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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我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项目研究中，加强跨学科、跨课题间的合

作，实行交叉、综合、集成研究，从不同角度对高原隆升过程及与区域、全球环境变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论

证，发现了高原构造和环境变化的一系列特征，找到青藏高原隆升的一些重要过程。在系统集成研究的基础上，青

藏高原研究有望取得重要突破。  

  

   项目首席科学家郑度院士介绍说，青藏高原项目研究涉及地质构造、地貌学、地层变形、古气候等多个学科，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特别强调重视集成研究，要求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和综合分析，从更大空间尺度上认识问题。新

方法和新思路的应用，为青藏高原研究带来新的前景，一些研究课题取得可喜进展。古植物学证据一直被广泛用来

估测高原在不同时期的高度，研究人员将地理信息系统的方法应用在高原地貌的研究中，在收集大量高原表土花粉

数据的基础上，将古气候参数定量估算中的转换函数方法应用于高原内部湖泊钻孔，在300万年来钻孔位置古高度

的估算中取得可喜的进展，使人类对地貌演化的系统性认识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都有了显著提高。这项工作建立在

对钻孔花粉进行深入研究和较大范围空间现代表土花粉数据积累基础上，是高原古高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随着系统集成研究的不断深入，科研人员从高原内部和周边地区发现了高原构造和环境变化的一系列新特征，

为探讨高原隆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从中找到了青藏高原隆升的重要过程。科学家对秦安“甘肃群”

地层的成因研究，将中国风尘堆积的起始年代推进到22百万年前，并提供了一套全球独一无二的中新世陆相风尘环

境记录，它指示了黄土高原至少在22百万年以前就开始形成，而且亚洲内陆荒漠起源以后一直没有消失，持续发展

至今。22百万年前亚洲内陆荒漠的存在和黄土堆积的形成，在青藏高原的高度上足以对来自海洋的水汽构成一定屏

障，在规模上足以改变大气环流。同一个研究还表明，亚洲内陆干旱化在3.6百万年前后又大幅度加剧，3.6百万年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气候界限，可能与当时青藏高原的进一步大幅度隆升有密切关系。这一研究成果与青藏高原隆升

的构造证据、地貌证据、地层变形证据与气候变化证据在重要年代学界限上显示了初步的统一，综合青藏高原周边

新生代地层与其东部和北部边缘新生代地层的大量研究成果，科学家们认为22百万年和3.6百万年是青藏高原地层

强烈变形时期。且这些年龄界限与高原周边风尘堆积反映的环境变化的事件有很好的吻合性。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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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球变化研究更加 注重多学 科交叉 

青藏高原冰川消减加速 

科学家解疑“地球三极 ” 

第一届青藏高原能量和 水循环国 际研讨会 在拉萨召 开  



施雅风：获取第一手实 测资料是 青藏高原 研究的立足之本 

第三届中德青藏高原学 术研讨会 在德召开  

青藏高原积雪薄厚直接 影响登陆 我国台风 的数量 

中德青藏高原地球动力 学及环境 演变合作 研究研讨 会召开 

中科院确立未来 5年对青藏 高原的重 点科研计 划 

专家：青藏高原是地球 上唯一的 陆陆板块 碰撞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