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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１９５９年和２００９年在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北坡绒布冰川 获 得 的 冰 川 消 融 数 据，分 析 了

该冰川消融速率变化特征．结果表明：１）在珠峰 绒 布 冰 川 表 碛 覆 盖 区，表 碛 厚 度 随 海 拔 升 高 而 降 低．

２）不同厚度表碛下的冰川消融速率差别较大；当表碛厚度＞８．５ｃｍ时，消融速率随表碛厚度的增加而

减小；促进冰川消融的表碛厚度阈值大于５ｃｍ．３）从冰川消融速率的空间分布看，绒布冰川大部分区

域的消融速率＜２０ｍｍ·ｄ－１，最大消融速率出现在海拔５　４００～５　４５０ｍ处．４）绒 布 冰 川 消 融 速 率 受

表碛厚度和气温综合影响，低海拔处表碛太厚，高海 拔 处 气 温 较 低，冰 川 消 融 在 上 述 两 海 拔 处 均 受 抑

制，冰川消融速率较小；在中海拔处，表碛相对较薄，气温相对较高，冰川消融速率最大；冰川日均消

融速率与日均正积温正相关．５）喜马拉雅山南坡冰川消融速率大于北坡冰川消融速率．
关键词：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冰川消融；表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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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高山区，冰川是重要的水资源，被誉为固体

水库．喜马拉雅山及其毗邻地区冰川十 分 发 育［１］，
是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等亚洲几条大河的发

源地，冰川融水 在 这 些 河 流 中 占 有 相 当 比 例（２５％
～６６％）［２］．有 观 测 表 明，近 几 十 年 来，伴 随 气 候

暖干化［３－４］，喜 马 拉 雅 山 地 区 大 多 数 冰 川 退 缩［５］，
部分有观测冰川的融水径流量也呈增大趋势［６－８］，
这将对该地区以冰川融水为补给来源的河流产生影

响，增加冰川泥石流和冰湖溃决发生的风险，并最

终影响该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此，近年来喜

马拉雅山地 区 的 冰 川 变 化 及 其 对 下 游 水 资 源 的 影

响，引起 了 科 学 界 的 广 泛 关 注．２００９年，ＩＰＣＣ第

四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的“冰川门”事件，更是凸

显了对该地区冰川变化认识的不足，使公众对喜马

拉雅山冰川消融的关注度大增［５，９］．
冰 川 消 融 是 冰 川 物 质 平 衡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１０－１２］，是决定冰川进退的因素之一，也是定量估

算该地区冰川融水径流量的关键．然而喜马拉雅山

地区较高的海拔、破碎化的地形和严酷的野外观测

环境，使 得 该 地 区 的 冰 川 消 融 观 测 异 常 艰 难．因

此，近十几年来，相对于喜马拉雅山南北坡冰川面

积变化的众 多 研 究［４，９，１３－１８］，仅 在 北 坡 有 少 量 冰 川

减薄的报道［１３－１４］，目 前 有 关 喜 马 拉 雅 山 冰 川 消 融

的报道大多集中在南坡［１９－２３］．１９５９年 珠 穆 朗 玛 峰

（以下简称珠峰）第一次科学考察对珠峰绒布冰川进

行过消融 观 测；２００９年，我 们 在 中 绒 布 冰 川 海 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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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６０ｍ和东绒布冰川海拔５　７５０ｍ开展了冰川消

融观测．本文将综合这两个年度的冰川消融观测数

据，分析不同表碛厚度、不同观测时段、不同海拔

上的冰川消融速率特征，探讨绒布冰川消融速率的

时空变化规律．本研究是对喜马拉雅山北坡地区冰

川消融速率数据的有益补充，可加深对该地区冰川

消融状况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为在该地区开展冰

川物质平衡模拟和冰川融水径流量估算，提供必要

的参考数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绒 布 冰 川 位 于 喜 马 拉 雅 山 北 坡 中 段 的 珠 峰 北

坡，它是珠峰地区面积最大的冰川，属亚大陆型冰

川［２４］．该冰川 实 际 由 东 绒 布 冰 川、中 绒 布 冰 川 和

西绒布冰川组成，这３支冰川在较低海拔处汇合后

称绒布冰川［６，８］，冰 川 覆 盖 度 为６８％［８］（图１）．东

绒布冰川平均厚度约为１９０ｍ，最大厚 度 约 为３２０
ｍ［２５］，出现在海拔６　３００ｍ处．绒布冰川发育有厚

度不一的表碛［２５］，海拔５　６００～５　７００ｍ处大致为东

绒布冰川表碛区与白冰区的过渡地带，此处表碛厚

度小，消融强烈，从１９７４－２００９年该过渡地带平均

减薄了约７０ｍ［２５］．另外，绒布冰川 冰 塔 林 分 布 广

泛，东绒布冰川冰塔林在海拔６　３００ｍ附 近 发 育，
于海拔５　７００ｍ趋于消亡；中绒布冰川冰塔林于海

拔５　８００ｍ附近开始发育并在海拔５　４００ｍ左右消

亡，冰塔林体积对冰川总体积的贡献率很小，仅为

３．７％左右［２６］．近 年 来，随 着 冰 川 消 融 加 剧，分 布

在绒布冰川末端的湖泊扩张趋势明显［２７］．

图１ 珠峰绒布冰川消融观测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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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与方法

珠峰绒布冰川消融数据均在野外通过花杆实测

得到，主要来 自 两 部 分：１）１９５９年 珠 峰 地 区 第 一

次科 学 考 察 时，在 珠 峰 中 绒 布 冰 川 海 拔５　３５０～
５　５００ｍ区间３个 不 同 海 拔 取 得 了 冰 川 消 融 资 料，
由谢自楚整理发表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

告（１９６６－１９６８）：现代冰川与地貌》［２８］中；２）２００９
年，我们在珠峰中绒布冰川海拔５　２６０ｍ和东绒布

冰川海拔５　７５０ｍ分别进行了冰川气象和冰川消融

观测，获得了常 规 气 象 观 测 数 据 和 冰 川 消 融 资 料．
结合冰的密度９００ｋｇ·ｍ－３，把前后两次测量得到

的花杆出露地表高度差转化为测量期间的冰川消融

量，并把它平均分配到每天中，最终得到冰川的消

融速率（ｍｍ　ｗ．ｅ．·ｄ－１，以下简称ｍｍ·ｄ－１）．
２００９年 野 外 布 设 消 融 花 杆 时，表 碛 尽 量 保 持

自然状态，最大 可 能 减 小 人 为 扰 动 对 表 碛 的 影 响．
海拔５　２６０ｍ处的冰川消融观测分两个 阶 段，５月

１５日至６月１４日为第一阶段，期间共布设６根花

杆，观测５次，取得４组消融数据；８月２３日观测

时，埋深２ｍ的花杆倾倒，于是再随机布设９根花

杆，于８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１７日第二阶段期间共观

测４次，取得３组冰川消融资料．在东绒布冰川海

拔５　７５０ｍ处，在６月１０日布设４根花杆，受观测

条件限制，只取得了６月１０日至６月１４日的消融

观测数据．８月１６日再次对其进行观测时，４根埋

深２ｍ的花杆全部倒伏，因此，在该海拔处只取得

了１组冰川消融数据．需要说明的是，野外观测期

间，各消融 观 测 点 没 有 积 雪 覆 盖．１９５９年 和２００９
年绒布冰川消融观测点位置在图１中显示，具体观

测地点、观测时段、观测点的表碛厚度等详细信息

见表１．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不同厚度表碛下的冰川消融速率

表碛覆盖冰川的消融速率受表碛厚度和海拔的

共同影 响（海 拔 决 定 气 温 大 小 从 而 影 响 冰 川 消 融

量）．这里我们只讨论 表 碛 厚 度 对 冰 川 消 融 速 率 的

影响，所以只比较同一海拔上不同厚度表碛下的冰

川消融速率．海拔５　２６０ｍ处不同厚度表碛下的冰

川消融速率见图２，从图２（ａ）～（ｉ）可看出，总体上

随着表碛厚度增加，冰川消融速率减小．图２（ｅ）显
示，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１４日这段时期内，不

同厚度表碛下的冰川平均消融速率差异很大，其值

５１８４期 刘伟刚等：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北坡绒布冰川消融速率特征分析 　



表１ 珠峰绒布冰川消融观测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ｎｇｂｕｋ　Ｇｌａｃｉｅｒ

观测年度 ２００９　 １９５９

海拔／ｍ　 ５　２６０　 ５　７５０　 ５　３５０　 ５　４５０　 ５　５００

观测点位置 ２８°０６．１′Ｎ

８６°５２．１′Ｅ

２８°０５．３′Ｎ

８６°５５．０′Ｅ

２８°０４．５′Ｎ

８６°５２′Ｅ

２８°０４．５Ｎ

８６°５２′Ｅ

２８°０５′Ｎ

８６°５２′Ｅ

２８°０４′Ｎ

８６°５２′Ｅ

观测点表碛厚度

／ｃｍ

８．５；１２；２５；

３５；３５；４０

０．１；１０；１０；

１３；２０；２５；

２５；２５；４５

０；０．５；１；４　 ５；１０；１５；

１５；２０；２５；

３０；４０

０；０．２；３；５　 ０①；５．５②；６③；

６④；６⑤；７⑥；

９⑦；２０⑧；３８⑨

０；０；５；５

观测时段／

（月－日）
０５－１５－０６－０１；

０６－０２－０６－０３；

０６－０４－０６－０７；

０６－０８－０６－１４

０８－２３－０８－３１；

０９－０１－０９－０４；

０９－０５－１０－１７

０６－１０－０６－１４　 ０７－０８－０７－２０　 ０７－０８－０７－１０　 ０６－１１－０６－１５①

０３－２５－０５－１４②

０４－０５－０６－１５③

０４－０５－０５－１４④

０５－１５－０６－１１⑤

０３－２５－０５－１５⑥

０４－０５－０５－１４⑦

０３－２６－０６－１９⑧

０５－１５－０６－１８⑨

（注：各观测时

段与观测点表碛

厚度一一对应）

０５－１５－０６－０９

图２ 绒布冰川海拔５　２６０ｍ消融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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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８～１２．２ｍｍ·ｄ－１之 间，均 值 为７．０ｍｍ·

ｄ－１；最小表碛厚度（厚度为８．５ｃｍ）处出现最大冰

川平均消融速 率（１２．２ｍｍ·ｄ－１）；最 大 表 碛 厚 度

为３５ｃｍ和４０ｃｍ处的冰川消融速率较小，观测期

内其均值 分 别 为３．８ｍｍ·ｄ－１和４．３ｍｍ·ｄ－１．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１７日，表碛厚度在０．１～
４５ｃｍ各个观测点的冰川消融速率显示（图２（ｆ）～
（ｉ）），总 体 上 冰 川 消 融 速 率 随 冰 川 厚 度 增 加 而 减

小．这段时期内不同表碛厚度下的冰川消融速率平

均值在６．１ ～１３．０ｍｍ·ｄ－１之 间，均 值 为９．２

ｍｍ·ｄ－１（图２（ｉ））．当表碛厚度＞２０ｃｍ时，不同

厚度表碛下的冰川消融速率差别较小，其均值介于

１．７７～２．２７ｍｍ·ｄ－１．综 合 以 上 分 析，在 珠 峰 绒

布冰川海拔５　２６０ｍ处前后两个观测时段内，表碛

厚度在０．１～４５ｃｍ所有观测点的冰川消融速率均

值介于３．８～１３．０ｍｍ·ｄ－１之 间，平 均 值 为７．２
ｍｍ·ｄ－１．

图３（ａ）～（ｅ）显 示 了 绒 布 冰 川 海 拔５　３５０～

５　７５０ｍ不同厚度表碛下的冰川消融速率．与海拔

５　２６０ｍ处消融速率随表碛厚度变化趋势类似，表

碛厚度不同，冰川消融速 率 也 不 相 同．海 拔５　３５０

ｍ处 不 同 厚 度 表 碛 下 的 冰 川 消 融 速 率 在７．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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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珠峰绒布冰川海拔５　３５０～５　７５０ｍ消融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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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ｄ－１之间，前后两个观测时段的各观测点的平

均消融速 率 分 别 为４０．７ｍｍ·ｄ－１和１４．９ｍｍ·

ｄ－１（图３（ａ）和（ｂ））．图３（ａ）还 显 示，裸 冰 消 融 速

率与表碛厚度为３ｃｍ处的消融速率大体相当（约为

４０ｍｍ·ｄ－１），表碛厚度为０．２ｃｍ处的消 融 速 率

（５７ｍｍ·ｄ－１）高 于 裸 冰 消 融 速 率（４０ｍｍ·ｄ－１）．
海拔５　４５０ｍ、５　５００ｍ和５　７５０ｍ处冰川消融速率

均值分别为１３．４ｍｍ·ｄ－１、７．２ｍｍ·ｄ－１和２７．５
ｍｍ·ｄ－１（图３（ｃ）～（ｅ））．相同表碛厚度下冰川消

融速率也不尽相同，如图３（ｃ）表碛厚度为６ｃｍ处

的３处观测 点、图３（ｄ）中 两 处 表 碛 厚 度 分 别 为０
ｃｍ和５ｃｍ观 测 点 和 图３（ｅ）中 两 个 表 碛 厚 度 为０
ｃｍ的 观 测 点，表 碛 厚 度 虽 然 相 同，但 冰 川 消 融 速

率的变化幅度在３３％～１１７％．
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冰川消融观测显示［２３，２９］，薄

表碛促进冰川 消 融，而 表 碛 太 厚 冰 川 消 融 受 抑 制．
其中，促进冰川消融的表碛厚度阈值被定义为：有

表碛覆盖的冰川上，其冰川消融速率与洁净冰面消

融速率相等时冰面上覆的表碛厚度．根据图３显示

的绒布冰川不同表碛厚度下的冰川消融速率，探讨

促进该冰川 消 融 的 表 碛 厚 度 阈 值．考 虑 到 图３（ｃ）
中表碛厚度为０ｃｍ的裸冰 表 面 被 严 重 污 化，这 种

污化必降低地表反射率，促进冰川消融速率，因此

这种被严重污化的裸冰消融速率不能作为估算表碛

厚度阈值的依据，所以图３（ｃ）中的冰川消融数据在

此不参与讨论．从图３（ａ）看出，裸冰（即表碛厚度

为０ｃｍ）的消融速率与３ｃｍ表 碛 厚 度 处 消 融 速 率

相当，考虑到该处污化程度为１０％～１５％的裸冰消

融速率会比无污化的裸冰消融速率大，因此从图３
（ａ）可判断，该处 促 进 冰 川 消 融 的 表 碛 厚 度 阈 值 应

该大于３ｃｍ．图３（ｄ）两处裸冰观测点消融速率均

值为５．４ｍｍ·ｄ－１，而两处表碛厚度为５ｃｍ处的冰

川消融速率均值为９ｍｍ·ｄ－１，相比裸冰，其消融

速率增加６７％，因此，从图３（ｄ）中可判断，促进冰

川消融的表碛厚度应该大于５ｃｍ．图３（ｅ）则更加

直观显示，相比裸冰，４ｃｍ表碛厚度的冰川消融速

率大幅增加．综合以上分析可判断，在珠峰绒布冰

川，相比裸冰，当表碛厚度＜５ｃｍ时均能促进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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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融，促进冰川消融的表碛 厚 度 阈 值 应 该＞５ｃｍ．
对比国外学者对表碛厚度阈值为３～４ｃｍ的研究结

果［２３］，绒布冰川的表碛厚度阈值相对稍高．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同一海拔上不同厚度表碛

下的冰川 消 融 速 率 有 较 大 差 异，其 变 化 趋 势 大 体

为：当表碛厚度＞８．５ｃｍ时，表碛越厚，消融速率

越小．表碛反射率低，其热力过程完全不同于裸冰

和雪的热力过程．太阳辐射和湍流交换供热先加热

增温表碛 层 表 面，然 后 热 量 再 由 表 碛 层 向 冰 面 传

导，而且不同厚度表碛的热储量也不相同；在气层

不稳定层结条件下，表碛层表面的一部分热量还要

向上传输给空气，减少了到达冰川表面的热量．表

碛改变了冰川表面的能量传输过程，从而影响冰川

的消融过程进而改变冰川消融速率［３０－３２］．
３．２　不同观测时段的冰川消融速率

冰川消融速率除了受表碛厚度影响，还会受供

给冰川消融的热量影响，不同观测时段供给冰川消

融的能量不同，冰川消融速率也会有差异．因野外

观测环境恶劣，在喜马拉雅山北坡地区开展的不同

时期 冰 川 消 融 速 率 观 测 相 对 较 少．２００９年５－１０
月，在珠峰绒布冰川海拔５　２６０ｍ处取得的冰川消

融速率（图２），为分析不同观测时段的冰川消融速

率差异提供了数据基础．
从图２可看出，表碛厚度相同，但处于不同时

段的各观测 点 的 冰 川 消 融 速 率 差 别 较 大．图２（ａ）

～（ｄ）显示，在海拔５　２６０ｍ处，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５日

至６月１４日这 段 时 期 内，所 有 观 测 点 在 不 同 时 段

的平均消融速 率 最 小 值 为３．７９ｍｍ·ｄ－１（５月１５
日－６月１日），最大值为１１．６３ｍｍ·ｄ－１（６月４－
７日），均 值 是６．９９ｍｍ·ｄ－１．表 碛 厚 度 最 小 处

（８．５ｃｍ）的冰川消融速率最大，其在不同时段的值

为７．６８～１６．４３ｍｍ·ｄ－１，均 值 为１２．２４ｍｍ·

ｄ－１；表碛厚度超 过３５ｃｍ的 各 观 测 点 消 融 速 率 相

对较小，其在不同时段的值为１．３２～１０．５８ｍｍ·

ｄ－１，均值为５．１３ｍｍ·ｄ－１．图２（ｆ）～（ｈ）显 示，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３日之后，海拔５　２６０ｍ处所有观测

点的冰川消融速率也不相同，３个观测时段内的平

均消融速率分别为１５．０ｍｍ·ｄ－１、１９．８ｍｍ·ｄ－１

和６．０ｍｍ·ｄ－１．
冰川表面的能量收支状况决定了冰面消融，冰

川消融速率受 冰 面 能 量 平 衡 的 影 响［３３－３４］．由 于 气

温是能量平衡过程的综合体现［３５－３６］，因此，不同观

测时段的日均气温，尤其是日均正积温是影响冰川

消融速率的主要气象要素．分析海拔５　２６０ｍ处自

动气象站的正 积 温 和 冰 川 消 融 速 率 可 看 出（图４），
冰川日均消融 速 率 正 相 关 于 日 均 正 积 温．其 中，８
－１０月所有观测点（表碛厚度均值１９．２ｃｍ）的冰川

平均消融速率随正积温的线性变化倾率为６．５，而

５－６月所有观测点（表碛厚度均值２５．９ｃｍ）的冰川

平均消融速率随正积温的线性变化倾率为２．９．上

述两观测时段内线性倾率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不同

厚度表碛对冰川消融强度的影响造成的，这也在上

节有阐述：即在相同正积温下，表碛越厚（２５．９ｃｍ
＞１９．２ｃｍ），冰川消融速率越小，冰川消融速率与

正积温的线性倾率也就越小（２．９＜６．５）．在其它冰

川上的研究 也 显 示［３７－４２］，冰 川 消 融 速 率 线 性 相 关

于正积温．这种线性相关的意义在于：可根据消融

与气温之间的线性关系，使用在野外考察中容易获

取的气温数据，计算某一海拔处的冰川消融进而估

算该地区冰 川 融 水 径 流 量．在 未 来 很 长 一 段 时 期

内，基于冰面消融量与正积温的线性关系构建的冰

川消 融 参 数－度 日 因 子，将 在 冰 川 消 融 计 算 和 冰 川

融水径流估算中发挥重要作用［４３］．

图４　 ２００９年中绒布冰川海拔５　２６０ｍ处气温和消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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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冰川消融速率空间分布

根据各观测 点 的 表 碛 厚 度、海 拔 和 消 融 速 率，
可分析冰川 消 融 速 率 的 空 间 分 布 特 征．１９５９年 和

２００９年绒布冰 川 的 消 融 观 测 点 分 别 布 设 在 中 绒 布

冰川末端附 近 和 东 绒 布 冰 川 表 碛 区 与 白 冰 区 分 界

处，海拔跨度高达５００ｍ（海拔５　２６０～５　７５０ｍ．），
各观测点表碛厚度范围在０～４５ｃｍ，而且观测次数

较多，这为探讨绒布冰川消融速率的空间分布特征

提供了可能．绒布冰川消融速率的空间分布在图５

中显示，从图可看出：１）总体上，随海拔增加，冰

川表碛厚度减小；在相同的海拔处，冰川表碛厚度

也不尽相同，各海拔处的表碛厚度均值随海拔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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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珠峰绒布冰川消融速率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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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为：ｙ＝－０．０４０７８ｘ＋２３２．８７８３，Ｒ２＝０．７３，
式中：ｙ为表碛厚度（ｃｍ）；ｘ为海拔（ｍ）；２）在海

拔５　２６０～５　７５０ｍ高程内，绒布冰川大部分区域的

消融速率＜２０ｍｍ·ｄ－１，即如果按消融期为５－９
月总共５个月来计算的话，该冰川大部分区域的年

消融最大值为３ｍ水当量，这 和 张 通 等［２５］于２００９
年在海拔５　７５０ｍ的东绒布冰川观测结果较为一致

（２．９ｍ·ａ－１）；３）冰川消融速率受海拔和表碛厚

度的 共 同 影 响，冰 川 最 大 消 融 速 率（＞６０ｍｍ·

ｄ－１）出现在海拔５　４００～５　４５０ｍ，此海拔处正积温

较高，再加上较薄的表碛促进冰川消融，使得冰川

消融速率最大．最小冰川消融速率分别出现在海拔

为５　２６０～５　３００ｍ 的 较 低 海 拔 地 区，以 及 海 拔

５　５００～５　７５０ｍ表碛较薄的较高海拔处．较低海拔

处的气温虽高，但表碛太厚，冰川消融受抑制；较

高海拔处的薄表碛虽能促进冰川消融，但此处较低

气温导致冰川消融速率也不大；而在高度适中的中

海拔处，表碛相对较薄且气温也较高，冰川消融速

率最大．
３．４　喜马拉雅山南北坡冰川消融速率对比

喜马拉雅山南北坡地区受南亚季风和西风环流

共同影响．夏季南亚夏季风爆发产生大量降水补给

冰川，而冬季受西风环流影响时仅有少量降水，因

此，喜马拉 雅 山 南 北 坡 地 区 的 冰 川 多 属 夏 季 补 给

型．根据喜马拉雅山南坡冰川消融速率报道，并结

合珠峰绒布冰川的消融观测数据，对比分析喜马拉

雅山南北坡冰川消融速率差异（表２）．从表２可看

出，与 北 坡 绒 布 冰 川 消 融 速 率 随 海 拔 变 化 规 律 相

表２ 喜马拉雅山南北坡典型冰川消融速率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位置 冰川名称 消融速率范围／均值（ｍｍ·ｄ－１） 海拔／ｍ 观测时段／（年－月－日） 下垫面类型 文献来源

南坡 ＡＸ０１０冰川 ９．０～２２．７／１７．１① ４　９６０～５　２４０　 １９７８－０５－２５－０９－２５ 冰，雪 ［１９］

Ｄｏｋｒｉａｎｉ冰川 ５１．２～７１．３／６２．５② ４　０００　 １９９２－０８－２１；１９９２－０８－２２；

１９９２－０８－２４

雪 ［２０］

Ｌｉｒｕｎｇ冰川 １９．０～１４０．０／７２．０　 ４　０００　 １９９６－０５－１１－１０－２３ 冰崖 ［２１］

Ｋｈｕｍｂｕ冰川 １４．０～４７．０／无 ５　３５０　 １９９９－０５－２２－０６－０１ 裸冰 ［２２］

Ｒａｋｈｉｏｔ冰川 １０．０～２２０．０／５９．２　 ３　２００　 １９８６－０６－２２－０８－０８ 裸冰＋表碛 ［２３］

北坡 中绒布冰川 １．３～２５．３／８．１　 ５　２６０　 ２００９－０５－１５－１０－１７ 表碛 本研究

７．６～５７．０／２３．５　 ５　３５０　 １９５９－０７－０８－０７－２０ 表碛 ［２４］

３．２～６３．０／１３．４　 ５　４５０　 １９５９－０３－２５－０６－１９ 污化冰＋表碛 ［２４］

３．８～１２．２／７．２　 ５　５００　 １９５９－０５－１５－０６－０９ 裸冰＋表碛 ［２４］

东绒布冰川 １２．４～４５．０／２７．５　 ５　７５０　 ２００９－０６－１０－０６－１４ 裸冰＋表碛 本研究

　　注：①据文献［１９］中图８获得；②文献［２０］中０８：００－１４：００时的消融数据．

９１８４期 刘伟刚等：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北坡绒布冰川消融速率特征分析 　



似，喜马拉雅山南坡各冰川消融速率随海拔变化的

大体趋势为：较低海拔地区的消融速率较小，中海

拔地区的消融速率大，高海拔地区冰川消融速率又

较小．对比喜马拉雅山南北坡消融速率可看出，虽

然南北坡各冰川消融观测点的海拔、观测时段，下

垫面性质不同，但总体来讲，喜马拉雅山南坡各冰

川的平均消融速率大于北坡冰川的消融速率．南坡

有观测记录冰川的平均消融速率值为１７．１～７２．０
ｍｍ·ｄ－１，均值为５２．７ｍｍ·ｄ－１；北 坡 绒 布 冰 川

平均消 融 速 率 值 为７．２～２７．５ｍｍ·ｄ－１；均 值 为

１５．９ｍｍ·ｄ－１．喜马拉雅山 对 南 亚 夏 季 风 的 阻 挡

使得南坡降水较多，冰川发育的海拔下限较低，冰

面气温相对较高，供给冰川消融能量较大，因此相

比北坡，喜马拉雅山南坡冰川消融速率较大．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珠峰北坡绒布冰川消融数据，分析了

绒布冰川不同表碛厚度、不同观测时段、不同海拔

的冰川消融速率特征，给出了绒布冰川消融速率空

间变化规律．结 合 喜 马 拉 雅 山 南 坡 冰 川 消 融 速 率，
对比分析了 喜 马 拉 雅 山 南 北 坡 地 区 的 冰 川 消 融 速

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总体上，珠峰北坡绒布冰川的表碛厚度随

海拔升高而降低．
（２）在珠峰绒布冰川，促进冰川消融的表碛厚

度阈值＞５ｃｍ．表 碛 厚 度＞８．５ｃｍ时，冰 川 消 融

速率随表碛厚度增加而减小，而且不同厚度表碛下

的冰川 消 融 速 率 差 别 较 大．海 拔５　２６０ｍ、５　３５０
ｍ、５　４５０ｍ、５　５００ｍ和５　７５０ｍ处冰川平均消融

速率分别为３．８～１３．０ｍｍ·ｄ－１（均 值７．２ｍｍ·

ｄ－１）、７．３～５７ｍｍ·ｄ－１（均 值２３．５ｍｍ·ｄ－１）、

３．２～６３．０ｍｍ·ｄ－１（均值为１３．４ｍｍ·ｄ－１）、３．８
～１２．２ｍｍ·ｄ－１（均值为７．２ｍｍ·ｄ－１）、１２．４～
４５．０ｍｍ·ｄ－１（均值为２７．５ｍｍ·ｄ－１）．

（３）珠峰绒布冰川的消融速率受表碛厚度和气

温的综合影响．随海拔升高，冰川消融速率先升后

降．绒布 冰 川 大 部 分 区 域 的 消 融 速 率＜２０ｍｍ·

ｄ－１，其最大消融速率（＞６０ｍｍ·ｄ－１）出现在海拔

５　４００～５　４５０ｍ处．
（４）不同观测时段的冰川消融速率显示，冰川

日均消融速率与日均正积温正相关．这为在珠峰绒

布冰川表碛覆盖区应用度日因子方法估算冰川消融

和融水径流提供了依据．
（５）受 地 形 影 响，喜 马 拉 雅 山 南 坡 降 水 多，气

温高，南坡冰川消融速率大于北坡冰川消融速率．
２００９年的野外 观 测 是 在 绒 布 冰 川 上 有 表 碛 覆

盖地区进行的，在观测过程中，表碛基本不受人为

扰动，现场观测 条 件 基 本 反 映 了 真 实 的 野 外 环 境，
因此，获 得 的 消 融 速 率 数 据 质 量 相 对 较 高．但 是，
这也导致冰面上覆表碛厚度不能人为控制，从而不

能获取各种表碛厚度下的冰川消融速率，进而无法

准确判断促进冰川消融的表碛厚度阈值．绒布冰川

表碛覆盖区地形破碎化严重，而且起伏较大，有些

观测点仅在个别观测时期才能到达（强消融期水涨，
道路冲毁），因 此，在 这 些 观 测 点 取 得 的 冰 川 消 融

观测数据相对较少．喜马拉雅山高山区存在相对稳

定的气温 直 减 率［４４］，随 着 喜 马 拉 雅 山 地 区 气 候 变

暖［４５］，高山区的冰川消融速率本身就会增大．而本

文使用的冰川消融速率数据的年代相差５０ａ（１９５９
年、２００９年），因此１９５９年观测点的海拔在５０ａ之

后的２００９年很可能会降低，因此把这两个年度的

冰川消融速率放在一起来探讨绒布冰川消融速率的

空间分布特征，可能会造成认识偏差．但考虑到冰

川是流体，各观测点的冰川物质损失会由冰川上部

补充，而且有关山区气温升高幅度较大的结论大多

是基于海拔稍高的气象站数据得出，而对于像珠峰

这样甚高海拔地区的气温变化幅度，目前由于缺乏

长时间序列的实测数据而不能准确判定，因此估计

由气温升高和海拔降低两个要素对冰川消融速率的

影响不会很大．
表碛扰动和观测频率也可能会对消融速率产生

影响．如图２（ｆ）和（ｇ）所 示，相 比 其 他 观 测 点，一

表碛厚度为２５ｃｍ处的消融速率在８月底很小，而

９月初消融速率却很大，这很可能是由人为扰动表

碛所致．初次埋设花杆进行第一次观测时，表碛受

扰动变蓬松；且这种蓬松状态很可能会一直持续到

第二次观测，导致第二次测量得到的花杆高度值偏

大，计 算 得 到 的 消 融 速 率 值 偏 小．随 着 冰 川 消 融，
表碛被压实，到第三次观测时，第二次观测误差被

累加到本次观测中，导致第三次观测得到的冰川消

融速率偏大．如果减小观测频率，加大前后两次观

测的时间间隔（假如取消８月３１日的观测，将第二

次观测时间改在９月４日），则 上 述 观 测 误 差 可 能

不会出现，如图２（ｉ）所示，在整个 观 测 期（８月２３
日至１０月１７日），上 述 观 测 点 的 消 融 速 率 值 则 较

为合理．另外人工测量、地形、坡度、坡向等对冰

川消融速率也会带来影响，由于缺乏数据，本文在

此暂不能讨论这些要素造成的影响．

０２８　　　　　　　　　　　　　　　　　　　　冰　　　川　　　冻　　　土 　　３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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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Ｌｉｕ　Ｗｅｉｇａｎｇ，Ｒｅｎ　Ｊｉａｗｅｎ，Ｌｉｕ　Ｊｉｎｇｓｈｉ，ｅｔ　ａｌ．Ｒｕｎｏｆｆ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ｎｇｂｕｋ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ｔ．Ｑｏｍｏ－

ｌａｎｇｍａ，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ｕｓｉｎｇ　ＨＹＣＹ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４（６）：１４４９－１４５９．
［刘伟刚，任贾文，刘景 时，等．喜 马 拉 雅 山 珠 峰 绒 布 冰 川 流

域径流模拟研究［Ｊ］．冰川冻土，２０１２，３４（６）：１４４９－１４５９．］

［９］　Ｓｃｈｅｒｌｅｒ　Ｄ，Ｂｏｏｋｈａｇｅｎ　Ｂ，Ｓｔｒｅｃｋｅｒ　Ｍ　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ｇｌａｃｉｅｒ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ｃｏｖｅｒ［Ｊ］．Ｎａｔｕｒ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４（３）：１５６－１５９．
［１０］Ｃｕｉ　Ｈａｎｇ，Ｗａｎｇ　Ｊｉｅ．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ｂｉｂ－

ｒｉｕｍ　ｌｉｎ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ａ　ｇｌａｃｉ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５（２）：３４５－３５４．［崔 航，王 杰．冰 川 物

质平衡线的 估 算 方 法［Ｊ］．冰 川 冻 土，２０１３，３５（２）：３４５－

３５４．］

［１１］Ｗａｎｇ　Ｇｕｏｙａ，Ｓｈｅｎ　Ｙｏｎｇｐ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Ｎｏ．

１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ｒüｍｑｉ　Ｒｉｖ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

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７．［王 国 亚，沈 永 平．

天山乌鲁木齐河源１号冰川面 积 变 化 对 物 质 平 衡 计 算 的 影 响

［Ｊ］．冰川冻土，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７．］

［１２］Ｚｈａｎｇ　Ｇｕｏｆｅｉ，Ｌｉ　Ｚｈｏｎｇｑｉｎ，Ｗａｎｇ　Ｗｅｎｂｉｎ，ｅｔ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ｒüｍｑｉ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Ｎｏ．１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ｒüｍｑｉ　Ｒｉｖｅｒ，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４（６）：１３０１－１３０９．［张 国 飞，李 忠 勤，

王文彬，等．天山乌鲁木齐河源１号冰 川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 物 质

平衡变化过程及特征研究［Ｊ］．冰川冻土，２０１２，３４（６）：１３０１

－１３０９．］

［１３］Ｙａｏ　Ｔａｎｄｏｎｇ，Ｐｕ　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Ｔｉａｎ　Ｌｉｄｅ，ｅｔ　ａｌ．Ｒｅｃｅｎｔ　ｒａｐｉｄ　ｒｅ－

ｔｒｅ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ｉｍｏｎａ＇ｎｙｉ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

ｅａｕ［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９（４）：

５０３－５０８．［姚檀栋，蒲健辰，田立德，等．喜马拉雅山脉西段

纳木那尼冰 川 正 在 强 烈 萎 缩［Ｊ］．冰 川 冻 土，２００７，２９（４）：

５０３－５０８．］

［１４］Ｍａ　Ｌｉｎｇｌｏｎｇ，Ｔｉａｎ　Ｌｉｄｅ，Ｐｕ　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Ｒｅ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ｃ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Ｋａｎｇｗｕｒｅ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Ｈｉｍａ－

ｌａｙａ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０，５５（２０）：２０８８－

２０９６．［马凌龙，田立德，蒲健辰，等．喜马拉雅山中段抗物热

冰川的 面 积 和 冰 储 量 变 化［Ｊ］．科 学 通 报，２０１０，５５（１８）：

１７６６－１７７４．］

［１５］Ｚｈａｎｇ　Ｔｉｎｇｂｉｎ，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Ｗｕ　Ｈｕａ，ｅｔ　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ａｃｉｅｒｓ　ｉｎ　Ｎｙｉｎｇｃｈｉ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

ｇ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

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４－２０．［张 廷 斌，张 建 平，吴 华，等．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间西藏林芝地区 冰 川 变 化 研 究［Ｊ］．冰 川 冻 土，

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４－２０．］

［１６］Ｙｅ　Ｑｉｎｇｈｕａ，Ｃｈｅｎ　Ｆｅｎｇ，Ｙａｏ　Ｔａｎｄｏｎｇ，ｅｔ　ａｌ．Ｔｕｐｕ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ｔ．Ｎａｉｍｏｎａ＇ｎｙｉ　ｒｅｇｉ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０７，１１（４）：５１１－５２０．［叶 庆 华，陈 锋，姚 檀 栋，等．近３０

年来喜马拉雅山脉西段纳木那 尼 峰 地 区 冰 川 变 化 的 遥 感 监 测

研究［Ｊ］．遥感学报，２００７，１１（４）：５１１－５２０．］

［１７］Ｌｉ　Ｚｈｉｇｕｏ，Ｙａｏ　Ｔａｎｄｏｎｇ，Ｙｅ　Ｑｉｎｇｈｕａ，ｅｔ　ａｌ．Ｇｌａｃｉ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Ｍａｎｌａ　ｒｅｓｅｒ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ａｎｃｈｕ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Ｔｉｂｅｔ：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

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２（４）：６５０－６５８．［李志国，姚檀栋，叶庆华，等．

西藏年楚河满拉水库上 游 冰 川 变 化 及 其 影 响［Ｊ］．冰 川 冻 土，

２０１０，３２（４）：６５０－６５８．］

［１８］Ｙａｍａｄａ　Ｔ，Ｓｈｉｒａｉｗａ　Ｔ，Ｉｉｄａ　Ｈ，ｅｔ　ａ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ａｃ－

ｉ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ｔｏ　１９８９ｉｎ　ｔｈｅ　Ｋｈｕｍｂｕ，Ｓｈｏ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ｎ－

ｇｔａ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Ｎｅｐａｌ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２，１０：１１－１９．
［１９］Ｋａｙａｓｔｈａ　Ｒ　Ｂ，Ａｇｅｔａ　Ｙ，Ｎａｋａｗｏ　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ｅｇｒｅｅ－ｄａｙ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ａｃｉ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ＡＸ０１０ｉｎ　Ｓｈｏｒｏｎｇ　Ｈｉｍａｌ，Ｎｅｐａｌ［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０，１７：１－１０．

１２８４期 刘伟刚等：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北坡绒布冰川消融速率特征分析 　



［２０］Ｓｉｎｇｈ　Ｐ，Ｒａｍａｓａｓｔｒｉ　Ｋ　Ｓ，Ｓｉｎｇｈ　Ｕ　Ｋ，ｅｔ　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ｋｒｉａｎｉ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ｈｗａｌ　Ｈｉｍａｌａ－

ｙａｓ［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５，４０（２）：２４３－

２５７．
［２１］Ｓａｋａｉ　Ａ，Ｎａｋａｗｏ　Ｍ，Ｆｕｊｉｔａ　Ｋ．Ｍｅｌ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ｃｅ　ｃｌｉｆｆ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ｒｕｎｇ　Ｇｌａｃｉｅｒ，Ｎｅｐａｌ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１９９６［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８，１６：５７－６６．
［２２］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Ｙ，Ｋａｙａｓｔｈａ　Ｒ　Ｂ，Ｎａｋａｗｏ　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ｂ－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ｂｒｉｓ－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ｎ　Ｋｈｕｍｂｕ　Ｇｌａｃｉｅｒ，Ｎｅｐａｌ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ｏｎｓｏ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Ｃ］／／Ｎａｋａｗｏ　Ｍ，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　Ｆ，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Ｄｅｂｒｉ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ｌａｃｉｅｒｓ：ＩＡＨ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２６４．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Ｅｎｇｌａｎｄ：ＩＡＨ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５３－６２．
［２３］Ｍａｔｔｓｏｎ　Ｌ　Ｅ，Ｇａｒｄｎｅｒ　Ｊ　Ｓ，Ｙｏｕｎｇ　Ｇ　Ｊ．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ｃｏｖ－

ｅｒｅｄ　ｇｌａｃｉｅｒｓ：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ａｋｈｉｏｔ　Ｇｌａｃｉｅｒ，Ｐｕｎｊａｂ，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Ｃ］／／Ｙｏｕｎｇ　Ｇ　Ｊ．Ｓｎｏｗ　ａｎｄ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ＩＡＨ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２０９．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Ｅｎｇ－

ｌａｎｄ：ＩＡＨ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２８９－２９６．
［２４］Ｓｈｉ　Ｙａｆｅｎｇ．Ｃｏｎｃｉｓｅ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１４２．［施雅风．简

明中国冰 川 目 录［Ｍ］．上 海：上 海 科 学 普 及 出 版 社，２００５：

１４２．］

［２５］Ｚｈａｎｇ　Ｔｏｎｇ，Ｘｉａｏ　Ｃｕｎｄｅ，Ｑｉｎ　Ｘ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ａｓｔ　Ｒｏｎｇｂｕｋ　Ｇｌａｃｉｅｒ，Ｍｔ．

Ｑｏｍｏｌａｎｇｍ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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