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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自然地理

◎专题一 地球和地球仪

一、地球形状和大小

( 一) 地球形状和大小的描述
1. 地球的形状
地球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鼓的不规则球体。证明地球球体形状的例子

很多:
( 1) 海上由远而近航行的轮船，首先看到桅杆，然后才看到船体。
( 2) 站得高，看得远，也能证明地球是一个球体。
( 3) 月食发生时，地球在月球上的投影让人们看到了地球的形状。
( 4) 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地球的球体形状。
( 5) 人造卫星从宇宙空间拍摄到的地球照片，更让人们知道地球的球体

形状。
2. 人们对地球形状的认识

→

天
圆
地
方

→
正
球
体

两极稍扁的椭球体
( 受地球自转所产生
的惯性离心力影响

→
)

不规则
球体

3. 地球的大小
赤道周长: 40 075 km; 极半径: 6 356． 8 km; 赤道半径 6 378． 1 km; 平均半径:

6 371 km;地球表面积: 5． 1 亿 km2 ; 体积: 1． 1 万亿 km3 ; 质量: 5． 98 × 1024kg。
( 二) 地球形状和大小的地理意义
1. 形成大气层
地球具有适中的体积和质量，其地心引力使大量的大气集聚在地球周围，形成

包围地球的大气层，为人类和生物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2. 形成自然景观纬度地带性差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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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球球体形状的影响，太阳辐射从赤道向两极递减，造成地球上热量的带状
分布( 即五带) ，从而使气候、植被、土壤和自然带也具有带状分布( 即呈纬度地带
性) 的特征。

3. 形成昼夜现象
地球是一个既不发光也不透明的球体，在同一时间里，太阳只能照射到地球表

面的一半，形成了地球上的昼夜现象。由于地球的自转运动，又形成了地球上的昼
夜更替现象。

4. 导致纬线圈的长度差异
地球的球体形状，使纬线圈的长度自赤道向两极递减; 赤道上或所有经线圈上

1°所对应的弧长约等于 111 km; 纬度为 α 的纬线上经度 1°所对应的纬线长度为
111 × cos α km。

二、地球仪和经纬网

( 一) 地球仪
1. 概念和意义
人们仿照地球的形状，并按一定的比例把它缩小后制作的地球的模型就是地

球仪。在地球仪上，用颜色、符号和文字表示陆地、海洋、山脉、河流、湖泊、城市等
地理事物的位置、形状及名称。

2. 组成
( 1) 地轴
地球围绕其旋转的假想轴叫做地轴。地轴连接南北两极，垂直于赤道平面，与

黄道面成 66°34'的夹角。在地球自转和公转的过程中，地轴的倾斜方向基本保持
不变。

( 2) 两极
地轴通过地心，同地球表面相交的两个点叫两极，其中指向北极星的一端是地

球的北极，另一端是地球的南极。
( 3) 赤道
环绕地球表面并与南北两极距离相等的圆周线称为赤道，赤道平面通过地球

球心，垂直于地轴，并把地球平分为南北两个半球。
( 4) 经线
地球表面连接南北两极并与纬线垂直相交的线是经线，又叫子午线。通过英

国格林尼治天文台遗址的子午线叫本初子午线。
( 5) 纬线: 地球表面与地轴垂直并且环绕地球仪一周的圆圈就是纬线。
( 二) 经纬网
1. 经线和纬线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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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线( 子午线) 纬线

图示

特

点

形状
半圆; 两条正相对 ( 经 度和为
180°) 的经线组成经线圈，且每个
经线圈均可平分地球

圆;除极点外，每一条纬线均可自成纬线
圈，只有赤道能平分地球

长度
所有的经线长度都相等
( 约 20 000 km)

从赤道向两极逐渐变短，赤道最长
( 约 40 000 km) ，两极收缩成一个点。
南北纬度数相同的纬线长度相等

关系 所有的经线都相交于南、北两极点 所有的纬线都相互平行

间隔
任意两条经线间隔，在赤道上最
大，向两极递减

任意两条纬线间的间隔处处相等

方向 指示南北方向 指示东西方向

作

用

划分
半球

20 °W向东到 160 °E为东半球;
160 °E向东到 20 °W为西半球

赤道以北为北半球，以南为南半球

定距离
同一经线上纬度相差 1°的水平距
离约为 111 km

赤道上经度相差 1° 的水平距离约为
111 km; 其他纬线上，经度相差 1°的水平距
离约为 111 × cos α km( α表示所在纬度)

定位置
地球仪上经纬线相互交织，构成经纬网，利用经纬网可确定任何一点的经纬度
坐标位置

定方向 指示南北方向 指示东西方向

2. 经度和纬度的比较

经度 纬度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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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 纬度

概念 给经线标注的度数 给纬线标注的度数

实质

某地子午线平面与本初子午线平面之
间的夹角( 面面角)

某地点到球心的连线与赤道平面的夹角
( 线面角)

图中北京的经纬度为( 40 °N，116 °E)

起始位置 本初子午线( 0°经线) 赤道( 0°纬线)

代号 东经用“E”、西经用“W”表示 北纬用“N”、南纬用“S”表示

划分

从本初子午线向东: 东经( E) ，0° ～
180°，度数增大; 向西: 西经 ( W) ，0° ～
180°，度数增大。其中东经 180°和西
经 180°为同一条经线

从赤道向北: 北纬 ( N ) ，0° ～90°; 向南:
南纬( S) ，0° ～90°

分布
规律

从本初子午线向东、向西各分 180°，以
东为东经度，以西为西经度

从赤道向南、向北各分 90°，赤道以北为北
纬度，赤道以南为南纬度

半球划分

20 °W与 160 °E组成的经线圈为地球东
西半球的分界。20 °W以东、160 °E以
西为东半球; 20 °W以西、160 °E以东为
西半球

赤道( 0°纬线) 分地球为南北半球。赤道
以北为北半球，以南为南半球

注:东西半球、东西经度、东西时区的区别和联系
东西半球、东西经度、东西时区都是在经度基础上划分出来的，但他们的经度

范围不同。
①东西半球:顺着地球自转方向，20 °W ～160 °E为东半球，160 °E ～20 °W为西半球。
②东西经度: 从本初子午线向东从 0° ～ 180°度数为东经度，向西从 0° ～ 180°

为西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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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东西时区: 以本初子午线为基准从 7． 5 °W至 7． 5 °E，划分为中时区( 零时
区) 。在中时区以东，依次划分为东一区至东十二区，为东时区;在中时区以西，依
次划分为西一区至西十二区，为西时区。东十二区和西十二区各跨经度 7． 5°，合
为一个时区。

3. 重要的经纬线
( 1) 0°经线:即本初子午线，是东、西经度的分界线和起始线。1884 年国际经

度会议上确定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旧址的经线为地球仪上的 0°经线。
( 2) 180°经线: 东、西经度的分界线和结束线; 地球上“今天”和“昨天”的分界

线，即国际日期变更线，简称“日界线”，它和 180°经线大致吻合。
( 3) 20°W和 160°E经线: 东、西半球的分界线;国际上习惯用 20 °W和 160 °E

经线组成的经线圈，作为划分东、西半球的分界线，因为 20 °W和 160 °E经线组成的
经线圈基本上在大洋上通过，这样可以避免把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分在两个半
球上。

( 4) 赤道:南北纬度、南北半球的分界线。
( 5) 北回归线:太阳直射最北的界线，热带与北温带的分界线。
( 6) 南回归线:太阳直射最南的界线，热带与南温带的分界线。
( 7) 北极圈: 北半球有极昼、极夜现象的最南的界线，北寒带和北温带的分

界线。
( 8) 南极圈:南半球有极昼、极夜现象的最北的界线，南寒带和南温带的分

界线。
( 9) 东西经度的界线: 本初子午线和 180°经线。往东度数增大为东经，往西度

数增大为西经。
( 10) 时区界线: 东经、西经( 15n ± 7． 5) °，其中 n取 0、1、2……11。
( 11)“今天”与“昨天”的界线:零时经线与日界线。零时经线往东至日界线，

为地球上的“今天”;反之，为“昨天”。
( 12) 昼夜半球的分界线: 晨昏线。随着地球自转，由夜半球进入昼半球的界

线，是晨线;反之，是昏线。
( 13) 板块分界线 : 按性质可分为生长边界和消亡边界两种。前者如大西

洋海底大洋中脊，就是美洲板块与亚欧板块、非洲板块的分界线 ; 红海就是印
度洋板块与非洲板块的分界线。后者如雅鲁藏布江谷地就是印度洋板块与亚
欧板块的分界线 ; 太平洋西部的深海沟—岛弧链就是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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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界线。
4. 重要的经纬线及其沿线事物

( 1) 23°26'N沿线

经过的地区或国家
中国( 台湾、广东、广西、云南) 、缅甸、孟加拉国、印度、阿曼、阿联酋、沙
特、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马里、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墨西哥等

经过的海域 台湾海峡、阿拉伯海、红海、大西洋、太平洋

经过地区的气候类型 亚热带季风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气候

经过的自然带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热带季雨林带、热带荒漠带

经过的热点地区

中国台湾( 地震、东西降水差异及成因、农产品、工业特点) ; 东盟; 孟加
拉国和印度( 洪涝、干旱灾害的成因) ;阿拉伯半岛( 所在板块、石油、宗
教、沙漠气候的形成) ;红海( 盐度世界最高及其成因) ; 埃及( 尼罗河、
苏伊士运河、金字塔、狮身人面像) ;北非( 热带沙漠气候的形成、撒哈拉
沙漠向南扩展的原因) ;墨西哥( 仙人掌之国)

( 2) 23°26'S沿线

经过的海洋和国家
大西洋、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南非、莫桑比克、莫桑比克海峡、马达加斯
加岛、印度洋、澳大利亚、太平洋、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等

经过的洋流
本格拉寒流、莫桑比克暖流、马达加斯加暖流、西澳大利亚寒流、东澳大
利亚暖流、秘鲁寒流、巴西暖流

经过地区的
气候类型

热带沙漠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雨林气候、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高山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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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0 °N沿线

经过的海
洋和国家

太平洋、日本( 本州岛) 、日本海、朝鲜、中国( 辽中南重工业基地、渤海、京津唐综
合性工业基地、山西能源基地、内蒙古、甘肃、新疆)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里海、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土耳其海峡、地
中海、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大西洋、美国等

热点地区
和内容

日本工业布局的特点，朝鲜半岛问题，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水土流失地区、荒漠
化地区、煤炭基地，中亚地区、里海石油，地中海气候区，美国的地形、气候和农
业带

( 4) 0°经线

经过的海洋和国家
北冰洋、挪威海、北海、英国、英吉利海峡、法国、西班牙、地中海、阿尔及利
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加纳、大西洋等

经过地区的气候
温带海洋性气候、地中海气候、热带沙漠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雨林
气候

( 5) 180°经线
经过的国家或地区:白令海峡西侧、阿留申群岛、夏威夷群岛、新西兰东侧、南

极洲等。
( 6) 20°W和 160°E经线

经过的国家和地区

西经 20°经线
格陵兰岛( 属于北美洲，北美洲因此地跨东西半球) 、冰岛( 属于欧洲，欧洲
因此地跨东西半球) 、佛得角群岛( 属于非洲，非洲因此地跨东西半球) 等

东经 160°经线 西伯利亚、俄罗斯、大洋洲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美拉尼西亚群岛

( 7) 30 °N纬线

经过的国家或地区 北非、西亚、南亚、东亚、墨西哥、美国等

经过的海洋 波斯湾、太平洋、墨西哥湾、大西洋等

经过的气候类型 地中海气候、热带沙漠气候、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经过的洋流 加那利寒流、日本暖流、加利福尼亚寒流、墨西哥湾暖流

经过的自然带 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热带荒漠带、热带季雨林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5. 经纬网及其作用
( 1) 概念:在地球仪或地图上，经线和纬线相互交织，就构成了经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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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经纬网的作用
通过经纬网可以确定地表任何地点的地理位置。在经纬网中，用地理坐标

( 纬度和经度) 来表示地球表面任意点的位置。书写地理坐标时，经度一定要注明
东、西经，纬度一定要注明南、北纬。

一、纬度的判断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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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右图中的∠φ) 。
( 2) 纬度数值向北增大的为北纬度，向北减小的为南

纬度;纬度数值向南增大的为南纬度，向南减小的为北
纬度。

( 3) 北半球某地的纬度，是该地看北极星的仰角( 如
右图中的∠α) ，或者说就是北极星的地平高度( 南半球
看不到北极星) 。

2. 纬度的计算
( 1) 利用正午太阳高度计算
某地正午太阳高度的大小，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H =90° － |φ － δ |
式中 H为正午太阳高度，φ为当地地理纬度，δ 为直射点的纬度( 任何一天的

δ可以在天文年历上查到) ，北半球取正值，南半球取负值。
例如夏至日，北京的正午太阳高度是 73°32'，则北京的地理纬度求算过程是:
73°32' = 90° － |φ － 23°26' |，所以 φ = 39°54'，北京的地理纬度是 39°54'N。
( 2) 利用北极星的仰角计算
北半球某地的纬度( φ) ，是该地看北极星的仰角( 如上图中的∠α) ，或者说就

是北极星的地平高度( 南半球看不到北极星) 。例如某地在晴朗的夜间观测到北
极星的仰角是 38°，则该地的地理纬度是 38 °N。

( 3) 利用昼长确定
昼弧和夜弧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当地纬度( φ) ，二是当时太阳

直射点的纬度( δ) 。地理纬度( φ) 、太阳直射点的纬度( δ) 同半昼弧( t，t 代表角
度) 之间具有下面的关系:

cos t = － tan δ × tanφ
据此，只要知道了太阳直射点的纬度和当地的昼长，就可以求算出当地的

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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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纬度差的计算
纬度相隔 1°，其间的经线长度约为 111 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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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得到的商。

二、经度的判断和计算方法

1. 经度的判断
自西向东( 或顺地球自转方向) 数值逐渐增大为东经，数值逐渐减小则为西

经。如下图所示:

2. 经度的计算
( 1) 经线度数介于 0° ～ 180°之间。从 0°经线向东到某经线之间的夹角即该经

线的度数，且为东经; 从 0°经线向西到某经线之间的夹角即该经线的度数，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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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与它
正相对的另一条经线的经度 y = 180° － x，所属的东西经正好相反。

( 3) 利用地方时计算
经度相隔 15°，地方时相差 1 小时。较东的地方时早，较西的地方时晚。如果

知道了两地中一地的经度，且知道两地的东西方位和时差，就可以求算出另一地的
经度。

三、根据两点的经纬度判断方向的方法

由于经线是连接南北两极的线，纬线是沿地球自转方向环绕地球一周的线，因
此，用经纬网可准确地确定方向。其基本规律是:经线指示南北方向，纬线指示东
西方向。

1. 根据两地纬度判断南北方向
( 1) 两地都位于北纬:纬度数值大的在北面，纬度数值小的在南面。
( 2) 两地都位于南纬:纬度数值小的在北面，纬度数值大的在南面。
( 3) 两地中一地为北纬一地为南纬: 北纬的地点在北面，南纬的地点在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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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一点为北极点或南极点: 北极点四周皆为正南方向，南极点四周都是
正北方向。

2. 根据经度判断东西方向
( 1) 两地同是东经:经度数值大的在东面，经度数值小的在西面。
( 2) 两地同是西经:经度数值小的在东面，经度数值大的在西面。
( 3) 两地分别为东经和西经: ①若两地经度和小于 180°，则东经的地点在东

面，西经的地点在西面;②若两地经度和大于 180°，则西经的地点在东面，东经的
地点在西面;③若两地经度之和等于 180°，则两地分别位于两条正相对的经线上，

说哪一点在东，哪一点在西均可，此种情况比较不出东西方向。
3. 注意的问题
( 1) 位于同一经线上的两点是正南、正北关系，位于同一纬线上的两点是正

东、正西关系。
( 2) 若既不在同一条经线上，也不在同一条纬线上，在判定两点间方位时，既

要判定两点间东西方向，又要判定两点间的南北方向。
( 3) 按经线确定出的南北方向是绝对的，北极点是地球的最北点，它的四面八

方都是南方，南极点则相反;按纬线确定出的东西方向则是相对的，理论上讲地球
上没有最东、最西的地方。判定东西方向时，首先要选择劣弧段( 两点间的经度差
值小于 180°的弧段) ，再按地球自西向东的方向确定方位。

四、两地间最短航线方向的判断

地球上任意两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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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差) 等于 180°时的最短航线方向
( 1) 同位于北半球
同位于北半球，最短航程一定是先向北，过北极点后再向南。
( 2) 同位于南半球
同位于南半球，最短航程一定是先向南，过南极点后再向北。
( 3) 两地位于不同的南北半球
两地位于不同的南北半球，这时需要讨论经过北极点的为劣弧，还是经过南极

点的为劣弧，确定后，再根据劣弧确定最短航程的走向。
2. 两地经度和不等于 180°时的最短航线方向
( 1) A位于 B的东方，从 A到 B的最短航程
同在北半球，从 A 到 B 的最短航程是先向西北，再向西，最后向西南的行程

(如图①) ;同在南半球，从 A到 B的最短航程是先向西南，再向西，最后向西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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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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短航程
同在北半球，从 A 到 B 的最短航程是先向东北，再向东，最后向东南的行程

(如图③) ; 从 A到 B的最短航程是同在南半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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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利用经纬网确定地理坐标的方法

1. 方格状经纬网图
( 1) 经线和纬线的判断
横线代表纬线，纵线代表经线。经线指示南北方向，度数介于 0° ～ 180°之间。

纬线指示东西方向，度数介于 0° ～ 90°之间。
( 2) 东西经和南北纬的判断
纬度度数从南往北增大的是北纬，反之为南纬;经度度数从西往东增大的是东

经，反之为西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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