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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冰川泥石流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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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阐述中国近期冰川泥石流的区域分布
、

发育条件与类型特征
。

中国的冰川泥石

流主要分布在东经  
。

以西
、

现代冰川急剧消退的 多座 山系中
,

其中海洋型冰川区泥石流最

发育
,

亚大陆型冰川区泥石流次之
,

极大陆型冰川 区泥石流最弱
。

按成因划分泥石流类型有

冰雪消融型
、

冰雪融水与雨水混合型及冰湖溃决型
。

泥石流的发生率与规模
,

也以海洋型冰

川区泥石流为大
,

如西藏古乡泥石流 年发生 次
,
最大流量 万立方米 秒

。

我国从五十年代开始
,

陆续开展了全国重点泥石流区域考察
、

定位观测与实验研究
,

已积累

了较丰富的资料
。

全国的泥石流虽然尚未查清
,
但重点区域的泥石流分布及活动特征 已 基 本掌

握
。

北起阿尔泰山
,

南至海南岛
,

西起喀喇 昆仑山
,

东至沿海 丘陵低山区
,

以及台湾省
,

均有相

当数量泥石流
。

我国可能是世界上泥石流最多的国家
。

中国泥石流多分布在西部高山区和高原的边缘区
〔‘’。 这些地区不仅多暴雨泥石流

,

而 且 以

大量 冰碳物与冰雪融水和冰湖溃决水为动力 的冰川泥石流也广泛发育
。

本文仅对我国冰川泥石流的分布
、

成因类型及活动特征
,

作些初步分析
。

一
、

冰川泥石流的地理分布

现代泥石流主要分布在高山冰川急剧消退的山区
,

如苏联的高加索
、

外伊犁 阿 拉山
仁’ ,

美

国西太平洋沿岸的尼雷尔山区
〔“ 、

阿拉斯加的楚加奇斯克叶 什 可 只  ! 琪 区 及 委 内瑞

拉西部山区
〔‘ 。

中国是世界上中纬度山地冰川较多的国家
,

冰川总面积约 万 平 方公 里
,

占亚州中部山地冰川面积的一半
“’。

因而冰川泥石流分布广泛
,

东经
。

以西的 多座大 山 系

中均有泥石流
,

其分布密度受冰川区的水热条件
、

冰川的物理性质 和类型 的制 约
。

现 依冰川类

型 ‘“’和泥石流发育程度
,

分为以下三个区域 图
、

海洋型冰川泥石流区
。

本区包括念青唐古拉 山至横断山地带及喜马拉雅 山南坡等暖性冰川

区
。 ‘ ’ 〔 ’ 〔”〕 〔’。〕这里泥石流最发育

,

也是研究较详尽 的地 区
,

进行了区域考察
,

还在西藏古乡沟

和加马其美沟
〔“ ’设立短期观测站

,

收集了较全面的资料
。

由于该区位于青藏高原南侧
,

深受印度

洋气流的影响
,

气温高
,

降水多
,

冰雪储量丰富
,

冰川进退活动 明显
,

冰崩雪崩繁多
,

加剧泥石流

活动的固体物质和水源都充足
。

现代冰川区都孕育着产生泥石流的条件
,

以受地震导致冰崩香崩

或冰湖溃决而破坏了冰硫物稳定的地区尤其活跃
。

如受 年强震作用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及其支

流波斗藏布江
、

易贡藏布和东久河等地泥石流集中而活跃
。

波斗藏布江下游沿岸长 公里内
,

有

灾害性泥石流 多处
“’,

著名的古乡
、

迫隆
、

加马其美
、

章陇弄 巴等大泥石流沟都 集 中 在这

里 , 南迎 巴瓦峰地区 也有大型 泥石流 多处
〔” ’。

横断山 区泥石流 以贡 嘎 山 为多
,

也有 多



处
〔‘“

、

亚大陆型冰川泥石流区
。

本区包括喀喇昆仑 山
、

阿尔泰山
、

中国西天 山
、

祁连山东段及喜

马拉雅山北坡等温性冰川区
。

由于该区冰川具有较大的活力
,

部分冰川尚具跃动性质
,

所 以这里

的泥石流也十分发育
,

以冰湖溃决型泥石流为特色
。

由西风气流供给充沛降水的喀喇昆仑山
,

是中

国中纬度属世界最大的冰川作用区
〔“’,

冰川快速前进堵塞成的湖泊溃决时有发生
〔‘“’,

冰崩 雪

崩 也较盛
。

现 已查明
,

中国与巴基斯坦交界的山区就有很多大规模泥石流
〔’“ , ,

中国 对 巴 托 拉

冰川区的泥石流进行了详细考察
‘’ ’。

中国西天山巩乃斯河流域及北疆至南疆的公路沿线
,

雪崩

融水型泥石流到处可见 据王中隆
、

张治中提供的资料
。
根据苏联的泥石流分布图 和 有关 资

料 〔 〕 〔‘“’,

天山西段和阿尔泰山也是冰川泥石流很发育的地区
。

祁连 山东段属季风的强弩之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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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大陆型冰川泥石流区 , 一亚大陆型冰川泥石流区 ,

一海洋型冰川泥石流区 , △一冰湖溃决型泥石流
。

图 中国西部泥石流分布圈

冰川作用弱
,

泥石流分布零星
。

喜马拉雅山北坡多为冰湖溃决型泥石流
。

、

极大陆型冰川泥石流区
。

本区包括天山东段
、

祁连山西段
,

昆仑山和青藏高原北部的冷性

冰川区
。

该区年降水量 一 毫米
,

冰雪积累少
,

冰川活动弱
。

尽管冰碳物很丰富
,

但水源不

足
,

泥石流分布稀琉且规模小
。

已知天山博格达峰等地有冰雪融水型泥石流
〔‘“’ ,

祁连山寺大隆

和冷龙岭北坡
,

均发生灾害性泥石流
〔‘们 〔“ 。’。

青藏高原发育有融冻泥流和石冰川充水形成的小

型 泥石流
〔 ’ 。



二
、

冰川泥石流的形成

目前
,

对冰川泥石流发育的环境有了较一致的看法
〔‘ 「么“’ ,

认为在冰川前进或稳定时期
,

因

缺乏固体物质
,

当形成堵塞湖或遇大型冰崩时才产生泥石流
‘ ’。

它的普遍发育
,

是气候转暖
,

冰川消融加剧
〔 ‘’,

突发性水源增加
,

大量岩屑从冰体中解脱出来后的间冰期中出现的
,

是全球

性同期发生的灾害现象
。

依据斜坡上的土体移动机制
,

冰川泥石 流属于水动力类型
〔““’。

因此坡度对泥石流的形成和

运动都很重要
。

数以千万方计的泥石体
,

以高达 一 米 秒的速度一倾而下
,

全仰赖于 陡 峻的

地形
。

例如
,

秘鲁北部哈萨伦 山一处冰湖溃决泥石流
,

是从海拔
,

米的高山
,

沿

沁

图

一 卜

冰川泥石流形成区 即 与流动区 的沟床比降

户
 卜朋苏

一 知 丫 朋

一

“”几丹石通

一念青唐古拉山西段亚大陆型冰川的冰破
,

由片麻岩
、

大理岩
、

花岗岩
、

闪长岩组成 , 一天山博格达峰极大

陆型冰川的冰碳
,

以辉长岩与辉绿岩为主 , 一西藏卡

加曲海洋型冰川的冰硫
,

岩性同 , 一博格达冰湖沉

积物
。

图 冰玻物的拉度曲线

比降 的山沟流经 公里到海 拔
,

米的一座城市
,

最大 流 速 米 秒
〔‘’ ,

布朗宁
,

 ! 认为

是雪崩速度
。

用国内外资料绘制的泥石流形成 区的

沟道比降图 图 表明
,

冰川泥石流形

成区比降一般达 一
, 比我国暴雨

泥石流形成区为大
〔““’。

我国多山谷冰川
,

新老冰琐物相 当丰

富
。

冰碳层的厚度贡嘎山达 。多米
〔” ,

古

乡沟 一 米
,

储量达 亿立方米
〔 ’,

祁连山也在 米以上
。

每年从现代冰川中

融出的岩屑也很可观
,

古乡沟 平方公里

的冰川中每年脱出 万立方米碎石
。

通过冰硫成分分析发现
,

经寒冻风化

和冰川研磨的物质
,

无论原岩石软硬
,

其

粘土含量均超过
〔“ ’ ,

粉砂量达  

以上
,

高于 中国东部粘性泥石流含粘粒量

的下 限 图
。

高山冰川区因供水方式不同
,

泥石流

的形成过程和规模均有所异
,

分述如下
、

冰川融水型泥石流
。

现有资料表

明
,

产生冰川泥石流的水源
,

以冰川融水

为主
,

积雪融水和液态降水为次
。

海洋型

冰川 区的古乡沟冰川 区 一 月的总水量

万立方米
,

其中冰川融水约 万立方

米
,

融雪水 万立方米
,
雨水 万立方米 , 亚大陆型冰川的巴托拉冰川区

,

冰融水占
,

融

雪水
,

雨水
【“ 。’

大陆型冰川 区大部分为固态降水
““ “’。

冰川消融主要靠持续高温和雨水潜热
,

辐射消融占很大比例
,

喀喇昆仑山达 日

卡 平方厘米
〔’。’。

这些热量要素可 以用气温来表征
。

我国冰川区的年平均气温
,

海洋型冰川

区可达 ℃
,

亚大陆型冰川 区 一 ℃以下
,

一些极大陆型冰川 一 ℃一 一 ℃ 〔“’。

由 此
·

可见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冰川消融以夏季为主
,
并限于冰舌部分

。

消融深度相当于
,

一
,

毫米水银柱
,

由此限定了

泥石流发生的时间
。

促使冰川急剧消融并能激发泥石流的 日平均气温
,

气节。匕训,。任万一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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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古乡沟泥石流发生次数与温度
、

冰川消融

和降水母 的关系

海洋型冰川区约 5 ℃
,

亚大陆型冰川区为

9 ℃ 「““’,

极大陆型冰川区为 7 ℃
。

发生

泥石流的持续高温多出现在焚风天气
,

如

1940年
,

苏联中央高加索的郎巴什里河
、

库伦克尔河
、

阿基尔苏河同时发生了泥石

流
。

海洋型冰川区常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

发生泥石流
〔“‘’ ,

但就全年的水 体 来 源

看
,

要比其它类型冰川区复杂得多
。

从古

乡沟资料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气象要素绘于

图 4
。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

无论天气晴阻

或下雨
,

均可发生泥石流
。

但最适宜的是

晴天高温
,

日平均气温达 9 ℃
,

或高温多

雨
,

如图 4 中 7月 1 日和22 日
,

泥石流分

别达16 次
。

海洋型 冰川泥石流形成的另一特征是
,

季节性积雪与冰川的分布位置差异大
,

消融时间差两个

月
。

不 同时间出现不同成因的泥石流
,

如古乡 6 月融雪水为主
,

7 月 以冰川与积雪融水为主
,

8 一 9

月 以冰川融水为主
。

当年源头区共发生泥石流515 次
: 6 一 7月共41 7次

,
8 月156 次

,
9 月27 次

。

2

、

冰湖波决型泥石流
。

冰面湖
、

冰内湖
、

冰川堵塞湖及冰碳湖统称冰川湖
。

输入的水超过湖

的容量
,

或冰崩雪崩体落入湖中
,

或地震等使湖溃决的洪水
,

均可引起泥石流
。

中国的极大陆型冰川温度低
,

热融作用弱
,

冰面和冰下水系均不发育
〔““’ ,

同时 运 动速 度

小 ‘3 “’ ,

一般无冰面湖和冰川堵塞湖
,

泥石流由冰碳湖溃决形成
。

据冰川学家研究 〔3 们 ,

温性冰

Jll
,

特别是暖性冰川
,

水热条件优越
,

冰体压力大
t‘’ ,

冰内 水系 发育
,

并存 在冰内 湖 与冰 面

湖
。

例如
,

巴托拉冰川冰内
,

拥有储水量9
,

00
0 万立方米的巨大空穴

,

有直径200 一30 0米
,

深 10 。

米的深坑
,

因冰塑性闭合或突然崩塌排出的水
,

足可形成大规模泥石流
。

但中国境内因冰湖溃决

引起的泥石流为数较多 (表 1 )
,

例如
,

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次仁玛措湖
,

于 198 1年 7月 的持续高温

影响下
,

7 月10 日约有70 0万立方米冰块滑入容量约2
,

0
00 万立方米的湖中

,

使湖溃决
,

形成总流量

为16 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
,

流到尼泊尔境内
,

2
00 多人催难

〔““’ 〔““’; 徐道明对该 山区的朋曲河和波

曲河流域356 处冰破湖溃决过程考察后认为
,

落入湖中的大量冰块的冲击
,

是溃决的主要原因 ((( 科

学报》 19 87年 9 月 8 日)
。

1 9 6 5 年西藏东部工布江达的大规模泥石流
,

也是冰块滑入湖中引起的

(唐邦兴)
。

n

.

A

.

契尔卡索夫 (1953) 描述了外伊犁阿拉套山图尤克苏冰湖溃决泥石流
,
那 是

1951年 s 月20日
,

冰融增加
,

湖水位上升
,

长600一700米
、

宽50一60米
、

厚 15一20米的 冰 碳 堤

充水淡决
,

出现体积20 万立方米的泥石流
,

流经 10 公里
〔“ 7 ’ 。

冰川堵塞湖也多出现在水热条件较好的地 区
。

如巴托拉的帕提巴尔冰川
,

1 9 5 7 年与19 74 年分
‘

别出现517
.
5米和 1

,
3 14 米的运动速度

,

日最大流速0
.
59 米

〔’“’,

多次堵塞河谷
,

酿成 大型 泥 石

流
〔’7 ’。

喀喇昆仑山北坡的叶尔羌河也常发生堵塞湖溃决洪水
,

和泥石流 “ 7 ’ 【’“’。

另外
,

由埋藏

冰的融化也可引起泥石流
〔“ “’ 。

3
、

冰崩雪崩型泥石流
。

海洋型冰川区和亚大陆型冰川 区
,

大型冰崩雪崩繁多
〔‘ ”’ ,

可为泥石



表 1 中国及邻近地区冰川湖演决型泥石流

冰川湖名称 地 理 位 置 溃 决 原 因 时 间
(年

。

月
。

日)
泥 石 流 状 况

色旺冰破湖 西藏江孜楚马河 冰舌崩塌落入湖 1954 。

7

。

7

} {

中
_

泥石流洪水淹没大量村庄
、

农田
,

造成有名的
“
江孜大水灾

”

达门拉咳冰碳湖 西藏工布江达唐

布郎沟

冰舌崩塌体落入

湖中

1964 。

9

。
2 6

洛扎县境内冰破湖 喜马拉雅山北坡 冰舌崩塌落入湖中 1981。6 。

2 4

,

次仁玛冰面湖

冰破湖

喜马拉雅山南坡

章藏布

冰川体落入湖中
,

使储水2
,

0 0 0 万

立方米的湖溃决

1964

造成大规模泥石流
,

冲出砂石16 0万

立方米
,

堵断尼羊河

大规模泥石流
,

公路
、

农 田和村庄

迢严重破坏

泥石流波峰高25米
,

冲毁中尼公路

桥
,

冲出泥砂120 万立方米
,

塞堵河流

1981
。

7

。

2 1

扎嘎木冰川湖 加加渡 口至吉隆

公路沿线

1981 造成大规模泥石流
,

冲毁公路

章隆弄 巴冰碳
堵塞湖

易贡藏布 降水使湖汝决 1920

麦兹巴赫冰川

堵塞湖

天 山南坡阿克苏河 冰融水流入 秋季多发生

规模巨大的泥石流堵江成湖

泥石流洪水波及阿克苏城

嘎普山冰川湖 喀喇昆仑山

喀喇昆仑 山

冰融水流入 1929

l)〔l提巴尔冰川

堵塞湖

冰融水增加汝决 1974 。

4

。

1 1

韧L亚加冰川堵塞湖 喀喇昆仑山北坡

祁连山西段

每年夏秋发生

老虎沟冰破湖

冰川融水增加

冰川融水增加 1976

产生总量 4 立方公里的泥石流

泥石流高30 米
,

堆成80 米高的拦河

坝
,

堵洪扎河

形成大规模洪水泥石流

产生稀性泥石 流

流提供足够的水体和泥砂
。

据我们考察
,

西藏东南部的冰崩雪崩十分发育
,

易贡藏布支流勒曲藏布

中一处雪崩堆积体约8
,

00
0 万立方米

,

覆盖了30 0米宽的河谷
;
据古乡沟面积10 平方公里的围谷统

计
,

有20 0多处雪崩堆
,

其中含有2
.
6 % 的碎石

。

据A
.
科瓦列夫研究

〔“3 ’ ,

当气温高达15 ℃时
,

可融

化5
,

00
0 立方米的粒雪和粉冰

,

若使土砂含水量达13 %
,

在雪崩堆上便可形成泥石流
。

规模大的冰

崩 雪崩常由地震引起
。

苏联高加索山194 0年地震
,

引起亚拉拉特山北坡冰崩
,

冰块移至 10 俄里外堆

积高200 一30 0米的石堆
,

三天后形成巨大泥石流
〔“ 7 ] 。 瑞士一次冰崩形成的泥石流

,

埋没一座城

市
,

死亡约 2万人
。

阿拉斯加1964年地震
,

使26 条冰川区同时发生泥石流
〔‘1 。

1 9 5 0 年 8 月15 日

西藏察隅8
.
5级地震

,

使雅鲁藏布江拐弯区 13 条沟发生冰崩泥石流 I
’“’ ,

其中古乡沟冰崩 规模颇

大
,

大量冰雪从海拔6
,

0
00 米高的少女峰腾空而下

,

堵塞上游峡谷
,

历时 3 年后的19 53 年 9 月
,

恰

遇比往年同期多200 毫米的降水和极端最高温度达30
.
3℃的 天气

〔‘ ” ,

终于在 9 月29 日发生流 量
,

2 8

,
6 0 0 立方米/秒的泥石流

,

以高达40 一95 米的浪头破 山而出
,

冲出砂石10 0万立方米
〔咭 2 ’,

堵断

披斗藏布江
,

形成长和公里
、

深40 米的湖泊
。

三
、

冰川泥石流的活动特征

(一) 冰川泥石流的活动周期及原因分析
。

泥石流活动存在 1一 2 万年的长周期和 几 百 年



或十几年的短周期
。

萨克夫 (X
.
只
.
3 a K e B

,
1 9 6 8 ) 和卡斯特尔 斯 姆 (T

.
H 二 K

a 月c T p c M’

1966) 根据冰川变化划出50一90年
、

1 6 0 一150年
、

2 5 3 年
、

5 6 沪年
、

1

,
1 5 3 年

、

1

,
7 0 0 年

、

3

,
4 0 0 年

、

2 0

,
4 0 0 年及40

,
8 0 0 年周期; 马克辛莫夫 (E

.
B
.
M aI’c MMoB ) 根据不同 山 区 冰 川 反映 的气

候特征
,

划分出1
,

85
0 年和 40

,
8

00 年周期; 瑟科(A
.
H
.
lll
eK 。,

1 9 8 0
) 以太阳活动与大 气 环流

为依据
,

较系统地研究了苏联境内的冰川泥石流活动
,

划分出 5一 6 年
、

10 一11 年
、

20 一22 年周

期
〔4 “’ 。

谭万沛 (1980) 分析西藏东南部气候波动
、

大气环境
、

太阳活动与泥石流的关系认为
,

存

在11 年周期
〔“ ’。

中国西部冰缘区1
.
5一 2万年以前及距今 8 一 4千年间的气候 最宜时期

,
·

冰川

普遍消退时 t
“ 心’,

泥石流最活跃
t“ 。’。 长江以南的庐山也在中更新世早期

、

全新世 中期和近期
,

分别出现三期泥石流
〔‘“’。

泥石流的长周期
,

以气候演变
、

植物兴衰
、

新构造运动等大范围的环境变化为背景
。

冰川泥

石流主要受制于气候冷暖干湿变化所反映的冰期与间冰期的水热条件
。

泥石流的短周期
,

直接受

固体物质与水源变化的制约
。

我们根据西藏东南部和喀喇昆仑 山等地的气候及水热条件变化
、

冰

川进退波动与泥石流活动关系的分析结果 (表 2 )
,

得出冰川泥石流活动的以下特征
:

1 、

冰川泥石流以高温与丰富的冰川融水为条件
,

主要发育在冰川急剧消融退缩的间冰期
。

2
、

跃动型冰川区的泥石流
,

以冰川进退波动频繁
、

冰雪积累大于消融阶段为活跃
,

具有 明

显 的短周期
,

如表 2 中的巴托拉泥石流
。

另如苏联对帕米尔熊冰川 (M edv ez hi y G lac ier
,

.

面

积25 平方公里) 的研究
〔‘ “’ ,

1 9 6 3 年前进1
.
6公里

,

日最大速度40 米
,

堵断万奇河成湖
,

溃决 后
,

形成灾害性泥石流
。

活动周期为 12 一14 年
,

预测1974一1975 年再次前进
,

实际上19 73 年 3 月开始

前进
,

至 5 月份前进1
.
5公里

,

再次堵河成湖
。

3
、

冰川泥石流活动与短期内的气温冷暖波动无明显关系
,

如本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
,

中国

冰川区普遍降温
,

若干山区的冰川前进
,

但泥石流依然活跃
。

4
、

冰川前进与后退虽然反映了气候变化的周期
,

但并不同步
,

冰川变化 比气候变化滞后
。

例如
,

本世纪初至二十年代的小降温
,

在巴托拉冰川区 (面积285 平方公里) 至 1966年才有反映
,

滞后40多年
〔1 7 ’。 阿尔卑斯山的特泽冰川 (P asterze

,

面积24平方公里
,

长10公里) 滞 后 3 一 7

表 2 本世纪内部分冰川泥石流活动与水热条件的关系

、
‘

代

…
19。。
一 {
199。
一 …

193。
19 40一1950 1950一1960

西藏东南部冰川区“。,

早少干稀跃润湿活

卜一…降 水

泥 石 流

雨水偏多

活 跃

喀喇昆仑山 巴托拉冰川区 c
’. , ‘4 ? ,

斗竺仁

一
华翌华竺一二一

降 水 }
减 少

} }
增 加

瑞器七矍釜止上墨井摆全互6



年
。

预测常态冰川区的泥石流活动时
,

应根据冰川的物质平衡原理
,

考虑冰川对气候波动反映的

滞后性
。 ’

( 二)冰川泥石流的年际活动特征
。

冰川泥石流 由于不同的成因
,

各具活动的特征
。

瑟科 (A
,

山6K。
,

1 9 8 0 ) 寸葺出
,

即使同一地区的泥石流
,

其活动因成因而异
。

由冰碳坍塌或冰崩物质补给的泥石流
,

其规模和发生次数均随固体物质与水流遭遇的情况而

变化
,

一般都是由强变弱
。

于19 65年曾用此观点预测 了古乡沟泥石流的发展趋势
,
认为除地震引起

大规模冰崩外
,

如同195 3年的那种特大泥石流不会再重演
,

随着冰破沟槽的展宽
,
水与冰碳巡遇

的机会减少
,

泥石流将逐渐减弱
。

近20 年来的事实表明
,

这一预测与实际是一致的
。

它于 1953年

首次暴发
,

六十年代达到高潮
,

最多的一年发生85 次
,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达63 小时; 据
·

目
·

前所

知
,

它居世界首位 (表 3 )
。

易贡藏布章隆弄巴沟19仃2年冰磺坍塌堵塞沟道
,
形成规模巨大的泥

石流
,

其后 的10 一20 年内活跃
,

四十年代以后减弱
。

表 3 不同成因的泥石流发生频率与规模

沟
’

名
地 区

…
成因类型

…
频率 (次/年) 最大Q 。

立方米/秒
冲出皿

(万立方米)

古 乡 沟

章 藏 布

寺 大 隆

帕提巴尔

K a夕H一K Pu k

小阿尔马金河

水
aPean一N ee白 k

蒋 家 沟

念青唐古拉山

喜马 拉雅山

祁 连 山

喀喇昆仑山

P e QH u g

外伊犁阿拉套

冰川融水

冰湖溃决

.
冰雪融水

冰湖溃决

冰川融水

冰碳湖溃决

冰湖溃决

暴 雨

1一85

17年 2 次

10年1一2次

几十年一次

3 一10年 1 次

10多年 1 次

JL年 1 次

一年几次至20 多次

28一 6 0 0

1 5 9
,

2 0 0

6
,

3 0 0

2 8 0

1 0

,
0 0 0

同 上

云南东川

12 ,
0 0 0

1

,
0 0 0

.J 0 0

峨2

5 00

3
.
8 义 1 0 a

3
。

8
x

1 0
a

8 x
1 0

.

2

.

OJ

2

。

仓

2
,

0 0 0 2

。

3

,

产公

产

1

..............

冰湖溃决型泥石流
,

是周期性发生的
。

西藏的若干冰湖约 4一14 年溃决1次 c“〕 ,
喀喇昆仑山的

冰湖溃决有10 一100 年的间隔期
。

苏联的美里 巴哈拉 (M epH 6a x
ap a) 冰湖在三十年代至六 十 年

代
,

几乎连年溃决
,

间隔较长的只有 4 年到 5年 c4
〕 。

阿拉斯加的60 多个冰湖中 , 大部分的 存 在

年限长达40 一60 年
,

其间曾多次溃决 〔‘〕。 相比之下
,

中国的冰湖相对稳定些
,

这可能与水热条伶

较差有关
。

( 三协冰川泥石流的季节性活动特征
。

冰川泥石流活动
,

在中国境内与暴雨泥石流具有同期

性
。

海
‘

洋型冰川区与亚大陆型冰川区的泥石流发生在 5一10 月
,

大陆型冰川区泥石流在 5 一 8 月
,

为多
。

与西风气流 区域的泥石流相比
,

我国的冰川泥石流又有出没时间长的特征
。

苏联中亚的麦

兹巴哈冰湖溃决泥石流在1932一1967年的35 年内共发生23 次
,

9 一10 月份内60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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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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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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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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