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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授课——地球的圈层结构

研制人 刘启美 审核人 李学忠 上课时间：9.18
【课程标准及要求】

课程标准 学习目标

1. 运用示意图，说明地球的圈层结构。

1. 了解地震波的传播特征及其在划分地球内部圈层

中的应用。

2. 掌握地球内部圈层的划分及圈层特点。

3. 了解地球外部圈层的组成及意义。

【导读——读教材识基础】

阅读地理必修 一 教材第 18—20 页

【导学——培素养引价值】

一、地球的内部圈层

1．地震波

(1)分类：图中 A波表示横波，B波表示纵波。

(2)特性

A波：传播速度较慢，只能通过固体物质传播

B波：传播速度较快，能通过固体、液体和气体

物质传播

2．圈层结构

(1)圈层

①地壳(H)：地球表面一层薄薄的、由岩石组成的坚硬外壳。它是一个连续圈层，平均厚度约为 17千米。

②地幔(G)：介于莫霍面(C)与古登堡面(D)之间，厚度约 2 800千米。在地幔上部存在一个由塑性物质组成的软

流层，该软流层一般被认为是岩浆的主要发源地。

③地核(E＋F)：古登堡面以下，厚度约 3 400千米。可分为外核和内核，内核为固态，外核为液态。

(2)依据：地震波在地球内部传播速度的变化。

3．岩石圈

软流层以上的地幔顶部与地壳，主要由岩石组成。

判断

1．火山喷出的物质来自液态的地核。(× )

2．岩石圈就是地壳。(× )

3．地球内部越深，密度越大。(√ )

4．软流层位于地表以下 33千米处。(× )

二、地球的外部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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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地球固体表面以上的各个圈层。

2．范围

(1)大气圈

环绕地球外部的气体圈层，是地球生命的保护伞。

(2)水圈

由地球表层各种水体组成的连续但不规则的圈层。

(3)生物圈

广义的生物圈是地球表层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总称。狭义的生物圈是地球表层生物的总和。

3．圈层关系

地球的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不断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形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层环境。

判断

1．外部圈层包括 4个圈层。(× )

2．地球成为“蓝色星球”是因为大气圈的存在。(× )

3．水圈是个规则的圈层。(× )

4．生物圈的核心部分在地面以上 200米、水面以下 100米。(× )

【导思——析问题提能力】

探究一：地球的内部圈层

地球的中心点位于我们脚下 6 000多千米深处，相比之下，人类迄今钻探的最深记录 12.3千米(俄罗斯的科

拉钻井)显得微不足道。到目前为止，关于地球内部的知识，主要来自对地震波的研究。

1．地震波分为哪几类？其传播速度有何特点？

答案 地震波分为纵波和横波。在不同介质中地震波传播速度不同，其中，纵波的传播速度较快，可通过固体、

液体和气体物质传播；横波的传播速度较慢，只能通过固体物质传播。

2．划分地球内部圈层的两个界面的深度分别约是多少千米？在界面附近，地震波的波速有何变化？

答案 如下表：

界面 地下深度(千米) 波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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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霍面 17(平均) 该界面以下，纵波、横波的传播速度都明显增加

古登堡面 2 900 在这里，纵波速度突然下降，横波完全消失

3.地球内部可分为哪几个圈层？它们分别是哪种物质形态？

答案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幔和地核三个圈层。地核又分成外核和内核。地壳、地幔、内核为固态，外

核是液态。

4．地壳和岩石圈有何区别？

答案 地壳是岩石圈的一部分，是组成地球内部圈层最外面的一个圈层。岩石圈则包括软流层以上的地幔顶部

和地壳的全部。

学法指导：地球的内部圈层

圈层名称 分界面 特征

地壳

莫霍面

古登

堡面

①由岩石组成的坚硬外壳；

②是一个连续圈层，平均厚度约为 17千米；

③地壳厚薄不一，大洋部分较薄，一般为 5～10千米；

大陆部分较厚，平均厚度约 33千米，高大山脉处更厚

地

幔

上

地

幔

上地幔顶部
①厚度约 2 800千米；

②在地幔上部存在一个由塑性物质组成的软流层，该软

流层一般被认为是岩浆的主要发源地

软流层

上地幔下部

下地幔

地

核

外核 ①厚度约 3 400千米；

②地核的温度很高，压力和密度很大；

③内核为固态，外核为液态
内核

拓展延伸：地球外部圈层的特点与作用

圈层 概念 特点与作用

大气圈 环绕地球外部的气体圈层

(1)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

(2)地球生命的保护伞：①避免了大多数流星体对地球

的撞击；②削弱了紫外线对地球生物的影响，从而保

护地球上的生命

水圈
由地球表层各种水体组成

的连续但不规则的圈层

地球表面覆盖着大量的液态水，使地球成为“蓝色星

球”，这是地球与太阳系中其他行星的主要区别之一

生物圈
地球表层生物及其生存环

境的总称

①占据大气圈的底部、水圈的全部和岩石圈的上部。

核心部分是地面以上 100米到水面以下 200米；②地

球特有的圈层，也是非常活跃的圈层

【导练——解例题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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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岩石圈部分构造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所示的地球外部圈层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形成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________环境。

(2)①②两层构成地壳，________部分地壳比较厚，________部分地壳比较薄。

(3)④是________面，大约在地下平均________km 处(指大陆部分)。

(4)③是________，其物质状态是________态；①②③密度由小到大排序为________。

答案 (1)大气圈 生物圈 水圈 自然

(2)大陆 大洋

(3)莫霍 33

(4)地幔 固 ①＜②＜③

2．科学家们都说“上天容易入地难”。人类可以借助天文望远镜观测成百上千光年外的浩瀚太空，但观测地下

却比观测太空要难得多。目前人类对地表以下仅十几千米深处的情况还一头雾水。虽然人类对地球内部的探索

现在还处于科学设想阶段，但是目前人类可以通过地震波在地球内部的传播特征间接了解地球内部构造和物理

状况。

结合材料探究：

(1)当地震发生时，陆地上的人们总是先感到上下颠簸，然后是左右摇晃，为什么？轮船上船员的感觉与陆地上

是否一样？

(2)在陆地地下约 33千米处，纵波和横波传播速度如何变化？

(3)在陆地地下 2 900千米处，纵波和横波传播速度有何变化？这种变化说明地幔和外核的物质组成有何差异？

答案 (1)地震波有纵波和横波之分，而横波传播速度较慢，所以地震发生后纵波先到达地面，陆地上的人们先

感觉到上下颠簸，然后横波到达地面，人们后感觉到左右摇晃。 不一样。纵波传播速度快，可通过固、液、

气三态物质，横波只能通过固态物质，所以轮船上的人们只能感觉到由纵波引起的上下颠簸。

(2)纵波和横波速度突然增加。

(3)纵波速度突然降低，横波消失。说明地幔是固态，外核是液态。

【导悟——拓思维建体系】

【课后检测】

(2020·北京东城区期末)读“地球内部圈层局部示意图”，完成 1～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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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中正确表示岩石圈的序号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2．下列关于图中①②③之间的关系，表示正确的是( )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 1.C 2.D

解析 第 1 题，岩石圈包括地壳和软流层以上的上地幔顶部。根据图示，①为地壳，②为地幔，③为岩石圈。

第 2题，题图中①和②没有交集，②和③有交集，③包括①，故 D项符合。

读“黄果树瀑布景观图”，回答 3～5题。

3．构成该景观的主体要素属于的圈层是( )

A．生物圈 B．水圈 C．岩石圈 D．大气圈

4．在景观图中，代表自然地理系统中最活跃圈层的要素是( )

A．瀑布 B．岩石

C．树木花草 D．大气

5．该景观的形成过程，充分说明了( )

A．图中各圈层都是连续而不规则的，且都相互联系

B．图中的各圈层之间存在着物质迁移和能量转化

C．图中的各圈层是独立发展变化的

D．图中各圈层内部物质运动的能量都来自太阳辐射能

答案 3.B 4.C 5.B

解析 第 3题，景观图中涉及的圈层有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大气圈；该景观的主体要素是瀑布，属于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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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题，生物圈是最活跃的圈层。第 5题，该瀑布的形成说明地球圈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它们之

间存在着物质迁移和能量转化。

读“地球四个圈层构成示意图”，回答 6～7题。

6．图中所示 A、B、C分别为( )

A．水圈、生物圈、岩石圈 B．生物圈、岩石圈、水圈

C．岩石圈、水圈、生物圈 D．生物圈、水圈、岩石圈

7．下列对 A圈层的说法，正确的一组是( )

①是有机圈层 ②是厚度最小的圈层 ③是质量最大的圈层 ④是由生物组成的圈层 ⑤它占据大气圈的底

部、水圈的全部、岩石圈的上部

A．①⑤ B．③④ C．④⑤ D．①②

答案 6.D 7.A

解析 第 6题，从图中可以看出，C位于最底层，是岩石圈，而位于岩石圈与大气圈中间的是水圈(B)，生物圈

是分布最广、覆盖面最广的圈层，跨越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故 A、B、C代表的圈层分别是生物圈、水圈、

岩石圈，选 D。第 7题，生物圈是指地球表层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总称，是有机圈层，厚度并不是最小的，质

量最大的圈层是岩石圈，生物圈不仅仅由生物组成，还包括其他物质，其占据着大气圈的底部、水圈的全部、

岩石圈的上部，故选 A。

地震波测量是人们了解地震的重要手段。图甲为“地震波典型时距曲线(时距曲线表示地震时纵波和横波到

达不同地震台站所需的时间)图”。某次地震时，M、N、Q地震台站测得不同的震中距，并以此为半径作成三

个大小不同的圆(如图乙)。读图，回答 9～11题。

9．能穿过地核的波是( )

A．W1 B．W2

C．W1和W2皆可 D．两者皆无法通过

10．若M地震台站测得纵波、横波时距差为 6分钟，则M地震台站测得的震中距最接近( )



仪征中学高一地理导学案

7

A．3 000 km B．3 500 km

C．4 000 km D．4 500 km

11．依据M、N、Q地震台站测得的震中距判断，此次地震震中位于( )

A．① B．②

C．③ D．④

答案 9.B 10.D 11.B

解析 第 9题，据题中信息可知，W2的传播速度比W1的传播速度快，故W2为纵波，W1为横波。地核分为外

核和内核，外核为液态。横波不能通过液体物质，所以横波不能穿过地核；纵波可以通过固体、液体和气体物

质，故W2能穿过地核。第 10题，纵波、横波时距差为 6分钟，即图中W1、W2两线时差为 6分钟时，M地震

台站测得的震中距大致出现在

4 500 km 处。第 11题，M、N、Q三地以震中距为半径作成三个大小不同的圆，根据图乙可判断地震的震中应

位于三圆相交的②处。

读“我国大陆局部地区地壳等厚度线分布图”，回答 12～14题。

12．图示地区的地壳厚度总体上( )

A．由西向东逐渐增厚 B．由北向南逐渐增厚

C．由东向西逐渐增厚 D．由南向北逐渐增厚

13．图中M和 N所处的地形区分别是( )

A．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 B．青藏高原、四川盆地

C．黄土高原、汾河谷地 D．四川盆地、大别山区

14．若绘制地壳厚度剖面图，0千米应位于( )

A．海平面 B．岩石圈底部

C．莫霍面 D．软流层中部

答案 12.C 13.D 14.C

解析 第 12题，根据图中等值线的数值可知，地壳厚度总体上是由东向西逐渐增厚。第 13题，读图可知，M、

N处等值线闭合，结合等值线的数值变化与选项可判断，M处地壳厚度小于 42千米，比周围地区地壳薄，为四

川盆地；N处地壳厚度大于 38千米，比周围地区地壳厚，为大别山区。第 14题，划分地球内部圈层的界面分

别是莫霍面和古登堡面。地壳为莫霍面以上的部分，所以要绘制地壳厚度剖面图，0千米应位于莫霍面。

(2020·黑龙江省大庆实验中学月考)2017年 8 月 8日，在我国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0级地震，震源深



仪征中学高一地理导学案

8

度 20千米。据此完成 15～16题。

15．此次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地震的震源位于( )

A．地壳 B．上地幔 C．下地幔 D．地核

16．地震发生以后，建筑物并不会马上倒塌，一般都要间隔约 12秒，这就是地震救援领域所说的“黄金 12秒”，

在这 12秒中人们可以决定是躲是逃。根据所学知识推断“黄金 12秒”确定的依据是( )

A．横波和纵波的传播速度差异

B．人体对紧急事件的生理反应能力

C．横波和纵波的传播介质差异

D．建筑物的抗震系数

答案 15.A 16.A

解析 第 15题，地壳平均厚度约为 17千米，其中大陆地壳厚度较大，平均为 33千米。根据材料震源深度为 20

千米，说明此次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地震的震源位于地壳。第 16题，地震波中横波表现为左右摇晃，纵波表现

为上下颠簸，一般认为横波的水平晃动力是造成建筑物破坏和人员大量伤亡的主要原因。由于横波和纵波的传

播速度存在差异，纵波快，横波慢，故地震发生时，居民先感觉到上下颠簸，后感觉到左右摇晃，且地震发生

以后，建筑物并不会马上倒塌，一般都要间隔约 12秒，即“黄金 12秒”。

下图是“地球圈层间的物质交换示意图”，图中序号①②③④代表四大圈层。读图，回答 17～18题。

17．图中序号①②③④依次是( )

A．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

B．岩石圈、大气圈、生物圈、水圈

C．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大气圈

D．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大气圈

18．“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反映了________圈层之间的关系( )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答案 17.C 18.B

解析 第 17题，地球的各个圈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图中箭头指向，可知

图中①②③④依次代表的是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大气圈。第 18题，“落红”(植物)属于生物圈(③)，“春泥”(土

壤)属于岩石圈(②)。

解析 第 1题，由图可知，横波在到达地下约 2 900千米处时就消失了，纵波的传播速度也会突然降低；①和②

之间是莫霍面；上地幔上部的软流层是岩浆的主要发源地。第 2 题，纵波传播速度快于横波，且横波只在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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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中传播，故地面上的人、附近的飞鸟和池塘里的鱼都能感到的是纵波。

读“地震波波速与地球内部构造图”，回答 1～2题。

1．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纵波和横波波速都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大

B．①和②之间是古登堡面

C．在深约 2 900千米处横波突然消失

D．地核是岩浆的主要发源地

2．某地地下 30千米处发生地震，这时地面上的人、附近不远处的飞鸟和池塘里的鱼，都会感到( )

A．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摇摆

B．先左右摇摆，后上下颠簸

C．P波，上下颠簸

D．S波，左右摇摆

答案 1.C 2.C

2018年 1月 10 日，俄罗斯堪察加半岛舍维留奇火山喷发，灰柱高达 11 000米，可能对国际航班和低空飞

机构成威胁。据此回答 3～4题。

3．火山喷出的岩浆来自( )

A．地表 B．地壳上部

C．地壳下部 D．地幔

4．这些蔓延的火山灰物质在地球圈层中迁移的顺序是( )

A．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

B．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

C．水圈、生物圈→大气圈→岩石圈

D．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大气圈

答案 3.D 4.A

解析 第 3题，岩浆来源于上地幔的软流层。第 4题，该题是说火山灰在地球圈层中迁移的顺序，而不是从火

山灰的来源开始，当火山喷发后，产生的火山灰漂浮在大气圈中，慢慢地沉降下来，进入到水圈、生物圈，最

终沉积到岩石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