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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念青唐古拉山脉呈-.和近./走向，其主脊海拔&$$$!0$$$余米，第四纪冰川活动强烈。根据第四纪地层剖面、

地层层序、地质地貌特征及其相互接触关系，在念青唐古拉山中段可清晰地划分出+期冰期，从新到老依次为：拉曲冰期1+、

爬然冰期1#!+、宁中冰期1#!%。每次冰期及间冰期沉积物中的砾石及其岩性、砾态、沉积厚度、风化程度等都有明显区别。

另外，还对老冰期与冰碛层、各次间冰期和本区冰期与其他地区冰期对比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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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青唐古拉山脉横跨在青藏高原的腹地，近

./延长达%$$$YL以上，其中段的平均海拔高度

超过($$$L，主峰念青唐古拉峰海拔为0%&#L，

雪线在(,$$L左右，其上终年积雪，现代冰川发

育。本文所指中段地区包括北纬)$Z!)%Q(Z范围，

这里集中了整个念青唐古拉山脉(座0$$$L以上

的主峰中的[座，由于念青唐古拉山脉主脊及其支

脉上的许多山峰海拔均高于当地的现代雪线（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也远高于

纳木错北、西、东三面丘陵状起伏的相对低矮的山地

和当雄*羊八井盆地，东南尽管高差很大，但海拔却

不如其周邻的其他山脉，因而分布于纳木错南岸和

当雄*羊八井盆地的第四纪沉积物，主要来源于念青

唐古拉山脉（特别是其第四纪不同冰期的冰川与冰

水沉积物）。

念青唐古拉山中段第四纪冰川作用发育。钱方

等（%),#）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5，%),&）较详细地研究了该段念青唐古拉山脉

东南麓第四纪冰川作用、地层和新构造运动。前者

在吉达果、羊八井和当雄+个断续相连的盆地中划

分出(次冰期和%次冰缘期，自老至新依次为欠布

冰期、那曲冰缘期、当雄冰期、羊八井冰期、海龙冰期

和躺兵错冰期，并确定其中的欠布冰期属第四纪下

限，为+($$Y5\X的早更新世初期；后者在《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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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一书中仅在羊八井盆地中划分出中更新世以

来的!次冰期，自老至新称为硫磺山冰期、叶巴果冰

期和海龙村冰期，分别相当于青藏高原的聂聂雄拉

冰期、古乡冰期与末次冰期，并在书中提到该区的现

代冰川。此外，浦庆余等（"#$%）的研究还涉及到包

括本区在内的青藏公路沿线的第四纪冰缘现象。

笔者于%&&&年’!$月和%&&"年(!)月，在

念青唐古拉山中段山脉两侧开展了地质调查与地质

填图（图"）。不仅发现了中—晚更新世的!次冰

期，而且对山脉两坡的历次冰川与冰水沉积进行了

剖面测量。

图" 念青唐古拉山脉主峰地区第四纪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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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纪冰期和地层划分

根据冰碛地层的地层层序、地质地貌特征及其

相互接触关系，同时还考虑有关地层的古生物化石

组合、风化壳的位置、同位素年代、地貌部位、地层不

整合和相应的冰蚀地形等因素，将念青唐古拉山中

段的第四纪冰川划分为!次冰期，从新到老依次为：

拉曲冰期（1!）、爬然冰期（1%!!）、宁中冰期（1%!"）。

!"! 拉曲冰期（#$）

拉曲冰期大致相当于玉木冰期（"&!)&O3P
H），在念青唐古拉山脉东南麓中段和西段拉曲冰期

的侧碛与终碛垄仅发现于各大山谷之内，除主要大

沟外，一般不能伸出山口（图版"C"）。主要见于爬

努曲、拉曲、曲嘎曲、穷木达、冉布曲、比郎曲等谷地

中，均呈断续状分布，为小型的终碛与侧碛，其规模

远小于前一次冰期，侧碛一般只保存数十至百余米

长，"&!%&=宽，E!"E=高。侧碛与终碛垄也出

现于各山脊与高峰附近小型现代冰川的外围，其规

模则小得多。在各沟谷出山外，形成了与该冰期冰

碛相联系的山前扇形地，且各沟谷的扇形地已连成

一片，成为山前倾斜平原，但往往稍有切割而成为低

台地。该冰期以拉曲地区最为发育，故命名为拉曲

冰期。

侧碛与终碛垄均由磨圆较好的砾石或砂砾石层

组成。因为该扇形地与冰川终碛和侧碛并非直接相

连，故其成因既可定为冰水沉积，也可定为洪积，二

者间没有一条绝然的界线。但从扇形地表面常有巨

大漂砾保存（图版"C%）看，定为冰水沉积似乎更妥

当些。从该冰期冰碛与冰水沉积的分布部位与沉积

特征看，可与前人所划分的躺兵错冰期（钱方等，

"#$%）或海龙村冰期对比（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队，"#$’），可能属于晚更新世晚期。

念青唐古拉山脉北麓中段和西段拉曲冰期的侧

碛与终碛垄，亦仅发现于各大山谷之内，一般只能到

达山口，但不能伸进盆地，如在爬然、曲卡切、拉嘎、

冻弄曲、查布曲及其支流冷青曲、冷穷曲（图版"C!）

与翁河盲曲等谷地中，均呈断续分布状，为小型的终

碛与侧碛，其规模和地质特征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东

南麓中段和西段所见相同。同时，其还出现于各山

脊与高峰附近小型现代冰川的外围，只是规模更小。

在各沟谷中及出山口外，还形成了与该冰期冰碛相

联系的冰水阶地与山前冰水扇形地，局部已联成山

前倾斜平原，但往往已稍有切割成为低台地，侧碛和

终碛垄均由磨圆较好的砾石或砂砾石层所组成。从

该冰期冰碛与冰水沉积的分布部位与沉积特征看，

其可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东南麓的拉曲冰期相对比。

此外，在了冷青曲与冻弄曲源头，还发现了全新

世新冰期与小冰期的数道侧碛与终碛，其中新冰期

的两道终碛，距离现代冰川末端达E&&!’&&=，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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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现代冰川末端仅百余米的小冰期几道终碛的内

侧一道，尚未有植被分布。

!"# 爬然冰期（$#!%）

!"!#冰期大致相当于里斯（$%&&）冰期（’#(!
#(()*+,），在念青唐古拉山脉东南麓西段爬然冰

期的冰碛物，构成了刚刚伸出各沟谷出山口不远的

高侧碛，高出各沟谷-(!’((.，如爪努、拉曲嘎、琢

来、穷木达、冉布曲（图版"/0）、尼弄曲、比郎曲等。

同期的冰碛物，也构成各山脊与高峰附近的小型冰

川外围、伸出其冰斗或谷地的终碛与侧碛。在该冰

期侧碛与终碛的前方或外围，有冰水平台分布，但它

们与附近河床的高差已减为’(!"(.。冰水沉积

物具有某些洪积物的特征，如砾石有一定磨圆，有一

定的分选，但较差；亦有一定的层理，但不够清晰等。

根据上述特征判断，该次冰期有可能属于中更新世

晚期，相当于前人所划分的海龙冰期（钱方等，’12"）

或叶巴果冰期（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队，’123），也相当于藏东南的古乡冰期和玉龙山的

丽江冰期（赵希涛等，’111）。

在念青唐古拉山脉北麓中段和西段爬然冰期的

冰碛物，构成了刚刚伸出各沟谷出山口不远的终碛

与高侧碛。其中尤以爬然地区最为发育，该冰期的

冰碛沿山麓分布，长达十多千米，故命名为爬然冰

期。其侧碛可高出各沟谷底"(!2(.，在比朗、爬

然、曲嘎切、冻弄曲（图版"/-）、查布曲及其支流冷

青曲、冷穷曲与翁河盲曲及古仁曲与加冬曲汇合处

北侧被废弃的河道两侧等处均可以看到。该冰期侧

碛与终碛的前方或外围也有冰水平台或缓丘分布，

与附近河床的高差已减为十多米。在中段的#条沟

口，冰水扇形台地已伸入纳木错南岸，其冰水沉积物

的特征，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东南麓西段大体相同。

故该次冰期与山脉南东麓的爬然冰期相当。

!"% 宁中冰期（$#!!）

宁中冰期大致相当于明德（4%5678）冰期（-((!
9(()*+,），在念青唐古拉山脉东南麓西段和中段

宁中冰期的冰碛物构成了山麓与山前的高平台，高

出附近出山沟谷河床数十米至#((.（图版"/3）。

大多连续分布在山前，几乎每一个大小沟口外，均成

为一个过渡的高平台。冰碛物由粗大的、磨圆较差

而分选不好的石块与巨大的漂砾组成，砾石成分主

要是来源于念青唐古拉山的各种变质岩与沉积岩，

不少砾石风化较深，台地表面往往发育颜色不同（棕

红、黄褐、灰棕等）、厚薄不等（从几十厘米到几米）的

古土壤（图版"/9）。在这些冰碛高平台外侧，则有

与其相连的冰水平台、缓丘或小岗，往往高出附近小

河河床#(!-(.。冰水沉积物亦由较粗大，但磨圆

良好并有明显分选的砾石或砂砾层组成，其表面也

有若干漂砾分布。台地表面也同样发育了颜色不

同、厚薄不等的古土壤。剖面测量及其冰碛物与冰

水沉积物的分布与其保持的地貌部位表明，这些沉

积物均来源于念青唐古拉山，但已看不出来源于哪

一条沟谷。其沉积与风化特征及其与青藏高原其他

冰川区的对比，可初步推断，该期冰川作用具有山麓

冰川的性质，是现知本区较老一次冰期，相当于珠穆

朗玛峰地区中更新世早中期的聂聂雄拉冰期（赵希

涛等，’193；郑本兴等，’193；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队，’123），但暂时无法像钱方等（’12"）

那样在本区进一步划分为当雄冰期与羊八井冰期，

或像赵希涛等（’111）在玉龙山东麓那样进一步划分

为玉龙冰期与干海子冰期了。该期冰碛和冰水沉积

物以宁中地区出露最好，故命名为宁中冰期。

在念青唐古拉山脉北麓中段和西段宁中冰期的

冰碛物，也构成了山麓与山前的高平台、长梁或缓

丘，大多高出附近出山沟谷河床数十米至"((.（图

版"/2）。但这些高平台，即比朗、爬然、拉嘎等沟口

的冰碛平台已伸入纳木错南岸。在古仁曲、藏布曲

及其支流冷青曲、冷穷曲、翁河盲曲等河口，仅伸出

至山前平原。冰碛物由粗大的、磨圆较差而分选不

好的石块与巨大的漂砾组成，砾石成分与东南麓地

区出露的大体相同，局部地段为分布于山脉北侧的

石炭系板岩、千枚岩和变质砂岩，不少砾石已受到风

化，台地表面也有古土壤发育。在这些冰碛高平台、

长梁或缓丘的外侧或四周，则有与其相连的冰水平

台、缓丘或小岗，常高出附近小河河床#(!-(.。

冰水沉积物的特点与前者相同。台地与缓丘表面也

有古土壤发育。该冰期的冰碛与冰水沉积物的分布

与保持的地貌部位基本上与南东麓相似，但略有差

别，大部分只能笼统地知道这些沉积物来源于念青

唐古拉山，部分能看出它们大体来源于哪一条沟谷。

从其沉积与风化特征上可初步推断，该期冰川作用

也具有山麓冰川的性质，是现知念青唐古拉山脉北

麓西段较老一次冰期，其形成时代与念青唐古拉山

脉东南麓的宁中冰期相当。

" 第四纪地层剖面与地层层序

#"! 羊八井地区

羊八井剖面位于中尼公路里程碑3).处，念

青唐古拉山东南麓（图"）。剖面自上而下可划分

为：弄嘎冰期、爬然冰期、宁中冰期，三者间为不整合

接触，总计厚度009:9.。其沉积物特征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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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羊八井硫磺矿第四纪地层剖面

（据钱方等"#$!年资料修改）

%&’(! )*+,-./+01.023+0&456/0./-76+8/&41&19.1’:.;&1’
（.</+0,&.1%.1’+/.=(，"#$!）

">火山岩；!>变质岩；?>侵入岩；@>砂砾层；A>冰碛层；B>断层；C>现代冰

川；$>现代冰川终碛；#>冰后期冲>洪积；"D>一级阶地堆积；"">二级阶

地堆积；"!>拉曲冰期冰碛；"?>拉曲冰期>爬然冰期堆积；"@>爬然冰期

冰碛；"A>宁中冰期冰碛；"B>安山岩；"C>念青唐古拉群；"$>花岗岩；

"#>断层；!D>分层号

">E4=8.14048F；!>7+/.7403*&8048F；?>&1/0-6&E+048F；@>’0.E+==.2+0；A>
740.&1+=.2+0；B><.-=/6；C>+G&6/&1’’=.8&+0；$>+G&6/&1’’=.8&+0/+0&7&1.=
740.1+；#>346/>’=.8&.=3+0&45.==-E&-7.15304=-E&-7；"D><&06/>405+0/+0>
0.8+.88-7-=./&41；"">6+8415>405+0/+00.8+.88-7-=./&41；"!>H.I-’=.8&.=
740.&1+；"?>H.I-.15J.0.1’=.8&.=740.&1+；"@>J.0.1’=.8&.=740.&1+；

"A>K&1’L*41’’=.8&.=740.&1+；"B>.15+6&/+；"C>K&.1I&1’/.1’’-=.’04-3；

"$>’0.1&/+；"#><.-=/6；!D>=.2+01-7:+0

上述冰碛、冰水砾石层和砂层，分布于念青唐古

拉山东南麓，顶部被更晚的冰碛所覆盖。海龙村以

北，从冰川槽谷口至现代冰川冰舌，可以见到"?道

终碛堤，均由大小混杂的花岗岩、花岗斑岩等组成，

每条终碛堤的高度都在!D7以上。从远离冰舌的

第一道终碛起，可以分为?组，其终碛堤均以最大终

碛堤为起始，分为?个冰川前进时期和若干次停顿。

在藏布曲北岸蛤蚧头见有!级阶地，一级阶地

高!7，其上有D(C!"(!7厚的硅藻土，硅藻植物

的主要属种有：卵形双菱藻!"#$#%&&%’(%)%，卵形

（楔 形 ）双 菱 藻 !"#$#%&&%’(%&$*，羊 八 井 直 链 藻

+,&’*$#%-%./0%1$./,.*$*14E(M-.1’，小 桥 穹 藻

2-30,&&%4%#(%，蛇 眼 网 眼 藻54$)6,3$%%#/"*等

（钱方等，"#$!），其时代为晚更新世或全新世初。二

级阶地高"D!"!7，可分为?部分，上部为灰色泥

砾层，砾径"D87左右，磨圆中等，无方向排列；中部

为流水交错层理的砂层；下部为灰色砂砾层，砾石岩

性以石英岩为主，及花岗岩类和安山岩，为一套冰水

相的堆积。

表! 羊八井第四纪沉积物划分及基本特征

"#$%&! "’&()*)+),-#-($#+)..’#/#.0&/)+0).,123#0&/-#/45&/),((&5,+)0+)-6#-7$#8)-7
冰期 层 堆 积 物 堆积物（砾石）成分 砾径／87 砾态 厚度／7

拉曲

冰期

爬

然

冰

期

宁

中

冰

期

"B 棕黄色冰碛层
花岗岩、花岗斑岩、花岗闪长岩、安

山岩
!D!"DD 次圆>次棱 $D

"A 棕黄色冰碛和冰水堆积 同上 大小混杂 — @D

"@ 河流相砂层和红色风化壳 — — — $

"? 灰白色冰碛层
花岗岩、花岗片麻岩、花岗闪长岩、

二云母花岗岩
!D!BD 次圆>次棱 AD

"! 灰白色砂层 — — — "$

"" 杂色砂砾层 同上 — 次圆状 !D

"D 灰白色冰碛层 同上 — 次圆状 !A

# 冰水砾石层 同上 ?D!BD — @D

$ 冰水砾石层 同上 — —@A

C 冰水砂砾层 同上 "D!!D — !D

B 灰色冰碛层 同上 "A!@D —$D

A 含硫磺矿砂层 同上 — — B(C

@ 含硫磺矿冰碛层 黑云母片岩、石英岩、花岗岩 — 次棱角状 ?D

? 砂层与粘土互层 — — — B

! 砾石层与粗砂层互层 砾岩、花岗片麻岩、石英岩 !D!?D — "D

" 砂砾层、冰碛层和泉华胶结砾砂层
含砾板岩、花岗片麻岩、片麻岩、石

英岩、硅质岩、片岩
!D!?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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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雄地区

躺兵错!沙康果剖面（图"）位于当雄县城西，剖

面从念青唐古拉山向南东经冰埂错、躺兵错、沙康果

到当曲。剖面上的冰碛物可划分为"期，"期之间

为不整合接触，其沉积物特征见表#。在当雄电站、

曲登、日贡布等处的地层剖面上也可见到这种情况。

图" 当雄沙康果第四纪地层剖面（据钱方等$%&#年资料修改）

’()*" +,-./01-230245-2(6781201/98-:1(63(3;03)<(63)!=,0>03))/6（0?1-2@(03’03)-10A*，$%&#）

$!侵入岩；#!变质岩；"!砂砾层；B!冰碛层；C!断层；D!现代冰川；E!现代冰川终碛；&!一级阶地堆积；%!二级阶地堆积；$F!三级阶地堆积；

$$!拉曲冰期冰碛；$#!爬然冰期冰碛；$"!宁中冰期冰碛；$B!念青唐古拉群；$C!花岗岩；$D!断层及推测断层

$!(312/8(G-26:>；#!9-109625,(:26:>；"!)20G-AA04-2；B!9620(3-A04-2；C!?0/A18；D!-<(81(3))A0:(-2；E!-<(81(3))A0:(-21-2(9(30A96203-；&!?(281!
627-21-220:-0::/9/A01(63；%!8-:637!627-21-220:-0::/9/A01(63；$F!1,(27!627-21-220:-0::/9/A01(63；$$!H0./)A0:(0A9620(3-；$#!I003A)A0:(0A9620(3-；

$"!J(3)K,63))A0:(0A9620(3-；$B!J(03.(3)103))/A0)26/5；$C!)203(1-；$D!?0/A1037(3?-22-7?0/A1

表! 当雄沙康果第四纪沉积物划分及基本特征

#$%&’! #(’)*+*)’,$-)%$,*..($/$.0’/*,0*.1234$0’/-$/56’/*1))’61,*0,*-7$-89*1-8:;($<$-8841

冰期 地点 堆积物 堆积物（砾石）成分 砾径／:9 砾态 厚度／9
拉

曲

冰

期

躺

兵

错

棕黄色冰碛层 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石英岩 BF!$FF 次圆!次棱

棕黄色冰碛和

冰水堆积
同上 大小混杂 次圆!次棱

""!CF

爬

然

冰

期

日

贡

布

沙康果

冰碛砾石层 石英岩、石英砂岩、花岗岩、花岗片麻岩 #C!DF 次棱角状 $FF!$CF

杂色砂砾层
砂板岩、石英岩、石英砂岩、流纹岩、安山岩、砂砾

岩
C!#F 次圆!次棱 "F!CF

红色含砾粘土层
砂岩、砂板岩、砾岩、石英岩、

花岗岩（少量）
F*C!$ 次棱角状 C

宁

中

冰

期

曲

登

!
当

雄

电

站

冰碛层 斑状花岗岩、石英砂岩、砂板岩、片岩 #F!$FF 次圆!次棱 $F!$FF

砂砾层 石英砂岩、砂板岩、石英岩 #F!"F 次圆状 B

黄色砂砾层 同上 #F!"F 次圆状 C

细砾粗砂层 同上 F*C!" 次圆状 B

黄色砾石层 石英岩、石英砂岩、砂岩、砂板岩、花岗岩（少量） "!$F 次圆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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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青唐古拉山北麓

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剖面位于拉曲东岸，拉曲发

源于念青唐古拉山中段北麓，向北注入纳木错，其第

四系剖面中的冰碛物也可三分为：拉曲冰期、爬然冰

期、宁中冰期，三者间为不整合接触，其沉积物划分

及特征见表!。

表# 念青唐古拉山北麓第四纪沉积物划分及基本特征

$%&’(# $)(*+,+-+./%/*&%-+00)%1%02(1+-2+0.345%2(1/%167(1+.**(7.-+2-
+/2)(/.12)(1/3..2.38+%/9+/:2%/::.5’%-)%/;.5/2%+/-

冰期 堆积物 堆积物（砾石）成分 砾径／"# 砾态 厚度／#

拉曲

冰期

棕黄色冰碛层 花岗岩、花岗斑岩、花岗闪长岩、安山岩 $!%$ 次圆&次棱

棕黄色冰碛和冰水堆积 同上 大小混杂 —

%’’

爬

然

冰

期

冰碛砾石层 石英岩、石英砂岩、砂岩、砾岩、花岗片麻岩 (’!$’ 次棱角状 %’’!%$’

层状砂砾层
砂岩、砂板岩、板岩、安山岩、流 纹岩、石英

岩、石英砂岩
$!%$ 次圆&圆状 %’’

灰白色冰碛层 斑状花岗岩、砂岩、砂板岩 %$!$’ 次圆状 ($

冰水砾石层 同上 !’!)’ — %’

红色风化壳 同上 — — ’*+

宁

中

冰

期

冰碛砾石层 红色砂岩、片岩、砂板岩、石英岩、花岗岩 (’!$’ 次圆&次棱 ,’

冰水砾石层 同上 !’!)’ — $’

灰褐色亚粘土层 细砾、细砂夹薄层炭质粘土 — +

灰黄色砂砾层 同上 (!%’ 次圆状 !

! 问题与讨论

综上所述，除念青唐古拉中段第四纪冰期的三

段式划分外，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

#"< 关于老冰期及其冰碛层

在当雄&羊八井盆地中，早于宁中期冰期的冰碛

物，见有在盆地中呈岛山状分布的一个个孤立的以

砾石为主的杂乱堆积体，一般为高出现代河面(’’
#的山包，时常零星散布着冰川漂砾，其成分有板

岩、千枚岩、花岗岩、凝灰岩、石英砂岩等，砾径%’!
$’"#，最大砾径超过(#，且堆积物风化强烈，多已

成土状。这些漂砾和堆积物的存在，可能说明在盆

地中还有更老的冰期，有可能是属于早更新世早期

（-%；(+$’!!$’’./01）的 冰 碛 物（韩 同 林，

%22%）。此外，在当雄&羊八井盆地中，还有埋藏较深

的第四纪堆积（羊八井钻孔中已见到），这些堆积物

的下部应包含有更老冰期的冰碛物。

#"! 关于各次间冰期

在念青唐古拉山中段间冰期地层中，已发现的

宁中&爬然冰期间冰期的堆积物，为河流相冲积层。

而更早冰期间冰期的堆积物尚未发现，可能由于后

期的断陷被深埋在盆地中。爬然&拉曲冰期间冰期

的堆积物，可以羊八井剖面上的红色风化壳和当雄

电站剖面上的红色风化壳为代表，后者风化壳红土

经分析（李吉均等，%2,)），34为)!5，钙质无反应

或极少，氧化硅与氧化铝之比为(左右，与亚热带红

壤较相近，其粘土矿物成分以伊利石、高岭石为主，

蒙脱石少量。宁中&爬然冰期间冰期的堆积物，以当

曲、拉曲河谷第三级阶地及其堆积物为代表，三级阶

地的相对高度约为%$!(’#，上部堆积物是黄色砂

砾层，下部堆积物是河床相砂砾石层，其顶部还有从

冰碛台地上搬运来的花岗岩漂砾。!期间冰期在不

同的地段表现不同，有时不易划分。

#"# 本区冰期与青藏高原及其他地区冰期对比

此次研究认为自第四纪开始，大约距今5’’./
01以来，本区曾发生过至少!次冰期，从地质特征

与冰川类型上，均可与珠穆朗玛地区的聂聂雄拉冰

期、珠穆朗玛冰期的基隆寺和绒布寺阶段、藏东南的

古乡冰期和玉龙山的丽江冰期、大理冰期相对比，或

与云南地区的玉龙冰期与干海子冰期相对比（表

+）。也可和唐古拉地区、昆仑山地区的冰期对比，并

和云南梅里雪山地区、北京及河北地区的冰期划分

有相似之处。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同位素测年资

料和古生物分析依据。这些问题尚需探讨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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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念青唐古拉山地区第四纪冰期划分对比表

"#$%&! "’&()*)+),-#-(.,/0#1)+,-,234#5&1-#160&1),(7%#.)#%&0,.’,28)#-9)-75#-77,4%#+’#-:,4-5#)-+

时代

纪 世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

（!"#$）

钱方等

（!"#%）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

（!"#&）

赵希涛

（!"""）
本 文

第

四

纪

全新世 — — 现代冰川 — 新冰期与现代冰川

上更新世 绒布寺冰期 躺冰错冰期 海龙村冰期 — 拉曲冰期

中更新世

基龙寺冰期

聂拉木冰期

海龙冰期

羊八井冰期

当雄冰期

叶巴果冰期

硫磺山／聂聂雄

拉冰期

古乡／丽江冰期

玉龙冰期

干海子冰期

爬然冰期

宁中冰期

下更新世 希夏邦马冰期 欠布冰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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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5&8,5&）

"E!：念青唐古拉山东南麓西段，拉曲冰期的侧碛和终碛垄，均呈断

续分布状，仅见于各大山谷之内，一般不能伸出山口，穷木达。

"E%：念青唐古拉山东南麓西段，拉曲冰期的冰碛物中发育有巨大漂

砾，当雄县羊八井。

"E)：念青唐古拉山北麓西段，拉曲冰期的侧碛和终碛垄，仅见于各

大山谷之内，一般不能伸出山口，均呈断续分布状，冷穷曲。

"E$：念青唐古拉山东南麓西段，爬然冰期的冰碛物，构成刚刚伸出

各沟谷出山口不远的高侧碛，高出各沟谷*+!!++O，并被活

断层所切割，冉布曲。

"E*：念青唐古拉山北麓西段，爬然冰期的冰碛物，构成刚刚伸出各

沟谷出山口不远的高侧碛，侧碛高出各沟谷底%+!#+O，翁河

盲曲。

"E&：念青唐古拉山东南麓西段，宁中冰期的冰碛物，构成山麓与山

前的高平台，高出附近山沟谷和河床数十米，当雄县夹多乡。

"E(：念青唐古拉山东南麓西段，宁中E爬然冰期间冰期的堆积物，为

杂色风化壳，冉布曲上游。

"E#：念青唐古拉山北麓西段，宁中冰期的冰碛物，构成山麓与山前

的高平台、长梁或缓坡，高出附近山沟谷和河床数十米至%++
O，测曲上游支流冻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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