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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章　　　　地理环境与区域发展

第一节　地理环境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课标导学

　　１．举例说出区域的特征。

２．以两个区域为例，比较分析地理环境差异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３．以某区域为例，分析区域不同发展阶段地理环境的影响。

　 　知识框架

基础梳理

　 一、区域的含义

１．概念：人们在　　　　　　　　　　　　　　　的

基础上，按一定的指标和方法划分出来的地球表面

的　　　　　　　　　　　　　　　。

２．特征

（１）具有一定的　　　　。

（２）具有一定的面积、形状和边界。

（３）内部的特定性质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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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每一个区域都具有特定的　　　　条件，并对

　　　　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地理环境差异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１．总体影响：区域地理环境影响人们的　　　　　　

　　　　　　　　　　　　　、区域的发展水平、

　　　　　　　　　等。

２．案例分析———以长江三角洲与松嫩平原为例

长江三角洲 松嫩平原

地
理
环
境
条
件

地理
位置

位于　　　　附近，地处
我国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的
中部

大 致 位 于　　　　，
地处我国东北地区的
中部

气候
条件

地处　　　　气候区，夏
季高温多雨，雨热同期

地 处 　　　　 气 候
区，雨 热 同 期，但
　　　　稍强

土地
条件

以　　　　为主，耕地多
为　　　　，人均耕地面
积小

　　　　 分 布 广 泛，
耕 地 多 为　　　　，
人均耕地面积大

矿产
资源

矿产资源　　　　
有较丰富的　　　　
等矿产

长江三角洲 松嫩平原

生
产
活
动
差
异

农业
生产
活动

发 展　　　　，主 要 种
植　　　　， 熟 制
为　　　　　　　　，水
产业较为发达

发 展　　　　，主 要
种 植　　　　、春 小
麦、大豆等作物，熟制
为　　　　，西 部 适
宜发展畜牧业

其他
商业贸易发达，是我国重
要的　　　　工业基地

是我国重要的　　　
　　　　　　　　　
　基地

　

三、区域不同发展阶段地理环境的影响（以长江

中下游平原为例）

１．早期：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　　　　，加上

　　　　和　　　　的限制，耕作农业发展缓慢。

２．农业社会：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　　

　　　　　　　　　　、生产技术改良，加上　　

　　　　　　　　　　、　　　　　　　　　，使

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

３．现代社会：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地块分散，　　　　　

　　　　　　，粮食　　　　　　　。






































重难点突破

　 一、区域的特点

　　１．层次性。区域既是上一级区域的组成部分，又

可进一步划分为下一级区域。例如，东北平原既是东

北地区的一部分，又可划分为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

河平原等。即区域具有级别差异，如下图所示：

２．差异性。即一区域与其他同等级区域之间存

在着差异，同一区域内部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包

括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和人类活动的区域差异两个

方面，是进行区域划分的基础。如下图所示：

３．整体性。即组成区域的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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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可变性。首先是指区域界线的相对模糊性。

虽然有的区域的边界是明确的，如行政区，但是大多

数区域的边界具有过渡性质，如干湿地区、季风区和

非季风区。其次是指对同一地表空间，人们研究区域

的目的不同，所用的方法和指标不同，可得到不同的

划分方案，如三大自然区和三个经济地带。

例题１ 下图是甘肃省以某种自然指标划分出来的四

大区域。结合所学知识，回答（１）～（２）题。

　　（１）这四大区域的划分指标是 （ ）

　　　　　　　　　　　　　　　　　　Ａ．积温的多少

Ｂ．生物量的多少

Ｃ．降水量和蒸发量的对比关系

Ｄ．年太阳辐射量的多少

（２）关于这四大区域的叙述，错误的是 （ ）

Ａ．区域界线是明确的

Ｂ．区域内部整体性突出

Ｃ．区域之间差异性突出

Ｄ．四大区域是相互联系的

思路点拨 从图中可以看出甘肃省划分的四大区域为

干湿地区，据此可知其划分指标和特点。

听课记录

　

二、不同发展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生产和生活

方式的影响

区域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不是固定不变

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长江中下游平原不同发展阶段，地理环境对农业生产

活动的影响不同，如下图所示：

１．长江中下游平原开发早期地理环境的影响

２．长江中下游平原成长阶段区域发展与地理环

境的关系

３．长江中下游平原工商业发展时期地理环境的

影响

特别提醒 分析区域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需从横

向和纵向两个方向进行：横向即是区域间不同的地理

环境对区域发展水平、发展方向的影响，主要是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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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松嫩平原和长江三角洲两个地

区，不同的地理环境使它们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发

展方向；纵向即在一个区域内，沿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看地理环境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主要是从动态的角度

进行分析。其思维模式如下图所示：

例题２ 下图为“世界某区域１９５６年～２００６年农业变

迁示意图”，读图回答（１）～（２）题。

　　（１）该区域的农业地域类型是 （ ）

Ａ．乳畜业

Ｂ．混合农业

Ｃ．大牧场放牧业　

Ｄ．商品谷物农业

（２）关于该区域１９５６年～２００６年农业变迁的说

法，不正确的是 （ ）

Ａ．水果、蔬菜种植面积扩大　

Ｂ．畜牧业比重大幅提高

Ｃ．玉米的种植区域呈现出北移的趋势

Ｄ．农业地域类型更加多样化

思路点拨 结合农业地域类型的相关知识和图中有效

信息可以判断出该区域的农业地域类型，通过两图图

例及其分布的对比可观察出农业变迁状况。

听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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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演练

下列有关区域的说法，正确的是 （ ）

Ａ．区域划分的指标和方法是固定的

Ｂ．区域之间有明确的边界

Ｃ．区域是最小的单位，不可分割

Ｄ．每一个区域都具有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

下列关于长江三角洲和松嫩平原共性的叙述，正确

的是 （ ）

①都位于平原地区　 ②都位于我国的东部季风

区　③都位于地势第三级阶梯　④雨热同期

Ａ．①②③

Ｂ．②③④

Ｃ．①③④

Ｄ．①②③④

由于粮食价格上涨，世界各国对粮食生产更加关

注。下图中①、②两个商品粮生产基地对我国粮

食生产贡献较大。据此完成下列各题。

（１）图中①表示的是　　　　（商品粮基地），②表

示的是　　　　（商品粮基地）。

（２）图示①和②两个商品粮基地，发展粮食生产的

有利条件有哪些？

（３）最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可能创历史新高的原

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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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训练

一、选择题

下图是“中国水稻种植区域变化图”。读图回答１～

２题。

从原始社会到现今，我国水稻种植区域扩大的主

要原因是 （ ）

Ａ．技术改革

Ｂ．气候

Ｃ．市场

Ｄ．交通

导致现今新疆水稻种植面积比东北地区小的主要

因素是 （ ）

Ａ．国家政策

Ｂ．地形

Ｃ．光热资源

Ｄ．水源

下图所示均为我国著名林木景观示意图。读图完成

３～４题。

关于图中各景观所在地区自然环境的叙述，正确

的是 （ ）

Ａ．甲———冬冷夏热，光照充足

Ｂ．乙———雪域高原，冻土广布

Ｃ．丙———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Ｄ．丁———风力侵蚀，千沟万壑

关于图中各地林木主要特征及成因的叙述，正确

的是 （ ）

Ａ．甲地根系发达———常年太阳辐射强

Ｂ．乙地叶呈针状———常年降水丰富

Ｃ．丙地四季常青———常年温度较高

Ｄ．丁地生长较快———常年高温多雨

读下图，回答５～７题。

有关图中各地发展特色农业的描述，错误的是

（ ）

Ａ．ａ地区农业发展的优势是水源、光照充足

Ｂ．ｂ地区发展绿洲农业，但灌溉不当易产生土壤

盐碱化

Ｃ．ｃ地区因临近河流，水源丰富，发展河谷农业

Ｄ．与ｄ地区相比，ｆ地区农业发展的优势为土壤肥

沃，土地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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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地区是我国地质灾害频发区，下列与这些灾害

产生无关的因素是 （ ）

Ａ．气候温暖

Ｂ．暴雨频繁

Ｃ．地质复杂

Ｄ．植被破坏

ｂ地是我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其发展棉花种植

的有利气候条件是 （ ）

Ａ．气候湿润

Ｂ．光热充足

Ｃ．水源充足

Ｄ．土壤肥沃

　　不同区域形成的因素不同，区域特征相差也很

大。结合“局部中国政区图”，回答８～９题。

甲区域和乙区域相比，气候的差异是 （ ）

Ａ．甲区域作物生长期较长

Ｂ．甲区域降水较少

Ｃ．乙区域气候大陆性最强

Ｄ．甲区域夏季高温多雨

丁省与丙省相比 （ ）

Ａ．劳动力资源丰富

Ｂ．陆地交通便捷

Ｃ．第一产业的比重小

Ｄ．第三产业的比重小

　　读“密云水库入库年径流量、汛期径流量年际变

化图”，完成１０～１１题。

１９６０年～２０１０年，密云水库入库年径流量、汛期

径流量的特点有 （ ）

①均存在随时间增长而减小的趋势　②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前减小趋势比较明显　③１９９９年后入

库径流量减小趋势尤为显著　④径流演变表现出

明显的连续性

Ａ．①②

Ｂ．①③

Ｃ．③④

Ｄ．②④

１９６０年～２０１０年密云水库入库年径流量和汛期

径流量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 ）

Ａ．全球变暖，蒸发大幅度增加

Ｂ．流域内降水减少和上游水利工程的拦截

Ｃ．人口和经济的发展，上游用水量明显增加

Ｄ．流域内植被得到有效恢复

二、综合题

读我国甲、乙两个地区图，回答下列问题。

（１）甲为我国　　　　地区，该地区的主要地形

是　　　　　　　　；乙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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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区）。

（２）从土地利用方面比较甲、乙两地，完成下表。

地区 土壤类型 耕地类型
人均耕地水平（与全国平均

水平比较）

甲

乙

（３）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

其中，小麦产区主要分布在　　　　　　　　

　　，玉米产区主要分布在　　　　。请简要

分析这些地区形成商品粮基地的原因（从自

然、人文等方面分析）。

（４）简述甲地区降水和年平均气温的变化。

时间变化： 　；

空间变化： 　。

读“我国南方某河流中下游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

示意图”，分析回答有关问题。

（１）从阶段一到阶段二，甲地农业生产方向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请说明最可能的变化是什么？并

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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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阶段一到阶段二，该地交通发生了哪些

变化？

（３）分析城市工业用地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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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理信息技术在区域地理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课标导学

　　１．了解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的一般原理，以及数字地球的含义。

２．了解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在区域地理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知识框架

基础梳理

　 一、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１．概念：指获取、管理、分析和应用　　　　　　的现

代技术的总称，主要包括　　　　（ＲＳ）、全球定位

系统（ＧＰＳ）和　　　　　　（ＧＩＳ）等。

２．应用

（１）在区域地理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环境

监测、　　　　防御监测、国土资源管理、国土

开发规划等。

（２）大众化应用：　　　　、空间信息网站、城市多

媒体地理信息系统等。

　 二、遥感（ＲＳ）

１．概念：人们在航空器或　　　　上利用一定的技术

装备，对地表物体进行　　　　的感知。

２．主要环节：目标物→　　　　 →遥感地面系统→

专业图件、统计数字。

３．应用：　　　　、环境监测、　　　　　　　　等。

　 三、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

１．概念：利用卫星，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进行　　　　、

　　　　的系统。

２．系统组成

３．功能：提供精密的　　　　（经度、纬度、高度）、速

度和时间。

４．特点：具有全能性、　　　　、全天候、　　　　和

实时性的特点。

５．应用：确定考察点的 　　　　（经度和纬度）、

　　　　（海拔），提供导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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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

１．概念：专门处理　　　　　　的计算机系统。

２．程序：信息源→　　　　→数据库→空间分析→

表达。

３．应用：可提供反映区域状况的各种　　　　；可对

环境和自然灾害进行　　　　　　　　；可应用于

城市管理。

　 五、地理信息技术与数字地球

１．　　　　　　为构建数字地球奠定了基础。

２．数字地球：是指数字化的地球，即把整个地球信息

进行　　　　后，由计算机网络来管理的技术

系统。













重难点突破

　 “３Ｓ”技术的应用领域

“３Ｓ”技术 应用领域

遥感

资源调查、环境监测、自然灾害的防御监测

农业方面

全球定
位系统

广泛应用于区域地理环境研究

利用ＧＰＳ为导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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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Ｓ”技术 应用领域

地理信
息系统

在区域地理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对城市多方面的信息进行查询、修改、补充等，还能进行应急事件的录入、处
理、决策等工作，从而为城市管理提供预警和决策支持

例题 下图中的甲、乙、丙表示“３Ｓ”技术，①表示提

供定位信息的功能，②表示反馈信息处理结果的功

能。读图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１）～（２）题。

　　（１）下列关于地理信息技术应用的叙述正确的是

（ ）

Ａ．运用甲技术可以确定在印度洋中被索马里

海盗劫持船舶的精确位置

Ｂ．运用乙技术可以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荒漠化进

行动态监测

Ｃ．运用丙技术可以分析容易发生泥石流区域的

分布情况

Ｄ．“嫦娥二号”利用甲技术获取月球表面的

信息

　　（２）在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救灾过程中可以

利用遥感技术 （ ）

　　　　　　　　　　　　　　　　　　Ａ．为救援车辆定位、导航

Ｂ．提供灾区实时影像资料

Ｃ．为救灾车辆设计行车路线

Ｄ．确定人口伤亡数量

思路点拨 在“３Ｓ”技术中选取适当手段时，要看其工

作对象是“点”还是“面”，如果是“点”则选用ＧＰＳ，如

导航、珠峰高度测量等；如果是“面”则需看突出监测

方面还是需处理计算才能得出结果，如要监测森林火

灾则应选用ＲＳ技术，如要在某城市选取大型商业中

心区位则应选用ＧＩＳ技术。

听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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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演练

读“车载ＧＰＳ导航监控原理示意图”，回答１～２题。

图中 Ｍ表示 （ ）

　　　　　　　　　　　　　　　　　　Ａ．制作ＧＰＳ接收机

Ｂ．分析交通状况

Ｃ．生成电子地图

Ｄ．计算三维坐标

车载ＧＰＳ通过公共电信网络传给交通监控中心

的信息是 （ ）

Ａ．车载ＧＰＳ所在道路的拥堵状况

Ｂ．车载ＧＰＳ所在地的地理坐标

Ｃ．车载ＧＰＳ所在车辆的违章信息

Ｄ．车载ＧＰＳ规划的导航路线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底 “雪龙号”从广州出发，展开

为期一年半的南极科考，预计２０１４年４月回国。

（１）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７日，中国第一个南极内陆考察

站昆仑站顺利建成，该考察站建设过程中的具

体选址要应用的地理信息技术是　　　　；考

察队监测南极冰川和海岸线变化要用到的地

理信息技术是　　　　。

（２）“数字南极”的构建是我国南极科考的重要任

务。对“数字南极”的利用，叙述错误的是

（ ）

Ａ．方便查阅南极地区的三维地图及地图信息

Ｂ．可以对附近地区冰川、海岸线的变化进行观

察分析

Ｃ．对防止极冰融化提供治理的技术

Ｄ．对地物相关信息的分析采用数字化处理

（３）利用地理信息技术在对南极地区进行勘探研

究中，除了上述应用外，还有哪些用途？试举

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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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训练

一、选择题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２日为“汶川大地震”四周年纪念

日，灾后重建的北川新县城整体亮相于世人面前，引

发广泛的赞誉。下图是“北川新县城城区规划示意

图”，据图完成１～２题。

该规划图使用的地理信息技术是 （ ）

　　　　　　　　　　　　　　　　　　Ａ．全球定位系统

Ｂ．地理信息系统

Ｃ．遥感技术

Ｄ．实地勘测技术

因北川县城位于山区，５·１２地震的发生使县城

周围的山体变得不太稳定，易发生滑坡灾害，要密

切关注，这需要借助的地理信息技术主要是

（ ）

Ａ．全球定位系统

Ｂ．地理信息系统

Ｃ．遥感技术

Ｄ．实地勘测技术

２０１１年６月４日，智利南部普耶韦火山开始喷

发，美国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的 Ａｑｕａ卫星在火山喷

发后不久拍摄下如下图所示的卫星图像。灰褐色的

火山灰云笼罩了大地，强风将火山灰吹向阿根廷以及

大西洋方向，甚至飘到了数百千米之外的布宜诺斯艾

利斯省。读图回答３～４题。

要获取火山喷发的卫星影像图，主要应用的地理

信息技术是 （ ）

Ａ．ＲＳ

Ｂ．ＧＩＳ

Ｃ．ＧＰＳ

Ｄ．数字地球

如果利用卫星对火山灰进行监测，通过分析多幅

火山灰图片，可以获得 （ ）

①火山灰喷出的起始位置　②火山灰飘浮速度　

③火山灰影响的范围　④火山灰飘浮的方向　

⑤此时段当地的风向

Ａ．①②③⑤

Ｂ．②③④⑤

Ｃ．③④⑤

Ｄ．①②③④⑤

　　棉花遥感识别是棉花种植面积遥感估算的关键。

以下是“我国北疆地区不同日期棉花光谱信息与其他

作物光谱信息的曲线分析图”，图中前３个波段为可

见光波段（分别为蓝波段、绿波段、红波段），第４波段

为近红外波段。读图回答５～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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