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五 章
第一节　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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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索 引

课前篇  自主预习

课堂篇  主题探究



课标导引 知识建构

课程

标准

运用图表并结合实例,分

析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目标

导引

1.举例说明自然环境的组

成要素及特点

(地理实践力)

2.结合资料,分析自然环

境整体性的表现(综合思

维)

3.结合实例,理解自然环

境的整体性对人类活动

的启示作用(人地协调观)



课前篇  自主预习



[必备知识]

一、自然环境要素间的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

1.自然环境组成要素:大气、水、土壤、生物、岩石及地貌等。

要点笔记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中,气候(大气)是主导性要素,植被(生物)是

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素,土壤为各要素的中心环节。

2.途径和意义

(1)途径:自然环境要素通过水循环、生物循环和岩石圈物质循环等过程进

行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

(2)意义:

①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整体。

②是自然环境整体性的基础。



二、自然环境的整体功能 

功能 生产功能 稳定功能

内容
自然环境具有合成有机物的

功能,主要依赖于光合作用

自然环境要素通过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

使自然环境具有能够自我调节、

保持性质稳定的功能

意义
保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协调人地关系,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区域自然

环境生产功能和稳定功能的差异

自然环境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来削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①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大气中的碳保存在植物体及土壤中。

②通过海—气相互作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海水中溶解的钙相结合,形成沉淀。



思考感悟自然环境的整体功能等于各要素的功能之和吗?

提示 不等于。自然环境的整体功能大于各要素的功能之和,自然环境作为

一个整体,除了具有每个地理要素的独特功能外,还具有各要素相互作用所

产生的一些新功能,如生产功能、稳定功能等。



三、自然环境的统一演化和要素组合

1.含义:自然环境一个要素的演化必然伴随着其他各个要素的演化,各个要

素的演化是统一的。

2.意义:自然环境具有统一的演化过程,保证了自然环境要素之间的协调,形

成了阶段性的自然环境要素组合。



四、自然环境对干扰的整体响应

1.连锁变化:某一自然环境要素受到外部干扰发生变化,进而改变了该要素

与其他要素间的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使其他要素发生连锁变化,最终导致

整个自然环境发生改变。

2.快速变化:与自然环境普遍存在着的演化相比,干扰下的环境变化多为快

速的,各要素变化也不同步。

3.人类干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不断增强。通过自然环境要素连锁变

化,不但干扰的后果常常被放大了,环境变化也越来越快。



[自主检测]

1.判断正误并纠错

(1)生物循环能够联系自然环境中的有机界和无机界。(　　)

答案 √
(2)东北森林破坏导致环境的整体变化,说明了自然环境具有统一的演化过程。(　　

)

答案 √
(3)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是消减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最主要途径。

(　　)

答案 ×　通过海—气相互作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海水中溶解的钙相结合,形

成沉淀,这是消减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最主要途径。



2.自然环境各要素(　　)

A.一成不变 B.有时演化

C.一般不演化D.每时每刻都在演化

答案 D

3.某地区许多植物有瓶状茎、多刺、硬叶等特点,反映了当地的气候特征

是(　　)

A.高温多雨 B.寒冷干燥

C.温和湿润 D.高温干燥

答案 D



4.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表现在(　　)

①自然环境各要素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整体　②

自然环境各要素都是单独地存在和发展的　③某一要素的变化会导致其

他要素甚至整个自然环境的改变　④各要素对环境的影响作用是相同的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答案 C



课堂篇  主题探究



探究一  自然环境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及产生的新功能

[问题探究]

三峡水库蓄水后水位达175米,库区水流明显放缓,水面漂浮物增加,有泥沙

淤积现象。当地环保部门在大宁河(三峡库区的支流)发现了水体富营养

化的初步迹象,这是水污染的前兆;同时,库区沿岸受高水位浸泡,滑坡的频

率比以前增多。

结合材料探究:

(1)材料中所说的是哪一要素的变化引起了其他要素的变化?

(2)材料显示,自然环境具有什么特点?

提示 (1)水。 (2)整体性。



[关键能力]

1.自然环境要素相互关系

自然环境是由大气、水、岩石、生物、土壤及地貌等要素组成的有机整

体,这些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

2.自然界三大物质循环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不同的自然环境要素通过水循环、生物循环和岩石圈物质循环等过程进

行着物质迁移和能量交换,形成了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

整体。三大物质循环对比如下。



类型 水循环 生物循环 岩石圈物质循环

概念

自然界的水在水圈、大

气圈、岩石圈、生物圈

中通过各个环节连续运

动的过程

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

过程

从岩浆到各类岩石,再到新

岩浆的产生过程

简图

 

   



类型水循环 生物循环 岩石圈物质循环

能量
太阳能(蒸发、水汽输送

)、重力能(降水、径流)

太阳能→化学能→
热能

地球内部热能、太阳

能、重力能

意义

①使水体不断更新,维持

全球水的动态平衡;②缓

解不同纬度热量收支不平

衡的矛盾;③海陆间联系

的主要纽带,不断塑造地

表形态

①促进自然界物质

和化学元素的迁移

运动及能量的流动、

转化;②联系自然地

理环境中的有机界

和无机界

①形成了丰富的矿产

资源;②改变了地表形

态,塑造了各种自然景

观;③实现了地区之间、

圈层之间的物质交换

和能量传输



3.自然环境要素间相互作用产生整体功能

自然环境作为一个系统,除了具有每个自然要素的独特功能外,还具有各要

素相互作用产生的整体功能,如生产功能、稳定功能等。如下表所示:

功能 生产功能 稳定功能

性质
生产功能是自然环境的整体

功能,而非单个要素的功能
自然环境拥有的各个要素本身不具备的功能

形成

过程

光合作用通过物质和能量的

交换,将生物、大气、水、

土壤、岩石及地貌等统一在

一起,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

出有机物

二氧化碳的稳定: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大气中的

碳保存在植物体及土壤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

海水中溶解的钙相结合,形成碳酸钙沉淀

氧气的稳定:植物光合作用释放氧气,生物呼吸作

用和燃烧消耗氧气

举例 生态系统的生物生长发育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稳定、大气中氧气的稳定、

一定范围内各物种数量基本恒定



[典例剖析]

典例1读下图,完成下列各题。

(1)在土壤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

是(　　)

A.水 B.生物 C.地貌D.气候

(2)表示绿地对城市空气起净化作用的是(　　)

A.a B.b C.c D.d

解析 生物在土壤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箭头b表示生物对气候的

影响,绿地对城市空气起净化作用属于这一过程。

答案 (1)B　(2)B



[对应训练]

右图中M表示绿色植物。读图,完成第1~2题。

1.图示过程反映了自然环境的(　　)

A.生产功能 B.呼吸作用

C.稳定功能 D.化合作用

2.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

A.植物的光合作用

B.化石燃料的燃烧

C.动植物尸体的分解

D.动植物的呼吸作用



解析 第1题,图示过程反映了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自然环境通过光合作

用实现了生产功能。第2题,燃烧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加上森林的砍伐使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减弱,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

量增加。

答案 1.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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