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问答题思路总结 

自然地理 

一、地形地貌 

1.描述某地的地形特点 

（1）以什么地形为主（五大类地形）；            （2）地势起伏（大、小）； 

（3）地势特征，哪里高哪里低。 

2.描述某地的地势特点 

（1）哪里高，哪里低；                         （2）海拔高度的描述。 

3.某地地形的分布特点 

（1）描述哪个方位分别是什么地形（东中西各自是某地形区，山脉呈什么走向）； 

（2）海拔高度描述。 

4.我国一些地形区的地形、地貌特征 

（1）青藏高原：雪山连绵，冰川广布；           （2）云贵高原：崎岖不平，喀斯特地貌广布； 

（3）内蒙古高原：地势起伏小；                 （4）黄土高原：支离破碎，千沟万壑； 

（5）东北平原：山环水绕，沃野千里；           （6）华北平原：一马平川，地势坦荡； 

（7）长江中下游平原：河网密布，鱼米之乡。 

5.描述地理位置特征 

（1）纬度位置；                               （2）海陆位置 

（3）半球位置；                               （4）相对位置 

二、大气环流 

1.气候特点的比较 

从气温和降水两个方面分析比较 

（1）气温哪个季节高，哪个季节低，最冷月均温在 0℃以上还是以下，气温的日较差大小； 

（2）降水量大小，在多少毫米左右，集中在哪个季节。 

2.大陆性气候的特征 

（1）冬季寒冷，夏季炎热，且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大； 

（2）全年降水少； 

3.海洋性气候的特征 

（1）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小，冬暖夏凉； 

（2）降水丰富且季节分配均匀，年际变化小。 



 

4.气候的成因分析 

（1）纬度位置；                              （2）海陆位置； 

（3）受什么大气环流模式控制；                （4）地形地势； 

（5）洋流；                                  （6）人类活动。 

三、水文环境 

1.河流的水文特征 

（1）径流量大小和季节变化；                 （2）含沙量； 

（3）汛期的类型和长短；                     （4）有无冰期。 

2.河流的水系特征 

（1）流程长短；                             （2）流域面积； 

（3）流向；                                 （4）水系形状（扇状水系、树枝状水系）； 

（5）落差大小，水能资源是否丰富；           （6）属内内流河或外流河。 

3.水能丰富的原因 

（1）降水量大，径流量大；                   （2）水位落差大； 

（3）支流数量多，集水面积广。 

4.河流航运价值评价 

（1）地形平坦或崎岖，水流平缓或急促；       （2）河流流量大小，季节变化大小； 

（3）有无结冰期，结冰期长短； 

（4）流域内人口稠密或稀少，经济是否发达，运输的需求量大小； 

5.河流有凌汛的条件 

（1）由低纬向高纬流；                       （2）最冷月气温在 0℃以下（河流有结冰期）。 

6.洪涝灾害原因分析 

（1）自然原因分析 

①降水量大且集中（某一季节多暴雨）； 

②支流数量多，集水面积大； 

③地势低洼，河道弯曲，行洪不畅（或河道泄洪能力不足）。 

（2）人为原因 

①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河床升高； 

②人口众多，围湖造田。 

7.河流治理措施 



 

（1）修建水库；                             （2）中上游植树种草，恢复植被； 

（3）中下游加固大堤，疏浚河道；             （4）退田还湖； 

（5）截弯取直；                             （6）下游开挖入海新河道。 

8.河流径流量大小的原因分析 

（1）地处什么气候区，降水丰富或稀少；       （2）流域面积大小，集水面积大小； 

（3）支流数量多少。 

9.水利工程的作用 

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灌溉、旅游、水产养殖、防凌、减淤。 

10.盐度高（低）的原因 

（1）纬度高低，气温高低，蒸发量大小；       （2）晴朗天气多还是阴雨天气多，降水量大小； 

（3）河流淡水注入多少；                     （4）寒暖流流经； 

（5）海域封闭，与外海交换海水少。 

11.大陆架渔场的形成原因 

（1）位于浅海地区（大陆架），光照充足，浮游生物多，利于鱼类繁殖； 

（2）有河流注入，带来一定养分； 

（3）寒暖流交汇，海底养分上泛，饵料丰富； 

（4）上升补偿流，海底养分上泛，饵料丰富。 

12.水资源短缺的原因 

（1）气候干旱，降水量小，河流径流量小；     （2）降水的季节变化大（或年际变化大）； 

（3）人口稠密，工农业发达，用水量大；       （4）浪费和污染现象严重； 

13.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措施 

（1）修建水利工程；                         （2）跨流域调水； 

（3）发展节水农业，种植耐旱作物；           （4）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5）防止水污染，保护水环境。 

14.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1）影响气候；                             （2）影响生物； 

（3）影响航运；                             （4）影响污染物扩散。 

四、地理环境整体性 

1.描述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1）地形地貌以什么为主；                   （2）气候类型是什么； 



 

（3）水文特征是什么；                       （4）植被类型是什么； 

（5）土壤类型是什么。 

2.森林的生态效益 

（1）涵养水源；                             （2）防止水土流失； 

（3）防风固沙；                             （4）净化空气； 

（5）美化环境；                             （6）减弱噪音； 

（7）调节气候；                             （8）保护生物多样性。 

3.湿地的生态效益 

（1）涵养水源，调节河流径流量；             （2）降解污染； 

（3）调节气候；                             （4）保护生物多样性。 

五、自然灾害 

1.防灾减灾措施 

（1）非工程措施 

①建立灾情预报和监测系统；                   ②加强管理，健全法律法规； 

③及时实施预防措施；                         ④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防灾意识。 

（2）工程措施 

2.滑坡自然成因 

（1）地势起伏大，地形坡度大；               （2）岩石破碎，土质疏松； 

（3）植被覆盖率低；                         （4）雨季降水量大且多暴雨； 

（5）多地震、火山等地质灾害，地壳运动剧烈。 

3.泥石流自然成因 

（1）地势起伏大，地形坡度大；               （2）岩石破碎，土质疏松； 

（3）植被覆盖率低；                         （4）雨季降水量大且多暴雨； 

（5）多地震、火山等地质灾害，地壳运动剧烈； （6）多沟谷，集水面积极大。 

六、自然资源 

1.跨区域资源调配对调出区的意义 

（1）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2）促进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3）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当地就业压力。 

2.跨区域资源调配对调入地的意义 



 

（1）缓解资源短缺状况；                     （2）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3）降低环境污染；                         （4）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人文地理 

一、农业 

1.农业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 

①地形；②气候；③土壤；④水源。 

（2）社会因素： 

⑤市场；⑥政策；⑦交通；⑧劳动力；⑨技术。 

2.农业有利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 

①地形平坦，以某地形为主；                       ②光热（水热）充足，雨热同期； 

③以某土质为主，土壤肥沃（或酸性碱性土壤为主）；  ④以某灌溉水源为主，灌溉水源充足。 

（2）社会因素 

⑤面向某市场，市场广阔；                         ⑥临近某运输线路，交通便利； 

⑦国家政策扶持；                                 ⑧劳动力充足且廉价（或素质高）； 

⑨技术水平高（或水平低）。 

3.农业区远离市场的原因 

（1）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                        （2）农产品冷藏、保鲜技术的发展。 

4.发展农业有利的气候因素 

（1）热量；                                      （2）降水； 

（3）光照。 

5.农业地域类型 

（1）游牧业                                      （2）热带雨林迁移农业； 

（3）水稻种植业（季风水田农业）；                 （4）传统旱作谷物农业； 

（5）热带种植园农业；                            （6）商品谷物农业； 

（7）大牧场放牧业；                              （8）乳畜业； 

（9）混合农业。 

二、工业 

1.工业区位 



 

（1）原料；（2）能源动力；（3）市场；（4）交通；（5）技术；（6）劳动力；（7）地价； 

（8）工业基础（工业历史）；（9）政策。 

2.工业指向型 

（1）原料指向型；                               （2）动力指向型； 

（3）市场指向型；                               （4）（廉价）劳动力指向型； 

（5）科技指向型。 

3.电子产业兴起的条件 

（1）临近高校和科研院所；                       （2）交通通达性好； 

（3）优美的环境。 

4.传统工业区综合整治措施 

（1）调整工业布局；                             （2）调整产业机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3）治理污染，美化环境；                       （4）发展高科技产业。 

5.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 

（1）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短；                       （2）研发费用高； 

（3）从业人员素质高；                           （4）产品面向世界市场。 

6.工业集聚产生的优势 

（1）共用基础设施，节约建设成本；               （2）利于人员和信息技术的交流与协作； 

（3）节省运费，降低生产成本；                   （4）利于吸引人才，形成规模效益。 

三、人口与城市 

1.城市起源的区位条件 

（1）地形；（2）气候；（3）河流；（4）交通；（5）政治；（6）自然资源； 

（7）宗教；（8）军事。 

2.城市地域形态 

（1）集中式；                                   （2）组团式； 

（3）条带式或放射状。 

3.城市功能分区 

（1）商业区；                                   （2）工业区； 

（3）住宅区。 

4.城市化的特点描述 

（1）发达国家：起步早，速度慢，水平高，有逆城市化现象； 



 

（2）发展中国家：起步晚，速度快，水平低，城市化问题突出。 

5.逆城市化的原因 

（1）大城市的环境质量下降，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 

（2）乡村和城镇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3）乡村地区交通条件改善。 

6.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环境污染；                              （2）交通拥挤； 

（3）住房紧张；                              （4）就业困难，失业人口增多； 

（5）犯罪率上升 

7.卫星城的作用 

（1）分担大城市的职能；                      （2）缓解大城市的土地和交通压力； 

（3）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                    （4）促进城市合理发展。 

8.解决城市问题的措施 

（1）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                    （2）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 

（3）建立卫星城，适当开发新城区。 

9.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 

（1）自然增长；                              （2）机械增长。 

10.人口迁移对迁出区的影响 

（1）加强了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          （2）有利于缓解当地的人地矛盾； 

（3）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                    （4）损失了大量劳动力，经济增速放缓。 

11.人口迁移对迁入区的影响 

（1）提供大量劳动力；                         （2）扩大了市场，有利于经济建设； 

（3）加剧人地矛盾。 

四、交通运输 

1.交通线的作用 

（1）沟通了哪里和哪里的联系，缩短了两地的路程（或航程）； 

（2）加强了两个地区的联系（或形成优势互补）； 

（3）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促进经济发展； 

（4）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加快脱贫步伐。 

2.建设输油管道的意义 



 

（1）管道运输运量大、损耗少、连续性强； 

（2）加快运输速度，节约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 

（3）增加了石油获取途径，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 

3.铁路或公路修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经过什么地形区，地势起伏大，多地质灾害（如南昆铁路，经过喀斯特地貌区）； 

（2）跨越山川、河流众多； 

（3）高寒、冻土、缺氧、生态脆弱。 

4.某一交通运输线路建设时间长的原因 

（1）经过某地形区，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大；      （2）地质灾害多发，施工周期长； 

（3）人烟稀少，补给和维护困难；                （4）生态环境脆弱。 

5.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措施 

（1）合理规划城市道路；                        （2）实施车辆限行； 

（3）改进技术，减少汽车尾气；                  （4）植树种草。 

6.飞机场的区位因素分析 

（1）地形平坦开阔且坡度适当；                  （2）地质条件好，地基稳固； 

（3）位于与盛行风相垂直的郊外，便于逆风起降；  （4）地势较高，利于排水； 

（5）离城市中心区较远；                        （6）有方便的地面交通运输方式。 

7.港口建设的条件 

（1）筑港区域地形平坦开阔；                    （2）河流水面开阔，深度较大； 

（3）地处港湾，风浪小，航行条件好；            （4）河流含沙量小，无泥沙淤积； 

（5）地处河流入海口，货运繁忙；                （6）临近某交通运输线，便于货物集散； 

（7）终年不冻，利于停泊；                      （8）以某城市为依托，经济腹地广。 

8.在山区首选公路运输的原因 

（1）建设成本低；                              （2）建设难度较小； 

（3）对各种自然条件适应能力强。 

9.卫星发射基地的选址条件 

（1）晴朗天气多；                              （2）纬度低，自转线速度大； 

（3）地势平坦开阔，便于观测和追踪；            （4）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低，安全性好； 

（5）交通便利；                                （6）安全性高，利于军事保密。 

五、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1.水土流失的原因分析 

（1）自然原因：①地势起伏大，坡度陡；②土质疏松； 

③降水量大且集中夏季，多暴雨；④植被覆盖率低。 

（2）人为原因：①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滥砍乱伐；②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 

2.水土流失的危害 

（1）土壤肥力降低，农作物减产；                （2）下游河床抬高，泄洪能力下降； 

（3）湖泊淤积，调蓄洪水能力降低。 

3.温室效应的原因 

（1）自然原因：全球处于间冰期。 

（2）人为原因：①大量燃烧化石燃料，排放二氧化碳多； 

②乱砍乱伐，导致森林锐减。 

4.温室效应的后果 

（1）海平面升高，沿海低地被淹。 

（2）各地干湿状况变化，导致农业受损。 

5.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措施 

（1）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2）开发新能源，调整能源结构； 

（3）提高能源利用率；                          （4）加强国际合作； 

（5）保护原始森林，植树造林。 

6.土壤盐碱化的成因 

（1）自然原因：①地势低洼，排水不畅；②旱涝灾害频繁；③蒸发量大。 

（2）人为原因：①不合理的灌溉方式；②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 

7.土壤盐碱化的治理措施 

（1）科学灌溉，改进灌溉方式；                  （2）引淡淋盐； 

（3）井灌井排；                                （4）覆盖地膜； 

（5）生物措施。 

8.土地荒漠化的成因是 

（1）自然原因：①气候干旱；②土质疏松；③植被少；④多大风天气。 

（2）人为原因：①过度放牧；②过度开垦；③过度樵采。 

9.荒漠化的治理措施 

（1）植树造林；                                （2）退耕还林还草； 



 

（3）建设人工草场；                            （4）限制载畜量，划区轮牧； 

（5）合理利用水资源；                         （6）设置沙障。 

10.酸雨的形成原因 

（1）重化工业比重大，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大量排放酸性气体； 

（2）降水量大。 

11.酸雨的危害 

（1）使河流水和湖泊水酸化，导致鱼类死亡；      （2）土壤酸化，植物死亡； 

（3）腐蚀建筑物，破坏文物古迹；                （4）危害人体健康。 

12.酸雨的治理措施 

（1）减少酸性气体的排放；                      （2）煤炭脱硫，合理开发与利用煤炭资源； 

（3）开发利用清洁能源。 

13.水污染的治理 

（1）减少污水排放；                            （2）兴建污水处理厂； 

（3）加强环境法律法规建设。 

14.大气污染的治理 

（1）控制污染源；                              （2）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 

（3）使用清洁能源；                            （4）健全环境法律法规。 

15.解决我国南方农村生活用能的措施 

（1）推广使用天然气；                          （2）推广省柴灶； 

（3）大力发展沼气；                            （4）开发利用新能源。 

16.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 

（1）控制人口数量；                            （2）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 

（3）清洁生产；                                （4）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 

（5）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7.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内涵 

（1）原则：公平性（权利）、持续性（时间）、共同性（义务）； 

（2）内涵：生态可持续（基础）、经济可持续（条件）、社会可持续（目标）。 

六、旅游地理 

1.旅游对区域发展的意义 

（1）满足人类需求； 



 

（2）拉动经济发展； 

①发展国际旅游，能够增加国家外汇收入；  ②发展国内旅游业是回笼货币、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 

③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3）促进社会文化繁荣； 

①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国民素质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②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                  ③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4）影响区域环境 

2.旅游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1）积极影响 

①保护自然环境和历史古迹；              ②改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 

（2）消极影响 

①破坏景区自然环境；                    ②损毁文物古迹； 

③对正常社会秩序产生冲击。 

3.旅游资源类型 

（1）自然旅游资源：地质地貌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气象天象景观； 

（2）人文旅游资源：遗址遗迹、建筑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 

4.旅游资源特点：多样性、地域性、非凡性、永续性、可创造性。 

5.旅游资源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美学价值。 

6.旅游资源评价 

（1）旅游资源游览价值评价： 

①旅游资源的集群状况和地域组合状况；   ②旅游资源的等级和独特性； 

③旅游资源价值评价。 

（2）旅游资源地理位置和交通评价： 

①地理位置和交通通达度；               ②距离客源地距离的远近； 

（3）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