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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暋人口的变化

第一节暋人口的数量变化

踏着坚实的步伐,稳健启程 自主初探·夯基础 预 习 新 知

课程标准 分析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地区分布。

课标解读

1.了解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及地区差异。

2.理解人口再生产的类型、特点及地区分布。

3.运用有关资料,结合时政材料,分析人口问题及

对策。

一、人口的自然增长

1.决定性因素: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2.特点:
(1)时间上。

栙总趋势:人口数量不断增长。

栚20世纪以来

特点:世界人口增长的暋暋暋暋时期

原因:生产工具和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等方面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

ì

î

í

ï
ï

ï
ï

利用与适应性不断增强

(2)空间上。

栙特点:不平衡。

栚表现:

国暋家 具 体 特 点

发达国家
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人口增

长暋暋暋暋

发展中国家

政治上的独立、民族经济的发展、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的进步,人口死亡率下降,因
而人口增长暋暋暋暋

二、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1.人口增长模式:

(1)构成指标

(图中)

曲线栙暋暋暋暋暋
曲线栚死亡率

阴影部分为

ì

î

í

ïï

ïï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2)类型及特征。

A原始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B传统型: 暋。

C现代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2.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
(1)过程:由暋暋暋暋型转向传统型,继而向暋暋暋暋暋型逐步

过渡。
(2)表现:

差暋异 具 体 表 现

时间

到20世纪70
年代中期

发达国家进入暋暋暋暋暋

目前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由传

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

空间

世界 由传统型转向现代型的过渡阶段

中国
目前已基本实现了人口增长模式从

传统型向暋暋暋暋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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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断正误。
(1)发达国家人口都为负增长。 (暋暋)
(2)目前世界人口的自然增长,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暋暋)
(3)我国和日本的人口政策是相同的。 (暋暋)
(4)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模式都为传统型。 (暋暋)

2.问题思考。
(1)社会经济越落后,人口的死亡率越高吗?

(2)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萃取知识的精华,细研深究 核心归纳·抓要点 突 破 重 点

一、世界人口增长的时空差异及人口问题

暋暋世界人口增长在时间上具有不匀速性和持续性,在空间上具

有不平衡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增长速度不同,造
成的问题不同,因此不同的国家针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人口

政策。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1.时间差异。

历史时期 增长状况 原暋因

人类出现至农

业革命之前

人口增 长 速 度

极其缓慢

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人口的自然淘汰起主导作

用

农业革命期间
人口数 量 的 增

长有所提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使人

类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

工业革命后
人口增 长 速 度

明显加快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

产力水平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 至 20 世

纪70年代

人口迅猛增长

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

展很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人口增长过快

20世纪70年

代后

人口增 长 速 度

出现下降趋势

很多国家实行控制人口增

长的政策,如计划生育

2.空间差异。

人口增长

的特点
原暋因

今后的

变化趋势

典型国

家举例

发达

国家

自 然 增 长

率低,增长

缓慢

社会保障 制 度

健全,人们受教

育水平的提高,
生育观念 的 转

变等

较稳定,一些国

家的人口 还 会

逐渐减少

德 国 和 日

本

多数

发展

中国

家

自 然 增 长

率高,增长

快,占世界

新 增 人 口

的 80% 以

上

政治上的独立,
民族经济 的 发

展,医疗卫生事

业的进步,人口

死亡率下降等

人口增长 开 始

趋于缓慢(由于

很多国家 实 行

控制人口 增 长

的政策)

印度、巴基

斯坦、尼日

利亚、孟加

拉国等

3.不同类型国家的人口问题及对策。

(1)俄罗斯鼓励人口生育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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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有何差异?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暰典例1暱(2014·新课标全国卷栺)图1显示某国移民人数及其

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读图1,完成(1)、(2)题。

(1)图2所示的栙、栚、栛、栜四幅图中,符合该国人口增长特

征的是 (暋暋)

A.栙 B.栚 C.栛 D.栜
(2)该国人口自然增长数量最多的时段为 (暋暋)

A.1910~1930年 B.1930~1950年

C.1950~1970年 D.1970~1990年

二、三种人口增长模式区别

暋暋人口增长模式主要包括原始型、传统型和现代型三种,它们

的区别体现在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和数值特征

上,分析时应抓住各自的关键特征。

1.依据图形区分。

(1)图中出生率曲线和死亡率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大,说明自

然增长率高,该时期人口增长模式多为传统型。

(2)图中出生率曲线和死亡率曲线接近时,说明自然增长率较

低;当两者数值较高时,人口增长模式为原始型;当两者数值较

低时,人口增长模式为现代型。

2.依据人口增长的数值特征区分。

传统型与现代型的根本区别是自然增长率的高低,可以把1%

的数值指标作为二者的划分界线,若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于

1%,则多为传统型;若人口自然增长率小于1%,且人口出生

率大致在1.5%以下,则多为现代型。

3.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区分。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多为传统型,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多为现代型。

原始型和现代型都是低自然增长率,它们的成因一样吗?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暰典例2暱下图为某国不同时期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统计图,读图

回答(1)、(2)题。

(1)甲时期,该国人口增长的基本特征是 (暋暋)

A.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B.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C.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D.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2)以下时期中,该国人口增长具有现代型特征的是 (暋暋)

A.甲时期 B.乙时期

C.丙时期 D.丁时期



精讲精练 暋宁夏专版暋高中地理必修2(人教)

4暋暋暋暋

点燃智慧的明灯,探究悟道 图表解读·知方法 点 拨 技 法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人口金字塔图的判断

1.读图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是一种把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结合

在一起,形象直观地用几何图形的形式表示出来的方法。

2.信息提取。
(1)图形的构成及类型。
该金字塔由位于中轴两侧的许多横条组成,男性在左,女性在

右,每一条代表一个等距年龄组,横条长短与实际人口数成比

例,年龄从小到大、由下往上排列。人口金字塔图包括年轻型、
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主要类型。

(2)年轻型人口金字塔图。
图形特点:塔身底部较宽、顶部较窄。反映出的特点:少年儿童

比重大,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
(3)成年型人口金字塔图。
图形特点:各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大致均衡。反映出的特点:各
年龄组人口比重大致均衡,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平衡。
(4)老年型人口金字塔图。
图形特点:塔身底部收缩,上部变宽。反映出的特点:年轻人口

比重较小,老年人口比重大,出生率低、人口呈负增长。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3.迁移应用。

下图反映了亚洲某国人口增长与构成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读图回答(1)~(3)题。

(1)该国人口变化趋势的一个突出特征是 (暋暋)
A.年轻劳动力过剩 B.老龄化趋势显著

C.自然增长率上升 D.人口出生率较高

(2)示意图显示,该国人口平均寿命状况是 (暋暋)
A.平均寿命延长,女性长于男性

B.平均寿命延长,男性长于女性

C.平均寿命缩短,女性长于男性

D.平均寿命缩短,男性长于女性

(3)人口金字塔示意图所示的亚洲某国,最可能是 (暋暋)
A.中国 B.日本 C.印度 D.泰国

放飞激扬的梦想,沙场点兵 学业测试·速达标 检 测 实 效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1.下图表示近20年来我国人口的变化情况。图中甲、乙、丙分别

表示 (暋暋)

A.出生率暋死亡率暋自然增长率

B.死亡率暋自然增长率暋出生率

C.死亡率暋出生率暋自然增长率

D.出生率暋自然增长率暋死亡率

暋暋总和生育率也称总生育率,是指某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

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读中国总和生育率变化曲线

图,回答2、3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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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导致这种

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暋暋)

A.城市化的推进 B.城乡人口迁移

C.人口老龄化 D.国家人口政策

3.如果图中所示变化趋势持续下去,最可能出现的是 (暋暋)

A.人口素质下降 B.就业压力加大

C.人口老龄化 D.劳动力成本下降

4.下表为2012年我国人口统计数据,据表可以判断出目前我国

的人口增长模式属于 (暋暋)

出生人口 1635万 死亡人口 966万

出生率 12.10曤 死亡率 7.15曤

A.传统型 B.现代型

C.原始型 D.无法判断

暋暋下图表示2005年人口自然变化对比(曤)。读图回答5、6题。

5.从图中可以得出的结论为 (暋暋)

A.世界人口增长的特点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暠

B.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均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

C.出生率是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

的主要因素

D.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模式相同

6.与中国相比,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是 (暋暋)

A.老年人口比重大 B.自然灾害频发

C.经济增长缓慢 D.医疗卫生条件差

7.下表是2011年中国、日本、埃及三国的人口统计资料,回答下

列问题。

国家 总人口(万) 人口出生率(%) 人口死亡率(%)
中国 134141 1.19 0.71
日本 12748 0.73 0.82
埃及 7834 2.46 0.68

(1)三个国家在201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中国暋暋暋暋,
日本暋暋暋暋,埃及暋暋暋暋。
(2)三个国家中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暋暋暋,最慢的是暋暋暋。
(3)三个国家中人口增长数量最多的是 暋,原因是

暋。
(4)三国中人口增长模式为传统型的是暋暋暋暋。

课时提升卷(一)

暋 一课一练日积月累,披坚执锐稳固提能

第二节暋人口的空间变化

踏着坚实的步伐,稳健启程 自主初探·夯基础 预 习 新 知

课程标准
1.举例说明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2.举例说明地域文化对人口或城市的影响。

课标解读

1.了解人口迁移的概念、类型。

2.了解世界和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意义。

3.理解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4.学会分析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所产生的

影响。

一、人口的迁移

1.概念:一段时间内人的暋暋暋暋暋在国际或本国范围内发生改

变。

2.分类
国际人口迁移

暋暋暋暋{ 人口迁移

3.国际人口迁移:
(1)方向:

栙19世纪以前:

欧洲
大批

曻
集团性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发展中国家
定居减少

曻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发达国家

(2)意义:

栙19世纪以前:开发了暋暋暋暋暋,传播了暋暋暋暋暋暋暋,
也改变了人种的空间分布。

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调整了劳动力空间分布不均的状况。

4.国内人口迁移:
(1)古代:受脆弱的暋暋暋暋暋暋暋、战争、暋暋暋暋暋暋暋等

影响而迁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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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中国成立以来:

二、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1.自然环境因素:暋暋暋暋暋、土壤、水和矿产资源是最主要的,

暋暋暋暋暋暋暋有时也会促发人口的迁移。

2.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暋暋暋暋暋暋暋、交通和通信等因素。

3.社会因素:政策、暋暋暋暋暋暋暋、战争和宗教等是重要的影响

因素。

1.判断正误。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由迁入区变为迁出区。 (暋暋)
(2)1949~1986年期间我国的人口迁移,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

展。 (暋暋)

(3)经济因素是当今世界影响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暋暋)
(4)目前我国人口向西部迁移的最主要原因为资源开发。

(暋暋)

2.问题思考。
(1)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人口迁入地主要位于东南沿海地

区,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量流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会对发展

中国家造成什么不利影响?

萃取知识的精华,细研深究 核心归纳·抓要点 突 破 重 点

一、人口迁移及影响

1.人口迁移的类型。
人口的迁移按是否跨越国界分为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

移,这两类人口迁移在不同时期,人口迁移的特点、方向、原因

各不相同,具体内容如下:
(1)国际人口迁移。

时期 19世纪以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特点
以集团性、大批的移

民为主

人口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

家;定居移民减少,短期流动的

人口增多

迁出

地区

旧大陆(欧洲、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

迁入

地区
美洲、大洋洲等新大陆 西欧、北美、西亚、北非

原因
欧洲 的 殖 民 主 义 扩

张、新大陆的发现

迁入地区经济发展快,西亚、北
非石油输出国石油资源的开发

(2)我国国内人口迁移。

时间 主要流向 主要原因 特暋点

古代

迁往社会环境

及自然条件较

好的地区

农业经济的脆弱、
频繁的战争和自

然灾害

大批迁移

新 中 国

成 立 到

20世纪

80年代

中期

东部人口稠密

区曻 东 北、西

北等地

国家实行计划经

济体制和严格的

户籍管理制度,开
发内地、建设边疆

有组织、有计划地

进行

20世纪

80年代

中 期 至

今

山区 曻 平 原,
农村 曻 城 镇,
贫困区曻发达

区

国家改革开放政

策的影响,沿海经

济发达地区需要

劳动力;农村大量

劳动力获得解放

人口迁移的流量

增大,流向也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

2.人口迁移的影响。
(1)对迁入地的影响。

影

响

有利
为迁入地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促进了迁入地的经济发展和第三产

业的发展

不利

增加了公共设施的负担和城市管理

的难度,尤其在住房和交通、卫生、
教育、城 市 环 境 方 面 产 生 巨 大 的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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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迁出地的影响。

影

响

有利

加强了迁出地与外界社会的经济、
科技、文化等的联系,有利于社会经

济的发展;可缓解当地人地矛盾,更
好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

不利 导致当地人才外流,劳动力不足,从
而影响迁出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暋(1)目前,世界人口迁移和我国国内人口迁移在方向上的共同

点是什么?

(2)20世纪80年代后,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给城市带来哪些

影响?

暰典例1暱阅读相关人口信息图表,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暋2010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地区构成情况和流动人

口城乡构成表。

占全国流动总人口的比重

跨省流动人

口地区构成

流出 流入

四川16.8%、安徽

11.3%、湖南11.0%、
江 西8.6%、河 南

7.4%、湖北6.3%、
其余38.6%

广东36.7%、浙江

9.0%、上海7.6%、
江苏6.4%、北京

6.6%、福建5.1%、
其余28.6%

流动人口

城乡构成

乡村 75.6% 22.8%

城市 24.4% 77.2%

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22100万(人)

材料二暋我国流动人口各行业就业比例(%)及收入(元)分
布图。

(1)根据材料一说明我国近年来人口流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可判断出流动人口的就业主要集中在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等行业,这些

行业的月平均收入暋暋暋暋。

(3)上海市是目前我国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请分

析外来人口对上海市城市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可能带来的

问题。

二、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暋暋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

素,其具体内容如下:

1.自然因素。

因素 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案暋例

气候

通过影响人类的生产

和生活而影响人口迁

移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

初,美国许多老年人由东北部

的“冷冻地带暠向南部和西部

的“阳光地带暠迁移

水资源

水资源的分布及其变

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人类生产、生活的格局

畜牧区人们“逐水草而居暠

土壤及

土地

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

响人口迁移

农业社会人口为寻找肥沃的

土壤而迁移,同时在某种程度

上限制了人口的迁移

矿产

资源

矿产资源的开发能吸

引大量人口的迁入
大庆油田的开发等

自然

灾害

自然灾害引起饥荒或

生态环境变化而迫使

人们迁移

非洲旱灾引起大规模人口迁

移

2.经济因素。

(1)经济发展:是人口迁移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多数情

况下,人口迁移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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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水平。如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向东南沿海地区迁移。

(2)交通和通信:其发展相对缩小了地区间的距离,减小了妨碍

人口迁移的障碍,促进了人口迁移。

3.社会因素。

因素 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案暋例

政策

国家 人 口 迁 移 政 策 的 实

施,直接影响人口迁移的

流量与流向

我国20世纪60年代有组织

地移民支援边疆省份;70年

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暠运动

战争

破坏了人类生产、生活的

正常环境与秩序,导致大

量人口迁出战乱区

两次世界大战和地区性武装

冲突促使人口发生迁移

文化

教育

人们 为 了 接 受 良 好 的 教

育,常从文化水平低、教育

设施落后的地区迁往文化

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接

受了大批来自其他国家的科

技人才和著名学者;出国留

学

家庭

婚姻

婚姻是影响青年人迁移的

重要因素,而家庭因素则

在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口的

迁移中起着重要作用

夫妻为解决两地分居而进行

的迁移;随军军嫂

宗教

信仰

宗教信仰的不同,种族之

间、民族之间存在的文化

差异,历史上曾导致大规

模的人口迁移

1947年的印巴分治促使上

千万穆斯林从印度迁往巴基

斯坦

暋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时期人口主要居住在东北部,
现在人口逐渐迁往西部和南部,你能说出目前美国人口迁移的

原因吗?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暰典例2暱下图为某地2009年人口迁移与年龄关系统计图,读图

回答(1)、(2)题。

(1)从图中判断,影响该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最可能是

(暋暋)

A.人口的老龄化 B.婚姻家庭

C.政治因素 D.经济因素

(2)图中甲—丁不同年龄段的人口迁移,有明显相关的是

(暋暋)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乙、丁

点燃智慧的明灯,探究悟道 图表解读·知方法 点 拨 技 法

1949年以来我国国内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 1.读图分析。

由图名“1949年以来我国国内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暠得知:此

图表示1949年以来我国不同时期人口迁移的方向。

2.信息提取。

(1)1949年以来我国国内人口迁移分为两个阶段:1949~1986
年期间和20世纪80年代后。

(2)两个阶段的人口迁移方向差异显著:1949~1986年期间主

要是从东部向西北和东北;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是由内陆到

沿海,由农村到城市。

3.迁移应用。

读“二战暠后的国际劳动人口流向示意图,回答(1)、(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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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图中移民叙述错误的是 (暋暋)

A.拉丁美洲到北美的移民是三大移民流之一

B.由经济欠发达区域流入经济较发达区域是移民的主要方向

C.欧洲到北美的移民主要来自西欧

D.人口移动主要是经济原因所致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2)下列大洲中人口迁出数量最大的是 (暋暋)

A.欧洲 B.非洲

C.北美洲 D.亚洲

放飞激扬的梦想,沙场点兵 学业测试·速达标 检 测 实 效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1.下列属于人口迁移现象的是 (暋暋)

A.外出讲学 B.上街购物

C.外出旅游 D.移民国外

暋暋2013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亿人次,同比增长

11.5%。由于春节前务工流、学生流、探亲流出现重叠,北京、广
州、上海、杭州地区客流压力最大。据此回答2、3题。

2.春运期间北京、广州、上海、杭州地区的客流压力,反映出 (暋暋)

A.这些地区主要为人口迁出区

B.这些地区主要为人口迁入区

C.春运客流方向主要在城市之间

D.当地已进入逆城市化发展阶段

3.北京等地的务工流和学生流,说明影响当地人口迁移的主要因

素为 (暋暋)

A.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 B.政治因素、环境因素

C.经济因素、政治因素 D.社会文化因素、其他因素

暋暋下图为目前迁入某城市的七类人群示意图。读图回答4、5题。

4.迁入该城市的人群中,受婚姻家庭因素影响的有 (暋暋)

栙应届高校毕业生 栚投夫(妻)者

栛购房者 栜特殊人才

栞投父母者 栟投子女者

栠郊县农民

A.栙栛栠 B.栙栜栟 C.栚栞栟 D.栛栜栠
5.人口大量迁入对城市产生的积极影响有 (暋暋)

A.推进城市化进程 B.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C.解决城市交通困境 D.改善城市住宅质量

6.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广东省的

常住人口由全国第三变为第一;而河南省则由第一变为第三。
导致两省人口位次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可能为 (暋暋)

A.人口自然增长率 B.人口出生率

C.人口死亡率 D.人口的流动

7.结合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暋不同时期户籍迁移记忆漫画。

材料二暋在2013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上,徐绍史同志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

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

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

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

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1)当前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是 (暋暋)

A.由城市到乡村 B.由城市到城市

C.由乡村到城市 D.由乡村到乡村

(2)目前我国的国内人口流动和迁移以务工和经商为主要形

式,这对我国乡村有何影响?

(3)材料一、二反映出的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哪些?

课时提升卷(二)

暋 一课一练日积月累,披坚执锐稳固提能



精讲精练 暋宁夏专版暋高中地理必修2(人教)

10暋暋暋

第三节暋人口的合理容量

踏着坚实的步伐,稳健启程 自主初探·夯基础 预 习 新 知

课程标准 说出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

课标解读

1.了解环境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和人口合理容量

的概念。

2.理解环境人口容量的影响因素。

3.说出环境人口容量和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

4.理解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树立适度的消费

观念。

一、地球最多能养活多少人

1.环境承载力
概念:环境能暋暋暋暋暋暋暋的人口数量

衡量指标:{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2.环境人口容量:

(1)影响因素

暋暋暋暋(主要因素)

科技发展水平

人口的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

ì

î

í

ïï

ïï
消费水平

(2)观点:乐观、悲观、介于乐观和悲观之间的三种观点。

二、地球上适合养活多少人

1.人口合理容量:

(1)内涵:一个国家或地区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2)
条

件

按照暋暋暋暋暋的生活方式

保障暋暋暋暋暋的生活水平

不妨碍未来人口的生活质量

2.意义

影响暋暋暋暋战略

影响人口政策

影响暋暋暋暋暋暋暋

ì

î

í

ïï

ïï
发展战略

3.实现的保障措施:

区域 具 体 措 施

世界

暋暋暋暋暋国家尽最大可能把人口控制在合理

的规模之内

建立暋暋暋暋的秩序,保证大多数人拥有不断追

求高水平生活质量的平等权利

各国、

各地区

尊重暋暋暋暋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

因地制宜制定本区域暋暋暋暋暋暋暋战略

1.判断正误。

(1)环境人口容量指一个地区能够持续供养的最适宜的人口数

量。 (暋暋)

(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首要因素。

(暋暋)

(3)由于技术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差异,即使自然条件完全相同,

其人口合理容量也是不一致的。 (暋暋)

(4)若某地区的人口数量与环境人口容量相当,则表明该地区

人地关系协调。 (暋暋)

2.问题思考。

(1)结合我国国情,要谋求我国人口合理容量,可采取哪些措

施?

(2)我国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分布稀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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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

暋暋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资源、科技发展水平、人口

的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等。
1.各因素与环境人口容量的关系。

因暋素 相关性 影暋响

资源 正相关
资源越丰富,环境人口容量越大;资
源越贫乏,环境人口容量越小

科技 发 展 水

平
正相关

科技发展水平越高,能够利用的资源

越多,环境人口容量越大

地区 的 对 外

开放程度
正相关

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能够利用的

区外资源越多,环境人口容量越大

生活消费水平 负相关 消费水平越高,环境人口容量越小

经济发达程度 正相关 经济越发达,环境人口容量越大

人口 受 教 育

水平
正相关

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环境人口容量

越大

2.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暋暋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短缺,那日本的环境人口容量很

小吗? 为什么?

暰典例1暱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暋在我国南水北调工程中,西线调水用来解决西北缺

水的问题,预计调水成功后,西北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可增加

一个亿。而三峡水库的建设,淹没大量土地,百万移民需安置。

材料二暋我国西北地区通过滴灌、喷灌等技术,提高了水资源

利用率,粮食产量大大增加,使西北地区人口增加。

材料三暋温哥华大学教授比尔·里斯得出结论:“如果全世界

都像富裕的美国人和德国人那样生活和生产,那么我们为了

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质还需要20个地球。暠
(1)材料一表明什么因素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大小,它与环境

人口容量呈什么关系? 请结合材料分析。

(2)材料二和三说明哪两个因素对环境人口容量的影响? 它

们与环境人口容量呈什么关系? 请结合材料分析。

二、环境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分

1.环境承载力与环境人口容量。

概暋念 区暋分

环境

承载

力暋

是指环境能够持续供养的

人口数量,其最重要的衡

量指标是环境人口容量

环境

人口

容量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

可预见的时期内,利用本

地资源及其他资源、智力

和技术条件,在保证符合

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

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

地区所能持续供养的人

口数量

两者意义相近,但不相同。
环境承载力多用于研究某

一种资源与供养人口的关

系。如土地人口承载力指

的是在保持身体系统结构

和功能不受破坏的前提下,
土地为居民提供的食物能

健康地供养的最大人口数。
在实际中,为了简便,往往

用某一种或几种资源的承

载力,作为环境人口容量

2.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对比。
(1)从影响因素及特性上理解二者的联系。
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制约因素是相同的,由此决定

了二者的特性也是相同的,可由图示去理解,具体如下图所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