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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上学期期末考试

文科综合能力试题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答卷开始前，考生务必

将自己的班级、姓名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第Ⅰ卷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填写在答题卡上的对应题号下。写在试卷或草

稿纸上无效。

3．回答第Ⅱ卷时，将答案用黑色中性笔书写在答题卡上对应的题框内，写在试卷或草

稿纸上无效。

4．考试结束后，只将答题卡上交给监考老师，试卷请妥善保存。

5．本试卷及答题卡如遇缺页、漏印及字迹不清等情况，请及时向监考老师报告。

第Ⅰ卷（选择题）

一、本卷共 35 个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4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且只有一

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下图为我国某地区潜水位的季节变化柱状图，据此回答 1～2 题。

1.该地区最有可能是

A.云贵高原 B.松嫩平原 C.长江中下游平原 D.黄土高原

2.当该地区潜水位达到一年中最低时，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黄河河套地区出现凌汛现象 B.江淮地区进入伏旱

C.东北平原小麦开始收割 D.温带气旋频繁影响欧洲南部地区

下表所列数据为某四个国家季风水田农业生产情况统计。据表回答 3～4 题。

3.甲、乙、丙、丁代表的国家依次是

A.日本、印度、中国、泰国 B.印度、中国、泰国、日本

C.中国、泰国、印度、日本 D.泰国、日本、中国、印度

国 家 种植面积（万公顷） 单产量（吨/公顷） 总产量（万吨）

甲 4400 2.14 9416.00
乙 2950 4.23 12478.50
丙 1036 1.80 1864.80
丁 168 4.36 7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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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下关于该农业地域类型说法正确的是

A.由于地块狭小，所以生产国的机械化水平都很低，水利工程投资较大

B.虽然精耕细作，单产量较高，但因为人口压力大，仍属于粗放农业

C.主要以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生产，规模较小，商品率较低

D.主要分布在水热条件匹配较好、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

下图中的阴影区表示某种气候类型在M、N两个国家的分布位置和范围，据此回答 5～6
题。

5.下列关于M、N两国的叙述，错误的．．．是

A.两国人口再生产类型都属于现代型 B.两国都有大牧场放牧业

C.两国的工业都集中分布在东北部 D.两国都是世界著名的粮食出口国

6.关于图中M、N两国阴影区气候空间分布范围差异的主要原因有

①夏季风受地形的影响：M国比 N国显著 ②阴影区沿岸受洋流的影响：N国比M国

大 ③海陆热力性质差异：N国比M国小 ④国土面积：M国比 N国大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右图为某乡村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规划图，

据图回答第 7～8 题。

7.若该乡村地区位于我国境内，则其最

可能位于

A.东北温带湿润半湿润地区

B.华北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地区

C.华中华南亚热带湿润地区

D.内蒙古温带草原地区

8.若该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规划付诸实施，

其有利于

A.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B.推动农业地域专业化生产

C.促进乡村城市化的整体发展 D.形成良性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

下图表示我国各省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某段时期实际人口迁入率、迁出率及净迁移率

状况。据此回答 9～10 题。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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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造成图中 A 点所示省区人口迁移特点的原因最可能的是

A.该省区人均收入水平高 B.该省区远离东部地区

C.该省区经济落后 D.该省区老年人口比重较大

10.图中能够反映的省际人口迁移状况是

A.迁出率最大值大于迁入率最大值 B.净迁移率小于-5%的省区少

C.所有省区的迁入率均大于迁出率 D.净迁移率大于 10%的省区多

2013 年 12 月 31 上午 10 时 03 分，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 5.4 级地震。东京有较为强烈

的震感。某公司在震区的工厂随即宣布暂时停产，受其影响，最近几天，该公司在中国的配

套生产厂也被迫减产。据此回答第 11 题。

11.根据材料推断，中国的生产厂家被迫减产是由于

A.该公司的研发中心在震区 B.该工厂的主导区位因素是动力

C.该工厂的主导区位因素是原料 D.该公司的核心零部件厂在震区

36.（24 分）读我国某区域图，完成下列问题。

图一

图二

（1）图示区域的主要地形类型是什么？请据图说明你的判断理由。（6 分）

（2）结合图一，分析图二中甲区域的降水特征及其原因。（6 分）

100º

40º

国界 省界 铁路 等高线 河、湖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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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一中中部地区是我国是重要的商品农业生产区，试分析其发展商品农业的优势自然

条件。（4 分）

（4）虽地处内陆，但 P 城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原因是什么？（4 分）

（5）A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措施主要有哪些？（4 分）

37.（22 分）阅读以下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我国自 1984 年首次组织南极科考以来，已经相继在南极建立了长城站

(62°12'S,58°57'W)、中山站（69°22′S，76°22′E）和昆仑站（80°25′S，77°06′E）
等 3 个科学考察站，成功组织了 29 次南极科学考察，取得了许多高水平考

察研究成果，为人类认识南极、探索极地奥秘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央广网北

京 2013 年 12 月 25 日消息，中国第 30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中的两支内陆考

察队——泰山站队和格罗夫山队完成了物资集结正式出征。按照计划，泰山

站队将在距中山站 522 公里的伊丽莎白公主地，开始建设中国第 4 个南极科

学考察站——泰山站。

材料二：南极地区示意图。

（1）我国已经建成的三个南极科学考察站中，一年中极昼天数最多的是 站，其

极昼天数大约为 天（不考虑地球公转速度的差异）。（4 分）

（2）长城站与昆仑站之间直线距离大约为 千米；若科考队员选择最短路径，

由昆仑站出发到达长城站，其前进方向为 。（4 分）

（3）与南极大陆相比，北冰洋的气温较高，请简述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10 分)
（4）南极科考站在建设过程中，采取圆柱形钢架结构把主体建筑架空，试分析这样做的地

理原因。（4 分）

【选考题】

请从下面所给的 42、43 两道地理题中选定一题作答．．．．．．，并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将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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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对应的题号方框涂黑，按所涂题号进行评分；多答按所答第一题评分。

42.下图为一段时期内我国某区域寒潮发生总次数的等值线图。读图回答相关问题：（10分）

（1）指出该区域寒潮发生总次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简要说明形成该分布特征的主要原

因。

（2）在寒潮来临之际，当地菜农常采用浇水或释放烟雾的方法来防御蔬菜冻害，其中隐

含的地理原理是什么？

43．生物灾害是对我国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生物灾

害没有销声匿迹，还有逐年加重的趋势。结合下列材料回答问题。（10分）

材料一：下图为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期间 111次蝗灾发生的大致月份统计图。

材料二：传统社会中，人们每遇到蝗灾时就到虫神庙中求蝗神接受人们的供品，不再吃

他们的庄稼。下图为我国虫神庙的主要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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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材料一，说明蝗灾发生的主要季节及原因。

(2)根据材料二提供的信息，简要说明我国蝗灾的分布特点及治理措施。

参考答案

【地理参考答案】

1.C 2.B 3.B 4.D 5.C 6.A 7.A 8.D 9.C 10.B 11.D
36.（1）地形以高原为主。（2 分） 理由是图中等高线的数值大多在 1000 米（500 米）以

上，且分布比较稀疏（起伏较小）。（4 分）

（2）甲区域降水量较多。（2 分）暖湿气流（夏季风）在山地迎风坡形成地形雨。（4 分）

（3）夏季光热充足；日温差较大；有灌溉水源；地势较平坦，土壤肥沃。（4 分）

（4）P 城旅游资源丰富（敦煌古城遗址），旅游业发达。（4 分）

（5）节约用水，发展节水农业；调整农业结构，退耕还林还草；保护现有植被，营造防

护林（积极植树造林）。（4 分）

37.（22 分）（1）昆仑（2 分） 112（108—112 之间酌情给分）（2 分）

（2）1221（1221—1227 之间酌情给分）（2 分） 先向西南、再向西北。（2 分）

（3）北冰洋是海洋，热容量比南极大陆大；（2 分）南极大陆海拔高，气温低；（2 分）北冰

洋中有北大西洋暖流汇入，南极大陆周围被强大的寒流——西风漂流环绕；（2 分）南极大

陆冰雪覆盖，反射率大，地面吸收的太阳辐射少（对太阳辐射的削弱能力强）；（2 分）南半

球西风带形成的“风壁”及西风漂流阻挡了南极大陆与低纬度地区之间的热量交换。(2 分)
（4）减小风的阻力，防止在迎风的一面出现吹雪堆积或冰雪掩埋建筑物；(2 分) 避免与地

面冰雪直接接触，有利于保持室内温暖，节约能源。(2 分)

42.（10分）（1）从西北向东南递减，盆地多于东西两侧的山地和高原（最高值出现在盆地

北部地区，最低值出现在太行山以东地区）。（2分）

由西北向东南，距离寒潮（冬季风）的源地越来越远，（2分）东西两侧的山地和高原

对寒潮有阻挡作用，中部西北—东南走向的盆地有利于寒潮通过。（2分）

（2）水的热容量大，可减少地表温度的下降幅度；（2分）烟雾可以增加大气中的颗粒

物含量，增强大气逆辐射，从而减少冻害。（2分）

43.（10分） (1)夏季。（2分） 气温高，适宜蝗虫大量繁殖、生长。（2分）

(2)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为集中，长江江中下游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较少，东南沿

海及青藏地区几乎没有。（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