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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与地图

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太阳对地球的影响；地图上的

方向和比例尺，常见图例、注记；海拔（绝对高度）和相

对高度，等高线和地形图，地形剖面图判读及应用。

?等值线的判读

等高线地形图、等温线图、等压线图、等降水量线图、等太

阳辐射量线图、等太阳高度线图及其他等值线图。

?地理计算

昼夜长短、日出日落时刻、地方时、区时、正午太阳高

度、两点间水平距离、区域面积、坡度、地球上不同日

期所占范围、温差等。

?地球运动及其地理意义

地球自转的方向和周期、自转速度，地球自转的地理意

义；地球公转的方向、轨道、周期，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第一节　地球、地图与等值线

　　　　　

［考纲要求］ ［考纲研析］

１．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２．地球仪、经纬网及其地理意义

３．地图上的方向、比例尺、常用图例

和注记

４．海拔（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等高

（深）线地形图，地形剖面图

１．熟悉经纬网，掌握主要地理区域的经纬度位置；应用经

纬网确定地理坐标、判断方向、计算距离

２．理解并掌握地图的三要素：不同类型地图的方向确定，
比例尺的计算及缩放，注记、图例的阅读与运用

３．掌握等高线地形图的一般规律、判读方法及其应用；掌
握地形剖面图的画法

４．掌握其他等值线图的判读及应用

一、地球和地球仪

１．地球
形状：两极　　　、赤道　　的椭球体。
大小：平均半径　　　千米｛ 。

２．地球仪

（１）经线和纬线

纬线 经线

形状 圆

长度
从赤道向两极逐渐

　　，　　最长
相等

相互

关系

所 有 纬 线 都 相 互

　　
所有经线都相交于

　　　　　

指示方向 　　方向 　　












方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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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经度和纬度

经度 纬度

划分

方法

由　　　向东、向西

各划分１８０°
由　　　向南、向北

各划分９０°

分布

规律

顺地球自转方向度

数　　　为东经，度
数　　　为西经

北纬的度数愈向　
　愈大，南纬的度数

愈向　　愈大

半球

划分

　　　　　　为东

半球，１６０°Ｅ～１８０°～
２０°Ｗ为西半球

以　　　为界，以北

为北半球，以南为南

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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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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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经度为ｘ，则与它正相对的另一经线的经度ｙ＝１８０°
－ｘ（ｘ、ｙ所属的东、西经不同。）

二、地图三要素

１．比例尺

（１）公式：图上距离／实地距离。
（２）表示方法：　　　、文字式、　　　。
（３）特点：图幅相同，比例尺越大，表示的实际范围就　　
　，但反映的内容越　　，精确度越高。

２．方向

一般地图：面对地图　　　　、左西右东。

指向标地图：指向标的箭头指向　　　。

经纬网地图：　　　指示南北，　　　指示东西
烅
烄

烆 。

３．图例和注记

“泰山▲１　５３２．７”中，“▲”属于　　　，“泰山１　５３２．７”

为　　　。

三、地形图

１．地面高度的计算方法（如海拔和相对高度示意图）

（１）海拔（绝对高度）：某地高出　　　的垂直距离，如图，

甲点海拔为　　　米，乙点海拔为　　　米。
（２）相对高度：一个地点高出另一地点的垂直距离，如图中

甲对乙的相对高度是　　　　米。

２．等高线地形图

（１）等高线：是将　　　　相同的点连接成的线。
（２）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单位：ｍ）

序号 地形 地形特征 判读方法

Ａ 四周低，中间高
等高线闭合，等高线

数值内高外低

Ｂ 四周高，中间低
等高线闭合，等高线

数值内低外高

Ｃ

从山 顶 向 外 延

伸出 的 凸 起 部

分，山脊线也叫

分水线

① 等 高 线 凸 向 低

值处；

②脊线高于两侧

Ｄ

山脊 之 间 的 低

洼部分，山谷线

也叫集水线

① 等 高 线 凸 向 高

值处；

②谷线低于两侧

Ｅ

位于 相 邻 两 个

山顶之间，呈马

鞍形

两侧为闭合曲线，且
数值相等

Ｆ
近 于 垂 直 的

山坡

几条海拔不同的等高

线重叠

（１）作地形剖面图时，连接海拔相等的相邻两点时要注意

分析等高线图上相应两点间的地势高低走势及两点间

的海拔高度，从而做到准确平滑过渡。
（２）判读地形剖面图要抓住剖面线的起点、终点、经过的最

高 点 和 最 低 点、转 折 点 的 海 拔 状 况 来 综 合 分

析。

















































２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探究 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

下图为“我国某地区等高线地形图”，结合所学知识，试探

究分析下面两个问题。

（１）某学校两组同学来到该地区进行登山比赛，分别沿Ｂ、
Ｃ线路攀登龙山和虎山，有人建议将出发地设在Ａ点。
你认为是否合理？并简述理由。

（２）依据图中提供的信息，分析甲、乙两村所处位置的相同

点（最少三点）。

　　　　　　　　　　经纬网的应用

１．定“方向”
基本指向：“经线指示南北方向，纬线指示东西方向”。

（１）方格状经纬网图上经线和纬线呈直线。
①确定南北方向：分别在南北半球的两点，北半球在

北，南半球在南；同在北半球，纬度值大者在北；同在南

半球，纬度值大者在南。
②确定东西方向：同是东经度，则经度值大者在东，同
是西经度，经度值大者在西；若两地分别位于东西经

度，且两地经度数之和小于１８０°，则位于东经度的点在

东方，位于西经度的点在西方；若两地分别位于东西经

度，且两地经度数之和大于１８０°，则位于东经度的点在

西方，位于西经度的点在东方。
（２）弧线式经纬网图（以极点经纬网图为例）。
①如右图中Ａ、Ｂ两点位于同一纬

线上，根据自转方向判断Ｂ在Ａ的

东方。
②Ｂ、Ｃ位于同一经线上，根据极点

位置判断Ｃ位于Ｂ的南方。
③Ｃ、Ａ既不在同一经线上，也不在

同一纬线上，根据以上原理分别判断东西、南北方向，
可确定Ｃ在Ａ的东南方。

２．定“距离”
（１）同一经线上每隔１个纬度实地距离

相差约为１１１千米，如ＡＢ间距离为

３０×１１１千米。
（２）同 一 纬 线 上 每 隔 １ 个 经 度 实 地 距 离 相 差 约 为

１１１·ｃｏｓθ千米（θ为地理纬度），如 ＡＤ距离为３０×
１１１·ｃｏｓ　３０°千米。

３．利用经纬网定“最短航线”
地球上两点间最短航线为球面最

短距离，即经过两点的大圆劣弧长

度（注：所谓大圆指过地心的平面

与球面的交线）。
（１）同一经线上的两点，其最短距离

的劣弧线就在经线上（如 图 中

ＡＢ）。
（２）同一纬线上的两点，其最短距离的劣弧线向较高纬度

凸（如上图中同一条纬线上 ＭＫ之间的最短航线是

︵ＭＰＫ而不是︵ＭＱＫ）。
（３）由于晨昏线本身就是一个大圆，故处在晨昏线上的两

点最短航线就是两点之间的最短晨昏线（即最短劣弧

线）。
４．利用经纬网定“范围”
（１）相同纬度且跨经度数相同的两幅图，其所示地区的面

积相等。
（２）跨经纬度数相同的地图，纬度越高，表示的范围越小。
（３）图幅相同的两幅地图，中心点纬度数相同，如跨经纬度

越广，所表示的范围越大，比例尺越小。
［重点关注］

利用经纬网进行面积的比较

不论在同一幅经纬网图上，还是在不同

的经纬网图上，进行两区域面积大小的

比较时，应该看其实际跨越的经纬度数

及所处纬度的高低，若跨越的经纬度数

多，其所处的纬度越低，则其面积越大；
反之越小；跨相同经纬度数的地区，纬度越高，面积越小。
如图Ｓ１＜Ｓ２。
［例１］　读图，回答（１）～（３）题：

（１）图中Ａ、Ｂ两点间的实际距离约为 （　　）
Ａ．１　１００千米　　　　　　　Ｂ．２　２００千米

Ｃ．３　３００千米 Ｄ．４　４００千米

（２）根据经纬度判断，图中Ｃ点应位于 （　　）
Ａ．大西洋 Ｂ．非洲

Ｃ．太平洋 Ｄ．南美洲

（３）Ａ点位于Ｃ点的 （　　）
Ａ．西北 Ｂ．正西

Ｃ．东北 Ｄ．











































 正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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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指导］　第（１）题，Ａ、Ｂ之间的经度差是４０°，由于

６０°Ｎ上单位经度差的距离约等于赤道上距离的一半，赤道

上经度４０°的距离约等于４０×１１０千米＝４　４００千米，它的

一半约为２　２００千米。第（２）题，Ｃ点的经度为１８０°，纬度

为６０°Ｓ，根据经纬度的分布规律可知该区域位于太平洋

中。第（３）题，解答本题首先要确定这两个地点的经纬度，

Ａ点的经纬度为（２０°Ｗ，６０°Ｎ），Ｃ点的经纬度为（１８０°，６０°
Ｓ）。南北方位很容易确定，Ａ点位于Ｃ点以北；由于Ａ点

和Ｃ点的经度差大于１８０°，因此Ａ点位于Ｃ点以东。
［正确答案］　（１）Ｂ　（２）Ｃ　（３）Ｃ

　　　　　　　　　　地图上的比例尺

１．比例尺的大小与表示范围和内容详略的关系

（１）图幅大小相同时：

①比例尺越大，地图上所表示的实地范围越小，内容越

详细。

②比例尺越小，地图上所表示的实地范围越大，内容越

简略。

大范围地图多选用较小的比例尺，小范围地图多选用

较大的比例尺。
（２）实地范围相同时：

①比例尺越大，图幅面积越大，内容越详细。

②比例尺越小，图幅面积越小，内容越简略。

２．比例尺的缩放

（１）比例尺缩放的计算：

①将比例尺放大到原比例尺的ｎ倍，则放大后的比例

尺为：原比例尺×ｎ；

②将比例尺放大原比例尺的ｎ倍，则放大后的比例尺

为：原比例尺×（１＋ｎ）；

③将比例尺缩小到原比例尺的ｌ／ｎ，则缩小后的比例尺

为：原比例尺×１／ｎ。
（２）比例尺缩放后图幅面积的变化：

比例尺放大（缩小）后图幅面积放大到（缩小到）的倍

数，是其原比例尺放大到（或缩小到）倍数的平方。若

比例尺放大１倍，则新图比例尺是原图的２倍，新图上

１ｃｍ代表的实地距离是原图的１／２，新图图幅面积是

原图的４倍。若比例尺缩小１／２，则新图的比例尺是原

图的１／２，新图上１ｃｍ代表的实地距离是原图的２倍，

新图图幅面积是原图的１／４。
（３）实地面积的计算：

实地面积＝图上面积÷地图比例尺。

［例２］　读以下两幅经纬网图，完成（１）～（２）题。

（１）关于甲、乙、丙、丁四地方位的正确叙述是 （　　）

Ａ．甲地乙的东南方向　　　Ｂ．丙在乙的东北方向

Ｃ．丁在甲的西北方向 Ｄ．乙在丁的西南方向

［解题指导］　本题考查方位判读。根据 Ｎ、Ｓ纬度的标

示，即可判断地球自转的方向，并进一步判断东西经度。
甲、乙丙、丁的地理坐标分别为（１３５°Ｗ，６８°Ｓ），（１２９°Ｗ，
７２°Ｓ），（６０°Ｅ，７０°Ｎ），（４０°Ｅ，７５°Ｎ），因此Ｄ选项符合题意。
［正确答案］　Ｄ
（２）若此时国际标准时间为３月２１日８时整，则 （　　）
Ａ．甲地处于昼半球范围内

Ｂ．乙地的区时为１７时

Ｃ．丙地与甲地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日期

Ｄ．丁地的地方时是１１时２０分

［解题指导］　国际标准时间指０°经线的地方时。３月２１
日太阳直射赤道，全球各地昼夜等长，６点日出，１８点日

落。此时日期分界线为１２０°Ｗ 和１８０°经线。甲地处于夜

半球，乙地的区时大约为０时多点，丁地的地方时是１０时

４０分。
［正确答案］　Ｃ

　　　　　　　　　　等高线地形图与地形剖面图的绘制及实际应用

１．等高线的特点

（１）同线等高：同一条等高线上的各点等高，并以海平面作

为零米。相邻的两条等高线间的高差相同。
（２）全图的等高距一致：等高距即指两条相邻等高线之间

的高度差。例如三条等高线的海拔为５００米、６００米、
７００米，则等高距为１００米。

（３）等高线是封闭的曲线：无论等高线怎样迂回曲折，终必

环绕成圈，但在一幅图上不一定全部闭合。
（４）两条等高线不能相交：因为一般情况下，同一地点不会有

两个高度。但在垂直壁立的峭壁悬崖，等高线可以重合。
（５）等高线疏密反映坡度缓陡：等高线稀疏的地方表示缓

坡，密集的地方表示陡坡，间隔相同的地方表示均匀

坡。有时候图上看不出密集与稀疏时，可根据“坡度＝
垂直相对高度／水平距离”来决定。

（６）等高线与山脊线或山谷线垂直相交：等高线穿过山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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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反Ｖ字形。
如图：河流一般发育在山谷处，而山脊往往会成为河流

的分水岭。

（７）两对等高线凸侧互相对称时，为山岳的鞍部，也叫山的

垭口。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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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坡向的识别：示坡线、等高线间垂直于两条等高线

的最短线段的方向，即斜坡方向（指向低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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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２．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

地形 表示方法 示意图 等高线图 地形特征 说明

山地

山峰

闭 合 曲

线，外低

内高

四周低，
中部高

示坡线画

在等高线

外侧，坡度

向 外 侧

降低

盆地

洼地

闭 合 曲

线，外高

内低

四周高，
中间低

示坡线画

在等高线

内侧，坡度

向 内 侧

降低

山脊

山脊线

等 高 线

凸 向 低

处，中间

高 于

两侧

从 山 顶

到 山 麓

凸 起 的

高 耸

部分

图中虚线

为山脊线，
也 叫 分

水线

山谷

山谷线

等 高 线

凸 向 高

处，中间

低 于

两侧

山 脊 之

间 低 洼

的部分

图中虚线

为集水线，
河流沿此

处 向 外

流出

鞍部

由 一 对

山 顶 等

高 线

组成

相 邻 两

个 山 顶

之间，较
平坦

是山谷线

最高处，是
山脊线最

低处

峭壁

陡崖

多 条 等

高 线 重

叠 在

一起

近于垂直的山坡，称峭

壁。峭壁上部突出处，
称悬崖

新月形

沙丘

相 对 高

度较小，
凹 坡 等

高线密，
凸 坡 等

高线稀

等高线形似新月

梯田
海 拔

较低

等高线稀疏与密集处

差别大

火山

等 高 线

近 似 圆

形，最中

心 处 数

值 向 内

递减，外
围 向 外

递减

从示坡线海拔变化可

判断火山口

３．地形剖面图的绘制

（１）根据要求选剖面线，可以是东西向或南北向的直线（图
甲），也可以是东北—西南向或西北—东南向的斜线

（图乙）。以图乙为例，剖面线ＡＢ投影到剖面图上，作
为水平线Ａ′Ｂ′，以水平距离作横坐标。

（２）画矩形。一般矩形长度要与 ＡＢ等长，即水平比例尺

要与原图一致。
（３）用等高线图的高度作纵坐标，确定垂直比例尺（一般比

水平比例尺大若干倍）。
（４）作平行虚线与垂直虚线。平行虚线是按照垂直高程从

纵坐标引出的平行线。垂直虚线是从剖面线与等高线

的交点垂直向下作的虚线，它与平行虚线在对应的高

程上相交于一点。
（５）连点成曲线。将各小点连成一条平滑的曲线，即成为

沿ＡＢ线的剖面图。
［例３］　下图为“某地区等高线地形图”。读图完成

（１）～（２）问题。

（１）甲河与乙河的分水（脊）线是 （　　）
Ａ．ＫＬＯＰ线 Ｂ．ＫＭＯＰ线

Ｃ．ＫＭＮＱ线 Ｄ．ＫＲＱ线

（２）拟在Ｋ点与Ｔ点之间选择起伏较平缓的路线，修建供

拖拉机通行的道路，合理的路线是 （　　）
Ａ．ＫＲＱＰＴ线 Ｂ．ＫＭＮＱＰＴ线

Ｃ．ＫＬＯＰＴ线 Ｄ．ＫＳＴ线

［解题指导］　等高线判读是等值线中经常考的知识点。第

（１）题，分水（脊）线往往是山脉高地或者山脊。第（２）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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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点与Ｔ点之间选择起伏较平缓的路线”的要求选择等高

线分布比较稀疏的线路且减少过河架桥。
［正确答案］　（１）Ｂ　（２）Ｄ
［借题发挥］

等高线地形图判读中的“五读”
（１）延伸方向———等高线延伸方向为地形走向，与等高线

垂直方向为坡度最陡方向，是水流方向。
（２）疏密程度———密陡疏缓。等高线间隔均匀，表示上下

坡度均匀，是均匀坡；等高线上密下疏，为凹形坡；等高

线下密上疏，为凸形坡。
（３）极值———某区域海拔最大或最小情况，显示该区域地

势起伏大小。
（４）弯曲处———等高线向地势低的方向凸，为山脊；相反则

为山谷。
（５）局部小范围闭合等高线———高度不在正常范围内，其

特点是“大于大的”或“小于小的”。

　　　　　　　　　　　　地球上任意两点间的最短距离

地球上任意两点间的最短距离是过这两点的大圆的劣弧。
讨论如下：
１．两地经度和等于１８０°

同位于北半球，最短距离一定是过北极点的劣弧。同位

于南半球，最短距离一定是过南极点的劣弧。两地位于

不同的南北半球，这时需要讨论经过北极点的劣弧和经

过南极点的劣弧谁最短。
２．两地经度和不等于１８０°
（１）Ａ位于Ｂ的东方，从Ａ到Ｂ的最短距离

同在北半球，从Ａ到Ｂ的最短距离是先向西北，再向

西，最后向西南的行程，如图①；同在南半球，从Ａ到Ｂ
的最短距离是先向西南，再向西，最后向西北的行程，
如图②。位于不同半球时需要讨论，方法同上。

（２）Ａ位于Ｂ的西方，从Ａ到Ｂ的最短距离

同在北半球，从Ａ到Ｂ的最短距离是先向东北，再向

东，最后向东南的行程，如图③；同在南半球，从Ａ到Ｂ
的最短距离是先向东南，再向东，最后向东北的行程，
如图④。位于不同半球需讨论，方法同上。

　　　　　　　　　　　　等高线地形图中的通视问题及分析方法

在等高线地形图上，判断观测点的通视情况，应通过绘地

形剖面图来分析，由观测点向目标点绘直线，若直线没有

被任何地物所切断，表示能通视；若视线被切断，即两点之

间有障碍物，则不能通视。
例：某山区的一所学校，拟组织学生对附近公路的交通流

量进行调查。读下图，判断Ｅ、Ｆ、Ｇ三地能够目测到公路

上 Ｈ处车辆的是哪一点。

根据剖面图的绘制方法，作沿ＥＨ、ＦＨ．ＧＨ三条剖面线的

剖面图如下图：

从剖面图可以看出，只有Ｇ地到 Ｈ地之间没有障碍，可以

清晰地观察。

１．（２０１１·新课标全国文综）读下图，完成（１）～（３）题。

（１）图示区域内最大高差可能为 （　　）
Ａ．５０ｍ Ｂ．５５ｍ
Ｃ．６０ｍ Ｄ．６５ｍ
（２）图中①②③④附近河水流速最快的是 （　　）
Ａ．① Ｂ．②
Ｃ．③ Ｄ．④
（３）在图示区域内拟建一座小型水库，设计坝高约１３ｍ。
若仅考虑地形因素，最适宜建坝处的坝顶长度约 （　　）
Ａ．１５ｍ Ｂ．４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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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２０１１·浙江文综）某校学生于台风过后，前往某山区

实习，观测溪谷的变化情况。下图为学生实习地区的等高

线地形图。完成２～３题。

２．学生在实习中可以得知的是 （　　）
Ａ．溪谷的坡度；溪谷的蒸发量

Ｂ．溪谷的蒸发量；溪流的水深和流速

Ｃ．溪谷的台风降雨量；堆积物粒径大小

Ｄ．溪谷的坡度；堆积物粒径大小

３．学生在溪谷的观测点是 （　　）
Ａ．甲、乙 Ｂ．甲、丙
Ｃ．乙、丁 Ｄ．乙、戊
　　（２０１１·江苏高考）某校研究性学习小组到野外考察。
下图为考察区域地形图，虚线所示为考察线路。读图回答

４～５题。

４．下列描述可能与实地情况相符的是 （　　）
Ａ．①地附近的河流从西南流向东北

Ｂ．②地坡度最陡

Ｃ．③地分布有茶园

Ｄ．④地是观赏瀑布的最佳位置

５．该考察线路的高差可能是 （　　）
Ａ．４５０米 Ｂ．５００米

Ｃ．５５０米 Ｄ．６００米

１．下图为“浙江省局部等高线图”。读图，从工程量与工程

难度考虑，图中Ｌ１、Ｌ２、Ｌ３、Ｌ４ 四条公路选线较合理的是

（　　）

Ａ．Ｌ１　　　　　　　　　　　Ｂ．Ｌ２
Ｃ．Ｌ３ Ｄ．Ｌ４

２．某测绘局要绘制新开发镇的平面图，采用２种比例尺绘

制，其中甲图比例尺是乙图的３倍，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如果甲图比例尺为１∶３０　０００，则乙图比例尺为１∶
１０　０００

Ｂ．甲图的图幅面积一定是乙图的９倍

Ｃ．乙图上反映的地理事物比甲图详细

Ｄ．甲图中１厘米表示的实地距离是乙图的３倍

　　（２０１１·济南模拟）读“某地区等高线地形图”，完成３
～６题。

３．关于图中规划公路叙述正确的是 （　　）
Ａ．最大高差可能为１８０米 Ｂ．走向为东北—西南

Ｃ．长度约为６千米 Ｄ．穿越山脊地区

４．沿图中ａｂ剖面线绘制的地形剖面是下图中的 （　　）

５．在图示区域内拟建一座防火瞭望塔，在①②③④的选址

方案中，瞭望范围最大的是 （　　）
Ａ．① Ｂ．②
Ｃ．③ Ｄ．④

６．关于下图等高线地形图的叙述，正确的是 （　　）

Ａ．ａ村在ｂ村的西南方

Ｂ．ｃ、ｄ两条小河画得都正确

Ｃ．ｅ处用水方便，宜建造纸厂

Ｄ．从ａ村到ｂ















































 村规划的公路不应走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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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０１１·杭州模拟）读图，完成下列各题。

（１）尼湖之南有古寺，这座古寺是　　　　。（填数码）
（２）该地要开发“漂流探险”项目，根据所学的地理知识

分析在支流ａ和媚河上游ｂ漂流可能有的特点。
（３）Ｃ处的地形是　　　　，该处的海拔高度为 　。
（４）在图中Ｄ处拟建一水坝（如图：“ ”），水坝建成后，
三座古寺中有可能被水淹的是　　　　。
（５）此时小明和小畅在古寺②，想去登山顶Ｃ，想知道两

地的温差，你能帮忙计算吗？

８．２０１１年暑假期间，山东济南某中学组织了一次“远足体

验”夏令营活动，并对图示区域进行了一次野外天文、地
质、植被、聚落等综合性考察活动。分析下列等高线地

形图，回答下列问题。

（１）同学们沿图中的登山线路行进，观察到沿途植被垂

直变化不大，你认为主要原因是 　
　。

（２）同学们把夜晚宿营地点选在图中Ａ处，请根据图中

信息简述理由。
（３）某同学建议在图中Ｃ处建一火情瞭望台，你认为此

建议可采纳吗？　　　　，若用现代化的手段动态监测

森林火灾，最好采用　　　　技术。
（４）若考察小组在Ｄ处突遇泥石流，①②③④四条逃生

线路中最佳的是　　　　。某同学因私自外出，在Ｂ处

迷了路，请你给他指出独自走出困境的最佳路线。
（５）简要分析图中Ｅ城镇形成的有利区位条件。

　　　　　　 　请完成活页作业Ｐ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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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地球的宇宙环境和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考纲要求］ ［考纲研析］

１．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地球是太阳

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２．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１．了解八大行星概况，并能解释地球的普通性与特殊性

２．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影响

３．能说出太阳的外部结构，知道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能结合实际解释一些天文现象

一、地球的宇宙环境

１．多层次的天体系统

（１）天体：宇宙间的星云、恒星、行星、卫星等各种　　
　　。

（２）天体系统：　　　　　和天体的　　　　维系着天体

之间的关系，组成了多层次的天体系统。

（３）多层次的天体系统

总星系

　　　　

银河系
　　　

其他行星系｛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其他恒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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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天体可分为自然天体和人造天体。恒星、星云、彗星、行星

等是自然天体；宇宙中的人造卫星、运行的宇宙飞船、空间

站等是人造天体。返回或停留在地球表面没有到达宇宙

空间的人造卫星、飞船等不是天体。

２．普通而特殊的行星———地球

（１）地球的普通性：

①

八
颗
行
星

类地行星：Ａ　　、Ｂ　　、Ｃ　　、Ｄ　　
巨行星：Ｅ　　、Ｆ　　
远日行星：Ｇ　　　、Ｈ
烅
烄

烆 　　　
②运动特征：　　　、　　　、　　　。

（２）地球的特殊性———存在生命

①宇宙条件：安全的　　　环境、稳定的　　　条件。

②自身条件

适宜的　　　条件

适于生物呼吸的　　　
　　　
烅
烄

烆 的存在

思维启迪：为什么说地球是一颗普通行星？

二、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１．太阳辐射与地球

（１）太阳辐射的概念：太阳以　　　的形式向宇宙空间放

射的能量。
（２）能量来源：太阳内部的　　　反应。

（３）波长范围：分为　　　、　　　和　　　三部分，太阳

辐射能主要集中在波长较短的　　　波段。

（４）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影响

提供　　资源

维持地表温度，促进地球上

　　　　　　　　　　的主

　要动力

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

烅

烄

烆 　　
２．太阳活动与地球

（１）太阳活动的概念：太阳释放能量的　　　性所导致的

一些明显现象。
（２）太阳的外部结构：Ａ　　层，Ｂ　　层和Ｃ　　　层。
（３）太阳活动的主要类型：Ｃ层的为 　　，Ｂ层的为　　
　，太阳活动周期约为　　　年。

（４）主要影响

①引起大气电离层的扰动———磁暴，影响无线电短波通

信，干扰电磁设备，甚至威胁运行在太空中的宇航器的

安全。

②高能带电粒子流冲进　　　　　的高层大气，产生

“　　　”现象。

③地球　　　变化与太阳活动有明显的相关性；在太阳

活动高峰年，地球上激烈　　　现象出现的几率明显

增加。

（１）太阳活动对无线电短波通信和地球磁场的影响白天较

强。中午最强；夏天强，冬天弱

（２）极光现象出现在高纬地区的夜晚。

































探究一 地球形状和大小有何重要的现实意义？

探究二 太阳辐射的分布规律与应用

读下图，试探究下列问题

　　一年内太阳辐射的纬度分布示意图

（１）１月份太阳辐射量最大值出现在什么纬度？试分析其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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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南北半球相应纬度上太阳辐射随月份的变化规律有什

么特点？

（３）我国某中学的地理研究性学习小组准备对家乡太阳能

利用状况进行可行性分析。他们计划采用调查的方法

开展课题研究。该小组应拟订要调查的主要内容有

哪些？

　　　　　　　　　　图解地球上存在生命的物质条件

地球上存在

生命的条件
形成生命条件的原因

外
部
条
件

太阳光照稳定
太阳 从 诞 生 至 今 没 有 明 显 的

变化

运行轨道安全

地球附近的大、小行星绕日公转

具有同向性、共面性、近圆性的

特征，它们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使地球处于一种较安全的宇宙

环境。

自
身
条
件

有适宜的温度

日地距离适中，自转周期不长不

短，使地表平均气温为１５℃（地
球昼夜更替的周期和地球大气

的热力作用对地球表面温度的

影响，地球昼夜更替的周期是一

个太阳日，时间不长，使整个地

表增温、冷却不至于过分剧烈，

从而保证地球上生命有机体的

存在与发展。地球外围大气的

热力作用减小了气温的日较差，

形 成 适 于 生 物 生 存 的 温 度

环境。）

有适 合 生 物 呼

吸的大气

地球的体积和质量适中，吸引气

体形成大气层，并经过漫长的演

化形成以氮和氧为主的大气

有液态的水

地球内部放射性元素衰变致热

和原始地球重力收缩，结晶水汽

化，并随地球内部的物质运动带

到地表，形成原始海洋

地球大气对生命存在、发展的作用

①以氮和氧为主，可供生物呼吸。

②使生物免受过多紫外线的伤害。

③减少了小天体对地表的撞击。

④天气层的存在使地表昼夜温差不至于过大。

［例１］　（２０１１·江苏高考）图为“公转轨道相邻的三大行

星相对位置示意图”。读图回答（１）～（２）题。

（１）此时 （　　）
Ａ．是地球上北极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黄金季节

Ｂ．地球处于近日点附近，公转速度较快

Ｃ．我国从南向北白昼变短，黑夜变长

Ｄ．②是太阳系中距离太阳、地球最近的大行星

（２）与①、②行星相比，地球具备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

是 （　　）
Ａ．适宜的大气厚度和大气成分

Ｂ．强烈的太阳辐射和充足的水汽

Ｃ．复杂的地形和岩石圈

Ｄ．强烈的地震和火山活动

［解题指导］　本题组主要考查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和地

球运动等相关知识。从示意图来看，太阳应该位于弧线圈

的右侧，①、②分别是火星和金星。第（１）题，根据地轴是

向右倾斜的，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半球—即北半球的夏半

年。Ｂ、地球轨道的近日点是１月初，与题意不符；Ｃ、只能

判断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半球，不能判断将要向南或向北移

动；Ｄ、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是金星，距离太阳最近的是水

星。第（２）题，与火星、金星对比，地球上具备生命存在的

基本条件：适宜的温度（日地距离适中、昼夜交替周期合

适）、液态水、体积和质量适中（导致大气的存在和演变）。
［正确答案］　（１）Ａ　（２）Ａ

　　　　　　　　　　影响太阳辐射强度的因素

１．纬度高低：纬度越低，太阳辐射强度越大，如撒哈拉沙漠

太阳能丰富。
２．天气状况：晴天云少，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小，到达地

面的太阳辐射强。例如塔里木盆地深居内陆，降水少，
晴天多，太阳辐射强；而四川盆地多云雾阴雨天气，对太

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强，太阳辐射成为我国最低值区。
３．海拔高低：海拔高，空气稀薄，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

用越小，则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越强。例如，青藏高原

是我国太阳辐射最强的地区。
４．大气透明度：大气透明度高则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

小，使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强。
５．日照时间长短：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反之则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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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宇宙中的地球

　　　　　　　　　　中国太阳年辐射总量的分布及影响因素

具体可分为：（１）丰富区（干旱区，降水稀少）：青藏高原、内
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和横断山区。（２）较丰富区：阿尔泰

山、准噶尔盆地、天山、塔里木盆地以及东北、华北、西南的

部分地区。（３）可利用区：东北大部、黄淮平原、长江中下

游平原、东南沿海以及西南部分地区。（４）贫乏区（多云雾

和阴雨天气）：四川盆地。
我国太阳能资源的时空分布差异较明显，高值和低值的中

心都处在北纬２２°～３５°之间，高值的中心在青藏高原，低
值的中心在四川盆地。北纬３０°～４０°地区，随纬度增高太

阳辐射能增加。而北纬４０°以北，由东向西太阳辐射能逐

渐增加，新疆呈东西向分布。我国太阳能资源较丰富的地

区与同纬度的其他地区相当甚至超过其他地区，其中青藏

高原南部接近世界上太阳能最丰富的撒哈拉沙漠。而四

川盆地则是在同纬度中最低的地方。
青藏高原成为太阳辐射的高值中心，主要是因为海拔高，
空气稀薄，空气中尘埃含量较少，晴天较多，日照时间较

长，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小，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

能量多。
而四川盆地为低值中心的原因在于：盆地形状，水汽不易

散发，空气中含水汽的量多，阴天、雾天较多，从而造成日

照时间短，日照强度弱，太阳能资源贫乏。

　　　　　　　　　　太阳活动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１．对地球电离层产生影响；耀斑爆发时发射的电磁波进入地

球电离层，吸收无线电短波信号，导致通讯衰减或中断。
２．对地球磁场产生影响；太阳大气抛出的带电粒子流使地

球磁场受到扰动，产生“磁暴”现象，磁针不能正确指示

方向。
３．产生极光现象：太阳大气抛出的带电粒子流高速冲进两

极地区的高空大气，与那里的稀薄大气相撞，出现美丽

的极光。
４．影响地球上的天气和气候，如许多地区降水量的年际变

化与黑子１１年的周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此外，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还有：扰动臭氧层，破坏大气

的热平衡；直接威胁宇航飞行；破坏高压输电网设备和石

油输送管道；诱发干旱、洪涝、台风、雷暴、酷热、寒潮、地震

等自然灾害，并可危害人类健康，甚至出现瘟疫等。
［例２］　（２０１１·海南模拟）能被植物光合作用利用的太

阳辐射，称为光合有效辐射（ＰＡＲ）。下图示意１９６１～
２００７年我国年平均ＰＡＲ强度的空间分布。据此完成（１）

～（２）题。

（１）如仅考虑光合有效辐射，我国农业生产潜力最大的地
区是 （　　）
Ａ．长江中下游平原　　　　Ｂ．四川盆地

Ｃ．华北平原 Ｄ．青藏高原
（２）乙地ＰＡＲ值高于甲地的主要原因是 （　　）
Ａ．纬度高 Ｂ．植被少

Ｃ．地势高 Ｄ．云雨少
［解题指导］　本题考查有关太阳辐射的相关知识和读图
分析能力，第（１）题，读ＰＡＲ强度等值线图，四川盆地是我
国太阳辐射最贫乏地区，青藏高原光合有效辐射（ＰＡＲ）最
大，所以农业生产潜力最大。第（２）题，乙地处内蒙古河套
平原，深居内陆，距海远，云雨少，对太阳辐射的削弱少；甲
地为四川盆地，多雨雾天气，对太阳辐射削弱的多。所以
乙地ＰＡＲ值高于甲地。
［正确答案］　（１）Ｄ　（２）Ｄ
［例３］　（２０１２·石家庄模拟）《２０１２》讲述在２０１２年，地
球因为异常的太阳活动而面临毁灭：飞机从地缝中、倒塌
的楼宇中穿梭而过，汽车在喷发的火山“流弹”中飞驰，主
人公刚刚跑过的地面轰然塌陷……据此完成（１）～（２）题。
（１）下列关于太阳活动对地球影响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Ａ．影响无线电短波通信

Ｂ．可能引发干旱、洪涝等灾害

Ｃ．可能冲击地球磁场和大气，引发磁暴、电离层扰动等

Ｄ．可能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
（２）下列属于地球存在生命条件的是

Ａ．黄赤交角的存在

Ｂ．大、小行星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Ｃ．地球不均匀的公转速度

Ｄ．太阳活动的频繁发生
［解题指导］　第（１）题，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主要包括影
响无线电短波通讯、干扰地球磁场引起“磁暴”现象、出现极
光和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关等，可能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是
不正确的，只是电影“２０１２”虚构的；第（２）题，地球存在生命
条件有大、小行星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形成安全的宇宙环
境，满足生物呼吸需要的大气，适宜的温度和液态水等。
［正确答案］　（１）Ｄ　（２）Ｂ

　　　　　　　　　　　　地球的普通性

１．八大行星的结构特征———太阳系八大行星分类比较

分类 类地行星 巨行星 远日行星

成员 水、金、地、火 木、土 天王、海王

距日远近 近 中 远

质量 小 大 中

















































体积 小 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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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类地行星 巨行星 远日行星

平均密度 大 小 中

表面温度 高 中 低

公转周期 小 中 大

自转周期 大 小 中

卫星数 无或少 多 少

光环 无 有 有

物质组成
中心有铁核，金
属元素含量高

氢、氦、氖 氢、甲烷

２．八大行星的运动特征：共面性、同向性、近圆性。

　　　　　　　　　　　　航天发射基地及返回基地的选择

１．航天发射基地选择的条件

（１）纬度位置：纬度越低，地球自转线速度越大，则发射航

天器初速度越大，越节省燃料；反之，越耗燃料。
（２）气候条件：气候干旱，降水稀少；天气晴朗，能见度高。
（３）地形条件：平坦开阔，地势相对较高。平坦开阔利于地

面设备跟踪探测，地势高地球自转的线速度较大。
（４）气象条件：要尽量选择多晴朗天气，大气污染轻、透明

度高的地区。
（５）地质条件：地质稳定。
（６）水文条件：少大河、湖泊。
（７）交通位置：要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有利于大型设备的

运输。
（８）人口密度条件：航天基地最好布局在人口密度较小的

地区，以保证安全。
２．航天发射时间、方向和回收场地的选择

（１）发射时间：在一天中，一般选在晴朗无云的夜晚，主要

便于定位和跟踪观测。
我国发射时间：主要选择在冬季，便于航天测控网对飞

船监控、管理、回收；另外，我国有三艘“远望号”监测船

在纬度较高的南半球海域，选冬季是为了避开南半球

恶劣的海况

（２）方向：一般与地球运动方向一致，即向东发射。
（３）我国的回收场地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该地区地

形平坦，视野开阔，水域面积少，便于搜救；人烟稀少，
有利于疏散人群；气候干旱，多晴朗天气。

　　（２０１１·上海单科）“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

想，在自由地飞翔”。２１世纪人类将进入开发月球资源，
探索太空的新时代，人类的美好愿望终将变为现实。
１．月球的表面形态留给人类深刻印象。下列因素中，影响

月表形态形成的主要因素是 （　　）
Ａ．太阳的能量　　　　　Ｂ．地球的引力

Ｃ．陨石的撞击 Ｄ．太阳风侵袭

２．若科学家在未来的月球表面实验站进行科学实验，其利

用的月球表面特殊条件是 （　　）
①弱重力　②超高温　③低辐射　④高真空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②③ Ｄ．①④

３．月球和地球距太阳的距离差别不大，但表面环境迥然不

同。其主要原因是二者的 （　　）
Ａ．质量差异 Ｂ．形状差异

Ｃ．自转差异 Ｄ．公转差异

　　如图所示，科学家预测，未来人类可能从地球迁移到相

邻的“第二行星家园”。“第二行星家园”的“自转轴”与其公转

轨道平面的夹角约为６６°０１′，自转周期与地球相近，质量约为

地球的十分之一，有大气层。据此回答１～２题。
１．和地球相比，“第二行星家园” （　　）
Ａ．表面均温更高

Ｂ．属于远日行星

Ｃ．昼夜温差更大

Ｄ．大气层厚度更大

２．在“第二行星家园”上
①太阳高度变化幅度大于地球　②存在大气“热力环

流”　③昼夜长短变化幅度小于地球　④可见地球从

西方“升起”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①③ Ｄ．②④
　　（２０１１·湖北联考）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１８时５９分，我
国“嫦娥二号”探月卫星成功发射升空。据报道，２０２０年

中国有望实现载人登月。据此回答３～５题。
３．关于月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①月球与地球上的潮汐有关

②月球上有风云雨雪等天气变化

③月球上没有黎明和黄昏

④月球上存在大小不一的海洋和环形山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①③ Ｄ．②④

４．在月球上宇航员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　　）
①巨大的噪声　②强太阳辐射和紫外线辐射　③较大

的昼夜温差　④泥石流和洪涝灾害　⑤超重现象明显

Ａ．①②③④ Ｂ．①④⑤
Ｃ．②③ Ｄ．①②③

５．研究月球对人类未来的意义表述不正确的是 （　　）
Ａ．利于研究月表的沉积岩

Ｂ．在月球上建天文观测站的效果更好

Ｃ．从月球发射航天器会节省很多燃料

Ｄ．开发氦－３能源，缓解地球能源紧张状况

　　下图表示“２７°Ｎ某地坡向（坡度为１０°）对地表获得太阳辐

射的影响”，纵坐标表示该地坡面与地平面获得太阳辐射量的

比值（仅考虑地球运动和地形因素）。完成６～７题。

６．该地坡向对地面获得太阳辐射影响最大的季节是 （　　）
Ａ．春季 Ｂ．夏季

Ｃ．秋季 Ｄ．冬季

７．若坡度从１０°增大到１５°，则ａ点的数值将 （　　）
Ａ．增大 Ｂ．减小

Ｃ．先减小后增大 Ｄ．
















































 先增大后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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