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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一地理学科导学案

第四单元单元活动——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研制人：刘婉锐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授课日期：2022.2.17

【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1. 运用资料，掌握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1. 结合材料掌握地理信息技术的特征及其应用。(综
合思维)

2. 结合具体案例，掌握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地理

实践力)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阅读地理必修 一 教材第 106—111 页

【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一、地理信息技术及其主要用途

1．地理信息技术

(1)概述：地理信息技术是一门对地理信息进行获取、分析和应用的综合性技术，是地理科学与 技术

相结合的产物。

(2)核心技术：遥感、 系统、卫星定位系统等。

2．地理信息技术的主要用途

应用领域 作用

调查资源数量、分布，对农作物进行估产

灾害监测与评价 监测灾害分布，估算受灾面积，提供决策依据

环境监测与评价 监测环境现状及变化，提供依据

区域发展、城市规划、工程设

计
工程勘察和测量，工程影响分析，城市布局优化

交通 定位、导航、 ，监测地壳运动

其他 、安全保障、科学研究

[温馨提示] 地理信息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区别

地理信息技术包括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二者属于包含关系。

二、遥感及其应用

1．遥感概述

(1)概念：是利用装在飞机、飞船、卫星上的光学仪器和 ，对地表物体进行远距离感知的地理信息技术。

(2)原理：地球上的物体都在不停地吸收、 、发射电磁波，不同物体的电磁波特性不同。

(3)环节

信息获取 → 传输 → 接收与处理 → 分析和应用

(4)特点：探测范围 、获取资料快、受地面条件限制少、获取信息量 等。

(5)应用：资源评估、环境监测、 预警等领域。

2．遥感影像中识别地物

色彩 水域为蓝色，人工建筑多呈灰色，植被呈 色

形状
人工建筑、工程的边界往往 明显，形状规则； 的宽度一般变化较小，而河流的宽

度多变；道路相对比较顺直，而 则弯弯曲曲等

3．遥感影像判读：具体情况应作具体分析，有的还应当结合 进行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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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1．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1)功能：获取观测点的经纬度和高程，实现导航、定位、 等功能。

(2)特点：具有高精度、高效率和 的优点。

(3)应用： 、地面监测、交通导航等方面。

2．地理信息系统

(1)概念：地理信息系统是在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支持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数据

进行采集、存储、管理、运算、 、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

(2)应用：应用于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态的规划、决策和 等方面。

四、利用地理信息技术监测滑坡

1．卫星定位位移监测预警系统

(1)原理：通过在滑坡体和建筑物上设置的多个卫星定位监测桩进行 ，采集的数据实时传

输至 。一旦变形量超过 ，系统将实时预警。

(2)应用的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 。

2．建立卫星定位位移监测预警系统的意义

(1)为研究滑坡变形特征、变形机制和危害程度等提供了 。

(2)通过监测预警的 ，为及时处置滑坡险情提供了 保障。

【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核心归纳：

1．遥感的应用

应用领域 具体内容 备注

资源评

估

矿产资源

蕴藏矿产的地方大多是地质断裂或

环形构造带，较容易借助遥感技术

“发现”矿产

人们只需要分析遥感图像就可以划

定蕴藏矿产的大致区域

生物资源

通过遥感图像解译或图像处理技术，

提取植被的分布、类型、结构、健康

状况、产量等数据

为农业、林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

等部门服务

环境监

测与灾

害预警

环境监测

监测荒漠化、土壤盐渍化、海上冰山

漂流、海洋生态、全球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植被变化、水体污染、大气污

染等

有利于人们了解环境变化，使环境得

到保护和改善

灾害预警
监测旱情、洪灾、滑坡、泥石流、地

震、农林病虫害、森林火灾等
有利于防灾减灾

工程建设及规划
指导大型水利枢纽、港口、核电站、

路网等工程建设和城市规划等
促使规划和建设更合理

其他 军事侦察、海上交通、海洋渔业等 提供重要信息来源

2．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民用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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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目前，地理信息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态的规划、决策和管理等方面。

(1)在区域地理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2)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

应用领域 具体内容 举例说明

城市信息管理

与服务

向城市居民提供日常工作和生活所需的各种信

息

提供旅游景点分布及详情、商业网点的布局及

特色、城市道路与建筑物的空间分布等信息

城市规划 进行城市与区域多目标的开发和规划
进行城市建筑物分布和城市地下管网分布的管

理等

城市道路交通

管理

把有关道路状况、交通流量、沿线环境等信息

显示出来，提供空间信息查询

查询某个加油站、立交桥的坐标位置或某个时

间某路段的车流量

城市救灾防灾

在实时跟踪灾害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

对灾害进行快速分析、评价和模拟，并辅助开

展灾后应急和恢复工作信息查询、路面质量查

询等服务

建立防火区的火灾信息系统，并建立相应的救

护路线模型和灾后损失评估模型等

城市环境管理 环境规划与决策、监测、评价、预报等

对城市环境信息(大气、水、土地、植被、噪声

等方面)进行综合管理和处理，实现环境信息的

共享

[方法技巧]
地理信息技术手段的选取技巧

对于地理信息技术的考查，主要考查其作用和应用领域的不同。因此，学生只要总体上抓住地理信息技术

的区别，就能对其选取做出正确的判断。可以重点记住三种技术的主要区别：

(1)“点”与“面”判断遥感技术

卫星定位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定位和导航。它的最大特点是工作对象是一个“点”或“多个点”，明显区别于遥

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工作对象——“面”。在地理信息技术中选取适当手段时，要看其工作对象是“点”还是

“面”，如果是“点”则选用卫星定位系统，如果是“面”则选用遥感或地理信息系统。

(2)“想”与“看”区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是地图的延伸，主要功能是进行空间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对事象的发展变化进行预测、评估，需

要计算、思考，即“想”，凡是需要“想”的选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的主要功能是收集信息，尤其对于大范围、

大面积、人不易观测的地物信息的获取，即“看”，只“看”不用“想”的选用遥感。

(3)关键词判断地理信息技术

①遥感：“获取”。

②卫星定位系统：“定位”“导航”“精确”“精密”“精准”等。

③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处理”“查询”“预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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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的发射，使减灾部门拥有了专门用于减灾工作的遥感卫星，对救灾工作起到了

积极作用。据此回答 1～3题。

1．“环境减灾”卫星对生态环境和灾害进行动态监测，直接应用的技术是( )
A．遥感 B．地理信息系统

C．数字地球 D．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2．“环境减灾”卫星不能直接监测的自然灾害是( )
A．寒潮 B．干旱

C．地震 D．农作物病虫害

3．遥感能够帮助人们探测内生矿床，是因为( )
A．内生矿大多分布在沉积岩内

B．煤炭大多分布在沉积岩内

C．许多内生矿分布在地质断裂带上

D．铁矿全都分布在地质断裂带上

2020年疫情期间，安徽省利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手段推出加强疫情防控的创新举措——安康码。系统

通过获取用户一定时期内的行程记录，综合用户填写的信息，形成红、黄、绿不同颜色的健康码。据此完成 4～
5题。

4．不同颜色安康码的生成与使用，运用到的地理信息技术有( )
A．GNSS和 RS B．RS和 GIS
C．GNSS和 GIS D．GIS和数字地球

5．安康码能够辨别居民健康信息的原理是借助手机( )
A．记录移动轨迹 B．共享他人信息

C．获取逐日体温 D．查询疫情分布

读我国地壳运动观测网图，回答 6～7题。

6．对地壳运动进行精确观测采用的主要技术是( )
A．遥感 B．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C．地理信息系统 D．虚拟现实技术

7．根据观测站的分布特点判断，建立地壳运动观测网最主要的目的是( )
A．监测和预报泥石流、滑坡

B．测量大地高程

C．监测和预报地震

D．研究电离层

在 2020年上海进口博览会上，“智慧公卫城市”创新方案首次公开亮相。该方案提出对中国未来城市智慧

公共卫生体系的整体构想，从监测、预警、响应和防控的维度设计、开发出三大创新解决方案，全方位构建智

慧公卫城市，助力应对新发传染病的挑战。据此完成 8～9题。

8．“智慧公卫城市”使用的地理信息技术有( )
A．GNSS、RS B．GIS、RS
C．GIS、GNSS D．AR、RS

9．通过“智慧公卫城市”管理平台，可( )
①预测传染病蔓延范围 ②合理调配医疗资源

③探知传染病发生原因 ④规划急救交通路线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导悟——拓思维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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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一地理学科作业

第四单元单元活动——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研制人：刘婉锐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________姓名：________学号：________时间：2021.2.17 作业时长：20 分钟

【课后检测】（★为选做题）

北京时间 2020年 7月 21日 5时 30分左右，清江上游屯堡乡马者村沙子坝滑坡，造成清江上游形成堰塞湖，

随时有溃坝形成洪水下泄的危险。据此完成 1～2题。

1．为快速了解该堰塞湖水域面积，需要借助( )
A．RS B．GIS
C．GNSS D．数字地球

2．该地理信息技术还可以用于( )
A．珠峰高度测量 B．辽宁作物产量估算

C．南京城市规划 D．淘宝货物跟踪查询

2020年 2月蝗灾席卷东非之后扩散到了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部分地区暴发饥荒。2月 24日，中国蝗灾

防治工作组抵达巴基斯坦，帮助巴方应对二十七年来最严重蝗灾。据此回答 3～4题。

3．与蝗灾暴发密切相关的自然灾害是( )
A．地震 B．干旱

C．暴雨 D．寒潮

4．利用北斗导航系统可以帮助我国蝗灾防治工作组在治蝗过程中( )
①提供灾区的影像 ②统计灾区的经济损失

③确定救灾人员的位置 ④快速到达指定地点并开展工作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麦收时节，农时紧迫。因为种种原因，种粮大户刘某早先预定的收割机没有按时到来。他却没有太着急，

手机上的一款软件帮了他的大忙。在手机上，他的小麦作业需求、地理位置等信息，被夏收大数据处理平台推

送到半径 20公里内注册的农机手手机上。半个小时内，先后有 4个农机手抢单成功，高某第一个抢单。据此完

成 5～6题。

5．现代化麦收所用到的地理信息技术有( )
A．RS、GNSS B．GNSS、GIS
C．RS、GIS D．GNSS、数字地球

6．与传统“预定收割机”的麦收手段相比，手机软件平台的介入( )
A．提高了收割机麦收的速度

B．降低了农机手的经济效益

C．提高了收割机使用精准度

D．增加了种植户的麦收成本

读某地理专题研究建立的地理信息系统图层，完成 7～8 题。

7．叠加甲与乙图层，最可能应用于预防( )
A．泥石流 B．地震 C．台风 D．寒潮

8．若利用 GIS制定水污染突发应急预案，需要叠加的图层有( )
A．甲与乙 B．丙与乙 C．丙与丁 D．乙与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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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发生森林火灾，通过对该地卫星影像的分析，绘制成森林大火燃烧示意图，t1～t4表示火灾的四个阶段。

读图，回答 9～10题。

9．完成上图的绘制需要运用的地理信息技术是( )
A．遥感 B．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C．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 D．地理信息系统

10．下列叙述中，最为合理的是( )
A．a区的大火燃烧时间最长

B．b区的树种比 c区易燃

C．森林大火燃烧至 t4阶段时结束

D．d区有可能是湖泊

读不同水质水体反射率对比图，完成 11～12题。

（★选做题）11．两种水体相比( )
A．在 0.6 μm附近反射率差别最小

B．清澈水体反射率变化幅度大

C．相同波段混浊泥水反射率大

D．混浊泥水吸收太阳辐射量较大

（★选做题）12．根据两种水体的反射率差异，借助地理信息技术可以( )
A．统计泥沙差量 B．监测洪涝灾害

C．模拟泾渭分明 D．评估进出水量

以色列政府强调“科技立国”，创造出沙漠中的农业奇迹，使农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下面是以色

列的一个莫沙夫(合作社)农业生产模式图。读图，回答 13～14题。

（★选做题）13．A、B两农田其中一个发生了病虫害，通过乙把信息传输给甲，则甲系统做出分析判断后，准

确对发病农田进行防治。在这个处理过程中，甲运用了( )
①遥感技术 ②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③地理信息系统 ④数字地球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选做题）14．假如在我国，这种节水模式最适宜借鉴的地区是( )
A．东北地区 B．西南地区

C．南方地区 D．西北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