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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１部分　地球与地图

●单元综述

本单元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复习有关地球的

基础知识，包括地球的形状和大小、经线、经度、纬线、纬度、经

纬网和几条特殊的经纬线等。在各种考试中，本部分内容有时

单独命题，但更多的时候往往和地图结合在一起，作为考查地

图知识的前提条件在试题中出现。由于读图、析图能力考查一

直是高考命题的重点，而本部分知识对于读图、析图来说又往

往产生“一招出错，满盘皆输”的后果，因此本部分的复习丝毫

不能大意。

第二部分地图既是地理学的基础知识之一，也是地理学

科特色的重要体现。只有弄懂了地图三要素的知识，才会明白

地图的制图原理，进而分析和表达地图呈现的内容、现象、规

律，提高自身的地理科学素养。从过去的高考试题来看，本部

分内容的试题以选择题命题形式为主，有时在综合试题中亦

有涉及，估计今后的趋势仍将如此，但更加注重应用能力的

考查。

在复习时要养成“图”、“文”对照的习惯，充分运用地图认

识地球表面空间区域（空间定位），利用图中信息提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找出地理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巩固所学地

理知识的关键所在。

●整体感知























第一讲　地球和经纬网

考纲定位 高考展望

１．地球的形状和大小、地轴、两极、经线、本

初子午线、经度、赤道、纬度、纬线、经纬网

及其地理意义。

２．东西半球的划分、南北半球的划分、高中

低纬的划分，南北回归线，南北极圈。

３．时区的划分、日界线、国际标准时间、北京

时间、区时的应用。

　　本部分主要复习有关地球的基础知识，包括地球的形状和大小、经线、经

度、纬度、纬线、经纬网和几种特殊的经纬线等。在各种考试中，本部分内容

有时单独命题，但更多的时候往往和地图结合在一起，作为考查地图知识的

前提条件在试题中出现。

　　综观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涉及本单元的命题多注重考查考生读图析图、

计算推理能力。经纬网和政区图、地形图相结合是提供高考试题知识背景的

重要手段。经纬网的判读及其与地球光照图的结合、区时的换算与时政内容

将成为高考命题的热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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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理

知识点一 经纬线的特点

经线 纬线

概念
地球仪上连接

南北两极的线

地球仪上同赤

道平行的线

特
点

形状 半个圆，且都不平行 一个圆，且都平行

方向 指示南北方向 指示东西方向

长度 都相等（约２万千米） 自赤道向两极逐渐缩短

度
的
划
分

划分
从本初子午线向东、

向西各分１８０度

从赤 道 向 南、向 北 各 分

９０度

实质

某地子午线平面与本

初子午线平面之间的

夹角（面面夹角）

某地点到球心的连线与赤

道平面的夹角（线面夹角）

图示

代号 东经（Ｅ）、西经（Ｗ） 南纬（Ｓ）、北纬（Ｎ）

分布

规律

东经度的度数愈向

东愈大　西经度的

度数愈向西愈大

北纬的度数愈向北愈大　

南纬的度数愈向南愈大

主要经

纬线

本初子午线、１８０°经

线、２０°Ｗ、１６０°Ｅ

赤道、南北回归线、南北

极圈

半球

划分

２０°Ｗ～０°～１６０°Ｅ为

东半球　１６０°Ｅ～１８０°

～２０°Ｗ为西半球

赤道划分南北半球

　某人从赤道以北４０千米处出发，依次向正南、

正东、正北、正西各走１００千米，最后位于

Ａ．出发点　　　　　　　Ｂ．出发点以东

Ｃ．出发点以西 Ｄ．出发点东北

　本题考查经线和纬线的

特点。所有的经线都等长；纬线不等长，

纬度越高，纬线圈越短。本题作图可一

目了然：图中由出发点向南至 Ａ 点为

１００千米，可知 Ａ点离赤道６０千米，Ａ

点的纬度比出发点的纬度要高，设 Ａ到

Ｂ为１００千米，由于Ａ、Ｂ所在纬度比Ｃ点高，则Ｃ点到出发点

的距离大于１００千米，从Ｃ向西走１００千米到达的目的地应在

出发点以东。

　Ｂ

１．甲地（０°，９０°Ｅ）、乙地（６０°Ｎ，９０°Ｅ）、丙地（０°，４０°Ｅ）、丁

地（６０°Ｓ，４０°Ｗ）与本初子午线的距离最近的是 （　　）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知识点二 用经纬网（经纬度）判定方向

　　１．在用经纬网确定两点相互方位时，应注意的问题是：

（１）同一经线上的两点为正南、正北的关系，同一纬线上的

两点为正东、正西的关系。

（２）若两点既不在同一条经线上，又不在同一条纬线上，在

判定两点间的方位时，既要判定两点间的东西方向，又要判定

两点间的南北方向。

（３）按纬线确定东西方向则是相对的，理论上讲地球上没

有最东的地点，也没有最西的地点，判定东西方向，首先要选择

劣弧段（两点间的弧度小于１８０°的弧段），再按地球自西向东

的自转方向确定方位。

２．利用经纬度判断方向，应注意数值变化与方向的关系：

北纬度增大的方向为北，南纬度增大的方向为南，东经度增大

的方向为东，西经度增大的方向为西。两地分别为东、西经度

时，若经度数之和小于１８０°，则东经度在东，西经度在西；若两

地经度数之和大于１８０°，则相反。

　下列四幅图中，甲地在乙地西北，丙地在丁地东

南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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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部分　地球与地图

　本题考查运用各种形式的经纬网辨别方向的能

力。Ａ图可以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法则判断。Ｄ图是以

极点为中心的俯视图，根据地球自转方向和两点间弧距较短的区

间来判定其东西方向，再根据纬度来判别南北方向。Ｂ、Ｃ两图的

经纬线都是弯曲的，先根据某两点距极点的远近确定位于南或北

方向，再根据地球自转方向判别其位于东或西方向。

　Ｂ

２．读图，判断甲地在乙地的 （　　）

Ａ．东南　　Ｂ．西北　　Ｃ．正南　　Ｄ．正北

知识点三 利用经纬网（经纬度）计算距离

　　１．纬度１°的实际弧长约是１１１千米。若两地在同一条经

线上，只要知道两地的纬度差，就能计算出两地间的距离。

２．在赤道上经度１°的实际弧长大约是１１１千米；南北纬

６０°纬线上，经度１°的间隔长度约为１１１／２千米。

３．在同一条纬线上（假设此纬线的纬度为φ），经度１°对应

的实际弧长大约为１１１×ｃｏｓφ千米。因此，两地若在同一条纬

线上，只要知道两点经度差就可以计算出两点间的距离（不是

最短距离）。

４．如果Ａ、Ｂ两点经度不相同，纬度也不相同，计算两点间

距离时需要进行估算，先假设两点的经度相同或者纬度相同，

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或缩小。

　下图为亚洲两个国家略图，据地理坐标判断，甲

乙两地距离约为

Ａ．３００千米 Ｂ．５５０千米

Ｃ．１３００千米 Ｄ．１５５０千米

　 图 中 甲 地 （３４°Ｎ，

３６°Ｅ）、乙地（２９°Ｎ，４８°Ｅ），两点既不在

同一纬线上，也不在同一经线上。若

不考虑地球球面的影响，两点间的直

线距离可由勾股定理求出，如右图。

在南北方向上，两点相差５个纬度间隔，其距离约为１１１

×５＝５５５千米；在东西方向上，两地相差１２个经度间隔，由图

②比例尺可估算出，在此纬度附近，经度相差１°距离大约１００

千米，即东西距离约为１００×１２＝１２００千米。由此可计算出甲

乙两地的距离约为１３００千米。

　Ｃ

３．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地球形状的认识经历了

“天圆地方”、“圆球体”、“扁球体”和“不规则扁球体”的漫长过

程。目前对地球形状的精确研究主要是基于

Ａ．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

Ｂ．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

Ｃ．遥感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

Ｄ．数字地球

一、经纬度的分布特点及判断

１．经纬度的分布特点（图示法）

２．经纬度的判断方法

（１）纬度的判断

①某地的纬度，也就是该地向地心做的铅垂线与赤道平

面的夹角。

②北半球某地的纬度数，是该地看北极星的仰角，或者说

就是北极星的地平高度（南半球看不到北极星）。

③自南向北数值增大者为北纬，数值减小者则是南纬。

④纬度相隔１°，其间的经线长度约为１１１千米，因此，南北

方向两点相隔的纬度数，大致等于其直线距离除以１１１千米得

到的商。

（２）经度的判断

①自西向东（或顺地球自转方向）数值逐渐增大则为东经，

数值逐渐减小则为西经。

②两条正相对的经线组成一个经线圈。







































































 已知一条经线的

３



区域地理

经度为ｘ，则与它正相对的另一条经线的经度ｙ＝１８０°－ｘ（ｘ、ｙ

所属的东、西经不同）。

二、怎样利用经纬网确定位置

利用经纬网可以准确地表示任何一点的地理坐标。

１．方格状经纬网图

判读时应注意以下规律：

（１）经线和纬线：图中横线代表纬线，纵线代表经线。

（２）东西经和南北纬：图中所标纬度数，由南向北增大的为

北纬度，由北向南增大的为南纬度；图中所标经度数，由西向东

增大的为东经度，由东向西增大的为西经度。如图１中Ｂ点为

北纬度、东经度，图２中Ｄ点为南纬度、西经度。

（３）度数的判定：在同一幅经纬网图中相邻两条纬线

之间的纬度间隔、相邻两条经线之间的间隔一般都是相

等的。

图中Ａ点经度为０°、北纬８０°；Ｂ点为东经４０°、北纬７０°；

Ｃ点为经度１８０°、纬度０°；Ｄ点为西经１６０°、南纬２０°。

２．极地经纬网图

（１）经线和纬线：在极地经纬网图上，以极点（南、北纬９０°）

为圆心，纬线为同心圆，经线是由极点向四周放射出的一条条

直线。

（２）东西经和南北纬：在极地图上，各点所属的南北纬度，

应由图中极点来确定。若极点为北极，则以该极点为中心的半

球范围内，各点纬度均为北纬度；相反，则为南纬度。极点的判

读方法有四种：

①根据地球自转方向

地图旁侧标明地球自转方向的箭头

是逆时针方向，则断定它是北极极地图。

如标明是顺时针方向，则断定它是南极

极地图。

②根据图中标注的经度度数

极地图上，既未标注南极或北极，也没有画地球自转方向

的箭头。但标注着经度度数以及东经西经。判断方法：根据东

经度沿地球自转方向增大，西经度减小的规定，画出顺（逆）时

针方向箭头，从而判断南（北）极图。东经度沿地球自转方向增

大，西经度则减小。

③根据极地附近的海陆分布

极地中心是大陆，附近是海洋，而且认出是南极大陆轮廓，

形状好似“蝌蚪”形，则可判定是南半球极地图。如果看到极地

中心为海洋，四周被陆地包围，可断定是北极图。

④根据极地日照（晨昏线）图

北半球夏至日，极圈全为昼弧，则为北极图，全为夜弧，为

南极图。冬至日相反。

读经纬网图，回答１～２题。

１．下面穿过海洋最长的经线是 （　　）

Ａ．Ａ线　　　　　　　　　　Ｂ．Ｂ线

Ｃ．Ｃ线 Ｄ．Ｄ线

２．下列比较不同纬线长度的说法，正确的是 （　　）

Ａ．①大于② Ｂ．②大于③

Ｃ．③大于④ Ｄ．①等于③

３．某军舰在２０°Ｗ，５７°Ｓ的海面上，沿２０°Ｗ 经线向南发射

导弹，射程为４００千米，落弹点将在 （　　）

Ａ．东半球的中纬度地区 Ｂ．东半球的高纬度地区

Ｃ．西半球的中纬度地区 Ｄ．西半球的高纬度地区

４．甲乙两地间的距离小于８５０千米，无论从甲地到乙地，

还是从乙地到甲地，最近的走法都是先向南走，后向北走。据

此判断甲乙两地的位置是 （　　）

Ａ．赤道附近 Ｂ．南极附近

Ｃ．北极附近 Ｄ．不可能有此情况

５．甲（２３°２６′Ｎ，１６０°Ｅ）、乙（２３°２６′Ｓ，１６０°Ｗ）两点，按“劣弧

定向法”，甲点在乙点的 （　　）

Ａ．东北　　　 Ｂ．西北　　　 Ｃ．西南　　　 Ｄ．东南

６．读右图（外面箭头表示地球自转

方向），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Ａ．从Ａ点到Ｂ点方向是向西南

Ｂ．从Ｃ点到Ｄ点方向是先东北后

东南

Ｃ．Ａ到Ｂ的方向同Ｃ到Ｄ的方向

相同

Ｄ．Ａ到Ｂ的方向同Ｃ到Ｄ的方向正好相反

假设右图表示纬线圈，Ａ、Ｂ、Ｃ、Ｄ四

点将纬线圈平分为四段弧，其中ＡＢ弧为

夜弧，其余各弧为昼弧。回答７～８题。

７．下列有关地球上的方向和太阳

直射点的说法正确的是 （　　）

Ａ．Ａ在Ｂ的正东方，









































































太阳直射点

４



第１部分　地球与地图

在南半球

Ｂ．Ａ在Ｂ的正东方，太阳直射点在北半球

Ｃ．Ａ在Ｂ的正西方，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

Ｄ．Ａ在Ｂ的正西方，太阳直射点在北半球

８．上图中Ｃ处日出时间为 （　　）

Ａ．２时　　　　Ｂ．３时　　　　Ｃ．６时　　　　Ｄ．９时

９．根据下图经纬网所示内容，回答问题。

（１）给各条经线标注“Ｅ”或“Ｗ”。

（２）Ａ、Ｂ、Ｃ三点位于　　　　　半球（东、西），Ｄ点位于

　　　　半球（南、北）。

（３）Ａ点在Ｃ点的　　　　　　　方，Ｃ点在Ｄ点的　　

　　　　　方。

（４）地方时相同的是　　　　和　　　　，均位于 　

时区的中央经线上。当Ｃ点是６月３０日１２时，Ｄ点是　　　

月　　　　日　　　　点。

读下列经纬网图，完成下面两题。

１０．以上四幅经纬网图的图幅面积相同，其中实际面积最

大的是 （　　）

Ａ．①区域 Ｂ．②区域

Ｃ．③区域 Ｄ．④区域

１１．四幅经纬网图中，分别绘有两条粗短线，符合同一图中

两条粗短线实际距离相等的是 （　　）

Ａ．①区域和②区域 Ｂ．③区域和④区域

Ｃ．①区域和③区域 Ｄ．②区域和④区域

读下图，完成１２～１４题。

１２．上图所示地区，此时的太阳高度约为 （　　）

Ａ．０度 Ｂ．３０度

Ｃ．６０度 Ｄ．９０度

１３．上图所示地区，肯定位于 （　　）

Ａ．赤道地区 Ｂ．低纬度地区

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区 Ｄ．热带气候地区

１４．上图所示地区，可能发生的主要自然灾害应是 （　　）

Ａ．寒潮 Ｂ．泥石流

Ｃ．台风 Ｄ．旱灾

１５．甲图中阴影部分为黑夜，此时北京时间为９时，读甲图

完成下列各题。

（１）甲图中Ａ地经度为　　　　。

（２）若某地的地方时为１１时４０分，且该地正午太阳高度

为６６°３４′，则该地的经纬度可能是 　。

（３）在昼夜平分的纬线上属东半球范围的那一段中，且为

昼半球的部分所跨经度为

Ａ．小于９０° Ｂ．大于９０°

Ｃ．等于９０° Ｄ．１８０°

（４）假设一飞机从某航空母舰（６０°Ｗ，４０°Ｎ）上起飞，以每

小时１１１０千米的速度向北匀速飞行，计划沿经线绕地球一周，

因故在中国浙江杭州某机场（２９．８°Ｎ）降落，飞机飞行了　　

　　（取整数）小时。乙图是甲图的极点俯视图，请在乙图上绘

出甲图所示昼夜分布状况和飞机的路径（用箭头表示），并注明

起飞处Ｅ和降落处Ｆ。

１６．２月２８日，中国首次大学生北极考察队从北京出发，

前往挪威斯瓦尔巴群岛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考察。考察期间获

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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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理

材料一　“冰雪之都”奥斯陆以前２月的平均气温是－

２℃，而今年２月的极端最低气温仅－２～－３℃；去年的几个星

期，从挪威海域通过北冰洋，再到白令海峡，出现的无冰地带，

比前些年同期宽了不少。

材料二　北极上空存在臭氧洞，科学家预测未来１５～２０

年臭氧洞还将扩大。

材料三　北极熊的栖息地日益缩小；冰鸥、贼鸥等极地动

物在近２０年中数量锐减；北极熊体内积累的多氯联苯等物质

使其免疫力、繁育能力每况愈下。在考察期间队员们没有见到

一只北极熊。

（１）写出图中数字所代表的国家名称：① 　

②　　　　　　。

（２）考察队乘飞机到达奥斯陆的当地时间为２月２８日２０

时２０分，此刻北京时间（１２０°Ｅ的地方时）是２月２９日３时２０

分。根据经度相差１°，地方时相差４分钟，则当地时间应

是　　　　（经度）的地方时。

（３）３月２日考察队到达北极圈内的特罗姆瑟，该市每年

约有２个月的极夜与２个月的极昼。在考察的半个月中，特罗

姆瑟市的昼夜情况是

Ａ．处于极夜时期 Ｂ．处于极昼时期

Ｃ．白天逐渐变长 Ｄ．黑夜逐渐变长

（４）黄河站是我国在北极地区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黄河

站位于特罗姆瑟市的　　　　方向。这里寒风凛冽，风向大多

为　　　　。

（５）北极上空臭氧洞的出现，会使地球上的生物更容易受

到　　　　　　　的伤害。臭氧洞出现在大气垂直分层中的

　　　　　层。

（６）北极熊的数量明显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

①全球气候变暖造成其生存环境恶化　②海水变得越来

越咸导致其饮用水源缺乏　③有毒的污染物通过食物链富集

危害其健康 ④考察人员使用的交通工具产生的噪声危害其

生存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②④ Ｄ．①③

（７）根据资料，考察队获取的全球变暖的证据是　　　　

　　　　　　　　　　； 　。

（８）为了应对全球变暖，１９９７年《京都议定书》提出要减少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２００１年《波恩协议》又提出可以用增加森

林植被量来抵消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提出这项决定的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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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地图

考纲定位 高考展望

１．地图上的方向和比例尺、图例

和注记。

２．海拔（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

３．等 高 线 和 地 形 图、地 形 剖

面图。

　　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任何地理知识的考查最终都可以落脚于某一区域的地图

上。图文结合、图表结合、图图转换是近几年高考的重要方式，读图、析图、用图是必考内

容。结合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不难看出具体考查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１．单纯考查地图知识转向考查这些知识的应用，由单一视角切入向多视角综合考查

转变。

２．根据等高线地图绘制地形剖面图。

３．运用各种地图说明地理事物空间结构和空间联系。

知识点一 等高线地形图上有关问题的计算

　　１．计算两地间的相对高度

从等高线上读出任意两点的海拔高度，就可以计算这两

点的相对高度：Ｈ相＝Ｈ甲－Ｈ乙。

２．计算两地间的气温差

已知某地的气温和两地间的相对高度，根据气温垂直递减率

（０．６℃／１００ｍ）可以计算这两地间的气温差异：Ｔ差＝０．６Ｈ相／１００。

３．估算某地形区的相对高度

在等高线地形图上，若某地形区最下部等高线的注记高

程为 Ｈ低，最上部等高线的注记高程为 Ｈ高，该图的等高距为

ｄ，则该地形区的相对高度为：Ｈ高 －Ｈ低 ＜Ｈ相 ＜Ｈ高 －Ｈ低

＋２ｄ。

４．估算陡崖的相对高度

一般情况下，等高线不能相交，因为同一点不会有两个海

拔高度。但在悬崖峭壁，等高线可以重合。假设陡崖处重合的

等高线有ｎ条，等高距为ｄ，则陡崖的相对高度 Ｈ的取值范围

是：（ｎ－１）ｄ≤Ｈ＜（ｎ＋１）ｄ。

　等高距为５０米的等高线地形图（如下图）中，有

















 五条等高线通过的陡崖的相对高度可能是

６



第１部分　地球与地图

Ａ．２００米　　　　　　　Ｂ．２７５米

Ｃ．１８０米 Ｄ．３００米

　此题在等高线地形图中由于陡崖的最高点和最低

点在地图上是重合的，转化为右上图所示。设Ｐ点为陡崖的最高

点，由于等高距是５０米，所以Ｐ点取值可以是Ｐ１、Ｐ２、Ｐ３，即２５０米

≤Ｐ１、Ｐ２、Ｐ３＜３００米，该范围内的所有点投影到等高线地形图上

均处在Ｐ点位置上；设Ｑ点为陡崖的最低点，只要满足０米＜Ｑ≤

５０米，（Ｑ１、Ｑ２、Ｑ３）取值范围内的所有点投影到等高线地形图上均

处在Ｑ点位置上。当Ｑ点的海拔为０米而Ｐ点的海拔为３００米

时，Ｐ、Ｑ的相对高度达到最大值，接近：３００米－０米＝３００米；当Ｑ

点的海拔为５０米而Ｐ点的海拔为２５０米时，Ｐ和Ｑ的相对高度达

到最小值：２５０米－５０米＝２００米，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Ｐ、Ｑ的相对

高度为２００米≤Ｈ＜３００米。

　ＡＢ

１．读下图，判断（１）～（３）题。

（１）河流ａｂ段的流向为 （　　）

Ａ．自西北向东南 Ｂ．自东南向西北

Ｃ．自东北向西南 Ｄ．自西南向东北

（２）断崖顶部的Ｅ点海拔可能为 （　　）

Ａ．５９米 Ｂ．９９米

Ｃ．１９９米 Ｄ．２５９米

（３）下述土地利用方式中不太合适的是 （　　）

Ａ．甲坡修水平梯田种水稻

Ｂ．丙坡种植果树

Ｃ．乙坡植树种草

Ｄ．乙坡修水平梯田种水稻

知识点二 等高线图的综合判读与应用

等高线

图与气

候结合

海拔高的地区应考虑气温的垂直递减，垂直递减

率为０．６℃／１００ｍ

山区应考虑迎风坡和背风坡，迎风坡降水量多、背

风坡降水量少

盆地不易散热，又容易引起污染空气的滞留

等高线

图与河

流水文

结合

由山谷的分布，判断河流的位置及流向；河流上游

海拔高，下游海拔低

水库坝址宜选择峡谷地段（水平距离窄，垂直落差

大）；水库库区宜选在河谷、山谷地区或选在“口袋

形”的洼地或小盆地，这些地区不仅库容大，且有

较大的集水面积

等高线

图与运

输线路

结合

建铁路、公路应建在坡度平缓的地区，翻山时应选择

缓坡，并通过鞍部；要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势，充分考虑

路线的长度、坡度、少过河建桥；避免通过高寒区、沙

漠区、沼泽区、永久冻土区、地下溶洞区等

引水线路的选择应从地势高处向地势低处

输油管道的选择，路线尽可能短，尽量避免通过山

脉、大河等

等高线

图与“点”

的区位

结合

对环境有污染的厂矿，要选择河流下游，结合地质

地形条件，宜放在地基坚实，等高线间距较大的地

形平坦开阔的地方

港口的建设应考虑选择在避风深水海湾；避开含

沙量大的河流（以免引起航道淤塞）

气象站应建在地势坡度适中、地形开阔的地点；疗

养院应建在地势坡度较缓、气候宜人、空气清新的

地方

等高线

图与农

业生产

结合

根据等高线地形图反映出来的地形类型、地势起

伏、坡度缓急，结合气候和水源条件，因地制宜提

出农林牧渔业合理布局的方案：如平原地区发展

耕作业，山地、丘陵地区发展林业、畜牧业

　下图是“某地区等高线地形图”，某中学地理兴

趣小组到该地进行了野外考察。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１）兴趣小组沿河谷从 Ｍ 点到 Ｎ点进行考察，这两点之

间的高差是　　　　米。

（２）为解决用水问题，Ａ村计划修建一条自流引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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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理

在Ｌ１、Ｌ２、Ｌ３、Ｌ４ 四条引水线路方案中，兴趣小组认为最适宜

的线路是　　　　。试说明理由。

（３）该地区拟建两个火情望台，通过它们的视野能覆盖

整个区域，ａ、ｂ、ｃ、ｄ、ｅ中适合的两个地点是　　　　。

　本题考查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方法及运用。

（１）由等高线递变规律可知 Ｍ处海拔为１５０米，Ｎ处海拔

为３５０米，则两点间高差为３５０－１５０＝２００米。

（２）引水要考虑水往低处流，且要考虑距离短，由图可知

Ｌ４ 最符合条件。

（３）选址建望台，要选择没有屏障的点，最准确的方法是

画出各地点到各处的剖面图，但做法繁琐，简单的做法是从等

高线图上看，先缓再陡的看不到低处，两山峰之间有高出的山

峰或山脊的相互看不到。

　（１）２００　（２）Ｌ４　引水线路由高到低，水能自

流；距离较短，建设成本低，引水点在 Ａ村上游，水质好。　

（３）ａ和ｄ

２．读有关等高线地形图，回答下列问题。

（１）在Ｂ山设计了ＣＢ、ＤＢ两条登山线路，根据等高线图判

断，沿　　　　线路攀登较为省力，理由是　　　　　　　　

　　　　　　　　　　。

（２）Ｇ为化工厂，若要在该山区建一疗养院，甲、乙两处较

为合适的是　　　　　　处，理由是　　　　　　　　　　

　　　　　　　　　　　　　　　　　　　　　　　。

（３）在Ａ、Ｂ两山顶之间有高山电缆车相通，电缆车的速度

为每分１５０米，乘缆车从Ａ山顶到Ｂ山顶约需要 　

分钟。

知识点三 地形剖面图

　　１．剖面线的判定方法

确定某一剖面图沿哪条剖面线绘制的方法是：

首先，可粗略地观察剖面线所经过的大的地形部位（如山

峰、鞍部、悬崖），穿过的最高和最低等高线等，看剖面图是否与

等高线图相吻合。

其次，注意观察剖面线与等高线交点中的一些关键点，如

起点、中点、终点等，看这些点在等高线图上的高度与剖面图上

的高度是否一致。

再次，注意观察剖面线与最高或最低等高线相交的两点

之间的区域高度，看其在剖面图上是否得到正确反映。剖面线

与最高等高线相交的点的区域高度应该小于最高等高线的高

度与等高距之和，而与最低等高线相交的点的区域高度应该

大于最低等高线的高度与等高距之差。

２．根据地形剖面图，了解观测点的通视情况

如上图所示，由观察点Ｓ向目标点Ｃ（如树）绘直线，直线

没有被任何地物所切断，表示通视良好，否则就不能通视。在

剖面图中的房屋是不能通视的，因Ｓｅ直线被山头ｄ所切断在

图上绘出晕线的部分，是不能通视的地区。

特别提醒　地形剖面图是以等高线地形图为基础的。

根据等高线地形图转绘地形剖面图，并推断两点间通视

情况是近几年考查考生动手和实践能力的常见方式。转绘剖

面图的关键是确定控制点和水平比例尺、垂直比例尺。

　读下图，完成下列要求。

（１）在图中标注出该区域的最高点（以 Ｈ表示），该点海拔

约　　　　米。

（２）在地形图下的网格中，画出沿ＡＢ线的地形剖面图。

（３）在剖面图上标出 Ｍ、Ｎ两点，将地形分成３类，分别实

行封山育林、经济林种植和适度规模的农业种植。对你的地形

划分和土地利用方案加以简要说明。

（４）在图示区域内，拟修建一个小型水库。从地形特点考

虑，选择水坝的最佳位置，用“∥”标注出。

　本题综合考查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地形剖面

图的绘制以及综合应用。本题对学生的技能要求和联系生产、

建设的能力要求较高。

第（１）题，标注最高点应注意观察等高线的弯曲规律和等

高距。另外，最高处的海拔应该是一个范围。第（２）、（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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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部分　地球与地图

画沿ＡＢ线的地形剖面图时，应注意垂直坐标的标注、剖面线

与等高线的交点以及变化趋势。在剖面图上标注 Ｍ、Ｎ两点，

要观察沿ＡＢ线的等高线疏密与坡度陡缓的关系。农业的布

局应根据地形的特点，坡度较陡的山坡，应实行封山育林；坡度

中等的也不宜开垦，宜发展果树种植；地形平坦地区，可以适度

发展种植业。第（４）题选址的基本要求是：工程量尽可能小，库

容量尽可能大。

　（１）Ｈ位置见图　６００～６４９

（２）标注垂直坐标，剖面线如下图

（３）Ｍ、Ｎ点的海拔分别为３５０米和２５０米（参见上图）

就剖面线所在的山坡看，高于 Ｍ的坡度较陡，应该实行封

山育林；在 Ｍ、Ｎ之间的山坡，坡度中等，不宜开垦，但是可以

适度发展果树种植；低于 Ｎ的山前地带，地势平缓，可以适度

发展种植业。

（４）见下图

３．下图是韩国南端济州岛的等高线地形图和图中 ＭＮ、

ＮＯ、ＰＱ、ＫＬ四线的地形剖面图。读图回答（１）～（２）题。

（１）与剖面线 ＭＮ、ＮＯ、ＰＱ、ＫＬ相对应的地形剖面图

依次是 （　　）

Ａ．③④②① Ｂ．④③①②

Ｃ．①③④② Ｄ．④②①③

（２）济州岛以西海域属于 （　　）

Ａ．黄海 Ｂ．渤海

Ｃ．南海 Ｄ．日本海

一、怎样根据实地范围和图幅纸张大小确定地图比例尺？

突破　实地范围和纸张大小已定，绘制地图时要求确

定比例尺的大小，其方法是先用纸张的长度除以实地范围

的长度，得出长度比例尺，然后用纸张的宽度除以实地宽

度，求出宽度比例尺，然后比较长度和宽度比例尺的大小，

只能选用较小者，可以采用比较小者更小一些的比例尺，

而决不能采用大于较小者的比例尺。例如：用长和宽各

１米的纸张绘制中国地图，可根据纸张长度和中国东西距

离（约５２００千米）求出长度比例尺为１∶５２０００００，根据纸

张宽度和我国南北距离（约５５００千米）求出宽度比例尺为

１∶５５０００００。比较可以得出，在这张纸上绘制的中国地

图比例尺不得大于１∶５５０００００。

二、等高线地形图的基本特征

１．同线等高

在同一幅等高线图上，同一条等高线上各点的海拔高度

（又称高程）相同，且都以海平面作为０米。

２．等高距全图一致

等高距是指相邻两条等高线之间的绝对高度之差（即相

对高度）。例如三条等高线的海拔为５００米、６００米、７００米，则

等高距为１００米。同一幅等高线图上的等高距相同。

３．等高线为闭合曲线

等高线是封闭的曲线，无论怎样迂回曲折，必环绕成圈，但

在一幅图上不一定能显示出其全部闭合状态。

４．两条等高线一般不能相交

在一般情况下，同一地点不会有两个高度，所以等高线一

般不相交、不重叠，只有在垂直壁立的峭壁悬崖，等高线在图上

才显示为重合状态。

５．等高线疏密反映坡度陡缓

等高线稀疏表示坡度缓，密集表示坡度陡，间隔相等的地

方表示坡度均匀。

６．等高线与山脊线或山谷线垂直相交

等高线穿过山脊线（或分水线）时，山脊线两侧的等高线略

呈平行状；等高线穿过河谷（山谷线或集水线）时，向上游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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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理

成反Ｖ字型。

７．示坡线表示降坡方向

示坡线是与等高线垂直相交的短线，总是指向海拔较低

的方向，有时也叫做降坡线。

８．几条特殊的等高线

０米等高线表示海平面，也表示海岸线；２００米等高线可以

区分平原和低矮丘陵；５００米、１０００米等高线表示低山丘陵或

高原；２０００米、３０００米等高线反映中山和高原；４０００米等高线

表示青藏高原和高山等。

１．下列比例尺大小相同的是 （　　）

①１厘米代表３５０千米　　　②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③三百五十万分之一 ④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Ａ．①② Ｂ．②③

Ｃ．③④ Ｄ．①④

２．王小光暑假到黄山旅游，他来到黄山脚下，为了更好地

浏览黄山的各景点，请你帮他选购一张地图 （　　）

Ａ．中国名胜旅游图 Ｂ．安徽省导游图

Ｃ．黄山市旅游交通图 Ｄ．黄山旅游图

３．读下图所示的两幅等高线地形图，判断以下叙述正

确的是 （　　）

Ａ．甲图反映的实际范围比乙图大

Ｂ．乙图反映的实际范围比甲图大

Ｃ．ＥＦ处的坡度比Ｅ′Ｆ′处大

Ｄ．甲图与乙图相比是大比例尺地图

４．下面四幅等高线地形图中等高距相同，水平比例尺不

同，坡度最陡的示意图是 （　　）

５．从甲地（７０°Ｎ，８０°Ｅ）到乙地（７０°Ｎ，１５０°Ｅ），若不考虑地

形因素，最近的走法是 （　　）

Ａ．一直向正东方向走

Ｂ．先向东南，再向东，最后向东北走

Ｃ．先向东北，再向东，最后向东南走

Ｄ．先向东南，再向东北走

６．下图的地形剖面图（图ｂ）是根据等高线地形图（图ａ）中

的哪条剖面线画出的 （　　）

Ａ．ＡＢ Ｂ．ＣＤ

Ｃ．ＥＦ Ｄ．ＧＨ

７．在以下四幅经纬网图中比例尺最大的一幅是 （　　）

下图为我国东南某地区等高线地形图，读图回答８～９题。

８．如果从图中由甲至乙绘制一幅地形剖面图，其中最低处

的海拔高度可能为 （　　）

Ａ．２５０米 Ｂ．３００米

Ｃ．２６０米 Ｄ．３２０米

９．如果乙地在丙地的正西，则丁地在甲地的 （　　）

Ａ．西北 Ｂ．东北

Ｃ．西南 Ｄ．东南

１０．读我国东部沿海某地等高线（单位为米）示意图，回答

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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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部分　地球与地图

（１）写出图中字母所表示的地形名称：Ａ 　，

Ｂ　　　　　　，该地区主要地形类型为 　。

（２）图中所示地区是我国水果重要产区之一，③地适宜种

植的水果是　　　　（单项选择）。

Ａ．苹果　　　Ｂ．菠萝　　　Ｃ．椰子　　　Ｄ．柑橘

（３）如果在甲村和乙村之间修建一条公路，应选择 　

（①或②）线，理由是 　

　。

（４）如果在该地区建设小城镇，甲、乙、丙、丁四个村庄发展

条件最有利的是　　　　村，理由是 　

　。

（５）为了解决未来小城镇的用水、用电问题，该地区计划在

④处修建水电站。选择该处建坝的理由是 　；

　

但随之可能带来的问题是 　。

（６）图中河流的丙村与丁村之间的流向为 　，

Ａ处这种地形最小的相对高度为　　　　　　　　。

（７）作ＣＤ剖面线之间的地形剖面图。

１１．读图，若ａ、ｂ、ｃ、ｄ为四个居民点，该地区拟建一座水

库，计划蓄水位达到１７５米，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Ａ．该地区小部分面积被淹没，将出现一个岛屿

Ｂ．只有ｄ居民点可以不搬迁

Ｃ．该地区将出现两个小岛，ｂ、ｃ、ｄ将被水淹没

Ｄ．四个居民点都不必搬迁

读图及相关知识，回答１２～１３题。

１２．河流Ｒ的流向为 （　　）

Ａ．自东向西 Ｂ．自西向东

Ｃ．自南向北 Ｄ．自北向南

１３．若此图表示某类地质灾害发生后的地形状况，此灾害

最可能为 （　　）

Ａ．火山喷发　　Ｂ．滑坡　　Ｃ．地震　　Ｄ．泥石流

读某地景观示意图（图１），及其等高线地形图（图２），回答

１４～１５题。

１４．该景观示意图绘制者应位于图中的 （　　）

Ａ．ａ点　　　Ｂ．ｂ点　　　Ｃ．ｃ点　　　Ｄ．ｄ点

１５．图中凉亭与房屋实际间距

为６００米，则两山顶之间水平距离

约为 （　　）

Ａ．９００米　　Ｂ．１２００米　 Ｃ．１５００米 　Ｄ．１８００米

１６．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系统，它以水系为纽

带，将系统内各自然地理要素连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随

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流域已成为区域人地关系十分敏感而复

杂的地理单元。

图１是某时期某流域局部地形图，图２是１０年后该地区

土地利用状况图，图３是该地区的月平均气温变化曲线和降水

量柱状图。读图完成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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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说明Ａ支流的水文特征。

（２）说出Ｂ、Ｃ两支流在开发利用方向上的不同。

（３）指出图２中土地利用不合理的现象，并说明这些现象

对湖泊及其下游造成的环境影响。

（４）如果在该地区选址建水库，你认为除上述方面的资料

外还需要收集哪些方面的必要资料？

１７．读某山区交通线与居民点分布图，回答下列问题。

（１）请简要描述图示地区的地形特征。

（２）图中公路ＢＨ段线路呈“之”字形的目的是　　　　　

　　　　　　。在ＡＢ间修建一条公路，ＡＱＢ和 ＡＰＢ两种方

案较为合理的是 　。

（３）图中Ｃ处的悬崖顶与山顶Ｅ相对高度不超过　　　

　　　米。

（４）指出甲、乙两河中哪一条是明显不存在的，并说明理由

（５）在山顶Ｐ处能否看见经过Ｄ处的火车？请画示意图

说明。

（６）图中居民点的分布规律是　　　　。

一、选择题

１．图甲是某地区等高线地形图，

单位（ｍ）。沿ｐｑ线作地形剖面图不

可能是图乙中的 （　　）

下图为四幅等高线分布图，若图中等高线的数值皆由左

上方向右下方递减，按要求完成２～３题









































































。

２１



第１部分　地球与地图

２．若四幅图的等高距皆为５０米，比例尺分别为１∶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０，则其坡度由大到小的排序是（　　）

Ａ．①＞②＞③＞④　　　　　　Ｂ．②＞③＞①＞④

Ｃ．①＞④＞③＞② Ｄ．④＞①＞②＞③

３．若四幅图的比例尺皆为１∶１００００，等高距分别为１０

米、２０米、３０米、４０米，则其坡度由大到小的排序是 （　　）

Ａ．①＞②＞③＞④ Ｂ．④＞③＞②＞①

Ｃ．①＞④＞③＞② Ｄ．④＞①＞③＞②

读下面四幅等高线图，回答４～５题。

４．上面四图中所示各项内容正确的是 （　　）

Ａ．Ａ图 Ｂ．Ｂ图

Ｃ．Ｃ图 Ｄ．Ｄ图

５．上面四图中等高距最大的是 （　　）

Ａ．Ａ图 Ｂ．Ｂ图

Ｃ．Ｃ图 Ｄ．Ｄ图

读南半球某区域经纬网图，回答６～７题。

６．飞机由②地飞往⑤地的最短航线是 （　　）

Ａ．一直沿正东方向

Ｂ．先向正南再向正北方向

Ｃ．先向东南再向东北

Ｄ．先向东北后向东南

７．关于图中各点的叙述正确的是 （　　）

Ａ．①、②两地的地方时相差１小时２０分钟

Ｂ．任何一日，③、④两地的正午太阳高度差为２０°

Ｃ．③地位于④地的东北方

Ｄ．①、②两点间的距离等于②、③两点间的距离

下面等高线图中等高距为１０米，读图完成８～９题。

８．山峰Ｎ的最大海拔高度可能为 （　　）

Ａ．９０米 Ｂ．８９米

Ｃ．７９米 Ｄ．９７米

９．若用图中①、②、③、④四条曲线表示河流，其中正

确的是 （　　）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②③ Ｄ．①④

下图为一火山岛，（单位：米）。读图回答１０～１２题。

１０．该地位于 （　　）

Ａ．东半球　东时区 Ｂ．东半球　西时区

Ｃ．西半球　东时区 Ｄ．西半球　西时区

１１．组成该岛的岩石主要是 （　　）

Ａ．花岗岩 Ｂ．玄武岩

Ｃ．石灰岩 Ｄ．大理岩

１２．该岛海拔最高不超过 （　　）

Ａ．１８００米 Ｂ．１２００米

Ｃ．１４００米 Ｄ．１６００米

读我国东部某地的等高线示意图和该地区的气候资料

表，图中等高线所示高度分别为１００ｍ、２００ｍ、３００ｍ、４００ｍ。

综合分析后，回答１３～１５题。

１月均温 １２℃

７月均温 ２８℃

＞１０℃积温 ７４００℃

降
水
量
（ｍｍ）

３～５月 ４６０

６～８月 ４４０

９～１１月 ５２０

１２～２月 １６０

全年 １５８０

　　１３．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

Ａ．图中河流的三条支流中有一条画错了

Ｂ．图中海拔高度Ｇ处为１００ｍ，Ｈ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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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理

Ｃ．该地典型植被为热带雨林

Ｄ．该地河流最主要的补给类型为雨水补给

１４．图中城区与 Ｈ地的相对高度的最大值为ｈ，则 （　　）

Ａ．１９９＜ｈ＜２００ Ｂ．２８９＜ｈ＜２９０

Ｃ．２９９＜ｈ＜３００ Ｄ．３００＜ｈ＜３０１

１５．图中地区适宜种植的经济作物为 （　　）

Ａ．棉花 Ｂ．苹果

Ｃ．甘蔗 Ｄ．橡胶

风水思维是由中国古代先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通过实践、思考和感悟，而建立的人与自然因地

制宜、协调发展的理想信念。回答１６～１７题。

１６．上图中最适宜夏季外出旅游搭建露营地的是 （　　）

Ａ．①　　　 Ｂ．②　　　 Ｃ．③　　 　 Ｄ．④

１７．河流凹岸在古代风水中称“反弓水”，不适合辟为住宅

用地，是因为 （　　）

①岸陡水急，不利于安全和取水

②是侵蚀岸，不利于泥沙沉积，土地形成

③洪涝灾害频繁

④水急浪大，不利于船舶靠岸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①③　　　Ｄ．②④

二、综合题

１８．开展地理野外考察活动，不仅能够使学生亲身体验地

理知识产生的过程，更能够帮助理解和深化知识，增强学生地

理实践的能力。某中学校拟组织地理兴趣小组到野外进行考

察，读下图并回答相关问题。

（１）图中甲地的地质构造是　　　　，甲地所在地形区为

　　　　地形；Ｃ陡崖的相对高度最多不会超过　　　　米。

（２）甲、乙、丙三地中，可能找到化石的是　　　　。

（３）为了解决甲城镇的用水问题，计划在Ａ、Ｂ两地选一处

建水库，你认为应该建在何处比较合理？

（４）甲城镇在开发利用时应注意哪些生态环境问题？

（５）某同学在考察途中迷路了，他可以运用哪些地理知识

辨别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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