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博格达峰南北坡第四纪冰川

遗迹看天 山冰川 作用 的多期性 问题

王 树 基

新疆地震局

关于我国天 山的第四纪冰川
,

人们所作的研究都是 含定的 但其结论不尽相同
,

尤其是

对于冰期的划分
,

更是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笔者曾在我国天 山东段 哈尔里克山
、

巴尔库

山和博格达 山 作过广泛考察〔 〕,

近年来又有机会再次到博格达峰南北坡工作
,

获得 一 些

新资料
,

加深了对我国天 山第四纪冰川的认识
。

应当指出
,

我国天 山地区第四纪冰川作用具

有多期性
。

现就博格达峰南北坡第四纪冰川遗迹及其相关沉积
,

并借鉴南北麓一 些第四纪钻

孔资料
,

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
。

一
、

第四纪冰川遗迹

博格达峰为我国天山东段最高峰
,

海拔 米
,

而北麓海拔 米
,

南麓约 米
,

相对

高差 米以上
,

显得非常巍峨高峻 图一 〔注 〕
。

峰区现代雪线
,

北坡 米
,

南坡

术左右 , 因此
,

即使盛夏
,

仍是山午银蛇
,

一派冰雪世界
。

该峰周围分布着成 百条 现 代 冰

少
,

最长的 自杨河 山谷冰川达 公里
,

四 河围谷冰川长 公里
。

处于冰后期的 今 天
,

冰

释用尚 。如此
,

第四纪冰川作用的全盛时代
,

其规模必定十分宏伟壮观
。

二冲格达峰南北坡的第四纪冰 , , ,遗迹分布很广
。

冰斗
、

悬谷
、

形槽谷等冰蚀形态触 目可

见 , 终硕
、

狈组硕
、

漂砾等冰川堆积物亦比比皆是
。

源 自该峰北坡四工河谷地的冰川遗迹保存

较 好 图二 ,

为研究我国天 山第四纪冰川的 良好地 区之一
。

在海拔 米和 米高度上

保存着完好的两个冰围谷
。

前者 长
、

宽约 米左右
,

现代冰川的冰舌伸向它的边缘 , 后者

东西宽 米
,

南北长 米以上
,

有古冰斗 米 高悬于两侧山坡之上
。

这里海拔

米左右的山脊
, 。戊显刃状

,

或 里角峰
。

形槽谷中广布的冰碰物
,

反映着不 同时代冰川 的 面

貌
。

米以 卜
,

冰啧物儿乎连续不断
,

完全突露 于地 表
,

羊背岩多处出现
,

其间有冰川湖

泊发育
,

构成冰破
、

羊背岩丘陵景观
,

为时代很晚的冰川作用遗迹
。

一 了 米 一 段 谷

地
,

呈典型的厂谷形态
,

谷底冰债被后期冰水所
一

切而呈阶地状
,

它的表面靠近坡脚处为 倒 石

‘

〔注 〕文 内括 困 由杨纪林 同志 清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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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

博格达峰南北坡水系分布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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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侧
,

此不

派
达翩

时 以 闭
’

协

锥所覆
,

冰碳阶地相对高

差数十米
。

在 力 行 大 坂

米处
,

表现为高 出谷

底的 拢岗
,

前端俘度 米

左右
,

表面崎岭
,

无黄土

层攻盂 , 大冰碳石突露于

地表风化土层之上
,

冰破

物新鲜 , 多呈黑灰色
,

未

具胶结
,

基本上保持着原

始的终硅形态
,

其上仅有

草被生长
,

现 为 夏 季 牧

场
。

终破前端距现代冰川

公里 以上
,

为一次冰川

作用的见证
。

由此而下
,

谷地亦呈 形
,

但己被改

造失去原米面貌
。

在谷地

左侧保存着完 好 的 冰 破

体
,

呈长岗状 老乡称为

驴尾巴梁 伸展在河谷之

中
,

冰啧垅前端海拔

米
,

距源头约 公里
,

冰

碳体 比 高 一 米
,

多

为砾径 米左右或更大的

冰碳石组成
。

冰碳物表面

擦痕屡见不鲜
。

该冰碳体

表面有数十厘米
,

乃至数

米厚的黄土状物质复盖
,

其上现被云杉林所覆
。

从

河流所切剖面来看
,

冰硕

物中源 自上游的辉长岩
、

火山角砾岩等占很大 比例
,

冰破物 已有胶结状况
,

但不坚实
。

这种庞大的冰

琐垅为又一次冰川作用的

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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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河林场附近 米保存着形成更早的古冰斗
。

这一时期的 冰 川 堆 积物
,

已遭严重

破坏而残留无儿
,

仅在林场以下 海拔 米 发现若干 巨大漂砾
,

最大砾径 米左 右
。

灰

河出山
‘

口左岸第二级高阶地上
,

还见到砾径 一 米
,

源 自河流上游的辉长岩巨砾岩块

山口 海拔 米附近的谷地中
,

也出现砾径 一 米
,

‘

呈半磨园状的火山角砾岩
、

石英岩 二

砾七
、

八处
。

尽管巨砾上末发现冰川擦痕
,

但其搬运营力亦可能与冰川作用有关
。

‘

与四 帅邻的 酉侧 三
一

河流域
,

第四纪冰川遗迹也有明显分布
。

该河上游马跟勺

西沟 米 以上出现明显侧债
。

米谷地中间 林带以上 为一终硕垅 岩性为辉
一

长

岩等
,

呈小氏座落在河谷中央
。

海拔 米的天池湖前缘堆积为又一次冰川作用的终硕珑

图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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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协
。

该终碳垅由棱角清楚的大小岩块与砂砾组成
,

共成分
一

仃辉 长岩
、

砾茉幸
、

石 英岩等
。

围垅厚 一 米
,

有些部 位上层 为 一 米的 片 卜层
,

灰 自色
、

灰黄色的大小混杂砂砾岩块和粉沫状物质
。

这种杂 色细粒物 质止是冰川运行中 价

岩石而成
。

围珑 丧面至今突露的 巨砾 岩块为冰川之 表债
。

天 池以 护还 仃明显的 形 套 谷 存

在
。

天 池西侧 二工林场场部所在地
,

就是一个 占冰斗
,

朝向
“

万,

海拔 米
,

为 之
一

早期

冰川活动的产物
。

博格达峰 南坡的奇沟
、

红沟
、

几个山沟 前称 萨格 二河 等河流域
,

第四纪冰川遗迹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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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晰可见的
。

红沟上游 米出现一个终磺垅
。

海拔 米则为另一次冰川作 用 的 堆 积

体
,

呈 长岗丘陵地形
,

从谷地上游连续伸展而下
,

冰硫体上层为数十厘米的土状物质
,

下层

为大小混杂的冰破砂砾石
。

冰碳体前端厚度 一 米
,

向上连续出现 一 公里
,

而被

米的终破拢所超 伏
。

冰债体表面宽阔
,

现为夏牧场
。

沿谷地向下直抵柴窝堡一一达坂城山间

盆地边缘
,

在箱状谷地中不断发现 巨大漂砾
,

最大砾径达 米以上者 多 处
,

一 米 者 更

多 , 为更老的冰川作用遗迹
。

二个山沟具有类似情况
。

冰蚀地貌形态南坡亦有保存
,

唯出现

部 位较北坡为高
。

综观博格达峰 南北坡的第四纪冰川
,

不难发现 期遗迹出现的部位
,

南坡高于北坡
。

这

不仅与坡向不 同
,

卜照时间长短有关
,

而 巳是北
、

南坡降水量多少有别
。

影响冰 川 发 育 所

少仁
。

二
、

冰水沉积与冰缘沉积

众所周知 , 维四纪的气候是不断变化的
,

具有冷暖交替的多次返复
。

对 于气候温度计的

冰川作用来说 , 二在整个这
一

地质时代中
,

当然有着多次繁衍变化
。

反映在冰川 区及冰缘区的

汉 积物上则有不 同的岩相变异
,

出现与冰川堆积有着成生联系的冰水沉积和其它冰缘沉积
。

丸 它们的研究是古冰川作用研究中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博格达峰南 匕坡的冰水沉积分布很 一 ,

多以阶地地貌形态出现
,

这在各河中游地段保存

鼓 好
。

该峰北坡的三工河中游林管站附近
,

可 以看到冰水阶地五级
,

均为基座阶地
,

在物质

组成 上二元结构
一

常明显
,

阶地上部为黄土状物质
,

下部为磨园度不一的砾石层
,

阶地愈高

砾石磨园度愈差
,

而砾径愈大
。

岩石成分为辉长岩
、

安 山岩
、

石英岩
、

火山角砾岩和砂岩等
。

从下而上
,

第
一

拭级阶地高出现代河床不足 。米
,

保存残缺不全
,

其上土层厚 米 第二级高

出现代河床 米
,

为分布最广的一级阶地
,

上部黄土层厚 米 第三级阶地高出河床 米
,

保存较少
,

黄土层厚 米 第四级高出河床 米
,

分 布厂
‘ ,

保存好
,

其上黄土层厚 米

第 五级高出河床 剑米
,

表面凹凸不平
,

黄土层很薄
,

多在 米 以上
。

该峰南坡的三个 山河 中游 米附近
,

也可 以看到五级冰水阶地
,

唯相对高差较小
。

从

下而上 一 级阶地的相对高程分别为 一 米
、

米
、

米
、

米
、

米以上
。

各阶地

的物质组成和结构补 纂本上与北坡类 同
。

尽管南北坡阶地高程有别 ,’ 反映第四纪 以来博格达

峰北麓较南麓构造上升要强烈的多
,

但都有五级冰水阶地
,

成为第四纪 以来这一 地 区构造活

动的记录
。

博格达峰南北麓的第四纪沉积物
,

缺少完整的天然露头剖面
,

而被深埋于 山 前 平 原 之

下
,

因此
,

只能借助于钻孔资料加以推断
。

据新疆地 质局水文地质大队钻孔 资 料〔 〕
,

位于

博 格达峰北麓四工河
、

三工河
、

水磨河下游的 阜康扇形地前缘
,

第四纪堆积物中具有三层承

压 含水层 第四系未完全打穿
。

第一层埋藏在地面下 一 米
,

岩性为卵砾石 为灰色
,

以变质岩为主
,

含少量火成岩
,

呈亚园状
,

砾径 一 厘米
,

含泥量少
,

厚 一 米

第二 层顶板 厚 一 米 埋藏在地面下 一 米
,

岩性为卵砾石层 呈灰色
,

以变质岩为

主
,

混有砂岩
、

烧变岩碎块
,

半棱角状
,

含土较多
,

砾径 一 厘米
,

总厚度 一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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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顶板埋藏在 一 米
,

岩性为卵砾石 成分同上层
,

唯岩屑较碎
,

且含泥 , 钙质半胶

结状
,

总厚度 一 米
。

隔水层为灰绿色淤泥质亚粘土和青灰色亚粘土层
。

这种透水的砂

砾层与不透水的亚枯土隔水层
,

具有不 同的沉积环境
,

是冰缘气候的产物
,

为冰水或冰水湖

相沉积
。

博格达峰南麓的柴窝堡洼地中
,

柴窝堡湖西而一个钻孔理 米 第四系未打穿
,

也揭露出三层承压含水层
,

第一层埋藏在地面下 一 米
,

第二层埋藏在 米
,

厚

米
,

第三层埋藏在地下 米
,

厚 米
。

有人认为
,

这些承压含水层由上更新 统 冲

积洪积层和中
、

下更新统冲积湖积层组成
。

其实
,

这 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

正如李四光教授

指 出的 “ 把这些泥砾层和其中所夹的砾石层 以及砂砾层等等混在一起
,

统称为洪积
,

不大

关心它们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

·

一是不够严谨的
。 ” 〔 〕应 当指出

,

这里所有的河流都是季节

性河流
,

无 卜己常冲积物形成条件
。

各河中
、

下游谷地构成两岸阶地的砾石
,

都是 冰 水 沉 积

物
。

诚然
,

我国天山 山麓一带
,

是有洪积物存在的 尤其是冰 后期 但就冰期时代的博格达

峰南北麓而 言
,

处 于冰缘气 候 条 件 之
,

这是勿庸置疑的
。

所 以
,

勾成含水

层的这种砂砾物质
,

当然是冰缘
’

一

乙候的

产物
。

分析这些第四纪钻孔资料
,

我们不

难看出
,

隔水层沉积物质细而坚
,

反映

出垃峥“
一

心候的沉积环掉
,

为间冰期湖相

沉积 而 含水层物质粗而疏
,

代表急剧

变化的 心候环境
,

与冰期相适应
。

草 于

这种认识
,

我们认为每 一 组 粗 砂 砾

层
、

细 枯 层 交替层
,

代表 了 一

次冷暖古 心候的变化过程
,

反映着一次

沉积旋回
。

必须指出
,

这些第四纪冰缘

地带的沉积物
,

每一 旋 回的厚度达几十

米
,

绝不是流程短
、

流域面积少的三工

河 长约 公里
,

流域面积 平 方 公

认 ,
现代年径 流 量 一 亿 立 方

米
、

四工河 长 多公里
,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

年径流
一

髦 一 立

方米 在短期内所能形成
,

而是不同地

质时代的产物
。

阵格达峰北麓的第四纪

沉积厚度
,

从山麓向山前平原下部逐渐

增大
。

据勘探
,

这里第四系厚度 多

米
。

在阜康 县写北农场北 十四公里

前平原
一

部
,

有一深度 米的钻孔

中 第四系未全部揭露出来 有五组亚

亏孔 号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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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上与亚砂土交互层 图四
、

采用水文地质 队原骗号
,

号孔位于阜康县城西 北 公 里
,

号孔位于阜康县城西北 公里
,

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带第四纪沉积的状况
。

博格达峰南北坡的第四纪地层未能全部揭露出来
,

这给我们认识该 区第四系 分层对比造

成困难
,

尽管如此
,

从现有资料我们还是可 以看出一些问题来
。

实际上
,

该峰南北桅几组 含

水层 与隔水层的发现
,

为探讨第四纪古冰川作用提供了佐证
。

三
、

冰川类型 与冰期划分

我国大 匕山脉的地貌成层性 比较明显
,

高
、

中
、

低山带异常清晰
,

它们之间往往为大断

裂所分隔
。

第三纪形成的 地夷平而
,

受挽近构造活动抬升而出现于不 同高度
,

第四纪冰川

即发育在这些地貌部 位 七
。

茧经 后期外首力作用的破坏与改造
,

但冰川遗迹仍或多或少地保

存下来
,

成为再造 夕冰川的有 力证据
。

我国天山的第四纪冰 川遗迹
,

不仅遍布于高
、

中山地带
,

而且在某些山麓地段亦有大量

遗迹可循
。

据笔者观察
,

天山最东段的哈尔里克山北坡
,

古终碳达伊吾一一巴里 坤 盆 地 边

缘 博格达山北坡的奇台一一 占木萨尔一带
,

发育着宽尾的山麓冰川 博格达峰南北麓具有

类似现象
。

据有关资料
,

我国天 山 伊连 合比尔孕山 北坡的巴音河 占冰川一直延伸到山麓

平原〔 〕
,

天山 托木尔峰 南坡南木扎提河流域的 ’了冰川亦具山麓冰川形态 〔 〕〔 〕
。

可见
,

第四纪冰川全盛时代
,

我 闷天山地区的冰川作旧具半覆盖性质
,

而第四纪晚期的冰川遗迹则

保存在河谷之中
,

为山谷冰川作用类型
。

因此
,

对 犷将我国天山第四纪
一

占冰川
,

笼统地判定

为山谷冰川性质〔 〕,

或认为仅发生在 米 以上高山地带的说法〔 〕
,

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

对于我国天 山地区第四纪冰川作用的次数问题
,

学者们根据各自研究的地段而得出不 同

的结论〔
, , , ,

〕,

这是不 奇怪的
。

但 是
,

应当指出
,

新疆的第四纪地层 尚未作过系 统 而

深入的研究
,

作为鉴定地层时代 主要依抓之一的第四纪古生物发现很少
,

至今没有标准的第

四纪地层与之对 比
,

这给准确地划分冰期时代带来很大困难
,

这也是不同学者对同一地区冰

川遗迹作出不 同时代结论的主要原因
。

因此
,

正确地确定新疆第四系标准层位
,

则是应 当立

即加以解决的悬案
。

鉴定这种情况
,

笔者 在划分博格达峰地 区冰期时
,

主要根据古冰川遗迹

分布 部位
,

冰债物新老程度 与相对层位关系
,

以及分析相关沉积分布等进行的
。

同时
,

并借

鉴部分前 人研究成果加以对 比
,

以期作出较为 切合实际的结论
。

根据 前 官所述
,

从博格达 泽南北坡古冰川遗迹刘断
,

第四纪以来这里至少发生过三次 以

上冰川作用
。

四工河力行大坂终硕体和驴尾 巴梁终啧体
,

分别为第四纪晚期两次山谷冰川作

用的下限所在 见图二
。

值得注意的是
,

有些 人将这两 个终硕体当作一次冰期来看待
,

而

将力行大坂终碳体仅看作末次冰期的一 个阶段
,

甚 至有人认为是小冰期的产物 必须指出
,

小冰期的概念是不明确的
。

据研究〔的
,

冰后期以来
,

中纬度的温度曾经有过三个低点
,

即距

今 一 年
,

一 年和 年
‘。

每次低温期出现时
, 生 地冰川扩展了

,

那么
,

所指

的小冰期属于何者呢
。

这种认识
二

未必确 叨
。

笔者在我国 尺山地区考察中
,

看到这两个

终碳体分布很广
,

冰硫物新老程度相差 很大
,

较新冰债推掩于较老冰碳体之上
,

二者末端距

离约 公里
,

高差 米左右
,

而且各自都有 自己的冰蚀地貌形态
,

终债体都 以垅岗形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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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形槽谷之中
。

相当于力行大坂终磺珑 。米
‘

的遗迹
,

在我国天山高山地带分布 非

常普遍
,

终碳珑末端的海拨高度是 哈尔里克山南坡庙尔沟 米 博格达山北坡开工河
、

中葛根河 一 米
,

白杨河 米
,

三工河 米
,

该 山南坡的红沟
、

三个山河在 米

以上 哈拉都套山和喀拉乌成山之间的阿拉沟为 。米
,

乌鲁木齐河大西沟 。米
,

伊连哈

比尔朵一 北坡金沟河 米
,

大牛沟 米 我国北大 西段的别珍套 通卡赞沟为 米
,

阿拉套 山南坡的曲洛托沟 米〔 〕 源
·

自南天 托木尔峰的南木扎提河 米
,

⋯ ⋯
。

看

来冰川末端各地出现的高差是很大的
。

这是各段 山地坡向不 同
,

导致降水多寡有别
, 以及流

域面积大小等影响的结果
。

这次冰期的时代
,

我们认为属于上更新世晚期
。

相当于博格达峰北坡四工河驴尾 巴梁终琐体 末端海拨 米 的倒数第二次冰期
,

冰

川遗迹 己达中低山地带
。

它是我国天山分布最万” 、

遗迹保存最好的一次冰川作用
。

各地终碳

体末端的高度是 哈尔里克山北坡的托什干沟 米
,

庙尔沟 米 巴尔库山北坡的拱北

沟 米 博格达 山北坡的开工河 米
,

中葛根河 米
,

白杨河 米
,

三工河 米
,

南坡的红沟 米
, 一

几个山河 米 阿拉沟 米
,

金沟河大牛沟 米 赛 里 木 湖 区

米以 下 , 卡赞沟 米
,

曲洛托沟 米 , 南木扎特河 米
。

这次冰期的时代应为

更新世早期
。

与上两次冰川作用相伴生的冰水沉积与冰缘沉积分布很广
。

博格达峰南北坡各河中游地

段的第二
、

三级阶地
,

由钻探所知的山前平原上部两组 含水层与隔水层亦为此期形成
。

我国

天山南北麓各河中游地段 大断裂附近 的下部高阶地
,

均为这一时期的产物
。

博格达峰北坡四工河流域
,

倒数第三次冰期的冰破保存很少
,

并且多 以 巨砾出现在海拔

米左右的谷地中
,

出山 口段的 “ 低台子 ” 是否为该次冰期的最下限〔 〕,

尚待研究
。

在

哈尔里克山南坡庙尔沟八大石附近 米
,

看到这次冰川作用的 巨砾
,

开工河 出山 左

岸 米的地方
,

保存 了这次冰期的终硕残体
,

它 以 一 , 讲向延伸而为弧形
,

长 公里
,

宽 一 米
,

相对高差 米左右
。

金沟河 米的大漂砾〔 〕,

北天山西段汗特朵山 北

坡哈沙沟 米的冰磺丘陵
,

及其西邻小乌尔托沟 米 以上的两层胶结砾 岩
,

赛 里 木 湖

南岸克色克萨依沟 口 一 米之胶结砾岩〔 〕
,

曲洛托沟左岸高出现代河床 一 。米

高台地上的古冰碳
,

南木扎提河克孜尔布拉克 米的冰啧带
,

都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

其时

代大致为中新世
。

在 二工河中游地段
,

相对高差 米的第四级高阶地
,

大致与第 三次冰川作用的 冰碳 相

适应
。

己查明的 三 ’河 下游阜康 山前平原第三含水层与隔水层
,

则为当时冰缘地区冰期与间

冰期的相关沉积
。

拜城盆地第四组阶地的冰水砂砾层是与这次冰期相联系的
。

博格达峰南北坡可能还有更老的古冰川存在
。

但是
,

由于遭受长期外营力作用
,

冰川遗

迹 基本上 己被侵蚀殆尽
,

再造这次古冰川
,

目前尚有不少困难
。

初步观察
,

只工河中游最高

一级阶地 相对高程 米 上
,

磨园很差的巨砾岩块 四工河出山口附近的 “ 高 台 子 ”

甘河子大 龙口 煤矿学校附近
,

第四级阶地上的冰碳物等
,

都可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

伊连哈

比尔杂山巴音河谷 口 喇嘛庙之北
,

海拔 。米
,

厚度 一 米的终硫 腾格里峰南坡 强 台

林苏海拔 米
,

厚度超过 米的终债〔 〕 托木尔峰南坡南木扎提河出山口 阿合布龙附近

的冰破等〔 〕
,

可能均为这次冰川作用的末端
。

拜城盆地内第五组阶地〔 〕 玛纳斯河流城最

高级阶地等
,

有可能都与更老一次冰期有关
。

在苏联的伊塞克湖盆地 同样存在着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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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的第五组阶地〔 〕
。

还应指出
,

我国天山南北麓经后期构造运动而产状受到剧烈变动
,

其中并发育有断裂构

造的所谓 “ 安集延岩系 ”
孟一 〔 二,

实际上是早第四纪的产物一一西域砾石层 〔 〕
。

在喀什北面恰克马克河的托特拱拜友附近
,

我们清楚地看到
,

在这一早更新世陡倾斜
。

左

右 地层之上
,

有一侵蚀面
,

代丧着一次沉积间断
,

可能为一次间冰期的反映
,

其上堆积着

构造变动轻微而产状变化很小 倾角儿度

的泥砾沉积 图五
。

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

间断面
,

但从物质组成来看
,

由下而 也是

渐变的
,

而朱割断物质组成上的联系
,

故均

应划归第四纪
。

这一早更新世的沉积物
,

在

呵图什一带还可分出上
、

下两层来
,

上层黄

褐色
,

泥质较多
,

下 层青灰色
,

细砾物质较

少
, 二反映着不 同的沉积环境

。 “ 安集延层 ”

应与前人所称的准噶尔盆地 ” 戈壁岩系 ” 时
代相当

。

祁连山北麓的玉内砾岩应是同公时

代的产物
。

黄汲清将玉门砾岩分出下部和 上

部两层〔 〕
,

和我们在天山南麓阿图什一带

所观察到的两层早第四纪砾 岩 相 吻 合
。

当

然
,

我国天山西段南麓的
一

旱更新世沉积 即

几 石文合

断层

加
洲

护
侵蚀向析面

‘

研治

图五 愉克乌克河‘托特拱拜拟幼
西祥剖面示意国

所谓的 呈一
,

厚度达数百米
,

甚至千米以上
,

其沉积相并不是单一的
,

而是多种沉积岩

相的综合
,

然不能排除其中包含冰川沉积的
一

可能
。

关于这个问题
,

笔者并未作过深入细致的

哥查研究工作
,

仅提出讨论
,

有待进一步证实
。

结 束 语

我国天山地 区第四纪冰川的类型 与冰期次数问题
,

学者们的见解是各异的
。

笔者认为
,

我国天山第四纪冰川
,

早期具半覆盖性质
,

晚期为 山谷冰川类型
。

第四纪冰川作 用 具 多 期

性
,

我国天 山至少发生过三次以上冰期
。

我国天山南北麓
,

特别是南麓产状受到剧烈变动的第四纪砾岩
,

是各种沉积 岩 相 的 综

合
,

其中可能包含有早更新世冰川沉积的戍分
。

对这 一 问题的深入研究
,

有助于解决新疆第

四纪地层的下限问题
,

而且将对我国天山第四 纪冰川发生的时代
,

提供可靠的依据
。

新疆的第四纪地层间题至今尚无准确的答案
,

给许多工作带来很大不便
。

对这一 问题的

解决
,

不仅具有学科上的价值
,

而且对新疆广大地区地下水利用
,

山区建设等均 有 现 实 意

义
。

因此
,

各个部门密 切配合
,

加强新疆第四纪地质的研究
,

正确地划分其层位
,

探讨第四

纪古气候
,

确定新疆广大地区存在的新构造运动量等问题
,

应 当提到重要 日程上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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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普施泰因 天 山 第四 纪 沉 积 地层

地质专裤 第二 期 一 九五六 年

〔 〕黄汲清 中国新 构造 运 动 的 儿个类型

中国科学院 第一次新构三乡红动座谈 会发 言 记 录

科 学出版社 一 九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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