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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本书是依据《新课程标准》和最新高考《考试大纲》编写而成的。适宜高中
师生备考而用，也适宜于地理爱好者作为参考资料，概括起来，本书具有如下特
点:

一、新颖性 本书打破传统的编写模式，以全新理念演绎《新课标》。在编
写过程中，吸纳了最新的教学成果，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提炼，使之源于教材，又
高于教材。

二、系统性 本书以《新课标》为纲，将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和自然地理、人
文地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注重用地理的基本规律和原理分析区域地理现象。

三、实用性 本书紧扣《考试大纲》的要求，取众多名师之经验，内容编排与
教学实际相吻合，把考生关注的区域地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融合进来，并重视
培养考生创新思维和发散思维的形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不同版本的教材、同类资料、大量的网络和书刊
信息，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地图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的系列
教材、百度网络资源。在此，对以上机构及相关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知识所限，本书可能存在不妥之处，望广大师生和地理爱好者提出
宝贵意见。

编 者
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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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如何学习区域地理

一、区域
1．区域的含义
指一定范围内的地理空间，它具有一定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可度量的实体。
2．区域划分指标
可以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的某一方面，也可以是综合性的。
3．区域特点
( 1) 作为一个实体，一般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方面的多个要素。
( 2) 区域内有表现相对一致性的特征，区域间有差异性特征。
( 3) 具有一定的面积、形状、范围、级别、边界等，有些有明确的边界，有些边

界具有过渡性的特征。
二、区域空间定位
1．地理位置
包括海陆位置、经纬度位置及地理事物分布相对位置。
2．区域定位的几种方法
( 1) 经纬网定位法
是区域定位的基本方法，也是最常用和最准确的定位方法。
对于区域地理中的一些地理事物，要借助经纬网来定位。如对我国区域的

判读，可根据中国政区图上我国的四至点( 最东端、最西端、最南端和最北端) ，
并通过重要的经纬线在我国疆域中大致穿过的空间位置，把我国政区进行网格
划分，从而将各个区域定格在记忆中( 见表 1) 。

表 1 重要经纬线穿过的我国主要地区和地形区

重要经纬线 穿过的主要地区和地形区

纬线

北回归线 云南、广西、广东、台湾

30°N 冈底斯山脉、横断山脉、四川盆地、杭州湾

40°N 塔里木盆地、祁连山、河套平原、渤海湾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续表

重要经纬线 穿过的主要地区和地形区

经线

80°E 天山、塔里木盆地、青藏高原西部

90°E 阿尔泰山、吐鲁番盆地、青藏高原中部

100°E 河西走廊、祁连山、横断山

110°E 阴山、陕西、秦岭东侧、巫山、雷州半岛、海南

120°E 大兴安岭、渤海、长江三角洲、台湾海峡

( 2) 特殊地理事物定位法
许多地理事物具有明显的轮廓形状，可作为区域定位的重要标志。如省区

的轮廓形状，江西和湖南像客家兄妹，内蒙古像雄鹰;地形区或海岸线的形状，亚
平宁半岛像一只靴子，黑海像巨蟹;水系形状定位，根据河流水系形状、流向等定
位。有些地区独特的自然或人文景观，也可作为定位的依据，如埃及的金字塔、
印度的泰姬陵等。

( 3) 典型地理特征定位法
每个区域都有其典型的特征，这是区域差异形成的基础。不同地区的气候、

地形、河流、自然带、人文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典型性，可依此来进行区域定
位。如根据气温和降水，可判断是高纬度还是低纬度、是内陆还是沿海、是大陆
西岸还是东岸;根据地形剖面上地面的高低起伏状况及剖面图上的信息，可判断
所在大洲、国家或地区情况。

三、区域特征
1． 区域特征
指某特定区域内各种自然地理和人( 位置、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及

自然资源等) 文地理( 经济、人口、城市等) 要素综合作用形成的综合地理特征，
具有对区域内地理现象的描述，也有对其成因的解释。

2．区域特征分析
( 1) 区域特征分析的内容
内容包括区域要素、区域特征和特征成因等。
( 2) 分析方法
用综合分析法从整体上认识和分析某地区的区域特征。区域特征是各种地

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形成的，需通过全面、系统地分析，从整体
上来认识。地理要素间的内在联系是地理学科知识体系构成的重要特点，把握
地理要素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提高区域地理特征的分析归纳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2



( 3) 区域图分析的一般步骤
首先，进行区域定位，描述其位置或区位特征，海陆位置、交通位置、相对位

置等。
其次，从区域图中的信息提炼该区域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通

过图中等高线、等温线、河流流向等的判断，了解该区域的地形特征; 通过气温、
降水等数值或分布判断该区域的气候类型及特征;通过该区域的地形、气候了解
该区域的水文、植被、土壤、自然带等的特征; 通过对自然地理特征的分析，进一
步了解该区域的人文地理要素特征，如工农业生产、人口城市分布、交通等的特
征及形成条件。

再次，联系所学知识，分析该区域主要地理特征的成因。在分析过程中要善
于抓住主导因素，例如气候酷寒是南极洲区域特征的主导因素，它直接影响该地
区的其他自然特征( 地势高、烈风、淡水资源和风能资源丰富等) 和人文特征( 无
常住居民) 。

最后，结合环境特征，分析、评价人类活动的合理性。了解区域地理环境特
征的目的是指导人类合理的利用和改造环境。人类的主观要求必须与环境的客
观规律相适应，因时因地制宜是人类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四、区域差异
1．区域差异成因
由于不同区域的纬度位置、海陆分布、海拔高度不同，形成不同的气候、地

形、水文、土壤、植被等，使自然环境呈现明显的差异。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对
各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使得各个区域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
面呈现不同的特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构成不同，人类活动对自然
环境施加的影响也不同。

2．区域差异比较
( 1) 主要内容
包括自然环境要素和人文环境要素两大方面。
( 2) 研究内容
比较区域发展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自然差异可从地形、气候、景观

等方面进行比较。人文差异可从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等方面进行。分析自然
和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区域内部自然与人文之间、区域
和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

( 3) 研究方法
比较法。通过对不同地区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它们

的异同，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某地区的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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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意义
了解区域差异，就能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为选择区域发展的方向、调整区

域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提供依据。
五、区域地理学习
1．学习区域地理的重要性
区域地理具有地理学的最重要的特征———区域性和综合性，区域地理体现

了自然与人文的综合，又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出发点和归宿。许多自然或
人文地理原理的成因、分布、特点的案例，都来自区域，而最终原理的落实，仍需
要通过区域的实例来印证和说明。

2．主要学习方法
综合区域特征，类比区域差异。
综合区域特征，首先要通过看图，了解地理事物的分布，掌握一个区域的位

置范围、地形、气候、水文、生物、资源等自然要素，形成该区域的总体特征，进而
联系到影响该区域的人类活动，形成对该区域的农业、工业、人口、城市、交通、商
贸等生产、生活活动的思考。

了解区域特征的同时，还应掌握类比区域差异。因为区域的空间位置不同，
影响区域的自然要素存在着差异，某些要素在一定的空间相对稳定统一，形成该
地区的整体特征; 而在另一地区就会因为某些要素的变化，因而形成不同的特
征。有时相同事物中也会存在差别，不同事物中也会存在联系。

3．区域地理特征分析举例
( 1) 我国西北地区的区域特征
①深居内陆，自东向西距海越来越远; ②地形以高原、盆地为主; ③干旱、半

干旱温带大陆性气候，年、日温差大，降水少;④河流稀少，多内流河和内陆湖泊;
⑤自然植被自东向西为草原、荒漠草原、荒漠; ⑥绿洲灌溉农业为主，作物小麦、
棉花、瓜果;⑦我国重要畜牧业基地;⑧农田、村庄、城市多呈点状或带状分布;⑨
煤炭、石油、稀土矿储藏丰富，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纺织工业较发达;⑩防沙、合
理利用草场和水资源是本区重要任务。

以上从西北地区的位置特征—地形基本情况—气候特征—河湖特征—自然
植被特征—聚落分布特点—农业生产活动—开发整治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既
揭示了西北地区各自然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反映了自然环境对人类活
动的影响。

( 2) 世界干旱地区区域差异(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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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干旱地区
区域特征

相似性 差异性

应注意
的问题

我 国 西 北
干旱地区、
中 亚 干 旱
地区、西亚
干旱地区、
北 非 干 旱
地区

①降水少，干旱地区面积大，
春季常有沙尘暴天气; ②灌溉
农业和畜牧业较发达; 石油、
天然气资源丰富; ③滥垦滥牧
和不合理灌溉造成土地荒漠
化和盐碱化; ④水资源是主要
制约发展的因素; ⑤荒漠化是
主要环境问题

①我国西北干旱地区与中亚
干旱地区: 深居内陆受海洋影
响小，属温带沙漠气候; 多内
流河及内陆湖，冰雪融水为主
要补给;地下水为主要灌溉水
源，是棉花的重要产区。②西
亚干旱地区与北非干旱地区:
受副热带高压带及信风带影
响，属热带沙漠气候; 有外流
河分布，以降水为主要补给;
河水为主要灌溉水源，北非为
重要棉花产区。

合理开发
油 气 资
源; 发 展
节 水 农
业; 防 止
土地荒漠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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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地球和地图



第一章 地球和地球仪

一、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1．地球的形状:两极稍扁、赤道略鼓的不规则球体。

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2．人类对地球形状的认识过程
古代凭直觉臆断天圆地方，“天如斗笠，地如覆盘”; 16 世纪麦哲伦环球航行

证明地球是球体; 20 世纪从卫星上拍摄的地球照片，确证地球是个球体。
3．可以证明地球是球体的事实
( 1) 入港的船，先看见桅杆，后看见船身;出港的船，则相反。
( 2) 登高望远，看到天地相交接处，为一大圆，即地平圈。
( 3) 月食时，地球的本影为圆形。
( 4) 北半球的人向北行，地平线上的北极星逐渐升高，走到北极时，北极星

升到头顶。
二、地球仪
人们根据地球的形状，按照一定比例缩小，做成的地球模型，就是地球仪。
三、经纬线和经纬度
1．经线与纬线的比较( 见表 1 － 1)

表 1 － 1 经线与纬线的比较

经 线 纬 线

定义 连接南北两极的线，也叫子午线 同赤道平行的线

形状 每条经线只形成半个圆 每条纬线都是一个完整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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