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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河源大西沟气象站附近的埋藏

腐殖质层与共生冻土
①

赵 林 邱 国 庆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

提 要 大西沟气象站附近普遍埋藏的腐殖质土
,

如在 一 号坑揭露了三层
,

其

形成年代为 第一层 地表 是 土 第二层是 彭 士 第三层是

士 二 多层埋藏腐殖质土的存在
,

说明地层在加积
,

多年冻土上限在上升
,

从而揭示气候在波动

关健词 腐殖质土 共生多年冻土 多年冻土上限

大西沟气象站位于乌鲁木齐河源区
,

海拔
,

年平均气温为一 ℃
,

处于

天山高山冻土带
。

其附近发育着众多的冰缘现象
,

如石环
、

冻胀丘 季子修
, 、

石

条
、

拔石 邱 国庆
, , 、

石 冰川
,

等
。

本文主要强调埋藏于地下的腐殖质土具有重要的地质学与冻土学意义
,

值得

深人研究
。

在大西沟气象站之南
,

乌库公路山北道班以西
,

是一片沼泽化湿地
,

这里拔石遍布

地表
,

曾于 处发现 了处于多年冻结状态 的含冰丰富的腐殖质层
,

厚度大于

图
, 。

在大西沟气象站以北 处的斜坡上
,

也

在 处发现了处于多年冻结状态的腐殖质土 ② 我们在大西沟气象站以东

处再次发现埋藏的腐殖质层
,

其分布深度为 一刃 及 一 均按东壁测

量深度
,

地表 深度 内也为腐殖质草皮层 图 此地多年冻土上 限为

左右
,

多年冻土上限附近呈砾岩状冻结构造
。

由此可见
,

在大西沟气象站周围 一 范围内
,

普遍分布着埋藏腐殖质土层
,

它的存在说明

地层在加积 腐殖质土只能形成于地表
,

如果它埋藏于地下
,

就说明地层在加

积 图
,

在腐殖质土形成后
,

其上已加积了 的较年轻的地层

号试坑所揭示的三层腐殖质土
,

其 ’弋 年龄第甲层为 士 第二层

为 士 第三层为 士 由胡智育测定
。

就是说
,

自

至 加积 了 厚的含砾亚粘土
,

平均每年加积约 由

①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月 日改回

②邱国庆
, ,

天山站附近高山冻土及冰缘现象的一些新资料 天山站年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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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加积了 含砾亚粘土
,

平均每年加积
。

或者

说
,

四千多年以来
,

地层平均每年加积 刃曲 的土层 图 中的第一
、

二层腐殖质

土之间有两团腐殖质土块
,

它可能是在冻融作用的扰动下从第二层腐殖质土中分离出来

的
,

这是因为它们的成分与第二层腐殖质土极为相似
,

而第二层腐殖质土的上表面的扰

动性也极大
,

它不能代表古地表的位置
。

多年冻土在加积 如图 所示
,

埋藏的腐殖质土出现于 深度处
,

正处
于现代多年冻土上限处

,

腐殖质土的体积含冰量达
。

当时的地表层已成为现今的

多年冻土层
,

说明多年冻土上限随地层加积已上升了
。

如图 所示
,

第三层腐殖质土的

顶面 假定其为 前的地表面
,

距现今多年冻土上限只有 第二层腐殖质

土的顶面 假定其为 前的地表面
,

距现今多年冻土上限也只有 这也都

说明从那时以来
,

多年冻土上限上升了
。

多年冻土上限随地层的加积而上升
,

说明这种

多年冻土是共生冻结成因类型的多年冻土

气候在波动 众所周知
,

腐殖质土是在一种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形成
,

即在相对

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形成
。

除在特殊的地质与构造背景条件下
,

含腐殖质较少或不含

腐殖质的地层应在一种气候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形成
,

即在相对寒冷
、

干燥的气候条件下

形成 这样
,

腐殖质层和不含或少含腐殖质的地层相间出现
,

可以表明古气候是在波动

的
,

当然这仍须进一步证实 据竺可祯 近五千年来气候多次波动的研究
,

其中头

两千年
,

即 到 属于温暖期
。

而 矢 号试坑中第三腐殖质层和

第二腐殖质层的 ’ 测定年龄为 士 和 士 二 这就是说
,

这两

个腐殖质层应形成于这一温暖期
。

与 两个冰进期之间为一个相

对温暖期 陈吉阳
, ,

那么
,

形成于 左右的第三腐殖质层就应对应于这一

温暖期 同样
,

形成于 的第二腐殖质层就应对应于 和

这两个冰进期之间的相对温暖期

进一步说
,

中国西部冰川冰缘区的气候波动是否可以与竺可祯所论述的我国东部五

千年来的气候波动相互对比
,

这仍须进一步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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