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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学业水平监测

高一地理

第 I卷 选择题（共 50 分）

本卷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计 5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

题意，多

选则该小题不得分。

2016 年 11 月 14 日晚我国多地上演“超级月亮”，“超级月亮”的视觉印象会比平时大

14%，并

且“提亮”3 成。读图完成 1—2 题。

1．“超级月亮”属于

A．星云 B．恒星

C．行星 D．卫星

2．月球表面昼夜温度变化比地球表面剧烈，主要原因是

A．月球上不存在水 B．月球表面几乎不存在大气

C．月球表面是裸岩，比热容大 D．月球距太阳比较近

第 31 届夏季奥运会于 2016 年 8 月 5 日~ 21 日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约 23。S）举行。

下图示

意“二分二至日”时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位置。读图回答 3—4 题。

3．本次奥运会期间，地球位于公转轨道上的

A．①②区间 B．②③区间 C．③④区间 D．④①区间

4．本次奥运会期间，蚌埠

A．正午旗杆影长逐渐变长 B．淮河正处枯水期

C．昼短夜长，昼渐长 D．日出在 6 点以后

2016 年 9 月 11 日 3 时 31 分，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实现自

动交会

对接，航天员进驻天宫二号，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下题。

5．最有可能干扰航天器与地面指挥系统通信联系的是

A．太阳辐射 B．太阳活动 C．云雾 D．地球自转

读“气压带风带分布示意图”和“某五地的气温和降水资料”，完成 6~8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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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常年受 G 风带影响形成的气候类型是

A．① B．② C．③ D．④

7．②地温和多雨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A．高温多雨 B．台风频发 C．易受寒潮侵袭 D．盛行东南季风

8．仅分布在大陆东岸的气候类型是

A．①和② B．②和④ C．③和⑤ D．①和⑤

下图为北半球和全球平均气温距平（相对于 1971~2000 年平均值）变化图。完成第 9—10
题。

9．北半球气温上升幅度最大的时段是

A．1900 - 1910 年 B．1910 - 1940 年 C．1940 - 1975 年 D．1975 - 2010 年

10．北半球气温变化显著大于全球，主要是因为北半球

A．陆地面积比例较大 B．海拔较低

C．森林覆盖面积较大 D．纬度较高

2011 年 9 月 17 日，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埃尔瓦河上的高约 33 米、已

有百

年历史的埃尔瓦大坝被拆除。大坝废除后，鲑鱼得以洄游至艾尔瓦河产卵。结合“水循环示

意图”

完成 11~1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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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类在河流上修建大坝，影响了水循环的主要环节是

A．B 环节 B．C 环节 C．D 环节 D．E环节

12.华盛顿州埃尔瓦大坝被拆除的主要原因是

A．重建新坝 B．恢复生态 C．发展经济 D．改用新能源

读大西洋局部海域洋流分布图，完成 13—14 题。

13.图中洋流

A．①为寒流，③为暖流

B．①洋流水温高于③

C．②为墨西哥湾暖流

D．⑤主要受盛行西风影响形成

14.图中洋流对地理环境影响的叙述，可能的是

A．①使沿岸地区的气温降低

B．③④交汇处形成著名渔场

C．②④促进高低纬热量交换

D．④使荒漠延伸至大陆东岸

下图为我国北方 4 月某日等压线分布图（单位：hPa）。读图，回答 15—16 题。

15．丁地的风向可能是

A．东北风 B．西北风 C．东南风 D．西南风

16.图中

A．此季节我国北方容易产生沙尘天气 B．丁地风力小于乙地

C．丙天气系统控制下多阴雨天气 D．甲地气温高于乙地

读云南路南石林喀斯特地貌和黄土高原地表形态景观图，完成 17~18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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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路南石林岩石类型属于

A．侵入型岩浆岩 B．喷出型岩浆岩 C．变质岩 D．沉积岩

18．塑造上图两地不同地表形态的地质作用

A．路南石林是冰川侵蚀 B．均是流水侵蚀

C．均是风化作用 D．黄土高原地表形态是风力侵蚀

读“南美洲西部某沿海地区地质地貌示意图”，图中①②分别示意两种地质构造，甲乙分别

示

意两种地貌。回答 19~ 20 题。

19．图中地质地貌

A．甲地貌只形成在湿润地区 B．乙地貌的形成主要是流水堆积作用

C．①地质构造为背斜 D．②地质构造比①先形成

20.该区域

A．夏季降水较多 B．湖泊减少了区域水循环总量

C．②处为断层，地质构造不稳定 D．湖泊对甲地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节能减排的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是可持续发展走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图表示碳物质

在地球各圈层中的循环过程。据此完成 21~22 题。

21.低碳经济的本质是要限制碳物质向哪个圈层的流动

A．生物圈 B．岩石圈 C．水圈 D．大气圈

22.图中各环节

A．①一②一③反映碳在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循环的过程

B．②环节为光合作用，说明地理要素相互作用产生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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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控制④环节的人类活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D．⑤环节循环速度如果加快，可以减缓碳排放的速度

读南美洲自然带分布图，完成 23—25 题。

23．②地自然带类型是

A．热带雨林带 B．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 C．荒漠带 D．热带草原带

24.促使⑥自然带南北狭长延伸的因素是

A．海拔 B．热量 C．洋流 D．季风

25.自然带⑥一⑤一④的更替体现了

A．由赤道向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 B．由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C．山地垂直地域分异规律 D．非地带性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50 分）

26.（11 分）读图一“太阳光照图（阴影部分代表黑夜）”和图二“太阳直射点回归运动图”，

回答

下列问题。

(1)图一是从____（北极／南极）上空俯视地球，AB 为 （晨线／昏线）（2 分）。

(2)图一中太阳直射点位于图二中的____位置。此时为北半球的____（节气），北京正午太阳

高度达到一年中____ （最大／小值）。（3 分）

(3)图一中，甲比乙____（先／后）看到日出。正午太阳高度甲地 （大于／等于／小于）

乙地，此时，A 地地方时为____时，昼长为____小时(4 分)
(4)图二中，太阳直射点由 d 向 a 运动时，蚌埠昼夜长短状况及其变化是____ ___ _（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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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3 分）读“大气受热过程”和“我国某地阴天和晴天时气温日变化示意图”，完成下列

各题。

(1)写出左图中数字代表的含义：

③____ ；④_ ___ ；⑤_ ___ ；其中，近地面大气的主要热量来

源于

___ _（填数字），起到保温作用的是____（填数字）。（5 分）

(2)右图 A、B 两条曲线中，表示阴天气温日变化的是 ，因为阴天昼夜温

差

___ _（大／小），结合大气受热过程原理解释原因：

___ _（6 分）

(3)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反映的气温变化规律是____
___ _，体现了自然地理环境的________ 地域分异

规律。（2 分）

28．（12 分）“垃圾洲”是由大量塑料物品和碎屑物组成的漂浮物聚集区域，这些塑料制品

不能

生物降解（其平均寿命超过 500 年），它们只能分解成越来越小的碎块，表面上看似动物

的

食物。读北太平洋“垃圾洲”分布示意图（图中箭头表示洋流），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所示固体漂浮物可能来自( )（单项选择）（2 分）

①海底上泛 ②河流输入 ③海洋运输 ④大气沉降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2)促使垃圾在太平洋上聚集，形成“垃圾洲”的洋流可能有( )（多选）（2 分）

A．本格拉寒流 B．墨西哥湾暖流 C．日本暖流 D．北太平洋暖流

E．拉布拉多寒流

(3) 2011 年日本发生大地震，震中位于图中甲地，附近海域产生大量的固体漂浮物，这些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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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物在洋流作用下主要漂向____（填方向）（2 分）

(4)“垃圾洲”给海洋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可能是( )（单项选择）（2 分）

A．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加剧全球气候变暖

B．增加海洋气象灾害发生频率

C．影响洋流流向，不利于渔场的形成。

D．海洋动物吞食塑料垃圾，危害其健康甚至生命。

(5)北海道渔场受洋流____ 和____交汇形成。（填字母）（4 分）

29.（14 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图一：长白山天池（左图）；天池周边发现多气孔构造、重量轻，可以浮于水面的“浮石”

（右图）。

图二：岩石圈物质循环示意图。

(1)图一中长白山天池周边的“浮石”与图二中的岩石类型一致的是( )（2 分）

A．a B．b C．c D．d
(2)图二中代表变质作用的箭头是( )（2 分）

A，① B．② C．③ D．④

(3)甲处的地貌类型是____，地质构造是____，其形成原因是： ___ _（6 分）

(4)乙处的地质构造是____ 。（2 分）

(5)a、b、c、d四类岩石中可能存在化石是 。（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