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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近3.5万年来古海洋环境变化的分子生物标志物记录* 

孟宪伟(1,2);杜德文(1,2);刘振夏(1,2);Y. Saito(3) 

(1)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青岛 266061 ,中国;(2)海洋环境与数值模拟国家海洋局重点实验室 ,青岛 

266061 ,中国;(3)Geology Survey of Japan 

摘要： 

结合AMS14C测年及浮游有孔虫δ18O和δ13C资料, 分别利用UK37ΣC -
21/ΣC+

22 , 和Pr/Pn恢复了近3.5万年来冲绳
海槽的古海洋环境变化. 结果表明, 近3.5万年来, 冲绳海槽经历了7次较强的气候变冷事件(C1~C7)和9次陆源物质

减少事件(e1~e9), 其中的C1相当于全新世中晚期冷事件, C2~C4和C7分别相当于H1~H4事件, e1 , 对应于海水表

层温度SST的降低. H事件发生时, 陆源物质供应显示增加的趋势. 气候变冷导致河流输运陆源物质的能力减小, 冬
季风输运陆源物质的能力增强, H事件与东亚冬季风密切相关. 末次盛冰期(25.8~15.5 kaBP)还原环境发生剧烈波
动, 强还原事件(R1~R3)对应于SST的降低和陆源营养物质的增加, 而弱还原事件(O)对应于陆源营养物质的减少. 

还原环境的变化与表层生产力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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