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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历史悠久，山川壮丽，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民

族较多，文化多彩，发展旅游事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千

百年来，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高原各民族在开发高原、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和

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过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创立了不朽的业绩。新中

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忍不拔，苦干实干的

精神及全国各兄弟省市的大力援助，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弘扬民族文化，保

护生态环境，使西藏高原的旅游开发建设充满勃勃生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巨大成就，同时已成为海内外游人向往的旅游胜地。目前，西藏各族人民正．
‘

抢抓西部大开发的天赐良机，努力把西藏建成世界级旅游胜地。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西南旅游文史系列丛书·西藏

卷》，是一部综合性、趣味性、知识性、可读性和珍藏性为一体的旅游读本。

本书全面翔实地展示了西藏自然景观以世界“第三极”风貌为核心，展现高

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貌，巍峨雄奇的珠穆朗玛峰、魔幻的扎达土林、雪山草

地和莽莽林海早已享誉世界；以历史眼光描述古朴神秘的西藏文化，让人们

认识浓厚酥油气息的文化氛围和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传统质朴的西藏更以

吮吸文明的胸怀和速率折服天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窥探丰富多彩的民

族风情，感受藏民族纯朴、热情、好客的品格，体察到西藏坚定而豪迈的历

史脚步。全书共分九章，图文并茂，图片446张，旅游交通或示意图47幅，

文字近40万字。全书语言流畅，结构新颖，图片精美，是西藏出版的各类图

书的精品之一。它的出版问世将会使旅游者更好地认知西藏，宣传西藏，为／，

西藏的旅游、文化、工矿等行业带来更多的生机和希望，必将推动西藏旅游

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

如今西藏已撩开了她神秘的面纱，旅游业已颇具规模，衣食住行便捷舒

适。青春焕发的古老西藏，正在以团结稳定的身姿笑迎着四海宾朋。西藏之

旅将是您摄人心魄、感悟人生、净化心灵和魅力无穷之旅，使您终身回昧无

穷!

帕巴拉·格列朗杰
200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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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跨距jE纬26。50’--36。53’，东经

78。25 7--99。06 7之间。南北最宽处约1000公里，东西最长达2000公里。

北l溢新疆，东连四川，东北紧靠青海，东南连接云南，南与缅甸、印度、不

丹、锡金、尼泊尔等国毗邻，西与克什米尔地区接壤，陆地国界线长达3800

多公里，是我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西藏自治区国土

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8，仅次于新疆维吾尔族自

治区，居全国第二位。

1951年5月23目西藏和平解放，1965年9月1日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其行政区划曾几度调整，截止1999年年底全自治区划分为6个地区(日喀则

地区、山南地区、林芝地区、阿里地区、那曲地区、昌都地区)、1个地级市

(拉萨市)，73个县，其中1个县级市(日喀则市)和1个县级区(拉萨市城关区)：

边境县21个“，农业县35个。，牧业县14个⋯，半农半牧县24个⋯：872个

乡，34个镇，7220个自然村。

寰1．1 西藏自治区行政区划一览裹

地区 县 乡 镇 村委 所辖县(市．区)名称

拉萨 S 舳 6 762 城关区、曩竹工卡，述敖．样周、堆龙替庆、曲水、尼术、当雄

林芝 7 S3 2 醅I 林芝、米林、朗县、=I=布江选，波密、察隅、摹脱

昌都 1l 1卯 10 162l 左贡、芒康．洛隆，边坝．昌都，江这、贡觉、凳乌齐．丁青．

察雅、八宿

山南 j2 J42 4 髓l 乃享，扎羹、贡嘎，桑日．琼结．洛扎、加查、窿予、衄松．

措美．镑那、浪卡予

日喀删 18 205 10 1748 日喀则市、南术#，谢递门．扛孜、定日，定绪．拉孜、萨嘎．

萨遵，晶仁，白朗、仁布，康马，弧东、吉隆，聂拉木、仲巴、

岗巴

弗曲 10 145 2 1527 巾扎，搬戈，那曲、聂荣．生多，寨黎、巴青．比如、索甚、

尼玛

阿里 7 106 l 357 普兰、扎选、噶尔．日士，革吉．改则、措勤

～夕



西藏高原以辽阔的高原面为基础，纵横展列着长达千里的高大山系，构

成西藏高原地形的基本骨架。近东西走向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一唐古拉山、

冈底斯山一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等著名山系由北而南排列于高原上，

平均高度在5500—6000米。其间错落分布着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及湖盆。唐

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往东延伸发生转折变形，形成藏东南近于南北走向的

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宁静山脉等高山，在这些平行山脉之间分别夹着怒江、

澜沧江和金沙江等深切峡谷，构成世界上有名的平行岭谷地貌。

西藏

高原地势

总趋势是

西北高，

东南低；

高原边缘

高，中部

低。西北

部海拔多

在5000

米以上，

到中部雅

鲁藏布谷

底海拔多

2

在3200—3900米，到藏东南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境线一带，海拔降至1000米

以下。最低处雅鲁藏布出境处，江面海拔约110米，而最高的地方珠穆朗玛

峰，海拔8848．13米，两者相对高羞8700余米，为世界之最。

西藏高原地域辽阔，地形千姿百态，区域地貌组合形式差异显著，按大

铀地理革元，可癸为四个不同地形区，即藏北高原湖盆区、藏南山原湖盆谷

地区、藏东高山峡谷区和喜马拉雅高山区。



由于西藏高原地势高亢，地形复杂以及高空大气环流和太阳辐射等因素

的影响．形成了以低温、干燥、多风、缺氧，区域差异和垂直变化十分显著

为特征的高原气候。

Ⅱ空气稀薄．太阳辐射强．日蔓长目 西藏高原所处纬度较低，与我国

长江中下游流域大致相同，但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所含尘埃和水汽少，

干季云量少，雨季中自天也很少云层密布，太阳辐射强，日照长，是我国太

阳辐射高值中心区，光能资源居全国第一位。由于高原上空气稀薄，含尘量

少，商原天空分外碧蓝，在朵朵白云的衬托下，景色格外艳丽。游人登上高

原则感到阳光灿烂、碧空如洗，极目所至，一览无余。在西藏太阳年辐射总

量在586．2—795．54千焦，(平方厘米·年)，年口照数2400--3400小时，日

照率为40--80％。生活在西藏高原，常给人一种阳光灿烂、极目舒天的感觉。

i。，拔高度 气压 空气崭度 台钒螗 相、写于簿 沸点

，泶J r宅巴) t克讲：3) (克，米1 J 平面(％j L。CJ

10∞ 420 573 133 4Y

69(m 丑剖 149 52 8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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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ji ，霭竭瞄雕豳瞄_
一，| _I一， Iil卜太雠I辐射强，所

地点 海拔高度 年均沮 一月坞 七月均
以紫外线也特别}二富。拉

萨』、R}辐射紫外波段(小
(米) (℃) 沮(。c) 撂(℃)

十4()o毫微米)的栩对通

虫多 4800 —3 0 一15．0 7 9 过艟足我旧尔部、F原(如

苏州)的1 7倍，绝对通

鄢曲 47簧Y7 ．1 9 ，12 6 89 过足平原地区的2 3倍。

在强烈的紫外线辐射F，

昌都 3蛳 7 5 ．2 5 l矗3 平原地K许多常见的病菌

在这里难以生存、繁殖，
当雄 42∞ 1 3 194 10．8

西藏商原f二人们患皮肤病

和伤u感染的很少。这里
波密 嬲 8j n2 16j

的婴幼儿在发育阶段也较

少}H现平坂地区大城市和拉萨 3649 7 5 -2工 15l

工矿区常见的缺钙现象。

林芝 舢 8．6 0．2 15五 Ⅱ气温偈低，年辍差

d·．日锤差大Ⅱ 西藏

泽当 ，552 8．3 ．09 tS 5 l苛原年均温等于O℃的等

值线，大致沿pq底斯山一
日喀剐 3836 6．3 ．3．8 140

念青唐古拉L11分布，此线

以北和以西的广大地区年
扛放 4040 4卫 ．Sl 123

平均气温低于0℃，大部

分地区1月平均‘i温低}：
定日 43C0 2．7 ．74 11．B

一12℃，7，j份月’F均7t温

察隅 2327石 11．8 3．9 l&6 多在lO℃左右，尤其在昆

仑山脉南麓的高寒地带最

暖月平均气温还小到6℃，
帕里 4300 ，nl {8 7．8 终年有冰冻现象，为西藏

自治区最冷的地区；此线

4



以南的雅鲁藏布中游谷地年平均气温5℃一8℃，最

暖月平均气温15℃，为全自治区暖区：东喜马拉雅

主脊线以南，年平均气温大于】0℃，边境线一带高

达18℃以上，为全自治区最暖区。

西藏高原气温年较差一般较东部同纬度地区小，

阿里的狮泉河镇是西藏年较差最大的地方达到的气

温为26．1℃。气温的日较差大，年均目较羞气温为

11．1℃一J6．】℃，其中1月份日较差摄大的气温为

12℃--20℃，7月份较小，大约为1l℃一15℃。

Ⅱ降水量偏少，且分布不均目 高原大部分地

区属于半干旱和干旱气候，降水400毫米以下，年

降水量大致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藏东南喜马拉

雅山南侧迎风面，年降水量多在1000毫米以上，其

中雅鲁藏布下游的巴昔卡年降水量达4495毫米，为

我国降水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越过喜马拉雅主脊线，

进入念青唐古拉山，年降水减至600毫米左右：往

西进入雅鲁藏布中游谷地减至450--350毫米．喜马

拉雅山北麓雨影区不足300毫米，再往西达雅鲁藏布

上游谷地只有200—300毫米：藏西北班公湖一带年

降水不足30毫米，成为全国最干旱地区之一。

年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匀，西藏各地雨季降水量

占全年降水量的80％一90％。西藏西北部和雅鲁藏

布中上游地区，6--9月集中了全年降水量的90％，

藏东昌都地区5_9月集中了全年降水量掳

80％—90％，惟独藏东南边境地区年降永的季节分配

较均匀。年降雨日数也由东南向瑶北递减，藏东地

区年降雨日数160天左右，其中波密可达190天以

上，那曲以东减至120天左右，往西到申扎县只有

9l天，到改则县和狮泉河镇就不足5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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