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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南近 １００ 年石笋灰度变化及气候环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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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采自重庆市酉阳自治县天坑洞的石笋 ＴＫ２２⁃１ 为研究对象，利用２３０Ｔｈ 测年、２１０Ｐｂ 测年和石笋纹层等计年法建立了近

１００ 年来高分辨率、精确定年的石笋灰度序列，并与器测气象资料对比，重建了渝东南近 １００ 年的气候环境变化历史，进一步明

确石笋灰度指示的气候环境意义。 研究结果显示，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值与当地年平均温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年平均湿度、
降雨天数呈显著的反相关关系，这表明温度和湿度等气候条件是驱动石笋灰度值变化的主要因素。 渝东南岩溶槽谷区属于生

态环境脆弱区，薄层土壤对降水的储存能力较弱，水分是主导土壤湿度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降水量和地表湿度较大时，雨
水 在土壤中滞留时间较少、下渗速度加快，水岩作用减弱，土壤水中溶解的有机质和杂质浓度降低，最终在石笋表面结晶出较

为纯净的方解石矿物，进而使石笋灰度值降低；反之亦然。 当温度较高时地表蒸发量较大，地表及土壤中湿度较小，水在土壤和

石灰岩地层中滞留时间长，土壤中有机质和 ＣＯ２的释放量增加，洞穴滴水中有机质和杂质浓度升高，导致石笋中方解石结构疏

松、杂质较多，石笋灰度值较高；反之亦然。 重庆东南岩溶槽谷区近 １００ 年期间的干旱事件与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序列有较好的对

应关系，干旱事件发生的年代对应着石笋灰度峰值，即当地降水减少，发生伏旱时，石笋灰度值升高，进一步表明土壤湿度和水

岩作用是影响石笋灰度值变化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石笋；灰度值；土壤湿度；干旱事件；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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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ｏｉｌ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ｒｏｃｋ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洞穴石笋因其具有精确定年、时间跨度大和分辨高等优点，已成为重建古环境研究中的重要工具。 过去

人们的焦点主要聚集在石笋氧同位素上，基于石笋能够反映亚洲夏季风强弱变化这一基本假设，前人利用亚

洲石笋记录重建了不同时间尺度亚洲季风演化历史并探讨其驱动机制［１⁃６］。 同时，一些科学家对东亚季风区

石笋 δ１８Ｏ 能否作为夏季风代用指标也提出许多质疑，认为中国石笋记录可能仅指示水汽来源而非季风强

度［７⁃１０］。 鉴于人们对石笋 δ１８Ｏ 的质疑，开发利用石笋其他气候指标综合研究过去环境变迁已经成为石笋古

气候研究的新趋势。 近日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１］ 利用石笋微量元素记录重建出长江中游地区的降水变化，提出了在

Ｂøｌｌｉｎｇ⁃Ａｌｌｅｒøｄ 时期季风减弱、降水增多的观点。 Ｗａｎｇ［１２］等利用石笋中 ３⁃羟基脂肪酸重建出长江中游古温度

和古水文变化，实现了石笋中温度和水文信号的剥离。 因此，进一步开发和探索石笋新的气候环境指标，是石

笋古气候研究的新趋势。 相较于石笋 δ１８Ｏ 和其他指标，灰度数据具有获取方式简易，对石笋破坏程度低和实

验周期短等优点。 Ｂａｋｅｒ 等［１３］利用在同一地区的泥炭沉积物和石笋中荧光强度进行对比，发现石笋中发光物

质波长的增加反映了地表湿度的升高；秦小光和刘东生等［１４⁃１５］ 提出石笋中发光物质主要反映洞穴滴水中有

机质的含量和原地生长的有机物数量；杨勋林等［１６］研究显示降水量和季风强度对灰度值的影响较大；崔古月

等［１７］指出太阳活动和季风降水是影响灰度值变化的主要因素；Ｔａｎ 等［１８］利用纹层灰度和温度的对应关系，显
示了石笋灰度值与温度之间显著的相关性。 目前，针对石笋灰度值所代表的气候环境意义和驱动机理还存在

着很大的争议，缺乏具有精确年代的石笋记录与现代器测资料的精细对比。 因此，本文以采自重庆市酉阳自

治县的一根石笋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字图像技术，获取近 １００ 年高分辨率的石笋灰度序列，并结合当地近 １００
年器测气象资料和渝东南地区历史文献进行对比，利用石笋灰度序列和微量元素数据，深入探讨石笋灰度值

与干旱指数、器测气象资料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石笋灰度值所指代的气候环境意义以及驱动机理。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的石笋样品（ＴＫ２２⁃１）采自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自治县地处 １０８°１８′２５″—１０９°
１９′０２″Ｅ，２８°１９′２８″—２９°２４′１８″Ｎ 之间，重庆市东南部。 酉阳自治县地质构造单元位置属新华夏构造体系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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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起带的川、黔、湘、鄂褶皱带，县内山体以八面山、武陵山系为主，海拔 ２６３—１８９５ ｍ，属于典型岩溶槽谷地

区。 当地气候类型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较湿润，年均降水量 １３００ ｍｍ，年均气温 １５℃左右。 天坑洞

位于酉阳自治县板溪镇，地处于 １０８°４６′３２″Ｅ、２８°４４′５″Ｎ。 此洞穴发育于下奥陶统石灰岩地层，海拔 ５６０ ｍ，洞
口较大，洞穴顶板厚度约 ３０ ｍ，洞穴正上方为小块农田，农田上方为山体，山体最高处海拔约 ９５０ ｍ（图 １）。

图 １　 天坑洞地理位置及其洞口情况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ａｎｋｅｎｇ Ｃａｖｅ

１．２　 数据来源及实验方法

石笋 ＴＫ２２⁃１，总长 １８０．０ ｍｍ，直径 １３０．０ ｍｍ，呈锥柱状。 沿中轴线切开后，如图 ２ 所示，抛光面上的生长

纹层清晰可见，生长核心稳定，说明了石笋所处的水文环境并没有发生太过剧烈的变化。 石笋大体呈灰白色，
中间含有数条淡黄色条带。 本石笋测年工作在西安交通大学同位素实验室完成，仪器采用 ＭＣ－ＩＣＰ－ＭＳ（多
接收等离子电感耦合质谱仪），年龄样品采自石笋生长轴方向。 化学前处理过程以及仪器测试过程与方法参

照 Ｓｈｅｎ 等［１９］，获得三个２３０Ｔｈ 年龄数据，均符合沉积序列，表 １ 为石笋 ＴＫ２２⁃１ 的２３０Ｔｈ 测年结果。 石笋２１０Ｐｂ 的

测试仪器为 ＯＲＴＥＣ ＡＬＰＨＡ－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８ 型 α 能谱仪，仪器分辨率为：１７．０ ｋｅｖ，仪器效率：～２７％，测试误差：
＜５％，实验方法参照文献［２０］，测试工作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完成。 本文中显微矿物结构是利用

ＣＯＸＥＭ ＥＭ⁃３０ ＰＬＵＳ 台式扫描电镜在北京欧波同有限公司完成的。

图 ２　 石笋 ＴＫ２２⁃１的剖光纵切面及其灰度值

Ｆｉｇ．２　 Ｐｏｌｉｓｈｅ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 ＴＫ２２⁃１

图中双虚线所夹的区域为被测区域

本文所用到的石笋灰度序列是光面测量方法得到的灰度值，将抛光后的石笋用酒精反复擦拭至表面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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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放置到扫描仪上并保持水平，并在黑暗的条件下使用扫描仪对抛光剖面进行扫描；最后选取靠近且平行于

生长轴处的图像，使用古环境记录图像分析软件进行数字化处理提取其灰度值。 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值在

１３０—１８７ 之间变化，由于本文石笋是通过测量反射光强度来获取的石笋灰度值，本文中灰度值越大表明石笋

表面反光度越强，反之越弱。 在图 ２ 中展示了该石笋的生长韵律，很明显地看到石笋具有平直而分明的生长

层，同时在生长轴方向也基本不发生变化。 石笋微量元素指标的获取是采用 ＸＲＦ 岩芯扫描仪，直接对石笋样

品的抛光面进行扫描。 ＸＲＦ 扫描仪可以获取石笋剖面元素的连续变化特征，并且 ＸＲＦ 岩芯扫描记录也可反

映沉积物各元素组成的相对变化关系。 本次测试在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实验室完成，采用了 ０．２ ｍｍ 的分辨率，
沿 ＴＫ２２⁃１ 的生长轴从顶部到尾部进行扫描，且避开了测年采样留下的凹槽。

文中用到的重庆市 １８９１—２０１５ 年降水量资料和酉阳自治县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 年器测气象资料下载于中国气

象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主要用到年平均温度、年平均湿度和年降水量等器测气象资料，除年降水量

和年平均温度外，其他数据存在部分年份资料缺失。 ＣＲＵＴＥＭ４ 栅格式温度距平数据下载于（ｈｔｔｐｓ： ／ ／ ｃｒｕｄａｔａ．
ｕｅａ．ａｃ．ｕｋ ／ ｃｒｕ ／ ｄａｔａ ／ ｃｒｕｔｅｍ ／ ｇｅ ／ ），引用区域为渝贵地区（２７．５°Ｎ，１０７．５°Ｅ）和鄂豫地区（３２．５°Ｎ，１１２．５°Ｅ） ［２１］。
重庆市旱涝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 ［２２⁃２４］，渝东南地区旱涝指数原始资料来源于多本

前人汇总的旱涝史料汇编［２５⁃２７］，旱涝指数的建立方法详见张德二等［２３］。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石笋年代模型

酉阳天坑洞石笋 ＴＫ２２⁃１ 在采集时正在滴水，石笋顶部有一层现代沉积物，初步判断是正在生长的年轻石

笋。 而且铀含量较高，质地致密，无重结晶、溶蚀等现象，无明显的沉积间断，适合２１０Ｐｂ 和２３０Ｔｈ 法测年。 石

笋２１０Ｐｂ 的测试数据显示过剩２１０Ｐｂ 呈指数衰减，表明该石笋为年轻石笋；根据２１０Ｐｂ 测试数据计算出石笋平均

沉积速率为 ０．０８４ ｍｍ ／ ａ，与石笋２３０Ｔｈ 测年数据计算的近 １００ 年平均沉积速率 ０．０９９ ｍｍ ／ ａ 在误差范围内基本

一致。 石笋上部有清晰纹层，因此石笋近 ５２ 年的年代是通过纹层建立的，后面 ６３ 年是通过２３０Ｔｈ 测年数据内

插获得的。 最近 ６５ 年的灰度值与当地气象数据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也表明年代模型是可靠的。

表 １　 石笋 ＴＫ２２⁃１２３０Ｔｈ 测年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２３０Ｔｈ ｄ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 ＴＫ２２⁃１

样品编号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深度
Ｄｅｐｔｈ ／ ｃｍ

２３８Ｕ ／ ｐｐｂ ２３２Ｔｈ ／ ｐｐｔ
原子数×１０－６

Ａｔｏｍｉｃ ×１０－６

２３０Ｔｈ ／ ２３２Ｔｈ

测量值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δ２３４Ｕ∗

已校正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２３０

Ｔｈ 年龄（年 公元） ２３０

Ｔｈ Ａｇｅ （ａ ＡＤ）

ＴＫ２２⁃１⁃１ ０．６ １６０２．７±４．０ ６７０７±１３５ ８±０ ７９．７±２．６ １９３５±８１

ＴＫ２２⁃１⁃２ １．１ １４９６．２±３．２ １９３１±３９ １９±２ ８２．５±２．２ １９０４±３１

ＴＫ２２⁃１⁃３ １．７ １６９１．３±３．９ ２０５１±４２ ２５±２ ８３．１±２．２ １８６１±２９

　 　 Ｔｈ 衰变常数 λ２３０ ＝ ９．１７０５×１０－６，Ｕ 衰变常数 λ２３４ ＝ ２．８２２０６×１０－６，λ２３８ ＝ １．５５１２５×１０－１０，δ２３４Ｕ＝（［ ２３４Ｕ ／ ２３８Ｕ］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 ×１０００，根据２３０Ｔｈ 年龄

获得 δ２３４Ｕ 初始值＝δ２３４Ｕ 测试值×ｅλ２３４×Ｔ，２３０Ｔｈ 初始年龄校正采用２３０Ｔｈ ／ ２３２Ｔｈ 平均比值：４．４ ±２．２×１０－６

２．２　 石笋灰度气候环境意义

石笋 ＴＫ２２⁃１ 的灰度值在 １９５０—２００６ 年期间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在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间，灰度值发生多

次的波动，其中 １９５７—１９６８ 年间，灰度值波动幅度较大，最大振幅可达 １８，此期间出现两个较高峰值和一个

低谷值，随后灰度值快速上升；２００６ 年上升至 １８０，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期间出现多次明显波动，波动幅度在 １４
左右；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灰度值呈下降趋势。 图 ３ 中黄色矩形区域是该地区干旱事件发生的年代［２８］，分别为

１９６０ 年、１９６６ 年、１９８１ 年、１９８７ 年、１９９４ 年、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这些年代同时较好地对应着灰度值的峰值，也
显示着干旱事件发生时，石笋灰度值升高。 石笋 ＴＫ２２⁃１ 的灰度值与其他器测气象资料有着明显的相关性，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数据处理软件将其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表 ２，分析结果显示：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值与当地年平均温

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湿度、年降水天数呈负相关关系；与年降水量和蒸发量也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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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达到显著相关性检验。 尽管石笋灰度值与降水量没有达到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由图 ３ 可以发现，石笋

灰度升高的时段绝大部分对应着降水量减少的年份，特别是在一些干旱年份，比如 ２００６ 年川渝地区百年不遇

的高温干旱，受灾面积 １３２．７ 万 ｈｍ２，高温少雨致使伏旱加重，持续时间超过 ３ 个月，对应的石笋灰度值达到峰

值，同样的情况包括 １９６０ 年、１９６５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等。

图 ３　 石笋 ＴＫ２２⁃１灰度序列与酉阳地区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 年器测气象资料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 ＴＫ２２⁃１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Ｙｏｕｙａ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１—２０１５

（ａ） 酉阳自治县年降水量曲线；（ｂ） 酉阳自治县年平均温度曲线；（ｃ） 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序列；图中黄色矩形代表该地区干旱发生时期［２６］

表 ２　 石笋 ＴＫ２２⁃１灰度值与酉阳地区器测气象资料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 ＴＫ２２⁃１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Ｙｏｕｙａｎｇ ａｒｅａ

数据名称
Ｄａｔａ ｎａｍｅ

相关系数 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相关系数显著性 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变量数 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年降水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４ ６５

年平均温度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３１８∗ ０．０１０ ６５

降雨天数 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ｙｓ －０．２３０ ０．０７９ ５９

年平均湿度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０．３１１∗ ０．０１７ ５９

蒸发量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０．２０３ ０．２４１ ３５

　 　 ∗表示相关性检验 Ｐ＜０．０５

无论是年降水量、年平均温度，还是降雨天数、年平均湿度、蒸发量都是影响土壤湿度（含水量）的重要因

素，且土壤湿度直接影响洞穴滴水在土壤—围岩中的滞留时间、水量的大小以及洞穴滴水快慢等因素，因此，
我们认为在岩溶槽谷区温度和土壤湿度是影响石笋灰度的重要因素。

温度对石笋灰度值的影响较为复杂。 在相同的降水条件下，温度升高、地表蒸发量上升、土壤含水量下

降，水分在土壤和石灰岩地层中滞留时间增长，溶解的土壤有机质和杂质浓度升高，造成洞穴滴水中的有机质

和杂质浓度也升高，石笋中矿物的性质因溶质浓度的升高而发生改变，使组成石笋的方解石结构疏松、颜色发

白、灰度值较高；反之当温度降低时，地表蒸发量减少，土壤中水分损失量减少。 在相同的降水条件下，水分在

土壤—围岩中流速较快，所含溶质减少，沉积出的方解石结晶较纯净，结构致密、反光性差、颜色较深、灰度值

偏低。 同时，我们对石笋 ＴＫ２２⁃１ 进行了微量元素的扫描，并将扫描结果与灰度值进行对比和分析，得到石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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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Ｋ２２⁃１ 灰度值与磷元素（Ｐ）含量呈显著的相关性（Ｒ＝ ０．４４５，Ｎ＝ ３９，Ｐ＜０．０１），与钙元素（Ｃａ）含量也具有显著

的相关性（Ｒ＝ ０．３２７， Ｎ＝ ３９， Ｐ＜０．０５）（图 ４）。 其中石笋中的磷元素主要来源为土壤中无机磷和有机磷化合

物，因洞穴滴水进入石笋中以磷酸盐的形式储存起来，因此石笋中磷元素含量可以较好地反映洞穴滴水中有

机质含量的变化［２９］。 另外，Ｃｈｒｉｓｔ 等［３０］ 观测到在适宜的条件下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随温度升高而逐渐增

加，这是因为温度升高会使微生物加快繁殖，促进了微生物对植物和动物遗体的分解，从而增加土壤水中无机

质和有机质含量。 这也表明当温度升高时，土壤水和洞穴滴水中的杂质浓度上升，导致溶液中晶核增多、结晶

速率加快，析出小而白的方解石颗粒［３１］，最终使石笋表面反光性增强、灰度值升高。 图 ５ 的电镜扫描结果显

示，灰度值高的区域，方解石结晶较小且含杂质较多；灰度值低的区域，方解石结晶纯净，结构致密。 另外石笋

中主要矿物为方解石（ＣａＣＯ３），钙元素是构成方解石的主要元素之一，Ｃａ 含量的变化直接反映着石笋矿物中

图 ４　 石笋 ＴＫ２２⁃１灰度值与微量元素含量的相关性统计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图 （ａ），（ｂ）分别为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值与钙元素和磷元素含量的相关性统计图

图 ５　 石笋 ＴＫ２２⁃１显微矿物结构

Ｆｉｇ．５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 ＴＫ２２⁃１

图 （ａ），（ｂ），（ｃ） 为灰度值较高区域，方解石结晶疏松；（ｄ）为灰度值较低区域，方解石结晶致密

ＣａＣＯ３含量的变化，Ｃａ 含量与灰度值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灰度值高时，石笋中碳酸钙含量较高。 　 　 石笋中的

碳酸钙主要由饱含 ＣＯ２的水溶液溶解围岩所得到，而洞穴滴水中的 ＣＯ２来自于土壤水溶解大气和土层中的

ＣＯ２，此过程受温度影响较大。 最近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３２］ 随着全球变暖，土壤呼吸所产生的 ＣＯ２总量也在

增加，正是因为全球变暖加强了植物和微生物的异养呼吸，导致土壤碳流失的程度增加，此现象正发生在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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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生态系统中，这种趋势还将持续。 当土壤中 ＣＯ２含量随温度升高而上升时，岩溶水中的 ＣＯ２含量以及

溶解的碳酸钙的量增加，饱含 ＣａＣＯ３的水溶液在石笋表面发生沉积时，因溶液中 ＣＯ２分压较高、逸出量增多，
ＣａＣＯ３沉积速率加快，最终导致方解石结晶不充分、结构疏松、颜色发白，石笋灰度值上升。

表 ３　 酉阳地区年平均湿度与其他器测气象资料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Ｙｏｕｙａｎｇ ａｒｅａ

数据名称
Ｄａｔａ ｎａｍｅ

相关系数 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相关系数显著性 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变量数 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年降水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０．３８５∗∗ ０．００２ ６０

年平均温度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５７７∗∗ ０．０００ ６０

降雨天数 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ｙｓ ０．６９８∗∗ ０．０００ ６０

蒸发量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０．２０３ ０．２４１ ３５

　 　 ∗∗表示相关性检验 Ｐ＜０．０１

降水量和降雨天数也是影响土壤湿度的重要因素。 石笋灰度虽与降水相关性未达到显著相关性，但与当

地年平均湿度和降雨天数呈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石笋灰度受当地土壤含水量和地表湿度的影响，而这些因

素与降水量息息相关。 在岩溶槽谷区土层薄，蓄水能力差，雨水落至地表后快速下渗，导致岩溶区植被对水分

的依赖性较强；并且当地在夏季因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易发生伏旱等高温灾害，经过湿度与其他气象数据的

分析得到温度和降水都是影响当地湿度变化的主要因素（表 ３）。 结合石笋灰度值和气象数据的相关关系以

及岩溶槽谷区地貌特征，我们认为当降水量和地表湿度较高时，雨水在土壤中下渗速度加快、滞留时间较短，
在土壤—围岩中水岩作用减弱，水中溶解的土壤有机质和杂质浓度下降，最终在石笋表面结晶出较为纯净的

方解石矿物，进而使石笋灰度值降低；反之，当地发生伏旱时，持续的高温少雨使地表湿度和土壤含水量下降，
水分在土壤—围岩中运移速度减缓，溶解土壤有机质和杂质浓度升高，使得石笋表面方解石结晶疏松、颗粒较

小、颜色发白，石笋灰度值升高。
２．３ 近 １００ 年灰度值变化

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值在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变化趋势明显：灰度值在 １９００—１９６０ 年持续下降，１９６０—２００６
年逐步上升，２００７ 年之后降至最低；其中波动幅度较大的时段有 １９００—１９２０ 年、１９３０—１９５０ 年、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１９８０—２０１０ 年；灰度序列与黄色矩形交叉的年份，为重庆东南部干旱灾害发生的时期，主要年份包括：
１９１４、１９４２、１９６０、１９６６、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１１ 年，这些年代均对应着灰度值的峰值且与前后数值变化较大；重庆

市 １８９１—２０１５ 年年降水量曲线显示，在干旱事件发生时重庆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且达到较低值，同时也是

重庆以及附近地区温度较高时期。 在图 ６ 中显示灰度值与降水量、温度和旱涝指数均有着很好的对应性，且
各曲线变化趋势相似，这进一步证明了灰度值所代表的气候环境意义，即灰度值高时气候干旱，土壤中水分含

量较少，水岩作用强烈，溶解的有机质和杂质浓度较高，方解石结晶疏松、颜色发白，石笋灰度值较高；反之气

候较为湿润，雨水在土壤中下渗速度较快，水分与土壤—围岩接触时间较短，溶解的有机质和杂质浓度较低，
方解石结晶纯净，石笋灰度值较低。

３　 结论

本文利用来自重庆市酉阳自治县天坑洞高分辨率的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序列和精确的年代模式，并结合石

笋微量元素、器测气象资料和旱涝史料等数据，分析石笋灰度值与器测气象资料的关系，进一步明确石笋灰度

值的气候环境意义：
（１）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值与当地温度呈正相关关系，与湿度和降雨天数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石笋灰度值

的变化主要受当地气候影响。 岩溶槽谷区具有土层薄、多伏旱等特点，当地植被对土壤湿度依赖性强，温度和

降水对当地环境影响较大，且降水控制着土壤—围岩中的水岩作用，水岩作用决定洞穴滴水中的溶质变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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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石笋 ＴＫ２２⁃１灰度序列与其他记录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 ＴＫ２２⁃１ ｇｒａｙｓｃａ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 重庆 １８９１—２０１５ 年年降水量曲线；（ｂ） 渝贵地区 （２７．５°Ｎ，１０７．５°Ｅ） １９２１—２０１５ 年温度曲线，鄂豫地区 （３２．５°Ｎ，１１２．５°Ｅ） １９０５—

２０１５ 年温度曲线［２１］ ； （ｃ） 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序列； （ｄ） 重庆市近 １００ 年旱涝指数 ［２２⁃２４］（曲线为原数据经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０ 利用 ２ 点平滑方法得

到）；（ｅ） 渝东南近 １００ 年旱涝指数，旱涝指数越大代表干旱程度越强；图中黄色矩形为当地干旱灾害发生时期

此石笋的生长状态可以较好地响应当地降水和温度的变化，也可以充分地反映当地气候环境变化。
（２）温度对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值的影响较为复杂，在相同的降水条件下，温度升高、地表蒸发量上升、土壤

含水量下降，水分在土壤—围岩中滞留时间增长，溶解的土壤有机质和碳酸钙含量升高，同时，温度上升促进

了土壤微生物对有机质的合成和 ＣＯ２的释放，造成洞穴滴水中的有机质和碳酸钙含量升高。 石笋的矿物性质

因溶质含量的升高而发生改变，使组成石笋的方解石结构疏松、颜色发白、灰度值较高；反之当温度降低时，土
壤中有机质的合成和 ＣＯ２的释放量减少，且水分在土壤—围岩中滞留时间相对减少，洞穴滴水中的有机质和

碳酸钙含量降低，沉积出的方解石结晶较纯净，结构致密、反光性差、颜色较深、灰度值偏低。
（３）石笋灰度值与湿度、降雨天数呈现出的显著相关性表明，当降水量和地表湿度较高时，雨水在土壤中

滞留时间较少、下渗速度加快，水岩作用减弱，土壤水中溶解的有机质和杂质浓度降低，最终在石笋表面结晶

出较为纯净的方解石矿物，进而使石笋灰度值降低；反之，当地发生伏旱时，持续的高温少雨使土壤含水量下

降，水分在土壤和围岩中运移速度减缓，溶解的土壤有机质和杂质含量增加，使得石笋表面方解石结晶疏松、
颗粒较小、颜色发白，石笋灰度值升高。

（４）重庆东南岩溶槽谷区近 １００ 年期间发生了多起严重的干旱事件，主要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４２、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１１ 年。 石笋 ＴＫ２２⁃１ 灰度序列与干旱事件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干旱事件发生年代对应着石笋

灰度峰值，即当地降水减少，发生伏旱时，石笋灰度值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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