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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市东城区高一（上）期末 

地    理 

本试卷分第一部分（选择题）和第二部分（非选择题）两部分，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100分钟。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50分） 

本部分共 50小题，每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意要求的。（每小题 1分，选对一项得 1分，

多选则该小题不得分。） 

2017年 4月 7日，发生了木星“冲日”现象。行星“冲日”是指轨道在地球轨道之外的行星，绕日公转运行到

与地球、太阳成一条直线，且与地球位于太阳同侧时的现象。据此完成第 1～3题。 

1. 图 1为某同学绘制的四幅木星“冲日”示意图，正确的是 

 

2. 能够形成“冲日”现象的行星有 

①木星、水星    ②土星、木星    ③火星、天王星    ④金星、火星 

A. ①②    B. ②④    C. ②③    D. ③④ 

3. 木星“冲日”现象发生的天体系统，级别最低的是 

A. 木卫系    B. 太阳系    C. 银河系    D. 总星系 

2017年 9月 6日 19点 53分，太阳爆发超级大耀斑，引发太阳质子和日冕物质大量抛射。这是第二十四太阳活

动周以来最强太阳风暴来袭。图 2 为太阳黑子数量变化图。阅读图文资料，完成第 4～7题。 

 

注：图中数字代表太阳活动的周期数 

4. 资料中的“最强太阳风暴”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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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黑子    B. 太阳风    C. 耀斑    D. 太阳辐射 

5. 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大约为 

A. 11年    B. 18年    C. 20年    D. 23年 

6. 2017 年太阳黑子数所处阶段为 

A. 显著上升    B. 显著下降    C. 接近波峰    D. 接近波谷 

7. 太阳爆发活动之后的数天，是观看和拍摄极光的最佳时机，较佳的观看和拍摄地点是 

A. 北冰洋沿岸       B. 青藏高原 

C. 赤道附近        D. 撒哈拉沙漠 

2017年 8月 21日，北美洲境内出现了日全食现象。图 3为此次日全食过程的部分照片。据此完成第 8～10题。 

8. 日全食发生时的景象是 

 

9. 日全食发生时被月球遮挡的太阳大气层及该层的太阳活动是 

A. 光球层、耀斑       B. 日冕层、耀斑 

C. 色球层、太阳风      D. 光球层、黑子 

10. 太阳大气剧烈活动时产生的影响可能是 

A. 航行中轮船上的指南针突然失灵     B. 我国北方地区的交通运输受阻 

C. 无线电长波通信突然中断      D. 大西洋飓风出现次数增加 

图 4为“黄果树瀑布景观图”，读图，完成第 11～14题。 

 

11. 黄果树瀑布属于水循环的 

A. 蒸发    B. 蒸腾    C. 地表径流    D. 地下径流 

12. 图中包括的地球圈层最多有 

A. 水圈、生物圈 

B. 水圈、岩石圈、生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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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圈、岩石圈、大气圈 

D. 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大气圈 

13. 图中各圈层 

A. 都是连续而不规则的       B. 都是独立发展变化的 

C. 之间存在着物质迁移和能量转化     D. 物质运动的能量都来自太阳辐射 

14. 关于图中大气组成成分的正确叙述是 

A. 氮气和氧气组成了干洁空气 

B. 臭氧层能够强烈吸收太阳紫外线 

C. 二氧化碳对地面起保温作用且被誉为地球的保护伞 

D. 水汽是成云致雨的必要条件且能吸收地面长波辐射 

2017年 4月 20日，“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发射升空，在高度约 380千米的轨道运行，并与在轨运行的“天宫二

号”进行自动交会对接。图 5为大气的垂直分层示意图。据此完成第 15～18题。 

 

15. 图 5中正确表示大气温度垂直变化的曲线是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16. “天舟一号”升空过程中 

A. 气温越来越高 

B. 从臭氧层进入平流层和对流层 

C. 气温先降—再升—再降—再升 

D. 气温先升—再降—再升—再降 

17.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运行轨道在 

A. Ⅰ层    B. Ⅱ层    C. Ⅲ层    D. Ⅰ层与Ⅱ层之间 

18.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运行轨道所在的大气层 

A. 气温下高上低，大气层比较稳定    B. 存在若干电离层，有极光现象发生 

C. 大气能见度好，以垂直运动为主    D. 尘埃、水汽含量较多，易成云致雨 

图 6为大气受热过程示意图。读图 6及资料，完成第 19～23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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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图中使近地面大气温度升高的热量传递过程依次是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同胞，脸颊多为黑红色，中午常常脱掉藏袍的一只袖子，这些现象与当地的自然环

境密切相关。 

20. 藏族同胞脸颊多呈黑红色的主要原因是 

A. ①过多    B. ②过强   C. ③过多    D. ④过强 

21. 藏袍的穿着习惯反映出当地 

A. ①弱、③强    B. ①弱、④强    C. ②强、③弱    D. ②强、④弱 

2017年 10月下旬北京市出现持续性雾霾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雾霾橙色预警。 

22. 白天雾霾笼罩时 

A. ①增强    B. ②减弱    C. ③增强    D. ④减弱 

23. 为减少霾的发生，下列措施可行的是 

A. 集中布局有污染的工业企业    B. 大力发展私家汽车 

C. 冬季使用燃气或煤改电取暖    D. 扩大城市用地规模 

图 7为我国太阳年辐射总量分布图。读图，完成第 24～26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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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图中太阳年辐射总量 

A. 哈尔滨比济南多 

B. 分布呈东多西少 

C. 上海大于 1200kw·h/m
2
 

D. 平原比高原地区丰富 

25. 只考虑自然因素，最适合和最不适合推销太阳能热水器的城市分别是 

①济南    ②拉萨   ③上海    ④重庆 

A. ①②    B. ②④   C. ①③    D. ③④ 

26. 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青藏高原地区太阳能丰富的原因有 

①纬度低，太阳高度角大     

②晴天更多，降水较少，大气透明度好 

③地势高，距离太阳近，大气辐射强   

④地势高，空气稀薄，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小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图 8中甲为大气受热过程示意图，乙为我国宁夏一个蔬菜大棚的照片。读图，完成第 27、28题。 

 

27. 甲图中 

A. ②的大部分被大气直接吸收     B. ③是近地面大气的根本热源 

C. ④只出现在夜晚，起保温作用   D. ⑤表示散失的长波辐射 

28. 乙图中的塑料薄膜 

①能够阻挡地面反射太阳辐射而增温      ②阻挡地面辐射逸出，减小降温幅度 

③阻挡冷空气进入，减少内外热量交换    ④自身可释放热量进行保温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④ 

图 9为某校学生设计的模拟实验示意图，纸条 M和 N固定在缸壁上、下两面。读图，完成第 29～3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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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电炉通电一段时间后 

①纸条 M左偏    ②纸条 N右偏 

③纸条 M右偏    ④纸条 N左偏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30. 下列所示的缸中空气运动的轨迹正确的是 

 

31. 该实验主要模拟的是 

A. 大气的温室效应    B. 水循环的三态变化 

C. 大气的热力环流    D. 海陆热力性质差异 

32. 该实验可以模拟的地理现象是 

A. 滨海地区的海陆风    B. 晴朗天空呈蔚蓝色 

C. 阴天时昼夜温差小    D. 山地迎风坡降水多 

2017年 2月 21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据此完成第 33～36题。 

33. 寒潮多发生在 

A. 春夏季节    B. 夏秋季节    C. 冬春季节    D. 春秋季节 

34. 北京地区寒潮致灾的主要原因有 

①大风    ②大幅降温    ③强降雨    ④雷暴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①③ 

35. 寒潮带来的危害有 

①影响出行    ②多发洪涝    ③农作物冻害    ④病菌、害虫滋生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①④ 

36. 寒潮天气有利于 

①污染物的扩散      ②温室大棚的花卉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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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羽绒服销量增加    ④生活用电、用气量减少 

A. ①③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海绵城市，即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图 10为海绵城市模型图。据此完成第 37～42题。 

 

37. 图中森林对“海绵城市”的主要贡献是 

A. 净化空气    B. 涵养水源    C. 美化环境    D. 吸烟滞尘 

38. 能够增加下渗的城市“海绵体”设施主要有 

①湿地    ②雨水花园小区    ③湖泊    ④渗水路面 

A. ①②    B. ②③    C. ②④    D. ③④ 

39. “海绵城市”建设对水循环各环节影响最显著的是 

①调节地表径流    ②调节水汽输送    ③增加大气降水    ④增加下渗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40. 北京市建设“海绵城市”，除能够提高地下水位外，对地理环境产生的影响还有 

A. 减缓地面沉降       B. 防止海水倒灌     

C. 加强城郊间热力环流    D. 减弱酸雨污染 

41. 北京市城区建设“海绵城市”可以采取的工程措施是 

A. 退耕恢复湿地       B. 政府财政支持 

C. 加强节水宣传       D. 建设屋顶绿色花园 

42. 建设“海绵城市”的主要目的是 

A. 防止城市水体污染      B. 消除“城市热岛”效应 

C. 增强城市抗旱能力      D. 减少城市内涝的发生 

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具有供水、发电、旅游等功能。图 11 为三峡工程水库岸边不同时间游客手中小旗主要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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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示意图。据此完成第 43、44题。 

 

43. 三峡河段的主要补给水源是 

A. 大气降水    B. 冰雪融水    C. 湖泊水    D. 地下水 

44. 若游客手中的小旗飘动方向反映该地一日内主要风向的变化，则 

A. 甲为夜晚，风吹向水面中央 

B. 乙为白天，风吹向水面中央 

C. 甲为白天，风吹向库岸陆地 

D. 乙为夜晚，风吹向库岸陆地 

图 12为黄土高原局部景观图。读图，完成第 45～47题。 

 

45. 图中 

A. 河流众多    B. 地表平缓    C. 植被茂密    D. 千沟万壑 

46. 关于图中地貌特点的描述，正确的有 

①顶部平坦开阔，面积较大      ②呈长条状，两侧多沟壑 

③呈馒头状的土丘，顶部面积较小     ④河床呈 U型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②④ 

47. 人类活动与图中序号对应正确的是 

A. ①处开凿运河    B. ②处建设梯田 

C. ④处发展航运    D. ⑤处发展攀岩活动 

读图 13，完成第 48、4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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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图中地貌景观主要分布在干旱地区的是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49. 关于图中地貌景观的叙述正确的是 

A. ①岩石具有成层性    B. ②地势起伏很大 

C. ③所在地四季分明    D. ④岩层弯曲显著 

泥石流是指连续降雨时期，在山区沟谷中，由水流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组成的特殊洪流。据此完成

第 50题。 

50. 在山区考察或旅游时，若发生大规模的泥石流，应当选择的自救方式是 

A. 向发生泥石流的沟谷上游快跑 

B. 向发生泥石流的沟谷下游快跑 

C. 呆在原地立即大声呼救 

D. 向垂直于沟谷两侧的山坡快跑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50分） 

1. 图 14为太阳系和太阳大气层结构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10分） 

 

（1）图中所示共有__________级天体系统，它们是__________。 

（2）小行星带位于图中 L行星和 E行星之间，即__________（选择填空）。 

A. 地球与火星之间    B. 金星与地球之间 

C. 火星和木星之间    D. 木星与土星之间 

表 1  太阳系行星轨道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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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 天王星 木星 火星 土星 金星 水星 海王星 

轨道倾角 0° 0.8° 1.3° 1.9° 2.5° 3.4° 7° 1.8° 

注：轨道倾角是其他行星公转轨道面与地球公转轨道面的夹角。 

（3）图中八大行星绕日公转的方向为__________，从北极上空观察为__________时针。表 1 表明八大行星的

__________（选择填空）。 

A. 公转方向相同    B. 公转轨道面几乎在同一平面 

C. 公转速度相似    D. 公转轨道都为椭圆形的轨道 

（4）图中 M、N分别表示__________、__________。下列自然现象与太阳辐射关联密切的是__________（选择

填空）。 

①生物活动    ②大气运动    ③火山爆发    ④水的运动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2. 图 15为地球圈层结构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10分） 

 

（1）关于地球的圈层及其特点，下列描述正确的是__________（选择填空）。 

A. Ⅵ圈层是连续而不规则的 

B. 外部圈层由Ⅳ、Ⅴ、Ⅵ三部分组成 

C. 火山喷发物质来源于Ⅰ层 

D. 岩石圈由Ⅱ顶部和Ⅲ全部组成 

2017年 9月 16日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北纬 42.11°，东经 83.43°）发生 5.7级地震，震源深度 6千米。 

（2）关于此次地震，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________（选择填空）。 

A. 发生在图中的Ⅲ层 

B. 震级只有一个，烈度有多个 

C. 衡量灾情大小的指标是人员伤亡数量 

D. 发生时应该迅速乘电梯逃离出建筑物 

（3）有些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会发生上下颠簸的现象，此现象一般发生在大气垂直分层中的__________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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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高空飞行的是__________层，说明该层有利于高空飞行的原因。 

3. 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12分） 

2016年 11月 30日，我国的“二十四节气”被评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 1月 5 日或 6日为小寒节气。每

年的 7月 7日或 8日为小暑节气，北京此时节的气候特点是气温高、湿度大等。 

表 2  2017年天安门广场部分升降旗时间 

 1月 5日（小寒） 1月 12日 1月 17日  7月 7日（小暑） 7月 12日 7月 17日 

升旗时间 7：36 7：35 7：34  4：53 4：56 5：00 

降旗时间 17：03 17：10 17：16  19：46 19：44 19：41 

注：表中升降旗时间与北京日出、日落时间相同。 

（1）依据表 2，说出北京市小暑节气之后 10日内昼夜长短变化的特点。 

（2）运用大气的组成、大气受热过程等相关知识说明北京小暑时节气候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 

城市热岛效应是指城市中的气温明显高于外围郊区的现象，热岛强度是用城市和郊区两个代表性观测点的气温

差值来表示。图 16为北京市热岛强度四季平均日变化示意图。 

（3）小寒时节热岛效应较弱的时段主要是__________（选择填空）。 

 

A. 00：00—4：00        B. 6：00—10：00 

C. 11：00—19：00       D. 22：00—24：00 

（4）联系生活实际，提出减弱北京市热岛效应的主要措施。 

4. 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10分） 

2017年第 13号台风“天鸽”于 8月 23日在广东省登陆，造成了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图 17为台风“天

鸽”的移动路径示意图，图 18为水循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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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图 17中的 M处时，台风“天鸽”参与的水循环类型属于__________；在 N处时，参与的水循环类型属

于__________，该类水循环的环节主要包括__________（填图 18中的序号）。 

（2）下列诗句中，体现水循环的地理意义的是__________（选择填空）。 

A. 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    B. 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 

C. 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    D.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3）中国气象局 2007年 6月 12日公布、施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其中把台风预警信号分

为①黄色、②橙色、③蓝色、④红色四级，请将这四个级别由高到低排序__________（填序号）。台风往往给沿海

地区造成巨大的危害，台风的破坏力主要由__________、__________和风暴潮三个因素作用，具有突发性强、破坏

力大的特点。 

（4）台风到来前下列做法正确的有__________（选择填空）。 

①加固门窗、广告牌等搭建物    ②船舶回港避风或绕道航行 

③行人立即在建筑或树旁躲避    ④注意收听收看台风的信息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5. 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8分）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7年 11月 10日至 11日赴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访问越

南、老挝。湄公河上游在我国境内称澜沧江，出境后始称湄公河，并流经老挝、越南等 5 国。图 19 为澜沧江－湄

公河三处河段景观图，图 20为河流地貌示意图。 

 

（1）请将图 19中的景观与图 20中的序号连线。 

Ⅰ      Ⅳ 

Ⅱ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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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Ⅵ 

（2）任选图 19中的一幅景观图，对比其他两幅景观图，描述所选景观图中地貌的主要特点，并将答案填写在

表格中相应的位置。 

 Ⅰ Ⅱ Ⅲ 

所在位置    

地势特点    

河床特点    

（3）图 19中，河流流速较慢、携沙能力较弱的河段有__________（选择填空）。 

①Ⅰ    ②Ⅱ    ③Ⅲ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③    D. ①②③ 

（4）图 21为某种道路交通警告标志，其在图 19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地区是__________（选择填空）。 

 

A. Ⅰ    B. Ⅱ  C. Ⅲ    D. 三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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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试题答案 

【说明】考生的选择题答案按照选择题上的说明评分。非选择题答案如与本答案不同，但答得合理，可酌情给

分，但不得超过原题所规定的分数。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共 50 分  每小题 1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C B C A D A C D A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D C D B C C B A B 

题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D B C C B D[ D B D B 

题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答案 C A C A C A B C B A 

题号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答案 D D A A D B B B A D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共 50分） 

1. （10分） 

（1）二（两）  太阳系（或恒星系），行星系（3分） 

（2）C（1分） 

（3）自西向东  逆  B（3分） 

（4）色球层  日冕层  B（3 分） 

2. （10分） 

（1）BD（2分） 

（2）AB（2分） 

（3）对流  平流（2 分）  该层大气密度小；水汽含量小；随高度增加气温升高；大气以水平运动为主。（4

分） 

3. （12分） 

（1）昼渐短；夜渐长；昼长大于夜长。（3分） 

（2）小暑时节是北京一年中昼长、夜短的时期，也是太阳辐射较强时期，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多；地面吸收

太阳辐射，地温较高，地面辐射强（传给大气的热量较多）；此时大气吸收地面长波辐射多，气温较高；小暑节气

（也是一年中受夏季风影响，）大气中水汽含量高，空气湿度大，吸收地面辐射能力强；大气逆辐射强，气温较高。

（5 分） 

（3）C（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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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区增加绿化面积；城区增加水域面积；城区的部分工厂外迁；增加城区绿色建筑；绿色出行等。（3分，

合理即可） 

4. （10分） 

（1）海上内循环  海陆间循环（2分）  ⑧④②⑥⑤⑦（3分） 

（2）A（1分） 

（3）④②①③（1分）  狂风  暴雨（2分） 

（4）D（1分） 

5. （8分） 

（1）Ⅰ Ⅴ，Ⅱ Ⅵ，Ⅲ Ⅳ（3分） 

（2）（3分） 

 Ⅰ Ⅱ Ⅲ 

所在位置 河流中下游 河流入海口 河流上游山区 

地势特点 地势较平坦 地势较平坦 地势起伏大 

河床特点 宽而浅 宽而浅 窄而深 

（3）A（1分） 

（4）C（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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