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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宇宙、太阳系、地球：
• 总星系——河外星系
• 银河系——恒星世界
• 太阳系——八大行星：水金地火木土天海
                     地月系
• 地球特殊性（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 自身条件：充足的水分，恰到好处的大气厚度
和成分 

• 外部条件：适宜的光照和温度范围，安全的公
转轨道 



二、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影响：
• 黑子→出现于光球层
• 耀斑和日珥→出现于色球层
• 太阳风→出现于日冕层
• 黑子与气候变化有一定的相关性（周期

11年）
• 对地球的影响：耀斑→磁暴→影响短波
通信

• 太阳风→极光



三、地球的自转与公转：

• 方向：自西向东（北极上空看逆时针，
南极上空相反）

• 周期：恒星年（365天6时9分10秒）；
恒星日（23时56分4秒）

• 角速度每小时15º（两极除外）
• 线速度平均30千米/小时；从赤道向两
极递减



• 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关系：
• （1）黄赤交角：赤道平面和黄道平面的
交角。目前是23º26’ 

• （2）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移    
动

• 地球自转的地理意义：
• （1）昼夜更替
• （2）地方时
• （3）沿地表水平运动的物体发生偏移，
北半球右偏，南半球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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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 （1）昼夜长短和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
• ①昼夜长短的变化
• 北半球：夏半年，昼长夜短，越向北昼越长
    北极圈以北出现极昼现象，那个半球昼长
    冬半年，昼短夜长，越向北昼越短
    北极圈以北出现极夜现象
• 南半球：与北半球相反
• ②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
• 春秋分日：由赤道向南北方向降低，由太阳直射点向南北，
随纬度的变化

• 夏至日：由23º26’N向南北降低，23º26’N以北在夏至日
达到最大值

• 冬至日：由23º26’S向南北降低，23º26’S以南在冬至日
达到最大值

• 南北回归线之间每年有两次直射



• 光照图的判读：
• （1）判断南北极，通常用于俯视图，判断依据为：从地球北极点         看
地球的自转为逆时针，从南极看为顺时针；或看经度,东经度递           增
的方向即为地球自转的方向

• （2）判断节气，日期及太阳直射点的纬度，晨昏圈过极点（或与一      
条经线重合），太阳直射点是赤道，是春秋分日；晨昏线与极圈相切，  
若北极圈有极昼现象为北半球的夏至日，太阳直射点为北纬23º26’，    
若北极圈有极夜现象为北半球的冬至日，太阳直射点为南纬23º26’ 

• （3）确定地方时，在光照图中，太阳直射点所在的经线为正午12点，晨
昏线所包围的白昼部分的中间经线为12点，晨线与赤道交点经线的地方时
为6点，昏线与赤道交点经线为18点，依据每隔15º，时间相差1小时，每
1º相差4分钟，先计算两地的经度差（同侧相减，异侧相加），再转换成
时间，依据东加西减的原则，计算出地方时

• （4）判断昼夜长短 求某地的昼（夜）长，也就是求该地在纬线圈上昼（
夜）弧的长度，这个长度也可由昼（夜）弧所跨的经度数来推算

• （5）判断正午太阳高度角 先求所求地区与太阳直射点的纬度差，若所求
地和太阳直射点在同一半球，取两地纬度之差，若所求地和太阳直射点不
在同一半球，取两地纬度之和，再用90º-两地纬度差即为所求地的正午太
阳高度



• 晨昏线与经线和纬线：
• （1）根据晨昏线与纬线相交判断问题
• ①晨昏线通过南北极可判断这一天为3月21日或9月23日
前后

• ②晨昏线与南北极相切，北极圈内为昼，可判断这一天
为6月22日前后，北半球为夏至日，北半球为夏季，南
半球为冬季

• ③晨昏线与南北极相切，北极圈内为夜，可判断这一天
为12月22日前后，北半球为冬至日，北半球为冬季，南
半球为夏季

• （2）根据晨昏线与经线相交关系判断昼长和夜长
• 推算某地昼长或者夜长，求昼长时，在昼半球范围内算
出该地所在地的纬线圈从晨线与纬线圈交点到昏线与纬
线圈交点，所跨的经度除以15即该地昼长，如果图上只
画了昼半球的一半，要注意，图中白昼所跨经度差的2倍，
除以15才是该地的昼长



• 区时,地方时的计算：
• 第一步:先求两地的经度差
• 第二步:再求时间差,以每一度经度相差4分
钟来算

• 第三步：然后判断两地的东西方向，求东
用加，求西用减.若求出的时间大于24小时，
则减24，日期加1天，若时间为负值，则
加24小时，日期减去1天



四、地球的内部圈层和外部圈层：

• 划分依据：地震波
• 划分界面：莫霍面，距离地表约 17 千米；古
登堡面：距离地表约 2900 千米. 

• 地壳：
• 位置：莫霍面以上
• 厚度：平均约17千米，变化规律：大陆较厚，
约33千米，海洋较薄，约6千米。海拔越高，
厚度大。



• 地幔：
• 位置：莫霍面和古登堡面之间
• 结构：上地幔、下地幔
•       岩石圈：地壳和上地幔顶部（软流
层以上）合在一起组成。

•       软流层：位于上层地幔中，一般认
为可能是岩浆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 地核：
• 位置：古登堡面以下
• 组成：可能是极高温度和高压状态下的铁和镍 
• 结构：外核呈液态或熔融状态，内核呈固态
• 大气的组成和垂直分层：
• 低层大气的组成：干洁空气（氮—生物体的基本成分、氧—
生物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二氧化碳—光合作用的基
本原料、臭氧—吸收太阳紫外线“地球生命的保护伞”）水汽
和固体杂质

• 大气的垂直分层：
• 高层大气，2000-3000千米，电离层反射无线电波
• 平流层，50-55千米，温度随高度的增加而上升，平流运
动，臭氧吸收紫外线升温，有利于高空飞行

• 对流层，低纬：17-18千米，中纬：10-12千米，高纬：8-9
千米，温度随高度增加而递减，对流运动，天气现象复杂
多变，与人类关系最密切



五、大气的热力作用：
• （1）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
• 吸收作用：具有选择性，水汽和二氧化碳吸收红外线，
臭氧吸收紫外线，对于可见光部分吸收比较少

• 反射作用：无选择性，云层越厚，反射作用越强，在夏
季多云的白天，气温不是很高

• 散射作用：具有选择性，对于波长较短的篮紫光易被散
射，所以晴朗的天空呈蔚蓝色

• （2）对地面的保温效应：
• ①大气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截留热量而增温，由于大
气对于太阳短波辐射的吸收能力比较差，但是对于地面
长波辐射吸收作用强，所以地面辐射大部分都是被大气
吸收

• ②大气逆辐射是大气辐射的一种,方向朝向地面,对地面
热量进行补偿，起保温作用



六、大气运动：
• 热力环流：太阳辐射在地表的差异分布，造成不同地区
气温不同，导致水平方向上的气压异引起大气运动

• 形成：地面冷热不均（受热上升、冷却下沉）垂直运动
→同一水平面的气压差异→水平运动

• 大气的水平运动——风
• 水平气压梯度力：原动力（垂直于等压线，高压指向低
压）风向与等压线垂直

• 地转偏向力：（垂直于风向，北半球向右，南半球向左） 
风向和等压线平行

• 摩擦力：（近地面、方向与风向相反）风向和等压线呈
夹角



• 大气环流：
• ①三圈环流：
• 在地表形成了七个气压带和六个风带，气压带
风带随太阳直射点的南北移动而南北移动，对
于北半球来说，夏季向北移，位置偏北；冬季
向南移，位置偏南

• 风带气压带形成因素： 热力因素，如赤道低
气压带和极地高气压带；动力因素，如副极地
低气压带和副热带高气压带

• 低纬环流和信风带；中纬环流和西风带；高纬
环流和极地东风带

• 以赤道低压带为轴南北对称，高、低压相间分
布，气压带之间为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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