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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图  世界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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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图  中国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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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图  中国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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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地球的自转及其地理意义

第 1 单元  地球运动

1

地球自转方向

地球自转产生昼夜更替

地球自转的角速度和线速度

太阳的周日视运动

纬度越低，地球

自转的线速度越大，

因此纬度较低的发射

场可以使火箭得到更

大的地球自转赋予的

向东的初速度，减少

地球引力的影响，提

高运载能力。

地球自转

昼夜更替和地方时

6

中国主要卫星发射基地
1:58 000 000

除两极点外，地球自转的

角速度各地均为每小时 15°；线

速度由赤道向两极递减。两极点

的角速度和线速度均为零。



中国领土跨越的时区

世界时区

1.以0°经线为基准，每隔15°经度划分1条中央经线。

2.以0°经线为中央经线，向东西方向各取7.5°经度，为中

时区。

3.每条中央经线向东西方向各取7.5°经度，划分为1个时

区。从中时区向东依次为东一区至东十一区，向西依次为

西一区至西十一区。

4.以180°经线为中央经线，向西取7.5°经度为东十二区，

向东取7.5°经度为西十二区。

5.自东十二区进入西十二区，时刻不变，日期要减去1天。

1.已知经度求理论时区：

时区=经度/15°，所得商数四舍五入到整数位。例如，东

经113°所在时区，113°/15°=7.53，为东八区。

2.计算两地的时区差：

同方向相减，不同方向相加。例如，东二区与东七区的时

区差为：7-2=5，两地相差5个时区；西五区与东三区的时

区差为：5+3=8，两地相差8个时区。

理论时区划分标准

时区计算方法

7

1:53 000 000



地转偏向现象

崇明岛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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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单元  地球运动

地转偏向力对北半球河流河口形态的影响

   ①观察崇明岛的形态，其是否

发生了变化？

    ②原因是什么？

读图
思考



注：图上二分二至日均指北半球。

主题 地球的公转及其地理意义2

地球公转与黄赤交角

太阳直射点回归运动侧视图 太阳直射点回归运动轨迹

地球公转

恒星年和回归年

9

主题 2  地球的公转及其地理意义

恒星年是太阳中心连续两次通过地球与某一恒星连线的时间间隔，

为 365 天 6 时 9 分 10 秒。

回归年是太阳直射点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的时间间隔，为 365 天 5

时 48 分 46 秒。

注：图上二分二至日均指北半球。



二分二至日正午太阳高度的纬度分布 二分二至日昼长的纬度分布

10

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变化

第 1单元  地球运动

二分二至日不同纬度的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



五带的划分

注：图上二分二至日均指北半球。

11

四季与五带

地球公转与四季的划分

主题 2  地球的公转及其地理意义

   为什么我国与欧美国家四季划

分的时间段不一致？

读图
思考



主题 岩石圈的物质循环

第 2 单元  岩石圈与地表形态

3

12

岩石的基本类型

沉积岩形成过程示意

岩浆岩形成过程示意

岩石圈物质组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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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岩形成过程示意——以热接触变质作用为例

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

五大连池火山群示意



常见岩石及其应用

人类对岩石的开发利用

岩石圈的物质循环示意

岩石的相互转化

第 2单元  岩石圈与地表形态

14



主题 3  岩石圈的物质循环

15

1:35 000 000中国著名岩石地貌景观分布（部分）



主题 地表形态的变化4

16

第 2单元  岩石圈与地表形态

断层形成示意褶皱形成示意

内力作用类型示意

地质构造与地形示意

内力作用与地表形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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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4  地表形态的变化

背斜储油（气）结构示意 向斜储水结构示意

背斜与向斜的判断与地质应用

 背斜与向斜的形态

 背斜与向斜岩层年龄的特点

 背斜成谷、向斜成山演变过程示意

 背斜与向斜的地质应用
   为什么背斜易形成

储油（气）结构？
读图
思考



18

第 2单元  岩石圈与地表形态

喜马拉雅山脉的形成

全球板块及造山带分布

印度板块的  运动

1:15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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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4  地表形态的变化

东非大裂谷的形成

东非大裂谷

东非大裂谷景观

印度板块的  运动

①全球的主要板块有哪些？

②世界主要山脉的分布具有什么特点？

读图
思考

1:80 000 000



风力侵蚀作用示意

海浪侵蚀作用示意

外力作用与地表形态变化

在风力较大的干旱、

半干旱地区，风力对地

面物质的吹蚀和风沙的

磨蚀作用侵蚀掉岩石表

面的物质，最终留下一

根根柱形石。

海浪侵蚀作用

形成一个凸向海洋

的岬角。 

海浪猛烈地拍打

着岬角。在岬角两侧

形成相对的洞穴，洞

穴相通形成拱桥。

拱桥坍塌后，留下

与岬角分开的岩柱。

20

物理风化作用示意

生物风化作用示意

海浪侵蚀

冰川沉积

冰川侵蚀

冰
川

冰
川

冰

搬
运
搬

运
搬

流水沉积

流流

 风化作用

 侵蚀作用

第 2单元  岩石圈与地表形态

土壤土壤

未风化未风化
的岩石的岩石

土壤土壤

未风化的未风化的
岩石岩石

部分风化部分风化
的岩石的岩石

外力作用类型示意

海蚀崖

海蚀柱海蚀拱桥

植物根系的生长使岩

石松动或破裂，动植物死

亡后分解产生的有机酸加

速岩石分解，形成松散的

碎屑物。

岩石受热膨胀，崩解破碎。暴露的表面积增加，风化作用会进一步加强。



多种多样的地表

形态是内力与外力长

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风力搬运作用示意

流水搬运作用示意

冰川沉积作用示意

21

 搬运作用

 沉积作用

流水沉积作用形成的冲积扇

冰川搬运作用示意

全球陆地地表形态

主题 4  地表形态的变化

1:2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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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形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贺兰山及东侧的农业类型为例

地表形态对工程建设的影响——以青藏铁路为例

地表形态与人类活动

 地表形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第 2单元  岩石圈与地表形态

1:16 000 000

贺兰山及东部地形 贺兰山及东部农业类型
1:1 900 000 1:1 9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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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活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地表形态对城市布局的影响——以兰州为例

主题 4  地表形态的变化

1:720 000

1:500 000

中国连片且面积较

大的梯田分布

1:35 000 000

香港填海造陆

    我国哪些地

形区适合修建面

积较大的梯田？

读图
思考



冷锋天气

过程示意

暖锋天气

过程示意

欧洲中纬地区的天气系统

锋面模式

24

第 3 单元  大气圈与天气、气候

主题 常见天气系统5

锋与天气

某时刻欧洲中纬

地区的天气系统

某时刻欧洲中纬地

区的天气系统模式

1:17 000 000

注：图中的

气压和日均温均

指甲城市的气压

和日均温。

注：图中的

气压和日均温均

指甲城市的气压

和日均温。



某次寒潮天气过程对中国造成的降温分布

昆明准静止锋位置

25

1:35 000 000

1:23 000 000

昆明准静止锋示意

中国准静止锋分布

1:45 000 000



北半球气旋与反气旋

台风“山竹”移动路径（2018 年 9 月）

中国东南沿海近地面天气形势图（2017 年 7 月 16 日 14 时）

台风结构示意

南半球气旋与反气旋

左图的等压线分布状况显示西北太平洋上形

成了高气压中心，并向西延伸，控制了我国东南

沿海局部地区。该地区气流在下沉过程中，气温

不断升高，水汽难以凝结，天气晴朗。此时太阳

直射北半球，云层稀薄，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

较小。因此，我国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形成了高温

天气，如下图所示。

26

气旋、反气旋与天气

第 3单元  大气圈与天气、气候

1:25 000 000

1:44 000 000

中国东南沿海局部地区高温预报

1:27 000 000（2017 年 7 月 16 日）

天气形势图的判读方法



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近地面天气形势图（2018 年 9 月 4 日 20 时）

高压中心

低压中心

冷锋

暖锋

天气形势图中常见构成要素的表示方法

27

主题 5  常见天气系统

1:80 000 000

天气形势图的判读方法    为什么高纬地区和低纬

地区都能形成低压中心？

读图
思考



地球表面气压带、风带的季节移动

28

主题 大气环流与气候6

三圈环流

第 3单元  大气圈与天气、气候

北半球地表

风带俯视图

南半球地表

风带俯视图

全球大气环流、气压带

与风带示意

   夏至日及冬至日前后气压带、

风带的移动会带来哪些影响？

读图
思考



海陆分布对气压带的影响

随太阳直射点北移，中

纬度地区被副热带高气压带

控制，副热带高气压带被陆

地局部低压切断，形成若干

团状高压。

随太阳直射点南移，

中纬度地区被副极地低气

压带控制，副极地低气压

带被陆地局部高压切断，

形成若干团状低压。

29

世界 7月海平面气压与风

世界 1月海平面气压与风

主题 6  大气环流与气候

1:200 000 000

1:200 000 000

气压带、风带与气候



世界气候类型分布

季风环流与气候

第 3单元  大气圈与天气、气候

1:15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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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 12.5 ～ 37℃，适宜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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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位于印度半岛的中部，受南

亚季风的影响，温度和降水均

适宜柑橘的生长，因而当地盛

产柑橘，有“柑橘之都”的美誉。

1:44 000 000 1:44 000 000

“柑橘之都”那格浦尔

西

南回归线

赤道

北 冰 洋

洋平太

洋

度印

大
大

西

洋

北回归线

北极圈

南极圈

洋

卡扎奇耶

北京

波哥大

伊基托斯

雅典

莫斯科伦敦

上海

比尔马

巴马科
胡志明市

东方站

极

地
东

风

北寒带

北

温

带

副

极
地

低
气

压
带

西

中

纬

风 副
热
带
高
气
压
带

热

带

赤
道
低
气
压
带

东

北

信

风

风

东

南

信

副
热
带
高
气

压
带

南

温

带

地
极

副

低
气
压
带

西

风

带

极
地

东
风

北寒带 极
地
东
风北

温

带

副
极

地
低

气
压

带

西

纬

风

中

副
热

带
高

气
压
带

热

带

赤
道
低
气
压
带

东

北

信

风

风

东

南

信
副
热
带
高
气
压
带

南

温

带

副
极

地
低

气
压

带

西

风

带
极

地
东

风 南寒带南寒带

寒带冰原气候

寒带苔原气候

亚寒带针叶林气候

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

温带草原气候

温带沙漠气候

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

亚热带地中海气候

亚热带草原和沙漠气候

热带沙漠气候

热带草原气候

热带季风气候

热带雨林气候 高原、高山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
温
带
大
陆
性
气
候

30

寒带苔原气候

卡扎奇耶

（海拔17米）

气
温
/
℃

-16.1

-20

０

20

40

-40

-60 ０ 

200 

300 

400 

500 

100

147

1 4 7 10
月份

降
水
量
/
m
m

（海拔60米）

温带海洋性气候

伦敦

10.0

-20

0

20

40

-40

-60 ０ 

200 

300 

400 

500 

100

694

1 4 7 10
月份

气
温
/
℃

降
水
量
/
m
m

热带沙漠气候

比尔马

（海拔359米）

26.1

-20

0

20

40

-40

-60 ０ 

200 

300 

400 

500 

100

1 4 7 10
月份

21

气
温
/
℃

降
水
量
/
m
m

热带草原气候

巴马科

（海拔331米）

０ 

-20

0

20

40

-40

-60

200 

300 

400 

500 

100

1 4 7 10
月份

28.2 1 098

气
温
/
℃

降
水
量
/
m
m

温带季风气候

北京

（海拔31米）

气
温
/
℃

-20

0

20

40

-40

-60 ０ 

200 

300 

400 

500 

100

1 4 7 10
月份

11.5 644

降
水
量
/
m
m

东方站

（海拔3 420米）

-20

0

20

40

-40

-60 ０ 

200 

300 

400 

500 

100

 

1 4 7 10

 降
水
量
/
m
m

 气
温
/
℃

月份

寒带冰原气候

-55.2 ＜50



世界气候类型分布

主题 6  大气环流与气候

气候与自然地理景观

  
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气温距平变化

乞力马扎罗山冰川面积变化

乞力马扎罗山的位置

    气候变化对乞力马扎罗山自然地理景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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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单元  水圈与海—气相互作用

主题 陆地水7

陆地水体的主要类型

中国陆地主要水体分布

世界陆地主要水体分布

32

1:200 000 000

1:35 000 000



湖泊与河流之间的补给关系——以洞里萨湖为例

陆地水体之间的主要联系

雨季洞里萨湖与湄公河的补给关系 旱季洞里萨湖与湄公河的补给关系

洞里萨湖水位变化

33

1:8 000 000 1:8 000 000

陆地水体的相互关系

河流与地下水的补给关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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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流补给类型 

松花江某支流径流量过程线

青海诺木洪河诺木洪站 1958 年径流量过程线

第 4单元  水圈与海—气相互作用

1:35 000 000

闽江流域建溪叶坊站 1953 年径流量过程线



世界河流补给类型

刚果河、尼罗河、长江径流特征与降水、气温的关系

35

主题 7  陆地水

1:200 000 000

  坎儿井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坎儿井示意



主题 海洋水8

洋流的分布规律

世界表层洋流分布（北半球冬季）

北半球风海流（局部）

风海流示意

36

第 4单元  水圈与海—气相互作用

1:120 000 000

1:125 000 000

盛行风作用于海面，推动海水随风漂流，使

上层海水带动下层海水流动，形成风海流。



大洋表层洋流和行星风系模式图

南极绕极环流

补偿流示意 密度流示意

37

主题 8  海洋水

    ①根据图例，在图中找出哪些是

暖流，哪些是寒流。②总结洋流的分

布规律并分析成因。

读图
指导

南极绕极环流分布于南纬 35°～ 65°区域，

与西风带的分布范围大体一致。

不同海域海水的温度和盐度不同，导致海水

密度存在差异，从而引起海水的流动，形成密度流。

洋流流出海区的海水减少后，相邻海区的海

水就会流入补充，形成补偿流。



  我国航海爱好者的环球航行

洋流对气温的影响 洋流对局部地区气候类型的影响

世界主要寒流与沿岸荒漠

航行路线

38

洋流对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第 4单元  水圈与海—气相互作用

1:330 000 000

1:200 000 000

1:80 000 000 1:68 500 000

    寒流会对所经过地区的

气候造成哪些影响？

读图
思考



洋流与世界著名渔场

洋流对航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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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8  海洋水

1:200 000 000

1:87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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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单元  水圈与海—气相互作用

海—气相互作用及其影响

海洋和大气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海—气之间的物质交换

包括水分交换、可溶气体交换、固体物质交换等。海—气之间的能量交换主

要指海—气之间的热量交换。

海—气相互作用示意

世界局部海域平均每日向大气输送的热量分布

全球水量平衡

海洋是最主要

的热量储存库。海

洋向大气输送的热

量受海洋表面水温

的影响，水温高的

海区向大气输送的

热量多。

全球蒸发和降

水的关系可以表示

如下：大陆降水量

+ 海洋降水量 = 大

陆蒸发蒸腾量 + 海

洋蒸发量。

1:15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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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8  海洋水

厄尔尼诺与拉尼娜现象

厄尔尼诺发生年的大气环流示意

拉尼娜发生年的大气环流示意

秘鲁渔获率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关系 美国玉米产量与拉尼娜现象的关系

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水温异常导致南美太平洋沿岸鱼

群数量减少，对捕鱼业造成较大的影响，甚至造成渔场关闭。

拉尼娜现象导致太平洋东部干旱等灾害的发生，

从而对玉米产量造成较大的影响。



第 5 单元  自然环境特征

主题 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9

42

小尺度范围各自然地理要素的内在联系

    自然环境的统一演化过程——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河流稀疏短小，

水量不大，多内流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深居内陆，海洋水汽很难到达，气候干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被类型
植被稀少，多荒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壤类型

土壤发育程度

低，多灰漠土与棕

漠土。

    自然环境的统一演化过程——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湿状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理环境

1:20 000 000

1:30 000 000

1:30 000 000

气候、地貌、水文、生物、

土壤等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

例如，气候决定生物群落的

分布，而生物又影响大气的

组成，调节气候；降水影响

陆地水体的分布，而水分的

蒸发和凝结影响气候等。

1:30 000 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环

境各要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读图
思考



    热带雨林破坏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秦岭—淮河一线南北地域差异

43

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性

1:11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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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单元  自然环境特征  

自然带

1:130 000 000

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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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9  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

    ①在地图中找出各自然带

的分布位置。②结合景观图片

及文字介绍进一步了解各自然

带的特征。

读图
指导



世界陆地自然带模式图世界气候类型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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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由低纬向高纬的地带性分异

主题 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10
第 5单元  自然环境特征  

由低纬向高纬的地带性分异——以亚洲陆地自然带为例 1:8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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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从沿海到内陆的地带性分异

主题 10  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1:16 000 000

  从沿海到内陆的地带性分异——以内蒙古干湿区划分为例

内蒙古自治区干湿区的划分

    ①指出我国的作物熟制共

分为几种并找出其特点。

    ②指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

的分布位置并分析成因。

读图
思考

1:35 000 000

纬度地带性对农业的影响——以中国

主要粮食作物分布和耕作制度为例



南迦巴瓦峰植被的垂直分布

安第斯山脉南段自然带的
非地带性分布

南迦巴瓦峰的位置

南迦巴瓦峰垂直自然景观

地球表面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有地带性的分布规律。某些地区因受海陆位置、地形起伏、洋流等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与地带性

规律不相吻合的现象。非地带性因素与地带性因素相互作用，使地带性规律不完整或不鲜明，使自然环境更加复杂。 

由于高大山脉对来

自太平洋湿润西风的阻

挡，南美洲安第斯山脉

南段西侧是温带落叶阔

叶林带，而同纬度的山

脉东侧却是温带荒漠带。

马达加斯加岛西半部为

热带稀树草原带，东半部却

是热带雨林带。这是由于东

半部地处山地迎风坡，且沿

岸受到暖流的影响。

自然环境的垂直地带性分异

自然环境的非地带性

鲁藏雅 江布

西藏自治区

南迦巴瓦峰的位置

南迦巴瓦峰

1∶68 000 000

1:43 000 000

1:68 000 000

1:90 000 000

马达加斯加岛自然带的
非地带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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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单元  自然环境特征  



    一般居民点
 （专题图居民点）

大坝

水库

沙漠

洲界

国界

未定国界

地区界

军事分界线、停火线

中国特别行政区界

中国省、自治区、
直辖市界

中国地级界

中国首都

外国首都、首府

山峰海拔/m

山峰、火山

8 844.43

湖面海拔/m-415

海深/m11 034

运河

常年河

海岸线

时令河

铁路

高速公路

中国省级行政中心

湖泊
淡 咸

时令湖

珊瑚礁

陆缘冰、大陆冰

沼泽、盐沼

本册图例

声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有关规定，我们已尽量
寻找原作者支付报酬。原作者如有关于支付报酬事宜可及时与出版社联系。

本册教材图片提供信息：
本册教材中的图片由中国地图出版社以及全景网、视觉中国等图片网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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