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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山山区冰川编 目的新进展

刘 潮 海 丁 良 福

中国科学院 替 州冰 川冻 十研 究所

年
,

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对天 山现代冰川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
。

与

此 同时
,

利用临时拍摄的航空相片和局部地区的地形 图资料
,

首次对天山冰川进行了编

目登记
。

当时只统计到冰川 条
,

面积
’ ,

估计储水量 又 ”
’。

年又

进行补充登记
,

冰力增加到 条
,

面积
,

总储水量 。衬

”
, 。

由于冰川编

目的基本资料不全
,

上述统计数字远小于天山山区实有的冰川数量
。

在逐步具备地形图

和航空相片的基础上
,

一 年
,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与国家地震

局新疆地震大队等单位合作
,

对天 山山区现代冰川再次进行 了编 目登记
,

统计到冰川

条
,

面积
’ ,

估计储水量 又

”
’ 。

这是我国 比较早的详细冰川编 目

的山区
,

但是未用航空相片校对地形图上的冰川轮廓
,

把部分季节积雪 当作冰川量算
,

因

而所统计的冰川面积偏大
。

自 年瑞士世界冰川 目录工作会议之后
,

中国科学院兰 州

冰川冻土研究所组织 了较多的人力
,

按照国际冰川 目录临时技术秘书处提供的编 目规范
,

开展了系统的
、

全面的冰川编目
。

继祁连山
、

阿尔泰山冰川编 目之后
,

年对天 山山区

现代冰川进行 了新的编目工作
,

取得了若干重要进展
。

这次编 目用航空相片校对地形图上的冰川轮廓
,

较正确地 区分冰川和季节积雪的界

线
。

这次冰川编目所选用的航空相片大部分在 一 月间拍摄的
,

冰川以外地面已有不

少积雪
,

所 以按航空相片绘制的地形图上的冰川包括了部分季节积雪的面积
。

为了较真

实地反映冰川数量和其形态
,

在量测冰川各要素之前
,

先用航 片校对地形 图上的冰川 轮

廓
,

然后在校对了的地形 图上量算
。

结果表明
,

这次所量测的天 山山区冰川总面积比

年少
’ 。

这主要是上次编目将季节积雪误判 为冰川的结果
,

如 年在编纂查

布查尔山 现称乌孙山 冰川 目录时
,

仅根据 万地形图量算
,

统计出该山脉有冰川

条
,

面积
’ ,

这次用航片校对后发现
,

该山脉仅有季节积雪
,

而完全没有冰川发

育
。

遗漏冰川的情况也有发生
,

但比较少见
。

这次冰川编 目用航空相片校对地形图上的

冰川轮廓
,

又经过反复校核
,

资料比较准确可靠
。

这次冰川 目录内容齐全
,

并用数字表示
。

以往冰川 目录登记项 目仅 项
,

现增加到

项
,

较全面地反映了冰川的形态特征
。

例如
,

这次冰川编 目所增加的冰川中值高度 将冰

川面积分为两等份的等高线高度 是冰川形态的重要参数
,

也是研究冰川与气候联 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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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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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
。

此外
,

还增加了冰川 消融区面积和冰债覆盖的冰川面积等内容
,

对于研究冰

少消融状况和进行冰川融水径流的计算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为便于用计算机储存冰川形态

的各种参数和进行各种分析计算
,

冰川 目录各项登记 内容均用数字表示
。

这次编 目按照国际冰川编 目规范对河流进行统一编码
。

这次冰川编 目按河流的从属

关系和方位依次编码
,

以便检 索和计算机储存
。

天 山山区所属河流按五级划分
,

第一级

流域是世界冰川 目录临时技术秘书处划分的
,

该区分属于东亚内陆水系和 中亚内陆水系
,

分别用“ ”和“ ”表示
。

天 山山区所属的第二级流域为塔里木盆地水系
、

准噶尔盆地水

系
、

吐鲁番 哈密盆地水系和伊犁河流域
,

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

以下第三级和第四级河流

仍 以续加阿拉伯数字表示
。

第五级流域
,

即最末一级流域用英文字母编号
,

流域内的冰

川顺序号还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

这次编目依据实测冰川厚度资料进行冰川储量计算
。

我国冰川厚度测量资料 很少
,

以往冰川编 目常按面积分级估算冰川厚度和储量
,

精度很低
。

为配合这次冰川编 目工作
,

年用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 自制的
一

型雷达测厚仪测量了数十条冰川厚

度
,

其 中在天 山乌鲁木齐河源 号冰川上测量了 条横断面和 条纵断面
,

共 个测点〔 ” 。

依据实测资料
,

建立 了冰川平均厚度 和其面积 的相关关系 图
,

获得 了天山山

区冰川平均厚度的计算公式

一

公式所计算的冰川平均厚度的误差大部分在 一 之间
,

厚度的精度指标为“ ” ”。

利

用公式计算每一条冰川的平均厚度
,

结果得到天山山区冰川平均厚度为
,

和苏联天

︵已︶侧瞥公漆

一一一兰

冰 川 面 积

图 天 山山区冰川平均厚度 和 其冰川面积 相关曲线图

一 一

世 界冰川 目录研 究的主要进展 及世 界冰川 目录 资料编纂与汇编说明
,

张祥松译
,

年 月 内部油印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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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冰川平均厚度 一 〔 ’了相吻合
。

这次冰川编 目的结果表明
,

天 山山区共有冰川 条
,

面积
’ ,

冰 储 量
’ ,

分别占我国冰川总面积和总储量的 和
,

折合水量为
’ ,

是我国主要的冰川分布区之一
。

天山山区冰川目录编为 《中国冰川 目录 》第

卷
,

卷内共分四册
。

第一册为天 山西南部塔里木内流区 第二册为天 山东部散流内流区

准噶尔盆地水系和吐鲁番
一

哈密盆地水系 第三册为天 山西北部准噶尔内流区 第四册

为天山伊犁河流域区
。

每册内辑冰川 目录资料
,

并附有按河流
、

山脉
、

冰川类型
、

朝向

和分级 包括冰川长度和面积 等五种统计表
,

冰川 目录编纂说明和以冰川 目录资料为基

础的冰川分布规律及其特征的论述
。

每册还附有 袋装 天 山山区冰川流域编码索引图
、

天

山山区冰川分布图和各流域冰川分布图等
,

是我 国 目前详细的冰川 目录之一
,

可供科研

单位和生产部门使用
,

欢迎使用单位洽谈预购
。

我们应用冰川编目的最新资料
,

分析了天 山山区冰川各形态要素的 区域分布规律
,

并

阐明了冰川形态特征与降水
、

气温和山体海拔高度等要素之 间的关系
。

根据冰川零平衡

线处的消融等于积累
,

而消融又和气温有关的原理‘, 〕 ,

用外推到平衡线高度处 的夏季平

均气温
一

推算该高度附近的消融量
,

也就是积 累量
,

计算公式为 月 二

。 十 ’ ”

飞 此外
,

还利用冰川 目录提供的冰川面积
、

雪线等参数
,

估算了天山山

区冰川融水径流量及其特征
,

上述研究成果将陆续发表
。

遗憾的是
,

这次冰川编目所使用的航空相片和地形图绝大部分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

年代初拍摄和 出版的
,

资料比较陈旧
,

因而所量测的冰川面积等形态参数只能反 映二十

多年前的冰川面貌
,

有些地区至今仍没有大比例尺航测图
,

从而影响了冰川面积等参数

量测的准确性
,

为了准确提供冰川 目录资料和进行冰川变化的 比较研究
,

建议重新进行

一次航测
。

在这次冰川编 目中
,

虽然有雷达测量冰川厚度的资料
,

但是测量的冰川数量

少
,

特别是大于
’

的冰川仅有个别点的资料
,

影响了冰川平均厚度计算的准确性
。

今后应结合冰川考察工作
,

积 累更多更系统的冰川厚度资料
,

以便使冰川储量统计更加

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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