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可再生资源 

概念：是在被开发利用后能通过天然 

作用或人工经营再生，并继续被人类 

利用的资源 

分类：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 

生物资源等 



       可再生资源是否“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如果开发利用的强度超过其自我更新的能力，
它就会退化、解体。 



（一）世界淡水紧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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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水资源现状 

一、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用水紧张.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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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淡水紧缺解决对策 

1、开源 

2、节流 

①修筑水库、开渠引水 

②合理开发与提取地下水 

③废水处理再利用 

④海水淡化 

⑤人工降雨等 

①农业——改进灌溉技术，降低灌

水定额 

②工业——提高用水效率，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实现污水资源化 工业废水的再处理 

http://bjmsy.com/jyfw.htm


由图中信息可以看出，三种灌溉系统的效率由高到底依次是：滴灌、 

旋转式喷灌、重力流动式灌溉，所以，从节流角度，滴灌、旋转式 

喷灌是农业灌溉的发展方向。 

http://www.stud.ntnu.no/groups/csuemnet/Tibet/tibet/newbook/chinesehtml/sciencec.html


1、海水淡化的方法 

蒸馏法、反渗析 

2、海水淡化的应用现状 

（1）中东一些产油国家建立了实用性海水淡化厂 

（2）我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天津开展了海水 

淡化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沙特海
水淡化 

天津海水
淡化 



（二）中国水资源供需平衡对策 

1、中国水资源的前景 

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到16亿，那是人均水资源量将 

降低到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以下，形势更趋严峻。 

2、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对策 

（1）已经取得的成绩 

 

降低了单位产值的耗水量 

 

对大型灌区进行节水改造， 

提高了节水能力 

中国是世界上13大贫水国之一 

http://61.132.36.1/bbs/topic.cgi?forum=4&topic=3977


（1）开发水源: 

蓄水、调水、 

开发地下水 

（2）进行生态环境建设:  

恢复生态系统，提高 
涵蓄能力 
例如： 
退田还湖、退耕还林、 
退牧还草  

3、还需采取的有力措施 

http://news.sohu.com/20060222/n241965225.shtml


①农业：提高灌溉效率 

3、采取全面节水措施: 

③公民：倡导公民遵守《水法》 

保护水资源；提高水忧患意识，
改变日常消费方式，节约生活用
水。 

②工业：推行清洁生产，调节产业 

结构，提高用水效率。 

http://lady.tom.com/1102/1013/2005819-85657.html


阅读：我国《水法》关于水资源保护的规定 

解决水问题，既要有技
术措施、科学管理，还
要有法律约束 

http://fanqizha.com/mall/m.php?II=668


世界水日 

世界水日：3月22日 



1、近几年来世界上感到水资源不足的国家明显增多，其主要 

原因可能是： 

A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蒸发加剧 

B 森林被大量砍伐，森林调节气候的作用减弱 

C 人口增加，工农业发展，需水量大增。 

D 水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用一点就少一点 

2、下列解决缺水问题的措施中既属于“开源”又属于“节流” 

的是： 

A 海水淡化                 B 开渠引水 

C 改进灌溉技术         D 污水资源化 

C 

D 



3、下列不属于节流措施的是： 

A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民节水意识 

B 重视改进农业灌溉技术 

C 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 

D 开渠引水 

D 



1、我国耕地资源的现状: 

（1）以占世界8%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 

（2）到21世纪中叶，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人均耕地 

还将减少 

中国耕地不足的形势严峻，耕地不足已是我国资源结构中 

最大的矛盾 

2、基本国策： 

十分珍惜和合理使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 

二、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一）耕地的利用与保护  



3、具体措施： 

⑴实行耕地总量不减少措施 

我国《土地管理法》要求各级政府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确保本行政区内的耕地总量不减少。 

⑵提高土地利用率 

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用地 

鼓励合理开发尚未开发利用的土地 

⑶提高耕地质量 

进行土地利用规划，综合整治田、水、林、村，改善 
农业生态条件和生态环境 
改良土壤，提高能力，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土地退化。 

阅
读 



(二)土地退化的防治 

1、概念：  土地退化指土地资源质量的降低， 

在农耕地上通常表现为农作物产 

量的下降或农产品品质的降低。  

2、表现：  

⑴土壤侵蚀、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 

  土地荒漠化  

⑵不合理灌溉引起土壤盐渍化和涝渍 

⑶污染造成土地质量下降 



案例4：土壤侵蚀导致是漠化 

石漠化、水土流失、荒漠化是我国并列的三大生态问题之一 

http://www.wtoinfo.net/ReadNews.asp?NewsID=22914&BigClassName=&BigClassID=5&SmallClassID=8&SmallClassName=&monographID=5
http://www.zt169.cn/ReadNews.asp?NewsID=22914&BigClassName=&BigClassID=5&SmallClassID=8&SmallClassName=&monographID=5


3、土壤侵蚀的防治(以土壤侵蚀为例)：  

(2)防治的总原则：  

“防、治、用”相结合，严重的地区，防治工作 

与消除贫困、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相结合, 
贯彻预防为主,使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具体措施：  
①生物措施  

②工程措施  

③农牧业措施  

(1)土壤侵蚀的原因： 

人类经济活动时对土地施加的压力过大，使自然状
态下较脆弱的环境被破坏，产生了不利的变化。 



一、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

护 

（一）可再生资源的概念， 

分类和特点。  

(二)世界淡水紧缺解决对策 

   1、开源 

   2、节流 

(三)中国水资源供需平衡对

策 

   1、开发水源 

   2、进行生态环境建设 

   3、采取全面节水措施 

二、土地资源的合理利与 

保护 

（一）耕地的利用与保护 

    1、基本国策 

    2、具体措施 

（二）土地退化的防治  

      1、概念 

      2、表现 

      3、土壤侵蚀的防治 

         ⑴总原则 

         ⑵具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