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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上学期高一地理期末考试试题解析版

（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

下图为北半球某地某日太阳高度变化图。读图回答 1～2题。

1．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此日该地昼长为 16 小时

B．该日过后，太阳直射点将向北移动

C．该地地方时与北京时间相差 10 小时

D．北京时间 12 点时该地太阳高度达最大值

2．该地的时区是( )

A．东二区 B．西二区

C．东四区 D．西四区

解析： 从图中可知当地没有太阳的时间是 8 个小时，有太阳的时间是 16

个小时，所以昼长大于夜长。图中子夜时分，北京时间的东八区的区时为 12：

00，根据时间计算的原理可知，该地的地点是西四区。

答案： 1.A 2.D

根据某地区多年对各朝向建筑墙面上接受太阳辐射热量的实测值，计算出最

冷月(1 月)和最热月(7 月)辐射总量，并绘出太阳辐射热量日总量变化图。读图

回答 3～4题。

3．该地区 1月和 7月建筑墙面上接受太阳辐射热量的日总量小于 4 186 千

焦/平方米·日的墙面( )

A．分别朝北、朝东 B．分别朝南、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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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分别朝西、朝南 D．均朝北

4．经研究发现该地区一天中日出、日落时墙面接受的太阳辐射热量最小，

其原因是( )

①太阳高度角最小 ②气温最低 ③经过大气层的路径最长 ④反射作用

最强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①④

解析： 第 3题，在图中找到太阳辐射热量日总量为 4 186 千焦/平方米·日

的等值线与 1月、7月日辐射总量线的两个交点，然后判断。第 4题，日出、日

落时是一天中太阳高度角最小的时候，且太阳光穿过大气层的路径最长，大气对

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强。

答案： 3.D 4.B

读沿 45°E 经线各地某时刻正午太阳高度和昼长分布图，回答 5～6题。

5．此时国际标准时间是( )

A．12 时 B．9 时

C．8 时 D．5 时

6．与上图对应的太阳光照图正确的是(阴影部分表示黑夜)( )

解析： 从图中可知此时，45°E 与 23°26′S 交点处正午太阳高度为 90°，

所以此时太阳直射此点，即 45°E 的地方时为 12：00，据此可求知位于 0 时区

的国际标准时间是 9：00。此日为北半球冬至日，北极圈到北极点之间有极夜现

象，南极圈到南极点之间有极昼现象，南半球昼长夜短，北半球正好相反。

答案： 5.B 6.D

假设某海域等温线分布如右图所示，回答 8～9题。

7．关于该图的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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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此图表示冬季的北半球

B．此图表示夏季的北半球

C．此图表示冬季的南半球

D．此图表示夏季的南半球

8．a海域可能是( )

A．岛屿 高压中心

B．岛屿 低压中心

C．深海盆地 高压中心

D．深海盆地 低压中心

解析： 第 7题，该海域水温北高南低，由此可以判断为南半球；等温线向

南(高纬)弯曲，说明该海域温度比同纬度的陆地高，因此为冬季。第 8题，a 的

水温低于 17 ℃且为闭合曲线，由此可以判断该处可能是陆地，气压高于海洋。

答案： 7.C 8.A

下表为中国径流带主要特征值，据此回答 9～10 题。

径流带

名称

降水量(毫

米)

径流深度

(毫米)

蒸发量

(毫米)

径流系

数(%)

A <200 <10 <200 <10

B 200～400 10～50 200～300 10～20

过渡带 400～800 50～300 300～400 20～40

C 800～1 600 300～900 400～700 40～60

D >1 600 >900 >700 >60

9.图中 A、D自然带主导的外力作用分别是( )

A．流水作用 风力作用

B．风力作用 流水作用

C．冰川作用 风力作用

D．风力作用 海浪作用

10．与 B、C带对应的自然植被分别是( )

A．荒漠 落叶阔叶林

B．温带草原 针叶林

C．温带草原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D．落叶阔叶林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解析： 分析表中数据可知，从 D到 A对应我国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A

处数据表明此处气候干旱，所以风力作用强，而 D处的气候湿润，流水作用强，

B、C 分布在过渡带的两侧，B、C带对应的自然植被分别是温带草原和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

答案： 9.B 10.C

读图，完成 11～1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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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该图表示的物质循环类型是( )

A．生物循环 B．岩石圈物质循环

C．大气循环 D．水循环

12．有关该物质循环的意义，不正确的是( )

A．维持着地球上各水体之间的动态平衡，使淡水资源不断更新

B．促进了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换，由此对生态，气候、地貌等都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

C．通过搬运与侵蚀，重塑地表形态，使地球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D．使各个地区的气温、湿度等不断得到调整，有效避免了极端气候现象的

出现

解析： 第 11 题，由题图可知，表示的物质循环类型是水循环。第 12 题，

使地球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是地球的内力作用。

答案： 11.D 12.C

读图，完成 13～14 题。

13．若该洋流是一支寒流，则其可能位于( )

A．北半球中低纬度的大陆西岸

B．北半球中高纬度的大洋东岸

C．南半球中低纬度的大陆西岸

D．南半球中低纬度的大洋西岸

14．若该洋流流向纬度高的地区，则该洋流( )

A．对沿岸气候有降温减湿的作用

B．流经地区有世界著名渔场分布

C．位于澳大利亚大陆西部沿海地区

D．是形成热带雨林气候的因素之一

解析： 第 13 题，该洋流向南流动且为寒流，说明属于北半球中低纬度的

大洋环流圈，位于大洋东岸，大陆西岸。第 14 题，该洋流向南流向纬度高的地

区，说明位于南半球的中低纬环流圈的大洋西侧，属于暖流，有增温增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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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热带雨林气候的形成。

答案： 13.A 14.D

读下图，完成 15～17 题。

15．图中河流 a、b、c三处主要的流水作用是( )

A．侵蚀、搬运、堆积 B．搬运、侵蚀、堆积

C．侵蚀、堆积、搬运 D．堆积、搬运、侵蚀

16．图中 d农业区和 c城区最有可能形成的河流地貌的名称是( )

A．瀑布、河漫滩平原 B．冲积扇、三角洲平原

C．三角洲平原、冲积平原 D．河漫滩平原、冲积扇

17．下列关于图中铁路、农业区、城区的布局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d 处位于山前地带，土层厚、水源丰，有利于种植业的发展

B．b处附近处于河流沿岸低地，地势平坦，利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C．c 处位于河流下游入海口附近，交通条件得天独厚，利于城市的发展壮

大

D．与公路建设相比，铁路投资少、技术要求低，故图示区域的交通方式以

铁路运输为主

解析： 第 15 题，a处为河流上游，以流水侵蚀作用为主；b处为河流中游，

以流水搬运作用为主；c处为河流下游，以流水堆积作用为主。第 16 题，d处位

于河流出山口，山区河流流速快，搬运能力强，河流从山区进入平原的时候，携

带的大量碎石、泥沙在山前沉积，形成冲积扇；c处位于河流下游的入海口附近，

泥沙堆积形成三角洲平原。第 17 题，山区修路，铁路的建设成本和技术要求都

高于公路。

答案： 15.A 16.B 17.D

下图为某地区等高线地形图，读图回答 18～20 题。



6 / 9

18．就等高线地形图判断，图中河流的流向是( )

A．西北向东南流 B．东南向西北流

C．东北向西南流 D．西南向东北流

19．若河水暴涨，最可能被水冲毁，使行车受阻的路段是( )

A．甲 B．乙

C．丙 D．丁

20．若要安排戏水和露营活动，就地形、水文特征判断，最不适宜的选点是

( )

A．W B．X

C．Y D．Z

解析： 第 18 题，河流的流向和等高线的凸出方向相反，故河流的流向由

图中的右侧流向左侧，再根据指向标得出由东北流向西南。笫 19 题，河流的凸

岸淤积，凹岸冲刷，丙处位于凹岸，冲刷严重，因此最容易被水冲毁。 第 20

题，X岸位于凹岸，水的冲刷作用强烈，水深很容易出现事故。

答案： 18.C 19C 20.B

二、综合题(共 50 分)

21.读太阳光照示意图(甲图)和太阳直射点的回归移动示意图(乙图)，完成

下列问题。(10 分)

(1)在甲图中画出晨昏线和夜半球。

(2)这一天，图中 A、B两地先见到日出的是________；A、B、C 三地白昼最

短的是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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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一天，正午太阳高度由__________向南北两侧降低；正午太阳高度达

最大值的范围是____________________。

(4)甲图所表示的日期在乙图中的对应点是________(填数字)；该日以后，

太阳直射点向________(方向)移动。

(5)乙图中北半球昼开始变短、夜开始变长的时段是(双选)( )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④—⑤

解析： 由甲图可以判断，此时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对应于乙图中

的②点，并开始向南移动。结合昼夜长短的分布和季节变化可知，A、B、C三地

中，A 地的位置靠东，且白昼时间较长，故日出时间最早；C地位于南半球，白

昼时间最短。从夏至日至冬至日期间，北半球各地的昼长逐渐变短，夜长逐渐变

长。

答案： (1)画图略。 (2)A C

(3)北回归线 北回归线及其以北地区

(4)② 南 (5)BC

22.读澳大利亚部分区域气候类型分布示意图，完成下列问题。(15 分)

(1)写出图中代号所代表的气候类型名称：

①____________________，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④____________。

(2)③处气候类型的分布规律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其形成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气候特点是______________。

(3)⑤处气候类型是______________，与东非地区同类气候相比较其形成原

因有何不同？

(4)2012 年元旦期间，上海一旅游团计划到图中 A、B 两城市旅游，旅游期

间 两 城 市 天 气 特 征 可 能 是 A____________ ， B________ ， 试 分 析 原 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此时上海天气

特征可能是________，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 分)

解析： 第(1)题，根据澳大利亚气候类型的分布可知，①处为热带雨林气

候，②处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④处为地中海气候。第(2)题，③处为温带

海洋性气候，主要分布在南北纬 40°～60°的大陆西岸。第(3)题，⑤处为热带

草原气候，旱季受东南信风影响，湿季受东北信风偏转而成的西北风影响，东非

高原的热带草原气候主要是受地势影响。第(4)题，图中 A 城为悉尼，属亚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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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性湿润气候，元旦期间多高温多雨天气；B城为阿德莱德，属地中海气候区，

元旦期间多炎热干燥的天气；上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元旦期间低温干燥。

答案： (1)热带雨林气候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地中海气候

(2)南北纬 40°～60°的大陆西岸 常年受西风带控制 全年温和湿润

(3)热带草原气候 本区热带草原气候成因：纬度低，全年高温，干季受干

燥的东南信风影响，由于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东北信风越过赤道向左偏转成

西北风，从海洋带来湿润空气，形成湿季。东非高原虽地处赤道低气压带，但由

于地势高，气温低，空气对流弱，降水少而形成热带草原气候。

(4)高温多雨 炎热干燥 A 城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夏季受来自海

洋的季风影响；B 城属地中海气候区，夏季受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 低温干燥

受来自大陆的冬季风影响

23．读我国北方某山区地图，回答下列问题。(11 分)

(1)在沿 A—E线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岩层的形成年代是 A、E两处最晚，

其次是 B、D 两处，C 处最早，由此判断该处的褶曲类型为________，理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试解释该处褶曲与凉水河河谷两者间的成因关系。

(3)丙村所在的地形部位是________，凉水河的流向是________。

(4)图中虚线是当地规划在三个村庄之间修建公路的设计路线，请比较乙村

—甲村、乙村—丙村两条路线的不同特点及这样修建的原因。

解析： 第(1)题，从岩层新老关系上判断向斜或背斜。第(2)题，凉水河位

于背斜顶部，主要是因为背斜顶部受张力作用，岩石破碎，被侵蚀而成为谷地。

第(3)题，从等高线形状上可知丙村位于山谷中。根据指向标和等高线弯曲情况

可知凉水河向西流。第(4)题，公路走向与地形有关。

答案： (1)背斜 该处地层显示为中心岩层较老、两翼岩层较新

(2)该处的褶曲类型为背斜，由于背斜顶部受张力作用，容易被侵蚀而形成

谷地。

(3)山谷 自东向西

(4)乙村到甲村的道路比较平直，乙村到丙村的道路比较弯曲；原因是乙村

到甲村的地势平坦，乙村到丙村的地势起伏大，公路大部分路段与等高线平行修

建，可减小公路的坡度。

24．下图是我国不同纬度的两座山的垂直自然带分布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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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中字母所代表的坡向：B表示________坡，D表示________坡。

(2)D 坡自然带数目多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

坡 冰 川 分 布 的 下 限 高 度 较 低 的 原 因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与乙山的针叶林相比，甲山的云杉林分布较低，主要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甲 山 A 坡 没 有 云 杉 林 ， 其 主 要 原 因 是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解析： 甲山位于 42°N，相同自然带 B坡分布高度低，故 B坡为北坡。乙

山位于 27°N 附近，D坡基带为常绿阔叶林，故 D坡为南坡。其他问题结合相关

知识分析即可。

答案： (1)北(阴) 南(阳)

(2)纬度较低 相对高度较大 面向北冰洋、位于大西洋暖湿气流的迎风坡，

降雪量大

(3)甲山纬度较高，温度较低

(4)地处亚欧大陆内陆腹地，海洋水汽难以进入；森林植被生长需要较好的

水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