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交通运输布局及其影响

第一节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

第二节运输方式和布局变化的影响

问题研究 北京的自行车是多了还是少了



第一节交通运输方式和布局

学 习 目 标 思 维 导 图
1.了解五种交通运输
方式及其特点，能够
根据所需选择合适的
交通运输方式。
2．了解交通运输线、
点组成的交通运输网
及其布局的影响因素。
3．掌握发展交通运
输的重要意义。



二、交通运输布局
1.交通运输网：在一些经济发达、人流较大的地区，

各种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相互联合，各种交通运输线、点

相互交织，形成了不同形式和层次的交通运输网。



2.交通运输网中的线和点——基本要素



我国大多数城市是铁路枢纽。除铁路外，还有高速
公路、航空线、内河航线等其他运输方式同外界联
系。



地理位置

3、影响交通运输线（点）的区位因素

要不要建，在哪里建（必要性）：社会、经济因素
（决定因素）
能不能建（可行性）：自然（制约）、科技（保证）



四川省地形复杂，大致上可分为两部分：西部是川西高原，东部
是四川盆地。盆地中部又有平原、丘陵和低山等。简要说明四川
省不同地形区内交通线路的（主要形式）布局特点和形态特征。
1.西部的川西高原，交通线路稀疏，多呈“之”字形分布
2.东部四川盆地的平原地区，交通线路稠密，基本上呈网状分布



西南地区地形地势对交通运输建设的影
响



青藏铁路
“以桥代
路”，主要
原因是什么？

多年冻土，生态脆弱，以桥代
路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影
响。同时还有野生动物迁徙的
需要。



区位因素 有利影响 不利影响 

自
然
因
素 

地形 

平原地区地势平坦，施工难度小，
工程量小，工程造价低；选线时
要尽量少占好地，处理好与农田
水利建设、城镇发展的关系

山丘地区地势起伏大，施工难度、工程量
大，造价高；山区“之”字形线路营运里
程长、成本高 

地质 
稳定地质可降低施工难度，运营
安全更高 

断层及地质灾害多发区，技术要求高，施
工难度大 

水文 
河网稀疏的地区，桥涵长度小，
利于施工，造价低 

在沼泽地、冻土层及河网稠密区建设交通
线，技术要求高，桥涵长度大；造价高 

气候
青藏高原高寒缺氧；酷热的干旱区，多雨的湿润区，跨海大桥建设中的复
杂的海洋气象条件及气象灾害等均不利于线路建设

经济因素 

①经济发达地区：一方面为线路建设提供充足资金；另一方面稠密发达的
交通运输网可加强区间联系，加快客货流通，促进经济发展。②经济落后
地区：建设交通线可促进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③直达国道、铁路距离短，节省运营时间，提高运营效率；地方性
线路通过居民点多，运量大，运营效益大。 

社会因素 
一方面，先进科技为线路建设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交通运输线建设可促
进就业，缓解就业压力，带动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
防，利于社会长治久安 。

环境因素 
为保护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交通线应尽量避开；过境线路不要穿过城
区，以减少对市区造成交通压力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小）。 



京沪高铁

京沪高铁“以桥代路”，主要原因是什么？

避让良田，
节约用地。

高架对原
有路面交
通影响也
较小。



野生动物通道
（Wildlife C
rossings），
指的是专门为
动物修建的绿
色天桥、穿越
隧道以及生态
高架桥等通
道，用来确保
野生动物们能
安全的“过马
路”。



案例1“南昆铁路的建设”

南昆铁路从南宁盆地爬上云贵高原，其高差为2010米，所经地区地
质极为复杂，地形崎岖。沿线溶岩、断层、坍塌、滑坡、泥石流、
膨胀土、强地震区遍布。一路穿过258座隧道，经过476座大中桥梁，
桥隧总长占线路总长的31%。（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工程量
大，单位里程造价高，维护困难。）



   1.南昆铁路的起止点、经过省区、途经地形、地质条件、沿
途资源、途经地区的经济条件。



  2、从南昆铁路的案例中分析影响交通布局的各因
素是一成不变的吗？若变化，如何变化？

3、南昆铁路建设的意义：

Ø合理布局交通网，加强西南内陆与沿海的联系；
Ø促进西南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把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促进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Ø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民
族团结，



机场

码 头

港口

车 站

交通运输网中的点，如港口、车站、航空港等，是
客货流的集散地，是完成交通运输过程的重要环节。 

交通运输网中点的区位条件



    自然因素决定港口的位置；经济腹地决定港
口的兴衰；城市决定港口的发展。

（1）自然因素：
①水域条件：水深面阔，无结冰期；位于海湾或有天
然避风条件。②陆域条件，土地平坦广阔。③河流条
件，位于河流入海口附近，可为船舶提供淡水，实现
河海连运，但容易产生于淤积。

（2）社会经济因素：
①经济腹地              ②城市依托

水域
供船舶
出入和
停泊

陆域
便于建设供
旅客和货物
集散

交通运输网中点的区位条件－案例分析
港口的区位条件



 自然因素决定港口的位置；经济腹地决定港口的兴衰；
城市决定港口的发展。

陆
域
条
件 港

口

航行条件 水
域
条
件停 泊 条

件

筑港条件

城市条件

腹地条件

交通运输网中点的区位条件－ 港口的区位条件



港口的的区位条件

●港口： 供船舶出入和停泊、货物和旅客集散的场

所。 

●一定的水域条件（航行、停泊条件等）和陆域条件

（筑港、腹地等）

●港口的区位因素分析：

● ①自然条件(航行、停泊、筑港)（水域：港阔水

深，不冻不淤，风浪较小；陆域：地形平坦开阔，

便于建设供旅客和货物集散）

●②经济和社会条件(腹地、城市、陆上交通运输

线)——（经济腹地决定点的兴衰；城市促进点的

发展）



上海港
⑴位置：长江入海口，河港兼作海港，港区沿黄浦江分布。
⑵自然条件：河海联运，江面开阔，利于航行与停泊；三角
洲地势平坦开阔，利于港口建设，但泥沙容易淤积航道。
⑶社会经济条件：腹地广阔且经济发达；上海为港口提供人
财物的支持。



影响港口建设的区位因素
下图为“上海港口迁移过程示意图”。读图回答1～2题。
1.港口区位迁移形成的拓建模式是
A.门户港→支流港→深海港→干流港
B.深海港→门户港→干流港→支流港
C.干流港→门户港→支流港→深海港
D.支流港→干流港→门户港→深海港√
2.洋山港建设对上海发展最重要的意义是
A.促进城市内部功能的变迁
B.加速临港工业的快速发展
C.提升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D.推动产业的全面转型升级
√

D

C



武汉是我国重要的
水陆交通枢纽,回
答下面问题

(1)图中河流名称:a                ,
b              .
(2)图中铁路名称:c               ,
d                  .

(3)武汉是长江中游的一个港口,
试分析其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

自然条件
水域条件

陆域条件

经济腹地

城市依托

长江中游沿岸,汉水与长江汇合处,江阔水深,
有利于航运

位于江汉平原 ,地势平坦开阔，便于建港

武汉经济腹地广阔,有重要的铁路、公路、水路，联系方便

武汉是综合性工业基地，经济实力雄厚，对港口
建设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长江
汉水

京九线
京广线



Ø面积较大、平坦
的地方
Ø城市边缘、交通
干线两侧
Ø与市内交通和市
外交通有直接方便
的联系
Ø能够最大限度的
方便旅客

汽车站的区位条件



噪
声

Ø占地面积广；
Ø地形平坦开阔，坡度
适当，利于排水；
Ø大气能见度高，低云、
雾和暴雨较少，风速小；
Ø地质条件好，低基稳
定；
Ø距城市较远的地方，
较少对居民区的干扰；
Ø有快捷的干道与之相
连。

航空港的区位条件:



 北京新机场的选址被定在
了距离首都机场67公里之
外的北京、河北交界处，
位于永定河北岸，北京市
大兴区榆垡镇、礼贤镇和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之间，
距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
约46公里，距廊坊市市中
心直线距离则只有约26公
里，距离天津机场85公里。

北京新机场地处平原，100公里内不仅覆盖北京区域，而且覆盖
天津地区，还覆盖河北廊坊、保定甚至石家庄地区。

可有效满足周边机场的需求，避免形成资源重复配置；

新机场的建设将极大带动南城的经济；
河北、天津方面，新机场将有效加快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2019年9月25日，地跨北京市大兴区和河北省廊坊市的大兴国
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大兴机场与北京首都机场将共同把北京
打造为世界首座拥有双国际枢纽的城市。下图示意2009-2018
年北上广三个机场吞吐量增长率变化情况。据此完成1-3题。

1.2011年以来北京首都机场成
为三大机场中吞吐量平均增长
率最低的，原因是

A.流入人口减少      
B.逆城市化开始出现       
C.人口政策调整       
 D.机场容量接近饱和

2.大兴机场在规划修建过程中，需调查的自然地理要素主要有
 ①地质地貌    ②植被类型     ③土壤类型      ④气象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3.大兴机场的建成可
①缓解北京首都机场的压力    ②提升北京城市等级     
③连接北京市和廊坊市建成区  ④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A.①③     B.①④       C.③④     D.②③



南澳县是广东省的海岛县，有34个大小岛屿组成。主岛面积111.44
平方千米（图乙），现有6万多常驻人口，主岛周边小岛屿多为无
居民小岛。主岛海岸线曲折，天然深水避风港湾和可供开发旅游的
优质沙滩众多。长期以来，南澳县岛陆联系仅靠莱长线，经济发展
缓慢，以渔业和耕作业为主，旅游业与港口发展也陷入瓶颈。2009
年，连接汕头市莱芜半岛与南澳岛的南澳大桥开工建设。由于桥梁
修建对施工环境要求高，一度进展缓慢，后来改用墩身挂靠可移动
式平台取代船舶式平台承接浇筑机械施工（图甲），施工速度大大
提高。2015年全长9341米的南澳大桥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岛陆
联系。有人说，南澳大桥的建设重新点亮了南澳岛这颗“海上明
珠”。未来规划将进一步完善主岛附近岛屿的交通联系，但不考虑
建桥，将建设海底观光走廊。



1.分析2015年前制约南澳港口发展的瓶颈。

2.推断南澳大桥建设过程中使用墩身挂靠可移动平台施工取代船
舶式平台施工的自然原因。

3.分析南澳大桥建成重新点亮了南澳岛这颗“海上明珠”的原因。

4.简述未来邻近主岛的小岛开发不建桥而建海底观光走廊的原因。
距离短，修建成本不会太高；受海面风浪影响小；减少对海面
养殖业的影响；减少对渔船往来的影响；创造新的观光项目。

改善岛陆联系，有利于发挥南澳岛优良港湾优势，提升南澳岛
交通枢纽地位；改善航运条件，缩短运输时间，有利于南澳岛
资源开发；吸引游客，带动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

位于我国东南海域，受季风和台风影响，海面风浪大；桥梁位于
河流入海口附近，海峡之间，海流复杂；墩身挂靠可移动平台比
船舶式平台更具稳定性。

岛内人口少，经济落后，货运量不足；岛屿面积狭小、地形崎岖，
发展空间小，岛陆联系不便，经济腹地小。



三、“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交通运输新
方式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1.共享单车是指企业在校园、
地铁站点、公交站点、居民
区、商业区、公共服务区等
提供自行车单车共享服务，
是一种分时租赁模式。共享
单车是一种新型共享经济。

共享单车环保意义非常重大。以ofo小黄车的使用为例，根据
测算，已累计减少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减少了17万辆小汽车
出行的碳排放量。共享单车的出现，为城市居民增加运动，促
进身心健康，减轻城市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大量闲置、被损坏的共享单车被堆在道路两侧，而成千上
万单车被随意停放也成为城市治理新难题。



2.共享汽车，是指许多人合用一辆车，即开车人对车辆只有使
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有点类似于在租车行里短时间包车。它
手续简便，打个电话或通过网络就可以预约订车。共享汽车一
般是通过某个公司来协调车辆，并负责车辆的保险和停放等问
题。这种方式不仅可以省钱，而且有助于缓解交通堵塞，以及
公路的磨损，减少空气污染，降低对能量的依赖性，发展前景
极为广阔。



[回扣教材]
●教材第78页读表思考

●货物运输要根据货物的性质、数量、运距、价格、时效等情况选择运输方

式，各种运输方式在技术上、经济上各有长短，都有最适宜的使用范围。

●空航运输：贵重、急需、数量不大的货物。

●公路运输：短途，量小，容易死亡、变质的活物、鲜货。

●铁路运输：远程、量大的货物。

●水路运输：大宗、笨重、远程、不急需的货物。

教材第81页活动
以京九铁路为例，分析影响铁路布局的因素有哪些？哪个因素
起主导作用？
京九铁路(北京－香港九龙)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修筑的一条现
代化铁路。下面对影响京九铁路的主要因素进行简要的分析。



●⑴合理布局铁路网。我国的东部铁路运输一直非常紧张，特

别是南北向，尽管有京广、京沪两条铁路，但是仍然不能满

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往华南方向运输货物，其运量只

能满足计划的30%～40%。修筑京九铁路，会使全国铁路货运

状况发生巨大变化。一是缓解南北向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

二是活跃整个路网。

●⑵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

●⑶维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⑷先进的科学技术做保证。京九铁路自北向南跨越黄河、长

江等大江大河，穿过崇山峻岭，沿途地形各异，地质条件复

杂。京九铁路在线路设计科学化、施工设备现代化和施工手

段自动化方面均创造出了国内铁路建设的一流水平。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建设京九铁路最大的意义在于激活全

国铁路网，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这说明由于科学技术的

发展，在现代化铁路建设中，社会经济因素对铁路布局的影

响已经超过自然因素而成为决定性因素。



一、主要交通运输方式

      1.五种主要交通运输方式及其优缺点

      2.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特点

二、交通运输布局

      1.交通运输网的组成要素

      2.影响交通运输布局的因素

高速化、大型化、专业化、综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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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因素



，是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新
世纪四大工程之一。该路东起
青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
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
木段814公里已于1979年铺通，
1984年投入运营。青藏铁路格
尔木至拉萨段，北起青海省格
尔木市，至拉萨，全长1142公
里。其中新建线路1110公里，
于2001年6月29日正式开工。
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试运营。
青藏铁路是世界海拔最高、线
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线大
部分线路处于高海拔地区和
“无人区”，要克服

。



 采用片石通风路基：在路基的底
部铺设一米五左右的块石层，冬天
冷风从石块间带走热量，夏天石块
为路基遮挡太阳辐射，同时利用高
原原有的低温和强风降低冻土温度。
采用热棒：青藏铁路沿线，路基两
旁有两排碗口粗细，高约两米的铁
棒，整个棒体是中控的，内部灌有
液氨，当土壤温度较高时，液态氨
受热气化上升到顶部遇冷液化释放
出热量，然后又流回到底部，如此
循环往复，降低冻土温度。
以桥代路：面对地质情况更加恶劣
的冻土、河流、沼泽等，选择以桥
代路的方式，将桥梁桩基深入地下
的永冻层，以保持线路稳定。



中国进藏铁路为何首选青藏线？ 
有关专家曾就进藏铁路提出了川藏线、滇藏线、甘藏
线和青藏线四个方案。在这四个方案中，有关决策部
门最终确定首先建设青藏铁路。

青藏铁路建设里程最短

青藏线投资额小

青藏铁路建筑地质条件相对
较好，工程量最小，工程技
术难度已基本解决。

青藏
甘藏

滇藏

川藏

√
经济因素



          目前，青藏高原已有多条公路与外省区联系，也

有航空线联系全国各地，为什么还要克服种种不利因

素，投资200亿元修建铁路？

a.与航空和公路运输方式相比，铁路运量大，成本低，
连续性好，对沿线经济的带动作用大；

b.修建铁路有利于青藏铁路高原的资源开发利用及相
应工业的发展；

c.有利于促进西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d.增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通
过多年冻土区约552km，对多年冻土
区路基的防护成为青藏铁路建设施
工的重点，片石通风路基是冻土区
常用的路基防护措施。如图示意青
藏铁路片石通风路基横断面。据此
完成下列问题。

1、片石通风路基散热效果最显著的季节
是A.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D. 冬季
2、专家建议青藏铁路东西走向路段路基
两侧增加片石护坡层，且南坡厚度要大
于北坡，其目的是
A. 进一步降低路基的温度    
B. 保持路基两侧温度一致
C. 降低南坡风力侵蚀强度   
D. 增加北坡路基散热效率

✔

✔



 多年冻土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的活动层，
下层为多年冻结层。我国的多年冻土分布主要分布于东北高纬度
地区和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
 由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青藏铁路格（尔木）拉（萨）段成功
穿越了约550千米的连续多年冻土区，是全球目前穿越高原、高
寒及多年冻土地区的最长铁路。多年冻土的活动层反复冻融及冬
季不完全冻结，会危及铁路路基。青藏铁路建设者创造性地提出
了“主动降温、冷却路基、保护冻土”的新思路，采用了热棒新
技术等措施。热棒地上部分为冷凝段，地下部分为蒸发段，当冷
凝段温度低于蒸发段温度时，蒸发段液态物质汽化上升，在冷凝
段冷却成液态，回到蒸发段，循环反复。冬季气温低于地温，热棒蒸发段通过吸收

冻土的热量（物理热学中的汽化吸热原理，
即液态物质汽化上升，到达热棒顶部时再
液化放热），从而达到传导出冻土内部热
量，保持冻土内部稳定性的目的；热棒倾
斜设置是为了使棒体能深入铁轨正下方，
重点保证铁轨正下方的多年冻土始终保持
低温和稳定。



拉
萨

格尔
木

拉
萨

青藏铁路建设面临高寒缺氧、多年冻

土、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青藏

铁路建设者经过4年的不断努力，在

破解三大世界性难题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 

自然环境因素

科学技术因素



这是青藏铁路清水河特大桥采取以桥代路的方式

预留出藏羚羊迁徙通道。为保障野生动物的正常

生活、迁徙和繁衍，青藏铁路全线建设了33个野

生动物通道，用于环保的投资大约11亿元。    

经济因素



雅西高速
雅西高速公路由四川盆地
边缘向横断山区高地爬
升，每向前延伸一公里的
平均海拔高程就将上升7.5
米，穿越大西南地质灾害
频发的深山峡谷，地形条
件极其险峻、地质结构极
其复杂、气候条件极为多
变、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建设条件极其艰苦、安全
营运难度极大，被国内外
专家学者公认为国内乃至
全世界自然环境最恶劣、
工程难度最大、科技含量
最高的山区高速公路之
一，地势险峻被称作天梯
高速、云端上的高速公
路。

雅安—西昌（2007-2012.206亿，跨10条地震带）

运输方式的选择，交通线、站的选址以
及设计标准等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



雅西高速的通车，实现京昆高速公路四川境内全线贯通，
是四川又一条北上南下的大通道，更是将成都平原和攀
西裂谷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四川的全面发展。它将
为四川经济的又一次腾飞插上翅膀，实现成都都市群和
攀西城市的联合，为攀枝花、西昌等地的地方经济带来
机遇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为四川攀西旅游带来展示的机
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资源，向世人展示攀西独特的人文
风情、阳光资源。

意义:

自然障碍：

穿越大西南地质灾害频发的深山峡谷，地形条件极其
险峻、地质结构极其复杂、气候条件极为多变、生态
环境极其脆弱、建设条件极其艰苦、安全营运难度极
大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刻赤海峡(下图)是连接黑海和亚速海的唯一通道，水深5～15 m。
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后，俄罗斯政府斥资建设横跨刻赤海峡的
公路铁路两用桥——刻赤海峡大桥，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本

土地区。2018年交付使用。

有利条件：水域较浅，便于施
工，且线路经过岛屿，工程量
较小。不利条件：多大风、海
浪大、海水腐蚀等。

⑴说出刻赤海峡大桥施工的
有利条件及面临的自然障碍。

⑵刻赤海峡大桥建成后，甲、乙
两地之间的交通方式多样化。说
明与海上航运相比，甲、乙两地
之间公路运输的优缺点。

优点：速度较快；安全性较高；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小(或答
“连续性较好”)。缺点：运距较长；运费较高。

⑶简述刻赤海峡大桥的修建对甲
市发展的有利影响。

缩短与俄罗斯本土间的交通距离；
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工业化进程；
增加就业机会；推动城市化进程。



是继港珠澳大桥之后又一世界级超大"隧、岛、桥"集群
工程，其中8车道特长海底沉管隧道将开创世界先例。

深中隧道---世界
级超大的“桥、岛、
隧、地下互通”集群
工程
深中通道项目是国务
院批复的《珠江三角
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2008 -2020
年）》确定的建设开
放的现代综合运输体
系中的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其中深中通道
被编为G2518国家高
速公路。通勤时间由
以往2小时缩减为30
分钟。



淡布隆跨海大桥
文莱淡布隆大桥，是文莱历史上最
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是连接文莱本
土和淡布隆区的重要枢纽工程。大
桥总长约30千米，计划于2019年11
月底通车，届时将成为连接首都与
淡布隆县的重要通道，旅客无需绕
道马来西亚，车程由两小时缩短到1
5分钟左右，对淡布隆县经济社会发
展有着重要意义。该项目还将成为
连通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三国环岛高速项目的一部分。当地
媒体《诗华日报》评价称，淡布隆
跨海大桥项目是文莱规模最大、最
具社会影响力的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文莱最长的跨海
大桥，也将成为文莱的新地标。

交通运输的热点



2018年11月7日，国际隧
道与地下空间协会（IT
A）隧道工程颁奖典礼在
安徽滁州举行。国道317
线雀儿山隧道荣获国际隧
道工程领域“奥斯卡”奖
项——2018ITA年度工程
大奖。该项目由山东格瑞
特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监
理。

雀儿山隧道
---荣获国际隧道工程领域“奥斯卡”奖



2019年9月25日，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
运。该机场投资800亿
元，于2008年启动规
划选址，2014年破土
动工，历时5年建设后
正式通航，被誉为
“新世界七大奇迹之
首”，创造40余项国
际、国内第一。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2017年12月6日西成高铁全线开通运营，西安与成都间的列车最短
运行时间由原来的16小时缩短为3小时27分。西成高铁即西成客运
专线，全长643 km，设计时速为250 km，全线共设14个车站，工程
的桥隧比高达93.5%。图为“西成高铁示意图”。据此完成问题。

1．造成西成高铁桥隧比高的主要原因是(　　)
①穿越地形起伏较大的秦巴山地　
②通过岭谷相间的横断山区　
③经过较多的自然或水源保护区　
④经过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西成高铁的建成最有利于(　　)
A．促进川陕两省传统工业的发展
B．加强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联系
C．降低四川农副产品的外运成本
D．稳定沿线各站点城市的土地、房地产价格
3.B　4.B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　青岛港和烟台港港阔水深，浪小流缓，不淤不冻，是我国
北方少有的天然良港。日照港海岸线平直，浪大流急，但水域深，
是我国第二大煤炭输出港。济宁、枣庄等地区的煤炭源源不断地通
过这里向外输送。材料二　山东半岛局部区域图。

⑴日照港与青岛港、烟台港相比，
不利的自然条件是：
⑵建立日照港的主要目的是

⑶青岛港的腹地比烟台港的腹地广，
向西可达郑州、西安。其原因主要是

⑷烟台港与大连港早已开通了汽车轮渡，现在又开通了火车轮渡。
汽车轮渡和火车轮渡与采取卸货中转的方式相比有什么好处？开通
火车轮渡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有哪些积极意
义？

海岸线平直，缺乏船舶避风浪的港湾

青岛港国际集装箱运输等业务发
达，服务功能强，地理位置优越

好处：可减少货物装卸次数，降低费用，节省运输时间，加快货物
的周转。
意义：①缩短运输距离，提高运输速度；②减轻铁路的运输压力；
③降低运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方便济宁、枣庄等地区煤炭的外运



“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发展
1.“一带一路”
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
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
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2.“一带一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随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
玩具等)有望向以东南亚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工业化初期国家转移，
资源密集型产业(如能源产品、化工产品、金属制品)可以向以中
东欧部分国家为代表的油气丰裕国家及以中亚部分国家为代表的
矿产资源丰裕国家转移，而中国可以扩大对这些国家资本、技术
及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部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产业(如机电
产品、部分装备制造产品)，则有望向以中东欧部分国家为代表
的工业化后期国家转移，实现技术的互通有无。



京新高速公路是世界上最长的穿越沙漠的高速公路，是继青
藏铁路之后，又一个在艰苦地域建设的代表性工程。它横贯
东北、华北、西北，总里程约2768km。2017年7月15日，京新
高速全线贯通，贯通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路程将缩短1300多
公里，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没水没电没信
号的浩瀚沙漠中，这条“沙漠之龙”横空出世，其建造过程
充满艰辛。下图为京新高速公路路线示意图。

⑴推测京新高速公路临白段在建设
中遇到的困难。

⑴沙漠戈壁纵横，生态环境脆弱；
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气候干旱，沿途水资源缺乏；冬季
寒冷、夏季高温酷暑，施工环境较
差；空气干燥，冬春季节多大风、
扬沙、沙尘暴、流沙等恶劣天气。



⑶(大型)货车。京新高速连接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区域东
西部自然环境差异强，往来货物种类多，数量大，过境长途货
车运量大；高速公路里程长，所经区域地广人稀，经济落后，
沿途居民出行的需求量较小；对长距离客运而言航空运输比较
便利。

⑵完善公路网，根本上改变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缩短了与
东部地区的经济距离；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改善
生活质量；加快融入了“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深入发展；推进西北地区经济的跨越发展；促进与各地经
济文化的交流

⑵推测京新高速公路临白段非节假日通行的主要车种（客车，
货车），并说明理由

⑶简述京新高速公路建设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
响。



京沪铁路与京沪高铁
    京沪铁路是我国运输最繁忙的南北
铁路干线，全长1400多千米。京沪铁路
连接首都北京和全国最大城市上海，沟
通环渤海与长三角两大经济区，沿线人
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途经10多个
人口100万以上城市，为东部地区的社
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京沪高速铁路（简称“京沪高铁”）
大体与京沪铁路平行，全长1300多千米，
2011年通车年输送旅客1.6亿人次。目
前列车运营时速250～350千米，京沪之
间全程运行仅需4～5小时。
目前，国家已规划建设京沪高铁二线。

1.分析京沪铁路与京沪高铁分别有哪些意义。
2.为什么国家要规划建设京沪高铁二线？



 使铁路客运能力得到极大扩充，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大大压缩，
给人们出行带来极大的方便；使与京沪高铁并行的京沪铁路
等既有线货运能力得到释放，推动京沪主要通道实现客货分
线运输；使长三角、环渤海及沿线地区的互动成本降低了，
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将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在一起，减少
中间环节和物流成本；对沿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规划
的调整以及建立现代化交通枢纽起到积极作用。  

1.查阅资料，分析京沪高铁的意义。

2.为什么国家要规划建设京沪高铁二线？ 

为进一步缓解旅客运输压力，推动沿线地区社会经济持续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