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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耕地资源与国家粮食安全 

 

一、我国耕地资源概况 

(一)耕地资源概念：耕地是由自然土壤发育而成的，一般是指能够种植农作物

的土地。通常，耕地分为水田和旱地两类，旱地又分为水浇地和无水浇条件的旱

地。 

(二)我国耕地资源优势：我国是农业大国，耕地资源丰富，类型齐全。 

(三)我国耕地资源特点 

1．耕地资源绝对量大，人均不足。 

2．耕地资源整体质量欠佳。 

我国耕地质量总体偏低。随着农业面源污染、工业“三废”等对耕地质量的

影响日趋凸显，尤其是土壤受污染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耕地质量的总体水平呈

下降趋势。 

3．耕地资源空间不平衡，水土资源配置欠佳。 

4．耕地后备资源数量少、质量差，开发利用难度大。 

[图表点拨] 从教材第 27页图 2-2可以看出我国耕地总面积不断减少；图 2-3

通过展示 2011～2015 年新增加和减少的耕地面积，说明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二、我国粮食安全现状 

1．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  

2．我国粮食安全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人均粮食占有量较少、粮食增产难

度较大、粮食种植比较收益较低、粮食总体质量偏低等。 

3．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我国粮食安全还面临着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供需区



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性矛盾加剧等问题。 

[图表点拨] 读教材第 32 页图 2-8 时，注意左轴和右轴分别表示哪些农作物

的产量。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变化，其中粮食产量稳步增长。 

三、保护耕地资源，保障粮食安全 

(一)确保耕地数量 

1．基本国策：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 

2．措施 

(1)守住 18 亿亩耕地的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耕地数量，才能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 

(2)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各类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加强管理，

遏制耕地过快减少；执行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要“占多少，补多少，补充数

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补偿制度。 

(3)积极开发后备耕地资源，提高土地整理复垦指数，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二) 提高耕地质量 

1．耕地质量的影响：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和品质。 

2．措施 

(1)为了改进耕地质量，需要广泛应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加大对农田的投入，

推进生态农业和绿色生产，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耕地质量。 

(2)加强粮食作物丰产技术的应用，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3)推进农田综合整治，加快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产稳产、旱涝保收、节水

高效的规范化农田。 

(三)防止耕地污染 

1．耕地污染的危害：耕地污染不仅导致农作物减产，污染物还会通过食物链

危害人畜健康。 

2．现状：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环境恶化，进而威胁到耕地安全。 

3．措施：需要采取多种措施，防治耕地污染，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比如，引

导农户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和农膜，大力推广有机肥料、生物农药、可降解农膜，

减少对耕地和灌溉水源的污染，切实保障耕地安全。 

(四)提高耕种积极性 

1．积极性低的原因： 



我国种粮成本逐年增加，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性成本逐年增加，粮食种

植收益较低，导致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降低，扩大粮食再生产的动力不足，农村撂

荒的现象较为普遍。 

2．措施 

(1)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入。 

(2)加大对水利设施的投入。 

(3)扶持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大户。 

(4)切实提高农民的耕种积极性。 

(五)加强农业科技应用 

1．措施：加强农业科技在粮食生产中的应用，重点推广地理信息技术，建立

粮食病虫害预警与监控体系，提高农业气象灾害预测和监测水平，为粮食生产保

驾护航。 

2．实际应用：目前，遥感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监测，为国家把握农业生

产全局提供多种服务和决策依据。 

[特别提醒] 耕地供需矛盾的实质是人地矛盾，解决的关键是控制人口增长。 

 

[轻巧记忆]           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及措施 

原因：①风力侵蚀、流水侵蚀、沙漠侵吞大量良田；②城市工业建设和农村

住房占用耕地；③退耕还林、还草及生态建设占用耕地。措施：①坚守 18亿亩耕

地红线，严控乱占耕地行为；②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合理利用每一寸耕地；③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防止耕地退化。  

 

 
我国耕地资源的现状 

材料一 我国耕地资源的现状，从自然因素讲也就是耕地的基本国情，可概

括为“一多三少”，即耕地总量多，人均耕地少，高质量的耕地少、耕地后备资

源少。截至 2017年底，我国耕地面积为1.35亿公顷(1公顷＝15 亩)，居世界第四

位，约占我国土地总面积的 14% ，占比低于许多国家。我国人均耕地 1.47亩，为

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左右，排在世界 120位以后。 

材料二 近几年来，全国耕地面积减少 600 多万公顷。从耕地的质量来看，



我国耕地中高产稳产田仅占 1/3。 

材料三 下图为近年来耕地减少的因素构成图 

 

 

问题 1  (综合思维)通过阅读材料，请用简单话语描述一下我国耕地资源的现

状。 

提示：耕地总量多，人均耕地少，高质量的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少，我国

耕地面积比重小。原因可从我国的土地构成方面寻找答案。 

问题 2  (综合思维)我国耕地减少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提示：人口不断增加；城镇化进程加快，占用耕地；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

造成土地退化；流水侵蚀和风沙侵蚀造成土地减少等。引起耕地面积减少的直接

原因可从材料二得出，但引起土地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的不断增加。 

问题 3 (地理实践力)对于我国耕地资源短缺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提示：退耕还草，有利于在干旱地区防风固沙，保护农田；退耕还林，有利

于在水土流失地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退耕还湖和沼泽，有利于增加蒸发量、

降水量和径流量，使水循环活跃，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答

案可从退耕还草、退耕还林以及退耕还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多角度分析。 

[归纳提升]                                      

1．我国耕地资源的现状 

(1)耕地资源绝对量大，人均耕地少。 

(2)耕地资源质量整体欠佳，受污染和退化严重。 

(3)耕地资源空间分布不平衡，水土资源配置欠佳。 

(4)耕地后备资源数量少、质量差，开发利用难度大。 

(5)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 

2．我国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1)国民经济建设(道路、城市、工厂、乡村等)占用耕地。 

(2)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 



(3)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4)耕地污染和退化(荒漠化、水土流失等)。 

(5)自然灾害等导致耕地减少。 

3．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1)确保耕地数量。 

(2)提高耕地质量。 

(3)防止耕地污染。 

(4)提高耕种积极性。 

(5)加强农业科技的应用。 

 

 

 

 

第二节 水资源与国家安全 

 

水资源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水资源是指地球上所有的气态、液态

和固态的天然水。狭义的水资源是指人类能够直接使用的淡水。 

一、我国水资源概况 

从水资源总量来看，我国水资源丰富，占全球水资源总量的 6% ，居世界第六

位。从人均水资源来看，我国属于世界人均水资源较为贫乏的国家之一。然而，

我国又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国家。目前，我国水资源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时

空分布不均、缺水问题突出、水污染严重以及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现象严重

等方面。 

[图表点拨] 从教材第 37页图 2-12可以看出：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人均水

资源量少。 

(一)时空分布不均，缺水问题突出 

1．时空分布不均 

(1)我国水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特点。 

(2)在时间分配上具有夏秋多、冬春少和年际变化大的特点。 



2．供需矛盾突出 

(1)现状：我国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土地、产业布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不匹配性。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水资源分布与用水需求的矛盾日

益突出。 

(2)主要表现：一是供求总量不平衡，需水量增长速度超过可供水量增长速度；

二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用水缺口明显扩大，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三是工农

业和服务业用水量不断增加，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了很大压力。 

3．缺水问题突出 

(1)原因：当用水需求超过水资源供给能力时，就会出现水资源短缺的现象。 

(2)现状：我国水资源时空不均衡，表现为资源型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北方地

区、西北地区多为资源型缺水，影响因素有气候、地形、地质等。南方地区以水

质性缺水为主，是由于不合理用水、水体受到污染等造成的。 

(二)水污染问题严重 

1．来源：我国的水体污染主要是由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生活污水等造成的。

我国单位工业产值的污染排放量明显较高，城市污水排放量日益增长，处理率也

不高。 

2．现状 

(1)目前，我国的河流、湖泊和水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因为水体自净能

力有限，北方的污染负荷普遍重于南方。 

(2)在我国沿海地区，由于人为超量开采地下水，破坏了地下水与海水之间的

动力平衡，海水侵入滨海地区的地下水中，发生海水入侵现象。结果使灌溉用水

变咸，导致土壤盐渍化，灌溉机井报废，水田面积减少，并引发水质性缺水。 

(三)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 

1．农业是用水大户，在我国，“土渠输水”“大水漫灌”等传统灌溉方式仍

普遍沿用，农业是水资源的浪费大户。  

2．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低；我国工业万元产值平均用水量高。 

3．城镇居民用水铺张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 

[易错提醒] 在我国南方部分人口稠密地区，由于河流水污染与湖泊富营养化

等原因，使水质不能符合要求，也存在淡水资源短缺问题。 

 



[特别提醒] 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丰歉程度的主要指标是多年平均径

流量。多年平均径流量＝多年平均降水量－多年平均蒸发量。 

二、我国水资源安全保护措施 

(一)兴修水利，优化水资源配置 

对自然界的水体，如河流、湖泊、海洋、地下水等进行调控和整治，能够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减轻水旱灾害。具体措施如下： 

1．通过修建水利工程，比如水库、渠道、跨流域调水工程等，可以解决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2．因地制宜地利用水资源，是水资源安全保护的重要方式，如新疆的坎儿井、

黄土高原的水窖、建设“海绵城市”等。 

3．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加强江河湖泊治理工程建设，继续推进大江大河

大湖堤防加固、河道治理、控制性枢纽和蓄滞洪区建设等，都是确保我国水资源

安全的关键。 

[特别提醒] 解决水资源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的措施分别是修建水库和跨流

域调水。 

(二)节约用水，构建节水型社会 

1．结合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调整，推广和普及节水技术，提高用水效率，进

而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2．改进陈旧的灌溉系统，将大水漫灌改为更加节约的喷灌或滴灌等，发展节

水高效的现代灌溉农业和现代旱作农业。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民节水意识，减少浪费。 

(三)水污染防治 

1．排放污染物时，必须充分考虑水体的承载能力，把环境污染控制在特定限

度之内。 

2．通过法治、管理、科技等手段，预防和治理水污染。 

3．建立水质检测体系，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监督管理。 

4．地理信息技术在水污染防治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遥感技术可快速

准确地查明水体污染的范围、程度等，还具有实时预报和动态监测能力。 

[易错提醒] 提高水价是为了节约和合理利用水资源。 



三、跨境水资源与国家安全 

1．问题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紧缺有加剧的趋势。各个国家都

需要更多的水资源，因缺水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地区冲突频繁发生。 

2．措施 

跨境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牵涉到所在国家的发展与安全。对国际性河流的开

发利用，关系到沿河各国的切身利益。各国需要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协调一致，

统一制定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方案，促进沿河国家的合作共赢。 

 

 

 
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措施 

2018 年 12 月 12 日，在浙江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上田村，全省首批 22 本水权

证正式发出，这标志着临安在浙江省率先成功试点制度性的山塘水库水权交易。

所谓水权，就是水资源的使用权，即在一定期限内所拥有的水资源使用、转让、

收益等权利。这种改革试点，可以盘活“沉睡”水资源并将其推向市场。 

 

问题 1 (区域认知)浙江省的水资源是否丰富？原因是什么？ 

提示：浙江省水资源很丰富，主要是因为浙江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属

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多，气候湿润，地表径流量大，水资源丰富。 

问题 2 (综合思维)进行水权交易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提示：促进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归纳提升]                                      

1．水资源短缺的分析思路 

 

2．结合水资源短缺的形成原因，归纳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对策 

水资源短缺原因 解决措施 

自 

然 

储量有限 海水淡化 

空间分布不均 跨流域调水 



原 

因 
时间分布不均 修建水库 

人 

为 

原 

因 

用水量大增 节约用水，控制人口增长 

水污染严重 防止和治理水污染 

水资源浪费 节约用水，减少浪费 

3.中国淡水供应与需求 

(1)中国水资源总特点：总量丰富，但人均水资源量很少。 

(2)水资源短缺的原因 

①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②时间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 

③我国农业、工业和生活等方面对水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在许多地区，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已经超过了水环境的承受能力。 

(3)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4．跨境水资源问题与国家安全 

跨境水资源问题 措施 

因缺水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地区冲

突频繁发生 

各国需要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协调一致，

统一制定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方案，促进沿河

国家的合作共赢 

 

 

 

第三节 矿产资源与国家安全 

 

一、矿产资源及其分类 

(一)概念：矿产资源是指经过地质成矿作用形成的，埋藏在地下或出露于地表，

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矿物或有用元素的集合体。矿产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其

中绝大部分又属于非可再生资源，储量是有限的。 



(二)分类 

1．依据产出状态，可分 为固态矿产、液态矿产、气态矿产。 

2．依据特性及用途分类，可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

产。 

二、我国矿产资源概况 

(一)种类多，储量丰富 

我国是世界上矿产资源总量丰富、种类比较齐全的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

但我国人口众多，人均矿产探明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 。 

(二)贫矿多，富矿少，共生矿多 

在我国矿产资源中，少部分矿产品位较高，如钨矿、锑矿等，大部分品位较

低，如铁、铜、铝土等多为贫矿。我国有一半以上的矿产以共生的形式赋存，尤

其是金属矿产。这些特点使我国矿产利用难度大，开采成本高。 

(三)区域分布广泛，相对集中 

我国许多重要的矿产资源集中分布在少数省区。由于矿产资源空间分布与生

产力布局不匹配，需要对矿产资源进行远距离运输。 

[图表点拨] 从教材第 50页图 2-31 可以看出：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比

世界平均水平低。 

 

[易错提醒] 我国的资源非常丰富，号称“资源大国”，但我们又常说我国是

“资源小国”这是因为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因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量

就很少。 

三、矿产资源与国家安全 

(一)矿产资源与国民经济 

1．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2．矿产资源的开发联动效应突出，采矿业通过产业链广泛拉动相关部门，可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也可实现显著的经济效益。 

3．有些国家矿产资源贫乏，但其经济社会发展也离不开矿产资源的支撑。因

此，这些国家不得不从别国大量进口，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家。 

(二)矿产资源与国防外交 

1．矿产资源是保障国防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为武 器装备制造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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