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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思考提示】（Ｐ２思考）
【提示】１．导致长江三角洲和松嫩平原年平均气

温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纬度高低和冬季距冬季风源地

的远近。松嫩平原纬度高，太阳高度角小，地面获得

的太阳热量少；冬季距冬季风源地近，气候严寒，年

平均气温低。长江三角洲纬度低，冬季距冬季风源

地远，年平均气温高。

２．长江三角洲地区年降水量由南向北递减，主
要原因是南部距夏季风源地近，受夏季风影响的程

度大，降水丰富，而北部有所减少。松嫩平原的年降

水量大致是从东南向西北减少，这主要是因为从东

南向西北距海越来越远。

３．长江三角洲因为降水丰富，地势低平，河网纵
横交错，湖沼星罗棋布，河网密度远远大于松嫩平

原。长江三角洲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水稻种植业，而

松嫩平原则以种植小麦、玉米的旱作农业为主。另

外，长江三角洲还利用水多的优势发展了水产养殖

业，成为我国的“鱼米之乡”。

【教材活动点拨】（Ｐ３活动）
【点拨】该“活动”主要是通过活动的方式让我

们认识到地理环境差异对人类生活活动的影响。

１．中国南北方气候要素差异对建筑的影响如下
表所示：

气候要素

光照 降水 气温

北方

太阳高度角小，光

照弱，一般正南正

北布局，房屋高度

与进深小且楼间

距大

降水少，屋

顶坡度小，

房檐窄　

气温季节变

化大，冬季

寒冷，墙体

严实厚重，

建筑成本高

南方

太阳高度角大，光

照强，房屋布局受

方位影响小，进深

和高度大且楼间

距小

降水多，屋

顶坡度大，

房檐宽　

气温高，季

节变化小，

墙体轻薄，

建筑成本低

　　（１）北方河流少，地形完整，地势平坦，民居讲究
坐北朝南，方位观强。南方河网密度大，多低山、丘

陵，地形零散，民居大多沿河顺势修建，方位观差。

北方冬季严寒，修建房屋时主要考虑防寒保暖，

因此墙体严实厚重。例如我国西北阿尔泰地区冬季

漫长严寒，这里房屋外观看上去很大，可房间却很紧

凑，原来这种房屋的墙壁厚达８３ｃｍ。我国南方地区
大多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温暖，民居的墙体

轻薄。

降雨多的地区，房顶坡度普遍很大，以加快泄

水，正所谓“吐水疾而溜远”，因此我国南方民居屋顶

的坡度比北方大。民居出檐深远，一个目的是避雨，

另一个目的是遮阳，越往南房檐逐渐加宽的道理就

在于此。越往南房屋进深和高度逐渐加大，主要是

基于利于通风散热的考虑。

（２）如果不考虑地价、建筑材料等因素，建同等
面积的住房，北方的建筑成本比南方高，主要是需配

备采暖的配套设施，例如暖气的安装。

建同样高度的多幢楼房，北方楼房的南北间距

比南方大，主要考虑的是正午太阳高度对楼房采光

的影响。

２．本“活动”题主要是通过模拟考察的形式综合
比较不同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差异。

参考答案如下：

暑假，张明所在的学校准备组织一部分学生从

学校所在地哈尔滨出发，按如下设计的路线去考察、

体验生活：哈尔滨→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牧区→
山西太原附近地区→江苏南部平原地区→江西井冈
山地区→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沿途及各考察点会观
察到以下自然和人文景观：（１）在素有“东方小巴
黎”之称的哈尔滨，会看到各种中外文化融合的各具

特色的建筑，既有东方文化的文庙，又有西方古典式

建筑的基督教堂。夏季可在太阳岛上玩沙嬉水，冬

季可欣赏各种栩栩如生的冰雕。（２）在锡林郭勒牧
区可领略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胜景。骑上骏马奔驰在广

阔的草原上，体会“弯弓射大雕”的豪情，又可到蒙古

包里喝一杯醇香的奶茶，以解旅途之劳。（３）山西太
原附近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冬暖夏凉的窑洞是典型

的民居，千沟万壑的黄土地貌也是不可多得的美景。

（４）苏南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人家”是其典型的写照，绿树、灰瓦、白墙、碧水，

是极好的一幅风景画。（５）“井冈山两件宝，历史
红，山林好”，群山巍峨，林海无际，清泉碧澄，流云涌

动。亚热带常绿林掩映着一座座革命遗址：会师桥、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革命博物馆等。气候、植

被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富有变化，尽显大自然的无穷

力。（６）西双版纳是典型的热带季雨林分布区，具
有独特的民族风情，佛塔、竹楼比比皆是。

人文景观是长期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

深深打上了自然的烙印。造成沿途自然景观差异的

原因可顺着两个方向探究：从内蒙古向西，气候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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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干旱，水分越来越少，导致相应景观的变化；从内

蒙古向南，随着纬度的降低，水分和热量都会增加，

又导致景观的变化。另外沿途景观的变化也体现了

平原（苏南）与山地（井冈山）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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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思考提示】（Ｐ８思考）
【提示】１．通过与传统的区域地理环境研究方法

相比较，我们可以知道遥感的特点：（１）“站得高，看得
远”，感知的视野宽、范围大；（２）无论航空器还是航天
器，运行的速度都较快，能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的信息，

并能运用现代技术进行传输和信息处理，具有获得资

料速度快、周期短的特点；（３）从总的方面看，遥感的运
用比传统的方法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２．遥感是人的视力的延伸，在一定意义上说有
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人眼在可见光范围内有很

高的光谱分辨率，但在可见光之外则是“睁眼瞎”。

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应用领域的不断开拓，传感器的

功能与人眼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例如感应的波谱范

围更宽，从紫外线到可见光、红外线，并延伸到微波，

提高了光谱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在夜晚或恶劣天

气情况下也能使用；有一定的穿透能力等。微波遥

感对云层、地表植被、松散沙层和干燥冰雪具有一定

的穿透能力，又能夜以继日地全天候工作。可见遥

感不仅仅是人的视力的延伸。

【教材阅读指导】（Ｐ８阅读）
遥感在农业方面的应用

【教材思考提示】（Ｐ９思考）
【提示】在 ＧＰＳ汽车导航中，信息在汽车、卫星

和服务中心之间的传递过程如下图所示：

①ＧＰＳ卫星不断发射 ＧＰＳ信号，接收机收到信
号后解算出汽车所在的地理位置；②驾驶员输入出
发地和目的地并传送给服务中心；③服务中心为其
确定可行路线，并通过卫星传输给汽车；④汽车在
ＧＰＳ卫星信号引导下到达目的地。

【教材阅读指导】（Ｐ９阅读）
我国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我国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具有以下特点：（１）适
合我国的国情；（２）具有创造性；（３）是独立自主开
发、研制和建立的；（４）可以提供全天候、高精度、大
范围、快速实时的导航定位服务。与全球定位系统

有所不同，比较如下表所示：

卫星星座 导航范围

全球定位系统

由２１颗工作卫星和３颗
在轨备用卫星组成，它们

均匀分布在六个轨道平

面内

全球

中国卫星导航

定位系统

由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和一颗备用卫星组成

大范围，

区域性

【教材思考提示】（Ｐ１１思考）
【提示】１．在图１．１１所示的地理信息系统中，可

能用到的数据包括：城区综合地图数据、医疗资源分

布数据、城市道路交通数据、传染病种数据等。

２．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管理中的优势主要有：
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库管理有利于城市的各种数据

信息归并到统一系统中，最后进行城市与区域多目

标的开发和规划，包括城镇总体规划、城市建设用地

适宜性评价、环境质量评价、道路交通规划、公共设

施配置，以及城市环境的动态监测等。这些规划功

能的实现，是以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搜索方法、多种

信息的叠加处理和一系列分析软件的应用来加以保

证的。

地理信息系统还可以用于城市环境管理，为城

市环境管理部门提供数据和信息存储方法———基础

数据库系统；提供环境管理的数据统计、报表和图形

编制方法；建立环境污染的若干模型，为环境管理决

策提供支持；提供环保部门办公软件；提供信息传输

的方法和手段等。

此外，地理信息系统还可应用于城市灾害监测、

规划决策等。

【教材活动点拨】（Ｐ１２活动）
【点拨】１．图１．５和图１．６显示的对洪水灾害的

监测和统计除运用了遥感技术外，还运用了地理信

息系统，对获得的遥感信息数据进行了分析和处理。

在这次洪水中，运用遥感技术迅速准确地获取了全

面的资料，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对数据进行处理，根

据各种要求对受灾地区进行快捷且较为准确的统

计。由此看出，遥感信息是地理信息系统的重要信

息源，地理信息系统则对遥感信息进行了空间分析，

最终形成成果（专业图件、统计数字）。

２．（１）全球定位系统。
（２）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交通图层，确定哪一辆

巡警车离出事地点最近。

（３）要判定最近的警车至出事地点的道路是否
畅通，还需要利用摄像和视频传输技术。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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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交通堵塞，可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

统，指挥距交通堵塞处最近的巡警车疏通交通，或者

改经另外一条线路到达出事地点。

（４）如果是１１０指挥中心的调度员，接到报警电
话后，首先打开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运用全球定位系

统确定距离出事地点最近的警车，然后利用无线电

话告诉警车，让它赶往出事地点。程序如下：接警→
确认出事地点的位置→（在显示各巡警车的城市地
理信息系统中）了解出事地点周围巡警车的位置→
分析确定最近（或能最快到达）的巡警车→通知该
警车前往出事地点。

（５）由此例推想，地理信息技术还可用于交通指
挥调度、救护、救火、环境管理等工作，用于商业组织

管理、城市规划、物流等部门。

【教材问题研究】（Ｐ１３～１４）
地理环境为新加坡经济发展提供了哪些条件

研究思路分析：

教材中该问题研究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学

会学习和分析地理环境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确

研究思路是掌握分析方法的关键。其研究思路：

查阅地图，确

定位置，了解

新加坡的地

理环境特点

→

查阅资料，结

合所学知识，

分析新加坡

主要经济部

门发展的地

理条件

→

深入思考，总

结规律，找出

区域经济发展

与地理环境的

关系

问题研究的步骤：

第一步：组织学生查阅资料，分析新加坡主要经

济部门发展的地理条件。查阅材料可以采取多种渠

道，如查阅报刊、网上下载、专家咨询等不同方式，广

泛搜集、整理资料。可以把全体同学分成几个小组，

分别从不同的途径搜集资料。这样有利于学生获得

从事科学研究的体验和技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社会合作精神与人际交往能力。

第二步：在查阅、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发挥集体的

智慧，讨论区域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讨论

可以是全班集体讨论，也可以是分组讨论；可以是课

下讨论，也可以是有准备的课上讨论。在时间允许

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分组辩论等形式进行大型的

交流分析。一般来说，讨论都应该形成一定的结论。

第三步：要对以上答案进行加工整理，赋予其一

定的格式，可以是小论文、专题报告、倡议书、建议书

等不同的形式。对于研究性学习来说，重要的不是

找到最终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和交流讨论的过程。

只要满怀好奇心去积极参与，得到的不仅是知识，更

多的是获取知识的学习方法和能力。

教材问题的参考答案：

资料１：
１．（１）海陆位置：位于亚欧大陆与大洋洲、印度

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十字路口”。（２）交通位置：位
于马六甲海峡东口，处在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航运要

道上。（３）纬度位置：靠近赤道，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２．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连淡水也需要进口）。
资料２：
１．影响工业部门选择的地理条件有：便利的海

洋交通和优良的港口。交通便利可促使引进外国资

金和技术，优良的港口可发展与港口服务有关的工

业部门。

２．促进新加坡主要工业部门发展的有利因素还
有：国家正确的工业发展战略，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国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等。

资料３：
１．新加坡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地理条件，

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１）新加坡位于物产富
饶、人口众多的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带，一向是东南

亚各国相互贸易的集散地和转口中心；（２）新加坡地
处热带，自然风光优美，加上注意城市的美化和绿

化，素有“花园城市”之美誉，又充分发挥交通便利、

服务周到的长处，旅游业发展迅速。

２．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耕地极为有限，加上淡
水资源较为贫乏，致使农业发展水平低，在国民经济

中所占比例不到１％。新加坡的粮食和蔬菜主要依
靠进口。

３．主要有以下条件促使新加坡大力向海外投
资：（１）雄厚的资本，２００１年，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为２００００美元，这一指标已超过了一些发达
国家的水平。（２）本身优越的交通条件，对外联系方
便快捷。（３）国家推行“区域化经济发展战略”。
（４）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新加坡加入了许多
区域经济集团（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积极推进与

各国间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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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活动点拨】（Ｐ１７活动）
【点拨】荒漠化是指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及

一些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它是气候因素和人类

活动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它不仅包括沙漠化，还包括

石质荒漠化、次生盐渍化。从“图２．３　荒漠化效应
和水－气 －生相互作用”可以看出，植被、降水、径
流、气候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整

体，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尤其是地面植被遭

到破坏，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可谓“牵一发

而动全身”。植被覆盖减少后，水的下渗减弱，径流

加强、蒸发加强，从而导致地面变干燥，而地面变干

燥后，植被恢复更困难。植被减少不仅引起地表水

的变化，还会引起气候的变化。由于植物蒸腾减弱，

空气变干燥，降水减少，也会导致地面变干燥，陷于

恶性循环之中。

【教材阅读指导】（Ｐ１８阅读）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丝绸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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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黄沙掩盖下的丝绸之路
从图中可以看出，古代的丝绸之路与现代的公

路干线相距甚远，前者位于现今沙漠的腹地，后者更

贴近昆仑山山麓，这充分反映出“沙逼人退”的局面。

古绿洲因为人口的增加、上游盲目开荒和用水不当，

导致河流水量锐减或者改道。荒漠地区一旦失去水

源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绿洲失去水源就会逐渐

荒漠化，人们不得不溯水而上，重建家园。交通线在

沙漠地区为什么要经过绿洲呢？一般有两种考虑：

一是获得水源；二是经过众多的绿洲城镇，增加交

通量。

【教材阅读指导】（Ｐ１９阅读）
掘井带来的负作用

发展是一柄双刃剑，掘井在给草原地区带来一

定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图２．６　井的密度及其分布对牧场的影响
该图是由ａ、ｂ两幅图构成的，可以从两个角度

阅读该图。ａ、ｂ两图可以看成是同一地区的不同发
展时期，井数由少到多对荒漠化的发展影响深刻；ａ、
ｂ两图还可以看成是同一时期的两个地区，因为井
数的差异造成不同的荒漠化发展现状。总之，该图

反映的主题是掘井对草原地区带来的负面影响，比

较如下表：

ａ图 ｂ图

水井数目 少（４口） 多（７口）

荒漠化土

地特征

分散，呈斑点状，以水

井为中心呈圆形
集中连片

草场特征

以井为中心的裸地之

间还有大片正常的

牧场

导致整个牧场毁

灭，草 地 不 复

存在

掘井能造

成荒漠化

的原因

水井周围会因为过度利用和践踏而出现

裸露的地面

【教材活动点拨】（Ｐ２０～Ｐ２１活动）
【点拨】１．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南缘，

气候具有从沙漠气候向草原气候过渡的特征，降水

量少且季节分配不均，特别是雨季有一段高温时期，

风大干旱，为风沙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气

候条件下，植被较差，土壤发育差，平地多疏松的沙

质沉积物，为风沙活动准备了物质条件。气候上的

过渡性必然导致植被的过渡性，沙漠与草原交错分

布，为典型的荒漠草原，植被遭破坏后，极易沙化。

２．萨赫勒地区的传统游牧经济向商品性的定居
牧业经济转化，从图２．８中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因素
的转变给牧场带来的环境影响有三个方面：（１）牲畜
品种多样性转变为单一性后，由于牧畜食草的单一

性，会引起个别草类的严重破坏，从而造成草场生物

资源的破坏。（２）分散的小规模经营被集中的规模
经营取代后，必然造成牲畜数目的增加，造成整个草

原的过牧，引起草场退化，出现荒漠化。（３）由季节
游牧变为掘井定居后，定会造成水井周围草原的超

载放牧，出现荒漠化圈，若继续发展会造成整个草原

的毁灭。草场被破坏后，地表水减少、气候干旱、沙

尘暴频发，人类生活、生存的环境极度恶化，会出现

“沙逼人退”的局面。

３．由萨赫勒地区所处的位置可知，越往北气候
越干旱，越不利于发展旱作农业。若在这些沙区边

缘发展旱作农业，在缺少防护林保护的情况下，土壤

极易遭受风蚀，形成流沙地。人类的这一行为必然

会加速荒漠化的发展和草场生态环境的恶化。从图

２．９中可以看出，农作侵入牧区对草场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导致牧场进一步超载；二是牧

场向环境脆弱地区转移，其结果都会造成荒漠化的

发展。

４．图２．１０表示了人口增长与荒漠化加剧之间
的因果关系。人口问题是造成环境、资源、贫困等问

题的根源。人口过快的增长，致使对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的需求大量增加，因社会不能满足需求而出

现贫困饥荒。人们为了解决必需的生活用品而过垦

过牧，造成草场资源的破坏，荒漠化加剧。因土地不

断退化、风蚀严重、土地生产力下降，从而使作物产

量逐年降低，载畜量不断减少，人们陷于更为严重的

贫困饥荒。解决非洲贫困问题的办法可以寻根求

源，即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与环境保护相协

调，与资源利用相适应，能有效地控制这种恶性循环

继续发展下去。

【教材思考提示】（Ｐ２３思考）
【提示】干旱区绿洲与荒漠的演替是双向的，但

绿洲变荒漠非常容易，这是因为干旱区本身就包含

着荒漠化的潜在威胁，具体表现有：（１）物理风化和
风力作用显著，分布着大片戈壁和沙漠；（２）植被稀
少，土壤发育差，平地多疏松的沙质沉积物；（３）大风
日数多，且集中在冬春干旱的季节；（４）温带大陆性
气候，降水的变率大。在众多的荒漠化潜在因素作

用下，一旦植被遭破坏，荒漠化的速度将非常快。一

旦绿洲变荒漠后，要想恢复植被却异常困难，这首先

是由干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的，脆弱的环境像

一个玻璃花瓶一样，一旦打碎便很难恢复。其次是

由植物的生长习性所决定的，植物的生长都需要适

宜的光、热、水、土等自然条件，而干旱区降水稀少、

水源不足、土壤贫瘠，缺少植物生长的优越条件，植

物生长困难。再次是植被遭破坏后，荒漠化效应会

导致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水分更加缺乏，气候更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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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植被恢复更加困难。

【教材阅读指导】（Ｐ２４～Ｐ２５阅读）
苏联垦荒区防治荒漠化的对策

１．苏联垦荒区土壤风蚀的潜在自然背景有：
（１）该区属于草原带向半荒漠带过渡的干草原带，多
沙质土壤；（２）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旱，降水
变率大，干旱年份出现的频率很高；（３）地势较平坦，
没有任何天然屏障阻挡来自极地和西伯利亚寒风的

侵袭，冬春两季常有６～８级大风。人们的生产过程
加剧了这个过程，这主要表现在：（１）采用快速连片
的“剃光头”式开荒，缺少保护措施；（２）使用壁犁深
翻土地、将作物残茬埋入土中等不恰当的耕作方法。

总之是人们的生产活动破坏了原生土壤和植被，使

地面失去保护，造成土地的风蚀。

２．分析苏联采取的一系列防护措施，可以知道
该地区防治荒漠化的主要方向是减小风的侵蚀力量

和增加土壤水分。

３．苏联垦荒区防治荒漠化的对策与措施可以为
我国与其自然条件相似的农垦区所借鉴。一是内蒙

古地区的农牧过渡带，处在干草原、荒漠草原带向半

湿润农区的过渡带上；二是西部干旱区的绿洲地带，

如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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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_`VST

【教材活动点拨】（Ｐ２６活动）
【点拨】１．一些沿海低地国家的担心是有道理

的。因为森林具有稳定大气成分、吸收二氧化碳、放

出氧气的作用，当森林被大量砍伐后，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含量会急剧增加，导致温室效应加强，气温不断

升高。两极的冰川在温度升高后融化，引起海平面

上升，淹没沿海的低地。沿海的国家会因此失去大

量的国土，甚至有被淹没的危险。

２．联系框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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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框图中可以看出，森林资源被大面积毁坏后，

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出现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３．产生上述问题的关键环节是全球气候变暖。
解决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

增加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怎样才能提高森林

覆盖率呢？首先要保护好现存的森林；其次是植树

造林，扩大森林面积。

【教材思考提示】（Ｐ２７思考）
【提示】１．雨林对水循环的影响在“教材图表点

评”中已有叙述，简单地说就是加快水循环的过程，

增加水循环的水量，除海陆间循环活跃外，内陆循环

也很活跃。

２．如果亚马孙雨林被毁，会引起地表水减少，水
汽蒸发、蒸腾减弱，空气干燥，从而降水变少，气候变

干旱，甚至出现旱涝无度的局面。这种变化不仅在

当地表现明显，也会影响到全球。从全球来看，雨林

担负着“空调机”和“加湿器”两种功能，若雨林被

毁，全球除变干旱外，还会造成气温升高，酿成全球

变暖的恶果。雨林成云致雨的作用，在为陆地补充

淡水的同时，还会增加空气湿度和降低温度，绿树葱

茏的雨林植被覆盖的地面与裸露的地表在太阳的照

射下，引起的大气变化也是不同的。

【教材阅读指导】（Ｐ２８阅读）
雨林———人类医学的宝库

雨林生物

基因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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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珍贵医药资源

【教材思考提示】（Ｐ２９思考）
【提示】１．有人说热带雨林是“长着森林的绿色

沙漠”，这主要是因为：（１）在茂密森林的覆盖下，有
与沙漠地区相同程度贫瘠的土壤；（２）雨林与沙漠都
有一样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恢复相当

困难。

２．雨林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雨林植被一旦被
毁，养分遭受强烈淋洗而很快丧失，使地表植被很难

恢复，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陷于崩溃。这是因为有机

质的迅速分解和强烈的淋洗使雨林下的土壤很贫

瘠，使雨林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几乎全部储存在地上

的植物体内，所以地上植被成为雨林系统中最主要

也是最关键的部分，而这又正是最容易遭受人类破

坏的部分。人类通过焚烧和砍伐活动可将大片浓密

的原始雨林顷刻化为乌有。

【教材活动点拨】（Ｐ２９～３０活动）
【点拨】１．垦荒者首先选择适于耕作的小块土

地，然后砍倒树木，烧毁开荒。连续耕作１～３年后，
因为作物生长的消耗和雨林地区的淋洗，土壤中的

养分尽失，作物不能正常生长，垦荒者只好弃耕土

地，迁移到新的林地上，再砍树开垦。被弃耕的土

地，经过１５～２０年的时间慢慢恢复植被，但可能仍
逃不脱再次被焚烧的噩运。从迁移农业的过程看，

同一块土地被再次利用的周期需要２０年左右的时
间（连续耕作时间加上森林再生的时间）。

２．

（１）从Ａ～Ｂ，土壤肥力在不断提高。原因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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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雨林植被的日渐繁茂，枯枝落叶不断增加，分解后

补充到土壤中的养分不断增多。（２）从 Ｂ～Ｃ，土壤
肥力在不断降低。原因是森林被砍伐焚烧开荒以

后，土壤中的养分被作物逐渐消耗，加上土壤失去植

被保护后，养分淋洗、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不断下降。

（３）从Ｃ～Ｄ，土壤肥力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变化
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弃耕的土地正在植被的恢复之

中，受其他因素干扰小。（４）Ｄ以后，随着植被的恢
复，土壤的肥力有所回升，但恢复不到原先的水平。

３．图２．１９说明了休耕期的长短对热带雨林产
生的影响。当休耕期 ＜１５年时，森林再生是不完全
的，若长此以往必然会引起土地性状的彻底改变，出

现森林越来越少甚至完全丧失的局面。若休耕期＞
１５年，森林能够完全再生形成次级森林，但与原始
森林有相当大的差异，要想使次级森林成为原始森

林的状况，还需要８０～１００年的时间。如果人口增
加，雨林可供迁移的空间减少，迁移农业的频率和规

模越来越大，必然会出现休耕期越来越短的现象，森

林植被的恢复变得非常困难，热带雨林将走向毁灭。

【教材思考提示】（Ｐ３２思考）
【提示】雨林公路的修建，有利于所经过地区资

源的开发、物资的流通，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甚

至是整个巴西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公路

的修建给脆弱的雨林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种

创伤不仅仅是修建公路对雨林的毁坏，而是公路的

辐射作用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大规模的农场和牧

牛场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毁林垦耕的现象发生；新建

城镇居民点，必然要向周围的环境要耕地；造纸厂、

炼铝厂的建立，必然会造成大面积雨林的毁坏；运输

方便后，伐木公司采伐森林的速度也将加快，等等。

那么这条雨林公路该不该修呢？该修，可持续发展

的观点也认为发展是第一位的，为了发展经济修公

路没有错，但关键是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环境的

关系。

【教材活动点拨】（Ｐ３３活动）
【点拨】本活动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题目，没有

一个准确的答案，应在讨论交流中达成一致。在此

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角色一：土著居民

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到城市去不可取。一方

面，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不适合；另一方面，如果

人口大量纷纷涌入城市，必然会造成人满为患，随之

出现的是就业困难、居住条件差、交通拥挤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那么将继续生活在贫困之中。应该继续

留在自己的家园，保护和建设好自己的家园。接受

森林外的文明，改变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发展

经济、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时，创造空气清新、绿树环

绕的生活环境，达到发展与环境的“双赢”。

角色二：政府官员

破坏森林会成为环境的罪人，保护森林会成为

世界的功臣，依靠毁坏雨林发展经济不符合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要求，保护森林是第一位的。在保护森

林的同时，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获取资金、偿还债务、

解决贫困：一是发展以保护为主的开发方式，利用雨

林的整体优势发展雨林旅游业、雨林养殖业等；二是

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既然亚马孙雨林属于全人类，保

护也是全世界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角色三：商业伐木公司老板

作为商业伐木公司的老板不应唯利是图，应当

注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在采伐森林的同

时，要及时在热带雨林种植树木，促进雨林的更新，

这是对全人类极有意义的一件事。

【教材阅读指导】（Ｐ３４阅读）
另一种声音

１．声音的来源：这种声音来自力主开发亚马孙
河流域的雨林而闻名的巴西亚马孙地区的一名地方

长官。

２．开发的理由：（１）开发亚马孙河流域有助于人
们脱离贫困，改善生活；（２）亚马孙森林非常之大，它
能容纳许多活动，包括采矿和有节制的木材采伐；

（３）森林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微不足道。
【教材思考提示】（Ｐ３５思考）

【提示】（１）表面上是关于雨林开发与保护的争
论，实质上是环境与发展的问题。发达国家要求保

护环境，而发展中国家要求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经济。

（２）两方各执一词，都有道理。目前的地球环境
已经千疮百孔，各种生态灾难频频发生，已经给人类

敲响了警钟。亚马孙雨林不仅对当地环境，而且对

全球环境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毁坏了，后果将不堪

设想。亚马孙雨林的存在意义已超越了区域性，具

有全球意义，因此应该保护。但是巴西人不仅有享

受碧水蓝天等美好环境的权利，同样也有享受富裕

生活、发展经济的权利。因此，不应当为了保护全球

环境，而剥夺其发展的权利。因此关键是要从环境

与发展的矛盾中找到一个调和点，使两者协调发展。

譬如在后面将要学习到的建立自然保护区，采取保

护性的开发方式，如雨林观光、生态旅游等，这不失

为兼顾二者的好方法。再如建立国际基金，使当地

从管理和保护中获益，其中发达国家多承担一些费

用，这也能较好地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

【教材阅读指导】（Ｐ３５阅读）
西双版纳的雨林生态农业

这种雨林生态农业，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充

分利用光照，达到一地多用、增加收益的经济效果，

较好地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教材活动点拨】（Ｐ３６活动）
【点拨】１．保护雨林是全人类的共同义务，发达

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主要是因为：（１）发达
国家早期利用地球上的资源发展了经济、积累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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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当环境出现问题时，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发展中国

家，增加它们发展的压力；（２）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正
在消耗着世界上大部分的资源，目前的生态危机和

环境问题与它们的高消费有重大关联；（３）发达国家
比较富裕，有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解除贫困，维护全

球的生态平衡。

２．建立全球环境补偿机制是必要的。只有解决
了巴西等国的贫困和债务问题，雨林才能得到保护。

而发达国家有义务、有能力帮助巴西等国解决在发

展中出现的问题，在第１题中已有叙述。
３．设立国际基金，使亚马孙地区政府和民众能从

管理和保护中获利，不必为争取短期内提高生活水平

而去毁坏雨林，这对保护亚马孙雨林是完全可行的。

综上三个议题，保护雨林的核心问题是消除当

地政府和人民的贫困，他们开发雨林、毁坏雨林，全

是由发展的需求决定的。在展开讨论时应在这个方

面考虑。

【教材问题研究】（Ｐ３７～３８）
为什么停止开发“北大荒”

研究思路分析：

阅 读 地

图，分 析

三江平原

的自然地

→

理特点

分 析 “北 大

荒”变成“北

大仓”的原因

（自然、人文

的优势条件

→

）

分析湿地的生

态环境效益，

理解停止开发

三江平原荒地

的原因

问题研究的步骤：

第一步：阅读所有材料，结合地图，分析三江平

原的自然特点，开发的现状，了解湿地生态系统的环

境效益后，分析停止开发的原因。

第二步：分组讨论，各组根据讨论的结果，整理

出三江平原的自然地理特点，分析出“北大荒”变成

“北大仓”的原因，整理出湿地生态系统的环境效益

后，写出停止开发三江平原的原因。

第三步：各组进行比赛，亮出问题的答案，师生

共同评价，让所有学生对所分析论述的问题有一个

明显的了解。然后，再推广到我国其他地区，如长江

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填湖盖房等现象，写出小论文、

建议书等，发表自己的见解，阐明自己的观点，以此

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点拨】资料１：三江平原沼泽广布的自然原因
有：（１）纬度高，气温低，蒸发微弱；（２）地势低平，排
水不畅；（３）夏雨集中，且多暴雨；（４）土质黏重，且
有永久性冻土层，地表水不易下渗。

资料２：
１．三江平原作为商品粮基地具有的优势有：

（１）地广人稀，粮食商品率高；（２）耕地面积广大；
（３）土壤肥沃；（４）耕地集中连片，适于大规模机械
化耕作。

２．在三江平原开垦需要重点改造的是水分条
件。因为三江平原沼泽广泛分布，过多的水分影响

土壤的肥力，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

资料３：
１．湿地被称为陆地上的天然蓄水库，在调节气

候、涵养水源、调节径流、蓄洪防旱、降解污染物、保

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环境恶

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沼泽植物能够

防止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旱涝灾害频繁。

２．三江平原是我国重要的湿地集中分布区之
一，随着荒地的开垦，东北三江平原的湿地遭到惊人

的破坏。该湿地是东北陆地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它是蓄水池，也是水源地。它像湖泊、森林

一样，对调节气候、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起着重要作

用；东北的湿地还是我国特有珍禽丹顶鹤、天鹅等的

栖息地，湿地植物又是一项重要的资源。湿地被大

量垦殖后，水环境污染严重；土壤沙化、盐碱化面积

不断扩大；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河川径流减少，地

下水位下降。因此我国停止开发三江平原的荒地。

３．湖泊也是湿地之一，具有涵养水源、调节径流
的作用。“围湖造田”后使湖泊不断淤积，湖面缩小，

削峰补枯的作用大为减弱，使长江发生洪水灾害的

频度增加。因此，洞庭湖地区实行“退田还湖”，恢复

千顷洞庭的局面，充分发挥湖泊湿地的生态作用，减

少洪水的发生。同时避免因湿地的丧失而造成气候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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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思考提示】（Ｐ４１思考）
【提示】１．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有

很大的比重，天然气所占的比重很小；在世界的能源

消费结构中，石油、天然气占有较大的比重。我国能

源消费结构中石油比重比世界小，水电比重与世界

相接近。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核能占有很大比重，

我国几乎没有。

２．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是以煤炭为主，并且这种
能源结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这使山

西省的煤炭资源具有广阔的市场，必然会加速山西

省煤炭资源的开发。

【教材阅读指导】（Ｐ４１～Ｐ４２阅读）
我国能源供求面临的五大挑战

挑战 内容 具体表现

挑战

之一

人均资源

量少

我国煤炭储量居世界第３位，石油
探明可采储量居世界第１１位，天然
气可采储量居世界第１４位，水能资
源和太阳能资源蕴藏量分别居世界

第１和第２位。但是人均煤炭、石
油的探明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

平均值的１／２和１／１０左右

挑战

之二

人均能源

消费量低

目前，我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约占

世界总消费量的 １／１０，仅次于美
国，居世界第２位。但是人均能源
消费量约为世界平均值的１／２，美
国的１／１０，人均生活用电约为美国
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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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挑战 内容 具体表现

挑战

之三

单位产值

的能耗高

我国的能源效率约为３１．２％，比发
达国家低１０个百分点，每万元产
值的能耗为美国的 ３倍，日本的
７．２倍，也远高于巴西、印度等发
展中国家的水平

挑战

之四

以煤炭为

主的能源

消费结构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源以煤

为主的国家之一。世界一次能源

消费结构中煤炭仅占１／４略强，而
我国却占７０％左右

挑战

之五

能源安全

受到威胁

我国自１９９３年从石油净出口国变
为净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依存度

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０年石油进口依
存度达到３０％，预计２０５０年将达
到５０％

【教材活动点拨】（Ｐ４３～４４活动）
【点拨】１．（１）从价格来看，同样１吨煤，山西省

向外省输电的价格高于煤炭；（２）从环境效益来看，向
外输电，会改善能源消费地区的环境，但燃煤发电会

造成当地大气环境的污染；（３）从运输成本来看，输电
的成本低于输煤；（４）山西省是缺水省份，而燃煤发电
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综合这四个方面的情况，对山

西省来说，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输电好于输煤；从生

态效益看，输煤好于输电。但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来

说，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发展是第一位的，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不能成为保护环境

的极端主义者，从这个角度说输电好于输煤。

２．山西省的煤炭市场将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天然气的冲击，二是水电的竞争，三是能源结构

的调整，四是自身成本的上升。为了实现山西省煤

炭工业的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１）加快技术
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开采成本；（２）加强煤炭的深
加工和转换，变其为电能、煤气、液化产品等，增强市

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３）加强以煤炭为原料的化工
产品的开发，增加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

【教材思考提示】（Ｐ４５思考）
【提示】１．山西省构筑三条产业链依赖的是铁

矿、铝土矿、煤炭资源，另外还有水资源、土地资源、

环境生态因素等。煤—电—铝产业链输出铝制品；

煤—焦—化产业链输出化工产品；煤—铁—钢输出

钢材等。

２．煤炭的综合利用使山西省输出产品由以煤炭
为主到以煤炭为动力、为原料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如

电力、铝制品、钢材、煤气等。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了，

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教材阅读指导】（Ｐ４５阅读）
万家寨引水工程

本材料主要介绍以下几个问题：

（１）山西省建设引水工程的原因：①能源重化工
业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②山西省的年降水
量介于４００毫米～６００毫米之间，地表水比较缺乏。

（２）缺水严重的地区：晋北地区（大同一带）和
晋中地区（太原一带）。

（３）山西省最大的引水工程———万家寨引水
工程。

【教材活动点拨】（Ｐ４６活动）
【点拨】本活动主要让我们比较内蒙古东部地区

与山西省资源的开发。

１．内蒙古东部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占全国煤炭
总量的１０％，全国褐煤总量的７６％，是全国褐煤资
源最集中的地区，但褐煤污染较严重，发热量也比较

低。而山西省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占全国总储量的

１／３，主要是低灰、低硫、低磷、发热量高的优质无烟
煤，煤质优良。

２．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煤炭资源接近我国能源需
求量较大的东北工业区；同时，人口相对较稀少，地

势平坦，公路交通与铁路交通都比较发达，运输压力

较小。

山西位于太行山以西，在黄土高原上，地形因素

影响交通发展，运输不便。现在已初步形成以铁路

运输为主、公路运输为辅的煤炭外运路网体系，山西

接近我国的京津唐工业基地，市场需求量也较大。

地区 区位条件 交通条件

山西

地处我国中部地区，邻近北

京、天津、郑州、洛阳、西安、

咸阳等工业中心，与上海、

沈阳、武汉等城市相距不

远，输煤、输电的距离较近

有京包、石太、

太焦、大秦、神

黄 等 铁 路 通

过，交通比较

便利

内蒙古

东部

地区

偏居我国北部边陲，与其他

地区联系较差，但东部紧邻

我国东北重工业区，南部与

天津、北京的距离较近

有京通线联系

京津地区，有

滨洲线通往东

北地区

　　３．内蒙古东部地区还有大量的石油资源、铁矿
资源和稀土矿资源。其中，白云鄂博是我国最大的

稀土矿基地。

这些资源可以与煤炭的开发互相促进，钢铁企

业需要大量的煤炭、石油资源，钢铁企业的发展可以

促进煤炭工业的发展，大量质优价廉的煤炭为钢铁

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内蒙古的第二产业结构比例明显低于山西省第

二产业的结构比例。同为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可

见内蒙古东部还需要加强对第二产业的投入，特别

(



是要学习山西省对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对煤炭资

源进行深加工。

【教材思考提示】（Ｐ４７思考）
【提示】１．隔离护坝的作用：既可以保护河道，防

止矿区废弃物进入河道，又可以保护矿区，防止河道洪

水冲毁矿区。复垦区的作用：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失，

保护土地，减少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排水沟的主要作

用：排泄矿坑水和雨季大气降水，防止水流四溢造成水

土流失。固沙草方格和乔木、灌木结合形成防风体系，

能够有效地防止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同时还能起

到吸烟除尘、净化空气、美化矿区环境的作用。

２．对这个生态环境建设方案，可以根据个人的
理解提出不同的建议。例如，在生物措施中，可发展

林—灌—草的防护体系，利用草地发展畜牧业，增加

经济收入，这样就能生态、经济兼顾，两全其美；有些

矿坑不需要填充复垦，而是保留一定的水域发展淡

水养殖，在此基础上加以绿化和美化当地环境，建成

生态旅游区，供人们休闲娱乐。

【教材阅读指导】（Ｐ４７阅读）
山西煤炭工业走循环经济之路

要走好煤炭工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之路，要做的

事，要完成的任务很多。第一，要合理开发煤炭资

源，提高资源回收率，深入实施整顿关闭攻坚战和重

组整合攻坚战，着力提高产业集中度。第二，完善煤

炭产业链，实现资源和矿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

循环利用，以多联产、洁净化为方向，不断提高煤炭

资源的加工转化率。第三，做好煤层气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在加强抽采力度的同时开发煤层气市场。

第四，加大矿井水处理和复用力度，提高水循环利用

率。第五，大力节约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物耗和能耗。

第六，全面推进矿区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形成与生

产同步的生态恢复建设机制。最后，加强矿区环境

保护，全面推动矿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为实现山西省煤炭工业发展循环经济的

总体目标和各项任务，必须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保

障体系，包括组织保障、制度保障、资金保障、科技保

障和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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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思考提示】（Ｐ５０思考）
【提示】１．田纳西河水主要靠大气降水补给，河

流的水量会随降水量的变化而变化。冬末春初多降

水，河流在这个季节径流量也最大，其中３月水量最
多；夏秋季降水较少，河流流量在这一时期也最小，

进入枯水期，其中１０月水量最少。
２．从诺克斯维尔市年内各月气温和降水量柱状

曲线图来看，田纳西河流域水热条件的匹配并不好。

冬末春初多阴雨，光照少，不利于作物的播种和生长；

在作物生长的旺季———夏季，正是需水量最大的季

节，而该季节降水不足，极易形成旱灾，影响作物的生

长和成熟。解决的措施是发展农田灌溉。田纳西河

水量较大，能够为农田灌溉提供充足、稳定的水源。

【教材思考提示】（Ｐ５０思考）
【提示】田纳西河进入枯水期时，因水位过低，使

吨位大的船只不能通航，大大影响客货运量。可以

通过修建水库、大坝的方法调节水量，抬高枯水期

水位。

【教材活动点拨】（Ｐ５１～５２活动）
【点拨】１．墨累—达令河流域位于澳大利亚东南

部，由于以亚热带大陆性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为主，故

灌溉增加特别容易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河流因

过度抽水而径流减少，盐度增加，湿地又因失去补给

水源而面积减小，导致湿地生态环境的变化，造成河

湖中蓝绿藻繁殖，鱼类减少；因灌溉增加，地下水位

上升，出现干旱地盐渍化的问题。

２．（１）水库和灌溉区多分布在河流的上中游支
流河段。

（２）河流的灌溉开发强度很高。
（３）从图中可以看出，水库和灌溉区位于上中游

的分布格局，以及过度灌溉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

响主要有：上中游地区截取了大量河流径流，使下游

水量明显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在极度干旱时，出现

海水倒灌现象会影响河流的利用。

（４）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最
为重要的因素是水，在流域开发时关键是对水的合

理利用。在对河流水源利用上，要进行全流域的合

理调配使用，避免在上中游地区过多截水，使下游出

现水量减少，海水倒灌等问题。

【教材思考提示】（Ｐ５３思考）
【提示】梯级开发是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和治

理的核心。因为梯级开发是以修建水库大坝为基本

工程，在防洪、航运、发电、供水、灌溉、旅游、提高水

质、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多方面产生作用，但就田

纳西河流域的自然特征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１．
田纳西河流域山地多，起伏大，河流落差大，修建大

坝可利用落差发电；２．水流急，且水位季节变化大，
修建大坝可调节径流，使之趋于平衡，利于内河航

运；３．降水年内变化较大，河流径流季节变化大，雨
季易出现洪水，修建大坝可拦蓄洪水，减少洪灾；４．
修建大坝拦水，还可用作旱季时的灌溉用水。

【教材阅读指导】（Ｐ５５阅读）
红水河的梯级开发

阅读这部分知识，需掌握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１）红水河梯级开发的原因。
红水河是珠江水系干流西江的上游，河段多峡

谷、险滩，水流湍急，不利于船只航行，但水量大，落

差集中，水能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水电开发、防洪

及航运规划中的重点河流。

（２）红水河梯级开发的意义。
①对于促进全国电力联网，实现能源的优化配

置，满足广东和广西电力增长的需要，优化华南地区

电力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

②流域的水电梯级开发，形成了多个不同库容
的库区。因库区水面宽阔，河流舒缓，对两岸冲刷力

明显减弱，不仅保持了水土，而且为开发该流域的旅

游资源创造了条件。同时电站修建后改善了航运

条件。

③对减轻西江和珠江三角洲的洪水灾害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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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作用，并将带动整个流域建材、冶金、机械、农牧

业和第三产业的极大发展。

【教材活动点拨】（Ｐ５６活动）
【点拨】１．根据图３．２６可知，提高土地利用程

度，也就是说要加强开垦荒地、发展畜牧业、增加旅

游设施……这些措施，有可能会使：（１）旅游在短期
内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但从长期分析会导致旅游

业萎缩；（２）由于农牧业用地的增加，会增加农药、化
肥、杀虫剂、除草剂的使用量，从而导致水质下降；

（３）由于农牧业加强，用水量也有所增加，枯水期的
发电用水就会有所减少；（４）由于与（３）同样的理
由，枯水期水位下降，航运条件变差；（５）由于提高了
土地利用程度，会加重水土流失现象，河流含沙量增

加、淤塞河道、小气候恶化、洪涝灾害增多，加重防洪

负担。

２．如果我们选择河水水质下降。由此可能引起
其他因素产生以下变化：（１）河水水质变坏会影响到
土地的利用，比如水果、蔬菜、粮食、花卉的种植和畜

牧业等，凡是用河水灌溉或饮用的，都将受到影响；

（２）河水水质下降，将会使旅游人数减少；（３）如果
水质变差是由于“富营养化”的话，会引起水生植物

滋生，繁生的水生植物顺流而下就可能堵塞水轮机，

影响发电，甚至使溢洪道排洪不畅而影响防洪效果；

（４）短期内不会对航运带来麻烦，但旅游人数减少，
也会影响航运的经济效益。如下图：

【教材问题研究】（Ｐ５７～５８）
河流上该不该建大坝

研究思路分析：

教师提供有关

的地图、气候

资料，学生了

解河流及流域

特点，分析河

流功过

→

利用提

供的资

料， 了

解搜集

建大坝

的利

→

利用资

料、 了

解建大

坝的弊

→

比较利

弊对修

建大坝

进行

思考

问题研究的步骤：

第一步：给学生提出问题。现在有些国家正在

热火朝天地建坝，而有的国家却正在悄悄地拆坝，这

是为什么呢？在河流上该不该建大坝呢？

第二步：搜集资料，分析资料。教师可以帮助学

生搜集资料，并提示学生尼罗河为什么会定期泛滥

（尼罗河三条支流的径流量所占比重及泛滥时间）。

由此让学生分析尼罗河泛滥对埃及的利与弊。

第三步：分组探讨。各小组分析讨论建大坝后，

各有什么利弊，并列表加以比较。

第四步：召开辩论会。各组从各个角度进行辩

论，先以尼罗河为例，然后再评价三峡大坝。通过这

次辩论会，可以增强学生对该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能力。

教材问题的参考答案：

资料１：
尼罗河为沿岸地区人民从事耕种提供了：①定

期泛滥的河水带来了肥沃的土壤；②为中下游两岸
带来了充足的灌溉水源。

资料２：
１．阿斯旺大坝的修建，提高了尼罗河灌溉、防

灾、发电、养殖、航运等的利用效益。

２．利用水电产生的环境效益主要是减少了“三
废”的排放。废渣的少排放可少占土地；废水的少排

放，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而且减少了水污染；废气的

少排放，减少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和酸雨的危害。

资料３：
１．阿斯旺大坝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①对土

地（土壤）的影响，肥力下降，加重盐渍化；②对海洋
生物的影响，主要是沙丁鱼数量减少；③对海岸地形
的影响，海岸遭到侵蚀后退。

２．主要是由下游及入海口处水沙减少所致，输
水输沙之所以变化就是因为阿斯旺大坝的修建。

深入思考：

１．阿斯旺大坝曾经是埃及民众和政府的骄傲，
为埃及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大坝在带

给埃及人民各种益处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得不正视

的弊端。近年来，埃及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尽可

能地把阿斯旺大坝的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点。阿斯

旺大坝的修建还是利大于弊。

２．阿斯旺大坝的利和弊对于其他大坝不具有普
遍性。因为大坝所处的河流的水文特征不同，流域

的气候条件、地形条件不同，所产生的生态效应就

不同。

３．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修建水库和大坝，
既有利也有弊。前期规划和论证充足了、科学了，在

工程完工后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会降低到最小。若论

证不充分、不严密，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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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思考提示】（Ｐ６１思考）
【提示】１．劣势主要表现为许多对热量条件要求

较高的作物品种不能在本区种植，仅能种植一些对

热量要求不高的作物，如春小麦、甜菜、大豆等，并且

只能一年一熟；冬季漫长，无法放牧，还要解决好牲

畜的防寒问题。

附　优势：冬季漫长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故东北地区的土壤较肥沃；同时冬季的积雪在春季

融化，缓解春旱现象，还可以改善土壤墒情。东北地

区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作物生长期长，因此品质

上乘；再加上气候寒冷，农作物病虫害少，几乎不需

施用农药，具有绿色农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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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利于农忙季节时，集中人力、物力投入到农
业生产中；在农闲时，发展副业，增加农业收入，还可

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

【教材活动点拨】（Ｐ６２活动）
【点拨】示例：新疆南部（南疆）已建设成为我国

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的地理条件。

新疆是我国主要的干旱灌溉棉区，与中国其他

棉区相比，有很多有利条件：

（１）气候干燥，日照充足，棉花品级及产量高。
棉花是喜光作物，光照条件好对棉花开花结铃、

纤维积淀，以及吐絮十分有利，棉花蕾铃脱落少、烂

铃少，纤维洁白有光泽，品级高且含水量低。

（２）气温日较差大，棉花经济系数高。棉花生长
期昼夜温差大，极有利于棉花干物质的形成及经济

产量的形成，棉花容易获得高产。

（３）病虫害少，降低了成本。
（４）棉花经济效益高。这是因为在新疆投入—

产出率高、单位面积粮棉比值低以及与其他经济作

物相比经济效益高。

另外，新疆棉花受天气变化影响较大，各级政府

给予棉花生产以气象服务，大力支持其发展。专门

成立了“自治区棉花气象服务中心”，使棉花生产有

了气象服务方面的可靠保证。

【教材思考提示】（Ｐ６３思考）
１．大体呈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
２．热量
３．地形

【教材活动点拨】（Ｐ６４活动）
【点拨】１．表４．１　东北地区农业布局的自然条件

农业生产类型 布局的主要自然条件

耕作业

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包括松嫩平

原、三江平原、辽河平原。地形平

坦，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水热条件

配合较好

林业 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

畜牧业
主要分布在西部高原、松嫩平原西

部的温带草原区及部分林区草地

　　２．水稻喜温、喜湿、喜肥，受水分条件限制。东
北平原水稻种植较多的地区是水利灌溉条件较好的

地区，即多种植在辽河、松花江流域的大型灌区以及

东部山区的河谷盆地。东北地区（尤其是北部地区）

无霜期较短，影响水稻的生产和分布。但自然因素

对农业区位的影响并非是决定性的，人们通过培育

良种、改良耕作制度等技术改革，扩大了水稻的种植

范围。为此，农业的发展既要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

条件，又要依据科技，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不适宜

农业生产的自然因素进行改造，使之适宜发展农业。

【教材阅读指导】（Ｐ６６阅读）
农业地区专业化生产

阅读这部分知识，需掌握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１）农业地区专业化生产的概念及生产条件。
根据国家的需要，因地制宜地建立和发展各种

商品农业生产基地或集中产区，这就是地区专业化

生产，也叫分区专业化生产。地区专业化生产是农

业科技进步、商品生产发展和生产地域分工高度发

展的结果。

（２）农业分区专业化在世界的分布和发展状况。
农业分区专业化在发达国家是普遍现象，尤其

在美国表现得更为突出。美国农业分区专业化，一

方面表现为个别农业部门和个别农产品在地区分布

上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在各地区农业部门结构中，

主要专业化部门的比重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各种专用农机

具的广泛使用，以及封闭式自动化饲养场的出现，更

加深了农业分区专业化。

【教材活动点拨】（Ｐ６６活动）
【点拨】１．东北地区地广人稀，耕地面积广大，土

壤肥沃。

２．有道理。与我国其他商品粮基地相比，东北
商品粮基地具有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的突出特点。

农场经营规模大，有利于推广先进技术，实现机械化

生产，使东北地区成为我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之一。在地理条件内部分异的基础上，东北商品粮

基地已经形成了粮食作物的地区专业化生产，对合

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了很大作用。

３．（１）依靠科技进步，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继续发展种植业。（２）树立“大农业”观念，大力发
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３）大
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生产链，促使农产品增

产、增值，向农业产业化方向发展。

【教材活动点拨】（Ｐ６８活动）
【点拨】基塘生产的布局及生产环节的联系，如

下图所示：

１．珠江三角洲地势低平、河网密布、降水丰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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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洼易涝地适宜挖地成塘、堆泥成基发展立体经

营。甘蔗生长期长、需水肥量大、喜高温，由于北回

归线从珠江三角洲北部穿过，该地位于热带和亚热

带，热量充足，加之降水丰沛，非常适宜甘蔗生长。

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地之一，纺织业历

史悠久，经济基础好。该地居民有广泛的食鱼爱好，

水产品产值较高，消费市场大。

２．基塘生产将农业、林业、渔业和工业联系起
来。副产品中的蚕沙、蔗叶、糖厂滤泥、蚕蛹缫丝废

水、塘泥被充分利用起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是形成了一个农、林、副、渔业全面发展，种植、养殖、

加工多种经营的生产结构，各业之间相互补充、相互

促进，既充分利用了劳动力资源，提高了农民收入，

又活跃了市场，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３．利用桑叶养蚕，利用蔗叶、蚕沙及蚕蛹缫丝废
水养鱼，鱼塘的塘泥是农田、果园的好肥料，构成基

塘互养的养分循环体系。该系统的生产不会造成环

境污染，在该系统的生产过程中糖厂滤泥、蚕蛹缫丝

废水及蚕沙、蔗叶等送至鱼塘，降低了污染，净化了

环境，而塘泥还田改变了农田施肥结构（减少化肥使

用，增施有机肥），有效地保护了土地资源。对鱼塘

水源来说，由于有机物大部分可被鱼吃掉，多余的有

机物在清除塘泥作肥料时，被及时除掉，不会造成水

体富营养化现象。

４．可以。在黄淮海平原上比较典型的鱼塘—台
田模式中，鱼—果—粮、鱼—果—菜模式比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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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阅读指导】（Ｐ７１阅读）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本段“阅读”材料和插图介绍的中国出口商品

交易会始办于１９５７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各
举办一届，简称广交会。该交易会在中国目前历史、

级别、规模、商品种类、到会客商、成交效果方面具有

六“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历届广交会参展客
商人数和成交额较少，增长较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后上升趋势越来越显著。

【教材活动点拨】（Ｐ７２活动）
【点拨】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
后都有的条件

与全国其他地区
共同拥有的条件

良好的区位条件，全

国最大的侨乡之一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

调整，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

　　２．由上表分析可知，珠江三角洲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具备了全国其他地区很长时间内不曾拥有的

一项条件：对外开放政策。这是本地区工业化、城市

化发展较快的关键因素。

３．地理条件对区域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地理区位上讲，南部地带面向大海，具有开放

性和便利的海运，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优越的

区位条件。另外，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的人们，思想观

念比较开放，愿意与外界交流，互通有无。

从经济发展环境来讲，珠江三角洲地区毗邻港

澳，靠近东南亚，容易受到它们的影响。当开放政策

明确之后，首先接受了先进的技术、大量的资金和现

代的经营管理方式，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

【教材阅读指导】（Ｐ７４阅读）
东莞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

【教材活动点拨】（Ｐ７５活动）
【点拨】珠江三角洲模式、浙江温州模式、苏南模

式、东北模式的城市化，其推进动力都是工业化。珠

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在外资的推动下

不断发展的；温州模式的城市化是由于个体私营企

业发展，带来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城市化；苏南模式是

由于大城市经济向外扩散，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带

动了郊区城市化；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是建国后伴随着我国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工业体系

的完善而逐步推进的，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随

着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期这些老工业基地的逐步衰
退，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也遇到很多新的问题。

【教材思考提示】（Ｐ７６思考）
【提示】就国际直接投资额占全国比重的变化而

言：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间两地区国际直接投资额占全国
的比重明显下降，之后到１９９９年间变化比较平稳，
１９９９年以后，长江三角洲地区除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下降
外其余时间明显上升，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先呈下降

态势，２００３年后上升。
就外贸额占全国比重的变化而言：珠江三角洲

地区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间，占有很高的份额并且比重
稳定，１９９９年之后呈明显的下降趋势。长江三角洲
地区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之后略
有上升。

引起上述变化的原因与两地产业基础、科技实

力、人才队伍和市场大小的优劣有关，在上述方面，

长江三角洲要优于珠江三角洲。

【教材阅读指导】（Ｐ７７阅读）
阅读　深圳的出路何在？
深圳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出路可由下图表示：

!"



【教材活动点拨】（Ｐ７８活动）
【点拨】１．表４．４　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

洲地区城市等级规模差异

城市人

口／万人 ＞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５０ ＜２０

长江三角

洲地区城

市数／个
１ ２ ５ １０ ２０多

珠江三角

洲地区城

市数／个
０ ２ １ ６ ８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完整（五个
级别均有），形成了多中心、多层次的城市等级体系，

以上海为中心，以南京、杭州为二级城市中心，兼顾、

辐射其他城市，是单核模型。珠江三角洲城市等级

规模结构相对单调，缺少规模巨大的“龙头”城市，以

广州、深圳为区域中心，是双核模型。长江三角洲地

区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发育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完整

的密集城市带。其中包括：超级城市１个（上海），特
大城市２个（南京、杭州），大城市５个（苏州、常州、
无锡、宁波、镇江），中等城市１０个（舟山、扬州、南
通、宜兴、湖州、常熟、嘉兴、绍兴、江阴、如皋），小城

市２０多个。不同等级的城市各有其不同的定位，能
够实现各级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工，发挥城市群的整

体优势。这种等级规模结构既有利于核心城市集聚

效应的发挥，也有利于城市间的优势互补，促进整个

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

２．可以从两方面综合考虑，一是上海所拥有的
强大的经济实力、盛誉中外的城市品牌和年均增长

率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可为“长三

角”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带来众多的经济实惠和创

造巨大的发展商机；二是上海作为“长三角”乃至全

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具有辐射、扩

散、示范和带动的核心作用与服务作用，从而形成以

上海为技术龙头，带动周围其他地区的经济共同发

展的模式。

３．南京呼应上海、辐射周边。一方面呼应上海；
另一方面南京要形成新的腹地。南京与周边的镇

江、扬州、马鞍山、芜湖和滁州等地，已形成了“一小

时车程范围的都市圈”；南京又同上海、武汉、重庆一

起，构成了长江流域四大区域经济中心，这使得南京

担当了向西辐射和传递上海辐射的“要角”。

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
唐城市群，在科技、文化、区位、经济等方面都有不同

的优势，应根据各城市的特点，发挥区位优势，关键

是突出“长三角”的窗口示范性，京、津、唐的科技性

和“珠三角”的外向型经济。

【教材问题研究】（Ｐ８０）
我的家乡怎样发展

研究思路分析：

实地调查，查

阅有关资料，

了解家乡自然、

人文概况

→

分析家乡

经济发展

条件的优

势与不足

→

学习了解

其他地区

的先进经

验并借鉴

→

提出对家乡

经济发展的

合理化建议

或构想

问题研究的步骤：

第一步：通过实地调查、查阅文献资料、上网查

询等手段获取第一手资料。

第二步：运用所学的地理知识，从自然条件（地

形、气候、水源、土壤、植被、矿产资源等）和社会经济

条件（农业、工业、城市、人口、交通、科技、市场、国

家政策等）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有利条件和不

利条件）。

第三步：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区域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步：借鉴条件类似地区的成功经验，给家乡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然后再进行课堂辩

论，达成共识。

教材问题的参考答案：

１．该乡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启示：
（１）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非是决定性的，人
们可以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不适宜农业生产的自

然因素（灌溉水源）进行改造，使之适宜发展农业。

（２）交通条件对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生产的影响越来
越广泛和深刻。（３）加强对农产品的深加工，不断提
高附加值。（４）走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的路子。
（５）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发展特
色农业（或产业）。

２．调查研究后，分析出自己家乡的优势条件和
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参考与家乡条件相似的其

他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创造

性地设计出新颖、富有特色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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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思考提示】（Ｐ８４思考）
【提示】１．从世界范围看，天然气的大规模开发

晚于煤炭和石油，这主要是由天然气储运难、上市

难、投资大、回收周期长等原因造成的。

２．由于天然气作为能源同煤炭和石油相比，燃
烧效率高、清洁且使用方便、比较价格低，因此，发达

国家在大规模开采天然气之后，天然气能部分取代

煤炭，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稳步提高。

３．２００７年，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世
界平均为２３．８％，而我国只有３．３％，但是我国天然
气开发利用的前景是广阔的。从储量看，我国约有

３３万亿立方米，目前已探明４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
探明储量的１．４％，开发潜力较好。从产量看，２０００
年底为２７７亿立方米，但是我国政府决定把加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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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的开发利用作为能源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决

策，２００５年天然气销量达到３００亿立方米，２０１１年
将达到６００亿～７００亿立方米，届时，天然气在我国
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提高到８％左右。
【教材活动点拨】（Ｐ８４活动）

【点拨】１．我国陆上天然气主要集中分布在新疆
（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青海（柴达木盆地）、川

渝（四川盆地）和陕甘宁的鄂尔多斯地区，地形以高

原、盆地为主，崎岖不平，交通不便，多数地区气候干

旱，多沙漠、戈壁，生态环境脆弱。

２．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普遍较为落后，勘探、开发
资金短缺问题非常严重。

３．西部地区技术力量薄弱、落后。
４．西部地区人口较少、工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对

天然气的市场需求量有限。

【教材思考提示】（Ｐ８６思考）
【提示】１．我国政府通过税收，将东部地区的资

金以补贴、投资的形式投入到西部地区，以改善西部

地区的经济、技术条件；将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调配

给东部地区，从而解决东部地区发展中的能源瓶颈

问题。这样一来，可使西部地区的资源与东部地区

的经济、技术优势得到合理配置，从而更好地促进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

２．不应该。资源优势的转化需要东部地区的支
持，如果将天然气的价格提高到和进口天然气的价

格相等，就失去了这种资源优势。天然气的销售就

要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整个地区资源的开发。而维

持低价位，可以拉动消费，提高市场份额，这样会更

有利于西部地区天然气资源长期稳定的开发利用。

【教材阅读指导】（Ｐ８６阅读）
西电东送工程

西电东送工程是“十一五”计划的重点实施项

目，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和骨干工程，是促进

东、西部共同发展的双赢举措。西电东送工程将西

北、华北、华中、川渝电网联网，可实现水火互补、丰

枯互补和跨区域补偿调节，并使三个大区电网的电

力结构得到优化和调整。西电东送及其对区域发展

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含义

开发贵州、广西、内蒙古、山西、陕西等

西部省（区）的电力资源，将其输送到电

力紧缺的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和京津

唐等地

原

因

资源分

布不

平衡

我国是世界上水能资源丰富的国家（可开

发装机容量为３．７８亿千瓦），但分布不均
匀，９０％集中在西南、中南及西北地区。
水电资源分布与用电负荷分布的不平衡，

客观上制约了水电的开发和利用

经济发

展不

平衡

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能源资

源短缺，能源的消耗量却相当大，能源

短缺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续表

通

道

北部

通道

将黄河上中游水电和山西、内蒙古坑口

火电站的电能送往京津唐地区

中部

通道

将三峡和金沙江干支流水电送往华东

地区

南部

通道

将贵州乌江、云南澜沧江和桂、滇、黔交

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的水电

资源以及黔、滇两省坑口火电站的电

能，开发并送往广东

意

义

经济

效益

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将其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强力拉动相关产业

（电力、冶金、化工等高耗能产业）的发

展；为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提供大量电

力，改变这里电力供给不充裕、能源结

构不合理的状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有力保证

环境

效益

有效地改善西部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促

进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退耕

还林和水土保持；缓解东部日益严重的

环境压力

对输入

地的

意义

缓解能源紧张局面，促进经济发展；改

变能源结构，减轻环境污染；减轻铁路

运输压力

对输出

地的

意义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缩小东、西部

差距，对社会安定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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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思考提示】（Ｐ８７思考）
【提示】１、２参考“教材图表解读”（Ｐ８７）图５．７。
３．青岛纺织厂的区位优势：①距离日本的原料

供应地和产品消费市场近；②是优良的港口，交通运
输便利；③是我国的老纺织业工业基地，工业基础
好；④劳动力数量丰富、素质高；⑤土地租金相对较
低。北京汽车厂的区位优势：①作为全国首都，社会
和经济地位非同寻常；②信息发达，科技力量雄厚；
③基本形成具有北京特色的技术密集型机械工业体
系；④消费市场广阔；⑤有丰富的较高素质的劳动
力。深圳服装厂的区位优势：①国家的开放政策和
优惠条件；②当地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③交通
便利。

【教材思考提示】（Ｐ８８思考）
【提示】１．工业化之初，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

验，但劳动力价格较低，所以工业化之初都重点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

２．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出按经济发展水平由高
向低依次转移的规律。

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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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又会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

４．回答是否定的。第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
了庞大的打工族（包括农民工）；第二，出于政策考

虑，在中西部发展纺织工业是为了平衡重工业地区

职工性别构成的社会需要。

【教材思考提示】（Ｐ８９思考）
【提示】１．优越的区位条件、交通方便、良好的工

业基础便于工业联系，都可以降低内部交易成本。

２．从多方面改善投资环境（如完善的基础设施、
优质高效的服务及优惠条件等）。

【教材思考提示】（Ｐ８９思考）
【提示】１．汽车的生产虽然已实现了全球化，但

是，由于整车运输不便、运费偏高，并且许多国家为

了保护本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对进口汽车设置关税

壁垒，所以跨国公司把汽车组装厂设置在市场广阔

的区位。

２．我国鼓励汽车进入家庭，有利于推动汽车销
售，使我国的汽车市场具有广阔的潜力，对跨国汽车

公司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教材阅读指导】（Ｐ９０阅读）
跨国公司总部经济机构加快向上海聚集

无论是从显性指标还是从非显性指标去观察，

上海市都是中国名副其实的竞争力首位城市。上海

的城市竞争力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人力

资源、影响力和国际化等方面。“财富５００强论坛”
和ＡＰＥＣ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选择在上海召开，
既确定了上海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城市的地位，又

极大地扩大了上海的国际化程度。上海成为国际产

业转移的宝地，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投资环境日

益改善的结果。阅读本则资料，了解产业转移一般

包括的形式，其中设立研发机构是产业转移的高级

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生产与开发一体化，缩短新

产品生产周期，更快捷地实施本土化战略。

【教材活动点拨】（Ｐ９０活动）
【点拨】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日本产业大规

模向国外转移，成为世界经济地理界引人关注的现

象，本“活动”引导我们对产业转移的原因进行综合

分析。

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两次石油危机给能源小
国日本带来严重的冲击。日本是个石油消费大国，

年消费量为２亿多吨，９９．７％依靠国外市场供应，石

油价格上涨，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下降。

２．１９８５年日元升值后，不利于日本工业品出口，
原有的靠进口原料、燃料加工成零部件，组装成配套

产品出口的系统模式受到干扰，出口主导型企业生

产呈停滞或下降趋势，致使向海外投资、转移生产活

动据点，进行“现地生产”的浪潮日益旺盛。

３．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传统工业品的国内
市场趋于饱和，国际市场面临着亚洲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的竞争，这种市场形势加速了日本工业结构的

调整。

４．日本劳动力价格很高，使国内企业的产品成
本提高、利润降低、产品竞争力下降；劳动力数量下

降，可能使国内企业开工不足。

５．日本企业生产的区位出现多极分散化的趋
向：一是工业向原有工业地带周边及外围的内陆地

区延伸；二是向边远地区移动，建立地方性工业据

点，在日本国土南北两端和工业稀疏地区发展工业。

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日本提出“技术立国”的
基本国策，促使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向高层次化转换，

同时因传统工业在国内出现停滞和下降而向海外大

量转移生产据点，这样会使国内出现“产业空心化”

现象，并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教材思考提示】（Ｐ９２思考）
【提示】１．经济水平处于第一至四级的国家或地

区，应依次重点发展处于开发期、增长期、成熟期和

衰退期的产业。从东亚来看，按此规律依次是日

本—韩国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我国大陆—朝

鲜、蒙古。

２．加工环节的附加值很低，即利润低，但一般耗
用的劳动量较大。

３．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接受产业转移时，要注
意与研究开发一起引进。韩国的政策就是避免总跟

在发达国家的后面。

【教材活动点拨】（Ｐ９３活动）
【点拨】１．产业向国外转移对日本的不利影响：

日本产业向国外转移，国内会出现“产业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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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问题。国内由于生产困难，造成裁减员工、失业

率上升、市场萎缩，据测２０００年日本解雇的职工约
７０万人，扩大了失业队伍。此外，外迁或外建导致
企业生产技术下降，削弱产品的竞争能力。

２．（１）日本、韩国在重点发展重化工业之前都处
在“二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重化工业属于资源密

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工业，两国当时经济和工业基础

都较薄弱。由于轻工业周期短、资金周转快、恢复容

易见效，加之当时两国都具有大量素质高且廉价的

劳动力，所以优先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

（２）珠江三角洲地区、东北地区以及浙江省大力
发展重化工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及浙江省能源和原材料缺乏，也没有发展重化工业

的基础。针对两地区位优势，今后应充分发挥技术

创新优势，加强传统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大力开拓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科学技术密集产业和高档消费品

工业，如汽车、通信设备、生物制药、计算机等，使产品

向高、精、尖方向发展；东北属于我国老工业基地，工

业以钢铁、机械、石油、化学工业为主导，同所有传统

工业一样，东北地区的工业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

程，国家发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东北地

区今后工业发展的方向是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教材问题研究】（Ｐ９４～９５）
南水北调怎么调

研究思路分析：

阅 读 “南

水北调工

程线路示

意图”，从

水 质、水

量、工 程

等方面进



行比较

阅读气候、

水文资料，

分析调入

区和调出

区水资源

的季节分



布特点

阅读图表

材 料，了

解调水应

采取的相



应措施

展开讨论，

分析调入

区对水资

源如何合

理地利用

问题研究的步骤：

第一步：先观察“南水北调工程线路示意图”，再

结合地形、地势等知识，分析比较三条线路在工程

量、调水量、水质，现有条件等方面有哪些差异，并列

出表格进行比较。

第二步：结合我国南北方的气候、水文的差异，

从兼顾南北方的角度，分析南水北调的最佳季节，并

分析为了进行南水北调，应采取哪些配套措施。分

析讨论“先节约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

水”这一方针提出的必要性。

第三步：各组对以上分析讨论的问题展开讨论

交流，达成一致意见，并写出研究报告。

　　教材问题的参考答案：
资料１：
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的差异见下表：

工程量 调水量 水质 现有条件

东线 小 大 劣 好

中线 中 中 中 中

西线 小 小 优 差

　　资料２：
从季节上看，北方冬春季缺水严重，夏秋季相对

水资源丰富，长江的枯水期主要在冬春季，丰水期在

夏、秋两季。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长江丰水期适宜

调水，而此时北方缺水并不严重；北方冬、春缺水严

重，而此时长江为枯水期不宜调水。为此，东线工程

连接了黄河以南的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

作为调蓄库容，总计调节库容可达４８．９亿立方米；
黄河以北有五处平原水库，总调蓄水库容１４．９亿立
方米。这些调蓄水域只需略加修整加固，就可满足

东线调水工程的需要。

资料３：
（１）从表５．１可以看出，受水区工业用水缺口最

大，２０１０年为１２８．６亿立方米，２０３０年为２０４．９２亿
立方米；其次是生活用水，２０１０年为 ８１．３２亿立方
米，２０３０年为１３０．９４亿立方米。同时，由于南水北
调至北方的水成本较高，因此长江来水首先应保证

工业用水的需要，让工业用水主要使用长江水，缩减

下来的当地水源调配给农业、生态和生活用水，这样

一来就会大大增加农业用水和生态用水的数量。

（２）黄淮海平原（受水区）已形成比较完善的排
水系统，北方灌溉区土地次生盐碱化能够预防和控

制，不会因农业用水增加而加重北方次生盐碱化；长

江中下游的钉螺移至３３°１５′Ｎ以北地区，繁殖是非
常困难的，形成新的滋生地基本上不可能；生态用水

的增加将较大地改善北方地区的生态和环境，增加

水资源承载能力，逐步改善黄淮海地区的生态环境

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

（３）目前北方地区虽然水资源紧缺但水资源浪
费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农用灌溉方式不合理，工业用

水重复利用率低，单位产值耗水量大，居民生活节水

意识差。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使调入长江水，也只是

暂时性缓解水源供需矛盾，所以要“先节约后调水”，

东线工程沿线特别是南四湖、东平湖周边地区水污

染严重，若不治理，必将污染南水北调的水源，造成

水资源浪费，所以要“先治污后通水”。可持续发展

是我国的战略方针，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要事先把调水会对北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长江沿

岸及河口的影响搞清楚，把坏的影响消灭在萌芽状

态，不能草率的调水，所以要“先环保后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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