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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牛栏山一中高二 10月月考 

地    理 

2023.10 

（分值:100 分时间：90 分钟） 

一、选择题（共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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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题的相应位置上。（每小题 1.5分，选对

一项得 1.5分，多选则该小题不得分。） 

为了便于认识地球，人们仿照地球的形状，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制作了地球仪。下图为地球仪图。

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 图中地球仪（   ） 

A. 地轴倾角为 23°26′ B. 经纬线垂直相交 C. 与地球形状完全相同 D. 所见范围为西半球 

2. 图中甲、乙两地可能相同的是（   ） 

①昼长时间②正午太阳高度③气候类型④自转速度⑤地转偏向力⑥海陆位置 

A. ①②③ B. ④⑤⑥ C. ①②④ D. ②④⑥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 3 月 16 日，迪士尼公司历史上首次将旗下六家度假区的乐园同时关闭，

下图为“迪士尼度假区所在城市分布图”。5月 11 日，上海迪士尼乐园首先恢复营业。据此完成下面小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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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迪士尼乐园恢复营业当天，图中六城市中正午人影最短和白昼最长的分别是（   ） 

A. 巴黎、香港 B. 奥兰多、东京 C. 上海、洛杉矶 D. 香港、巴黎 

4. 上海迪士尼乐园 5 月 11 日上午 9 时迎来第一位游客时，洛杉矶（西八区）正值（   ） 

A. 5 月 10 日上午 B. 5 月 10 日下午 C. 5 月 11 日下午 D. 5 月 11 日夜晚 

5. 全球迪士尼乐园全部关闭期间（   ） 

A. 上海的日出时间逐日提前 B. 地球公转的角速度正在逐渐加快 

C. 奥兰多昼长夜短且昼渐长 D. 东京日出方向由东北转为东南向 

2020 年 4月 8 日 22 时，小明在上海观赏了“超级月亮”。下图为“月亮视直径最大与最小时的对比

示意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6. 从天体运动位置看，此时“超级月亮”（   ） 

A. 月球位于远地点附近 B. 月球位于近地点附近 

C. 地月系位于远日点附近 D. 地月系位于近日点附近 

7. 与此时全球昼夜分布状况相符的是（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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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2019 年 10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盛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气势磅礴的阅兵式结

束后，11:30分“国旗方阵”通过天安门，开始了“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群众游行。 

据此，回答下列各题。 

 

8. 此时 

A. 游行队伍迎着朝阳走过天安门 

B. 伦敦正值早晨上班的高峰时段 

C. 在纽约(74°W)的华人 18:30 观看直播 

D. 全球处于 10月 1 日的范围大于 1/2 

9. 国庆假期期间 

A. 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逐渐提前 

B. 天安门广场正午旗杆影子逐渐变长 

C. 北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分节气 

D. 北京天坛公园银杏叶铺下满地金黄 

我国的圭表是世界上最早的计时器，如右图，表为直立的标杆，圭是平卧的尺。用其测量正午日影,

可定节气和一年时长。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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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所学知识，你认为使用圭表时（   ） 

A. 应早晚测量表影长度 B. 表影方向与时间无关 

C. 圭应南北方向摆放 D. 圭应东西方向摆放 

11. 古人利用圭表连续两次测得表影最长值的时间间隔大致为一个（   ） 

A. 恒星日 B. 太阳日 C. 恒星年 D. 回归年 

高达 528 米的“中国尊”大厦于 2018 年全面竣工。读左图“建设中的中国尊”和右图“中国尊大厦所在

区域电子地图”，回答下列各题。 

 

12. 左图照片的拍摄时间（北京时间）最可能介于 

A. 4:00～6:00 B. 10:00～12:00 

C. 12:00～14:00 D. 17:00～19:00 

13. 若左图照片拍摄当日，天安门升旗时间为 4:46，则该日北京 

A.日出东南方向 B. 正午日影较长 

C. 正值秋高气爽 D. 处于夏至前后 

某校举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所用素材之一是某周天气预报的手机截屏（下图）。据此，完成下

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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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图中时段最接近（   ） 

A. 立春 B. 惊蛰 C. 芒种 D. 寒露 

15. 该周（   ） 

A. 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 B. 东北地区多雷雨天气 

C. 黄淮海平原开始春耕 D. 长江中下游进入伏旱 

某校开展“时空智能，因融至慧”跨学科主题学习系列活动。结合 2023 年 6 月 10日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同学们展示了有关二十四节气的作品。图是学生设计创作的网页截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16. 二十四节气是古人观天察地、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客观反映了（   ） 

①太阳活动②四季变化③降水总量④物候现象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17. 据图推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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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甲地种冬小麦正值梅雨时节 B. 可以通过遥感监测乙地涝灾 

C. 正午太阳高度甲地比乙地大 D. 昼长周年变化甲地小于乙地 

2022 年国庆节期间，北京某中学的学生记录了 8 天室外气温、气压值，并结合天气预报，整理出。据

此，完成下面小题。 

日期 
9 月 30

日 

10月 1

日 

10 月 2

日 

10月 3

日 

10月 4

日 

10月 5

日 

10月 6

日 

10月 7

日 

平均气温

（℃） 
24 22 19 14 10 9 11 12 

平均气压

（hPa） 
1011 1012 1013 1029 1034 1027 1027 1019 

天气 

 

南风 

1 级 

 

西南风 

1 级 

 

西风 

1 级 

 

东北风 

3 级 

 

西南风 

1 级 

 

西风 

2 级 

 

西南风 

2 级 

 

南风 

2 级 

 

18. 2022 年国庆节期间影响北京的天气系统是（   ） 

A.  B.  

C.  D.  

19. 该天气系统过境时的日期及天气现象是（   ） 

A. 9 月 30 日一 10 月 1 日气温降低 B. 10 月 1 日一 10 月 2 日气压逐渐降低 

C.10 月 2 日一 10 月 3 日阴雨天气 D. 10月 3 日一 10 月 4 日风力逐渐增强 

下图为某月 19 日 08 时（a）和 20 日 05 时（b）海平面气压分布图（单位：hPa）。读图完成下面小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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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图示气压分布最可能出现在（   ） 

A. 2 月 B. 5 月 C. 9 月 D. 12 月 

21. 19 日 08时至 20 日 05 时，图中（   ） 

A. 高压系统减弱 B. 高压系统迅速东移南下 

C. 低压系统增强 D. 低压系统向东北方移动 

22. 与 19 日 08 时相比，20 日 05 时渤海海域（   ） 

A. 风力减小 B. 气压降低 C. 气温升高 D. 云量增多 

下图（a）为某日 08 时海平面气压分布图（单位:百帕），图（b）显示④地 24 小时内风的变化。 

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23. 图（a）中 

A. ①比②风速大 B. ①比③云量少 C. ②比③气压低 D. ②比④气温高 

24. 锋通过④地的时间可能为 

A. 上午 B. 下午 C. 傍晚 D. 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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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某年 11月 19 日亚洲部分地区海平面等压线分布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25. 图示时刻（   ） 

A. 北京雨过天晴，气温回升、风和日丽 B. 黄海海域受暖锋天气影响，风大浪高 

C. 朝鲜半岛将再次迎来降水，进入雨季 D. 长春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气温下降 

26. 由于冷锋运动速度快，当甲锋面追上乙锋面后，锋面结构应为（   ） 

A.  B.   

C.  D.  

如图是 3 月 26 日分别在河北张家口和湖北武汉拍摄的照片。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27. 左图中可见“雪压桃花”的景象，说明当地（  ） 

A. 前期气温已经回暖 B. 冷气团有较充足水汽 

C. 冷锋过境伴有沙尘天气 D. 之后气温将持续下降 

28. 冷空气一日后到达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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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气象台会发布道路结冰预警 B. 降水能满足春小麦生长需求 

C. 大风将形成落樱缤纷的美景 D. 长江在武汉段水位迅速升高 

下图为 2015 年 5 月 1 日 14 时亚洲部分地区海平面气压形势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29. 该日，下列地区可能 

A. 江苏大部分地区遭受冻害 B. 重庆发生滑坡泥石流 

C. 青海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 D. 浙江沿海受台风袭击 

30. 图中锋面系统过境前后，江苏天气变化与下列图示相符的是 

A.  B.  

C.  D.  

2019年 8月 7日在西北太平洋热带海区形成超强台风“利奇马”，10日台风在浙江省登陆，给我国东

部沿海造成严重损失图为“利奇马”移动路径示意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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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影响我国的台风（   ） 

A. 天气系统为反气旋 B. 台风眼的风力最大 

C. 西侧均为偏北风 D. 易引发海啸灾害 

32. “利奇马”由乙地移动到丙地过程中，风力变化最有可能的是（   ） 

A.  B.  

C.  D.  

33. 台风“利奇马”（   ） 

A. 从甲地到丙地依次经过我国的四大海域 B. 沿途最易诱发地质灾害的省区是浙、鲁 

C. 在江苏省与梅雨相叠加，洪涝灾害加重 D. 在浙江省登陆后中心气压值会相对降低 

34. 下图为亚洲局部地区海平面气压分布图（图中为北京时间），读图，最可能在钓鱼岛见到日出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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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 B. ② C. ③ D. ④ 

二、（非选择题共 49 分） 

35. 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2019 年 11月 29 日，李老师从福州（119°E，26°N）出发，前往新疆乌鲁木齐进行为期 1 个月的支

教。李老师乘坐火车经过 48 小时，12月 1 日到达乌鲁木齐（88°E，44°N）时，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升

起，而此时福州的学生已经在阳光明媚的教室上第二节课。 

（1）请你说出该日乌鲁木齐与福州日出时间差异并解释其产生原因。 

李老师在给乌鲁木齐的学生讲到《地球的运动》时，展示了“清华大学（40°N,116°E）的日晷景观

图及示意图”（下图）。它是赤道式日晷，晷盘上有时间刻度，当太阳光照在日晷上时，晷针的影子投向

晷盘面，并以此来显示时刻。 

 

（2）描述一天中从日出到正午，晷针投影长度变化的规律，并说出影响日晷计时效果的自然因素。 

经过为期 1个月的支教，李老师于 12 月 30 日启程返回福州。下表为“二分二至日前后两地正午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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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春分日 夏至日 秋分日 冬至日 

福州 64° 87° 64° 41° 

乌鲁木齐 46° 69° 46° 23° 

（3）请你结合上表绘制两地全年正午太阳高度变化折线图，说出李老师支教期间两地正午太阳高度变化

的共同特点，并分析原因。 

 

36. 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中国第 38次南极考察队于 2021年 11 月 5日从上海出发，历时 174天，顺利完成南极长城站、中山站

物资补给和人员轮换任务，开展了一系列科学观测，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2022 年 4 月 26 日，“雪龙”

号科考船抵达上海基地码头，标志着此次科考圆满完成。下图为中国南极科考站。 

   

（1）简述南极科考选择该时段的主要原因。 

（2）说出此次科考期间长城站昼夜长短的变化。 

37. 下图为“2018 年 4 月 5 日 14 时亚洲局部地区海平面等压线分布图（单位：百帕）”，读图，回答下列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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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绘制甲地气流运动示意图，简述此时甲地的天气状况及成因。 

（2）说出此时乌鲁木齐市的风向，比较乌鲁木齐市与西宁市的风力大小，并说明理由。 

（3）说出与该天气图的日期最接近的节气，并据图分析说明北京市当天的天气状况及其对大气环境质量

的有利影响。 

38. 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信阳市是河南省重要的粮食产区。下图为信阳市区域图和气温曲线、降水量柱状图。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 

（1）说明信阳市发展小麦、水稻种植的有利自然条件。 

大豆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我国大豆消费量巨大，需大量进口。近年来信阳市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模式（下图），改革一玉米种植为大豆和玉米高矮作物搭配间作，实现玉米产量基本不减、增收一

季大豆。大豆扎根较深，且根瘤菌具有固氮培肥作用。 

 

（2）说出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益处。 

信阳市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发展精准农业（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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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举地理信息技术在精准农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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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共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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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题的相应位置上。（每小题 1.5分，选对

一项得 1.5分，多选则该小题不得分。） 

【答案】1. B    2. C 

【1 题详解】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地轴与赤道的夹角为 90°，与黄道面的夹角为 66°34，A 错；所有的经纬线垂直相交，

B 正确；地球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鼓的不规则椭球体，而地球仪是一个正球体，C 错；所见范围为东半

球，D 错。故选 B。 

【2 题详解】 

结合图可知，甲、乙两地纬度相同，但是互为南北纬，一地的昼长等于另一地的夜长，当直射赤道上，全

球昼夜等长，①正确；当直射赤道时，正午太阳高度相同，②正确；甲地为亚热带季风气候，乙地为热带

沙漠气候，②错；两地的纬度相同，角速度和线速度相等，④正确；受地转偏向力影响，北半球向右偏，

南半球向左偏，⑤错，甲地位于大陆东岸，乙地位于大陆西岸，⑥错。综上所述，排除 ABD。故选 C。 

【点睛】按用途分类地球仪有以下几种类型:(1)经纬网格地球仪，在它的球面上只有经纬网格以及度数的

注记，也称经纬仪。(2)政区地球仪，球面光滑的表示行政区划分的地球仪。(3)地形地球仪，是表示地形的

模型，球面可分为平面和立体隆起两种。(4)示意性地球仪，球体仅显示大陆版块及海洋分布情况，常见于

装饰性用品。(5)教学地球仪，用于学校及家庭地理教学。(6)工艺礼品地球仪，常用于家庭及办公摆挂件装

饰等。(7)大型展示地球仪，常用于大型展览展示、教学观摩演示等。 

【答案】3. D    4. B    5. A 

【分析】 

【3 题详解】 

5 月 11 日太阳直射北半球，图中六城市均位于北半球，香港纬度最低，正午太阳高度角最大，正午人影最

短；北半球昼长夜短，且纬度越高，昼越长，夜越短，巴黎纬度最高，白昼最长，D 正确。故选 D。 

【4 题详解】 

西八区比北京时间（东八区）晚 16 小时，所以当北京时间为 5 月 11 日上午 9 时，西八区区时为 5 月 10 日

下午 17 点，故选 B。 

【5 题详解】 

根据材料信息可知，全球迪士尼全部关闭的时间段为 3 月 16 日～5 月 11 日，期间太阳直射点由南半球不

断向北半球移动。上海昼长逐渐增长，日出时间不断提前，A 正确；地球公转不断接近远日点（7 月初到

达远日点附近，公转线速度和角速度较慢），所以地球公转角速度减慢，B 错；奥兰多昼渐长，但在春分日

之前的一段时间，其昼短夜长，C 错；在春分日之前，东京日出东南，在春分日，东京日出正东，在春分

日之后至 5 月 11 日，东京日出东北，所以东京日出方向从东南转为东北向，D 错。故选 A。 

【点睛】地球上昼夜长短变化规律：①太阳直射点在哪个半球，哪个半球昼长夜短，且该半球出现极昼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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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②太阳直射点向哪个半球移动，哪个半球昼渐长，夜渐短。 

【答案】6. B    7. A 

【6 题详解】 

月球围绕地球公转，其公转轨道是椭圆轨道，地球位于其中一个焦点上，“超级月亮”比平常看起来更

大、更亮，说明此时月球位于公转轨道的近地点附近，离地球距离较近，A 错误，B 正确；地月系位于近

日点或远日点对于“超级月亮”没有影响，C、D 错误。故选 B。 

【7 题详解】 

4 月 8 日为北半球夏半年，北极圈以内小范围出现极昼，南极圈以内小范围出现极夜，由此可排除 BC 选

项；此时北京时间为 22 时，即 120°E 的地方时为 22 时，所以 150°E 为 0 时，且为夜半球的中央经线，

大致与 A 图对应，D 图错误。综上分析，与此时全球昼夜分布状况相符的是 A 图，故选 A。 

【答案】8. D    9. B 

【分析】本题考查地球运动的意义。 

【8 题详解】 

北京时间（东八区）11:30 分“国旗方阵”通过天安门，接近正午，A 错误。伦敦（零时区）3：30，还是

夜晚，不是早晨上班的高峰时段，B 错误。在纽约(74°W 西五区)22：30 观看直播，C 错误。西三区为 0：

30，从西三区到东十二区为 10 月 1日，全球处于 10 月 1 日的范围大于 1/2，D 正确。故选 D。 

【9 题详解】 

国庆假期期间，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白昼缩短，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逐渐推迟，A 错误。天安门广

场正午旗杆影子逐渐变长，B正确。9月 23日为秋分，北京已过秋分节气，C错误。北京银杏是每年的十月

下旬到十一月的时候深秋时期，银杏叶铺下满地金黄，D 错误。故选 B。 

【答案】10. C    11. D 

【10 题详解】 

由题文信息知用圭表测量的是正午日影，应正午时测量，南北摆放，故 A、D 错；时间不同，太阳的方位

不同，影子方位就不同，故 B 错。故选 C。 

【11 题详解】 

圭表是我国的计时器，表影最长值应该是正午太阳高度角最小的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所以连续两

次测得表影最长值的时间间隔大致为两个冬至日的时间点，即为一个回归年，故 D 正确，ABC 错误。故

选：D。 

【点睛】恒星年是地球在轨道上连续两次通过某一恒星的时间间隔，地球公转 360°，时间为 365 日 6 时 9

分 10 秒，是地球公转的真正周期。回归年是地球在轨道上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的时间间隔，长度是 365 日

5 时 48 分 46 秒，地球绕日比恒星年少转了 50″29．恒星日以恒星为参照物，地球自转 360 度，用时 23 时

56 分 4 秒； 太阳日以太阳为参照物，地球自转了 360 度 59 分，用时 24 小时。 

【答案】12. D    13. D 

【分析】本题 “中国尊”大厦的太阳方位景观照片及其空间位置区域图为背景，考查太阳的视运动及昼夜

长短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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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题详解】 

在左图和右图照片，便可确定中国尊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楼之间的关系， 

暨中国尊的右侧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楼，说明拍摄方向是面朝西方。图示为日落时期，拍摄时的北京时

间最可能介于 17:00-19:00，D 对。而 4:00-6:00 是日出时间，A 错；10:00-12:00、12:00-14:00 是正午前后时

间，B、C 错。故选 D。 

【13 题详解】 

若左图照片拍摄当日天安门升旗时间为 4:46，由于天安门的升旗时间与日出同步，则改日日出在 6 点前，

则该日北京日出东北方向，日落西北方向，北半球是夏季，A、C 错。夏季正午日影较短，B 错，处于夏

至前后，D 对。 

【点睛】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学生将右侧中国尊和中央广播大厦的空间位置关系图与左侧实物景观图之间

的相互关系结合起来，得到中国尊的右侧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楼，说明拍摄方向是面朝西方，判断图示

为日落时候，进而判断时间。另外升旗时间与日出同步是解决第二题的关键。 

【答案】14. B    15. C 

【分析】 

【14 题详解】 

立春为 2 月 3 日到 5 日、惊蛰为 3 月 5 日至 7 日、芒种为 6 月 5 日到 7 日、寒露为 10 月 8 日到 9 日。根据

图中日出、日落时间可算出，该日昼长不到 12 小时，说明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可排除芒种，C 错。根据

图中气温越来越高，可判断出太阳直射点应向北移，可排除寒露，D 错。根据图中的气温大多最低气温已

经在 0℃以上，可判断出可能为 3 月，2 月北京为冬季，最低气温应低于 0℃，A 错，B 正确。故选 B。 

【15 题详解】 

由第 1 小题可判断出该周为 3 月，太阳直射点向北移，A 错。东北地区夏季多雷雨天气，B 错。黄淮海平

原开始春耕，C 正确。长江中下游夏季进入伏旱，D 错。故选 C。 

【点睛】试题考查学生获取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答题时应充分利用图中信息。 

【答案】16. C    17. B 

【16 题详解】 

二十四节气，它基本概括了一年中四季交替的准确时间以及大自然中一些物候等自然现象发生的规律，故

②④正确；太阳活动是太阳大气层里一切活动现象的总称，主要有太阳黑子、耀斑、日珥和日冕瞬变事件

等，与二十四节气无关，①错误；二十四节气反映了物候、气候等多方面变化，如春生、夏长、秋收、冬

藏，以及日照、降雨、气温等的变化规律，但无法直接反映降水总量，③错误。故②④正确，故选 C。 

【17 题详解】 

根据图示可知，甲为山西省，乙为湖南省。梅雨天气现象主要出现在我国的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

江淮地区，到韩国、日本列岛一带，甲地位于山西省，不是梅雨分布区，A 错误；通过对遥感数据进行收

集处理，可以为灾情信息获取、救灾决策和灾区重建提供重要支撑，B 正确；甲地纬度高于乙地，且两地

纬度都在北回归线以北，故正午太阳高度角甲地小于乙地，C 错误；纬度越高，昼长周年变化幅度越大

（有极昼极夜地区变化幅度为 24 小时），甲地纬度高于乙地，故甲地昼长周年变化幅度大于乙地，D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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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故选 B。 

【点睛】遥感技术具有在不接触目标情况下获取信息的能力。在遭遇灾害的情况下，遥感影像是我们能够

方便立刻获取的地理信息。在地图缺乏的地区，遥感影像甚至是我们能够获取的唯一信息。 

【答案】18. B    19. C 

【18 题详解】 

结合表格信息可知，此次天气系统过境会导致气温下降，气压上升，因此应为冷锋过境；结合选项可知，

A 为暖锋，B 为冷锋，C 为反气旋，D 为气旋，B 正确，ACD 错误。故选 B。 

【19 题详解】 

结合所学可知，冷锋过境时会出现降温和阴雨天气；结合图片可知，10 月 2 日一 10 月 3 日出现了降水天

气，因此 10 月 2 日一 10 月 3 日为冷锋过境的日期，C 正确；9 月 30 日一 10 月 1 日并没有出现降水，A 错

误；10 月 1 日一 10 月 2 日气压逐渐升高，而不是降低，B 错误；10 月 3 日一 10 月 4 日风力逐渐变弱，D

错误。故选 C。 

【点睛】冷锋是冷气团主动移向暖气团，并推动暖气团移动；冷锋过境会产生降温、阴雨、大风等天气，

冷锋过境后，冷气团占据原来暖气团的位置，气温降低，气压升高，天气转晴。暖锋是暖气团主动移向冷

气团，并推动冷气团移动；暖锋过境时容易产生连绵阴雨，过境后，受单一暖气团控制，气温升高，气压

下降，天气转晴。等压线数值内大外小为高压，从气流来说是反气旋；反气旋的气流为北顺南逆辐散，气

流下沉，气温升高，天气晴朗。等压线数值内小外大为低压，从气流来说是气旋；气旋的气流为北逆南顺

辐合，气流上升，容易成云致雨。 

【答案】20. C    21. D    22. A 

【20 题详解】 

图中海洋上出现了热带气旋，可能是台风过境，台风多发生在夏秋季，又结合蒙古-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出现

高压中心，说明陆地气温降低，不是夏季，因此，图示气压分布最可能出现在 9 月，C 正确，ABD 错误。

故选 C。 

【21 题详解】 

19 日 08 时至 20 日 05 时，图中高压中心气压没有降低，高压系统并未减弱，A 错误；高压系统迅速向西

移动，B 错误；低压中心外围等压线数值由 985 升高到 990，低压系统减弱，C 错误；低压中心由日本九州

岛移动到本州岛北部，低压系统向东北方移动，D 正确。故选 D。 

【22 题详解】 

与 19 日 08 时相比，20 日 05 时渤海海域等压线变稀疏，风力减小，A 正确；气压为 1015-1020 气压并未降

低，B 错误； 受偏北风影响，气温降低，C 错误；高压脊控制，天气晴朗，云量减少，D 错误。故选 A。 

【点睛】热带气旋是生成于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具有有组织的对流和确定的气旋性环流的非锋面性的天

气尺度的涡旋的统称。它包括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 热带气旋常

见于西太平洋及其临近海域（台风）、大西洋和东北太平洋（飓风）以及印度洋和南太平洋。 

【答案】23. B    24. A 

【分析】该题考查等压线和天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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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题详解】 

图 a 中①比②等压线稀疏，所以①比②风速小；①处于高压脊，天气晴朗，比③云量是少；③位于低压中

心，②比③的气压大；④位于冷锋的锋前，②位于冷锋的锋前后，处于冷气团控制，②比④地气温低，所

以选 B。 

【24 题详解】 

根据图 b 显示④地 24 小时内风的变化，图中④地附近锋为冷锋，其移动方向大致自西北向东南，受其影

响，④地风力增强，且吹西北风，读图分析可知，在 8-10 点间该地吹西风，风力 2 级，12 点后风向为偏

北风，风力加大为 6 级，可判断锋面通过④地的时间大约是在 10-12点间，选 A正确。 

【答案】25. D    26. B 

【25 题详解】 

从锋面气旋运动的方向可知，北京处在冷锋后，雨过天晴，气温下降，A 错误；黄海海域受冷锋天气影

响，风大浪高，B 错误；朝鲜半岛处在暖锋后，暖锋锋前降水，C 错误；长春处在暖锋前，受到冷气团控

制，气温下降，D 正确。故选 D。 

【26 题详解】 

当甲锋面（冷锋）追上乙锋面（暖锋）后，暖空气前后两侧为冷空气，AC 错误，暖气团受冷空气影响会

爬升到冷空气上方，不会出现下降，D 错误，B 正确。故选 B。 

【点睛】锋面一般形成于地面气旋的低压槽中。因为锋面是冷暖气流相遇后才能形成的,所以只有在低压控

制下的辐合气流才能形成锋面，而高压中心附近的气流是向周围辐散的,冷暖气流不会相遇,所以形成不了

锋面。 

【答案】27. A    28. C 

【分析】本题考查锋面与天气的相关知识。旨在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

力，渗透的地理核心素养为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和人地协调观。 

【27 题详解】 

“雪压桃花”，桃花说明春天到来，前期天气回暖，气温较高，A 正确；出现“雪压”，表明气温降低，

且出现了降水，前期气温高，当前气温低，且出现降雪，为冷锋过境的天气特征，冷锋过境时的降水来自

暖气团，表明暖气团水汽充足，B 错误；有降雪，说明空气湿润，不易产生沙尘天气，C 错误；冷锋过境

后，气温会在较低的水平上保持稳定，长期来看，桃花盛开，春天到来，最终气温会升高，D 错误。故选

A。 

【28 题详解】 

冷空气到达武汉，武汉受冷锋空气影响，气温降低，但是武汉位于南方地区，气温一般高于 0℃，道路不

会结冰，A 错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小麦为冬小麦，B 错误；武汉樱花盛开，冷锋过境会有大风天气，会

吹落树上的樱花，形成落樱缤纷的美景，C 正确；3 月份时，雨带还没有推移至长江一带，此时武汉的冷

锋不会出现高强度、长时间的降水，因此武汉段的水位并不会迅速升高，D 错误。故选 C。 

【答案】29. B    30. B 

【分析】试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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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题详解】 

从该气压形势图看，该日，江苏大部分地区处在冷锋前方，暖气团控制一侧，未曾遭受冻害，答案 A 错

误，重庆处在冷锋锋线附近，伴随有阴雨天气，降雨可能会诱发泥石流，答案 B 正确，青海大部分地区受

高压控制，天气晴朗，答案 C 错误，此时等压线图表示东南沿海风平浪静，答案 D 错误故答案选 B。 

【30 题详解】 

图中锋面系统过境前后，冷气团代替暖气团，气温大幅下降，锋线附近为低压槽，锋线两侧气压较高，因

此气压先降低后升高，与江苏天气变化相符的是 B，故答案选 B。 

考点：本题考查常见天气系统。 

【答案】31. C    32. A    33. B 

【31 题详解】 

台风属于气旋，A 错误；台风眼风力微弱，天气晴朗，B 错误；受水平气压梯度力和地转偏向力影响，台

风西侧吹偏北风，C 正确；海啸主要由海底地震引发，台风易引发风暴潮灾害，D 错误。故选 C。 

【32 题详解】 

结合图例和台风移动路径分析，台风“利奇马”在乙地登陆时为强台风，登陆后强度减弱为台风、强热带风

暴、热带风暴，在江苏和山东半岛之间的黄海海域又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登陆山东半岛后到丙地减弱为热

带风暴、热带低压。由此判断，“利奇马”由乙地移动到丙地过程中，风力变化与 A 图最相符，故选 A。 

【33 题详解】 

读图分析，台风“利奇马”从甲地到丙地依次经过我国的东海、黄海和渤海，没有经过南海，A 错误；8 月

梅雨应已经结束，C 错误；沿途浙江和山东多丘陵山地，易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B 正确；在浙

江省登陆后势力减弱，中心气压值会相对升高，D 错误。故选 B。 

【点睛】台风登陆后势力减弱的原因：第一，台风登陆后，陆地阻碍物过多，高低起伏，摩擦耗能，导致

台风势力迅速减弱；第二，台风是在热带或温带形成的低压气旋，在海上不断有水汽补充，增强其势力，

登陆后，水汽迅速减少，得不到补充，导致台风减弱。 

34. 【答案】B 

【详解】钓鱼岛位于 123°E，其地方时与北京时间相差不大。图①为 6 月 8 日 08:00，钓鱼岛昼长夜短，6

点前就已日出，A 错误；图②为 6 月 8 日 05:00，钓鱼岛昼长夜短，6 点前日出，05:00 可能在钓鱼岛见到

日出，B 正确；图②为 9 月 4 日 05:00，接近秋分日，钓鱼岛昼长略长于 12 小时，应与略早于 6 点日出，

05:00 距离 6:00 相差 1 小时，此时还未日出，C 错误；图④为 4 月 8 日 08:00，钓鱼岛昼长夜短，6 点前就

已日出，D 错误。故选 B。 

【点睛】春分日、秋分日太阳直射赤道，全球各地昼夜等长，6:00 日出，18:00 日落；春分日--夏至日--秋

分日，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半球，北半球昼长夜短；秋分日--冬至日--春分日，太阳直射点位于南半球，北半

球昼短夜长。 

二、（非选择题共 49 分） 

35. 【答案】（1）差异：乌鲁木齐比福州日出时间晚。原因：乌鲁木齐比福州纬度高，此时为冬季黑夜时

间更长，日出更晚；乌鲁木齐位于福州以西，越往西日出时间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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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律：由长变短。自然因素：昼夜、天气阴晴等。 

（3）  

特点：两地正午太阳高度都是先减小后增大；冬至日前后达最小值。原因：两地均位于北回归线以北，12

月 1 日至冬至日，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两地正午太阳高度逐渐减小；冬至日直射南回归线，两地正午太

阳高度达最小；之后太阳直射点北移，两地正午太阳高度逐渐增大。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昼夜长短的变化规律、太阳高度的日变化以及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规律等相关知

识。难度一般，结合图文材料信息分析作答即可。对于地理图表的绘制，需要注意表格数据大小，合理选

择纵坐标的取值。 

【详解】（1）本题需要从经纬度的差异进行分析作答。该日太阳直射南半球，北半球昼短夜长，且纬度越

高，昼越短，夜越长。相比于福州而言，乌鲁木齐的纬度更高，昼长更短，夜长更长，日出时间更晚；其

次，乌鲁木齐和福州两地经度差异较大，乌鲁木齐位置更靠西，日出时间更晚。所以乌鲁木齐比福州日出

时间晚。 

（2）一天中，从日出到正午，太阳高度逐渐增大，晷针投影长度逐渐变短。阴晴状况影响日晷计时效

果，如阴天时光照较弱，晷针影子并不明显；其次，昼夜情况也会影响日晷计时的效果，如夜晚无太阳光

照，无法利用其来进行计时。 

（3）根据表格信息绘制即可，注意结合表格中正午太阳高度的大小合理选择纵坐标的数值间隔。绘图如

下： 

 

支教期间，两地正午太阳高度角均先减小后增大，并且在冬至前后达到最小值。原因：李老师 11 月 29 日

出发，12 月 30 日返回，期间太阳直射点先往南移，过冬至日之后，太阳直射点再往北移。乌鲁木齐和福

州两地均位于北回归线以北，自 12 月 1 日至冬至日，太阳直射点不断南移，两地的正午太阳高度均不断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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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冬至日，太阳直射纬度最靠南，两地的正午太阳高度角达到最小；冬至日至 12 月 30 日，太阳直射点

北移，两地正午太阳高度角均逐渐增大。 

【点睛】 

36. 【答案】（1）该时段是南极洲的暖季且白昼时间长，便于考察。     

（2）11 月 5 日-12 月 22 日(前后)，昼渐长，夜渐短；12 月 22 日(前后)-4 月 26 日，昼渐短，夜渐长。 

【分析】该题以中国南极科考活动为材料设置问题，下设 2 个小问，涉及太阳直射点南北移动，昼夜长短

变化规律等相关知识，考查学生区域认知能力，人地协调观念，地理实践力和综合思维。 

【小问 1 详解】 

选择在 2021 年 11 月 5 日至 2022 年 4 月 26 日进行南极考察，是因为此时太阳直射南半球，南极地区出现

极昼，太阳辐射较多，温度较高，昼长较长，有利于科学考察的进行。 

【小问 2 详解】 

此次考查期间，自 11 月 5 日至 12 月 22 日前后，由于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南极范围内的极昼范围不断扩

大，长城站白昼不断变长，夜渐短；12 月 22 日前后至 2022 年 4 月 26 日太阳直射点向北移动，长城站昼

渐短，夜渐长。 

37. 【答案】（1）     ；天气晴朗，高压中心，盛行下沉气流。       

（2）偏东风；乌鲁木齐此时等压线较为稀疏，水平气压梯度力较小，风力较西宁市小。     

（3）清明；冷锋过境，出现大风降温，可能有雨雪；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分析】本题以“2018 年 4 月 5 日 14 时亚洲局部地区海平面等压线分布图（单位：百帕）”为背景，涉及

天气系统相关知识，考查学生读图能力和基础知识运用能力。 

【小问 1 详解】 

读图分析，甲地此时气压值高于周边地区，为高压中心；受其控制，盛行下沉气流，天气晴朗，图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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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小问 2 详解】 

乌鲁木齐市此时的风向可通过作图判断，为东风，

；乌鲁木齐此时等压线较为稀疏，水平气压

梯度力较小，风力较小。 

【小问 3 详解】 

根据“2018 年 4 月 5 日 14 时亚洲局部地区海平面等压线分布图（单位：百帕）”可知，该天气图的日期最

接近的节气为清明，读图可知，北京此时为冷锋过境，多有大风天气，可能伴有降水，温度降低或者是沙

尘天气，不利于祭祖扫墓（踏青郊游），但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38. 【答案】（1）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热量较充足；夏季高温多雨，水热配合好；地形以平原为主，

耕地面积广；河湖众多，灌溉水源丰富等。      

（2）高矮作物搭配间作，可充分利用光热资源；利用大豆固氮培肥作用，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农产品品

种、产量，提高农民收入；缓解我国大豆供需矛盾状况，利于保障粮食安全等。     

（3）利用遥感技术获取土壤墒情、土地利用、病虫害等信息，为农业生产提供数据等；利用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采集农田位置信息，指导农业机械精准作业等；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整合、分析各种数据资料，制定

农业生产决策等。  

【分析】该题以信阳市区域图和气候资料为背景，涉及农业生产的区位条件和地理信息技术在精准农业中

的应用等知识点，考查学生运用资料分析区域发展的能力 

【小问 1 详解】 

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包括地形、气候、水源、土壤等，材料地形图可以看出信阳市，海拔 200 米以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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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平坦，土壤肥沃，优良耕地面积较大，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并且靠近河流，可以提供灌溉水源；根据

气温和降水图可以看出，最冷月气温在 0℃以上，保障农业生产的热量条件，热量充足，全年降水较多，

并且雨热同期，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小问 2 详解】 

我国大豆消费量巨大，需大量进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保证玉米产量的同时收获了大豆，从而保

障了我国粮食安全；大豆具有固氮培肥作用，可以为玉米的生长提供肥料；从图片可以看出，大豆玉米属

于高低杆套种，高矮作物搭配间作，可充分利用光热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并且使玉米通风效果更好。 

【小问 3 详解】 

遥感技术可以实时监测，节约人力现场观察，利用遥感技术获取土壤墒情、土地利用、病虫害等信息，为

农业生产提供数据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以精准定位，获得发生病虫害的区域，指导农业机械精准作

业；地理信息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制定最佳方案，进行农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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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北京高考在线平台将立足于北京新高考改革，基于对北京高考政策研究及北京高

校资源优势，更好的服务全国高中家长和学生。

推荐大家关注北京高考在线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京考一点通，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整

理分享最新的高中升学资讯、政策解读、热门试题答案、招生通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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