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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地理试题
本试卷分第 I 卷（选择题）和第 II 卷（非选择题）两部分。总分 100 分。

第Ⅰ卷（选择题，满分 60 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用 0.5 毫米的黑色墨水签字笔填写在答题

卡上。并检查条形码粘贴是否正确。

2．选择题使用 2B 铅笔填涂在答题卡对应题目标号的位置上，非选择题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

签字笔书写在答题卡对应框内，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题卷上答

题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收回。

一、单项选择题（在下列各小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本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

读“地震波传播速度和地球内部构造图”，完成 1-2 题。

1．关于地震波的叙述，正确的是

A．④通过固体、液体传播，

③的传播只能通过液体

B．④传到②时，波速突然下降

C．④和③传到①时，波速明显减小

D．①②之间为液态，所以纵波

和横波都能通过

2．①上下两侧名称分别为

A．地幔和地壳 B．岩石圈和地壳 C．地幔和地核 D．地壳和地幔读月球表面和

地球表面受热过程比较图，完成 3-4 题。

3. 对地球表面具有“保温作用”的是 A. 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 B. 地

面辐射

C. 大气吸收 D. 大气逆辐射

4. 理论推测和实际测量表明月球表面比地球表面昼夜温差大，是因为月球表面缺少

A.太阳辐射 B.大气层 C.生物 D.液态水

学习热力环流后，小王绘制了四幅生活中存在的热力现象示意图，读图回答 5～6 题。

5. 热力环流形成的根本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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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气压高低 B. 风力强弱 C. 冷热不均 D. 太阳活动

6. 下图中，有一幅图明显绘错了，你判定是

7．读“全球近地面气压带和风带”局部示

意图，图中的“丙气压带”是指

A．赤道低气压带

B．副热带高气压带

C．极地高气压带

D．副极地低气压带

下表摘录的是 2013 年 11 月成都市连续 4 天天气预报内容，据表完 8-9 题。

日期 气温
天气状

况
日期 气温

天气状

况

11 月 1

日

13℃～

20℃
晴

11 月 2

日

13℃～

17℃
阴雨

11 月 3

日

12℃～

16℃
多云

11 月 4

日

12℃～

15℃
晴

8. 影响成都市这 4 天天气变化的天气系统是

A.高气压 B.暖锋 C.低气压 D.冷锋

9. 此期间，超强台风“海燕”，肆虐了菲律宾、越南等地。下图能够正确表示台风“海燕”

气流状况的是

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流河，读右图完成 10-12 题。

10. 塔里木河水属于

A. 地表水 B. 地下水

C. 冰川 D. 大气水

11. 根据材料分析塔里木河水主要参

与哪类水循环

A. 海陆间循环 B. 陆地内循环

C. 海上内循环 D. 三圈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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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国南方以水田为主，当地以旱地为主，这反映出该地

A.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

B. 水资源的利用方式不合理

C. 水资源的质量较差，不适合水稻生长

D. 水资源的数量很少，影响经济活动的类型

下图为大西洋部分区域洋流分布示意图。读图回答 13-14 题。

13. ①②③④洋流中，属于寒流的是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14. ①②③④洋流构成的大洋环流是

A. 北半球以副热带为中心的大洋环流

B. 北半球以副极地为中心的大洋环流

C. 南半球以副热带为中心的大洋环流

D. 南半球以副极地为中心的大洋环流 15．下图为世界四大渔场附近洋流分布图，四渔场中

成因与其他三大渔场不同的是

A．甲 B．乙 C．丙 D．丁

2012 年 3 月 22 日第 20 届世界水日主题为“水与粮食安全”，与此呼应的中国第 25 届

“中国水周”宣传主题为“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据此回答 16-17 题。

16.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色列发明了滴灌技术，这体现了水资源利用过程的

A.开源 B.节流 C. 净化 D. 淡化

17. 我国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主要是为了解决我国水资源的特点

①水质性缺水 ②总量足，人居量少

③时间分配不均 ④空间分布不平衡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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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地貌景观图，完成 18～19 题。

①桂林山水 ②黄土高原沟谷 ③新月形沙丘 ④风蚀蘑菇

18．图中所示景观，主要由风力侵蚀作用形成的是

A．① B．② C．③ D．④

19．形成图②所示的千沟万壑地貌景观最主要的外力作用是

A．冰川侵蚀 B．流水侵蚀 C．风力堆积 D．流水堆积

20．右图为“地壳物质循环简略示意图”, 有关右图的叙述不正确的

A．B类岩石中形成的岩石中往往具有层理构造

B．A类岩石中常常能找到化石

C．⑤⑦⑧是重熔再生作用

D．主要有外力作用参与的环节是②③

21. 下列为板块生长边界形成的是

A．海岭 断层 B．海岭 海沟

C．海沟 断层 D．断层 造山带

22．下列两幅图分别是两条大河河口图，图中小岛因泥沙不断堆积而扩展，最终将与河流的

哪岸相连

① 甲 岸 ② 乙 岸 ③ 丙 岸 ④ 丁 岸 A ． ① 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读下图，回答 23-25 题。

23. 图中河流 a、b、c 三处主要的流水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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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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图中 d农业区和 c 城区最有可能形成的河流地貌的名称分别是

A. 瀑布、河漫滩平原 B. 冲积扇、三角洲

C. 三角洲、冲积平原 D. 河漫滩平原、冲积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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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图示区域的交通运输方式以铁路运

输为主

读我国某区域农业系统水、大气、生物相互作用图，完成 26～27 题。

26. 图中①②③所代表的环节分别是

A. 降水增加、大陆性增强、降水减少

B. 地面蒸发的水量增多、气温变幅减小、降水增加

C. 气温变幅减小、蒸发增强、降水增加

D. 地下水位上升、气温变幅变大、土壤表层盐分积累

27. 该示意图体现了

A.地理环境的地域分异 B.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C.自然环境的相对稳定性 D.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力量是无穷的

下图为世界某区域示意图。读图，回答 28-3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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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图例①、②、③代表的自然带分别是

A. 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温带荒漠带

B. 温带落叶阔叶林带、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带、热带荒漠带

C.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温带荒漠带

D. 温带落叶阔叶林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热带荒漠带

29. 图例①、②、③代表的自然带分布主要体现

A.从沿海向内陆的地域分异规律 B.由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

C.垂直地域分异规律 D.地方性分异规律

30. 图中洋流的影响是

A.缩小海洋污染范围 B.加快途经海轮航速

C.减慢海水净化速度 D.使沿岸大气降温减湿

第Ⅱ卷（非选择题，满分 40 分）

注意事项：

1．请用蓝黑钢笔或圆珠笔在第Ⅱ卷答题卡上作答，不能答在此试卷上。

2．试卷中横线及框内注有“▲”的地方，是需要你在第Ⅱ卷答题卡上作答。

二、综合题（共 40 分）

31．读图“地球公转示意图”回答问题。（9分）

（1）图中②位置对应的日期为 ▲ ，太阳直射点的纬度是 ▲ ，此时北京地区昼夜

长短状况是 ▲ 。

（2）d 时段地球公转速度 ▲ 。

日 期 ① ② ③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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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表是北京地区连续三天日出日落时间。读表可推断这三天地球运行在上图中 ▲ 段

（填字母），太阳直射点在 ▲ 半球，向 ▲ （方向）移动。其间北京正午人影变 ▲ 。

（4）当地球处于④位置时，下列四城市中正午太阳高度最大的是 ▲ （选择填空）

A. 北京 B. 哈尔滨 C. 广州 D. 海口

32．读图，回答下列问题。（13 分）

（1）该图表示北半球 ▲ 季，丙地此时盛行 ▲ 风。

（2）甲地全年盛行 ▲ 风，气候类型为 ▲ ，其气候特征如下图中的

▲ （填字母），该种气候的分布规律 ▲ 。

（3）丙地受 ▲ 差异的影响，形成 ▲ 气候，其气候特征如右图中的

▲ （填字母），其气候特征是 ▲ 。

（4）此季节控制乙地的气压带是 ▲ ，受其影响，旅游者在乙地应特别注意 ▲ （防

雨，防晒）。其气候特征如右图中的 ▲ （填字母）

日出时间 7：05 7：07 7：08

日落时间 16：55 16：54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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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下图为水循环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6分）

(1)三大水循环均有的环节是 ▲ 和 ▲ 。

(2)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与 ▲ 水循环环节（填数字）关系最密切。最

能代表我国夏季东南风的环节是 ▲ (填数字)。

(3)为了更好地合理分配和利用水资源，改变水资源时间分配的人工措施是

▲ 。

(4)古诗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从水循环的角度理解，体现了 ▲ 。 （海

陆间循环，陆地内循环，海上内循环）

34.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12 分）

材料一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中国交通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全国公路网的最后

一条路——墨脱公路正式通车，这朵“隐秘的莲花”向世人绽放出最美的容颜。

材料二 某地区地质剖面示意图。

（1）材料一中喜马拉雅山从山地类型上看是 ▲ ，是由 ▲ 板块和 ▲ 板块相碰

撞而形成的。

（2）雅鲁藏布大峡谷形成的地质作用主要是 ▲ （内力、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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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在墨脱修建公路的区位因素，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夏季是墨脱公路工程施工的最佳季节

B. 资金不足是该地交通建设的最大障碍

C. 该地修建的公路为县级公路，等级较低，对技术条件要求不高

D. 该地地质条件复杂，有河谷地貌、冰川地貌和高山峡谷地貌等

（4）关于该地聚落分布特点及其原因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 分布在北部，地势低，气温高

B. 分布在河谷，取水方便，有便利的水运

C. 分布在北部，地势抬升，降水较多

D. 分布在河谷，地势低，气温较高，是主要的农业分布区

（5）材料二中代表的地质构造名称：A ▲ ，C ▲ 。在地貌上 B 表现为 ▲ ，其

成因是 ▲ 。

（6）如果打算在材料二地区修建一条东西走向的地铁，则地铁隧道的工程选址应定在 A、

B两处中的 ▲ 处，试分析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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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意见

一、单项选择题（在下列各小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本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D D B C B B D C A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D D A C B C D B B

题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A D A B D C B B B D

二、综合题(每空一分，共 40 分 )
31、（1）6.22 23º26´N 昼长夜短

（2）较快

（3）C 南 南 长

（4）D

32、（1）夏 东南季风

（2）西 温带海洋性气候 C 南北纬 40º至 60º大陆西岸

（3）海陆热力性质 温带季风气候 B 夏季高温多雨 ，冬季寒冷干燥

（4）副热带高气压带 防晒 A

33、（1）蒸发 降水（或降水 蒸发）

（2）④ ②

（3）修建水库

（4）海陆间循环

34、（1）褶皱山 亚欧 印度洋

（2）内力作用

（3）D

（4）D

（5）背斜 断层 山岭 向斜槽部受到挤压，岩性坚硬不易被侵蚀

（6）A 背斜构造中岩层向上拱起，能起到支撑隧道上覆岩层的作用，又能使地下水顺

岩层向两翼流，减小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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