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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区域发展知识点

第一部分 自然地理和地图 

一、 宇宙中的地球 

（一）、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天体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过程 天圆地方说、地圆说、地心说、日心说、大爆炸宇宙学说 

宇宙的基本特点 由各种形态的物质构成，在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 

天体的分类 星云、恒星、行星、卫星、彗星、流星体、星际物质。 

天体系统的成因 天体之间因相互吸引和相互绕转，形成天体系统。 

天体系统的级别 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总星系 

地球的普通性 八大行星中的普通一颗（同向性、共面性、近圆性、物理性质、运动特征） 

地球的特殊性 有生命 

（二）、日地关系 

日地平均距离 1.496亿千米，约1.5亿千米（一个天文单位） 

太阳系九大行星的位置 水金地火（小）、木土天海 

九大行星按结构特征分类 类地行星（水金地火）、巨行星（木土）、远日行星（天海） 

地球上生物出现和进化的原因 光照条件、稳定的宇宙环境、适宜的大气和温度、液态水。 

太阳的主要成分 氢和氦 

太阳辐射能量的来源 核聚变反应 

太阳辐射对地球和人类的影响 维持地表温度，水循环、大气运动等的动力，人类的主要能源。 

太阳活动 黑子（标志）、耀斑（最激烈）。 

我国太阳能的分布 分界线；青藏高原（最高）、四川盆地（最低）。 

太阳外部结构及其相应的太阳活动 光球(黑子)、色球(耀斑)、日冕(太阳风)。 

太阳黑子的变化周期 约11年。 

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①影响气候②影响短波通讯③产生磁暴现象 

（三）、地球 

地球的形状 赤道略鼓，两极稍扁的椭球体 

地球的平均半径与赤道周长 6371千米、4万千米 

经线和经度 连接南北极的线。相对的两条经线组成一个经线圈。111×cosθ 

特殊经线 0°、180°、120°E、20°W、160°E 

纬线和纬度 和赤道平行的的圆。以赤道为零度，向南向北各90度。 

特殊的纬线 0°（赤道）、90°（极点）、30°、60°、23°26′、66°34′ 

本初子午线 0°经线，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原址。 

南北方向的判断 北极为最北，南极为最南。 

东西方向的判断 沿着自转方向为向东，逆着自转方向为向西。 

经纬网上方向的判断 平行四边形法则 

经纬网上距离的计算 经度每差一度相差110×cosθ(当地纬度)、度相差一度相差110千米 

东西经的判断 沿着自转方向增大的是东经，减小的是西经。 

南北纬的判断 度数向北增大为北纬，向南增大为南纬。 

地球自转的方向 自西向东。北极上空俯视呈逆时针旋转，南极俯视呈顺时针 

地球自转的周期 恒星日，23小时56分4秒（真正周期）；太阳日24小时（昼夜交替周期）。 

地球自转的速度 角速度（约每小时15°），线速度（自赤道向两极递减1670km/h×cosθ） 

地球公转的轨道 椭圆轨道。一月初（近日点）快，七月初（远日点）慢。 

地球公转的方向 自西向东。从地球北极上空观察，呈逆时针旋转。 

地球公转的周期 恒星年（365日6时9分10秒）（真正周期） 

回归年（365日5小时48分46秒） 

黄赤交角 黄道平面与赤道平面的夹角，目前为23°26′。 

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规律 太阳直射点以一回归年为周期相应地在南北回归线间往返移动 

晨昏线的判断 沿自转方向，黑夜向白天过渡为晨线，白天向黑夜过渡为昏线。 

晨线和赤道相交处的经线为6点，昏线和赤道相交处的经线为18点 

地方时的计算 每往东1°，时刻增大4分钟。 

已知经度求时区数 经度除以15，再四舍五入。 

区时的计算 每往东1个时区，时刻增大1个小时。 

北京时间 以东八区（120°地方时）为标准时间。 

国际标准时间 以本初子午线时间为标准时（即零度经线）。 

国际日期变更线 180°经线（理论上），有三处偏离，不通过陆地（实际）。

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昼夜更替、地方时、水平运动物体的地转偏向（北右南左） 

太阳直射点的判断 太阳高度为90度，昼半球的中心点，地方时为12点。 

春分日（3.21.）秋分日（9.23.） 太阳直射点在赤道，晨昏线与经线重合，全球昼夜等长 

夏至日（6月22日） 太阳直射点在北回归线，晨昏线与经线交角最大，北半球昼长>12h 

冬至日（12月22日） 太阳直射点在南回归线，晨昏线与经线交角最大，南半球昼长>12h 

夏半年的概念 3月21日至9月23日,直射点在北半球。此时南半球为冬半年 

冬半年的概念 9月23日至3月21日，直射点在南半球。此时南半球为夏半年 

昼夜长短的计算 以昼弧长度为依据，每15度为1小时。日落时间减去日出时间。 

日出日落时刻的计算 日出时间为12－L/2,日落时间为12＋L/2；L为昼长 

昼夜长短的判断 夏半年，越往北白昼越长，冬半年，越往南白昼越长。 

正午太阳高度的计算 90°-（直射点与所求点的纬度间隔） 

天文四季 一年内白昼最长、太阳最高的季节是夏季，反之为冬季。 

我国传统四季 以立春(2.4/5)、立夏(5.5/6)、立秋(8.7/8)、立冬(11.7/8)划分四季。 

欧美传统四季 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为四季的起点。 

二十四节气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五带的名称和范围 热带、北温带、南温带、北寒带、南寒带。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昼夜长短的变化、四季更替 

（四）、宇宙探测 

空间探索阶段的开始 1957年10月，原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空间开发阶段的开始 1981年第一架航天飞机试航成功。 

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1970年“东方红”一号、2003年“神舟5号”载人航天飞船。2005年神舟6号。2008年神舟7号。 

宇宙自然资源的分类 空间资源（高真空、强辐射、失重）、太阳能资源、矿产资源。 

保护宇宙环境 清除太空垃圾、加强国际合作。 

二、大气 

（一）大气的组成和垂直分布 

大气圈对地球的重要意义 保护生物生存，影响地球自然环境，维持生命活动 

低层大气的组成 干洁空气、水汽和固体杂质 

干洁空气的组成 氮和氧，二氧化碳和臭氧 

氧、氮、臭氧、二氧化碳、水汽和尘埃的作用 生命活动必需；构成生物体成分；吸收紫外线；光合、保温作用；成云致雨 

大气污染 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氟氯烃破坏臭氧层、酸雨 

大气垂直分层 对流层、平流层（臭氧层）、高层大气（电离层） 

对流层的主要特征 上冷下热，对流显著，天气现象复杂多变。与人类的关系最密切 

电离层 无线电短波通讯 

平流层的主要特征 臭氧吸收紫外线。平流，对高空飞行有利。人类的保护伞。 

（二）对流层大气的热力状况和大气运动 

影响太阳辐射强度的最主要因素 太阳高度角 

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 选择性吸收、反射（无选择性）、散射。 

辐射定律 物质的温度越高，辐射中最强部分的波长越短；反之越长。 

地面辐射 是对流层大气主要的直接热源。属长波辐射。 

大气逆辐射 大气辐射射回地面的部分。夜间有云较温暖，夜间晴朗较寒冷。 

大气的保温效应 水汽和二氧化碳对地面长波辐射吸收能力很强，保温作用 

全球的热量平衡 地球多年平均收入的热量与支出的热量是相等的。 

引起大气运动的根本原因 各纬度间的冷热不均。 

热力环流 由于地面冷热不均而形成的空气环流。 

形成风的直接原因 水平气压梯度力。 

水平气压梯度力的方向和大小 由高压垂直指向低压。 

单位距离间的气压差越大（等压线越密集），风力越大。 

地转偏向力的方向 北半球垂直于风向右侧，南半球垂直于风向左侧。低纬度小，高纬度大 

摩擦力对风向的影响 受摩擦力的影响，风向与等压线并不平行，而是有个交角，斜穿等压线。 

根据等压线判断风向的步骤 北半球右偏，南半球左偏；斜穿等压线，指向低压；高空与等压线平行。左右手法则。 

热力环流的典型案例 城市风、海陆风、山谷风 

海平面等压线 低压中心，高压中心。低压槽、高压脊、鞍部。 

大气环流的意义 调整全球水热分布，是各地天气变化和气候形成的重要因素。 

地球上气压带和风带的分布 赤道低压、信风、副高、中纬西风、副极地低压、极地东风、极地高压 

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位移 大致来说，对于北半球夏季北移，冬季南移。 

冬季主要气压中心（1月，北纬60度） 亚洲高压（亚欧大陆）、阿留申低压（北太平洋）和冰岛低压（北大西洋） 

夏季主要气压中心（7月，北纬30度） 亚洲低压（亚欧大陆），夏威夷高压（北太平洋）亚速尔高压（北大西洋） 

季风的成因 ① 海陆热力性质差异（东亚） 

② ②气压带和风带位置的季节移动（南亚） 

季风的典型分布地区 东亚季风（西北、东南风）；南亚季风（东北、西南风）。 

（三）大气降水 

降水的条件 物质条件：水汽、固体杂质 

临界条件：水汽上升，水汽凝结达到过饱和。 

降水的类型 锋面雨、地形雨、对流雨 

世界降水分布 东岸多、西岸少。赤道多、两极少。沿海多、内陆少。赤道多雨带、副热带少雨带、副极地多雨带、极地少雨带。 

（四）天气、气候与人类及气象灾害 

锋面的分类与天气 冷锋、暖锋和准静止锋。过境时与过境后气温、气压、天气的变化。 

锋面对我国天气影响的实例 北方夏季的暴雨（冷锋）冬季的寒潮、沙尘暴（冷锋）、梅雨（准静止锋） 

气旋的气压、气流状况、天气特征 低气压；上升气流；阴雨。北半球逆时针辐合，南半球顺时针辐合。 

反气旋的气压、气流状况、天气特征 高气压；下沉气流；晴朗。北半球顺时针辐散，南半球逆时针辐散。 

锋面气旋 温带气旋，东面暖锋、西面冷锋。暖锋锋前、冷锋锋后一侧阴雨。 

气候形成因子 太阳辐射、大气环流、下垫面、人类活动。 

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的比较 日较差、年较差、最高气温月、最低气温月。 

世界气候类型的名称 热带（四种）、亚热带（两种）、温带（三种）、寒带（一种） 

判断气候类型的步骤 ①判断南北半球，②判断热量带，③判断雨型。 

亚热带季风气候 大陆东岸20-35°。季风环流。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 

地中海气候 30-40西岸。受副高和西风交替控制。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 

温带季风气候 40-60°大陆东岸（仅东亚）。季风环流。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低温干燥。 

温带海洋性气候 40-60°大陆西岸。终年盛行西风。冬暖夏凉，降水均匀。 

温带大陆性气候 温带内陆。终年受大陆气团控制。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全年少雨。 

气候的变化 地质时期、历史时期、19世纪末以来。 

气候资源的特点 可再生，普遍存在性，数值特征，有较大的变率 

气候资源与农业 种植制度（作物的结构、熟制、配置与种植方式）。 

气候资源与建筑 小区街道与子午线成30°-60°夹角，街道方向与风向平行（利于通风） 

风与城市规划 工业企业布局在盛行风的下风向或最小风频上风向。居民区相反。 

气候资源与交通 公路、铁路、机场（暴雨、泥石流、风速、桥涵、云雾、地势等） 

台风（飓风） 热带气旋强烈发展形成。近中心风力>12级。影响低纬度东岸。 

热带气旋强度等级 热带低气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 

台风的监测与预报 利用气象卫星确定台风中心位置，估计强度，监测移动方向和速度。 

暴雨形成条件 ①充足的水汽②强烈的上升运动③持续的天气系统 

洪涝灾害的防御 提高预报的准确率，采取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 

干旱的危害 造成粮食减产，人畜饮水困难，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干旱的防御 改善生态、选择耐旱作物、开展水利建设、改进耕作制度等。

寒潮的危害 带来严寒、大风、霜冻。对春秋季的农作物危害最大。 

寒潮的防御 提前发布准确的寒潮消息或警报。 

全球变暖趋势及其人为原因 ①燃烧矿物燃料②毁林 

全球变暖造成的后果 ①海平面上升②各地区降水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导致各国经济结构调整。 

大气臭氧层总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氟氯烃化合物消耗臭氧。 

大气臭氧层总量减少的危害 ①直接危害人体健康②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牧渔造成破坏。 

臭氧层的保护 ①研制新型制冷系统②参与国际合作 

酸雨的成因 燃烧煤、石油、天然气，排放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等酸性气体。 

我国酸雨区的分布 南方酸雨严重①西南（四川盆地）②中南（珠江三角洲）③长江三角洲 

酸雨的危害 ①河湖水酸化，影响鱼类②土壤酸化③腐蚀建筑物④危及人体健康 

酸雨的防治 减少人为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煤炭中的硫资源综合利用。 

（五）气压、气温、降水等值线图、柱状图等的判读技巧 

三、海洋 

（一）海水的性质和运动 

海洋是大气的主要热源和水源 海洋水量占地球总水量的96.53%，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热容量很大。 

海岸带 从滨海平原到大陆架之间的广阔区域。 

海岸带与人类活动 全球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60千米的范围内。 

人－海岸相互作用阶段 ①很少干预②开始干预③海岸开发④海岸管理 

海水热量的收入、支出 太阳辐射、海水蒸发所消耗的热量。 

影响海洋表层水温的因素 太阳辐射、沿岸地形、气象、洋流等。 

海水温度的空间变化规律 从赤道向两极递减。 

海水温度的垂直变化 表层海水温度变化较大，1000米以下深层海水温度变化不大。 

海水对大气温度的调节作用 海洋面积广，水量大，而且热容量又很大。 

海水中主要盐类物质 氯化钠、氯化镁。 

盐度的概念 1000克海水中所含溶解的盐类物质的总量。大洋平均盐度：3.5％ 

海洋表层盐度的纬度分布规律 从南北半球的副热带海区分别向南北两侧递减。 

影响海水盐度的因素 降水量、蒸发量、洋流（寒流、暖流）、河流淡水汇入（径流量）。 

盐度最高的海区和最低的海区 红海（亚非交界）、波罗的海（北欧附近） 

海水运动的主要形式 波浪（风浪、海啸）、潮汐（大潮和小潮）、洋流 

洋流的概念 海水常年比较稳定地沿着一定方向作大规模的流动。 

洋流的成因分类 风海流（大多东西方向）补偿流（大多南北向）密度流（直布罗陀海峡）。 

风海流的成因 盛行风吹拂海面，推动海水随风漂流。并受地转偏向力、海岸轮廓影响。 

中低纬度大洋环流（副热带为中心） 北半球为顺时针流动，南半球为反时针流动。大陆东岸暖流、西岸寒流 

中高纬度大洋环流（副极地为中心） 仅位于北半球中高纬，呈反时针方向流动。大陆东岸寒流、西岸暖流 

北印度洋洋流的分布规律 冬逆夏顺。冬季自东向西流（东北季风），夏季自西向东流（西南季风）。 

北太平洋的洋流分布 北赤道暖流、日本暖流、北太平洋暖流、加利福尼亚寒流。千岛寒流、阿拉斯加暖流。赤道逆流（补偿流） 

南太平洋的洋流分布 南赤道暖流、东澳大利亚暖流、西风漂流、秘鲁寒流。 

南印度洋的洋流分布 南赤道暖流、厄加勒斯暖流、西风漂流、西澳大利亚寒流。 

北大西洋的洋流分布 北赤道暖流、墨西哥湾暖流、北大西洋暖流、加那利寒流。拉布拉多寒流、东格陵兰寒流。 

南大西洋的流流分布 南赤道暖流、巴西暖流、西风漂流、本格拉寒流。 

海水等温线的判读 ①判断南北半球（越北越冷是北半球）②高高低低规律判断寒暖流 

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①气候（暖流增温增湿增盐，寒流减温减湿降盐）　②海洋生物（四大渔场，寒暖流交汇或上升流）　③污染　④航海（顺流逆流） 

（二）、海洋开发和海洋环境的保护 

海洋资源的分类 化学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能源。

各类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海洋化工；养殖、增殖；深海锰结核；潮汐和波浪发电。 

渔业资源的形成因素 大陆架阳光集中、河流带来营养物质、寒暖流交汇处或上升补偿流。 

世界主要渔业国 中国、日本。（温带海域冬季底层海水上泛，主要渔业国在温带地区） 

世界渔场分布 北太平洋、东南太平洋、西北大西洋、东北大西洋、东南大西洋 

海洋矿产资源分布 大陆架（石油、天然气）滨海（砂矿、金属矿产）深海海底（锰结核） 

海洋空间利用的特点 复杂性和特殊性（海洋气象多变、深海环境差、海水腐蚀性等） 

海洋空间利用的方式 交通运输、生产、通信、电力输送、储藏、文化娱乐。 

著名海峡 马六甲、霍尔木兹、直布罗陀、英吉利、麦哲伦、白令、曼德、土耳其 

著名运河和港口 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鹿特丹、香港、新加坡、纽约、神户等 

腹地 港口的服务区域。 

主要海运航线 北大西洋、北太平洋、欧亚澳、好望角、北美东岸经巴拿马运河至西岸 

世界围海造陆的典型地区 荷兰、日本、澳门。 

海洋环境问题 海洋污染、海洋生态破坏。 

海洋污染的产生原因 陆地上的生产过程（废弃物、冷却水、杀虫剂、石油渗漏） 

海洋污染的危害 危害海洋生物，甚至危及人类的健康。 

海洋生态破坏的原因 海岸工程建设、围海造田、过度捕捞、自然环境变化。 

石油泄漏清污方法 分散、沉降、吸收、围栏、放任、燃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领海宽度、国际海底资源。 

领海（主权）、专属经济区（资源管辖权） 12海里，200海里。 

四、陆地 

（一）陆地的组成物质及物质循环 

岩石圈的范围 地壳和上地幔顶部（软流层以上），是由岩石组成的，合称岩石圈 

地壳中主要化学元素 氧、硅、铝、铁、钙、钠、钾、镁。 

矿物的概念 单质或天然化合物。 

岩石的概念 由一种矿物或几种矿物组成的集合体。 

矿产的概念 有用矿物在地壳中或地表富集起来，达到工农业利用的要求。 

主要造岩矿物 石英、云母、长石、方解石。 

岩石成因分类 岩浆岩（喷出岩和侵入岩）、沉积岩、变质岩。 

常见岩石 玄武岩、花岗岩；砾岩、砂岩、页岩、石灰岩；大理岩、板岩。 

地壳物质循环规律 冷却凝固→岩浆岩－外力→沉积岩－变质→变质岩－熔化→岩浆 

（二）地质作用、板块构造学说 

地质作用的概念 引起地壳及其表面形态不断发生变化的作用。 

地质作用的分类 内力作用（地球内部热能）、外力作用（太阳辐射能）。 

内力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 地壳运动、岩浆活动、变质作用 

地壳运动的两种类型及其影响 水平运动（褶皱、裂谷海洋）为主、升降运动（海陆变迁、地形起伏）。 

板块构造学说的要点 岩石圈不是整体一块。板块交界地壳活动。板块运动形成地貌。 

六大板块的名称 亚欧、非洲、美洲、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极洲板块。 

板块相对移动形成的地貌 生长－张裂（裂谷、海洋），消亡－挤压（海沟、岛弧链、褶皱山脉） 

生长边界与消亡边界 海岭和断层（大多在洋底）、海沟（海洋）和造山带（大多在陆地边缘） 

（三）地质构造和构造地貌、外力作用和外力地貌 

地质构造的概念 由地壳运动引起的地壳变形、变位。 

地质构造类型 褶皱（背斜、向斜），断层（上升岩块、下降岩块） 

背斜成谷和向斜成山的成因 背斜顶部因受张力，被侵蚀成谷地。向斜因槽部物质坚实，成为山岭。 

断层构造分布的实例 东非大裂谷；渭河平原和汾河谷地；华山、庐山、泰山。 

地质构造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 背斜（储油）、向斜（储水）、断层（不利于隧道、水库等工程）。 

外力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 风化作用、侵蚀作用、搬运作用、沉积作用、固结成岩作用。 

冰川地貌类型 U形谷，冰蚀湖 

流水与风力作用所塑造的地貌类型 黄土高原、瀑布、峡谷、冲积扇、三角洲、喀斯特；风蚀洼地、沙丘等。

（四）陆地水与水循环 

水资源的概念 陆地上的淡水资源。 

陆地水的分类 地表水（江河水、湖沼水、冰川）和地下水（潜水、承压水） 

陆地水的基本来源 大气降水。 

静态水资源 冰川冰、内陆湖泊水、深层地下水 

动态水资源 地表水（河流水、淡水湖泊水）、浅层地下水 

潜水 埋藏在地下第一个隔水层之上的地下水，受外界影响大，水位变化大 

承压水 在两个隔水层之间承受一定压力的地下水，受外界影响小，水位稳定。 

我国东部河流的径流变化 雨水补给为主，河流径量变化与降水量变化相一致。 

我国西北河流的径流变化 冰川融水补给为主，河流径流变化与气温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河流水、湖泊水和地下水的相互补给 高水位补给给低水位。 

海陆间水循环的过程 蒸发、植物蒸腾、水汽输送、降水、径流输送。 

水循环的意义 ①水量平衡②更新水资源③联系四大圈层④物质迁移⑤能量交换 

（五）生物地理和土壤地理 

气候对生物分布的影响 光（喜光植物、喜阴植物）、热（纬度、垂直）、水（森林、草原、荒漠） 

植物对环境的指示作用 莲（水生）、骆驼刺（旱生）、矮牵牛（二氧化硫）、树（风向） 

光合作用的意义 把无机物（二氧化碳和水）合成为有机物（糖类），并释放出氧气 

生物循环的作用 ①物质迁移②能量流动③联系有机界和无机界 

原始大气的成分 二氧化碳、甲烷、氢、氨和水汽。 

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作用 ①改造大气②改变陆地水③促成土壤形成④创造有机物质⑤生态 

土壤的概念 陆地表层具有一定肥力，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 

土壤的作用 联系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中心环节。 

土壤的组成 矿物质、有机质、水分和空气。 

土壤的肥力特征 供应和调节植物生长过程中所需的水分、养分、空气和热量的能力 

理想土壤成分的体积分数 矿物质（45）、有机质（5）、水分（20-30）和空气（20-30）。 

土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是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自然资源。 

生物在土壤形成中的主导作用 改造成土母质（有机质的积累、养分元素的富集） 

人类活动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①改良土壤②引起土壤退化（南方水稻土，北方黑垆土） 

（六）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 

陆地环境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整体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渗透） 

世界陆地自然带分布 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常绿硬叶林）、温带、寒带。气候类型主导。自然带与气候类型相对应。 

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 沿纬度变化的方向作有规律的更替（南北更替，热量为基础）。 

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 从沿海向内陆方向作有规律的更替（东西更替，水分为基础）。 

山地的垂直地域分异 从山麓到山顶方向作有规律的更替（垂直更替，热量为基础） 

（七）陆地资源和地质灾害 

陆地自然资源的分类 矿产资源（非可再生）、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 

陆地自然资源的特点和规律 ①总量有限②潜力无限③分布的规律性④组成的整体性 

能源资源的分类 常规能源、新能源（太阳能、地热能、核能等） 

陆地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 

能源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①柴草时代②煤炭时代③石油时代 

地震的构造 震源、震中、震中距、等震线 

两大地震带 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 

地震震级的大小 三级以下为微震、五级以上为破坏性地震。每增一级能量增大30多倍 

火山的分类 活火山、死火山、休眠火山。 

滑坡的成因 斜坡上的岩体或土体，在重力作用下，沿一定的滑动面整体下滑。 

泥石流的成因 山区爆发的特殊洪流，饱含泥沙、石块、砾石等。 

原发性地质灾害诱发其他灾害 地震诱发滑坡、泥石流、火灾、海啸等。 

人类活动诱发地质灾害 破坏植被诱发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的防御措施 ①建立监测预警系统②加强管理③预防措施④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五、地图 

比例尺 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之比（文字式、数字式、线段式） 

方向 ①一般定位法②指向标法③经纬网法 

图例和注记 ①符号②文字与数字 

等高线地形图的判读 ①山岭、盆地，山脊与山谷②陡坡与缓坡③断崖 

地形剖面图的作图法 ①建立横座标②建立纵座标③画出交点④连接成线

第二部分 人文地理 

一、人类的生产活动与地理环境 

农业生产的特点 ①地域性②季节性和周期性 

农业的投入因素 自然条件、劳动力、生产资料、科技 

农业按生产对象分类 种植业、畜牧业、混合农业（农、林、牧、副、渔） 

农业按投入分类 粗放农业、密集农业 

农业按产品用途分类 自给农业、商品农业 

自然条件对农业区位的影响 气候（光、热、水）、地形（平原、山地）、土壤、水源（灌溉） 

社会经济条件对农业区位的影响 市场（郊区农业）、交通运输（地域扩展）、政策（商品基地） 

人类对自然因素的利用和改造 ①培育良种②改良耕作制度③玻璃温室④修筑梯田⑤喷灌 

市场、交通及技术对农业区位的影响 ①供求关系②保鲜冷藏技术③区域专业化生产 

世界水稻种植业的主要分布地 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季风区，以及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区 

亚洲水稻种植业的特点 ①小农经营②单产高③机械化水平低④水利工程量大⑤科技水平低 

世界大牧场放牧业的分布地 美国、阿根廷（牧牛为主）；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养羊为主） 

大牧场放牧业的形成条件分析（潘帕斯） ①气候温和，草类茂盛②地广人稀，土地租金低③距海港近，交通便利 

阿根廷促进牧牛业的主要措施 ①培育良种②改善交通③开辟水源④种植饲料 

商品谷物农业的基本特征 生产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 

商品谷物农业的主要分布地 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 

商品谷物农业区位条件分析（美国） ①自然条件②交通运输③地广人稀④工业基础⑤科技 

珠江三角洲的基塘农业（生态农业） 甘蔗、果树、桑蚕、鱼 

混合农业的分布地 欧洲、北美、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 

混合农业的发展优势分析（澳大利亚） ①生态农业②有效利用时间安排农活③市场适应性好 

工业的投入因素和产出 投入：土地、水源、劳动力、资金、能源、原料、科技；产品和三废 

工业投入要素与工业发展类型的关系 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 

技术革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 ①原料种类和利用率②劳动力的数量、体力、知识、技术 

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 原料、燃料、劳动力、市场、交通运输、土地、水源、政府、技术 

五种区位因素指向型工业 原料、市场、动力、廉价劳动力、技术指向型 

原料、交通运输、信息和劳动力对工业区位影响的变化 ①减弱②仍具吸引力③通达性，趋于重要④生产自动化，劳动力素质要求高。 

社会需要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①国防②政策③个人偏好④工业惯性 

环境需要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水污染（河流下游），大气污染（下风向），与居民区距离，卫生防护带 

工业企业之间的联系 ①生产的联系②空间联系③信息的联系 

工业集聚的优势 ①共享基础设施②交流协作③降低运费④扩大总体生产能力 

工业分散的原因 ①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量较小②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区位 

工业地域的形成原因 ①自发形成②规划建设 

不同发育程度工业地域的不同特点 ①发育低（食品工业）②发育高(钢铁工业、石油化工、机械制造） 

传统工业区的区位特点分析（鲁尔区） ①煤炭资源丰富②铁矿区近③水源充沛④交通便捷⑤市场广阔 

鲁尔区衰落的原因 ①生产结构单一②煤炭地位下降③钢铁过剩④新技术革命的冲击 

鲁尔工业区的综合整治 ①发展新兴工业②调整布局③改善交通④发展科技⑤消除污染

意大利新兴工业区的特点 ①中小企业②轻工业③生产分散④资本集中低⑤分散型工业化 

高技术工业的特点 ①人员高水平②增长速度快③研发费用高④面向世界市场 

美国“硅谷”发展的主要因素 ①环境优美②气候宜人③科技教育发达④便捷交通⑤军事订货 

二、人口与环境 

人口增长模式及地区分布 原始型(高高很低)传统型(高较高较低)过渡型(高低高)现代型（三低） 

世界人口自然变化（2000年） 出生率(2.2%)、死亡率(0.9%)、自然增长率(1.4%) 

中国人口自然变化（2001年） 出生率(1.34%）、死亡率(0.64%)、自然增长率(0.7%) 

人口自然变化典型地区 欧洲的德国和匈牙利（负增长）、非洲（2.4%）、拉美 

人口数量的变化 自然增长（出生率—死亡率）、机械增长（人口迁移：迁入－迁出） 

生育率 指一定时期内出生人数与育龄妇女（15-49岁）数之比 

环境对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生育率（主要是社会环境因素）、死亡率（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人口数量增长对环境的影响 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环境污染加剧（但不是主要原因） 

环境人口容量 环境所能承载或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 

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 资源、科技、对外开放、文化、生活消费水平 

环境人口合理容量 某地区最适宜人口的规模（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环境人口容量 16亿（人口承载量），8-9亿（合理容量） 

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主要环境因素 原生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地方病）次生环境因素（污染、食品、疾病） 

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对环境的影响 影响人们的资源观、环境观和发展观。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因素） 

人口迁移对环境的影响 迁出地(缓解人口压力，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迁入地(提供廉价劳力) 

历史上我国的人口迁移 “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大迁移，使南方人口首次超过北方人口。 

八十年代中期前人口净迁出地区 辽宁、山东、上海、四川 

我国人口迁移的现状和原因 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和工矿区。务工和经商为主。 

三、人类的居住地——聚落 

聚落的形成 人类为生存而聚居，居所由流动到稳定，逐步确立了乡村聚落。 

村落的形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①圆形或多边形村落（少河的平原）②带状村落（河网密布的平原） 

古代城市出现的基本条件 ①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②劳动分工促进了城市的出现 

古代城市的分布特点 一些大河冲积平原，农耕业发展早的地区。 

著名古代城市发源地 ①美索不达米亚平原②尼罗河谷地③印度河谷地④黄河-长江中下游 

地形对城市区位的影响 ①大多数在平原②热带在高原③山区在谷地或低地 

美国三大城市带 ①波士顿-纽约-华盛顿②芝加哥-匹兹堡③旧金山-圣迭戈 

世界三大片城市密集地区 ①60°N以南的欧洲地区②东亚③美国东北部 

城市分布与气候的密切关系 ①适度的降水，又有适中的气温②干旱、高寒、湿热区为稀少区 

中国特大城市分布 ①最多的省②没有特大城市的省③与自然条件的关系（地形、气候） 

河流对城市区位的影响 ①供水②运输③军事防卫 

矿产资源对城市区位的影响 矿业城市：①煤炭②铁矿③石油④有色金属 

交通对城市区位的影响 ①现代：沿海、沿江、沿线②古代：河流、大道的汇合处 

政治、军事、宗教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①经济中心②政治中心③军事中心④宗教中心 

城市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 ①军事、宗教(减弱)②交通、自然资源(一直)③旅游、科技(新) 

城市化的含义 指人口向城市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 

城市化的作用 ①带动区域经济发展②缩小城乡差别 

城市化的主要标志 ①城市人口增加②城市人口比重上升③城市用地规模扩大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①产业革命前（缓慢）②二战前（加快）③二战后（空前）

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特点 ①起步早②城市化水平高③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特点 ①起步晚②城市化水平低③城市发展不合理 

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 ①环境质量下降②交通拥挤，居住条件差③就业困难 

上海市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的主要措施 ①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②改善交通和居住条件③治理环境 

四、人类活动的地域联系 

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及其特点 ①铁路(量大)②公路(灵活)③水路(廉价)④航空(快)⑤管道(连续) 

亚欧大陆桥 ①西伯利亚大铁路(海参崴-莫斯科)②连云港-鹿特丹 

世界主要航海线 ①北大西洋②地中海、苏伊士运河③巴拿马运河④北太平洋 

邮政通信的主要任务及特点 利用交通运输工具，传递信函和包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 

电信通信的主要任务及特点 利用电磁系统，传递符号、文字、图像和语言。易受地形影响。 

商业活动的主要环节 ①收购②储存、调运③销售 

影响铁路建设的主要区位因素 经济、社会（决定性因素）；技术、自然。 

建设京九铁路的意义 激活全国铁路网，带动沿线地区发展经济。 

公路选线的一般原则 平原地区要少占好地，山区要避开条件复杂的地段。 

内河航道网的组成 内河航道网是由天然水系航道和人工运河组成的网络系统。 

港口的概念 供船舶出入和停泊、货物和旅客集散的场所。 

港口的区位因素分析 ①自然条件(航行、停泊、筑港)②经济和社会条件(腹地、城市) 

汽车站的区位因素 与市内干道系统及对外交通有方便、直接的联系 

航空港的区位因素 ①自然条件(地形、地质条件)②综合因素(用地、交通、环境) 

城市交通运输的主要特点 ①点线面结合②流动方向和数量经常变化③混合交通④占地多 

城市道路网规划原则 ①便利出行②节约用地③利用地形和水文条件④保护环境 

城市交通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法 ①线路拥堵(合理规划)②环境污染(减少尾气技术、绿化、规划) 

电子通信的发展 ①利用电话、电报②利用计算机（声音、图像、文字和数字） 

信息高速公路 集电话、电视、电脑于一体，传输图、文、声、像等的通信网。 

国际互联网的影响 发展最快、作用最大、影响最广、公众关注程度最高的通信网络 

国际互联网的应用 ①开展电子商务②提供各种远程服务③举行电子会议 

商业中心的形成 商业活动的人流、商品流达到一定规模，就形成商业中心。 

商业中心的功能 物资集聚、服务、商品流通。 

商业街的区位选择 ①以市场最优为原则（城市几何中心）②交通最优为原则(沿线) 

商业小区的区位选择 设在居民住宅区内。 

商业网点的形成、密度、效益和组织形式 都要受到自然、社会、经济和技术等因素的制约。 

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含义 各国间商品和劳务交换；国家之间货币资金的周转和运动。 

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特点 出口工业制成品、资本、技术以及少数农产品，进口燃料和原料 

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特点 出口农矿初级产品，出口商品种类单一，处于不利地位。 

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纽约、伦敦、苏黎世；巴黎、法兰克福、东京、香港。 

五、文化地理 

文化的定义 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的分类 物质文化（工具、技术、生活用具）和精神文化（文学艺术宗教等） 

文化景观的构成 人类的文化留在地球表面上的印记（固定在地表上的人类创造物）。 

文化景观的主要特性 功能性、空间性、时代性 

文化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文化景观是自然环境的指示物（有一定的局限性）。 

文化景观与人文社会环境的关系 了解当地物质文化环境（公交汽车站牌）和精神文化环境（地名） 

文化源地 文化事物、文化现象（常点状）和文化系统（常面状）最初产生的地方 

文化区的空间特点 范围有大有小、边界有实有虚、不一定与自然区重合 

有关文化概念的关系 文化事物—文化综合体(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系统(中华文化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级划分 地区（东部农业、西南农业、西部游牧）——亚区——副区 

文化扩散类型 扩展扩散（传染扩散、等级扩散、刺激扩散）、迁移扩散（远距离） 

六、旅游活动与环境 

旅游活动的三要素 旅游者（主体）、旅游资源（客体）和旅游业（媒介） 

现代旅游活动的特点 主体的大众化、空间的扩大化、方式和内容的多样化、目的的娱乐性 

旅游活动的作用 满足人类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扩大交流与了解 

旅游资源及其特性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多样性、非凡性、可创造性、长存性。 

旅游资源的价值 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经济价值 

旅游景观欣赏的基本要求 选择观赏位置、把握观赏时机、抓住景观特点。以情观景。全面了解 

园林常用的构景手法 主配、层次、框景、借景。 

旅游活动中的环境问题 环境污染；破坏生物资源、背景环境、文物古迹；冲击社会正常秩序。 

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评价 游览价值、市场距离、交通通达性、地区接待能力、旅游环境承载量 

七、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 

世界政治地图演变的主要原因 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冲突以及国际竞争。 

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 美国、西欧、日本、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多个政治经济力量中心。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因素 科技进步（交通和信息）、跨国公司。 

主要区域经济集团 西欧、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 

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 基本实体、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内政和外交、科学和技术。 

提高综合国力的途径 改革开放、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重视三农、计划生育、独立自主外交。 

八、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及模式图 ①人类获取物质和能量②消费活动排放废弃物③环境反作用于人类 

环境问题的两大类主要表现 ①环境污染②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 人类任意排放废弃物和有害物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 

环境污染的种类 大气、水、土壤、固体废弃物、噪声、放射性、海洋污染等 

生态破坏产生的原因 由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导致环境退化，从而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 

生态破坏的影响 ①滥伐森林②不合理灌溉③燃煤和使用消耗臭氧物质④过度捕猎 

城市环境问题和农村环境问题 城市主要是环境污染；农村主要是生态破坏。 

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严重的原因 ①发展和人口双重压力②经济和技术水平低③发达国家转移污染 

全球性环境问题 ①酸雨②国际河流污染③热带雨林的破坏④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 

世界人口增长状况 ①产业革命前(缓慢)②二战前(加快)③二战后(猛增)④70年代开始放慢 

世界60亿人口日 1999年10月12日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 超出环境供给资源和消化废物的能力，造成资源和环境问题。 

不合理利用资源对环境的影响 导致自然资源的衰竭，生态系统的破坏，自然生产力下降。 

环境问题的本质 就是发展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必须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 

人地关系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 ①崇拜自然②改造自然③征服自然④谋求人地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可持续发展复合系统 生态（基础）、经济（条件）、社会（目的）持续发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 ①公平性原则②持续性原则③共同性原则 

清洁生产的全过程 ①原料开采②生产制造③消费使用④废弃物处理 

中国古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①封山育林②定期开禁③休养生息 

中国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压力 ①庞大的人口压力②资源短缺③深刻的环境危机 

中国《21世纪议程》的发布 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 

中国建设生态农业的重要意义 ①促进经济发展②维护农业生态平衡③农业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采取的措施 ①调整产业结构②开展综合利用③发展新能源 

第三部分 世界地理 

一、世界地理概况 

世界海陆分布 陆地1.49亿平方千米，海洋3.61亿平方千米。 

海底地形 大陆架、大陆坡、大洋底、海沟、海岭 

世界主要人种的分布 白色人种、黄色人种、黑色人种 

世界的国家和地区 面积前六位的国家、人口超一亿的10个国家。 

世界地理分区的位置和范围 亚非北南美、南极欧大洋 

世界主要国家 日本、印度、埃及、德国、俄罗斯、美国、巴西、澳大利亚 

二、世界地理分区

东亚

1、东亚的主要国家：中国、朝鲜、韩国、蒙古、日本

2、东亚的地形特征：海岸线曲折，沿海多半岛和岛屿，东亚西部内陆多高原和山地，东部沿海多平原和丘陵。地势西高东低。

3、 日本气候特征：具有海洋性特征，夏季较为凉爽，冬季温暖，降水丰富。

4、 日本河流水文特征：无冰期，含沙量少，河流短促，径流量季节变化大，年际变化小。

5、 日本四大工业区及分布地区：京滨、名古屋、阪神，北九州工业区，他们主要分布在濑户内海和太平洋沿岸。

6、 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国内资源短缺，市场小。

7、 日本的农业特点：以水稻种植为主，单位面积产量高，机械化程度高（以小农机具为主），科技水平高，水利工程大。

8、 日本工业为什么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地区？

日本资源贫乏，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原料和能源，产品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强，所以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可以减少运输，降低成本。（与德国、俄罗斯不同）

9、朝鲜半岛

位置：朝鲜半岛三面环海，东濒日本海，西临黄海，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海岸线长而复杂，多半岛，多海湾，多良港，多岛屿。陆上与我国辽宁、吉林两省接壤，鸭绿江和图们江为中朝两国界河。海上邻国有日本、俄罗斯等。

地形：地势东高西低、山地多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多低山丘陵，东部太白山脉是主要山脉。平原多集中在西部和南部的河流中下游和海岸地带。

气候：由南向北由海洋性向大陆性气候过渡，南部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北部为温带海洋性气候。

河流：主要河流有洛东江、汉江、锦江等。多自东向西注入黄海和朝鲜海峡。

资源：森林、水力较丰富。

东南亚

1、 主要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属于东盟国家）、东帝汶。共11国

2、 地理位置：在亚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

3、 地形：中南半岛：山河相间，纵列分布；马来群岛：山岭众多，地形崎岖。

4、 马六甲在马来半岛和苏门达腊岛之间，他是从欧洲、非洲向东航行到东南亚、东亚的最短航线的必经之路。新加坡是咽喉要冲。

5、 为什么印度尼西亚多火山：这里是亚欧板快、印度洋板快、太平洋板快三大板快交界处。

6、 新加坡迅速发展的原因：

①新加坡处于物产富饶、人口众多的东南亚地区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港口优良。

②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原料，并发挥本国的技术力量。

③发挥本国风光优美，交通便利，服务周到的长处，迅速发展旅游业。

7、中南半岛：北部地势高峻（是我国西南南北走向的横断山系向南的自然延伸，与我国西南地区的山水相连），高山大河自北向南延伸，形成山河相间、纵列分布的形势。上游河段落差大，切割成“V”形谷，水利资源丰富；中下游地区多形成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农业发达。湄公河平原（东南亚最大平原），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湄南河平原、伊洛瓦底江下游平原，成为主要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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