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四 章
第一节　陆地水体及其相互关系

地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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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示意图,解释各类陆地水体之间的

相互关系

 
目标

导引

1.结合材料,说出陆地上的主要水体类

型、特点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综合思维)

2.观察身边的水体,分析水体的主要补

给方式(地理实践力)

3.结合河流补给方式示意图,分析其补

给特点及影响(综合思维)



课前篇  自主预习



[必备知识]

一、陆地水体

1.类型:河流、湖泊、冰川、沼泽、地下水等。

2.陆地水体的类型、水量、分布等受自然环境的制约。

自然环境 特　　征

气候湿润地区 河网密度大,水量丰富

高海拔、高纬度地区 冰川发育

地势较低地区 容易积水形成湖泊或沼泽

断陷凹地 可形成较大湖泊



3.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1)河流、湖泊、沼泽对周边气候具有调节作用。

(2)冰川、河流是塑造地表形态的主要动力。

(3)提供人类活动所必需的淡水资源。

(4)具有航运、发电、水产养殖、生态服务等价值。



二、陆地水体的相互关系

1.河流与湖泊

(1)位于河流中下游的湖泊

位于河流中下游的湖泊,洪水期蓄积部分洪水,削减、延缓干流洪峰,枯水期补

给河流,对河流径流起着调节作用。

(2)人工湖泊

人工湖泊——水库,可人为调节河流径流。

(3)山地的湖泊

有的河流发源于山地的湖泊。

(4)内流区的湖泊

在内流区,许多河流最终注入湖泊,入湖河流改道或断流,湖泊就会干涸。



2.河流与地下水

(1)河流和地下水存在相互补给的关系。

河流和地下水相互补给示意

①当河流涨水时,河流水位高于地下水位,河流补给地下水。

②当河流水位下降,并低于地下水位时,则地下水补给河流。

(2)作用:河流与地下水的相互补给,使得部分河流在涨水时水位不至于过

高,在没有雨水补给时也能长流不断。



要点笔记有些河流与地下水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互补关系,如黄河下游、长

江荆江河段因其为“地上河”,只存在河流水补给地下水的情况,不存在地下

水补给河流水的情况。

3.河流与冰川、积雪

冰川和积雪融水是河流的重要补给,补给水量随着气温变化而变化。

地　区 补给特点

高山永久积雪地区 夏季气温高,冰川融水量大,河流径流量大,形成夏汛

冬季有积雪的地区 春季气温回升,积雪融化,河流出现春汛



思考感悟积雪融水和冰川融水有什么区别?

提示 积雪融水主要是指纬度较高地区的积雪,在初春时节,因气温升高融

化成水。冰川融水主要是指高海拔地区的冰川,在夏季,因气温升高融化成

水。



[自主检测]

1.判断正误并纠错

(1)自然界中的水都存在于河流、湖泊与海洋中。(　　)

答案 ×　自然界中的水以气态、液态、固态的形式广泛分布于大气圈、
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中。

(2)“井水不犯河水”是正确的。(　　)

答案 ×　陆地上的水体具有相互补给关系,井水与河水之间具有相互补给

关系。

(3)黄河下游河段总是河流补给地下水。(　　)

答案 √



下图是我国海拔3 800米某内流湖的水位变化情况示意图。读图,完成第2~3题。

2.湖泊水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受(　　)

A.地形影响 B.风沙影响

C.降水影响 D.气温影响

3.该湖泊与地下水的补给关系是(　　)

A.1月份湖泊补给地下水

B.7月份湖泊补给地下水

C.湖泊常年补给地下水

D.地下水常年补给湖泊

答案 2.D　3.B



下图表示某河流水文观测站春、夏、秋、冬四季气温、降水量和河流径

流分配状况。读图,完成第4~6题。

4.该地河流的主要补给形式是(　　)

A.积雪融水补给 B.地下水补给

C.雨水补给 D.湖泊水补给

5.该河流可能分布在(　　)

A.恒河流域 B.尼罗河流域

C.黄河流域 D.长江流域

6.该地河流径流量最少的月份出现在(　　)

A.1月 B.2月     C.11月 D.12月



解析 第4题,根据气温曲线数值可知,该河流流域最冷月平均气温大于0 ℃,小

于15℃,应该位于亚热带地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属于亚热带季风

和季风性湿润气候。该地河流流量与降水量呈正相关,所以判断该地河流的

主要补给形式是雨水补给。C项正确。第5题,据上题分析可知,该河流流域属

于亚热带季风和季风性湿润气候。恒河位于热带季风气候区,A项错误。尼

罗河位于热带草原气候区和热带沙漠气候区,B项错误。黄河位于温带季风

气候区,C项错误。长江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D项正确。第6题,读图可知,

该河流冬季(12月、1月、2月)的径流量分配较少,尤其是冬季第2个月(1月)径

流分配最少,所以该地河流径流量最少的月份出现在1月,A项正确。

答案 4.C　5.D　6.A



课堂篇  主题探究



探究一  陆地水体的相互关系

[问题探究]

《人民政协报》2018年11月22日报道,最新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通过不断加大

退田还湖力度,洞庭湖调蓄面积持续扩大,目前较1978年增加了779平方千米,防

洪排涝效益明显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结合材料探究:

(1)洞庭湖与长江的补给关系是什么?

(2)洞庭湖水的来源主要有哪些?

(3)推测随着洞庭湖面积的扩大,洞庭湖周边地区地下水位的变化状况。

提示 (1)洞庭湖是长江中下游的湖泊,湖泊与长江之间具有互补关系。

(2)河流、雨水、地下水等。

(3)随着洞庭湖面积的扩大,周边地区的地下水位会上升。



[关键能力]

陆地水体之间的相互补给关系

(1)从陆地水体的水源补给看,雨水是河流水和陆地其他水体最主要的补给形

式。

(2)冰川对河流及其他陆地水体的补给是单向的,即冰川融水补给河流及其他

水体。

(3)陆地各种水体之间能够相互转化,具有相互补给的关系,具体如下图所示。



(4)河流、湖泊、地下水之间的补给关系。

①丰水期:河流处于丰水期时,河流水位高于地下水位及湖泊水位,河流补

给地下水及湖泊。如下图所示。



②枯水期:河流处于枯水期时,河流水位低于地下水位及湖泊水位,地下水

及湖泊补给河流。如下图所示。



[典例剖析]

典例1下图为不同水体之间相互转化关系示意图。读图,完成下列各题。

(1)在下列月份中,箭头a代表的补给主要发生在(　　)

A.1—2月 B.3—4月
C.6—7月 D.11—12月
(2)甲代表的水体类型是(　　)

A.冰川 B.地下水    C.雨水 D.海洋

(3)如果在洞庭湖区进行大规模退耕还湖,可导致(　　)

A.丰水期a变小,枯水期b变大 B.丰水期a变小,枯水期b变小

C.丰水期a变大,枯水期b变小 D.丰水期a变大,枯水期b变大



解析 第(1)题,图中显示,箭头a表示长江补给洞庭湖,说明此时为长江的汛期

,长江水位较高,出现在夏季。第(2)题,图中显示甲水体与河流和湖泊均具

有相互补给关系,应为地下水。第(3)题,如果在洞庭湖区进行大规模退耕

还湖,则湖泊的调蓄作用增强,汛期接纳洪水量增加,枯水期补给河水量增

加,即丰水期a变大,枯水期b变大。

答案 (1)C　(2)B　(3)D



[对应训练]

太白山东部的无人区,集水自高山冰雪融水、天然降水和地下溪流,经植被、

土壤和花岗岩体自然过滤净化,在引力和巨大压力下,从花岗岩裂缝中喷涌而

出。喷涌而出的矿泉水被选为中国航天员专用饮用水。据此完成第1~2题。

1.该山矿泉水属于下列水资源中的(　　)

A.淡水湖泊水　　　　 B.浅层地下水

C.河流水 D.深层地下水

2.该山矿泉水被选为中国航天员专用饮用水,是因为(　　)

A.数量巨大易开采 B.开发利用历史悠久

C.质量高,饮用安全 D.开展太空科学研究的需要



解析 第1题,据材料可知,矿泉水从花岗岩中涌出,属于地下水,因此A、C两

项错误;矿泉水来源于花岗岩之下,且经过岩体自然过滤净化,是地处两个

隔水层之间的深层地下水,D项正确;浅层地下水未经深层岩石过滤,水体极

易被污水和农药等污染,B项错误。第2题,矿泉水能够成为中国航天员专

用饮用水,是因为质量高,饮用安全,故选C项;我国数量巨大的矿泉水有很

多,因此数量巨大不是主要原因,A项错误;目前人类主要利用的是浅层地下

水,深层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时间短,B项错误;饮用水与太空科学研究无关,D

项错误。

答案 1.D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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