最大为 9．0， 

平均 8．8。湖水矿化度为 2．587g／L，是一个内陆微咸水湖。∞ 

由于岱海是一个投有出口的内流湖，水量的唯一损耗是湖面蒸发，其湖水水位 、湖面 

面积、湖水 pH和盐度等理化性质的变化及规模直接与古气候的变幅及其持续时间相关 。 

所以岱海是一个研究古湖泊环境与古气候关系的理想湖泊。 

硅藻是一类对其生存条件反应较敏感的生物，不同生态环境下有不同的属种。国外已 

有许多学者依据这一点将硅藻作为古湖沼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主要是依据高分辨率 

的湖泊沉积钻孔榉中硅藻的组合面貌，推测因气候及植被等自然要素的变化而引起的不 

同尺度湖泊生态环境的变化，推断因人类对水体的干扰而引起的湖泊变更，包括因酸雨而 

引起的湖泊 pH值的变化等等。笔者对岱海 D凰 孔(图 1)中的硅藻植物群进行了初步地 

分析研究，试图从硅藻的角度来推测岱海环境的变化史及其与古气候的关系。 

二 、材料与方法 

钻孔岩芯 由重力取样器采集。柱长 ZScm，每 2cm 一个样。岩性均为淤泥。 

鉴定工作是在北京地质辞学院地质研究所车豪英矗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此'踩表谢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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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岱海等探线及ⅢDH．孔位置图 

F ．1 M ap sho~ ng isoh th of Daihai Lake and location of Gore DH· 

沉积物中的硅蕞用重铬酸钾浮选法啪获得。用 Battarbee 法制片和计数。在 Leitz 

1000倍油镜下依据文献[5．12]鉴定其属种，每个样品的统计基数为400个． 

沉积物沉积速率据 Pb测年为 2mm／a邮。 

三、结果与讨论 

(一)主要硅藻类群及其生态与地理分布 

DH，孔中硅藻植物群较丰富 ，计有 27属 112种(变种) 皆为淡水种类 。占主要地位的 

有 6个獒群：冰岛直链藻Melosira islandica Mtill，颗粒直链藻从 granulata(Ehr．)Rails 

及其最窄变种 vat。angustissima Moll，椭圆形双壁藻 Diploneis elliptica(KUtz)Cleve，脆 

抨藻 Fragilaria．桥弯藻 Cymbella及窗纹藻 ≯f 。 

Melosira islandica为浮游、喜冷种类。广布于中国、日本的偏北方较寒羚水体中。在中 

国山东山旺中新世地层里也有发现 ]。 

M granulata及其变种 vat．angustissima为公认的喜富营养、喜温暖水体 的浮游种 

类。遍布世界各地。 

Diploneis elliptica为沿岸类型，生活于淡水一徽威水中，发现于沼泽、泉水及湖泊中。 

地理分布较广。 

Fragilaria为一些小型沿岸 、喜冷的种类，喜碱、喜贫营养 。包括羽纹脆杆藻 F．p~nna· 

ta Ehr，、连结脆杆藻 F．construens(Ehr．)Grun．及其双结变种 var．binodis(Ehr，)Gru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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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腹变种vat．w (Ehr．)Grun．与双头脆杆藻 F．bicapitata Mayer．F． ”口 、F．∞n— 

struert5及其变种 vat"．~enter在现代北极胡中占主导地位 ，并产于近期形成的冰碛期 

中“ ，另在加拿大新布鲁斯威克省的 Spian胡与 Litt|e潮 ，它们分别是晚仙女术期前(ca 

12ti00-11300 a B．P．)[】”与晚仙女术期(ca．11一i0 ka．B．P)0 时的主要分子。F． s 

vaf．binodis在中国属淡水冷水种类 ，F．tn'capitata广布美 国宾夕法尼亚洲、乔治亚洲及蒙 

大拿州的冷水型朝泊中。 

CymbMla为附生，喜碱种类，包括新 月桥弯藻 C．cymbiformis(Ktz．)V．H．、偏桥弯藻 

C．par~a)(w．Smith)Cteve、箱形 桥弯藻 C cfstula(Hempr．)Grub、胡 斯特 桥弯藻 C． 

humeri Krasske及偏肿桥弯藻 C．m trlcosa(Hempr．)Ktz．C．cy,,~formis与C．parva在 

中国多分布于淡水沿岸带，在美国广布于淡水里、附生在水生植物上．C．cistula与C．唧 _ 

打fcnsn在中国常分布于高原、山区(例如C．cistula是西藏硅藻区系的主要分子 )。C．cis- 

tula为喜碱的、广盐度的淡水种类，C．ve~ricosa为喜贫盐的、广碱度的。C．hustedii为普 

生性种类。 

Et,ith~,aa为淡承、喜碱、附生种类 ，包括钩桡窗纹藻 E．probosidea W．Sm．、斑状窗纹 

藻 E．~dTra Ktz．鼠形窗纹藻 E．Ⅻ Ktz．及膨大窗纹藻 E．mr~da(Ehr )Ktz．E．pros- 

bosidea与 E．xebra为沿岸、喜碱类型，喜富含钙的水体、附着在水生植物上或附生于沿岸 

的各种底质上。最sorest在美国喜高导、富钙的永体 E．turgida为公认的沿岸种、喜碱类 

型。上述各种在西藏斯潘古尔错的硅藻土中均有发现 】。 

DH。孔中还有一个含量不高但贯穿整个柱子且有指示意义的类群——喜碱类群 ，它 

包括弯棒杆藻 Rhopalodia gibba(Ehr．)M~ill、卵圆双眉藻Amphora oval~K也 、弯形弯 

楔 藻 Rhoicosphenia cur'oata(Ktz)Grun．、海生胸隔藻 Mastogloia smithli(Ag．)CI．、卵形 

双菱藻 Surir~lla ov)a船 Breb及圆孔异菱藻 Anomoeone~sphaerophora Pfitz。 

(二)硅藻组合及其古环境意义 

DH。孔中的硅藻植物群可分为三种组合： 

1．Epithemia---Cymbella组合 主要分子有 Eplthemia probosidea、E．zebra、E． ∞ 、 

E．粗馏f如 、Cymbella cyrablformis、C．parva、C．曲 “口及 c．hustedil。其中大多散分子为 

沿岸种，附着在水生植物上，说明阳光充足、水体较浅，代表了温水一浅水环境。 

2．Melosira islandica--Fragilaria组合 主要分子有 Melosira islandica、Fm gilaria 

pinnata、F．construens／var．&'nodis／var． 及 F．bicapitata．都是冷水种，沿岸型．所反 

映的承体深度比组合 l的更浅些。代表了冷水～较浅水环境。 

3_Melosira granulata及其变种 vat． gl‘时扫5 M一肼声 D，lc打elliptica组台 除两个 

组合分子外，还含有少量的 FragilarialapponicaGrun．，微量的 Cymbella cymbiforrais及 

Epitheraia probosidea等。代表了温水一浅水一富营养环境。 

根据同位紊年龄，各组合相对应的时代觅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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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岱海 Dti，孔 中硅藻组台的分布丑古环境意义 

Tab．1 Dis~ribuUon and paleoenvironments of Ibe diatom "sembI赡 ts from Core DH, 

年 代 理 探 (era) 组 合 古 环 境 意 义 

1986—1966 T 温水一拽水一富营养化 

1966一l946 掘步 推舅探水 

l94 l876 8-- 22 I 温水一 浅水 一碱性 

1876—1836 22—30 I 冷水一较浅水 

1836--1696 a0--58 I 温水一浅水一碱性 

1696"--1666 58—6‘ I 抟水一较浅水 

1666—1656 64--7O 程少 推 玲水 

16a6--1596 I 温水一拽水一碱性 

从表 1显而易见 ，在 1596--1636、1 696--1836及 1876—1946年间，气候温暖，岱海的 

湖水较浅。在上述 3个温暖期之间存在着两个寒冷期(1 666--1696与 1836--1876年)．其 

时岱海湖面缩小．湖水变浅。1 666--1696年间的寒冷期属于小冰期盛期的后期，具有全球 

性的反映。1836--1876年的寒冷期则与“19世纪后半叶的夏凉冬寒少雨多旱的千冷期 “ 

基本一致 ，并在我国有极广泛的分布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 ，在 1636--1666年间，岱海的硅藻很少，难以计数。这种现象与加拿大 

新布鲁期威克省的 Sp|an湖在晚仙女木期的情形很相像。由此可推涮：① 1636--1666年 

间，气候根寒冷．岱海的水温很低 ，以致不适应硅藻的生长。②从硅藻的角度看，小冰期最 

盛期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1640--1670年)比后期(1670--1700年)更寒冷些。@水温过 

低是抑制硅藻生长的因素之一。上述推测乃--：：／L之见，是否具有普遍性意义还有特更一步 

的研究与证实。 

DH。孔中硅藻极贫乏还出现在：4—8cm，相当于 1946--1966年 ，这可能是湖水较探， 

硅藻不易保存所致。因为椐资料记载“]，1934--1935年期间，岱海地区连续大涝 ．湖水快 

速上升，至 4O一5O年代中期，西岸的许多地方被淹，居民纷纷向西迁徙，反映湖面又一次 

扩大过程。1960年以后，湖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退缩时期。在 1960年 5月的调查中，岱海 

里发现的硅藻有：小环藻 Cyclotella、舟形藻 ．Navicula、针杆藻 Synedra、等片藻 Diatoma、 

菱 形 藻 Nitzschia、月 形 藻 Amphora、桥 弯 藻 Cymbella、幅 节 藻 Stauronels、双 菱 藻 

Surirella、布纹 藻 Gyroslgraa、马鞍藻 CampyIodlscus、异极 藻 Gomphonema及弯楔形藻 

Rhicosphenia。这种水体中有现生面地层中没有保存的现象也许是因为水体动荡不定而 

致 。 

1966年 以来 ，岱海 中的硅 藻 以 Melosira granulata及其变 种 var．angustlssima、 

Diploneis elliptica为主 ，表明气温变暖，湖水变浅 ，湖泊的富营养化程度较高，湖面缩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在季风区，气候变暖本应降水增大，湖面扩张．湖水变深，而实际情况 

则相反，这与人为因素密切相关 ：由于兴建水库，灌溉用水，地表径流被拦截 ，致使岱海近 

3O年来水位下降 2．84m，目前仍处在收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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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ENT 400 YEAR DIAT0M HIST0RY 0F DAIHAI LAKE 

INNERM 0NG0LIA W ITH ADDITIONAL REFERENCE TO I 

PALEoENVIR0NMENTAL SIGNIFICANCE 

M a Yah W ang Sumin 

(Nanjiag Inxtit~te of Geograp and Li~nology，Academia Sinica，NB畸ing 210008) 

Abstract 

Diatoms were identified and counted in a core of 78 cm long·fro m which eight phases were recog- 

nized．In 1596--1636·1696--1836 and l876一l946，Daihai Lake supported an m̂  ／oml 池 as— 

semblage，indicating a shallow water environment．In the two intervals o{the three periods mentioned 

above (1666-- 1696 and l836— 1876)·oc 『red a Melosira i~landica ragilaria assemblage comparable 

to that in modern arctic and glacial moraine lakes，This is surely attributed to the heyday and the last 

os~|lation ofthe Litde Ice Age．1~ ring 1636-- 1666 arid 1946-- 1966．the diatoms wⅡe to~1Ⅷ  e to be 

counted ．Since 1966，the lake has been dominated  by Metosira granulata／var．angustissima，Diploneis 

ellip~ica and Fragila~qa spp．This may be due to the slightly n~esotro phic water-the wagl[ner climate 

and the disturhance ot human bei“gs． f 

K words diatoms，Daihai Lake·pa]eoenvl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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