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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摇 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

一、自然灾害及其影响

员援 自然灾害：指由于员摇 摇 摇 摇 摇 变化造成的圆摇 摇 摇 摇 摇 、

猿摇 摇 摇 摇 摇 、社会失稳、资源破坏等现象或事件。

圆援 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对人类的影响

猿援 自然灾害危害程度的地域差异

受地区之间的远摇 摇 摇 摇 摇 发展水平和苑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地

区差异的影响，自然灾害的危害存在着地域差异。

二、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

员援 不同自然灾害持续时间不同

（员）愿摇 摇 摇 摇 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崩塌等。

（圆）怨摇 摇 摇 摇 自然灾害：如洪涝、干旱。

圆援 具有区域员园摇 摇 摇 摇 现象

（员）串发性灾害链：如寒潮—低温—霜冻。

（圆）并发性灾害链：如地震并发滑坡、崩塌、海啸、火灾。

（猿）串发—并发性灾害链：如台风诱发泥石流和洪涝等

灾害。

猿援 具有员员摇 摇 摇 摇 和群聚现象

群聚地区：板块与板块的交界处；地貌的突变区；不同气候

带的边缘地带。

三、主要自然灾害的形成及分布

员援 自然灾害的主要类型

主要自

然灾害

员圆摇 摇 摇 灾害 → 热带气旋、员猿摇 摇 摇 、寒潮

员源摇 摇 摇 灾害 → 地震、滑坡和泥石流

员缘摇 摇 摇 灾害 → 洪涝、风暴潮

生物灾害 → 病害、员远摇 摇 摇













和鼠害

圆援 世界主要自然灾害带

灾害带 主要的自然灾害

员苑摇 摇 摇 摇 摇 沿岸几百千米

宽的自然灾害带

火山、员愿 摇 摇 摇 摇 、台风、海

啸、风暴潮

员怨摇 摇 摇 摇 摇 之间的环球自

然灾害带

水旱、风暴潮、台风、山地地

质灾害

四、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的影响

员援 人类活动影响地表环境的稳定程度

（员）结合实例分析人类活动使环境的稳定性增加的原理

（圆）结合实例分析人类活动导致环境的稳定性降低的原理

圆援 人类活动影响受灾体的易损程度

（员）人类活动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易损程度的影响

（圆）工程措施对受灾体易损程度的改变

（猿）影响人自身的易损程度

员援 主要气象灾害的形成、分布、危害、






























































主要特点和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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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飓风） 寒潮 暴雨 干旱

形成

条件

①有广阔的热

带洋面；②有

一定的地转偏

向力，使水平

气流偏转而形

成漩涡，故赤

道附近洋面没

有 台 风（ 飓

风）；③近地面

有充足的湿热

的空气不断补

充；④有下热

上冷的不稳定

的大气层结，

促使空气上升

及水 汽 凝 结

致雨

极地地区强冷

空气入侵，造

成急剧降温

由准静止锋

或台风（飓

风）等天气

造成连续性

强 降 水。

①气流做稳

定的上升运

动；②大气

较稳定，停

留时间长；

③有源源不

断 的 水 汽

补充

由于长期

受反气旋

或单一气

团长时间

控 制，造

成长时间

无雨或异

常 少 雨，

导致土壤

严重缺水

多发

区

西太 平 洋 地

区、孟加拉湾、

墨西哥湾、加

勒比海地区和

东太平洋地区

温带地区

锋面活动频

繁的温带临

海地区和台

风（飓 风）

频 繁 登 陆

地区

降水变率

大的季风

气 候 区、

热带草原

气候区和

干 旱、半

干旱地区

多发

季节
夏秋季节 冬半年

夏 秋 季 为

主，温带海

洋性气候区

和地中海气

候区多发生

在冬季

四季均可

发生

危害

强风毁坏农作

物、交通通信

设施等；强降

水带来洪涝灾

害，引发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

强风引发风暴

潮对 海 上 交

通、生产造成

巨大损失；低

温对农作物造

成冻害；造成

的强降雪、冻

雨对交通、电

力等造成巨大

危害

引发洪涝灾

害冲毁或淹

没农田和作

物；引发滑

坡、泥石流

等 地 质 灾

害，对人们

生命和财产

造 成 巨 大

危害

造成农作

物减产或

绝 收，导

致人畜饮

水 困 难，

造成牲畜

大量死亡

台风（飓风） 寒潮 暴雨 干旱

特点

持续时间短；

季节性强；有

一定的移动路

径；登陆处灾

情最严重；登

陆后 削 弱 速

度快

影响范围广，

有明 显 的 路

径，季节性强

季节性较强

持续时间

长，范 围

广，具 有

渐发性

防御

气象卫星和气

象雷达监视、

预报，提前转

移人 口 和 财

产，做好预防

及时预报，及

时准备

加强监测和

预报，工程

措施防洪，

建立洪水预

报预警系统

培育耐旱

作 物，加

强农田水

利 建 设；

合理调整

农 业 结

构，发 展

先进灌溉

技术

［说明］摇 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形成条件：①强风条件；②有丰
富的疏松地表物质，即有丰富的沙源；③不稳定的大气层结。
圆援 列表分析泥石流形成的条件

项目 条件

地形

地貌

条件

地形
山高谷深，地势陡峻，沟床纵坡降大，流域形态

便于泥石流汇集

地

貌

形成区

上游：多为三面环山、一面出口的漏斗状，地形

比较开阔，周围山高坡陡，山体破碎，植物生长

不良，有利于流水和碎屑物质集中

流通区
中游：多为狭窄陡深的峡谷，谷床纵坡降大，使

泥石流能够迅速下泻

堆积区
下游：多为平坦开阔的山前平原或河谷阶地，

使碎屑物质有堆积场所

松散

物

固体物质

来源

地质构造复杂，断裂褶皱发育，新构造活动强

烈，地震烈度较高。地表岩层破碎、滑坡、崩

塌、错落等不良地质现象发育，提供丰富的固

体物质来源

物质

来源

条件

碎屑物

质来源

岩层结构疏松软弱，易于风化、节理（即破裂）

发育，或软硬相间成层地区，因易受破坏，提供

丰富的碎屑物质来源

工程活

动产物

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开山采矿、排石弃渣

等，往往也为泥石流提供大量的物质来源

水源条件

水既是泥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泥石流的

重要激发条件和搬运介质（动力来源）。泥石

流的水源有暴雨、冰雪融水和水库（池）溃决

水体等

猿援 地质灾害相关性分析
摇 摇 地质灾害主要包括地震、火山喷发、滑坡和泥石流，它们
在成因上表现出关联性，而在分布上表现出区域性，

































































 在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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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群发性。地质灾害的关联性如下图所示：

源援 洪水形成原因的分析方法

因素 影响

流域

状况

水系

状况

降水强度 降水强度大，历时长，造成洪水水量大，水位高

地面坡度

土壤含水率

植被覆盖率

支流多少

河道曲直

河谷坡度

入海口

地面坡度大

土壤含水率高

植被覆盖率低

支流多，特别是扇形

河道弯曲

纵向坡度小

入海口狭窄

汇水速度加快，有利于

洪水形成

排水速度减慢，容易形

成洪水

人为

原因

破坏

植被

导致流域汇水速度加快，加剧水土流失和河

道淤积，使河流水位升高、河床坡度减小，诱

发或加剧洪水

围湖造田 围湖造田使湖泊对洪水的调节能力减弱

例 员 摇 圆园园猿 年 远 月下旬至 苑 月中旬，淮河流域出现了自

员怨怨员 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为缓解水位上涨压力，政府启

用安徽省境内部分蓄洪区实行分洪，安全搬迁群众 源援 远 万人，

还启用了怀洪新河分洪等措施（如下图）。读图完成下列

要求。

（员）材料中直接反映出的自然灾害的特点有 （ 摇 摇 ）

①危害的严重性 摇 ②发生时间的突发性 摇 ③发生频率

的区域性摇 ④具有连锁发生的特点

粤援 ①②③ 月援 ①②④
悦援 ②③④ 阅援 ①②③④

（圆）说明形成这次大洪水的原因。

摇 摇 摇 摇
（猿）为缓解水位上涨的压力，政府采用分洪等措施。这

说明人类活动对自然灾害的影响是 （ 摇 摇 ）
粤援 人类的活动会加剧自然灾害的发生
月援 自然灾害的发生能完全避免
悦援 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
阅援 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或减轻自然灾害

［解析］摇 本题以 圆园园猿 年淮河流域特大洪水为背景，考查自
然灾害的特点、洪涝灾害的成因及防治措施。（员）材料描述
的是淮河流域，该区多发洪涝，此次洪涝造成 源援 远 万人搬迁、
大面积受灾的严重后果，但未呈现出洪水诱发的相关灾害。

（圆）洪水形成的条件是多方面的，该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
候向温带季风气候过渡的地区，降水兼具南方降水的持续性

和北方降水的集中性特点，所以更容易引发洪灾。（猿）人类
可通过分洪等措施减轻洪水灾害，说明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抑制或减轻自然灾害，但人类不能杜绝自然灾害的

发生。

［答案］摇（员）粤摇 （圆）（淮河流域受副热带高压带北缘影响，
导致主要雨带转入江淮流域，或江淮流域汛期，梅雨季节或出

现持续强降雨，淮河干支流水位普遍上涨）多雨（梅雨）季节，

持续强降雨。摇（猿）阅
例 圆 摇 干旱是我国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下图反映了我国

员怨缘园 耀 员怨怨员 年间不同区域干旱季节分布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员）判断图中旱灾最严重的地区（写序号）并说明依据。

摇 摇 摇 摇
（圆）分析②、③两区旱灾季节差异产生的原因。

摇 摇 摇 摇
（猿）说明①区春旱引发的最主要的次生灾害及其监测

手段。

摇 摇 摇 摇
［解析］摇（员）理解题目中“旱灾最严重的地区”应是旱灾粮

































































 食损失量占全国旱灾粮食损失总量的百分比和旱灾面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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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旱灾面积的百分比最高的地区，即 月和 悦最高。由图中
信息可知：②区 月为 猿圆％，悦 为 缘员％，均是全国最高。（圆）②
区位于华北平原，春季我国东部的锋面雨带还没有移到本

区，因此，降水少；而春季太阳直射点北移，这里太阳高度增

大，气温回升很快，土壤水分蒸发旺盛，造成②区春旱严重。
夏秋季节锋面雨带转移到华北、东北地区，③区在副热带高
气压带控制下，盛行下沉气流，天气炎热干燥，形成伏旱。

（猿）①区是我国东北地区，这里有全国最大的林区，由于干旱
导致树林缺水、枯枝落叶干燥易燃烧，很容易引发森林大火。

利用遥感技术可及时发现出火点的位置及火区范围，为迅速

组织扑救提供可靠的资料。

［答案］摇（员）②区。依据：②区的旱灾粮食损失量占全国旱
灾粮食损失总量的百分比（或 月）和旱灾面积占全国旱灾面
积的百分比（或 悦）均最高。摇 （圆）②区：春季降水少；升温
快，蒸发旺盛。③区：夏、秋季受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盛行下
沉气流，干燥少雨。摇（猿）森林火灾；遥感技术。

例 猿 摇 读下图，回答问题。

（员）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西南地区是地震和泥石流的
多发地区，在川、滇、黔交界的地带形成了以地震、滑坡、泥石

流为主的灾害系统。该地区这三种地质灾害多发的自然原

因是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圆）人类活动及其对自然环境施加的影响，可以间接或

直接诱发地质灾害。人类对植被的破坏是摇 摇 摇 摇 （地质灾
害）日趋频繁的重要原因，人类大规模的工程活动是造成

摇 摇 摇 摇（地质灾害）的重要原因。
（猿）当今世界，地质灾害发生的频度和成灾强度不断提

高的原因是： 摇 摇 摇 摇。
（源）为什么说我国地震带与泥石流的主要分布地区有明

显的相关性？

摇 摇 摇 摇
［解析］摇 本题主要考查主要的地质灾害及其关系，因此了解
主要的地质灾害类型并充分理解其相互间在成因上的内在

联系是解题关键。地震、火山喷发、滑坡和泥石流是主要的地

质灾害类型。一般说来，地壳活跃的地带，多断裂发育、岩石

破碎、地形高峻、暴雨集中，因而既多火山、地震，又容易发生

滑坡和泥石流，如我国青藏高原东南部和横断山区，既多火

山、地震，又是滑坡和泥石流的多发区，且在地震发生的同时

往往产生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可见地质灾害具有关联性。

［答案］摇（员）该地带现代地壳活动强烈，地震频发，震级大。
由于地壳活动强烈，山体中断裂发育，岩石破碎，风化严重，加

上干湿季节分明，暴雨集中，促使滑坡、泥石流灾害多发 摇
（圆）泥石流摇 滑坡摇（猿）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密集发展，加之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摇（源）地震多分布在现代地
壳活动强烈的地区，地震频繁的地区，山体中断裂发育，造成

岩石破碎，为泥石流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一旦有暴雨因素诱

发，就容易形成泥石流。因此在我国地震和泥石流的分布图

上，二者表现出较好的相关性。

员援 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摇 由中国气象学会、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地震局
承办的“圆园园愿 年防灾减灾论坛”于 圆园园愿 年 怨 月 员愿 日在河
南省郑州市开幕。“圆园园愿 年防灾减灾论坛”主题为“防灾
减灾与应急对策”。

材料二摇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省 圆园园愿 年
员园月 员圆 日到 员缘 日早晨出现持续强降雨。海口、文昌等地
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超过 缘园园 皂皂，市中心城区被淹，交
通大面积瘫痪，不少居民家中被淹，人们出行及日常生活

出现严重的困难。

（员）自然灾害对人类影响巨大，其形成的必备条件有哪些？

（圆）此次海南省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之长、降雨面积之广，
为历史少见。此次强降雨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双项选

择） （ 摇 摇 ）
粤援 南海热带低压移动缓慢，长时间在海南近海徘徊
月援 南海热带低压势力强大
悦援 北方弱冷空气与热带低压冷暖系统相互作用，大气
上升运动明显加剧

阅援 北方冷空气南下形成快行冷锋
（猿）简要分析海口市中心城区被淹的主要原因。

（源）此次洪灾中海南省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受灾严重，这
主要是受摇 摇 摇 摇 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的灾情大小
与哪些因素有关？

圆郾 下表为 圆园园苑 年气象卫星监测的我国西南三省林区火灾次
数统计表。读下表，回答下列问题。

员 月 圆 月 猿 月 源 月 缘 月 远 月 苑 月 愿 月 怨 月
员园

月

员员

月

员圆

月

贵州 圆员 猿缘 缘源 缘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猿远 愿

四川 圆猿 苑 圆远 愿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猿

云南 圆缘 员园源 缘猿源 员缘缘 员怨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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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说明西南三省林区火灾发生的时间分布特征，并分析
其原因。

（圆）请从水土保持的角度指出森林火灾对当地造成的
危害







。

专题二摇 中国的自然灾害

一、中国自然灾害的特点

员援 灾害种类多样且员摇 摇 摇 摇 摇
圆援 成灾人口与圆摇 摇 摇 摇 灾情严重
（员）成灾人口集中省区：山东、河南、河北、四川、湖北、安

徽、湖南和江西等省。

（圆）农业灾情区域分异：东部受猿摇 摇 摇 摇 、干旱、冷冻、风
雹等影响，源摇 摇 摇 摇 灾情严重；西部受缘摇 摇 摇 摇 、旱
灾、虫灾等影响，牧业灾情严重。

猿援 自然灾害远摇 摇 摇 摇 摇 显著

分布地区 主要灾害 形成原因
对工农业生产

的影响

海

洋灾

害带

主 要 指

苑摇 摇 摇

和

愿摇 摇 摇

海域

以台风、怨 摇

摇 摇 摇 、赤潮

等自然灾害

为主

受 海 洋

环 境 的

影响

对海洋渔业和

石油 平 台、船

舶、港 口 造 成

灾情

东

南沿

海灾

害带

主 要 指

员园 摇 摇

摇 摇 以

南 的 东

南 沿 海

地区

以台风、风暴

潮、暴雨、洪

涝、员员 摇 摇 摇

摇 摇 等自然

灾害为主

受 海 洋

与 员圆 摇

摇 摇 双

重 环 境

的影响

对城市、港口、

海水养殖场等

造成严重灾情

东

部灾

害带

主 要 指

地 势 第

员猿 摇 级

阶梯

洪涝、员源 摇 摇

摇 摇 、病虫害

是主要的自

然灾 害。此

外，东 北 的

员缘摇 摇 摇 摇 、

华北的地震

也很显著

是 许 多

大 江 大

河 的 下

游地区

对农业和城市

危害严重

分布地区 主要灾害 形成原因
对工农业生产

的影响

中

部灾

害带

主 要 指

员远 摇 摇

摇 摇 以

东 的 地

势 第 二

级阶梯

以 暴 雨、洪

水、 地 震、

员苑摇 摇 摇 摇 、

泥石流等自

然灾害为主，

而且水土流

失、风蚀沙化

等土地退化

问题严重

是 中 国

自 然 环

境 最 为

员愿 摇 摇

摇 摇 、地

表 物 质

最 不 稳

定 的 大

斜 坡

地带

对农业、交通设

施与建筑物造

成严 重 危 害。

其中，内蒙古的

雪灾，黄土高原

的暴雨洪水和

干旱，西南地区

的地震、滑坡和

员怨 摇 摇 摇 摇 灾

害尤为突出

西

北灾

害带

主 要 指

西 北 内

陆 的 新

疆、 甘

肃、圆园 摇

摇 摇 摇 、

内 蒙 古

西 部

地区

以地震、圆员 摇

摇 摇 摇 、霜

冻、干旱、病

虫害等自然

灾害为主

是 中 国

的 圆圆 摇

摇 摇 区

对绿洲农业、城

市建筑和畜牧

业造成灾害

青

藏高

原灾

害带

主 要 指

西藏、青

海 和

圆猿摇 摇

西北部

以暴风雪、地

震、圆源 摇 摇 摇

摇 摇 、雪崩等

自 然 灾 害

为主

地势高，

气温低

对圆缘 摇 摇 摇 摇

造成严重灾害

二、中国的主要自然灾害

员援 中国的地质灾害

多发的原因 特点 分布 灾情

地震

灾害

我国位于亚

欧板块与 圆远

摇 摇 摇 摇 摇

交界地带，以

及亚欧板块

和圆苑 摇 摇 摇

摇 摇 挤压碰

撞带上

范围广、

频度高、

强度大、

震源浅、

烈度高

基本上遵循活

动性断裂带的

分布。西多东

少，主要有青

藏、新疆、华北

和台湾四个多

发区

东重西轻，

特别是地

震多发的

南北地震

带、华北地

区及台湾

地区的地

震灾情最























































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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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的原因 特点 分布 灾情

滑坡

和泥

石流

灾害

山地面积广，

山高沟深，地

势陡峻，地质

构造复杂和

上层岩性相

对松软，夏季

多雨等

分 布 广

泛，类型

齐全，爆

发频繁，

规 模

巨大

主要发生在我

国的山区，特

别是圆愿 摇 摇 摇

地区。在地域

上具有广泛和

相对集中的分

布特点

西南地区

为重灾区

圆援 中国的水文灾害

时空分布 成因分析 影响

洪水

灾害

暴雨

洪水

源 耀 怨 月；圆怨 摇 摇 摇

摇 摇 区各大江河的

中下游平原地区

台风、锋面等引

起降水多且集

中；地势低平，

雨季河流排水

不畅；人类活动

不合理

①范围最

广，时间最

长，危害最

大；②易导

致 涝 灾

发生

融雪

洪水

源 耀 缘 月融雪洪水，

苑 耀 愿月冰川融水；主

要分布在西部和东

北高纬度山区

随气温升高，积

雪、冰川融化形

成洪水

对农业影

响 最 为

严重

冰凌

洪水

初冬和猿园摇 摇 摇 摇 ；

河流从低纬流向高

纬度的河段，黄河上

游的宁夏、内蒙古河

段和部分下游河段，

及松花江部分河段

初冬时下游河

段先冰冻，初春

时上游河段先

解冻，从而引起

上游河水越过

下游冰面，溢出

两岸，形成洪水

影响城市、

交 通、工

业等

风暴

潮灾

害

台风

风暴

潮

苑 耀 员园 月（愿 月、怨 月

最为 集 中）；东 南

沿海

台风（热带气

旋）引起

温带

风暴

潮

春季和秋季；渤海和

黄海沿岸地区

温带气旋和冬

季风引起

影响东部

沿海地带

的城市、工

业、交 通、

海 洋 渔

业等

猿援 中国的气象灾害

成因 源地 时空分布

干

旱

长时间由单一气

团控制，无有效降

水，导致土壤严重

缺水

东北区：在盛夏季节，特别是辽河与

嫩江流域

猿员摇 摇 摇 摇 区：旱灾最频繁、影响最

严重的地区，特别是春季

江淮区：旱灾多发生在 苑 耀 愿 月，故称

“猿圆摇 摇 摇 摇 ”

华南区：以夏秋旱为主、春旱次之

西南区：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旱灾。

云南和川西山地多春旱

成因 源地 时空分布

台

风

在热带或副热带

洋面上的强烈发

展的热带气旋

西北太平洋

猿猿摇 摇 摇 摇 季节、

东南沿海的粤、

琼、闽、浙等省区

寒

潮

由强冷空气迅速

入侵造成大范围

的剧烈降温

极地大陆（西伯

利亚地区）和极

地冰洋（北冰洋

地区）

冬半年（怨 月至次

年 缘 月），除猿源 摇

摇 摇 摇 、青藏高

原、台湾外的大部

分地区

源援 中国的生物灾害

生物灾

害类型
分布 特点 危害

农

作

物

病

虫

害

小麦

锈病

各麦区均有发生，分布

最广，危害最严重的

病害

水稻

病害

主要分布在猿缘 摇 摇 摇

摇 摇 以南

棉铃

虫

广泛分布于我国产棉

区，黄河流域棉区与

猿远摇 摇 摇 摇 棉区危害

最重

种类多，危

害大，灾情

猿苑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造成农作物

大 面 积 减

产，甚至绝

收；导致农

产品大批变

质，造成严

重 的 经 济

损失

森林病

虫害

猿愿摇 摇 摇 摇 分布在地

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

级阶梯的分界线处，落

叶松毛虫分布在中温

带，赤松毛虫分布在暖

温带，马尾松毛虫分布

在热带、亚热带

森林病虫害

的 分 布 与

猿怨摇 摇 摇 、

气温有关

林木生长量

减少，森林枯

死；对我国森

林工业造成

极大损失，对

森林生态功

能造成严重

破坏

蝗灾

分布在华北和华东沿

海各省，对我国危害

最大

蝗灾与源园 摇

摇 摇 摇 存在

链 发 性 关

系，蝗灾具

有 爆 发 性

特点

啃食农作物

与牧草，导

致农牧业受

损失，造成

农作物绝收

鼠灾

亚洲东部喜湿鼠类危

害区与亚洲中部耐旱

鼠类危害区

发 生 面 积

广、种类多、

危害大，对

农、林、牧业

造成的损失

相当严重

糟蹋粮食、

破坏源员 摇 摇

摇 摇 、危害

林木、传播

疾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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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灾

害类型
分布 特点 危害

生物

入侵

东部地区最为严重，主要入侵生物有

紫茎泽兰、薇甘菊、空心莲子草、豚草、

毒麦、互花米草、假高粱、凤眼莲、飞机

草等 员远 个物种

破坏源圆 摇 摇

摇 摇 安全，

威胁生物的

多样性；带

来 病 原 生

物；破坏遗

传多样性，

造 成 遗 传

污染

员援 我国自然灾害频率高、强度大的原因分析

圆援 我国西南地区地质灾害多发的原因

猿援 长江流域多暴雨、洪涝的原因

源援 我国气象灾害相关性分析

缘援 我国气象灾害多发地区的原因分析

远援 台风与寒潮灾害成因、源地、时空分布及危害的对比分析

例 员 摇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环境复杂，是世界上自

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结合下图，回答问题。

（员）Ⅰ区域突出的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分别是什么？

摇 摇 摇 摇
（圆）Ⅰ 耀Ⅴ区域共有的气象灾害是摇 摇 摇 摇 ，原因何在？

































































 摇 摇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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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Ⅳ和Ⅶ区域地震灾害频发，在地震灾害强度相近的
情况下，Ⅳ区域的损失更大，为什么？

摇 摇 摇 摇
［解析］摇 本题主要考查我国自然灾害的区域分布、同一自然
灾害造成危害程度的地域差异、旱涝灾害多发区的自然环境

特点等相关知识。（员）Ⅰ区域主体部分为黄淮海平原，该区
东北部有华北地震带，易受地震影响；本地区还是我国主要

的蝗灾分布区。（圆）Ⅰ 耀Ⅴ区位于我国的东部季风区，降水
的变率大；加之一些平原地区地势低洼，干旱、洪涝灾害频繁。

（猿）和Ⅶ区相比，Ⅳ区人口、城市、财产密集，交通便利，工农
业相对发达，地震灾害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更大。

［答案］摇（员）地震，蝗灾。摇 （圆）干旱和洪涝 摇 位于季风气
候区，降水的变率大；平原区尤其是河流的中下游平原和河

口地带，地势低洼，排水不畅，易形成洪涝灾害；人口密集，经

济发达，灾害损失大。摇 （猿）Ⅳ区比Ⅶ区人口、城市、财产密
集，交通便利，工农业相对发达。

例 圆 摇（圆园园怨·宜昌）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摇 圆园园愿年 缘月下旬以来，我国江南、华南和西南东部出现
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一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截至 圆园园愿 年 缘 月 圆愿 日上午 怨 时，湖南省连降三日的暴
雨，已造成 苑 人死亡，员员 人失踪，农作物受损面积 苑 万亩，源园园
多栋、圆 员园园 间房屋倒塌，道路交通中断 缘 条，毁坏路基 源苑 噪皂。

圆园园愿 年 缘 月 圆缘 日至 圆苑 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望谟县、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毕节地区织金

县等 员苑 个县市遭受洪涝风暴灾害袭击，共造成 员愿 人死亡，员圆
人失踪，员远远 人受伤，源 远园园 多人被紧急转移安置。
材料二摇 我国部分地区雨涝分布示意图。

（员）读图说明我国雨涝区的分布规律，并从地形与降水
的特点方面分析这样分布的原因。

摇 摇 摇 摇
（圆）图中 粤地区为多涝区，试从人为因素方面分析其原

因，并提出解决措施。

摇 摇 摇 摇
［解析］摇 本题主要考查我国雨涝灾害的成因和多发区及湿润
地区洪涝多发原因分析。（员）我国地势东高西低，降水量从东
南向西北递减，依据这两点来分析我国雨涝灾害分布原因。

（圆）粤为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这里洪涝多发与上游的乱砍滥

伐和中游的围湖造田关系密切。针对原因提出解决措施。

［答案］摇（员）我国雨涝区分布规律大体是从东南向西北递
减。原因：我国的降水量分布规律是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

递减；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东部多平原，排水不畅。摇 （圆）原
因：上游地区乱砍滥伐，陡坡开垦；中游围湖造田。措施：上游

地区植树种草，退耕还林；修建水库（三峡工程）；中游地区退

耕还湖，裁弯取直。

例 猿 摇 分析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摇 干旱灾害是我国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据统计，
我国自然灾害中 愿缘％为气象灾害，而干旱灾害又占气象灾害
的 缘园％左右。
材料二摇 我国部分地区干旱灾害分布区域图。

材料三摇 中国各地降水季节分配表（占年总量的百分比）。

地区 春雨 夏雨 秋雨 冬雨

华南地区 员员 源猿 猿怨 苑

华北平原 怨援 愿 苑猿 员猿 源援 圆

长江中下游地区 圆圆 源缘 员愿 员缘

西北干旱区 猿圆 圆怨 员园 圆怨

摇 摇（员）图中 粤、月、悦是我国三个干旱严重地区，分别说明干
旱形成的季节及原因。

摇 摇 摇 摇
（圆）我国①、②两地区全年降水比较丰富，但干旱严重，

简要分析造成两地区干旱的主要原因。

摇 摇 摇 摇
（猿）③地区为湿润地区，但在 苑、愿 月份常出现旱情（如

圆园园远 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简要分析形成的主要原因。

摇 摇 摇 摇
［解析］摇 本题主要考查我国的干旱灾害。（员）首先判断 粤、
月、悦三地区分别为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然
后结合我国锋面雨带的推移规律分析出答案。（圆）①、②两
地区分别代表云贵高原与海南岛。云贵高原是典型的喀斯特

地貌，地表水下渗严重，因此缺乏地表水而干旱；海南岛中央

高、四周低的地势以及面积比较小，不利于水的集聚而变得干

旱。（猿）③地区位于长江流域的四川盆地，苑、愿 月份首先要考
虑副热带高气压带的影响，还要考虑到地形的影响。

［答案］摇（员）粤地区主要为春旱。原因：春季降水少，并且春
季气温升温较快，造成蒸发量大，形成春旱。月地区主要为伏
旱（苑、愿 月份）。原因：该地在 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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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降水少，气温高，形成伏旱。悦地区主要为冬旱。原因：冬
季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冬季风影响，降水少，但此地区纬度低，

冬季气温较高，形成冬旱。摇（圆）①地区石灰岩分布广泛，形
成喀斯特地貌，多地下暗河，地表水渗漏比较严重。②地区为
海南岛，其中部为山地，中央高四周低，河流流速快，而且河流

比较短，使当地地表水缺乏。摇 （猿）③地区（四川盆地）地形
封闭，苑、愿 月份受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气流下沉，气温高，蒸
发量大，易形成干旱。

例 源 摇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摇 圆园园愿 年共有 圆圆 个台风生成，其中 员园 个台风在我国
登陆，登陆比例为有观测资料以来最高。其中，第 员 号台风
“浣熊”于 源 月 员愿 日在海南省文昌市登陆，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登陆最早的一个台风。

材料二摇 影响我国的热带气旋路径图。

材料三摇 圆园园愿 年 员圆 月 愿 日，“圆园园怨年海峡两岸自然灾害防治
交流合作研讨会”筹备会在福州召开，两岸代表就 圆园园怨 年 远
月将在福州共同举办的“海峡两岸自然灾害（台风、※）防治
交流合作研讨会”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员）从材料二图中可以看出，台风在我国登陆的地域主
要集中在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四省。
（圆）影响我国的热带气旋移动路径比较复杂，但归纳起

来大致可分为①西移、②西北移、③北移和④转向路径四类，
其中对海南省影响最大的路径是摇 摇 摇 摇 。
（猿）影响我国的热带气旋均来自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且有两

个集中生成区域，一是 摇 摇 摇 摇 以东洋面，一是 摇 摇 摇 摇 中
北部洋面。

（源）材料三中两岸将重点交流合作共同防治的两种自然
灾害，除台风外，最有可能是哪一种自然灾害？该种自然灾害

在台湾频发的原因是什么？该自然灾害最容易诱发的次生

灾害有哪些？

摇 摇 摇 摇
［解析］摇（员）读材料二图，观察台风登陆位置，可判读出主要
集中的四个省份。（圆）结合材料和图示，可以看出热带气旋
对海南省影响最大的路径是①西移路径。（猿）读图观察，影
响我国的热带气旋都产生于西北太平洋，一是菲律宾以东洋

面，一是南海中北部洋面。（源）根据台湾省常发自然灾害和
危害程度，最可能是台风和地震；台湾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

洋板块交界处，地壳活跃，易发生地震；地震又容易诱发滑坡、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答案］摇 （员）海南 摇 广东 摇 福建 摇 台湾 摇 （圆）①西移 摇
（猿）西北太平洋摇 菲律宾 摇 南海 摇 （源）地震。位于亚欧板块
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地壳比较活跃。滑坡、泥石流。

员援 根据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摇 圆园园愿 年 猿 月 圆员 日，新疆于田、策勒发生 苑援 猿 级地
震。地震造成房屋倒塌和损坏，没有人员伤亡，但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 员 园园园 多万元。
材料二摇 员怨苑远 年唐山发生 苑援 愿 级地震，造成 圆源援 圆 万人死
亡，直接经济损失 缘源亿元（人民币）。圆园园愿年 缘 月 员圆 日，我
国汶川地区发生 愿援 园 级地震，地震遇难人数及失踪人数总
和超过 愿苑 园园园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愿 源缘员亿元（人民币）。
材料三摇 中国地震多发区分布示意图。

（员）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分析地震危害程度的地域差异。

（圆）根据材料三，说明我国地震分布特点。

圆援（圆园园怨·合肥）根据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摇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 圆园园愿 年 怨 月 猿 日警告
说，热带风暴“汉娜”源 日可能再次升级为飓风，经过巴哈
马群岛后移向美国沿海。除“汉娜”外，大西洋海域另外两

场热带风暴“艾克”和“约瑟芬”正朝美国方向移动。之

前，“古斯塔夫”已经于 怨 月 圆 日在路易斯安那登陆。
材料二摇 圆园园愿年 怨月 圆日至 怨月 猿日热带风暴移动路径图。

（员）“汉娜”是热带气旋强烈发展的结果，下图中能正确表
示北半球热带气旋气流运动状况的是 （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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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与“汉娜”成因相同且对我国气候造成严重影响的天
气系统是摇 摇 摇 摇 ，该天气系统主要形成于摇 摇 摇 摇
海域，其影响的省区主要有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等省，形成的灾害主要有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摇 摇 摇 摇 等。

（猿）除上述自然灾害之外，对我国危害最为严重的自然灾
害还有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等，试说明我国自然灾害多
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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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摇 防灾与减灾

一、自然灾害的监测与防御

员郾 自然灾害监测系统

圆郾 地理信息技术在自然灾害监测与防御中的应用
（员）遥感技术在自然灾害监测与防御中的应用

（圆）地理信息系统在自然灾害监测与防御中的应用
进行预警、动态监测、灾害发生成因与规律分析、苑摇 摇
摇 摇 摇 调查、愿摇 摇 摇 摇 摇 等，为制定减灾预案和指导
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依据。

猿郾 自然灾害的防御
（员）非工程性防御措施

（圆）工程性防御措施

二、自然灾害的救援与救助

员郾 灾前准备

（员）核心问题：救灾物质员源摇 摇 摇 摇 和员缘摇 摇 摇 摇 ；救灾物

质的员远摇 摇 摇 摇 摇 。

（圆）核心任务：储备员苑摇 摇 摇 摇 摇 。

（猿）我国十个国家级救灾物资储备基地：天津、员愿摇 摇 摇 摇 摇 、

员怨摇 摇 摇 摇 、圆园摇 摇 摇 摇 、圆员摇 摇 摇 摇 、武汉、圆圆摇 摇 摇 摇 、

圆猿摇 摇 摇 摇 、圆源摇 摇 摇 摇 和西安。

圆郾 灾中应急

（员）主要目的：尽可能地挽救圆缘摇 摇 摇 摇 、保护圆远摇 摇 摇 摇

安全，并尽量减少灾害造成的影响和圆苑摇 摇 摇 摇 。

（圆）交通通行能力：在受灾时要进行圆愿摇 摇 摇 摇 、圆怨摇 摇 摇 摇 ，

以保证救援区与灾区的交通畅通。

猿郾 灾后恢复

（员）核心措施：恢复、重建猿园摇 摇 摇 摇 、生产线，恢复猿员摇 摇

摇 摇 、生产秩序。

（圆）中国的防灾抗灾工作方针：“以猿圆 摇 摇 摇 摇 为主，防、

抗、救相结合”。

三、自然灾害中的自救与互救

员郾

















































地震中自救与互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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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郾 洪水中的自救与互救

列表分析地理信息技术在自然灾害监测中的作用

主要功能 在自然灾害监测中的作用

遥感技术

（砸杂）

观测范围广、信息获

取量大、获取速度

快、实时性好、动态

性强。空间上，多波

段、多时相和全天

候；时 间 上，同 步

观测

①可观察沙尘暴、台风、暴雨等

灾害性天气的形成过程；②可迅

速地发现一些初发时人眼难以

察觉的突发性灾害，如森林火

灾、赤潮等；③不受地面条件限

制，充分发挥“千里眼”的优越

性；④在灾害发展过程中和消除

后，对灾害发生的规模、速度以

及是否复发进行监测

地理信息

系统（郧陨杂）

对信息进行综合处

理和空间数据分析，

具有空间定位、定性

和定量分析功能

对自然灾害进行预报预警、动态

监测、灾害发生成因与规律分

析、灾害损失调查、灾情评估等，

还可以为制定减灾预案和指导

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依据

主要功能 在自然灾害监测中的作用

砸杂和

郧陨杂结

合

信息获取和空间分

析结合

灾前：圈定危险区，对危险程度

做出评价，指导防灾活动。灾

中：对灾情实况监测，指导抗灾

活动。灾后：评价损失，指导救

灾活动

全球化定

位系统

（郧孕杂）

采集某点经纬度和

海拔高度，以便实现

导航、定位和授时等

交通导航、绘制地图、人员救生、

地震监测等

例题 摇（圆园园怨·江苏）下图是“我国某地区地形等高线及某

时刻海平面等压线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摇 摇 该地某中学地理小组开展研究性学习，拟定了两个研究

课题，即“山区农业资源合理利用调查研究”和“本地形成堰

塞湖可能性的研究”。通过查找资料、实地考察获得以下信

息：西北部海拔 缘园园 皂以上山地的坡度多在 圆圆毅以上，已有大

片开垦为耕地；在 耘、云两地附近有多处崩塌滑坡。崩塌滑坡

容易导致峡谷堵塞形成堰塞湖。如果你是课题组成员，请根

据以上信息回答：①西北部海拔 缘园园 皂 以上山地适宜发展

摇 摇 摇 摇 ，建议摇 摇 摇 摇 。②在 耘、云 两地中，摇 摇 摇 摇 地附

近较容易形成堰塞湖，建议应用地理信息技术中的 摇 摇 摇 摇

技术密切监视崩塌滑坡的动态。

［解析］摇 本题考查滑坡地质灾害形成条件、治理和监测手

段，以及等值线图判读能力和有效信息提取能力。地势陡峻、

高差大，植被覆盖较差易发生滑坡，因此在山区植树造林能减

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结合图例信息可知 耘 地为陡

坡，又位于峡谷地带，一旦形成滑坡将会堵塞河道，形成堰塞

湖。对滑坡进行不间断的监测最有效的手段是遥感技术。

［答案］摇 林业摇 退耕还林（或封山育林）摇 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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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郾（圆园员园·杭州）根据下图，回答问题。

（员）图中面积最大的生态工程是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其主

要功能是什么？

（圆）沿海防护林主要防御哪些自然灾害？

（猿）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的生态作用在于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对防止哪些类型的自然灾害起作用？

（源）地面沉降治理城市分布在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地区，简析地

面沉降的原因。

圆郾 根据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摇 圆园园源 年 员圆 月 圆远 日上午 愿 时，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

岛以北海域发生了里氏 愿援 怨 级地震，并引发了巨大的海

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死亡近 猿园 万人。本次海啸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纷纷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并捐钱

捐物参与印度洋海啸的灾后重建工作。

（员）该海域多地震的原因是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地震诱发了海啸，说明了各种灾害之间

具有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圆）本次海啸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其主要的人为因素

是 摇 摇 摇 摇。

（猿）我国政府派遣了救援队赶赴灾区，参与救援，对外称

“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并向主要受灾国捐钱捐物，从

救援方式看，上述行为属于 摇 摇 摇 摇。

（源）圆园园缘 年 猿 月 员员 日，香港演艺界大汇演为海啸灾区筹款

猿苑园园 多万港元，此举动从救援方式上看属于 摇 摇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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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摇 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

员郾（圆园园怨·安徽）根据材料和图，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
问题。

材料摇 下图中 粤地年平均降水量 苑猿源援 缘 皂皂，其中夏季降
水量占全年的 远员援 源％；员 月平均气温 原 员圆郾 园 益，苑 月平均
气温 圆源援 远 益。

我国某地区略图

分析图示区域干旱、洪涝灾害多发的主要自然原因。

圆郾（圆园园怨·福建）堰塞湖是指河道因山崩、冰碛物、泥石流或
火山熔岩阻塞而成的湖泊。下图为“缘·员圆 汶川地震中北
川县城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分区示意图”。结合有关知识，

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员）说出汶川地震引发的地质灾害类型。据图说明极重灾
区空间分布的特点。

（圆）分析唐家山堰塞湖形成的自然原因。

猿郾（圆园园愿·重庆）图甲是“员 月某时地面天气图”（单位：百
帕）。读图回答问题。

此天气系统引起的主要灾害性天气对图乙阴影区域的农

业生产有何危害？

源郾 阅读图文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摇 新华网 圆园园愿 年 缘 月 缘 日消息摇 强热带风暴“纳尔
吉斯”缘 月 圆 日在缅甸伊洛瓦底省海基岛附近登陆，随后
直扑缅甸三角洲地区，一路扫荡伊洛瓦底省、勃固省和仰

光省，猿 日凌晨突入仰光市中心。据缅甸国家电台 远 日报
道，本次热带气旋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 圆圆 源远源 人。
下图示意某一年按热带气旋发生次数统计出来的八个海

域（未按顺序排列）的发生频率。

（员）说出热带气旋发生频率居前三位的海域。

（圆）据所学知识分析，热带气旋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造成的损失（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有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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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分析缅甸三角洲地区受灾严重的
原因。

（源）为减少热带气旋袭击带来的损失，从科技、宣传和工程
建设等方面考虑，需要采取的对策主要有哪些？

缘郾 结合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摇 员怨愿猿 耀 员怨愿缘 年非洲经历了 圆园 世纪最大的一次干
旱。从北到南有 猿源 个国家遭受大旱，其中 圆源 个国家发生
饥荒，员 亿多人口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次饥荒被联合国称
为“非洲近代史上最大的人类灾难”。可怕的旱灾使一些

地方的河流、湖泊干涸。由于河口海水倒灌，非洲西部原

本肥沃的良田变成了盐碱地，飞扬的黄沙淹没了沙漠边缘

的田园和牧场。此外，干旱还导致火灾频发，烧毁了树林

和咖啡、可可种植园。员怨愿缘 年降水略有增多，蝗虫又铺天
盖地地飞来。

（员）非洲多旱灾的原因是什么？

（圆）干旱又引发了哪些自然灾害？试画一幅由干旱引发的
灾害链示意图。

远援（圆园园怨·山东）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摇 圆园园苑 年第 员远 号台风“罗莎”于 员园 月 圆 日生成，台
风“罗莎”远 日横扫台湾。据台湾《联合晚报》苑 日报道，台
风已造成 苑 人死亡，圆 人失踪，缘圆 人受伤，死伤人数可能还
会增加。

材料二摇 圆园园愿 年 员 月 员园 日以来，一场强烈的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袭击我国南方等地，其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

之长、强度之大、所造成的灾害之重均为历史罕见。

材料三 摇 雨涝指因大雨、暴雨或持续降雨使低洼地区淹
没、渍水的现象。

中国各地降水量季节分配（占年总量百分比）

地区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华南地区 员员 源猿 猿怨 苑

华北平原 怨援 愿 苑猿 员猿 源援 圆

长江中下游 圆圆 源缘 员愿 员缘

西北干旱区 猿圆 圆怨 员园 圆怨

（员）地质灾害的诱发因素有那些？简述台湾东西部地质灾
害的特点差异及原因。

（圆）圆园园愿 年 员 月 员园 日以来我国南方遭受雨雪冰冻天气的
影响，随着冰雪的融化可能发生哪些次生地质灾害？

（猿）根据材料三和所学地理知识分析我国雨涝灾害的时空
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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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摇 中国的自然灾害

员援（圆园员园·福州）圆园园怨 年 员圆 月，随着电影《圆园员圆 世界末日》的
全球公映，人们对地震、火山喷发、海啸等自然灾害有了新

的认识。读下图，回答有关问题。

我国西南地区地震、泥石流分布图

（员）常见的地质灾害包括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其中危
害最大的是摇 摇 摇 摇 。

（圆）由材料可知，地震造成的危害主要有哪些？

（猿）由材料及图可看出，云南所处的西南地区地震频发，试
分析其原因。

圆援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是世界上泥石流灾情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分析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摇 中国泥石流分布图。

材料二摇 中国泥石流成因地域特征表。

区域 成因类型 特点

青藏高原东南部山区 冰川泥石流
规模巨大，频繁而

猛烈

川滇山地 降雨泥石流
较频繁，与人类经济

活动密切相关

黄土高原
暴雨激发的黄土

泥石流

频率、规模和强度均

不及山区泥石流

华北和东北地区 暴雨引发泥石流
频率较低，但规模大

且迅猛

（员）说出我国泥石流的主要分布地区。

（圆）分析黄土高原泥石流形成的主要原因。

（猿）为了防治川滇山地频发的泥石流，例举出人类应采取
的正确应对措施。

猿援（圆园园怨·海南）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摇 风暴潮是一种海洋灾害，具有来势猛、速度快、强度
大、破坏力强的特点，可冲毁海堤、道路，吞噬沿海地区的

码头、工厂、村镇，酿成巨大灾难。圆园园愿年我国风暴潮灾害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员怨圆援 圆源 亿元。
（员）指出引发我国沿海地区风暴潮灾害的天气系统。

（圆）简要回答海南岛沿海风暴潮类型、空间分布特点及减
灾对策。

源援（圆园园怨·浙江）读下图，完成下列问题。

（员）图示区域中，水土流失地区的分布规律是什么？

（圆）分别说明 粤、月地区地质灾害类型及其成因。

（猿）悦地区为什么多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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