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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砾石组构看天山叶状石冰川的

表面运动特征
①

朱 诚

北京大学地理系

提 要 本区发育有十数条叶状石冰川
,

主要由倒石堆或岩屑锥演化而来
。

单个的石

冰川一般宽 一一
、

长 一
、

高
一
一

,

其顶部有反倾坡和槽脊
,

其前缘坡

脚有挤压翘起平台
。

对 号石冰 〕上 块砾石的组构量测表明 此类石冰川各处

面和 轴倾向与各自所处的沉积面坡向较为一致 各处 面比 轴具有更为优

势的组构倾向 其运动方向是 自谷壁向外并垂直于表面等高线方向流动 其流动特

征与阿尔卑斯舌状石冰川不尽相同
,

主要是受气候和地形因素影响所致
。

关键词 叶状石冰川 砾石组构 运动特征

年
,

作者在定位观测乌鲁木齐河源区冰缘作用过程时对该区石冰川的砾石组

构 包括 面和 轴的长度
、

倾向
、

倾角等 进行了量测 图
。

本区石冰川属于 分类中的叶状石冰川
, ,

是一种非分选

的
、

似冰破的岩块体
。

它与冰缘环境下的崖麓倒石堆 或岩屑锥 有着下述成因和形态

上的区别 本区倒石堆主要是崖壁或岩坡以落石
、

滚石
、

弹石或滑动在崖坡坡脚形成的

落石堆积体
,

当石块落下并破裂后
,

小块岩屑多位于倒石堆顶部
,

大岩屑则可能滚到坡

麓
。

此类倒石堆坡度为
“

一
“ ,

纵剖面较直
,

仅在坡麓有轻微凹状
,

其上几乎无

植被生长
。

本区岩屑锥主要是雨水或融化的冰雪水对悬崖谷壁冲刷造成的不同规模和形

状的岩屑在谷壁下方的堆积体
,

较大的石块集中于倒石堆顶部
,

较细岩屑因冲刷通过孔

隙进入坡脚形成一粗糙底层
。

此种岩屑锥上部坡度
“

一
。 ,

但下部常小于
“ ,

整个坡面呈凹型
。

在细粒物质上可有植被生长
,

由于季节性暴雨或融雪水造成的泥流和

岩屑流的冲积
,

常使其坡脚的植被呈条形在坡上发育
,

这种现象有助于对此类堆积体的

识别
。

而本区的石冰川主要是由倒石堆或岩屑锥演化而来
。

由于本区倒石堆 或岩屑

锥 大多集中于阴坡坡麓
,

冻结的雨水
、

重新冻结的融雪或偶然的雪崩雪提供了冻融蠕

动所需的孔隙冰
,

这些孔隙冰胶结了倒石堆内的部分物质
,

在冻融季节其坡麓部位在后

部倒石堆重力影响下能逐步发生应变
,

此过程长期进行便演化为雏型石冰川
。

此后
,

由

于有一沉积面较缓的前缘
,

保留的细粒物质和水分相应增多
,

冻融蠕动作用增强便逐步

转化为目前所见的石冰川
。

因此种类型绝大部分发育于倒石堆下部并往外延伸
,

故按崔

①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月 日改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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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缘 坡 西侧坡

源头倒 石堆

“

“
“

图 石冰川砾石 面组构图

一 卜‘

除具有反向坡特征的前缘坡顶的 面和 轴倾向与其沉积面坡向有一
“

左右的夹角外
,

其余各处 面和 轴倾向与各自所处的沉积面坡向较为一致
。

各测点
「

面倾向主密部最大密度在 一 之间
,

离散度较小
,

为 一一

而 轴最大密度为 一
,

离散度为 一
。

由此表明 面 比 轴具有

更为优势的组构倾向
,

其定向性发育较 轴强
。

各测点组构反映了石冰川表层的流动趋向
,

总的看来该区叶状石冰川是 自谷壁

向外并垂直于石冰川表面等高线方向流动的
,

在前缘顶部有顺反倾坡的局部岩屑滚动和

滑动
,

这一点在定位观测中已得到证实 崔之久等
, 。

如 一 年度我们利

用基岩作控制点在此反倾坡与顺向坡坡脊连线上标定了 块大砾石
,

一年间有 块砾

石向前移动
,

平均前移
,

第 号石块 为一 的石英片岩 前

移 有两块巨砾则分别后退 和
,

这些特征与组构量测结果是一致

的
。

该区叶状石冰川组构反映的流动性特征与 等人 在瑞士阿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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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丁道班

, 尧幕》

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区石冰川砾石组构量测点位置图

①一⑤为 号石冰川测点编号

异趁图多“

①一 ⑤

之久 分类属科罗拉多型倒石堆石冰川
。

又 由于其宽大于长呈叶状故称之为叶状

石冰川
、

本区叶状石冰川分成群和单独出现两大类
,

前者如大西沟南侧坡麓
、

罗 卜道沟

南侧坡麓以及空冰斗东南侧后壁下方的石冰川群
,

其宽达
一一 目

、

长达
。

后者具有下述特点 一般长
、

宽 任一
、

前缘高 一礴

前缘坡度较大
“ “

一石
“ ,

从顶到前缘坡有一明显坡折
、

进而演变成前缘反

倾坡 有的石冰川坡脚延伸出一个因挤压而成的翘起平台或顶部出现槽和脊
。

这些

形态及其冻融蠕流的程度都是原始倒石堆所不可能具有的
。

作者所测的 号石冰川位于海拔 处
,

西距 号冰川终碳约
。

此石冰

川长
、

宽
、

高
、

体积约
,

来源于崩塌的岩屑岩性均为眼球状

片麻岩
。

量测点选择在前缘坡
、

前缘坡顶
、

东
、

西侧坡和源头倒石堆处
。

各处分别量测

块砾石
,

野外所测数据在室内采用砾向组构的矢量计算方法 艾南山
,

统

计
,

并用 一 型计算机以及 一 型打

印机进行处理
,

统计结果见表
、

图 和 图
。

由图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菌级坡

。

。

像头倒 石堆
一。

“

“

图 石冰川砾石 轴组构图
·

衰 号石冰川砾石组构特征值

七 ’

侧侧侧 侧 点点 测 点点 标本数数 沉积面面 沉积面面 平均倾向
“ 、

离散度与最大密度砾向范围围

点点点 部 位位 代 号号 块 坡向向 坡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号号号号号号
。 “

轴 一 面

倾倾倾倾倾倾倾倾向向 离散度度 最大密密 倾向向 离散度度 最大密密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度
①①① 前缘坡坡 一

②②② 前缘坡顶顶 一 矛加加

③③③ 东侧坡坡 一

④④④ 西侧坡坡 一

⑥⑥⑥ 撅头倒石堆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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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卑斯山观测的
、 、 、 、

等舌状石冰川朝前

缘主斜坡方 问的流动趋向有不 同之处 图 从东西侧坡看与美国 盯 。

和 在科罗拉多量测的 舌状石冰川侧坡的组构亦不同
。

从

表 和图 可见 号石冰川两侧坡 面平均倾向
、

倾角均与沉积面坡向
、

坡度较一

致
,

而 石冰川则相差较大
。

表 号石冰川与科罗拉多 石冰川侧坡组构的比较

,

特特 征 值值 天山 号叶状石冰川川 科罗拉多 吞状石冰川川

石石冰川主流向向
··

““ “

左右右
“

左右右

测测点部位位 东侧坡坡 西侧坡坡 东侧坡 东侧坡

沉沉积面坡向向
““ ““ 。。 ““

沉沉积面坡度度
““ ““ ““

面平均倾向向
““ ““ ““

面平均倾角角
。。 。。 。。

哪。

号 石 冰川

一

图 天山 号叶状石冰川与瑞士阿尔卑斯山 舌状石冰川流向比较示意图

一
,

一
,

根据分析
,

可认为以上差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气候因素 阿尔卑斯舌

状石冰川属海洋性气候下的暖底石冰川
,

蠕动速率快
,

可达 一
,

基部滑动可

占石冰川运动的
, ,

这就有利于出现流线朝主斜坡方向分布的

特征 而天 山石冰川位于 内陆干冷地区
、

海拔高度大
,

具有类似大陆性冷底冰川的特

点
,

底部滑动的可能性极小
,

年蠕动速率小于 崔之久等
, 。

在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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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坡 西侧坡 , 东侧坡 东 侧坡

一 一 一 一 一 沉积 面坡 向 度

一
面平埔 向 度

图 号石冰川和 石冰川沉积面坡向与 面平均倾向的对比

形下运动主要是冻结砂砾石层由于压缩流的存在而产生蠕动变形和局部层内剪断 崔之

久等
, ,

此时蠕动速率在石冰川的前缘坡和侧坡差别不大
,

因此有利于此类石冰

川表层出现扇状分布的流场形势
。

地形因素 舌状石冰川和阿尔卑斯石冰川

多顺谷发育
,

当其运动时受两侧谷壁限制
,

砾石受挤压后 面易朝流向相反的方向定

向排列
,

且易出现使 面近乎直立的现象
,

但由于具备暖底滑动和蠕动速率快的条件

仍不影响其朝前缘主斜坡方向的流动趋向
,

这一特点与河流相砾石组构有一定相似之

处
。

而天山叶状石冰川发源于崩塌的崖壁之下
,

当表层砾石沿扇状流场运动开采时四周

不受地形限制
,

加之底部难以滑动
,

运动以蠕动变形为主
,

故 面倾向
、

倾角多与沉

积面坡向和坡度较一致
,

这亦是形成宽大于长的叶状石冰川的原因之一
。

由于该区冰缘

过程的定位观测仍在继续之中
,

可以肯定今后随着观测数据和其他资料的积累将有助于

进一步认识该区石冰川砾石组构与运动特征之间的联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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