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同步教学资源

地理
必 修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编辑室  组编

同步
TONGBU    DAOXUEAN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课时练 . 地理 .2：必修 /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编辑室组编 .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14.6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同步教学资源

        ISBN 978-7-107-28397-0

        Ⅰ . ①课…  Ⅱ . ①人…  Ⅲ . ①中学地理课－高中－习题集 Ⅳ . ① G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7158 号

课时练    地理    2    必修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网        址    http://www.pe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年    月第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 ×124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451 千字

定        价    16.75 元

审  图  号    GS（2017）2422 号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擅自复制或使用本产品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如发现内容质量问题、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电话：400-810-5788



编委会

丛书策划    左海芳    陈    晨    李建红    赵    颖

丛书主编    牛曼漪    李菁华

丛书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牛曼漪    孔令法    左海芳    白成友    刘大同

                    刘宗立    刘德斌    齐雪梅    李建红    李葆重
                     
                    张玉骞    陈    晨    赵    颖    谭    飞    熊作勇    

                    颜其鹏

本册主编    王    东    唐永强

本册编写    王    东    唐永强    徐化跃

责任编辑    左海芳    蒋会萍





　　　　　　　　　　　　　　　　　　　　　　　　　　　　　　　　　　　　　　　　　　　　　　　　　
　

　
　

　
　

　
　

　
　

　
　

　
　

　
　

　
　

　
　

　
　

　
　

　
　

　
　

　
　

　
　

　
　

　
　

　
　

　
　

　
　

　
　

　
　

　
　

　
　

　
　

　
　

　
　

　
　

　 　　　　　　　　　　　　　　　　　　　　　　　　　　　　　　　　　　　　　　　　　　　　　　　　
　

　
　

　
　

　
　

　
　

　
　

　
　

　
　

　
　

　
　

　
　

　
　

　
　

　
　

　
　

　
　

　
　

　
　

　
　

　
　

　
　

　
　

　
　

　
　

　
　

　
　

　
　

　
　

　
　

　
　 第一章　人口的变化 １

第一节　人口的数量变化 １

第１课时　人口的自然增长 １

第２课时　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４

第二节　人口的空间变化 ７

专题　人口统计图的判读 １１

第三节　人口的合理容量 １３

章末复习课 １６

第二章　城市与城市化 １８

第一节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１８

第１课时　城市土地利用和功能分区 １８

第２课时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２１

专题　地租曲线图的判读 ２４

第二节　不同等级城市的服务功能 ２６

第三节　城市化 ３０

第１课时　城市化及其进程 ３０

第２课时　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３４

章末复习课 ３６

第三章　农业地域的形成与发展 ３９

第一节　农业的区位选择 ３９

第二节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地域类型 ４３

第三节　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地域类型 ４７

专题　农业区位因素分析和区位选择的思路 ５０

章末复习课 ５２



　　　　　　　　　　　　　　　　　　　　　　　　　　　　　　　　　　　　　　　　　　　　　　　　　
　

　
　

　
　

　
　

　
　

　
　

　
　

　
　

　
　

　
　

　
　

　
　

　
　

　
　

　
　

　
　

　
　

　
　

　
　

　
　

　
　

　
　

　
　

　
　

　
　

　
　

　
　

　 　　　　　　　　　　　　　　　　　　　　　　　　　　　　　　　　　　　　　　　　　　　　　　　　
　

　
　

　
　

　
　

　
　

　
　

　
　

　
　

　
　

　
　

　
　

　
　

　
　

　
　

　
　

　
　

　
　

　
　

　
　

　
　

　
　

　
　

　
　

　
　

　
　

　
　

　
　

　
　 第四章　工业地域的形成与发展 ５４

第一节　工业的区位选择 ５４

专题　工业区位模式图的判读 ５８

第二节　工业地域的形成 ６１

第三节　传统工业区与新工业区 ６５

第１课时　传统工业区 ６５

第２课时　新工业区 ６９

章末复习课 ７２

第五章　交通运输布局及其影响 ７４

第一节　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 ７４

第二节　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变化的影响 ７８

专题　交通运输线、点的区位因素的分析思路 ８３

章末复习课 ８５

第六章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 ８７

第一节　人地关系思想的演变 ８７

第１课时　人地关系的历史回顾　直面环境问题 ８７

第２课时　走向人地协调———可持续发展 ９１

第二节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９４

专题　环境关联图的判读 ９７

章末复习课 ９９

参考答案及解析 １０１

　　　　　　　　　　　　　　　　　　　　　　　　　　　　　　　　　　　　　　　　　　　　　　　　　
　

　
　

　
　

　
　

　
　 　　　　　　　　　　　　　　　　　　　　　　　　　　　　　　　　　　　　　　　　　　　　　　　　

　
　

　
　

　
　

　
　

　
　 学考评价作业(另册)

课时增效作业(一~二十一) １~４２

阶段检测卷(一~六) ４３~５４

模块检测卷(一~二) ５５~６２

参考答案及解析 ６３~７８



１　　　　

　人口的变化


第一节　人口的数量变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１课时　人口的自然增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了解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因素.

２．掌握不同阶段世界人口增长的特点及成因.

３．理解不同区域人口自然增长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新知自学

人口的自然增长

１．现状:人口数量庞大

(１)“世界７０亿人口日”: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２)人口增长:以每年 的数量在增长.

２．影响因素:由 和死亡率共同决定.

３．特点

(１)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增长

①总趋势:世界人口数量 .

②２０世纪以来

特点:世界人口增长的 时期

原因: 和 等方面的进步使人类

　　 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适应性不断增强

ì

î

í

ïï

ïï

(２)不同地区的人口增长

①特点:地区增长 .

②主要表现

国家 具体特点

发达国家
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　　　　,人口增长

　　　　

发展中国家

由于政治上的独立,民族经济的发展,　　
　　　　的进步,人口死亡率下降,因而人

口增长　　　　

③变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很多　　　　　　采取

了控制人口的措施,世界人口增长开始趋于缓慢.

【提醒】世界人口增长表现出持续增长性、阶段性、地
区的不平衡性三大特点.

自主小测

判断正误.

１．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表明人口数量减少. (　　)

２．世界人口的增长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加快. (　　)

３．自农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

４．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比较缓慢. (　　)

５．世界人口增长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　　)

６．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人口自然增长最快的国家.
(　　)

课堂互学

探究 人口的自然增长

１．为什么说一个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是由出生率和死

亡率共同决定的?

２．结合１０万年以来的人口增长图,探究下列问题.

图１１１



２　　　　

(１)世界人口数量最少、增长最慢的时期是哪个阶段?
为什么?

(２)农业革命期间,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情况发生了怎

样的变化? 原因是什么?

(３)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人口增长又一次明显加快,
这是为什么?

３．结合１００年来世界人口的增长图,探究下列问题.

图１１２

(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后,世界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有

什么变化? 原因是什么?

(２)２０世纪以来,人口数量越来越多,人口增长速度也

越来越快吗?

４．结合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各大洲和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图,
探究下列问题.

图１１３

注:亚洲人口未包括俄罗斯亚洲部分,欧洲人口包括俄

罗斯亚洲部分

(１)２０１０年,各大洲和地区按人口数量由多到少的排

序是什么?

(２)２０１０年与１９５０年相比,各大洲和地区人口增长数

量由多到少的排序是什么?

(３)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各大洲和地区人口的年平均自然

增长率最高的和最低的分别是哪一个?

(４)图中显示,世界人口数量的增长主要来自哪些大洲

和地区?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它们的国家属于哪一类

国家?

(５)欧洲、北美、大洋洲的发达国家,目前人口数量的增

长表现出怎样的特点?




 



世界人口数量变化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从时间

上看,农业革命以前,人口增长比较缓慢,之后世界人

口增长迅速;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人口增长加速;２０
世纪以来是世界人口增长的快速时期.从空间上看,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较为缓慢,而广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很大且增长很快.

【典例】读世界人口增长示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图１１４

(１)１９２０年前后相比较,世界人口增长发生的变化是:

①　　　　　　　　　　;② 　.
(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同发

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相比较,特点是　　　　　　,原
因是 　

　.



３　　　　

(３)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状况带来的不良影响是 　
　.

【方法技巧】世界人口增长示意图的判读技巧

(１)把握图例,明确比较对象.不同的图例往往代表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人口增长特点不同.
(２)阅读数轴,明确时间变化.不同的时间对应的社

会发展特点不同,有着不同的人口增长特点.
(３)分析图像,明确变化特点.曲线(或折线、图柱)
的变化往往反映某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状况及增长的

趋势,通过比较分析可以总结变化特点及原因.

随堂检测

１．某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是由　　　　决定的.
(　　)

A．出生人口的数量 B．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C．人口生育率 D．人口死亡率

２．世界人口增长比较缓慢的历史时期是 (　　)

A．农业革命以前 B．农业革命以后

C．工业革命时期 D．２０世纪以来

３．影响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是 (　　)

A．人们的生育观念 B．国家的生育政策

C．生产力发展水平 D．科学技术的发展

４．我国目前每年的新增人口较多,其主要原因是 (　　)

A．人口出生率高 B．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C．人口基数大 D．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５．我国目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与一些发达国家相

似,其主要原因是 (　　)

A．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B．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C．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D．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一、世界人口增长的历史变化及原因

世界人口数量变化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但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人口数量增长的特点不同,其影响因素是多

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水平不同,具体如

下表所示:

人口增长

示意图

特

点

人口数量 少 增多 继续增加

增长速度 缓慢 加快 更快

原因

① 人 类 获

取 食 物 的

能力低

② 抵 御 疾

病 和 灾 害

的能力差

③ 人 口 死

亡率高

① 耕 作 和

灌 溉 技 术

的发展

② 食 物 供

应 变 得 稳

定可靠

③ 人 口 死

亡率下降

① 科 技 水 平

大大提高

② 人 们 能 获

得 充 足 的 食

物供应

③ 完 善 的 医

疗服务

④ 人 口 死 亡

率很低

二、世界人口增长的区域差异及存在的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增长在地区分布上,明显不平衡,主要表现为

发达国家增长缓慢,发展中国家增长迅速,同时也表现

出了不同的人口问题,现总结如下:

国家 增长特点及问题 影响 措施

发展中

国家

人 口 出 生 率

高,人 口 数 量

增 长 快,青 少

年及儿童比重

过大

造成 巨 大 的 人 口 增

长惯 性,加 大 经 济、
就业、资源和环境的

压 力;导 致 积 累 减

少、经济发展速度降

低;生活水平上升缓

慢甚至下降;不利于

提高人口素质

实 行 控 制

人 口 的 措

施,降 低

人 口 自 然

增长率

发达

国家

人 口 增 长 缓

慢, 人 口 老

龄化

产生劳动力不足、国
防兵源不足、青壮年

及社 会 养 老 负 担 过

重等问题

鼓励生育,
适 当 接 纳

移民



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２课时　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识记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

２．掌握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的时空分布.

３．理解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口问题的表现及对经济、社会

的影响.

新知自学
一、人口增长模式概述

１．构成指标:　　　、死亡率和　　　　　三项指标.
２．主要类型及特点

类型
特点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原始型 高 　　 低

传统型 　　 低 高

现代型 低 低 　　

二、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

１．过程:　　　型→　　　型→　　　型.
２．表现

(１)时间上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期:发达国

家进入　　　
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由

　　　向　　　的转变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空间上

世界:仍处于由　　　转向　　　的

　 　过渡阶段

中国:目前已基本实现了人口增长模

　　 式从　　　向　　　的转变

ì

î

í

ï
ï

ïï

【提醒】促使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最根

本的原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自主小测

判断正误.

１．通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低可以确定人口增长模式类

型. (　　)

２．原始型的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

及高自然增长率. (　　)

３．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目前的人口增长模式是原始型.
(　　)

４．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模式为原始型

或现代型. (　　)

５．因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目前已基本实现了人口

增长模式的转变. (　　)

课堂互学

探究 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

１．结合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示意图,探究下列问题.

图１１５

(１)在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哪个要素首先变化

引起了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 这个要素变化的原因是

什么?

(２)原始型和现代型都是低自然增长率,它们的成因有

何不同?

(３)传统型和现代型这两种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带来

的人口问题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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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模式尚未进入现

代型?





 





依据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三项指标在不

同时期表现出的特点,可以将世界人口增长模式划分

为原始型、传统型和现代型三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人口增长模式由原始型向传统型,继而向现代型

逐步过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模式不同,发
达国家多为现代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由

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全世界则处于由传统型转向

现代型的过渡阶段.

【典例】(２０１５福建高考)图１Ｇ１Ｇ６示意我国三种不同生

育率方 案 预 测 的 ２０５０ 年 人 口 结 构.读 图,回 答 下

列问题.

图１Ｇ１Ｇ６

(１)c方案与a方案的人口结构相比,差异最大的是

(　　)

　　　　　　　　　　　　　　　　　　A．人口性别比

B．老年人口比重

C．青壮年人口比重

D．少年儿童人口比重

(２)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判断,三种生育率方案中

(　　)

A．a方案较合理

B．b方案较合理

C．c方案较合理

D．均不合理

【方法技巧】人口金字塔图的判读技巧

(１)宏观看塔形

①下宽上窄的扩张型表明少年儿童比重大,人口自

然增长率高,人口增长快.

②上宽下窄的收缩型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大,人口老

龄化问题突出,人口增长缓慢.
(２)微观看组成

即从微观角度看金字塔图中显示的人口组成状况,
如性别比例、各年龄段人口比重等.
(３)分析看年龄段

即分析时常关注的三个年龄段:０~１４岁人口比重、

２０~５０岁人口比重、６０或６５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
由这三个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大小,可以分析其代表

的人口问题及影响.

随堂检测

１．一个地区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主要受到下列哪个因

素的影响 (　　)

A．生产力水平　　　　　　B．社会福利

C．文化观念　　　　　　　D．自然环境

２．人口增长模式由传统型开始向现代型转变的标志是

(　　)

A．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率基本不变

B．死亡率和出生率进一步下降

C．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不变

D．出生率、死亡率同时上升

３．目前,还存在原始型人口增长模式的国家或地区最可

能位于 (　　)

A．欧洲　 B．北美洲

C．亚洲　 D．非洲

４．某市某年户籍人口出生９．６７万人,出生率为０．６９９％;
死亡１０．７万人,死亡率为０．７７３％.甲市户籍人口这种

自然增长态势已持续１４年.据此判断该市的人口增

长模式是 (　　)

A．原始型　 B．传统型

C．现代型　 D．无法判断

５．读下面人口增长模式及其转变示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图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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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①②两曲线的数值差值表示人口的 　.
(２)图中 A段,人口的出生率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３)图中C段人口的出生率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４)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人口增长模式的　　
　　阶段,发达国家一般处于人口增长模式的　　　
阶段.(填字母)

一、人口增长模式的比较

类型 指标特点 增长特点 利弊分析

原始型

出生 率 高、
死亡 率 高、
自 然 增 长

率低

人口增

长缓慢

能够满足农业社会时期对

劳动力增长的需求,但也

容易出现劳动力不足或过

剩,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传统型

出生 率 高、
死亡 率 低、
自 然 增 长

率高

人口增

长迅速

人口增长快,劳动力充足,
利于经济发展,但由于人

口增长过快,会加大对经

济、就业等方面的压力

现代型

出生 率 低、
死亡 率 低、
自 然 增 长

率低

人口增

长缓慢

有利于经济积累和经 济

水平的提高,但往往带来

人口的负增长和人口 老

龄化问题,出现劳动力短

缺、国防兵源不 足、社 会

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

二、三种人口增长模式的区分

人口增长模式包括原始型、传统型、现代型三种类型,其
区别体现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和

数值特征,分析时应抓住以下关键特征.
１．依据图形区分

图１１８

图中人口出生率曲线和死亡率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越

大,自然增长率越高(此时多为传统型);两曲线越接近

时,自然增长率越低,当死亡率高于出生率时,人口呈

现负增长(此时多为原始型或现代型;但原始型的出生

率和死亡率又远远高于现代型).
２．依据生产力水平区分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多为传统型,发达国家多为现代型.
３．依据人口增长的数值特征区分

传统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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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依据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特征区分

人口学家常常把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结合起来

进行分析,最常用的表示方法是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

图,此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如下表所示:

比较

项目

扩张型

(年轻型)
静止型

(成年型)
收缩型

(老年型)

示意

图

形状

下宽上窄,呈
真 正 的 金 字

塔形

底部 变 窄,金

字塔变瘦变高

底部收缩,上部变

宽,金字塔已面目

全非

人口

增长

特点

少 年 儿 童 比

重 大,出 生

率、自然增长

率都比较高

各 年 龄 组 人

口 比 重 大 致

均 衡,出 生

率、死亡率差

不多

少年儿童比重缩

小,老年人口比重

增大,出生率长期

下 降,死 亡 率 上

升,人口呈负增长

根据各类型的特点可知,上述三种类型中,扩张型对应

的人口增长模式多为传统型,静止型、收缩型对应的人

口增长模式一般为现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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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口的空间变化

１．掌握人口迁移的概念.

２．运用案例,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

原因.

３．归纳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新知自学

一、人口的迁移

１．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包括人口　　　和人口迁

移.所谓人口迁移就是一段时间内人的居住地在国际或

本国范围内发生改变.

２．分类:按照是否跨越国界

(１)国际人口迁移

①概念:人口跨　　　并改变住所达到　　　　　(通
常为１年)的迁移活动.

②特点

１９世纪以前:以　　　性、大批的移民为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从　　　国家流

向　　　国家;定居移民减少,　　　
　　的人口增多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２)国内人口迁移

①概念:在一国范围内,人口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

移居的现象.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特点和

原因

特点 原因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以前

有 　 　 　 　、有

　　　　地进行

　　　　　　和严格

的户籍管理制度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以后

流量增大,　　　
发生明显的变化

　　　　政策的影响

【提醒】某种人口移动现象只有同时满足空间位移、居
住地变更和时间限度三个标准,才能称为人口迁移.

二、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１．自然因素

(１)地区之间 自 然 环 境 的 　 　 　 　,以 及 自 然 环 境

的　　　　,对人口迁移有重要的影响.
(２)主要因素:　　　、土壤、水、　　　和自然灾害等.

２．经济因素

(１)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　　
　　、交通和通信等是主要的因素.
(２)在影响人口迁移的诸多因素中,　　　　往往起着

主导作用.

３．社会因素:　　　　、　　　　、战争和宗教等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

自主小测

判断正误.

１．小明去美国留学不属于人口迁移. (　　)

２．人口迁移必然会导致某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 (　　)

３．大洋洲一直是国际人口迁移的迁入地. (　　)

４．目前,我国的国内人口迁移主要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

行的. (　　)

５．在采集渔猎时代,自然因素往往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

要因素. (　　)

６．影响人口迁移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
(　　)

课堂互学

探究一 人口的迁移

１．暑假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到我国西部地区进行调研,
这种现象是人口迁移吗? 为什么?

２．联系历史知识,结合教材第８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国际人口迁移”图,探究下列问题.
(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和

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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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人口迁入地区和迁出地

区有何变化?

３．结合教材第９页“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国内人口迁移的主

要流向”图,探究下列问题.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人口

的迁移流向及其原因是什么?

(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和

原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国际人口迁移在１９世纪以前主要以集团性、大批的

移民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表现出人口从发展

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定居移民减少、短期流动的人

口增多等特点.我国的国内人口迁移在改革开放以

前主要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在改革开放以后人

口迁移的流量增大,流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典例】(２０１５北京高考)图１Ｇ２Ｇ１为某网上商城通过大

数据分析绘制的“城市牵挂”示意图.由于迁出人口

比重较高,甲地网购收货量中,从异地下订单的寄达

商品所占比重最高,从而成为２０１４年全国最受异地牵

挂的城市.据图可推断,甲地的人口迁出比重 (　　)

图１Ｇ２Ｇ１

A．北方地区比南方地区高

B．直辖市比省级行政中心高

C．珠江三角洲比四川盆地高

D．内陆城市比沿海城市高

探究二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１．分析以下案例,探究自然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１)伯明翰、大庆、攀枝花等城市的形成体现了哪种自

然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２)历史上,由于塔里木盆地中的许多绿洲萎缩从而导

致了人口迁移,这主要体现了哪种自然因素对人口迁

移的影响?

２．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许多内地的有志之士迁移到东南

沿海地区.影响这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３．下列案例分别体现了哪一种社会因素对人口迁移的

影响?

案例 因素

大学生到外地上大学

随军家属

我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知识青年大量返城

历史上我国都城变换和朝代更迭引起

的人口迁移

２０１１年利比亚局势混乱,引起大量人口

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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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是人们对特定环境中一系列自然、经济和社

会因素的综合反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自然因

素往往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随着社会的发

展,经济因素成为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在某种特

定的时空条件下,任何一种因素都有可能成为人口迁

移的决定性因素.

【典例】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２０１０年)数据显示,
离开户口登记地在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上的人 口 为

２６１３９万人,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１１７００万人;东部沿海地

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上升.据此回答(１)~
(２)题.
(１)所给材料反映出的现象是 (　　)

A．我国人口流动规模扩大

B．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数量减少

C．我国人口空间分布趋于均匀

D．我国沿海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升高

(２)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

A．中、西部发展政策的吸引

B．人们的生育观念改变

C．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D．人均耕地减少

随堂检测

１．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取决于 (　　)

A．人口基数

B．人口素质

C．人口迁移和人口的自然增减

D．环境的变化

２．下列关于人口迁移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人的居住地发生改变就属于人口迁移

B．按照是否跨越国界可分为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

迁移

C．中国救援队到菲律宾救灾属于国际人口迁移

D．山东省高中毕业生到北京上大学,不属于人口迁移

　　读图１２２,回答３~４题.

图１２２

３．若此图表示近年来我国民工流动主要方向,则甲、乙可

能分别表示 (　　)

A．四川　 广东

B．湖北　 重庆

C．河北　 山东

D．新疆　 内地

４．下列因素中,有利于人口从甲地迁到乙地的是 (　　)

A．乙地较高的工资待遇

B．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C．甲地良好的教育条件

D．甲地优美的环境

５．读１８５０年以来美国本土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向示意图,
回答下列问题.

图１２３

(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初,美国东北部老工业

区的人口大量迁往西部和南部,其原因是什么?

(２)图中反映的人口迁移类型是　　　　　　(按是否

跨越国界划分).
(３)引起美国人口在本土范围内频繁迁移的主要原因

有(多选) (　　)

A．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B．新资源的开发和新工业区的建立

C．环境质量的改善

D．环境难民的影响

(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老工业区和城市出现人口回

流现象,老工业区对其的拉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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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原因

１．国际人口迁移的特征

时间 主要流向 主要原因 特点

１９世纪

以前　

欧洲→美洲、大
洋洲,非洲→美

洲,亚 洲 → 美

洲,中、日、印→
东南亚

地理大发现,新
航路开辟,资本

主 义 发 展 和 殖

民主义扩张

以集团性、
大 批 的 移

民为主

第二次

世界大

战以后

拉丁 美 洲 → 北

美,东南亚→西

亚,南欧→西欧

(欧洲人从美洲

回迁,使欧洲变

成人口迁入区,
且 欧 洲 移 民 减

少,拉丁美洲和

亚 洲 成 为 移 民

主要来源地)

各 国 经 济 发 展

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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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形

式 趋 于 多

样化

２．我国国内人口迁移的特征

时间 主要流向 主要原因 特点

古代

迁 往 社 会 环 境

及 自 然 条 件 较

好的地区

深 受 统 治 者 及

其 行 政 力 量 的

束缚;农业经济

的脆弱、频繁的

战 争 和 自 然 灾

害影响

大批迁移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到 ２０
世纪８０
年 代

中期

东 部 人 口 稠 密

区→东北、西北

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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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农
村→城镇,贫困

地 区 → 发 达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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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般认为,人口迁移是人们对特定环境中一系列自然

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的综合反映.对其分析应遵循

以下思路:

１．分析判断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１)明确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哪些,做到分析判断有

目标.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如下图所示:

图１２４

(２)分析迁移人口的构成特点,对比分析迁出地与迁入

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差异,做到分析判断有依据.如

美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初出现的人口由

东北部的“冷冻地带”向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迁移

的现象,从迁移人口的年龄构成看,主要分为年轻人口

和老年人口;从两地的环境分析看,“阳光地带”的气候

条件明显好于东北部;从两地的经济发展看,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美国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受新技术革命

的影响,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３)分析迁入地对人口迁移产生巨大拉力的因素,其中

影响最大的拉力因素就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导因素.
如上面的例子中,年轻人口的迁移是因为“阳光地带”
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因此经济因

素是其主导因素;而老年人口的迁移主要是因为“阳光

地带”优 越 的 居 住 环 境,因 此 自 然 环 境 因 素 是 主 导

因素.

２．对比分析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影响

影响 迁入地 迁出地

有利

① 提 供 大 量 廉 价 劳

动力;②促进商品流

通和经济发展;③促

进第三产业发展

①加强与外界社会、经济、
科技、文化的联系,有利于

发展;②缓解人地矛盾,促
进发展;③更好地开发利用

土地资源

不利

增加 了 公 共 设 施 的

负担 和 城 市 管 理 的

难度,增大了生态环

境的压力

人才外流、劳动力减少等社

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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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人口统计图的判读

专题讲座
　　人口统计图是根据人口的相关地理数据绘制成的
图形,它可以直观地反映人口数量和空间变动的基本状
况、发展特点、变化趋势,研究人口统计图可以为制定合
理的人口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人口、资源与环
境的和谐发展.
一、人口统计图的一般判读思路
统计图一般可依下列程序阅读:读图名—读坐标(或图
例)—读数据(大小及变化趋势)—分析数据—用文字概
括联系或规律—图表转换(或图图转换).读图名的目
的在于知道统计图反映的内容,坐标(或图例)是反映统
计数据的性质、种类和数值的大小(单位),读图名与坐
标是判读统计图的基础.读数据一要读全,二要注意数
据的变化趋势,这样才能准确地从数据中把握事物的联
系和发展变化特征.图表转换(或图图转换)的目的在
于巩固知识,培养发散思维和动手能力.
二、最常见的人口统计图的判读方法

１．柱状统计图的判读

图１２５　世界各大洲和地区人口柱状图(２０１０年)

分析柱状图的一般思路:
(１)了解纵、横坐标的含义.如上图纵坐标表示人口数
量,横坐标为世界各大洲和地区名称.
(２)思考各项目之间的联系.上图中反映出的是２０１０
年世界各大洲和地区人口总量.
(３)对线柱值的高低进行分析,从而揭示纵坐标随横坐
标内容的变化规律.图中显示亚洲人口最多,大洋洲
人口最少.
(４)分析原因,提出建议.

２．线性图(曲线图、折线图)的判读

图１２６　非洲人口增长折线图(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

线性图的分析思路:
(１)看横坐标和纵坐标所表示的内容.如图１２６中纵

轴表示人口数量,横轴表示年份.
(２)思考横坐标与纵坐标所反映内容之间的关系.图

中反映了非洲人口总量随时间的变化状况.
(３)对曲线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递减段表示纵坐标项

目与横坐标要素之间呈负相关,递增段表示呈正相关;
曲线斜率大的一段表示变化幅度大,曲线斜率小的一

段表示变化幅度小.图中反映出非洲人口增长在逐渐

加快.
(４)对曲线的不同变化段进行分析、评价.

３．饼状图(扇形图等)的判读

图１２７　世界各大洲和地区人口平均净增长人口

所占比重饼状图(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

分析饼状图的一般思路:
(１)读图名或图例,明确该图反映的是哪些地理项目.
上图中反映的是世界各大洲和地区平均净增长人口所

占的比重.
(２)对图中数据大小进行分析,明确图中比重排序关

系.上图中显示亚洲净增人口所占比重最大,大洋洲

最小.
(３)分析数据揭示的问题,作出科学的评价,提出解决

问题的建议与对策.亚洲的人口基数大,自然增长率

较高,因此净增人口比重大,应适时控制人口增长;大
洋洲人口基数小,自然增长率低,人口增长缓慢,须注

意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４．三角形统计图的判读

三角形统计图是一个三轴坐标图,给出一个正三角形,
内作若干三条边的平行线.并标注出三个坐标所代表

的变量,通常用来表示有三个变量的地理事物的百分

比结构.其判读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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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８　某国不同年龄段人口比重(２０１３年)

(１)读图名,明确图示主题.如上图反映的是２０１３年

某国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比重分布状况.
(２)读数轴,明确三个坐标轴反映的变量名称及数值变

化趋势.如上图中的三个坐标轴分别反映的０~１４
岁、１５~６４岁和６５岁及以上三个年龄段的比重变化;
箭头①②③所示的方向为所对应的数轴的数值增大的

方向.
(３)读判读点,作出有利于读数的辅助线.如上图中的

“∗”为该图的判读点,过该点作平行于和所读坐标轴

在原点相交的另一个坐标轴的平行线a、b、c三条辅

助线.
(４)读数值,明确判读点的三个坐标.从图中找出a、b、
c三条线与坐标轴的交点,读出三个坐标值分别是０~
１４岁约为２３％,１５~６４岁约为７３％,６５岁及以上约

为４％.
　　　　　　　　　　　　　　　　专题训练

１．下列人口统计图能最明显地反映出局部与整体的比重

关系的是 (　　)

世界各大洲和地区

人口柱状图(２０１０年)
A

非洲人口增长折线图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
B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

人口的比重(２０１１年)
C

　
世界各大洲和地区平均净增长人

口所占比重扇形图(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
D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较大,抚养率较低、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

件.有专家认为,在中国的人口红利面临拐点的当下,应

调整生育政策,同时注重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应对“未富

先老”的挑战.结合图１Ｇ２Ｇ９,回答２~３题.

甲

乙
图１２９

２．图中显示的何种信息,使一些人口研究者认为计划生
育调整的时候已经到了 (　　)
A．人口数量持续减少

B．０~１４岁人口比重不断上升

C．１５~６４岁人口比重有所下降

D．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不断上升

３．图乙中,能够反映我国２０１０年人口年龄构成的是 (　　)
A．①点 B．②点 C．③点 D．④点

图１２１０为我国东部沿海某省人口变动的部分情

况图.据此回答４~５题.

图１２１０

４．图中曲线能正确反映该省家庭规模的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５．１９９０年以来,图中④曲线迅速上升,主要原因是 (　　)
A．婚育观念不断改变

B．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

C．乡镇企业快速发展

D．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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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口的合理容量

１．了解环境承载力的概念.

２．理解环境承载力与环境人口容量的联系和区别.

３．掌握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

新知自学

一、地球最多能养活多少人

１．环境承载力

(１)概念:是指环境能　　　　的人口数量.
(２)衡量指标:　　　　.

２．环境人口容量

(１)影响因素

　　　　(主要因素)
科技发展水平

人口的　　　　和　　　　消费水平

ì

î

í

ïï

ïï

(２)存在乐观者、悲观者、介于乐观者和悲观者之间三

种观点.
二、地球上适合养活多少人

１．人口合理容量的概念

(１)空间:一个国家或地区.
(２)

图１３１

(３)实质:　　　　的人口数量.

２．研究人口合理容量的意义:对于制定一个地区或一个

国家的人口战略和　　　　有着重要的意义,进而影

响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３．实施的保障措施

区域 具体措施

世界

各国政府,尤其是　　　　　　　要尽最大可

能把人口控制在合理的规模之内

建立　　　的秩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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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客观规律

因地制宜制定本区域　　　　　战略

【提醒】环境人口容量是一个警戒值,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人口控制目标应以此作为最终警戒线.

自主小测

判断正误.

１．环境承载力就是环境人口容量. (　　)

２．某地的环境人口容量的数值是不会随时间变化的.
(　　)

３．自然资源是制约环境人口容量的主要因素. (　　)

４．一个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大于人口合理容量. (　　)

５．生活消费水平越高,环境人口容量越大. (　　)

课堂互学

探究一 地球最多能养活多少人

１．结合教材第１２页“木桶效应”图,探究下列问题.
(１)假设各桶板代表不同的资源,木桶装的水代表环境

人口容量,那么该图揭示了什么道理?

(２)在沙特阿拉伯,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短板”是什

么? 为什么?

(３)资源的数量对环境人口容量的大小有什么影响?

(４)人类获得资源的数量是否固定不变? 如果变,其变

化与哪个因素的关系最密切? 该因素如何影响环境人

口容量?

(５)试总结环境人口容量的特点.


 


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科技发

展水平以及人口的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对环境人口

容量的影响最大.环境人口容量具有不确定性和相

对确定性.

【典例】根据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清朝以前,中国人口一般在７０００万以下,康

熙、雍正、乾隆三朝,人口猛增到３亿,出现了清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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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高峰.
材料二　开发边陲,推广种植高产作物番薯、玉米,中

国人多食粮食少食肉的生活习惯等,都有助于最大限

度地养活人口.
(１)乾隆年间的中国能否养活今天的１３亿人口? 为什么?

(２)中国人若是有少食粮食多食肉的生活习惯,则乾

隆年间的３亿人口数将会怎样变化?

(３)总结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

探究二 地球上适合养活多少人

１．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共同点是什么?

２．结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探究下

列问题.
(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
其原因是否相同? 为什么?

(２)结合我国国情分析,可采取哪些措施提高我国的人

口合理容量?




 



世界人口数量过多、增长过快引发了严重的资源问题

和环境问题.发达国家的人口少,但实际消耗的资源

总量却很大;发展中国家因人口众多,资源、环境的压

力过大.因此,我们人类应尽最大可能把人口控制在

合理的规模之内,建立公平的秩序,尊重人地协调发

展的客观规律,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典例】人类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类的发展受

到环境承载力和 人 口 合 理 容 量 的 影 响.据 此 回 答

(１)~(２)题.
(１)我国北方地区比西北地区承载着更多的人口,这
说明北方地区比西北地区 (　　)

A．土地面积更广阔

B．矿产资源更丰富

C．资源利用条件更优越

D．草场资源更丰富

(２)图１３２中显示能提高青藏地区人口合理容量的

有效途径是 (　　)

图１３２

A．①　 　 　B．②　 　　 C．③　 　 　D．④
随堂检测

１．下列关于环境人口容量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环境人口容量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佳的人口规模

B．环境人口容量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能承载或容纳

的人口数量

C．环境人口容量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环境所能持续供

养的最大人口数量

D．环境人口容量就是目前各国各地区的人口数量

２．宁夏政府将生活在南部干旱山区的人口移民至灌溉条

件优越的地区.据此判断影响宁夏南部山区环境承载

力的主要因素是 (　　)

A．自然资源　　 　　　B．科学技术

C．消费水平　　 D．开放程度

３．下列关于人口消费水平与环境人口容量的叙述,正确

的是 (　　)

A．在估计环境人口容量时,只需考虑人口的物质消费

水平即可

B．人口的文化消费水平与物质消费水平都对环境人口

容量产生影响

C．人口平均消费水平高的地区,环境人口容量也高

D．世界各地人口消费水平差异很大,所以无法估计世

界的环境人口容量

４．据专家的统计,我国西藏环境人口容量约为２人每平

方千米,长江三角洲地区约为５００人每平方千米,下列

对于两地环境人口容量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影响两地环境人口容量的首要因素是科技

B．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人口容量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经

济较发达

C．两地的环境人口容量都已达到极限

D．两地现在的人口密度都远远低于环境人口容量,都
存在资源开发不足的情况

５．下列有关人口合理容量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

B．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能够承载的最小人口数量

C．指保障合理健康的生活水平,且能促进社会、经济和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规模

D．人口合理容量有较强的可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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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

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资源、科技发展水平以

及人口的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等,这些因素与环境人口

容量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因素
相
关
性

影响 例证

资 源 丰

富程度

正
相
关

资源越丰富,
环 境 人 口 容

量越大,反之

则越小

我国 西 北 内 陆 地 区

水资源贫乏,人口稀

少,东部沿海地区水

资源丰富,人口众多

科 技 发

展水平

正
相
关

科 技 发 展 水

平越高,能利

用 的 资 源 越

多,环境人口

容量越大

我国 长 江 三 角 洲 地

区因科技发达,成为

我国 人 口 密 度 较 大

的地区

地 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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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地域狭小,资源

贫乏,但利用优越的

交 通 条 件,进 口 资

源,成为世界上人口

稠密地区

人 口 的

生 活 和

文 化 消

费水平

负
相
关

消 费 水 平 越

高,环境人口

容量越小

美国 洛 杉 矶 的 富 人

区,占 地 面 积 广,但

居住 的 人 口 数 量 很

少,人均占有的土地

面积 远 高 于 洛 杉 矶

市的平均水平

经 济 发

达程度

正
相
关

经济越发达,
环 境 人 口 容

量越大

我国东、西部地区相

比,东部地区经济发

达,吸引了大批中西

部人口迁入,成为人

口稠密地区

续表

因素
相
关
性

影响 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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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 受 教 育 水 平 越

高的地区,人们对自

然资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越充分,可利用的资

源越多,环境人口容

量越大

二、环境人口容量和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与联系

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合理容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的概念,表解如下:

环境人口容量 人口合理容量

强调

点

强调的是一个地区的资

源环境所能承载的最大

人口数量(极限人口),即
地球最多能养活多少人

强调在保障合理健康的

生活水平条件下和能促

进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

适度 人 口 (最 佳 人 口),
即地 球 上 适 合 养 活 多

少人

大小

关系
环境人口容量＞人口合理容量

共同

点

由于制约的因素不确定,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造
成人口容量具有不确定性;但在具体时期,制约因素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对人口容量进行相对定量

估计,即具有相对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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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末复习课

答案:A 人口自然增长率　B传统型　C经济因素　D 人口合理容量

地

理

术

语

第一节
人口的自然增长、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人口增长模式、原始型、传统型、现代型、人口老龄化、鼓励生

育、计划生育

第二节
人口迁移、国际人口迁移、定居、移民、短期流动人口、农业经济、计划经济体制、户籍管理、国内人口迁移、环
境难民、经济因素

第三节 环境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资源状况、科技发展水平、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人口的合理容量、人地协调发展

答

题

语

言

第一节

１．一个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共同决定的.

２．世界人口数量变化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增长的特点不同.

３．世界人口增长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受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

已经保持在较低水平,人口增长缓慢;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上的独立,民族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进

步,人口死亡率下降,因而人口增长很快.

４．人口增长模式是由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三项指标共同构成的.世界人口增长模式可以划分为原始

型、传统型和现代型三种类型.

５．历史发展表明,人口增长模式是由原始型向传统型,继而向现代型逐步过渡.

６．目前,发达国家为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模式还没有完成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

转变;世界人口增长模式仍处于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阶段;我国由于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目前已基

本实现了人口增长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

第二节

１．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包括人口自然增减和人口迁移.人口迁移按照是否跨越国界可分为国际人口迁

移和国内人口迁移.

２．人口迁移受自然、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人口迁移各有其特点,人口迁移对迁入

地和迁出地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３．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经济因素往往起着主导作用.但在某种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任何一种因

素都有可能成为人口迁移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节

１．一般地说,环境承载力是指环境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环境人口容量的大小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

资源、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的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对环境人口容量的影响最大.

２．人口问题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当今世界的环境人口容量和人口合理容

量,以此制定合理的人口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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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考什么 源头在哪里

(２０１３新课标全国卷Ⅱ)下图表示我国部分省

级行政区域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迁移人口比重.迁

移人口以青壮年为主.读图并结合相关知识,
回答１~２题.

１．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１】 (　　)

A．迁出人口数量贵州多于四川

B．迁入人口数量上海多于广东

C．人口增长率浙江高于江苏

D．人口自然增长率安徽低于天津

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省级行政区域间的人口迁移【２】
(　　)

A．延缓了皖、赣、黔的老龄化进程

B．延缓了沪、京、津的老龄化进程

C．降低了皖、赣、黔的城市化水平

D．降低了沪、京、津的城市化水平

【理论源头】【１】教材第９页“图１．９　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国内人口

迁移的主要流向”.

分析:教材图中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人口迁出的主

要省区是贵州、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主要迁入地区

是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总之是

由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迁移.从题

中图示看,浙江与江苏相比,迁出人口比重相似,而迁入人口比

重较高,故其人口的增长率要高于江苏.
【２】教材第１５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离开家乡,来到

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城市经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分析:联系教材并结合实际可知,农业人口迁入城市,主要是青

壮年劳动力.皖、赣、黔三省迁出青壮年较多而迁入较少,会加

快人口老龄化进程;沪、京、津三市迁入青壮年较多而迁出较

少,会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皖、赣、黔三省虽然有较多青壮年

迁出,但是迁出的人口多为农村人口,城市人口迁出很少,反而

使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提高了城市化水平;迁入

沪、京、津的人口多从事第二、三产业,使得其城市人口比重进

一步升高,提高了其城市化水平.
答案:１．C　２．B

３．(２０１４上海 高 考)我国人口迁移类型多种多

样,对迁移人口的妥善安置,有利于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从人口迁移的类型看,下列情形属于

生态移民的是 (　　)

A．三峡库区居民外迁【１】

B．三江源牧民迁入城镇

C．农村人口进城务工【２】

D．地震区灾民搬至异地【３】

【理论源头】【１】教材第１０页“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人口迁

移有着特殊的影响”.
分析:政策因素属于政治因素,三峡库区居民外迁是政策方面

的工程建设需要.
【２】教材第１０页“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分析: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是为了寻求更多的改善物质生活条

件的机会,属于经济因素引起的移民.
【３】教材第１０页“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因旱涝、地震、火山喷发等

自然灾害引起的大规模移民的现象”.
分析:地震区灾民搬至异地属于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迁移.三

江源保护区的建立需要移民,属于生态移民.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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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与城市化


第一节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１课时　城市土地利用和功能分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了解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及其主要的影响因素.

２．理解主要功能区的形成及布局特点.

新知自学

一、城市土地利用

１．划分依据:土地　　　　　　的不同.

２．主要类型:包括　　　　　　、　　　　　　、政府机

关用地、住宅用地、休憩及绿化用地、交通用地和农业

用地等.

３．特点

(１)不同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特点不同.
(２)同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对用地空间和　　　　　往

往相同,会导致同一类活动在城市空间上的 　.
二、城市功能分区

１．形成: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在城市里的集中,就形成了

不同的　　　　　　.

２．特点

(１)界限模糊:功能区之间并无明确的界线.
(２)功能兼备:某一种功能区以某种　　　　　　为

主,可能兼有其他类型的用地.

(３)集中连片:同种功能区相对集中.

３．常见功能区

功能区 分布 特征

住宅区

城市 中 最 为 　 　 　
的 一 种 土 地 利 用

方式

有些城市分为　　　住

宅区和　　　住宅区

商业区

多位于　　　、交通

干线 的 两 侧 或 街 角

路口

呈　　　　　分布

工业区
主要 分 布 在 交 通 比

较　　　的地带

由城 市 内 部 工 业 相 互

　　　而形成

自主小测

判断正误.

１．人们的活动方式决定了城市的用地类型. (　　)

２．城市商业活动用地的位置需求是交通便利的地方.
(　　)

３．城市功能区中,住宅区的占地面积最广. (　　)

４．城市的功能分区都非常明确. (　　)

５．每个城市都有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 (　　)

课堂互学

探究 城市土地利用和功能分区

１．城市中某块土地的利用类型可以反映其所在的功能区

的类型,这种说法正确吗? 为什么?

２．结合教材第１８页“北京市的不同功能区举例”图,联系

所学知识,探究下列问题.
(１)图中列举了哪几种功能区?

(２)图中商业区的位置有何特点? 是如何形成的?

３．城市发展中,随着住宅区的分化出现了中高级住宅区

和低级住宅区,结合教材内容探究下列问题.
(１)中高级住宅区和低级住宅区在布局区位、房屋面

积、环境和配套公共设施等方面各有何特点? 完成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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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级住宅区 低级住宅区

布局区位 城市的外缘

房屋面积

环境 较差

配套公共设施
齐全(如学校、医院、

商店和绿地等)

(２)为什么中高级住宅区多建在城市的外缘,且与高

坡、文化区相联系?

４．结合纽约的CBD ———曼哈顿图,探究下列问题.

图２１１

(１)曼哈顿的地理位置特点是什么?

(２)曼哈顿的城市建设有何特点? 为什么会有如此

景观?

５．结合常州市工业分布状况图,探究常州市工业区在布

局上有何特点? 为什么?

图２１２


 


城市的土地利用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

在城市里的集中,形成了不同的功能区,住宅区、商业

区和工业区是城市中常见的功能区.其中,住宅区是

城市中最为广泛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不同的功能

区有不同的特点及不同的区位选择.

【典例】(２０１５四川高考)图２Ｇ１Ｇ３反映我国某城市某工

作日０时和１０时的人口集聚状况,该图由手机定位功

能获 取 的 人 口 移 动 数 据 制 作 而 成.读 图,回 答 下

列问题.

图２Ｇ１Ｇ３

(１)按城市功能分区,甲地带应为 (　　)

A．行政区 B．商务区

C．住宅区 D．工业区

(２)根据城市地域结构特点推断,该城市位于 (　　)

A．丘陵地区 B．平原地区

C．山地地区 D．沟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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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技巧】城市功能区类型的确定方法

(１)根据功能区形态来确定.住宅区占地面积大,是
城市最基本的一项职能;商业区占地面积小,呈点状

或条状;工业区往往集聚成片.
(２)从功能区的位置来确定.中高级住宅区多位于

城市的外缘,与高坡、文化区联系;低级住宅区多位

于内城、工业区附近,与低地、工业区联系.商业区

多位于市中心、交通干线的两侧或街角路口.工业

区位于市区边缘,交通干线两侧.
(３)根据功能区的特征来确定.

①住宅区特征:建筑质量上,中高级住宅区与低级住

宅区分化,位置上背向发展.

②商业区特征:经济活动最繁忙;人口数量昼夜差别

大;建筑物高大密集;内部有明显分区.

③工业区特征:有污染的工业企业位于河流下游或

盛行风向的下风向或与盛行风向垂直的郊外,无污

染的工业企业可布局在住宅区内.总体不断向市区

外缘移动,并趋向于沿主要交通干线分布.

随堂检测

１．在下列括号内写出对应的城市土地类型.
(１)杭州市西湖沿湖地带(　　　　　　)
(２)北京王府井大街(　　　　　　)
(３)上海浦东的陆高桥金融中心(　　　　　　)
(４)清华大学校园(　　　　　　)

(５)北京中南海(　　　　　　)
(６)北京天通苑社区(　　　　　　)
(７)上海宝钢集团所在地(　　　　　　)

２．下列关于城市功能区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每个城市都有多个功能区,并且它们之间有严格的

界线

B．每个城市的中心区必定是高大建筑物密集的中心商

务区

C．中高级住宅区和低级住宅区往往背向发展

D．工业区要求有很强的协作性,往往布局于城市中心

交通最便捷的地区

３．某城市欲建设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其所选择的地块

应位于 (　　)

A．大型居住社区内　　B．市中心的干道交会处

C．城市边缘地带 D．工厂林立之地

一、集聚效应形成功能分区

城市中不同的土地,在不同活动的竞争下形成了不同的

功能区,其关系如下:

图２１４

二、城市主要功能区的差异分析

功能区 形态 特征

商业区

占地面积小,
呈 点 状 或

条状

多位于市中心、交通干线的两侧

或街角 路 口,人 员 流 动 大,地 价

高,土地利用集约

续表

功能区 形态 特征

工业区 集聚连片
不断向市区外缘移动,并沿主要

交通干线分布

住宅区

占地面积大,
是 城 市 最 基

本的功能区

中高级住宅区

城 市 的 外 缘,与

文 化 区 联 系,地

处高坡区

低级住宅区

内 城、工 业 区 附

近,与 工 业 区 联

系,地处低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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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２课时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掌握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主要因素.

２．运用实例,分析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变化,并解释其形成原因.

新知自学

一、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概念和典型模式

１．概念:城市不同功能区在城市内部空间的分布和组合,
又称　　　　　　　　　.

２．典型模式:　　　　　　　、扇形模式、 　.
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因素和发展变化

１．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具体影响

经济因素
交通便捷程度

距离市中心远近
影响　　　　的高低

社会因素

的不同

知名度

种族或

导致住宅区的

因素

早期的土地利用方式

对日后的功能分区有

着深远的影响

２．发展变化: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是随着　　　的发展

而逐渐形成和变化的.

【提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中的某块土地成为

何种功能用地,不是取决于其地租的高低,而是最终

取决于某种活动类型的付租能力,只有付租能力较高

的功能活动才会获得该土地的使用权.

自主小测

判断正误.

１．城市发展中形成的地域结构可归纳为同心圆模式、扇
形模式和多核心模式三种. (　　)

２．经济因素是影响所有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
(　　)

３．许多现代城市的发展,其功能分区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明显. (　　)

４．扇形城市地域结构模式的形成与交通运输的发展密切

相关. (　　)

５．我国目前许多城市进行的旧城改造,使得一些功能区

发生了改变,其影响因素是经济因素. (　　)

课堂互学

探究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１．在三种代表性的城市地域结构模式中,城市地域扩展

均以什么为核心?

２．结合各类土地利用付租能力随距离递减示意图,探究

下列问题.

　　
图２１５

(１)各类土地利用付租能力随距市中心(O 处)远近的

变化有何异同?

(２)如果由各类用地的付租能力来决定土地的用途,那么

图中OA 最有可能成为哪一类功能区? AB 和BC 呢?

３．结合交通因素的影响,探究下列问题.
(１)从市中心延伸出来的主要公路两旁、公路交会处,
地租水平是高还是低,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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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远离交通干线的城市内部区域或城市外缘,地租水

平是高还是低? 为什么?

４．试总结影响城市土地地租水平高低的因素.

５．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除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

其他因素的影响,请结合实例分析.
(１)北京的市中心交通便捷,但未形成商业街,而是保

留了天安门广场,试分析原因.

(２)欧美许多大城市中出现“唐人街”,此现象的形成受

哪一因素的影响?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经济因素是影响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
在此影响下,城市中的土地地租水平因距离市中心的

远近及交通通达度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功

能区.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逐

渐形成和变化的.

【典例】图２１６为某城市地价等级分布图.读图,回答

下列问题.

图２１６
(１)与上图中 M—N一线地价等级变化相符的是

(　　)

A　　　　　　　　　　B

C　　　　　　　　　　D

(２)图中P区域地价低于周边地区是因为 (　　)

A．土地形状不规整　　　　B．交通不便

C．远离市中心　　　　　　D．受铁路影响

【方法技巧】城市地价等级分布图的判读方法

城市地价等级的划分主要与距离市中心的远近和交

通通达度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判读城市地价等

级分布图时应注意以下３点:
(１)土地地价等级分类的图例图示特点,注意图示与

地价等级的分类对应.
(２)分析图中不同地块的区位特征,尤其是其距离市

中心的远近及交通通达状况.
(３)充分考虑铁路交通及其站点的设置带来的环境

污染对地价的影响.

随堂检测

１．商业区靠近市中心布局的主要原因是 (　　)
A．地租最高 B．环境较好

C．便于职员上下班 D．可以接近最大的消费群体

图２１７

２．图２１７为城市地域结构的

一种模式,对该模式及其内

容的论述,正确的是 (　　)

A．该城市地域结构模式为

同心圆模式

B．该城市地域结构模式为

多核心模式

C．１为住宅区,３为商务区,

４为工业区

D．１为商务区,３为低级住

宅区,５为高级住宅区

３．从环境角度出发,下列城市内部结构中最合理的是

(　　)

图２１８

图２１９是我国东南沿海某城市的城市功能区分布

示意图,甲、乙、丙、丁是四种不同的功能区(该城市是在

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形成的).读图,回答４~５题.

图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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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图中表示住宅区的是 (　　)
A．甲　　　 B．乙　　　 C．丙　　　　 D．丁

５．图中丙功能区分布在河流下游考虑的主要因素是 (　　)
A．经济因素　　　　 B．政治因素

C．社会因素　　　　 D．环境因素

６．读各类功能活动土地利用付租能力随距离递减示意

图,根据图中信息,判断正误.

图２１１０

(１)在竞争环境下,城市的每一块土地用于哪种经济活

动,取决于该活动的重要程度. (　　)

(２)市中心应为图中 A、B、C中的 A 区,这里最适合的

城市功能区应为商业区. (　　)
(３)图中B区最适合的城市功能区是工业区. (　　)
(４)C区距离城区远,可以减少工业生产对城区的污染.

(　　)

经济因素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影响日益显著,可从以下两

个方面理解:
１．地理位置.距离市中心的远近影响地租水平,各功能

活动的付租能力的不同,直接影响城市功能区的分化,
现总结如下表:

２．交通通达度.城市内不同地段的交通通达度不同,导
致地租存在差异,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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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地租曲线图的判读

专题讲座

一、常见地租曲线图

地租曲线图是用来表示城市内部地租的空间分布和变

化的图示,一般呈现从市中心向四周随距离变化而变化

的规律.常见的地租曲线图有坐标图、立体图、等值线

分布图等,如图２１１１所示:

图２１１１

二、地租曲线图的判读要领

第一步:读图名,知图类

地租曲线图以坐标图、等值线图为主,也有其他变式图,
从图名和类型中,选择读图思路和读图重点.例如,图
示下方标注“某城市地租等值线与功能区结构分布图”,
表明这是一幅地租等值线图.等值线图中的等值线表

示地租相等的各点的连线,其特点与一般等值线相同.
第二步:析图例,看点线

等值线图中往往涉及多个、多种图例,这些图例表示的

地理事物往往与等地租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且相互

影响.地租等值线图用地租等值线表示城市地租的变

化,地租数值由里向外逐渐减小,表明城市地租市中心

最高,越向外地租越低.但是该等值线并不是规则的同

心圆,弯曲的地方主要是受交通通达度的影响.而在坐

标图中,用地租水平曲线来表示城市地租的变化,地租

数值大致随距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小,但地租水平曲

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波状弯曲的,这说明地租水平又

受到交通通达度的影响.
第三步:联题目,抓关键

无论是哪一类图形,其设问也可能多种多样,但是考查的

核心内容都是经济因素或者地租对城市功能区布局的影

响.注意抓住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程度这

两方面.距市中心越近,地租越高,由市中心向外,地租随

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交通通达度越好,土地价格或地

租越高;交通通达度越差,土地价格或地租越低.
第四步:析原理,找方法

在城市功能区中,商业区支付地租的能力最强,工业区

支付地租的能力最弱,住宅区居于二者之间.从付租能

力和地租水平两方面看,一般在地租最高峰的市中心和

地租次高峰的道路相交处形成商业区,在地租较高的道

路两侧形成住宅区,在地租较低、交通便捷的城市外围

形成工业区.
第五步:组答案,防失误

功能区的类型判断,要结合图示信息,根据图中功能区

的结构来判断确定.在坐标图中,地租水平曲线不是一

条直线,而是波状弯曲的,主要是受交通通达度的影响.
在等值线图中,注意两点:一是沿交通线方向的等值线

外凸,表明受交通通达度的影响,交通线附近地租较高;
二是闭合曲线的出现,受特殊因素的影响,如湖泊、洼地

等,使该处地租比周围地区高或低.在组织答案时,要
注意地理术语的规范,如“商业区”而非“商业用地”、“商
业区”也不等同于“中心商务区”或“商业中心”等.

专题训练

　　图２１１２是某城市从市中心到远郊的土地利用空

间结构示意图.据此回答１~２题.

图２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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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该城市２０１３年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地价变化反映了

(　　)

①远郊区地价升值幅度高于中心城区

②地价整体有所上涨

③中心城区范围扩大

④城市规模扩大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２．在２０１３年地价变化曲线上,近郊区地价出现了两个峰

值,根据城市功能分区理论模型推测该区可能建设了

(　　)

①蔬菜种植基地　②高新技术开发区　③大学城

④美术馆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图２１１３是我国某大城市各类土地利用付租能力

随距市中心距离递减示意图.读图,回答３~５题.

图２１１３

３．当①线变成②线时,则住宅区可拓展到 (　　)

A．一环路　　 B．二环路

C．三环路　　 D．环城路

４．近年来,该市的工业部门大部分由城区迁移到郊区,主
要原因是 (　　)

①城区用地紧张,地租上涨

②城市交通网的不断完善

③减少城区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④郊区廉价劳动力丰富

⑤人口向郊区迁移

A．①②⑤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③④⑤

５．近年来,该市大型综合商场和超级市场逐渐从市中心

向二、三环路迁移,主要原因是 (　　)

①二、三环路地租比市中心低

②市中心交通拥堵

③二、三环路人流量更大

④城市交通网的不断完善

⑤市中心人口减少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②④

图２１１４为我国华北地区某城市房地产等价线图.
读图,回答６~８题.

图２１１４

６．图中 D点房价和 N点房价的最大差值可能是 (　　)

A．３９００　　 B．３３００
C．２９００　　 D．２９９０

７．如果单纯考虑该城市的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因素,选择

购房的地点最适宜在 (　　)

A．E　　　 B．F　　　 C．M　　 D．N
８．目前,一些城市选择在近郊、远郊建造公租房、经济适

用房.影响该决策的主导因素是 (　　)

A．土地价格　　　 B．地租支付能力

C．交通条件　　　 D．土地利用效益

９．图２１１５为某城市理想地租等值线图,地租值a＞b＞
c,假若该城市地处西欧,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图２１１５

(１)图中地租值的变化主要受　　　　　　　的影响,
受此影响各功能分区空间分布大体呈　　　状.a等

值线以内的地区,从事　　　活动的人愿意支付的地

租最高.
(２)a、b两等值线间将成为　　　区,该功能分区所占

城市面积比重　　　(填“大”或“小”).
(３)p点地租　　　(填“高于”或“低于”)b等值线,试
分析造成该地地租值变化的可能原因.

(４)该市计划在两个卫星城镇中,一个布局住宅,一个

布局钢铁工业,你认为１城镇应布局　　　,２城镇应

布局　　　　.这样布局的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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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同等级城市的服务功能

１．了解城市等级划分的标准.

２．比较不同规模城市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功能的差异.

３．理解不同等级城市服务范围的嵌套理论,说明不同等

级城市空间的分布特点.

新知自学

一、城市的不同等级

１．城市等级划分

(１)标准:城市　　　　.
(２)类型:从小到大一般可分为集镇、城市、　 　 　、
特大城市等.
(３)我国城市的等级划分:按城区常住人口的规模大

小,分为五类: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
小城市.

２．城市服务范围

(１)地域空间:包括城市　　　、城市附近的　　　
及广大的农村地区.
(２)特点:不固定,也没有明确的　　　.
(３)城市等级和服务种类、服务范围、城市数目的关系

城市等级 服务种类 服务范围 城市数目

高 大

低 少 多

３．城市等级提升

城市能够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或达到一定等级,与城市

所处的　　　　密切相关.
二、德国南部城市等级体系的启示

１．城市等级体系:在同一个区域内,不同级别的城市　　
　　　.

２．城市等级体系的规律(以德国南部城市为例)
(１)不同等级的城市数目和　　　　　是不同的.
(２)不同等级城市的服务范围是　　　　　的.

【提醒】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其服务功能越强.
但是,有些城市虽然规模不大,却在某一方面的功能

很强,服务范围远远超出了其所服务的地域.例如,
一些旅游城市的服务范围比同等规模的城市要大.

自主小测

判断正误.

１．城市主要为其附近的小城镇和农村提供服务. (　　)

２．城市的规模大小决定了其服务范围的大小. (　　)

３．城市的服务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　　)

４．区域内的核心城市具有次一级中心和一般城市不具备

的服务功能. (　　)

５．等级相同的两城市,其服务范围一定相同. (　　)

６．一个城市体系中,服务范围越小的城市,其数目越多.
(　　)

课堂互学

探究一 城市的不同等级

１．结合为枣强镇居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城市图及教材相关

活动内容,探究下列问题.

图２２１

(１)填表比较枣强镇、衡水市、石家庄市三地服务种类、
服务级别与服务范围的差异.

城市 服务种类 服务级别 服务范围

枣强镇 　　　 　　　 　　　

衡水市 　　　 　　　 较大

石家庄市 　　　 　　　 　　　

(２)枣强镇附近的居民前往三地的次数最少的是哪个

城市? 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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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说出衡水市和石家庄市的服务范围,这说明了什么

道理?

２．结合教材第２７页案例２“上海市城市等级的变化”,探
究下列问题.
(１)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城市地位提升的原因是什么?

(２)促进上海城市等级提升的条件有哪些?

３．目前,我国东北地区的大庆市人口已经突破３００万,影
响大庆市城市规模提升的因素是什么?




 



城市是区域的中心,一个城市的服务范围除了城市本

身,还包括其附近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不同等级的

城市的服务范围是不同的,通常等级越高的城市的服

务范围越大,反之则越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

的等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

化.

【典例】(２０１５北京高考)图２Ｇ２Ｇ２为某地公共设施的服

务范围示意图.图中最有可能为博物馆、乡(镇)行政

机构、集贸市场的数码依次是 (　　)

图２Ｇ２Ｇ２

A．⑥①② B．⑤③⑥
C．③②④ D．①④⑤

【方法技巧】城市等级高低的判断方法

(１)根据图例判断.一般在地图上,不同等级城市的

图例是不同的,可根据图例和注记内容确定城市

等级.
(２)根据城市的服务范围判断.城市服务范围大,等
级高;反之等级低.不同等级的城市服务范围差异

明显.
(３)根据提供服务的种类和级别判断.大城市提供

的服务种类多、级别高;小城市提供的服务种类少、
级别低.
(４)根据城市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判断.一般情

况下,具有优越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的城市,相应的

规模较大,城市的等级较高.

探究二 德国南部城市等级体系的启示

１．结合教材第２８页“德国南部及其周围的城市体系”图,
探究下列问题.
(１)德国南部及其周围的城市共有几个等级?

(２)德国南部不同等级城市的数目与城市级别有什么

关系?

(３)德国南部不同等级城市的分布与城市级别有什么

关系?

２．结合教材第２８~２９页“阅读”内容及城市六边形服务

范围的形成图,探究下列问题.

图２２３

(１)图a区域内有几个供应点? 各供应点的范围有何

特点?

(２)图b中供应点的数目及范围有何变化?

(３)图c中供应点的服务范围的形状有何变化? 原因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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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结合理想状态下城市服务范围的嵌套图,探究下列

问题.

图２２４

(１)每个高等级城市服务范围内有几个高等级城市和

中等级城市?

(２)高等级城市和中等级城市、低等级城市之间的位置

关系是怎样的?


 


在一个城市体系中,等级越高的城市数目越少,其服

务范围越大,彼此间的距离越远.等级较高的城市的

服务范围包含了等级较低的城市的服务范围,不同等

级城市之间的服务范围是层层嵌套的.

【典例】读荷兰圩田居民点的位置图,回答下列问题.

图２２５
(１)政府在圩田上规划一个居民点体系,该居民点体

系共由 A、B、C三级居民点组成,其中,最高级别的是

　　　.

(２)A、B、C三级居民点服务范围最广的是　　,服务

人口最多的是　　.
(３)下列是 A、B、C三级居民点的部门组合,将 A、B、C
填在相应组合后的括号里.

①生活用品、烟草、报刊、饮食店、加油站、邮局等.
(　　)

②纺织品、家具、钟表、书刊、医院、中学、剧场等.
(　　)

③百货商场、医院、珠宝店、高等学校、旅游公司、高级

宾馆等. (　　)
(４)在安排各级居民点的位置时,充分考虑了相互之间

的距离,同级居民点之间的距离大致　　　,高一级居

民点布局在低一级居民点的　　　,原因是 　
　.

随堂检测

１．我国某省分布的城市有三类:①省级行政中心,②地级

市,③县和县级市,其数目多少关系正确的是 (　　)

A．①＞②＞③ 　　　　B．②＞③＞①
C．①＜②＜③ 　 D．③＜①＜②

２．一个城市的等级越高,则它 (　　)

A．提供的服务种类越多,服务范围越大

B．提供的服务种类越多,服务范围越小

C．提供的服务种类越少,服务范围越大

D．提供的服务种类越少,服务范围越小

３．下列关于上海成为我国的超大城市与它所处的地理位

置关系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上海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以及长江的出海口

B．上海有发达的铁路网连接长江流域和北京、广州等

城市

C．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端和太湖流域的下游,
地势平坦

D．上海水能资源丰富

４．下列关于城市不同等级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城市等级的划分是依据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B．城市等级的划分通常是依据城市的人口规模

C．任何城市的等级是相同的

D．我国城市划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三类

５．下列关于不同等级的城市数目和相互距离的叙述,错
误的是 (　　)

A．不同等级的城市数目和相互距离是不同的

B．等级较高的城市数目较少,等级较低的城市数目

较多

C．等级较高的城市相距较近,等级较低的城市相距

较远

D．等级较高的城市相距较远,等级较低的城市相距

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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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体系及布局特点

城市体系指区域内大小城市的空间组合,对其正确理解

必须把握以下两点:

１．不同等级城市的数目、规模、服务范围各不相同.

图２２６

２．不同等级城市的服务范围层层嵌套.

图２２７

(１)区域核心城市位于它的服务范围的中央,有６个低

一级城市分布在其服务范围的角上.
(２)同级城市的服务范围相互独立,不重叠;不同等级

城市的服务范围是层层嵌套的.
(３)高等级城市的服务范围是低一级城市服务范围的

三倍.

二、城市等级和服务范围的影响因素

影响

因素
影响 表现

地理

位置

地理位置优越,如位于沿

海,对 外 联 系 便 利,服 务

范围大;地处内陆或地形

不利的地区,服务范围小

优越的地理位置能极大

地提 高 城 市 等 级,扩 大

其服务范围

资源

条件

位于资源丰富地区的城

市,能够获得支撑城市进

一步发展的资源条件

为城 市 发 展 提 供 物 质、
劳动力和城市用地等

交通

条件

位于交通便利地区(交通

枢纽)的城市,通过便利

的交通能为更远的居民

提供服务,使其服务范围

扩大

铁路 枢 纽 城 市、公 路 枢

纽城市、港口城市等

人口

条件

城市为服务区的居民提

供货物和服务,服务范围

大小和人口多少有关

位于人口稠密地区的城

市服 务 范 围 相 对 较 小;
位于人口稀少地区的城

市服务范围相对较大

行政

因素

可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及经济发展,或规划

城市发展的规模

为城市发展做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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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市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１课时　城市化及其进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了解城市化的概念和主要的标志.

２．了解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３．识记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会分析差异成因.

４．运用有关资料,概括城市化的过程和特点.

新知自学

一、什么是城市化

１．概念:人口向城镇集聚和　　　　　　　　、乡村变为

城镇的过程.

２．动力机制

含义 表现

拉力
吸 引 人 群 来 到

城市的因素

　　　　　　　　、社会福利保

障程度高、文化设施齐全、　　
　　　　等

推力
促 使 人 群 离 开

乡村的因素

　　　　　　　　、对土地压力

大、收入低、社会服务短缺、自然

灾害等

３．城市化水平的标志:　　　　　　　　　　的比重.

４．意义

带来　　　　的变化

带来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巨大变化

区域　　　　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进步的表现

ì

î

í

ïï

ïï

【提醒】城市化的标志主要有三个: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持续上升、城市人口增多(劳动力从第一产业

向第二、三产业逐渐转移)、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其中,第一个标志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后
两个标志是体现城市化是否合理的标志.

二、世界城市化的进程

１．表现:城市化水平随时间的变化可表示为一条稍被拉

平的　　　形曲线.

２．阶段和特点

(１)初期阶段:城市化水平 、发展 .
(２)中期阶段:城市化推进很快,市区出现了劳动力过

剩、交通拥挤、住房紧张、　　　　等问题.
(３)后期阶段:城市化水平比较高,城市人口比重的增

长　　　　　　.

３．地区差异:发达国家大都进入了城市化的　　　　阶段;
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处于　　　　　　　　　　　　
阶段.

自主小测

判断正误.

１．大批农民工进城会大大提升我国的城市化水平.
(　　)

２．城市化发展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化. (　　)

３．与发达国家相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较

低,差异比较大. (　　)

４．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发展中

国家城市人口的增加. (　　)

５．城市化水平高就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 (　　)

课堂互学

探究一 什么是城市化

１．结合教材第３１页“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图,探
究下列问题.
(１)２０００年和１９８５年相比,各等级城市的数目有何

变化?

(２)分析无锡和苏州的城市发展,指出其主要的城市化

表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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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合教材第３２页“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驱动力示

意”图,探究下列问题.
(１)城市在促进城市化方面有哪些 “拉力”?

(２)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主要的“推力”是什么?

(３)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如何?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市化过程

中,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劳动力从第

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逐渐转移,城市用地规模不断

扩大.社会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一般来

说,经济越发达,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典例】图２３１表示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农业、服务业的

劳动力比重变化.读图,回答(１)~(２)题.

图２３１

(１)a、b、c三条曲线分别表示 (　　)

A．工业、农业、服务业 B．服务业、工业、农业

C．农业、服务业、工业 D．工业、服务业、农业

(２)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我国的城市化与旅游业的关系密切

B．多数城市的服务业是经济的主要支柱

C．城市的发展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密切关联

D．科技发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探究二 世界城市化的进程

１．城市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什么关系?

２．结合世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年)图,探究

以下问题.

图２３２

(１)从时间发展曲线来看,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全

世界城市化水平有何变化?

(２)从不同时间段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城市化

水平有何差异?

３．结合城市化进程示意图,探究下列问题.

图２３３

(１)在城市化进程的中期阶段出现的问题及发展的新

趋势是什么?

(２)在城市化进程的后期阶段,为什么城市化速度会

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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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

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

高,其进程可划分为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
从区域看,大部分发达国家都进入了城市化的后期成

熟阶段,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初期阶段或中期加

速阶段.

【典例】读图２３４,回答(１)~(２)题.

图２３４
(１)图中四条折线代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发达

国家城市化水平、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和发达国家城

市人口,它们对应的折线分别是 (　　)
　　　　　　　　　　　　　　　　　A．①②③④ B．④③②①
C．②④③① D．②①③④
(２)从图中能得到的结论是 (　　)
A．发达国家城市化速度在加快

B．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始终高于发达国家

C．２０１０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不到一半

D．目前,世界城市人口数量以发展中国家居多

【方法技巧】利用城市化特点区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的方法

(１)城市化水平:发达国家在７０％以上,发展中国家

一般在７０％以下.
(２)主导产业: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发展中

国家城市化初期阶段以第一产业为主导,中期加速

阶段以第二产业为主导.
(３)人口流向:发达国家人口向农村回流(逆城市

化),发展中国家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化).

随堂检测
城市化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

进步的表现,它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据此回答１~２题.
１．城市化的标志是 (　　)

①城市人口比重增加　②城市用地规模扩大

③城市建筑密度增大　④城市数目增多

⑤城市人口增多

A．①②④ B．①②⑤
C．②③④　 D．②④⑤

２．与当前世界城市化进程特征不相符的是 (　　)
A．城市化趋势明显,大都市带不断出现

B．发达国家出现逆城市化和城市中心区衰落现象

C．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进程缓慢

D．发展中国家人口仍以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为主

图２３５示意某国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变化.读

图,回答３~４题.

图２３５

３．１９８２年该国城市化水平约为 (　　)
A．１０％　　　B．２０％　　　C．３０％　　　D．４０％

４．１９６１—２００６年,该国城市化总体趋势表现为 (　　)
A．乡村人口持续增加

B．城镇人口缓慢减少

C．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D．进入郊区城市化阶段

图２３６是甲、乙两城市人口增长图,它们分别代表

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据此回答５~６题.

图２３６

５．下列关于这两种类型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甲城市所在国家,城市化起步早、发展快

B．乙城市所在国家,城市化水平高

C．甲城市所在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大于乙城市所在

国家

D．乙城市所在国家的人口主要向城市中心区迁移

６．下列现象中,与甲城市化进程有必然联系的是 (　　)
A．绿化面积减少

B．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

C．住房紧张,交通拥挤

D．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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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社会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表现为推力和拉力

作用,如图２３７所示:

图２３７

二、城市化的意义

１．人口转化:城市能够创造出比较多的就业机会,进而大

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
三产业逐渐转移.

２．产业结构:城市化过程能够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

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
３．工业: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

市化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
４．科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使现代化大城

市成为主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进而提

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５．文化思想观念:城市文化向乡村广泛地扩散和渗透,影

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

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三、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１．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时间差异

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水平随时间的

变化可表示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如图２３８
所示:

图２３８

城市化发

展阶段
特征 出现的问题 发展新趋势

初期阶段

城市 化 水

平 较 低、
发展较慢

问题较少,处于城市化低水平时期

中期阶段

人口 和 产

业向 城 市

迅 速 聚

集,城 市

化 推 进

很快

出现了劳动力

过 剩、交 通 拥

挤、住房紧张、
环 境 恶 化 等

问题

出现了郊区城市化

现象

后期阶段

城市 化 水

平 比 较

高,城 市

人口 比 重

增长 趋 缓

甚至停滞

中心区表现出

衰落的迹象
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２．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差异

国
家
类
型

主要

所处

阶段

起步

时间

目前

速度

发展

水平

城市

人口

比重

城市

化与

经济

发展

原因

发
达
国
家

后期

阶段

早(１８
世纪

中叶)

缓慢

甚至

停滞

高

大

(一般

高于

７０％)

相适

应

农业向现代

化 方 向 发

展,农 业 劳

动力向城市

迁移

发
展
中
国
家

中期

阶段

晚

(第二

次世

界大

战以

后)

快 低

小(一
般为

４０％
左右)

不相

适应

城市经济畸

形 发 展,人

口 增 长 过

快,农 村 劳

动力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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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２课时　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运用有关资料,解释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２．了解生态城市的概念,结合具体城市,分析解决城市化

问题的有效措施.

新知自学

一、城市化对自然地理环境要素的改变

１．改变生物栖息地,生物的　　　　减少.

２．水质、水量和　　　　运动发生变化.

３．工业废渣影响城市　　　　.

４．出现城市“　　　　”现象;密集的建筑群影响了日照、
风速和风向.

二、合理的城市化

１．影响:改善环境.

２．例证

合
理
城
市
化

—

平整土地、

　　　　、
绿化环境

等措施

→

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

活水平和促进　　　　发展

的方向转变,降低人类活动对

　　　　的压力

图２３９
三、过快的城市化

１．影响:使城市环境质量　　　　.

２．例证:过快城市化导致　　　　:大气污染、水污染、垃
圾污染和噪声污染等.

四、生态城市化

１．目的

降低城市化对　　　　的影响

使人工环境与　　　　环境协调统一起来

保护自然环境并不断开拓城市自然景观

ì

î

í

ïï

ïï

２．目标

发展　　　　的节能建筑和　　　　交通,减少

　　城市各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

使城市景观尽可能地与自然景观保持协调,建立

　　一种　　　　循环

ì

î

í

ï
ïï

ï
ï

【提醒】过快城市化是指城市化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发

展速度,城市化水平与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

应,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

自主小测

判断正误.

１．城市化会极大地改变城市所在地区的地理环境.
(　　)

２．城市化可以增加地表水下渗. (　　)

３．许多城市化问题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　　)

４．城市化对地理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根本原因是建设不

合理. (　　)

５．发展生态城市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有效措施. (　　)

课堂互学

探究 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１．城市化对自然地理环境产生哪些不利的影响?

环境

要素
主要不利影响

生物 破坏生物的　　　　,影响生物的 　

水文
破坏原有的河网系统,增加洪涝频率;影响水质、水
量和　　　　　　　

气候
改变下垫面性质,改变大气成分,出现城市 　 　
　　

土地 利用类型发生改变;影响 　

２．城市化使人文地理环境产生了哪些变化?

人文环境 主要变化

土地利用方式 　　　　转变为　　　　
居民就业方式 从　　　　产业转变为　　　　产业

景观特征 从　　　　景观转变为　　　　景观

人口 从　　　　人口转变为　　　　人口

信息、交通 由　　　　变得　　　　
经济开放程度 　　　　

３．判断下列现象是哪种污染导致的.(填入后面的括号

中)
(１)冬季我国东部大城市居民的肺部疾病就诊率增加.

(　　　　　　)
(２)曾经有一段时间,上海城区苏州河段河水乌黑恶臭.

(　　　　　　)
(３)不少城市的居民跳广场舞受到时间限制.

(　　　　　　)
(４)国家鼓励农民净菜进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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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探究我国的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兴建卫星城的原因.

５．结合教材第３８页“城市绿地系统的模式”图,试评价其

中各种模式的优缺点.

模式 优点 缺点

a

b

c


 


城市化使地理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合理的城市化可

以改善环境,不合理的城市化会出现环境污染、交通

拥堵、住房紧张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应合理规划城

市,注重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积极建设

生态城市.

【典例】(２０１５安 徽 高 考)图２Ｇ３Ｇ１０表示某市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年 土 地 利 用 面 积 变 化 情 况. 读 图,回 答 下

列问题.

图２Ｇ３Ｇ１０

(１)据图推测,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该市 (　　)

A．退耕还林,林地面积持续增加

B．围湖造田,水域面积不断减少

C．水土流失,未利用地面积持续增加

D．城市扩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２)该市建设用地的变化可能导致 (　　)

A．地表径流下渗量增加

B．居民平均通勤距离缩短

C．城市“热岛效应”增强

D．生物多样性增加

随堂检测

城市是对环境影响最深刻、最集中的区域,城市对

地理环境的影响既包括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又包括

对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据此回答１~２题.

１．下列关于城市对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使原先的地形变得高低不平

B．城市经济活动强烈地改变了下垫面的性质,从而导

致城市气候类型的变化

C．城市在建设的过程中会破坏原有的河网系统,导致

城市地区水系紊乱

D．城市是重要的污染源,其中最主要的是生活污染

２．下列关于城市对人文地理环境影响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用地一般都将逐步演化为工业

用地

B．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一般都会从第三产业转向第二

产业

C．城市化过程使人口和产业活动由集聚到分散

D．城市化过程使原先的乡村景观逐步为建筑物密集的

城市景观所取代

３．城市化对农村的影响表现在 (　　)

①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　②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

③改变人们的劳作方式　④改善人们的身体素质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４．对大多数中国城市来说,不能呈现“蓝天碧水”的主要

原因是 (　　)

A．城市“热岛效应”使得城市多雨天,少晴天

B．沙尘暴使得城市大气能见度降低,水体泥沙含量

增大

C．城市建设大兴土木,尘土飞扬,污水四流

D．城市交通、生活及生产排放出废气(尾气)、生活污水

和生产废水造成城市的大气和水体污染

５．下列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的具体措施中,不正确的是

(　　)

A．限制并逐步取消大城市

B．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三废”排放量,并通过

合理布局适当分散污染源

C．在城市郊区建设新城和卫星城

D．扩大城市绿化带,发展多层高架道路,对车辆实行严

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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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城市化问题及解决措施

１．城市化中出现的主要环境污染问题

主要表现 成因 危害 整治措施

大气污染

城市居民燃烧

煤炭等燃料做

饭和取暖所排

出 的 烟 尘;工

矿企业排放的

烟 气;各 类 交

通工具排放出

的尾气

使城市空气

污 浊,危 害

人体健康

合 理 布 局 有 大

气污染的企 业;
实行集中供 暖;
扩大绿化面 积,
建立绿化隔离带

水污染

城 市 工 业 废

水、居 民 生 活

污 水、城 市 地

面径流

危害人体健

康和环境

建 立 污 水 处 理

厂,实行污水达

标排放

固体垃

圾污染

工业生产和建

设,居 民 生 活

过程中产生

危害人体健

康和环境

及时清理,实行

分类回收利用

２．城市化中出现的主要社会问题

主要表现 成因 危害 整治措施

交通拥挤,
居住条件差

城市人口急剧

膨 胀,汽 车 数

量不断增加

造成时间和

能源的严重

浪 费,影 响

城市环境质

量;导 致 住

房 紧 张,影

响居住质量

控 制 城 市 人 口

增长;合理布局

城市道路;加快

住房建设;优先

发展公交

就业困难,
失业人口

增加　　

城市人口急剧

增 加,乡 村 人

口无序迁入

造成贫困问

题、社 会 治

安问题

加快经济发 展,
增加就业岗位

章末复习课

答案:A城市功能分区　B不同等级城市的空间分布　C经济因素为主　D城市等级体系　E城市人口比重

F地区差异　G发展生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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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

术

语

第一节
城市土地利用方式、住宅区、中高级住宅区、低级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中心商务区(CBD)、城市地域结构、
付租能力、经济因素

第二节 城市等级、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服务范围、城市等级体系、层层嵌套

第三节
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城市化的后期阶段、
逆城市化、城市“热岛”现象、城市环境问题、生态城市

答

题

语

言

第一节

１．不同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有着各自的特点,不同类型的土地利用在城市里的集中,形成了不同的功能区.

２．城市功能区之间并无明确的界线,某一种功能区以某种土地利用方式为主,可能兼有其他类型的用地.

３．住宅区是城市中最为广泛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随着住宅区的分化出现了中高级住宅区和低级住宅区,其
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背向发展的趋势.

４．商业区多位于市中心、交通干线的两侧或街角路口,主要为点状或条状分布.在有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

市中心,还会形成中心商务区.

５．工业区是由城市内部工业相互聚集而形成的,多分布于城市的外围,沿主要的交通干线分布.

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逐渐

形成和变化的.经济因素是影响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每一块土地用于哪

一种活动,主要取决于各种活动愿意付出租金的高低.

７．影响地租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交通便捷程度和距离市中心远近两个方面.一般来说,距交通干线越近,地租

越高;离市中心越近,地租越高.

第二节

１．城市是区域的中心,一个城市的服务范围除了城市本身,还包括这个城市附近的小城镇和广大的农村地区.

２．不同等级的城市,提供的服务种类和服务范围不同.小城市提供的服务种类少、级别低,服务范围比较小;
大城市提供的服务种类多、级别高,服务范围相对较大.

３．城市的等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城市的发展,有的城市等级会逐渐升高.城市能够发展到一定规模或达

到一定等级,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４．在城市等级体系中,不同等级的城市数目和相互距离是不同的:等级较高的城市数目较少,等级较低的城市

数目较多;等级较高的城市相距较远,等级较低的城市相距较近.

５．在一个城市体系中,每一个高等级的城市周围总是分布有多个等级较低的城市,或者说等级较高的城市的

服务范围包含了多个等级较低的城市的服务范围.就整个区域而言,不同等级城市的服务范围是层层嵌

套的.

第三节

１．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聚和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乡村变为城镇的过程.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城市的发

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可以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它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２．城市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城市化

水平较低、发展较慢;中期阶段:城市化推进很快,出现许多城市化问题;后期阶段: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人

口比重的增长趋缓甚至停滞.

３．城市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早,水平高,目前的发展速度缓慢;而发展中国

家城市化发展较晚,水平较低,但目前的发展速度较快,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出现了许多城市环境

问题.

４．城市化过程中,人类的一些不合理活动,导致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化问题,因此应

合理规划、管理城市,扩大绿地面积,积极发展生态城市.



３８　　　

高考考什么 源头在哪里

(２０１４山东高考)下图为某个组团式城市布局图,各城

区分散布局【１】.读图,回答１~２题.

１．该城市的布局模式有利于 (　　)

A．缩短居民出行距离

B．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C．加强各区之间联系

D．节省基础设施投资

２．该城市规划建设物流园区和化工园区,应分别安排在

(　　)

A．①处和③处　　　　B．①处和④处

C．②处和③处 D．②处和④处

【理论源头】【１】教材第２４页【活动】“合理的城市内部空

间结构能够使各功能区之间既相互联系居住区和工

业区之间应布置适当的卫生防护带”.
分析:此题为教材第２４页【活动】的变式,要使城市布局

合理最主要的是处理好居住区和工业区之间的关系.林

地分布在城区之间,并且面积较大,有利于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但是各城区分散布局延长了居民出行距离,不利于

各城区之间联系,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物流园区应

布局在交通便利、地租较低、面积较大的①处;而化工园

区应布局在风频较小的③处或④处,但④处位于河流的

上游,易污染水源,且④处距离城区较近,易污染城区大

气,因此化工园区布局在③处较合适.
答案:１．B　２．A

(２０１５上海高考)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城镇化进程与

产业结构演化相伴相随.下图为崇明县三大产业产值

比重和城镇化率变化图【１】.读图,回答３~４题.

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崇明县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主要

原因是 (　　)

①第一产业效率提高,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

②第二产业长足进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③第三产业产值稳定,城镇人口不断增加

④产业结构基本稳定,就业人口基本不变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４．崇明县需根据自身的环境和人才条件,调整第三产

业,推进城镇化建设.其应该优先发展的行业是

(　　)

A．休闲旅游业 B．高端金融业

C．农贸批发业 D．房地产业

【理论源头】【１】教材第３１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

产力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随着产业

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一方面,大批乡村人口涌向

城镇,使得原有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通过县改

市、乡改镇的途径,新设了一大批市、镇.这种人口向城

镇集聚和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乡村变为城镇的过程,就是

城市化”.
分析:分析高考题图可以看出,当地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第

一产业产值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迅速上升.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变化不大,但当地经济总量变大,因此

期间第三产业产值也快速增加.城镇化率也是逐渐增

加.此图形显示的内容与教材所描述的城市化内容完全

一致,只 是 高 考 题 目 是 图 形 的 形 式,教 材 是 语 言 文 字

的形式.
崇明县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内经济发达,居民消费

水平高.崇明县独特的自然环境适宜发展休闲旅游业.
答案:３．A　４．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