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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博格达峰地区现代冰川分布特征

王 银 生 仇 家 琪
中国科学院新租地理研究 所

博格达峰海拔 米
,

是东部天 山最高峰和最大的冰川作用中心
。

和 年曾

两度对博格达峰地区冰川进行编目
。

本文根据编目新成果及野外考察中搜集到的有关资

料
,

着重阐明博格达峰地区冰川数量
、

分布及其特征
。

文中所说的博格达峰地区系指博

格达峰北坡白杨河
、

甘河子
、

四工河
、

三工何及南坡古班博格达河
、

黑沟和阿克苏河流

域
,

即东经
“ 产

一
‘ ,

北纬
“ ‘

一
“ ‘

之间
,

东西长 公里
,

南北宽 公里
,

总面积 平方公里的地区 图
。

一
、

冰川发育条件〔 〕

博格达峰由华力西晚期侵入的辉长一辉绿岩岩体构成
,

三峰矗立
,

其海拔高度 依 次

为
、

和 米
,

周围山峰通常在 米以下
,

博格达峰耸峙群峰之巅
,

显得特

别高峻
。

东西
、

南北
、

东北和西北走向的四组断裂使山体复杂
、

地表破碎
。

高耸的地势

为冰川发育提供 了较为优越的空间条件
。

峰顶与雪线 北坡 米
,

南坡 一 米

之间高差数百米至千余米的地带
,

成为冰川积累区
。

山体孤立有利于携带水汽的气流径

直侵入
,

减少中途损耗
。

山势陡峭使雪崩频繁
,

成为冰川主要补给来源之一
。

博格达峰南北坡年平均 。 ℃等温线所在海拔高度分别为 米和 米
。

北坡 了月

。 ℃等温线所在海拔高度为 。米
,

此高度的年平均气温约为 一 ℃
。

降水集中于暖季
。

例如
,

天池年平均降水量 毫米
,

暖季 一 月 占
,

降水次数 占全年的
,

米以上全年降水皆呈固态
。

年 月和 年 月 日至 月 日考察期间
,

观

测到四工河 号冰川 海拔高度 米处的降水分别为 毫米 和

毫米
,

为天池 同期降水的 倍和 倍
。

由此推算
,

博格达峰地区高山带降水量较多
,

以固态为主
,

加之气温较低
,

有利于冰川发育
。

二
、

冰川数量及分布

年的冰川编 目是根据 年五万分之一地形图进行的
。

在编 目过程中
,

首先参

照 年航空象片对地形图上的冰川轮廓进行枝核后
,

经野外考察验证对冰川数量
、

面

积进行了统计 表
。

据谢应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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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条教和面积
。

坡 向 流 域 冰川 面积 百 分 比

拓

白杨河 汁

甘河子

四工河

三工河

。

一了︻碑北 坡
。

。

。

一了,,三目︵

南 坡
古班博格达河 计

黑 沟

阿 克 苏 河

。

。

。

合 计
。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分布比较集中
。

研究区共有 条冰川
,

总面积为 平 方 公

里
。

其中直接发源于博格达峰的白杨河
、

四工河
、

古班博格达河及黑沟流域的冰川 条
,

面积 平方公里
,

占
。 。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分布虽然比较集中
,

但相对来说规模不大 表
。

冰川面积大

裹
。

傅格达峰地区冰川面积统计

面 积 级 别 冰 川 条 数 百 分 比

拓

冰 川 面 积 百 分 比

书

一任月才曰

,上乙,

。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合 计

。

。

。

。

。

。

。

丹内只︸目胜︸‘抽几,几,曰甘刁口‘八山,目通,月月︸

。

于 平方公里的只有两条
,

仅 占总条数的
,

其中北坡白杨河 号冰川

最大
,

面积 平方公里
,

其次是南坡阿克苏河 号冰 川
,

面积

平方公里
。

冰川面积 平方公里以下的占
,

其中面积最小的只有 平方公

里
。

本区冰川的平均面积为。 平方公里
,

这一数值与以小型冰斗冰川作用为主的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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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冰川平均面积相当
,

而与珠穆朗妈峰地区冰川平均面积相比
,

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 〕。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长度见表
,

最长的是北坡白杨河 号冰川
,

一

长

表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长度统计

,

长 度 级 别

灭

冰 川 条 数 百 分 比

拓

冰 川 面 积 百 分 比

多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一
。

合 计

吐

。

。

。

。

。

。

公里
,

其次为南坡黑沟 号冰川
,

长 公里
。

冰川长度小于 公里

的条数 占
,

其中最短 的冰川只有 公里
。

博格达峰地区南坡有 条冰川
,

总面积为 平方公里
,

占该区冰川条数的 和

面积的
,

其冰川 的平均面积为 平方公虽
。

由此可见
,

南坡冰川条数和面积稍大

于北坡
,

呈现较对称的羽状分布
。

冰川带的降水多寡对冰川作用具有重要的影响
。

一般

说来
,

天山北坡降水大于南坡
,

加之 日照少
,

气温低
,

故北坡冰川作用强度通常大 于

南坡
。

但孤立
、

狭窄的博格达 山在偏西气流影响下
,

有可能使其南
、

北坡高山带的降水

差异得 以缓和
,

不象天山其他地区那样明显 其次
,

南坡次一级山脊为南北走向
,

比较

密集
,

山体敞开程度小
,

而北坡次一级山脊多为东北和西北走向
,

敞开程度大 图

另外
,

南坡位于达坂城风 口 的左侧
,

气流通过风 口 时产生局地气旋效应
,

有利于降水增

加
,

这些 因素又增加 了南坡冰川作用的强度
,

使得南北坡差异不十分明显
。

博格达峰地区的地形格局决定冰川分布特点 图
。

首先
,

博格达峰本身不但集

中最大规模的冰川
,

而且冰川以其为中心向外辐散
。

因北坡次一级山脊走向比较离散
,

包括西北
、

东北及南北走向
,

所 以冰川朝向相应 以西北和东北为主 南坡次一级 山脊走

向单一
,

以南北为主
,

冰川呈梳状分布 图
、 。

三
、

冰川的形态类型及其分布的主要特征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形态类型 的条数主要以悬冰川为主
,

其次为冰斗冰川和冰斗一悬冰

新获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科研所 , 新疆主要 山地降水随高 度分布规律的初步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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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坡

一 一 一 南坡 脾

图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朝向玫瑰图
。

一

,

而冰斗一山谷冰川和山谷冰川居于更次要的地位
。

但就冰川面积来说
,

情况刚好相反
。

研究地区共有悬冰川 条
,

占总条数的
,

其面积为 平方公里 , 只 占总面积

的
,

平均冰川面积仅为 平方公里
,

最大
。

平方公里
。

主要分布在次一级山体

分水岭两侧及主脊山谷冰川和冰斗一山谷冰川周围
。

南
、

北坡悬冰川最低下限较为一致
,

通常为 米左右 图
,

显然这种冰川作用差小
。

冰斗冰川和冰斗一悬冰川条数相当
,

各有 条
,

各占总条数的
。

但两者在总面积

中的比重较悬殊
,

前者
,

后者
。

这些类型冰川最低下限在南
、

北坡也较一致
,

通常在 米以上 图
,

而且主要分布在次一级山体分水岭两侧
。

协卜三习
山谷冰川

‘如扒卫︸空冰斗山谷冰川︸如。口汀一冰斗冰川
一切四一的写月

·
。一口

冰斗悬冰川一的的口局‘月二悬冰川

南 坡

,卜含百卜﹄上的时淞

︵的。任︶

汉

北 坡
,

一 一 戈习
最低

一 一 一 、、卜 、

, 、、 、、 、

、 、 、

一 一 一

侧祖娜滋

图 博格达峰地区不同类型冰川最高最低下限高度

五
·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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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斗一山谷冰川和 山谷冰川不超过总条数的
,

但两者却占总面积的
。

这里共

有 条山谷冰川
,

其中 条分布在博格达峰以东 公里范围内主脊两侧
。

本区最大山谷

冰川 发源于东北坡
,

而另一条较大的山谷冰川 源 自东南坡
。

这两条冰川仅以主脊相隔
,

其主要形态特征部分地反映了研究地区不 同坡向冰川作用特

征 又表
。

值得指出的是
,

该区最大的冰川实际上是位于四工河和古班博格达河上游分水岭地

区的扇状分流冰川
,

面积达 平方公里
,

而 四工河 号冰川 和古班博

格达河 号冰川是它的分属于不 同流域的两个部分 图
。

该冰川发育在宽度 公里

的大围谷内
,

由四条冰流组成
,

主要靠雪崩和冰崩补给
。

该区上述冰川形态类型特征
,

反映了近期气候变暖
,

雪线上升
,

冰川长期处于缓慢

退缩的结果
。 〔 , 〕,

博格达峰地区南
、

北坡雪线高度稍有不同
,

而且受到雪崩的影响
。

南坡 条冰川 的

平均雪线高度为 米
,

北坡 条冰川的平均雪线高度是 米
,

两者相差 米
。

由于

该区冰川补给的方式中
,

雪崩占有重要地位
,

尤其是与主峰及主 山脊直接毗连的冰川
,

因此冰川上的 “ 地形雪线 ” 比正常雪线稍低
。

年夏野外观测表明
,

四工河 号冰川

雪线高度为 米
,

而雪崩影响的 “ 地形雪线 ” 高度降至 米
。

根据计算
,

雪崩 占上

述冰川补给
。

研究地区冰川作用的上下限见表
。

由表 得知
,

南坡冰川平均上限和下限比北坡

衰 傅格达峰地区不同坡向山谷冰川形态特征对比
合

五 、 人 三

北 坡 白杨河 号冰川
。

南 坡 黑沟 号冰川

复式 一 谷 冰川

掌状 山谷 冰川
“

, 兮

冰 川 名 称

吕

上限高度 雪 线 高 度 冰 川 作 用 差 冰 川 系 数

中国科 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新福队 , 博格达 山区冰川资源考察 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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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分布高度

,

厂专扮二
⋯

彩汗

铃汗犷 ⋯亨洲军
分别高 米和 米

。

就冰川最低下限而言
,

南
、

北坡冰斗一 山谷冰川高差最大
,

达

米
,

山谷冰川次之
,

为 米
,

其它类型冰川相差无几
。

北坡白杨河 号 冰 川
,

上 限 为

米
,

下限 米
,

其冰川作用差达 米
。

南坡黑沟 号冰川
,

上限 米
,

下限

米
,

冰川作用差 米
。

该区冰川作用差之大居东部天山首位
,

这是 由于博格达峰

地势高耸
,

山坡陡峭所致
。

研究区内山谷冰川的冰川系数 表 平均为 左右
,

最大
,

最小
。

从南
、

裹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系数

主

坡 向 冰川名称
面 积

总 面 积 积累 区面积 消 融区面积

红

冰 川 系 数

北 坡

红

·

。 ‘ 。 , 。

。 。 , 。

。

。

。

。 。

。 。

。

仑
。

一
南 坡

五 么

北坡统计的 条山谷冰川系数看
,

该区冰川总趋势是处于缓慢后退
。

综上所述
,

博格达峰地区是东部天山最大冰川作用中心
,

冰川形态类型 以悬冰川为

主
。

这里冰川分布集中而规模不大
。

北坡雪线低于南坡
,

而南坡冰川面积较大
,

条数较

多
。

雪崩是这个地区冰川补给的重要方式
。

冰川规模
、

形态类型特征和这里大陆性气候

条件有关
,

也与冰川处于退缩状态和地理位置偏东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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