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农业地域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农业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第二节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地域类型

第三节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地域类型

问题研究：家乡的农业园区会是什么样



知识结构



问题研究 家乡的农业园区会是什么样

学习目标 知识导图

1、了解立体农业、生
态农业、观光农业的概
念。
2、学会因地制宜的布
局农业生产。

了解现代农业理念

比对案例与家乡的农业区位条件

因地制宜为家乡规划现代农业园区



搜集当地的气温、
降水、日照等基
本数据，了解适
宜在当地生长的
农作物品种。

为家乡的农业
园区选择适宜
的农业种类，
如水稻、养鱼、
果树栽培、温
室养殖、牧业

等等。

根据所给的
地图，描绘
出农业示范
区的蓝图。

分析资料，了解
生态农业、观光
农业等现代农业
理念。

研究思路
了解现代农业理念

比对案例与家乡的农业区位条件

因地制宜为家乡规划现代农业园区



几个重要概念
生态农业：简称ECO，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
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它要求把发展粮食
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
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
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
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观光农业：观光农业是指广泛利用城市郊区的空间、农业的自然资源和乡
村民俗风情及乡村文化等条件，通过合理规划、设计、施工，建立具有农
业生产、生态、生活于一体的农业区域。由最初沿海一些地区城市居民对
郊野景色的游览和果蔬的采摘活动，快速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观光农业的
全面建设。

现代农业：农业生产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农牧业领域，以生物技术、信
息技术、农业工程、植物生理、动物营养等五大专业领域为技术支撑；农
业生产走上了区域化、专业化的道路，由自然经济变为高度发达的商品经
济，成为商品化、社会化的农业。



案例1——红太阳农业园区的规划

红太阳农业园区位于我国的江淮地区，它是一个将现
代科学技术运用到农牧业领域，以生物技术、信息技
术、农业工程、植物生理、动物营养等五大专业领域
为支撑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在园区内既有生态农业也
有特色养殖，还有观光采摘园。



四位一体沼
气综合利用
示范园

稻、萍、鱼立体
农业模式示范园

鲜果采摘园



资料1：四位一体沼气综合利用示范园



大棚—沼气—猪—菜“四位一体”



资料分析

1、绘制该农业生产的物质循环示意图

2、这种农业生产方式有哪些优越性？

3.人工制沼气有哪些优点？

4.如何将这种农业生产理念应用于家乡的
农业园区的规划设计中？



沼气池大棚

沼气灯

猪

农户

蔬菜

太阳辐射

1. 绘制出该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示意图



4.如何将这种农业生产理念应用于家乡的农业园区的
规划设计中？

废物综合利用，种养结合，实现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有机质还田，改善土壤肥力，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减少了
环境污染，降低生产成本，农产品绿色健康。

因地而异。我国地处中低纬度，大部分地区热量条件较好，南
方地区利用沼气的时问长，北方利用沼气的时间短。在北方可
以采取资料1中的做法，建温室大棚，在棚内建沼气池，充分
利用气候的光热资源，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3.人工制沼气有哪些优点？

⑴原料丰富，投资少；⑵缓解农村能源不足，缓和燃料和饲料、
肥料相争的问题；⑶实现秸秆还田，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⑷
沼气洁净无污染，利于净化环境；⑸减少薪柴，保护植被，抑
制水土流失，土地沙化。

2、该农业生产模式优越性有哪些？



(2013安徽文综35分）图13为陕西省
主要苹果基地分布图。阅读图文资料，
完成下列各题。
陕西高原南部过去以种粮为主，产量
低。20世纪90年代成功引种优质苹果。
目前该地区苹果产量、浓缩果汁出口
量位居全国前列。然而在果业发展中，
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影响果品品质、
果渣露天堆放污染环境，农村能源缺
乏等问题突出。

⑶针对果业发展的问题，试从循环经
济的角度设计解决方案。（11分）
（提示：可用示意图表达）



【答案】文字表述式：

果树下种草，草和果渣等做饲料发展畜牧业，解决果渣
污染问题；果渣、粪便等放入沼气池发酵，可解决农民
日常所需的能源问题；沼渣、沼液肥果园解决过量施用
化肥问题 。

示意图式：



资料2：  稻、萍、鱼立体农业模式示范园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资料分析

1、绘制该农业生产的物质循环示意图

2、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与前面的沼气 综合
利用有什么相同之处？



稻、萍、鱼立体农业模式示范园



鱼坑鱼沟

鱼粪

红萍残体

土  壤



鱼坑鱼沟

鱼

红萍土壤

水稻种瓜种豆

1、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与沼气综合利用有什么相同点？

这种立体农业从人工构建生物群落和食物链的角度实现生态系
统的物质循环，将种植业、水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节约了土地
资源，减少了环境污染。

国际公认的化肥施
用安全上限是22.5
千克/公顷，但目
前我国化肥施用量
达到34.3千克/公
顷，是安全上限的
1.93倍。但这些化
肥的利用率仅为
40%左右。没用完，
都变成了污染。 1990年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吨，20年

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70多万
吨，其中有60%至70%残留在土壤中。



桑基鱼塘
是我国珠三角地区，
为充分利用土地而
创造的一种挖深鱼
塘，垫高基田，塘
基植桑，塘内养鱼
的高效人工生态系
统。

珠三角基塘农业



立体农业--典型例题1
 1楼养鱼，2楼养猪，12楼种植西红柿……“垂直农业”是指在
城市的多层建筑物里模拟农业环境，通过垂直农场的自循环体系
生产农副产品，为社区居民就近提供新鲜食物的农业生产方式。
读下图，完成1～2题。

1．“垂直农业”由概念走向实践的关键因素是 ( )
A．粮食需求　 B．气候变化
C．技术水平　 D．劳动力数量
2．“垂直农业”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有 (　)
①对谷物生产带来较大冲击　
②减轻农业生产的能源消耗
③规避灾害，有利于农产品的稳定供应　
④节约耕地，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

√





资料2：鲜果采摘园



资料分析

1、与单纯的果园相比，这个采摘园可以从哪些方面
获得更好地的经济效益？

2、该种经营方式需要哪些区位条件？

3、你的家乡有这种农业经营方式吗？



1、与单纯的果园相比，这个采摘园可以从哪些方面获得更好
的经济效益？这是一种旅游观光农业，将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可
以从体验农业生产劳动，使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也可从为
游客提供食宿、特色菜肴等方面，也可以开发一些农家乐项
目等方面获得经济效益。

2、影响这种观光农业的主要区
位因素是什么？

交通、距大城市远近

3、结合泉州，你还能设计出哪
些观光农业的项目？

开发现实版的QQ农场；可安
排种植花卉、蔬菜、采摘、
烹饪体验等吃、住、娱系列
农家乐项目；开展钓鱼活动，
学习喂养家禽、家畜等方面
开发项目。

观光农业：农业+旅游业意义：满足现
代社会人们回归自然的精神需求；同
时提高农村的经济效益。



案例1——红太阳农业园区的规划

生态农业理念2：
 构建“立体农业”
 节约土地资源

生态农业理念1：
  种养结合；
  废物综合利用。

观光农业理念3：农业+旅游业
要考虑客源市场；要搞好基础
设施建设。



黄淮海平原的鱼塘-台田模式

 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多，尤其是低湿洼地多，
排水困难，渍涝严重。但地势低洼，水资源丰富，
借鉴珠江三角洲的“基塘”农业生产模式，科学
工作者摸索出鱼塘—台田农业生产模式（如图所
示）。



某大型农场生产用地随海拔高度分布示意图和该农场农业生
产联系示意图，简要评价该农场的生产经营优点。

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发挥了自然资源的综合效益(或农林牧立
体利用土地，发挥了各类土地的生产潜力)；种植业、畜牧业
与土地之间形成了良性农业生态系统（或利用海拔差异多层
次发展农林牧，有利于保护环境）；冬季从事旅游经营，利
用了劳动力的农闲时间；多种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灵活
性及对市场的适应性。

观光农业--典型例题2



观光农业--典型例题2
读图和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顺义位于北京市东北郊，土地总面积137万亩，平原面积占95.7%，
素有“京郊粮仓”的美誉。全区粮食生产已基本实现了农田喷灌化、作业
机械化、种植良种化、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
材料二　北京城区农产品的来源基本呈现郊区供应和外埠供应并重的格局。
冬季北京市场的蔬菜交易品种大多来自广西、广东、四川、海南、山东等
地。为了丰富北京的“菜篮子”，北京市政府明确扶持温室、大棚等农业
设施的建设，农民建一个温室补贴5000元、建一个大棚补贴3000元。



3.改善生态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增加经济收入。

3.北京不同地区的农业各具特色。远郊山区主要发展防护
林，核桃、柿子、板栗、梨等经济林木，说明其主要意义。

1.顺义区素有“京郊粮仓”的美誉，分析其发展粮食生产的
自然条件。

2.目前北京“菜篮子”里的蔬菜更加丰富多样了，从社会
经济条件的变化分析其原因。

1.有利条件：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期)；位于平原地区，地
势平坦；靠近河流，有灌溉水源(或土壤肥沃)。不利条件：
降水变率大，多旱涝灾害；冬季气温低，受寒潮影响大。

2.交通改善，保鲜技术提高，政策支持，温室、大棚等农
业生产技术改进，市场需求量增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