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地理学考试试题答案 

 

一． 名词解释 

1. 土壤肥力：土壤在外界环境条件影响下，协调植物生理生态要求的能力。衡量的标准是土壤中水、热、气、肥

周期性动态达到稳、均、足、适地满足植物需求的程度。 

2. 生物多样性：生物界的多样化和变异性，以及生物生存环境的复杂性，主要指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多样性。 

3. 流域：每条河流和水系从一定的陆地范围内获得水量补给的集水区。 

4. 气候变化：指气候相对于平均状态的偏离，它具有一个非常宽的时间谱。 

5. 垂直地带性：自然景观及其组成要素大致沿等高线方向延伸，随地势高低变化发生有规律的垂直分化。 

6. 地质循环：岩石圈与大气圈、水圈之间建造与破坏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种循环模式，包括水循环、岩石循环

和构造循环三个次级循环。 

7. 净辐射：在某段时间内，物体单位面积上能量收支的差值。地面净辐射指地面收入的总辐射能量和支出的总辐

射能量的差额。 

8. 地转流：当海水沿着压力梯度力方向流动时，受到地转偏向力的作用，当两种力达到平衡时，形成的大致垂直

于洋面坡度绕涡旋流动的海流。 

二． 单项选择题 

1. C；2. C 

三． 填空题 

1. (1)枯枝落叶层、(2)腐殖质层、(3)淋溶层、(4)淀积层、(5)母质层 

2. （6）风化、（7）负荷、（8）地表水/地面流水、（9）地下水、（10）冰川、（11）海洋、（12）风 

3. （13）太阳辐射、（14）地球内能（15）人类活动；（16）物理气候过程（17）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4. （18）冬干温暖/Cw（19）夏干温暖/Cs（20）、常湿温暖/Cf 

四． 简答题 

1．解释一般水量平衡方程 I－O=±△S 的含义，写出全球、全球陆地和全球海洋的多年平均水量平衡方程并解释其

含义。 

水量平衡方程的含义：输入系统的水量 I 减去输出系统的水量 O 等于系统中的蓄水变化量△S。 

全球多年平均水量平衡方程：P陆+P洋=E陆+ E洋。其含义是：由于就多年平均来说，△S趋于零，所以，输入系统

的水量等于输出系统的水量，即大陆总降水量P陆与海洋总降水量P洋之和等于大陆总蒸发量E陆与海洋总蒸发量E洋之

和。 

全球陆地多年平均水量平衡方程：P陆=E陆+R。该式表明，P陆  > E陆, 陆地多余的水量形成径流R入海，从而使陆

地上的水量不会增多。 

全球海洋多年平均水量平衡方程：P洋= E洋－R。该式表明，P洋 < E洋, 海洋损失的水量由陆地径流R补偿，从而

使海洋的水量不会减少。 

2.为什么说土壤的性质是气候、生物、地形、母质和时间等成土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气候因素通常指温度和降水条件，它决定着风化作用的强度和类型，从而影响土壤的无机组成和质地，通过淋

溶作用影响土壤剖面的分化；生物因素指生物群落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它决定着土壤的有机组成和腐殖质，以及

生物小循环的性质、速度和强度；地形因素指土壤发生的坡度、坡向和海拔高度等，它通过对水热条件的再分配，

决定着风化作用的强度和类型，影响土壤的无机组成和质地，并通过决定母质的存留状况，影响成土过程；母质因

素指土壤发育的母质，它决定着土壤的无机组成；时间因素指土壤的成土年龄，它决定着土壤的发育程度和剖面分

化的状况。上述成土因素既单独又组合地作用于土壤的形成过程。 

3.认识地球表层系统的能量充分开放和物质微弱开放对人类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1）太阳辐射能是地球表层系统最重要的能源。由于地球表层系统与其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并且能量

交换的数量巨大，所以，它在能量方面是充分开放的。从而，为人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大力开发

和利用太阳能，实现“阳光经济”，将成为 21 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2）地球表层系统与环境之间物质交换的数量与系统内的物质总量相比是很少的。可见，地球表层系统在物质方面

是微弱开放的，因此，地球表层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地表物质资源的有限性要求人类社会应当更节约、更有效和

尽量循环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以保证代际之间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人类在生产和消费过

程中，尽可能地延长原生资源和物质从摇篮到坟墓（废物）的利用时间；尽可能地减少单位社会服务或单位产品的

资源投入量；尽可能地提高废物的重复利用率。 

五． 论述题 

1. 首先对图进行说明 

（1）在大气与生物圈的二氧化碳交换过程中，有 102 个单位的二氧化碳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被固定在陆地，同时有

50 个单位的二氧化碳经过植物的呼吸作用、50 个单位的二氧化碳经过动植物残体的分解作用返回大气圈，还有 1 单

位的二氧化碳流向河流，因此陆地环境中剩下 1 单位的二氧化碳。 

（2）在大气与海洋二氧化碳循环过程中，有 92 单位的二氧化碳通过物理化学过程从大气进入海洋，有 90 单位经过

物理化学过程从海洋进入大气，化学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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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从大陆流向海洋的 1 单位二氧化碳，因此每年有 3 单位的二氧化碳留在海洋。 

（3）每年人类毁林释放出 1.5 个单位的二氧化碳，化石燃料燃烧释放 6 单位的二氧化碳。 

本来大气与地表间的二氧化碳循环大致是地表净收入，但是由于人类活动的作用，每年大气中新增的二氧化碳

含量就等于 1.5+6－2－2=3.5 单位，二氧化碳的浓度持续增加。 

原因：导致浓度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对森林的不断砍伐以及持续使用化石燃料 

影响：将导致温室效应愈发显著，全球气温升高，海平面不断上升等。 

控制对策：保护森林，禁止乱砍乱伐，植树造林；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提倡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 

        

2. 读图阐述对流层大气环流形成的机理和过程 

地球-大气系统所接受的辐射能在各纬度分布的不均匀，产生由赤道指向两极的温度水平梯度。这样，在大气低

层便产生从极地指向赤道的气压梯度，而在对流层的中、上部则产生从赤道指向极地的气压梯度，从而导致空气的

经向运动。 

从赤道辐合上升的空气到了高空，在气压梯度力的作用下由低纬向高纬运动，当空气离开赤道后，便受到随纬

度升高而增大的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使沿经向运动的空气质点逐渐转变为向偏东方向运动，大约在纬度 30º附近，气

压梯度力与地转偏向力达到平衡，形成西风，从而使得自赤道源源不断地向高纬运动的空气在纬度 30º附近发生辐合

和质量的堆积，导致地面气压的升高，同时，自赤道向北运动的空气还逐渐冷却，因而产生下沉运动，形成副热带

动力高压。下沉的空气到低层沿经向分为两支辐散，向低纬运动的空气质点在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转为东北信风（北

半球）和东南信风（南半球），流向赤道低压带，这两股气流汇合的地带称为热带辐合带。暖空气在热带辐合带内上

升到高空，并产生向极地辐散的气流，形成哈得莱环流圈。 

从副热带高压向高纬运动的低层空气因受到地转偏向力的作用，转变为西南风，而从极地高压流向较低纬度的

低层空气，则为东北风，这两支气流在副极地地带相遇。由于来自极地和高纬的空气冷而干，而来自较低纬度的空

气暖且湿，所以，这种大范围不同性质的空气块在副极地相遇便形成了锋区，称为极锋。暖湿空气密度较小，沿极

锋锋面滑升，当它达到对流层上部时又南北分流，向南的一支在对流层上部与哈得莱环流圈高层来自赤道的更加暖

湿的空气在副热带相遇，形成副热带锋区。这支高空气流与低层的西南气流一起构成费雷尔环流圈，方向与哈得莱

环流圈正好相反。向北的一支流向极地，变冷下沉，并在低层回到较低纬度的地区，形成了极地环流圈。上述气压

带、风系和三圈环流的形成机理可概括为一种具有负反馈回路的图解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