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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去对冰消期的认识，只限于冰川融水能使全球海面升高，而对于冰消期的动力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
地貌类型，则缺乏系统的描述与研究。
也就是说，过去只强调冰期时期形成的冰川地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冰消期所形成地貌特征的探究
。
为弥补这一不足，徐兴永、于洪军所著的《冰消期地貌》则着重于对历次冰消期所形成的多种地貌进
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不言而喻，本书属于“冰川活动区冰消期古地貌的研究”，从而有别于过去古冰川遗迹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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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古冰川地质学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国外古冰川地质研究史　　随着对冰川与冰川遗
迹认识的提高和调查资料的积累，终于导致冰川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
1750年A．c．博尔迪埃描述了冰的塑性，为冰川运动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779年法国的苏萨里，首次使用“漂砾”一词，解释侏罗山石灰岩上的花岗岩漂砾的成因。
其实，这种现象在我国也存在，但至今尚未被认识与开发（如：山东沂源县芝芳沟十八转谷地中，有
一花岗岩形成的终碛横在谷口，至今其残存高度仍然有数米，而谷地的两侧竟为石灰岩，谷底为石灰
岩块与花岗岩块的混合堆积，表明当地曾被古冰川所覆盖，来自沂水源头的巨大的冰川舌，带着花岗
岩块曾延伸到鲁山南侧的十八转谷地）。
　　1795年，英国的赫顿提出这些漂砾是由冰川搬运而来的。
1832年德国的伯恩哈德提出北欧大陆曾发生过大规模冰川作用。
1837年瑞士的阿加西提出“大冰期”概念和冰期术语，并在1841年开始用一系列的精密测量来确定冰
川的移动规律，首次发现冰川两侧的移动速度比中部慢，而冰川中部的移动速度又比终点快。
随着欧洲、北美洲与阿尔卑斯分布的陆地冰川和山地冰川的发现以及冰期间冰期理论的不断完善，为
冰动型海面变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842年，玛克拉仁认为冰体的融化，必然要引起海面的升起。
1852年，英国的兰姆赛论证了苏格兰和威尔士古冰川作用的地层中有两次冰期的遗迹；1858年，瑞典
的希尔发现在两次冰期之间的沉积层中确有温暖气候带的植物化石群遗迹，称“间冰期”。
　　1901年，德国A.彭克和瑞士E．布吕克纳在阿尔卑斯山前和山麓地带划分出了由4次冰川作用的“
冰碛物”所组成的沉积系列，并以慕尼黑以西多瑙河的4条小支流的名称命名，即恭兹(Gunz)、民
德(Mindel)、里斯(Riss)和玉木(Wurm)（最后）冰期。
冰期时冰体大多以分散的山谷冰川的形式出现，而没有形成整个冰盖（大陆冰川与山地冰川连成一片
时，冰川可分布到山体以外），有些冰川向下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的平原地区，形成了巨大的
冰舌。
他们把冰期与冰期之间的冰退时期称为间冰期，也就是暖期。
值得提出的是，彭克在阿尔卑斯所创立的第四纪冰期，为四大冰期，即所谓经典的四大冰期划分法。
20世纪30年代戴里从冰动型的海面变化，进而提出“冰川控制论”。
　他认为海面变化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温度的升高破坏了大洋水、大气水和陆地降水之间的平衡
。
　当温暖的间冰期气候变为寒冷冰期气候时，大面积的降水由雨变为雪，由雪转化为粒雪，再从粒雪
变为粒冰，从粒冰集合成冰川冰，　停留在陆上积累成冰盖而不返回海洋，从而使海洋失去平衡，海
洋水体体积的不断缩小，导致海面下降。
1936年赫斯主张：由于地球自转速度的增大而引起低纬度地区的海面上升，而在高纬度地区海面发生
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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