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4 地理学基础考试大纲 

 
614 地理学基础考试科目由三部分组成：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 GIS，

每部分 50 分值。 
 

自然地理学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自然地理学(第四版) 伍光和 王乃昂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一章  地壳 
1. 地壳的组成物质：化学成分与矿物、岩浆岩、沉积岩 
2. 地质构造：褶皱、断裂 
 
第二章  大气和气候 
1.气温 
2.大气降水 
3.大气环流 
4.主要天气系统 
5.气候的形成 
 
第三章 海洋和陆地水 
1.水循环 
2.海洋中的波良 
3.径流的形成与集流过程 
4.沼泽的成因 
5.冰川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第四章  地貌 
 
1.地貌的成因 
2.地貌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 
3.风化作用 
4.流水作用与河流地貌 
5.岩溶作用 
6.冰川作用 
7.风沙作用 
 
第五章  土壤 
 
1.土壤在地理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 



2.土壤物质组成 
3.土壤胶体的性质与土壤溶液 
4.土壤形成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 
 
第六章  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 
 
1.生物与环境： 
2.生物群落 
3.生态系统 
4.生物多样性 
 

人文地理学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赵荣等编著  《人文地理学》 高教出版社 
 
第一章  绪论 
1.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性 
2. 中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过程 
3. 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流派 
 
第二章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与基本理论 
1.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主题 
2. 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 
 
第三章 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 
1. 实证主义 
2. 结构主义 
3. 人本主义 
 
第四章 人口地理学 
1. 人口转型 
2. 人口分布与迁移 
3. 人种 
4. 民族 
5. 民俗文化 
 
第五章 农业地理学 
1. 农业的发展与类型 
2. 中国和世界农业生产布局 
3. 农业区位论 
 
第六章 工业地理学 
1. 三次工业革命 



2. 工业区位论 
3. 劳动地域分工与生产网络 
 
第七章 城市化与乡村 
1. 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2. 推-拉理论 
3. 城市区位论 
4. 城市空间结构 
5. 城市体系 
6. 村镇体系 
7. 村落布局与村庄形态 
 
第八章 语言与宗教 
1. 世界语言分类与分布 
2. 语言传播与影响因素 
3. 地名景观 
4. 宗教的传播与分布 
5. 宗教仪规与地理环境 
 
第九章 旅游地理 
1. 旅游系统 
2. 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 
 
第十章 政治地理 
1. 政治与政治地理 
2. 国家政治地理特征 
3. 国家权力 
4. 全球政治地理格局 
 
第十一章 行为地理 
1. 人类活动的行为空间 
2. 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 
 
第十二章 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 
1. 全球化与本土化 
2. 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共 50 分，每部分各 25 分） 
【参考书目】 

1. 梅安新主编.遥感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赵英时.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13. 
3. 邬伦、刘瑜、马修军、韦中亚、田原编著.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 科学出

版社，2001. 



4. 汤国安、刘学军、吕国年、盛业华、王春、张婷编著. 地理信息系统教程. 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7. 
 

第一部分    遥感 

第一章 绪论 

一、遥感概述 

1.遥感的基本概念； 

2.遥感技术系统组成； 

3.遥感的特点； 

4.遥感技术分类 

二、遥感的发展概况与趋势 

三、遥感在地理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第二章 遥感物理基础 

一、电磁波与电磁波谱 

1.电磁波及其性质； 

2.电磁波谱； 

3.电磁辐射的度量； 

4.黑体辐射定律； 

5.实际物体辐射 

二、太阳辐射及大气对辐射的影响 

1.太阳辐射； 

2.大气吸收； 

3.大气散射； 

4.大气窗口 

三、地球辐射与地物波谱 

1.太阳辐射与地表的相互作用； 

2.地表自身热辐射； 

3.物体的反射类型； 

4.地物反射率与反射波谱； 

5.典型地物反射波谱曲线的特征与分析； 

6.地物波谱特性的测量 

第三章 遥感成像原理与遥感图像特征 

一、遥感平台与传感器 

——了解不同卫星系列的发展概况，熟悉主要卫星与搭载的传感器 

1.气象卫星系列； 

2.陆地卫星系列； 

3.海洋卫星系列与海洋遥感特点； 

4.高分辨率卫星 

二、遥感图像特征 

1.空间分辨率； 

2.时间分辨率； 

3.光谱分辨率； 

4.辐射分辨率 



三、摄影成像 

   1.摄影像片的几何特征:垂直摄影与倾斜摄影；中心投影与垂直投影；像片比例尺；像

点位移；垂直摄影航空像片上投影差的分布规律； 

   2.摄影胶片的物理特性 

四、扫描成像 

1.扫描成像的概念； 

2.光/机扫描成像的原理； 

3.固体自扫描成像的原理； 

4.高光谱成像光谱扫描的原理 

五、微波遥感与成像 

1.微波遥感的特点； 

2.微波遥感方式与传感器 

第四章  遥感图像处理 

一、光学原理与光学处理  

1.颜色的性质与颜色立体； 

2.加色法与减色法； 

3.光学增强处理 

二、数字图像校正 

1.数字图像的概念； 

2.辐射校正：辐射畸变的原因；辐射校正的方法； 

3.几何校正：几何畸变的原因；几何校正的方法 

三、数字图像增强 

——掌握各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概念、目的和实现方法：  

1.对比度变换； 

2.空间滤波； 

3.彩色变换； 

4.图像运算； 

4.多光谱变换 

四、多源信息的复合 

1.遥感信息的复合：不同传感器、不同时相的遥感数据融合方法步骤； 

2.遥感信息与非遥感信息的复合 

第五章  遥感图像的目视解译与制图 

一、遥感图像目视解译的原理 

1.遥感图像目标地物的识别特征； 

2.遥感图像的认知过程 

二、遥感图像目视解译的基础 

——熟悉和掌握不同遥感影像的特征、解译标志与判读方法 

1.目视解译的方法与基本步骤； 

2.遥感摄影像片判读;3.遥感扫描影像判读;4.微波影像判读 

三、遥感制图 

第六章  遥感数字图像的计算机解译 

一、遥感数字图像的性质与特点 

1.遥感数字图像的概念； 

2.遥感数字图像的表示方法  



二、遥感数字图像的计算机分类 

1.计算机分类的基本原理； 

2.遥感图像基本分类方法：概念、原理与方法； 

3.分类精度分析 

三、遥感图像计算机信息提取技术发展趋势 

第七章  遥感应用   

一、地质地貌遥感 

1.岩性与地质构造识别； 

2.构造运动的分析； 

3.地貌类型识别 

二、水体遥感 

1.水体悬浮物质的确定； 

2.水体污染探测 

三、植被遥感 

1.植被类型识别； 

2.植物长势监测； 

3.农作物遥感估产 

四、土壤遥感 

五、城市遥感 

1.城市地物识别； 

2.城市土地变化动态监测 

六、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与全球定位系统的综合应用 

1.3S技术在精细农业中的应用； 

2.3S技术在土地研究中的综合应用； 

3.3S技术在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综合应用 

 

第二部分    地理信息系统 

 

第一章 地理信息系统绪论 

一、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 

1.数据、信息、地理信息的基本概念与特征； 

2.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 

3.地理信息系统的类型、构成； 

4.地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5.对地理信息系统认识的观点 

二、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历史、发展概况 

三、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内容 

1.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内容； 

2.地理信息系统与相关学科及技术的关系 

四、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领域 

第二章 空间参照系和地图投影 

一、地理坐标系统 

二、地图投影及基本问题 



三、常见的地图投影 

第三章 空间数据模型 

一、地理空间、地理实体的概念、表达 

二、空间数据及其基本特征 

三、矢量数据模型 

1.地理实体的空间关系； 

2.拓扑、拓扑变换、拓扑属性、拓扑关系； 

3.拓扑数据结构及其结点、弧段、多边形之间关联关系表达 

4.不规则三角网（TIN）模型； 

5.空间数据组织与编码 

四、栅格数据模型 

1.栅格数据模型； 

2.栅格数据像元值的确定方法； 

3.完全栅格数据结构及其祖师方式； 

4.主要的栅格数据压缩编码方法； 

5.栅格模型与矢量模型的比较、相互转换； 

6.矢栅一体化数据结构及特点； 

7.Voronoi多边形 

第四章、空间数据库 

1.空间数据库概述； 

2.空间数据组织； 

3.空间索引 

第五章、空间数据获取与处理 

1.空间数据数据源； 

2.空间数据采集、数字化、扫描矢量化等； 

3.属性数据的采集、编码； 

4.几何纠正、坐标变换； 

5.元数据的概念及其应用； 

6.空间数据质量的相关概念及误差源、质量控制 

第六章、空间分析 

一、空间查询与量算 

1.属性查询； 

2.图形查询； 

3.空间关系查询； 

4.空间量算 

二、缓冲区分析 

1.邻近度、缓冲区的概念； 

2.缓冲区双线计算问题的主要方法 

三、叠加分析 

1.视觉叠加分析； 

2.矢量数据叠加分析及主要方法； 

3.栅格数据叠加分析以及地图代数、布尔运算等相关操作方法； 

4.叠加分析的应用 

四、网络分析 



1.网络构成、建立； 

2.网络的应用 

五、空间插值 

1.空间插值概念和相关理论； 

2.主要空间插值方法 

六、空间统计分析 

1.主成分分析； 

2.层次分析； 

3.系统聚类分析； 

4.判别分析； 

5.空间基本统计量； 

6.探索性数据分析； 

7.空间回归分析 

七、DEM与数字地形分析 

1.数字高程模型、数字地形分析等概念； 

2.DEM建立； 

3.数字地形的基本因子分析、地形特征分析、流域分析、视域分析； 

4.DEM的应用 

八、空间分析建模与空间决策支持 

1.空间分析过程的应用； 

2.空间分析建模； 

3.空间决策支持模型； 

4.空间数据挖掘； 

5.空间分析、应用模型与 GIS的关系 

第七章、空间数据可视化 

一、可视化的一般原则 

二、可视化主要表现形式 

三、制图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