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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标解读

1．学习内容

（1）地球表面沧海桑田、海陆变迁，多姿多彩的

地表形态，都是地表形态的塑造的结果。主要包括营造

地表形态的力量、山地的形成、河流地貌的发育三部分

内容。内外力作用是地表形态变化的主要动力和基础，

地壳运动是内力作用的主要形式，而地壳运动中以水平

运动为主，垂直运动为辅；岩石圈物质循环是自然界物

质迁移和能量交换的重要方式之一；褶皱与断层、背斜

与向斜的区别与联系，火山的形成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山地对交通运输的影响运用实例加以解释。

（2）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与差异性是自然地理

各要素的综合，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之间的过渡知

识，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自然地理部分学习的总结

和提高。整体性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整体性的三大表

现；举例说明某一典型区域的典型特征在四大圈层之间

的整体性的形成过程；生物循环对地理环境的意义；自

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重点解释自然带的概念、成因、

表现，比较从赤道到两极、从沿海向内陆、从山麓到山

顶的地域分异规律的概念、成因、分布地区，并用简单

图示的比较。

（3）重点解读这两块知识涉及的图像的判读技巧

与方法，侧重岩石圈物质循环与地质构造的示意图、剖

面图、景观图；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的运用解释某一区

域特征的相互联系；比较相同、相似、不同的区域差异

性表现。

2．学习程度

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达到以下能力标准：

（1）运用示意图说明地壳内部物质循环过程。

学 生 要 能 熟 练 阅 读 “ 地 壳 内 部 物 质 循 环 示 意

图”，同时能绘简单的示意图说明地壳物质的循环过

程。不仅要绘出三大类岩石及岩浆，还应理解它们之间

的转化过程及它们之间的地质作用。从人地关系主线出

发，介绍岩石的形成和转化时，应联系人类对岩石的

开发和利用。

（2）结合实例，分析造成地表形态变化的内外力

因素。

强调应举例并运用板块构造学说的理论加以分

析。学会分析常见地表形态及其变化的主要原因。如

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2008年汶川大地震、火山喷发

等等。

（3）举例说明地表形态对聚落、交通线路分布的

影响。

举山地、平原、高原等等例子说明地表形态对人

类活动的影响程度，可以从自然条件、自然资源、自

然灾害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学习自然地理最终目的是

为人类社会服务，这是学习的重点。

（4）举例说明某自然地理要素在地理环境形成和

演变中的作用。

学习目的是使学生认识任一自然地理要素对于地

理环境的重要性，所以要求的是“举例说明”。生物

是受环境变化影响最敏感的自然地理要素，生物（尤

其是植物）要素应成为举例的一个选择。

（5）举例说明地理环境各要素的相互作用，理解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要求通过具体实例，从地理环境各要素的相互作

用、相互制约来加以理解。学习时只需要适当的复习

和归纳。关键是要落实到一定的区域，“标准”中要

求的“举例”，即是指举一定的区域（最好是学生学

习过的区域）为例。应注意其“现状”和“变化”两

方面的内涵。

对上述要求的举出实际事例来说明事物，使所

要说明的事物具体化。一要注意例子的代表性，二要

注意例子的适量性、典型性，还要对具体区域具体分

析。

（6）运用地图分析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地表形态的塑造、自然地理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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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通过阅读“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图”，认

识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其次，通过分析自然带的分

布，归纳出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第三，自然带分

布图与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基本是对应的，有什么样的

气候就生长有什么样的植被，因而能反映什么样的地理

环境。

３．学习策略

课程标准中明确了学习这一部分内容的行为动词

是“举例说明”、“ 运用”、“说明”、“结合实

例”，指出了课堂教学的要求和学生学习的方式。

（1）运用图表比较法。学习内外力作用和水平运

动与垂直运动的区别与联系；背斜与向斜的区别；褶皱

与断层的区别；河流上、中、下游侵蚀作用、结果的区

别；河流不同堆积地貌对聚落分布的影响。这几块知识

均采用图表比较法，把握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并画出简

单的示意图加以说明，把知识落实在图像上。在讲地理

环境差异性原理时，列表比较由赤道向两极分异、从沿

海向内陆的分异、山地的垂直分异规律的概念、主要成

因、主要分布地区、画出简单的图示。

（2）运用推理法。研究某一区域地形的形成时，

先明确该区域所在的地理位置（经纬度和海陆位置），

运用板块构造理论和岩石圈板块示意图推断该地的地形

类型、地势的高低起伏、地质灾害及内外力作用主要的

类型。

（3）画思维导图或地理事物的联系图，把握地理

事物的相互关系。在讲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时，举我国

西北内陆地区用联系框图或思维导图表示表示各个要素

之间的关系。明确地理环境整体性的三个表现：以生物

为例说明地理要素怎样进行着物质迁移与能量交换？地

理要素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新功能：生产功能和平衡功

能；地理环境具有统一的演化过程。并举相应的案例，

如江南丘陵的水土流失、藏羚羊在可可西里保持数量的

基本恒定等加以说明。

（4）联系生活中的实例或地理新闻。如世界范围

重大的地质灾害、典型的山脉、几大江河等，用来证印

学过的原理。

（5）把自然带的概念按照地理位置、成因、标

志、特征加以分解、解释，让学生掌握分析自然带的思

路模式和方法。

（6）在讲地理环境非地带性时，从概念、成因、

典型地区的表现进行解释，这也是地理环境中的特殊

性。

（7）重视对概念的学习，通过对每个地理事物概

念的分解、阐述、表述，准确把握地理事物的内涵。

二、核心主干

1．突出重点

（1）营造地表形态的力量突破方法。内力作用对

地表形态变化起着主导作用，其中地壳运动是主要的形

式，是形成各种地质构造，并促进岩浆活动与变质作用

的动力。地壳运动又分为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水平运

动（造山运动）形成巨大的褶皱山脉和断裂带，如喜马

拉雅山脉。垂直运动（造陆运动）形成地势高低起伏和

海陆变迁，如台湾海峡。通过比较内外力作用、水平运

动和垂直运动的区别与联系，认清各自对地表形态的影

响程度和方式、表现。

（2）岩石圈的物质循环过程就是三大类岩石的相

互转化过程，以及表现出的内外力作用，是地表形态的

形成的基础，是自然界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的最重要的

方式之一。从岩浆到形成各种岩石，又到新岩浆的产生

构成了岩石圈的物质循环。

（3）褶皱山、断块山与火山的形成，背斜与向斜

的比较，从岩层的弯曲形态、岩层的新老关系、图示的

表示加以辨认与区别；块状山地与断层谷地的区别与实

例；火山的成因与两大火山带的联系及对人类活动的影

响；地质构造对工程建设的指导意义，背斜是储油构

造，向斜是储水构造，修路、修水库等大工程建议应该

避开断层带，以免诱发次生地质灾害。

（4）河流地貌的发育，重点把握河谷发育不同阶

段的侵蚀方式和特征，不同河流堆积地貌对聚落的影

响。初期以溯源侵蚀和下蚀为主，河谷呈V型；中期侧

蚀加强，凹岸侵蚀凸岸堆积，出现连续河弯，河道加

宽；后期以侧蚀为主，呈U型河谷，上游窄而深，下游

宽而浅。河流地貌对聚落的影响表现在河漫滩平原、冲

积平原、三角洲的聚落基本都呈带状分布；不同的地形

类型的聚落形态有很大的差异，如高原、山区呈带状，

平原呈团状或圆形；山区发展交通优先考虑公路，其次

是铁路，线路选择地势低平、坡度较缓的山间盆地和河

谷地带，基本上与等高线平行。

（5）地理环境整体性的表现。

①组成地理环境各要素在时空上组合联系。通过

各种循环进行着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从而构成了地理

环境整体性。生物（植物）对地理环境的指示作用，归

根结底是绿色植物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结果，把有机界

和无机界联系起来。

风化 

侵蚀 
搬运 沉积 固结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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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地理要素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新功能：合成功能

和平衡功能。如自然界碳循环，在植物、海洋生物作用

下，二氧化碳会加速沉淀，起着减缓温室效应的作用。

③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的，某一

要素的变化会导致其他要素甚至整体环境状态的变化，

即“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滥伐森

林引起整个生态环境失调。

④不同区域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区域的变化

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区域。例如，黄土高原的水土流

失对黄河下游地区的影响；三峡大坝对长江中下游地区

的水旱灾害和河床侵蚀及整个生态环境都会产生影响。

（6）各大洲的自然带的形成和分布与气候关系密

切，因此，我们还可以结合熟悉的气候类型知识来掌握

自然带的分布规律。有什么样的气候就生长有什么样的

植被，它们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山地垂直自然

带遵循的模式：一般来说，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基带就是

当地的水平自然带；纬度越低，海拔越高的高山，其山

地垂直自然带谱越完整，带谱数越多。例如赤道附近的

高山，从山麓到山顶的地域分异同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

分异规律有些相似。

（7）几类地表形态图的判读方法。

①景观图。基本概念：火山、地质、地形地貌、

自然带等景观图，既能表示地形地势的高低起伏，又能

说明塑造地表形态的力量及原因，及该景观的分布与相

关的地理要素的关系。考查趋向：通过景观图考查地形

类型、地貌形成经历的内外力作用的过程、地质构造受

力的先后顺序、三大类岩石的相互转化、气候等，并探

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思维方法：直接观察并运用所学

知识判断，图示是什么景观图？它与内外力作用、地质

构造的类型、三大类岩石、板块运动、气候、地形等方

面的联系。

②地质剖面图。基本概念：剖面图一般是沿某一

线段向下作垂直切面形成的更直观形象的解剖，它因为

更能从某个角度突出地表现地理特征，所以也是高考试

题中的常见题型之一。考查趋向：利用地质剖面图，

包括地球内部结构剖面图来判断地质构造类型、岩石类

型及矿产、古地理环境、地球内部圈层构造、岩层运动

的先后顺序、该区域的主要内外力作用等。思维方法：

①推测古地理环境：根据岩石的组成物质和化石特征可

以推知沉积时的地理环境。含珊瑚的石灰岩表示温暖的

浅海环境，含有植物化石的煤地层，表示当时是森林茂

密的湿热环境。②根据岩层的弯曲形态和新老关系及地

貌类型，判断地质构造的类型是背斜、向斜还是断层？

③从岩石类型及各地层之间的关系，推断该地貌从形成

到出露所经历的地质过程。如八达岭花岗岩从形成到出

露所经历的地质过程，首先是地质历史上的岩石形成，

后来发生地球内部物质的上升运动，岩浆上升涌出侵入

到地壳中，形成侵入型岩浆岩（即花岗岩侵入体），后

来发生地壳上升运动，花岗岩出露地表，受到外力的风

化、侵蚀，然后是搬运等过程。④考虑图中呈现的哪类

地质构造和构造地貌，背斜、向斜先判断岩层的弯曲形

态或岩层的新老关系，在地貌上表现为是背斜成山地还

是向斜成谷地，亦或背斜成谷地，向斜成山地？断层处

岩层的明显特征是断裂错开不连续的地层，位于断裂面

的一侧陡峭壁立，在工程建设中修水库、修筑道路尽量

的避开断层；典型的与断层有关的地貌应当熟知，块状

山地如华山、泰山、庐山，断层谷地有汾河谷地、渭河

平原，断层陷落湖泊有非洲东非大裂谷的维多利亚湖。

③岩石圈物质循环示意图。基本概念：即用三类

岩石和岩浆之间物质循环及它们之间的地质作用，明确

岩石分类及形成过程，三类岩石和岩浆之间的相互转化

过程，说明岩石圈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的方式和结果。

考查趋向：岩石圈物质循环示意图及变式图考查地质作

用类型、三类岩石、岩石与地质作用的关系、矿产的形

成。思维方法：根据示意图的箭头弄清三类岩石和岩浆

及它们之间的地质作用在图中的具体位置。三类岩石都

能变回岩浆，岩浆的源地在上地幔顶部，在上升过程经

过岩浆活动冷却凝固成岩浆岩，已生成的岩石都会受到

外力作用形成沉积岩，已生成的岩石都会在一定的温度

和压力下发生变质作用，形成变质岩，各类岩石在地壳

深处发生高温熔化作用重新生成新的岩浆。

（9）分析地理环境的整体性规律技巧。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决定了在协调人类与地理环

境之间的关系时，要用动态的、联系的、立体的、综合

的思维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人类的生产、生

活活动拟定进行时必须考虑陆地环境的整体性特征，否

则会使环境因子发生一系列的异常，造成各种各样的灾

害。如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对“沙尘暴”的考察和研究

表明，正是由于在农牧交错带盲目开垦草原，破坏了植

被、地表土层，加上强劲的冬季风，使得我国西北、华

北地区近年来沙尘暴天气发生频率增加。再如“南水北

调”、“西气东输”、“三峡”工程也都要考虑对某一

要素的影响导致其他要素的变化，并做出综合评价。

环境 

植物 

动物 

微生物

光合

作用 

食物 分解 

分解 

无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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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地理环境各要素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

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各要素在特征上保持协调一

致，并与总体特征相统一。例如，我国西北内陆地区因

深居大陆内部、距海遥远，形成干旱的环境特征，其

地貌、水文、植被、土壤等要素都体现出干旱环境的特

征。另一方面，地理环境的整体性还表现为某一要素的

变化会导致其他要素以至整体环境状态的变化，即具有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例如，滥伐森林和植树造

林都会对地理环境带来一系列的不同影响。由此，人类

在改造某环境要素时，应注意对其他要素以至整个环境

所带来的可能影响。

世界陆地自然带的分布图的几个典例分析：

（1）结合景观图片简要说明各自然带的名称、气

候、水文、生物等方面的特征。

（2）以亚欧大陆东海岸为例，指出从赤道向北极

自然带的更替规律：热带雨林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带、温带落叶阔叶林带、亚寒带针叶林带、苔原带、冰

原带。这种由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体现了自然带

的纬度地带性。产生这种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是太阳辐

射，即热量条件的影响而造成的，当然也受到水分条件

的影响。

（3）以亚欧大陆的25°N～50°N地区为例，指

出从东西两岸向内陆自然带的更替规律：温带森林带、

温带草原带、温带荒漠带。这种由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

异，体现了自然带的经度地带性。产生这种地域分异

的主导因素是水分条件，且这种变化在中纬度地区最明

显。

（4）在非洲赤道地区热带雨林带并没有横贯整个

大陆，在南美洲安第斯山南段东西两侧，分别是多雨的

温带森林和干燥的温带荒漠，原因是地形的影响而造成

的，这是非地带性分布的体现，这也使陆地环境更加复

杂化。

2．难点突破

（1）不同的岩石圈的物质循环示意图判读的突

破。

岩浆是“岩石之本”。地壳物质循环起于岩浆，

也是地壳物质循环中各类岩石的起点和归宿，因此找准

岩浆是判断岩石圈物质的基础。各类岩石要重熔再生形

成岩浆，大多要经过变质作用，因此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箭头指向的应为变质岩。组成岩石圈的物质中，岩浆

岩只能由岩浆上升冷却凝固形成，且岩浆只能生成岩浆

岩，因此若箭头太多、太复杂，只有一个箭头指向的是

岩浆岩。三大类岩石中只有沉积岩含有化石和具有层理

构造，并且是由外力作用形成的，据此可以判断出沉积

岩。 

（2）从地理位置推断某一区域的地势高低、地形

类型、地表特征、地质灾害的突破。

仔细认真地解读图像，熟练地运用岩石圈板块示

意图和板块构造学说理论，掌握世界和中国区域一些重

要的板块边界的具体位置和类型。如红海、地中海、环

太平洋地区、喜马拉雅山脉、新西兰、冰岛美加交界

处的西海岸有一处是生长边界等等地区，观察该区域在

板块内部还是板块交界处，从而推断某一区域的地势高

低、地形类型、地表特征、地质灾害，并把这一方法运

用到区域地理的学习中，减少大量的纯记忆的地理知

识。如从中南半岛位于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碰撞消

亡边界，可以推断出该区域山河相间，纵列分布，地形

崎岖，地势北高南低，高差悬殊，而且多地震、滑坡、

泥石流地质灾害。

（3）关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的突破。

①高纬度地区和低纬度地区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

分异规律表现最为明显。这是因为高纬度地区气温低，

蒸发量少，相对湿度大，东西方向上的水分条件差异

小；低纬度地区则因地处赤道低气压带，降水普遍较

多，水分条件的东西差异也很小。

②中纬度地区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表现

尤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中纬度地区大陆广阔，大陆西

岸通常受来自海洋的西风影响，大陆东岸受来自海洋的

夏季风影响，降水从沿海向内陆逐渐减少，从而形成自

然景观和自然带从沿海向内陆由森林带到草原带再到荒

漠带的依次更替。

（4）垂直地域分异规律的几个要点突破。

①从山麓到山顶的热量差异很大。

a．从山麓到山顶的自然带分异类似于由赤道到两

极的地域分异（如下图） 。

b．纬度越低，海拔高度和相对高度越大，自然带

类型越多。   

②从山麓到山顶的水分状况差异明显。

③同一自然带内水热状况相似。

a．纬度越高，同一自然带分布的海拔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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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一自然带在阳坡位置高、阴坡位置低。

c．同一自然带在迎风坡位置低，背风坡位置高(雪

线受此影响明显)。

④雪线高度不同。

低纬雪线高，高纬雪线低；阳坡雪线高，阴坡雪

线低；迎风坡雪线低，背风坡雪线高。

（5）地理环境地带性分布规律的判读突破。

①地带性或非地带性的判断方法：依据该现象所

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和海拔，按地带性规律判断应

该是什么自然带，然后将实际环境与理论上的自然带模

式图相比较，如果一致就是地带性现象；如果不一致就

是非地带性现象。

②地域分异规律的判断方法：主要看自然带的延

伸方向和更替方向。一般来说，东西方向延伸、南北方

向更替的是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这种分异最明显

的大洲是非洲；南北延伸、东西更替的是从沿海向内陆

的地域分异，如亚欧大陆中纬度地区从沿海向内陆自然

带的变化；从山麓向山顶更替的是垂直地域分异，如喜

马拉雅山等一些高山地区自然带的分异。

③山地自然带的判断方法：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判

断要结合其主要特点：

a．山地垂直自然带出现在中低纬度的高山上，海

拔一般要高于800m。

b．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基带和当地水平自然带基本

一致。

c．山地垂直自然带的多少取决于山体的高度和纬

度。山地自然带的基带是指山麓处的自然带，这是由赤

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或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

律所决定的。

d．高山雪线的分布高度受热量和降水等因素的影

响，在两山坡降水差别不大的高山地区，向阳坡日照

强，温度高，雪线高于背阴坡，因此，垂直自然带谱的

分布高度也是向阳坡高于背阴坡，如阿尔卑斯山；在降

水差别明显的山区，降水丰富的山坡雪线低，如喜马拉

雅山和天山。

（6）非地带性的主要表现规律技巧总结。

①地带性自然带的缺失。如由于南纬56°至65°

的地区是广阔的海洋，陆地面积很少，因此南半球大陆

上缺失苔原带和亚寒带针叶林带。

②改变了地带性分布的自然带。如南美安第斯山

脉南段的西侧，属于温带落叶阔叶林带；东侧的巴塔哥

尼亚高原因受地形影响，处于西风的背风处，因而形成

温带荒漠带。

③地带性自然带空间分布范围受到约束。如南北

美洲西部沿海地区，各自然带紧逼西海岸，其空间分布

范围受到极大的约束，而且与东部地区的自然带割断，

这是由于科迪勒拉山系分布于美洲大陆西部沿海地区的

结果。

④自然地理现象的斑块状分布。如荒漠带中呈斑

块状分布的绿洲，是由于受高山地形和土壤水分等非地

带性因素影响所形成的。如我国天山等山麓地带，因为

高山冰雪融水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地下水或地表水，形成

众多的绿洲，呈斑块状散布于干旱地区的山麓，形成了

与周围广大的温带荒漠地带性现象截然不同的景观，这

些绿洲就属于非地带性现象。

三、考题回放

考点１ 内力作用与地貌

（2011年全国大纲版文综卷）读下图，完成1～2

题。

1．组成该山体岩石的矿物直接来自

A．地表　B．地壳上部　C．地壳下部　D．地幔

2．在岩石圈物质循环过程中，该山体岩石在地球

表层可转化为

A．喷出岩　B．侵入岩　C．沉积岩　D．变质岩

剖析：试题以一幅自然景观图为切入点，展示火

山喷发的情境，着重考查岩浆来源、岩石转化。第１

题，组成该山体岩石的矿物直接来自火山喷发中的岩浆

冷凝，而岩浆则来自上地幔顶部的软流层。第２题，

该山体的岩石为喷出岩，在地球表层经风化、侵蚀、搬

运、沉积、固结成岩作用后，可转化为沉积岩。答案：

Ｄ　Ｃ

考点２  地质剖面图

（2011年江苏地理卷，11-12）某同学骑自行车自

甲地向乙地持续行进，进行野外考察。该同学利用手持

GPS接收机每间隔60秒自动记录一次位置。下图是考察

线路地质剖面图和GPS所记录的位置分布图。据此回答

3～4题。

3．上图中①、②、③所对应的地质构造依次是

A．向斜、背斜和断层    　B．断层、向斜和背斜

C．背斜、向斜和断层    　D．背斜、断层和向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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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上图中第5幅相对应的剖面图是

A．a图       B．b图       C． c图       D．d图

剖析：试题以地质剖面图为背景，融入了GPS信息

与剖面图的关系，图中根据岩层走向可判断出①、②、

③对应的地质构造分别是背斜、向斜和断层。第5幅图

中GPS记录的位置，可判断出该同学在一路中，先前进

速度较快，后行进速度较平均，再后来速度较快，最后

速度越来越慢，说明先是下坡，后地势较平坦，再后来

又下坡，最后上坡。答案：C  D

考点３  外力作用与地貌

（2011年北京文综卷，1）下图是海南省著名旅游

景观“南天一柱”照片。读图，回答第5题。

5．该景观

A．形成受海水侵蚀的影响

B．表现出石灰岩沉积特点

C．反映热带自然景观特征

D．在冬季观赏的效果最佳

剖析：该题以著名旅游景观“南天一柱”景观图

为切入点，考查海水侵蚀地貌、沉积岩特点、旅游资源

欣赏原则等知识点理解，属于对基本技能的考查掌握程

度的考查。不同地点的外力作用不一样，要判断出某

一事物受那一外力作用，要先判断出地点。通过图可以

看出，此地貌位于海岸地带，为海蚀残丘，受海水侵蚀

而成，故选A。石灰岩是结构致密块状构造，呈层状、

厚层状，从图中未能显示出，故排除B。热带自然景观

应该以热带雨林等生物景观为主，从图中未能显示出，

故排除C。地质旅游景观无明显季节性，故排除D。答

案： A

考点４ 山地垂直自然带

（2011年江苏地理卷，13）下图是珠穆朗玛峰地区

南、北坡垂直自然带谱示意图。读图回答第6题。

6．与北坡相比，南坡自然带丰富的原因是

A．相对高度大，纬度低     B．坡向朝南，温度高

C．坡度大，纬度低       　  D．海拔高，降水多

剖析：珠穆朗玛峰地区南坡自然带较北坡丰富的

原因有相对高度大，纬度低，东南季风的迎风坡降水多

等。答案：A

考点５  自然带分布规律和影

响自然带分布的因素

（2010年天津文综卷，5）读

下图，回答第7题。 

7．据各自然带在图中的位置，能得出的正确结论

是

A．o→a距离海洋越来越近 

B．o→a海拔高度越来越低

C．o→b年降水量越来越多 

D．o→b所处纬度越来越高　

剖析：该题以自然带图为情境；在非洲土地退化

的区域中；面积最大的气候类型的特征。主要考查自然

带分布规律和影响自然带分布的因素。o→a属于由纬度

变化而导致的纬度地带性分布规律，故A、B错。o→b

反映的是从热带到温带到寒带的变化，影响因素为纬

度，故D对。答案：D　

考点６  地理环境整体性原理的应用

（2011年福建文综卷，37题）下图为R河流域及周

边地区图。结合材料回答第8题。

R河塑造了世界著名的大峡谷，峡谷平均深度达

1600m，R河中上游地区年降水量约为250～500mm，下

游地区年降水量一般不足100mm。甲国在R河干支流上

修建了近百座水库和大型引水工程，促进了该国西部的

城市和工农业的发展。

（下转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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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际轨交拟连接江浙6城
22号线延伸到平湖 

轨道交通建设经历三波浪潮

第一波浪潮——上世纪末，以上海、广州建成第

一条地铁线路为标志，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开 始 进 入 快 速 发 展 阶

段。

截至2011年6月底，

全国已有12个城市开通

运营线路49条，运营线

路长度达1511公里，运

营车站总数977座。

第二波浪潮——从

21世纪初开始，我国客运专线、高速铁路进入跨越式发

展阶段。包括京沪高铁、武广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

杭城际高铁等。

第三波浪潮——正在稳步发展的经济区域或省区

内地区城际客运轨道交通网的建设。

地区轨交网利于中小城市

据了解，从上海金山至浙江平湖乍浦的轨交线路

属于经济区域或省区内地区区域客运轨道交通。铁路部

原副总工程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

员会顾问周翊民认为，这是我国轨道交通的第三波浪

潮。通过经济区域内或省区内的二、三线城市(地级、

县级市)，以及规划发展的5万人口以上的重要城镇与省

区内中心城市相连接的轨道交通线路，构成地区性客运

轨道交通网。

“它既不同于以城市地铁建设为主的第一波浪潮，

也不同于以高铁跨越式发展的第二波浪潮，而是地区之

间或经济区域内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网络。而

我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目前缺失的正是区域内的城

际轨道交通网络。”他表示，我国的轨道交通应该有三

级网络，既干线铁路网（长距离以及时速200公里以上高

铁）、地区性城际轨道交通网（时速120-200公里）、

城市轨道交通网（时速120公里以下）。利用地区轨道

交通网发展中小城市，加快城镇化进程，缓解特大城

市、大城市的人口膨胀压力和水资源、能源压力。“城

市化不应该是大城市化，而是要发展好中小城市。”

城市圈内通勤需求大

中国工程院刘友梅院士把这种线路定位为“通

勤动车组”，也就是常说的通勤铁路。他表示，在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除了原有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外，还要推进武汉城

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等，在区域交通发展的背景下，

对通勤动车有很大的需求。这既包括城市内的通勤，也

包括区域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通勤。

他说，这些城市群人口稠密，城市圈内联系极为

紧密，旅客流动体现明显的通勤特点，出行的市民以上

学、上班、购物、商务交流为主，而且主要集中在早、

晚两个高峰期。通勤铁路线路长度、站间距介于干线铁

路与城市轨交之间，是联系中心城区与城市郊区及城市

群内各城镇之间的线路。

沪规划6条线路连接江浙

除了上海金山至浙江平湖乍浦的轨交线路外，上

海研究规划的还有另外5条线路，包括松江-金山-浙江

嘉善、青浦-江苏吴江、嘉定-江苏昆山、嘉定-江苏太

仓以及浦东-崇明-江苏启东。其中嘉定-江苏昆山的规

划已获批准，由上海11号线延伸过去。

周翊民表示，在地区性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

过程中，应优先考虑联结原来没有铁路的城市，这是城

际轨道交通网规划的一条重要原则。

不仅是上海与周边中小城市的连接，上海的郊区

铁路也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同济大学教授孙章告诉

记者，上海的郊区铁路也属于通勤铁路。

他透露，《上海市市郊铁路客运系统发展战略研

究》项目已通过验收。郊区铁路城市周围几十公里甚至

更大范围的远郊地区（卫星城镇或城市圈）连接在一

起，方便市民上下班，像现在正在建设的金山支线（22

号线）。

摘自 2011年09月09日   新浪网

（上接第55页）8．运用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原理，

分析R河径流量减少对下游自然环境的影响。

剖析：运用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原理，分析R河河口

出现断流对下游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此题考核的要点

是断流对下游地区其他自然地理要素产生的效应，因此

需明确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各个自然要素有哪些。然后依

据直接、间接效应依次回答各个要素的变化。

答案：径流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海水倒灌，

海岸线侵蚀加剧，水质变差；来水来沙的减少，使沿岸

土地肥力下降，河口附近海域渔业资源减少；海水入

侵，海岸线侵蚀加剧；湿地减少，影响动植物的生长与

栖息；蒸发旺盛，气候更加干旱，大陆性增强；荒漠化

加剧，下游生态环境趋向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