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课 资源的跨区域调配学案

地理科：李银苹



    特高压输电技术是指交流1 000千伏、直流正负800千伏及以上
电压等级的输电技术。2009年1月6日，中国第一条1 000千伏特高
压输电线路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图为目前我国已建和正在建设中
的特高压输电线路，读图，完成5～6题。 

5．特高压输电工程属于
     A．西电东送          B．北煤南送
     C．能源的跨地区调配           D．西气东输

定位：我国中东部

考点：我国能源调配工程
C

北电南送



 我国能源调配工程



中亚－西气东输二线干线

西气东输三线的主供气源为新增进口中亚土库曼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天然气，补充
气源为新疆煤制天然气





    北部通道——将黄河上中游水电和
山西、内蒙古坑口火电站的电能送往京
津唐地区

    中部通道——将三峡和金沙江干支
流水电送往华东地区

    南部通道——将贵州乌江、云南澜
沧江和桂、滇、黔交界处的南盘江、北
盘江、红水河的水电资源以及黔、滇两
省坑口火电站的电能，送往华南地区



大秦线

神黄线

焦作－兖州－日照

     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
集中在“三西”（即山西、
陕西、内蒙古西部），东南
沿海供电中，80%来自煤电。
北煤南运，西煤东运。在京
沪京广铁路线上，货运的
40%运的是电煤。黄金水道
的30%、高速公路的1/4运的
还是发电的煤。仍然满足不
了需求。





    特高压输电技术是指交流1 000千伏、直流正负800千伏及以上
电压等级的输电技术。2009年1月6日，中国第一条1 000千伏特高
压输电线路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图为目前我国已建和正在建设中
的特高压输电线路，读图，完成5～6题。 

6．有关该工程的说法，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①图中的线路跨越九省一市，其中有6个省区隶属我国的中部经济地带　②有
助于煤炭资源就地转化，变输煤为高效输电　③缓解我国东部地区能源长期紧
张的局面，改善了当地大城市的环境质量　④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差距，彻底改变东部地区能源少的问题　⑤水火并济，调整了东部地区能源消
费结构，促进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②③⑤                  D．③④⑤

定位：我国中东部

考点：能源调配工程的影响

C



  有关专家提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可以把“调水”变“调电”，
即把川、渝电网和西北电网相连，把川、渝电网丰富的电力引到西
北，减少黄河上游水电站发电量，从而变“水从地上流”为“水从
空中走”。据此回答7～8题。

8．若“调水变调电的方案”实施以后，可能出现的现象是

     A．调节黄河中下游的径流量，减少下游断流天数

     B．大幅减少黄河的泥沙含量

     C．增加黄河上游蒸发量，减少冬春季径流量

     D．大大增加黄河流域的总水量

考点：水库建设对中下游的影响

A



灌溉

养殖

水电

旅游

航运

就业

增收

防洪

调节
气候

水
利
工
程
的
建
设

上
游
及
库
区

下
游

1.淹没农田、聚落和文
物古迹

5. 库区、库尾泥沙淤积
加重

4.诱发地震等地质灾害

2.库区移民

1.海水倒灌（咸潮）

3. 河口三角洲萎缩

4.土地肥力下降

综
合
效
益

问
题

经
济
效
益

社会
效益

生态
效益

3.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和环
境污染加剧

6. 土地盐碱化

水量
减少

泥沙
减少

2. 土壤盐渍化、
生物多样性减少

水利工程的利与弊(重点)

社
会

问
题

环
境
问
题

环
境
问
题

7. 生物多样性减少



读图，完成11～12题。

11．图示线路的名称是
     A．北煤南运               B．西气东输
     C．川气东送                     D．西电东送

考点：川气东送

C

定位：长江流域



读资源跨区域调配路线图，回答13～14题。

13．图中③资源调出区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是
      A．荒漠化                    B．水土流失
     C．土壤盐碱化       D．空气污染

考点：我国资源调配工程 
B

定位：中国经纬网图

西气东输

南水北调

西电东送



    新疆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继“西气东输”之后，“十二五”
期间又实施了“疆电外送”工程。下图为“疆电外送线路及沿线部
分地区景观示意图”。读图，回答15～16题。

定位：中西部省区图

16．关于“疆电外送”沿线地区人文景观的叙述，正确的
       A．甲图建筑充分利用了当地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
      B．乙图建筑体现了当地降水丰富、地形平坦的特点
      C．丙图地区牧业生产规模大，科技水平高
      D．丁图地区农业生产精耕细作，水利工程量大

考点：区域特征

D
气候干燥，空气水分少

降水少，土壤垂直节理发育

生产规模小，科技水平低



读“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路线图”，完成17～18题。
定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17．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劣势
有
①调水量受季节限制，冬季水
量少　
②需开挖新河道，增加工程量　
③污染严重，水质差　
④穿越黄河要建穿黄隧道　
⑤工程建设加重受水区的环境
恶化

考点：影响资源调配工程的因素

B
A．③④⑤　　　　    B．①②④          C．①②⑤              D．①③④



①京杭运河可以利
用，工程量较小，
投资少②黄河以北可
以自流③水量大

①黄河以南地区地势
北高南低，需梯级抽
水北送，耗能多
②流经地区可能造成
二次污染（水质差）

①自流引水
②有丹江口水库
和三峡水库可以
利用

需挖河道， 
工程量大

①自流供水
②水质好

①长江上游水量有限，只
能为部分地区供水　

②　地形复杂，生态环境
脆弱，技术要求高。

南水北调优缺点分析



20．读我国江苏、安徽等地区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皖电东
送”工程每年可从安徽淮南(我国重要能源基地)向上海输电500亿度。

定位：江淮地区

考点：能源基地条件

地处我国中东部，临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但能源缺乏的地区，能源
市场需求量大；煤炭资源丰富；交通便利。

(1)说出淮南成为我国重要能源基地的优势区位条件。



区域资源、能源开发条件的分析思路

区域资
源的集
群状况

资源：储量大、分布广、质量好、厚度大等

开采条件：埋藏浅等

市场开
发前景

位置：距消费市场近等

市场：市场广阔



20．读我国江苏、安徽等地区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皖电东
送”工程每年可从安徽淮南(我国重要能源基地)向上海输电500亿度。

定位：东部地区

西电东送

考点：能源调配对输入区的影响

缓解上海市能源供应紧张状况；调整上海市能源消费结构；有利于
改善上海市大气环境质量；促进上海市经济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
设和相关产业发展等。

(2)说明实施“皖电东送”工程对上海市地理环境的影响。



跨区域调配的影响

资源调出地区 资源调入地区

①促进资源开发，带动地区经

济发展；

②形成资源相关产业链，增加

经济收入；

③带动地区城市化发展，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

④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①缓解资源短缺问题，促进

经济发展；

②促进资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③带动资源相关产业和设施

的完善；

④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



第16课 资源跨区域调配巩固题



下图为我国十二五规划国家能源基地示意图。读图，完成1～2题。

1．下列关于我国主要能源生产区、消费区的叙述，正确的是
     A．华北地区能源消费主要以石油为主             
     B．东部沿海消费水电、核电为主
    C．西南基地能源主要是水能、天然气             
    D．蒙东基地主要生产煤炭、石油

C

考点：能源调配工程

定位：中国行政区图

煤炭基地天然气基地

水电基地

煤炭

水电、火电



4．西南地区水能等能源资源丰富，但仍需要从新疆调运优质煤的
直接原因是
    A．云、贵、川、渝等省市没有优质煤炭        
    B．水能发电量不能满足需求
    C．经济发展对高热值煤的需求增大           
    D．“一带一路”亚欧通道的带动

下图为“新疆煤炭外运市场示意图”(箭头代表煤炭运向)。据此完
成3～5题。

考点：我国资源分布特点

C

定位：西北、西南地区



下图为“新疆煤炭外运市场示意图”(箭头代表煤炭运向)。据此完
成3～5题。

5．新疆优质煤源储量相对不足，下列为保证稳定供给西南地区煤
炭需求的措施合理的是
    A．发展集装箱运煤，减少运输损耗            
    B．实施疆内“北煤南运”，推行置换输出政策
    C．国家出台政策，促进两地合作              
    D．积极发展燃气电力，节省优质煤炭资源

考点：能源基地建设

B

定位：西北、西南地区



     我国是一个多煤、缺油、少气的国家，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我
国不断拓展能源进口渠道，2017年5月16日，我国第四条能源进口
通道（见“中缅油气管道示意图”）正式开始输油。据此回答6～8
题。

6．2017年下半年，我国北方实行的煤改气，导致了我国大面积的
“气荒”。下列说法中能最快缓解天然气气荒的是
A．多渠道增加天然气供应             B．建立和完善天然气储备机制
C．部分地区暂缓施行煤改气         D．关停部分高耗气产业

考点：我国能源消费特点

C

定位：西
南地区、
中南半岛



读我国四大进口油气战略通道图，回答9～10题。

9．四大进口油气战略通道的建设，对我国的影响是
    A．彻底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利用结构             
    B．与交会的公路、铁路构成交通运输网
    C．提高管道沿线的环境安全系数                    
     D．提高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系数

考点：能源安全问题
D

定位：中
国区划图



成因 对策问题

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但
人均占有量少，地区分
布不平衡；能源消费不
合理，以煤为主，而且
使得我国污染物排放量
大，控制难；人均能源
消费量低；单位产值耗
能高；能源需求增长快，
供需矛盾日益突出：①
石油供应紧张，长期大
量依赖进口；②中国进
口石油一半左右来自中
东，这些地区政局不稳
定，直接影响我国石油
进口的可靠性；③中国
石油进口运输以外国油
轮运输为主，增加了石
油进口的脆弱性。

成因：
①我国经济发展速度
快，能源需求量大；
②我国能耗大的工业
发展快，加剧了能源
紧张的现状；
③能源利用率低，浪
费严重；
④能源勘探、开采跟
不上国民经济的需求；
⑤国际石油价格上涨；
⑥我国缺少完善的石
油储备体系。

解决措施：

开源：①加大能源勘探与开

采，增加石油产量；
②加快西电东送、西气东输
工程的建设；
③稳妥发展核电；
④因地制宜发展沼气、太阳
能、水电、风能、海洋能等；
⑤利用乙醇汽油；
⑥石油进口采用多元化战略。

节流：①加大技术革新，

发展清洁燃烧技术，洁净煤
技术；
②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公众节
约能源的意识；
③实现产业升级，适当限制
耗能大的工业发展。

储备：建立石油储备体系。

能源安全问题



我国石油储备 
      国家石油储备，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储备项目之一。它是由政府财政出资，
在全国选定数个地点，建设大型石油储备仓库，在石油市场平稳期，通过持续不
断地，有规划地采购，从国际原油市场吸纳石油，进行长期储存。



    滇中引水工程从丽江市石鼓镇上游金沙江右岸取水，沿线经过
丽江、昆明、红河等6个州市，终点为红河新坡背。输水总干渠布
置隧洞63座，总长607.44千米，占干渠总长的92%。下图为滇中引
水工程示意图。据此完成11～13题。

12．引水工程建成运行后，为滇中地区带来的社会效益表现为
①改善高原湖泊的生态及水环境状况        ②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增强民族团结③有效保障工业生产用水，促进经济发展    ④增加
就业机会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考点：调水的影响 D

定位：云南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南水北调的意义
积极意义（输入区） 消极影响（输出去和沿线地区）

社会效益： 改善调入区投
资环境，缓解城乡争水、
工农业争水、地区的矛盾，
有利于社会稳定。
经济效益：缓解调入区的
生产用水，促进调入区的
经济发展。
生态效益： 缓解地下水大
幅度下降趋势和漏斗面积
进一步扩大，控制地面沉
降。

长江：径流量减少。枯水季节，海
水上溯，河口盐度升高，影响下游
水质；长江泥沙淤积严重，航道淤
塞。

沿线地区：水位上升。

   影响生物生长：对江淮沿线地区
的水生生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盐
碱化：地势低洼，地下水位升高，
天然排水条件差，易发生土壤盐碱
化
水质：下游工业园众多，输水沿线
有油田、煤矿及工业发达的城镇，
大量污水排放会降低水质。



     以色列地处地中海东南沿岸，以干旱缺水著称。为合理配置
水资源，以色列修建了著名的北水南调工程，将北方较为丰富的水
资源输送到干旱缺水的南方，沿途设多座水泵站加压。起始水源地
是以色列东北部的太巴列湖（﹣213米），约旦河自北向南流经该
湖，向南注入死海（—415米）。以色列沿海有狭窄平原，中北部
为丘陵、裂谷，南部为沙漠，南北长约400千米。据此完成14～16
题。

15．以色列北水南调需消耗大量电能，主要原因在于沿途
     A．裂谷众多               B．路程遥远         
    C．高差悬殊                D．河网密布

考点：资源跨区域调配线路的选择 C

定位：中东地区



资源跨区域调配线路的选择

①要保证稳定、安全的资源供应；

②线路的造价；

③沿线地形、河流等自然条件和城市分布等经济条件；

④要尽量避免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



     以色列地处地中海东南沿岸，以干旱缺水著称。为合理配置
水资源，以色列修建了著名的北水南调工程，将北方较为丰富的水
资源输送到干旱缺水的南方，沿途设多座水泵站加压。起始水源地
是以色列东北部的太巴列湖（﹣213米），约旦河自北向南流经该
湖，向南注入死海（—415米）。以色列沿海有狭窄平原，中北部
为丘陵、裂谷，南部为沙漠，南北长约400千米。据此完成14～16
题。

16．推测以色列实施北水南调后，会导致
       A．死海含盐量上升                        
      B．太巴列湖入湖水量减少
      C．北部地区降水量减少                    
      D．南部地区蒸发量加大

考点：调水的影响 A

定位：中东地区



     咸海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水位每年降低20厘米，1987年分成
了南咸海和北咸海两片水域，2007年水域面积已萎缩至原来的10%，
对此，相关人员提出了多项拯救举措设想，其中“北水南调”是比
较可行的方案，下图为咸海“北水南调”输水线路图。据此完成
17～19题。

18．若实施“北水南调”工程，面临的主要困难有
①地形崎岖，施工困难            ②穿过板块边界，多地震  
③投资巨大，工期长              ④跨国工程，协调难度大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考点：资源跨区域调配线路的选择
D

定位：中亚



     咸海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水位每年降低20厘米，1987年分成
了南咸海和北咸海两片水域，2007年水域面积已萎缩至原来的10%，
对此，相关人员提出了多项拯救举措设想，其中“北水南调”是比
较可行的方案，下图为咸海“北水南调”输水线路图。据此完成
17～19题。

19．除补给咸海水量外，“北水南调”工程带来的影响还有
A．咸海流域作物生长期明显变长   B．西西伯利亚生物多样性增加
C．沿线地区粮食产量明显提高      D．中亚地区年降水量急剧减少

考点：调水的影响

C

定位：中亚



20．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为2．19 万亿吨，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40．6％，

“疆电入川”是新疆煤炭资源大力开发及能源外运的重要举措，每年可转化煤炭
3300万吨，向四川输送1000 万千瓦的电力。锦苏特高压输电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输
送容量最大、送电距离最远、电压等级最高的直流输电工程，它代表了当今世界
直流输电技术的最高水平。

考点：自然环境的差异性

地形：地形复杂多样，地势起伏大。

（1）从地形、气候、植
被方面，简述“疆电入
川’’输电线路沿线的
自然地理特征。（6分）

气候：由东南向西北，降水逐渐减少，年均温逐渐降低，年温差逐渐增大。

植被：由东南向西北，由森林向草原再到荒漠变化。

体现从沿海向内陆的植被变化规律。



20．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为2．19 万亿吨，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40．6％，

“疆电入川”是新疆煤炭资源大力开发及能源外运的重要举措，每年可转化煤炭
3300万吨，向四川输送1000 万千瓦的电力。锦苏特高压输电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输
送容量最大、送电距离最远、电压等级最高的直流输电工程，它代表了当今世界
直流输电技术的最高水平。

考点：资源开发中的问题

生态问题：地表沉降；土地退化，沙尘暴
频发；煤矸石污染环境等。（6分）

（2）说出新疆大力开发
煤炭资源可能引发的生
态环境问题，并提出有
效的应对措施。（12分）

措施：回填采空区；保护好表层土；及时进行复耕；开展煤矸石等
废弃物的再利用。（6分）



生态环境问题



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

(1)生态环境建设

(2)提高煤的利用技术

(3)“三废”的治理

(4)调整产业结构



20．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为2．19 万亿吨，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40．6％，

“疆电入川”是新疆煤炭资源大力开发及能源外运的重要举措，每年可转化煤炭
3300万吨，向四川输送1000 万千瓦的电力。锦苏特高压输电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输
送容量最大、送电距离最远、电压等级最高的直流输电工程，它代表了当今世界
直流输电技术的最高水平。

考点：资源跨区域调配
的原因

四川能源结构以水电为主，水电因径流的丰枯水期而不稳定。
“疆电人川”可充分保障四川枯水期电力供应及西电东送电力的
稳定输送。（4分）

（3）说明建设“疆电入
川”输电工程的原因。
（4分）



资源跨区域调配的原因



20．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为2．19 万亿吨，占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40．6％，

“疆电入川”是新疆煤炭资源大力开发及能源外运的重要举措，每年可转化煤炭
3300万吨，向四川输送1000 万千瓦的电力。锦苏特高压输电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输
送容量最大、送电距离最远、电压等级最高的直流输电工程，它代表了当今世界
直流输电技术的最高水平。

考点：资源跨区域调配
的影响

为东部长三角地区及沿线提供清洁廉价的水电(缓解能源供应紧张
状况)；促进经济优势进一步发挥，改善大气质量。（4分）

（4）简述锦苏特高压输
电工程对东部地区的意
义。（4分）



跨区域调配的影响

资源调出地区 资源调入地区

①促进资源开发，带动地区经

济发展；

②形成资源相关产业链，增加

经济收入；

③带动地区城市化发展，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

④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①缓解资源短缺问题，促进

经济发展；

②促进资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③带动资源相关产业和设施

的完善；

④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



21.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通水后可有效缓解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四省市的
水资源短缺状况。
材料二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路线图。

考点：水资源短缺

温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较少；降
水的季节和年际变化大，降水量不
稳定；人口众多，工农业发展迅速，
需水量大；地表水污染严重，可利
用淡水资源减少。（8分）

(1)说明石家庄市水资源
短缺的原因。（8分）



小
知
识



21.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通水后可有效缓解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四省市的
水资源短缺状况。
材料二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路线图。

考点：调水工程的意义

提供清洁的饮用水源；有效改善工、
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社会可持续发
展；减少地下水开采，避免超采地
下水，改善地下水环境；增加地表
径流，改善生态环境；减轻干旱灾
害的影响。（10分）

(2)分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对
石家庄市的有利影响。（10分）



南水北调的意义
积极意义（输入区） 消极影响（输出去和沿线地区）

社会效益： 改善调入区投
资环境，缓解城乡争水、
工农业争水、地区的矛盾，
有利于社会稳定。
经济效益：缓解调入区的
生产用水，促进调入区的
经济发展。
生态效益： 缓解地下水大
幅度下降趋势和漏斗面积
进一步扩大，控制地面沉
降。

长江：径流量减少。枯水季节，海
水上溯，河口盐度升高，影响下游
水质；长江泥沙淤积严重，航道淤
塞。

沿线地区：水位上升。

   影响生物生长：对江淮沿线地区
的水生生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盐
碱化：地势低洼，地下水位升高，
天然排水条件差，易发生土壤盐碱
化
水质：下游工业园众多，输水沿线
有油田、煤矿及工业发达的城镇，
大量污水排放会降低水质。



22．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2017年12月8日，中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正式投产，该项目位于71°N的俄罗斯北冰洋沿岸。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天然
气可达250亿立方米，中国每年可以获得400万吨的液化气。如图为亚马尔天然气
输出航线示意图。

考点：能源开发条件

有利条件：储量丰富；消费市场广阔；政府政策的支持。（答其中2点4分）

（1）评价亚马尔天然气开发的条件。（8分）

不利条件：纬度高，常年极端寒冷，开采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开发晚，基础设施
差；距离目标市场远，运输成本高(航线结冰期长，海运条件差)。（答其中2点4分



区域资源、能源开发条件的分析思路

区域资
源的集
群状况

资源：储量大、分布广、质量好、厚度大等

开采条件：埋藏浅等

市场开
发前景

位置：距消费市场近等

市场：市场广阔



22．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2017年12月8日，中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正式投产，该项目位于71°N的俄罗斯北冰洋沿岸。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天然
气可达250亿立方米，中国每年可以获得400万吨的液化气。如图为亚马尔天然气
输出航线示意图。

考点：影响海运的区位条件

优点：运输距离更短，可节约运输时间，提高运输效率；途经海域海盗威胁小，更
安全。

(2)与西北航线相比，指出东北航线的优缺点。（6分）

缺点：结冰期更长，通航时间短。（6分）



区位因素 主要影响

自
然
因
素

地
形

平
原

山
地

水文

地质

气候

对线路的限制较小，选线时要尽量少占好滴，处理好与农
田水利建设、城镇发展的关系

线路尽量沿等高线修筑，尽量避开地形复杂的地区，在陡
坡上修成“之”字形弯曲或开凿隧道

线路应避开沼泽地，尽量吧避免跨越河流，以减少桥涵总长度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经济
因素

社会
因素

注意避开断层带和滑坡、泥石流多发地区，特别是开凿隧道时
尽量避开向斜、断层带，须从背斜不稳穿过

注意沿线的暴雨、大风等天气出现的强度和频率，以及冻土、
积雪的深度等

合力布局交通线，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铁路和国道基本直
达，地方性公路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需要为主，可以通
过当地的居民点、车站、码头等。

巩固国防，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经
济发展

交通区位

科学技术



22．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2017年12月8日，中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正式投产，该项目位于71°N的俄罗斯北冰洋沿岸。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天然
气可达250亿立方米，中国每年可以获得400万吨的液化气。如图为亚马尔天然气
输出航线示意图。

考点：我国能源安全

增加能源的供应量，缓解能源短缺状况；拓宽能源进口渠道(多元
化进口)；增加能源战略储量。(减少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我国能源
的影响；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6分）

（3）说明亚马尔天然气合作项目对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作用。（6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