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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学年度下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地理试卷 高二理科

考试时间：60分钟 试题满分：100分

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考试结束后，将第Ⅱ卷和

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Ⅰ卷（选择题 80分）

注意事项：

1. 答第Ⅰ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班级、姓名、学号填写在答题纸和答题卡上，并用 2B铅笔将答题卡

上的学号在对应位置涂黑。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

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答在试题卷上无效。

3. 本试卷共 4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8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

求。

1.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①2006 年 8 月 24 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通过“行星”的新定义 ②冥王星虽具有

足够质量、呈圆球形，但不能清除其轨道附近其他物体的天体被称为“矮行星” ③从 2006

年 8 月 24 日 11 时起，新的太阳系八行星分别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地球、

天王星和海王星 ④太阳系中的天体包括行星、矮行星、太阳系小天体

A. ① B. ①② C. ①②③ D. ①②③④

2. 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是

A. 太阳 B. 金星 C. 木星 D. 月球

3. 假设地球上没有大气，在夜空中将看不到下列哪些天体或现象

A. 北斗七星 B. 金星

C. 流星现象 D. 月球

4. 不属于宇宙空间特点的是

A. 失重 B. 强辐射

C. 高真空 D. 丰富的生物资源

5. 有关地球公转真正周期的正确叙述是

①365 天 6 时 9 分 10 秒 ②365 天 ③一个太阳年 ④一个恒星年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④

6. 当北京时间 12点时，沈阳彩电塔的塔影指向是

A. 正南 B. 东北 C. 东南 D. 正北

7. “五四”青年节时，太阳直射点

A. 在北半球，正在继续向南移动 B. 在南半球，正在继续向北移动

C. 正位于赤道上 D. 正位于赤道与北回归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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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沈阳的昼和夜等长时，说明正值的时期是

A. 北极圈内有极昼现象 B. 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伏旱天气

C. 夏至日 D. 春分日或秋分日

9. 下列哪个日期沈阳正午阳光照射室内范围最大

A. 12月 22日 B. 9月 23日
C. 6月 22日 D. 3月 21日
10. 对于沈阳来说，下列节日中昼最长的是

A. 元旦 B. 5月 1日
C. 7月 1日 D. 10月 1日
11. 城市上空多雾的原因是

A. 空气中多水汽 B. 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高

C. 空气中固体杂质较多 D. 空气中臭氧含量高

12. 太阳辐射通过了大气层被削弱，其原因之一是

A. 二氧化碳和水汽反射了波长较短的蓝色光

B. 云层和尘埃无选择的吸收太阳辐射

C. 一氧化碳和水汽吸收地面辐射

D. 臭氧强烈吸收紫外线

13. 关于气压带和风带季节移动的正确叙述是

A. 气压带和风带夏季北移，冬季南移

B. 气压带和风带夏季南移，冬季北移

C. 北半球气压带和风带大致夏季北移冬季南移

D. 气压带和风带季节移动的根本原因是季节的变化

14. 沈阳地区对流层高度大约是

A. 10～12千米 B. 14～16千米

C. 17～18千米 D. 8～9千米

15. 影响近地面大气温度的最主要因素是

A. 大气逆辐射 B. 地面长波辐射

C. 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吸收 D. 单位面积太阳辐射量的大小

16. 北半球信风的风向是

A. 东南 B. 西北

C. 西南 D. 东北

17. 位于纬度 40～50度地带的全球气压带、风带有

A. 副极地低气压带 B. 副热带高气压带

C. 西风带 D. 极地东风带

18. 正确表达天气现象的用语是

A. 四季如春 B. 冬冷夏热

C. 终年干旱 D. 狂风暴雨

19. 如果某年我国出现南涝北旱现象，可能的影响条件是

A. 夏季风弱 B. 夏季风来的早

C. 夏季风在北方停滞时间长 D. 夏季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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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某地一月平均气温为 24度，降水量为 15毫米；七月平均气温为 6 度，降水量为 150
毫米；全年降水量为 680毫米。该地气候类型是

A. 热带草原气候 B. 亚热带季风气候

C. 地中海气候 D. 温带季风气候

21. 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

A. 铁 B. 硅 C. 钠 D. 氧
22. 大理岩在成因上属于

A. 沉积岩 B. 岩浆岩

C. 变质岩 D. 无法确定

23. 下面几种地质过程，主要属于外力作用形成的是

A. 喜马拉雅山的形成 B. 东非大裂谷的形成

C. 石灰岩溶洞的形成 D. 富士山火山的形成

24. 引起海水运动的最主要动力是

A. 天体引潮力 B. 地转偏向力

C. 大气运动和近地面的风 D. 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25. 北半球中低纬度大洋东岸海区比大洋西岸海区

A. 温度高，盐度高 B. 温度高，盐度低

C. 温度低，盐度高 D. 温度低，盐度低

26. 从北纬 20度某海域的海洋表面乘潜水艇至 5000米的深海海底，水温的变化过程是

A. 上暖下冷，越深越冷

B. 下暖上冷，越深越暖

C. 由表层向下变冷，3000米以下变化不大

D. 上暖下冷，1000米以下水温变化不大

27. 对西欧海洋性气候的形成有巨大作用的洋流是

A. 北太平洋暖流 B. 巴西暖流

C. 阿拉斯加暖流 D. 北大西洋暖流

28. 下列各种水体按其储量，由多到少排列的顺序应是

A. 海洋水、河流水、地下水、大气水、生物水

B. 海洋水、河流水、大气水、地下水、生物水

C. 海洋水、地下水、河流水、大气水、生物水

D. 海洋水、地下水、大气水、河流水、生物水

29. 下列有关土壤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土壤是地壳物质循环的场所，是地质循环的产物

B. 岩石风化产生的疏松表层就是土壤

C. 土壤是由固体的颗粒组成的

D. 具有肥力、能生长植物是土壤的本质属性

30. 有关自然带的叙述，错误．．的是

A. 有一定的热量和水分的组合 B. 具有相同的地形和气候

C. 有代表性的土壤和植被 D. 占有一定的宽度，呈带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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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为了充分合理的利用气候资源，下列地区农作物的分布正确的是

A. 东北地区种植冬小麦 B. 黄河中下游地区种柑橘

C. 长江中下游发展甜菜生产 D. 西双版纳发展天然橡胶

32. 航空机场宜设在距城市较远、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因为这种地方

A. 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较少 B. 雾和城市烟幕较少

C. 城市的水、空气污染较少 D. 无线电信号干扰较少

33. 下列自然资源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分布规律的是

A. 石油、森林 B. 草场、水资源

C. 水力、铁矿 D. 地热、煤炭

34. 下列自然资源中，属于非可再生资源的是

A. 草地 B. 天然气

C. 潮汐能 D. 野生动植物

35. 有关暴雨洪涝的正确叙述有

A. 短时间的特大暴雨不会造成洪涝灾害

B. 欧洲是每年全球洪水发生最多的地区

C. 锋面、气旋等天气系统多次重复出现，即可能形成暴雨洪涝

D. 防洪只能依靠工程措施

读下面某地区气象资料表，回答 36～38题。

月份 1 3 5 7 9 11
风力≥8级（天数） 1.5 3.7 3.6 0.6 0.4 1.4
平均温度（℃） -3.2 6.4 21.2 27.3 20.6 6.3
降水量（mm） 3.3 9.1 33.3 247.3 26.2 3.5

36. 该地区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有

①风沙 ②干旱 ③洪涝 ④盐碱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②③ D. ①②③④

37. 结合上表分析，该地区最可能是

A. 塔里木盆地 B. 东北平原

C. 华北平原 D. 长江中下游平原

38. 该地区的气候类型属于

A. 温带大陆气候 B. 温带季风气候

C. 亚热带季风气候 D. 热带季风气候

39. 下列地质灾害具有相关性的是

A. 地震－台风－雷暴 B. 地震－山崩－滑坡

C. 暴雨－山洪爆发－海啸 D. 寒潮－沙尘暴－大气能见度降低

40. 关于我国地质灾害的叙述正确的是

A. 我国发生地震灾害的频度不高，范围较小，危害较轻

B. 江南丘陵降雨充沛，地下水位高，土壤盐碱化十分严重

C. 滑坡、泥石流多发生在中部，地面沉降多发生在东部大城市

D. 植被破坏和大规模工程活动是我国滑坡、泥石流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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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卷（非选择题 20分）

注意事项：

1. 答卷前将密封线内的项目填写清楚。

2. 本卷所有题目的答案都写在右侧答题纸上。

3. 本卷共 2大题，共 20分。

41. 读图回答。（14分）

（1）此图表示 半球，此刻太阳直射点的地理坐标是 ，出现极昼的最低

纬度是 。

（2）A点夜长 小时，A、B、C三点中， 点正值日出， 点正值日落。

42. 读图回答。（6分）

（1）图中所表示的气候类型是 。

（2）气候特点是 。

（3）下列哪个地点属于该气候类型

A. 广州 B. 上海 C. 沈阳 D. 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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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纸

41.

（1）

（2）

42.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