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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北京通州高二（上）期末 

地    理 

本试卷共 8 页，共 100 分。考试时长 9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

答无效。考试结束后，请将答题卡交回。

第一部分

一、选择题，本部分共 25 题，每题 2分，共 50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

题目要求的一项。

2022年 10月 31日，我国西北大学的张教授作为中国第 39次南极科学考察人员，乘坐“雪龙”号从

上海出发，开启为期半年的南极科考之旅。（a）为张教授出发前分享的朋友圈照片，（b）为我国南极考察

站分布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1. 中山站（   ）

A. 位于西半球 B. 位于长城站东南 C. 濒临大西洋 D. 地处盛行西风带 

2. 昆仑站到南极点的直线距离最接近（   ）

A. 1000千米 B. 3000千米 C. 6000 千米 D. 8000千米 

3. 张教授出发时（   ）

A. 伦敦日影接近一天中最短 B. 长城站 6点前日出东北且昼长夜短 

C. 适逢我国霜降至立冬之间 D. 中山站比昆仑站正午太阳高度角小 

第十九届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于 2022年 6月 18 日至 2022年 7月 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47°26′N，19°15′E）举行。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4. 本届锦标赛期间，北京比布达佩斯（   ）

A. 白昼时间短 B. 自转线速度小 C. 自转周期长 D. 自转角速度大 

5. 在本届男子 3米板双人项目中，中国队员曹缘/王宗源于布达佩斯当地时间 6月 26 日 15：00开始比

赛，并获得我国本届世锦赛首金。北京高二学生李明观看本场直播的时间可能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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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月 25日 8：00 B. 6月 25日 22：00 

C. 6月 26日 8：00 D. 6月 26日 22：00 

6. 本届锦标赛期间（   ） 

A. 北京日出时间越来越早 B. 地球的公转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C. 北极地区出现极夜现象 D. 北印度洋的洋流呈顺时针运动 

大瓦山似一艘巨大的诺亚方舟，高耸在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群山之中，顶部平坦，四周绝壁数千尺。

大瓦山上部为玄武岩，下部为石灰岩。（a）为大瓦山景观图，（b）为岩石圈物质循环示意图。读图，完成

下面小题。 

 

7. 大瓦山上部和下部岩石类型分别为（   ） 

A. 甲、丙 B. 甲、丁 C. 乙、丙 D. 乙、戊 

8. 大瓦山四周绝壁数千尺的景观，说明此地（   ） 

A. 褶皱构造普遍 B. 岩溶地貌典型 

C. 流水侵蚀显著 D. 断层构造发育 

下图为某地地质剖面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9. 图中地貌为（   ） 

A  向斜谷 B. 向斜山 C. 背斜谷 D. 背斜山 

10. 图中（   ） 

A. 岩层①比③沉积的更早 B. ②④岩层由外力作用形成 

C. 甲处岩脉形成早于断层 D. 甲类岩石中容易发现化石 

下图为我国某地局部地质地貌示意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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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中（   ） 

A. 甲山属于喀斯特地貌 B. 乙山因断裂抬升形成 

C. 丙处河岸侵蚀较明显 D. 丁处易受泥石流侵袭 

12. 图中地质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   ） 

①岩浆侵入②断层发生③变质作用④褶皱形成 

A. ①②③④ B. ②①③④ C. ③④①② D. ④①③② 

下图为非洲西部局部大气环流示意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13. 受甲、乙交替控制地区的气候特征是（   ） 

A. 全年高温多雨 B. 降水分干湿两季 

C. 全年炎热干燥 D. 降水季节变化小 

14. 图中丙的成因主要涉及（   ） 

①气压带、风带季节移动②地转偏向力③海陆热力性质差异④洋流流向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15. 此时北京可能出现的景象是（   ） 

A.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B.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C.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D.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下图为北半球四地某月 3日至 7日天气系统过境前后气压变化示意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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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上图中四地对应的天气系统正确的是（   ） 

 

A. ①一甲 B. ②一乙 C. ③一丙 D. ④一丁 

17. 5日，四地中天气以晴好为特点的是（   ）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毛里求斯岛地处印度洋西南部，易受热带气旋影响。（a）为毛里求斯岛地图，（b）为当地时间 2022

年 2月 2日 16时海平面气压分布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18. 据图推断（   ） 

A. 该岛此时盛行东南风 B. 强热带气旋气流辐散，该岛空气洁净 

C. 该岛此时没有强降水 D. 可能给该岛带来泥石流、海啸等灾害 

19. 该岛不适合发展内河航运的主要原因是（   ） 

A. 水陆交通便利 B. 河流落差大 C. 河湖数量较少 D. 珊瑚礁广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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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我国某地区一条河流受三种不同水源补给而形成的全年流量曲线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20. 该河补给方式中（   ） 

①a 冰川融水补给②b是大气降水补给③c是地下水补给④大气降水为主要补给水源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21. 该河最可能位于我国（   ） 

A. 华北地区 B. 东北地区 C. 长江中下游地区 D. 西北地区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附近的信风减弱，使太平洋中东部的水温异常增温的现象。下图为南太平洋赤道附

近正常年份和厄尔尼诺年的海水垂直运动示意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22. 据图推断（   ） 

A. 正常年份太平洋东部海区的气温较高 

B. 正常年份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气温较低 

C. 厄尔尼诺年太平洋西部海区气流下沉 

D. 厄尔尼诺年南美洲东部海区气流上升 

23. 厄尔尼诺年，下列事件发生可能性较大的是（   ） 

A. 全球范围内冰川储存量大幅增加 B. 南美洲西部干旱区出现了“绿洲” 

C. 赤道太平洋的大气热力环流增强 D. 澳大利亚东部森林火险等级降低 

下图为全球局部热带雨林分布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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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甲区域热带雨林面积不断减少会导致（   ） 

A. 亚马孙河的泥沙含量减少 B. 亚马孙地区水循环更活跃 

C. 亚马孙地区生物多样性减少 D. 亚马孙河流量季节变化减小 

25. 影响乙处热带雨林的形成因素有（   ） 

①暖流②东南信风③寒流④东北信风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第二部分 

二、综合题，本部分共 4 小题，共 50分。 

26. 青海湖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中亚一印度、东亚一澳大利亚国际水鸟迁徙的重要节点和

青藏高原水鸟重要越冬地。某中学组织学生赴青海省进行了研学旅行，下图为同学们结合调研结果，并通

过查询相关资料绘制的青海湖及周边区域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任务一：明青海湖成因 

（1）从地质作用的角度，概述青海湖的形成过程。 

任务二：析青海湖变化 

青海湖主要依赖地表径流和湖面降水补给。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气候趋于暖湿。下表为学生

搜集到的 1998一 2021年青海湖面积统计表。 

年份 1998 2001 2004 2007 2010 2013 2016 2019 2021 

面积

/102km2 
43.2 42.7 41.8 42.8 43.2 43.3 44.2 45.5 46.3 

（2）据表绘制 1998一 2021 年青海湖面积变化统计图____，并分析 2004年以来青海湖面积变化的原因

____。 

任务三：探青海湖影响 

近年来，青海湖蓄水量不断增加，流域水质保持稳定，流域 80%以上的面积保持着生态系统的原真

性。 

（3）从自然环境整体性的角度，说明青海湖水量不断增加对该地的重要作用。 

27. 当地时间 2022年 11月 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读图，回答下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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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1）描述塞内加尔的地理位置。 

塞内加尔的花生品质优，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被称为“花生之国”。花生喜温、耐旱，生长周期约

3 一 5个月，收获期在 10月底到 11月初。 

（2）评价塞内加尔种植花生的自然条件。 

28. 第二十二届世界杯于当地时间 2022年 11月 20日至 12月 18日在卡塔尔举行，揭幕战由东道主卡塔尔

对阵厄瓜多尔。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比较在本届世界杯比赛期间，多哈与基多昼长与正午太阳高度的大小。 

下图为 2017年 9月至 2022 年 5月南北纬 5之间的中、东部太平洋海域表层海水温度与常年总平均温

度的温差图。最新研究表明：此海域中厄瓜多尔的茎柔鱼产量与其表层海水温度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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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出多哈和基多的气候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 

29. 贡嘎山被称为“蜀山之王”，现代冰川、高原湖泊造就了其原始、秀丽的自然风貌。下图为贡嘎山自

然带分布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推测贡嘎山基带（图中 6自然带）的名称，并简述其基带所处的气候特征。 

（2）分析造成贡嘎山自然带垂直分异的主要原因。 

（3）与贡嘎山西坡相比，描述东坡自然带的特征并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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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一、选择题，本部分共 25 题，每题 2分，共 50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

题目要求的一项。 

【答案】1. B    2. A    3. C 

【解析】 

【1 题详解】 

结合图片可知，中山站位于东经 80°附近，因此位于东半球，A 错误；结合图片可知，长城站相比于中山

站纬度较低，因此中山站应为长城站的北侧，结合经度可知，长城站位于中山站的西侧，因此中山站位于

长城站的东南侧，B 正确；结合图中位置可知，中山站靠近印度洋，而不是大西洋，C 错误；中山站位于

极圈附近，因此应位于极地东风带，D 错误。故选 B。 

【2 题详解】 

读图可知，昆仑站大致纬度为 80°S，其与南极点的距离可以根据同经线两点计算距离的方式来估算，两者

相差纬度约 10°，1°对应距离约为 111 km,所以两者的直线距离约为 1 110 km，A 正确，BCD 错误。故选

A。 

【3 题详解】 

结合图中信息可知，张教授出发时为北京时间 2022 年 10 月 31 日 9 时 11 分，伦敦时间应为 10 月 31 日 1

时 11 分，还是晚上，没有日影，A 错误；10 月 31 日，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因此日出东南方向，B 错

误；10 月 31 日适逢我国霜降至立冬之间，C 正确；昆仑站纬度较高，因此正午太阳高度较小，D 错误。

故选 C。 

【点睛】在经线上，纬度相差 1°的弧长约为 111 千米；在纬度为 a 的纬线上，经度相差 n°，其长度为 111

千米×n°×cosa。 

【答案】4. A    5. D    6. D 

【解析】 

【4 题详解】 

结合材料可知，本届世锦赛在 2022 年 6 月 18 日至 2022 年 7 月 3 日举办，因此目前太阳直射点在北半球

向向北移动然后向南移动，北京为 40°N，纬度比布达佩斯低，白昼时间较短，A 正确；北京纬度低，自转

线速度较大，B 错误；地球自转周期相同，C 错误；除了极点之外，全球角速度相同，D 错误。故选 A。 

【5 题详解】 

结合材料可知，布达佩斯的经度为 19°15′E，应为东一区，我国的北京时间为东八区，因此观看时间应为

15+7＝22 时，即观看时间应为 6 月 26 日 22：00，D 正确，ABC 错误。故选 D。 

【6 题详解】 

结合材料中的时间可知，举办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8 日至 2022 年 7 月 3 日，直射点先向北移动再向南移

动，因此北京日出时间先早后晚，A 错误；7 月初为远日点，公转速度较慢，因此地球的公转速度变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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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慢，B 错误；北极地区出现极昼现象，C 错误；北印度洋的洋流呈现顺时针运动，D 正确。故选 D。 

【点睛】近日点（每年 1 月初），速度快 远日点（每年 7 月初），速度慢；昼长变化规律：①太阳直射点

所在半球，昼长夜短，纬度越高昼越长； ②直射点向哪个方向移动，则该半球昼变长夜变短。 

【答案】7. C    8. D 

【解析】 

【7 题详解】 

读图可知，丙由沉积物形成，可判断丙为沉积岩；戊可通过一定作用转化为乙和甲，可判断戊为岩浆，甲

和乙为岩浆岩，并且乙出露地表而甲位于地表以下，可判断乙为喷出岩而甲为侵入岩；甲乙丙都先转化为

丁，再由丁转化为岩浆，而判断丁为变质岩。结合材料大瓦山上部为玄武岩，下部为石灰岩，玄武岩为喷

出岩，故为乙，石灰岩为沉积岩，故为丙，故 C 正确，ABD 错误；故选 C。 

【8 题详解】 

大瓦山四周数千尺 绝壁最可能为断层面或上层岩块坍塌造成的，由断层构造发育形成的山体一般较陡

峭，D 正确；褶皱构造、岩溶地貌、流水侵蚀等不会形成垂直数千尺的绝壁景观，ABC 错误。故选 D。 

【点睛】大瓦山地貌的形成：大瓦山上部为玄武岩，下部为石灰岩，说明石灰岩形成早于玄武岩，而玄武

岩为喷出型岩浆岩，是由岩浆活动形成的，石灰岩属于沉积岩，是外力沉积作用形成的。故先有沉积作

用，固结成石灰岩，然后才有岩浆活动，峭壁的形成属于断裂作用，断层中相对上升的岩块形成峭壁。 

【答案】9. C    10. B 

【解析】 

【9 题详解】 

读该剖面图可看出，该地质构造的岩层向上弯曲，故为背斜；且地势中间低，两边高，故为一谷地。综

上，图中地貌为背斜谷，C 正确，ABD 错误。故选 C。 

【10 题详解】 

结合所学可知，沉积岩层中下老上新，故①和③相比，可看出③在下，①在上，③的形成早于①，A 错

误；读图可知，②为砂岩，④为泥岩，均属于沉积岩，故均由外力作用中的沉积作用和固结成岩作用形

成，B 正确；读图可知，甲处岩层侵入了断层处，且未发生断裂，故可判断甲的形成晚于断层，C 错误；

读图可知，甲为花岗岩，属于岩浆岩，而化石多见于沉积岩，D 错误。故选 B。 

【点睛】褶皱是地下岩层受到水平挤压发生弯曲变形，但岩层还是连在一起的；岩层受力破裂并沿断裂面

有明显的相对位移的是断层。岩层一般向上拱起为背斜，岩层向下弯曲为向斜；正常情况下，背斜形成山

岭，但背斜顶部受张力，岩性破碎，常被侵蚀成谷地；向斜常形成谷地，但向斜槽部岩性坚硬不易被侵

蚀，反而会形成山岭。 

【答案】11. C    12. D 

【解析】 

【11 题详解】 

结合图中信息可知，甲山主要岩石类型是泥岩和页岩，喀斯特地貌是石灰岩溶蚀形成的，A 错误；结合图

中的地质结构图可知，乙处为背斜山，因此并不是断裂抬升，B 错误；结合图片可知，丙处为河流的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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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受到流水侵蚀作用明显，C 正确；丁处为山脊，而泥石流主要是流向河谷，D 错误。故选 C。 

【12 题详解】 

结合图中信息可知，断层线和花岗岩都穿过了褶皱构造，因此褶皱应是最早形成的；断层线断开了花岗

岩，说明断层在岩浆活动之后；结合所学可知，变质岩是由于岩浆活动造成的变质作用，因此形成过程应

为褶皱形成—岩浆侵入—变质作用—断层发生，D 正确，ABC 错误。故选 D。 

【点睛】岩层新老关系或地质作用发生的先后顺序的判断方法：一般而言，沉积岩是越向下层年龄越老；

若岩浆侵入到沉积岩内部或岩浆通过沉积岩内部后喷出地表，则岩浆岩较沉积岩新；岩浆通道附近的变质

岩是在岩浆活动过程中受高温作用变质而形成的，因此其形成时间晚于岩浆岩。地壳垂直运动导致岩层断

裂错位形成断层，因此出现断裂错位的岩层形成于断层之前，反之，完整而上覆于断层之上的岩层形成于

断层之后。同理，若地质构造中既有褶皱又有断层，也可依据切断关系判断，被切断的形成较早。 

【答案】13. B    14. A    15. A 

【解析】 

【13 题详解】 

结合图中的位置可知，甲为北半球的信风带，乙为赤道低压带；结合所学可知，信风带和赤道低气压带控

制的地区应为热带草原气候，气候特征应为全年高温，分为明显的干湿两季，B 正确；热带雨林气候为全

年高温多雨，A 错误；全年炎热干燥为热带沙漠气候，C 错误；热带草原气候降水季节变化较大，D 错

误。故选 B。 

【14 题详解】 

结合图中位置可知，丙为西南季风；结合所学可知，西南季风是由于东南信风随着气压带风带的移动，受

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偏转形成的，①②正确；海陆热力性质和洋流对于西南季风的影响较小，③④错

误。故选 A。 

【15 题详解】 

结合图中气压带风带的位置可知，此时为北半球的夏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应为我国的夏

季的景象，A 正确；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应为冬季的景象，B 错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

垂下绿丝绦为春季的景象，C 错误；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为秋季的景象，D 错误。故选

A。 

【点睛】全球近地面共有七个气压带，即赤道低气压带，南、北半球的副热带高气压带，南、北半球的副

极地低气压带，南、北半球的极地高气压带。在气压带之间形成六个风带，即南、北半球的低纬信风带，

南、北半球的中纬盛行西风带，南、北半球的极地东风带。受气压带和风带的影响，形成不同的天气和气

候。 

【答案】16. D    17. B 

【解析】 

【16 题详解】 

读图，根据天气系统过境前后的气压变化判断，①过境后，气压变低，气温升高，因此应为暖锋，甲为冷

锋，A 错误；②为高压过境，北半球应为顺时针旋转，B 错误；③过境时，气压升高，气温降低，因此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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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冷锋，丙图为暖锋，C 错误；④为低压过境，因此应为气旋，丁图也是北半球的气旋，D 正确。故选

D。 

【17 题详解】 

结合上题分析可知，冷暖锋过境和气旋过境都会带来降水，因此①③④错误；②为反气旋，高压控制，天

气晴朗，②正确。故选 B。 

【点睛】冷锋对天气的影响：过境前，单一暖气团控制，气温较高，气压较低，天气晴朗；过境时，冷暖

气团交汇，天气变化剧烈，出现降温、大风、雨雪天气；过境后，单一冷气团控制，气温继续下降或保持

较低温度，天气转晴，气压升高；暖锋对天气的影响：过境前，单一冷气团控制，气温较低，气压较高，

天气晴朗；过境时，冷暖气团交汇，出现连续性降水天气，气温升高；过境后，单一暖气团控制，气温继

续升高，天气转晴，气压降低；气旋对天气的影响：气旋过境前，气压高；过境时，气压降低，气流上升

带来阴雨天气；过境后，气压又升高；反气旋对天气的影响：反气旋过境前，气压低；过境时，气压升

高，气流下沉形成晴朗的天气；过境后，气压又降低。 

【答案】18. A    19. B 

【解析】 

【18 题详解】 

风向需要结合等压线和地转偏向力进行分析；结合图 b 可知，该岛的水平气压梯度力是由南指向北，加上

向左的地转偏向力，会形成东南风，A 正确；气旋应是气流辐合，而不是气流辐散，B 错误；毛里求斯岛

仍被气旋控制，因此仍会出现强降水，C 错误；台风会形成狂风、暴雨、风暴潮，不会引发海啸，D 错

误。故选 A。 

【19 题详解】 

结合图片可知，该地地形起伏大，多山脉孤峰，因此水陆交通并不发达，A 错误；结合毛里求斯岛地图可

知，该地地势落差较大，流速快，不适合内河航运，B 正确；该地河流较多，C 错误；珊瑚礁并不会对内

河航运产生影响，D 错误。故选 B。 

【点睛】内河航运条件：地形：平坦，流经平原，水流平缓；气候：降水丰富均匀，河流流量大，季节变

化小，冰期短或无结冰期 3．河道：宽阔平直，水深；流域内人口多，经济发达，联系密集，运输量大。 

【答案】20. D    21. B 

【解析】 

【20 题详解】 

根据图示不同水源补给的大小和时间差异分析：图示 b 补给量大，且主要分布于夏季，夏季降水多，应是

雨水补给，②正确；图示 a 主要在春季形成补给，应为春季的季节性积雪融水，永久积雪和冰川融水补给

夏季气温高时融化量大，①错误；而图中 c 补给终年较稳定，应为地下水补给，③正确；该河流主汛期在

夏季，因此最主要的补给水源是雨水，④正确，D 正确。故选 D。 

【21 题详解】 

该河流受夏季降水和春季积雪融水补给而形成两个汛期，最可能位于我国东北地区，B 正确；华北地区河

流只有夏汛，A 错误；长江中下游地区河流只有夏汛，且流量大，此图流量不大，C 错误；西北地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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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汛，且冬季河流断流，D 错误。故选 B。 

【点睛】季节性积雪融水补给的河流有春汛。地下水补给对河流的补给比较稳定，但补给量不大。雨水补

给的河流，雨季流量大，形成汛期。我国东部因夏季风从海上带来丰富的水汽，夏季降水多，华北、东北

地区七八月份降水多。 

【答案】22. C    23. B 

【解析】 

【22 题详解】 

根据厄尔尼诺的原理进行分析，据图正常年份大量温暖海水向西流，太平洋东部海区气温较低，西部海区

气温较高，A 错误；正常年份澳大利亚东海岸气温较高，B 错误；由图可以看出厄尔尼诺年太平洋西部海

区气流下沉，C 正确；厄尔尼诺年南美洲西部海区异常增温，气流上升，D 错误。故选 C。 

【23 题详解】 

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显示出了海洋热量存储的释放，由于全球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全球温

度已经上升，全球范围内冰川融化，冰川储存量减少，A 错误；由图可以看出，南美西部干旱区降水增

多，可能出现绿洲，B 正确；在厄尔尼诺年，东南信风减弱，赤道太平洋的大气热力环流减弱，C 错误；

澳大利亚东部降水减少，导致澳大利亚东部森林火险等级升高，D 错误。故选 B。 

【点睛】厄尔尼诺现象又称厄尔尼诺海流，是太平洋赤道带大范围内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后失去平衡而产

生的一种气候现象，就是沃克环流圈东移造成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基本特征是太平洋沿岸的海面水温异常

升高，海水水位上涨，并形成一股暖流向南流动。它使原属冷水域的太平洋东部水域变成暖水域，结果引

起海啸和暴风骤雨，造成一些地区干旱，另一些地区又降雨过多的异常气候现象。 

【答案】24. C    25. A 

【解析】 

【24 题详解】 

结合所学可知，热带雨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地表径流的功能，若热带雨林面积减少，这些功

能就会下降，导致亚马孙河地区水土流失加剧，河流含沙量下降，且径流量的季节变化变大，AD 错误；

热带雨林地区植被茂密，植物蒸腾作用显著，若该地区热带雨林面积下降，会导致该地区的水循环速度下

降，B 错误；结合所学可知，森林可以为多种生物提供栖息环境和食物，若亚马孙地区热带雨林面积减

少，则会导致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下降，C 正确。故选 C。 

【25 题详解】 

由图可知，乙处热带雨林处于南纬 20°附近的大陆东岸，受来自海洋的湿润的东南信风以及沿岸的巴西暖

流等共同影响，导致该地全年高温多雨，形成热带雨林，①②正确；寒流会对沿岸气候造成降温减湿的影

响，不利于热带雨林的形成，且该地沿岸地区无寒流，③错误；东北信风是北半球的信风带，④错误。综

上，①②正确，A 正确，BCD 错误。故选 A。 

【点睛】热带雨林的经济效益：提供大量的珍贵的药材；提供大量木材；提供大量生物资源；亚马孙热带

雨林有丰富的铁矿资源。 

热带雨林的环境效益：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护淡水资源；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土壤；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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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氧气，亚马孙热带雨林素有地球之肺之称。 

第二部分 

二、综合题，本部分共 4 小题，共 50分。 

26. 【答案】（1）地壳运动导致断层发育，岩层断裂下陷，积水成湖。     

（2）    ①.     ②. 原因：全球变暖使冰川加

速融化，河流径流量增大，人湖径流补给增加；气候趋于暖湿使降水量增多，大气降水补给增多；湖泊周围

滩沙，坝沙多，泥沙淤积作用强，水较浅，易使湖泊面积增大。     

（3）调节局部气候，提高植被覆盖率，增加生物多样性，抑制土地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等。 

【解析】 

【分析】本题以青海湖及周边区域示意图为资料，涉及了地质作用、湖泊变化和湿地 作用的知识，重点

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及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体现了综合思维能力的学科素养。 

【小问 1 详解】 

结合所学可知，青海湖属于构造湖，属于断裂下陷积水成湖；因此形成过程应为地壳运动导致断层发育，

岩层断裂下陷，积水成湖。 

【小问 2 详解】 

根据表格数据可以绘图如下 

 

结合数据可知，湖泊面积在逐渐变大，主要是由于湖泊水量补给变多；结合所学可知，全球变暖使冰川加

速融化，河流补给量变大，导致河流的径流量增大，入湖径流补给增加，导致湖泊水量变多；全球气候变

暖导致气候趋于暖湿使降水量增多，大气降水补给增多，湖泊水量变多；湖泊周围滩沙，坝沙多，泥沙淤

积作用强，水较浅，易使湖泊面积增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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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 3 详解】 

青海湖水量增大属于区域水文要素的变化，注意分析该要素变化对其他地理要素的影响。首先，青海湖水

量增大，湖泊面积增大，蒸发加大，空气湿度增大，局部降水量可能增大，且湖泊对湖泊周边的气候调节

作用增强，周边地区气温的日较差减小（对气候要素的影响）；其次，湖泊面积增大，有利于周边地区植

被的恢复，有利于滨湖沼泽湿地面积的扩大，为动物提供了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增加（对生物的影响）；

最后，青海湖是阻挡西部沙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湖面面积扩大，有利于减缓沙漠面积的扩大，有利

于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对土地沙化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27. 【答案】（1）位于北半球，东半球；大部分地区位于 12°N一 17°N 之间，地处热带（低纬度）；位于

非洲西北部，西临大西洋；北部与毛里塔尼亚相邻，东与马里、南与几内亚比绍、几内亚接壤等。   

（2）有利条件：7 一 9 月水热充足，利于花生生长；收获期降水少，利于花生晾晒；地形以平原为主，利

于耕种；靠近河流，有灌溉水源。不利条件：降水季节变化大，易发生旱涝灾害。 

【解析】 

【分析】本题以塞内加尔 地理位置图和气候图为资料，涉及了地理位置判读和农业区位的知识，重点考

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及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体现了综合思维能力的学科素养。 

【小问 1 详解】 

地理位置包括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绝对位置主要指经纬度位置，相对位置主要是海陆位置、邻国位置

等；结合图片可知，塞内加尔位于 12°N 一 17°N 之间，位于 17°W 到 12°W 之间，因此位于北半球，东半

球；塞内加尔大部分地区位于 12°N 一 17°N 之间，地处热带（低纬度）；结合图片可知，塞内加尔位于非

洲西北部，西临大西洋；北部与毛里塔尼亚相邻，东与马里、南与几内亚比绍、几内亚接壤等。 

【小问 2 详解】 

农业发展的自然区位因素包括：气候（光照、热量、水源、水热组合、昼夜温差、气象灾害等）、地形、

土壤、水源等。结合气候图可知，塞内加尔 7 一 9 月降水较多，温度较高，雨热同期，利于花生生长；10

月底到 11 月初降水较少，天气晴朗，因此有利于花生晾晒；当地地形以平原为主，利于耕种花生；塞内

加尔靠近河流，水源充足，适合花生种植。不利条件：根据资料图可知，该地降水季节变化较大，因此容

易引发洪涝灾害。 

28. 【答案】（1）比赛期间太阳直射点靠近南回归线，基多昼长和正午太阳高度均大于多哈。

（2）气候特征差异：多哈比基多年均温高，气温年较差大，降水总量少，降水季节变化小。影响因素：大

气环流（气压带、风带）、地形。 

【解析】 

【分析】本题以卡塔尔和基多的区域图为资料，涉及了昼夜变化和影响气候的知识，重点考查学生获取和

解读信息及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体现了综合思维能力的学科素养。 

【小问 1 详解】 

结合图中信息可知，多哈位于北半球，基多位于南半球；结合材料可知，世界杯在 2022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8 日期间举办，由此可知太阳直射点位于南半球，因此基多的白昼和正午太阳高度都大于多哈。 

【小问 2 详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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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片可知，基多位于赤道附近，受到赤道低气压带控制，降水相对较多；结合图片可知，多哈地形为

山地，因此气温较低；多哈位于 26°N 附近，受到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降水较少，晴天较多，太阳辐射

较强，地势较为平坦，气温较高；因此多哈的年均温高于基多，气温年较差较大，降水总量较少，降水季

节变化小。从此可以得出多哈和基多的气候特征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大气环流和地形因素。 

29. 【答案】（1）自然带：常绿阔叶林带；气候特征：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     

（2）所处纬度低，相对高差大；随海拔升高，热量减少，水分发生变化。     

（3）特征：自然带更丰富；同一自然带分布海拔较低。原因：山体相对高度大；地处夏季风的迎风坡，降

水多。 

【解析】 

【分析】本题以贡嘎山为材料背景，涉及山地垂直然带的判读及特征分析等内容，考查了学生获取和解读

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难度一般，旨在落实学生综合思维、区域

认知等核心素养。 

【小问 1 详解】 

结合材料“贡嘎山被称为‘蜀山之王’”可知，贡嘎山地处我国西南地区，为亚热带季风气候。结合所学可

知，山地的基带与当地的水平自然带相一致，故其基带为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季风气候纬度低，受到季风

环流的影响，故其特征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 

【小问 2 详解】 

结合所学可知，由于海拔高度上升导致水热条件的变化使得山麓到山顶呈现规律性的分异变化称为山地的

垂直分异规律。故导致贡嘎山自然带垂直分异的原因有：山地纬度低，且受到夏季风的影响显著，导致基

带地区水热条件好；加上山地的海拔高，随着海拔的上升，热量和降水都会发生变化，不同海拔的水热组

合不同，导致自然带在垂直方向上出现分异。 

【小问 3 详解】 

自然带的差异可以从自然带数量和分布的海拔高低进行比较。读图可知，贡嘎山的西坡发育有 4 个自然

带，而东坡发育有 6 个自然带，东坡的自然带更丰富；除此外，同一自然带东坡比西坡分布的海拔低。读

图可知，贡嘎山的东坡相对高度更大，基带海拔更低，导致该坡自然带自下而上发育的空间更大，而西坡

由于相对高度小，基带海拔高，故无山地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分布；其次，结合所学可知，该地区

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较大，东坡地处东南季风的迎风坡，降水多，导致东坡与西坡同海拔地区相比，热量

条件较差，影响了植被的发育，故东坡同一自然带分布海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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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北京高考在线创办于 2014 年，隶属于北京太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地区极具影

响力的中学升学服务平台。主营业务涵盖：北京新高考、高中生涯规划、志愿填报、强基计

划、综合评价招生和学科竞赛等。

北京高考在线旗下拥有网站门户、微信公众平台等全媒体矩阵生态平台。平台活跃用户

40W+，网站年度流量数千万量级。用户群体立足于北京，辐射全国 31 省市。

北京高考在线平台一直秉承‘’精益求精、专业严谨‘’的建设理念，不断探索“K12

教育+互联网+大数据”的运营模式，尝试基于大数据理论为广大中学和家长提供新鲜的高

考资讯、专业的高考政策解读、科学的升学规划等，为广大高校、中学和教科研单位提供“衔

接和桥梁纽带”作用。

平台自创办以来，为众多重点大学发现和推荐优秀生源，和北京近百所中学达成合作关

系，累计举办线上线下升学公益讲座数百场，帮助数十万考生顺利通过考入理想大学，在家

长、考生、中学和社会各界具有广泛的口碑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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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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