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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自动气象站对东南极冰盖Lambert冰盆-Amery冰架雪面相对高程(SSH)变化进行了连续监测, 通过 Argos 卫

星传输的逐时数据精确分析了冰盖 LGB69 地点和 Amery 冰架 G3 地点SSH的年内变化过程. 2002年2月至2003年1月

一个整年资料得出, LGB69全年积累量为0.68 m, 与花杆网阵所得结果接近. 10月至次年4月南极夏季为主要积累期, 占全

年SSH变化量的101.6%; 5~9 月南极冬季期间雪面高度几无变化,  雪层密实化作用使之略有下降,  为全年 SSH 变化量

的 1.6%. LGB69和G3雪面上升主要由雪面突升事件导致, 而且在LGB69较G3更频发. G3点每年有 2~3 次雪面突升事

件, 均发生在夏季, 1999~2002 年共发生 8 次明显突升事件. 2002 年 LGB69 

点4次突升事件均伴随空气湿度增加和太阳总辐射下降, 说明因降水过程导致. 下降风对LGB69点SSH变化有正向作用, 主要

积累期风速的增大伴随着积雪增加, 大于 7 m/s 的吹雪临界风速引起表面高程的显著增加. 因大风天气有时伴随降水过程, 

目前尚难于精确计算吹雪再堆积在全年35%以上. 物质积累中的百分比,  但估计其贡献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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