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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地凝望喜马拉雅雪峰

古冰斗，在古冰斗的后面有一座直人云端的雪峰，

那就是位于我国西藏聂拉木县境内的西夏邦马

峰。海拔9027米的两夏邦马峰是唯一全部位于

我国境内的辖峰。此时此刻，站在尼泊尔的国土

上，看着这座近在咫尺的海拔g000米以上的雪

山，我感到无比亲切。

如果是在我国西藏的波密和察隅县境内，在

海拔2000米就可以发现典型而且丰富的第四纪

古冰川遗迹(参考《相关链接：冰川知识》)o可

是，尽管我们现在到达地点的海拔高度已经达到

3500米，我却没有发现任何第四纪古冰川的蛛丝

马迹，连—块冰碛漂砾石块都没有。这是为，f_f么?

我感到很纳闷，要知道，这里可是喜马拉雅南坡，

其降水条件远比我国的西藏、四川和云南一带的

海洋性冰川区要优越得多!

不过，我转而又想这也许并不奇怪，原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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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三个：一是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南坡，属于北

半球的阳坡，阳坡接收太阳辐射要比阴坡多'这

当然不利于冰雪的保存和积累。二是尼泊尔山地

纬度基本匕都在北纬30度以内，兰坦地区更是在

北纬29度范围以南，这比我国绝大多数冰川分布

区的纬度都低，低纬度的气候自然要比高纬度地区

暖和—些，这自然又是不利于冰J I I发育的—个重要

因素。第i就是地形因素了。喜马拉雅北坡的高

原面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那里有更多更大的面

积可供固态冰雪的积累，丰富的固态冰雪物质在

形成冰J J l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可以流到海拔更低

的地力：当气温匕升；气候变暖之后，冰川退缩后

就会留下大量的第四纪古冰川遗迹；而在喜马拉

雅南坡的尼泊尔，在不足200千米的水平距离内，

海拔高度从100米左右的低山突然陡变为8000米

以上的极高山地，山势险峻，雪线以上能提供冰

雪物质积累的面积十分有限，当然也就不可能有

更多的冰川I物质流到耍口氐的地／rTo

喜马拉雅南、北坡的差异，还可以用两地现

代冰川I的分布、发育差异来加以证明。

在我国，西藏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

地区．不少山谷冰川I的长度都在10千米以上，

面积也多在20平方千米以上，冰川末端延伸到

海拔3000米以下；西藏察隅县境内的阿扎冰川

和波密县境内的卡青冰川，冰川末端延伸到海拔

丝壁壁冰川知识
冰川是在一定地形条件下的气候变化的产物·

在地球的南北两极或者一些高山、高原地区，由于这

些地区的气温常年处于零温或负温状态，降雪常年不

化，或者积累量大于融化量，积雪越来越厚，并在地

球引力作用下逐渐变得密实。部分融雪水渗入雪层内

部重新被冻结，进一步加快了雪层密实化过程。在积

鲁逐渐密实化过程中，密度仅为每立方米O．1～0．3

克的雪，最终变成密度达每立方米0．8克以上的冰

2600米、可以种植玉米和茶叶的地方；四川贡嘎

山的海螺沟冰川，冰川末端延伸到海拔2980米

的原始森林带中；云南梅里雪山下的明永冰川，

冰JII末端延伸到海拔2750米的农田附近。

而在尼泊尔，纵观其境内的3252条、总面

积达5324平方千米的现代冰J II，冰川末端延伸到

海拔4000米以下的冰川共有23条(其中10条近

几年中已经后退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度)；冰

川末端延伸到海拔3000米以下的冰川仅有一条，

这就是位于甘达基专区戈尔卡县境内的世界第八

高峰马那苏鲁(海拔8163米)东坡的马那苏鲁(暂

名)冰川，冰JlI末端海拔2865米。

冰川具有淡水资源、气候变化“检测器”、

气候变化“调节器”三大功能。如果喜马拉雅地

区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仅根据冰川编目资料就

可以作出许多关于冰川变化与气候变化的趋势预

测，提出关于冰川洪水、冰湖溃决等冰川灾害的

应对策略’从而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此外，还可以利用遥感等现代科技手段x,排J l l、

冰湖动态进行监测，对申上游流域的冰川、冰湖

及冰川堆积物的稳定性和灾害发生的风险进行

分类和评估，这必将对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命财

产、经济社会的建设、生态旅游业的开发起到保

障和预警作用，意义十分重大。童r

川冰。冰川冰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从海拔较高的积

累区流向下游地区，于是便形成了冰川。目前地球上

存在的冰川，如南、北两极和喜马拉雅山的冰／llnLI。现

代冰川”。曾经发生过的冰川，后来退缩消失，仅留

下一系列冰川作用过的遗迹，这样的冰川叫。古冰川。

或“古冰川遗迹”。由于这些过程发生在200多万年

以来的第四纪，所以科学家又称之为。第四纪古冰川”

或“第四纪古冰川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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