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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自然资源的类型和特征

第 1 单元  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

1

6

自然资源的类型

自然资源的特征

不均衡性

自然资源的类型

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主要分布 1:3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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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的整体性——以森林资源变化为例

有限性

整体性

自然资源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种自然资源的

变化会引发其他自然资源的变化。

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探明储量（2018 年）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

森林资源破坏
导致的其他资
源变化

森林砍伐导致水土流失示意 世界各国和地区森林面积变化（1990—2015 年） 1:25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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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单元  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       

自然资源对人类活动的影响2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水稻产量
占世界的比重（2018 年）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水稻种植
面积占世界的比重（2018 年）

自然资源的数量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年降水量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2018 年）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 7月平均气温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理环境 1:67 000 000 1:120 000 000

1:120 000 000

1:67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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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2  自然资源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自然资源的质量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中国气候资源质量与作物熟制 1:35 000 000

内蒙古自治区化石燃料资源及相关产业布局

    ①内蒙古化石燃料资源分布

有什么特点？

    ②内蒙古化石燃料资源分布

对相关产业布局有什么影响？

读图
思考

1:1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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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单元  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影响主题 3

人类不合理的利用方式对自然资源的影响

亚非欧地区人类活动的发展（公元前 4000 年—公元 500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主要资源型城市

生产力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利用

中国北部人为因素导致的土地沙漠化 1:32 000 000

1:150 000 000 1:60 000 000

人类发展早期，对水、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高，四大古文明都

出现在自然条件良好的大河流域。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主要资源型城市大都位于矿产资源

所在地附近，说明当时矿产资源对产业布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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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3  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影响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固体废弃物回收率

我国首个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甘肃省

甘肃省是我国的资源大省，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都很丰富。但在相当长时期内，甘肃省经济发展

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水平低下。2010 年 12 月，国务院批准甘肃省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1:200 000 000

甘肃省循环经济格局示意

1:12 000 000



主题 战略性矿产资源——石油

第 2 单元  石油资源与能源安全

4

12

石油资源的战略价值

石油产品

世界主要区域能源消费结构（2017年）

石油资源开发利用示意

1:2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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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和地区石油储量（2017年）

石油形成过程示意

大庆油田

中东石油资源

石油资源的形成与分布

1:55 000 000

1:2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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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石油供需格局

世界石油
价格变化

世界各国和地区石油产量（2017年）

世界各国和地区石油消费量（2017年）

1:200 000 000

1:200 000 000

    世界石油价

格变化受哪些因

素影响？

读图
思考



主题 我国的石油及能源安全5

15

主题 5  我国的石油及能源安全

中国石油资源探明储量和新增探明储量 世界能源消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 (2017 年 )

我国石油的分布及其开发利用

中国石油资源分布 1:3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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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石油合作中国石油进口来源
（2016 年）

中国各省区石油生产量和消费量（2016年）

1:100 000 000

1:30 000 000

    分析我国各省区石油生产、消

费与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
读图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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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5  我国的石油及能源安全

我国石油安全面临的挑战

中国石油探明储量增长率和产量增长率变化

中国石油产量、消费量和进口量变化

世界海上石油运输路线与重要通道 1:200 000 000

    ①读“中

国石油探明储

量 增 长 率 和

产量增长率变

化”图，分析我国国

内石油生产的情况；

②读“中国石油产量、

消费量和进口量变化”

图，分析我国石油对

外依存度；③读“世

界海上石油运输路线

与重要通道”图，归

纳我国石油进口的主

要地区和运输线路；

④总结我国石油安全

面临的挑战来自哪些

方面。

读图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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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石油安全的应对策略和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中国石油安全建设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含预测）
（1990—2050 年）

中国页岩气资源分布 1:60 000 000

1:30 000 000



主题 我国的耕地资源

第 3 单元  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

6

我国耕地资源的特点

19

世界各国和地区耕地面积占陆地面积的比重（2016年）

世界各国和地区人均耕地面积（2016年）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含预测）
（1990—2050 年）

1:200 000 000

1:2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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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耕地资源分布

中国各省区耕地数量（2015年）

1:32 000 000

1:32 000 000



主题 6  我国的耕地资源

21

中国耕地后备资源组成
（2016 年）

中国耕地质量（2015年） 1:30 000 000

中国各质量等别的耕地面积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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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蚀导致的水土流失面积变化

中国盐渍化土地面积变化

中国盐渍化土地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分布 1:32 000 000

    我国盐渍化土

地空间分布有何特

征？为什么？

读图
思考

我国耕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

中国各省区人工地表占地比重（2015年） 1:50 000 000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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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

保护耕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7
主题 7  保护耕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粮食不安全体验量表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粮

食安全的一个指标。它以

调查的形式直接询问人们

的粮食不安全体验，进而

提供有关人们能否获取充

足食物及粮食不安全程度

的信息。

不同时期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定义

中国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

世界营养不良人口变化

粮食安全的概念

按粮食不安全体验量表衡量的世界粮食不安全人数分布

粮食安全的内涵

我国的粮食安全现状

1:25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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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

中国粮食主产区耕地优势度 1:32 000 000

中国各省区粮食产量变化 1:32 000 000

    我国不同省区粮食产量

增减变化的原因各是什么？
读图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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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7  保护耕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变化

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中国国家现代农业
示范区分布

大庆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围绕“工业农业现

代化同步推进，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协调

兼顾”示范主题，构建更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生

产关系和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黑龙江省大庆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中国谷物类粮食产量变化

中国各省区耕地灌溉面积和

农业机械化程度（2017 年）

1:50 000 000

1:35 000 000

    分析我国耕地灌溉面

积、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空

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

读图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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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护耕地的政策与措施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已经建成

5.6 亿亩（约 0.37 亿公顷）高标准

农田，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高标准农田是指

达到“田地平整肥沃、

水利设施配套、田间

道路通畅、林网建设

适宜、科技先进适用

和优质高产高效”标

准的农田。

中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分布

中国各省区土地利用主要指标（2020年）

1:32 000 000

1:35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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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7  保护耕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中国不同区域的中、低产田主要问题及提升措施

中国轮作、休耕试点重点区域分布

河北省邯郸市地下水

漏斗区休耕

邯郸市在黑龙港

流域地下水漏斗区开

展季节性休耕试点。

在无地表水替代的地

下水超采区，将小麦、

玉米一年两熟改为一

年一熟，不再种植依

靠地下水灌溉的冬小

麦，只种植一季玉米、

杂粮杂豆、油料作物

等抗旱作物，实行“一

季休耕、一季种植”

制度，减少地下水的

开采。

1:35 000 000

1:35 000 000



主题 海洋空间资源

第 4 单元  海洋空间资源与海洋安全

8

海洋空间资源的特点和开发

海洋空间资源

开发示意

海岸带和海岛

海空

28

世界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变化

中国主要沿海港口、岛屿和沿海滩涂资源

世界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分布
（2017 年）

1:37 000 000

    ①读“海洋空间资源开发示意”图，

分析不同的开发活动所属的海洋空间类

别；②通过分析不同开发活动特点，归

纳海洋空间资源的立体性、连通性、有

限性和特殊性四个主要特点。

读图
指导



海中

世界海底电缆和海底隧道分布 青岛胶州湾隧道

海底

29

海面

世界主要航海线 1:300 000 000

1:25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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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海洋安全9

海洋安全

中国近海 1:21 000 000



主题 9  维护海洋安全

31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 中国海域水质和典型生态系统健康状态（2018 年）

中国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死亡（含失踪）人数 中国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比重（2018 年）

1:33 000 000 1:3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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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海洋安全的措施

3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各类海域

中国海军第一批索马里护航编队行动路线示意

中国海军护航行

动是从 2008 年底开始

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索

马里海盗频发海域护

航的一项军事行动，

其主要任务是保护航

行在该海域的中国船

舶和人员以及运送人

道主义物资的国际组

织船舶的安全。

中国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分布（2017 年）

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1:140 000 000

1:24 000 000

1:50 000 000

国家对领海内自然资源具有排他的开发和利用的权利；对港口贸易运输具

有专属权利；外国航空器只有经过同意或者有国际协定才能飞入领海上空

图中数据来自《国民

海洋意识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2017）》，报告中根据网络大

数据与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方

法对全国各省区的国民海洋

意识发展指数进行了测评。



主题 9  维护海洋安全

3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各类海域

海洋生态安全是海洋安全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建立了多个不同类型的海洋保护区，维护海洋生态安全。

中国海洋保护区分布 1:25 000 000



主题 自然保护区的类型与功能区

第 5 单元  自然保护区与生态安全

10

3534

自然保护区及其主要类型

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7 年）

中国各省区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和结构（2016年）

1:16 000 000

1:40 000 000



3534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
数量和面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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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单元  自然保护区与生态安全       

3736

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

高原腹地，为长江、黄河

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

是我国江河中下游地区和

东南亚区域生态环境安全

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生态屏障。三江源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整个三

江源地区生态类型最集

中、生态功能最重要、生

态体系最完整的区域。

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

不同形态的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示意

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区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肃漳县珍稀水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西藏玛旁雍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 300 000

1:1 600 000

1:9 000 000

1:2 600 000

一般来说，自然保护区三个功能区的空间

结构是：核心区位居中心，实验区在外围，缓

冲区居中间，构成一个圈层结构。然而，受到

保护对象的生态生理特点及空间分布格局、自

然地理条件以及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自然

保护区功能区的空间结构常有变形。

    ①观察以下三个自然保护区，它们的形

态有什么特点？

    ②推测这三个自然保护区空间结构形成

的影响因素。

读图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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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6 3736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变化（2000—2010 年）

自然保护区对生态安全的意义

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部分自然保护区分布

生态系统质量

是指生态系统的健

康状态 , 这种状态

表现为生态系统自

我维持与抗干扰能

力的大小。自然保

护区的建立有利于

生态系统质量的维

持和改善。

1:200 000 000

1:35 000 000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是一些具有显著生物

多样性，但同时正受到

人类严重威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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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是

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

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

能，必须强制性严格

保护的区域，是保障

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的底线和生命线。上

海市位于长江入海口，

分布有大量珍稀濒危

物种，还是国际候鸟

迁徙路线的组成部分，

同时作为特大城市存

在水源安全问题，因

此上海市的生态保护

对长江流域生态安全、

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以

及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

划定生物多样性

优先保护区域的目

的，是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优先考虑生物多

样性保护，采取积极

措施，对重要生态系

统、生物物种及遗传

资源实施有效保护，

保障生态安全。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2011—2030 年）

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

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

1:32 000 000

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
1:1 6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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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

新安江横跨安徽和浙江两省，是华东地区重要战

略水源地。2012 年起 , 财政部、原环保部等有关部

委在新安江流域启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首轮试点 , 设置补偿资金每年 5 亿元 , 其中中央财政

3 亿元，皖浙两省各出资 1 亿元。如果年度水质达到

考核标准 , 浙江拨付给安徽 1 亿元 , 否则安徽拨付给

浙江 1 亿元。根据皖浙两省联合监测数据，2012 年至

2014 年，新安江上游流域总体水质为优，新安江流域

生态补偿试点通过验收。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示意（2012—2014 年）

新安江流域的位置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规划

中国自然保护地发展历程

1:3 300 000

1:1 700 000

1:100 000 000

中国国家公园分布 1:50 000 000



40

第 5单元  自然保护区与生态安全       

中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示意

中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示意 1:40 000 000

1:35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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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温室效应与碳排放

41

碳循环

温室效应示意

碳循环示意

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来源（2014 年） 来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变化

    举例说明土地利用方式

变化如何影响碳循环。

读图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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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增加对环境的影响

4342

年平均气温距平是指某一年的平

均气温与某一时间段年平均气温的差

值，用来表示气温的变化情况。此处

的气温距平是指 2017 年的平均气温与

1951—1980 年平均气温的差值。

全球气温和二氧

化碳浓度变化

全球气温距平分布（2017年）

全球部分地区的极端天气事件（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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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000 000

1:200 000 000

北极海冰范围 在海冰扩大的季
节，北极海冰最大面积是有记录以
来第七小的（与2007年持平）。在
海冰融化的季节，北极海冰最小面
积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小的（与2007
年和2016年持平）。

欧洲 2019年是欧洲气温第二高
的一年，仅次于2018年。在这
一年里，欧洲受到几次强热浪
的侵袭，几个国家创造了新的
历史最高温纪录。

亚洲 亚洲2019年的气温
是110年以来第三高的，
仅次于2015年和2017年。

北美洲 2019年的气温高
于平均水平，是有记录以
来第十四热的年份。

南极海冰范围 在海冰扩大的季节，南
极海冰最大面积略低于平均水平。在海
冰融化的季节，南极海冰最小面积是有
记录以来第七小的。

南美洲 2019年的
气温是110年以来
第二高的，仅次于
2015年。

非洲 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第
三热的一年，仅次于2016年
和2010年。非洲最热的10年
都出现在2005年后。

大洋洲 2019年是自
1910年有记录以来最
热的一年。

飓风多里安 最大风速
为每小时295千米，是有
记录以来影响巴哈马的
最强飓风。

气旋风暴基亚尔 
最大风速为每小时240
千米,是阿拉伯海有记
录以来最强的气旋。

台风海贝思 最大风速
为每小时260千米,是该
地区有记录以来发展最
迅猛的热带气旋之一。

全球平均气温 2019年1月至12月的全球陆地和海洋
表面平均温度是自1880年有全球记录以来第二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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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巴斯是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平均海拔不

足 2 米，人口约 11 万，散居在 33 个岛屿上。由

于海平面上升，基里巴斯面临被淹没的危险。该

国已经在海外购置土地，为不得已时的“举国搬迁”

做准备。

基里巴斯

首都塔拉瓦南

部一个村落的

居民，在涨潮

淹没村落时被

迫离家，退潮

后才能返回。

格陵兰岛在世界上的位置

全球海平面变化

基里巴斯

格陵兰岛冰川变化

1:250 000 000

1:40 000 000

格陵兰岛冰川
融化量

全球海平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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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国际合作

碳减排国际合作历程

世界各国和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2018年）

1:200 000 000

1:2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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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省份和低碳城市试点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成都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积极探索既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能降

低碳排放、推进绿色发展的做法和经验非常

必要。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已启动 6 个低

碳省份和 81 个低碳城市试点。

作为全国第三批低碳试点城市，成都采取了多种措施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成都市低碳
循环方案

成都市第九污水处理厂

成都生态安全格局

1:35 000 000

1:2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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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污染物跨境转移与环境安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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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6

污染物跨境转移途径

世界酸雨和石油污染

污染物跨境转移及其对环境安全的影响

1:2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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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13  污染物跨境转移与环境安全

北太平洋垃圾带

全球电子垃圾主要流向（2014年）

由于洋流系统的作用，大量的塑料及海上活动

产生的废弃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州之间

的北太平洋区域聚集，形成了“北太平洋垃圾带”。

近年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大，现在已超过 160 万平方

千米。这些垃圾种类多，从细小的碎屑到巨大的废

弃渔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难以分解的塑料。另外，

其他几个大洋也有类似的垃圾带。

北太平洋垃圾带位
置及周边洋流示意

1:200 000 000

北太平洋垃圾带
垃圾的来源

海水纵剖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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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污染物跨境转移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措施

《巴塞尔公约》的导火索之一——“齐安海”事件

1989 年 3 月签订的《控制危险废

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简

称《巴塞尔公约》）规定，缔约方不允

许将危险废料或其他废料出口到非缔

约方，也不允许从非缔约方进口；各

缔约方不允许将危险废料或其他废料

转移到南纬 60°以南的地区处理。

1986 年 8 月，“齐安海”货轮装载着 1万多吨毒炉灰从美国费城出发，寻找一个卸货地。它先后到过多米

尼加、洪都拉斯、巴拿马、小安的列斯群岛、几内亚比绍、百慕大群岛、海地、塞内加尔、摩洛哥、克罗地亚、

斯里兰卡和新加坡等地，除海地收留了少许货物外，其他各地都拒绝卸货。1988 年，在游历了五个大洲后，

它装载的货物在斯里兰卡和新加坡之间的印度洋上不翼而飞。此事件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成为签订《巴

塞尔公约》的导火索之一。

《巴塞尔公约》签订前世界部分危险
废料转移情况

“齐安海”货轮航行路线

中国防范污染物跨境转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加入的国际公约

1:250 000 000

1:14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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