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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1959 年地形图、2008 年 ASTER 数字遥感影像及数字高程模型，在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支持下分析了新疆阿尔泰山友谊峰地区冰川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 1959 － 2008 年该区冰川整

体呈萎缩趋势，且变化幅度相对较大。相对于 1959 年，2008 年冰川面积和数量分别变化 － 32． 5%
和 － 27． 9%。其中，小于 1 km2 的冰川面积平均变化率为 － 66． 7%，面积小于 0． 5 km2 的冰川面积

变化率大于 － 70%，面积大于 1 km2 以上的冰川面积变化率为 － 35． 0%，1 ～ 5 km2 的冰川面积变化

率为 － 27． 9%。冰川末端平均后退 253 m，末端退缩比例为 － 18． 3%，且南坡冰川末端变化率大于

北坡。分析发现，研究区冰川面积亏损较大主要缘于该区小冰川分布数量较多( 面积小于 1 km2 的

冰川数量达 75% )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较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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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变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气候变化是人

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也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近半个世纪以来，冰川强烈退缩〔1 － 3〕，而冰川对水资

源有重要贡献，具有调节多年径流的作用，同时冰川

强烈退缩会造成冰川洪水、泥石流等突发自然灾

害〔4 － 5〕，严重影响以冰川融水为主要的水源地的人

民的生产生活。因而冰川变化备受关注。冰川作为

我国西北干旱区水资源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十年，

冰川消融对该区径流和河流补给作用产生重大影

响〔6 － 9〕。大量研究表明，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冰

川将进一步退缩，且大量小冰川在未来会趋于消

失〔10 － 14〕，这将给以冰川融水为补给特征的区域水资

源带来灾难性影响。因此，研究冰川变化尤其对于

干旱半干旱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 － 17〕。
传统的冰川变化监测研究中，常用方法是地面

观测法与重复航空摄影测量法〔18 － 19〕。但由于受到

多种因素的制约，冰川常规观测方法在大部分冰川

区无法实施〔9〕。随着遥感卫星监测手段的广泛应

用，使得偏远山区人力观测所不能到达地区的冰川

资源的监测成为可能〔20 － 22〕。阿尔泰山脉是我国纬

度最高的冰川分布区，冰川数量不多，规模较小。因

地处中俄蒙边境，人迹罕至，常规的冰川观测方法难

以实施。因此，应用遥感资料调查阿尔泰山脉冰川

资源成为首选。据研究表明〔23〕，在全球气候持续变

暖的情况下，阿尔泰山区冰川持续退缩，且中国阿尔

泰山区的冰川变化大于俄阿尔泰山，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冰川消融达最大值，之后开始回落，冰川面

积最终趋于消亡。为了进一步探讨新疆阿尔泰地区

的冰川变化特征，由于友谊峰地区冰川占阿尔泰山

区冰川总数的半数以上，故以友谊峰地区冰川作为

研究对象，利用 ASTER 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地形

图，并结合现有文献资料，对友谊峰地区近 50 a 冰

川变化数据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气象观测数据探讨

了该区域冰川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1 研究区概况

友谊峰地区位于新疆阿尔泰山区，介于 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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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0'N，87°00' ～ 88°00'E 之间，是我国纬度最

高的冰川分布区，该区冰川是布尔津河发源地( 图

1) 。根据冰川编目资料〔24〕记录，在阿尔泰山区冰川

融水，尤其是季节性积雪在河流补给比例中高达

45% ～50 %，是该区河流的主要补给来源。该区属

于大陆性气候，夏季短暂多雨、冬季漫长而酷寒。来

自北方的极地气团沿额尔齐斯河谷侵入，带来了低

温和降雪。在上述气团影响下，阿尔泰山区冬季

( 5 ～ 6 个月) 较长且年较差较大，气温自西向东逐渐

降低; 降水量丰富，随海拔增高降水量也增多，且由

西向东递减。阿尔泰山区盛行的湿润气流和地形特

征相结合，使冰川分布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冰川

发育规模随山地海拔降低而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减

小，冰川类型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改变，冰川朝向呈现

不对称性，冰川粒雪线等高度参数有西北向东南方

向升高。

图 1 新疆阿尔泰山友谊峰地区地理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Youyi Peak in Altay Mountains of Xinjiang

根据冰川编目资料〔24〕，阿尔泰山脉共有 416

条冰川，总 面 积 293． 20 km2，冰 川 的 平 均 面 积

0． 70 km2，面积小于 1 km2 的冰川占总数的 84． 2%，

冰储量 16． 49 km3，冰川面积和储量分别占该区冰

川总面积和储量的 32． 61%和 13． 54%，冰川面积和

储量主要集中在面积大于 1 km2 的冰川上。友谊峰

海拔 4 374 m，为我国阿尔泰山的最高峰，是阿尔泰

山区额尔齐斯河外流水系冰川数量最多的一条山

脉，分别占总条数的 72． 6%、总面积的 84． 43% 和总

储量的 89． 70%，冰川平均面积 0． 82 km2。友谊峰

及其左侧的奎屯峰构成了高大的山结，为我国阿尔

泰山现代冰川集中发育的地区，且大于 10 km2 的

3 条冰川全集中在此，是该山区最大的冰川作用中

心，其中面积最大的冰川是位于友谊峰的哈拉斯冰

川，长 10． 8 km，面积 30． 13 km2，末端海拔 2 416 m，

是友谊峰区最大的复式山谷冰川，也是我国末端最

低的冰川，冬春积雪厚达 1． 5 ～ 2． 0 m，冷季补给较

大，夏季消融较强，具有冰温较高、运动速度较快的

特点，为冷季补给占优势的亚大陆性冰川〔25〕。

2 数据源及数据获取

研究区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 1 ) 4 幅以

1959 年航测为依据成图的 1︰10 000 地形图及研究

区分辨率 90 m 的数字高程模型( DEM) 。( 2) 《中国

冰川目录Ⅱ － 阿尔泰山区》。( 3) 2008 年 8 月 22 日

成像，云量覆盖较少的 ASTER 数据。2009 年 7 ～ 8
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部门与中科院天山冰川

站共同组织人员对友谊峰地区生态、水文、冰川资源

进行实地考察，由于遥感冰川成像的复杂性，成像的

最佳时间仅为每年的 6 ～ 8 月份，无积雪覆盖，且云

量较少，通过对 2000 － 2009 年多数据源如 SPOT、
Landsat、CBERS、ASTER 等的查询，2008 年 8 月 22
日成像的 ASTER 数据最符合观测要求，因此选取该

数据源。ASTER 是搭载在美国 EOS ( 地球观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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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上午星 TERRA 上，空间分辨率为 15 m 的先进

星载热辐射与反射辐射计，具有高空间分辨率，星下

点和后视成像能力的特点，并且极地覆盖范围较广，

所以 成 为 冰 川 变 化 动 态 监 测 的 主 要 传 感 器 之

一〔26 － 27〕。( 4) 哈巴河气象站从 1958 －2009 年的月平

均气温和降水资料。
首先对扫描后的地形图在 ArcGIS9． 2 进行配准

并重采样，设置投影为高斯 － 克里格投影，然后再

ERDAS9． 1 中进行拼接，之后在 ArcGIS9． 2 将投影

转换为所需投影 UTM WGS84，作为地理底图。遥感

影像依据地形图进行几何精校正，均方根误差小于

1 个像元，满足遥感影像几何校正所需的精度要求，

建立图像的坐标系统 UTM WGS84，并进行重采样。
地形因素会导致太阳入射角和高度角的变化，产生

阴影，影响冰川分类的精度。因此，引入数字高程模

型对 ASTER 遥感影像进行地形校正，配准误差在一

个像元内，有效地降低地形的影响，确保冰川信息提

取的准确性。对校正后的影像进行锐化增强处理以

增强冰川边界信息。其次是冰川解译，主要使用人

工目视判读的方法，结合冰川学知识对冰川边界进

行了准确的判读和勾画，尽量减小误差〔18 － 19〕。在

ArcView 中确定了不同时期的冰川边界( 图 2 ) ，提

取了面积、长度等形态参数，并对两期数据进行空间

叠加研究其变化特征。虽然人工目视解译费时、费
力，但 现 阶 段 仍 然 是 分 辨 冰 川 形 态 的 最 佳 方

法〔28 － 29〕。鉴于高质量影像数量有限，且多数影像有

积雪、云覆盖，且研究区位于国界处，资料有限，因此

仅对区域内226条冰川做重点研究。对于有些边界

图 2 部分冰川的边界矢量叠加图

Fig． 2 Map showing of the glacier outlines

较难辨别的冰川，则参照冰川编目资料、地形图、
Google Earth、DEM 进 行 判 断。据 Hall〔30〕、Sil-
vreio〔31〕、Ye〔32〕等研究，冰川面积和长度提取的总体

精度主要与几何配准技术与像元分辨率有关，计算

冰川长度和面积变化的不确定性公式:

UT = ∑λ槡 2 + ∑ε槡 2 ， ( 1)

式中: UT 为长度不确定性; λ 为影像分辨率; ε 为配

准误差。

UA = 2 UT + ∑λ槡 2 + ∑ε2 ， ( 2)

式中: UA 为面积不确定性。结果表明冰川长度的

不确定 性 为 ± 50． 2 m，冰 川 面 积 的 不 确 定 性 为

± 0． 005 km2。

3 友谊峰冰川变化分析

3． 1 冰川变化分析

本研究依据地形图提取友谊峰的 226 条冰川作

为研究对象，对过去 49 a 冰川变化进行了分析。通

过计算，2008 年友谊峰区内共有 163 条冰川，总面

积 153． 08 km2，占该区冰川总面积的52． 21%，其中

最小的冰川仅 0． 02 km2，最大的为 26． 80 km2，42%

的冰川面积小于 0． 5 km2，该区内冰川大小分布及

面积变化率如表 1 所示。在 1959 年，研究区冰川面

积为 226． 63 km2 ( 1959 年航测地形图) ，而到了 2008

年，面积减小为 153． 07 km2，区域冰川面积减少了

73． 55 km2，年 均 损 失 约 为 1． 5 km2，面 积 变 化 了

－ 32． 5% ( 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 1959 年有 3

条冰川面积大于 10 km2，但在 2008 年有 1 条退缩到

表 1 1959 －2008 年间不同规模冰川数量、面积及其变化率

Tab． 1 Number，area and its rate in different size

of glacier durings 1959 －2008

分类

1959 年

条数
/条

面积
/km2

面积
比例 /%

2008 年

条数
/条

面积
/km2

面积
比例 /%

面积变
化率 /%

＜ 0． 5 130 26． 01 11． 5 100 18． 22 11． 9 67． 7
0． 5 ～ 1 40 29． 48 13． 0 30 20． 53 13． 4 43． 3
1 ～ 2 33 47． 10 20． 8 16 23． 50 15． 4 42． 7
2 ～ 5 18 59． 63 26． 3 14 43． 62 28． 5 24． 7
5 ～ 10 2 11． 54 5． 1 1 8． 83 5． 8 23． 6
＞ 10 3 52． 88 23． 3 2 38． 39 25． 1 10． 7

总计 226 226． 63 1 163 153． 08 1 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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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10 km2 的等级中; 与 1959 年相比，2008 年冰川

面积小于 2 km2 的三个等级中冰川面积和数量都大

幅减小。1959 年在 5 ～ 10 km2 区间有 2 条冰川面积

已减小到 5 km2 以下，2008 年的 1 条 5 km2 冰川大

于 10 km2 的冰川退缩补充到该等级，导致面积变化

率较小。在友谊峰区冰川经过 49 a 退缩变化后，出

现了大面积冰川向小面积等级迁移，而较小冰川趋

于消失。
本次提取的 226 条冰川，总面积为 226． 63 km2，

研究区冰川平均面积为 1． 00 km2，相对大于整个山

脉冰川平均规模( 0． 70 km2 ) ，冰川类型区域涉及的

有悬冰川、冰斗冰川、山谷冰川等，占整个流域冰川

总数的 54． 3%，占冰川总面积的 77． 3%，小于 1 km2

的冰 川 占 总 数 的 75． 2%，但 面 积 仅 为 总 面 积 的

24． 48% ; 小于 0． 5 km2 的冰川数量占总数的 57． 5%，

面积减小量为 17． 6 km2，明显高于其他面积等级的

冰川面积减小量; 1 ～ 5 km2 的冰川条数仅占总数的

22． 6%，其面积占总数的 47． 1% ; 大于 5 km2 的冰川

所占比例不足 3%，面积占总数的 28%以上; 表 1 和

图 3 所示，226 条冰川在 49 a 间的面积变化率及其

分布，从中可以看出，面积小于 1 km2 的冰川其面积

变化率的变幅比较大，平均变化率为 － 66． 7%，其中

面积小于 0． 5 km2 的冰川面积减小率大于 － 70%，

且消失的 63 条冰川面积全部小于 1 km2，数量变化

了 － 27． 9%。而面积处于 1 km2 以上的冰川较为稳

定，面积变化率为 － 35． 0%，其中面积为 1 ～ 5 km2

的面积变化率为 － 27． 9%，随着冰川面积逐渐增大，

面积变化率逐渐减小，说明不同规模冰川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不同，小冰川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
除面积、数量变化外，冰川长度变化也是一个最

直接且易于获取的参数，是对气候变化延迟的反应。
49 a 资 料 显 示，226 条 冰 川 冰 川 末 端 平 均 后 退

253 m，末端退缩比例为 18． 3%。其中北坡冰川平

均长度为 1 234 m，南坡冰川平均长度为 1 916 m，南

坡冰川长度大于北坡冰川长度 682 m。这也说明南

北坡地形差异对冰川发育的影响，长而缓的南坡地

形使得冰川发育较为狭长。1959 － 2008 年，南坡冰

川末端退缩了 433 m，年平均退缩量为8． 8 m /a，而

北坡冰川退缩了 244 m，年平均退缩量为 5． 0 m /a
( 表 2) 。

图 3 1959 － 2008 年间不同等级冰川面积变化率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reduction rate of area in different

size of glacier durings 1959 － 2008

表 2 1959 －2008 年间北坡和南坡不同规模冰川海拔分布及长度退缩量

Tab． 2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and length changes in different size of glaciers of the Youyi Area during 1959 －2008

分类
( km2 )

北 坡

平均最高
海拔 /m

平均最低
海拔 /m

平均最大
长度 /m

长度退缩
/m

南 坡

平均最高
海拔 /m

平均最低
海拔 /m

平均最大
长度 /m

长度退缩
/m

＜ 0． 5 3 105 2 812 635 399 3 177 2 895 789 304

0． 5 ～ 1 3 310 2 714 1 497 711 3 291 2 891 1 748 629

1 ～ 2 3 413 2 667 2 217 853 3 363 2 757 2 451 894

2 ～ 10 3 476 2 559 3 199 911 3 612 2 748 3 621 756

＞ 10 3 977 2 505 8 955 2 124 4 070 2 788 6 706 372

总计 3 208 2 763 1 234 244 3 328 2 841 1 916 433

3． 2 气候变化对冰川变化的影响

研究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疆地区气温升高，

降水量增多，气候由暖干转向暖湿，气候变化导致冰

川消融〔33 － 36〕。冰川是气候影响的产物，而冰川变化

是气候变化驱动的结果。在气象要素中，气温和降

水与其关系最为紧密〔37 － 39〕，而夏季气温和年降水是

冰川变化的两个主要的控制因素，夏季气温决定冰

川消融量，年降水影响冰川积累量〔28〕。冰川消融一

般在夏季 6 ～ 8 月，冰川积累在冬季的 11 月至翌年

3 月。冰川变化虽滞后温度变化，但是它们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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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应关系〔28，40〕，尤其对于长度小于 2 km 的冰川，

它们的变化与气候变化基本同步〔41〕。本次研究提

取的冰川规模小、长度短，其中长度小于 2 km 的冰

川占该区冰川的 90% ，因此可以认为该研究区冰川

变化与气候变化基本同步。研究区没有直接的气

象观测站，在此选择与之相邻的哈巴河气象站数

据做比较，气象站位于 48°03'N，86°24'E。1958 －
2009 年夏季、冬季平均温度，上升约 2． 6 ℃，平均每

年上升 0． 1 ℃，冬季平均温度降低 1． 9 ℃ ; 其中，

1959 － 2000 年夏季平均温度上升约 1． 7 ℃，平均每

年上升 0． 04 ℃，冬季平均温度上升 2． 8 ℃，2000 －
2008 年夏季平均温度上升约 0． 87 ℃，平均每年上

升 0． 12 ℃，冬季平均温度下降 1． 9 ℃，从线性关系

看( 图 4) ，冬季和夏季的平均气温都呈现明显的增

加趋势，冬季升温使得冰川活动层升温开始时间提

前且持续的较长，导致冰川表面消融增加。另外，夏

季升温幅度较大，冰川表面温度升高，加剧了冰川

消融。

图 4 1958 － 2009 哈巴河气象站夏季、冬季平均温度

Fig． 4 Mean values of summer and winter temperature at Haba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 between 1958 and 2009

分析 1958 － 2009 降水数据，自 1958 年以来，冬

季降水量和年降水量都呈现增加趋势，而夏季降水

量呈现减少趋势( 图 5) ; 其中 1959 － 2000 年夏季年

降水量减少 0． 9 mm，冬季年降水量增加 12． 4 mm，

2000 － 2008 年夏季年降水量减少 51． 9 mm，冬季年

降水量增加 20． 5 mm。冬季降水增加有利于冰川积

累，相关研究表明即使降水增多，也不会阻止温度上

升所引起的冰川消融〔28〕。夏季作为冰川的主要积

累期，只有当年降水量增加到 260 ～ 340 mm 才能保

证冰川平衡线稳定〔28，39〕。研究区冬季为冰川主要补

给期，补给量占冰川总积累量的 50%以上〔25〕，研究区

冬季降水量增加仍然引起冰川的剧烈消融，主要原因

是夏季升温导致冰川消融较强，而冬季积累不足以弥

补气温升高造成的物质平衡的亏损，使得冰川加速退

缩。研究区年均降水量为 187 mm，年降水量增加不

明显，且升温引起冰川积累区面积的减少，冰川物质

平衡收入减小，但是支出在增加，使得冰川加速退缩，

因此友谊峰冰川退缩主要是由于气候变暖造成的。

图 5 1958 － 2009 哈巴河气象站夏季、冬季降水与年降水

Fig． 5 Mean values of summer，winter and annual precipitation at Haba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 between 1959 and 2008

3． 3 对比分析

据中国冰川资料〔24〕，阿尔泰山区冰川目录包括

额尔齐斯河外流水系和乌伦古河等内陆水系，额尔

齐斯河有哈巴河、布尔津河、克兰河等支流，均发育

在东北和西北向构造带上。相关研究表明〔23〕，我国

阿尔泰山区 403 条冰川在 1959 － 2000 年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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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条，其中 100 条位于布尔津河流域，年均变化

率为 － 0． 007 6 /a，小于天山乌鲁木齐河流域冰川

变化，后 者 在 1964 － 1992 年 间 的 冰 川 变 化 率 为

－ 0． 006 /a〔18〕; 哈 巴 河 消 失 1 条，面 积 变 化 率 为

－ 32． 96%，年变化率为 － 0． 008 0 /a ( 表 3 ) 。本文

研究的 226 条冰川主要分布于友谊峰额尔齐斯河两

个主要支流———布尔津河和哈巴河流域，对这两个

流域的冰川变化进行比较 ( 表 3 ) ，从 1959 － 2008
年，友谊峰布尔津河流域，冰川数量从 213 条减少为

152 条，消失了 61 条冰川; 面积由 213． 15 km2 退缩

为 145． 03 km2，减 小 68． 12 km2，面 积 变 化 率 为

－ 31． 96%，年均变化率为 － 0． 006 5 /a。哈巴河消

失 2 条冰川，年均变化率为 － 0． 008 2 /a，大于布尔

津河的冰川面积变化率，这是因为在哈巴河流域分

布的冰川主要以悬冰川、冰斗冰川为主，而布尔津河

流域是中国阿尔泰山冰川的集中分布区，其中友谊

峰面积最大的冰川哈拉斯冰川即位于此，虽然数量

上变化较大，但消失的都是小冰川，在总面积中的比

重较小，且哈巴河冰川平均面积为 0． 56 km2，小于

布尔津河流域冰川平均面积 0． 82 km2。这说明了

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哈巴河流域的冰川变化剧烈。
我国西部监测冰川数量较少，大量资料来源于

重复测量和地面立体摄影测量。随着遥感卫星数据

在冰川监测广泛应用，许多学者应用此手段对冰川

面积变化进行了跟踪研究，发现所有冰川都处于退

缩状态，但退缩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现利用遥感

监测获得西部部分冰川变化，并将友谊峰区冰川变

化与它们进行对比( 表 4) ，结果表明，友谊峰区冰川

变化趋势与其冰川所表现的趋势相吻合，即条数减

少、面积变小，但友谊峰地区的冰川退缩幅度较大，

对气候变化较敏感，应该加强监测，同时对冰川退缩

后对该地区的生态及水资源方面的影响密切关注，

虽然该地区冰川融水在径流中的份额不是太大，但

冰川退缩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表 3 1959 －2008 年友谊峰及阿尔泰山各流域冰川变化比较

Tab． 3 Statistics of the glacier changes in Youyi Peak and in different basins of Altay Mountain between 1959 and 2008

位置 时间段 数量 总面积 /km2 消失条数 面积变化率 /% 年均变化率 / a 资料来源

布尔津河 1959 － 2000 302 247． 55 100 29． 95 0． 007 3 王淑红〔23〕

1959 － 2008 213 213． 15 61 31． 96 0． 006 5 本文

哈巴河 1959 － 2000 35 18． 6 1 32． 96 0． 008 0 王淑红〔23〕

1959 － 2008 13 13． 48 2 40． 36 0． 008 2 本文

表 4 1980 －2008 年中国西部冰川变化比较

Tab． 4 Statistics of the glacier changes in western china in recent decades

位置 时间段 数量 总面积 /km2 消失条数 面积变化率 /% 资料来源

朋曲流域 1980 － 2001 999 1 461． 84 99 － 8． 98 晋锐〔14〕

昆仑山北坡 1970 － 2001 372 1 776． 96 － － 0． 3 上官冬辉〔42〕

祁连山西段 1956 － 1990 1 731 1 229． 4 － － 10． 3 刘时银〔43〕

中国阿尔泰山 1959 － 2000 403 279． 03 130 － 31． 31 王淑红〔23〕

俄罗斯阿尔泰山 1952 － 1998 1 039 804． 9 78 － 7． 1 王淑红〔23〕

乌鲁木齐河 1964 － 1992 155 48． 04 0 － 13． 8 陈建明〔18〕

伊犁河 1963 － 2004 293 265． 81 11 18． 9 李忠勤〔44〕

托木尔峰地区 1964 － 2003 483 2 267． 71 － 8． 8 李忠勤〔44〕

友谊峰 1959 － 2008 226 226． 63 63 － 32． 5 本文

4 结 论

通过对比 1959 年地形图和 2008 年 ASTER 遥

感影像 数 据，对 阿 尔 泰 山 友 谊 峰 区 冰 川 在 过 去

49 a 间的退缩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 果 表 明: 在 全

球气候持续变暖的情况下，研究的 226 条冰川中，面

积退缩率为 32． 5%，冰川末端平均后退 253 m，末端

退缩比例为 18． 3%，消失了 63 条，面积全部小于

1 km2，研究区冰川整体呈强烈退缩趋势。随着冰川

退缩，大冰川向小冰川过度，小冰川趋于消失，且小

冰川较大冰川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由于南

北坡冰川所处气候条件的差异，接受太阳辐射以及

地形差异等影响，使得南坡长度减小幅度大于北坡

冰川。夏季气温和年降水是导致冰川变化的根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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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夏季气温决定冰川消融量，年降水影响冰川积累

量，研究区冬季降水量增加仍然引起冰川的剧烈消

融，主要原因是夏季升温导致冰川消融较强，而冬季

积累不足以弥补气温升高造成的物质平衡的亏损，

使得冰川加速退缩。虽然，研究区年均降水量较少

且增加不明显，升温引起冰川积累区面积的减少，冰

川物质平衡收入减小，但是支出在增加，进一步加剧

冰川退缩，因此友谊峰冰川退缩主要是由于气候变

暖造成的。通过友谊峰两个流域的冰川变化进行比

较，友谊峰哈巴河消失冰川数小于布尔津河，但面积

变化率、年均变化率大于布尔津河冰川变化，在气候

变暖的情况下哈巴河流域冰川变化剧烈。将友谊峰

区冰川变化与西部部分冰川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友

谊峰区冰川变化趋势与其它冰川所表现的趋势相吻

合，即条数减少、面积变小，但友谊峰地区的冰川退

缩幅度较大，对气候变化较敏感，未来应该扩展研究

范围，并加强监测，同时对冰川退缩后对该地区的生

态及水资源方面的影响密切关注，虽然该地区冰川

融水在径流中的份额不是太大，但冰川退缩可能会

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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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cier changes in Youyi Area in the Altay Mountains of
Xinjiang during 1959 －2008

BAI Jin-zhong1， LI Zhong-qin1，2， ZHANG Ming-jun1， GAO Wen-yu1， LI Kai-ming2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Gansu，China;

2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ryospheric Sciences /Tianshan Glaciological station，Cold and Arid Regions Environment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Lanzhou 730000，Gansu，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glacier change has been limited in Chinese Altay Mountains among the border of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number of glaciers in the Altay Mountains is less among all mountain
ranges in China，and the glaciers in this region provide very important water resource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drinking water for man use．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glaciers in China is in Tianshan Mountains，Qinghai
－ Tibet Plateau and Qilian Mountains，but not in Altay Mountains．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most glaciers
are in a state of rapid retreating due to climate warming． The glaciers of Youyi in the Altay Mountains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 Based on 1∶ 50 000 topographic maps in 1959，ASTER remote sensing data in 2008 and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 DEM) ，the study area for glaciers was extracted by using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processing and
analyzing method，and the changes of glaciers in the study area were analyzed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technolog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mplitude of the whole change of glaciers in the Youyi
Area is large and glaciers in this area have retreated rapidly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from 1959 to 2008． In the stud-
y period，the total area and number of the investigated glaciers( 226) have reduced by 32． 5% and 27． 9% ． At the
same tim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laciers average rate of change with area less than 1 km2 is － 66． 7% and glac-
iers average rate of change with area less than 0． 5 km2 is － 70% ． Moreover，those glaciers with area from 1 to 5
km2 have reduced by 27． 9% ． The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of the large change rate of glaciers，an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arge change rate of glaciers is caused by the large proportion of small glaciers，whose glaciers
smaller than 1 km2 account for nearly 75% in the investigated glaciers． Moreover，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rger
the glaciers are，the higher the amplitude of the ablation is，but the reduced rate is lower． And those glaciers have
the highest degree of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The glaciers retreated by 253 m at a rate of 18． 3% ． The glacier
changes exhibited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indicating that the reduction rate of glaciers to the south slope of the
Youyi Area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north．
Key Words: Youyi area; remote sen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lacie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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