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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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区域是地球表面的空间单位，它是人们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按一定的指

标和方法划分出来的。

区域具有一定的区位特征，以及一定的面积、形状和边界。

区域内部的特定性质相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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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特征：层次性；差异性；整体性；可变性

长江三角洲松嫩平原

相同点 都是平原地区，都位于我国的东部季风区，都位于第三阶梯，雨热同期。

地理环境差异 地理位置 30°N 附近，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长江的

入海口 大致 43°N -48°N ，地处我国东北地区的中部

气候条件 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期温带季风气候，大

陆性稍强，降水较少，温暖季节短，生长期较短，水热条件的组合不如长江三角

洲

土地条件 水稻土为主，耕地多为水田，较为分散，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黑土分布广泛，耕地多为旱地，集中连片，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贫乏 有较丰富的石油等矿产



区域经济发展 农业 耕作类型 水田耕作业 旱地耕作业

农作物 水稻、油菜、棉花 玉米、春小麦、大豆等

耕作制度 一年两熟至三熟 一年一熟

商业贸易 位于我国沿海航线的中枢，长江入海的门户，对内外联系方便，

商业贸易发达 较落后

工业 依托当地发达的农业基础发展轻工业，从国内外运入矿产资源发展重工

业，成为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利用当地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周围地区的

煤、铁等资源发展重化工业，成为我国的重化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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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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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早期：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稠密的水系成为人们交通的阻隔，

黏重的土壤使人们开垦困难。受地理环境的限制，耕作农业发展缓慢。

农业社会：①船作为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长稠密的水系为扩大交通联系提供了

天然水道。

②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改良，长江三角洲多水而质地黏重的土

壤不再成为耕作业的限制条件，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

③随着我国历史上人口从北方至南方几次大规模的迁移，长江三角洲人口越来越

稠密。(人口迁移)

④优越的气候条件还使得长江三角洲成为我国主要的桑蚕和棉花生产基地。

现代社会：①工商业的发展使长人口、城市密集，耕地面积减小。

②耕地被分割得很破碎，不利于机械化的推广，粮食商品率低。

③今天长江三角洲作为全国“粮仓”的地位已逐渐让位于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



在全国棉花生产中的地位也比不上新疆南部和华北平原。

北方民居正南正北的方位观比南方强；

北方民居的墙体严实厚重，南方民居的墙体轻薄；

从北到南，民居的屋顶坡度逐渐增大，房檐逐渐加宽，房屋进深和高度逐渐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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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同样高度的多幢楼房，北方楼房的南北间距比南方大。

比较长江三角洲和松嫩平原的异同

第二节 地理信息技术在区域地理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地理信息技术：获取、管理、分析和应用地理空间信息的现代技术的总称，主要

包括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

遥感（RS）：

概念：所谓遥感，是人们在航空器（如飞机、高空气球）或航天器（如人

造卫星）上利用一定的技术装备，对地表物体进行远距离的感知。



关键装置：传感器

主要环节： 目标物 →传感器（最重要）→ 遥感地面系统 → 成果

特点和优点：精度高，质量高，效率高，而且节省人力、财力。

应用：资源调查、环境监测、自然灾害防御监测等。

全球定位系统（GPS）：

概念：利用卫星，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进行定位、导航的系统。

组成：空间部分—GPS 卫星星座；地面控制部分—地面监控系统；用户设

备部分—GPS 信号接收机

全球任何地点在任何时刻，地平面上空至少有四颗 GPS 卫星。

功能：提供精密的三维坐标（经度、纬度、高度）、速度、时间。

特点：全能性（陆地、海洋、航空和航天）、全球性、全天候、连续性、实时性。

应用：确定考察点的地理位置（经度和纬度）、高程（海拔）。

地理信息系统（GIS）：

概念：专门处理地理空间数据的计算机系统。

功能：对地理空间数据进行输入、管理、分析和表达。

简要程序：信息源 →数据处理→ 数据库 → 空间分析→ 表达

优点：①信息量大，使用方便；②功能强大；③动态监测（GIS 与 RS 相结合）

应用领域：区域地理环境研究，城市管理。



地理信息技术与数字地球

地理信息技术：获取、管理、分析和应用地理空间信息的现代技术的总称。

数字地球：是指数字化的地球，即把整个地球信息进行数字化后，由计算机网络

来管理的技术系统。

三者关系：

补充内容：

（1）五大地形：

平原：海拔在 200 米以下。

丘陵：海拔在 200-500 米之间。

山地：海拔在 500 米以上。

高原：海拔在 500 米以上，表面相对平坦，边缘陡峭。

盆地：四周高，中间低平。

（2）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分三大阶梯：



第一级阶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

第二级阶梯：平均海拔在 1000-2000 米之间，其间分布着大型的盆地和高原。

第三级阶梯：海拔多在 500 米以下，其间分布着广阔的平原，以及丘陵、低地。

一二级阶梯分界线：昆仑上、祁连山脉、横断山脉。

二三级阶梯分界线：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

（3）南北方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大致纬度约北纬 34°附近。

第二章 区域生态环境建设

第一节 荒漠化的防治

——以我国西北地区为例

我国西北地区：

⑴位置范围：位于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古长城一线以北；在行政

区划上大致包括新疆、宁夏、甘肃北部和内蒙古大部；

⑵地形特征：东部是辽阔坦荡的高原(内蒙古高原)，西部山脉和盆地相间分布。

(天山 山脉，祁连山山脉，阿尔泰山山脉，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

⑶主要景观：干旱是西北地区最为显著的自然特征，并由此形成了以草原、荒漠



为主的景观特色。

⑷内部分异：以贺兰山为界，以东为温带草原，以西为荒漠草原、荒漠地带。该

地区降水量自东向西随着距海里程的增加而降水量递减。

荒漠化：

⑴概念：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以及一些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

⑵表现：耕地退化、草地退化、林地退化而引起的土地沙漠化、石质荒漠化、次

生盐渍化 。我国西北地区最为突出。

荒漠化的形成原因：

自然因素：①干旱的气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②气候异常可以使脆弱的生态环境失衡，是导致荒漠化的主要自然因素。

人为因素：在荒漠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常常起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来自于人口激增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类活

动不当，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的过渡使用和不合理利用。

①过度樵采 ②过度放牧 ③过度开垦 ④水资源利用不当 ⑤工矿交通

建设中不注意环保

荒漠化防治的对策和措施：

内容：①预防潜在荒漠化的威胁②扭转正在发展中的荒漠化土地的退化③恢复荒

漠化土地的生产力

原则：维护生态平衡与提高经济效益相结合，治山、治水、治碱、治沙相结合

重点：治理已遭沙丘入侵、风沙危害严重的地段

措施：①合理利用水资源



②利用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构筑防护林体系

③调节农、林、牧用地之间的关系

④采取综合措施，多途径解决农牧区的能源问题

⑤控制人口增长

草方格沙障的作用：

一方面可以增加地表粗糙度，削减风力；另一方面能截留水分，提高沙层含水量，

有利于固沙植被存活。

第二节 森林的开发和保护

——以亚马孙热带雨林为例

森林既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又是不可替代的环境资源。

森林的生态效应：

调节气候、稳定大气成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以及繁衍物种和维护生物多样

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森林的环境效应：

气候失调、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

森林分布：

现存的原始森林集中分布在亚寒带针叶林和热带雨林地区。

它们或因地广人稀、自然条件严酷，或因难以通行、开发较晚，才免遭大规模破

坏。

亚马孙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比较完整的一片原始森林。



热带雨林的分布：

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赤道南北两侧，但在大陆向风地带可以伸展道南北纬 15-25

度。

东南亚地区、非洲刚果河流域和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是热带雨林的三大集中分布

区。

热带雨林的全球环境效应：

①地球之肺：深刻的影响着地球上大气中的碳氧平衡。

②地球的储水库：促进全球水循环、调节全球水平衡

③世界生物基因宝库：在生物进化史中，雨林成为地球上繁衍物种最多、保存时

间最长的场所。

④医学宝库----药用价值

热带雨林不仅属于当地国家所有,而且属于全人类所有。(全球性)

雨林生态的脆弱性：

雨林区土壤贫瘠的原因：①有机质分解和养分再循环旺盛，土壤自身很少积累和

补充养分②再加上长期高温多雨的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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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热带雨林破坏的原因：

①根本原因：当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发展需求。

②直接原因：人类的开发。主要包括过度的焚耕开垦（迁移农业），大规模的农

场和牧场开发、商业性木材采伐，以及采矿、水利和公路建设。



热带雨林的开发（亚马孙开发计划）：

①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生活方式落后，未开发，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② 20 世纪五十年代，人口急剧增长，雨林遭到空前的破坏

③ 1970 年，巴西政府又正式公布了著名的亚马孙流域大规模开发计划：修建亚

马孙横贯公路，移民亚马孙平原，借助外资、鼓励跨国企业投资开发，跨国企业

在亚马孙雨林毁林烧荒、开辟大型肉牛牧场。

雨林的保护：

从全球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对热带雨林必须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

在当前的背景下，面对雨林正在遭受毁灭性破坏的严峻形势，应该把保护放在第

一位。具体措施：

①鼓励保护性开发，如雨林观光、生态旅游等；

②加强雨林管理和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

③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公民环保意识；

④设立国际基金，使当地从管理和保护中获益；

⑤森林选择性采伐和更新造林相结合；

⑥加强森林缓冲区建设，减少移民和农耕进入雨林区的机会。

第三章 区域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第一节 能源资源的开发

——以我国山西省为例

两类能源：



人类使用的能源主要有两类：可再生能源和非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水能、风能、生物能、潮汐能、太阳能

非可再生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

区域的能源资源开发要因地制宜，不仅要考虑区域的资源状况，而且要考虑市场

和交通条件。

山西省煤炭资源的开发条件：

①煤炭资源丰富，开采条件好：储量丰富、分布范围广、煤种齐全、煤质优良

②市场广阔：我国的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消费结构有多到少依次是煤炭、石油、

水电、天然气、核能)。（世界的能源消费以石油为主）

③位置适中，交通比较便利

能源基地建设：

①扩大煤炭开采量

②提高晋煤外运能力：三条重要运煤干线：大秦铁路（运煤专线）、神黄铁路、

焦作-兖州-日照铁路

③加强煤炭的加工转换：建设坑口电站，变输出煤为输出电力；发展炼焦业，变

输出煤为输出焦炭。

三条产业链：

煤—电—铝 煤—焦—化 煤—铁—钢

能源综合利用的结果：

山西省产业结构由以煤炭开采业为主的单一结构转变为以能源、冶金、化工、建



材为主的多元结构，原料工业逐步超过采掘工业而占到主体地位，实现了产业结

构的升级。

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①提高煤的利用技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②“三废”的治理；

③调整产业结构。

第二节 流域的综合开发

——以美国田纳西河流域为例

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黄河——长江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

流域和水系：

田纳西河：

位于美国东南部，是密西西比河支流俄亥俄河的一条流程最长、水量最大的分支

（田纳西河是密西西比河的二级支流）；发源于阿巴拉契亚山的西坡，在肯塔基

市附近注入俄亥俄河。

不同地段的保护：

山地：河流的发源地，保护好植被生态。

河谷平原：人类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

河流：流域中开发利用的主要部分，注意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水质的保护。



流域的自然背景决定了河流的利用方式和流域的开发方向。

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的自然背景：

地形：多山，地形起伏大，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陆路交通不便，河流航运作

用十分突出。

气候：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冬末春初降水多，

夏秋季降水相对较少。

水系：支流众多，水量丰富，大部分可通航，并通过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可通往

全国大部分地区；地形起伏大，河流落差大，受气候影响，水量很不稳定。

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流域的早期开发及其后果

①18 世纪下半叶：农业发达，人口较少，对自然环境影响不大。

②19 世纪后期：人口急增，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与社

会问题：土地退化；植被破坏；环境污染。

③20 世纪 30 年代初：田纳西河流域成为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流域的综合开发

TVA 将河流的梯级开发作为流域开发的核心。

措施：防洪、航运、发电、提高水质、旅游、土地利用（调整农业、林业和牧业

结构，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和草原面积，并采取措施稳

固河、湖岸线，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田纳西河两岸形成“工业走廊”的原因



大规模的火电和核电使田纳西河流域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力供应基地；流域内炼

铝、化学等高耗能工业的发展。

通过综合开发与整治，田纳西河流域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

一。

第四章 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节 区域农业发展

——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例

东北地区范围：

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东北地区的地位：

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林业生产基地和畜牧业生产基地。

东北地区地理条件：

1、自然条件：

①气候条件：气候条件制约着一个区域农业的生产品种、耕作制度和生产季节等。

温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作物一年一熟，易受热量的影响。（弊端容易受低温

冷害的影响）

②地形、土壤条件：地形单元相对完整，为农业多种经营提供了条件；黑土、黑

钙土广泛分布，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有利于农业生产。

2、社会经济因素：

工业：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农牧兴工、共促农牧



交通：交通发达，对外联系方便，发展外向型农业。

开发时间较晚，人口密度较低，，农业经营规模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利于绿

色农业和大农业的发展。

三山脉三平原：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统称东北平原）

小兴安岭、大兴安岭、长白山

农业布局特点

①耕作农业区：主要分布在三大平原地区。

②林业和特产区：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

长白山区是我国主要的鹿茸、人参等珍贵药材产区，延边生产苹果梨。辽东低山

丘陵和半岛丘陵区是我国最大的柞蚕茧产区。辽南是重要的苹果产区。

③畜牧业区：主要分布在西部高原、松嫩平原西部及部分林区草地，是重要的羊、

牛、马牧畜生产基地。呼伦贝尔市三河地区：三河牛、三河马；

松嫩平原西部：东北红牛

东北商品粮基地生产特点

①大规模机械化生产 ②地区专业化生产

其他知识：①三江平原是我国商品率最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②国营农场，机械化程度最高。

农业发展方向

平原区：A发展适应加工需要的优质、专用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

B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粮食转化，延长产业链条；



C 建设绿色食品基地。

西部草原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舍饲畜牧业。

山区农业：实现由原料型生产向原料及产品加工并举的转变。

第二节 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

——以我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珠江三角洲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条件：

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第三

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工业内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所占比

重不断下降，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要在世界其他地区寻找新的出路，为

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气功了契机。

②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给予许多优惠政策，使珠江三角洲地区优先于其他地区

吸引外资。

③良好的区位条件：位于我国南部沿海，毗邻港澳，靠近东南亚；发挥劳动力丰

富、地价低廉的优势，就近接受港澳产业的扩散，利用港澳贸易渠道，大量出口

商品。

④全国最大的侨乡之一。

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0 年，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



第二阶段：1990 年以后，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成为主导产

业。

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①产业升级面临困境

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地区产业基础、科技实力和人才队伍都处于劣势；由

于南岭阻隔珠三角国内腹地范围较小。

②城市建设相对落后

“城中村”城市郊区出现的已经转变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

③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水污染（水质性缺水）；噪声污染；耕地锐减，土壤肥

力下降；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调整和治理措施：

①产业结构调整

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不发达，以产业基础较好的广州市为基地，发展石化、钢铁、

汽车、造船等原材料工业和装配制造业。

②构建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构建以香港、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③加强规划与管理

第五章 区际联系与区域协调发展



第一节 资源的跨区域调配

——以我国西气东输为例

西气东输：以新疆天然气资源为基础，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作为天然气的

主要目标市场，建设从新疆至上海、广州、香港的输气管道。

实施西气东输的原因

①我国能源资源生产和消费的地区差异大。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对能源的需求量大，但是能源相对贫乏，使经济优

势得不到充分发挥。

西部地区因经济水平的限制，使丰富的能源得不到充分开发利用。

②调整能源消费结构

我国大量使用煤炭作为能源，带来大气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和酸雨。因此必须

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

③我国油气资源开发的战略重点在西部。

天然气分布总体特征：西多东少、北多南少

四大气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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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宁的鄂尔多斯。

油气发展战略：稳定东部，发展西部



西气东输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1）对西部地区发展（输出地）的影响：

①西气东输工程可以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之成为当地的一

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②西气东输工程的大量投资，将推动中西部地区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管理等基础设

施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2）对东部地区发展（输入地）的影响：

①缓解东部地区能源紧缺状况，优化东部地区能源的消费结构；

②促进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

（3）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东、西部的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共同富裕，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西气东输则将使西部地区的

资源优势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技术优势合理配置，对于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起着促进作用。

（4）对环境的影响

①从西部地区输送来的天然气，可以部分替代煤炭，有利于改善东部地区的

大气质量。

②在沿线农村地区推广使用天然气，可减少农民对薪柴的需求，从而缓解因

植被破坏而带来的环境压力。

第二节 产业转移

——以东亚为例



分析国际产业转移的三个案例：

产业转移案例 在中国投资建厂的原因

某日本企业投资的纺织厂（加工地在青岛）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某韩国企业投资转移的汽车厂（加工地在北京） 汽车消费市场

某香港企业投资的服装厂（加工地在深圳）原料（资源）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产业转移

①概念：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的现象。

②分类：

区域产业转移：国内的产业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跨国的产业转移。

③目的： 降低成本，扩大销售市场，追求更高利润 。

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

①劳动力因素：

具有充足、高素质且价格较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成为产业转移

的目的地。

②内部交易成本因素：

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首先要改善投资环境以减少企业生产的内

部交易成本。

③市场因素：

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西欧、北美是日本农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20 世纪

末，东亚和东南亚因经济增长强劲、市场需求大而成为日本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并成为日本企业主要投资地区。



产业转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①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发达国家使国内的生产要素集中到新的主导产业；

发展中国家缩短产业升级时间，加快工业化进程。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工业结构的调整——第一次调整的主导产业为轻

工业；第二次调整的主导产业为重化工业；第三次调整的主导产业为高科技工业。

②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

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发展不同阶段的产业：发展中国家发展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

的产业；发展中国家占据利润低的加工环节。发达国家发展处于开发期或增长期

的产业；发达国家占据利润高的设计和营销环节。

③改变了区域地理环境

产业转移伴随着污染转移和扩散，发展中国家应注意产业转移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

④改变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分布

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常常引起失业人口增加，如日本；发展中国家接受产业转

移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