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 高
中必修一知识点总结(通用12篇)

考试总结是一种重要的自我评价方式，它能帮助我们找到自
己在学习上的问题并及时加以改进。这些知识点总结不仅能
够帮助你在学术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还能够提升你在工作
和生活中的能力。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一

第一节细胞膜――系统的边界

一、细胞膜的成分：主要是脂质(约50%)和蛋白质(约40%)还
有少量糖类(约2%--10%)。

二、细胞膜的功能：

1、将细胞与外界环境分隔开

2、控制物质进出细胞

3、进行细胞间的信息交流

三、植物细胞还有细胞壁，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果胶，对细
胞有支持和保护作用;其性质是全透性的。

第二节细胞器――系统内的分工合作

一、相关概念：

1、细胞质：在细胞膜以内、细胞核以外的原生质，叫做细胞
质。



细胞质主要包括细胞质基质和细胞器。

2、细胞质基质：细胞质内呈液态的部分是基质，是细胞进行
新陈代谢的主要场所。

3、细胞器：细胞质中具有特定功能的各种亚细胞结构的总称。

二、八大细胞器的比较

1、线粒体：(呈粒状、棒状，具有双层膜，普遍存在于动、
植物细胞中，内有少量dna和rna内膜突起形成嵴，内膜、基
质和基粒中有许多种与有氧呼吸有关的酶)，线粒体是细胞进
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约95%来
自线粒体，是细胞的“动力车间”。

2、叶绿体：(呈扁平的椭球形或球形，具有双层膜，主要存
在绿色植物叶肉细胞里)，叶绿体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胞
器，是植物细胞的“养料制造车间”和“能量转换站”，(含
有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还有少量dna和rna，叶绿素分布在
基粒片层的膜上，在片层结构的膜上和叶绿体内的基质中，
含有光合作用需要的酶)。

3、核糖体：椭球形粒状小体，有些附着在内质网上，有些游
离在细胞质基质中，是细胞内将氨基酸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4、内质网：由膜结构连接而成的网状物，是细胞内蛋白质合
成和加工，以及脂质合成的“车间”。

5、高尔基体：在植物细胞中与细胞壁的形成有关，在动物细
胞中与蛋白质(分泌蛋白)的加工、分类运输有关。

6、中心体：每个中心体含两个中心粒，呈垂直排列，存在于
动物细胞和低等植物细胞，与细胞的有丝分裂有关。



7、液泡：主要存在于成熟植物细胞中，液泡内有细胞液。

化学成分：有机酸、生物碱、糖类、蛋白质、无机盐、色素
等。有维持细胞形态、储存养料、调节细胞渗透吸水的作用。

8、溶酶体：有“消化车间”之称，内含多种水解酶，能分解
衰老、损伤的细胞器，吞噬并杀死侵入细胞的病毒或病菌。

三、分泌蛋白的合成和运输：

四、生物膜系统的组成：包括细胞器膜、细胞膜和核膜等。

第三节细胞核――系统的控制中心

一、细胞核的功能：

是遗传信息库(遗传物质储存和复制的场所)，是细胞代谢和
遗传的控制中心;

二、细胞核的结构：

1、染色质：由dna和蛋白质组成，染色质和染色体是同样物
质在细胞不同时期的两种存在状态。

2、核膜：双层膜，把核内物质与细胞质分开。

3、核仁：与某种rna的合成以及核糖体的形成有关。

4、核孔：实现细胞核与细胞质之间的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流。

高中生物必修一知识

一、真核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一)细胞壁



植物细胞在细胞膜的外面有一层细胞壁，其主要成分为纤维
素和果胶，可用纤维素酶和果胶酶来除去。细胞壁作用为支
持和保护。

(二)细胞膜

(三)细胞质

在细胞膜以内，核膜以外的部分叫细胞质。活细胞的细胞质
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细胞质主要包括细胞质基质和细胞器。

1、细胞质基质

细胞质基质含有水、无机盐、脂质、糖类、氨基酸、核苷酸、
多种酶，在细胞质中进行着多种化学反应。

2、细胞器

(1)线粒体

线粒体广泛存在于细胞质基质中，它是有氧呼吸主要场所，
被喻为“动力车间”。

光镜下线粒体为椭球形，电镜下观察，它是由双层膜构成的。
外膜使它与周围的细胞质基质分开，内膜的某些部位向内折
叠形成嵴，这种结构使线粒体内的膜面积增加。在线粒体内
有许多种与有氧呼吸有关的酶，还含有少量的dna。

(2)叶绿体

叶绿体是植物、叶肉、细胞特有的细胞器。叶绿体是绿色植
物的光合作用细胞中，进行的细胞器，被称为“养料制造车
间”和“能量转换站”。在电镜下可以看到叶绿体外面有双
层膜，内部含有几个到几十个由囊状的结构堆叠成的基粒，



其间充满了基质。这些囊状结构被称为类囊体，其上含有叶
绿素。

(3)内质网

内质网是由单层膜连接而成的网状结构，大大增加了细胞内
的膜面积，内质网与细胞内蛋白质合成和加工有关，也是脂
质合成的“车间”。

(4)核糖体

细胞中的核糖体是颗粒状小体，它除了一部分附着在内质网
上之外，还有一部分游离在细胞质中。核糖体是细胞内合成
蛋白质的场所，被称为“生产蛋白质的机器”。

(5)高尔基体

高尔基体本身不能合成蛋白质，但可以对蛋白质进行加工分
类和包装，植物细胞分裂过程中，高尔基体与细胞壁的形成
有关。

(6)液泡

成熟的植物细胞都有液泡。液泡内有细胞液，其中含有糖类、
无机盐、色素、蛋白质等物质，它对细胞内的环境起着调节
作用，可以使细胞保持一定的形状，保持膨胀状态。

(7)中心体

动物细胞和低等植物细胞中有中心体，每个中心体由两个互
相垂直排列的中心粒，及其周围物质组成。动物细胞的中心
体与有丝分裂有关。

(8)溶酶体



溶酶体是细胞内具有单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它含有多种水解
酶，能分解多种物质。

(四)细胞核

每个真核细胞通常只有一个细胞核，而有的细胞有两个以上
的细胞核，如人的肌肉细胞，有的细胞却没有细胞核，如哺
乳动物的红细胞细胞。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二

表现：

事实：近百年，全球气候特点：气温升高。自1860年以来，
气温升高0.6oc。

原因：人口增加、森林减少、矿物燃料燃烧等

2.气温升高的可能影响：

(1)海平面上升(2)影响农业生产(3)影响水循环。

3.措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技术、植树造林等等。

一、荒漠化的定义、表现和主要地区

定义：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以及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
实质是土地生产力丧失的土地退化。

表现：耕地退化、草地退化、林地退化。(简称三退)

形式：荒漠化(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黄土高原地区)、

石漠化(云贵高原的喀斯特地貌地区)、



盐渍化(灌溉农业区)、

红漠化(主要发生在我国江南丘陵以红色砂岩为主地区，地表
红壤因水土流失,露出光秃秃的红色石山，土地贫瘠，形成荒
漠，所以被称为红漠化)

二、干旱为主的自然特征(荒漠化的自然基础)

西北地区(阅读教材图片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1、定位：38°—50n，75°—120°e，包括新疆、甘肃(和蒙古是
交界的)、宁夏、陕西北部、内蒙古大部。

2、本区的主要山脉：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祁连山、昆
仑山、阿尔金山、天山、阿尔泰山。

3、地理界线：贺兰山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以东降水
量200毫米以上，以西200毫米以下。

天山是南疆和北疆的分界线，天山以北叫北疆，以南叫南疆。

4、地域分异规律：有东到西的景观变化是草原、荒漠草原、
荒漠，体现了从沿海到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5、绿洲农业的位置：山前的冲积扇上，山麓地带。

6、西北地区荒漠化的自然因素：气候干旱，土壤发育差、土
质疏松，植被稀少，大风多且集中，风力侵蚀严重。

三、荒漠化的人为因素(荒漠化的决定因素)。

原因：人口激增、人类活动不当。

过度樵采：鄂尔多斯



过渡放牧：主要在草原地区

过度开垦：沙区边缘、绿洲地区

水资源利用不当

四、荒漠化防治对策和措施

1、合理利用水资源(河流的上中下游地区合理分配)

2、利用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构筑防护林体系(草方格沙障的
作用：增加地面粗糙度，截留水分等，但是不宜大范围推广，
原因是成本太高)

3、调节农、林、牧用地之间的关系(退耕还林、退耕还草)

4、采取综合措施，多途径解决农牧区的能源问题(营造薪炭
林、开发沼气、风力发电)

5、控制人口增长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三

一、自然地理

高中地理中的自然地理包括宇宙、大气、海洋、陆地等，特
别是其中的地球运动及时间计算、太阳高度角、各种日照图
以及气候、洋流、各种等值线图等内容，具有鲜明的理科特
点，需要较多的逻辑思维。

在学习这些知识点时，应该采用偏重理科的学习方法，强调
理解重于记忆，以会用为目的，侧重于对地理原理、地理规
律的理解运用，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



平时还应多做练习，重视解题思路，特别要多画图，以加深
理解和巩固所学知识。

二、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

高中地理中的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部分，主要属于文科内容，
它们侧重于观点、方法的运用，适合采用偏重文科的学习方
法，不仅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还要结合实际进行评
价与反思。

在学习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时，要多看书，熟悉和掌握知识
要点;要会看书，把握教材的脉络和主要思想、观点;还要多
思多想，善于总结，形成自己的看法。

地理学习离不开地图，因此同学们必须重视地图，正确识图、
用图。

高中地理教材中有着各种类型的插图，与文字配合，使教材
内容的呈现更加直观、形象、生动。

学习时，不论是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都要重视图的学习
和运用，采用图文结合的方法，才能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
握各种地理事物和现象、地理规律和原理，使地理易懂易学、
好记好用。

例如，“昼夜长短和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内容，必须结
合“二分二至日全球昼长和正午太阳高度角” 的图像来学习，
才能阐述清楚、理解透彻，遇到相关知识的试题时才能灵活
运用，脱离了地图是难以弄懂和解答这类问题的。

又如， “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内容，结合“世界城市人口比
重的增长图”和“上海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图”等学习，同
学们更容易地理解城市化的概念，记住城市化的三个主要标
志。



地图是地理知识的载体和学习地理最重要的工具，运用地图
记忆地理知识是最准确、最牢固、最有效的记忆方法。

因此，同学们在学习时要做到看书与看图相结合，将地理知
识逐一在图上查找落实，熟记;

平时要多看地图(还可以填图、绘图)，“图不离手”(每次看
几分钟也行)，把地图印在脑子里，并能在图上再现知识。

这样，当我们解答地理问题时，头脑中就能浮现出一幅形象、
清晰的地图：“地球运动”，“大气分层”，“山河分布”，
“洋流流向”，“国家位置”，“铁路干线”，“工业中
心”……于是，我们就可以从中准确而有效地提取需要的信
息，从容作答。

高中地理的学科特点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的侧重点是掌握“有什么规律?”“为什么?”“怎么
办”的问题。

初中地理更多的是学习“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事
物”“有什么特点”等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的记
忆性的内容，因此其学习方法的侧重点就是解决怎样科学地、
高效地记忆这些地理事实材料。

而高中地理侧重解决的是地理事物的规律及其对人类生产生
活的影响，通过探究这些规律的形成原因来为形成人类的相
应对策服务。

也就是说，应侧重于通过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归纳那些繁杂
的地理事实材料，从中推导出一些规律，从本质上掌握其成
因，最后形成人类生产生活的相应对策。

可见，高中地理的学法核心是理解和应用，而非记忆。



另一方面，高中地理是建立在初中区域地理基础之上的。但
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同学的初中地理知识已经淡忘，影
响到高中地理的学习，因而有必要在高中地理的学习过程中
适当复习一些初中地理的知识。

一是可以抽点时间浏览一下初中地理教材，主要是地球地图
知识、大洲大洋的分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
中国分区地理等内容，加深这些基础知识在头脑中的印象。

二是在高中地理的学习中，当涉及初中知识时，及时查找区
域地图或复习初中相关内容，注意高初中知识的有机联系，
把系统地理知识落实到具体的地理区域中去理解、分析、解
决问题，使知识得以融会贯通。

2、无论自然地理或是人文地理都表现为以人地关系为主线的
显著特点

几乎所有的地理问题都跟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学习地理必须紧扣这条主线。

3、许多地理问题都有知识与能力的跨学科特点

自然地理部分主要与数学、物理、生物学科联系较多，人文
地理主要与政治联系较多。对于我们面临的高考、综合考试
意义尤其重大。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四

1、 环境承载量，指环境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人口数量
是衡量环境承载力的重要指标。

2、 环境人口容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是在
可预见的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智力和技术等
条件，在报政府和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



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全球为110亿，我国
为16亿。

3、 环境人口容量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科技发展水平——决定开发数量

资源——环境人口容量最主要因素

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决定消耗数量

在各因素中，科技发展水平与环境人口容量成正相关关系，
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与环境人口容量呈负相关关系，资源与
环境人口容量成正相关关系。

4、 制约因素：资源、科技发展水平、地区开发程度、消费
水平。

5、 环境人口容量具有不确定性和相对稳定性。

1、人口合理容量：按照合理的生活方式，保障健康的生活水
平，同时又不妨碍未来人口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或
地区最适宜的人口数量。—— 一个理想的、难以确定精确数
值的"虚数"。我国为8-9亿。

2、意义:对于制定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有
重要意义，进而影响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比较项目 环境承载量 合理人口容量

参考角度 自然资源的承载力 自然资源的承载力、经济、
社会发展、消费水平

限定因素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自然、经济、社会
体现意义 生存 发展



人口多寡 大 小

估算标准
从自然资源的角度估
算，把人均消费水平
压缩到最低

根据现有消费水平，参照可
预见的生产及生产力水平，
资源储量和消费变动等

3、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俄罗
斯、日本、孟加拉、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亚洲人
口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东亚、南
亚、美国东北部、西欧等。

一个地区人口总数的最大值出现的时间应该是人口自然增长
率由零变负的时候，因此人口增长速度降低并不等于人口总
数减少。

人口分布受自然因素(人口分布的最基本因素，但随着生产力
水平提高，影响程度减弱)，社会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的
影响。

公害病指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地方性疾病，是次生环境因素
对人口身体素质影响的表现;地方病则是原生环境因素的表现。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五

本部分内容主要考点有：大气受热过程;大气保温作用的基本
原理;热力环流的形成过程;气压带风带的分布、移动规律及
其对气候的影响;季风环流的形成原因;锋面系统(冷锋、暖锋
和准静止锋)的特点及其对天气的影响;低压、高压系统的特
点及其对天气的影响等。

常见考点考法

常见误区提醒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六

1、抓“概念”重“消化”

复习时，要十分重视概念，要对所有的地理概念一一理解、
消化、吸收，不留夹生饭。只有概念清楚了，判断、推理问
题时才能正确无误。要把那些特别容易混淆的概念罗列出来，
一一对比其差异。诸如：天体、天球；日冕、日珥；近日点、
远日点；角速度、线速度；时区、区时；短波辐射、长波辐
射；气旋、气团；天气、气候；寒潮、寒流；矿产、矿床；
岩溶、熔岩；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地质作用、地质构造；
国土、领土等等。当然，概念教学不是孤立的，要在分析问
题中进行。老师重视概念教学，学生对概念就特别留
心，“扣”得很严。经过长期训练后，学生分析、回答问题
时就严密多了。

2、抓“原理”重“理解”

从基础知识抓起，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过“地理原
理”关。如：地球表面热量分布不均的原因；四季、五带的
产生和划分的依据；海陆热力差异形成的季风与季风气候；
气温与气压的关系；海拔与气温、气压的关系；空气的水平
运动与垂直运动的成因；水循环的动力及其过程；内力作用
与外力作用的发生及其变化机制；生态平衡的条件：光、热、
水、土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影响工业布局的因素；人类与环
境的对立统一等等。掌握了这些原理、法则，分析事物就有
了说服力。

3、抓“综合”重“联系”

综合性即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统一性，就是地理环境各要素
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例如：为
什么亚马孙河流域成为世界的热带雨林区？这不仅仅是纬度
位置决定的，与大气环流（气压带、风向）、地形结构、洋



流影响也有密切关系。西欧为什么成为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
候？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
综合性分析问题上，要作如下努力：

（1）有计划地做一批综合性典型训练题，学习从自然因素到
经济因素全面考虑问题的方法。如，上海为什么能发展成为
我国的综合性工业城市？这要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所处
地形区、农业基础、原料来源、历史因素、技术力量等方面
综合评估。

（2）地理环境是一个整体，各要素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往往是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破坏生态环境。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证实地理环境的综合性特点。如：森林、
草原遭到破坏，就会引起水蚀、风蚀，加剧水土流失，导致
气候恶化。这些变化又会影响植被的恢复。这一恶性循环就
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足以证实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综
合性的特点。

掌握了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后，就可避免观察事物时的单一
性、片面性、简单化，从而认识地理事象的复杂性、整体性、
内在联系性。

4、抓“共性”重“个性”

地理事物既有共性，更具个性。每一区、一地都有自己的鲜
明特色，就是同一区域内部也不会一模一样。

5、抓“归纳”求“规律”

这是归纳推理的思维形式，从特殊性的地理事物中，归纳出
普遍性的规律。如通过观察，分析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
三大洋的洋流系统后，根据分布和成因，可归纳出：(1)每个
大洋都有完整的洋流系统；(2)除印度洋北部外，各洋流在北
半球热带、副热带海区呈顺时针方向运动，南半球呈反时针



方向运动；(3)每个环流系统的西部都是暖流，东部都是寒流。
上述结论，就是通过对三大洋流的分析后，推及出来的普遍
规律。

6、抓“一般”推“特殊”

这是一种演绎推理的思维形式。摸透了地理事象变化、发展
的一般规律后，就可推知个别的、特殊性地理事物的特征。
如，从气压带、风带和世界气候图上，可找出这样一条规律：
凡是南北纬40°—60°的`大陆西岸，都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由此可知，英国、法国西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北
纬40—60°的大陆西岸，同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智利西部
南纬40°—60°的地带，同样为温带海洋性气候。

7、抓住“对比”找“异同”

用比较法学习地理是一种常见而且有明显效果的方法。比较
的范围可大可小，比较的内容可多可少。即可综合比较，也
可单项比较；既可从自然条件方面比较，也可从经济条件方
面比较；既可进行纵向比较，又可进行横向比较；既可对同
类事象比较，又可对相关而不同的事象比较。通过比较找出
它们的异同点。

8、抓“运算”促“智能”

地理计算在“双基”中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能力。从各种考卷
中，发现仍有不少学生计算不过关，因粗心大意或基础太差，
失误很多，影响成绩。

为了培养、提高学生的地理运算能力，要作以下分类练习：

（1）比例尺与图距、实距换算。

（2）地方时与区时的计算。



（3）绝对高度、相对高度与等高线的计算。

（4）垂直气温的计算。

（5）太阳高度角的计算。

（6）恒星日与太阳日的换算。

（7）昼夜长短的计算。

（8）人口密度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计算。

（9）各种百分比的计算，等等。

通过反复练习，使学生熟练地掌握计算技巧。从计算的结果
中，阐明地理事物的性质、特征及其变化规律。

9、抓“读图”明“空间”

地图具有形象、直观的作用，可以培养观察力、想象力，发
展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可以进一步明了地现事物的空间分
布、空间联系、空间组合。

为培养查阅、填画地图习惯，要求：

（1）书上的图必须一一理解，学会分析、应用。

（2）充分利用填图册，按要求和规格填写地理事物。

（3）无论是平面图、立体图，还是示意图、景观图，要求学
生会勾画轮廓，以加深印象和记忆。

（4）对于老师来说，讲课时要做到边讲边画。

10、抓“新知”拓“视野”



每年高考都要涉及一些教材以外的新知识。所以，对报刊上的
“新闻”不可不留神。诸如：

（1）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

（2）国内外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开工和竣工。

（3）国内外严重的自然灾害。

（4）国内外新开辟的自然保护区和旅游胜地。

（5）地学新理论、新探索。

（6）人类面临的问题——资源、人口、环境。这些信息极大
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对他们灵活掌握地理知识很有帮助。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七

城市形态团块状组团状条带状或放射状

影响因素市中心吸引作用

平原地区城市用地限制或河流阻隔、规划控制等

山地、河流阻隔沿交通线分布或受地形限制

河谷地区

城市距离成都、合肥、华盛顿重庆、上海浦东新区洛阳、西
宁、宜昌、兰州、延安

二、城市土地利用和功能分区

1、功能分区：城市各项经济活动相互间发生空间竞争，导致
同类活动在空间上高度集中。



3、中心商务区（纽约的cbd——曼哈顿）特征：

5、三种基本城市地域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形态特征位置

工业区集聚成片不断向市区外缘移动，并趋向域沿主要交通
干线市区外缘，交通干线两侧

低级内城与低地、工业区联系

三、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1、在城市中，不同功能区的分布和组合构成了城市内部的空
间结构，也叫做城市地域结构。

2、城市地域结构模式：

结构模式特点成因举例

扇形模式城市各功能区呈扇状向外扩展交通（各功能区沿交
通线延伸）沈阳

3、影响因素：

主要因素：经济因素——取决于各功能分区付租能力，地租
水平高低（交通通达度、距市中心远近）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八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宇宙是物质的、运动的

宇宙中物质的存在形式：天体(会举例：恒星等；还有星际空



间的气体和尘埃)

天体之间相互吸引和绕转形成：天体系统

天体系统的层次：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总星系

河外星系——总星系

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地球的宇宙环境、
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原因

太阳系图：八大行星按结构特征的分类及各自的成员(地球的
普通性)

小行星带的位置

彗星

中心天体：太阳(质量最大)

地球上生命存在的原因(地球的特殊性)

宇宙环境的原因：八大行星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太阳光照
稳定

地球自身的原因：适宜的日地距；适宜的体积与质量

太阳的能量来源及其对地球的重大的影响

来源：太阳中心的核聚变

影响：是自然界水、大气、生物循环的主要动力；生产和生
活的能量(太阳能和化石燃

料)



太阳黑子和耀斑对地球的影响

太阳大气分层太阳活动类型太阳活动比较对地球影响

光球层黑子多少和大小是太阳活动强弱的标志对气候：降水
与黑子数的相关性干扰

电离层，影响短波通讯干扰地球磁场，引起磁暴

色球层耀斑最强烈的太阳活动显示；但两者常相伴出现，活
动周期为11年

地球自转的方向及周期

自转方向：自东向西；北极逆时针；南极顺时针

周期：1个恒星日

昼夜更替和地方时产生的原因——地球自转产生的现象之一、
二

昼夜更替

晨昏线的含义、位置

太阳高度的概念：昼半球和夜半球的太阳高度？晨昏线上的
太阳高度=0

昼夜更替的周期及意义：1个太阳日(24小时)

不同经度地方时不同

自西向东自转：地方时东早西晚；每15经度地方时差1小时

地转偏向力对地表水平运动物体的影响——地球自转产生的



现象之三

南半球左偏；北半球右偏；赤道处不偏

影响：风向；洋流；河流两岸冲刷和泥沙堆积状况

地球公转的方向、轨道、周期、黄赤交角

公转方向：同自转相同

公转轨道：近似正圆的椭圆；近日点和远日点的位置及大致
日期

周期：1个恒星年

速度的变化：近日点最快；远日点最慢

黄赤交角(体现自转和公转的关系)

重视黄赤交角的立体图和平面图：

理解图上重要的点、线、面、角及其关系，并要求会画、会
描述

地轴、晨昏线、赤道面、黄道面、南北回归线、南北极圈、
太阳直射光线(点)

黄赤交角与地轴的轨道倾角的关系

黄赤交角的影响：太阳直射点在地表位置的移动——地表太
阳辐射量的时间分配变化

明确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规律及周期：——以1回归年为周期，
在南北回归



线间往返移动(线上有一次直射；线间有两次直射)

黄赤交角的变化会导致五带范围的什么变化？

“二分二至图”

地球位置及相应的日期和节气、公转方向、地轴指向、近远
日点的大致位置、公转速度

的变化

10、四季与五带的形成

地球公转产生的地理现象

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周年变化：

同日不同纬度的分布规律：由直射点所在纬线向南北降低(二
分二至日)

同纬度不同季节的变化：近大远小(6月22日前后？12月22日
前后？)

昼夜长短的周年变化：

直射点所在半球昼长于夜，纬度越高昼越长

直射点移向的半球昼渐长

6月22日前后，北半球？——北半球各纬度昼最长夜最短，北
极圈及其以内有极昼

12月22日前后，北半球？——北半球各纬度昼最短夜最长，
北极圈及以内有极夜



春秋分日？——全球各地昼夜平分

赤道？——全年昼夜平分

四季的划分：(中纬度明显)

正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的季节变化——太阳最高、白昼最
长的时间为天文夏季

太阳最低、白昼最短的时间为天文冬季

2高一地理的知识点具体的总结

春秋是其中的过渡

三种四季；24节气

五带的划分：

昼夜长短和太阳高度的纬度分布状况——太阳辐射量由低纬
度向高纬度递减——五带

形成

五带界线及各自现象；五带是气候划分和自然带划分的基础

11、宇宙探测的意义和现状

了解地球的宇宙环境；开发宇宙资源(空间资源及特点、太阳
能资源、矿产资源)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九

1、大气的组成及氮、氧、二氧化碳、水汽、臭氧和固体杂质
等主要成分的作用



低层大气组成：稳定比例的干洁空气(氧氮为主)、含量不稳
定的水汽、固体杂质

氮--生物体基本成分

氧--生命活动必需的物质

二氧化碳--光合作用原料;保温作用

臭氧--地球生命保护伞，吸收紫外线

水汽和固体杂质--成云致雨;杂质：凝结核

2、大气的垂直分层及各层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大气分层气温随高度变化气流状况其它特征与人类关系

对流层越高越低对流占3/4大气质量;水汽和尘埃;各纬度层高
不一致天气现象

平流层越高越高平流高空飞行;存在臭氧层

高层大气存在电离层(无线电通讯;太阳活动干扰短波通讯

3、大气的受热过程

(1)根本能量源：太阳辐射(各类辐射的波长范围及太阳辐射
的性质--短波辐射)

(2)大气的受热过程(大气的热力作用)--太阳晒热大地，大地
烤热大气

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三种形式及各自现象(用实例说
明)



影响削弱大小的主要原因：太阳高度角(各纬度削弱不同)

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

了解地面辐射(红外线长波辐射);大气辐射(红外线长波辐射)

保温作用的过程：大气强烈吸收地面长波辐射;大气逆辐射将
热量还给地面

(图示及实例说明--如霜冻出现时间;日温差大小的比较)

保温作用的意义：减少气温的日较差;保证地球适宜温度;维
持全球热量平衡

4、大气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的成因

(1)大气运动的根本原因：冷热不均(各纬度之间;海陆之间)

(2)大气运动形式：

最简单形式：热力环流(图示及说明);举例：城郊风;海陆风;
季风主要原因

热力环流分解：冷热不均引起大气垂直运动

水平气压差水平气流由高压流向低压

大气水平运动(风)：

形成风的根本原因：冷热不均

形成风的直接原因：水平压差(或水平气压梯度力)

影响风的三个力：水平气压梯度力;地转偏向力;地表磨擦力



球实际地表气压场中的某点风向的画法

5、三圈环流与气压带、风带的形成

(1)无自转，地表均匀--单圈环流(热力环流)

(2)自转，地表均匀--三圈环流

地表形成7压6风：纬向分布的理想模式(带状)

各气压带的干湿状况(低压湿;高压干)

各风带的风向及干湿状况(信风一般较干;西风较湿)

极锋：60度附近，由盛行西风和极地东风相遇形成

气压带和风带随太阳直射点的季节性南北移动而移动

(4)海陆分布对气压带和风带的影响：实际地表状况(块状)

最重要的影响：海陆热力差

表现(大气活动中心)：北半球7月(夏季)：亚欧大陆-亚洲低
压;太平洋上高压

北半球1月(冬季)：亚欧大陆-亚洲高压;太平洋上低压

(5)季风环流(重视图示)

概念理解：是全球性大气环流的组成部分;东亚季风最典型

季风的成因：主因--海陆热力差(可解释东亚的冬夏季风;南
亚的冬季风)

南亚夏季风的成因--南半球东南信风北移过赤道右偏成西南



风

(或概括说：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

季风的影响：季风的共性特点：雨热同期;降水量季节变化大，
易有旱涝灾

东亚的两种季风气候及各自分布区(以秦淮一线为界);各自气
候特点

--温带季风气候：秦淮以北季风区;冬干冷;夏湿热

--亚热带季风气候：秦淮以南季风区;冬温和少雨;夏湿热

--东亚两种季风气候的冬夏季风风向相同，成因相同

--注意季风区城市工业布局中大气污染企业的分布

南亚的热带季风气候：

--全年高温，旱季(东北季风控制)和雨季(西南季风控制)交
替

季风区是世界上水稻种植业主要分布地区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季风气候区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气
候区

6、大气环流与水热输送的关系——是对大气环流作用的总结

(1)全球性的大气环流：

促进了高低纬度之间、海陆之间的热量与水汽的交换;

调整了全球的水热分布;



是各地天气变化和气候形成的重要因素

(2)几类重要气候的成因：

地中海气候：

热带草原气候：

温带海洋性气候：

热带雨林气候：

赤道附近;全年湿热，终年受赤道低压控制

三种季风气候：(见以上分析)

7、锋面、低压、高压等天气系统的特点

锋面系统

锋面类别图示符号表示过境前天气过境时天气降水位置举例

冷锋暖气团控制：晴;气压低阴天、下雨、刮风、降温锋后冬
寒潮;夏我国北方暴雨

暖锋冷气团控制：晴;气压高连续性降水锋前

低压(气旋)和高压(反气旋)系统

气压：高低压

气流：气旋和反气旋

图：会判断;会画风向



中心气压水平气流方向垂直气流方向中心天气状况举例其它
影响

气旋低北逆南顺向上阴雨亚洲低压沿槽线形成锋面

反气旋高南顺北逆向下晴亚洲高压

锋面气旋(重要!)

要求：图上每一个天气系统的识别;

不同地点所受天气系统的控制及出现的天气现象

8、地理位置、大气环流、地形等因素对气候的影响

8-1气候因子分析

地理位置

a纬度位置：决定太阳辐射——气候差异的最基本原因——决
定热量或气温

b海陆位置：

例如温带海洋性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海洋性气候温差小，
湿度较大;大陆性反之

大陆东岸季风气候形成是由于海陆之间的热力性质的差异

大气环流(气压带和风带)

特点：双重性质——各纬度、海陆之间水热交换;直接控制某
地气候特点(水热状况)

下垫面(地表状况);最近地面大气直接热源与水源



其它影响气候的因素：人类活动、洋流(寒流降温减湿;暖流
增温增湿)

8-2气候类型

气候特点(会判断气温降水图;会描述)

气候要素：气温、降水

以温定带——月均温在15度以上，为热带气候

月均温最低在0-15度，为亚热带气候

月均温最低在0以下，温带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除外)

以水定型——热带气候分为四种：

热带雨林气候：全年多雨;

热带沙漠气候：全年干旱;

热带季风气候：旱雨两季

热带草原气候：旱雨两季

——亚热带气候分为两种：

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

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冬雨夏干

——温带气候分为三种：

温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



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少雨

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湿润

气候成因

季风气候成因：三种季风气候

气压带和风带交替控制气候：

地中海气候(副高和西风);热带草原气候(信风和赤道低压)

单一气压带和风带控制气候：

热带雨林气候(赤道低压);温带海洋性气候(西风)

气候分布

大陆东岸气候：三种季风气候

大陆西岸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大陆内部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

9、地球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酸雨等现象产生的原因及
危害

现象产生原因污染物危害对策

温室效应燃烧矿石燃料毁林特别是热带森林的破坏二氧化碳

海平面上升(原因?)对沿海低地构成直接威胁引起各地区降水
和干湿状况的变化，进

而导致世界各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具体表现?)



提高能源利用率，采用新能源;努力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植树
造林

臭氧层的破坏使用制冷设备等消耗臭氧物质氟氯烃等太阳紫
外辐射增加：直接危害人体

健康;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牧渔业造成破坏

全球合作，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排放;积极研制新型制冷系
统

酸雨燃烧化石燃料(主要是燃煤);汽车尾气排放二氧化硫和氧
化氮等酸性气体

水体酸化，影响鱼类生长乃至死亡;酸化土壤，危害森林和农
作物生长;腐蚀建筑物和

文物古迹危及人体健康

最根本途径：减少人为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研究
煤炭中硫资源的综合开发和

利用(如清洁煤技术;清洁燃烧技术;废气再利用)燃烧低硫煤
或其它清洁能源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

(一)气团的概念和分类水平方向上温度、湿度等物理性质分
布比较均一的大范围空气，叫做气团。注意：

1.空间尺度：水平范围——几百千米到几千千米垂直范
围——几千米到十几千米2.“冷”、“暖”是相对于流经地
区而言的，气团温度低于流经地区温度的是冷气团，高于流
经地区温度的是暖气团。思考：单一气团控制下的广大地区，



天气状况(气温和气压)如何?答：单一冷气团控制，气压高，
气温低，寒冷晴朗;单一暖气团控制，气压低，气温高，温暖
晴朗。

(二)锋面的概念和分类

冷锋与天气

暖锋与天气

准静止锋与天气：春末——华南的降雨(华南准静止锋)

夏初——江淮的“梅雨”(江淮准静止锋)

冬季——昆明准静止锋

思考：锋面附近一定会形成降水吗?

答：不一定降水(空气湿度不够)，但一定有风(冷暖气团有气
压差)。

二、低压(气旋)和高压(反气旋)与天气

注意：低压与气旋属于同一个天气系统，高压与反气旋属于
同一个天气系统。只不过低气压、高气压是对气压状况的描
述;气旋、反气旋是对气流状况的描述。

三、锋面气旋(北半球为例)

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一

(2)大气运动形式：

最简单形式：热力环流(图示及说明);举例：城郊风;海陆风;
季风主要原因



热力环流分解：冷热不均引起大气垂直运动

水平气压差水平气流由高压流向低压

大气水平运动(风)：

形成风的根本原因：冷热不均

形成风的直接原因：水平压差(或水平气压梯度力)

影响风的三个力：水平气压梯度力;地转偏向力;地表磨擦力

风向的决定：1力风(理论风)--垂直于等压线，高压指向低压

2力风(高空风)--平行于等压线，北右偏，南左偏

3力风(实际地表风)--斜穿等压线，北右偏，南左偏

注意北半球实际地表气压场中的某点风向的画法

5、三圈环流与气压带、风带的形成

(1)无自转，地表均匀--单圈环流(热力环流)

(2)自转，地表均匀--三圈环流

地表形成7压6风：纬向分布的理想模式(带状)

各气压带的干湿状况(低压湿;高压干)

各风带的风向及干湿状况(信风一般较干;西风较湿)

极锋：60度附近，由盛行西风和极地东风相遇形成

气压带和风带随太阳直射点的季节性南北移动而移动



(4)海陆分布对气压带和风带的影响：实际地表状况(块状)

最重要的影响：海陆热力差

表现(大气活动中心)：北半球7月(夏季)：亚欧大陆-亚洲低
压;太平洋上高压

北半球1月(冬季)：亚欧大陆-亚洲高压;太平洋上低压

(5)季风环流(重视图示)

概念理解：是全球性大气环流的组成部分;东亚季风最典型

季风的成因：主因--海陆热力差(可解释东亚的冬夏季风;南
亚的冬季风)

南亚夏季风的成因--南半球东南信风北移过赤道右偏成西南
风

(或概括说：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移动)

季风的影响：季风的共性特点：雨热同期;降水量季节变化大，
易有旱涝灾

东亚的两种季风气候及各自分布区(以秦淮一线为界);各自气
候特点

--温带季风气候：秦淮以北季风区;冬干冷;夏湿热

--亚热带季风气候：秦淮以南季风区;冬温和少雨;夏湿热

--东亚两种季风气候的冬夏季风风向相同，成因相同

--注意季风区城市工业布局中大气污染企业的分布



南亚的热带季风气候：

--全年高温，旱季(东北季风控制)和雨季(西南季风控制)交
替

季风区是世界上水稻种植业主要分布地区

--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季风气候区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气
候区

6、大气环流与水热输送的关系——是对大气环流作用的总结

(1)全球性的大气环流：

促进了高低纬度之间、海陆之间的热量与水汽的交换;

调整了全球的水热分布;

是各地天气变化和气候形成的重要因素

(2)几类重要气候的成因：

地中海气候：

热带草原气候：

温带海洋性气候：

热带雨林气候：

赤道附近;全年湿热，终年受赤道低压控制

三种季风气候：(见以上分析)

7、锋面、低压、高压等天气系统的特点



锋面系统

锋面类别图示符号表示过境前天气过境时天气降水位置举例

冷锋暖气团控制：晴;气压低阴天、下雨、刮风、降温锋后冬
寒潮;夏我国北方暴雨

暖锋冷气团控制：晴;气压高连续性降水锋前

低压(气旋)和高压(反气旋)系统

气压：高低压

气流：气旋和反气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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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必修二知识点总结归纳篇十二

1、耕作农业区：

(1)主要分布在三大平原区;



(2)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水稻等。

2、林业和特产区：

(1)林业：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

(2)长白山区是我国主要的鹿茸、人参等珍贵药材产区，延边
生产苹果梨。辽东低山丘陵和半岛丘陵区是我国的柞蚕茧产
区。辽南是重要的`苹果产区。

3、畜牧业区：

(2)畜种：呼伦贝尔市三河地区：三河牛、三河马;松嫩平原
西部：东北红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