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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提出用变差函数 交叉变差函数 方法刻画地球化学旋回的层次结构

并利用东北太平洋 柱状沉积物的硅质生物氧!硅同位素资料 具体说明了

变差函数刻画地球化学旋回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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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沉积物地层序列分析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岩性!厚度!古生物及矿物组合等形成韵律构

造 不同尺度!不同级别的韵律构造相互叠加!嵌套形成具有层次结构的层序地层≈ ∀ 层序地层的

这种层次结构必然导致地球化学元素或同位素组成的周期性变化和多级周期尺度的叠加 我们

称之为地球化学旋回∀
研究地球化学旋回及其层次结构对于恢复古海洋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时间序列的谱分析方法是研究地球化学旋回的基本方法∀ 它的基本原理是时间序列中地球

化学参数的自相关∀ 自相关函数是刻画时间序列自相关特性的基本工具 但并不是唯一的∀ 本文

提出用地质统计学的基本工具) ) 变差函数来刻画时间序列中地球化学参数的自相关特性 利

用交叉变差函数刻画地球化学变量对的互相关特性 进而有效地刻画地球化学旋回的层次结构

和周期率∀

 变差函数和交叉变差函数

1 1 变差函数和交叉变差函数的概念

变差函数是地质统计学的基本工具 它的主要功能是揭示区域化变量的空间或时间序列的

自相关结构≈ ∀ 如果某一变量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那么变差函数就具有多级套合结构 如果某一

变量受周期性因素制约 那么其变差函数就具有周期性结构 如果其一变量受多个周期性时间

或空间 尺度的因素制约 那么其变差函数便会相应地呈现出多级周期性振荡∀ 因此 利用变差

函数的结构分析 便能够刻画地球化学旋回的层次结构∀ ƒ χ 等首次把变差函数应用到地

层学的层次结构分析中 开辟了地质统计学应用的新领域≈ ∀

变差函数的理论公式为

Χ η Ε ≈Ζ ξ Ζ ξ η

在满足二阶平稳假设条件下 变差函数与协方差函数和自相关函数之间有如下关系≈

Χ η Χ ο Χ η

Χ η Χ ο ≈ Θ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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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Ε 为数学期望 Χ η 为变差函数 Χ η 为协方差函数 Θ η 为自相关函数 Χ ο 为 Χ

η 在 η 时的取值 基台值 Ζ ξ 和 Ζ ξ η 分别为区域化变量 Ζ 在 ξ 和 ξ η 点处的实现∀
从 式可知 变差函数完全是自相关函数的等价函数∀ 因此 在实际应用时 如果计算变差

函数较方便 那么便可用变差函数代替自相关函数∀
不同的地球化学参数不仅自身在空间或时间域内存在自相关 而且它们之间又存在互相关

共同构成了协同区域化变量∀刻画它们的互相关结构属于多元时间序列分析问题∀互相关函数是

刻画互相关结构的基本工具∀ 多元地质统计学中交叉变差函数是互相关函数的一种等价函数∀
一对协同区域化变量 ι和 ϕ的交叉变差函数的理论公式为

Χιϕ η Ε ≈Ζι ξ Ζι ξ η ≈Ζϕ ξ Ζϕ ξ η

式中 Ε 为数学期望 Χιϕ η 为变量 ι和 ϕ的交叉变差函数 Ζι ξ 和 Ζϕ ξ η 为变量 ι在 ξ 和 ξ

η 两点处的实现 Ζι ξ 和 Ζϕ ξ η 为变量 ϕ在 ξ 和 ξ η 两点处的实现∀

1 2 实验变差函数和交叉变差函数的计算

变差函数和交叉变差函数的解析表达式是在实验变差函数和实验交叉变差函数计算基础

上 通过理论模型拟合而得到的∀ 因此实验变差函数和实验交叉变差函数是获得理论表达式的关

键环节∀ 在实际的地球化学旋回结构分析中通常直接应用实验变差函数和实验交叉变差函数∀
实验变差函数的计算公式为

Χ η
Ν η

2
Ν η

ι
≈Ζ Ξ ι Ζ Ξ ι η

式中 Ζ Ξ ι 和 Ζ Ξ ι η 分别为随机函数 Ζ Ξ 在点 Ξ ι 和 Ξ ι η 处的实现 ι , Ν η η 为

空间或时间步长 Ν η 为点对数目∀
实验交叉变差函数的计算公式为

Χιϕ η ≈Χ η Χι η Χϕ η

式中 Χιϕ η 为变量 Ζι 和 Ζϕ 的实验交叉变差函数 Χ η 为变量 Ζι 和 Ζϕ 之和的实验变差函数 Χι

η 和 Χϕ η 分别为变量 Ζι 和 Ζϕ的实验变差函数∀
从公式 和 来看 计算实验变差函数和实验交叉变差函数似乎较简单 实际并非如此∀

在计算过程中涉及到数据空间构形 数据统计分布及相应的稳健处理等细节 有关计算步骤详见

文献≈ 和≈ ∀

 地球化学旋回周期率的识别

以东北太平洋 测站柱状沉积物硅质生物的氧!硅同位素组成 ∆ 和 ∆ ≥ 的时间序列

分析为例 来说明利用变差函数和交叉变差函数识别地球化学旋回周期率和周期层次结构的有

效性∀
从东北太平洋 测站柱状沉积物 ∆ 和 ∆ ≥ 的变化曲线中很难看出任何周期性变化特

征≠ ∀但是 当计算了氧!硅同位素组成 ∆ 和 ∆ ≥ 的实验变差函数并绘成实验变差函数图后 便

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周期性变化特征和周期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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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氧同位素组成 ∆ 实验变差函数

ƒ  ∂ ¬

∆

图  硅同位素组成实验变差函数

ƒ  ∂ 2

∆ ≥

图  ∆ 和 ∆ ≥ 实验交叉变差函数

ƒ  × 2√ ∆

∆ ≥

  图 和图 是利用公式 计算的氧!硅

同位素组成 ∆ 和 ∆ ≥ 的实验变差函数图∀

从 ∆ 的变差函数图 图 中可以很容易地

看出周期性变化特征 并可以识别出 种周期

的空间尺度 和 ∀ 硅同

位素组成 ∆ ≥ 的实验变差函数图 图 显示

的周期性变化特征更明显 并可识别出 种周

期的空间尺度

和 ∀ 如果以 为该

柱状沉积物的平均沉积速率 未考虑沉积间

断 则上述空间尺度对应的时间尺度分别为

和 ∀
在假定硅质生物氧!硅同位素组成 ∆ 和 ∆ ≥ 反映古环境演化的前提下 对比它们的实验

变差函数所揭示的周期尺度 不难看出 在现有的低分辨率取样条件下 硅同位素组成 ∆ ≥ 能够

描绘较小尺度的环境周期性变化 而氧同位素组成 ∆ 只能刻画较大尺度的环境周期性变化∀也

就是说它们对环境变化响应的灵敏程度并不相同 硅同位素组成对环境变化反应较敏感 而氧同

位素组成却不太敏感 也就是说氧!硅同位素对环境变化并非同步响应∀ 为此 作者考察二者的空

间 时间 互相关) ) 交叉变差函数 如图 ∀
从氧!硅同位素组成 ∆ 和 ∆ ≥ 的交叉变差函数图中可以看出 柱状沉积物记录了

次时间 或空间 尺度不等的环境变化周期 其空间尺度分别为

和 ∀很显然 ∆ 和 ∆ ≥ 的实验交叉变差函数所刻画的周期尺度几乎全部

包括了 ∆ 和 ∆ ≥ 各自的实验变差函数所反映的周期尺度∀ 此外 由于实验交叉变差函数含有

两个古环境指示参数 它们之间对于反映环境信息来说 相互补充!相互强化 因而反映的古环境

信息更全面!更明显 刻画的周期尺度也更清晰!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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