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自然地理妹境差异性的基碑认识
东北师范大学城环学院 许嘉巍

按照新的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

内容标准
”

的规

定
,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高中地理课程必修模

块
“

地理
”

中的重要内容
。

这一部分学习内容
,

是

形成学生地理环境差异性观点的主要载体
。

但在以

往的地理教科书和中学地理教师知识结构里
,

对地

理环境差异性的认识多有不尽科学甚至错误之处
。

例如 地域差异是以气候差异为主导的
,

土壤和植被

差异是气候差异的派生后果 太阳能和地球内能在

地表分布不均导致了地域差异 自然带存在经度地

带等
。

本文结合近年来有关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的

新观点和新认识
,

对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的部分核
』

自问题进行探讨
,

以消除错误认识
,

加深地理教师对

地理课程标准相关内容的理解
,

并引导学生形成正

确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的观点
。

一
、

自然地理环境差异的综合性

自然地理环境差异
,

常被认为是以气候差异为

主导的
,

土壤和植被差异是气候差异的派生后果
,

在

不同气候的作用下
,

产生了不同的植被和土壤
。

其

实
,

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

首先
,

组成 自然地理环境的五个 自然地理要素

—岩石
、

水
、

土壤
、

生物和大气之间关系是非主导

性关系
,

因为每一要素既是其他 自然地理要素的产

物
,

又是其他自然地理要素的创造者
。

在性质获取

上
,

它们之间互为因果
。

例如
,

茂盛的热带雨林和富

铝化的砖红壤是湿热气候的产物
,

同样
,

如果地面没

有茂盛森林和粘重的土壤
,

降到地表的水难以被蒸

发和蒸腾
,

转化为地下水了
,

也就难以形成湿热的气

候
。

其次
,

自然地理环境的五个 自然地理要素是同

步演变的
,

各 自然地理要素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也是

同步进行的
,

没有先后之分
。

我们知道
,

自然地理各

要素特征是在不断形成与变化之中
,

但每个要素的

演化都伴随着其他各个要素的演化
。

或者说
,

每个

自然地理要素的演化都是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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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我们对俄罗斯宏观和微观的投资环境以及俄罗

斯出现的独特转型模式缺乏深人的
、

客观的研究
。

今后必须全面加强对在俄罗斯投资宏观环境和微观

环境
,

硬环境和软环境的跟踪研究
,

及时掌握政府的

政策导向
、

经济战略包括金融
、

税法等最新动向
,

知

己知彼
,

降低风险
。

由于中俄经贸合作正经历结构

性转型
,

俄罗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正 日益成为与俄

合作的主体
,

因此对俄利益集团在中俄关系的作用

要有全面清醒的认识
,

作出正确的评估
。

在深人了

解与我相关的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构成
、

倾向
、

需求和

关系网络的基础上
,

与它们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以争

取主动
。

“

引进来
”

和
“

走出去
”

并举
,

建立紧密的合作

关系

俄罗斯为了实现 自身的国家利益
,

必然会在国

际上充分地利用
“

石油筹码
” 。

从战略上看
,

俄罗斯

正在谋求其能源出口的多元化结构框架
。

俄罗斯与

欧洲保持着传统的合作联系
,

近年来与美国的石油

资源合作进展幅度也比较大
,

同时又在与日本进行

比较密切的能源合作
。

这表明
,

中国是在极其开放

的条件下
,

在与其他国家竞争的状态下与俄罗斯进

行石油资源领域的合作
。

目前
,

中国实业界还有些

不适应这种环境
,

但从长远看
,

最终会逐渐适应这种

激烈竞争的开放环境并找到自己的位置
。

面对国内经济高速增长所带动的油气产品旺销

和国内油气供应缺 口越来越大
,

充分利用海外油气

资源是保证我国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体系的重

要战略
。

从世界能源消费大国的能源发展战略看
,

利用国外资源来满足本国供应缺口是各国发展的普

遍原则
。

利用国外资源
,

一是通过国际贸易购买的
“

引进来
”

方式 二是到国外去勘探开发或通过合作

收购的
“

走出去
”

方式
,

我国总体上 以前者为主
。

随

着经济和矿业的高速发展
,

我国在经济
、

技术等各方

面都已具备
“

走出去
”

的实力
,

我国三大石油公司都

在这方面已有所作为
。

及时总结经验
,

在已有的国

际化经营的基础上
,

拓宽跨国经营与投资的领域
、

途

径和方式
,

运用独资
、

合作
、

收购
、

参股等多种方法
,

参与国际油气资源开发的竞争与合作过程
,

并把重

点放在俄罗斯
、

中亚等周边国家
,

与合作方实现优势

互补
,

共同受益
。



一个侧面
。

例如
,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不仅是土壤

的过量侵蚀过程
,

更是人类干扰下的一种统一的自

然地理环境快速演化过程
。

黄土高原的土壤受流水

侵蚀
,

逐渐失去了肥沃的表土层
,

土壤肥力 日趋下

降 在土壤受到侵蚀的同时
,

地面被流水侵蚀形成沟

谷
,

长时期的流水侵蚀使这些沟谷不断加长和加深
,

进而使平坦的高原面被沟谷切割成破碎状
,

逐渐失

去平坦顶面
,

演化为黄土裸和黄土劳 黄土高原原生

的森林草原或草原
,

除部分被人类直接破坏外
,

通常

与水土流失同步退化
,

高度逐渐变低
,

覆盖度逐渐下

降
,

并与土壤表土层同步消失 河流携带的泥沙在河

道沉积
,

河道 日益淤高
,

河流不断改道
,

水文特征不

断变化 与土壤粗骨化
、

地形破碎化及植被退化同

步
,

蒸发量和蒸腾量下降
,

地方气候转干
。

总之
,

地形
、

土壤
、

生物
、

水文
、

气候同步演化
,

景

观总体特征和各要素特征正是在这种同步演化过程

中形成的
。

再次
,

自然地理环境五个自然地理要素
,

通过水

循环
、

生物循环和地壳物质循环等物质运动和能量

交换
,

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
,

改变着其它要素的性

质
,

并建造着自然地理环境整体特征
。

如果不同区

域中五个地理要素间物质能量交换数量和方式存在

差异
,

那么
,

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整体特征及各要素特

征就会不同
。

相反
,

如果五个地理要素间物质能量

交换数量和方式始终如一
,

则无论各要素其初始状

态如何
,

最终性质是相同的
。

例如五个地理要素间物质能量交换为强烈的水

热交换
、

旺盛的生物循环
、

快速的地质循环
,

就产生

了热带雨林气候
、

热带雨林植被和砖红壤
。

水热交

换
、

生物循环
、

地质循环的速度略慢
,

则产生温带湿

润气候
、

落叶阔叶林植被和棕壤
,

水热交换
、

生物循

环
、

地质循环速度更慢
,

则产生苔原气候
、

苔原植被

和苔原土壤
。

可见
,

五个自然地理要素间物质能量交换数量

和方式决定了各自然地理要素性质和自然地理环境

整体特征
,

其差异产生了自然地理环境差异
。

相对

而言
,

单一自然地理要素某一时刻的状态
,

对 自然地

理环境差异的产生不具有决定作用
。

总之
,

虽然自然地理环境差异体现在自然地理

环境的五要素特别是气候
、

植被和土壤的特征差异

上
,

但自然地理环境差异的实质却是自然地理环境

的五要素共同的差异
。

自然地理环境差异
,

即为不

同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质存在着本质的差
· ·

别
,

要素差异仅是 自然地理环境整体差异的一个侧

面
。

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具有综合性
。

二
、

自然地理环境差异的内在性

人们通常以为是太阳能和地球内能在地表分布

不均导致了自然地理环境差异
,

其实
,

这种认识也是

不科学的
。

尽管太阳能和地球内能分布不均对 自然地理环

境差异的产生起重大作用
,

但它不是自然地理环境

地域差异的产生的内因
。

我们知道
,

内因存在于事

物内部
,

导致 自然地理环境地域差异的内因一定存

在于自然地理环境之中
,

不可能是外界对其进行的

差异性能量物质输人
。

正如人的身高不同
,

这种差

异主要是由基因差异造成的
,

摄取食物的差异只起

辅助作用一样
。

其实
,

月球表面也存在太阳能和月

球内能分布不均
,

但却没产生明显的区域差异
,

这也

说明太阳能和内能分布不均只是 自然地理环境地域

差异的外因
。

自然地理环境本身不产生能量
,

因此
,

自然地理

环境的运动和变化所需能量都依赖外界对其输人
。

但是
,

作为主要能源的太阳能
,

在自然地理环境中并

不直接做功
,

而必须转化成风能
、

水能
、

生物能和其

它能量
,

才能改变自然地理环境
。

在进人 自然地理

环境的太阳能中
,

只有一小部分转化为风能
、

水能
、

生物能等自然地理环境 自身能量
,

自然地理环境自

身能量又仅有一部分做功
。

如在干旱地区用于侵

蚀
、

搬运地面物质的能量一般只占其获得能量的

以下
,

用于光和作用等的能量更是微乎其微
,

在

湿润地区
,

做功的能量则要略多
。

进人自然地理环

境的太阳能数量与转化为自然地理环境自身能量的

数量和参与自然地理环境建造的能量数量并非线形

相关关系
,

从这一角度分析
,

做功的能量而非进人自

然地理环境的太阳能总量对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的形

成和发展更有意义
。

在不同区域做功的能量是不同的
,

自然地理环

境运动和变化过程就不同
,

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地域

单元
。

月球表面获取的太阳能数量虽有差异
,

但月

球表面不能实现太阳能的转化
,

即转化后的能量在

月球表面均为零
,

因此
,

也就不能产生区域差异
。

相

反
,

同纬度地区获得太阳能数量基本相同
,

但转化为

自然地理环境 自身的能量在数量和方式上都有明显

差异
,

有主要转化为水能的
,

也有主要转化为风能

的
,

这些能量的做功效率也不同
,

于是同纬度地区 自

然地理环境就出现了差异
。



正如电视机把不同的电视信号转换为不同的影

视图像一样
,

自然地理环境也需把能量差异转换为

自然地理环境的性质差异
。

我们称这种转换过程为

自然地理过程
。

转换机制主要有物理机制和化学机

制
。

物理机制依靠流动性强的大气和水
,

通过大气

和水的运动
,

改变着自然地理环境及各自然地理要

素的性质
。

化学机制则依靠生化反应
,

通过有机物

与无机物之间的转化
,

影响着自然地理环境及各自

然地理要素的性质
。

尽管能量在自然地理过程中起

到动力的作用
,

但它不能代替转化机制
。

可见
,

自然地理环境地域差异具有内在性
。

虽

然
,

地域差异与太阳能和地球内能在地表分布不均

在一定程度上一致
,

但过分强调太阳能和地球内能

在地域差异形成中的作用是不科学的
。

三
、

自然地理环境地域差异与地域单元

尽管太阳能数量的地域变化从低纬向高纬呈渐

变递减
,

但沿地理坐标 经线
、

纬线等 方向表现出

的地域差异变化梯度却非如此
。

在一定范围内
,

自

然地理过程为统一过程
,

表现为 自然地理环境及地

理要素特征基本相同
,

地域差异变化梯度很小
。

超

出该范围则为另一自然地理过程控制区
,

表现出完

全不同的景观及自然地理要素特征
。

不同自然地理

过程控制区之间地域差异变化梯度出现突变
。

例如
,

温带针阔混交林暗棕壤地带以南为暖温

带落叶阔叶林棕壤地带
,

其北为寒温带针叶林灰化

土地带
。

但针阔混交林却不是落叶阔叶林与针叶林

之间的渐变带
,

因为
,

从针阔混交林南界到北界之间

各处的针阔比例基本恒定
,

而越过南界
,

则针叶树木

稀少
,

越过北界
,

则阔叶树木稀少 同样
,

暗棕壤也非

棕壤和灰化土的过渡土壤
。

三种土壤是在不同成土

过程下形成的性质不同的土壤
。

在同一自然地理过程控制下
,

形成特征相对一

致的区域称为地域单元
。

地域单元的形成
,

与一定

范围内的不同地点之间物质能量交换 如物种交

换
、

能量交换等 有关
,

如
,

同一气团控制的范围内
,

能量交换畅通
,

温度趋于一致
。

同样
,

物种在一定范

围内传播
,

导致该范围内生物组成的相似性
。

在同

一地域单元内
,

物质能量交换量大
,

单元内的相似性

逐步增加
,

内部趋于一致
,

这种现象称之为组合
。

地

域单元之间物质能量交换很小
,

缺乏必要的组合
,

单

元与单元之间的显著差异性无法消除
,

地域分异界

线明显
。

不同地点获得的能量不同
,

在自然地理环境中

做功的能量更不同
,

做功效果也就不同
,

长期积累
,

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差异将逐步加大
。

但不同地点之

间物质能量交换却起到与之相反的效果
,

消除了自

然地理环境的差异
。

差异与组合二者既相互对立
,

又相互依存
。

因此
,

对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分析
,

既要

看到差异
,

强调差异
,

又要不忽视组合和一致性
。

四
、

陆地自然带的纬度地带性特征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体现在不同尺度上
,

即规模

有大有小
。

其中
,

我们熟知的热量带分异和海陆分

异是全球性的地域分异
。

陆地环境的地域分异比全

球性地域分异的尺度小
,

在陆地上不同的地区
,

由于

所处的纬度位置
、

海陆位置互不相同
,

获取的能量不

同导致 自然地理过程和自然地理要素间作用形式的

不同
,

产生了不同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气候
、

植被和土

壤类型
,

同时
,

在组合作用下
,

形成了具有一定宽度
、

呈带状分布的陆地自然带
。

陆地自然带包括低纬和高纬地区横穿整个大陆

的地带和中纬度在一定范围内东西向延伸南北向更

替的地带段
。

横穿整个大陆的自然地理地带有苔原

地带
、

针叶林地带
、

赤道雨林地带
。

在中纬度地区
,

受海陆分布影响
,

水圈与大气圈物质交换形式出现

差异
,

自然带被分割成带段
。

于是在大陆东岸
、

大陆

西岸和大陆内部都各有自己独特的地带段组合
。

大

陆东岸中纬度地带组合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

温

带落叶阔叶林带与温带针阔混交林带 大陆西岸中

纬度地带组合为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
、

温带落叶阔

叶林带 大陆内部中纬度地带组合有两种形式
,

中部

的亚热带和温带荒漠带
、

两侧的 亚 热带草原和温

带草原带
。

尽管中纬度地区地域单元 即地带段 未横穿

整个大陆
,

但在形状上仍呈带状
,

延展方向是纬线方

向
,

主要更替方向为纬度变化方向
。

由于地带段与

纬度地带在延展方向和主要更替方向一致
,

因此
,

人

们常把二者的分布特征统称为纬度地带性特征
。

可

见
,

陆地 自然带的分布具有纬度地带性特征
。

常提

到的经度地带性
,

过于强调了同纬度不同地带段之

间的差异
,

忽视了地带段的延展方向和主要更替方

向
。

所以
,

在陆地 自然带中
,

无论是地带
,

还是地带

段
,

都具有纬度地带性的特点
,

经度地带性的提法并

不准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