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图是地理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经常运用地图不仅能帮助学生形成
空间观念，理解和巩固学过的地理知识，而且能使学生独立获取新的地
理知识。

——《中学地理教学大纲》



前  言

地图是人类文化的伟大创造，是学习地理最重要的工具。“经常运
用地图不仅能帮助学生形成空间观念，理解和巩固学过的地理知识，而
且能使学生独立获取新的地理知识。教师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学
生阅读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地图作填绘地图的练习，初步学会运用地图解
释和分析地理问题的一些方法”。（《全日制十年制中学地理教学大纲》）
本书就是从这一要求出发，根据新颁中学地理教学大纲和新版初中地理
第一册编写的。本书从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地图以加深对地理的理解出
发，着眼于读图用图的训练和指导。编写时按中学地理教材的章节顺序，
注意突出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做到训练和指导相结合，力求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使学生掌握运用地图的能力。

本书共有地图、图表 350 幅，内容系统丰富，类型新颖多样。本书
以地图为主体，把地图作为“地理信息”的载体，将中学的基本地理知
识落实在地图上，通过对地图的判读、填绘、分析、综合、比较等读图
用图的系统训练，从而使学生掌握教材中的地理基础知识。这就把过去
的注入式教学改变为启发式教学，学生从被动地听老师讲课，改变为积
极地思考和加深对教材的理解。书中使用的训练方法有以下五个方面：

①基础知识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编制了一套全面和系统的思考
和练习材料，用问答式的作业，使学生不仅掌握了要求确切理解的教材
内容，而且也可系统地进行复习。

②读图、填图、绘图、分析图训练——按由易到难，从基础到转化，
由学会到应用的原则编排，进行阶梯式系列化训练。地理读图用图愈来
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历年高考地理试卷中地图题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大，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图在地理教学和升学考试中的重要意义。见下表：

十年高考（1978～1987）地理试题中地图题所占比重表
年份 总图数 占总分的％ 年份 总图数 占总分的％

1978 2 25 1983 5 25

1979 3 30 1984 6 34

1980 4 35 1985 12 50

1981 6 27 1986 19 49

1982 4 20 1987 22 58

③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答题分析力求准确精炼，便于查阅；解
题指导，不拘格，具有归纳解题思路，指导解题技巧的作用。

④读图要览和专题辅导——博采众长，精选地图，用以加深理解教
材内容，提高读图、用图能力；专题辅导是教材内客的扩展及补充，系
统地介绍了各种专题地图的判读方法，强调重点，剖析难点，有归纳，
有比较。

⑤复习总结用纲要图表——依据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的新教学
法原理，精心设计了各章的“纲要信号图表”，以揭示知识的内在联系，
使所学的知识联络成网，融会贯通。总复习时，一表在目，总览全章，
综合分析，温故知新。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陆漱芬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提出许多宝



贵意见并为本书作序，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
还得到黄志强副教授、夏榕林老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祖庆选
1988 年 11 月



序
地图一直被视为学习和研究地理的重要工具，甚至有“没有地图就

没有地理学”的说法。
在青少年开始接触地理的时侯，如何充分而有效地运用这直观的工

具学习地理，如何培养和训练读图用图的能力，祖庆选同志编的这本《中
学地理读图用图训练》成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作者根据现行初中地理
课本第一册的顺序与内容，首先提出各章节的知识单元，而后把这些单
元编成简明的图（包括地图、统计图表、剖面图及素描图等），在每图
之后，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课本中需要学生掌握的教材，
重点和难点则反复练习；此外还有部分推理性的和相互联系性的问题。
有些是列出简单的数字表，由学生制作统计图表后再进行分析。把地理
课本教材改组成这样的方式，则在学生学习地理时必须首先通过分析或
填充地图，把图上的内容吃透了以后才能回答下面列出的相应问题，这
就真正地达到了把地图作为学习地理的有效工具，达到了在学习地理的
同时也训练了读图用图的能力。同时用这书提供的教学方法必然会改变
传统的注入式而成为启发式教学，因为整个地理的教学方法和过程都是
通过学生自己的认真分析、积极思考来理解教材中提出的各项内容的。

目前在我国的中学生里，绝大多数的学生对地理课缺乏兴趣。一方
面是地理课不受重视，甚至有“三类课”（按重要性排为第三级）之称；
另一方面的主观原因是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把生动而富有内涵的地理教
材，在课堂上变成了死记硬背的记忆性资料。要改革中学地理教育，在
改革教学大纲和课本的同时，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也是个十分关键的问
题。这非但涉及到学生怎样学，也涉及到教师怎样教，教师如何吃透教
材，如何发挥启发和引导作用，如何正确作答和全面总结等。为此作者
在本书中，还为教师提供了参考性的解题指导和纲要性的总结图表等内
容。可以预计这本《中学地理读图用图训练》将在初中地理教本第一册
的教学中作出富有成效的贡献。

陆漱芬
1988 年 11 月于南京



中学地理读图用图训练



第一部  分地球和地图

第一章  地球

基础知识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

一、基础知识要点
1.地球的形状和经纬网
从宇宙空间看地球。地球是个两极稍扁赤道略鼓的球体。经线和经

度。本初子午线。东半球和西半球。纬线和纬度。南半球和北半球。高、
中、低纬度的划分。经纬网。用经纬网确定位置。

2.时区和日界线
地球自西向东绕地轴自转。时区的划分。区时的计算和应用。北京

时间。日界线。
3.地球上的五带
阳光的直射和斜射。地球公转的特点：地轴与公转轨道面斜交成 66.5

°的夹角，公转过程中的倾斜方向不变。南北回归线和南北极圈。地球
上的五带。

二、基本训练要求
1.要会阅读经纬网图，使用地球仪演示地球自转、公转和昼夜、四

季变化的现象；利用经纬网坐标确定地球表面任何地点位置的简单方
法。

2.要会在皮球或乒乓球上画出经纬线，标出相应的经纬度。
3.初步学会用世界时区图计算全球范围内任意两地间的时区差，并

计算区时的简单方法（不要求跨越日界线的计算）。

读图、填图、绘图、分析图训练

1.读图 1-1-1
读图填空：赤道半径比极半径＿＿，这说明地球并非＿＿球。而是

一个＿＿、＿＿的球体。
地球的北极半径比南极半径长约＿＿，这说明地球的南、北两个半

球＿＿，地球是个＿＿的球体。
2.在图 1-1-2 上画出地轴及地球自转的方向。
3.读图 1-1-3
（1）读图填空：在地球仪上，经线是指＿＿的线，也叫＿＿。给经

线标注的度数称为＿＿，这样做的目的是＿＿。

图 1-1-1

图 1-1-2

图 1-1-3
（2）在图上注出各条经线的经度。



（3）读图选择：下面的叙述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是正确的，请将正确
叙述的序号填在括号里。①（    ）

①经线指示南北方向 ②在地球仪上所有经线都等长
③经线圈由两条正对的经线组成，这两条经线的经度之和是 360°
④任何一个经线圈都能平分地球
⑤0°经线是东、西经度的分界线，也是习惯上东、西半球的分界线
（4）读图判断：判断下面叙述是否正确，在正确叙述后的括号里打

“√”，在错误叙述后的括号里打“×”。②

①0°经线，是国际上规定的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原址的那
条经线，又称为本初子午线。（    ）

② 0°经线以东的 180°是东经，以西的 180°为西经。（    ）

③180°经线，可称为东经 180°，也可称为西经 180°，因为东经
180°和西经 180°同在 180°经线上。（    ）

④ O°经线，可称为东经 0°，也可称为西经 0°，因为 0°经线是
东、西经的分界线。（    ）

⑤凡度数小于 20°的西经度和小于 160°的东经度属于东半球，经
度数大于 20°的西经度和大于 160°的东经度属于西半球。（    ）

4.请在图 1-1-4a 和 b 中的括号里填注方向、经度。

图 1-1-4
5.读图 1-1-5

图 1-1-5
（1）在图中注上各条经线的经度。
（2）国际上规定哪一条经线为 0°经线？
（3）习惯上东、西半球是怎样划分的？为什么这样划分？
（4）我国位于东半球还是西半球？
6.读图 1-1-6

图 1-1-6

读图填空：A点的经度是东经 60°，则 B点的经度是＿＿度，C点的
经度是＿＿度；D点的经度是西经 70°，则 E点的经度是＿＿度，F点的
经度是＿＿度。

7.读图 1-1-7

图 1-1-7
（1）读图填空：在地球仪上，＿＿的线叫纬线，给纬线标注的度数

是＿＿，这样做的目的是＿＿。
（2）填图：在图上填出 A、B、C、D各点的纬度。

                                                                
① 本书中以后的读图选择题要求同此。
② 本书中以后的读图判断题要求同此。



（3）读图选择：下面有关纬线性质的叙述，正确的是（    ）。
①纬线指示东西方向。如图中 E在 F的西方，G在 F的东方
②不同纬线的长度不等，赤道是最长的纬线圈
③ 每条纬线都自成一个纬线圈，极点是特殊的纬线圈
④和经线圈一样，任一个纬线圈都能平分地球为南、北两半球
（4）读图判断：
①赤道是 0°纬线，它是距南、北两极距离相等的大圆圈。（    ）
②赤道是南北纬的分界线，南、北纬各有 90°，由于北极是北纬 90

°，南极是南纬90°，所以说纬线实际上是连接南、北两极的线。（   ）
③0°纬线圈把地球平分为南、北两个半球。（    ）
④我国位于北半球，所处的纬度为中纬度和高纬度。（    ）
8.读图 1-1-8

图 1-1-8
（1）读图填空：在下列横线上写出 A、B、C、D各点的经纬度。
A＿＿B＿＿C＿＿D＿＿
若 E 点是我国首都北京所在的位置，则它的经纬度是＿＿。图中 A

在 B 的＿＿方，D 在 B 的＿＿方，E 在 B的＿＿方，D 在 A 的＿＿方，D
在 C的＿＿方。

（2）填图：在图中填注 F（80°E，10°S）、G（20°W，50°N）两
点。

（3）读图简答：什么是经纬网？事实上，地球上有没有这些线和网？
画经纬网的目的是什么？

（4）读图分析：0°经线长还是 0°纬线长？
9.读图 1-1-9，分析下列哪种情况，能使一个人一直沿某方向环绕地

球一周再回到出发的地点？（    ）
①向正南方走②向正东方走③向正西方走④向正北方走
10.读图 1-1-10

图 1-1-10
读图填表：

A B C D E F G

经度

纬度

11.读图 1-1-11

图 1— 1-11
图 a 和 b 的图幅相同，据图回答：
（1）A、B两地相隔的经度为＿＿度，相隔的纬度为＿＿度。
（2）从 B地到 A地所走的方向是（    ）。
①东北方向②西北方向③东南方向④西南方向
（3）从 A、B两地一直向东走能否回到原处？行程是否相等？
（4）两幅图所表示的实际面积是否相等？为什么？



12.读图 1-1-12

图 1-1-12
（1）该岛位于哪半球（    ）
①东半球②西半球③南半球④北半球
（2）图中 A地的经纬度是（    ）。
①经度 47.5°，纬度 19°②48.5°E，19°N ③47.5°W，19°S④

47.5°E，19°S
13.读图 1-1-13

图 1-1-13

图 1-1-14
读图填表：

A B C D E F G H

所在的时区

该时区的中央经线

14.读图 1-1-14
读图填空：根据图 1-1-14 上某两地所在的时区，求区时差。
①A与 B的区时差是＿＿；④D与 E的区时差是＿＿；
②B与 C的区时差是＿＿；⑤A与 E的区时差是＿＿；
③C与 D的区时差是＿＿；⑥B与 D的区时差是＿＿。

图 1-1-14
15.读图 1-1-15
（1）填图：在图上填出东十一区和西十一区。
（2）填空：＿＿是地球上新的一天的起点和终点。地球上＿＿的更

替，都是从这条线上开始的，在这条线两侧的东、西十二区日期＿＿，
钟点＿＿。

（3）日界线与 180°经线有什么差异？为什么？
（4）萨摩亚群岛和斐济群岛谁最先迎来新年？为什么？
（5）有个年轻的妈妈乘船由夏威夷群岛去新西兰，在临近日界线

时，生下一男孩，越过日界线后，又生下一女孩，如果按生辰的日期计
算，这对孪生兄妹谁大？

图 1-1-15
16.读图 1-1-16
（1）填图：分别给图 a和 b的两条经线的经度标明东经或西经。
（2）填空：图 a中两条经线之间是＿＿时区，两条经线的地方时相

差＿＿。该时区的区时采用＿＿经线的地方时。
图 b 中两条经线之间是＿＿时区，该时区的中央经线是＿＿，在中

央经线东侧是＿＿时区，由此向西穿过中央经线，日期则要＿＿。



图 1-1-16
17.读图 1-1-17

图 1-1-17
（1）在图中标出各时区分界线的经度数。
（2）A、C、D各点分别在哪个时区？
（3）B、E两地的地方时相差几小时？
18.读图 1-1-18

图 1-1-18
（1）填图：在图中填出本初子午线、日界线。在图中方框 A 和方框

B里填注适当的文字。
（2）时区和区时有什么不同？
（3）北京地方时、北京时间、北京夏令时有什么不同？
（4）当北京时间是 2日 16 时 10 分时，零时区、东十一区、西五区

和西十二区的区时各是多少？
（5）同一瞬间，东十二区的区时和西十二区的区时为什么钟点相

同，日期差一天？
（6）有一艘轮船在海上沿南回归线（23.5°S）进行科学考察，当

船上的人看到太阳最高位置时（正午），从收音机听到格林威治时间是 6
时整，试通过分析在图中标出这时轮船所在的位置。

（7）有一艘考察船于 5月 5日 9时（北京夏令时）从上海启程，在
北纬 30°～北纬 35°的海域范围内从西向东航行了 360 小时，到达西经
150°的研究地点，到达研究地点的当时是几月几日几时？试在图中画出
该船从出发地点到研究地点的大致航线。

（8）在东半球内，东十一区的范围，占该区的（  ）。
①多一半②少一半 ③恰好一半
（9）在北京 4 月 1日零时 30 分的时候，全世界还有多少地方的时

间是 3月 31 日（    ）。
①多一半 ②少一半 ③恰好一半
（10）北京在 7 月 7日下午 4 时（北京夏令时）的时候，全球下列

区域的哪些地区是 7月 6日（    ）。
①多一半地区 ②东半球小部分地区 ③西半球小部分地区
19.读图 1-1-19

图 1-1-19
（1）等量的太阳光热照射在地表，若阳光直射，其热量散布的面积

＿＿，光热＿＿，地面获得的太阳热量＿＿。
（2）在地表，全年均是阳光斜射的地区在＿＿。
（3）根据各地获得太阳光热的多少，把地球表面划分为五带，它们

是＿＿、＿＿、＿＿、＿＿和＿＿。
20.读图 1-1-20

图 1-1-20



（1）读图填空：在下面的空格上写出 A、B两地的时刻：
A＿＿B＿＿

（2）读图改错：改正图中有错误的地方。
（3）在图上画出地球自转方向。
21.读图 1-1-21

图 1-1-21
（1）读图填空：地球公转的重要特点是

①＿＿；②＿＿。
（2）地球赤道平面和公转轨道面间的夹角是＿＿度。
（3）地球公转运行到＿＿月＿＿日前后，太阳直射点在北回归线

上；地球公转运行到＿＿月＿＿日前后，太阳直射点在南回归线上；在
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带，太阳每年直射＿＿次；在南北回归线上，太阳
每年直射＿＿次。南北回归线之外的地带，太阳＿＿不会直射。

（4）北半球的夏至日，昼夜＿＿，纬度越高，白昼越＿＿，北极圈
上出现＿＿。这时南极圈上出现＿＿。北半球冬至日，北极圈上出现＿
＿，南极圈上出现＿＿。从南北极圈开始，纬度愈高，＿＿、＿＿的时
间越长，到了南北两极则出现＿＿。

22.在图 1-1-22 的基础上，按下列要求画图。
（1）经纬度各为 30°的间距画出经纬网，画出极圈和回归线，并按

下列经纬度标出 B、C、D、E各点。
B点在 A点的正南方，经度是 60°E、纬度是 60°N。
C 点在 A点的正南方，在 B点的正东方，位于 135°W、60°N。
D 点在 A点的正南方，在 B点的西北方，在 C点的东北方，位于 90

°W、66.5°N。
E 点在 A点的正南方，在 B点的西南方，在 C点的东南方，位于纬度

0°、东经 15°。

图 1-1-22
（2）画出地球自转方向。
23.读图 1-1-23

图 1-1-23
读图排列：根据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移动的规律，下列

日期中什么时候太阳直射点距离北回归线较近，什么时候太阳直射点距
北回归线比较远，试将这些日期的太阳直射点，按距离北回归线由近到
远的顺序排列出来：

4月 1日 5 月 1 日 6 月 1 日 7 月 1 日 8 月 1 日 9 月 1 日 10 月 1
日

24.读图 1-1-24

图 1-1-24
（1）为什么地球上纬度不同的地方获得的太阳光热不同？



（2）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地轴与公转轨道面保持多大夹角时
南北回归线就分别与南北极圈重合？

（3）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地轴与公转轨道面保持多大夹角
时，地球上寒、温、热带的范围正好与高、中、低纬度的范围相一致？

（4）若地轴与公转轨道面斜交成 70°的夹角，那么地球上哪些地区
能受到太阳直射？哪些地区可以见到极昼、极夜现象？

25.读图 1-1-25
（1）在图中填上五带的名称。
（2）看图，太阳直射在哪一条纬线上。
（3）地球上的什么地方会出现半年白天、半年黑夜？

图 1-1-25
26.读图 1-1-26

图 1-1-26
（1）这天是__月__日前后，太阳直射在__线上。
（2）这天北半球昼__夜__，南半球昼__夜__。（3）写出 A、B、C、

D、E所在的时区：
A__ B__ C__ D__ E__
27.填表

项目 甲地（ 65° N， 161 ° E） 乙地（ 23° S， 19 ° W）

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在东半球还是西半球

低、中或高纬度

在五带中的哪一带

有无阳光直射现象

有无极昼极夜现象

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

1.长 正圆 两极稍扁 赤道略鼓；40 米 不对称 不十分规则
【解题指导】地球是一个球体。地球的形状特点是怎样的？通过对

图 1-1-1a 和 b 的分析可以说明地球形状的特点。
①从图1-1-1a上所标出的赤道半径长和北极半径长可知赤道半径比

极半径长约 21 公里，这说明地球并非正圆球，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
略鼓的球体。不过地球“扁”的程度非常有限，所以称之两极“稍”扁、
赤道“略”鼓的球体。

②图 1-1-1b 中的实线圈表示通常所说的“地球的形状”。由图可知：
地球的北极半径比南极半径长出 40 米，这虽说对于庞大的地球是微不足
道的，但也说明地球的南、北两个半球不对称，地球是个不十分规则的
球体。虽然如此，但在大大地缩小了之后，地球则仍可以作为圆球看待。

综上可知地球的形状特点：地球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鼓的不十
分规则的球体。



2.（略）
3.（1）连接南北两极 子午线 经度 为了区别每一条经线
（2）见课本第 2 页。
（3）（①②③④）
（4）①√②√③√④×⑤√
4.（略）
5.见课本第 2～3页。
6.（1）B 点的经度：30°W；C 点的经度：150°E。
（2）E点的经度：160°W；F 点的经度：20°E。
【解题指导】  ①B～C 为 180°，A 点为 60°E，向东加 90°为 C

的经度，即 150°E；向西减 90°为 B的经度，即西经 30°。
②E～F为 180°，D为 70°W，向西加 90°为 E的经度，向东减 90

°为 F的经度。
7.（1）同赤道平行 纬度 为了区别每一条纬线
（2）A：80°SB：60°SC：40°ND：80°N
（3）（①②③）
（4）①√②×③√④×
8.（1）A（0°经度，北纬 40°）B（东经 40°，0°纬度）

C（北纬 90°）D（120°E，40°S）
E（116°E， 40°N）
A 在 B 西北方    D 在 B 东南方    E 在 B 东北方
D在 A东南方    D 在 C 正南方

（2）（略）
（3）在地球仪上，经线和纬线相互交织，就构成经纬网。事实上，

地球上是没有这些线和网的。画经纬网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地球表面任何
一个地点的位置。用经纬网还可以定方向和进行计算等。

（4）0°纬线比 0°经线长。这是因为 0°纬线是地球上最大的纬线
圈，即赤道，它长 4万多公里，0°经线是本初子午线，它仅是经线圈的
一半，因此，0°纬线的长度是 0°经线的两倍。

9.（②③）
【解题指导】本题实际上是练习用经、纬线定方向的问题。
经线指示南北方向。两条正相对的经线，形成一个经线圈。任何一

个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点，始终不改变方向，向正南方向行走都会到
达地球的最南点——南极点。在这一段行程中，人所走的方向是由北向
南行进的，但当经过南极点以后，沿经线继续前进时，行进的方向改为
由南向北。再经过北极点以后，沿经线圈向原地走时，行进方向是由北
向南。由于在回到出发点时，改变过方向，因而①是错误的。同理④也
是错误的。

当人在地球上任意地点，向正东方向环绕地球一周再回到原地时，
是沿着纬线圈前进的。纬线指示着东西方向，所以人向正东方向走时，
总是向东前进，到达原出发地点，始终没有改变过方向，因而②是正确
的。同理③也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一般结论：一个人环绕地球前进，只有向
正东方或正西方走才永远不会改变方向。除此以外，无论向正北、正南、



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或其它任意方向走，环绕地球一周，再回到原
地时，都要改变方向。

10.
A B C D E F G

35 ° E 35 ° W 0 ° 20 ° W 20 ° W 20 ° E 20 ° E

35 ° N 35 ° S 0 ° 20 ° N 20 ° S 20 ° S 20 ° N

11.（1）150；60
（2）②
（3）从 A、B 两地各向东走都可以回到原处。由于所绕的纬线圈的

长度相同，故它们的行程相等。
（4）不等。在图幅相等的图上，经纬度相差越大，所表示的实际面

积就越大，故图 a所表示的实际面积比图 b的大。
12.（1）（①③）
（2）④
【解题指导】①在地图上判读经纬度。
a.判读经度：如果从西向东，经度数值越来越大，则为东经度；如

果从西向东，经度值越来越小，则为西经度。除了 0°经线和 180°经线
以外，其余的经线还要区别是东经度还是西经度。

b.判读纬度：如果从南向北，纬度数值越来越大，则为北纬度；如
果从南向北，纬度数值越来越小，则为南纬度。除了 0°纬线（赤道）以
外，其余的纬线还要区别是南纬度还是北纬度。

②地表任何地点或地区地理位置的判读。
a.“直读法”：经纬度数值明显，可以从图中直接读出。地表任何

地点的地理位置，是用一个纬度数和一个经度数来表示的，直接读出的
纬度和经度数值就是该地的经纬度位置。在判读某地的经纬度位置时，
应区别出是东经度还是西经度，是北纬度还是南纬度。当一个地区跨多
个纬度和经度时，必须判读出其最东、最西的经度和最南、最北的纬度，
通过这些“极值”经纬度，就可以确定该地区的位置范围。

b.“等分法”：经纬度数值不是在已标经纬线的交点上，可以采用
“等分法”。将原有的经纬度作进一步的划分，判读该点或地区边缘在
哪两条经纬线的交点上或交点附近。

13.
A B C D E F G H

西四区 西四区 零时区 东四区 东八区 东十一区 东西十二区 西十区

60° W线 60 ° W线 0°经线 60° E线 120 ° E线 165 ° E线 180 °经线 150 ° W线

【解题指导】①已知某地经度，推算时区的方法：
某地经度÷15°=该地所在的时区号数

说明：a.若所得余数小于 7.5°，所得整数为所在时区号数；若所
得余数大于 7.5°，则所在时区号数为所得整数加 1。

b.某地在东经度，为东时区；西经度，为西时区。（东经 7.5°～西
经 7.5°为零时区；东经 172.5°～西经 172.5°为东西十二时区。）



②时区的中央经线和范围的确定：
a.除零时区外，时区号数乘以 15°所得的积为该时区中央经线的度

数，东时区为东经度，西时区为西经度。（东经 180°和西经 180°合称
为 180°经线。）

b.将某时区中央经线的度数分别加、减 7.5°所得的和与差即为该时
区的范围。

14.①3 小时②2小时③2小时④2小时⑤9小时⑥4小时
【解题指导】关于两地区时差的计算方法：
①处在其它任一时区内的 A 地与零时区内 B地的区时差即为 A 地的

时区数。
②同在东时区或同在西时区的两地时区号数相减，即为两地的区时

差。
③分别在东时区和西时区的两地时区号数相加，即为两地的区时

差。
15.（1）（略）
（2）日界线 日期 正好相差一天 相同
（3）国际上规定，把东、西十二区之间的 180°经线作为国际日期

变更线，简称日界线。为了照顾180°经线附近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居民生
活方便起见，日界线避免通过陆地，因此它不完全在 180°经线上。

（4）斐济群岛最先迎来新年。位于日界线西侧，日期比萨摩亚群岛
早一天。

（5）按生辰日期计算女孩大。（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日界线两侧，
其它地区是不可能的）

16.（1）如图：
127.5°W 112.5°W 172.5°E 172.5°W
| | | |

(a) (b)
第 16 题第一问的答案图

（2）西八区 1小时 120°W；东、西十二区180°经线西十二区增加
一天

17.（1）172.5°E 172.5°W
（2）A：东十一区 C：东十二区 D：西十二区
（3）22 小时。
18.（1）见课本第 6页。
（2）（略）
（3）见课本第 7页。
（4）零时区（中时区）：2日 8时 10 分东十一区：2日 19 时 10 分
西五区：2日 3时 10 分 西十二区：1日 20 时 10 分
（5）见课本第 5页、第 7页。
（6）太阳最高位置时（正午）是 12 时，当船上的人看到太阳最高

位置时（正午），说明此时此地的地方时是 12 时，而此时格林威治时间
是 6 时整，格林威治的地方时也是 6 时整。由此可见该船所在的地点位
于格林威治的东方。两地的地方时相差：12-6＝6（小时），即经度相差
6×15°＝90°，所以该船在东经90°的洋面上航行。由此可知该船此时



的经纬度位置是：90°E，23.5°S。填图（略）。
（7）启程时上海的时间（北京时间）是 5月 5日 8时；
研究地点的时区是 150°（西经）÷15°＝（西）10 区，
研究地点和上海的区时差：（8＋10）×1小时=18 小时，
出发时研究地点的区时是：8-18=-10（小时）即 5月 4日 14 时。
因为考察船共航行了 360 小时（15 天），所以到达研究地点时，当

地时间为 5月 4日 14 时往后推 15 日，即：5月 19 日 14 时。画航线（略）
（8）②
（9） ①
（10）③
【解题指导】①已知某一时区的区时，求另一时区的区时：

已知地的区时±两地的区时差数=所求地的区时

说明： a.若所求地在已知地的东边，则要用“＋”；若所求地在已
知地的西边，则要用“－”。

b.两地的区时差数，即为两地的时区差数。
c.求得的时间是 0至 24，为当日时间。24 点也可写作次日零点。求

得的时间大于 24 时，则是明天。因此，钟点要减去 24 小时，日期则要
进一天；求得的时间是负值时，则是昨天。因此，钟点要加上 24 小时，
日期要退一天。

②关于经度的计算：
已知经度±15°/小时×两地地方时差数（小时）=某地经度
说明：
a.式中加号或减号的选择：当所求经度地点的时刻比已知地点的时

刻早时：已知地点位于东经度和零经度时用“＋”；已知地点位于西经
度时用“－”。

当所求经度地点的时刻比已知地点的时刻晚时：已知地点位于东经
度和零经度时用“-”；已知地点位于西经度时用“＋”。

b.地方时差的计算：用两地地方时的大数减去小数。
③关于行程时间的计算：
若已知从某地出发的时刻和到达某地的时刻（都是当地时间），则

可计算出整个行程所用时间。具体方法可分两步进行：
a.先算出两地的区时差；
b.把出发的时刻换算成到达地点的时刻，或把到达地点的时刻换算

成出发地点的时刻，然后便可用同一时区的时刻表示出发时刻和到达时
刻，从而计算出行程时间（到达时刻-出发时刻）。

④“图解法”
解答地理问题时，将文字描述变换成为图形，借助图形进行分析，

往往是一目了然。如本题的第 8小题：

第 18 题答案图
19.（1）小，集中，最多。
（2）北回归线以北至北极圈以南地区；南回归线以南至南极圈以北

地区。



（3）热带、北温带、南温带、北寒带和南寒带。
20.（1） A：3 时  B：21 时
（2）将“晨”改为“昏”，将“昏”改为“晨”。
（3）逆时针方向。
【解题指导】站在北极点或其上空俯瞰地球，其自转方向按逆时针

方向；站在南极点或其上空俯瞰地球，其自转方向按顺时针方向。
21.见课本第 9～12 页。
22.答案如图所示：

第 22 题答案图  经纬网
23.排列顺序是：7月 1日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5 月 1 日  9 月 1

日  4 月 1 日 10 月 1 日。
24.（1）①一方面是因为地球的形状是个很大的球体，这使得平行

的太阳光线照射到地球表面不同纬度的地方，太阳照射的角度就不一
样，有的地方直射，有的地方斜射。在同样的太阳光线照射下，直射时
照射到的面积小，单位面积获得的热量就多；斜射时照射到的面积大，
单位面积获得的热量就少。②另一方面是因为地球在绕太阳公转时，地
轴是倾斜的，而且倾斜方向保持不变，使太阳直射点一年中只在南北回
归线之间来回移动，这儿得到的太阳光热就比其他纬度地区多；而在南
极圈以南和北极圈以北的高纬度地区就会整天、甚至几个月受不到阳光
照射，这样得到的太阳光热必然比其他纬度地区少得多。

归纳说明：前者是由于地球的形状特征，使太阳辐射在同一时刻会
造成不同纬度地方热量各不相同，后者是由于地球运动的特点造成一年
之内在不同纬度地方热量也各不相同。要认识地球上不同纬度地方获得
太阳热量不同，应考虑上述两种原因。

（2）45°角。（这时温带已消失了）
（3）60°角。这时的寒、温、热带的范围正好与高、中、低纬度的

范围相一致。
（4）若地轴与公转轨道面斜交成 70°的夹角，那么地球上南北纬

20°之间的地区能受到太阳直射（包括南北纬 20°线上）。在北纬 70°
以北和南纬 70°以南的地区可以见到极昼、极夜现象（包括南北纬 70°
线上）。

25.（1）（略）
（2）赤道（0°纬线）。
（3）南北两极。
26.（1）6 月 22 日前后北回归线
（2）长、短 短、长
（3）A：西二区 B：东十区 C：东二区 D：东四区 E：东八区
27.答：



项目 甲地（ 65° N， 161 ° E） 乙地（ 23° S， 19 ° W）

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北半球 南半球

在东半球还是西半球 西半球 东半球

低、中或高纬度 高纬度 低纬度

在五带中的哪一带 北温带 热带

有无阳光直射现象 无阳光直射现象 有阳光直射现象

有无极昼极夜现象 无极昼极夜现象 无极昼极夜现象

读图要览和专题辅导

一、读图要览
1.地球是个球体

图 1-1-7(a)(b)(c)

图 1-1-27(d)

图 1-1-28
2.地轴、两极和赤道
3.经度和纬度

图 1-1-29
4.同样单位面积的地面受太阳直射和斜射所获光热的差异比较
5.太阳光照射在地球表面上的直射点移动规律
结合课本第 10 页的叙述，读图 1-1-31 说明一年中太阳直射点是怎

样变化的？

图 1-1-30 同样单位面积的地面受太阳直射和
斜射所获光热的差异比较示意图

图 1-1-31 太阳光照射在地球表面上的
直射点移动规律

图 1-1-32 地球的自转、公转及其地理意义
（a）地球自转的方向，在北极是反时针的（b）在赤道是向东的（c）

在南极是顺时针的（d）地球的自转与昼夜更替（e）地球在空间绕太阳
公转时，倾斜的地轴始终保持不变的方向而形成了四季

6.地球的自转、公转及其地理意义。

图 1-1-33
7.地球上的五带
（1）划分五带的根据：由于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球体，太阳照射到地

球上便形成了直射和斜射，使不同纬度的地区获得太阳热量的多少不



同，这是划分五带的根据。
（2）划分五带的标准：通常把有无太阳光线的直射作为划分热带和

温带的标准；把有无极昼和极夜现象作为划分寒带和温带的标准；把有
无明显的四季变化现象作为划分温带和其它带的标准。

（3）划分五带的界线：把南北回归线作为划分热带和温带的界线；
把南北极圈作为划分温带和寒带的界线。

（4）五带的主要特征：
热带 北温带 南温带 北寒带 南寒带

范围 南北回归

线之间

北回归线与

北极圈之间

南回归线与

南极圈之间

北极圈以北 南极圈以南

占地球

总面积的％

40 25 25 5 5

阳光照射

情况

阳光直射

或近于直

射

阳光斜射

阳光斜射厉害，有极昼极

夜的现象

获得太阳

光热状况

最多 比热带少，比寒带多 获得太阳光热最少

气温、昼夜

和四季变化

状况

终年高

温，昼夜

长短和四

季变化均

小

冬冷夏热，气温比热带低，

比寒带高，昼夜长短和四

季变化明显

终年低湿严寒，昼夜长短

变化最大，无明昼的四季

变化

二、专题辅导
1.读图用图指导

怎样判读经纬网图

经纬网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判读带有经纬网的地图，要注意分析以
下几方面：

①利用经纬网准确地确定地球表面上任何一个地点的位置。如图 1-
1-34 确定 A、B、C、D四点的位置：

图 1-1-34

A 点在东经 40°、北纬 70°；
B点在经度 0°、北纬 80°；
C点在经度 180°、纬度 0°；
D点在西经 160°、南纬 60°。
特别的，北极是北纬 90°，南极是南纬 90°。
在确定了某点的位置以后，就可以知道它处在高、中、低纬度；东、

西半球；南、北半球；寒带、温带、热带等。在东、西半球的判读中应
注意东经度并不全部在东半球，西经度并不全部在西半球。习惯上以西
经 20°和东经 160°经线圈作为划分东、西半球的界线。



（2）利用经纬网定方向
主要是根据经线和纬线的性质来判定的。经线指示南北方向，纬线

指示东西方向。如图 1-1-35 所示。

图 1-1-35
甲在丙的正北方；乙在丙的正东方；
甲在乙的西北方；乙在甲的东南方。
尤其要注意根据圆弧形的经纬线定方向，如图 1-1-36 所示。

图 1-1-36
B 在 A 的南方；C在 A的东方；
D在 A的东南方；D在 C的西南方。
由于北极是地球上的最北点（所有经线的汇合处），所以，在北极

朝各个方向都是南。在北极地区经纬网图上，逆时针方向为东，经度数
按逆时针方向增大的属于东经；反之，按逆时针方向递减的，属西经。
在南极地区经纬网图上，顺时针方向为东，经度数按顺时针方向增大的，
属东经；按顺时针方向递减的，属西经。

（3）利用经纬网判读时刻和距离
如图 1-1-37，甲地时刻是 4点；乙地时刻是6点；丙地时刻是8点。

图 1-1-37
乙地距丁地大约 90×111 公里；乙地距 A地大约 66.5×111 公里。
2.重点难点表解
表一  经线和纬线的比较
表二  几条重要的经线和纬线
表三  日界线和时区界线的比较
表四  日界线两侧比较表
表一

比较项目 经线 纬线

定义
在地球仪上，连接南北极的

线，又叫子午线

在地球仪上，同赤道平行

的线

指示方向 指示南北方向 指示东西方向

长短情况 每根经线等长 不等（南、北纬度数相同

的纬线圈等长）

是否互相平行 不平行，两极是一切经线的

汇集点
平  行

是否单独组成圆圈 不能。两条正相对的经线能

组成圆圈

纬线都能自成圆圈

起始线 0°经线即本初子午线 0°纬线即赤道

度数最大值 东、西经度各为 180 ° 南、北纬度各为 90°

半球划分 20° W 和 160 ° E两条经线

划分为东、西两半球

赤道划分为南、北两半球

表二



几条重要经线 几条重要纬线

本初子

午线

0 °经线，即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威治

天文台原址的那一条经线

赤道 0 °纬线，地球仪上距离南北两极

相等的大圆圈。将地球平分为南、

北两个半球

日界线 东西十二区之间的 180 °经线 南北回

归线

南纬 23.5 °和北纬 23.5 °线，是

太阳能够垂直照射的最南和最北界

线

东西半

球的划

分界线

西经 20°和东经 160 °的经线圈 南北极

圈

南纬 66.5 °和北纬 66.5 °线，是

南半球极昼、极夜最北界线和北半

球极昼、极夜最南界线

表三
日界线 时区界线

条数

划分

差数

计算

只有一条

划分日期

东、西十二区日期相差一天

日界线以西（东十二区）先进入新的一天，

所以向西过日界线日期要增加一天；向东

过日界线要减少一天

有 24条

划分钟点

相邻的两个时区相差一小时

东边的时刻总比西边早，所以计算时刻时，

向东应加时，向西减时

表四
■

复习总结用纲要图表



第二章  地图

基础知识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

一、基础知识要点

地图的用途。地图的比例尺。比例尺的三种形式。地平面上的八个
方向。地图上的方向。用经纬线在地图上确定方向。

海拔（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等高线和地形图。分层设色地形图。
地形剖面图。图例。注记。

二、基本训练要求

1.知道比例尺的三种形式。学会用比例尺在地图上量算两地距离，
在有经纬线的地图上确定方向；初步学会使用地图上的图例和注记。

2.学会阅读分层设色地形图，并能阅读和绘制简单的地形剖面图。
2.学会使用方格缩放法绘制简单的区域轮廓图。

读图、填图、绘图、分析图训练

1.读图 1-2-1

图 1-2-1
（1）地图上的比例尺，表示__，也叫__，用公式表示就是__。
（2）按地图比例尺表示的方式分，该比例尺属（    ）。
①线段式②文字式③数学式
（3）该比例尺表示图上 1厘米代表实际距离__公里。
（4）把该比例尺改写成其它表示方式是__。
2.读图 1-2-2
读图分析：图幅一定，比例尺大小不同的地图所表示的地区范围和

内容详略有什么不同？

图 1-2-2
3.填表：
■
4.读图 1-2-3

图 1-2-3
（1）图上有哪些地理事物？
（2）图上小河的流向大致是__。
（3）林地在村庄的__方向。
（4）看图上公路的方向是怎样变化的？
5.读图 1-2-4



图 1-2-4

（1）写出 A、B、C、D四点的经纬度：
A：__B：__C：__D：__
（2）B 在 A 的__方向；C在 D的__方向；B在 C的__方向。
（3）在该经纬网地图上，若经度数值按逆时针方向增大，则属__经；

按顺时针方向增大，则属__经。
（4）若图中有一点所在经线的经度是 97.5°W，则这一点所在经线

是__时区和__时区的界线。
（5）一个人站在图中的极点上举目四望，他的前后左右是什么方

向？
6.读图 1-2-5

图 1-2-5
上面四幅图哪一幅比例尺最大？
7.读图 1-2-6

图 1-2-6
（1）②点在①点的__方；④点在⑤点的__方；

④点在①点的__方；③点在②点的__方；
②点在④点的__方。

（2）⑥点在⑦点的__方；⑧点在⑦点的__方；
⑨点在⑧点的__方；⑩点在⑥点的__方；
⑧点在⑥点的__方。

8.读图 1-2-7

图 1-2-7
（1）A、B、C 三点的地理坐标（经纬度）分别是多少？
（2）A、C点分别在 B点的什么方向？
（3）A点属于哪个时区？
（4）当 B点为 1988 年 3 月 1 日 6 点时，C点的区时是什么时间？
9.读图 1-2-8

图 1-2-8
（1）按地球上五带的划分，A点在__带内，B点在__带内。
（2）（a）图和（b）图谁的比例尺大？
（3）（a）图和（b）图谁表示的实际面积大？
10.读图 1-2-9

图 1-2-9
在图中 A 地用了一般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定向的方法，原

来准备到宿舍 B地去的，结果走到了工厂 C；到医院D去的，结果到了车
站 E；到工厂 C 去的却到了医院 D。试分析这张地图实际该怎样定方向。
在这张地图上缺了什么？请把缺漏的东西补在左下角虚线框内。



11.根据已知条件绘图：图的正南方有一所学校，图的正西方有一家
工厂，学校和工厂相距 3公里；图的东南方有一座小山，距学校 2公里；
图的东北地区，有一条西北—东南流向的河流，河宽 250 米，学校到河
流的中心线为 2.5 公里，作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示意图。

12.读图 1-2-10
（1）读图判断：
①某个地点高出另一个地点的距离，叫相对高度。（    ）
②地面某个地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叫海拔或绝对高度。（    ）
③一地的绝对高度同该地与另一地的相对高度相比较，一定大于这

两地的相对高度。（    ）
④在地图上，通常用海拔或相对高度表示地面的高度。（    ）

图 1-2-10
（2）读图填空：
①A、B两地的相对高度是__。
②A、B两地的温度差是__。
13.读图 1-2-11

图 1-2-11
（1）已知三角点高程是 118.7 米，该图的等高距是 10 米，求 A 点

的海拔和三角点的相对高度。
（2）求 P点的准确海拔高度。
14.读图 1-2-12

图 1-2-12
（1）据图说明等高线是怎样绘制出来的。
（2）该地形图和分层设色地形图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15.读图 1-2-13

图 1-2-13
读图说明（a）、（b）各是什么地表形态？并说出判断的理由。
16.读图 1-2-14

图 1-2-14
图中左边的曲线是等高线，右边是河流，A、B、C为三个人站立的地

点。
（1）图上三个人中站在山沟里的是__，站在山梁上的是__。
（2）在图上画出一条从山地流向该河流的支流。
17.读图 1-2-15

图 1-2-15
读图判断：该图中是否有不正确的地方？若有，试在图中加以改正。
18.读图 1-2-16

图 1-2-16



试根据图说明，从 B 点爬到山顶容易，还是从 C 点爬到山顶容易，
为什么？

19.读图 1-2-17

图 1-2-17
（1）读图指出①～⑥处地形的名称：
①__②__③__④__⑤__⑥__
（2）在图上写出其它箭头所指的地形名称。
20.读图 1-2-18

图 1-2-18
（1）判断山顶甲在山顶乙的哪个方向。
（2）量算两个山顶之间的距离。
21.读图 1-2-19

图 1-2-19

该图为一行进路线，将行进路线和 1，2，3，4，5，6，7 站立点的
位置，标注在下面地形图上。

22.图 1-2-20 中各测量点已注明了海拔高度（单位：米），试绘制
地形图，并在图上注出山峰、缓坡、陡坡、鞍部、山脊。

图 1-2-20
23.根据地形图 1-2-21，沿剖面线 AB 绘制地形剖面图，并说明其绘

制的步骤。

图 1-2-21
24.根据地形图 1-2-22，沿剖面线 AB 绘制地形剖面图。

图 1-2-22
25.读图 1-2-23

图 1-2-23
读图判断：该地形图下的地形剖面图是根据等高线图中哪一条剖面

线画出来的？
26.读图 1-2-24

图 1-2-24
读图分析上面的陆高海深剖面图：
（1）0米等高线表示的是什么？
（2）上、下图的垂直虚线起什么作用？
（3）已知该图的水平比例尺是 1∶1000 000，该图的垂直比例尺比

水平比例尺增大四倍，垂直比例尺是多少？
（4）这种剖面图在实际中有什么作用？



27.读图 1-2-25

图 1-2-25
将图 1-2-25 中的三组图中彼此有关联的图号用直线连接起来。
28.读图“中国地形”（见《中国地图册》（中学适用）第 7 页），

试回答下列问题：
（1）在分层设色地形图上，__、__、__等颜色表示地面起伏形态，

__颜色表示海洋的深度。
（2）写出 A、 B 处颜色的名称：A__B__
（3）雪线以上用__颜色表示。
（4）在分层设色地形图中大陆架用__表示。
（5）在分层设色地形图上，蓝色由浅变深，表示__；
绿色由浅变深，表示__；黄色由浅变深表示__。
29.读图 1-2-26，回答下列问题：
（1）a→b是（    ）
①山脊②山谷③鞍部④洼地
（2）c→d是（    ）
①山脊②山谷③鞍部④洼地
（3）b和 d的相对高度为（    ）
①100 米左右②200 米左右③300 米左右④400 米左右

图 1-2-16
（4）a 峰～e峰的实际距离大约是（    ）
①3.5 公里②350 公里③3500 公里 ④0.35 公里
30.读图 1-2-27，回答：

图 1-2-27
（1）该地形剖面图的水平比例尺是（    ）。
①1∶2000②1∶20000③1∶200000④1∶2000000
（2）该地形剖面图的垂直比例尺是（    ）。
①1∶4000②1∶40000③1∶400000④1∶4000000
31.读图 1-2-28，回答下列问题：

图 1-2-28

（1）（a）图是原图，（b）图比原图缩小了__。
（2）（a）图是原图，（c）图比原图放大了__，其比例尺是__。
（3）以上这种放大或缩小地图的方法称为__法。
32.在下表中相应地写出常用图例的名称：
■

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



1.见课本第 13～14 页。
2.答案要点：图幅一定，比例尺越大，地图所显示的范围越小，内

容就越详细；比例尺越小，则地图所显示的范围越大，内容就越简略。
［解题指导］本题的前提条件：“图幅一定。”。
一般来说，比例尺大于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叫大比例尺地图，小于

百万分之一的地图叫小比例尺地图，比例尺介于二者之间的地图叫中比
例尺地图。

在同样图幅的纸上，画大范围地区的地图，如世界地图、中国地图
等要选用小比例尺，其图内反映的内容越简略，精确度越低；而画一个
地区的地图，如某学校或村庄的地图，则要选用大比例尺，其反映的内
容越详细，精确度越高。

3.（略）
4.（1）（略）（2）自南向北。（3）东南。
（4）自西南向东北穿过村庄，然后折向正东。或：自东向西穿过小

河，然后在弯处自东北向西南。
5.（1）A：170°W，70°NB：30°W，70°NC：100°W，80°N  D：

100°W，70°N
（2）正东方向正北方向东南方向（3）东经西经
（4）西六区和西七区
（5）前后左右都是南方。因经线指示南北方向，北极点是所有经线

的最北端，纬线在此变成了点，没有东西方向，前后左右都是南方。
［解题指导］在地图上判定方向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①在一般地图上定方向：
面对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在这四个最基本方向的基

础上，还有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等方向。
②在画有指向标的地图上定方向：
根据指向标确定方向。要注意指向标箭头指示的方向。
③在画有经纬网的地图上定方向：
根据经纬线确定方向。纬线指示东西方向，经线指示南北方向。这

是一种最为准确的确定方向的方法。要注意当经纬线画成圆弧形时，应
正确地判断其是南半球的经纬网还是北半球的经纬网，从而正确地判定
南北方向。可根据下表进行分析：

6.d 图
方  向

图  类
南 北 东 西

以北极为中心的

地图

沿经线向外 沿经线向中心 沿纬线反时针方向 沿纬线顺时针方向

以南极为中心的

地图

沿经线向中心 沿经线向外 沿纬线顺时针方向 沿纬线反时针方向

7.答：（1）在北极举目四望都是南方；（2）在南极举目四望都是
北方；

②点在①点的正西方；⑥点在⑦点的正东方；



④点在⑤点的正南方；⑧点在⑦点的正南方；
④点在①点的东南方；⑨点在⑧点的西北方；
③点在②点的西南方；⑩点在⑥点的正东方；
②点在④点的东北方。⑧点在⑥点的西南方。
8.（1）A：135°E，0°纬度 B：90°E，30°NC：45°W，60°N
（2）A 点在 B点的东南方向，C点在 B点的西北方向。
（3）东九区。（4）1988 年 2 月 29 日 21 点。
9.（1）A 热带 B寒带（2）（a）图的比例尺大。
（3）（b）图的面积大。
10.提示：应该根据指向标判定方向。据题意在图上画出指向标。
11.如图：
12.（1）①×；②√；③×；④×（2）1000 米；6℃。
［解题指导］①在理解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时，一定要强调“垂直”

二字。
②一般地，一个地点的海拔总比其与另一个地点的相对高度大，但

也可能小或相等。

第 11 题答案图

第 12 题指导图

尤其是当两个地点一个在海平面以上，一个在海平面以下时，其海拨则
小于其相对高度。如图 A'O 表示 A点的绝对高度；B'O 表示 B点的绝对高
度；A'B'表示 A、B 两点的相对高度；A'C 表示 A、C 两点的相对高度；
从图可知 A'O＜A'B'，A'O＜A'C。

13.（1）因 A点在等高线上，A点的海拔为 80 米。
三角点和 A点的相对高度为 118.7-80=38.7（米）。
（2）P点不在等高线上，其海拔要利用相邻两条等高线间的水平距

离和高差的关系推算。经量算通过 P点并与相邻等高线垂直的 ab 水平

距离为 毫米， 为 毫米，求出 的高差 × 米 米，则10 bp 2.5 pb =
2.5

10
10 = 2.5 P

点的海拔为 92.5 米。
14.见课本第 16～17 页。
15.（a）山谷。（b）山脊。当一组等高线向高处外侧突出为山脊，

当一组等高线向高处内侧突出为山谷。
16.（1）C   A（2）（略）
17.有错误。小河应从山谷流出，而不会是在山脊上的。
18.从 C 点爬上山顶容易。因为从 C到 A等高线稀疏，是缓坡。
19.（1）①山顶 ②山谷 ③山脊 ④鞍部⑤鞍部 ⑥悬崖（陡崖）
（2）（略）
20.（1）山顶甲在山顶乙的西南方向。
（2）1500 米。
21.（略）
22.（略）



23.图略。步骤见读图用图指导——“怎样绘制地形剖面图”。
24.如图所示：

第 24 题答案图  地形剖面图
25.EF。
［解题指导］此类型的题目是先给出地形图和一幅已作好的地形剖

面图，问该剖面图是根据图上的哪一条剖面线作出的。毫无疑问若按每
一剖面线作出剖面图，然后与已知剖面图比较，可以得出正确答案，但
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何迅速地得到正确的答案呢？

①先在地形图上找出和已知剖面图剖面长度相等的剖面线；
②再分析所找到的剖面线上所经地形中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两边端

点的值以及通过地形的起伏状况，若与所给剖面图上的条件相符，即可
认为所找的剖面线就是正确的。

26.（1）海岸线。
（2）作用是连接对应点的相同高度，使上图地形图的水平比例尺和

下图地形剖面图的水平比例尺相等，以便绘制剖面图。
（3）1∶200000
（4）在平整土地、修筑渠道、建设铁路、公路时，作为计算土石方

工程量的依据，用处很大。
27.甲图—②图—A图 乙图—③图—B图 丙图—①图—C图
［解题指导］ 本题要求对比阅读“地形素描图”“地形图”“地

形剖面图”，从中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关键是从分析地形图入手，判
读地形图表示的地形类型，分析地形图中沿剖面线所作的地形剖面图。

28.（1）褐色、黄色、绿色深浅不同的蓝色。
（2）A：褐色   B：深蓝色
（3）白色。（4）浅蓝色。
（5）表示海水的深度逐渐由浅变深；表示陆地地势逐渐低至零米，

表示陆地海拔由五百米升高到五千米。
29.（1）①；（2）②；（3）④；（4）①
30.（1）④；（2）③
31.（1）一半。
（2）一倍，1∶6000 000（3）方格法。

32.如下表所示：
■

读图要览和专题辅导

一、读图要览
1.读图 1-2-29 具有多种地形类型的小区域及其等高线图形对照图

图 1-2-29

将两图对照阅读，并在等高线图形上正确判读山顶、山谷、山脊，陡崖、
鞍部等。



2.读图 1-2-30 等高线图

图 1-2-30
仔细对比阅读，进一步加深对等高线图形表示的各种地形的认识。
3.读图 1-2-31
分析等高线所表示的地形特征，要注意山脊和山谷、山顶和盆地、

陡坡和缓坡，悬崖和陡崖、鞍部和峡谷的区别。如图中的（5）是陡崖，
它是地形陡峻，近乎垂直的山坡。等高线地形图上表示陡崖等高线是重
叠的，并用锯齿状符号■表示。（6）是悬崖，

图 1-2-31
它是峭壁上部突出的地方。悬崖的等高线垂直投影到平面上与另一等高
线相交于两点，其重叠部分用虚线表示。（7）是鞍部，它位于两座山峰
之间并有一定高度；（8）是峡谷，它是两组山脊等高线对峙，中间比较
狭窄低平的谷地或河流流经的地方。

为了更好地掌握地形图的知识，还要注意把各种地形和其它地理知
识联系起来分析、记忆。如 0 米等高线表示的是海岸线，冲沟是发育河
流的场所，又是建造水库的地方；陡崖常常是地质构造中断层的标志，
缓缓的山坡常常是形成地形雨的良好场所；鞍部常常是分水岭，高高的
山峰气温很低；闭塞的盆地水汽不易侵入，等等。

4.读图 1-2-32

图 1-2-32
在以南、北极为中心的地图上，应根据经纬线来判定方向，根据地

球的自转方向来判定东经度或西经度。
图（a）为一扇状经纬网格，箭头顺转，所以是南半球，那么顺着“顺

时针方向”的方向便是东方，所以 2在 1的东方，2与 3同在一条经线上，
2在 3的北方。

图（b）是从北极点上空来看地球自转，箭头逆转，那么合着“逆时
针方向”的方向便是东，所以 6在 4的东方，5在 4的东北方，5在 6的
西北方。

图（c）是以南极为中心的经纬网图，7在 9 的正西方，9在 8 的正
北方。

二、专题辅导
（一）读图用图指导
1.地图及其分类
地图是学习地理最经常、最重要的工具。它是按一定法则，将地表

的自然和社会的地理事物或地理现象缩小、概括，用地图符号表现在平
面上，以反映地表事物和现象的地理分布，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关系的
图像。比例尺、方向、图例和注记是地图的三要素。因此在阅读地图时
首先要读图例，辨方向、观注记、看缩尺（比例尺），尔后再着手进行
分析。

新颁地理教学大纲要求初中学生“掌握阅读和运用地图、图表的初
步技能”，要求高中学生“学会运用地理数据、地理事实材料、图表、



地图阐述问题和分析问题。”因此，在学习地理时，必须高度重视运用
地图，养成读图用图的习惯。为了使读者对各类地图有所了解，现按地
图的内容进行分类，列一简表，以供参考。

■
2.怎样判读地形图
（1）等高线与地形图
①等高线与地形图
a.等高线：在地图上，把地面海拔高度相同的各点连接成线就是等

高线。把海洋或湖
泊中深度相同的各点连接成线，叫等深线。
b.地形图：用等高线，等深线表示地面起伏形态的地图，叫地形图。

不同的地形，
等高线表现的形式不同。因此，用等高线表示地面起伏的形态，是

一种比较准确的方法。
②等高线的特征。
为了正确地判读地形图，应首先了解等高线的特征。
a.在同一条等高线上，各点的海拔高度相同。
b.两条相邻等高线之间的相对高度一般都相等，即相邻两条等高线

间相隔的高度差一般相同，称为等高距（等高线的间距）。
c.零米等高线表示的是海岸线。
d.等高线是闭合曲线（并不一定在一幅图内闭合），这是因为等高

线是海拔高度不同的水平面与实际地面的交线。
e.除了陡崖和悬崖，不同海拔高度的等高线不相交，不重合，不分

支，且在图的中间部分不中断。
f.等高线与“示坡线”、“分水线”、“集水线”垂直相交。在等

高线的标高不用数字标出的等高线图上，一般加一条垂直于等高线指向
下坡方向的短线，表示山坡降低的方向，这指示坡向的短线叫示坡线。
如图 1-2-33。

图 1-2-33
等高线图上，一组凸向低处的延伸曲线，其各条最大弯曲处点的连

线叫山脊线，也就是山地的分水线，等高线与分水线垂直相交，且向分
水线降低方向凸出；一组凸向高处的延伸曲线，其各条的最大弯曲处点
的连线叫山谷线，也就是山地的集水线，等高线与集水线垂直相交，且
向集水线升高的方向凸出，即等高线与河流相交时，应当向河流上游弯
曲。如图 1-2-34。

图 1-2-34
g.等高线注记的字头应朝向高处，字列平行于等高线。
（2）地形图的判读
在地形图上，等高线表示地面的高低起伏和形态特点（地形类型）。

判读地形图，可以获得以下几方面知识。
①根据等高线的特性计算某地的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
由上述等高线的特征可知，只要知道某地在哪条等高线（等深线）



上，便可知该地的海拔，只要知道两地海拔，就能算出两地间相对高度。
了解了该地的海拔和相对高度，就可了解该地区的地势、地形状况。当
两地一个在海拔零点上，一个在海拔零点下，计算两地相对高度时要将
两者的绝对高度的数相加。如图 1-2-35，试计算出A与 C，B与 D的相对
高度。

②根据等高线排列的疏密了解地面坡度的陡缓。
在同一幅地形图上：
a.等高线密集的地方，表示陡坡。
b.等高线稀疏的地方，表示缓坡。
特别地，等高线分布最为密集，以至几条等高线重合，该地方表示

的是陡崖（峭壁）如图 1-2-36a。悬崖呈上部突出，下部凹入的形状，因
此悬崖的等高线产生相交的现象，交点有二个。凹入部分高程低的等高
线表示为虚线如图 1-2-36b。

图 1-2-35

图 1-2-36
等高线特别稀疏，以致于在很大范围内呈空白而没有等高线，或者

只有很少一两条等高线，该地方则表示为平地。若等高线的标高在 200
米以下的，表示为平原，若等高线的标高在 500 米以下的表示为高原。

根据坡度陡缓状况，就可以了解该地区地势高低起伏状况。
③根据等高线的分布形式可以识别各种各样的地表形态。
凸地和凹地
凸地和凹地的等高线都是封闭的曲线，但它们的等高线值的里外变

化情况正好相反。
a.凸地（山顶或丘顶等）
凸地的等高线是一组封闭曲线，等高线的高度由外向里增大。如图

1-2-33a。这里有两种基本情况：
若等高线排列十分密集，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都很大，则表示为山

地，等高线并列延伸的方向，即为山脉的走向。
若等高线稀疏，其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都较小（相对高度一般在 100

米以下），则表示为丘陵。
b.凹地（盆地或洼地等）
凹地等高线是一组封闭曲线，等高线的高度由外向里减小。如图 1-

2-33b。
山脊和山谷
若等高线有明显的弯曲，则其弯曲转折处表示山脊和山谷。
a.山脊：若等高线弯曲转折处的“V”形尖端指向山麓，即指向地势

降低的方向，则表示为山脊。其各条等高线最大弯曲处点的连线即为山
脊线，也就是山地的分水线。

图 1-2-37
b.山谷：若等高线弯曲转折处的“V”形尖端指向山顶，即指向地势

升高的方向，则表示为山谷。其各条等高线最大弯曲处点的连线即为山



谷线，也就是山地的集水线。
鞍部和峡谷
它们都介于其它地表形态的中间部位。
a.鞍部：是两个相邻山顶之间呈马鞍形的部位。在等高线地形图上，

它为两条等高线凸侧对称处。即鞍部相对两侧，一侧为一组山脊，一侧
为一组山谷。它们等高级的凸出部分都指向鞍部中心。如图 1-2-37。

我国一些地方如鞍山、马鞍山等地名都反映了这种地形特征。由图
1-2-37b 可以看出，鞍部中心的海拔高度是两个山脊的最低点，也是两个
山谷的最高点。

b.峡谷：两组山脊等高线对垒，中间是一道比较狭窄而低平的河谷
或谷地即峡谷。如图 1-2-31 中（8）的图。

以上介绍了判读地形图的一般方法。由于地表形态丰富多采，地势
起伏变化多样，因而反映在地形图上，等高线的分布是很复杂的。尤其
应当注意，在等高线地形图上，具有形状相似的等高线，由于它们的高
低关系不同，它们所表示的地形也不同，如山脊和山谷都是弯曲的等高
线，但山脊的曲线向低处凸出，山谷的曲线向高处凸出；山顶和盆地的
等高线都是封闭的等高线，但山顶的曲线是里高外低，盆地的曲线是里
低外高，为了正确迅速地判读等高线地形图，提高读图判断分析的能力，
试判断下列几幅图中的闭合等高线所表示的地形，并运用所学的知识确
定图中没有注出数字的等高线的海拔高度。如图 1-2-38。

图 1-2-38
（3）地形图的应用分析
下面通过几个典型例题分析，来具体说明在地形图上如何分析一个

地区的地形分布特征及其实际应用问题。
［例 1］读某地地形图 1-2-39
（1）写出①～④地形名称：
答：①山顶②山脊③山谷④鞍部
（2）图中地区的地形特征是什么？
答：①西部陆地是由西北向东南走向的两条山脊和一条山谷所组

成。从等高线形状和河流的位置可知地势较高的丘顶海拔在 150 米以上，
山的坡度从上向下由陡变缓，整个地势大致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②东部小岛是个马鞍形的小山丘，山丘的西坡比东坡陡。

图 1-2-39

［例 2］读图 1-2-40
（1）因建设需要，计划将小河的水引到 C 处，有 AC 和 BC 两条路

线，试问选择哪一条较合理？并说明理由。
答：选择 AC 路线较合理。因 A 处比 C 处高，引水顺势向下流，  B

处比 C 处低，往高处引水困难，工程开支较大。

图 1-2-40 等高线地形图
（2）计划修建一座水位高达 100 米的水库，蓄水灌溉农田，试问在



何处选择坝址较合适？在筑坝处用“×”符号表示之。并说明理由。
答：选择在 A地稍偏西处。这里山口狭小，腹地宽阔，既利于筑坝，

又能容蓄大量的水。
（3）如果在山坡上整修梯田，选在甲处好还是乙处好？并说明理

由。
答：选在甲处好。因坡度较缓。虽然乙处坡度比甲处更平缓，但筑

坝后，乙处会被淹没，甲处则濒临水库，灌溉便利。
［例 3］读图 1-2-41

图 1-2-41
（1）图中“____”线是计划建设的从丙地经乙地往丁地的公路线，

试比较哪一个方案较合理？并说明理由。
答：选择 经过 100～200 米等高线之间的方案较合理。因为建路经

过的地势较平坦。
（2）若兴建一座小水电站，在何处选择坝址较合适？（不考虑地质

等条件）用“×”表示所选坝址位置，并将建成水库后蓄水范围用“____”
画出来。

答：在河流流出 100 米等高线的峡口处选址最合适。因为，这样不
仅建坝工程开支较少，而且蓄水量较大，又不需要将丁处居民搬迁。从
峡口向南的 100 米等高线内的区域，是未来水库的蓄水区。

由上述例 2 和例 3 两题可以看出在分析地形特点与生产建设关系时
要综合考虑，挥发优势，解决主要矛盾和求得最佳效益。以下几点供分
析时参考：

①选“点”：要根据要求考虑点的位置，海拔及其周围的环境等。
如选择气象观测站，就要选择地势适中，地面较开阔，周围没有或很少
有其它地理事物屏障的地点较合适。

②选“线”：主要有交通线（公路、铁路）、引水线、输油管线等。
a.选择交通路线的基本要求：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势，既要考虑距离

长短，又要考虑路线平稳（间距，坡度等），一般是在两条等高线间绕
行，只有必须时才可穿过一、两条等高线；尽可能少地通过河流，少建
桥梁等。以减少施工难度和投资；避免通过断崖、沼泽地、沙漠地段。

b.在选择引水路线时，不要仅仅被距离的稍远或稍近所迷惑，而应
当考虑水从高处往低处流这一关键，以确定较合适的引水路线。

c.选择输油管线，要考虑线路尽可能短，还要考虑应尽量避免通过
山脉，大河等。③选“面”：主要有确定水库汇水面积及坝址；选择适
宜开辟梯田的地区；选定工业区和居民区等。

a.选择修建水库方案时，要考虑库址、坝址及修建水库后是否需要
移民等。在不考虑地质等条件下，一般选择有较大集水区的盆地（洼地）
地区，即“口袋形”的地区，“口小”利于建坝；“袋大”腹地宽阔，
库容量大。这里还要注意修建水库时，其水源要较充足。

b.开辟梯田，应选择在坡度平缓，有灌溉水源及其附近修建水库后，
不能被淹没等条件的地区。

c.选定工业区和居民区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业区宜建在矿产资源丰富地区，有什么原料、宜发展什么



工业。第二，交通便利，就近水源，以便提供充足的原料，燃料，用水
和运输便利。第三，选在较开阔的地形区内（缓坡）可有发展前景。第
四，工业区建在下风向，下河源，而居民区应建在向阳坡，上风向，上
河源，以减少大气和水体污染。

3.怎样绘制地形剖面图
地形剖面图是在地形图的基础上，沿着地表某个特定方向所作的垂

直断面图。它能更形象直观地看出某条线上地面的起伏和坡度的陡缓、
地形分布情况，还能从所标的高程计算各地的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怎
样利用地形图绘制沿任何一直线方向的地形剖面图？具体地绘制方法如
图 1-2-42 所示。

图 1-2-42a 是比例尺 1∶100 000 地形图，要求绘制 MN 线的地形剖
面图，绘制的方法和步骤是：

①作与 MN 等长的水平线。用圆规在地形图 MN 线段上，量取每两条
等高线之间的距离，移到水平线上，得 1、2、3、4、5⋯，点 1代表 450
米的等高线，点 2 代表 500 米的等高线，等等，而两点之间的距离，则
表示两条等高线在地面上的水平距离（图 1-2-42b）。

②定出合适的垂直比例尺，以决定剖面的高度。如要求垂直比例尺
与地形图的水平比例尺（1∶10 万）相等，在水平线上的点 1，则作 4.5
毫米的垂直线，同理，点 2 作 5 毫米的垂直线、点 3 作 5.5 毫米的垂直
线，等等。即可得到表示各点高度的垂直线（图 1-2-42c）。

图 1-2-42
③将各垂直线的顶点用平滑曲线加以连接，即作成 MN 线的地形剖面

图（图 1-2-42d），并注明其水平比例尺、垂直比例尺以及剖面线的方向
等。图 1-2-42e 是将垂直比例尺扩大成二倍后所绘成的 MN 线的地形剖面
图。

说明：（1）地形图上的 0米等高线表示的是海岸线，在剖面图上海
洋侧的 0米横线，表示的是海平面。

（2）作剖面图时，所作的垂直虚线的作用是使地形图的水平比例尺
和剖面图上的水平比例尺相同。

（3）若所给的剖面线不是水平直线，而是一条斜线时，可按本章第
24 题答案中的图示绘制。或如图 1-2-43 那样，在地形图上沿剖面线 AB
量 Ac、cd、de，⋯⋯各段距离，按剖面图的水平比例尺将量出的各段距
离转到 MN 线上，得到 A'、c'、d'、e'各点，通过各点去作垂线，垂线
长度是按各点高程依垂直比例尺计算出来的，将垂线各端点连成平滑曲
线，即所得地形剖面图。由此比较可知，不管形式如何，其关键是在一
般情况下水平比例尺不变，即剖面线的长度 AB，与剖面图中的底线 A'B'
或 MN 是相等的。

（4）一般地，垂直比例尺放大越多，越利于显示地形起伏。但其扩
大的倍数不宜太多，否则会使地形过于失真。为了突出地势陡缓情况，
通常垂直比例尺比水平比例尺大 5～20 倍。如图 1-2-44 所示。

图 1-2-43



图 1-2-44
（5）连线要平滑，不要曲折有棱角。当相邻两点高度相等时，当参

照地形图，确定曲线是上凸还是下凹，一般不应连成水平直线。
（6）如果是河流纵剖面图，绘法同上。只是先要把河长转成直线再

进行绘制。（见课本第 75 页“长江干流剖面图”）
绘制地形剖面图是中学地理课需要掌握的最基本技能之一，在高考

或其它升学考试中经常出现，必须对此重视，反复训练，以达到熟练掌
握。

4.怎样判读分层设色地形图
分层设色地形图是在等高线图基础上绘制的，依照不同的高度，在

等高线之间着上不同的颜色，能直观地表示地表不同地点的高度及地表
的起伏变化状况。读分层设色地形图时，在了解了地图上的方向、比例
尺和图例以后，就应当看图上所附的“高度表”（陆高水深），看看什
么颜色代表什么高度。一般地：

表示高度：由高到低分别为褐色，黄色，绿色；
表示深度：用蓝色。蓝色越深，说明深度越大。
图中白色表示的是高度在雪线以上，很浅的蓝色表示的是大陆架部

分。
经常用分层设色地形图来复习地形，就会产生一种立体图形的感

觉。以我国地形图为例：青藏高原的褐色，并带有很多块状，条状白色
斑点，就会形成“世界屋脊”与雪峰遍布的感觉；绿色地区是 200 米以
下的平原，颜色的突然改变会造成地势陡降的感觉。经常读分层设色地
形图，可有助于掌握我国的地形大势和山河分布情况。

（二）重点难点剖析
1.地图缩放的计算
地图缩放的计算往往会出现两个错误：一是比例尺缩放与图幅的缩

放不分；二是“放大（缩小）”，“放大到（缩小到）”和“放大了（缩
小了）”不分。

比例尺缩放实际上是长度的缩放，而图幅大小的缩放则是面积的缩
放。放大几倍就是乘以几；放大到几倍的意思是放到为原来的几倍时止，
放大了几倍的意思是比原来多了几倍。想想看，“缩小几倍”，“缩小
到原来的几分之一”，“缩小了几分之一”各是什么意思？

图 1-2-45
2.等高线原理
假设有一平静的湖泊（或水库），湖水面高程为 70 米，在湖中有一

座小山，则湖水与山体的交线为 70 米的等高线，如图 1-2-45。如果湖面
上涨 10 米，则湖水与山体的交线为 80 米的等高线，依次类推，就可以
得到一组湖水与山体相交而成的等高线。把这一组等高线按一定比例缩
小后垂直投影到水平面上，就得到一张反映实际地形的等高线图。

3.简易的地图缩放法——方格法
应用比例尺原理动手绘制地图，以掌握用方格缩放法缩放地图的技

能。



图 1-2-46
缩放地图的具体步骤如下：
（1）用铅笔先在原图上打好边长相等的方格，并可在原图方格的上

方和左侧标注方格顺序号。
（2）在绘图纸上按比例绘出与原图的数目相同的方格。
（3）把原图每个方格里的图形，按比例画在新图纸相应的方格里。
（4）将新图上的铅笔线擦去，使图面清晰整洁。
（5）按照比例尺的变化，在新图上表示出该图的比例尺，（用直线

式和数字式两种方式表示）。
试用方格法将图 1-2-46 的台湾岛图放大一倍成图，并绘出线段式比

例尺。

■



第二部分  中国地理

第一章  疆域和行政区划

基础知识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

一、基础知识要点

我国在亚州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我国的纬度位置。全国面积。
陆疆长度和陆上邻国。大陆海岸线的长度。濒临的海洋和主要岛屿。海
上邻国。渤海、琼州海峡都是我国的内海。

我国的三级行政区划：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市，自治县），
乡（镇）。三十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名称与简称，省会和首府。香
港和澳门。

二、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在地图上按经纬度和海陆关系，确定我国的地理位置；量算
我国南、北两端和东西两端的大致距离。

2.学会阅读和使用行政区图，并能准确地在填充图上填注我国 30 个
省级行政区、邻国和濒临海洋的名称。

读图、填图、绘图、分析图训练

1.读图 2-1-1
（1）根据经度看，我国在__半球上；根据纬度看，我国在__半球上。
（2）从海陆分布看，我国位于__。
（3）读图判断：
①北回归线穿过我国的南部，北极圈穿过我国的北部。（    ）
②我国背靠世界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面向世界最大的大洋—

—太平洋。（    ）
③我国是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东部和东南部临海，西北部深居内陆。

（    ）
④我国跨地球上五带的热带、北温带、北寒带。（    ）
2.读图 2-1-2

图 2-1-1

图 2-1-2
（1）填图：
①在图上填出太平洋、印度洋、黄海、东海、南海、渤海、琼州海

峡。
②在图上填注与我国相邻的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的国家。
③在图上填出黑龙江、乌苏里江、帕米尔高原、漠河、曾母暗沙。



（2）填空：
①我国领土的最北端在__以北的__，其纬度约为__，最南端在__附

近的__，__穿过我国大陆的南部。我国大部分领土位于__纬度地带，自
北至南跨__带、__带，绝大部分领土在__带，南部有一小部分在__带。
这种纬度位置的优越性是__。

②我国领土的最东端约在东经__度，位于__和__的主航道会合处，
最西部约为东经__度，位于__上。我国是个海陆兼备的国家，这种海陆
位置的优越性是__。

（3）填空：
①我国南北之间跨纬度__度，南北相距__公里，我国东西之间跨经

度__度，东西相距__公里。当最东端是早上 6点时，最西端是__点钟。
②我国领土的总面积约为__平方公里，仅次于__、__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的陆上疆界长约__公里，共有__个邻国。大陆海岸线北起__，南至
__，全长__公里。

（4）读图判断：
①我国的陆上邻国共 12 个，其中南部邻越南、老挝、柬埔寨。（    ）
②我国的海岸线很长，大陆海岸线共长 20000 多公里。（    ）
③我国海上大小岛屿有 5000 多个，十分之九分布在黄海和东海。

（    ）
④我国最大的群岛是舟山群岛，它分布在东海。（    ）
⑤南海诸岛是指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以及黄岩岛。（    ）
⑥渤海海峡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台湾海峡位于台湾岛和

大陆之间，琼州海峡位于海南岛和雷州半岛之间，它们都是我国的内海。
（    ）

3.读图 2-1-3

图 2-1-3

（1）填图：
在图上填注渤海、琼州海峡、台湾岛、海南岛、山东半岛、辽东半

岛、雷州半岛。
（2）图中 1厘米代表实际距离__公里。
（3）量算漠河至曾母暗沙约__公里，北京至乌鲁木齐约__公里，北

京至广州约__公里。（指直线距离）
（4）“北京时间”和“乌鲁木齐时间”相差几小时？如果乌鲁木齐

时间是上午 8时，北京时间是几时？
4.读图 2-1-4

图 2-1-4
（1）读图、填图：
①在图上填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称。
②在图上填注香港、澳门。
（2）读图填空：
①北回归线自西向东依次穿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分别



是__。
②北纬 40°线穿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是__。
③东经 110°线穿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是__。
④我国大陆东部濒临海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北向南依次是__。
⑤四周临海或海峡的省是__。
⑥我国新建的最大的特区省是__。
⑦我国的边疆省、区共有九个，辽宁省东临__；吉林省东临__，东

北临__；黑龙江省东北邻__；甘肃省北邻__；内蒙古自治区北邻__，西
北邻__；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邻__，东北邻__，西部和西南部邻__，
__，__；西藏自治区西部和西南部临__，__，__，__和__；云南省临__、
__、和__；广西壮族自治区临__。

（3）读图判断：
①我国现在的行政区，基本上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

治县）和乡（镇）三级。（    ）
②我国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包括 22 个省、5个自治区和 3个直辖市，

其有 30 个省级行政区。（    ）
③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民族自治地方

都是我国统一的组成部分。（    ）
④自治州是介于省级和县级行政区之间的一级民族自治地方，它分

为县、自治县和直辖市。（   ）
⑤我国的行政区划系统可列表表示为：
■
⑥行政区不是固定不变的，国家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有

时对行政区作必要的调整。如目前我国新设了海南省（    ）
⑦香港、澳门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我国政府决定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将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    ）

⑧新疆和西藏是我国与邻国接壤最多的省区，各有 5个邻国。（    ）
⑨我国跨经度最多的省区是内蒙古，邻省最多的省区是川，既有大

陆海岸线，又有陆疆的省区是辽和滇。（    ）
⑩全国六大区中中南区包括豫、鄂、湘、粤、桂；西南区包括川、

贵、云、藏。（    ）
5.读图 2-1-5 填空：
（1）我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__，其面积约为__平方公里，其

简称是__，人民政府驻地是__。它与我国的__、__、__相邻，其临的国
家有__。

（2）我国面积最小的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是__，面
积约为__平方公里，它临的海洋是__，与我国的__相邻。

（3）我国面积最小的省是__，它的简称是__。
（4）我国人口最多的省是__，与其相邻的省区的简称是__。
（5）我国人口最少的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是__，其

首府是__，其临的国家有__。
（6）我国人口最少的省是__，人民政府驻地的简称是__。
（7）我国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公里但不足 20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2000 万，但不足 3000 万的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简称是
__。

图 2-1-5
6.读图 2-1-6
（1）填图：
①在图上填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名称。
②填出北部湾、黄海、南海、舟山群岛的名称。
③画出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华东区、中南区、西南区的范围。
（2）改正下段叙述中错误的地方：
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首府是呼和浩特；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

其首府是桂林；四川省简称川或黔，其省会是重庆；青海省简称青，其
省会是南宁。

图 2-1-6
7.在下列空白图 2-1-7 上，填注五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全称和

首府的名称。

图 2-1-7
8.读图 2-1-8

图 2-1-8

（1）根据上图五省区轮廓图，写出其省、区的名称。
（2）在图上分别填出其人民政府驻地的名称。
9.读图 2-1-9

图 2-1-9
试把图 2-1-9a 上的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轮廓图号一一对应

填在图 2-1-9b 上，然后填写下表。（1～10 为省、区序号，11～13 为直
辖市序号）

10.（1）根据图 2-1-10 所提供的条件画出中国轮廓图。
（2）在所画的中国轮廓图上标出穿越我国的北回归线、北纬 40°

线、东经 120°线和东经 104°线。



序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 人民政府驻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图 2-1-10

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

1.（1）东半球 北半球。
（2）亚州的东部 太平洋的西岸
（3）①× ②√ ③√ ④×
2.（1）（略）
（2）①漠河 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 北纬53°北纬4°曾母暗沙 北

回归线 中纬度 北温带 热带 北温带 热带 南北气候差异大，有利于发
展多种经济。

②东经 135°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东经 73°帕米尔高原 使我国东部
广大地区深受海洋影响，雨量充沛，有利于农业生产；便于发展海洋事
业，同海外各国人民友好往来。

（3）①49°5500 62° 5200 2 点钟。
②960 万 苏联 加拿大 20000 多 12 个 鸭绿江口 北仑河口 18000

多。
（4）①×②×③×④√⑤√⑥×
3.（略）
4.（1）（略）
（2）（略）
（3）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5.提示：对照图中的面积、人口柱状图并结合中国政区图分析回答。
6.（1）（略）
（2）改正为：内蒙古；南宁；川或蜀 成都；西宁
7.（略）
8.（略）



9.（略）
10.如图：

第 10 题答案图

读图要览和专题辅导

一、读图要览

1.祖国的地理位置（图 2-1-11）
2.主航道中心线图解（图 2-1-12）
3.中国、欧洲面积大小比较（图 2-1-13）

图 2-1-11
我国领土辽阔，总面积 960 万 km2，仅次于苏联（2200 万 km2）、加

拿大（990 万 km2），居世界的第三位，同整个欧洲的面积（约 1000 万
km2）差不多。

4.我国所临的海洋（图 2-1-14）
①读图指出我国四个临海的地理位置和面积大小。
②在图上找出台湾岛、海南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黄岩岛、曾母暗沙
③北回归线是否穿过我国的东海和南海？
④在图上找出我国大陆海岸线的起止点？看看哪些省、区的大陆海

岸线较长？
⑤渤海是我国最大的内海，琼州海峡也是我国的内海。为什么“琼

州海峡”被称为我国的内海呢？
内海有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两个范畴的概念。
a.政治地理上的内海概念，是指国家内水的一部分。它包括各海港，

领海基线以内的海域，以及为陆地所包围但入口较狭的海湾和通向海洋
的通道（海峡）等。内海处于沿海国主权之下，沿海国有权关闭内海，
不让外国船只进入，或规定进入内海必须遵守的规则。渤海和琼州海峡，
都是我国的内海。

b.自然地理上的内海概念，是指伸入大陆内的海，面积不大，仅有
狭窄的水道与大洋相通，而且海水较浅。它的水文特征受周围大陆的影
响。渤海就是一例。

课本所说的“渤海是我国的内海”，“琼州海峡也是我国的内海”，
都是指政治地理上的内海概念。当然，“渤海是我国的内海”在自然地
理的内海概念上，也是一致的。

二、专题辅导

（一）读图用图指导
1.怎样判读政区图
政区图是指着重反映国家或地区的领域范围、行政区划、首都、行



政中心所在地，以及其它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等的地图。按其表示范
围的大小，可分为世界政区图、大洲政区图、地区政区图、国家政区图、
国内各级行政单位政区图等。今以中国政区图为例，来说明政区图的判
读方法。

首先从全局出发，概括地了解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位置和名称。30
个省级行政单位所处的位置不同，其地名的分布具有空间性，若将这些
地名落实在地图上，则能够帮助记忆，形成准确的位置概念。

其次，要注意各自的轮廓大小，相互间的位置，进一步地抓住地理
特点进行分类记忆。①如临海的省级行政单位；有邻国的省级行政单位；
分属六大区的省级行政单位；长江、黄河流经的省级行政单位；北纬 23.5
°，30°，40°纬线，东经 100°，110°经线等。穿过的省级行政单位。
②根据各省级行政单位的相互位置进行识记。如福建省的北面是浙江
省，西面是江西省，西南面是广东，东面与台湾省隔台湾海峡相望。③
根据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形状和面积大小进行识记。

最后就是认识各省级行政单位人民政府所在地和主要城市（港口、
铁路枢纽、著名工业中心等）以及主要交通线（铁路、公路和内河航线
等）。

2.怎样用图分析某地的地理位置
分析一个大洲、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特点，

可从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和相对位置来考虑。通常侧重于从纬度位置
和海陆位置两方面着手分析。

（1）纬度位置：一般只要说明其高、中、低纬度即可。如果赤道，
南北回归线，南北极圈通过，应加以说明。由此可推断该地所在的半球，
气压带、风带、气候带等的位置，便于分析其气候的特点及成因等。

（2）海陆位置：濒临什么海洋，离海的远近（内陆和沿海）。在大
陆东岸还是西岸，处在迎风岸还是背风岸，有无洋流通过等，这有助于
分析该地气候特点及成因。

相对位置主要是结合该地所在方位，指出其临洲、临国或临区位置
等。这里顺便说一下，在分析某城市的位置特点时，除按上述几方面进
行分析外，还可以从地形、河流位置、交通位置等分析。如某城市位于
某一河流的哪一段或哪些河流的汇合处，位于哪些铁路的交叉点或其附
近等。

以亚洲的地理位置为例，从地图上可以分析出以下几个特征：
①从经纬度位置看：亚洲北面的群岛约在北纬 80°附近，南面的群

岛约在南纬 10°附近。亚洲地跨寒、温、热三带，大部分在北半球，南
部进入南半球，这为其气候复杂多样提供了条件。亚洲的最东边约在西
经 170°附近，最西边约在东经 24°附近。跨十一个时区，其主体在东
半球。

②从海陆位置上看：亚洲东临太平洋，北临北冰洋，南临印度洋，
西接大西洋内海——黑海和地中海。

③从相对位置看：亚洲西面与欧洲连成一片，两洲以乌拉尔山—乌
拉尔河—高加索山为界；西南以苏伊士运河为界，与非洲相接，东北隔
白令海峡与北美相望，东南通过马来群岛联系大洋洲，这就是亚洲与四
邻间的相互位置关系。



试结合课文和地图从以上几个方面出发分析我国地理位置特点。
正确地掌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对于认识其自然环境特点

的形成，乃至经济地理特征，都有重要作用。所以在学习掌握地理位置
特征的同时，还应当由此出发分析该地区的地理意义，即该地区的地理
位置有什么优越性和不足之处。试从我国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方面
考虑，看看它有何优越性？

（二）重点难点剖析
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及其简称是怎样来的？我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命名的依据及其简称的由来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现简
述如下：

1.我国各省区名称的由来大致可分为 4种情况：
①多数省区是因境内著名的山、河、湖等相关的地理位置而得名。

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黑龙江、吉林、浙江、四
川、云南、青海、陕西、贵州、甘肃等。

②是取省内两个重要城镇名称的首字或尾字组合而得名。如辽宁、
江苏、安徽、福建等。

③是从旧的行政区划名称演化而来的。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
广西、四川、江西等。

④是以民族名称为来源的。如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此外还有由一个城镇的名称发展为省
名的，这就是吉林省；还有的是与地形轮廓有关的，如台湾省。

2.各省区的简称由来大致有四种情况
①多数是取省名中的首字，个别的是取省名中的尾字或一部分，这

样容易记忆，应用方便。如：黑、吉、辽、京、津、苏、川、内蒙古。
②因境内著名的山、河、湖而得名。如：皖、赣、湘、滇。
③是由古地名、历史上国名或地名演化而来的。如：鲁、晋、豫、

蜀。
④有些以省区名首字为简称，同时也以古地名为简称的。如：云

（滇）、贵（黔）、川（蜀）、陕（秦）、甘（陇）。
记忆地理名称的方法很多，最主要的还是充分运用地图，将地名落

实到地图上。因而多做这方面的读图、填图练习是十分必要的，它是学
习地理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复习总结用纲要图表



第二章  人口和民族

基础知识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

一、基础知识要点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密度。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人
口增长迅速。人口发展要同经济和社会发展、同资源环境相适应。实行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侨胞和侨乡。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汉、蒙古、回、维吾尔等
五十多个民族。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少数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分布。
少数民族地区面貌的改变。

二、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计算人口密度的方法。
2.学会阅读课本上的我国人口分布图和地图册上的中国民族分布

图，培养阅读专题地图的能力。
3.学会阅读地图册上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积和人口比较表，

能够比较各省区面积的大小、人口的多少和人口密度。

读图、填图、绘图、分析图训练

1.读下表回答问题
年代 人口（万人） 说明

1949 54167

1957 64653

1966 74206

1971 84779

1977 94524

1980 98225

1981 99622

1982 103188

1982 年数字为 1982 年人口普

查数，包括台湾及港、澳同胞在内，

其它均为年末数字，没包括台湾及

港、澳同胞。

（1）我国有__亿__千万人口（1982 年人口普查数字），约占全世界
人口的__，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2）__是我国人口的重要特征。与建国初期__亿人口相比，现在增
加了将近__倍，这说明建国 30 多年来我国人口的又一个特征是____。因
此，我国政府把__当作一项基本国策。

（3）据表中数字绘制出我国人口增长折线统计图。
2.读图 2-2-1

图 2-2-1



（1）从 1949 年至 1983 年我国人口增长了__。
（2）我国__年出生率最高。__年出生率最低，其原因是____。
（3）要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就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

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根据我国“__”国情，安排生产；另一方面要努
力控制__，实行__，降底人口的__，以使人口的增长与__发展的速度相
适应。

3.根据下表 1982 年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数和面积计算
出它们的人口密度：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上海市 0.58 万 1186

内蒙古自治区 110 多万 1927

江苏省 10 万多 6052

四川省 56 万多 9971

西藏自治区 120 多万 182

4.读图 2-2-2
（1）读图分析：我国东部和西部人口密度有什么不同？
（2）读图简答：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在哪里？

图 2-2-2
（3）读图判断：
①人口密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    ）
②人口密度定量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    ）
③我国全国的人口密度，大约为 113 人/平方公里，但各地人口分布

很不均匀。（    ）
*（4）根据我国人口分布的特点、资源及经济发展的特点，简要分

析我国人口迁移的总趋势。
5.读图 2-2-3
（1）该省是__省，简称是__，省会__。
（2）该省面积为 10.26 万 km2，人口 6019 万，该省的人口密度为

（    ）
①107 人/km2②113 人/km2③587 人/km2

④278 人/km2

图 2-2-3
6.读图 2-2-4
读图填空：图 2-2-4（a）、（b）、（c）、（d）四省区中，
（1）__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区；
（2）__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区；
（3）__的许多地方一向以侨乡著称。

图 2-2-4
7.读图 2-2-5（见第 69 页）



（1）我国共有__个民族，其中__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____。

图 2-2-5

（2）我国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少数民族有 15 个，它们是____。
（3）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地区占全国面积的__，主要居

住在__、__、__等地区，少数民族多同汉族__分布，形成一个多民族的
大家庭。

（4）填写下表：
少数民族 蒙古族 回族 维吾尔族 壮族 藏族 朝鲜族 高山族 苗族 彝族

主要聚居

的地区

（5）在图上填出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省区名称。
（6）解放以来，我国执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

的地区实行____，建立了五个省级的自治区和其它民族自治的地方，这
五个省级的自治区是__、__、__、__、__。各族人民之间建立和发展了
新型的民族关系是__。

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

1.（1）10 亿 3 千万 22％
（2）人口多 5.4 一倍 人口增长很快 实行计划生育
（3）如图：

第 1题答案图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的增长

图 2-2-5

2.（1） 48328 万
（2）1965 年 1978 年实行计划生育的结果
（3）人口多，底子薄 人口增长 计划生育 自然增长率 社会经济
3.（略）
4.（1）由图可知，我国各地人口分布很不均匀。东部人口密度大，

每平方公里在 300 人以上；西部人口密度小，每平方公里在 10 人以下。
（2）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是沿海省、市的许多地方。如江苏省、

台湾省、上海市等。
（3）①√②√③√
（4）由东部向西部、北部迁移。
5.（1）江苏苏南京（2）③
6.（1）（c）（2）（d）（3）（a）（b）



7.（1） 56（50 多）汉 93.3％
（2）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

瑶、白、土家、哈尼。
（3）50～60％西北、西南、东北交错
（4）（只要填主要的分布地区）内蒙古、宁夏、新疆、广西、西藏、

吉林、台湾、贵州、云南。
（5）（略）
（6）民族区域自治；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平等互助、亲密团结，共同发
展。

读图要览和专题辅导

一、读图要览
1.图 2-2-6 世界上人口超过 1亿的国家（1985 年）

图 2-2-6
说明：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86 年我国大陆 29 个省级

行政区人口为 10.57 亿，加上台湾、香港、澳门，共计超过 10.827 亿，
约占世界人口的 22％。比美、苏、日、西德、英、法、意七国人口的总
和还要多。

2.图 2-2-7 世界人口的增长 我国人口的增长比较两图，说明世界人
口增长和我国人口增长的相同点是什么？

图 2-2-7
3.图 2-2-8 我国人均农林牧用地和世界的比较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

和一些国家的比较
说明：我国的自然资源是丰富的。从总体看，我国与其它国家相比，

地大物博，具有相当优势，这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是各种
资源按人口平均，情况就不同了。我国的人均耕地、林地、草场等均低
于世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办？

图 2-7-8
4.图 2-2-9 我国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的关系

图 2-7-9
说明：1981 年比 1952 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一倍，而人均粮食却只增

加 14％，这是因为在粮食增产的同时，人口却增长了 73％，说明增产出
来的粮食，绝大部分用于新增人口的口粮，只剩下很少一部分用来提高
全体人民的粮食消费水平。由此可见，人口增长过快，直接影响人均占
有量的提高，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因此，要控制人口增长，实行
计划生育。

二、专题辅导



（一）读图用图指导
1.怎样读人口分布图
下面以“我国人口的分布图”为例来说明如何判读人口分布图。
我国人口分布图，实际上是一张我国人口密度图。在明确人口密度

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在图中找出各地人口密度数字，看看哪些地方人口
密度大，哪些地方人口密度小，从而分析我国人口分布的特点。在此基
础上，结合有关知识还可以进一步地分析人口分布特点形成的原因。

（1）在“我国人口分布图”中，先找出成都和齐齐哈尔，用铅笔在
这两个城市之间连一直线，并延长至国界线，这样就把我国分为东南，
西北两部分。对照图例，看看这条线东南部分和西北部分人口密度各约
为多少？

（2）再进一步分析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在 400 人以上的包括哪些地
区？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 1 人以下的包括哪些地区？

图 2-2－8 a-我国人均农林牧用地和世界的比较
b-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和一些国家的比较

图 2-2-9 中国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的关系
（3）再结合地形图分析，平原地区的人口密度和高原山区的人口密

度有何不同？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从地区分布上来看：我国东部人口密度大，西部人口密度小。
从地形分布上来看：平原地区人口稠密，高原、山区人口稀疏。
2.怎样读民族分布图
下面以“中国民族分布图”为例，来说明如何判读民族分布图。
①读图时应先看图例，明确我国是由哪些民族组成的。
②分析少数民族的分布：主要是弄清少数民族分布的特点；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 15 个少数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区。
由图可知，我国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占全国总面积的 50～60％，汉

族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南地区，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的
边疆地区。从整体看，我国各民族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
聚居”的分布局面。

“大杂居”，是指从全国范围看，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
间相互交错分布。

“小聚居”，是指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又都形成了一定的聚
居区。蒙古、藏、维吾尔、壮四个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就是分别以它们
名字命名的 4 个民族自治区；回族和满族遍布全国，宁夏和东北分别是
他们的相对集中区；彝、傣、哈尼、布依族等分布于西南各省的高原山
区；朝鲜族分布在东北；高山族分布在台湾；海南岛的五指山区是黎族
和苗族的聚居区，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共有 20 多个少
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的 1/3。

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有利于各民族之
间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上的密切联系和互相帮助。



（二）重点难点剖析

1. =人口密度
人口总数（人）

总面积（平方公里）

2.华侨、华人、华裔
华侨：是指长期侨居在国外的中国人，属中国公民。
华人：是指在国外已经取得了居住国国籍的中国人，称外籍华人。
华裔：是指中国血统的人在海外生育的后代。
华侨、华人的原籍以广东、福建最多，这两省的许多地方，如：广

东的梅县地区、汕头、佛山等，福建的厦门等一向以侨乡著称。
3.我国的人口政策
■
4.什么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就是在中国领土内的，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遵循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地方，
建立地方自治机关，实行民族地方自治。它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
政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5.我国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少数民族
蒙回藏维苗，
彝壮侗满朝，
白族土家族，
布依哈尼瑶。

试在中国民族分布图上，找出它们的主要分布地区，结合上述歌诀
加强记忆。

复习总结用纲要图表

■



第三章   地形

基础知识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

一、基础知识要点

地形地势概况。
我国地形的特征：地形多种多样，山区面积广大；地势西高东低，

呈阶梯状分布。向海洋延伸的大陆架。
地形的分布。
主要山脉：东西走向的天山——阴山、昆仑山——秦岭、南岭。东

北——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太行山、长白山、武夷山。西北东南走向
的祁连山、阿尔泰山。南北走向的横断山。喜马拉雅山脉和世界第一高
峰——珠穆朗玛峰。四大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
贵高原。

三大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
四大盆地：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
主要丘陵。

二、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将平原、山地、高原、丘陵的地形素描图（或照片）与分层
设色地形图对照比较，培养对分层设色地形图所表现的地形形态的想象
能力。

2.学会根据地形图上的高度表，说明我国地势的趋向和主要山脉的
走向。

3.学会阅读地形剖面示意图，说明我国地势呈阶梯状分布的特点。

读图、填图、绘图、分析图训练

1.读图 2－3－1
（1）写出该景观图所表示的地形类型的名称：

（a）__（b）__
（2）读图分析：该图两种地形特点有何不同？
2.读图 2－3－2
（1）写出该景观图所表示的地形类型的名称：

（a）__（b）__
（2）读图分析：该图两种地形特点有何不同？
3.读图 2－3－3
（1）我国地势第一级阶梯的地形主要是__，它与我国地势的第二级

阶梯的分界线是__。

图 2-3-1
（2）图中 AB 一线是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分界线，这



条界线是____，它大致同__米等高线相吻合。

图 2-3-2
（3）据图分析我国地势的特征是什么？
（4）读图判断：
①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是自西向东逐渐下降的。（    ）
②塔里木盆地在我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    ）
③黄土高原在我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    ）
④云贵高原在我国地势的第一级阶梯上。（    ）
⑤第三级阶梯主要是山地和平原交错分布的地区。（    ）
4.读图 2－3－4

图 2-3-4
（1）填图：
在图中填出我国地势三级阶梯，并用“∥”划出各阶梯的分界线。
（2）填出剖面图中要求填注的地形区：
A：__高原 B：__盆地
C：__平原
D：__山脉 E：__山脉
（3）据图可明显地看出我国地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4）从图上看，我国西部的高原、山地，同东部的平原、盆地，绝

对高度和相对高度有哪些明显的差异？
（5）根据剖面图，分析我国的地势特征对气候、河流的影响。
5.读图 2-3-5“呼和浩特至昆明一线地形剖面图”
读图填空：

图 2-3-5
地形名称：A__ B__ C__

D__E__F__
河流名称：①__②__③__
*②河处在我国地势的第__级阶梯上，其河谷地带属于__（温度带），

__（干湿地区）。
6.读图 2－3－6

图 2-3-6
读图填空：
①是__山脉，从成因上分，它属于__山。②是__盆地；③是__盆地。
7.读图 2-3-7

图 2-3-7
读图填空：
山脉：①__②__
海洋：③__④__
平原：⑤__⑥__



高原：⑦__
岛或半岛：⑧__
8.读图 2-3-8
读图填空：

图 2-3-8
地形区名称：①__②__
山脉名称：③__
河流名称：④__
*植被名称：⑤__⑥__
9.读图 2-3-9
（1）大陆架是__的部分，同大陆是连续的整体，具有__、__的一般

特点。目前开发__资源主要是在大陆架上。
（2）在分层设色地形图上表示大陆架，一般用（    ）。
①很深的蓝色 ②很浅的蓝色
③很浅的绿色 ④很深的黄色
（3）我国近海大陆架比较广阔____、__的海底全部是大陆架。____

海底的大部分和__海底的一部分也是我国陆地领土延伸的大陆架。

图 2-3-9
10.读图 2-3-10
（1）填图：
① 在图上用虚线“⋯⋯”画出地势三级阶梯的大致范围。
②填注地势第一级阶梯和第二级阶梯、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分

界线界山的名称。
③填注下列山脉的名称：
天山山脉 阴山山脉 台湾山脉 秦岭 喜马拉雅山脉 长白山脉 南岭

阿尔泰山脉 贺兰山脉
④用“▲”标出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并写出其海拔高度。

图 2-3-10
（2）读图选择：
①我国山脉多分布在（    ）
a.东部 b.西部 c.东北部 d.东南部
②我国山脉的分布都具有一定的走向，其主要走向是（    ）
a.东西向     b.南北向     c.东北—西南向   d.西北—东南向
（3）该图判断：
①长白山、武夷山是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    ）
②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等山脉相接构成巨大的弧形山系。（    ）
③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    ）
④ 珠穆朗玛峰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同尼泊尔、印度等国边界处。

（    ）
（4）读图填表：（见下页）



（4）读图填表；
序号 山脉名称 位于哪些盛区之间 两侧各是什么地形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5）读图分析：
*①为什么山脉两旁往往形成平原或盆地？
②我国东部山脉的分布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11.绘图题：绘制我国东部地区地形网格状分布示意图。
12.读图 2-3-11

图 2-3-11
（1）填图：在图上填出下列地形名称：
大兴安岭 太行山 巫山 大巴山 祁连山 天山 黄土丘陵 江南丘陵

胶州半岛丘陵（山东半岛丘陵）
（2）读图填空：将图中数码所代表的地形区的名称写在下列横线

上：
①__②__③__④__⑤__⑥__
⑦__⑧__⑨__⑩__（11）__
（3）指出沿北纬 40°线，自西向东通过哪些陆地地形区和海底地

形。
（4）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的__和盆地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位于

地势的第一、二级阶梯上，这两类地形的分布具有成片性的特点，在地
质构造上属于__的地区。

（5）试指出我国地势的第一级阶梯上有哪些盆地，第二级阶梯上有
哪些高原和盆地？

（6）读图判断：
①华北平原的大部分海拔高度在 200 米以下。（    ）
②地势低平、河湖密布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特点。（    ）
③云贵高原上山脉少，很多地方是一望无际的原野。（    ）
④青藏高原起伏较大，高原上多山间盆地（坝子）。（    ）
⑤我国丘陵在东部地区分布广泛。（    ）
⑥柴达木盆地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    ）
⑦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分界线是黄河。（    ）
⑧我国四大高原海拔都在 1000 米以上，其地表各具特色。（    ）
⑨我国最高的山脉是大兴安岭。（    ）
⑩我国最坦荡的高原是内蒙古高原。（    ）



（11）我国最大的平原是华北平原。（    ）
（12）我国最大的盆地是四川盆地。（    ）
13.读图 2-3-12

图 2-3-12
a-攀登珠穆朗玛峰 b-珠峰地区发现的海生动物化石 c-台湾地形剖

面（沿北回归线）示意图
（1）1964 年我国对喜马拉雅山区进行考察，曾发掘了大量的海生动

物化石，如图 2-3-12b，这证明了该地区曾经是__。
（2）读图 2-3-12c ①该岛的地势和地形特征是：____。
②台湾海峡过去曾经是__，后来被海水浸没变成了__。
（3）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千姿百态的地表

形态都是__和__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经过漫长的__年代不断演化而来
的。

14.读图 2-3-13
（1）读图填空：①写出图 a和 b表示地质构造名称：

图 2-3-13
（a）__
（b）__
②上述两种地质构造都能使岩层__变成山，分别叫做__山和__山。

四川盆地东部的山，大多是____山；台湾岛上的台东山脉，是大型的__
山；天山是比较典型的__山。

（2）图 a和图 b表示的地质构造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3）根据岩层受力的方向，分析两图岩层变形的不同特点。
15.读图 2-3-14

图 2-3-14

（1）我国历史上的地震主要发生在五个地区，它们是：
①__省；
②黄河中下游地区的__、__、__地区和渤海沿岸；
③西北地区主要在__、六盘山和__；
④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__、__和__；
⑤东南地区主要在__省、__省的沿海地区。
（2）我国近十多年来发生强烈地震的地区有河北省的__和__，辽宁

省的__，四川省的__，云南省的__等。
（3）图中地震带区域发生的地震和地质构造有关系，称为__地震，

它是____作用的反映。其发生的过程是____。
16.读图 2-3-15
该图上的火山是我国青藏高原上的卡尔达西火山。火山是__作用的

反映，火山喷发能引起__。我国最近年代喷发的火山，是在新疆境内的
__山中。我国已经知道的火山有 600 座，主要分布在__高原南部、__山
地、__、__等地。



图 2-3-15
17.读图 2-3-16

图 2-3-16
（1）该图是__示意图。
（2）图 2-3-16 分为（a）（b）两组，左边的（a）组共 2张图，其

图 1 上的两项温度数据表示__，这是引起岩石破坏的重要原因。图 2 表
示的是____。

（3）图 2-3-16（b）组中共有 4张图，它们表示了__的过程。这一
变化的力量来自于__，属于__作用。

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

1.（1）（a）平原（b）高原
（2）①平原海拔一般在 200 米以下，地面广阔平坦起伏很小。
②高原一般是指绝对高度大而相对高度小的广阔地区。
2.（1）（a）山地（b）丘陵
（2）①山地相对高度一般很大，顶部高耸，坡度陡峻，沟谷幽深；
②丘陵相对高度一般在 100 米以下，地势起伏，坡度较缓。
3.（1）青藏高原 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一线
（2）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 500 米
（3）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阶梯状分布。
（4） ①× ②√ ③√ ④× ⑤×

4.（1）（略）
（2）A：青藏高原 B：四川盆地 C：长江中下游平原 D：喜马拉雅

山脉 E：横断山脉
（3）（略）
（4）①西部的青藏高原海拔多在 4000 米以上，高原上多山地，

为我国地势第一级阶梯，不仅海拔高，而且相对高度也大，尤以横断山
地切割深度最大。

②四川盆地为第二级阶梯，海拔高度明显降低，虽然盆地
底部仅几百米，但东部界山——巫山约 1000 米。

③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平缓，海拔高度和相对高度都最
小，为第三级阶梯。

（5）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阶梯状分布，且延伸到海洋，有利于
海洋上湿润空气深入内地，供给大量水汽；这种地势使我国许多大河滚
滚东流，沟通东西交通，还使许多大河在从高一级阶梯流入低一级阶梯
的地段，水流湍急，产生巨大的水能。

［解题指导］

①地形与地势
地形是陆地表面各种各样形态的总称，又称“地貌”。按形态划分，



可将其分为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盆地等五种基本类型。比较如下：
种类 海拔 相对高度 地表起伏状况

平原 一般在 200 米以下 小 地面平坦，起伏很校

高原 多在 500 米以上 小 一般地面起伏较小，多被山地环绕。

山地 很大，一般在 500 米

以上。

一般很大 顶部高耸，坡度陡峻，沟谷幽深。

丘陵 不定，一般在 500 米

以下。

较小，一般在 100 米

以下

地形起伏，山顶浑圆，坡度和缓。

盆地 底部海拔没有一定标

准

四周高，中间低。

我国地形多种多样，这五种地形在我国都有分布，且山区面积广大。
地势是指地表高低起伏总趋势，主要指高度变化的特征。我国地势

阶梯比较：（见下页）
②该图立体感强，直观地表现了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下降，

直至海洋的特征。学习时要将该图与“我国地势阶梯分布示意图”和地
图册上“中国地形”分层设色地形图对照阅读，以加深理解和记忆。

从图上横坐标可以看出地形区及其范围。横坐标分作约东经 79°～
103°，东经103°～110°和东经 110°到黄海之滨三个横段，它们分别
为三个不同地形区和三个阶梯，其界线是横断山和巫山。
地势阶梯 大致范围 海拔 主要地形类型 包括的主要地形区

第一级

青藏高原（或昆仑山

脉、祁连山脉以南、

横断山脉以西）

4000 米以上 高原和山地

青藏高原、唐古拉山、

冈底斯山、喜马拉雅

山等山脉，柴达木盆

地

第二级

青藏高原以东、以北，

大兴安岭—太行山—

巫山—云贵高原东坡

一线以西

1000 — 2000

米

高原和盆地

内蒙古高原、黄土高

原、云贵高原、准噶

尔盆地、塔里木盆地、

四川盆地

第三级 第二级阶梯以东 500 米以下 平原和丘陵

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长江中下游平原，江

南丘陵，山东半岛和

辽东半岛上的丘陵

第三阶梯以东，渤海、黄海海底全部，东海海底大部，南海海底一部分为近海大陆架

我国的这种地势对气候和河流有较大的影响。这里要注意弄清地势
的优越性和地形优越性的不同。我国地形多种多样，由于五种地形齐全，
大面积地相互交错分布，从而为我国农、林、牧、副业及旅游业等的发
展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我国地形的主要优
越性。

5.A：内蒙古高原 B：阴山 C：黄土高原 D：秦岭 E：四川盆地 F：
云贵高原



①黄河 ②渭河 ③长江
第二 暖温带 半湿润地区
6.天山 褶皱—断层山
吐鲁番盆地 塔里木盆地

7.①贺兰山 ②太行山 ③渤海 ④黄海 ⑤汾河平原 ⑥华北平原 ⑦
鄂尔多斯高原 ⑧辽东半岛

8.①藏北高原 ②塔克拉玛干沙漠 ③冈底斯山 ④额尔齐斯河 ⑤胡
杨林 ⑥云杉林

9.（1）大陆领土向海洋自然延伸的部分 深度不大、坡度平缓海洋
（2）②
（3）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10.（1）（略）
（2）①b   ②a、c
（3）①×②√③√④×
（4）（略）
（5）①地壳的运动以水平运动为主，在水平运动影响下，引起升

降运动；一个地区的隆起或沉降，总是和它邻区的沉降或隆起相伴而产
生的，因此，沉降则表现为平原或盆地，上升则表现为山地和高原。

②我国地形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分布呈网格状排列。特别是在东部
地区，三列东西走向的山脉同三列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互相交织，
大体上构成网格状的排列特点。同时这些山脉两侧有大片相对低洼的地
区，也大致成网格状分布。

11.提示：在绘图时，首先要画出东部地区轮廓图，并画出三列东西
走向和三列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并注出其名称。尔后在山脉两侧填
注其它地形名称（高原、平原、丘陵、盆地），这些相对于山脉来讲，
较为低洼的大片地区，也大致成网格状分布。

12.（1）（略）
（2）①青藏高原②内蒙古高原③黄土高原④云贵高原⑤塔里木盆

地⑥准噶尔盆地⑦柴达木盆地⑧四川盆地⑨东北平原⑩华北平原（11）
长江中下游平原

（3）塔里木盆地、祁连山地、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太行山脉、
华北平原、渤海海底大陆架、辽东半岛丘陵。

（4）高原沉降
（5）柴达木盆地。

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
川盆地。

（6）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
×

［解题指导］在分析某一地形区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①地形区的位置、范围：即看该地形区位于我国的哪一部位，地势

的第几级阶梯，四周有哪些自然界线，相邻的地形区有哪些，它在哪些
省区的范围里等。

②它在同类地形中的地位及自身的地表特征。
③分析其成因。



④分析其对气候、河流等的影响。
13.（1）海洋。
（2）①由中部和东部向西倾斜；山地占全岛面积的 2/3，平原分布

在西部。②陆地 大陆架
（3）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 地质
14.（1）①（a）褶皱（b）断层

②相对上升褶皱山、断层山褶皱山、断层山、褶皱—断层
山

（2）①联系：都是在内力作用下由地壳运动引起的。
②区别：褶皱是指岩层因受力而发生弯曲变形的；断层是指

岩层因受力破裂；并沿破裂面上下或左右错开的。
（3）①褶皱是两个相对方向力的水平挤压，褶皱的岩层发生弯曲，

但其连续性没有受到破坏。
②断层是由两个不同方向力的拉张；断层的岩层连续性遭到

破坏而发生断裂，上下或左右错开，发生显著的相对移位现象。
［解题指导］①褶皱和断层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岩层的变形，后者

是岩层的变位。它们之间有联系，它们都是内力作用的结果。内力作用
的能量来自地球内部，主要表现为地壳运动、岩浆活动和地震等。

在学习时，还应当注意不要将断层和断裂相混淆。断裂是指岩层受
力发生形变，最后引起岩层的破坏而言，而断层则是岩层发生断裂后，
岩体沿断裂面两侧发生显著位移后才能称作断层。二者的区别在于有无
显著移位。

②除了课本上提到的一些褶皱山和断层山以外，这里再举几例：
褶皱山：喜马拉雅山（亚洲）阿尔卑斯山（欧洲）落基山（北美洲）

安第斯山（南美洲）
断层山：庐山（江西）华山（陕西）
我国大多数山脉是属于褶皱—断层山。
③在回答本题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a.题目要求的是分析岩层变形的特点，而不是岩层的特点。
b.题目要求的是分析褶皱断层时岩层的变形特点，而不是分析褶

皱、断层本身的特点。
c.对于这些特点的分析仅以受力方向为依据而不掺杂其他任何条

件。
d.对图中岩层受力情况进行分析时，要特别着重分析岩层在受力作

用后，在力的方向上产生的效果。如：是隆起上升，还是凹陷下降；是
垂直方向上的错位，还是水平方向的错位等。

15.（1）我国是多地震的国家。历史上地震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地
区：①台湾；②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汾渭断裂带、太行山麓、京津唐（山）
张（家口）地区和渤海沿岸；③西北的河西走廊、六盘山和天山南北；
④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四川西部、云南中南部和西藏；⑤广东和福建的
沿海地区。

（2）邢台、唐山 海城 松潘 龙陵
（3）构造地震。内力。地球内部的物质不停地运动着，并产生巨大

的力量，使岩层发生变形。当力量超过岩层所能经受的限度时，脆弱不



结实的地方突然破裂和错动，引起震动。这种震动迅速传到地面就是地
震。

［解题指导］我国是个多震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正处在世界
两大主要地震带震——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之
间，地壳活动强烈，地震频繁发生。

16.见课本第 46 页。
17.（1）岩石的剥离作用发展。

（2）岩石表层和内部的温差。岩石热胀冷缩引起的变化。
（3）岩石破坏分解的过程。地球外部。外力。

读图要览和专题辅导

一、读图要览
1.图 2-3-17 山
山地是由山顶（或山脊）、山坡和山麓（山脚）三个要素组成的隆

起高地。它具有地形起伏大，坡度陡及相对高度大的特点。

图 2-3-17
2.图 2-3-18 山的成因

图 2-3-18
3.图 2-3-19 喜马拉雅山与台湾海峡
读图思考：①喜马拉雅山是怎样形成的？结合图 2-3-18a 说出它属

什么类型的山？
②台湾海峡是怎样形成的？
③以上两个事实说明了什么问题？

图 2-3-19

4.图 2-3-20 中国地形图

图 2-3-20
我国地形的基本特征：
①从地形的类型分析看：地形类型多种多样，山区面积广大；
②从地形的起伏（地势）变化看：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阶梯状分

布，且延伸到海洋；
③从地形的空间分布看：地形有规律地呈网格状分布。
5.图 2-3-21 我国山脉的分布规律

图 2-3-21
6.图 2-3-22 我国阶梯状地势示意图

图 2-3-22



7.图 2-3-23  我国四大高原

图 2-3-23
8.图 2-3-24 我国四大盆地

图 2-3-24
9.图 2-3-25 华北平原地形剖面示意图（太行山—渤海湾）
读图思考：①华北平原是怎样形成的？
②以华北平原的形成为例，分析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的相互关系。

图 2— 3-25
10.图 2-3-26 山地的地形倒置现象
读图思考：利用所学的知识解释上述地形形成的原因。

图 2-3-26
11.大陆架 图 2-3-27

图 2-3-27
读图思考：什么是大陆架？它有何特点？

二、专题辅导

（一）读图用图指导
1.怎样读地形剖面图
在地图一章中，介绍了怎样绘制地形剖面图，这里再介绍怎样正确

判读地形剖面图。
地形剖面图就是沿地表某一方向所作的垂直断面图。它可以揭示地

表的形态、地势的起伏、相对高度以及地形类型的分布状况等，它在实
际中作用很大。怎样正确地进行判读地形剖面图呢？

（1）先要弄清该图上的图例和注记，了解各种符号代表的内容，以
及有关的文字说明。

（2）搞清图上的比例尺，包括水平比例尺和垂直比例尺。
（3）认真分析剖面图上反映出来的地面起伏状况。一般情况下，大

比例尺剖面图精确，反映地面起伏比较详细，而小比例尺图就很简略。
象课本上的沿北纬 32°纬线画出的地形剖面图就很简略，只能大体看出
我国地形是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的，而对阶梯上的山峰、谷地、河流、
高原等很难反映出来。

（4）地面起伏。可以根据前面“五种地形的比较表”上的标准分析
它属于什么地形。总之，认识了地形剖面图，就可以对某一段的地形作
出较为正确的评价。通过课本上的地形剖面图，并结合气候进行分析，
就可以大致地判断出北纬 32°纬线沿线的地理景观。

2.怎样用图分析某地区的地形特征
前面介绍了怎样在地形图上判读各种地表形态，这里着重以我国地



形图为例说明怎样据图分析某地区的地形特征及其意义。
地形特征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地形类型、地势状况和地形分布。即

地形特征的概念结构为:

因此，在回答某大洲，某国家或某地区的地形特征时，即可按上述
结构为线索“谋篇布局”，分析回答。

读“中国地形图”（见《地图册》），“察颜观色”可知，我国地
形复杂多样，五种地形类型齐全；图上褐色，黄色和绿色是我国分层设
色地形图的三种基调，从面积上看是以褐色和黄色为主，说明我国地形
是以山地、高原为主，山区面积广大；对照高度表，可以大致看出不同
地形的海拔高度，从褐色到黄色，从黄色到绿色的突然变化来看，说明
我国地势起伏很大，整个地势有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的特点；从各种
颜色的分布来看，即在平原中有丘陵，在高原上有山脉和盆地，在盆地
中又有平原和丘陵等情况，说明了我国地形多样，分布十分复杂，但从
总体上可大致看出地形的分布具有“网格状”排列的特点。

地形是组成自然地理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对组成各自然地理
环境的其它因素及农业生产等有重要的影响。

（1）地形对气候的影响。
以我国地形对气候的影响为例进行分析如下表：
■
（2）地形对河流的影响：

我国地形对河流的影响：
①三列东西走向的山脉多成为河流的分水岭，如巴颜喀拉山、秦岭

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南岭是长江与珠江的分水岭。而秦岭与南岭之
间就属于长江水系。

②我国不少大河发源于西部高原山地，东流入海（如长江，黄河），
因此我国河流以太平洋水系为主。

③横断山地北高南低，河流顺地势向南流，如怒江即属于印度洋水
系。西南区地势西高东低，西北高东南低、北高南低，于是河流向东、
向南和向东南作扇形分流。

④河流从高一级阶梯流入低一级阶梯穿行于高山峡谷之中，落差
大，坡度陡，水流急，水力资源丰富。如黄河上游、长江上游、横断山
区各河段成为水能最集中的河段，并都有修建大型水电站的良好坝址，
如三峡、龙羊峡。

⑤我国河流的中下游多流经地势低平的平原地区，河面展宽，水量
增加，水流缓，利于航运和灌溉、养殖。如长江称为“黄金水道”，珠
江称为“华南交通大动脉”。



⑥但有些河流流经地区的某些地形的特征，往往成了河流成灾的主
要原因。如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黄
河流经其间，挟带大量泥沙，流至下游，淤成“地上河”，常易泛滥成
灾；辽河、海河也有类似情况，现正进行根治。又如长江中游荆江地段
地势低洼，多曲流，洪水时易发生灾害，现已进行了人工裁弯取直，疏
畅水流。

⑦地形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二）重点难点剖析
1.读课本第 35 页“我国地形剖面示意图（沿北纬 32°）”思考：我

国地势特点对气候、河流及交通等有何意义？假设地势西低东高又有什
么不同？

2.对照地形图，借助提纲和口诀记住我国主要山脉及分布
■
3.抓住特征记住中国的四大盆地。

4.四大高原的特征及主导地质作用
高  原

项  目
青藏高原 内蒙古高原 黄土高原 云贵高原

特征

高 — — 世 界 屋 脊

寒——多积雪冰川

山——多高大山脉

河——大河源地和高

原湖区

坦荡如砥沙漠，

戈壁广布

黄土最广、最

深厚，高原沟

壑纵横

岩溶地形广布

地表崎岖不平

地形破碎

主导地质作用 内力作用强，至今仍

在上升

风力作用 流力切割作用 流水溶蚀作用

5.三大平原
①东北平原：面积最大，地势低平，土地肥沃，在大兴安岭和长白

山之间，包括辽、吉、黑、内蒙古各一部分（海拔 200 米以下）。由三
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三部分组成。

②华北平原：地面平坦完整连成一片（50 米以下）；是典型的冲积
平原。西起太行山，东到海滨，北依燕山，南到淮河。跨冀、鲁、豫、
京、津。由海河平原和黄河平原组成。

③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低平（50 米以下）。河湖密布，巫山以东
长江两岸，跨鄂、湘、赣、皖、苏、浙、沪。主要由江汉平原、洞庭湖
平原、鄱阳湖平原、长江三角洲等组成。



6.地表形态的演变和分布特征是内外力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其因
果关系结构图式如下：

■
复习总结用纲要图表



第四章  气候

基础知识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

一、基础知识要点

气温和温度带：
天气和气候。气温。等温线。我国冬季气温分布概况。我国夏季气

温分布概况。无霜期和生长期。积温和温度带。我国温度带的划分。
降水和干湿地区：
降水。等水量线。我国年降水量的分布。降水量的季节分配和年际

变化。干湿状况。我国干湿地区的划分。
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
位置的影响。地形的影响。季风的影响。冬季风和夏季风。季风活

动和各地雨季。锋面移动和雨带推移。
气候特征：
我国气候的主要特征：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气候复杂多样。我国

气候对农业生产的有利和不利条件。

二、基本训练要求

1.学会阅读年降水量分布图，一月气温、七月气温分布图，以及各
月气温变化和降水量各月分配示意图。

2.学会用天气和气候的概念说明当地天气变化和气候特征。
3.学会根据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分析我国一月、七月气温和降水

量分布的特点。
4.初步学会评价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读图、填图、绘图、分析图训练

1.读图 2-4-1
①景观图 2-4-1a 反映了我国黑龙江省北部山区冬季气候__；
②景观图 2-4-1b 反映了我国海南岛冬季气候__；
③上述两幅景观图反映了我国冬季气候的特点是__。

图 2-4-1
2.读图 2-4-2
试比较图 2-4-2a 和图 2-4-2b 房屋的屋顶有何不同，反映两地的降

水情况有什么差异。

图 2-4-2
3.读图 2-4-3
（1）读图填空：



图 2-4-3
①1 月等温线延伸的方向大致与__平行，这说明我国冬季气候受__

影响显著。
②1月等温线分布__，这说明我国冬季气温南北差别__。
③东部地区相邻两条等温线相差__，图中最高、最低气温分别为__、

__，这两地的温差为__，这说明了我国冬季气温分布的特点是____。
④0℃等温线大致沿__一线。这条等温线自西向东经过的省区是__该

线以北气温__，该线以南气温____。
⑤东北地区-12℃，-18℃，-24℃和-30℃等温线向高纬度弯曲，说

明该地区气温比同纬度__。0℃、6℃、-6℃等温线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
向低纬度弯曲，说明该地区气温比同纬度__。

（2）读图回答：
①1月等温线在沿海地区都向北弯曲，这说明了什么？原因是什么？
②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月平均气温有何不同？原因是什

么？
③塔里木盆地和祁连山地附近的等温线都呈闭合状，它们的气温分

布有何不同？为什么？
4.读图 2-4-4
（1）读图填空：
①我国东部地区七月等温线大致与__平行，它反映了我国东部地区

气温明显受到__影响。
②西部地区七月等温线大致与__平行，它反映了我国西部地区的气

温深受____的影响。

图 2-4-4
③七月等温线分布较稀疏，这说明了夏季我国各地温差__。
④图中东部沿海两条等温线相差的温度是__，东北北部与南海诸岛

气温相差__，这说明夏季我国南北温差__。
⑤七月份，除了__、天山和兴安山地以外，大部分地区气温在__℃

以上，南方有许多地方超过__℃。
⑥24℃等温线从__开始弯曲斜向西南，经过沈阳、北京、山西南部、

陕西西部，绕过__，进入__西部边缘，又经贵州中部，止于滇桂交界处。
⑦七月等温线在塔里木盆地周围排列得很密集，其原因是____。
⑧四川盆地东部有一条 28℃封闭等温线，该线以内的气温应____。
⑨吐鲁番盆地是我国夏季气温最高的地区，其原因是____；__是我

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方，其原因是____。
（2）读图分析：我国夏季气温分布的特点是什么？
5.读图 2-4-5

图 2-4-5
（1）读图填空：
①一月 0℃、8℃等温线延伸方向大致同__平行，说明它们经过地区

的气温随__变化而变化。
②图中 0℃等温线大致经过__。



（2）读图分析：一月4℃等温线在 A、B、C三处各出现一个大转弯，
试说明三个大转弯处气温状况同附近地方相比有什么不同？其原因是什
么？

6.读图 2-4-6

图 2-4-6
（1）一个地点气温的逐月变化，常用__图表示。
（2）上述四幅图图形的共同特征是__，它反映了四城市气温变化的

共同点是__。
（3）①七月份，这四个城市的气温从高到低排列的顺序是__，七月

份广州和哈尔滨的气温相差__℃，这说明我国夏季具有南北温差__的气
候特点。

②一月份，这四个城市的气温从低到高排列的顺序是__，一月份广
州和哈尔滨的气温相差__℃，这说明我国冬季具有南北温差__的气候特
点。

（4）据图分析四城市气温的季节变化有何不同？
7.据下表某地各月平均气温资料，绘制该地气温变化曲线图，并回

答问题：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年平均值

月平均气

温（℃）
-4.7 -1.9 4.8 13.7 20.1 24.7 26.7 24.9 19.9 12.8 3.8 -2.7 11.2

试根据所绘制气温变化曲线图分析判断它反映了下列四个地区中哪
一个地区的气温变化情况（    ）

①东北山区②华北平原③四川盆地④江南丘陵
8.读图 2-4-7

图 2-4-7
（1）读图选择：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a、从头一年秋季初霜到第二年春季终霜的这一段时期，称为无霜

期。
b、从头一年秋季初霜到第二年春季终霜，这一段时期称为霜期。除

掉霜期，一年其他时期就是无霜期。
c、农作物能够生长的这一段时期，称为无霜期，它比当地的生长期

长 10～20 天。
d、从无霜期和生长期的长短，可以比较各地热量的多少。
（2）从图 2-4-7 看看无霜期在 300 天以上的地区分布在哪里？
（3）读图填表：



地区代号 所在地形区名称 影响无霜期长或短的原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9.读图 2-4-8

图 2-4-8
（1）据图示内容，填充下面表格：

图上号码 温度带 无霜期 ≥ 10°积温

①

②

③

④

（2）Ⅰ.指图说出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各分布在哪些省、自治区、
直辖市。

Ⅱ.亚热带和暖温带之间的界线与一月哪条等温线基本上是
一致的。

（3）Ⅰ.图上⑤所在的地区属于什么温度带？它与其它温度带的自
然景观和农牧业生产是否相同？为什么？

Ⅱ.图中⑥所在的地区属于什么温度带？为什么？
（4）读图选择：
Ⅰ.我国温度带划分的指标是（    ）。
a.无霜期 b.生长期 c.≥10℃的积温 d.≥10℃的天数
Ⅱ.我国跨温度带最多的省、区有（    ）
a.陕 b.内蒙古 c.豫 d.陇
*（5）分析说明地球上的五带与我国五个不同温度带有什么联系和

区别？
10.读图 2-4-9

图 2-4-9
（1）读图填空：
①800mm 年等降水量线经过的地方是__，东南沿海地区的年降水量超

过了__；400mm 年等降水量线经过的地方是__；200mm 年等降水量线经过
的地方是__，西北内陆的年降水量一般都在__。

②我国各地年等降水量线的延伸方向大致是从__向__方向延伸，大
致与__平行，尤其是在__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其形成这种降水分布的
主要原因是受__、__的影响。



③我国年降水量最多的地方是在__和__，其年降水量都在__以上；
年降水量最少的地方在__、__、__和__，其年降水量都在__以下。

（2）据图分析说明我国降水的分布特点。
11.读图 2-4-10

图 2-4-10
（1）为了反映某地降水量在各月或各个季节分配的情况，常用__图

表示。
（2）将四个城市降水量最多和最少的月份及其降水量值，填入下

表：
哈尔滨 北京 武汉 广州

月份 降水量 月份 降水量 月份 降水量 月份 降水量

降水最多

降水最少

（3）读图填空：
①四个城市年降水量由多到少的排列次序是__，
②一般地，将月降水量 100mm 以上的时期称为雨季，四个城市雨季

由长到短的排列次序是__。
（4）读图分析：
①从图上看，各地降水量的月份分配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明显

的差异？
②我国年降水量的季节分配特点是什么？降水过分集中在夏季容易

引起什么现象？
12.读图 2-4-11
（1）图上北京降水量最多、最少的年份各是哪一年？它们的降水量

各约是多少毫米？
（2）我国南方、北方、西北干旱地区年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大小怎样？

我国降水量的年际变化特点是什么？
（3）北京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可以反映出夏季风活动正常与否的情

况吗？

图 2-4-11
13.根据下表某地各月降水资料绘制降水量各月分配柱状图。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年

降水量

(mm)
165 123 104 89 82 85 102 120 144 144 144 164 1466

14.读图 2-4-12

图 2-4-12
（1）读图填表：
①据图示内容，填充下列表格：



图上号码 干湿地区 年降水量 植被

①

②

③

④

②据图填表说明表中所列六个地区主要各属哪一类或两类干湿地
区：

地区
长白山

地区

黄河中下游

地区

长江中下游

地区
珠江流域 新疆南部

准噶尔盆地

西部

干湿地区

（2）读图填空：
①我国干湿地区划分的依据是__。
②从我国干湿地区的分布状况看，我国降水量的空间分布规律是

____。
（3）读图简答：
①我国东南部湿润地区与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大致以哪条山脉和哪

条河流为界？
②东北地区的北部降水量不多，为什么属于湿润地区？
③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同处西北内陆，为什么其干湿状况不同？
④北纬 30°线和北纬 40°线所经过的干湿地区有何不同？
⑤我国干旱面积较大的省、区有哪些？这里农牧业的发展要着重解

决什么问题？
⑥我国兼有四类干湿地区的省、区有哪些？
我国兼跨有三类干湿地区的地形区有哪些？
15.读图 2-4-13

图 2-4-13
（1）该岛年降水量分布的特点是__。
（2）该岛属于什么温度带和干湿地区？
16.读图 2-4-14

图 2-4-14
将图中城市的数字代号①～⑤填入下表，并在表中填出该城市所在

的温度带和干湿地区。



图中城市的

数字代号

1月平均气温

（℃）

7月平均气温

（℃）

年降水量

（毫米）

温度带 干湿地区

3.3 27.3 1220

-2 15 438

12.6 28.2 1712

-16.1 23.2 190

-20.9 21.0 580

17.读图 2-4-15

图 2-4-15

（1）据图分析位置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2）夏季全国气温最低的地区在哪里？原因是什么？
（3）由图 2-4-15c 可以看出我国许多山区的降水比邻近地区丰富，

其原因是什么？
18.读图 2-4-16
（1）说出山顶气温比海平面气温降低大约多少度（℃）？其根据是

什么？
（2）解释图内降雨区的成因。

图 2-4-16
19.读图 2-4-17

图 2-4-17
（1）读图填空：
图中，__图所示的是夏季风，判断的理由是①__，②__。影响我国

的夏季风包括来自__洋的__季风和来自__洋的__季风。__图所示的是冬
季风，判断的理由是①__，②__。

（2）读图简答：
①什么是季风？季风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②为什么我国是世界上季风显著的国家？
（3）读图分析：
①分析说明我国冬、夏季风形成的过程。
②分析说明季风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20.读图 2-4-18
（1）读图填图：在图上填注季风区和非季风区。
（2）读图选择：
①图中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是（    ）。
a.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东部一线
b.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巴颜额拉山—冈底斯山一线
c.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祁连山一线
d.大兴安岭—阴山—吕梁山—横断山一线
②习惯上，季风区是指（    ）。



a.受季风影响明显的地区
b.受夏季风影响明显的地区
c.受冬季风影响明显的地区
d.四季分明，风速变化较大的地区
（3）读图分析：季风区与非季风区气候上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图 2-4-18
21.读图 2-4-19

图 2-4-19
（1）在正常情况下，各雨带出现的月份：

A__B__C__
（2）在正常情况下，各雨带退出的月份：

A__B__C__
（3）在各雨季范围线内，注出各雨季大约时间，并说明雨带的产生

及移动原因。
（4）在什么情况下，黄河中下游地区容易出现水灾，而长江中下游

地区旱情严重？
22.读图 2-4-20

图 2-4-20
读图分析：
（1）四城市一月七月平均气温各是多少？它反映出我国冬夏气温各

有什么特点？
（2）通过对四城市降水量的分析，结合四城市的位置说明我国降水

的地区分布与季节分配有何特点？
（3）通过这些数据说明锋面雨带在我国东部的移动规律。
23.读图 2-4-21

图 2-4-21
（1）图 a锋面名称是__暖空气运动的特点是__。
（2）图 b锋面名称是__暖空气运动的特点是__。
24.读图 2-4-22

图 2-4-22

图中画斜线部分代表青藏高原地区
当我国大陆为某一气压系统所控制，其中心气压是 990 毫巴，我国

大陆东南的北太平洋海域被另一气压系统所控制，其中心气压是 1015 毫
巴，此时：

①我国是什么季节？为什么？
②我国大部分地区多吹什么方向的风，为什么？
③这个季节我国的气候特点是什么？
25.读图 2-4-23



图 2--23
当我国大陆内部为强大的高气压所控制，东南部的北太平洋海域为

一低气压所控制，此时：
①我国是什么季节，为什么？
②我国大部分地区多吹什么方向的风，为什么？
③这个季节我国的气候特点是什么？
26.根据下表回答问题：

北京和武汉一月、七月平均气温与
同纬度平均气温的比较（℃）

一月 七月 气温年较差

北纬40°的平均气温 5.5 ℃ 24.0 ℃ 18.5 ℃

北京的平均气温 -4.8 ℃ 26.1 ℃ 30.9 ℃

北纬30°的平均气温 14.7 ℃ 27.3 ℃ 12.6 ℃

武汉的平均气温 3.7 ℃ 28.8 ℃ 25.1 ℃

①与世界上同纬度地区的平均气温相比，我国的冬、夏气温有何特
点？

②我国气候有哪些主要特征？该表的数据对比说明了什么特征？
③我国气候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哪些有利和不利

条件？
27.读图 2-4-24

图 2-4-24
（1）填图：在图中填注秦岭、淮河。
（2）分析：综合所学的气候知识，分析秦岭—淮河一线的气候意义。

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

1.①严寒②温暖③冬季，我国南北温差大
2.①a 图房屋的屋顶坡度大，以利于泄水，它反映了当地的年降水量

大。
②b图房屋的屋顶坡度很小，几乎是平顶，它反映了当地年降水量

很小，气候干旱。
3.（1）①纬线 纬度
②密集 很大
③6℃。18℃，-30℃。48℃。南北气温相差很大，越往南气温越高，

越往北气温越低。
④秦岭—淮河 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甘肃（南

部）陕西河南 安徽（北部）江苏 0℃以下 0℃以上
⑤偏高 偏低
（2）①说明了冬季沿海地区的气温要比同纬度内陆地区偏高些。这

主要是受海洋影响显著的缘故。
②a.一月等温线在四川盆地的成都附近向北弯曲。在长江中下游平



原的武汉附近向南弯曲。
b.由此可知冬季四川盆地的气温比我国同纬度地区要高，冬季长江

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气温比我国同纬度地区要低。
c.原因：前者主要是受盆地地形的影响。四川盆地北面有东西走向

的高大山脉——秦岭，它阻挡了冷空气的南下，气温较高；后者主要受
冬季风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连为一体，深受
冬季风的影响，气温较低。

③塔里木盆地“内圈”气温比“外圈”气温高，这主要是因为“内
圈”深居“盆底”，地形的屏障作用强，气流下沉增温等；祁连山地附
近等温线“内圈”比“外圈”低，这主要是因为“内圈”所在地区比“外
圈”所在地区地势高，气温随海拔高度增加而降低。

4.（1）①海岸线 海洋
②等高线 地形
③小
④4℃ 8℃ 不大
⑤青藏高原 20℃ 28℃
⑥辽东半岛 秦岭 四川盆地
⑦该盆地周围有高山环绕，气温垂直变化大
⑧不低于 28℃
⑨受盆地地形的影响 青藏高原 地势高
（2）夏季，我国大多数地方普遍高温，南北气温相差不大。这是我

国夏季气温分布的特点。
5.（1）①纬线 纬度 ②秦岭—淮河
（2）①A处在长江中游平原地区， 1 月 4℃等温线向南弯曲，说明

该地气温低于同纬度的其它地区。其原因是由于长江中游地区地势较开
阔低平，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连为一体，成为冷空气的通道，冬季冷
空气可以长驱直入，再加上江南丘陵湘赣边界处地势高的影响所致。

②B处是处在四川盆地地区，1月 4℃等温线向北凸出，说明当地气
温高于同纬度其它地区。是因为四川盆地北部有秦岭，大巴山地，成为
阻挡冷空气入侵的屏障，所以气温较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高。

③C处是云贵高原，一月 4℃等温线向东绕其边缘，这说明当地气温
较周围低，其原因是因为高原上有大娄山等高山，地势高，所以一月 4
℃等温线向东凸出绕其边缘。

由上述分析可知，一月 4℃等温线之所以有上述三大转弯，主要是受
地形的影响。

6.（1）.气温曲线图。
（2）气温曲线形状都成“波峰型”。气温随季节变化而变化；七月

份的气温相差不大；四城市最高气温都出现在七月，最低气温都出现在
一月，表现了我国冬冷夏热的气候特点。

（3）① d c b a；  8℃ 不大。
② a b c d；  35℃ 很大。
（4）①四城市中哈尔滨一月和七月气温相差最大，北京、武汉次之，

广州的最小。
②气温随季节变化的规律是：越往北，气温随季节的变化愈显著，



年较差越大。
③四城市一月气温相差较大，哈尔滨、北京的在 0℃以下，武汉，广

州的在 0℃以上。
7.（1）绘图（略）（2）②
8.（1）b d（2）（略）
（3）

地区代号 所在地形区名称 影响无霜期长或短的原因

① 大兴安岭北部 纬度高，地处寒温带

② 汉水谷地 秦岭以南，受冬季风影响小，处亚热带北部

③ 四川盆地 盆地地形，对寒潮和冷空气有明显阻挡作用，冬暖夏热。

④ 藏北高原 地势高，处世界屋脊，夏季风影响不到

⑤ 珠江三角洲 纬度低，滨临广阔海洋，受热带洋面气流影响。

⑥ 东北平原 纬度较高，地处中温带，近临冬季风源地

9.（1）（略）
（2）Ⅰ.（略）Ⅱ.0℃等温线（秦岭—淮河一线）
（3）（略）
（4）Ⅰ.c d Ⅱ.a
（5）①联系：a.都以热量为划分的原则。这两个五带都是以热量为

依据划分的。前者是以一年中地表应当获得阳光总热量的多少为依据
的，后者是以生长期中多天的日平均气温累加起来的总和——积温为依
据的。

b.我国五带的绝大部分属于地球上五带中的北温带，在我国五个不
同的温度带和特殊的青藏高寒地区中，除热带外，都在地球五带中的北
温带范围内。

②区别：
a.划分的依据有别。地球上的五带主要是根据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

长短的季节变化来划分的，我国五个不同的温度带是根据生长期内积温
的多少来划分的。

b.确定界线的原则不同。地球上的五带由于只是从有无阳光直射和
有无极昼极夜现象的发生为依据而划分的，所以划分五带所考虑的只是
天文因素，即以纬度作为五带的界线。我国五个不同的温度带是从积温
和无霜期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故分界线不是纬线，而是等积温线。

c.划分的着眼点不同。前者是以太阳辐射的纬度分配来划分的，不
考虑地形、洋流等因素的具体影响，各带之间以纬线为界。后者是从地
面积温的实际情况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而加以划分的，因而各带之间
的界线较弯曲，无特的走向。

10.（1）①自秦岭—淮河一线至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1600mm；从
大兴安岭西坡，经过张家口、兰州和拉萨附近，到达喜马拉雅山脉东部；
通过内蒙古高原中部至祁连山西段再斜贯青藏高原中部，止于雅鲁藏布
江谷地西段，200mm 以下。

②东北 西南 海岸线 东部 海陆位置 夏季风
③台湾山脉东侧、喜马拉雅山南坡 3000mm 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



地、青藏高原北部 内蒙古高原西部 50mm
（2）①我国各地区的年降水量差别很大。
②降水量分布的规律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
11.（1）柱状图（2）

哈尔滨 北京 武汉 广州

7 180mm 8 280mm 6 265mm 6 325mm

2 约 4mm 2 约 8mm 12 约 30mm 12 约 25mm

（3）①广州 武汉 北京 哈尔滨
②广州 武汉 北京 哈尔滨
（4）①共同点：a.四城市全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夏季，降水量最少

月份都在 12 月至次年的 1～2月份。
b.四城市春季降水逐月递增，秋季降水逐月递减。
差异：
a.降水总量的差异：由北向南依次增多，哈尔滨，北京的较少，武

汉较多，广州最多。
b.降水量分配的差异：降水集中的程度不同，城市纬度位置越高，

集中程度越强，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雨季长短不同，南方雨季长（广
州为 4～9月，武汉为 5～7月），北方雨季短（北京、哈尔滨都为 7～8
月）。

二是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匀程度的不同，南方降水季节分配不均，而
北方降水季节分配则极不均匀。

c.降水量的高峰月差异：广州、武汉都为 6 月，北京为 8 月，哈尔
滨为 7月。

②我国各地年降水量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就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
降水多集中在五月到十月。这个时期的降水量，一般要占全年降水量的
80％。七、八两个月更是我国降水最多的时期。降水过分集中在夏季，
容易引起春旱、夏涝现象。

12.（1）北京降水量最多的年份是 1959 年，降水量 1406mm。北京降
水量最少的年份是 1965 年，降水量 262mm。

（2）①各地年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大小不等，大致说来，南方较小，
北方较大，西北干旱地区最大。

②我国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大。
（3）北京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可以反映出夏季风活动正常与否的情

况。在夏季风活动正常或比较正常的年份，特别在夏季风北进、南退正
常的情况下，北京的年降水量及各月份降水分配也就比较正常。反之，
年降水量偏大、偏小，雨季失常，暴雨如注等情况都会出现。

13.（略）
14.（1）（略）
（2）①降水量和蒸发量的关系。
②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
（3）①秦岭、淮河
②和③（略）
④a.北纬 30°线大部分通过湿润地区，向西是半湿润地区和半干旱



地区；
b.北纬 40°线大部分通过干旱地区，向东是半干旱地区、半湿润地

区和湿润地区。
⑤（略）
⑥（略）

温度带 干湿地区

② 亚热带 湿润地区

⑤ 高山气候 半湿润地区

③ 亚热带 湿润地区

④ 中温带 半干旱地区

① 中温带 半湿润地区

15.（1）东部向西部减少。
（2）热带、亚热带；湿润地区。
16.如右表：
17.见课本 59～61 页。
18.见课本 60～61 页。
19.（1）b 图①亚洲大陆是低气
压；②风由海洋吹向陆地。太平洋 东南，印度洋 西南季风
a图①亚洲大陆是高气压；②风由陆地吹向海洋。
（2）和（3）见课本 61～63 页。
［解题指导］
①海陆受热性质的差异：海水和陆地的物理性质不同，对于太阳辐

射能量的吸收情况是不一样的，因而影响到海陆表面增温和降温的差
异，以致造成海洋上和陆地上气温变化和分布的不同。

②季风对气候的影响：
在对上述两幅图进行分析时，一定要抓住气温—气压—风三者关系

这一基本线索，（见下图），并弄清两个有机联系的环节：
■
第一个环节：利用地图弄清我国的海陆位置：面对世界最大的大洋

——太平洋，背靠世界最大的大陆。这种特殊的海陆位置，造成了极为
显著的海陆热力差异。海陆热力差异是形成季风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环节：分析上述热力差异造成的大陆与海洋之间冬夏气温的
显著变化，进而影响气压的季节变化。这种气压的变化就导致海陆间气
流运行方向的季节变化。这种随季节变化方向的水平运动气流就是季
风。

20.（1）（略）
（2）①b ②b
（3）距海远近的不同。（季风区距海近，受海洋影响较显著；非季

风区受海洋影响小或不受其影响）
21.（1）A：5 月 B：6 月 C：7 月
（2） A：10 月  B：9 月 C：9 月
（3）见课本第 64～65 页。
（4）夏季风到来早、势力强，锋面雨带迅速北移。



22.（1）（略）
（2）见课本第 56～57 页。
（3）见课本第 64～65 页。
23.见课本 64 页。
24.见课本 62～63 页。
25.见课本 61～62 页。
［解题指导］本题和上题的答题要求较高，解题的关键是要理解在

一般的热力作用条件下，高气压常出现在寒冷的地方，低气压常出现高
温地区。因此，当我国大陆内部为一强大高气压，而东南部的北太平洋
海域为一低气压时，即表明此时大陆气温低，海洋气温高，出现这种气
温分布的状况通常是冬季。那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多吹偏北风。因为风就
是空气的水平流动，空气总是从高气压区流向低气压区，风向是指风的
来向。

气候主要包括气温和降水两个要素。由于我国冬季盛行从较高纬度
的大陆内部吹向较低纬度洋面的偏北风，使受其影响的地区不仅气温低
而且降水少，因此我国冬季的气候特点是寒冷干燥。北方更为突出。

26.见课本 66～68 页。
27.（1）（略）
（2）①从气温来看：1月 0℃等温线大致沿秦岭—淮河一线；
②从温度带分布来看：该线是暖湿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
③从降水的分布来看：800mm 年等降水量线大致沿秦岭—淮河一线；
④从干湿地区分布来看：该线是湿润地区与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

读图要览和专题辅导

一、读图要览
1.图 2-4-25 日平均气温≥10℃积温分布图

图 2-4-25
试将该图与“我国温度带的划分图”对照，看看各温度带的界线与

日均温≥10℃等积温线的哪几条线相一致？
2.图 2-4-26 地理位置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图 2-4-26

■
说明：①纬度是影响气候的基本因素。纬度高低决定了太阳高度的

大小，从而决定了地面获得太阳热能的多少。因此，一般说来，纬度低，
气温高；纬度高，气温低。我国南部的气温比北部高，纬度位置是主要
原因。

②海面和陆面的接受太阳光热性能各不相同，陆面增温快，降温也
快；海面则相反。因此，一般地，沿海地区气温变化小，降水多，降水
季节分配较匀，多形成海洋性气候。与此相反，内陆地区多属大陆性气
候。在温带大陆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海陆分布这一因素起主要作用，往



往形成季风气候。
3.图 2-4-27 地形与气候

图 2-4-27
说明：如图 2-4-27 所示，A、B、C、D、E五地，它们的绝对高度相

同，而地形形态却相异。A 地为高空，B 地为高原，C 地为高山，D 为深
谷，E为盆地，各地的气候大不一样。A点位于空中，昼夜温度的变化甚
小，所以具有海洋性气候的特征；B点位于高原中心，白天吸热快，晚上
放热也快，气温变化急剧，所以具有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的特征；C点位于
山顶，与陆面接触少，而与空气接触较多，所以气候也显示为海洋性；D
点居于深谷，E点位于盆地之中，两地温度都多变，气温差较大，大陆性
气候特征就较为突出。所以，无论从大范围来看也好，从局部地区来看
也好，地形对气候的影响是明显的。

4.图 2-4-28 地形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一）
地势高低对气温的影响甚为明显。地势升高 1000 米，气温下降6℃。

青藏高原是全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区，地势高是主要原因。

图 2-4-28
5.图 2-4-29 地形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二）

图 2-4-29
青藏高原面积广大，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对我国气候有极大影响。
6.图 2-4-30 地形对我国气候影响（三）

图 2-4-30
东西走向的山脉阻挡寒潮的南上。秦岭南、北的冬季气温相差很大，

就是山脉屏障作用的影响。
7.图 2-4-31 地形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四）

图 2-4-31
夏季，暖湿气流途经山地时，使迎风坡成为多雨中心，背风坡则降

水少，温度高。
8.图 2-4-32 地形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五）

图 2-4-32
促使准静止锋的形成。影响我国天气的准静止锋，主要有江淮准静

止锋（图 a）和昆明准静止锋（图 b）。
9.图 2-4-33 季风环流
说明：将此图与课本第 62 页“我国一月、七月的季风分布图”和图

4-4-34 比较阅读，看看我国的冬、夏季风是怎样形成的？

图 2-4-33
10.图 2-4-34 一月、七月气压与气流分布图



图 2-4-34
11.图 2-4-35 中国季风界线示意图
①在图上填注出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大致经过的山脉名称，

说出冬、夏季风各有什么特点？
②看图，我国受西南季风影响较为显著的省、区有哪些？在图上填

注它们的简称。

图 2-4-35
12.图 2-4-36 我国四季简明示意图

图 2-4-36
13.图 2-4-37 我国雨季简明示意图

图 2-4-37
14.图 2-4-38 台风和寒潮

图 2-4-28

二、专题辅导

（一）读图用图指导
1.怎样判读等温线图
通过对一幅或几幅等温线图的判读，应能分析出等温线分布的特

点。从等温线分布的特点来分析气温的实际状况，并结合有关地理知识
来分析等温线分布特点形成的原因。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
析：

（1）判读等温线延伸的方向
①若等温线与纬线平行，说明气温的实际状况是气温随纬度而变

化。纬度不同的地方，气温也不同。其原因是因为地面热量带的分布，
大体与纬线平行的缘故，即以纬度因素影响为主。

②若等温线与纬线斜交，说明影响气温的主要因素不是纬度因素，
而可能是海陆位置、地形等因素。

a.若等温线大体与海岸线平行，说明受海洋的影响显著。
b.若等温线呈封闭曲线状分布，内圈较外圈气温高，则说明是盆地

地形影响；内圈较外圈气温低，则说明是山地地形影响。
由此可知，通过对等温线方向的判读，可以看出气温分布特点及其

受什么因素影响为主。
（2）判读等温线的弯曲情况
①若某地等温线向较高纬度地区弯曲（突出），则说明该地区气温

比同纬度邻近地区偏高。
②若某地等温线向较低纬度地区弯曲（突出），则说明该地区气温

比同纬度邻近地区偏低。
（3）判读等温线的疏密
①若等温线密集，则表明气温差别大，地区间气温变化剧烈。



②若等温线稀疏，则表明气温差别小，地区间气温变化和缓。
（4）判读图中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从而可以看出温差的幅度。
（5）判读重要等温线通过的地方，可以看出气温分布的特点。如 0

℃、24℃等温线等。7 月 24℃等温线从东北地区南部斜向西南，大致通
过辽河平原、华北平原北部边缘，黄土高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缘，云
贵高原中部等。这一线的东南部都在 24℃以上，这一线西北部的塔里木
盆地，准噶尔盆地等地区，大多也在 24℃以上。从我国七月 24℃等温线
分布范围广这一特点，则可以说明我国夏季普遍高温的特点。

这里再顺便说一下，分析等温线分布特点的成因时，若一般情况下，
等温线与纬线大致平行，则说明它主要是受纬度因素影响形成的。若等
温线的分布出现异常状况下（弯曲、闭合、与山脉平行，与海岸线平行
等），则可考虑地形、海陆分布、季风、洋流等因素的影响，这要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看看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为主。

根据以上判读方法，分析我国一月平均气温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等温线延伸方向大致与纬线平行说明受纬度影响大。
②4℃等温线在经过四川盆地时，明显地向北弯曲，说明这里比同纬

度的其它地区气温偏高。
③等温线排列密集，说明冬季南北温差大。
④黑龙江省北部为-30℃，南海诸岛在 20℃以上。
⑤0℃等温线大致沿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向东经过秦岭—淮河一

线。这条线是我国气候上的重要分界线。
试分析我国七月平均气温分布图，看看七月气温的分布有什么特

点？
2.怎样判读气温曲线图
气温曲线图是反映一个地点气温逐月变化的示意图。图的横坐标表

示月份，纵坐标表示气温数值，图内的气温曲线，是该地点的各月平均
气温数值的连线。判读一个地点气温变化曲线图时，可以从下列各个方
面进行分析：

（1）根据气温变化曲线的形状判断该地点是在北半球还是在南半
球。

①若气温的变化曲线呈波峰型则可以判断该地点在北半球。
②若气温的变化曲线呈波谷型则可以判断该地点在南半球。
（2）根据气温变化曲线弯曲的程度，可以看出该地气温年变化的大

小。
①若曲线弯曲的程度大，说明气温年变化（幅度）大，即说明最冷

月与最热月的平均气温差别大，也就是气温年较差比较大。
②若曲线弯曲的程度小，说明气温年变化（幅度）不大，即说明最

冷月与最热月的平均气温差别小，也就是气温年较差比较小。
（3）判断出最高和最低气温出现的月份及数值，由此可以计算出气

温年较差并可以判断出该地气候是大陆性气候还是海洋性气候。
①若最低气温出现在一月，最高气温出现在七月，则可以判断为大

陆性气候。
②若最低气温出现在二月，最高气温出现在八月，即最低最高气温

出现的时间比大陆性气侯的都晚一个月，则可判断为海洋性气侯。



（4）判断影响该地气温变化的主要因素。
3.怎样读等降水量图
判读的方法如下：
（1）判读等降水量线大致延伸的方向，分析出影响降水的主要因

素。
①等降水量线与海岸线平行，说明自沿海向内陆，降水逐渐减少。
②等降水量线与山脉平行，多雨的是迎风坡，少雨的是背风坡。
③等降水量线呈封闭状曲线，线内降水少为闭塞的内陆（盆地），

线内降水多的为迎着湿润气流的山区。
（2）判读等降水量线是密集还是稀疏。
①等降水量线密集，说明降水差异大。
②等降水量线稀疏，说明降水差异小。
（3）判断出重要的等降水量线，并看看它通过了哪些地区（地形区、

省、区）如 800mm、400mm、200mm 等降水量线，以弄清其干湿地区分布
状况。

（4）读出降水的极值区域，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①降水最多的地区在哪里，原因是什么？
②降水最少的地区在哪里，原因是什么？
通过以上的综合分析，归纳得出降水量分布的一般规律。
4.怎样判读降水量各月分配柱状图
图上的横坐标表示月份，纵坐标表示降水量，单位为毫米。图中各

月份的纵柱即表示各月的平均降水量。通过降水量各月分配柱状图可以
读出某地各月降水量（各月的相加即得年降水总量），降水量最多和最
少的月份，雨季的长短等。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归纳，可以得出某地区
降水量的季节分配特点。

（1）根据各月柱高对照纵坐标降水量数值，说出各月的降水量，从
中即可看出哪个月降水量最多，哪个月降水量最少，将各月的降水量相
加，即得年总降水量。

（2）通常把月降水量 100mm 以上的时期称为雨季。通过读图，可以
知道该地雨季开始的月份和结束的月份，并可数出该地雨季有几个月。

（3）从图上各月降水柱高的比较，可知降水季节分配是否均匀。
若各月降水相差不多，则说明降水季节分配较均匀；若各月降水相

差很多，则说明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匀。
（二）重点难点剖析
1.气候的影响因素、气候要素、气侯特征和气候类型及其相互关系
气候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太阳辐射、大气环流、海陆分布、地形地势

等。影响我国气候的主要因素是位置、地形和季风，其中季风的影响最
显著。气候要素包括气温和降水。气候特征是指气温和降水在季节上的

数量分配状况。即气候特征

气温、降水的数值与变化

季节变化与气温、降水的配合状况

特殊的天气现象









气候类型是指具有不同气候特征的地区分类。它们的相互关系是：



2.关于气温曲线与降水量柱状图的图形：
3.我国气候对植物地理分布的影响
植物是重要的地理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气候特征。因此掌

握了气候对植物影响的一般规律，就可以找到我国植被的基本特点及分
布规律。首先，我国气候的复杂导致我国植被类型的复杂。其次，植被
的分布又受到气温与干湿状况的影响，它们的关系是：

干湿区的变化：干旱→半干旱→半湿润→湿润

类型的变化：荒漠 草原 森林草原 森林

温度带：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

类型：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 阔叶落叶林 长绿林 长绿林







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就可以掌握我国森林、草原具体分布的地区。例

如我国森林主要集中在湿润地区的山区，如东北兴安山地北部及长白山
地，横断山区及闽、台等山地。而典型的草原则分布在半干旱地区的锡
林郭勒及呼伦贝尔等地区。我们还可以根据温度带的分布规律，推导出
东北地区北部为针叶林、南部为阔叶林而其中间大部为针阔混交林。黄
河中下游则以阔叶林为主，而秦岭淮河以南则以亚热带或热带长绿林为
主。

4.气候评价：

气温 热量、生长期、积温

降水 空气湿度、土壤墒情

耕作制度

作物种类

耕作方式

− −

− −













5.大气降水
①形成降水的条件：
a.空气中含有水汽是降水的基本条件，它直接影响到降水量的大校
b.空气的上升运动是形成降水的必要条件。空气上升，气温下降，

空气饱和，成云致雨。如图 2-4-39

图 2-4-39
②降水的类型：
降水可分为四种类型：
a.对流雨：由于近地面空气层强烈受热而引起空气急剧上升运动，

热空气上升过程中气温下降，水汽饱和，成云致雨，这种降水叫对流雨。
它多以暴雨形式出现。赤道带全

年以它为主，在我国则常见于夏季。
b.地形雨：空气作水平方向运动时，受地形所阻，被迫上升凝结而

降水。它主要集中在迎风坡上。
c.锋面雨：冷暖气团相遇，暖湿空气上升，遇冷凝结降雨，称锋面

雨。
d.台风雨：由台风活动而产生的大量降雨，称台风雨。
6.知识综合比较表

我国温度带的划分



划分指标 农牧业概况

度带 包括的地区 无霜期 ≥ 10 ℃积

温

≥ 10 ℃

天数

季节

变化 自然景观 耕作制度 主要作物

寒温带

黑龙江省北

部和内蒙古

东北部

3个月 ＜ 1600 ℃ ＜ 100

天

长冬

无夏

亚寒带针叶林 一年一熟 春小麦马铃薯

中温带

东北三省和

内蒙古绝大

部分

4 ～ 7

个月

1600 °～

3400 ℃

100 ～

171 天

冬长

夏短

落叶阔叶林和

针、阔叶混交

林

一年一熟 春小麦大豆甜

菜等

暖温带

山东全省和

陕、晋、冀、

豫等省的大

部分

5 ～ 8

个月

3400 °～

4500 ℃

171 ～

218 天

冬冷

夏热 落叶阔叶林

两年三熟

或 一 年

两熟

冬小麦棉花杂

粮

亚热带

秦岭—淮河

以南的绝大

部分

8～ 12

个月

4500 °～

8000 ℃

218 ～

365 天

夏长

冬短

亚热带季雨林

和常绿阔叶林

一年两熟

或一年三

熟

水稻冬小麦棉

花油菜甘蔗

热带 台、粤、滇的

南部

全年 ＞ 8000 ℃ 365 天 长夏

无冬

热带季雨林 一年三熟 水稻油菜甘蔗

青  藏

高原区 青藏高原

0 ～ 7

个月

＜ 2000 ℃

（大部分

地方）

0～ 350

天

多无

夏季

高山针叶林和

高寒草原、草

甸

一年一熟

（一部 分

地区）

青稞小麦蔬菜

我国干湿地区的划分
划分指标

干湿地区 包括的地区
年降水量 蒸发与降水的关系

自然景观 农牧业概况

湿润地区 东南部和东北三省

的东部

800mm 以上 降水量＞蒸发量 森林 农业（水田）

半湿润地区

东北平原、华北平

原和青藏高原东南

部

大多在

400mm 左右

降水量略少于蒸发

量

森林、草原 农业（旱地）

半干旱地区

内蒙古高原、黄土

高原、青藏高原的

大部分

大多在

400mm 以下

降水量少于蒸发量 草原 灌溉农业、畜牧

业

干旱地区

新疆、内蒙古高原

西部和青藏高原西

北部

200mm 以下 降水量＜蒸发量 荒漠 绿洲农业、畜牧

业

我国冬、夏季风的比较



冬季风 夏季风

源地 亚洲内陆（蒙古、西伯利亚地区）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热带洋面上

性质 寒冷干燥 温暖、湿润

风向 由高纬度吹向低纬度的偏北风 由低纬度吹向较高纬度的偏南风

厚度 较小 较大

活动特点 势力强，发展快，常爆发式快速南下 势力弱，发展慢，以跳跃式有节奏地向北推

进，前进一段停顿一段时间

影响范围

全国除青藏高原由于地势高、云贵高

原，台湾和海南岛等地因山岭重重阻

挡几乎不受其影响外，其它广大地区

都受其影响

大致在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巴颜喀拉

山—冈底斯山一线以东以南的地区（因其厚

度大，能翻山越岭进入青藏高原的许多地

方。）

影响时间 每年 9、 10 月至次年 3、 4月，影响

北方时间长，势力大，南方反之

每年 4、 5月至 9、 10 月，影响南方的时间

较长，控制北方的时间很短。

对气候的

影响

①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冬季寒冷干燥；

②加强北方严寒，使冬季我国南北温

差增大；③活动异常时，出现早霜等。

①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

期；②影响我国年降水量分布、季节分配；

③活动异常，夏季风强弱不同使各地降水量

的年际变化大

复习总结用纲要图表



第五章  河流

基础知识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

一、基础知识要点
全国河流概况：
我国河流众多，水力资源丰富。外流区域和内流区域。主要的外流

河及其水文特征：黑龙江和鸭绿江，辽河、海河和黄河，秦岭——淮河
以南的河流，横断山区及其附近的河流。内流河的水文特征。塔里木河。
京杭运河。

长江——我国第一大河长江。长江发源地、流经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长度和流域面积。上、中、下游的划分和各段主要水文特征。重
要支流及其对干流水文的影响。洞庭湖和鄱阳湖对长江水量的调节作
用。葛洲坝水利枢纽。“黄金水道”与巨大的水能蕴藏。

黄河——我国第二长河黄河。黄河的发源地，流经的省和自治区。
长度和流域面积。上、中、下游的划分和各段主要水文特征。晋、陕两
省的渭河、汾河等支流对黄河含沙量的影响。“地上河”及其成因。黄
河的凌讯。黄河水害的根治与综合开发。

二、基本训练要求
1.在地图上能准确地指出：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流经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上、中、下游的划分；重要支流；重要的水利建设工程。
对照中国地形图，说明长江、黄河干流流向与地势、地形的关系。

2.通过阅读课文，能扼要说出过去黄河下游多灾的原因和治理的关
键所在。

3.学会阅读河流流量各月分配统计图，并能比较我国几条大河的流
量大小和季节变化情况。

4.阅读我国的外流区域和内流区域图，我国的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分
界示意图，对照说明我国气候的地区差异同内、外流区域河流特征的关
系。

5.学会阅读长江水系图和干流剖面图，分析长江水力资源最丰富的
河段。

读图、填图、绘图、分析图训练

1.读图 2-5-1
（1）填图：在图上填注下列河流：
①黑龙江 ②鸭绿江 ③辽河 ④海河 ⑤黄河 ⑥淮河 ⑦长江 ⑧钱

塘江⑨珠江 ⑩闽江 （11）怒江（12）澜沧江 （13）雅鲁藏布江 （14）
额尔齐斯河（15）塔里木河 （16）京杭大运河

图 2-5-1
（2）填空：
①上述河流①～（16）中属于我国和邻国界河的河流有__。
②上述河流①～（16）发源于我国流经邻国入海的河流有__。



③上述河流①～（16）中属于内陆河的有__。
④上述河流①～（16）中属于外流河的有__。
⑤上述河流①～（16）中属于人工河的有__。
（3）我国河流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读图 2-5-2
读图解释以下几个概念：
①河源__。
②河口__。
③水系__。
④分水岭__。
⑤河流流域__。

图 2-5-2
3.读图 2-5-3
（1）填图：
①在图上填注长江和黄河、长江和珠江的分水岭名称。
②在图上画出松花江和辽河的分水岭。
③在图上分别用 A、B表示我国内流区域中的一小块外流区域部分和

外流区域中的一小块内流区域部分。
（2）我国内流区域和外流区域的分界线是__。

图 2-5-3
（3）读图简答：
①什么是外流河？什么是外流区域？
②什么是内流河？什么是内流区域？
③为什么我国有广大地区的河流都注入太平洋？
（4）将图 a和图 b加以对照，看看两图的内容有什么联系，简单分

析一下原因。
4.读图 2-5-4

图 2-5-4
上图是我国季风区四条大河的流量变化曲线图，据图回答问题：
（1）①哪条河流流量最大？

②哪条河流汛期最长？
（2）①图 a的径流曲线反映了什么问题？为什么？

②图b河流和图d河流的水量、含沙量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③图 c河流有无枯水期？
④图 b 河流和图 c 河流的最大流量出现在什么时期？为什

么？
（3）将四条河流按从南到北顺序排列，据图分析其反映了什么规

律？
5.读图 2-5-5
（1）填图：在图中填注下列河流：
①我国最北不结冰的河流；



②我国最南结冰的河流；
③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人工运河；
④我国最长的内陆河；⑤流入北冰洋的外流河。
（2）读图填空：
京杭运河北起__，南到__，纵贯____六省、市，沟通__五大水系，

全长__公里，历史上起过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作用。现在，____两省境
内的运河段，仍然是重要的水上运输线。

（3）读图简答：
①黄河比珠江长，但水量仅为珠江的 1/7，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②横断山区河流的水文特征有哪些？
③内流河的水文特征有哪些？

图 2-5-5
6.读图 2-5-6
（1）填图：分别在图 a 和图 b 上填出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

内流区域和外流区域的分界线（经过山脉的名称）。
（2）读图分析：
将“我国的外流区域和内流区域”图，同“我国季风区和非季风区

分界示意图”进行比较，说明外流区域、内流区域的分布同季风的关系。

图 2-5-6

7.读图 2-5-7

图 2-5-7
读图分析：
（1）上述（a）、（b）两条河流流量过程曲线所反映的径流季节变

化有何相同点和不同点？
（2）这两类河流各在我国哪些地区最常见？
（3）两河径流季节变化特点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8.读图 2-5-8
（1）该半岛的地势有何特点？
（2）该半岛上的水系有何特点？河流流向怎样？
9.读图 2-5-9
（1）填图：
①在图上填出长江流经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
②在图上填出长江上、中、下游分段处的地名；
③在图上填出长江主要支流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沅江、

湘江、汉江、赣江及洞庭湖、鄱阳湖。
④在图上填出下列地理事物的名称：
唐古拉山脉 可可西里山脉 秦岭 南岭 三峡 葛洲坝水利枢纽 龚嘴

水电站 丹江口水库

图 2-5-9



（2）填空：
①长江发源于__高原上的__山主峰__。长江的最上源是__河，它依

次流经地势第一级阶梯的__和__进入地势第二级阶梯的__和__，穿过__
著名峡谷进入地势第三级阶梯的__，注入__，全长__公里，流域面积超
过__km2，平均每年通过江口入海水量达__m3，是我国第一大河。

②沱沱河以下称__河，它在玉树附近流出青海始称__，从__开始正
式称为长江。其中宜宾和宜昌之间习惯上称__。长江自湖北省枝城至湖
南省洞庭湖口的城陵矶一段，习惯上称为__。

③长江主要支流__、__、__和__在四川省境内注入长江；__在湖北
注入长江；__流入鄱阳湖后在江西注入长江；__、__在湖南注入长江。
长江最长的支流是__，它在长江的__游注入长江。

④长江两次流经的省（区）是__和__，地跨长江上中游的省（区）
是__长江干流流经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是__。

（3）填表：
峡谷名称 所在省、区 峡谷名称 所在省、区

虎跳峡 巫峡

瞿塘峡 西陵峡

（4）读图分析：
①长江的水量为什么特别丰富？
②长江从源头到江口总落差约为多少米？长江上游为什么水力资源

特别丰富？水力资源主要集中的河段在哪里？
③长江流经四川境内，北岸有许多支流注入长江，南岸则缺少这类

大支流，其原因是什么？长江以北的湖泊数量少，面积小，而长江以南
则多大湖泊，其原因是什么？

④长江中游历史上多水患的原因是什么？解放后采取了哪些治理措
施？

10.读图 2-5-10

图 2-5-10
（1）填图：在图上填注三峡所在的省、三个大峡谷的名称及范围（用

“∥”画出）、葛洲坝水利枢纽的位置（用“→”指出）、计划建设的
长江三峡水电站（用“⋯→”指出）

（2）分析：长江三峡是怎样形成的？
11.读图 2-5-11

图 2-5-11
（1）写出图上该工程的名称。
（2）该工程地处长江＿＿游，位于＿＿省境内，是我国目前发电能

力最大的水电站，其发电能力可达＿＿千瓦。
12.读图 2-5-12

图 2-5-12
（1）该河段习惯上称为＿＿，它位于长江＿＿游。



（2）该河段容易造成水灾的原因是什么？
（3）据图说明在这里为什么要修建人工裁弯取直工程？
13.读图 2-5-13

图 2-5-13
（1）填图：
①长江最长的支流；
②沅江、湘江及接纳它们的湖泊名称；
③赣江及接纳它的湖泊名称；
④有“九曲回肠”之称的河段。
（2）读图分析：
①长江中游的水文特征是什么？
②长江中游的水系特征是什么？
*14.读图 2-5-14
某旅游团，从蚌埠坐火车到昆明，五过长江，试按路线顺序，填出

铁路线和城市的名称：铁路线：
①＿＿⑤＿＿⑨＿＿
②＿＿⑥＿＿⑩＿＿
③＿＿⑦＿＿（11）＿＿
④＿＿⑧＿＿（12）＿＿
城市名称：A＿＿E＿＿I＿＿

B＿＿F＿＿J＿＿
C＿＿G＿＿K＿＿
D＿＿H＿＿L＿＿

图 2-5-14
15.读图 2-5-15

图 2-5-15 长江水系航道与主要港口分布示意图
长江各区段的航程和通过能力简表

区段 上海-南京 南京-武汉 武汉-重庆 重庆-宜宾

航程（公里） 392 733 1354 374

通过能力（船舶吨位） 3000 1000 500

（1）填图：在图上填注下列地理事物：
①城市：南京、南通、镇江、九江、宜昌、芜湖
②水电站、水库：葛洲坝水利枢纽、龚嘴水电站、丹江口水库
（2）读图连接：将长江主要支流与该支流和长江汇合处的城市名称

划线连接起来：
支流 支流和长江汇合处的城市
嘉陵江 宜宾
岷江 重庆
雅砻江 武汉
汉水 渡口



（3）读图回答：
①500 吨级的轮船由上海沿长江干流上行，可航行多少公里？
②为什么长江被称为“黄金水道”？
③长江流域水力资源的利用情况怎样？
16.读图 2-5-16

图 2-5-16 黄河
（1）填图：
①据图描绘出黄河流域界线；
②填出黄河与长江河源处分水岭名称，黄河中游与长江上、中游分

水岭名称。
③黄河流经省区的简称。
④黄河上、中、下游分段处的地名。
（2）根据上图标出的数码，分别填写下列内容：
①重要支流：1.__2.__3.__4.__
②水电站、水利枢纽：5.__6.__7.__8.__
③城 市：9.__10.__11.__12.__
（3）读图填空：
①黄河发源于__高原__山的北麓，其最上源为__依次流经地势第一

级阶梯的青藏高原，地势第二级阶梯的__平原__平原、__高原__高原，
地势第三级阶梯的__平原等地形区，注入__。

②黄河全长__公里，是我国第__大河。流域面积__平方公里。干流
从上游到下游的河道，就象一个巨大的__形。

③黄河各河段河水补给情况分别是：a.源头的主要水源是__；b.中
游在七、八月的主要水源是__；c.下游的河水与地下水的互相补给关系
是____。④黄河水量最大的河段是__，其水量占到黄河总水量的 70％，
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段__的缘故。

（4）读图分析：
①为什么黄河源头河水经常是清澈的？为什么河水在青海省东部逐

渐变浑？
②为什么黄河上游的水力资源丰富？
③黄河中游的水文特征、水系特征是什么？
④黄河郑州以下河段流域特别狭小又无支流的原因是什么？
（5）回答有关黄河凌汛的几个问题：
①什么叫凌汛？
②黄河凌汛发生的河段有哪些？试在图上画出黄河凌汛发生的河

段。
③凌汛是怎样形成的？
④防凌的措施是什么？
17.读图 2-5-17

表 A 我国外流河含沙量比较表



地      区
平均含沙量

（千克立方米）

占全国外流河总输沙

量的百分比（％）

东北 0.51 3.2

华北 8.72 5.7

①黄河 37.7 60.6

西南 0.08 6.2

①

表 B 世界多沙河流比较表

河名 所在国家
含沙量

（千克立方米）

尼罗河 埃及等 1.2

阿姆河 苏联 4.0

科罗拉多河 美国 10.0

黄河 中国 37.7

图 2-5-17
（1）从表A和 B中可以看出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__的一条大河。黄

河平均含沙量达__，其每年输往下游的泥沙占全国外流河输沙量的__。
（2）从图中可以看出，黄河中游河水含泥沙量最大，试分析其形成

的原因。
18.读图 2-5-18
（1）该图表示的是我国黄河__游河段，称为__。
（2）该河段多灾的原因是什么？
（3）根治黄河的关键是什么？

图 2-5-18“地上河”示意图
19.读图 2-5-19
（1）该示意图是__示意图。
（2）这是黄河__游的治黄措施。
（3）该项措施的作用在于实现__的综合利用，化害为利。
（4）简要具体地说明这种综合利用、化害为利的办法

图 2-5-19
20.读图 2-5-20

图 2-5-20 刘家峡一带黄河梯级开发示意图
（从北往南鸟瞰）

（1）填图
①在图上用箭头标出黄河干流的流向。
②在图上填出洮河、湟水。

                                                                
① 河南陕县站观测



（2）填空：
刘家峡水电站是黄河上目前最大的水电站，它位于黄河__游，__省

境内。刘家峡一带初步实现了梯级开发。规模更大的__水电站正在兴建。
（3）刘家峡一带梯级开发的优越性是什么？
（4）刘家峡水库的蓄水，对盐锅峡、八盘峡两处电站起着什么作用？

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

1.（1）（略）（2）（略）
（3）①我国河流众多，源远流长，流域面积在 1000km2以上的河流

育 1500 多条；
②水量丰富，水能的蕴藏量极大，约有 6.8 亿千瓦。
2.见课本第 70 页。
3.（1）①秦岭 南岭 ②（略）
③A：准噶尔盆地西部地区部分 B：黄河“几”字型内侧的鄂尔多斯

高原上。
（2）见课本第 69 页。
（3）①和②见课本第 69 页。
③地势西高东低，河流自西向东流，注入太平洋。
（4）①内、外流域的界线大致与 200mm 年等降水量线一致。
②外流区域，受夏季风影响显著，年降水量一般在 400mm 以上，其

中大部分地区在 800mm 以上，属湿润、半湿润地区，河流众多，其面积
约占全国面积的 2/3，河流的水量占全国河流总量的 95％以上。

③内流区域，距海很远，年降水量一般在 200mm 以下，包括整个干
旱地区和一部分半干旱地区，河流稀少，其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3，
但河流水量还不到全国河流总水量的 5％。

［解题指导］①“河流是地形和气候的产物”。分析有关河流问题
时，常常要联系有水关地形、气候、土壤、植被等知识进行分析解答。

②我国外流河水系，包括太平洋水系，印度洋水系和北冰洋水系。
其中以太平洋水系为主，印度洋水系次之。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注入
北冰洋的外流河。

4.（1）①c图中的河流长江
②d图中的河流珠江
（2）①冬季断流，表明有冰期；一年中有两次汛期，4～5月份的汛

期，为春汛，表明该河有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8～9月份的汛期为夏汛，
表明该河这时期为雨水补给。

②图 2-5-4d 河在秦岭—淮河以南，流经湿润地区，水量丰富，含沙
量校

图 2-5-4b 河在秦岭—淮河以北，流经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降水不
太多，水量不太丰富。上、中游水土流失严重，河水的含沙量很大。

③无枯水期。
④图 2-5-4c 河流长江最大流量出现在 7 月初，这时正值梅雨季节，

降水丰富；
图 2-5-4b 河流黄河最大流量出现在 8 月，这时雨带移至黄河下游，



黄河雨季到来且多暴雨。
（3）自南而北依次为 d、c、b、a。
反映了我国季风区的河流自南而北，汛期趋短，水位季节变化趋大，

从无冰期到有冰期。即河流水文特征南北差异显著，跟气温和降水的南
北差异一致。表明季风区河流的水文特征深受季风气候的影响。

［解题指导］学习时可利用比较法进行以下对比练习：
①各地区河流水文特征比较：如外流区域与内流区域河流水文特征

的区别；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和秦岭—淮河以北地区河流水文特征的区
别。

②两条河流水文特征的比较：如辽河与珠江水文特征的区别；黄河
与松花江两条河流的区别。

③两条河流中各一段河流的比较：如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的水文特
征有什么不同。

④综合性比较：如比较长江与黄河的源流概况，水文、水系特征有
何异同？

5.（1）①淮河 ②黄河 ③京杭运河 ④塔里木河 ⑤额尔齐斯河
（2）见课本第 73～74 页。
（3）①黄河流域比珠江流域降水少，蒸发量大。
②见课本第 72～73 页。③见课本第 73 页。
6.（1）（略）（2）①从图中可以看到内、外流区域的界线与季风

区、非季风区的界线大致吻合。
这是因为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季风区又离海近，有利于海洋上湿润

的夏季风进入，降水丰沛，导致本区河流多，水量丰富。河水的来源主
要靠雨水。再因我国地势向东倾斜，季风区离海近，便于河流把所汇集
的水输送入海，这样使季风区大体上成了外流区域。

我国的非季风区因地处内陆，离海远，又受山岭等重重阻挡，基本
上吹不到湿润的海风，气候干燥，降水少。河水的来源主要靠高山冰雪
融水。流程中蒸发强烈，又因地形闭塞，河流基本上不可能外流入海，
因此非季风区大致上成了内流区域。

②从图中也可以看到外流区域的面积又略大于季风区。这是因为非
季风区有些河流最终仍和海洋相通，如长江、黄河上游的一部分虽在非
季风区内，但这一段河流流域仍属外流区域，因此外流区域范围又略大
于季风区。

［解题指导］本题通过运用两幅图对照阅读，认识了内、外流区域
与季风的关系。学习中，要善于将多张地图进行对照阅读，以认识自然
地理各要素的相互联系。

7.（1）①相同点：一年中都有两次汛期。
②不同点：汛期出现的时间不同。（a）图河流第一次汛期出现在 4、

5月份，第二次汛期出现在 7、8月份。（b）图中河流第一次汛期出现在
5月，第二次汛期出现在 8、9月份。

两河径流量不同：（a）河径流量小，冬季出现断流；（b）河径流
量大，河水终年丰富。（2）（a）河最常见于我国东北地区（b）河最常
见于我国南部沿海地区

（3）①（a）河所处纬度较高，且邻近冬季风源地，冬季寒冷，积



雪深厚。第二年春暖以后，积雪融化，于 4、5月份出现第一次汛期（春
汛），7、8月份这里进入雨季降水较多，河流水位上涨，形成第二次汛
期（夏汛）。冬季到来时，气温下降，河流结冰封冻，以致河流出现断
流。

②（b）河为我国南部沿海地区的河流，第一次汛期是由于夏季风登
陆，形成锋面雨带而产生的，第二次汛期是由于台风雨形成的。由于南
部沿海地区纬度低，临海洋，因而降水丰富，所以河流流量大，汛期长，
无冰期，河水终年丰富。

8.（1）地势中间高，四周低。
（2）水系呈放射状。河流向半岛四周流。
9.（1）（略）
（2）见课本第 74～78 页。
（3）如右表：

峡谷名称 所在省区

虎跳峡 云南

瞿塘峡 四川

巫峡 四川、湖北

西陵峡 湖北

（4）①长江水系基本上位于昆仑山—秦岭和南岭两大山系之间，流
域面积广，支流众多。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暖湿的亚热带，降水
丰沛，水量特别丰富。

②总落差 6600 多米，长江上游流经我国地势第一级阶梯和第二级阶
梯，穿过高山峡谷，落差很大。上游自源头至宜宾长约 3500km，其落差
竟达 6000 多米，上游绝大部分流经湿润、半湿润地区，降水多，又接纳
了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等大支流，流量大增。

主要集中在横断山区河段和三峡河段。
③a.长江干流横贯四川盆地南部，而不是中部。因而，长江北岸支

流较长，南岸支流较短。
b.长江以北的年降水量小，而长江以南降水丰富。
④a.长江中游，江水由峡谷进入平原区，流速减慢，泥沙沉积，淤

塞河床，河道弯曲，水流不畅，易成水灾。尤其是“九曲回肠”的荆江
河段，特别弯曲的河道很难承担上游的洪水，泥沙沉积，河床淤塞严重，
更容易泛滥成灾。

b.措施：人工裁弯取直；在险要河段，修筑防洪大坝。
10.（1）（略）（这里要注意西陵峡的范围）
（2）地壳不断上升，河水强烈下切形成的。
11.（略）
12.见课本第 77～78 页。
13.（1）（略）
（2）①长江中游的水文特征：a.流经亚热带湿润地区，雨季较长，

水量季节变化较小，含沙量较少；b.雨带自南向北移动，汛期较长，支
流对干流水量有调节作用；c.冬季不结冰。

②长江中游的水系特征：a.多曲流——中游流经平原，河面宽而弯



曲，流速较缓慢；
b.多支流——沿途接纳很多支流，流程较长，水量较丰富；
c.多湖泊——两岸湖泊密布，对干流水量有调节作用。
［解题指导］①河流的水文特征主要是指某一河流水量大小、水位

高低、汛期长短、含沙量多少和结冰期长短等方面。
②河流的水系特征可以从其支流的多少、河道状况、沿岸湖泊的多

少及其对干流水量的调节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
14.铁路线：①津沪 ⑤京广 ⑨湘黔

②宁芜 ⑥汉丹 ⑩川黔
③皖赣 ⑦焦枝 （11）成渝
④浙赣 ⑧枝柳 （12）成昆

城市：A南京 B芜湖 C贵溪 D株洲
E武汉 F襄樊 G枝城 H怀化

I贵阳 J重庆 K成都 L渡口（攀枝花）
15.（1）（略）
（2）

嘉陵江 宜宾
岷江 重庆
雅砻江 武汉
汉水 渡口

（3）见课本第 79～80 页。
16.（1）（略）
（2）①1.湟水 2.洮河 3.汾河 4.渭河
②5.龙羊峡水电站 6.刘家峡水电站 7.青铜峡水电站 8.三门峡水电

站
③9.兰洲 10.延安 11.花园口 12.济南
（3）①和②（略）
③a.冰雪融水泉水 b.大气降水 c.河水补给地下水
④源头至龙羊峡段，有洮河、湟水等支流汇入
（4）①见课本第 81～82 页。
②（略）
③a.水文特征：中游流经暖温带半湿润地区，降水集中（7、8月份），

水量季节变化较大，含沙量多；汛期较短；干、支流同时进入汛期，支
流对干流没有调节作用；冬季有结冰现象。

b.水系特征：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河面窄而较直，为峡谷段（河床
下切很深），流速较快；接纳支流众多，但流程一般较短，水量较少；
两岸没有湖泊。

④因郑州以下为“地上河”，附近地表径流无法流入黄河。
（5）见课本第 83～84 页。
［解题指导］①黄河最大的支流是渭河。
②在回答有关河流水量的增减问题，主要从收、支两方面进行比较。



若收大于支，则河流水量增加；若收小于支，则河流水量减少。影响外
流河水量收、支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7.（1）最大。37.7kg/m3。60.6％。
（2）黄河中游地区，绝大部分为黄土分布区，这里植被遭破坏严重，

夏季雨水集中，尤其是暴雨冲刷黄土，使河水变成滚滚泥流。
18.（1）下游悬河或地上河
（2）答：①黄河携带着大量的泥沙进入下游，随着河道的变宽，水

流变得缓慢，泥沙大量沉积在河床。年复一年，泥沙不断淤积，以致于
下游河道成为高出两岸平地的“地上河”，全靠人工筑堤束水。

②每当夏季暴雨，洪水下泻，下游的水位陡涨，河堤容易决口改道，
造成水灾。

（3）治黄的关键是泥沙问题。泥沙主要来自中游，所以搞好中游黄
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是治黄之本。

［解题指导］①这里所说的黄河下游多灾的原因是指自然原因，即
黄河含沙量大，淤秩�吞Ц吆哟渤晌! 暗厣虾印保�ǹ咳斯ぶ�淌��
涣饔蚰诙啾┯辏�樗�滦海�拥叹隹冢�牡蓝�稍帧；坪铀�值纳缁嵩
�蚴抢��炊�持胃�芪弈埽����蓿�踔寥宋F 苹怠Ｈ*1938 年花
园口决堤事件。

（2）根治黄河的关键是搞好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这里要弄清题目
条件是“根治”和“关键”两个限制因素。由于黄河的根本危害是泥沙
酿灾，因而治黄的关键是泥沙问题。下游的危害是由中游带来的泥沙造
成的，所以应把注意力放在中游上，以达到“根治”。所以说搞好中游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是治黄之本。而水土保持的根本措施是造林、
种草，保证大地实现土不下坡，清水长流。此外，在山坡修水平梯田，
在沟壑打坝淤地，这些工程措施与造林种草等生物措施综合进行，效果
较好。由此可见，“在黄河下游采取加固大堤”的措施只是当务之急，
而不是治黄之本。

19.（1）引黄淤灌
（2）下游
（3）水沙资源
（4）利用河床高悬的特点，把多泥沙的黄水引出堤外，先使泥沙沉

淀，然后把澄清的河水送入渠道，灌溉农田。这样既可用水灌田，又可
用沙加固堤防。

20.（1）（略）
（2）上游 甘肃 龙羊峡水电站
（3）①刘家峡一带位于黄河上游，地处我国地势的第一、二级阶梯

交替的过渡地带，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进行梯级开发可以充分地利
用水力资源。

②由于进行梯级开发，黄河水流速度变缓，河水沿各级水库逐渐沉
积泥沙，可以减少黄河水的含沙量，有利于水土保持工作。



（4）黄河水量季节变化大。刘家峡水库的蓄水量较大，可调节八盘
峡和盐锅峡两水库的水量，使两水库的水量稳定，无论在河流的枯水期
还是汛期都能较正常地发电。

读图要览和专题辅导

一、读图要览

1.图 2-5-21 水系、流域、分水岭
2.图 2-5-22 我国主要河湖分布图
3.图 2-5-23 长江流域
4.图 2-5-24 黄河流域
5.图 2-5-25 京杭运河

图 2-5-21

图 2-5-22

图 2-5-23

图 2-5-24

图 2-5-25
6.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示意图
说明：葛洲坝工程位于湖北省西部宜昌附近，新筑成的拦河大坝拦

腰把长江截断，大坝以上的一段峡江成了巨大的蓄水库。大坝上建有目
前我国最大的水力发电站——葛洲坝电站。电站里发出的强大电流，可
以送往武汉等工业城市和广大农村，供生产和生活的需用。大坝上还建
有大型船闸，可以通行万吨轮船。

图 2-5-26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示意图
7.图 2-5-27 黄河泛滥的原因

图 2-5-27

二、专题辅导

（一）读图用图指导

怎样分析流量过程曲线图

今以长江（武汉站）的流量过程曲线图为例说明怎样分析流量过程



曲线图。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内水流流过某一过水断面的体积，用每秒立
方米来表示。流量是河流的重要水文特征之一。在流量过程曲线中，横
坐标代表时间（月），纵坐标为流量，在分析某水文特征和形成原因之
前，需要先注意这样几点，为以下的分析作基础：①由于不同地区的河
流流量大小悬殊较大，所以纵坐标的相同间距表示的流量值不一样，因
而在分析时应注意这一点；②根据该河的地理位置、该河流经地区在什
么地形区，气候特点怎样（流经地区的干湿状况和温度状况）。河流是
地形和气候的产物。

通过流量过程曲线可以分析出下列一些水文特征：
①从图中可以分析出该河的流量。先读出各月的流量，然后，将各

月流量相加，所得的总和即为该河的全年流量。
若同时给出几条河的流量过程曲线图，即可分析比较出它们流量大

小。
②从图中可以分析出该河流的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值，以及它们出

现的月份。通过比较还可以看出该河流水位差的大小以及冬夏季水位季
节变化的大小。

③通过流量过程曲线的高峰所出现的月份与时间长短，可以看出该
河的汛期；通过流量过程曲线的低谷区，可以看出该河的枯水期。汛期
即指河流水位上涨，高水位的时期。枯水期即指河流水位下降，低水位
时期。如长江汛期从 3月上旬开始，直到 10 月中旬。

④若把该河的汛期与其水系流经地区的雨季联系起来，则可以看
出，河流汛期的降水量主要来自降雨。根据判断的水文特征及其变化，
进一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河流的流量大小及其变化，说明了该河水源补给情况。
a.若洪水期出现在夏秋季节，枯水期出现在冬春季节的河流一般多

是雨水补给的。
b.若洪水期出现在春季，除了是雨水补给的河流外，也可能是积雪

融水补给的河流。
c.若洪水期出现在春季，多是积雪融水补给的河流。
d.河流断流则往往是河流封冻的缘故。内流河断流则往往是由于蒸

发，渗入地下等原因，使得流程不长，水量就消耗完了。
e.河流流量过程曲线起伏特别和缓的河流，多是地下水补给的河

流。
实际上河流的补给来源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几种补给来源，其

中有一种来源是主要的。例如长江，主要由雨水补给，但在长江源头多
由冰川融水补给，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湖泊水对长江及其支流的洪水则起
着天然的调节作用。

（二）重点难点剖析

1.河流的水文特征
分析某一河流或某河流的某一河段的水文特征，主要从左图几方面

去考虑。但对于一些特殊的河流或某一河流的特殊河段要考虑其它的水



文特征。如黄河在水文上有冰坝阻塞水流的现象——凌汛。凌汛主要发
生的河段是上游河套一段和下游山东境内的河段。

在分析河流的水文特征时，要参考地形、气候、植被和土壤等专题
地图进行分析。

例如地势的高低起伏影响河流的流速大小，气温的高低影响河流是
否结冰和冰期的长短，降水量的多少和季节分配状况影响河流的水量大
小和汛期长短，植被和土壤情况会影响河流含沙量的大小。这些方面要
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2.河流的水系特征

水系特征一般指水系形态（干支流搭配形态），支流、流程、流域
面积、河网密度、河道（宽窄、深浅、曲直），有时还要结合水量、流
向、河源和归宿来说明之。如右图所示：

3.影响河流水文、水系特征的因素
影响河流水文、水系特征的因素主要有地形、气候和植被等。其因

果关系如下：
■
在分析河流（中游或下游）成灾原因及治理措施这类问题时，要从

河流（中游或下游）的水文、水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出发进行综合分析，
其基本思路是：

■
4.长江与黄河综合比较表
①长江和黄河水系概况：
■

续表
■
②长江和黄河的主要相同点与不同点
结合课本内容和上表，可以比较归纳出长江和黄河主要的相同点和

不同点。特列表说明如下：
a.长江和黄河主要的相同点

①都发源于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流经地势的三级阶梯而入海。

②都源远流长，流经的盛区多，且都流经了青海省和四川省，是我国著名的大河。

相

同

点 ③都有很大的落差，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

b.长江和黄河主要的不同点



长    江 黄    河

不

同

点

①多流经湿润、半湿润地区，降水丰富，流量

大，汛期长；

②流域面积大；支流众多；

③上游落差大，中游多湖泊；下游江阔水深；

④水位季节变化小，含沙量小；

⑤无冰期，无凌汛。

①多流经干旱、半干旱地区、半湿润地区，

降水

量不大，流量较小，汛期短；

②流域面积小，支流较少；

③上游水量大；中游多泥沙；下游形成“地

上河”；

④水位季节变化大；含沙量大；

⑤有冰期，有凌汛。

复习总结用纲要图表



第六章  东北三省

基础知识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

一、基础知识要点
黑龙江（黑），吉林（吉），辽宁（辽）三省，在我国的东北部。

黑龙江是中苏两国的界河，鸭绿江、图门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
兴安山地和长白山地。东北平原。
冬长夏暖的气候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积雪和冻土。东北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之一。

玉米、春小麦、大豆，甜菜等农作物。辽东半岛的苹果。
沼泽地、盐碱滩及其开发。平原西部的防护林带。东北山地是我国

著名林区。
丰富的水力资源。白山水电站和丰满水电站。丰富的石油、煤、铁

资源。大庆油田和辽河油田。阜新、抚顺、鸡西、鹤岗的煤，鞍山、本
溪的铁。

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钢铁、石油、煤炭、机器制造、汽车、化学、
森林、造纸工业重要基地。稠密的铁路网。主要铁路干线。两大铁路枢
纽：沈阳、哈尔滨。重要海港——大连港。

二、基本训练要求
1.对照阅读东北三省地形图和大兴安岭—长白山地形剖面图，在地

形图上找出剖切线，学会运用剖面图说明沿线的地形特征。
2.根据哈尔滨和大连两地的各月平均气温资抖，绘制这两个城市的

年气温变化曲线图，初步掌握绘制气温变化曲线图的方法和步骤。
3.阅读东北三省的交通城市图，熟悉铁路线的符号，并在填充图上

填绘出东北主要铁路线及其名称，学会阅读和填绘铁路线。

读图、填图、绘图、分析图训练

1.读图 2-6-1
（1）东北三省的简称是__、__、__。
（2）东北三省位于我国的最__端和最__端，该地区同__、__两国相

接；和本区相邻的省区有__。
（3）填图：①在图上填注下列地理事物的名称：
大兴安岭 小兴安岭 长白山 千山山脉 松嫩平原 三江平原 辽河平

原 辽东丘陵 辽西丘陵
②在图上用“⋯⋯”画出松辽分水岭；用“▲”标出白头山。
（4）填空：将图中①～⑩所代表的河流、湖泊的名称填在下边横线

上：
①__②__③__④__⑤__
⑥__⑦__⑧__⑨__⑩__
（5）写出图中 A、B、C三个水电站的名称：

A__B__C__
（6）东北的地形有何特点？东北有哪些主要地形区？各地形区的特



点是什么？

图 2-6-1
2.读图 2-6-2

图 2-6-2

（1）读图填空：
地形：A__河流：B__
（2）读图选择：
①该剖面图的剖面线是（    ）。
a.通过扎兰屯与吉林市的连线；
b.松花湖与嫩江之间的连线；
c.长白山脉与大兴安岭的连线；
d.沿松辽分水岭一线。
②该剖面图横断面的走向是（    ）。
a.东南—西北 b.东北—西南 c.东—西 d.南—北
③该图的水平比例尺（    ）。
a.1∶10000000b.1∶25000000c.1∶5000000d.1∶200 000
④该图的垂直比例尺相当于水平比例尺的（    ）。
a.50 倍 b.5 倍 c.55 倍 d.1/5
⑤嫩江到松花湖的实际距离约为（    ）。
a.450km b.250kmc.150kmd.550km
⑥长白山顶与松花湖的相对高度约为（    ）。
a.2000m b.2500m c.3000m d.1500m
⑦这里的平原是东北平原的一部分，它是（    ）。
a.松嫩平原 b.三江平原 c.松辽平原 d.辽河平原
（3）读图分析：该图所表示的地势状况怎样？
3.分析下表说明东北地区降水分布的特点及其形成这种分布特点的

原因
通化、长春等地的平均年降水量（单位 mm）

地点 通化 长春 通榆 阿尔山（在内蒙古境内）

所在地形区 长白山区 东北平原 大兴安岭

年降水量 894.4 610.8 425.2 460.5

记录年代 1951 — 70 1951 — 70 1955 — 70 1953 — 70

4.以横坐标表示月份，纵坐标表示温度（℃）按照哈尔滨和大连的
各月平均气温表，把哈尔滨和大连的气温年变化曲线画出来。并比较两
地气温在 0℃以下的月份的长短，最热月和最冷月出现时间的早晚以及气
温的年较差。

哈尔滨和大连的各月平均气温（℃）



月份

地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哈尔滨 -20 -16 -5 7 15 20 23 21 14 6 -6 -16

大连 -5 -4 2 9 16 19 23 24 20 14 6 -2

5.填表：
气温

冬季 夏季东北气候特点 降水

成因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6.读图 2-6-3

图 2-6-3
（1）多年冻土区是指__。
（2）该地区多年冻土区主要分布在____。
（3）该地区多年冻土区的南界是____。
（4）这里春季降水很少，春播时土壤为什么还会有较好的墒情？
7.读图 2-6-4

图 2-6-4
指图说明东北三省的主要林区、农业区和防护林分布的范围。
8.读图 2-6-5

图 2-6-5

（1）抚顺煤矿属于（    ）。
①黑龙江省 ②吉林省 ③辽宁省 ④吉林省和辽宁省
（2）抚顺煤矿所在的地形区（    ）。
①辽河平原 ②三江平原 ③兴安山地 ④嫩松平原
（3）据图分析，抚顺煤矿为什么具备露天开采的条件。
9.读图 2-6-6

图 2-6-6
（1）填图：①将下列城市，填在图上，并将它与其著名的工业部门

划线连接起来：
吉林 机电工业
大连 化学工业
哈尔滨 汽车工业
长春 机械工业
沈阳 森林工业



齐齐哈尔 造船工业
伊春
②在图上填出下列铁路线称：
滨洲线 滨绥线 哈大线 沈丹线 京通线 京哈线
（2）填空：将图上①～（15）所代表地理事物名称填在下边的横线

上：
河流、海洋：①__②____③__④__
山脉、走廊：⑤__⑥__
油田、煤田：⑦__⑧____⑨__⑩__（11）____（12）__
铁矿、电站：（13）__（14）____（15）__
10.读图 2-6-7

图 2-6-7
（1）填图：
地名：锦州 北戴河 山海关 秦皇岛
铁路线：京哈线 哈大线
（2）据图说明辽西走廊在交通和战略上的意义。
11.读图 2-6-8

图 2-6-8

读图判断：
①大连港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是东北最大海港。（    ）
②大连港濒临渤海，为冬季不冻良港。（    ）
③大连港濒临黄海，为冬季不冻良港。（    ）
④大连港有哈大线相接，海陆联运方便。（    ）
⑤大连港有大庆—大连等输油管道，石油在此上船运往全国各地或

出口。（    ）
12.绘图题：绘出东北丁字型铁路骨架及京哈线示意图，注出沿线的

省会、工业中心及著名矿产地。

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

1.见课本第 88～90 页。
2.（1）A：大兴安岭 B：松花江
（2）①a②a③a④a⑤a⑥a⑦a
（3）由图可以看出：东南部是长白山地，地势很高，峰尖坡陡，海

拔在 2000 米以上；西北部为大兴安岭，海拔约为 100 米，山顶浑圆，地
势较高；而在中部地势低平，为松嫩平原，分布在大兴安岭和长白山地
之间。

3.从表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位于东南长白山区的通化年降水量在
800mm 以上，中部平原 400～600mm，而位于西北大兴安岭的阿尔山年降
水量仅 400 多毫米，由此可以看出本区降水具有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
的分布特点。这主要是因为东南长白山地距海近，受海洋影响大，山势



高，山地迎风坡形成地形雨，因而降水丰富；本区西北多数地区距海远，
又地处平原，地势低平，降水较少。

4.①画图（略）
②哈尔滨月平均气温在 0℃以下的月份有 1月、2月、3月、11 月、

12 月，共有5个月。大连月平均气温在 0℃以下的月份有 1月、2月、12
月，共有 3 个月。哈尔滨最热月在 7 月，大连最热月比哈尔滨落后一个
月，最热月在 8月。两地最冷月都是 1月份，哈尔滨气温年较差为 43℃，
大连气温年较差为 29℃。

5.如下表：
气    温

冬    季 夏     季

长冬、严寒 夏短温暖，日照长

降    水

由长白山地往西北迅速减少；

降水集中夏季，春季降水很少

①纬度较高②紧临冬季风源地

③大兴安岭西坡缓，东坡陡，

加强了冬季风的影响

①太阳直射点北移，使太阳高度增

大②纬度高，白昼时间长③夏季陆

地增温快

①距海远近不同，受海洋影响

的程度不同②地形的影响

③夏季风的影响

积雪深厚，大部分降水被保留

下来，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

一般农作物都可以成熟。 春季降水很少，但春播时土壤

有较好的墒情。

6.见课本第 93 页（多年冻土区的南界大致与年平均气温 0℃等温线
相吻合）

7.见课本第 94～95 页。
8.（1）③
（2）、①
（3）可从埋藏浅、煤层厚、储量大，在开采煤的同时还可开采油

页岩等方面进行分析。
9.见课本第 100 页。
10.（略）
11.①√②×③√④√⑤√
12.（略）

读图要览和专题辅导

一、读图要览
1.图 2-6-9 东北地区图
说明：（1）看看东北三省同哪两个国家相邻，各以哪些河流为界。
（2）看看长白山地和小兴安岭的山脉走向，各有什么特点。
（3）看看东北地区的地形特征是什么？
（4）看看东北的铁路网有什么特点。

图 2-6-9
2.图 2-6-10 东北地区资源—工业分布简图

图 2-6-10



二、专题辅导

（一）读图用图指导

怎样读区域自然地理图

自然地理要素主要包括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判读某
区域自然地理图，其主要任务是分析该区各自然地理要素的分布及成
因，从而归纳出该区自然地理特征及其差异，从而为合理地开发利用资
源提供依据。今以东北三省自然地理图（参见课本第 90 页“东北三省山
河分布示意图”）为例进行分析，以说明其判读方法。

（1）地形方面：由图可以看出，东北三省的山地，主要是由两组东
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大兴安岭和长白山脉）和一组西北—东南走向的
山脉（小兴安岭）所组成。山地的外侧又有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
鸭绿江环绕。山地的内侧是辽阔的东北平原。由此可以归纳出东北三省
的地形特点：山环水绕，平原广阔。

（2）气候方面：本区大部分处于北温带，季风影响显著，属于温带
季风气候。本区所处的纬度位置较高，紧临冬季风源地，大兴安岭西坡
较缓、东坡较陡，加强了冬季风的影响，因而本区具有冬长寒、夏短暖
的气候特色；降水集中在夏季，年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减少，属于湿润、
半湿润地区。

（3）河流水文方面：黑龙江、鸭绿江水系，水量丰富，含沙量小，
冰期长；辽河水系，水位变化大，汛期较短，河流含沙量较大，河流水
量大，落差较大，因而本区河流水力资源丰富。

（4）植被、土壤方面：山地气候湿润、适宜森林生长。主要分布在
兴安山地和长白山地。（大兴安岭主要生长针叶林，到了长白山地，阔
叶林的比重就增加了）

东北平原黑土肥沃，是商品粮基地。
（5）主要自然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水力资源和矿产资源（石

油、煤、铁等）都很丰富。
（二）重点难点剖析
（1）东北地形大势对气候的影响
①大兴安岭位于西北部，西坡较缓，东坡较陡，冬季风越过大兴安

岭，风势有所加强，增强了冬季风的影响，气温下降；②位于东南部的
长白山地，山势较高，临近海洋，受海洋影响较大，降水较多，但由于
山地屏障作用，长白山的西坡降水较少；③中部平原地势低平，排水不
畅，易形成湿地或沼泽。

（2）东北地区夏季高温和日照长的原因

复习总结用纲要图表

①是由于夏季时，太阳直射点在北半球，太阳高度角增大；②是纬
度越高，夏季日照时间越长；③是夏季陆地增温快。



在这三个因素当中，①是基本因素。
（3）东北地区的降水特征及成因：
①第一个特征：降水集中在夏季。主要是受夏季风的影响。②第二

个特征：降水地区分布不均，由东南向西北减少，主要是受距海远近的
不同及地形的影响所致。③第三个特征：积雪深厚。主要是由于东北地
区冬季气温低，降雪不易融化造成的。要注意，它并不是因为东北地区
冬季降水比其它地区多造成的。

（三）分区地理学习方法指导
分区地理的学习方法，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1）学好分区地理，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紧紧抓住每个区的区域特

征。分区地理的区域特征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和经济地理特征。通过
分析一个区的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河流等因素，特别是抓住气候的
主要特点，就能找出该区区别于其它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然后在此基
础上，再来分析经济地理方面的特征。这样可使自然地理特征与经济地
理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抓住分区地理的重点和基本知识。

（2）分区自然地理特征要与总论相联系。分区是全国的一个组成部
分，分区的自然地理现象受全国或更大地区自然地理现象的影响和制
约。因此，要把总论部分所讲述的全国自然地理概况，作为学习分区地
理的基础，从全国出发，明确分区地理的基本特征，掌握分区地理特征
在全国所占的地位和特色。

（3）要多运用比较法。在学习分区地理时，运用比较法找出各区域
地理环境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利突出区域特征。

（4）要充分利用地图，加强区域概念，揭示知识内在联系。
学习每个区域时，都要首先分析该区的位置特点，通过阅读地形图

和气候图，分析地形、气候、河流等特征，具体落实每个区的主要山脉、
河流的地理分布；通过阅读各种经济分布图，掌握各种重要物产、工矿
城市、铁路线等经济地理事物的地理分布。这样通过运用地图学习的地
理知识才便于巩固。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分析各种地理现象、地理
事物的形成规律。还要借助绘制区域地理略图的办法，突出重点，加深
印象，增强记忆。如学习东北三省，就可以绘东北三省地形略图（见图
2-6-9b），东北三省“丁字型”铁路网骨架图等。

并逐步学会分析知识的内在联系，归纳总结绘制成知识联系图表，
如图 2-6-10。



第七章  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

基础知识要点和基本训练要求

一、基础知识要点
陕西省（陕或秦）、山西省（晋）、河南省（豫）、山东省（鲁）、

河北省（冀）、北京市（京）和天津市（津）大体上属于黄河中下游地
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革命圣地：延安。

黄土高原。黄土的分布及其成因。黄土的特性和水土流失。汾河谷
地和渭河平原。华山。太行山脉以东主要是由黄河、海河、淮河冲积而
成的华北平原。华北平原的地质、地形特点。山东省的丘陵和低山。泰
山。

暖温带的气候与农业生产。春旱和灌溉水源。防止土壤盐碱化。根
治海河。密云水库。我国杂粮、小麦、棉花的重要产区。发达的棉纺织
工业及其分布。

丰富的煤炭资源和石油资源。山西省正在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煤炭
工业和重要化工业基地。大同煤矿、开滦煤矿、平顶山煤矿、兖州煤矿。
华北平原和渤海海域的石油资源。华北油田、胜利油田、中原油田。

以北京为起点的京广线、京沪线、京哈线和京通线，以及石太线、
陇海线和胶济线。新修的大秦线（大同—秦皇岛）运煤干线。

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秦皇岛、天津、烟台和青岛。首都北京是全
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历史名城：西安、洛阳和开封。

二、基本训练要求
1.阅读“中国政区图”，找出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的名称和位置，

在地图上量算从学校所在地到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约数）。
2.阅读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的棉花产区和棉纺织工业分布图，说明

本区棉纺织工业这样分布的道理。
3.列表说明大连、秦皇岛、天津新港、青岛、烟台等海港所在省（市）、

滨临海洋和通向腹地的铁路线名称，初步学会列表说明地理问题的方
法。

读图、填图、绘图、分析图训练

1.读图 2-7-1
（1）填图：在图上填写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的简称以及图上和本区

相邻的省、区的简称。
（2）读图填空：
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中，位于黄河中游的省、市有__，兼跨中、下

游的省、市有__，现在黄河入海口所在的省、市是__。
（3）读图简答：
①本区的地理位置特点是什么？
②现在为什么把河北省、京、津二市也划到黄河中下游地区？

图 2-7-1



2.读图 2-7-2

图 2-7-2
（1）读图选择：
①据图判断该图所示的实际位置在哪个省、区？（    ）
a.陕 b.晋 c.豫 d.甘
②图中箭头所指处是（    ）。
a.黄土侵蚀的沟谷 b.黄土堆积的山丘
c.地壳下降后的凹陷地区 d.地壳断裂地带
③关于黄土在基底地形上堆积情况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低处厚，高处薄 b.低处薄，高处厚
c.黄土在沉积过程中，堆积的厚度是相同的
d.其堆积的情况复杂，没有一定的规律性
（2）读图简答：
据图回答图上黄土分布的厚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
3.读图 2-7-3

图 2-7-3

（1）在图上填出黄土高原、祁连山、太行山、秦岭。
（2）据图说出黄土高原的位置、范围和特点。
（3）黄土是从哪里来的？
（4）为什么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众多的沟谷呢？
（5）黄土在发展农业生产上的利弊是什么？如何兴利除弊为这里的

农业生产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4.读图 2-7-4

图 2-7-4
（1）写出该住宅的名称及其主要分布的地区：
名称__分布的地区__
（2）为什么在该地区适宜建造这种住宅？
5.读图 2-7-5
（1）填图：①在图上用箭头表示 A、B的升降关系。
②在图上指出大断崖。
（2）读图填空：写出 A、B、C所代表的地理事物的名称。
地形：A__B____
河流：C__

图 2-7-5
6.读图 2-7-6
（1）填图：在图上填出下列地理事物的名称。
太行山脉山东低山丘陵黄河冲积扇海河冲积扇冲积平原侵蚀平原
（2）什么是冲积扇？从图上箭头所示方向，分析冲积扇形状的特

点。



（3）华北平原是怎样形成的？试以华北平原为例说明内力作用和外
力作用的相互关系。

（4）读图选择：
①冲积扇中泥沙堆积最厚的地带是（    ）。
a.郑州、开封一带 b.天津、北京一带
c.邯郸、石家庄一带 d.济南附近一带
②冲积扇中泥沙堆积最厚的地带是（    ）。
a.地壳上升幅度最小的地带
b.地壳上升幅度最大的地带
c.地壳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带
d.地壳下降幅度最小的地带
③黄河等河流每年挟带大量泥沙注入渤海，而没有把渤海填满的主

要原因是（    ）。
a.渤海的地壳在不断下降
b.渤海的地壳在不断上升
c.渤海的水面在不断上升 d.渤海的海水把泥沙又全带走了
④实际上长期以来渤海的形状基本没变，这证明地壳运动的

（    ）。
a.补偿作用 b.升降关系
c.水平和升降的关系 d.内力作用
⑤华北平原长期以来基本未变是因为（    ）。
a.内力作用的结果 b.外力作用的结果
c.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d.地壳十分稳定的结果
⑥实际上华北平原的面积在慢慢地扩大，其原因是（    ）
a.华北平原同时存在着泥沙沉积作用和地壳下降的补偿作用，只不

过沉积作用大于补偿作用
b.华北平原同时存在着泥沙沉积作用和地壳下降的补偿作用，只不

过沉积作用小于补偿作用
c.补偿作用的速度比河流泥沙沉积作用的速度快
d.补偿作用的速度和河流泥沙沉积作用的速度相同

图 2-7-6
7.读图 2-7-7
（1）填图：
①填出本区临海的名称。
②填出本区包括的省级行政区及其人民政府驻地名称。
③填出下列河流名称：
黄河 汾河 渭河 海河 卫河 永定河 滦河 大清河 大运河
④填出本区最大的半岛。

图 2-7-7
⑤用“▲”标出泰山、华山的位置并注出其名称。
（2）填空：将图中①～⑥所代表山脉的名称填在下面的横线上。



①__②__③__④__⑤__⑥__
（3）读图简答：
①长城大致分布在本区什么地形区的边缘？并在图上用图例表示其

大致位置。
②华山以险峻陡峭而著名，试简要说明其险峻陡峭的原因。
③泰山挺拔险峻，泰山上有哪些名胜古迹？
（4）读图分析：
①本区的多数地方属于我国五个温度带中的哪一带？
②本区的气候有何特点？它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
③A、B两处的气候有何差异？两处的植被和主要农作物有何不同？
8.读图 2-7-8 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形剖面图（沿 36°N）
读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形剖面图（沿 36°N），将图中数字代号所代

表的山地、丘陵、谷地、平原和高原的名称填入下表相应的空格里：

图 2-7-8
数字代号 ① ② ③ ④ ⑤

地形名称

9.读图 2-7-9
（1）读图简答：
①济南和太原冬夏气温的相同点是什么？两地谁的气温年较差较

小？为什么？
②两地降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为什么？
（2）读图分析：
①据图分析，春旱同降水和气温有什么关系？
②春旱对这里的农业生产有何影响？
这里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是什么？应采取什么措施？

图 2-7-9
10.读图 2-7-10

图 2-7-10
（1）读图填空：
海河由__、__、__、__、__五大支流组成。它们在__汇集后称海河，

流入__海。海河及其五大支流的水系形状特点是__。海河全流域面积超
过__，其流域范围包括__，__，__的大部，以及__、__、__、__的各一
部分。

（2）读图分析：据图分析海河水系泛滥成灾的原因。
（3）读图说明：指图说明根治海河的方针、措施和成就。
11.读图 2-7-11
（1）填空：
①河是__河，该河流经平原的成因是__。
②山脉是__，该山脉的地理意义是__。



③山脉是__，该山脉是__分界线的一部分。
（2）在图上画出黄河凌汛发生的河段。
（3）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冬小麦的主要产区

是__，其次是__和__。玉米种植在__，谷子在__种植较多，甘薯在__地
区种植较多。在__、__、__地区，水稻种植普遍。

图 2-7-11
12.读图 2-7-12
（1）本区棉花生长的有利条件是什么？不利条件是什么？应采取的

措施是什么？
（2）指图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棉花主要产区和棉纺织工业发达的城

市。
（3）据图分析一下，棉纺织工业这样布局有什么好处。

图 2-7-12
13.读图 2-7-13
（1）填图：在图上填出下列地理事物名称：
煤矿：开滦 大同 阳泉 平顶山 京西 兖州 枣庄 神府 峰峰 焦作
油田：华北油田 胜利油田 中原油田 南阳油田

图 2-7-13
（2）填空：
①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除了__外，其他省、市都有比较丰富的煤

炭资源。__省煤炭资源特别丰富，在全国已经探明的储量中，该省约占
__。该省在发展

煤炭工业的同时，又带动了__工业的发展。它正在建设成为我国的
__、__基地。

②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许多地方都有石油，突出的是在__、__的广大
地区。这里是地壳__的区域，具有生成石油非常有利的环境。

14.读图 2-7-14

图 2-7-14

（1）读图填空：在图上填出郑州、西安、济南、太原和石家庄。
（2）在图上找出南北向的、东西向的铁路干线各三组（包括通往区

外的铁路干线），说出它们的起止点。
（3）在图上写出石太线、石德线、胶济线、同蒲线的名称。
（4）为了加速山西煤炭外运，本区又新建了哪些运煤干线？在图上

写出它们的名称。
（5）某旅游团从满州里市出发，按照比较合理的路线走近路，不走

重复的路线，在这一前提下，尽量乘火车到下列各地参观旅游，请在空
格中写出所经铁路线名称或乘船所经海洋名称。

（6）填表



港口名称 所在省、市 滨临的海洋 联系海港的铁路线

秦皇岛

天津新港

青岛

烟台

石臼所（港）

（7）天津是我国沿海地区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其化学工业的特点是
什么？

15.读图 2-7-15
（1）该示意图上的工程名称是__。
（2）该图填空：将图上①～⑥所代表地理事物名称写在下边横线

上。
河流：①__②__

③__④__
城市：⑤__⑥__
（3）兴建该工程的原因、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图 2-7-15
16.读图 2-7-16

图 2-7-16
（1）填空：天津港包括__、__、__三部分。其中__是河港，__是海

港。天津港的三部分中__是人工港。
（2）天津港的地理位置有何重要性？
（3）由图可以看出新港的南北两道防波堤伸向海中很远的地方。试

根据新港的位置特点和渤海西部的淤泥情况说说为什么要建造防波堤，
又为什么要深挖航道。

17.读图 2-7-17

图 2-7-17
（1）图上著名古迹名叫__。
（2）该古迹位于我国（    ）。
①北京 ②洛阳 ③西安 ④开封
18.读图 2-7-18

图 2-7-18
（1）北京工业发展迅速，1983 年的工业总产值是 1949 年工业总产

值的__倍。今后，北京工业的发展要服从和服务于北京作为__的要求，
主要向__的方向发展。着重发展__工业、__工业和适合首都特点的其它
轻工业。

（2）北京郊区农业有了很大发展，粮食、蔬菜、水果等的产量都有
大幅度增长，副食品的自给率也有一定提高。今后要把郊区建成稳定的
__基地。



19.读图 2-7-19
（1）填图：在图上填出密云水库和京密引水渠。
（2）读图填空：写出①～④四个地点所在省、市的名称：
①__②__③__④__

图 2-7-19
20.读图 2-7-20
（1）填图：
①在图上填出主要煤矿和油田的名称。
②在图上填出石家庄、太原、郑州、西安、济南。

图 2-7-20
③填注出津沪、胶济、同蒲、陇海铁路线的名称以及这四条铁路起

止点的名称。
④在图上填出泰山、华山所在的位置。
⑤在图上画出黄河冲积扇、海河各支流冲积扇的范围。
⑥在图上填出目前黄河上已经建成的最大水电站的名称。
（2）读图简答：
①北京到石家庄的直线距离大约是多少公里？
②以北京为起点的铁路线有哪些？
③山西省作为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通过哪几条铁路线将煤炭运往

外地，并可通过什么码头出口？
④黄河中下游的各省、市都产棉花，哪三个省的产量更大？
⑤该区棉纺织工业布局的明显变化是什么？
（3）读图分析：
①本区包括哪些主要地形区？哪些温度带？哪些干湿地区？
②图 2-7-20b 的①②③④四幅气温变化曲线图中，哪一幅图反映了

本区气温的变化情况？
③图 2-7-20c 的①②③④四幅河流流量过程曲线图，哪一幅图反映

了本区河流的水文特征？
④本区冬小麦的主要产区在哪里？渭河平原和汾河谷地的主要粮食

作物和经济作物是什么？
⑤山西和天津化学工业的特点有什么不同？各自发展的有利条件是

什么？

参考答案和解题指导

1.见课本第 103 页。
2.（1）①b ②a③a
（2）东边的黄土堆积薄，西边的黄土堆积厚。这是因为东边基底隆

起，又离黄土源地远，因而堆积得薄；西边地形较为低洼、平坦，又离
黄土源地近，因而堆积得厚。

［解题指导］判断该地区在山西省的依据是剖面线的方向及黄河所
在的位置。



3.（1）（略）
（2）见课本第 40～41 页。
（3）见课本第 103 页。
（4）见课本第 104 页。
（5）见课本第 104 页。

4.见课本第 104 页。
5.（略）
6.（1）（略）
（2）①冲积扇是水流自山地沟谷流至山麓出口处，因流速急剧降

低，所携泥沙和碎屑物质堆积而成的扇状地形。
②a.黄河冲积扇是典型的扇形冲积扇，其特点是：冲积扇沿箭头方

向扩展；该冲积扇与邻近河流的冲积扇连为一体；冲积扇从扇顶到扇缘
的坡度极缓。

b.海河各支流冲积扇由于规模较小，又彼此相连，因而形成以太行
山为依托由北至南彼此相接的长条状冲积扇带，其特点是：冲积扇沿箭
头方向扩展；与黄河冲积扇相连，该冲积扇的坡度较大。

（3）①是由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
②a.内力作用对华北平原地区的作用：在距今很久以前，晋冀交界

处抬升隆起成太行山，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地区断裂下陷，不断沉降，
上述这种相对运动延续至今，仍在继续。

b.外力作用对华北平原地区的作用：由西部、北部高原山地流出来
的黄河、海河、滦河等河流，挟带从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大量泥沙，在
下陷沉降地带持续堆积，不断扩展，形成平原。

c.华北平原是内外力作用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河流泥沙的堆积，
对于断裂下陷地区的持续沉降起着明显地补偿作用。由于泥沙填充的速
度，超过了地壳下沉速度，故华北平原至今仍在扩大中。但内力作用始
终是起主导作用的，因为若没有华北平原地区的沉降（内力作用），就
根本谈不上泥沙的补偿（外力作用）作用。

（4）①a ②c③a④a ⑤c⑥a
7.（1）（略）
（2）①秦岭 ②太行山脉 ③吕梁山 ④燕山 ⑤大巴山脉 ⑥大别山
（3）①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的边缘。画图（略）
②见课本第 104～105 页。
③见课本第 108 页。
（4）①暖温带
②a.黄河中下游地区绝大部分属于暧温带、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

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本区夏季气温相当高，冬季气温相当低，
冬夏两季长，春秋两季短。雨季短，降水集中在七、八两月。陕南、河
南省南部的一些地方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b.有利影响：多数地方属暖温带，陕南、豫南属亚热带，最北的地
方是属中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的热量条件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农作
物多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温带果树在暧温带可以广泛栽培，而且所
产果品质地优良。在陕南、豫南的长江、淮河流域地区水稻种植普遍。

夏季气温相当高，对积温要求较高的棉花多能生长得好。秋季雨水



少，晴天多，对棉花的后期生长和收摘也有利。夏季雨水多，水热配合
较好，利于作物生长。

不利影响：大部分地区雨季短，降水集中在七、八两月，且多暴雨，
有些地方易形成涝灾。降水分布地区差异大，全年降水量从七、八百毫
米到三、四百毫米不等。气候比较干燥，主要为半湿润地区，湿润地区
范围小。在正常年份，除了雨季各月以外，其余时间的降水都不够农业
生产的需要。

春季和初夏，气温上升很快，蒸发旺盛，而降水往往不足，所以春
旱（包括初夏干旱）威胁农业生产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和水分条件较差有关，华北平原，渭河平原、汾河谷地的许多地方，
都有土壤盐碱化现象。

③a.A、B 两处气候差异：
A处位于秦岭以北，一月平均气温在 0℃以下，年降水量在 800mm 以

下，属暖温带，半湿润地区，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B处位于秦岭以南，一月平均气温在 0℃以上，年降水量在 800mm 以

上，属亚热带，湿润地区，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b.A、B 两处植被的差异：
A 处为温带落叶阔叶林；B 处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c.A、B 两处主要农作物的不同：
A处：两年三熟，冬小麦、棉花等。
B 处：一年两熟；水稻、油菜、柑桔等。
8.①黄土高原 ②汾河谷地 ③太行山脉 ④华北平原 ⑤山东丘陵
9.（1）①冬季各月气温低，均在 0℃以下，夏季各月气温高，七月

份平均气温在 20℃以上。济南的气温年较差比太原的要小。原因是其位
置较太原低，离海近，受海洋影响较大。

② 相同点：雨季短，降水季节分配不均，集中在七、八月份，夏季
降水多，冬春降水少。其原因是受季风和海陆位置的影响。

不同点：济南的降水量比太原的多。其主要原因是济南离海近，受
海洋的影响较大。

（2）① a.春季降水少 b.春季和初夏气温上升很快，蒸发旺盛，形
成了春旱。

② a.春旱严重地威胁了这里的农业生产。 b.关键：水。
c.措施：开发水源与合理用水、节约用水相结合；发展旱作，以节

省大量的水。
10.（1）见课本第 110 页。
（2）原因：①从地形上看，海河的各大支流，上游多发源于黄土高

原地区，黄土土质疏松，易受侵蚀，雨季急流下泻，水土流失严重。
②从气候上看，海河流域降水集中在夏季，且多暴雨，再加上地面

缺乏植物保护，水土流失严重，结果使海河含沙量很大，当河水进入平
原后，泥沙沉积，淤塞河道。

③从水系特点看，海河是一个典型的扇状水系，四面八方来的洪水，
只从一个入海口入海，干流河道排泄不畅，排洪能力小。

（3）①方针：根据全国规划，涝旱兼治的原则，对海河水系进行分
期、分批的治理。



②措施：a.在上游山区，整修梯田，植树造林，保持水土，兴建水
库。

b.在中下游开挖、疏通骨干河道，修筑防洪大堤，增加入海口，扩
大排洪入海的能力。

c.在平原地区，大打机井，提高抗旱能力。
③成就：a.永定河上修建了大型的官厅水库，从此锁住永定河的洪

流，保障了北京的安全。
b.在燕山脚下和太行山区，修建了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等许多大、

中型水库。
c.在中下游，开挖、疏通了潮白新河、永定新河等骨干河道，修筑

了防洪大堤，增加了入海口，使排洪入海的能力大大提高。
d.在平原地区，打了许多机井，提高了抗旱能力。
［解题指导］在分析海河水系成灾原因时，应从地形、气候、土壤、

植被、水系特点等因素综合分析。尤其是要着重分析水系特点和气候条
件。并针对成灾的原因，确定上、中、下游不同河段的不同治理措施。

11.（1）①河是渭河。是由于地壳断裂下陷后渭河冲积而形成的。
②山是秦岭。它是我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该山脉两侧的气候、

河流水文、农业生产等方面差异显著。
③山脉是太行山脉。它是我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分界线。
（2）（略）
（3）见课本第 112 页。
12.（1）①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季气温高，对棉花生长很有利；秋季

雨水少，晴天多，对棉花的后期生长和收摘也有利。黄土的粉沙性适于
棉株根系向深处伸展。②针对春旱现象，只要能够适当解决苗期的灌溉
问题，做到苗全苗壮，就能为棉花的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2）①黄河中下游的各省、市都产棉花，冀、鲁、豫三省产量更大。
陕西省的渭河平原、山西省的汾河谷地，也是重要的棉产区。②解放以
来，在棉花产区及其附近，陆续兴建了许多棉纺织厂，北京、石家庄、
郑州、洛阳、西安、咸阳等大中城市的棉纺织工业，都成了当地的重要
工业部门。天津、青岛原有的棉纺织工业经过不断技术改造，生产能力
有了很大提高。现在，黄河中下游各省、市的棉纺织工业都相当发达。

（3）本区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大都分布在棉花主要产区。这样布局的
好处是既接近原料产地又接近消费市场；棉纺织工业中心大都分布在铁
路线沿线，交通运输便利。

13.（1）（略）
（2）见课本第 113～114、116 页。
［解题指导］本区的煤炭资源和石油资源都很丰富。课本中提到了

许多重要的煤矿和油田名称，这也是必须掌握的内容。怎样准确迅速地
掌握这些煤矿和油田的分布呢？充分阅读地图，在图上找到它们的位
置，并注意分析以下几点：

①看看它属于哪个省、区，或兼跨哪些省、区？
②看看它所在的是什么地形区或地形区的哪部分？
③看看它周围有哪些煤矿或油田，以弄清它与其它地理事物的相互

位置关系。



④看看它是否临海、临河，在什么铁路的沿线，附近有哪些城市等。
例如：开滦煤矿在河北省的东北部，京哈线的附近，南部离渤海不太远；

峰峰煤矿在河北省的南部，京广线附近；
平顶山煤矿在河北省的南部，京广线与焦枝线之间；
焦作煤矿在河南省的西北部，其东部不远是省会郑州，该煤矿位于

太焦线与焦枝线交点附近；
大同煤矿位于山西省北部边缘，位于京包线与同蒲线交点附近；
阳泉煤矿位于山西省中部，石太线沿线，大致处在石太线的中点上；
兖州煤矿位于山东省南部，京沪线上，是正在建设中的重要煤炭基

地，其南部的京沪线东边有枣庄煤矿。
华北油田东临渤海，包括天津附近的大港油田、河北省的任丘油田

等；
胜利油田东北部临渤海，在山东省境内，黄河入海口附近，是我国

第二大油田；
中原油田兼跨河南、山东两省，以东濮为中心，其南部靠近黄河；
南阳油田位于河南南部，焦枝线上，其东北部有平顶山市。
14.（1）（略）
（2）三横（东西向的）a.京包线和京哈线；
b.石太线、石德线和胶济线；
c.陇海线。
三纵（南北向的）京沪线；京广线；北同蒲线（大同—太原）—太

焦线—焦枝线。
（3）（略）
（4）为了加速山西煤炭外运，又新建了京秦（北京—秦皇岛）和新

乡—兖州—石臼所（港）等运煤干线。
（5）

（6）
港口名称 所在省、市 滨临的海洋 联系海港的铁路线

秦皇岛 河北 渤海 京哈线、京秦线

天津新港 天津 渤海 京哈线、津沪线等

青岛 山东 黄海 胶济线

烟台 山东 黄海 蓝烟线、（蓝村—烟台）

石臼所（港） 山东 黄海 兖石线

（7）天津是我国沿海地区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能够生产许多高级、
精密、尖端的产品。天津附近的海滩上，盐场很多，海盐产量极大。以
海盐为原料的化学工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这是天津化学工业的一大
特色。现在，天津附近又发现了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学工业开始发展
起来了。

15.（1）引滦入津工程。



（2）①滦河 ②潮白新河 ③永定河 ④海河 ⑤天津市 ⑥唐山市
（3）①随着天津市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缺水问题严重。

②为了解决天津市的用水紧张问题，兴建了引滦入津工程。③滦河的水
量比海河丰富，比较适于工业用水和饮用水。引滦入津工程的兴建，使
天津市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得到改善，这将促进天津市工业的进一步
发展。

16.（1）天津、塘沽、新港。天津、塘沽；新港；新港。
（2）①它位于渤海湾西部，是首都北京出海的门户。
②它处在我国东部南北交通中心位置，腹地广阔，利于近海和远洋

的海陆联运。
（3）①新港位于渤海湾西部，海河入海口的北岸。其附近没有天然

挡风的屏障，修筑防波堤，可以防止风浪对新港的不利影响。②海河上
游的支流流经高原山区，河流的含沙量大，入海口及其附近易被泥沙淤
积，再加上海岸为沙岸，易淤塞，新港附近海域泥沙淤积严重，所以深
挖航道以利航运。

17.（1）秦始皇兵马俑（2）③
18.见课本第 116～117 页。
19.（1）（略）
（2）①河北省 ②天津市 ③河北省 ④河北省
20.本题是一道综合题，涉及的知识点很多，回答时要进行知识的比

较和联系，进行综合分析。并可参阅课本有关章节的内容进行解答。

读图要览和专题辅导

一、读图要览
1.图 2-7-21 黄土高原
据图指出黄土高原的位置、范围、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在黄河中上游的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区境内，有一片广阔的高原。

这块高原的海拔多在一千米以上，地面上覆盖着很厚黄土层，所以叫做
黄土高原。

这么多的黄土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分析，主要是风
从北方干燥的沙漠地区吹来，经过很长时期堆积成的。

图 2-7-21
2.图 2-7-22 华北平原
说明：①华北平原是我国的三大平原之一。它北起燕山，南到淮河；

西起太行山，东到海滨。在这个范围内，除了山东省中部的泰山山地，
东部山东半岛的丘陵外，绝大部分是一望无边的平原。②华北平原范围
广阔，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它是由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泥沙长
期沉积造成的。

图 2-7-22
3.图 2-7-23 山东省的丘陵和低山
山东省东部的山东半岛（胶东半岛）上丘陵分布很广，缓坡的山岗，



宽广的谷地，到处可见。山地主要分布在鲁中、鲁南一带，多为海拔千
米以下的低山，泰山则为海拔千米以上的中山。泰山挺拔险峻，有日观
峰、南天门、黑龙潭等名胜古迹吸引游人。泰山观日出，红日从云海中
涌出，景象十分迷人。

图 2-7-23
4.图 2-7-24 西岳——华山
秦岭雄伟险峻，有名的华山就在它的东段。华山耸立在渭河平原以

南，峰峦陡峭，东、南、西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北面稍为平缓。人
们在这里把崖壁凿成“悬梯”，架设铁索，攀缘而上，可以到达山顶，
所以有“自古华山一条路”的说法。

图 2-7-24
5.图 2-7-25 中国棉花分布图
①我国是世界上出产棉花最多的国家。黄河流域的华北平原、汾河

平原和渭河平原，是我国最大的产棉区。这里土壤肥沃，阳光充足，夏
季炎热多雨，秋季晴朗干燥，非常适宜棉花的生长。山东、河北、河南、
山西和陕西是我国北方主要的产棉省。

②说出本区有哪些著名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并在图上填出它们的名
称。

图 2-7-25
6.秦岭南北麓气候要素对比表

秦岭南北麓气候要素对比表
秦岭北麓 秦岭南麓

一月平均气温（℃） -1～-2 2 ～ 3

七月平均气温（℃） 25～ 27 26 ～ 28

年平均气温（℃） 13～ 14 14 ～ 16

积温 4000 ～ 4500 4500 ～ 4900

年降水量（毫米） 600 ～ 700 750 ～ 900

干燥度 ＞ 1 ＜ 1

气候类型 暧温带半湿润气候 亚热带湿润气候

图 2-7-25
7.图 2-7-26 华北平原盐碱土分布规律示意图

图 2-7-26

在图上可以看出，从山地（或丘陵）到海滨，土壤盐碱化的程度越
来越重。

8.图 2-7-27 冲积扇上渠灌、井灌结合示意图



图 2-7-27
9.图 2-7-28 海河及其治理图解

图 2-7-28
10.图 2-7-29 北京市
① 据图分析北京的位置特点。
② 扼要说明北京的城市性质（城市职能）及其工业发展方向。

图 2-7-29
二、专题辅导

（一）读图用图指导

怎样读区域经济地理图

区域经济地理图包括农业、工业、城市、交通图等。利用这些图进
行分析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分析发展农业的条件
地形条件，如是什么地形区、耕地面积大小；
气候条件，如所处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水热条件如何；
植被和土壤条件；
由以上条件可以分析出适宜发展什么农业部门、栽种哪些农作物、

耕作制度如何、需要采取哪些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措施等等。
（2）分析发展工业的条件
动力和原料条件，工业区宜建设在有丰富的动力资源或原料产地地

区；
交通条件，需要交通方便的地方；
农业发展；
有较广阔的腹地为产品提供市场。
另外，还要考虑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否则将得不偿失。
（3）分析铁路交通特点及城市的分布
首先抓东西向、南北向的主要干线，以建立起该区铁路网的总体骨

架，并弄清各主要干线的意义。如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的铁路分布具有
“三横三纵”的特点：

三横即：①京哈线—京包线（京哈线沟通关内外，京包线沟通华北
和西北）

②胶济线—石德线—石太线（本区铁路网的横轴，外引内联）
③陇海线（全国铁路网的横轴，沟通沿海和内地）
三纵即：①津沪线（东部沿海大动脉）
②京广线（南北交通中枢，是找国最长、运输量最大的南北交通大

动脉）
③同蒲线（大同—孟塬）—太焦线（太原—焦作）—焦枝线（焦作

—枝城）



（本区内重要的南北交通干线）
其次是找出交汇点，理清一大片。
看看本区有哪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看看它是由几条铁路线交汇成

的？它的周围有哪些重要的工业城市？有哪些重要的矿产地？
（二）重点难点剖析
1.本区各自然地理要素的联系
本区自然地理最重要的特征有两个：高原和平原为主的地形；典型

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两个要素，对形成黄河、海河的特点；粮、
棉、煤、油等物产的分布，以及旱、涝、碱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本区范围较广，各地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及地形地势不同，所
以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存在着比较明
显的差异。

分析本区的气候特点时，要抓住“降水”这个突出矛盾。由于本区
雨季短，季节分配不均匀和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大，使本区容易发生春旱、
夏涝、土壤盐碱化等灾害，从而影响了本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本区发
展农业，灌溉非常重要。而发展灌溉，则必须根治海河和黄河。

2.我国沿海地区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天津
■

复习总结用纲要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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