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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综合课考试大纲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I.考试性质与试题命制的原则

一、考试性质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是普通高等学校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或相邻专业（环境类、农

林生态类、化学化工类）普通专升本专业综合课考试科目，是本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

主要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地球与地质基础、大气与气候、海洋与陆地水、地貌、土壤基础与

土壤地理、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综合自然地理研究）与资源环境（大气环境、水体环境、

土壤环境、固体废物与环境、环境质量评价、环境规划、全球环境问题、人口、能源、资源

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课程考试目的是：准确、简明地考核

考生对《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要素、分析方法及其之间相互

关系的理解水平和掌握程度，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自然地理现象、现实生产生活中各

种环境问题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试题命制的原则

1、根据《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的基本教学要求，考试命题具有一定的覆盖面且重点

突出，侧重考核考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作为一项选拔性考试，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普通专升本《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考试试题在设计上具有必要的区分度和合理的难度系数。

Ⅱ.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试卷满分为 200分。

2、试卷能力层次结构的分数比例为：识记占 30%，理解占 40%，应用占 30%。

3、试卷的难度结构：试题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个等级，其分数比例为：

易约占 20%，较易约占 30%，较难约占 30%，难约占 20%。

4、试卷的题型结构：名词解释（20%）、填空题（10%）、简答题（30%）、论述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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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题（20%）五种题型。（各种题型的具体样式参见题型示例）

Ⅲ.考核内容和要求

下面分章节列出《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的考核内容及要求，其考试目标要求分为识记、

理解、应用三类：识记是要求记住有关基本知识；理解是要求能够领会知识要点，掌握其内

在联系；应用是指能够运用有关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一、自然地理部分

第一章 自然地理学与人类环境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地理学问题（识记）

第二节 自然地理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内容、目的与意义（识记）

第三节 自然地理学的性质（识记）

第四节 自然地理学与地球表层系统（理解）

第二章 地球与地球表层系统

第一节 宇宙中的地球（识记）

第二节 地外系统对地表环境的影响（理解）

第三节 地内系统对地表环境的影响（理解）

第三章 地球表层环境与地球表层系统

第一节 地球表层系统的组成（识记）

第二节 地球表层系统的结构（识记）

第三节 地球表层系统的功能（理解）

第四节 人类与地球表层环境（应用）

第四章 岩石圈与地球表层结构与轮廓

第一节 岩石圈的组成（识记）

第二节 岩石圈的结构（理解）

第三节 岩石圈的运动（理解）

第四节 固体地球表面的结构与轮廓（理解）

第五节 构造地貌（理解）

第六节 岩石圈与人类（应用）

第五章 大气圈与气候分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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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气圈的组成与结构（识记）

第二节 大气运动（理解）

第三节 物质输移（理解）

第四节 能量传输（理解）

第五节 气候分异规律（理解）

第六节 大气与人类（应用）

第六章 水圈与水量平衡

第一节 水圈的组成（识记）

第二节 水圈的结构（识记）

第三节 水圈的演化（理解）

第四节 水的运动（理解）

第五节 水量平衡（理解）

第六章 水圈与人类（应用）

第七章 生物圈与生态系统

第一节 生物圈的组成（识记）

第二节 生物圈的结构（识记）

第三节 生物圈的形成与演化（理解）

第四节 生态系统（应用）

第五节 人与生物圈（识记）

第八章 大气圈与岩石圈的相互作用

第一节 岩石风化与气候（识记）

第二节 岩石圈变动与气候（理解）

第三节 地貌与气候（理解）

第四节 风成地貌（理解）

第五节 沙尘暴（应用）

第九章 水圈与岩石圈的相互作用

第一节 岩石与水（识记）

第二节 岩石圈的结构与流域性质和水系发育（理解）



第 4 页 共 9 页

第三节 水的分布、负荷均衡与岩石圈的形变（理解）

第四节 构造—侵蚀—地貌循环（理解）

第五节 流水作用与流水地貌（应用）

第六节 海岸发育与海岸地貌（应用）

第七节 滑坡、崩岸、泥石流、海啸——水圈和岩石圈相互作用的实例（应用）

第八节 陆、海相互作用与河口、三角洲（应用）

第十章 水圈与大气圈的相互作用

第一节 水汽与天气（识记）

第二节 水与气候（识记）

第三节 大气运动与水体运动（理解）

第四节 大气环流与水的循环（理解）

第五节 海气相互作用（应用）

第十一章 水圈、大气圈、岩石圈的相互作用

第一节 气候—海面—冰川—均衡（理解）

第二节 气候—水的分布—地球自转速度—构造运动或形变（理解）

第三节 构造运动—大气环流—水循环（应用）

第四节 水圈、大气圈、岩石圈相互作用与黄土地貌（应用）

第五节 水圈、大气圈、岩石圈相互作用与冰川、冰缘地貌（应用）

第十二章 生物圈与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的相互作用

第一节 生物圈与岩石圈的相互作用（应用）

第二节 生物圈与大气圈的相互作用（应用）

第三节 生物圈与水圈的相互作用（应用）

第四节 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应用）

第十三章 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岩石圈相互作用与地球表层系统

第一节 地球表层系统的能量流动与能量平衡（理解）

第二节 地球表层系统的物质迁移与循环（理解）

第三节 地球表层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理解）



第 5 页 共 9 页

第四节 圈层相互作用与土壤的形成与分布（应用）

第五节 圈层相互作用与喀斯特地貌（应用）

第十四章 地表环境评估与区划

第一节 气候类型划分与气候环境评估（理解）

第二节 生物环境分区与评估（识记）

第三节 地形、地貌与地质环境评估与区划（应用）

第四节 水资源与水资源分布（识记）

第五节 土地分类、分级与评估（应用）

第六节 综合自然区划（理解）

第十五章 地表环境预测

第一节 地表环境预测的原则（识记）

第二节 岩石圈的变化趋势（理解）

第三节 大气圈的变化趋势（理解）

第四节 水圈的变化趋势（理解）

第五节 生物圈的变化趋势（理解）

第六节 地球表层环境的变化趋势（理解）

第十六章 地表环境的规划与管理

第一节 环境规划概述（识记）

第二节 环境规划编制（应用）

第三节 环境管理及其特征（理解）

第四节 环境管理的任务与内容（识记）

第五节 环境管理的手段（理解）

第六节 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识记）

第十七章 地表环境的优化调控

第一节 优化调控概述（识记）

第二节 优化调控原理（识记）

第三节 优化调控的途径（理解）

第四节 优化调控的方法与模型（应用）

二、资源环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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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环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识记）

第二节 环境科学的内容和分科（识记）

第三节 环境的发生和发展（应用）

第四节 环境的组成和结构（理解）

第二章 大气环境

第一节 大气的结构和组成（识记）

第二节 大气污染和污染物（理解）

第三节 大气环境中污染物的化学转化（理解）

第四节 大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理解）

第五节 大气污染综合防治与管理（应用）

第三章 水体环境

第一节 水体环境概述（识记）

第二节 污染物在水体中的扩散（理解）

第三节 污染物在水体中的转化（应用）

第四节 水环境污染控制与管理（应用）

第四章 土壤环境

第一节 土壤的组成和性质（识记）

第二节 土壤环境污染（理解）

第三节 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理解）

第四节 化学农药对土壤的污染（理解）

第五节 土壤污染的防治（应用）

第五章 固体废物与环境

第一节 固体废物的概述（识记）

第二节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与资源化（应用）

第六章 环境质量评价

第一节 环境质量评价概述（识记）

第二节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理解）

第三节 环境影响评价（应用）

第七章 环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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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环境规划的意义和作用（识记）

第二节 环境规划制定的原则（识记）

第三节 环境规划的类型（理解）

第四节 环境规划的编制程序和内容（应用）

第五节 环境规划方法研究。（理解）

第六节 区域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应用）

第七节 区域清洁生产（应用）

第八章 全球环境问题

第一节 全球气候变化（识记）

第二节 臭氧层破坏（识记）

第三节 生物多样性被损害（识记）

第四节 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理解）

第九章 人口与环境

第一节 人口的增长（识记）

第二节 人口预测模型（理解）

第三节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应用）

第十章 能源与环境

第一节 世界能源消费情况（识记）

第二节 能源的利用（理解）

第三节 电能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应用）

第四节 探索和开发新能源（理解）

第五节 我国能源的前景（识记）

第十一章 资源与环境

第一节 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识记）

第二节 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环境（理解）

第十二章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

第一节 环境与发展前景展望（识记）

第二节 增长与协调发展（理解）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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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参考书目

1、《现代自然地理学（第一版）》，王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6 月第 1版。

2、《环境学概论（第二版）》，刘培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年 5 月第 2 版。

V.题型示例

一、名词解释

1.自然地理学 2.土壤剖面 3.大气污染 4.化学需氧量

二、填空题

1.根据燃料性质和大气污染物的组成划分，大气污染可以类型可以分为煤炭型、石油型、

、特殊型。

三、简答题

1．简述生物圈的基本结构。

2. 简述局地环流的类型。

3．简述环境科学的研究任务。

4. 简述土壤污染发生的类型。

四、论述题

1.试论述地球表层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2.试述影响大气污染的地理因素。

五、分析题

1.请运用相关地理学知识，分析洋面封冻所产生的环境效应。

2.论述人类活动对土地资源和土壤环境带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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