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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地理参考答案
１．【答案】　Ｄ

【解析】　开幕式当天是秋分日，各地都是昼长１２小时，海口港当日正午太阳高度为７０度，北京时间

１６时为当地时间 １５∶２０，当地时间 １５时的太阳高度为 ３５°（１２时—１５时—１８时；太阳高度 ７０°—

３５°—０°），当地时间１５∶２０太阳高度可以计算为７０／６（６－３．３３）＝３１°。其他三个港口分别约为

１６．７°、２０°、２３．７°。

２．【答案】　Ａ

【解析】　闭幕式之后太阳直射南半球，杭州日出东南，且昼长变短，日出方位东偏南角度变大。

３．【答案】　Ｂ

【解析】　空间演变分析主要用地理信息系统，面状探测多用遥感技术。

４．【答案】　Ｄ

【解析】　早期生产力落后，选址河谷阶地地势高，既靠近水源，又抵御洪水，引水灌溉困难，选 Ｄ。河

流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土壤肥沃、引水灌溉，更适宜人类耕种，受洪水威胁大，排除Ａ和Ｃ；两者放牧差

异小，排除Ｂ。

５．【答案】　Ｃ

【解析】　“三山夹两谷”的“口袋”状地貌，利于接收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降水丰沛，河流众多，使其成

为新疆最湿润的地区，使得遗址变迁受水的影响相对较小，选Ｃ正确。新疆大部分地处西北干旱区，

水资源是最主要影响因素。由于河流上游人口数量剧增，扩大垦殖和屯田，上中游地区耗水严重，下

游河流断流，用水困难，原有的农田、居住地被迫废弃，只能沿河溯游而上，寻找便于灌溉和饮水的新

居住地及农作区，形成干旱迁移模式，不是因为洪水，排除 Ａ；战争等人文因素可以使干旱区的遗址、

绿洲消失，但不会使同一条河流的遗址向中上游迁移，排除 Ｂ；依据材料伊犁河谷遗址迁移模式主要

受独特地形、气候、水文等因素形成，人文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排除Ｄ。

６．【答案】　Ｃ

【解析】　据图高级住宅区靠近滇池、世博园，居住自然和人文环境好；靠近北教场等优质教育区域；

收入和消费水平会影响高级住宅区分布；市中心和郊区新城皆有高收入区分布，考虑办公便利性较

少，市中心与郊区人口密度差异大，考虑人口密度小。

７．【答案】　Ｄ

【解析】　由于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的制度因素驱动，自身优越位置吸引优质要素导入，进而吸

引高收入人口迁入是昆明主城区高收入人口集聚区的形成机制，可总结为“新城绅士化”现象，Ｄ正

确。高收入人口比例最高在三环和新城区域，主要在外圈层，但市中心也有分散分布，各圈层人口比

例分布差异较大，Ａ和Ｃ错误；传统市中心仍然有高收入区，并且新城高收入人口邻近市中心区域，Ｂ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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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答案】　Ａ

【解析】　二十四节气与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变化相一致，农业季节生产规律是人文因素；昼夜

长短变化是其气候变化的一部分，地球自转不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９．【答案】　Ｄ

【解析】　二十四节气适用性变化的表现是与原来的气候不一致，随着气候变暖，导致中国北方暑天

天数增多，寒天减少。气候变暖是原因，不是具体表现。

１０．【答案】　Ｂ

【解析】　北方由暖干变暖湿，是微生物繁殖和生长增多，受到更加频繁的生物侵蚀和化学腐蚀，Ｂ正

确。气候变暖湿，风力侵蚀会减弱，空气质量变好，Ａ错误；气候暖湿日温差变小，温差风化和崩解减

弱，Ｃ错误；气候暖湿日温差变小，冻融作用减弱，Ｄ错误。

１１．【答案】　Ｂ

【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中国城镇化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造成农村劳

动力流失和老龄化等问题。为此，中国政府自１９８４年起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多次提出鼓励耕地流

转，促进耕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在国家顶层设计支持下耕地流转规模也日益扩大，地形因素非主要

原因。

１２．【答案】　Ａ

【解析】　耕地净收益的变化主要受种植业成本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种植业成本快速上涨主要是由

非农工资上涨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引起的，农户会依据家庭生计资源禀赋重新配置劳动力与耕

地资源，将部分已无利可图的地块通过耕地流转市场转出甚至无偿转给需要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户或

者直接撂荒，Ａ正确。据图所知，零租金流转比例大体呈西高东低的空间态势；耕地流转率呈现东南

高西北低的空间态势；高交易成本可能会加剧零租金流转。故不选ＢＣＤ。

１３．【答案】　Ｂ

【解析】　短期无利可图的山区耕地可以零租金流转，减少撂荒，Ｂ正确。耕地流转对耕地数量没有

影响，Ａ错误；山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地带，零租金流转多是短期流转，流入人不会对其增加生

产要素投入，若耕地零租金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可能会增加耕地过度开发导致耕地质量下降，阻碍现

代生产要素的进入，对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资源配置产生不利影响，ＣＤ错误。

１４．【答案】　Ｄ

【解析】　南方红壤区主要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绿阔叶林为典型植被类型。

１５．【答案】　Ｃ

【解析】　南方地区降雨量大、降雨集中，坡地红壤疏松抗蚀性差，是该地区水土流失的自然原因。

植被覆盖度高低直接影响水土流失程度，人工幼林因为树龄短，其树冠覆盖度比成熟林低，对降低雨

滴动能作用有限，并非覆盖层低的缘故。因而需要在林下种植植被增加植被覆盖度。

１６．【答案】　Ａ

【解析】　马尾松林林下草本缺乏，增加植被覆盖度，能够快速形成过滤带、削弱雨滴动能、改善土壤

结构、增强土壤抗蚀性、增加土壤入渗、促进水分下渗、增加地表粗糙度、减缓径流率、降低侵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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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答案】　（２２分）

（１）长三角各不同城镇化地区河网密度与水面率整体呈下降趋势；

高度城镇化和低度城镇化的河网密度下降幅度较大（或中度城镇化的河网密度下降幅度较小）；

高度城镇化和中度城镇化的水面率下降幅度较大（或低度城镇化的水面率下降幅度较小）；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间中度城镇化地区的河网密度增加，高度城镇化地区的水面率增加。

（整体下降２分、局部比较任答一点得２分、特殊点描述２分；共６分）

（２）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因为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增加，基于农田灌溉需要，开挖大量干支渠；围湖造

田；疏浚河道。

８０年代之前，水利工程设施不完善，汛期洪水可能冲刷出新的河道。

（人为原因为主，答对二点得４分，自然原因得２分，共６分）

（３）（河道）宽窄、（河床）深浅、（河道）曲直、流程、（流域）水系形态等。

（每点１分，任答四点即可，共４分，可酌情给分）

（４）减轻城市内涝；

缓解热岛效应，改善城市气候；

改善水质状况，减轻水污染；

维护生物多样性。

（每点２分，任答三点即可，共６分）

１８．【答案】　（１４分）

（１）缩短地区间通行时间、降低通行成本、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加强区域间经济文化联系、降低信息沟通成本，促进中心区技术、资金、信息扩散（扩散效应）；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重塑经济空间格局；

促进生产要素向中心地区集聚，抑制外围地区经济发展，扩大不平衡（虹吸效应）。

（每点２分，任答三点即可，共６分）

（２）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策支持；先进的高铁技术；国土辽阔；人口众多；高铁运输需求大等。

（每点１分，任答四点即可，共４分）

（３）高铁开通利于吸引外地投资和产业转移，带动关联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改善产业结构单一和

资源的依赖；

高铁提升城市基础设施，便于接受中心城市知识溢出，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

也有利于人口集聚，人才汇集。

（每点２分，任答二点即可，共４分；投资集聚、技术创新和人口集聚等三个方面，酌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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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答案】　（１６分）

（１）地面辐射是大气的直接且主要热源，天山山体高大，地面辐射效应显著；天山山体内部海拔高，

空气较稀薄，大气对太阳辐射削弱作用弱，地面接收的太阳辐射多，地面辐射传递给大气的热量

也较多。

山体外部的地面热量传递到同山体内部同海拔高度大气的过程中，被经过大气吸收较多，热量

大为减弱；山体内部气候较为干燥降水少，进一步减弱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增强了地面

辐射传递给大气的热量。

（必须基于大气受热过程原理分析，每点２分，共４分，酌情给分）

（２）天山北侧为坡地地形，山坡处冷空气下沉迫使谷底暖空气抬升，下冷上暖，形成逆温现象；

冬季寒潮和冷空气活动频繁，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在山麓地带堆积形成逆温现象；

深居内陆，降水少，冬季多晴天，空气湿度低，夜间大气逆辐射弱，地面降温快，形成逆温现象。

（每点２分，共６分，其他答案酌情给分）

（３）冬半年地面气温低，垂直方向上温差小，气温垂直递减率低于夏半年；

冬半年天山存在广泛而普遍的逆温现象，导致气温垂直递减率低于夏半年；

冬半年空气对流活动比夏季弱，导致气温垂直递减率低于夏半年；

冬半年天山降水多于夏半年，降水过程中水汽上升凝结散热，使得垂直方向上温差变小，导致气

温垂直递减率降低。

（每点２分，任答三点即可，共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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