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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极Lambert冰盆-Amery冰架区域雪面 
相对高程变化的精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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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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积累中的百分比, 但估计其贡献率在 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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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冰盖约占全球陆地总冰量的 90%, 其物质
平衡变化是影响全球海平面变化最大的潜在因素 .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 南极冰盖将趋于“增长”还是“消
退”尚无定论. 不同研究方法表明, 当前南极冰盖年

均物质平衡略呈负, 介于 −20~ +10%之间, 对海平面
的贡献为  +0.5±1 mm/a[1], 估计误差在 100% ~ 
200%之间, 该不确定性部分地源于对广袤南极冰盖
表面物质平衡实测数据匮乏、测算不准确, 以及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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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积累季节分配过程认识不足, 使用大气环流或大
气/冰盖耦合模式计算水汽通量值时往往较粗略. 因
此, 现场监测南极各主要地理单元表面物质积累年
内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截止目前, 在南极冰盖共运行着 90 多台自动气
象站, 但放置了冰面高程探测传感器的还只是少数. 
在西南极冰盖和Ross冰架连续记录的表面物质积累
过程变化的研究准确显示了该地区表面积累量的年

内分配, 其结果被成功用于大气环流模式对大范围
冰盖物质平衡的估算以及冰芯内长时间序列积累率

变化的解释[2~4]. 在东南极冰盖, 澳大利亚南极考察
队在Wilks地、Amery冰架和附近区域布设了数个探测
冰面高程的自动气象站[2~6]. 

“Lambert冰盆-Amery冰架”系统是东南极冰盖最
大的冰流系统, 面积 1.55×106 km2,  其中Amery冰架
面积 7.1×104 km2 [7]. 本文通过中、澳合作在东南极
Lambert冰盆LGB69 地点架设的自动气象站记录的一
个年周期和Amery冰架G3 地点连续 4 年表面相对高
程变化过程, 分析其季节分配特点并探讨影响季节
分配的因子, 为使用模式估算该地区表面物质平衡
奠定了基础, 并将为合理解释在该地区业已钻取的
排钻冰芯气候记录以及验证卫星测高仪的测量结果

提供直接的地面依据.  

1  研究区基本特征和自动气象站概况 
2002年 1月 22日中国第 18次南极考察期间, 在

东南极冰盖Lambert冰盆西侧的Princess Elizabeth地
LGB69 点(70°50′S, 77°04′E; 海拔 1850 m)建立了自
动气象站. 该地点距离海岸 160 km, 雪面分布高度介
于 0~0.2 m的雪波纹, 其长轴走向与主风向一致, 为
60˚, 垂直于等高线指向Lambert冰盆. 图 1(a)所示为
中国南极内陆冰盖考察断面以及LGB69 自动气象站
位置. 过去 5 年间, 在该条断面上进行了一系列冰川
学综合考察[8]. 

图 2显示了 1996~1998年冰盖边缘 470 km断面
年积累率空间分布. 从图中可见, LGB69气象站位于
冰盖边缘高积累区, 年积累率约 70 cm/a, 距冰盖边
缘 200~350 km 间则为下降风盛行区(虚框部分), 风
蚀作用使该高度带年积累率很低, 平均约 20 cm/a. 

从 350 km 向南,随着距离海岸愈来愈远且又不受下
降风扰动, 积累率呈递减趋势.  

Amery冰架 G3自动气象站(70°53′S, 69°52′E, 海
拔 84 m)建立于 1999年 1月,  位于 Amery冰架中部, 
雪面平坦.  

图 1(b)为 1999年 1月在LGB69布设的物质积累
花杆观测网阵以及与自动气象站位置关系示意, 其
中花杆布设成 6 × 6网阵, 间隔 20 m, 即整个网阵呈
100 m × 100 m的正方形. 表 1给出了花杆网所测年积
累量及标准偏差. 1999~2001年平均积累率为 75cm/a, 
最大值 83 cm/a, 最小值 59 cm/a, 标准偏差 5.8 cm/a. 
取表层雪平均密度 0.38 g·cm−3, 则平均积累率相当
于 28.5 cm/a水当量. 2002~2003年南极夏季, 对花杆
网进行了第 3 次测量(秦翔, 个人交流). 本年度 327 
天平均积累量为 47.7 cm, 最大值 66 cm, 最小值 33 
cm, 标准偏差 8.1 cm. 花杆网阵现场观测值可与下文
自动气象站观测值作对比. 
 
表 1  LGB69花杆网阵测得的 1999~2001年平均积累率和

2002年度 327天积累量a)

花杆

编号

Pm

/cm·a−1
P02 
/cm

花杆

编号

Pm

/cm·a−1
P02 
/cm 

花杆 
编号 

Pm

/cm·a−1
P02 
/cm

1 68 50 14 71 60 27 80 40
2 73 43 15 80 49 28 81 45
3 76 44 16 78 45 29 77 64
4 75 33 17 81 40 30 78 39
5 83 33 18 76 50 31 69 46
6 78 36 19 59 57 32 71 50
7 69 55 20 68 61 33 80 43
8 75 42 21 79 38 34 76 46
9 76 52 22 78 44 35 78 47

10 73 43 23 74 58 36 78 48
11 80 49 24 80 43    
12 83 48 25 61 46 平均值 75 47.4
13 66 55 26 68 66 σ 5.8 8.1

a) 3次测量时间分别为 1999年 1月 29日,  2002年 1月 21日
和 2002年 12月 17日. 花杆编号及排列见图 1(b) 
 

LGB69和G3气象站为澳大利亚南极局自行研制
组装的 098型自动气象站, LGB69和 G3记录参数包
括 1, 2和 4 m高度气温、风速; 另外, 在 4 m高度安
装有太阳短波辐射, 风向和湿度以及冰面高程传感
器, 雪面以下安装有气压传感器以及雪层温度传感
器. 表 2 列出了各主要传感器型号及检测下限. 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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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a) 研究区和自动气象站地点, (b) LGB69花杆网阵布置与自动气象站位置关系示意图 
图中箭头线为中国南极考察内陆冰盖考察路线, 黑圆点表示 LGB69和 G3 

 
象站能够对上述参数以 1 次/200s 频率连续记录, 这
些记录实时发送至 NOAA 卫星网络(ARGOS), 并通
过世界气象组织(WMO)所属全球电讯系统(GTS)传

送至室内供读取研究.  
本文主要针对架设于两个气象站 4m高度的超声

探测传感器 (SR50-45) 记录的连续雪面高程(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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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从冰盖边缘至内陆考察(图 1(a)中箭头线)470 km沿线表面积累率空间分布 
虚框为东南极冰盖普遍的低积累高度带 

 
表 2  LGB69和 G3自动气象站各传感器类型及检测下限 

传感器 检测下限 型号 
气温/℃ 0.02 FS23D thermistor 
湿度/% 3 Vaisala HMP45D 
风速/m·s−1 0.2 AAD 风杯 
风向/(º) 6 Aanderra 3590B 
雪面高度/cm 1 Campbell Scientific SR50-45 
太阳辐射/MJ·m−2 0.1 Middleton EP08  
气压/hPa 0.1 Paroscientific Digiquartz 6051A
雪温/℃ 0.02 FS23D thermistor 

 

surface height, 下文简称 SSH) 变化, 研究雪面积累
率的年内分配规律. 该传感器以超声波探测传感器
与雪面之间的距离变化, 视角 22°, 探测精度 10 mm. 
SR50-45 以 1/200 秒频率所得数据完整度优于 99%. 
这里需说明两点: (1) SSH变化指相对高程的变化, 因
为自动气象站随冰盖一起流动, 因此不计冰盖流动
造成 Z轴方向的变化; (2) 因雪积累后会发生密实化、
升华和凝结过程, 所以严格地说, 短时相对高程的变
化并不完全等同于积累量变化, 但升华和凝华作用
在冰盖边缘积累量中所占比例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这些变化也能够在后期记录中得到反映, 因此
可近似认为 SSH 变化就是积累量的变化. 为研究影
响 SSH变化的因子, 除了 LGB69和 G3自动气象站
资料(LGB69: 2002年 1月 22日至 2003年 2月 28日; 
G3: 1999年 2月 5日至 2002年 12月 31日)外, 下文
还使用了距离该地点最近的探空气象台站——Davis
站在 2002年 1月 1日至 2002年 12月 31日一个整年
内的气象记录, 记录间隔为 3 h, 本文仅使用云遮蔽

度和云层高度记录. 

2  SSH的年内变化特征 

2.1  LGB69点 SSH变化 

为消除短暂记录间隔引起的误差, 将 LGB69 记
录的 2002年 1月 22日至 2003年 2月 28日逐时 SSH
作日平均处理, 再经统计得到逐月变化(表 3). 图 3显
示了逐日累积 SSH 变化. 由图可见, 全年 SSH 变化
表现出如下特点: 

(1) 气象站建站初期 10 天内冰面高程下降, 这
是因为在建站时需挖取雪坑, 气象站建立后虽做到
使雪面与周围平齐, 但表层雪层受到人为扰动, 密度
变小、空隙度增大, 风蚀作用使雪面侵蚀变低. 因此,  
 
表 3  LGB69点 2002年 2月至 2003年 1月冰面高程逐月

变化统计 

月份 月积累率/m 距平 /m 
逐月积累率占全年(2002-02~ 

2003-01)积累量百分比/% 
2 0.07 0.02 11 
3 0.15 0.09 22 
4 0.09 0.03 12 
5 −0.07 −0.13 −11 
6 0.05 −0.01 7 
7 0.03 −0.03 4 
8 −0.07 −0.13 −10 
9 0.05 −0.00 8 

10 0.11 0.05 16 
11 −0.00 −0.06 −1 
12 0.16 0.10 23 

1(2003年) 0.12 0.0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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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GB69累积冰盖表面高程变化过程 
竖点线为年界线, 图中数字 1~4和 1’分别代表 2002年 4次和 2003年 1次 SSH突升事件 

 
下文讨论全年 SSH 年内变化时不涉及该时段, 主要
讨论 2002年 2月至 2003年 1月时段. 

(2) 10月至次年 3月为主要积累期, 积累过程并
非持续增加, 而是表现为数次突变, 在此我们称之为
“突升事件”(表 4). 如 2002 年 2 月 7~15 日(事件 1), 
2002年3月11~23日(事件2), 10月4~21日(事件3), 11
月 28日~12月 9日(事件 4)以及 2003年 1月 27日~2
月 7日(事件 1′)期间表现为 SSH突然升高, 5次事件
中 SSH 升高值介于 0.13~0.14 m 之间, 日变幅介于 
 
表 4  LGB69和 G3点 SSH突升事件的日期、持续时间、

变化量和变率 

事件 发生时间 年内天数 
(1月 1日算起)

持续日 
数/d 

SSH变化 
量/m 

SSH变率
× 10−2/m·d−1

LGB69(Lambert冰盆) 
1 2002年 2月 38~46 9 0.13 1.4 
2 2002年 3月 70~82 13 0.22 1.7 
3 2002年 10月 277~294 18 0.24 1.4 
4 2002年 11~12月 332~343 12 0.19 1.6 
1′ 2003年 1~2月  27~38a) 12 0.22 1.8 

G3(Amery冰架) 
1 1999年 3月 59~85 27 0.21 0.8 
2 1999年 10月 316~319 3 0.09 4.5 
3 2000年 1月  1~19 20 0.09 0.5 
4 2000年 5月 145~155 11 0.06 0.5 
5 2000年 10月 310~311 2 0.07 4.0 
6 2001年 1~2月 23~43 21 0.23 1.0 
7 2001年 10~11月 333~358 36 0.50 1.4 
8 2002年 4月 118~121 4 0.26 6.5 

a) 图 3和图 5(b), (c)中示为 392~403(自 2002年 1月 1日起) 

1.4~1.8 × 10−2 m/d. Braaten[4]亦测量到 1996~1997年
西南极冰盖AGO2 (85.67°S, 46.38°W) 5次突升事件. 
由下文讨论可知, LGB69点突升事件与主要降水过程
有关; 但夏季雪面也有相对稳定的时段, 如 2002 年
11月雪面几无变化. 

(3) 冬季SSH相对稳定, 这种稳定可以解释为无
显著降水和风蚀/再堆积作用, 也可以解释为降水与
升华、风蚀作用相抵消. 但因南极冰盖升华作用的发
生条件是高温、大风天气, 因此它局限于南极冰盖边
缘且主要发生在南极夏季. 距离海岸 150 km以南的
内陆地区, 年升华量降低为零[9], 所以可排除此因素, 
由此可以判断冬季SSH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是降水
量小. 表 3还给出了 2002年 2月至 2003年 1月SSH
变化的逐月距平统计值. 2002年 2月 1日至 2003年 1
月 30日一整年积累量为 68 cm, 取表层 1m平均密度
370 kg/m3,  则积累率约合 252.7 kg·m−2·a−1水当量. 
其中 10月至次年 4月期间积累率为 69.4 cm, 占全年
SSH变化量的 101.6%, 5月至 9月之间冬季积累量为
−1.1 cm, 为全年SSH变化量的−1.6%. 此微弱降低可
能归因于雪的密实化作用, 雪层在上覆压力和风力
摩擦作用下引起的密实化过程可导致雪面微弱降低. 
中国第 19次南极考察队从LGB69花杆网阵新获 2002
年 327天内积累率为 63 cm, 与自动气象站记录结果
十分接近. 又从该点花杆网阵 1999 年 1 月 29 日至
2002 年 12 月 18 日约 4 年积累量得出年平均积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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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8 cm/a, 与自动气象站的记录相吻合.  

2.2  Amery冰架 G3点 SSH变化特征 

同样, 对 Amery 冰架 G3 点 1999~2002 年 SSH
变化的逐时记录作了日平均处理, 图 4给出了逐日雪
面累积高程变化. 由图可见, 4年中 SSH变化表现出
如下特点:  

(1) SSH表现为一系列突升事件, 而非逐渐升高, 
这与LGB69 所记录的变化过程相似. 突升事件均发
生在夏季, 尤其表现为每年夏初和夏末各有 1~2次突
升事件. 表 4列出了G3点SSH在 4年 8次突升事件期
间的雪面变化、发生日期和持续时段, 8 次突升事件
期间日变幅介于 0.5~6.5 × 10−2 m/d. 

(2) SSH变化的年际差异很大, 1999~2002年 G3 

点积累量分别为 0.32, 0.14, 0.54和 0.02 m. 与 LGB69
不同, 突升事件之间 SSH变化很微小, 这极可能与冬
季降水小以及平坦的冰架区雪的再堆积作用较弱有

关. 1999年和 2000年冬季 SSH变化很小, 2001年和
2002年冬季有明显雪面下降趋势(图 4(b)), 可能由冰
架上覆雪层消融以及雪的密实化过程引起. 

3  SSH变化与气象要素的关系 
沿南半球高纬海区活动的气旋强度是决定南极

冰盖降水及其变化的主要因子[9]. 南极冰盖边缘地带
降水表现为阶段性并常与气旋、锋面活动紧密相关, 
这与冰盖边缘由于地形变化急骤从而造成海平面与

内陆高原间巨大的温、压、湿梯度有关, 在边缘地带
形成活动频繁的气旋或锋面. 但用常规方法测量南 

 

 
 

图 4  G3点累积 SSH变化过程 
竖线为年界线. 图中数字 1~8代表 1999~2002年共 8次 SSH突升事件. 下图为放大的 2002年 SSH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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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冰盖表面降水是不可行的, 因为降水与吹雪往往

相伴, 使得难以真正区分实际降水所占百分比. 对于

两极冰盖, 已形成了一些测算吹雪的经验方法[3,10~13], 

但这类测算均针对粒雪在风力作用下离开雪面的过

程与通量, 并没有解决吹雪再堆积作用占积累率百

分比的问题. 通过自动监测方法辅以人工标记雪面

变化的方法在南极下降风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10~13]. 

这些实验证明, 由冰川学单点测量得出的积累量与

降水量变化虽然在数值上有差异, 但二者间的年际

变化是大致同步的.  

南极冰盖降水量分布可由经验方程得以粗略描

述, 比如, 按Oerlemans经验公式计算可得现代降水
量P[14]:  
 P = 920 × (0.3 + 14S − 4 × 10 −5h)/C, (1) 
其中 S为冰盖表面坡度, h为海拔高度(m), C为大陆度
指数 , 边缘地带取 1.5, 内陆高原取 2. 经计算 , 
LGB69 点处年降水量为 410 mm/a. 则这一数值相当
于 2002 年实测积累量的 60%, 换句话说, 约有 40%
的积累量来自吹雪、凝华等过程.  

3.1  LGB69点 SSH与风速 

LGB69风向记录显示主风向为 60°, 指向 Amery
冰架区. 2002年 1月至 12月 4 m高度风速分别为: 1
月 8.3 m/s(自 22日起), 2月 10.0 m/s, 3月 8.2 m/s, 4
月 10.2 m/s, 5月 11.1 m/s, 6月 10.6 m/s, 7月 10.4 m/s, 
8月无记录, 9月 11.8 m/s(9月 16日起), 10月 9.6 m/s, 
11月 8.7 m/s 和 12月 7.1 m/s. 年平均风速约 9.6 m/s,  
日风速在 0 ~17.7 m/s 之间波动.  

高风速可引起表雪重新分配, 依下垫面粗糙度
不同, 雪粒吹离雪面的临界风速介于 7~13 m/s间[7, 15]. 
图 5(a)为大于 7 m/s的 1 m高度逐日风速与逐日积累
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因冬季低温导致风速传感器停止
运转, 故 2002年 6月 23日至 9月 25日期间无数据). 
由此可见, 大风速对应于当日积累量的显著升高, 因
该地区雪面较典型且下降风带平坦, 从图 2 可见, 距
离海岸 200~300 km典型下降风带积累率很低, 低于
300 km以北和 500 km以南断面的积累率, 没有遵循
东南极冰盖自边缘向内陆积累率空间变化呈线形递

减的总趋势, 这一风蚀区的部分积雪在风力作用下
在下风区再堆积, 造成LGB69 所在地区积累量的增
大, 占该地区年积累量的 40%左右. 低降水、高风速
引起距离冰盖边缘 300~500 km地带积累率下降并使
其下风区积累量增加的现象在东南极冰盖诸多地点

实测中得到证实[16, 17].  
因风吹雪临界风速介于 7~13 m/s, 若抽取大于

13 m/s 风速的日积累量作为再堆积年积累量的下限
(因冬季雪面几无变化且风速记录丢失, 此计算仅针
对夏季), 则得其总量为 24 cm, 占年积累量的 35.6%, 
这一结果较经验公式(1)得出的估算值略小.  

3.2  LGB69点 SSH与空气湿度 

大气湿度是表征降水、空气对流和吹雪等天气现

象的另一参量[13]. SSH突升阶段空气湿度明显上升, 
尤其SSH突升事件 3, 4和 1′对应空气湿度的“脉冲”式
上升, 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几次主要降水过程是冰
盖表面高程突然升高的原因. 图 5(b)以 2002~2003年
度夏季为例, 逐日积累量变化与空气湿度波动十分
一致. 但已有研究证明, 降水过程和风吹雪都可引起
空气湿度的增加[13], 所以仅以图 5(b)难于判断哪些归
因于降水过程. 通常认为, 4m高度处大于 70%的空气
湿度与下降风引起的吹雪无关, 而是代表降水过程. 
从图 5(b) 可见, 湿度大于 70%的日数对应表面高程
的快速升高, 与从图 4 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全年空
气湿度的总体变化趋势是冬季低值, 且从夏季向冬
季逐步递减. 在 3~5月间一些次一级雪面升高事件也
对应着空气湿度增大, 是降水事件、还是风暴天气或
者二者共同引起, 尚难于判断.  

3.3  LGB69点 SSH与云量 

为反映积累量与降水过程的关系, 图 5(c) 给出
了太阳短波辐射日变化与日积累量之间的对应关系. 
图中横坐标 120~240 天之间短波辐射为零的区间指
示了南极 70°S纬度线, 亦即 LGB69所在纬度线的冬
季区间. 夏季初期和末期均出现过短波辐射为零的
记录, 极可能是传感器蒙冰所致, 在研究中予以剔除. 
图中太阳短波辐射曲线的上、下廓线指示了太阳高度

角的变化, 上下廓线间的次一级波动显示了云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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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 LGB69点 1 m高度大于 7m/s风速与逐日积累率(仅显示正值)的对应关系(横坐标 173~269之间无风速值); (b) 累
积 SSH与空气相对湿度的关系; (c) 累积 SSH与太阳短波辐射之间的对应关系; (d), (e) 两个夏季时段逐日 SSH变化与太

阳短波辐射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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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变化. 从图中可看出如下特点: (1) 冬季冰盖高
程变化较小, 冬季后期略有下降, 此下降值约占全年
高程变化量的−1.6%; (2) 南极春、夏季节和秋季冰盖
表面高程持续升高, 是全年主要积累期. 整个夏季日
积累量的多数高值与太阳辐射日总量低值之间明显

对应(图 5(d), (e)), 积累量的显著升高与云量增大对
应良好, 表明降水过程是这一时期冰盖高程变化的
主导因子. 但因云量大、辐射下降并不总是意味着降
水, 所以并非一一对应.  

那么, 该地区降水的主要源区何在？是南极边
缘海区还是中低纬度海区呢？为此, 我们结合位于
冰盖边缘、距离 LGB69点 160 km的 Davis站气象观
测资料加以印证. 图 6 为 Davis 站总云量日变化与
LGB69 积累量间 10 天滑动平均曲线的对应关系, 以
及 Davis 站每日探测的第 1 云层高度与 LGB69 积累 

率变化 10 天滑动平均的对应关系. 对于SSH与云量, 
滑动平均后的相关系数和置信度分别为: r = 0.29, p < 
0.001; 而对于SSH与云层高度, 则为: r = -0.25, p < 
0.001. 显而易见, 覆盖度高的低层云对应冰盖积累
量的升高. 第 1云层指高度介于 500 m~1500 m之间
的云层, 是形成降水的主要云层. 气象学和冰川学研
究表明, 近岸带低层气团切入冰盖边缘后, 在地形抬
升作用下形成冰盖边缘地带的高降水带[18]. 我们分
析该地区的排钻冰芯记录后认为, 位于Prydz湾以北
的南印度洋低压中心(约 62°S, 85°E)是影响该地区长
期水汽传输的主要天气系统[17].  

3.4  G3点 SSH与气象要素 

因冰架区远离下降风区, SSH突变与降水事件以
及夏季消融、密实化过程相联系.  SSH 突升事件对 

 

 
图 6  LGB69逐日雪面积累率变化 (仅显示正向变化) 与 Davis站总云量(a)和第 1云层高度(b)的对应关系 

SSH, 云量和云层高度均为 10天滑动平均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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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气湿度的突然升高, 却与风速无明显对应关系. 
我们也对比了 G3 点SSH与Davis站云量以及云层高
度的对应关系, 未发现有任何关联. 因此判断LGB东
侧与冰架区局地大气环流并不相同. 有关LGB-AIS
地区局地气候的复杂性问题, 已通过冰芯记录作过
详细的探讨[17,19]. 

4  结语 
东南极冰盖 Lambert冰盆东侧和Amery冰架

SSH(或积累率)年内变化的共同规律是: 夏季为积累
期, 冬季为稳定期. 与主要降水过程相伴随, 积累期
表现为冰盖表面高程的数次突变. 气象学综合分析
表明, 水汽主要源于南印度洋高纬海区. 南极冰盖不
同地区水汽的季节分配关系取决于南极地区大气环

流形式的季节演变, 例如位于南大西洋和南印度洋
的低压中心影响Mary Byrd地和Princess Elizabeth地
的水汽传输, 而位于Binglinshausen海和Amounsea海
的低压中心影响西南极冰盖和南极半岛地区的水汽

输送[20]. Lambert冰盆东侧SSH的上述季节分配关系
并不是东南极冰盖的共性, 比如, 与Wilks地、Mizuho
高原, Dronning Maud地[21~23]等地之间有相似季节分

布, 但与Kamp地以及西南极Mary Byrd地有相反的季
节相位[19, 24, 25], 与Ross冰架地区[4, 6]的季节分配也完

全相反. Amery冰架雪面高程变化过程表现为冬季之
前和之后各 1~2次突升事件, 突升事件期间雪面保持
恒定, 极可能归因于吹雪再堆积作用较小, 但雪面消
融以及雪温较高条件下密实化作用较快等因素, 突
升事件后雪面下降明显, 如 2001年 2002年就是极好
的例证. 

本研究对吹雪作用占全年总积累量的比例估计

(35%~40%)仍较粗略, 但与东南极冰盖边缘多数地点
的估计值接近 , 如在 Mirny,  Molodezhnaya和
Novolazarevskaya估计的校正系数(非降水过程所占
比例)约 30%,  内陆站Vostok则为 37%[26,27]. 要更准
确估算吹雪作用在年积累量中所占比例及其季节变

化特点, 需要设计专门的监测系统, 这是以后工作中
需要补充和完善的.  

致谢  澳大利亚南极局 Doug Sheperd 提供并整理了
Davis站 2002年全年气象资料. 秦翔博士提供了 2002

年 LGB69 点花杆网阵实测资料. 徐霞兴、夏立民、
高新生、王福东参加了自动气象站野外安装, 在此一
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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