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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的海底记录

Seabed records on global w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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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岁月, 全球变暖和气候巨变问题愈益

受到国际普遍关注, 这是因为它同世界人口问题、粮

食问题和能源问题联系在一起了。探讨全球变暖现

象及其起因,对阐明陆架发育演变进程, 预言亿万人

所关切的地球未来气候变异和海、陆地变迁规律具

有积极意义。

1 现代全球变暖期的起始与终结

目前,全球变暖趋向,已是千万人切身感受到的

现象。例如,据 1999 年 12 月 6 日路透社伦敦报道,

英国气象学家宣称, 1999 年全球温度比 1961 年~

1990 年间的平均温度高出大约 0. 33 , 比 19 世纪末

的温度高出大约 0. 7 。又据 2000 年美联社华盛顿

报道,美国科学家已经发现, 过去 40 a 来世界海洋发

生了显著和惊人的变暖现象, 海洋温度上升幅度最

大的是在海洋表面至 273 m 深处, 这一深度平均温

度上升了 0. 56 K。深达 2 943 m 的海洋温度上升了

0. 11 K。这一结果证明, 计算机模型对全球变暖的

预测可能是准确的。

此外,据 2004 年 3 月 24 日德新社报道, 据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最近的卫星数据为基础所

作的一项研究表明, 由于陆地上积雪和冰川融化, 新

的水源不断流入海洋, 20世纪全球海面每年以 1. 5~

2 mm 的速度上升。此外, 又据 2005 年美国雅虎网

站 6 月 29 日报道(迈克尔 席贝尔) , 科学家们说,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北大西洋的大部分海水正在变

得越来越淡, 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全球

变暖导致淡水增加。科学家们分析说,北半球的气候

变化促使冰川融化, 带来了更多的雨水, 使更多的淡

水注入海洋。据 2005 年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6 月

29 日报道(帕特里夏 雷尼) , 研究者今天说, 如果新

的气候变化计算机模型得出的数据准确的话, 未来

的全球气温可能比科学家预想的高得多。根据德国

马克思 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迈因拉特 安德烈埃

教授及其研究小组计算,到 20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

最高可达 6 之多。

地球现正处于冰后期。研究材料表明, 距今 2. 2

万 a开始,晚更新世玉木冰期造成全球性大规模海

退, 特别是在距今 18 000 a, 是最近一次冰期中气候

最为严寒和海面降低最甚的时代, 海面下降量达 100

m。此时中国南海北部陆架广泛海退并暴露为陆地,

遭受陆面风化剥蚀。琼州海峡此时为陆面强烈风化

剥蚀环境, 在一些站位, 发现网纹状、斑状杂色粘土

层。自距今 15 000 a年开始, 全球气候进入冰消期,

距今12 000 a时, 海面已升至今日海面以下 60 m 处。

以后, 海面继续上涨,海水淹没了南海北部陆架,形成

现今海、陆分布局面。

例如, 据廖健雄[ 1] , 香港全新世海积层分布在现

今海盆的海底以及填海区中, 为极松软的粉砂、粘土

及砂等。此层含贝壳及其他海相生物化石,深灰色至

灰黑色, 是在缺氧条件下有机质腐解所致。其下伏地

层, 或为上更新世河、湖相或沼泽相沉积层; 或为残

积 坡积层及风化母岩。在香港万宜水库和地下铁道

建设过程以及在若干考古点上,香港考古学会曾采集

了一些木块、贝壳及泥土样品送往法国国家实验室

作14 C 同位素年龄测定。其中, 全新世海积层样品采

自海拔- 1~ - 17. 5 m (香港海拔以低潮面为起点,

在平均海面之下 1. 2 m) , 14 C 年龄测定结果为距今

5 455 a# 105 a~ 8 785 a# 125 a[1]。

现代全球变暖期又将在何时终结呢? 据 2004 年

法新社巴黎 6月 9日报道, 从南极洲东部最深最古老

的冰核中取得的证据显示,下一个冰川期的到来将在

1. 5 万 a之后。欧洲科学家 ( EP ICA 成员)冒着零下

40 的寒冷, 在一个极其偏远的地方取样。这处冰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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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 190 m,用同位素法测量,其最深处有 74 万 a的

历史。它展示了一幅极好的地球冷、暖周期图。研究

表明,过去 74 万 a出现的 8 个冰川期之间隔了 8 个

较温暖的时期,称为间冰期[ 2]。从 74 万 a前到 43 万

a前,气温要比现在低, 间冰期也比现在冷, 持续的时

间较长。但是 43 万 a 前出现一个被称为界限 V 的

分水岭,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间冰期变短, 而且

越来越热,达到了人和其它热血物种能够繁衍的温

度。在对界限 V 之后的气候变化方式与现在的全球

环境状况进行比较之后 ,科学家得出结论为 ,目前的

间冰期大约会持续 2. 8 万 a。上一个冰川期于 1. 2

万 a前结束, 当时越来越热的天气使已经延伸到英格

兰南部和美国北部的厚厚的北极冰层开始后退。参

加了这次冰核考察活动的英国南极考察处说, 眼下

的温暖期还能再延续至少 1. 5 万 a。笔者认为, 此项

问题还待进一步验证。

2 地球古温暖期

过去 10 亿 a, 地球至少曾出现过 4 次大冰期。

地球气候存在着周期的或不规则的脉动变异韵律。

在距今 8 亿~ 5亿 a的∃前寒武纪大冰期%以后, 在距

今 5. 4 亿~ 3. 2 亿 a, 地球上出现一个较长的(大约长

达 2. 5亿 a)温暖时期。到了晚古生代石炭、二叠纪,

地球上又出现冰期。最早的一期发生在下石炭纪阿

根廷西北部,这大约在距今 3. 2 亿 a。自上石炭纪开

始,巨大的冰川作用出现于贡瓦纳古陆各个地区, 南

美、南非、印度、澳大利亚东部等南北纬 10&~ 25&地带

均发现冰渍岩。在距今 2. 45 亿~ 3 500 万 a, 也就是

说,在晚古生代大冰期以后, 地球又出现一个温暖或

炎热时期。这个中生代温暖时期长达 2 亿 a 多。在

新生代,地球亦出现冰期与间冰期气候的脉动变异

状况,亦出现若干次地球气候变暖期。例如 ,范时清

等[3]曾对中国南海珠江口盆地珠四井长达3 200 m的

新生代沉积土柱进行了沉积物成分及孢粉的系统分

析,在其中土柱的1 500~ 2 231 m 层段, 为新第三纪

早中新世的∃ 珠江组%地层(由砂砾岩和粉砂质泥岩组

成,中夹有较多可燃有机岩, 并含琥珀。下段出现白

云质砂岩)。由于珠江组地层中有不少种类的红树植

物花粉出现,热带、亚热带植物孢粉从种类和数量上

占优势以及海相沟鞭藻化石的发现, 反映出当时为

滨海浅水至海湾潮间带的沉积环境。古气候已从原

来珠海组时代(老第三纪渐新世晚期 )的温凉湿润环

境(暖温带 北亚热带型) 转变为潮湿的热带 亚热带

气候环境。而在上述珠四井土柱的 194~ 1 334 m 井

段,为∃ 韩江组%地层, 岩性相对较细,下段为灰色细砾

岩夹细砂岩, 上段为深灰色粉砂质泥岩夹薄层沥青质

真岩及细砂岩 , ∃ 韩江组%地层属新第三纪中中新世,

本层含较多的有孔虫, 普遍见有海绿石,是一套明显

的海进序列地层。由于韩江组地层中红树植物花粉

大量存在与发育,以及大量热带、亚热带植物孢粉组

合的存在, 反映出当时珠江口盆地是一种海湾潮间

带 滨海、浅海浅水的沉积环境, 属热带 亚热带气候。

气温比以前有所提高。

此外, 范时清等[ 4] 曾对南海南沙海槽热带海域

NS87- 8( 7&47. 03∋ N, 116& 23. 03∋E) 和 NS87 - 11

( 7&01. 07∋N, 114&09. 39∋E)两个站位(水深分别为 835 m

和 2 452 m)土柱的沉积物物质组成和微体古生物群

组合特征、粘土矿物结晶度、粒度大小以及氧同位素

值特征的综合分析,得出南沙海槽海域中更新世至

晚更新世古气候状况为 : ( 1) 中更新世: 距今 20. 9 万

~ 23. 5 万 a, 为∃温暖偏冷期%。距今 18. 5 万~ 20. 9

万 a,为∃炎热期%。距今 12. 8 万~ 18. 5 万 a, 为∃ 偏冷
期%。( 2) 晚更新世: 距今 7. 2 万~ 12. 8 万 a, 为∃ 炎

热期%。距今 5 万~ 7. 2 万 a, 为∃ 偏冷期%。距今 2. 2

万~ 5 万 a, 为∃温暖期%。距今 1. 05 万~ 2. 2万 a, 为

∃ 偏冷期%。

总的说来 ,在地球历史发生的漫长进程中, 存在

着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温暖期和寒冷期的变异。而

地球现代所处的第四纪全新世间冰期或冰后期中,在

这个短暂阶段 ,地球气候亦有振荡变化与冷、暖阶段

的次一级的波动。

作者认为 ,地球气候期或冷、暖阶段的脉动变迁,

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作者

认为, 地球表面温度的高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 与太阳本身辐射强度的强弱有关。作者认为, 控

制地球气候重大变化的大气热机或称气候热机,主要

是由太阳这个巨大天体的辐射能推动的,并受演化着

的太阳恒星脉动状态的影响。

近年, 国际上若干学者就太阳辐射对全球变暖的

重要作用日益表示重视与关注。例如, 2003 年德新

社汉堡 10 月 29 日报道, 已经建立了 1 000 a 太阳黑

子记录的德国科学家说, 他们发现太阳自 1940 年以

来一直处于极度活跃状态,而这可能是全球变暖的一

个原因。他们还说, 太阳的活动跟地球上的平均温度

是相一致的。科学家用来作为研究标志的具有放射

性的10 Be来自轰击大气中的氮和氧的宇宙射线。这

种元素随雨和雪落到地面,它们被一层层地保留在冰

帽中。太阳黑子阻止宇宙射线到达地球, 这意昧着
10 Be的减少和紫外线的增加。

2004 年英国!星期日电讯报∀ 7 月 18 日报道,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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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学研究显示, 目前地球正变得越来越热的原

因是,太阳辐射处于近 1 000 a 来最强烈的时期。由

瑞士和德国科学家联合进行的此项研究发现, 太阳

辐射越来越强烈是导致近期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原

因。著名的马克思 普朗克太阳能系统研究所的负
责人萨米 索兰基博士领导了这个研究项目, 他说:

∃ 太阳辐射在过去 60 a 中处于最强烈的时期, 这一点

现在可能影响到了全球温度%。索兰基博士说, ∃强烈
的太阳辐射,以及高水平的温室气体,这两个因素共

同导致了地球温度的变化%。为了确定太阳对全球变
暖的影响,索兰基博士的研究组对太阳耀斑进行了

测量。他们还分析了过去几百年的太阳耀斑数据。

他们发现,太阳耀斑较少的年份, 往往对应于地球的

一个低温期,这一时期可能长达 50 a,但在过去近一

个世纪时间中,太阳耀斑的数量明显增多, 地球的温

度也稳定上升。科学家还对格陵兰岛大陆冰盖中10

Be含量进行研究, 发现10 Be 在过去 100 a 内明显下

降,科学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太阳磁场强度在此期

间增强。

2004 年 7 月 23 日俄罗斯!独立报∀报道, 俄罗斯

太阳活动研究专家指出,近来太阳活动空前活跃, 太阳

耀斑每秒波及数千平方公里范围,每隔几秒钟就出现

一次。耀斑出现时如同巨大的爆炸,产生温度高达几

万度的等离子流。炽热的物质将在太阳系内横冲直

撞。此外,一些欧洲专家通过对太阳的观测得到了令

人震惊的结论: ∃ 太阳正越来越快地使地球大气层逐年
变热%。专家称,近 1 500 a,太阳还从来没有这么活跃

过。德国一位专家在研究太阳黑子时发现,最近一年

太阳活动几乎增加了一倍,太阳变得越来越亮, 辐射增

强,使地球上被辐射面积增加,气温升高。

综上所述 ,可以认为, 太阳辐射强度的脉动变化

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巨变的影响, 是值得引起我们关

注和深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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