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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理科期末反向考试地理试题

一、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40 分）

1、我国西北地区的荒漠化日趋严重，其关键是缺水，为解决水资源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是（ ）

A、启动“南水北调”西线方案，再从黄河引水到甘肃和新疆

B、利用科技手段，增加山岳冰川融水量，使塔里木河水量增加

C、限制畜牧业发展，使草场得到生息和恢复

D、发展节水灌溉和绿洲农业，采取休耕制，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保护生态环境

2、沙坡头流沙治理的主要措施是（ ）

A、飞播种草 B、钻孔深栽

C、设置草方格沙障 D、引水灌溉

3、据测算，1公顷阔叶林每天能吸收二氧化碳 1000 千克，放出氧气 730 千克，这说明森林具有以下哪

种作用（ ）

A、涵养水源的作用 B、减弱噪声的作用

C、净化空气的作用 D、防风固沙的作用

4、世界现有原始森林主要分布的地区是（ ）

A、非洲、南美洲、北美洲、俄罗斯 B、非洲、大洋洲

C、我国的大小兴安岭 D、世界各地的每一处地方

5、雨林生态脆弱的表现不包括（ ）

A、雨林土壤一般很贫瘠，养分容易遭受淋洗而很快丧失

B、雨林生长所需的养分几乎全部储存在地上的植物体内

C、热带雨林光合作用强烈、生物循环旺盛、生物生长迅速

D、热带雨林地区，水热资源优越，植被破坏后，很快可以恢复

6、防治荒漠化的核心是（ ）

A、预防潜在荒漠化的威胁

B、扭转正在发展中的荒漠化土地的退化

C、恢复荒漠化土地的生产力

D、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7、关于亚马孙雨林的开发与保护，叙述正确的是（ ）

A、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热带雨林保护的意义，所以对热带雨林的破坏不应再负任何责任

B、亚马孙雨林的保护只对这一地区的国家有利

C、亚马孙雨林的开发和保护是一对矛盾，不可调和

D、保护亚马孙雨林不仅是当地国家和人民的义务，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对此负责，尤其是发达

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8、山西做为能源基地可以为全国提供（ ）

①焦炭和煤焦油 ②煤炭和电力 ③天然气和铝材 ④煤层气和燃料气

A、①②③④ B、②④ C、③④ D、①②

9、下列关于山西能源基地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山西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基地和最大的火电基地

B、目前山西所产原煤大多就地转化为火电输出

C、制约山西火电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水源因素

D、目前山西煤炭主要输往东南沿海、华北和西北地区

10、万家寨引水工程是（ ）

A、目前山西省乃至 黄土高原各省的最大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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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具有输水、航运、防洪、发电等多项综合效益

C、建成后可缓解太原、大同、晋城等城市缺水局面

D、主要是引黄河水入晋北、晋中地区

11、下列关于能源开发对山西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治理措施的叙述，正确的是（ ）

①开采露天矿要剥离表土，易造成水土流失

②井矿巷道建设基本上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③对工矿废弃地的复垦不利于矿区生态环境的保护

④可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来保护矿区的生态环境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12、关于田纳西河在美国内河航运体系中的地位，叙述正确的是（ ）

A、田纳西河水系发达，支流众多，大部分可通航，是美国通航里程最长的河流

B、田纳西河全程可通航

C、目前田纳西河经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可与五大湖相通

D、每年田纳西河通航效益比陆路节省约 2 亿美元

13、关于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中土地利用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在土地规划中，留出大面积土地用于生态恢复，建立自然保护区

B、采取围湖造田、砍伐森林等措施来扩大耕地面积

C、采取措施对采矿区的土地生态进行恢复和治理

D、调整农业、林业和牧业结构，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和草原面积

14、关于东北区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东北区域是指东北三省

B、东北区域跨三个温度带，四个干湿地区

C、三面环山，是我国最大林区

D、耕地面积广大，但人均耕地少

15、东北地区森林覆盖率下降，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有（ ）

①风沙、旱涝等自然灾害频繁 ②东北虎、野山参等动植物资源已不多见

③吸烟除尘减弱，大气污染严重 ④木材蓄积量减少，造林困难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16、下列现象中，与城市化进程有必然联系的是（ ）

A、绿化面积不断减少 B、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

C、住房紧张与交通拥挤 D、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17、在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相继提出建立“城市绿岛”，其改善城市环境的主要作用是（ ）

A、减少城市的噪音和光污染 B、减轻“热岛效应”和美化环境

C、减轻光化学烟雾污染 D、降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数量

读“大兴安岭及其两侧自然地理环境剖面示意图”，完成 18～2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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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甲地的自然带是（ ）

A、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B、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C、亚寒带针叶林带 D、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

19、乙地的农业生产主要发展（ ）

A、水田种植业 B、旱地耕作业

C、草原畜牧业 D、山地畜牧业

20、甲、乙两地自然带呈现的地域分异规律是（ ）

A、从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

B、从沿海到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C、山地垂直自然带

D、非地带性

二、综合题（每空 2 分，共 10 分）

21、我国西北区发生荒漠化的人为原因是 、 、

、 、 。

答案：

1---5 D C C A D 6---10 D D B A D 11---15 D C B C D 16---20 B B B C B

21、过渡樵采、过渡放牧、过渡开垦、水资源利用不当、工矿建设不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