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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北坡晚全新世云杉林线变化和古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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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线位置的变化，是地质历史时期和现代诸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用来指示全新世气 

候的波动．雪岭云杉(Picea schrenkiana)作为新疆天山北坡山地针叶林的建群种，其分布范围和种群大 

小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本文选取新疆吉木萨尔县泉子街乡桦树窝子村典型自然剖面和邻近的小西沟 

考古遗址剖面进行较高时间分辨率的孢粉分析和对比，结合地层 Hc年代分析和文化层炭屑扫描电镜 

显微结构鉴定，表明两个剖面在2000—1300 aBP同一时段的地层中均出现云杉花粉百分含量的峰值。云 

杉花粉分别达到 20％和 35％以上，并与小西沟文化层中雪岭云杉炭屑的年代相吻合，揭示出在 

2000-1300 aBP时段，天山北坡雪岭云杉林的林线相对现今下移约330 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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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变化和林线波动既可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 

监测，亦可指示全新世气候的波动．近年来国外学者 

对美洲和欧洲的高山带的林线和树线研究颇多[1～1， 

国内关于林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河北小五 

台山、山西五台山、秦岭太白山和东北等地区【5 们．在 

这些研究中，关于山地森林的上界使用了不同的名 

称，如高山林线(timberline)，森林界限(forestline)，树 

线(treeline)，林线以上森林(forest above treeline)I[6．1 1．12]， 

本文所指的林线(timberline)~11高山林线过渡带．综观 

诸多文献，可以看出高山林线是历史和现代诸多环 

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自然气候方面的因素 

之外，人类活动对林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 ．从古生 

态学角度探讨高山林线动态变迁的重要证据有孢粉、 

古木材以及植物残体等方面【B】，因此需要借助于孢粉 

分析、树木年轮和古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定年等多种分 

析方法来进行林线波动和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1训． 

云杉属(Picea)，作为北方针叶林的主要代表，全 

球约 40种，广泛分布在北半球的寒温带、温带和亚 

热带的亚高山带．Ravazzi曾根据南欧 163个晚更新世 

剖面的孢粉、炭屑和植物大化石记录重建了挪威云杉 

(Picea abies Karst)和塞尔维 亚云 杉(Picea omorika 

(Pancic)Purkyne)的晚第四纪演变历史 J．McLeod和 

MacDonald则利用加拿大西部地区 l3个湖的沉积物 

的孢 粉 数 据 恢 复 了 晚 冰期 以来 黑 云 杉 (Picea 

mariana(Mil1．)B．s．P)和白云杉(Picea glauca(Moench) 

Voss)种群演化和扩张历史【1 ．在中国，云杉属有 16 

种和 9个变种，上新世和早更新世时，曾广泛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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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亚高山地区[1酬．第四纪，尤其是末次冰期时， 

在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和南部的低山丘陵和平原 

也曾有过云杉林分布【l0，"1．徐仁等依据陕西渭南北 

庄村(海拔 490m)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的大量青扦 

(Picea wilsonii)的木材、球果、种子和针叶等大化石 

和以云杉、冷杉(Abies)为优势的孢粉组合，认为在大 

约 23000 aBP时秦岭山地的云杉林曾下降到海拔 490 

m的丘陵带，当时年平均气温较今低 7℃[1们．李文漪 

和吕厚远等则分别探讨了新疆天山地区云杉林以及 

青藏高原北纬 25。一45。，东经 75。一106。范围内海拔 

1000~5700 m 地区的现代表土中云杉花粉的分布规 

律，进而研究了云杉花粉的分布与植被、气候、海拔、 

风速和风向及地形因素之间的关系【1 】． 

在新疆广阔的水平与垂直分布范围内，虽然气 

候、土壤、植被与群落的性质以及地质历史条件差异 

显著，但云杉几乎总是占优势的或单一的新疆山地 

针叶林的建群种【2们．主要分布于天山南北坡的雪岭 

云杉(Picea schrenkiana)和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西南 

坡的西伯利亚云杉(Picea obovata)~1]是新疆云杉的两 

种类型【2”．雪岭云杉作为生长在天山北坡山地荒漠 

和草原带之上的山地针叶林的建群种，在史前和历 

史时期，林线波动较大，并且分布范围和种群大小对 

气候变化的反应敏感[2 ．尽管阎顺等曾根据桦树窝 

子剖面孢粉分析的结果初步探讨了森林线的变化【 ， 

而本文则选取距该剖面仅 200 m 的小西沟考古遗址 

剖面作为典型研究剖面，先对小西沟剖面文化层的 

炭屑进行测年和扫描电镜显微结构鉴定，再与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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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可以对比的桦树窝子 自然剖面的孢粉组合及测 

年数据等进行比较，从而通过运用多种代用环境指 

标进一步研究天山北坡晚全新世以来林线变化的过 

程，这不仅可以揭示相应时段内气候环境的变化，也 

有助于预测气候变化对云杉林的影响，从而探讨林 

线波动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 

1 研究地点和研究方法 

在天山北坡海拔高 15O0～1600 m至2700～2800 m 

之间的亚高山带由雪岭云杉构成了幅宽达 1200 m的 

森林带 ， 1．研究地点位于距天山北坡现代云杉林 

分布下限以北水平距离约 10 km的低山丘陵区(海拔 

1200～1600 m)，该区气候比较干旱，区内年均气温 

5℃左右，年均降水量约 300 mm．农作物除部分小麦 

(Triticum aestivum)和玉米(Zea mays)~b，比较适合种 

植土豆(Solahum tuberosum)和大蒜 (Allium sativum)． 

自然植被为荒漠草原，主要有蒿 rtemisia sp．)、沙生 

针茅(Stipa glareosa)、驼绒藜(Ceratoides latens)、角 

果 藜 (Ceratocarpus arenarium)，骆 驼 蓬 (Peganum 

harmala)、大蓟(Cirsium japonicum)和 白皮锦鸡儿 

(Caragana leucophloea)等，在梁间的沟中，由于有溪 

流，地下水位高，还常见苔草(Carex sp．)、鸢尾(Iris 

sp．)、车轴草(Trifolium sp．)等，在沟边也有零星人工栽 

种的山杨(Populus davidiana)和榆树(Ulmus sp．) ． 

据当地居民介绍，这里曾有桦树(Betula sp．)生长，故 

桦树窝子村得名． 

吉木萨尔县泉子乡桦树窝子村(海拔 1410 m)的 

西岗地，分布着厚约 180 cm的小西沟文化遗址(北纬 

43。48．1 ，东经 89。7．3 ，海拔 1360 m)豫引．小西沟剖面 

自下而上分为 7层，分别是土黄色黏土层、灰黑色下 

文化层、土黄色黄土层、灰黑色上文化层、土黄色黄 

土层、灰色、灰黄色黄土层和土黄色黄土层【221．遗址 

曾出土了彩陶、石器、五铢钱、铁刀、灯及汉代瓦片 

等具有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文化特点的遗物【2 1．遗址 

剖面可分为上、下文化层，下文化层：深 180～140 cm， 

含零星炭屑；上文化层：深 120～104 cm，灰坑中有较 

多炭屑．对炭屑进行测年，并通过扫描电镜显微结构 

鉴定其种属，可提供林线变化研究的有力证据【l3，H1． 

由于考古遗址文化层中的孢粉记录不可避免地 

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不利于区域性古植被的恢复 

1)中国林业科学院腰希申先生协助树种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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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线变化的研究．为了获得未受人类活动影响的 

孢粉资料，在距考古遗址 200 m处选取自然剖面(即 

桦树窝子剖面，北纬 43。48．3 ，东经 89。8 ，海拔 1320 

m)，作为考古遗址剖面的对照和时间标尺、两个剖面 

均处于天山北坡的前山丘陵区，地势南高北低，地形 

较和缓．桦树窝子剖面总厚 1 10 cm，自下而上分为 6 

层，分别是含小砾石灰黑色黏土层、棕黑色黏土层、 

浅灰色黏土夹浅黄色黏土层、深灰色黏土层、浅棕色 

黏土层和棕色黏土层． 

小西沟文化遗址剖面自上而下采集 38块孢粉样 

品，采样间距为5 cm．桦树窝子自然剖面自上而下共 

采集 52块孢粉样品，除底部含小砾石灰黑色黏土层 

采样间距为 2—3 cm外，其他层采样间距均为 2 cm． 

所有样品均采用重液浮选的孢粉分析方法进行处理， 

应用 10×40倍 Olympus光学显微镜鉴定．小西沟剖 

面共鉴定出 39个科属的花粉，桦树窝子剖面则鉴定 

出42个科属的花粉，统计孢粉总数达 10000多粒，除 

个别样品外，每个样品均统计 150多粒花粉颗粒．花 

粉百分比的计算是以陆生种子花粉和水生植物花粉 

以及蕨类孢子总和为基数，并运用 Tilia软件进行孢 

粉图式制图． 

在桦树窝子剖面深 110～88，50--48和 17～14 cm处 

和小西沟剖面的下文化层中部深 155～145 cm 处分别 

采集沉积物样品和在小西沟剖面上文化层的下部和中 

部灰坑中浮选出较小的混合炭屑样品进行 HC年代分 

析，其中，中部灰坑的炭屑样品由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 

文物保护实验室测定，其余样品均由国家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 HC实验室测定．测年结果为：桦树窝子剖面深 

110-88，50--48和17-14 cm处沉积物样品的年代分别为 

(2170±185)aBP(ca1．(2150±225)a．BP)，(1050±50)aBP 

(ca1．(950±60)a．BP)和(450±55)aBP(ca1．(5 10±30)aBP)， 

小西沟剖面下文化层中部深 1 55～145 cm处测年数据为 

(3240±60)aBP(ca1．(3470±85)aBP)，上文化层的下部和 

中部灰坑中的混合炭屑样品测年数据分别为(1930± 

65)aBP(ca1．(1875±65)aBP)和(1755±75)aBP(ca1．195 

aD)．同时，从小西沟剖面上文化层的下部和中部灰坑 

中浮选出许多炭屑，其中，在下部灰坑中挑出较大的 7 

块炭屑，中部灰坑中挑出 5块炭屑，进行预处理后，然 

后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其显微结构，根据显微 

结构特征进行树种鉴定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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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兰州大学两部环境敦育部重点实验室对桦树 

窝 于剖面的 52块样品进{ 粒度和烧失最的测定． 

2 结果J_孑分析 

2．1 嵌屑年代测定和显微结构的研究 

考 遗址中炭屑鉴定开始于上个世纪，Santa首 

先把该 手段 用T北：IE地区的古生 态学研 究125i之后， 

炭屑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手段已被r 泛用于第四纪 

车̈I 生态学研究中 中国，崔海亭等 曾利 用扫描 电 

镜对浑善达克沙地东南部的古木村和赤峰地区两处 

青铜时代遗址中的发屑进行鉴定．鉴定结果表明浑 

善达克沙地的J_木材为鱼鳞云杉(Pic。elljezoensis)，而 

赤峰地区的州处发屑均为蒙 栎(Quercus monogolia)， 

并依次复原研究 域 的植被 秆I气候 1． 

小西淘文化遗址的 文化层的下部灰坑采集的 

嵌屑( C 年代为¨930±65)aBP)．扫描电镜鉴定结果 

表州 i现代雪峙云杉的解削特征一敛(图 I)．在中部 

灰坑中采集的炭屑样  ̂( C年代为(1755±75)aBP)~q 

分剐属于雩岭云杉f图 】)、崖~ (Satix xerophila)和稠 

李(Prunus padus】．这些 植物现今 在该地 已不能生长． 

可能是历史上先民从当地砍伐的．也口f能是从天山 

远距离采伐的薪柴． 

2．2 孢粉数据的对比 

TinnerI 和Wick等 在利用孢粉和植物大化石 

数据研究全新世植被演变中认为人类活动足影响秫 

线变化的重要 素．至于本区林线的变化是否与人 

类活动有关 ．尚需要进一步 找孢粉方 面的证据 

根据小 西沟 剖面岩 肚特征 ．乇要孢粉种类的百分 

含量 、孢 粉总浓度 和 AP／NAP(乔 木 乔术)比值 I 

等多种代用数据把副耐分为5个孢粉带f图2)． 

带 I(190~l80 cm) 秣 ．鉴定的孢粉类群较 

少．为5科 ll届．孢粉组合巾乔木植物花粉_ffJ对含量 

较低(仪为 2 2％～7 O％J，中早生草本和灌木花粉占优 

势f平均含量达 95．4％)．其中以藜科(C henopod— 

iaceae)(平均含量约23．3％】和柽柳属(Tamar~)(平均含 

量约 2【，0％j为丰，其状为蒿属(Artemisia)(： 均含量 

为 14．2％)和麻黄属{￡ hedra)(半均 含量 为 10．3％) 云 

杉属花粉平均含最 仪为 2．4％．花粉浓度较低，为 

441～572粒Ig，AP／NAP 比值 也处于 削而低 值(约 

阿 I 雪岭云 杉炭屑群 剖特征 
a)描 切面 c删 41(1755 75)aBP} 1b}披 面f。 C测年 tl755：75)aBP)： J径切 面(。 C测 坼(1755±75)aBP 

aBP)aI 村 脂道．a2：单列射线 a3：管胞．a4：受T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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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但孢粉复合分异度稍高(平均值为 8．61)．整个 

组合特征反映荒漠草原植被景观，植被以旱生植物 

为主，也有少量的超旱生种类． 

带II(180～140 cm)，文化层，共鉴定出7科和 l7 

属的孢粉类群，较带 I多．孢粉组合中仍以草本和灌 

木花粉占优势(平均含量达 93．4％)，但其中蒿属含量 

(平均约 21．0％)迅速增高，藜科含量变化不大(平均约 

23．9％)，A／C(Artemisia／Chenopodiaceae)比值较带 I增 

高，为 0．58～2．1，但柽柳属含量(平均约 7％)和麻黄属 

含量(平均约5．7％)较带 I大幅度减少．孢粉浓度开始 

增高并处于剖面最高值，为 604～5 152粒／g，AP／NAP 

比值和孢粉复合分异度也均较带 I高，反映当时气 

候较带 I湿润．剖面深 155～145 cm 处测年数据为 

3240士60 aBP(ca1．3470士85 aBP)． 

带11I(140～120 cm)，黄土层，共鉴定出7科和 11 

属的孢粉类群，较带Ⅱ少．孢粉组合中中旱生草本和 

灌木花粉含量更高(最高含量可达 lOO％)，其中藜科 

含量(平均约34．6％)迅速增高，蒿属(平均约22．7％)和 

麻黄属含量(平均为6．9％)较带Ⅱ稍高，则AJC比值较 

带 Ⅱ稍降低，为 0．26～0．91，但柽柳属含量(平均约 

4．4％)较带 Ⅱ减少．木本花粉含量为剖面最低值；孢 

粉浓度也降为剖面最低值(仅为 l3粒 )，孢粉复合分 

异度和AP／NAP比值也均较带 Ⅱ低，反映当时气候较 

带Ⅱ干燥． 

带lV(120～104 cm)，文化层，共鉴定出26个孢粉 

科属，明显较带Ⅲ多．孢粉组合中木本花粉含量迅速 

增高(平均约 15．7％)，草本和灌木花粉平均含量降为 

84-3％，无论是藜科含量(平均约24-3％)、还是蒿属(平 

均约 10．8％)、柽柳属(平均约 2．9％)和麻黄属的含量 

W-均约3．4％)均较带Ⅲ大幅度减少，但云杉属含量却 

迅速增高，可达 35．5％．孢粉浓度升为剖面较高值， 

为 230—1078粒 ，AP／NAP比值和孢粉复合分异度也 

均为剖面峰值，反映当时气候较带Ⅲ湿润．该层的下 

部和中部灰坑中的混合炭屑样品测年数据分别为 

1930士65 aBP(ca1．1875士65 aBP)和 1755士75 

aBP(ca1．195 AD)． 

带V(104～0 cm)，黄土层，孢粉组合中木本花粉 

含量又开始下降，平均含量为 3．6％，而中旱生草本 

和灌木花粉含量再次升高，仍占优势(平均约 96．4％)， 

其中藜科含量(平均为 38．8％)、蒿属(平均约 12．0％)、 

麻黄属(平均为 12．6％)和柽柳属的含量(平均约 5．5％) 

较带Ⅳ均增加．A／C比值较带Ⅳ低，为 0．II～0．51。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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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孢粉浓度先开始增~(1881粒 )，后又降低为8l粒 

， 孢粉复合分异度和 AP／NAP比值较带Ⅳ低，反映 

当时气候较带Ⅳ干燥． 

根据主要孢粉种类的百分含量的垂向变化【 1和 

孢粉Simpson指数【29】可将桦树窝子剖面分为4个孢粉 

带(图 3)． 

带 I(88 cm以下)(约 2000 aBP以前)，下部为小 

砾石灰黑色黏土层，上部为棕黑色黏土层．孢粉组合 

中乔木植物花粉相对含量较低(平均达4．9％)，其中云 

杉属花粉平均含量仅为 2．0％，旱生和超旱生植物花 

粉较多(平均含量达 95．0％)．该带下部藜科含量较高 

(平均达 44．7％)，其次为蒿属；而上部藜科含量减少 

(平均约 21．0％)．花粉总浓度较低(为 140粒 )，孢粉 

复合分异度较少(平均值为8．1)，LOI和AP／NAP比值 

也均为剖面低值，岩性组成较粗．该组合特征反映荒 

漠草原景观，推测建群植物主要是藜科、麻黄、柽柳 

属、琵琶柴(Reaumuria)、骆驼蓬、霸王属(Zygophyllum) 

等旱生植物． 

带 II(88-58 cm)(约 2000-1300 aBP)，棕黑色黏 

土层．该带中草本和灌木花粉仍占优势，平均含量达 

90．8％，但乔木植物花粉相对含量开始增高(约 9．2％)， 

其中云杉属花粉含量达到剖面最高值(平均 8％)，尤 

其是在剖面深度为 72～66 cm的孢粉组合中，其含量 

最高可达到21．5％；旱生和超旱生的植物花粉开始减 

少，其中藜科花粉含量下降成为剖面最低值(平均约 

23．3％)，而 蒿 属 、 禾 本 科 (Gramineae)、 菊 科 

(Compositae)、 毛 茛 科 (Ranuculaceae)、 豆 科 

(Leguminosae)、石竹科(Caryophyllaceae)、唇形科 

(Labiatae)、 伞 形 科 (Umbeliferae)、 十 字 花 科 

(Cruciferae)、百合科(Liliaceae)、葱属 Ilium)和莎草 

科(Cyperaceae)等植物含量增加．花粉浓度较高，平 

均为 309粒 ，孢粉复合分异度和LOI也均为剖面高 

值，AP／NAP比值处于剖面最高值，岩性组成较带 I 

细．该组合特征反映为草原和有少量森林的草原植 

被景观． 

带11I(58-16 cm)(约 1300～450 aBP)，下部棕黑色 

黏土层，中间为浅灰色黏土夹浅黄色黏土层，上部为 

深灰色黏土层．草本和灌木花粉含量继续占绝对优 

势，达 96．6％，旱生和超旱生的植物花粉增加，其中 

藜科花粉含量较高(平均达 30．5％)；云杉属花粉含量 

降低(平均 2．6％)．花粉总浓度处于整个剖面最低值， 

仅为76．8粒信，孢粉复合分异度、AP／NAP比值和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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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均降为剖面最低值，岩性组成仍较细．整个组合特 

征反映为荒漠草原植被，推测建群植物以旱生植物 

为主，除蒿、菊和少量禾本科植物外，主要是藜科植 

物． 

带IV(16-0 era)(约450 aBP以来)下部为深灰色黏 

土层，中部为浅棕色黏土层，下部为棕色黏土层．与 

带Ⅲ比较，旱生和超旱生的植物花粉含量减少，其中 

藜科花粉含量平均仅为 17．2％；云杉属花粉含量平均 

为 4．2％，桦木属花粉含量达到最高(即 13．2％)，此时 

可能有大量桦树分布在附近，桦树窝子村也可能因 

此而得名．孢粉复合分异度和AP／NAP再次增高，并 

处于剖面高值，花粉浓度也处于剖面最高值(平均为 

949粒 )，岩性较带Ⅲ粗．反映为荒漠草原一草原植 

被景观，仍以草本和灌木植物占优势，但禾本科和莎 

草科植物逐渐增加，豆科、伞形科、十字花科、百合 

科和葱属等花粉含量较高． 

从图2可以看出，小西沟文化遗址剖面云杉百分 

含量平均值为3．75％，但在上文化层 1 15 cm深处。云 

杉花粉百分含量却出现了 35．1％的峰值，孢粉复合分 

异度和AP／NAP比值均为最峰值．如果说该文化层中 

的云杉炭屑是先民从远距离采伐用作薪柴的燃烧物， 

在遗址剖面上并不应该出现云杉花粉的峰值．另外， 

根据阎顺等对新疆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塔里木 

盆地、准噶尔盆地不同植被带 131个表土花粉样品中 

的云杉花粉含量的百分比统计结果，提出影响表土 

中云杉含量的最大因素是水平距离，在云杉林内，云 

杉花粉的含量平均达 50％～60％，但通常 30％以上的 

云杉花粉就可以代表云杉林地的存在，距林地 10km 

以上时，云杉花粉平均含量为 4．7％[301~杨振京选择 

天山中段从海拔 3510 m 的高山座垫植被带到海拔 

460 m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条长约 80 km的 

样带，共采集了 80个表土花粉样品，分析结果显示： 

山地云杉林带的孢粉百分含量为 10．4％～93．5％，平均 

含量为 62．4％”．所以，已距现代雪岭云杉林下限 10 

km 的小西沟文化遗址剖面中出现云杉花粉百分含量 

的峰值，表明当时云杉林应在附近生长．更值得提出 

的是，距小西沟剖面200 m的桦树窝子剖面云杉平均 

百分含量仅为 4．33％，但在 72，70和 66 cm深处，云 

杉也 出现百 分含量的峰值(16．7％～21．5％)，同时， 

LOI、孢粉复合分异度、AP／NAP比值和总花粉浓度 

也均为峰值(图3)．该剖面 1 10～88，50 48和 17～14 cm 

1454 

处采集 的沉积 物样 品的年代分别为 2170 4-185 

aBP(ca1．2150±225 aBP)。1050±50 aBP(ca1．950±60 

aBP)和 450±55 aBP(ca1．5 10±30 aBP)，根据这些年 

代学数据和沉积速率推算，深度为 72～66 cm的沉积 

年代应在 1700-1400 aBP之间，这与取自小西沟剖面 

云杉花粉峰值的地层中的云杉炭屑的年代(1755±75 

aBP)基本吻合．可见，两个剖面在 2000～1300 aBP大 

致相同时段的地层中均出现较高比例的云杉花粉。 

故可认为这些炭化木材并非远距离搬运而来，而是 

就近采集的． 

3 讨论 

尽管上文已从炭屑和孢粉数据对比的角度定性 

地探讨了云杉林的移动，作者也曾就天山北坡的大 

西沟剖面对云杉林移动的气候因素做了初步分析 ”， 

但对制约雪岭云杉林生长的水热因子还需作进一步 

分析，因此，选择了天山北坡的 8个气象台站从 1951 

年到2000年间的多年气象资料(来自北京气象中心资 

料室)，再参考相关文献 ， ，可大致计算出新疆天 

山北坡地区现代云杉林的生态气候指数与研究地点 

的现在气候特征(多年平均湿润指数和温暖指数)(表 

1)． 

温暖指数 WI：WI=~,(tr-5)，t／>5~C，式中ti为月均 

温>5℃的月平均气温㈣；湿润指数 MI=Z(Pi]2一 ) ； 

式中 为月均温>5℃的各月降水量；ti为相应月份的 

月均温． 

通过对这 8个气象台站的“海拔高度”、“湿润指 

数”和“温暖指数”进行拟合，拟合结果发现温暖指数 

与海拔高度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计算出的线性回 

归方程：WI=-O．03x+103．45(其中，WI为温暖指数，x 

为海拔高度，复相关系数 R=0．9434)，但是湿润指数 

与海拔高度之间为显著的二次函数关系，方程为 MI 
=-6．5 1E-05x2+0

．30x-208．75(MI为湿润指数，x为海拔 

高度，复相关系数 尺=0．9294)．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海 

拔高度的升高，气温呈现线性递减，降水量开始是逐 

渐增高的，但到一定的海拔高度时，降水量达最大。 

然后随着海拔高度的再增高而逐渐减少．根据这两 

个方程，计算出雪岭云杉的温暖指数为 22．7 52．6 

℃ ·月，湿润指数为 117．5～142．9 mm·(oC·月)～．而 

Fang等计算出紫果云杉(Picea purpurea)的温暖指数 

为 1 1．0-76．0 ℃ ·月，丽江云杉(Picea likiangensis)的 

温暖指数为 1 1．0～66．0 oC·月【 引，与本文计算的雪 

1)杨振京．新疆天山中段北坡地区现代孢粉学研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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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云杉温暖指数的分布范围大体一致． 

对照桦树窝子和小西沟剖面所在地点的现代生 

态气候指标(温暖指数为 62．7℃ ·月，湿润指数为 

82-3 mm·(℃ ·月) )，可以看出，2000—1300 aBP时 

的温暖指数比现在温暖指数低 10．1℃ ·月，而该时 

段有云杉林分布在附近，因此，估计云杉林的林线下 

限较今约下降 337 in，这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如果 

西北地 区未来气候趋向暖湿[3 ，那 么天 山北 坡林线 

的上限或下限也将会发生显著的移动． 

Tranquillinit0 和 Fall[4]都认为森林的上限受低温 

控制，分布下限受降水量控制．对云杉而言，温度和 

降水量的分布都是限制云杉生长的重要因子，但研 

究区的坡度、坡向、坡型等地形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 

视．总之，影响天山北坡林线移动的气候机制比较复 

杂，又因研究区内的气象台站尤其是高海拔(3539 in 

以上)的气象台站偏少，气象资料的涵盖面较窄，因 

此需要借助更多的气象资料以及从植被、地形和气候 

整合以及全球变化的角度探讨天山云杉林线波动和 

气候响应． 

4 结语 

根据桦树窝子剖面的孢粉分析资料，得知在 

2000 aBP以前，该地区域性植被为荒漠草原，而 

2000—1300 aBE 当地植被为草原，并有少量云杉林 

分布在附近，另外，该时段沉积物组成较细，而 LOI、 

孢粉总浓度值和孢粉复合分异度均较高，AP／NAP比 

值也处于峰值，表明当时气候状况明显好于现代，降 

水量增多，适合雪岭云杉林生长．小西沟剖面相应时 

段的孢粉组合特征也反映当时气候较湿润，AP／NAP 

比值和孢粉复合分异度均为剖面峰值． 

通过桦树窝子剖面和小西沟剖面孢粉数据对比 

分析，发现在大致相同时段(2000—1300 aBP)的地层 

中出现云杉花粉百分含量的丰值，云杉花粉分别达 

到 20％和 35％以上，并与小西沟文化层中的雪岭云 

www．scichina．COLT1 

杉炭屑的测年数据相吻合，再结合雪岭云杉林生长 

的水热因子分析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天山北坡雪 

岭云杉林的林线相对现今下移约 330 in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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