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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博格达峰地区冰债物和冰缘

沉积物的砾石组构特征

邓 晓 峰 王 存 年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上研究所

年在中日联合博格达峰野外考察中
,

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冰碳和冰缘沉积物 图
,

量测了其沉积物表面的坡向和坡度
,

砾石 轴和 面的长度
、

倾角
、

倾向
,

估 算

。。。 , 、

讥
·

一
、、

飞飞乍葱参抖
黑乳乳

图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
、

冰缘沉积物砾石组构测点位置图

了砾石磨圆度
、

形态等
。

在室内资料汇总中
,

主要数据由 一 型计算 机一 次 完成
,

并用 一 型打印机给出计算结果〔 〕,

组构图由

计算机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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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冰 破 物

在野外首先用地貌学方法确定冰碳物的成 因类型〔“ 〕,

然后对各类冰啧物进行 测 量

与统计
,

各项计算结果列于表
。

侧 磺 测点位于古班博格达河 号冰川右侧磺垅的中部
,

属小冰 期 的 产

物
。

侧破垅完整
,

内外两坡基本 对称
,

坡度均在 一 度之间
。

从图 和表 看出
,

砾石 轴主密部倾向与其沉积物表面倾向一致
,

并且 向坡脚倾斜
,

倾角在 一切度之间
。

面倾向与 轴基本一样
,

倾角在 度左右
。

终 磺 测点位于四工河 号冰川末端最外一道终硬垅迎冰坡一侧的下部死

冰塌陷处
。

出露剖面高 米
,

图 和表 表明
,

砾石 轴和 面的密集部所 指方 向 与

号冰川侧右

轴
砚 口 』

了、

功

号冰

轴
一 、 吕 而

图 博格达峰地区砾石组构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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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格达峰地区栋石组构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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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博格达峰地区砾石组构图 三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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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博格达峰地区砾石组构图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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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沉积物表面的倾向基本一致
,

面有一个次密部
,

向 轴倾向线的右侧倾斜
,

倾 角都

在 一 度左右
。

乙 中 破 测点位于博格达扇状分流冰川中部中碳垅旁的半坡处
,

中破垅的走

向为南东方向
,

冰碳物厚度在 一 厘米之间
,

从图 和表 中可看出
,

砾石 轴和

面的密集部所指的方向都与其沉积物表面的坡向相一致
,

并且都向坡脚方向倾斜
,

主密

部的倾角在 度左右
,

与橱破垅的砾石组构特征十分相似
。

表 破 测点位于古班博格达河 号冰川的冰舌中部右侧
,

冰 川 流 向为南

西
,

冰面局部坡向为北西
,

碎屑物厚度为 一 厘米
。

由图 和表 表明
,

砾石 轴和

面密集部所指方向都与其碎屑物沉积物表面 的坡向相一致
,

并向坡向下方倾斜
,

主密

部倾角均在 度以内
。

综上所述
,

博格达峰地区冰川的侧碳
、

终破
、

中硫和表磺四种冰硫物的砾石 轴和

面倾向
,

都与其所在的沉积面倾向有相适应的关系
,

这可能是 由于砾石在内部冰体消

融之后沿坡蠕动或者缓慢滑动所造成的
。

槽 磺 槽琐垅中的砾石组构如图 和表 所示
,

砾石 轴与槽硫垅两 侧 沉

积物表面的坡向相一致
,

并且向下方倾斜
。

面主密部向 轴倾向的右侧倾向
,

倾 角在

度以内
。

这点则有别于侧碳砾石 面的组构特征
。

底 破 测点位于四工河 号冰川冰舌中部偏左侧部位
。

该底破是由泥砂
、

砾石和冰共同构成的胶绍体
,

厚 一 米
,

上部覆盖洁净的冰层
。

由图 和 表 可 看

出
,

砾石 轴和 面均倾向上游
。

了 蛇 形 丘 测点位于四工河 号冰川末端
,

蛇形丘距冰舌 末 端 约 米
,

长

米
,

宽 一 米
,

高 一 米
,

走向与冰流延伸方向一致
,

呈 形
。

其物质构成可分为

上下两层 匕部由泥
、

砂细粒物质和棱角状的碎屑物组成
,

厚 一 厘米 下部主要由

磨圆度较好的粗砾物质构成
,

厚 一 米
。

由图 和表 看出
,

轴密集部所指方向与

冰流方向一致
,

并向上游倾斜
,

倾角在 度左右
,

面主密部的倾角在 度左右
。

该蛇

形丘属冰下融水作用的小型蛇形丘
。

形成于冰下河道中
。

从纵向上看
,

其高低不一
,

从

横向看
,

其宽窄不等
。

其组构特征均反映它们属冰下融冰水道不稳定活动的 急 流 相产

物
。

二
、

冰缘沉积物

在博格达峰地区
,

现代冰缘地貌发育典型
,

种类繁多
,

本文仅就冻胀作用形成 的石

环和融冻蠕流作用形成的石流舌
、

石带
、

石河 的砾石组构特征作一介绍
。

石 环 本区石环以三个岔达坂东侧山原阶地上的为代表
,

位于阶地东侧边

缘部位
,

海拔高度 米
,

阶地面向南倾斜 一 度
。

如图 和表 表明
,

石环周围虽

然砾石 轴的倾向较乱
,

但其平均倾向则与环周 的切线方向一致
,

并向 顺 时 针 方 向 倾

斜
。

面的倾向较集中
,

向环形内部倾斜
,

主密部倾角在 度左右
。

石 流 舌 石流舌位于三个岔达坂
,

海拔 高 度为 米
,

前 端 高 米
,

长

米
,

宽 米
,

似舌状伸展在 度的斜坡上
,

砾石呈长条状
,

棱角完好
,

具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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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动特征
,

舌形走向为 度
。

列入图 和表 的特征值是舌形前端部位的测量 结 果
,

其 轴走向与石流舌的延伸方向平行
,

‘

主密部向石流舌上游方向倾斜
,

面的主 密部也

有这样的特征
,

倾角都在 度左右
。

另外
,

在野外可直观地看出舌形前端砾 石 呈 放 射

状
,

两侧均向外侧倾斜
,

并且愈向上游
,

砾石的长轴走向就愈与石流舌流向一致和砾石

长轴向石流舌下游方向倾斜的特征
,

倾角都大致在 度左右
。

石 带 本区石带主要分布在坡度较小的坡麓地带
,

其宽 度 一 般在 一

米
,

顺山坡延伸为 一 米不等
,

由于受山坡流水作用和坡积物的影响
,

石 带 断断

续续乃
一

露子地表
,

有明显的蠕动特征
。

我们在三个岔达坂东侧一处石带的凸起部位右侧

进行了砾石组构的测量
,
结果如图 和表 所示

。

砾石 轴的主密部走向与石带 的 延伸

方向一致
,

并且向石带的上游倾斜
,

面主密部倾向石带走向的右侧
,

倾角均在 度左

右
。

这种特征明显地反映出石带凸起地表的左侧部分 已受融冻蠕流作用的影响
,

并且砾

石组构与其延伸方向相一致
。

石 河 测点位于三个岔达坂东侧古班博格达河 号冰川外侧的 洼 地中
,

海拔高度 米
,

斜坡倾向 度
,

坡度 一 度
。

石河呈不连续分布
,

沿沟向延 伸 数

百米
,

宽 一 米
。

其砾石 轴长度一般在 一 厘米之间
,

融雪水流从砾 石 下 部穿

过
,

细粒物质保留得很少
。

砾石测量在石河中间部位进行
,

结果如图 和表 所示
,

砾

石 轴主密部与其流向基本一致
,

并且向石河 的下方倾斜
,

面主密部向石河右 侧方向

倾向
,

倾角都在 度左右
。

三
、

结 论

冰川沉积物
,

按其搬运方式和运动特征
,

可分为消融碳和内碳两大类
。

消融硕的

砾石组构特征为 轴倾向与其沉积物表面的坡向相平行
,

并向下游倾斜 内琐的组构 特

征亦反映出与冰川运动方向一致
,

倾向上游
。

现代冰缘沉积物中
,

只受冻融作用
,

而未曾发生坡向运移的沉积形态
,

其大多数

砾石 轴和 面 向发育形态的外侧倾斜 融冻蠕流的砾石 轴与其沉积形态的局 部 坡向

相互平行
,

面则在其局部坡向的任何一侧倾斜
。

离散度的特征值表明
,

在冰啧物中
,

大多数 轴离散度的特征值较 面 的 低
,

说明 轴的定向性发育较 面强 在冰缘沉积过程中
,

大多数砾石 面的离散度 特征值

则较 轴的低
,

反映出在冰缘沉积过程中砾石 面的定向性发育较 轴的强
。

依据 “ 将今论古 ” 的原则
,

本文所述的儿种冰川冰缘生成物砾石 的组构特征将会

对认识和鉴别老的冰川冰缘沉积物提供一定的帮助
。

要更完善地阐明其砾石组构特征
,

还必须尽多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测点
,

取得大量的组构数据
,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参加野外工作的有郑本兴
、

邓养鑫
、

张振拴等同志
,

其中郑本兴
、

邓养鑫同志对本文提供了很多

宝贵的修改意见
。

计算机绘图的程序由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赵镇同志编制
,

陈怀录同志协助计算
,

尹世纵
、

李彩芝同志清绘图件
,

特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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