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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丰台高一（上）期中 

地    理（A卷） 

考试时间：90 分钟 

第 I 卷（选择题 共 60分） 

本部分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意的一项。 

凌日和冲日是两种天文现象。太阳系中的行星在绕日运行过程中有时会处在太阳与地球之间，这时，

地球上的观测者可看到一个小黑圆点在日面缓慢移动，这就是凌日现象。所谓的冲日，通常是指在地球上

观察的行星和太阳的位置相差 180度，即该行星和太阳分别在地球的两侧，行星、地球、太阳排成一条直

线。读图 1，回答第 1、2题。 

 

某行星凌日图         某行星冲日图    

图 1 

1．地球两侧相邻的是 

A．木星与土星   B．金星与火星   C．金星与木星   D．火星与土星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位于地球公转轨道外侧的行星，可发生凌日现象 

B．位于地球公转轨道内侧的行星，可发生冲日现象 

C．位于地球公转轨道内侧的行星，可发生凌日现象 

D．在地球上既可看到火星凌日，也可看到火星冲日 

图 2 为一段时间内太阳黑子数与我国江淮地区梅雨强度的相关系数分布图。读图，回答第 3、4 题。 

 

图 2 

3．太阳黑子数与梅雨强度 

A．在湖北省的东南部呈正相关 B．在安徽省的大部分地区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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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图中西北部的相关性最小 D．正相关最大值出现在图中东北部 

4．太阳黑子数达最大值时 

A．通信卫星信号易受干扰 B．江淮地区梅雨强度增大 

C．漠河地区出现极昼现象 D．耀斑爆发强度减弱 

地球上生命出现后，生物多样性随着地理环境的改变会出现变化。图 3 示意古生代至新生代生物多样

性和地表温度的变化。读图，回答第 5～7 题。 

 

图 3 

5．地表温度从石炭纪到白垩纪 

A．持续下降 B．波动下降 C．持续上升 D．波动上升 

6．图中 

A．展示了从元古宙到新生代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 

B．二叠纪比三叠纪生物多样性丰富 

C．寒武纪植物以被子植物为主并且是哺乳类动物繁盛时期 

D．推动生物演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地球内部的炽热岩浆 

7．乙时期物种大灭绝最有可能 

A．与地表升温有关 B．与地磁变化有关 

C．与植物中毒有关 D．与陨石撞击有关 

图 4 为地球内部地震波传播速度与圈层结构示意（①～④表示地球内部圈层）。读图，回答第 8、9

题。 

 

图 4 

8．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软流层在③圈层的顶部 B．莫霍面是①②圈层的分界 

C．④圈层是外地核 D．岩石圈由①和②圈层共同组成 

9．对图中 M、N 两种地震波的解释，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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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是纵波，传播速度较慢 B．N 是横波，传播速度较快 

C．N 在固、液、气三态中都能传播 D．M 只能在液态中传播 

图 5 为沿 85°E 的地形剖面及莫霍面深度变化示意图。读图，回答第 10题。 

 

图 5 

10.图示区域 

A．地势北高南低，起伏较大 B．海拔高度与地壳厚度呈负相关 

C．莫霍面的深度大于全球平均值 D．莫霍面是地壳和软流层的分界 

2021 年，我国科学家在天山周边发现大型恐龙化石，命名为“中国丝路巨龙”。表 1 为该类恐龙生存

的地质年代特征，据此，回答第 11题。 

表 1 

地质年代 距今时间（万年） 构造阶段 植物演化阶段 动物演化阶段 

中生代 25200-6600 联合古陆解体 裸子植物时代 爬行动物时代 

11.该地质年代 

A．温暖海水中出现三叶虫 B．是地质历史上的成煤时期 

C．被子植物已经基本灭绝 D．已形成现代海陆分布格局 

图 6 为地球圈层间的物质交换示意图。读图，回答第 12、13 题。 

 

图 6 

12.图示圈层①②③④依次为 

A．生物圈、水圈、岩石圈、大气圈    B．水圈、生物圈、岩石圈、大气圈 

C．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大气圈    D．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大气圈 

13.“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反映的圈层关系是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完成月球采样任务,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图 7 为嫦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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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部分返回路线示意图。据此，完成第 14、15题。 

 

图 7 

14．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②点位于平流层 B．③点空气压强最小 

C．①点与④点气温相同 D．④点水汽最丰富 

15.嫦娥五号返回路线中 

A．①到②点,大气均呈电离状态    B．②点大气主要成分为臭氧 

C．②到③点,大气密度逐渐减小    D．④点以后即进入了对流层 

如果对流层大气出现“上热下冷”（即随高度上升，气温也上升）现象时，空气对流运动减弱，这种

现象称为逆温。有人说，逆温是雾霾的帮凶。辐射逆温经常发生在晴朗无云的夜间，黎明前最强，日出后

逆温层自下而上消失。图 8 为某次辐射逆温的发展过程示意图。读图 8，回答第 16、17 题。 

 

图 8 

16．图中辐射逆温发生过程的先后顺序为 

A．b→c→d→a→b              B．c→d→b→a→c  

C．b→a-c→d→b D．c→a→b→d-c 

17．逆温层成为雾霾帮凶的原因是 

A．使大气污染物增多 B．使污染物沉降至地面 

C．加剧污染物危害程度 D．阻碍污染物向高空扩散 

2020 年 2 月，南极某科考站附近的地面上出现了“西

瓜雪”现象。科学家表示，这是因为雪中含有一种叫极地

雪藻的微生物，它们适合在寒冷气候中生存，并在低温下

保持“休眠”状态，升温时会迅速生长并呈现粉红色。图

9 为大气受热过程示意图。据此，回答第 18、19题。 

18．相比普通的雪，“西瓜雪”的出现会使图中 

A．①增强 B．②减弱 

C．③增强 D．④减弱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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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如果“西瓜雪”现象在南极地区大面积频繁发生将 

A．引发臭氧增多         B．导致土壤酸化 

C．利于生态平衡         D．加剧气候变暖 

位于西安市的“除霾塔”是大型太阳能城市空气清洁系统，主体由空气导流塔(高 60米、直径达 10米)

及玻璃集热棚两部分构成。玻璃集热棚内设置过滤网墙，地面铺鹅卵石。据此，完成第 20、21 题。 

20．符合“除霾塔”内外空气运动特征的是 

             

A                    B                  C                D 

21．集热棚内地面上铺鹅卵石的主要目的是 

A．提高棚内升温效果        B．降低设施建设成本 

C．降低棚内昼夜温差        D．减小棚内地面风速 

湖陆风是一种在沿湖地区昼夜风向明显改变的地方性大气现象，包括湖风（出湖风）和陆风（进湖

风）。图 10示意大连西山水库周围的四处地点。据此，回答第 22、23题。 

 

图 10 

22．下列能够正确表示西山水库夏季湖陆风的是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23．夏季炎热的中午能够感觉到凉爽西北风吹来的地点是 

A．甲 B．乙 C．丙 D．丁 

我国某地为保证葡萄植株安全越冬，采用双层覆膜技术(两层覆膜间留有一定空间)，效果显著。图 11

中的曲线示意当地寒冷期（12 月至次年 2 月）丰、枯雪年的平均气温日变化和丰、枯雪年的膜内平均温度

日变化。读图，回答第 24、2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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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4．图中表示枯雪年膜内平均温度日变化的曲线是 

A．①       B．②      C．③      D．④ 

25．该地寒冷期 

A．最低气温高于－16℃                 B．气温日变化因积雪状况差异较大 

C．膜内温度日变化因积雪状况差异较大   D．膜内温度日变化与气温日变化一致 

图 12 所示山地为甲、乙两条河流的分水岭，由透水和不透水岩层相间构成。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

中，该山地被破坏的森林植被得以恢复，随之河流径流量发生了变化，河流径流的年内波动也减缓了。据

此，回答 26～28 题。 

 

图 12 

26．森林植被遭破坏后，河流径流量年内波动强烈，是由于 

A．降水更多转化为地下水 B．降水更多转化为坡面径流 

C．降水变率增大 D．河道淤积 

27．森林植被恢复后，该山地的 

①降水量减少  ②坡面径流增加  ③蒸发（腾）量增加  ④地下径流增加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28．如果降水最终主要转化为河流径流，那么森林植被恢复后，甲乙两条河流径流量发生的变化是                             

A．甲增加，乙减少，总量增加 B．甲减少，乙增加，总量增加 

C．甲增加，乙减少，总量减少 D．甲减少，乙增加，总量减少 

在认识到城市内涝问题的严峻性后，上海市打造“雨水银行”，让“天落水”循环使用。图 13为“雨

水利用过程示意图”，图 14 为“快排模式与海绵城市对比图”。读图，回答第 29、3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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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29．“雨水银行”的建设对水循环环节的影响是 

A．水汽输送量减少 B．地表径流量减少 

C．下渗量减少  D．蒸发（腾）量增加 

30．“海绵城市”与传统“大雨快排”措施的差别是 

A．“快排”措施增加了城市的可用水量 

B．“快排”措施与自然水文环境相仿 

C．“海绵城市”增大了城市地表排水量 

D．“海绵城市”提高城市抗旱防涝能力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40分） 

本部分共 4小题，共 40 分。 

31.为了解“地球的宇宙环境”，某同学进行自主学习探究活动。阅读相关资料，回答下列问题，帮助该同

学完成学习探究任务。（10 分） 

学习材料：八大行星主要物理性质比较（表 2）、太阳系模式图（图 15） 

表 2 

 

活动一  读表 2 和图 15，认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该同学对地球在宇宙中位置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个天体。 

地球所处的天体系统，按照级别从高到低，依次为可观测宇宙、河外星系、太阳系、地月系。 

地球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之一，它和其他行星在同一条椭圆轨道上围绕太阳公转，公转方向不同。按照

距离太阳由近及远的顺序，地球排在第三位，地球内侧相邻的是金星，地球外侧相邻的是土星。 

太阳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日地平均距离约 1.5千米。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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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你挑出该同学描述中的错误，按示例格式抄写错误原文并改正。（4 分） 

【示例】 错误 1. 原文：河外星系   改正：银河系     

                                                                       

活动二  参考表 2 和图 15，制作太阳系模型模拟地球的宇宙环境。 

（2）读图 16“该同学制作的太阳系模型照片”，请你从科学性角度对该同学制作的太阳系模型进行简单评

价，并提出改进建议。（6 分） 

  

32．阅读图文材料，回答下列各题。（10 分） 

材料一 年日照时数是指在一年时期内太阳实际照射时数的总和,以小时为单位。图 17 是我国某区域

年日照时数分布图。 

 

图 17 

材料二  甲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荒地、沙地、戈壁等未利用土地面积广，并且地势开阔、平缓，土

地资源优势突出，有建设大型太阳能光伏发电基地的优势。 

（1）简述图 17 中年日照时数的分布特点。（2 分） 

 

（2）分析甲地建设大型太阳能光伏发电基地的有利自然条件。（6 分） 

 

（3）列举两项生活中利用太阳能的实例。（2 分）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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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0分） 

城市热岛效应是指由于城市建筑及人类活动引起热量在城市空间范围内积聚，导致市区温度显著高于

郊区的现象。城市热岛效应会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图 18 为 2005 年、2020年北京市夏季白天城市

热岛高概率区的空间分布图。读图 18，回答下列问题。 

 

图 18 

（1）说出 2005-2020 年北京市热岛高概率区的空间变化特征。（2 分） 

 

北京市山地与平原之间多山谷风。图 19 为北京市局部地区示意图。 

 

图 19 

（2）在图 19 中用箭头示意热力环流，并解释图中城市热岛效应加强山风的原因。（6 分） 

 

（3）提出有助于缓解北京市城市热岛效应的措施。（2 分） 

34．图 20 为北半球部分地区（阴影部分为海洋）某时刻近地面等压线分布图（单位：百帕）。读图，回答

下列问题。（10 分）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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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图中气压分布判断图示季节为北半球____  （夏季/冬季），因为此时相对于海洋，陆地气压____   ，

气温____    ，这是由于海陆的____        差异所导致的。（4 分） 

(2)与北京相比，判断台北风力大小，并说明判断依据。（3分） 

(3)此时 P 地的风向最接近____   。（1 分） 

A．西北风        B．东北风      C．西南风      D．东南风 

(4)若用 A’、B’分别表示甲地和北京两地高空的气压，则下列图中能正确表示两地高空等压面状况的示

意图是____   。（2 分）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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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Ⅰ卷（选择题  共60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C D A D B A B C C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C B B C B D C D B 

题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A B A B C B C D B D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40分） 

31.（10分） 

(1) 错误 1. 原文:同一条椭圆轨道       改正:各自的椭圆轨道  

错误 2. 原文:公转方向不同             改正:公转方向相同  

错误 3. 原文:地球外侧相邻的是土星     改正:地球外侧相邻的是火星 

错误 4. 原文:日地平均距离约 1.5 千米   改正:日地平均距离约 1.5 亿千米 

（找出错误并改正正确，方可得 1分，共四处）（4 分） 

(2)从天体的大小、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各行星距离太阳的远近、公转轨道的形状等方面进行评价并提

出改进建议。例如:各行星大小的比例不符合实际;建议依据行星的实际大小,按照相同比例缩小制作模型。

（评价和建议各 1 分，合理即可，至少从 3 个角度）（6 分） 

32.（10分） 

(1)大致从东南向西北递增，日照时数多在2400-3600小时之间。（2分） 

(2)甲区域海拔较高，空气稀薄，大气对太阳辐射削弱作用弱（2分）；

深居内陆，降水少，晴天多，日照时间长（2分）；未利用土地面积广

，土地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开阔，利于建设。（2分）(前两点必写，后

两点任选其一) 

（3）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路灯（2分） 

33.（10分） 

（1）高概率区面积扩大；向北、南方向扩展明显。（2分） 

（2）绘图如右。 

夜间山地降温快，空气下沉（因果），（1分）吹山风；城市气温高，空气上升（因果）（1分），空气从四

周流入城市，与山风叠加（或“一致”/“方向相同”替代），使山风增强（1分） 

（3）增加城市绿地和水域面积；规划建设城市通风廊道；降低能源消费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控制城市

人口数量等。（2分） 

34.（10分） 

（1）冬季    高    低    热力性质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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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北风力较小  理由：台北等压线稀疏，水平气压梯度力小。（3分） 

（3）B（1 分）（4）C（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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