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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Rb 和 Sr 在赋存矿物和表生地球化学行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各种记录体中的 Rb /
Sr 比值被广泛应用于古气候 /古环境研究。湖泊沉积物中的 Rb、Sr 主要包括 2 部分来源: 一是流域

物理侵蚀直接带来的陆源碎屑组分，在沉积物中多以残渣态( 碎屑矿物) 形式存在; 二是流域化学

风化带来的溶解态物质，在湖泊水体中通过物理吸附、化学沉淀和生物吸收等过程沉降至湖泊沉积

物中，多以非残渣态形式存在( 包括可交换态、碳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和弱有机结合态

等) 。沉积物中不同赋存形态的 Rb、Sr 记录了不同的环境过程与信息，笼统地利用沉积物全样的

Rb /Sr 比值来反演古气候 /古环境往往存在偏差，尤其是在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呈反向变化的地

区，采用沉积物全样 Rb /Sr 比值反演的古环境信息可能是混淆的，甚至是错误的。开展湖泊沉积物

不同赋存形态 Rb /Sr 比值的研究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并可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流域物理搬运与

化学风化信息: 非残渣态 Rb /Sr 比值反映流域化学风化作用，适用于相对低分辨率( 10 年际) 的研

究; 而残渣态 Rb /Sr 比值反映了流域物理搬运作用，可用于年际甚至更高分辨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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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 和 Sr 在表生环境下显著不同的地球化学性

质使其被广泛应用于古环境研究。Dasch［1］
通过对

各种母岩在表生风化条件下 Rb、Sr 迁移过程的详细

研究，发现 Rb /Sr 比值可反映母岩的风化程度。此

后，利用黄土—古土壤剖面 Rb /Sr 比值变化反演风

化—成壤强度取得了一系列可喜进展
［2 ～ 4］。Gallet

等
［5］

对洛川黄土—古土壤剖面的 Rb /Sr 比值的研

究表明该比值可清晰识别古土壤地层单元。陈骏

等
［4］

基于黄土—古土壤序列中 Rb /Sr 比值变化与

磁化率变化的一致性，提出了黄土—古土壤序列中

Rb /Sr 比值可作为东亚季风气候信号的指示剂。刘

连文等
［6］

对黄土和古土壤的连续提取实验结果表

明，K 和 Rb 等元素主要赋存在残留态中，而 Sr 主要

赋存于碳酸盐结合态和残留态中，进一步证实黄

土—古土壤剖面中 Rb /Sr 比值指示了黄土和古土壤

遭受的淋溶程度，可反映黄土高原的降雨量变化，是

夏季风强度变化的替代性指标。陈旸等
［7］

对黄土

高原 6 个剖面表层土壤样品的研究发现，Rb /Sr 比

值随年均气温、年均降雨量的增高而增大，尤其是与

降雨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 Rb /Sr 比值主

要受降雨量的控制，进一步证实了 Rb /Sr 比值可作

为夏季风环流要素中降水量的替代性指标。一方

面，对黄土—古土壤剖面 Rb /Sr 比值的研究成果为

第四纪古气候 /古环境和全球物质循环等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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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8］。另一方面，有关黄

土—古土壤剖面 Rb /Sr 比值的研究还为湖泊沉积物

微量元素古环境记录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作为流

域地表物质运移的主要宿体，湖泊接收了流域岩石

与土壤风化作用产生的各种碎屑物质和化学溶解

物。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 Rb /Sr 比值和其他环境

代用指标及历史记录的综合分析，发现湖泊沉积物

Rb /Sr 比值能很好地反映流域古气候 /古环境变迁。
湖泊沉积物中的 Rb、Sr 来源于流域物理侵蚀带来的

陆源碎屑物质和化学风化带来的溶解物质在湖水中

产生的沉淀物。不同来源的 Rb、Sr 在沉积物中的赋

存形态不同，其反映的古环境信息也显著不同。本

文在总结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沉积

物不同赋存形态 Rb /Sr 比值的古气候 /古环境指示

意义及其敏感性。

1 Rb、Sr 的地球化学特征

Rb 是典型的亲石分散稀有碱金属元素，在自然

界中主要以分散形式存在，极少形成单独矿物。从

Rb +
的地球化学性质来看，其离子半径较大 ( 147

pm) ，和 K + ( 123 pm) 比较接近，故在自然界中常以

类质同象的形式赋存于钾长石、云母等富含 K 的矿

物中。在岩石中 Rb 的含量和 K 的含量呈正相关，反

映了二者在地球化学性质上的一致性。在岩石风化

过程中，碱金属元素从硅铝酸盐格架中解离出来，并

以离子形式迁移至水体中，但在海水中富集的碱金属

主要是 Na，其他碱金属元素大部分被风化过程中形

成的黏土矿物所吸附。Rb 比 K 更易于被黏土矿物吸

附，在风化成壤过程中 Rb 的淋溶迁移量非常有限。
Sr 也是典型的亲石分散稀有金属元素，Sr2 +

的

离子半径 ( 112 pm) 介于 Ca2 + ( 99 pm) 和 K + ( 123
pm) 之间，在自然界中常以微量元素形式赋存于方

解石、斜长石、钾长石、云母等矿物中。此外，Sr 也

可形成独立矿物，如菱锶矿( 碳酸盐) 、天青石( 硫酸

盐) 等。风化成壤过程中释放出的 Sr 一部分被黏土

矿物吸附而滞留在原地，但相当一部分 Sr 以离子形

式( 主要以重碳酸盐、氯化物、硫酸盐的形式) 随土

壤溶液或地表水进行迁移，结果导致地层中 Sr 的

淋失。
有关黄土—古土壤序列的研究结果表明，Rb 和

Sr 的赋存形态是决定二者在沉积成壤过程中不同

地球化学行为的主要因素。Rb 在黏粒中含量高，主

要存在于稳定的残渣态中，在风化成壤过程中呈现

相对富集的特征; Sr 则主要分布于砂和粉砂粒级

中，赋存于残渣态和碳酸盐结合态中，随碳酸盐分解

而部分淋失。
Rb 和 Sr 在黄土和古土壤中的分异特征必然导

致不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黄土—古土壤中 Rb /Sr 比

值的显著差异。黄土—古土壤序列中 Rb /Sr 比值应

用于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就是基于表生环境中 Sr
相对于 Rb 的迁移活性差异建立起来的。

2 湖泊沉积物不同赋存形态 Rb /Sr 比

值对古气候 /古环境的响应特征

作为流域地表物质运移的主要宿体，湖泊接收

了大量流域岩石与土壤风化作用的产物。在自然条

件下，湖泊沉积物主要包括 2 部分物质来源: 一是流

域物理侵蚀直接带来的陆源碎屑组分，在沉积物中

多以残渣态( 碎屑矿物) 形式存在; 二是流域化学风

化带来的溶解态物质，在湖泊水体中通过物理吸附、
化学沉淀和生物吸收等过程沉降至湖泊沉积物中，

多以非残渣态形式存在 ( 包括可交换态、碳酸盐结

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和弱有机结合态等) 。非

残渣态与沉积时的地球化学环境有关，而残渣态一

般只跟物源区的物质组成有关，与沉积时的地球化

学环境无关
［9］。

2． 1 非残渣态的 Rb /Sr 比值反映的流域化学风化

信息

如前所述，Rb 在自然界主要以类质同象形式赋

存于钾长石、云母等相对难风化的含 K 矿物中，在

风化过程中释放出的 Rb 也易于进入含 K 的黏土矿

物，因此在岩石风化成土过程中大部分 Rb 残留在

原地; Sr 主要赋存在斜长石、碳酸盐等易风化的矿

物中，在风化过程中多以溶解 Sr2 +
的形式迁移而淋

失。因此，化学风化过程造成了进入湖泊水体 Rb
和 Sr 的分异。强的化学风化导致更多的溶解态

Sr2 +
迁移进入湖泊，致使湖泊水体和沉积物 Rb /Sr

比值降低。因此沉积物 Rb /Sr 比值可指示流域化学

风化强度。岱海全新世时期的湖泊沉积物中的 Rb /
Sr 比值变化被认为是气候变化导致径流中溶解物

质通量变化造成的
［10］。一些研究相继发现湖泊沉

积物中 Rb /Sr 值与流域化学风化强弱成负相关关

系
［2，10 ～ 14］，沉积物中较低的 Rb /Sr 值指示了流域较

强的化学风化作用。化学风化对温度和湿度变化敏

感，在干冷气候条件下，化学风化作用主要受温度控

制，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减弱; 在暖湿的气候条件下，

降水 起 主 要 作 用，降 水 量 增 加，化 学 风 化 作 用 增

强
［11，15，16］。已有研究证实湖泊沉积物中 Rb /Sr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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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指示流域降雨量变化
［7，17，18］。

事实上，以上利用湖泊沉积物中 Rb /Sr 比值反

映流域化学风化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讲涉及到的是湖

泊沉积物中的非残渣态部分。曾艳等
［19］

在对湖光

岩玛珥湖的研究中也发现，非残渣态的 Rb /Sr 比值

与非残渣态的 Sr 含量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而

残渣态和全样的 Rb /Sr 比值与相应的 Sr 含量之间

的相关性较差，表明非残渣态的 Rb /Sr 比值能更好

地指示流域的化学风化历程。
2． 2 残渣态 Rb /Sr 比值反映的流域物理风化信息

沉积物中的残渣态物质主要来源于以颗粒态形

式随径流迁移至湖泊的陆源碎屑物质，因而其化学

组分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物源区物质组成的特性。在

利用湖泊沉积物中陆源碎屑物质反映流域气候变化

时，需结合流域基岩的岩性特征。
Kalugin 等

［20］
在对 Teletskoye 湖的研究中发现

沉积物中的 Rb /Sr 比值取决于陆源碎屑物质的输入

来源。如小支流悬浮物中砂和黏土组分中的 Rb /Sr
比值均比干流中的 Rb /Sr 比值高。与过去 160 年的

气候变化进行比较发现，当年降雨量降低时，Rb /Sr
升高，正好与小支流径流量小、碎屑矿物输入少相吻

合。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Teletskoye 湖沉积物的

Rb /Sr 值与沉积物粒度呈显著负相关变化，粗粒沉

积物中 Rb /Sr 比值较小，含有较多的长石类矿物和

相对较少的黏土矿物，反映湖盆流域弱的化学风化

作用下较强的陆源碎屑物质搬运
［21］。当物理搬运

作用较强时，更多的石英、长石等粗粒径的物质被搬

运至湖泊，沉积物中 Rb /Sr 比值减小; 当地表径流贫

乏、物理搬运作用较弱时，被搬运至湖泊的陆源物质

大多为细粒黏土物质，粗粒碎屑物质减少，沉积物

Rb /Sr 比值增大。
Teletskoye 湖地处 Altai 地区东北部针叶林地

带，大部分的湖水输入来自于季节性的冰雪融化

水
［21］。在这些陡峭的山区河流，碎屑物质搬运快，

在物源区和水体滞留时间短，流域物理风化作用占

主导地位，化学风化而来的溶解物质对湖泊沉积物

的贡献相对较小。事实上，Kalugin 等
［20，21］

关于 Rb /
Sr 比值指示流域物理风化的研究本质上涉及的是

沉积物中的残渣态组分。

3 不同粒级沉积物 Rb /Sr 比值对古气

候 /古环境的响应特征

Kalugin 等
［21］

发现 Teletskoye 湖沉积物中 Rb /Sr
比值与沉积物粒度呈显著负相关变化，粗粒沉积物

中 Rb /Sr 比值较小。Sr 含量随粒度的变化与 Rb 正

好相反。Sr 和 Rb 的负相关关系与 Rb、Sr 赋存在不

同的矿物中有关: Rb 主要赋存在细粒黏土矿物中，

Sr 主要赋存在长石类矿物中。因此，Rb /Sr 比值在

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沉积物粒径，进而反映流域陆源

碎屑物质搬运作用。
孙倩等

［22］
对内蒙古黄旗海湖泊沉积物全样和

不同粒级沉积物 Rb、Sr 含量的研究结果表明，Rb、Sr
在不同粒级沉积物中的含量具有显著差异，但二者

还是表现出基本相似的粒级赋存特征: 在小于 20
μm 粒级中含量最高，在 77 ～ 20 μm 粒级与全样中

含量较低，表明其趋向富集于细粒中。Chen 等
［17］

和申洪源等
［23］

的研究表明小于 20 μm 粒级的沉积

物 Rb /Sr 比值能更好地反映流域的化学风化。这可

能是因为黄旗海沉积物中，细粒自生文石中的 Sr 主

要来源于流域化学风化带来的溶解态物质。
在风化壳和湖泊沉积物中，Rb 都主要赋存在黏

土矿物中，但 Sr 的粒度效应则相对要复杂得多。在

黄土和古土壤序列中，Sr 主要分布于砂和粉砂粒级

中; 在 Teletskoye 湖沉积物中，Sr 主要赋存在砂和粉

砂中; 而在内蒙古黄旗海沉积物中，Sr 倾向富集于

细粒沉积物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湖泊沉积物中自生矿物

( 如碳酸盐) 和陆源碎屑矿物中的 Sr 的粒度分布是

不同的。当 Sr 以自生矿物为主要赋存矿物时，Sr 主

要分布在细粒沉积物中; 当 Sr 以陆源碎屑矿物为主

要赋存矿物时，Sr 主要分布在粗粒沉积物中。由于

流域地质背景和气候条件不同，Sr 在不同湖泊中所

赋存的矿物组分不同，使 Rb /Sr 比值的环境指示意

义不同。细颗粒沉积物中的 Sr 主要来自于水体中

溶解 Sr 离子的沉淀，其 Rb /Sr 比值能更好地反映流

域的化学风化过程; 当沉积物中的 Sr 主要存在于粗

粒陆源碎屑矿物中时，Rb /Sr 比值反映了流域物理

搬运作用的强弱。
Xu 等

［24］
对青海湖不同点位的表层沉积物 Rb /

Sr 比值的研究发现，表层湖泊沉积物中全样 Rb /Sr
比值的空间格局主要受陆源物质输入( 水动力) 的

控制。一方面，由于陆源碎屑物质含有较高的 Rb /
Sr 比值，从岸边 /河流入口处到湖中心，随着水动力

的减弱，陆源碎屑物质逐渐减少，沉积物中的 Rb /Sr
比值逐渐降低; 另一方面，在越靠近湖中心的位置，

沉积物中的陆源碎屑物质组分就越少，而生物 /化学

沉降组分的含量就越高，这部分物质相对更富集

Sr，从而导致靠近湖中心的位置 Rb /Sr 比值较低。

708第 8 期 曾 艳等: 湖泊沉积物 Rb /Sr 比值在古气候 /古环境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



这也表明采用沉积物全样 Rb /Sr 比值反演古气候可

能会产生偏差。

4 湖泊沉积物中 Rb /Sr 比值研究展望

由于 Rb 和 Sr 在赋存矿物和表生地球化学行为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湖泊沉积物中 Rb /Sr 比值

在反演古气候变化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前

人的研究中有许多利用湖泊沉积物中 Rb /Sr 比值反

演流域气候变化的成功范例。但是，流域物理侵蚀

和化学风化共同影响着湖泊沉积物中的 Rb /Sr 比

值。物理侵蚀带来的陆源碎屑物质和化学风化带来

的溶解态物质反映了不同的环境信息。笼统地利用

沉积物全样中的 Rb /Sr 比值进行古气候 /古环境分析

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在利用湖泊沉积物中 Rb /
Sr 比值反映环境变迁时，需注意 /结合以下几点:

( 1) 从区域气候特征方面来讲，不同的气候特

征下，流域化学风化和物理侵蚀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不同。如在热带季风气候区，化学风化和物理侵蚀

都主要受降水的影响。降水量增强导致流域内物理

侵蚀增强的同时，化学风化也增强，二者的结果都使

湖泊沉积物中 Sr 含量相对较高，而 Rb 含量相对较

低，Rb /Sr 比值减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沉积物中

全样 Rb /Sr 比值反映流域物理风化或者化学风化，

对结果的影响不大。而在寒冷地区，流域的化学风

化主要受温度的控制，温度的变化又影响植被覆盖

度的变化。茂盛的植被在加剧岩石化学风化进程的

同时，降低机械剥蚀的发展
［26］。温暖时期，在化学

风化加速的同时，茂盛的植被和稳固的土壤使物理

风化减弱; 相反，在寒冷时期，植被减少，物理风化加

强，大量尘土被带入湖泊。在这类地区，流域物理风

化和化学风化可能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使用湖泊

沉积物全样中的 Rb /Sr 比值无法正确地反映古气

候 /古环境的变化，需要通过对不同赋存形态的 Rb /
Sr 比值的系统分析来探讨流域物理风化和化学风

化历程。可以发现，在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同向变

化的地区，以往采用沉积物全样 Rb /Sr 比值反演的

古气候 /古环境信息不会存在大的偏差，但在物理风

化和化学风化呈反向变化的地区，采用沉积物全样

Rb /Sr 比值反演的古气候 /古环境信息可能是混淆

的，甚至是错误的。开展湖泊沉积物不同赋存形态

Rb /Sr 比值的研究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并可提供

更加全面、准确的流域物理搬运与化学风化信息。
( 2) 从时间尺度上来讲，不同赋存形态的 Rb /

Sr 比值对气候变化响应的敏感性不同。元素从风

化壳中被淋溶、迁移至湖泊水体中，再通过物理、化
学和生物作用发生沉降而封存在湖泊沉积物中。整

个过程除了与气候环境有关外，还与湖泊自身的水

化学环境有关。化学风化是一个持续、渐变的过程，

非残渣态的 Rb /Sr 比值反映流域化学风化的分辨率

不会太高，适用于相对低分辨率( 10 年际) 的研究。
而残渣态组分则是流域物理侵蚀结果的直接记录，

物理搬运入湖的颗粒态物质通过重力沉降迅速到达

湖泊底部。因此，残渣态的 Rb /Sr 比值能够反映的

时间尺度分辨率较高，能够反映年际变化。我们在

对湖光岩玛珥湖沉积物中不同赋存形态的 Rb /Sr 比

值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出: 非残渣态的 Rb /Sr 比值曲

线较为平滑，而残渣态的 Rb /Sr 比值曲线波动较为

剧烈( 尚未发表数据) 。
( 3) 利用湖泊沉积物中非残渣态 Rb /Sr 比值反

映流域化学风化时还应注意: 沉积物中非残渣态的

Rb、Sr 主要是以溶解态形式迁移入湖，最后沉降至

湖泊的内源组分。当湖泊沉积物中含有陆源碎屑碳

酸盐等组分时，需要采用其他有效的方法来提取湖

泊自生碳酸盐等矿物中的 Sr。如通过粒度分级的

方法来提取化学风化来源的 Sr，利用细粒沉积物中

的 Rb /Sr 比值来反映流域化学风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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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and Porspective of Rb /Sr Ratios in Lake Sediments
as an Index of Paleoclimate /Paleo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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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b and Sr tend to disperse in different minerals，and they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geochemical
behavior under the Earth surface conditions，which makes Rb /Sr ratios of natural records used as a proxy of paleo-
climate change．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lake sediments include two material sources． One is the terrigenous deb-
ris directly caused by physical erosion，existing in the sediments mainly as the residual ( detrital minerals) form．
The other is dissolved substance caused by chemical weathering in the catchment，depositing in lake sediments
through physical adsorption，chemical precipitation and biological uptaking，existing in the sediments as the non-re-
sidual ( exchangeable，carbonate，Fe-Mn oxide and organic fraction) form． Rb and Sr of various forms record dif-
ferent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and information． It would exert effect on the accuracy of the research result to use
Rb /Sr ratios of bulk sediment samples to reflect paleoclimate /paleoenvironment change． Especially in the catch-
ment，where the changes of physical weathering and chemical weathering are inverse，it would cause confusion or
even misreading of the result to use Rb /Sr ratios of bulk sediment samples to reflect paleoclimate /paleoenvironment
change． However，it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provid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n the physical re-
moval and chemical weathering in the catchment to carry out the study of Rb /Sr ratios of different forms of lake sed-
iments: Non-residual Rb /Sr ratios reflect the chemical weathering in the basin，for relatively coarse resolution ( 10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residual Rb /Sr ratios reflect watershed physical removal，for annual or even higher
resolution．

Key words: Lake sediments; Rb /Sr ratios; Paleoclimate /paleoenvironment; Chemical weathering; Physical
we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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