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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冰川站是我国唯一的一个以冰川为主要研究内容的高山综合科学试验站
,

其建

设和发展
,

对于促进我国冰川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

在我国开展冰雪科学研究的三

十年中
,

天山冰川站经历了 年代初期的发展阶段和 年代以来的恢复重建和走向世

界先进水平阶段 而展望未来
,

天山站有着广阔的前景
。

为纪念我国开展冰雪科学研究

事业三十周年
,

总结经验教训
,

以便在改革和开放的形势下把天山冰川站办得更好
。

本

文就天山冰川站所走过的路程和观测研究工作作一回顾和展望
。

一
、

站 史 回 顾

年
,

由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和冰川学家施雅风教授倡导和组织
,

在中国科学院

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
,

为开发祖国大西北
,

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冰雪利用研究队
,

开

创了我国冰雪和冻土科学的考察和研究
。

经过大量的野外考察工作
,

认为我们必须要建

立高山冰川定位观测研究站
,

以便在继续进行野外考察研究的同时
,

进行长期定位观测

试验以积累资料
,

从而对在野外考察中遇到的各种现象进行深人的观测研究
,

提高研究

水平
,

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冰雪科学理论体系
。

年
,

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

队在新疆水利厅的支持下
,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天山中段喀拉乌成山主峰一
天格

尔 峰 海拔 北坡的乌鲁木齐河源建立了天山冰川站
,

对河源区的 号冰川

进 行 了 冰川 学
、

水 文 学 和 气象 学 的观 测 研 究
。

当时 苏联 专家 几 八 道 尔古 辛

八八 对站址的选择和观测项月曾进行过指导
。

年
,

高山冰雪利用研

究队改名为兰州冰川冻土室
,

天山冰川站在当时的室主任施雅风教授的组织领导下
,

由

谢自楚等负责进行了冰川和水文的系统观测研究工作
。

年代初期
,

天山冰川站成立不久
,

其观测研究工作便进入 了一个繁荣时期
。

当

时
,

我们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
,

在高寒区进行冰川观测研究
,

条件很差
,

十分艰苦
。

但当时我们的一批年轻科学工作者
,

爬冰卧雪
,

在高寒缺氧的条件下连续工作了几年
,

取得了非常宝贵的我国高山冰川区多学科定位观测资料
,

使我国冰川学研究在刚开始不

久即形成了面上野外考察和定位观测试验研究相结合的格局
。

当时经过几年的艰苦奋

斗
,

天山站获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

编写和出版了研究论文集 《天山乌鲁木齐河冰川与

水文研究 》
。

该论文集对乌鲁木齐河源 号冰川的成冰作用
、

物质平衡
、

冰川温

度
、

冰结构
、

冰川运动
、

冰川辐射平衡
、

热量平衡
、

冰雪面蒸发
、

冰川形态和历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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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冰川水文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人的研究
。

这批研究成果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

我国冰川学的学术水平
,

标志着我国冰川学的研究初步进人了定量化和加强物理观念的

阶段
。

正当天山冰川站的工作孕育着新的发展的时候
, “

十年动乱
”

开始了
,

从 年起该

站的工作不幸全部停止
,

本节
“

站史回顾
”

在这里也得中断长达 年的时期
。

年
,

兰州冰川冻土所重新恢复天山冰川站的观测工作
。

天山站的恢复重建
,

面临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
。

年代以来
,

国外冰雪

科学的研究进人了定量阶段
,

理论水平迅速提高
。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苏联加强了野外

定位观测和试验研究
,

野外观测仪器的遥测 自记和数据采集系统
、

遥感方法以及电子计

算机的广泛应用
,

从而应用物理定律和数学方法
,

把冰冻圈作为重要的地球物理过程来

研究
,

对成冰作用
、

物质平衡
、

冰川运动
、

冰川温度等冰川物理学和动力学的研究以及

冰川水文和气候数学模型的研究
,

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成果
。

这突出反映在国际冰川

学杂志和其他有关出版物里
,

如佩特森 的 《冰川物理学 》一书
,

概要总结了冰川学研究的新发展
,

标志着冰川学的研究进人了物理学的范畴
。

另外
,

冰

川学的发展还分出了纯数学物理的方向 胡特
,

《理论冰川学
。

为了使恢复重建后的天山冰川站迅速赶上世界冰川学发展的步伐
,

冰川冻土所投人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冰川站的建设
,

加强了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
,

面向世界先进水

平
。

在观测仪器和手段方面
,

着手研制天山站的野外电子遥测 自记和数据采集系统
。

为

保证科研和观测工作的发展
,

年开始修建了通往 号冰川的观测专用简易公路
,

在海拔 修建了研究基地建筑群
。

几年来
,

在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
,

在基本

建设
、

观测研究
、

实验室建设
、

人员培训
、

开展国内国际合作研究等方面均发展较快
。

已建成一个固定的野外观测
、

试验和研究基地
,

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二
、

年代以来科研工作的新进展

天山冰川站 年恢复重建以来
,

作为我国冰川学提高研究水平的观测试验基

地
,

新技术和方法均在这里首先应用
,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自 年以来
,

除将基

本的观测研究整编资料以
“

天山冰川站年报
”

的形式出版外
,

还发表了各种研究论文和报

告百余篇
,

研究专辑一集
,

其中国外已发表七篇
。

由冰川所科技人员利用本站

条件从事的研究工作中
,

共获得中国科学院各类成果奖五项
。

获奖的项 目中
,

型蒸

汽钻的设计和研制获 年院重大成果四等奖 一 型雷达测厚仪的研制获 年院

重大成果三等奖 冰川热水钻的研制
,

获 年院重大成果三等奖 天山乌鲁木齐河

源 号冰川的冰川物理学研究
,

获 年院重大成果二等奖 高寒区冰川气象遥测系

统获 年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

现将在天山冰川站 年代以来所进行科研工作的新进

展概述如下
。

现代冰川与冰川物理

我国是世界中纬度大陆型高山冰川最多的国家
,

但对其研究在世界冰川学中尚属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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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环节
,

本站的工作对深人认识大陆型高山冰川作出了一定贡献
。

在成冰作用研究方

面
,

首先在此分析了极大陆型冰川的成冰过程并划分了成冰带谱
。

在物质平衡研究方

面
,

本站 号冰川的观测资料序列最长
,

对我国大陆型冰川的物质平衡特征
、

雪线变化

及其与气候要素的关系进行 了详细的讨论 谢 自楚
,

张金华
,

, 。

在 号冰川
,

利用本所 自制的 一 型雷达和热水钻对冰川厚度进行了全

面测量
,

热水钻打穿冰川到底部
、
其结果和雷达测厚数据相吻合

,

证明了冰川雷达测厚

是可信的 张祥松等
, 。

此外
,

还进行了冰川重力和地震勘探
。

根据本站大量冰

温观测资料
,

对大陆型冰川温度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
,

为国外同行所注目
, 。

此外
,

对冰川运动特征 孙作哲等
, 、

同位素地球化学

研究
,

和冰川地形图地面立体摄影测量等方面也取得了新进展
。

本站 一 年的冰川人工冰洞观测研究
,

在我国是第一次
,

大大促进了我国

冰川物理的研究
,

积累了大量冰川动力学观测资料
,

提高了研究水平
。

研究结果表明
,

号冰川具有较高的应变率
,

求出了格林定律的应变特征值
,

取得了冰川底部滑动的数

值
,

并从底部温冰层的存在对冰川滑动的原因作了解释
,

同时还发现了冰川底破层中存

在的塑性变形和基底滑动现象
,

丰富了对冰川运动的认识 黄茂桓等
,

王仲祥
,

韩健康等
, , 。

此外
,

还应用数学物理方法对冰

川动力过程进行了模拟研究
。

冰川水文气象与水资源研究

对冰川水文特征 李念杰
, 、

径流形成
、

高山流域水文过程
、

冰川消融和

融水对河流的补给作用进行了全面和深人的论述 对冰川流域的水量平衡
、

热量平衡进

行了观测研究 还研究了冰川小气候特征
,

开展了树木年轮气候学的研究
,

冰川
、

水文

和气候变化以及冰雪水化学研究
。

本站承担了乌鲁木齐水资源研究课题中的冰雪径流研究部分
。

开展了高山区降水和

分布特征的研究
,

对国内外不同降水观测器和雨量计观测精度及部分影响因子进行了对

比试验分析
,

此项研究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

高山区冰雪面蒸发及地面蒸发
、

径流过程和

河冰的观测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

通过阶段总结
,

已得出乌鲁木齐河流域降水观测系统

误差改正值
,

并得出高山带的降水量多于中山带的结论
。

用水量平衡法对 号冰川物质

平衡进行了估算
,

得出了和冰川表面观测值相一致的结果
,

还对冰川径流初步进行了物

理模拟计算
。

在冰川热量平衡研究
,

和径流研究中
,

继中

日乌鲁木齐河源太阳辐射和热量平衡合作研究之后
,

又和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合作
,

引进

了较先进的仪器设备
,

进行了较长期的系统观测
,

初步证实了划分冰川为两等消融区界

线附近热状况对冰川的代表性和我国大陆型冰川潜热交换量较大的特点
。

在径流测验方

面成功地进行了盐溶液法测流的实验
,

这对我国高山带径流测验实用意义很大 目前
,

正开展高山区径流数学模型的研究
。

冰川地貌与沉积研究

研究了冰川侵蚀地貌与槽谷演化过程
,

冰川沉积类型及物理分析
,

冰债
、

冰水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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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砾石的岩性和形态特征
,

风化过程
,

冰破物形成的力学分析
,

冰期沉积坏境和过程
,

由《冰川冻土 》杂志出版了
。

冰川地貌与沉积专辑
, 。 ’

第四邻冰川作用和环境研究 “

研究了乌鲁木齐河源冰川的历史演变
,

第四纪与冰后期气候波动
。

第四纪沉积物抱

粉分析
,

古冰川作用
,

地衣测量
,

不同冰期冰川堆积的分析等方面
。

冻土及冰缘过程研究

研究了多年冻土的分布
,

确定了多年冻土下界及类型
,

对若干主要的冰缘作用的产

物进行了解剖
,

并初步研究了其动态
。

石 仪 器 研 制

开展了冰川气温
、

热流
、

太阳辐射
、

冰雪层温度及风速的遥测试验
,

研制了冰川降

水遥侧传感器
,

电子自记水位计
、

雨量计及相应的数据采集系统
,

石英晶体温度计
、

电

子温度计弓冰川热水钻
、

蒸汽钻和雷达测厚仪
卜

上述研究成果
,

标志着我国冰川学的定位观测研究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迅速缩

小
。

’

本站 自 年以来
,

接待国外来访科学家和访间学者超过 人
。

来自欧美和 日

本的学者对本站的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

认为本研究站的工作是

出色的
,

在中纬度大陆型高山冰川区是独特的
,

在高山科学研究中具有很大意义
,

,

希望

加强和我们的合作和学术交流
。

在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同时
,

本站分别和英

国
、

日本
、

美国
、

瑞士等国进行了六项合作研究
。

范围涉及冰川沉积学、 现代冰川学
、

物理冰川学
、

冰川水化学
、

热量平衡
、

高山区降水分布等各个方面
。

合作研究的广泛开

展
,

使我国冰川工作者的视野开阔了
。

先进仪器设备和研究方法的引进
, ‘

大大提高了我

国冰川学的研究水平
,

同时也使我们对国际冰川学的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卜 既肯定了自己

的长处
,

也认识到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扩 使目标更加明确
,

信心更加坚定
。 凡

天山冰川站自恢复重建后
,

将人材的培养也殆为站上的主要任务 在培养研究生的

过程中
,

将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与本站的科研计划紧密结合起来
,

·

目前已完成硕士论文

七篇
,

博士论文两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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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计算
”人

硕士论文 已在国外高水平的刊物上发表
,

兜
。

博士

论文
“

乌鲁木齐河冰川
、

水文和气候变化
” ,

第一次对本区冰川
、

水文和气候变化进行了

系统分析
。

硕士论文
“

乌鲁木齐河源冰川物质平衡若干问题的研究
” ,

应用了国外的一些

新理论和方法
,

,

加强了数理分析
,

对进一步提高物质平衡研究水平具有较好的参考价

值
。

硕士论文
“

乌鲁木齐河源高山草甸区蒸发研究乓 ,

应用了蒸发渗漏器称重法
、

空气动

力学法和热量平衡法广第一次对高山带地面蒸发进行了一个夏季的系统研究
,

取得了一

批宝贵的观测计算数据
,

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
。

在降水观测系统误差对比试验研究

中
,

’

列人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 、 已取得初步成果
,

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
。

硕士论

文
“

天山乌鲁木齐何源区石冰川及其它块体运动形成与机制
” ,

也取得了优秀成绩
。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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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本站还接收国内外研究生和实习生来站工作
,

也派出人员到国外学习进修
。 ·

年 月 一 日
,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局召开了天山冰川站开放论证会
,

会

议通过天山站为中国科学院开放站
。

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新的发展时期
,

展
。

这标志着天山冰川站丙单新的转折点卜进人了一个

这将有力地促进我国泳〕和高山料学研究事亚的发

三
、

总结和展望

天山冰川站长期以来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

基本上跟上了国际

冰川学发展的趋势
,

这是院和所领导的重视
,

新疆分院和有关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所

有到站工作人员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
。

从本站恢复重建以来
,

先后有本所和有关科研教
学单位的上百名科研技术人员

,

数十名行政管理人员
,

数十名工人到站上土作
,

他们都

为本站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

回顾天山站的建站史
,

十余年的工作中断时期是我们的沉痛教训
。

正在这个时期
,

使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
。

在党的改革
、

开放政策的指引下
,

天时站的工作

面向世界先进水平
,

‘

加强国际合作和人材培养
,

又大大缩短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

并且进人了新的发展时期
。

天山冰川站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任务
。

它研究中纬度大陆型高山冰川形

成
、

运动和变化机制 冰川和周围环境的能
、

水 、 质交换过程 冰川对气候变化的响

应 冰川
、

季节积雪和冻土在山区水资源形成中的作用以及高山径流的形成过程又 并研

究山区冰川
、

气候
、

水文
、

冰缘和地貌综合自然过程及其与生态环境和第四纪冰川演变

的关系 积累科学观测试验资料
,

以促进建立我国高山区以冰川为中心的学科体系
,

为

西北山区开发
、

水资源利用和环境变化预测提供依据
。

天山冰川站的工作侧重于高山科

学研究的基础性和综合性
。

天山冰川站正在形成以站为基地
,

冰川为重点
,

流域为研究对象的高山综合观测研

究系统
。

在这个系统中
,

包括三个平衡
,

七个过程
。

其中三个平衡为能量平衡
、

水量平

衡和物质平衡
,

一

它们是高山 自然过程的物理基础
,

七个过程为冰川过程
、

气候过程
、

水

文过程
、

冰缘过程
、

地貌过程
、

第四纪冰川演变过程和环境生态过程
,

其中冰川过程被

视为联系各高山自然过程的纽带
。

在分别观测研究各种平衡关系和自然过程的同时
,

以

能
、

水
、

质综合平衡为基础
,

进而研究山区综合自然过程 ,
·

探讨预测气候
、

水资源和环

境变化的方法
。

天山站的开放
,

既是机会又是挑战
‘

我们要乘此时机
,

尽快实现观测试验手段现代

化
,

建立电子计算机资料处理系统
, ·

按国际规范整编资料和建立数据库
,

广泛开展国际

合作研究
,

同国际冰 咔学会和著名高山站建立资料和人员交换关系
,

进一步提高近期拟

完成科研工作的学术水平
,

加速管理现代化
,

提高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

并将下一步的

研究工作重点放在冰川和高山 自然过程的物理机制 冰川
、

气候和水文过程的数学模

拟 第四纪冰川演变和气候环境的研究方面
。

我们相信
,

天山冰川站一定能在本世纪末

建成为具有国际第一流水平的高山观测试验站
,

加人世界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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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承蒙张祥松同志提出修改意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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