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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新疆冰川研究

仇 家琪 王志超

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研 究所

新疆阿尔泰山
、

天山和昆仑山是我国现代冰川分布最广泛的地区
,

古冰川遗 迹 也 很 明

显
、

典型
。

冰川不但是这些山区气候的产物
,

而且是新疆重要 的环境因子和水源
。

因此
,

新

疆的冰川研究具有科学理论和生产实际的双重意义
。

年
,

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的成立
,

标志着我国冰川专门考察的开始
。

此

后不久
,

我国开展新疆冰川研究
,

至今已有 年历史
。

新 疆 冰 川 研 究 回 顾

新疆的冰川早就引起中外地质地理学者的兴趣和重视
。

我国唐代著名佛学家
、

旅行家玄

类首次记载天山木扎尔特冰川
。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冰川文献
。

年
, ·

麦兹巴赫考察了

博格达峰 区冰川
。

年
,

黄汲清教授论述了新疆的冰破
。

解放后头十年
,

结合矿产普查
、

综合考察和登吐活动
,

对天山西段
、

慕士塔格山及其它山区的现代冰川和古冰川做 了研究
。

但是
,

总的来说
,

这一阶段工作做得不多
,

资料也不系统
。

一 年
,

中科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新疆队分为 个分队对天山地区 的冰川进行了

大面积普查
,

并在有关地区做了冰川黑化
、

增强消融试验
。

年 月
,

在乌鲁木齐河源大

西沟建立天山冰川研究站
,

对胜利大坂 号冰川进行系统观测
。

和 年
,

分 别 编 写

《天山冰雪考察实验报告 》和《 天山冰雪水资源利用意见书 》
,

用作内部交流
。

天山冰川考

察范围之广
,

人数之多
,

在我国冰川考察史上是空前的
。

这次考察和同期的祁连山冰川考察

奠定我国冰川研究基础
,

同时为新疆冰川研究培养
、

输送了人材
。

年
,

天山冰川研究站交给中科院新疆分院水土生物资源综合所管理
,

继续进行 号

冰川观测
、

研究
,

直至 年
。

年
,

中科院地理所冰川冻土室在上述冰川进行辐射和热

量平衡
、

成冰过程
、

冰结构
、

融水径流
、

河流水文特征研究
,

并编绘 号冰川 , , 。 地形

图
。

新疆综合所也参加该项研究
。

年
,

天山冰川站归属 中科院地理所冰川冻土室
。

一 年
,

中科院新疆分院冰雪队对玛纳斯地区
、

开工河一中葛根河流域
、

哈密庙尔沟流域现

代冰川和古冰川进行了流动考察和半定位观测
。

《新疆冰川积雪研究 》 论文集 新疆科

委
,

主要反映综合所有关天山冰川的研究成果
,

同时收集了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部分

成果
。

此后
,

中科院地理所冰川冻上室发表《 乌鲁木齐河冰川与水文论文 集 》 科 学 出 版

社
, 。

一 年十年动乱期间
,

天山冰川站撤消
,

新疆冰川研究受到阻碍
。

其间
,

做了部分

冰川补点考察和应用冰川学方面 的工作 一 年
,

中科院新疆地质地理所组织了赛里

木湖开发利用研究
,

涉及明渠修筑和水啧之间的关系问题
。

年
,

兰州冰川冻土沙漠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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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
、

乌苏
、

阿克苏和哈密的冰川做 了补点考察
,

中科院新疆生土所参加
。

了 一 年
,

兰

州冰川冻土沙漠所和新疆铁路部门协作
,

进行了隧道地区冰债物物理力学 特 性 研 究
。

年
,

新疆生土所参加独库公路测设
,

针对越岭路段冰债问题做了考察
、

研究
。

一 年
,

中科院综考会组织了托木尔峰考察
。

《 天山托木尔峰地区的冰川与气象 》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反映这次考察成果
。

中科院新疆地理所参加上述考察
。

十年浩劫的结束
,

以及 年和 年新疆对外开放 座山峰
,

给新疆冰川研究带来新

的生机
。

年
,

兰州冰川冻土所恢复了天山冰川站
。

此后
,

一方而建立研究基地
,

改善工

作条件
,

另一方面采用先进手段
、

扩大研究领域
。

与此同时
,

加强国际协作
,

不断取得新的成

果
。

年
,

兰州冰川冻土所对阿尔泰山冰川进行了首次大规模考察
,

而新疆荒地资源综合

考察队考察了喀纳斯湖上游 的冰川
。

年 一 月
,

中 日联合考察队考察了天山胜利大坂

和博格达峰地区冰川
。

这次考察由兰州冰川冻土所组织
,

新疆地理所参加
。

《 天山博格达峰地

区中 日联合考察专辑 》刊于《 冰川冻土 》 卷 期
。

一 年
,

新疆地理所编写《 天山山

体演化 》一书时
,

对天山巴哈
、

乌库
、

独库公路沿线现代冰川和古冰川做了重点考察
。

年 月
,

新疆地理所观测了南木扎尔特冰川末端变化
,

采集了破城子冰碳样品
。

年 一

月和 一 月
,

中科院新疆分院和新疆环保厅共同组织了阿尔金山 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
,

其中涉及保护区 内的冰川问题
。

年 一 月
,

中国登 山协会委托新疆地理所踏勘和田南

部慕士 山现代冰川
。

同年 一 月
,

中美木孜塔格联合登山队科考组考察了峰区东北坡现代

冰川和古冰川
。

该队由新疆体委组织
,

新疆地理所参加
。

年
,

兰州冰川冻土所组织 中 日

联合考察队对西 昆仑山地区 的冰川做了考察
。

一 年
,

叶尔羌河冰川洪水考察队
,

对喀

喇昆仑山乔戈里峰北坡叶尔羌河上游冰川
、

冰川突发洪水进行考察
。

该队由兰州冰川冻土所

和新疆水文总站等组织
,

新疆地理所参加
。

冰川编 口也是新疆冰川研究项 目之一
。

中科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 年着手天山冰川

编 目登记
,

年补充登记
。

年
,

兰州冰川冻土沙漠所
、

新疆地震大队
、

新疆生物土壤

沙漠所编成《 中国天山现代冰川 目录 》
。

年代末
、

年代初
,

兰州冰川冻土所采用国际冰

川目录临时技术秘书处的统一规范编纂阿尔泰山冰川 目录
。

现 已编成
,

并于 年以《 中国

冰川 目录 阿尔泰山区 》出版
。

与此 同时
,

兰州冰川冻土所和新疆地理所按照世界冰川编

目规范要求
,

应用新的航测地形图
、

卫片和航片等资料
,

编辑天山冰力旧 录
。

《 中国冰川 目

录 皿 天山山区 》共计四册
,

已由科学出版社 年出版
。

此外
,

昆仑山区和喀喇昆仑山

区冰川 目录基本完成
,

即将缩编出版
。

新 疆 冰 川 研 究 成 就

新疆是我 国冰川研究的基地
,

也是我国冰川科学的发祥地之一
。

我国系统的冰川研究工

作在这里起步
。

不断坚持
、

艰苦创业
,

一方面取得不少可喜的成就
,

另一方面陆 续 向 外 扩

散
。

我国的冰川学家和冰川工作者
,

大都在新疆的冰川考察
、

研究中受过洗礼
,

做过贡献
。

目前
,

他们活跃在各地 的冰川研究领域
,

不断为我国冰川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

施雅风教授等在《二十五年来中国冰川学的回顾和展望 》一文 中
,

详尽
、

准确地论述了

年来我国冰川研究取得的成就
,

其中以较大幅篇涉及到了我国冰川工作者在新疆冰川研究

中取得的成就
。

这里予以援引
,

旨在全面反映新疆冰川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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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应用冰川学研究

新疆南疆铁路天山越岭路段冰琐力学性质拭验研究 实验研究在南疆铁路天山奎先达

坂进行
。

这条铁路 已经竣工
,

正式交付使用
。

结果表明
,

研究成果 已经满足生产 部 门 的 需

要
,

冰磺隧道的效果尚佳
。

人工促进冰雪消融的试验研究 一 年
,

为了解决春季干早
,

曾在乌鲁木齐河上

游
、

博格达峰区进行人工融冰化雪试验研究
。

针对大面积冰雪人工黑化
,

取得 了一些抽样数

据
,

总结了若千有益经验
。

冰川位于高山地区
,

远离需水农田
。

融冰化雪需要大批劳力
,

而

山区交通不便
。

实践证明
,

人工黑化
、

促进冰雪消融的经济效益不佳
,

一般情况 下 不 宜 推

广
。

二
、

区域冰川学研究

新疆冰川资源研究
,

基本摸清了新疆冰川分布和数量
。

据冰川编目及有关资料得知
,

新疆冰川面积为
,

平方公里左右
,

约占全国的
。

同时
,

基本摸清了各个山系冰川

分布和数量
。

冰川物理性质研究 在新疆的历次冰川考察和研究中
,

十分重视冰川物理性质的观测

与分析
。

例如
,

在胜利大坂 号冰川的定位观测和博格达峰区冰川考察中
,

分别或同时进行

过物质平衡
、

热量平衡
、

成冰过程
、

冰结构
、

冰温度
、

运动等项 目的观测研究
。

这些观测研

究
,

促进了我国冰川类型的划分
,

并为冰川现象的揭示及冰川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冰川变化和预报研究 天山山地的现代冰川普遍处于退缩阶段
,

但后退的速度缓慢
。

重复测量表明
,

胜利达坂 号冰川在 年至 年 年期间
,

总共退缩 米
,

平均每年后

退 米
。

冰川变化总的趋势是 以后退为主
,

速度相当缓慢
,

因此现代冰川今后可能长期存

在
。

当然今后的气候也可能向着有利于冰川前进的方向变化
。

新疆第四纪冰川研究 新疆第四纪冰期的划分
,

如同我国其它山地一样
,

目前仍然众

论纷纷
、

意见分歧
。

根据天山东段和西段
、

南坡和北坡的冰川作用地貌遗迹和沉积物分析
,

这里的第四纪冰川作用一般划分 出四次冰期和相应的间冰期
。

冰川水文学研究 新疆河流水量年际变化比较稳定
,

与冰川融水补给有关
。

我国冰川

径流量约为 亿立方米
,

约占全国径流量的
。

据统计
,

天山南
、

北坡主要河流冰 川 径

流量约占其径流量 的
,

其中南木扎尔特河最大
, ,

开垦河最小
, 。

此外
,

应用聚类分析法对天山地区河流进行了新的分类
。

兰州冰川冻土所在冰川雷达测深
、

石英温度计测温
、

遥测
、

遥感技术
、

冰川钻孔等测试

和勘探技术方面
,

取得了明显进展
。

这些技术已经用于新疆冰川研究
,

推动了新疆冰川研究

的发展
。

除了已经提到的部门以外
,

对新疆冰川研究做过贡献的还有 , 北京大学
、

南京大学
、

华

东水利学院
、

华东师范大学
、

西北大学
、

兰州大学
、

新疆大学
、

新疆八一农学院
、

中科院北

京地理所
、

北京地质所
、

大气物理所
、

南京地理所
、

武汉水生所
,

以及新疆 水 利 厅
、

林 业

厅
、

气象局
、

邮电局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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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冰 川 研 究 今 后 任 务

三十年来
,

我国的冰川学家和冰川工作者在新疆冰川研究中做出了不少成绩和贡献
,

其

中新疆本地的冰川学家和冰川工作者也做出了应有的成绩和贡献
。

可以肯定
,

今后
,

在我国冰

川学 日趋成熟
、

很快进入国际冰川学先进行列的进程中
,

新疆的冰川研究将会取得长足进步
。

新疆冰川分布较 “ ,

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和生产实际意义
,

应该予 以足够重视
。

总的来

说
,

新疆的冰川研究人员偏少
、

力量单薄
,

不能适应新疆冰川研究的需要
。

今后
,

应当结合

新疆的实际需要和可能
,

建立一支精干的冰川研究队伍
,

独立开展新疆冰川研究
,

着重解决

新疆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实际问题
。

如果有机会配合内地单位开展新疆冰川研究
,

当然

更好
。

当前
,

新疆地理所现有部分冰川研究人员
,

应该受到应有的关怀和支持
,

以便发挥他

们在坚持和开拓新疆冰川研究中的作用
。

今后
,

新疆地理所可以配合兰州冰川冻土所尽快完

成新疆冰川编目
、

出版工作
,

尽早提供新疆各个山系的冰川分布
、

数量
、

储水量及冰川融水

的基本资料
。

为了掌握新疆冰川动态
,

有必要建立冰川动态观测网
。

通过长期
、

多点
、

重复

观测
,

摸清新疆冰川变化趋势及其规律
。

结合新疆生产建设
,

着手解决各种冰害间题
,

诸如

冰川进退和冰川阻塞湖溃决对生产建设的危害等
。

同时
,

针对新疆环境保护
、

冰川资源合理

利用
,

积极承担冰川问题的科学咨询和科普工作
。

此外
,

加速人才培养和加强新技术
、

新手

段 的应用
,

亦是今后新疆冰川究研的重要任务
。

我们确信
,

在我国冰川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

新疆的冰川研究将会取得更 多
、

更 大 的 成

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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