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错点 1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判断错误

下图所示山地为甲、乙两条河流的分水岭，由透水和不透水岩层相间构成。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该山地被破坏的森林植被得以恢复，随之河流径流量发生了变化，河流径流的年内波动也减缓了。据此完

成 1—3题。

1．森林植被遭破坏后，河流径流量年内波动强烈，是由于

A．降水更多转化为地下水 B．降水更多转化为坡面径流

C．降水变率增大 D．河道淤积

2．森林植被恢复后，该山地的

①降水量增加 ②坡面径流增加 ③蒸发（腾）量增加 ④地下径流增加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3．如果降水最终主要转化为河流径流，那么森林植被恢复后，甲、乙两条河流径流量发生的变化是

A．甲增加，乙减少，总量增加 B．甲减少，乙增加，总量增加

C．甲增加，乙减少，总量减少 D．甲减少，乙增加，总量减少

【失分剖析】本题组出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审题不清，没有准确从题干中提取关键信息，误认

为降水变率增大导致河流径流量年内波动强烈，忽略了“森林植被遭破坏后”这一重要条件；二是主次不

分，误认为森林植被恢复一定会造成降水量增加，忽视了降水量增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三是未意识到或

不理解图中倾斜岩层对两侧山坡地下径流的影响，导致错选。

【参考答案】1．B 2．C 3．D

【详解详析】1．植被具有涵养水源的作用，类似于水库的调节作用；雨季植被可以将吸纳的降水转化为地

下水，旱季地下水补给河流水，使得河流径流量变化较小。植被遭破坏后，涵养水源功能变差，降水更多

地转化为坡面径流，转化为地下水的比例降低。降水变率大小和植被状况关系不大。河道淤积不会造成河



流径流量年内波动强烈。故选 B。

2．降水量增加与否与植被变化关系不大，主要和大范围的大气运动有关；植被恢复后，植被涵养水源功能

加强，降水下渗比例增加，坡面径流减少，地下径流增加；由于植被增多和地下水增多，蒸发（腾）量增

加。故选 C。

3．由于降水最终主要转化为河流径流，在植被恢复后，坡面下渗量增加，降水更多地转化为地下水后，通

过地下水的形式补给河流。从图中透水岩层和不透水岩层的岩层倾斜情况来看，更多的坡面降水通过地下

水补给到乙河流，所以乙河流流量增加；由于植被恢复，降水转化为地下水的比例增加，而地下水并不是

都补给地表河流，所以甲、乙两河流的流量总体减少。故选 D。

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分析方法和意义

1．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分析方法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决定了在协调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特

征。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分析方法如下。

（1）分析地理环境各要素与环境总体特征协调一致的关系。分析某一区域景观的成因，如结合地理位

置分析气温、降水等对生物景观的影响。

（2）分析地理环境某一要素变化导致其他要素甚至整个地理环境的变化。一般结合区域图、景观图、

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运用各地理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原理，分析某一地理要素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在

分析具体问题时要遵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思路，首先明确人类活动的“一发”是指哪一要素，进而逐

一分析“一发”的变化所引起的其他要素发生的变化，最终导致“全身”呈现出怎样的变化。

（3）根据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分析一个区域环境的变化对其他区域的影响。常结合某一地区环境的

变化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结合题目提供的自然现象或过程，提取出所描述的自然地理要素，分析与相关



地区内在的关联性和演变运动过程的因果关系。

2．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特征对生产、生活的警示意义及应采取的措施

（1）警示意义

从空间上看，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客观现实；从时间上看，自然地理环境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

中，因此人类在生产、生活活动中，必须考虑陆地环境的整体性特征，否则会使环境因子发生一系列的异

常，造成各种各样的灾害。如对“沙尘暴”的长期研究表明，由于盲目开垦农牧过渡地区的草原，破坏了植被，

使地表土层疏松，加上强劲的冬季风影响，导致我国西北、华北地区近年来沙尘暴天气发生频率增加。

（2）人类应采取的措施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决定了在协调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时，要用动态的、联系的、立体的、综合

的思维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人类活动不仅要遵循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而且应预测受人类活动影响

后的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趋势。因此，“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三峡水利枢纽”等工程建设都要考虑

对地理环境某一要素的影响导致的其他要素的变化，并做出综合评价。

积雪作为冰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全球能量平衡、气候、水文及生态影响显著，在全球气候变

化中有着重要作用。下表示意我国新疆北部地表覆盖对积雪变量的影响统计情况。据此完成 1—3题。

1．上表中最有利于积雪形成的地表是

A．稀疏灌木 B．草地 C．农田 D．建设用地

2．造成积雪结束时间不同的原因是

A．稀疏灌木接受太阳辐射较强，消融速度较快

B．草地植被萎缩，积雪紧实度小，消融速度较快



C．农田地表裸露，反射率大，消融速度慢

D．建设用地有高大建筑物，加快雪的消融

3．积雪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是

A．积雪的保温效应，改变了土壤温度 B．积雪反射率高，使大气温度增高

C．增强地面辐射，增加大气湿度 D．增加土壤湿度，减少地表径流

【答案】1．C 2．B 3．A

【解析】1．积雪厚度越深，表明形成积雪的条件越好，所以最有利于积雪形成的地表是农田。故选 C。

2．由表中数据可知，稀疏灌木积雪日数为 132天，消融速度不快，所以 A错；地表的紧实度越小，越有利

于积雪消融，草地积雪日数为 129天，消融较快，所以 B对；农田积雪日数最少，故消融最快，C错；高

大建筑物的遮阳作用，减缓积雪的消融速度，则 D错。故选 B。

3．积雪覆盖地表，具有保温作用，改变土壤温度，所以 A对；积雪的反射率高，可以减弱地面辐射，降低

大气温度，所以 B、C错；地面积雪融化可以增加土壤水分，形成地表径流，所以 D错。故选 A。

易错点 2 水平地域分异规律判断错误

进入秋季，随着气温下降，北京和南京等地银杏树叶由绿转黄。结合下图，完成 1—2题。

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银杏树为落叶阔叶树种

B．影响银杏树叶转黄的主要因素是水分

C．秋季南京的银杏树叶先于北京转黄

D．图中城市道路两侧的银杏树主要功能是保持水土

2．北京和南京银杏树叶转黄的时间不同，这反映了

A．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B．非地带性现象

C．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 D．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失分剖析】本题出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对自然带典型植被理解不透彻，导致不能从图文中提

取信息判断出银杏所属植被类型；二是对自然带的影响因素理解不透彻，导致第 2题判断失误。

【参考答案】1．A 2．C

【详解详析】1．秋季银杏树叶由绿到黄，之后逐渐落叶，为落叶阔叶树种；由材料可知，“随着气温下降”

银杏树叶由绿到黄，说明影响银杏树叶转黄的主要因素是气温；南京纬度较低，气温高于北京，银杏树叶

晚于北京转黄；城市道路两侧的树木的主要作用是美化环境、吸烟除尘、降低噪声等。故选 A。

2．北京和南京银杏树叶转黄的时间不同主要受两地纬度影响，南京纬度较低，气温高于北京，因此银杏树

叶晚于北京转黄，这反映出不同纬度之间的由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故选 C。

水平地域分异规律的分析方法

水平地域分异规律主要包括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和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1）在分析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时可按以下思路进行，特别要关注纬度位置的差异。

（2）在分析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时可按以下思路进行，特别要关注海陆位置的差异。



陆地植被水平地域分异与湿度、温度的关系

纬度增高，温度降低，植被类型由热带雨林到针叶林和苔原。

同一纬度，随湿度减小，植被从森林到草原、荒漠。

下图为欧洲部分地区自然带分布图。读图完成 1—2题。

1．赫尔辛基所处自然带为

A．温带草原带 B．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C．亚寒带针叶林带 D．苔原带

2．该自然带在欧洲所跨经度较其他大洲多，影响的主要因素是

A．纬度位置 B．大气环流 C．地形 D．洋流

【答案】1．B 2．C

【解析】1．读图可知，赫尔辛基位于北纬 60°附近，受西风带影响，全年温和多雨，为温带海洋性气候，



该气候类型的自然带为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故选 B。

2．该自然带在欧洲所跨经度较其他大洲多，东西宽度大，是由于欧洲地形以平原为主，有利于西风带深入，

形成温带海洋性气候的范围广，所以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分布范围广，所跨经度较多。故选 C。

易错点 3 垂直地域分异规律判断错误

磷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植物生长的营养元素。土壤水分增加有利于磷累积，气温升高

和流水侵蚀会减少土壤中磷累积量。下图示意我国四川西部某山地东坡土壤中磷累积量的垂直变化。据此

完成 1—2题。

1．磷高累积区是

A．高山草甸带 B．高山冰雪带 C．山地针阔叶混交林带 D．常绿阔叶林带

2．与磷高累积区相比，该山坡 2000—3000米处

A．大气温度较低 B．生物生产量较低 C．土壤含水量较低 D．地表径流量较小

【失分剖析】本题出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把题干中水分等同于降水，错误地认为降水多等于磷

积累量大，导致错选；二是读图分析能力较差，不能从图中提取关键信息，导致错选。

【参考答案】1．A 2．C

【详解详析】1．读图可知，磷高累积区的海拔在 4300米左右；四川西部山地该海拔附近的自然带应为高

山草甸带。故选 A。

2．该山坡海拔 2000—3000米处，磷累积量较少。由材料可知，土壤水分增加有利于磷累积，气温升高和

流水侵蚀会减少土壤中的磷累积量。由于该山坡海拔 2000—3000米处较磷高累积区的海拔低，因此气温较

高，A选项错误；该山坡海拔 2000—3000米处为森林植被，生物生产量较高，B选项错误；土壤水分增加

有利于磷累积，则土壤水分减少不利于磷累积，C选项正确；流水侵蚀会减少土壤中的磷累积量，因此地表

径流量小有利于磷累积，D选项错误。故选 C。



垂直地域分异规律分析方法

1．影响垂直自然带的因素[来源:Zxxk.Com]

（1）影响山地垂直自然带谱复杂程度的因素

所在纬度 相同海拔高度的山体，纬度越低自然带谱越复杂

海拔 纬度相当的山体，海拔越高自然带谱越复杂

相对高度 相对高度越大，自然带谱越复杂

（2）影响山地垂直自然带海拔的因素

山体所在纬度——纬度低，海拔高；纬度高，海拔低。

坡向——同一山体，阳坡高，阴坡低；迎风坡低，背风坡高。

（3）影响雪线分布高度的因素

温度

（热量或纬度）因素
雪线分布高度与气温呈正相关

降水因素 降水量越大，雪线越低；降水量越小，雪线越高

地貌因素 坡度越大，积雪越易下滑，不利于积雪保存，雪线偏高

季节因素 夏季气温高，雪线上升；冬季气温较低，雪线下降[来源:Z&xx&k.Com]

自然环境变迁、

人类活动因素

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使雪线上升；沙漠化导致气候变干，使局部地

区雪线有所上升；矿物能源燃烧产生的粉尘污染雪面，雪面吸收太阳辐

射的能力上升，导致冰雪融化，雪线上升

气候、地貌等

因素综合作用

喜马拉雅山南坡，既是阳坡，又是迎风坡，但水分条件的影响超过了热

量条件，因此雪线高度南坡比北坡低

2．垂直地域分异规律的分析方法

在分析垂直地域分异规律时可按以下思路进行，要特别关注海拔高度的差异。



下图为我国新疆地区雪线高程等值线分布示意图。据此完成 1—2题。

1．影响乔戈里峰、博格达峰和友谊峰雪线高程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A．海陆位置 B．降水量 C．海拔 D．纬度

2．影响甲处等值线数值特征及弯曲的主要因素是

A．大气环流和地形 B．海陆因素和洋流

C．坡度和坡向 D．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

【答案】1．D 2．A

【解析】1影响雪线高度的因素有纬度、地形等，图中三个山峰的雪线高程总体自南向北降低，属纬度差异

所致，纬度高，雪线低，纬度低，雪线高。故选 D。

2．图中甲处等值线向东（数值较大处）弯曲，说明甲处雪线高程较低；甲处地处伊犁河谷地，西风从大西

洋、北冰洋带来的水汽遇山地抬升多地形雨，雪线较低。故选 A。

易错点 4 不理解非地带性地域分异现象



读图，完成 1—2题。

1．图中岛屿两侧①②两种自然带的差异体现了

A．干湿度地带分异规律 B．纬度地带分异规律

C．垂直分异规律 D．非地带性分异规律

2．下列地理现象的成因与①自然带成因相同的是

A．撒哈拉沙漠直逼非洲西海岸 B．赤道附近东非高原的热带草原带

C．巴西高原东南部的热带雨林带 D．南半球缺失苔原带和亚寒带针叶林带

【失分剖析】本题出错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不了解世界典型的非地带性地域分异现象，导致无从

下手；二是对非地带性地域分异现象的形成原因理解不透彻。

【参考答案】1．D 2．C

【详解详析】1．从图中可知，该岛为马达加斯加岛，①地位于东南信风的迎风坡，加上沿岸有暖流经过，

降水多，为热带雨林带，②地位于背风坡，为热带草原带，两者体现了非地带性分异规律。故选 D。

2．四个选项都属于非地带性现象，撒哈拉沙漠直逼非洲西海岸，主要是受寒流的影响；赤道附近东非高原

由于海拔高、气温低、降水少，形成热带草原带；南半球南纬 50°—60°附近为海洋，不具备发育亚寒带针

叶林的陆地环境。马达加斯加岛东部和巴西高原东南部虽距赤道较远，但都位于东南信风迎风坡，沿岸有

暖流经过，都形成热带雨林带。故选 C。

主要的非地带性地域分异现象及其成因

实际分布的自然现象 形成原因 按理想状态的地带性分布



南美大陆西岸 3°S—30°S[来源:学科网]

之间狭长的热带荒漠带[来源:学§科§网]

安第斯山脉阻挡海洋水汽的输入 自北向南是热带雨林带

（北）、热带（稀树）草原带

（中）、热带荒漠带（南）[来源:学_

科_网 Z_X_X_K]

秘鲁寒流降温减湿

南美大陆南部东岸形成温带

荒漠带（巴塔哥尼亚沙漠）
安第斯山脉阻挡西风气流深入内陆

温带草原带（中）、

温带落叶阔叶林带（东）

赤道附近的东非高原呈现热

带（稀树）草原景观

海拔高，气温低，降水少，

不能形成热带雨林气候
热带雨林带

马达加斯加岛东部、澳大利

亚东北部和巴西高原东南部

的热带雨林带

东部地处东南信风的迎风坡

热带（稀树）草原带沿岸暖流增温增湿

东南信风来自海洋，气流暖湿

南半球缺少寒带苔原带和亚

寒带针叶林带

南半球相应纬度带是海洋，没有陆地分

布

寒带苔原带（高纬度）、亚寒

带针叶林带（较高纬度）

天山、昆仑山山麓的绿洲 高山冰雪融水使其地表水或地下水丰富 温带荒漠带

非地带性地域分异现象的判断方法

依据某现象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及海拔，按地带性规律判断应该是什么自然带，然后将实际环

境与理论上的自然带相比较，如果一致就是地带性现象，如果不一致就是非地带性现象。

非地带性地域分异表现可以总结成“缺失”、“改变”、“约束”、“块状”等几个方面。

（1）“缺失”：由于海陆分布差异的原因，使得某些地区缺失某种陆地自然带，如南半球上缺失亚寒带

针叶林带和苔原带。

（2）“改变”：由于地形的影响使某些陆地自然带的分布发生变化，如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南段，西侧是

温带森林带，东侧是温带荒漠带。

（3）“约束”：如南北美洲西部沿海地区，自然带分布范围很窄并很长。

（4）“块状”：位于热带荒漠和温带荒漠中的绿洲，如我国新疆的天山和昆仑山山麓的绿洲。

读世界某区域示意图，完成 1—2题。



1．下列正确示意甲、乙、丙三处植被分布的图是

2．图中乙、丙两处植被的分布主要体现了

A．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 B．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C．垂直地域分异规律 D．非地带性现象

【答案】1．B 2．D

【解析】1．图示区域为南美洲南部地区，山脉为安第斯山脉，甲、乙、丙三处都位于西风带，由于受到安

第斯山脉的阻挡，东侧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为温带荒漠。故选 B。

2．由于受地形影响，乙、丙两处植被与甲处不同，其分布体现了非地带性现象。故选 D。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1．地理要素间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



（1）地理要素：包括大气、水、岩石、生物、土壤、地形等。

（2）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的途径：通过水循环、生物循环和岩石圈物质循环等过程进行。

2．地理要素间相互作用产生新功能

生产功能 平衡功能

概念
是指自然地理环境具有

合成有机物的能力

是指各自然地理要素通过物质和能量交换，使自

然地理环境的性质保持稳定的能力

性质
生产功能是自然环境的整体功能

而非单个地理要素的功能

自然地理环境拥有各地理要素本身不具备的平衡

功能

形成

过程

光合作用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将

生物、大气、水、土壤、岩石等地理

要素统一在一起，在一定的条件下，

生产出有机物

CO2的平衡作用：在海洋生物作用下，大气中的

CO2和海水中溶解的钙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

O2的平衡作用：植物通过光合作用释放 O2，生物

呼吸作用和燃烧消耗 O2

3．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表现

（1）自然地理环境具有统一的演化过程

自然地理环境各个要素的发展演化是统一的，每个地理要素的演化都是自然地理环境演化的一个方面。

例如，我国西北地区，气候、水文、土壤等自然地理要素共同构成了西北独特的荒漠环境，如下图所示：

（2）地理要素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某一自然地理要素的变化会导致其他要素乃至整个地理环境状态的改变。下图为大量使用矿物燃料、

滥伐森林引起整个生态环境功能失调的例子。



（3）一个区域自然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其他区域

区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区域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其他区域的发展变化。如

青藏高原的隆升对周边区域自然环境的影响就非常明显，示意如下。

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1．陆地自然带

（1）成因

（2）特点：形成了具有一定宽度、呈带状分布的陆地自然带。

（3）陆地自然带与世界气候类型的对应关系

不同的气候形成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带，不同的自然带都有与之对应的气候类型。如下图所示（以北半

球为例）。



2．陆地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分异规律 形成基础 影响因素 典型地区 图示

由赤道到两极

的地域分异规律

（纬度地带性）

热量 太阳辐射
低纬和高纬地区及

中纬度一定范围内

从沿海向内陆

的地域分异规律

（经度地带性）

水分 海陆分布 中纬地区

山地的

垂直地域分异规律

（垂直地带性）

水热状况 海拔
海拔较高的

低纬山地



（2018▪天津卷）结合图 1和图 2中的信息，回答 1—2题。

1．最有可能观察到图 1中景观的地点，是图 2中的

A．甲地 B．乙地 C．丙地 D．丁地

2．在图 1所示地区，年降水量最多的地带应位于

A．终年积雪区 B．高山草甸带 C．云杉林带 D．山麓草原

【答案】1．A 2．C

2．图示区域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只有水汽量大的地方才可能形成森林。天山北坡因

位于大西洋、北冰洋湿润水汽的迎风坡，降水丰富，形成云杉林。故选 C。

（2018▪江苏卷）下图为“我国西部某山地北坡垂直带谱示意图”。据该山地海拔 2500～3400m间的一小

流域水量平衡实验资料，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460mm，水量支出中蒸发占 28%，下渗占 2%，不产生地

表径流。据此回答下题。

3．甲表示的自然带是

A．山地落叶阔叶林带 B．山地草原带 C．山地常绿阔叶林带 D．荒漠带

【答案】3．B



【解析】3．甲自然带位于半荒漠带和山地针叶林之间，介于半荒漠和森林之间的应该是草原，所以甲自然

带最可能属于山地草原带。故选 B。学科~网

（2017▪新课标全国卷Ⅰ）下图为我国东部地区某城市街道机动车道与两侧非机动车道绿化隔离带的景观

对比照片，拍摄于 2017年 3月 25日。数年前，两侧的绿化隔离带按同一标准栽种了常绿灌木；而如今，

一侧灌木修剪齐整（左图），另一侧则杂树丛生，灌木零乱（右图）。拍摄当日，这些杂树隐有绿色，新叶

呼之欲出。据此完成 4—6题。

4．当地自然植被属于

A．常绿阔叶林 B．落叶阔叶林 C．常绿硬叶林 D．针叶林

5．造成图示绿化隔离带景观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该街道两侧

A．用地类型差异 B．居民爱好差异 C．景观规划差异 D．行政管辖不同

6．图示常绿灌木成为我国很多城市的景观植物，制约其栽种范围的主要自然因素是

A．气温 B．降水 C．光照 D．土壤

【答案】4．B 5．D 6．A

5．两侧用地类型相同，均为绿化用地，排除 A；隔离带用于城市交通管理，非居民观赏功能，且种植植物

相同，不存在居民的喜好影响，排除 B；根据材料中提到，数年前两侧植被类型相同，排除 C。因此造成绿

化隔离带景观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该街道两侧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故选 D。

6．由于常绿灌木冬季不落叶，所以成为我国很多城市的景观植物。景观植物的最大用途就是营造城市景观，

因此需要保持常绿。而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气温低，大多数植物都在冬季落叶，故制约常绿灌木栽种范围的

主要自然因素是气温，气温低，热量不足，制约了常绿灌木的栽种范围。故选 A。

（2017▪北京卷）下图表示喜马拉雅山脉某区域不同海拔四个站点的最冷、最热月平均气温。读图，回

答下题。



7．该山地

A．海拔 3000米左右积雪终年不化 B．气温年较差随海拔升高递增

C．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 D．地处板块的生长边界

【答案】7．C

【点睛】解答该题关键是获取图中信息，根据四个站点的最冷、最热月平均气温，可以判断出气温年较差

随海拔升高递减，另外还需要掌握喜马拉雅山脉的北坡在青藏高原上，北坡海拔起点高，从而可以判断该

山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

青藏高原热岛效应理论指出青藏高原热量较同纬度、同海拔的其他地区高得多，甚至比赤道附近的同

海拔地区也要高得多。完成 8—9题。

8．青藏高原热岛效应原因解释正确的是

A．青藏高原天气晴朗 B．青藏高原空气稀薄

C．下垫面大面积抬升 D．青藏高原距太阳近

9．青藏高原热岛效应可能会导致其与同纬度山脉相比

A．垂直自然带数量多 B．森林的分布上界低

C．雪线海拔高 D．相同自然带海拔低

【答案】8．C 9．C



9．青藏高原热岛效应会使得同一海拔，青藏高原的温度比同纬度山脉地区要高，因此森林的分布上界青藏

高原更高；相同自然带海拔也较高；雪线海拔高也较高，B、D错误，C正确；垂直自然带的多少与海拔和

山脉所在的纬度有关，因此不能根据青藏高原的热岛效应判断自然带的多少，A错误。故选 C。

草皮屋，是北欧地区流传千年的建筑方式，留存于挪威、丹麦和冰岛等国家。下图为挪威南部某地草

皮屋景观图，据此回答 10—11题。

10．人们最初在屋顶上种植草皮的主要目的是

A．美化居住环境 B．减轻屋顶压力 C．加强御寒保暖 D．削弱太阳辐射

11．该草皮屋所处的自然带是

A．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B．温带草原带

C．亚寒带针叶林带 D．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

【答案】10．C 11．A

【解析】10．草皮屋，是在北欧地区，纬度高寒冷期长，在屋顶种植草皮可加强御寒保暖。故选 C。

11．草皮屋，是在北欧地区挪威、丹麦和冰岛等国家，该地区地处欧洲西部沿海，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所

处的自然带是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故选 A。学科#网

某群岛面积 12200 平方千米，由 200左右个岛屿组成，岛上建有 1 座城镇。岛上植物低矮、浓密，为

无天然树木生长的草原，土生的陆地哺乳动物已不复可见。读下图，完成 12—13题。



12．群岛上草原无树的最主要原因是

A．阴凉多风的气候 B．过早与大陆分离 C．过于单一的地形 D．火山的不断喷发

13．群岛禽鸟类丰富，主要受益于

A．靠近大陆的位置 B．流经沿岸的洋流 C．缺少大型食肉动物 D．人类活动影响弱

【答案】12．A 13．B

矮曲林是指山地森林上限附近由矮化、扭曲及变形的树木组成的林地或丛林，矮曲林树木甚至匍匐地

面、然后倾斜向上生长。中国矮曲林总体可分为寒温性矮曲林和常绿苔藓矮曲林两类。下图示意中国矮曲

林分布及分布区气候状况。据此完成 14—16题。

14．结合材料可推测，中国矮曲林

A．分布范围北方比南方广 B．分布地区年降水量稀少



C．全部由常绿阔叶林长期演化形成 D．长白山寒温性矮曲林树种组成比较单

15．矮曲林的形成是由于所在地

A．全年寒冷、干燥 B．持续大风，土层瘠薄

C．多云雾，冬季气温低 D．太阳辐射强，土层肥厚

16．矮曲林一般分布在

A．山顶或山脊 B．山谷或山顶 C．山脊或山麓 D．山麓或山谷

【答案】14．D 15．B 16．A

15．矮曲林树木变形、弯曲或矮化，甚至匍匐地面、然后倾斜向上生长，应该是受强烈而持续的大风、贫

瘠的土壤、昼夜温差大、坡陡及冬春积雪较多等因素影响，才形成耐瘠薄土壤、萌生力强、树种组成单一

的矮曲林。故选 B。

16．根据矮曲林的分布特征，其形成原因是受强烈而持续的大风、贫瘠的土壤影响，此类自然特征多分布

在高山、亚高山的山顶或山脊；山麓或山谷地带地势较低，热量条件较好，风力较小，土壤较肥沃。故选 A。

乞力马扎罗山是非洲第一高峰，海拔 5895米，距离赤道仅 300多千米。目前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雪冠正

面临着在 50年内消失的威胁。据此回答 17—19题。

17．图中自然带①②③④分别表示

A．热带雨林带、热带稀树草原带、常绿阔叶林带、落叶阔叶林带



B．热带雨林带、常绿阔叶林带、落叶阔叶林带、针叶带

C．常绿阔叶林带、落叶阔叶林带、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

D．热带草原带、常绿阔叶林带、落叶阔叶林带、针叶林带

18．乞力马扎罗山的森林带和草原带南坡高于北坡，而雪线高度南坡低于北坡，其原因主要是

A．南坡是迎风坡，降水较多 B．南坡地形坡度较缓，积雪较多

C．南坡离赤道相对较远，气候干燥 D．南坡是背阴坡，气温较低

19．关于上右图中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雪冠逐渐消失的原因及其影响的叙述，正确的是

A．雪冠逐渐消失主要是因为乞力马扎罗山距离赤道近，气温高

B．雪冠逐渐消失主要是因为大气环流异常，导致山顶降雪量锐减

C．雪冠消失将对这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破坏

D．雪冠消失将导致山麓地带水资源增加，森林四季繁茂

【答案】17．A 18．A 19．C

18．乞力马扎罗山的森林带和草原带南坡高于北坡，而雪线高度南坡低于北坡，其原因主要是南坡是迎风

坡，降水较多，A正确；图示海拔 2000米以下，南坡地形坡度较陡，B错误；南坡离赤道相对较远，有雨

林带分布，气候湿润，C错误；位于赤道附近，南坡、北坡气温差异不明显，阴坡、阳坡差异不明显，D错

误。故选 A。

19．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雪冠逐渐消失的原因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气温升高，冰雪融化，A、B错误；雪冠

消失将对这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破坏，C正确；气温升高，蒸发旺盛，山麓地带水资源可能减少，D

错误。故选 C。

物种丰富及其分布格局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高黎贡山位于中缅交界地带，地处横断山

区南段，这里山河相间，山高谷深，纵列分布，物种丰富度高。下图为高黎贡山植物种群丰富度变化图。

读图，完成 20—21题。



20．形成图中植物科、属、种数量最丰富处的环境条件可能是

A．降水量最大 B．气温最适宜 C．土壤肥力高 D．水热组合好

21．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植物物种丰富度其最大值出现在海拔 1500—2000米之间

B．物种丰富度与不同海拔所反映的水、热状况有关

C．在低海拔地区，随海拔升高，三个分类群的丰富度都是先迅速增大，后缓慢下降

D．出现最大值的海拔段的植被类型是温带落叶阔叶林

【答案】20．D 21．D

21．图示横轴表示海拔高度，纵轴表示种、属数。根据图示曲线，植物物种丰富度其最大值出现在海拔

1500—2000米之间，A正确；物种丰富度与不同海拔所反映的水、热状况有关，B正确；在低海拔地区，

随海拔升高，三个分类群的丰富度都是先迅速增大，后缓慢下降，C正确；无法判断出现最大值的海拔段气

温低于 0℃，植被类型也可能是亚热带常绿林，D错误。故选 D。

【点睛】植物生长环境，主要是热量、水分条件的差异。形成图中植物科、属、种数量最丰富处的环境条

件可能是水热组合好，适宜多种植物生存。无法判断出现最大值的海拔段，最冷月气温小于低于 0℃，植被

类型也可能是亚热带常绿林。

22．（2018•天津卷•节选）读图文材料，回答问题。



我国的攀枝花市与俄罗斯的新库兹涅茨克市都是本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城市。

新库兹涅茨克市所在地区适宜温带作物生长，攀枝花市所在地区适宜亚热带作物生长。这种现象体现

了______________地带性规律。攀枝花市所在地区还能种植热带、温带作物，说明其自然原因。

22．【答案】纬度 地表高差大，海拔较高的地区能种植温带作物；北部山地阻挡冷空气，冬季热量条件优

于同纬度地区，山谷地区能种植热带作物。

23．（2018•江苏卷•节选）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下图为“陕西省一月和七月平均气温等温线分布及部分城市年均降水量图”。

材料二 陕西省可以划分为陕南、关中和陕北三大地理单元。下图为“陕西省沿109°E经线地形剖面示

意图”。



材料三 太白山是秦岭最高峰，海拔3767米，其南北坡地理环境差异明显。下图为“太白山南北

坡气温垂直递减率逐月变化图”。

从地形、植被等方面分析陕西省三大地理单元的自然景观特征。______________

23．【答案】陕南：山地、谷地为主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垂直分异）

关中：平原（盆地）为主 温带落叶阔叶林

陕北：黄土高原为主 温带草原（森林草原）

24．（2017▪北京卷）伴随着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交往不断增加。

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非国家中，马拉维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读图，回答下题。

说出该国自然带的类型，并在 1月和 7月中任选其一．．．．，说明该自然带的景观特点和成因。

24．【答案】热带草原带。1月植物繁茂，为热带草原的湿季。受赤道低压带影响，纬度位置低，气温高、



降水多。7月草木枯黄，为热带草原的干季。受信风带影响，纬度位置低，气温高、降水少。

【点睛】自然带的类型和气候类型对应，自然带的类型可以根据气候类型判断，根据经纬网和降水柱状图，

可以判断出该地位于南半球，属于干湿季分明的热带草原气候。

25．（2017▪新课标全国卷Ⅰ）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山地垂直带内部的分异规律，日益为地理学研究所重视。在山地苔原带，植物多样性存在随海拔升高

呈单峰变化的规律：在山地苔原带下部，少数植物种类通过种间竞争获得优势，植物多样性较低；随着海

拔升高，环境压力变大，种间竞争减弱，植物多样性升高；在更高海拔区域，适宜生存的植物种类减少。

地理科考队调查某山峰的苔原带（海拔 2000—2600米）时发现，该苔原带部分地区存在干扰，导致优势植

物数量减少，植物多样性异常；阴、阳坡降水量与坡度差别不大，但植物多样性差异显著（见下图）。

（1）确定该苔原带遭受干扰的坡向和部位，以及干扰强度的垂直分布特征。

（2）判断在未遭受干扰时，阴坡与阳坡苔原带植物多样性的差异，并说明判断依据。

（3）分析与阴坡相比，苔原带阳坡地表温度和湿度的特点及产生原因。

（4）说明从 2300米至 2600米，阴、阳坡植物多样性差异逐渐缩小的原因。

25．【答案】（1）遭受干扰的坡向和部位：阳坡，苔原带的下部（中下部，2000—2300米左右）。

干扰强度分布特征：随海拔升高而降低（海拔越低，干扰越强烈）。

（2）（未遭受干扰时）阴坡较阳坡植物多样性高。学科￥网

依据：（按单峰变化规律，）阳坡苔原带的植物多样性最高值应在中部（2300米左右），低于阴坡最高值。

（3）特点：阳坡地表温度高、湿度低（水分条件差）。

原因：阳坡太阳辐射强，地表温度高，蒸发强度大；阳坡融雪早，蒸发历时长。

（4）随着海拔升高，阴、阳坡面积减小，坡面差异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减弱；阴、阳坡相互影响（水分、



热量交换作用）增强。

（2）读图并结合上题分析可知，阳坡苔原带植物多样性最高值应在中部 2300米左右，低于阴坡最高值，

所以未遭受干扰时，阴坡苔原带的多样性多于阳坡。

（3）阳坡受太阳光照时间较长，获得太阳辐射多，所以温度高。根据材料可知，阳坡与阴坡的降水条件、

坡度差别不大，而导致阳坡与阴坡的植物多样性有明显差异，引起干扰的因素应为蒸发量大小导致的水分

条件的差异，所以可以判断阳坡温度高，蒸发量较阴坡大，湿度小。

（4）由材料可知，在更高海拔地区，阴、阳坡面积减小，坡面差异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减弱；海拔升高，

气温降低，热量条件变差，蒸发量减少，而水分差异也相应变小，阴、阳坡相互影响（水分、热量交换作

用）增强，从而导致阴坡和阳坡的植物多样性差异减小。

【点睛】此题解答的关键是抓住“在山地苔原带，植物多样性存在随海拔升高呈单峰变化的规律”这一关

键信息，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阳坡曲线没有呈现单峰变化，而是一直降低，故说明其受到干扰。

26．阅读图文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为研究气候变化对云杉生产力的影响，需要对不同环境中的云杉生长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采样分析。图中

天山北坡的甲、乙、丙三地是某科研人员选取的部分采样点，调查显示自西向东，云杉分布的海拔由低到高。

（1）天山北坡的云杉针叶林被称为“荒漠中的卫士”，试说明理由。

（2）分析甲、乙、丙三地的云杉针叶林分布高度差异的原因。



（3）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气候变暖使云杉的生产力有所提高，请分析原因。

（4）野外调查时，为能反映云杉生产力与自然环境要素关系的真实性，需要对采样地点进行挑选。请你设

计一个比较恰当的采样点挑选标准。

26．【答案】（1）云杉对附近地区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的作用；该地区地处两大干旱荒漠盆

地的中间地带，有力地维护调控荒漠地区的生态平衡；云杉保护山区农林生产和牧业基地的生产活动。因

此被称为“荒漠中的卫士”。

（2）甲位于天山北坡的西段，（是天山朝西开口的河谷地带），是来自大西洋暖湿西风的迎风坡，降水量较

大，水分条件优越，所以云杉分布的海拔较低；乙地和丙地位置偏东，位于大陆内部，来自大西洋的水汽

越来越少，相同海拔高度上的降水量越来越少，水分条件越来越差，所以云杉的分布越来越高。

（3）在比较寒冷的环境下，湿度的升高可以促进植物代谢过程，增强植物光合作用；温度的升高可以促进

有机物分解，增加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温度的升高还能延长植物的生长期，使植物能有更

多的时间来进行光合作用，积累更多的光合产物，从而提高生产力。

（4）云杉分布比较多，能形成成片的天然林；林地没有明显人为或自然的破坏和干扰；林地附近没有明显

人为或自然的破坏和干扰；林地附近有气象站，能提供可靠的长时间序列的气象观测资料。

（2）甲、乙、丙三地的云杉针叶林分布高度差异的原因主要从影响降水的因素角度分析。读图可知，甲、

乙、丙为自西向东，由于该地位于西北内陆地区，降水主要来自西风带来的大西洋水汽，所以自西向东降

水量逐渐减少。甲位于天山北坡的西段，是天山朝西开口的河谷地带，是来自大西洋暖湿西风的迎风坡，

降水量较大，水分条件优越，所以云杉分布的海拔较低；乙地和丙地位置偏东，位于大陆内部，来自大西

洋的水汽越来越少，相同海拔高度上的降水量越来越少，水分条件越来越差，所以云杉的分布越来越高。

（3）近年来气候变暖使云杉的生产力有所提高的原因主要从气温升高对于植物生长的作用角度分析。在比

较寒冷的环境下，温度的升高可以促进植物代谢过程，增强植物光合作用；温度的升高可以促进有机物分

解，增加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温度的升高还能延长植物的生长期，使植物能有更多的时间

来进行光合作用，积累更多的光合产物，从而提高生产力，从而使得云杉林的生产力提高。

（4）反映云杉生产力与自然环境要素关系的采样点的选择方法主要从林木分布、人类活动的干扰、气象条

件稳定等方面考虑。从林木分布看，应当选择在云杉分布比较多，能形成成片的天然林；从人类活动的影



响看，应当在林地附近没有明显人为或自然的破坏和干扰；从气候条件看，林地附近有气象站，能提供可

靠的长时间序列的气象观测资料。

27．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大熊森林地处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自西海岸的一系列海岛到海岸山脉西侧，是世界上现存面

积最大的温带雨林。雨林中乔木高大茂密，林间生长了大量湿生苔藓。但由于近代人类的开发，大熊森林面

积已大大缩小，2006年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这片温带雨林及各种珍稀野生动物。下图是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地形图。

（1）分析大熊森林成为世界现存面积最大温带雨林的原因。

（2）分析大熊森林林间湿生苔藓广布的原因。

（3）从植被类型及地理分布角度说明温带雨林和热带雨林的差异。

（4）推测当地政府保护大熊森林可能采取的措施。

27．【答案】（1）地处 40°N～60°N北美洲大陆西海岸，常年受盛行西风控制，气候温和；（暖湿的）西风受

海岸山脉的阻挡，多地形雨，降水丰沛；开发历史相对较短、地广人稀，（早期）森林几乎没有遭受人为干

扰破坏。

（2）降水多，空气湿润（湿度大）；纬度较高，气温较低，且阴雨天多，蒸发较弱；树木高大茂密，林间

光照弱。

（3）植被类型差异：热带雨林植被以热带常绿树种为主；温带雨林以温带落叶阔叶林及针叶林为主；地理

分布差异：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南北纬 10°以内、且沿海与内陆均有分布；温带雨林主要分布在南北纬 40°

至 60°之间、主要分布于大陆西岸。

（4）建立自然保护区（扩大自然保护区面积）；立法禁止商业性伐木（控制商业性伐木规模）；积极发展森



林旅游业。

（3）植被类型与当地的气候有关。植被类型差异：热带雨林植被以热带常绿树种为主，主要分布在热带雨

林气候区；温带雨林以温带落叶阔叶林及针叶林为主，主要分布在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地理分布差异：热

带雨林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的南北纬 10°以内、且沿海与内陆均有分布；温带雨林主要分布在南北纬 40°至

60°之间、主要分布于大陆西岸。学科…网

（4）大熊森林目前主要是商业性砍伐而破坏严重，森林的保护措施可从建立自然保护区、开发与保护相结

合的进行；建立自然保护区（扩大自然保护区面积），以减少商业性的开发；立法禁止商业性伐木（控制商

业性伐木规模）；积极发展森林旅游业，带动森林区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