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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山哈拉斯河流域冰川遗迹

及冰期的初步探讨

刘 潮 海 王 立 伦
(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 )

阿尔泰山区第四纪冰川作用规模巨大
,

冰川作用遗迹丰富多样
。

由于 交通 条 件 限

制
,

除新疆地质局区测大队 1 9 7 8年对哈拉斯河流域第四纪冰川作过一些工作外
,

很少有

人进行详细研究
。

作者在 1 9 8 0年时
,

有机会对哈拉斯河流域第四纪冰川进行观察
,

现整

理成文
,

以供参考
。

一
、

地质地貌概况

阿尔泰山是亚洲中部宏伟山系之一
,

我国境内为该山脉中段
,

为一系列走向西北一

东南的高大山体
。

阿尔泰山在横向上呈逐层升高的阶梯状
,

明显地划分为四个带状排列的单元
:

额尔

齐斯河谷平缓起伏的山麓平原
,

稠密细谷切割的低山带
,

河流强烈切割的中山带
,

以及

冰川强烈作用的高山带
。

在构造上阿尔泰山系一条褶皱断块山
,

由古生代为底基的古准平原断裂隆起而形成

的
。

古阿尔泰山基本轮廓形成于二迭纪末
,

三迭纪再度隆起
,

以后经老第三纪的漫长剥

蚀时期
,

山势降低
,

趋于准平原化
。

古准平原地形在现代阿尔泰山
,

特别是中山带有广

泛分布
。

新第三纪和第四纪的喜马拉雅运动
,

使已被夷平的阿尔泰山断块隆起
,

成为现

代高峻的山脉
。

在断裂构造运动中
,

阿尔泰山地西北上升量高于东南
,

山地河流顺坡南

注
,

而山麓平原断裂带自东南倾向西北
,

使额尔齐斯河主源和乌伦古河在 出山口后急剧

转向西北
。

二
、

冰川地貌和第四纪冰川遗迹

在第四纪期间
,

哈拉斯河流域发生过多次巨大的冰川作用
,

塑造了多种冰川侵蚀地

形和堆积地形 ( 图 1 )
,

概括起来有以下主要特点
。

1
。

冰斗成层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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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哈拉斯河流域冰川地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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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背石

阿尔泰山区古冰川作用中
,

冰斗是最明显的侵蚀地形之一
。

哈拉斯河流域的冰斗见

于 2 2 0 0米以上的山地
,

自下而上可排列为 4 组
,

高度分别为 2 2 0 0一 2 4 0 0米
、

2 6 0 0一 2 7 0 0

米
、

2 9 0 0一 3 0 0 0米及 3 1 0 0米 以上
。

哈拉斯河流域有明显形态的冰 斗 1 39 个
,

其 中 2 9 0 0米

以上的冰斗为现 代冰川所占据
,

主要分布在哈拉斯河源和其主要支流源头 的 高 山 带
。

2 9 0 0米 以下的冰斗多为空冰斗
,

主要分布在具有准平原面的中山带
,

冰斗底部多发育有

冰川湖或沼泽草甸 ( 表 1 )
。

表 1 哈拉斯河流城冰斗数 t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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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在中山带的古冰斗
,

由于冰川刻蚀作用较弱和经受 的冰川作用次数较少
,

冰斗

规模一般较小
,

直径多在 0
.

5一 0
.

8公里
,

冰斗后壁较缓
,

高差仅数十米至百余米
。

随着

海拔高度增加
,

冰川塑造侵蚀作用加 强
,

冰斗规模变大
。

高 山带的冰斗直径多在 1 公里

以上
,

冰斗后壁陡峭
,

高差可达 2 00 一 3 00 米
,

以至于积雪难 以存留
,

基岩终年裸露
。

冰斗的方位用其轴部的方 向确定
,

分别统计出有冰川 占据的现代冰斗和空出的古冰

斗的方位
,

并绘制出相应冰斗的方位图 ( 图 2 )
。

从图中可以看 出
,

无论是古冰斗还是

现代冰斗
,

都是 以西北方位为主要朝向
,

这可能与西北方向的水汽来源有关
。

阿尔泰山东南部的冰斗分级层次少
,

仅有 3 级
,

且分布高度亦高于哈拉斯河流

域同一级冰斗 2 00 一 30 0米
1 )

。

反映了第四

纪时
,

阿尔泰山区古代冰川作用高度和规

模在东西方向上的差别与现代相似
。

2
.

冰川槽谷普遍发育

冰川槽谷也是阿尔泰山区常见的冰川

侵蚀地形之一
,

是判断第四纪冰川作用规

模的重要依据
。

沿线考察发现
,

哈拉斯河

及其主要支流基本上都显槽谷形态
。

根据

槽谷形状和分布高度
,

可以分为 两 种 类

型
。

一种是长大而幽深的槽谷
,

主要见于

哈拉斯河主谷及其阿库里滚
、

布的乌哈拉

斯等主要支谷中
,

长度一般在 25 公 里 以

上
,

最大的哈拉斯主
“ U ”

形谷长达一百

公里
。

这类槽谷底部宽度在 2 一 3 公里
,

谷壁高差 3 00 一 5 00 米
,

个别地段可达 8 00

一 一 一一 现代冰牛

一
布水

`
卜

图 2 现代冰斗和古冰斗方位分布图

F 19
.

2
.

O r i e n t a t i o n d i s t r i b
u t i v e d ia g r a n -

0 f m o d e r n a n
d

a n e i e n t e i r q u e s

余米
。

另一种是短小而宽浅的槽谷
,

主要发育在哈拉斯河主谷两侧具有准平原面的中山

带
,

长度一般在 6 一10 公里
,

谷壁缓坦
,

垂直高差仅数十米到百余米
。

支谷 和 主 谷 相

交处
,

多呈悬谷形态
,

海拔高度 2 2 0 0一 2 3 0 0米
,

大体和森林上限一致
。

悬谷处多有壮观

的瀑布
,

流水 长期下切
,

在
“ U ”

谷底部形成了 深 切的
“ V ” 谷

,

成为明显 的谷中谷现

象
。

主谷和其两侧悬谷的差异性
,

反映了第四纪各阶段冰川作用规模和侵蚀 强 度 的 不

同
。

3
.

冰川湖成串珠状分布

哈拉斯河谷中及其两侧山地
_

L发育有许多大小不等的湖泊
,

据 1 ,

10 万 地 形 图 统

计
,

哈拉斯河流域有 1 50 多处
,

绝大多数和冰川作用有关
。

发育在哈拉斯主谷中的湖泊
,

是不同时期冰硕物阻塞谷道而形成的狭长状湖泊
。

其中哈拉斯湖长 25 公 里
,

平 均 宽 度

1
.

8公里
,

面积 45 平方公里
,

呈向两端突出的弯月状
,

是哈拉斯河谷中最大的冰 碳 阻塞

祝 皆水
,

库额尔齐斯河
、

大青 格里河上游地区 第四 纪冰川遗迹
,

折弧地区第 四纪地质
l
j 第四 纪冰川讨论会

,

19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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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

较小的冰啧阻塞湖有阿克库勒 ( 湖 )
,

呈 三棱形
,

长 6 公里
,

宽 1
.

5公里
,

面积 9
.

1

平方公里
。

发育在哈拉斯河谷两侧山地中的湖泊
,

或是古冰斗湖
,

或是在宽浅的槽谷中

冰川掘蚀作用形成的冰蚀湖
。

这种类型的湖泊数量最多
,

但规模均较小
,

直 径 一 般 在

20 0一 40 0米
。

层层叠置的冰斗湖和槽谷中的冰蚀湖之间
,

以流水相通
,

形成了串珠状的

河湖网
。

4
.

角峰
、

刃脊随海拔高度增大而发育完好

角峰是不同方 向上 的冰川溯源侵蚀而形成 的孤立山峰
。

由于冰川作用性质
,

侵蚀强

度等差异
,

形态上有很大的不同
。

在高山现代冰川作用区
,

角峰林立
,

峰顶明显但不尖

锐
,

外部形态呈巨大的金字塔状
,

奎屯峰和友谊峰就属于此种类型
。

分布在中山带的山

峰大多小而钝
,

峰顶浑 圆
,

恰其阿依特
、

乌兰哈特等 山峰均属此种类型
。

前者反映冰川

作用强烈
,

地形处于
“
壮年阶段

” ,

后者反映冰前期夷平面保存良好
,

冰川塑造侵蚀作

用较弱
。

刃脊是冰川侵蚀作用形成的尖薄状山脊
,

同样具有随海拔高度增大而发育完好的特

点
。

在哈拉斯河源现代冰川作用的高山带
,

刃脊呈尖薄的锯齿状
,

和其两端的角峰构成

了十分壮观 的冰蚀地貌景观
,

反映出冰川侵蚀作用是十分强烈的
。

而在中山带
,

槽谷 间

的分水岭多呈宽坦的长梁状或平缓的鳍脊状
。

在哈拉斯河源中苏边界上海拔 2 6 8 0米的阿勒杂姆吉达坂
,

鞍部平缓
,

我国一侧谷壁

陡峭
,

而苏联一侧发育有北西向
、

长十多公里宽 1
.

5一 2
.

0公里的平缓倾斜的冰川槽谷
。

谷

底发育有沼泽草甸和水洼
,

并见有花岗岩漂砾
。

从该槽谷无明显的冰川补给区
,

冰川漂

砾岩性又不同于下伏基岩等推测
,

可能为第四纪哈拉斯河流域冰川作用最盛时翻越分水

岭刨蚀而形成的
。

像这样的古冰川溢 口还有哈拉斯达坂等
。

5
.

基岩冰溜面和羊背石多处出露

冰溜面是冰川底部夹带的冰啧在基岩上进行反复地碾磨而形成的
。

在阿克库勒以上

的哈拉斯河段就见有三处基岩冰溜面
。

其中哈拉斯冰川末端以下 3
.

5公里处的冰溜面最为

新鲜
,

其上见有沿河谷向下伸延的冰川条痕
,

现已被流水下切为 2一 3 米的沟槽
。

其余

二处基岩平台
,

位于
“ U ” 形谷中

,

表面平坦
,

略向河流下方倾斜
,

显然是较早一次冰川

作用的底基
,

现被流水切割成深 20 一 30 米的峡谷
。

这些峡谷的相间出现
,

把所辖河段分

割成相对宽展 的小盆地
。

另外
,

在加斯库勒 ( 湖 ) 至那伦之 间也发现有多处 基 岩 冰 榴

面 1 )
。

基岩冰溜面的出现不仅是冰川作用的标志
,

其上 的冰川擦痕方向还可用来恢复冰

川的流向
。

在冰川槽谷底部
,

由于坚硬的岩石很难被冰川刮平
,

因而形成了高出谷床的基岩岗

丘
,

地貌上称为羊背石
。

哈拉斯湖左侧谷床上有长 3 公里
,

宽 0
.

5一 1
.

0公里
,

高出湖面

百余米的羊背石群
,

其形状多为顺谷伸延的岗垄
,

也有呈卵形的孤丘
,

顶部见有零星的

冰川漂砾
。

羊背石和其间的洼地相 间出现
,

构成了壮观的冰蚀地貌景观
。

6
.

冰川沉积物广泛分布

在第四纪冰川作用期间
,

除在槽谷中堆积有巨大的冰硫垄岗外
,

还有大量的冰川漂

1 )李佩基
,

新疆阿尔泰山区第四纪冰川遗迹
,

新疆地区第 四纪地质与第 四纪冰川讨论会
, 1 9 7郭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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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零星分布在 2 0 0 0一 3 1 0 0米具有准平原面的山地和浑圆状山峦上
。

哈拉斯湖西侧的恰其

阿衣特附近
,

冰川漂砾以半埋藏或裸露于地表的形式散布在平缓起伏的山间低地和其周

围 2 2 0 0一 2 6 0 0米的浑圆状山峦上
。

冰川漂砾主要为粗斑状花岗岩
,

直径一般在 1一 2 米
,

大者可达 3 米以上
,

呈次棱角或次圆状
,

其上密布苔鲜地衣
,

风化程度极深
。

另外
,

在加

瓦拉克 ( 2 7 4 7米 )
、

乌兰哈特 ( 2 7 3 5米 )等山峦附近的长梁状分水岭上均见有这种漂砾
。

哈拉斯河谷自上而下见有三道形态较完整的冰破垄岗
。

哈拉斯河源头 21 号 ( 哈拉斯

冰川 ) 冰川末端的终啧垄距该冰川末端 3
.

5公里
,

海拔高度降至 2 3 0 0米
。

冰碳物岩性主要

为花岗岩和砂页岩
,

无苔鲜地衣生长
,

是哈拉斯河谷形态最完整
、

时代最新的一组冰破

垄岗
。

依次向下为阿克库勒出口处下方 的冰啧丘陵
,

由长 5 公里
、

宽 1
.

0一 1
.

5公里
、

高

出湖面近百米的 4 一 5 列弧状垄岗所组成
。

冰碳物岩性主要为花岗岩和砂页岩
,

一般粒

径 1 一 2 米
,

其上生长有苔鲜地衣斑条
。

最低一道终破垄位于海拔 1 4 0 0米的哈拉斯湖出口

处
,

为长 3公里
、

宽 2
.

5公里
、

高出湖面 30 一 40 米的冰破垄岗
,

其上见有直径 1 一 2 米的

花岗岩漂砾
,

呈次棱角状
,

表面生长有较密集的苔醉地衣
,

风化程度很深
。

冰川漂砾下

多为较小的砾石和砂等混合堆积
,

无明显层次
。

我们把上述三道冰磺垄岗分别命名为友谊峰
、

阿克库勒和哈拉斯冰碳垄
。

其冰琐物

粒度组成
,

用普通土工试验的筛分方法
,

其结果 ( 以重量百分比表示 ) 如表 2 所示
。

不

同时代冰破物的粒度组成基本
_

L为砾石和砂
,

两者合占7 3
.

7一 9 1
.

5 %
,

粘土 含 量 仅 为

1
.

8一 1 0
.

5 %
,

并自新至老
,

含量显著增加
。

与珠穆朗玛峰北坡绒布河相应三道冰琐物的

机械组成相比
,

后者砾石和砂的含量合计高达 92 %以上
,

而粘土含量 不 足 2 % 〔 1 〕 。

哈拉斯河谷不 同时代冰债物的重矿物组成如表 3 所列
。

自新至老不稳定矿物含量减

少
,

而极稳定矿物含量则逐渐增加
。

表 2 哈拉斯河谷中三道冰破垄的粒度分析结果

T a b le 2
.

A n a
l y s i s o f g r a i n 一 s i z e o f t h

r e e e n d i n
H

a
l

a s i v a
l l

e y

样 品 高 度 } 砾 粗 砂

111 0 r a l n e s

中
、

细砂

冰碳垄名称

( 米 )
2 0一 5 ( 毫米 2一 0

.

5毫米
0

。

2 5一 0

毫

000
。

0 5一 0
。

0 0 555

毫毫 米米

引口叨一

:16
友谊 峰冰磺垄

阿克库勒冰琐垄

哈拉斯冰碳垄

5 1
。

4 4

5 8
。

6 8

2 8
。

4 6

2 1
。

3 8

2 5
。

8 2 1 9
。

8 8 2 2
。

4 1

注
:

样 品由王怡同志分析

三
、

第四纪冰期的初步探讨

阿尔泰山区冰期的划分
,

由于过去的考察者们划分冰期的依据不同
,

又缺少年代资

料
,

因而至今尚无一致意见
。

作者试图依据冰破物出露高度
、

风化程度及其相互关系进

行冰期划分
。

现自新至老分别简述如下 ( 表 4 )
。

小冰期
,

以哈拉期河源的友谊峰冰债垄为代表
,

称为友谊峰小冰期
。

这些弧状终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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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哈拉斯河谷中不同时代冰破物的重矿物稼定度比较
r

r a bl
e3

.

Co m p ar i so o n fs t a bil i t yo f hv a e ym in er al s inm o r ain es fo rm eo l

d u r in gd i f f ern et p er io d s inI l a
l

s aiv al l
e了

不不 稳 定 矿 物物 较 稳 定 矿 物物 稳 定 矿 物物

(((拓 )))( %)))(州 )))

n Q 111门门 n滩
`
夕 RRR 1 4

。

000 5

阿克库勒冰砧

哈拉斯冰硷

CO
。

2 5

7 5
。

2 5

0 1
。

7 5

9
。

0 5

5
。

7 5

9
。

50

注
:

样品由马正海同志分析

表 4哈拉斯河流域各次冰期对比
’

l
’

al be攻
.

C
o m pr ai so no fi e ea gs einI l a

l
as iv al l e y

_
_

州泣
_ _

卜
J

_

}们
_

用类

三 )
一 _

赞少…攫
_

…邃
_一

下
友 谊峰小冰期 ( zG ll t :纪初 )

阿 克库勒新冰期
( 600 0年 以后 )

哈拉斯冰期 (晚更新 队 )

,

}
,

更新 11卜冰期

山谷冰川

复式山 谷冰川

1 4
。

3 2 30 0

4 0
。

0 ] 7 0 0

1 1 6

7 0 0

] 0 0 0

3 1 0 0 1 50 2 0 0

2 9 0 0 3 5 0一 4 0 0 3 0 0

树枝状山 谷冰川

覆盖式或半覆盖
式冰川

1 0 0
。

0 1 40 0 26 00 6 0 0一 7 0 0 6 0 0

< 1 8 0 0 23 0 0 1 0 0 0一 1 1 0 0

垄共有三道
,

每列都含有一定数量的深褐色的冰磺砾石
,

反映着它们生成时运动前进
,

推挤原河床上较老的冰磺物
.

形成灰白色的新冰债掩覆老冰磺的现象
。

苏联阿尔泰 山〔 2 〕 、

我国天山
、

祁连山〔 3 〕等地区也有类似 的现象
。

距哈拉斯冰川末端 3
.

5公里处 的最外一列终磺垄下伸到海拔 2 3 0 0米
,

和森林相交形成

明显的弧状修剪线
。

冰碳物表面新鲜
,

无苔鲜地衣
,

仅有树龄为 20 一 30 年的西伯利亚落

叶松和稀疏的草本植物生长
,

上限可达 2 3 5 0米
,

比其 内侧两列无任何植被生长的终债垄

显得年代较老
。

从海拔 2 3 0 0米处的冰溜基岩面新鲜
,

尚能辨认出冰川条痕
,

以及位于该

处的峡谷仅下切 2 一 3 米等事实推断
,

最外一列终破垄所代表的冰川前进时期
,

可能和

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样
,

是 16 世纪初全球性气候转冷时的产物
。

最内侧一列终债垄距冰

川末端 1 0 0 0一 1 2 0 0米
,

可能为该区树木年轮所反映的 1 8 6 6一 1 8 8 8年气候湿冷期冰川前进

的遗迹
,

和苏联阿尔泰山18 50 年的终债垄 ( 距冰川末端 4 00 一 1 5 0 0米 ) 相对应〔 2 〕 。

根据哈拉斯冰川稳定状态的积累区比率 ( 0
.

66 ) 推算
, “

小冰期
”
雪线在 3 1 0 0米左

右
,

比该冰川现代雪线 ( 3 2 5 0米 ) 下降约 1 50 米
。

相当于 “
小冰期

” 的侧磺
,

距哈拉斯冰

川 2 0一 30 米
,

高出冰面切一 50 米
,

反映了
“
小冰期

” 以来冰川变窄和减薄的程度
。

据此

推算
, “

小冰期
”
最盛时哈拉斯冰川冰舌前部的最大厚度可达 20 0米左右

。

关于阿克库勒下方海拔 1 7 0 0米的冰债垄
,

一种意见认为
,

此期冰川作用规模较大
,

如果从瀑翁阿拉克阿仁河 口 的冰磺垄算起
,

冰川作用长度可达 40 公里
,

为其源头 的哈拉

斯冰川长度的 3
.

7倍
,

比喀喇昆仑山的巴托拉冰川 〔 4 〕和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绒布冰川 〔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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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末次冰期的长度变幅还要大
,

因而可 以和第四纪末次冰期或末次冰期的一个阶段

相当
。

另一种意见认为
,

该冰债垄形态完好
,

岩面风化程度较浅
,

冰碳垄 间发育的不到

1 平方公里的两个湖泊至今保存完好
,

其时代可能较新
,

是第四纪末次冰期后一次比较

显著的冰川前进阶段
。

我们倾向后一种意见
。

因为根据阿克库勒终债垄相对应 的古冰斗

高度 ( 2 9 0 0米 ) 推算
,

雪线高度较现代雪线下降 3 50 一 4 00 米
,

表明气候条件与现代相差

较小
,

而第四纪末次冰期的雪线降低值在中低纬度山区一般可达 6 00 一 1 4 0 0米 〔 5 〕 ,

反映

了气候条件较现代有很大的波动
。

因此
,

阿克库勒终啧可能是气候适宜期后一次冰川前

进形成的
,

在国内外文献中
,

称这个时期为全新世新冰期
,

属于以千年为波动周期的冰

川前进
。

相当于新冰期阶段的冰啧在我国西部各山区中都有相应的表现
。

阿克库勒新冰期后
,

随着全球性气候转暖
,

冰川不断退缩
,

所遗留的冰债垄 岗堵塞

冰川融水而形成了阿克库勒
,

在河谷中发育了高出河床 5 一10 米的一级冰水阶地
。

与此

同时
,

哈拉斯河源头 的大围谷冰川肢解为各自独立的小冰川
,

其轮廓和现代冰川相似
。

哈拉斯湖出口处
,

海拔 1 4 0 0米的终磺垄是哈拉斯河谷下伸最远的一处
。

冰磺砾石表

面满布苔鲜地衣
,

风化程度很深
,

冰磺垄形态 己受到侵蚀破坏
,

呈现出平缓起伏的岗垄

状
,

仅高出湖面 30 一40 米
。

显然
,

形成年代早于阿克库勒终破
,

可能为第四 纪末次冰期

的遗迹
,

我们称为哈拉斯冰期
。

在第四纪 中期发育的覆盖式冰川逐渐消失的同时
,

构造运动继续使山体上升
,

河谷

强烈下切
,

准平原地形遭到破坏
,

地形起伏增大
。

此期冰川作用就是在这种地形的控制

和影响下发育 的
。

哈拉斯河源
、

布的乌哈拉斯河和阿库里滚等主要支冰流汇入主谷后
,

沿途又汇集了两侧较小的支冰流
,

形成了巨大的树枝状山谷冰川
。

如果从哈拉斯湖末端

的终碳垄算起
,

冰川作用长度可达 1 00 公里
,

为现存的哈拉斯冰川长度的 9
.

3倍
。

根据哈

拉斯河源相当于此期冰川作用 的槽谷肩高度 ( 2 6 5 0米 ) 推测
,

冰流在阿勒孕姆吉达坂等

处向苏联一侧溢 出
。

许多学者对世界主要山区第四 纪冰川作用的研究表明〔 5 〕 ,

晚更新世末次冰期的雪线

和现代冰川雪线相平行
,

气候带的排列和今天类似
,

雪线的降低值和冰川长度变幅在地

区上有很大的差异 ( 表 5 )
。

哈拉斯冰川 的长度变幅大于喀喇昆仑山的巴托拉冰川和珠

穆朗玛峰北坡的绒布冰川等
,

小于阿尔卑斯山地冰川 〔 6 〕 。

哈拉斯晚更新世冰期的规模在

我 国西部山区第四纪冰川作用中是比较大的
。

在阿尔泰山北坡
,

相当于此期冰川作用的

规模亦十分巨大
。

例如
,

卡通斯基冰川 当时的长度达 2 80 公里
,

为众多支流补给的 树 枝

状山谷冰川
,

而该冰川现存的长度则不超过 10 一 n 公里 〔 7 〕 。

根据相当于此期冰川作用的

冰斗高度推算
,

哈拉斯冰期的雪线在 2 6 0 0一 2 7 0 0米
,

其变幅为 6 00 一 7 00 米
,

介于绒布冰

川和阿尔卑斯山地冰川同期变化幅度之 间
。

进入间冰期后
,

冰川大幅度退缩
,

在冰川末端堆积了冰啧垄岗
,

堵塞冰川融 水而形

成了哈拉斯湖
。

与此同时
,

在河谷中广泛发育了高出河床 20 一 30 米
、

宽数百米到 1 公里

的第二级冰水阶地
,

主谷两侧形成高悬谷
。

新第三纪以来的喜马拉雅运动使已被夷平的阿尔泰山断块隆起
,

但总的上升量不如

天山和昆仑山那样巨大
,

山区准平原地形保存比较完好
,

第四纪早
、

中期的地形起伏较

现在更为和缓
。

在全球性气候转冷
,

冰川雪线下降到中山带剥蚀面高度以下时
,

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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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阿尔泰山哈拉斯冰川与若千冰川变化幅度的比较

’

r a b le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v a r i a t i o n r a n g e s o f H a
l

a o i 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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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i e r。

一一一一 - -一一 - - 一一- - - ,
`

一
一

冰 川 名 称 i 所 在 山 脉
丫蕊霸桩漏

一

料
现

丽;汀
一

下
’

~
`

甲
一

丫
’ 1r ’

蔽赢
.

赢
. `

… 长 度 ` ,

} 长度介 … “ lz/ 1 雪 线
一

F 降 位

1 ( 公里 ’ t ( 公 里 ’
} { ( 米 ’

哈拉斯 冰川

绒布冰川

巴 托拉 冰川

野博康加勒冰川

卡通斯基冰川 〔 1 0 〕

阿尔泰 山南坡

珠穆朗玛峰北坡

喀喇昆仑山

希夏邦马峰

阿尔泰山北 坡

欧洲阿尔卑斯 山

1 00 1 0
。

8 6 0 0一 7 0 0

2 2
。

2 3 0 0

匕口八JS八讨.

…
1

.

.,é一bCJ

口曰,l

5 9
。

2

1 3
。

5

snù1山noOUOd

2 8 0 1 1
。

0

8 0 0

5 6 0

8 0 0一 9 0 0

12 0 0

育了巨大的覆盖式或半覆盖式冰川
。

哈拉斯河流域 2 0 0 0一 3 1 0 0米的长梁状分水岭上广泛

分布的冰川漂砾
,

从所处的位置和风化程度判断
,

可能是哈拉斯冰期以前的
,

即中更新

世覆盖式冰川的遗迹
。

从冰川漂砾分布的高度推测
,

当时的冰流下缘 至 少 在 1 8 0 0米 左

右
,

沿低地下伸 的冰舌可能还要更低
。

由于资料不多
,

目前尚难重建当时冰流作用的范

围和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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