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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章　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

第一节　自然灾害及其影响

自·主·探·究

１．掌握自然灾害的定义、内涵、形成条件及其系统

组成。

２．了解自然灾害带来的多方面影响。

３．比较同一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程度的地域差异。

一、自然灾害

１．定义：指由于１　　　　　　造成的人员伤亡、财

产损失、社会失稳、２　　　　等现象或一系列

事件。

２．形成条件

（１）要有３　　　　　作为诱因。

（２）要有承受灾害的４　　　　。

３．灾情大小的影响因子

二、自然灾害的影响

１．灾情大小的衡量标准：９　　　　　　　　　　

的损失。

２．具体影响

（１）人员伤亡

（２）财产损失

①１３　　　经济损失：财产损毁。

②１４　　　经济损失：１５　　　　　　、商贸

金融、社会结构和管理等方面的损失。

（３）自然资源与环境破坏

①灾情特点

②自然灾害对不同类型资源的影响

１９　　　　资源受灾被毁后无法或很难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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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２０　　　资源受灾后虽然可以再生，但

过程非常缓慢。

３．自然灾害影响的特点：危害程度存在２１　　　　

　　　　。

（１）原因：２２　　　　发展水平不平衡。

（２）具体差异

① 同 一 区 域，灾 害 强 度 大，则 危 害 程

度２３　　　　；反之，则低。

②在灾害强度相同的情况下

ａ．经济发展水平２４　　　　　　　，但防抗

灾害能力２５　　　　　　　的地区，自然

灾害的危害程度就高。

ｂ．经济发展水平２６　　　，但防抗灾害能力

２７　　　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

就低。

【参考答案】

１．自然异常变化　２．资源破坏　３．自然异变　

４．客体　５．受灾体　６．致灾因子　７．岩石圈　

８．水圈　９．人类社会和自然资源　１０．生理　

１１．精神　１２．应急反应　１３．直接　１４．间接　

１５．物资生产流通　１６．广泛性　１７．滞后性　

１８．隐蔽性　１９．非可再生　２０．可再生　２１．地域

差异　２２．社会经济　２３．高　２４．高　２５．弱　

２６．低　２７．强

























重·难·点·突·破

１．自然灾害的含义

（１）对比分析自然灾害和自然异变的联系与

区别

自然异变不一定是自然灾害。自然异变程度可

大可小，如果对人类社会及其生存条件没有影响，就

只能称为自然现象；如果造成某些损害就成为自然灾

害。如气温升降、刮风下雨、火山喷发等都属正常的

自然变化，但如果气温短时间内骤降造成农作物冻害

而影响作物产量，火山喷发物淹没农田、村镇且造成

人员伤亡，则都属于自然灾害。具体如下表所示：

定义 属性 衡量标准 关系

自然
异变

自然界的各种变
化或异常

单一的
自然属性

变 异 程 度 或
强度

自然
灾害

由于自然异常变
化造成的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社
会失稳、资源破坏
等现象或一系列
事件

自然和
社会双
重属性

人类社会和自
然资源的损失

自然异变是自
然灾害发生的
诱因，是 必 要
和首 要 条 件；
对人类社会造
成危害是自然
灾害形成的充
要条件

［结论］　判断自然灾害的标准有两条：①是否以自

然异变为诱因；②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

会失稳或资源破坏等。

（２）利用网络图示法正确理解自然灾害系统的

含义

自然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受灾体

和灾情共同组成的具有复杂特性的地球表层异变系

统，灾情的形成是前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自然灾害系统示意图

２．自然灾害的影响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危害，即灾情大小以人类社

会和自然资源的损失为衡量标准。不同区域由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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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理背景，如地质构造、地貌特点、气象和水文条

件等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强度的差异，及人文地理背

景，如人口密度、经济密集度、防灾减灾能力等承灾

体的差异导致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存在地域差异。

如下图所示：

［结论］　灾情大小是由致灾因子和受灾体共同决定

的。虽然目前人类难以改变致灾因子，但是改变受

灾体特性是有可能减少灾害损失的。从区域角度

看，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减灾防灾投入，降低灾害

危害程度。在灾害中，忽视防灾抗灾的经济发达区

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方

面决定了受灾体的经济含量，另一方面还决定了受

灾体抵御灾害的能力。

　自然灾害的含义

例１　下列地理事件属于自然灾害的是 （　　）

Ａ．２００５年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松花江污染

Ｂ．２００６年３月重庆开县天然气泄漏

Ｃ．２０１１年３月日本宫城大地震

Ｄ．２０１０年２月日本东京南部７５０英里的海底

火山喷发

［解析］　本题考查对自然灾害含义的理解，解题关

键是明确自然灾害的判断标准：一是是否以自然界

异常变化为诱因，二是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或资源破坏等，即对人类社会是否造成破坏，这两个

条件缺一不可。吉林化工厂爆炸和重庆开县天然气

泄漏，虽然造成了人类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不是由

自然异变导致的，不属于自然灾害。太平洋海底火

山爆发虽属于自然异变，但由于缺少受灾体，没有对

人类生存的环境构成危害，也不属于自然灾害。

［答案］　Ｃ

　自然灾害的影响

例２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北京时间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７时４９分４０秒，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北纬 ３３．１°，东经

９６．７°）发生里氏７．１级地震。这次地震灾害破坏之

严重、人员伤亡之多、救灾难度之大，是青海历史上

空前的，截至４月２５日１７时，地震造成２　２２０人遇

难，７０人失踪。受灾最重的结古镇土木土坯房全部

倒塌，砖混结构房８０％以上倒塌，框架结构房屋

２０％倒塌，没有倒的全部都有裂缝，成为危房。重灾

区干线公路８７５ｋｍ路面多处裂缝，路基沉陷，防护

设备严重损毁，几乎所有桥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坏，通信、电力、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基本瘫痪；党

政机关、医院、学校等场所的公共设备也严重破坏，

给抢险救灾和群众正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３



　

　ＧɑｏＺｈｏｎɡＪｉｎɡＪｉɑｎɡＪｉｎɡＬｉɑｎ

高中精讲精练 ·地理选修５（人教）

（１）该次地震所造成的伤亡人员中，你认为比重

最小的群体是　　　　，其原因是　　　　　　　

　　　　　　　　　　　　。

（２）该灾害除了给人类带来死伤等生理伤害外，

还给人类带来　　　　和　　　　伤害。

（３）该 地 震 所 导 致 的 直 接 财 产 损 失 表 现

在　　　　、　　　　、　　　　等方面；间接财产

损失表现在　　　　、　　　　、　　　　等方面。

（４）除以上影响外，本次地震还可能造成什么

影响？

　　　　

　　　　

　　　　

　　　　

（５）你认为造成该次地震损失严重的原因有

哪些？

　　　　

　　　　

　　　　

　　　　

［解析］　本题以青海玉树地震为材料，考查自然灾

害的影响及灾情大小的影响因素。此次自然灾害的

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①人员伤亡，包括死亡、伤残

等生理伤害和恐慌、忧愁、痛苦等心理和精神伤害。

其中人员伤亡情况取决于个人对灾害的应急反应能

力，其中妇女、儿童、老人、残障人属脆弱群体，而青

壮年男性则是相对不易受灾害损伤的群体。②自然

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作物、牲畜、林木、房屋、

道路、厂矿等直接经济损失和停产停工、交通通信中

断而导致物资生产流通、商贸金融、社会结构和管理

等方面的间接经济损失。③自然灾害还会对自然资

源和环境造成破坏。地震灾情大小的影响因素包括

地震强度大小、地震影响下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防抗

灾害的能力三个方面。

［答案］　（１）青壮年男性　应急反应快、身体抗灾能

力强　（２）心理　精神　（３）房屋　道路　厂矿　通

信网络　交通运输　水电供应　（４）自然资源和环

境的破坏。　（５）灾害强度大；人口、经济密度大；防

抗灾害能力弱。

例３　从下表中可以得到的正确信息是：自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双项选择） （　　）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全球自然灾害的统计

指标 ７０年代 ８０年代 ９０年代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

灾害数量（次） １　１１０　 １　９８７　 ２　７４２　 ２　９３５

死亡人数（万人） １９６　 ８０　 ７９　 ５３．１

受影响人数（万人） ７．４　 １４．５　 １９．６　 ２５

灾害损失（亿美元） １　３１０　 ２　０４０　 ６　２９０　 ６　５５０

　　Ａ．灾害的强度减小了

Ｂ．人类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增强了

Ｃ．灾害对人类社会的损害程度增加了

Ｄ．灾害对人类社会的损害程度减小了

［解析］　本题侧重考查影响灾情大小的因素。分析

表格中数据可知，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灾害次数

逐渐增多，但死亡人数都呈现下降趋势，说明人类社

会抵御灾害的能力增强了。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

来，灾害损失逐渐上升，说明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

损害程度增加了，灾害强度逐渐加大。

［答案］　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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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活·动·探·究

Ｐ３图１．１等待救援

［点拨］　该图是一张真实的照片，给人以强烈的视觉

震撼，令人感觉到灾害的残酷性。该图主要反映了三

个问题：一是受到损害的人是承受灾害的客体；二是

说明儿童应急反应差，是易受灾群体；三是表明各种

自然灾害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它们的因果链是：火

山爆发→泥石流发生→吞没附近村镇。

Ｐ４表１．１不同灾种的灾情报告样例

［点拨］　表格以三种灾种为例，说明了不同自然

灾害有其一定的受灾体，例如干旱的主要受灾体

为农作物及农田，地震的主要受灾体为房屋、桥

梁等工程建筑物，风暴潮的主要受灾体是海水养

殖场、船只等近海事物。不同灾种造成的损失内

容不同，即灾情不同，例如干旱只造成了财产损

失、经济损失，而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而地震和

风暴潮不仅能造成财产损失、经济损失，而且还

造成人员伤亡。

Ｐ４图１．２洪灾导致通讯设施中断　图１．３干旱导致

玉米枯死绝收　图１．４被洪水浸泡的工厂物资　图

１．５地震毁坏的高架桥

［点拨］　本组图从受灾体的角度，说明了不同受灾

体常受到哪些自然灾害的损害、以怎样的受灾方式

出现，形象直观、触目惊心，把它们比较如下：

受灾体 自然灾害 受灾方式

通信系统、供电系统
等生命线工程

地震、洪涝、滑坡、泥石
流、风暴潮等

出现变形、开裂、沉陷、
淤埋、泄露等

受灾体 自然灾害 受灾方式

粮食作物、经济 作
物等

容易受到洪涝、干旱、
低温冷害、风雹、病虫
害的影响

因浸泡、缺水、冷冻、雹
砸、虫食等造成减产或
绝收

工厂及其机械设备、
室内的办公用品等

洪涝、地震、滑坡、泥石
流、台风、风暴潮等

因浸泡、淤埋、腐蚀而
流失、变质、毁坏

交通道路、港口、航
道设施等

地震、洪水、滑坡、泥石
流、风暴潮等

易变形、垮塌、沉陷、毁
坏等

Ｐ５图１．６火灾毁林

［点拨］　森林火灾对资源和环境破坏严重，我国的

实例也较多。该图反映了自然灾害对资源与环境的

影响范围的广泛性和持续时间的长远性。

Ｐ５图１．７火山爆发后的被毁林地

［点拨］　美国的圣海伦斯火山是一座活火山，在沉

睡了１２３年之后，１９８０年以来，连续多次大爆发。仅

一次爆发所喷出的火山灰和熔岩物质就有１０亿

ｍ３，喷射的蘑菇云柱高达十几千米，火山灰同气体

在空中摩擦，产生了闪电、雷鸣和强烈暴风雨等。该

图主要直观地说明了本次火山喷发对自然资源和环

境产生的破坏，如下图所示：

Ｐ５图１．８自然灾害危害程度地域差异的形成原因

［点拨］　该图用联系框图的方式展示了致灾因子强

度和受灾体特性的部分可能组合。由图可知，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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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越高，导致的灾情越大，也可以说灾害强度与灾

情成正比关系。在不同的地区，同强度的自然灾害

由于受灾体特性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决定

受灾体特性的因素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主

要包括经济含量和抵御灾害的能力。在此值得注意

的是，该图展示的并不是致灾因子强度与受灾体特

性的全部组合。

Ｐ２“思考”

［点拨］　解答本题时，一定要掌握好自然灾害的两

条判别标准：①是否以自然异变为诱因；②是否造成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社会失稳等。

［答案］　（１）不属于自然灾害。只发生了自然异变

的事件，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资源破

坏等。

（２）属于自然灾害。既以自然异变（火山喷发）

为诱因，还造成人员伤亡。

（３）属于自然灾害。既以自然异变（雨雹）为诱

因，同时造成房屋、树木、庄稼等财产的损失。

（４）不属于自然灾害。虽然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但不是以自然异变为诱因的，而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事故。

Ｐ６“思考”

［点拨］　一般而言，影响自然灾害程度高低的因素

有致灾因子的强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防抗

灾投入的多少，但在分析问题时不能一股脑地不分

情况地“全析全解”，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自

然灾害的分析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①同一次自然

灾害不同区域，应从上面三个因素进行分析；②不同

自然灾害同一区域，应主要分析致灾因子的强度。

［答案］　一定灾害强度下，防灾抗灾能力强，有利于

减少灾害损失；经济发展水平高，意味着单位面积上

的经济密度大，那么灾害损失的绝对数量也大，但是

还应该考虑到灾害损失与发达的经济相比较小，即

灾情损失的相对数量小，生产自救能力强，灾后恢复

较快。所以，应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防灾

抗灾能力强使得灾害危害程度低；一旦受灾，损失数

量大，影响程度小。而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低且防灾

抗灾能力弱的地区易受灾，受灾后经济损失绝对量

小、相对量大，缺乏自救和快速恢复的能力，危害程

度高。











































提·升·训·练

１．下列现象或事件中，属于自然灾害的是 （　　）

①酸雨危害生物体　②喜马拉雅山无人区的雪

崩　③汶川大地震　④日本地震海啸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①③

Ｄ．②④

　　日本新潟当地时间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７时５６

分左右发生里氏６．８级地震，地震至少造成２１人死

亡，２　０００人受伤，５９１栋住宅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８日８时５２分，一场里氏７．６级的强

烈地震袭击了南亚次大陆的城市和村庄，造成８万

多人死亡，２５０万人无家可归，地震的震中位于巴基

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以东约９５ｋｍ，震源距地表约

１０ｋｍ。据此回答２～３题。

２．地震 （　　）

Ａ．不属于自然灾害　

Ｂ．属于孕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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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属于致灾因子　

Ｄ．不属于自然异变

３．材料中两次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数不同，最不可

能的原因是 （　　）

Ａ．致灾因子强度不同

Ｂ．人口密度不同

Ｃ．抗灾救灾投入不同

Ｄ．太阳高度不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２０１０年４月

１４日晨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里氏７．１级，地震

震中位于县城附近。截至４月２５日下午１７时，玉

树地震造成２　２２０人遇难，７０人失踪。据此回答

４～５题。

４．下列现象属于地震灾害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是

（　　）

Ａ．人体死亡、伤残的生理伤害

Ｂ．造成恐慌、忧愁、痛苦等人的心理伤害

Ｃ．导致商贸金融、物资生产流通的损失

Ｄ．对作物、牲畜、道路、机场等财产的损毁

５．在玉树地震中不易受损害的人群是 （　　）

Ａ．妇女、老人　

Ｂ．青少年、儿童

Ｃ．残障人　

Ｄ．青壮年男性

　　自然灾害灾情的大小通常以人类社会和自然资

源的损失为衡量标准，如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自然

资源与环境破坏等。据此完成６～１０题。

６．自然灾害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 （　　）

Ａ．对人类生理、心理的损害　

Ｂ．财产损失

Ｃ．自然资源与环境破坏　

Ｄ．停工停产、交通通信中断

７．某一自然灾害的灾情指标有受灾面积、成灾面

积、绝收面积、减产面积、经济损失等。该自然灾

害可能是 （　　）

①干旱　②洪涝　③地震　④风暴潮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①③

Ｄ．②④

８．不同的自然灾害各有其一定的受灾者，下列叙述

正确的是 （　　）

Ａ．干旱的主要受灾体为农作物及农田

Ｂ．地震的主要受灾体为农作物及农田

Ｃ．风暴潮的主要受灾体是工程建筑

Ｄ．洪水的主要受灾体是工程建筑

９．通信系统、供电系统、交通系统等生命线工程，易

受　　　　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多受　　　　等

受灾方式的损害 （　　）

Ａ．地震、洪涝、滑坡、泥石流、风暴潮　变形、开

裂、沉陷、淤埋、泄露

Ｂ．洪涝、干旱、冻害、风暴、病虫害　浸泡、缺水、

冷冻、雹砸、虫食

Ｃ．洪涝、地震、滑坡、泥石流、台风　浸泡、淤埋、

腐蚀

Ｄ．地震、洪涝、滑坡、泥石流、风暴潮　变形、震

塌、沉陷、毁坏

１０．自然灾害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的灾情相对于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灾情来说，具有 （　　）

Ａ．滞后性、隐蔽性、广泛性和深远性

Ｂ．超前性、显著性、广泛性和深远性

Ｃ．滞后性、隐蔽性、狭窄性和暂时性

Ｄ．滞后性、显著性、广泛性和暂时性

　　锋面下方的气温和地面温度都降至０℃以下，

而锋面上方的气温却在０℃以上且较潮湿，在锋面

上方的云层内形成的雨滴落入温度低于０℃的气层

时，就能变成过冷雨滴，即冻雨。这种过冷雨滴一旦

降到温度低于０℃的地面或地物上，立即冻结成冰。

２０１１年１月初，贵州、湖南、江西等省发生了较严重

的冻雨。结合下图，回答１１～１２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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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此次冻雨现象的出现 （　　）

Ａ．与暖锋天气系统有关

Ｂ．与地形的作用无关

Ｃ．与上空存在逆温层有关

Ｄ．与极端天气现象无关

１２．受这次冻雨影响较大的国民经济部门是 （　　）

Ａ．工业

Ｂ．交通运输业

Ｃ．农业

Ｄ．旅游业

　　不同区域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是不同的，同一种

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据此

完成１３～１４题。

１３．产生自然灾害危害程度地域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　　）

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②灾害强度的差

异　③自然灾害孕育在不同的地球表层环境中

④个人对灾害的应急反应不同

Ａ．①③

Ｂ．②④

Ｃ．③④

Ｄ．①②

１４．在灾害强度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某一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高且防抗灾能力强，关于其灾害危害

程度的描述，正确的是 （　　）

Ａ．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高　

Ｂ．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低

Ｃ．绝对损失小，相对损失大　

Ｄ．很难确定

１５．阅读下表，完成下列问题。

１９４７～１９７０年全世界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表

自然灾害 火山喷发 地震 水灾 热带风暴

死亡人数 ０．７２万 １５．１万 １７．３万 ７４．５万

（１）写出孕育表中各灾害的地球表层环境。

火山喷发、地震：　　　　，水灾：　　　　，

热带风暴：　　　　。

（２）表中四种灾害所造成的灾情不同，影响的主

要因素是什么？

　　　　

　　　　

　　　　

　　　　

　　　　

（３）热带风暴造成的伤亡人数最多的原因是什么？

　　　　

　　　　

　　　　

　　　　

　　　　

１６．读“台湾岛地形交通图”，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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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台湾岛的地形特征是　　　　　　　　　，

因位于两大板块交界处，发生最多的自然灾

害是　　　　。

（２）据图说明台湾城市和铁路的分布有什么特

点？其原因是什么？

　　　　

　　　　

　　　　

　　　　

（３）在同一次自然灾害中，岛的西部往往比东部

灾情严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１７．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新华网重庆频道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９日电

　以“防灾减灾与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的２０１０

年防灾减灾论坛今天在黔江开幕。本次论坛吸

引了陆大道、郑颖人、袁道先等三位两院院士在

内的６０余名专家学者云集黔江，共同就灾害的

发生与预防、灾害应急管理、防灾减灾与社会经

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

材料二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

省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２日到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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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ｍ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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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自然灾害对人类影响巨大，其形成的必备条

件有哪些？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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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强降雨的主要

原因是（双项选择） （　　）

Ａ．南海热带低压移动缓慢，长时间在海南

近海徘徊

Ｂ．南海热带低压势力强大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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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北方冷空气南下形成快行冷锋

（３）简要分析海口市中心城区被淹的主要原因。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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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的灾情大

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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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自然灾害的形成与分布

自·主·探·究

１．了解各种气象灾害的时空分布、成因、危害，进一

步探讨预防措施。

２．了解地质灾害的基本概念。掌握各种地质灾害

的分布、成因、危害及关联性。

３．掌握水文灾害的形成原因、发生季节和地区、危害及

灾害链。

４．了解生物灾害的种类、危害及其与自然环境的

关系。

５．结合图表和典型案例，认识自然灾害在世界上的

分布，了解世界两条主要自然灾害带，分析各大

洲自然灾害特点。

一、热带气旋、干旱、寒潮等气象灾害

１．热带气旋

（１）定义：发生在１　　　　　　　的深厚的低气

压涡旋。

（２）形成条件

①有广阔的暖洋面，海水通过蒸发，能向大气

提供充足的２　　　。

②下热上冷的不稳定大气层结，促使空气上

升及水汽３　　　　　。

（３）结构

（４）台风

项目 详细内容

定义
中心５　　　平均最大风力在６　　　级以上的热
带气旋

发生
时间

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尤以７　　　　月最为频繁

灾害
特点

伴随着８　　　　　，来势凶猛，破坏力很强

主要集
中区

　９　　　　　　　　　北部及沿海地区，中
国１０　　　　　、日 本 和 东 南 亚 国 家，
１１　　　　　和美国东部海岸

２．干旱

项目 内容

定义
因长时期无降水或１２　　　　　而造成１３　　　　、

土壤缺水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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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成因 由较长时间的气候１４　　　　　　　　引起

特征 持续性、１５　　　　、１６　　　　

多发

地区
非洲、１７　　　和大洋洲的内陆地区

３．寒潮

项目 内容

定义 一种大范围１８　　　　　　活动

成因 高纬度冷气团向１９　　　　方向猛烈冲击

时空

分布

时间 深秋到２０　　　季节

空间 北半球２１　　　纬度地区

天气

特征

短 期 内 气 温２２　　　，并 伴 有 大 风、雨 雪、

２３　　　等现象

二、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１．地震

（１）定义：岩层突然断裂或２４　　　，能量急剧释

放，并以２５　　　的形式向四周传播，使地面

发生震动。

（２）几个基本概念

（３）震级：表示地震释放３０　　　的等级，一次地

震只有３１　　　个震级。

（４）烈度

①定义：表示地震时地面受到的３２　　　　

　　，一次地震可以有３３　　　　　　　

个烈度。

②影响因素：震级、３４　　　　　　　　、震

中距、３５　　　　　　　　、地面建筑等。

（５）分布：板块与板块的交界处。主要地震带有

３６　　　　　　　　地震带和３７　　　　地

震带。

２．滑坡

（１）定义：山地斜坡上不稳定的３８　　　　　　，

在３９　　　作用下沿一定４０　　　整体向下

滑动的地质现象。

（２）形成条件

①岩体比较４１　　　。

②地势起伏较大。

③植被覆盖４２　　　。

（３）多发区：山地丘陵区、４３　　　建设频繁的

地区。

（４）危害：破坏或掩埋坡上和坡下的４４　　　　、

建筑物和道路，造成人员伤亡。

３．泥石流

（１）定义：山区沟谷中由暴雨、４５　　　　　等激

发的，含有大量４６　　　　　的特殊洪流。

（２）形成条件

①地形陡峻。

②具有丰富的４７　　　　　。

③短时间内有大量水流。

（３）危害：堵塞４８　　　　，摧毁４９　　　　　　，

破坏森林、农田和道路，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

５０　　　　　　以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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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精讲精练 ·地理选修５（人教）

三、洪涝、风暴潮等水文灾害

１．洪涝

类型 洪水 涝渍

成因

５１　　　　　　不能被

江河、湖库容纳，水位上

涨而泛滥

５２　　　　　　积水

不能及时排除

形成条件
以５３　　　　　　为主

要补给的河流汛期

５４　　　　　　弱，５５

　　　　　　　低洼；

排水不畅

分类
暴雨洪水、山洪、融雪洪

水、冰凌洪水
雨涝、内渍

多
发
地
区

从气候

因素看

洪涝集中在中低纬度地区，主要是５６　　　　　　

　　　　、亚热带湿润气候区、５７　　　　　　　

　　气候区

从地形

因素看

江河的两岸，尤其是中下游地区，是５８　　　的

直接威胁区；低湿洼地容易发生５９　　　

２．风暴潮

（１）定义：由于 强烈大风扰动，引起 海 岸 水

面６０　　　　，海水漫溢上陆的现象。

（２）发生地区：在６１　　　　或６２　　　　与高

纬度地带冷暖空气交互影响的地区。

（３）分类

类型 台风风暴潮 温带风暴潮

发生季节 ６３　　　季节 ６４　　　季节

发生地区 台风影响的沿岸地区

６５　　　　　沿海地区，以

欧洲６６　　　　　沿岸、美

国６７　　　　　　　、我国

的６８　　　　　海区沿岸

较多

特点

来势猛、速度快、强度

６９　　　　　　、破坏

力强

増水过程相对７０　　　　

　　

四、病害、虫害和鼠害等生物灾害

１．病害

（１）分类

①农作物病害：７１　　　、７２　　　　、棉花

枯萎病、烟草炭疽病等。

②森林病害：７３　　　　　、松疱锈病、溶叶

病、泡桐丛枝病等。

（２）发病原因：７４　　　　　等造成的不良环境

使得作物的抗病力降低；外来７５　　　　

入侵。

（３）危害：大面积农田、森林被毁坏。

２．虫害和鼠害

（１）农作物虫害：危害最大的是７６　　　。

（２）森林虫害：最具危险性的是７７　　　　。

（３）鼠害：重灾区———农田、７８　　　及森林。

（４）鼠害形成原因：适宜繁殖的７９　　　　、自然

或人为原因造成的８０　　　　等。

五、世界主要自然灾害带

自然

灾害带

环太平洋沿岸的自然

灾害带

北纬２０°～５０°之间的环球

自然灾害带

主要灾害
火山、地震、台风、海

啸、风暴潮等灾害

８１　　灾害、风暴潮灾害、

台风灾害、山地地质灾害

灾害损失

严重的原因
８２　　　　、经济发达 地势高差大、地形８３　　　

【参考答案】

１．热带或副热带　２．水汽　３．凝结致雨　４．旋涡

风雨区　５．附近　６．１２　７．７～１１　８．狂风、暴雨

９．孟加拉湾　１０．东南沿海　１１．加勒比海　

１２．降水量少　１３．空气干燥　１４．波动或气候异

变　１５．渐发性　１６．广泛性　１７．亚洲　１８．强冷

空气　１９．暖气团　２０．初春　２１．中高　２２．骤降

２３．霜冻　２４．错位　２５．地震波　２６．地面　

２７．破坏程度　２８．岩层破裂　２９．地面　３０．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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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３１．一　３２．影响和破坏程度　３３．多　３４．震源深

浅　３５．地质构造 　３６．地中海—喜马拉雅 　

３７．环太平洋　３８．岩体与土体　３９．重力　４０．滑

动面　４１．破碎　４２．较差　４３．工程　４４．农田　

４５．冰雪融水　４６．泥沙石块　４７．松散物质　

４８．江河　４９．城镇和村庄　５０．生产活动　５１．特

大地表径流　５２．洼地　５３．降水　５４．蒸发　

５５．地势　５６．亚热带季风区　５７．温带海洋性　

５８．洪水　５９．涝渍　６０．异常升高　６１．热带气旋

６２．温带气旋　６３．夏秋　６４．春秋　６５．中纬度　

６６．北海　６７．东海岸　６８．北方　６９．大　７０．平

缓　７１．稻瘟病　７２．小麦锈病　７３．杨树烂皮病

７４．气候变异　７５．病原体　７６．蝗虫　７７．松材线

虫　７８．牧场　７９．气候条件　８０．天敌减少　

８１．水旱　８２．人口集中　８３．复杂

















重·难·点·突·破

１．主要气象灾害

（１）热带气旋

①本质：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的深

厚低气压涡旋，具体如下图所示：

②形成条件：一是广阔暖洋面，二是不稳定大气

层结，如下图所示：

③集中地区，如下图所示：

④台风与飓风的异同

ａ．相同点：台风和飓风都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

带洋面上的一定强度的热带气旋，并没有什么实质

性的区别。

ｂ．不同点：发生地点不同，称呼不同。在太平

洋西部称为台风，大西洋西部加勒比海、墨西哥湾习

惯上称之为飓风，印度洋上则称之为旋风。

［结论］　热带气旋不一定就是台风。只有中心附近

平均最大风力在１２级以上的热带气旋才能称为台

风，也就是说强烈发展的热带气旋才是台风。

（２）干旱和旱灾的区别

干旱 旱灾

概念

是因长时期无降水或降水

量少而造成空气干燥、土壤

缺水的一种现象

是一种渐发性的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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