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年雅鲁藏布大峡谷探索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又称底杭峡，位于林芝地区的米林县和墨脱县境内。入口处在米林县

的派乡(海拔 2910 米)，出口处为墨脱县的巴昔卡村(海拔 155 米)，整个大峡谷长达 496.3 公

里，最深处达到 5382 米，核心河段平均切割深度达 5000 米左右。大峡谷的平均谷宽为 5—

8 公里，谷底河床宽度在 80-200 米之间，最狭处在大峡谷弯顶的岗朗一达波之间，仅宽 74

米，整个大峡谷坡面呈不对称的 V 形，上面开阔，下部陡峭。大峡谷全长二千九百公里(我

国境内长为二千零五十七公里)，流域面积九十三万平方公里(我国境内面积为二十四万平方

公里)。河床海拔平均在三千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河段，

河水平均流量达 4425 立方米秒，水流湍急，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水汽通道，是世界上具有

独特水汽通道作用的大峡谷。 

 



自然环境： 

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大峡谷南段年降水量高达 4000 毫米，北段在 1500 毫米~2000

毫米之间，所以整个大峡谷地区异常湿润，布满了森林，形成了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峡谷，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是我国动植物的一个丰富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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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为轴急转作近乎 180 度角度的急转弯，在林芝地区墨脱县境内形成了世界地质构造上极为

罕见的“马蹄形”大拐弯峡谷。 

由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环境恶劣、灾害频发，峡谷内以地震为代表的现在构造运动频

繁强烈，不断地改变着大峡谷地区的地形地貌，大峡谷内在雨季常有坍方、山体滑坡、暴雨

性泥石流等发生，现仅有两个村子仍在大峡谷，居住着珞巴、门巴等民族。 

 

主要看点： 

1、 是世界上第一长、深和

险的大峡谷，被称为“人

类最后的秘境”； 

2、 经过中国第一美的雪山

——南迦巴瓦雪山； 

3、 参观门巴族村寨，感受

奇特的门巴风情。 



参考行程： 

第一天：飞抵拉萨，接机、休息； 

第二天：拉萨休整，适应高原反应； 

第三天：拉萨→巴松措→八一，途径米拉山，欣赏高海拔区美景和飘动的经幡景色，抵达巴

松错后探索湖心岛—错宗寺； 

第四天：八一→排龙门巴民族乡，路上经过巨柏园、色季拉山口、鲁朗林海，晚上在排龙门

巴扎营； 

第五天：排龙门巴民族乡→玉梅，离开川藏公路，沿着帕隆藏布江开始进行雅鲁藏布江大峡

谷徒步探险之旅； 

第六天：玉梅→扎曲，沿途经过 2 座吊桥，古门巴人刻画的 6 字真言，帕隆藏布江险要的峡

谷，抵达扎曲； 

第七天：扎曲，观赏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壮丽景色及近在咫尺的南迦巴瓦雪峰—加拉白垒雪峰

景观，拍照留念； 

第八天：扎曲，前往雅鲁藏布江、帕隆藏布江汇流处，采集红豆衫标本等各类植物标本，采

集峡谷奇异怪的石头作为永久留念； 

第九天：扎曲，自由活动，参观门巴族村寨，感受门巴风情； 

第十天：扎曲→玉梅，原路返回抵达玉梅； 

第十一天：玉梅→排龙门巴民族乡，排龙休整，篝火晚会； 

第十二天：排龙→八一，休整； 

第十三天：八一→拉萨，自由活动； 

第十四天：拉萨，上午参观布达拉宫，下午参观大昭寺，晚上进行庆功宴即送行仪式； 

第十五天：拉萨→北京，结束难忘的峡谷之行。 



地图： 

 

 

线路评价： 

此路线最重要的是进入扎曲，观看神奇的“雅鲁藏布大拐弯”。在翻越多雄拉山时还可以

感受“一山四季”的景观，同时也是一条极其艰险的探

险之路。 

 

徒步攻略： 

排龙门巴民族乡→玉梅   徒步 30 公里 

离排龙半公里处，一座摇摇晃晃、离江面近 30 米

的钢丝绳和木板扎成的吊桥便是徒步大峡谷第一座铁

索桥，桥下水流湍急，轰鸣声震天动地。沿江往前走

可直达大峡谷的腹心地带，一路上植被葱郁，草木峥

嵘，景色极为迷人。 

 

玉梅→扎曲    徒步 10 公里 

大峡谷的扎曲营地是个标志性营地，在该营地的南面，不到 300 米处就是雅鲁藏布大拐

弯的顶端，站上悬崖边的一个最佳视点，呈马蹄形的大拐弯可以尽收眼底。往西，又是一个



马蹄形的峡谷，它就是帕隆藏布江大拐弯。  

扎曲—玉梅   徒步 25 公里 

近距离看看雅鲁藏布江的风范! 

 

各地海拔：拉萨：3658 米 

巴松措：3469 米 

八一：2400 米 

排龙：没有资料 

峡谷内：没有资料 

南迦巴瓦峰：7780 米 

大峡谷最低处： 155 米(巴昔卡)         

 

 

注意事项： 

1、在大峡谷地区行走，要谨记入乡随俗、入境问禁，尊重当地的传统和生活习惯； 

2、参加活动人员下飞机后 24小时内，尽量不要吸烟、喝酒，要多吃蔬菜，多喝水，到来前

一周保持良好的睡眠和饮食； 

3、在拉萨、米拉山口避免奔跑、剧烈活动；进入林芝地区海拔会降至 2400米左右，高原反

应既可消失；出发前 10天可吃红景天等抗高原反映药物，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原反映； 

4、为防止蚂蝗的叮咬，裤腿、袖口、领口处须捆扎或扣紧起来，以防止蚂蝗进入造成伤害；

每天出发前将驱虫药水按照说明书仔细涂抹；本条路线不推荐穿短衣短裤； 

 

 

 



5、爱护峡谷内生态环境，不破坏植被、不污染水源；不可食用峡谷内的菌类、植物、果实；

对于不能确定的植物或动物，不可采摘或触摸；峡谷内有蛇、蚂蝗等，轻易不要离开队

伍行进的道路； 

6、峡谷内气候潮湿，石头或路面比较湿滑，危险路段脚下须确定踩牢再行进。防止只顾观

赏风光或拍照而忽略脚下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或危险；发生滑坠或迷失情况，不要惊慌，

检查自已是否有伤，同时做简单处理等候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