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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题 03 岛屿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一、岛屿成因

根据不同的形成原因，我们把岛屿分为四类，分别是大陆岛、火山岛、珊瑚岛和沉积岛。在狭小的地

域集中 2 个以上的岛屿，即成“岛屿群”，大规模的岛屿群称作“群岛”或“诸岛”。

1.大陆岛

是指由大陆向海洋延伸的区域，由于地壳运动、板块运动等原因，地壳发生了相对的上升和下沉运动，

其中相对上升，海拔较高而露出水面的岛屿。大陆岛一般来说有两个特征，一是大陆岛由于是大陆延伸的

部分，所以其位置往往离大陆比较近；二是，大陆岛是巨大的地壳运动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往往面积较大。

如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日本本州岛、大不列颠岛、台湾岛、海南岛、苏门答腊岛、纽芬兰岛、马达加斯

加岛等。

①因构造作用。如断层或地壳下沉，致使沿岸地区一部分陆地与大陆相隔成岛；或因陆块分裂漂移，岛与

原先的大陆之间被较深、较广的海域隔开。

②由冰碛物堆积而成。原为大陆冰川的一部分，后因间冰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面上升，同大陆分离，

如美国东北部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岛屿。

2.火山岛

火山岛是指海底（主要是指海底）火山的不断喷发，火山活动喷发的岩浆冷却，不断堆积，越来越高，

最终高出水面而形成的岛屿。火山岛的形成，需要有火山喷发条件，所以多形成在海底多火山分布的区域，

所以在海底板块的生长边界附近和环太平洋区域分布较广。火山岛由于是火山喷发而成，往往由于火山的

持续喷发，岛屿越来越高，火山岛的地形往往比较崎岖，和大陆岛相比，火山面积要小得多。火山岛有单

个的，也有群岛式的，世界上著名的火山岛群有阿留申群岛、夏威夷群岛等。

①一种是大洋内部火山岛，与大陆地质构造没有联系（可以理解为海岭出露海面）；

②一种是大陆架或大陆坡海域的火山岛，它与大陆地质构造有联系，但又与大陆岛不尽相同，属大陆岛屿

大洋岛之间的过渡类型。

3.珊瑚岛

珊瑚岛是指海洋中的生物珊瑚虫的遗骸不断堆积，最终地壳抬升或者海平面下降露出水面而形成的岛

屿，由于珊瑚虫的生长是极其缓慢的，所以每一座珊瑚岛的形成都经历的漫长的时间。由于珊瑚岛的形成

需要珊瑚虫的生长，所以只会形成在适宜珊瑚虫生长的热带海区，主要集中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中低纬度

浅海环境。同时，珊瑚岛往往海拔很低，有的只有高出海面一两米，珊瑚岛的面积也往往很小，世界上著

名的珊瑚岛群岛有马尔代夫群岛、南沙群岛、澳大利大堡礁等。

4.沉积岛

沉积岛是指在大江大河的入海口，由于海水的顶托作用，河流携带的泥沙在某些区域沉积，最终堆出

海面而形成的岛屿，又称冲积岛。沉积岛的位置在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如崇明岛，是我国仅次于台湾岛和

海南岛的第三大岛。沉积岛和珊瑚岛一样，岛上往往地势低平，海拔不高。

5.人工岛

人工岛是人工建造的岛屿，一般在小岛和暗礁基础上建造，是填海造地的一种。人工岛的位置一般选

在靠近海岸，水深不超过 20 米，附近有足够土石材料的海域，此外，一些人工岛甚至会以石油平台的方式

建造。人工岛的大小不一，由扩大现存的小岛、建筑物或暗礁，或合并数个自然小岛建造而成。

二、岛屿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1.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1）岛屿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分布在沿海，海岸线附近多发育海岸地貌。

（2）岛屿气候：岛屿一般侧重研究小尺度气候差异（气温、降水等），非地带性差异明显。

气温：纬度：海拔、坡向（阴阳坡）、洋流等因素（微观因素）

降水：大气环流（海陆风）；洋流、坡向（迎风破、背风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B7%A5%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A%97%E7%A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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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岛屿的降水特点，先要把岛屿放到大尺度区域（全球性大气环流）角度考虑降水的基本情况，是

季风环流还是气压带、风带影响，一定要注意岛屿的位置。

（3）岛屿河流（水文特征）

①河流短小（促），流域面积小。地形平坦的岛屿河流短小，地形起伏大的岛屿则河流短促。

②中部高四周低的地势，一般呈放射状水系。

（4）岛屿生物资源

岛屿生物呈现古老、珍惜、独特的特征。大海对一些生物是障碍，但对另一些生物却是运载工具；这

些生物一旦在新的基地上安置下来，就往往在被隔绝的环境中演化发育出新的特征来。形成已久的大海阻

隔，造成了甚至是相邻各岛屿之间在动物和植被方面的显著差异；从这种差异上可以推断出岛屿的由来。

对动物而言——有吃、有喝（食物来源丰富）、有玩（活动空间大）、又安全（天敌少，自然灾害少）。

对植物而言——气、地、水、土独特满足植物独特的习性。

环境独特——有自己独立的生物进化环境（环境封闭、外来物种干扰少）

位置独特——远离其他生物种群，特别是远离大陆的海岛或者四面环海的大陆，与外界生物种群隔绝，有

独立的演化环境。

气候独特——有多样的局地小气候类型，满足特殊动植物的习性，动植物种类独特。

人为干扰少——环境条件恶劣（湿热、干旱、酷寒、地形复杂），人迹罕至。

沿海地区——鱼类、饵料丰富（上升流、寒暖流交汇、河流入海口附近）；平坦开阔，活动空间大；人迹罕

至，天敌少；自然灾害少，生物演化正常。

2.岛屿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1）位置和交通

①对外主要是海运和航空，内部主要是公路和铁路（多呈环状分布）。

②位于大洋中部（航海线）的岛屿，往往成为补给站。

③位于咽喉要道的岛屿，战略位置重要。

（2）岛屿的工业、农业

经济水平高的岛屿，农业不是分布在沿海平原上（平原主要是城市分布地区），农业主要位于河谷地带

（平坦开阔、水源充足、水利工程多、集约化程度高，侧重单产高）。工业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多“临海型”，

海洋经济为主。

（3）人口、城市、资源

人口、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

资源

①太阳能——低纬度一般太阳能丰富。

②风能——受海陆风和风带的影响，风能比较丰富。

③水能——地势起伏大且降水较多的岛屿水能丰富。

④地热——板块交接处的岛屿，地壳运动活跃，地热丰富。

⑤旅游——热带海岛风光、珊瑚礁。

⑥生物资源——盐场、渔场。

三、岛屿可持续发展

1.水资源短缺问题

①自然原因：降水量少、蒸发量大、保水性差、难存水。国土面积小，河流短小，陆地上难存水。

②人为原因：人口多，生活用水量大；工农业生产用水量大；水浪费、水污染严重。

③解决措施：开源：跨流域调水；修建水库；海水淡化；人工降雨等。节流：实行污水再资源化；增强公

民节水意识；提高水价；制定水法。

2.环境承载力小（环境容量小），旅游发展受到限制，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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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题 03 岛屿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对点练习

结合全球六大板块分布，完成下面小题。

1．我国台湾岛及其附近岛屿

A．位于亚欧板块内部，接近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交界地带

B．位于亚欧板块内部，接近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界地带

C．位于太平洋板块内部，接近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交界地带

D．位于太平洋板块内部，接近太平洋板块与印度板块交界地带

2．台湾岛及其附近地层的构造，更接近

A．甲 B．乙 C．丙 D．丁

下列左图示意海底平顶山的形成过程，其中箭头表示板块的移动方向，右图示意太平海火山群岛分布。

它们是在太平洋板块漂移时，由一个静止不动的岩浆喷发点依次形成的，其岛屿边缘的数字表示其形成的

距今时间（百万年）。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3．影响图左中火山顶部平坦最主要的地质作用是

A．风化 B．侵蚀 C．沉积 D．岩浆活动

4．根据图右信息判断，图中的太平洋板块

A．向东南移动 B．向西北移动 C．移动速度逐渐加快 D．移动速度逐渐减慢

下图表示孟加拉国某小岛的地理位置和等高线示意图，当地农民开发岛上土地，并争取种植面积的最

大化。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7．该小岛可能属于

A．大陆岛 B．沉积岛

C．珊瑚岛 D．火山岛

8．当地农民大力开发岛上土地可能是因为

A．临河靠海，水运便利

B．经济发达，农业技术水平高

C．人口密集，人地压力大

D．条件优越，自然灾害少

（2021 全国甲卷） 珊瑚礁是由造礁珊瑚和其他生物骨骼共同形成的生物质石灰岩，主要分布在热带浅水海

域。造礁珊瑚一般生活在距海面 25 米以内海域。下图示意珊瑚礁发育的一种模式的不同阶段。据此完成下



- 4 -

面小题。

9．判断图示珊瑚礁的发育阶段依次是

A．②①④③ B．③①④② C．②④①③ D．③④①②

10．图中所示④阶段珊瑚礁的形成过程中,海平面可能

A．先升后降 B．先降后升 C．持续上升 D．持续下降

11．西太平洋 35°N附近海域也分布有珊瑚礁,主要原因是这里

A．岛屿众多 B．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C．受暖流影响 D．受东亚季风影响

（2020 全国 1 卷）利用大型挖泥船将海底岩石搅碎，并将碎石和泥沙一起吹填造地，成为在海中建设人工

岛的主要方式。下图示意人工岛地下淡水分布。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2．参照上图，在造岛物质满足水渗透的前提下，人工岛形成并保持

相对稳定的地下淡水区的条件是

①降水充沛且季节分配均匀 ②降水充沛且季节集中

③人工岛足够长 ④人工岛足够宽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13．人工岛的地下淡水一般不作为日常生产生活水源，主要因为其

A．取水难度大 B．开采周期长 C．水质较差 D．储量较少

14．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珊瑚礁是由成千上万的珊瑚虫的骨骼在数百年至数千年的生长过程中形成的，珊瑚虫的生长往往受水

温、盐度和光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南海的珊瑚礁类型主要为岸礁（紧密连着大陆或岛屿的珊瑚礁）和环

礁（海洋中呈环状分布的珊瑚礁，中间有封闭或半封闭的渴湖或礁湖），但在海南岛的河流入海口处缺失岸

礁类型。位于我国南沙群岛北部的渚碧礁，中部渴湖（水深 20 米左右）全被边缘礁坪围封，形成一个典型

的封闭型环礁。当大潮低潮时，礁坪基本露出，泻湖水体与外海水不能交换，高潮时外海海水才能漫入泻

湖，泻湖、礁坪栖息着不同的鱼类与珊瑚。我国现今已在渚碧礁造岛面积达 4.3 平方千米，并在岛上建有

机场、灯塔等设施。下图示意渚碧礁浮游动物总丰度（单位：个/m³）的空间分布。

（1）推测海南岛河流入海口处缺失岸礁的主要原因。（4 分）

（2）分析礁坪浮游动物丰度小的主要原因。（6 分）

（3）分析泻湖比礁坪渔业资源丰富的原因。（6 分）

（4）从自然环境角度，说明在渚碧礁人工造岛过程中需要克服

的困难。（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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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题 03 岛屿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对点练习参考答案

【答案】1．B 2．B

【解析】

第 1 题，台湾岛及其附近岛屿属于亚欧板块，东邻太平洋板块，所以位于亚欧板块内部，接近亚欧板块与

太平洋板块交界地带，B正确，排除 ACD。故选 B。

第 2 题，台湾岛及其附近岛屿位于亚欧板块内部，接近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界地带，在该交界地带，

海洋板块向大陆板块底部俯冲，台湾岛应属于大陆岛，乙图更符合，B 正确。甲图中岛屿属于火山岛，A 错。

丙丁所示构造应位于板块生长边界附近，台湾岛及其附近岛屿位于板块的消亡边界附近，CD 错。故选 B。

【答案】3．B 4．B

【解析】

第 3题，海底岩浆喷出形成火山锥，新形成的火山顶部坡度较大，不易接受沉积，CD 错误；火山形成后，

受长期受海水的侵蚀，顶部变得平坦，B 正确；海底的火山各部位均会发生风化，风化不能仅造成火山顶部

平坦，A 错误。故选 B。

第 4 题，由图中形成的距今时间可推测，西北方向的岛屿形成最早，故板块向西北移动，A 错误、B 正确；

根据各岛屿的时间间隔和相距远近，可推测板块移动速度在波动变化，CD 错误。故选 B。

【答案】7．B 8．C

【解析】

第 7 题，该小岛位于河流入海口，恒河水量大，下游地势平坦，携带的大量泥沙沉积形成沉积岛，B 正确，

ACD 错误。故选 B。

第 8 题，交通运输影响的是大规模商品农业的发展，而江心洲的产出即使是商品性农产品，受面积限制总

产量也不会很大，因此受交通运输的影响较小，A 错误；种植业的发展不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B错误；孟

加拉国人口密集，人地压力大，闲置劳动力多，江心洲作为荒地，土地租金低廉，C正确；季风气候降水不

稳定，易涝易旱，自然灾害频繁，D 错误。故选 C。

【答案】9．C 10．A 11．C

【分析】

第 9 题，珊瑚环礁的形成过程：首先，在岛屿（尤其是火山岛屿）沿岸形成环绕海岸并与岛屿相连的岸礁；

第二阶段，岛屿略微下沉，珊瑚则与沉降速率保持同步向上生长，由于外缘海况条件好，珊瑚礁增长快于

内侧，结果珊瑚礁与海岸分开，中间隔以澙湖，形成堡礁；第三阶段,岛屿全部沉降入海，珊瑚仍向上生长，

形成环绕澙湖的环礁。读图观察可看出②是海底火山喷发出露海面，形成火山岛；④是造礁珊瑚和其他生

物骨骼在浅海岸边沉积形成岸礁；①是海平面下降，继续接受沉积，形成堡礁；③继续接受沉积，珊瑚礁

变厚。ABD 错误，C 正确。故选 C。

第 10 题，珊瑚礁与地壳运动有关，正常情况下，珊瑚礁形成于距海面 25m 以内的海域，高出海面者是地壳

上升或海平面下降的反应，反之，标志着海平面上升。图④首先是海平面上升，岛屿（地壳）下降，造礁

珊瑚和其他生物骨骼在海面以下 25m 以内的浅海岸边沉积；之后海平面下降，珊瑚礁出露海面。BCD 错误，

A正确。故选 A。

第 11 题，据材料可知，珊瑚主要分布在热带海域，西太平洋北纬 35°海域地处中纬度，沿岸有暖流经过，

提高了该海域的水温，能满足珊瑚生长的条件，所以分布有珊瑚礁，C 正确；岛屿众多不是珊瑚礁形成的唯

一条件，A 错误；副热带高压主要影响降水，不是珊瑚礁的形成条件，B错误；北纬 35°以南海域也受东亚

季风影响，D 错误。故选 C。

【点睛】

珊瑚礁形成条件：

1、水温。23～27°C是造礁珊瑚生长发育的最佳水温。

2、盐度。造礁珊瑚生长在盐度为 27～40 的海水中，最佳盐度范围是 34～36。

3、水深。一般认为造礁珊瑚生长的水深范围是 0～50 米，最佳水深为 20 米以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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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光照。一般热带光照强，时间长，有利于珊瑚礁的发育。

5、风和风浪。一般迎风浪一侧礁发育较好。新月形和马蹄形礁体的凸面是迎风迎浪的。

6、河流。河流入海处，海水盐度低，泥沙含量大，混浊度高，海水透明度低，会使珊瑚窒息而死，所以有

大量泥沙入海的河口处一般不发育岸礁，如海南岛的岸礁在河口区缺失。

7、海平面变动。当海面稳定时，珊瑚礁平铺发展，但厚度不大；当海面上升或海底下沉时，形成的礁层厚

度较大，礁体可发育成塔形、柱形，也有的礁体可深溺于海面以下成为溺礁。当海面下降或地壳上升时，

形成的礁层厚度也不大，也有的礁体可高出海面成为隆起礁。

【答案】12．B 13．D

【解析】

第 12 题，参照图中的岛内的淡/咸水界限，可知岛内地下淡水受岛屿周边海洋水的影响。在造岛物质满足

水渗透的前提下，降水充沛且季节分配均匀，雨水得到充分稳定的下渗，有利于岛内地下淡水区稳定；如

果降水季节变化大就会导致淡/咸水界限变化大，岛内地下淡水区空间变化大；人工岛足够宽也有利于人工

岛形成并保持相对稳定的地下淡水区；所以选 B。

第 13 题，人工岛一般面积不大，人工岛没有足够宽度，容易受海洋咸水的影响，导致人工岛的地下淡水的

区域小，地下淡水储量较少，地下淡水储量不能满足日常生产生活的需求，即选 D。此题容易错选水质较差，

水质差是受到海水影响的地下水咸水区，地下水淡水区水质没有问题。

【14 题答案】

（1）大量河流淡水注入，海水盐度低，不适宜珊瑚生长；入海泥沙多，海水透明度低，光照条件差。

（2）礁坪与外海相连，水体交换非常快，生存环境不稳定；水浅，受太阳辐射影响大，昼夜温差大，不利

于浮游动物存活；多珊瑚虫和礁柄动物，对浮游动物的摄食较多，导致其数量少 。

（3）浮游动物数量多，多饵料；水深，面积大，栖息空间大；被礁坪围封，受外海影响小，生存环境稳定。

（4）风浪大，海水侵蚀作用强；岛礁面积小，淡水缺乏；热带海域，高温、高湿、高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