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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 理理

依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等级考的考查方

向，同学们可以将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专题的重点原

理，应用在真实情境之中，并细化为一系列的真实

问题。在调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同学们能够

逐步突破知识要点。

本文选择要素关系较为清晰的典型区域——

青藏高原，创设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相关情境。

请同学们结合材料，回答系列问题。

【材料1】 青藏高原是中国三大地势阶梯中最

高一级，平均海拔超过4000 m，被称为“世界屋脊”，

大致为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1）说出青藏高原地形对气候的影响。

【参考答案】 海拔高，气温低；整体降水较少，

且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光照强，昼夜温差大。

【解析】 本题目考查单要素对单要素的影响。

从区域中提取出要素的特征，再建立起要素间相互

作用的关系是破解此类试题的关键。青藏高原处

于我国地势第一级阶梯，显著地形特征是海拔高。

根据气温垂直递减规律，可得出“海拔高，气温低”

的结论。根据大气的垂直分层和大气受热过程原

理，海拔高，空气稀薄，白天时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

弱作用弱，所以“光照强”；夜晚时大气逆辐射作用

弱，保温作用弱，因此“昼夜温差大”。此外，高原、

山地对于水汽具有阻挡作用，所以“整体降水较少，

且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材料2】 青藏高原是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

碰撞的结果。大约从4000万年前逐渐隆升，使之前

温暖、动植物繁盛的海洋变成今天的青藏高原，是

地球演化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2）分析青藏高原的隆起对其自然地理环境的

影响。

【参考答案】 海拔升高，气温降低，光照更充

足，气候向干冷转变；冰川增加，湖泊、河流发育，

成为多个河流的发源地；冻土广布，土层薄，土壤

风化程度较低；从热带动植物向冰期动、植物群摇

篮转变，生物较独特、物种改变，成为生物多样性

的演化枢纽等。

【解析】 本题目考查的核心在于，自然环境具

有统一的演化过程，即“牵一发而动全身”。“青藏

高原的隆起”指地势的抬升，“对其自然地理环境

的影响”指多个要素发生的相应变化。因此，本

题应对气候、水文水系、土壤、生物等要素分别进

行分析。同时，各个要素体现出统一的演化过

程，即随着海拔升高，气温降低，其他要素也逐渐

向高寒特征转变。另外，自然地理各要素是通过

水循环、生物循环、岩石圈物质循环、大气循环等

过程进行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的，因此答题要从

各种循环入手。

（3）说明青藏高原的隆起对我国其他地区（江

南地区、西北内陆地区）气候的影响。

【参考答案】 江南地区：夏季，青藏高原接受

太阳辐射增多，加强亚洲低压的势力，加大海陆

热力性质差异，使得夏季风势力增强，江南地区

降水增多。

西北地区：青藏高原阻挡了西南季风的深入，

使原来的内陆地区变得更加干旱。

【解析】 本题目的考查从区域关联的角度展开，

同学们要明确，一个区域自然环境的演化也必然影

响其他区域的自然环境。考生可以从较为熟悉的海

陆热力性质差异方向分析，也可以结合区域地理中

江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气候特点分析，还可以与全

球同纬度地区气候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如北回归线

附近的非洲是干热的热带沙漠气候）。其实青藏高

原的隆起，不仅改变了海陆分布，形成了高原的自然

面貌，还在全国尺度上奠定了我国三大自然区的基

本格局，甚至对全球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材料3】 国家公园是大面积自然或近自然区

域，用以保护大尺度生态过程以及这一区域的物种

和生态系统特征，同时提供与其环境和文化相容的

精神的、科学的、教育的、休闲的和游憩的机会。国

家公园群是青藏高原推动生态安全屏障与区域绿

色发展协同提升的重要模式探索。

（4）概括建设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意义。

【参考答案】 保护和修复，使生态系统更完

整，生物多样性更丰富，生态环境向良好的方向发

展；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选择破坏小的方

式，在小规模、小范围内布局服务和居住功能；协

调生态保护的同时，发挥服务功能，如游憩、教育

和科研等。

【解析】 本题目考查的重点，即自然环境的整

体性是正确处理人地关系的基础。青藏高原生态

景观独特，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在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被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青藏高原对于我国甚至是全球都具有重要

的生态意义。材料内容说明了青藏高原建设国家

公园的核心功能是保护生态环境，在保护的基础

上，还可以提供教育、科学和游憩功能。

总之，在解题过程中考生要把握住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区域特征。区域认知是破题的基础，不

仅要直观地提取出各要素的特征，还需要间接地

建立起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二是综合分析要

素关系的变化。关键是找到变化的要素，再从各

要素的统一演化过程角度来推断其他要素的变

化。三是正确认识人类活动的合理性。可以结合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依据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特征来判断人类活动的强度和方式。

通过分析近几年等级考中涉及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专题

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试题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查：一是单

要素与单要素的关系，如“指出该村林线附近的森林植被类

型，说明该植被生长的大致月份及主要依据”（2020年），“简

述卡特岛的形态特征，并说出图中所示的风对该岛形成所起

的作用”（2023年）；二是多要素与单要素之间的关系，如“简

述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主要自然条件”（2023年）；三是

要素变化对其他要素的影响，如“说出修建梯田对流域地表

径流的影响”（2021年）。

可见，试题中无论是考查“原因”，还是考查“影响”，从本

质上来看都是对于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考查，重点在于明确各要素之间如何进行物质迁移和能量交

换。此外，区域之间的联系也是很重要的考查内容，如一个区

域自然环境的改变对其他区域的自然环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这是同学们需要拓展了解的方向。

下表为近年等级考中涉及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专题的相

关试题梳理，同学们可以通过以下梳理明确该专题的重点

考查内容。

梳理试题 分析核心考点

年份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题目

20（2）指出该村林线附近的森林植

被类型，说明该植被生长的

大致月份及主要依据

20（3）比较甲、乙两地冻土层的差

异，说明主要原因

16（1）说出修建梯田对流域地表径

流的影响，并分析原因

16（1）说出海子水库入库径流量的

变化特点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18（1）说出黄河源园区的主要天然

植被类型和气候特点

17（2）简述卡特岛的形态特征，并说

出图中所示的风对该岛形成

所起的作用

18（1）分析南极半岛地表污染物少

的原因

19（1）简述该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丰

富的主要自然条件

19（3）指出建立“大西洋森林恢复三

国网络机制”的必要性

考查内容

气候-植被

气候-土壤

地形-水文

气候-水文

气候-植被

气候-地形

多要素-污染

多要素-生物

“整体性”思想

近年等级考中自然环境的整体性相关试题

典型区域 突破知识要点

依托典型区域 突破核心考点
——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专题复习

北京学校 陈琳琳

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专题是高中阶段自然地理部分的总结和提高，也是分析地理事象、正确处理人地关系的重要

思想和方法。该专题在内容上涵盖了高中地理大气、地貌、水、植被、土壤等各要素特征并强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区域上涉及区域地形、区域气候、区域河流等内容，是高中阶段地理学科知识体系中的重点和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