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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额济纳盆地硫酸盐沉积物中 δ17O 异常 
及其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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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 为探析我国干旱地区地表硫酸盐沉积物中 δ17O 异常的存在及其变化特征, 在西北额济纳盆地采集

地表盐结层、现代风尘土、湖底沉积物和盐池土壤四种不同类型的硫酸盐沉积物样品。利用硫酸银(Ag2SO4)

热解法同时测定硫酸盐样品中的 δ17O 和 δ18O 值, 其 δ17O、δ18O 和 Δ17O 的分析精度分别为 0.5‰、0.3‰和

0.1‰。研究发现: (1)四种不同硫酸盐沉积物中均存在 δ17O 异常, 其Δ17O 值为 0.2‰ ~ 1.0‰, 这表明具有 δ17O

异常的硫酸盐能够从大气圈转移到陆壳矿物中, 并在特定的地表环境中累积起来; (2)西戈壁的吉格德查盐

池土壤剖面上硫酸盐 Δ17O 值随深度增加而增大, 变化范围为 0‰ ~ 0.6‰, 这可能是干旱区极其有限的降水

淋滤作用使具有较大 Δ17O 值的硫酸盐优先淋滤的结果, 这种分离效应揭示的是在干旱的气候条件下, 硫酸

盐在土壤剖面上分离的过程。本研究证明我国干旱沉积环境中的硫酸盐 δ17O 异常的存在, 为大气中臭氧(O3)

和过氧化氢(H2O2)的氧同位素异常能够转移到地表矿物中提供新的证据, 为地表沉积物中硫酸盐的来源、

迁移、混合及沉积后的变化提供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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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O-excess of Sulfate Deposits in the Ejin Basin of Inner Mongolia 
and Its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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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ur types of sulfate deposits were sampled in the Ejin Basin, a typical arid area in China, to explore 
the existence of 17O-excess (defined by Δ17O= δ17O–0.52δ18O≠0) in sulfate and its post-depositional variability in 
vertical profiles. Both δ17O and δ18O values of collected samples comprising modern windy dust, surface salt 
crust, dried lake sediments and playa soil were determined simultaneously by the Ag2SO4 pyrolysis method. The 
analytical error of δ17O, δ18O and Δ17O in this method is 0.5‰, 0.3‰ and 0.1‰, respectively. Some conclusions 
have been reached: (1) The 17O-excess was found in all the four types of surface deposits in the Ejin Basin 
(Δ17O=0.2 ~ 1.0‰), which proves that 17O-excess in sulfate can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atmosphere to minerals in 
the earth and is preserved in a specific surface environment as a geological record. (2) The Δ17O values varied 
from 0‰ to 0.6 ‰ in sulfate and increased from the soil surface downward to about 1m in depth in the vertical 
soil profile in the Jidegancha playa, which probably resulted from post-depositional leaching and might reveal a 
unique physical-chemical process during which different sulfate components may be separated in soil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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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extremely arid climatic conditions. This study has provided new evidence for the argument that 17O-excess 
of O3 and H2O2 in atmosphere could be transferred into minerals at the earth surface and also supplied effective 
information to the origin, migration, mixture and post-depositional variation of sulfate. 
Key words: sulfate; 17O-excess; mass-independent fractionation; Ejin Basin 
 
 

同位素分馏是自然界的常见现象, 由物理、生

物和化学过程所引起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同位素分馏

通常与质量相关(Urey, 1947; Bigeleisen et al., 1947), 
称为质量相关分馏。氧同位素间的质量相关分馏被

很好地记录在地球矿物中, 硅酸盐矿物和其他含氧

矿物的测定结果显示, δ17O 和 δ18O 存在固定关系, 
即 δ17O=0.52δ18O(Clayton et al., 1973; Matsuhisa et 
al., 1978)。描述 δ17O 和 δ18O 的质量相关分馏线的

直线称为地球分馏线(Terrestrial Fractionation Line, 
TFL)。通常认为, 地球矿物中的氧同位素组成在 37
亿年以来均符合质量相关分馏关系(Robert et al., 
1992), 因此没有必要测定 δ17O 值。然而, 近年来氧

同位素的质量不相关分馏(即 δ17O 值偏离地球分馏

线)的陆续发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通常用 Δ17O
值来表征 δ17O 值的异常, Δ17O=δ17O–0.52δ18O≠0。 

硫酸盐是海水中第二丰富的阴离子, 也是地下

水中的主要离子之一(杨郧城等, 2008), 普遍存在于

自然环境中, 在岩溶(卢耀如等, 2002)和海底沉积物

(蒋少涌等, 2005)研究等领域中具有指示意义, 因此, 
硫酸盐一直是地球科学的研究热点。但是, 传统研

究方法的局限性使地表环境硫酸盐的起源问题仍有

争议(Cooper et al., 1991; Krouse et al., 1991; Van 
Stempvoort et al., 1994; Mitchell et al., 1998; Michel 
et al., 2000), 其大气来源的定量研究也很缺乏。硫

酸 盐 δ17O 异 常 的 发 现 为 解 决 上 述 问 题 开 辟 了    
新 的 途 径 , 目 前 学 者 已 陆 续 在 大 气 和 雨 水

(Δ17O=0.2‰~3‰)(Lee, 1997; Lee et al., 1998)、地表

沉 积 物 (Δ17O=0.2‰~4.6‰)(Bao et al., 2000a, b, 
2001a, b, 2004; Martin et al., 2009) 、 高 山 积 雪

(Δ17O=0.8‰~1.6‰) 和 河 水 (Δ17O=0.2‰~0.9‰) 
(Johnson et al., 2001) 、 以 及 南 极 冰 芯

(Δ17O=1.8‰~2.6‰)(Kunasek et al., 2010)等物质的

硫酸盐中发现了正的 δ17O 异常。此外, 在地球表面

沉积了 7.5 亿年的古海洋蒸发岩和重晶石硫酸盐中

也 发 现 了 δ17O 异 常 , Δ17O 值 的 变 化 范 围 为

–0.70‰~0.02‰(Bao et al., 2008)。 
硫酸盐 δ17O 异常的发现不仅为其大气成因的

来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而且为古环境、古气候以

及大气化学过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本文首

次报道我国西北干旱地区额济纳盆地地表硫酸盐沉

积物中 δ17O 异常, 揭示硫酸盐 Δ17O 值在土壤剖面

上的变化特征, 指出硫酸盐 δ17O 异常在古环境古气

候等地球科学相关领域的潜在科学价值, 为揭示干

旱环境中硫酸盐的起源、迁移、转化提供重要的科

学依据。 

1  样品采集与测试 

黑河流域是中国西北地区第二大内陆河流域, 
发源于祁连山区而最终消失在沙漠中的居延海。额

济纳盆地地处黑河流域的最下游, 系指阿拉善以北, 
阿尔泰山以南, 巴丹吉林沙漠与北山之间的荒漠平

原(图 1)。地理坐标为东经 99°25′—102°00′, 北纬

40°10′—42°30′, 面积约 3.14 万 km2, 海拔 820~  
1127 m(张应华等, 2006)。额济纳盆地深居内陆, 属

大陆性极端干旱气候区, 具有降水稀少、蒸发强烈、

温差大、风大沙多、日照时间长等特点。根据额济

纳旗气象站 1957—2001 年的气象资料统计, 该地

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仅 38.9 mm, 且降水量多集中在

7—9 月; 年平均蒸发量为 3653 mm, 约为降水量的

95.6 倍, 5—8 月蒸发最强烈。年平均气温 8.2℃, 最

高 为 41.8℃, 最 低 为 –36.4℃, 日 温 差 一 般 为

14~17℃, 最 大 达 34.2℃。 年 日 照 时 间 3325.6~ 
3432.4 h, 年均风速 4.2 m/s, 最大风速 15.0 m/s。该 

 

 

图 1  额济纳盆地硫酸盐沉积物取样点分布图 
Fig. 1  Map showing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Ejin Basin 

and sampling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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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除河流沿岸和居延三角洲外, 其余大部分为沙

漠、戈壁、盐碱地以及极为稀疏的荒漠草场, 生态

环境极为脆弱。 
硫酸盐样品的采集主要分布在额济纳盆地的

额济纳旗绿洲区、东居延海、天鹅湖、吉格德查盐

池及古日乃地区(如图 1 所示)。样品类型包括地表

盐结层、现代风尘土、湖底沉积物和盐池剖面土壤

四类, 共 20 个, 每份约 0.1~0.5 kg。其中, 地表土壤

样品为地表 0~3 cm 的表层土壤; 现代风尘土样品

为额济纳旗居民住宅区屋顶多年沉积的风吹尘土; 
剖面样品为深 1 m 的新鲜土壤剖面上分层采集的土

壤。 
硫酸盐中三氧同位素的测试技术主要有 CO2 激

光氟化法(甘义群等 , 2005)和硫酸银(Ag2SO4)热解

法(周爱国等, 2008), 本文所采用的是(Ag2SO4)热解

法。样品的前处理步骤可概括为: 首先将土壤样品

研磨至小于 100 目, 用去离子水浸取其中可溶性硫

酸盐, 再将浸取溶液分别经阳离子交换树脂和银离

子(Ag+)交换树脂分别去除其中的阳离子和氯离子

(Cl–), 则交换液中以 SO4
2–为主, 向其中加入适量的

分 析 纯 硝 酸 银 (AgNO3)试 剂 , 通 过 化 学 沉 淀 法 将

SO4
2–转化为 Ag2SO4 沉淀并进行纯化处理。纯化后

的 Ag2SO4 样品于 1050℃高温下真空热解为氧气(O2)
和二氧化硫(SO2), O2 与 SO2 进行分离、纯化后在 5Å
分子筛液氮温度下冷冻收集 , 双路进样模式引入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TM MAT 253 型气体稳定同

位素比值质谱仪, m/z=32、33、34 法拉第杯接收, 同

时测定 δ17O 和 δ18O 值。δ17O、δ18O 和 Δ17O 的分析

精度分别为 0.5‰、0.3‰和 0.1‰。硫酸盐样品的前

处理和同位素比值的质谱测定均在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同位

素实验室中完成。具有 δ17O 异常的硫酸盐样品进行

了重复测定, 保证 Δ17O 值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并取

其平均值作为最后报道结果。 

2  结果与讨论 

额济纳盆地的 20 个样品中可溶性硫酸盐的氧

同位素测试结果(表 1)表明, 额济纳盆地地表沉积

物中的可溶性硫酸盐存在 δ17O 异常 , Δ17O 值为

0.2‰~1.0‰, 主要分布在额济纳盆地干旱土壤的盐

结皮和天鹅湖区的干湖底沉积物中。西戈壁的吉格

德查盐池区的土壤剖面 B(见图 1)中并无硫酸盐的

δ17O 异常, 而在土壤剖面 A(见图 1)中存在硫酸盐的

δ17O 异常, 且 Δ17O 值随土壤剖面深度的增加呈现

出增大的趋势。 
2.1  额济纳盆地地表沉积物中可溶性硫酸盐的

δ17O 异常 
如图 2 所示, 具有 δ17O 异常的样品点偏离了地

球分馏线(TFL), 落在其左上方, Δ17O 值均大于零, 
多为 0.2‰~0.4‰, 最大为 1.0‰。按照样品类型的

不同, 额济纳盆地地表沉积物硫酸盐的 δ17O 异常可

分为 4 种: ①现代风尘土: Δ17O＝0.2‰; ②地表盐  
 

表 1  额济纳盆地 4 种不同硫酸盐沉积物的氧同位素组成和 Δ17O 值 
Table 1  Sulfate oxygen isotopic compositions and 17O-excess from surface deposits in the Ejin Basin 

测试结果/‰ 
样品编号 采样地点 样品类型 

δ18OV-SMOW δ17OV-SMOW Δ17OV-SMOW 

S-01 一道桥附近 34.0 18.0 0.3 
S-02 一道桥附近 32.6 17.3 0.3 
S-11 古日乃南缘 

地表盐结层 

35.3 18.5 0.1 

S-03 天鹅湖湖底 34.0 17.9 0.2 
S-04-01 天鹅湖湖底 40.2 21.1 0.2 
S-04-02 天鹅湖湖底 33.2 17.6 0.3 
S-05-01 东居延海北 38.1 20.8 1.0 
S-05-02 东居延海北 37.7 19.8 0.2 
S-06-01 东居延海北 38.9 20.4 0.2 
S-06-02 东居延海北 

干湖底沉积物 

39.7 20.9 0.3 

S-12-01 盐池土壤(深 80 cm) 30.7 16.6 0.6 
S-12-02 盐池土壤(深 60 cm) 33.9 18.0 0.4 
S-12-03 盐池土壤(深 40 cm) 30.8 16.4 0.4 
S-12-04 盐池土壤(深 20 cm) 31.5 16.4 0.0 
S-12-05 

吉格德查盐池 
土壤剖面 A 

盐池土壤(表层) 31.1 16.2 0.0 

S-13-01 盐池土壤(深 60 cm) 38.0 19.9 0.1 
S-13-02 盐池土壤(深 35 cm) 33.4 17.5 0.1 
S-13-03 盐池土壤(深 15 cm) 31.5 16.5 0.1 
S-13-04 

吉格德查盐池 
土壤剖面 B 

盐池土壤(表层) 33.2 17.4 0.1 

S-14 额济纳旗 风尘土 33.2 17.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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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额济纳盆地地表硫酸盐沉积物的三氧同位素组成 
Fig. 2  Tri-oxygen isotope compositions in sulfate deposits 

in the Ejin Basin 
TFL-地球分馏线, 即描述 δ17O 和 δ18O 的质量相关分馏线的直线 

TFL-terrestrial fractionation line, which describes the 
mass-dependent fractionation of δ17O and δ18O 

 
结 皮 : Δ17O=0.3‰; ③ 干 湖 底 沉 积 物 : Δ17O= 
0.2‰~1.0‰; ④ 盐 池 表 层 以 下 土 壤 : Δ17O=0.4‰~ 
0.6‰。额济纳盆地地表沉积物中硫酸盐 δ17O 异常

的发现再次证实了地球矿物中 δ17O 异常的存在。 
目前发现硫酸盐 δ17O 异常的地球矿物普遍存

在于干旱的沙漠环境中, 如纳米比沙漠、南极干谷、

美国死谷和阿塔卡马沙漠。纳米比沙漠中部石膏硫

酸盐的 Δ17O 值为 0.20‰~0.51‰(Bao et al., 2000b), 
而随后在深入研究采集的 72 个土壤和石膏硫酸盐

样品的分析结果显示Δ17O 值介于 0.06‰和 1.11‰间, 
均值为 0.39‰±0.21‰(Bao et al., 2001b)。美国西北

死谷的沙漠中 Δ17O 平均值为 0.70‰±0.22‰(n=20), 
最大达 1.38‰(Bao et al., 2001a)。而在南极干谷和阿

塔卡马沙漠中部的土壤硫酸盐中发现的 Δ17O 值更

为偏正 , 分别为 0.6‰~3.4‰(Bao et al., 2000a)和

0.4‰~4.6‰(Bao et al., 2004)。 
与此相比, 额济纳盆地地表硫酸盐沉积物中的

Δ17O 值与 纳 米比 沙 漠中 部土 壤 和石 膏硫 酸 盐的

Δ17O 值范围相近, 但都远小于南极干谷和阿塔卡马

沙漠硫酸盐中的 Δ17O 值。南极干谷和阿塔卡马沙

漠硫酸盐存在着较大的正 Δ17O 值, 可能是由于这

两个地区的气候极为干旱, 而且都是地球上最为古

老的地表环境。额济纳盆地气候干旱, 地表土壤盐

渍化程度高、沙化严重, 黑河水系的萎缩和人为活

动的影响使天鹅湖大面积干涸, 所采集的样品正是

天鹅湖和居延海干涸后暴露在空气中的湖底沉积

物。 
2.2  地表沉积物中硫酸盐 δ17O 异常的起源 

已有研究表明海水硫酸盐、蒸发硫酸盐、微生

物硫酸盐以及还原过程中生成的硫酸盐等原生硫酸

盐均无 δ17O 异常(Bao et al., 2000b), 这表明热力学

和动力学过程中(如蒸发、硫化物被三价铁离子或空

气中的 O2 氧化及硫酸盐还原等)氧同位素的分馏均

遵循质量相关分馏规律。目前唯一发现存在氧同位

素异常的地球储库是大气。大气中的痕量气体如

O3、H2O2、二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和一氧

化二氮(N2O)均具有 δ17O 异常(Brenninkmeijer et al., 
2003), 呈现出正的 Δ17O 值, 如对流层中的 O3, Δ17O
值范围为 20‰~35‰(Johnston et al., 1997), 而平流

层中的 O3 具有更大的 Δ17O 值(Johnson et al., 2000); 
雨水中 H2O2 的值为 1.2‰~2.4‰(Savarino et al., 
1999)。大气中的 O3 和 H2O2 的氧同位素异常特征

(Δ17O>0)是大气层中紫外线引起的光化学反应的产

物 , 其产生是一个动力学非平衡过程(Anderson et 
al., 1997; Janssen et al., 2001; Mauersberger et al., 
2003; Babikov et al., 2003)。因此, O3 和 H2O2 具有正

的 Δ17O 值是其内在的特性, 它在伴随着 O3 和 H2O2

生成的光化学反应过程中产生, 并在大气交换过程

中 将 δ17O 异 常 转 移 到 其 它 痕 量 气 体 上 (Lyons, 
2001)。而干旱地区地表沉积物中可溶性硫酸盐的

δ17O 异常, 是硫酸盐在氧化形成过程中大气氧化物

(如 O3 或 H2O2)的 δ17O 异常向其氧化产物转移的结

果 。 实 验 表 明 , 还 原 态 硫 完 全 被 O3 氧 化 时 , 
Δ17O=0.9‰; 如果完全被 H2O2 氧化, Δ17O 值可达

8.8‰(McCabe et al., 2006)。 
硫酸盐的氧化过程可能有两种方式: (1)还原态

含硫矿物(如硫化物)在地表直接被原位氧化形成硫

酸盐; (2)还原态硫化物在大气中被氧化形成硫酸盐, 
而后随大气干/湿沉降到地表环境中。降落到地表的

雨水中含有痕量具有 δ17O 异常的 O3 和 H2O2 等气体, 
可能会使地表的还原态含硫矿物被氧化, 并在此过

程中将氧化物中的 δ17O 异常信号转移到氧化产物

硫酸盐中。然而, 黄铁矿等地表氧化产物的硫酸盐

中未发现显著的 δ17O 异常(即 Δ17O≈0)(Bao et al., 
2000a)。因此, 地表硫酸盐中的 δ17O 异常信号更有

可能是还原态含硫气体在大气中氧化形成, 而后随

大气干/湿沉降到地表并保存下来。大气中的硫源于

火山喷发、生物活动以及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

化硫(SO2)、硫化氢(H2S)和二甲基硫(Dimethyl Sul-
fide, DMS)等含硫气体。这些还原态的含硫气体最

终在大气中被 O3 和 H2O2 氧化生成硫酸盐, 尽管氧

化过程均为符合质量相关分馏的同位素交换过程, 
但产物硫酸盐在交换过程中获得了氧化剂 (O3 或

H2O2)中的 δ17O 异常特征而具有正的 Δ17O 值(Lee et 
al., 2001)。 

硫酸盐的稳定性使其不与大气中的气体发生

同位素交换, 使得 O3 和 H2O2 中的 δ17O 异常特征能

够被继承并保存在硫酸盐中。硫酸盐属于少数稳定

含氧离子之一, 当大气硫酸盐以沉降的形式从大气

中分离出来并到达地表之后, 在大多数的地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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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别是干旱环境中很难与周围的含氧物质发生同

位素交换, 此特性有利于将 Δ17O 信号保留在硫酸

盐矿物中。 
额济纳盆地地表硫酸盐沉积物中正 Δ17O 值的

发现, 为大气同位素异常能够转移到陆壳矿物中提

供了新的证据, 说明大气沉降是该地区地表硫酸盐

的重要来源。具有 δ17O 异常的硫酸盐从大气圈直接

沉降到地表环境中, 并在特定的地表环境中累积起

来, 其量化研究可以为古环境和古气候研究以及大

气化学过程提供线索, 也可以为研究大气圈和地球

其他圈层的相互作用提供新的示踪工具。 
2.3  硫酸盐沉积后在土壤剖面上的分离效应 

在额济纳盆地西戈壁的吉格德查盐池采集了

两个土壤剖面的样品。从表 1 中可看出, 剖面 A 上

可溶性硫酸盐的 Δ17O 值变化范围为 0‰~0.6‰, 而

土壤剖面 B 上 Δ17O 值均为 0.1‰±0.1‰, 并无明显

的 δ17O 异常。剖面上硫酸盐 δ17O 异常是否随深度

变化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点: 来源和保留条件。从

来源上分析, 硫酸盐 δ17O 异常来自于大气沉降, 剖

面 A 和 B 位于同一区域, 故二者差异性来自大气沉

降的可能性很小。从保留条件方面分析, 剖面 A 和

B 可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淋滤作用, 因此, 淋滤作

用可能是导致剖面 A 和 B 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硫

酸盐 Δ17O 值在土壤剖面 A 上的变化特征表现出与

南极干谷土壤硫酸盐和阿塔卡马沙漠中部的土壤硫

酸盐相同的变化趋势(Bao et al., 2000a, 2004), 即硫

酸盐 Δ17O 值随着剖面深度的增加而增大(如图 3 所

示)。但这种剖面变化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 纳米比

沙漠中部地区土壤剖面上的硫酸盐 Δ17O 值与深度

并无明显关系(Bao et al., 2000b)。 
南极干谷土壤硫酸盐中正 Δ17O 在土壤剖面上

的变化特征, 可能是海洋生物硫成因的硫酸盐优先

淋滤并在土壤剖面上累积的结果(Bao et al., 2000a)。
然 而 纳 米 比 沙 漠 中 部 地 区 土 壤 剖 面 上 的 硫 酸 盐

Δ17O 值与深度无明显相关变化, 可能是因为该地区 
 

 
图 3  吉格德查盐池土壤剖面上硫酸盐 Δ17O 值演化趋势 

Fig. 3  Δ17O values evolution trend along the vertical  
section of soil in the Jigedechagan salt pond 

周期性的洪水事件、土壤淋滤作用较为强烈或是海

洋 生 物 硫 成 因 的 硫 酸 盐 份 额 较 小 (Bao et al., 
2001b)。这种差异表明硫酸盐 Δ17O 值在土壤剖面上

随深度变化的趋势在干旱地区比湿润地区明显。 
Bao 等(2004)对阿塔卡马沙漠土壤中可溶性硫

酸盐进行了连续提取实验, 发现随着提取次数的增

加, 可溶性硫酸盐的 Δ17O 值逐渐减小, 表明具有较

高 Δ17O 值的次生硫酸盐矿物更易溶于水, 这为沉

积后的硫酸盐在土壤剖面上的迁移研究提供了线

索。但是, 这种同位素的分离效应是伴有少量降水

的干旱环境所特有的, 强烈的淋滤作用或是原生硫

酸盐占绝对优势都可能减弱氧同位素的分离效应, 
使其剖面变化不明显甚至消失。然而, 目前尚未明

确具有 δ17O 异常的硫酸盐的矿物组成, 进一步的研

究将确定其是否为(NH4)2SO4、NH4HSO4 等易溶性

成分, 这将对具有 δ17O 异常的硫酸盐优先向下运动

提供新的认识。 
由于大气是硫酸盐中 δ17O 异常的唯一来源, 如

果硫酸盐 δ17O 异常在土壤剖面或某一特定地层、成

层矿物中的分离效应在区域范围内普遍存在, 则可

能是沉积物中积累某些具有 δ17O 异常物质的结果, 
它反映的是大气圈和地球其他圈层的相互作用, 可

以为古气候、古环境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

的信息。 

3  结论 

在我国西北干旱区额济纳盆地硫酸盐沉积物

中发现 δ17O 异常, 是继纳米比沙漠、南极干谷和阿

塔卡马沙漠土壤中发现地表沉积环境中可溶性硫酸

盐的 δ17O 异常之后的又一发现, 为 δ17O 异常从大气

圈向地表矿物的迁移提供了新的证据, 潜在地示踪

了古大气圈中臭氧行为和干旱区硫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过程, 对地球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指

示意义。 
硫酸盐 Δ17O 值在土壤剖面上的分离效应揭示

的是一种特殊的物理—化学过程, 即在极其干旱的

气候条件下不同硫酸盐成分在土壤剖面上被分离开

的过程, 这种过程可能正在或已经在火星的风化层

中发生, 因此深入探讨其分布特征和机理的研究有

待于进一步展开。而在世界范围内调查地表环境中

硫酸盐 δ17O 异常存在的规律性, 如是否存在纬度效

应、大陆效应等, 将为研究大气圈和地球圈层的相

互作用及其地球科学领域中的前沿问题提供必要的

科学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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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过建设期验收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ntinental Tectonics and Dynamics”of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Passes Construction Acceptance 

 
2014 年 4 月 8 至 9 日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院内, 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对依托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建设的“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了验收。验收组首先听取了实验室主任许志琴院士的验

收报告, 之后对实验室进行实地考察, 认为圆满完成了建设期规定的任务, 通过验收。 
“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国家科技部批准, 2011 年 10 月 13 日开始为期两年的建设期, 

并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在国土资源部科技司的主持下, 召开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专家预

验收会议。两年建设期间, 实验室在国土资源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按照科技部基础司组织的论证专家组

意见, 在实验室建设、引进人才, 扩大空间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专家组认为, 实验室以大陆组成、结构、

行为、动态演化及深部驱动机制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为主题, 取得在青藏高原大陆动力学、大陆造山带复合

造山作用、地幔新矿物和地幔动力学等方面的重要创新成果, 并在中国大陆科学钻探整合计划和深部探测

的实施中取得显著进展。 
本次验收会是实验室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它标志着实验室跻身国家重点实验室行列的

“建设期”结束, 顺利“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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