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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 3.1.5. 地球上的生物圈和自然带 1.生物与地理环境。 

（1）生物圈。生物圈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总称

。它占有大气圈的底部，水圈的全部和岩石圈的上部，厚度

约为20多千米。绝大部分生物集中在地面以上100米到水面以

下200米这一薄层里，这一范围是生物圈的核心部分。 （2）

生物在地理环境形成中的作用。 1）绿色植物能够通过光合

作用，把周围环境中的无机物合成有机物，同时把太阳能转

变为化学能，贮藏在有机体中。 2）现今地球大气的成分，

是生物生命活动参与的结果。 3）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化学成

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受有机体的生命活动所制约。生物在

陆地上出现以后，还加快了岩石的风化，促进了土壤的形成

。生物的出现，不仅使自然界中的化学元素进行了迁移，而

且改造了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从而使地球面貌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 （3）植物的分布与环境。影响植物分布最重要

的条件是气候，因为气候条件决定了植物所得的热量、光照

和水分的数量。热量是决定植物分布的重要因素。从赤道到

两极、从山麓到山顶，热量分布都不均匀，这就为不同地区

形成各种不同的植物带奠定了基础。光照是绿色植物生长的

必要条件。只有在太阳光的照射下，绿色植物才能够进行光

合作用，把无机物制造成有机物。水分对植物生长的作用很

大。提供营养的无机盐类，只有成分水溶液才能从土壤中输

入植物体内。由于植物生长对周围环境的依赖性很大，因此



它对其生长的环境往往有明显的指示作用。例如:铁芒萁指示

红壤等酸性土壤环境.碱蓬则指示盐碱性土壤环境.骆驼刺反映

干旱环境.芦苇反映了水湿环境。 2.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 

（1）生态系统。 1）生态系统的概念。由生物群落及其无机

环境所构成的自然界的任何部分，只要其中生物和它们的无

机环境之间进行连续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就叫做生态系统。

最大的生态系统可算是整个地球生物圈。 2）生态系统的组

成。生态系统由四部分组成: ①非生物环境。它是指生物赖以

生存的大气、江河、湖海和土壤等环境。是由生物以外的一

切无生命的物质和能量，如光、热、氧、二氧化碳、水、各

类无机盐和氨基酸等组成。为生物提供生存条件和空间。 ②

生产者。主要指制造有机物的绿色植物。它能合成有机物并

转化、固定太阳能。 ③消费者。指各种动物。它们直接或间

接利用绿色植物制造的有机物质来生活，以食物链的形式传

递物质和能量。 ④分解者。指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

。其作用在于分解有机残体并归还给环境。生态系统的四个

组成部分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每个因素都受周围因素

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其他因素，共同构成一个生态系

统的整体。 3）食物链与食物网。不同生物之间围绕着食物

所发生联系的途径，好象是一个由食物组成的链条，叫做食

物链。在一个大范围的生态系统中，有许多条食物链，各种

食物链彼此联系，交错成网，形成复杂的食物网。食物链是

生态系统中各类生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是生态系统中物

质和能量流通的渠道。食物链的起点是绿色植物，传递的第

一环节是植食动物，接下来是肉食动物，在动物中传递，遵

循“弱肉强食”的原则。也可以说，食物链是由“食”与“



被食”的关系所组成，用“被食者”→“食者”。食物链必

须环环相扣，才能使能量和物质顺利地流动、转移。生态系

统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其运动的实质是进行

着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 4）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过程

和特点。 ①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最初来自太阳能，它通过绿色

植物的光合作用进入生态系统。然后转移给各级消费者。 ②

能量通过食物链在生态系统中是单向流动的:能量在沿着食物

链流动时，生态系统内部的有机体组成部分即生产者、消费

者和分解者通过呼吸作用，把一部分能量输出到生态系统外

。另一方面，动物死亡后，被分解者分解成简单的无机物，

有机物中的化学能也转化为热能散失到环境中。这些输出到

生态系统外的能量和散失到环境中的能量，都不能被生态系

统重新利用。因此，能量通过食物链在生态系统中是单向流

动的。 ③能量在沿食物链的营养级流动时，是逐级递减的:生

态系统中的能量，不断沿着生产者、植食动物、肉食动物的

食物链逐级流动。食物链上的每个环节可视为一个营养级。

每个营养级上的生物都要把从前一个营养级所获得的能量的

大部分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繁殖，约10%～20%的能量可流

通到下一个营养级。因此，前一级的能量只能维持后一级少

数生物的需要，愈向食物链的后端，生物体的数目就越少。

能量沿着食物链流动时，是逐级递减的，呈金字塔型的营养

级关系。 ④能量流动“十分之一”法则的实践意义。为了充

分利用植物固定的能量，改善人类的营养状况，要尽量建立

能量消耗少的食物链。其途径有:尽量缩短食物链。因为食物

链越长，所得越少，故缩短食物链，可提高产量。培养固定

能量效率高的农畜和作物新品种。 5）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



环。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是指营养物质的生物循环。营养

元素（碳、氢、氧、氮、磷等）首先是以矿物质的形式被植

物从周围空气和土壤中吸收，然后以有机分子的形式从一个

营养级传递到下一个营养级，生物体死后再由分解者把生物

遗体分解为简单的无机物质，并把它们归还到环境中去，重

新被生物所利用，完成营养物质的生物循环。生态系统中的

物质循环流动、周而复始，从而维持着生物圈营养物质的收

支平衡。 （2）生态平衡。生态系统发展到成熟阶段，物质

和能量的输入和输出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即系统中生产、消

费和分解过程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叫做生态平衡。表现:生态

系统中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的相对稳定。特点:由于生态系

统的四个组成部分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故生态平衡是暂时

的、相对的动态平衡。不平衡状态是常见的、绝对的，自然

界有自我调节能力，能够不断实现新的平衡。生态系统总是

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推动着自身的变化和发展。 4）人类活动与生态平衡。人

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对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不断地施加影响

和干预，它既可以促进生态系统的发展，也可以削弱甚至破

坏生态平衡。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打破平衡并非是一件坏

事，人类应当运用自己的智慧，依据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

不断建立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新的生态平衡。 3.自然带。 （1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的区域分异。地球表面的地形、气候、

水文、生物、土壤等要素，通过密切的相互作用，共同组成

了综合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和相互渗透，构成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但是，各个地区又

存在着地域分异。各个地区由于所处的纬度位置和海陆位置



互不相同，分别有一定的热量和水分的组合，以及有代表性

的植被和土壤类型，并且占有一定的宽度，在地球上呈长带

状的分布，这叫做自然带。各自然带有规律地分布在地球表

面上。 （2）陆地上的自然带（表919） 表919 陆地自然带气

候类型典型植被典型动物典型土壤低纬度 热带雨林带热带雨

林气候热带雨林猩猩，河马砖红壤热带季雨林带热带季风气

候热带季雨林象，孔雀砖红壤性红壤热带草原带热带草原气

候热带草原长颈鹿，羚羊燥红土热带荒漠带热带沙漠气候热

带荒漠袋鼠，沙漠狐荒漠土中纬度 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地中

海气候亚热带常绿硬叶林阿尔卑斯山羊，（tin）鹿褐土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和季风性湿润气候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猕猴，灵猫红壤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温带季风气候温

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落叶阔叶林松鼠，黑熊棕壤，褐土 温带草

原带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草原黄羊，旱獭黑钙土温带荒漠带

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荒漠双峰驼，子午沙鼠荒漠土高纬度 亚

寒带针叶林带亚寒带针叶林气候亚寒带针叶林驼鹿，紫貂灰

化土寒带苔原带寒带苔原气候苔原驯鹿，北极狐冰沼土极地

冰原带寒带冰原气候冰雪裸地北极熊，海豹未发育 （3）自

然带的分布规律。 1）地带性分布规律。 ①纬度地带性。各

自然带沿着纬度变化的方向作有规律的更替，或者说每个地

带与纬线大体平行地伸展成条带状的特点，叫做纬度地带性

。纬度地带性是以热量为基础的。它实际上是温度和水分条

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纬度地带性在高、低纬度表现较为显

著。 ②经度地带性。在中纬地区，从大陆滨海地区往内陆方

向显示出各自然地带的逐渐更替，大体与经线相平行伸展成

条带状，叫做经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的产生受水分条件影



响较大，同时也是在一定的温度条件基础上进行的。 ③垂直

地带性。在高山地区，从山麓到山顶的水热状况随着高度的

增加而变化，从而形成山地垂直地带性。它主要是在地势、

海拔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垂直地带性下的自然带带谱的分布

主要决定于其所处的纬度位置和山地的海拔高度。一般情况

下，纬度越低，海拔越高，垂直自然带的带谱就越全。 2）

非地带性因素及其影响。由于海陆分布、地形起伏、洋流等

因素的影响，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具备地带性分布规律，叫做

非地带性因素。非地带性因素叠加在地带性因素之上，使地

带性分布规律变得不很完整或不很鲜明，使自然环境更加复

杂。在地带性因素和非地带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下，

形成了复杂的地理环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