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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线——
           地面上海拔高度相同的各点的连线 

等高线地
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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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同线等高  :同一条等高线上的各点等高，并以海平

面作为零米。
 ②等高距全图一致 : 等高距即指两条相邻等高线之间
的高度差。例如三条等高线的海拔为500米、600米、
700米，则等高距为100米。
③等高线是封闭的曲线:无论怎样迂回曲折，终必环绕

成圈，但在一幅图上不一定全部闭合。
④两条等高线决不能相交:  因为一般情况下，同一地点
不会有两个高度。但在陡崖处,等高线可以重合。

    

1、等高线的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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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等高线与山脊线或山谷线垂直相交：  等高线穿过山脊

线时，山脊线两侧的等高线略呈平行状。等高线穿过河
谷(山谷线或集水线)时，向上游弯曲，成反V字形。
 ⑦两对等高线凸侧互相对称时，为山岳的鞍部，也叫山

的垭口。
 ⑧示坡线表示降坡方向 ： 示坡线是与等高线垂直相交

的短线，总是指向海拔较低的方向，有时也叫做降坡线。

⑤等高线疏密反映坡度缓陡 ： 等高线稀疏的地

方表示缓坡，密集的地方表示陡坡，间隔相等
的地方表示均匀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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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等高线地形图上地形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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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你手握成拳头，将它看成是一个地形区。右边是
该地形区的平面图，左边是它的等高线图，用你的拳
头对照着比比看，你会发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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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  山脊部位等高线向低处凸出,山谷部位等高线

向高处凸出

方法2  内部等高线海拔高,外围海拔低,即“内高外低
”为山脊；外围等高线海拔高,内部海拔低,即“外高
内低”为山谷。

山脊线与山谷线的判断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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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说出下图表示的地形类型的名称，并说出字    

母所在地表示的地形名称。

山峰

鞍部

山脊 山谷

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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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度的判读

（1）海拔：地面某个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海

平面海拔为０米

（２）相对高度：

（３）等高线地形图上海拔的判读：

（４）等高线地形图上相对高度的判读：

Ａ：若Ａ、Ｂ两地都在等高线上，两地的相对高度
就是两地的海拔差．

Ｂ：若Ａ点在等高线上，Ｂ点不在等高线上，两地
的相对高度：Ａ点的海拔－Ｂ点海拔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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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两地都不在等高线上，两地的相对高度h:

　　（n-1)d  ≤h﹤(n+1)d,　其中n为两地间不同等高
线的条数，d为等高距．

D:陡崖的相对高度h:

（n-1)d  ≤h﹤(n+1)d,　其中n为相交的等高线的条数，
d为等高距．

E:陡崖顶处海拔高度的取值范围:

A≤H﹤A+d     (A为崖顶重合等高线海拔最大的)

F:陡崖底处海拔高度的取值范围:

B- d ＜H≤B      (B为重合等高线海拔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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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2：若a=100m，b=200m，c=300m
求③④的相对高度；甲和乙的相对高度

                                                            

    同理  100〈H甲〈200，200〈H乙〈300 
    

解：读图可知 H ③=100m,H ④=300m故  H ③- H 

④=300-100=200m

200-200〈H乙-H甲〈300-100     故 0m〈H乙-H甲〈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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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求P点海拔——

O点海拔 ——

B、49〈H〈50

C、59〈H〈60 D、60〈H〈61

2)、O点对P点的相对高度H最大为（     ）m

例3：图中等高线表示一种风力堆积的地表形态

A、40〈H〈41

（810m<P<820m）

（860m<O<8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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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解（1）250m≤H顶<300m

                故是D

A  （2）  50m<H底≤100m
               故选A

(1)断崖顶部的E点海拔可能为(       )

A、59m B、99m

C、199m D、259m

(2)断崖底部的E点海拔可能为(       )

A、51m B、50m C、151m D、150m

(3)根据崖顶和崖底海拔高度算出断
     崖的相对高度(      )

A、150m B、250m C、251m D、149m

陡崖的相对高度公式：(n-1) d ≤H<(n+1) d   

（3）150m≤ H顶-H底<250m

             故选AA

2)根据等高线重叠的状况，判断陡崖底部和顶部海拔高度，并

估算断崖的相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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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方法：利用高的更高，低的更低原则

2）内容：如果闭合等高线的高度值与两侧等高线中的较低高度值相
      等，则闭合区域内的高度低于其等高线的高度值;如果闭合等高线
      的高度值与两侧等高值线中的较高高度值相等，则闭合区域内的
      高度高于其等高线的高度值。

若a=100m  b=200m    c=300m例题：

洼地 山丘判断地形：①____        ②_____

①的海拔_____________②的海拔_____________
0m<H<100m 300m<H<400m

1）适用范围：位于两条等高线之间的闭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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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等高线示意图，已知a＞b。读图回答1—3
1．有关P、Q两处地形的正确叙述（      ）

A．P为山坡上的洼地    B．Q为山坡上的洼地
C．P为山坡上的小丘    D．Q为山坡上的小丘

2．若b的海拔高度为200米，a的海拔高度为
300米，则P、Q处的海拔高度为（      ）

A．200＜P＜300 B．300＜P＜400 C．100＜Q＜
200 D．200＜Q＜300

3．若图中闭合等高线的高度同为a或同为b，则P、Q处的地

形可能（     ）
A．同为洼地 B．同为小丘
C．同为缓坡 D．一处为洼地，一处为

小丘

bc

bc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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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判断5大地形类型

平原：海拔200米以下，等高线稀疏，较为平直
丘陵：海拔200米以上，小于500米，等高线弯曲，
但比较和缓，相对高度一般小于100米。
山地：地形组成与丘陵相似，但海拔在500米以
上，相对高度一般大于100米，等高线密集、弯曲。
高原：海拔高度大(>1000米)，相对高度小，等高

线在边缘较密集，而内部明显稀疏。
盆地：四周等高线较密集，数值高。中间等高线
较稀疏，数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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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坡：等高线稀疏；    陡坡：等高线密集。

A点海拔高度的范围：140米---150米

等高距：_______

D

1:1000

若CD图上距离为3厘米，求从C到D的坡度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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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课时:

地形剖面图的画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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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水平剖面线绘制地形剖面图的步骤:

2.确定比例尺。水平比例尺一般采用原图比例尺，垂直比例
尺要视等高线中的高度大小来确定,一般垂直比例尺要大于水

平比例尺。

1、根据需要，在地形图上选择剖面线AB。 

3、确定水平基线。（一般与剖面线长度一致，并与剖面线

平行。）
4、作基线的平行线（平行线的间隔按垂直比例尺和等高距计

算，绘制时使用毫米单位更为方便），并注明高程，最高高度
数要比图中最大高程略高一些，最低高度数要比图中最低高程
再低一些，

5、从剖面线与等等高线的交点向下引垂线，交于剖面图中高

程相同的辅助线上，待各交点都画出后，再将这些点连成圆滑
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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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沿倾斜剖面线绘制地形剖面图的方法和步骤：

1、根据需要，在地形图上选择剖面线AB。 

2、确定比例尺。水平比例尺一般采用原图比例尺，垂直比
例尺要视等高线中的高度大小来确定,一般垂直比例尺要大于

水平比例尺。

3、确定水平基线。（必须与倾斜的剖面线长度一致，并转

为水平状态）

4、作基线的平行线（平行线的间隔按垂直比例尺和等高距计

算，绘制时使用毫米单位更为方便），并注明高程，最高高
度数要比图中最大高程略高一些，最低高度数要比图中最低
高程再低一些，

5、在等高程的辅助线上量取（用尺子或圆规）剖面线与等

高线交点之间的距离，以标出各交点在剖面图上的位置。再
将这些点连成圆滑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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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175320112043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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