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岩石：是在各种地质作用下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矿物集合体，是构成地壳及地幔的主要物质。岩石是

地质作用的产物，又是地质作用的对象，所以岩石是研究各种地质构造和地貌的物质基础。根据成因可分

为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

2构造运动：主要是地球内动力引起的地壳机械运动，但经常涉及更深的构造圈。

3火山喷发：即岩浆喷出地表，是地球内部物质和能量快速猛烈的释放形式。

4地震：是构造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大地的快速震动。

5 板块：板块构造学说认为，岩石圈并非是整体一块，而是被许多构造活动带如大洋中脊、海沟、转换断

层、地缝合线、深大断裂等分割成不连续的独立单元（块体），这些块体就是所说的板块。

6 厄尔尼诺：为西班牙文，意为“圣婴”，秘鲁渔民用以称呼圣诞节前后南美沿岸海温上升现象，气象学家和

海洋学家则用以专指赤道东太平洋海面水温异常增暖现象，在有的年份，由于大气环流变异，亚热带环流

周期性南移，东南信风减弱，引起赤道逆流南下，热带暖水淹没了较冷的秘鲁寒流，海温升高，上涌还水

与沿岸冷水消失，导致海洋生物和寄食鸟类死亡、腐烂，并释放大量 H2S 进入大气，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流

的这种变化，如果水温增加超过 0.5℃，持续时间达 6 个月以上，称为厄尔尼诺。

7 河流：降水或由地下水涌出地表的水，汇集在地面低洼处，在重力作用下经常的或周期地沿流水本身造

成的洼地流动，这就是河流。

8河网密度：流域中干支流总长度和流域面积之比。单位是公里/平方公里。

9 风化作用：地表岩石与矿物在太阳辐射、大气、水和生物的作用下，其物理化学性质发生变化，颗粒细

化、矿物成分改变，从而形成新物质的过程，叫风化作用。

10 风化产物：风化作用的残留矿物、次生矿物及可溶性物质统称风化产物。

11 滑坡：由岩石、土体或碎屑堆积物构成的山坡体在重力作用下，在地表水和地下水或地震的影响下，沿

软弱面（滑动面）发生整体向下滑落的过程，成为滑坡。

12 流水地貌：地表流水在流动过程中，侵蚀地面，形成各种侵蚀地貌，并将侵蚀的物质搬运到山前谷口，

在河流下游或河口进行堆积，形成各种堆积地貌，凡由流水作用形成的地貌，成为流水地貌。

13洪积扇：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由季节性或突发性洪流在山口堆积而成的扇形堆积体。洪水河流携带大量泥

沙，砾石搬运物，到出山口由于坡度急剧变缓、水流分散和下渗、水量减少、流速减缓动能降低，因而大

量的碎屑物散开形成以出山口为顶点，向外辐射状的扇形堆积体。

14 泥石流：是一种含有大量泥、沙、石块和水混合的特殊洪流。形成泥石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固体松散

物质储备丰富、坡面坡度和沟谷纵比降较大（谷深坡陡的地形），可从高强度降水或冰雪融水获得充足的水

源供给。

15 河谷：是以河流作用为主，并在坡面流水与沟谷流水参与下形成的狭长形凹地，是一种常见地貌类型。

河谷通常由谷坡与谷底组成。谷坡上常发育阶地。河流谷底则发育河床与河漫滩。

16 河漫滩：洪水期淹没平水期出露水面的河床两侧的河谷谷底部分，称为河漫滩。

17 河流阶地：较宽的谷底，尤其是河漫滩河谷，经河流下切侵蚀，原先的谷底部分超出一般洪水位以上，

呈阶梯状沿河分布于谷坡上，即洪水位淹没不了的谷底部分称为阶地。阶地由阶面和阶坡组成。

18 准平原：是在湿润气候条件下，地表经长期风化和流水作用形成的接近平原的地貌形态。

19 喀斯特地貌：是在碳酸盐类岩石地区，地下水和地表水对可溶性岩石溶蚀与沉淀，侵蚀与沉积以及重力

崩塌、塌陷、堆积等作用形成的地貌。

20冻土：是指地温处于零温或者负温，并含有冰的各种土体或岩体成为冻土。

21 冻融作用：由于气温周期性的发生正负变化，冻土层中的地下水和地下冰不断发生相变和迁移，土层反

复冻融，使土层产生冻胀、融沉、流变等一系列应力变形，导致岩（土）体破坏、扰动和位移，这一复杂

过程称为冻融作用。

22 风沙作用：包括风蚀作用、搬运作用、风积作用。风蚀作用包括吹蚀和磨蚀两方面：

风吹过地面，由于风压力和气流紊动而引起沙粒吹扬，这种作用，称为吹蚀。

风挟带沙粒运移，对地表岩石进行挫磨，乃至钻进岩石裂隙或凹坑进行旋磨，这种作用称为磨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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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搬运作用主要是通过风沙流即携带沙粒气流的运动实现的。

当风力减弱或风沙流遇阻，风中携带的沙粒沉降于地面，这种现象就是风积现象。

充足的沙源与多风多大风的气候特点相结合，使风沙作用成为干旱区最主要的地貌外动力，并形成独特的

风沙地貌。

23 雅丹地貌：形态与风蚀残丘近似但由蚀余松散土状堆积物

24 土壤：地球陆地表面具有一定肥力，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自然体，具有自身的

发生发展过程，是连接无机界和有机界的纽带，是生物的生长点和营养泉。是人类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

土壤是成土母质在一定水热条件和生物的作用下，并经过一系列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过程形成的。土壤

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是具有肥力。且能从物质组成、形态、结构和功能上进行剖析的物质实体。

25 土壤肥力：是指土壤为植物生长不断的供应和协调养分，水分，空气和热量的能力

26 土壤质地：是指土壤颗粒的大小、粗细及其匹配状况，即土壤的组合特征，一般分为砂土、壤土和粘土

等。

27 土壤分布的地带性规律：是指广域土壤与大气和生物条件相适应的分布规律。他包括由于大气候生物条

件纬度、经度及海拔高度变化所引起的土壤地带性分布规律。

土壤的水平分布，主要包括纬度地带性和干湿度地带性分布。

土壤分布的纬度地带性：是因太阳辐射从赤道向极地递减，气候、生物等成土因子也按纬度方向呈有规律

的变化，导致地带性土壤大致呈平行于纬线并依纬度呈带状分布的规律。表现为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分布。

土壤分布的干湿度地带性：是因海陆分布的态势不同，水分条件和生物因素从沿海至内陆发生有规律的变

化，土壤带谱也从沿海至内陆呈大致平行于经线的带状分布规律。

土壤分布的垂直地带性：是指随山体海拔升高，热量递减，降水在一定高度内递增，超出一定高度后降低，

引起植被等成土因素按海拔高度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土壤类型也相应呈垂直分带现象。

28 生物圈：在地球上存在有生物并受其生命活动影响的区域叫做生物圈，它包括大气圈的下层、整个水圈

和岩石圈的上部，厚度 20 公里。

29 环境：从生态学观点来看，所谓环境是指生物有机体或生物群体所在空间内一切事物和要素的综合。

30 生态因子：环境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综合体，其中对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行为和分布有影响

的环境要素叫做生态因子。

31 趋同适应：是指亲缘关系相当疏远的不同种类的生物，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中，接受同样

生态环境选择，只有能适应环境的类型才得以保存下去。通过变异和选择，结果形成相同或相似的适应特

征和适应方式的现象。

32 趋异适应：或称辐射适应是指同一种生物的若干个体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长期生活，形成了不同的适应特

征和适应方式。

33 种群：生态学家把占据一定空间或地区的同一种生物的个体群叫做种群。

34 生物群落：在自然界很难见到哪一个生物种群是单独地占据着一定的空间或地段，而是若干个生物种群

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为一个多物种的、完整而有序的生物体系，即生物群落。

35 物种多样性：把群落中物种数目的多少（丰富度）和各物种个体数目的多少（均匀度）两个参数的结合

称为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36 生态系统：在一定空间内生物成分（生物群落）和非生物成分（物理环境）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相

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

37 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状态，其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与输出接近相等，

在外来干扰下，能通过自我调节（或人为控制）恢复到原出的稳定状态。它们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逐渐

趋于相对稳定少变，这种自然现象称为生态平衡或自然平衡。

38 生物多样性：是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所有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变异和生态系

统的复杂性总称。

39



地理系统：是指各自然地理要素通过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的作用结合而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

整体，即一个动态的多等级开放系统。

40 地域分异规律：也称空间地理规律，是指自然地理环境整体及其组成要素在某个确定方向上保持特征的

相对一致性，而在另一确定方向上表现出差异性，因而发生更替的规律。

一般包括纬度地带性和非纬度地带性两类。后者又包括因距海远近不同而形成的气候干湿分异和因山地海

拔增加而形成的垂直带性分异两个方面。

自然区划：地表自然界受不同尺度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地域分异规律的作用，分化为不同等级的自然区，

以地域分异规律学说为理论依据划分自然区，并力求反映客观实际的方法，就是自然区划。各级自然区之

间都存在特征差异性，自然区内部则具有相对一致性。

41 土地评价：在土地类型研究基础上，根据特定生产目的对土地质量、适用性和生产潜力进行的评估，称

为土地评价或土地分等。

42 土地：土地和土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地是包含地球特定地域表面及其以上和以下的大气、土壤与基

础地质、水文与植物，还包含这一地域范围内过去和现在人类活动的种种结果，以及动物就人类目前和未

来利用土地所施加的重要影响。

历年自然地理学考研真题(02~10)

2002年  自然地理学

一. 简答题（54）

1. 简述地球大小的地理意义（6）

2. 简述李四光地质学包括哪几种构造体系？（6）

3. 大气降温过程有哪几种途径？（8）

4. 简述大气经向三圈环流中的信风环流圈（Hadley 环流圈）的形成过程（6）。

5. 拉梅奇（Ramage,1971）所绘制的全球季风分布图，其判别季风的主要依据是什么？（8）

6. 太阳天文辐射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6）

7. 简述地球上水循环的“海陆循环”过程。（6）

8.简析绿色植物对美化环境有哪些主要作用？（8）

二.论述题（46）

1. 试论述全球气温水平分布的基本特点。（15）

2. 简析我国土地沙化的基本情况，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应特别注意什么问题？为什么？（13）

3. 试分析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组分（成分）在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功能。（18）

2002年 中国自然地理 

一. 简答题（67）

1. 中国的气候特征。9）

2. 中国地貌的基本特征。9）

3. 中国东部湿润区植被分布的纬度地带性变化。6）

4. 我国水系内外流域的分界线。9）

5. 我国生物海岸的类型及分布。4）

6. 四川盆地的地貌分区。9）

7. 云贵高原的区域特征。8）

8. 秦岭--淮河以北温带土壤的干湿带性分布规律。9）

二. 论述题（33）

1. 第四纪以来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18）

2. 西北地区区域开发与整治的主要方向

2003年



 自然地理学

一.简答题（82）

1.地球表面有那些特征？（9分）

2.什么叫三圈环流？它是怎样形成？（12）

3.简述海底扩张说的要点。（12）

4.生态系统中能量的怎样流动的？（12）

5.马克耶夫亚欧大陆理想自然带分布有哪些基本特点？（10）

6.自然区划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什么是自上而下的方法？（15）

7.什么叫自然综合体？（6）

8.什么叫生物多样性？（6）

二.论述题（68分）

1.试述土壤圈对地理环境的作用？（19）

2.简述土地评价的对象，原则与方法。（19）

3. 如何正确理解人类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试举例说明。（30）

2003年  中国自然地理

一. 简答题（90分）

1. 决定我国气候水热条件分异的主要原因。（9）

2. 极锋对我国东部夏季降水的影响。（9）

3. 我国南北走向山脉的名称及东西两侧的地势差异。（9）

4. 西南区地貌的主要特征。（10）

5. 长江中下游区的地貌分区。（10）

6. 大陆岛的形成原因及我国大陆岛的分布。（8）

7. 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方案。（9）

8. 我国主要的自然灾害。（9）

9 . 松嫩平原主要的农作物品种及意义。（7）

10.中国的三大经济地带和七大经济区。（10）

二.论述题（60分）

1. 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特点。（30）

2. 长江治理，开发的主要措施和成就。（20）

3. 我国山地自然景观垂直带谱的结构和性质有哪些特点。（10）

2004年 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

1.     太阳总辐射 2.饱和水气压 3.反气旋 4.河漫滩 5.河网密度 6.径流深度 7.阳离子交换 8.老成土 

9.生物群落 10.地域分异规律

二、论述题

1.     试分析气候因素、地形因素、地质因素对风化作用的影响。

2.     下图显示处于中小地形的三个不同地貌部位（1）（2）（3），分析各个部位的处境特点，及

其对土壤和植被发育的影响。

3.     分析海陆分布态势为什么导致由沿海向内陆的自然景观表现出规律性的地域分异，并举出最典

型的表现形式。

4.     分析地域分异的纬度地带性分异与垂直带性的关系。

2004年 中国自然地理

一、名词解释

1.     喀斯特地貌 2.红树林海岸 3.伏旱 4.东海沿流 5.醉林 6.砖红壤



 

二、简单题

1.我国气候有哪些基本特征？

2.我国矿藏资源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3.海陆分布对我国自然环境的形成有何影响？

4.简述我国四大盆地的基本特征？

5.简述我国植被和土壤的纬向地带性规律。

三、论述题

1.南水北调是改造大自然的宏伟工程，分析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2.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评价我国的土地资源

2005年  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 

1.     地潮区 2.赤道锋 3.降水变率 4.潜水 5.河流劫夺 6.海蚀穴 7.土壤潜在酸度 8.土壤诊断特性 

9.生物多样性 10.立地（相）

二、论述题

1.分析河流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

2.何谓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对生物的作用具有那些特点？请举例说明。

3.述气候因素对土壤形成发育的影响。

4.请按照地域分异规模的大小，依次叙述非纬度地带性规律的主要表现、成因和相应的分异尺度。

2005年  中国自然地理

一、名词解释

1.     雅丹地貌

2.     平原海岸

3.     鞍山式铁矿

4.     华南准静止锋

5.     红壤

6.     发生学原则

二、简单题

1.简述我国地貌的基本特征及地理意义。

2.我国季风区降水在时空分布上有和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简述我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征。

4.简述长江的河流特征。

5.简述第四纪以来影响中国自然环境的重要因素及对环境发展的影响。

三.论述题

1.从中国近海的基本特征出发，对中国近海海域环境进行评价。

2.根据中国环境的基本状况，分析如何进行中国环境保护和建设。

2006年   自然地理学

一.          名词解释（10 *3）

      风化壳     变性土   生物多样性 灰化过程   生态因子   地质构造    白贝罗

风压定律       径流系数   海水盐度    漏点温度          

二.          论述 （每题 30分

1.              论述影响地貌形成的因素及其作用

2.              论述土壤的垂直分布规律  并举例说明



3.              影响变质作用主要因素有哪些？  它们是怎样影响岩石变质的？论述变质作

用类型和相应的变质岩。

4.          



    根据锋移动过程中冷暖气团的替代情况  锋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  ？各类型有什么特点和天

气特征 及影响天气过程？

206年 中国自然地理

一 名词解释（5*6）

丹夏地貌 基岩海岸梅雨 黑潮  长江三峡  绵土

二.简答 

1.我国冬夏气温分布有什么特点？影响因素有哪些？（10分）

2.我国四大高原各有什么特征？（10分

3.中国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是什么？（10分）

4.我过海岸带开发中面临着怎样的问题？（15分）

5.地四纪以来影响中国自然环境演变的因素有哪些？他们对中国自然环境有什么影响（15

三.论述题（每题 30分

1.试从我国河川径流的时空分布特点出发，对我国水资源进行评价 并论述如何实现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

2.试分析说明中国气候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原因。

2007年   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 30分 （10个 每个三分）   

1.径流模数 2.绝对湿度 3.生物群落 4.梯度风 5.地质构造 6.土壤肥力 7.滑坡 8.变质作用 9.相对一致性原

则 10.准平原

二.论述 120分 （4个 每题 30分）

1.论述土壤圈的地位与作用.

2.甚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主要有哪些？

3.气团按地理位置分哪几类？主要天气情况怎样？影响中国的主要气团主要有哪些？天气情况怎样?

4.地域分异的尺度主要有哪些？举具体事例说明决定各级地域分异的主要因素是甚末.

2007年  中国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 30分 (6个 每题 5分)

1.喀斯特地貌 2.攀枝花式铁矿 3.紫色土 4.珊瑚礁海岸 5.大陆架 6.昆明准静止锋

二.简答. 60分 (5个 前三个每题 10分 后两个每题 15分)

1.我国三大平原的基本特点是甚末?

2.燕山运动对中国自然环境的影响是甚末?

3.中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特点是甚末?

4.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分析中国气候的利弊.

5.我国海岸线南北的基本形态是甚末?他们各是甚末海岸及形成这种分异的原因是甚末?

三.论述.60分 (2个 每题 30分)

1.中国土壤和植物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是甚末?

2.论述南水北掉工程的必要性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2008年中国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

1梅雨

2台湾暖流

3大陆岛

4华南准静止锋

5红树林海岸

6宁乡式铁矿

二简述题

1我国的地表结构对河流的影响。

2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特点。

3我国石油资源的分布。

4我国沿海防护林体系。

三论述题

1我国现代季风的形成和温度带荒漠的扩展。

2我国农村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

3我国湿润区山地植被垂直带结构变化。

2008年普通自然地理

一名词解释

1土壤肥力

2河口三角洲

3生态系统

4土壤的缓冲性

5生态位

6径流系数

7假整合

8绝对湿度

9地域分异规律

10动力变质作用

二论述题

1何谓生态因子？以土壤为例阐述其对生物的作用，

2试述地貌的成因。

3 全球降水的空间分布有什么特征？分析各特征形成原因。举例分析你熟悉地区的降水特征和原因，并分

析其对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利弊影响。

4试述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举一地区实例具体说明。

2009年普通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

风化作用、河流袭夺、堰塞湖、变性土、生态幅、江水变率、接触交代变质作用、绝热冷去沉积建造、地

砖偏向力

二论述题

1简述气候因素对土壤发生及性状的影响

2试述生态系统的组分和结构并举例说明



3 低纬度气候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试分析各类型特征及成因。比较印度尼西亚地区气候和刚过盆地地区

气候特征异同，并分析原因

4根据径流年内动态差异，我国河流可以分为哪几类。举一条我国河流，分析径流特征和原因

2009中国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

黄土地貌、红树林海岸、吐鲁番“火洲”、东海沿岸流、醉林、砖红壤

二简答题

1我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2海陆分布对我国自然环境的形成有何影响

3简述我国夏季主要大气活动中心、气团、锋面和环流形势

4中生代古地理演变中发生了哪些重要事件？对当时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哪些影响？

5简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法、目的、意义

三论述

1中国地貌轮廓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对我国地理环境有何影响？

2分析长江黄河的河道特征和水文特征及形成原因

3比较分析我国三大自然去的基本特点

2010年中国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

大冶式铁矿   寒温带针叶林   赤道锋   综合分析原则   淤泥质平原海岸   风沙地貌

二简答题

1.长江流域汛期长的原因

2.珊瑚礁海岸的分布及原因

3.湿润区和干旱区的垂直带

4.中国地理位置的意义

5.简述我国冬季锋和气团

三论述

1.试述我国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的地貌差异。

2.第三纪以来我国自然环境的变化

2010年普通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

潮间带     生态因子    田间持水量   假整合   河口三角洲    山麓面  白贝罗风压定

律  气团  径流模数  总矿化度 

二简答  

1.简述道库恰耶夫土壤理论的要点

2.简述地貌在自然地理中的作用

3.简述原生演替的过程

4.简述径流形成的过程

三论述

1.简述农业生态系统的特点

2.简述变质作用的类型及形成的相应的变质岩

3.论述中纬度气候气候类型及形成原因，并举一个你所熟悉的城市气候特征，并分析原因

4.论述土地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保护。 



兰州大学 2011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 自然地理

一、

名词解释（10X5）

河流平衡剖面  西太平洋暖池  西伯利亚高压  新仙女木事件  大陆架  大洋环流

领海基线  南海季风  褐土

Holocene



二、

回答下列问题（5X6）

1、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的界限？

2、

气候雪线与地形雪线的区别和联系?

3、

自然区与生态功能区的区别和联系？

4、

更新世与第四纪的区别和联系？

5、

生态系统与生态环境的区别和联系？

三、

回答下列问题（5X10）

信风、西风、极地东风和季风在成因上有何不同和联

试用形成降水的条件来分析地球表面各高压带和风带内降水数量的总趋势？

地轴与公转轨道的夹角为 66.5 度，设若这个夹角为 90 度，那么地球公转过程中产生的地理意义与原来相

比，将会发生哪些变化？为什么？

4、

我国东北地区与西欧维度基本相同，但为什么两地气候差异很大？

5

北半球高纬地区的苔原带和针叶林带的分布规律是什么？为什么？南半球高纬度地区为什么没有苔原带和

针叶林带的分布？

四、

论述题（1X20）

论述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岛屿组成、分布特点、形成原因、海洋学意义及对我国的地缘政治意

义？

说明：

1、本科目名为：843 地理学基础 适用专业： 070501 自然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

2、地理学基础分两部分，自然地理学专业考生只需回答第一部分，人文地理学专业只需回答第二部分。本

次整理则将两部分分为了同一年度的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试题。

自然地理学（08 年）

一、名词解释（30 分）

1、时区    2、条痕    3、土壤   4、纬向地带性   5、构造运动 6、红树林  7、河网密度 



 8、崩塌  9、台风和热带气旋   10、融冻扰动

二、简答题（60 分）

1、简述降水的地理分布。

2、地下水上层潜水具有哪些特征？

3、人类活动对地貌的影响。

4、简述三大类岩石在地壳中的分布?

5、科学的土地概念及其内容。

6、自然区划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论述题（60 分）

1、水分循环的地理意义（20 分）

2、气候变暖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25 分）

3、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15 分）

人文地理学（08 年）

一、名词解释（30 分）

1、空间结构   2、生态环境补偿（简称生态补偿）  3 区域分析   

4、主体功能区划     5、空间管制      6、区位商

二、简要回答下列问题（30 分）

1、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论。

2、说明主导产业的概念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3、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五种情况。

三、论述题（45 分）

1、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分析。

2、区域分析的主要内容（结合一个你熟悉的地级城市进行分析）

3、区域规划工作的主要步骤。

四、分析题（45 分）

1、结合实际说明点——轴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的内容及在区域规划中的运用。（25 分）

2、结合实际谈谈城镇体系的结构及其规划的主要内容（画一幅区域分析示意图，主要标示城镇空间

分布、规模大小、交通网络 3 大内容）。（20 分）

2009  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每题 3 分，共 30 分）

1、降水变率   2、岁差    3、解理与断口   4、气候系统

5、沉积岩   6、基座阶地   7、冻融作用  8、土壤新生体

9、生物多样性    10、城市生态系统

二、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60 分）

1、举例说明洋流对气候的影响。

2、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的影响。

3、简述生物与环境关系中生态因子的一般作用。

4、岩相变化、地层接触关系与构造运动的关系。

5、简述自然区划的等级系统。

6、富铁土的形成、分布和主要特征。

三、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60 分）

1、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和分布规律。

2、世界季风区地理分布及季风气候的形成原因。



3、丹霞地貌的发育条件。

2009  人文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30 分）

1、空间结构       2、后工业社会     3、容积率

4、主体功能区划   5、极化与扩散     6、城市腹地

二、简要回答下列问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2、说明主导产业的概念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3、空间要素替代原理并举例说明。

三、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60 分）

1、任用乘数效用原理分析一个专业市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

2、区域分析的主要内容（结合一个你熟悉的地级市进行分析）。

3、区域规划工作的主要步骤。

四、分析题（30 分）

1、要将某城市建设成为区域商业零售业中心，你认为这个城市应当具备那些条件？

2010   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3’*10=30’）

大气环流、恒星年、土壤、霜和露、岩石持水性、海蚀作用、

地层不整合、蠕动、地震和震源、风蚀谷和风蚀残丘

二、简答题（60’）

   1、喀斯特地貌的地域分异规律。（12）

   2、海平面上升对地理环境的影响（10）

   3、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8）

   4、土壤形成主要包括哪些成土过程（10）

   5、山谷风的定义与形成原理（8）

   6、地球形状、大小及其地理意义（12）

三、论述题（20’*3=60’）

   1、浙江省区域发展导致的主要环境问题。

   2、举例说明大型水利工程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3、自然地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2010 人文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5’*6=30’）

区域    区域分析   生态环境补偿（简称生态补偿）

基础设施   空间管制     空间极化

二、简答题（15’*6=90’）

1、说明主导产业的概念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2、工业化初期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空间结构特征

3、主导产业对区域带动作用的主要表现

4、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布局的主要因素

5、点—轴开发模式对区域发展的意义

6、区域规划的特点

三、论述题（30’）



在分析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空间结构、区域交通体系、区域城镇空间分布的阶段演化一般规律的基础

上，以你熟悉的某地级市或县级区为例，说明其上述区域结构特征（尽量画一幅该区域包含上述主要

信息的草图）。

中科院地理所自然地理 

2005 年 

名词：1.矿物 2.地下水的总矿化度 3.季风 4.河流 5.地域分异规律 6.生物群落 7.对流层 8.土壤 9.（忘了）

10.（忘了） 

简答：1.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2.自然区划原则 3.土壤的物质组成 4.地球表面的基本特征 5.影响地貌形成因

素 

论述：1.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 

2.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分科以及各学科的联系 

2004 年 

名词：1.生物圈 2.气候 3.太阳辐射 4.降水 5.径流 6.风蚀作用 7.植物群落 8.土地退化 9.土壤剖面 10.地

域分异规律 

简答：1.气候变化 2.基本地貌类型 3.水量平衡 4.成土学说 5 生态系统的组分与结构 

论述：1.试述地带性学说 

2.试述中国自然界的最基本特征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研究生试题 自然地理学试题 （2003 年、2004 年）、生态学、气象与气候学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研究生试题自然地理学试题 

2003 年 

一 名词解释 

大气环流 洪积扇 土壤结构 沙漠化 植物群落 定振波 俯冲型板块 干洁空气 

雪线 潜水 

二 简答 

1 简述地球的圈层构造。 

2 图示大气的垂直分层。 

3 简述地貌的成因。 

4 简述主要的成土过程。 

5 简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三 论述 

1 试述影响流域水量平衡的因素及水量平衡方程？ 

2 论述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和未来气候可能的变化？ 

2004 年自然地理学试题 

一 名词解释 

承压水 雅丹 林德曼效率 准平原 3S ENSO 生物圈 种群 土地 流量 干燥度 泥石流 

非地带性 牛轭湖 

三 综述题 

1、举例说明生态系统的调节作用 

2、论述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在水土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调控对策 

2005 年自然地理学试题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2005 年试题 

自然地理学 参考书：刘南威〈自然地理学〉 

一、名词解释（60 分） 

克氏力 起沙风 蛇形丘 辐射雾 河流袭夺 悬移质 灰化作用 



囚固锋 顶级群落 石环 土地结构 三角洲 土壤肥力 LUCC 

二、简述



 

1.简述自然地理环境的组成（15 分） 

2.简述水量平衡的通用方程及假设条件（15 分） 

3.简述经向地带性 10 分 

4.简述河漫滩类型及地貌特征 10 分 

5.简述群落的参数特征（15 分） 

三、论述 

1. 土地荒漠化的特征及原因（20 分） 

2.青藏高原对气候的影响（25 分）

一、名词解释(30 分：10×3 分) 

黄土堆积 季风气候 

隐域性植被 干燥度 

自然区划原则 土地利用 

径流 植被 

流域 地下水 

二、填空题(30 分：20×1.5 分) 

地貌形成因素包括 、 、 、 等。 

气候形成因素包括 、 、 等。 

自然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异规律一般概括为 、 、 

等。 

三、简答题 

1、土壤发生层的划分及其基本特征 

2、我国主要气候带的划分 

3、主要洋流和水团的类型 

四、分析论述题 

1、从黄河断流我们看到了什么？

一、名词解释（2.5×8=20）

1、季风

2、厄尔尼诺

3、准平原

4、雪线

5、自然综合体

6、生物指示作用

7、河槽集流

8、波浪

二、简述题（10×4=40）

1、影响气温的分布和变化的因素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影响的？

2、什么是风化壳？简述其特征及其基本类型和分布。

3、什么是土地结构？在农业用地结构研究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4、简述河谷的发育过程。

三、论述（20×2=40）

1、请叙述一下气候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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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在实施中西部开发战略，请就西部地区（陕甘青宁新）和西南地区（云贵川渝）两大区域的

自然环境特点及自然环境条件来论述一下在区域开发（以农业为主）中的有利和不利自然因素，即人地关

系突出矛盾在哪里。

（2000）

一、解释下列名词及概念（3×10=30）

1、气团和锋

2、哈德莱环流与沃克环流

3、河流、水系和流域

4、崩塌与滑坡

5、准平原与山麓面

6、生物的适应与指示作用

7、生态农业与城市生态系统

8、地域分异规律

9、风化作用与风化壳

10、土壤与土地

二、简述（10×4=40）

1、什么是行星风系？全球行星风系包括哪三个盛行风带？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2、简述地貌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

3、影响气候形成的主因子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影响现阶段气候的形成？

4、简述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各类型的主要特征。

三、论述（15×2=30）

1、以我国为例，试述土壤的成土因素与主要成土过程。

2、根据你所掌握的资料，结合一些具体情况，试分析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2001）

一、名词解释（3×10=30）

1、地壳

2、萨王纳（热带稀树草原）

3、生态系统

4、河流阶地

5、对流层

6、潮汐

7、坡立谷

8、土地评价

9、钙化过程

10、生物多样性

二、简答（10×4=40）

1、简述河川径流的形成和集流过程。

2、简述大气垂直分层及各层的主要特征。

3、试分析岩溶作用的基本条件。

4、何谓地质大循环？何谓生物小循环？二者在土壤形成过程中的关系如何？

三、论述题（30）

1、自然区划的含义是什么？请说明我国三大自然区的主要特征。（20）

2 区域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 一个热门话题，自然地理学怎样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发挥作用？

（2002）



一、名词解释（4×10=40）



1、风化作用

2、土壤肥力

3、岩溶作用

4、地质构造

5、季风

6、水循环

7、自然区划

8、植物群落

9、锋面

10、自然环境

二、简述（15×4=60）

1、气候对土壤发育和土壤空间分布规律的影响与作用。

2、地球表层的组成、结构状况和基本特征。

3、河川径流的形成与变化。

4、森林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

三、论述（25×2=50）

1、试述气候变化及其成因。

2、应用人地关系理论，分析当今人类社会日益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

（2003）

一、名词解释（3×10=30） 

1、沉积岩

2、季风

3、冰斗

4、滑坡

5、潮汐

6、土壤诊断层

7、富铝化过程

8、太阳高度角

9、植物群落

10、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二、简答题（15×4=60）

1、简要分析地貌成因。

2、举例分析土壤与植被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3、比较上层滞水、潜水和承压水的特征与差异。

4、简要分析人类活动对现代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三、论述题（30×2=60）

1、对比分析欧亚大陆东西两岸的气候类型及其特征。

2、自然地理环境为什么会出现地域分异。

（2004）

一、名词解释（3×10=30）

1、地域分异规律

2、生物多样性

3、气压

4、土壤胶体



5、冰碛物

6、岩相

7、黄壤

8、潜水

9、断裂

10、洋流

二、简述题（15×4=60）

1、简述地质构造和岩性对地貌发育的影响。

2、简述地球上的水分循环过程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3、简述我国温带地区从东到西植被带和自然土壤的分布规律。

4、全球划分为哪几大板块？简述板块边界的类型及其特征。

三、论述题（30×2=60）

1、对重庆与昆明两地的下述气象资料进行分析，找出两地气候上的主要差异，并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

（图略）

2、试述我国地貌外营力的区域分异，及在它的影响下形成的区域地貌特征。

（2005）

一、名词解释（5×8=40）

1、顶级群落

2、基座阶地

3、径流系数

4、气团与锋

5、丹霞地貌

6、土地

7、温室效应

8、雪线

二、简答题（15×4=60）

1、简述垂直地带性地域分异的特征。

2、简述岩溶地貌发育过程及岩溶地貌的地域分异。

3、简述土壤形成的基本规律。

4、简述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

三、论述题（25×2=50）

1、什么叫自然区划？分析说明如何进行自然区划。

2、根据自然地理学的任务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试述 GIS 在自然地理研究中的应用。

（2006）

一、名词解释（3×10=30）

1、冻融作用

2、生物多样性

3、副热带高压

4、流域

5、洪积扇

6、大洋水团

7、沉积岩

8、灰化过程

9、演替



10、自然环境

二、简答题（15×3=45）

1、岩石的水理性质及其影响因素。

2、地层的三种接触关系及其形成过程。

3、举例分析侵蚀基准面变动对地貌发育的影响。

三、论述题（25×3=75）

1、山地系统退化及其成因与恢复重建对策。

2、分析东亚季风环流的形成，在其控制和影响下我国气候突出的特征是什么？

3、试述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2007）

一、名词解释（4×10=40）

1、气团和锋 

2、河流、水系和流域 

3、风化作用 

4、天气与气候 

5、潮汐与波浪 

6、滑坡与泥石流 

7、准平面与山麓面 

8、土壤与土地 

9、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 

10、地域分异规律 

二、简要分析并回答（10×8=80） 

1、简述地球表面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2、影响气候形成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影响？ 

3、简述河流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 

4、地貌的形成因素有哪些？ 

5、地表和地下喀斯特地貌的类型各有哪些？

6、影响土壤形成的因素是什么？

7、自然区划的原则有哪些？

8、陆生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有哪些？

三、论述题（15×2=30）

1、以我国为例，从北到南共包括哪些气候带和相应的突出植被带是什么？

2、根据你所掌握的资料，并结合一些具体的情况，试分析论述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2008）

一、名词解释（2×10=20）

1、地域分异规律

2、生物多样性

3、洋流

4、喀斯特地貌

5、季风环流

6、阶地

7、山麓剥蚀面（准平面）

8、气旋

9、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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