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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7_9F_A5_E8_c34_226511.htm 甘孜藏族自治州(俗

称康区)，位于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东邻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区，南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迪庆藏

族自治州，西沿金沙江与西藏昌都地区相望，北接青海玉树

和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面积153001.91平方公里。辖18个县，

州府驻地康定。总人口823352人，其中藏族占75.68%另有汉

、彝、回、纳西等民族。一、地理地貌与气候特点甘孜州地

理独特，地处祖国最高一级阶梯向第二极阶梯云贵高原和四

川盆地过渡地带，属横断山北段川西高山高原区，青藏高原

的一部分。介于东经9722＇－－10229＇，北纬2758＇－3420

＇之间。境内山峰高耸，河谷幽深。大雪山和沙鲁里山纵贯

全境。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北高南低，中部突起，东南

缘深切，地面平均海拔3500火米。5000米以上山岭，终年积

雪，冰川发育。最高峰贡嘎山7556米，其东坡的大渡河谷地

，水平间仅隔29公里，而相对高差达6400米。地貌分为高原

、山原、高山峡谷三大类型。气候属高原型季风气候，复杂

多样，地域差异显著。南北跨六个纬度，随着纬度的自南向

北增加，气温逐渐降低，在六个纬距范围均气温相差达17度

以上。在高山峡谷地区，山脚和山顶高差悬殊，气候也随着

高度变化，相差20--30。各县城所在地年均气温15.4--1.6之间

。从海拔1321米的泸定县城到海拔4200米的石渠县城，海拔

高度差2879米，纬距相隔约3度，年均气温相差达2879。年均

气温多数地区在8以下，最高气温(丘状高原地区和中部高山



原地区)在－14以下，其中北部大部分地区及南部理塘、稻城

等高海拔地区低于-20以下，石渠低达-37.7。常年降水量

在325--920毫米。常年日照时数1900--2600小时，年总辐射量

一般120--160千卡/平方厘米。历年平均霜日为18--228天。无

绝对无霜期。广阔的面积和复杂的地貌，形成丰富的自然资

源，为发展农、林、牧、副业提供有利条件。1.土地及农牧

业资源全州土地总面积22950.29万亩。其中：耕地毛面

积180.45万亩，占0.78%，净面积143.38万亩，占0.63%，1990

年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净面积2.05亩；草地面积14164.27万

亩，占61.72%；林地面积6219.09万亩，占27.10%；水域313.73

万亩，占1.36%；其他2072.75万亩，占9.03%，农产品主要有

青稞、小麦、玉米、洋芋、豆类、水稻，其中青稞、小麦是

主产，常年占播种面积的60%以上。牲畜有牛、马、羊、猪

，其中主要是牦牛和羊。畜产品有皮毛、酥油和奶渣子。九

龙牦牛体型大，出肉率高，产毛多，为国内优良地方畜种。

各地利用三种类型地貌和气候特点，指导经济的发展。丘状

高原分布于石渠、色达、德格的大部分地区，甘孜、炉霍的

北部，以及理塘、稻城的部分地方，海拔3700--4800米，地表

切割较弱，丘谷相间，高原面保持完整，广布草甸和灌丛，

成为发展牧业的重要基地。山原分布于道孚、新龙、雅江以

及甘孜、炉霍、理塘、乡城、稻城的部分地区，海

拔2800--4000米，边缘多被河流切割，顶面较宽坦，成为农林

牧综合发展的地区。高山峡谷分布于大渡河谷地康定、泸定

、丹巴和德荣、九龙南部的横断山区，及石渠县境的金沙江

峡谷区，岭谷高差巨大，河谷地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成

为重要农业区和经济林木区。2.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据



林业部门1990年森林资源年报，全州森林覆盖率为9.61%。原

始森林主要分部于高山峡谷地带，植被垂直分带明显，组成

森林植被的树种有云杉、冷杉、铁杉、高山松、华山松、云

南松、干香松、大果圆柏、聚枝圆柏、红华、高山栎、山杨

、槭、白杨、青等32种。河谷阔叶带有核桃、花椒、板栗、

茶、桑及苹果、梨、桃、李、杏、石榴等经济林木。九龙花

椒树体高大，生长快，结实早，椒香、味麻，属一等产品，

畅销内地。丹巴石榴，清代曾作贡品。巴塘苹果本地品种中

的大冬红、小冬红、人头、香蕉香、玫瑰香、大冬青和引进

品种中的金冠、红星等，远销西藏、云南、青海、和成都等

地。泸定沙湾的贡川梨、王皮梨有200多年的载培历史，味甘

浓香，远销外地。类型各异的森林植被，众多的高山湖泊，

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特殊环境和食物条件。珍贵

、稀有、特产动物较多，属青藏高原的特产动物有12种，丹

巴鹦鹉外型美观，鸣声清脆，悦耳动听，是稀有的珍禽。白

唇鹿各地均有分布，是一种高原型珍兽，国家已列为一级保

护动物，严禁猎捕。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已查明有药用植

物800余种，每一种一般蕴藏在10000公斤以上，有的种类超

过100万公斤，常年收购量在100--150万公斤之间。名贵药材

有虫草、贝母、天麻、秦芄、羌活、大黄、当归、党参、川

赤芍、雪莲花、半夏、三颗针。理塘的黄芪，曾在广交会上

评为全国上等。雪莲花各县均产，以石渠、色达所产尤为著

名。3.矿产资源州内成矿地质条件良好。已发现矿产74种，形

成固体矿产地1581处，矿点512处。黑色金属以铁矿为主，其

次为铁锰矿、锰矿、铬铁矿、钛铁矿，计有矿产地90处。有

色金属已知有铜、铅、锌、镍、钨、锡、汞、锑、钼等9种，



已发现矿产地490处。稀有金属及分散元素，是国家重要的成

矿区，其中花岗伟晶岩型锂、铍、铌、钽矿床居州内主导地

位，共发现矿产地56处。贵金属已探明有大型共生铂(钯)矿

，超大型银矿，以及储量较多的砂金矿。从丰富的矿产资源

来讲，甘孜州可以说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地。4.水力资源在这

广阔的土地上，江河湖泊众多。流经境内的河流主要有金沙

江、雅砻江、大渡河，均为长江上游主要支干流。“两江一

河”自西向东，南北向平行排列，汹涌湍急，支流甚多。中

等河流有大小金川、折多河、鲜水河、无量河、硕曲河等。

各支流的山溪广布，水流急，落差大，水量丰沛，水源较稳

定。地表出露的热泉有249处。据初步估算，全州水资源年经

流量为641.8亿立方米，水力发电的蕴藏量约为3700万千瓦。

水力资源的蕴藏量，占全国水力资源总蕴藏量的6%。开发利

用水资源造福人民，潜力很大。而今水利仅利用年经流量

的0.4%，水力资源开发仅占0.06%。5.旅游资源众多的风景名

胜和文物古迹，是州内重要的旅游资源。“蜀山之颠”的贡

嘎山，为世界第十一高峰。贡嘎冰川一直受到科学家的重视

。贡嘎山从1980年对外开放以来，先后有美、日、英、瑞士

、意大利、加拿大等国的登山队前往攀登。泸定海螺沟冰川

森林公园、康定跑马山和木格措，都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

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位于贡嘎山东坡，有低海拔现代冰川

，有宽达1100米、落差1080米的大冰瀑布，有大流量的沸、

热、温、冷泉水。沟内集中了从亚热带至寒带的野生植物，

并有400多种野生动物，属于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有28种。海

螺沟公园开放以来，中外旅游者络绎不绝。泸定化林坪，曾

是川藏古道上的重镇，兵家必争的关隘，也是古雅州至打箭



炉必经之地，至今古营敌阵盘依然如旧，古道上留下的“拐

子窝”记述着贫苦背夫的辛酸。举世闻名的泸定铁索桥，解

放后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次拔款维修，并建

立了革命文物陈列馆，展出红军夺桥史料。每年不少中外游

客前来参观，州内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前往瞻仰，接受

教育。丹巴、康定、雅江等县不少村、寨留存了许多古老的

石砌高碉，展示了古代氐羌人的迁徒和流向。藏族文化古城

德格印经院，拥有比较丰富、完整的藏文书版。国定家专门

拨款维修了印经院。国内不少科研出版部门派人来印制书籍

，以供研究之用。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甘孜州经济的发展

是以农业为基础，畜牧业是甘孜州的重要组成部分，矿产业

是甘孜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民族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

通迅及商业贸易有了长足的进展。甘孜州委、州府经过不断

实践、探索，逐步总结出了一个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主的经济

发展思路，并对“资源开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内涵将

其概括为“农牧稳州、旅游兴州、电矿富州、科教强州、文

化扬州”。这个20字的发展思路，是以甘孜州“一大优势”

即自然资源优势，把自然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是

甘孜州发展的希望。“两大基础”即以经济基础和工作基础

，是我们加快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三大机遇”即一

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党中央、国务院加大

了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有利于民族地区争取资金、争取

项目；二是四川省行政区划调整后，省委、省政府把甘孜州

藏区的发展提上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已经和正在给予更大的

支持，必将使甘孜州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三是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府作出的长江上游止天然森林采伐，加快长江上



游防护林工程建设以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决策，为甘

孜州加快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抓住机遇、珍惜机遇、

用好机遇、落实机遇，对于全面推动甘孜州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大差距”即按1997年统计

，一是经济总量小，全州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省的0.74%，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较全省低1070元，二是发展缓慢，低于全

省3.58个百分点；三是财力小，全州财政自给率仅占23%；四

是群众收入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仅为898元，只及全省农民

人纯收入的53%。根据存在的差距，甘孜州在经济发展中，

必须按照“稳中求进、进中求快、快中求好”的工作方针来

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甘孜州是以藏族为主体，藏、汉、彝

、羌、回等22个民族聚居区，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民族文

化和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州内德格与西藏拉萨、甘南夏河

被称为藏区的三大古文化中心，是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古

朴厚重的民俗风情，流派纷呈的藏戏，风格各异的锅庄，弦

子和踢踏舞蹈，独树一帜的藏族绘画和雕塑，神奇奥妙的藏

传佛教等，使甘孜州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蒙上了一层神

秘色彩，为世界人民所关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