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大规模的海水运动 

学习目标
1.阅读教材或资料，读 世界洋流图概述影响洋流的因素，说出洋流的分
布规律及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2.读北印度洋季风环流图说明冬、夏季环流的形成过程。
3.通过对海水等温线、不同区域洋流图的判读，归纳寒暖流的判读技巧。
4 .运用相关资料总结寒流对沿岸的影响及海雾的分布与洋流的关系。

课标：运用地图，归纳世界洋流分布规律，说明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考情：以区域图、模式图或海洋航海事件为切入点考查洋流的形成与分布及对
地理环境的影响，其中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是考查的重要方向，以选择题为主。

学情：本节内容学生在高一上期学过，高二下期学习世界地理时进行了复习和运用，
大多数学生对本节内容具备了一定知识储备，并具有一定的区域地理知识和读图分析
能力，但对小区域洋流分布的判读及综合运用能力上仍需提高。



结合资料阅读教材回答以下问题：
1、说出洋流的概念及性质分类
2、指出下图中A、E洋流的成因并概述影响洋流的因素。
3、结合下图简述洋流的运动规律。

考点一  洋流的分布
知识回顾



知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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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训练

      [2014·安徽卷] 欧洲鳗孵化于马尾藻海，幼体随着洋流到达欧洲西部沿海，
然后进入河流生活，成年后回到马尾藻海，产卵后死亡。读图完成下题。

1．欧洲鳗从马尾藻海西南部迁往欧洲，首先借助的洋流属于(　　)
   ①以副热带为中心的大洋环流　②以副极地为中心的大洋环流
   ③寒流　④暖流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说明：本题对应目标1，主
要考查洋流的分布。难度中
等偏易，学生借助学习的基
础知识即可解决。目的是让
学生学以致用。

B 



右图是“以极点为中心的半球俯视图”，箭头表示洋流的分布位置及流向。读

图回答2～4题。

2．图中③、④所在的大洋环流位于　

     A．北半球中高纬，呈逆时针方向流动

     B．南半球中低纬，呈逆时针方向流动

    C．北半球中低纬，呈顺时针方向流动

    D．南半球中低纬，呈顺时针方向流动

变式训练

B 

说明：本题仍对应目标1，仍主要考查洋流
的分布，但采用极地投影图作为背景材料。

规律总结
南半球的判定：利用西风漂流为顺时针方向即可判定；或依
据图中仅有以副热带为中心的大洋环流也可判定。



问题探究
1、暖流的水温一定高于寒流吗？

不一定。相对温度；同纬度比较；不同纬度，高纬海域暖流有
可能水温低于低纬的寒流现象。

1寒高较较现寒纬的。海域流寒现寒纬，相。流 。海水。。有。，纬水相。海水现相高一；。，温的。相的；。流，；海水温有的，流，。流的于寒流。



下图中①、②分别表示不同季节洋流的流向，读图回答：

1、关于图中洋流的叙述正确的是：
 A.洋流②反映出该海域冬季洋流流向
 B.洋流③④的性质都是寒流
 C.洋流③为受东南信风影响形成的洋流
 D.洋流④使沿岸地区形成了温带荒漠

变式训练

（2）当图中西北部海域洋流流向为①所示时，下列叙
述正确的是：
A．开普敦正值温和多雨的季节
B.郑州的气候特点是寒冷干燥
C.索马里海域形成索马里寒流
D.南美大陆等温线向低纬凸出

C 

B 

说明：此题选择印度洋部分区域作为切入点，对洋
流的相关知识进行考查，第2题具有综合性。

方法技巧
该题根据题中洋流流向为①即可判定为北半球的冬季，结合
郑州的气候特点即可选出；也可运用归类选择法A、C两个
选项均为北半球夏季，南美大陆跨南北半球，根据等温线的
判读规律“一陆南”知改选项错误。



读某大洋某季节局部洋流分布示意图。回答(1)～(2)题。 
1、图示洋流环流系统最有可能出现的月份是     (　　) 
    A.4月      B.7月      C.11月        D.1月 
2、甲海区洋流向东流的主要动力是      (　　) 
    A.东北信风   B.东北季风    C.西南季风    D.东南信风 

跟踪训练

B 
C 

说明：本题对应目标1，主
要考查北印度洋季风环流
的分布。学生借助所学的
问题探究即可解决。



问题探究
3、寒暖流如何判定？

凸向即流向(1)根据海水等温线的弯曲

副热带海区大陆东西岸洋流的分布通常
为：冬暖西寒，南北相同。

(2)根据洋流的位置

判断左图中B海域、右图中①②两洋流的性质。



(2013·江苏卷)图1是非洲马达加斯加岛示意图。图2是海洋表层海水温度与洋

流关系示意图，图中a、b、c为等温线，a>b>c，箭头表示洋流流向。读图回答

(1)～(2)题。

(1)图1甲处的洋流与图2中①、②、③、④所示的洋流相符合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跟踪训练

D 



变式训练

下图中a、b线为等值线，读图回答(1)～(2)题。

1.若图中a为等温线，则a处洋流为(　　)
A．暖流，向北流  B．寒流，向南流
C．北半球暖流  D．南半球寒流

D 

规律总结
1.海水等温线的凸向即为洋流流向。
2、副热带海区大陆东岸为暖流、西岸为寒流。



考点二 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结合资料阅读教材回答以下问题：
1、结合下图简述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2、指出下图中四大渔场的位置并分析其成因。

知识回顾



知识梳理
根据学生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对本考点基础知识进行梳理并板书。



跟踪训练
读“某区域洋流分布图”，回答3～4题。
 

1．关于图中各洋流及其影响的叙述，正确的是(　　)
A．①④洋流交汇处形成了北海渔场
B．②洋流形成的主要动力是盛行风
C．③洋流对沿岸气候有降温减湿作用
D．①③洋流的性质相同

D 



读非洲某区域图，回答下题。 

3.M处为世界重要的渔场，其成因 (　　) 
  A.位于温带海区       B.寒暖流交汇    
  C.上升流的影响       D.河流的注入

变式训练
 2.E处为纳米布沙漠，它沿非洲西南

大西洋海岸延伸2100千米，该沙漠最宽
处达160千米，而最窄处只有10千米，
其沿海岸线延伸受到    (　　) 
A.暖流影响 B.海陆分布影响  
C.大气环流影响  D.寒流影响 

D

 c 



问题探究
1、分析寒流经过的地区对沿岸的影响。

因寒流海水温度较低，空气稳定，不易形成上升气

流，故不易出现降水，往往形成荒漠景观；

在中低纬地区的夏季附近海域水温较高，水汽含量

大，寒流经过降温作用强，易使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常会

出现海雾。



问题探究

2、指出海雾的分布与洋流的关系。

海雾多分布在
寒暖流交汇处：
寒流流经的中低纬度的夏季；
暖流流经的中高纬度的冬季。



(2013·新课标全国卷Ⅱ)雾是近地面大气层中出现大量微小水滴而形成的一

种天气现象。当暖湿空气经过寒冷的下垫面时，就易形成雾。下图中，S市附近

海域夏季多雾，并影响S市。据此完成下题。

4.S市附近海域夏季多雾的主要原因是

A．沿岸暖流提供了充足的暖湿空气

B．半岛东侧海湾海水温度较低

C．海陆间气温差异较大

D．沿岸寒流的降温作用较强

跟踪训练

D 



变式训练

下图中a、b线为等值线，读图回答下题。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