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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

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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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环境所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冻融作用对地表侵蚀的影响机制研究方面获进展

　　全球气候变暖极大地影响了高寒区的地表侵蚀过程，进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土壤有机碳释放增加、高寒区冰冻圈灾害频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灾害问题。

此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张凡团队在青藏科考野外考察工作中发现，雅鲁藏布江的河水在雨季来临前的春季开始变浑，即出现泥沙含量增加这

一反常现象，这与以往研究中观察到的暴雨产生快速地表侵蚀，河流携带大量泥沙的结果明显不一致。同时，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金钊发现，黄土高

原关键带监测过程也存在季风前期河流泥沙含量增加的奇怪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地球环境所研究人员沿东南季风沿线选取了三个具有显著气候梯度的区域来探究全球变暖背景下地表侵蚀的季节性行为及其控制机制。三

个典型区域从北至南分别为：高寒青藏高原的青海湖流域、较为温暖的四川盆地及温暖湿润的中国台湾地区，每个区域均选取2个代表性小流域开展为期1-2年

的野外监测研究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图1）。

　　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流域的冻融作用破碎了土壤颗粒，导致大量松散物质在雨季前低流量情况下被快速输出，产生了雨季前期河流泥沙就开始快速增

加的现象（图2）。全球其他冰川及冻土区也发现了此现象，而没有冻融作用的四川和台湾河流则未观测到该现象（图3）。上述结果间接地分离出高寒区冻融

作用对地表侵蚀的影响，补充了现有理论对季节性侵蚀行为及其控制机制研究的不足。

　　此外，该研究基于青藏高原的水文气象数据观测到，在过去的30年里，青藏高原气温升高幅度可达2℃，沉积物输出速率涨幅高达8倍（图4）。因此，该

研究提出，全球气候变暖会加速冰川/冻土区的侵蚀过程，而该过程所关联的冻融作用会进一步加速土层中松散沉积物的释放从而再次加速地表侵蚀，同时可能

促进冻土层中有机碳的释放，最终反作用于气候变暖。

　　相关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Catena上。该研究得到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中科院西部之光项目等的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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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链接 

图1 研究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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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青藏高原河流（沙柳河、布哈河）的季节性悬浮物产量及与水文气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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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四川盆地与台湾地区河流悬浮物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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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湖流域过去30年水文气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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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工程热物理所在微纳材料热电性能测量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下一篇： 国家纳米中心在MoS2边缘态以及载流子扩散和解离动力学研究中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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