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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球的公转 

 

必备知识·自主学习 

一、地球公转 

1.绕转中心:太阳。 

2.方向:自西向东。 

3.公转轨道及速度:是近似正圆的椭圆,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4.周期:365 日 6 时 9 分 10 秒,即一个恒星年。 

[辨一辨]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产生一系列地理现象,判断下列有关运动

特征的正误。 

①公转方向是自东向西绕日运动。  (×) 

②地球位于近日点时,北半球是夏季;地球位于远日点时,北半球是冬

季。  (×) 



③公转周期是 365 日 6 时 9 分 10 秒,叫 1 恒星年。  (√) 

④在近日点地球公转速度慢。 (×) 

【思考】 

北半球夏半年的日数是 186 天,冬半年的日数是 179 天,造成这种

日数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提示:北半球夏半年地球距离太阳较远,公转速度慢,故时间较长;冬半

年地球距离太阳较近,公转速度快,故时间较短。 

二、黄赤交角及其影响 

1.黄赤交角: 

[填图] 

 

2.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 

[填图]将二分二至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填至下图适当位置。 

 

[辨一辨]判断下列说法的正误。 

①太阳直射点是固定不变的。 (×) 

②太阳直射的范围在南北纬 23.5°之间。 (√) 



③元旦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向南移动。 (×) 

④1 回归年=365 日 5 时 48 分 46 秒。 (√) 

【思考】 

若黄赤交角变为 0°,太阳直射点会有什么变化? 

提示:太阳终年直射赤道,直射点不再南北往返移动,全球始终昼夜平

分。 

三、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 

1.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 

(1)太阳高度角与正午太阳高度。 

 

①太阳高度角:太阳光线与地平面之间的夹角。 

②正午太阳高度:一天中太阳高度最大值出现在正午。 

(2)变化原因:黄赤交角的存在,太阳直射点的南北移动。 

(3)变化规律。 

①纬度分布。 

同一时刻,各地正午太阳高度,从太阳直射点所在的纬度向南北两侧递

减。 

[连一连]将二分二至日及其对应的正午太阳高度分布规律连线。 

 

②季节变化。 



节气 最大值地区 最小值地区 

夏至

日 

北回归线及其以北地

区 
南半球各纬度 

冬至

日 

南回归线及其以南地

区 
北半球各纬度 

二分

日 
赤道 极点 

【思考】 

理论上我国南方的楼间距比北方小,为什么?  

提示:因为我国南方的正午太阳高度角一年四季,尤其冬季都比北方的

正午太阳高度角大,遮阴楼层少。 

2.昼夜长短的变化: 

(1)昼弧、夜弧与昼夜长短。 

 

[连一连]将图示时间的昼夜长短状况连线。 

 

(2)昼夜长短的变化规律。 

①赤道上:全年昼夜等长。 



②北半球。 

时间 昼夜长短 分布规律 特殊节气 

夏半年 

(春分日至秋

分日) 

昼长夜短 

纬度越高,昼越

长,北极四周出

现极昼现象 

夏至日,北半球各地

昼长达一年中最大

值,极昼范围达最大 

冬半年 

(秋分日至次

年春分日) 

昼短夜长 

纬度越高,昼越

短,北极四周出

现极夜现象 

冬至日,北半球各地

夜长达一年中最大

值,极夜范围达最大 

③南半球的情况与北半球相反。 

[连一连]将下列日期与北半球昼长及其变化状况连线。 

 

【思考】 

华北地区一年中昼夜长短是如何变化的? 

提示:春分、秋分昼夜等长;春分到夏至,昼长夜短,昼渐长夜渐短;夏至

到秋分,昼长夜短,昼渐短夜渐长;秋分到冬至,昼短夜长,昼渐短夜渐

长;冬至到第二年春分,昼短夜长,昼渐长,夜渐短。 

3.四季的更替: 

(1)四季变化明显的地区——中纬度地区。 

季节 获得太阳辐射能量的多少 气温状况 

夏季 
正午太阳高度最大,白昼最长,获得太阳辐射

能量多 
气温较高 



冬季 
正午太阳高度最小,白昼最短,获得太阳辐射

能量少 
气温较低 

(2)四季划分。 

①目的:使季节划分与气候变化吻合。 

②北温带国家的四季。 

季节 春 夏 秋 冬 

月份 3-5 月 6-8 月 9-11 月 12 月-次年 2 月 

③南半球与北半球季节恰好相反。 

【思考】 

观察黄赤交角与南北回归线、南北极圈的度数有什么关系?若黄赤

交角变大,对五带会有什么影响? 

提示:黄赤交角等于南北回归线的度数,与南北极圈的度数互余。黄赤

交角变大,热带变大,寒带变大,温带变小。 

关键能力·合作学习 

能力 1 黄赤交角与太阳直射点回归运动 

1.黄赤交角的特点: 

 

黄赤交角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轴、两面、三角度”和“三个基本不

变”。其含义如下: 



 含义 

一轴 

两面 

三角度 

一轴 地轴(自转轴,与赤道面垂直) 

黄道面 地球公转的轨道面 

赤道面 地球自转的平面,与地轴垂直 

黄赤交角 黄道面与赤道面的夹角,为 23.5° 

地轴与黄道面

夹角 
与黄赤交角互余,为 66.5° 

地轴与赤道面

夹角 
90° 

三个基本

不变 

地轴指向 
地球在公转过程中,地轴的空间指向基

本不变,北极始终指向北极星附近 

黄赤交角大小 
黄赤交角的大小基本不变,目前保持

23.5° 

运动方向 地球运动的方向不变,总是自西向东 

2.黄赤交角变化带来的影响: 

(1)理解黄赤交角变化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理解几个数据间的关系。如

图: 

 

①α=黄赤交角=回归线的纬度数=1/2 太阳直射点移动的纬度范围=1/2



热带范围。 

②β=90°-2α=北(南)温带范围。 

③μ=α=90°-极圈的纬度数=北(南)寒带的纬度范围。 

(2)黄赤交角变化带来的影响。 

 

 

(2020·长沙高二检测)黄赤交角是产生四季的原因。黄赤交角并

非固定不变,现在约为 23.5°,最大时可达 24°14′,最小时为

22°6′,变动周期约 4 万年。读黄赤交角变动时回归线和极圈的变动

示意图,回答(1)、(2)题。 

 

(1)黄赤交角为 24°14′时 (  ) 

A.热带的范围比现在小 

B.温带的范围比现在小 

C.寒带的范围比现在小 

D.极昼和极夜出现的范围比现在小 

(2)地球上的太阳直射点 (  ) 

①移动周期约 4万年 



②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③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 

④最小纬度为 22°6′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思路点拨】解答该类题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题目(1) 题目(2) 

问 
黄赤交角为 24°14′时的

变化 
太阳直射点特点 

思 黄赤交角变大对五带的影响 
太阳直射点的范围、周期、

变化规律 

答 

黄赤交角变大,则回归线度

数变大,极圈度数变小,相应

五带变化为:热带、寒带变

大,温带变小 

仍然在南北回归线之间以回

归年为周期移动,最小纬度

为赤道,即 0° 

【解析】(1)选 B,(2)选 C。第(1)题,当黄赤交角为 24°14′时,即黄赤交角

变大时,回归线度数增大,极圈度数减小,回归线与极圈之间(温带地区)

范围缩小;南、北回归线之间(热带地区)范围扩大;极圈与极点之间(寒带

地区)范围扩大;地球上存在极昼和极夜的范围扩大。第(2)题,黄赤交角

是产生四季的原因,同时也影响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范围,即太阳直射点

的纬度位置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周年移动

规律,②③正确;太阳直射点移动的周期是一个回归年,4 万年是黄赤交

角的变动周期;太阳直射点最小的纬度应是赤道,即 0°。 



 

   数九又称冬九九,是一种汉族民间节气。数九从每年冬至开始,每

九天算一“九”,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九尽桃花开”,天气就

暖和了。如图表示“地球公转运动轨道示意图”,图中甲、乙、丙、丁

表示二分二至日地球在公转轨道上所处的位置。读图完成(1)、(2)题。 

 

(1)“九尽桃花开”时,地球运行在公转轨道的 (  ) 

A.甲乙之间       B.乙丙之间 

C.丙丁之间     D.丁甲之间 

(2)当地球公转到丁位置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此时黄赤交角变为 0° 

B.此时地轴与黄道面的夹角为 90° 

C.此时为秋分日,太阳直射赤道并向南移 

D.此时为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并向北移 

(1)选 C,(2) 选 D。第(1)题,“数九从每年冬至开始,每九天算

一“九”,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九尽桃花开”。可见,12 月 22

日向后数 81 天就是“九尽桃花开”时,此时大概为 3 月 11 日前后。甲

在远日点之前,远日点为 7 月初,所以甲应该为夏至 6 月 22 日。根据地

球公转方向,可以推断出乙为秋分9 月23 日前后,丙为冬至,12月22 日,

丁为春分,3月 21 日。所以“九尽桃花开”时,地球运行在公转轨道的



(2)题,目前黄赤交角变为 23.5°,不会在一年内随时间而发

生变化。地轴与黄道面的夹角为 66.5°,不会随节气发生变化。此时为

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并向北移。

能力 2 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分析 

1.正午太阳高度的计算: 

H=90° -两点纬度差 

说明:“两点”指所求地点与太阳直射点。两点纬度差的计算遵循“同

减异加”原则,即两点同在北(南)半球,则两点纬度“大数减小数”;两

点分属南北不同半球,则两点纬度相加。如图所示: 

 

 当太阳直射 B点(10°N)时 : 

 A点(40°N)正午太阳高度 : 

 H=90° -AB纬度差=90°-(40°-10°)=60° 

 C点(23.5°S)正午太阳高度 : 

H=90° -BC纬度差=90°-(10°+23.5°)=56.5° 

2.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规律: 

(1)空间变化规律。 

①由公式 H=90° -两点纬度差可知,正午太阳高度大小取决于各地距太

阳直射点的纬度差,近大远小。 

②同一时刻,正午太阳高度由太阳直射点所在纬线分别向南、北两侧递

减。如图: 



a、b、c 为冬至日、春秋分日、夏至日正午太阳高度的空间分布规律。 

(2)季节变化规律。 

①由公式 H=90° -两点纬度差可知,正午太阳高度变化取决于当地距太

阳直射点的纬度差的变化,具有“来增去减”的特点,即直射点向本地

所在纬线移来,则正午太阳高 

度增大,移去减小。如图示意北回归线以北及南 

回归线以南地区正午太阳高度的季节变化。 

 

②不同纬度正午太阳高度年变化规律。 

回 

归 

线 

之 

间 

正午太阳高度最大值为 90°,每年有两次太阳直射现

象,即一年中有两个正午太阳高度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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