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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藏门巴地区地质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其地理位置 、交通条件 、自然和社会环境都十分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地质旅游资源包括沉积与构造 、地貌景观 、自然变动遗迹和泉四大亚类, 分布在 6条旅游路线上。这些地质旅游资源

大部分是首次发现的, 需进一步开发 、评价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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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气势磅礴,景象

万千 。青藏高原具有耸入云天的冰峰雪山, 湍急奔

腾的江河,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宽广无际的秀美草

原, 稀有珍奇的野生动植物, 神秘而独特的藏族风

情。正是这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使青藏高原

具有极其丰富和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 1, 2]

。笔者在

门巴地区野外地质调查期间发现该区和周边地区地

质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并且具有较为有利的交通 、地

理和人文环境 。除地质旅游资源外,区内还蕴藏着

极为丰富的水域风光 、动植物和寺庙 、建筑 、宗教 、文

化习俗等藏民族人文风情旅游资源 。

1　旅游资源的自然地理环境

门巴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偏东中部, 拉萨市的

东北,最近地点距拉萨市行车约 90km。其地理坐标

为东经 91°30′～ 93°00′, 北纬 30°00′～ 31°00′。全区

面积近16000km
2
,行政区划隶属三个行政区的六个

县:拉萨地区的林周县 、墨竹工卡县 、当雄县,那曲地

区的那曲县 、嘉黎县,林芝地区的工布江达县 。门巴

是墨竹工卡县门巴乡政府所在地 (图 1)。

区内发育拉萨河及其两大支流,既中部的麦地

藏布 -色绒藏布 -热振藏布和南部的雪弄藏布, 以及

东南部的尼洋河水系。广布的河流水系塑造了区内

千姿百态的地貌景观,滋润着广阔草原和茂密森林,

使区内到处呈现出秀丽的自然风光, 这些河流水系

也养育了三个地区六个县勤劳朴实 、能歌善舞的藏

族人民 。

区内山高谷深, 山峰高耸林立,河流奔腾湍急。

区内最高山峰是终年积雪覆盖的马拉扛日雪山, 海

拔 6142m, 其次是西北角的加杜峰, 海拨 6088m和桑

颠康沙峰,海拨6034m。远望山峰高耸入云, 白雪皑

皑,景色十分壮观 。一般山峰海拔高度都在 5300 ～

5700m。区内最低点为南侧的拉萨河河谷, 海拔约

4000m。

2　旅游资源的交通现况

交通环境是旅游资源开发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门巴地区位于南北向的青藏公路 (铁路 )与东西向

的川藏公路十字形相交网格的东南侧, 青藏公路

(铁路 )那曲 -当雄段,穿过区内西北的谷露镇;南侧

紧邻川藏公路达孜-工布江达段,并从区内东南角的

金达区通过 。门巴地区周边交通条件较好,有多条

公路自拉萨或周围县城进入区内 。在西南,自拉萨

向东沿川藏公路经达孜 、墨竹工卡县,从尼玛乡进入

本区直达门巴;从拉萨向北经林周 、旁多转向东到唐

古进入本区 。在北侧,自那曲沿青藏公路向南过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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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藏门巴地区地质旅游资源及旅游路线分布

1.旅游线路及编号;2.河流;3.地质景观;4.山口;5.居民点

Fig.1　DistributionofthegeologicaltourismresourcesandtravellingroutesintheMambaregion, Xizang

1=travellingrouteanditsnumber;2=riverandstream;3=geologicallandscapes;4=pass;5=residentialarea

马到谷露进入本区,也可自那曲向西南沿简易公路

直达区内桑巴乡;在东侧,从嘉黎向西沿简易公路直

达区内桑巴乡 。在东南, 从工布江达沿川藏公路向

西可直达区内东南角的金达乡。从周边市县进入本

区的这些公路无疑为开发区内旅游资源, 发展旅游

产业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

的增长和农牧区文化水平的提高, 测区交通环境正

在不断的改善,如已修建完的墨竹工卡 -德宗温泉公

路;正在建设的桑巴至握朗乡的公路,以及两座跨越

麦地藏布的公路桥,都在建设或设计中 。

3　地质旅游资源类型

区内岩石类型较为齐全,而且出露良好,构造形

迹发育,复杂多样 。特别是第四纪地壳快速的隆升

和强烈的风化剥蚀作用, 塑造了区内千姿百态的地

貌景观, 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地质旅游资源
[ 3, 4]

。本

区的地质旅游资源大部分都是首次发现的, 有些可

直接开发利用,有些还需进一步整理和评价。

根据区内地质旅游资源成因类型 、可开发条件

和观赏价值, 并参考我国旅游资源类型划分方

法
[ 5, 6]

,将区内地质旅游资源划分为沉积与构造 、地

质地貌过程形迹 、自然变动遗迹和泉 4大亚类 、9个

基本类型和 23个景观点 (表 1)。景观的名称采用地

点结合景观形象特征命名原则。根据比较各景观点

的可观赏性 、规模 、现状和交通等条件, 初步评价为

四个等级,其中Ⅳ级为相对最佳的。

4　地质旅游路线规划

根据区内及周边交通现状和上述各地质景点 、

景区位置,并结合区内其他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

分布,初步规划出 6条旅游路线 (图 1,表 1) :

( 1)竹工卡-门巴乡旅游路线, 从墨竹工卡下川

藏公路,沿新修的公路向东北方向,过尼玛江热进入

本区, 经门巴乡直到择弄村, 区内全长约 60km。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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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交通条件很好,在门巴乡之前全为沥青质路面, 门巴乡到择弄村是沙土路, 再向北目前只能步行或

表 1　门巴地区地质旅游资源类型表

Table2　SummaryofthegeologicaltourismresourcesintheMambaregion, Xizang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景观地点和名称 景观地理坐标 海拔 /m
旅游

路线

综合评

价等级

地文景观

沉积与构造

地质地貌

过程形迹

自然变动遗迹

泉

节理景观

生物化石点

独峰

奇特与象形山石

峡谷段落

岩石洞与岩穴

火山与熔岩

重力堆积体

地热与温泉

择弄沟刀痕石屏

巴嘎古海石燕

马拉冈日雪山峰

加杜雪山峰

桑颠康沙雪山峰

巴嘎半山石佛

桑巴石筑长城

色日荣夫妻石

色日荣万卷石经书

建多岩壁波涛

微缩三峡

扎雪通天石洞

色日荣老虎洞

扎雪冲天石柱

尼洋河中流砥柱

扎雪三足石香炉

德宗温泉

建多温泉

谷露温泉

桑利温泉

色日绒温泉

措麦温泉

勇俄热雄温泉

E92°18′09″N30°11′04″

E92°35′59″N30°34′18″

E91°51′59″N30°30′37″

E91°31′26″N30°52′26″

E91°30′48″N30°50′02″

E92°31′16″N30°36′05″

E92°59′46″N30°41′05″

E92°20′23″N30°28′09″

E92°20′23″N30°28′10″

E91°59′11″N30°47′24″

E92°04′05″N30°25′08″

E91°36′40″N30°04′00″

E91°38′56″N30°19′43″

E91°36′41″N30°04′00″

E93°07′03″N29°58′21″

E91°36′40″N30°04′00″

E92°10′00″N30°09′14″

E91°56′11″N30°45′29″

E91°36′41″N30°52′24″

E91°35′30″N30°39′58″

E92°03′47″N30°25′59″

E92°25′24″N30°26′45″

E92°21′56″N30°06′28″

4620

5000

6124

6088

6034

4780

5174

4502

4503

4990

4400

3988

4240

3986

3588

3984

4510

4965

4712

4500

4380

4593

4365

1

3

4

4

4

3

3

3

3

5

3

2

3

2

6

2

1

5

4

4

3

3

1

Ⅱ

Ⅲ

Ⅳ

Ⅲ

Ⅱ

Ⅲ

Ⅲ

Ⅲ

Ⅲ

Ⅱ

Ⅲ

Ⅰ

Ⅰ

Ⅲ

Ⅳ

Ⅲ

Ⅳ

Ⅲ

Ⅲ

Ⅱ

Ⅰ

Ⅰ

Ⅰ

骑马 。该路线沿途景点有德宗温泉 、勇俄热雄温泉

和择弄沟刀痕石屏 。

( 2)墨竹工卡 -拉萨河旅游路线,从墨竹工卡下

川藏公路,沿新修的公路向东北方向,过尼玛江热进

入本区,转向北西方向, 经扎雪乡过铁索桥沿拉萨河

南岸西行直却日阿村, 区内全长近 30km。该路线交

通条件一般较好, 扎雪乡之前为沙土路, 交通较好。

过铁索桥后,道路较狭窄,目前只能通行小型越野汽

车。该路线沿途景点有:扎雪拉萨河畔火山岩景点

群中的冲天石柱 、三足香炉和通天石洞 。

( 3)唐古乡 -麦曲旅游路线,这是区内景点最多,

最具开发价值的旅游路线 。从唐古乡开始进入本

区, 沿热振藏布边公路东行, 经过色日绒乡 、巴嘎乡,

到达麦曲,再向东可与那曲-嘉黎公路相接 。全长约

150km。该路线交通条件较好, 全程为沙土路, 麦曲

附近夏季路面状况不好, 通行较难 。目前可通行载

重汽车。该路线沿途景点有老虎洞 、微缩三峡 、色日

绒温泉 、夫妻石 、万卷经书 、措麦温泉 、古海燕贝 、半

山石佛和石铸长城 。沿该路线在热振藏布河上可见

多架横跨急流的简易铁索桥,这是西藏深山峡谷中

一种特有的景观 。

( 4)谷露镇-坝嘎乡旅游路线, 从谷露镇北侧约

20km处开始沿青藏公路进入本区, 经过谷露镇, 在

甲赤岗南侧下青藏公路,沿沙土路向东,经坝嘎乡到

达松堕朵村 。全长约 70km。该路线交通条件很好,

在甲赤岗之前为青藏公路。甲赤岗之后是新修的沙

土路,路面宽阔平坦。该路线沿途景点有加杜雪山 、

桑颠康沙雪山 、谷露温泉 、桑利温泉和马拉扛日雪

山 。

( 5)空托 (优塔乡 ) -建多乡旅游路线, 从该区北

部的那曲县空托 (优塔乡 )擦曲那热进入本区,向南

过奔锅拉山口到建多乡西侧的杰弄巴沟。区内路线

全长约 38km, 全为沙土路。该路线交通条件较差,

尤其是奔锅拉山口两侧, 雨雪天时很难通行 。该路

线沿途景点有岩壁波涛和建多温泉群 。

( 6)金达乡旅游路线, 该路线在本区东南角金

达乡附近。为川藏公路金达乡区段, 区内全长近

20km, 该路线交通十分方便, 通行有拉萨至八一镇

(林芝县 )间的公交车。该路线沿途景点为中流砥

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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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旅游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

旅游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既有相互促进的

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

旅游业长远发展的前提 。科技在进步,生产力在提

高, 人类生活在不断改善,新的旅游风景区和旅游景

点不断推出,游客的足迹在不断向更广阔的空间伸

展。在向自然界索取物质和能量越来越多的情况

下,如果不注意保护环境, 协调发展,对生态环境与

旅游资源的破坏就难以避免 。

西藏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保持最佳自然生态环

境的地区之一,是我国目前自然环境未受污染的最

大一块净土。然而,随着交通条件进一步改善 、旅游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各项旅游配套设施的改善和建

设, 区内及周边旅游市场将会逐步繁荣,游客数量及

旅游业收入也将会大大增加 。旅游发展和环境保护

的矛盾也将会日益尖锐, 这是本区也是整个西藏旅

游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始终

把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这对西藏尤为重要。西

藏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 决定了它的生态环境极为

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得到恢复。所以,重视发

展与保护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保持好西藏独特的生

态环境,不仅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对

全人类的一个贡献。目前西藏的经济还不发达, 加

速现代化进程 、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加紧提高生活水

准, 是西藏人民迫切的愿望。但是西藏不能走其它

地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绝不能以环境恶化作代

价来换取发展
[ 7]

。

研究区隶属三区六县,在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保

护好生态环境这方面, 必须在自治区统一的发展规

划下,在有关的法律法规约束下,相互协调。对全区

自然环境保护内容包括森林 、野生动植物和物种保

护 、生态农牧业 、水源地 、自然和人文遗迹 、风景名

胜 、有价值的地质地貌 、山峰保护等做出明确规定。

对全区各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旅游路线的开辟 、

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 、旅游业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控

制,以及自然景观 、文物古迹 、风景名胜的保护等,制

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加以管理。同时,通过

多种形式向公众广为宣传,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

意识。

除了旅游资源开发中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问

题,还要注意一些地质景点区 、自然风景区中常见的

自然地质灾害,开发过程中要因地制宜,采取积极的

预防和治理措施,保护好这些旅游资源免受自然灾

害的破坏。

总之,既要在开发旅游资源, 加快经济发展步

伐,还要保护好生态环境, 造福千秋万代, 坚持可持

续发展的西藏旅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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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tourismresourcesintheMambaregion, Xizang

YANGDe-ming, HEZhong-hua, ZHENGChang-qing, WANGTian-wu
( CollegeofEarthResources, JilinUniversity, Changchun130061, Jilin, China)

Abstract:ThereareabundantgeologicaltourismresourcesintheMambaregion, Xizang, includingsedimentary,

tectonic, geomorphologicallandscapes, naturalrelicsandspringsscatteredalongsixtravellingroutes.Mostofthe

tourismresourcesarerecognizedforthefirsttime, andthusintheneedofthefurtherdevelopment, assessmentand

preservationinthenearfuture.

Keywords:Xizang;Mambaregion;geological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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