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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详尽地回顾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 10 年来在科研

工作 、 人才培养和基地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 并对其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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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 (以下称 “天山冰川站”)

是我国唯一以冰川和冰川作用区为主要观测研究对

象的野外开放站 , 肩负着冰川学观测 、 试验研究与

人才培养 “三大基地” 和对外交流 “窗口” 的重要

任务.天山冰川站建立以来 , 对我国的冰川学研究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纵观其建设 、

发展的历程 , 无不体现着我国冰川学创立和发展的

脉动.今天 , 它又以累累硕果 , 迎来了我国冰川学

开创 40周年的盛会.展望明天 , 它将面临更多的

机遇和更多的挑战.

天山冰川站建于 1959年 , 是在施雅风院士的

倡导和组织下完成的.天山冰川站的科研工作大体

经历了建站初期 (1959 ～ 1966年), 恢复重建之后

(1979 ～ 1987 年)和成为中国科学院开放以来

(1988年至今)的三个阶段.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

和建设 , 已基本形成一个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

观测 、试验和研究野外基地.康尔泗 (1988)对

1987年以前天山冰川站的历史和研究工作进行了

系统的回顾.现将 1988年至 1997年 10年来天山

冰川站的观测研究进展作一回顾和展望.

2　研究工作概况与人才培养

1987年 9 月 , 通过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局组

织的开放论证 , 天山冰川站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对

外开放的野外观测试验站之一.对外开放 , 使天山

冰川站科研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站学术委

员会的指导监督下 , 开放基金有效地支持了其主攻

方向上全面系统的研究 , 吸引了国内外有关专家 、

学者的共同参与.系统开展了冰川作用区能量 、水

量和物质等 3个平衡和冰川 、 气候 、 水文 、 冰缘 、

地貌 、 第四纪冰川演变和环境生态等 7个过程的研

究 , 形成了以站为基地 、冰川为重点 、流域为对象

的高山综合观测研究体系.1987 ～ 1997年间 , 天山

冰川站承担由站学术委员会批准的基金项目 62项 ,

承担或参加国际合作课题 16 项 ,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包括重点基金 13项 , “七五” 、 “九五” 院重大项

目 5项 , 国家攀登计划和攻关项目 2项 , 争取横向

合作课题 8项.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 先后与美

国 、加拿大 、日本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瑞士等

国数十个单位进行合作研究 , 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

科研成果.由天山冰川站主持和参加的项目获得中

国科学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 自然科学二等奖 2

项 , 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三等奖 1 项.共发表论文

300余篇 , 其中 , 国际会议和国外期刊 70 余篇;

共出版中 、 外文专著 7部 , 其中 , 英文 2部 , 俄文

1部.另外 , 有 2 部正在出版之中 .1991 年 8 月 ,

天山冰川站通过了开放后的第一次检查评议.在

1997年中国科学院野外站评审中 , 由于本站在科

研成果 、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表现 , 天山站被评为

A类站 , 同时获得野外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人才培养是天山冰川站三大基本任务之一 .4

年来先后有硕士研究生 、 博士研究生 30余名来站

第 20 卷 第 3 期

1 9 9 8 年 9 月

冰　川　冻　土
JOURNAL OF GLAC IOLOGY AND GEOCRYOLOGY

Vol.20　No.3

Sept., 1 9 9 8

① 本文于 1998-02-25收到.



工作 , 藉此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的有硕士 13

名 , 博士 9名.除本所外 , 先后有高校和其它研究

单位的大学生 、研究生约 30人来站进行野外实习.

3　科研工作新进展

3.1　冰川运动机理与冰川物理学研究

本站以乌鲁木齐河源 1号冰川 (以下简称 “1

号冰川”)进行的有关冰川运动机理的研究对深入

认识大陆型高山冰川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我国大

陆性山地冰川普遍存在的宽厚渗侵成冰带观测研究

了水热传输过程及对这一带上部冰川温度的影响 ,

建立了相应区的冰川温度分布变化模型 (蔡保林 ,

1989a , b), 更新了冰川物理学中的若干传统概念.

尤其是通过 1号冰川末段人工冰洞观测研究结合室

内试验 , 对冰川的运动机理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 1

号冰川存在有冰川冰变形 、冰床变形 、 剪断现象和

底部滑动 4 种运动机理 (Huang Maohuan , 1992;

黄茂桓等 , 1991 ;黄茂桓 , 1994a , b;Jing Xiaop-

ing et al., 1992).结合 1 号冰川的温度分布 (蔡

保林 , 1988)和我国大陆性冰川温度分布状况

(Huang M aohuan , 1990), 系统地总结并提出了我

国大陆性冰川运动的 3 种模式 (黄茂桓 , 1994a ,

b ;黄茂桓等 , 1994a , b).

3.2　寒区水文水资源研究

高寒山区水文水资源研究是天山冰川站的主要

研究方向之一.近 10 年来 , 通过对降水 、 蒸发 、

径流形成过程进行了长期系统的观测和研究.

对 1985 ～ 1987年间在乌鲁木齐河上游进行的

有关降水误差 、 蒸发 、高山区热量平衡观测研究表

明 , 乌鲁木齐河源区现行的降水观测系统误差为

30%, 平原和 山前区为 20.5 % (杨大庆等 ,

1988);河源区高山草甸区年蒸发量为 270 mm , 1

号冰川表面为 127 mm (张寅生等 , 1991;杨大庆

等 , 1992a), 建立了包括冰川和积雪在内的高山区

能水平衡模型 (Kang Ersi , 1994);康尔泗等 ,

1994a , b , c), 这一模型能够较好地计算冰雪径流

的形成与变化过程 , 并对山区径流形成过程进行了

系统总结 (施雅风等 , 1992).在我国祁连山冰沟

与天山冰川站空冰斗典型实验流域分别进行了 6年

和 5年的观测实验研究 , 积累了大量较系统的水量

平衡要素和冻土活动层内水热状况等基本实验数

据.通过实验资料 , 以水量平衡原理为基础 , 探讨

了高山多年冻土区径流形成 、 流域储水量变化 、 地

表水与地下水转化以及气候变化对寒区径流的响应

(杨针娘等 , 1996;Woo et al., 1994).研究表

明 , 寒区径流系数远高于非冻土区 , 前者可达 0.7

～ 0.8;径流系数随气候变化而变化 , 干旱年份急

降为 0.45.

全球变化研究是近 10 年来的热点研究领域 ,

由于山区冰雪及其径流对气候变化极其敏感 , 在天

山站大量观测资料的基础上 , 分别用流域水量平衡

模型 (赖 祖 铭 等 , 1990 , 1991 ;叶 佰 生 等 ,

1996b)、 能水平衡模型 (康尔泗 , 1996)、 冰川度

日因子模型 (刘时银等 , 1996)等方法估算了不同

气候变化条件下冰川径流的变化量.研究表明 , 未

来气温升高 1℃, 冰川径流的增加量不小于目前冰

川径流量的 50%;同时用冰川动力学方法对冰川

及其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进行了估算 (叶佰

生等 , 1996a).用水量平衡方法研究乌鲁木齐河

和伊犁河上游气候变化对径流影响结果表明 , 气温

升高将会使径流的年内分配发生变化 , 春季径流增

加 , 其余季节减少 , 增加和减少幅度取决于目前流

域融雪径流补给量和升温幅度 , 气温升高的另一个

结果是河川径流年际变化加大.此外 , 还进行了有

关积雪和形成过程及其对河流补给作用的观测研究

(杨大庆等 , 1992b , c ;张志忠等 , 1997), 对乌鲁

木齐河上游 (英雄桥断面)河流冰椎的观测研究表

明 , 正常年份冰椎蓄水约 1.9 ×10
6
m

3
, 集中于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消融 , 约占 4 ～ 5 月径流量的

6.4%, 它对缓解春季农业用水的供需矛盾起到一

定的作用.

另外 , 还进行了有关水融雪径流化学的研究工

作 , 研究表明 (M ark et al., 1992 , 1995;Liu

Fengjing et al., 1995), 河源区冬季积雪化学成分

主要来源于局地矿物风化物.虽然径流中 SO2-
4 的

浓度高达 550 μeqL-1 , 但水岩相互作用产生的高

HCO
-
3 浓度 , 反而使径流略呈碱性.本研究首次发

现了我国高山地区融雪径流中的 “离子脉冲” 现象

(刘风景等 , 1997), 即春季积雪开始消融的几日

内 , 融雪径流离子浓度出现瞬时高峰 , 犹如电波脉

冲一样.发生该现象的原因 , 初步研究认为是积雪

消融前自由水的淋溶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离子搬运

再富集作用所致.

3.3　冰川变化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

3.3.1　冰川监测

冰川物质平衡和冰川变化监测是天山冰川站的

主要观测内容.由于多年的观测积累 , 使 1号冰川

成为国际上重点观测冰川之一 , 观测资料亦被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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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1号冰川观测资料被定期刊登在由国际水文

协会雪冰委员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教科文组

织 (IAHS (ICSI)-UNEP -UNSCO)共同主编

的 《Fluctuation of Glacier》 上 (每 5 年 1期), 同

时还 4次被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 (WGMS)选定为

全球10条代表性冰川之一 , 详细观测资料公布在每

两年 1期的 《Glacier Mass Balance Bulletin》 [ IAHS

(ICSI)-UNQP -UNESCO] 上.整编资料被作为

亚洲地区代表定期刊登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

EP)主办的 《Environmental Data Report》 上.

3.3.2　冰川物质平衡研究

冰川物质平衡研究是冰川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站以 1号冰川实测的物质平衡资料为基础.对冰

川物质平衡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 (刘潮海等 ,

1997), 结合其它冰川资料 , 用气温 、 降水和物质

平衡对比法 (姚檀栋等 , 1988)、 能量平衡模型

(康尔泗 , 1994a , b;张寅生等 , 1994)、 度日因子

法 (刘时银等 , 1996 , 1998)、 降水和夏季气温方

法 (P -T 法)(叶佰生等 , 1996c)等多种方法探

讨了物质平衡的估算 、恢复及其变化.同时对高亚

洲现有 17条冰川物质平衡观测序列进行数值滤波、

周期分析 、主成分分析以及非参数等级统计分析发

现 , 物质平衡变化在一定的空间距离内有相似性 , 而

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 , 区域差异逐步明显 , 同时各物

质平衡序列存在与本区气候相类似的准 2年周期波

动 , 且在 70年代中期均有一次突变现象出现①.

3.3.3　冰川变化研究

近年来用不同方法从不同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

的对比研究了冰川的变化.根据多年的观测 , 乌鲁

木齐河源 1号冰川从 1959 ～ 1977年共退缩了 146

m , 累积物质平衡达 6 014 mm , 并详细研究了引

起变化的原因和这种变化所指示的气候变化趋势和

幅度 (王宁练 , 1996;王宁练等 , 1997;杨新元

等 , 1994;王晓军等 , 1988);用重复航空测量方

法研究了 1964年至 1992年乌鲁木齐河上游的冰川

变化 (陈建明等 , 1996;刘潮海等 , 1996), 为研

究大范围的冰川变化探索出一条新的方法.通过实

地考察结合地形图 , 研究了天山和祁连山小冰期以

来的冰川变化 (王宗太 , 1993).用空间对比法和

冰川动力学方法研究了天山地区冰川的形成条件及

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叶佰生等 , 1992 , 1996a ,

1997a).不同方法研究结果均表明 , 冰川规模越

大 , 冰川绝对变化越大 , 相对变化越小.随着冰川

区气候由大陆性向海洋性的变化 , 冰川对气候变化

的敏感性变大.用各种方法对未来气候变暖条件下

冰川变化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 , 若未来气温升高

1℃, 西北不同地区的冰川面积将减少 15%～ 45%

(王宗太 , 1993;叶佰生等 , 1992 , 1996a , 1997a).

3.3.4　天山冰川研究

1989年以来 , 天山冰川站负责与俄罗斯科学

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合作 , 首次把中亚天山作为一

个完整的地区对其冰川进行系统研究 (Дюргров,

1994).研究表明 , 天山冰川共有 15 953条 , 面积

15 416.41 km2 , 估计冰川储量1 048.14 km3.冰川

在各大山区和各大水系中 , 分别以中央天山和塔里

木盆地水系为最多.纬向对冰川发育和雪线高度的

影响大于径向的影响.天山大多数河流按其径流形

成过程属于 “天山型” , 其特征是暖季分别由积雪

和冰川冰的消融而形成的两个洪水期 , 各河流年平

均冰川融水量约为 1.32 ×10
10

m
3
, 占天山区出山

口河流总径流量的 20%, 其补给比例随着冰川作

用规模的增大和干燥程度的增加而增大 , 其中塔里

木盆地水系最大 , 达 47% (刘潮海 , 1995;谢自

楚等 , 1998).

3.4　冰芯记录的现代过程

与我所冰芯与寒区环境开放研究实验室联合 ,

在天山冰川站开展了以冰芯记录恢复 、冰冻圈与大

气圈化学物质交换过程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由两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两个冰冻圈专项基金及 1个站

基金支持 , 新建成的大气化学观测网为这一研究提

供了条件.作为该项目研究的一部分 , 在 1号冰川

海拔 4 035 m处设立一个雪样定位采集观测场 , 进

行了一整年度的观测取样 , 并于 1996年 5 月钻取

1支 80.04 m 的透底冰芯和 1支6.62 m的浅冰芯.

本项目研究是当今国际全球变化和冰冻圈研究的热

点和前沿 , 并与美国 、 挪威等国家的冰芯研究机构

合作 , 目前已取得阶段性科研成果.

3.5　高山区生态环境变化研究

乌鲁木齐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垂直分布变化显

著 , 对于研究高山区不同气候带植被类型及物种多

样性交替变化具有代表性.另外 , 由于高山冰冻圈

生态结构非常脆弱 , 对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反应特别

敏感 , 因此 , 在这一区域进行生态环境的研究可为

区域环境和资源的变化及其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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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以来 , 与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研究所合作

进行的站基金开放项目 , 通过实地考察 , 搞清了乌

鲁木齐河流域上游的植被种类 , 建立了种子植物名

录 , 绘制出植物种类分布草图 , 为进一步的研究奠

定了基础.

与新疆农业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合作开展 , 并

被列为新疆科委的重点项目 , 研究揭示了雪莲许多

奇特的生物学性状 , 如抗寒性 、有效利用热量资源

的能力 、 有较强的抗紫外辐射的能力 、 耐高山缺氧

的能力等 , 获得了野生雪莲的组织培养和人工化育

苗技术 , 并可为人工栽培提供大量种苗 (卓娅等 ,

1993).本项目在天山冰川站建立了雪莲人工栽培

试验地和人工育苗试验室 , 其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应

用开发价值.此外 , 目前正在进行有关雪莲和红景

天等高山植物药用成分的分析研究 , 为进一步开发

利用积累资料.

3.6　高山区冻土及其温度变化研究

高山冻土研究是与俄罗斯科学院合作进行的研

究项目.详细研究了高山多年冻土的形成条件及其

影响因素和分布状况 (邱国庆 , 1993;金会军等 ,

1993 ;Jin Huijun et al., 1993;Zhao Lin et al.,

1993), 研究表明 , 中国境内的天山 , 发育着 6.3

×104km2的多年冻土.天山冬季较少 、 夏季较多的

降雪有利于多年冻土的形成和保存.另外 , 构造抬

升强烈的冰川剥蚀作用形成的冰川槽谷及谷盆中沉

积物的不断加厚 , 为天山各河谷谷地中共生多年冻

土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天山乌鲁木齐河

源在阴坡的海拔 2 900 m和阳坡的海拔 3 250 m 以

上 , 大致与-2 ℃气温等值线一致.多年冻土厚度

也随海拔的上升而增大.年平均地温由海拔 3 348

m的-0.7℃降到海拔 3 900 m 的-4.9℃, 年温度

变化层深度在 10 ～ 18 m 之间.此外 , 还用孢粉学

和矿物学方法探讨了末次冰盛期以来多年冻土的变

化过程 (赵林等 , 1993).本项研究的部分成果在

1993年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冻土会议上进行了报道 ,

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主要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院

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冻土研究所合著的 《Studies of Alpine Permafrost in

Central Asia》 (1)(Yakutsk)专著中.

中亚高山多年冻土温度是研究中亚山区气候变

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中俄合作研究的基础上联合

“中日” 北纬 43℃冻土温度监测计划 , 在乌鲁木齐

河源进行了连续 6 年的地温定位观测.结果表明 ,

河源区海拔 3 300 m附近 , 1990 ～ 1996年间在 0.5

～ 2.0 m 处的冻土地温呈明显升高趋势 , 而在 10

m 和 18 m 处则为缓慢降温 (金会军等 , 1996 ,

1998).目前乌鲁木齐河源冻土温度监测已作为天

山站的基本观测内容进行长期观测 , 为高山多年冻

土区环境变化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

3.7　冰川地貌与第四纪冰川研究

对天山冰川站周围地区及巩乃斯河源垭口地区

冰川地貌及其沉积过程进行了十余年连续的定点观

测.内容包括石冰川 、 多边形 、 石河 、倒石锥 、冻

胀丘 、 泥流舌和石流坡等.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冰川

地貌的形成特征和发育规律 (崔之久等 , 1989 ,

1993;崔之久 , 1998;Zhu Cheng , 1993 ;朱诚等 ,

1990 , 1992a , b , c;朱诚 , 1993a , b;刘耕年等 ,

1992;熊黑纲等 , 1993).此项研究成果以实际行

动开创了把冰缘地貌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 , 从形态

描述走向内部形成机制 , 从静态研究走向动态研

究 , 并为今后的动态模拟打下了基础 , 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为冰缘地貌过程的研究和高寒山

区公路选线提供了第一手的基础资料.已获得的主

要成果除已发表的论文外 , 基本上已总结在 《中国

天山冰冻圈地貌过程与沉积特征》 (崔之久 , 1998)

和 《现代冰缘地貌研究》 (朱诚 , 1994).

在我国西北高山区均有保存完好的末次冰盛期

的冰川遗迹 , 乌鲁木齐河流域是末次冰盛期冰川研

究的重点区 , 通过实地考察结合地形图估算了乌鲁

木齐河源区末次冰盛期冰川规模和当时的气候条件

(叶佰生等 , 1997b).同时 , 将第四纪冰川研究范

围扩大到天格尔峰 、博格达山 、 巴里坤山和哈尔里

克山等天山东段山地 , 此项研究已完成上述地区末

次冰盛期冰川分布大比例尺图的填图量测工作.

3.8　树木年轮与古气候序列重建

在乌鲁木齐河上游近 800 km
2
的流域内 (海拔

1 800 ～ 2 600 m), 选取了 9个采样点 , 采集 190棵

树 , 280 个序列 , 建立了 9 个年表 , 其中最长的

452年 , 最短的 195年.用年轮气候学方法 , 重建

了流域过去 250年年平均气温和径流序列 (李江风

等 , 1997).为研究天山地区小冰期以来环境变化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9　信息系统

作为观测 、研究基地 , 先进的信息 、 数据管理

系统至关重要.1995 年以来 , 在站基金的支持下 ,

开始建立天山冰川站的信息系统 , 旨在利用计算机

对试验站的各类研究项目 、 观测数据进行量化管

理 , 并为信息数据的交流提供先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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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实与展望

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是天山冰川站未来发展的基

础.经过一批又一批冰川学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

力 , 天山冰川站已逐步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 , 即国

际全球变化冰冻圈动态监测网点中亚内陆区域的典

型代表 , 冰冻圈基础研究的试验基地 , 寒区和干旱

区水资源观测研究试验区.科研工作形成了以冰川

为主对冰冻圈各组分进行综合观测研究的格局 , 从

而更富于整体性并与国际冰冻圈研究相接轨.冰冻

圈动态监测与基础研究将是天山冰川站未来研究的

主攻方向.

近年来 , 中国科学院将野外工作尤其是定位野

外站的工作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 .路甬祥院长在

1996年 9月对天山冰川站视察访问期间 , 热情赞

扬了天山冰川站基础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谈

到 , 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站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取得

如此多的高水平科研成果十分可贵 , 给他留下了极

为深刻的印象.1997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

学院第二次野外工作会议期间 , 姜春云副总理在与

野外工作者代表座谈会上表明了他对冰川变化引起

水资源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路甬祥院长在大会报

告中高度赞扬中国科学院野外工作十几年来所取得

的巨大成绩 , 指出野外工作是科研工作中 “不可替

代的部分” .与此同时 , 将中国科学院优秀野外观

测试验站纳入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体系的议案也正

在商榷落实当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 天山冰

川站正处在一个较为有利的关口 , 抓住机遇 , 奋力

拼博 , 一定会有新的更快的发展.在看到充满希望

的明天的同时 , 我们也更应该清楚天山冰川站目前

的实际.天山冰川站与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有几乎

一样长的历史 , 从建站伊始 , 一批又一批的冰川学

工作者在这里奋斗 , 奉献青春.它始终寄予了新老

冰川学工作者们的厚望.更由于它在冰川学研究中

的重要作用 , 使每一届领导班子都在寻找新的生长

点 , 以促其新的发展.

近年来 ,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

科研机构同样在竞争中求生存 、求发展.野外站要

想生存和发展 , 必须具备良好明确的发展方向 、 高

水平的科研成果 、强大的竞争能力和凝聚力.尽管

目前天山冰川站有其自身特色和一定优势 , 但优势

和机遇会稍纵即逝 , 在竞争强烈的开放站评估当中

很容易落伍.因此 , 天山冰川站的科研工作始终面

临巨大压力和挑战.野外站的工作千头万绪 , 既要

抓科研 , 又要抓管理和建设 , 还要顾及地方关系 、

安全问题等等 , 不仅要求站领导有高度的责任心和

奉献精神 , 还需要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1996年

7月在巨大洪水灾害面前 , 天山冰川站正是依靠集

体的智慧和力量 , 团结奋斗 , 在很短的时间内 , 用

不多的经费便重建了总控水文断面 , 修复了通往冰

川的自建公路和本站的供电线路 , 使天山冰川站观

测研究工作尽快恢复了正常 , 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

度.目前天山冰川站 90%以上的建筑得到翻新和

维修.

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天山冰川

站近年来在自身人才建设方面虽然有较大的发展 ,

但是与其它 14个开放站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在

目前市场经济冲击下 , 保持和稳定一批高水平青年

学术人才在冰川站 , 目前条件下是极为困难的.我

们深深感到 , 只有加速建立自己的研究生队伍 , 培

养更多面向天山冰川站未来的研究生 , 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高水平科技和科技管理人才匮乏的问题 , 而

这一目标的实现更多的需要研究所的协助和支持.

经费紧张是天山冰川站长期面临的大问题.全

成本核算 、 临时工工资和野外补助是冰川站最大的

开支项目.近年来 , 随着市场物价及交通 、 运输 、

电费的猛涨 , 站上一直在赤字运行.而天山冰川站

的发展 ,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金 、运行费以外所争

取到的经费支持.1992 ～ 1997年间 , 基金 、运行费

总计约 170 万元 , 而同期争取到的其它支持经费

(不包括课题经费)在 200 万元以上.因此 , 在今

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 广泛争取各个渠道的经费支

持 , 是冰川站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被评委 A 类

站以后 , 站运行费有所增加 ,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所

内全成本核算 、临时工工资和站运行费用增加的巨

大压力.同时车辆的更新 , 解决了困扰天山冰川站

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但是 , 锅炉和地下管道的更

新 、自动气象站的建立仍然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

问题.对于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 参与开放站和生态

网络站竞争的天山冰川站来说 , 目标和现实尚有很

大距离.

几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们深深认识到 , 作为兰

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科研工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天

山冰川站的工作离不开所 、 院和老一辈冰川学工作

者们的支持 , 是他们对野外站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

持 , 才使冰川站有了发展的机遇 , 他们永远是天山

冰川站坚强的后盾;天山冰川站同样离不开所内外

在站从事科研工作的专家 、 学者和研究生们卓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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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工作 , 他们的科研成果是冰川站的立足之本;

另外 , 年复一年观测人员和辅助工人远离亲人和家

庭的辛勤耕耘 , 他们为获取基础数据和维持冰川站

正常运行作出了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

为在不远的将来把天山冰川站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

冰川观测试验站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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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Years of Progress in the Tianshan Glaciological Station

LI Zhong -Qin　YE Bai-Sheng

(The Tianshan Glaciological S tat ion , Lanzhou Inst itute of Glaciology and Geocryology , CAS ,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rivew of the sci-

ent ific w orks in the Tianshan Glaciological Station

over the past 10 years.The prog ress of scientif ic re-

search , student training and const ruction of the sta-

tion is summ arized.In addit ion a prospect is also giv-

en.

　　Key words　Tianshan Glaciological Station , scientific research ,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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