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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环境所在石笋微量元素研究中获进展

  文章来源：地球环境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4-03-31 【字号： 小  中  大 】 

  洞穴石笋以其沉积连续、分辨率高、测年精确等优点，在第四纪气候-环境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研

究大多集中于石笋的碳、氧同位素上，对微量元素，尤其是稀土元素（REE）和重金属元素的关注不够。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谭亮成及其合作者对采自秦岭南坡的一支年纹层石笋近百年的Sr/Ca、

Ba/Ca、REE/Ca，Zn/Ca和Pb/Ca的变化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讨论。结果显示最近95年（1914-2008）石笋Sr/Ca、Ba/Ca

和生长速率显著相关，主要受控于温度控制下的生长速率变化。石笋的稀土元素（REE）在年到年代际尺度上的变化

也主要受控于外界温度。高温能增加洞穴上覆植被盖度、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以及有机质的分解，导致更高的土壤

CO2分压以及有机酸浓度等，因此增加土壤和基岩中REE的活动性，造成石笋中REE的增加。另外，高温还能提高土壤

中与有机质相关的Zn的活动性，造成石笋中Zn含量的增加。相比其他微量元素，石笋中的Pb含量从1985年以来有非

常异常的显著增加趋势，和当地铅矿的开采历史吻合，指示过去30年采矿活动对当地环境的污染。这揭示有精确测

年优势的洞穴石笋在示踪历史时期环境污染中的潜力。  

  该项研究成果发表于地学期刊Quaternary Research上，并获选为当期封面文章（Tan L., et al. Trace 

element variations in an annually layered stalagmite as recorders of climatic changes and 

anthropogenic pollution in Central China. Quaternary Research, 2014, 81: 181-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