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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地 自 然 带 规 律 刍 议

所谓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是指区域地理环境结构在

区域内部的差异。从总体上而言，全球的地理环境是个

统一的整体，但在不同的地区，因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

的不同，故分别具有一定热量和水分的组合，遂产生了

与此相对应的气候、植被及土壤，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

宽度、呈带状分布的陆地自然带。不同地区的陆地自然

带，显示出极为明显的地域差异，但各个陆地自然带及

其之间却又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

地域分异规律。

一、由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

由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的表现基本上取决

于地球的形状以及太阳辐射对地球表面不同的入射角

引起的在不同纬度上的热量差异。就总体趋势而言，低

纬地区太阳高度角比高纬地区大，低纬地区热量较高纬

地区丰富。故而受太阳辐射（或热量）从赤道向两极递减

的影响，地表景观和自然带沿着纬线的方向（东西方向）

延伸，沿着纬度的变化方向（南北方向）更替，故也将其

称之为纬度地带性规律。这种地域分异规律在面积广大

且地形平坦的理想条件下表现得最为充分。从实际的地

理空间分布来看，在低纬和高纬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

而对于每一陆地自然带的典型的和最富有表现力的特

征是气候和植被类型的不同。所以各自然带都以其对应

的气候和植被类型作为命名，比如低纬地区的热带雨林

带、热带草原带和热带荒漠带；高纬地区的亚寒带针叶

林带、苔原带和冰原带。它们大体都呈东西方向延伸，沿

着南北方向更替。既然气候和植被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

规律，那么在其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土壤也具有类似的规

律。

二、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受海陆分布、大气环流以及海陆热力性质差异的影

响，地表景观和自然带沿着经线方向（南北方向）延伸，

沿着经度的变化方向（东西方向）更替，故也将其称之为

经度地带性规律。这种地域分异规律是以水分为基础

的，在中纬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特别是海陆热力性质

差异是导致该地带性规律形成的首要原因，如东亚为世

界著名的季风气候区，南亚和东南亚还要叠加风带和气

压带的季节性移动的作用，使得自然带由赤道向两极的

地域分异规律受到破坏。具体表现在热带荒漠和亚热带

常绿硬叶林在向大陆东岸过渡时逐渐消失，到达东岸则

完全被常绿阔叶林替代，由此可见受季风环流影响之

深。与此相似的状况在北美、南美以及澳大利亚大陆的

东南部也有体现，但是没有亚洲显著。在温带地区，大陆

西岸受西风影响，降水丰富，植被茂盛，大陆中部受大陆

气团控制，降水稀少，形成温带荒漠。故一般而言，在中

纬度地区由东西两岸沿海分别向内陆地区，地表景观和

自然带呈现出森林带→森林草原带→草原带→荒漠带

过渡，我国温带地区的土壤自东向西依次为暗棕壤、黑

土、灰黑土、黑钙土、栗钙土、灰钙土、灰漠土、灰棕漠土，

简言之则由森林土壤→森林草原土壤→草原荒漠土

壤→荒漠土壤过渡，其分布与经度基本一致。

三、山地垂直的地域分异规律

在高山地区，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从山麓到山顶

的水热状况随之变化，地表景观也相应地出现了垂直分

布规律，具体表现为自然带大致沿着与等高线平行的方

向延伸，沿着垂直的方向更替。在中低纬的高山地区表

现得较为明显，特别是在赤道附近的高山，从山麓到山

顶自然带的分布与从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有些

相似。比如在非洲赤道附近的乞力马扎罗山，其南坡为

信风迎风坡，从山麓到山顶自然带的垂直分布依次为：

热带雨林带、热带草原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带、山地落叶

阔叶林带、高山草甸带、高寒荒漠带以及山顶冰川积雪

带。南坡自然带的海拔比北坡高，说明南北坡在热量丰

富且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南坡的降水更加充沛，自然景

观于是向高海拔移动。同时要特别注意乞力马扎罗山缺

失针叶林带，说明在高海拔的山地上降水不足或者是蒸

发旺盛，不能形成适合其生长的冷湿环境，因而缺失针

叶林景观。山地垂直地域分异规律的判读还应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的细节：

1.影响山体垂直自然带复杂程度的因素有：在达到

一定且拥有相同海拔高度的山体，如果山体所在的纬度

越低，则自然带数量越多结构越复杂，山体纬度越高，则

自然带数量越少结构越简单；如果山体所处的纬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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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则山体海拔越高，自然带就越复杂，山体的相对高度

越大，自然带就越复杂，反之亦然。2.影响山体垂直自然

带海拔高度的因素有：同类自然带的分布，在低纬的山

地上分布的海拔高，在高纬的山地上分布的海拔低；同

一山体，同类自然带在阳坡分布的海拔较高，在阴坡分

布的海拔较低。3.影响雪线海拔高度的因素有气度、降水

量和地表形态。雪线的分布高度与气温成正相关，温度

高时雪线也高，由于地表气温由低纬度向高纬度递减，

使雪线分布高度的总趋势也由低纬度向高纬度递减。降

水量与雪线高度关系密切，降水量越大，雪线越低；降水

量越少，雪线越高。这是因为在降雪量很小的条件下，要

达到降雪量与消融量的平衡，必须要有较低的年平均温

度，以使消融量和蒸发量减到很小；而在降雪量很大的

情况下，必须有较高的年平均温度方能融化大量的积

雪，以保持降雪量与消融量的平衡。综合考虑气温和降

水两个因素，就全球趋势而言，雪线海拔高度的纬度分

布规律是：由副热带高压带向南北两侧的高纬和低纬度

降低。地表形态因素对雪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山势和

坡向上。从山势上看，陡峻的山地，积雪易下滑，不利于

积雪保存，雪线偏高；坡度较小的山地，有利于积雪沉

积，雪线偏低。在海拔高度相同的山坡两侧，向阳坡接受

的太阳辐射量较多，气温偏高，雪融化较快，雪线位置较

高；背阳坡接受的太阳辐射量较少，气温偏低，雪线位置

也较低。对于北半球而言，南坡、西坡日照多，冰雪消融

量大，雪线偏高，而北坡和东坡的雪线位置较低。在极地

地区，雪线就在地面上。迎风坡降水丰富，雪线海拔低，

背风坡降水少，雪线海拔高；如果阳坡同时是迎风坡，阴

坡同时是背风坡，则要充分考虑气温与降水这两个因素

哪个是主导因素。

由此可见，垂直地带性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山地

高度和所在的位置不同而引起的热量和水分的对比关

系的变化。垂直地带性的梯度变化远比纬度地带性和经

度地带性多，在山地上，相对高度相差几百米就可以出

现不同的垂直带谱，而在南北和东西方向上的水平地面

上，相邻自然带的距离往往以几百千米计。所以，垂直地

带性与纬度地带性和经度地带性有些相似，但不完全相

同。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中地理（必修）上册［M］.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刘德生主编.世界自然地理（第二版）［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黄 晓）

———以人教版高中地理为例
简 述 新 课 程 改 革 背 景 下 学 生 如 何 学 好 地 理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730070） 赵生龙 张海亮

地理空间广大，地理事物多种多样，地理关系错综

复杂。高中地理一直被认为较难学的学科之一，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学习地理尤其要注意学习方法，

只有掌握好学习方法，才能化难为易，学得扎实而灵活。
一、学习地理常用方法

（一）快乐学习法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亚科·雷奇说：“真正的学习不仅

仅只是有极佳的学习状态和环境，采用有趣的学习方

式，还要求孩子们清除学习障碍，设定目标，激发感情。”
真正的学习是快乐的，它不仅是指有所收获的成就感，

还包括学习过程的快乐感。快乐的学习使人振奋，主体

的积极主动性高，大脑处于激活状态，学习效果也是最

好的。这就要求：

1.施加学习地理是享受的意念

好奇心是学习动力的源泉表现，好奇心得到满足就

会感到很快乐，也就增长了知识与技能，所以要经常给

自己施加学习地理是一种享受的意念。不要老是感觉地

理著名那么难学、地理名称那么难记，要经常的施加：这

个地方在哪呢？我如果能去参观多好！这座山是著名形

成的？学习地理是这么的有用啊！等这些意念给自己，使

其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情中，形成习惯，不仅越来越感觉

到学习的快乐，而且还会增加学习的动力。
2.去除一切不利于地理学习的借口

不要始终认为地理学习不好是没有兴趣、地理基础

不好或没有好的方法等。其实，这是学习懒惰的表现，是

为自己不学习地理找借口，要知道兴趣不是天生的，是

后天形成的。
3.要积极地投入到地理学习中

只有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地理，去认识地理的现象、
分析地理内容、找出规律与问题，才能理解其对人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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