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广东广雅中学花都校区的张小梅老师。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问题研究：低碳食品知多少。
【翻页】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有三个：
１.说出低碳、低碳食品的概念，了解食品在生产、运输、消费环节中温室气体的排放方式。
２.通过资料，说明低碳减排的方式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３.小组调查本地蔬菜水果盛产时期并绘制相应图表，讨论并评价“一天低碳生活方式表”制作的合理
性。
【翻页】
同学们，食品安全和健康食品选择是当代社会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生活环节，食品多样化、工业化
的发展、个性化需求增多，但是食品生产和消费中的不安全因素越来越多，甚至极大威胁着人体健
康。同时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低碳产品、绿色食品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
什么是低碳食品？食品的生产和消费给环境带来哪些不利影响？是我们这节课研究的一个课题。
对于这一课题的探究，我们采用以下的思路
①查阅资料，了解食品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均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
②通过资料，认识不同产地、应季与反季节的食品温室气体排放的差异。
③通过资料，认识不同包装的食品温室气体排放的差异。
④讨论食品选择对环境的影响。
⑤综合实地调查，完成应季蔬果的调查表，制作低碳晚餐。
【翻页】
我们在本节课将一起通过三个环节：环节一：低碳与环境；环节二：低碳食品与健康；环节三：低
碳生活方式；并结合课本的三个资料进行学习。
【翻页】
首先，我们一起走进环节一：低碳与环境。请同学们观察以上两副图片，感觉似曾相识，没错，它
们就是我国夏冬奥运会的主火炬，左图夏奥会的主火炬是“熊熊大火”，而右图冬奥会的主火炬为何
只是“星星之火”？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没错，为了低碳环保。那什么是低碳呢？
【翻页】
低碳：就是指较低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这里的气体一般指（二氧化碳为主），这就是低碳的概念。
【翻页】
读 2019 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比例图，不难发现比例最高的是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达到 72%，约占总体的 3/4,而第二高的就是工业相关的碳排放量。面对这种状态，我们可以怎么做？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碳中和”被“高亮提及”。习近平主席
在会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真是厉害了，我的国。
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没错，因为它与我们息息相关。
【翻页】
例如，根据研究显示：近百年全球气温约以每十年 0.06℃的速率上升，这个速度是惊人；世界上最
大的岛屿——格陵兰岛，它的冰川融化速度大大超过预期，科学家预测即便是全球变暖停止，冰层
也将继续缩小。这都是全球变暖的证据。
【翻页】
没有低碳，全球变暖的速度将变得更快，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将发生变化，①南北极冰川融化，海
平面上升，沿岸低地的城市将会被淹没；②旱涝灾害增多，极端天气增多；③影响物种存活和粮
食供应等等。

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真相，全球人

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一来自哪里吗？没错，来自于食品体系。因此，低碳食品的概念应运而生。



接下来，同学们我们将学习环节二：低碳食品与健康。
【翻页】
现在请同学们翻到书本 120 页，我们一起来阅读资料 1——“什么是低碳食品”
在食品的生产、运输和消费环节中，耗能低、二氧化碳及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少的食品称为低碳食品。
生产各种农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差异很大，以生产 1 千克农产品为例，温室气体排放量由少到
多依次为小麦、马铃薯、鸡肉、牛肉。
通过阅读资料 1，请同学们思考以下 2 个问题：
1.什么是低碳食品？
2.在食品的使命周期中，有什么方法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请同学们按下暂定键思考 2 分钟。
【翻页】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第一问：什么是低碳食品
根据资料 1 可知：在食品的生产、运输和消费环节中，耗能低、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少
的食品被称为低碳食品。
低碳食品是由具有最小温室气体输出的从田头到餐桌的整个食品体系链中所加工生产的食品。它是
爱尔兰皇家科学院孙大文院士在 2010 年 7 月 25 日至 28 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科学技术部、中
国科学院、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广州市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世界华人论坛”上做专题演讲时提出的概念。
请同学们在书本上圈记好；
例如，生产 1 千克的小麦、马铃薯、鸡肉、牛肉，那么生产他们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由少到多的，
这是变相的鼓励大家要多吃素少吃肉啊。
【翻页】
关于第二问：在食品的使命周期中，有什么方法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回答该问题之前，同学们要做好 2 个知识铺垫，第一食品的生命周期有哪些环节？通过阅读资料
1 ，图 5.27 可知，食品在生产环节（中包括生产和食品加工）、运输环节中（包括配送和销售）、
消费环节中（包括食用和废弃），这三个环节都会消耗能量，排放温室气体。二，减少温室气体的
排放方法有哪些？由右图可知，方法有二，一是减少某一环节的具体排放，二是减少某一环节。
好了，同学们，理清思路后，我们把答案整理如下：
生产方面：1.在食品生长过程中采用一种生态的和对环境友好的方式，不使用或减少使用化学合成
的农药、肥料、添加剂等化学物质，采用有机肥、有机饲料满足作物、畜禽的营养需求，达到减少
排放 CO、CH、NO 的效果；2.引入生物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3.生产原料和工艺上进行绿色环保。
运输方面：交通运输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加强食物物流环节基础设施建设，将配送销售
过程的损耗降至最低。
消费方面：1.食品外包装简化；2.选择购买应季、本地食品，减少运输环节；3.转变食物消费方式，
实现均衡营养膳食，避免肉类生长盲目增长；4.减少煎、炸，烧、烤等产生很多油烟的烹调方式，
5.健康饮食，提倡煮、煲、烫、凉拌。

通过对食品生产、消费方式的转变与技术进步相结合，构建适用于我国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农业
发展模式。
【翻页】
现在请同学们翻到书本 121 页，我们一起来阅读资料 2——“本地和应季蔬果”

与外地蔬菜、水果相比，本地蔬菜、水果有效减少了运输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更低碳的食品。
另外，长途运输的蔬菜、水果必须在六七成熟时采摘，尽管有保鲜技术，但仍然会损失部分营养物
质，而本地蔬菜、水果可以做到九成熟采摘，因此更有营养。

与反季节蔬菜、水果相比，种植应季蔬菜、水果减少了肥料和农药的使用，是更低碳的食品。
应季蔬菜、水果生产时依靠当地自然条件，不需要投入额外的设备、能源等。
通过阅读资料 2，请同学们思考以下 3 个问题：



1. 与本地相比，选用外地生产的蔬果在哪些环节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
2. 什么是反季节蔬果？
3. 与应季相比，选用反季节生产的蔬果在哪些环节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
请同学们按下暂定键思考 2 分钟。
【翻页】
通过阅读资料 2，关于第 1 问，我们这样理解，与本地相比，选用外地生产的蔬果在交通运输、冷
藏保鲜等环节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运输距离越远，尤其是空运而来的进口蔬果，化石燃料碳排放
量越大;而长途运输的蔬果为了更好地销售，时常使用保鲜剂、催熟剂等
【翻页】
关于第 2 问：什么是反季节蔬果？首先我们来观看一个视频，
通过视频可知：反季节蔬果指利用保护性、半保护性设施进行反季节栽培，即大棚种植。
【翻页】
最后我们来解决第 3 问：与应季相比，选用反季节生产的蔬果在哪些环节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
与应季相比，反季节生产的蔬果会增加温室大棚、能源等设备的投入，加大温室气体的排放。
例如：建造温室大棚和维持棚内保温防寒都会消耗大量的能源;反季节生产的大棚蔬果在接受日照的
时间和强度上，也不如自然条下生长的蔬果，因而需要加上肥料来适应反季节，在生长环境上调节
蔬果养分的合成，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了防止反季节蔬果水分蒸发，保持鲜嫩美观，提高商品
质量，商品包装、运输包装都使用了保鲜膜、板条箱、塑料箱、纸箱、麻袋等，使用预冷保温车运
输，加大温室气体排放。
那么农产品的反季节供应有没有优点呢？
【翻页】
有，优点：①反季节供应，因能避开当地品种的竞争，故而能获取更高的利润，②同时极大地丰富
了市场，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进行反季节供应的，从自然条件上来说：只有在相隔较远、自然环境差
异较大的两个地区间才可以进行反季节供应。例如热带地区以其独特的气候优势，成为反季节供应
品种的主要生产基地。南、北半球温带地区间的反季节供应同样方兴未艾。
它的发展也需要一定的保障条件：一是快捷的交通运输；二是冷藏、保鲜技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季节供应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并形成世界性的蔬菜、水果、花卉生
产基地，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低碳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先是从国外兴起，可以理解为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低能量、

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如今，这股风潮逐渐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兴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返璞归真地去进行人与自然的活动。接下来，

同学们我们将学习环节三：低碳生活方式。
【翻页】
2018 年“11.11”物流订单超过 10 亿，商家为了让产品不被摔坏，可是很拼的，像这样的包装随处可
见……但这样会产生多少过度包装?权威数据统计 2016 年我国产生 100 亿张快递运单，32 亿只编制
袋，68 亿只塑料袋，37 亿个包装箱，3.3 亿卷胶带。胶带的长度，可绕地球赤道 425 圈。惊人的数
据，他不会骗人。
【翻页】
那么同学们是不是只是电商才会过度包装？很显然不是，实体店也可以让人匪夷所思。像这样的、
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翻页】
现在请同学们翻到书本 121 页，我们一起来阅读资料 3——“食品的包装”
人们在选择食品时会不自觉地关注包装。以一个苹果为例，有称重售卖的苹果，也有装在精致印花
袋中分只售卖的苹果，还有装在礼盒中售卖的苹果。苹果的味道虽然相差无几，但伴随这只苹果产



生的碳排放量是天差地别的。商家为迎合消费者的喜好，精心设计了各种包装，如独立包装、玻璃
或金属材质的包装、各种礼盒包装等。选择简单包装的产品，可以减少加工过程及未来处理废弃物
时所需要消耗的能源。
通过阅读资料 3，请同学们思考以下问题：
1. 可以从哪些方面采取措施，减少食品的过度包装？
请同学们按下暂定键思考 2 分钟。
【翻页】
温馨提示，对于减少食品的过度包装我们可以从：政府部门、商家企业、学校、消费者等方面入手，
【翻页】
我们来看看政府部门怎么做的，图一规范食品包装标准，图二向民众科普知识，倡导节约风尚、合
理消费，图三收取企业过度包装税；
【翻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商家企业怎么做的，1.发明环保纸箱，减少胶带使用；2.回收纸箱再利用，京
东有的城市是开始回收纸箱，用户可以用这个换购物券；3.减少使用纸张、包装盒，例如某些国家
的一些药品化妆品的说明书都在盒子里印着；4.采用可降解材料，例如尽量用可降解的牛皮纸打包
食物。
【翻页】
其实我们学校也是可以做点什么的，通过各种活动宣传环保理念，例如，美术课上的环保艺术品，
废纸的再利用；制作再造纸，培养回收技能等
【翻页】
我们消费者可以做什么？答案很多。比如去超市自带购物袋，减少使用不能降解的包装产品；在生
活中，对于某些产品的包装罐、盒等可重复利用，提高利用效率；选择环保耐用的商品，商品用的
久，就会降低购买的欲望，这些都是减少过渡包装的一些方式。
【翻页】
现在我们把刚才的答案整理如下，请同学们做好笔记。
接下来，我们来做几道随堂练习，加深一下对知识的巩固。
【翻页】
1.“低碳”是指( )
A．减少碳水化合物 B．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C．减少一氧化碳排放 D．减少碳金属
答案：选 B 理由：低碳要求，就是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2.下列不属于低碳饮食方式是( )
A．尽量喝袋装茶 B．尽量喝散装茶
C．多吃蔬果少吃肉 D．多自制饮料食品
答案：选 A 理由：袋装茶的包装制作增加了碳排放。
【翻页】
3．下列不属于“低碳生活”方式的是( )
A．提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的方式出行
B．购物时自带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C．多用电邮、QQ 等即时通讯工具，少用传真打印机
D．用餐时尽量使用一次性筷子和餐盒
解析：选 D “低碳生活”指的是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量减少，特别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减缓生态恶化；可以从节电、节能和回收等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习惯使用一次性筷子和餐盒，
能增大消耗的能量、二氧化碳的排放，不符合“低碳生活”理念，故选 D。
【翻页】



辽沈Ⅳ型温室是我国东北地区广泛使用的一种日光温室,前屋面上覆盖塑料薄膜,后屋面采用较厚的
多层复合结构,冬季不加温或极端天气条件下少量加温即可保证喜温蔬菜越冬生产。一般纬度越高,
后屋面面积越大,且后屋面的仰角应比当地冬至日正午太阳高度角大 6°—8°,保证冬季全室无光照死
角。下图为该日光温室侧截面示意图。读图,完成 4~5 题。

4.据图中信息可推断( )
A.前屋面最好的朝向是南偏东
B.该日光温室主要在夏半年使用
C.该日光温室主要生产经济作物
D.后墙应轻薄透气
【翻页】

第 4 题正确答案是 C 选项。

解析：第 4 题,东北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冬季,太阳东南升,西南落,正午太阳位于正南。读图分析可
知,前屋面最好朝向为南偏西方向,因为下午气温较高,可利用较多的光照,利于作物生长;东北地区冬
半年气温低,热量不足,故该温室主要在冬半年使用;后墙朝北,要抵御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应较厚;温室
大棚成本高于普通大棚,应种植单位面积产值大的经济作物。故选 C 项。
5.推测后屋面的主要作用是( )
A.增加温室的阳光照射面积
B.防御暴雪、大风对温室的破坏
C.在严寒季节改善温室前屋面的光照条件
D.利于温室保温
【翻页】

第 5 题正确答案是 D 选项。

解析：第 5 题,主要考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措施。由材料可知,该日光温室的前屋面是由塑料薄
膜构成的,白天虽透光,但不够保温,增加后屋面,主要是让前屋面面积小一点,利于温室保温。故选 D
项。
【翻页】
经过以上课程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对于低碳食品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么请同学们通过实地调查，
找出几种本地生产的蔬菜、水果，记录他们的盛产期，填入下表中，便于顺应时节选择食材。
要求：课后自由分组，课下小组实地走访考察，搜集资料，调查结果会在课堂展示。
【翻页】
接着我们迎来第二个执行任务，就是根据调查结果，自己选择低碳的食材，用低碳的方法为家人做
一顿健康又低碳的晚餐。回校后在班级里进行讨论，交流制作“低碳晚餐”的心得。
在制作晚餐的过程中，我们尽可能的低碳环保。在这里特别温馨小提示：



①使用应季的、本地产的、简易包装的食材
②煮米饭或粥时考虑用薏仁、红薯等粗粮替代部分白米
③考虑用白肉替代红肉，如用鸡胸肉替代牛肉
④考虑以凉拌方式做菜，可以省下烹调时的能源使用
⑤少油、少盐、少糖，减少调味料的使用，既健康，又减少碳排放
【翻页】

下面进行本节课的课堂小结：通过今天学习的低碳食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督促大家在以后的生

活中可以多多选择低碳食物，我们不仅“吃的低碳”、“穿的低碳”、“住的低碳”、“行的低碳”还要“购的

低碳，希望低碳生活能成为大家未来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今

天做起，为地球环境的改善尽一份力。

课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广东广雅中学花都校区的张小梅老师，欢迎大家来到问题研究：低碳食品知
多少的答疑课。
【翻页】
福 建 省 屏 南 县 (26°44'—27°10'N,118°41'—119°13'E) 和 山 东 省 寿 光 市
(36°41'—37°19'N,118°32'—119°10'E)均为我国著名的反季节蔬菜之乡。据此完成下列 1-3 题。 下
图为两地间对比图。

(1)屏南县发展露地越夏反季节蔬菜的优势自然条件是( )
A.土层深厚,土壤肥沃 B.季风气候,雨热同期
C.气候温凉,降水丰富 D.地势平坦广阔
第 1 题正确答案是 C 选项。
解析：第 1 题，由材料可知,屏南县纬度低,海拔较高,发展露地越夏反季节蔬菜的优势自然条件是气
候温凉,降水丰富,故选 C 项。
(2)与屏南县相比,寿光市发展日光温室大棚反季节蔬菜的有利自然条件是( )

A.夏季热量充足 B.冬季晴天多
C.地形平坦 D.水源充足

第 2 题正确答案是 B 选项。



解析：第 2 题，与屏南县相比,寿光市冬季降水少,晴天多,所以适宜发展日光温室大棚反季节蔬菜,
故选 B 项。

(3)寿光市许多蔬菜加工企业采用“公司+农场+农业工人”模式对多种蔬菜进行加工,加工完成的蔬菜
绝大多数销往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影响众多蔬菜加工企业布局在寿光的主要原因是( )
A.消费市场 B.原料丰富 C.劳动力素质高 D.政策优惠
【翻页】
第 3 题正确答案是 B 选项。
解析：第 3 题，寿光市许多蔬菜加工企业采用“公司+农场+农业工人”模式对多种蔬菜进行加工,影
响众多蔬菜加工企业布局在寿光的主要原因是原料丰富,故选 B 项。
【翻页】
4.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大部分蔬菜品种都不耐严寒和夏季的高温多雨,这种习性与各地气候条件结合,形成了蔬菜生产和供
应的季节性“淡季”。上海 7—9 月是蔬菜供应的“夏淡”,12 月至次年 4 月为“冬淡”。为确保蔬菜供应,
上海与海南、云南等地共建了蔬菜外延基地。下图为三地间蔬菜流向示意图。

(1) 分析上海冬季气候条件对蔬菜露地种植的不利影响。
(2)冬季,海南岛有“天然温室”之称,是我国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蔬菜供应基地。夏季,海口、三亚每天
要从云南调入上百吨蔬菜。试解释 6—9 月为海南岛蔬菜淡季的原因。
(3)夏季,云南中东部高原有南方“天然凉棚”之称,种植的蔬菜 7—10 月上市。根据所学知识,说明该地
区夏季能够收获优质喜凉蔬菜的原因。
请同学们按下暂定键思考 4 分钟。
【翻页】
关于第一问的解析：上海冬季受西北风影响,降水少,易遭受干旱,不利于蔬菜生长;冬季受西北风影响,
气温低,多大风,变化大,蔬菜不耐低温,生长慢,产量低;冬季常受强冷空气、寒潮侵袭,导致蔬菜遭受冻
害,会严重减产。
整理答案如下： ①冬季降水少,易遭受干旱,不利于蔬菜生长;②冬季气温低,多大风,蔬菜生长慢,产量
低;③冬季常受强冷空气侵袭,导致蔬菜冻害,严重减产。
【翻页】
关于第二问，先来解析一下,“大部分蔬菜品种都不耐严寒和夏季的高温多雨”,6—9 月海南岛气温高,



病虫害多发,对蔬菜损害较大,种菜风险大;夏季高温且多暴雨,有台风过境,风力大,田间易积水;夏季昼
夜温差较小,栽培蔬菜质量差,产量低。因此 6—9 月为海南岛蔬菜淡季。
整理答案如下： ①此时海南气温高,病虫害多发,种菜风险大;②多暴雨,有台风过境,田间易积水;③昼
夜温差较小,栽培蔬菜质量差,产量低。
【翻页】
关于第三问的解析如下,中国夏季普遍高温,云南中东部地处高原,海拔高,夏季温凉,气温较低,适合喜
凉蔬菜生长;7—10 月上市,应该是春夏播种,该地区昼夜温差大,蔬菜生长期长;地处高原,光照充足,病
虫害少,品质好。
整理答案如下：①地处高原(海拔高),夏季温凉,适合喜凉蔬菜生长;②春夏播种,昼夜温差大,蔬菜生长
期长;③光照充足,病虫害少,蔬菜品质好。
答疑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