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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博格达峰地区的冰川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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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 究所

分布于高山冰川与积雪边缘
、

固体物质主要由新老冰碳和雪崩岩屑所补给
、

水源依

赖于冰雪融水及冰湖溃决水的泥石流称为冰川泥石流
。

博格达峰地区既是东天 山现代冰川最集中和最发育的地区
,

也是现代冰川泥石流最

活跃的地区之一
。

兹仅 年考察所及
,

就其分布
、

成因
、

类型及活动特征 等 简 述 于

后
。

一
、

冰川泥石流的分布与成因

在博格达峰地区
,

冰川泥石流主要分布于南坡古班博格达河现代冰川与雪崩锥的下

方
,

它们的堆积物沿着主河两侧呈扇状
、

垅状及锥状型态展布
。

另外
,

在博格达峰北坡

四工河林场下方的现代河床与高河漫滩
,

也分布有最新泥石流的垅状堆积体
。

本区冰

川泥石流分布状况如图 所示
。

古班博格达河的冰川泥石流

在古班博格达河内共有八处在成因与类型上有所差异 的冰川泥石流
。

号冰川终琐垅外侧

在古班博格达河 号冰川终琐垅外侧的西南方
,

分布着一处从终碳垅的低洼部分向

外侧古班博格达河河漫滩延伸的扇形地 照片
。

它是终啧垅经冰川融水冲蚀而形成

的冰川泥石流堆积扇
。

扇轴为北东至南西向
,

长约 米
,

扇缘宽 米
,

扇面平均纵比降

为 度
。

该冰川泥石流堆积扇上砾石的粒径一般为 一 米
,

由于搬远距离极短
,

所

以磨圆度与冰啧石的磨圆度没有差异
。

上述各泥石流垅均系最新发生的冰川泥石流堆积

而成
,

直至考察期间
,

泥石流堆积体中的泥浆仍未干涸凝聚
。

号冰川沟

在古班博格达河 号冰川终碳垅的下方
,

分布有一长约 米
、

宽约 米的冰川泥

石流堆积扇
。

堆积扇扇缘直达古班博格达河最大的冰湖之畔
。

扇轴的纵比降由上至下从

度渐变为 度
、

度
,

最后降至 度
。

整个堆积扇上巨砾满布
,

坎坷不平
。

由于该冰

川泥石流堆积物大量倾泻于冰湖中
,

从而使湖水受到推挤而偏位于对岸
。

号冰川沟

号冰川沟位于古班博格达河的左岸
,

为最典型 的一条冰川泥石流流域
,

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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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工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泥石流分布图

分水岭与山峰 冰川 与冰破

冰川泥石 流沟流域界线 了

冰湖 ,

冰川泥 石流堆积扇 九 。 ,

冰川泥石 流堆积垅

雪崩源地 ,

雪崩锥

。 冰坎

可划分为补给区
、

形成区
、

流通区
、

扇上有无植物以及植物生长的程度
、

冰川泥石流堆积物分为四期
,

其中

堆积区四个区段 图
,

照片
。

由泥石流堆积

砾石的新鲜程度
、

土壤成熟度等指标判断
,

可将该
、

互期较老
,

它们位于堆积扇的中部 与 南 侧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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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已。一时国山恻帼坦袋

初 加 ‘ 解
水

”
卜 罗序 离

形形成汇咬界, 多 司 流通 知 唱 一 堆

岌戳馨毛
“滋滋‘‘

毛卜均七匕降 举举 平均比降滩 类
,

图 古班博格达河 号冰川沟沟床纵断面图

上已长高山草甸
,

而
、

斤期则较新
,

它们位于堆积扇的北侧与沟 口 ,

其上砾石新鲜
。

号冰川沟

在 号冰川沟内
,

共有 一 号八条现代冰川
,

除 号为冰斗一 山谷冰川和 号 为

冰斗一悬冰川外
,

其余均为悬冰川
。

冰川下方普遍发育有大量冰碱
,

尤其是 号与 号冰

“
,

因其规模较大
,

一

冰硫物储量丰富
,

冰雪融水量充沛
,

沟 口发育有泥石流堆积扇
,

前

缘与主河相交
。

扇形地主轴长 米
,

扇缘宽 米
,

平均纵比降为
。

其 上 杂 草 丛

生
,

已发育有粗骨土和 山地沼泽土
,

说明泥石流已暴发多年
,

扇 巨砾粒径 一 般 一

米
。

号冰川沟

号冰川沟源头系一面积为 平方公里的冰斗一 山谷冰川
,

冰舌末端海拔 米
,

冰

川终磺分布较广
,

沟床比降较大 平均为
,

沟 口形成明显的两列泥石流舌状堆积

体
,

长约 米
,

前端分别宽约 米与 米
。

号冰川终碳垅外侧
‘

号冰川为一面积约 平方公里 的悬冰川
,

末端海拔高度为 米
。

在该冰 川 下

方的终啧垅的外侧
,

由于终破堆积范围广
,

终碱垅及其所在山坡比降大
,

冰雪

融水冲蚀冰琐
,

沿山坡流动
,

形成 一 道长珑状堆积
,

垅岗一般长 一 米
,

表面倾

斜角度为 度
,

垄岗头部一般高约 一 米 照片
,

此为山坡型冰川泥石流
。

号冰川南侧

在古班博格达河的西侧
,

于 号冰川南侧海拔 米的山峰下
,

有一处大型沟槽式

雪崩
,

其源头为一雪蚀洼地
。

每当雪崩发生之后
,

在雪崩锥上 由于雪崩雪的融化
,

水流

冲蚀雪崩锥上的岩屑而形成泥石流
,

又称为雪崩泥石流
。

号冰川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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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班博格达河 号冰川上部海拔 米高度上
,

有一大型积雪洼地
,

其下为一而

积约 平方公里 的悬冰川
,

冰舌末端为海拔 米
。 ,

在冰川上方的洼地中经常形 成 大

型雪崩
,

不仅从固体物质和水源两个方面补给冰川
,

而且有的雪崩体经冰川表面进一步

姗动和坠落
,

在冰川下方形成新的雪崩锥
。

这样每当雪崩雪消融期间
,

水流冲蚀冰碳物

与雪崩岩屑
,

形成泥石流
。

有时雪崩锥及其冰川一雪崩泥石流锥共同组成一大型 的 堆 积

锥
,

高近百米
,

底宽约 米
,

坡度在 一 度
,

石块的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
,

最 大

扁平面多数呈叠瓦状倾向于坡麓
。

四工河的冰川泥石流

在四工河林场下方的现代河床与河漫滩上 ,
分布有最新的泥石流堆 积

,

它 们 包 括
洲 一 「

泥石流垅岗
、

扇形地
、

龙头堆积等 照片
、 。

垅长约 米
,

宽 一 米
,

高 一

米 扇形地长约 米
,

宽约 米
,

表面比降 一 度
,

巨砾长径一般为 一 米
。

棱角鲜明
。

泥石流龙头高 一 米
,

大石块密集
,

有的巨砾还嵌入两树杆之间
。

博格达

峰南坡的冰川泥石流伸入到高山草场内
,

而北坡的冰川泥石流还活动到森林内
,

所 以本

区的冰川泥石流对山区的林牧业生产有一定的影响 煦片
。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泥石流之所以分布普遍
,

比较活跃
,

是与本区有利 的地质
、

地貌
、

气象及冰川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

本区在地质构造上属于天山褶皱带中的博格达复背斜
。

由

于新构造运动活跃
,

地震频繁
,

褶皱与断裂发育
,

所以岩层破碎
,

加之冰川冰缘等综合

作用 的结果
,

形成了大量的冰破和冰缘沉积物
,

为冰川泥石流提供了丰富的固体物质来

源
。

本区由于第四纪 以来受阶段性抬升作用的影响
,

山体高耸
,

加之古冰川 与 现 代 冰
川的刨蚀以及流水作用等的侵蚀

,

地形陡峻
,

地表支离破碎 , 沟床急陡 ⋯ 图
,

从而

为冰川泥石流 的形成与运动准备了有利 的地形条件
。

值得一提的是博格达峰地区的冰川

在本区泥石流形成中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

据 年观测得知
,

在已研究的大陆性冰川

中
,

博格达峰地区的冰川温度为最高
,

冰川活动性强
,

冰融水量大
,

加之有多处冰面湖

是冰磺湖
,

它们 的溃决往往为冰川泥石流的形成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
另外

,

本区冰川
,

尤其是南坡的冰川
,

多数处于退缩状态中
。

由于冰川的退缩
, 大量的冰体被融化

,

众多

的冰琐物被从冰下解露出来
,

这就为冰川泥石流的形成获取了更多的水源与固体物质
。

二
、

冰川泥石流的活动特征

博格达峰地区的冰川泥石流在其分布
、

活动等方面具有以下若干特征
。

分布较普遍
,

且多集中于 山峰的南坡
。

本区冰川泥石流由于具有上 述 有 利 条

件
,

所以分布较普遍
,

但南北坡相比起来
,

主要分布于南坡的古班博格达河
。

这是因为

南坡向阳
,

冰雪消融量大
,

同时山体较狭
,

地形更显陡峻
,

所以南坡形成泥石流的条件

比之北坡有利
。

类型多
,

且较齐全
。

例如 按照冰川泥石流的流域特征划分
,

既有典型的沟谷

型冰川泥石流 如 号冰川沟冰川泥石流
,

又有山坡型冰川泥石流 如 号冰川终破

垅下方 按物质来源划分
,

既有典型的完全由冰磺物和冰川融水所补给的 冰 川 泥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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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

又有完全由雪崩岩屑与雪崩雪融水所补给的雪崩泥石流
,

同时还有由两者共同补给

的冰川一雪崩混合型泥石流 按冰川泥石流流态划分
,

既有粘性冰川泥石流
,

又有 稀 性

冰川泥石流 按冰川泥石流体中固体物质组成不 同划分
,

既有典型 的泥石流
,

又有以砾

石与砂粒为主而粘土含量较少的水石流 如四工河河床中的泥石流
。

活动具有一定的间隔或周期
。

由于 当地荒无人烟
,

无法获取有目击 者 或 有 文

字记载的资料
,

但经过对本区典型冰川泥石流的分析和通过地质
、

地貌以及植物标志 的判

断
,

冰川泥石流的活动具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和周期
,

即在暴发历史上具有高潮与低潮相

间出现的特征
。

沉积特征 在沉积形态上往往形成扇状
、

舌状或垅岗状堆积体
,

其中以堆

积扇为主 照片
, ,

而珑岗或舌状则以堆积扇为大骨架而出现
。

冰川泥石流
,

尤其是结构型冰川泥石流在堆积中的砾石
,

细看仍有一定的优选方位
,

特别是
“ 龙头 ”

部分 照片 的砾石最大扁平面倾斜于上游方向
,

且倾角较大
,

多数在 一 度间
。

对冰川泥石流基质部分 的粒度分析
,

发现本区各粒级平均含量除砾级高 于 冰 啧 物

泥石流为
,

冰碳为 外
,

其它各级含量均较冰破物少
,

如泥石流的砂
、

粉砂
、

粘土含量分别为
、 、 ,

而冰啧物则分别为
、

以
、

。

究其原因
,

一方面可能是因泥石流堆积物中的细粒部分被冰融水冲蚀掉 另一

方面可能是因为泥石流土样采 自南坡
,

冰啧物土样采 自非坡
,

而北坡冰川远大于南坡
,

对冰碳物的研磨作用要大于南坡的小冰川
。

本区冰川泥石流的活动是与本区冰川普遍处于退缩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因

为只有冰川退缩
,

冰融水量才能增大
,

同时也将会有更多的冰碳从冰体中解脱出来
,

从

而为冰川泥石
「

流的形成供给更丰富的固体物质与充沛的水源
。

本区冰川泥石流与我国西藏东南部的冰川泥石流相比
,

规模要小
,

暴发频率要

低
,

而且主要分布于南坡
。

而西藏东南部坡向对冰川泥石流 的影响要小
,

在不 同的坡向

上冰川泥石流均很发育
。

虽然如此
,

博格达峰地区的冰川泥石流仍然不失为我国西北大

陆性冰川地区分布最集中与活动最频繁的冰川泥石流
。 「

刘彦卿
、

王倍同志进行粒度分析
,

尹世纵
、

李彩芝 同志清绘 附图 , 顺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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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版 说 明

照片 古班博格达河 号冰川终碳垅外侧之冰川泥石流堆积扇

照片 古班博格达 号冰川沟冰川泥石流全流域

照片 古班博格达 号冰川下方 山坡型冰川泥石流垅岗状堆积

照 片 四工河冰川泥石流堆积垅

照片 四工河的冰川泥石流 “ 龙头 ” 堆积及嵌入两树杆间的巨砾

照 片 四工河冰川泥石流堆积之一 部分 以及被泥石流打毁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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