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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一地理学科导学案

第一单元第三节——人口合理容量

研制人：刘婉锐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授课日期：________

【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1. 运用资料，描述人口分布、迁移的特点及其影响因

素，并结合实例，解释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

合理容量。

2. 通过探究有关人文地理问题，了解地理信息技术的

应用。

1. 结合实例，解释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人口合理容

量的区别。

2. 结合实例，归纳影响人口合理容量的因素。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阅读地理必修 二 教材第 16—21 页

【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一、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

1．概念：指某区域在既定的对外联系、经济技术水平、社会文化条件下，由本地 和

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人口规模。

2．意义：一旦超过这个限度，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而失去 ，并最终丧失原有的承载能力。

二、人口合理容量

1．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既定的对外联系、 、社会文化条件下，在保证居民合理的

生活方式、保障健康的生活水平，同时又不妨碍后代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所能容纳(承载)的 度的人口数量。

2．影响因素

因素 影响

自然因素 自然条件与 是决定一个地区人口合理容量的基础

社会经济因素
水平、生活水平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经济因素对一个地区人口合理容

量的大小起重要作用

对外开放程度因素 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 的互补性强，人口合理容量高；反之，则低

3.特点

(1)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人口合理容量 。

(2)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 。

4．谋求我国人口合理容量的途径

(1)坚持 基本国策，鼓励按政策生育，充分发挥全面两孩政策效应。

(2)努力提高 、资源利用率以及资源管理水平。

(3)进一步扩大 。

三、案例：应用地理信息技术探究湖北省资源环境承载力

1．湖北省自然地理概况

位置 我国中部

地形 东、西、北三面环山，山地占 56%，丘陵占 24%，平原和湖区占 20%
气候 大部分为 气候，热量充足，无霜期长，降水充沛，雨热同期

水文 素称“千湖之省”，湖泊主要分布在 平原，地表水质量总体良好

2.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中的应用

(1)分析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可提高研究的准确性。

(2)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强大的 功能，可实现对区域内可利用水资源、可利用土地资源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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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探究点一 人口合理容量

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超过 14亿，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数字。14亿人要吃饭、穿衣、上学、就业、

住房……，消费的需求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中国的耕地、水资源、森林以及矿产资源本来就稀缺，人均量就更

少得可怜。粮食安全、环境资源难以承受人口的增长。

20世纪 90年代，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容量进行过预测，在现有消费水平下，我国

目前的人口合理容量大约为 8～9亿。

1．材料反映我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2．学者们对人口容量的预测依据有哪些？

3．如何解决我国的这种问题？

核心归纳：

1．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区别与联系

资源环境承载力 人口合理容量

概念

强调点

强调的是一个区域的资源和环境所能承载

的最大人口数量(极限人口)，即地球最多能

养活多少人

强调在保证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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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养活多少人

共同点
制约因素不确定，历史时期不同，制约因素发生变化，使人口容量具有不确定性；但在具体时期

制约因素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对人口容量进行相对定量的估计，即具有相对稳定性

实质 最大人口数 最适宜人口数

意义 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的制定

2.影响人口合理容量的因素

因素 与人口合理容量的关系

资源丰富程度 正相关 资源越丰富，人口合理容量越大；反之，人口合理容量越小

科技发展水平 正相关 科技水平越高，人口合理容量越大；反之，人口合理容量越小

经济发达程度 正相关 经济越发达，人口合理容量越大；反之，人口合理容量越小

人口受教育

水平
正相关 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口合理容量越大；反之，人口合理容量越小

对外开放程度 正相关 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人口合理容量越大；反之，人口合理容量越小

生活消费水平 负相关 消费水平越高，人口合理容量越小；反之，人口合理容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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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合理容量的特征——不确定性和相对确定性

【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十分必要和紧迫。据此完成 1～2题。

1．制约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最主要因素是( )
A．人均物质消费量 B．自然资源数量

C．人均粮食消费量 D．科技发展水平

2．下列地区中，单位土地面积资源环境承载力最大的是( )
A．珠江三角洲 B．东北平原

C．塔里木盆地 D．青藏高原

环境承载力相对剩余量(EBC)是指一定区域内，某一时期该地区环境承载力(ECC)与实际的环境承载量(ECQ)
之间的差值。下表为“成都市 2019年单要素环境承载力相对剩余量统计表”。据此回答 3～4题。

要素

剩余量
经济总量 水资源 土地资源 产业结构 森林资源

EBC(万人) 826 364 283 1 021 109
3.2019年，各省市人才争夺硝烟不断，西安、南京、杭州、天津等地落户条件再度降低。成都作为西部地区经

济贸易中心当然不甘示弱。若短期内成都人才落户政策得到积极响应，则( )
A．ECQ不变 B．ECC降低

C．EBC降低 D．EBC增加

4．成都市( )
A．人口合理容量为 109万人

B．经济人口总量为 826万人

C．限制人口合理容量的主要要素是产业结构

D．提高森林资源利用率可提升人口合理容量

【导悟——拓思维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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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一地理学科作业

第一单元第三节——人口合理容量

研制人：刘婉锐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________姓名：________学号：________时间：________作业时长：20 分钟

【课后检测】（★为选做题）

读“木桶效应(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这只木桶的盛水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

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图”，完成 1～3题。

1．以某地的四类要素测得的各自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分别为：8 000人、10 000人、6 000人、4 500人，则该

地的人口最大容量为( )
A．8 000人 B．10 000人 C．6 000人 D．4 500人
2．下列影响我国不同省份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因素中相当于木桶短板的是( )
A．四川—水力资源 B．山东—气候资源

C．黑龙江—矿产资源 D．福建—耕地资源

3．如果用 a表示 21世纪初中国的人口数量，用 b表示中国的人口合理容量，用 c表示中国的人口最大容量，

那么 a、b、c三者的大小关系是( )
A．a＜b＜c B．c＜b＜a
C．b＜a＜c D．a＜c＜b

图 1、图 2为“西藏地区不同发展模式下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比示意图”。读图完成 4～5题。

4．下列选项中，影响西藏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首要因素最可能是( )
A．水资源 B．土地资源

C．经济结构 D．生活水平

5．保持现有发展模式，西藏地区的人口合理容量应( )
A．小于 0.04亿
B．介于 0.04亿到 0.25亿之间

C．介于 4.05亿到 33.34亿之间

D．大于 33.34亿
读“人口规模与生活质量关系示意图”，回答 6～7题。

6．关于图中人口规模的叙述，正确的是( )
A．P为较低生活质量下的人口合理容量

B．P′为资源环境承载力

C．P′为较高生活质量下的最高人口容量

D．P为资源环境承载力

7．图中反映了( )
A．人口规模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B．人口规模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

C．当人口规模低于最佳人口规模时，人口规模和生活质量呈负相关

D．当人口规模高于最佳人口规模时，人口的增长将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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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读“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示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大体呈现怎样的空间分布规律？

(2)试分析造成东西部资源环境承载力差异的主要原因。

读“世界人口合理容量测算表(部分)”，完成 9～10题。

气候区 人口合理容量(亿人) 人口合理密度(人/km2)

热带雨林气候区 28.00 200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9.30 100

地中海气候区 2.25 90

温带海洋性气候区

和温带季风气候区
7.35 30

9.表中所列人口合理容量和人口合理密度测算主要考虑的是( )
A．社会因素 B．自然因素

C．经济因素 D．历史因素

10．按表格推算，下列气候类型所在地区远没有达到人口合理容量和人口合理密度的是( )
A．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B．地中海气候区

C．温带季风气候区 D．热带雨林气候区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地带，山地面积占全州总面积的 98%以上。下表为“该州某年

建设用地规模与比重统计”。据此完成 11～12题。

人均适宜建设用地

面积(m2/人)
人均实际建设用地

面积(m2/人)
适宜建设用地占总面

积比重(%)
实际建设用地占

总面积比重(%)

441.83 447.29 1.61 1.63

11.制约该州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主要资源类型是( )
A．水资源 B．水能资源

C．森林资源 D．耕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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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若该州建设用地长期处于上表所示使用状况，该区域最有可能导致( )
A．洪涝灾害多发 B．生物灾害加剧

C．地质灾害多发 D．森林火灾增多

读“长江中下游地区与青海、西藏地区年生物量和最大人口密度表”，回答 13～14题。

年生物量(万吨) 可承载人口(万人) 最大人口密度(人/km2)
长江中下游地区 88 600 22 000 395
青海、西藏地区 10 000 1 000 4

（★选做题）13.青海、西藏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远远低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原因有( )
①地势高，气候寒冷 ②生态环境脆弱 ③自然资源丰富 ④土地生产潜力小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④

（★选做题）14．据分析研究，西藏地区的人口合理容量正在减少，原因可能是( )
①消费水平迅速上升 ②生产活动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环境

③青藏铁路的开通，方便了与外界之间的联系 ④自然灾害的增多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选做题）15．新疆各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准噶尔盆地南部最大，塔里木盆地南部最小。

结合图示信息完成下列问题。

(1)分析准噶尔盆地南部资源环境承载力最大的原因。

(2)说明为增大塔里木盆地南部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当地可采取的措施。

(3)新疆的最大可能人口密度为 32人/km2，目前已达 13人/km2。有人认为“为促进该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

不宜限制人口增长”，但对人口环境学颇有研究的赵先生却认为这种看法不妥，试为赵先生的观点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