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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景观区特征和地球化学勘查方法技术

赵娟!孙泽坤!李明喜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青海 西宁!#@**@"#

摘 要!通过研究青海省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方法技术!从服务于地球化学勘查的自然景观单元区划分入手!对主要

景观区带的识别"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方法研究与选择"自然景观区划分的基本原则和青海省主要景观区带进行了

说明#
关键词!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景观$方法技术$青海省

中图分类号!0,$"!!!文献标识码!6!!!文章编号!@***A#B@#""**+#*$A*"$BA*$

!!作为青藏高原的一部分!青海省的自然景观格

局受到高原气候及相关大气环流形式的影响#青藏

高原地处中纬度带!由于地势高耸而多呈现高山寒

冷气候!即使地势较低的柴达木盆地和青海东部年

均气温较高!也只能呈现为凉温气候#高原大气环

流主要受高空西风流场"西伯利亚%蒙古冷高压气

团以及高原自身的哈德莱环流控制#高原西部和北

部受中亚西亚干旱荒漠气候的包围$作为中亚西亚

荒漠的一部分!北部蒙新荒漠对青海中北部气候有

重要影响!柴达木盆地荒漠是蒙新荒漠向青藏高原

的延伸#来自印度洋上空的西南季风和夏季太平洋

上空负高压气团的影响!主要作用于高原的南部和

东南部!青南的相对湿润就是这种影响的体现#
青海省自然景观区划构架的形成!经历了由片

面地理区划向更能体现表生地球化学条件与气候土

壤植被型统一区划体系的构建过程#@BB@年由李

明喜"刘廷义提出初步框架#@BB,年为第十三届国

际地质大会论文编写"编制青藏高原景观分区图时!
由李明喜"张文秦"刘廷义等作了更趋合理的修订#

@!自然景观区划分原则

气候类型区域所固有的水力"热力条件及其演

化方向!主导土壤%植被类型的形成!这是以气候为

主导的统一自然体#一定的气候%土壤%植被型区

域内!其表生地球化学营力与其作用结果同区划类

型相关联#不同的气候%土壤%植被区带!其表生

作用地球化学特征不同!从而对区域勘查方法决策

有规定性影响#所以!服务于区域勘查地球化学的

自然景观单元划分!应首先遵守气候%土壤%植被

型%致性原则#跨省际或全国性大区域!""级景

观区划分!几乎是在气候%植被型区划基础上进行

的#只有当其他要素对区域化探方法的影响超过一

般意义上的土壤%植被型时!才会划分出不介意植

被型的隐域性景观单元#
区域划分中!以分区中的优势植被型为依据#

当某景观区内地形"气候影响明显!随地势标高出现

植被类型有规律的分带时!这些规律分布的植被带

被称作景观谱带!该景观区的归属以景观谱带的基

部植被类型为划分依据#如柴达木盆地干旱荒漠地

区&从盆地边缘至周缘山地!存在一个规律的谱带!
基部带是缺水性干旱荒漠!随山地海拔高度升高可

出现荒漠化草原带"草甸带!其顶极带多为碎石或冰

盖组成的寒漠带$寒漠带的出现不是因为缺水性干

旱!而是气温过低植物不能利用!属生理干旱形成的

荒漠$从气候类型分区!柴达木盆地干旱荒漠区的边

界划在周缘山地第一个较大山脉形成的分水岭上!
也就是定级带划界!但分区上都是以盆地的庞大基

部带%%%干旱荒漠为依据的#
反映植被类型区形成的气候水力"热力条件的

用词!是构成气候植被类型区命名的一部分#特别

是在#级区域划分的命名中!反映湿度的词有湿润"
半湿润"半干旱"干旱"极度干旱$反映大气热力条件

的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高寒带#景观单元命

名中!地名用于区域划分定位$有的带有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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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河谷"山地"高山等(词汇!属于反映某种特

点的修饰性词汇#
依据上述自然景观区划分原则!青海省自然景

观单元划分为’图@(&$!蒙新凉温干旱荒漠区%
!"柴达木盆地荒漠亚区$%&青东北干旱草原地

带%&@可可西里荒漠化草原亚带"&"祁连山草原

’草甸(亚带"&$青藏高山草原亚带"&+青海省东

部凉温河谷森林山地草原亚带$’(青南半湿润高

山亚高山草甸区%(@青藏高山草甸亚带"("青南

三江源高山灌丛草甸亚区#

图@!青海省自然景观单元区划分

"!青海省自然景观分区及其主要特征

青海省自然景观主要是干旱荒漠"半干旱草原

和半湿润草甸三大景观!其主要特征简述如下#
!("#柴达木盆地干旱荒漠区

作为蒙新荒漠区的一部分!该区包括柴达木盆

地及其周缘山地!属于干旱至极度干旱气候#周缘

山地!垂直地带性景观谱带明显!显示盆地真干旱和

山地顶级带生理干旱的二元荒漠结构!发育荒漠植

被和荒漠土#钙过饱和是区内各种土类的基本特

征!均呈中至强碱性反应#风成沙干扰主要体现于

水系中下游水系沉积物中!风成黄土干扰主要体现

于山地土壤及沟脑水系沉积物中#有效排除风成物

干扰是该区区域化探工作的首要问题#
盆地周缘山地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方法仍以水系

沉积物测量为首选!以截取粗粒段’+*目筛上(作为

分析样品!采样密度以’@D"(件EFG"为宜#无论是

在盆地内部进行盐类"油气及山地的化探详查!土壤

都是首选采样介质!应采集残坡积土!当有风成黄土

存在时!应当穿过明显的风成黄土层采样!以截取较

粗粒段’#*D@**目筛上(作为分析样品#

!(!#青南半湿润高山草甸区

该 区 地 处 青 海 南 部 三 江 源 区!整 体 海 拔 在

$***DC***G!属高山寒冷半湿润永冻土区!是自

然地理学上标准的)高寒山区*#发育高山草甸植

被和高山草甸土#海拔 C***G以上为高山寒漠

带#区内水侵蚀和水搬运作用明显!化学风化和化

学搬运强度明显高于干旱荒漠和半干旱草原区!随
着搬运距离的加长!异常的主要载荷粒段向细粒段

偏移!由于冰川堆积物和寒漠带碎石流的发育!加上

冻土疏松层季节性冻融蠕动和高原沼泽的存在!造
成表层土壤和下伏地质体的对应性关系错位#

该区域内!水系沉积物测量广泛应用!采样密度

可在’@D+(件E’+D$"(FG"!选用细粒级段’+*目

筛下(!由于冰川作用造成土壤与地质体的脱节!冰
川堆积物和寒漠带碎石流发育地区!异常查证应注

意方法技术#
!($#半干旱草原

作为青东北至西藏狮泉河半干旱草原地带的青

海部分!北起祁连山地!经东昆仑山南坡!西南至长

江黄河源区!其中包括+个亚带&可可西里荒漠化草

原"祁连山草原"青南高山草原和青海东部凉温河谷

森林山地草原#本景观区无论是气候还是表生地球

化学作用特征!都表现为前两个景观区的过渡!只是

植被和土壤类型显示其独立性#发育草原植被和草

原土类#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本景观区不同程度

地接纳了风成黄土沉降!局部地段有明显的风成沙

堆积#青海东部有大片厚层黄土覆盖!成为中国黄

土高原的西延部分#风成黄土使该景观区细粒段中

的地球化学异常受到明显的弱化!至使该带水系沉

积物异常的衰减模式较为复杂多样!细粒段中总是

存在锆异常!标志风成黄土的混入!所以!必须采取

消除风成黄土干扰的措施#多数情况下!主要异常

载荷粒段偏向于中粗粒段’#*目筛上!@*目筛下(!
此粒级段作为分析样品是可靠的#采样密度’"D
+(件E+FG"#

$!区域地球化学勘查技术要点

全省区域地球化学勘查采取的方法以水系沉积

物测量为主!次为岩石地球化学测量#三大景观区

水系沉积物测量的采样密度与样品初加工粒度采用

了不同的方法#采样粒级由干旱荒漠!半干旱荒漠

!高山草甸逐渐由粗变细$密度则由密变稀#这种

选择是从各景观的特征和水系沉积物测量方法的有

效性为基础的!亦充分考虑了野外实施条件#就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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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期 赵娟等&青海景观区划特征和地球化学勘查方法技术

景观而言!在许多地区与大的景观是有出入的!特别

是风成物的影响在全省表现不尽一致$风成物的沉

降"分布规律尚不十分清晰!这给区域地球化学勘查

带来许多困难#实施单位采用了消除局部干扰的方

法!然而!从区域角度来衡量!这种选择给资料综合

研究带来弊病#特别是在多图幅"不同采样粒级"密
度条件下!多家分析测试数据造成图幅间的台阶难

以消除!甚至导致部分图幅存在错误信息!为区域地

球化学评价和资料应用带来困难#

+!结论

正确地认识青海地区自然景观!是保证该区区

域地球化学勘查成功的关键!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方

法技术研究!将更有利于青海省内区域化探工作的

开展#
在青海省不同景观下’干旱荒漠"半干旱草原

和半湿润草甸(!以水系沉积物测量为主的区域地

球化学勘查方法技术不同!在微景观环境的区域地

球化学勘查中应服从和执行大的景观环境下确定的

方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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