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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岷江发源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境内，是长江重要的支流之一，全长约730公里，流域面
积13.58万平方公里，天然落差约3650米。岷江上游主要指都江堰以上地区，包括汶川、理县、茂县、
松潘、黑水等五县，行政区划上都归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管辖，民族分布以羌族、藏族、汉族及回族
为主，地貌类型以高原、山地和丘陵为主，约占岷江流域总面积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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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教改项目3项，主讲课程分别获得四川省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和校级精品课程建设、校级试卷
库建设、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等项目支持，获校级教学质量及教学成果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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