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分布

一、世界人口分布

不均衡性：世界不同地区和国

家人口分布的总特征。大约 3/4
的人口分布在 5%的陆地上。

地域差异：世界各地人口分布

不均匀。

趋向性：

纬度：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中低

纬度地带。近 90%的人口居住

在北半球，尤其集中在北纬

10°-50°。

海陆位置：主要集中在距海较

近地带。约一半人口分布在距

离海岸 200千米以内地区。

海拔：主要集中在海拔较低地

带。海拔 200 米以下的平原地

区，面积不足世界陆地总面积

的 1/4，却分布着世界一半以上

的人口。近 80%的人口居住在

海拔 500米以下的低平地区。

各大洲：

各大洲：亚洲人口数量最多、

人口密度最大，大洋洲人口数

量最少、人口密度最小，南极

洲无人定居。亚洲陆地面积不

足地球陆地面积的 30％，但人

口却占世界总人口的 60％左

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

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85%。

人口稠密区：东亚、东南亚、南亚、

北美东部和欧洲。这些地区面积约

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 1/7，却集中

了 2/3以上的世界人口。

人口稀疏区：气候恶劣地区以及地

势高峻的高原和山区。干旱的荒

漠、寒冷的极地、空气稀薄的高山

高原、湿热的热带雨林等，由于自

然环境条件的限制，都不适宜大量

人口长期居住。

城乡分布：城镇人口比例逐渐上

升，乡村人口比例逐渐下降。2014
年全球约有 54％的人口居住在城

镇。北美洲是城镇人口比例最高的

大洲，非洲是城镇人口比例最低的大洲。



活动

1.世界人口分布表现出明显的趋向性。例如：从海岸向内地 200千米的范围内，集中了世界一半以

上的人口，但其面积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30％；海拔 500米以下的低地和平原地区，集中了世界

80％以上的人口，但其面积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57％。读世界人口分布图，完成相关任务

（1）世界人口主要分布在什么纬度范围？南半球相同纬度范围为何人口较少？

（2）推测除南极洲外，距海岸线 200千米范围内的人口占全洲总人口的比例最低的大洲是哪一个？

说出你的理由。

（3）根据以上分析，试归纳世界人口分布的一般规律。

2.20世纪中期，美国地理学家邦奇（W.Bunge）等用人类大陆图（如图 1-4所示）揭示世界人口分

布情况。在地图上隐去陆地和海洋，仅画出人口密集的地区，其中面积较大的人口密集区称人类大

陆。读图 1-4，完成相关任务。

（1）在图中边框的刻度处标注经度和纬度。

（2）在图 1-4 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上共存在几个人类大陆？说一说，这些人类大陆分别是哪些

地区？

（3）邦奇用人类大陆图揭示世界人口分布情况，对你有哪些启示？说出来，与同学分享。

二、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

基本原则：人类总是选择相对适宜生存与发展的地方居住并从事生产活动。人口分布是在人类适应

和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繁衍子孙后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自然因素：

基本因素：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存空间和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源，对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产生重

要影响。通常，生产力水平越低，自然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越显著。

气候：气候主要通过气温、降水等影响人口分布。气候温暖、降水适中的地区适宜人类居住和生产，

人口分布往往较为集中。

地形：一般来说，人类活动大多集中在平原及低山、丘陵地区；高山和高原地区气候寒冷、交通不

便，人口稀少，甚至无人定居。平原地区地形平坦，交通便利，易于开发，是人类的主要聚居地。

水资源和土壤：稳定的淡水水源是人类生活和生产基本的物质条件，对人口分布影响很大。江河湖

泊等天然水体能够为人类提供生活水源、便利的水运等，沿岸地区往往人口较为稠密。土壤是农业

生产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其他：森林、矿产资源等自然因素也影响到人口分布。

社会经济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多且稠密；经济落后地区，人口少而分散。

历史因素：亚洲和欧洲等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人口数量多，密度大；而在美洲和大洋洲等开发历

史较短的一些地区，至今人口数量少，分布稀疏。

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可以改变人口分布状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口的制约

程度渐趋弱化，许多新区得以开发。

其他因素：政府的政策以及战争等因素，有时也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分布。



文化传统、宗教、民族和政治等因素也会影响人口分布。

知识窗

热带高原、山地的人口集聚地在热带多雨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方通常不在平原，而在高原和山地。

例如，非洲刚果盆地底部气候湿热，人口稀少，而东非高原海拔 1000～1200米的地区则人口稠密。

这是因为热带高原和山地的一定海拔范围内，气候凉爽，雨量适中，排水通畅。此外，这一海拔超

出疟蚊分布上限，人们可免受疟疾等疾病袭扰。在南美洲，海拔 2000米以上的高原和山间谷地则

形成一些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1.活动:探究东南亚地区人口分布特点及

影响因素

1.读图 1-1-6，说出东南亚地区人口分布的

主要特点。

2.以东南亚地区某个国家为例，说明影响

该国人口分布的主要因素。

2.活动：分析自然因素对俄罗斯人口分布的影晌

俄罗斯是世界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位于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横跨欧亚两大洲。俄罗斯陆地面

积 1709.82万平方千米，2020年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8.4人，是世界上人口分布较为稀疏的

国家之一。

俄罗斯有四大地形区，从西至东依次为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和东西伯利亚

山地。俄罗斯处于中、高纬度带，地跨温带、亚寒带和寒带，气候差异大且复杂多样;其年平均气

温只有一 5.50C，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冻土广布，气候酷寒。俄罗斯西部降水较多，东部降水较

少，差异显著。

俄罗斯人口分布不均衡，具有显著的西密东疏特枉，即人口主妥集中在欧洲部分，而面积占俄罗斯

陆地面积 3/4的西伯利亚地区，居住的人口却不到俄罗斯总人口的 1/4。
分析导致俄罗斯人口分布西密东疏的自然原因。.俄罗斯人口分布和中国人口分布有什么异同点?

3.作业题

1阅读图文材料并查阅相关资料，分析导致孟加拉国人口稠密的自然因素。

2020年，孟加拉国有 1.65亿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 1200人以上，约为中国人口密度的 8倍。



2.根据图文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测定和描绘人口重心及其移动轨迹，用于研究人口位置和空间移动，可确切并形象地展现人口分布

的变化过程。人口重心的移动方向表示人口分布的伸展方向，移动轨迹表示历史上人口分布、聚落

集散的动态变化。

1790年，美国的人口分布重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马里兰州西北部。到 1980年，人口分布重心就移

到了密苏里州东部。190年间，美国人口分布重心移动近 1400千米，移动速度平均每年约 7千米。

(1)请将美国不同年份人口分布重心用线连起来，绘成重心移动轨迹图，说出美国人口分布重心移动

的规律。

(2)查阅相关资料，分析美国人口分布重心变化的原因。

3.从古至今，我国人口分布

重心在不断变化。在所给

中国局部图上，标出下表

中各年份中国人口分布重

心的大致位置，并用带箭

头的线段标注出中国人口

分布重心的移动轨迹，描

述其变化的规律。

4.探究

爪哇岛位于苏门答腊岛与巴厘岛之间，是印度尼西亚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爪哇岛的陆

地面积为 12.69万平方千米，仅占印度尼西亚陆地总面积的 6.66％，但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

以上。爪哇岛地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地带，火山活动较多，岛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火山

灰土。

1.分析爪哇岛人口密度特别大的原因。

2.议一议，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5.活动

1.想一想，下列人口稀少区域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在表格中画圈）

2.阅读下列材料，完成相关任务。

在云南的热带及其边缘地区，人口垂直分布状况与国内其他地区有所差异。例如：南定河的河谷平

原，尽管地势低平，但过热过湿，排水不畅，加上草木繁茂，疟疾对人体健康构成很大威胁，因此

人口分布较少；元江中游河谷平原地处雨影区，气候燥热，人口也不多。相反，在当地海拔适中的



山地和高原，气温和降水适中，排水通畅，疟蚊危害明显减轻，人口分布较为稠密。

（1）在青藏高原地区，人口主要分布在地势较低的河谷地带，如青海的河湟谷地，西藏的雅鲁藏

布江中游及拉萨河谷等，而其他地区人口则非常稀少。议一议，青藏高原与云南的热带及其边缘地

区相比，两者人口垂直分布模式差异较大，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2）在热带地区，人口稠密的地方通常不在平原地区，而在山区和高原。对照世界地形分布图，

找出能够说明这一地理现象的实例。

三、中国人口分布

基本国情：我国人口分布的最显著特点是不均衡性。

胡焕庸线：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并提出从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爱辉区）至云南腾冲之间的连线是

我国人口分布的分界线。

以此线为界，全国约 96%的人口分布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 36%的东南部地区，约 4%的人口分布在

约占全国土地面积 64%的西北部地区。

活动：探析胡焕庸线

选用适当的地图，完成以下

学习任务。

1.在地图上确定胡焕庸线。

观察并说明胡焕庸线与我国

400 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半

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界线、季

风区与非季风区界线，以及

地势第二、三级阶梯界线的

关联性。

2.观察并说明胡焕庸线与人

口 100万以上城市分布的关

系。

3.评述我国人口分布基本格

局。

（1）人口分布不均衡是否意

味着人口分布不合理？

（2）我国西北部地广人稀的

现状有可能改变吗？

4.（1）找出黑河—腾冲线西北一侧人口较为稠密的区域，归纳它们的地理分布特点，分析其人口

较为稠密的原因。

（2）分析黑河—腾冲线的地理意义，讨论该线与我国自然地理环境有哪些内在联系。

（3）近一个世纪以来，虽然我国人口分布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胡焕庸先生提出的人口地理界

线依然是我国人口分布差异的基线。议一议，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人口地理界线是否会向西北方

向移动？为什么？

5. 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人口分布均有着重要影响。例如，我国深圳在设立经济特区

后，人口快速增长，这是政治经济因素（国家发展战略）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查找相关资料，举例

说明其他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6.塔里木盆地处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曾兴起过楼兰、尼雅等繁华城镇，但近代均被沙漠掩埋。尼

雅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的交通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现存各类遗址多达数百处。

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尼雅遗址保存状况良好，出土了大量的丝绸、毛织物、木器、陶器等珍贵文物。

试从影响人口分布的地理因素方面，讨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单元活动：学用专题地图

一、形形色色的专题地图

地形图、政区图以及专题地图都是常用地图。专题地图是着重表示一种或几种自然要素或人文现象

的地图。例如，人口专题地图又可分为人口分布图、人口迁移图，以及反映人口性别、年龄、受教

育 程 度 等 在 不 同 区 域 分 布 状 况 的 图 等 。

活动：1.读图 1-4-1，说出这三幅地图展示的内容及表示方法各有什么特点。

2. 在本册课本上查找一幅专题地图，说说其表示方法有什么优点。

二、阅读专题地图

以我国主体功能区中的生态安全战略

格局示意图为例，学会如何阅读专题

地图。

●读图名，初步了解专题地图展示的

主要内容。

●认清图例和注记，了解所示图例各

表示哪些特定内容。

●读懂地图上所展示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在哪里？

●分析“为什么”。例如，根据图 1-4-2，
分析“两屏三带”及其划分依据，提

出值得探究的地理问题。

活动：从地理课本或地理图册上选取一幅专题地图，参照以上步骤阅读地图，并与同学交流所读出

的地理信息。

三、动手做：绘制专题地图

学会绘制专题地图，能将有用的地理知识（包括文字信息）“落实”在地图上。

主要步骤如下：

1.打开国家测绘主管部门网页，在“标准地图服务”栏目下载一幅适用的空白地图。

2.设计图例和注记。

3.编绘草图，在修改的基础上，完成地图清绘。

4.在图幅上方标注图名。

我们可以在老师指导下按照以上步骤绘制专题地图，以表示与地理位置相关的自然或人文要素。例

如，中国高速铁路分布、中国人口 500万以上城市分布、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等。

知识窗：专题地图上地理事物或现象的表示方法
点值法：在地图上用一定数量的小圆点表示某地理事物或现象分布的范围、数量及密度变化。首先

根据某地理事物或现象的总量和区域面积，确定每个点所代表的数值，再采用定位布点等方法，将

点配置在图面上。

等值线法：在地图上，将数值相等的各点连接成平滑曲线。一般表示连续、渐变现象的数值分布，

例如常见的等高线图、等降水量线图等，也可表示社会、经济、文化等专题要素。

分级统计图法：根据统计资料，以行政区域或其他区划单元为基础，按制图对象的密度、强度或发

展水平等指标划分等级，然后依据级别高低，在相应区域以不同颜色显示地理事物或现象数量上的

差异。此外，还有图形统计法地图等。



一、世界人口分布

1．(1)世界人口主要分布在中低纬度地区；南半球相同纬度范围内，陆地面积较小(或海洋面积广大)，
人口分布较少。

(2)非洲。非洲海岸线平直，少优良港湾，距离海岸线 200千米范围内面积占非洲总面积小，且非洲

大部分地区地处热带，内陆高原地区较为凉爽，适宜居住。

(3)世界人口主要分布在北半球中低纬度的近海平原地区。在热带地区，人口多分布在气候相对凉爽

的高原地带。

2．(1)略。

(2)4个：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欧洲、北美洲东部。

(3)启示：①人类大陆的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比重很小，但却集中了世界绝大部分的人口，世界上

的人口分布是不平衡的。

②可以用简化的图来表示复杂的地理现象，去除干扰因素，只留下最重要的内容，直观形象。

二、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

1.(1)人口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河流两岸的冲积平原、河口三角洲以及沿海平原地 4
(2)、如东南亚的泰国，泰国人口主要集中在湄公河下游平原。自然因素:全年高温，降水丰富水热

条件好;河流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网密布，水源充足;社会经济因素:该区域人口多，劳

动力丰富，且在湄公河下游地区水稻种植历史悠久，农业经验丰富。

2.(1)．提示 俄罗斯地势西低东高，西部几乎全属东欧平原，降水较多，气候适宜，适合人类居住；

而东部多为山地与高原，如中西伯利亚高原、东西伯利亚山地等，地势较高，气候酷寒，不适合人

类居住。

(2)．提示 不同点是俄罗斯人口西多东少，而中国人口东多西少。相同点是俄罗斯和中国人口分布

都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和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生活环境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3．作业题

1.提示 孟加拉国地形以平原为主，地势平坦，气候适宜，水资

源丰富，适宜农业生产与聚落发展，人口稠密。

2．（１）提示 按照时间由先到后的顺序依次连接代表美国本土人口分布重心的小五角星即可，绘

图略。

移动规律：美国本土人口分布重心整体自东向西移动。

（２）提示 美国本土人口原来主要居住在东部沿海地带，后来由于政府对西部的开发，引起美国

人口分布重心自东向西移动。

提示 绘图略。 规律：中国人口分布重心多数时间位于河南省。 西汉到明朝，人口分布重心向东

南方移动；明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口分布重心呈现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趋势；１９５

３ 年至１９９５ 年，人口重心稍南移，变化不大。

4.探究

（1）．爪哇岛陆地面积只有 12.69万平方千米，仅占印度尼西亚陆地总面积的 6.66%，但印尼 2亿
多人口却有一半以上(1.4亿多人)分布在该岛。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优越：纬度低，属于热带雨林气

候，全年高温多雨；岛上火山活动多，广泛分布着肥沃的火山灰；岛上河流较多，灌溉水源充足，

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岛上动植物资源丰富，食物来源充足。从人文因素看，该岛位于印尼的主要

岛屿之间，位置优越，港口多，交通便利；岛上城市众多，经济发达，产业活动活跃。所以该岛人

口密度特别大。

（2）．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两个大的方面，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形、

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人文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工业、农业、交通、商贸)、社会、历史、

文化、科技和政治等。

5.活动
1.
人口稀少区域 地形 水文 土壤 植被 气候

亚马孙平原 ●

青藏高原 ● ●

撒哈拉沙漠 ● ●

格陵兰岛 ●

2.(1)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气温低，热量条件差，而地势较低的河谷地带热量条件好，加上地形平

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利于农业生产。云南热带及其边缘地区的低地，气候湿热，排水不畅，

草木繁茂，疟疾对人体健康构成很大威胁，人口分布较少；海拔适中的山地和高原，气温和降水适

中，排水通畅，疟蚊危害明显减轻，人口分布较为稠密。

(2)例子：巴西人口集中分布在巴西高原而亚马孙平原人口较少；墨西哥人口大部分位于墨西哥高原

南部地区。

三、中国人口分布

1.胡焕庸线与我国 400毫米年降水量线、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分界线、季风区与非季风区分界线大

致重合，与第二、第三级阶梯分界线大致平行。

2.人口 100万以上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康线的东南侧,而人口 100万以上城市在胡焕庸线的西北侧分

布很少。

3.(1)否,人口的稠密程度和很多因素有关,包括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例如:气候寒冷的黑龙江漠

河，人口相对较少;西北地区气候干旱土地荒漠化严重,基础设施落后,经济欠发达

人口分布也较少。而我国东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形相对平坦，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故
人口稠密。(2)有可能,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合理开采矿产资源和发展经济治理土地荒漠化,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农业，跨流域调水缓解缺水问题等措施使人口增加。

4.．(1)人口较为稠密的区域：新疆绿洲地区、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南部河谷

地区。

地理分布特点：分布不均匀，呈点状或带状分布。

人口较为稠密的原因：西北地区气候干旱，水源成为影响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在水源充足的绿

洲或河流沿岸地区，人口稠密。青藏地区海拔高，气候寒冷，人口分布于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区。

(2)黑河—腾冲线的地理意义：①该线直观反映出我国人口分布的格局，线的东南侧人口稠密，线的

西北侧人口稀疏。②此线成为地理研究和国家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该人口线与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线东南侧受夏季风影响明显，降水充沛，地形以平原丘

陵为主，线西北侧位于非季风区和青藏高寒区，降水较少，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线两侧自然地理

环境差异显著。

(3)方案一：不会，该线西北自然地理环境恶劣，气候干旱，自然承载力有限，人口难以大量增长。

方案二：会，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交通条件的改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这

条人口分界线会小范围波动。

5.．历史因素：美国五大湖沿岸地区是美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人口大量在此聚集。

政治因素：巴西迁都巴西利亚改变该国人口的格局；安史之乱之后我国南方人口首次超过了北方。

文化因素：旧金山的唐人街是华人的聚集区；我国西安的回民聚集地。

6.早期尼雅地区水源充足，湖沼遍布，草木茂盛，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地处古代“丝绸之路”

上，交通便利，商贸往来频繁。随着人口增多，用水剧增，尼雅河断流，生态环境随之恶化，人口

被迫外迁，尼雅地区逐渐变成废墟，绿洲良田变成荒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