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常识
⼀、地理常识

⼀、地球⾃转地理意义

1、昼夜更替：地球不停地⾃西向东转动，产⽣昼夜更替现象。

2、地⽅时与区时：随地球⾃转，⼀天中太阳东升西落，太阳经过某

地天空的最⾼点 时为此地的地⽅时 12 点，因此，不同经线上具有

不同的地⽅时。

3、物体⽔平运动的⽅向产⽣偏向：北半球偏右，南北半球偏左。⾚

道上经线是互相平⾏的，⽆偏向。

4、⾃转对地球形状的影响：地球在⾃转过程中，球上各质点都在绕

着地轴作圆周运动。因此，就会产⽣惯性离⼼⼒，且从⾚道向两极，

惯性离⼼⼒逐渐减⼩，所以地球成两极稍扁、⾚道略⿎的椭球体形状。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1、昼夜⻓短的变化。由于地球绕太阳椭圆轨道运⾏， 在近端与远端

时，太阳直射在

南北回归线， 造成昼夜⻓短现象。

2、⻩⾚交⻆。地球公转与⾃转的轨道所在的平⾯有夹⻆(⻩⾚交⻆)

导致地球在转动的时候是斜着转动的产⽣四季更替的现象。

3、五带划分：以地表获得太阳热量的多少来划分热带、温带、寒带。

三、⼆⼗四节⽓

春⾬惊春清⾕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

寒。



对于⼆⼗四节⽓，⼤家只要熟记这个顺⼝溜即可。

四、地质作⽤及地表形态

1、地质作⽤：地球上由于⾃然界的原因，引起地壳及其表⾯形态不

断发⽣变化的作⽤，就是地质作⽤。按能量来源不同，分为内⼒作⽤

和外⼒作⽤。内⼒作⽤有地震、⽕⼭、地壳运动等。外⼒作⽤有泥⽯

流、滑坡、⻛化、侵蚀等。

2、地表形态：如⼭地，丘陵，平原，⾼原，盆地

⼆、西藏常识

一、自然地理 1.位置西藏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南边疆，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它

北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青海省毗邻，东连四川省，东南与云南省相连，南边与西部与缅甸、印

度、不丹、锡金和尼泊

尔等国接壤，形成了中国与上述国家边境线的全部或一部分，全长近 4000 公

里。 西藏自治区南起北纬 26 度 52 分，北至北纬 36 度 32 分;西自西经 78

度 24 分，东到东经 99 度 06 分。南北最长约 1000 公里，东西最宽达 2000 公

里。

2.地形以西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有

世界第一高峰，海拔 8844.43 米的珠穆朗玛峰)。气势磅礴，景象万千。多种

多样的地形地貌，反映了西藏高原自然条件的复杂和自然资源的丰富。青藏高

原大体可分为 3 个不同的自然区。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

山、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占全自治区面积的三分之二。藏南谷地：在冈底斯山

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即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经的地方。

藏东高山峡谷区：是一系列由东西走向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系著名

的横断山脉的一部分。西藏地面以辽阔的高原作基础，高原面是低山、丘陵和

宽谷盆地的共同组合体。总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从平均 5000 米以

上渐次递降至 4000 米左右。西藏自治区的地貌基本上可分为极高山、高山、

中山、低山、丘陵和平原等 6 种类型，还有冰缘地貌、岩溶地貌、风沙地貌、



火山地貌等。西藏地貌大致又可分为喜玛拉雅山区，藏南山原湖盆谷地区，藏

北高原湖盆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

3.气候 西藏气候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⑴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 ⑵太

阳辐射强，日照时间长 因西藏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尘埃和水气含量少、透

明度高，故阳光透过大气层时能量损失少，则辐射较强。西藏是全国太阳辐射

能最多的地方，拉萨市总辐射为 195 千卡/平方厘米·年，而纬

度相近的成都仅为 88 千卡/平方厘米·年，上海为 113 千卡/平方厘米·年。

西藏高原的日照时数也远比我国同纬度的其它地区多，如拉萨全年日照时数

3021 小时，而成都是 1186 小时，上海 1932 小时。⑶气温偏低，日温差大 由

于西藏高原地势高，气温比同纬度的长江流域地区低得多，且日温差

大。 ⑷全年分为明显的干季和雨季在冬季西风和夏季西南季风的交替控制下，

西藏干季和雨季的分别非常明显，一般每年 10 月至翌年 4 月为干季，5 月至

9 月为雨季。⑸气候类型复杂，垂直变化大西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由

5000 米左右下降到几百米。气候类型也因此自东南向西北依次有：热带、亚热

带、高原温带、高原亚寒带，高原寒带等各种类型。在藏东南和喜玛拉雅山南

坡高山峡谷地区，由于地势迭次升高，气温逐渐下降，气候发生从热带或亚热

带气候到温带、寒温带和寒带气候的垂直变化。“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

4.4.河流、湖泊 河流主要东部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南部的雅鲁藏布江等。

亚洲许多著名的大河，如长江、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恒河、印度

河等发源于此或流经这里。 西藏中部的纳木错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也是我国

最高的大湖泊，成因为构造湖。西藏是我国湖泊最多的地区，湖泊总面积二万

三千八百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30%，大小湖泊有一千多个，其中

面积超过一千平方公里的有那木错、色林错、扎日男木错三个。高原上绝大多

数湖泊海拔在 4000 米以上，为地球上最高的湖区。 高原湖泊除东部地区的鄂

陵湖、扎陵湖等为外流淡水湖外，其余多为内陆咸

水湖和盐湖。 这些湖泊大都是在地壳陷落和冰蚀作用形成的。大约在二三百万

年前开始的第四纪中，青藏高原上曾有过几次冰川活动，造成的一个个洼地在

后来气候转暖的情况下，冰川融化，聚水于洼地。如藏北地区地形起伏，宽谷



和洼地相间排列，使得水不能外流而成湖泊。还有一些湖是由于冰碛物或泥石

流堰塞了河道貌岸然造成的。如本世纪初才形成的易贡错，便是 1900 年因特

大泥石流堰塞而成，这个湖可谓是年轻的湖了。

5、地质 青藏高原是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形成的高原，它的活动方式至

今没有改动，高原至今仍然在上升。据大地测量等资料，喜马拉雅山每年约上

升 1 厘米。所以，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大、最年轻的高原。 6.植物、动物 西

藏是一个巨大的植物王国，有高等植物 5000 多种。云杉、冷杉和铁杉组成的

针叶林带分布最广;西藏长叶松和西藏白皮松是特有树种，已被列为国家保护树

种。

青藏高原是中国一些特有珍贵动物的产地。藏羚羊、野牦牛、野驴、盘羊等系

青藏高原特产珍稀动物，均属国家保护动物;白唇鹿为中国特有，也是世界珍稀

动物之一。鸟类中的黑颈鹤、藏马鸡等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7.自然资源

复杂的地质地貌，多种多样的气候，赋予西藏自治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在 120 多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河流纵横，水利资源潜力巨大;连绵的雪山峡谷和藏北高

原，蕴藏着各种矿产;藏东、藏南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森林中有珍禽异兽，奇

花异木。西藏已发现的矿产约有 60 余种。其中铬、刚玉的储量居全国首位，

铜居第 2 位，硼居第 3 位。锂的蕴藏量居世界前列。西藏自治区水能蕴藏量

约达 2.0 亿千瓦， 占全国的 29.7%。地热资源丰富， 仅次于云南省，居全国

第 2 位。

太阳能资源居世界第 2 位。草场资源西藏是全国四大牧区之一，草场面积 12.4

亿亩，各类牲畜 存栏 2300 万头，年产羊毛 9000 吨，牛羊绒 1400 吨，牛羊

皮 400 万张。约占西藏面积二分之一的 藏北草原，是西藏主要的草原，它的

面积约为 60 万平方公里，当地人称为“羌塘”，藏语“羌塘”即是“北

方草原”的意思。

二、人文地理

1. 人口、面积、民族全区土地面积为 120 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2.8%，居全国第二位。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西藏全

区总人口为 261.61 万，人口密度为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 2 人。在西藏总人口

中，藏族人口 243.6 万，占总人口的 96.4%;汉族人口 6.6 万，占 2.8%;其它



少数民族人口 1.8 万，占 0.8%。西藏是全国藏族居民最集中的地区，占全国

藏族人口的 45%。

2.农业 高寒牧业：牦牛(高原之舟——牦牛)、藏绵羊、藏山羊河谷农业：农业

区：雅鲁藏布江谷

地农作物：青稞、小麦、豌豆、油菜等主要药材有藏红花、虫草、贝母、大黄、

党参、秦艽、丹参、天麻、胡黄连、雪莲、灵芝、麝香、羚羊角、鹿茸、熊胆

等。

3. 工业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西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优势资源为依托，大力发

展特色工业。(轻纺工业、民族手工业)水能资源丰富，主要集中在藏南雅鲁藏

布江大拐弯处，藏南雅鲁藏布江谷地区地热资源丰富，目前建有国内最大的羊

八井地热电站。重要工业城市和工业区-拉萨(皮革、毛毯)、林芝(毛纺)

4. 交通以拉萨(拉萨是西藏经济、政治、文化和公路交通的中心)为中心的公路

网和航空网、主要有青藏、川藏、新藏 3 条公路大干线;青藏铁路;拉萨、林芝

机场。

5. 旅游 旅游业发展将成为西藏最重要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

西藏旅游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几类：高原地理奇观，历史文化遗存，宗教文化艺

术，民俗风情景观。

西藏旅游业虽然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1978 年

以前西藏的旅游业几乎是一片空白。1979 年西藏旅游局成立，揭开了西藏旅游

业快速发展的序幕。20 多年来，随着西藏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对外宣传的不

断加强，以高原自然地理生态观光和民族宗教文化体验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

已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目前，西藏旅游业已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各

地市为依托的旅游观光接待网络，旅游服务体系初具规模。

主要景点有：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峰、茶马古道、西藏圣地游等国内知名旅游

品牌。

6. 宗教在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口中，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布达拉宫);信奉伊斯

兰教的约有 2000 人，另有约 600 人信奉天主教。

7. 7. 环境问题 ⑴水土流失：西藏的土壤侵蚀主要包括水力侵蚀、风力侵蚀和

冻融侵蚀三种类型，此外，在一些地区重力侵蚀和泥石流也很发育。 ⑵草地退



化：草地退化是当前草原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全区退化草原面积已达 11

万平方千米，占草原面积的 13.93%，而且退化日趋严重。⑶土地沙漠化：西藏

沙漠化土地与潜在沙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 18.17%，这一比例比全

国沙漠与沙漠化土地占国土总面积 15.9%的比例高出 2.3 个百分点。

⑷地质灾害：西藏是我国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主要地质灾害类型有泥

石流、崩塌、滑坡、冻胀融沉、碎石流和冰湖溃决等。

三、西藏湖泊常识

西藏是我国湖泊最多的地区，湖泊总面积 23800 平方公里，约占

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30%，大小湖泊有 1000 多个，其中面积超过 1000

平方公里的草莓老师友情提供，一定要熟知，常识判断会考

有纳木错、色林错、扎日南木错三个。

西藏的湖泊分为内流湖和外流湖两种，内流湖占了大多数，主要

分布在藏北及藏南的内流河地区，是历次造山运动、地层断裂造成的。

外流湖方面，一是由于泥石流，山体崩塌致使河道堵塞形成的堰

塞湖，多分布在藏东南地区。二是由于冰川的作用而造成的冰山湖，

主要分布在藏南、藏东南高山冰川和古冰川活动的地区。

西藏最大的湖泊是纳木错，另外还有许多著名的神湖、圣湖，如

玛旁雍湖、羊卓雍湖、拉姆纳错等。

四、西藏植物常识

西藏的植物种类⾮常丰富，据发表于 1983 年－1987 年的《西藏植物志》记载，

全区共有维管束植物 208 科，1258 属，5766 种。近 10 年来⼜有不少新发现，

仅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的对墨脱地区的越冬考察，就发现 2 个西藏新记载的科，

40 种新记载的属及 140 个在我国也是新记载的种。现在西藏维管束植物已达

212 科，1298 属，已超过 5900 种，我国维管束植物有 398 科，3421 属约

32000 种。西藏的科、属、种数别占全国的 32.9%、38%、18％，其种类之丰富，



在我国除华南、西南⼀些省外，其余⼤部分省区均所不及。如内蒙古⾃治区仅

有 131 科，660 属，2167 种。维管束植物中的各个⻔类、蕨类、裸⼦植物、

被⼦植物中的双⼦叶、单⼦叶在西藏均甚发育，⽽且⼏乎亚洲各⽓候带的植物

均有分布。喜⻢拉雅⼭南翼的墨脱、察隅等地, 被⼈们誉为"西藏的江南""西藏

的西双版纳"，在海拔 1200 ⽶以下地带，发育着⾬林、季⾬林，有典型的热带

科属如橄榄科、⾁⾖蔻科、藤⻩科、番荔枝科、使君⼦科以及只有在热带才可

⻅到的巨⼤藤本（如省藤）和种类繁多的附⽣植物。野⽣的⾹蕉、芭蕉随处可

⻅，热带才有的咖啡在国内其它省需要引种，

⽽这⾥却有两个野⽣种。海拔 1200 ⽶⾄ 3200 ⽶属于亚热带，分布着郁郁葱

葱的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壳⽃科、樟科、⽊兰科植物为建群科和优势科。

海拔 3200 ⽶到 4200 ⽶是针叶带，多种冷杉、云杉组成⼤⾯积的森林。海拔

4200 ⽶以上为⾼⼭灌丛草甸，在这⼀带有众多的⾼⼭花卉植物，每当盛夏时节

百花竞放，⾊彩斑澜，与雪⼭交相辉映。尤以杜鹃花、报春花属植物特别丰富。

西藏有杜鹃花属 168 种，报春花 112 种。

地域辽阔的⾼原上以⽲本科、莎草科植物为主组成了⾼⼭草甸、⾼⼭草原以及⾼

⼭荒漠化草原。

在西藏的北部和西北部,甚⾄有荒漠地区的植物分布，如藜科的碱蓬、岩⽑菜属

等植物。西藏植物 的特殊性。

西藏植物具有⼀些独有的特点。

⒈特有种类多。

西藏植物区系是在第三纪喜⻢拉雅⼭和⻘藏⾼原隆升过程中逐渐发展衍⽣的年

⻘区系。特有属较少，严格局限于西藏的特有属仅 4 属，但属内的分化却⼗分

强烈，形成许多特有种。据不完全统计，限于西藏境内的特有种和变种约 1000

个，约占全区植物总种数的 20％。特有种⽐例之⾼，国内各省区罕⻅。⼏乎各

个类群均有特有种，如裸⼦植物中的墨脱冷杉、察隅冷杉、雅鲁藏布江河⾕的

巨柏；被⼦植物中含特有种最多的科属是菊科、⽲本科、⾖科、⽑莨科、杜鹃

花科以及紫堇属、柳属。柳属植物（我们通常所⻅的柳树即为此属）在其它地

区是乔⽊或⼩乔⽊，⽽在西藏以及⻘藏⾼原海拔 4200 ⽶以上地区，适应⼲旱

寒冷的⽣⻓环境，特化为⾼不过 20－30 厘⽶，铺地⽽⽣的⼩灌⽊。



⒉不同地区种类的丰富度差异⼤。

西藏宏观的地势是西北⾼，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西部，西北部主

要受西⻛环流的影响，在其控制下，⽓候⼲燥，降⽔稀少，温差剧烈；南部和

东南部则受印度暖湿⽓流的控制，造成湿润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在此⼤的背

景下，西藏不同地区物种的多样性差异甚⼤。东南部的南迦巴⽡峰地区有 210

科、1106 属、3768 种，其中热带性质的属有 485 属，占该地总属数 43.85％，

西部阿⾥地区只有 165 属种，⼏占西藏⼟地⾯积的⼀半，辽阔的羌塘⾼原，维

管属植物种类仅 300 余种。

⒊丰富多彩的垫状植物和⾼⼭冰缘植物。

在西藏海拔 4200 ⽶以上的草原、草甸带尤其是平缓的⼭坡和河⾕中均发现⼀

些铺地⽽⽣、⾼不过 10 厘⽶、外形轮廓浑圆、直径⼏厘⽶⾄⼗⼏厘⽶，像⼀圆

形的座垫，这就是垫状植物。它们并不是由许多植物密集⽣⻓在⼀起形成的，

⽽是由许许多多的分枝交织⽽成的⼀株植物。这类植物在北极⾼寒地区也有分

布，但在西藏最为丰富，有 11 科 15 属 40 余种。常⻅的如雪灵芝属、点地

梅属、虎⽿草属、凤⽑菊属等等。这些不同种属的植物有⼀些基本相同的形态

特征：植株低矮，仅⾼ 2－3 厘⽶，少有到⼗⼏厘⽶，紧贴地⾯，冬天不枯死；

分枝多⽽密集，节间缩短，⽼的茎枝常宿存，叶柄基部扩展，紧裹茎枝；叶簇

⽣于枝顶，在垫状体表⾯形成⼀覆盖层；植物体通常被⽑。这些特征是对⾼原

多⼤⻛、寒冷等恶劣环境的适应。密集的垫状体和具有各种⽑被,形成⼀个独⽴

的保暖系统,外界温度已在零度以下,垫状体内仍可保持在 2—3 度,保护了幼

芽的萌发

和正常⽣⻓。

⾼⼭永久积雪带下缘,连续植被带以上,约在 4800-5200⽶左右的地带,⽓候极端

寒冷,七⼋⽉的平均

⽓温也不超过 10oC。⽣⻓季节很短,在此环境下,⼀般说来植物已很难⽣⻓。⽽

西藏的这⼀地带仍有 400 余种植物,在冰⽔侵蚀的局部湿润地区和⼤的岩⽯下

顽强地⽣⻓。这些植物在 2—3 个⽉甚⾄⼏⼗天内即完成了从发芽到开花结果

⽣命周期的全过程.

4．合理开发利⽤和保护植物资源



植物种类和植被类型的多样性,反映了植物资源的多样性。西藏⼤⾯积各种类型

的森林和草原,是发展林业、畜牧业的基础，在西藏经济建设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西藏的森林单位⾯积蓄积量⾼，波密的云杉林，每公倾蓄积量达 2000 ⽴⽅⽶，

⽣物量达 1200 吨，西藏草场的牧草虽然产量低，但草质较好，营养成份⾼，

粗蛋⽩质等的含量均⾼于内蒙古草原的牧区。西藏另⼀类重要的植物是药⽤植

物资源。藏族对植物的药⽤具有悠久的历史，1835 年，帝玛尔·丹增彭措等⼈

完成的《晶珠本草》⼀书,已收载了药草 1006 种。藏药的原植物很多是⽣于西

藏及⻘藏⾼原其它地区的特有植物。藏药的有效性和特有性已愈来愈引起国内

外的重视。然⽽，更为重要的是藏药原植物中的绝⼤部分种类，尚未经现代科

学的深⼊研究，利⽤仍处于原始阶段，不能形成⼯业化产品，经济效益不很⾼。

理论上，由于⾼原的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利于有成份的积累，因此从众

多的藏药中寻找有效成份含量⾼，有特殊⽤途的药⽤植物是⾮常可能的。近年

来对红景天的开发，已产⽣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即是例证。藏药的这⼀潜在的效

能，决不能低估。

当前应加强对藏药系统的深⼊研究，从中寻找新的药物和新的⽤途，并尽可能

形成⼯业化产品， 以提⾼效益。

五、西藏区域划分

1、西藏⾃治区设 1 个地级市（拉萨市）、6 个地区（昌都地区、林芝地区、

⼭南地区、⽇喀则地区、那曲地区、阿⾥地区）和 73 个县(市区)。

2、拉萨市辖 7 个县和 1 个县级城关区；昌都地区辖 11 个县,⾏署设在昌都

镇；林芝地区辖 7 个县，⾏署设在⼋⼀镇；⼭南地区辖 12 个县，⾏署设在泽

当镇；⽇喀则地区辖 17 个县和 1 个县级市，⾏署设在⽇喀则市；那曲地区辖

10 个县，⾏署设在那曲镇；阿⾥地区辖 7 个县，⾏署设在狮泉河镇。

3、拉萨市 藏 A(管辖 7 个 县，1 个县级城关区)拉萨市城关区、林周县、达

孜县、堆⻰德庆县、尼⽊县、当雄县、曲⽔县、墨⽵⼯卡县。

4、昌都地区 藏 B(管辖 11 个县)?昌都县、左贡县、芒康县、洛隆县 、边坝

县、江达 县、贡觉县、类乌⻬县、丁⻘县、察雅县、⼋宿县。

5、林芝地区 藏 G(管辖 7 个县) 林芝县 、⽶林县、朗县、⼯布江达县、波密

县、察隅县、墨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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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南地区 藏 C(管辖 1 2 个县） 乃东县、扎囊县、贡嘎县、桑⽇县、琼结

县、洛扎县、加查

县、隆⼦县、曲松县、措美县、 错那县、浪卡⼦县。

7、⽇喀则地区 藏 D(管辖 17 个县、1 个县级市)?⽇喀则市、南⽊林县、江孜

县、定⽇县 、萨迦 县、拉孜县、昂仁县、谢通⻔县、⽩朗县、仁布县、康⻢

县、定结县、仲巴县、 亚东县、吉隆县、聂拉⽊县、萨嘎县、岗巴县。

8、那曲地区 藏 E(管辖 10 个县)?那曲县 、申扎县、班⼽ 县、聂荣县、安多

县、嘉黎县、巴⻘县、⽐如县、索县、尼玛县。

9、阿⾥地区( 管辖 7 个县)：普兰县、札达县、噶尔县、⽇⼟县、⾰吉县、改

则县、措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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