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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学年度上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一 地理试卷

考试时间：60 分钟 试题满分：100 分

说明：1.本试卷分第 I卷（选择题）和第 II 卷（非选择题）两部分,共 100 分。

2.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第 I 卷（选择题，共 80 分）

本卷共 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8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

合题目要求的。

1.读右图,关于经线和纬线的叙述正确的是

A．所有经线都与本初子午线平行

B．纬度越低，纬线越长

C．经线和纬线都长度相等

D．纬线指示南北方向

2.下列关于天体和天体系统叙述正确的是

A．太阳系中八大行星的自转方向都是自西向东

B．如果地球上没有大气，流星现象将会更多

C. 小行星带位于木星和土星之间

D．太阳因其质量大而成为太阳系的中心天体

3．关于总星系的叙述，正确的是

A．是宇宙的全部 B.是目前人类能够观测到的宇宙部分

C．中心天体是太阳 D.不包含地球的天体系统

4．地球成为太阳系中有生物的特殊行星，是因为

①地球所处的光照条件稳定 ②八大行星运动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③日地距离适中，温度适宜 ④体积、质量适中，存在大气层

A．①② B.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5.太阳辐射能量巨大，其来源于

A.太阳外部核聚变反应 B.太阳内部核聚变反应

C.太阳内部核裂变反应 D.太阳表面核裂变反应

6.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表现有

①扰乱地球上空的电离层，使地面的无线电短波通讯受到影响，甚至中断

②使地球磁场受到扰动，从而产生“磁暴”现象

③世界许多地区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与黑子的 11 年周期有一定的相关性

④使地球各地的夜空产生极光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7.太阳是一个炽热的气体球，其主要成分是

A.氧、氢 B.氢、氦 C.氧、氦 D.氢、氖

8．关于日界线的叙述，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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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日界线的东侧是东十二区，西侧是西十二区 B．东侧是东经度，西侧是西经度

C．从西向东穿越日界线需要减去一天

D．从东向西穿越日界线需要减去一天

9.1989年 3月，广播等短波通讯15次部分中断，24次全部中断，引起的原因可能是

A.太阳辐射 B.天气变化 C.太阳活动 D.人为干扰

10、太阳活动最激烈的显示是

A.耀斑 B.黑子 C.太阳风 D.带电粒子流

11.以下资源不属于宇宙太空中资源的是

A.矿产资源 B. 空间资源 C. 气候资源 D.太阳能资源

12.2008 年 9 月，我国“神舟七号”的航天员出舱活动成功。有关人类探索宇宙的说法错．

误．的是

A.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已进入到空间开发利用阶段

B.探索宇宙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和利用宇宙资源

C.人类太空活动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是高真空、弱辐射、失重

D.会产生太空垃圾

13.太阳活动强弱的标志是

①黑子的多少和大小 ②电离层的扰动 ③耀斑的爆发 ④气候异常

A. ①③ B. ②④ C. ①② D. ③④

14.地球自转运动和公转运动的相同点是

A.运动的线速度相同 B.运动的方向相同 C.运动的轨道相同 D.运动的周期相同

15.发射到宇宙中的同步卫星应与

A.地球自转的线速度相同 B.地球自转的角速度相同

C.地球公转的线速度相同 D.地球公转的角速度相同

16.下列与地球自转运动有关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A.地球上所有作水平运动的物体的运动方向都发生偏转

B.地球上任何地点每 24 小时昼夜都更替一次

C.地球自转一周 360°，所需时间为一个太阳日

D.受地转偏向力影响，长江自西向东流的河段，南岸受河水冲刷作用较强

17.太阳高度年变化的根本原因是

A.黄赤交角的存在 B.地球自转的结果 C.太阳是一颗恒星 D.地转偏向力的影响

18.地球上形成四季的根本原因是

A.地球自转的结果 B.地球公转轨道不是正圆形

C.地轴与公转轨道面成 66°34′的夹角 D.太阳对地球的巨大引力造成的

19.以下天体系统中不包括地球的是

A.太阳系 B.河外星系

C.总星系 D.地月系

20.当北京时间为 10 月 1 日 10 时，美国西部（西 8 区）时间为

A.10 月 1 日 18 时 B.10 月 1 日 21 时

C.9 月 30 日 18 时 D.9 月 30 日 2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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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正午时，地球上的物体影子只朝南不朝北的地区是(不考虑极昼、极夜等特殊情况)

A.南回归线以南地区（除南极点） B.北极圈以北地区

C.北回归线以北地区（除北极点） D.南极圈以北地区

22.当 23°26′N 的昼夜等长时，正值

A.北极圈内有极昼现象 B.太阳直射在 23°26′N

C.春分日即将到来 D.春分或秋分日

23.晨昏线与经线圈的关系是

A.每天都重合 B.二分日重合 C.二至日重合 D.二分日相交

24.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国四川汶川县发生里氏 8.0 级地震。此天，太阳直射点所在半球

及其移动方向是

A.在北半球并向南移动 B.在北半球并向北移动

C.在南半球并向南移动 D.在南半球并向北移动

25.下列地区，最适合用太阳灶做饭的地区是

A.低纬度、太阳高度角大的海南岛 B.位于四川盆地的重庆

C.海拔高、空气稀薄、光照强的青藏高原 D.东北地区

26.我国统一采用的北京时间是

A.北京所在的经线的地方时 B.东经 120°经线的地方时

C.北京所在东八区的地方时 D.国际标准时

27.对于我国来说，下列节日白昼最长的是

A.春节 B.儿童节 C.元旦 D.国庆

28.读下面四幅图，日期可能相同的两幅是

A.①④ B.②③ C.①② D.②④

29.下列地理现象中由地球公转而产生的是

A.昼夜更替 B.昼夜产生 C.经度不同，地方时不同 D.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

30.南北半球分别有从西向东水平运动的物体，它们的运动方向

A.都向北偏 B.都向南偏 C.都向高纬度偏 D.都向低纬度偏

31．有关地球自转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地球自转是指地球围绕地心的运动 B．地球自转围绕的中心是地轴

C．地球自转是地球运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D．假想地轴的空间位置基本上是稳定的，北端始终指向北极星附近

32．地球自转产生的地理现象有

A．昼夜 B．昼夜交替 C．昼夜长短的变化 D．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

33．地球自转的真正周期是

A．24 小时 B．一个恒星日 C．一个太阳日 D．一个恒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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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北京和广州两地的自转角速度和线速度相比较，正确的叙述是

A．两地的角速度和线速度都相同 B．两地的角速度和线速度都不相同

C．角速度相同，线速度广州大于北京 D．角速度不相同，线速度相同

35．下图中正确表示地球自转方向的是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36．有关黄赤交角的叙述，正确的是

A．地轴与公转轨道的夹角 B．度数永远不变

C．地轴与自转轨道的夹角 D．自转轨道面与公转轨道面的交角

37．5 月 1 日，关于沈阳市的说法正确的是

A．昼长夜短 B．正午太阳高度达到年中最大值

C．昼变短夜变长 D．正午太阳高度角开始变小

38．地球上昼夜长短变化幅度最大的地区是

A．高纬地区 B．温带地区 C．低纬地区 D．回归线附近地区

39．美国西部时间是

A．西八区 B．西三区 C．西五区 D．西一区

40．地球公转的周期是

A．365 日 6 时 9分 B．24 时 C．一个恒星年 D．23 时 56 分

第 II 卷（非选择题，共 20 分）

41．读图（阴影部分表示黑夜），回答下列问题：（每空 4 分，共 20 分）

（1）此图所示日期可能是几月几号。

（2）此时太阳直射点的地理坐标是________。

（3）此时地球上除日界线两侧日期不同外，还有一条经线的东

西两侧日期也不相同，这条经线是________。

（4）图所示当天地球北极圈上日落的地方时是________时。

（5）从昼夜半球看，图中 NAS 叫________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