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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岭太白山林线植被因海拔较高且受人为扰动较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尤为敏感，为获取过去气候变化信息提供了可靠

代用资源。 然而，结合树木年代学方法及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插值功能进行秦岭林线气候变化重建的工作至今仍处于空白。 利用采自

太白山林线地带太白红杉（Ｌ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所建立的树轮宽度资料，与提取自太白山保护区气温栅格数据中的采样点位置气象

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太白红杉与 ３—６ 月平均气温相关性最显著，采用线性回归建立了两者的拟合模型，剔除重建方

程中的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之后，方差解释量达 ５７．２％（调整自由度后为 ５５．５％）；重建气温序列显示偏冷时段平均跨度（１６ 年）较偏

暖时段平均跨度（１０．８ 年）长，偏冷时段有：１８７０—１８８１ 年、１９０３—１９１８ 年和 １９７７—１９９６ 年；偏暖的时段有：１８８２—１８９２ 年、

１９１９—１９２９ 年和 １９９７—２０１３ 年；在 １９３１—１９７８ 年这一时期，气温相对稳定，１９８８ 年之后升温强烈；周期分析显示近 １４４ 年以来

３—６ 月气温存在 ２２—３１ ａ，１８—２２ ａ 以及 １０—１３ ａ 的 ３ 个振荡周期，可能与大尺度气候驱动及太阳活动存在联系。 以上结果均

得到历史记录以及周边重建结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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