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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 必修三 第二章 区域可持续发展

第三节美国田纳西河流域

赵君燕\陕西省镇安中学

【探索】

岷江都江堰与天府之国

岷江，发源于岷山，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流过

崇山峻岭之后，岷江在现在的都江堰市一带进入平坦的成都平原。

由于水速突然减慢，夹带的大量泥沙和石块随即沉积下来，淤塞

河道。每年雨季到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势骤涨，往往泛滥成

灾，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雨水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赤地千

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祸及川西，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

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治理岷江水患成为当务之急。

图 1 都江堰示意图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7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38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38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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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 256 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

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在现在的都江堰市的城

西约 1.5公里处的岷江上，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

堰的整体规划是通过渠首工程之一的“鱼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

外江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行洪；内江是人工引水的总干渠，主

要用于灌溉。利用地形、地势使江水在鱼嘴处按比例分流。枯水

季节四成流入外江，六成流入内江以保证耕作用水；丰水季节，

水位抬高漫过鱼嘴，六成水流直奔外江，四成流入内江，使灌区

免受水淹。这就是所谓“分四六，平潦旱”。并且利用环流原理，

把沙石排入外江。从此，成都平原实现了自流灌溉，灌区面积现在已

达到 1000 多万亩。都江堰工程除灌溉和防洪外，还兼具水运和城市

供水等功能。几千年来，岷江在这里变害为利，造福农桑，并进而促

进了整个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

《史记》说：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平原能够如此富饶，被人们

称为“天府”乐土，从根本上说，是李冰创建都江堰的结果。

思考 都江堰水利工程如何很好地解决了岷江流域的水旱

灾害？从哪些方面实现了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3581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0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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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学案例】

黄河流域的开发利用与治理

黄河流域概况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

4500 米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

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9省（区），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干流

河道全长 5464 公里，流域面积 79.5 万平方公里。与其他江河不同，

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面积占流域总面积的 97％。流域西部地区属青

藏高原，海拔在 3000 米以上；中部地区绝大部分属黄土高原，海拔

在 1000～2000 米之间；东部属黄淮海平原，河道高悬于两岸地面之

上，洪水威胁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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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主要特点

黄河有着不同于其他江河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水少沙多，水沙异源。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580 亿立方米，

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8.3％，而年径流量只占全国的 2％。流

域内人均水量 527 立方米，为全国人均水量的 22％；耕地亩均水量

294 立方米，仅为全国耕地亩均水量的 16％。再加上流域外的供水需

求，人均占有水资源量更少。多年平均输沙量 16亿吨，多年平均含

沙量 35公斤每立方米，均为世界大江大河之最。56％的水量来自兰

州以上，90％的沙量来自河口镇至三门峡区间。

图 3 黄河干流泥沙沿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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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道形态独特。黄河下游河道为著名的“地上悬河”，是海河流

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现行河床一般高出背河地面 4～6米，比新

乡市高出 20米，比开封市高出 13米。河道上宽下窄，最宽达 24公

里，最窄处仅 275 米，排洪能力上大下小。河势游荡多变，主流摆动

频繁。河道内滩区为行洪区，居住人口 179 万人。防洪任务十分艰巨。

图 4 开封“地上河”示意

3、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流经世界上水土流失面积最广、侵蚀强度

最大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 45.4 万平方公里，占黄土高原总面

积的71％。年侵蚀模数大于8000吨每平方公里的极强度水蚀面积8.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同类面积的 64％；年侵蚀模数大于 15000 吨每

平方公里的剧烈水蚀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同类面积的89％。

4、洪水灾害频繁。据记载，从先秦时期到民国年间的 2540 多年中，

黄河共决溢 1590 多次，改道 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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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纵横 25万平方公里 。每次决口，水

沙俱下，淤塞河渠，良田沙化，生态环境长期难以恢复。

5、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据 2000 年资料统计，黄河流域人口 11008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8.7％；城市化率 26.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 6365 亿元，占全国的 6.8％，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牧

业也比较落后，人均占有粮食和畜产品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黄河上

中游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和比较贫困的

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因此，进一步加强农业经济建设，发挥土地和

光热资源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尽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

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强民族

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6、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黄河流域总土地面积 11.9 亿亩，占

全国国土面积的 8.3％。总耕地 1.97 亿亩，人均 1.79 亩，约为全国

人均耕地的 1.5 倍。矿产资源丰富，在全国已探明的 45种主要矿产

中，黄河流域有 37种。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的水能资源、中游地区

的煤炭资源、中下游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都十分丰富，在全国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我国的“能源流域”。流域可开发水能

资源总装机容量 3344 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1136 亿千瓦时，在我国七

大江河中居第二位。已探明煤炭储量 4492 亿吨，占全国煤炭储量的

46.5％。流域内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主要分布在胜利、中原、长庆

和延长 4个油区，其中胜利油田是我国的第二大油田。流域内其他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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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源也很丰富。具有全国性优势的矿藏有：稀土、硫、铌、石膏、

铝土矿、钼、耐火黏土等。钴、锌、铅、碱、硫铁矿、铜、钨、金等

矿藏量在全国也有重要地位。黄河上游及邻近地区是我国著名的有色

金属长廊。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为黄河流域 21世纪初经济发展

带来良好的机遇。黄河流域各省（区）将依托欧亚大陆桥和资源优势，

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形成我国有特色的

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

1、基本思路

治理黄河的首要任务是防洪减淤。基本思路是：“上拦下排、两

岸分滞”，控制洪水；“拦、排、放、调、挖”，处理和利用泥沙。

解决黄河的洪水和泥沙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上拦”就是根据

黄河洪水陡涨陡落的特点，在中游干支流修建大型水库，以显著削减

洪峰；“下排”即充分利用河道排洪入海；“两岸分滞”即在必要时

利用滞洪区分洪，滞蓄洪水。“拦”主要是靠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

和干支流控制性骨干工程拦减泥沙。“排”就是通过各类河防工程的

建设，将进入下游的泥沙利用现行河道尽可能输送入海。“放”主要

是在下游两岸处理和利用泥沙。“调”是利用干流骨干工程调节水沙

过程，使之适应河道的输沙特性，以利排沙入海。“挖”就是挖河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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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加固黄河干堤，逐步形成“相对地下河”。通过综合治理，谋求

黄河长治久安。

2、治理开发现状

1946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黄河治理开发十分重视，随着我国大江大河

的第一部综合治理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实

施，全面开展了黄河的治理开发，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了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善了生态环境。

● 下游防洪取得了连续53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安澜局面。目前，

已修建了三门峡、小浪底、陆浑、故县等干支流水库 3000 多座。先

后 4次加高培厚了黄河下游 1400 公里的临黄大堤，初步开展了放淤

固堤，开展了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开辟了北金堤、东平湖等滞洪区，

对河口进行了初步治理，初步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下游

防洪工程体系，加强了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提高了黄河下游抗御洪

水灾害的能力，扭转了历史上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保障了黄淮

海大平原的防洪安全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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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黄河的治理和开发

● 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

献。黄河干流已建、在建 15座水利枢纽和水电站，总库容 566 亿立

方米，发电装机容量 1113 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 401 亿千瓦时。兴

建了众多的支流水库及大量的灌溉、供水工程,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灌溉面积由 1950 年的 1200 万亩发展到目前的 1.1 亿亩（其中流域外

0.37 亿亩），在约占全流域耕地面积 46％的灌溉面积上生产了 70％

的粮食和大部分经济作物；解决了农村 2727 万人的饮水困难；为流

域内外 50多座大中城市和中原、胜利油田提供了水源保障。加强了

水资源保护工作，已建成水质监测站点 216 个，对干支流水质进行了

监测，初步掌握了重要河段的水质状况。

●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约二分之一得到治理。黄河水利委员

会发布了２０１０年《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公报显示，黄河流

域水土流失面积４６．５万平方千米，占总流域面积的６２％，黄河

流域已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２２．５６万平方公里。其中，兴

修基本农田５５５万公顷，营造水土保持林１１９２万公顷，人工种

草３６７万公顷，封禁治理１４２万公顷。建设淤地坝９．１万座，

兴建各类小型水土保持工程１８４万处。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初步

改善了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区水土流失得到遏制。经综合分析，年均

减少入黄泥沙３．５～４．５亿吨，累计增产粮食６７０多亿公斤，

解决了约１０００万人的基本口粮和饮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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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黄土高原治理前后景观对比

经过半个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黄河治理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但由于黄河河情特殊，治理难度大，加之流域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流

域管理乏力，目前还面临着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洪水威胁依然是

心腹之患，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水污染越来越严重。

思考

1、借鉴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经验，你认为综合治理开发

黄河流域应采取哪些措施？

2、为什么说治理黄河下游“地上河”的关键在于做好中

游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

3、水污染会对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

响？你认为治理黄河的水污染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治理前 治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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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本节课程的课文内容选用了国外案例“美国田纳西河流

域的治理”，所以“探索”和“案例研究”分别选用中国南

方岷江的治理和中国北方河流黄河的开发与治理，教学中教

师注意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让学生真正从案例中学会流域

开发建设和综合治理的一般方法，能够针对不同流域开发过

程以及流域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对流域治理的措施提出自己

的想法和建议，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探索”可以作为

课程引人内容，教学时可利用多媒体课件简要介绍鱼嘴、飞沙

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的分洪、抗旱、排沙、灌溉等方面的工作原

理，使学生更好地体会如何实现流域的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

想，同时激发学习兴趣。“案例研究”可在学习了“美国田纳

西河流域的治理”之后的案例研究课中进行探究，课前布置

作业，采用小组活动的方式，学生分三组，分别收集黄河上

游、中游、下游的地理条件、开发建设的基本内容、治理对

策等资料，课堂中学生展示交流。黄河流域的开发治理措施

可以让学生展开充分讨论，各抒己见，教师针对学生讨论中

的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纠正。教学时要抓住本课学习的目的——

如何借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的成果经验，及全流域综合

治理的观点，教学过程中可围绕三个“思考”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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