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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人文地理学

I.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是研究地球表层人类活动或人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

所形成的现象分布和变化规律的科学，是一门多学科（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

学、社会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综合性较强的课程。人文地理学以人文现象

为研究主体，侧重于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及其地域分布的规律性。它是地理学中的社会

科学，既有社会科学的特性，又有地理学的特点。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领域涉及广泛，构

成一个疏松的综合体，综合来看具体围绕三大主题：一是人地关系，二是区域研究，三是空

间分析。社会性、区域性、综合性构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特性。人文地理学是一门和社会

经济发展关联密切的学科，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都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都与人文地理学有着密切联系，为

其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现实动力。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等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具有人文地理学知识和能力的综合性人才，要求学生掌握人文地

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理解各主要人文地理现象的特征、发展变化和分布

规律，进一步认识人文地理学科的社会性和区域综合性，并且具备初步的运用基本理论知识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学习人口地理、旅游地理、城市地理等课程、为今后进

行地理学知识的教学和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并能在资源、环境以及城乡规划管理研究和实践

中熟练地应用人文地理学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既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也考查其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50分钟，满分100分。考试题型包括名词解释、填空、单项选

择题、读图题和综合分析题。其中，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客观题占80%，能力型题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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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1．知识要点

人文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关系，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特性，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

历史，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阶段，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任务。

2．考核要求

理解、掌握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特点，掌握人文地理学最新研究趋向与主要分

支；了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及其主要研究任务。

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与基本理论

（一）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主题

1．知识要点

文化区的概念与类型，文化的扩散途径，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文化景观。

2．考核要求

了解文化生态关系的基本类型，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文化整合的基本概念；理

解、掌握文化区的基本类型，文化扩散的主要途径，文化景观的概念及其作用。

（二）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

1．知识要点

主要人地关系理论及其内容，其他学科对人地关系的探讨。

2．考核要求

了解其他学科对人地关系的探讨；理解并掌握主要人地关系理论及其内容。

三、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1．知识要点

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2．考核要求

了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1．知识要点

经验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本主义方法论，结构主义方法论。

2．考核要求

了解主要哲学方法论的基本含义及其对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产生的影响。

（三）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1．知识要点

（1）人文地理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地理社会调查法、科技文献资料法、新技术与新方

法、区域地理方法。

（2）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间模型方法：主要数学模型、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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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现象学方法、时间地理学方法、社会生态方法。

（4）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系统分析方法。

2．考核要求：

了解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掌握人文地理学各种的调查研究方法。

四、人口、人种和民族

（一）人口与发展

1．知识要点

世界人口增长过程，人口转变理论，主要人口转变模式，地理环境与人口增长关系，人

口与经济发展关系。

2．考核要求

理解、掌握世界人口增长过程，人口转变理论，主要人口转变模式；了解地理环境与人

口增长关系，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

（二）人口分布与迁移

1．知识要点

人口分布概念与测度指标，世界及我国人口分布特征及一般规律，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

人口迁移的概念与分类，人口迁移的空间规律，人口迁移的机制。

2．考核要求

了解人口迁移的机制；理解、掌握人口分布概念与测度指标，世界人口分布特征及一般

规律，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人口迁移的概念与分类，人口迁移的空间规律。

（三）人种

1．知识要点

人种概念，划分人种的标志，世界种族的划分及主要种族，地理人种的概念及主要类型，

人种起源、演变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种族主义与种族冲突。

2．考核要求

理解人种起源、演变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种族主义与种族冲突；掌握人种概念，划分人

种的标志，世界种族的划分及主要种族，地理人种的概念及主要类型。

（四）民族

1．知识要点

民族的概念、形成及特征，世界重要民族的分布，主要的民族迁移与集聚，主要的民族

变化与整合。

2．考核要求

了解主要的民族迁移与集聚，主要的民族变化与整合；掌握民族的概念、形成及特征，

世界重要民族的分布。

（五）民俗与流行文化

1．知识要点

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概念，主要体现民间文化与环境关系的文化景观，世界主要流行

文化。

2．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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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概念，主要体现民间文化与环境关系的文化景观，世界主要流

行文化。

五、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一）农业的起源

1．知识要点

农业起源的主要理论，人口压力学说与宴享学说比较，索尔关于农业起源地的推论，考

古学的主要证据。

2．考核要求

理解农业起源的主要理论，人口压力学说与宴享学说比较，索尔关于农业起源地的推论，

考古学的主要证据。

（二）农业的发展与类型

1．知识要点

农业发展三阶段，原始农业主要地区，传统农业基本特征，传统农业四大类型，现代农

业基本特征，现代农业六种类型，农业形成对自然与社会的影响，主要文明古国与农业的关

系。

2．考核要求

了解农业形成对自然与社会的影响，主要文明古国与农业的关系；掌握农业发展三阶段，

原始农业主要地区，传统农业基本特征，传统农业四大类型，现代农业基本特征，现代农业

六种类型。

（三）世界农业生产布局

1．知识要点

世界主要粮食生产的地区分布，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的地区分布，畜牧业生产的地区分布。

2．考核要求

掌握世界主要粮食生产的地区分布；了解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的地区分布，畜牧业生产的

地区分布。

（四）农业景观与农业区位论

1．知识要点

农业景观概念，农业景观的作用与价值，杜能的经典农业区位理论。

2．考核要求

了解农业景观概念，农业景观的作用与价值；掌握杜能的经典农业区位理论假设前提、

基本内容、研究思路与结论。

六、工业的出现与工业区位

（一）工业的出现和发展

1．知识要点

工业革命的前提与基础，工业革命的基本过程，工业生产的扩散过程，工业生产的新发

展。

2．考核要求

了解工业革命的前提与基础，工业革命的基本过程，工业生产的扩散过程，工业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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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

（二）产业类型及其分布

1．知识要点

第一产业中的工业布局，世界主要工业带，第三产业与工业关系，第四产业与工业关系。

2．考核要求

了解第一产业中的工业布局；掌握世界主要工业带，第三产业与工业关系，第四产业与

工业关系。

（三）影响工业分布的因素及其新变化

1．知识要点

影响工业分布的因素，韦伯工业区位理论，新工业区位论，重要工业类型分布的新变化，

全球经济空间格局。

2．考核要求

了解新工业区位论，重要工业类型分布的新变化，全球经济空间格局；掌握影响工业分

布的因素，了解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二次偏离。

七、聚落与城市化

（一）聚落的起源与发展

1．知识要点

城市与乡村的概念与类型，西方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的发展，古代村落的发展，城市

兴起后农村聚落的发展，世界城镇标准的规定，我国城镇建制的设置。

2．考核要求

了解西方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的发展，古代村落的发展，城市兴起后农村聚落的发展，

世界城镇标准的规定；理解城市与乡村的概念与类型，我国城镇建制的设置。

（二）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1．知识要点

城市化的基本概念及其四方面含义，城市化四个阶段的含义与特点，城市化的五大动力

机制，当代世界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2．考核要求

掌握城市化的基本概念及其四方面含义，理解城市化四个阶段的含义与特点，明确城市

化的五大动力机制，掌握当代世界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三）城市与城市地域结构

1．知识要点

城市区位与环境的关系，城市区位与交通的关系，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城市地域结

构形成的三种力量，主要城市地域结构模型。

2．考核要求

掌握城市地域结构形成的三种力量及其作用，主要城市地域结构模型及其特征；了解城

市区位与环境的关系，城市区位与交通的关系，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四）城市体系与城市景观

1．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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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系的概念，城市体系的主要等级规律，城市景观的概念与城市感知。

2．考核要求

掌握城市体系的概念，掌握等级规模法则与首位城市法则；了解城市景观的概念与城市

感知。

八、语言类型与语言景观

（一）语言的起源与发展

1．知识要点

语言的产生条件，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的社会功能，英语的形成与发展，汉语的发展

与七大方言的特点及分布。

2．考核要求

了解语言的产生条件，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的社会功能，英语的形成与发展；掌握汉

语的发展与七大方言的特点及分布。

（二）世界语言分类与分布

1．知识要点

世界语言谱系，世界主要语言及其分布。

2．考核要求

了解非洲语言类型及分布，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分布；掌握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闪-

含语系主要语言类型及分布。

（三）语言的传播与影响

1．知识要点

语言传播的六大特性（外延性与连续性、距离衰减性、层序性与阶层性、复合性、竞争

性与同化性、演化性），语言传播的影响因素（自然因素、社会人文因素），语言扩散的六种

形式及其结果。

2．考核要求

理解并掌握语言传播的六大特性，语言传播的影响因素，语言扩散的六种形式及其结果。

（四）语言景观

1．知识要点

文字的本质特征，世界主要文字的形成特点，地名景观的概念及作用，世界范围内主要

地名景观。

2．考核要求

了解文字的本质特征，世界主要文字的形成特点，地名景观的概念及作用，世界范围内

主要地名景观。

九、宗教地理与宗教景观

（一）宗教的产生与世界主要宗教

1．知识要点

宗教的定义及其在文化中的作用，宗教的起源与原始宗教，宗教的分类与主要民族宗教，

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发展与分布。

2．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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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宗教的定义及其在文化中的作用，宗教的起源与原始宗教；理解并掌握宗教的分类

与主要民族宗教，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发展与分布。

（二）宗教的传播与分布

1．知识要点

导致宗教传播的因素，宗教主要传播形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类型，主要宗教组织，主

要宗教的分布区。

2．考核要求

理解并掌握导致宗教传播的因素，宗教主要传播形式，主要宗教的分布区；了解宗教与

政治的关系类型，主要宗教组织。

（三）宗教礼仪、习俗与地理环境

1．知识要点

宗教风俗、禁忌与地理环境关系，宗教与文化关系，宗教仪式、节日与地理环境关系，

宗教圣地与地理景观。

2．考核要求

了解宗教风俗、禁忌与地理环境关系，宗教与文化关系，宗教仪式、节日与地理环境关

系，宗教圣地与地理景观。

（四）宗教景观

1．知识要点

宗教塑造的主要文化景观，宗教对地理的间接影响，宗教景观的地域差异。

2．考核要求

了解宗教塑造的主要文化景观，宗教对地理的间接影响，宗教景观的地域差异。

十、旅游地理

（一）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

1．知识要点

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大众旅游的发展。

2．考核要求

了解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大众旅游的发展。

（二）旅游者与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

1．知识要点

旅游者的国际定义，游客的中国定义，旅游业定义，客源地概念，世界主要客源地，旅

游目的地概念，世界主要旅游目的地，旅游交通连接的重要性，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关系。

2．考核要求

了解旅游者的国际定义，游客的中国定义，旅游业定义；理解并掌握客源地概念，世界

主要客源地，旅游目的地概念，世界主要旅游目的地，旅游交通连接的重要性，旅游客源地

与目的地关系。

（三）旅游地的文化特征

1．知识要点

文化概念与旅游地文化，旅游地文化的要素，旅游地文化的五大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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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要求

掌握旅游地文化概念，旅游地文化的要素，旅游地文化的五大基本特征。

（四）世界旅游资源和旅游地理

1．知识要点

世界各大洲主要旅游资源及其特点，世界主要旅游国家及其主要旅游城市与景点特点。

2．考核要求

了解世界各大洲主要旅游资源及其特点，掌握世界主要旅游国家及其主要旅游城市与景

点特点。

（五）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

1．知识要点

旅游业的经济特征，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旅游与收支平衡，旅游与就业，旅游与经济

结构，旅游对区域经济的消极影响，旅游与环境的三大关系，旅游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旅游

对人文环境的影响，旅游对区域的六大社会影响，旅游对区域文化的影响。

2．考核要求

了解旅游业的经济特征，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旅游与收支平衡，旅游与就业，旅游与

经济结构关系；掌握旅游对区域经济的消极影响，旅游与环境的三大关系，旅游对自然环境

的影响，旅游对人文环境的影响，旅游对区域的六大社会影响，旅游对区域文化的影响。

十一、政治与全球政治地理格局

（一）政治与政治地理

1．知识要点

政治地理现象，政治地理单元，政治地理结构，政治地理过程。

2．考核要求

理解政治地理现象，政治地理单元，政治空间结构，政治实力结构，政治扩散与整合，

政治分离与变化。

（二）国家政治地理特征

1．知识要点

国家的基本特征，国家领土与领土主权，国家的中心性区域，国家的边界与边疆。

2．考核要求

掌握国家的基本特征，国家领土三要素，国家核心区类型，边界与边疆的概念、含义。

（三）国家权利

1．知识要点

国家权利八大要素的构成，国家权利要素的作用，国家实力的两种综合分析方法（克莱

因综合国力方程与综合三元要素学派）。

2．考核要求

了解国家实力的两种综合分析方法（克莱因综合国力方程与综合三元要素学派）；掌握

国家权利八大要素的构成，国家权利要素的作用。

（四）全球政治地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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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要点

全球政治地理格局的形成过程，当代全球政治地理格局演变与特点，全球政治地理格局

的基本特征，全球政治地理格局的五大主要学说。

2．考核要求

了解全球政治地理格局的形成过程，当代全球政治地理格局演变与特点；掌握全球政治

地理格局的基本特征，全球政治地理格局的五大主要学说。

十二、人类行为与行为空间

（一）人类行为与地理环境

1．知识要点

环境知觉与认知概念与关系，地理物象及特点，物象评价与外在行为关系。

2．考核要求

了解环境知觉与认知概念与关系，地理物象及特点，物象评价与外在行为关系。

（二）人类活动的行为空间

1．知识要点

行为空间的概念，人类日常活动的行为空间，人类迁移活动的行为空间。

2．考核要求

了解行为空间的概念；掌握人类日常活动的行为空间，人类迁移活动的行为空间。

（三）人类行为与区位选择模型

1．知识要点

行为矩阵模型，报偿矩阵模型，消费行为空间模型。

2．考核要求

了解行为矩阵模型，报偿矩阵模型，消费行为空间模型。

十三、人文地理学面临的问题

（一）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1．知识要点

人口迅速增长及其引发的问题，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考核要求

掌握人口迅速增长及其引发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内涵，可持续发展与人文地理学

的关系。

（二）世界政治多极化与经济一体化

1．知识要点

政治地理新现实，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分与合，合与分的政治格局中的人地关系。

2．考核要求

了解政治地理新现实，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分与合，合与分的政治格局中的人地关系。

（三）全球化与本土化

1．知识要点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概念与内涵，文化全球化表现形式、形成原因与问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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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概念内涵，文化本土化表现形式与问题，文化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经济发展对区域

文化的作用，区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考核要求

了解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概念与内涵，文化全球化表现形式、形成原因与问题，

文化本土化概念内涵，文化本土化表现形式与问题；掌握文化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经济发

展对区域文化的作用，区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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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人文地理学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50 分钟）

（总分：100 分）

说明：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填在其它位置上无效。

一、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人口迁移

2．形式文化区

3. 旅游目的地

4. 国家权利

5．文化景观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20 个空，每空 1 分，共 20 分。请在答题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 人文地理学特征是 性 性和 性。

2. 文化的扩展扩散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 。

3. 国家的核心区包括 核心区和 核心区。

4．人文地理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 和 以及人类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

互关系的学科。

5. 对近代地理学具有奠基意义的两位德国地理学家是 和 。

6．白色种族群包括 种族、 种族和印度种族。

7． 是北美工业带中一个最古老的工业区。 是欧洲最重要的工业

区。

8. 农业起源理论中海登提出了 ，博塞洛普提出了 。

9. 是指 以及事物通过知觉、认知过程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形

象。

三、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8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6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下列宗教中都属于世界宗教的是（ ）。

A．犹太教、基督教 B．道教、佛教

C．伊斯兰教、基督教 D．儒教、伊斯兰教

2. “多极世界”模型的提出者是下列哪个学者（ ）。

A. 柯恩 B．麦金德

C．斯皮克曼 D．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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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论的提出者符合下列那个条件（ ）。

A．英国、罗克斯比 B．美国、巴罗斯

C．法国、白兰士 D．德国、拉采尔

4．索尔认为农业首先发展的地区可能是（ ）。

A．东南亚 B．南亚

C．非洲 D．南美洲

5. 下列一般布局在原料地的企业是（ ）。

A．饮料厂 B．面包厂

C．钢铁厂 D．炼铝厂

6．爪哇人主要分布于下列国家中的（ ）。

A．印度 B．巴基斯坦

C．孟加拉国 D．印度尼西亚

7．城市地域功能分区的内在原因是（ ）。

A．城市规划的需要 B．功能活动之间的空间竞争和聚集

C．交通条件的发展 D．人口的消费需要

8. 人们在外观感觉的基础上对地理环境的整体认识和综合解释的过程称为（ ）。

A．环境认知 B．地理物象

C．环境知觉 D．物象评价

四、读图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空 1 分，共 24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一）读下图，分析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表示的内容是美国农业 。

2.图中属于商品谷物农业的是 ，种植作物主要有 和 ，其区位优势

有 ， ， ， ， ， 。

3.属于大牧场放牧业的是 ，这里有大面积的 气候区。

4.属于乳畜业的是 ，五大湖密集的城市为其提供了可靠的 保证。

5.西欧适宜发展乳畜业的条件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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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图为我国东部某城市示意图，读图分析并回答下列问题。

1.为保证城市用水欲修建水库，请在图中用“‖”画出坝址位置。

2.拟建火电厂、印染厂、面包加工厂、休闲疗养院，请在①～⑤中加以选择：火电厂在________

处；印染厂在________处；面包加工厂在 ________处；休闲疗养院在________处。

3.在 A、B、C、D处适当位置建设综合仓库和商贸大厦；综合仓库宜建在________处；商贸

大厦宜建在________处。

五、综合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京津唐工业区是目前北方最大的工业区，试利用所学理论分析其发展的区位优势和不利因

素。（10 分）

2.四川盆地聚居着重庆市和四川省大部分人口，是中国和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之一。试

用所学人口分布的理论详细分析四川盆地人口稠密的原因（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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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人口迁移：以寻求新居住地为目的的非暂时性的人口移动。

2.形式文化区：是指某种文化现象，或某些具有相互联系的文化现象，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集

中的核心区与模糊的边界的文化区。

3.旅游目的地：是旅游吸引物比较集中，有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具备旅游功能的区域，它是

旅游流指向的目的区域。

4.国家权利：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维持生存与发展的总体力量，以及有效使用它的能力,

是由资源力、经济活动力、宏观调控力、对外经济影响力、社会发展力、外交力、军事力等

多种要素组成的大系统。

5.文化景观：是居住于某地的某文化集团为了满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

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上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亦称人文景观。

二、填空题（每空 1分，共 20 分）

1.社会性，区域性，综合性

2.接触扩散，等级扩散，刺激扩散

3.起源型，经济型

4.空间差异，空间组织

5.亚历山大·冯·洪堡，卡尔·李特尔

6.北欧，南欧

7.新英格兰工业区，莱茵-鲁尔工业区

8.宴享说，人口压力说

9.地理物象，地理环境

三、单项选择题（每题 2分，共 16 分）

1 2 3 4 5 6 7 8

C A B A C D B C

四、读图题（共 24 分）

（一）

1. 生产地域类型

2．B，小麦，玉米；优越的自然条件，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机械化水平高，地广人稀，市

场广阔，交通运输便利

3．A，干旱、半干旱（或温带草原）

4. C，市场

5. 气候适宜多汁牧草生长，消费市场广阔，饲料供应充足，现代化水平高(列出三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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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水库坝址应建在与城市相通河流的两个山头之间(即两条 100 米等高线最贴近的地方)

2. ② ④ ③ ①

3. D B

五、综合分析题（20 分）

1.

（1）区位优势

①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北部，我国北方地区海上门户腹地范围广）

②地势平坦开阔。

③自然资源丰富。(拥有探明储量占全国 40%的铁矿石和石油资源，以及大面积的沿海

滩涂，自然条件优越)

④交通便利。（输油管道连接东北、华北的油田）

⑤劳动力丰富，人力资源素质较高。（京津地区能够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高级人才）

⑥市场广阔。

⑦农业生产稳固发达，基础工业实力强大，工业体系门类齐全。(是我国北方最大工业

密集区。全国第二大综合性工业基地)

⑧文化科技发达。

（2）不利条件

⑨水资源和能源紧缺。

⑩环境污染严重。（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产业结构转换艰难）

2.

（1）地形：四川盆地地貌丰富，主要有平原、丘陵和低山。盆地内有我国西南最大的

平原，地势平坦。

（2）土壤：四川盆地是全国紫色土分布最集中的地方，紫色土含有丰富的钙磷钾等营

养元素，是我国最肥沃的自然土壤，便于农耕 。

（3）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适宜人类生存。

（4）水体：四川盆地河流众多，径流量丰富。

（5）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丰富，盆地内蕴藏着丰富的铁、煤、石油、天然气以及盐、

磷灰石、硫磺等矿产。

（6）交通：既有水路交通，陆路交通，还有空运，交通建设比较快。

（7）历史：开发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成都平原成了中国

历史上农业和手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地区。

http://baike.so.com/doc/6571838.html
http://baike.so.com/doc/2382240.html
http://baike.so.com/doc/1824153-19292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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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产业：工农业较为发达，四川盆地是中国著名的农业区，四川盆地有许多工业城

市，第三产业也比较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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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自然地理学

I.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自然地理学是地理学分支之一，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地理环境的科学，是一门多学科（地

球概论、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气象气候学、生态学、土壤学等）综合性较强的课程。

主要阐明地质、气候、水文、地貌、生物及土壤等各自然地理要素的形成过程、基本特征、

分布规律、及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整体特征和基本时空分布规律。它从自然地

理环境的整体性出发，通过从“部门”至“综合”的介绍方式，从地表的无机界到有机界乃

至自然生态系统，从景观圈的上下边层至核心层，逐步揭示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达到对自

然地理环境整体性和地域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人类与自然

地理环境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理念。

自然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等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具有自然地理学知识和能力的综合性人才，要求学生掌握自然地

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理解各自然地理要素的特征、发展变化和分布规律，

进一步认识自然地理系统的整体性和区域差异性，并且具备初步的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学习人文地理、区域地理、环境地理等课程、为今后进行地理

学知识的教学和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并能在资源、环境以及城乡规划管理研究和实践中熟练

地应用自然地理学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既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也考查其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考试采取闭卷形式，时间50分钟，满分100分。考试题型包括名词解释、填空、单项选

择题、简答题和论述题。其中，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客观题占80%，能力型占20%。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1．知识要点

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支，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任务，自然地理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2．考核要求

理解掌握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支，了解自然地理学的任务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二、地球

（一）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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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要点：

宇宙和天体，太阳及太阳系的组成及其基本特征，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2．考核要求

了解地球所处的宇宙的概况、太阳系的基本特征，理解太阳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地球的关

系，掌握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二）地球的运动

1．知识要点

地球自转运动的特征及其地理意义，地球公转运动的特征及其地理意义。

2．考核要求

理解并掌握地球自转运动和公转运动的特征及其各自的地理意义。

（三）地球的圈层构造及表面的基本形态和特征

1．知识要点

地球的内部圈层构造（地壳、地幔和地核的物质组成，地壳的结构，上地幔及软流圈，

岩石圈）；地球的外部圈层构造的组成及结构（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的主要特征）；地球表

面的海陆分布及基本特征。

2．考核要求

理解并掌握地球的内部圈层构造和外部圈层构造的组成及特征，了解地球表面的海陆分

布及基本特征。

三、地壳

（一）地壳的组成物质

1．知识要点

（1）矿物及物理性质（矿物概念，解理、硬度、颜色、条痕、光泽）；主要造岩矿物（石

英、长石、云母）及其特征。

（2）三大类岩石（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岩浆活动及岩浆岩（喷出和侵入活动，

岩浆岩产状，岩浆岩根据矿物组成分类（超基性岩、基性岩、中性岩、酸性岩）及主要岩浆

岩：花岗岩、玄武岩、闪长岩、流纹岩）。沉积作用及沉积岩（沉积岩的形成及特征，沉积

岩主要岩石：砾岩、砂岩、黏土岩、碳酸盐岩）。变质作用及因素，主要的变质岩：片岩、

千枚岩、板岩、片麻岩、大理岩、石英岩。

2．考核要求

了解地壳的化学成分，理解矿物及其基本特征、主要的造岩矿物，掌握岩石的三大类型、

代表性岩石及特征。

（二）构造运动与地质构造

1．知识要点

（1）构造运动的概念，构造运动的特点及基本形式（普遍性、永恒性、缓慢性、方向

性，周期性；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

（2）构造运动与岩相、建造和地层接触关系（岩相分析——海侵和海退层位，岩层接

触关系——整合接触、平行不整合、角度不整合接触）。

（3）主要的地质构造类型——水平构造、倾斜构造（岩层的产状——走向、倾向和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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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褶皱构造（褶曲要素及基本形式）和断裂构造（节理及分类、断层分类及断层的组合

形态）。

（4）地质构造的野外识别（褶皱的野外识别、断层野外认识、构造地貌、构造影像）。

2．考核要求

掌握构造运动的概念、构造运动的特点及基本形式，理解掌握主要的地质构造类型及其

特征，了解构造运动与岩相、建造和地层接触关系。

（三）大地构造学说简介

1．知识要点

（1）槽台说（槽台说的主要观点）。

（2）大陆漂移及证据（大陆漂移要点、地质证据、古生物证据、气候证据、计算机模

拟、极移曲线）。

（3）海底扩张及证据（海底扩张要点、古地磁、海底地层年代及分布）。

（4）板块构造说（六大板块，板块边界类型，板块构造说的应用——地震成因及分布）。

2．考核要求

了解槽台说、大陆漂移说、海底扩张说，理解板块构造说的主要观点，掌握六大板块及

板块边界类型特征。

（四）火山与地震

1．知识要点

火山的类型及分布，火山地貌的常见形式，地震的类型及地震分布。

2．考核要求

了解火山与地震的类型及火山地貌的常见形式，掌握地球火山与地震的分布特点。

（五）地壳的演化史

1．知识要点

地质年代及各代地史简述（前古生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2．考核要求

理解并掌握地质年代构成，了解各代地壳演化历史及其主要特征。

四、大气和气候

（一）大气的组成和热能

1．知识要点

大气的成分（干洁空气，水汽、固液杂质）；大气的结构（垂直分层）；大气的热能（太

阳辐射，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地表的长波辐射、大气保温（温室）效应，地球表层

的辐射平衡）；大气温度时间变化、空间分布。

2．考核要求

理解掌握大气的主要组成成分、大气的结构，了解大气热能的来源，掌握温室效应、辐

射平衡的概念；理解掌握大气温度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特点。

（二）大气的水分和降水

1．知识要点

（1）大气湿度表征（水汽压和饱和水汽压，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露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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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蒸发和凝结（蒸发及其影响因素，凝结和凝结条件）。水气凝结现象（露与霜，雾

凇和雨凇，雾及主要成因类型，云及主要类型）。

（3）大气降水（降水成因及分类；降水时间变化、空间分布规律）。

2．考核要求

了解大气湿度表示方法，理解蒸发及其影响因素；理解掌握水汽凝结的基本条件；了解

水气凝结和凝结现象；掌握大气降水的成因类型。

（三）大气运动和天气系统

1．知识要点

（1）大气水平运动（水平气压梯度力，地球偏向力，惯性离心力；地转风，梯度风；

风随高度的变化）。

（2）大气环流的三级模式（全球行星环流、季风环流、局地环流）。

（3）主要的天气系统（气团和锋、气旋和反气旋）。

2．考核要求

理解大气运动的成因，掌握大气环流的三级模式，掌握常见天气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天气

特点。

（四）气候的形成和变化

1．知识要点

气候和气候系统；气候成因（辐射因子，环流因子，地理因子）；气候带和主要气候类

型及其特征（低纬度气候，中纬度气候，高纬度气候）；气候的变化及其原因。

2．考核要求

了解气候系统及气候的变化，掌握气候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理解气候带的划分，掌握

主要的气候类型及其特征、成因。

五、海洋和陆地水

（一）地球水循环与水量平衡

1．知识要点

地球上水的分布及组成；地球上的水循环（大循环和小循环）；水量平衡。

2．考核要求

了解地球上水的分布与组成，理解并掌握水循环的概念，理解水量平衡原理。

（二）海洋

1．知识要点

（1）海洋的自然地理区域组成（洋、海、海峡、海湾）。

（2）海洋水的理化性质（化学组成、盐度、温度和密度、水色和透明度）。

（3）海水运动：波浪（波浪要素、波浪类型）；洋流（主要类型、世界大洋表层环流系

统）。潮汐（潮汐类型与引潮力、潮流）。

（4）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保护。

2．考核要求

了解海洋的自然地理区域组成，掌握海水盐度概念及世界表层海水盐度的分布规律；了

解波浪运动成因及特点，理解潮汐运动的成因及类型；掌握洋流运动的类型、成因及大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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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洋流的分布特征；了解海洋资源类型。

（三）河流

1．知识要点

水系及流域；河流的水情要素（水位、流速、流量、泥沙）；河流的补给（雨水、融水、

地下水、湖泊沼泽水）；河川径流（径流形成、径流计量单位、正常径流量、径流的变化）；

我国河流主要类型。

2．考核要求

掌握水系及流域的概念；了解河川径流的形成过程；掌握河流的主要水情要素、河流补

给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掌握径流计量单位(流量、径流量、径流深度)和正常径流量的概念。

（四）地下水

1．知识要点

地下水的化学性质（总矿化度和硬度）；地下水形成条件（岩石的水理性质、隔水层与

含水层）；地下水按埋藏条件的分类及特征（上层滞水、潜水、承压水）。

2．考核要求

了解地下水形成及地下水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掌握地下水的类型及特征。

六、地貌

（一）地貌成因与地貌类型

1．知识要点

地貌的成因（构造运动、气候、岩性、生物、人类）；基本的地貌类型；地貌在地理环

境中的作用。

2．考核要求

理解地貌的成因及基本的地貌类型，理解地貌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

（二）风化作用与块体运动

1．知识要点

风化作用概念及类型（物理、化学、生物风化）；风化壳的基本类型、特征及其分布；

块体运动与重力地貌（崩塌地貌及其特征、滑坡地貌及其特征、重力地貌灾害防治）。

2．考核要求

理解掌握风化作用的类型，了解风化壳及风化壳的基本特征，理解崩塌地貌和滑坡地貌

及其基本特征。

（三）流水地貌

1．知识要点

（1）流水作用（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

（2）沟谷流水地貌（洪积扇、泥石流）。

（3）河谷的发育过程，河谷的结构与河流袭夺。

（4）河流地貌：河床与河漫滩、冲积平原和三角洲、河流阶地（成因及类型）。

2．考核要求

理解河流流水的作用，了解河谷发育过程；理解洪积扇、泥石流的成因及地貌特点；掌

握河谷的结构、河流劫夺的概念；理解掌握主要河流地貌（河流阶地、三角洲）的特点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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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四）喀斯特地貌

1．知识要点

喀斯特作用的化学过程及影响喀斯特作用的因素（岩性与构造、水动力条件）；地表喀

斯特地貌（溶沟和石芽、溶斗和落水洞、溶蚀洼地、峰丛峰林和孤峰）；地下喀斯特地貌（石

笋、石钟乳、溶洞、地下河）；喀斯特地貌的发育过程与地域分异。

2．考核要求

了解喀斯特作用的化学过程及影响喀斯特作用的因素，理解喀斯特地貌的发育过程，掌

握喀斯特地貌的主要类型。

（五）冰川与冰缘地貌

1．知识要点

冰川作用（冰川的运动，冰川的侵蚀、搬运和堆积）；冰川地貌的主要类型：冰蚀地貌

（冰斗、角峰和刃脊，冰川谷，羊背石）、冰碛地貌、冰水堆积地貌；冰缘（冻土）地貌。

2．考核要求

了解冰川作用，掌握冰川地貌的主要类型，掌握冻土的概念及分布特点，了解冰缘地貌

的类型及成因。

（六）风沙地貌与黄土地貌

1．知识要点

（1）风沙作用（风蚀作用、搬运作用和风积作用）。

（2）风沙地貌：风蚀地貌（风蚀蘑菇和风蚀柱、雅丹、风蚀谷和风蚀残丘、风蚀洼地）；

风积地貌（沙堆、新月型沙丘、纵向沙垄）。

（3）黄土与黄土地貌（黄土分布及特性，黄土成因，沟谷地貌——纹沟和细沟，切沟

和冲沟，沟间地地貌——塬、梁、峁）。

2．考核要求

了解风蚀作用、风的搬运作用和风积作用的特点，掌握风蚀地貌和风积地貌的主要类型，

了解黄土成因，掌握黄土特性及主要黄土地貌类型。

（七）海岸地貌

1．知识要点

（1）海岸地貌及成因：海蚀地貌（海蚀穴、海蚀崖、海蚀洞、海蚀台）；海积地貌（水

下堆积阶地、沙嘴沙坝、连岛坝）。

（2）海岸类型（基岩海岸、沙质海岸、淤泥质海岸、生物海岸）。

2．考核要求

理解海岸地貌的主要类型，了解海岸类型及其意义。

七、土壤圈

（一）土壤基本性质

1．知识要点

（1）土壤概念及土壤物质组成（土壤原生和次生矿物，有机质，矿质化作用、腐殖化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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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剖面——有机质层、淋溶层、淀积层、母质层；土壤外部特征——颜色、干

湿度、孔隙状况、紧实度、新生体、侵入体。

（3）土壤理化性质（土壤质地与结构，土壤溶液的酸碱性、土壤溶液的缓冲作用、土

壤胶体）。

2．考核要求

了解土壤组成，认识和掌握土壤的剖面结构，理解土壤的理化性质。

（二）土壤的发育

1．知识要点

土壤形成（形成因素，土壤形成学说，土壤与成土因素的关系）；土壤发生过程（物质

的地质大循环与生物小循环；原始成土过程、腐殖质化过程、灰化过程、粘化过程、富铝化

过程、盐碱化过程、泥炭化过程、潜育化过程）。

2．考核要求

掌握土壤的成土因素，理解土壤主要形成过程。

（三）土壤类型及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1．知识要点

土壤分类系统；主要土壤类型（人为土、铁铝土、干旱土、盐成土、潜育土、淋溶土、

新成土）；土壤空间分布的规律性（纬度地带性、干湿度地带性）；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

护（土壤资源概念，土壤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合理利用保护原则）。

2．考核要求

理解主要的土壤类型，掌握土壤的空间分布特征，了解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的原

则措施。

八、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

（一）地球上的生物界

1．知识要点：

认识地球上的生物界。

生物分类系统（界、门、纲、目、科、属、种）；生物发展阶段；生物与环境（光与生

物、温度与生物、水与生物、空气与生物、土壤与生物）。

2．考核要求

了解生物分类系统，理解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二）生物群落

1．知识要点

生物种群的概念，种群的数量和密度；生物群落（概念，形态与结构，群落演替）。

2．考核要求

理解种群概念特征，掌握生物群落概念、结构及动态演变。

（三）生态系统

1．知识要点

（1）生态系统：生物圈与生态系统的概念，生态系统的结构——食物链、营养级，生

态系统功能——能量流动、物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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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热带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北方针叶

林，温带草原，荒漠）。

（3）生态平衡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价值、全球生物多样性概况及危机，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

2、考核要求：

理解并掌握生态系统概念、结构、功能，了解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掌握生态系统多样

性的概念，理解保护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九、自然地理综合研究

（一）自然地理环境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

1．知识要点

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的涵义及表现；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地域分异的尺度、地

带性分异规律、非地带性分异规律、地域分异规律的相互关系）。

2．考核要求

了解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理解并掌握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及特征。

（二）自然区划及土地类型研究

1．知识要点

自然区划的原则、方法，土地的分级、分类，土地评价和评价原则及方法。

2．考核要求

理解并掌握自然区划的原则、方法，理解土地的分级、分类系统，了解土地评价的原则

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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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自然地理学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50 分钟）

（总分：100 分）

说明：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填在其它位置上无效。

一、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4分，共 16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行星

2．沉积岩

3．季风

4. 腐殖质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20 个空，每空 1 分，共 2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 世界主要地震带有 、 、 和东非裂谷带。

2. 按照成因，洋流可分为 、 和 三类。

3. 依据组成物质和结构，河流阶地可分为 、 和

三类。

4．全球地面行星风系主要包括三个盛行风带，即 、 和极地东

风带。

5. 土壤成土因素包括 、 、 、 和时间。

6．生态系统具有 、 及信息传递等基本功能。

7．自然区划的原则包括 、 、 、

综合性和主导因素原则。

三、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8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6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地球绕太阳公转形成的地理现象是下列中的（ ）。

A．昼夜更替 B．四季更替

C．地方时间 D．潮汐

2. 地球地质史上最短的、但对现代自然地理环境影响最大的一个代是（ ）。

A．中生代 B．早古生代

C．新生代 D．太古宙

3．岩层在侧向压应力作用下发生弯曲形成的地质构造是（ ）。

A．褶皱构造 B．断裂构造

C．倾斜构造 D．水平构造

4．我国江淮流域初夏时的梅雨天气与下列哪种锋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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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冷锋 B．暖锋

C．准静止锋 D．锢囚锋

5. 分布在热带大陆西岸的气候类型是（ ）

A．热带季风气候 B．热带海洋性气候

C．热带草原气候 D．热带沙漠气候

6．下列由溶蚀作用形成的地貌是（ ）。

A．角峰、刃脊 B．峰丛

C．三角洲 D．雅丹地貌

7．我国长江以南的土壤 pH 值多在 7 以下，属（ ）。

A．中性和酸性 B．中性和碱性

C．碱性和酸性 D．强酸性

8. 土地分级的最小单位是（ ）。

A．地方 B．限区 C．地域 D．相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第 1 小题 6 分，第 2、3、4 小题各 8 分，共 30 分。请在答

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 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征？（6 分）

2. 地貌的成因及类型？（8 分）

3. 河流补给类型及特征？（8 分）

4. 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8 分）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18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详述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及其引起的其它环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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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学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16 分）

1.行星：是绕太阳系运动、自身不发光却能反射太阳光的天体。如地球。

2.沉积岩：是由成层堆积于陆地或海洋中的碎屑、胶体和有机物质等疏松沉积物固结而成的

岩石。特征：具有层理，富含次生矿物，富含有机物质，有生物化石。

3.季风：大陆和海洋间的广大地区,以一年为周期、随着季节变化而出现的方向相反的风。

4.腐殖质: 已死的生物体在土壤中经微生物分解而形成的，是黑色的无定形的有机胶体物

质。是具有酸性、含氮量很高的胶体状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

二、填空题（每空 1分，共 20 分）

1.环太平洋地震活动带或称环太平洋震环、地中海-喜马拉雅带、大洋中脊带

2.摩擦流、重力-气压梯度流、潮流

3.侵蚀阶地、堆积阶地、基座阶地

4.信风带、中纬度西风带

5.气候、地形、母质、生物

6.物质循环、能量流动

7.发生统一性、空间连续性（区域共轭性）、相对一致性

三、单项选择题（每题 2分，共 16 分）

1 2 3 4 5 6 7 8

B C A C D B A D

四、简答题（共 30 分）

1．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征？（6 分）

（1）（1分）研究对象：地球表层的自然地理环境，也称“地理圈”、“地理壳”、“景观壳”；

（2）（2分）自然地理环境由大气圈、岩石圈的、水圈、生物圈组成，地球表层的岩石、气

候、水体、生物、土壤等组成成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完

整、有序的自然地理系统。

（3）（3 分）特征：是太阳辐射分布和转化的主要场所；是固态、液态和气态物质相互渗透、

相互转化的两相或三相界面；具有独特的物质，如生物、风化壳、土壤层及各种地貌形

态；具有复杂的、高速度和高强度的物质、能量交换、转化和循环过程；存在着复杂的

内部分异过程。

2．地貌的成因及类型？（8 分）

（1）（4分）由于地球内营力作用，形成大地构造地貌、褶曲构造地貌、断层构造地貌、火

山与熔岩流地貌等。

（2）（4分）在外营力作用下，通常形成流水地貌、风成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冰

川地貌、冰缘地貌、海岸地貌、风化与坡地重力地貌等。外力地貌一般又可以划分为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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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的和堆积的两种类型。

3．河流补给类型及特征?（8分）

（1）（2 分）雨水补给：是大多数河流的补给源。补给特点是，河水的涨落与流域上雨量大

小和分布密切有关，河流径流的年内分配很不均匀,年际变化很大。

（2）（2 分）冰雪融水补给：主要存在于夏季。补给取决于流域内气温的变化；水量比较稳

定，季节变化明显，年际变化较小。

（3）（2 分）湖泊和沼泽水补给：对河流径流有明显的调节作用，由此补给的河流具有水量

变化幅度较小的特点。

（4）（2 分）地下水补给：是河流补给的普遍形式，以此补给为主的河流水量的年内和年际

分配都比较均匀。地下水与河流补给关系比较复杂，有的是地下水单向补给河流；有的

是洪水期河流补给地下水，枯水期地下水补给河流。

4. 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8 分）

（1）（2分）自然地理环境各组成成分及自然综合体在地表沿一定方向分异或分布的规律性

现象。

（2）（3 分）地带性分异：即纬度地带性分异，是指在太阳辐射主导作用下，热量南北分布

不均、呈东西向带状分布，气候带随纬度变化，进而又导致各自然要素或自然综合体沿

纬度更替、沿纬线延伸的分化。

（3）（3分）非地带性分异即非纬度地带性分异，是指地球内能主导作用下，造成海陆差异、

海陆各自地形地貌差异，以致其它自然要素或自然综合体呈现出明显偏离纬线方向的分

异。

五、论述题（18 分）

详述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及其引起的其它环境效应。

1、自世界工业革命后的两百多年间，随着人口的剧增，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规模的迅速扩

大，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和干扰越来越大。

（1）（5 分）全球变暖：在生产生活中化石能源的大量开采和使用，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和

各种污染物质剧增，改变大气的化学组成，温室效应增强、臭氧空洞扩大，导致全球变

暖。

（2）（4 分）局部气候的变化：在城市中的城市气候效应，包括城市热岛效应、城市干岛和

湿岛效应、城市雨岛效应和城市混浊岛效应；在农牧业发展和其它活动中改变下垫面的

性质，如破坏森林和草原植被，海洋石油污染等等，导致局部气候变化。

2、其它连锁环境效应

（1）（1 分）全球变暖引起大气环流异常，极端天气频发（干旱、强降水、高温、严寒）。

（2）（6 分）导致自然地理环境的其它组成要素及综合体也随之发生变化。

1）水圈变化（水分循环系统的变化；海平面上升-—淹没一些低洼的沿海地区；侵蚀海

http://baike.baidu.com/view/4253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8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41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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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从而变“桑田”为“沧海”；使风暴潮强度加剧、频次增多；海水入侵海岸地下含水层，

会使土地盐碱化，造成农业减产，破坏生态环境；盐水入侵河口，阻碍陆地洪水与沿海城镇

污水排放。陆地冰雪圈退化）；

2) 生物圈变化（憩息环境改变引起的种群变化、空间迁移）；

3）土壤变化（理化性质的改变、荒漠化）；

4）地貌变化（各种外营力地貌的变化）；

5) 自然地理环境整体面貌的改变。

（3）（2 分）对人类行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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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地图学原理

I.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地图学是一门应用广泛的学科，生产、生活、学习、旅游、科学考察、军事斗争等各种

活动中都离不开地图。人的各种活动都是在不同的空间进行的，地图最大的优势，是把抽象

的空间直观化，形象化。

对于地理专业的学生来说要能做到：第一懂得地图学基本理论，了解原理；第二地图是

一种特殊语言，初步做到运用地图表达自己的思想；第三能够利用地图进行对相关地理要素

分析、评价。

地图学原理包括：地图的实质，地图制作和地图使用的理论、技术与方法。主要内容：

地图学发展简史及现代地图学理论，数学基础、符号系统、地图概括三大基本特征，普通地

图、专题地图两大基本图种，现代制图新技术及地图应用等。通过学习了解现代地图涉及到

的 RS、GNSS、GIS 和数字地球的相关原理和相关技术，最终为培养学生的地理空间想象能力、

图形思维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服务。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既考查考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也考查灵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采取

闭卷形式，时间 50 分钟，满分 100 分。考试题型包括名词解释、填空、单项选择题、简答

题、计算题和读图题等。其中，基本知识性试题占 60%，能力型试题占 40%。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引论

（一）知识要点

1.地图的定义和基本特征、地图的分类、地图的构成要素。

2.地图学的概念、地图学的研究内容与分支学科、地图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3.地图制作方法简介。

4.地图学发展简史及现代地图学进展。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地图的定义、地图的基本特征、地图的分类和地图学的概念。

2.理解地图的构成要素和地图学的研究内容。

3.了解地图制作方法、地图学发展简史及现代地图学进展。

二、地图的数学基础

（一）知识要点

1.地球椭球体与大地控制、全球定位系统。

2.地图比例尺概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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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图投影的概念、地图投影的基本方法、地图投影的变形、地图投影的分类。

4.常用地图投影特点、地形图常用投影类型。

5.地图投影的判别和选择。

6.地图投影的自动生成和转换。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地球椭球体、大地水准面、GPS、比例尺、地图投影的概念。

2.理解地图投影的方法、过程、地图投影变形、地图投影的判别和选择。

3.理解主要的地图投影类型，掌握正轴投影的经纬线特点、变形分布规律及其用途。重

点掌握墨卡托投影和高斯克吕格投影的特点。

4.了解地图投影的自动生成和转换。

三、地图语言：地图符号系统

（一）知识要点

1.地图符号的概念、分类、量表。

2.地图符号视觉变量及其视觉感受效果。

3.地图符号设计的基本原则，影响地图符号设计的因素，点、线、面状符号的设计方法。

4.色彩概述、色彩的表示与感觉、地图符号的色彩设计。

5.地图注记的功能、地图注记的构成元素、地图注记的配制。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地图符号的概念、特征、分类、量表、视觉变量及其视觉感受效果。

2.掌握地图符号设计的原则及其影响因素，理解点、线、面状符号的设计方法。

3.了解色彩三要素、色彩的表示与特征，能够进行地图符号的色彩设计。

4.了解一般地图注记的功能、构成元素和图面配置方式。

四、地图清晰性：地图概括

（一）知识要点

1.地图概括的实质、影响地图概括的因素、地图概括的原则、地图概括的方法步骤。

2.地图概括的数学模式、内容选取法、形状化简法。

3.地图概括自动化。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地图概括的实质；地图概括的原则、地图概括的方法和影响地图概括的主要因素。

2.理解地图概括的基本过程步骤。重点理解内容选取法、形状化简法。

3.了解地图概括的数学模式、地图概括自动化。

五、普通地图

（一）知识要点

1.普通地图定义与类型、内容与特征、用途。

2.各种自然地理要素（海洋、大陆水系、地貌、土质、植被）的表示。

3.各种社会经济要素（居民地、交通线、境界线、独立地物）的表示。

4.地图方向和地形图编号查询。

5.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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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要求

1.掌握普通地图的定义、类型、内容、特征。

2.掌握普通地图特别是地形图上主要自然地理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的表示方法。

3.深入理解掌握地形图方向线、方位角、偏角及地形图编号查询。

4.了解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六、专题地图

（一）知识要点

1.专题地图定义与基本特征、类型、构成要素。

2.专题要素的特征和点状、线状、面状要素表示方法。

3.地图集的定义和特点、分类、电子地图集。

(二)考核要求

1.掌握专题地图、地图集、电子地图集的定义、分类及其基本特征。

2.深入了解并学会专题要素的 11 种表示方法及特点，能够进行专题地图的基本设计。

3.掌握专题要素的基本特征，了解专题地图表示方法和其所表示的专题要素特征的关

系。

七、地图设计与制作

（一）知识要点

1.地图编制的一般过程。

2.普通地图设计编绘。

3.专题地图设计。

4.地图的制版印刷。

5.地图制作新技术。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地图编制的一般过程；理解普通地理图的设计编绘；掌握专题地图内容设计注意

的问题。

2.了解地图的常规制作方法、现代地图制作新技术。

3.了解地图的印制过程。

八、现代地图制图技术

（一）知识要点

1.计算机地图制图的产生和发展、基本原理、基本过程、特点与发展趋势。

2.计算机地图制图的硬设备构成。

3.计算机地图制图的软设备和数据库。

4.计算机地图制图的编辑和制作。

5.遥感原理与图像获取、遥感专题地图的制作、遥感影像地图及其编制。

6.地理信息系统制图。

7.电子地图的概念及其特点、电子地图系统、电子地图的逻辑结构、电子地图的应用。

（二）考核要求

1.掌握计算机地图制图特点、电子地图的概念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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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计算机地图制图、遥感制图、GIS 制图过程。

3.了解计算机制图设备、地图数据的组织结构和数据库系统。

4.了解遥感和 GIS 的一般知识，了解 GIS 的常用软件。

九、地图分析与应用

（一）知识要点

1.地图分析概述。

2.地图分析技术方法：目视分析法、量算分析法、图解分析法。

3.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地理要素的时序变化分析、地理要素的多要素回归分

析及预测预报。

4.地形图阅读、地形图野外应用。

（二）考核要求

1.掌握地图特别是地形图的阅读、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

2.能熟练掌握选择、阅读、分析、应用各类地图能力，以获得特定区域的地理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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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校专科接本科教育考试

地图学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50 分钟）

（总分 100 分）

说明：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填在其它位置上无效。

一、名词解释 （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6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地图

2.地图概括

二、填空（本大题共 10 个空，每空 1 分，共 1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把地图学分为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三个分支学科组成。

2. 1980国家大地坐标系的大地坐标原点设在：_________市附近的泾阳县境内。

3.地图图形符号的基本视觉变量一般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色彩

/颜色和密度。

4.按地图的投影构成方法分类，投影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中国自己正在兴建的全球定位导航系统是_______________。

三、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我国古代哪一位地图学家提出的制图六体（ ）。

A.管仲 B.裴秀 C.贾耽 D.朱思本

2.下列不属于地图数学要素的是（ ）。

A.比例尺 B.地图的分幅 C. 地图投影 D.出版时间

3.关于地图上的比例尺说法正确的是（ ）。

A.任何一张地图上的比例尺都是固定不变的

B.任何一张地图上注明的比例尺可以测量图上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

C.主比例尺只能适用于没有变形的区域

D.主比例尺适用于小比例尺的地图上，任何两点之间的距离计算

4.我国的高程起算面在（ ）。

A.渤海 B.黄海 C.东海 D.南海

5.关于变形椭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可以反映和说明地图变形的概念

B.可以反映和说明变形的性质

C.可以反映和说明变形的大小

D.只能说明变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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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作南极洲地图最好采用哪一种投影（ ）。

A.正轴方位投影 B.斜圆锥投影

C.圆柱投影 D.横轴方位投影

7.关于正轴圆柱投影的标准纬线说法正确的是（ ）。

A.只有一条 B.有可能是一条也有可能为两条

C.一定是两条 D.标准纬线上的点变形很小

8.在地图符号表示时关于颜色说法正确的是（ ）。

A.有两个度量特征：色相、彩度

B.有两个度量特征：色相、亮度

C.颜色可反映事物的数量特征和质量特征

D.不能反映事物的数量特征只反映质量特征

9.卫星轨迹图和航海图比较适合于( )。

A.等距投影 B.等角投影

C.等积投影 D.任意投影

10.地图概括时简化主要从哪个方面来把握( ) 。

A.质量特征 B.数量特征

C.图形特征 D.地物内部结构

11.专题地图图面配置设计应考虑的问题( )。

A.主图与四邻图，邻图色彩可以浓重一些

B.移图时，移图的比例尺和投影与原图一致

C.图名一定要放在图的正上方

D.比例尺一定要在左下方

12.真方位角为215°磁偏角-3°磁方位角是（ ）。

A.218° B.212°

C .38 ° D.32°

13.1、7月份气压和气温图中主要采用了那种绘图方法( )。

A.点值法 B. 动线法 C. 等值线法 D.定域统计法

14.下列比例尺地形图中，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6°分带法的是（ ）。

A.1：2000 B.1：5000 C.1：1万 D.1：5万

15.下列属于大比例尺的国家基本地图形的是（ ）。

A.1：3 万 B.1：10 万

C.1：100 万 D.1：2 亿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小题，共 14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地图上表示地貌常采用的方法？中小学课本世界地形图最常用的是哪一种方法？（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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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地图概括的因素有哪些？（6分）

3.电子地图的特点（3分）

五、计算题（本大题共 1小题，共 15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地形图查询：某地的经纬度为北纬 38°5′1″，东经 115°2′1″。求该地所在 1：

100 万地形图编号。(新旧两种方法都可以)

六、读图题（本大题 2 小题，共 25 分）

1.看下图回答问题（10 分）

（1）世界时区图采用那种投影方法？（2 分）

（2）这种投影，投影后经纬线有何特点 ？（4分）

（3）变形分布规律有何特点?（4分）

2.读1：10000地形图回答问题（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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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图采用的投影方式？（3 分）

（2）按照投影的变形性质，这种投影为哪一类性质的投影？（3 分）

（3）图中 1056.1 高地到赤道的距离是多少_____km；到 X轴的距离是多少_____km。（4 分）

（4）在图中找出两个鞍部地形，用虚线进行标注。（3 分）

（5）用实线标注两个山谷地形。（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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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 3 分，共 6 分）

1.地图：按照一定的数学法则,将地球表面(或其他星体)上的空间信息,通过科学的概括综合,

运用符号系统以可视化、数字或触摸的符号形式,缩小表达在一定载体上的图形模型，用以

传输、模拟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时空信息。（3分）

2.地图概括：根据地图的用途、比例尺和区域特点对地图的内容进行选择和简化，概括和综

合的过程。（3分）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1. 理论地图学、地图制图学、应用地图学

2．西安

3．形状、尺寸、方向

4. 几何投影、非几何投影

5. 北斗导航系统

三、单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30分）

1.B 2.D 3.C 4.B 5.D 6.A 7.B 8.C 9.B 10.C 11.B 12.A 13.C 14.D 15.B

四、简答题(共 14 分)

1. 地图上表示地貌常采用的方法？（4 分）中小学课本世界地形图最常用的是哪一种方法？

（1 分）

写景法（1分）、晕渲法（1 分）、等高线法（1分）、分层设色法（1分）；分层设色

法（1分）。

2. 影响地图概括的因素有哪些？（6 分）

地图用途（1 分）、地图比例尺（1分）、制图区域特点（1分）、制图资料（1 分）、符号

的样式及大小（1 分）、制图者（1分）。

3. 电子地图的特点（3 分）

动态性（1分）、交互性（1 分）、超媒体集成性（1分）。

五、计算题（共 15 分）

地形图查询：某地的经纬度为北纬 38°5′1″，东经 115°2′1″。求该地所 1：100 万地

形图编号。

新旧两种方法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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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8°5′1″/4]+1=10 （5 分）

b=[115°2′1″/6]+31=50 （5 分）

编号为 10-50 或 J-50 （5 分）

六、读图题（共 25 分）

(一)看下图回答问题

1.世界时区图采用那种投影方法？（2分）墨卡托投影。

2.这种投影，投影后经纬线有何特点 ？（4分）

经纬线都是平行直线（1分）且相交成直角（1 分），经线间隔相等（1分），纬线间隔从标

准纬线向两极逐渐扩大（1 分）。

3.变形分布规律有何特点（4分）

标准纬线无变形（2分）。从标准纬线向两极变形逐渐增大（2分）。

(二)读1：10000地形图回答问题（15分）

1.本图采用的投影方式？（3分）高斯克吕格投影（等角椭圆柱投影）。

2.这种投影为哪一类性质的投影？（3分）等角投影。

3.图中 1056.1 高地到赤道的距离是多少（2分）4352.05km

到 X 轴的距离是多少（2分）554.1km

4.在图中找出两个鞍部地形进行标注（3 分）

5.用实线标注两个山谷地形（2 分）山谷较多，标注 2 个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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