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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锢藏林芝地区气象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气象

事业发展历程和现状的气象专业志，是林芝有史以来第一步全面记述林芝地区气象事业

的重要专业志，它的出版对知古鉴今、习史明志有着重要作用。

(锢藏林芝地区气象志》共分 6 大篇， 16 章， 56 节，加上人物和大事记等，共约 17 万

字，其主要内容包括:林芝地区概括;林芝地区气候的自然规律;林芝地区气象灾害的种

类、影响和发生规律;影响林芝地区的天气系统及其活动规律;林芝地区气象的基本业务

(探测、通信、预报、农气等) ;气象为经济建设和各行各业的全方位服务;气象科学研究

等。全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特色鲜明，文字流畅，既有严谨的科学性，又有广泛的实用

性，相信这一部传世之作，必将为林芝地区气象事业的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副巡视员、林芝地区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汉武同志于 2012 年年

底提出撰写此书的想法，2013 年 2 月确定编写大纲和编写人员。刘汉武同志负责本书的

总体设计、审核、最终把关;旺杰同志负责组织管理工作和林芝地区概括、气象要素、气象

服务、科技服务、林芝地区气象科研成果的编写;索朗旦巴同志负责气象站网、气象学会的

编写;李艳梅同志负责精神文明建设和大事记的编写;刘传同志负责机构与人员队伍的编

写;德吉臼玛同志负责气象灾害的编写;德吉同志负责农业气候区划的编写;红梅同志负

责大气环流的编写《西藏林芝地区气象志》编篡委员会龙先成同志参与人物资料统计和

整理工作;卓玛同志参与大事记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李静同志参与个人、集体获奖、项目、

论文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陈保西同志参与气象执法的编写工作;全体编委和周宝琴、郭

艺楠、德庆央宗、史继清同志负责审校工作;刘汉武同志负责定稿工作;旺杰同志负责书稿

电子文件的编辑、排版工作;王爱华、扎西措姆、贾可佳、龙先成、尼玛、陈保西、冉光辉、次

仁德吉、巴桑穷达、尼玛央珍、普琼达瓦、李波、平措次仁等同志参与了各自部门基础资料

的收集工作。

由于((西藏林芝地区气象志》涉及内容多、时间跨度长，需整编的资料多，加之时间仓

促、精力有限，编写人员又缺乏编写气象志的经验，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不妥之处敬

请谅解和指正。

编者

2014 年 3 月



序

林芝地区位于西藏的东南部，藏i语吾称"尼池，"\，\，意为"太阳的宝座"飞，\，古称

11. 7 万平方千米，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面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和东面的横断山脉将它

紧紧环绕。内与云南和西藏自治区的山南、拉萨、那曲、昌都地区相邻，外与印度、缅甸两

国接壤，边境线长达 1006.5 千米。境内山高谷深，河流交错，峰峦绵延，林海浩瀚，其北高

南低的走势形成了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温润和半温润并存的多种气候带及奇

特的雪山、森林世界，故有"西藏江南'、‘东方瑞士"、"人间香巴拉"等美誉。名山圣水交

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绚丽壮观的天然画卷，令国内外人们关注和神往 。

长期以来，气象作为科技密集型的公益事业，深受各级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各领域的

关注，特别是气象科学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防灾减灾、趋利避害、开发利用

气候资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林芝气象事业诞生于 1953 年 2 月 1 日，首批气象工作者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踏

上了进军西藏的征途，历尽艰辛到达了林芝，于 1953 年 2 月在世界屋脊藏东南的雅鲁藏

布江北岸、尼洋河南岸的中古村建立了则拉宗气象站 ， 3 月 1 日正式开展业务 。 她的诞

生，意味着藏东南没有近代气象事业历史的结束，填补了藏东南气象科学的空白。从此，

藏东南气象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为揭示高原天气奥秘谱写了新的篇章。

随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在党和中国气象局、自治区气象局、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亲

切关怀下，经过几代各族气象科技工作者承前启后、负重自强、艰苦卓绝 60 个春秋的开拓

进取，默默奉献的不懈努力，林芝气象事业经过三次易名 ，两次迁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走过了成功与曲折，发展与壮大的光辉历程，逐步发展成目前集气象业务、服务、科研和防

灾减灾等多项功能的现代化、高科技事业体系，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盛世修志，功在千秋。为全面、系统、客观反映林芝气象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和近 10 年的发展历程，由林芝地区气象局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抽调思想觉悟高、业

务能力强的人员组成编委员会、编篡委员会专门负责《西藏林芝地区气象志》的编辑工

作。通过编写(锢藏林芝地区气象志 ~，积累资料，保存文献，总结经验，指导工作，激励后

来的气象工作者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民族团结、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继承和发扬"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和"高海拔、高标

准、缺氧气、不缺志气"的西藏气象人精神，发扬"准确、及时、创新、奉献"的中国气象人精

神，用他们的执着和真诚为守护林芝的蓝天碧水，美丽富饶的高原净土而继续拼搏。



(<西藏林芝地区气象志》的问世，是林芝气象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林芝气象系统两个

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 。 从 2012 年年底开始，在 1 年多的时间里，编辑人员不辞辛劳、加班

加点广泛收集查阅大量文献、档案和资料，深入基层气象站查找资料，开展实地调查。 同

时还采用实地走访、口头咨询、电话联系和发函等方式多渠道向曾在林芝地区气象部门工

作过的老同志征集资料，许多老同志为 《西藏林芝地区气象志》撰写回忆录、提供资料线

索。 通过对资料进行严格的分析、核实并认真编写和反复修改，终以叙事、供资、存史、传

人、著录五部分内容形成于书，全书近 20 万字。

(<西藏林芝地区气象志》作为 (<西藏气象志》 中的一部专业志，第一次较全面、客观、系

统和科学地记述了林芝气象事业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包括林芝地区概况、天气与气候、

站网与业务、机构与人员队伍、科研、人物、大事记等。全书结构严谨、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特色鲜明，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是一部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资料

性著述，其间凝聚了林芝气象局各级领导和新老气象工作者、广大编辑人员的心血ρ 《西

藏林芝地区气象志》在全面反映林芝气象事业发展概貌的同时，本着"详今略古，纪实求

真"的原则，重点记述了林芝气象事业发展的主要历程和气象现代化建设，客观反映了气

象与经济、气象与国计民生和气象与防灾减灾的密切关系，突出了气象科学在社会发展、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我向读者奉上此序，以明修志宗旨，以示修志原则，以彰各界对修志工作的支持和贡

献。实践元尽头，认识无止境 。 必须以史为鉴，珍惜昨天，从中得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把握

好今天，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中国气象局提出的"坚持公共气象发展方向，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以改革创新，提质增效为主线，着力调动社会资源和

激发气象活力，着力发展气象现代业务，不断提升气象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能力和水

平"，为构建美好的明天和建设团结富裕、和谐幸福、文明美丽、宜居林芝，以及促进林芝气

象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副巡视员

林芝地区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汉武

201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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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林芝地理概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

林芝地区地处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位于北纬 26 0 52 ' - 30 040' ，东

经 92 009 ' -98 047 '之间，东与昌都地区和云南省迪庆藏族 自治州毗邻，西与拉萨市和山南

地区交界，北与那曲地区相连，南与缅甸、印度接壤，距离西藏 自治区首府拉萨市 406 千

米。全地区东西长 646.7 千米，南北宽 353.2 千米，边境线长 1 006.5 千米，总面积 1 1. 7 

万平方千米。地区行署所在地八一镇海拔高度 299 1. 8 米 。

第二节行政区划

林芝地区下辖林芝、米林、工布江达、朗县、墨脱、察隅、波密 7 县，其中察隅、墨脱、米

林、朗县为边境县。全地区共有 20 个镇， 34 个乡，705 个行政村。截至 2011 年底，林芝地

区总人口为 19.98 万人。

第三节风土人情

林芝地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藏族占总人口的 90% 以上 。 此

外，还有汉、门巴、珞巴、独龙、纳西、保悚、怒等 10 多个民族和催人。

门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缅语族门语支，无文字，通用藏文，多通晓藏语。

门巴族主要从事农业，其次兼营林业、牧业、持猎 。 门巴族的风俗，很多地方与藏族相似，

但有其独特的地方。无论男女均嗜好喝酒、吸鼻烟。主食以在薄石板上烤的莽麦饼为主，

也吃酥油、精}阳、奶渣等食物 。

珞巴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没有文字，长期靠刻木结绳记事。珞巴族主要从

事农业，兼营畜牧、纺织、狞猎、竹器、采集。其中 ，狞猎是其主要副业之一。珞巴族有其独

特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无论男女，均喜佩戴装饰品，好烟、酒，食物主要有玉米、鸡爪谷作的

干饭和稀粥，喜吃辣椒，吃饭时，以于代筷。

林芝地区当地群众普遍信奉藏传佛教，信教群众占全地区总人口的 959毛以上。藏传

佛教的 5 个教派黄教、红教、 白教、花教、苯教在林芝均有分布，地区共有宗教活动场所 97

座(处) ，其中寺庙 50 座、日追 19 处、拉康 28 处，涉及黄教 25 座(处) 、红教 52 座(处) 、 白

教 9 座(处)、花教 4 座(处)、苯教 7 座(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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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林芝地区概况

第四节历史沿革

林芝藏语称"尼池"，意为 "太阳的宝座"，古称"工布"，"工布"之称谓由来已久，不晚

于吐蕃时期并沿用至今。林芝地区历史悠久，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当地民族的先民们劳

动、生息、繁衍于此。林芝遗址证明，在四五千年前的西藏新石器文化时期，林芝地区是西

藏远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各地分布着许多原始氏族、部落，由于相互兼并的结果，形成了

十几个部落联盟。在今林芝地区范围内，曾存在过娘布部落、塔布部落等原始部落。公元

前后，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部落内部的原始公社制度开始解体，相继跨入阶

级社会。

根据西藏苯教史书记载，苯教创始人敦巴·喜饶米沃在约公元前 500 年左右或更早

一些时间就到工布地区(今林芝地区所辖境内，其中心地带在今林芝、米林两县境内)传

教，至今工布地区流传着敦巴·喜饶米沃传教的许多故事，并有诸多历史传说遗迹。现代

学者考证，敦巴· 喜饶米沃生活在 2000 年以前，说明当时的工布地区已经有相当程度的

文明历史。

公元 7 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后，藏王松赞干布为了有效治理全境和推行政令的便利，

把西藏本土划分为卫茹、约茹、叶茹、拉茹和苏毗茹等五个军政区域和一个阿里"赤迪" 。

在长达 200 余年的统治时期，工布地区则隶属于"约茹"(左翼) 。 藏文史籍《弟乌教法史》

等记载，由于工布地方土王与吐蕃国王同属于一个祖先，一直享有一定的特权，并与吐蕃

王两次立誓结盟，把盟文勒石刻文(石刻至今依然保存在今林芝县境和米林县境内) 。 吐

蕃国王册封工布地区为工布士王的统治领地，世袭不变。公元 9 世纪中叶至公元 13 世纪

中叶，吐蕃王朝灭亡后，西藏陷入长达 400 多年的分裂割据状态中，在这段时间里，林芝地

区则由当地的贵族头领统治，他们一般称之为"第巴" (执政萄、‘本布" (长白、"第司"

(摄政者)等 。

公元 13 世纪中叶至公元 17 世纪，西藏建立了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地方萨迦政权。

元朝为了加强对藏族地区的管理，设立了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地方军政机构，下

设 13 个万户府。林芝地区基本上隶属于这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15 世纪中叶，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帕木竹巴地方政权。 此后不久，明朝取代元朝，

帕木竹巴成为明朝治理下的一个地方政权。 明朝对西藏的统治，基本上沿用了元代的制

度。明洪武年间，设立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下设有宣慰司、元帅府、招讨司、万户

府等。林芝地区大部分属于乌思藏卫的管辖。

公元 17 世纪至公元 1950 年，西藏建立了噶丹颇章地方政权，公元 17 世纪，清朝定都

北京，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今林芝地区境内设立有波窝(今波

密县)、工布硕卡(今工布江达县雪卡乡) 、沃隆(今米林县卧龙乡)、江达(今工布江达镇)、

觉木宗(今八一镇)、桑昂曲宗(今察隅县)、则拉(今林芝县布久乡)等宗。

清末 ，) 11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藏东实行改士归流政策，武力镇压当地叛变事件，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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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波密、察隅、林芝、工布江达等地 。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设川边特别行政区，在林芝地

区境内设有波密、太昭等县 。

1911 年后，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今林芝地区设有塔工基巧(相当于地区) ，并设总管

一人。 基巧府驻则拉宗(今林芝县布久乡境内) ，下辖工布江达、则拉、觉木(今林芝县八

一镇境内)、古浪(今朗县仲达乡境内) 、加查、朗宗、雪卡等宗和溪卡(封建庄园) 。

从公元 7 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一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前，林芝地区随着全藏形势的变迁，

先后隶属于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渡过了漫长的封建奴隶制社会 。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设川边特别行政区，波密、太昭等县归其管辖。 1917 年，西藏

地方政府在今林芝地区设立工布基巧(相当于专署) ，作为工布和塔布地区的总管 。 1939

年，"民国"政府建西康省，太昭以东划归西康省管辖。

1950 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林芝地区随西藏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形势的发展变

化，党政机构经历了几次大的撤销、恢复变化过程，主要经历了七个阶段: 1951 年 3 月~

1952 年 1 月，中共波密工委时期; 1952 年 2 月- 1955 年 2 月，中共波密分工委时期; 1955 

年 3 月 -1957 年 8 月，中共塔工分工委时期; 1957 年 9 月 -1958 年 11 月，塔工工作队时

期; 1958 年 12 月 -1960 年 1 月，恢复塔工分工F委时期;1960 年 1 月，成立塔工地区专员公

署;1960 年 2 月，塔工地区专员公署更名为林芝地区专员公署; 1964 年 5 月，撤销林芝地

区专员公署; 1986 年 2 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成立林芝地区，辖朗县、米林、波密、察隅、

墨脱、林芝、工布江达 7 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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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林芝地区概况

第二章 气候与地貌

第一节气候特征

林芝地区年平均气温 70C - 16"(: ，年总降水量 400 -2200 毫米，年平均降雨量 650 毫

米左右，年太阳总辐射 5460 -7530 兆焦耳/平方米。年平均日照 2022 小时，元霜期 180

天。 1981 年《青藏高原气候区划》将本地区东南部划分为热带北缘和亚热带山地温润气

候区，其余地方划分为高原温带半温润气候区，按照 1984 年((西藏气候》中划分气候区的

标准，东南部属于热带、亚热带山地季风温润地区，西部为高原温带季风半温润地区，东北

部为高原温带季风湿润地区 。 全地区的气候总的特点是日照偏少，长冬元夏，温度变化

小;雨季开始早，结束晚，降水多;气候类型复杂多样，立体气候显著。

第二节地貌特征

一、地形地貌

林芝地区位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这里山高谷深，海拔落差悬殊，原始森林密布，地貌

类型复杂多样，有山川河谷、高原丘陵、高山峡谷等地貌类型 。 在构造地貌上，北部是念青

唐古拉山，南部属喜马拉雅山东段，西北部是冈底斯山余脉，东部系横断山脉。 前三大山

脉为东西走向，后者多为南北走向。境内以喜马拉雅山脉为分界线 。 从河谷海拔高度而

言，北部高南部低，形成了明显的两大台阶 。 地形总的趋势是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高低悬

殊大，最高是喜马拉雅山东端米林与墨脱两县交界的南迦巴瓦峰，海拔为 7782 米，最低在

雅鲁藏布江下游墨脱县的巴昔卡 ，海拔为 155 米，相对高差达 7627 米。复杂的地形地貌

导致了气候的千差万别，"一山有四事' 、"十里不同天"立体气候 自然景观随处可见。

二、土壤

林芝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多样性，相应的土壤类型十分繁杂 。 依其成土特点、分布规

律和主要利用方向来看，可划分为森林土壤、农业土壤、牧业土壤和难利用土壤四大类型。

难利用士壤所占比重较大，主要是寒漠士等，分布于牧业土壤以上和雪线以下的所有高山

地带 。 有较广泛代表意义的土壤有黄色、赤红壤、黄壤、黄棕壤、酸性棕壤和漂灰士等。全

地区有 19 个士类，28 个亚类，91 个士属 ， 306 个士种 。

森林土壤在本地区分布最广 ， 面积最大 ，它广泛分布于湿润、半温润气候的地区。是

在森林植被下发育形成的砖红壤、砖红壤性红壤、黄壤、黄棕壤、暗棕壤、棕壤、褐士等垂直

带谱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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