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停止开发
“北大荒”



一、“北大荒”的自然环境



1、“北大荒”的地理位置

    现在的“北大荒”通常
指——三江平原，位于中国
的东北角，西起小兴安岭，
东达乌苏里江，北迄黑龙江，
南抵兴凯湖，位于黑龙江、
松花江、乌苏里江汇流处，
也称为“合江平原”。

   “北大荒”一词来自“大
荒”，最早见于《山海经》，
书中有“东北海之外，大荒
之中”的记载。原意指整个
东北，后来指黑龙江省。



2、三江平原的自然特点

三江平原处于中温带，夏季温
暖，冬季寒冷而漫长；地势低
平，土质黏重，河网密集，地
下水位高；夏秋多雨，排水不
畅。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
这里形成了大面积集中连片的
沼泽，面积达110多万公顷；
此外还有季节性积水的沼泽化
土地130多万公顷，是中国最
大的沼泽分布区。

三江平原为什么
沼泽广布呢？



沼泽广布的原因

（3）地势低平,排水不畅；

（2）夏雨集中，且多暴雨；
          河网稠密，水源丰富，地下水位高

（1）纬度高，气温低，蒸发量小；

（4）地表下有冻土层存在，
           使地表积水不易下渗。



三江平原地形平坦，土地集中，人口稀
少。与我国广大农耕地区相比，三江平
原的开发历史较晚，到1949年只有耕地
40万公顷。随着我国人口和粮食需求的
不断增长，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北
大荒”进行了有组织的开发。从1958年
起，北大荒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数
万名解放军复员官兵、知识青年和革命
干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
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北大
荒”。他们爬冰卧雪，排干沼泽，开垦
荒原，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
为国家生产了大批的粮食，把过去人迹
罕至的“北大荒”，建设成为美丽富饶
的“北大仓”，谱写出“北大荒”开发
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

棒打獐子瓢舀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北大荒、北大荒
又是兔子又是狼
光长野草不打粮



二、北大荒与北大仓的对话

——我国现代化程度
最高，商品率最高的
商品粮生产基地

美丽富饶的“黑土地”



在三江平原开垦需要重点改造哪一种自然条件？ 
为什么？

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等地区相比，三
江平原作为商品粮基地有哪些优势条件？

（1）地广人稀，粮食商品率高

（2）耕地面积大

（3）土地肥沃

（4）耕地集中连片，适于大规模机械化耕作

水分条件。

三江平原沼泽广泛分布，过多的水分影响

土壤肥力，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



三、停止开发“北大荒”

　　我国在1992年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
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并依法加
强对湿地资源的管理，严禁盲目围垦。我国
三江平原是国内最大的、最有保护价值的湿
地之一，因此国家于1998年决定停止开发三
江平原的荒地，并建立自然保护区。

“北大荒”又变“荒”了。这里
说的“荒”和五十年前的“荒”

一样吗？ 



1、世界《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定义

2、分类

天然湿地：

人工湿地：

湿地 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以及生产力较高的生态系统，
与森林、海洋并称三大生态系统

3、特点







　　









滩 涂



4、中国主要湿地分布

长江中下
游湿地

东北湿地

蒙新干旱、半干旱湿地

青藏高原高寒湿地

云贵高

原湿地

沿海湿地



调节气候
涵养水源
调节径流
蓄洪防旱
降解污染物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参与碳积累，减缓温室效应 

“地球之肾”

5.湿地的生态环境效益

“鸟类的乐园”

“陆地上的天然蓄水库”



开发北大荒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湿地萎缩
• 气候恶化
• 黑土退化、水土流失、土壤沙化、
盐碱化面积扩大

• 河川径流减少，地下水位下降
• 水环境污染严重
• 生物多样性锐减



北大荒 北大仓 北大“荒”

对人地关系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

追求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

决不能以牺牲生态来发展经济

四、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在冷湿环境下，未完全分解的植物残体逐级堆积，形
成泥炭。图9所示岛屿泥炭资源丰富。   分析该岛屿适
宜泥炭形成的冷湿环境的成因。

该岛屿纬度较高，常年盛行西风（位于西风带），受海洋（
寒流）影响（4分）；降水丰富且季节分配较均匀，（一年中
雨日较多），日照时间少（2分）；年均温较低，蒸发弱（2分
）；地势地平（地形以平原为主），河流落差小，排水不畅。
（2分）



• 图10示意我国黑龙江省的扎龙湿地。扎龙湿地位于乌裕尔河
下游，足一大片淡水沼泽地和无数小型浅水湖泊组成的闭流洼
地，周围是草地、农田和人工鱼塘，分布着50多个村庄。1990
年以来，乌裕尔河的沿途修建了60多座水库。1999年起，乌裕
尔河流域连年严重干旱，扎龙湿地荒火频发。

(1)说明扎龙湿地的形成原因。

河流下游闭流区，水
源较充足（1分）；地
势低洼，易积水（1
分）；纬度高，气温
低，蒸发较弱（1分）；
有冻土分布，地表水
不易下渗（1分）。



(2)分析扎龙湿地易发生火灾的原
因。(4分)

(3)近年来，黑龙江省建设了中部引嫩(江)工程为扎龙湿地补水
。分析其原因。(b分)

上游水库截水，来水量
减少（1分）；人类活动
对湿地的破坏（1分）；
气候干旱加剧（1分），
导致湿地干涸（1分）。

扎龙湿地能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降解环境污染（2
分），湿地退化将导致湿地功能丧失，生态环境恶化
（2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嫩江流域面积大
，水量丰富。（2分）



•36．图10是某区域略图。读图，完成下列问题。

（2）图中②③两地湿地广布，请分别简述其成因。（10
分）

（2）②地河流落差小，地势低平；水位季节变
化大；沿河多沼泽。 ③地处于河口三角洲；水
网密布；多滩涂。



（3）据报道，近年来④地所在区域非法牧场扩张对生态环境产
生负面影响。你认为主要由哪些负面影响？（6分）

热带雨林被大面积砍伐，全球温室气体浓度上升
，气温变暖加剧。水土流失，河流泥沙增加等。



•活动二：1.请结合洞庭湖的实例，说

出 湿地的价值。

•               2.试分析洞庭湖由“第一”

沦为“第二”的原因。 并由此探究湿

地资源面临的主要问题

•        洞庭湖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曾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其南有湘、

资、沅、澧四水汇入，北与长江相通，犹如一个天然的大水库，容纳四水，

吞吐长江，调节洪水，控楚带吴。是南方重要的水运通道。

•        洞庭湖素称鱼米之乡，滨湖盛产稻谷，湖中盛产鱼虾。洞庭湖水域开

阔，物种丰富，被喻为天然生物基因库。具有极高的旅游和科研价值。  

•活动二：3.对洞庭湖的开发、保护的

几种做法，你有何评价。

•1、洞庭湖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农民围湖造田以扩大粮食产量。

•2、为提高湖区渔业效益，定期投放各

种鱼苗，实行休渔制度。

•3、洞庭湖周边建设造纸厂、化工厂，

污水排入洞庭湖。

•4、国家在洞庭湖区建立自然保护区。



•提供淡水

•调节气候

生态

效益

•调节径流

•减轻洪涝

•美化环境

•净化污染物
湖泊
的效
益或
价值

•水产养殖

经济

效益

•发展航运

科考

价值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发展旅游

•:湖泊的效益或价值



•2、湖泊面积缩小的影响（对湖泊本身+对周边地区）

•对湖泊本身

•对周边地区

•导致湖泊生物多样性减少；

•湖泊水质变差 ；

•使湖泊调节气候的能力降低；

•调蓄径流（洪水）的能力降低；

•提供的水资源减少；

•旅游价值降低（若为旅游景点）；

•发展灌溉农业，引发土地荒漠化、
土壤盐碱化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位于湖南省境
内。通过类比，说明洞庭湖地区为什么从
“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

  湖泊也是湿地之一，具有含蓄水源、调节径流的
作用。“围湖造田”后使湖泊不断淤积，湖面缩
小，削峰补枯的作用大为减弱，使长江发生洪水
灾害的频度增加。因此，洞庭湖地区实行“退田
还湖”，恢复千顷洞庭的局面，充分发挥湖泊湿
地的生态作用，减少洪水的发生。同时避免因湿
地的丧失而造成的气候变化。



• 内外流湖萎缩的原因

• 湿地的保护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