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地方

（ 1） 概念：由于地球自西向东自转，

在同纬度地区，相对位置偏东的地点，要

比位置偏西的地点先看到日出，时刻就要

早。因此，就会产生因经度不同而出现不

同的时刻，称为地方时。



地方时：因经度而不同的时刻统称为地方时。
　　　　地方时东早西迟。

A 同一经线的各地地方时相同，不同经线上各地地方时存

在差异。

B 经度每隔15°，地方时相差1小时；经度相差1°，地方时
相差4分钟。同一条经线上的各地，地方时相同。



(2)地方时的计算
所求的地方时=已知地方时±4分钟×经度差
（东加西减，即所求地方时的点位于已知
地方时的点的东方，取“+”，反之，则取“
—”） 同减异加
地方时以当地一日中太阳最高为正午12时。

答数处理：若计算结果大于24小时，则日期加一日，结果
减去24小时；若计算结果出现负值，则日期减一日，结果
加上24小时。



地方时的计算要注意以下几点：

（ 1 ） 明确由于地球自西向东转，同一纬线上东边的

地点比西边地点先看到日出，东早西迟是计算地方时的

关键。

（ 2 ） 明确地方时与区时的联系，先确定对应点的时

区，求出时区差。

（ 3 ） 确定某一地点的地方时，该点可能是已知的，

也可能是图中或题目条件中隐含的（将昼半球等分的经

线，其地方时为正午12点；与其相对的经线，地方时为0

点或24点。赤道上日出时刻是6点，日落时刻是18点）。



（4）明确地方时的换算关系1小时/15°；4分钟/1°; 4

秒/1′，“东加西减”。

（5）计算过程注意相加，大于24小时要加一天；相

反，则相减；不够减时，借24小时，日期相应退一天。

例1、当116°E的地方时为6点时，120°E的地方
时是________。



例2：我国最东端约在135ºE，最西端在73ºE，当最东端

的地方时是8点时，最西端的地方时是多少？
经度差=135°E—73ºE=62°，地方=4小8分
所求地点在西，所以8—4：08=3：52

例2：当60ºE的地方时是9点时，120ºW是几点？
经度差=180º，地方=12小，所求地点在西，
所以9—12=-3小，﹣3+24=21小（前一天）

例3：北京比兰州的地方时早50分钟，兰州的经度是
103º50'E，求北京的经度。

北京的地方时早，在兰州的东面用“+”；

50分钟换算成经度：（50÷60）×15º= 12º30'

北京的经度= 103º50'+ 12º30' 116º20'E
=



18：00

昏线

24：00
（0：00 
）

12：00N

晨线

6：00

方法技巧：参照点地方时的确定
（1）晨线与赤道相交处的时间是6时，昏线与赤道

相交处的时间是18时。
（2）直射点所在经度的时间为正午12时，与正午

相对的经线为子夜。



右图阴影表示黑夜，读图判断：
图示的时刻，北京时间是（

A）
A、8时20分 B、20时20分
C、9时40分 D、21时40分



2、时区和区时
（1）、引入区时的原因：人类交往的发展，使用地方时带来
不便。

（2）.时区的划分
： 全球划分为24个时区

每隔15 划为一个时区
0



1. 时区和区时

(1) 时区的划分：全球划分为24个时区，每个时区占

经度15°，每个时区内使用相同的时刻，不同的时区有

不同的时刻。全球有24个区时(标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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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区和区时

（2）时区的名称和分布：0°经线所在的时区(东经7

．5°与西经7．5°之间)叫中时区(或零时区)，由此向东，

每隔经度15°，依次为东一区，东二区，……东十二区，

中时区向西，每隔经度15°，依次为西一区，西二区，

……西十二区。东十二区和西十二区各占经度7．5°组

成东西十二区，它们之间的区时相同而日期不同。如图

甲和图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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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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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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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区和区时

（3）中央经线和时区界线：0°经线是中时区的中央

经线，其他各时区的中央经线的度数是15°的整倍数，
即15°乘以该时区的编号数。例如东八区的中央经线是

东经120° (15°×8＝120°)。



某时区的中央经线度数=某地时区号数X 15°

时区范围：中央经线度数分别加、减7.5 °

北京时间：东八区的区时

120 °E的地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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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区和区时

（4）时区和区时的区分：各时区以本时区中央经线

的地方时刻，作为全区各地统一使用的时刻，这种适用

于同一时区的时刻，称为区时。区时和时区的含义是不

同的，区时是时间概念，时区是空间概念。区时和时区

是有联系的，两地相差几个时区，区时就相差几个小时。

也就是说，两个时区之间有几条时区界线，它们之间的

区时就相差几个小时。较东的时区，它的区时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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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区和区时

（5）时区和区时的计算：①求时区：（某地的经度+7．5°）÷15°所得的整数
商即为该地所在的时区或某地经度÷15°所得的商若余数
大于7．5，商进1，若小于7．5，商不变，商为该地所

在的时区。② 求时区差：若两地都在同一侧时区，即同为东时

区或西时区，则时区序号相减，所得的差即为时区差；

若两地不在同一侧时区，即一地为东时区，另一地为西

时区，则时区序号相加，所得的和即为时区差。简言之：

同侧时区相减，异侧时区相加。



A、已知经度，求时区

时区号数=已知经度÷15°

余数 > 7.5 ，则商数+1为时区号数。

余数 < 7.5 ，则商数即为所求时区号数。

B、已知两地所在时区，求时差。

(异区相加，同区相减)



第 3 节 重难点睛 名题示例 随堂演练 课后训练

—— 时区与日界线

1. 时区和区时

（5）时区和区时的计算：③ 求区时：在时差上，两地相差几个时区，区时就

相差几个小时。若已知区时的地点在东，所求地点在西，

则用已知区时减去两地的时区差；若已知区时的地点在

西，所求地点在东，则用已知区时加上两地的时区差，

即东加西减。所以在时刻上，较东的时区比较西的时区

区时要早，简言之：时刻上是东早西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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