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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元素在湖相沉积中的地球化学分异 —以柴达木盆地贝壳堤剖面为例 

张虎才①②, 张文翔①②*, 常凤琴①, 杨伦庆①, 雷国良①, 杨明生③, 蒲阳①, 类延斌① 

①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08|②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

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兰州 730000|③ 南昌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鄱阳湖环境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南
昌 330031 

摘要： 

通过对柴达木盆地察尔汗古湖贝壳堤剖面沉积物中酸溶与残留(或酸不溶)组分稀土元素及其相关指标、分
布模式和 (La/Yb)n-REE物源差异的分析, 讨论了古湖相沉积中稀土元素的分异及其与沉积环境之间的关系. 

分析结果表明剖面典型湖相沉积物中稀土元素在酸溶与残留组分中总丰度平均分别为20.9和95.4 mg·g-1(不
包括Y), 即酸溶组分中稀土总量仅为残留组分中稀土总量的21.9%, 存在明显分异; 两种组分的稀土分布模式
均为轻稀土适度富集缓右倾斜型、Eu呈负异常模式, 但不同之处在于残留组分表现为更加富集轻稀土成分; 
两种组分中不同稀土元素及其相关参数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性, 这些均反映了湖相沉积不同的物质来源和
地球化学行为; 此外, 稀土元素与沉积物细粒组分、Rb/Sr及Mn元素含量之间存在较好的相关性. 酸溶组分与
残留组分中稀土元素元素对环境响应存在一定差异, 其中, 酸溶组分中稀土元素对湖区古气候变化具有良好

的指示作用; d Ce和(La/Yb)n可以很好的指示湖泊及流域的风化强度、氧化-还原状态和气候变化情况, 据此
重建了距今43.5 ~ 22.4 ka高湖面期间古气候与环境演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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