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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路线设计及问题探究
次　仁　王乾龙　拉　巴

（西藏大学理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摘要：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是自然地理教学的重要环节，其路线的设计应遵循典型化和综合化的原则。尼洋河流域是开展自然地理综

合野外实习的理想场所之一。文章以拉萨河谷 - 米拉山口 - 工布江达县 - 巴宜镇 - 色季拉山 - 鲁朗镇 - 米林县一线为例，探讨了尼洋

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现状及实习区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改进措施，为相关专业在尼洋河流域开展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工

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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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是地理科学及其相关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

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通过野外综合实习，从自然界系统的

认识和观察不同地理事物的具体特征及空间分布规律等，进而获

得地理要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巩固和丰富

在课堂上学习的知识，加深对已有地理科学知识的理解。通过野

外实习也可以磨炼学生的意志，培养加强团结、密切协作的团队

精神。

一、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概况

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位于拉萨河中游、尼洋

河流域，以及雅鲁藏布江东段河谷；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拉萨市达

孜区、墨竹工卡县，林芝市的工布江达县、巴宜区、米林县。拉萨 -

达孜区 - 墨竹工卡县 - 米拉山口 - 工布江达县 - 巴宜镇 - 色季拉山 -

鲁朗镇 - 米林县 - 巴宜镇 - 拉萨市，实习点设计路线：如图 1 所

示。本区内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森林广布，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东北部和西北部为藏东南湿地河谷地貌，尼洋河东南部为雅鲁藏

布中游河谷地貌。主要包括拉萨河谷、尼洋河谷、雅鲁藏布中下

游河谷等三个自然地理单元。

图 1　拉萨 - 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综合野外实习路线图

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西北侧为冈底斯山脉、北

侧高大的念青唐古拉山脉、东部系横断山脉、南侧为喜马拉雅山

脉东段。因受地形地貌及丰沛降水影响，不仅发育有冰川、流水

等类型多样的地貌单元而且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极为频繁。

由于本区山高谷深，相对高差造成地貌上的垂直分带现象明显，

不同高程地带地貌类型组合也不相同，地貌类型较为丰富。

尼洋河流域是本实习区的核心区域，该流域地处于藏东南东

西向与南北向山脉的交汇复合处，高原与藏东南峡谷的过渡地区。

地形上北面为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面沿米拉山以东到色季拉山以

西，为深切的高山峡谷地貌。流域内的主干河流尼洋河发源于念

青唐古拉山南麓的错木果拉冰川湖，为雅鲁藏布江中游下段左岸

一级支流。

区域地质构造特征以一系列近东西向的断裂、褶皱、花岗岩

体为主，岩性主要为熔岩及火山碎屑岩；由于内动力作用，造成

结构松弛，致使山崩、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尼洋河流域上中游段阳坡，主要为灌丛松柏疏林，阴坡为次

生杨桦混交林。中下游地区为高山栎和高山松。高山上部和一些

深切的沟谷中，因土壤湿度大，分布有大量的云杉、冷杉林。区

域内垂直分带特征明显，海拔＜ 4200 米为森林，4200-4500 米为

灌丛草甸，4500-5200 米为高山草甸，5200 米以上为高山寒冻带

和高山冰雪带。流域内海拔由低到高分布着褐土、棕壤、棕色针

叶林土，亚高山草甸土，高山草甸土等主要土壤类型。

代表性实习点有尼洋河流域与帕隆藏布流域的分水岭的色季

拉山实习点，该点森林原始景观保存完好，素有“天然的自然博

物馆”之称。

喻为“龙王谷”的鲁朗，鲁朗海拔 3700 米，是一处狭长的典

型的高原山地草甸带，长约 15 公里，平均宽约 1 公里。两侧青山

由低往高分别由灌木丛及茂密的云杉和松树构成“鲁朗林海”；

宽谷内为一片宽广的高山草甸区，草甸上生长有报春花、紫苑花、

草梅花、马先蒿花等众多野花，与独居林区特色的建筑群构成了

一幅优美的“山居图”。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由于高峰和峡谷为邻，几千米的强烈地形

反差，构成了堪称世界第一的壮丽景观，是世界第一深度大峡谷。

自 2002 年开始，西藏大学地理专业大二学生于每年 7 月底到

尼洋河流域开展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地

理科学及相关专业在该区域开展实习工作已经具有较好的基础，

已经可以常态化地开展每年的实习工作，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多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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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存在的问题

（一）经费不足，使吃、住、行各方面带来问题

目前西藏大学学生野外实习基本上实行学校出资与学生个人

筹资一部分相结合的原则。虽然学校对本专科学生的实践课程非

常重视，实习经费也不断在增加，由过去的 160 元 / 人增加到 450

元 / 人到目前的 680 元 / 人。但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

价随之上涨，野外实习经费仍严重不足。再加之我校在实习区还

没能建立实习基地，学生住宿只能选择在较偏远价格相对低廉的

城郊地段，这给实习学生吃、住、行各方面带来较大不便。

（二）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时间短，实习工作量大

目前我校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根据经费开支保障情况，实

习时间只能安排 5-6 天。要在短短 5-6 天内完成该实习区内所有

具代表性自然地理要素认识、观察、了解，只能压缩时间，加大

实习工作量，这又会影响到实习内容质量与实习效果。

（三）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时间安排不合理

目前根据学校整体教学工作部署，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时

间只能安排在 6 月底 -7 月中旬。该时段既是旅游旺季、又是西藏

的雨季；这一时段阴雨连绵，极易出现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既给实习队伍的交通安全及徒步实习的安全带来较大安

全隐患，又增加实习经费开支。

（四）严重影响交通通达度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因子的影响，每年夏季雨季来临后

全区各地极易发生各类地质灾害，给交通安全出行造成极大隐患。

因每车规定限载人数与实习学生人数难以符合，如若单独包车增

加实习经费开支；因此实习队伍只能选择乘坐固定线路班车，这

样出现其他乘客与实习学生拼车现象，故沿途许多具有代表性实

习点（如松多、日多温泉）不能进行集中讲解，影响实习效果。

（五）有的实习点已建立景区，因门票问题，不能前去实习

由于尼洋河流域风景秀丽、景色宜人，许多自然地理野外综

合实习点已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如巴松措、巨柏林、鲁朗林海、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进入景区需要支付高额门票，大大增加了

学生个人经费支出量，很多学生无法承担，只能取消预定实习内容。

三、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条件改进措施：

根据分析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目前现状与所

存在的问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

改进的措施：

（一）加强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的室内分析工作

针对实习经费短缺、实习时间短造成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

外综合实习区内容压缩等问题。既要在规定较短时间内保质保量

完成实践教学大纲安排的工作任务，我们建议在开展野外实习教

学之前，做好相应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室内准备工作。包括

人员组成、学生对该实习区各自然地理要素的了解情况，让所有

学生充分掌握好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实习的具体

内容、具体方法及所需材料。

（二）适当调整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的时间段

针对每年 6-7 月属于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旅

游旺季、雨季；给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带来安全隐患和经费开

支加大的诸多问题。需要适当调整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的时间

段，野外实践尽量安排在 5 月底或国庆黄金周以后，这样既能避

开旅游高峰期，降低实习经费开支；又能在尼洋河流域进入雨季

前完成该实习区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内容，避开各种自然灾害

给实习工作带来的安全隐患，既能使实习工作任务按时完成，又

不影响实习效果。

（三）适当增加野外实习经费投入

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涉及实习面广、实习内

容丰富、实习点多。经费短缺造成实习时间与内容压缩，明显不

能适应和满足实践教学大纲的要求。根据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

外综合实习区实习内容与要求，建议学校适当增加自然地理野外

综合实习费用及解决实习指导教师的野外实习指导费用，这既能

有效提高实习指导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又有利于学生顺利、圆满

完成实习计划。

总之，尼洋河流域自然地理野外综合实习区，具备自然地理

各要素的典型特征，是进行自然地理野外实习的综合场所，具备

成为一流自然地理野外实习基地的客观条件，应成为相关专业自

然地理野外实习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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