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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样 韶 瀚 冰 川 遣 胁

孙 殿 卿

一
、

引 言

对冰川遣踌的豁栽 须要了解冰川流行痕筋的特

征
,

欲了解其特征
,

又须要对冰流痕赫的生成翌展及

冰期以后的破环
,

应有适当的考虑
,

然后我俏对这些

被保留下来的冰流痕卧
,

推行瓢款与研究
,

庶可接近

客观实际
。

盖以各地 ( 例如我团东部 ) 第四耙冰月!遣

踌
,

完整形像
,

已不复存在
,

多履断筒夔篇
,

零星鹰

莎
,

一不小合 ,

虽久治冰川学者
,

也不免有所殷款
。

最近雨年由于参加野外工作
,

有些同志曹多次向作者

提出
: “

怎样韶歉冰川遗外
” ,

兹就冰川遗莎的一般特

征
,

加以摘缘描述
,

供为野外工作同志参考
。

冰川就其规模来靛
,

可以大概分为
:

山谷冰川
、

大隆冰川和山麓冰川
。

山谷冰川谨限于高山地区
,
冰

床沿山谷之形势向下流注
,

未到平地
,

即行释止
。

大

隆冰川
,

由雨枢冰盖
,

或由几个冰流聚集的中心向外

摘大
,

展布甚广
,

像西欧北美各地
,

冰期冰川脐时
,

福于原野
。

山麓冰川大致介于上述雨者之简
,

冰川由

高山一处或数处的凹地
,

再匪聚于一个较大的盆地中
,

沿山川的形势溢于平地
。

如在帕米尔地域
,

保存有颖

明的冰川遣廊
。

在山脊高达巧000 一 6 500 公尺而河谷高

度攀6 00一 4 00 0公尺之地点都有冰川
,

较大的冰流自高

山下降
,

沿河谷流注
,

在山脚地带匡聚成为广阴的山

麓冰川
。

在天山及示队重山中山谷冰川与山麓冰川
,

均

很翌育 ( 圈版 I 一 1 0 )
。

又如穆什克他夫冰川自汗

滕格里下降
,

现有邓公里畏
,

在冰期时
,

其畏达肠公

里
。

同样在中团西部及西北部其他各地
,

高达 50 00公

尺以上的高山地区
,

虽然规模大小不等
,

均可兑到此

种现象
。

在中圃东部
,

研究较群的底山冰川遣莎
,

亦

系山谷与山麓冰川雨者相桔合的
。

冰川作用
,

在高山地区 即冰源地带
,

以晨触为

主
,

在山麓平原地带
,

lRJ 以输送停横为主
。

冰触地

形
,

冰流停精物各具有它犷3本身的特点
。

昔 日的冰流是

渭失了
,

只能由其作用所座生的那些遣蹄
,

镬行盗定

研究
,

以确定过去是否有冰川存在
。

追寻昔日冰川的

展布
,

研究昔日冰川的作用和冰川的影响
,

除了从古

代生物化石退行研究外
,

多着眼于冰散地形及冰流停

精物
。

由于冰川是流劫的固体
,

在冰床握破之地
,

在直

岩甚或砂岩
,

及其他蛟疏松沉倩物中
,

每翌生折曲
、

断裂
,

以造成表面礴造现象
,

因此在某些地区
,

此亦

可祝为冰流遣赫的佐靓
。

二
、

永触地形特点

冰窖
, U 谷— 冰川翌源之处

,

常有凹地储存冰
`

雪
,

扰称为冰窖
。

此种凹地有的在山矗
,

有的在高攀

之旁
,

其下有山谷相速
,

凹地储有之冰
,

橙值流注其

中
,

于是谷底被冰流%lJ 削浸触
,

而成直谷
,

有的成为

槽状
,

其切面形肤
,

有如 U 形
,

均称为 U 谷 ( 圈版

1
.

一召 )
。

此种 U谷与流水街激而成之谷
,

其切面常为 v 形
,

颖然不同
。

有人将冰的侵触与水的切割
,

作如下之比

喻
: “

冰流侵触如错
,

水流切割如据
” ,

良有因也
。

感谷— 雨个 冰流相会之时
,

假若其一 冰体蛟

大
,

它剥削岩石之力也蛟强
,

于是蛟大之冰流
,

侵触

谷底蛟快
,

而蛟小之冰流
,

侵敛谷底蛟慢
,

故其相会

之处
,

雨个谷底则有高低之差
,

所以在小冰流注入于

大冰流之处
,

往住菠生版谷 (圈 6 之 D )
。

冰融后
,

此

种魅谷每保存很久
,

追寻古代冰川的人
,

常指魅谷为

冰流存在的征据
。

但魅谷 之彦生
,

井不 限于冰川作

用
,

如近代断履
,

将山谷切割断
,

而形成愿谷的形象

者有之 ; 又如流水相 会于山谷中
,

或因流 量大小有

别
,

或因岩石软硬性霄不同
,

以致侵敛速率不一
,

亦

成魅谷之象
。

因此谨见有魅谷之地形
,

不足以作为冰

川存在之确据
,

尚须桔合其他事实
,

相互为靓
。

串珠盆地— 在冰川侵触的山区地带
,

每在访靛

剥削四地
,
凹地储 存之冰益多

,

沿谷下注
,

流至不

远
,

再在蛟凹之处屯住不前
,

加重剥削
,

形成另一凹

地
,

久之冰聚多了
,

复沿谷下注至相当较低凹地
,

又

屯住不前
,

加重刹削而形成另一个冰触凹地
。

如是前

淮
,

则造成很多 相速之盆地
。

自高山祝之 或作息瞰

时
,

作一诞串珠的形式
。

散者即冰流樱驶之谷
,

珠者即

其月礼重之盆地
。

此种串珠地形
,

亦为冰流侵触地形的

0 为了使照片洁楚 将文内部分照片巾于封 2 泛封 3上 ;

封 2 为圆饭 I
,

封 3 为圆饭兀一
~

瑞漏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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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之一
,

其与水流侵触者
,

迥然不同
。

冰斗及冰舌— 当气候逐渐变暖
,

冰川则融化退

桅
,

当它退到最后之期
,

在高攀之旁
,

常有盆地
,

略

成圆形
,

其中满储冰雪
,

四遇有小尚环挽
,

盆地近高

攀之面较高
,

且甚峻峭
,

几近直立
,

盆地的前面有
口

,

口的中简
,

有时有石隆起
,

其表面挫冰流之磨

削
,

甚为圆滑
,

每带擦痕
。

它的雨旁为冰融时水流樱

效之肌 故被割颤较深
,

而中简隆起之石
,
由于受冰

流之掩护
,

得以保存
。

盆地储存之冰
,

有时由此口流

注
。

形肤如舌
,

故有时称为冰舌
。

冰舌挫过之谷
,

时

成廿谷
,

时成陡坡
,

其形肤不尽然一致
,

此种盆地
,

其形肤近似漏斗
,

称之硝冰斗地形 ( 圈版 I 一3 )
。

由

其居于高攀之侧
,

形肤霸然
,

容易辨撒
,

又为冰川退

输后期之崖物
,

保存之机会较多
,

追薄古代冰川遣跳

老
,

每易着眼于此
。

但类似冰斗之地形
,

在猜雪而未

凝戍冰床之地点
,

也可以造成
,

唯其形 状与 深浅程

度
,

lRJ 有不同
,

不可不作容旗之观察以区分之
。

冰坎地形— 在冰流屯聚的凹地
,

或冰流樱驶之
`

山谷
,

在冰川向低地流注之前面
,

时有屏障 ( 如上述

冰斗前面
,

有隆起之石即为此类地形 )
,

其形成或由基

岩
,

或由基岩复以泥碟
,

饭亘谷道或盆地之向前开 口

匕

处
,

犹如阴户之尸,坎一样
。

惟其雨端
,

均有缺口 ,

其

一位置蛟低
,

多为现时河溪挫过之所
,

其一缺 口 ,

则

高赓于一端
,

成为夙 口 ,

但亦有雨个均成夙 口而中简

遭受切割者 ( 圆 1 )
。

考其形成
,

当冰床握驶之时
,

成梢停顿
,

冰的雨旁均有排水之道
,

久之将其前面的

屏潭雨端
,

切成雨条水港
。

气候变暖
,

冰水渐多
,

雨
_

个排水之道
,

必有其一地势稍低
,

于是流水就下
,

成

户河氮 居于地势稍高者
,

lHJ 形成夙 口
,

此种地形
,

.

硝之冰坎
。

...

了 / 一一

} 圆 1
.

青阱洛淘议地北面泳坎地形 〔据李四兜 )
奋

冰坡
、

冰览
、

冰隋及冰璧— 若山坡陡峻
,

冰流

防坡而下
,

形成一片
,

流溢不止
,

无川谷之可寻
,

是

韶水坡
。

冰坎之较仄而斜度较大者
,

冰流挫过其中
,

剥刘成为槽肤坡面
,

或成平滑 之斜面
,

雨 旁时有小

澎
,

随坡面下展
,

是为冰览
。

冰流自高山而下
,

有时

令为若 卜段落
,

每玉一段落
,

即掘成凹地
,

每一凹地

之上
,

必有蛟陡峻之冰坡
。

此种地形
,

雁时甚久
,

更

形颖著
,

是为冰楷
。

若冰坡之斜度近乎直立
,

lHJ 冰琉

未能撒擅流注
,

每膨若干时 lR] 下倾一次
,

犹如山崩
,

是渭冰垦
。

盖与流水堕崖而成瀑布之现象相似
,

但冰

流剑别之力蛟水为大
,

故在惑崖之地
,

握此绷削
,

益

形峻峭
,

而其下之潭
,

lRJ 更为刻深了
。

角攀及焦脊攀— 在高山地区
,
几个冰容或冰斗

速接之中简
,

每形成尖攀
,

肤如金字塔
,

名为角攀
。

( 封面
,

及周6 之 D )
。

其形肺绷然
,

易引人注砚
,

在我困西部及西北部现代冰川存在的地区
,

此 种 地

形
,

屡晃不鲜
。

在雨个或雨个以上毗速的佬冰凹地
,

所聚之冰
,

各沿谷道下注
,

怒久侵靓
,

雨个相速的冰

床樱过的谷道
,

谨隔一薄徽
,

肤如焦脊
,

名为惫脊攀

( 圈6之 D )
。

溢 口

— 当冰川贯注予山谷时
,

如冰床效厚
,

·

其

高度已与谷的雨壁高度接近
,

jH[ 有部分冰流沿谷的雨

壁缺 口或破碎之处
,

加强侵触
,

向雨边流滋
。

是拱在
U 谷或冰流握过的直谷的雨壁上

,

每晃有很多缺口 ,

遥远望之
,

犹如城墙之垛口 ,

此种地形
,
名为谧 口

。

在溢 口外边
,

每有来源较远的碟石
。

此种盗 口地形
,

既非搏造因素 J昨挂解律
,

也非老河床所能视明
,

非冰

流无以致之
。

在广西嘿 桥徽及桂西 北山区
,

均曹见

到
。

冰溜面及冰流条痕— 凡握冰流磨创之地
,

其出

露的岩石
,

常呈圆滑形态
,

其未握冰磨者
,

助多露破

角
,

故U谷雨壁的上部
,

往往玲瑞峭竣
,

而其下部 lRJ

则平滑舒展
,

时带条痕 ( 圈版 1 se 4 )
,

据此可以查视

昔 日冰床之高低
。

条疽之粗糊不等
,

深沸亦无定刻
,

随当地之岩石性臀与刻磨条疽之石瑰为箱移
。

冰溜本

身软弱
,

无力刻划痕卧
,

其用以刻划疲踌之物
,

非冰

本身
,

乃其中夹带之石瑰
,

复以冰朱巨大之压力
,

而

淮行刻划
。

疏松而 屠次多的岩石
,
虽艇 磨琢造成条

痕
,

多不易保存
,

冰去后立即毁减
。

若启石之宜均而

坚牢的 lRJ 不然
,

如厚屠石灰岩
、

石英岩及 花尚岩之

类
,

冰流刻划之条痕
,

容易保存
。

故凡冰流樱过石灰

岩面的
,

多保留冰溜面之遗莎
,
为冰川樱扯之熟据

。

冰流刻划之梁痕
,

与岩石握挤压折断所破生之断

面擦痕
,

容易混淆
,

但仔翻观察亦很有区slJ
。

冰流所划

之条痕
,

多为翠钝之刻划
` ,

其疽跻崔达于岩石之表面
。

若岩石之某一部分与其他部分互相挤压而兼以刻划所

形成的痕卧
,

多不限于断面之库表
,

其影响及于内面
,

与断面平行
。

断面之立七
,

每有薄牵
,

易于剥落
,

若刹

去表皮的痕跪 而其下仍可兑到条痕
。

其次
,

断面之

艘生
,

无不直穿岩石而效 ; 而冰溜之面
,

在局部虽然

是平直的
,

但沿其面而追戴之
,

则可晃到婉棘起伏之

象
。

如更淮一步艰察
,

冰溜所成的条疽
,

虽多履f笼而

竟
,

圆而直者
,

但共中必麟玖深刻而仄小之痕卧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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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条厦
,

自表面观之
,

无不甚浇而甚平滑
,

往往具

有光泽
,

爆然如镜
,

此乃岩石断 面遭受亘 压而形成

者
。

此外尚有$lJ 别之点
:

即冰流所致之条疲
,

往往不

限于一个方向
,

而断面条痕
,

则只限于一个方向
。

羊背石— 冰川流溢樱过的地方
,

有时遇到小石

山或石墩
,

未能剥平
,

于是冰流在它们的上面流过
,

久之逐渐磨 fltJ
,

石墩或小石山的形态
,

更趋于扁 J乏而圆

滑
,

它的输廓很像伏瓢
。

居于上流之处即朝向冰源之

一端
,

较低而蛟仄
,

至下流部分即与冰流去向相对的

一端
,

渐高而渐竟
,

有时亦被磨削而呈圆滑的外貌
,

但多数都是参差不齐
。

在它圆滑的面上
,

常带条杖
,

条较的方向
,

即表示冰流的方向
。

若在冰川的底部
,

遇

到此等石墩或石丘很多
,

同时排列在一个地区
,

lBJ 一

一磨成这样形状
,

由冰川上流向外看去
,

很像群羊伏

地
,

石墩扁畏回滑的部分
,

略似羊背
,

其前面参差不

齐的部分
,

譬如羊首
,

因而得羊背石之名 ( 周版 I 一

5 )
。

羊背石亦为冰川流行致力于地面的一种主要侵

触特点
,

它的存在
,

亦作为昔 日冰流存在的佐 荻 之

鼻山尾— 当冰流下驶
,

遇到高出冰面的石山
,

则 自上流而来之冰
,

至此朋为雨股
,

沿石山侧面流

动
,

雨股冰流
,

行至石 IIJ 之前
,

又合为一个
,

.

越山前

蛟低的部分
,

向前流注
。

于是石山居
_

L流的部分
,

它

的后面和它的侧面
,

智为冰流所%lJ 独
,

或成为削壁
,

或成为魁崖
,

而在它的前面即在冰的下流部分低处
,

llR 有冰川翰会之物
,

如流健翼之类
,

停精其上
,

延展甚

畏
,

邃使全山形肤如鼻
,

鼻端居上流
,

鼻根居下流
,

此种地形
,

可称为鼻山尾
。

此外
,

亦有冰流越过石墩

而成鼻山尾者 ( 圆 2 )
。

圆 2
.

鼻山尾 l也形
,

箭头示欲流动向

蟹谷 (中心盆地 )— 当冰川自高山而下
,

其glJ 舌d

剁触能力很大
,

故每在冰流自山麓出登之所
,

常
牙

甸皎

大的低窦之地
。

自高 IJJ 而来的各冰川
,

匿集其中
,

然

后流溢
,

乃成冰舌或冰沉
。

此种寒地名为篮谷
。

盛谷

蛟深的
,

冰融后有时变为湖沼
,

蛟浅的整谷
,

亦不能

多保留冰川输送之物
,

因疏松的泥碟
,

在这样位置就

是有所停精
,

也被冰流搏列以去
。

故山麓冰川匪集的

地方
,

往往不兑冰川停枝 ; 距山蛟远的地方
,

反而晃

到泥碟等物
,

编布原野
,

或者就是因此之故
。

三
、

冰川停猜物特点

凡释冰川运愉而停晴的物算
,

杭称冰倩
。

随共堆

横的地位不同
,

冰碴的材料和冰履的形肤
,

也不相

同
。

停精在冰川底部的名为底碴
,

停精在冰川雨旁的

名为mlJ 碴
,

停猜在冰川前边的名为前债或修碴
。

泥碟一
一

冰碴物多为板辛田而粘性甚大之泥
,

其中

参推石魂
,

大小不一
,

混耗无章
,

没有屠次
,

就称为

泥碟 ( 圈版 I一 6 )
。

其中石瑰的形肤
,

也不一致
,

大

半是粗具固有的输廓
,

而其楼角多亦消失
。

石瑰上之

一二面有时磨研甚平而且光滑
,

其上偶带条疽
。

条痕

粗棚不等
,

方向也不一定
,

有时互相平行
,

有时彼此

昊向
。

冰川条痕碟— 当冰川流行之时
,

携带泥沙石瑰

甚多
,

石瑰随冰流注
,

与其他石碟或冰底岩石
,

互相

磨擦而翌生条凰 由于各个石瑰夹在冰中
,

它卿的位

置方向
,

常有蒋变
,

故在石瑰的同一面上
,

时有很多

条痕
,

方向不一
,

常 可分为数祖
,

每粗各纂其向
。

条

瘤直者居多
,

然亦固有弯曲者
。

此种条痕碟石
,

为冰

流存在良好敲据之一 ( 圈版 l 一 7 )
。

有些地区虽有

冰川存在
,

却少冕条疲碟石
,

盖因石瑰之 坚硬而粗

者
,

虽挫冰流运搏
,

若未遇蛟硬石瑰
,

则难以刻姗条

痕
。

若石贾匀韧较弱
,

lHJ 一遇磺粒之硬者
,

即被刻

划
。

惜其臀软
,

常不耐夙化易于消失
。

石瑰上的条疲
,

不限于冰川运输始得刻划
。

岩石

楼生断面
,

互相挤压而崖生断面条痕
,

但此种条痕特

征
,

与覃钝刻划之条痕不同
,

前已述及
。

雨雪甚多之

地
,

有时循山坡而翌生石流现像 (圈版兀一8 )
。

破碎

之石瑰
,

随湿澜之泥土下流
,

远者可达数里
,

也有受

磨擦而生条痕者
,

但此种条痕
,

谨可晃于趣软弱之石

面
,

其痕疥之深
,

远不如泳川运翰所成者
,

而石瑰之

棱角
,

亦多保存
。

高攀之旁
,

有石瑰下璧
,

与共他石

瑰互相碰击
,

也翌生若干刻划的痕莎
,

此种伤痕
,

常

甚粗而且很短
,

艳无畏丰田深刻者
。

冰流条痕碟石
,

乃

为冰川存在直接融据之一种
,

然必须明辨石瑰上的冰

溜条痕与非冰溜条痕不同之要点
,

以免襄韶
。

漂碟— 冰流运蝙之石瑰
,

有时很大
,

有的可达

数公尺乃至数十公尺
,

其移徙之远近
,

随冰流规模之

大小而定
。

它侧来自远方者
,

称为漂碟 (周版 l 一 g )
,

甚至于有的是翻山越海
,

来源很远
,

如挪威 之 石

瑰
,

漂徙到英偷北部
。

在奔川之旁
,

山洪之时
,

及山

边崩溃之处
,

亦可使较大之石瑰向低处移动
,

但到平

地
,

即行籍止
。

握冰流运愉之漂碟
,

虽然很大
,

凡冰

流所到的地区
,

无不随之
。

等冰融之后
,

此种漂碟即
一,

被停放于所在之 处
,

同
’

色们生成的基岩故地
,

往往
’

有丘陵为之隔艳
。

可以烦然看到
,

告非冰流运是
,

难
1

以致此
。

由此 可知漂碟亦为古代冰川流行之一征
。

若 、

遇豆 大漂碟
,

揭于远平原
,

或傲立于丘陵之顶
:

lRJ 可录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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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冰流遗阶之确据也
。

冰川瑰碟碴— 冰川停倩物胃
,

泥碟虽多
,

但也

有时泥贾很 ,..J
,

瑰碟居多
,

或者全为瑰碟
,

冰 川收精

之时
,

有由冰斗自陡坡下溜的冰流
,

常蝙送此种瑰碟

甚多
,

称为瑰碟碴
。

冰融后仍停于山坡
,

肆然看了很

像以I崩所致
。

瑰碟之形状
,

亦与 山崩所彦生者板为一

致
,

雨者+lJ 另lJ
,

如无其他扯据
,

比蛟困难
。

掀泥或季候泥— 冰前若有低窿之地
,

lH] 每年由

冰触化的水
,

必有一部分流匡其中
,

将冰旁冰 底 之

泥沙
一

也携带而至
,

泥之捆者多呈乳白色
、

灰色
,

简亦呈

棕黄色
,

甚或有赤色者
,

这以冰中所运会材料本身之

颜色而定
。

夏日较热
,

冰融蛟快
,

冰前的流水亦多
,

而冲洗授乱之力亦大
,

可以运输粗砂粒
。

到了冬季
,

冰多固精
,

冰融蛟 少
,

冰前流水蛟捆
,

而冲搔之力亦

小
。

谨能运送韧粒或泥贾之物
。

是故停猜于冰前尧整地

之泥砂
,

入夏 lHJ 胃蛟粗
,

入冬 lH] 较韧
,

如是每屋一

年
,

粗者一唇
,

袖者一屠
,

沉精其中
。

若魔年很久
,

则成枚泥
,

( 周版五一10 ) 不独粗栩相简
,

且冬夏二

季亭倩物的蔚i色
,

亦有不同
。

普通是冬季之泥色灰

黑
,

夏季的泥多乳白色
,

有时带有橙黄者
。

此种杖

泥
,

亦称季候泥
,

它有耙时之效用
,

与榭木的年翰相

若
。

叙泥之崖生
,

不谨限于冰川之前
,

而无冰川之

地
,

如湖沼地区
,

也有时截生系文泥
,

故不能 ))现辛文泥为

冰111存在之特有征据
。

冰水停债— 当冰川存在的时候
,

它一部分隆檀

融化之水
,

或流无定向
,

或集注成为河流
。

校大的水

流
,

知穿过冰川的下部
,

或成冰下河道
,

蜿蜒达于冰

前
,

向外奔沌
。

或在冰川之雨旁
,

擎成深港
,

有如思

路雨旁排水之满道
,

凡小型冰川
,

多如是也
。

冰川最

前之处
,

冰水最多
,

于是冰中冰下的泥砂石瑰
,

多随

水排出
,

粗者停横在冰前校近之处
,

糊者逐流而去
,

暖布甚远
。

碟石在冰床里边之时
,

几乎无分选作用
,

棱角也多未消失
。

耀冰水运送后
,

ulJ 展蟀移动
,

互相

面击
,

移徒愈远
,

其形愈圆
,

水流分选作用
,

也愈明

籁
。

因此在冰川的前面
,

常有泥砂之类
,

辍以卯石
,

离冰前渐远
,

则石碟晰小而渐圆
。

此种冰水排波物
,

不但健键石形肤很圆
,

且常唇次分明
,

它与一般冰碴

物在形踌上大不相同
,

而与一般流 水搬运停精则很

近以
。

凡山冰水排澳听停精的泥砂石碟
,

都称为冰

水停植
。

若冰讥甚为遗阔
,

冰川底部停精之物
,

有

时多为泥筒
,

有时为砂碟丘
,

此种泥砂之成
,

迄今

尚无定言俞
,

.

可能随各地之 l青形不同
,

其成 因也不一

致
。

冰啧物的一些特殊形状— 冰流底部和他的周圃

停植之物
,

常成丘陵
,

颖示圆润的邢克
,

有时耀横交

蜡
,

有时排列成行
,

畏者蜿蜒如堤
,

短者孤立如缘
。

由远处观望
,

起伏不一
,

参差不齐
,

很像云海之面
。

就其形肤
,

可分为
:

鼓丘
、

蛇形丘和砂碟阜
。

这三

种形势的停精物
,

多成于
2

附也
,

一入高山
,

则少晃

之
。

鼓丘的形肤是畏而圆
,

一

其形像东瓜直剖雨牢而俯

置之
,

其畏矢豆不等
,

畏者里静至十数里
,

竟半里至数

里
。

其形小者
,

畏不到半里
,

竟谨百余米
。

鼓丘大半

全由泥碟而成
,

亦有泥碟依附当地石基而生者
。

鼓丘

为冰底停植之物
,

故其高度必小于冰的厚度
,

而它的

是朝方向
,

即指示冰流之方向
。

在一个冰沉所占据的

地区
,

往往形成很多鼓丘
,

自远祝之
,

形若云海之

面
,

也很像接是中由排列的一筐鹅蛋 ( 周 3 )
。

蛇形丘的形卡庆甚畏而多弯曲之处 (圈 叼
,

有时

题延十余里
,

自远祝之
,

很

像亘蛇逃逸之

状
。

它橇成之

材料
,

多履砂

碟
,

有时可分

成屠次
。

其生

成也
,

或系当

冰 川收箱 之

时
,

冰的前面

本隆檀后退
,

于

是冰下河将冰

中 所带的 砂 圆 3
·

美圃威斯隶星的彭丘地形

路 沿洞而向 ( 摘脸梯都 )

洞 口输送
,

待吐出洞 口
,

lHJ 砂碟停止前镬
。

冰愈向后

退
,

llR稚镇停精之物愈多而愈延畏
,

最后形成
J

反丘
。

此

圆 4
.

美团明尼苏达仙蛇形丘地形

种停植物的展搏折曲
,

保因随冰流退精的方向以为蒋

折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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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碟阜
,

其形肤不一
,

有成圆摊形状
,

有成畏阁

形肤
,

亦有成不规 lHJ 的丘陵地
,

其中堆横之物
,

砂碟

居多
,

砂碟之下
,

时有泥碟
,

时无泥碟
。

它的座生
,

大抵椽于冰底或冰面冰水之流注所成
。

冰川之前碴及侧碴— 山谷冰川多为舌肤
,

山麓

冰川
,

形成冰讥
,

多为扇 {庆
。

山谷冰川及冰沉若握久

而无伸精之变化
,

在它的前面及雨旁
,

常有泥碟
,

形

成畏丘以环镜之
。

它们的前碴常成弧形或新月形之 l打

岗
,

而侧碴常甚仄小而且畏直
。

有时侧碴靠近前倩部

位
,

雨者界限也很难划分
。

侧碴菠生于深谷之旁者
,

很不易保存
,

盖因冰川之雨旁
,

常有冰水衡洗
,

但冰

前停倩之物蛟多
,

而且除去主要波水之处
,

所遭受侵

触也比蛟少
,

故凡曹挫冰流之处
,

前碴的遣留部分
,

常不难菠现
。

冰川退缩
,

有快有慢
,

有一次融化的
,

也有分期

退精的
。

分期退精者
,

即退至某处则停屯瓦若干时
,

每停

顿一次
,

l1R 截生一前碴
,

于是先后赞生之前碴
,

而成为

若干平行的孤形山岗
。

但冰床如再前淮
,

lRJ 将这些疏

松之停倩
,

全部蒯除
。

冰川停止在高山的
,

很少保留

前碴
,

因冰水街洗过甚
,

泥碟之类
,

很难得以保存
。

所以有些 111 谷冰川地区
,

肯定有其他冰川现象
,

但往

往找不到前碴所在
。

总的来能当冰川自高山匡集于篮谷时
,

再 向前流

溢
,

以达平地
,

由于冰流的浸触和它的愉送停倩
,

往

往形成一套的冰川地形 ( 圈 5 )
。

在靠近山更翻也位
,

必有蛟大之窿地形成篮谷
,

为冰流储集之所
。

在篮谷

之前面 H[J 为鼓丘所在地区称为鼓丘带
。

鼓丘之前面
,

R[J 为释磺或前碴地带
。

在前碴之外圃
,
则为冰水停

横地带
。

这一套地形
,

大都遭受冰期以后的破环与

新停倩物的盖复
,

不能保留其本来全貌
,

只能从其

挤压而翌生地胃簿造现象
。

软弱之岩石
,

如真肤袋

屠
,

因不耐冰川挤压之力
,

于是在岩右表面部分
,

翌

生小褶欲
,

小衡断面
,

甚至于展搏曲折
,

其受摄乱之

象
,

界乎录常 ( 圆版兀一且
,

珍 )
。

但此种现象
,

谨

见于岩石靠近冰流底部一带
,

其作用所及
,

最大老不

过数十公尺而已
。

过此以下
,

则当地岩石之搏造
,

仍

保持其常规
。

冰川之前推
,

常能将其下已挫停精之物推动
,

以

使老冰碴或其他停猜之物
,

菠生菌断现象
。

一个地区

如挫过数次冰流
,

每能晃到此种现象
,

甚至有旧冰碴

居之亘瑰捻入新冰碴屠中 (图版五一 13)
,

若雨者胃料

圆 5
.

从麒谷至冰永停横处各部分相互联系之舫郁台

圆 .6 山补冰川的翌 丁情形
。

A一山 区在冰川
侵占以前

。
B一冰川登生之宅

尹

期
。

C一冰川已
畏成的时期

。
D一冰融以后斯现的冰颤地形:

冰窖
,

冰斗
,

U谷
,

贩补
,

焦脊攀
,

角案等
〔摘 ”

R
·

.F F ill
, t害中 )

( 据彭克 )

断筒陇篇
,

作蛟祥韧之追寻与探索
,

始可描划其原

形
。

四
、

水流运行与地表岩唇之影响

冰流虽为固胃
,

但能流动
,

冰床愈厚
,

其下面的

岩石受压愈大
。

当冰川流动时
,

J犷下之岩石
,

每受街

动之力
,

故冰流很厚之处
,

其下岩石之表面
,

往往被

相若
,

ll1[ 无从$[J 别新旧
。

倘若新旧之冰碴物迥然不同
,

lHJ 可以根据此种现象
,

以断定曾有雨次冰流樱 封 其

地
。

中团的冰川遣卧
,

除了各高山地域
,

尚保存其纹

完整形跳外
,

如我团东部皎低地区
,

过去的冰流痕跻
,

多遭破环
,

观察时不可不翘慎仔抽
。

最后为了使覆者对山谷冰川有一蛟完整的概念
,

特将其翌育情况用圆 e 表示出来
,

以供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