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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什库尔干河下坂
地水库区古冰川遗迹特征

邢丁家
水利部侠西水利电力勘侧设计研究院 陕西 西安

摘 要 本文介绍 了新获塔什库尔干河下坂地水库 区冰磅及冰水堆积物的分布
、

结

构特征及主要物理力学性质
,

为高寒及 高海拔地 区的工程建设提供 了科学参考
。

关健词 塔什库尔干河 冰磅及冰水堆积物 结构特征 物理 力学性质

前言

新班下坂地水库位于喀什地区叶尔羌河

主要支流塔什库尔干河中下游
,

地处帕米尔

高原西昆仑剥蚀高山 区
,

海 拔较高
,

气候寒

冷
,

第四纪冰川活动强烈
。

水库区广泛分布

冰破及冰水堆积物
,

古冰川遗迹特征明显
,

且

厚度大
,

结构复杂
。

研究其成因时代及结构

特征
,

对于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水库区地质概况

下坂地水库坝址位于塔什库尔干河 中下

游的瓦卡盆地下游峡谷处
,

库区两岸高山耸

立
,

一般山峰高程为
,

河床高

程为
,

相对 高差
,

显示河谷 以垂直剥蚀为主
。

库区 内河谷

宽阔
,

水流平缓
,

过去曾是一个冰川阻塞形成

的天然湖泊
。

主要地层岩性为元古界角闪黑

云二长片麻岩
、

角闪片岩
、

云母石英片岩及薄

层大理岩等
,

第四纪地层主要为冰破及 冰水

堆积物
。

塔什库尔干河谷是在西昆仑强烈隆起背

景下
,

主要 由冰川剥蚀作用形成的
。

第四纪

大约经历了三个冰期
,

由于地处高寒干早的

自然环境
,

冰川十分发育
,

水库区曾发生过多

次冰川阻塞事件
,

致使河谷堆积 了大量 的冰

破及冰水沉积物
,

其河床搜盖层厚达

左右
。

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基岩裂隙水及第四

系孔隙潜水
,

受高山冰雪消融水补给
,

向河谷

排泄
。

库区 自然环境特殊
,

物理地质作用强

烈
,

地展活动水平较高
,

区域上属构造稳定性

较差的地区
。

古冰川遗迹特征

分布特征

塔什库尔干河发源于明铁盖大坂以西喀

喇昆仑山主脊线北侧的冰川
,

流域 内四面高

山环绕与冰雪相连
。

根据新孤区域地质资料

和中国科学院育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对该

区的调查分析
,

认为该区内大约经历 了三个

大的冰期
,

因此两岸及槽谷内冰硫及 冰水堆

积物广泛分布
,

库区两岸可见三级冰碳及冰

水积台地 一级台地台面高程
,

堆积

物厚 二级 台地 台 面高程
,

堆积物厚 三级台地台面高程
,

堆积物厚
。

台地多被后 期 冲刷 改

造
,

形成残留的块体
,

而河谷底部的冰破及冰

水堆积物
,

则保存较完整
。

河谷现代河床下

堆积厚达 的冰破及 冰水积覆盖层 是

本区冰川遗迹 的一 大特征
,

其高程 下 降至

左右
,

这说明当时的气候条件与现在

相比要寒冷的多
。

结构特征

根据钻探及井探揭示
,

按其成 因时代及

结构特征本区冰破物可划分为两大类

两岸台地的冰破层
。

主要组成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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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胶结的卵砾石层
,

夹粘土团块及漂石
,

结构

较密实
。

经红外热释光侧年距今约

万年
,

应属中更新世晚期倒数第二次冰期的

产物
,

大多被后期改造成残丘状
。

河谷底部的冰碳层
。

主要为冰破及

冰水堆积物
,

结构较松散
,

经中国科学院第四

纪地质热释光测定距今为 万年
,

可

能为晚更新世末次冰期的产物
,

厚度

左右
,

由上而下可进一步划分为三层

上层主要为冰破层
。

一般厚度
,

成分以漂
、

块石为主
,

顺粒大小不均
,

无分

选
,

一般粒径 。 ,

最大可达 左

右
。

钻探过程中浆液漏失严重
,

局部产生塌

孔掉块
,

说明有架空现象
。

中层主要为冰水沉积的粉细砂层
。

分布

于冰破层之中
,

呈透镜体状
,

埋深
,

一般厚度 一
,

最大可达 左右
。

主要为粉细砂层夹薄层粉砂质壤土
,

具水平

层理
,

干密度在 一 之间
,

具

有冰水沉积的特点
。

下层主要为冰水沉积卵砾石层 分布于

河床基底部
,

埋藏深
,

厚度 一
,

一般粒

径
,

较密实
。

总体说明随着气候的

变化
,

冰川消融伴有洪水带来的堆积物
。

物理力学性质

颗粒组成

在河谷冰破层上部开挖 深竖井
,

取样进行颗粒分析如表 由表 可知
,

其

自然颖粒大小悬殊
,

分选极差
,

属不 良级配

砾
,

反映了冰破物的特点
。

相对密度与压缩性

野外取样进行相对密度试验见表
,

由

表 可知相对密度最高达
,

属密

实
。

压 缩 试验 得 出其压 缩 系数 为
一

一 ‘ ,

属低压缩性
,

可见其结构较密

实
,

承载能力强
。

抗剪强度

在室内采用等量代换级配进行了直剪试

验
,

其饱和固结快剪的内摩擦角 必
,

凝聚力
。

可见其抗剪强度较高
,

裹 , 冰破层天然粒径组成成果衰

样样品编号号 取样样 干密密 土较织成成 土的分分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度度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类类

野野外外 级配配 加加加 澡石石 卵石石 圆砾或角砾砾 砂粒粒 粉粉 粘粘 有效效 平均均 限制制 不均均 曲率率率
状状状态态态态 或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 较较 粒粒 粒径径 粒径径 粒径径 匀系系 系数数数石石石石石石石 取弹弹 粗粗 中 细细 粗粗 中中 细细 极细细细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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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脸 乐乐 仍仍 不良级级
原 配砾砾

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匀匀翻翻 配配 的的的
一

气飞 气气 ,, 不良级级
配砾砾

别别昧翻翻翻 不良级级
配砾砾

匀匀川川川 卜卜 佣 口口 不良级级
配砾砾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于 ,,,,

。 ‘‘ 巧 不良级级
一

配砾砾
翻翻翻 的的 舫舫舫 不良级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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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囚囚 不良级级

配砾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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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冰磅层相对密度试脸成果表

位位 编号号 比重重 最大干密度度 最小干密度度 试验选用用 相对对 备注注
两 千密度度 密度

时时 岁 两

坝坝下游游 ,, 以 上上

坝坝基
’’

,。一 ,,
’

以 下下

左左岸
, 。 平均值未统统

’’’’’’’’’’’’’’’’’’’’’’’’’’’’’’’’’’’’

计 ,,

, 。一

平平均值值

表 剪切波速浏试成果汇总表

深深度 岩 性性 纵波波速 叭叭 剪切波速 密度 泊松 比 料料 剪切棋 场场
· 一 ‘‘ · 一‘‘ 一

漂 石石

细 砂砂

中 砂砂

漂块石石石

漂块石石石

含块卵砾石石石

这与其颗粒粗大及坚硬有关
。

波速测试

采用跨孔波速法进行了波速测试
,

跨孔

间距
,

成果如表
。

成果表明随着

深度的增加
,

自重固结作用增强
,

剪切波速明

显增大
。

渗透性

在野外采用竖井抽水
、

自振法抽水
、

智能

化地下水动态参数测量仪等多种测试方法进

行试验
,

测得其冰破层 的渗透系数平均值为
,

最大达
,

属强透水层
,

说明冰破层 以粗颖粒为主
,

且局部存在架空

现象
。

结语

在高海拔河谷 中
,

往往堆积有大量冰破

物
,

它们多是倒数第二次冰期至末次冰期的

产物
,

成分复杂
,

分选差
,

与冲洪积物相似
,

但

其成因和性质却存在很大的差别
。

研究其分

布特征及工程性质
,

对于 了解当时的气侯环

境和今后的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实施
,

高寒
、

高海

拔地区兴建的工程越来越多
,

对其地质特征

的研究还有待今后更深人地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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