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勘探与开采 爆破器材
、

爆破
、

岩石开挖与煤
、

褐煤与铀开采

石油与天然气 深井钻探与水力

破碎

非常规资源 煤层 甲烷利用
、

油

页岩开采就地气化与地热能

民用建设 水力发 电
、

地 下 贮

存
、

核废物等
。

第 届世界水会议与展览会

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主办的第 届世界 水

会议与展览会

于 年 月

一 日在伦敦的奥林匹亚召开
。

会议的主

题是
“

发展 中世界 的 水 技 术
”

。

专业会议的内容包括 生活用水与 工 业 用

水
、

灌溉与排水
、

净化与配水
、

卫 生 与 污

染
、

财政问题
、

技术培训
、

劳动力和管理等
。

野外台站介绍
‘

,

卜 一 , , 卜 一 , 一 , 一 ,

天山深处的冰川站

一一记天 山冰 川站的建设和 发展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天山冰

川站位 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南方 向 公里处

环境幽静的后峡谷地 海拔 米
。

该站由

大本营
,

夏季高山营地和观测研究 区组成
,

它是我院唯一 以冰川研究为主的高寒区 自然

地理科学的综 合研究基地
。

二十多年来
,

在

广大科技人员的不断努力下
,

天山冰川站不

仅在常规观测
、

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

而且在合理开发利用当地水资源
,

增

进国际学术交流
,

扩大国际影响方面起着 重

要的作用
。

天 山冰川站的主要研究任务包括 四个方

川

一
、

坚持野外定位观测
,

为我 国冰川 学

发展作贡献
。

天 山冰川站始建于 年
。

它是 由当年

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开展天山冰

川考察时
,

在新疆水利厅支持下创建的 十年

动乱期间
,

该站工作被迫停顿
。

年
,

在

老一辈冰川学家施雅风先生等人的积极倡导

下
,

在科学院的支持下重新恢复了工作
。

天 山冰川站的夏季营地和研究区地处乌

鲁木齐河源头
,

为典型的现代冰川作用区
,

流

域 内分布着许多冰斗冰川
、

悬冰川
。

这里冰缘

地貌十分发育
,

诸如拔石
、

石环
、

石河
、

冻

胀丘
、

融冻泥流
、

热融沉陷等地貌现象到处

可见
。

其多年平均气温为一 ℃
,

多 年 平

均降水 毫米
,

多年平均雪线高 度 米

左右
。

研究人员的工作范 围
,

从海拔 米

到天格尔第二峰顶 米
。

目前研究区内布设三个水文气 象 观 测

点
,

控制流域面积为 平方公里
。

各水文

气象观测点均设有水位
、

流量
、

气 温
、

湿

度
、

降水等观测项 目
。

天 山冰川站的主要研

究对象是乌鲁木齐河源 号冰川
,

该冰川 由

东西两支冰斗冰川 汇合而成
,

冰 川 朝 向 北

东
,

长度 公里
,

而积 平方公里
。

冰

上布设积累
、

消融花杆 根
,

温度探孔先

后布设 孔
,

在 号冰川冰舌部和东西支粒

雪盆 中分别设置 了三个无线 电遥测仪
,

用 以

定时采集冰温
、

气温
、

风 向风速
,

辐射
、

降

水等观测数据
。

天山冰川站创建初期
,

也是我国冰川学

研究起步之时
,

天山站的建立和随即进行的

冰川学各项要素的定期观测和专题研究
,

使

得刚刚起步的冰川学研究
,

很快进入正确轨

道
。

冰川的积累与消融 积雪的演 变 与 成

冰 气候的冷暖与变迁 太阳辐射与冰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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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蒸发 冰雪融水径流的形成与转化 冰川

的前进与退缩等
,

各个专业从不同的角度对

号冰川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
,

使人们的

认识很快得到了深化和提高
。

一套切合实际

的观测研究方法逐步形成
,

有关冰川的物质

平衡
、

成冰作用
,

成冰带谱的划分 冰雪融

水径流特征等一系列理论和设想
,

为我国冰

川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年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的《乌鲁木齐河冰川 与 水 文 研

究 》论文集公诸与世
。

这一时期 的 研 究 工

作
,

不仅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

也锻炼和造就

了我国第一代冰川学家
,

他们中的大多数
,

都 已成为我国冰川学研究 中的骨干力量和学

科带头人
。

。年
,

天山冰川站的各项观测工作全

面恢复
。

年天山站迎来了第二次高潮
,

一次浩浩荡荡的队伍开进 了天山深处
。

直达

号冰川的公路开通 了
,

各水文
、

气象观测

站相继修复
,

八个专题数十个观测项 目同时

展开
,

米深的温度钻孔诞生 了
,

米 的

冰洞开掘成功
,

使得我国冰川学研究从表面

深入到内部
。

这一次目标明确
,

计划周到
,

组织严密的多学科联合攻坚
,

取得了丰硕 的

成果
。

有关
“

我国大陆性冰川物质平衡雪线

变化与气候要素的相互关系
” “

冰川温度的

时空分布的深入分析
” “

大陆性冰川底部滑

动及冰的蠕变特性
” “

冰川流域水量平衡热

量平衡的观测研究
”

第四纪冰川作用和环境

研究
”

等项 目取得了新的突破
,

不少项 目填

补了国内空 白
,

数十篇论文发表在《冰川冻

土 》《中国科学 》杂志上
。

有的还在国外权

威性杂志上发表
,

《天山站年报 》《中国天

山冰川站指南 》相继 间世
。

年
,

天山冰

川站的集体研究成果 《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号冰川物理学研究 》荣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

研成果二等奖
,

同年被科学院评为野外站先

进集体
。

年为开发新疆
,

天 山冰川站承担了

乌鲁木齐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
,

从高山

区降水分布特征
,

’

冰雪面蒸发
,

冰川区与非

冰川区消融季热量平衡各组成要素的观测研

究
,

径流特征及转化
,

太阳辐射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
,

并在同

年召开的阶段总结会议上得到了肯定
。

‘

二
、

培养冰川研究事业的接班人
,

造就

新一代冰川学家是天山冰川站的基本任务之

几年来
,

天山站不仅在研究方面取得了

许多成果
,

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 批 不 怕 劳

累
,

不 畏艰险
,

勇于拼搏有高度事业心的年

轻一代
,

使我国冰川学事业发展后继有人

天山站不仅重视本站业务人员的培养
,

而且

为研究生来站实习提供优越的条件
。

迄今为

止
,

己有十几名研究生来站实习工作
,

完成

硕士论文 篇
,

博士论文 篇
,

其中《乌鲁

木齐河源 号冰川渗浸带消融期雪层 内部水

热输送的模式及计算 》一文己在国外发表
。

除此之外
,

天山站还接待来自北京大学
、

兰

州大学
、

武汉大学
、

新疆大学等十多所高等

院校
,

一百多名大学生
、

研究生来站实习
,

全 国地质夏令营
,

优秀中学地理教师讲习班

等也先后来站参观
,

这些都使天山站的研究

工作充满着朝气蓬勃的活力
。

三
、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

开阔视野
,

提

高学术水平
。

。年以后
,

天山站每年接待来 自世界

各国的冰川学专家来站参观指导或进行合作

研究
。

截止 目前
,

天山站已接待来自英国
、

日

本
、

美国
、

苏联
、

澳大利亚
、

法 国
、

挪威
、

瑞士

等十多个 国家
,

一百多人次的来访
。

先后与 日

本冰川学家合作进行了冰川物质平衡及粒雪

演化的研究 号冰川热量平衡
、

高山气候

和冰川地貌研究 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埃克

迈依博士合作进行了 号冰川人工冰洞的研

究 与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学院自然科学系地

理研究所进行了高山冰川区热量平衡
,

冰雪

径流的合作观测研究
。

并引进了 日 本
、

美

国
、

瑞士的先进技术设备
。

上述合作研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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