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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的水资源

     1.  中国的水资源概况

我国的水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

多，人均水资源量竟然位居世界第 121，仅相当于世界人均

水资源的四分之一。此外，我国水资源地域分配不均、时间

分配不均等问题，也给我国人民饮水带来了困扰。中国的水

资源究竟是怎样的状况呢？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中国的

水资源概况。

环保动态

2016 年，中国的水资源总量为 3.25 万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3.1 万亿立方米，地

下水仅 0.88 万亿立方米，由于地表水与地

下水相互转换、互为补给，两者之间有大

量重复部分。扣除两者重复计算量 0.73 万

亿立方米，与河川径流不重复的地下水资

源量约为 0.1 万亿立方米。按照国际公认的

标准，人均水资源低于 3000 立方米为轻度

缺水，低于 2000 立方米为中度缺水，低于

1000 立方米为重度缺水，低于 500 立方米

为极度缺水。目前，中国有 1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水资源量低于

重度缺水线，有 6 个地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的人均水

资源量低于 500 立方米，为极度缺水地区。中国的很多地方面临着缺水的状况，

如果我们过度消费了下一辈人的水资源，那么若干年后，这些人又将如何？中

国的水资源情况已向人们敲响警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时刻谨记：节约

用水就等于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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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议一议

你的家乡缺水吗？你喝的水来自哪里？有没有被污染？

绿色行动

活 动 一   中国的七大水系

1. 流域内所有河流、湖泊等各种水体组成的水网系统，称作水系。中国共

有七大水系，你知道是哪些吗？

2. 长江水系：长江水系中，长江支流流域面积为1万平方千米以上的支流有

49 条；流域面积为 5 万平方千米以上的支流为嘉陵江、汉江、岷江、雅砻江、湘

江、沅江、乌江和赣江；总长 1000 千米以上的支流有汉江、嘉陵江、雅砻江、

沅江和乌江。

黄河水系：黄河的发源地为巴颜喀拉山，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

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主要支流为渭河和汾河。

除了以上两个水系，你还了解七大水系中的哪些水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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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二   中国的水资源特点

1. 我国夏秋季节水量多，冬春季节水量少，年际变化量大。你能提出一个

好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吗？

2. 观看下图，你能从中发现中国水资源地区分布差异的哪些特点？

开动脑筋想一想：如何解决我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的水资源分布不均的

问题？

3. 根据以上学习内容，你能总结出中国水资源的特点是什么吗？请动手写

下来吧。

4.“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

90 年代不洗马桶盖。”这是流传在淮河的民谣，它反映出什么问题？请大家从

人为方面分析中国缺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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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家园

我国位于太平洋西岸，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大陆性季风气候非常显著。

正因如此，我国水资源分布才会呈现出两大特点：地区分布不均和时程变化。

从地区来看，降水量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步递减，依次可划分为多雨、

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干旱等五种地带。我国水土资源分布极度不平衡，南

方耕地大约占全国的 40%，而水资源量却占全国的 80%；北方水资源量大约只

占全国的 20%，而耕地却占全国的 60%，水土资源相差悬殊。

从时程变化来看，降水量和径流量的年内、年际变化很大，某些年份雨水

充足，而某些年份雨水比较稀少。全国大部分地区冬春少雨、夏秋多雨，东南

沿海各省雨季较长，开始较早。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北方大于南方。

我国降水量最集中的地区为黄淮海平原的山前地区，汛期多以暴雨形式出

现，有的年份一天大暴雨产生的降水量竟然超过了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有的年份发生北旱南涝，有的年份又出现北涝南旱。

上述水资源的分布特点是造成中国水旱灾害频繁、农业生产不稳定的主要

原因。

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你对中国水资源的情况有了哪些了解？请把你所知

道的知识写在下面的知识清单中，并谈谈学完这一课后的感受。

 

 

 

知 识 清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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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的水资源利用

水资源利用是指通过各种措施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治理、保护和管理。它分为不耗水或基本不耗水的河内利用，

如水力发电、水运、渔业、水上娱乐用水等；耗水的河外利用，

如农业、工业及生活用水等。正确利用水资源，实现人与水

之间的和谐相处是一门学问。今天，我们就来研究这门学问。

环保动态

水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人类没有了水，就好比鸟儿没有了翅膀。从古到今，

人类与水息息相关。只有守护好“生命之源”，实现人水和谐，我们的家园才

会更加美丽和谐。

据人民网报道：截至 2016 年，全国已有 778 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千余

个省级水利风景区。不少水利风景区已经成为当地人气最旺、效益最好的休闲

娱乐场所。为了更好地对人们进行“保护水资源”的教育，这些水利风景区成

为开展水情教育、展示水利成就的重要窗口。水利旅游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

去了解水利、保护水利，有利于水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实现和谐相处。

然而，不当的水利旅游会导致水体污染、植被破坏，甚至动物死亡，也会

对水利工程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当我们和家人一起去水利风景区旅游时，要

爱护周围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让我们做一个文明的旅游者。

养在深山人未知的水利资源正逐渐走进越来越多人的视野，成为独具魅力

的水利风景区。让我们走进水利风景区，了解水利资源，更好地保护水利资源！

 

想一想　议一议

你去过水利风景区吗？你认为在水利风景区，我们应该如何爱
护周围的环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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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行动

活 动 一   水资源的利用

1. 水利工程可以控制水流，防止洪涝灾害，进行水量的调节和分配，满足

人们生活和生产对水资源的需要。我国有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你知道哪些水

利工程呢？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吧！

2. 想一想：修建水利工程对我们有哪些好处呢？

 

3. 人类对水的需要主要包括生活用水、工农业用水。观看下图，并谈谈你

对人类水资源利用的看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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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二   人与水和谐相处

1. 现在的水上娱乐项目越来越多，比如：水上滑梯、水上漂流、划船、冲

浪等。水上娱乐项目既惊险刺激又好玩，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的运动。可是，在

水上游玩时我们不但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而且要注意爱护周围的环境。那么，

在水上娱乐时，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

 

  

 

 

 

 

2.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捕鱼大国，年捕捞量超过

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人类越来越多的捕捞已经超过了海洋的承受能力。作为

学生，我们应该为中国渔业的健康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鱼的放生就是我

们可以做到的小事情。

（1）以班为单位组织放生活动。

（2）由家长或者老师陪同，对鱼进行放生。

（3）在活动过程中，注意安全。

（4）放生时，说“祝福语”。

（5）要选择适合本地自然水域生长的本地鱼类，尽量不要选择外来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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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家园

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具有极大的综合效益，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防洪、发电和航运。其中，防洪被认为是三峡工程最核心

的效益。

防洪

历史上，长江上游河段及其多条支流频繁发生洪水，每次发生特大洪水时，

宜昌以下的长江荆江河段都要采取分洪措施，淹没乡村和农田，以保障武汉的

安全。这种用较小损失避免较大损失的措施，着实需要改进。而自从三峡工程

建成后，三峡的调蓄能力能使荆江地区抵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也有助于洞

庭湖的治理和荆江堤防的全面修补。

发电

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发电上。该工程所发的电力主要输送到湖

北省、河南省、湖南省、江西省、重庆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以及广东省，该工程大幅度缓解了我国电力供应的紧张局面。

航运

三峡蓄水前，万吨级船舶根本没有办法到达重庆。三峡工程结束了“自古

川江不夜航”的历史，三峡几次蓄水使川江通航条件日益改善。2017 年，通过

三峡大坝的货运量达 1.38 亿吨左右。自 2003 年三峡船闸通航以来，累计过坝

货运量突破 10 亿吨。

三峡工程有哪些功能？其最核心的功能是什么？

第二章  水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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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与科学

3.  滴水灌溉技术

滴灌是目前干旱缺水地区最有效的一种节水灌溉方式，

水的利用率可达 95%，适用于果树、蔬菜、经济作物以及温

室大棚灌溉，在干旱缺水的地方也可用于大田作物灌溉。同

学们，你们了解滴灌技术吗？这一课，我们探究的内容就是

用于农业生产的滴灌技术。

环保动态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农业节水灌溉技术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

应用。2012 年以来，全国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 亿亩①，高效节水灌溉总面

积超过了 3 亿亩。之前对农作物浇水都是“大水漫灌”，农民称之为“浇地”，

而滴灌技术走进农村后，农民称之为“浇作物”。滴灌技术不仅保障了国家粮

食安全，还使农业灌溉用水总量实现了零增长。

现在节水已更加深入人心，全国各地都在发展节水农业。东北地区推进节

水增粮，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西北地区合理控制灌溉规模，大力推广滴灌、喷

灌等高效节水技术；华北地区压采地下水，发展低压管灌、喷灌和水肥一体化；

南方地区以渠道防渗为主，经济作

物种植区因地制宜推广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提高化肥、农药利用效率。

使用滴灌技术，不仅用水少

了，效益也变高了。据测算，在高

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农田灌溉用水

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8 以上，与传

统地面灌溉相比可节水 20%~50%。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大幅度提高了

粮食生产能力。

①亩，面积单位，1 亩≈ 666.7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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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技术给国家和农民带来了新福祉，让我们翘首以待滴灌技术的逐步推广！

（摘自 2017 年 10 月 7 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想一想　议一议

你家乡的农业生产使用了滴灌技术吗？你认为除了滴灌技术，农
业方面还可以采取哪些方法节水呢？

绿色行动

活 动 一   认识滴灌技术

1. 滴灌技术是按照作物需水要求，通过管

道系统与安装在毛管上的灌水器，将作物需要

的水分和养分一滴一滴、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

作物根区土壤中的灌水方法。想一想滴灌技术

与传统的地面灌溉相比有哪些优缺点，补充在

下面空白处。

2. 滴灌系统主要由首部枢纽、管路和滴头三部分组成，下图为滴灌系统示

意图。

（1）首部枢纽：包括水泵（及动力机）、施肥罐、过滤器、控制与测量仪表等。

其作用是抽水、施肥、过滤，以一定的压力将一定数量的水送入干管。

（2）管路：包括干管、支管、毛管以及必要的调节设备（如压力表、闸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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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调节器等）。其作用是将加压水均匀地输送到滴头。

（3）滴头：其作用是使水流经过微小的孔道，以点滴的方式滴入土壤中。

滴头通常放在土壤表面，也可以浅埋保护。

现在你知道滴灌技术是如何工作了吧！请用简单的几句话总结滴灌技术的

工作过程。

活 动 二   自制自动滴水瓶

很多小朋友喜欢养花，可总不记得浇水。今天我们就用一种简易的滴灌方

式，实现人工自动浇水。

材料准备：塑料瓶、吸管、胶水。

制作步骤：

1. 在塑料瓶壁上打两个孔，孔的大小根据准备的吸管的粗细而定。

2. 在两个孔里分别插上 2 根吸管，并用胶水涂抹吸管与瓶壁孔接触部分，

防止漏水。

3.把吸管下端修剪一下，修成一长一短，长的出水，短的进气，如下图所示。

制作完后给瓶内加满水，拧紧瓶盖。当花盆托盘的水位低于进气管时，出

水管就自动出水，直到水位达到进气管水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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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家园

滴灌是目前干旱缺水地区最有效的一种节水灌溉方式，滴灌所具有的独特

优势深受农民喜爱。

在滴灌条件下，由于灌溉水只是湿润部分土壤的表面，可有效减少土壤水

分的无效蒸发。滴灌仅湿润作物根部附近土壤，其他区域土壤水分含量较低，

杂草便不容易生长。利用滴灌系统很容易掌握精确的施水深度，非常省水。滴

灌能够及时适量供水、供肥，不仅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还可以改善农产品

的品质。滴灌系统中，滴头的出流均匀，能够在较大的工作压力范围内工作，

所以滴灌适宜于地形有起伏的地块和不同种类的土壤。同时，滴灌还可减少中

耕除草，减少农民除草的工作量，也不会造成地面土壤结块，给农民带来了方便。

虽然滴灌有上述许多优点，但是滴头的流道较小，滴头易于堵塞，所以滴

灌技术对水质要求较高，而且必须安装过滤器。此外，由于滴灌投资较高，所

以必须要考虑作物的经济效益。

通过上述材料以及这一课学习的内容，请同学们总结一下滴灌的特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