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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资料汇编

一、区位交通

察隅县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东临云南省德钦县、贡

山县和昌都地区左贡县，南与印度、缅甸接壤，西临墨脱县，

北与波密县、昌都地区八宿县、左贡县毗邻。察隅是重要边

境县，边界线总长 588.64 公里，占全市边境线的八分之一还

多。其中，中印边界 401 公里，中缅边界 187.64 公里。全县

总面积 31659 平方公里，实控面积 19200 平方公里，其余为

印度控制。全县耕地面积 40014.6 万亩，森林面积 864 万亩。

察隅县距八一镇 537 公里，距邦达机场 397 公里，距林芝米

林机场 553.5 公里，距拉萨 960 公里，境内有察然公路、丙

察察公路贯穿。

察瓦龙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角，地处察隅县东南部梅里

雪山脚下，东南部与云南省德钦县、贡山相邻，北部及东北

部与昌都地区左贡县相连，西部与察隅县竹瓦根镇、古拉乡

相连。察瓦龙乡位于林芝生态旅游圈和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

交汇处，滇藏旅游线路的西藏门户区域，区位条件得天独厚。

察瓦龙乡政府驻地距察隅县县城 230km，“察察”公路

可以进行季节性通车，每年 6 月至 12 月底均可顺利通过，

但是这一段公路全程无信号，需四驱以上越野车才能顺利通

行，车程约为 7 个半小时。乡政府驻地距昌都地区左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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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km，“察左”公路于 2012 年 11 月正式通车。

乡政府驻地至云南贡山县（丙中洛乡）公路简称“察贡”

公路，为新建四级乡村公路，全长 91 公里（云南境内 35 公

里，西藏境内 56 公里）于 2005 年 7 月 13 日正式通车。丙

察察线和丙察左线贯穿察瓦龙乡全境，并结合其他村道，联

系察瓦龙与周边乡镇。由于道路宽度和路况较差，且受自然

条件影响较大，目前的交通通行能力有限。

景区从省道 203（通顶拉）进入甲兴，已经实现了通车，

全程为山路，碎石和土路为主， 道路等级较低，弯道较多，

坡度较大，错车困难，缺乏防护栏杆，自驾通行较危险。

二、地形地貌

察隅县属横断山脉西段地带的藏东南高山峡谷区。全县

地势总的趋势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高东南低，相对高

度差达 3600 米，垂直高差悬殊，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和山

地河谷地貌。谷地海拔南部边缘只有 1400 米，而 5000 米以

上的山峰有 10 多座，最高峰为 6740 米的梅里雪山。察隅全

县平均海拔2800米，县城所在地在竹瓦根镇吉公村海拔2360

米，海拔最高处是察瓦龙乡与云南省德庆县交界的怒山山脉

的梅里雪山，海拔 6740 米；最低在察隅河下游下察隅前门

里（印占区），海拔仅 600 米。

察瓦龙乡地势北高南低、高低错落，属典型的高山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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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怒江由北向南，纵贯该乡。乡境内的梅里雪山海拔

6740m，为全乡最高点，南部河谷地带海拔只有 2200m 左右，

平均海拔 2800m 左右。

梅里雪山是察隅县和云南省的界山，别称太子雪山，梅

里雪山由海拔在 6000 米以上的 13 座山峰连绵而成，称为

“太子十三峰”。梅里雪山属青藏高原东南缘、澜沧江与怒

江之间的滇藏边界的怒山山脉，北与西藏境内的他念他恩山

相连，南接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的碧罗雪山。北段山体宽厚，

地形起伏相对不剧烈，山峰终年积雪，冰川发育完全，高山

流石滩地貌极为发达，而南段山地狭窄，地形剧烈起伏，形

成发育完好的极高山和冰川地貌。呈北北西—南南东向伸展，

耸立于怒江与澜沧江大峡谷之间。

景区内以高原延伸面为基础，兼有海洋性冰川、雪原、

高山、峡谷、山地丘陵、河谷盆地、草甸等地貌类型。具有

典型的高山峡谷与山地河谷地貌，山脉之间是宽窄相间的河

流谷地。

三、土壤

景区内土壤的生物气候条件复杂，其土壤类型多样，土

壤资源丰富，土壤垂直分布明显。保护区内土壤主要由冲积

沙石土组成。土壤垂直分布系列自上而下为：高山流石滩上

的高山寒漠土、以杜鹃为主的软灌丛下的亚高山草甸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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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杉暗针叶林下的暗棕壤、云南松林下的山地棕壤、常绿阔

叶林下的山地黄棕壤和山地黄壤。这个土壤系列明显地反映

了生物气候环境随山地高度增加与土壤形成分布的密切联

系。主要由以下 7 个土类组成。

1、山地黄壤。黄壤是我国中亚热带潮湿地区具有富铝

化和黄化特征的土壤，主要分布于海拔 1500 1600m 或

1800m 的山地。成土母质为富含石英的花岗岩坡积物。在

20~30° 的谷坡，土壤发育良好，发生层次也较为明显，土

壤颜色以黄色为主。表层有机质含量高达 8 10% 。土壤含

氮量较多，一般在 0.2% ~0.4%之间。全剖面 pH 值在 5.5 左

右，呈酸性反应。土壤属壤质土，有一定侵蚀与淋溶作用，

有淋溶淀积现象。该区内仅此 1 个亚类。西藏的黄壤分布

在藏东南缘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强烈影响的亚热带山地，在垂

直带中处在黄棕壤之下。

2、山地黄棕壤。分布在海拔 1800 2600m 之间的山地，

土壤发育程度较好，层次较明显，枯枝 落叶层可达 5 ㎝。

表层有机质含量高达 10% 左右。脱硅富铝化作用较弱，多

属砂壤。本区仅此一个亚类。

3、山地棕壤：分布在海拔 2500 3300m 之间的山地。

表层枯枝落叶层很浅，腐殖质层 10 20 ㎝，下面有棕色淀积

层。其有机质含量较高，表层可达 50%左右。 pH 值约 5.0 ；

土壤中氧化物与半倍氧化物含量稳定，且分布均匀。本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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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壤、酸性棕壤亚类。

4、山地暗棕壤：分布在海拔 3300 4200m 之间的山地。

表层枯枝落叶层厚，腐殖质层厚 10~20 ㎝，下面有各种棕色

淀积层。其表层有机质含量高达 15~20% 。 pH 值 5.5~6.5 ，

呈微酸性。本区有暗棕壤和灰化暗棕壤亚类。

5、亚高山草甸土：主要分布于海拔 3900 4500m 之间。

保护区内有亚高山林灌草甸土、亚高山灌丛草甸土 2 个亚

类。一般发育有灌木与草本植物根系形成的紧实草皮层，厚

达 3~10 ㎝左右。有机质含量一般在 5%左右，高者可达 20%。

土壤淋溶较强。

6、高山寒漠土：主要分布于海拔 4500m 以上的雪线上

部地区。土壤处于原始状态，土层很浅，一般不超过 15 ㎝。

有机质可达 2 以上。土壤无淋溶酸化作用， PH 值 7 以上。

大部地区，土壤发育不良且含有大小不一的石块。

7、山地灰化土：此土壤类型处于受印度洋暖湿季风强

烈影响的山地垂直带，但并未形成独立完整的垂直带谱，而

是镶嵌于暗棕壤带之中，常与灰化暗棕壤组合存在。分布海

拔 3900 4300m 之间的亚高山地带的陡坡地段，成土母质以

花岩风化物为主。土壤表层凋落物质厚 3~10 ㎝，腐殖质厚 5

~10 ㎝，多为黑棕色壤土，层下可见灰白色或灰色淀积层。

有机质含量较多，表层有机质含量在 20 以上，高者达 40 左

右。灰化土体呈酸性， pH 值 5.0 左右，高者不超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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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候

察隅县属亚热带山地季风湿润地区，气候温和多雨，年

均气温 12 摄氏度；日照时间长，年日照时数为 1615.6 小时。

冬暖夏凉，四季温和，降水充沛。3 月～9 月为雨季，全年

降水集中在 4、5、6 月，年平均降水量为 801.1 毫米，年平

均无霜期达 280 天。全县总体气候条件较好，温度适宜，日

照充沛，热量丰富，雨热同季，适合多种农作物生长和林果

种植。察隅县由于南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北有德姆拉

雪山天然屏障保护，气候既有青藏高原的特色，又有自己的

独特之处。独特的亚热带气候，造就了察隅“一山有四季，

四季不同天”的神奇自然景观，赢得了“西藏小江南”的美

誉。

察瓦龙乡属喜马拉雅山南冀亚热带气候区,由于海拔、地

形等因素，表现为典型干热河谷型气候特征，日照充足，无

霜期长。年日照时数为 2600 小时，无霜期 250 天以上，年

平均气温 12℃，最大冻土深 0.25m，极端最低气温‐5℃，极

端最高气温 31℃，年平均降雨量 810 毫米左右，雨季主要分

布在三、四月份和七、八月份。

整个景区气候属高原性寒温带山地气候，全年温度较低，

立体气候较为突出，具有太阳辐射强烈、干湿季分明、气候

垂直变化显著的特点。山顶冰峰、刃脊林立，白雪皑皑终年

不化；山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浓密的森林；山麓气候



察隅县梅里雪山西坡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3-2035）基础资料汇编

7

炎热、潮湿，为四季常青的草地田园，三者构成了景区高山

峡谷的奇特景色。 年平均气温 12℃ ，每年夏季，山脚河

谷气温可达 11‐29℃，高山则为零下 10℃至 20℃。年降水

量平均为 600 毫米，大都集中在 6‐8 月。

五、水文

察隅县冰川雪被分布广泛，境内河流纵横密布，有着以

雅鲁藏布江支流察隅河和怒江、玉曲河为主体的大中河流十

余条。独龙江、怒江、澜沧江三条大江从西向东相间排列，

独龙江在境内流长 90 多公里，流域面积 1947 平方公里。全

县水力资源十分丰富，极具开发价值，据测可开发水能蕴藏

量约为 15000 兆瓦，对西藏自治区实施“藏电外送”战略、

建设能源接续基地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察瓦龙乡主要属于怒江水系，怒江贯穿乡域南北，长度

约 135 公里。其他支流主要有玉曲河、直跨曲、很通曲、念

通曲、让舍曲、广尔曲、日东曲、巧古达、额莫龙河、舍曲

河、青腊朵、容家溪等。

景区内有冰湖和河流，均为雪山冰川融水形成，其中冰

湖位于梅里雪山脚下，湖面面积约 5.74 公顷，从冰湖流出

的水系形成曲那通，流经甲兴组，那觉峡谷（曲里龙洞）河

谷段，从景区北侧流出，最终汇入怒江，河流全长约 15 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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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动植物资源

察隅县木材蓄积量1.1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面积达60%，

有红豆杉、云杉、檀香、香樟、云南松、马尾松等 300 多野

生树种，其中有 10 多种属国家级珍贵树种；林下资源有松

茸、木耳、天麻、虫草等；野生动物主要有虎、豹、熊、小

熊猫、麝、鹦鹉、黑颈鹤等，其中属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有 100

多种。察隅县蕴藏着金、银、铜、锡等数十种稀有矿物。其

中古拉乡满宗牧场的金矿，上察隅镇本堆的石榴籽石和锡矿

储量丰富，具有开发价值。至 2017 年 3 月，已发现的矿种

有铜、铅、锌、锡、金、银、水晶石、钨、铁、云母、大理

石等，已办理探矿许可证并进行探矿的有金、铅、锌、铜、

铁、大理石。

察瓦龙乡自然地理景观多样，早就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野生动物具有种类繁多，资源丰富，富含珍贵、稀有、

特产动物的特点，许多动物属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对象。

由于山地垂直地带性明显，自然植被从低山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和谷地旱生灌丛至高山针叶林‐冰缘植被带，野生动物随不

同的栖息条件而分布。

察瓦龙乡是西藏自治区以至我国山地植物物种多样性

较丰富的地区。受特殊自然地理的影响，区域植被垂直带十

分明显。拥有我国山地植物生态系统较完整的垂直类型组合

系列，即：中山常绿阔叶林、亚高山常绿针叶林、高山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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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甸和高山冰缘植物等 4 个垂直顶极植被生态类型。北半球

湿润地区的各种主要植被类型，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成

为地球上从北热带到北极植物地带性生态类型水平分布的

缩影。

景区内植物区系古老、成份复杂、类型多样、特有珍稀

物种丰富，草群覆盖率达 60%以上，有云杉、檀香、香樟、

云南松、马尾松、沙棘树、杜鹃灌木群等 300 多种野生树

种，其中有 10 多种属国家级珍贵树种；林下资源有虫草、

贝母、天麻、三七等；野生动物主要有虎、豹、熊、小熊猫、

麝、鹦鹉、黑颈鹤等，其中属国家三级保护动物以上的有 100

多种。

七、历史人文

察隅历史悠久，于吐蕃时期建制。明朝洪武四年（1371

年），帕竹政权的释迹坚赞当政，宗址设在科麦。清朝设科

麦县，县府迁至吉公。民国元年（1912 年）设县。1960 年

改设桑昂曲宗县，县府驻下察隅的赤通拉卡。1966 年 5 月改

称察隅县，县府驻竹瓦根镇，属昌都地区行政管辖。1986 年

林芝地区恢复成立后，划属林芝地区管辖。2015 年 3 月，撤

销林芝地区，设立地级林芝市，察隅县属之。

察隅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全县共有藏、汉、纳西、独龙、

苗、回、门巴、珞巴、傈僳、怒等十个民族和一个未识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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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僜人，各民族分布呈现小聚居大杂居的特点。

察瓦龙乡紧靠梅里雪山，地处怒江大峡谷，滇藏边界。

独特的地形地貌处孕育了察瓦龙乡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俗

风情，极具西藏特点与察隅风情。乡域内居住着藏族、汉族、

僳僳族、白族、怒族、独龙族等多个民族，形成了以藏族为

主，独龙族、怒族、傈僳族、纳西族等多民族混合的、具有

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风俗活动，如梅里转山、赛马节等等人文

景观。当地宗教信仰主要为藏传佛教，居民信仰宗教气氛浓

厚，主要宗教设施有神山、喇嘛庙、壁刻、神迹、转经堂、

玛尼堆等。

滇藏线茶马古道出现在唐朝时期，它与吐蕃王朝向外扩

张和对南诏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公元 678 年，吐蕃势力进

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680 年，神川督都府建立，吐蕃在

南诏设置官员，向白蛮、黑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双方的

贸易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茶马贸易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南

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今云南

大理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到丽江，过铁桥城继续沿江北上，

经锛子栏至聿赉城，前行到盐井，再沿澜沧江北上至芒康、

左贡，分三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

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一道由左贡、八

宿然乌至察隅。

格曲驿道起点为察瓦龙乡格日村，终点为竹瓦根镇曲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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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全长 72 公里。全线沿怒江而行，地势陡峭，道路崎岖。

自 1952 年起，察瓦龙乡部分群众经由曲瓦、日东、桑久最

终到达县城。该驿道也是察瓦龙乡与县城进行商贸运输的重

要通道之一。2004 年 8 月 1 日，依靠国家投资，察瓦龙乡政

府组织农牧民对驿道进行了整治，工程总投资 150 万元，路

基宽度 2.0 米。

扎碧驿道起点为察瓦龙乡扎朗村，终点为左贡县碧土乡，

是察瓦龙乡同左贡县和察隅县城进行商品交换和信息联络

的重要交通要道。驿道崎岖，狭窄险要，全长 91 公里。1996

年，国家投资 50 万元对驿道进行了维修。

八、社会经济

察隅县辖 3 乡 3 镇 96 个行政村和 1 个居委会，总面积

31659 平方公里，总人口 28621 人。2014 年，察隅县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5.82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4.04 亿元，财政

收人 2882 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140 万元，农牧

民人均纯收人达 7050元。至 2017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8.05

亿元，财政收入 4826 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7 亿元，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9192 元。

察瓦龙乡东西长 43.75 公里，南北宽 106.75 公里，辖区

总面积 2937.95 平方公里。全乡共辖 28 个行政村， 49 个自

然村。据 2014 年统计，现有 1309 户，常住人口 736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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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人口 7424 人，约占察隅县总人口的 1/3，辖区内居住着

藏族、汉族、僳僳族、白族、怒族、独龙族等多个民族，属

多民族聚集区。乡政府驻地扎那村，集镇人口约 1100 人。

景区临近甲兴组属半农半牧地区，现有 4 户 31 人居住，

均为藏族，其余范围均无人居住。村子四周有集中耕地，村

民主要以放牧和种植青稞为主，有 3 户已经发展家庭旅馆，

增加了收入渠道，尼玛罗布作为村里致富带头人，已经开展

大棚种植(如灵芝菌、羊肚菌、七叶一枝花、天麻等），家庭

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

九、基础设施现状

察瓦龙乡镇建设方面，根据 2014 年 9 月“八到农家”

工程的实施和“村级卫生室”建设使用情况的统计表明，全

乡 28 个行政村，水、路、农家书屋、通信、广播电视等均

有较好的建设，全乡均未通电，目前用的是光伏发电，邮电、

金融等设施不具备。村级卫生室只有格日村和龙普村有建设。

大部分村庄缺医少药，医疗没有保障。

市政及环卫设施方面，察瓦龙乡目前电源供应主要靠邓

许村的扎郎电站供应，电站装机总容量 150KW（2×75KW），

主要供应乡政府驻地和周边 3 个村庄生活用电。因电站水源

水量较小，发电量不足，目前电站电力只能供应乡政府驻地

街道，且电力供应不稳定，用电高峰时只能保障街道一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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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用电。集镇南侧有一现状变电站。占地面积约 0.27 公顷。

集镇没有邮政、燃气等设施。给水设施为集镇南北两侧

的高位水池，水量供应不足。排水设施方面，没有污水处理

厂，直接排入怒江。给排水管网建设方面不完善。集镇南侧

现有一垃圾填埋场，用地零散，主要含垃圾收运系统、场内

垃圾填埋区建设、渗沥液导排系统、供电、给排水、道路、

管理用房设计等。

乡卫生院位于集镇北侧，始建于 2001 年，建地面积约

有 2400 多平米。办公用房面积 531.24 平方米，周转房建筑

面积 190.98 平方米。纯属是零收入单位。现有职工 8 人，其

中医生 4 人（包括公益性岗位 1 个），护士 4 人。年挂号量

5400 余人次。现有西药 80 种，藏药 62 种，洗胃机 2 台，心

电图机 1 台，心电监护仪 1 台，救护车一台，一辆摩托车。

目前卫生院能够给群众服务的项目有：全科常见病的基本诊

疗、妇幼保健工作（接生、绝育手术等）、计划免疫接种工

作、传染病防控工作、单纯性骨折及关节脱位的手法复位、

躯体外部良性肿块手术、清创缝合术、洗胃术，每年的居民

健康档案建立等。

由于乡人多面广，更是梅里雪山脚下的转经要到，进出

旅游的人员超多，村与村的交通极不便利，加之村庄坐落分

散，医务人员匮乏，交通工具破旧，设备简陋，工作量很大，

服务面积极广，卫生院的硬软件破旧不堪等原因，全乡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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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障较困难。

乡派出所现有人员 24 人（民警 15 人，辅警 7 人，；占

地总面积为 7050 ㎡，约 10.6 亩（含检查站大楼面积）其中

建筑面积为 1275.15 ㎡，包含检查站大楼 1112.65 ㎡，派出

所办公楼 126.9 ㎡，厨房 35.6 ㎡。

乡法庭占地面积 1900 ㎡，建筑面积 800 ㎡，建筑物为

砖混结构，现有工作人员 5 人，包括一名驾驶员。

商贸服务设施，集镇沿丙察察线的沿街部分，有部分底

商，经营日常生活用品等。并有部分简易旅馆、娱乐设施等，

乡法院附近有一自驾游基地和农贸市场。

景区临近村民饮用水取自山泉水，村里建有蓄水池，但

蓄水池设施陈旧，且规模较小，水质缺乏沉淀过滤，冬季水

量较小。 雨水和污水均为敷设管道，为自然排放，流入村

口旁边的河流。 景区电力没有并入国网，每户设有小型水

力发电机，电量供应不稳定，难以满足村民生活需求。景区

入口段有不稳定的信号，深入景区内部信号越来越弱，景区

内部甲兴组目前移动信号已经接入，但信号不太稳定，无电

信信号。景区在入口和甲兴组均建有公共厕所，为旅游提供

配套服务，村里无垃圾转运站和污水处理设施，公共厕所为

简易厕所。 目前景区内部甲兴组内正在修建防洪堤，但是

还未正式修建完成。景区内部缺乏消防设施，救灾通道只能

依靠旅游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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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 位置 等级 规模

中心小学 集镇 镇级
占地约 2.61 公顷，办学规模 17

班、学生 762 人

幼儿园 集镇 集镇
占地约 0.19 公顷，办学规划 6

班

门空小学 前中瓦村 村级
占地约 0.45 公顷，办学规模 54

人

卫生院 集镇 镇级 占地约 0.38 公顷

自驾游营地 集镇 镇级 占地约 0.2 公顷

集市 集镇 镇级 占地约为 0.13 公顷

风情酒店 集镇 镇级 占地约 0.5 公顷

垃圾填埋场 集镇南部 镇级 占地约 1.32 公顷

加油站 集镇 镇级 占地约为 0.4 公顷

灌溉水池 集镇南部 镇级 占地约为 0.02 公顷

高位水池 集镇南部 镇级 占地约为 0.01 公顷

变电站 集镇南部 镇级 占地约为 0.27 公顷

十、旅游资源

察隅境内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主要包括僜人民俗文化村、慈巴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阿扎冰川、竹瓦根镇日东林海、古玉乡罗马桃花村、察隅温

泉、察隅清水河等。连接滇西与藏东南的“丙察察线”是目

前进藏路线中景色最美的一条进藏通道，被国内最权威的越

野俱乐部封为“精品自驾游线路”，从云南丙中洛起，穿越

横断山脉，到西藏的察瓦龙乡再到察隅县，途中包含了“一

山”（梅里雪山）、“一道”（茶马古道）、“一江”（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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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河”（玉曲河）、“一林”（仙人掌林）、“一

洞”（溶洞）、“一节”（赛马节）以及“一舞”（锅庄）

等众多旅游资源。

察隅慈巴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察隅慈巴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东南面的察隅县中部，

地理坐标为北纬 28°34‐29°07，东经 96°52‐97°10，属森

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为 101400 平方

米，主要有山地常绿阔混交林和云南松林两种森林植被类型。

保护区成立于 1985 年，2002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阿扎冰川，阿扎冰川位于察隅县上察隅镇境内，属海

洋型冰川，雪线海拔只有 4600 米，朝向西南，长 20 公里左

右。其中，冰川的前沿部分深入到原始森林区长达数公里，

犹如一条银色的巨龙穿行于“绿色海洋”之中，又被人们称

为“绿海冰川”。由于从沟末端到沟顶海拔高差 6000 米以

上，所以在同一条沟，十里不同天，具有亚热带到寒带的所

有气候特征。巨大的阿扎冰川好似巨大的银屏凌空飞挂，银

光刺眼，晶莹璀璨，气势磅礴，这些状若玉龙，视如巨蟒的

冰川，蜿蜒飞舞于寒山空谷之中，千姿百态，蔚为壮观。

　梅里雪山，梅里雪山是位于察隅县东部与云南迪庆藏

族自治州德钦县境云岭乡西部的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

山群，全长 150 公里，与西藏的冈仁波齐、青海的阿尼玛卿

山、青海的尕朵觉沃并称为藏传佛教“四大神山”。梅里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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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藏区称卡瓦格博雪山，“梅里”一词为藏语汉译，意思

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梅里雪山断裂活动强

烈地势高耸，有 13 座海拔 6000 米以上高峰在卡瓦格博峰周

边环绕，是青藏高原东南缘最高山。

　僜人民俗文化村，僜人民俗文化村位于察隅县下察隅

镇沙琼村，是集中展示僜人民俗风情文化的旅游场所，也是

探寻访古、摄影拍照、户外体验游客的理想去处。僜人俗称

“僜巴人”，分布于察隅县西部，是西藏地区人口最少的少

数民族族群，目前尚未被列入中国 56 个民族当中。居住在

察隅的僜人共有 1300 多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

字，实行一夫多妻制。在僜人民俗文化村内不仅可以全面系

统的了解僜人的历史演变，体验僜人独特的人文习俗，欣赏

别具一格的僜人舞蹈，还可以品尝到僜人传统美食——手抓

饭。

日东林海，日东林海位于察隅县竹瓦根镇日东村，在丙

察察线沿路，距察隅县城 98 公里。日东片区有明镜般的湖

水、碧草如茵的草甸、白雪皑皑的雪峰和莽莽森林，景色如

诗如画，河道中许多岩石和小岛点 其间，湖面上春夏树影

婆娑，秋冬薄雾弥漫，是摄影爱好者和户外露营者的最佳去

处。

罗马桃花村，罗马桃花村景区位于古玉乡距察隅县城所

在地 40 公里，距古玉乡政府驻地东南方向约 30 公里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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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海拔 3000 米。该村三面环山、树木葱茏，彩蝶飞舞、鸟

语花香，溪流潺潺、蛙鸣悠扬，气候宜人、民风朴实，素以

桃花村著称，桃花与民居相辉映，犹如人间仙境。每年 4 月

该村都会如期举行“桃花节”，罗马村桃林总面

察瓦龙乡地区西藏林芝森林生态旅游区和中国香格里

拉生态旅游区交汇处。由于地势多为高山峡谷，气候复杂多

样，加之为多民族聚居区，因此形成了山、水、林、田、泉、

瀑等丰富多样的旅游景观资源。

察瓦龙位于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脉过渡地带的藏东南

高山峡谷区，背靠梅里雪山。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山高、

沟深、坡陡。怒江紧邻察瓦龙而过。松塔电站蓄水后，将呈

现高峡平湖景观。玉曲河、日东曲等其他支流形成多层次的

河流景观。伴随地势高差的变化，整个乡域存在着非常明显

的植被垂直分布规律，从低热河谷的热带季风林到寒漠荒凉

的高山稀疏垫状植被带，景观变化丰富。沿河流水系的峡谷

台地上，形成众多的高山峡谷田园，景观独特。奇特的自然

因素为温泉和瀑布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在瓦堡村

有珠许温泉和曲珠温泉，水温 60℃。主要瀑布有松塔村的“江

西瀑布”，高度 240 米左右，梦扎村的“木孔瀑布”，高度

70 米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