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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县处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向高原峡谷过渡的山原地带，高山峡谷、雪山

冰川、森林草原组合了原生的、丰富完美的自然景观；神山圣水、藏寨寺庙、民

风民俗组成了雪域高原的人文景观；境内有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广袤无垠的大

草原；有康区最大黄教寺庙长青春科尔寺；有规模宏大的民族传统节“八一”国

际赛马会；有颇具科考价值的地震断裂带遗迹；有集雪峰、冰川、瀑布、森林于

一体的格聂风景区；有奇异神秘的扎嘎神山等。理塘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被称

为藏传佛教的“圣地“，一曲《仓央嘉措情歌》使理塘闻名于国内外。理塘民族

风情浓厚，历史沉淀厚重，文化古老神秘，旅游景观丰富，开发前景广阔。2005

年接待游客 12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56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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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然灾害

一、干旱

以春夏旱为主，尤以春旱常见，对农牧林业生产影响较大，使农作物播种困

难，出苗不齐，生长发育受阻，各种病虫害成灾，影响牲畜成长繁衍，瘦弱死亡，

植树成活率低，林区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偏高等。

二、雪灾

一般以 11 月至次年 4 月较多，尤以 3、4 月大雪成灾多、危害强。大雪天气

一旦出现，就会形成雪灾，大雪增加牲畜瘦病程度，母畜流产，仔畜成活率低，

造成老弱病残牲畜大量死亡，甚至直接冻伤、冻死人畜，长时间的积雪暗冰增多，

造成大量的交通事故，1991～2005 年的 15 年间，11 月出现大雪 5次，12 月仅在

1997 年出现 1次，1月基本无大雪天气，2月出现 3次，3月出现 8次，4月出现

12 次，是造成雪灾最多的月份。1991 年和 2000 年这两年的 5 月分别出现历史上

罕见的暴雪天气，2000 年的 5月 3日雪深达 18 厘米，为 15 年内的最大积雪深度。

如 2004 年 4 月 3 日～12 日，理塘县境内发生特大雪灾，县城积雪深度达 11 厘米

以上，高山牧区积雪深度达 20 厘米以上，此次雪灾持续时间长，受灾面广，据不

完全统计，全县死亡各类牲畜 78157 头（只、匹），其中牛死亡 39013 头，羊死亡

32838 只，马死亡 6246 匹，占牲畜总数的 21%，重灾死亡率达 40%，直接经济损失

达 6253 万元。此次受灾后遗症严重，据调查，青壮畜死亡的比例占 33%，因流产

死亡比例占 12%（由于当时正值牲畜产仔高峰期）。

三、霜冻

理塘大部分地区属重霜冻地区，海拔 3000 米以下地区，霜冻一般在 9月中、

下旬开始出现，3000～3600 米地区在 8月下旬至 9月上旬出现，3600 米地区以上

地区一般在 8月上、中旬出现。全县霜冻时间长，无绝对无霜期，1991～2005 年，

15 年平均相对无霜期仅 64 天，比以前增加了 10 天左右。多年平均霜冻日数在 300

天以上，随海拔高度的降低，霜冻日数减少，但理塘县最少的地区霜冻日数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