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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手册 的 目的 在 于 向 地 理学 家 、 地 质 学 家 用 粽 合 郑 察 队 介 帮 野外 工作 方法 全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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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 BE) I RT BL, ANE PA Ka 

。 “部 分 的 选 潜 。 这 是 地 理学 家 、 地 质 学 家 以 及 从 事 野 外 调查 工作 的 同志 的 一 本 重要 手 
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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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家 与 地 志学 家 手册 ”是 苏联 各 亲自 然 科学 家 30 多 年 来 
参加 入 会 主义 灼 济 建设 实践 的 灼 验 总 烙 , 由 苏联 自然 科学 各 部 六 
申 的 权威 学 者 耸 头 执笔 号 成 , 由 斯 大 林 奖 金 获得 者 C. B. RHE 
契 夫 通讯 院士 主 桩 。 全 叫 共 分 两 埠 ， 上 均 主要 介 铝 旅行 队 和 野外 
GBB WORT. BOR, 应 有 的 装备 及 必要 的 技术 知识 (如 和 急救 
法 、 帐 莲 布 冒 法 、 摄 影 广 法、 简单 的 测量 等 等 )。 下 齿 则 人 针对 不 同 的 
调查 对 象 介 绍 了 各 种 调查 研究 的 方法 (如 地 形 、 地 质 、 土 壤 、 植物、 
风 楷 壳 、 流 水 地下水、 湖沼 、 冰 川 .考古 、 人 类 学 、 沟 济 地 理 …… 等 ; 
另外 , 还 专 有 一 章 叙 述 竺 合 自然 地 理 调 查 的 方法 ) , 列举 了 调查 的 
MGA, 并 对 某 些 自然 界 现象 和 作用 作 了 简明 的 解释 。 

现在 正 植 我国 实行 第 一 个 五 年 计划 、 大 规模 开展 自然 套 源 勘 
Bey ef, 把 这 部 手册 翻 泡 出 来 , 对 于 我 国 地 质 、 地 瑶 、 土 壤 、 植 物 、 农 
穆 、 无 其 是 地 理 方 面 的 野外 工作 者 们 的 工作 是 有 很 大 丛 处 的 。 这 
部 手册 耻 仅 供 野 外 工作 者 之 用 , 还 可 以 作为 高 等 学 校 有 关 学 科 的 
数 师 和 学 生 的 数学 参考 春 料 。 由 于 这 部 届 查 手册 内 容 分 量 很 大 ， 
而 我 们 的 翻 弃 力量 有 限 , 在 短期 内 不 可 能 将 全 书 兆 出 , 只 好 先 从 下 
答 中 就 目前 研究 工作 和 数学 上 较 迫 切 需要 的 几 章 选 译 出 来 ， 结 成 
此 册 , 其 余 的 以 后 将 陆 蒜 译 出 , 分 册 出 版 。 这 样 做 虽然 打 乱 了 原 书 

各 章 的 排列 次序, 但 好 在 各 章 都 是 可 以 独立 存在 的 专著 , 并 无 多 大 
妨碍 。 第 一 具 已 由 科学 出 版 社 另 外 粗 催 常 顺 康 等 同志 翻 部 ， 不 久 
BN ay HH Hi 
”参加 本 书 翻 中 工作 的 有 王 乃 标 , ER, 陈 静 生 , 江美 球 ,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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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同志 ; 参加 校 闭 工作 的 除 上 迹 同 志 外 , 还 有 陈 传 康 同志 ; 最 后 由 
SE BLA SE TCHS Pel T SAB ; 

“本 手册 的 读者 对 象 是 : BAS ROE HR, 
学 农学 及 动 植物 学 的 野外 工作 者 , 中 学 地 理 数 师 等 。 

SS | 
1956 年 5 AFAR AE 

| 

: 
i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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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家 与 地 志学 家 手册 ?下 泡 包 括 野 外 工作 时 必然 会 接触 到 
SERN he RES eZ. 

AFH BAO TEF RAO ARB BS BF ED 
法 ; PANERA A SAAR MARCA RE D 和 完 完 
成 伟 夫 的 斯 大 林 改 造 自然 计划 有 关 的 实际 任务 。 

政府 所 提出 的 关于 伟大 的 斯 大 林 建 筑 工 程 一 -世界 上 从 未 有 
过 的 互 大 水 电站 和 运河 的 建筑 工程 一 -这 一 具有 历史 意义 的 次 履 
向 苏 联 的 调查 工作 者 提出 了 一 项 新 的 重大 任务 。 这 些 工 程 将 为 我 
国生 产 力 的 进一步 发 展 和 共产 主义 物质 基础 的 建立 打开 一 个 新 的 
#07C. 

1949 年 ， 我 们 出 版 了 区 个 手册 的 第 一 泡 ， SB pies 
于 考察 技 术 方面 的 各 种 论文 , 第 一 答 是 供 无 葵 哪 一 种 专业 和 无 葵 

“ 哪 二 种 数 育 程度 的 调查 工作 者 用 的 。 在 入 第 二 答 的 时 候 ; 要 为 它 
AE eB, By ESE WA LM CREA EH PE 
就 困难 得 多 了 。 

一 方面 , 要 使 这 一 知 手 册 成 为 一 本 供 各 科学 部 门 专家 用 的 妓 
詹 调 查 指南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为 任何 一 门 科 学 的 指南 , 其 篇 幅 都 要 超 
过 这 一 答 手 册 , 何况 大 部 分 的 科学 部 门 都 已 出 版 了 这 样 的 手册 。 
VAG WRK, 我 们 并 不 是 要 为 没有 一 点 自然 科学 基础 的 人 舌 
纂 道 俗 的 手册 , 因为 那样 的 手册 , MRRP Ss SASS 

“一 起 包括 在 内 , 那 就 需要 有 很 大 很 大 的 篇 幅 ; 此 外 , 值 此 普及 知 城 
轧 成 为 苏联 科学 家 个 一 项 重要 任务 之 际 , 几乎 在 所 有 知 哉 部 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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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已 出 版 了 大 量 的 遂 俗 小 书 和 指南 。 
FR, VRID GE LAMAR EAS EHD, BE 

WL LESTE T PEWS FL Bi eS — BE A 44 AY HS PD 
这 类 调查 工作 者 用 的 特 合 手册 。 属 于 这 类 调查 者 的 是 : DRA 
合 疆 查 的 地 理学 家 ; (2) 除了 自己 猎 常 的 工作 之 外 ; 有 时 还 得 进行 
另 一 门 与 自己 专业 相 卷 的 科学 调查 工作 的 各 专业 部 关 的 自然 科学 
De PE 

进行 自然 地 理 考察 和 实习 的 高 等 学 校 数 授 ; (5) BA ie esa 
的 区 域 地 理学 家 以 及 渴望 献身 于 租 国 研究 事业 的 旅行 家 等 。 

由 于 本 手册 各 章 的 篇幅 并 不 大 , 所 以 除了 提出 野外 考察 的 笛 
要 和 方法 以 外 , BER BY PS EASE BT BEA. A 
此 , AR ABA, SSCL WD) TP ae : 
ES. 

SAFETE DASE AN NaF HK ABERE FT PPLE, 虽然 常 党 还 
必须 在 一 些 研 究 得 仍 不 够 深入 的 地 区 展开 铀 查 工 作 ; 而 且 还 必须 
在 这 些 地 区 进行 路 线 调 查 和 小 比 尺 届 查 , 但 是 占 主 要 地 位 的 , 当然 
FEAT BEE BE FSET FCA He ETT A EE, PR 
ABE MNO, TALE MR CEREREMARA 
Air Fee dN FC at Be Se, Ale, PR TRA 
ODA A BAR TE HOSE Tt BEBE gD, Te 
WAR HI AA Sa bel BI De TE GE He PSHE He aie 3 
入 的 方法 。 

正 因为 糯 写 的 方针 是 这 样 决定 下 来 的 , 所 以 在 本 手册 中 , 有 好 
几 章 就 不 得 不 带 有 很 专门 的 性 质 。 但 是 在 这 几 章 里 同样 也 包括 有 
相当 多 的 比较 浇 近 易 行 的 野外 调查 指南 , SER, 包括 有 相当 
多 的 不 需要 复杂 仪器 设备 、 PEALE DL ASE MURR A 
行 的 这 类 野外 调查 的 指南 。 

由 于 这 部 手册 是 在 许多 作者 参加 下 壤 纂 而 成 的 , 加 上 自然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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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 el a 4 

. . ? 

> = * 

i 者 za V 

。 学 市 某 些 部 门 的 方法 又 非常 翻 臻 ,所 以 要 想 使 本 手册 取得 完全 的 
王 致 无 疑 地 是 很 困难 的 。 有 几 章 在 茶 些 方面 已 沟 离 开 了 原 定 的 标 

He, PANE Lee, 方法 指南 不 得 不 写 得 少 些 , 而 解释 性 的 查 料 
却 写 得 相当 多 。 原 因 是 访 种 调查 法 比较 新 , 因而 这 些 春 料 就 显得 
”很 有 用 了 。 另 外 有 几 章 , 方法 指南 则 写 得 较 少 , 而 偏重 于 比较 枯 燥 

的 调查 大 先 。 : 

最 腊 离 原 定 标准 的 要 算是 第 21 章 和 第 1 章 。 第 21 BE 

”调查 的 概述 , 而 这 对 于 了 解 地 瑶 学 的 总 任务 来 设 是 有 必要 指 , 因为 
在 其 他 几 章 中 虽然 也 提供 了 地 瑶 调 查 的 方法 , 但 它们 都 是 关 述 地 

复学 中 的 某 些 局 部 问题 的 。 

第 工 章 , ARAL, LMA A 然 地 理 调查 方法 的 初步 

试 ,因此 这 一 章 的 叙述 与 其 襄 是 具有 具体 指南 的 性 质 , Bonet 

”县 有 总 论 的 性 质 。 

<A UIs ee AEF OMAR I A, 就 其 性 

夏 来 襄 ， 全 然 不 同 于 本 答 中 的 其 他 各 章 。 这 一 章 的 目的 在 于 使 每 

一 个 野外 调查 者 能 利用 最 简单 的 气象 仪器 和 对 地 方 特点 的 观察 糙 
果 来 制 别 天 气 的 特性 , 预测 它 在 最 短期 间 内 的 变化。 这 种 对 天 气 

的 最 简单 的 预测 是 野外 工作 时 常常 所 必需 的 。 所 以 这 一 章 主要 包 

“ 括 了 解释 性 春 料 , 与 本 手册 第 一 答 的 题材 相近 。 属 于 这 一 类 题材 

的 , 还 有 关于 地 名 香 妈 的 一 章 。 

CS IE ALR JL, PNB T BA ALA He 
(关于 最 重要 的 矿物 , HE, BEDE). SMA 
网 方 面 的 这 种 针 定 至 为 广泛 , 由 于 本 答 的 篇 幅 所 限 而 无 法 把 它们 
列 入 。 

也 正如 在 第 一 答 中 一 样 , 我 们 没有 提出 海洋 地 理 调 查 的 指南 ， 
因为 在 目前 , 海洋 地 理 调查 道 常 是 由 备 有 复杂 仪器 并 且 富 有 沟 三 
的 调查 团 进 行 的 。 我 们 只 列 入 了 关于 海岸 研究 的 方法 指南 (第 5 

Fi), 因为 对 海岸 的 研究 , BN SEZERE LCF, 也 常常 要 进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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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 文科 学 万 面 , 我 们 也 不 得 不 为 本 手册 的 题材 作 岂 二 定 的 
限制 , 从 地 理学 家 和 区 域 地 理学 家 感 兴趣 的 一 般 问 题 申 删除 子 那 
些 已 属于 历史 学 、 文 学 和 艺术 方面 的 问题 。 例 如 在 考古 学 ( 诗 花 原 
始 文化 的 ) 一 章 中 , PRE AE PRLS BA MRR 
斯 .黑海 沿岸 及 中 亚 站 亚 的 建筑 与 艺术 程 念 物 的 届 查 列 入 。 在 大 
文学 一 章 中 , 我 们 删除 了 关于 收集 民情 风俗 这 一 节 。 我 国 边 区 历 
史 的 研究 指南 也 未 列 入， 因为 二 种 研究 的 指南 需要 大 大 的 加 本 手 
册 的 Fr DR o 

和 本 手册 第 一 答 一 样 , 第 二 答 同 样 是 以 祖国 科学 上 的 成 就 及 
苏 锥 埃 科学 家 和 革命 前 俄国 科学 方面 的 沟 典 作家 所 拟定 的 方法 作 

为 基础 的 。 所 以 , 在 所 介 右 的 贿 考 妇 献 中 , 我 们 只 举 出 了 俄 交 的 。 

在 每 一 章 中 , RAE SRF BSA HRA SE OKS 

PAM EW RARE SS) MRM BNE HBR 

别 问题 的 文章 , ES A DAA HOSES A Ce SF AD OMIA 

sR. A ILE — Pane A ee IK BB BHFWNS SE 

手册 的 目录 单 。 

” 象 本 手册 这 样 的 著作 需要 进行 专 四 的 定稿 工作 。 入 辑 委员 会 

非常 感激 本 手册 的 全 体 作者 , AA REA OH ee 
便 促 可 能 使 所 有 文章 性 质 趟 于 一 致 。 我 们 还 要 借用 这 个 桃 会 向 本 

手册 的 评阅 者 致谢 , 他 们 的 批评 性 评论 对 于 本 手册 的 改进 有 很 类 

的 帮助 。 本 手册 全 部 的 评阅 者 是 C. B. ERSTE, 企 别 章节 的 评 

Baas: Jl. JI. Bal Aree FR, C. JL. 巴 斯 塔 莫 夫 , C. H. SESE PSE, 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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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辑 委员 会 欢迎 著者 对 本 手册 的 缺点 提出 批评 并 对 本 手册 中 
| 应 雯 加 以 补充 和 修正 的 地 方 提出 意见 ， 所 有 这 些 意见 都 将 于 再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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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R, 自然 地 理 调 查 工 作 的 意义 是 非常 重大 的 。 共 产 主义 
社会 的 建设 及 由 此 而 带 来 的 我 们 社会 主义 国家 生产 力 的 飞速 发 
FB, 不 仅 要 求 妖 租 知 道 每 一 个 大 区 的 自然 地 理 情 况 , 而 且 也 要 求 对 
故国 每 一 个 小 的 角落 的 自然 地 理 情 况 有 所 了 解 。 

WHR ER, 自然 地 理 调 查 工作 应 该 带 有 煤 合 的 性 质 ; 这 种 调 
查 的 必要 性 和 意义 , 都 是 非常 互 大 的 。 和 社会 主义 建设 的 实践 对 地 
理学 家 提出 了 一 项 与 年 俱 增 的 日 俭 迫 切 的 要 求 , 就 是 对 各 地 区 进 
知 和 茸 谷 研究 。 这 种 研究 是 一 种 最 有 成 效 的 研究 方法 ， 因 为 马克 思 
主义 等 证 法 “不 是 把 自然 界 看 作 什 么 彼此 隔 高 ; 彼此 孤立 、 彼 此 不 
相合 硬 的 各 个 对 象 或 各 个 现象 的 偶然 堆积 ， 而 是 把 它 看 作 有 内 在 
AVR, 其 中 各 个 对 象 或 各 个 现象 是 互相 密切 联系 着 、 互 
AIRS. OIRO, Alt, Rear BAR 
象 ; 如 果 把 它 孤 独 拿 来 看 ， 把 它 看 作 是 与 其 周围 没有 联系 的 现象 ， 
那 它 就 成 为 不 可 了 解 的 东西 ， 因 为 自然 界 任何 部 分 中 任何 一 种 现 
象 , 如 时 把 它 看 作 是 与 周围 条 件 疫 有 联系 的 现象 , 看 作 是 与 它们 隔 
离 的 现象 , 那 它 就 变 成 毫 无 意思 的 东西 ; 反之 , 任何 一 种 现象 , 如 蛙 
把 它 看 作 是 与 周围 现象 密切 联系 而 不 可 分 离 的 现象 ， 把 它 看 作 是 
周围 现象 所 制约 的 现象 , 那 它 就 是 可 以 了 解 , 可 以 论证 的 东西 了 。” 
(斯 大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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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 ESL Br SAP EF HAE PO, «SRK 

些 地 区 进行 全 面 的 研究 , 不 了 解 这 些 地 区 自然 界 发 展 的 规律 , 没有 ， 
明白 这 些 地 区 各 要 素 间 深 列 的 联系 .相互 依 顿 性 及 相互 制 狗 性 , 是 ， 

不 可 能 胜利 地 加 以 解决 的 。 

搞 清 楚 景 观 各 要 素 间 所 不 断 发 生 的 各 种 相互 作用 的 性 夺 

向 , 对 于 实际 工作 具有 深 列 的 意义 。 只 有 对 景观 的 发 展 规 律 和 各 里 

景观 之 间 的 某 些 相互 作用 的 性 质 进 行 了 研究 , 才能 有 把 握 ̀ 有 计 ， 

划 地 改变 景观 内 的 自然 情况 。 这 一 点 也 正 是 我 们 入 会 主义 沟 箭 根 

AAS AF ALA ABE MBF IEE HT, ED ALA EAR SE SRE 

是 自发 地 利用 各 地 区 和 掠夺 式 地 利用 天 然 财 富 的 。 
我 们 在 任何 一 个 地 区 都 可 以 看 到 自然 界 各 要 素 的 极其 多 种 多 

FERNY ti (coueranne), 这 些 秸 合体 从 一 个 地 方向 另 一 个 地 方 变 

化 着 , 形成 无 数 各 不 相同 的 复合 体 (KoM6zHaIa)。 有 着 内 部 联系 
的 并且 受到 空间 限制 的 各 自然 要 素 披 此 车 合 在 一 起 , 便 粗 成 了 一 
+ BAR — PE, 称 为 自然 区 域 粽 合体 (pzpomrHEI 首 Tepuropualtb— — 

“1 

HBI 首 KOMIUIeKC)。 每 一 个 这 种 车 合 体 又 在 其 内 部 形成 此 糙 合 体内 “ 
部 各 要 素 间 的 相互 联系 和 相互 作用 的 独特 特征 。 因 此 不 HE RAMEE 
何某 一 个 尺度 上 来 了 解 一 个 地 区 的 所 有 各 部 区。 地 理学 家 首先 应 
Ys) FT EHV: 一 个 地 区 是 由 哪些 自然 区 域 烷 合 体 粗 成 的 ;这 “ 
些 自然 区 域 糙 合 体 相 互 不 同 之 处 在 哪里 ; 哪些 自然 区 域 特 合 体 是 
特殊 的 和 在 实际 上 是 最 重要 的 ; 它们 是 怎样 耸 布 的 和 处 于 什 妈 样 
的 相互 关系 之 中 ; 它们 内 部 的 动态 .它们 的 历史 和 发 展 的 趋 要 怎 ， 
样 。 只 有 解决 了 这 些 问 题 之 后 ， 才 能 按照 自己 的 意图 干涉 这 些 煤 
合体 的 发 展 和 改造 它们 。 让 

近年 来 苏联 地 理学 已 经 把 研 客 各 种 自然 区 域 粽 合 体 以 便 掌握 “ 
它们 、 使 它们 为 我 国 社会 主义 沟 济 服务 的 间 题 提出 来 作为 自己 最 。 
重要 的 一 个 任务 。 苏 联 地 理学 不 仅 在 竭力 只 截 自 然 区 域 煤 合体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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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的 总 规律 ， 而 且 也 在 况 力 认 截 局 部 的 为 某 一 具体 地 区 所 特有 的 
规律。 地 理学 中 专门 研究 这 些 问 题 的 学 科 叫 做 地 理 景观 学 。 

苏联 地 理学 训 为 地 理 景观 是 区 域 粽 合体 在 共 类 系 瓯 上 的 主要 
的 或 起 码 的 单位 x 。 地 理 景观 是 -种 在 发 生 上 属于 同类 的 、 按 辩 
ATER RRM EMA, TREE, WOES 
A HATE BOORAH J BE, 地形、 地表 水 和 地 下 水 、 
AUR, 土壤 和 士 种 、 植 物 群落 和 动物 群落 等 ) 有 规律 地 和 与 型 地 
重复 则 现 ( 见 参考 萎 献 [6 ] )。 

每 一 个 景观 都 是 由 许多 较 小 的 单位 所 粗 成 的 \ 极 其 复杂 的 自 
然 区 域 竺 合体 。 从 糙 树 上 来 说 ,最 简单 的 是 相 (四 ar) 。 相 是 一 
种 在 其 整个 范 轩 内 有 着 相同 的 岩石 情况 相同 的 地 形 和 潮湿 状况 ， 
有 着 同一 种 土壤 和 同一 种 生物 群落 的 自然 区 域 粽 合体 。 在 相 的 范 
(BA, 形成 同一 种 小 气候 。 相 的 实例 有 : 1) 均 沟 (6arka) 的 平坦 的 
底部 ; 幼 均 沟 的 沟 坡 (例如 , 朝 北 的 沟 坡 或 朝 南 的 沟 坡 ); 3) ITE 
#3}; 4) 在 其 卉 内 保存 着 上 述 各 条 件 的 牙 水 恰 部 牙 等 。 在 切割 电 

” 形 区 , PARMAR, 而 且 每 一 个 相 的 面积 是 不 大 的 ; ER 
AHEM, 相 就 有 了 较 大 的 面积 。 

景观 中 最 大 的 部 分 一 一 地 理 景 区 (reorpaduyeckoe ypoun- 

ie ) 一 一 是 从 布 在 一 定 体系 中 的 一 系列 的 相 所 粗 成 的 自然 区 域 竺 
合体 。 神 沟 (ogpar) 是 一 个 明显 的 自然 区 域 综 合体 , 它 完 全 不 同 于 
牙 布 在 冲 沟 间 平坦 地 区 的 其 他 粽 合体 。 这 两 个 景区 都 各 有 其 特有 
A, FEO, 例如 冲 沟 是 一 个 景区 , 而 冲 沟 间 的 地 区 则 
是 另外 一 个 景区 。 带 有 湖 和 沼泽 的 冰 磺 盆地 也 是 景区 。 

好 光 企 或 许多 个 有 规律 的 典型 重复 出 现 的 景区 , AT 
成 为 一 个 地 理 景 观 。 

。 ” 苏联 有 不 少 地 理学 家 如 为 景观 不 能 作为 一 种 区 划 单 位 , 余 见 “地 理 以 报 ”1955 年 

第 2 期 李 多 夫 的 “花生 然 地 理 区 划 的 原则 ”一 一 如 者 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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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景观 的 各 个 部 分 , 有 着 完 全 不 同 的 自然 情况 。 因 此 我 们 在 
解决 利用 某 种 景观 , 或 改造 某 种 景观 内 的 自然 界 以 适应 我 国 和 社会 
主义 沟 济 建设 的 问题 时 , 不 能 只 开 出 某 一 种 单方 。 例 如 : 低 更 沼泽 
AE GEM, MOE, 它 就 能 成 为 良好 的 草地 .田园 和 鞭 园 ;水 
REE YE Ath FS EB, 但 对 这 种 沼泽 地 的 利用 却 完 对 有 另外 三 
种 特点 。 要 开发 ,利用 和 改造 任何 一 个 景观 的 时 候 ) 对 手 景观 中 的 
每 一 个 单位 , 都 需要 采取 特别 的 措施 。 这 一 点 已 沟 为 草原 和 草原 
森林 带 改 造 自 然 的 狼 双 有力 地 起 明了 。 例 如 在 同一 各 景观 中 ， 有 
些 地 方 需要 营造 防风 带 , 有 些 地 三 需要 布置 防止 侵 便 带 , Ale 
则 需要 植物 折 坡 , 有 些 地 方 需要 种 植 密集 的 树 床 。 

在 进行 烷 合 的 景观 的 ) 研究 时 , 必须 要 深 列 而 有 区 别 地 对 待 
每 一 个 地 区 。 在 弄 清 楚 一 个 景观 是 由 哪些 自然 区 域 、 煤 合体 所 粗 
成 的 问题 之 后 , 就 必须 假 可 能 详 短 地 从 烷 合 体 的 构造 ,动态 及 其 发. 
展 的 历史 方面 来 研究 每 一 个 烷 合 体 , 查 明 煤 合体 发 展 的 方向 ; AOA 
出 整个 地 区 的 景观 图 ， 拟 定 出 最 重要 和 最 有 成 效 的 改造 自然 的 措 
施 , 计算 出 所 有 现 有 的 自然 春 源 工 且 对 它们 作出 正确 的 估价 。 

当 我 们 要 在 很 短促 的 时 间 内 对 一 些 由 好 光 个 景观 所 粗 成 的 很 
大 的 地 区 进行 研究 时 ,所 要 弄 清 楚 的 各 个 问题 仍 应 毛 上 入 方 式 加 
以 关上 明 , 但 是 研究 的 详 秋 程度 则 可 以 有 很 大 的 出 入 。 

2. 综合 考察 队 的 组 秩 

糙 合 考 你 队 眠 可 以 是 一 个 全 部 粗 成 成 员 都 是 地 理 景观 学 家 的 
ALAR, 也 可 以 是 一 个 以 地 理 景观 学 家 为 队长 并 有 疾 多 其 他 别 的 专 。 
RETAIL, 如 果 领 导 亦 烷 合 调查 队 的 卉 不 是 一 个 地 理学 家 , 那 ，， 
末 这 个 癸 导 者 必须 道 晓 有 关 自 然 地 理 的 各 种 问题 ， 特 别 是 景观 学 
的 问题。 a ee 

第 一 种 方式 较 好 , AAA ROVER, 由 于 自己 的 专业 特 
点 ,能够 在 野外 立即 划分 出 大 的 和 小 的 区 域 粕 合体 , 将 它 仙 葵 制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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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对 它们 作出 必要 的 描述 , 找 出 存在 于 它们 内 部 并 决定 着 它们 本 
身 存 在 的 深 列 内 部 联系 和 仗 屯 性 。 景 观 学 家 不 但 会 注意 这 些 作为 
自然 狭 一 体 的 粽 合体 的 发 展 问题 ， 不 但 会 注意 是 不 是 能 够 改变 和 
改造 这 些 煤 合体 的 自然 情况 的 问题 ， 而 且 也 会 注意 这 些 煤 合体 内 
所 葡 藏 的 碍 源 等 等 。 地 理学 家 的 故 验 越 是 丰富 ， 这 些 任 务 就 会 解 
决 得 越 好 越 快 。 因 此 有 好 几 位 自然 地 理学 家 参加 的 粽 合 考察 队 能 
够 十 牙 详 尽 地 研究 大 区 的 情况 。 但 在 部 门 式 的 研究 中 (地 植物 的 、 
邢 形 的 、 寺 塘 的 研究 等 )， 自 然 地 理学 家 所 作 的 工作 当然 会 比 各 底 
部 闲 的 专家 所 作 的 工作 少 些 。 和 有 各 种 专家 参加 的 粽 合 考察 队 比 
起来, 这 的 确 是 一 个 铅 点 。 但 是 这 个 缺点 却 为 许多 其 他 的 优点 , 万 
其 是 为 工作 上 的 明确 目的 性 这 一 特点 所 补足 。 

下 好 几 个 或 者 许多 个 专家 粗 成 的 考察 队 ， 人 能 够 对 调查 地 区 的 
自然 办 下 各 个 最 重要 的 要 素 作 出 比较 深 列 的 从 析 。 但 是 为 了 能 
这 种 研究 工作 做 得 十 分群 和 , 就 需要 有 好 几 个 同一 专业 的 专家 , 否 
AU AETASE AHO IY, 群 尽 的 程度 是 不 可 能 很 高 的 。 

在 工作 的 相互 配合 与 联系 方面 比较 复杂 ， 这 是 由 各 门 专家 粗 
成 的 考 佬 队 的 缺点 。 其 所 以 会 产生 这 种 侧 点 , ZEKE 
是 由 于 不 了 解 符合 考察 队 的 总 任务 ， 倒 不 如 届 是 由 于 工作 步 届 的 
不 一 致 。 而 这 种 情况 则 是 由 于 各 门 专 业 所 应 用 的 研究 方法 各 不 相 
MMi, CE, 各 门 专家 必须 在 同一 地 区 各 自 进行 自己 的 工作 ， 
伪 是 他 们 到 野外 去 的 时 候 又 必须 随时 都 在 一 起 ， 以 便 共 同 解决 兰 
允 对 每 一 门 专家 都 很 重要 的 问题 。 狂 验证 明 ， 要 等 到 在 基地 会 面 
了 蛙 才 来 共同 讨 花 野外 考察 过 程 中 所 作 的 观察 和 试图 将 这 些 观察 车- 
奉 起 来 的 这 种 工作 方法 是 不 入 当 的 。 

为 了 能 稍稍 改正 这 种 情况 ， 最 好 先 由 自然 地 理学 家 (景观 学 
家 ) 初步 调查 一 下 某 个 地 区 ， 把 它 个 划 从 成 大 的 和 小 的 自然 区 域 
粽 春 体 ， 答 制 出 那 怕 是 一 种 初步 的 景观 图 ， 指 出 各 门 专家 必须 详 
尽 研究 的 每 一 种 类 型 的 区 域 和 综合 体 中 最 特殊 的 东西 。 地 理 景观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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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要 为 各 门 专家 指明 下 述 各 问题 : ARERR, BE 
体内 各 要 素 间 的 相互 联系 和 相互 作用 ， 煤 合体 的 发 展 喝 洒 改 造 烷 
合体 的 自然 情况 的 合理 方法 在 某 些 措施 实现 后 将 会 发 生 的 后 时 等 
等 。 

”解决 上 述 间 题 的 先决 条 件 是 景观 学 家 必需 要 有 这 种 王 作 的 丰 
富 狼 有 验 ， 至 于 从 事 此 类 调查 研究 的 科学 工作 者 应 当 具 备 的 其 他 素 
养 就 更 不 用 说 了 。 

烷 合 考察 队 的 组 积 工 作 是 非常 复杂 的 ， 而 且 只 有 在 所 有 的 参 © 
加 者 都 能 十 分 清楚 地 了 解 总 的 任务 ， 都 能 作 好 自己 应 当 完 成 的 调 “ 
查 时 , 工作 才能 顺利 开展 。 当 考察 队 是 由 各 部 四 的 专家 钥 成 时 这 
一 点 就 显得 特别 重要 。 在 这 种 考察 队 里 ， 颌 导 考 所 要 起 的 作用 也 
大 大 的 复杂 起 来 。 他 必须 著 于 使 各 个 专家 的 工作 沿 着 总 的 地 道 进 
行 , 必须 善于 把 他 们 的 工作 相互 配合 起 来 , 而 且 必须 能 够 坚决 完成 
为 保证 整个 考察 队 的 工作 得 以 顺利 进行 而 必须 完成 的 全 部 任务 。 

很 好 地 挑选 科学 工作 人 员 ， 这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蔡 合 考察 队 的 
队员 人 数 ， 不 仅 决 定 于 研究 地 区 的 面积 和 根据 已 定 规模 定 出 的 工 “ 
作 的 妖 翻 程度, 而 且 也 取决 于 工作 人 员 的 业务 水 平 。 
参加 糙 合 考察 的 ， 除 了 地 理 景观 学 家 以 外 , 还 应 当 有 二 质 学 

家 、 地 瑶 学 家 ,气候 学 家 (小 气候 学 家 )\ 水 妇 学 家 ,土壤 学 家 .地 植 “ 
物 学 家 和 动物 生态 学 家 。 此 外 ， 还 可 以 根据 炉 合 考 你 队 的 目的 而 
钓 请 森林 学 家 、 土壤 改良 学 家 ;农学 家 、 水 利 工 程 学 家 等 其 他 部 门 。 
的 专家 参加 。 | | 
考察 前 的 准备 工作 在 准备 时 期 应 当 采 取 的 最 重要 的 措施 ” 

如 下 : 

i) HALA RRO SABO TSA 
所 应 解决 的 重要 问题 (参看 本 书 第 1 ABBE 1 Be), “演讲 

ii) RATHER ASE MOTTO AOE, 048 
各 种 比 尺 的 总 的 地 形 图 和 专门 地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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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航空 照片 非常 有 助 于 自然 地 理 和 综合 届 查 的 进行 。 必 须 有 
”二 套 , 最 好 是 有 好 几 套 整个 研究 地 区 的 航空 照片 。 最 适合 于 煤 合 
”调查 用 的 比 尺 为 1 : 10,000 一 1 : 15,000; 至 于 在 山区 ,尤其 高 山 - 

区 , 比 尺 旭 应 小 一 些 ( 套 看 第 1 4858 15 章 )。 
iv) 在 牙 析 所 有 地 图 和 航空 照片 的 基础 上 ， 以 及 在 阅读 文献 

的 基础 上 锥 制 出 研究 地 区 的 景观 章 图 。 根 据 已 定 的 研究 规模 ,在 
十 区 上 划 从 出 最 主要 的 自然 区 域 棕 合 体 : 景观 景区 、 相 (在 进行 详 

条 的 大 比例 尺 的 研究 时 才 划 出 相 )。 
”拟定 详 和 的 研究 计划 和 大 多 。 

Vi) ”三 定 进行 人 站 研究 和 烷 合 景观 研究 的 方法 指南 。 
Vii)“ 拟 定 出 总 的 考察 路 戈 章 图 ， 将 地 区 划 牙 成 为 若干 个 配备 

有 进 衙 野 外 工作 人 员 的 地 段 。 每 个 工作 人 员 要 拟定 出 自己 所 在 地 
” 段 的 路 线 草 图 。 

Viii)“ 难 备 好 必要 的 科学 装备 与 器 材 (参看 第 1H 1%), 

3. .综合 调查 的 基本 方法 

目前 还 没有 一 种 拟定 得 很 好 的 粽 合 自然 地 理 调 查 方法 。 在 实 ， 
Bib A SO Ba HOH LB RUB TLR: 

全 区 调查 法 (CHroIIHBIe HIIOIIaTHEBIe uccrenopanua) . 

要 对 一 个 不 大 的 地 区 进行 群 亲 的 调查 时 适 于 采用 这 种 方法 。 这 种 
讲 查 从 对 全 区 作 探 测 性 的 (部 巷 性 的 ) 路 线 调 查 开 始 , 目的 在 于 能 
对 研 竹 地 区 的 自然 情况 得 出 正确 的 概念 ， 奏 证 出 发 至 野外 以 前 所 
葵 制 的 景观 草图 与 实际 情况 的 相符 程度 。 就 在 作 这 种 路 线 调 查 时 ， 
扩 是 在 可 能 的 地 方 , 都 要 对 各 个 自然 区 域 单位 进行 修改 和 订正 。 

第 三 个 工作 阶段 就 是 : 根据 原 定 的 比例 , Sh LAL BY 
的 所 有 自然 区 域 烷 合体 进行 有 计划 的 和 顺序 的 研究 ， 并 把 它们 精 
确 的 蕉 制 成 图 。 研 究 者 要 从 该 种 景观 里 所 见 到 的 各 类 型 的 景区 
iH, 挑选 出 最 具 特征 的 景区 , 并 要 精密 而 全 面 地 研究 它 , 把 自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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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车 论 推 广 到 所 有 属于 这 种 类 型 的 其 他 景区 。 在 对 属于 这 种 类 型 的 
每 一 个 具体 景区 进行 下 一 步 的 研究 时 ， 主 要 的 任务 就 在 于 克 证 每 
一 个 景区 与 典型 的 景区 的 相符 程度 , 找 出 发 生 差异 的 原因 。 

在 烷 合 自然 地 理 (景观 ) 调查 中 ,最 复杂 的 部 分 就 是 查 明 各 自 
然 区 域 竺 合体 内 所 有 要 素 之 间 及 各 自然 区 域 符合 体 之 间 的 内 在 联 
系 、 傅 于 性 ,相互 制约 性 和 相互 作用 。 要 想 一 下 子 就 正确 地 揭露 出 

“这些 联 系 和 相互 作用 是 不 可 能 的 。 它 个 道 常 只 有 狼 过 了 相当 时 间 
以 后 , 在 地 理学 家 很 好 地 分 析 了 整个 景观 及 其 内 部 的 条 节 之 后 , 才 
E 明 白地 被 揭示 出 来 。 只 有 在 此 以 后 , 才能 着 手 去 解决 王 开 上 发 、 利 
用 或 根本 改造 地 区 的 自然 界 有 关 的 各 项 实际 问题 。 

路 线 综 合 调查 法 (Mapuipytrupe KOMIHIIeKCHEIe HCCJteIO- 

Banus) 对 很 大 的 地 区 进行 铀 查 研 究 时 才 适 于 采用 这 种 方法 。 
一 定 要 正确 地 拟 出 调查 路 线 网 ， 惟 有 这 样 才 能 收 到 最 天 的 成 效 。 
必须 根据 在 出 发 至 野外 以 前 烩 制 好 了 的 景观 草图 来 拟定 届 查 路 - 

HE, 以 便 考 察 每 一 个 已 划分 出 来 的 景观 。 如 果 由 于 时 间 不 足 、 地 区 
广大 而 不 可 能 作 到 这 一 点 ， 那 贸 至 少 应 该 从 相似 的 景观 中 找 明 一 
PHIM. AES RIB: 哪些 景区 是 这 个 景观 中 的 主 
要 景区 , 它们 的 相互 联系 怎样 ;它们 的 发 生 风 怎样 ,它们 在 发 展 中 
的 现在 动态 和 这 种 发 展 的 方向 怎样 ， 整 个 景观 及 其 各 个 景区 的 多 
谤 价值 怎样 等 等 。 要 特别 详 租 地 研究 最 有 实际 意义 的 各 景区 

路 线 调 查 虽然 不 能 提供 详尽 无 遗 的 查 料 ， 但 它 获 究 能 提供 出 
一 幅 比 较 趴 实 的 关于 负 查 地 区 自然 界 、 及 粗 成 此 自然 界 的 各 区 域 
粽 合体 的 图 画 。 

以 路 线 调 查 为 补充 的 重点 调查 “在 大 部 从 的 考 性 中 ， 往 往 
会 由 于 自然 地 理学 家 人 数 有 限 , 而 不 可 能 用 景观 憾 查 法 来 迅速 查 
明 厌 片 地 区 的 情况 : 但 是 ， 主 要 的 规律 是 可 以 靠 们 和 研究 地 区 内 
个 别 不 大 地 段 一 一 重点 地 段 来 加 以 确定 的 。 已 查 明 了 的 重点 地 段 
的 规律 , 可 以 推 到 同一 类 型 的 整个 地 区 。 



t Bema  : 9 

重点 粽 合 调查 可 分 为 两 个 主要 阶段 。 先 要 划 耸 出 许多 小 的 自 
RES, 查 明 它 们 的 境界, 探索 它们 车 合 的 规律 ， 关 明 它 们 
的 牙 布 对 地 势 、 朝 向 ̀  潮 湿 状 况 及 其 他 因素 的 傅 顿 关 系 。 如 果 有 航 

RUT WRG, 这 个 任务 的 复杂 程度 就 会 相对 降低 。 
第 三 阶段 , 也 是 一 个 比较 困难 的 阶段 , 在 这 个 阶段 中 需要 揭示 

电 每 一 个 已 划 修 出 来 的 区 域 单位 的 内 容 ， 找 出 在 每 一 个 烷 合 体内 
引起 某 种 变化 的 原因 , 刊 明 这 些 变化 的 方向 。 为 此 , 除了 应 当 对 重 
点 地 区 作出 一 套 柑 合 剖面 图 以 外 , 同时 还 要 详 和 研究 岩石 情况 , 各 

-个 土 种 和 植被 等 。 在 剖面 上 应 精确 地 记录 下 植被 和 土 被 由 于 谷 志 
”的 性 质 、 谷 坡 的 陡 峻 程度 、 积 雪 的 条 件 和 其 他 因素 所 引起 的 一 切 变 
化 。 

应用 比较 法 , 把 士 被 相同 、 地 形 价 科 相同 但 朝向 不 同 的 一 些 剖 
。 面 拿 来 进行 比较 。 通 过 这 种 比较 ， 我 们 就 能 揭示 出 朝向 是 如 何 影 
响 了 植被 的 性 实 。 把 陡 峻 程度 和 朝向 相同 、 但 表层 岩石 情况 不 同 
的 谷 坡 加 以 比较， 我 们 就 能 利明 岩石 情况 在 成 士 过 程 中 和 植物 群 
和 柔 的 更 替 方 面 所 起 的 作用 。 在 确定 了 哪里 正在 进行 着 剧烈 的 土壤 
冲刷 之 后 ， 我 们 就 可 把 被 侵 便 的 谷 坡 的 植被 拿 来 和 已 沟 不 受 侵 全 
的 谷 坡 上 的 植被 加 以 比较 ， 从 而 查 明 植 被 是 怎样 随 着 侵 鲁 作用 而 
变 伦 的 。 研 究 了 侵 便 作用 已 停止 的 谷 坡 ， 观 你 了 谷 坡 上 面 的 植被 
复 盖 的 程度 之 后 , 我 们 就 能 确定 : 在 侵 鲁 作用 停止 的 情况 下 , 植物 
群 柔 更 蔡 的 规律 。 由 此 ， 我 们 也 就 可 以 了 解 植被 与 十 被 由 于 地 区 
内 某 一 地 眉 所 特有 的 一 般 过 程 而 产生 的 发 展 动 态 。 

在 确定 寺 述 这 些 规 律 时 ， 研 究 者 必须 依据 从 分 布 在 类 似 的 或 
与 之 相近 的 自然 地 理 条 件 下 的 长 期 固定 研究 站 里 所 得 来 的 硒 料 。 ， 
野外 工作 可 以 在 一 个 季节 之 内 探 明 那些 用 长 期 固定 的 方法 需要 研 
96 10 一 15 年 的 现象 。 

“” 在 有 其 他 各 门 专家 贿 加 的 烷 合 调查 队 中 ， 地 理 景 观 学 家 应 该 
成 为 各 个 “部 耻 的 ?专家 之 间 联 系 的 环节 。 他 应 该 依据 自己 亲身 的 



i0 55 外 e = 手册 

观察 和 其 他 各 APRA, BTEC ER 
烷 合 体 中 所 有 现象 的 相互 联系 。 在 野外 工作 和 室内 工作 的 过 程 
中 , 他 要 把 各 部 门 专家 所 得 来 的 碍 料 进行 比较 ,对 照 和 和 芬 析 。 此 
外 , 他 还 需要 应 用 地 方 气象 站 的 资料 , 应 用 当地 物候 学 家 区 域 地 、 
理学 家 和 农学 家 等 等 的 套 料 。 在 积 雪 如 何 按 地 形 进 行 重新 共 布 的 
问题 上 , 在 土壤 的 冻 精 与 解冻 的 问题 上 以 及 在 毁灭 性 乾 旱 凤 的 性 
质 的 问题 上 , 可 以 从 有 烃 验 的 农业 工作 者 那里 得 到 很 多 珍贵 橙 料 。 

” 最 后 , 自然 地 理学 家 要 锭 制 出 重点 地 区 的 总 结 性 的 棕 合 地 图 确定 
Hak Kati dK LEE. 

Ju EE BOAR TE ALVES, ACR REE EZ 
Ue RAE WA WIE IR, BE ER BARR 
的 现象 , (ALAA LAR HE Fe OTC LK eB REA Hs, 定 
HEMNRE. WHEREAS, PAR 
定 研究 站 、 当地 专家 和 区 域 地 理 专家 的 查 料 , 广泛 利用 文献 上 的 材 
料 , 就 能 确定 最 主要 的 相互 联系 , 利明 在 每 一 个 自然 区 域 符合 体 中 
进行 着 的 主要 自然 过 程 的 性 蛙 。 地 理 景观 学 家 可 以 根据 所 布置 的 
各 种 研究 ， 相 当 完 善 地 揭示 出 在 当前 最 有 实际 意义 的 这 些 自然 区 
域 烷 合 体 的 实际 情况 。 

现在 , 和 综合 地 理 届 查 ,由 于 伟大 的 斯 大 林 改 造 森林 章 原 、 草原 
和 沙漠 自然 界 计 划 的 工作 之 进行 , 而 具有 互 天 的 意义 。 

粽 合 考察 队 依据 着 各 种 不 同 的 自然 历史 条 件 ， 使 拓 田 林 的 从 
布 原则 更 加 具体 化 , 使 与 营造 森林 带 相应 的 各 种 任务 趋 于 具体 化 ， 
霸 且 为 改造 各 地 区 自然 界 的 规划 工作 壬 制 了 标 难 的 方案 。 
亳 无 疑问, 不 久 将 来 , 一 定 可 以 根据 折 田 林 的 规划 工作 (这 一 

规划 是 根据 在 实现 僚 大 的 斯 大 林 改 造 自 然 计 划 过 程 中 所 总 竺 出 来 
的 烃 验 拟定 的 ), 制定 出 一 套 自然 地 理 调 查 方法 的 指南 与 大 砚 。 

(RRS 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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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E 

地 瑶 学 是 从 地 表 形 态 的 外 部 征象 与 成 因 方 面 研究 地 表 的 起 伏 

及 其 所 成 的 形态 , 研究 地 表 形 态 的 发 展 规律 , 研究 它 倍 按 规律 重复 

出 现 的 各 种 糙 合 体 与 结合 体 ， 研 究 各 种 地 形 形 态 的 地 理 分 布 以 及 

各 种 地 表 类 型 同 气候 或 其 他 地 形 塑造 因 素 的 关系 。 

地 表 形 态 的 研究 具有 重大 的 实际 意义 ， 因 为 地 形 是 地 理 景 观 

中 的 主导 因素 ， 它 在 极 大 的 程度 上 决定 着 所 有 其 他 景观 因素 的 性 
质 。 所 以 无 花 在 修筑 铁路 与 公路 的 时 候 ， 或 者 在 修建 各 种 水 利 王 

程 的 时 候 , 无 花 在 选择 水 电站 的 位 置 时 , 或 者 在 修筑 沟渠 、 运 河 \ 水 

库 和 港口 的 时 候 , 无 花 在 整理 土地 和 拟定 都 市 建设 计划 的 时 候 , 或 : 

者 在 勘探 有 用 镀 物 , 特别 是 勘探 神 积 镀 床 的 时 候 , 以 及 在 进行 土壤 

与 地 植物 的 调查 时 都 必须 进行 地 貌 调 查 。 地 貌 调 查 的 目的 让 是 如 

此 的 多 种 多 样 ， 因 此 它 在 每 一 个 不 同 的 具体 场合 都 必须 具有 某 些 

BOE A (Ae ASH 22 章 , 即 本 集 第 III 章 )。 

就 其 熏 粹 外 部 特征 而 言 , 地 形 单 元 可 以 分 为 两 种 : ARIE) 
的 , 亦 即 上 凸 的 相对 升 高 的 形态 ; 一 种 是 负 向 的 ， 亦 即 下 四 的 、 相 

WHIZ. METER ICH BURR, MIGHT w HAb 

地 形 ( 相 对 高 差 不 超 过 1 一 2 米 ,通常 仅 为 数 分 米 ) PMI 

差 目 数 米 至 数 十 米 , 面积 亦 与 此 相当 ) MATE (高 度 变 化 幅度 更 

大 ) 等 三 种 。 上 述 这 三 个 名 蛮 在 使 用 方面 是 十 分 任意 的 , 因为 到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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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止 ， 划 分 这 三 种 地 形 的 准确 数字 标准 还 没有 确立 起 来 。 正 因 如 
此 ,我 们 必须 用 数量 上 的 大 小 (长 度 ̀  面 积 与 体积 ) 来 表示 地 形 形 态 
的 量 放 特征。 HS 

| 地形 形态 的 大 小 固 可 用 具体 数字 表示 ， 但 亦 可 用 外 部 特征 的 
各 种 抽象 指数 ， 以 某 一 量度 与 另 一 量度 之 比 数 的 形式 才 示 。 例 如 
岸 准 的 曲折 程度 可 以 用 某 一 岛 咱 或 某 一 湖 的 岸 故 的 实际 长 度 对 面 
积 与 该 岛 或 该 湖 相等 的 圆周 的 长 度 之 比 来 加 以 表示 ; 某 一 湖 内 岛 

| Wey Ae A> AY a A TAT BB WR eS TR BR BA BR 
一 加 以 表示 。 

确定 地 形 量 计 指 数 在 野外 工作 中 是 非常 重要 的 。 因 为 有 了 这 
些 数 据 才 可 以 为 所 描写 的 地 形 形 态 提 供 最 明确 的 具体 概念 。 野 外 
工作 日 车 中 所 记载 的 形态 量 计 指 数 ， 也 可 以 很 有 效 地 以 其 他 具体 

” 妃 载 (如 “丘陵 顶部 的 剖面 是 圆 形 的 、 平 坦 的 、 被 割 切 的 或 者 成 锐角 
形 的 ”5 “ 侈 地 边 坡 其 陡 且 被 侵蚀 澡 所 分 割 " 等 等 ) 来 加 以 补充 。 

量 测 不 太 天 的 地 形 形 态 的 面积 时 ， 可 以 用 步 测 或 用 答 尺 量 测 
距离 。 但 在 量 测 较 大 的 地 形 时 划 必 须 用 各 种 测 角 仪 器 〈 见 上 答 第 
了 15- 章 )。 

地 形 调 查 的 另外 一 个 重要 任务 为 确定 地 形 形 态 的 成 因 及 其 生 
成 时 代 。 这 些 问 题 也 是 在 野外 条 件 下 最 易 解决 的 ， 因 为 要 解决 这 
些 问 题 首先 必须 注意 地 理 环境 的 全 部 特征 。 其 中 特别 重要 的 是 气 
候 条 件 , 因为 气候 条 件 常常 是 决定 鼓 地 区 的 全 部 现行 地 形 塑 造 营 
力 的 因素 (关于 地 形 的 成 因 类 型 可 参阅 参考 让 献 [24] )。 

想 要 了 解 地形 的 成 因 及 它 的 许多 外 部 特征 ， 同 样 也 需要 知道 
裔 地 区 的 地 质 构 造 一 一 形成 岩石 的 性 质 和 党 石 的 产 状 〈 昂 第 17 
章 )。 其 中 最 重要 的 是 岩石 的 物理 性 质 和 化 学 性 质 , 如 透水 性 或 隔 
水 性 .可 溶性 .节理 度 、 千 构 的 一 致 或 不 一 致 , 岩石 在 地 表 条 件 下 的 
化 学 稳定 性 等 等 。 这 些 特性 加 在 一 起 ,就 使 岩石 对 风化 、 侵 蚀 、 溶 
亿 的 抵抗 能 力 有 极 大 的 出 入 , 因此 , 我 们 可 以 把 彤 石 分 为 硬 岩 和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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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 岩 地 块 的 各 种 租 合 关系 , 使 灵 生 地 形变 得 极端 多 样 , 这 些 坎 生 

地 形 是 由 原始 构造 形态 通过 各 种 外 营 力 的 食 仙 作 用 而 生成 的 滞 反 
Biss YES AWAKE REE, Hose bE 
JIT MEE L RABE REAR BME PALI RER . 
RARE, HDRERMWE LTR PRA: KES 
FERRE ADH SEA MIR, MEAT ERS 
(ABBURAWUS RTPA, WERHARRHEE - 
Get. 
BART ROTTEN: Behe “HEA 

原 ? 就 是 这 一 方面 的 典型 例子 。 
正 因 为 识 功 地质 可 造 对 解决 地 形 问题 具 有 重大 意义 ， 所 以 我 

个 在 出 发 钳 查 前 应 当先 从 文献 里 面 熬 习 要 去 竺 查 的 地 区 的 元 说 情 
况 。 如 果 这 一 地 区 完 公 没 有 或 者 没有 足够 的 地 庄 查 料 ， 则 二 貌 工 
作 考 本身 就 必须 善于 应 用 地 质 居 查 的 基本 方法 来 弄 清 雯 区 十 诸 的 “ 
基本 特征 (网 第 18 章 ), HAA Hl wee Ge). 

2. 仪器 与 装备 

地 租 学 者 应 当 备 有 以 下 这 些 仪器 装备 : 空 盒 气 压 玫 数 个 , WA 

imSEat (runcorepmometp), MIke aac CAS 16 章 为 和 借 科 
i, PEVHBEBRELH, ITA H=BR (REA 
Re) Ch LSS 15 B), Mi SRM, MURS, BT, eR 

第 17 章 第 23 节 ) 及 照相 机 (网 上 筹 第 12 章 )。 
除 照相 之 外 , 有 时 已 锁 笔 作 素描 是 非常 有 用 的 ， 它 共 至 比照 相 

更 具有 茶 些 优点 。 因 为 作 地 形 素 描 更 可 以 把 重点 放 在 十 形 方 面 ，- 

而 略 去 所 有 次 要 的 秋 节 (RS 17 章 第 9 节 ) 。 3 
关于 葛 集 基石 标本 的 问题 请 参看 本 矢 第 17 章 ， 至 于 考察 区 的 

一 般配 备 , LES 1 B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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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RSA 

WA ERA, Ey AME RM KA, EER, 在 
风化 层 或 薄 薄 的 松散 冲积 层 的 下 面 常常 平 队 着 同一 种 、 性 质 大 至 
稻 同 药 基 岩 。 全 全 基 准 面 的 深度 以 及 与 之 相关 的 荐 切 深度 几乎 完 - 

SHAM. 河 系 的 发 育 程度 一 -侵蚀 切割 的 窗 度 随 基 岩 的 改变 而 急 
COW, 地 面食 人 蚀 切 割 的 密度 与 岩石 透水 程度 的 不 同 有 关 , AAA 

” 石 的 透水 程度 决定 着 逐 流 量 的 大 小 〈 见 原 书 第 45 章 ) 。 

钟 刷 过 程 在 平原 上 发 展 得 极其 微 及 ， 这 是 平原 地 区 的 另 一 特 

Ro ARERR, 基 岩 几乎 完全 没有 露出 地 才 , 各 处 都 

” 复 盖 着 就 地 形成 的 瑟 积 层 (风化 壳 ) , ReRSS HARB RAE 

RPRE. WLS, 正如 同 地 丑 学 者 一 样 , 必须 研究 这 些 第 四 
CUA, 并 采集 标本 (参阅 第 2.3、12、17、18 章 )。 
PALM LMM AMR, WHR PARES 

的 成 因 , FS aT SOT Bh ~ 
HEE MPLA EIB EGMER, HARES ODER 

EMER RE RAED ME. Heb DTS 
-形态 和 潜 鱼 四 地 最 具有 重大 意义 (网 第 4 章 )。 

二 于 平原 地 区 的 割 切 深度 极 小 而 且 很 难 赁 天 然 的 露头 来 看 到 _ 
所 有 的 松散 复 盖 层 , 因此 要 知道 埋藏 得 很 深 的 基 只 的 特征 , 就 必须 
天 部 依 顿 先 探 的 记录 。 在 守 外 工作 条 件 下 ， 可 以 用 权 探 开 答 个 

， 六 井 或 者 先 井 ; 但 是 主要 的 亚 料 还 是 要 睹 参考 有 关 文 献 与 下 录 。 
在 陆 育 型 平原 的 大 地 形 上 , 虽然 其 海拔 高 度 通 常 不 大 , 但 是 却 

可 以 看 到 一 些 平 郁 的 、 所 占 面 积 往往 很 大 的 低地 和 高 地 , 它 个 的 相 
“对 高 差 狗 在 100 一 200 KZA, 这 些 低地 与 高 地 通常 是 由 检 造 运动 

所 造成 的 。 这 两 种 地 形 单 元 的 地 劳 特 征 的 差异 ， 取 决 于 其 割 切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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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的 大 小 。 而 水 流 的 割 切 深度 ， 则 可 借 谷 底 与 苍 水 峰 划 面 上 大量 
相应 点 的 气压 高 程 求 得 并 将 所 得 出 的 数值 加 以 对 比 。 对 于 第 一 
般 、 第 二 级 和 第 三 圾 河流 的 割 切 深 度 应 当 耸 别 进行 测定 。 
SEER, ee ee 

| 深度 、 切 割 密度 、 各 侵蚀 沟 的 形态 。 研 究 平 原 
ue Seminars eee ee 

必须 沿 河 系 的 所 有 分 支 划 定 考察 路 线 ， aT EEL 
7 PE YUE: (BR GE TAL S TAL 3} AA OES), § BEAT zk THE* 进行 
测量 ， 但 须 考虑 到 水 面 的 升降 变化 。 然 后 划 出 主 河 及 其 所 有 支流 

«ROME BERIT, ZTE. BERIT NOTE AS BY DAFF BO BEAT AN RR DG 
2%, RAB AAEM eee, 

在 进行 肉眼 观 祭 时 ， 要 按 地 有 得 特 征 (诸如 河谷 袖 度 、 河 慢 潍 发 
育 程度 、 阶 地 之 有 无 等 等 特征 ) 把 河谷 划 牙 为 一 些 彼此 未 同 的 假 
落 。 这 样 的 段落 的 存在 , 说 明 这 种 河谷 的 生成 是 非 均一 性 的 , 是 由 
于 原 属于 不 同 河 系 . 具 有 不 同年 龄 .不 同 发 展 阶段 和 不 同 声 形 特 征 
的 河谷 段落 遭受 到 许多 次 的 孝 夺 而 形成 的 。 河 谷 各 段 地 形 的 不 同 
也 可 让 由 于 被 河谷 所 制 切 的 岩石 成 分 的 不 同 ，“ 由 于 海拔 高 麻 夭 同 
或 其 他 原因 。 

平原 河流 的 河流 故 夺 现象 , 如 果 是 发 生 在 不 入 以 前 的 话 ; BBR 
会 具有 以 下 这 些 地 貌 上 的 遗 证 : a) 河 流 毫 无 任何 显明 理由 而 从 一 
个 方向 向 另 一 方向 作 突然 的 急剧 转折 ， 转 折 常 成 直角 ; 6) 在 这 种 
乱 剧 转折 处 有 一 段 河 流 坡 降 较 耳 的 地 方 ， 这 正 是 才 夺 河 与 被 才 夺 

TZ A tak A EIA; B) 在 河流 转折 点 的 下 方 ， 沿 河谷 

的 原来 方向 向 前 , 有 

老 河 谷 的 死 灭 "部 分 。 这 一 段 “ 死 谷 ” 的 谷底 粮 的 高 度 往往 比 河流 

转折 处 的 现在 河水 面 为 高 , 这 是 河流 发 生存 夺 以 后 , 河谷 焰 蒜 浊 深 

* 水 面 与 河岸 的 接 分 和 线 一 一 绎 者 考 ， 

w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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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 PAPEL AAMAS TWA EES HK 

然 不 同 。 

ZB RT Yeh AS AS A RATS ME, TATA EE A 

有 价值 的 农业 用 地 ， 主 要 作为 浊 草 场 。 这 些 草 声 的 沟 诈 价值 〈 它 

MNGi) 决定 于 它们 的 植物 特征 ， 而 植物 特征 又 决定 于 河 

HEB ID HK MARES, tA REV, REF 

地 形 。 因 此 , 对 这 些微 地 形 的 研究 , 具有 很 大 的 实用 意义 〈 见 第 5 
~ ME). | 

研究 谷 坡 时 ， Hs AR EN i Be HOSE A IE, sen BE 

WE. ERR. Ar Hh, RHR, MARAE, Pho 

一 耳 一 梭 ， 则 须 尝 试 解释 其 不 对 称 的 原因 。 目 前 存在 着 一 系列 关 

于 平原 河谷 两 坡 不 对 称 发 展 的 理 芥 (参阅 My Kun 著 , 陆地 形态 学 ， 

1938 年 版 ,第 1 4B, 134— 140 页 )。 应 当 试 用 其 中 每 一 种 理 葵 来 解释 

这 种 不 对 称 现象 , 人 者 将 其 中 与 当地 条 件 显然 不 符 的 理 花 加 以 据 除 。 

在 苏联 的 平原 地 区 《俄罗斯 平原 与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 , 较 大 河 

流 的 河谷 大 多 数 是 不 对 称 的 , 右岸 高 峻 (成 “高 原形 坡 ”) 而 左岸 低 

稳 (“ 长 有 章 被 的 坡 ” )o 如 有 阶地 , 也 常常 是 左岸 有 , 而 右岸 没有 (被 

Pip), MBG HEE wt AF sR, 其 中 不 但 记录 了 该 区 近代 

地质 和 出 牛 的 一 切 事 件 〈 上 升 与 下 降 、 气 候 变 迁 , 侵 鲁 基准 变动 等 

等 ) , 佐 且 也 记录 着 河 系 本 身 的 正常 发 展 阶段 , 所 以 我 们 必须 十 分 

仔 儿 地 研究 它们 ( 见 第 5 EE), 

在 高 平原 地 区 , 除 应 研究 常 流 河 之 外 ， PRU TSI (6amka) 

ibe (oppar), EPRAR RM7kv, FFA RARER Rt 

Hg REM & ) 或 暴雨 时 才 有 下 切 侵蚀。 本 大 的 科学 

意义 和 实际 意义 。 

Wey HO OK 除 割 切 深度 和 和 窗 度 以 外 ， 侵蚀 切割 的 类 型 ， 

亦 即 沟谷 网 的 排列 方式 也 有 具有 重要 的 意义 。 树 枝 状 水 系 常 为 平原 

的 特征 。 在 此 种 水 系 中 很 难 指出 水 流 与 侵 鲁 沟 的 任何 主导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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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B). - | Rae 
ERE, RELEASES OR 
形式 .大 小 和 成 因 都 不 相同 的 封闭 四 地 , 这 种 地 形 的 形成 可 能 

是 由 于 以 下 这 些 因素 : 地 质 构 造 Ch aS), REE 
用 (网 第 4 章 ), 成 士 的 过 程 ( 章 原 地 带 沿 分 水 地 区 的 涛 目地 一 章 

上 硕 碟 ) 和 哆 鲁 作 用 《平坦 沙 蛮 中 的 风 刍 止 地 一 一 见 第 3 EE) 。 

4. 冰 秆 景观 

对 冰 矿 景观 进行 地 瑶 调 查 时 的 首要 任务 之 一 ， 有 是 关上 明 地 形 单 
元 的 纯 外 卖 的 形态 特征 ， 特 别 是 它 的 正 向 形态 特征 一 一 它们 的 大 
小 、 形 状 ( 丘 状 或 坊 状 )、 相 对 高 度 和 彼此 之 间 的 排列 方向 与 方位 。 
这 些 材料 可 供 我 们 作为 划 从 冰 奢 景观 类 型 的 标准 。 彼 此 平行 延伸 
的 短 塘 地 形 占 优势 的 冰 矿 景观 是 冰川 狗 奢 堤 景观 的 特征 。 以 末 乱 
散布 的 、 成 群 组 合 的 、 或 者 部 分 接合 的 小 丘 占 侵 枕 而 且 在 这 些小 丘 
之 间 还 带 有 一 些 无 定形 的 四 地 的 冰 矿 景观 , 则 是 底 矿 景 观 的 特征 。 
如 果 由 冰 奢 拼 成 的 正 向 地 形 单 元 呈 构 转 形 互相 平行 的 小 丘 状 ; 或 
成 为 几 个 沿 咎 径 向 各 方 苍 散 、 而 较 尖 的 一 端 都 指向 同一 方向 (在 北 
欧 指 向 南方 或 东南 方 ) 的 小 丘 状 的 话 , 那么 这 种 冰 奢 景观 则 属 鼓 丘 - 
景观 。 这 种 景观 通常 位 于 获 矿 坦 景 观 之 北 ， 卉 充 在 古 大 陆 冰 川 边 ， 
缘 的 内 部 。 如 果 正 向 和 负 向 的 地 形 单 元 表现 很 不 明显 ， 而 且 亦 地 
区 是 一 个 上 面 复 盖 有 均一 的 冰 奢 的 、 微 微 地 波状 起 伏 的 平 硕 , FO 
我 们 所 面 对 的 就 是 原始 冰 厂 平原 ( 见 第 12 章 ) 

冰 奢 景观 在 冰川 消融 之 后 所 发 生 的 变化 是 沿 着 念 爸 被 水 道 网 
所 同化 并 且 将 它 转 变 为 典型 的 侵蚀 (河谷 ) 景 观 的 道路 进行 的 。 主 
要 对 正 向 地 形 单 元 ( 冰 矿 丘 与 塘 ) 起 作用 的 介 鱼 作用 源 渐 使 它 个 降 
低 , 并 且 使 地 势 起 伏 更 加 不 明显 ( 欢 生 冰 研 平原 )。 同 时 , 又 使 最 表 
层 的 生成 物 的 性 质 发 生 了 变化 , Pe RRR, PCIE MME ML, vk 
RES HT A Ae ET EL FEF Heb, 旭 沉 积 了 由 于 再 度 

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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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刷 和 冰 矿 的 从 选 而 形成 的 产物 一 一 砂 与 粘 十 物质。 与 此 同时 ， 
冰 厂 景观 中 原来 由 湖泊 占据 的 原始 封闭 蹇 地 则 被 水 流 所 贯穿 而 成 
为 相 联 系 的 水 康 网 。 水 流 在 湖人 之 间 所 发 生 的 下 切 侵蚀 作用 , 使 湖 
KUL, 获 于 排 乾 。 河 流 于 是 又 在 暴露 的 湖底 上 造成 新 的 谷 
道 。 在 如 此 形成 的 河道 网 中 , 河谷 通常 呈 串 珠 状 , Bt Are 
某 些 并 不 带 有 河 漫 潍 与 阶地 的 、 狭 奉 而 陡 峻 的 部 分 在 这 里 和 * 湖 状 
的 开 扩 部 从 彼此 交替 出 现 , 在 湖 状 的 开 扩 部 分 , 河谷 中 的 冰 矿 域 
离开 切割 不 深 的 河道 很 远 。 在 冰 厂 坡 与 河道 之 问 伸 延 着 几乎 完全 
-平坦 的 : 由 过 去 的 讲 底 构成 的 地 带 。 这 种 由 “和 公 状 > 景观 转变 为 “ 谷 
形 ” 景 观 的 过 程 通常 是 先 从 深切 的 主 谷 开始 , 然后 向 主要 牙 水 饥 方 
[ay (i, ; 

BIT —EM REE, FEA KAM MARS HH RE 
YS SEAT ER HOTT SLU TS SOE RE ABD 
(BBX sw 31). 

在 俄罗斯 平原 上 ， 为 第 四 各 各 次 冰期 的 冰川 所 波及 的 地 区 并 
不 是 完全 一 致 的 。 位 于 最 后 两 次 冰川 南 界 之 间 的 地 区 ， 其 古 冰 厂 
地 蓝 已 几乎 完全 被 后 来 的 侵 鲁 作用 所 破坏 。 在 最 后 一 志 冰 川 的 南 
FMA, 冰 奢 景观 刚 仍 处 于 非常 新 鲜 的 阶段 ， BAPTA, 冰 厂 地 
形 就 登 典 型 而 鲜明 (关于 冰川 界限 的 问题 请 参看 参考 文献 [5 ] )。 

考察 冰 奢 景观 时 ， 必须 考 虑 到 被 考 你 地 区 同 古 大 陆 冰 川中 心 
及 及 同 它 的 南 界 的 相对 位 置 ， 这 位 置 决定 着 冰 矿 景观 因 后 期 侵蚀 

”作用 与 全 侧 作 用 而 发 生变 化 的 程度 。 但 也 必须 根据 一 切 特征 的 总 
和 来 刊 断 鼓 永 和 奢 景 观 目前 所 处 的 阶段 。 

冰川 边 糙 以 南 的 地 区 通常 带 有 一 些 因 冰川 边 入 的 下 部 流出 的 
” 汪 永 而 形成 的 沉积 物 。 在 地 犁 上 ， 这 个 地 区 (外 冲 平原 ) 乃 是 许多 
平移 的 、 或 者 互相 衔接 、 或 者 部 从 彼此 重 豆 的 冲积 锥 。 外 冲 平原 的 
地 形 , 如 从 与 十 冰川 前 丢 彼 此 平行 的 这 一 剖面 来 看 , 则 是 一 个 略 有 
波状 起 伏 的 地 区 , 但 总 的 来 说 , 则 是 一 个 自古 冰川 边 炉 征 征 向 外 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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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的 平原 。 这 个 平原 可 能 因 一 些 正 向 与 贷 向 地 形 单 元 的 存在 而 赵 
FHA, 但 是 这 些 地 形 单元 并 不 改变 其 总 的 平原 特征 。 正 向 地 形 
BSP TOME RO, TERA 
(HRD, WHRIEDIL) ; AoA HMA, aos 
EE PRR. Rit MCA. SIA A, BABA eE GER 
方 公里 面积 内 砂 丘 个 体 的 数目 )。 DAREMA Se 
成 物质 。 Si 

外 冲 平原 上 的 负 向 地 形 
一 一 通常 为 沼泽 湖泊 所 占据 ; 当 冰 川 溶 退 时 , ZEvk J AO 
常常 会 在 冰期 以 前 就 已 存在 的 目地 中 留 下 一 些 西 侍 状 永 体 《“ 死 
冰 ”), 这 些 冰 体 后 来 被 冰川 -河流 的 沉积 物 所 掩埋 ， 于 是 就 在 这 些 
冰 体 所 在 的 地 方 由 于 冰 的 深化 ， 形 成 了 前 述 的 四 地 5 FRR 
须 指明 这 些 止 地 的 从 布 ; 大 小 、 形 钛 , 深度 以 及 它们 的 目前 情况 ( 湖 
Ae, REM ARRASWEMSS); ARKH, 应 当 对 泥 ， 
岩层 进行 钻探 , 以 探 明 人 它 的 厚度 及 其 下 伏 岩 层 的 性 磋 ( 焉 伏 兰 层 多 
2A RE ALR -— “ee” ), FASE SMA ERR 
AR Fhe A STA 
12,18 #), ; 

og RR iactit SPE TE | 

$08 DUE MOTE, TH 3 WHEE cane, aN 
通常 不 超过 数 百 米 ) SERGE ERD 6 

在 石 质 荡 次 中 能 够 露出 地 卖 的， BI RH dO ; 
i), Ai 4st eb he BBA EOMERRBAU_2A 
碟 石 或 图 卵石 。 这 一 层 复 盖 Wapatieec ev， 
分 上 时常 蔡 被 风 吹 到 荒漠 地 区 也 外 。 -3 荆 1 

不 改变 其 特性 。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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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e, Pik 5} 76 FER Be 我 们 常常 可 以 在 中 Fe he Gen Ly 

jh GBI — Le SBR SE MIR IN, BRS AIT IEE 

的 粘土 地 面 , 3c OR th TR “ETRE ds 
时 旗 可 能 修 布 有 一 种 盖 着 一 层 密实 的 、 硬 千 的 白色 茧 皮 的 馈 士 ,也 
可 能 区 布 有 一 种 人 脚 可 陷 大 数 十 厘米 的 松散 启 士 ; 后 者 是 由 于 高 
度 灸 化 的 水 由 毛 壮 管 作 用 上 升 至 地 表 , RAR, BAR 
的 烙 粒 之 阐发 生 竺 日 作用 而 形成 的 。 松 曲 士 特别 容易 遭受 吹 鲁 作 

”用 , ERR MI, TEER, 当 富 合 石 灰 与 
.石膏 深 波 的 地 下 水 因 毛 和 间 管 作用 上 升 时 ， 在 松散 地 表 的 形成 过 程 
中 在 距 地 面 不 远 的 地 方 , RATE RS BW AR BRR REE. 
HARON E ERE RE, SANTEE RTE LEAT 
积 局 表层 部 分 。 

”于 : 莫 资 地 区 强烈 的 物理 风化 作用 为 形成 莞 资 山 攻 的 极 深厚 的 冲 
积 詹 提供 了 大 量 的 物质 。 但 是 在 亚热带 莞 资中 ， 我 们 同样 也 能 看 
到 由 笠原 莞 并 向 出世 荡 资 陡坡 的 急剧 过 湾 。 

PARSE BE HO rE CTE A, Bi 24 MEO GS 
23), 

在 乾燥 地 区 ， 地 形 的 强烈 从 割 作 用 不 只 发 生 在 强烈 断层 的 福 
槛 构造 地 带 附 近 ; 而 且 也 发 生 在 岩层 水 平 的 荒 资 高 厌 上 。 地 形 切 
割 的 密度 在 后 乾燥 气候 条 件 下 达到 最 高 的 程度 (网 第 5 章 第 4 
Ws Jak . 

AMP LRRAGRARANRE, MEH ARITES 
BRABRAWL, 而 且 构造 要 素 显 露 得 非 常 强烈 。 考 察 者 的 重 
要 任务 是 研究 各 种 小 的 地 形 形 态 一 -如 石窟 、 裂 笑 、 悬崖 等 一 -和 
大 的 地 形 形 态 一 -如 * 荒 资 庆 坊 ”着 塔 ,金字 塔 形 岩 体 、 岩 针 、 碑 形 

。 五、 菌 石 等 (在 不 同 硬度 的 岩层 横着 耸 布 的 情形 下 )( 网 第 2 章 )。 

BEES KEY CSIR ETE HS AS ESAs 目前 何不 十 分 明白 , 这 

些 现象 完 融 是 由 于 砂粒 的 机 械 磨 鲁 作 用 引起 的 呢 ， 还 是 由 于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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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化 学 风化 作用 引起 的 ? 必须 追溯 这 种 现象 的 发 展 阶段 ， 看 它 

们 是否 生 在 某 些 岩 石 之 中 , 观 祭 四 穴 的 壁面 ， 

的 含量 ( 见 第 2 章 )。 

He AAR EN HOSE, Serer it 这 

些 封 闭 四 地 大 部 分 赣 泪 无 水 , RAV TERS KABA, FEY 

四 地 中 ,有 一 些 是 面积 不 大 的 、 底 平 而 边 荫 和 运 的 浇 僵 ; Ar LER Ay 

Reve 2 ERATE BFL BAA eM BE MASE RAY Hh, 

RE HOY Ja FS SA HE > BY  2 B , A HZ T SAK, 

(FARR AIK. AES TH Hh B29 HA Ts HE —— EAA 

Wi, FSR ARE, 因此 湖水 的 矿 化 程度 很 高 ,许多 湖 

中 都 帝 证 有 启 类 一 一 食 电 、 硫 酸 钠 等 等 。 荒 资中 的 封 并 目地 可 以 

根据 其 生成 方式 而 分 为 构造 目地、 由 于 风 将 当地 松散 物质 吹 走 而 
FE BAY PBT] His, 由 于 堆积 得 不 均匀 而 产生 的 四 地 以 及 由 于 卡 斯 
特 作用 或 卡 斯 特 六 人 鲁 作 用 而 产生 的 目地 等 数 种 。 

AB Be mete PS PA Hh SY HP GE RHETT 

a) JESSEN MAIHEWAK: RE, ARE. Wie 
相对 深度 、 形 状 ( 圆 形 、 长 方形 ,不 规则 的 )、 长 轴 排 列 方 向 与 优势 风 
”向 的 关系 。 

6) 四 地 分 布 在 哪 类 地 形 和 哪 类 土质 (粘土 质 、 砂 质 、 或 石 儒 ) 
zk. 

B) [Ul susa ETI: 陡 的 ,楼 的 ,垂直 的 ,在 直 的 或 阶梯 状 
的 ; 坡 顶 边线 与 坡 蓝 边 线 非 常 明显 的 , 或 者 仅仅 绥 渐 地 过 渡 到 上 方 
高 原 面 和 下 方 盆地 底面 的 。 在 边 坡 上 是 否 出 露 有 基 涯 或 者 仅 有 本 
散 的 复 盖 物 ? 阶地 及 其 特征 怎样 ( 构 浩 的 还 是 湖 沙 的 7 

r) “盆地 底部 是 平坦 的 还 是 崎 赋 的 ; 是 不 是 带 有 玖 立 的 残余 
高 地 , BEA, 

1) CAMO LAO WERE? 是 不 是 有 某 些 以 断层 岩 
或 其 他 征象 表现 出 来 的 断裂 变动 ( 见 第 17 章 ), FEE Sy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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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因 的 。 cae 
e) 四 地 中 有 没有 石灰 闫 、 ABE. ABS, Aes 

没有 一 些 只 是 由 易 深 物质 所 活 透 的 岩石 ， 以 及 这 些 盆 地 是 不 是 由 
于 卡 斯 特 作用 或 卡 斯 特 洲 蚀 作用 造成 的 。 

未 ) 登 地 中 地 下 水 的 露头 (泉水 )。 

许多 芝 漠 都 带 有 一 些 狐 立 的 蚀 余 高 地 ， 这 些 高 地 常常 并 不 是 
由 于 和 人 扔 作用 所 市 露 出 的 较 稳 定 的 构造 单元 ， 而 是 由 与 分 隔 开 这 

” 些 残余 高 地 的 、 地 面相 同 的 岩石 所 粗 成 的 。 
RES HU WAS Be EK TET: 它 与 相 阵 地 形 单 

元 的 位 置 关系 ; 它 的 大 小 与 形状 ; 对 周围 低地 的 相对 高 度 ; HHS 

造 ; 有 无 表面 防 扩 兰 层 ; 它 的 侍 坡 特征 一 一 陡 的 ， 焰 的 ， 成 阶梯 状 
_ 的, 为 钙 沟 所 切割 的 ; 冲 沟 的 特征 ; RR RBA IM A Os 
坡 芒 与 坡地 下 部 是 否 为 岩 丑 堆 的 碎 习 所 掩埋 或 者 有 没有 为 冲 沟 中 
冲 册 的、 彼此 连接 的 冲积 堆 所 包 园 , 或 者 在 坡 蔡 完 从 没有 松散 的 岩 
Eh; 这 些 残余 高 地 是 不 是 由 于 原来 完整 的 高 地 进一步 被 从 割 为 面 
积 很 小 的 “次 生 ” 部 从 形成 的 (由 于 湖 源 侵 健 而 使 两 个 相反 谷地 上 
的 冲 沟 顶 部 会 合 所 致 )。 

山地 调 奉 

贞 地 地 形 主要 由 不 同类 型 的 山谷 与 峰 贵 所 组 成 。 因 此 在 进行 
山地 地 形 考查 时 , 苦 查 者 的 注意 力 首先 应 当 集中 在 这 些 对 象 上 。 

6. Ww F&F 

首先 应 确定 山谷 与 地 质 构 造 的 关系 ; 一 般 将 山谷 分 为 两 个 主 

要 类 型 ; 

ne WES Hh BHO a THERMO LUA OR BAKWA* BORE 

* TtMRRRATAREKAHUD——_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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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S ABER OME, 这 种 山谷 通常 长 度 大 , LERERE, 平 直 , 而 且 在 很 
长 的 距离 之 内 保持 它 的 一 般 形 态 不 变 ， 谷 坡 在 很 长 的 距离 之 内 老 
是 出 圳 着 同一 种 岩石 。 | 

aS OTM M ay Me PIMORADREARUA OB 
EAA, 这 种 山谷 具有 较 小 的 长 度 , RAM ARH 
的 比 降 , 有 时 在 谷 道 的 区 剖面 上 存在 着 垂直 的 坡 坎 ( 跌 水 )。 在 谷 坡 
上 可 以 看 到 频繁 的 、 在 短 距 离 之 内 即 出 现 的 岩石 更 友 ， 谷 地 特征 
亦 时 时 变化 ,也 就 是 如 狭 奉 的 , 虚 谷 状 的 段落 与 盆地 状 的 . 谷 坡 平 艾 
的 段落 交 蔡 出 现 ; PER HAR PLT EL EB ERG, 河流 常常 共 成 许多 支 
流 , FEA RAM, 周围 有 许多 阶地 。 山谷 紧 束 部 苍 相 当 于 河 
流 穿越 硬 岩 带 的 部 牙 ， 开 扩 部 分 相当 于 容易 受到 侵 全 的 软 兰 带 。 
河谷 中 的 这 些 特 征 对 于 水 库 与 坦 专 的 修建 是 极端 重要 的 〈 见 第 12 
%), | 

MES RW hy =A; — ALYY Ph EY Bs 
AF eh ethno ED, BA, APO, al 
FA WeRM- MAES LORNA, BAIR ie he 
TA CRS 17 章 ) , SLE BI Ok SH 
RAMEE, MOM RMEE: 谷 坡 上 有 丰富 的 泉水 出 露 , BH 
MARE WE RAR UR, HUE 
的 情形 下 更 会 发 生 这 种 现象 。 单 科 谷 的 两 坡 是 由 不 同性 质 的 岩石 
组 成 的 , HALAS AM ROO BET, JR ak PAE RBS Re BE BOT 
一 个 谷 坡 上 出 现 , 而 在 较 陡 的 那 一 个 谷 坡 上 有 时 几乎 完全 没有 。 
序 使 在 陡坡 上 也 很 少 发 生 滑坡 与 由 崩 的 现象 。 背 群 谷 的 横断 面 多 | 
牛 较 为 对 称 , 地 下 水 的 露头 不 多 , 谷 坡 通常 是 稳定 的 。 

属于 给 谷 的 还 有 沿 粹 向 断裂 与 断层 禾 延 展 的 山谷 〈 见 第 27 
章 )。 

HOMIE SAVE AP YORE ee Be YE fee HE Da SA ZB Fr ot IE 
BE DRG Hh FS BS PE HAR RLS 17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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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 KW ARRAS A, BSA TS LK. HE 

% WBE PURSES AS HBA RWW ROA; ae 

AUSE AA FEE — FP URE, (ESR RA he eal 

RAS, ERS OR RE WS ke, MBA Mwah A—A, 

INA TRE BAL OT GE, 因而 变 为 贯穿 谷 。 

在 那些 全 被 第 四 程 冰川 借 人 刍 过 的 山地 中 ， 原 来 的 侵 人 鱼 地 形 遭 

受到 很 头 的 变革 ; 因而 具有 狐 特 的 形态 。 
”无 其 在 山谷 中 或 在 分 水 答 上 ， 都 必须 对 冰川 地 形 与 十 冰川 峻 

_ 积 进行 研究 昂 第 12 章 ) 。 

7. iss (TopHPIe xpe6TbI) 

LSAT DARA CAMO PSE EOP ETE RUT} EUR: a) 
Sees, “C2 APH a 2 1 Sa a A BS LB 
aan: G)magee, SCRA ayek vA sh eae aE 
TTR: pH, SCALE OER, LEE 
i ede NRO ES EAL; PARNER, AR PSR 
ATTRA, EARS AO HER, SE eA 
于 兰 人 性 单一 的 地 区 ; a) AMER, SOAS Lees 

”的 狭 长 地 块 ， 其 平行 的 两 侧 或 四 面 均 共 布 有 构造 断裂 面 ; 和 这 种 
WEN, WAAL, 它 是 呈 枫 形 隆 起 的 一 个 断层 
Eames, 11 

MICROM, BURY AOU RAIA. He 
EO, HURT RMB, WE TAB, BLA 
fe, FDR OE RWS DEH TOG BR, ACAD A YL 
ROME, WS Er, BSE: 下 部 耳 峻 ,相当 于 醒 形 冰 
川 谷 的 下 部 陡 壁 ; 中 部 是 山坡 上 的 阶地 钛 的 平台 ; 上 部 陡 峻 , 直达 
活 铝 而 呈 包 此 状 的 春 顶 。 这 个 是 地利 面 的 最 后 一 部 牙 ， 相 当 于 切 
入 山坡 上 部 的 冰 斗 的 峻 肉 后 陡 壁 ; 中 部 在 楼 的 眉 落 旭 相 当 于 由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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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时 期 剧烈 冰川 作用 而 连 成 一 片 的 冰 斗 底部 。 这 个 地 带 的 上 下 方 
界限 决定 于 气候 条 件 。 在 不 同 山地 中 收集 来 的 有 关 此 地 带 的 高 程 
壮 料 具有 重大 的 理论 意义 。 

LU PETES HOSA, FEB ARO EEE _E, 取决 于 粗 成 山坡 的 岩 
石 性 质 及 其 产 状 。 把 岩层 构造 跟 山 坡 的 地 形 特 征 联系 起 来 而 加 以 
WEE, 具有 很 大 的 科学 意义 和 实用 价值 。 

研究 山坡 地 瑶 时 ， 须 注意 它 受到 暂时 性 或 永久 性 山地 河谷 谷 
僵 烈 鲁 的 程度 ; 这 一 点 可 能 与 山坡 的 构造 特征 有 关 。 山 地 河流 侈 
地 的 三 个 租 成 部 从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不 同 相互 关系 亦 取 决 于 山坡 的 
构造 。 所 谓 山 地 河流 公 地 的 三 个 棚 成 部 分 是 : USES ak, 
水 道 和 冲积 锥 。 在 这 方面 的 观察 可 能 提供 很 大 的 实际 意义 , 例如 ，、 
在 确定 某 种 能 够 为 某 些 山 区 居民 带 来 灾害 的 泥石流 的 威胁 程度 
时 , 这 种 观察 是 十 从 有 用 的 (网 第 5 章 )。 

有 些 山地 目前 已 在 雪 线 之 下 ， 但 第 四 各 时 在 它 的 顶部 人 被 许 
多 冰 斗 贯 鲁 。 这 类 山地 的 冰 斗 止 侦 有 时 会 转变 为 漏斗 形 的 集 水 
i, 这 种 集 水 公 委 有 两 种 在 成 因 上 江 不 相同 的 形成 物 的 地 瑶 特 征 。 
例如 , 一 方面 保存 着 冰 斗 的 典型 的 杯 状 坡 形 , 一 方面 在 其 底部 又 可 
找到 集 水 盆 上 所 特有 的 辐 集 的 侵 鲁 沟 醒 。 

FEU ARTA, LAE SPE, PER ES BE LY oY EH 
iL, AREARA ARR IBHE LR, ZEEE IE BE 
PA) ALF, AS AREY 1 TA 9 STH A  PRAO  }—§$ 

SSE RC Dk) BR AS Pw BL EE 3 SAA Dk BSB ae 
中 , 相反 两 坡 的 顶部 直接 以 锐角 相交 , 形成 尖锐 的 、 RAE 

A. FEAT, 山竹 春 线 轮廓 的 特征 , RR SUT 
的 、 深 陷 的 山 较 彼此 交替 出 现 。 属 硝 的 切割 深度 对 道路 修筑 有 实 
际 意义 。 愉 春 的 分割 程度 可 根据 山峰 、 山 较 的 平均 高 差 对 问 硝 高 
辆 于 周围 谷地 底部 的 平均 高 差 的 比 数 计算 出 来 。 

从 其 成 因 方 面 来 看 , 山 较 可 分 为 原始 构造 山 较 、 河 成 山 较 与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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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山 鞍 等 三 种 。 原 始 构 洁 山 通 实质 上 是 一 种 构造 地 形 ; 在 背 构造 
BO LUSA rH, 这 种 山 贰 可 能 是 由 于 背 科 轴 在 某 些 地 方 呈 向 用 状 俐 伏 
而 形成 的 ; 在 块 状 高 原 上 ， 芝 种 山 款 则 可 能 是 由 于 山 春 沿 横断 
层 岩 萎 或 科 断 层 岩 粮 陷 落 而 形成 的 ， 河 成 山 鞍 则 是 由 于 相反 的 
两 个 山坡 上 的 集 水 公 后 壁 彼此 交 切 而 成 。 冰 成 山 较 则 是 由 于 属于 
彼此 相反 的 两 个 山坡 上 的 两 个 冰 斗 披 此 展 寅 而 且 披 此 交错 而 形成 
有 

在 山地 中 篆 贡 可 以 看 到 的 分 水 厂 的 水 平移 动 过 程 也 是 值得 注 
- 意 的 。 如 果 某 一 个 山坡 上 的 河流 接受 较 多 的 雨水 ， 或 其 侵蚀 基准 
远 较 反面 山坡 上 的 河流 为 低 ， 则 侵 人 鲁能 力 特别 大 的 河流 就 会 将 其 
Sok Hh i) LUG MES Reh, MASH A RM dk, HEB 
方面 的 集 水 地 区 。 由 于 这 种 从 水 性 的 迁移 进行 得 极 不 均匀 ， 因 此 
这 种 现象 的 存在 可 由 一 和 柔 列 的 地 形 标 苇 加以 哉 别 ， 如 人 牙 水 筑 线 的 
HES Hh DL LAA LUBED SS, WER HHO LAO BEE BRAS 
HE) UR kas eSNG AEE, 

8. Aes 

古 介 鲁 面 是 一 个 被 高 高 抬 起 的 .有 时 面积 颇 大 的 、 平 坦 的 或 带 
有 轻 微波 状 起 伏 的 面 , 这 些 古 仙人 急 面 在 某 些 山区 有 专门 的 名 称 , 如 
在 天 出 称 为 CEIpT, 在 苷 疙 锁 称 为 CopaM 等 等 。 

由 于 赁 这 些 古 剑 鲁 面 可 以 确定 出 山地 上 发展 减 岁 的 时 期 ， 即 大 
地 构造 宁静 的 时 期 (在 这 个 时 期 中 , 侵蚀 基 礁 大 致 保持 不 变 ), 因此 
对 于 这 些 全 鲁 面 的 研究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古 仙人 鲁 面 和 河谷 阶地 一 
RE, 对 于 了 解 山 地 上 发展 历史 具有 关键 性 的 意义 。 研 究 这 些 古 刺 全 
面 也 具有 重大 的 实用 价值 , 因为 在 古 剑 侧面 上 , 常常 保留 着 古 水 系 
ABE Se LAY Ay SAAR HOS HOT REE 
Fe os HA ORT I, BY HEE GEE 
a) FER EKHI RTI LIE Bi LL Hew LL HA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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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布 的 寅 大 不 一 的 地 带 呢 , ERE“ TS, Pe A 
最 牛 心 部 从 在 内 的 面 。 

6) “注意 它 是 不 是 一 个 具有 显著 高 度 差别 并 保持 着 二 完 高 度 
的 全 人 鲁 面 ， 因 为 这 样 可 证 明 有 为 长 期 稳定 时 期 所 耸 隔 的 山 玫 断 蒜 
上 升 的 若 千 时 期 存在 。 

如 果 剑 鲁 面 的 高 度 并 不 相同 ， 但 又 才 不 按 几 个 一 定 的 永 平面 
Sy Ae Pes, 划 须 关 明 这 些 高 度 不 同 的 全 人 蚀 面 是 否 原来 是 在 同一 水 平 
上 产生 的 将 一 的 准 平原 面 , 而 以 后 由 于 构造 运动 发 生 了 位 移 而 形 
成 的 。 ae 3 FG 

DRAG HE EF ALT DPE RESET, AUB AEBA 
其 性 质 。 有 三 种 可 能 的 情形 : a) 变 位 的 性 质 为 整个 了 地 成 宠 形 隆 
起 ， 工 且 剑 负面 在 山地 中 心 部 分 隆起 得 最 多 ， 自 此 又 向 周围 洒 浙 

降低 。 这 一 事实 可 根据 炙 查 者 在 访 剑 鲁 面 所 看 到 的 各 部 耸 的 高 度 
记录 来 加 以 确定 ; 6) 变 位 具有 福 曲 的 性 质 ， 在 背 妊 部 从) Mle 
相对 抬升 ， 而 在 向 群 部 耸 ， 则 相对 沉降 ; Ba) 上 面 发 展 有 准 乎 原 的 
福 曲 地 区 断 允 为 个 别 的 地 块 ， 震 遭受 有 差别 的 垂直 运动 ; 原来 是 
连续 的 准 平原 、 但 已 被 粉碎 而 保存 在 个 别 地 块 上 的 各 个 部 耸 ， 其 
高 度 水 平 非常 不 一 致 ， 无 刘 $ 水 下 或 名 直方 向 都 没有 任何 的 规律 可 
Fo 

Se TEE BCA RCA} AL A SLOG ON 
合 关系 复 盖 其 上 的 最 老 沉积 物 的 年 代 之 间 ; 至 于 最 新 的 天 陆 沉 
积 , AREA TD DADE BEAT HEEB, 所 以 解决 伍 蚀 面 年 代 的 开题 是 
非常 困难 的 。 

ive eA PAINT RLIA OS SURO CEASA OURERE, etiSIiTI Ase | 
开始 , 逐渐 向 准 平 原 化 地 区 的 中 心 部 分 进展 。 在 残余 的 老 交 fa 
上 , 必须 寻找 老 河 谷 并 研究 充 十 其 中 的 冲积 层 

在 野外 工作 图 上 应 当 把 十 全 创面 和 老 河谷 的 各 个 部 耸 训 录 下 

来 , 卉 注 明 其 高 程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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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 HA THE 

9. 地貌 制图 
_ 

地 瑶 图 能 够 一 目 了 然 地 以 图 形 把 研究 地 区 内 的 各 种 具有 不 同 
成 因 的 地 形 单 元 的 从 布 情况 , 或 这 些 地 形 单 元 的 烷 合 体 的 耸 布 情 
况 胡 示 出 来 , 而 且 在 某 些 情况 下 , 也 能 指出 蔽 地 区 在 地 瑶 特 征 上 的 
差别 REZ, 在 实质 上 它 也 就 是 这 一 地 区 的 地 瑶 区 划 图 。 地 瑶 制 
图 必须 在 野外 调查 中 进行 ; 室内 工作 只 限于 根据 野外 草图 进行 数 
池 与 图 形 上 的 清 输 ( 作 某 些 修正 与 租 节 的 添 输 )。 
PETRI, Rta ARSE ee 
Bye Ut S BERE TT, SORA TT REA TA EE LE ( 即使 是 远 距 离 
Hh) ERA IONS LK, EOWA LMS ENE, 必 

Re SeHS AE, 有 时 须 利 用 望远镜 。 
十 瑶 制 图 需要 有 地 形 图 作 基 础 。 地 瑶 图 的 性 质 和 内 容 可 能 因 

为 地 形 图 稿 尺 藉 小 的 不 同 以 及 野外 绸 查 的 精密 程度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All, AAR AWE, 可 以 在 图 上 境 共 各 个 基本 的 地 形 单 元 ， 
并 用 各 种 符号 把 这 些 地 形 单元 表示 出 来 。 在 卉 葵 这 些 地 形 单 元 时 
最 好 保持 它们 不 变 的 营 尺 。 

地 得 图 上 目前 还 没有 通用 的 \ 标 难 化 及 固定 化 了 的 符号 ; 并且 
各 天 所 用 的 符号 有 极 大 的 出 入 ， 因 为 每 个 地 貌 学 者 常常 应 用 他 自 
已 独创 的 符 号 ”最 好 在 进行 路 萎 观 察 时 ， 就 将 所 有 图 例 符 号 卉 进 
图 中 的 适当 地 方 。 应 用 颜色 锁 笔 ， 以 不 同 的 颜色 表示 不 同 的 地 形 
成 因 是 很 有 用 的 。 例 如 了 永 的 侵蚀 与 堆积 形态 可 以 用 某 一 种 颜色 表 
Kh. 承 川 造成 的 形态 用 另 一 颜色 帮 示 ， 风 成 地 形 用 第 三 种 颜色 表 
示 等 等 。 

和 地 形 图 不 同 , WSL, 地 形 单 元 是 以 其 成 因 与 形成 方式 
来 表示 的 。 在 地 貌 图 上 可 以 表示 出 本 章 第 大 节 中 所 襄 的 各 种 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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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I. PRG, BSB Hh, LUG RGORR ROE kz, ORR 
Se: JARHE PRI Bono -P BEBE -5 ores, BIL, Bre. BA 
EH ASE HOUR EAH, AIUBE, Ve, ALU, RRR SE. 
DkSE. VINA RIC A A_EBO DY SH, DRS, DT “EP 
阶地 >、 山区 的 抬 高 的 全 刍 面 以 及 各 种 形式 的 砂 丘 等 等 。 

作 地 貌 图 时 需要 有 一 张 根据 发 生 学 而 拟定 出 来 的 地 表 地 形 芬 
类 。 目 前 对 某 些 个 别 范 哮 的 形态 所 作 的 分 类 尝试 ， 虽 然 已 您 来 性 

常见 〈 见 参考 文献 [17]、[21]、[23] 和 (24]) , 但 是 通用 的 地 表 地 

DAMIR IEE. 
BOL oS HR ER PROWL Eee l., dn 

EM GRARPRASPERMIER TC, AUF ERIE 
Py AB A) i} BU EAL. pate HUT eS TA 
区 就 是 由 一 些 按 一 定形 态 重复 出 现 的 粽 合 体 所 粗 成 的 、 按 一 定 的 
地 质 构 造 井 在 同一 套 地 形 塑 造 因素 影响 下 发 展 起 来 的 地 形 区 。 有 
时 也 可 以 以 于 合 的 轮廓 线 在 图 上 分 别 把 一 些 具 有 共同 地 瑶 特 征 的 
地 区 (BN HSK”) 画 出 来 , 井 用 不 同 颜色 或 者 不 同方 向 的 平行 巷 
把 这 些 输 廓 卉 满 。 在 这 种 地 貌 区 中 ， 通 常 是 茶 一 地 形 暑 造 因素 起 

着 优势 作用 , 它 决 定 着 地 得 景观 的 最 主要 的 特征 。 

地 貌 分 区 图 亦 应 在 野外 路 线 调 查 的 基础 上 欠 制 。 应 当 把 负 查 

路 线 上 所 见 到 的 、 在 地 瑶 特 征 上 发生 了 委 剧 变化 的 地 三 记录 到 或 
者 卉 到 野外 工作 日 读 或 野外 章 图 上 。 在 整理 奏 料 时 ， 通 过 这 些 点 
画 出 了 闭合 曲 栈 以 后 ， 就 可 以 从 别 把 一 些 具有 共同 地 瑶 特 征 的 区 
域 描画 出 来 。 

地 貌 制图 亦 可 根据 航空 照片 来 作 。 可 以 把 一 张 透明 的 描 图 罗 
REA AOA ROSE, 一 面 在 亮 处 审视 照 片 , 一 面 用 鱼 笔 在 描 图 笑 上 
划 出 各 地 形 小 区 的 界限 ， 注 明 图 例 ， 并 写 下 根据 气压 玫 测 出 的 标 
高 。 

( 王 力 标 录 B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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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地 魏 学 跟 国 民 猎 济 建设 和 勘察 工作 具有 密切 联系 ， 这 是 苏联 

地 魏 学 的 特点 志 一 。 这 种 联系 在 历 艾 斯 大 林 五 年 计划 年 间 被 特别 

地 加 强 了 。 泪 历次 五 年 计划 中 ， 为 解决 许多 重大 的 实际 问题 而 广 

泛 地 进行 了 地貌 调查 。 我 国 狼 济 方面 的 新 高 淡 , SICH, 会 对 地 

表 学 的 工作 提出 更 大 的 要 求 。 | 

目前 在 苏联 , HOS AES HE: 地 质 普 查 , RUVEB, - 

水 利 工程 和 道路 勘 祭 ， 民用 及 工业 用 建筑 场地 的 黄 佬 ， 

测量 等 。 

为 解决 实际 任务 而 进行 的 地 貌 调 查 通 常 在 进行 工程 地 质 预 查 

和 和 目 然 地 理 预 查 时 黄 献 最 大 。 因 此 下 面 所 引 壕 的 材料 也 主要 是 有 

关 和 初期 勘查 的 。 

ype sett ST BLEEDS 法 的 工作 还 做 得 很 不 够 。 

国民 狐 济 各 部 站 对 地 瑶 学 所 提出 的 要 求 是 极其 繁多 的 ， 故 拟定 一 

套 冲 的 方法 指南 是 一 个 复杂 的 任务 。 现 在 只 能 谈 儿 点 地 瑶 调 查 方 

PEED RU, 这些 原则 是 在 实际 工作 中 首先 应 亦 遵 循 的 ) 这 邢 点 总 

的 顺 则 就 是 = 解决 调查 任务 时 要 有 粽 合 的 观点 ; 力求 对 实际 工作 中 

要 考 起 的 现象 与 过 程 作 定量 的 卖 述 ; 普 汤 采用 预测 法 ; 要 确定 现象 

PES: 解决 具体 的 实际 任务 时 ， 要 有 发 生 学 的 : 历史 学 的 和 地 理 

学 的 观点 但 是 随 着 具体 的 实际 任务 的 不 同 ; HAM 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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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也 应 有 所 改变 。 

2. 有 用 矿物 的 普查 

地 质 普 查 工 作 是 地 貌 学 应 用 最 广 的 一 个 方面 。 

地 形 及 其 发 展 过 程 与 许多 有 用 矿物 的 矿床 .特别 是 外 成 矿床 

的 生成 、 保 存 和 天 然 消 失 的 过 程 有 密切 的 关系 。 

应 用 地 瑶 学 来 进行 有 用 矿物 普查 时 ， 必须 以 地 形 特征 及 其 发 

展 过 程 的 全 面 烷 合 分 析 为 基础 。 因 为 地 形 特 征 及 其 发 展 过 程 可 直 

接地 或 间接 地 指明 在 具体 条 件 下 发现 有 用 矿物 矿床 的 可 能 性 ， 莽 

可 确定 普查 工作 的 方向 。 在 实际 工作 中 ， 地 瑶 学 方法 通常 是 与 地 

搓 学 和 地 球 物 理学 的 方法 车 合 在 一 起 应 用 的 。 

一 般 地 魏 分 析 法 “ 它 是 有 用 矿物 普查 时 主要 的 一 种 地 瑶 学 方 
法 , 但 这 种 方法 研究 得 还 很 不 够 , 而 且 也 很 复杂 。 用 从 析 地 形 的 发 

展 与 年 龄 、 关 明 其 外 部 特征 与 成 因 的 方法 , 可 以 取得 极 有 价值 的 材 

料 。 

普查 工作 中 ， 分 析 地 形 的 发 展 及 其 年 龄 可 在 以 下 这 两 方面 痊 

我 们 以 帮助 : 确 定 出 承 慢 地 形 特 征 发 生 的 时 间 , 从 而 有 可 能 定 出 

地 形 的 临界 年 龄 (mpexerpHEI 首 Bo3pacT) ， 所 谓 临 界 年 龄 就 是 超 

过 它 就 不 宜 再 用 来 对 比 古 代 和 现代 地 形 的 年 龄 ; 这 种 临界 年 龄 可 

作为 应 用 这 种 比较 法 的 一 般 普 查 的 准 妮 。 ti) 确定 最 利于 矿床 形 

成 ,变化 或 消失 的 地 形 发 展 的 主要 阶段 和 时 代 。 
对 那些 处 于 原始 构造 发 展 阶段 中 的 山地 进行 有 用 矿物 的 普查 

时 , 可 利用 地 形 与 其 大 地 构造 间 的 联系 做 为 普查 的 指南 。 例 如 , 费 
ARF hk Hh FB RK LURE HAR (ambIpHag 3oHa) AYA A Ry ee eae 

Fe HOE LBA AE PHO IRIE HWIE (ypan-anerp), A 
此 就 可 以 应 用 这 样 一 种 地 形 来 寻找 石油 。 对 回春 的 山地 地 形 区 进 
行 普查 时 , 首先 要 划分 出 地 表 具 有 属于 不 同上 发展 时 代 的 地 形 的 到 
KE, 重 构 地 玫 上 已 发 后 变化 的 地 区 ， 从 而 仍 湖 有 用 矿物 形成 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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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R RANE CMAN. FE, ROT RRMA 
Bi) RIE RSM BAK OLR RR CSS 5 章 )。 zs 

对 那些 处 于 小 丘陵 地 形 、 中 等 高 度 地 形 或 山地 平原 地 形 阶 段 
的 地 区 进行 普查 时 , 应 注意 侵 鲁 作用 和 全 人 鲁 作用 的 时 期 长 短 与 方 
向 ; 因为 侵 便 作用 和 和 剑 蚀 作 用 局 烈 地 改变 着 有 用 矿物 的 生成 条 件 
ANSP Ap AR UE; 还 应 确定 古代 埋藏 地 形 的 输 廓 , 因为 古代 埋藏 地 形 常 
常 未 为 现代 地 形 所 承 横 ， 但 却 是 各 种 有 用 矿物 的 所 在 地 。 在 这 种 

”类 型 的 地 形 区 工作 时 , 要 同时 应 用 地 球 物理 学 的 方法 。 
对 狐 历 过 长 期 的 地 形 均 顽 阶段 和 风化 壳 堆 积 阶段 的 地 区 进行 

普查 时 , 历史 地 形 从 析 法 可 以 提供 很 大 的 帮助 。 这 些 地 形 的 发 展 
阶段 是 以 均 吏 面 的 形态 玫 现 在 现代 的 形态 景观 中 的 。 许 多 一 定 要 
在 地 形 平稳 下 降 的 条 件 下 才能 形成 的 许多 有 用 矿物 的 次 生 矿 床 
(如 争 、 铝 殉 十 、 铁 、 任 、 埋 藏 煤 一 一 FecKOTaeMBI 站 yronp“), B24 

。 苍 布 在 这 种 古代 均 夷 面 的 风化 壳 上 。 因 此 对 均 夷 面 进 行 野外 苦 查 
Int, 须要 确定 均 夷 面 的 数量 与 年 龄 , 风化 壳 的 有 无 , 它 的 组 成 , 风化 
壳 与 十 代 及 现代 地 形 的 联系 , 风化 壳 与 下 伏 基 岩 的 关系 , 均 夷 面 的 
高 度 和 轮廓 等 等 。 对 某 一 地 区 进行 历史 地 瑶 分 析 时 ， BEI 
某 些 有 用 矿物 堆积 时 代 的 古 地 理 图 

地 形 的 各 主要 发 生 类 型 可 以 为 普查 有 用 矿物 的 工作 形成 截然 
不 同 的 条 件 。 因 此 ， 它 们 可 以 被 利用 为 一 般 普 查 的 指南 。 探 查 在 
发 生 学 上 与 堆积 地 形 有 关 的 建筑 材料 (例如 : BEE, 卵石 , 组 成 蛇 形 
丘 、 冰 奢 息 及 鼓 抒 的 砂 等 ) 的 时 候 , 或 者 探查 在 发 生 学 上 主要 与 河 
流 阶地 有 关 的 冲积 矿床 时 ， 以 及 探查 卉 充 在 喀斯特 空隙 中 的 多 金 
属 矿床 时 , 应 用 形态 发 生 的 修 析 法 是 非常 适宜 的 。 
观察 地 形 形 态 的 特征 , 研究 地 形 高 度 的 规律 .土壤 的 颜色 和 植 

被 等 , 对 于 普查 工作 同样 也 是 很 有 帮助 的 。 当 有 用 矿 物 矿 RB 
ARPES BEF HOSEN, 就 可 能 造成 特殊 的 正 向 和 和 负 向 的 地 形 形 态 
一 一 尖锐 的 春 、 小 丘 、 档 谷 、 各 种 四 地。 这 些 地 形 都 是 在 不 同 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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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岩石 上 发 生 风 化 作用 时 , 或 是 在 许多 金属 矿床 上 发 生 氧 化 作用 
时 形成 的 。。 

HOSTPAPA BEE He th IG EDR, 1 LRRD, 冰川 互 碟 法 等 
普查 方法 CA 19 章 ) 。 在 应 用 这 些 方法 时 , 必须 研究 水 流 的 作 
FA, 河谷 地 形 、 冰川 的 作用 、 冰 川 景观 和 以 不 断 变化 之 自然 条 件 为 
背景 的 整个 地 形 发 展 风 。 

友 矿 (poccInp) 的 普查 “ 砂 矿 是 岩石 破坏 后 形成 的 碎 翌 物 丑 
的 积聚 。 如 果 砂 矿 中 含有 多 受 住 风 化 作用 的 金属 角 粒 和 入 物 , BE 
从 这 一 部 分 就 形成 重 的 部 分 并 成 为 开采 的 对 象 。 在 苏联 ， 最 有 工 
业 意义 的 是 形成 于 河谷 中 的 〈 河 成 ) Be CASA 19 Be), FER 
DW ORBLE, WRIT PS NOSED A BE 
seMrh: 

a) “物理 -化 学 风化 的 过 程 ， 它们 的 方 南 , 强 度 、 与 侵 健 过 程 的 
关系 。 形 成 砂 矿 的 第 一 阶段 的 条 件 , EEA ms hoes: RIE 
用 、 坡 积 物 的 成 人 和 烙 权 〈 在 刀鱼 作用 进行 时 , 会 发 生 有 价值 的 颗 
粒 物 质 从 围 岩 中 解 离 出 来 的 现象 一 一 见 第 2 Be). 

6) 河流 和 泉水 的 状况 ( 具 第 6.7 章 )。 
B) 垂直 侵 鲁 和 水 平 侵 鲁 的 特性 与 强度 ; 河流 各 段落 的 堆积 

作用 的 特性 与 强度 ; 河谷 的 形态 (不 对 称 的 , 扩展 的 , Ww) IS 
谷底 的 形态 和 现代 河床 在 谷底 的 位 置 ; 河床 中 洪 积 物 的 岩 性 成 人 
AES AEN BOE BS 

对 河床 ,河谷 和 滩 积 物 进行 观察 时 必须 在 现代 砂 矿 的 形成 条 
件 方 面 提供 出 明确 的 概念 ( 见 第 5 FE). 

r) 河流 阶地 和 粗 成 阶地 的 松散 堆积 物 的 成 从 〈 用 以 确定 十 
代 侵 便 轮 回 及 古代 砂 矿 的 形成 条 件 )( 见 第 5 BE) 

1) AKERS: 特别 重要 的 是 在 从 水 锁 地 区 确定 十 
(CBS EK, 因为 它 能 指明 当地 古代 侵 鲁 轮回 之 存在 和 利 蚀 作用 与 
松散 沉积 物 堆积 作用 阶段 之 悠长 ( 见 第 21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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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AAI RAEN HOT VETTE ( 汉 河 、 MRE, HE 
HE WER IARESS). AS AMT HER MD HERA A 3} A OS 
程 。 

mK) 水 妇 网 的 发 展 史 ， 因 为 回 湖 一 下 这 些 水 女 网 的 历史 能 
助 我 们 发 现 一 些 往往 与 现代 河谷 的 方向 不 一 致 的 古代 埋藏 谷 和 被 
抬 高 的 河谷 。 确 定 这 些 河谷 或 其 残留 的 地 段 ， 首 先是 观 侍 河流 流 
向 在 其 谷中 的 变化 .河谷 堆积 物 与 共 水 民 堆 积 物 的 地 形 和 粗 成 。 

” 3)“ 访 地 区 全 和 否 轰 历 冰川 作用 ; 冰川 作用 的 边界 、 时 期 、 强 度 
- 和 地 形 改变 的 程度 。 因 为 冰川 作用 能 大 大 改变 砂 矿 的 从 布 ， 使 砂 
矿 的 普查 工作 困难 起 来 。 而 砂 矿 常 被 厚 层 冰川 堆积 物 所 复 盖 ， 或 
是 被 气 便 , 被 冲 散 , 或 是 部 从 地 从 一 个 河 系 被 搬 到 另 一 河 系 。 
近年 来 , 在 寻找 石油 、 煤 、 锰 、 铁 等 有 用 矿物 时 , 也 屡屡 地 应 用 

“地貌 分 析 法 。 

3. 水 利 工 程 勤 察 

为 了 戎 侍 各 种 工业 建筑 和 民用 建筑 的 场地 而 开始 对 某 一 地 方 

进行 地 瑶 研 究 时 (例如 水 利 建 筑 物 的 粽 合 工程 ) , 应 当 明 确 地 提出 

地 瑶 届 查 的 最 获 目 的 ， 要 考虑 勘察 工作 的 阶段 、 建 筑 物 的 用 途 、 类 

型 \ 大 小 及 其 在 研究 区 的 位 置 。 

进行 水 利 工程 勘 察 时 所 作 的 地 貌 憾 查 是 极其 多 种 多 样 的 ， 而 

且 这 种 调查 与 兰 性 ̀, 大 地 构造 、 岩 石 的 裂 聊 和 含水 情况 等 的 研究 有 

密切 关系 。 地 瑶 研 究 的 主要 对 外 便 是 河谷 河谷 的 现代 和 古代 

形态 、 自然 地 理 过 程 的 规律 、 地形 对 水 源 补 欠 和 地 下 水 疲 动 条 件 的 

影响 、 河 谷 的 发 展 史 等 。 

Hh ia EA PS AS Dy KH Se AEST Re A THEFT RY) 

水 利 建筑 工程 这 一 点 而 有 所 差异 。 

KM 勘察 水 库 时 ， 主 要 问题 是 :从 最 烃 济 的 观点 来 选择 
水 库 库 区 ;水 库 的 疹 漏 情况 ,水 库 的 瘟疫 〈3arorvreHHe) 与 洪水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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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Giomronmenne) ;水 库 的 浴 塞 及 水 库 边 岸 改造 的 预测 等 。 最 适 

宜 作 为 水 库 库 区 的 是 位 于 河流 狭 窑 地 段 以 上 的 河谷 开 扩 地 外 ， 因 

7 BES AO Fe BE BY 4 RET HERO Z) 

在 研究 渗 户 问题 时 ， 除 了 研究 将 被 渔 沟 的 谷底 与 谷 称 兰 石 之 

PARA BAL, 考 侍 者 还 应 研究 :河谷 对 地 质 构 造 的 关系 ， 将 被 

光滑 之 河谷 的 高 程 位 置 对 于 了 近 河谷 的 关系 ， 古代 河谷 、 喀斯特 、 

大 的 均 沟 和 冲 沟 等 之 有 无 。 

就 地 质 构 造 来 设 ， 与 向 科 轴 一 致 的 河谷 最 为 有 利 。 AR 

展 延 的 河谷 , 其 条 件 最 不 利 ， 因 为 这 种 河谷 中 裂 隐 很 多 ， 而 且 兰 层 

是 向 河谷 两 侧 的 方向 借 科 的 。 

SFIS RE, 最 危险 的 就 是 喀斯特 现象 , 它 能 使 水 急剧 地 沪 

A, 直到 水 庆 中 的 水 完全 流 茧 为 止 。 研 究 喀 斯 特 时 , 主要 的 任务 为 

查 明 由 于 水 妇 网 的 发 展 而 引起 的 喀斯特 的 发 展 规律 (内 第 4 章 关 

研究 喀斯特 时 ， 要 估计 出 它 对 未 来 水 库 的 危险 程度 ; 往往 在 水 库 

FORE, PAA ZR BA A HE, PALES it SEE A 

D 

RB REE AR Me RL HH VES A OS 

度 。 如 果 隘 近 河 谷 谷 底 之 高 程 低 于 水 库 回 水 水 位 之 高 程 ， 或 是 低 

于 预计 的 水 位 ,而 且 有 裂隙 的 岩石 又 向 队 近 的 河谷 便 科 , 那么 水 就 

会 向 那里 渗 调 。 

研 窗 河谷 网 的 发 育 时 ， 要 重 构 无 论 是 被 抬 高 了 的 或 是 埋 城 的 

古代 河谷 的 位 置 。 为 浴 积 物 所 充填 和 被 现代 河谷 所 切割 的 古代 河 

谷 , TW HE RO AIL ABR AS, KAO REA YO He th BT 

能 是 水 大 量 流失 的 地 方 , Pte TASES 2h ABO, 确定 它们 

的 大 小 、 倾 科 度 和 方向 。 在 研究 分 水 饥 时 , BL WTEC PROFS es 

度 、 袖 度 、 分 水 簿 表面 的 特征 和 喀斯特 地 形 之 有 无 《许多 河流 在 变 

律 (pekHM) 方 面 之 互相 关联 , 正 是 由 于 有 喀斯特 地 形 之 故 )。 水 库 

设计 在 两 条 河流 汇合 处 以 下 的 地 方 , 但 不 能 使 水 库 隘 倚 河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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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 Tk AABN Hh SAABAS, Abt AE EAE ROWE, Th Ae ee 
会 由 于 水 的 压力 而 发 生 溃 决 。 
”在 解决 水 库 区 之 渔 没 与 潜水 回升 这 两 个 问题 时 ， 主 要 的 是 要 

研究 将 被 海 没 的 河谷 的 形态 和 形态 测量 。 渔 汉 面 积 的 形态 与 范围 
决定 于 回 水 位 的 高 度 、 河 谷 的 形态 、 河谷 的 袖 度 、 河 岸 的 高 度 和 攻 
剖面 :由 于 水 库 也 能 使 玉 水 上 升 ， 这 就 会 大 大 地 引起 水 库 卷 近 地 
AVE te, FET MOE HAE, 应 当 划 出 两 种 地 区 :一 种 是 地 形 

”上 业 最 低 黎 的 地 区 ,那里 可 能 发 生 最 大 的 潜水 回升 ; BE YB 
. 面 上 升 时 能 在 地 表面 引起 或 促进 各 种 不 利 的 自然 地 理 过 程 的 地 

eat Sad | 

FEMS TAAE HOHE, 应 当 列 入 水 库 的 浴 积 问题 , 水 库 浴 积 面 
是 河流 土 段 的 大工 侵蚀 基 面 。 由 于 水 流速 度 降 低 ， 这 里 就 堆积 了 
松散 物质 。 水 库 被 填塞 的 速度 入 河 流花 剖面 的 陡 睦 程度 、 和 组 成 河 
岸 的 岩石 成 耸 以 及 将 在 水 库 边 岸 带 发 生 的 自然 地 理 过 程 的 强度 而 
Ee, SFE, WEEK ATR OR 

MME, HY. AH RADI ALK 
要 研究 水 库 边 岸 的 变化 过 程 ， 以 便 确 定 边 岸 的 稳固 性 和 拟定 

殴 国 边 岸 以 防止 侵 鲁 的 实际 措施 。 边 岸 的 稳固 性 决定 于 一 系列 的 
条 件 一 一 地 质 的 .水 妇 地 质 的 、 地 形 的 ̀  气 候 的 ,而 且 也 依 顿 于 未 来 
水 库 的 规模 大 小 和 水 妇 特 征 等 。 为 了 要 关 明 边 岸 变化 的 特性 和 规 
模 ; 必须 研究 水 位 的 波动 对 谷 坡 的 影响 , 因为 这 种 波动 能 够 成 为 发 
FE AA oA. his aU (onn bipnna) Shy All E ; 必须 研究 浴 水 时 能 

35 PUTB AUS BRNO TK WLI DHEA A AS SEA UI, SEE 
Pfs SR EY EB BE tH FE Bak Us EAS SK BE: cS OBER, 
就 更 容易 被 冲 坏 )。 WE RI AWM ARIA, # 
在 该 图 止 指 出 边 岸 改造 的 轮廓 、 边 岸 的 发 生 类 型 和 形态 类 型 .能 使 

动 岸 遭 到 破坏 的 各 种 因素 、 边 岸 将 会 发 生 剧 烈 改 造 的 段落 。 这 种 巴 
“和 测 图 有 助 于 确定 城市 和 民用 建筑 区 的 隔离 带 ， 能 帮助 调查 者 把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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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的 注意 力 放 在 研究 在 猎 济 方面 有 重要 意义 的 边 岸 区 。 
HR ”应当 研究 下 列 的 对 象 : AMR, 因为 在 那里 

AT ESR RAIS RAM EERE MERA, 那里 通 
常 是 流速 较 大 , 河 成 冲积 层 较 薄 和 基 岩 比较 接近 地 面 的 地 方 ); 河 
谷中 有 基 崔 阶地 的 地 段 〈 基 岩 阶 地 可 以 用 来 作为 沉重 的 水 泥 堤 吉 
的 基础 ); 地 滑 现 象 (因为 它 能 使 堤 吉 不 稳固 ); 喀斯特 .古代 河谷 和 
.十 代 河 床 (因为 它们 能 成 为 基础 下 部 和 乾 吉 周围 洋 漏 的 道路 )。 地 
谣 学 家 要 指出 治 堤 吉 轴 和 米 布 置 钻 孔 和 通过 河谷 作 补充 剖面 的 最 适 
宜 的 位 置 。 

渠道 ”要 对 以 下 三 点 作出 评价 : (1) 从 总 的 方面 说 来 ， 敲 地 
FES IF MES SEB; (2) 是 不 是 有 上 发生 水 湾 漏 的 可 能 ; (3) 渠 道 
RET HORS ELE GRE, HOSE REM AES ENO MIE CBR} 
BE, 高 度 的 变动 , 顺路 的 河谷 一 一 ToTYyTHPIe IOTHHPD 作 出 总 的 评 
了 述 ， 而 且 要 确定 是 不 是 会 由 于 多 孔隙 岩石 的 体积 收 熔 以 及 喀斯特 
和 地 滑 作 用 (地 滑 作 用 对 治 谷 坡 伸 延 ERRATA) ABET | 
发 生 沉陷 和 裂隙 的 可 能 。 

港口 ”在 选择 港口 区 和 研究 各 种 不 利 现 象 对 港内 建筑 的 影 ， 
响 时 , 应 当 把 发 生 在 陆地 上 的 和 发 生 在 海中 的 各 种 过 程 的 研究 都 
列 入 到 地 瑶 导 查 的 提 糊 中 。 应 当 考 虑 的 有 : 海岸 类 型 .海岸 的 形态 
及 其 对 地 质 构 造 的 关系 (具有 港湾 的 横 岸 最 适宜 ) ;港口 和 陵 近 各 
河口 的 相对 位 置 (有 许多 河流 能 带 出 大 量 碎 导 物质 , 不 断 地 堵塞 港 
口内 部 ); 波浪 、 海 流 和 风 的 影响 〈 它 们 也 能 破坏 海岸 和 使 港口 堵 
SE) ;海岸 的 升降 及 其 速度 (海岸 的 上 升 能 使 港口 变 浇 ; 以 臻 村 进行 
汰 深 底部 的 工程 ;而 海岸 的 沉降 则 招致 港口 的 淖 没 )。 

在 勘察 个 别 工程 建筑 场所 时 〈 防 波 堤 、 防 浪 圳 码头) ,地 瑶 学 
家 应 在 自己 专业 范围 之 内 关 明 建筑 物 基础 的 稳固 程度 ， 击 浪 对 海 ， 
岸 及 各 建筑 物 的 机 械 作用 等 问题 。 作 出 由 于 海中 的 人 工 建筑 物 所 
引起 的 冲积 物 沿海 岸 移动 的 预测 图 ， 这 是 工作 中 特别 重要 的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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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FS 10 章 )。 

4. 铁路 和 公路 的 路 线 勘 察 

在 拟定 新 的 路 线 时 ,在 确定 路 基 、 桥梁 隐 道 的 位 置 时 以 及 在 
找寻 建筑 材料 之 时 , 都 要 进行 地 貌 天 查 。 在 道路 使 用 期 间 , 2 
究 道 路 及 道路 建筑 物 的 变形 和 损坏 情况 ， 也 时 常 必须 要 进行 地 貌 
az. | 

HUTA TB BINOEDR, TDL Bue RES 
的、 使 路 基 和 人 工 建筑 物 的 稳固 程度 得 到 保证 的 路 线 , 可 以 被 用 来 
保证 建筑 道路 所 需 建 筑 材 料 的 供应 问题 。 

FERRE, 要 研究 地 物 方 面 的 障碍 CH PAVE) 和 高 度 
方面 的 障碍 (山脉 ), 要 研 宅 地 方 的 平均 倾 科 度 、 坡 地 的 横向 倾 科 度 
(monepeyHbre yKJoHPBI) 、 一 公里 内 高 程 的 变动 和 各 种 自然 地 理 

作用 对 于 道路 的 危害 程度 。 
最 适 宣 作为 道路 路 线 的 是 河谷 。 河 谷中 坡度 通常 较 小 且 比 较 

均匀 , 水 的 供应 也 比较 简单 。 河 谷中 最 宜 作 为 路 线 的 地 方 是 第 一 
BRA PITH Ly Hh, 因为 在 这 两 级 阶地 上 没有 洪水 泛 涨 

“的 危险 , 没有 需要 回避 的 弓形 湖 和 沼泽 。 至 于 较 高 的 古代 河流 阶 
”地 则 常常 被 乾 谷 所 侵蚀 和 制 切 。 在 山谷 地 区 拟定 路 线 时 , 要 确定 
出 发 生 兰 丑 堆 、 山 崩 或 雪崩 的 地 区 。 

当 拟 定 的 路 线 上 升 至 从 水 内 时 ， 则 应 研究 主要 河谷 的 支流 、 它 
的 攀 坡 ;而 当 路 线 切 过 冲 沟 上 游 区 时 , 还 要 研究 路 线 伸 直 的 条 件 。 
FE BET HOFF TK LEAVERS LE, SE EIN HS EE 
各 不 相同 的 。 实 广 的 从 水 崔 往 往 是 古代 均 夷 面 ， 其 特征 为 高 度 变 
BAK, WRAL, 帮 面 有 松软 的 冲积 层 。 这 就 能 在 该 地 修筑 长 而 
直 的 道路 , 不 需要 大 量 填 方 。 
”在 戏 水 峪 区 , 除了 一 般 的 地 形 条 件 外 ,还 应 研究 从 水 崔 沼 泽 、 
喀斯特 现象 .沉陷 和 地 胀 (nyduaHa) &, FER Z=EAIZ7K YL,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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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 Oo ROBERN, AIC ULMTa Le, FAS 
FL ESE SAO IE BRAN A BLE (ii. A BYEROTE Bt, 指 
Hi). 

在 选择 造 桥 地 点 时 , HOSE PE RR MIE ASCE 
决定 着 引桥 的 类 型 ) 和 谷 坡 的 基 迪 地 形 ( 它 是 桥墩 的 基础 ) 。 当 建 
SPIE HEL, 河谷 的 两 侧 将 承受 强大 的 压力 一 一 横 压 力 , 这 种 压力 
”能 造成 谷 坡 一 部 分 的 平移 断裂 。 必 须 研究 冲 沟 形成 的 过 程 、 地 滑 
作用 和 深 流 作用 ， 因 为 它们 会 减弱 谷 坡 在 水 平方 向 的 稳固 程度 。 
在 选择 承受 垂直 压力 的 河 闻 桥 墩 的 地 点 时 ， 重 要 的 是 估算 沉积 物 
-表面 的 稳固 性 和 研究 稍 些 主要 是 沿 垂 直线 方向 发 生 作 用 的 现象 
( 潜 刍 ,喀斯特 、 热 力 喀斯特 等 )。 

在 选择 队 道 地 点 时 所 进行 的 地 貌 调 查 ， 对 于 估 话 隐 道 口 的 奸 
筑 条 件 和 查 明 有 没有 喀斯特 化 岩石 最 有 帮助 。 

进行 各 种 道路 勘 祭 时 ， 沿路 贱 所 作 的 大 部 从 地 质 - 地 散 翻 查 都 

在 于 研究 各 种 与 以 下 各 点 有 关 的 自然 地 理 过 程 : 与 地 春水 流 有 关 

的 钟 沟 和 泥 石 疲 、 与 重力 有 关 的 地 滑 声 、 雪 崩 和 山崩、 与 地 于 水 有 

关 的 喀斯特 和 潜 鲁 现象 、 与 季节 性 冰冻 有 关 的 地 且 和 路 面 冰 乒 与 

风 有 关 的 吹 积 和 吹 便 等 。 研 究 卫 这 些 过 程 的 现代 自然 地 理 条 件 和 

这 些 过 程 产 生 的 原因 后 ， 就 能 预测 它们 进一步 的 发 展 和 确定 它 个 

对 于 铁路 或 公路 工程 的 作用 。 
苏联 大 部 分 地 区 的 道路 设计 者 应 敲 猎 常 预 防 冲 沟 的 发 育 ， 因 

为 冲 沟 会 使 一 个 地 方 无 法 通行 , 增加 道路 的 建筑 成 本 和 管理 费用 。 
在 研究 沿路 的 冲 沟 时 ， 应 当 关上 明 冲 沟 系 的 分 布 对 于 被 设计 的 路 辣 
的 关系 , 冲 沟 的 形态 测量 和 增长 情况 (这 是 为 了 记 芝 冲 沟 形成 的 过 
fi, 进行 工程 建筑 方面 的 计算 和 预测 冲 沟 的 形成 )( 昂 第 5 BE) BB 
止 冲 兆 的 各 种 措施 应 该 首先 在 于 使 它 不 受 流水 的 作用 “〈 如 称 化 被 
冲 健 的 谷 坡 和 建筑 一 切 能 改变 沟 底 部 分 坡度 的 工程 建筑 )。 

由 于 冲 浅 区 的 地 形变 化 迅速 ， 因 此 对 冲 沟 的 再 查 工作 应 鼓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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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沟 加 固 工程 开始 前 的 一 年 期 内 进行 。 
在 由 坡地 带 ,常常 发 生 泥 石 流 。 它 对 于 道路 来 贰 是 很 危险 的 ， 
因为 它 是 突然 发 生 的 , 而 且 有 很 大 的 破坏 力 〈 见 第 5 章 ) 。 为 了 防 
止 路 基 受 泥石流 的 侵害 , 要 在 河谷 上 游 种 植 森 林 和 章 类 , 建筑 石 需 
i 

在 河谷 谷 坡 一 带 , WE TS HS LT PHO, 地 请 现象 发 展 
”得 特别 强烈 。 研 完 地 滑 现 象 时 , 重要 的 是 关 明 地 请 的 形态 , HOPE 
用 的 动态 , 地 滑 移动 的 轴线 及 其 与 路 基 的 关系 和 地 滑 的 年 龄 等 ( 见 

S54 BE), 野外 收集 的 关于 地 滑 的 交 料 , 可 用 来 估 定 谷 坡 和 路 基 坡 
面 的 稳固 程度 ; 定 出 防止 地 滑 的 工程 措施 (从 地 滑坡 上 搓 水 和 排水 
的 涂 、 渠 ̀  槽 和 巷道 , 机 械 地 摘 阻 地 滑 体 的 椿 和 找 墙 )。 

山区 道路 常常 会 遗 受 雪崩 的 恤 击 。 因 此 必须 查 明 各 种 能 对 雪 
甬 发 生 和 变 律 起 影响 的 各 种 因素 , 作出 雪崩 危险 的 预测 , 拟定 防止 
雪 骨 的 措施 (巷道 、 除 道 、 抄 墙 、 植 林 、 毒 击 有 雪 骨 危险 的 地 方 ); 还 
必须 拟 出 雪崩 威胁 较 小 的 路 和 线 。 

位 手 永 冻 地 带 的 道路 会 受到 地 腹 、 地 面 冰 丘 、 热 力 喀 斯 特 、 土 
流 (cojtzdixloKI9 等 的 影响 。 研 究 这 些 现 象 时 , 不 仅 要 估 训 现 有 

的 冻 车 现象 对 于 道路 的 危 除 程度 ， 而 且 要 估计 道路 筑 成 后 由 于 士 
款 中 天 然 热 力 状 况 唱 到 破坏 、 因 而 引起 冻结 现象 的 可 能 性 CLS 
14,15 章 )。 

5. 农业 调查 

地 殊 调查 在 这 农业 诗 查 方面 只 是 将 合 地 理 调 查 的 一 部 分 。 在 

考虑 国民 沟 济 现在 的 需要 时 ， 地 瑶 疆 查 的 目的 在 于 查 明 国家 防 折 

林带 的 地 理 条 件 、 解 决 集体 农庄 森林 带 配 置 问题 以 及 在 开 当 池 塘 

与 蕃 水 池 方 面 所 存在 的 间 题 。 在 解决 这 些 问 题 时 , 地 形 条 件 和 地 

形 形 成 过 程 常 常 起 着 主导 的 作用 。 允 别 重要 的 是 研究 侵蚀 过 程 

Cis 5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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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 侵 触 ”研究 侵蚀 作用 有 助 于 正确 地 配置 农业 用 地 ， 估 
计 某 一 地 区 的 生产 率 和 拟定 最 有 劾 的 防止 侵 便 的 措施 。 这 种 防止 
侵蚀 的 措施 , 主要 不 是 针对 现存 的 地 形 侵 便 形态 , 而 是 针对 侵蚀 作 
用 发 生 的 原因 一 未 被 调节 的 还 流 。 根 据 侵 鲁 作用 的 自然 条 件 的 
-具体 车 合 、 侵 鲁 作 用 的 强度 和 土地 利用 的 性 质 ， 可 以 采用 下 迹 措 
施 : 营造 防护林 带 , 开 羡 水 池 , 应 用 积 雪 板 , IE CR 
带 )， 开 梯田 , 做 专门 的 沟 和 扰 等 。 全 套 防 止 侵蚀 的 竹 合 措施 都 是 
为 了 调节 整个 聚 水 区 内 的 逐 流 。 

水 池 地 点 的 选择 “ 开 筑 水 池 是 为 了 保证 国营 农场 和 集体 农庄 
的 给 水 ， 灌 浙 农 作物 产量 稳定 的 地 区 ， 届 上 节 还 流 以 防止 十 壤 侵蚀 ， 
FARE, PEPE TMI, 必须 遵守 下 列 条 件 :水 池 应 当 睹 近 需 水 
地 点 ,应 当 开 羡 在 冲 沟 , 均 沟 或 浅 袖 沟 的 上 游 , 比 居 民 点 高 200- 300 
米 的 地 方 ; 预定 开 筑 水 池 的 水 流 应 有 明显 的 区间 面 坡度 应 达 
0.02)， 堤 吉 的 边 岸 高 度 应 达 5 一 7 米 ， 应 该 有 不 透水 的 池 底 ; 永 池 
以 内 的 水 流 不 应 有 从 支 ， 因 为 从 支 会 增加 水 芬 因 燕 发 和 六 漏 所 造 
成 的 损失 , 会 引起 沼泽 化 ; 在 高 于 水 池 的 地 方 ， 不 应 有 活动 的 冲 沟 
FUP, 因为 这 会 促成 水 池 沁 塞 ;水 池 应 该 有 保证 丰富 水 源 的 聚 水 
面积 和 还 流量 。 为 此 , 必需 计算 水 池 所 需 容量 ,被 设计 的 水 池 容 量 
ALK OR KEE, 

Jv FSS! LI BOR LT TSG EN, ZB 
始 , (BSE DY MOSER FIX , TORE SRE 
的 发 展 有 很 大 好 处 。 

(RRM ”江美 球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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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地壳 年 青 运 动 的 和 综合 研究 

(项 书 第 20 章 ) 

HU RE UBA 

1 8 

最 近 , 根据 B. A. 奥 芝 和 钴 切 夫 院 士 的 建 访 ， 从 地 质 学 中 分 出 

了 一 个 新 的 部 门 一 一 新 大 地 构造 学 ， 它 的 任务 是 研究 发 生 在 新 第 
， 三 各 以 后 的 最 新 的 大 地 构造 运动 。 这 种 新 的 运动 使 地 壳 形 成 了 新 
的 构造 , 它 在 地 表 起 伏 的 形成 中 具有 很 大 的 意义 。 

地 壳 年 青 运动 (新 的 和 现代 的 ) 同 那 种 用 地 蛙 学 的 一 般 方 法 来 
研究 的 较 古 老 的 运动 有 着 原则 上 的 不 同 。 其 所 以 要 把 新 大 地 构造 
学 从 研究 古代 运动 的 大 地 构造 学 中 划分 出 来 ， 是 因为 它 研 穹 第 四 
#2 (500, 000 一 800, 000 年 ) 和 新 第 三 纪 ( 几 百 万 年 ) 里 所 发 生 的 运动 
(第 四 各 和 新 第 三 各 在 地 质 时 代表 中 只 不 过 是 微不足道 的 一 段 时 
间 ), FLEAS PRMD 
研究 近代 大 地 构造 ， 有 着 巨大 的 科学 和 实际 的 意义 。 关 明年 

青 运 动 发 生 的 规律 性 ， 能 够 帮助 我 们 解决 一 系列 与 以 下 这些 问题 
-有关 的 问题 : 在 原生 矿床 和 冲积 矿床 中 寻找 有 用 矿物 的 问题 , #7k 
问题 , 茧 引 矿泉 的 问题 , 地 下 水 和 六 水 的 形成 问题 以 及 水 文 地 质 和 
工程 地 质问 题 。 研 究 新 大 地 构造 对 于 大 地 测量 学 家 、 地 球 物 理学 
R KERR RRR, 因为 这 些 专家 在 自己 的 研究 工作 
中 时 常 要 注意 精确 到 十 分 之 一 毫米 的 地 壳 变 形 。 

在 解决 各 种 专门 问题 的 时 候 , 地 谣 学 、 水 文学 .生物 地 理学 、 历 
自学 考古 学 .人 类 学 都 要 注意 关于 新 大 地 构造 学 的 天 料 。 各 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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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的 关系 。 在 最 近 ; 新 大 地 构造 学 引起 了 各 门 专家 的 极 大 兴趣 , 尽管 

”他 个 在 研究 这 门 科学 的 时 候 所 应 用 的 方法 并 不 相同 。 研 究 者 对 于 
” 狐 壳 年 青 大 地 构造 运动 的 性 质 、 方 向 和 特征 方面 的 意见 , 以 及 关于 
” 筷 们 形成 过 程 的 意见 ;常常 是 相互 矛盾 的 。 芋 一 的 方法 还 疫 有 确 
。 立 起 来 。 现 有 的 方法 也 是 非常 多 样 化 的 ， 因 此 需要 在 每 个 个 别 声 
” 谷 牙 别 地 加 以 应 用 , 因为 在 应 用 各 种 方法 的 时 候 , 所 得 到 的 最 多 效 
”时 的 价值 和 质量 会 有 很 大 的 出 入 。 这 些 方法 可 以 从 为 两 类 

iD ”仪器 探 测 法 一 一 这 种 方法 能 够 精确 地 用 数量 来 表现 出 大 

地 构造 运动 , 但 它们 只 能 看 到 人 们 眼前 所 发 生 的 现代 运动 。 

ii) 历史- 地质- 地 萄 这 fi IES 

 ROMRTE PE HA AR ENO RRBH, 但 只 能 相对 的 对 这 种 运动 作出 量 的 估 训 。 
采用 这 种 方法 是 为 了 关上 明 不 入 以 前 在 历史 上 地 质 上 所 产生 的 地 壳 

”运动 和 地 这 变 形 。 

仪器 探 浏 法 
这 种 方法 的 特征 上 只 有 在 长 期 驻 菜 下 来 的 时 候 才 能 加 以 应 用 ， 

”和 厦 且 还 须 长 期 地 累积 实际 春 料 。 因 此 ， 为 了 利用 这 些 资 料 来 解决 
”研究 地 区 的 新 大 地 习 造 问题 , WAAAY, 调查 这 里 
si RAB RICA BRI, 代 了 解 它们 研究 工作 的 

。 测 雁 站 和 天 艾 台 所 进行 的 大 部 分 的 观 你 ， 本 

oem 

2. 地 球 物 理 法 

为 了 解决 现代 地 壳 运 动 的 问题 ， 在 苏联 广 证 地 应 用 了 一 套 同 

”加 也 被 用 来 达到 自己 的 直接 目的 (研究 自然 电场 的 变化 , 磁场 要 素 

的 变化 ; 岩石 弹性 变化 等 ) 的 方法 。 此 外 , 还 采用 了 专门 的 重力 测 
量 法 。 但 是 , 这 些 观 祭 决 不 是 在 每 个 地 球 物 理 站 上 禾 进行 的 , 它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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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 BS Be PH Sera. Es ey eR EB 
地 震 学 方法 ， MORE, TWEEN, 为 了 进行 这 些 观 
2, 采用 了 各 种 欧式 的 和 立 式 的 地 震 仪 。 

受 震 程度 是 现代 大 地 让 造 运动 强度 的 灵敏 标 恋 之 一 ， 受 震 程 
度 和 褒 明 研究 区 的 受 震 程度 的 一 切 关 料 ， 对 于 研究 地 壳 年 青 运动 
都 有 很 大 的 意义 。 

按 惹 在 两 条 线 上 的 水 平 摆 的 原理 或 根据 其 他 原理 作成 的 价 玫 
仪 , 能 很 清楚 地 测 出 变形 时 所 形成 的 地 玫 借 科 , 它们 的 灵敏 度 是 很 
高 的 , REALS HHA YF he BOT BE OE 

HOSES AB) DURE HSK OH AS AEE TP KAO 
Pei ALE a4} ESET AES ORE, 因此 , 为 了 确定 大 
地 构造 运动 , PSEA SIGS PORES PE, MD 
已 由 B. 中。 邦 契 科 夫 斯 基 (EoHduKkoBcKz 站 ) 数 授 在 1948 年 拟订 出 来 。 

3. 天 文 方法 

这 种 方法 能 确定 沟 度 和 述 度 的 世 和 可 性 变化 ; 为 此 就 需要 测定 

空间 的 点 的 位 置 。 这 种 方法 可 用 来 检查 魏 格 攻 (BereHep) HARE 

BAB, 同时 也 用 来 测定 大 陆 内 部 个 别 点 的 位 移 。 

4. 大 地 测量 法 

为 了 研究 现代 的 地 壳 运 动 ， 常 常 采用 反复 的 三 角 测 量 法 和 基 

准 和 线 测 量 法 。 研 究 垂 直 运 动 的 最 精确 的 方法 就 是 最 精密 We 

复 测 量 法 。 

必须 搜集 上 济 这 种 反复 测量 的 资料 并 对 它们 加 以 仔 条 的 众 、 
析 。 水 准点 的 垂直 移动 可 能 与 讼 置 水 难 的 土壤 的 性 质 〈 涯 石 的 膨 

We, 沉陷 现象 等 等 入 淤 水 面 及 其 动力 的 影响 , 永久 冻 层 之 存在 等 有 

关 。 就 地 关上 了 明 上 述 这 些 问题 ， 对 于 应 用 大 地 测量 法 来 确定 地 壳 的 

现代 构造 运动 , 有 很 大 的 意义 。 

站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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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 文学 方法 

这 种 方法 特别 广泛 地 被 应 用 来 确定 地 壳 的 新 运动 并 对 这 种 运 
动作 出 数量 上 的 估计 。 这 些 方 法 是 借助 于 检 潮 标 (中 yrtrrok) 或 
自 记 检 湖 仪 (Mopeorpa 中 ) 在 海上 及 湖上 进行 测 水 观 侍 。 

分布 在 沿岸 的 一 切 观 测 点 , 最 易 受 到 不 均衡 的 垂直 的 位 移 , 因 
-而 不 可 能 找到 多 年 平均 水 位 没有 变化 的 水 准点 。 所 以 在 确定 由 于 
垂直 位移 的 不 均衡 性 而 引起 的 检 潮 标 雾 点 变 位 的 时 候 ， 只 好 利用 

-这 个 检 潮 标的 水 位 升降 曲线 。 但 是 ， 为 了 确定 构造 因素 对 这 种 升 
- 降 的 影响 , 必须 作 各 种 修正 (根据 大 气压 风 、 降 水 .蒸发 等 的 变化 ， 
TMA, 海面 升降 运动 等 所 引起 的 变动 )， 这 些 修正 通常 是 借 
助 于 复杂 的 数学 计算 来 确定 的 。 关 明 水 位 原 有 的 升降 ， 就 能 确定 
地 壳 的 垂直 运动 。 

测 水 观察 能 够 确定 湖岸 上 的 不 均衡 的 上 升 。 对 于 有 水 流 的 湖 
来 说 , 确定 牙 布 在 访 湖 各 水 流 附 近 的 测 水 站 和 牙 布 在 沿岸 其 他 各 
邢 的 测 水 站 的 年 平均 水 位 的 差别 就 已 足够 了 。 如 果 湖 的 各 个 岸上 
发 生 了 不 均衡 的 相对 的 上 升 , 则 所 得 到 的 上 述 差 别 将 随 着 时 间 向 
一 定 的 方向 变化 。 如 果 某 一 点 比 近 前 的 水 流 的 点 上 升 得 更 利害 的 
Afi, 这 种 差别 就 会 逐年 增加 , 反之 则 减少 。 

在 无 水 流 的 湖 中 有 了 不 均衡 运动 的 时 候 ， 水 位 将 会 从 剧烈 上 
FHHOWIRE GSE, 而 在 湖 的 对 岸 升 高 。 
FEWER SED RR, WAHAB RS 

的 精确 的 奏 料 , WSL MLAS HE EMEA ES HE ER (BE 
mL 4 J): 

i) WAR PL AE 25 年 以 内 的 全 部 观察 查 料 ; 
i， 观 测 点 必须 不 少 于 湖 的 沿岸 的 疯 个 地 点 ， 一 个 地 点 在 水 

流 的 横 坎 附近 (iopor croka), 另 一 个 地 点 在 离 水 流 较 远 的 地 方 。 

MEMRAM, WAR ki ke BA WE L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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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最 小 地 方 。 
iii) 水 流 本 身 应 该 是 大 的 : 在 垂直 于 湖水 平衡 赤 的 方向 所 布 
置 的 比较 点 , EZ AMES, 不 应 少 于 25 公里 。 

所 镭 湖 水 平衡 二 就 是 把 水 流 的 横 坎 跟 湖 对 岸 的 那个 冲 观 察 不 
到 岸 万 的 上 升 运动 、 也 观 侍 不 到 下 降 运 动 的 部 牙 彼 此 联 糙 起 来 的 
一 条 想象 的 线 。 | 4 

BE PPA Lot 5 SRS RRA S.A. 
Ktpik WRESAKWAR, WPM EAB 
FE Hk 2ORAREAEABM, 

iP HW aE 
6. W Bs 

(SAA, HAAG EE 
图 , FoR AS ih AOA , PES RSD 
这 种 图 的 作法 如 下 (网 参考 文献 [19]): RIA IES AH 
同 的 点 上 计算 出 苍 水 崔 高 则 河流 平水 期 水 面 的 高 度 ; SLE 
远 距 河流 15 一 20 公里 其 上 , SMES, 
HEMEERCEAL, 然后 用 等 值 线 的 方法 加 以 符合 ;很 据 二 定 “ 
的 比 色 把 已 得 到 的 面积 (名 梯 航 地 形 ) 涂 上 彩色 ; EER, ME 

_ 翅 区 在 河谷 深度 方面 所 显 出 的 显著 差异 中 ， 就 可 以 看 出 新 大 地 构 
HME, LAMAR ELEANOR 
盖 层 的 情况 下 , 是 不 会 影响 闽 鲁 作用 的 深度 的 , 因为 这 种 深度 取决 
于 地 质 发 展 的 历史 。 

7. Rie OB) 深 的 方法 

-区 种 方法 在 于 应 用 反复 测量 一 地 区 深度 的 方法 来 研究 海底 的 ， 
地 壳 运 动 。 这 种 方法 会 有 一定 的 误差 ， 现 差 程度 决定 于 因 波 流 而 
产生 的 ,确定 深度 时 的 困难 以 及 测量 用 的 间或 钢 绳 的 杰 曲 (借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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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EE K, SHR) RA, BE Se AAS, 并 
HEA FES) FI SABO fe FAAS BE PT FH OS JS TAT Ts OT 
( 据 海底 深度 )， 可 以 得 出 新 大 地 租 造 完 间 在 海底 地 形 形 成 中 起 什 
从 作用 的 这 一 有 价值 的 车 花 ( 见 第 8 节 )。 

8. hh ti & 

| Pi AREAR AOTEAROA MO EE ee BE, 
CMR RARE, KTR IEICE AVE 
KLE, 才 可 能 了 解 。 描 述 的 方法 参看 第 2-16, 21,22 章 ;这 里 我 
个 只 列举 这 样 一 些 与 本 题 有 关 的 材料 ， 即 从 析 它 倍 就 能 够 帮助 我 
们 去 发 现 地 壳 年 青 运 动 的 某 些 材料 。 
”说 “海底 地 形 的 确 究 ”这 种 研究 要 采用 煤 合 的 万 法 : 其 中 

FE UE VE) PER” (FUSS. 节 )、 新 的 地 球 物 理 法 (自动 回声 测 深 
仅 等 ) 以 及 海底 地 磋 的 研究 。 不 仅 要 研究 海底 的 地 形 , 而 且 也 要 研 
完 海 多 的 地 诗 构 造 ， 这 样子 能 获得 关于 在 海底 观 祭 到 的 独特 的 地 ， 

“ 形 发 生 过 程 的 概念 以 及 关于 年 青 运动 的 作用 的 概念 。 
i) 海岸 地 形 的 确 究 这 种 研 守 能 得 出 关于 水 位 变化 方向 

的 竺 疮 ,也 就 能 饮 确 定 是 否 发 生 了 海岸 徐 的 上 升 运动 或 下 降 运 动 。 
通常 都 把 以 下 这 些 现 象 看 作 是 海岸 准 上 升 的 标 读 : 古老 的 岸 

ERG He GEDA PE ME EHO By He HY US He sh BU SS 
强度) 冲积 地 带 的 扩大 , PIN, WOME RAE fy (mamma) 的 
“存在 等 等 ;这些 标 话 ; 只 能 很 谴 民 地 与 其 他 特征 Ga: = Ase 
8, 升 起 的 更 再 础 ) 粽 合 在 一 起 而 加 以 利用 。 海 岸 姜 下 降 的 标 革 是: 
SAAR AES SIE; BIA. HES, 三角 港 、 泪 没 的 海岸 阶 
地 、 海 底 谷 ,大 峡谷 和 济 没 岸 的 存在 。 盗 没 岸 可 根据 被 泥炭 所 复 盖 
的 森林 或 树 椿 、 设 入 水 底 的 古 土壤 层 , 以 及 根据 海底 的 石 冰 和 永 冻 
层 找 出 。 

大 多 数 海 深 型 海岸 (如 溺 谷 型 、 城 海 型 .由 湾 型 海岸 等 ) 都 能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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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这 里 售 沟 发 生 过 下 降 运 动 ， 假 使 它们 和 现代 运动 没有 直接 的 关 
系 , 就 可 证 明 不 久 前 依 发 生 过 运动 或 说 明海 岸 的 发 展 趋向 。 

”但 是 在 这 些 标 读 之 中 , 很 多 都 有 双重 的 解释 ( 见 第 10 章 )。 
iii) 河谷 的 确 究 ”可 以 从 河谷 的 研究 中 得 到 关于 大 陆 内 部 

新 构造 运动 的 主要 材料 ; 其 中 最 重要 的 是 对 河流 阶地 的 观 佬 ( 昂 第 
5 章 )。 

埋藏 阶地 可 以 作为 下 降 的 诈 明 ;侵蚀 和 途 便 -堆积 的 阶地 则 可 
以 作为 上 升 的 证 明 。 阶 地 常常 会 被 一 些 次 生 的 过 程 完全 破坏 掉 ， 
仅 留 下 了 外 烁 地 段 , 它们 可 以 指明 古代 冲刷 时 的 原 有 水 位 ; 它们 同 
PERE (ESE SESH HOT SERRE, 

ARLE Gt HOMES BUC OME A, BY DARE 
PSN RA, HMMS REA NDT AE, Fn EA, HE 
VE OH RAMEE Bh MEW A BS BCH (22), 

iv) ARICEPT, ARB 
“” 现 地 壳 新 运动 的 中 象 。 我 们 常常 可 根据 形态 上 表现 得 非常 清晰 的 
”河流 孝 夺 现象 的 有 无 , 而 币 断 出 地 壳 新 运动 是 否 存在 。 已 成 的 均匀 

的 水 文 网 , 可 能 具有 不 均匀 的 形态 , 这 不 仅 是 由 于 新 大 地 构造 的 影 
响 , 而 且 也 可 能 由 于 其 他 原因 (如 冰川 作用 , 火山 作用 等 ) 的 影响 。- 

v) 山地 和 平原 地 形 的 磅 究 ”因为 所 有 现代 地 形 的 基本 特 
征 都 是 由 于 构造 运动 和 和 剑 鲁 过 程 这 两 个 基本 的 地 形 形 成 因素 的 交 
互 作 用 而 产生 的 , 所 以 对 第 一 种 因素 所 起 作用 的 估价 , 就 能 解决 是 
否 人 艰 有 新 大 地 构造 运动 出 现 的 问题 , 例如 , 多 层 地 形 (MHorompyc- 

HI perpe 中 ) 的 存在 就 是 依 镍 发 生地 壳 运 动 的 诈 明 。 对 地 形 的 
从 析 可 以 帮助 我 们 去 作出 关于 新 运动 速度 、 它 的 灼 积 性 、 永恒 性 和 
方向 等 的 结论 (参看 参考 康 献 [5]、[11] 和 [15])。 

9. 地质 法 

这 种 方法 常 和 地 有 得 法 同时 莽 用 , 它 是 一 种 基本 的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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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HEATH 8 (EER 
RETR) HOABAE, TAFE UR SERS PEO MEE ISK 
BET IMLIZ HT, BEA BEBE Os Tk HA Sz By LS, 
必须 把 沉积 类 型 与 堆积 区 地 形 精 确 地 联系 起 来 。 大 陆 堆 积 物 的 各 
种 类 型 主要 和 外 力 地 搓 作 用 有 关 ; 由 于 这 些 作用 的 出 现 , 就 产生 了 
一 定 的 地形。 因此 不 应 当 只 研 守 沉积 物 ， 而 且 还 必须 去 研究 与 它 
们 相关 的 地 形 。 
sii) 古 地 理 图 法 ”这 是 应 用 很 广 的 方法 ， 芝 方法 是 把 各 顺 

- 序 时 代 的 十 地 理 图 拿 来 加 以 对 比 ( 应 考虑 到 相 在 空间 的 耸 布 ) 并 对 
比 海岸 准 的 轮廓 。 根 据 对 这 些 地 图 的 耸 析 糙 果 ， 就 可 回溯 升降 运 
动 循序 浙 进 的 过 程 。 在 研究 近代 的 〈 主 要 是 大 陆 的 ) 堆积 物 时 , 为 
了 顺利 的 应 用 这 个 三 法 , 必须 善于 划 修 各 种 成 因 类 型 ,关上 明 它 们 的 
粗 谷 以 及 气候 因素 对 它们 形成 的 影响 。 

iti) 天 明天 地 构 秒 的 关 保 ”这 种 方法 的 应 用 范围 是 非常 有 
隐 的 ， 因 为 能 够 储 露 头 来 确定 两 层 近代 沉积 在 大 地 构造 上 的 相互 
关 和 柔 的 场合 (主要 是 在 堆积 作用 区 ) 比 较 少 。 这 种 相互 关系 常常 是 
-以 二 蓝 方 法 为 基础 来 加 以 确定 的 (在 全 全 作用 区 )。 

iv) 确 究 近代 堆积 物 在 堆积 作用 区 中 的 厚度 ”这 种 研究 方 
法 如 能 钉 惯 地 采用 ， 是 能 够 提供 很 多 的 成 果 的 。 必 须 注意 到 堆积 
物 的 成 因 类 型 , 注意 到 埋藏 在 沉积 物 下 面 的 地 形 的 特征 和 成 因 , 注 
意 到 堆积 作用 带 对 于 剑 人 鲁 作 用 带 的 作用 等 等 。 在 剑 鲁 作用 方面 ， 
这 种 方法 多 用 来 确定 剑 鲁 作用 过 程 表现 的 深度 。 例 如 ， 根 据 下 切 
侵 便 的 量 和 地 形 的 地 层 测定 , 就 可 以 确定 出 上 升 的 量 。 

10. 历史 考古 法 

芬 析 地 名 是 一 种 为 大 家 所 广泛 乐 用 的 方法 ， 因 为 地 名 时 第 能 

避 明 自然 条 件 的 特征 。 这 些 条 件 以 后 的 变化 使 得 自然 环境 和 地 名 

发 生 了 了 出入。 这 些 出 入 就 可 作为 各 种 古 地 理 、 古 气候 和 大 地 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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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不 久 前 出 现 的 构造 运动 ， 可 从 当地 居民 那里 打听 到 。 把 相 
隔 数 十 年 的 同一 地 区 地 图 拿 来 加 以 对 照 的 方法 ， 如 果 应 用 得 很 得 
当 , 是 会 提供 良好 的 效果 的 。 有 关 新 大 地 构 洁 方面 的 可 此 材料 从 
考古 的 碍 料 中 也 可 尽 找 出 。 

分 析 各 种 历史 材料 .古典 作家 们 的 著作 、 航海 家 和 地 理学 家 的 
笔记 等 , 都 能 获得 很 多 有 价值 的 东西 。 

11. 生物 地 理 法 

地 表 上 的 各 种 变化 一 一 如 海岸 效 的 变迁 和 气 侠 的 变化 等 都 反 
映 在 生物 的 从 布 史 中 。 研 究 生 物 的 从 布 常常 能 确定 阁 多 不 了 解 的 
事实 ( 动 植物 的 断 首 分 布 区 等 ), 为 了 说明 这 些 事实 ; LEB 
的 轮廓 , 描 迹 它们 的 联系 , 推测 海 蚁 是否 售 释 在 现在 已 不 存在 的 地 
方 出 现 过 等 等 。 分 析 十 地 理 图 并 把 它们 拿 来 彼此 加 以 比较 十 能 得 
出 关于 新 运动 的 糙 论 。 

除 植物 和 动物 地 理学 外 BE AHL TIAN 1])， 大 类 地 理 
学 上 的 事实 , 也 能 解决 类 似 的 问题 。 

ie A TRL DB 

12. SAE 

ESRC — PO Be, 如 果 单 独 地 加 以 应 用 , PST 
结果 。 姑 区 一 贯 地 使 用 一 个 方法 ， 往 往 会 与 使 用 别 的 大 法 所 得 出 
的 糙 果 相 了 矛盾。 因此 在 解决 关于 新 运动 问题 的 时 候 ， 必 须 采 用 葡 
Bat AB BH [15] ) 

BAEC FE THREW TEE SESE) AE EAA 
构造 的 因素 具有 密切 的 关系 。 年 青 运动 的 类 型 , 它们 的 性 质 : 振 幅 
和 一 切 特征 都 决定 于 大 地 构造 。 大 地 构造 不 仅 常常 决定 着 运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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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向” 而且 还 决定 各 种 运动 类 型 在 空间 上 的 相互 关系 。 所 有 这 些 
都 要 求 在 研究 年 青 运动 的 时 候 ， 应 该 按照 地 质 构 车 的 因素 来 说 明 
它们 的 特征 。 

为 了 了 解 一 个 区 域 的 新 大 地 构造 ， 除 以 各 种 方法 确定 新 运动 
以 外 ; 必须 熟悉 一 个 区 域 的 一 般 的 大 地 构造 ， 查 明 它 的 发 展 趋向 ， 
把 它 拿 来 和 新 运动 的 性 磋 加 以 对 比 , 只 有 这 样 , 隆 能 得 屿 新 天 地 构 
JEM. 

18, 新 大 地 构造 在 苏联 颂 土 上 所 表现 的 区 域 特征 
耸 析 了 大 量 实际 材料 ， 就 能 作出 苏联 颁 土 上 年 青 运动 的 耸 布 

图 ( 昂 “ 苏 联 第 四 各 橙 料 ? 花 女 集 ， 第 二 集 ，H. U. EAA 
文 附 图 。 苏 联 科学 院 , 1950 年 版 )。 各 种 区 域 的 划 从 不仅 应 当 根据 
构造 运动 玫 现 的 状况 和 强度 ， 而 且 也 应 根据 往往 与 古代 的 大 地 构 
造 因 素 紧 密 关联 的 构造 结构 的 特殊 性 。 

在 新 大 地 构造 的 表现 方面 , 苏联 境内 的 情况 不 是 完全 一 样 的 。 
谷类 注意 的 是 各 种 山区 跟 正 向 构造 运动 占 优 势 的 各 区 域 的 联系 以 
及 前 者 和 振幅 不 大 反 负 向 的 构 先 运动 的 区 域 的 联系 。 对 于 每 个 区 
BOR, 因为 自然 特征 的 不 同和 研究 程度 的 不 同 ， 采用 的 综合 法 也 
应 该 有 所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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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 风化 过 程 的 研究 

RES 2 章 ) 

HM. RE ERA 

BUL(EE—P EMRE EA HBA EAR HWE 
过 程 。 土 壤 和 各 种 有 用 矿物 的 形成 都 与 它 有 关 ; 风化 作用 与 介 鲁 
过 程 一 样 , 同 是 各 种 地 形 形 成 的 重要 因素 。 在 农业 :建筑 工程 及 工 

Fi AA i, BM BILE 

1. 风化 过 程 的 本 和 质 

` 目前 还 惟有 对 风化 过 程 作 出 和 统一 的 理解 。 在 各 种 专门 艾 献 和 

数 科 书 中 ， 关 于 风化 作用 有 着 各 种 各 样 的 定义 。 风 化 过 程 就 是 大 
陆 表 面 的 居 石 物质 在 各 种 风化 营 力 的 作用 下 发 生变 化 而 且 甚 至 是 
完全 重建 的 过 程 。 风 化 作用 的 营 力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其 中 主要 的 有 : 
a) 随 地 方 继 度 而 改变 的 太阳 辐射 ;b) 大 气 圈 的 组 成 部 分 一 一 氧 、 氮 
及 空气 中 的 碳酸 ;c) 大 气 水 及 潜水 ;d) 有 机 体 。 

风化 过 程 的 性 质 解 取决 于 上 述 各 因素 的 相互 作用 ， 也 取决 于 
它们 在 空间 上 的 地 带 性 变化 和 时 间 上 的 变化 。 此 外 , 闫 石 的 产 状 、 
岩 性 成 分 岩石 车 构 和 构造 上 的 特点 等 也 起 着 很 大 的 作用 。 

风化 作用 可 以 根据 风化 营 力 的 作用 而 分 为 以 下 几 种 类 型 : 
D 物理 风化 一 一 序 岩 石 简 年 和 机 械 地 分 解 为 各 种 不 同 大 小 

的 碎 块 的 作用 。 它 主要 是 由 于 温度 的 激烈 改变 引起 的 。 第 一 由 于 
温度 激烈 改变 ， 岩 石 表 层 体积 就 会 迅速 改变 ， 从 而 造成 岩石 的 基 

`“ 裂 ;第 二 由 于 温度 的 激烈 改变 , 岩石 裂 姓 中 的 水 就 会 发 生 冻 车， 从 
而 使 兰 石 因为 体积 的 增 大 而 沿 着 兰 毋 裂 开 ; 第 三 由 于 温度 的 激烈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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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 BEE OS EBL BH kB SH 
AE) RRS ALR, AAT GERM ZNO th BIA, FE SK HO TRREEE, 
ALLE, FERRRUE TE, A ESR AO UR RE POET 
BE, Tt RI, EAL Oe, OPA AS 
oie 
TD) 化 学 (或 物理 -化 学 ) 风化 当 此 各 作用 进行 时 , A 
物质 会 发 生 深 列 的 改变 ， 甚 至 于 发 生 完全 的 重建 。 其 主要 营 力 是 
水 和 容 气 ;最 主要 的 化 学 反应 是 溶解 ,化 合 反应 、 耸 解 与 代 换 ,氧化 

- 与 水 化 。 

TD) 有 机 风化 ”所谓 有 机 风化 ， 也 就 是 各 种 动 植物 有 机 体 
对 兰 石 所 发 生 的 作用 。 这 种 作用 可 能 表现 为 岩石 的 机 械 破 坏 (植物 
的 根 、 合 行动 物 与 掘 土 动物 ), 也 可 能 表现 为 兰 石 的 化 学 变化 ( 芬 离 
红 来 的 有 机 酸 、 碳 酸 及 有 机 体 耸 解 时 所 产生 的 其 他 酸 类 的 作用 )。 

把 风化 过 程 从 为 几 种 类 型 , 这 完全 是 带 有 条 件 的 , 因为 这 些 过 
程 都 是 一 起 出 现 的 ; 在 任何 某 一 种 类 型 的 风化 过 程 中 都 能 或 多 或 
上 消 地 看 到 整个 风化 过 程 的 总 体 。 风 化 作用 能 使 问 石 发 生变 化 并 且 
产生 新 的 生成 物 一 一 残 积 屋 和 风化 壳 。 

反 化 壳 是 在 没有 剑 全 过程 参加 下 ， 由 于 风化 作用 的 影响 而 形 
成 的 复杂 的 岩层 。 风 化 壳 由 一 系列 沿 垂直 方向 互相 更 返 的 层次 所 
构成 。 其 中 ， 每 一 层 又 由 特殊 的 岩石 七 积 层 所 组 成 。 人 们 常常 把 . 
残 积 层 的 概念 跟风 化 壳 的 概念 等 同 起 来 ， 但 后 者 是 一 个 复杂 的 残 

: 积 层 剖面 ， 它 常常 包括 好 几 种 残 积 层 。 风 化 壳 和 未 受 风 化 作用 的 
”元 兰 不 同 之 处 就 在 于 它 有 另 一 种 颜色 (褐色 , 红色 ), ARE 

RS, 而 且 它 的 化 学 成 从 也 起 了 变化 。 
在 长 期 的 风化 作用 下 ， 风 化 壳 的 厚度 能 够 达到 几 十 公 尺 。 这 

种 风化 作用 叫做 深 成 风化 (rmy6uHHoe BEIBeTrpHBaHHe) BKC 

PEND (BBS* sek [5], [6], [7] )。 对 表层 风化 的 营 力 必须 
.补充 风 个 特殊 的 条 件 :例如 , 地 表 地 带 所 固有 的 温度 的 剧烈 变化 会 



8 a 
随 着 深度 的 增加 而 逐渐 减 小 ， 同 时 压力 也 开始 发 挥 作用 。 有 机 残 
PAO ES My Shee EIR, tek (rpyHToBag Bota) 能 成 为 深 成 风 

化 作用 的 主要 营 力 之 一 ; 土 中 的 空气 (rpyHTOBBI 首 Bsosryx) 也 同 

样 起 着 一 定 的 作用 。 深 成 风化 作用 很 少 与 气候 条 件 有 关 ， 因 为 随 
着 深度 的 增加 ,气候 因素 的 影响 趋 于 微弱 ， 而 地 质 条 件 ( 兰 石 的 成 
耸 、 裂 阶 等 ) 的 作用 则 大 为 加 大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气 人 心 只 能 间接 发 生 
作用 , 因为 它 能 影响 到 潜水 的 水 平 、 成 区 和 温度 。 

在 遭受 风化 过 程 的 岩石 圈 的 范围 内 ， 可 以 从 出 一 些 与 潜水 的 
流动 特点 以 及 条 石 本 身 的 性 质 (松散 的 , SAN) 有 密切 关系 
的 垂直 带 : 渗透 带 或 通气 带 (3oHa aspaI) ; 入 水 流动 带 《〈 在 这 

里 , 所 有 和 孔隙 中 都 充满 了 水 ); WER KAY (Bona sacTOtHEIX BOR), 
在 每 一 带 中 所 发 生 的 过 程 是 各 不 相同 的 (图 1 )。 

bak? Vo a 

图 1 风化 作用 的 垂直 地 带 性 
7 一 通气 带 ; 77 一 湾 水 流动 带 ; 777 一 滞留 水 带 。 一 大 气 降水 ; 
6 一 通气 带 中 的 渗透 水 ;2 一 在 低 处 由 于 水 水 的 影响 活 透 量 增加 ; 
2 一 土壤 水 层 带 ; 0 一 毛 看 管 水 层 ; 4\ 允 一 湾 水 面 ; 3 一 节 头 一 一 才 
明光 水 的 流向 ; zx 一 深 成 风化 带 (厚度 很 大 ); — e— EEG 
BERK). | 

FETE RM RSS, FDR A ERM A PP 

JLB: 
土壤 层 ”这 是 在 动 植 物 有 机 体 作 用 下 , Ete eat “AE 

过 程 >(6roTHduecx 首 ) (威廉 斯 ) 影 响 下 所 生成 的 风化 产物 ( 见 第 23 

章 )。 在 风化 壳 发 育 不 显著 的 地 方 , 当 它 的 厚度 为 几 厘米 到 1 一 2 米 



化 壳 最 下 的 部 分 ， 形 状 为 向 下 

通常 生 在 带 有 裂 创 的 岩层 之 

” 层 微弱 得 多 。 和 而 且 风 化 壳 基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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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其 整个 三 积 层 全 部 处 于 成 士 过 程 的 影响 之 下 。 因 此 对 于 这 些 
HODES, 风化 壳 的 概念 与 土壤 层 的 概念 是 相同 的 , 有 时 甚至 与 焉 
” 积 层 的 构 念 也 是 相同 的 。 

PULSER = BLD 

RMI, PILE 

BP, ERR TE BE a PER 

> BER EATKAY 4b 8 OH 图 2 ”风化 过 车 构 的 图 示 

fl, Ske | RR Ot aes 
8 一 风化 壳 基 层 ; 2-—seaHA, 

| 常 从 风化 壳 中 保存 下 来 , FRE ERK L (SA 2) 

2. 硬 究 的 任务 

应 当 研究 : 蕊 各 种 风化 营 力 对 于 兰 石 的 作用 ; 边 风 化 过 程 的 糙 

时 一 “三 积 层 和 风化 壳 ; 让 ) 由 各 种 剑 便 过 程 所 引起 的 作为 风化 产 
驳 的 矿 驳 体 的 移动 ,形态 及 其 特征 ; iv) 在 矿物 体 移动 时 所 形成 的 

_ 巴 与 岩石 特性 有 关 也 和 风化 过 程 及 全 鲁 过 程 的 性 质 有 关 的 各 种 特 
| PUBTE; v) 在 不 同 的 气候 带 和 不 同 的 自然 地 理 环境 中 , 风化 过 程 
。 对 于 秘鲁 过 程 所 起 作用 与 意义 ;vi 风化 过 程 的 强度 乏 度 ; vi 上 
。 列 各 因素 在 有 用 矿物 形成 中 的 意义 ; vii) 风化 过 程 对 于 建筑 工程 

ft a oe 

的 意义 。 

3. 小 气候 的 确 究 

气候 条 件 能 够 影响 到 风化 过 程 的 性 质 和 特征 ; 因此 必须 研 窑 

， 画 夜 温度 变化 温度、 降雨 量 、 降 雨 时 间 、 降 雨 方式 、 冻 车 期 及 解冻 
”期 方面 所 反映 出 来 的 气候 类 型 。 

如 果 被 研究 的 地 区 设 有 气象 站 ;或 者 气象 站 离 工 作 地 点 很 远 ， 



| 

62 S philic ew 

BAe SSUES ASH PRUE, SAM RE Fa 
TDAH BS (HLH 24 BE), 
ee eee eee 是 极其 重要 

的 。 对 小 气候 进行 了 研 完 以 后 ， 我 们 就 可 以 划分 出 物理 风化 和 化 
学 风化 占 优势 的 地 区 。 

- 观察 时 ,要 指出 里 In 2 EE AR Re 
(YER ALANA AER LS) | MAIER 
等 。 下 列 这 些 因素 都 有 利于 风化 作用 之 进行 : 人 
不 同 ( 当 六 石 由 各 种 不 同 颜 色 和 成 从 的 矿物 组 成 时 ) ;(2) 组 成 兰 
os int 06 eso zeae eee 
石 内 部 的 裂 除 、 孔 隙 和 洞 写 很 多 ; (5) 露 出 的 岩石 的 表面 不 平 ; 兰 晨 
(EBLE UK, aed 

BOSH) LL HRI De DR SUAS EA LA 
化 作用 的 进行 ; 朝 北 的 山坡 和 温暖 而 潮湿 的 气候 则 比较 有 利于 化 
学 和 有 机 风化 作用 的 进行 。 

”要 精确 地 确定 岩石 表面 的 温度 是 相当 困难 的 。 各 种 温度 的 数 
值 可 能 因 观 测 方 法 之 不 同 而 不 同 ;如果 把 温度 计 放 在 岩石 面 上 , 那 
未 所 得 到 的 是 大 气 最 低层 的 气温 ， 而 不 是 岩石 表面 与 室 间 交办 处 - 
AQUELEE; 温度 计 本 身 的 构造 特征 也 会 影响 所 得 的 数值 。 如 果 用 薄 

薄 的 一 层 岩 石 把 温度 计 盖 住 的 话 ， 那 么 所 得 到 的 将 是 最 上 层 岩 石 
的 温度 ; 在 白天 用 这 种 方法 所 测 出 的 温度 要 比 兰 石 玫 面 的 温度 低 。 
另 一 种 测定 方法 是 把 温度 计 上 的 玻璃 球 一 牛 放 大 兰 层 中 。 应 当 把 
测定 的 方法 精确 地 记录 下 求 。 
与 此 同时 , 还 应 当 用 普通 吊 索 温度 计 (repMowMeTp-HpalIIa) 测 

出 人 体高 度 处 的 气温 ( 见 本 矢 第 24 章 及 第 一 答 第 16 章 )。 
在 有 可 能 进行 长 期 观测 时 , 必须 研究 : 1) 季 节 性 冻结 、 冻 糙 的 

深度 、 解 冻 时 间 以 及 它们 对 风化 过 程 的 影响 ;2) 兰 石 潮 温 及 过 潮湿 
的 现象 ; 3) 它 们 与 季节 、 永 久 冻 车 和 微 地 形 等 的 关系 。 



Vestas 3 
. 4. SSR HE(poccninn) RSF (occpinu) 

在 物理 风化 过 程 的 影响 下 ， 会 形成 大 量 的 雁 导 物质 。 要 描述 
RAMA WANE, HERR REF LAA HE 
FIZBER LAA BSE (SEF VERE HAA ARR ADK NRA 
(RANE AB SIE, 请 参看 第 24 章 和 第 25 章 )。 
要 指出 碎 屠 物质 聚集 的 形态 : 它们 是 否 具 有 不 规则 的 形态 ( 兰 

ve. Ate. AB), ERR TIE OAS (石河 ) We, 还 是 
. HERB BRUM ROSETE Cae) 5 EAP: Bis Hi HH 5h 38 ae SG 

SHS, CPL 1 TE EE A BS J OE HB 
WEF EDI Le He By A EU AG HH PE PEL Set CRS) 和 描 
it | 
BWM, EG, RH BUS AYER A AEN R/} HORE A 

BOZE IBA) 5 Wr eb AG fad TI EFT HO TPA 5 9B EL BE 
MESH BAMAWKA, CEM S ware, FA 
FARR A 

应 当 关 明 岩 局 雏 (和 兰 导 堆 ) 的 构造 。 研 究 它们 的 层 理 〈 即 根 
据 其 形状 和 大 小 研究 碎 层 物 质 垂 直 剖 面 的 顺序 性 ; 在 大 碎 石 块 中 
BABA AVR WK, 它 是 否 卉 满 了 大 酚 石 块 中 的 空隙 ;这 
里 有 没有 永 冻 层 ， 当 矿石 物质 在 极 平稳 的 用 坡 上 移动 时 ， 这 种 永 

” 冻 层 能 起 很 大 作用 ( 见 第 14 章 及 第 15 章 ) ; 岩 悦 堆 深 处 有 没有 水 
流 , 它们 的 流量 的 变化 情况 怎样 。 

要 指出 碎 局 物质 的 堆积 同 地 形 CI, hak, VIE, ARS) 
”和 和 君 坡 朝向 之 间 的 联系 。 群 竹 地 描述 地 形 形 态 ( 地 表 的 代 科 度 , 科 
堪 的 曲折 等 ) 以 及 粗 成 这 些 地 形 的 岩石 及 其 产 状 。 

关上 明 碎 慎 物 质 移 动 以 及 这 种 移动 与 下 列 各 种 因素 的 关系 : IK 

Wg, 重力 , 大 气 降水 (雨水 .暴雨 水 ,融雪 水 、 风 、 潜 水 等 )。 如 果 

是 在 冬天 进行 观察 的 话 , 还 应 确定 复 盖 着 碎 局 物 质 的 雪 盖 的 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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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ER MPALEE AVE LINO LS ES HOR AUDPKHO 
eS EVE NWSE A SEA HENS A EI 

5. Bl ib x 

KAMAE RH RULED, 包括 岩石 的 矿物 成 共 、 糙 各 
与 构造 及 其 中 是 否 包含 有 抗力 不 同 的 夹层 及 物体 ; LRM 
产 状 要 素 、 裂 阶 度 、 接 钴 情况 和 水 文 地 质 情 况 。 

应 当 研究 瑟 积 层 的 章 面 ; 岩石 和 矿 胸 破坏 过 程 与 改造 过 程 的 
强度 同 将 石 的 埋藏 深 度 、 成 修 和 构造 等 的 关系 ;风化 带 中 有 没有 新 
矿物 出 现 (石膏 等 ); 永久 冰冻 、 地 方 朝向 以 及 它 在 地 形 上 的 位 置 等 
因素 的 影响 。 

描述 闭 石 所 具有 的 那些 易于 观 祭 到 的 物理 特征 (颜色 ,硬度 和 
裂隙 度 ) 的 变化 , 根据 颜色 就 可 以 辨别 风化 岩石 , 例如 哮 石 风化 时 
会 显 出 褐色 、 镍 色 与 黄色 ; 硬度 在 风化 时 会 发 生 强 烈 的 变化 , 例如 
由 各 种 矿物 所 租 成 的 岩石 在 从 化 时 就 会 从 裂 成 为 碎 石 其 ， 而 裂隙 
度 常 会 随 着 风化 作用 的 发 展 而 增加 。 

研究 风化 壳 时 ， 要 根据 上 述 各 点 来 区 从 和 群 和 地 摘 迹 残 积 崇 
层 的 层次 。 用 您 尺 量 出 每 一 层 的 厚度 。 要 注意 岩层 变化 的 底面 、 
例如 注意 它们 是 否 成 为 袋 状 ， 玖 积 层 是 否 还 淅 地 过 滤 到 未 发 生变 
a : 

2 AEE He AC ROE, 要 指出 它们 是 否 成 为 父 天 
ie. EAP REID FID, CAPS BB PeAR, BBR RE, WRAPS 
SERUM, HARA NOE RENO RUL (AREY 
抑或 突然 的 ; 这 种 过 滤 才 现在 颜色 上 抑或 表现 在 崭 石 棚 成 的 改变 
Eee), 

$2 HH UL a0 RE REL RU RB DP IP 
成 对 于 岩层 剖面 的 变化 、 对 于 各 种 地 貌 因素 以 及 对 于 它们 的 年 瞪 
的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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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所 有 岩层 变化 的 全 部 情况 都 必须 加 己 描 述 ， 作 出 素描 和 照 

象 。 对 于 兰 石 风化 的 各 个 阶段 都 要 收集 标本 以 作为 佐证 。 

6. 有 机 体 的 作用 

必须 注意 常常 与 岩石 物理 破坏 有 关 的 根 季 的 作用 。 兰 石 被 根 
所 提 歼 的 现象 是 很 容易 发 现 的 。 但 是 蛮 观 察 有 机 体 对 岩石 的 其 他 
的 作用 形式 则 是 非常 困难 的 。 植 被 预先 决定 着 上 层 潜 水 《Bepxo- 

。 aomka) 的 强烈 牌 直 循环 ， 这 种 循环 是 烃 常 睹 燕 胸 作 用 来 维持 的 。 
” 大 气 水 的 地 表 到 流 的 显著 减少 及 其 渗透 水 量 的 增 大 也 与 植被 的 存 
在 有 关 。 在 很 多 情况 下 , 植被 能 保护 地 表 和 正在 形成 的 风化 壳 , 避 

免 流 水 的 水 平 冲 刷 和 烤 状 切割 。 因 此 必须 研究 这 些 现象 并 且 确 定 

植被 的 作用 。 
在 风化 过 程 发 展 中 ， 潜 水 能 起 很 大 的 作用 。 地 面 层 的 松散 很 

有 利于 大 气 水 的 进入 岩石 。 蝶 嫂 及 其 他 掘 十 动物 也 能 促进 地 面 层 

EL ¥ 

& 

Lg ie eee en il — ho as 

的 松散 。 在 研究 时 , 还 必须 指出 有 机 体 所 引起 的 上 述 作用 的 中 旬 
如 抽 掘 程度 ， 营 道 的 深度 等 。 

在 宰 露 的 绑 石 土 ， 常 常 发 现 有 了 瞄 色 或 几乎 是 黑色 的 “岩石 海 

|‘? (nomréx) , KP AAP We ERK, BME 

FEA BE, MANIK SAS (Rk 

TEYD MIM, 查 明 它 在 微 地 形 因素 中 的 位 置 (是 在 侵蚀 壁 售 中 , 还 

是 在 陡 创 关 坡 的 浇 四 地 上 ); 确定 地 衣 对 岩石 表面 的 作用 是 以 什么 

方式 表现 的 。 

7. 风化 过 程 的 地 带 放 

随 着 凤 化 营 力 的 改变 ， 风 化 过 程 也 发 生 改 变 。 因 此 研究 风化 

蒜 时 在 空间 从 布 上 的 地 带 特征 就 显得 很 重要 (这 一 点 是 B. B. 道 库 

” 恰 慎 夫 第 一 个 指出 的 )。 
要 对 风化 过 程 地 带 性 的 观察 提供 出 方法 花 的 指示 是 很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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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Dg Rt S& BH AE SS, ei on Se BATE 

Soa Ww AEXETT 

这 里 我 们 只 提出 一 些 简单 的 指示 ， 这 些 指示 只 能 帮助 我 们 汪 

证 地 找 册 风化 作用 的 地 带 特征 。 

i) 在 寒冷 SE REARS “在 这 种 地 区 化 学 

大 化 作用 及 地 球 化 学 过 程 的 作用 很 有 弱 ， 风 化 壳 也 不 显著 。 在 这 里 . 

起 主要 作用 的 是 物理 风化 , 特别 是 冰冻 风化 。 这 种 很 弱 的 化 学 风化 

作用 的 车 果 是 使 矿物 唱 到 洲 解 ， 风 化 沉 中 的 粗 成 物质 被 冲 走 而 在 
原来 二 方刚 留 下 了 二 氧化 砂 。 石 河和 石 洪 (kamennetit Kypym) 的 
形成 可 作为 这 类 地 区 的 特征 ， 这 些 生 成 物 在 苏联 北部 和 西柏 利 亚 

山区 分 布 很 产 ( 具 第 15 章 )。 
ii) 温带 气候 区 Zen WE FNL TR I, 化 学 风化 过 

程 起 着 显著 的 作用 。 在 这 里 发 生 蕊 酸 馈 的 从 解 ， 从 而 形成 高 内 矿 
物 ; FeO RR DAA Ov , TERT EBS 。 

Tkiow i SMA, Zak Me, es) Ew Bt 

(cuannur) AB RD w—Aly BLK. 

在 草原 地 带 , 淋 洲 过 程 很 呢 ; 化 学 风化 过 程 受 到 阻碍 ; 循环 的 ”， 

溶液 中 含有 大 量 诚 和 记 土 ;风化 壳 的 胶体 部 分 充 消 卫 钙 , 它 促 进 着 

有 机 物质 的 聚集 , 因而 影响 到 风化 过 程 。 在 这 里 ， 风化 壳 的 厚度 比 

Feri AK. 

在 干旱 章 原 区 ， 坡 积 物 的 形成 过 程 起 着 入 大 的 作用 ， 当 雨 水 

和 融雪 水 以 片 鲁 方式 冲刷 风化 产物 时 ， 便 在 君 坡 上 堆积 成 这 种 

坡 积 层 。 风 化 产物 除了 有 显露 移动 之 外 (为 疹 导 锥 的 移动 ) , 有 时 

还 可 能 有 “隐蔽 的 ”与 其 他 作用 联系 在 一 起 的 ) 移动 ， 这 种 “ 隐 

蔽 的 ?移动 发 生 在 草皮 之 下 。 因 为 随 着 风化 作用 的 出 现 , 岩石 的 散 

碎 度 、 腰 体 微粒 的 数量 也 跟着 增加 ， 同 时 它们 的 移动 性 也 跟着 增 

大 5 

如 果 有 可 能 长 期 驻 茶 下 来 和 基 且 能 有 最 简单 的 化 学 实 砍 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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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 就 可 以 收集 有 关 解 决 不 少 很 有 意义 的 问题 的 奏 料 ， 这 些 问题 
是 : 松散 物质 的 显露 和 隐蔽 的 移动 过 程 在 怎样 的 程度 上 影响 坡 积 
层 的 形成 ; 它们 是 相互 地 排斥 呢 , 还 是 平行 地 进行 ; 它们 之 中 的 每 
一 种 移动 在 各 种 不 同 的 自然 条 件 下 所 起 的 作用 如 何 。 

因此 ;应 藤 对 自由 的 移动 和 隐蔽 的 移动 进行 观察 。 要 注意 它 
个 的 形 犁 特征 〈 章 皮层 的 散 裂 ， 科 坡 的 微 阶 棋 状 ,，“ 狭 径 ? 的 发 展 

fee eee RAAT A MA RET eS 
“着 的 部 修 , WAGES PASE HH, BRAGS, 潜水 水 平 的 下 降 、 兰 

- 石 的 成 区 和 特征 等 ) 对 它 的 影响 。 收 集 套 料 以 确定 移动 速度 和 移动 
对 根系 向 寅 处 和 深 处 发 展 的 影响 。 指 出 隐蔽 的 移动 向 其 他 形态 (请 
移 cIIJTRIBa) 地 请 ) 的 过 滤 情 况 ( 见 第 4 章 )。 指 出 被 钟 刷 的 和 移动 ， 

的 物 丑 如 何 沿 科 坡 堆 积 ;它们 在 各 种 人 告 坡 部 位 上 ( 凹 处 .四 处 、 科 堪 
的 基部 、 科 坡 的 顶部 等 ) 的 成 共和 厚度 ;风化 产物 如 何 为 小 河 ̀ 大 河 
及 临时 性 水 流 所 搬移 。 

PIRES A BF eT} ( 基 部 和 顶部 ) , 它们 与 发 育 在 
用 坡 上 的 和 和 芬 水 峪 上 的 岩石 的 关系 。 这 里 有 没有 埋藏 土屋 和 田鼠 
灾 〈 赁 土屋 和 田鼠 灾 的 存在 就 可 以 证 明 坡 积 层 堆积 过 程 售 狼 中 断 
it) , 区 里 有 没有 层 理 , 这 种 层 理 的 特性 怎样 , 以 及 坡 积 层 跟 现代 
抒 形 和 古代 埋 藏 地 形 的 关系 。 指 出 向 残 积 层 过 滤 的 情形 。 

， 所 有 的 观察 都 要 记录 下 求 ， 并 用 图 解 和 素描 来 加 以 发 明 。 此 
外 还 应 当 把 那些 能 反映 我 们 看 到 有 差异 的 标本 收集 起 来 并 用 这 些 

”标本 来 作为 这 些 刀 录 的 附件 。 全 部 观察 点 都 应 标明 在 图 上 。 
iii) FURMERRSRKR ”在 这 些 地 区 ， 化 学 风化 作用 显 

著 减 弱 ; 代 之 而 起 的 则 是 强烈 的 物理 风化 作用 , 同时 在 唱 到 破坏 的 
产物 中 聚集 着 相当 数量 的 简单 厅 类 ， 主 要 是 碳酸 钙 和 碳酸 镁 。 这 
两 种 荔 类 和 其 他 简单 惫 类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它们 溶解 度 较 小 。 在 这 种 
地 区 常常 会 带 有 一 层 莞 资 兰 洪 。 

da BE Rt (vemmeparypHoe BEIBeTpHBaHMe) 作 用 具有 很 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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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 它 能 引起 一 系列 的 物理 过 程 ， 例 如 苦 石 \ 矿 物 及 其 中 所 含 的 

气体 因 受 热 而 发 生体 积 变化 ;水 分 的 蒸发 和 凝 灶 ;水 的 体积 的 变化 

等 
温度 变化 能 够 引起 馈 风 化 作用 (comeBoe BEIBeTDHBaHHe) 。 

所 讲 粘 风 化 作用 就 是 溢 解 于 水 中 的 古 分 在 看 石 慢 耻 中 由 于 水 的 干 

酒 而 董 唱 并 且 增 大 了 自己 的 体积 ， 猪 果 就 使 兰 石 分 解 为 碎 瑞 。 由 

ETE RM AREA, FERMA BIS SERIA BHE; MVP ROR DD 

PID IES Py AUR ZE. | 
FE HE UMS DEFT DL Pk eH POE. 
a) SBE LLM EAL, HR 

展 程度 如 何 ; 23 BO eS Fp BO A a YE Be ; eS RAN 

征 (墨色 、 神 色 、 有 光泽 ,无 光泽 .连续 的 成 斑点 状 的 等 等 ) 是 否 与 状 

石 的 颜色 和 成 从 有 关系 ; 它 的 分 布 是 否 与 各 个 陡 崖 的 贿 坡 朝向 有 

关 ; +B MIE AHA LE BHA ne GeR ; 它 正 在 哪 坚 岩石 上 

发 展 着 , 其 发 展 程度 如 何 ;哪些 地 方 没有 这 种 兰 潜 。 药 次 漆 形 成 在 
荫 处 抑或 形成 在 有 太阳 光照 射 的 地 面 上 ; 在 郑 近 地 方 是 否 有 水 ;水 

是 否 沿 着 有 帝 效 兰 洪 复 盖 的 岩石 流 过 ; 死 资 痊 浚 的 厚度 。 | 

此 外 也 应 当 观察 其 他 风化 膜 (Kopxa BkiBerpunanne) (如 石 
灰 膜 .石膏 膜 、 二 氧化 砂 膜 )。 铁 刍 膜 是 与 荡 并 区 有 关联 的 ; 但 在 潮 

湿地 带 也 能 见 到 ， 故 在 潮湿 地 带 研 究 这 种 膜 是 很 有 意义 的 所 有 
的 上 述 的 观 你 都 必须 记述 下 来 , 代 作 素描 和 乐 集 标 本 来 加 以 佐证 。 

6) 岩层 堆 (poccPIImI) 在 干旱 气候 区 , BRE, 

FEEFEMS DER SER DES DA, MRS EA) 

BE, 它 在 空间 上 的 变化 , BHR PUREST S WHA E PARA 4 

(机 石 ) 的 成 从 (对 并 局 堆 的 其 他 方面 的 观 人 罕见 本 章 第 4 节 ) 

B) 温度 风化 作用 这 种 风化 作用 发 生 在 哪些 岩石 上 ， 是、 
怎样 发 生 的 ; 闫 慎 堆 形成 了 什么 样 的 外 形 ; 有 没有 岩石 雁 橡 ， 兰 夏 

LA BARAK; SPARES BH Al BGT) Bl B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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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的 石 块 与 碎 屠 物 中 的 规模 ; 介 皮 现象 (表皮 股 离 ) 一 一 岩石 成 层 

”地 与 岩 面 平面 地 闽 落 。 各 种 因素 〈 朝 向、 岩石 成 分、 温度、 裂隙 度 

等 ) 对 复 皮 现象 的 影响 。 有 疫 有 发生 蔓 风 化 作用 , BEB de BY 

“分 并 收集 其 标本 。 
在 风化 作用 下 ， 狼 常会 形成 独特 的 地 形 形 态 一 一 兰 柱 “ 石 侦 

象 ”"“ 石 杆 石 ”> 、 的 摆 右 〈KadatoIIHecg KaMHH) \ 石 菌 等 。 必 须 确 

EMEA MTSE GER Se 
PRA, BARGER AE, RUA BE AB EA se fk 

PHN, KEES YT RK, Bea RIR ITER 

的 描述 。 

iv) 亚热带 气候 区 ”在 这 种 气候 区 内 ， 有 剧烈 的 化 学 风化 

过 程 ,这 种 风化 过 程 使 母 崇 发 生 强 烈 的 分 解 , 芽 引 起 二 氧化 克 的 分 

解 , 使 二 氧化 矿 遭 到 完全 的 淋 鲁 。 所 有 的 硫化 物 (Fe, Mn, Cu. 等 ) 

APA thin KAA thy; 复杂 的 正 铝 酸 (opToarttoMoCHIUKaT) 

Aas GE (meroamocunukar) 也 在 某 种 程度 上 遭受 破坏 ; AW 

BORN nis ly CK. Na) sim ES ie (Ca, Mg) MRE Py 

Ver PEA) HE RTE ASU WH, TZ} Fe,O; 和 Al,O, 也 流 走 了 ， 但 

是 筷 们 大 部 分 《特别 是 AliOs) 仍 残留 在 风化 壳 中 ; AEE BY 

氧化 物 、 水 馈 氧 和 其 他 矿物 。 这 种 类 型 的 残留 风化 产物 吓 做 锅 士 

(ar 为 它 是 风化 产物 组 合 中 最 后 的 一 环 。 在 副热带 地 区 , 广泛 
地 上 发育 着 人 德 征 壤 和 铁 攀 十。 

8. 古风 化 过 

当 考 察 者 发现 显露 在 剖面 中 的 古风 壳 时 ， 应 当 确定 其 地 层 位 
B, Abb, 也 要 确定 其 上 部 和 下 部 沉积 物 的 地 质 年 代 ( 见 第 17 章 )。 

同时 还 应 当 确定 这 种 风化 壳 的 垂直 带 。 详 炎 地 测量 其 厚度 ， 
确定 它 的 矿物 成 分 ; 确定 它们 同 那些 未 遭受 风化 的 岩石 的 结构 和 
BIA, BUA GRR AOA, 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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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壳 的 基层 。 通 过 对 风化 壳 齐 面 作 赂 条 的 矿物 和 地 球 化 学 的 研究 
(这 种 研究 是 在 室内 整理 从 风化 壳 各 带 收集 来 的 标本 时 进行 的 )， 
确定 风化 壳 发 展 过 程 及 各 时 期 中 所 上 发生 的 各 种 风化 过 程 的 受 置 。 

重 构 古 风化 壳 的 生活 和 形成 的 情况 ， 可 以 帮助 我 们 了 解 古 风 
化 壳 的 分 布 规 律 以 及 与 之 有 关 的 各 种 有 用 矿物 的 耸 布 规律 。 

9. 风化 过 程 与 地 形 

在 风化 过 程 的 影响 下 ， 不 同 硬度 的 岩石 有 不 同 的 抵抗 破坏 的 
能 力 , 因而 就 发 生 了 选择 风化 作用 。 
”风化 过 程 与 侵蚀 过 程 共同 作用 于 各 种 不 同 的 兰 石 时 ， 在 不 坚 
MAA LATE tem, Chi. WB, 而 在 坚硬 的 岩石 上 则 会 
TERE. a BE BR EES, | 

RUC PR BGE TN, 便 使 尖峰 变 圆 , BBR, HT 
形 的 表面 。 所 以 在 有 各 种 成 从 岩石 的 露头 处 以 及 具有 各 种 不 同 气 
候 条 件 和 各 种 不 同 绥 对 高 度 的 地 区 , MRAM, 了 解 各 种 风化 
过 程 在 地 形 形 成 中 的 作用 。 应 喜 注意 小 地 形 形 态 : 峰 某 状 兰 、 网 眼 
状 岩 侵蚀 壁 售 .和 球状 地 面 等 。 

地 形 本 身 也 影响 着 风化 过 程 ， 这 种 相互 联系 也 是 很 有 意义 的 

和 
C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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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流水 作用 的 研究 

( 原 书 第 5 章 ) 

HW. Rea BR 

1. @ Ff 

流水 在 地 形 的 改变 和 沉积 物 的 形成 方面 所 起 的 作用 是 很 大 
的 。 通 常 以 侵 鲁 活动 这 一 术 话 来 概括 流水 作用 。 所 情人 信人 鱼 活动， 
主要 是 指 冲刷 作用 ， 而 河流 的 沉积 过 程 旭 被 划 为 一 种 特殊 的 作用 
一 一 浴 积 作用 。 

因此 , 在 研究 流水 的 作用 时 , 应 牙 别 地 观 侍 雨水 的 冲刷 、 搬 运 
和 沉积 的 现象 。 水 流 的 补 输 、 变 律 和 流量 等 特征 一 方面 能 对 水 流 
本 身 的 特性 发 生 一 定 的 影响 ， 另 一 方面 又 在 颇 大 的 程度 上 受 地 形 
和 气候 的 支配 。 所 以 , 必须 瑚 明 冲刷 、 搬 运 和 沉积 作用 在 不 同 气候 
带 和 不 同 地 形 条 件 下 出 现时 的 特征 。 

在 研究 流水 的 活动 时 , 通常 都 把 它 从 为 两 种 类 型 :一 是 片 状 侵 
fili(CMbIBaHMe HI IITOCKOcTHag 3pbo3H8)，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沙 下 

的 大 气 降水 成 短 流 沿 科 坡 下 流 , ER AA T AE, PT ， 
TG (BST Di) ; 一 征 厂 状 侵 人 鲁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 水 集中 为 成 股 的 “ 
水 流 , 流 在 河床 里 , BETS ERM Mil, MVE CLOTH AR De RE (BOAT 
Yi), EMASREEH 〈 道 库 恰 耶 夫 、 科 斯 狄 切 夫 、 巴 甫 洛 夫 
等 ) 早 在 十 九 世 程 后 牛 可 时 就 已 指出 , 形成 中 的 地 形 形 态 在 平原 上 。 

常常 沟 历 着 从 切 流 (TIpoMoHHa) [Aly Coppar), Hes (Ganka), LY 

至 于 河谷 的 演进 发 展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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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ak @b (cmpipanne) 

EL EE TARE AEE, ARE A 
SS HRB, Wick, Rk AA HIE HOMIE 

” 流 , FE BIA ORTE BU SEU AER, BERR BE HOTTA, 
WZ AMA BBR FBS, 然后 成 坡 积 物 而 堆积 下 来 ( 参 
BBG) 2! 
PREM, BHELwB SAMMI MH tT 

-的 , SMS) LT BIND, FEL ES PEAT, AMR 
AUR MAB, (baer ARO 
态 移动 。 这 种 过 程 在 自然 界 大 规模 地 进行 着 ， 它 能 使 最 肥沃 的 上 
BARS PRIA, 

在 进行 研究 时 , 要 确定 : 冲刷 过 程 在 现在 和 不 久 以 前 的 地 质 时 
期 的 发 展 程度 ;这 种 过 程 对 本 区 地 形 和 对 粗 成 士 壤 与 底 土 的 地 表 
矿物 的 芬 布 情况 的 影响 ; 冲刷 过 程 的 分布 对 本 区 地 形 、 十 被 和 灼 济 
利用 的 依 屯 关 系 ;冲刷 强度 与 谷 坡 的 陡 峻 程度 及 长 度 ( 它 影响 着 流 
水 流量 的 大 小 ) 闻 的 关系 。 

要 查 明 谷 坡 形态 对 土壤 冲刷 的 影响 。 最 剧烈 的 冲刷 发 生 在 谷 
Bey LHD, 而 在 谷 坡 四 进 的 地 方刚 最 为 微弱。 在 这 里 , 代替 冲 
刷 作 用 的 是 碎 习 物质 的 堆积 作用 。 在 平 直 的 谷 坡 上 ， 上 发 千 着 越 往 
下 越剧 烈 的 冲刷 。 复 杂 的 谷 坡 常 可 共 为 一 系列 基本 的 地 形 单 元 。 
此 外 还 应 确定 谷 坡 的 朝向 对 于 冲刷 和 对 于 移动 物质 的 分 布 情况 的 
影响 。 | 

冲刷 量 可 以 借 观 察 融 雪 期 间 融 雪 水 的 混 渴 度 和 计算 聚 水 区 或 
其 部 耸 地 区 的 平均 固体 流量 来 加 以 确定 。 为 了 从 数量 上 计算 冲刷 
作用 ， 需 要 作 垂 直 切 过 等 高 线 的 水 准 断 面 。 沿 此 断面 和 等 高 线 布 
贰 一 个 一 米 寅 、25 一 100 米 长 的 计算 区 。 这 时 要 注意 谷 坡 的 形态 ， 
布 填 计 算 区 时 应 评 能 够 照 奈 到 谷 坡 的 所 有 部 从 。 在 四 坡 处 ， 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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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ARO TE BS RK /h—EE (20—25 2K); 在 单一 的 长 的 谷 坡 上 , 这 
一 距离 则 可 以 大 一 些 〈50 一 100 米 ) 。 可 以 用 测算 出 区 内 所 有 避 

沟 的 断面 的 方法 来 计算 条 沟 的 体积 ， 工 以 每 立方 米 数 作为 单位 。 
同时 还 要 注意 计算 区 离开 分 水 崔 有 多 远 ， 地 面 的 坡度 及 其 变化 、 

谷 坡 的 朝向 ， 土 被、 成 士 母 岩 、 植 被 和 耕地 之 有 无 等 等 〈 套 看 参 

As SRK [41]. 
P— SAP AH LSE Th URE 5 ER 

料 , 可 在 冲刷 及 冲刷 产物 堆积 图 上 加 以 和 综合 。 在 综合 这 些 栖 料 时 ， 
要 利用 有 等 高 线 的 地 形 图 及 土壤 图 ， 才 注意 侵 人 鱼 过 程 发 展 的 总 规 
律 ( 见 参考 文献 [41])。 

3. a) & (ospar) 

He ESA eo LER, RA—-PMEBS LAMAR 

Al EA Bee TA AR UES AY ZK . SES B18 77) BA, FE GE IP 

始 形成 的 方式 中 , Be LAA MD BS (Ooposza) 

或 简单 岩石 的 裂隙 进行 的 冲刷 作用 。 由 于 这 种 入 讼 遭 到 冲刷 ， 了 就 

形成 了 切 沟 (HpoMoHHa) BARES (pbirBuna), 筷 个 再 加 深 便 形 成 

冲 汉 。 和 结合 估 大 的 斯 大 林 改 造 自然 计划 来 研究 草原 和 森林 草原 区 
的 冲 兆 , 是 一 件 具 有 实际 意义 的 工作 。 

由 于 冲 沟 的 活动 而 造成 的 壤 处 在 于 它 能 够 筑 灭 安 业 用 地 ;， 破 
坏 建 筑 物 和 道路 ,使 雨水 .融雪 水 迅速 从 田野 流入 冲 沟 ,从 而 加 强 
ANG HARUM; 它 能 切 穿 蔷 水 层 井 加 强 地 下 水 的 流 走 , 从 而 使 地 
下 水 位 降低 , 使 赣 旱 的 影响 加 强 ; 此 外 由 于 它 能 把 大 量 才 粒 碎 己 物 

质 由 冲 沟 “ 搬 ”入 河内 , 而 使 河流 变 浇 。 
FERMI EM, LSI A, SUES Dl 

MH 1, 

PASC ERY, 应 搜集 下 列 奏 料 : G) 让 兴 是 生 在 河谷 和 均 沟 的 
顶部 , 还 是 生 在 深谷 之 内 ? (2) A RAR A BORER 

Us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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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 

基 贷 科 夫 BAT AGN 
(C. Kuseusxos) | (A. Kosmeuko) | (C. 9 对 

(1902) _ (1909—1949) 《19 48) 

He tind Die (KOH TLE - RUE TON 
Bax WpomMonua) 

TE kt SHR (Gepe-| 原生 沿岸 冲 兆 
rOBOH pasMBIB) 

fy Fe Bhi 

ie (6epero- 
BOM poB) 

次 生 冲 法 (BTOPI- pein (KoH- | RAEN HE 
GHEIM OBpar) HbIM pasMBIB) 

7K 4 (BOMOTOR) 

| 顶端 冲浪 (Bep- 
IMMHHEIM OBpar) 

HEME (Gepe- | mn 
Topol oBpar) |. 

和 谷 的 范围 以 外 ;或 是 仅 只 在 它们 的 范围 以 内 发 展 ; (3) 在 那些 向 着 
“与 主要 河床 的 话 向 相 垂直 的 方向 发 展 的 均 沟 或 河谷 的 谷 坡 上 有 汉 
有 症 沟 ;( 人 为 这 里 有 没有 近 共 水 贻 的 冲 沟 与 切 纤 均 沟 和 河谷 底部 的 
ies; 〈5) 冲 沟 所 切入 的 岩石 的 成 分 与 蕃 水 性 ; 〈6) 冲 刷 作 用 的 强 

弱 根 据 打 听 来 的 内 料 或 对 冲刷 原因 的 观察 ) ; (7) 冲 沟 - 均 沟 系 统 
的 形态 ; 它们 在 平面 从 支 上 的 特征 ; (8) 冲 沟 的 聚 水 区 , 它 的 大 小 和 
特点 。 所 有 的 观察 都 要 记 在 笔记 禾 和 地 图 上 ， 并 且 还 应 作出 冲 滩 
的 略图 画册 冲 沟 各 部 分 (上 游 .中 游 . 下 游 ) 的 横 剖 面 章 图 。 

要 了 解 锌 沟 的 形态 并 进行 形态 上 的 量 计 。 要 了 解 ; 冲 沟 形 态 
与 地 质 构 落 的 关系 ;不 同性 质 的 岩石 对 坡 形 的 影响 ;致密 岩石 〈 石 
RE. DEED REE; 谷 坡 科 面 形态 与 一 定 兰 性 类 型 的 相互 
关系 (斜面 的 陡 峻 程度 以 角度 表示 )。 

| 要 了 解 ; EMER O MEAT; rE BRB RE I te FEMS eT 
解 冲 沟 与 较 坚 硬 的 致密 岩石 夹层 的 关系 。 如 果 没 有 这 种 联系 ， 那 
未 亲 填 的 存在 常常 设 明 这 里 有 不 同 表现 程度 的 侵蚀 轮回 现象 存在 

“《〈 芝 种 现象 能 够 反应 出 地 壳 的 升降 运动 .侵蚀 基准 面 的 变化 、 由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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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在 河谷 内 的 迁 咎 而 引起 的 谷 坡 冲刷 作用 的 间断 等 等 )。 
要 了 解 : 喀斯特 作用 与 潜 鲁 作用 在 冲 沟 发 展 中 的 作用 ;研究 夫 

地 区 内 的 神 兴 、 乾 谷 和 河谷 的 主要 磊 向 同 地 质 构 造 〈《 兰 层 产 状 、 曾 
石 中 的 裂隙 系 闹 、 断 裂变 位 等 ) 的 关系 。 

要 了 解 : 冲 沟 的 沟 坡 及 坡 科 的 发 展 特性 对 沟 头 的 发 展 及 冲浪 
自身 增长 的 依 顿 关 系 (要 观察 从 沟 头 到 冲 沟 涂 口 的 整 段 距离 ) ; 谷 
RETR BABS (ocpImp) 和 骨 塌 现象 , 它们 的 芬 布 情况 以 及 
它们 同 地 质 构 造 及 地 瑶 的 关系 ; 地 滑 在 冲 沟 发 展 中 的 作用 。 

BEY A. THEYRE. TEE le SE CHE ATS A bobo 
BUA GS BZA i) BH EMS KORA OEE LMR 
HM EHY MEA HEA CRA 1). 

图 1 冲 沟 的 平面 形态 以 及 这 种 形态 与 

谷 坡 继 前 面 的 关系 
4 一 壮 形 ; :26 一 蛋 形 ; s—eye; 

2 一 和 线形 ; OFLC; 2 一 棒 镑 状 的 ; 
了 死 一 带 有 帘 广 江口 的 ; ”3 一 串珠 形 的 。 

(ARPES SOFIA HE) 

要 了 解 : 谷 坡 的 对 办 对 原 
生 沿 菲 名 浅 形成 的 影响 以 及 对 

谷 坡 和 谷 虞 植被 茂密 程度 的 影 

响 。 朝 南 和 朝 西 的 谷 坡 ， 其 切 

割 程 度 常 较 北 坡 和 东 坡 为 剧 ， 
所 以 朝 南 和 朝 西 的 谷 坡 ， 其 植 
被 茂密 程度 较 大 ， 并 常常 繁殖 ， 
着 森林 。 

久 打 听 来 的 奏 料 为 根据 井 
通过 把 平面 图 和 地 图 拿 来 披 此 
进行 比较 的 方法 ， 关 明 所 研究 
OME SBR, 
DME SL I IERE 9 WE HBS 
要 了 解 ; 土壤 野 和 草 被 对 冲刷 

作用 的 影响 ;它们 是 否 比 没有 进行 成 士 作用 的 谷 坡 更 为 稳定 ; 当 
春季 有 融雪 水 流动 时 ， 兰 石 的 各 种 冰冻 现象 〈 在 断崖 处 和 冲 兆 底 
部 ) 对 冲刷 作用 的 影响 ， 在 冲 沟 的 哪些 部 分 可 以 看 到 能 增 大 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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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Hy ASAT MES ie HE Td BSA EA EDK UR EWR Se TH PE Df 
ho Be WE, 其 明显 的 程度 如 何 ; 冲 沟 上 游 的 跌 水 ; 冲 洪 底 
PRAT AR Tk FE, 它 的 大 小 如 何 ; 有 水 流 流 过 时 会 形成 瀑布 的 这 些 
断崖 ， 其 底部 有 没有 四 合 或 
WR; 垂 悬 的 部 共有 没有 裂 a 
隙 以 及 有 没有 崩塌 的 味 旬 

ESS. pan 
黄土 区 的 冲 沟 ， 在 沟 头 TAGE 
断崖 顶部 的 前 面 ， 常 常 有 所 

a “S38”, Cre 1 一 3 图 2 冲 洪 上 端的 跌 水 

ey PRU M RE Sones oma ecw 由 
AoE RRA Ghee «=| BOE THR; ean, 

隙 而 造成 的 。 常 常会 出 现 几 乎 是 垂直 状 的 并 壁 ， 这 是 黄土 区 和 黄 

土 状 兰 石 区 冲 沟 的 特点 ， 这 种 汪 壁 下 声 后 便 分 散 成 为 几 层 的 堪 

坎 。 

应 当 用 各 种 不 同 的 方法 (设置 水 准点; FERRARI BLS 

上 端 进行 有 旗 划 的 连 测 ; 利用 打听 来 的 材料 等 等 ) 来 测定 冲 沟 -上 上 自 

的 伸 长 速度 。 
WG HY TE FEARS OB FA A, FAG FE A Cd 

1 ); Wize Pie 5 — FE HIE GE Te EE Hh, MI AAS) 
— AMMONIA HOT HENO TERA, FP SEHR AHO ER, CS 

谋 部 的 特征 以 及 这 里 有 没有 断崖 ， 有 没有 由 流水 形成 的 槽 谷 以 及 

各 种 类 型 的 地 滑 和 泉水 等 等 。 

4. TRUK PEK ， 

i) AD AGLAA HERA HAE ROME ER 
EDEN 这 种 喀斯特 只 发 生 在 极端 

大 陆 性 气候 条 件 下 帮 且 生 在 售 2 一 3 卿 易 溶 于 水 之 矿物 (离散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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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BRD HBA, KPH SE ORR BE Ke 
形状 表现 出 来 , 它 再 进一步 就 变 成 漏斗 。 这 种 井 为 彰 多 不 大 的 、 邢 
乎 与 地 表 平 行 的 渠道 所 过 糙 。 基 沟 也 是 这 类 地 区 常常 可 以 见 到 的 
地 形 。 

粘土 喀斯特 只 发 育 在 被 破坏 了 的 松软 兰 石上 上 《【《 沿 着 闫 层 的 孔 
A, 治 着 接触 绪 等 等 ) 或 者 发 育 在 断层 角 碟 岩 上 和 已 遭受 到 风化 作 . 
用 并 已 剧烈 错 动 了 的 多 裂隙 地 区 。 粘 土 喀斯特 通常 是 从 那些 能 饮 
吸收 雨水 的 岩石 裂隙 里 开始 发 展 起 来 的 。 呈 爵 体 状态 的 土质 的 移 
动 也 起 着 作用 ( 易 溶 于 水 的 负 咖 能 促进 腰 体 状态 溶液 的 形成 )。 到 
SHAM, KABA TARE RA bh tt: 
壳 而 形成 的 “ 防 拆 层 ? 而 得 以 很 完整 地 被 保存 下 来 (内 图 3 )。 

图 3 有 粘土 喀斯特 现象 的 冲 洲 狐 前面 图 
CQ 一 主要 的 冲 湾 ; 6 一 冲 洲 支 涡 的 悬 谷口 3 ， 
b— Ee eee 2— = Bp eee 
O—RAKF Fiat; 2 一 地 下 水 渠道 ; 

了 一 主要 冲 湾 兆 坡 处 的 出 水 渠道 口 ( 岂 水 洞 )。 

必须 描述 这 些 地 形 的 形态 , 它们 的 大 小 ; 把 它 个 在 地 图 土 标示 
辆 来 ; 葵 制 略图 和 照 出 相片 。 查 明 它 们 的 耸 布 , 及 其 与 岩石 间 的 关 
系 ; 查 明 它 们 是 与 哪些 岩石 及 哪些 地 形 要 素 ( 谷 区 处 ， 谷 坡 或 沟 边 

等 等 ) 生 在 一 起 的 ; 查 明 “粘土 喀斯特 ?的 深度 同 兰 石 厚度 和 风化 带 
深度 的 关系 。 确 定 易 深 于 水 的 物质 的 百 耸 比 及 其 形态 《采集 岩石 
标本 作 相应 的 从 析 ) ;有 离散 状态 和 凝聚 状态 的 石膏 存在 时 ， 要 查 
明 它们 与 风化 带 的 联系 ; 要 采集 标本 以 确定 易 溶 于 水 的 贷 之 含量 。 
描述 这 些 带 有 裂隙 的 粘土 壳 的 状况 井 且 指出 它们 的 厚度 以及 它们 
在 裂隙 的 发 展 和 保存 上 所 起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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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春 地 (zypHEIe seman) LABIA EAI BEARS 
平 形成 的 另 一 种 侵 全 地 形 。 有 透水 性 和 粘 籍 性 很 低 的 岩层 4 粘土、 

BAT RRKATRDS) WHE, 地 层 跟 水 平 很 接近 , 雨量 黎 少 

但 暴雨 很 多 一 这 一 切 都 会 引起 剧烈 的 侵 钥 切割。 车 果 就 形成 了 
REN. ZAR AMARA, EMR RHEE, AA 

MEM, WME ZH RHR, DBE K S Ove 

HPT RASH 
要 描述 这 种 地 形 的 形态 ; ECP BAD 3s 分 水 地 区 ; 这 种 地 

_ 形 与 哪 种 成 从 的 岩石 生 在 一 起 。 应 关 明 岩石 的 透水 程度 和 腰 着 程 
度 ; 有 没有 致密 夹层 ， 这 些 夹层 对 冲 波形 态 的 影响 怎样 ; 谷 坡 上 草 
类 繁殖 的 程度 , 这 里 有 没有 灌木 植被 。 

RE 

根据 道 库 恰 耶 夫 的 意见 (参看 参考 妇 献 [15] ), HMA 
同 之 处 在 于 : 当 冲 沟 增 寅 到 水 流 的 流动 所 不 需要 的 程度 , 以致 完全 
不 再 需要 睹 冲 沟 来 流 注 冲 沟 里 的 水 时 ， 或 者 当 症 沟 的 沟 底 变 得 愈 
来 合乎 坦 , 沟 壁 陡 峻 程度 变 得 合 来 合 小 并 且 长 出 了 草 类 和 树木 时 ， 
THR we, WERE See, EA, NT 
DBRS ETT HR HARB, (LEG EE 
河谷 里 常常 已 不 存在 。 

PAF HOS OY ESE HER DEAE MET, (LY 
FPS HSE OE Ft FB Be  —$oK , , PR SHE 
积 、 地 滑 现象 等 等 。 应 指出 均 沟 边 炮 的 明显 程度 , HEAR 
坡 的 岩石 的 相互 关系。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 冲 沟 所 固有 的 明显 边 释 
时 常会 逐渐 被 全 全 作用 所 夷 平 ， 而 谷 坡 也 因而 变 成 凸 状 。 要 半 胃 

VENTE Rate; 片 状 冲刷 和 狂 流 冲刷 所 起 的 相对 作用 。 要 指出 

二 被 的 性 质 ; 章 类 和 森林 植被 的 繁殖 程度 和 它们 的 分 布 肯 次 。 

采用 比较 的 廊 法 把 地 质 图 与 地 形 图 拿 来 彼此 比较 时 ， 必 须 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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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MI BEY As TE a SEAL, 7 TAT HB Td 
同 当地 的 地 质 构造 、 岩 石 成 从 、 产 状 因 素 、 构 造 裂 阶 及 断层 并 等 之 
间 的 关系 。 

要 指明 均 沟 中 所 见 到 的 蔷 水 层 ， 指 出 小 次 在 均 沟 底部 出 现 的 
地 万 以 及 深水 向 底部 松软 沉积 层 渗入 的 地 方 。 

在 刀 述 侵蚀 地 形 的 坡地 陡 肾 程度 时 , LS Ae 2 SPANO A, 
表 2 BIRGER 

本 6, 坡 坡度 | tana= 5 

不 明显 (cmra60 saMeTHFIe) 0 一 2 0. —0.035 

tF (cma60 momcrue) 2 一 5 0.035 一 0.09 

kif (oueHL monorne) 5 一 15 0.09 一 0.27 

#1 (momorme) 15—30 0.27 —0.58 

SE (xpyrste) 30—45 0.58 —1.0 

{GE (OueHB KpyTsie) 45—60 -1.0 -一 1.7 

极 陡 (upespeuaiino KpyTbIe) 60 一 75 | 1.7. —8.7 

近 于 垂直 (6mmskue K OTBECHEIM) 75—90 >3.7 

| #3 (nasucanmne) 90 ; -一 一 

6. 泥石流 (cenn) 与 泥 流 (rpasespie noTonu) 

在 大 陆 性 气候 的 山区 的 均 沟 ( 袖 沟 -一 -eax) 和 河谷 里 常常 
出 更 破坏 力 很 大 的 泥石流 Ccenu 或 CHI 一 一 DJ3e-KaHeHHBIe 

IOTOKID)。 它 是 在 暴雨 时 或 积 雪 迅速 融化 时 且 然 发生 的 ; 这 时 候 ， 

FEA EP EER BAKE WARMER, VANE 
HF BEDE: 

a) 泥 石 流 的 成 因 : Ede ch FAR IE BONO, SEE cE 
(诸如 雪崩 体 ， 滑 声 体 或 骨 声 体 ， 冰 奢 堆 积 等 等 ) 的 溃 决 而 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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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I 2M CPLR) 或 河谷 底部 各 个 部 分 的 借 科 度 ( 要 弄 清楚 哪儿 发 生 
了 泥石流 ;哪儿 发 生 的 速度 最 大 , 哪儿 堆积 了 冲积 物 等 问题 );B) 在 
聚 水 区 本 的 谷 坡 上 和 河谷 底部 有 没有 松散 的 风化 产物 ; T) 兰 石 的 
露头 及 其 遭受 风化 作用 的 程度 ;m) 降水 (暴雨 量 ) 的 时 间 : 性 质 与 
特点 ;e) 冰 和 和 雪 (冰川 ) 融 解 的 特点 ;于 ) 形 成 泥石流 的 主要 季节 。 
此 外 ; 还 应 研究 河谷 各 部 牙 的 性 质 , 其 中 包括 发 生 泥石流 的 均 

8 GUN) ; 河谷 上 展 -一 发 生 泥石流 的 聚 水 区 ; 中 段 一 一 未 流 渠 
道 ; FH KORE, REAR 

/ 

AR, 它们 现在 的 状态 和 过 去 的 面积 ;植被 的 消灭 如 何 
反映 出 泥石流 的 增 大 。 

派 石 流 的 沉积 物 、 它 的 厚度 和 它 的 耸 布 面积 ;被 搬运 下 来 的 物 
_ 诗 的 体积 ;泥石流 冲积 物 的 租 成 , 各 种 雁 块 物质 的 大 小 等 ; 碎 石 - 粘 
证、 碎 石 -石英 及 其 他 泥石流 的 主要 成 从 ; 泥石流 的 流动 速度 (根据 
观察 和 查 欧 ); 泥石流 的 高 度 和 延 秆 时 间 ( 长 得 ) 及 其 所 引起 的 破坏 
作用 的 性 桂 。 上 发 生 泥 石 流 的 时 间 ， 有 没有 在 河谷 的 谷 坡 处 引起 滑 
声 和 骨 场 等 现象 。 防 止 泥石流 的 工程 建筑 及 其 作用 与 效果 。 

把 所 有 得 来 的 杜 料 ， 用 相应 的 数字 或 符号 表示 在 研究 地 区 的 
地 图 上 。 

泥 流 (rpmaeBpPIe HoTOKID 人们 对 于 山水 强烈 冲刷 谷 坡 . 上 的 

松散 碎 局 物质 ( 披 积 物 等 ) 时 所 形成 的 泥 流 还 很 少 研究 。 因 此 ， 所 
有 与 之 有 关 的 观 你 都 具有 巨大 的 意义 。 泥 流 多 咎 是 剧烈 地 震 所 引 
ROAR, HVE AE Be EY PRISE Ve DI re WHE 

行 。 

河 合 

7. 河谷 的 分 类 

研究 河谷 可 以 为 解决 地 形 的 历史 与 成 因 方 面 的 许多 问题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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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宝贵 的 、 而 且 常 常 是 有 决定 意义 的 奏 料 。 为 了 便于 研究 起 见 ,可 
忆 把 河谷 姑且 秀 为 量 地 河谷 和 平原 河谷 两 种 类 型 。 

山地 河谷 的 特征 是 谷底 区 剖面 的 价 科 度 很 大 , BREE, 水 流 4 
ME, FHERKSA, EX EMME SHERMER, FE 
SWERBRH PUR, FSACBAKINE RR, KARA 
DEARHRLEDRARUGA-7+RRRE, Bl “MBM sz 
流 ? 类 型 , 它 的 谷底 俐 科 极 大 , 水 流 迅 速 , SEMA, WT 
谷 的 地 瑶 特 征 基本 上 取决 于 鼓 地 区 的 大 地 构造 。 

平原 河谷 的 特征 是 价 科 和 肯 ， 河 谷 宝江， 谷 坡 主要 都 是 平权 
的 。 河 流 常常 是 迁 回 曲折 的 , 大 且 搬 运 着 大 量 帮 小 的 基 浮 物 详 ;在 
大 部 从 情况 下 ， 河 床 都 切入 到 河流 的 沉积 物 中 ; 无 花 是 地 硅 因 素 ， 
或 是 不 久久 前 当地 的 地 质 史 (冰川 作用 , ES), PREAH 
的 从 布 和 河谷 构造 带 来 一 定 的 影响 。 大 地 构造 因素 所 起 的 作用 比 
前 一 类 型 为 小 。 

疆 查 时 的 一 项 重要 任务 ， 是 确定 河谷 的 发 生 类 型 及 其 与 雯 地 
区 大 地 杖 造 间 的 关系 。 从 这 个 观点 出 发 ， 可 以 把 河谷 划 苏 为 以 下 
JL: (1) 构 造 河 谷 , 这 种 河谷 是 在 构造 作用 影响 下 形成 的 卉 且 全 
狼 遭 到 途 鲁 作用 的 改造 ， 或 者 导 侵 人 鲁 作 用 促使 河谷 适应 于 相应 的 
构造 要 素 ( 适 应 于 构造 的 河谷 ); 2) 侵蚀 河谷 ， =e 4 

证 鲁 活 动 而 形成 的 河谷 。 

山地 河谷 又 可 分 为 : 

也 ”全 远 狂 过 变 位 移动 的 山 原 河谷 Ca ILOJIMHbI) 

KE -PBECALENTREHMF, KKEMAGRYRAUE 

几 种 : DREMNDAS OAHE. BRE. BRS); 0) Ws 

的 河谷 〈 其 中 又 有 有 顺 向 谷 coracHo nazawmue 和 逆向 谷 cyipo- 
THBHEPIe); HAMM; T) 在 断层 区 的 河谷 (其 中 双 有 横向 的 、 炊 - 

向 的 和 条 向 的 ); 节 ) 近 代 火 山 活 动 区 的 河谷 ; e) 证 估 和 近代 冰川 作 

用 区 的 河谷 (神谷 、 mt). 



VI 流水 作用 的 研究 83 

过】 由 沉 积 岩 和 喷 四 岩 粗 成 的 未 沟 变 位 的 高 原 河谷 这 类 河谷 
主要 是 侵 仇 谷 , 只 有 部 牙 是 构造 谷 。 

iii) 四 前 宕 地 和 在 问 盆 地 的 河谷 ”这 类 河谷 的 特点 是 堆积 有 
EEO BW; 在 这 里 的 侵蚀 谷 中 , 有 些 地 方 明显 地 表现 有 最 新 的 
构造 运动 。 

在 所 有 上 和 类 型 的 河谷 中 ， 常 党 会 看 到 以 下 这 些 关 型 的 河谷 
段落: 

MERE 这 种 河谷 通常 都 切 过 因 受 到 年 青 运动 而 了 起 的 ， 
十 展 。 切 过 这 一 地 段 的 河谷 妥 是 宅 羡 河谷 的 一 种 变态 。 只 有 研究 
了 河流 阶地 , 确定 了 阶地 的 类 型 、 高 度 的 变化 及 阶地 在 有 关 的 段落 
西 起 的 程度 以 后 , 寺 有 可 能 解决 它们 的 成 因 问 题 ( 见 图 4 )。 

©) 委 秆 (后 成 ) 河 谷 ( 见 图 5 ) 芝 种 河谷 与 大 地 构造 没有 关 
| KR, 它 是 受 地 质 发 展 喝 所 决定 的 。 

WALZ 

4 We hee ents 图 5 Mees REO 
BB—SKAVRY; CO 一 河谷 中 的 先 成 段落 ; Z 一 平面 图 ， 0 一 齐 面 图 。 

. Pp; mimems—#ELAHHE aDAHe teem, se 
起 的 河 证 河上 部 阶地 的 组 前 图 ; a-SHBR F 2 HRRD 0O-BRAe 
关联 的 迹 积 物 (用 点 表示 者 ); zz 一 基 岩 (用 斜 WER; 2 一 支 沪 ; 2 一 其 河口 ; 
BAARF); za 一 感受 到 上 升 的 地 段 的 岩 者 。 &K 一 被 埋藏 了 的 支流 。 

7B JR ots A TP BS: 

i) BRELECMENAR KARMA RARADE IL 

类 : apr ehaem Rms; 6) HEY” wan KPA pe 

EWA DRREMENMA: DHRBREENWA. 

li) RRAEUHPRENWFS KAM GR F- 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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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a) AAR SE ES IR BGT Hs 6) TH RAI BSB 
地 区 的 河谷 ;B) 完 全 没有 冰川 堆积 层 或 者 冰川 堆积 层 很 薄 、 但 是 有 

些 地 方 能 反映 出 地 质 构 造 特征 (裂隙 之 特点 等 等 ) 的 这 类 地 区 的 河 

”和 谷 ; D) 最 新 运动 之 影响 表现 得 极为 明显 的 河谷 。 在 平原 地 区 的 各 
个 地 段 , 也 可 见 到 登 冒 河谷 。 

8. 研究 河谷 的 总 任务 

在 解决 河谷 成 因 这 一 复杂 问题 时 ， 必 须 把 它 的 形态 特征 跟 地 
质 因素 以 及 跟 地 质 发 展 史 彼此 联系 起 来 。 每 一 种 发 生 类 型 的 河谷 

| 都 有 其 固有 的 形态 烙 构 , 都 有 其 固有 的 平面 图 (网 图 6 )) 都 有 其 主 

Ale 河 访 网 的 类 型 

C& 一 树枝 状 的 ;6 一 鸡毛 状 的; 85 一 棚 和 格 状 的 ;2 一 平行 状 的 ; 

0 一 向 心 状 的 ; AS X 一 放射 状 的 ; 3 一 表明 过 去 

She ESHA tt A, 

Ey BELA ET 5 MELA TRL, CAAT EEF AEE 
横 草 面 的 状态 (对 称 的 、 不 对 称 的 \ 峡 谷 形 的 \v 形 的 等 等 );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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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漆 边 烁 的 特点 及 坡 脚 ; 科 坡 剖面 的 一 般 特 点 ( 巴 出 的 \. 蔬 下 的 、 平 

EW) RR LA ALT AIMIPA (nepenom u HsrH6) ;地表 松散 
YEA a Ge, RAMS) RR EA A UL HP KA, RY 

BeAr -SH ALY eR; BR EAR OKRA, 灌木 , 草本 ) 的 发 展 程度 ; 

有 没有 阶 横 状 平 侣 与 坡 坎 。 和 斜坡 形态 同 地 质 构 造 ( 大 地 构造 , A 

Ka PEM) WR, BRAVA EBL Pe All ee EE 

_ 下游 的 变化 。 

， 横 积 铁 、 骨 场 和 请 塌 等 在 柯 谷 SSSSSSCN 

ARE IRD Bh, 它们 与 地 袖 构 车 的 关系 , 相对 高 度 及 其 沿 河 
谷 的 变化 。 研 究 这 种 阶地 时 ， 应 当 巧 过 河谷 作 一 系列 横 剖 面 并 将 
十 奢 奏 料 卉 注 在 这 些 横 剖 面 上 。 记 可 以 根据 群 租 的 地 形 图 ， 也 可 
以 根据 航空 照片 来 作出 横 剖 面 ， 此 外 也 可 以 先 在 野外 直接 画 出 误 
面 , Ae AAR RB AR EAR AEE, 

meee | EFA TL A PR RK (ycrym) 与 裂 点 CU3TOM) ;这 
些 坡 坎 和 裂 点 同 地 质 构 造 〈 兰 石 成 从 的 变化 ， 有 没有 构造 破坏 等 ) 
MA, 以 及 同 水 流 情 况 变化 (由 于 水 量 巨大 的 水 流 的 注入 而 产生 
WUE ZK) 及 地 质 发 展 由 
(古代 冰川 作用 的 影响 等 ) 的 关 三 世相 
A RPEMNARSACROH = 2 

“形态 的 变化 是 否 一 致 ， 这 种 现 
象 的 原因 何在 。 便 支 谷 冲 积 锥 、 7, 

ROE FA Tl Ae He FA) TA BOE Ht FR rte 

作用 (图 7)， 图 7 河谷 狂 前 面 的 类 型 

有 同人 4 一 与 级 密 岩石 露头 有 关 的 丝 章 面 上 的 坡 
4 FE ERIKA 4s 折 (zz). 在 横 阶 地 上 形成 的 中 水 。 

(nopor) 的 地 眉 。 这 种 地 段 的 ”五 一 由 谭 谷 发 展 史 所 决定 的 阶 榜 状 内 前 面 。 
。 Bd tikes 69—S RIL; BAKE 

BE. PABA, TAP HET mymo—Brshih; 2,60 —Se eA SZ 

AR LEB RAI ARB) eR PRIA Sen we BS TATE 

| * PRB | 打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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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 Mok B OE DPR, 5 ARIE OZER 
关 的 测 源 侵 合作 用 所 造成 的 ; 把 研究 地 区 内 的 各 河流 的 跌 水 的 标 

， 高 点 拿 来 彼此 比较 ， 确 定 它们 是 不 是 和 地 质 构造 有 关 ; 利用 其 它 
因素 来 进行 比较 。 

BE SRS ASUMOMEID. GF abies: — Rah 
BS il iz HA Hah VG BU TT TEE BY A OR EF) ROE Ss Dk aE BH He 
FA (BE 12 F 86 )。 \ 
AMMA SRT PEN _LH 
ADL IA (Sh EID) OA AEE 
ROMS KPBS RMR AM 

Se (ATARI, 应 了 解 河谷 形态 的 剧烈 变化 , 支流 的 平面 分 
布 特征 以 及 有 没有 茧 河床 存在 )。 
河谷 装 齐 面 和 横 草 面 的 上 述 这 些 特征 都 与 河谷 平面 形态 有 

%, 

9. AURA 

BART OL I TT Arp ERB, BOPEZS LMR 
OTT LAME, DEAE I MTGE RU TE RS, AE 
ANT Vers EE RR, RRO RA 
BRUTE, ROWER Derk HOH RAE BC A ETE 
和 与 河 漫 滩 上 部 阶地 相 区 别 的 地 方 。 生财 
先河 漫 滩 的 地 形 。 把 河 漫 滩 的 所 有 单元 《诸如 演 河 床 地 

AD Fs 低地 沼泽 , 沿 阶地 溪流 ̀ 河 漫 
滩 湖 等 ) 区 分 出 来 并 描述 它 的 形状 。 

应 从 别 地 研究 河床 部 从 。 描 述 岛 洲 和 浅滩 的 形状 以 及 它 个 的 
糙 构 和 形成 过 程 。 岛 洲 和 汉 座 可 以 按 它们 的 成 因而 芬 为 以 下 几 
种 : a) PEt SN ASE LE, 它们 是 由 一 些 比 河 漫 滩 堆 积 物 更 老 的 
古代 岩石 (通常 是 基 岩 ) 粗 成 并 且 是 在 河曲 取 直 (形成 宫 堆 由 ) 或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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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牙 支 时 形成 的 ;6) 堆 积 饲 洲 和 堆积 浅滩 , 它们 是 由 河流 的 冲积 物 
所 和 粗 成 的 ， 其 中 ， 有 一 些 具 有 由 基 岩 组 成 的 内 核 ， 有 一 些 则 具有 

由 植物 残 体 所 粗 成 的 内 核 ， 另 外 一 些 则 完全 为 现代 的 浴 积 物 所 租 

成 。 只 有 对 它们 进行 地 质 的 研究 ， 才 能 人 够 查 明 河床 里 的 这 些 形 成 

物 的 成 因 ; 由 于 天 然 露 头 通常 借 不 多 , 所 以 需要 打 不 太 深 的 钻 升 。 

在 河床 浴 积 物 方 面 ， 应 当 研 究 浅水 区 (reperkaT) HE He 

(ma 和 河岸 潍 《6edepEak) 上 的 互 碟 、 碟 石和 砂 的 磨 圆 程度 , 把 
淡 积 物 的 租 成 拿 来 跟 主 流 和 支流 流域 从 地 内 的 堆积 物 的 组 成 彼此 

”加 以 比较 。 有 LAB TK ALB 

FA Lv). 

MERA APARAAAAER (HepxHIoBHEH) (参看 参 

考 文献 [22] ), 当 兰 石 的 各 个 粗 成 部 分 是 由 不 同 机 械 作用 所 形成 

时 , 在 河水 沟 常 冲刷 这 种 兰 石 的 地 方 , BR AE BT EB 

大 物质 超过 河水 搬运 力 的 地 方 , RATE MIX MAHER, HE, 这 
样 的 物质 就 会 因为 不 能 被 河水 冲 到 下 游 而 停 积 于 原 地 。 河 流 健 余 

“ 挫 积 是 售 有 瑟 左 的 冰 硕 地 区 的 特征 。 刊 断 鱼 余 堆积 物 的 方法 有 二 ， 

一 是 根据 现 有 水 流 与 充 卉 于 河床 里 的 碎 府 物质 的 大 小 不 相 适 应 的 
现象 来 加 以 币 别 ， 一 -是 把 碎 习 物 质 拿 来 跟 堆 填 在 河岸 两 旁 沉积 物 
的 租 成 彼此 进行 比较 。 

在 山地 河流 的 河床 部 牙 ， 须 研究 那些 常常 改变 自己 流向 并 且 
技 河流 变 律 (peau) 的 特点 而 分 出 支流 的 水 流 。 

研 窒 平原 上 的 或 山地 中 的 曲 流 具 有 重大 的 意义 。 应 当 确定 曲 
流 的 类 型 (河床 式 的 一 一 只 在 河床 之 内 迁徙 ; 河 漫 滩 式 的 一 一 在 河 
谷 的 河 温浴 范 围 之 内 下 切 ， 因 此 其 左右 岸 的 河 漫 滩 的 寅 度 常常 显 
著 地 改变 ;河谷 式 的 一 曲 流 占据 整个 河谷 )。 曲 流 可 以 根据 其 机 
造 特点 而 耸 为 渤 回 曲 流 和 深切 曲 流 两 种 , 在 前 一 种 情况 下 , 水 流 只 

- 便 入 它 自 己 的 冲积 层 , 在 后 一 种 情况 下 , 水 流 不 仅 冲 鲁 冲 积 层 而 且 

下 切 至 下 伏 的 基 岩 之 中 (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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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HS ah OTR 2S EE; 注意 曲 流 的 
AEDT} 〈 曲 流 杠 )。 曲 流 材 的 破裂 能 使 水 流 取 直 ; AP SE 

ZZ SLE 

VLG : 

”图 8 mew 
Ahi; B-Roathit; B-wW 
A oe; 0 AGAR hoe 

mA; pm; nn—Wiee; m—y 
地 ; 66 一 河谷 谷 边 ; nn—HA. 

新 贯通 。 可 以 在 思 现 破裂 的 地方 
设置 水 难 标 石 、 定 期 量 测 被 冲 合 ， 
部 分 以 确定 锌 便 的 速度 。 

HU SAORI, Sth 
AK, HFFRMMURS, 7 
后 一 种 情况 下 ， FIGHTS 
范围 内 常常 可 以 看 到 非 镰 刀 状 
的 ， 而 是 沟渠 状 的 旧 河 道 。 也 可 
以 看 到 曲 流 与 上 昌河 床 的 混合 地 
区 。 上 述 每 种 情况 都 有 重大 意义 ， 
因此 必须 加 以 观察 和 描 撑 。 

对 于 河流 河 漫 滩 部 牙 的 横断 
面 的 变化 情况 ， 同 样 也 应 进行 观 
察 。 观 察 冲 便 岸 (四 岸 ) 时 , 应 研究 
BUTE PERMA Beh, aE 
速度 各 种 因素 对 它 的 影响 等 等 ; 

ADR EAR Fe Cee) It, Bl ESE BERS Fi BE, RL BOA re BES 

物质 的 成 分 , A TCHLTG 7c Ai Dh CASE) BAD ESE, 

在 河谷 河 漫 潍 部 分 , 有 时 不 只 划 出 一 个 , Ti Bey Fp LS 

不 同 高 度 的 好 象 一 个 套 着 一 个 的 河 温浴。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可 以 用 

敌 尺 或 水 蕉 仪 测 出 它们 的 高 度 ， 并 将 高 度 不 同 的 各 种 河 刘 滩 列 在 
地 图 上 。 指 出 中 间 河 漫 滩 各 高 度 面 与 支流 河 漫 漆 的 联系 。 

描述 河谷 河 漫 滩 部 分 的 特征 时 ， 须 描述 河岸 滩 带 的 形状 和 特 
征 。 应 当 把 河岸 带 (直接 受 现 代 河 流 作用 的 地 区 ) 与 岸 坡 ( 位 于 河 涯 
Web, AWESOME, 根据 参考 女 献 [1])》 区 
别 开 来 。 河 岸 的 上 下 界线 可 以 根据 平均 水 位 与 洪 永 位 的 高 差 来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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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77 天 
: ? 

eer Toe 

党 水 位 的 高 度 ; 这 个 地 带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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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河岸 带 的 地 形 ( 横 基 面 的 地 形 ) 时 ， 可 分 为 以 下 允 个 部 分 

来 加 以 研究 : 

a) 河 崖 滩 本 身 〈 图 9 )。 在 所 项 目 中 应 研究 河 苦 滩 的 构造 ; 

河岸 潍 的 复 盖 物 GERARD) ; 有 无 基 江 露头。 应当 

用 便 笠 仪 测定 河岸 滩 面 与 河岸 带 其 他 部 分 表面 的 便 科 度 。 确 定 河 

| 从 滩 变动 的 界线 及 平均 的 角度 , 指出 河岸 漆 的 袖 度 、 河 岸 滩 与 河水 
面 接 触 处 的 特征 〈 输 廓 平 直 、 上 凸 或 下 思 )。 上 列 各 要 素 与 地 质 构 

” 北 、 河 流 流 向 ,流速 .水 位 变化 洪水 变 律 等 的 关系 。 
6) 高 洪水 位 带 ( 图 9 )。 洪水 湾 没 这 个 地 带 的 时 间 一 般 痢 不 

长 QE RAY TAD) eS HE 
之 )。 研 究 这 个 地 带 时 , 应 确 

证 它 的 坡度 、 袖 度 及 其 距 中 

地质 构造 的 关系 ; 在 它 上 面 

有 无 松散 问 屏 复 盖 ; BBW 

圆滑 度 , Ravers AWE 

TRIP AHA BEAST ge, Mga xe 

Fe RIE BoP HOPES CR aA. BA 

场 等 等 )。 河 岸 滩 的 分 布 情 全 全 
况 〈 随 处 都 有 呢 ， 还 是 仅 和 63? 一 河岸 带 ; 55 一 高 洪水 位 带 ; 3p 一 洪水 
Ih fa (Hu) fa siege tO 〈 相 当 于 水 位 迅速 降落 区 ); Oa 

本 身 〈 相 当 于 水 位 办 降 部 分 );。 .UJ 一 中 党 水 
=e). 位 ; EERO; 一 回合 .8 一 高 

调查 者 的 研究 重点 应 当 RE. 
“ 帮 在 根据 天 然 露头 或 者 根据 所 有 人 工 的 乐 掘 面 〈 如 模 探 ,. 坑 探 、 铝 

PRE) TFET TS HENS HERE; 要 确定 浴 积 物 的 机 械 租 成 与 各 石 

RAR, Par ESET LAGE HE, 及 其 与 河 温 滩地 形 单 元 的 关系 

(图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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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A DE, WEF RINT LAR: a) TRAD, SA 
PSE th LR Bs 在 平原 河流 中 , 在 此 浴 积 物 的 底部 

图 10 WRAP yee hs 
2 一 河床 ; 6 一 支 河床 ;3 一 治 阶地 小 河道 ; 2 一 沼泽 化 的 弓形 湖 ; 0 一 河 
BRARRD, ”2 一 河床 相 沁 积 物 ; ” 欢 一 洪 积 - 坡 积 相 ; 3 -BRRD - 
丘 ; 一 弓形 湖 想 浴 积 物 ;一 河床 浴 积 碟 石 层 ; -一 为 河 漫 潍 所 灸 入 
的 老 岩 石 。 

多 埋藏 有 矶 石 层 ; 6) WMH, 这 是 一 种 较 得 的 .由 河流 泛滥 
而 形成 的 沉积 ;B) 旧 河道 的 淤积 物 , 这 种 浴 积 物 堆 积 在 河谷 河 漫 滩 
上 的 许多 古老 河道 之 内 , 它 是 一 种 湖 - 沼 堆积 ; 1) RRR, 
这 种 堆积 物 堆积 在 河 漫 滩 的 外 和 烁 ， 是 富 含 组 成 谷 坡 这 类 岩石 的 碎 
BORE RMS RAD, | 
DRS H ARAN IMAM ER BIER, Fee Pe 

HSER CFE HOT Gt RES, 在 平原 河流 中 ， 则 以 
TEMPE) , 必须 研究 它们 的 岩石 组 成 ,采集 生物 化 石 以 
PEE | ae 

AEWA TE HE FY SHOES I FLAP 3K LER 
到 ”这 里 有 没有 WBE’ (orpanmasti TopHaoHT) 

(参看 参考 妇 献 [10])， 通 常 有 一 层 或 数 层 埋 藏 土壤 位 于 剖面 的 上 
部 。 须 搜集 一 些 能 够 赁 以 说 明 以 下 这 两 个 问题 的 盎 料 : (J) 这 些 埋 

藏 土壤 属于 同一 时 代 的 呢 , 还 是 属于 不 同时 代 的 ?《〈2) BBA BEG 

河床 迁徙 时 代 之 问 的 关系 怎样 (请 参看 参考 文献 [13] 和 [31 Do 
6) MAME, BRAG BARE AGE, 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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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 ESAS AEN AIA ELL, 久 确 定 河 刘 潍 江 
PRD HUTA EE , 

B) WEI ATE HBA HOI AEE, FERESL LE 

RAE, 38 — TAB ET AR BT 1 VE ERE Eee SY 
。 情形 下 ， 才 有 可 能 加 以 解决 。 可 以 在 河 漫 滩 的 直立 的 断崖 上 用 答 
尺 进 衙 测量 。 如 果 有 精 竹 的 地 形 图 ， 那 就 可 以 用 以 下 方法 来 求 出 

浴 积 层 厚度 ， 这 方法 就 是 先 求 出 河 漫 潍 面 与 河床 在 分 水 期 的 水 面 

” 欧 之 间 的 标高 差 , 然后 减 去 出 露 的 较 老 岩石 的 厚度 在 其 他 场合 ， 

”特别 是 在 平原 河流 的 奉 件 下 ， 现 代 洪 积 物 的 厚度 则 可 根据 钻探 或 
“ 河 漫 滩 上 的 其 他 探 气 面 来 加 以 确定 。 

为 了 确 秆 河 冰 在 河床 形成 与 兰 导 搬运 中 所 起 的 作用 ， 就 应 当 
研究 春季 冰凌 所 引起 的 河岸 变化 ， 许 如 冰 凑 在 滩 积 物 中 所 造成 的 

RS, GR CR EEK ASHER (KeKkypEI 45 KaprH) 、 水 下 

RYH Coneuku) , BER PE, We ESE, 

| | 10. 河流 阶地 

在 河谷 中 时 常会 形成 风化 阶地 (便便 的 阶地 )、 王 流 阶地 (corur 

中 rokHoHEIe reppackl) (5.34 15 章 ) 与 河流 阶地 (图 11)。 河 

ne 

1 7 V 

@2 

了 6 2 AN “fe 

图 1 河谷 的 形态 构造 

OFT HTM BE; 6 一 河谷 衫 许 ; «=o RA KG; | Be FE 
WKS; 2 一 谷 ( 坡 折 点 ); OWASP RAGA BRB; 2 一 河 
RR; ake; ”3 一 河 漫 潍 上 部 第 一 航 阶 地 ; oe EE 

FRG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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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阶 地 对 于 研究 一 个 大 地 区 的 最 新 地 质 有 着 特殊 重大 的 意义 。 
从 地 魏 学 方面 和 地 质 学 方面 对 阶地 进行 了 研究 以 后 ， 要 区 

河谷 中 的 河流 阶地 是 不 太 困难 的 。 但 是 分 布 在 最 高 位 置 的 较 老 阶 
地 常常 会 由 于 后 期 的 强烈 侵 鲁 耸 割 而 使 地 胆 特 征 变 得 不 很 明显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只 能 根据 地 质 次 料 , 通过 研究 它们 的 剖面 着 把 这 些 
剖面 相互 对 比 的 方法 来 确定 它们 。 在 确定 阶地 狐 数 的 数目 时 ， 须 
忆 这 些 阶 地 的 自 下 而 上 、 由 索 新 的 到 较 老 的 顺序 数码 把 它 标 示 出 
来 。 有 些 作者 把 河 漫 漆 算 作 第 一 阶地 ， 另 外 一 些 作者 则 从 河 漫 滩 
DEAR AGM Hae, KA: 河 漫 滩 上 部 第 一 阶地 , 河 漫 
滩 上 部 第 二 阶地 等 等 。 第 一 种 命名 方式 通常 应 用 于 册 岳 地 区 ， 因 
为 在 这 里 河 温 滩 是 很 难 区 别 出 来 的 ; 第 二 种 方式 多 用 于 平原 地 区 。 
一 定 的 序号 仅 能 狂 与 那些 在 年 龄 方面 确 能 相 比 的 阶地 ; 对 于 在 不 
同 剖面 上 的 阶地 ， 机 械 地 锥 于 序号 并 且 根 据 这 些 序号 来 加 以 比较 
是 不 行 的 。 | | 

HE Pp He THE Fy AO ZS EAD by 24 OS EOE, EE HB 
面 简 图 ; Be hs BY 2S PT AWE LI BRS Pp OO SPAR, Feat 
eecipuaediabatatisenslicilinliatpeis 
等 等 。 研 究 应 根据 下 列 提 移 进行 

$6. —-sulhausae er aad ok oe 阶地 前 后 

$e $5 RAR AS es DE ; 阶地 表面 是 水 平 的 还 是 借 作 的 ; 阶地 表面 的 
特征 ; 有 无 残余 地 形 ( 旧 河 道 、 湖 ,河床 附近 的 丘 陡 等 等 ) 与 均 生 地 
形 单 元 (草原 碟 、 喀 斯 特 漏斗 等 )。 

II， 把 阶地 上 的 各 点 与 引 对 标高 点 联 精 起 求 ( 中 图 12 ) Du 
定 阶 地 的 蕉 向 倾角 。 

TIT 找 出 阶地 顶 面 侦 笠 的 原因 (是 由 于 天 地 册 直 而 形成 的 岗 
还 是 由 于 冲积 雏 、 坡 积 物 、 岩 负 等 的 堆积 而 形成 的 ); 各 种 阶地 和 各 、 
种 地 瑶 特 征 不 同 的 河谷 段落 的 共生 关系 。 

IV, 阶地 类 型 ”如 按 阶 地 的 整个 断面 来 加 以 分 类 ， 阶 地 可 以 



a ey 

阶地 ， 芝 是 一 种 由 浴 积 物 和 粗 

成 的 阶地 ; 〈2) 侵 人 鱼 阶 地 , 这 

是 一 个 几乎 完全 由 较 老 的 兰 

石 ( 基 岩 、 古 浴 积 物 等 ) 所 和 组 

成 的 断面 ， 浴 积 物 在 其 中 占 

极 不 重要 的 地 位 看 时 甚至 
” 完 公 没有 浴 积 物 ; (3) at 
” 浴 积 阶地 或 有 座 阶 地 ， 在 这 
种 断面 的 底部 ， 在 浴 积 层 
的 下 面 多 年 带 有 出 露 的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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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A RIA LOA: (1) 堆 积 

图 12 VRAIS 

1 一 河床 ;0 一 河 是 识 ; ni 2 一 河 ” 

漫 沽 上 部 阶地 的 前 疗 ; 0 一 另 一 般 较 高 的 河 温 
溃 上 部 阶地 的 前 糙 }) C2 一 阶地 面 ; 2—i eee 
上 部 阶地 的 后 蔡 ; 20 (ae) 一 阶地 的 斜坡 或 陡 
壁 ; C222 一 阶地 宽度 ; C6 一 阶地 项 面 的 前 额 
部 分 6B 一 阶地 顶 面 的 中 间 部 分 ; 058 一 阶地 
顶 面 的 中 间 部 分 ; 582 一 阶地 顶 面 的 后 部 ; B1 一 

阶地 高 度 ; 2B2 一 阶地 平 光 高度 ; B3 一 阶地 的 
最 大 高 度 ; 7 一 阶地 项 面 的 价 斜 〈J1=B3 一 

OV, 阶地 在 河谷 内 的 棚 。 7); 4 一 高 一 般 的 河 温 滩 上 部 阶地 的 高 诬 
谷类 型 (内 受 阶 地 一 一 BrioxzeHHPIe, 背 倒 阶地 一 一 pcroHeHPIe， 

上 登 阶 地 一 一 HarO 汪 eHHRIe， LEK) Hake BS Sy Hh ——norpe- 

6saHIe， 温 合 阶地 一 一 cMeIIaHHSIe)( 见 图 13). 要 间 明 河谷 的 构 

造 时 ， 特 别 是 要 关 明 平原 河谷 的 构造 时 ， 常 常 需要 利用 勘探 鼻 料 

《钻探 、 坑 探 ) 才 有 可 能 。 
VI. 个别 阶地 坡 坎 (ycrym) 的 冲刷 特征 :这 种 坡 坎 的 价 科 度 ; 

PIA MARIE AIC eA ASME RAY; AICHE 
Besfoig 8 

SEY RPERIATE AT RES, SHREK OIE 
i, 区 和 芬 每 一 个 个 别 的 层次 , 仔 和 地 确定 其 组 成 与 厚度 , AW 
面 有 没有 动 植物 化 石 , 确定 埋藏 的 腐植 质 层 与 泥炭 层 的 特征 ; 研究 
JE OIE, 

FLU MEU, “GLE SPINE NTE ROE A ent LEA 
«RIZE Gamep), HPAI: HAE PSEA; BIR ALE, A 
‘ Yee (Soposna reyenusa) 的 位 置 和 沉积 层面 的 原始 形态 ;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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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化 石 的 排列 方向 以 及 碟 石 排列 方向 等 等 。 对 这 些 测定 进行 了 
SSA We, 就 可 以 确 定 水 流 或 波 浊 的 运动 方向 ( 参 并 第 17 HE) 

图 13 ” 河 访 阶地 类 型 
4 一 使 鱼 阶 地 ;五 一 有 座 阶地 或 侵 鲁 -- 
HG; B-FRERI I; 三 一 内 
爱 堆 积 阶地 ; YAMS SERS RE 
作 理 藏 堆积 阶地 ); pK; n—i ie 
BE; 713 — Mo—Mm3— WE PED EG 

4m ORM RRE; xz- 基 涯 底 
FE; - 17 一 基 岩 。 

图 14 河 荡 阶地 在 攻 剖 面 上 的 相互 关系 
A— 24 fe PEALE (69) Ew Meet, 各 阶 
地 (17217122) 的 相互 关系 ; B—24 Ee GIE 
准 不 变 而 上 游 区 逐渐 逢 高 时 , 阶地 的 相 
KX; B-4LUK LI, FREE 

PENS GAR; Ca 一 4&2 一 上 游 
河谷 横断 面 ; ”61 一 62 一 下 小 河谷 视 断 
ij. 

OMA OES TEER RS, ZS HI PERO X 
(图 14 )。 在 许多 场合 下 (特别 是 在 山区 ), 阶地 几乎 完全 为 剑 侧 作 
用 所 破坏 , 残留 下 来 的 仅仅 是 阶地 外 籽 的 个 别 地 段 ( 阶 地 再 部 三 必 
须 研 究 并 沿 着 河谷 追踪 它们 ， 以 便 把 它们 拿 来 和 相对 应 的 阶 卉 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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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还 必须 研究 河 漫 潍 上 部 阶地 的 分 割 程度 以 及 它们 在 地 表 
上 的 才 现 程度 。 委 制程 度 可 以 睹 野外 直接 观察 来 加 以 确定 ， 再 借 
地 形 图 和 航 窄 照片 套 料 的 耸 析 作为 补充 。 应 找 出 阶地 的 成 因 以 及 
它 个 与 天 地 构造 运动 的 关联 ; 确定 阶地 是 不 是 全 沟 由 于 构造 运动 
而 发 生 麦 形 中 断 。 聊 地 与 外 因 〈 气 候 变 渤 、 招 致 河谷 堰 塞 的 山 月 、 

SA, ERE) RIK, 

一 定 要 对 足够 广 关 的 区 域 ( 几 个 流域 的 盆地 进行 了 研究 并 把 

” 菠 水 的 地 质 作用 以 及 其 它 帮 料 (地 表 堆 积 物 的 地 质 构 造 、 最 新 构造 
”运动 .冰川 现象 等 ) 拿 来 进行 仔 普 的 共 析 和 对 比 以 后 ， 才 有 可 能 加 
答 上 面 这 些 问 题 。 

研究 了 动 植物 化 石 与 考古 学 上 的 发 现 以 后 ， 或 者 把 河流 阶地 

”大 来 加 以 比较 并 且 沿 着 阶地 向 下 游 一 直 追 湖 到 海岸 或 者 湖岸 阶地 
AiR BAT bit A HE. HAAN Ba) BAS I) LTE BB DK JE ee CA 

| SUK SRR ROSEN BY DUE A BRE HOE) DUG, 我 们 就 有 可 能 关 明 阶 
HAH AA (BBS 122), WRB ILA TERRE PR 
存 的 完整 程度 来 说 明 它们 是 否 位 于 次 生 的 堆积 层 中 。 

-形成 冲积 矿床 的 各 种 有 用 矿物 与 现代 或 古代 浴 积 物 有 着 联 
Kh, 这些 有 用 矿 易 多 牛 是 一 些 比重 很 大 井 且 具有 很 大 的 抵抗 风化 
” 丰 用 能 力 的 矿物 在 冲积 层 中 聚集 而 成 的 (参看 第 19 章 与 22 章 )。 

研 完 河流 堆积 物 时 ， 必须 对 它们 是 否 适 于 用 来 作为 建 壮 材料 

(SBA, WD. THES) DRE BP eK a aA KFA 

ASE TEM TET. 
研究 河内 冲积 层 ， 可 以 确定 河谷 与 浴 积 物 堆 积 的 发 展 动态 

《图 巧 )( 参 看 参考 文献 [21] ). 
把 各 种 不 同 流域 的 河流 阶地 的 春 料 拿 来 相互 比较 以 及 研究 水 

系 的 发 展 情况 ， 都 可 以 帮助 我 们 对 于 这 里 是 不 是 有 最 新 构造 运动 

的 问题 作出 和 结论 ( 参 阅 第 20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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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冲积 锥 与 旱 三 角 浏 

ThE R= AWE AMA, BAAS OAR 

PET TE DORE Fs LED Tit PTE BOS 

Als WHEREKREEAH 
上 的 动态 图 

人 4 一 河谷 侵 仙 部分; 石 一 重新 被 冲刷 的 
河谷 部 分 ; BWE HERBS; a— 
MLA; OME; B 一 埋 

RARER; 2 一 下 伏 基 咯 ; 
nn—Wizee; 2 一 河 模 床 。 

旱 三 角 测 ”“ 旱 三 角 济 同 
海 、 湖 的 三 角 洲 很 相似 , 是 由 于 
流入 低地 的 河流 所 造成 的 ; 河 
水 流 到 这 里 以 后 ， 由 于 种 种 硕 
因而 停止 流动 ， 于 是 堆积 下 来 
的 物质 就 在 这 里 构成 了 很 大 
的 、 非 常平 楼 的 冲积 锥 。 在 冲积 
He om HER BKRDA—& 

石 ; 在 外 烁 则 堆积 着 壤土 , 此 种 

壤土 常 呈 黄土 状 ，A. TL BH 

洛 夫 院士 称 之 为 “ 洪 积 ?" 物 。 
旱 三 角 济 多 形成 于 死 次 及 、 

中 荒 资 地 区 六 HEATER 
流 进入 山 前 侈 地 的 地 方 。 旱 三 
角 洲 与 河流 具有 密切 的 联系 ， 
这 是 旱 三 角 洲 的 特点 之 一 。 在 

旱 三 角 测 地区， 一 部 分 河 水 是 由 于 燕 发 而 消失 的 。 水 流 的 请 失 点 
莽 非 永远 位 于 一 定 的 地 点 ， 而 是 在 平权 的 冲积 雏 的 范围 内 移动 着 
一 一 这 一 点 是 与 水 流 本 身 的 水 文 变 律 以 及 气 作 因 素 有 关 的 。 ee 
Sth FREAK, MCUEB ETE. 

冲积 锥 nile Seok HRA ie CRAP 
AS DUE, 因而 其 本 身 的 面积 也 比较 小 , RETA ae BA 
显 。 冲 积 雏 面 的 便 角 相当 显著 ， 其 便 角 的 大 小 与 遭受 冲印 的 岩石 
久 及 当地 的 地 形 有 关 。 冲 积 雏 的 分 布 很 广 , 它们 与 各 种 不 同 的 \ 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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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是 不 太夫 的 侵蚀 沟 的 沟 头 彼此 相 联 ， 并 且 可 以 在 不 同 的 气候 条 
HER TE BS, 

粗 成 于 积 雏 的 沉积 筷 跟 组 成 早 三 角 洲 的 沉积 胸 并 不 相同 。 这 
。 些 沉积 肠 是 极其 乡 种 多 样 的 ， 多 中 是 由 未 烃 极 粒 或 者 级 粒 得 很 差 
“的 小 笔 守 所 棚 成 ， 耐 且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都 是 由 未 被 磨 圆 的 物质 相 
成 的 。 在 目前 ， 人 们 多 把 钥 成 冲积 雏 的 堆积 物 称 为 洪 积 物 (这 里 所 

RHE, 其 意义 不 同 于 这 一 术 请 的 最 初 含意 )。 

PRP RSS B= AM, 须 群 狂 描 述 它 们 的 形态 ;确定 它们 
的 范围 及 及 它们 的 坡度 ;指出 其 不 同 部 从 COT EB PD 的 
REAR DIRE SLI AMM SIRE; 指出 这 里 有 没有 老 
证 积 锥 与 老 时 三角洲 ; MSHA, 则 应 指出 它们 的 数目 以 及 它们 

(SUCH AGES BUNS HMR, APPA RES ZI ABEL 

«cae FLAKE MAH A A ES, AR 

«AAR SER ETP ARSE RS Ts OT ASEM a ER EMM Bl, Alte, wei 

SEE re — 

— S| > 

es 

od al it det 

—— 

a a 

确定 每 一 老 冲 积 雏 所 处 位 置 的 高 度 。 指 出 它们 的 位 置 与 构造 因素 

COMA A: 指出 老 旱 三 角 济 的 沉积 层 的 变 位 程度 以 及 这 

种 变 位 对 闹 面 地 胆 的 影响 ;应 当 研 守 沉 积 物 的 和 粗 成 物质 在 粗壮、 BS 

圆 程度 与 耸 选 程度 硼 面 所 发 生 的 变化 等 等 。 确 定 新 老 冲 积 刍 各 部 
共 沉 积 层 的 厚度 ; 河床 在 冲积 雏 中 的 下 切 深 度 ; 在 冲积 锥 所 属 的 河 
RPA; 阶地 的 数目 与 特征 ; 基 岩 底座 的 情况 ; 最 新 构造 运 
动 对 冲积 雏 的 成 长 .迁移 与 烙 构 的 影响 。 

应 当 研 客 这 些 形成 作用 或 者 切割 作用 的 发 展 特征 。 如 果 这 些 
作用 还 在 灼 续 发 展 工 向 前 推进 ， 则 须 确定 这 些 作用 可 能 发 生 的 各 
种 影响 , 例 奶 对 主流 与 歧 流 偏 移 的 影响 , 对 于 浅水 区 位 置 改变 的 影 
Wi), 对 于 河床 淡 塞 的 影响 , 对 于 农业 用 地 被 埋没 的 威胁 以 及 对 于 猎 
洲 和 工程 建筑 的 为 害 等 等 。 

除了 进行 上 迹 研究 以 外 , 还 必须 对 所 有 观察 对 象 加 以 描述 、 素 
HALES, 才 将 所 有 观察 对 象 亿 录 在 地 图 上 , Ti ASEM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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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 RA, 

122, = BW 

对 于 流入 湖 、 海 的 河流 的 河口 部 分 必须 作 特 殊 的 研究 。 它 们 在 
地 貌 上 是 极其 多 种 多 样 的 。 三 角 洲 就 是 河流 河口 部 分 的 类 型 之 一 ; 

它们 是 由 许多 在 成 修 上 极其 多 种 多 样 的 沉积 物 ( 从 粗糙 的 ,有 时 赂 
MRAM. AAA BMA BRAS EN 2 Bie, 直至 可 塑性 的 得 

#RLIE) 所 和 组 成 。 在 三 角 洲 上 可 以 划分 出 地 表 部 分 与 水 下 部 分 。 

研究 时 ， 应 当 描 述 : = PWR ERD REE Sk MS 
AR eee ld Sek eT TH SESS); 三 角 洲 发 展 上 的 不 

对 称 情 况 〈 向 一 方面 发 展 ) 及 其 原因 ; 水 流 在 三 角 洲 范围 内 的 耸 枝 
情况 ; 三角洲 上 岛 浏 的 特征 (平坦 的 \ 小 丘 起 伏 的 、 长 草 的 、 不 毛 的 、 

RAMA LN SS) > BIAS (= BWR, Pra 

积 等 等 )、 三 角 洲 沉积 的 构造 (TRH RT BES BBE; 成 分 
与 构造 的 变化 等 等 )。 

此 外 还 应 当 指 出 : 在 三 角 洲 上 有 无 砂 丘 存 在 ; 它 介 的 排列 方向 

ERE, 它们 在 空间 上 的 分 布 情 况 、 固 定 程度 和 和 粗 成 ;有 没有 湖 和 莉 

Se CTPMeHp) ;植物 组 成 。 搜 集 三 角 洲 增长 速度 的 交 料 (打听 来 的 
AN, 把 各 种 地 图 和 平面 图 拿 来 加 以 比较 )。 确 定 构造 运动 对 三 角 
洲 增 长 的 影响 ， 把 三 角 洲 轮廓 的 变化 拿 来 和 受 水 和合 地 沿岸 水 位 观 

PURER MLA Le, : 
(EVR BRB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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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 现代 冰川 的 研究 

( 原 书 第 11 章 ) 

CB AMES 

1. 灶 #& 

FIX—-BE, SAKES MOAT Hh BOL Ak J BE 

om Lapel FR, 5X APES BD SESE ALS BSE | ABS BP ee 

的 研究 者 也 能 在 野外 工作 条 件 下 顺利 完成 (直接 观察 )。 关 于 测量 

二 价 定 冰川 的 融化 量 以 及 其 他 一 些 问 题 在 这 里 将 

不 予以 论述 。 

进行 最 简单 的 冰川 观 和 你 , 必须 要 有 当地 铬 条 的 地 形 图 (Toro- 

rpacpuyeckas KapTa) 矿 山 罗 般 仪 .目测 工 具 ( 测 图 板 、 照 难 尺 、 分 

规 和 测 科 仪 . 望 远 仁 、 高度 计 ( 空 盒 气 压 计 )、 父 凡 《20 米 长 的 ) 、 地 

质 键 .照相 机 ( 备 有 感光 硬 片 或 感光 软片 ), HARE KARE SR. TTR, 

一 些 大 釉 染 料 和 几 把 毛 刷 。 

只 有 在 疫 有 大 比例 尺 的 平面 图 和 冰川 地 图 的 情况 下 才 用 目测 

方法 观 祭 冰川 。 测 量 的 范围 包括 冰川 以 及 和 它 周围 的 由 披 和 山峰 ， 

因为 从 冰川 表面 可 以 观 祭 到 这 些 地 方 ( 见 上 答 , 第 15 章 )。 

2. DK B BES 

研究 者 在 研究 每 一 个 冰川 的 时 候 , 必 须 收 集 下 列 的 看 料 : 

冰川 的 名 称 及 其 精确 的 地 理 位 置 ， 莽 指出 冰川 所 在 的 山岭 和 

WY TeV 

体 川 的 朝向 (冰川 的 方位 ) ”确定 朝向 时 ， 观 仁者 应 面向 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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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的 下 方 站 着 ， FETED AL LAO, 要 特别 注意 由 于 冰川 河床 

剧烈 转弯 而 使 冰 州 的 流向 大 大 改变 的 情况 

冰川 的 长 度 、 宽 度 和 面积 冰川 的 长 度 、 宽度 和 面积 可 根据 

地 图 或 目测 痪 料 来 加 以 确定 。 面 积 可 用 求 积 透 明 板 测量 。 长 度 要 

按 冰 川 末 端 到 粒 雪 盆 ( 冰 川 供 应 区 ) 后 壁 的 最 长 埋 做 来 测量 。 测 量 

袖 度 时 应 测 出 最 大 的 、 最 小 的 和 平均 的 袖 度 (平均 袖 度 应 当 用 冰川 

长 度 除 其 面积 的 方法 来 确定 )。 此 外 还 应 当 对 粒 雪 稚 \ 中 HpHOBEIE 

6accetH)》 的 最 大 真 度 和 冰川 舌 的 最 大 冤 度 进行 对 比 。 

KIER EL FIBER) Aa EES i THER 与 冰川 舌 面 积 的 

冰川 末端 的 高 度 所 计 冰 川 末端 的 高 度 也 就 是 治 着 山谷 往 

下 流 伸 最 远 的 冰川 前 蓝 点 的 高 度 ， 这 一 高 度 可 根据 地 图 或 高 度 放 

来 确定 。 

3,， 粒 走 盘 

rE Cah k EEE “57k JIE FE HO ASE AT DH 

图 或 用 测 高 仪 测定 之 : 

a)“ 粒 雪 和 线 位 于 击 冰 租 成 的 冰川 面 到 了 一 年 中 最 热 月 分 就 转 

变 成 为 由 雪 或 粒 雪 和 粗 成 的 粒 雪 面 的 地 方 ; 

6)， 粒 雪 和 业 位 于 冰川 凸 横 剖 面 ( 多 千 为 冰川 舌 所 特有 ) 向 凹 横 

剖面 (多 为 粒 雪 谷 所 特有 ) 过 渡 的 地 方 ; 

B) PSR O MAE Hw BRR ARKIN ES EH 

Hen SSAA a DS 5d AR BR Be AE FERS eA, FDA AS 

“22 Ji FR gat 3 LL HR FSFE 

fia eS Hk It bY 24 FECA ZEB AAAS BIO TE IAN, eee SE 

ABIL RHETT, PP ZEPEHO THE BERENS FA A AR GEE A 

林地 观 祭 到 全 部 粒 雪 区 。 在 进行 观察 时 要 记 壕 : MLR WIIE AS Cok 

阅 ; 未 扩张 的 谷地 .上游 , 罕 狭 的 谷地 上 游 ) EERE BS CB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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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 Bark h, Be STL) 5 Wr 8 BX JAE] LL SR A SBE (RK 

致 的 坡度 ); APACE AN Be A EMI}; BLE (upHo- 

Boe Tote) AY HOIE, Ari AY RSS BETS (SE OAK cnotok»), «ies 

后?(Katoiteca cHera)( 由 于 镁 雪 盖 的 融化 而 形成 的 粒 雪 和 冰 的 ， 

TEBE, 其 底部 延伸 很 长 ,有 明显 的 秩 角 ， 高 度 为 1 一 6 炒 ，、 
远 看 起 来 ,这 些 堆 积 物 就 象 穿 着 白 衫 下 跪 着 的 人 ) 。 对 于 粒 雪 和 盆 

中 一 些 最 有 意义 的 产物 (如 : 边 稍 裂 隙 ,《 跪 雪 丘 访 应 当 进 行 专 站 的 

FASE AMT MWS CPM, RIFE SAR 

, 查 明 它 的 层 理 、 层 的 厚度 、 它 们 的 颜色 、 层 与 屋 之 间 诡 界面 的 

特性 各 层 治 走向 而 发 生 的 变化 等 等 。 

4. 冰川 面 的 地 形 

冰川 面 的 地 形 是 由 三 个 主要 因素 形成 的 : (1) 冰 矿石 物质 的 堆 
积 作用 , (2) 冰 川 的 移动 , (3) 冰 川 面 的 融 鲁 作 用 (融化 燕 发 )。 

最 重要 的 冰 矿 形态 为 : (1) 便 奢 ,这 是 从 治 着 冰川 两 便 伸 展 成 
高 度 不 等 的 带 状 或 坦 状 谷 坡 落 到 冰川 上 的 岩石 碎 局 堆积 物 ; (2) 中 
fe, 中 奢 通 常 是 由 主 冰 川 的 某 一 侧 奢 与 支 水 川 的 便 奢 汇合 而 成 的 ; 
(3) SRE, 烙 奢 是 由 所 有 堆积 在 冰川 未 端的 碎 悄 物质 所 形成 的 〈 群 
见 第 12 章 )。 

由 于 冰 上 放 的 移动 而 形成 的 最 重要 形态 为 : (1) UB, 这 是 由 
于 冰川 两 侧 比 冰川 中 间 部 分 运动 得 慢 而 形成 的 ; 人 2) 横 裂 阶 , 这 是 
一 种 在 冰川 攻 剖 面 的 陡 委 掏 曲 处 横 过 冰川 而 形成 的 裂隙 【大 量 密 
SHY BUR th BP BI BOK was (enomamel) |; (3) MER, HK 
JARRE A ZN) BET ESS, FELIS TAS AR BD, SPEARS 
沿 着 冰川 向 其 末端 伸展 。 

由 于 融 鲁 作用 而 形成 的 最 重要 形态 为 : (1) KIS, 它 是 一 种 

由 冰 脚 柱 和 复 盖 脚 柱 的 瑟 大 岩石 碎 块 所 组 成 的 菌 形 高 地 ;2 冰 州 
杯 ; 这 是 一 块 狭 而 不 深 的 (不 到 60 KAO) HET UK E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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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BO AB He (GO ABA JESS PS OS AE Br HE); (4D DK IBS TT ee al 

PRS BEAU; 5) 冰川 并 与 冰川 麻 , “EM 281 ARAN, PEI 

方向 从 冰川 面 一 直 芙 穿 到 冰川 夺 部 的 冰 “ 管 ”, ee ea Pak JR EY 

侵 便 作用 而 起 了 变化 的 裂 孙 ; (6) 冰川 漏税 与 冰 中 的 冰川 侈 地 ， 

庆 们 是 由 于 融 便 作用 、 融 化 水 的 侵蚀 作用 和 冰川 的 移动 共同 起 作 
用 而 产生 的 ， 此 外 冰 研 物质 的 堆积 作用 有 时 也 参加 它们 的 形成 过 

- 程 。 

5. 冰川 舌 的 记 壕 

应 戈 研究 和 记述 侧 奢 和 中 厂 〈 数 量 、 高度 、 长度、 岩 性 成 耸 ) 己 
”及 整 片 冰 厂 复 盖 层 的 特性 (如 果 有 这 种 复 盖 层 存在 的 话 )。 此 外 对 
于 冰川 玫 面 的 其 他 各 种 小 地 形 与 中 地 形 〈 雍 如 冰川 丘 、 冰 川 杯 ̀  冰 

”用 齐 、 玉 川 麻 、 冰 川 并 、 六 川 潜流 和 小 湖 的 槽 床 、 侧 裂隙 、 横 裂 
隙 、 准 裂隙 、 汪 塌方 等 等 )， 如 果 它 们 的 从 布 和 规模 是 值得 注意 的 
A, WL EET SE IAS, HULA A RS 对 
手 显著 的 地 形 单 元 的 位 置 、 它 们 的 形状 和 全 别 单元 的 大 小 或 它们 
聚集 体 的 大 小 要 提供 清楚 的 概念 。 裂 隙 、 冰 川 井 和 冰 川 磨 的 深度 
是 用 条 而 烙 实 、 下 端 允 有 重任 的 标 度 剖 来 测定 的 。 小 的 地 形 形 态 
则 用 折 尺 来 测量 。 最 大 的 地 形 单元 应 当 用 符号 标 在 地 图 或 冰川 图 
BS 

在 描述 冰川 舌 时 , Wh DL KASEFA RE KOA, EHARE. AS 
RT PB WORE. HERE (颗粒 的 形状 ) 及 其 在 冰川 体 各 部 分 的 
KAP KAGE MR BED TKR ATR, AIR ASER AR ( 折 曲 、 道 
fhe Dt EE) ADR EDK BST AR PETE AR LY Sy BE [BD 
FEZ RAO DKA (cucrembl WemAHBIX BamuKOB)] , KAY 

BLAIR is Hes ASKER IM MB HD (BE TEA BAT BU VBE 

” 温 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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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壕 冰川 舌 未 端的 形状 (ARIZ, WRB, BE HARASS 
等 ), 厦 指出 冰川 末端 是 由 于 陡 壁 所 中 断 的 呢 , 还 是 逐渐 消失 的 (还 
应 附带 指出 陡 壁 的 高 度 )。 有 冰川 峡 道 (洞穴 rpora) 存在 时 ;, 要 指 
出 它们 的 位 置 和 规模 。 

作 冰 川 舌 的 横 剖 面 与 粥 剖面 。 sd fs TEL ARSE oc 
测量 的 碍 料 (用 测 科 仪 ) 或 者 根据 有 等 高 线 的 大 比 尺 地 图 来 作 (前 
者 要 在 最 典型 的 地 方 作 , VS BEY JNA 

MMOH: MYRNA (BIKE eee 
的 ; EH, See MMA ILRETWH,; 是 不 是 不 规则 的 丘陵 
HE; 丘陵 或 坦 间 密 地 的 性 质 怎 样 )， 此 外 还 应 描述 获 厂 高 出 谷底 的 

” 高 度 , 整 体 或 个 别 刘 的 袖 度 (应 当 沿 着 山谷 测量 ), $B A 

敲 , 冰 矿物 质 的 成 修 , 冰 川 知 与 冰 厂 石 相 衔接 的 特点 。 

6. 冰川 的 变动 

研究 冰川 的 变动 情况 时 , 应 当 要 测定 冰川 变动 的 性 质 ( 进 、 退 、 

稳定 状态 ) 和 这 些 变动 的 量 值 ; 必须 在 接近 冰川 末端 的 地 方 找 出 以 

前 调查 者 所 作 的 各 种 记号 〈 进 行 观 祭 时 应 当 随 身 携带 这 些 记 号 的 

记载 和 分 布 图 )， 和 大 就 地 查 对 这 些 记 号 。 在 查 对 这 些 记 号 时 ,还 应 

当 把 以 前 关于 冰川 末端 的 记载 、 照 卢 以 及 老 的 可 敌 的 冰川 图 形 拿 

来 同 冰川 未 端的 外 形 和 位 置 相 比 较 。 此 处， 还 要 用 储 明 的 佐 釉 染 

料 把 以 前 的 旅行 家 所 作 标 记 重 新 描 清楚 ， 但 不 应 对 这 些 标记 作 和 任 : 

何 更 改 。 

如 果 忆 前 和 芽 必 有 人 全 在 冰川 末端 作 过 记号 或 者 没有 找到 那些 

以 前 旅行 家 所 作 的 记号 (这 是 常 有 的 事 ) , 那 就 应 该 用 下 列 的 方法 
亲自 作出 自 已 的 记号 。 

在 冰川 未 端 以 下 的 平坦 场地 上 选 出 和 测 出 一 条 基 楼 〈 见 上 埠 
第 15 章 ), 在 它 的 两 端 各 标 以 两 个 固定 点 (可 以 用 雏 悉 形 兰 石 棚 成 
NAB MSE (FEA, BPE EEE ST AB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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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e HO EE ER Wy HEA 4E ( 200—500 7K) , MYA BSH 

WE BEBE HOH tel , HA AAS A A aT He Ae FS, BAG - 

WY Be ec FE A HH kK EBS ER RMAs, PERE 

Yai [AU AK) |_E TE EA 6 FER iP aes tT) 2 FE SES TAAL BHO FS 

得 水 于 20—25° . BJA A IRGEAR AE MSs a BU 

FR iis 4: — 4 EU EER OER BS CoE 14,15 Bt) , FEEL 

166 PA Sin FA BBA EY) Se ST PE HT Ss: 

(1) A+ el — (CO) HK AES RR AM 

“进行 测量 的 地 点 ; 

(2) 特殊 标记 (BET OS bid Beets, 或 简写 姓名 , 也 可 

以 作 一 个 由 调查 者 所 选 定 的 用 以 作为 自己 代号 的 某 种 特别 记号 ); 

(3) 作 认 号 的 年 、 月 、 日 (日 期 ); 

(4) 从 基线 这 一 端 到 冰川 末端 的 选 定 点 的 方位 角 (或 象限 

角 ); 

(5) 从 基 徐 这 一 端 到 冰川 末端 的 选 定点 的 距离 (测量 出 的 )。 

在 基 栈 每 一 端的 整个 标记 大 致 是 这 样 的 式样 : 

Cer Ks © 135 一 200M 

5 VIII. 48 172°—259M 

225°—176M © 

heer: 1948 年 8 月 5 A C. EPI E He 

Sal EDK NARS = AN, FE ZD BU EO A FS, 这 些 方 位 角 的 
角度 为 135"、172。 和 225°, 而 到 达 这 些 点 的 距离 则 为 200.259 和 

176 米 。 当 然 , 从 基 栈 另 一 端 测 出 的 、 到 冰川 末端 选 定点 的 方位 角 
和 距离 将 是 另 一 些 数值 。 

狠 寺 一 年 或 几 年 以 后 ,根据 所 标的 方位 角 , 再 来 重复 测量 从 同 
一 个 基 著 点 到 夺 川 末端 的 距离 ， 这 样 就 可 以 推断 冰川 变动 的 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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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变动 的 量 值 。 
WG HE RKO SEF OK I ZS EES BH ET Be BS 

MM, RS AMAL HOR: 雍 如 冰川 的 变动 , 冰川 外 貌 的 变化 以 及 
冰川 在 谷中 的 位 置 变化 , 雪崩 的 坡 降 及 其 移动 的 路 径 ; DK NOTE 
成 与 外 沪 等 等 。 对 于 这 些 奏 料 应 当 加 以 批 利 性 的 检查 ， 尽 可 能 地 
多 间 一 些 目击 者 , 伏 后 把 它们 提供 的 材料 加 以 比较 和 对 照 。 

7. 确定 冰 上 必 的 类 型 

在 苏联 的 山谷 冰川 区 最 常 遇 网 的 是 下 列 儿 种 类 型 的 冰川 : 
(1) 星 状 冰川 “这 种 冰 州 伐 布 在 山峰 上 。 它 的 冰川 舌 较 短 。 

这 种 冰川 从 集聚 在 山峰 上 的 粒 雪 原 呈 辐射 状 治 着 切 大 由 坡 的 澡 谷 
向 四 面 流下 。 它 们 在 平面 图 上 的 形状 是 不 规则 的 星 状 《变形 虫 
状 )。 例 如 , 厄 尔 布 鲁 士 (3xp6pyc) 的 冰川 ,就 是 属于 这 一 类 型 的 
冰川 。 二 

(2) 火山 口 的 冰川 “这 种 冰川 卉 充 在 死 火 由 的 日 上 ， 波 有 流 
到 火 出口 的 范围 以 外 ; 它 人 在 平面 图 土 的 形状 是 圆 形 。 例 如 , 蔓 侍 
加 的 姆 特 诺 夫 斯 克 死 火山 (MyrHoBcKkag comka) 就 是 属于 这 类 冰 

川 。 
(3) UK) “ 蓄 种 冰川 完全 位 于 山坡 上 , HEA PE BILE, 它 

的 炊 端 高 高 地 县 在 山坡 上 ;冰川 体 也 不 占有 什么 明显 的 目地, 通常 
也 没有 什么 转 框 。 在 平面 图 上 的 形状 是 舌 状 。 

(4) 围 谷 冰川 ”这 种 冰川 位 于 转 谷 (山坡 上 的 壁 合式 切 坑 , 平 
底 陡 壁 的 个 圆 形 冰 斗 ) 之 中 ; 它们 通常 不 流出 到 围 谷 以 外 ; 在 平面 
图 上 的 形式 是 圆 形 。 

(5) 单 式 谷 冰川 ”这 种 冰川 是 由 一 个 冰川 流 所 租 成 的 ， 只 占 
WAH ED, 这 种 河谷 的 上 游 通常 扩展 成 杯 状 ; 在 平面 图 上 的 形 ， 
RRB, | 

(6) 复式 谷 冰川 “这 种 冰川 是 由 一 个 主 冰 川 流 和 一 些 注入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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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U SS Ck INSEE) TEL BG, 3 EAB SEAS BED DE ASR YK II, th 
可 以 是 复式 冰川 ; 在 平面 图 上 很 象 一 条 有 支流 的 河流 。 

(7) 树 状 ( 树 枝 状 ) 冰 州 ” 这 是 一 种 从 平面 图 上 看 来 象 树 状 的 
大 复式 冰川 的 变形 ; 它们 位 于 两 个 山 崔 之 问 的 炊 谷 中 (与 上 太 两 种 
只 在 一 条 山脉 的 范围 内 位 于 横 谷 的 冰川 不 同 ); 这 种 冰川 的 主 冰 媳 
位 于 获 谷 当中 ; 工 有 很 多 支流 (这 些 支流 多 咎 是 复式 冰川 ), 这 些 支 
流 从 两 面 流入 主 冰 川 , 工 与 之 相交 成 不 同 的 角度 (常常 是 直角 )。 例 

”如 : 改 德 钦 科 冰川 (BeraeHgko)、 伊 内 尔 切 克 冰川 (Haprruek) 和 捷 
拉夫 山 斯 基 冰 川 (3epaBIraHcKIH 址 ) 就 是 属于 这 一 类 冰川 。 

(8) 复活 隐 咱 ”这 是 冰川 盆 的 炎 剖 面 有 了 强烈 而 陡 急 的 掏 曲 
《 横 坡 坎 一 -IOITepedHPIe ycCTyYHEI 时 所 发 生 的 一 种 冰川 变形 。 它 

的 未 端 靠近 这 个 鬼 曲 处 的 时 候 , 就 折断 而 落 到 坡 坎 的 坡 脚 下 ; 在 坡 
获 的 披 脚 处 , KR RS Ei, MERIT BO «BDI I>, 

(9) 土耳其 斯 坦 冰 川 (TypKkecTaHcKHe) 这 是 退化 的 谷 冰川 

的 一 种 变形 , 冰川 系数 很 小 (常常 小 于 一 ); 供应 区 通常 是 冰川 谷 所 
外 在 的 这 一 谷地 的 、 未 扩张 的 延续 部 分 (上 部 ); DN BER EE SES 
崩 和 基 冰 川 的 下 崩 ; 冰川 舌 上 密 密 地 堆 满 了 冰 矿 石 。 死 冰 (KARE 
动 性 的 冰 ) 发 育 得 特别 广泛 。 
《10) 超 神 冰 有 川 ”这 种 冰川 诈 可 能 是 悬 式 的 ,也 可 能 是 谷 式 的 ; 

它 偶 位 于 山岭 的 两 个 相 背 的 大 崖 上 (就 象 挂 在 马 款 上 的 一 对 过 
和 ) ,但 是 它 个 的 上 部 则 在 山 崔 较 部 的 冰川 上 部 披 此 联 在 一 起 ; 在 
平面 图 上 是 一 个 旗 带 有 二 个 不 同 朝向 的 冰川 舌 ， 又 带 有 一 个 为 两 
者 所 共有 的 位 于 中 央 部 从 (冰川 舌 之 间 ) 的 供应 区 的 延长 体 。 

把 冰川 划 为 某 一 类 型 时 ， 必 须要 有 很 好 的 论据 。 有 疑问 的 时 
候 稻 不 能 把 冰川 硬 * 赶 向 > 某 一 类 型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只 能 限于 客观 
地 记 壕 冰川 , 至 于 它 的 类 型 问题 , 则 可 以 留待 以 后 解决 。 辐 样 也 不 
应 访 把 每 一 个 小 的 变形 都 划 为 一 种 特别 的 冰川 类 型 。 

Gene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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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FF 

HAF EAR IES, BERS ORE BED 
的 、 互 相 矛 盾 的 碍 料 来 解决 一 些 很 复杂 的 问题 。 我 们 如 能 以 全 部 
现象 的 烷 合 研究 作为 做 出 车 花 的 基础 , 换言之 ,如 能 以 研究 冰川 沉 
积 及 分 析 地 形 所 得 出 的 车 果 来 作为 做 出 车 花 的 基础 ， 才 能 获得 最 
可 靠 的 结果 ; 在 冰川 痕 味 不够 明显 的 场合 下 ， 研 究 者 在 下 糙 论 时 ， 
应 详 特 别 订 悍 。 要 预先 看 一 看 有 现代 冰川 的 地 域 ， 阅 读 一 些 普 通 
的 书籍 (C。B. 卡 列 斯 尼克 、K。K.。 BARR, VT 格拉 西 黄 夫 、 
B, A. RBA. C. 舒 金 等 人 的 著作 和 1940 年 出 版 的 手册 ， 
在 这 些 著 作 中 列举 有 1939 年 以 前 的 妇 献 目录 ) 以 及 有 关 访 区 域 的 
文献 得 料 ; 同时 还 要 事先 拟定 : 什么 地 段 还 研究 得 不 够 ; 在 古代 冰 
川 作 用 的 历史 中 ; 关于 哪些 问题 的 套 料 其 证 最 差 , 因而 还 需要 作 一 
些 补 充 的 工作 。 通 常 在 文献 中 所 记载 的 关于 冰川 作用 的 时 代 、 冰 
川 作用 的 界限 和 次 数 的 车 芥 是 很 矛盾 的 。 新 的 详 革 调查 一 一 特别 
是 当 访 地 区 有 了 新 的 人 工 断 面 (矿坑 、 采 石 场 , 坑 探 用 断面 、 铁 路 路 
地 等 等 ) 以 及 发 生 了 将 冰川 沉积 揭 去 的 地 滑 和 山崩 时 就 能 够 为 更 
精确 地 解决 许多 问题 提供 重要 的 奉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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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地 的 冰川 作用 

。 9。 讷 查 的 任务 

苏联 山区 的 古代 冰川 作用 的 址 呆 几 乎 全 部 都 被 研究 过 了 ; 霖 
的 调查 必须 能 够 为 补充 某 地 区 冰 首 作用 的 知 哉 提供 一 些 实际 的 材 

WB}, 必须 能 够 为 解决 下 列 这 些 重要 间 题 提供 一 些 奢 料 :a) 已 知 的 孙 - 

IPE SHO By Sere; TOPIC Lee a Re Re AA 

Fe (B44 §3 FM §4 ) ;6) 冰川 作用 的 性 质 和 冰川 的 类 型 (参看 \9); 

B) 冰川 末端 的 最 低 纸 对 高 度 〈 参 看 y4 ) ; T) SRM EE (Ba 

§ 8 ); J) 冰川 作用 的 坎 数 和 冰川 期 各 阶段 的 次 数 (参看 810 ) ; 6) 
由 于 冰川 作用 而 发 生 的 水 柔 变化 情况 (参看 $11 ) ; 2K) 具有 实际 
意义 的 烙 花 , 其 中 包括 每 坎 冰 川 作 用 对 于 冲积 矿床 的 牙 布 ,对 于 道 
路 的 建筑 和 惕 通 、 对 于 农业 以 及 对 于 水 力 站 的 建筑 的 意义 ;冰川 湖 
对 于 省 业 的 意义 这 种 意义 就 象 降落 场 对 于 飞机 的 意义 一 样 重 
要 )。 

3. GK 

a) TURE: ss | 

(1) 冰 硕 景 观 ”这 种 景观 一 般 是 不 规则 的 丘陵 和 小 岗 或 者 是 

一 些 中 间 带 有 容 地 或 湖泊 的 冰 夸 是。 冰 矿 和 烷 合 体 主要 分 布 在 山谷 

中 ， 有 时 也 分 布 在 大 高 原 (ItOcKoropPe) 原 面 上 (参看 和) 

(2) 冰 川 河流 景观 〈 冰 水 沉积 景观 或 外 冲 平 原 景观 一 33aHI- 

POBBIit) 这 种 景观 是 谷底 浴 积 面 和 具有 许多 河床 的 山 蔓 平原 的 
WR (BA § 5). | : 

6) vk JI] Gch (Ha fk prmaxuBanne fil fl] #i——k3apauua) 

区 冰川 能 够 改造 冰川 发 生 以 前 的 地 形 , BEREFATA Doe CONE) He 

形 的 形态 ,也 能 稍稍 改变 它 个 。 例 如 , BENS EE] CHAE BS HOTZ, BES Bl 

Se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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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ANPRVEL Ho, GEE PRS SE OME I A BE ZEP GB WBE 面 ， 
同时 又 能 在 谷地 中 挑 掘 四 地 (参看 $ 6 FPAEASE_LIG ROR AR LL 
二 一 围 谷 (参看 4$7 ) 。 与 改造 谷地 的 同时 或 者 更 早 ， 即 在 另 一 个 
冰川 时 期 , 可 能 发 生 大 冰川 对 从 水 界 各 地 进行 加 工 的 现象 , 这 种 
加 工 能 使 出 蜂 和 由 肉 剧 烈 地 磨 图 ， 能 使 台地 的 凹 地 和 谷地 扩大 和 
加 深 。 所 有 这 些 形态 都 必须 仔 儿 地 加 以 描述 并 拍 出 照片 ; 在 地 图 上 
锥 出 它们 发 展区 。 同 时 还 应 特别 地 注意 和 研究 下 列 形 态 : 

。 羊 额 石 ， 羊 所 石 是 一 些 治 着 冰川 流 延 伸 的 、 在 平面 图 上 是 移 
形 、 椭 圆 形 《 鸡 看 状 ) 的 基 岩 丘陵 。 研 究 羊 额 石 时 ， 应 确定 它们 的 
高 度 、 长 度 、 袖 度 、 谷 坡 上 部 和 下 部 的 倾角 ( 谷 坡 下 部 的 便 角 总 是 较 
大 的 ) (图 工 )。 此 外 要 避 录 : 有 没有 深 的 裂隙 ; 羊 额 石 的 最 下 端 是 
否 被 牙 裂 成 许多 方块 ; 羊 额 石 

是否 由 那些 相同 于 冰川 床 周转 人 

入 药 并 所 和 成 应 当 和 个 下。 SS 
别 的 和 成 群 的 羊 客 石 标 给 在 地 一 
Aik, Apa ia nz EMM 图 1 羊 额 石 

向 。 成 群 的 〈 特 别 是 在 横 标 部 BARA SIT 
芬 的 一 一 参看 4$ 6) 羊 撤 石 往 往 会 失去 原来 的 形状 , 甚至 会 汇合 成 
一 群 被 磨 园 的 谷 坎 。 

”除了 这 种 更 型 的 羊 略 石 以 外 , 小 形 的 羊 额 石 也 很 多 ( 族 如 凸 起 
在 谷底 的 小 块 基 岩 凸 地 、 冰 川 槽 坡 上 被 磨 园 了 的 凸 地 和 上 崖 壁 ,它们 
讼 有 单个 的 ̀ . 也 有 成 群 的 ); 成 群 的 有 时 称 为 波状 坡 (你 毛 岩 <Kyp- 
daBPIe CKaJLPI2， 这 一 名 称 常 被 用 来 表示 和 布 在 一 起 的 羊 拥 石 )。 

我 们 应 访 描 述 它 个 的 形状 .大 小 和 位 置 ; 特别 重要 的 是 指出 它们 在 
答 坡 上 大 到 什 委 高度。 对 于 所 有 这 些 形 态 ， 我 们 都 应 访 查 明 它 们 
与 谷地 的 哪些 部 分 有 联系 。 

氛 少 和 磨 光 作 用 这 是 冰 在 谷底 、 谷 坡 以 及 在 被 冰川 所 搬运 

来 的 互 大 和 卵石 上 运动 时 所 形成 的 一 种 现象 。 冰 川 护 痕 在 苏联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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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 IE VE FAN RE EIU REE RE Bo, BERRIES 
刚 出 露 的 、 还 未 遭受 风化 作用 的 崖 面 和 互 矶 面 上 表现 得 最 为 明显 
(如 五 坑 、 路 示 、 地 滑 等 等 )。 坚 硬 的 普 粒 岩 ( 竹 粒 花岗岩 ,石英 湛 、 居 
Et) TEE Se BK A EE; 而 在 不 够 坚硬 的 岩石 上 , RATER, 
EERIE RRA OKLA, LPR REE RAW BIER 
口 (ccarHHa)《〈 磨 探 的 裂隙 )， 其 长 度 为 2 一 10 厘米 或 更 长 (图 2)。 

要 用 罗盘 仪 精确 地 测量 氛 痕 的 方向 ， 因 为 它 能 指出 冰川 的 流动 方 
向 。 在 冰 体 能 够 朝向 两 个 方向 运动 的 平原 和 山 攻 地 区 ， 可 以 根据 
探 痕 的 最 粗 的 一 头 来 确定 冰川 的 芙 正方 向 , 如 果 次 有 粗大 的 部 分 ， 

则 可 以 根 据 咎 月 形 控 口 加 以 确定 ， 虽 然 它 们 的 凸 出 部 从 有 时 会 朝 

T les 

DD) r 

5 GBs 
)JEESET) Gi ae 

E 7) 

图 2 RINE PNK 
箭头 表示 冰 体 运动 的 方向 

由 一 平面 图 上 和 半月 形 的 控 口 ; 
五 一 它 的 横断 面 ; 

BRASIL EAS eh; 、 
Z 一 石英 关上 的 一 列 和 月 形 裂口 ; 

二 一 它们 的 横断 面 (薄片 ); 

于 一 又 置 在 控 痕 上 的 一 列 盾 月 形 

烈 口 ; 

PK — fl Sig ZEA 

TAKIN GEES ETS, ATEN BB ed kc 
JGR FA, (Be EBS Cea es 

RAKING Ta, J 
Se ASS Be BEE a KN ES AT ed 

FE BRIE A, wt HY ADs Sak BE is 

(Al2), BAY FERE TM We AO 2 GE 

ANA) MA ER EAL 

水 平 的 表面 上 ， 以 及 在 丘陵 和 羊 秆 

石 迎 着 冰川 运动 的 玫 面 上 去 寻 技 这 

些 探 口 。 这 些 探 口 是 沿 着 控 痕 在 若 

干 米 的 距离 内 形成 的 ， 厦 且 是 和 探 

痕 和 披 此 垂直 的 。 

A EAA RBI ACS HK 

流 方 向 的 改变 ; 因此 应 当 测 量 这 两 
ERO i, FARRER BN 
情况 来 确定 其 中 哪 一 个 是 较 老 的。 
由 于 冰 碟 在 后 来 往往 会 被 翻转 过 

来 , KE LAO RIE, HEAL che ot FFE REE S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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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JM fe AMO ARSE NED JIE FO MK es 
POSE E ADK AOR OY, OES SRR TE 
成 ;而 且 又 会 由 于 围 谷 (参看 $ 7 ) 和 冰冻 风化 作用 (参看 第 2 章 ) 
的 共同 作用 而 形成 显著 的 阿尔 乍 斯 型 地 形 。 
r)， 假 冰川 地 形 ， 外 蓝 与 冰川 相似 的 景观 也 可 以 在 其 他 过 程 

的 作用 下 形成 。 筹 状 图 形 山 丘 是 在 地 形 发 育 的 壮年 期 形成 的 ; 咯 斯 
” 特 作 用 能 人 够 形成 一 些 很 象 冰 川 景观 的 丘陵 地 形 和 无 水 流 的 四 地 。 

在 岩 丑 匆 很 多 的 情况 下 , V 形 侵蚀 谷 可 能 获得 槽 形 的 横断 面 , 但 这 
” 些 横断 面 允 咎 都 不 能 长 久保 存 下 来 ; 侵蚀 谷 的 特殊 标 庄 就 是 它们 
AAR BEST CSE) ; 而 冰川 槽 风 有 着 长 而 直 的 肘 部 , 鬼 折 
的 程度 也 很 稳 和 。 具 有 土 流 坡 的 侵 鲁 谷 有 时 也 很 象 冰 川 梭 〈 关 于 
假 冰 矿 的 问题 请 参看 44 ) 。 

4， 冰 矿石 

冰 厂 石 大 部 牙 虽 然 都 可 以 根据 地 形 而 立 即 辩 刘 出 来 ， 但 是 时 
” 常 还 必须 对 它 的 沉积 物 的 成 从 进行 仔 狂 的 研究 。 典 型 的 冰 厂 石 是 
由 颗粒 极 和 的 烙 士 状 物质 所 组 成 的 。 其 中 混杂 有 多 角形 的 砂粒 、 
石 碟 、 碎 石和 大 五 块 ( 冰 碟 ) ,而 且 其 中 的 物质 均 未 灼 过 落选 ,它们 
沉 奢 得 疫 有 次 序 , 地 没有 了 明显 的 层 里 ; 有 时 旭 夹 有 被 磨 光 的 、 满 布 
擦 痕 的 冰 碟 这些 都 是 冰 奢 的 特征 。 但 是 常常 也 可 以 看 到 杂 有 大 
量 从 冰 焉 河流 中 沉积 下 来 的 详 圆 物质 一 一 卵石 一 -; 有 时 也 能 
到 一 些 从 冰 下 小 湖 中 沉积 下 来 的 、 具 有 了 明显 层 里 的 砂 粒 和 石 碟 的 
ESE 

| TABU ROKR (EI 3 ) 称 为 被 搬运 来 的 (HepeMeIIaeMPIe) 

冰 厂 石 《 参 看 第 11 章 ) ; 古代 冰川 沉 奢 的 冰 奢 石 可 从 为 以 下 三 种 : 
a) 动 奢 或 岸 奢 (kpaespie HOU 6epepoBEBIe) KFA 

| 很 少 以 沿 着 谷地 伸延 于 谷 坡 或 坡 脚 的 长 堤 形状 保存 下 来 。 常 常 只 
保存 有 搬 提 的 个 别 片 断 。 在 多 数 情况 下 ， 往 往 看 不 到 冰 硕 坦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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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E Bl Ye AB Br Hh Creppacnt 

ocenanua) 〔( 图 7 ); 因为 侧 奢 

在 溶 冰 时 往往 会 向 斜坡 方面 沉 

Be; 有 时 候 它 个 又 可 能 和 沿 着 

冰川 边 乡 流动 的 流水 的 沉积 物 

图 3 comin ie «= RARE (Se 96). SEE 
aos OTs), LEAR DEAT ( 2k 
Bi DERI th & a ETEUR, eB Se. Brit), Ant eA 
BROTH HD Fs AUPE EL Ya BE 8 Be 是 倾 和 八 的 〈 通 党 向 山坡 方面 倾 

oa a 笠 )， 是 否 具有 丰 丘 和 四 地 , 附 
近 有 没有 湖泊 和 基 兰 山 崔 ; 应 该 尽 可 能 精确 地 确定 岸 矿 高 出 谷底 

的 高 度 ; 确定 阶地 (矿石 ) 的 数目 以 及 它们 同 山 坡 形状 和 四 披 上 上 的 

坡 坎 的 联系 。 要 研究 冰 奔 石 的 成 分 , 描述 冰 碟 的 大 小 和 和 苍 布 情况 ， 

描述 冰 厂 石 的 成 从 在 横着 山谷 和 顺 着 山谷 的 垂直 断面 上 【应 鼓 找 

出 切 开 冰 看 石 的 冲 沟 ) 所 起 的 变化 ; 研究 磨 贺 物质 的 从 布 情况 。 探 

求 所 有 阶地 Oki) 沿 山谷 而 发 生 的 高 度 变 化 和 它们 的 成 众 变 

化 ; “EAP dee IED, 2a ne (河流 

沉积 阶地 ) 的 相互 联系 。 

6) 基 厂 (ocHoBpHag MopeHa) 这 种 冰 矿 以 不 规则 的 丘陵 或 

冰 夸 所 的 形状 复 盖 着 山谷 的 底部 。 冰 川 搬 到 冰川 表面 和 冰 用 内 部 
的 物质 以 及 沿 着 谷底 移动 的 全部 物质 〈 底 奢 ) 在 融 冰 的 时 候 就 在 

这 种 冰 夺 中 汇集 起 来 , 因此 基 硕 的 形状 可 以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在 成 从 

中 混杂 有 大 量 的 磨 圆 物 质 。 这 种 冰 磺 很 少 能 够 保存 下 来 ， 因 为 大 
部 分 在 冰川 退却 时 都 被 河流 冲刷 掉 了 。 在 记述 的 时 候 ， 要 注意 冰 
什 石 地 形 的 形状 、 冰 矿石 的 成 耸 、 磨 圆 物质 的 分布 情况 以 及 其 中 成 
苍 在 沿 着 谷 的 方向 和 横断 面 上 所 起 的 变化 。 应 恋 力 求 把 融 矿 (a6- 

AUMOHHaA MOpeHa) 形成 的 物质 (位 于 冰川 末端 附近 的 、 原 来 复 

盖 在 冰川 上 面 的 物质 ) 与 碟 磺 〈 原 来 复 在 冰川 底部 的 ) 区 别 开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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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 iy EMA Ai (BHyTpeHHag MopeHa) KZ} RR 

不 可 能 的 。 
B) fe (koneunag BAIR 中 poHTarpbHag) MS Kha AT 

FR AOISABE, BZ EKG , HLT OTERO BR 
DHHEWE, (BERET EHO 1 (10 EHH SERS PE He EOD 

Fh, FRE ELI FER OHER, REESE 
的 时 候 ; BZ 4 DURE BIUNOTE RE, BEY SEDATE RS, 高度、 成 从 
DRA RARE OL, DT Br EPC KBE OE AS 

 ykheg(mopena Hanopa) (Al 9 ) ,寻找 很 好 的 横断 面 是 很 重要 的 。 受 

压 冰 硬是 在 庆 川 运动 时 被 冰川 压 坏 和 弄 翻 的 物质 ， 或 者 是 在 冰川 
(EIGHT TT RMA, 

VKSRARIE GRAS FETIP MORRIE RY, 
SCH METRE UH, BL SATE IS HORE LF AHS, TER 
LPMBE WEEN BE, RAVER SER LUSH 
停留 得 最 入 的 这 些 冰川 的 末端 。 所 以 , 治 着 冰川 谷 往 下 前 进 时 , 要 
仔 和 地 蕊 述 每 一 个 通常 很 难 与 多 奢 区 别 的 冰 退 获 矿 的 高 度 。 

获 矿 时 常会 被 冰川 的 运动 所 破坏 或 消灭 ， 它 们 或 者 被 掩埋 在 
融 厂 的 复 盖 之 下 , 或 则 被 冲 届 而 埋藏 在 冰川 -河流 沉积 物 的 下 面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为 了 根据 其 他 标语 来 断定 冰川 最 末端 的 位 置 ,就 必 
须 仔 条 地 研究 一 大 眉 冰 川 谷 。 

同时 在 研究 冰 硬 石 的 时 候 ， 特 别 是 研究 获 矿 的 时 候 也 希望 大 
家 要 注意 那些 有 时 能 强烈 改变 冰 厂 石 的 、 古 代 的 和 现代 的 土 流 现 
和 象 并 注意 凤 化 和 侵 便 的 深度 。 这 些 观 察 对 于 确立 冰川 作用 的 年 代 

”是 很 重要 的 ; 把 它们 拿 来 同 其 他 对 奢 石 和 冰川 -河流 沉积 物 所 进行 
的 观 你 对 照 一 下 , 就 能 够 获得 很 有 价值 的 硅 料 , 这 些 凑 料 对 于 解决 

E 环 用 胸 质 是 在 什么 时 候 ( 是 在 冰川 后 退 的 时 候 , 还 是 冰川 前 进 的 时 
| 候 ) 沉 积 下 来 的 这 一 问题 是 有 很 大 的 好 处 的 。 

应 当 把 所 有 冰 矿 石 的 位 置 都 卉 给 在 比 尺 很 大 的 地 图 上 ; 对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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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es Hi) RA HER KAR 〈 如 果 现 有 的 

地 图 太 小 的 话 )。 
要 特别 研究 分 布 在 狗 夺 和 冰 退 钦 奢 以 上 的 、 或 者 分 布 在 它们 

之 中 的 以 及 分 布 在 冰川 床 目 地 中 的 冰川 湖 (remHHKOBEIe 03epa); 

在 每 种 情况 下 都 应 藤 确 定 这 些 冰 川 湖 是 由 于 什么 因素 而 形成 的 ， 

莽 研 究 湖岸 上 的 古代 沉积 物 ( 关 于 湖泊 的 研究 方法 可 参看 第 8 章 )。 

冰 硬 石 的 改造 ”由 冰川 而 沉积 下 来 的 矿石 常常 会 遭 到 冲刷 和 

风化 ,甚至 还 会 完全 和 焰 灭 。 因 此 这 里 疫 有 冰 厂 石 ; 着 不 能 诈 明 这 里 

没有 发 生 过 冰川 作用 。 冰 厂 石 可 能 在 某 些 不 会 唱 到 冲刷 的 地 方 或 
者 在 四 陷 的 地 方 被 保留 下 来 , 因此 应 当 在 这 些 地 方 寻找 它们 。 

在 冲刷 的 时 候 能 够 在 沉积 的 地 方 保留 下 来 的 ， 常 常 只 是 冰 奢 
胸 质 中 体积 最 大 的 〈 体 积 达 几 十 立方 米 的) 互 矶 +。 芝 些 互 碟 可 以 
沉积 在 直接 由 基 岩 粗 成 的 或 由 某 些 第 四 各 沉积 物 粗 成 的 共 水 界 的 
面 上 ; 在 另 一 些 情 况 下 ， 互 碟 可 能 落 到 现代 河谷 的 谷底 ,着 且 狼 受 
了 几 次 侵蚀 循环 而 在 水 平方 向 稍微 移动 了 一 些 。 在 确定 冰川 作用 

的 灵 数 和 冰 体 运动 的 方向 时 ， 巨 碟 乃 是 很 重要 的 标 庄 。 对 于 确定 

冰 体 运动 的 方向 来 说 ， 在 成 分 上 与 砍 层 的 岩石 有 显著 差别 的 互 碟 

是 最 有 价值 的 标语 。 单 个 的 互 碟 也 被 冰 水 连同 冰 块 一 起 带 到 冰川 - 

河流 沉积 的 区 域 。 对 人 确定 瑟 碟 的 冰川 起 源 ， 节 重要 的 标 共 则 是 探 

痕 、 麻 光 和 岩石 成 从 。 与 底层 岩石 无 关 的 多 角形 互 碟 也 可 以 由 于 

岩 慎 锥 、 山 骨 、 地 滑 而 产生 , 或 者 由 于 出 水 和 河 冰 夹带 而 来 。 

DBR Tabs He —— BPE + (semnauble IDpaMHIEI) 

是 由 于 奢 石 受到 了 雨水 的 冲刷 而 形成 的 , ALTA AT, 
湖泊 和 海洋 的 沉积 物 中 也 可 以 发 现 。 

mA PIRI Ch BRAS PR EEE ARH 
一 一 

* BERGA BaTyHEPI， 过 去 都 弹 为 漂 确 ,我 们 党 得 老 妈 法 很 不 恰当 , 因为 它 力 是 一 

种 互 大 的 石 块 , 如 如 为 漂 夸 ,会合 人 感到 它 是 能 潭 起 的 确 石 。 所 以 我 们 建议 今后 
Rey EE RAT HE, 



ee 

VITL StI EBA TF 119 

| « GE ABBR ERIE ; BE Pt 
由 于 其 他 过 程 而 产生 。 捧 痕 无 花 在 岩 丑 锥 上 、 在 泥石流 的 冲积 物 
中 ,在 泥 六 中 或 者 在 十 流体 中 都 可 以 观 你 到 , 甚至 还 可 能 由 于 人 类 

和 动物 活动 而 形成 ; 河 冰 磨 光 互 碟 后 , 也 能 在 它 上 面 烈 上 据 痕 ; 同 

样 ; 当 动 物 和 石头 磨 探 的 时 候 也 可 以 麻 光 石头 。 

(SRG (nomue MopeHbD 许多 过 程 都 可 以 形成 一 些 在 形 
状 和 成 从 上 都 同 矿石 相 象 的 东西 。 横 截 谷 地 或 沿 着 坡地 伸延 的 石 
BEIT BEAR MATE ES HF AE. 山崩、 士 流 、 地 清和 水 流 对 冲 

” 积 局 所 发 生 的 冲刷 作用 而 形成 ; 喀斯特 作用 也 能 形成 四 地 和 丘 陵 
状 地 形 。 在 苦 屑 锥 .山崩 、 地 请 、 填 流体、 泥 流 和 泥石流 沉积 物 中 也 

常常 可 以 观 你 到 粗糙 多 角 的 碎 石和 粘土 物质 的 混合 物 。 

5. WRN aE GaKIK) TAR (SbF TER — san ape) 

DARE ADK HED HOT TE BN, SEBEL, ER 
WEL, HLM, MSA BP VERO TTR te pk JIRA 
PREAZ BARTELL HR, DB ARAELARTADL TE HOH 
区 。 在 研究 的 时 候 , 最 重要 的 是 : 

a)“ 查 明 冰川 -河流 阶地 的 数目 ,它们 与 获 奢 、 冰 退 获 矿 、 沉 陷 
”阶地 及 冰 碟 阶地 (参看 $ 6 ) 的 相互 关系 。 确 定 它们 高 出 谷底 的 高 
BEL 沉积 物 的 成 芬 以 及 所 有 这 些 阶 地 沿 着 谷地 而 发 生 的 成 牙 和 高 
度 的 变 花 ( 忆 壕 阶地 的 方法 可 以 参看 第 5 章 ) 。 

6) 研究 与 磺 石 沉积 相 夹 叙 的 交互 层 ， 确 定 这 里 面 有 没有 士 
壤 层 。 这 种 断面 通常 可 以 在 冲 沟 和 小 河 〈 支 流 ) 的 峡谷 中 找到 。 
如 能 在 谷地 的 各 部 耸 找 出 几 个 这 样 的 断面 ， 就 能 够 为 确定 冰川 作 

| 用 的 年 伐 ,冰川 的 变动 冰川 阶段 的 坎 数 和 冰川 期 的 坎 数 提供 很 有 
。 价值 的 材料 。 
和 B) 研究 古代 冰川 谷地 中 的 冰川 -河流 沉积 时 主要 应 从 研究 

阶地 断面 的 冰川 -河流 沉积 着 手 ， 因 为 谷底 的 冰川 -河流 沉积 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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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pe BY Be BET CIC THESE s 对 于 现代 冰川 谷地 中 的 冰川 - 
河流 沉积 ， 则 可 以 从 研究 谷底 的 沉积 着 手 ， 确 定 它 倍 的 形态 和 面 
BA, 根据 沉积 物 的 大 小 和 磨 圆 度 , 来 查 明 沉积 物 的 区 布 情况 (因为 
沉积 物 的 大 小 和 麻 圆 度 同 搬运 情况 有 关 )。 此 外 还 应 描 锥 河床 和 中 
间 出 崔 的 分 布 情况 参看》 19 )。 大 狗 在 离 冰川 末端 5 一 10 公里 
的 地 区 ， 冰川 -河流 沉积 和 一 般 的 河流 沉积 才 没有 什么 区 别 ; 但 是 
下 碟 可 以 被 冲刷 到 河谷 以 下 几 十 公里 的 地 方 。 在 冰 芯 深化 时 ， 常 
形成 窄 坑 - 冰 人 签 , 其 中 有 时 为 颗粒 较 和 的 物质 所 充 坟 。 

r) 研究 冰川 -河流 沉积 物 的 风化 和 侵 鲁 程度 ; 研究 它们 同 那 
些 已 狂 比较 精确 地 确定 了 时 代 的 沉积 物 的 关系 (参看 6) ,这 些 对 
于 查 明 冰川 作用 的 年 代 是 有 丛 的 。 在 冰川 长 期 停顿 时 ,冰川 -河流 
沉积 物 很 厚 ， 莽 可 牙 布 在 冰 面 上 ， 甚 至 耸 布 在 冰川 来 端 。 在 冰川 
缕 慢 后 退 的 时 候 , 在 了 曙 近 冰 体 的 边 茸 就 会 形成 一 系列 的 冰川 -河流 
阶地 。 在 冰川 迅速 后 退 的 时 候 , FERS RE RK AZ RTE Be Te, 
这 个 目地 在 一 定时 期 内 多 牛 是 个 湖泊 ; 湖泊 中 的 沉积 物 是 湖 河 沉 
积 物 和 矿石 物质 的 混合 物 ; 这 种 湖泊 多 为 一 排 阶 二 所 包围 ; 这 些 阶 
地 沿 河谷 往 下 就 联 成 为 一 个 。 关 于 湖泊 浴 泥 的 研究 可 以 参看 $18。 

m) 对 于 阿拉 斯 加 型 的 冰川 来 说 , 它们 的 特征 是 冰川 -河流 沉 
积 (外 冲 原 ) 从 布 在 山 群 外 围 以 及 它 的 山 璇 上 ; 因此 我 们 必须 追查 
全 部 阶地 ， 一 直到 平原 为 止 。 但 是 ， 在 研究 山谷 类 型 的 冰川 作用 
时 , 关于 矿石 和 阶地 的 年 龄 的 可 靠 烙 论 只 有 在 成 功 地 铀 查 了 阶地 ， 
直到 把 山 蔡 和 平原 的 阶地 都 研 守 得 很 好 的 时 候 ,才能 得 到 。 

6. 冰川 谷 的 形态 

冰川 谷 的 形状 一 一 具有 耳 峻 的 谷 坡 和 平坦 的 谷 碟 的 槽 形 或 是 

U 形 的 冰川 谷 〈 冰 川 槽 ) 一 一 可 以 作为 出 谷类 型 的 冰川 的 特征 。 

研究 冰川 谷 的 横断 面 时 , 应 当 记 和 渤 以 下 这 些 方 面 : CL) 谷底 的 

形态 〈 平 坦 的 ,还 是 微微 下 目的 ) ,是否 有 浴 积 物 或 奢 石 充 寺 其 中 ; 



{ 
7 

: 
} 
. 
‘ 

些 冰川 槽 高 出 谷底 的 高 度 以 及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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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 谷底 向 谷 坡 的 过 渡 情 况 (是 岩 居 铁 还 是 基 岩 的 露头 ); (3) 谷 
RMP GE Bae. A) ; (4) Ja Gineuo) 的 高 度 〈 向 谷 

He LARA STORE): 5) 谷 坡 .上 有 没有 让 阶 和 沉陷 阶地 ; (6) 
” 矿石 及 其 高 度 ; (7) 到 什么 样 的 高 度 还 保存 有 冰川 作用 的 痕 踊 一 一 

BE HE, BET, BLA EA BEB) BY Ee 

BE, FEAR JL BETA) 

槽 的 情形 下 ， 我 们 就 必须 确定 这 

MNRAS, ABZ 
谷 户 的 沉积 物 和 冰川 售 沟 对 谷 起 
起 过 作用 而 留 下 的 痕 中 ( 图 4 )。 

研 守 冰川 谷 的 粹 断面， 同样 
也 具有 很 大 的 意义 。 如 果 没 有 上 比 图 4 冰 用 谷 的 横 击 面 图 
尺 较 大 的 地 图 ， 就 应 芒 沿 着 谷底 aK: 
ETM AU BUR OLR Oe eee tak 
测量 (参看 第 1 EH 15-5 16%), 2 一 可 底 的 确 石 
MYERS EK O—) A FE ENS Sh Fe PRIA 

一 -横梁 (purens), 仔 和 地 刀 迹 它们 的 地 形 ， 研 究 它们 高 出 位 于 
上 面 和 位 于 下 面 的 \ 被 重复 加 深 的 谷底 地 段 之 相对 高 度 ; 研 宪 谷底 
加 深 地 区 的 湖泊 、 横 梁 及 中 间 地 段 的 年 青 侵 全 峡谷 以 及 它们 的 深 
度 和 袖 度 (图 5 )。 

6 

5 IY 1 
INNA AM UM 2 TM 

图 5 WAKA 
& 一 基 尝 ; “0 一 横梁 以 上 的 窄 地 中 湖泊 ; z3 一 横梁 ;2 一 切 穿 横梁 

Ai ik; ”0 一 由 上 峡谷 冲 出 来 的 冲积 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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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S PENA SARA, AS a PERY BR a, 必须 ; 

a) AWRRRE PAM Aa AR; 

6) PERALTA. BRAT ERR 

支 谷 之 中 呢 , 还 是 正好 位 于 它们 汇合 处 以 上 的 地 方 ; 横梁 以 上 是 否 

老 是 带 着 罕 地 ;在 主 谷 和 支 谷 汇合 处 是 否 常 常 被 重复 加 深 。 此 外 ,还 

应 决定 横 深 同 谷 地 弯曲 处 、 谷 地 收 绑 处 以 及 同 成 层 谷 的 位 置 关系 。 

成 层 谷 (9pycHEIe orUHPID) IIR yk) ESA Ue as Pt 

BAEVK IIT TETRA , FFE IR LTE BOR ABA AEA OK 

磺 阜 阶地 (KaMoBPIe reppachl) ; EPAIA KD it Fs All A AS 

(参看 4 一 一 沉陷 阶地 ); 在 谷 坡 受 到 猛烈 冲刷 的 情况 下 , ERS 

E 够 保存 (图 6 )。 但 是 有 的 时 候 , SLE TK Yt HY DA ESE TA as 

KAAS, SARA DK ABA 

ZEFT HWA AN FE AS BH EG 

4, FEBCRA ADIN VT 

EAH EPIC IF. HE 
ACU’ E PIAS I ee, 应 该 注意 :成 

Fe SRA BG es eS HJ JER. Fé VAR Lp SL ARP RTT : 
AKI: o-temnmey mE, EMNRE DRE 

BE cea hoy. 否 被 奢 石 或 冰川 -河流 沉积 物 
石 一 冰期 以 后 :。 a TRB: 所 复 盖 ( 沉 积 物 的 厚度 和 成 分 )。 
人 当成 层 谷 一 层 高 出 一 晨 而 有 好 
几 层 的 情况 下 , 就 要 群 竹 地 研究 所 有 的 层 。 要 记述 成 层 谷 有 多 长 、 

它 往 下 向 冰川 支 谷 或 冰川 主 谷 的 通路 是 否 已 打开 ; 它 上 端的 性 质 。 

成 层 谷 耸 布 在 冰川 槽 的 哪些 地 段 : 收 类 处 .扩展 处 , 索 曲 处 、 横 架 区 、 

大 支流 汇合 处 ; 从 成 层 谷 到 粒 雪 盘 的 距离 和 到 冰川 来 端的 距离 ;成 

BRAN MERA SPEER (AT). nee 

出 成 层 谷 和 哪些 岩石 有 关 。 同 样 重 要 的 是 查 明 这 些 成 层 谷 是 在 冰 

川 处 在 固定 状态 时 形成 的 呢 ， 还 是 在 冰 川 后 退 时 形成 的 。 应 当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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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具有 成 层 谷 的 槽 坡 横断 面 图 
a REA: 6— EH; «=a REA PAK HRRD; 
2 一 沉陷 阶地 ( 倒 矿 )。 

HH, 到 目前 为 耻 , 对 于 成 层 谷 的 研 纶 还 是 很 不 够 的 〈 贿 看 》16)。 

we (Bucaune Domb) ， 基 谷 是 由 于 冰川 主 谷 被 重复 加 

深 而 且 加 深 得 比 支 谷 更 为 厉 壤 所 形成 的 。 对 于 每 一 个 悬 谷 都 应 误 

记 壕 以 下 几 点 : (1) 晤 谷 口 高 出 主 冰 川 谷底 的 高 度 以 及 这 种 高 度 在 

不 同 的 支流 芒 及 在 主 谷 的 不 同 地 段 的 变化 ; (2) 谷 口 崖 壁 的 新 饼 程 

HE; (3) BURA, 和 谷 坡 上 有 无 矿石 复 盖 , HEP RAKE MOA, 

. 炭 谷 的 深度 ; (4 有 无 瀑布 , 瀑布 的 高 度 ; (5) 当 谷口 遭 到 冲 蚀 时 ,应 
FIRMA, BEMREW: BREA A CMI 

点 根据 谷 的 形态 和 矿石 的 有 无 是 很 容易 确定 的 。 研 究 遭 受 冰 川 作 

用 的 基 谷 时 所 用 方法 和 研究 冰川 主 谷 时 所 用 方法 相同 。 

k++ Cuupx) 冰 斗 的 形状 是 一 个 为 陡坡 所 围绕 的 禾 地 , 是 粒 

PY AKIN, GFE, 应 该 记述 冰 千 的 形态 . 冰 斗 的 大 

处 \ 进 大 冰 斗 中 的 得 冰 川 谷 或 环 伐 冰 阁 的 围 谷 ̀ , 冰 斗 夸 部 的 硕 石 和 

湖泊 《如 果 他 们 有 的 话 )、 吝 阶 、 出 口 处 的 横 架 。 

7. fe) 谷 (kapb 一 8KpecnoBHHbJ) 

园 谷 是 由 坡 上 狂 受 冰川 作用 而 形成 的 壁 售 状 四 地 ， 形 状 很 象 

圆 形 的 安乐 椅 。 围 谷 有 平坦 的 或 者 下 四 的 底部 ， 三 面 均 为 牛 圆 形 



it Se ee 
ADEE rile. ALEPPAEA ks} (MS Alaa 

BPS RE A SC), ARE FA SES PRIETO YK 

川 谷 源 (参看 $ 6 )。 在 记述 围 谷 的 时 候 ， 必 须 确定 筷 底 部 的 稳 对 

高 度 及 其 高 出 冰川 谷 、 冰 斗 或 高 地 的 相对 高 度 以 及 围 壁 的 相对 高 

度 ; SACI A Re BB SE ( 粒 雪 矿石 、 假 矿石 ) ORE 

谷 里 的 湖泊 和 封闭 围 谷 的 岩 坎 〈cKaJUCcTEI 站 mopor) 〈 如 果 有 这 

样 的 湖泊 和 崖 砍 的 话 )。 如 果 有 一 些 围 谷 , 它们 一 个 高 出 一 个 地 接 

连 分 布 在 一 起 的 话 ( 转 谷 梯 ), 那 示 我 们 就 要 确定 它们 的 相对 高 度 ， 

工 对 其 中 每 一 个 加 防 记述; 此 外 还 应 注意 它 介 的 构造 和 上 发展 方 面 

的 差异 。 

研究 转 谷 的 新 鲜 度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32, 研究 它们 是 否 仍然 

保留 有 陡 壁 , 这 些 陡 壁 是 不 是 已 狼 遭 到 破坏 , 围 谷 是 不 是 已 沟 被 兰 

SYED Ee, TEC EBRR HES; 要 注意 各 个 围 谷 在 破坏 程 

度 上 的 差别 以 及 它们 在 围 谷 梯 方 面 的 差别 。 如 果园 谷 里 面 已 痉 届 

有 冰川 的 话 , 那 就 应 当 记 述 雪 在 围 谷中 是 怎样 长 久 被 保存 下 来 的 。 

在 研究 整个 出 区 的 冰川 作用 的 时 候 ， 疫 有 必要 群 普 地 记 壕 所 

有 的 围 谷 , 只 要 确定 它们 的 典型 特点 ; 但 应 该 确定 所 有 围 和 谷底 部 的 、 

移 对 高 度 ， 帮 且 应 当 算 出 朝向 不 同 的 各 种 作 坡 的 平均 陡 度 以 及 各 

种 具有 不 同 地 形 的 山 群 的 平均 高 度 〈 因 为 山内 袖 度 、 科 坡 陡 度 、 优 

劳 风 等 等 对 于 围 谷 都 有 很 大 意义 )。 应 该 注意 在 转 谷 以 下 、\ 转 谷 发 

育 地 带 和 园 谷 以 上 的 用 坡 陡 度 。 

围 谷 在 高 山地 区 的 地 瑶 上 所 起 作用 ”研究 这 个 问题 时 应 该 记 

述 : 山 甜 的 破坏 过 程 是 怎样 向 前 发 展 的 ; 围 谷 是 一 个 一 个 置 独 地 分 “ 

布 在 科 坡 上 , EEE FAA EE FARR AEH 

fe GRE Spoke ES «RSC AO LL FR TAT ee BE RE HE; LU Leet 

否 形 成 了 角 峰 Ceapmunru) (WEE = eee) ; 此 外 应 当 记 

述 破 坏 过 程 的 进一步 发 展 情况 ; RL Ae 

高 度 以 及 它们 高 出 冰川 谷 的 高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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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确定 雪线 的 高 度 

ERIN SESE MSE 11 章 第 3 节 。 在 研究 古 
代 冰 川 的 时 候 , 通常 要 确定 各 围 谷 底部 的 稳 对 高 度 , 并 从 对 于 位 于 
朝向 相同 的 这 些 山岭 〈 山 群 ) 的 全 部 科 坡 上 的 围 谷 底部 所 进行 的 
一 柔 列 的 观察 中 取出 一 个 平均 值 。 但 这 个 方法 常常 不 是 很 精 
AY, 在 某 些 山 崔 中 , 其 误差 率 可 能 达 500 2K, 

吉 代 等 线 的 现代 高 度 是 根据 上 壕 这 个 方法 来 确定 的 。 为 了 获 
得 相应 于 冰川 作用 时 期 的 雪 业 高 度 ， 必 须 考虑 山区 或 它 的 某 几 部 

从 在 过 去 时 期 内 的 上 升 度 (或 下 降 度 ) 。 
上 升 度 的 大 小 可 以 在 研究 这 个 山区 及 其 山 蔓 的 阶地 时 加 以 确 

定 , 必须 沿 着 河谷 追查 这 些 阶地 特别 是 山区 边 烁 的 阶地 。 山 区 内 部 
个 别 由 脉 和 出 群 的 上 升 方面 的 差异 ,也 是 用 这 种 方法 加 以 确定 的 。 
位 于 河谷 某 二 地 段 的 各 个 阶地 在 高 度 方面 的 基 殊 表示 这 个 地 段 上 
升 得 比较 强烈 ， 如 果 这 些 阶地 在 高 低 方面 很 接近 或 者 甚至 连 成 一 
片 的 话 ， 那 末 这 就 才 示 上 升 得 比较 给 慢 或 者 上 升 现 象 已 狂 停 顿 。 

9. 冰川 作用 的 类 型 

冰川 作用 的 类 型 应 当 根 据 已 被 研究 过 的 关于 古代 冰川 的 全 课 

特征 切 及 它们 在 现代 地 形 图 上 的 分 布 情况 而 加 以 确定 。 除 了 第 11 

章 所 指出 的 冰川 作用 类 型 以 外 ， 在 苏联 山区 已 猎 知 道 的 有 下 列 几 

种 冰 州 作用 类 型 (人群 和 情况 可 贿 看 参考 妇 献 [5]) : 

(1) 高 硕 冰 川 :CierHHKH rrrocKoropH 首 ) 高 原 冰 川 耸 布 在 

广 关 、 平 坦 的 或 者 被 强烈 切割 的 高 原 和 山 原 Caropps) ;冰川 舌 从 

这 些 广 阅 的 集 冰 区 沿 着 谷地 远 远 地 往 下 伸 降 。 高 原 上 的 山 群 、 出 

群 间 的 叭 地 或 者 高 原本 身 就 成 为 冰川 作用 的 中 心 。 

(2) 凯 共 冰川 (remHak npempopz 首 ， 阿 拉 斯 加 型 冰川 一 一 

3jLCKHHCKHe) 山 世 冰 川 是 从 山上 流下 拜 在 山 获 处 汇合 的 冰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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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angi yo be 这 种 冰川 的 特点 是 整个 山区 

都 为 冰 所 复 盖 ; 不 花山 谷 或 是 险 口 全 被 冰 所 充 塞 , 但 有 些 地 方 由 于 

LA ere 冰川 还 未 形成 大 陆 复 盖 所 固有 的 上 西 形式 ， 

而 一 般 是 承 慢 山区 表面 的 基本 起 伏 。 

所 有 这 些 瑟 大 类 型 的 冰川 作用 ,其 特征 都 是 贯穿 谷 {[cKBOsHEIe 

IODHBI 很 多 , 这 种 贯穿 谷 把 各 种 山 崔 科 坡 和 高 原 部 分 的 山谷 过 
成 一 个 竹 一 的 山谷 网 ; 山 险 道路 通常 就 是 沿 着 这 些 芙 穿 谷 前 进 的 。 

10. 决定 冰川 作用 的 次 数 

要 确定 冰川 作用 的 次 数 , 这 是 地 靓 调 查 中 最 困难 的 任务 之 一 
间 冰 期 的 可 第 证 据 是 间 冰 奢 沉 积 层 中 有 动 植 物化 石 存在 ， 这 些 化 
Fi FE AERIS BO Se Hk JIE SUR, BURA 
石 的 冰川 -河流 沉积 层 的 交替 出 现 , 甚至 和 埋藏 土壤 夹层 交替 出 
现 ,并 不 是 有 过 间 冰 期 的 决定 性 的 证 据 , 因为 这 种 现象 可 能 是 由 于 
冰川 在 冰川 期 的 某 一 阶段 里 的 几 十 或 几 百 年 中 发 生 了 后 退 而 引起 
的 。 因 此 应 亦 特 别 注意 研究 闻 冰 什 沉 积 层 ， 寿 注意 在 其 中 寻找 动 ， 

植物 化 石 ， 特 别 注 意 收 集 花粉 

分 析 的 材料 ; 每 隔 5 一 10 厘米 

就 必须 采集 一 分 供 分 析 用 的 标 

本 etn 18 章 )。 

及 前 认为 有 一 hs = 着 == 

WTR A RE ~Gnomenublit 

图 8 mMAMReM TPOr) 存在 (图 4 与 8 ) erm 
a— LiMo; 6 一 下 槽 的 假 局 ; 有 过 多 次 冰川 期 的 诈 据 ， 特 别 

人 -和 tet — NOOR 
的 冰川 -河流 沉积 物 。 (Teppac BbInaxuBaHua) .上 有 

冰 硕 石 的 情形 下 ;而 且 讽 为 可 以 根据 冰川 谷 的 数目 来 决定 冰川 作 

用 的 坎 数 。 但 是 冰川 在 冰 州 期 某 一 阶段 所 发 生 的 变动 也 可 以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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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A. ARMREST EO AVE MOTE, TB 
EDA BH EMR EL PRK JI YE HHH. 

在 没有 间 冰 矿 沉 积 物 存在 的 时 候 ， 可 以 根据 冰 矿 石 的 成 区 和 
风化 程度 来 确定 这 种 冰 厂 石 是 属于 哪 一 个 冰川 阶段 (或 者 甚至 哪 
一 个 冰川 时 期 ) 的 。 
， 距 现代 一 万 五 千 到 二 万 五 千年 (参看 第 17 章 表 9 和 10) 的 最 

后 一 志 冰 川 作用 所 形成 的 奢 石 和 掘 人鱼 面 多 个 是 极其 新 鲜 的 。 由 于 
数 二 万 年 前 的 、 最 十 的 第 4 可 冰 川 作用 而 形成 的 奢 石 和 掘 鲁 面 , 大 
部 从 都 被 最 后 一 次 冰川 作用 所 消灭 。 而 保存 下 来 的 那些 残余 部 分 
划 已 受到 了 很 大 的 破坏 和 风化 。 绸 查 者 常常 把 最 后 一 次 冰川 作用 
的 某 些 阶 段 的 痕 中 当 作 单 独 冰 川 期 的 标 坏 来 加 以 描 壕 。 

冰川 床 在 形态 方面 的 显著 差别 有 时 候 是 解决 冰期 问题 的 一 个 
很 重要 的 蕉 绳 。 戴 然 ， 不 同 冰川 期 的 冰川 在 同一 个 谷中 相 葡 存在 
的 情况 是 常 有 的 ; 但 是 如 能 对 访 冰 川 床 进行 仔 竹 的 研究 , 亦 能 确定 
掘 全 作用 的 不 同 水 准 位 置 以及 冰川 谷 的 不 同 袖 度 和 形态 。 较 古老 
的 冰川 作用 多 咎 具有 自己 的 谷 系 和 上 比较 高 水 平 的 谷 面 ， 而 且 它 的 
谷 面 多 御 双 为 下 一 次 的 冰川 谷 所 切入 ,例如 , 较 古 老 的 冰川 作用 的 
痕 中 一 一 矿石 或 个 别 互 碟 一 一 可 能 从 布 在 从 水 界 的 地 上 ， 而 后 
SEHK IE FBO RD NRE ASA KRG, BPR AE 

“ 据 有 很 大 的 价值 ， 但 是 这 个 诈 据 要 求 研 究 者 能 够 对 掘 蚀 面 进行 仔 
SHO UEFA AB BERR SER, 因为 在 互 型 冰川 作用 下 , 冰川 有 
时 诉 会 沿 着 山谷 ,也 会 沿 着 分 隔山 谷 的 从 水 界 同时 下 降 。 

11. 水 系 的 变化 和 冰期 前 的 地 形 

在 研究 冰川 作用 的 疲 中 时 ， 必 须 收集 一 些 可 以 凭 以 重 构 前 交 

期 的 地 形 和 河流 圆 的 碍 料 。 在 冰川 作用 的 时 期 ， 雪 蕉 以 下 的 冰川 

_ 体 的 融 水 逐 流 通常 从 鼓 谷 的 流域 顺 着 冰川 流动 ; 因此 常常 会 发 生 

水 流 冲 进 了 伐 近 山谷 的 现象 ， 并 形成 与 古代 河谷 相 平行 或 在 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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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内 交 成 一 个 角度 的 河谷 。 冰 川 作用 以 后 ， 这 些 河 谷 的 某 些 部 
从 在 流动 的 状态 中 被 保存 下 来 ; DAVINA A, BRE 
石 的 河床 就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例子 。 但 在 冰川 作用 时 期 ; 这 些 河谷 的 
一 部 分 就 变 成 为 乾 谷 。 苍 水 界 上 的 贯穿 谷 , 在 冰川 作用 以 后 , 可 以 
成 为 占据 其 他 山坡 一 部 分 公 地 的 这 种 河流 的 通道 。 对 于 全 部 这 些 
河流 网 的 特性 , 都 应 当 加 忆 描 述 , 并 把 它们 答 在 地 图 上 ; 至 于 河流 
网 的 变化 问题 ; 则 除了 牙 析 现代 地 形 图 以 外 , 可 以 根据 相应 的 浴 积 
沉积 物 的 存在 、 以 及 对 它们 成 从 的 研究 车 果 来 加 以 推断 。 冰 期 前 
和 冰期 期 内 的 湖泊 位 置 以 及 它 介 的 发 展 情况 则 可 以 根据 湖泊 沉积 
物 中 的 化 石 来 加 以 确定 。 此 外 ,对 于 现代 的 、 冰 期 后 的 湖泊 系 , 也 
应 该 加 以 详 和 的 描述 。 

重 构 冰 期 前 的 地 形 和 水 系 需 要 妊 条 地 把 古代 冰川 作用 的 遗 味 
描画 出 来 ,工作 详 攻 的 地 瑶 学 耸 析 , 因而 这 个 工作 常常 会 遇 到 很 大 
的 困难 。 研 和 客 奢 石 的 成 苍 不 但 对 于 确定 冰川 搬运 物 的 来 源 和 道路 
是 很 重要 的 。 而 且 对 于 重 构 地 形 , 也 是 很 重要 的 。 研 究 了 冰川 - 河 
流 沉积 物 和 现代 洪 积 物 之 后 ， 可 以 查 明 冰 期 前 河流 的 方向 以 及 它 
们 切入 山岭 深 处 的 程度 。 

峡 湾 是 一 种 底部 位 于 现代 海水 面 以 下 的 冰川 谷 。 虽 然 可 以 象 
研究 善 通 冰 川 谷 那 样 来 研究 它们 ; 但 必须 根据 深度 图 作出 横断 面 
ALM, 如 果 没 有 很 好 的 深度 图 , 就 必须 作 专 站 性 的 测量 。 务 必 
要 对 一 些 典 型 性 的 石 滩 ( 海 中 峡 湾 的 底部 被 抬 高 而 出 露 的 部 分 ) 进 
行 测量 。 海 岸 准 和 峡 洲 的 现代 发 展 可 根据 第 11 章 所 述 的 方法 , 象 
研究 海湾 那样 来 加 以 研究 。 

平原 的 冰川 作用 

12. Pees ; 

在 4 2 一 11 中 所 列举 的 许多 方法 性 的 指示 对 于 贡 查 古 代 平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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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Pe ABO REAR ABE, (LIEK WOK AO Ie SOM 
Se HO On, 都 有 着 自己 的 特性 。 

在 研 完 平 原 的 冰川 作用 时 见 乎 完全 可 以 从 $ 2 所 列举 的 那些 
研 客 冰 川 作 用 痕 路 的 任务 中 和 免 去 BE 点 和 工 点 所 列举 的 这 几 项 诗 
查 。 其 余 各 点 所 列举 的 调查 研究 ， 则 应 当 象 研究 山区 冰川 作用 时 
三 样 进行 得 十 芬 双 面 。 由 于 大 陆 冰 川 作用 的 沉积 物 在 苏联 从 布 得 
POUT, 其 中 认 和 包括 森林 地 带 , 也 包括 耕作 地 区 , 加 以 这 些 地 区 
常常 驻 是 天 口 币 密 的 地 方 ， 因 此 从 研究 中 所 得 山 的 糙 花 对 于 解决 
以 下 这 些 问题 是 非常 重要 的 , 这 些 问题 是 : 关于 冰川 沉积 物 对 于 土 
壤 性 质 、 对 于 潜水 和 地 下 水 的 从 布 、 对 于 土壤 沼泽 化 等 等 的 影响 ， 
以 及 这 些 沉 积 电 对 于 筑 路 、 建 立 村 庄 的 意义 等 问题 。 与 冰川 活动 
的 产物 有 关 的 矿产 ( 雍 如 粘土 、 矶 籽 、 碟 石 . 供 建筑 房屋 和 桥 标 用 的 
看 世 以 及 供 工业 和 建筑 房屋 、 道 路 用 的 其 他 原料 ) 对 于 国民 沟 济 同 
样 也 有 着 很 大 意义 。 

13. jK fe G 

My TWA TR AEA, HA EA FEE PY BEF}, TH AL 
须 研 究 它 个 的 地 形 形 态 。 关 于 平原 冰川 的 景观 我 们 将 在 第 21 章 
PEAR OF Mt; 这 里 我 们 只 提供 一 些 更 加 具体 的 说 明 。 
ARH KHON, FMRI ha 

FAs OAS EFF PUSHER TEAR ARTE BE; 这 些 行 列 有 时 划 被 修成 
为 个 别 的 小 丘 。 这 些 矿石 是 在 冰川 停顿 的 时 候 沿 着 冰川 边 炮 形成 
的 。 在 冰川 融化 的 时 候 ， 这 种 冰 矿 石 通常 形成 在 广 半 的 死 冰 带 之 
外 、 水 川 活动 的 前 峰 处 。 研 完 获 奢 时 ， 要 把 它们 给 在 地 图 上 ， 记 
迹 它 个 的 形状 ， 确 定 它们 的 相对 高 度 、 稻 对 高 度 、 以 及 它们 的 袖 广 
ANAS EE 

BY A ees Sse ore OSA TF, ESE KE A HY Be}, 描 葵 和 训 

SALE PEPE KB FZ} HH OR AO TORR BE RE ITEK, J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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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ES HAP A ABI IRV IEE tk — DEL, BOS, BAP 
该 把 它们 加 以 区 分 , Ae ETO, BA Ee: TEP 

积 以 后 , 冰 矿 石 是 否 被 冰川 扩 铀 , 因为 这 种 挤 负 在 层 状 的 透 镭 体 上 

”表现 得 最 为 明显 。 必 须 确定 获 奢 同 古 代 地 形 以 及 同 其 他 冰川 沉积 

物 的 位 置 关 系 。 

挤 压 矿石 (MopeaRPE Hamropa) 挤 压 奢 石 是 由 于 各 种 沉积 物 
( 钦 奢 、 底 奢 、 冰 川 -河流 沉积 物 、 松 散 的 第 四 和 可 冰 期 前 的 岩石 以 及 

Ws Sk BA de es SSE) BUD) EY Ht RAP HE ee aA TZ BCS Che 

FL9), Bisi ERS EER iE Tk TR aE, aE 

APE CAS AB ELS HR A Fe FE SA 

HERA By DIKE) 100—200 HK, 

甚至 更 高 的 高 度 ， 形 成 数 十 公里 

长 、5 一 10 公里 实 的 长 垣 (yYBar)) 

因此 它们 的 构造 通常 只 有 借 钻探 
图 9 挤 压 硫 石 的 横断 面 图 的 帮助 才 可 以 查 明 。 俄 罗斯 平原 
人 上 一 些 所 谢 构 造 担 以 及 许多 多 磺 
6 一 冰川 -河流 沉积 物 。 都 是 挤 压 奢 石 。 挤 压 奢 石 比 趴 正 

的 、 由 正常 沉积 所 形成 的 而 且 在 形态 上 是 和 挤 压 奢 石 十 分 相似 的 
烙 硕 还 要 常见 。 在 研究 挤 压 矿石 的 时 候 ， 重 要 的 是 确定 筷 们 与 古 

代 地 形 的 位 置 关 系 及 与 古代 地 形 上 升 的 关系 。 

ia JA SL Be HIE ORR) MARY 

5 WFC /E be 4 KB AACA T La: 
a) 底 矿 的 原 体 (co6cTBeHHO ToHHag MopeHa), 它 的 厚度 、 

数量 形状 以 及 其 中 的 互 碟 成 分 和 粘土 物质 的 性 质 。 
6) 某 些 和 山坡 相 毗 巡 的 或 者 钟 刷 着 岩 塘 《冰原 石山 ) 的 冰 - 

川 ， 其 底 奢 的 上 面 往往 会 有 一 层 具 有 另外 一 种 岩石 成 分 的 消融 冰 

夺 复 盖 层 。 在 其 他 大 陆 冰 盾 上 , ARIK FRA St 
B) 弥 川 上 部 、 冰 川内 部 以 及 冰川 下 部 的 水 度 况 积 物 -一 砂 

We Cr ee ee ee a a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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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ISE MTR (B27 § 17), 

FT) 为 冰川 所 超 复 的 前 一 阶段 的 冰川 -河流 识 积 物 。 

mn) iH (KEpVYMIIHHOBEI 首 TaHIIIa 中 hT) RRR RB 

些 400 一 2500 米 长 .150 一 400 米 寅 、5 B50 KEMAH EE, 

上 面 有 一 层 矿 石 复 盖 层 ， 内 部 则 是 一 些 由 冰川 -河流 沉积 物 ` 有 时 

也 可 能 是 由 基 岩 所 组 成 的 核心 研究 这 种 景观 时 , 应 当 详 基地 把 它 
何 卉 葵 在 地 图 上 , 测量 它们 的 大 小 , RY EO TEA 
Hi, MEA EMR, Re eee > He FE BB 

” 着 冰 的 运动 方向 伸展 , 因此 在 某 些 没有 发 现 氛 痕 的 堆积 区 , 可 以 根 

据 鼓 丘 来 确定 冰 的 运动 方向 。 鼓 丘 通 常 有 着 较 陡 的 上 坡 。 为 了 解 
释 它 个 的 成 国 ,学 者 们 提出 了 以 下 几 种 假说 : (1) 是 由 于 以 前 沉积 
下 来 的 冰川 -河流 物质 、 底 
ake Bias Bi J te 77. ZN 7 

( 气 鲁 ) 而 形成 的 ; (2) 是 由 lag aH 
于 矿石 物质 在 冰川 内 部 的 
ABI. ABs POO, 

6, 

中 起 来 而 形成 等 等 。 由 于 pee ae 
鼓 丘 的 成 因 还 不 够 清楚 ， 
因此 铬 和 研究 它们 是 很 有 gaia 生 攻 光 、 
意义 的 (图 10)。 ORB; 6 一 冰川 - 苛 芒 沉积 物 ; 8 一 基 兰 。 

所 有 厂 石 沉积 物 都 必须 仔 竹 地 葵 在 地 图 上 。 厂 石 在 冰川 棕 合 
体 让 同 相 阵 冰川 形成 物 的 位 置 关 系 ,矿石 的 成 从 以 及 地 形 ,都 能 ; 
助 我 们 去 币 断 奢 石 的 成 办 和 它们 客 融 是 属于 哪 一 类 别 。 

奢 石 景观 的 改造 可 参看 第 31 章 。 研 究 奔 石 的 新 鲜 程 度 ( 风 化 
作用 和 主流 现象 ) 对 于 确定 奢 石 的 年 龄 是 很 有 丛 处 的 。 但 是 岩石 
的 成 共和 岩石 的 构 尘 能 够 大 大 地 影响 到 风化 作用 的 性 质 ， 例 如 外 
冲 平 原 所 中 到 的 风化 作用 和 矿石 所 天 到 的 风化 作用 是 不 一 样 的 ， 
因此 必须 很 仔 儿 地 把 它们 拿 来 加 以 比较 。 湖 泊 很 多 ， 这 是 幼年 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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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景 观 的 特点 ; WEAR T vere Wh, 这 是 成 年 矿石 景观 的 特点 ; 
而 泥 迪 沉积 层 由 于 得 受 侵蚀 而 告 消失 ， 则 是 更 上 晚 一 点 的 奢 石 景观 
的 特点 。 

14. 互 碟 的 太 究 

KE ETA LATA HOLE, PEL AREAS A EMI 
JOSE SHE ALLA UMA PTE 

EBERT HP 0 Fp AiG Oe BY SA BBA Sk LE AA 
体 中 融 出 时 的 运动 方向 。 此 外 ， 必 须 对 大 量 的 互 碟 进行 度量 。 因 
为 互 碟 的 牙 布 在 很 大 程度 上 也 取决 于 它们 的 大 小 、 形 状 和 圆 度 。 
RATHER BK, WARE RSA, 
查 和 研究 巨 碟 的 方法 还 没有 很 好 地 拟定 田 来 。 对 于 已 灼 册 露 的 互 
Ps, 可 以 根据 A. B. 哈巴 科 夫 (Xa6aKkoB) 的 方法 进行 测量 (参看 

第 17 章 )。 
巨 碟 的 岩石 成 从 可 以 用 来 确定 它们 的 搬运 来 源 ， 嫩 能 选 田 具 

BREA, DK, PEMA RARE CHASE, 是 
会 得 到 很 好 的 车 果 的 。 应 雯 采用 数量 调查 方法 ,开始 可 以 选 出 1 
一 10 个 指导 型 迪 石 。 如 能 从 火成岩 和 变质 闫 中 选 出 这 样 的 岩石 ， 
将 会 获得 最 好 的 效果 。 收 集 小 互 碟 (直径 不 超过 10 一 15 厘米 ) 可 

以 根据 下 列 的 方法 之 一 来 作 : a) 在 2 BHABHA, BEE 
一 两 个 小 时 , 收集 200 个 小 互 碟 ; 6) 在 几 平 方 米 面积 内 , 在 水 平面 
上 、 或 者 露头 的 炭 壁 上 , 收集 50 个 小 互 碟 ; B) 最 可 睹 的 方法 是 从 
一 定 体积 (一 立方 米 ) 或 一 定 重 量 ( 顺 ) PRMAREE, 

狂 定 岩石 的 工作 最 好 是 在 室内 整理 时 进行 。 但 是 如 果 对 于 这 
个 地 区 的 岩石 总 情况 已 狼 知 道 得 很 清楚 的 话 ， 也 可 以 就 在 野外 对 
‘EMRE IESE; 随身 带 着 一 套 供 狂 定 用 的 标准 是 很 有 丛 的 。 进 行 
野外 针 定 时 ， 应 当 把 每 种 样品 的 互 碟 在 全 部 互 碟 中 所 占 比 例 或 者 
百分比 记录 下 来 。 在 岩石 众多 的 情况 下 ， 可 以 把 它们 联合 成 若干 



Pic —4 #H); 有 时 也 可 以 采用 系数 ,例如 , HS HY AE EH 
比 数 等 。 最 后 ;还 应 当 在 整理 痊 料 的 基础 上 入 自 地图。 在 地 图 上 ， 
各 种 岩石 所 占 面积 的 数量 可 以 用 不 同方 法 表示 (参看 参考 ik 
[4], [15] 和 [6])。 

EB (6nyxatomlue(spparuyeckue) BaTyHPI] BRE— 

种 更 大 一 点 的 石 块 , EMCEA HEC TERE Ge, 也 可 能 沉积 在 冰 研 
- 盏 原 寺 :在 冰川 融化 的 时 候 , 河水 有 时 会 连同 碎 冰 块 一 起 把 互 碟 冲 
带 到 离 冰川 笑 一 百 公里 远 的 地 方 。 大 的 互 碟 大 部 从 都 冲 带 到 冰川 

“前 甸 的 前 面 , 它们 多 个 以 最 大 的 毯 面 滑落 下 来 并 且 不 再 翻转 过 来 。 
我 们 必须 把 全 部 大 互 碟 都 葵 在 地 图 上 , 卉 确定 它们 的 岩石 成 从 ,这 
迹 它 们 的 形状 和 柳 疾 。 停 积 在 平原 上 的 大 互 碟 唱 到 磨 光 的 这 种 现 
象 , 可 能 是 由 于 猎 常 在 它 .上面 走 动 的 动物 而 形成 的 。 

VIII ft) ee eae ; 138 

ea Ok PL ER 

冰川 床 在 某 些 地 区 通常 是 暴露 的 ， 但 是 常常 只 有 在 乐 石 场 或 

其 他 人 工 断 面 中 才能 观 俏 到 。 

APRIL RMR, BIRR AREAS, 

ASAE LRSM RM MIL, UNM Swe 

形状 `. 冰 川 床 的 地 形 、 融 化 的 条 件 等 不 同 而 强烈 地 变化 。 研 究 控 少 

MARE {3 EBRRTS. MCR EMAL, AOE 

A EOD Wal ; ARSE AK i ke A — Ak RTE aC FA BY Td, 

给 制 各 冰川 期 的 冰川 运动 图 。 

267174 《6apaHpe 68D HRA (3 EMR S, £ 

mE RHO SK, AREER IRS, FERRI T Rt 

冰川 流 而 言 ), APSA BEBE (yTec)。 观 你 的 方法 可 参考 》3 。 

WOR Caynaraxn) 冰原 石山 是 一 些 高 起 在 冰川 之 上 的 

| «HEA (rpambi uv yrecni), ‘EAE MANE BIE: KEBAB 

EKKO EAM AE, EP ETA RA ek A SAL , TH A175 3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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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BEQHRHH EPO RR LASIK ATE ROMS LE, BY 
SEK RC LAG EHO, PEPE R_ERO ABE vk J PEI, 
RMA ASIST; PEPTIC Dk Ae Bile RAY 
LRA BU By US PA | 

16. 冰川 时 期 的 水 道 

在 天 陆 冰 川 作 用 的 时 期 ， 由 融 水 的 逐 流 而 形成 此 地 形 发 展 得 
JST, EPL IIE RM RMSE IMB, III 
融化 以 后 , EPR a LUA TRA TA CR ERIE BOK, Bee 
沉积 物 在 层 理 、 耸 选 性 、 麻 图 度 方面 都 与 奢 石 有 显著 的 区 别 ; 它们 
的 痕 踊 也 能 以 大 小 不 同 的 河床 和 河谷 的 形式 而 被 保留 下 来 ， 它 个 
在 冰期 后 的 河流 和 湖泊 网 的 形成 方面 起 着 互 大 的 作用 ， 因 此 有 很 
大 的 实际 意义 。 重 构 冰 川 时 期 的 水 道 ， 可 以 用 仔 锈 研究 冰川 作用 
地 区 和 地 形 下 凹 地 区 (谷地 和 容 地 ) 的 全 部 河流 -湖泊 沉积 物 的 方 
法 来 进行 ,不 花 是 在 埋藏 有 这 些 沉积 物 的 地 区 , 或 是 这 些 沉 积 物 从 

末 出 露 的 地 区 (消失 了 或 者 被 更 晚 的 第 四 各 次 积 物 复 盖 了 ) 。 为 

了 确定 水 流 的 方向 , 可 以 乐 用 下 列 方 法 : a) 古代 谷地 的 水 准 测量 

(测量 时 应 考虑 到 冰期 后 的 地 区 上 升 ); 6) FARRAR OB 

A Boa We) 合 接 近 河 口 (=A) 就 盒 减 小 的 情况 ; B) 根据 

A. B. 哈巴 科 夫 的 方法 确定 卵石 的 指向 (opventuposKa) (BA 

第 17 章 和 参考 妇 献 [1]);T) 仔 交 地 研究 三 角 济 、 它 位 的 成 区 和 三 

角 洲 中 各 层 的 倾 度 。- 

应 该 把 河谷 的 位 置 拿 来 同 冰 体 运动 的 方向 〈$ 15) 以 及 同 奢 
石 的 耸 布 情况 (§ 13) 对 比 一 下 ,并 把 河谷 位 置 给 在 比例 尺 足 够 天 
的 地 图 上 。 应 该 确定 这 个 水 流 在 总 的 冰川 水 道 系 葬 中 的 位 置 ， 厦 
确定 它 的 特点 一 一 谷 头 和 谷 尾 、 高 出 冰川 床 的 高 度 、 冲 积 物 的 成 

分 。 
冰川 水 道 的 地 形 形 态 可 以 从 为 下 列 几 类 ;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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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冰川 上 面 的 HantwenHuKoBhli (cynpariauManbyBlit) 7k - 

流 SXRD EMA, ESP REE eet 

FE FS PPK EVLA BAY (Bea $17); “EH RETE BBB) kT BB 

四 地 湖泊 (参看 § 17); AE VE TAD Vk INS BRANT NRHA WTO. DAI 
-上面 的 河流 形成 三 角 济 , SRR FAINT ae AEA ADH i, FEW TT ZS 
坦 度 方面 或 者 在 层 理 的 特性 方面 都 与 冰 矶 皇 有 所 不 同 〈 参 看 第 5 

章 )。 由 冰川 上 面 水 流 所 形成 的 沉积 物 放 可 能 为 融 夺 所 复 盖 , 也 可 
能 和 了 融 矿 相 混杂 。 人 能 人 够 形成 一 部 分 蛇 形 丘 〈》17) 和 三 角 洲 的 冰 

川内 部 水 疲 也 履 于 这 一 类 。 
6) 冰川 边缘 KpaeBbIe(rarepaJtpHEIe) 河流 这 种 河流 或 

Sia Rts, SINS HZ, KARIN RY 

Ppt FEAR TA NRMP LS. EPMA Sie 

5k N52 RAG TAD BS SCE, SR LET AT The HH Hl aS AR Hh GG ek SA ——— 

MapTiHajtpHSI 首 KaHar)， 帮 在 谷地 中 形成 了 浴 积 层 。 如 果 冰 川 的 
边 糙 和 高 地 的 科 坡 交界 ， 那 末 边 烁 谷 系 就 特别 复杂 。 因 为 在 冰川 
融化 的 时 候 往 往 会 形成 一 些 为 多 层 的 冰 太 堤 所 隔 开 的 河道 系统 。 

在 层 数 特 别 多 的 时 候 50 一 70), 我 们 就 可 以 推 想 出 其 中 每 一 个 都 

表示 冰川 退却 的 一 年 一 度 的 循环 。 在 研究 这 些 多 层 河道 系统 时 ， 
应 访 采 用 研究 多 层 塘 时 所 采用 的 相同 方法 ($ 6 )。 此 外 ,必须 确 

定 :在 所 有 各 层 中 , 水 道 是 否 都 是 水 平 的 (有 时 下 层 的 水 道 是 倾 科 

得 很 陡 的 ) , 查 明 它们 的 起 点 和 区 点 ， 稿 清楚 水 流 的 方向 和 中 断 情 

况 ; 水 道 是 在 冰 体 融化 时 形成 的 呢 “〈 羔 川 作用 的 痕 踊 在 水 道 以 上 

的 科 坡 上 是 可 以 看 到 的 )， 还 是 在 它 停顿 的 时 候 形成 的 。 区 . Safe 

FF (CoG6ones) 在 1938 和 1940 年 结对 冰川 边 绝 水 流 进行 过 群 
竹 的 共 类 ; 通常 采用 的 术 落 有 “原始 谷 》(rpamoxH88ID) 、“《 古 代 水 

“ 流 谷 > (IpeBHHe KOITHHPEI cTOKa) 等 等 。 

B) YIN BAA ROA iri Sk JN a 

fl, “CRETE Bek EB BHA St Hh (Ss Al 6 )。 



136 BS tb 0 Bo Ff a 

r) IIR ATA SE BE | 

MIRNA Gt, c-Fes ea RAE, “EA 

会 由 于 浴 积 作用 而 形成 绝 向 的 蛇 形 丘 〈 放 射 状 、 局 状 入 BIO E 

形 乒 以 及 复杂 的 蛇 形 乒 网 , AMI REE RAR C§17). DINE 

面 的 湖泊 也 可 能 会 由 于 浴 积 作用 而 形成 一 部 分 冰 碟 息 《17)。 

由 这 类 水 流 而 形成 的 沉积 物 讼 可 能 共 布 在 十 伐 地 形 上 ， 也 可 能 分 

布 在 底 奢 上 面 , 有 时 也 可 能 和 压 奢 相 混杂 ;多 们 常常 为 融 夺 复 盖 层 

所 复 盖 ; 这些 沉 积 物 的 特征 是 : 它们 与 那些 由 于 死 冰 的 融化 而 次 积 

的 磺 石 有 着 鞭 密 的 联系 。 
E) 冰川 前 面 的 ro6oBEPIe( 中 poHTarbHEIe) 水 流 这 种 水 流 

旗 可 能 是 从 冰川 末端 形成 物 卉 内 的 冰川 中 流出 来 的 水 流 ， 也 可 能 

fe In) VK JSR ~OKOMONCTHUKOBDI (MepHraawMalbHbin) 地 区 

BOAT. “EPPA Se PrP RO 〈 水 流 )， 形 成 深 而 

PEROT AS EB FIRE, VK GRAVE BYR ESC BS Fz FBT Be 

具有 代表 性 的 河 网 ， 形 成 冰 水 原 的 河床 网 等 等 。 它 们 的 堆积 就 形 
成 外 冲 平 原 (参看 § 19) 和 边 烷 湖泊 阶地 HERG Hh, 少数 是 列 健 

阶地 )。 在 冰川 边 竺 地 带 , 这 些 沉积 物 既 可 能 耸 布 在 多 矿 或 死 冰 融 

化 时 所 沉积 的 奢 石 上 ,有 时 也 可 能 为 多 奢 和 矿石 所 复 盖 ; 或 者 和 它 
(FRAT A SEERA 

她 .冰川 境内 的 水 流 况 积 物 

a) WEIR PETE AEE (th BORE AR Ok J RKP 
部 的 河水 沉积 物 ， 但 有 时 也 可 能 是 冰川 上 面 的 河水 沉积 物 。 和 研究 
央 形 乓 时 ， 应 访 描 述 它 们 的 外 形 一 长度“〈 数 公里 和 数 十 公里 )、 
高 度 (10 一 17 米 )、 寅 度 (40-1002), ARH FLEE, PETE et 
向 在 高 度 和 裤 度 方面 的 变化 , 蛇 形 丘 彼此 的 相对 位 置 、 迪 形 丘 与 冰 
川 边 烁 的 相对 位 置 ($ 16), 它们 与 其 他 冰川 形成 物 的 相对 位 置 (应 
把 它们 的 位 置 给 在 地 图 上 )。 为 了 查 明 蛇 形 丘 的 构造 , 必须 寻找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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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横断 面 RAE ALI): i is RETE EEL 

SHE (BED 所 掩盖 的 ， 而 在 彤 部 又 摊 杂 有 砂粒 、 碳 石和 卵石 层 ， 

有 时 还 有 厂 石 核 ( 图 11)。 应 鼓 一 层 一 层 地 描述 它们 的 断面 和 侨 科 

S& 

esa [wea]6 [==5 eye cae 

ll 蛇 形 丘 横断 面 
a—Eia; 60MM ARMR Ae; 

B—DeAISNA; 2—Bak, 

2H, WAM EOC; PATE RARE, 研究 
5 HO ELE BE ANA, 48 HERE RE RE WS = PS (ETE 
高 原 ) 一 平坦 而 开展 的 冲积 局 一 St 8; 指出 三 角 洲 的 构造 和 成 
共 。 记 浊 从 凡 形 乒 牙 出 去 的 支脉 ,支脉 关 的 湖泊 以 及 现代 河流 网 同 
PETE MOMS, MERCI ET HEF He EE OK 
A ASCE s FER E_L WY AED Ais BERR (PIE A ok Jk DE PF 
FAIMIZ BMY), BIR HRETE RAE HI LL, 还 是 位 
FREBRAWEL, STE RMREMAEERS , Aut 
AMM EMEA RARMM, 

6) 冰 碟 乍 ， 冰 矶 皇 是 一 些 圆 形 的 或 不 规则 的 丘陵 。 冰 碟 息 
景观 和 底 奢 的 丘陵 -矿石 景观 很 为 相似 ; 但 冰 碟 阜 是 由 一 些 有 层次 
BOFE AMES FR PEN EE (BEL, ROME AAD) A BY; 上 面 通常 
CAA RRM MRSS, MBE EMER EAN 
HORE, PPK AAD PIETRO TRS EMRE, LE 
BMASBEMAAROABE, RHRBE RMA WME,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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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是 只 复 盖 着 丘陵 的 一 部 分 ;指出 核心 的 成 共和 构造 , 其 中 有 没有 折 
ae Wil, DKS PEAT ATE 

LES suikbia; tHykeE Ae 
[pie rE ES {HERD Gh, RETB EL) AY 

ee EON EE A La 
7 MN Be lg eh BO Soh BE Ts ULL BK BY 3} 

raed he fe ate Bey RITE TEASE IER, 
o— itt; oak = 群 租 地 研究 冰 碟 皇 是 很 有 意 
透镜 体 ; eM; ”2 一 单个 义 的 ， 因 为 它 个 的 成 因 还 在 

diss, 等 花 中 ; DSA RBI 
时 年 冰川 下 部 湖泊 的 沉积 物 ， 另 一 部 人 则 训 为 是 冰 体 融化 时 逐 半 

落 到 底 奢 去 的 、 冰 川上 部 壮 泊 的 沉积 物 。 研 宪 冰 厂 阜 中 所 遇见 的 

植物 化 石 可 以 帮助 我 们 确定 它 个 形成 的 条 件 ( 图 12)。 

2 

纹 泥 是 位 于 冰川 边 籽 与 隘 近 高 地 之 间 、 或 者 位 于 死 冰 地 带 的 
湖泊 中 的 沉积 物 ， 这 种 沉积 物 是 由 一 层 层 的 薄 砂 士 层 和 一 野 层 的 
薄 粘 土 层 交互 组 成 的 。 在 冰 磋 皇 的 剖面 上 也 常常 有 这 种 攻 带 状 的 - 

性 质 。 精 确 地 测量 这 些 攻 带 ， 并 把 它们 和 其 他 冰川 湖 的 同样 层次 
- 作对 比 ， 就 使 我 们 有 可 能 确定 出 说 普 的 冰川 气候 年 代 。 这 件 工作 
无 论 在 野外 调查 或 是 在 室内 整理 ， 都 得 要 花费 很 多 的 时 间 。 但 是 
在 做 其 他 工作 的 时 候 顺 便 测 量 一些 少 量 的 层次 是 可 能 的 ， 这 对 于 

| 确定 冰川 退出 这 个 地 区 的 情况 是 有 好 处 的 。 
By SL Fl FA fll AR eS A tlk BE A) 
TEABRIEH ALU MRE, ET BA ae 
RE, JOSE. FS JASE] GRAN) BUTEA AND) a8 
Hie REGGE OR, FAST FB HB RTE A A th SI GE 
链 闻 了 的 新 鲜 断 面 上 , BEA ERIM BEE 

sw a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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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E ED IHR). TRIAL, 在 划 层 坎 的 时 候 , 应 当 
”在 粘土 层 的 记号 上 作 上 米 条 。 下 面 的 层 要 测量 得 特别 仔 竹 ; 如 

_ 果 上 面 的 层次 , 由 于 遭 到 风化 , 已 克 不 很 清楚 的 话 , WATER L 
th EB, | 
WERE, GARE; 那 末 可 以 取 下 一 块 大 小 为 

50x5x3 的 整 段 标 本 放 在 一 个 由 镀 钙 的 铁 做 成 的 狭 罕 的 特制 箱子 
。 里 《也 整 恨 标本 的 方法 可 以 参看 第 23 章 )。 把 取 下 标本 放 进 箱子 

_ 时 ,标本 应 高 出 箱子 壁 网 2 一 3 厘米 ; 其 所 以 要 用 这 种 储藏 方法 , 是 
为 了 便于 研 宪 徽 植物 化 石 群 (参看 18 章 )。 在 采集 一 整套 包括 有 整 
个 露头 的 柱状 断面 的 标本 时 ， 个 别 柱 面 标本 应 鼓 彼此 重 倒 成 5 厘 
米 ;: 应 当 把 它们 全 部 称 上 号 ,除了 一 般 的 露头 篇 号 外 , 还 要 标 上 字 
母 或 号 码 (从 上 到 下 )。 

最 好 是 在 野外 调查 的 时 候 按照 颜色 和 成 区、 按照 它们 是 夏季 
泥 层 还 是 冬季 泥 层 等 特征 而 从 出 层 区 类 别 来 ; 这 样 就 能 减轻 今后 
重新 排列 这 些 断 面 的 先后 次序 的 工作 。 应 访 把 很 厚 的 砂 间 层 (《 排 
水 带 轨 刀 壕 下 来 , 这 对 于 耸 析 地 质 年 代 是 极 重要 的 。 

19. 冰川 -河流 ( 冰 水 ) 沉 积 物 ( 冰 水 平原 ) 

” 获 种 沉积 物 占据 冰川 周围 地 区 的 很 大 窄 间 。 如 果 这 个 地 区 背 
着 冰川 便 科 , 那 未 冰 水 区 域 就 获得 象 手指 修 开 式 的 形状 ; 如 果 地 形 
向 闭 冰 川 倾 科 的 话 , 就 形成 边 烁 河和 边 儿 湖 。 沉 积 物 的 厚度 为 2 一 
3 米 或 更 小 , 面 上 是 平原 .常常 也 带 有 几 条 主要 河床 的 凸 起 轴 。 沉 
积 物 有 着 不 完全 的 层 理 。 大 的 和 小 的 物质 都 滚 向 冰川 ， 较 大 的 就 
在 水 流 中 沉积 下 来 ， 竹 些 的 就 被 水 流 带 着 往 下 流动 ， 于 是 在 下 游 
就 形成 了 粘 士 积 沉 。 复 盖 野 的 底面 是 不 平坦 的 ， 关 且 位 于 不 平坦 
的 地 形 上 面 。 在 研究 的 时 候 ， 应 藤 把 整个 外 冲 平原 和 主要 的 河床 

”都 输 在 地 图 上 ， 研 纶 整个 外 冲 平 原 的 断面 、 成 分 变化 ， 研 究 其 组 
成 物 的 大 少 和 同 圆 度 。 记 壕 互 碟 移动 的 距离 ， 把 它们 按照 研究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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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HAAG BFE BEA HAC BS Bt FB De EET IES Le BSA HE HOE. 
BPR EW AM AVE, Aster, AMP 
FEAR EG ZK AD TE HK, eS Se A 
NIK PHL TIE BOAO a We FO WT TB FR Be WS PS HO 
碟 。 

AES EZR AY TEA Ay REPU ER, SEE 
Le AR AO RE, ASI RIE AA A Dk NDT AR a A 
bE. BL) (研究 风力 -冰川 沉积 物 的 方法 可 参看 第 3 章 )。 

20. 碍 究 大 陆 冰川 作用 时 的 一 般 问 题 

要 解决 关于 冰川 作用 的 界限 、 冰 川 作用 的 坎 数 以 及 永 川 在 平 
原 上 的 变动 等 问题 ， 需 要 研究 和 对 比 大 量 的 事实 。 如 同 在 山区 一 
样 ,涉及 访 山 群 的 冰川 作用 的 许多 问题 , 可 以 在 地 方 性 的 奏 料 中 获 
得 解决 。 为 了 从 析 大 陆 冰 川 作用 的 历史 ， 就 必须 在 很 天 的 面积 上 
RBM EY HIE, Tk RA RAS HZ et 
多 年 工作 才能 完成 。 但 是 , WHEE MIE MS SME AE, 那 

未 即使 只 研 守 一 个 不 大 的 地 区 ， 也 可 以 得 到 非常 有 价值 的 碍 料 。 
把 这 些 奏 料 拿 来 和 隧 近 地 区 加 以 比较 ， 常 常 可 以 再 回头 去 解决 最 
重要 的 关于 冰川 作用 的 历史 问题 。 除 了 上 上述 的 关于 冰川 作用 痕 味 
的 地 层 学 和 地 形 学 的 研究 以 外 ， 研 究 者 还 必须 注意 收集 下 列 这 些 
为 解决 冰川 的 变动 情况 和 冰川 作用 的 次 数 等 问题 所 必需 的 效 料 
(参看 $ 10): 

a) ”为 了 狗 定 冰期 和 间 冰 期 的 植物 群 ， 必 须 收集 植物 的 印 站 
和 植物 的 干 董 ; 此 外 必须 收集 供 进行 花粉 耸 析 和 秘 缆 耸 析 用 的 标 
本 (参看 第 18 章 ); 此 外 必须 研究 埋藏 土壤 (方法 可 参看 第 23 

章 )。 
6) 为 了 锯 定 动物 种 属 ， 必 须 在 相应 的 地 层 中 收集 第 四 各 动 

驳 的 骨 串 以 及 淡水 和 海洋 有 机 体 的 化 石 〈 方 法 可 参看 第 18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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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SMRAAKMAM GL, MRR FRA EN | 
遗 跟 和 各 种 工具 (参看 第 30 章 )。 

所 有 这 些 春 料 都 必须 由 相应 的 专家 来 研究 ， 把 研究 的 苦果 拿 
来 和 有 关 的 文献 进行 对 照 。 

-如同 在 研究 山区 冰 诈 作 用 时 一 样 ， 应 鼓 记 住 :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 
其 他 成 因 的 光 积 物 也 可 能 带 有 夺 石 的 性 质 〈 参 看 》 4 )。 崖 壁 和 巨 

楼 上 的 探 疙 和 磨 光 也 可 能 不 是 由 冰川 作用 所 引起 的 4(》3 ); 喀 斯 

特地 区 的 丘陵 地 形 有 时 也 很 象 冰 川 地 形 (第 4 章 )。 
(江美 球 愤 ” 陈 传 康 、 输 莫 康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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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地 理 因素 之 一 的 永 东 层 的 调查 研究 

( 原 书 第 14 章 ) 

C0. #H RH 

1. 调查 方法 

SAT KARMA EE SAK; 从 改造 自然 
和 和 社会 主义 国民 逻 济 的 观点 来 看 , 永 冻 层 有 很 大 的 实际 意义 , 因此 
要 求 我 们 进行 产 证 而 深 太 的 研究 工作 。 必 须 注 意 的 是 : 从 工程 的 
观点 来 研究 永 冻 层 的 问题 并 不 包括 在 本 文 的 范围 之 内 。 永 冻 层 的 
研究 可 以 用 考察 队 的 方式 和 长 期 调查 的 方式 来 进行 。 用 考 佬 队 方 
法 进行 研究 时 , 调查 工作 只 能 在 一 个 季节 (通常 是 在 夏天 ) 进 行 , 而 
且 同 时 还 要 进行 以 调查 其 他 各 种 地 理 情 襄 为 目的 的 粕 合 性 的 大 区 

me, ARMA EM, 再 查 范围 只 局 限于 某 些 个 别 地 区 , 但 是 
却 能 进行 长 期 的 有 系 葬 的 观 佬 ， 这 样 就 能 够 综合 地 研究 冰冻 现象 
的 动态 并 且 作 出 有 根据 的 .具有 理论 上 的 意义 和 实际 意义 的 车 论 。 

2. 野外 调查 的 准备 工作 

必须 阅读 一 些 关于 永 冻 层 和 边区 自然 情况 的 基本 文献 ， 以 及 
” 科学 机 关 的 地 图 效 料 和 报告 原稿 ， 收 集 气象 站 的 气候 资料 ;在 出 
发 途中 可 以 利用 当地 科学 机 关 、 博 物 通 和 地 方 机 关 的 硅 料 。 应 训 
揣 带 适当 的 野外 装备 和 仪器 ， 这 些 装 备 和 仪器 应 当 事 先 沟 过 试验 
《参看 第 1BS 1 章 )。 访 间 当 地 的 年 老 居 民 是 有 很 大 好 处 的 。 此 
外 还 应 研究 人 民 群 众 同 永 冻 层 的 危害 性 进行 斗 等 的 帮 验 ， 记 下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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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冰冻 现象 的 地 方 性 名 称 ， 而 且 必 须 访 间 其 他 目 vir ARE rh 

集 到 的 材料 , FR A AOE ER « 

tie 1s AE 

3. 气候 与 未 率 层 的 相互 作用 

根据 文献 和 档 和 案 的 奏 料 ， 根 据 附近 气象 站 网 成 立 以 来 所 进行 
的 观测 , 根据 调查 报告 和 亲自 的 调查 , 部 可 以 帮助 我 们 具体 地 了 解 

绸 查 地 区 的 气候 特性 以 及 它们 对 永 冻 层 的 影响 。 

NBIC PIA: a) 气压 (月 平均 和 年 平均 的 ); 6) RL CA 

向 , 4 8 HOS BE ANSE) ; B) 气 温 -一 最 大 的 、 最 小 的 月 平均 气温 和 
年 平均 气温 ; 温度 的 季节 变化 , 无 霜 期 的 长 得 , 气温 变化 和 当地 地 ， 
形 的 关系 , 特别 是 对 坡 向 的 关系 ;山谷 中 气 光 的 下 降 情 况 ， 特 别 是 

流出 生 水 形成 冬季 冰 雏 的 地 区 的 气 青 下降 情 况 ; 当地 发 生 春 霜 和 

秋 霜 的 情况 ; r) 士 壤 温 度 一 一 月 在 均 和 旬 平 均 温 度 ; 雾 度 温度 的 日 
数 , 雾 度 温度 深入 土壤 的 深度 , 士 壤 湿度 和 植物 群 〈 特 别 是 苦 花 植 
被 ) 对 于 土壤 温度 状况 (太阳 辐射 , 没有 阳光 的 日 数 ) 的 影响 ;如 降水 
量 一 一 月 平均 降水 量 和 年 平均 降水 量 ， 最 大 降水 量 和 最 小 降水 量 “ 

以 及 它们 的 逐年 变化 ,降水 日 数 和 每 月 的 降水 日 数 ; 平均 的 、 最 大 
的 和 最 小 的 日 降水 量 ; e) 雪 盖 一 一 雪 盖 在 铀 查 地 区 的 各 种 不 同 地 
形 条 件 下 的 高 度 和 分 布 情况 ， 它 们 同 朝向 以 及 同 植物 群 的 依 顿 关 
系 ; 雪 的 窗 度 ;融雪 期 将 来 临 以 前 的 雪 水 储量 ; 雪 盖 形成 和 消失 的 
日 期 , SSPE AK, 雪 盖 表面 的 温度 , 雪 盖 对 不 同 深度 的 土壤 
的 热力 状况 以 及 对 永 丈 层 的 影响 ; 下) 空气 的 相对 温度 一 一 平均 温 
度 和 每 季 的 最 大 如 度 和 最 小 湿度 ; 3) 调 查 区 域 的 蒸发 量 Cucnape- 

nue) AEA (ucnapsemocrs), URA RT AB ROAM 
AEP AIAG 

BEd RARE OMA, CETL HS RR CLS 

ee ee ee ‘T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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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对 永 冻 层 的 稳定 性 及 对 非 永 冻 层 的 季节 冻 烙 现象 所 起 影响 之 、 
” 间 的 联系 ,这 样 就 可 以 帮助 我 们 去 查 明永 冻 层 的 动态 。 

永 冻 野 虽 然 主 要 是 严寒 气候 的 产物 ， 但 必须 注意 永 冻 层 的 反 
作用 ， 即 永 冻 层 对 当地 气候 特性 的 影响 。 在 发 育 有 饲 状 冻 层 的 地 
区 ,观察 永 冻 层 对 气候 所 起 影响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因 为 在 具有 冻 层 
AG AIA AO HB, Zp, 同时 地 进行 观察 , 就 可 以 查 明永 冻 

” 晨 对 手气 候 的 影响 。 在 永 冻 野 接近 地 面 的 地 区 , 最 好 是 观察 一 下 : 
永 冻 层 是 否 促使 气温 降低 , 是 否 促使 空气 湿度 加 大 , 是 否 常常 促成 

eB HBL, 

ABW 

4.“ 承 东 层 的 厚度 

在 野外 调查 时 可 以 用 来 确定 有 无 永 冻 层 存在 的 标 亦 为 : Fock 

By a Tn RE; 岩石 中 出 现 了 冰 据 ; 冻 土 对 于 机 械 作用 抵抗 力 很 大 。 含 

有 和 态 化 水 的 含水 兰 , 虽然 也 会 出 现 负 诗 度 , 但 是 可 能 处 于 不 冻 车 的 

状态 中 。 所 挠 气 的 岩石 如 系 喜 燥 兰 石 ( 砂 层 、 磋 石屋 和 硬 岩 ) 的 话 ， 

要 发现 冻 士 层 就 比较 困难 。 

,在 从 布 有 永 冻 层 区 的 南部 区 域 ， 时 常 可 以 看 到 所 谓 “可塑 冻 

>» (mracrrqHag Mepsrora), 亦 即 具有 不 大 的 0.2--0.5” @& 

通 度 的 冻 层 。 可 塑 冻 层 几 乎 拥有 冻 土 的 一 切 物理 机 械 性 里， 然而 

在 外 形 上 却 很 难 与 融 士 (raxpBI 直 rpyHT) FAR BI, Wate “HEUER? 冻 

层 和 “可 塑 ? 冻 层 的 最 可 靠 方 法 就 是 测量 温度 。 
通常 多 用 “saxreHHBrxeHHRre> 温度 计 (BS § 7) 来 确定 永 冻 

BABE, AIX SMR, BFE ARIE KEK 

的 时 期 测定 永 冻 层 的 深度 〈 用 这 种 方法 时 应 当 乐 用 适当 的 预防 措 

Bi; 在 岩 士 的 孔洞 中 把 装 有 清水 的 试管 或 小 瓶 沉 到 不 同 的 深 处 ,如 

果 附 近 的 岩石 是 冻 车 的 ， 那 么 这 些 水 也 就 冻 和 车 起 来 并 炸 作 各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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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水 分 不 多 的 条 件 下 ， TARE KS 〈 例 如 

《Mep3JIOe IIO6JIeCcKHBaHHe》)。 

确定 永 冻 层 的 趴 正 埋藏 深度 ， + Bll ce: FET BB AES EP 

定 永 冻 层 的 深度 ， 是 用 掘 坑道 的 方法 来 进行 的 。 用 这 种 方法 来 测 

定 永 冻 层 的 埋藏 深度 的 同时 , 还 可 以 测定 土屋 还 度 , Pt 

面 的 形态 精 构 、 湿 度 随 深度 而 发 生 的 变化 以 及 被 土壤 溶液 从 上 层 
淋 洗 到 下 层 的 矿物 质 和 有 机 物 的 垂直 耸 布 情况 ; V WAMADLD 

是 成 层 地 直接 堆积 在 永 冻 层 的 上 层 的 , 帮 且 能 形成 各 种 精 核 状 、 竹 
PEAK AES UA ES SE HERR . 

EAN EB TEA ARE ORR 3 EB, TR ER RODE RRR EB] DUS 

SNF VRE FL oi A RO Ee BE IM A ZE. FESHFLI, AK AMR 

F Ghali EEBE AM, Mm MRA AKREOF 1 一 1.5 

米 处 。 根 据 地 方 条 件 的 不 同 , 在 选择 坑道 和 佑 井 的 位 置 时 , RRS 

虑 各 个 地 理 景观 要 素 对 于 永 冻 层 的 产 状 和 特性 的 影响 。 必须 进行 

BRAVE GM APRA AE 

LRA POOL RE AS BOD PEF SLA: CL) AR PAY 

特性 和 它 所 占 的 面积 ; (2) 冻 层 的 类 型 CRE ITA, RIRAO, BOBO); 
(3) 浆 层 的 层面 和 底面 的 埋藏 深度 以 及 它 的 厚度 、 肖 度 和 湿度。 应 
雯 研究 永 丈 层 同 影响 永 冻 层 产 状 和 特性 的 各 种 主要 自然 因素 ， 例 
如 当地 的 地 形 (确定 永 头 层 层面 的 外 形 与 地 表 地 形 之 间 的 焦 三 半 
系 )、 土 质 的 机 械 成 人 .湿度 、 地下水、 地表 水 ,植被 等 之 间 的 相互 作 
用 。 

必须 观 侍 永 痕 层 在 各 种 狼 济 措施 的 影响 下 (是 营 .砍伐 和 焚 裔 

森林 等 ) BENE, MPRA. TRAE ROD 
2h: 
Bo 

Ba BRE EE: FE AMOK PY 

DARE A SY OY BS —— AR CTIA). BEE. eS, 应 

该 采取 有 效 的 措施 来 保存 这 些 获得 物 。 发 现 其 中 有 某 些 特别 有 价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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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的 东西 时 , Be KR AO AE CLK 

ALAR EMG BEAD GFP ARR ETT J RAPA HK, BY 

Dia til He SS TE AS TA 〈 用 不 同 颜色 或 线条 的 等 高 

BORA EM). TP AAHMA oA ES , 不 仅 可 以 逐个 地 得 出 永 头 层 

Am Be tat, 而且 可 以 作出 永 环 层 的 糙 合 地 理 区 划 。 

5. mh 区 (ranyk) 

研究 融 区 是 借助 抄 掘 很 深 的 坑道 (30 一 40 米 ) 和 合并 的 方法 
来 进行 的 。 应 训 确 定 融 区 的 类 型 和 形状 ， 它 的 类 型 和 形状 可 以 分 
ILE JL: a) 贯 通 的 融 区 , EN ALBIS RL EMRE BO 
es. faiac+. BA. BL); ©) 位 于 冻 层 上 面 的 、 下 部 闭塞 的 融 区 

GS NS IE. BI); B) DR SII REA, Be 
向 展 延 很 产 的 融 区 (与 球 层 交替 的 融 层 、 融 槽 ); r) Bo aA 
ROR (BG. BUX. BIER. BID), MEELIS AERO 
械 粗 成 ; 指出 层 状 一 土 中 融 层 和 头 层 的 交替 情况 ; 融 区 的 水 量 和 水 
的 来 源 以 及 融 区 的 其 他 特性 。 同 时 还 要 指出 融 区 的 所 在 地 一 一 是 
在 丘陵 的 顶峰 呢 , 还 是 在 南 向 的 山坡 , 是 在 雪 盖 很 厚 的 地 方 呢 , 还 
是 在 堆积 有 砂 的 地 段 等 等 。 

6. 活动 层 和 隔年 层 (nepenerok) 

研究 这 种 对 永 头 层 有 极 重 要 意义 的 活动 层 时 〈 因 为 活动 层 能 
吸收 和 反射 太阳 能 , FER HE GE AG A WU, 从 而 使 永 冻 层 的 热量 散 
Fe), 应 敲 记 壕 它 的 厚度 、 烙 构 、 成 从 、 每 季 的 温度 和 温度 。 当 附近 
的 气象 站 (与 本 地 区 处 在 同一 自然 条 件 下 的 气象 站 ) 并 未 积累 有 多 
年 的 观测 糙 果 时 ， 可 以 根据 以 下 的 方法 来 确定 活动 层 的 芙 正 厚度 
(所 导 活 动 层 的 其 正 厚度 也 就 是 在 一 定 地 点 、 一 定时 间 、 一 定 条 件 

”之 下 永 球 层 层 面 的 埋藏 深度 ): a) 当 永 凌 层 被 融合 的 时 候 ( 即 当 季 

RE SEARS RAW), 可 以 用 多 年 观测 所 得 到 的 9 一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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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夏季 融化 的 最 大 深度 来 加 以 测定 ; 6) YADA AREA, 可 
DIA 3 一 上 月 分 最 大 的 姜 竹 深度 来 加 以 确定 。 因 此 在 春 : 夏季 必须 
把 不 深 的 坑道 和 个 并 再 往 头 土 中 加 深 1 一 2 米 ， 以 便 查 明 : 季节 
冻 层 和 永 头 层 是 糙 合 在 一 起 呢 ， 还 是 季节 头 层 的 下 面 被 融 区 所 隔 
a 

WTA OE E> — WERE, PIR ALPES 
AEMBUEZA, EMP LAB EN REFERS. 
隔年 层 是 气候 更 加 严 塞 的 年 从 所 留 下 的 冻 精 得 比 寻 常 更 加 厉害 的 
一 种 遗 趾 。 野 外 调查 时 ， 以 下 这 些 现象 都 可 作为 蕉 别 隔年 野 的 标 
记 : a) 在 每 年 的 冻 辣 层 里 ， 存 在 着 与 融化 层 交 互 成 层 的 阑 糙 层 ; 
6) 在 夏 未 秋 初 的 时 候 ( 即 上 面 的 十 壤 开 始 球 车 以 后 ) , 在 深度 不 超 
过 鼓 地 的 最 大 融化 深 处 会 有 一 层 很 薄 的 “5 一 10 厘米 ) BOs ee 
层 。 隔 年 层 时 常 可 以 在 锅 状 修 布 的 永 冻 地 带 见 到 。 在 调查 隔年 层 
的 时 候 , 应 该 在 融化 条 件 最 不 利 的 地 段 气 坑 和 个 孔 , 例如 在 朝 北 的 

笠 坡 上 ,在 低 四 部 分 《如 果 这 里 井 设 有 被 雪 盖 住 的 话 入 在 泥 痰 地 

土 , 在 具有 厚 层 苦 爸 植被 的 沼泽 化 森林 中 , 在 那些 到 冬季 向 未 封冻 

的 水 并 附近 以 及 在 建筑 物 的 北面 等 等 地 方 ， 和 应 亦 掘 坑 和 佑 孔 。 ， 

关于 隔年 层 的 资料 ， 也 可 以 从 当地 居民 (尤其 是 从 当地 掘 士 工 人、 
IFT AM BULA) 那里 得 到 才 且 可 以 把 这 些 春 料 拿 来 彼此 对 
证。 研究 隔年 层 时 , 应 该 同时 描述 融 士 和 冻 土 ; 应 该 特别 注意 冻 土 

和 融 士 彼此 接触 的 地 方 。 

温 上 度 观 测 

7. 温度 观测 的 意义 

观测 永 冻 层 的 还 度 有 很 大 的 理论 上 和 实际 上 的 和 意义。 对 钻井 

中 温度 的 观测 ， 第 一 能 帮助 我 们 去 确定 零度 年 振幅 所 处 的 深度 以 

及 地 温 率 (reorepmuyeckas crynenb) 的 大 小 ;第 三 能 帮助 我 们 

C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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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预测 浆 土 底面 的 埋藏 深度 ; 第 三 能 帮助 我 们 去 确定 冻结 层 下 的 
水 的 出 现 机 棕 。 此 外 ， 湿 度 观 测 又 可 以 帮助 我 们 去 关上 明永 冻 层 的 
起 源 问 题 和 永 冻 层 在 时 间 上 与 室 间 上 的 性 状 问题 。 

温度 可 以 用 两 种 方法 进行 观测 。 第 一 种 方法 ， 是 在 坑道 中 直 
HELE, 这 种 方法 是 一 种 最 精确 的 方法 。 第 二 种 方法 ， 
是 比较 不 精确 的 方法 ;但 是 这 种 方法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则 是 唯一 实 
际 可 行 的 硼 法 ,这 种 方法 是 在 钻井 中 进行 测量 ; 但 测量 的 不 是 土 层 
的 温度 ,而 是 用 最 垂 在 钻 并 中 的 温度 计 测 出 的 钻井 空气 柱 的 温度 。 
如 果 研 究 工作 和 加 深 然 井 的 工作 (加深 到 100 一 150 米 ) 是 同时 进 
iH: METER TTS WORK, WR PEE PU BE AA Hl 
SESE RE HH REHOILE, - | 

8. SAPP PR in ial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 Sh IF FE HOUR EER, 当 深 度 在 O—2 米 时 , 应 每 
隔 045 米 进行 一 次 测量 ， 深 度 在 2 一 10 米 时 ， 应 当 每 隔 1 米 进 行 
一 次 测量 ， 深 度 在 10--50 米 时 ， 应 每 隔 下 米 进行 一 次 测量 ， 深 
度 达 50 米 以 上 时 ， 每 隔 10 一 25 米 进 行 一 次 测量 。 但 是 在 任何 情 

况 下 都 必须 测量 佑 并 附近 的 空气 温度 和 地 面 温 度 。 温 度 计 放 进 合 
井 里 的 时 间 至 少 应 起 过 两 小 时 ， 而 且 最 好 能 把 它 搓 过 夜 。 温度计 
放 进 并 中 的 延续 时 间 一 方面 必须 足以 使 它 能 够 记录 下 周围 岩石 的 
温度 守 另 一 方面 必须 足以 使 钻井 的 苦 石 和 空气 中 被 佑 孔 工作 和 
KT REHM RAE GEOR, BPE Md 
VUE SEF HET AK ie Ee LUE AS — RA a TH Le 

较 。 | 
—fPEBE IK, AL BRAT BY WE BASE PE MO: BHFLI 

(SEZ We Be HK HE FE, HES WY HET SL OE NO ERE, 此 外 
35 BY Fd SPU RT SHY LB Tad RE FE Sh UT TH (Mepaxor- 
HO-reomoruyeckuit paspes) 的 情况 记录 下 来 。 到 工作 糙 束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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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RM, 再 把 若干 个 Sanenuprenubiii 温 

aa 

ana LE Woe Te SE FF EY AE DLA EL FLAY AY AP, 钻探 工作 都 必须 在 不 

ai 行 。 在 含水 的 钴 井中 应 该 事先 检查 一 下 : She 

OTK FE Dit BY SEE EB AY 5 如 果 是 流动 的 话 , 逮 度 计 所 测 出 的 就 

是 水 流 的 温度 而 不 是 岩石 的 渤 度 ; 因此 就 必须 采用 已 届 整 好 和 坛 
用 过 的 «samennprenublity 泉水 还 度 计 ; [AIS DRYAS SHIEH 

BORE, 否则 一 旦 形成 冰 皮 , 就 会 使 温度 计 遭 到 毁坏 。 
Ay S see Ge Tih BE tt Al BAF PECK SESE ABE EG EE, AAG SAFE 

事先 有 一 小 时 的 停息 ; [RIS Be ae EP a — i BES 

JER (BY Wy bel Eat APs ef 10 一 15 OKAY FB BS) 5 FEST 

时 , 每 5 Fp SHE eh BE Ft ER Hh By — RK ; 此 外 还 应 当 事 先 对 温度 计 

做 好 测定 前 的 准备 , 序 先 把 温度 计 氛 喜 , EMIS, Wau 

上 一 层 薄 薄 的 凡士林 或 者 先 包 上 一 层 狐 (把 烈度 空 出 来 ) 再 在 上 面 
涂 上 一 层 凡 士 林 。 把 温度 计 放 进去 以 后 , 要 把 钻井 的 孔 盖 起 来 , 以 

防止 降水 进入 钻井 。 过 了 一 个 晚上 , 把 井盖 揭 开 , Bea Bet 

从 钻井 中 取出 来 , A BE at} ee Hn 

为 了 使 刀 录 能 够 划一 ,野外 观测 日 记 最 好 采用 下 列 格 式 : 
1) 共和 国 、 省 边区、 区 的 名 称 ; 2) 观测 点 的 名 称 ; 3) 合并 或 

坑道 的 号 数 ; 4) 埠 道 座 标 ; 5) 进行 观测 的 日 期 ; 6) 在 不 同 课 度 

FA BU BE, 永 冻 层 的 深度 , Um BEST AY Bis, amd BE, ETE Be 

字 ; 7) 地 面 的 〈 雪 盖 下 , GRO T) “Alt; 8) 32. 上 5 米 高 的 空气 
温度 , 测量 的 甸 点 ; 9) 损坏 温度 计 的 事故 。 

然后 葵 制 一 张 温 度 图 玫 , 附 上 温度 曲线 和 士 层 断 面 (标示 出 观 
察 期 间 融 士 的 界限 )。 

9. 测量 坑道 温度 和 地 面 温度 的 方法 

准备 在 其 中 进行 温度 测量 的 坑道 应 裔 失 气 在 未 遭受 林 火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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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Bm 0.5 KWB—K, PB) 22 厘米 深 的 时 候 , 在 坑道 北 壁 - 

和 坑道 底 的 交界 处 向 着 与 水 平面 成 站 ” 角 的 方向 打出 一 个 和 逮 度 
放 等 长 (40 厘米 ) 并 且 和 温度 计 的 直径 一 样 大 小 20 BK) 的 小 
洞 。 把 温度 计 放 进 洞 里 的 时 候 ， 漫 度 放 的 效 端 应 当 达 到 应 有 的 深 
度 (0.5 米 )。 为 了 能 够 个 出 一 个 与 水 平面 成 钙 " 角 的 孔洞 ， 需 要 
用 木头 做 成 一 个 等 腰 直 角 三 角形 的 架子 ， 然 后 在 三 角形 科 边 中 点 
和 直角 的 顶点 上 和 牙 别 便 上 两 个 金属 公子， 合子 的 距离 应 等 于 钻 孔 
的 直径 。 小 洞 打 好 以 后 ,把 温度 计 摘 进 佑 孔 中 , 上 面 用 坑道 底部 的 
Me b, 读 它 在 孔洞 中 摘 放 10 一 30 分 种 。 对 那些 位 于 科 坡 上 的 

坑道 进行 温度 测量 时 ， 应 鼓 进行 科 坡 坡度 的 订正 。 炎 各 测 量 更 深 
“之 处 的 温度 时 ;为 使 温度 放 的 下 端 能 够 放 到 1.1.5. 2. 2.5, 3 米 的 
深 处 起 网 ,应当 在 每 次 测 量 完 毕 以 后 , 将 坑道 加 深 50 EK, HE 
boi ER 

EMA UGA I HE EFT A RE A De IE 
下 用 项 : a) 夏季 融化 层 和 永 冻 层 层面 的 温度 变动 振 辐 ; 6) 温度 
ABE BATE EE ROR RUD HOWL; B) 在 夏季 冻 车 层 的 不 同 深 处 , 土壤 
冻 糙 的 起 止 时 间 。 这 些 观 测 是 用 最 大 光 度 计 和 最 小 温度 证 来 进行 
Ag, Heat th a) OU EMER (Capnnos) 温度 计 、 舒 克 维 奇 (IIY- 

Kesuy) 温度 计 以 及 放 在 硬 橡 腰 管 中 的 光 度 计 按 照 为 二 级 气 象 站 

规定 的 天 法 进行 。 为 了 测量 地 面 上 的 温度 , 可 以 挑 掘 一 个 小 四 坑 ， 
把 温度 计 水 平地 搁置 在 四 坑 上 ， 在 四 坑 上 盖 上 一 层 厚 攀 2 毫米 的 
Vek, 使 温度 计 轰 受 10 一 15 分 甸 的 时 间 。 

10. x 

必须 查 明永 冻 层 耸 布 区 所 特有 的 某 些 地 形 的 特殊 的 、 但 是 有 

严格 规律 的 形成 特性 。 对 于 这 些 地 方 性 的 地 犁 特性 ， 必 须 从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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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LEREMASAMETAK, CRAVE RRNA 
种 特有 条 件 ( 永 冻 层 的 特征 和 埋藏 深度 、 YB) A 
$5, 地 下 水 的 动态 特性 等 等 ) 在 改变 地 胆 发 展 过 程 的 总 进程 方面 以 
及 在 形成 则 型 的 “ 浆 精 地形 方 面 所 发 生 的 影响 。 例 如 , HARE A 
作用 所 发 生 的 各 种 变化 ， 如 便便 作用 的 加 强 、 袖 关 谷 底 的 形成 以 
及 向 综 炉 方向 从 布 的 河谷 的 谷 坡 的 不 对 称 现象 等 等 《参看 第 15 
章 )。 

11. jKAFB 

与 热力 喀斯特 相反 ， 冰 冻 裂 隙 发 生 在 冬天 ， 是 由 于 在 士 层 冻 

糙 过 程 的 发 展 中 所 产生 的 力 的 影响 而 形成 的 。 应 鼓 对 冰冻 裂 际 的 

形成 和 发 展 进行 系 竹 的 观 祭 ， 测 量 它 们 的 长 度 、 真 度 和 深度 ; 观 ， 

ZEUS AMEE, PRS Re BIE hae 

(如 土壤 中 有 流入 的 腐殖质 )。 要 记述 冰冻 这 孙 的 出 现 同 温度 条 

件 变 化 〈 画 夜 振 辐 ) MOK, SAMUS MME (BBS 15 

章 )。 

12, 热力 喀斯特 作用 

由 于 冻 土 的 热力 条 件 遭 到 破坏 , 由 于 冻 土 中 所 含 冰 体 的 融化 、 
Ha FL PRR Dee FE EEN OR ED 
地 形 都 称 为 热力 喀斯特 地 形 。 

促 合 热 力 哮 斯 特 现象 发 展 起 求 的 原因 共有 以 下 区 思 项 ;条 关 
整 片 森林 遭 到 砍伐 、 对 复 盖 有 植物 群 的 地 段 进行 了 开明 ; 牧 放 动物 
践踏 了 草本 - 蔡 奏 植被 , 积 水 开始 流动 等 等 。 建 筑 工程 发 生 各 种 变 
形 的 这 一 事实 有 时 也 可 以 作为 有 热力 喀斯特 作用 存在 的 证 明 。 应 
当 把 时 常 出 现 塌陷 现象 的 地 区 的 特点 描记 下 来 。 研 究 当 地 的 地 质 
ARIES, 应 敲 深入 到 热力 喀斯特 地 形 的 底部 , 深入 到 未 受热 力 喀 斯 
特 作用 所 侵害 的 基 戎 。 必 须 撒 述 热力 喀斯特 的 大 区 地 形 的 形 瑶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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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BARTER AR SCH 8 PE CTS AR HOARD AA A 
自己 露头 地 点 的 泉水 ; UR Ns ERT s 有 没有 死水 或 很 少 流动 的 
水 等 等 ); 此 外 应 当 注 意 永 冻 晨 特性 (埋藏 的 深度 , 最 深 处 的 岩 士 温 
度 等 等 )。 

13, 几 种 主要 的 热力 喀斯特 地 形 

应 该 查 明 : 所 观 伐 到 的 地 形 具 有 哪些 典型 的 热力 喀斯特 形态 : 

a) 热力 喀斯特 过 程 的 最 初 阶段 一 一 场 陷 和 遍 斗 (规模 不 大 的 乾 的 

或 充 水 的 坑 窄 为 BER He A He CHE HT LAP AMR i A EG 

| BADIA ED); 6) BEAK HIE TE A— De Fea  (oK 6 u- 
Ha) AVC Ede (Hc aE oe EE BZ) 

Fara wl . 

DY Kis TTP AY AN br A PI: 长 度 、 袖 度 和 深 

度 , 有 没有 不 对 称 现象 存在 ; EMAC, MT 

热力 喀斯特 过 程 的 整个 发 展 阶段 一 一 从 乾 而 小 的 汉 侈 地 起 到 发 育 

完 公 的 湖泊 声 陷 止 地 止 ; 探求 不 同 深 度 的 土 层 的 融化 欢 序 , BET 

- 陷 的 征兆 ; 植被 在 热力 喀斯特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变化 。 有 无 数 热力 喀 

斯 特异 隙 的 存在 乃 是 热力 喀斯特 作用 仍 在 笨 绫 仍 在 发 展 的 证 据 。 
这 种 裂 隐 与 通常 的 冰冻 裂 际 不同 , 它 的 裂 颖 较 大 ,而 且 是 在 夏天 形 

成 的 。 在 很 多 的 场合 下 , 士 层 的 沉陷 (ipocamkKka) 和 塌陷 (mpoBazD) 

帮 是 从 发 生 裂 隙 开始 的 ; 这 些 裂 隙 促使 冻 土 及 冻 土 中 的 冰 体 融化 ， 

Hebe LIC REG (Ha)、 兰 洞 (rpor) 和 将 穴 (mettlepa); 而 
上 且 有 小 化 物体 通过 这 些 裂 隙 浴 流 出 来 。 

在 研究 湖泊 目地 时 ， 必 须 确 定 它们 塌陷 的 起 因 乔 寻找 足以 证 

BAS Aree AROSE, 这 些 标语 是 : a) 塌陷 湖泊 湖岸 的 不 固定 性 ;和 贫 

地 的 多 角 多 边 形 状 ; 湖岸 上 的 直 袭 隙 和 横 驳 隙 ( 士 壤 常 常会 沿 看 多 

隙 发 生 移动 ) ; 向 湖泊 这 面 陡 倾 的 岸 带 章 地 层 , 倒 在 水 面 上 的 树干 ; 

6) 来 不 及 沉 到 水 中 的 土壤 小 岛 , 湖底 的 草地 : B) 厚度 不 大 的 压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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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质 冲积 物 和 植物 化 石 ; T) ZBMSHEKPWF; a2) 这 里 

没有 典型 的 水 生 植物 。 湖 泊 向 哪 一 岸 增长 ， 湖 水 从 哪 一 岸 先 开 姑 

蓝 酒 ;水 源 (湖岸 和 戎 度 的 融化 的 化 石 冰 , WBA zk) 是 怎样 的 ; 秆 

从 时 候 湖泊 中 出 现 什么 样 的 急 ; 植物 群 是 怎样 发 展 的 (地 面 上 若 玲 

FERRO). SERNA a/b A ZR, 指出 湖泊 在 一 年 中 

的 变 涂 速 度 、 蓉 水 盘 地 的 完全 消失 的 过 程 以 及 湖泊 四 地 变 成 草地 

(‘anac”) 的 过 程 。 NBG BIWANET REP Eee tl MAA 

- 且 摄 成 照片 。 

化 石 冰 ( 石 冰 ), 在 埋藏 得 莽 不 很 深 的 情况 下 , 常常 是 以 许多 特 

殊 的 、 在 成 因 上 与 其 有 关 的 正 地 形 玫 现 出 来 。 其 中 最 典型 的 是 巴 

泽 尔 (Baltxepax) , Ese — PSEC LA , EEA 0.5 BY 15 2K, 

它们 从 成 两 类 : 1) 雏形 体 , FEDK)I| “A” PRAM CAA 

残 碎 物 掩埋 了 冰 脚 的 王 体 ), 雏形 体内 有 一 个 冰 核 心 ; 2) 从 石 冰 中 

Bi HAD, AHO LE RK, 石 冰 中 常常 含有 这 种 岩 肪 。 应 鼓 描 迹 

上 壕 的 地 形 形 状 工 把 它们 摄 成 照片 。 

14. 多 丘 泥 炭 地 

多 丘 泥炭 地 与 发 育 在 永 冻 区 以 外 的 泥炭 地 不 同 ， 它 有 以 下 两 
个 特征 : a) 小 乒 的 内 部 狼 常 处 于 浆 糙 状 态 ;6) 产 状 变形 得 比较 
GE, 外 部 表现 为 小 丘 地 形 和 大 丘 地 形 。 

SR MIE RES. I LAG TE LUI, tak 
车 方向 伸展 的 阶地 地 面 , WA EOE, ATS TENOR) 并 
确定 它们 的 稻 对 和 相对 高 度 ; 把 多 丘 泥 央 地 、 未 变形 泥 痰 地 和 开 做 
的 或 泥炭 化 的 水 泊 所 占 面积 描画 出 来 ， 确 定 它 们 的 相互 的 位 置 和 

所 占 面积 的 比例 ; 研究 时 , 应 当 治 着 一 定 的 方向 (这 方向 应 租 能 反 

BRU Fe YEH Hh, Bl Ver Er. SEDAN Ap EER Ec a a 

Bi) 进行 水 平 测量 。 

应 鼓 记 述 泥 痰 丘 的 大 小 和 形状 ， 其 中 包括 它们 的 长 度 、 让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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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出 未 变形 地 面 的 相对 高 度 , TRESS PTE (ZEB, A, PEFR), AY - 

坡 的 特征 《〈 俐 笠 的 度数 ,各 个 泥 谈 丘 的 科 坡 相互 连接 的 特征 ) 。 描 
壕 泥 痰 丘 面 的 裂 陆 ( 它 们 的 长 度 、 寅 度 和 深度 ) , 描述 裂 隐 在 乒 顶 和 

丘 坡 上 的 位 置 。 通 过 掘 开 陡 露 的 丘 坡 、 掘 坑 和 钻井 的 方法 来 确定 
它 个 的 构 车 , 朗 确定 融化 了 的 和 冻 糙 了 的 泥炭 物质 和 矿质 士 (如 果 
LY ALBEE FES) 的 性 质 一 一 其 中 包括 它们 
的 成 牙 、 颜 色 、 层 理 、 变 位 情况 〈 福 煞 和 断裂 )， 其 中 有 改 有 冰 夹 层 ， 

” 弥 夹 层 的 厚度 、 蜜 度 和 相对 位 置 ; 确定 泥 谈 的 分 解 程度 和 密度 , 泥 

” 效 中 所 含 浴 泥 - 粉 砂 物 搓 、 砂 迷 、 碟 石 、 木 质 和 含 炎 化石。 确定 位 于 
各 种 多 丘 派 炭 地 形 之 上 的 永 冻 层 层面 的 埋藏 深度 ， 特 别 是 永 冻 层 
欢 泥 痰 乓 向 水 泊 方 面 剧 烈 下 滑 的 情况 。 应 敲 从 泥 痰 乒 更 型 的 土 层 
PARSE eae tr AN, DUB EE CH EDK. ORR PSHE AM 

WE (Bs 9 和 第 18 章 )。 描 述 小 乒 之 间 的 低地 〈“epcp>”) 

它 个 的 形状 、 长 度 、 袖 度 、 深 度 、 和 披 此 连接 的 性 详 。 确 定 沿 着 低地 流 
BMA ME AH TRV AAA, AU MAIS eH 
PES EVER LAA UAE, FE Ye oe HE BEI 
RX, EPRMWKAELAARREA, LR AMAMABRE LSE 
十 ,这 种 变 位 的 原因 何在 ; AA HEE RE EE E00 A 
况 、 树 千 的 大 小 、 树 千 和 水 平面 的 相对 位 置 、 树 干 位 置 不 正常 的 原 
Al. 

WAVER EMSA PERE (6yrppBI BEBIHVdHBaHHA) 时 ,应 

BRARMERMW ARE 11 月 一 7 月 期 间 进 行 , 因为 这 时 它们 正 
好 完成 了 一 个 完整 的 发 育 循环 (从 开始 形成 到 完全 破坏 为 止 )。 除 

了 观察 以 外 ， 还 应 当 进行 不 同 深 处 的 温度 测量 ， 以 便 通 过 这 些 观 
罕 和 温度 测量 来 查 明 泥 炎 丘 的 成 因 以 及 它们 形成 的 构 式 ; BOW 
Byer IGS EWING, PER AEA AK 
TREMATE REN IRAOASR; 研究 水 和 溶解 体 流 到 泥炭 地 表面 并 

” 且 大 量 析出 气体 的 现象 ; 研究 泥炭 丘 的 形成 过 程 和 过 长 情况 以 及 



机 ese bee 

TE LAWL RAL RI, DEER Ee ea FRA RU RE 
影响 而 形成 的 破坏 过 程 。 

15. #obR* (keeae rufponaKKanutbl) 

BER Oka) hee Pe RESEDA kz, 

WFAA AP EER I DY 4 Bea Ee MEF, DASE IS eae 

以 下 九 点 : 1) 布 古 良 发 育 的 地 点 ,例如 应 指出 它 是 发 育 在 低下 的 

” 滥 泽 化 地 区 呢 ， 还 是 发 育 在 湖 的 窄 地 的 底部 “湖水 已 外 沪 的 守 或 
泥 谈 化 的 蛮 ); 2) 指出 它们 的 大 小 和 形状 《面积 、 最 大 的 高 度 ̀ 项 

ASLO AE. HPA AAR. SAA AIA; 3) 指 出 小 丘 的 构造 和 

状态 ( 布 古 良 内 部 有 没有 冰 体 ,小 丘 正 在 发 展 还 是 业已 遗 到 破坏 ) 

4) 水 源 〈 在 南方 应 查 明 形 成 布 古 和 良 的 地 下 承 压 水 《momrseMHEIe 

HONOpHble BOIBI) 类 型 ,在 北方 应 当 查 明 小 丘 是 不 是 在 湖泊 中 间 

成 长 起 来 ， 在 这 样 的 情况 下 这 种 湖泊 会 变 成 一 个 环 和 绕 着 小 丘 的 水 

环 ); 5) 应 藤 指 出 布 古 和 良 出 现 的 时 间 和 它们 的 季节 变化 《指出 在 : 

严寒 的 时 候 从 旧 的 布 古 良 漏斗 中 是 否 有 冰 桩 突出 来 ， 在 平时 从 漏 ” 

斗 中 是 否 有 水 冒 出 来 ); 6) 探求 旧 布 古 良 破坏 的 整个 阶段 ( 探 明 项 
部 和 条 坡 的 怨 裂 情况 )， 查 明 裂隙 主要 是 在 哪 一 个 坡 上 发 育 起 来 
的 , 顶部 有 没有 沉陷 , 其 中 有 没有 形成 漏斗 , 漏斗 有 没有 被 水 充 卉 ， 
水 有 没有 突破 漏斗 的 缺口 并 且 有 没有 从 缺口 中 流出 ， 漏 斗 中 有 疫 
有 出 现 木 本 植物 ， 布 古 良 的 破坏 是 否 引起 融化 湖 的 形成 。 

16. Erith (6YrpwcTble mapu, 2 BiB Aw MorynpHykW) 

Sf WERE, A ea a ORE BCA 

7 Fee SEE YA FE LE, 小 丘 的 相对 高 度 狗 在 0.5 一 上 米 之 搁 启 

~ 

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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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为 数 米 ， 丘 雯 之 间 为 沼泽 化 的 地 段 ， 其 中 充 卉 着 泥炭 - 洪 泥 物 ， 
A, LMS Be SARA MAA, 

PIF FDL by Ba aE MOIETIES, 其 中 包括 : 1) 丘 
is BE Zak BAO Hd SE; 2) 丘 塘 在 多 丘 填 地 地 面 的 
耸 布 情况 《单个 的 、 成 粗 的、 成 列 的 、 成 带 的 ); 3) 每 一 小 丘 在 平面 

WE), 还 是 沿 着 妊 坡 伸展 的 〈 在 价 科 地 段 ); 4) 它 的 地 形 形 态 是 

凸 起 的 (在 烙 士 和 撤 填 地区) ,还 是 几乎 平坦 的 (在 砂 塘 土 和 砂 士 地 

的 
物质 的 性 质 , Herb Ass Ae, BE GH BWP AK 
ASDA. BRE 碎 石 、 木 质 、 炭 质 化 石和 铁 质 车 核 等 等 ; 应 当 按 不 
同 深度 分 别 指出 它 的 湿度 ， 找 寻 这 里 有 设 有 能 饮 赁 以 发 现 冻 层 上 
部 水 的 标记 以 及 这 里 有 设 有 冰 夹 层 和 冰 透 镭 体 ; 指出 冻 土 的 特征 
和 埋藏 深度 。 

在 描述 丘 间 小 浅 盘 地 和 塘 间 覃 地 的 特征 时 ， 应 该 指出 现代 苔 
兆 植 被 和 死亡 的 泥炭 物质 的 厚度 ， 它们 的 颜色 、 成 耸 、 密 度 、 分 解 程 
度 和 温度 以 及 其 中 有 没有 其 他 杂质 。 

” 瀑 好 能 通过 多 丘 填 地 的 小 乒 和 小 浇 从 地 作 一 条 横断 面 ， 同 时 

沿 着 断面 采集 标本 ,以 便 进 行 机 械 修 析 与 土质 湿度 从 析 ( 标 本 应 当 
。 沼 垂直 方向 每 隔 10 厘米 采集 一 灵 )， 以 便 对 泥炭 的 植物 组 成 、 花 
Dy, DW Ga i RE (BAB 18 章 )。 

对 多 丘 填 地 区 进行 全 年 的 长 期 观察 时 , 其 主要 任务 有 二 ,第 一 
应 当 确 定 多 丘 填 地 区 冻 灶 和 解冻 的 速度 和 深度 跟 小 区 地 形 、 土 质 
土壤 和 植物 群落 等 的 依 顿 关 系 〈 应 在 全 年 里 对 土壤 的 膛 度 和 湿度 
进行 平行 的 观测 ); 第 二 确定 士 质 膨 胀 和 龟 裂 的 情况 ,研究 溶解 体 

” 流 到 二 面 的 现象 ， 功 年 丘 的 形成 情况 以 及 幼年 丘 的 逐渐 成 长 过 程 
和 进一步 唱 到 破坏 的 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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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地 下 水 

在 分 布 有 永 冻 层 的 地 区 进行 地 下 水 的 研究 ， 完 全 可 以 和 采用 一 

般 的 水 康 地 质 研 完 方 法 ， 但 是 在 应 用 这 些 方法 时 应 亦 考 虑 当地 的 

特殊 自然 地 理 条 件 , 特别 是 活动 层 范围 中 的 地 下 水 〈 冻 层 上 部 水 ) 

出 现 的 特殊 性 质 , 考虑 地 下 水 埋藏 的 特性 和 在 永 冻 层 中 的 状况 (并 

层 中 部 水 )， 及 及 在 永 冻 层 下 的 状况 ( 冻 层 下 部 水 )。 

AE §18—24 中 将 叙述 水 妇 地 质 观 祭 的 专门 方法 。 必 须根 据 等 

高 线 图 、 地 瑶 图 或 者 第 四 各 沉 积 图 来 入 纵 水 成 物体 (冰冻 -水 文 地 

质 烷 合体 一 一 泉 、 井 、 土 冰 锥 和 发 育 有 化 石 冰 的 地 段 ) 的 分 布 图 。 

18. ZRE_E=B2K (uagmepsnotupie Boge) 

研究 冻 层 上 部 水 时 ,应 当 查 明 冻 晨 上 部 水 的 埋藏 条 件 (其 中 外 
括 含水 兰 的 成 区、 岩石 的 裂隙 度 和 和 孔 辽 度 等 ); 查 明 大 气 降水 穿 过 
含水 闭 流 太 冻 层 上 部 含水 层 的 情况 ， 查 明 水 豚 在 含水 野 中 的 循环 、 
以 及 这 些 水 豚 在 冬天 变 成 冰 豚 的 情况 。 应 鼓 指出 含水 晨 的 厚度 ， 

冻 层 上 部 水 的 水 源 和 状 况 以 及 它们 同 其 他 类 型 的 地 下 水 的 关系 ; 

指出 水 的 波 相 和 固 相 、 它 们 的 相互 联系 相互 转化 和 季节 性 ; 指出 

水 量 在 冻 和 车 和 解冻 时 的 变化 ; 指出 水 面 从 自由 面 过 滤 到 承 压 面 的 

性 质 以 及 随 着 这 种 过 滤 而 产生 的 现象 〈 水 的 还 度 状 况 一 一 冻 和 苦水 

和 非 冻 车 水 ); 水 的 化 学 情况 一 一 水 中 是 否 含有 很 多 的 有 机 物质 和 

腐 殖 酸 。 
仔 狂 地 进行 了 水 文 调 查 忆 后， 就 可 以 根据 列 有 这 些 地 下 水 的 

WIE ASE ATR A, Baill STB EAR AOAC; 用 一 定 的 

AL SARA AS EK EMA R, RATE 

层 上 部 水 和 不 冻 苦 的 冻 层 上 部 水 彼此 区 分 开 来 ， 指 出 冻 层 上 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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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野 在 各 个 季节 中 的 厚度 和 埋藏 深度 。 

19. FRE BBIK (meimepssorusie Boab!) 和 化 石 冰 分 布 的 条 件 ， 

研 完 冻 层 中 部 水 的 该 相 和 固 相 ， 确 定 它们 的 埋藏 条 件 、 产 状 、 

水 源 状况 和 水 源 性 质 以 及 确定 冻 层 中 部 水 处 在 落 相 状态 时 的 流动 

情况 ,水 尖 (aarmrop)、 逮 度 和 化 学 变化 气体)。 必 须 研究 化 石 冰 

-(〈 包 括 被 冲积 物 掩 盖 的 全 部 冰 体 在 内 ,不 间 它 的 成 因 如 何 ) 同 自然 
条 件 的 关系 , 它 的 产 状 、 发 生 类 型 、 粗 成 、 和 结构 以 及 它们 和 转 兰 的 关 

DEBRA BA OAK BO} AB AT Pl BPA SRE ZA EY HR 

关系 :al) AMG CHEBA MMP PUKAIES); 6) 地 形 特 

点 ; 其 中 包括 化 石 冰 与 负 向 地 形 ( 侈 地 、 河 谷 、 牙 水 界 的 平坦 较 部 ) 

的 关系 ; B) KIC; FT) 植被 和 动物 界 ( 丰 富 的 植物 群 的 存在 ); 北 、 

极 狐 和 行 鼠 在 丘陵 斜坡 上 没有 化 石 交 的 茧 燥 土 层 中 合 造 出 来 的 洞 

Re 
De hte (OA KARE PR AO A, De TE UT 

FEA LAKH SRA RR Ee, 

20. 化 石 冰 的 产 状 

化 石 冰 的 产 状 可 有 共 为 三 类 : 1) BR MESRY ( 冰 夹 层 常 
常 和 态 质 土 交互 成 层 )， 这 种 化 石 冰 是 地 表 沉 积 物 的 特征 ; 2) IK 
状 的 , 这 种 化 石 冰 在 很 大 的 距离 内 保持 一 定 的 方向 , 可 以 在 各 种 不 
加 的 深 处 遇 到 ; 3) 不 规则 的 一 一 块 状 . 划 状 、 兰 株 状 ， 这 种 化 石 冰 
同样 也 可 以 在 不 同 的 深 处 看 到 。 应 该 为 第 一 类 化 石 冰 分 布地 区 的 
轮廓 给 一 略图 ,利用 据 坑 和 个 孔 的 方法 确定 冰 体 的 厚度 ;为 了 镭 定 

冰 体 的 物理 性 质 , 可 以 利用 柱状 钴 孔 的 方法 ,以 便 取 出 构造 未 被 破 

坏 的 冰 体 标本 。 在 有 豚 状 冰 的 情况 下 , BBA DK EE, oe 

以 及 它 的 厚度 ; 查 明 冰 豚 是 一 个 单独 的 支脉 呢 , 还 是 在 更 深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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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E Kook AARC Ao, BUSH aA EE He HSC 
Sth FORGE ME FEHOTIE ROU, ae oP ka Fe 
HET SAUTE BLD, TERRI, A WIFEY, TH 
FLD SAE TSE CP uk tk 2 Eo EY) DK SB RE DK 
MZ EWES), YEA BPM, IDEA AES 
EMBL SMALRICAK. WEARER, we 
My SSC DACRE MEERA A AE 
近 化 石 冰 处 的 变化 。 

21. 化石 冰 的 发 生 类 型 

在 研究 化 石 冰 的 天 然 露头 时 ， 应 鼓 查 明 这 些 冰 体 是 包含 在 沈 

积 岩 中 的 基 岩 冰 呢 ， 还 是 由 于 地 表 水 或 冻 层 上 部 水 在 不 售 冰 的 兰 

水 中 发 生 冻 董 而 形成 的 血 乳 冰 ， 或 者 只 不 过 是 靠 在 显露 出 来 的 地 

层 . 上 的 冰 体 《例如 ， 被 扼 到 尾 上 、 后 来 又 被 掩埋 的 河 冰 体 或 海 丈 

体 )。 为 了 确定 化 石 冰 的 类 型 , 应 圾 事先 确定 冰 体 上 面 的 顶 盖 完 竟 
比 埋 藏 在 它 下 面 的 冰 体 更 老 一 些 呢 , 还 是 更 新 一 些 。 

如 果 冰 比 顶 盖 要 新 , 那 末 它 就 可 能 属于 下 列 类 型 : a) BERT 
( 鼓 层 中 的 车 晶 形 成 体 ); 6) BAM 〈 由 于 侵入 到 士 内 的 水 遭 到 

冻 苦 而 形成 的 ); B) 由 冻 层 上 部 水 所 烙 成 的 冰 一 一 断 岩 上 的 基 冰 

(KapHH3HEBIe JIPIBIUD; T) 车 核 冰 CHF AK che ST FLAS BI I 

eA IE Bo); oO) 河水 i I wet fa ZEB EAT ARK Ae 

vk area BRHE BIS EM); e) 帕 泥 痰 水 ( 泥 痰 冻 车 时 从 泥 痰 中 

荔 泌 出 来 的 水 ) 而 糙 成 的 冰 ; 2K) 在 喀斯特 地 形 中 由 于 潜水 和 吹 积 
雪 堆 而 形成 的 洞 突 冰 。 

如 果 冰 体 比 顶 盖 要 老 ,， 也 就 是 发 如 果 冰 体 受到 了 询 健 产物 的 

RAR HORE, 那 末 它 可 能 属于 下 列 类 型 : a) 埋藏 冰川 和 冰雪 原 的 冰 

(vk); 6) 死 冰 川 一 一 后 退 冰 川 的 崩 离 体 (orrop 汪 keHeI; B) FA 

被 埋藏 的 雪 堆 而 形成 的 冰 ( 例 如 因 雪 堆 充 霸 窒 地 而 形成 的 冰 体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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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k (0) TA ZEB rh PA AAS OHO PE Rk; T)- 
被 至 藏 的 环 锥 (Hanenu) (Bi UK, 这 种 冰 体 由 于 气泡 作用 而 带 白 
色 , 有 时 含有 士 粒 )。 

应 蔽 注意 埋藏 冰川 所 形成 的 互 冰 ( 石 冰 )， 研 究 这 种 互 冰 时 应 
当 研 宪 在 它 的 顶 盖 里 发 奇 起 来 的 条 带 状 壤土 ， 这 种 壤 士 具有 很 好 
的 季 和 性 层 理 。 应 当 描述 共 布 在 海岸 上 的 化 石 冰 的 特殊 形 态 音 

5G, Herb see AK, 上 部 下 四 的 冰 壁 、 带 有 冰川 柱 和 垂直 开 的 
坡 也 、 下 部 水 壁 、 由 冲刷 作用 而 形成 的 洞穴 、 冰 海底 并 描述 海岸 破 
坏 的 动态 (参看 第 10 章 )。 

22. WAKER 

WEIL wEee A, 其 中 包括 : a) 坚硬 程度 ;6) 比 
; B) ek (利用 放大 僧 ) (其 和 结构 为 粒状 糙 晶 的 一 一 这 是 一 种 矿 
Wats p HOU KE ; 致密 的 一 一 在 充满 了 冰 体 的 岩石 中 ; 多孔 的 一 一 
各 个 孔隙 被 冰 充填 ); T) 构造 : HEM R— KIRA: BH 
一 一 冰 夹 层 和 矿质 体 交 互 成 层 ; FSR A AK 
乱 温 谷物 ; nm) 包 体 (BKrIOdeHze) 的 性 质 和 分 布 , 气 体 的 含量 和 租 

Bis e) 化 厂 冰 附近 的 和 距离 化 石 冰 很 远 的 土屋 温度 。 
于 为 了 研究 顶 盖 兰 石 、 钴 垫 兰 石和 其 中 的 化 石 冰 及 其 包 体 的 物 
理性 质 与 化 学 成 修 , 应 尽 采 集 一 些 标 本 。 标 本 必须 是 有 代表 性 的 ， 
要 能 反映 出 所 研 宪 的 岩石 或 冰 的 特性 。 如 果 兰 石和 冰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那 未 可 以 多 取 一 些 标本 。 一 部 分 标本 必须 是 未 被 破坏 的 土 层 
CASAS TS), 或 者 是 处 于 天 然 湿 润 状 态 的 ; 应 讨 在 标本 上 面 浇 上 
一 野 石蜡 。 最 好 能 把 兰 石和 构造 冰 的 标本 拍 成 照片 ， 大 附 上 分 度 
直 威 比例 尺 。 应 当 在 零下 温度 下 将 准 本 运 迁 出 去 。 

23. 永 层 下 部 水 

研 窒 冻 层 下 部 水 时 ， 应 当 耸 别 指出 以 下 几 点 : 1) eke 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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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E; 2) EB ee A Ab COE HOB E PISERO), . 
卉 充 在 有 裂 孙 里 的 物质 是 冰 还 是 冻 土 ; 3) 水 的 深度 〈 不 深 , 还 是 很 

深 ); 4) 水 的 发 生 类 型 ( 洪 积 的 .喀斯特 的 ̀ 层 状 的 :有 裂隙 的 、 裂 隙 - 

FRAKED); -5) 水 头 的 性 质 ， 它 们 的 物理 和 化 学 特性 以 及 与 水 有 关 

的 冰 雏 。 以 地 形 和 地 里 原 划 为 依据 在 冻 层 下 部 水 的 水 文 图 上 用 一 

- 定 的 符号 分 别 指出 冻 层 下 部 水 的 埋藏 深度 和 各 种 不 同类 型 的 冻 层 

下 部 水 的 耸 布 情况 。 可 以 作出 冻 层 下 部 水 的 水 文化 学 和 

水 量 地 图 。 

24. R 

研究 时 应 当 决 定 泉 的 类 型 。 泉 的 类 型 可 分 为 以 下 几 种 : a) 和 

冻 层 上 部 水 有 关 的 下 降 泉 以 及 通常 和 冻 层 下 部 水 有 关 BEAR: 

6) 固 定性 泉 ( 这 种 泉 的 肖 水 量 、 成 分 .时 度 和 山口 地 点 都 是 固定 的 ) 

”和 非 固定 性 泉 ( 芝 种 泉 的 少 水 量变 化 得 剧烈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就 必须 

作 反 复 的 观 祭 )。 

测量 泉 的 肖 水 量 时 ， 最 好 的 时 间 是 2 一 3 月 或 则 9 一 10 月 ， 
因为 在 2-3 月 的 时 候 ， ALR, ABA 
精 , 而 另 一 些 泉水 则 相反 , Hk RIM; BIT 9 一 10 月 的 时 
候 ， 活 动 层 发 生 最 大 程度 的 融化 。 必须 注意 果 水 出 口 地 扣 和 地 形 

单元 的 关系 以 及 泉水 附近 的 土壤 的 情况 怎样 。 

应 当 研 究 泉 水 析出 气体 的 情况 ， 因 为 泉水 的 出 口 往往 会 由 于 

冬 冻 而 趋 于 不 国定 〈 应 鼓 根据 河流 中 到 了 冬天 在 冰 下 面 有 气泡 析 

”出 的 这 一 事实 来 确定 地 下 水 的 出 口 )。 探 查 气 泡 的 最 有 利 时 间 是 

8 一 10 月 和 3 于 月 。 在 进行 观察 的 时 候 ， 应 当 同时 进行 水 温 测 
量 代 在 泉水 流 到 土壤 表面 的 地 方 乐 集 水 的 标本 。 

观 罕 水 并 时 应 查 明 以 下 几 点 : 1) BEES TPKAK CK 

鱼水 来 进行 检查 ); 2) 井 水 有 没有 冻 和 车; 3) 水 质 怎 样 随 季节 的 变 

化 而 变化 ; 4) 并 栏 有 没有 变 成 凸 状 (在 测量 井 水 水 位 时 要 考虑 到 

rr ss eee ee e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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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栏 的 变动 情况 )。 此 外 应 查 明 该 居民 点 在 冬季 和 夏季 是 怎样 解 . 

决 狂 水 问题 的 (是 利用 冰 来 代替 水 呢 , 还 是 利用 深渊 里 的 质量 很 低 

的 水 )。 

25. 7 of 

PFE MS ACUI MHA ZERO, 其 中 包括 : 1) eRe EDK A 
fs 2) 冰 的 厚度 和 冰 焉 水 层 的 厚度 ; 3) 在 河流 上 是 否 可 以 看 到 

“ 野 2 冰 (被 空气 腔 所 从 开 的 一 些 冰 层 ); 4) 河水 是 否 一 直 冻 车 到 
YE; 5 只 在 很 洪 的 地 段 (“amHBI2? ) 冻 车 呢 , 还 是 连 深 水 区 (nrec) 

te; 6) 河 底 有 没有 冻 车 和 冻 千 到 什么 深度 。 应 当 把 冻 千 得 较 
退 的 地 段 、 只 带 有 一 层 薄 冰 的 地 段 或 完全 不 冻 车 的 地 段 CHUA“ k 
Pe’. “ARR ATK OH) 标 出 来 。 研 究 它们 与 热 喷泉 或 
VP HORAK, 指出 河流 中 由 于 地 下 水 而 出 现 了 冰 雏 的 地 段 ;指出 
深水 区 的 水 里 到 了 冬季 是 否 变 坏 , 在 河流 中 是 否 可 以 看 到 角 群 “ 集 
引 区 2( 当 地 居民 有 没有 利用 这 些 被 隔 稳 在 “鱼池 ?中 的 危 ); HS HK 
.在 春季 的 融化 时 的 特征 。 

河 底 地 下 水 的 较 大 出 口 可 以 用 以 下 几 种 不 同 的 方法 来 确定 : 
1) 温度 测量 ; 2) 根据 气体 的 喷 出 ; 3) 根据 水 的 化 学 成 从 的 变化 。 
河水 在 有 地 于 水 出 口 的 地 区 往往 不 会 冻 千 或 冻 糙 得 较 迟 的 这 种 现 
Sy, ”同样 是 这 里 有 地 下 水 出 口 的 一 种 标 读 。 在 夏天 ， 当 我 们 在 和 后 
此 相隔 一 定 距 离 的 不 同 地 段 内 测量 河水 的 流量 时 ， 如 果 疫 有 地 表 
支流 流入 的 话 ， 我 们 就 可 以 发 现 流量 沿 河流 从 上 游 向 下 游 加 大 的 
现象 。 

26. sii 78 

研究 湖泊 时 , 应 当 查 明 下 列 几 点 : 1) WAM AY eA evra 

的 、 ALY); 2) 四 地 是 不 是 一 年 比 一 年 增 大 ; 3) WKAR 

有 永 冻 层 ; 4) 湖岸 , 特别 是 新 鲜 的 岸 辟 中 有 疫 有 化 石 冰 ; 5) 是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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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KE: 6-) SSEMERADEREE, SAREE 
WRI, CGHBRRAAR_—FHAZSABSERS ACRE 

T#; 7) BEKARAEMTRED FREER; 8) 在 地 形 抵 

BMRA LARS (saxonceppupopanHHe o3epa), 
LHD L—-AREN LER AK. KL, BH 
FMBHZERTE, SPRRRERABEVBR, WERK 

Elk, —?*HRAS—7TE, BEZRAM (Canac?) Lees 

we ; ; “4 

应 指出 入 训 痢 的 动态 特性 ， 其 中 包括 不 同 渤 度 的 水 在 分 布 上 

的 成 层 性 , 水 的 密度 和 含 赣 度 ; 可 误 部 在 什么 时 黎 冻 竺 7 BKK 

时 候 的 膛 度 , 冰 的 春季 融化 过 程 是 怎 桂 发 生 的 。 

kSE (Hazmerma | 

27. BRHESHAE 

BEkKAH, AVOURRDRESK, DIOR 
BK, AU—-PHRAAKEH, KESEFRMMENDER, 
EXSGRARREPASRHAN, HSEHKEHRAORD - 
SER SKEET SAMAK AK RSA 
i, ARRERHSSER, SRT CHAR DER 
RS, S$ LELRDE BTR SSS RS, 是 不 可 能 
的 。 | 
ARBERAEAAKEN, MEA SMERKSORRA 

KEE, EESE, BEAMS KERSA, BY 
把 研究 冰 敌 时 所 得 的 至 部 材料 二 在 日 二 中 。 在 日 记 夭 中 必须 训 明 
以 下 玫 点 : 1) 怖 查 机 关 的 名 称 和 地 址 ; 2) 观察 的 日 期 和 观察 者 
的 名 单 ; 3) KENRESHAE: 4) TERED. 辣 
时 还 疼 须 在 野外 把 冰 色 的 所 在 地 卉 在 地 图 上 ， 和 在 这 个 好 需 写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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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e 63k MKSER LM SB. 
BRB 1: 100,1:2002R1:1,000 等 比例 为 成 群 或 全 

别 环 铂 和 作出 一 张 平面 图 ， 对 于 很 大 的 冰 雏 则 可 按 1 : 10,000 HOH 
例 作 再 平面 图 , 图 中 应 当 每 隔 0.5 米 作 出 一 条 等 高 装 并 忆 下 它 的 
Ft, FEMALES LAB. FERRER 
0, 周转 的 植物 群 、 道 路 、 受 冰 雏 损害 的 建筑 物 。 在 平面 图 中 应 附 

上 冰 铂 的 稳 章 面 和 横 剖 面 。 

23. 冰 锥 的 类 型 及 其 地 理 位 置 

RAE BH RE, 冰 雏 可 以 耸 为 以 下 几 种 : a) PAK KE: 
6) HAR ADKSE (包括 泉水 冰 雏 在 内 ); B) 混合 冰 刍 。 在 河水 冰 雏 

”市 买 有 一 种 岸 边 了 未 匀 ;区 是 上 涨 的 河水 沿 着 河流 冲积 物 上 升 到 河 
岸 形成 二 避 以 后 ， 双 从 河岸 流向 河床 的 一 种 冰 雏 。 地 下 水 冰 铀 又 
WA: 冻 层 上 部 水 孙 雏 和 冻 层 下 部 水 冰 雏 。 在 地 表 所 形成 的 冰 
SET] Ht LKR LEENA PK, KPA 

«KE, EAM, RATORER RRR RE OS 
的 或 者 是 彻底 的 解决 ， BEES ATERRER SE hee 
附带 条 件 。 

必须 稍 定 冰 负 的 地 理 位 置 ， Ho Lk SHE Hh 2 BOSE BE RIES UKE 
所 在 地 的 行 至 单位 名 称 、 它 的 稻 对 高 度 (进行 精确 的 水 准 测量 或 气 

RSEWE, 或 者 根据 地 图 的 等 高 存 ), HERA. BRA. 
王 形 单元 《在 坡 脚 共 布 有 冰 雏 的 玫 坡 的 朝向 和 侦 角 ) 等 的 相对 位 
2. MRAMAKSE, RY PME KEELE EN, 
HER (A FR, ATR VIR) HOF EIS PK: HMMS 
章 元 的 相对 位 置 , 也 就 是 指出 冰 雏 是 生 在 谷底 呢 , 是 生 在 坡 脚 呢 ， 
EER LUE, 还 是 生 在 哪 一 般 阶 地 上 (指出 它 的 高 度 、 实 度 、 
有 长度、 避 割 的 程度 ) ; 指出 它们 高 出 水 边 礁 和 谷 万 的 和 对 高 度 ( 应 当 

”可 据 冰 雏 同 河流 或 河床 彼此 垂直 的 方向 来 加 以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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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冰 锥 形成 地 点 的 地 理 条 件 

在 研究 冰 雏 时 , 对 于 冰 匆 作用 的 地 区 应 作 简 短 的 地 里 描述 ;也 
就 是 指出 岩石 的 成 共和 产 状 ， 附 近 有 无 构造 断裂 现象 以 及 围 热 冰 
雏 体 的 绑 石 的 性 质 . 此 外 还 应 查 明 冰 铁 附 近 地 段 的 水 雍 地 质 特 性 ， 
其 中 包括 含水 层 或 含水 裂 障 的 露头 、 冰 雏 下 有 无 含水 的 融 区 以 及 
它们 与 冰 雏 的 关系 ， 冻 层 上 部 含水 层 的 厚度 和 冻 晨 于 部 水 流 运动 
的 方向 、 永 冻 层 的 埋藏 深度 和 特征 冬季 冻 车 的 深度 等 等 。 

在 测量 冰 铁 时 ， 可 顺便 对 冰 铁 周围 100 米 范围 内 的 雪 盖 进 知 
观 佬 (参看 第 13 章 )。 在 研究 河水 冰 雏 时 ， 应 该 描述 水 流 的 水 妇 
地 质 状 况 〈 可 以 用 访问 而 得 的 材料 和 文献 的 材料 来 作为 描述 时 的 
一 部 从 根据 ), 其 中 包括 河床 和 河岸 的 构造 与 特征 ,流速 和 流量 、 冰 
的 状态 ( 它 的 变形 )、 未 冻 糙 或 迟 冻 车 的 河流 地 段 ( 冰 窟 竹 ) CEM 
往往 是 冰 雏 水 的 出 口 )。 注 意 人 工 建筑 (道路 ,沟渠 .生火 的 建筑 物 
或 不 生火 的 建筑 物 等 ) 在 冰 雏 形成 中 的 作用 ;指出 建筑 工程 的 兴建 
有 没有 引起 植被 的 死亡 和 党 石 的 出 露 , 有 没有 引起 含水 层 的 解冻 ， 
有 次 有 使 含水 土 层 在 严寒 时 完全 或 局 部 地 冻 和 车 ， 有 没有 使 冻 层 上 
部 水 在 其 流动 道路 上 形成 冻 土 塞 , 有 没有 引起 冰 雏 的 形成 和 移动 ， 

30. 冰 锥 的 形态 和 大 小 

指出 冰 雏 的 形状 一 一 是 层 状 的 〈 冰 雏 原 )、 圆 形 的 、 椭 轩 的 呢 ， 
还 是 单 此 状 的 多 紫 状 的 、 冰 柱状 的 、 石 乔 状 的 或 者 瀑布 状 的 。 指 
出 冰 铁 上 小 冰 氏 丘 的 耸 布 情况 。 指 出 冰 雏 和 小 冰 锥 上 面 的 裂隙 性 
A, 其 中 包括 : 1) 裂隙 的 大 小 长度, 袖 度 、 深 度 ); 2) 裂隙 是 否 起 
越 冰 铁 以 外 ， 从 而 使 附近 的 土壤 裂 开 ; 3) BABA AREA OT 
向 ; 4) 裂隙 的 含水 性 〈 干 敢 障 或 是 充填 泥浆 的 裂 孙 ) 5) ZA 
珊 和 消失 的 时 间 与 坎 序 。 此 外 还 应 测量 冰 铁 的 大 小 一 REE 
BE. 面积 , 冰 的 最 大 厚度 及 平均 厚度 (用 掘 坑 或 钻探 的 方法 来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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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BIER PTE LOUK GER, 224 CE bt EW La Sk ESE 

高 的 记号 ;以便 在 夏天 , 冰 雏 融化 的 时 候 根据 总 记号 和 地 面 之 间 的 
” 距离 来 测量 冰 雏 的 厚度 。 最 好 也 计算 一 下 冰 雏 的 体积 。 

UK SEI BER) DUA SER (用 测 角 器 ) 也 可 以 用 交 双 法 (用 
平板 仪 )。 如 果 冰 雏 范 围 不 大 , 可 以 直接 用 您 尺 测量 和 用 目测 法 和 给 
A, ALGER, 不 应 局 限于 仅仅 给 制 冰 雏 本 身 的 平面 图 , 同 
时 应 答 出 冰 锥 周围 的 地 段 ， 因 为 这 些 地 段 能 清楚 地 反映 出 冰 雏 与 

WOT RBCS EE (水 源 )、 植 物 群 (变形 的 树 、 折 断 的 残 株 “ 醇 汉 林 》 
”等 等 ) 的 相互 关系 ;还 应 在 平面 图 上 答 出 横 剖 面 和 炎 剖 面 图 。 应 当 
HAUS TKGE Ke, 其 中 包括 : 小 冰 雏 丘 的 数量 高度、 直径、 形状 、 方 
向 、 合 水 性 乱 们 的 构造 。 冰 上 的 土壤 厚度 , 冰 的 厚度 和 特征 、 冰 
下 晨 的 厚度 (用 掘 坑 确 定 )。 在 测量 时 应 该 把 小 冰 雏 丘 描 葵 下 来 。 

31. 水 与 冰 铁 冰 

应 当 测量 从 冰 雏 中 流出 来 的 水 流 的 涌水 量 或 向 冰 雏 提供 水 源 
的 泉水 的 请 水 量 。 在 春季 , 最 好 是 在 清晨 1 一 2 ASAHI, 
硬 获得 关于 冰 雏 融化 水 水 量 的 得 料 。 尽 可 能 在 靠近 水 出 口 的 地 三 
进行 测量 。 必 须 记 载 观测 的 日 期 、 测 量 的 方法 和 地 点 。 确 定 冰 刍 
永 的 物理 化 学 性 质 ; 其 中 包括 颜色 、 水 味 、 透明 度 、 气 味 (把 水 加 热 
到 30—40° 确定 之 )、 空 气 认 和 其 它 气 体 气 泡 的 数量 和 性 质 〈 人 参看 

第 5 第 6. 第 7 章 )。 
在 冰 雏 水 从 冰 雏 丘 裂 隙 中 流出 的 地 方 或 者 在 向 冰 雏 提供 水 源 

的 泉水 中 ， 用 泉水 温度 计 测 量 冰 雏 水 的 盟 度 。 如 果 水 是 从 几 个 列 

隙 或 几 个 小 丘 中 流出 来 的 话 , 那 末 应 鼓 分 别 在 每 个 出 口 进行 测量 ; 

同时 还 应 测量 茧 处 的 气温 。 
如 果 所 允 到 的 是 河水 冰 锥 ， 那 末 除 了 测量 出 现 冰 雏 地 方 的 冰 

“全 永 的 温度 以 外 ， 关 于 冰 雏 以 上 和 以 下 以 及 河流 最 深 地 段 的 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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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的 资料 也 是 很 有 用 的 。 当 供 痊 孙 雏 的 泉水 析出 气 犯 时 ， 为 了 
研究 冰 雏 水 的 自然 条 件 ， 应 亦 采 集 气体 标本 。 应 该 就 地 确定 冰 的 
Bi ta, GRABER MEE 指出 气泡 和 其 它 混合 物 ( 砂 ; 士 块 ) 在 冰 
FP ROBE PREAMP EOL, 探求 冰 在 垂直 方向 和 水 平方 向 的 物理 
性 质 的 变化 。 | 7 

32. 冰 雏 的 动态 

按照 专门 的 提 灶 对 冰 雏 进行 长 期 定 圣 的 观 佬 或 者 流动 观察 
BY, 但 都 必须 记载 冰 雏 的 成 因 、 它们 的 发 展 过 程 、 它 们 发 展 得 最 旺 
盛 的 时 间 以 及 它们 最 后 消失 的 时 间 ; 此 外 也 应 指出 小 冰 雏 丘 和 裂 
隙 的 出 现 和 上 发展 ， 这 些 现 象 的 区 序 ， 它 们 发 生 和 诊 失 的 时 间 与 原 
El, PERAK Se ee BAe ES BS, kB AMA 
有 水 流 , VK GEE IES RR ZE; 什么 时 候 水 “沸腾 ?起 来 (日 期 ， 
是 不 是 老 是 在 同一 个 时 期 沸腾 的 ), “沸腾 ?现象 延 熏 有 允 欠 〈 是 整 
个 冬季 呢 , 还 是 很 早 就 烙 东 ); 哪些 年 共 没 有 冰 雏 , 没有 冰 雏 的 原因 
是 否 和 茧 旱 炎热 的 年 共有 关 ; 出 现 冰 雏 的 地 点 在 各 年 是 否 随 水 源 
的 变动 而 发 生变 化 : 冰 雏 在 什么 时 候 融 化 (月 芬 , 每 年 是 不 是 老 是 
在 同一 月 分 ); 冰 雏 水 的 动态 (小 冰 丘 在 当时 是 否 仍 在 少 水 ;或 者 已 ， 

RT, RUT REHM SPB EE OM 
样 的 ; BRPALSRBKWIE); 如 果 在 观察 时 未 发 觉 冰 锥 中 
有 水 流出 来 的 话 (乾燥 的 冰 雏 )， 那 末 应 鼓 查 明 遂 水 是 在 什么 时 候 
中 断 的 , 这 种 中 断 是 电 时 的 或 者 最 多 的 ; 有 无 泥浆 、 赭 石 等 随 水 三 
起 流出 。 小 冰 雏 丘 在 爆裂 以 前 其 性 状 是 怎样 的 。 = 

ETS 2 RAT BEET HOKE, 24S BURNT 
loi RES, MEARE. AEE, CMB 
动 的 距离 和 方向 ; 它们 的 移动 情况 如 何 ; Mestre HA 
上 ,并 把 它们 描 奏 和 摄影 下 来 。 

在 许多 场合 下 , 完全 有 必要 定 出 铜 查 路 线 , 以 便 有 可 能 对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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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 DUT HER BET BRETT 
水 蕉 测 高 的 工作 以 及 重新 采集 水 和 冰 的 标本 。 不 这 样 就 很 难 记 迹 - 
冰 雏 作用 的 动态 。 在 重复 观察 的 时 候 ， 应 该 确定 第 一 次 和 第 二 次 
观察 的 这 一 段 期 内 所 增加 的 冰 量 和 冰 体 增 大 的 方向 〈 用 相应 的 箭 
关 葵 在 平面 图 上 )。 在 第 一 交 测 量 时 所 画 成 的 冰 雏 平面 图 和 剖面 
图 上 用 彩色 介 墨 笔 或 者 彩色 锁 笔 措 上 冰 体 增长 的 水 平面 轮廓 ， 并 
让 上 居 查 的 日期 。 在 重复 观 佘 的 时 候 ， 最 好 用 水 彩 欠 冰 雏 和 冰 锥 
ARLE, DRAKE RABE 

ARH a RA BR ALK ED HE OS — A 
们 , RBZ, 是 利用 它 个 来 作为 供水 的 水 源 呢 , ER TER BATT RL 
的 夏天 , 利用 冰 匆 里 流出 的 融化 水 , 或 者 利用 它们 来 冷藏 易 腐 的 东 
西 ;当地 居民 在 夏季 有 没有 猎 捕 因 逃 避 蚊 虫 而 躲 在 冰 雏 上 的 动物 ; 
See eee neh Ane LReRMURERS HEAT 
用 冰 詹 作为 河上 小 道 。 

土壤 和 永 冻 层 : 

33. 土壤 的 物理 和 化 学 性 质 

在 研究 每 一 观 罕 点 的 土壤 时 都 应 确定 避 点 的 地 理 位 置 、 海 拔 

高 度 、 十 荔 条 件 、 距 最 近 永 泊 的 距离 、 鼓 地 是 否 信 交 被 水 海 没 等 等 。 

应 雹 研究 低温 对 母 赃 的 物理 风化 和 化 学 风化 强度 的 影响 以 及 对 十 

庚 中 有 机 桂 耸 解 的 性 质 、 动 能 和 方向 的 影响 。 确 定 土 层 的 湿度 , 特 

别 是 王 野 的 冰 包 和 度 ， 这 对 于 查 明 那 些 在 人 工 烘 暧 时 跟 土 层 天 然 

埋 了 有关 的 问题 是 极 有 价值 的 。 应 辟 确 定 不 同 深 处 的 土 坟 湿 度 己 

及 温度 在 机 械 成 区 和 芍 化 程度 不 同 的 各 种 土壤 中 所 起 的 季度 变 

砂 ， 应 鼓 特 别 注意 直接 与 永 冻 层 上 界 接 触 的 土 层 的 湿度 。 湿 度 不 
一 致 是 冻 圭 的 特点 之 一 , 因此 要 求 我 们 要 进行 多 坎 的 测定 。 

必须 从 抗 道中 取出 构造 未 遭 破 坏 的 天 然 冻 土 的 土 样 以 测 驹 它 



170 野 外 Ba 查 - i. 

APE SURES EE FEE LEE 
RDF ck Et As ALB EER, 将 标 

本 帮 在 沸腾 的 5 多 HORMEL Heep , 就 可 以 确定 土壤 中 有 没有 曙 类 。 
如 果 溶 液 热 脆 并 且 冒 出 气泡 ， 这 就 表示 土质 有 很 大 的 碳酸 功 性 。 
应 亦 记 壕 从 土壤 淋 洗 下 来 的 帮 类 和 腐殖质 积聚 在 永 冻 层 的 不 透水 
层 上 的 情况 ， 这 些 厅 类 和 腐殖质 常常 会 形成 一 些 矶 类 和 腐殖质 的 
斑点 或 者 形成 整 片 的 别 类 和 腐殖质 的 夹层 。 在 夏季 特别 乾燥 的 区 
域 , 面 类 溶 波 常 常会 由 于 强烈 的 水 从 蕉 发 而 上 升 到 土壤 才 面 , 形成 
是 污 霜 和 路 皮 ; 在 这 种 地 方 ,常常 出 现 有 山羊 、 诽 、 廉 等 动物 。 

34. 外 地 因素 对 土壤 东 千 过 程 和 解 东 过 程 的 影响 

FASE SE BORLA RES, WDA 
ACMI PRS OYE BE HOA Bak 5 EAE FAS HR EHEC FL OD 
进行 补充 性 的 和 检查 性 的 观测 ， 同 时 还 应 每 隔 一 定时 间 在 所 选 定 
的 试验 地 区 进行 一 坎 土壤 冻结 深度 和 土壤 解冻 深度 的 测量 。 进 行 
上 进 这 些 工作 的 时 候 , 还 应 同时 进行 小 气候 的 观测 ( 即 观测 不同 深 
处 的 土壤 温度 , 特别 是 根 从 布 层 的 土壤 温度 、 土 大 表层 的 温度 和 各 
级 土壤 的 温度 ) 以 及 研究 冻 糙 士 和 解冻 土 的 物理 性 质 和 和 采集 供 实 - 
验 室 分 析 用 的 标本 。 测 量 冻 千 厚 度 和 解冻 厚度 时 ， 应 当 总 是 从 土 
塘 玫 层 开始 测量 ， 但 不 应 把 植被 也 测算 在 内 。 在 进行 任何 土方 工 
作 时 〈 例 如 在 开 并 、 挑 穴 和 开光 工作 时 ) 都 必须 把 土壤 的 冻 糙 深度 
和 解冻 深度 记录 下 来 。 

为 了 能 够 用 比较 的 方法 来 查 明 不 同 地 理 条 件 对 并 和 车 过 程 和 解 
冻 过 程 的 影响 , 可 以 沿 着 值得 注意 的 地 段 作 一 些 剖 面 来 进行 观察。 
为 了 很 完善 地 改 明 土壤 的 冻 车 过 程 和 解冻 过 程 的 特性 与 强度 的 问 
题 , 必须 : a) SEK HOHE Be (山顶 、 谷底 、 不 同 坡度 和 不 同 
朝向 的 由 坡 ) 对 土壤 冻 车 过 程 和 解冻 过 程 所 起 影响 ; 6) 研究 各 级 
士 壤 和 土壤 的 不 同 机 械 组 成 对 冻 精 过 程 和 解冻 过 程 所 起 影响 ; 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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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A ARICA ME (地 下 水 的 情况 、 泉 水 出 口 的 远近 程度 ) 对 冻 灶 
过 程 和 解冻 过 程 所 起 影响 ; r) 必须 根据 永 冻 晨 的 埋藏 深度 及 其 对 - 
活动 层 温度 影响 来 研究 十 壤 的 浆 烙 过 程 和 解冻 过 程 ; 区 研究 各 
种 不 同 厚 度 的 雪 盖 对 浆 烙 过 程 和 解冻 过 程 所 起 影响 ; e) 研究 在 不 
同 的 植物 群 和 农作物 的 条 件 下 对 浆 烙 过 程 和 解冻 过 程 的 影响 ; 2) 
研究 次 有 植被 的 要 名 地 区 土壤 的 不 同 将 度 和 机 杖 成 分 对 涉 灶 过程 
和 解冻 过 程 所 起 影响 。 

35. bees 

$a HH Re PAINS] COP ao RAY A SAN), FE ee SERS 

Fa EEF T LI A Tis tT Beg FERS i FP Be BE a BY ESP Ae, 在 日 出 以 

Bi ea See a a A PR RG ALK, SORE SEE A LD BR HP 特 

“ 别 是 地 形 低 陷 的 部 分 ， 这 些 地 方 最 先 在 土壤 中 出 现 冰 壳 和 小 冰 柱 

等 等 。 观 佬 时 应 当 查 明 土 壤 在 冻 烙 得 很 深 的 年 分 和 冻 车 得 不 深 的 

年 分 的 冻 糙 深度 ; 把 冻 烙 得 很 深 的 年 分 和 冻 和 车 得 不 深 的 年 分 记 下 

来 , 应 当 考 虑 到 士 壤 冻 得 最 深 的 时 候 多 牛 在 3 一 4 月 间 。 应 当 查 明 

”开业 层 在 春季 冻 车 得 最 深 的 时 期 是 和 永 冻 层 连 接 起 来 呢 ， 还 是 它 

“ 们 之 问 留 有 一 层 不 冻 精 的 融 区 层 ; 此 外 还 应 查 明 融 层 的 厚度 。 有 

没有 出 现 两 面 丈 精 的 现象 ， 即 融 层 的 上 面 和 下 面 同时 都 发 生 冻 车 
( 陨 区 下 面 是 永 浆 层 ); 为 了 查 明 上 述 这 一 点 就 必须 测量 季节 浆 车 
层 的 厚度 和 融 层 的 厚度 。 

36. 土壤 的 解 东 

应 当 当 确定 解 浆 的 时 间 ， 亦 即 分 别 查 明 在 较 早 开始 解冻 的 年 分 

和 较 迟 开始 解冻 的 年 分 , 土 塘 是 在 什么 时 候 开始 解冻 的 (指出 解冻 

的 月 从 和 日 期 )。 在 采用 长 期 定 圣 方法 进行 观 祭 的 情况 下 , BER AA 

试 胞 场 中 的 才 开 始 融化 的 时 候 起 就 开始 观 代 。 解 冻 深 度 在 30 一 40 

厘米 时 , 可 用 土 链 掘 十 的 方法 来 进行 观 付 , 再 深 一 点 的 请 , 则 可 人 



172 Ss ob Hw HEH + HH 

助 丈 士 钻 孔 器 来 进行 观察。 观察 每 十 天 进行 一 次 。 POR 
测 点 至 少 应当 离 开 前 一 坎 观测 点 1 米 ( 指 钻 孔 而 言 ) 和 3 一 5 米 ( 指 
坑道 而 言 )。10 一 12 月 是 季节 性 解冻 达到 最 大 深 处 的 时 期 。 如 果 
是 在 秋季 , 当 土 壤 上 部 已 开始 冻 烙 时 观测 解冻 课 度 , 那 就 应 当 确定 
土壤 冻 层 和 融 层 的 厚度 。 在 大 月 、 CA. ARAL, 应 当 在 不 同 
的 植物 群 下 ， 在 不 同 的 土壤 和 地 形 条 件 下 牙 别 查 明 要 达到 何 种 深 
度 才 可 以 遇 到 冻 土 层 。 当 冬季 , 冻 层 和 永 冻 层 精 谷 在 一 起 时 , 即 可 
停止 观察 。 

RMA 

37. TEMRAKAEYAAIER 

NHAKEUTEAVAN, MBE A GR 
林 \ 草 地 ,沼泽 ,收场 ) 下 面 的 永 冻 层 的 特征 (其 中 包括 埋藏 的 深度 、 
化 石 冰 的 数量 以 及 活动 层 的 温度 在 植物 生 长 期 内 所 起 的 变化 等 
等 )。 应 详 攻 地 描述 观测 点 的 植物 群 , 特别 是 森林 《其 牛 乌 括 树种 
租 成 年龄 .平均 高 庆 和 直径 \ 木 材 的 品质 和 状态 .小 树 的 狂 成 和 数 
量 ̀ 林 下 木 . 草 本 和 若 世 植 被 ,枯死 的 森林 地 被 物 的 特征 )。 查 明 最 
有 价值 的 树种 生 拆 得 好 坏 的 条 件 。 跟 永 冻 层 的 性 摘 在 不 同 的 地 形 
AEE ASK’, PMR”, 山顶; 山谷 ) 所 引起 的 变化 联系 起 来 
观察 植物 群 所 以 会 迅速 更 替 的 原因 。 指 出 植被 在 山区 具有 互 大 保 
扩 作 用 的 标 读 。 查 明永 冻 层 对 栽培 植物 群 有 什么 影响 Gh 
是 否 发 育 得 很 慢 ,有 没有 夏季 霜冻 和 耕地 下 陷 的 现象 , HD TERE 
的 夏天 是 否 利用 冻 层 的 融化 水 从 ， 永 冻 层 是 不 是 加 速 植物 发 育 的 
原因 )。 | 
SEBEL, AEBS AEE AORN AR A A 

方 ,植物 的 发 育 期 是 否 相同 , 物候 现象 (开花 , MRE) 跟 土 壤 解冻 深 
度 和 解冻 速度 以 及 跟 大 量 冰 雏 存在 的 依 顿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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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木 本 植物 群 的 根系 特点 和 生长 特点 

在 活动 层 中 应 该 注意 根系 发 育 的 特性 ， 其 中 包括 树 根 是 否 集 

让 在 较 温 暧 的 土壤 上 层 ( 人 (表面 根 系 ), SEH EAA PRA HE, YAR 

的 性 能 怎样 。 根 据 树 根 分 布 的 深度 可 以 确定 活动 层 的 厚度 以 及 并 

屋 上 部 含水 土 层 的 最 大 厚度 。 永 冻 层 的 上 层 有 枯 老 的 根系 的 存 

FE, 可 以 属 明 永 冻 层 的 水 平 位 置 不 久 以 前 信 释 上 升 。 

应 特别 注意 植被 的 某 些 专 困 特点 以 及 植物 不 能 正常 发 育 的 各 

”种 现象 ;其 中 包括 : a) 处 在 永 冻 层 上 面 的 树木 的 外 形 〈 树 身 很 后 、 

pt BRE. StH VP. LB UD BPS. BR ETE 

Fie); 6) WHERE MMASLABSRAB LY 

Keim SWAPS RIE; 一 些 有 垂直 树枝 的 树木 科 着 生 

42; 表面 根系 的 树木 在 强风 作用 下 形成 “ 风 提 ?一 一 BeTpOBaTIEI); 

B)“ 酬 汉 林 ”, 醇 汉 林 出 现在 土 塘 膨 且 地 区 ; 此 外 , 在 有 热力 喀斯特 

的 地 区 ，: 树 和 干 往往 会 沉 疫 到 水 中 ; 研究 时 ， 应 鼓 记 述 竖 立 得 不 正 

常 的 树干 的 分 布 、 方向 和 年 龄 ; T) FERRE RERAODKHER, 立木 往 

往 会 在 夏天 茧 熔 和 死记 ; 应 记 壕 生长 在 冰 兰 艇 上 的 树木 的 特征 和 
年 龄 。 

389. 焚 林 区 、 伐 林 区 和 沼泽 化 的 地 段 

“在 新 的 和 旧 的 焚 林 区 和 伐 林 区 , 应 直接 观 你 以 下 各 点 : 1K 
PRAMAS FAKE ORI ORK DUG ER OT BE EFT A Be BE, 
永 冻 层 上 部 表层 的 下 降 ); 2) AMA TELE HTT MIR 
中 ， 其 中 包括 土 层 剖面 有 没有 出 现 紧 密 层 和 变色 层 ， 土 壤 水 和 潜 
水 的 活动 是 否 加 强 ， 冬 坡 上 有 疫 有 形成 融 流 (ormrEIBHHEUD Fe 

fh: 3) 化 石 冰 的 消失 ， 多 丘 状 土壤 表层 的 形成 。 研 究 时 应 当 在 试 

验 地 区 多 次 地 将 植被 焚烧， 以 便 有 系 舟 地 观测 土 层 的 音 度 和 温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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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草地 或 耕地 迅速 沼泽 化 的 地 方 ， 应 访 查 明 发 生 滔 泽 化 的 各 
种 条 件 。 

SVD AACE ES 

40. KARNES 

对 于 那些 全 部 生活 在 土壤 中 的 动物 ( 土 中 蠕虫 ) 或 仅仅 在 土壤 

中 度 过 一 部 分 生活 的 动物 (是 虫 的 幼虫 ) 帮 应 当 进 行 观 你。 应 当 指 

出 动物 在 活动 层 中 所 个 出 的 洞 究 的 特征 ， 其 中 包括 动物 是 在 高 的 “ 

WAEHRWE, OE FRM EER, 土壤 和 植物 群 的 特征 ， 汪 水 所 

在 的 深度 ; 研究 动物 是 怎样 使 自己 的 洞穴 免 受 水 的 浸 渔 的 , 研究 动 

物 是 怎样 准备 过 冬 的 ， 怎 样 构筑 过 冬 的 居所 以 及 怎样 收集 食物 储 

料 , 动物 在 进入 洞 究 过 冬 以 前 用 什么 为 食料 ， 怎 样 在 士 中 过 生活 ， 

冬天 是 否 跑 出 洞 来 或 是 整个 冬季 虱 藏 在 洞 中 ; 在 秋季 的 时 候 , 动物 

何 时 藏 进 洞穴, 在 春季 的 时 候 , 动物 何 时 跑 出 洞 突 , 查 明 所 以 会 发 ， 

生 这 种 现象 的 主要 原因 。 观 佘 两 棱 动 物 、 蜥 蝎 、 几 的 年 周期 的 生活 

情况 。 应 当 观 你 居住 在 一 直 冻 车 到 底部 的 水 泊 中 的 水 生 动 物 的 生 

活 状 次 。 

冻 土 测 和 给 

41 ok 

测 给 浆 土 图 的 实质 在 于 : BRD OH HR, HO. 
候 \ 水 文 地 质 和 土壤 植物 的 特性 ,确定 永 冻 层 在 活动 层 和 永 冻 层 王 
部 土屋 中 的 基本 表现 ， 即 研究 整个 永 冻 层 各 现象 的 粽 合 。 为 了 更 
明显 地 把 整个 竺 合体 表现 四 来 ， 可 忆 用 一 守 的 符号 把 筷 人 和 葵 成 开 
土 图 ,这 个 图 是 以 相应 的 地 形 图 作 基 础 的 。 

冻 土 图 (平面 图 ) 的 类 型 可 以 根据 工作 的 目的 和 研究 的 粗 帮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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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 
应 当 用 一 定 的 符号 在 浆 土 图 上 表示 出 以 下 几 点 : 1) 永 冻 层 的 : 

特性 , 其 中 包括 永 冻 层 的 从 布 特征 ; 它 的 埋藏 深度 ; 层面 的 地 形 ; 永 
冻 层 的 厚度 ; 永 冻 层 在 垂直 剖面 中 的 类 型 ; 隔年 层 和 融 区 的 类 型 、 
活动 层 的 厚度 、 成 从 和 温度; 2) 冰冻 地 形 〈 广 泛 发 育 冰冻 裂隙 的 
HUEY), 土 流 现象 一 - 融 流 、 地 请 ; 热力 喀斯特 形态 (UTR. BAIR 
SP MEHL, UU WIE EH; RAIS AER OK), SEVER 

Hh, 多 丘 填 地 , 融 兹 喷 出 的 地 方 ; 3) 水 的 特性 , 其 中 包括 冻 层 上 部 
合 水 主 层 的 埋藏 深度 和 厚度 , Rok, 有 化 石 冰 的 地 段 , UREA 
VGH BE, 冻 糙 到 底 和 不 冻结 到 底 的 河 段 , 由 泉水 和 热力 喀斯特 
而 形成 的 湖泊 , 河水 冰 锥 和 潜水 冰 雏 ; 4) 成 士 作用 的 特性 ( 士 层 浆 

”和 苦 和 解冻 的 深度 ,构造 二 ); 5)“ 醉 汉 林 ”和 弯曲 的 树干 , 发 现 绥 种 
Bh yi Bis Hy HAS 

葵 制 不 同比 愉 的 冻 土 层 时 ， 应 遵守 下 列 规则 : a) Lo 
钻 并 的 所 在 地 时 , 应 在 它们 号 码 的 后 面 圭 上 一 个 耸 数 , PP 
BAM 活动 层 ) 埋藏 的 深度 , 分 母 为 永 冻 层 底面 埋藏 的 深度 ( 例 

fin, TIT Ne 29.5207); 6) 对 于 永 浆 层 厚 度 一 致 的 地 区 应 在 图 上 

” 涂 答 同样 省 度 的 颜色 ; B) RAL MWS 
或 不 同 的 点 线 使 其 与 等 水 位 和 绕 和 土壤 才 面 水 平 线 区 别 开 来 ; r) 融 
区 和 化 石 冰 的 露头 应 习 尽 可 能 地 从 四 周作 出 它 的 略图 ; x) 用 线条 
(HALA ARLE, JA se AA AER; ce) AG 
PEL) Be An EE J CAL 

现在 我 们 把 冻 土 图 上 的 各 种 标准 图 例 符号 列 在 下 面 ( 见 图 1)， 
应 雯 尽 可 能 避免 在 图 上 作 上 过 多 的 符号 。 除 了 冻 十 图 以 外 ， 可 以 
同时 附 上 一 些 补充 图 (地 质 图 、 地 得 图 、 第 四 各 沉积 图 、 水 分 地 质 
A. ABS) De, SMSC, RA 

” 料 ̀  气 候 图 解 . 素 描 和 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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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近 冰 首 地 区 的 地 形 和 ; RAR 

( 原 书 第 15 章 ) 

C.B RY ERK 

1 # @ 

aT PRAY HOTEL AUR BE 5 He Ba DK) EJ A SK 

#8 (nepuriauvalbHan 30Ha) SRE Se, LEA (comme- 

THOKUMA), VK SANK RVC EAR ( cHexHOe M MOpO3s0e BELBET— 

puBanue), FSB EE ADE EK A Hh EK I UR 

条 件 下 进行 的 。 而 且 , 在 冰川 复 盖 的 地 区 , 当 冰 川 消失 以 后 ,也 同样 

成 为 这 些 作 用 的 活动 场所 ; 而 冰川 的 南 界 也 就 随 而 向 北 移动 了 。 

在 欧 亚 和 美洲 北部 发 育 着 现代 冰冻 层 的 地 区 ， 可 以 在 活 的 状 
态 下 研究 这 些 过 程 。 在 山区 森林 界限 以 上 的 地 带 , 特别 在 没有 植被 

复 盖 的 地 段 , 虽然 也 出 现 着 这 些 过 程 ,但 强度 比较 小 一 些 。 

大 部 从 和 冰冻 地 带 有 关 的 一 些 现象 在 第 14 BE ASE, 

冰冻 风化 作用 的 研究 在 第 2 章 中 也 谈 到 了 。 因 此 ， 我 们 在 这 里 主 

要 是 讨论 那些 不 仅 在 活 的 状态 下 可 被 发 见 ， 而 且 在 “ 死 的 >"(MepT- 

Bhi) 状态 下 也 能 发 见 的 地 形 和 涡 积 物 ， 同 时 也 讨论 那些 远 距 冰 

”并 区 的 现代 南 界 卉 且 业 已 处 于 化 石 状 态 的 地 形 和 沉积 物 。 这 些 地 
FERN CARD BENS A BE AASB Po RRO SG SRE Re RAAB, 

由 于 上 述 这 些 过 程 所 形成 的 中 地 形 和 小 地 形 ， 在 气候 好 转 的 

情况 下 , 就 变 成 了 “ 死 ” 的 形态 并 为 植物 群 所 复 盖 。 而 在 进一步 遭 

造 以 后 ,就 完全 消失 了 原来 的 形态 。 在 较 南 的 地 区 , 主要 是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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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A —§ PA 9 A —— FE A «He 
A> 永 冻 层 ; 最 明显 的 诈 据 是 : LUA, SEAR RES eT RAKE 
BBR, 有 时 也 保存 着 不 对 称 形 态 的 河谷 。 

研 完 这 些 过 程 有 着 很 大 的 实际 意义 。 因 为 ， 第 四 各 沉 积 物 大 
BMI BE (甚至 于 很 楼 的 妊 坡 ) 移动 , 这 样 就 改变 了 寻找 有 用 
矿物 的 条 件 ; 形成 一 些 特殊 的 \ 整 个 移 位 的 冲积 矿床 以 及 其 他 现象 
(参看 参考 妇 献 [11])5 这 些 作 用 也 会 引起 房屋 、 道 路 和 矿坑 设备 
的 变形 。 

在 近 卫 用 地 带 , 除了 这 些 和 和 气候 特性 有 关 的 特殊 过 程 以 外 , 也 
发 生 着 一 些 较 一 般 的 、 由 河流 和 风 的 作用 而 形成 的 过 程 , 如 冰 水 沉 
积 物 的 堆积 和 阶地 的 形成 〈 参 看 第 4 章 和 第 12 章 ); 而 在 离 冰 咱 
较 远 的 地 带 则 有 着 冰川 = 区 力 沉 积 物 的 堆积 (参看 第 .3 章 )。 

_ 2. 土 流 作用 (conn 中 mokuywa 一 一 redehye nous) 

王 流 是 充满 子 水 的 上 部 活动 层 顺 着 永 冻 层 层 面 或 季节 性 冰冻 
层 的 层面 请 动 的 一 种 现象 (参看 第 14 章 )。 这 种 请 动 不 葵 是 在 陡 
Pe EMR 2 OEE) 都 会 发 生 。 主 要 的 原因 是 因为 
活动 层 被 融 水 和 两 水 过 分 尘 温 并 且 受 到 了 重力 的 作用 。 在 解释 十 

流 生 式 的 假 悦 中 ; HAI T PSMA, Ban BRI, 
当 温 度 从 零度 以 上 转 到 零度 以 下 或 者 从 零度 以 下 塌 到 零度 以 上 时 

《 邹 冻 车 和 解冻 时 ) 所 发 生 的 体积 变化 以 及 水 在 温度 从 0° 到 4? 时 
所 上 发生 密度 降低 。 少 湿 的 砂 质 粘土 (necdaHo-TJIHHHCTPIe Bra- 

TOeMKHe TpyHTPI) 具有 最 大 的 流动 性 。 大 块 的 碎 丑 物 质 的 运动 

则 有 另 三 种 性 质 (参看 $ 3), MBE, 每 年 从 数 耸 米 到 数 十 米 
不 等 。 

在 目前 ， 对 于 主流 沉积 物 还 研 窒 得 很 不 够 。 土 流 沉 积 物 的 一 
般 特 征 是 疫 有 层 理 和 从 选 性 , 这 就 使 它 和 矿石 互 碟 粘 士 (Mopen- 

_Hag BaityHHag FIHHa) 相似 。 滑 动 使 基层 发 生 折 化， 使 请 动 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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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端 向 上 答 起 而 形成 一 些 与 边 烁 相 平 行 的 坤 状 物 ; 在 研究 士 流 的 

坡 坎 Cyeryn) 时 , Pew SARE HMA eee) 

By ey ea 8 le) ; (AS AEH FP ABE, FERIK NRE INE ASE 

HRA, ME WAMRMKRE BAL, TRL ALE 

AUER, HERKREEESKET MAMA (1); HERR 

APREEMRR MRR, LE 

动 数 百 米 远 的 物质 和 粗 成 的 (BAS 

考 文献 [2 ])。 

”图 1 位 于 风化 矿石 (B) 雪 面 的 具 peehilledbinica rents des 
ARC (6) HE (2) § BAB. EMELDRMBD 

cy Salles A.M. 和 次 积 层 的 分 布 同 它们 的 外 形 运 动 

Fin KIRK, PRG DIK 

Wi, FEAL CREP) 进行 观察 , 可 以 为 我 们 提供 最 精确 的 

rae. | 

+352 (connprwxKuMouHEt mytacT) 土 流 层 是 一 种 在 

数 百 和 数 千 平方 米 的 大 面积 的 科 坡 上 滑动 的 活动 层 。 研 究 时 应 访 - 
MELE MMR; 指出 以 下 几 点 : 1) bf (pepxunit xpait) 是 

和 否 很 明显 ; DAG ARARACHLR SH); 3) 士 流 层 

的 厚度 (包括 从 上 到 下 的 厚度 和 下 烁 附近 的 厚度 ); 4) EDR 
ROSE TRD; 5) 土 流 层 向 小 河床 阶地、 海岸 以 及 向 山 蓝 冲 积 锥 忠 动 

的 情况 ; 6) 丙 个 坡 上 的 土 流 层 是 否 在 小 河床 中 接近 起 来 ; 人 小 河 
”以 多 快 的 速度 把 它们 冲 走 ; 8) ES RSM, bite 

目 和 厚度 ; 9) BRASS; 10) 基 苦 的 成 从 ; 11) 雪 堆 的 耸 布 和 
温度 ; 12) 滑动 体 和 雪 堆 的 关系 ; 13) 植被 的 耸 布 种 植被 的 中 断 

地 带 (图 2 )。 
土 流 坡 坎 或 土 流 北 〈coru 中 xirokroHH8Ie ToracTH) 〔 镭 乳 

有 时 候 会 垂直 起 来 。 披 坎 的 下 层 是 、 

则 是 由 一 些 有 时 会 沿 着 坎 坡 向 下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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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阶地 ) AMWTIEA AEE R FAL, EPA Hb BH 
形状 ， 面 积 数 米 到 数 百 米 不 等 ， 向 下 有 陡峭 的 崖 壁 ;! HEATING 
便 角 坊 用 坡 的 倾角 小 5 一 15"。 研 究 这 种 地 形 时 ， 应 散 进 行 形态 的 

图 2 +e 
A— LGR BAR); 6 一 土 访 层 ; 8 一 8 一 植物 层 ; 2 一 2 一 斜坡 
bR+R SAREE; ”0 一 河床 下 冻 土 层 夏季 融化 的 识 度 ; ”2 一 河床 。 

测量 和 描述 ， 其 中 包括 基 坡 的 借 角 ; 坡 坎 坎 面 和 崖 壁 的 便 角 ; Hk 
坎 的 面积 ; 植被 的 耸 布 ; 沿 坡 坎 上 烁 出 现 的 断裂 ; 坡 坎 的 上 层 向 前 
ZAP ES GRE) 出 现 的 答 曲 ; 由 帮 土 组 成 的 盾 (MemanbouE! Me 一 

Ko3ema) ; KIM AUR (Oopo3n bi) 和 阶梯 (crymenu); 上 部 坡 坎 

Da) SR HSN Hea By FT ADC LAD ERR; BS 
He fe) Bee Be FH KHOA SE A; 坡 坎 和 坡 坎 朝 向 (从 坡 坎 对 风 和 太 
阳 的 关系 方面 加 以 研究 ) 以 及 和 科 坡 俐 角 、 基 岩 、 湿度 等 的 关系 (人参 
看 参考 文献 [ 2 ])。 

由 此 可 网 , 披 区 多 竺 是 在 不 平坦 的 科 坡 上 形成 的 ,而 普通 的 土 
流 层 则 是 在 平坦 的 科 坡 上 形成 的 。 一 些小 的 泉 华 状 物 体 CH, BB. 
香 等 ) 也 是 属于 这 一 类 型 的 形成 物 。 

LHD = LITA LEA, 它们 是 沿 着 低地 流动 的 , 在 
航 罕 照片 上 可 以 很 好 地 把 这 两 者 区 别 开 来 。 研 究 土 流 河 时 ， 除 了 
Ld LAD, 还 要 描述 土 流 河 的 河床 、 它 的 长 度 、 袖 度 和 厚度 ， 
确定 主流 河 运 动 的 速度 。 
ERR LURAY, 但 没有 石头 , 它们 和 多 角 士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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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BF § 4), 

土 流 坡 十 流 坡 是 一 个 发 育 有 各 种 土 流 形态 的 坡 面 。 

沼泽 土 流 作 用 这 种 作用 上 肇 可 能 出 现在 永 冻 带 ， 也 可 能 出 
SHAE TK RAB OS El, ACO RAYE CCpgIroBo-MOoda 冰 HHOe 60TO- 

TO) WREST REI ITHE., BN, PURSE AAI 

质 土屋 也 会 以 寅 达 10-12 KHER MEDHARREN TH 

礁 出 来 (参看 参考 文献 [10])。 在 研究 沼泽 的 时 候 , br ear esx Le 

现象 , 确定 它们 的 大 小 和 进展 的 速度 以 及 活动 边 烁 的 成 分 ( 参 看 第 

9 

和 森林 地 带 的 土 流 阶 地 ”这 种 阶地 形成 在 永 冻 层 发 育 的 地 

”区 ;很 象 地 滑 担 和 地 滑 阶 地 (参看 第 4 章 ), 通常 很 难 把 它们 区 别 开 

.来 。 在 气候 变化 和 森林 界限 上 移 的 情况 下 ， 常 常会 成 为 一 种 其 满 
了 和 森林 的 “ 死 ? 的 山上 阶地 (HoropHHR TeppacBI) (2% § 5). 

UREA EVE HORA SD pt BT APRA Tet He BUFF, AA 

hea 22 7 Ap ZEA [A 7K ZB T_T BE AER BBS ARE. 

物体 的 土 流 运动 与 地 滑 作用 的 区 别 在 于 : 土 流 运动 的 速度 小 

得 多 , ENFERM ESE Airs, 而 且 不 仅 在 陡坡 ,就 是 在 很 楼 

的 坡 上 也 可 以 进行 。 泥 流 (rpsseppie moroxu) 的 特点 旭 是 ” 运 : 

BRE IRK, 疫 有 植被 , 而 且 所 含水 分 很 大 。 

? 为 了 确定 王 流 作用 的 运动 速度 , WOES hE GRR) WORT 

端 和 背后 部 分 〈 一 直到 不 移动 的 地 段 为 止 ) 打下 两 排 木 椿 ,使 其 成 

直线 排列 起 来 ; 在 夏季 的 时 候 注 意 它们 的 移动 和 倾 科 度 的 变化 。. 

在 短 时 间 观 从 的 情况 下 , 可 以 根据 为 研究 石河 (KaMeHHEIe pexn) 

”时 所 指出 的 那些 特征 来 确定 它们 有 没有 发 生 移 动 (4 3). 

3. 石河 和 五 川 (kypywbl) 

石河 和 石川 是 失 角 雁 忆 物 的 一 种 移动 性 聚集 。 当 基 崖 遭受 冰 

冻 风 化 作用 的 时 候 , 物质 大 量 地 移动 到 科 坡 和 水 平面 .上 (参看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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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运 动 进行 的 方式 是 : ATEN, MLE. K 
兰 ， 特 别 是 治 着 永 冻 层 滑动 。 某 些 学 者 认为 温度 的 变动 也 起 着 一 
定 的 作用 , 它 会 引起 石子 体积 的 变化 , 会 引起 冻 千 和 解冻 ( 卉 充 在 
Fi FWA Ok Ae ak VEL HS He RE th), SB EB HORA 
Wewesees, aap OANA ICAO te 1 BE OE IE) RAR 
的 ; RE A PERS Bl 2 公里 甚至 更 远 的 地 方 ; 有 时 整 片 石子 一 起 移 
By, 有 时 三 部 分 石子 移动 。 根 据 运 动 的 形式 可 和 共 为 下 列 几 种 : 
石 海 (KaMeHHPIe mops) ) 石 海 是 沿 着 水 平面 运动 的 石 

流 。 
All| (〈KypyMEBID 石川 成 复 盖 层 的 形式 复 盖 在 山坡 、 山 峰 

和 四 上 阶地 的 崖 壁 上 (图 3 )。 

a lag 
图 3 土 流 发 育 地 区 的 小 地 形 和 中 地 形 

& 一 山上 阶地 ;6 一 石川 ;8 一 转化 为 石 渍 的 石川 ; ?一 土 芒 坡 坎 ( 血 我 状 阶 
地 万 “0 一 石 带 ; 2 一 石 多 角形 体 网 ; ae R( GA); 3 一 冰冻 型 隐 
( 冰 规 万 ”& 一 石子 治 六 过 湿 土 层 的 请 动 ; 虚线 表示 你 土 层 夏季 解冻 的 深度 

_ Ch C, Bon), 

石河 和 五 流 (KaMeHHBIe noroKu) 石河 和 石 流 是 分 布 在 
地 形 低 四 处 的 石川 (KypyMED。 

石 冰 川 (KaMeHHBIe JeIHHKIT) 石 冰 川 是 在 冰川 后 退 时 

从) 上 Ht 

Hy Ln rl 4 
il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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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BARB RN, 内 部 还 带 有 死 冰 块 〈 参 看 第 12 章 )。 
这 个 术 芋 很 少 应 用 。 研 先 石河 和 石川 可 搂 下 列 提 移 进行 。 
TARE OLE); 面积 ; 石川 的 长 度 和 宽度 ; 石川 未 端的 

38; 碎 石和 基 岩 的 岩石 粗 成 ; 搬运 物 的 来 源 和 搬运 的 距离 ; 石川 各 
部 从 的 石子 的 磨 轩 度 ; SL BE os Fh 
CMRF, 士 层 的 胸 理性 质 ;水 从 的 全 和 度 ; 其 所 以 会 潮湿 的 原因 有 
雪 堆 的 共 布 情况 ; 深 处 有 没有 水 流 , 水 流 的 洱 水 量 ; 在 冬季 , 石子 补 
雪 复 盖 的 程度 ; 植被 的 共 布 情况 。 

为 了 确定 石川 (流动 ) 的 速度 ， 可 以 用 颜料 在 石子 上 面 涂 桨 出 
KAMAE EHS (ABD OE”) 打 进 木 椿 ;注意 整 条 长 的 移 
动 和 一 部 分 石子 的 翻动 。 前 后 两 炊 的 观察 如 果 需 要 相隔 好 几 年 的 
话 ， 那 就 必须 对 石川 作 一 次 大 比 尺 的 测 烩 工作 。 在 一 坎 观 察 的 情 
况 下 , 可 己 根 据 下 列 标 诗 来 确定 石川 有 没有 发 生 流动 : a) 在 石川 
里 面 有 某 些 可 以 在 山坡 以 上 地 区 找到 其 来 源 的 外 来 岩石 和 外 来 矿 
Ww; 6) 在 石 流 基 床 中 可 以 看 到 陡 立 基层 的 顶端 、 节 理 裂 除 和 其 他 

构造 面向 着 山坡 下 方 弯曲 的 现象 ; Ba) ASTER 

或 间断 , 也 就 是 谢 深 度 风 化 的 兰 石 反而 位 于 淡 度 风化 的 岩石 之 下 ; 
r) Aye WET BOL Le | 

Sik SSN A NMARE VRE REL ATBR 

AS Bee BF IL” HER, WRT T ltr RIMAGE: a) 在 石 堆 

PSL RE Ra; 特别 重要 的 是 树木 的 出 现 以 及 生长 在 

石 堆 中 的 植物 工 疫 有 显著 的 牌 倒 的 现象 ; 6) 石子 的 次 生 风 化 现 

象 (分 裂 的 产品 堆积 在 附近 地 区 而 没有 沿 着 山坡 向 下 搬运 思 B) PAL 

化 壳 的 齐 面 是 正常 的 ;r) 在 石 流体 的 上 面 还 堆积 有 产 状 未 变动 的 

更 晚 的 第 四 可 堆 积 物 ( 风 成 的 , 堆积 的 ); ) 常态 水 流 侵 便 作用 的 

复活 ; e) 在 标本 中 《在 那些 从 复 盖 在 石 流体 上 的 第 四 各 堆 积 物 中 
采 来 的 标本 中 )， 花 粉 图 式 有 完全 正常 的 坎 序 , 这 一 点 可 以 证明 石 

流体 是 不 运动 的 (参看 第 17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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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敲 把 所 有 的 石 流 原 都 奏 在 地 图 上 ， 并 蕉 出 雪 堆 的 界限 和 古 
代 冰 川 作 用 的 界限 。 

4. #382 (ctpyxtypxpie mouse) 

Per RHR BERE RRR RRB VNTR Hwa. 

ES ST ETE DUE, SOP OE A IA, FE BK 

MES, & FATE MESS AV AAR EE; Boh WORE ABI EE 
FED HOB, Ti PRUE MR, ASK STE BUDE ER OEE 
>; FELASA CAE AA—TER (BBS 23 章 )。 

MAT DALE KRAMIERAAL F ILA: 

a) “分 布 在 水 平面 上 的 有 : 

石原 或 石 海 (kamenubie noma HT Mopg) ,它们 是 一 种 含有 

ACH AUB WE HS Bu RE EO J) BS; 
4,474 (KaMeHHbIe MOFOVYIFOJIPHHKH) 和 石 环 (KOIPIHa) CA 

fel BestaD ， 它 们 分 布 在 冻 土 带 或 
者 未 芬 异 的 石原 之 中 ， 直 径 从 0.5 到 Fn 4 
3 一 5 米 , 有 时 可 能 达 6 一 7 米 。 te ay 

由 多 角 体 石 或 石 环 引 成 的 网 状 地 WC? oY 
带 ， 其 中 有 一 些 多 角 石 会 形成 象 峰 划 “SS .IJ 
一 样 的 网 状 ( 图 4)。 

6) 分 布 在 倾 科 面 上 的 有 : 

石 带 (KaMeHHPIe HoxrocBI) ,在 科 

坡 的 倾 辞 度 不 大 的 情况 下 ， 这 些 多 角 

石 就 会 向 下 伸展 , 而 便 科 超过 5” 时 就 耐 图 (万 ) 

_ 变 成 石 带 ， 在 这 个 石 带 中 一 列 列 的 直 a— te ; 

SERA BANAL RIE (ELS). eye 人 全 
AMG HUT, FERRO APACE BRS kA ig in FE ie 

(2A) EMER OER)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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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e (2 FR) bk — EEN ZICH, pa RU 
BH, 沿 着 裂隙 有 时 会 有 -- 条 条 的 植被 ; 在 另外 二 些 场合 下 ， 裂 阶 
边 乡 可 能 稍微 高 出 土 盾 ( 图 3 )。 

DEK OG ik) 苦 原 是 由 一 片 原生 的 密集 的 植被 所 棚 成 的 , 它 一 

方面 是 由 于 形成 构造 土 的 同一 种 力 的 作用 ， 另 一 方面 是 由 于 被 风 

吹 动 的 雪 堆 积 得 很 不 均匀 而 形成 的 。 这 些 高 度 为 0.05 一 0.20 米 、 

直径 为 0.5 一 1.5 米 的 裸露 的 关 土 小 丘 , 四 周 为 封 并 的 环形 四 地 所 

包 轩 ,有 时 具有 多 边 形 裂隙 。 
造 十 的 形成 主要 同 冻 车 与 解冻 的 相互 交替 以 及 同 含水 的 得 

粒 十 的 体积 的 增 大 有 关 ; 在 这 种 场合 下 ， 就 发 生 翔 主 地 区 的 膨胀 ， 

碎 石 于 是 被 项 出 , 先 被 顶 到 士 层 的 层面 , Ria XREAA DIYS 

Ek (FA 3 )。 但 是 , 和 这 种 基本 过 程 同 时 发 生 的 现象 是 很 复杂 的 , 人 

们 全 狂 扣 出 了 不 下 二 十 多 种 假 襄 来 解释 形成 构造 士 的 构 式 。 可 以 

肯定 的 事实 如 下 : 

1) 只 有 在 颗粒 直径 为 0.1 一 0.06 BS KO RAWAL 

少 于 站 一 35 多 的 情形 下 , 物质 的 分 异 过 程 才能 够 进行 ; 2) 形成 压 

力 的 先决 条 件 是 冰 体 的 增长 和 从 外 面 吸收 了 水 分 ; 3) 充足 的 水 流 

和 儿 常 的 并 车 与 解冻 是 促进 这 种 过 程 的 特别 有 利 条 件 ; 4) BE 

在 极地 附近 地 区 形成 于 那些 与 海平 面 等 高 的 地 方 ;而 更 南 的 地 区 ， 
则 形成 于 较 高 的 地 方 ， 主 要 是 在 森林 界限 以 上 的 高 山地 区 ; 5) 省 
蜜 的 植物 群 会 阻碍 植物 群 的 发 展 ; 6) 永 冻 层 是 构造 土 任 以 发 育 的 
坚实 基层 , 此 外 它 还 起 着 冷却 的 作用 , 在 个 别 情况 下 , 构造 士 也 能 
在 未 冻 车 的 坚硬 六 石上 发育; 7) 耸 选 作用 的 深度 在 30 到 80 厘米 
之 间 , 通常 比 解冻 的 深度 要 小 (小 20—40 厘米 以 上 ) (3). 

LF ERAS RORY baw LR (BBS 
考 文献 [8], [7], [16], [17] 和 [8])。 
”研究 构造 土 时 ， 可 以 根据 下 列 提 灶 进 行 ; 1) 构造 主 的 地 理 位 

置 ; 2) 构 尘 荆 高 出 海平 面 的 高 度 ; 3) 构造 土 位 于 什么 样 的 地 形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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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4) 则 披 的 倾角 、 山 坡 的 朝向 和 高 出 水 泊 的 高 度 ; 5) 有 没有 被 
TREE; 6) 对 该 地 区 作 地 貌 的 描述 ; 7) 未 分 选 的 母 岩 物质 的 成 
因 ; 8) 根据 气象 站 的 碍 料 确 定 该 地 的 气候 条 件 ; 9) 鼓 地 区 的 小 气 
候 ; 10) 王 琅 复 盖 物 的 温度 和 湿度 的 年 变化 ; 11) 温度 在 零度 上 下 
择 动 的 日 数 ; 12) 多 角形 体 各 部 分 “( 边 笃 和 中 央 、 表 面 和 深 处 ) 的 
CGA MRE; 13) 雪 堆 的 湿度 和 分 布 。 

作 地 犁 描述 时 应 包括 以 下 几 点 : 多 角形 体 的 形状 ; 它 个 的 大 
“小 、 长 度 和 袖 度 ; 边 的 数目 ; 盾 状 地 高 出 四 地 的 高 度 ; 两 者 的 相对 大 
小 ; 石子 的 形态 和 委 布 ; 多 角形 体 向 带 形体 的 过 滤 情 况 ; 二 级 和 三 
级 小 多 角形 体 ; 在 不 同 的 地 形 ̀  风 化 和 泗 湿 的 条 件 下 分 选 作 用 的 速 . 
度 〈 用 上 比较 各 个 多 角形 网 和 石原 网 的 分布 来 加 以 确定 ) 。 研 究 时 ， 
应 当 把 所 有 构造 土 的 类 型 都 单个 地 或 成 组 地 拍 出 照片 ; 为 了 查 明 

”内 部 构造 和 分 选 的 深度 , 必须 抄 掘 横 沟 ( 沿 着 直径 ), 其 深度 要 在 分 
选 界 限 以 下 20 厘米 。 此 外 还 应 当 将 它 的 断面 描 给 下 来 并 采集 为 
了 进行 机 械 你 析 和 化 学 耸 析 以 及 确定 旭 度 的 标本 ; 标本 可 放 在 容 
积 为 0.5 公升 的 盒 中 。 | 

- 应 对 构 著 士 上 的 植被 进行 研究 ， 指 出 它 的 分 布 及 其 对 构造 十 
的 关系 ;根据 它们 的 关系 , 就 可 以 确定 从 选 过 程 仍 然 还 处 在 活动 状 
态 呢 , 还 是 已 汉 由 于 气候 的 变化 而 停止 了 。 查 明 “静止 > 的 构造 十 
是 否 逐 源 为 植物 群 所 复 盖 ， 碎 石 是 否 遗 受到 风化 。 物 质 耸 选 作 用 
的 痕 跻 是 否 以 一 些 被 石 带 所 包围 的 袋 状 普 粒 土 的 形态 而 在 断面 中 
有 长 期 地 保留 下 来 。 

用 长 期 定 诗 的 方法 进行 观察 时 ， 应 当 研 究 上 述 过 程 的 动态 。 
可 以 在 地 面 上 (如 果 盾 状 地 是 波 态 的 ， 那 末 也 应 在 它 的 构造 内 部 ') 

放 上 一 上 坚 染色 的 石子 、. 木 块 和 各 种 形状 的 金属 , 然后 观察 它们 的 移 

By, 反复 用 水准 仪 来 测量 下 沉 到 不 同 深 度 的 主流 线 的 顶端 ， 可 以 

得 到 帮助 我 们 去 查 明 多 角形 体 不同 部 从 上 升 情 况 的 交 料 。 为 了 研 

AF LF RD LE, 可 以 在 石子 上 涂 上 颜色 (只 涂 从 士 中 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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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的 部 分 )。 应 当 对 多 角形 体 中 的 壮 粒 土 部 分 的 明度 和 湿度 进行 

MBE FDU AEA EP IF Be PTE GE EB SR ORR 

5. 山上 阶地 CHaropHble Teppachi) Faith ata aS 

fFRAC BAER nnahaunn) 

LL) Epis (05S Et MEEPS) FE BOs LL Hs I De HAN 
MAE FAW LE, EPS, SEBKEA RA 
NASER) ERE, ARLE HERBS 
盖 有 营 原 的 面 层 (图 5 )。 它 们 与 河流 阶地 ,湖泊 阶地 、 海 岸 阶地 不 

Buy Tpenxud Buewxud 
HOCL Kpad 

a He 6 0 2 Si oO eo 
P - . PE a 

0 avy oo SR oc 人 SA GAG one 
Co Tit th cota an Sy Ss AAS 0 

NA ots 

Og D 0 4 :9 . ot, 

20,0) 22 2007 Sy 一 Sec2 a Met 
[有 

Ce o2 8 
2 iq 
乡 

Sy ie 4 
he seaP Ssh XY 

图 5 完全 发 育 的 山上 阶地 的 断面 图 (五 ) 和 表面 平面 图 (44) 
a—RA BBM EE; 6-H; 如 一 石 多 角形 体 网 ;2 一 具有 单 
IBS AGH MLANBRHEES i; ”0 一 草 乒 苦 原 ; 2 一 石 锡 角 
形体 网 ; ”了 欢 一 石 带 ; 虚线 表示 冻 土 层 夏 季 融 化 艇 襄 变 。 

同 之 处 在 于 : 它们 形成 于 高 低 非 常 巧 殊 的 一 些 相 攻 的 地 段 中 , FPA 

以 腰带 形状 图 米 着 孤立 的 山 丘 ， 有 ee FA) Fe BE A AT 

面 层 构造 。 

在 各 种 如 能 考虑 到 山上 阶地 的 所 有 特性 ， 又 能 完 销 地 解释 其 

形成 构 式 的 假说 中 , 最 重要 的 有 下 列 儿 种 (为 了 能 够 正确 地 研究 阶 

地 , 这 些 假 训 是 必须 知道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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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 C, B. 奥 布 鲁 契 夫 (1937) 的 意见 , 引起 阶地 形成 的 
因素 为 SHEE UE EMERG HS, A. CRAVEN RRR - 

替 , 水 平 表面 被 土 流 作 用 和 构造 土 的 活动 (把 碎 石 挤 向 崖 壁 ) 所 扩 
展 和 均 夷 (南平 )。 阶 地 于 是 逐渐 沿 着 山坡 向 下 移动 ， 上面 的 阶地 

i TP MAS HOA, SARL EA ERO PKR 
CEFR FE REI RHI (anprunnananua); 从 山峰 落下 

SAO RET AAUP HE hd EE REPL 
6) 和 根据 C. I. fA (Bou) 和 V. V1. 3ebEIEESK(Kpacuos) 

(1943) 的 意见 ， 阶 地 崖 壁 是 由 于 沿 着 形成 基 赂 崖 壁 的 SHE BY 

HET Buk, RULE HY (EFUB, GARR Bep- 
TIIpyHIEI 类 型 ,请 参看 第 11 BH); RAPA S HAREM MY 

REY Sea REAM RBA, th RAKE My RA EG He 

符 疫 下 阶地 的 现象 。 由 于 土 流 作用 而 从 崖 壁 上 搬运 来 的 雁 石 使 阶 

地 横 面 得 到 上 发展; 阶地 的 苍 布 并 不 决定 于 山坡 的 朝向 。 下 阶地 的 

面积 由 于 坡 坎 的 后 退 而 逐渐 扩大 ， 同 时 坡 坎 的 后 退 又 能 使 上 阶地 

和 山峰 遭 到 破坏 。 均 夷 作用 形成 冰冻 - 土 流 准 平面 。 

死 的 由 上 阶地 ， 在 疫 有 永 冻 层 或 土 流 作 用 微弱 的 森林 界限 以 

下 的 地 区 , 也 常常 可 以 遇见 。 
研究 卫 上 阶地 可 以 按照 下 列 提 狂 进行; 1) 当地 的 气候 情况 ; 

2) 阶地 发 育 地 段 的 小 气 全 ( 远 处 气象 站 的 大 料 是 不 适用 的 ); 3) Uh 

度 年 变化 以 及 光 度 在 零度 上 下 摆动 的 日 数 ; 4) 固态 降水 和 省 态 降 

水 的 数量 以 及 所 有 这 些 现象 在 各 月 耸 的 分 配 情 况 ; 5) 不 同 季 节 的 

盛行 区 以 及 它们 的 风向 和 风力 ; 6) 在 阶地 和 共 布 同 冬季 风 以 及 同 大 

AS (Hanys) 之 间 的 决定 关系 怎样 ; 7) 表层 的 湿度 ; 8) 在 不 同 

的 季节 ， 委 在 各 阶地 上 的 分 布 情况 ; 9) 山坡 朝向 对 于 解 你 和 冻 知 

的 频繁 程度 的 影响 ,为 此 就 应 当 在 阶地 的 各 个 不 同 部 分 , 对 活动 层 

的 不 同 深 处 的 还 度 和 温度 进行 全 年 的 观测 ; 10) 阶地 的 稻 对 和 相 

”对 高 度 ;:11)7 每 个 阶地 崖 壁 的 高 度 ; 12) 阶地 的 面积 : 13) 阶地 者 



190 BRD) Oe AE ORE 

FR AI LL SIE PSY BE de 3 Fh RY BE ad LL) DEAS BE AZ Ue Gt eS BE 
间 的 相互 关系 ; 14) 基 岩 的 成 分 和 它们 的 形状 ; 15) SHEERS. 
角形 体 的 大 小 同 碎 屠 物 大 小 的 相互 关系 ; 16) 阶地 是 在 什 委 样 的 
山坡 上 以 及 什么 样 的 出 坡地 段 上 发 育 的 , WIRZEG (eepumunnie 

ITIOIIaKH) 以 及 它们 同 阶地 的 关系 ; 17) 平 侣 和 坡 坎 的 耸 布 同 地 

质 构 造 的 关系 ; 18) 阶地 表层 的 构造 ， 在 阶地 玫 层 是 否 存 着 所 有 
的 全 套 的 构造 带 (图 5 ) 或 是 只 有 这 种 构造 带 的 一 部 从 (这 一 点 同 
阶地 的 袖 度 和 年 龄 有 关 ); 19) 指出 每 个 构造 带 及 其 构造 土 的 特征 
(参看 $ 4); 20) REAR, REARS ERE CE 
岩 露 头 ; 21) 松软 复 盖 物 的 厚度 和 构造 ; 22) 下 阶地 有 没有 被 上 阶 
地 所 吞没 〈 根 据 下 阶地 的 层面 被 上 阶地 崖 壁 所 掩埋 的 现象 来 加 以 
决定 ); 23) 阶地 是 否 向 山上 上 发展 -一 -是 否 形成 了 园 谷 山 春 和 雏形 
BEIT, #3: 

此 外 应 当 对 发 展 阶段 不 同 的 各 种 阶地 作 上 比较 性 的 描述 ， 指 出 
这 些 阶段 对 于 全 部 自然 地 理 营 力 的 傅 屯 关系。 为 了 更 充 从 地 研究 
阶地 , 必须 在 阶地 上 挑 掘 一 些 和 科 坡 相 垂 直 的 断面 ( 沟 )。 

用 发 期 定 圣 方法 进行 反复 观察 时 ， 可 以 用 石子 染色 法 查 明 它 . 
们 从 一 个 带 向 另 一 个 带 的 移动 情况 ; 把 某 些 显然 不 同 的 矿物 和 脉 ， 
岩 等 究 贰 是 从 什么 地 方 搬运 来 的 这 一 事实 以 及 它们 的 搬运 情况 查 
明 以 后 ， 那 我 们 也 就 能 够 确定 它们 从 一 个 带 到 另 一 个 带 移 动 的 情 、 
Ut, MBER Hh BERET HEIGL WE Eh 

”前 进 运动 CESK). FERS PATHE RAR, ERE 
AAAI MW ID KAMAE, By Le se 
士 流 滑动 的 速度 。 用 每 隔 数 十 年 进行 一 次 重复 水 难 测量 的 方法 ， 
可 以 帮助 我 们 去 发 现 阶地 水 平 位 置 的 下 降 情 况 。 在 能 够 精确 地 决 
定 其 形成 时 期 的 地 形 上 , 研究 了 阶地 的 不 同 发 展 阶段 以 后 , 就 可 以 
确定 阶地 的 稳 对 年 龄 。 

(BE, 这 个 任务 通常 是 很 困难 的 , 因为 对 于 最 大 的 饲 拉 尔 均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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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和 苏联 的 其 他 一 些 山 崔 的 起 源 (参看 21 章 ) 问题 ， 示 同 的 作者 有 

未 同 的 解释 ; 因此 必须 收集 大 量 实际 奏 料 ， 以 便 确 定 它们 究 蜗 是 
由 手 冰 玫 = 土 流 的 夷 平 作 用 (mopo3Ho-comu@atoKuMoHHad Irra- 

Hanna) 所 形成 的 呢 , 或 者 只 是 古代 准 平面 (RIG) 的 遗物 (参看 

参考 文献 [5] 和 [10])。 

6. 其 他 各 种 地 形 形 态 

和 现代 自然 地 理 条 件 不 相 适 应 的 地 形 ， 可 以 作为 以 前 存在 过 

近 冰 用 和 气候 的 证 据 。 从 南面 把 第 四 可 大 陆 冰 川 包 围 起 来 的 冻 土 

带 , 其 实 度 可 能 达到 中 0--1000 公里 , 在 这 个 地 带 可 遇见 各 种 各 样 

与 冰冻 区 地 形 发 育 的 特性 或 者 与 气候 转 暖 所 引起 的 最 上 晚 的 沉陷 现 

象 有 关 的 地 形 。 

沉 阳 地 形 (mpocamrouHEIe opmbl) 沉陷 地 形 在 黄 土 状 土屋 中 

SAVER, 属于 这 类 地 形 的 有 草原 碟 (cTrermHPIe 67HOITI3)， 位 

om onal (6yrpHcTo-KOTNOBMHHbIe) 地 

。 在 研究 这 些 地 形 时 必须 首 FeWA TE: EAA oe 

‘ia (cy@cbosua) 有 无 联系 。 
河和 谷地 形 ”与 现代 自然 地 理 条 件 不 相 适 应 的 河谷 地 形 可 以 

作为 这 里 以 前 鲁 炙 有 过 近 冰 川 气候 的 诈 据 。 

 «* Se (cyxne morHHPD 在 冰川 作用 的 时 期 ， 造 成 冰川 的 水 
流 往往 会 沿 着 冻 土 层 流动 ; 随 着 冻 土 层 的 消失 , 水流 就 进入 合 压 的 

ERA RH, (ASE VIA AS ARR FS BS LA ee PE Bi re 

作用 有 关 ; ACA HE LAUT 
河谷 的 不 对 称 “ 根 据 某 些 研究 者 的 意见 ， 在 永 冻 区 沿 着 坚硬 

兰 石 流动 的 河流 , 其 较 陡 的 和 被 切割 的 斜坡 多 千 朝 向 南方 ; 而 在 松 

喜 问 石上 流动 的 河流 , 其 较 陵 和 被 切割 的 科 坡 则 多 和牛 朝 向 北方 (了 明 

坡 )。 

根据 另 一 些 研究 者 的 观察 ， 误 为: 在 河谷 上 游 、 水 力 不 足 以 



199 2 

搬运 破坏 产 有 的 地 方 ， 被 冻 土 腰 车 起 来 的 胃 坡 〈 北 坡 和 东 坡 ) 比 
较 陡 贿 ， 而 阳光 照 晒 得 较 厉 害 的 南 坡 和 西 坡 则 会 由 于 风化 体 的 ， 
士 流 滑动 而 变 楼 〈 原 生 的 不 对 称 ) 。 在 水 量 丰 富 的 河谷 地 区 ， 河 
流 带 走 了 土 流 移动 体 ， 因 而 向 阳 的 山坡 就 变 得 较 陵 了 KER 
称 )。 

必须 收集 大 量 有 关 永 冻 区 和 永 冻 区 外 围 的 实际 瘟 料 来 检验 这 
些 带 有 汪 释 性 的 假发。 在 研究 古代 永 冻 区 外 围 的 河谷 时 ， 在 任何 
情况 下 都 必须 证实 : 河谷 不 对 称 现 象 并 不 是 由 于 某 种 其 他 原因 引 
起 的 , 而 是 从 冰川 时 期 起 就 已 保存 了 这 种 不 对 称 的 形态 (大 看 第 二 
章 ) 。 

士 流 作用 对 河谷 的 加 工 能 使 谷 坡 变 楼 (常常 是 一 对 坡 )， 使 河 
ASE RUSTE (参看 第 12 章 ) 或 者 形成 假 壮 年 地 形 (ri0 水 HEI 站 3pe- 

区 BI 首 ) 。 

7. 断面 中 岩层 产 状 的 租 微 破坏 

冰冻 裂隙 (Moposo6otHRIe) 是 在 冬季 冻 和 车 时 由 于 永 冻 松散 

兰 石 的 优 裂 而 形成 的 , BR eines SAK ABH 焉 章 )。 在 永 

“ARON, B= ROSIE, KS MRR EUR 

ALAR ERs. KPLARRAW SELMA ES 

平 的 松散 的 岩石 所 充 卉 , (EG HS ee he A — rr 

的 黄土 、 冰 矿石 ` 风 成 砂粒 、 河 湖 砂 粒 、 河 湖 矶 石和 土 流 体 所 充 吉 。 

裂 阶 的 深度 达 3 一 5 米 ， 有 时 也 可 能 达 6 OK; RELA AY REP KAI 

数 分 米 ， 在 少数 情况 下 可 达 1.5 米 甚至 更 大 。 裂 隙 形成 一 些 不 规 . 

出 的 圆 状 ， 有 一 些 直 径 为 数 米 到 20 一 25 KN. 在 裂隙 的 两 

Rete tea DIG BIA eRe (ematue) 的 现象 。 在 其 他 气候 条 件 下 

FE APTA A, 同样 会 形成 裂隙 网 ， 裂 隐 有 时 也 很 深 ( 达 3 2K), 

{A4RZ2, Th BAA AEF AIA TE ABET, 

ET ARAM DADS, rR BAS E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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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形成 直角 〈 棋 般 ) 网 系 ， 有 时 发 生 直 角 湖 〈 参 看 参考 攻 献 [15]， 

‘[19]4101)). AA BIE, 对 直角 网 系 还 研究 得 很 不 够 , 但 却 是 一 种 

有 趣 的 研究 对 象 。 多 角形 裂隙 可 以 作为 斑 状 音 原 和 蜂 乱 状 王 塘 的 

特征 , 它们 也 是 由 于 冰冻 作用 而 产生 的 。 

根据 化 石 裂 隐 的 失 灭 度 ， 可 以 确定 冰川 时 期 永 冻 层 夏季 的 解 

冻 深 度 。 冰 谎 裂隙 通常 只 能 裂 到 永 冻 层 , 而 不 能 到 达 活 动 层 ; 因此 

从 横 形 裂隙 的 上 端 到 复 盖 冲积 物 的 古代 层面 的 距离 就 等 于 解冻 的 

“深度 ; 但 应 该 考虑 风化 壳 的 局 部 冲刷 的 可 能 性 。 

在 研究 化 石 裂 隙 时 , 应 测量 裂隙 的 尖 灭 深度 .它们 上 部 的 实 度 
及 及 它 个 之 闻 的 距离 ,人工 把 裂 降 网 给 在 大 比例 凡 的 地 图 上 。 此 外 应 

研究 围 岩 (BMeIIaOIIHe HopomBID、 它 们 的 变形 (medopmauas), 

顶 兰 和 驳 隙 中 的 岩石 (图 6 和 8 )。 在 EL 
研究 现代 直角 网 系 时 ， 除 了 上 迹 几 点 ”三 二 > 三 4 
DY, MERE hy SN eS 
地 形 单 元 的 相互 关系 , 以 便 查 明 : 裂隙 
网 系 是 和 地 形 单 元 有 关 呢 ， 还 是 同 沉 
积 层 本 身 的 构造 和 特性 有 关 。 

矿 宫 和 表面 折 煞 发 生 于 活动 层 
中 ， 是 当 活 动 层 冻 和 车 时 以 及 当 永 冻 层 

层面 同 向 上载 疾 的 季节 冰冻 层 层 面 之 “5 世 5 列 | 开 瑟瑟 
MERE ENR (BEB 9 7. 2M 
章 久 显然, 夏 囊 通常 也 出 现在 班 状 若 6 
JARS SPOUT TL, SKA RG 化 石 冰冻 裂隙 ( 冰 裂 秽 ) 
形成 物 的 化 石 形 式 通常 集中 在 厚度 数 pyle 8 

a Lae core 人 一 - 米 沉积 oe REG Re; 人 HALO 2 2k RMT KREMER ea 
EA) 的 水 平 屋 中 。 它 们 具有 下 列 形 人 各 

BR. a) APRA ARG ARIE (GX), “次 的 加 着， odes omren eles 
BAEK, 有 两 壁 平行 的 .也 有 带 BABS oe oe 



194 By 外 

AAEM (7); 6) ar BE 

图 7 Seese (A) TS 
A FES URE ET LARS EBB BL; 
6—-HRERE; 2B Ee; 2—Fet 
袋子 的 祈 色 石灰 质 粘 土 ; ”0 一 粘土 淋 失 后 
次 生 卉 袋子 的 砂粒 。 

Me Fo 

SHER BEA 
断裂 形 等 等 (图 8 )。 对 于 所 有 . 
SX LEER A BE TT 
CPT, MEBMEE 
HMRBEW BA, BARE 
兰 以 及 充 卉 袋子 的 物质 。 

袋 状 构造 和 折 煞 是 确定 冰 
川 时 期 古代 永 冻 层 存在 的 重要 
标记 ， 也 是 决定 解冻 深度 的 重 
要 标记 ， 因 为 从 盖 在 这 些 构造 
上 的 岩石 的 古代 侵蚀 面 以 下 到 
这 些 构 造 的 底部 所 埋藏 的 深度 
就 等 于 活动 层 的 厚度 。 

STE ME RHE FET HO 
ARE, FEF OK KE 

Oey, BRAT BEAR DN BE We I HS 7 

图 8 © vRUE RA BR FPR 
2 一 上 部 矿石 层 (莫斯科 冰期 ); 6 一 作为 矿 

石 层 的 霖 岩 的 冰川 - 苛 访 壤 土 和 砂 评 土 ; 

8 一 棕 褐 色 培土 ; ”2 一 由 于 冰冻 过 程 而 起 铀 
RAE; ”0 一 充 提 裂隙 的 妃 土 ;2 一 中 
克 ( 德 音 泊 - 顿 河 冰期 )。 

(根据 A, VM. MocKBHTIHH) 

而 形成 的 。 和 它们 形成 一 种 小 的 

拱 形 断 面 ， 集 中 在 沉积 层 上 部 . 

靠近 裂 阶 的 一 个 水 平野 中 。 诺 
雯 测量 涯 形 折 娄 的 高 度 和 裤 
HE, SCT ME eS, Be 
隙 的 大 小 ， 震 研 客 基 苦 以 及 复 
善 基 岩 的 松散 物质 和 充填 裂 障 
的 物质 ， 这 种 形成 物 是 古代 永 
冻 层 的 标记 , 茶 些 学 者 认为 : 售 、 

”有 这 种 形成 物 的 层 浆 ， 其 基部 到 古代 冲积 物 麦 面 之 下 的 深度 等 于 

解冻 的 深度 (活动 层 的 厚度 )。 

CLES PEAL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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