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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地球的运动

太阳东升西落，斗转星移轮回，昼夜长短不一，春

夏秋冬交替，这些现象都与地球的运动密切相关。自转

公转，赤道黄道，回归往返，日日年年……地球的运动

遵循着自然法则，蕴藏着无穷奥秘，更赋予我们的生活

以斑斓的色彩。

旭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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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地球的自转

一、 地球自转

地球自西向东绕地轴在不停地旋转，这是地球的自转。从北极

上空看，地球呈逆时针方向旋转；从南极上空看，地球呈顺时针方

向旋转。地球自转一周所需的时间，就是地球的自转周期。

我国建设酒泉、太原、西昌三大内陆卫星发射基地后，又在海南文昌新建了航

天发射基地。2016 年 11 月 3 日 20 时，我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在文

昌发射升空。“长征五号”是目前我国运载能力最强、推力最大的火箭，也是运载能

力居世界第三位的火箭。

1. 通常来说，在火箭升空后，火箭助推器和部分箭体会被剥离，形成火箭残骸。

火箭残骸一般坠落在发射点以东 1 000 千米的范围内。想一想，火箭残骸坠落在发射

点以东的原因是什么？从提高火箭残骸坠落的安全性方面考虑，文昌发射基地有何

地理位置优势？ 

2. 与酒泉、太原、西昌等较高纬度的发射基地相比，从文昌基地发射运载火箭，

同型号火箭的推力会增加 10� 左右。议一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图 1-2　我国四大卫星发射基地分布图 1-1　“长征五号”火箭升空

ᤤસ性ॸν　ူڠ˖ᰳ �　自然۲ူڠᆨ2



阅读

图 1-3　地球自转示意

傅科摆

1851 年，法国物理学家傅科（1819—1868）在巴黎先贤祠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著

名的摆动实验，傅科摆由此而得名。傅科用一根长 67 米的细钢丝绳作为摆线，上端

悬挂在先贤祠大厅的穹顶上，下端吊一个重 28 千克的金属球作为摆锤，摆锤下方嵌

一枚尖针，地面放置沙盘。这样，当摆锤往复摆动的时候，尖针便在沙盘上画出一

道道痕迹。由于地面（沙盘）随地球自转缓缓移动，摆锤每次摆动都会稍稍偏离原

轨迹并慢慢发生旋转。傅科的演示生动地证明：地球绕地轴在不停地旋转。

图 1-4　法国巴黎先贤祠的傅科摆

北极星

地轴

北极

南极

地球自转一周所

需的时间是一日。在

计算自转周期时，选

定的参考点不同，一

日的时间长度和名称

略有差别。

第一章　地球的运动 3



图 1-5　太阳日与恒星日示意

活动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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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自转速度可用角速度和线速度来描述。根据地球自转的周

期，可以知道地球自转的角速度约为 15°/ 时。地球表面除南北两

极点外，任何地点的自转角速度都相同。而地球自转的线速度，则

由于纬度的不同而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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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昼半球与夜半球

图 1-6　地球自转的角速度和线速度

2. 将上述计算结果标注在图 1-6 的相应位置上，再归纳地球自转线速度随纬度

变化的规律。

在同一纬度，随

着海拔的上升，线速

度将会怎么变化呢？

3. 根据对珊瑚化石生长纹的研究，在距今 3.7 亿年前，1 年约有 400 天。议一

议，这一地理现象表明地球自转速度在怎样变化？导致其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什么？

晨昏线（圈）

把所经过的纬线

圈分割成昼弧和

夜弧。

图1-5

图1-21 图1-20

图1-2

北极
15°/ 时

15°/ 时

15°/ 时

15°/ 时
地心

南极

60°N

45°N

30°N

0°

二、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一）导致昼夜交替现象

地球是一个不发光、不透明的球体，因而在同一时间里，太

阳只能照亮地球表面的一半。向着太阳的半球，是白昼；背着

太阳的半球，为黑夜。昼半球与夜半球的分界线，称为晨昏线

（圈）。由于地球不停地自转，昼夜也就不断地交替。因此，各地

温度发生昼夜变化，生物形成昼夜节律（又称“生物钟”）。

第一章　地球的运动 5



活动

阅读

（二）物体水平运动方向发生偏转

受地球自转的影响，沿地表做水平运动的物体，无论朝着哪个

方向运动，都会偏离其初始的运动方向。在北半球，向其运动方向

的右侧偏转；在南半球，向其运动方向的左侧偏转。促使物体水平

运动方向发生偏转的力，称为地转偏向力。沿赤道运动的物体，不

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其运动方向不发生偏转。

动手演示昼夜交替现象，完成相关任务。

为了取得理想的演示效果，本活动宜在悬挂不透光窗帘的房间内开展，也可在

夜间进行。演示步骤及相关要求如下：

①在一张较大的桌子上，将一盏台灯放置在桌面中央代表太阳，在离台灯约 1

米远的桌边，放上一个地球仪代表地球。

②关闭房间门窗、拉上窗帘、熄灭灯光，在黑暗的房间里，打开台灯，看一看

地球仪哪些部分被照亮，哪些部分照不到，观察昼半球、夜半球和晨昏线（圈）。

③在地球仪上标注你所在的大致位置，自西向东匀速转动地球仪，大约每 5 秒

钟旋转 1 周。观察你所在的位置什么时候是亮的，什么时候是暗的。

1. 在上面的演示中，昼夜交替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多少秒钟代表 1 日？

2. 晨昏线（圈）由晨线和昏线组成。顺着地球自转的方向，由夜入昼，为晨线；

由昼入夜，为昏线。自西向东拨动地球仪，分别演示你所在的位置处于晨线和昏线

上的情形。

3. 在地球仪上找到北京和纽约，调整地球仪在桌子上的摆放方位，自西向东拨

动地球仪，看一看，两地是否可以同时处在昼半球或夜半球？

地转偏向力

地转偏向力由法国工程师和数学家科里奥利（1792—1843）首先确定，故又称

科里奥利力，简称科氏力。地转偏向力只作用于水平运动的物体，始终垂直于物体

的水平运动方向，它只能改变物体运动的方向，而不能改变其速率。地转偏向力随

纬度的增高和物体水平运动速度的增加而加大。

ᰳ˖地ူ　ᤤસ性ॸν �　自然地ူ۲ᆨ6



活动

地转偏向力对许多地理事物会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在北半球，河流对右岸的

冲刷往往比左岸强烈，常导致大河右岸相对陡峻，左岸相对平缓；高速列车正常运

行时，右侧轨道受到的压力比左侧轨道要大；气流、洋流的流向也会因地转偏向力

的作用而发生偏转。

（三）产生时差

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在同一纬度地区，相对而言，东边的地点

比西边的地点先看到日出。这样，时刻就有了早晚之分。东边的地

点比西边的地点时刻要早。这种因经度不同而出现的不同时刻，称

为地方时。同一时刻，地球上不同经度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时。

经度每隔 15° ，地方时相差 1 小时；经度每隔 1° ，地方时相差 4 分

钟。经度相同的地方，地方时相同。

时区和区时　为了便于使用，国际上规定将全球划分为 24 个

时区，每个时区跨 15 个经度。各时区都以本时区中央经线的地方

时作为本区的统一时间，这叫作区时，又称标准时。

使用地方时很不

方便。1884 年的国际

经度会议决定，按统

一标准划分全球时区，

实行分区计时的办法。

1. 议一议世界时区划分方案的合理性，并说明理由。

2. 已知某地的经度，根据你学习过的地理和数学知识，提出求该地时区的简捷

方法，并举例说明。

图 1-8　世界时区分布

第一章　地球的运动 7



城市

按照乙地在甲地的西边计算 按照乙地在甲地的东边计算

日期 时间（区时） 日期 时间（区时）

甲：北京 设定：9 月 8 日 设定：10 时 设定：9 月 8 日 设定：10 时

乙：纽约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日期和国际日界线　在世界地图或地球仪上，可以看到一条大

体沿 180°经线穿行的折线，这就是国际日界线。它的设定，旨在

消除因地球是球形而导致的日期换算的不同结果。为了确保 180°

经线上同一地区和岛屿的地方日期相同，故在有的地方改用折线。

3. 从上述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什么问题？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试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

活动

区时的换算　一般而言，位于同一时区的各地，采用相同的区

时；位于不同时区的各地，采用各自的区时；相邻时区的区时相差

1 小时。在同一日期内，东早西迟。

根据下列材料，完成相关任务。

已知一个地方的区时，求另外一个地方的区时时， 先计算出两个地方的时区之

差。如果所求的地方在已知地方的东边，则加上这个差值；如果在西边，则减去这

个差值。例如，纽约位于西五区，当北京时间（东八区区时）是 8 日下午 4 时时，

纽约的时间为（12 ＋ 4） － （8 ＋ 5）＝ 3，即纽约是 8 日凌晨 3 时。

1. 在类似上面的计算中，如果两项相加超过了 24 小时，应该怎么办？如果两项

相减不够减时，又该怎么办？

2. 因为地球是球形的，所以东西相距较远的甲、乙两地，我们既可以说乙地在

甲地的东边，也可以说乙地在甲地的西边。这时按照上面的方法进行日期和时间的

计算，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读图 1-8，用不同的方法计算纽约的日期和时间，将

计算结果填入下表。

ᰳ˖地ူ　ᤤસ性ॸν �　自然地ူ۲ᆨ8



活动

1. 读图 1-8，完成相关任务。

（1）在进行日期和时间的计算时，如果“穿越”了国际日界线，应该怎样计算？

将你认为正确的方法提出来，与同学交流。

（2）有了国际日界线，在世界时区中就有了一个特殊的时区，为什么？

2. 世界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日期：一部分已进入“今天”，另一部分仍滞留在

“昨天”。划分“今天”与“昨天”的日期分界线有两条，一条是国际日界线，另一

条是夜半线，即地方时为 24 时（或 0 时）的那条经线。据此，完成相关任务。 

（1）跟随地球自转，哪条日期分界线是不断移动的，向什么方向移动？

（2）设计示意图，表示世界“今天”与“昨天”的范围，并与同学交流。

（3）2008 年 8 月 8 日 20 时，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

体育场隆重举行。这一时刻，全世界是否处在同一天？议一议，什么情况下，全世

界同属“今天”？ 

3. 用观测日影的方法，估测学校所在地的经度。活动过程如下：

①在晴天，选择校内一块较空

旷的地方，用一根细直的竹竿（或

细木棒）作日影杆，垂直插入地面，

测量日影杆的长度（设为 b）。
②以日影杆所插的点（图 1-9 中

O 点）为圆心，上午某时刻在地面上

画一个半径略小于当时杆影长度的圆。

③当日影杆的影端落在圆周上

时，标记为 A 点；下午，当日影杆

的影端又落在圆周上时，再标记为

B 点；将 A、B 两点连成直线，取其中点 C，将中点与圆心连成直线 OC。

④第二天，当日影杆的影子与直线 OC 重合时（即学校所在地地方时正午 12

时），记下此时的北京时间（即 120° E 地方时），并测量此时杆影的长度（设为 a）。
⑤计算学校所在地地方时与北京时间的差值，利用所学知识，就可算出学校所

在地的大致经度。

⑥与同学交流，说一说在活动中你感到困难的地方，对活动方案可做哪些改进，

以及改进的理由。

注：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该活动无时间限制；赤道与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区，

最好在秋分日至春分日的时段内开展。所测量的数据 a、b 供本章后面的活动使用。

图 1-9　观测日影示意

西 东

北

上
午
日
影

日影杆

下
午
日
影

A
C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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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第二节 地球的公转

阿布·辛拜勒神庙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

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 1304—公元前

1237）建造的大型岩窟神庙。3 000 多年前的

神庙设计者精确地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把神庙

设计成为一年中只有拉美西斯二世生日（2 月

21 日）和登基日（10 月 21 日）的清晨，太阳

光才能从神庙大门射入，穿过 60 多米长的庙

廊，照到神庙尽头拉美西斯二世的石像上。人

们把这一奇观发生的时日，称为“太阳节”。

图 1-11　阿布·辛拜勒神庙

20 世纪 60 年代，因兴建阿斯旺水坝，将阿布·辛拜勒神庙按

原样向高处搬迁了 60 米，以确保它不会被水淹没。不过，现在太

阳节奇观出现的时间已有偏差。

1. 计算拉美西斯二世生日至春分日、秋分日至登基日的天数，你有何发现？

2. 太阳节奇观的出现，与太阳光的入射方向和入射角度密切相关。想一想，在

每年的 2 月 21 日和 10 月 21 日这两天内，太阳照耀石像的时间是否会持续很久？

图 1-10　阿布·辛拜勒神庙地理位置

ᰳ˖地ူ　ᤤસ性ॸν �　自然地ူ۲ᆨ10



一、地球公转

地球绕太阳运行叫作公转，其路径称为公转轨道。地球公转轨

道是一个近似正圆的椭圆，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地球沿公

转轨道自西向东，每天移动约 59′。这是地球公转的平均角速度。

地球公转的平均线速度约为 30 千米 / 秒。地球公转一周所需要的

时间为 365 日 6 时 9 分 10 秒，即一个恒星年。

图 1-12　地球公转轨道示意

地球自转和

公转的周期，为

人类提供了两个

计 量 时 间 的 单

位——日和年。

注：本教科书的二分日和二至日皆就北半球而言。

活动

地球公转轨道上离太阳最近的点叫作近日点，距太阳 1.471 亿千米；离太阳最远

的点叫作远日点，距太阳 1.521 亿千米。每年 1 月初，地球经过近日点，公转速度较

快；每年 7 月初，地球经过远日点，公转速度较慢。据此，完成相关任务。

1. 北半球每年夏半年（自春分日至秋分日）的日数为 186 天，冬半年（自秋分

日至次年春分日）的日数为 179 天。结合图 1-12，分析北半球夏半年比冬半年多出

7 天的原因。

2. 参与丹霞、经纬的讨论，谈一谈你的看法。

逻辑上似乎说不通，

正如寒冬向火，靠得近

才会暖和嘛！除距离因

素外，是不是还受到了

其他因素的影响？

地球经过近日点时，北半

球大部分地区正值隆冬，天气

偏冷；而地球经过远日点时，

北半球大部分地区正当盛夏，

骄阳似火。这是真的吗？

春分日

（3 月 21 日前后）

夏至日

（6 月 22 日前后）

秋分日

（9 月 23 日前后）

冬至日

（12 月 22 日前后）

地轴

公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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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赤交角及其影响

地球公转轨道面叫作黄道面，过地心并与地轴垂直的平面称为

赤道面。黄道面与赤道面之间的夹角叫作黄赤交角。目前的黄赤交

角约 23.5°，地轴与黄道面之间的夹角约 66.5°。 

图 1-13　黄赤交角

地球在公转过程中，地轴的空间指向和黄赤交角

的大小，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看作是不变的。因此，地

球在公转轨道的不同位置，地表接受太阳垂直照射的

点（简称太阳直射点）是有变化的。太阳直射的范围，

最北到达北纬 23.5°，最南到达南纬 23.5°。夏至日，

太阳直射北纬 23.5°。之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秋

分日，太阳直射赤道。冬至日，太阳直射南纬 23.5°。

之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北返。春分日，太阳又直射赤

道。夏至日，太阳再次直射北纬 23.5°。太阳直射点在

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往返运动，称为太阳直射点的回归

运动。太阳直射点回归运动的周期为 365 日 5 时 48 分

46 秒，叫作一个回归年。

Ἳੈ˗˸ߦ地ေښ

一直ਇबຍ南北ॆڀጳ

的ഐঐἻ原߲̓是ᄱ

ࠫ̆ܺ直࠱གښ地᛫

的ड़ᤅᤂү而ᝓ的ἰ

᳧ᡇ交ᝈˁ̡̓ቸ˺и

ቸీˁಸ᭧的Ϛபᄱ͌。̡̓形

៶地ሦ地ုþபᅌᢶʹÿፉܺ

Нᣁ。
北ౝ

北ౝ

᳧᥋᭧

ᡇ
᥋
᭧

南ౝ

地

ᣉ

66.5c

23.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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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 一年中，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做回归运动。据此，完成相关任务。

（1）结合课文关于太阳直射点回归运动的描述，在图 1-14 中标出二分二至日太

阳直射点的位置，并用平滑曲线连接起来。 

图 1-14　太阳直射点移动轨迹

春分日 夏至日 秋分日 冬至日 次年春分日

23.5°N

0°

23.5°S

（2）根据所绘图示，分别说出太阳直射在北半球和南半球，太阳直射点向北和

向南移动的时段。

2. 在本章第 9 页活动第 3 题的注释中，对不同地区活动开展的时间提出了具体

建议。结合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分析提出此建议的地理缘由。

三、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由于黄赤交角的存在，地球公转过程

中引起正午太阳高度、昼夜长短的周年变

化，从而在地球上产生了四季的更替。

（一）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

太阳光线与地平面之间的夹角（即太

阳在当地的仰角），叫作太阳高度角，简

称太阳高度。在太阳直射点上，太阳高度

为 90°；在晨昏线（圈）上，太阳高度为

0°。一天中太阳高度最大值出现在正午，

称为正午太阳高度。

太阳直射点南北移动，引起正午太阳

高度有规律地变化。同一时刻，正午太阳 图 1-15　二分日全球正午太阳高度和昼长分布

第一章　地球的运动 13



图 1-16　夏至日全球正午太阳高度和昼长分布 图 1-17　冬至日全球正午太阳高度和昼长分布

活动

1. 结合课文关于正午太阳高度变化的描述，依据图 1-16、图 1-17 中的相关数

据，在图 1-18 中分别绘出夏至日、冬至日正午太阳高度的纬度分布。

图 1-18　正午太阳高度的纬度分布

高度由太阳直射点所在纬度向南北两侧递减。夏至日，太阳直射北

回归线，正午太阳高度由北回归线向南北两侧递减，北回归线及其

以北各纬度，正午太阳高度达到一年中的最大值；南半球各纬度，

正午太阳高度达到一年中的最小值。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

正午太阳高度由南回归线向南北两侧递减，南回归线及其以南各纬

度，正午太阳高度达到一年中的最大值；北半球各纬度，正午太阳

高度达到一年中的最小值。春分日和秋分日，太阳直射赤道，正午

太阳高度由赤道向南北两侧递减。

二
分
日

二
分
日

90°S 90°N
0°

23.5°

90°

66.5°

66.5°S 66.5°N23.5°S 23.5°N0°

正午太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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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易测量学校所在地某日的正午太

阳高度。如图 1-19，图中 a、b 为本章第 9

页活动第 3 题的测量数据。利用所学的数

学知识，求出学校所在地当日的正午太阳

高度 H。

图 1-19　简易测量正午太阳高度示意

南 a

b

H

北

3. 如图 1-20，图中 A 点为太阳直射点，其纬度为 δ，B 点的纬度为 φ，H 为 B
点的正午太阳高度。读图，完成相关任务。

地点 纬度

正午太阳高度

夏至日 春分日、秋分日 冬至日

北京 约 40°N

海口 约 20°N

S

N

B
H

A
φ

δ

S

N

B

H

A

φ

δ

（1）B 点正午太阳高度的大小，可用下列公式来计算： H ＝ 90° － │ φ－δ │ 。式中

φ 取正值；当地夏半年 δ 取正值，冬半年取负值。据图 1-20，利用“两直线平行，

同位角相等”这个几何知识点，理解上述公式。

（2）利用上述公式，完成表格内容。

（3）与同学一起交流，说一说在完成上表过程中你感到困难的地方，并讨论一

个解决方案。

图 1-20　正午太阳高度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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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昼夜长短的变化

一个地方的昼夜长短，与它所在纬线昼弧与夜弧的长度有关。

地球自转一周，如果所经历的昼弧长于夜弧，则昼长夜短；反之，

则昼短夜长。赤道与晨昏线（圈）始终相互平分，昼弧的长度等于

夜弧，因而赤道上终年昼夜等长。

活动

使用地球仪，或者以其他小型球体当作地球的模型，用一个手电筒射向这个球

体，以代表太阳光。据此，完成相关任务。

1. 当太阳直射赤道时，在地球自转过程中，全球各地的昼夜交替现象如何？

2. 当太阳直射南（北）回归线时，在地球自转过程中，有没有无昼夜交替现象

的地方？如果有，是哪些地方？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3. 绘制在地球公转过程中太阳直射赤道和南（北）回归线的示意图，并用图解

法求出地球上另外两条特殊纬线的纬度，完成下表内容。

太阳直射的纬线 白昼消失的地区 黑夜消失的地区 简要说明

北回归线

南回归线

北半球夏半年（自春分日至秋分日），太阳直射北

半球，北半球各纬度昼长夜短。纬度越高，昼越长，夜

越短；北极四周，出现极昼现象。其中，夏至日这一天，

北半球各纬度的昼长达到一年中的最大值，极昼范围也

达到最大。北半球冬半年（自秋分日至次年春分日），太

阳直射南半球，北半球各纬度昼短夜长。纬度越高，昼

越短，夜越长；北极四周，出现极夜现象。其中，冬至

日这一天，北半球各纬度的昼长达到一年中的最小值，

极夜范围也达到最大。南半球的情况与北半球相反。春

分日和秋分日，太阳直射赤道，全球各地昼夜等长，各

为 12 时。

白居易有诗云：“夏

至一阴生，稍稍夕漏迟。”

（《思归·时初为校书郎》）

结合课文内容，谈一谈你

对该诗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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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昼夜长短的纬度分布

活动

1. 读图 1-21，完成相关任务。

地வឭἻᡇࡃ

᥋Պ地ெѣǌெᗀ的҉

ඈܹᦐ一ನՙݠ౧ඈܹ

ᦐ一ನἻᥧ̤˦҉ெ

ѣἻ̤˦҉ெᗀք

ˀ Տ 的 ߣ ᓬ Ἳ

ಣ一ᓊ͘ੰᛡˀՏߦ

的ͻৌᫎἻХ地ေ

原ڂ是̤˦ք

（三）四季的更替

地球公转导致地球中纬度地区出现明显的四季变化。作为一种

天文现象，四季更替表现为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的季节

变化。夏季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最大、白昼最长的季节；冬季是

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最小、白昼最短的季节；春秋两季是冬夏两季

的过渡季节。 

喍1喎㐀व䄫᪴关λ᭩้䪬ⴚअࡃ⮱䔝，ӊᢛ图 1-15Ƞ图 1-17 ͚⮱相关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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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北半球四季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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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季节划分与气候变化相吻合，北温带国家多把 3、4、5

月确定为春季，6、7、8 月确定为夏季，9、10、11 月确定为秋季，

12 月和次年 1、2 月确定为冬季。南半球与北半球的季节恰好

相反。

阅读

二十四节气与四季

二十四节气是一年中地球绕太阳运行到二十四个规定位置上的日期。其划分

源于我国黄河流域。各节气分别冠以反映自然气候特点的名称。秦汉时，以不违农

时为中心，反映一年四季变迁，雨、露、霜、雪等气候变化物候特征的“二十四节

气”已完全确立，成为农事活动主要依据。西汉刘安《淮南子·天文》中已有完整

二十四节气的最早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实施的《太初历》首次将

“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先民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

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

我国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气象界将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誉为“中国的第五

大发明”。2016 年，我国“二十四节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国传统上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起点，划分春、夏、

秋、冬四季。西欧、北美国家多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为起点，划分春、夏、

秋、冬四季。欧美四季的划分，比我国传统四季要推迟一个半月左右。

ᰳ˖地ူ　ᤤસ性ॸν �　自然地ူ۲ᆨ18



活动

1. 因日地距离的变化，地球在近日点获得的太阳辐射比远日点多 6.5%；因正午

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的变化，南北两半球各自获得的太阳辐射，夏半年比冬半年多

57%。据此，完成相关任务。

（1）决定季节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2）在本节第 11 页的活动中，丹霞、经纬对距日远近与北半球的季节问题质

疑。运用所学知识，试为他们释疑。

2. 读图 1-23，完成相关任务。

（1）在图中绘出地球自转方向，说出晨（昏）

线移动的方向及角速度。

（2）在图中用P 1、P 2 标出晨线与昏线的分界

点，判断 P 1、P 2 两地的地方时；用 Q 标出太阳

直射点的位置，描述晨昏线（圈）与太阳光线的

关系，判断晨昏线（圈）上太阳高度的大小。

（3）讨论一年中 P 1、P 2、Q 点纬度位置的变

化范围，以及P1、P2 与Q 点纬度值的数量关系。

3. 试解释出现埃及太阳节奇观的原因。 图 1-23　某日太阳光照示意

晨线
昏线

赤道
太

阳

光

线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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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

岩石圈与地表形态

岩石圈是地表各大圈层的根基。五光十色的矿物，形

态各异的岩石，千奇百怪的化石，地壳运动的“足迹”……

揭示了大地经历的沧桑巨变。板块运动、海底扩张、火山、

地震等来自地球本身的力量，奠定了地表形态的基本格局；

风化、侵蚀、搬运、沉积等来自地球外部的力量，不断地

对地表进行破坏和改造。上述两种力量长期的相互作用，

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地表形态。

甘肃张掖丹霞地貌



探究

第一节 岩石圈物质循环

岩石圈是自然环境中众多要素的基本载体，了解岩石圈的物质

组成与物质循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地理过程。

铜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对铜进行加工，如加入适量的锡变成青铜，就可以

用来制作工具和礼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后母戊鼎，重达 875 千克，是迄今世界

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在自然界，更多的化学元素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

它们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

1. 为什么人类使用铁器要晚于铜器？

2. 想一想，化学元素、矿物、岩石、岩石圈四者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图 2-1　后母戊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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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一、岩石圈的物质组成

（一）矿物

矿物是由地质作用形成的、一般为结晶态的天然化合物或单

质。矿物具有相对固定的化学成分和确定的晶体结构，在一定的

物理化学条件下保持稳定，是组成岩石的基本单元。自然界已发现

的矿物达 3 000 多种，常见的有五六十种。绝大多数矿物以固态

形式存在。自然界最多的矿物是石英（SiO2）。目前，能被利用的

矿物有 200 多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利用更多种类的

矿物。

常见矿物的简易识别

不同矿物，物理、化学性质多不相同，如结晶形态、颜色、条痕、透明度、光

泽、硬度、密度、磁性等。如石英晶体为透明的六棱柱，两端呈六棱锥状；食盐晶

体多为透明的正方体；方解石晶体通常为斜方六面体，无色透明的方解石俗称“冰

洲石”。利用肉眼和简单的工具，可以识别一些常见的矿物。

图 2-2　石英晶体 图 2-3　食盐晶体 图 2-4　方解石晶体

代表矿物 硬度等级 简要说明

滑　石 1 指甲能轻易地在其上划出痕迹

石　膏 2 指甲能较容易地在其上划出痕迹

方解石 3
多为透明或半透明晶体，指甲在其上划不出痕迹，但曲别针可以

划出痕迹

萤　石 4 常为多种颜色的半透明晶体，小刀可以轻易地在其上刻画出痕迹

磷灰石 5 小刀可以在其上刻画出痕迹

摩斯硬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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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根据所学知识，并查阅资料，完成相关任务。

1. 区分石膏、方解石、石英等矿物，可使用哪些方法？

2. 观察磁铁矿、赤铁矿的颜色，以及它们对磁铁的反应，再区分这两种矿物。

图 2-5　磁铁矿 图 2-6　赤铁矿

图 2-7　自然金 图 2-8　黄铁矿 图 2-9　黄铜矿

　　条痕金黄色，小刀极易刻画

（硬度 2.5～3），具延展性。

　　条痕黑色，晶形完好，小刀不能刻画

（硬度 6～6.5），性脆。

　　条痕黑色，小刀易刻画

（硬度 3.5～4），性脆。

代表矿物 硬度等级 简要说明

长　石 6 一般小刀很难刻画，但玻璃可以在其上刻画出痕迹

石　英 7 能够在玻璃和普通钢铁上刻画出痕迹

黄　玉 8 多为晶体，宝石类矿物，能在石英上刻画出痕迹

刚　玉 9 多为晶体，宝石类矿物，能在黄玉上刻画出痕迹

金刚石 10 自然界最硬的矿物，宝石，能在其他矿物上刻画出痕迹

续表

3. 自然金、黄铁矿、黄铜矿是容易混淆的矿物。黄铁矿因其浅黄铜色和明亮的

金属光泽，常被误认为黄金，故又称“愚人金”。议一议，若要区分上述三种矿物，

可使用哪些方法？

注：条痕是指矿物粉末的颜色。将矿物在白色无釉的瓷板上擦划，瓷板上留下的粉末痕迹的颜色，即为该矿物的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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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认识常见的岩浆岩

花岗岩　多呈肉红色或灰白色，略具黑色斑点，主要矿物有石英、长石、角闪

石和黑云母等，矿物结晶颗粒较粗，肉眼明显可见。

玄武岩　多呈黑、黑灰等色，主要矿物有辉石和长石，矿物结晶颗粒较细，需

用放大镜或显微镜才能看见，岩石中常见气孔。 

安山岩　多呈灰、灰绿、紫红等色，主要矿物有角闪石和斜长石，岩石中常见

气孔。“安山岩”一词来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

图 2-10　花岗岩 图 2-11　玄武岩 图 2-12　安山岩

（二）岩石

岩石是在自然作用下，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矿物集合体，是

构成岩石圈的主要物质。按照成因，岩石可分成岩浆岩（火成岩）、

沉积岩和变质岩三大类。

岩浆岩　岩浆岩是由炽热的岩浆冷凝形成的岩石。岩浆岩约占

地壳总体积的 65%，最主要的成分是 SiO2。岩浆在地表以下冷凝形

成的岩石，称为侵入岩，花岗岩是最常见的侵入岩。岩浆喷出地表

冷凝形成的岩石，叫作喷出岩，玄武岩和安山岩是常见的喷出岩。

沉积岩　裸露在地表的各种岩石，在风吹、日晒、雨淋以及生

物的作用下被破坏，破坏产物（包括碎屑物质和溶解物质）在原地

或经搬运后沉积下来，再经过复杂的成岩作用而形成的岩石，称为

沉积岩。沉积岩仅占地壳质量的 5%，但分布十分广泛。在大陆部

分，有 75% 的面积出露沉积岩。沉积岩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具

有层状纹理，称为层理构造。在没有发生地层倒转的情况下，下面

岩层的年龄比上面岩层要古老。二是许多沉积岩中常含有化石。

ᰳ˖地ူ　ᤤસ性ॸν �　自然地ူ۲ᆨ24



阅读

图 2-13　美国亚利桑那州沉积岩的层理构造

认识常见的沉积岩

砾岩　由直径在 2 毫米以上的碎屑（含量大于 50%）胶结而成的岩石。根据碎屑

的磨圆程度，可分为砾岩和角砾岩。砾岩多由次圆状或圆状的砾组成，角砾岩由带有

棱角的砾组成。 

砂岩　由直径 0.05～2 毫米的碎屑（含量大于 50%）胶结而成的岩石。其中，石

英颗粒含量在 90% 以上者称为石英砂岩。

页岩　由直径小于 0.005 毫米的微细颗粒（含量大于 50%）胶结而成的岩石，称

为黏土岩。其中，具有薄层状页理构造的称为页岩。页理主要是鳞片状黏土矿物层层

累积、平行排列并压紧而成。页岩致密而不透水，往往成为地下水的隔水层。但是，

页岩性质柔软，抵抗风化能力较弱。 

石灰岩　由化学或生物化学作用形成的岩石，主要成分是 CaCO3。

图 2-14　砾岩 图 2-15　砂岩 图 2-16　页岩 图 2-17　石灰岩

　　图示沉积岩的层理为水平层理。这种

层理主要是在水动力条件微弱、平静环境

条件下形成的，多形成于闭塞海湾、较深

的海、湖泊、沼泽等较为稳定的沉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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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阅读

图 2-18　片麻岩 图 2-19　大理岩 图 2-20　石英岩

变质岩　已经生成的岩石，受地壳运

动、岩浆活动，或者陨石冲击的影响，在

一定的温度、压力等条件下，使原来岩石

的矿物成分、结构等发生改变而形成的一

种新的岩石，就是变质岩。变质岩分布广

泛，多含有丰富的金属矿和非金属矿。例

如，全世界 70% 以上的铁矿就储藏在前寒

武纪古老的变质岩中。

岩石在生产生活中的用途广泛。据此，完成相关任务。

1. 花岗岩的哪些特征使其成为重要的建筑材料？

2. 产自云南点苍山的大理石，裁切后的石板常有独特的波纹，呈现出类似天然

的山水画、水墨画画面。唐宋以来，天然石画就被当作居室装饰或文房用品广泛使

太古宙时，岩浆活动剧

烈，火山喷发频繁。太古宙

地层大都是变质很深的岩石，

我国的泰山，就是由这些古

老岩层构成的。太古宙是形

成铁矿的重要时代。

认识常见的变质岩

片麻岩　典型特征是具有片麻状构造，即一种在定向压力下由浅色矿物和深色

矿物组成的不连续的条带。

大理岩　由碳酸盐岩（石灰岩、白云岩等）经变质作用重结晶形成，质纯者为

白色，含杂质者呈现各种颜色。我国云南大理所产最为有名，大理岩即由此得名。

纯白而致密的大理岩通称汉白玉。

石英岩　由石英砂岩经变质作用重结晶形成，通常硬度大，坚硬致密。质纯者

颜色洁白，含铁质者呈红、紫红等色，或具铁矿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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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岩石转化与岩石圈物质循环

（一）岩石转化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组成岩石圈的岩石不是一成不变的。在

一定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的岩石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沉积岩的层理构造和其中的化石告诉我们，它们曾经是松散的

沉积物，经过成岩作用才变成坚硬的岩石。在岩浆岩地区，如花岗

岩山地和丘陵，也经常可以清楚地看到，岩浆岩风化后的碎屑物质

成为沉积岩的“原料”。同样，在变质岩中，总能够找到它的“前

身”——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的一些痕迹。

用。在当地，天然石画又称石板画、大理石画，古玩行里口语称“老石片儿”。

（1）议一议，“老石片儿”是怎样形成的？ 

（2）有人认为，“老石片儿”的波纹是古生物的遗体或遗迹，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图 2-22　贵州布依族石板房图 2-21　大理石天然画面

3. 贵州布依族石板房建筑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布依族人民将传统生态观融

入地方民居的杰作，多见于布依族聚居的黔中西部。布依族“石头寨”，石屋、石地

板、石路、石围墙，从墙壁到门窗，再到屋顶的“瓦面”，全部由青白色石头铺砌而

成。石板房的修建，与当地广泛分布的岩石密切相关。

（1）查找资料，了解当地岩石的类型及主要特征。

（2）当地岩石稍作加工，即可作为房屋的砌块或瓦片，其原因是什么？

（3）贵州降雨日数多，相对湿度大。作为瓦片和墙面，石板能够有效阻挡雨水

的侵袭，但多年后需要更换，其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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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三大类岩石转化示意

（二）岩石圈物质循环

岩石圈物质循环，是地球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最为深

远的地质运动。

研究表明，从原始地壳形成至今，在漫长的地质历史岁月中，

岩石圈和其下的软流层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物质循环。推动岩石圈

物质循环的能量，主要来自地球内部放射性物质的衰变，放射能转

化为热能，热能再转化为推动岩石圈和软流层物质运动的机械能。

根据板块构造学说，人们了解到，当岩石回到地幔深处时，被

熔融成新的岩浆，它们作为岩石的生命就暂时结束了。岩浆在一定

的条件下再次侵入或喷出地表，形成新的岩浆岩，并与其他岩石一

起再次接受外力的风化、剥蚀、搬运和沉积。如此，周而复始，使

岩石圈的物质处于不断的循环转化之中。

表层环境

（低温低压）

喷出作用

岩浆上升

深层环境

（高温高压）

侵入作用

岩浆上升

太阳辐射能

变质作用 变质作用变质岩

熔融岩浆

放射热

崩解、分解、溶解作用

因地壳上升

和剥蚀作用

而裸露

埋藏及

成岩作用

搬运作用和

沉积作用
岩浆岩（喷出岩）

岩浆岩（侵入岩） 沉积岩

随着地质时代的演进，

老的岩石逐渐转化，新的岩

石不断产生。任何岩石既不

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永远

不变的。我的理解对吗？

各种外力在运

动状态下对地表岩石

及风化产物的破坏作

用，称为剥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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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图 2-24　岩石圈物质循环示意

1. 读图 2-23，完成相关任务。

喍1喎ᠶ⚔̸݄ₒ俑，㼐读图Ԏᖜ。

ŗᅞᒏ成УহܳጰѺ㒛Გⰸ，Ӣڒᇖ̻ܧᇖᰶ҂ጛݘ喤

Ř↶⼜➖↶䭺̸ᲒВऻ，㺮㏼䓴ਗψ䓴⼸㘪अ成↶⼜ᇖ喤

řअ䉕ᇖᒏ成⮱У᭜ϭ͵喤

Ś㺮Ҭᇖⴠ⣝䒙ࡃ，ᓲ䶨ิڤਗψУ喤

śҍ䔅जВڣܧЃ䬛䷅ॄ喤ܧᲒ，̻ह႓ڞहᣏ䃕。

喍2喎ͧ䃱Ф㜗ጞ⮱႓᩵，ͦ䱋ᵦᢛ图 2-23 ⮱Ԏᖜ，䃫䃎γຯ图 2-24 

⮱ᇖⴠవ➖䉕ᓗ⣜ᘼ图，В̶ࣷ䶦≨ߕ任务。ᢛₑ，完成相关任务。

ŗౕ图͚ᵳڲܧᇖ≳হ̶๔ㆨᇖⴠ⮱ऺ⼝，Ꭳ䄡ܧۆ⮱ӊᢛ。

Ř䄡ܧ图͚ペ AȠBȠCȠD А㶕⮱क़Ͷ。

řᇖⴠవ➖䉕ᓗ⣜ᘼ图ᰶ็ᒏᐼ，ౕԊ႓ᕔ⮱ݺ̸，䃫䃎̭፲ჹᰶ

݈ᘼ⮱图。

ੈ常常࠲þಊᛪ

Ꭵÿٙښૈߚ˔پἻͮ

҂अþÿܫ͵ښἻቃብ

þᎥÿדښ᧗Ἳѷവവዺ

ዺ。Ϳᤈ˔ϢขݞἻੈ᜶

ܳܳώ。

ᝠጷ˸ᮥ的ሮښ

˗Ἳੈˀ̩ೝ̀ߦ˸

౧Ἳ而˅ᄾѭ地ਖԪ҂̀

自ࣂ的ˀᡜ˨ܫἻਵ४̀

ஈᤉߦ˸வर的᧘᜶性。

在岩石圈物质循环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岩石圈不断诞生，在另

一些地方岩石圈则逐渐消亡。与之相伴的则是大地的沧桑巨变，以

及岩石圈物质形态的持续转化。

A D
C

C
D

D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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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和田玉籽料形成示意

喍1喎ᵦᢛᱽ᫆ڲღ，ᄳŗহ⩝⢶ᆞ᫆ȠŘ⮪ξᇖȠřহ⩝⢶ㆪ᫆ȠŚ⮪ξ䉕

๔⤳ᇖȠśহ⩝⢶ⴠᠶᒏ成ᬣ䬡䔈㵹ᢿᎼ。 

喍2喎ᠶ成ܳㆨ，হ⩝⢶ⴠᆋλਗㆨᇖⴠ喤হ⩝⢶ⴠ̻⮪ξ䉕๔⤳ᇖ⮱➖成

ܳ相हॄ喤ͧϭ͵喤 

喍3喎䃫䃎̭͗ᘼ图，䄡ᬻহ⩝⢶ㆪ᫆⮱ᒏ成䓴⼸。

ዟந

山ந

2. 䬲读̸݄ᱽ᫆，完成相关任务。

ӜڙคෛሤǌࣸࡷௐయḼளႝӮᦉᤆ௦ʶྞ๑ฟḼᄆ̇ڠᡯ̬Ӡіࣱ̢ᄉڙ

۪Ԫͺၸ˖Ḽᄆ̇ࡷԪ्ᄆܷ̇ူࡷǌ3 ̢Ẏ4 ࣱ̢ґḼูࡷΥЙᄆܷ̇

ՐḼݼડᬵᤁҮधᯰ؝ణጻ्ဋᆂǌࡷḼፂʶጆѴԪͺၸḼᄆܷ̇ူࡷူ

௦ࡂᛪḼᤇڠڙͳ˖ᄉဋᆂ᭚ࡢڙḼຑຑ۠ᘨڭᑡᬟᡐḼፂ᫁యᄉҙᙌᆠࡢ

֖ၾဋࡢǌڰ࠴ᄉ֖ၾဋࡢᜁсࢵǋึපኍࣛᒯึ˖Ḽึڙපୂᤁር˖

ᜁʿற੩ᇛḼဋᆂԪ३แڒḼࣲణጻෛሤڙࣽໝʼḼ˝֖ၾဋዞ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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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第二节 地表形态的变化

野柳地质公园地处我国台湾岛北部海岸，大自然在这里造就了许多奇特的地质

景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岩石就是“女王头”。“女王头”的颈部修长，脸部线条优

美，形象犹如昂首静坐的女王。从图 2-26 可以看出，经过 18 年时间，“女王”的颈

部明显变细了。过去人们还能依偎在“女王”的肩上合影留念，而现在“女王”已

经被保护起来了，游人不能再接近。

1. 是什么原因使得“女王”的颈部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

2. 目前，“女王头”面临着“断颈危机”。到底是通过人为手段保存，还是让她

自然逝去，一直存在着争议。对此，说一说你的看法。

出门旅游，常常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地形：一望无际的平原、

高大连绵的山脉……这些地形是怎样形成的呢？

图 2-26　1998 年和 2016 年台湾野柳地质公园“女王头”对比

1998 年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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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力作用与外力作用

导致地表形态发生变化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力

作用，二是外力作用。内力作用的能量来自地球本身，主要包括地

球运动旋转能和引力能，以及地球内部放射性元素衰变产生的热能

等，它表现为地壳运动、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地震等。外力作用

的能量来自地球外部，主要是太阳辐射能，它能造成地壳表层物质

的破坏、搬运和堆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地表形态，如平原、

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都是内力与外力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地球漫长演化历史中的一个片段。

二、内力作用与地表形态

（一） 板块运动与宏观地形

板块构造学说是近几十年来解释大地构造运动和海陆分布规

律较为盛行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地球的岩石圈并不是整体一

块，而是被一些断裂构造带，如海岭、海沟等，分割成六大板块，

而且每个大板块内部还可以划分为若干小板块。这些板块不是静

止的，而是处于不断运动之中。板块运动是内力作用的重要表现

之一。

板块运动形成了板块之间的两种基本关系：板块与板块之间互

相碰撞，或者相邻板块彼此分离。它们对于宏观地形的形成和变化

具有重大影响。

图 2-27　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板块构造学说由

美国摩根、英国麦肯

齐、法国勒皮雄等人

于 1 9 6 7 年提出，到

1973 年基本成形，直

到现在仍在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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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六大板块分布

在板块相撞挤压的地区，常形成山脉。当大洋板块和大陆板块

相撞时，大洋板块因位置较低，俯冲到大陆板块之下，这里往往形

成海沟；大陆板块受挤上拱，隆起成岛弧或海岸山脉。太平洋西部

边缘的深海沟—岛弧链，就是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相撞形成的。

在两个大陆板块相碰撞处，则形成巨大的山脉，如喜马拉雅山脉。

在板块张裂的地区，常形成裂谷或发育为海洋，如东非大裂谷、大

西洋。

图 2-29　喜马拉雅山脉形成示意 图 2-30　东非大裂谷地理位置

ൗ
亚

ڱ

ӿ
ए
ภ

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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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 读图 2-28、图 2-29，运用板块构造理论，说明喜马拉雅山脉是怎样形成的。

2. 设计模拟实验或绘制示意图，说明太平洋西部边缘的深海沟—岛弧链是怎样

形成的。

（二）地质构造与地表形态

在山区河谷或公路两侧的裸露岩壁上，经常可以看到岩层倾

斜弯曲，甚至是断裂错开的情形。这些由地壳运动留下的“痕迹”，

叫作地质构造。从地质构造与地形的关系中，能够看出地质构造对

地形的形成和发育的影响。

岩层在形成时一般是水平的。在地壳运动产生的强大挤压作用

下，岩层会发生塑性变形，产生一系列的波状弯曲，叫作褶皱。地

壳发生褶皱隆起，常形成山脉。世界上许多高大山脉都是褶皱山脉。

褶皱的基本单位是褶曲，即褶皱的一个弯曲。褶曲有背斜和向

斜两种基本形态。从形态上看，背斜岩层一般向上拱起，向斜岩层

一般向下弯曲。在地形上，有时候背斜成为山岭，向斜成为谷地。

但是，在野外，我们常能见到背斜成为谷地、向斜成为山岭的情

况。这种地形与褶皱构造不相吻合的现象，称为地形倒置。

当地壳运动产生的强大作用力超过岩石的承受能力时，岩层就

会破裂。岩层发生破裂后，如果两侧的岩块沿破裂面发生明显的位

移，就形成了断层。在地形上，有些断层常形成平直的陡崖。

图 2-31　华山

伸直手臂后再曲

臂，衣袖会皱起来。

这些日常现象可帮

助我们理解褶皱的

形成。



活动

图 2-32　断层示意 图 2-33　地垒、地堑示意

1. 读图 2-34、图 2-35，完成相关任务。

地堑
地堑 地垒

两条平行断层之间的岩块相对上升，两边岩块相对下降，相对

上升的岩块叫作地垒，它常形成断块山，如我国的华山、庐山、泰

山等。两条平行断层之间的岩块相对下降，两边岩块相对上升，相

对下降的岩块叫作地堑，它常形成狭长的凹陷地带，如我国的吐鲁

番盆地、渭河谷地、汾河谷地等。

图 2-34　发育在背斜构造上的谷地示意 图 2-35　发育在向斜构造上的山岭示意

背斜谷 向斜山

（1）在图 2-34 中，用虚线绘出背斜部位缺失的岩层。

（2）议一议，背斜谷和向斜山分别是怎样形成的？

2. 读图 2-32，完成相关任务。

（1）断层面是指岩体断裂错开的面，断层线是指断层面与地面的交线。在图中

找到断层面、断层线，并将它们标注出来。

（2）想一想，岩体发生破裂就会形成断层吗？

（3）议一议，沿断层线常发育成什么地形？

了解地质构造

规律，对找矿、找

水、工程建设等有

很大帮助。对此，

谁能谈谈吗？

第二章　岩石圈与地表形态 35



活动

（三）火山活动与地表形态

火山喷发是地球内部能量强烈的释放形式，岩浆喷出

地表即为火山喷发。根据喷发状况，可分为裂隙式喷发和

中心式喷发两种类型。裂隙式喷发的火山，熔岩物质往往

形成宽广的玄武岩高原，如美国哥伦比亚高原、印度西部

高原等。中心式喷发的火山，常在地表形成火山锥、火山

口等火山地貌，如富士山、长白山主峰等。没有破坏的火

山口是一个中央低凹的封闭洼地，有时候会积水成湖，如

长白山天池。 

冰岛拉基火山就是沿

裂隙喷发形成的，1783 年

喷发时，熔岩从 16 千米

长的一段裂隙上的 22 个

喷口中喷出，熔岩覆盖面

积达 565 平方千米。

1. 世界上的火山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带、地中海—喜马拉雅带和洋中脊带。读

图 2-28，试运用板块构造理论进行解释。

2. 根据活动情况，火山可分为三类：一是现代尚在活动或周期性喷发的火山，

称为活火山；二是保持有火山形态和喷发物，但无喷发历史记录，也无活动性表现

的火山，称为死火山；三是长期没有喷发，但将来还会喷发的火山，称为休眠火山。

查阅相关资料，举出上述三类火山的实例。

3. 读图 2-36、图 2-37，议一议，火山地貌在形态上有何特点？尝试用等高线绘

制一幅有火山口湖的火山地形图。

图 2-36　日本富士山 图 2-37　火山口湖形成过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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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力作用与地表形态

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地表形态，并不是内力作用下地表形态的

“本来面貌”，因为地表每时每刻都受到外力作用的塑造。外力作用

的主要表现形式有风化、侵蚀、搬运、沉积等。

塑造地表形态的外力主要有流水、风、冰川等。风化侵蚀的产

物，经搬运作用离开原来的位置，随着河流流速降低、风力减小或

冰川融化等，这些物质又在地表沉积下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

多姿多彩的地表形态。

（一）风化作用与地表形态

外力塑造地表形态始于风化作用。风化作用是指地表或接近

地表的岩石，在温度变化、水、大气及生物的影响下原地发生的破

坏作用。风化作用分为三种类型，即物理风化、化学风化和生物风

化。物理风化使岩石发生机械破碎，化学风化则伴随着岩石化学成

分的改变。生物风化是生物参与下的风化作用，是通过物理风化和

化学风化进行的。

图 2-38　植物根系生长撑开岩石裂隙

阅读

物理风化

物理风化主要是因温度变化引起的。寒暖季节和昼夜之间的温度变化，可使岩

石膨胀和收缩。岩石是热的不良导体，白天受太阳光曝晒，温度升高，表层体积膨

胀，但内部很少受到热力的影响；夜间，岩石表层逐渐冷缩，内部却因受到白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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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渗入岩石裂隙
温度下降，水结成冰，体积

膨胀，导致裂隙扩大和加深

反复冰冻和解

冻，使岩石崩

解破碎

活动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相关任务。

风化壳是指由岩石风化产物在大陆岩石圈表层所构成的、呈不连续分布的疏松

表层。它是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相互作用的产物。物理风化的产物是粗

细不等、棱角分明的碎块。在干旱地区或寒冷地区，物理风化产物常在坡度较平缓

的坡麓地带堆积形成倒石堆（岩屑

堆）。化学风化的产物一部分溶解于

水，随水流失；部分难溶物质，如

Al2O3、Fe2O3 等，则多残留在原地。

1 .  风化作用与气候有什么关

系？哪些地区物理风化比较强烈，

哪些地区化学风化比较强烈？

2. 风化壳的厚度与哪些条件有

关？哪些地区的风化壳比较厚？为

什么？图 2-40　西藏定结附近物理风化产物形成的倒石堆

图 2-39　寒冻风化过程示意

导进来的热力影响而膨胀。岩石表里反复地、不均匀地膨胀与收缩，会使岩石产生

裂隙，彼此脱离，层层剥落，岩石就破碎了。填充于岩石裂隙和孔隙中的水分，因

冰冻使岩石发生机械破碎，称为寒冻风化。在高寒、高山及季节变化显著的地区，

常在一年或一日之内，发生冰冻及解冻现象。水结冰后体积约增加 1/11，在裂隙或

封闭孔隙中会产生约 960 千克 / 厘米 2 的巨大压力，从而可以撑开和扩大裂隙；气温

上升，冰融成水，继续向裂隙深处渗透，这样一冻一解，反复进行，足以使岩石崩

解破碎。因此，裂隙中的冰冻作用犹如一把凿石利斧，也称为冰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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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水作用与地表形态

在内力作用的基础上，地球表面大多数地区受到流水作用的

塑造。在构造抬升区，河流以侵蚀切割作用为主，如青藏高原在抬

升的同时，周边区域受流水作用不断下切，造就了高原周边山高谷

深、水拍云崖的雄奇景观。在构造稳定区或构造沉降区，则以沉积

作用为主，形成开阔的冲积平原，在河口地区出现三角洲。

1. 水蚀作用

水蚀作用包括下切侵蚀、溯源侵蚀和侧向侵蚀。下切侵蚀是指

水流垂直地面向下的侵蚀，其结果是加深河床或沟床。下切侵蚀多

发生在构造抬升的山区，常形成深切的 V 形谷。

溯源侵蚀是指在河流或沟谷底部地形变陡之处，因流水冲刷作

用加剧，受冲刷的部位不断向上游方向移动的现象。例如，发育在

东北黑土区的沟谷，其沟头因溯源侵蚀每年可向源头方向推进数米

至十数米不等。溯源侵蚀可使沟谷或河流的长度不断增加。

阅读

瀑布与河流的溯源后退

河流中瀑布位置的不断后退，也是溯源侵蚀的结果，如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

尼亚加拉瀑布，在溯源侵蚀的作用下不断向上游后退。观测资料表明，该瀑布在加

拿大一侧后退的速度约为 1.3 米 / 年，瀑布形成至今已经后退了 12 千米。我国黄河

壶口瀑布也处在不断向上游移动的过程中，其后退速度约为 1.2 米 / 年，但后退速度

在逐渐变慢，这可能与黄河水量变小有关。

图 2-41　尼亚加拉瀑布溯源后退示意

1956 年 1927 年 1905 年 1878 年 1842 年 1819 年

　　尼亚加拉瀑布位于连接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的尼亚加拉河上，其主要成因是水流对河底硬

软岩层的差别侵蚀。在两者出露处，硬岩层突

露于易受侵蚀的软岩层之上成为陡崖，水流在

此陡落，形成湍流直下的瀑布。

侧向侵蚀是指受横向环流的作用，弯曲河段的凹岸不断受到侵

蚀而崩塌后退，形成陡峻的河岸。与此同时，水流从上游搬运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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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图 2-42　横向环流示意

表流
底流

A

C
C

B

D

D

A

B

横向环流

河水流过弯曲的河谷，其主流线因惯性作用而向凹岸偏移，受到较强离心力作

用的上层河水会加速流向凹岸，使凹岸水面变高，产生向下水流。凹岸下降水流沿

河床底部向凸岸推移，即底层水流由凹岸流向凸岸，以维持水流的连续性，这样就

使河床水流构成连续的螺旋状推进的横向环流系统。底层水流由凹岸流向凸岸时，

把泥沙也带到了凸岸。

2.  沉积作用

河流中挟带的泥沙，在流速降低时，会发生机械沉积作用，在

图 2-43　河流流速与挟带泥沙颗粒粒径之间的关系

侵蚀

搬运

粉沙

沙

砾石

沉积

速度 /（厘米 / 秒）

粒径 / 毫米

1 000

100

10

1

0.1

0.001　       0.01　          0.1         　 1　           10　           100

根据图 2-43，我

们可以解释冲（洪）积

扇从扇顶到扇缘沉积物

颗粒粒径的变化情况。

的泥沙及凹岸侵蚀所产生的碎屑物，被带到凸岸堆积，导致河流侧

向发展。在山区，河流侧向发展可使河谷不断展宽。在平原地区，

河流侧向发展导致凹岸侵蚀后退、凸岸堆积前伸，河曲不断向下游

移动，形成曲流带。当河床弯曲越来越大时，便会发生裁弯取直，

形成牛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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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图 2-45　河流袭夺示意

1. Ⅱ㮭҉⩕ч䕍成̭ψ➦₷⮱ౝ⤳⣝䆎。Ҹຯ，ᒀ⇠≮⎽ा̷⍥⏜⎽Ӣ㮭ݝ

䓫Ꭳܴ⾬≮ഌܳⅡᇚऻ，ᰶज㘪ࣾ⩌ܳⅡᇚ̭ಎ⮱⇠≮ःओ̭ಎ⇠≮̷⍥⃢⮱⣝

䆎，䔆Ⅱ㈨⑁अ⣝䆎⼝ͧ⇠≮㷚。ౕ图 2-44 ，≯ᩜ⮱≯⇠ओ̭ڒ≯Გ࣌，͚

ౕౝ⌑⇌Вࢄ⾮♣䒙ा≮ڒᖣ⇌。ᢛₑ，完成相关任务。

图 2-44　山东省局部区域水系

河床上沉积下来。河流流速较大时，可挟带比较粗的碎屑颗粒，如

山区河床上常沉积有砾石；河流流速较小时，只能挟带比较细的泥

沙。从上游到下游，河流沉积物逐渐变细。在构造沉降区，河流可

形成冲积平原，如华北平原自新生代以来的沉积物厚度，最大的

达 5 000 米以上，最小的也有 1 500 米左右。

喍1喎读图 2-45，ϻⅡ㮭҉⩕㻿Ꮣ，㼐䛷图 2-44 ͚⮱Ⅱ㈨⑁अ⣝䆎。

被݄ෲ

ᜃ݄ෲ
ல݀ෲ

河流袭夺前 河流袭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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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旋峰峪附近的河谷非常宽浅，径流量很小，却充填着大量的河流冲积沙砾

石及亚沙土。试对这一现象进行合理解释。

（3）议一议，发生袭夺后，恶沟的径流量及地貌会发生什么变化？

2. 当河流进入海洋时，河水很快分散，由于流速突然降低而产生沉积作用，同

时河水与海水混合，海水中的离子使河水中不易沉积的胶体物质絮凝沉降。在大河

河口，尤其是河流泥沙含量高的河口，因泥沙大量沉积而形成三角洲。据此讨论三

角洲形成的物质条件和动力条件。

（三）风力作用与地表形态

1. 风蚀作用

风蚀作用是指风力对地表岩土的破坏作用。风蚀作用包括吹蚀

作用和磨蚀作用。地表的松散沙粒或基岩上的风化产物，在气流作

用下被吹扬，这种作用称为吹蚀作用。含有大量沙粒的气流在运动

过程中，沙粒对地表物体进行撞击和摩擦，或者在岩石裂隙和凹坑

内进行旋磨，这种作用称为磨蚀作用。上述两种作用会造成地表物

质的损失，使地表遭到破坏，从而形成各种风蚀地貌。

阅读

风沙运动

风沙运动主要有蠕移、跃移和悬移三种形式。蠕移是沙粒沿地表滚动或滑动。

跃移是在风力和沙粒的冲击下，沙粒上扬进入空中，顺气流向前运动，达到一定高

度再行下落的运动方式，通常 90% 以上的跃移沙粒在地表 30 厘米的范围内运动。悬

移是沙粒在一定时间内悬浮于空中，顺着气流向前运动。

2. 风积作用

风所搬运的沙粒由于条件改变而发生堆积，称为

风积作用。在风沙搬运的过程中，当风力变弱，或遇

到障碍物（如山体阻挡，或地面草丛、建筑物阻碍），

或下垫面性质改变时，会对风沙流产生影响，导致沙

粒从气流中跌落堆积，从而形成各种形态的沙丘。

当挟沙气流在运行

过程中遇到较冷的气流

时，会向上抬升，这时一

部分沙粒不能随气流上升

而沉降，这种情况大多发

生在湖盆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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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相关任务。

黄土呈灰黄或褐黄色，是一种质地均一的第四纪土状堆积物，具有多孔性、垂

直节理（断裂两侧的岩块沿着破裂面没有发生或没有明显发生位移的断裂构造）发

育等特点。黄土物质的颗粒以粉沙（0.005～0.05 毫米）为主，富含 CaCO3。全球黄

土主要分布在中纬度干旱或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区；我国黄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

呈东西向带状分布。我国黄土区的西面和北面与沙漠相连，从西北向东南依次为戈

壁、沙漠、黄土。

黄土地貌以地面破碎、沟谷众多为主要特征。它可分为黄土沟谷地貌、黄土沟

（谷）间地地貌等类型。按沟谷的发育阶段，黄土沟谷地貌可依次分为纹沟、细沟、

切沟、冲沟四种类型。坡面上最常见的是细沟和切沟。细沟的规模较小，可以横跨

耕作；切沟的宽度和深度都较大，不能横跨耕作。黄土沟（谷）间地地貌可分为塬、

墚、峁三种类型。黄土塬是顶面平坦宽阔、面积较大的黄土高地，黄土墚为长条状

的黄土高地，黄土峁是一种孤立的穹状或馒头状黄土丘。

（1）黄土的物质组成和分布特征反映了黄土的

成因。列举黄土是风成的证据。

（2）推测黄土墚和黄土峁的形成过程。

（3）根据黄土高原的区域特征，提出治理水土

流失的对策措施。

2. 绝大多数地震是由地壳深处断层的运动引起

的，如果运动足够强烈，地表就会产生裂缝。随着

岁月的流逝，沉积物会慢慢将地表的裂缝覆盖，下

一次地震又在地表形成新的裂缝，然后再堆积新的

沉积物。经调查，图 2-46 所示地区的地层无层序

颠倒和缺失现象。读图，完成相关任务。

（1）该地区地质历史上至少发生过几次地震？

判断这几次地震发生的先后顺序，并说明理由。

（2）该地区的地面上，难以找到古地震留下

的痕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结合所学知识，议一议，该地区大致经历了怎样的地质演化过程？

3. 阅读下列材料，结合前述河流弯道横向环流原理，完成相关任务。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北的岷江中游，始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

256—公元前 251），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于工程设计科

学合理，2 000 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网纵横、沃野

图 2-46　某地区地层剖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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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组成。分水鱼嘴位于河流进

入弯曲河段处，把岷江分成内江和外江。宝瓶口位于该弯曲河段凹岸中部，是内江

河水进入灌区的入口，入口处窄而深。在宝瓶口的右侧，是宽而浅的飞沙堰，飞沙

堰的泄洪水道上建有一座溢流低坝。

图 2-48　世界著名地质景观
澳大利亚波浪岩 美国波浪谷

（1）在洪水期，为什么都江堰能保证灌区不受洪水威胁？在枯水期，又如何保

证有足够的水量进入灌区？

（2）为什么都江堰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泥沙通过宝瓶口进入灌区？

4. 大自然的创造力令人叹为观止，天长日久，岩石被“雕刻”成各种奇妙的地

貌，真可谓鬼斧神工。读图 2-48，完成相关任务。

图 2-47　都江堰水利工程

外

岷江

内

江 江

鱼嘴

飞沙堰

宝瓶口

（1）上网查找资料，了解上述地质景观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2）制作 PPT，向同学介绍若干中外地质美景，并说明其景观特点及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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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第三节 地表形态与人类活动

河南辉县郭亮村地处太行山深处，背靠高山，前临绝壁，一条长约 2 000 米的巨

大悬崖隔开了村庄与外界的联系。自 1972 年开始，村民们花了 5 年多时间在绝壁中

凿出一条长约 1 300 米的挂壁公路——郭亮洞，终于打开了村庄与外界交流的通道。

如今，郭亮村已成为知名旅游地，当地独具特色的村落和民风民俗，吸引着各地艺

术家前来创作。

一、地表形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一）地表形态对聚落分布的影响

聚落是指人类从事生产生活活动而聚居的场所。聚落包括房屋

建筑的集合体，以及与人们生产生活相关的各种设施。在聚落形成

和发展的过程中，地形因素的作用尤为突出。不同的地形条件，对

聚落的类型、分布、规模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图 2-49　绝壁上的郭亮村及通往郭亮村的挂壁公路

1. 挂壁公路开凿前，郭亮村是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想一想，是什么原因限制

了当地村民的活动，制约了该村的发展？

2. 一条公路，改变了一个村庄的命运。议一议，挂壁公路的开凿对郭亮村具有

哪些重要意义？据此讨论地表形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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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阅读

在我国北方平原地区，村落的规模一般较大，多呈团聚型、棋

盘式的格局，聚居的人口较多。在我国南方地形复杂的丘陵地区和

山区，村落的规模一般较小，空间分布相对分散，聚居的人口较少。

1. 读图 2-52、图 2-53，完成相关任务。

图 2-52　 图 2-53

图 2-50　半坡原始村落复原模型 图 2-51　半坡原始村落功能区示意

半坡村落

半坡村落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建于距今 6 800～6 200 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是先民在接近水源又不会被洪水淹没的河流阶地上，建造的相对集中的居住场

所。该遗址表明，当时的村落已经有了初步的功能分区，如居住区、公共活动区、制

陶区、墓葬区、防御壕沟等。在我国，类似的遗址还有许多。这些遗址大都坐落在河

流阶地上，这说明先民在选择居住地时，已充分考虑到地形和水源对聚落的影响。

墓葬区

居民点

河流

制陶区

防御壕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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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 2-52、图 2-53 中，哪一个是山区的聚落，哪一个是平原地区的聚落？简

要说明它们的主要差异。

（2）试从地形角度，分析两种聚落类型形成

的主要原因。

2.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相关任务。

在滇西北纳西族聚居地，有一座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的古城——丽江。古城坐落在丽江坝子

西北部，海拔 2 400 余米，北依象山、金虹山，

西枕狮子山，东、南两面比较开阔。源于玉龙雪

山的玉河水，在城北玉龙桥附近被分为三股干流

（东河、中河和西河）引入城中， 再分多股支渠流

贯大街小巷。古城、老街和纳西文化，造就了独

具风情的高原水乡。 图 2-54　丽江古城平面图

图 2-55　丽江古城景观

（1）丽江古城为什么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2）丽江古城的建设，利用了当地哪些有利的地形条件？

3. 阅读下列材料，想一想，在塔里木盆地中，城镇的空间分布与地形、河流和

交通线路有什么关系？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盆地，面积约 56 万平方千米。盆地地形封闭，四

周高山环绕，气候特别干旱。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盆地中部。绿洲呈串珠状分布于

盆地边缘，多位于山前冲积扇、洪积扇中下部，这些地方地形较平坦，土壤肥沃，

水源条件好，人口集中，农牧业较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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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表形态对交通线路分布的影响

古往今来，交通线路一直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影响交通线

路分布的因素有许多，如自然因素中的地形、气候、水文等，社会

经济因素中的人口、资源、城镇分布、工农业生产水平、科学技术

等。在自然条件中，地形对交通线路分布的影响尤为深刻。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交通线路的空间分布表现

出西部稀疏、东部稠密的特点，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图 2-56　塔里木盆地绿洲分布

图 2-57　2015 年我国交通线路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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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察地形对交通线路分布的影响时，可以看出，在不同

的地形区内，交通线路呈现出不同的布局和形态特征。

活动

1. 图 2-57 反映了我国地形大势对交通线路密度的影响。读图，完成相关任务。

（1）对比分析我国地势三级阶梯上的交通线路密度。

（2）讨论我国地形大

势与交通线路密度之间的

关系，并分析其原因。

2. 四川省地形复杂，

大致上分为两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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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的地形区，交通线路布局

方式不同，交通线路形态

也各有差异。读图 2-58，

简要说明四川省不同地形

区交通线路的布局特点和

形态特征。 图 2-58　四川省地形和交通线路分布

在平原地区，地形对交通建设的限制较少。在人口稠密的平

原地区，交通线路一般呈网络状。山区地形起伏较大，交通建设

的限制性因素较多。为了减缓道路坡度，山区公路多呈“之”字

形分布。

图 2-59　盘山公路



阅读

图 2-60　青藏铁路

蜀道如今变通衢

四川盆地地形封闭，对外联系不便，素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在

历史上，出入四川盆地主要依赖南、北两条线路。北线剑阁蜀道是过剑门关、棋

盘关后，穿越米仓山，再往汉中去的山路，以“剑门天下险”闻名；南线出夔门，

经长江三峡，到达湖北，以“夔门天下雄”著称。如今，随着宝成、成昆、襄渝、

成渝、川黔、西成等铁路以及一系列公路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四川盆地

对外交通联系困难的封闭格局。

雅西高速从四川雅安到西昌，全长 240 千米，于 2012 年 4 月全线通车。雅

西高速由四川盆地边缘向横断山区高地爬升，线路展布于崇山峻岭之间，平均每

向前延伸 1 千米，海拔就上升 7.5 米，被称为“天梯高速”“云端上的高速公路”。

西成高铁全长 658 千米，于 2017 年 12 月全线开通运营，是我国第一条穿越

秦岭的高速铁路。西成高铁自西安南下，穿越关中平原、秦岭山脉、汉中平原、

巴山山脉，进入四川盆地到达成都，全程运行时间约 4 小时。成贵高铁从成都到

在进行交通线路的选线时，要充分考虑沿线的自然、经济、社

会、交通、技术、生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选择有利地形，避开不

利地段，尽可能降低工程造价，设法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工程技术，能够

在崇山峻岭中和大江大河上修建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如瑞士与意大

利之间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铁路，我国的青藏铁路和港珠澳大桥，连

接英国与法国的海底隧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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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　四川雅西高速干海子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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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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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ࣉࢶ௦ʶ˓ЦۋᄉࣉۡۋḼ

᳦ᒬ᜴Փˋึ᠕ឞڌ᜴ࣉǋ߶߰ǋʸ

᧖ǋۡСٽӜǌۡӜӮӑˏΞࠪࢊࡢ

ͳᬶ˖᳦̅Ḽࣲᅋ˞ࣉǌۡࢆ

Փܰࡘੰډǌ

图 2-62　兰州城区卫星影像

图 2-63  　兰州城区主要交通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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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图 2-64   云南元阳梯田

元阳梯田

元阳梯田位于云南省元阳县哀牢山南部。元阳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

宜，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坡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隙也开田，因

而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元阳梯田是哈

尼族人民 1 300 多年来生生不息地“雕刻”的山水田园画，是哈尼族人世世代代

留下的杰作。元阳梯田是红河哈尼梯田的核心区。2013 年，红河哈尼梯田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二、人类活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人类活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是明显的。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造周围环境的活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活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也逐步增大。例

如，填海造陆、开挖河道、修筑梯田、修建水库等，人类活动不断

地塑造着新的地表形态。

1. 为什么兰州城区沿黄河分布？

2. 根据相关知识，推断兰州城区主干道的走向。 

3. 以兰州城区为例，讨论地形对聚落和交通线路布局的影响。

人类对地表形态

的改变，有些是合理

的，有些是不合理的，

有些甚至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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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 我国山区多梯田。想一想，在开垦的梯田上耕作，与在坡地上直接耕作相比，

哪一种方式更有利于水土保持？为什么？

2.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相关任务。

山东半岛蓬莱沿岸水下 2 米深处有一片浅滩，它是全新世（距今 1.17 万年至

现在）以来形成的落潮流三角洲的浅滩边缘坝。该坝使北偏东方向的波浪 31% 在浅

滩上破碎，能量衰减 77.8%，对沿岸村庄、道路、农田起到保护作用。蓬莱西庄自

1500 年建村以来，从未受到过海浪威胁。为整治航道，自 1985 年以来不断开挖水下

浅滩，至 1990 年浅滩水深达 2.6～3.1 米，个别地方深达 4 米，使水下浅滩失去防浪

作用，1990 年 1 月 29—30 日和 2 月 23—24 日的两次大风浪，就造成海岸线后退 20

米，并冲毁民房 24 间和农田 300 多亩。

（1）简述材料中海岸被严重侵蚀的原因。

（2）有人认为，有时对地表形态的微小改变，所引发的灾难往往意想不到。你

认同这一观点吗？结合材料，谈一谈你的看法。

（3）上网查找资料，举例说明人类活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1887 年，为建设普利茅斯造

船厂，在英格兰普利茅斯附近的

海滩开采了 66 万吨卵石，使得海

滩下降 4 米，波浪作用加强，造

成海蚀崖加速后退，1907—1957

年，海蚀崖就后退了 6 米。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开始

实施密西西比河ᜆ弯取直工程，

到 1950 年，田纳西州孟菲斯到

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之间的河

长缩短了 270 千米，过去许多秀

美的河流景观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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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3

大气的运动

太阳辐射在地表的差异分布引起大气的运动，气压带

和风带孕育不同的气候，进而造就了各种神奇的地理景观。

低纬环流催生出奇妙的贸易风（低纬信风），中纬环流伴

随着强劲的盛行西风，高纬环流引发了酷寒的极地东风。

天气系统带来风云变幻，有丽日和风缠绵，更有暴雷疾雨。

生活之中，我们会遇到热浪、梅雨、寒潮、台风……变幻

莫测的大气赋予我们更加浪漫的生活激情。

1992 年发生在大西洋上的安德鲁飓风遥感影像

8 月 23 日

8 月 24 日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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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气压带、风带的形成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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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气的水平运动

地面受热不均，引起空气上升和下沉的垂直运动，并使同一水

平面上产生气压差异。单位距离间的气压差叫作气压梯度。只要水

图 3-1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航行旗舰船（想象图）

18 世纪产业革命前，人类还没有发明蒸汽机，那时只能靠以风作为动力的帆船在海洋上航行。1492 年，哥伦布远航美洲

的船队由 3 艘帆船组成，最大排水量 250 吨，长 31 米，不足郑和宝船的 1/4。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长四十四丈，

阔一十八丈，船形底尖上阔、首昂艉高，自底舱到甲板有 5 层，采取硬帆和旋转橹为动力。

1. 䃛̭䃛，䷻᭜ᔻᵤᒏ成⮱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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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存在着气压梯度，就产生了促使大气由高气压区流向低气压

区的力，即水平气压梯度力。在水平气压梯度力的作用下，大气由

高气压区向低气压区做水平运动，这就形成了风。可见，水平气压

梯度力是大气产生水平运动的原动力，是形成风的直接原因。

水平气压梯度力垂直于等压线，指向低压。如果没有其他力的

影响，风向应与水平气压梯度力的方向一致。但是，风一旦形成，

就会受到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使风向逐渐偏离水平气压梯度力的方

向，北半球向右偏转，南半球向左偏转。高空大气在水平气压梯度

力和地转偏向力的共同作用下，风向与等压线平行。

图 3-2　在水平气压梯度力和地转偏向力共同作用下的风向（北半球高空大气）

图 3-3　在水平气压梯度力、地转偏向力和摩擦力共同作用下的风向（北半球近地面大气）

近地面的风，还受到摩擦力的影响。摩擦力的方向与风向相反，

对风有阻碍作用，可降低风速。近地面大气在水平气压梯度力、地

转偏向力和摩擦力的共同作用下，风向与等压线之间成一夹角。

水平气压梯度力

气压 / 百帕

地转偏向力

风向

水
平
气
压
梯
度

490

492

494 

496

498

500

等压线

水平气压梯度力

风向

摩擦力 地转偏向力

1 000

1 002

1 004

1 006

1 008

1 010

水
平
气
压
梯
度

等压线

气压 / 百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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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 你是怎么理解气压梯度概念的？将学习心得说出来，与同学交流。

我采用绘示意图的

方式，来理解抽象的地

理概念。在图 3-4 中，

如果将等高线看作等压

线，那么阶梯坡度就好

比是气压梯度。

我对气压梯

度的认识较为模

糊，难以建立起

清晰的概念。你

有好办法吗？

图 3-4　阶梯等高线分布疏密与坡度大小的关系示意

2. 读图 3-5、图 3-6，完成相关任务。

（1）说出图 3-5 中①②③④四处，风力最大的是哪一处，再归纳等压线分布疏

密与风力大小的关系，并绘出风力最大处的风向。

（2）图 3-6 中 A、B、C、D 四处，风力最大的是哪一处？ 绘出该处的风向。

二、气压带、风带的形成与分布

地球上大范围、有规律的大气运动，称为大气环流。大气环流

把热量和水汽从某一地区输送到其他地区，调节了高低纬度之间、

海陆之间的水热分布，对各地的天气和气候具有重要影响。

图 3-5　北半球某地同一水平面上气压分布 图 3-6　北半球某地海平面气压分布

10 10.6

A

A

C

C

E

E

B

B

D

D

F

F

10.6 10.610 10

单位：百帕

单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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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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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大气是在均匀的地球表面上运动的，引起大气运动的因素

是高低纬之间的受热不均和地转偏向力。下面以北半球为例，说明

大气运动的情况。

图 3-7　北半球的气压带和风带

低纬环流　赤道地区接受太阳光热多，终年炎热，近地面空

气受热膨胀上升，形成赤道低气压带；上升气流使赤道上空相对

于同高度的其他区域来说，成为高气压区。赤道地区上升的暖空

气，在水平气压梯度力作用下，在赤道上空向北流向北极上空（南

风）；在地转偏向力作用下，南风逐渐向右偏转成西南风；到达北

纬 30°附近上空时，风向偏转成了西风。这样，来自赤道上空的气

流就不能再继续北流。赤道上空的空气源源不断地流过来，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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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北进，便在北纬 30°附近上空堆积，产生下沉气流，使近地面

气压升高，形成副热带高气压带。

在近地面，在水平气压梯度力作用下，空气由副热带高气压带

向南北流出。向南的一支流向赤道低气压带（北风），在地转偏向

力作用下，北风逐渐向右偏转成东北风，称为东北信风。东北信风

与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在赤道附近辐合上升。这样，便在赤道与北纬

30°之间形成一个低纬度环流圈。

中纬环流与高纬环流　在近地面，从副热带高气压带向北流出

的一支气流，在地转偏向力作用下，逐渐向右偏转成西南风，称为

盛行西风。北极地区接受太阳光热少，终年严寒，空气冷却收缩下

沉，在近地面形成极地高气压带。从极地高气压带向南流出的气流

（北风），在地转偏向力作用下，逐渐向右偏转成东北风，称为极地

东风。盛行西风与极地东风这两支冷暖不同的气流，在北纬 60°附

近相遇，暖而轻的西风气流爬升到冷而重的东风气流之上，形成副

极地上升气流。上升气流到达高空，又分别流向副热带和极地的上

空。这样，就形成了中纬度环流圈和高纬度环流圈。副极地上升气

流到达高空即向南北流走，致使北纬 60°附近的近地面气压降低，

形成副极地低气压带。

在南半球，同样存在着低纬度、中纬度和高纬度三个环流圈。

这样，全球共形成七个气压带，在气压带之间形成六个风带。

活动

1. 南半球的地转偏向力使气流向左偏转，因而环流方向与北半球不同。参考图

3-7，绘出全球气压带和风带的分布示意图；根据所绘图示，议一议，若要掌握全球

气压带和风带的分布，有哪些窍门？

2. 三圈环流涉及的知识点较多，而且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突破这

个难点，经纬设计了如图 3-8 所示的知识整理图。读图，完成相关任务。

同一半球，低纬信风

带的风向与中纬西风带相

反，与极地东风带相同。

地球上共有四个高

气压带和三个低气压带，

而且高、低气压带南北

相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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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

图 3-8　北半球三圈环流知识整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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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压带、风带季节移动与季风环流

（一）气压带、风带季节移动

前面所述气压带和风带的形成与分布，是以太阳直射赤道为前

提的。实际上，在地球公转的过程中，太阳直射点每年都在有规律

р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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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1 月海平面等压线分布

实际上，地球

表面并不是均匀的，

由于海陆分布、地

形起伏等因素的影

响，大气环流比前

面所述状况要复杂

得多。

南半球的海洋面积占绝对优势，气压带的纬向分布比北半球明

显，特别是南纬 30°以南的地区，气压带基本上呈带状分布。

地南北移动，由此产生了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现象。

由于太阳直射点随季节变化而南北移动，气压带和风带在一年

内也做周期性的季节移动。就北半球来说，大致是夏季北移，冬季

南移。

（二）气压带、风带季节移动与大气活动中心

海陆热力性质的差异，影响到海洋与陆地的气压分布。冬季，

大陆降温比海洋快，大陆上形成高气压。夏季，大陆增温比海洋

快，大陆上形成低气压。北半球的陆地面积较大，而且海陆相间分

布，使纬向的气压带被分裂成一个个高、低气压中心。

随着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高、低气压中心的实际分布

状况也在变化。从图 3-10 中可以看出，北半球的副极地低气压带

被大陆上的高气压所切断，尤以亚洲高压（又称蒙古—西伯利亚高

压）势力最强，控制范围最广，这就使副极地低气压带只保留在海

洋上。从图 3-11 中可以看出，北半球的副热带高气压带被大陆上

的低气压所切断，其中亚洲低压（又称印度低压）最为突出，这

就使副热带高气压带仅保留在海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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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7 月海平面等压线分布

图 3-12　亚洲季风

冬、夏两季，海洋与陆地上的这些高、低气压中心，势力强，

范围广，称为大气活动中心。它们随季节而南北移动，对世界各地

的天气和气候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大气活动中心的位置和强度一旦

异常，就会造成世界各地天气、气候的异常。

（三）季风环流

大范围地区的盛行风向随季节而有显著改变的现象，称为季

风。季风环流是大气环流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海陆热力性质差异

是形成季风的重要因素。亚洲东部的季风环流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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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也是形成季风的因素。例如，我国西

南地区及印度一带夏季的西南季风，就是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北移越

过赤道，在地转偏向力影响下向右偏转而形成的。

1. 假定图 3-9 中各气压带的宽度大致为 10 个纬度，尝试绘制一幅以北（南）极

为中心的半球投影图，并将夏（冬）至日气压带和风带在地球上的纬度分布情况，

画在图中相应位置上。同桌或前后同学分工绘制不同半球的投影图，并就作品进行

互评。

2. 读图 3-10、图 3-11、图 3-12，完成相关任务。

（1）读图 3-10，说出南北半球副极地低气压带的分布有何不同特点；读图

3-11，说出南北半球副热带高气压带的分布有何不同特点。

（2）读图 3-12，说明亚洲 1 月、7 月风向的季节变换情况；比较亚洲冬季风和

夏季风在冷暖、干湿性质上的不同，并说明理由。

（3）将图 3-12 与图 3-10、图 3-11 相对照，说明冬季、夏季亚洲大陆和太平洋

上气压分布的特点，分析亚洲东部季风环流最为典型的原因。

3. 丹霞结合课文关于大气环流的描述，绘制出图 3-13。读图，完成相关任务。

图 3-13　大气环流学习路径整理

单圈环流

三圈环流

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

？

纬向的气压带被分裂成

一个个高、低气压中心，

形成季风环流

赤道与极地之间形成闭合环流

（假设条件）

①地球静止不动

②太阳直射赤道

③地球表面均匀

考虑地球自转（否定假设条件之一）

考虑太阳直射点的南北移动（否定假设条件之二）

考虑海陆分布（否定假设条件之三）

就北半球而言，大致是夏季北移，冬季南移

北半球的气压带断裂成块状，南半球的气压带基本上呈带状分布

近地面形成七个气压带和六个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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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气环流的掌握，可能存在

的问题有二：一是单个知识点没有

过关，如没有掌握三圈环流、季风

环流等内容；二是没有打通各知识

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脑中仅有知识

碎片，没有形成完整体系。

（1）想一想，丹霞对大气环流内在逻辑线索的把握是否准确？说明你的理由。

（2）议一议，如果要在图中标有疑问号的色块内填上相关内容，你准备填写什

么？你的理由是什么？

（3）对大气环流的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诊断，看一看自己的“软肋”在哪里，再

向老师请教或与同学交流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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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非洲角马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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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赤道低气压带与热带雨林气候

赤道及其南北两侧，全年处在赤道低气压带的控制之下，盛

行上升气流，高温多雨，形成热带雨林气候。热带雨林气候全年皆

夏，气温季节变化小。太阳一年两次直射，辐射强烈，全年昼夜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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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新加坡气温年变化曲线和逐月降水量

短差别很小，年平均气温在 26 ℃左右。热带雨林气候全年多雨，

分配比较均匀，年降水量大多在 2 000 毫米以上。南、北两半球的

信风在此辐合上升，容易成云致雨。

热带雨林气候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亚马孙平原、刚果盆地、

马来群岛是世界主要的热带雨林气候区。美洲热带雨林气候主要分

布在亚马孙平原，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迎风的大西洋沿岸，呈狭长带

状分布。非洲热带雨林气候主要分布在刚果盆地，向西为沿几内亚

湾北岸及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分布带；在马达加斯加岛东岸迎风地带

呈带状分布，其南端已达南回归线。亚洲热带雨林气候主要分布在

马来群岛和马来半岛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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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热带雨林气候分布

在赤道附近，

为什么有的地方

不属于热带雨林

气候区呢？

在热带雨林气候区，森林高大茂密，生物种类丰富，是世界上

植物生长率最高的地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植物资源。热带雨林下

的土壤为砖红壤，由于全年高温高湿，化学风化强烈，在一些地区

可形成厚达数米至十数米的风化壳。

图 3-16　热带雨林景观

活动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相关任务。

在热带雨林气候区中，亚马孙平原的热带雨林不仅面积最广，而且发育也最为

充分和典型；刚果盆地热带雨林气候的大陆性特征比较明显；马来群岛热带雨林气

候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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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伦敦气温年变化曲线和逐月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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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风带与温带海洋性气候

在中纬度大陆西岸地区，全年盛行西风，受

海洋暖湿空气的影响，形成温带海洋性气候。温

带海洋性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温年变化

较小；全年湿润，冬雨较多，年降水量一般为

700～1 000 毫米。

温带海洋性气候主要分布在南北纬 40°  ～60°

的大陆西岸地区，欧洲大西洋沿岸、美洲太平洋

沿岸等地区都属于这种气候。

图 3-19　温带海洋性气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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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典型植被为温带落叶阔叶林。组成温带

落叶阔叶林的乔木，一般具有宽阔的叶片，夏季盛叶，冬季落叶。

当春季气温开始回暖，乔木随即萌叶抽枝。夏季是群落旺盛的生长

季节，树木叶色鲜绿，枝叶茂密，树冠郁闭。秋季气温下降，叶色

转黄，树叶凋落。冬季完全无叶，而且乔木的树干和树枝都有厚的

皮层保护，以御冬寒。因此，群落外貌上的季相更替，是温带落叶

阔叶林的显著特征。

图 3-20　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秋季）

图 3-21　北美洲地形分布（局部） 图 3-22　正在捕食的柯莫德熊

活动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相关任务。

图 3-21 中虚线范围内气候独特，夏凉少雨，冬温多雨。每年 9 月中旬，鲑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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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罗马气温年变化曲线和逐月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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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压带、风带季节移动与地中海气候

在南北纬 30° ～40° 的大陆西岸地区，受副热带

高气压带和西风带的交替控制，形成地中海气候。就

北半球而言，夏季因副热带高气压带北移控制这里，

气流下沉，干旱炎热；冬季因副热带高气压带南移，

受西风带控制，暖湿多雨。

地中海气候以地中海沿岸最为典型，所以称为地

中海气候。除地中海沿岸外，这种气候还分布在北美

洲加利福尼亚沿海、南美洲智利中部、非洲南端好望

角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大陆的东南和西南海岸等地。

 图 3-24　地中海气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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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气候区，典型植被为亚热带常绿硬叶林。由于夏季炎

热干旱，为减少水分蒸腾，许多树木的叶子坚硬，叶片不大，叶面

多有“蜡质层”，常覆盖茸毛，有些植物的叶子甚至退化或缩小变

成刺。森林上层乔木生长稀疏，林木也不甚高大，但林下常绿植物

多，生长茂密，往往使人难于通行。

图 3-25　亚热带常绿硬叶林景观

阅读

美国加州山火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火频发，每年大小山火多达上千起。该州太平洋沿岸地区

多属地中海气候，夏季干燥，秋季有从内华达高原吹来的大风，极易造成山火快速

蔓延。当地时间 2017 年 10 月 8 日下午，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湾区北部多地发

生森林大火，其中纳帕和索诺马两县火情最重，逾 1 000 名居民和游客连夜撤离住

所。因大火蔓延，纳帕、索诺马和尤巴三县进入紧急状态。截至 2017 年 10 月 19

日，火灾造成 40 多人死亡，超过 200 人失踪，过火面积近 900 平方千米，6 000 栋

建筑被烧毁，总共约 10 万人撤离。山火燃烧形成的大量烟雾和灰烬升入空中，形成

一条长达 160 千米的“烟雾带”。当地很多航班因火灾烟尘而被迫取消。

亚热带常绿硬叶

林的很多植物能分泌

挥发油，连同芳香的

花朵，使得这类群落

具有特殊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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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气压带、风带季节移动与热带草原气候

热带草原气候主要分布在热带雨林气候的南北两侧，大致在南北纬 10° 至南北回

归线之间，如非洲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澳大利亚大陆北部、东部和南部，南美

洲巴西等地。热带草原气候是热带具有明显干湿变化的气候类型，处在赤道低气压

带和信风带交替控制地区。当赤道低气压带控制时，形成闷热多雨的湿季；当信风

带控制时，形成干旱少雨的干季。全年降水较多，年降水量为 750～1 000 毫米。

图 3-27　热带稀树草原景观

图 3-26　热带草原气候分布

在热带草原气候区，自然植被以热带草原为主。湿季高温多雨，草原一片葱绿，

生机盎然。到了干季，天气燥热，晴朗少雨或滴雨不下，土壤中水分严重不足，植

物凋萎，一片枯黄。因湿季有较多的降水，干季亦不太长，所以在草原中散生着耐

旱的乔木。这种植被类型称为热带稀树草原，又称萨瓦纳。



活动

1. ℁䒰图 3-28Ƞ图 3-29 হ图 3-30 ͚Ḻ㷘ᮜ㻯⮱ጛᐯ，䃕䃧⅁ՆᄦڣḺ㷘ᮜ㻯ᒏ

成⮱䛺㺮ᘼͶ。

图 3-31　世界主要气候类型的形成原因

图 3-28　温带落叶阔叶林 图 3-29　温带草原

图 3-30　温带荒漠

2. 读图 3-31Ƞ图 3-32，完成相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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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世界气候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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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第三节 天气系统

天气系统遵循一定的规律，始终处于生成、发展、移动、消亡

的运动过程之中，每个阶段都伴随着不同的天气。各地天气有阴、

晴、雨、雪等变化，同一时间不同地区的天气也各不相同。这是受

不同天气系统的影响，或处于天气系统不同部位的缘故。

在《三国演义》中，有个“智筑冰城”的故事。其故事梗概是：初冬之际，曹

操与马超两军对峙。曹操令将士取渭河沙土修筑营寨，无奈沙土难以黏结，筑起便

塌，曹操无计可施，为此忧心如焚。一位老者献上计策，他说，连日来，渭河一带

阴云密布，今夜必刮北风，北风一起便会天寒地冻；待风起之后，马上令将士运土

泼水，到天亮的时候，就可以建成一座土城。当夜北风大作，曹操依计而行，一夜

之间，果然筑成了一座坚固的“冰城”营寨。

1. 讨论曹军在一夜之间能够筑成坚固营寨的原因。

2. 故事中当夜的天气变化，与哪种天气系统的过境有关？说出你的判断理由。

一、锋与天气

气团是指位于对流层下部，在水平

方向的一定范围内，温度、湿度等物理

性质相对均匀的大团空气。冷暖两种不

同性质的气团相遇后，它们中间的交界

面叫作锋面。锋面与地面相交的线，叫

作锋线。一般把锋面和锋线统称为锋。

由于锋是冷暖气团相互作用的过渡

地带，锋面两侧空气的温度、湿度、气

压都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在锋面附近，

图 3-33　锋的形成示意

暖气团

冷气团 锋线

　　实际上，锋面是两种不同性质气团相遇后的狭窄过渡区域。锋

面长达数百至数千千米，宽在近地面数十千米，在高空达 200～400

千米或更宽。由于其宽度远比大范围气团小，因而可近似地视为一

个几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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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寒潮及其危害

寒潮是自极地或寒带向较低纬度带侵袭的强烈冷空气活动。我国规定寒潮降温

标准为：受冷空气侵袭，24 小时内降温 10 ℃以上（或 48 小时内降温 12 ℃以上），

同时最低气温降至 5 ℃以下。寒潮前锋经过地区，短期内气温急降、气压骤升，并

锋面不是竖直

向上的，而是自地面

向高空冷气团一侧倾

斜。这是为什么呢？

气团可分为暖气

团和冷气团。气团温

度比移经地区气温高

的，叫作暖气团；反

之，叫作冷气团。

冷锋是冷气团主动向暖气团移动的锋。冷气团的前缘插入暖气

团的下面，使暖气团被迫抬升，暖气团在抬升过程中冷却，其中的

水汽容易凝结成云。冷锋过境时，如果暖气团中水汽充足，可能出

现雨、雪天气；如果冷锋移动速度较快，常带来较大的风。冷锋过

境后，冷气团替代了原来暖气团的位置，气温和湿度骤降，气压升

高，天气转好。我国北方夏季的暴雨，多是由冷锋形成的锋面雨；

我国冬季暴发的寒潮，就是冷锋南下时形成的灾害性天气。

图 3-34　冷锋及其天气示意

暖气团

冷气团

暖气团

冷锋

冷气团

常伴有云、雨、大风等天气现象。根据锋面两侧冷暖气团的移动方

向，可将锋分为冷锋、暖锋和准静止锋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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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寒潮导致华南地区香蕉受损

伴有大风，常有雨或雪；前锋过境后，若天气晴朗、风力微弱，则常有冰冻和霜出

现。每年晚秋到早春，我国大部分地区经常受寒潮的侵袭。寒潮对我国农牧业生产

危害甚大。急剧的降温会对北方农作物如冬小麦造成冻害，南方经济作物和经济

林木如香蕉、柑橘等有可能被冻死。在草原牧区，寒潮带来的暴风雪会掩埋牧草，

造成“白灾”。

暖锋是暖气团主动向冷气团移动的锋。在暖锋上，暖气团沿冷

气团徐徐爬升，其中的水汽冷却凝结，产生云、雨等天气。暖锋过

境时，云层加厚，多形成连续性降水。暖锋过境后，暖气团占据了

原来冷气团的位置，气温上升，气压下降，天气转晴。

图 3-36　暖锋及其天气示意

冷气团

暖气团

冷气团

暖气团

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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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黄梅时节家

家雨”和“清明时节雨

纷纷”所描绘的天气现

象，是不是准静止锋造

成的？分别是我国哪一

地区天气的写照呢？

冷暖气团势力相当，或遇地形阻挡，锋面移动缓慢，

或较长时间在一个地区徘徊，造成阴雨连绵的天气。这种

移动幅度很小的锋，称为准静止锋。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初夏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梅雨天气，就是由准静止锋造成

的。冬半年的昆明准静止锋，是南下的冷空气遇到云贵高

原阻挡，冷锋面在昆明和贵阳之间准静止下来形成的。

活动

阅读

梅　雨

梅雨是指初夏出现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日本南部雨期较长的阴雨天气。此

时正值我国江南梅子黄熟时节，故称为梅雨。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很多，如北

周庾信诗：“五月炎蒸气，三时刻漏长。麦随风里熟，梅逐雨中黄。”明代李时珍《本

草纲目》：“梅雨或作霉雨，言其沾衣及物，皆生黑霉也。”

梅雨天气与准静止锋的活动有关。每年从春季开始，海洋暖湿空气势力逐渐加强，

进入大陆以后，就与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由于从海洋上源源而来的暖湿空气含

有大量水汽，因而形成了一条长条形的雨带。每年 6—7 月，雨带北移至长江中下游和

淮河流域一带，由于冷暖气团“旗鼓相当”，它们就在这个地区对峙，展开一场较为持

久的“拉锯战”，因而造成了长时间的阴雨天气。梅雨带时而稳定，时而南北摆动，其

时空分布具有不连续、不平衡、不稳定等特性，因而各地入梅出梅早晚、梅雨期长

短、梅雨量多寡常不一致，甚至出入较大。适时适量的梅雨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反

常的梅雨常致旱涝。

1. 读图 3-34、图 3-36，完成相关任务。

（1）完成下表内容。

项目 时段 冷锋 暖锋

天气

特征

过境前

过境时

过境后

（2）冷锋和暖锋的降水区域在分布上有什么不同？

（3）在两图中会不会出现逆温现象？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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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气压（气旋）、高气压（反气旋）与天气

低气压或气旋，高气压或反气旋，分别是对同一个天气系统的

不同描述。低气压与高气压是对天气系统气压分布状况的描述，气

旋与反气旋是对天气系统气流状况的描述。

在等压线分布图上，凡等压线闭合，中心气压低于四周气压的

区域，叫作低气压。以北半球为例，在水平气压梯度力的作用下，

低气压的气流由四周向中心流动；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低气压的

2. 图 3-37 中冷气团的移动速度为 30 千米 / 时，城市目前是 14 时。读图，完成

相关任务。

图 3-38　北半球气旋（左）、反气旋（右）的形成及其天气示意

图 3-37　冬季入侵我国的一次冷空气移动示意

冷气团

城市

720 1 440 千米0

（1）判断图中锋的类型，并说出判断依据。

（2）在未来 48 小时内，该城市的天气将怎样变化？

（3）议一议，在未来几天内，该城市各大医院哪些科室的就诊人数会明显上升？

风向

水平气压梯度力

低
1 000.0

1 005.0

1 002.5

1 0
02

.5

1 005.0
1 000.0

上
升
气
流

下
沉
气
流

高

单位：百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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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向右偏转成按逆时针方向流动的大旋涡。大气的这种流动很像

江河中的旋涡，所以低气压又叫作气旋。在低空，气流从四面八方

流入气旋中心，使中心的空气被迫上升。当气流升至高空后，它又

向四周流出。这样，低层大气就会不断地从四周向中心流入，以补

充中心上升的空气。

在等压线分布图上，凡等压线闭合，中心气压高于四周气压的

区域，叫作高气压。高气压的气流由中心向外流出，在北半球按顺

时针方向旋转流出。高气压的这种环流系统与气旋正好相反，故称

之为反气旋。当低层反气旋中心的气流向外流散后，高层的空气就

自上而下来补充，形成下沉气流。

阅读

台　风

台风是发生在北太平洋西部风力达 12 级或以上的热带气旋。直径一般 200~1 000

千米，巨型台风可达 1 000 千米以上。中心是“台风眼”，即在深厚云区的中间有一

个直径几千米、近似圆形的晴空少云区。

在洋面温度超过 26.5 ℃的热带或副热带海洋上，由于近洋面气温高，大量空气

膨胀上升，使得近洋面气压降低，外围空

气便源源不断地补充流入上升区。受地转

偏向力的影响，流入的空气旋转起来。而

空气在上升过程中温度降低，其中所含的

水汽在凝结成水滴时，会释放出大量的热

量，又促使低层空气不断上升。这样一

来，近洋面气压会下降得更低，空气也旋

转得更加猛烈，最后就形成了台风。

台风形成后，常自东向西或西北移

动，速度一般为 10~20 千米 / 时，当进入

中纬西风带后，即转向东或东北。袭击我

国的台风，常发生在 5—10 月，以 7—9

月最为频繁。台风的破坏力很大，常有狂

风、暴雨，沿海岸并有风暴潮，造成重大

灾害。但台风登陆后，风力会逐渐减弱，

带来的雨水能够缓解部分地区的旱情。 图 3-39　台风莫兰蒂（2016 年 9 月）

台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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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北半球锋面气旋示意

图 3-40　北半球锋面气旋卫星云图

995

1 000

шቇ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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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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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ጇᔵڊ

ఌ               ቇ               ඡ

ӭͯὉᄈࣔ

1 005

шᩤ
ఌᩤ

实际上，在陆地上空运行的气旋，受到地面起伏等复杂因素的

影响，封闭的等压线并不呈现为圆形。在等压线转折比较显著的地

方，常形成锋面。也就是说，气旋常常与锋面联系在一起，形成锋

面气旋。

ᱲᤘ

ᩛ᭞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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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㔰图 3-38，㐅ࡷࢄݣ⤰⅁Ƞࣺ⅁⮱ᒏ成ࣷڣ๖⅁ᘼ图喠㐀व㐅图

হ图 3-38，℁䒰ࡷࡄࢄ⤰⅁Ƞࣺ⅁ౕⅡᎠाহಯⰡा⮱⅁≮ጛᐯ，Вࣷ

ႰЙ͉䘕Ƞ㺬䘕⮱䷻ाጛᐯ。

2. ౕ⅁হࣺ⅁⮱̺ह䘕Ѻ，๔⅁⮱䓽ߕᗲ̺ۢह，㔹๖⅁⟣ۢऱᰶ➦㞟。

Вࡷࡄ⤰ͧҸ，䃛̭䃛，⅁হࣺ⅁͉䘕Ƞ͚ᓰȠ㺬䘕⮱๖⅁➦◦ᰶ҂ጛᐯ喤

3. 䓽⩕႓ⴒ䃳，完成相关任务。

喍1喎7ÿ8 ᰵ，ప䪬≮ഌ፥ܧ⣝мᬞ๖⅁喠႐，పࡄᎬ๔ౝࡧ፥ܧ⣝

Ą倅⅁❪ą⮱ສ๖⅁。䄂キ㺮㼐䛷䔆ψ๖⅁⣝䆎⮱成。

喍2喎ౕۙ႐，ͧϭ͵ప͉ࡄȠࡄࡻౝࡧ०㺬ࡄ႐䷻，㔹ࢄౝࡧ०͉ࡄ႐䷻喤

4. ๖⅁图᭜ࣺ̭ჇᬣݨȠᎬ๔ౝࡧ๖⅁ۢহ๖⅁ᒏ߬⮱̀⩕ౝ图，᭜๖⅁

䶱្⮱ͨ㺮ጒڤ̭。๖⅁图ᰶౝ䲏๖⅁图হ倅⾧๖⅁图͑๔ㆨ。ౝ䲏๖⅁图जࣺ

ౝ䲏倅ѻ⅁ࢸ㈨㐌⮱ܳጰȠ䨸䲏হۤᯃ⾧⅁⮱≨ߕᗲۢ，Вࣷ䰕Ƞ䰗Ƞ䰤Ƞ䰫Ƞ

๔䷻Ƞ⇆喍ᅅ喎ᯡぶ๖⅁⣝䆎⮱ܳጰ。读图 3-42Ƞ图 3-43，完成相关任务。

图 3-42　2006 年 5 月 18 日 2 时地面天气图 图 3-43　2006 年 5 月 18 日 2 时卫星云图

喍1喎ౕぶࢸ㏬ܳጰ图̷，ϻѻ⅁ࢸᐣѥܧᲒ⮱⠚䪬ࡧഌ，घ҉ѻࢸἪ，ສ℁ౝ

ᒏ̷⮱ሎ䅤。ѻࢸἪ͚ऱぶࢸ㏬ᑜᰟᰭ๔ั⮱䔋㏬，घ҉Ἢ㏬。ϻ倅⅁ࢸᐣѥܧᲒ

⮱⠚䪬ࡧഌ，घ҉倅ࢸ㘷，ສ℁ౝᒏ̷⮱ᆞ㘷。倅ࢸ㘷͚ऱぶࢸ㏬ᑜᰟᰭ๔ั⮱䔋

㏬，घ҉㘷㏬。ౕ图 3-42 ͚，ឫܧѻࢸἪȠ倅ࢸ㘷ऱ̭͗，Ꭳ㐅ڣܧἪ㏬ᝃ㘷㏬。

喍2喎ౕ图 3-42 ͚，ҍⰸݝγਗψ፥㻮⮱๖⅁㈨㐌喤 

喍3喎ౕ图 3-43 ͚，⩟ȠΆȠ͆Ƞ̮ఈ͗ࡧഌܳܧݘ⣝γᔻᵤ⮱๖⅁⟣ۢ喤㐀व

图 3-42，䄡ᬻڣ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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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4

陆地水与洋流

地球上的水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从涓涓细流，到滔

滔江河，从高原湖泊，到浩瀚大洋，水滋润着天地万物，

孕育出蓬勃生命。河流、湖泊、沼泽、冰川、地下水、海洋……

水体在运动，云雨在变幻，水分在循环，如诗若梦般的流水，

雕琢出锦绣河山。海洋是世界“云雨故乡”“生命摇篮”“资

源宝库”，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故乡”。

美国阿拉斯加冰川湾国家公园



探究

第一节 陆地水体间的相互关系

一、相互联系的陆地水体

地球上的陆地水是指分布在陆地的各类水体的总称。陆地水因

空间分布的不同，可分为地表水和地下水。地表水包括河水、湖泊

水、沼泽水、冰川、生物水等地表水体。地下水是指埋藏于地表以

新加坡地处热带，常年受赤道低气压带控制，为热带雨林气候，气温年较差和

日较差小，年平均气温 24～27 ℃，年降水量 2 400 多毫米，但淡水资源供给严重不

足。为减少对外来水源的依赖，新加坡通过大型蓄水计划，以及海水淡化和循环再

利用技术，逐步实现淡水资源自给自足。

1. 说出新加坡的主要水体类型。

2. 简要分析新加坡各水体间的相互转化关系。

3. 据图估算新加坡主岛的面积，讨论该国地处热带雨林气候区，但淡水资源供

给不足的原因。

图 4-1　新加坡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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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流的补给

大多数河流的补给，来自流域的大气降水。因降水形式、储水

方式、水流路径的不同，通常把河流的补给类型分为雨水补给、季

节性积雪融水补给、冰川融水补给、湖泊和沼泽水补给、地下水补

给等。

（一）雨水补给

雨水补给是河流最重要的补给类型和水量来源，其过程主要受

制于降雨的季节变化。 

雨水补给具有不连续性和集中性的特点。降雨是间断的，因而

对河流的补给是不连续的。降雨又具有相对集中性，特别是暴雨强度

大、历时短、损耗少，汇入河流的水量较多。因此，较其他补给类

型，雨水对河流的补给过程来得迅速和集中。从图 4-3 中，可以看出

江河流量过程与降雨过程的一致性，以及流量陡涨陡落的变化趋势。

下的水。大气降水和地表水下渗到地下的土层和岩石空隙中，成为

地下水。还有少量地下水是由空气中水汽进入地下凝结而成的。

陆地水体间的相互关系，是指陆地水体之间的运动、转化及其

水源补给关系。自然界的水处在永不停息的循环运动之中，各类陆

地水体也在不断地运动更新和相互转化。各类陆地水体之间具有水

源相互补给的关系，河流的补给充分体现了陆地水体间的相互关系。

图 4-2　陆地上的水体及其相互关系示意

河水的来源称为河流

补给。图 4-2 中河流的补

给可能涉及哪几类陆地水

体？据图说明各水体间的

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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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河流受东亚季风的控制，流域内全年雨水集中在夏季

和秋季，雨水补给占绝对优势，一般占年径流量的 70%～90%。这

些河流多在夏秋两季形成洪水，而且次数多，来势猛，在流量过程

线上形成锯齿状的尖峰。总之，以雨水补给为主的河流的水量变

化，与流域降雨量及其变化关系密切。

气候区 热带雨林气候 温带海洋性气候 热带草原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

河流径流量

季节变化特点

1. 读图 4-4，说明我国东部河流流量变化与流域降雨量之间的关系。

图 4-4　我国东部主要河流流量年变化曲线

图 4-3　马金溪浙江开化站 2017 年雨量和流量的关系

1            4            7         10  月份 1            4            7         10  月份1          4         7       10  月份

1          4         7       10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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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米3/ 秒）

松花江　哈尔滨

黄河　花园口

西江　梧州

长江　武汉

2. 若分布于下列气候区的河流以雨水补给为主，试判断其径流量的季节变化特

点，并说明理由。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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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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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

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一般是指流域地表冬季的积雪，至次年春

季随着天气转暖而融化，对河流进行的补给。

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具有连续性和日变化的特点。积雪从太阳

辐射、大气和地面得到热量慢慢融化，连续不断地补给河流。由于

气温和太阳辐射的日变化，积雪融化与融水补给也有日变化，大致

上与气温的变化一致，比雨水补给的河流的水量变化来得平缓。

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的河流的水量变化，与流域的积雪厚度、

地形状态有关。

1. 有人认为，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 0 ℃且有降雪，是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的必

要条件。针对这一观点，谈一谈你的看法。

2. 比较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四川盆地，指出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占年

径流量比例最大的是哪一个地区，并解释原因；山区与平原相比，季节性积雪融水

补给在时间上是提前还是滞后，为什么？

图 4-5　黑龙江省呼兰河陈家店站 2014 年流量变化曲线

在图 4-5

中，为什么出

现了两个流量

峰值呢？

（三）冰川融水补给

冰川融水补给是指永久性冰川的消融对河流的补给。在陆地水

体中，冰川以固态形式储存着大量淡水。随着气温升高，部分冰川

融化为液态水，补给陆地其他水体，特别是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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䬲读̸݄ᱽ᫆，完成相关任务。

᜴ᡋङͮ̅ၲᐖᄴ᜴ӑᦉḼᇬᤋ̾ࡢӑḼՋᳩࡢǋᴜᯪ̾ࡢӮḼ˨᜴᭳̾ࡺ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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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读图 4-6，䔝⇠≮⮱ܳጰ⟣ۢ，ܳᲽͨڣ㺮㶒㐆ㆨಸȠᒱ≮䛼Ꭱअࡃ➦ᒮ。

2. ͧϭ͵పВጊ㲺Ⅱ㶒㐆⮱⇠≮ͨ㺮ܳጰౕ㺬䘕ౝࡧ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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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ጊ㲺Ⅱᕔ≗▫᭜ప㺬ڲࡄ䭳ౝࡧ፥㻮⮱㜗♣▫რ，䕇፥ౕϭ͵ᗲ̸ۢࣾ

⩌喤ͨ㺮ࣾ⩌ౕϭ͵႐㞯喤

图 4-6　河西走廊地形分布

从多年平均来看，冰川融水对河流径流的丰枯具有调节作用。

在降水较少的年份，晴天较多，气温较高，冰川融水补给河流的水

量较多；相反，在多阴雨天的年份，热量相对较少，冰川融水补给

河流的水量较少。 

在我国，每年 4—5 月的西北灌溉期，由于气温较低，冰川消

融量小，常导致缺水；但到 6 月中旬以后，冰川消融常与雨水叠

加，易造成洪涝灾害。

（四）湖泊和沼泽水补给

流域内的湖泊，尤其是大型湖泊，对河流径流具有调节功能，

表现为“削峰补枯”。汛期大量洪水进入湖泊，削弱了河流洪峰；

枯水期湖泊补给河流，使河流径流过程趋于缓和。湖泊规模和所在

位置直接影响到湖泊的调蓄功能。湖泊水域广阔，会加大蒸发量，

使与之相连的河流径流总量减少。干旱、半干旱地区对湖泊蒸发带

来的影响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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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沼泽水补给，对河流径流的调节作用不明显，补给的水量也比

较小，补给河流的过程很平缓。

图 4-9　鄱阳湖汛期卫星影像 图 4-10　鄱阳湖枯水期卫星影像

读图 4-7 至图 4-10，完成相关任务。

1. 鄱阳湖汛期、枯水期各在什么季节？分析不同季节鄱阳湖水源补给情况，以

及湖面大小与水流特征。

 2. 倘若鄱阳湖不存在，鄱阳湖湖口以下长江江段的径流量曲线与现在相比，会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3. 归纳湖泊规模、所在位置（河流上、中、下游和入海口附近）对河流径流调

节作用的影响。

图 4-8　赣江外洲站 1954—2004 年平均流量年变化曲线图 4-7　鄱阳湖地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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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下水补给

地 下 水 是 河 流 较 为 稳 定 和 均 匀 的 补 给 来 源 ， 河 流 径 流 中

15%～30% 来源于地下水补给。地下水与河流之间的补给关系，取

决于地下水水位与河流水位的高低。 

我国冬季降水稀少，许多河流几乎全靠地下水补给。根据地下

水补给的情况，可分为深层地下水补给和浅层地下水补给。深层地

下水是河流稳定的补给来源，受外界影响小，水量只有年际变化，

季节变化不明显。浅层地下水补给受外界条件影响较大，补给水量

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图 4-11　山西省汾河宁化堡站 2005 年流量变化曲线

活动

阅读下列资料，完成相关任务。

汨罗江流经湘东北，长 250 千米，向西注入洞庭湖。相传战国时楚诗人屈原（约

公元前 340—约公元前 278）忧愤国事，于农

历五月五日投江殉国。汨罗江由此声名远播，

这条河流也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汨罗

江上中游及大部分支流穿行于山区，水文变

化具有暴涨暴落的特点。

1. 端午节前后，汨罗江的水位往往会暴

涨，当地称之为“端午水”。结合我国雨带移

动规律，分析汨罗江“端午水”现象的成因。

2. 汨罗江流域在雨季结束后，常出现夏

旱、秋旱或夏秋连旱天气，但河流不会断流。

从河流补给角度对此种现象进行解释。
图 4-12　汨罗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地形分布

5

4

3

流量 /（米 3/ 秒）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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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第二节 洋流

1992 年，我国一艘装载有 2.9 万只塑料小黄鸭的货轮驶往美国，途中在太平洋

遭遇强烈风暴，集装箱坠海破裂，小黄鸭散落在海上，形成了漂流的“鸭子舰队”。

其中 1 万多只小黄鸭漂流多年之后，于 2007 年抵达英国海岸。

1. 散落的塑料小黄鸭为什么会漂流？ 

2. 结合图示，说明“鸭子舰队”抵达英国海岸的路径及原因。

图 4-13　“鸭子舰队”漂流路线示意

海洋中具有相对稳定的流速和流向的

大规模海水运动，称为洋流。形象地讲，

洋流是海洋中以水平流动为主的“河流”。

洋流是地球表面热量、水分的重要调节者。

暖流经过的地区增温增湿，寒流经过的地

区降温减湿。

学习地理概念时，应充分

把握其内涵。例如，所谓“相对

稳定”，是指在较长的时间内，

洋流的流速、流向和流动路径大

致相似；所谓“大规模”，是指

洋流的空间尺度大，具有数百、

数千千米甚至全球范围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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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流的形成

洋流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大气运动和近地面风带，

是海洋水体运动的主要动力。盛行风吹拂海面，推动海水随风漂

流，并且使上层海水带动下层海水流动，形成规模很大的洋流，称

为风海流。例如，南北半球盛行西风和信风所形成的洋流。第二，

由于各个海区的水温、盐度不同，导致海水密度分布不均，引起海

水的流动，称为密度流。例如，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

峡就形成了密度流。第三，由风力和密度差异所形成的洋流，使出

发海区的海水减少，而由相邻海区的海水来补充，这样形成的洋

流，称为补偿流。补偿流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垂直补偿流又分

为上升流和下降流。例如，秘鲁附近的海区就有上升流。

在自然界中，洋流的形成，往往不是受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

同时受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此外，地转偏向力以及陆地的形状突

出，也迫使洋流的流向发生改变。

图 4-14　世界表层洋流的分布（北半球冬季）

活动

模拟演示风海流和密度流

1. 侹க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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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洋流模式

世界洋流的分布，南北半球明显不同，太平洋、大西洋、印度

洋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世界洋流分布虽然复杂，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在赤道两侧，东北信风与东南信风驱动表层海水自东向西流

动，形成赤道洋流，北支为北赤道暖流，南支为南赤道暖流。赤道

N

S

电吹风

电吹风

电吹风

赤道

隔板

红盐水 蓝盐水

图 4-15　模拟风力作用而形成的洋流示意

图 4-16　模拟密度差异而形成的洋流示意

木质（或塑料）隔板、食盐、红墨水、蓝墨水等。

2. 实验操作

（1）模拟风力作用而形成的洋流

①在圆形水盆中盛满水，再在水面上撒上纸屑（或其他碎屑漂浮物）。

②如图 4-15，用电吹风通过橡胶管在水盆的不同部位稳定地吹拂水面（模拟低

纬信风和中纬西风）。

③观察纸屑（或其他碎屑漂浮物）的漂移方向及其轨迹，记录现象并分析。

（2）模拟密度差异而形成的洋流

①在透明水槽中插入隔板，再在隔板两侧分别注入温度相同、浓度不同的盐水

（隔板两侧水面高度一致）。

②向隔板两侧分别添加红、蓝墨水，以便清楚地显示实验现象。

③抽掉隔板，观察表层与深层水体的运动方向，记录现象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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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全球风带和洋流模式

洋流到达大洋西岸，受到陆地阻挡，一小股回头向东形成赤道逆

流；大部分沿海岸向较高纬度流去，至中纬度地区受西风吹动，形

成西风漂流。南半球因三大洋彼此相连，风力强劲，所以西风漂流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南纬 30°一直扩展到南纬 60°左右。当西风

漂流到达大洋东岸时，其中一部分折向低纬度，成为赤道洋流的补

偿流。这样，在热带和副热带海区，就形成了以副热带为中心的大

洋环流。这种大洋环流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在北半球做顺时针方

向流动，在南半球做逆时针方向流动。

在北半球，由于北冰洋大部分被陆地包围，向较低纬度流动的

寒流，只能沿着较大海峡西侧海岸与太平洋、大西洋海水沟通。它

们到达北纬 40°附近与副热带环流中的洋流相遇后，一同参与到西

风漂流的运动中。因而，在北半球中高纬度海区，形成了呈逆时针

方向流动的副极地环流。

北印度洋海区，由于季风的影响，洋流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在冬、夏季风的作用下形成季风漂流。冬季盛行东北风，海水向西

流，洋流呈逆时针方向流动；夏季盛行西南风，海水向东流，洋流

呈顺时针方向流动。

世界表层洋流

构成了分别以副热带

和副极地为中心的大

洋环流。这一规律有

助于我们认识世界洋

流的分布，化复杂为

简单。

北极 北极

南极
风向 洋流

南极

极地东风
环流

环流
极地东风

 盛 行 西 风 西 风 漂 流

西 风 漂 流

南 赤 道 暖 流

北 赤 道 暖 流

赤 道 逆 流

东 南 信 风

盛 行 西 风

东 北 信 风

90 90

60 60

60 60

30 30

30 30

0 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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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 读图 4-14、图 4-17，识别太平洋副热带、副极地环流系统洋流的名称，说出

这两个环流系统所在海域东西两侧洋流的性质有什么不同，总结其中的规律，并在

其他大洋进行验证。 

2. 日本暖流（黑潮）和墨西哥湾暖流（湾流）都是副热带环流的组成部分，但

由于两者所处大洋及其附近大陆地形结构的差异，它们的性质差别非常大。据此，

完成相关任务。

（1）湾流无论在水量、热量和盐量输送等方面，都明显大于黑潮。试解释湾流

成为全球最大暖流的原因。

（2）黑潮很强大，但冬季对欧亚大陆东岸气温的调节作用比较微弱。试从季风、

地形等角度思考其原因。

三、洋流对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低纬度向中高纬度输送的热量，以大气环流输送为主，但洋流

输送也占一定比重。位于北纬 70°附近的摩尔曼斯克港，由于北大

西洋暖流的影响，成为著名的不冻港。

暖流流经地区空气暖湿，大气不稳定，对流强烈，降水较为丰

图 4-18　世界四大渔场分布

北海渔场

北海道渔场

纽芬兰渔场

秘鲁渔场

秘

鲁

日
本
暖
流

寒

流

千
岛
寒
流

拉
布
拉
多
寒
流

墨
西
哥
湾
暖
流

北 大 西 洋 暖 流东格陵兰寒流

　　纽芬兰渔场渔业资源丰富，曾有着“踩着鳕鱼群的脊背就可以走上岸”的美誉。但是，在几个世纪的肆意捕捞后，特别是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大型机械化拖网渔船开始在渔场作业后，渔业资源逐渐枯竭。2003 年，加拿大渔业部宣布将纽芬兰渔场彻底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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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 读图 4-14、图 4-19，完成相关任务。

图 4-19　哥伦布航海路线示意

（1）都柏林比圣约翰斯所处的纬度高，但 1 月份都柏林的气温为 8 ℃时，圣约

翰斯的气温通常在 0 ℃以下。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2）哥伦布从欧洲去北美洲时，走了图中 A、B 两条路线。有趣的是，走距离较

短的 A 路线用了 37 天，而走距离较长的 B 路线却只用了 22 天。试解释其中的原因。

（3）1978 年 3 月，“阿摩科·卡迪兹号”油轮在英吉利海峡附近失事，使 2.95 亿升

原油泄入海中。针对这次海上石油污染，你认为洋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大陆东西岸某些地区的气候，受洋流作用的影响显著。对照图 3-32 和图

4-14，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进行说明。

每年洋流从北极地区

挟带冰山南下，给海上航

运造成威胁。1912 年，“泰

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

上冰山，在北大西洋沉没。

在秘鲁附近海区，

受离岸风的影响，深层

海水上涌，把大量营养

盐类带到表层，形成了

世界著名的秘鲁渔场。

沛。寒流影响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少，下层冷却，易形成逆温，

降水稀少，有些地区甚至会出现荒漠。寒暖流交汇海区，海水受到

扰动，可将下层营养盐类带到表层，有利于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

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饵料，往往形成大型渔场。

洋流可为航海提供辅助动力，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帆船时代，

其作用更加明显。寒暖流相遇，容易形成海雾，影响海上航行。洋

流使得海洋污染物随之扩散，加快净化速度，但也扩大了污染范围。

ᰳ˖地ူ　ᤤસ性ॸν �　自然地ူ۲ᆨ96



探究

第三节 海—气相互作用

海—气相互作用是指海洋与大气间物质、能量持续交换的互相

影响过程。海洋是地球上巨大的热能储存库，对气候的形成和变化

具有重要影响。

阿拉伯半岛东面为波斯湾，西面为红海，两地夏季气温常达 30 ℃以上，而索马

里沿岸一带的气温，最热季节一般不到 25 ℃。赤道以北附近，印度洋表层水温呈现

东暖西冷的分布格局，对大气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热力作用，进而影响到其气压场。

1. 波斯湾、红海与索马里沿岸夏季气温存在着显著差异，对此现象进行解释。

2. 简要描绘赤道以北附近，印度洋由东到西大气环流系统的剖面结构。

图 4-20　8 月份印度洋表层水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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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气相互作用与水热交换

海洋的蒸发量约占地球表面总蒸发量的 86％，海水蒸发时会

把大量水汽输送给大气。大气中的水汽在适当条件下凝结，并以降

水的形式返回海洋，从而实现与海洋的水分交换。海洋的蒸发量与

其表层水温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海水温度越高，蒸发量就越大。

因此，海洋的热状况和蒸发情况，直接制约着大气水汽的含量与分

布。低纬度海区和有暖流流经的海区，海面蒸发旺盛，空气湿度

大，降水较丰沛，海—气间的水分交换也较为活跃。

海洋是大气的主要水源，也是地球上太阳辐射能的重要存储

器。海洋表面的反射能力弱，能够使海洋多保留一部分太阳辐射

能。海洋吸收了到达地表太阳辐射能的 70％，并将其中 85％的热

量储存在海洋表层，再通过潜热（海水蒸发吸收的热量或水汽凝结

释放的热量）、长波辐射等方式将储存的太阳辐射能输送给大气。

海洋向大气输送热量，是大气热量的主要供给者。海洋向大气输送

的热量，与其表层水温密切相关。水温高的海区，向大气输送的热

量也多。热带地区海洋面积大，是驱动地球大气系统的主要能量来

源地。同时，大气也向海洋输送能量。大气通过风作用于海洋，驱

动海水运动，把部分能量返还给海洋，并使海洋热状况产生再分

配，改变海洋对大气的加热作用。

阅读

海洋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除水热交换外，海—气间还存在气体和固体物质的交换。气体交换中以二氧化

碳的交换最为重要。

在全球碳循环系统中，海洋的作用比陆地更为重要。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

除少量被陆地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外，绝大部分通过海洋的物理—生化过程被同

化吸收，并以固态碳的方式向海洋深部转移。其具体过程是：海水通过与大气的接

触，直接溶解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海洋生物利用海水中所溶解的二氧化碳，进行光

合作用，并将二氧化碳固定在生物体内。被海洋生物固定的二氧化碳，一部分通过

生物的呼吸作用和残体分解释放到大气中，还有一部分形成碳酸盐沉积和有机碳沉

积（如煤、石油、天然气）。生物沉积作用将二氧化碳固定在岩石圈中，短时期内不

再参与地表的碳循环，从而降低了表层海水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有利于海洋表层从

大气中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对海洋和大气的二氧化碳平衡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地

平均而言，海洋

每年蒸发掉约 1.26 米

厚的海水。海水蒸发

潜热大，蒸发使海洋

每年失去巨额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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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气相互作用与水热平衡

海—气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大气环流和大洋环流，是维持全球

水热平衡的基础。不同纬度海区对大气加热的差异，会产生高低纬

度间的大气环流；海陆间对大气加热的差异，则形成季风环流。同

时，大气运动和近地面风带，是海洋水体运动的主要动力。大气环

流与大洋环流驱使着水分和热量在不同地区的传输，从而维持着全

球的水热平衡。

海—气相互作用，进行水分交换，构成地球上生生不息的水循

环。地球上的水时时刻刻都在循环运动，从长期来看，全球的总水

量没有什么变化。

球表面温度增高，海水温度会随之上升，二氧化碳在海水中的溶解度减小，那么将

有更多的二氧化碳返回到大气中。目前，海洋中溶解的二氧化碳，要比大气中二氧

化碳的含量高 60 倍。因此，海水温度继续上升，对地球将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海洋表层磷、氮等营养元素越

丰富，海洋浮游植物就越繁盛，海洋

表层被固定的二氧化碳就越多，从而

使海洋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量越

大。为平衡甚至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

的含量，以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我

们能否给海洋表层施施肥呢？

区域
多年平均蒸发量 /

千米 3

多年平均降水量 /
千米 3

多年平均径流量 /
千米 3

海洋 505 000 458 000 -47 000

陆地外流区域 63 000 110 000 47 000

陆地内流区域 9 000 9 000 —

全球 577 000 577 000 —

全球水量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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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在图 4-21 中：纬度低于

30°N，热量收入多于支出；纬

度高于 30°N，热量收入则少于

支出，且在极地差值达到最大。

想一想，根据热量收支情况，

赤道会不会越来越热，极地会

不会越来越冷？为什么？

图 4-21　北半球海洋热量收支随纬度的变化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N

辐射热量 /［焦 /（米 2·天）］

热量收入

热量支出

1 600

1 200

800

400

0

三、厄尔尼诺、拉尼娜及其影响

海—气相互作用能够调控全球水热平衡，对气候变化、自然环

境和人类活动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这个系统的异常变化会使局部

出现极端天气，干扰甚至威胁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

“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圣婴”的译音。在秘鲁寒流流经海

岸附近，圣诞节前后有时海水明显变暖，同时突降大雨，当地海鸟

结队迁徙。当地人把这种反常的现象归因为“圣婴”出现。厄尔尼

诺的出现，使得当地冷水性鱼类因不适应温暖海域的环境而大量死

亡，导致以这类鱼为食物的鸟类死亡或迁徙。研究证据表明，厄尔

尼诺现象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并大范围影响到天气状况和农

业生产。

大洋环流既影响海洋热量的分布，又影响海洋向大气的热量输

送过程。在地球系统的能量输送和平衡中，大洋环流与大气环流发

挥着重要作用。低纬度海洋获得更多的太阳辐射能，主要由大洋环

流把低纬度的多余热量向较高纬度输送；在中纬度，通过海洋与大

气之间的交换，把相当多的热量输送给大气，再由大气环流将热量

向更高纬度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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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图 4-22　1997 年厄尔尼诺引起的海水温度异常

图 4-23　2015 年厄尔尼诺引起的海水温度异常

厄尔尼诺的形成及其影响

在正常情况下，太平洋赤道两侧盛行稳定强劲的偏东信风，它将温暖的表层海

水吹离南美沿岸。当信风减弱时，南美太平洋沿岸表层水温增高，秘鲁寒流近赤道

段变性为暖流。当增温幅度大于 0.5 ℃并持续几个月至半年时，便形成了一次新的厄

尔尼诺事件。

厄尔尼诺直接导致了中、东太平洋及南美太平洋沿岸国家异常多雨，甚至引起

洪涝灾害。连绵阴雨曾使智利北部沙漠地区的湿度增加，出现了鲜花盛开的奇观。

-3 30

温度距平 / ℃

-3 30

温度距平 / ℃

　　注：海水温度距平指某一时段内海水平均温度与多年平均温度之差。正值表示比多年平均温

度高，负值表示比多年平均温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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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正常情况下的海—气相互作用示意 图 4-25　厄尔尼诺发生时的海—气相互作用示意

对流气流 对流气流减弱

海面温度偏高

降水量增加

冷水

蒸发

暖流 暖流
太平洋

冷水

信风
信风减弱

太平洋

东岸

西岸 西岸

东岸

蒸发

厄尔尼诺也使得热带西太平洋降水减少，造成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严重干旱。

有关研究表明，厄尔尼诺现象在减少二氧化碳释放、延缓全球变暖方面具有一

定的积极作用。世界热带海洋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有 3/4 来自太平洋赤道海域。厄尔尼

诺现象能减缓富含二氧化碳的上泛冷水的上移速度，从而减少海洋向大气释放的二

氧化碳数量。

活动

拉尼娜与厄尔尼诺均为海—气相互作用的结果。拉尼娜现象是因海面信风加速，

促使东部和中部太平洋离岸气流出现，造成深层海水将低温冷水上翻，从而使赤道

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面温度降低所致。读图 4-24、图 4-25，完成相关任务。

1. 比照正常年份赤道太平洋海域东西岸大气环流状况，绘制拉尼娜发生时该区

域的大气运动状态示意图；根据所绘示意图，说明赤道太平洋东岸和西岸地区可能

出现的气象灾害。

2. 以小组为单位，收集相关资料，讨论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对我国气候、河

流等可能带来的影响。

“拉尼娜”是西班牙语“小女孩”的译音。拉尼娜是指赤道太

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水温异常下降的现象。拉尼娜现象与厄尔尼诺

现象相反，故有“反厄尔尼诺现象”之称，但它对气候的影响程度

及威力比厄尔尼诺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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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5

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与差异性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崎岖的山地，变幻的大气，

奔腾的河流，浩瀚的海洋，丰富多样的生物……它们彼此

依存，相互影响，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和运动，构成了无

比奇妙的自然环境。自然地理要素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

地理景观，并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地理差异。关注自然环境

的整体性，把握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注重人与环境的协调

发展，是当代地理学的重要内容。

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



探究

第一节 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一、自然环境的组成

自然环境由以气体物质为主的大气圈、液态水为主的水圈、固

体岩石为主的岩石圈、生物有机体为主的生物圈组成。这些圈层中

的物质成分，在以地球内能和太阳能为主的各种环境能量的作用

树袋熊又称考拉，分布在澳大利亚大分水岭东北部、东部沿海岛屿和内陆低地

的桉树林中，主要以桉树叶为食。树袋熊集中分布区也是人类喜欢的定居之地。因

受人类活动的干扰，树袋熊面临很大的生态威胁。当地居民认为，人类集中居住干

扰了树袋熊的生活，于是把房屋分散修建于桉树林中。可事与愿违，分散居住的结

果，反而对树袋熊栖息地造成更大的威胁。

1. 为什么树袋熊集中分布区也是人类喜欢的定居之地？为什么人类分散居住反

而对树袋熊栖息地的影响更大？

2. 人类改变了树袋熊生存环境中的哪些因素，进而破坏了树袋熊生存环境的整

体性？分析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图 5-2　澳大利亚地形分布图 5-1　树袋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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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环境整体性的表现

（一）自然环境内在联系的整体性

整体性是指自然环境各组成要素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内在联

系的规律性。自然环境各组成要素或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和相互渗透，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某一要素或部分的变化，会

影响其他要素或部分甚至整体的改变，可形象地比喻为“牵一发而

动全身”。

整体性表现在不同尺度的地理环境中，大到全球尺度的海陆对

比，小到地方性尺度的森林系统。

我们家乡自然环

境各组成要素，是不

是简单地汇集在一起，

或是在空间上随机地

结合起来的呢？

下，形成了各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气候、水文、生物和土

壤等。

自然地理系统是

指各自然地理要素通

过物质流、能量流和

信息流的作用，结合

而成的具有一定结构

和功能的整体。

（二）自然地理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自然地理系统具有组成要素不具备的统一

的结构和功能，产生整体性效应。比如，形成土壤的功能、生产有

机物的功能等；东亚季风的形成，也是大陆与大洋组合后产生的新

功能。

自然地理系统整体性的强弱，取决于各组分的完备性和功能的

协调性。整体性强，系统抗干扰的能力强，稳定性就好；反之，则

表现为组分和结构简单，功能不协调，如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图 5-3　大尺度范围各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示意 图 5-4　小尺度范围各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示意

水圈

大气圈

生物圈

土壤

地下水风化壳

岩石圈

大气要素

生物要素

土壤要素 水文要素

地质要素

地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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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阿根廷的蜂蜜生产

阿根廷大部分位于亚热带和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世界蜂蜜生产和出口

大国。阿根廷蜜源植物种类繁多，主要有车轴草（俗称三叶草）、柑橘、桉树、紫苜

蓿、向日葵等，采蜜期一般为 10 月至次年 3 月。蜂蜜的产量、质量是当地地理环境

整体性效应的反映。阿根廷可划分为三个蜜源区，由于每个蜜源区自然地理要素及其

相互作用的差异，形成不同特征的自然地理系统结构，拥有了不同的产蜜功能。

东部平原区　地势平坦，气候条件适宜蜂业，是阿根廷主要的产蜜区。蜜源植

物以三叶草和柑橘为主，生产的蜂蜜呈浅琥珀色，深受国际市场欢迎。不利因素是

水灾较多、冬季潮湿、夏季多雨，蜂群有时发生病害。

北部亚热带区　纬度较低，气温较高，雨量充沛，蜜源植物种类繁多，蜂群发

育较快，生产的蜂蜜种类较多。

南部草原区　气候条件复杂，蜜源植物混杂，蜂蜜产量较少。

图 5-5　阿根廷蜜源区及地形分布

（三）自然地理系统整体性的演替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地理系统发展的方向、强度、形式会

发生变化。周期性的日变化、年变化是在现有结构中产生的，一般

不会导致系统的演替。当演变强度超过稳定阈限时，系统结构就会

遭到破坏，重新建立起新的系统结构，产生新的功能，形成新的平

衡。这便形成了自然地理系统整体性的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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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相关任务。

就苏门答腊岛的地理位置来看，当地

应属于热带雨林景观。而由于海拔等因素

的影响，该岛热带雨林景观分布较少。该

岛西海岸经常遭受“印度洋拍岸浪”的袭

击。这是一种高高卷起的拍岸浪，呈一长

排或两排、三排向海岸推进，冲击力量甚

大，可把渔船举至浪巅，然后翻转倒下。

该岛西海岸年降水量 3 000 毫米，山区达

4 500 ~ 6 000 毫米；山脉东坡至沿海平原年

降水量 2 000 ~ 3 000 毫米；岛的南北两端

年降水量仅 1 500 ~ 1 700 毫米。

1. 运用整体性原理，分析导致苏门答腊岛热带雨林景观分布有限的原因。

2. 运用整体性原理，解释苏门答腊岛缺少天然良港的原因。

3. 导致苏门答腊岛降水空间差异的主导地理要素是什么？

三、自然环境整体性与人类活动

认识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对我们利用自然资源、修复生态系

统、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其实就是利用自然地理系统中的某些要

素，并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某种单项资源，甚至单项资源的某一

部分，都与其他自然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整体系

统。在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改变了某种要素，会影响到其他要

素甚至自然环境，比如改变了植被状况，引起土壤和径流的变化，

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对小气候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全球森林尤

其是热带雨林的减少，是影响全球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地区之间的环境状况是相互影响的。例如，在黄土高原过度

垦殖，不仅破坏了当地生态，使农业生产处于低产落后、恶性循环的

状况，也是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洪涝、风沙、盐碱等灾害的重要原因。

非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需要其他资源的配合，也影响到其他环

境要素。例如，平均每生产 1 吨铜，需要消耗相当于 35 吨煤炭的

图 5-6　苏门答腊岛地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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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相关任务。

美洲鹤属于世界稀禽之一，体态优

雅，鸣声嘹亮，其高声鸣叫能传播到 3

千米开外的地方，又称高鸣鹤；其大部

分时间生活在湿地里，被戏称为“水中

老人”。美洲鹤曾广泛分布于北美洲大

陆湿地。随着移民的到来，大量湿地被

排干后变成耕地。人们修筑房屋、道路、沟渠等，使得美洲鹤栖息地严重破碎化，

再加上猎杀和拾卵，其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如今，美洲鹤逐渐从北美洲大陆湿地上

消失，已成为世界濒危鹤类之一。

图 5-8　美洲鹤地理分布

图 5-7　美洲鹤

（1）从整体性角度说明移民在开发土地资源时导致湿地减少的原因。

（2）为什么尽管恢复了部分区域被破坏的湿地环境，但要恢复美洲鹤原来的生

活环境却仍有很多困难？

（3）从整体性角度分析，为什么人工训练美洲鹤并野外放飞，实验成功的难度

非常大？

2. 据图 5-3，绘制一幅地形、气候、水文、生物、土壤等自然地理要素间的相互

关系示意图，并以我国西北内陆地区为例，阐明各要素间的关系。

3. 咨询当地居民，在学校邻近地区是否存在自然地理要素特征或环境整体特征

与周边地区差别明显的地方。若存在，经实地考察后，从整体性角度解释其原因。

能源，会产生 142 吨废渣。同时，开采矿石使土地废弃，排出废物

和消耗能源也会给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自然资源的开发利

用，要有综合的考虑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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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第二节 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性

一、自然环境差异性的表现

地球表层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无处不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差异。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赤道附近，地处坦桑尼亚东北部，邻近肯尼亚边境，东西延

伸约 80 千米；海拔 5 895 米，为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因阻挡了印度洋上吹

来的潮湿海风，在南坡较低海拔处降水丰沛，形成热带雨林景观。南坡自山麓到山

顶，植被垂直分带明显，依次为热带雨林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温带森林带、

高山草甸带、高山寒漠带和高山冰雪带。乞力马扎罗山因山顶的火山口终年遍布冰

雪，宛如晶莹的玉盘，被称为“赤道雪峰”。

1. 有人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乞力马扎罗山顶的冰雪可能会消

失，到时“赤道雪峰”将名存实亡。你是怎么看的？说出你的理由。

2. 自山麓到山顶，乞力马扎罗山拥有热带、温带和寒带的植被景观。试从水热

配置的角度，分析其景观差异的形成原因。 

图 5-9　乞力马扎罗山远景（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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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地球表层的差异性

读图 5-10，完成相关任务。

二、地域分异的基本规律

地球表层的差异性表现为大小不等、内部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一

系列地域单元，并由此产生各地域单元自然条件的差异，这就是地

域分异。地域分异表现出一定的有序性和普遍性，就是地域分异规律。

（一）纬度地带性分异规律

太阳辐射能在地球表层的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有规律的差异

性，这成为制约自然环境差异性的基本因素。一般来说，太阳辐射

带来的热量，从低纬度向高纬度逐渐减少，引起其他自然地理要素

和环境整体特征大体上沿纬线延伸，并随着纬度而变化。这种呈纬

向带状分布的差异，就是纬度地带性分异。

1. 根据图中合成卫星影像，说出在地球陆地表层有哪些主要的自然地理景观类型。

2. 图中箭头所指示的自然景观，各自反映了哪一种典型的自然带？

3. 想一想，在自然带内部是否还存在着差异？试举例说明。

合成卫星影像所显示的

地球表层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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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纬度地带性分异规律的复杂性

地球自转造成地表流体，包括气团、洋流等发生偏转，从而增加了纬度地带性

格局的复杂性。由于海陆组成物质的差异引起能量收支状况的改变，导致纬度地带

性规律发生很大的变形或扭曲，致使地球表面某些纬度地带并不呈现连续的带状分

布，而往往发生中断或尖灭。因此，仅仅用纬度地带性分异规律，还不能全面解释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

（二）干湿度地带性分异规律

在同一纬度地带内，降水量往往从沿海到内陆逐渐减少，

从而形成不同的自然环境。这种由于水分条件不同而导致的其

他自然地理要素和环境整体特征的差异，被称为“干湿度地带

性分异”。这种分异多沿经度方向变化，又称为“经度地带性

分异”。

1. 填表比较纬度地带性分异规律与干湿度地带性分异规律。

地域分异规律 自然带更替方向 形成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 举　例

纬度地带性分异规律

干湿度地带性分异规律

低、中、高

纬度地区相比较，

哪个地区的干湿

度地带性分异最

为明显呢？

2. 在图 5-16 中，标出东经 20° 经线和北纬 50° 纬线。读图，完成相关任务。

（1）在非洲从赤道出发，沿 20° E 经线依次向南、向北行进，自然景观将发生怎

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2）从欧洲西海岸出发，沿 50° N 纬线向东行进，自然景观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3）近赤道地区有一个高温带，1 月和 7 月平均气温均高于 24 ℃，称为热赤道。

热赤道平均位于北纬 5° ～10° ，就北半球季节而言，冬季在赤道附近或南半球大陆

上，夏季则北移到北纬 20° 左右。议一议，热赤道的存在，对纬度地带性分异规律

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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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垂直分异规律

在一定高度的山区，随着高度上升，温度逐渐降低，降水发生变

化，从山麓到山顶，自然环境及其组成要素会出现逐渐变化更迭的

现象，这就是垂直分异。出现垂直分异的山区，处在一定的纬度和

干湿度地带上，必然受纬度地带性分异规

律和干湿度地带性分异规律的双重制约。

在垂直分异规律的支配下，具有一定

高度的山体，由下而上出现随等高线延伸

的不同带状自然环境，称为垂直自然带。

植被和土壤是自然环境的“镜子”，因而

垂直自然带的划分，通常以植被或土壤为

主导标志。垂直自然带在珠穆朗玛峰地区

有明显的表现。同一山体的垂直自然带，

又有阴坡和阳坡的明显差异。
图 5-11　天山垂直分异景观

图 5-12　珠穆朗玛峰地区垂直自然带分布示意

读图 5-12，完成相关任务。

垂直带谱是指

山地由下而上按一

定顺序排列形成的

自然带序列。

8 848.86

6 000

5 000

4 000

3 000

2 000

南侧

年均温 /℃年降水量 / 毫米 年降水量 / 毫米

<-6.0 -10.0~-4.0

-10.0~-4.0

-4.0~3.0

高山寒冻冰碛地衣带

-6.0~-2.0400~600

300~500

300~500

200~300350~600

700~1 500

1 800~2 500

2 000~2 500

-2.0~2.5

2.5~7.0

7.0~10.0

10.0
~15.0

高山寒冻草甸
垫状植被带

高山寒冻草甸
垫状植被带

高山寒冻
冰碛地衣带

亚高山寒性
灌丛草甸带

高原寒性
    半干旱
        草原带

山地寒温性
针叶林带

山地针阔叶
混交林带

山地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带

海拔 / 米

年均温 /℃

高山

冰雪带

7 000

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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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较珠穆朗玛峰南坡与北坡降水量的差异，并解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2. 为什么珠穆朗玛峰南坡出现的垂直带谱比北坡复杂？

3. 山地雪线的海拔与气温和降水有密切关系。想一想，珠穆朗玛峰南坡雪线比

北坡低的原因有哪些？

基带、林线、雪线

垂直带谱的起始带称为基带。基带与山地所处水平地带的水热条件相适应。基

带类型既决定了整个带谱的性质，也决定了一个完整带谱可能出现的结构。一个完

整的带谱，顶带应该是永久冰雪带。倘若山地不够高，顶带则为与其高度及生态环

境相对应的其他自然带所代替。

森林上限是垂直带谱中一条重要的生态界线，常称为林线。林线对环境临界条

件变化的反应十分敏锐，其分布高度主要取决于温度和降水，但强风的影响也很明

显。垂直带谱中另一条重要界线是雪线，即永久冰雪带的下界。雪线高度是山地水

热组合的综合反映。

图 5-14　雪线图 5-13　林线

（四）地方性分异规律

地方性分异是较小尺度的地域分异，它是在地方地形、地方气

候、较大范围地面组成物质等差异的影响下，自然环境各组成成分

及其组合沿一定地势剖面发生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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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分异常常表现出有序性和重复性的规律。有序性指在地

方地形的影响下，自然环境各组成要素及其组合沿着一定梯度有规

律地更迭。重复性则表现为有相同发育历史的自然单元，在相邻的

小区域内重复出现。例如，在黄土高原的多个小流域内，都能看到

川地、冲沟等地形呈树枝状镶嵌在塬、墚、峁、土石山等之间的

同一类地形单元里。

地方性分异还发生在更小的尺度上。诸如坡麓、坡面、坡顶

的地貌部位差别是最重要的小尺度地域分异。岩性和土质的差别也

是小尺度地域分异的重要原因。由于基岩风化壳直接影响土壤的发

育，在相同的地貌部位，岩性的差别可以形成不同的小环境，生长

不同的植物种类。例如，华北的石灰岩山坡，土壤呈碱性，多生长

柏树；花岗岩风化的山坡，土壤呈酸性，多生长油松。

图 5-15　黄土高原

阅读

华北平原地方性分异

华北平原的地形分异，从滨海到山麓依次为：滨海平原、冲积平原、洪积—冲

积平原，其间还有两个过渡性洼地区。各部分的地表组成物质、地表水系、地下水

位和矿化度、排水条件、土壤肥力、植被覆盖和土地利用等，都表现出明显的地域

差异。



三、主要陆地自然带

陆地自然带存在着显著差异。从炎热多雨的赤道到冰雪覆盖的

极地，从湿润的沿海到干燥的内陆，形成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

绿色植物是陆地自然带中的生产者，而植物群落的组成成分和

结构，决定着消费者（动物）和分解者（微生物）的种类与构成。

因此，根据植物群落的特征，可划分出不同的陆地自然带，它们的

空间分异主要受制于热量和水分条件。

图 5-16　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

森林自然带一般分布于湿润和半湿润地区，是生产量最大的陆

地自然带。根据纬度地带性分异规律，地球自赤道到极地可划分为

热带雨林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温带落叶阔叶林带、亚寒带针

叶林带（泰加林）和寒带苔原带等类型。

草原自然带一般分布于半湿润、半干旱的内陆地区，这里降水

量较少（250～450 毫米／年），且集中于夏季。自然带植物以草本植

物为主。因纬度和热量条件不同，大致可分为热带草原带和温带草

原带。

荒漠自然带一般分布于干旱地区，因纬度和热量条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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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热带荒漠带和温带荒漠带。荒漠自然带降水稀少（小于 250

毫米 / 年），气温变化剧烈，日较差很大。严酷的自然环境限制了

许多植物的生存，多生长旱生小乔木、灌木、仙人掌类植物，种

类贫乏，结构简单。由于食物不足，消费者的种类和数量很少，

常见者如蝗虫、蜥蜴、老鼠和一些鸟类。对于干旱环境，它们具

有很强的适应性，如夏眠、夜行、耐旱等。荒漠属于十分脆弱的

生态系统。

图 5-17　热带雨林带景观 图 5-18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景观

四、自然环境差异性与因地制宜

认识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掌握地域分异规律，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地方分异状况，因地制宜部署农业生

图 5-19　热带荒漠带景观 图 5-20　温带荒漠带景观

描述图 5-17 至图 5-20 所示陆地自然带的景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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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我国陆地自然带分布

1. 读图 5-21，结合已学知识，完成相关任务。

（1）观察图中①、②、③所示自然景观，描述其差异以及所反映的地域分异规

律，说明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

（2）观察图中③、④、⑤所示自然景观，描述其差异以及所反映的地域分异规

律，说明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

（3）以海南岛热带季雨林为例，说明自然环境整体性的含义；从海南岛地形、

气候等因素考虑，图中AB 线上植被景观是否一致？倘若不一致，说出沿线自然景观

的差异。

产，明确土地利用方式，确定农作物种植种类，确保农业生产顺利

进行以及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避免土地退化和环境恶化。

32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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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下列材料，对你的家乡进行考察。

在生态建设中，只有因地制宜，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湿润地区可植树造林，

结合实际选择适生树种。在较为干旱的地区，优先选择适应性强的灌丛群落，乔木、

灌木、草本合理搭配，不宜单纯种植一种乔木。草原自然带不适宜大规模植树造林，

注重恢复草被。针对以往过度的开发活动，在森林自然带宜退耕还林，在草原自然

带可退耕还草，在湿地区域适度退耕还湖。

（1）观察当地从平原到山地（或从河谷到山脊、从城镇到乡村）的自然环境分

异和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按照因地制宜思路加以分析。

（2）如认为土地利用现状合理，可作出整体评价；如认为土地利用现状不够合

理，则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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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nticline 背斜

anticyclone 反气旋

atmospheric pressure 气压

basin 盆地

circle of latitude 纬线

cold current 寒流

cold front 冷锋

Coriolis force 地转偏向力 / 科里奥利力

crystal 晶体

cyclone 气旋

earth revolution 地球公转

earth rotation 地球自转

earth’ s axis 地轴

ecliptic plane 黄道面

equator 赤道

equatorial low 赤道低压

fault 断层

fold 褶皱

Foucault pendulum 傅科摆

headward erosion 溯源侵蚀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国际日界线

isobar 等压线

latitude 纬度

lithosphere 岩石圈

longitude 经度

magmatic rock 岩浆岩

meridian 经线

metamorphic rock 变质岩

mineral 矿物

monsoon 季风

North Pole 北极

A p p e n d i x

ocean current 洋流

plain 平原

plate 板块

plateau 高原

polar circle 极圈

polar day 极昼

polar high 极地高压

polar night 极夜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气压梯度力

sedimentary rock 沉积岩

South Pole 南极

stream capture 河流袭夺

subpolar low 副极地低压

subtropical high 副热带高压

syncline 向斜

terminator 晨昏线

the Autumnal Equinox 秋分

the prime meridian 本初子午线

the Spring Equinox 春分

the Summer Solstice 夏至

the Winter Solstice 冬至

time zone 时区

trade wind 信风

Tropic of Cancer 北回归线

Tropic of Capricorn 南回归线

tropical cyclone 热带气旋

undersea tunnel 海底隧道

volcano 火山

warm current 暖流

warm front 暖锋

weathering 风化作用

英汉地理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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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

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我们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

标准（2017 年版）》，组织专家对原普通高中地理实验教科书进行了修订，编写

出这套《普通高中教科书·地理》，经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2019 年审查

通过。现将本教科书热忱地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套教科书遵循《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确立的基本理念和

目标要求，通过选取体现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和符合学生生活经验的素材，采

取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体系架构和呈现方式，全面系统落实学生地理核心

素养的培育。本套教科书集中反映了当前基础教育课程研究和实验的成果，凝

聚了参与课程改革的广大学者、专家、教研人员以及一线教师的集体智慧。一

大批地理教师和地理科研人员为本套教科书的修订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付出了

艰辛的努力。在此，我们向所有为本套教科书建设提供过帮助和支持的社会各

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套教科书出版之前，我们通过多种渠道与教科书所选用资料和图片的

作者进行了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但仍

有部分作者未能取得联系，恳请这些作者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支付稿酬。

教材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师生在使用本教

科书的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及时反馈给我们。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完成地理教科书建设这一光荣使命！

                                                     

教材编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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