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台区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联考

高一地理 (B 卷) 考试时间：90 分钟 2019.11

第 I 卷（选择题共 60 分）
下列各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意要求的。请将所

选答案前的字母，按规定要求填涂在答题卡第 1～30 题的相应位置上。（每

题 2分。选对一项得 2 分，多选则该小题不得分。）

2018 年 5 月 21 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探月工程嫦娥四

号任务中继星“鹊桥”号发射升空，它为嫦娥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任

务提供地月间的通信服务。据此，完成 1、2 题。

1.“鹊桥”号中继星运行的天体系统中，级别最低的是( )

A.总星系 B.银河系 C.太阳系 D.地月系

2.与月球相比，地球的特殊性在于( )

A.有自转运动 B.有公转运动 C.存在生命现象 D.存在昼夜现象

3.下列地理事物的形成，与太阳辐射密切相关的是( )

①大气运动 ②石油、天然气资源 ③火山爆发 ④地壳运动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2017 年 9 月 6 日 20 时，太阳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明亮、能量最巨大的

耀斑。图 1 为太阳大气层示意图。读图，完成 4、5 题。

4.耀斑和黑子分别出现于太阳大气层的( )

A.①层、②层 B.①层、③层 C.②层、①层 D.②层、③层

5.此次耀斑爆发对地球带来的影响可能有( )

A.为地球提供光热资源 B.引起对流层大气的电磁扰动

C.全球许多国家出现强烈地震 D.干扰无线电短波通迅

图 1



地球有悠久的过去，还有漫

长的未来。生物的出现和进化只

是其中的一小段，而人类的历史

更是短暂的一瞬。图 2 为部分地

质年代表。读图，完成 6、7题。

6.原始鱼类出现在( )

A.元古代地层

B.古生代中期地层

C.古生代后期地层

D.中生代中期地层

7.古生代末期灭绝的代表性生

物是( )

A.恐龙

B.爬行类[来源:学科网 ZXXK]

C.被子植物

D.三叶虫

图 3 为“地球圈层结构示意图”。读图，完成 8～10 题。

8.图 3为地球圈层间的物质交换示意图，图中①、②、③、④序号所代表

的地球圈层依次是( )

A.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岩石圈

B.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

C.水圈、生物圈、大气圈、岩石圈

D.生物圈、岩石圈、大气圈、水圈

9.①圈层的特点是( )

A.由地壳和上地幔顶部组成

B.连续不规则圈层

C.生物及其生存环境

D.气体和悬浮物质

10.①、②、③、④四圈层中不断转化和循环运动最

明 显 的 是 （ ） A. ① B. ②

C.③ D.④

图 4“大气垂直分层示意图”。读图，完成 11～13

题。

11.关于对流层大气特点的叙述正确的是（ ）

图 3

①

③

②

④

①

图 2

图 4



A.低纬地区厚度小于高纬地区

B.主要直接热源是太阳辐射

C.可大量吸收太阳紫外线

D.天气现象复杂多变

12. 关于地球大气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气温随海拔高度升高不断降低

B.平流层适合高空飞行

C.水汽主要集中在对流层顶部

D.太阳辐射是大气热量的直接来源[来源:学科网 ZXXK]

13.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低层大气主要是由干洁空气、水汽和固体杂质组成

B.云、雨、雪、雷电等天气现象，主要发生在平流层

C.大气中臭氧的主要作用是减少红外线对生物的伤害

D.大气组成成分的比例不会因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改变

表 1 是我国华北某地天气状况数据。读图 5“地球表面受热过程示意

图”。读图，完成 14～16 题。

表 1

日期 白天最高气温 天气

11 月 2日 19℃ 晴

11 月 3日 17℃ 霾-多云

11 月 4日 16℃ 霾-雨

图 5

14.图中①～④序号含义正确的是（ ）

A.①-大气逆辐射 B.②-大气辐射

C.③-太阳辐射 D.④-地面辐射

15.使近地面大气温度升高的热量传递过程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A.①—③—④ B.①—②—④ C.③—④—② D.④—②—③

16.与前两日相比，11 月 4 日白天最高气温较低的原因是（ ）

A.辐射①减弱 B.辐射④增强 C.作用⑤增强 D.作用③减弱

⑤



图 6 为孔明灯俗称许愿灯。读图，完成 17、

18 题。

17.关于孔明灯的叙述正确是（ ）

A.最好在阴雨的夜晚施放

B.靠上升气流飞上天空

C.在林木茂密的地方放飞

D.现代多做军事之用

18.孔明灯灯口收拢主要是因为( )

①集聚热气利于上升 ②防止大风吹灭烛火

③集聚氧气帮助燃烧 ④上大下小形态可爱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读图 7“某地连续四天天气状况示意图”。读图，完成 19 题。

19.只考虑天气状况的影响，昼夜温差最大的是( )

A.13 日 B.14 日 C.15 日 D.16 日

实验步骤：1.在一个平底盆中加适量的水，直至水盖满盆底。

把一个装满沙子的小瓶放入盆中。
2.用透明的塑料纸盖住盆口，用橡皮筋扎紧，并把小石头放在装

沙小瓶正上方的塑料纸上压住。
3.将盆放在阳光下直晒，过足够长的时间后发现沙子变湿了。据

此，完成第 20、21 题。

20.该实验主要模拟的是（ ）

A.大气的受热过程 B.水循环

C.大气的垂直分层 D.热力环流

21.自然界中导致该类地理现象产生的根本因素是 ( )

A.太阳辐射 B.太阳活动 C. 水 汽

输送 D.水的三态变化

图 9北半球某地近地面气压分布(单位：百帕

示意图，读图，完成 22、23 题。

22.四地中风力最大的是（ ）

A.①地 B.②地

C.③地 D.④地

23.④处的风向为（ ）

A.东南风 B.东北风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图 7

图 8

图 9

图 6



C.西北风 D.西南风

24.南宋天文学家、思想家何承天在《论浑天象体》中记载“百川发源,皆

自山出,由高趋下,归注入海。”图 10 为“水循环示意图”。图中代号最能

解释文字中“百川发源…归注入海”对应的水循环

环节是 （ ）

A.①-降水 B.②-蒸发

C.③-水汽输送 D.④-地表径流

25.下列关于水循环意义的比喻及其解释，连线正

确的是（ ）

A．“纽带”——地球表面物质迁移的强大动力

B．“雕塑家”——调节地球各圈层之间的能量

C．“调节器”——对全球的水分和热量进行再分配

D．“传送带”——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地表基本形态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

方面具有良好“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干旱时将蓄存

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据此，完成 26～29 题。

26.森林对“海绵城市”的主要贡献是（ ）

A.涵养水源 B.净化空气 C.美化环境 D.吸烟滞尘

27.“海绵城市”对城市区域水循环的影响是（ ）

A.减少雨水下渗 B.增加地下径流

C.减少地表蒸发 D.加快径流速度

28.建设“海绵城市”可以( )

①增强城市供水能力 ②提高城市防洪能力

③减轻城市交通压力 ④加剧城市热岛效应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29.某班同学为北京市建设“海绵城市”献计献策，下列措施可行的有( )

A.普及屋顶绿化，扩大绿地面积

B.加强监督和管理，消除水体污染

C.跨流域调水，减少开采地下水

D.地面铺设透水砖，就地消纳雨水

30.下列关于海水运动的叙述，正确的是( )

A.风浪、海啸、洋流是海水运动的三种主要形式

B.海啸是风浪强烈发展的一种形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能量

C.潮汐是海水在日月引力作用下发生的周期性海水涨落现象

D.早晨的海水上涨称为潮,晚上的海水回落称为汐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40 分）

图 10



31.图 11 为地球内部圈层结构（局部）示意图，图 12 为地震波的传播速

度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10 分）

（1）图 11 中表示地壳的是 （填序号），表示地幔的是 （填序号）。

（2）一般认为，软流层可能是火山活动中 的发源地。

（3）圈层①厚薄不一，一般 （填大陆或大洋）部分较厚、 （填

大陆或大洋）部分较薄。

（4）古登堡界面以下横波波速的变化情况是 ，这说明古

登堡界面以下物质状态可能为 态。

（5）③表示 （填圈层名称），其由 （填地球内部

圈层名称）的全部和 （填地球内部圈层名称）的部分构成。

32.图 13 为某校学生设计的“热力环流”模拟实验示意图，读图，回答下

列问题。

莫霍界面

软流层

古登堡界面

①

②

③

④

甲 乙

图 11 图 12

图 13

环节 4

③

④

1 ②

甲 乙

（ ） （ ）

甲 乙 甲 乙

纸条静止 纸条摆动

图 14

甲 乙

（ ） （ ）



（1）图 13 中电炉通电一段时间后，玻璃罩里的纸条 M、N 就会发生摆动。

依据实验过程，请在图 14 中连续绘出热力环流的形成过程，在环节 1 中

图中括号内标出近地面甲、乙两地气温差异（填冷或热）；在环节 2 图中

用箭头标出①、②气流运动方向；在环节 3 图中括号内标出近地面甲、乙

两地气压状况（填高压或低压）；在环节 4 图中用箭头标出③、④风向。

（2）根据该模拟实验，可推测形成热力环流的根本原因是 。

应用热力环流原理，可以解释很多现象。图 15 为“面向大海，发丝

飘动”的照片。

（3）下列示意图中能正确解释图 15 中现象的是 （选择填空）。

A B

C D

市区和 郊区之间存在

热力环流， 根据热力环流

原理，完成 第（4）题。

图 15

图 16



（4）图 16 中近地面的气流方向是从 （填市区或郊区）向 （填

市区或郊区）。根据城市热岛环流的特点，你认为该城市规划的造林重点

应选在图 16 中①、②两地中的 地。

33.图 17 为“自然界的水循环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10 分）[来源:Zxxk.Com][来

源:学科网]

（1）写出图 17 中数字所代表的水循环各环节名称：

a b _ c d

（2）图示水循环各个环节中，目前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是_______（选

择填空）。

A.a B.b C.c D.d

（3）有关水循环的叙述，正确的是_______（选择填空）

A.水循环在地球的外部圈层中不断进行

B.水在循环运动的过程中是不连续的

C.自然界的水循环时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着

D.沙漠地区没有水循环过程

（4）若图 17 中植被被大面积破坏，该地的地表

径流季节变化会

（填增大或减小），地下径流会

（填增大或减小）。

（5）③处海域海水盐度与同纬度其它海域相比 （填较高

或较低），主要原因是受 的影响。

图 17

③



34.海水密度是指单位体积海水的质量；海水盐度是指海水中所含溶解的

盐类物质与海水质量之比，通常以每千克海水中所含的矿物质克数表示，

世界大洋的平均盐度为 3.5%。图 18 为大西洋表层海水年平均温度、盐度

和密度随纬度变化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 18 中①、②、③表示大洋表层海水温度、盐度和密度随纬度的变

化，其中表示海水温度的是 ，表示海水盐度的是 ，表示海水

密度的是 。（填序号）

（2）图 18 中显示，全球表示海水的温度( )

A.由赤道向两极逐渐升高

B.由南北纬 30 ゜分别向赤道和两极递增

C.由 低纬度向高纬度

逐渐降 低

D.由 南北纬 40 ゜分

别向赤 道和两极递增

（3）由 图 18 可知，赤道

附近的 表层海水温度

(高或 低)，盐度

(高或 低)，密度

(大或 小)。

海 洋 中的海水，常年

比 较 稳 定的沿着一定方

向作大规模的流动，叫作洋流。图 19 为北大西洋洋流分布简图。读图 19，

完成（4）～（5）题。

图 18



（4）甲渔场的成因主要为( )

A.寒暖流交汇 B.上升补偿流

C.径流入海 D.人工养殖

（5）图 19 中①②③三个洋流按海水温度属于 (填寒流或暖

流)，它们对对沿岸气候的影响为 。

图 19



丰台区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联考

高一地理 B 卷参考答案 2019.11
第Ⅰ卷（选择题 共 60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C A C D B D A B A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D B A D B C B A D B

题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A C B D C A B A D C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40 分）

31. （10 分，每空 1分）

（1）① ② （2）岩浆 （3）大陆 大洋

（4）消失 液或气 （5）岩石圈 地壳 地幔

32. （10 分）

（1）（4 分）（热、冷标注正确 1 分，①、②两个箭头方向正确 1 分，低压、高压标注

正确 1 分，③、④两个箭头方向正确 1 分）

（2）（2 分） 冷热不均

（3）（1 分）C （4）（3 分）郊区 市区 ①

33. （10 分，每空 1分）

（1）蒸发 水汽输送 降水 地表径流

（2）D （3）C （4）增大 减小 （5）较低 入海径流量

34. （10 分，每空 1分）

（1）② ③ ① （2）C （3）高 低 小

（4）A (5)暖流 增温增湿

图 14

环节 4
③

④

2 ②

甲 乙

（热 ） （冷）

甲 乙 甲 乙

纸条静止 纸条摆动

甲 乙

（低压） （高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