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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巫山黄土”的地球化学特征，利用Ｘ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巫山黄土”样品的常量元素进行测试分析，结果表明：

（１）常量元素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Ｆｅ２Ｏ３和ＴｉＯ２含量随着剖面中细颗粒粘土含量的变化呈现明显的旋回变化特点，该特点

对“巫山黄土”沉积时的气候演化规律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２）在化学风化过程中，元素Ｓｉ、Ａｌ、Ｆｅ、Ｋ、Ｍｎ、Ｔｉ之间具有很好的

相似性，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而它们与元素Ｃａ、Ｐ却具明显的差异性，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３）沉积物的粒径对部分常量元

素地化特征具有一定的控制效应，Ａｌ、Ｆｅ、Ｔｉ等元素主要富集于０．８～２．０μｍ黏土粒级沉积物中，而在４０～１００μｍ的粗粉砂和

极细砂粒级中的含量极少；（４）“巫山黄土”常量元素ＵＣＣ标准化后分布曲线近于平坦线型且靠近ＵＣＣ分布曲线，指示其可

能为风积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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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气候条件下存在着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沉

积物，这些沉积物与它所处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是

通过沉积矿物及元素组成的迁移或富集及元素重新

组合产生新矿物来实现的，因而它们不但具有原岩

的组成特征，而且记录着它们形成时的气候环境，这

就是利用元素地球化学的研究来探讨气候变化历史

的理论基础（张虎才等，１９９７；刁桂仪和文启忠，

１９９９；李徐生等，１９９９；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２００８）．第四纪沉

积物中主要的造岩元素硅（Ｓｉ）、铝（Ａｌ）、铁（Ｆｅ）、钙

（Ｃａ）、镁（Ｍｇ）、钾（Ｋ）、钠（Ｎａ）等主要以其氧化物的

形式存在．依据这些氧化物的表生地球化学性质，研

究其百分含量在剖面中的变化规律，可以对古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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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进行指示（张虎才等，１９９７；李徐生等，１９９９；顾

兆炎等，２０００；陈等，２００１；丁敏等，２０１１；杨瑞霞

等，２０１１；李传想等，２０１２；于英鹏等，２０１２）．

“巫山黄土”剖面位于巫山县客运港附近的长江

左岸（张玉芬等，２０１０）．该剖面为一建筑工地人工开

挖的露头剖面，剖面高约１５ｍ，是巫山县境内新近

发现的一个黄土剖面．岩性主要以褐黄色和黄色的

砂、粉砂和砂质粘土组成，含有少量的钙质结核．剖

面无层理，垂直节理发育，大孔隙明显．整个剖面土

壤化程度较高，但未见明显的古土壤层分布．光释光

（ＯＳＬ）年龄测试表明该剖面底部年代大约是晚更新

世早期，其年龄为１００ｋａＢ．Ｐ．左右．拟通过对该剖面

样品的常量元素特征分析，初步探讨该区的古气候

演化特征和意义．

１　实验样品的采集和测试

采样时剥去剖面上表层土，向剖面内挖０．１５ｍ

深的竖槽，从剖面顶部开始，在槽内壁自上而下以

１０ｃｍ间隔连续取样，共采集地球化学样品１４６件．

并对每组样品都分开密封保存，按取样点位置进行

分类，为之后样品测量及数据处理作准备．室内根据

岩性变化特征不等间距实测了７３件常量元素．

地球化学样品测试在国土资源部合肥矿产资源

监督检测中心完成，使用仪器为Ｘ射线荧光光谱仪．

首先将样品在常温下自然风干，然后将每件约５ｇ重

的样品置于玛瑙研钵中研磨，再用２００目分析筛筛

选后供测试．共测试了１２种主量元素（氧化物形式，

如：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Ｆｅ２Ｏ３、ＦｅＯ、Ｋ２Ｏ、Ｎａ２Ｏ、

ＣａＯ、ＭｇＯ、ＭｎＯ、ＴｉＯ２、Ｐ２Ｏ５）和烧失量（ＬＯＩ）．根

据多个空白样、重复样及国家标准样（ＧＳＳ）的分析

来监控测试精度与准确度，得出分析的相对偏差，除

ＦｅＯ误差＞１０％外，其他氧化物误差均小于２．５％．

表１是“巫山黄土”样品氧化物测试统计结果．粒度

分析使用仪器为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２０００激光粒度仪，测

试范围为 ０．０２～２０００．００μｍ，重复测试误差

小于０．５％．

２　实验结果分析

２．１　常量元素含量特征

由常量元素测试结果（表１）分析可见：“巫山黄

土”常量元素含量特征为：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含量

较高，平均值分别为６６．２０％、１３．３５％和４．６０％，质

量分数分布范围分别为 ５９．６２％ ～７０．４９％、

１１．８３％～１５．２８％和４．８５％～６．１５％；ＣａＯ、Ｋ２Ｏ、

ＭｇＯ、Ｎａ２Ｏ含量次之，平均含量分别为３．６６％、

２．３２％、１．６０％、１．２３％，质量分数分布范围分别为

０．９３％～１２．２０％、２．１７％～２．４０％、１．３７％～１．８３％、

０．８４％～１．３８％．ＴｉＯ、ＦｅＯ、Ｐ２Ｏ５、ＭｎＯ元素含量最

少，平均含量分别仅为０．８４％、０．６９％、０．１３％、

０．０９％，其质量分数分布范围分别介于０．７８％～

０．８９％、０．３５％～１．３０％、０．０８％～０．２０％、０．０７％～

０．１３％之间．统计表明：“巫山黄土”７３件样品的

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 三者的平均含量之和达到了

８４．１５％，变化于７５．２７％～９１．５８％范围，明显高于

北方的洛川黄土（平均值７５．４１％）（陈骏等，１９９７）和

川西的甘孜黄土（平均值７６．７９％）（王玲等，２０１０）．

同时 “巫山黄土”常量元素含量随深度变化曲线（图

１）显示各主量元素在沉积垂向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波

动并伴有以下明显的特点：（１）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

ＴｉＯ２含量由老到新逐渐减少，而ＦｅＯ、ＣａＯ、Ｎａ２Ｏ、

Ｐ２Ｏ５含量则呈现由老到新逐渐增多的趋势，ＭｎＯ、

Ｋ２Ｏ、ＭｇＯ含量由老到新呈现不明显的逐渐增加的

趋势；（２）在整个剖面中各个氧化物组分都有一定程

度的变化和波动，但在剖面６．０～１０．０ｍ深度段曲

线的波幅最大，且氧化物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百分含量在此段含量具有明显增高的

特点．

２．２　常量元素含量标准化曲线特征

在研究常量元素特征时，通常以上陆壳平均值

作为标准，将常量元素与上陆壳平均值相比，即所谓

表１　“巫山黄土”样品常量元素含量（％）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ｕｓｈａｎｌｏｅｓｓ”

样品数（７３） Ａｌ２Ｏ３ ＴＦｅ２Ｏ３ ＦｅＯ Ｆｅ２Ｏ３ Ｎａ２Ｏ ＭｇＯ ＣａＯ ＳｉＯ２ Ｐ２Ｏ５ Ｋ２Ｏ ＴｉＯ２ ＭｎＯ

平均值 １３．３５ ５．２９ ０．６９ ４．６０ １．２３ １．６０ ３．６６ ６６．２０ ０．１３ ２．３２ ０．８４ ０．０９

最大值 １５．２８ ６．１５ １．３０ ５．８０ １．３８ １．８３ １２．２０ ７０．４９ ０．２０ ２．４０ ０．８９ ０．１３

最小值 １１．８３ ４．８５ ０．３５ ３．８２ ０．８４ １．３７ ０．９３ ５９．６２ ０．０８ ２．１７ ０．７８ ０．０７

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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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巫山黄土”氧化物含量随深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Ｍａｊｏ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ｅｐｔｈｏｆｔｈｅ“Ｗｕｓｈａｎｌｏｅｓｓ”

的常量元素 ＵＣＣ（ｕｐ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ｃｒｕｓｔ）标准化

（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１９８５；李徐生等，２００７；乔彦

松等，２０１０）．图２为“巫山黄土”常量元素ＵＣＣ标准

化后结果，由图可知“巫山黄土”除钠（Ｎａ）和磷（Ｐ）

以外，其他常量元素的分布曲线近于平坦线型且靠

近ＵＣＣ分布曲线，表明“巫山黄土”与ＵＣＣ的化学

组成比较接近，其物质来源广泛，并经过充分混合，

使之趋近于上部陆壳平均成分．Ｎａ和Ｐ元素的数据

点则显著偏离上部陆壳的平均组成，与ＵＣＣ相比

表现出较明显的亏损特征，这可能是大陆化学风化

的效应．

２．３　常量元素含量相关性分析

对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ＦｅＯ、Ｆｅ２Ｏ３、Ｋ２Ｏ、Ｎａ２Ｏ、

ＣａＯ、ＭｇＯ、ＳｉＯ２、Ｐ２Ｏ５、ＭｎＯ、ＴｉＯ２ 作一元线性回

归分析 （表 ２），发现 Ａｌ２Ｏ３、ＳｉＯ２ 与 ＴＦｅ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成强烈正相关，因为Ｓｉ、Ａｌ、Ｆｅ和Ｔｉ几

乎同时在剖面中富集；Ａｌ２Ｏ３、ＳｉＯ２与ＣａＯ、Ｐ２Ｏ５成

强烈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Ａｌ、Ｓｉ是化学活动性比

较稳定的元素，易在湿热条件下富集，而Ｐ、Ｃａ元素

是活动性中等或较强的元素，只要是在半干旱－半

湿润的气候环境下，ＣａＯ与Ｐ２Ｏ５就可以较多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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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巫山黄土”部分样品常量元素ＵＣＣ标准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ＵＣＣ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

“Ｗｕｓｈａｎｌｏｅｓｓ”

溶解和迁移，主要在较干旱的气候环境下富集；ＦｅＯ

与Ｆｅ２Ｏ３成强烈负相关，表明了它们在剖面中随着

氧化还原条件的变化是相互转化的（李徐生等，

１９９９）．

２．４　常量元素含量与沉积物粒径相关性分析

图３为“巫山黄土”常量元素与其粒径相关性曲

线，由图可见：（１）氧化物Ｔ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

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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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巫山黄土”氧化物含量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ｓｏｍｅｍａｊｏ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ｕｓｈａｎｌｏｅｓｓ”

氧化物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ＴＦｅ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 ＦｅＯ Ｋ２Ｏ Ｎａ２Ｏ ＣａＯ ＭｇＯ ＭｎＯ ＴｉＯ２ Ｐ２Ｏ５

ＳｉＯ２ １．００

Ａｌ２Ｏ３ ０．６５ １．００

ＴＦｅ２Ｏ３ ０．５５ ０．９５ １．００

Ｆｅ２Ｏ３ ０．６２ ０．９３ ０．９５ １．００

ＦｅＯ －０．５８ －０．６５ －０．６０ －０．８２ １．００

Ｋ２Ｏ ０．６３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５９ －０．２７ １．００

Ｎａ２Ｏ ０．２１ －０．４５ －０．４４ －０．４３ ０．２９ －０．１１ １．００

ＣａＯ －０．９５ －０．８５ －０．７７ －０．８１ ０．６６ －０．７４ ０．０３ １．００

ＭｇＯ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３８ 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３８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００

ＭｎＯ ０．７１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２２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５６ －０．３７ １．００

ＴｉＯ２ ０．９３ ０．８０ ０．６８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１３ －０．９６ －０．２２ ０．５９ １．００

Ｐ２Ｏ５ －０．７３ －０．６８ －０．５６ －０．７ ０．７６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７７ ０．４７ －０．４４ －０．８６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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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巫山黄土”常量元素氧化物与沉积物粒径相关性曲线

Ｆｉｇ．３ 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ｖａｒｙ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ｕｓｈａｎｌｏｅｓｓ”

ＳｉＯ２、Ｋ２Ｏ、ＭｎＯ与粒径在０．８～２．０μｍ区间段表

现为正相关，其中Ｔ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 与该粒径

段的相关系数达０．５以上，呈显著正相关，ＳｉＯ２，

Ｋ２Ｏ与该粒径段的相关系数为０．５以下，呈低度相

关，而Ｎａ２Ｏ，ＭｇＯ与该粒径段却表现为强烈的负

相关．（２）氧化物ＳｉＯ２、ＴｉＯ２、ＴＦｅ２Ｏ３、Ａｌ２Ｏ３ 与粒

径在４０～１００μｍ区间段则表现为显著负相关，而

Ｎａ２Ｏ，ＭｇＯ与该粒径段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因为

大于１００μｍ的粒径级的颗粒含量极少，所以该粒

径级不予考虑．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Ｔ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

ＳｉＯ２、Ｋ２Ｏ、ＭｎＯ主要富集于０．８～２．０μｍ的粒径

级的沉积物中，而Ｎａ２Ｏ、ＭｇＯ却主要富集于４０～

１００μｍ的粒径级的沉积物中．

３　讨论

３．１　“巫山黄土”常量元素含量变化特征对气候的

指示

黄土是干冷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此时地表植被不

发育，风化成壤作用微弱，原生ＣａＣＯ３很少或几乎没

有被淋失；古土壤是黄土在温湿气候条件下经过风化

作用后形成的，此时地表植被发育，风化成壤作用强，

ＣａＣＯ３淋失严重，稳定成分相对富集（雷祥义和岳乐

平，１９９７）．一般来说，气候越温湿成土作用就越强烈，

成土母质中岩基遭到淋失，铁、铝等高价氧化物相对

聚集（李铮华和王玉海，１９９８）．因此，剖面中氧化物含

量的变化可以间接表征古气候的变化．由表２和图１

所示的“巫山黄土”常量元素氧化物含量分布特点，即

常量元素的氧化物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Ｆｅ２Ｏ３、

ＴｉＯ２百分含量在６ｍ以下表现为高值，在６ｍ以上

表现为低值，并且在７～１０ｍ段为本剖面的最高值段．

因此，可将巫山剖面气候变化以大约６ｍ为界分为上

下两个时段，在剖面下段（６ｍ以下）气候相对比较温

湿，上段气候相对比较干冷，在剖面７～１０ｍ沉积时

期气候为本剖面最温暖的时期，这与野外观测该时段

沉积物的成壤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结果是一致的．同

时与笔者对沉积物粒度在该段粒径最细的研究结果

也是一致的（李长安等，２０１０）．

３．２　“巫山黄土”常量元素含量标准化曲线特征对

成因的指示

图２给出了“巫山黄土”常量元素ＵＣＣ标准化

后的结果，由图可见“巫山黄土”除Ｎａ和Ｐ以外的

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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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元素的分布曲线近于平坦线型且靠近ＵＣＣ分

布曲线，表明“巫山黄土”与ＵＣＣ的化学组成是比

较接近的，其沉积物来源广泛，并经过充分混合，使

之趋近上部陆壳平均成分．这也是风积成因沉积物

物质组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因此，“巫山黄土”

常量元素 ＵＣＣ标准化后曲线的上述特点指示了

“巫山黄土”系风积成因．分析图２还可以发现元素

Ｃａ标准化后的曲线在剖面上段（图２ａ）和下段（图

２ｂ）具有不同的变化规律，上段相对于ＵＣＣ表现为

富集，而下段相对于ＵＣＣ却表现为亏损，这主要与

Ｃａ在不同的气候条件环境中具有不同的迁移和富

集规律有关．也间接的反映出在剖面上段沉积时较

下段沉积时的气候要干冷．

３．３　“巫山黄土”常量元素化学风化过程中的相似

性和差异性特点

表２给出的“巫山黄土”的常量元素相关系数矩

阵表明，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Ｋ２Ｏ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而它们与ＣａＯ呈显著负相关．

“巫山黄土”的形成经历了粉尘的形成、搬运、堆积和

成壤等一系列复杂过程，在上述过程中原始粉尘不

同程度地遭受了后期的风化和改造作用．Ｓｉ和Ａｌ是

硅酸盐矿物的主要组成元素，在风化过程中属于相

对稳定的元素．钛（Ｔｉ）在地表分布较分散，但化学性

质较稳定且不易通过再分配进行集中（王云和魏复

盛，１９９５）．铁（Ｆｅ）是变价元素，在地表的氧化条件下

Ｆｅ２＋氧化成Ｆｅ３＋，生成难溶的Ｆｅ（ＯＨ）３和Ｆｅ２Ｏ３，

常残留在风化产物中（欧阳自远，２００１），而Ｆｅ只有

在强酸性条件下才发生淋溶迁移（刘英俊等，１９８４）．

因此，在风成沉积地层中Ｓｉ、Ａｌ、Ｆｅ、Ｔｉ含量的增加

代表着气候的暖湿波动；相反，气候向干燥方向变化

时，地层多呈碱性，易溶元素不易淋失，Ｓｉ、Ａｌ、Ｆｅ、Ｔｉ

的含量相对降低（王云和魏复盛，１９９５）．钾（Ｋ）在风

化和成土过程中，Ｋ元素在土壤中残留比较多，Ｋ在

地层中含量增高反映气候湿润，降水多；反之，表明

降水相对减少，气候相对干燥（管清玉，２００６）．钙

（Ｃａ）是较易迁移元素，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Ｃａ大

量迁移．黄土中的Ｃａ主要是以ＣａＣＯ３的形式存在

（文启忠，１９８９），使黄土层具有富含碳酸盐的典型特

征．表２显示了Ｃａ与其他组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因此，“巫山黄土”常量元素间所表现出的相似性和

差异性特点是它们本身的地球化学风化过程的相似

性和差异性，以及气候环境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３．４　粒度对各常量元素分布的控制效应

如图３所示，Ｆｅ、Ａｌ、Ｔｉ与０．８～２．０μｍ之间的

黏土粒级成分呈显著正相关，Ｓｉ呈低度相关．Ｋ元素

与０．８～９．０μｍ之间粒级呈低度正相关．暖湿环境条

件下，易溶元素大量溶解迁移，Ａｌ、Ｆｅ、Ｔｉ等迁移能

力很弱的元素，往往残留在原地形成的新矿物———

黏土矿物中（管清玉，２００６）．康建成和穆德芬（１９９８）

研究表明，Ｋ元素分布于硅酸盐矿物中，被风化解析

出来后，易受到黏粒的置换、吸附；赵锦慧等（２００４）

认为Ｋ不仅是黄土中主要黏土矿物伊利石的组成

元素之一，也更易于被黏粒吸附；Ｋ相对富集，其变

化趋势受到黏粒含量的影响，与成壤强度正相关．

“巫山黄土”Ｋ元素含量与０．８～９．０μｍ粘土和极细

粉砂呈低度正相关的特点，也说明了“巫山黄土”所

经历的风化并不强烈．Ｃａ主要赋存于易风化的斜长

石和暗色矿物辉石中，因此在化学风化的初始阶段

就会遭受强烈的淋滤（梁美艳等，２００６），表现出与其

他元素具有相反的变化规律，主要富集于较粗的粒

级组分中．图３显示，Ａｌ、Ｆｅ、Ｔｉ与４０～１００μｍ之间

的粗粉砂和极细砂粒级成分呈显著负相关，这可能

与来自于粗粉砂及极细砂组分对全样的稀释效应有

关（王玲等，２０１０）．

４　结论

通过对采自长江上游巫山县城附近的“巫山黄

土”的常量元素测试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１）常量元素含量在剖面中具有明显的变化规

律，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Ｆｅ２Ｏ３和ＴｉＯ２随着剖面

中细颗粒粘土含量的高低变化呈现明显的旋回变化

特点，该特点对“巫山黄土”沉积时的气候演化规律

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气候总体变化规律是：６．０～

１４．５ｍ沉积时段气候比较温湿，０～６ｍ沉积时段气

候比较干冷，在７～１０ｍ沉积时段气候为本区最温

湿阶段．

（２）在化学风化过程中，元素Ｓｉ、Ａｌ、Ｆｅ、Ｋ、Ｍｎ、

Ｔｉ之间具有很好的相似性，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

而它们与元素Ｃａ、Ｐ却具明显的差异性，表现为明

显的负相关．上述特点是它们本身的地球化学风化

过程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气候环境演变共同

作用的结果．

（３）沉积物的粒径对部分常量元素含量特征具

有一定的控制效应，Ａｌ、Ｆｅ、Ｔｉ等元素的分布与

０．８～２．０μｍ黏土粒级含量具有显著正相关，可能与

黏土的吸附作用有关．与４０～１００μｍ的粗粉砂和极

细砂粒级含量具有显著负相关，可能与粗粉砂和极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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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砂对黏土吸附作用的稀释效应有关．

（４）“巫山黄土”常量元素ＵＣＣ标准化后分布

曲线所具有的近于平坦线型且靠近ＵＣＣ分布曲线

的特点，指示其可能为风积成因．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Ｃｈｅｎ，Ｊ．，Ｊｉ，Ｊ．Ｆ．，Ｑｉｕ，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ｔｈｅＬｕｏｃｈｕａｎＬｏｅｓｓ．

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犻犲狊犇），２７（６）：５３１－５３６（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Ｃｈｅｎ，Ｙ．，Ｃｈｅｎ，Ｊ．，Ｌｉｕ，Ｌ．Ｗ．，２００１．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ｏｆＬａｔ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ＲｅｄＣｌａｙｉｎＸｉｆｅｎｇ，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犌犲狅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狊，７（２）：１６７－１７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

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Ｙ．Ｙ．，Ｌｉ，Ｘ．Ｓ．，Ｈａｎ，Ｚ．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ｓｈｕＬｏｅｓ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犑狅狌狉狀犪犾犌犲狅

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３（１８）：３４１－３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ｓ１１４４２－００８－０３４１－９

Ｄｉａｏ，Ｇ．Ｙ．，Ｗｅｎ，Ｑ．Ｚ．，１９９９．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ｏｅｓｓ Ｐｅｄｏｇｅｎｅｓｉｓ．犌犲狅犾狅犵狔

犌犲狅犮犺犲犿犻狊狋狉狔，２７（１）：２１－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ｉｎｇ，Ｍ．，Ｐａｎｇ，Ｊ．Ｌ．，Ｈｕａｎｇ，Ｃ．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

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Ｂａｓ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犇犲狊犲狉狋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３１（４）：

８６２－８６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ｕ，Ｚ．Ｙ．，Ｈａｎ，Ｊ．Ｍ．，Ｌｉｕ，Ｔ．Ｓ．，２０００．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０（１）：４１－５５（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ｕａｎ，Ｑ．Ｙ．，２００６．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ｙ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

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Ｃｙｃｌｅ．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Ｋａｎｇ，Ｊ．Ｃ．，Ｍｕ，Ｄ．Ｆ．，１９９８．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ｌａｔｅａｕ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ＧａｎｓｕＬｉｎｘｉａ．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犔犪狀狕犺狅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犖犪狋狌狉犲犛犮犻犲狀犮犲），３４（２）：１１９－

１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ｅｉ，Ｘ．Ｙ．，Ｙｕｅ，Ｌ．Ｐ．，１９９７．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

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４３（５）：５５０－５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Ｃ．Ａ．，Ｚｈａｎｇ，Ｙ．Ｆ．，Ｙｕａｎ，Ｓ．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 ＷｕｓｈａｎＬｏｅｓｓａｔ

ＷｕｓｈａｎＡｒｅａ．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犪犝狀犻

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３５（５）：８７９－８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Ｃ．Ｘ．，Ｓｏｎｇ，Ｙ．Ｇ．，Ｗａｎｇ，Ｌ．Ｍ．，２０１２．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ＩｌｉＲｅｇｉｏ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犡犻狀犼犻犪狀犵犌犲狅犾狅犵狔，３０

（１）：１０３－１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Ｘ．Ｓ．，Ｈａｎ，Ｚ．Ｙ．，Ｙａｎｇ，Ｓ．Ｙ．，２００７．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ｓｈｕ

Ｌｏｅｓ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犃犮狋犪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６２

（１１）：１１７４－１１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Ｘ．Ｓ．，Ｙａｎｇ，Ｄ．Ｙ．，Ｌｕ，Ｈ．Ｙ．，１９９９．Ｏｘｉｄ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ＡｅｏｌｉａｎＤｕ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犕犪

狉犻狀犲犌犲狅犾狅犵狔牔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犌犲狅犾狅犵狔，１９（４）：７５－８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Ｚ．Ｈ．，Ｗａｎｇ，Ｙ．Ｈ．，１９９８．Ｔｈ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Ｌｏ

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犕犪狉犻狀犲犌犲狅犾狅

犵狔牔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犌犲狅犾狅犵狔，１８（２）：４１－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ａｎｇ，Ｍ．Ｙ．，Ｇｕｏ，Ｚ．Ｔ．，Ｇｕ，Ｚ．Ｙ．，２００６．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Ｅｏｌｉａ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ａｎｄ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Ｅｏｌｉａ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６（４）：６５７－６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Ｙ．Ｊ．，Ｃａｏ，Ｌ．Ｍ．，Ｌｉ，Ｚ．Ｌ．，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ＥｌｅｍｅｎｔＧｅｏ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ｕＹａｎｇ，Ｚ．Ｙ．，２００１．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Ｊｉｎａｎ，６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ｉａｏ，Ｙ．Ｓ．，Ｚｈａｏ，Ｚ．Ｚ．，Ｗ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ｅｓｓｓｏｉ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ＧａｎｚｉＣｏｕｎｔｙ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犮犻犲狀犮犲犅狌犾

犾犲狋犻狀，５５（３）：２５５－２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ｙｌｏｒ，Ｓ．Ｒ．，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Ｓ．Ｍ．，１９８５．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

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

ＰａｌｏＡｌｔｏ，２７７－３１２．

Ｗａｎｇ，Ｌ．，Ｌｉｕ，Ｄ．Ｙ．，Ｌｉｕ，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ＧａｎｚｉＬｏｅｓｓｉｎ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犘犲狉犻狅犱犻犮犪犾狅犳犗犮犲犪狀犝狀犻狏犲狉

狊犻狋狔狅犳犆犺犻狀犪，４０（Ｓｕｐｐｌ．）：２２１－２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Ｙ．，Ｗｅｉ，Ｆ．Ｓ．，１９９５．Ｓｏｉ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ｅｎ，Ｑ．Ｚ．，１９８９．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Ｌｏｅｓ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６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ａｎｇ，Ｒ．Ｘ．，Ｌｉ，Ｚ．Ｆ．，Ｚｈ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Ｄｉｓｔｒｉ

１２９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３８卷

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ｎｇｊｉａ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ｅｎａｎａｎｄ

Ｉ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犕犪狉犻狀犲犌犲狅犾狅犵狔 牔

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犌犲狅犾狅犵狔，３１（２）：１３０－１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ｕ，Ｙ．Ｐ．，Ｗａｎｇ，Ｈ．Ｂ．，Ｌｉｕ，Ｘ．Ｂ．，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ＬａｓｔＩｎｔｅｒｇｌａ

ｃｉａｌａｔＤｅｓｅｒｔＭａｒｇ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犃犮狋犪犛犲犱犻犿犲狀狋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３０（２）：

３５６－３６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Ｈ．Ｃ．，Ｌｉ，Ｊ．Ｊ．，Ｍａ，Ｙ．Ｚ．，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Ｅｌｅ

ｍ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 ＷｕｗｅｉＬｏｅ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ｏｆＴｅｎｇｇｅｒＤｅｓｅｒｔ．犃犮狋犪

犛犲犱犻犿犲狀狋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１５（４）：１５２－１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Ｙ．Ｆ．，Ｌｉ，Ｃ．Ａ．，Ｓｈａｏ，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ａｂｒ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Ｗｕｓ

ｈａｎ Ｌｏｅｓｓ”．犈犪狉狋犺 犛犮犻犲狀犮犲—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 犆犺犻狀犪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３５（５）：８８５－８９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ｏ，Ｊ．Ｈ．，Ｗａｎｇ，Ｄ．，Ｆａｎ，Ｂ．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ｔＹａｎａｎａｎｄ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３０ｋａ．犌犲狅犮犺犲犿犻犮犪，３３（５）：４９５－５０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附中文参考文献

陈骏，季峻峰，仇纲，等，１９９７．陕西洛川黄土化学风化程度的

地球化学研究．中国科学（Ｄ辑），２７（６）：５３１－５３６．

陈，陈骏，刘连文，２００１．甘肃西峰晚第三纪红粘土的化学

组成及化学风化特征．地质力学学报，７（２）：１６７－１７５．

刁桂仪，文启忠，１９９９．黄土风化成土过程中主要元素迁移序

列．地质地球化学，２７（１）：２１－２６．

丁敏，庞奖励，黄春长，等，２０１１．关中东部全新世黄土－古土

壤序列常量元素地球化学特性研究．中国沙漠，３１（４）：

８６２－８６７．

顾兆炎，韩家?，刘东生，２０００．中国第四纪黄土地球化学研

究进展．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４１－５５．

管清玉，２００６．末次冰期旋回气候高度不稳定性研究．兰州：兰

州大学．

康建成，穆德芬，１９９８．甘肃临夏北塬黄土剖面地球化学特征．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３４（２）：１１９－１２５．

雷祥义，岳乐平，１９９７．陕西关中晚更新世黄土－古土壤序列

特征及其记录的古环境变迁．地质论评，４３（５）：

５５０－５６０．

李长安，张玉芬，袁胜元，等，２０１０．“巫山黄土”粒度特征及其

对成因的指示．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３５

（５）：８７９－８８４．

李传想，宋友桂，王乐民，２０１２．新疆伊犁黄土元素地球化学

特征及古环境意义．新疆地质，３０（１）：１０３－１０８．

李徐生，韩志勇，杨守业，等，２００７．镇江下蜀土剖面的化学风

化强 度 与 元 素 迁 移 特 征．地 理 学 报，６２ （１１）：

１１７４－１１７６．

李徐生，杨达源，鹿化煜，１９９９．皖南风尘堆积序列氧化物地

球化学特征与古气候记录．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１９

（４）：７５－８２．

李铮华，王玉海，１９９８．黄土沉积的地球化学记录与古气候演

化．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１８（２）：４１－４７．

梁美艳，郭正堂，顾兆炎，２００６．中新世风尘堆积的地球化学

特征及与上新世和第四纪风尘堆积的比较．第四纪研

究，２６（４）：６５７－６６４．

刘英俊，曹励明，李兆麟，等，１９８４．元素地球化学．北京：科学

出版社．

欧阳自远，２００１．地球的化学过程与物质演化．济南：山东教育

出版社，６．

乔彦松，赵志中，王燕，等，２０１０．川西甘孜黄土－古土壤序列

的地球化学演化特征及其古气候意义．科学通报，５５

（３）：２５５－２６０．

王玲，刘冬雁，刘明，等，２０１０．川西高原甘孜黄土Ａ剖面常量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初步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４０

（增刊）：２２１－２２５．

王云，魏复盛，１９９５．土壤环境元素化学．北京：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１０．

文启忠，１９８９．中国黄土地球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６３．

杨瑞霞，李志飞，张莉，等，２０１１．河南嵩山东麓邓家剖面元素

的地球化学特征及环境意义．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３１（２）：１３０－１３４．

于英鹏，汪海斌，刘现彬，等，２０１２．末次间冰期以来沙漠边缘

黄土沉积的地球化学特征初探．沉积学报，３０（２）：

３５６－３６５．

张虎才，李吉均，马玉贞，等，１９９７．腾格里沙漠南缘武威黄土

沉积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沉积学报，１５（４）：１５２－１５８．

张玉芬，李长安，邵磊，等，２０１０．“巫山黄土”的磁组构特征及

成因．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３５ （５）：

８８５－８９０．

赵锦慧，王丹，樊宝生，等，２００４．延安地区黄土堆积的地球化

学特征与最近１３万年东亚夏季风气候的波动．地球化

学，３３（５）：４９５－５００．

２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