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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湖泊是广泛分布的自然现象，它具有较清楚的边界，构成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体系，是自然地理研究
的专门对象。
但从湖泊的研究历史上看，早期对湖泊感兴趣的是生物学家，所以从开始就赋予湖泊学较深厚的生物
学内涵，这种影响一直维持至今。
同时，湖泊作为海洋研究的天然实验室，较多地开展了沉积学和水动力学的研究，并在三角洲、浊流
、年纹层等沉积学理论以及湖泊分层与动力学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所以，在湖泊研究的早期阶段就呈现出多学科并举的势态，虽然各自聚焦的目标不同，但是却暗示了
湖泊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具有“小宇宙”的特点。
作为沉积学的重要分支，湖泊沉积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高度的重视且进展快速，这与20世纪七八十
年代石油工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尤其是我国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湖泊沉积研
究的全面开展。
归纳起来，可以分为油源岩和储层研究两个方面，前者的研究阐明了陆相生油层的物质组成，以及油
气生成的过程、阶段与机理，深化了陆相生油的理论，同时也带动了油气有机地球化学学科的飞速发
展，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后者的研究主要从盆地分析
的角度，研究不同构造、气候背景条件下砂体的几何与沉积模式，依据生、储、盖的时空组合规律指
导油气的勘探，同时研究不同微相砂体的孔渗结构，结合地下油水运动的规律，进行生产井网的布设
与调整，提高最终采收率。
该方面的研究为油田的高产稳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全面推动了相序沉积学、层序地层学等理论的
发展，并带动了一批相关学科的兴起，为我国沉积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变化成为众多科学家的关注热点，湖泊沉积作为大陆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信
息载体，再度兴起研究的热潮。
湖泊的空间分布并不具有地带性，但是湖盆形成在区域上常常具有同步性和事件性，一旦积水成湖，
其发育演化的过程就深受区域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区域特色。
因此，湖泊沉积在研究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从极地到低纬的湖泊纷纷被作为研究对象，重建它们环境演化的序列，并通过气候或环境事件作为桥
梁；与极地冰芯、深海的记录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不同区域之间气候变化的动力学联系与可能机理。
与此同时，在我国也分别选择青藏高原、西北干旱区和东部湿润区的湖泊进行研究，其中季风过渡区
的湖泊是关注的重点，通过湖泊记录的分析对比，结合黄土、冰芯等的记录，力图探讨不同时间尺度
（106～102年）东亚季风变化的阶段与规律及其与青藏高原隆升生长的关系，揭示区域响应的差异，
进而分析气候波动的周期，以及与高低纬驱动的关系。
在大量湖泊研究的基础上，世界各大区先后建立了湖泊环境变化的数据库，作为基础资料开展大区域
之间的环境对比，并对古气候模拟结果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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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泊是流域物质的最终储存库，其沉积物忠实地记录了湖区各种气候和环境变化的信息。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湖泊沉积研究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第一篇分章论述了湖泊沉积物的类型、湖泊沉积作用的动力学特征、湖泊沉积的主要环境参数以及湖
泊沉积年代学研究方法。
在此基础上，第二篇重点阐述了利用湖泊沉积开展古气候环境研究的方法，包括物理指标在环境重建
中的应用、地球化学指标在环境重建中的应用、生物指标在环境重建中的应用以及湖泊环境演化的古
气候模拟。
全书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尺度湖泊环境演化的研究，深入探讨了环境演变的成因机制，揭示了
环境演变的自然和人为驱动因素。
    本书可供从事第四纪地质学、沉积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等有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以及高等院校有
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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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上所述，湖泊在其生命周期内总体上呈现充填的长期趋势。
但是，湖泊的演化过程是复杂多样的，驱动因素也很多，湖泊演化的不同阶段与过程的特征、变化的
速率是区域地质构造、气候、生物活动的具体表征。
因为湖泊是陆地水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气圈、岩石圈、生物圈有着密切的联系，各圈层相互作用
的自然过程无不引起湖？
白的变化。
湖泊现存的形态不仅取决于原始盆地的形态，也取决于后来的构造运动和均衡运动，同时还与充填物
质的堆积作用有关。
对湖泊物理状况变化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四种：①气候变化对盆地范围的影响；②水位变化对盆
地范围的影响；③自然的侵蚀一堆积趋势对盆地范围的扩张或收缩变浅的影响；④地区性的变化对局
部盆地影响，例如，三角洲的迁移、沙嘴和沙坝的形成以及因流域变化造成入湖水流的变化等。
此外，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方式与强度对湖泊的演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并具有加速其演化的趋
势。
由于湖泊分布地域广阔，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不同类型湖泊的演变过程各具特点，湖泊演化及其原因
也复杂多样。
故本节以我国湖泊为例，分析湖泊的演化及其主要原因。
1.2.1湖泊演化与地质构造地质构造是湖盆形成的基础，控制了湖泊空间分布和区域宏观特征。
大型的可供积水的湖盆，或多或少均与地质构造活动和地质构造背景有关。
湖盆形态和湖水深浅总是和地质构造活动的性质与强度分不开，即使是平原区的河成湖和堆积洼地中
发育的浅水湖，它们的前身或者是地质构造的下沉区，或者是沿薄弱带形成的古河道。
因此，区域大构造的差异，使得湖泊或湖群的特点截然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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