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X ll 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 (握太华会议)

的主要进展

妞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 合 会 (1 N O U A
,

1 9 8 7
·

.7

3 1

一
8

.

9
.

) 在加拿大首都握太华召开
。

来 自 45 个国

家和地区共 9 58 人出席了会议
。

(中国代表 19 人 )
。

上届

执委会主席法国第四纪地质学家H
.

F a
ur

e
届满卸职

。

新的执委会由加拿大第四纪地质学家 N
.

w
.

及
l t t e r

任

主鹿
,

M
.

N
.

A l e k 、 e e v (苏联 )
、

B o w l e r (澳大利亚 )
、

G , , n
。·

叶
。 ,

、
(比利时 ) 和刘东生任副 主 席

。

会议还决

定下届大会 1 99 1年在北京召开
。

一
、

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 1 1 00 余篇
,

其中通过大

小会议及展览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的有 6叩多篇
。

会议专门组织了七个比较大型的学术 讨 论 会 包

括
:

关于劳伦太冰盖
、

冰海环境
、

关于居住于新世界

, 的人的问题 ( p e o p l j二 9 o f t h e n e w w o r ld )
、

关于长

井:的大陆地层记录
、

关于应用第四纪地质问题
、

关于

晚新生代以来大陆生态系统的重建以及季风和古季风

问题等
。

会议还组织了大量的专 题 讨 论会 ( sP
e C jal

s e 、 , 亏o n ,
3 3个 )

,

一般讨论会 ( g
。 。 e

o l s e s s s on
,

2 4个 )

和墙报会 (4 个 )
。

专题讨论会和一般讨论会涉及问题较广
。

从地区

上说
,

几乎遍及全球
,
从学术和应用领域来看

,

也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

主要有如 卜方面
:

1
.

古环境
、

古气候与第四纪全球变化问题 研 究

达是大会的主要议题
,

论文最多
。

涉及古气候和

卫 环境的研究以及干旱区古环境的重建等问题
。

在古

气蚁变化方面
,

论文多集中在末次冰期最盛时期南半

球 占气候的全球比较
、

全新世的气候变化
、

环北太平

祥地区古气候以及全球碳循环对古气候的展望等方面

的讨论
。

2
.

第四纪地层
、

古生物问题的讨论 有 南美

第四系
、

琵琶湖地层记录
、

第四纪哺乳动物
、

海相及

棚相的无脊推动物
、

晚更新世及全新世昆虫组合及其

右
一

古生态学及考古学中的应用等等
。

与上届相比
,

本
脚 次会议涉及 N / Q 界限问题不多

。

3
.

关于冰川及其它地质作用 会议 讨 论了包

括欧洲
、

亚洲
、

北美
、

澳洲
、

南极及南冰洋的冰川作

用
,

活动与非活动的更新世冰缘现象的比较以及关于

较盖于北美大陆的 L 山 r
en it de 冰盖的发生

、

发展和消

亡
。

与过去几届不同
,

本次会议有不少文章涉及了风

成作用和梅岸作用
,

如季风和古季风以及冰海环境等

等
。

4
.

海平面变化问题 涉及了地球动力学 及 气

候问题
。

对于海岸洋面变化及其对海岸发育的影响等

方面的对比
,

其中包括了北冰洋的第四纪古海洋带
,

北大西洋的古海洋学问题的讨论
。

弓
.

应用第四纪地质问题 包括对于冰川 地 带

的矿产勘探和关于第四系中的地下水问题等等
。

6
.

新构造运动研究 包括了新构造运 动 及古

地震学研究
。

7
.

黄土研究 涉及了黄土 地 层
、

黄土区环境

地质以及地球化学等问题
。

8
.

有关第四纪地质编图的问题 如北 半 球距

今 2万一 1
.

8万年的图集的编制问题以及中国第四纪地

质图等
。

9
.

第四纪的测年技术问题 如火山灰年代学
、

新技术及其应用
。

其它尚有考古学等问题
,

不一一列举
。

二
、

几个主要议题的进展

1
.

关于第四纪全球变化 国际科联 (T c
su )于

1 9 8 6年提出了地圈和生物圈计划
,

即全球 变 化 的 研

究
,

主要目标在于说明调节地球独特生命 环 境 的 物

理
、

化学和生物学过程
;
说明在这个系统中正发生着

的变化 ; 以及说明其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方式
,

以便人

类更为合理的使用资源及预见有重要意义 的 全 球 变

化
。

这项研究的时间比例尺已缩短到以百年计
,

这就

要求有一系列严格
、

周密的计划以进行观测
、

模拟和

实验研究
。

因此要求研究地球及其环境变化的较长的

历史以及其保存在地层中的沉积物的记录
,

包括从几

年至几百万年的历史
。

已知第四纪气候变化受天文周

期
、

大气 C O
: 、

全球生物体以及冰体积等影 响
,

特别

是在气候变化的过渡时期
,

海平面
、

深海水温的变化

等影响
,

也非常重要
。

人们发现
,

应用古生态学研究

全球环境的变化
,

全球黄土
、

风成堆积
、

土壤以及古

水文地质条件的变化
,

对研究前一气候旋迥的变化都

有重要意义
,

而且第四纪观测资料对于地球内部动办

作用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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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占代的
、

今 日的和未来的气候
,

当今世界

正用计算机模拟大气循环
,

并用第四纪工作者采用其

他方法所取得的反映古气候的资料 (如抱粉
、

海相浮

游生物及湖水位等 ) 进行校核和检验
,

作为模拟计算

藕合的根据
。

总之
,

全球变化问题已成 为今后第四纪研究的主

攻方向
。

正 如 凡
u er ( 1 9 8 7 ) 所指出

,

地球上气候变

化
、

水气循环
、

地形变化
、

海平面变化
、

偏瓣变化以

及 日照变化等都互为因果
,

他呼吁第四纪地质学家应

互相配合
,

探索其内在联系和其运行机理
,

以便捣示

第四纪地质历史变化本质
,

预测未来变化趋势
。

大会

执委会决定成立
“

全球变化委员会
”

以加强对这一课

题的研究
,

并拟在不久召开专题会
。

2
.

关千冰川及其它地质作 用 第四纪时 期 发

珠冰 川现象
,

一直为各国第四纪地质学家所关注
。

会

议讨 论了冰川堆积的时空分布及其沉积特征
,

包括冰

砧物
、

冰水沉积和冰缘现象和冰川堆积物的研究方法

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

资料表明
,

末次冰期的零度等

温线曾到达南北纬度钓
“ ,

因而极大地影响到了水圈和

大气圈的循环
,

导致全球性环境变化
。

我国东部是否存在冰川的争议
,

已传向 世界
,

如

对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
,

在会上发表两种 对 立 的 见

解
。

部分冰川地质学家认为从庐山的纬度
、

高度等自

然背景分析
,

根据已有资料对比
,

似乎是不可能出现

古冰川
;
但从具体堆积物结构及共分布特点等分析

,

似乎又象是冰川作用结果
。

因此引起了部分国际冰川

地质学家涉足我国东部冰川地质问题研究 的 浓 厚 兴

趣
。

中国东部的冰川之争
,

将是XI H届 I N Q U A讨论的

热门
,

不论讨论结果如何
,

都将有助于推进世界冰川

地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

由于实际应用的需要
,

海岸带沉积作用
、

冰海环

研究 史前湖水位与气候的关系以预测未 来的湖水位已

引起广泛注意
。

季凤雨影响下的干旱区
,

其气候电已

有一般的循环模式在季风雨的形成历史上受 日辐射的

极 大形响
, _

正待进一步检验及预测季凤雨的时间和分

布范围
。

由于上述原因
,

人们在咸湖
、

湖泊和 古土壤

方面作 了大量研究获得了许多古气候变化的信息
,

特

别是对沙漠漆的研究上
,

有资料认为 M耐 F 。
值低

,

表

明为较大碱性
,

属干旱环境
;
而 M n/ F e

较高时
,

则具

较小碱性为半干旱环境
。

4
.

关于古生物学研究方面 会议材料表明
.

古

昆虫学的研究对于获取第四纪占气候和古环境信息有

特殊意义
。

因为不少昆虫属种对于温度都很敏感
,

:j

此
,

可以用来证实短暂存在而且广泛分布的气候变化

带及 其温度
、
还可配合其它测年资料

,

消除诸如饱粉

学研究中存在气温变化在时间上 的
“

迟 滞 差
”

( l即
-

切 1T’ )
。

如鞘翘目的昆虫
,

对于温度变化的反应 速 广

远 比某些植物群落的快
。

这样
,

从一定数量快速变动

的 昆虫属种组合化石中
,

就可得到先于植物对气候变

化 反应的信息
。

此外
,

一

占昆虫学研究对于研究古地理

环境变迁所能提供的信息甚至可 用以 妥善处理核废料

的环境研究
。

这个古 老学科的新发展
,

为研究第四纪

环境提供了新手段
。

5
.

关于第四纪地质年代学的研究 由 于科学

技术进步
,

c
飞峨、

裂变径迹
、

铀
一
趋势测年

、

热 释光
、

胺基 聆等已成为常规方法
,

结合 占地磁及氧同位素方

法已广为用以标定地层年代
。

但是
,

各种方法都有其

局限性
,

目前己知方法的有效时间跨度如图 l 所示
。

方法技术上的改进大大提高了应用性
。

如在六十

年 代初
,

做一个胺基酸样要一周时间
,

现在只要半小

时
,

而且精度更高
。

用加速器放射性碳测年
,

样品所

需重量可小于 l毫克
。

境和海岸线变化的研究 日益被重视
。

对冰期和海平面

变化的近期研究证明
,

M i坛 n

ko v j比 旋 迥 仍然是引起

地球上各种不 同周期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

古水文学

和古湖泊学在研究第四纪古气候过程中
,

已被广为应

用
,

此外并有人研究季凤和古季风问题用来讨论更新

世以来风力作用和雨量的时空变化
。

3
.

关于干旱区的研究 干旱区古气候的 研 究

近年来有极大发 展
,

引人瞩 目
。

如 美 国 0
.

K
.

I玩川 s 电子自榜 共 人

( 19 8 7 ) 指出
:

关于大气 C 0
2

浓度
,

有资料认为下个

世纪将增长一倍
,

这将使全球温度增高
,

井导致沙漠

扩大
。

历史上若干旱区的沙漠化说明全新世晚期以 来

的气候变化趋势
,

干旱区古气候的研究将提供评价人

类干扰因素的起始线
。

由于世界的一些地区如美国西

部干 旱区的湖水位
,

近年有新增高
,

具有经济价值
。

全全斯 , ) 更扁, ’
}上 祈创创

二二 麟麟翔荟孤碳湃厂厂

___
_ _ _ _ 松 山 当 不巾特特

图 l 各种第四纪地质测年技术的有效时间跨度
(据 J u l正 B r i g h a : ; , ` 。 t ,。

.

10 8 7 )



会议料材表明
,

火山灰年代学正在形成和发展
。

, 海水氧同位素记录可作为测年工具
,

已知氧同位素测
铸 定是很好的远距离地层对比的手段

。

吊状氢同待去升

新的层序不提供直接年代学数据
,

但全球氧同位值是

可比的
,

因此
,

其对比的可靠程度决定于已有标准地

层层序中的氧同位素值的淮确性
。

6
.

关于应用第四纪地质研究 应用第四 纪 地

质研究已引起许多国家
,

特别是发达国家 的广 泛 重

视
。

会议认为
:

应用第四纪地质研究对于土地综合规

划利用
、

环境管理及对社会发展都十分重要
,

并且急

需改进
。

目前一些国家的政府决策者甚至许多第四纪

地质学家也还对这一学科领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
、

富

裕和生存问题上所起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
。

因此
,

有

人如荷兰第四纪地质学 家 .B P
.

角
「

。 e
m -an ( 1 9 8 7 ) 主

张要使政府决策者关注这一学科内容
,

并且认为对第

四纪地质学家同样也要进行关于应用第四纪地质学方

面的再教育
,

并且使第四纪地质工作者成为经常对政

府决策者
“

送货上门
”

的人
。

综上所述
,

国际第四纪研究发展迅速
,

值得特别

注意的总趋势是
“

二性
、

一化
” ,

即研究的全球性 和

综合性
,

及测试技术的现代化
。

第四纪地质的研究已

不能只局限于地区性的考虑
,

例如青藏高原的隆起不

仅是中国西部的向题
,

它影响着全亚洲
、

全世界
,
它

是新构造问题
,

也影响古气候
、

植被
、

地貌变迁
。

所

以
,

必须作综合性的多学科的分析研究
。

为此目的
,

在分析的方法和手段上
,

广泛利用现代侧试新技术
,

包括大量应用微机技术进行资料的统计和模拟计算
。

特别在测试技术的现代化向题上
,

我们与国际同行比

较
,

技术差距甚大
。

第四纪地质研究如何紧密结合经济建设需要并充

分运 用第四纪地质科学知识为社会去灾造福
,

尤其是

对环境管理
,

具有十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国外同行

对此特别强调
,

并且认为应使政府决策人了解
。

而国
`

内目前对此还重视不够
。

相信通过n ll 届 I N Q U A在北

京召开
,

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第四纪地质事业的发展
。

〔邵时雄 )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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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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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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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7 页 ) 相对隔水的岩层和岩体作为隔水边界
,

地下水的念给

首先
,

不要忘记
, “
构造

,

一词的拉丁语是结构
、

条件优于排泄条件
。

配置
、

相互联系的意思
。

汉语
“

构造
”

是各个部分的
“

蓄水构造
”

在国内学术性刊物 (包括水文地质

安排
、

组织和相互关系
。

这样一来
, 习

水文地质构造
”

手册 ) 和著作中已经广为采用
,

成为定型化的专门术

的概念应当是指地下水的空间分布及其与岩石的关系 语了
。 “

蓄水构造
”

内函深
、

外延广
,

恰与国外的
。

水

而言
。

我国的
“
蓄水构造

”
是指

召

有利子地下水的储容 文地质构造
”

是一个意思
。

和运移的地质构造
” 。

函义非常吻合
。

笔者建议
,

就好象我们把岩石的水文地质性质译

刘光亚教授认为
: “
从地下水不断交替运动的角度 成水理性质一样

,

把
“

水文地质构造
”

译为
“

蓄水构

来看
,

把交替运动过程中富集地下水的半封闭的地质 造
” 。

如果
,

在我国书刊上既有
“

水文地质构造
”

又有

构造
·

称为
`

蓄水构造
’

较为适宜
。 ”

同时阐述了蓄水
“

蓄水构造
” ,

势必造成术语的混淆而防碍水文地质学

构造的三大 要素
:

透水的岩层或岩体作为储水介质
;

的大发展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论丛 》 ( 4 )要 目

华北地区地下热水氢
、

氧同位素特征及其戍因的初步探讨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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