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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题 05 生物与地理环境

一、自然环境影响植物的生长

1.地形（海拔、阴阳、迎背、坡度）

（1）高山地区，海拔差异导致的水热变化，形成自然带垂直分异，故山区一般较平原地区丰富，生物多样

性丰富。

（2）一般情况下，阳坡热量条件好，迎风坡水分条件好，植被相对茂盛；阴坡热量条件差，背风坡水分条

件差,植被相对稀疏；若降水差异小，阴坡光照弱蒸发弱，水分条件好。

2.气候（光热水风）

（1）光照：喜光植物在充足的光照下才利于光合作用，生长健壮，室外栽培的果树、农作物、草原和沙漠

植物、开花植物均属阳地植物。喜阴植物适宜生长在阴蔽的环境中，如云杉、冷杉和一些森林中的草本植

物。光照过强或者过弱也不能生长。

（2）热量：太阳辐射由赤道向两极递减，在不同的纬度带形成不同的植被带。热量适合，生长快，气温过

高过低生长缓慢甚至进入休眠。低热量区植物矮小针叶。

（3）降水：从沿海向内陆，降水逐渐减少，形成了森林、草原、荒漠等不同的植被景观。一般来说年降水

量在 400 mm 以上为森林，200-400 mm 为草原，在 200 mm 以下为荒漠。

（4）风向：长时间风吹使迎风面树枝受到损伤，背风面树枝不断生长，形成旗形树冠；大风控制下植物一

般矮小、旗形，倾倒；同时风也利于植物种子传播。

3.水分

旱生植物根系发达利于吸水；植株矮小，一类叶片小且硬甚至退化利于降低蒸腾保持水分；另一类为

肉质叶片，叶片肥厚多汁，叶肉中有发达的储水组织薄壁组织，保水力强，因此可耐干旱。如仙人掌，芦

荟、景天、龙舌兰等。水生植物分布沼泽或水域，水分充足根浅，叶大利于蒸发散热如芦苇、荷花。普通

陆生乔木无法生长，如红树林。

4.土壤

土壤为植物提供养分，土壤水分含量、土壤肥力、土壤酸碱性、土层厚度都会影响植被的生长。例如：

酸性的土壤适合茶树、杜鹃的生长；碱性土壤适宜泡桐、柽柳的生长。

5.人类活动。人烟稀少，人类活动强度小，干扰少；森林、草原减少，生态环境遭破坏。

二、植物形态指示当地的自然环境

1.根系：根系发达可耐旱、耐贫瘠和抵抗强风；根系短小水分条件好。

2.叶子：叶片厚且有蜡质层可反射阳光减少蒸发耐旱；叶子细小可防蒸发、防热量散失。

3.茎：粗壮，储水量大；倾斜，说明当地风力大。

4.树冠：簇状匍匐在地面，植株低矮，可防强风、保暖、耐土壤贫瘠。

5.花色鲜艳：光照强，可吸引动物为其传播花粉。

6.生长速度快：可适应当地气温暖季短或雨季短（短命植物）。

三、动物生存条件评价

1．陆生动物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1）生存空间：①面积大，地形复杂，气候差异显著，环境多样，适宜生存的空间大；②环境空间差别大，

适宜生存的空间小；③长期与大陆分离，环境封闭，物种独特。

（2）气候：①纬度(海拔)低，水热充足，植物繁茂，食物充足；②纬度(海拔)高，植物生长缓慢，食物供

应量少；③冬季(终年)寒冷漫长，生存条件恶劣。

（3）环境：①生态环境发生改变，食物来源减少，饮用水短缺，生存空间减小；②全球气候变化，草地退

化，生存环境改变；③生态良好，环境污染少。

（4）天敌：①缺少×× × ×，天敌少；②受到××××天敌威胁。

（5）人类活动：①人烟稀少，人类活动强度小，干扰少；②森林、草原减少，污染加剧，食物减少，栖息

环境遭破坏。



- 2 -

2．水生动物(鱼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1）生存空间：①湖面(海域)广阔，生存空间大；②跨度大(流程长)，水域环境多样，种类繁多；③河湖

(海)相连，有利于×××洄游产卵。

（2）气候：①纬度低，水温高，生长速度快；②纬度高，水温低，生长速度慢；③水温适宜，利于产卵、

繁殖；④水域浅(纬度低)，光照充足，光合作用强。

（3）水文：①盐度高(低)，适宜咸水(淡水)鱼类生存；②纬度(海拔)高，水温低，适宜冷水性鱼类生长；

③结冰期长，存活率低；④水质好。

（4）食物：①多条河流入海(湖)/寒暖流交汇(上升流/水温变化明显)底层海水上泛，营养盐类丰富，浮游

生物大量繁殖；②水草丰美/其他鱼类为×××提供充足饵料。

（5）天敌：缺少天敌制约，繁殖速度快，种群密度大。

（6）人类活动：水质下降，污染加重；过度捕捞。

四、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因素

1.生存空间：地域辽阔，面积广大，生物生存空间大，物种丰富。

2.生存环境：①地形起伏大，垂直差异显著；地形类型复杂，生物种类丰富。②热量丰富，繁衍生长速度

快；高温多雨，水热条件优越的地区，生物种类丰富；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水热差异大；③水域环境差异

大；④天敌与外来物种的干扰，生物多样性减少；地形封闭（远离大陆），天敌少。⑤环境变迁与突发事

件：如地质时期的冰期导致多样性减少；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变化导致食物

缺乏等。

5.人类活动的破坏与干扰：滥捕滥猎、污染物的排放破坏生态环境（如对食物链的破坏、对动物栖息地的

破坏、动物食用被污染的食物等），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

五、生物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1.对地形的影响：一方面加快岩石的风化过程，改变地貌形态；另一方面保持水土，保护原始地表形态。

植被覆盖率高的地区，流水和风力作用较小，不利于外力地貌的形成。

2.对气候的影响：植被具有调节气候的作用，降低气温日较差和气温年较差；可能增加降水量。森林具有

涵养水源的作用，森林茂密的地区，空气湿度大，气温日较差小。

3.对水文的影响：植被枝叶截留降水，减少地表径流强度；通过蒸腾作用，促进水循环。枯枝落叶涵养水

源，增加下渗，延长径流时间，减弱径流速度，保持水土，减小河流含沙量，降低径流量和调节径流量变

化幅度。一般而言植被覆盖率高的地区，河流含沙量小，河流径流量相对稳定，季节变化小。

4.对土壤的影响：植被生长可改变土壤性质，如大豆可以固氮利于有机质的积累、导致土壤有机酸含量增

加。缓减土壤侵蚀，保持水土。

【例 1】植被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①植被枝叶截留降水，减少降水对地表松散物质的侵蚀作用；

②枯枝落叶涵养水源，起到吸水作用，削弱洪峰，延长径流时间，降低径流速度，削弱流水侵蚀；

③流速降低，增加下渗时间，增加下渗量，削弱地表径流，降低地表径流侵蚀作用；

④植被根系发达，固土能力强，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减少水土流失。

【例 2】森林的生态功能

地区 主要生态功能

丘陵、山地 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干旱、半干旱地区 防风固沙、保护农田

沿海地区 防风阻浪、保护农田

城市 美化环境、减弱噪声、调节气候

交通线两侧 美化环境、减弱噪声、吸烟除尘、净化空气

热带雨林区 维持全球碳氧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水循环、调节全球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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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题 05 生物与地理环境对点练习

川西云杉林是青藏高原海拔分布最高的树种，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科学家们通过比较该树种

不同海拔、树龄、不同时期的生物量变化来揭示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差异。研究显示，两个时期相

比(下表),2006—2100 年，该树种的生物量增加,短期(O-20 年)和中期(30—50 年）幼龄树生物量增

加最多，长期则为中龄树生物量增加最多。据此完成下列小题。

时期 每 10 年气温平均升高 每 10 年降水平均增加

1970—2005 年 0.2℃ 46.6mm

2006-2100 年 0.5℃ 4.5mm

1.从表格数据判断，2006-2100 年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趋势为

A.暖湿 B.暖干 C.冷湿 D.冷干

2.中、短期川西云杉幼龄树生物量的增加最多，其生物量增长的主导因素应是

A.土壤 B.光照 C.温度 D.水分

3.推测 2006-2100 年，相同树龄的川西云杉林生物量的增加

A.高海拔区最多 B.中海拔区 C.低海拔区最多 D.各海拔大致相同

物种丰富度是反映一个地区生物多样性最基本的指标，大尺度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分布格局主要受气候

因素影响。科学研究发现，在水分充足的区域，植物物种丰富度与能量呈正相关；而在水分缺乏的区域，

植物物种丰富度则与能量呈负相关。读我国某省（区）植物物种丰富度分布趋势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4．该省（区）可能是

A．台湾 B．甘肃

C．湖南 D．新疆

5．N 地植物物种丰富度多于 M的主要原因是

A．受东南季风影响，降水较多

B．纬度较低，热量条件更好

C．有西风带来水汽，降水较多

D．晴天较多，太阳辐射更强

6．在水分缺乏的区域，植物物种丰富度与能量呈负相关的原因是

A．蒸发量大，加剧水分不足 B．太阳辐射强，气温日变化较大

C．气温较高，光合作用减弱 D．土壤温度高，有机质含量较少

蓄水能力是评价土壤水源涵养、调节水循环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林地土壤蓄洪作用主要反映在毛管

孔隙水的贮存能力上。降水结束后，持水量饱和的土壤会产生地表和地下径流。下表为四川盆地东部海拔

350 米～951 米某山不同林地土壤孔隙度和持水性资料。据此完成下列小题。

林地类型
孔隙度(%)

有机质含量（%)
饱和持水量

（吨公顷）总孔隙 非毛管孔 毛管孔

针阔混交林 59 17 45 4.62 503

常绿阔叶林 63 16 47 3.18 648

楠竹林 52 12 40 2.08 312

灌木林 73 17 56 7.79 1833

7.最不适合该山地作为水土保持林的林地类型是

A.针阔混交林 B.楠竹林 C.常绿阔叶林 D.灌木林

8.不考虑其他因素，在相同降水条件和相同前期土壤湿度条件下，产生径流时间最长的是

A.针阔混交林 B.楠竹林 C.常绿阔叶林 D.灌木林

9.当地灌木林有机质含量高，与其关联度最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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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植物种类多 B.枯枝落叶多 C.地表径流大 D.年均温较高

下图为某流域森林火灾后第 1 年、第 6年两次相同降雨条件下河流流量过程线图。读图，回答下面小题。

10．关于两次径流过程，说法正确的是

A．第 6 年的流量峰值大

B．第 1 年的流速峰值小

C．第 6 年的河流含沙量大

D．第 1 年的河流径流量大

11．导致图示径流差异的关键环节是

A．蒸发 B．下渗

C．蒸腾 D．地下径流

【能力提升】林冠截留是指在降水过程中，水分被地表植被接收并直接蒸发而没有进入土壤的过程。研究

表明，林冠截留能力与降水特征，以及林冠郁闭度（乔木遮蔽地面的程度）、树种组成及冠层密（厚）度

等特征有关。下图为我国长白山天然林（实线）和辽东人工林（虚线）的林冠截留情况比较。据此完成下

面小题。

12．林冠的截留量会直接影响

A．地面径流 B．下渗

C．地面蒸发 D．地下径流

13．林冠对降水的截留率，会随降水量增加而

A．先减后增 B．先增后减

C．持续减少 D．持续增大

14．中小雨量（28mm 以下）时，人工林比天然林截留能

力更强，主要是由于人工林

A．林木低矮 B．郁闭度大 C．树种丰富 D．冠层更厚

15．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24 分）

山地垂直带内部的分异规律,日益为地理学研究所重视。在山地苔原带,植物多样性存在随海拔升高呈

单峰变化的规律:在山地苔原带下部,少数植物种类通过种间竞争获得优势,植物多样性较低;随着海拔升高,

环境压力变大,种间竞争减弱,植物多样性升高;在更高海拔区域,适宜生存的植物种类减少。地理科考队调

查某山峰的苔原带(海拔 2000~2600米)时发现,该苔原带部分地区存在干扰,导致优势植物数量减少,植物多

样性异常;阴、阳坡降水量与坡度差别不大,但植物多样性差异显著。

（1）确定该苔原带遭受干扰的坡向和部位,以及干扰强度

的垂直分布特征。（6 分）

（2）判断在未遭受干扰时,阴坡与阳坡苔原带植物多样性

的差异,并说明判断依据。（6 分）

（3）分析与阴坡相比,苔原带阳坡地表温度和湿度的特点及产生原因。（6 分）

（4）说明从 2300 米至 2600 米,阴、阳坡植物多样性差异逐渐缩小的原因。（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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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题 05 生物与地理环境对点练习参考答案

【答案】1．B 2．C 3．A

【解析】

第 1 题，读图可知，相较于 1970-2005 年，2006-2100 年间每 10 年气温平均升高值增加，每 10 年降水平均

增加值减少，再加上由于气温升高蒸发加剧，因此气候变化趋势为变得暖干。B正确，ACD 错误。故选 B。

第 2 题，读题分析，2006-2100 年相较于之前，气温上升，水分条件相对较差，同时中、短期川西云杉幼龄

树生物量的增加最多，因此生物量增长的主导因素应是温度，C 正确，D不对。从题中无法得出土壤、光照

对生物量的影响状况，AB 错误。故选 C。

第 3 题，读题分析，川西云杉林对气候变化敏感，海拔越高处气温越低，气温整体上升对海拔高处生物量

的影响最强烈，原先不适合云杉林生长的高海拔地区现在具备了云杉林生长的热量条件；因此相同树龄的

川西云杉林生物量的增加高海拔区最多。A正确，BCD 错误。故选 A。

【答案】4．D 5．C 6．A

【解析】

第 4 题，读图分析可知，该省总体上物种丰富度较低，应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排除 AC。东西方向往西物

种丰富度越高，排除 B 甘肃。该省（区）在南北方向上有三处地区物种丰富度较高，有两处地区物种丰富

度较低，符合新疆的地形分布特征，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两个地区由于水分缺乏，所以物种丰富度

较低，因此，该省（区）可能是新疆，D 正确。故选 D。

第 5 题，由上题分析可知，该省区可能是新疆，该区域深居内陆，不受东南季风影响，A 错误。N 地位于北

疆，纬度更高，热量条件较差，B 错误。N 地是位于天山北侧的准噶尔盆地，受西风影响，带来水汽，降水

较多，晴天较 M少，C 正确，D 错误。故选 C。

第 6 题，能量即热量，水分缺乏区域，晴天多，能量越多，蒸发量越大，加剧水分不足，所以植物物种丰

富度越低，A正确。气温日变化较大不是影响植物物种丰富度的主要因素，B错误。并不是气温较高，光合

作用减弱，C 错误。在水分缺乏的区域，能量越多，即温度越高，蒸发越大，水分越少，并不是温度越高，

有机质含量越少，D错误。故选 A。

【答案】7．B 8．D 9．C

【解析】

第 7 题，“林地土壤蓄洪作用主要反映在毛管孔隙水的贮存能力上。”在材料所给的四种林地类型中，楠

竹林的毛管孔隙度最低，说明楠竹林的林地土壤蓄洪作用最小。这表明，水土保持作用最小的是楠竹林。

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B。

第 8 题，“降水结束后，持水量饱和的土壤会产生地表和地下径流”，说明土壤饱和持水量越多，产生的

径流越多。表中显示，四种林地类型，饱和持水量最大的是灌木林，所以不考虑其他因素,在相同降水条件

和相同前期土壤湿度条件下,产生径流时间最长的是灌木林。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D。

第 9 题，生物是土壤有机质的来源，植物种类多，有利于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生物是土壤有机质的来

源，枯枝落叶多，将更多的有机养分归还给地表；地表径流大，会加大对地表有机质的侵蚀，搬运等作用，

导致有机质降低；年均温较高，化学和生物风化增强，有机残体归还较多，有利于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因为本题要选择与当地灌木林有机质含量高关联度最小的，所以正确答案为 C。

【答案】10．D 11．B

【解析】

森林火灾后，地表植被覆盖率低，相同降雨条件下，下渗减少，地表径流增大。两次径流过程中第 1 年的

河流径流量大。导致图示径流差异的关键环节是下渗。

第 10 题，森林火灾后，地表植被覆盖率低，相同降雨条件下，下渗减少，地表径流增大。第 1 年没有植被

涵养水源，地表径流增多，且流速加快，故流速峰值大，B 错。第 6 年时，植被已经恢复很多，流量峰值较

小，A错。植被恢复，第 6 年的河流含沙量小，C 错。缺少植被阻挡，第 1 年的流速峰值大，D对。

第 11 题，火灾后，植被覆盖率低，涵养水源能力弱，降水下渗的少，地表径流量大。导致图示径流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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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环节是下渗，B对。蒸发、蒸腾对地表径流影响小，C 错。地下径流也受下渗环节影响，D错。

【答案】12．A 13．C 14．B

【解析】

第 12 题，根据材料，林冠的截留量会直接影响是地表径流，使地表径流减少了，对下渗、地面蒸发、地下

径流会有影响，但不是直接影响，A 正确，BCD 错误，所以选 A。

第 13 题，林冠对降水的截留率，注意题目问的是率不是量，根据两条曲线的斜率，可以看出斜率是变小的，

降水量在增加，但截留量的增加速度不如降水量增加速度快，说明截留率在持续减少，C正确，ABD 错误，

所以选 C。

第 14 题， 中小雨量（28mm 以下）时，人工林比天然林截留能力更强， 是因为人工林统一栽种，树种相对

单一，郁闭度大，但林木不一定低矮。而天然林树种丰富，高低错落，冠层更厚，B 正确，ACD 错误，所以

选 B。

【第 15 题答案】

(1)遭受干扰的坡向和部位：阳坡,苔原带的下部(中下部,2000~2300 米)。

干扰强度分布特征：随海拔升高而降低(海拔越低,干扰越强烈)。

(2)(未遭受干扰时)阴坡较阳坡植物多样性高。

依据:(按单峰变化规律)阳坡苔原带的植物多样性最高值应在中部(2300 米左右),低于阴坡最高值。

(3)特点：阳坡地表温度高、湿度低(水分条件差)。

原因：阳坡太阳辐射强,地表温度高,蒸发强度大;阳坡融雪早,蒸发历时长。

(4)随着海拔升高,阴、阳坡面积减小,植物种类减少,坡面差异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