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仪征中学高三地理一轮复习导学案

地球的宇宙环境—1
【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重点、难点

运用资料，描述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 地球上存在生命的条件

【读教材识基础】

(1)宇宙中的主要天体类型：宇宙是由 、星云、 、卫星、流星体、彗星、星际物质等

天体组成的。

(2)天体系统：宇宙中的天体都在运动着，它们 、相互绕转，构成不同级别的天体系统(如上

图所示)。
(3)结合上图，完善天体系统的层次(级别)结构：

总星系
A银河系

B太阳系
C地月系

地球

月球

其他行星系

其他恒星系

河外星系

【析问题提能力】

(2018·4 月浙江选考)2018年 2月 8日，南天区出现流星雨。下图为当天从北极上空看到的

“太阳系部分行星位置示意图”。完成(1)～(2)题。

(1)流星发亮的原因是流星体( )
A．吸收地面长波辐射 B．捕获太阳带电粒子

C．摩擦地球稠密大气 D．反射太阳短波辐射

(2)当天晚上，地球上能够观察到火星、木星、土星位置关系正确的是( )

【拓展】

1．航天发射基地选址的条件

气象条件 晴天多、阴雨天少，风速小，湿度低，有利于发射和跟踪观测

纬度因素 纬度低，自转线速度大，可以节省燃料和成本

地势因素 地势越高，地球自转线速度越大

地形因素 地形平坦开阔，有利于跟踪观测

海陆位置
大陆内部气象条件好，隐蔽性强，人烟稀少，安全性强；海上人类活动少，安

全性强

交通条件 海陆交通便利，有利于大型航天设备的运输

安全因素 出于国防安全考虑，有的建在山区、沙漠地区，有的建在地广人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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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天器发射时间、方向的选择

时间

在一天中一般选择在晴朗无云的夜晚发射，主要是便于定位和跟踪观测

我国发射时间主要选择在北半球冬季，一是便于航天测控网对飞船的监控、管理、

回收；二是我国有多艘“远望号”监测船在南半球较高纬度的海域，选择北半球冬

季是为了避开南半球恶劣的海况

方向 一般与地球自转方向一致，向东发射可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线速度，节约能源

3.航天器回收基地选址的条件

(1)地形平坦，视野开阔，便于搜寻。

(2)人烟稀少，有利于疏散人群，保证安全。

(3)气候干燥，多晴朗天气，能见度高。

(4)地质条件好，避开地质灾害多发区。

(5)无大河、湖泊，少森林的地区。

我国的回收场地就选在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地区。

【学法指导】

判断一个物体是否为天体的方法

(1)一看位置：它是否位于地球大气层之外，独立存在于宇宙中。进入大气层或返回地面的物体

不属于天体。

(2)二看实质：它是否是宇宙间的物质，自然现象不属于天体。

(3)三看运转：它是否在一定的轨道上独自运转。依附在其他天体上运行的物体不属于天体，如

在火星上考察的火星车就不是天体。

【解例题找方法】

(2019·江苏宿迁调研)2014年 5月 24日，日本在种子岛宇宙航天基地发射了先进陆地观测卫

星——“大地 2号”卫星，运行周期是 14天。据图分析，不属于日本选择种子岛建设宇宙航天

基地原因的是( )
A．地处热带，多晴朗天气

B．纬度较低，节省燃料，提高载重

C．远离大城市，人烟稀少

D．海洋运输便利

【思维建模】

【课后检测】

课时精炼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