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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释人口影响因素
人口部分涉及的影响因素包括三方面，即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人口

迁移的影响因素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的

影响因素具有相似性，都需要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结合具体区域地理信

息——文字资料、地理图表等进行分析。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气候（气温和

降水）、地形、水源、资源等；人文因素包括经济状况、科技水平、政治、历

史、文化等。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比较特殊，自然方面主要考虑

自然资源（耕地、水、矿产等）的数量和质量，人文方面主要从社会经济、

科技发展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等进行分析。考生在进行具体问题解答时

先要明确答题角度，然后基于不同要素结合图文资料分析区域特征与人

口的关系。

【例2】图 3 为芬兰地形及年

平均等温线图。读图，分析芬兰

人口主要分布在该国南部的自然

原因。

【分析】本题考查人口分布的

自然原因。考生要从气候（气温

和降水）、地形、水源、资源等要素

角度进行分析。图中与影响人口

分布有关的自然要素包括经纬度

位置、海拔高程、年平均等温线和

河湖等信息。相比于北部地区，

南部地区具有纬度位置低、海拔

高程小、年平均气温高、河湖众多

等特点。

本题参考答案：纬度较低，

海拔较低，年平均气温较高，水

源丰富等。

（三）描述人口时空特点
基于地理数据、图表和地图描述人文地理事物的空间现象和变化，是人

文地理模块的学业要求。在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人口分布

和人口迁移呈现不同的时空特点。通过描述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的特点，

考生不但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影响人口分布和迁移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可以

掌握地理事物的描述方法，为学习聚落、产业、交通等地理事物的时空特征

描述奠定基础。一般情况下，描述人口分布特征是以人口密度的差异来呈

现的。首先是整体上定性描述人口密度大小，其次是概括地说出分布规律，

然后从影响人口分布的区位因素角度说出人口分布与对应要素的关系。人

口迁移的分析方法也是如此。

【例3】如图 4，蒙古国面

积156.65万平方千米，2020年

全国人口约336万，其中乌兰

巴托人口约160万。该国城

乡人口比例约7∶3。概述该国

人口分布的特点。

【分析】本题以蒙古国

的图文资料为信息，考查描

述人口分布的空间特征。

依据图 4 蒙古国的经、纬度

和年降水量信息可知，该国

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由于

降水量少，生存环境恶劣，

所以人口稀少。通过计算人口密度（人口总量/国土面积）约 2.15人/km2可

得出地广人稀的结论。资料中的“乌兰巴托人口约160万。该国城乡人口比

例约7∶3”则反映了人文因素中经济、政治、文化等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人

口集中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该国首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人文区位优势明显，所以集中了大量人口。

本题参考答案：人口密度小，人口分布极不均匀，近一半人口集中在首都，城

乡人口差异大。

三、小结

综上所述，对人口部分相关知识，考生要按照“明确相关概念→分析影

响因素→归纳时空特征”的认知规律进行有效学习，掌握其本质和核心内

容，可为学习人文地理提供思路和方法，从而实现知识的迁移和能力的提

升。同时了解人文地理事物时空分布特点，为区域人地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体现地理学科的学习价值。

（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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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至2021年北京高考题来看，有机化学推断题内容上虽然每年都有变化，但主要考查

内容往往涉及官能团判断、书写结构简式、反应条件判断、反应类型判断、化学方程式书写、书写合

成路线或中间体判断、同分异构体。掌握正确的解题策略，可有效节省作答时间，提高做题效率。

下面通过举例分析有机化学推断题作答策略。

策略一：题读三遍——通读、精读、再读
通读指第一次阅读全题掌握大概内容；精读指第二次读题，精读细节及设问，下笔作答；再读指

遇到困难，回头再读题干及题给信息。对于有机推断题而言，由于题给信息量大，整体通读会比苦

思冥想更有实效。一般有机合成过程前后连贯，相互关联，题目设问往往具有连贯性。第一次的通

读可按照“题干—框图—新信息—各小问题”的顺序，把整道题目粗略阅读一遍，同时圈画出题干所

给有用信息，做到心中有数，而不要死盯某一环节深入思考。读完第一遍后，第二次再从头开始读

题要关注细节，如题目要求写“结构简式”还是“名称”，再动笔写答案。先把会的写好，有困难的部

分不能靠苦苦思索解决，而需要回头再读题目的某些关键环节，甚至再全面阅读一遍原题，看看是

否遗漏某些关键信息，才能找到突破口。

策略二：寻找突破口，灵活应用题眼
所谓题眼，就是题目中的反应条件、实验特殊的现象或物质性质、用途等信息，考生可根据这些

信息推断出物质所含的官能团。

反应条件在合成流程中常会在流程之间的箭头上方给出。如，在推断流程图中看到反应条件

“浓硫酸/加热”，就要想到这个步骤中可能考查两类反应：①醇脱水：分子内脱水生成烯烃，分子间

脱水生成醚；②酯化反应：酸与醇分子间脱水生成酯，可知这一步骤中前后物质可能含有官能团羟

基或者羧基。再如，由反应条件“NaOH醇溶液/加热”，就要想到该步骤考查卤代烃的消去，反应前

后分别含有卤原子和碳碳双键官能团，再结合分子式即可确定结构式。

题干中往往会有推断的某种物质的性质的描述。如，由“有机物A可与银氨溶液发生反应”可

知A物质一定含有醛基，可能是醛、甲酸或甲酸酯。再如，由“有机物A能与Na2CO3溶液反应产生

CO2”，可知A物质一定含有羧基，结合分子式等信息也可确定结构。

策略三：关注分子式的变化，善于应用“不饱和度”的概念
有机推断题的流程示意图中往往给出物质的分子式，要求考生根据信息写出分子具有的官能

团或结构简式。根据分子式可以计算出不饱和度，快速推测分子中可能具有的官能团，再结合其他

信息可以很快确定分子的结构。通过观察分子式前后原子数目的变化情况，可以推断碳骨架的变

化、氧化反应或还原反应。

不饱和度，又称“缺氢指数”，是有机物分子不饱和程度的量化标志。不饱和度在依据分子式判

断其结构及同分异构体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不饱和度的算法为：若有机物的分子式为

CnHm，则不饱和度为
( )2n + 2 -m

2 。若有机物中含有卤原子，则将其视作氢原子一并计算；若含有氧

原子，则不予考虑；若含有氮原子，则在氢原子总数中减去氮原子数。

如，某有机物A的化学式为C3H4O，计算不饱和度为
( )2 × 3 + 2 - 4

2 ＝2，可能的结构为CH≣C-CH2OH、

CH3CHO或 ，再根据反应条件等可进一步确定具体结构。

策略四：重视题给信息反应条件，分析断键和成键规律
从往年考试来看，试题往往会通过给出适当信息的方式，考查考生分析已知信息、应用信息的

能力。考生审题时要明确信息中有机物的结构特点和成断键规律，以便应用这些信息顺利解题。

如，治疗抑郁症药物帕罗西汀的合成路线，其中就有反应条件，如下图圈注所示。

考生首先要分析已知中反应物和生成物具有的官能团，进而判断流程图中该反应条件前后物质

含有的官能团。如在反应i中，反应物有醛基，生成物中有碳碳双键和羧基，据此反应A→B中A分子

中含有醛基，形成的B分子中含有碳碳双键和羧基。其次要分析成断键规律，反应i中醛基的氧原子

与两个羧基之间的碳原子上的氢原子失去一分子水形成了碳碳双键，同时失去了一个羧基，含醛基化

合物碳链增加2个碳原子。有了这些，再根据不饱和度等条件，即可进行具体判断。

策略五：瞻前顾后，正逆思维结合
对有机推断题，考生需要正向思维、逆向思维及正逆结合的思维分析问题。正向思维是指“已

知有机物→中间有机物→最终有机物”的思考方式，从已知物的性质出发进行关联推导。逆向思维

是指“最终有机物→中间有机物→起始有机物”的思考方式。有机题中经常会出现产物和原料之间

跨度很大的现象，单纯利用正向思维或逆向思维难以解决问题，此时就需要正逆思维结合进行推

断，概括为“起始（或某）有机物→中间有机物←最终有机物”的思维路径。简单说，就是进行有机推

断时，要前后照应左右关联，瞻前顾后地思考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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