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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高考地理真题分类分项版解析之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与差异性

（2017•新课标Ⅰ卷）图 1 为我国东部地区某城市街道机动车道与两侧非机动车道绿化隔

离带的景观对比照片，拍摄于 2017 年 3 月 25日。数年前，两侧的绿化隔离带按同一标准栽

种了常绿灌木；而如今，一侧灌木修剪齐整（左图），另一侧则杂树丛生，灌木零乱（右图）。

拍摄当日，这些杂树隐有绿色，新叶呼之欲出。据此完成 1—3 题。

图 1

1．当地自然植被属于

A．常绿阔叶林 B．落叶阔叶林

C．常绿硬叶林 D．针叶林

2．造成图示绿化隔离带景观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该街道两侧

A．用地类型差异 B．居民爱好差异

C．景观规划差异 D．行政管辖不同

3．图示常绿灌木成为我国很多城市的景观植物，制约其栽种范围的主要自然因素是

A．气温 B．降水

C．光照 D．土壤

【答案】1．B 2．D 3．A

【解析】1.由题中日期“3 月 25 日”和“杂树中隐有绿色,新叶呼之欲出”,

可推知该地植被在冬季时树叶落完,春季时长出新叶,说明此地位于我国北匕方

地区,所以当地的自然植被为温带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常绿硬叶林是地中海气候区独有的植被,我国无地中海气

候分布;针叶林分布于较高纬度,不合题意。

2．两侧用地类型相同，均为绿化用地，排除 A；隔离带用于城市交通管理，



2

非居民观赏功能，且种植植物相同，不存在居民的喜好影响，排除 B；根据材料

中提到，数年前两侧植被类型相同，排除 C。因此造成绿化隔离带景观差异的原

因可能是该街道两侧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

3．由于常绿灌木冬季不落叶，所以成为我国很多城市的景观植物。景观植

物的最大用途就是营造城市景观，因此需要保持常绿。而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气

温低，大多数植物都在冬季落叶，故制约常绿灌木栽种范围的主要自然因素是

气温，气温低，热量不足，制约了常绿灌木的栽种范围。

考点：植被类型及影响因素影响绿化隔离带景观差异的原因

【点睛】第 2 题，不少考生错选认为造成图示绿化隔离带景观差异的原因

可能是该街道两侧景观规划差异，同为隔离带的行道树，其规划相同，材料提

到数年前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为同一标准栽种，都是绿化隔离带用地，街道两

侧，距离近，居民爱好不可能差异这么大。

（2017•新课标Ⅲ卷）一般情况下，海水中的浮游植物数量与营养盐、光照、水温呈正相

关，但在不同的季节、海域，影响浮游植物生长繁殖的主导因素不同。图 3 示意长江口附近

海域某年 8 月浮游植物密度的水平分布。据此完成 7~9题。

7．夏季图示海域浮游植物密度自西向东

A．递减 B．先减后增

C．先增后减 D．递增

8．导致夏季图示海域浮游植物密度水平分布的主导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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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体营养盐 B．太阳辐射

C．水体含沙量 D．洋流流向

9．与夏季相比，冬季图示海域浮游植物

A．总数量减少，密度高值区向陆地方向移动

B．总数量增多，密度高值区向外海方向移动

C．总数量减少，密度高值区向外海方向移动

D．总数量增多，密度高值区向陆地方向移动

【答案】7．D 8．C 9．A

【解析】7.结合图例可以判断,8 月份,在长江口附近的浮游植物密度自西向

东逐渐增大,故选 D

8.读图并结合上题分析可知,长江口附近8月的浮游植物密度自西向东密度

逐渐增大,由于夏季河流量大,携带泥沙能力强,所以流水携带的泥沙到河口地

区沉积,泥沙中的营养盐类物质丰富,有利于浮游植物生长。河口处因泥沙量大,

水较混浊,不利于浮游植物光合作用,而向东泥沙量小些,水较清,利于浮游植物

光合作用,因此浮游植物密度自西向东递增,故选 C

9．与夏季相比，冬季海水水温低，浮游植物总数相对减少，河流径流量降

低，携带泥沙能力降低，流速减慢，河口地区泥沙淤积量少，所以总体浮游植

物的密度降低，总量减少。因泥沙量变小，河口处水没夏季那么混浊，故密度

高值向陆地方向移动，故选 A。

考点：海域浮游植物分布规律和成因。

【点睛】该题考查学生的读图分析能力，根据图中浮游植物密度图例信息，

判断出海域浮游植物密度水平分布规律。

（2017•天津卷）读图文材料，回答第 11 题。

冻土是指温度在 0℃或 0℃以下，含有冰的土层或岩层，分为季节冻土和多年冻土。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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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考察了全球变暖对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的影响及其产生的后果。

11．据图文信息判断，下列说法符合事实的是

A．活动层厚度变小，补给河流的水源增加 B．活动层厚度变大，春耕播种的时间推

迟

C．永冻层上界上升，利于喜温植物的生长 D．永冻层上界下降，建筑基础稳定性变

差

【答案】D

【解析】全球变暖，气温升高，活动层的厚度增大，永冻层的上界下降，

排除 A、C；全球变暖，春季气温回升较快，春耕播种时间提前，B 错误；永冻

层上界下降，建筑基础稳定性变差，D 正确。故选 D。

考点：全球变暖的影响。

【点睛】本题以全球变暖对冻土的影响为背景，考查全球变暖对地理环境

的影响等相关知识，意在考查学生的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

识、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的能力。该题主要根据气候变暖，温度升高，从而对

冻土、植被、河流、农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分析即可。

（2017•北京卷）图 5 表示喜马拉雅山脉某区域不同海拔四个站点的最冷、最热月平均气

温。读图，回答第 8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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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8．该山地

A．海拔 3000米左右积雪终年不化 B．气温年较差随海拔升高递增

C．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 D．地处板块的生长边界

【答案】8．C

【解析】8.读图可知,海拔 300 米左右最冷月平均气温大于 0℃,最热月平均

气温约为 14℃,积雪可能融化;气温年较差随着海拔升高减小;位于喜马拉雅山

脉北坡的是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左右,而这四站点海拔低于4000米,所以该山

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喜马拉雅山位于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处,属

于板块的消亡边界。

考点：山地垂直地带性规律、板块运动。

【点睛】解答该题关键是获取图中信息，根据四个站点的最冷、最热月平

均气温，可以判断出气温年较差随海拔升高递减，另外还需要掌握喜马拉雅山

脉的北坡在青藏高原上，北坡海拔起点高，从而可以判断该山地位于喜马拉雅

山脉南坡。

]

（2017•新课标Ⅰ卷）37．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24分）

山地垂直带内部的分异规律，日益为地理学研究所重视。在山地苔原带，植物多样性存

在随海拔升高呈单峰变化的规律：在山地苔原带下部，少数植物种类通过种间竞争获得优势，

植物多样性较低；随着海拔升高，环境压力变大，种间竞争减弱，植物多样性升高；在更高

海拔区域，适宜生存的植物种类减少。地理科考队调查某山峰的苔原带（海拔 2000—2600米）

时发现，该苔原带部分地区存在干扰，导致优势植物数量减少，植物多样性异常；阴、阳坡

降水量与坡度差别不大，但植物多样性差异显著（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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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确定该苔原带遭受干扰的坡向和部位，以及干扰强度的垂直分布特征。（6 分）

（2）判断在未遭受干扰时，阴坡与阳坡苔原带植物多样性的差异，并说明判断依据。（6 分）

（3）分析与阴坡相比，苔原带阳坡地表温度和湿度的特点及产生原因。（6 分）

（4）说明从 2300 米至 2600米，阴、阳坡植物多样性差异逐渐缩小的原因。（6 分）

【答案】（1）遭受干扰的坡向和部位：阳坡，苔原带的下部（中下部，

2000—2300 米左右）。干扰强度分布特征：随海拔升高而降低（海拔越低，干

扰越强烈）。

（2）（未遭受干扰时）阴坡较阳坡植物多样性高。依据：（按单峰变化规律，）

阳坡苔原带的植物多样性最高值应在中部（2300 米左右），低于阴坡最高值。

（3）特点：阳坡地表温度高、湿度低（水分条件差）。原因：阳坡太阳辐

射强，地表温度高，蒸发强度大；阳坡融雪早，蒸发历时长。

（4）随着海拔升高，阴、阳坡面积减小，坡面差异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减

弱；阴、阳坡相互影响（水分、热量交换作用）增强。

【解析】(1)由材料可知,山地苔原带呈单峰变化,在山地苔原带下部,少数

植物种类通过种间竞争获得优势,植物多样性较低;随着海拔升高,环境压力变

大,种间竞争减弱,植物多样性升高;在更高海拔区域,适宜生存的植物种类减

少。按照一般变化规律,植物多样性应当先增加后减少,读图可知,阳坡曲线虚线)

呈单一变化,生物多样性始终呈减少趋势,说明受到了干扰。阳坡 2000-2300 米,

植物多样性少而在 2300 米以上,基本符合苔原带植被类型的变化规律,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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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米以下,干扰强度强,2300 米以上,干扰强度减小,即随海拔升高而降低。

（2）读图并结合上题分析可知，阳坡苔原带植物多样性最高值应在中部

2300 米左右，低于阴坡最高值，所以未遭受干扰时，阴坡苔原带的多样性多于

阳坡。

（3）阳坡受太阳光照时间较长，获得太阳辐射多，所以温度高。根据材料

可知，阳坡与阴坡的降水条件、坡度差别不大，而导致阳坡与阴坡的植物多样

性有明显差异，引起干扰的因素应为蒸发量大小导致的水分条件的差异，所以

可以判断阳坡温度高，蒸发量较阴坡大，湿度小。

（4）由材料可知，在更高海拔地区，阴、阳坡面积减小，坡面差异对植物

多样性的影响减弱；海拔升高，气温降低，热量条件变差，蒸发量减少，而水

分差异也相应变小，阴、阳坡相互影响（水分、热量交换作用）增强，从而导

致阴坡和阳坡的植物多样性差异减小。

考点：自然带、植被分布及其变化的影响区位因素

【点睛】此题解答的关键是抓住“在山地苔原带，植物多样性存在随海拔

升高呈单峰变化的规律”这一关键信息，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阳坡曲线没有呈

现单峰变化，而是一直降低，故说明其受到干扰。

（2017•江苏卷）27．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4分）

材料一 2017年是加拿大建国 150周年，国家公园免费开放一年。加拿大落基山南段的

众多国家公园，自然风光美丽壮观，吸引了世界各地游客。

材料二图 14 为“加拿大 50°N 附近温哥华—温尼伯地形剖面示意图及部分城市气候资料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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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1）2017年3月，中国某旅游团从温尼伯乘车前往落基山前的莱斯布里奇，发现沿途的

景观带由森林带依次过渡为_______。这种景观带的变化体现了地理环境的______

分异规律。（3分）

（2）游客感觉到莱斯布里奇与温尼伯气温不同。试比较同属温带大陆性气候的两地气候

特征的差异，并分析其冬季气温差异的主要原因。_______（4分）

（3）游客自莱斯布里奇西行，攀登落基山，可能看到的山地垂直自然带有_______。（3

分）

（4）游客继续西行至“加拿大雨都”温哥华，发现这里与落基山以东的气候不同。温哥华

属_______气候，这里降水较多的原因有_______。（4分）

【答案】

（1）森林草原、草原、干草原（荒漠草原）干湿度（经度，从沿海到内陆）

（2）莱斯布里奇冬季气温相对较高；气温年较差相对较小；年降水量较少

（温尼伯冬季气温低；气温年较差相对较大；年降水量较多）落基山东麓地区

频繁受到下沉暖气流的影响（焚风效应）

（3）山地针叶林带；灌丛草甸（草甸）带；冰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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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温带海洋性常年盛行西风；暖流增湿；地形抬升

【解析】

(1)根据图中经度值,可以判断旅游团从温尼伯乘车前往落基山前的莱斯布

里奇,是从加拿大东部地区往西到西部内陆落基山山地地区,莱斯布里奇位于太

平洋的背风坡,降水量少,所以发现沿途的景观带由森林带依次过渡为森林草

原、草原、荒漠草原,这种景观带的变化体现了地理环境的从沿海到内陆分异规

律。

(2)根据两地气候资料图可知,与温尼伯相比,莱斯布里奇冬季气温相对较

高,气温年较差相对较小,年降水量较少。莱斯布里奇位于落基山东麓地区,处于

西风的背风坡,频繁受到下沉暖气流的影响,气温较高,降水量少。

（3）游客自莱斯布里奇西行，攀登落基山，随着海拔升高，可能看到的山

地垂直自然带依次是山地针叶林带、灌丛草甸带和冰雪带。

（4）温哥华位于 50°N 太平洋沿岸地区、大陆西岸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

候，常年盛行西风，沿岸受到暖流增湿作用，地形抬升，多地形雨，所以降水

量大。

考点：自然带分异规律、气候类型的成因。

【点睛】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

分异规律 图示 延伸方向 更替方向 成因 典型地区

水

平

地

域

分

异

由赤道

到两极

的地域

分异
[

东西方向

（平行于

纬线）

南北方向

（垂直于纬

线）

太阳辐射随纬度变化，

导致热量由赤道向两极

递减，即以热量为基础，

水分条件也有重要影响

低纬和高

纬地区

从沿海

向内陆

的地域

分异

南北方向

（平行于

海岸线）

东西方向

（垂直于海

岸线）

受海洋水汽影响的程度

不同，从沿海向内陆干

湿状况差异很大，即主

要受水分条件影响

中纬度大

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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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地域分异

水平方向

（平行于

等高线）

垂直方向

（垂直于等

高线）

水分条件、热量状况及

其组合的垂直变化

纬度低、海

拔较高的

山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