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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海淀高三（上）期中 

地    理 

2023.11 

本试卷共 8 页，100 分。考试时长 9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

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纸一并交回。 

第一部分 

本部分共 15题，每题 3分，共 45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2023 年 4 月 21 日，太阳爆发超强耀斑，持续时间达 1 小时，并伴随有日冕物质抛射，引发特大地磁暴事

件，表征地磁暴强度的地磁指数升高。图 1 为地磁指数变化图。地磁指数最高时，我国克拉玛依（45.6°

N，84.9°E）、漠河（53.0°N，122.5°E）等地可见极光。读图，完成 1、2 题。 

 

1.本次太阳耀斑爆发 

A.引发 21 日出现特大地磁暴   B.反映太阳大气剧烈变化 

C.造成太阳大气层结构改变    D.显著提升年太阳辐射量 

2.克拉玛依 

A.北京时间 24 日 3 时可见极光   B.位于漠河以南，易见极光 

C.可见极光的时间长达 15 小时   D.可见极光是由于气温较高 

过去几十年中，北极地表气温升高剧烈，是全球平均增温幅度的 2 倍以上，被称为“北极放大”。图 2

为“北极放大”大气驱动机制示意图。读图，完成 3〜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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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测“北极放大”过程中，大气环流的变化趋势是 

A.极地高压增强    B.极地东风风力减弱 

C.高纬环流增强    D.极地高空气压降低 

4.下垫面加热作用增强的主要原因是 

A.反射率减小   B.蒸发量减少   C.云量增多   D.日照时间变长 

5.①的含义最可能为 

A.太阳辐射增强  B.地面辐射增强  C.大气辐射增强  D.降水量增加 

图 3 为我国某山地垂直自然带带谱示意图。读图，完成 6、7 题。 

 

6.该山地北坡比南坡更湿润，可以支持该结论的图中信息是 

①北坡自然带的数量少于南坡   ②森林植被只分布在北坡 

③北坡草甸土的分布范围较窄   ④北坡雪线高度低于南坡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7.该山地最可能位于 

A.长白山脉  B.天山山脉  C.巴颜喀拉山脉 D.阴山山脉 

和田玉矿石由大理岩和地下岩浆接触后，成分、性质发生改变而形成，后经复杂地质作用产出为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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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按照产出的环境可分为山料、山流水料、籽料和戈壁料等。图 4 为和田玉产出分类示意图。读图，完

成 8、9 题。 

 

8.推测产出的和田玉 

A.含有化石   B.疏松多孔  C.经历过抬升过程  D.层理构造显著 

9.和田玉籽料以其光滑圆润、质地细腻闻名于世，对形成这一特点没有．．帮助的是 

A.流水的冲刷作用      B.风力的堆积作用 

C.外力的风化作用      D.岩石的变质作用 

佛得角群岛由十几个火山岛屿组成，以多雾著称，水资源匮乏。图 5 为佛得角群岛位置示意图。读图，

完成 10、11题。 

10.佛得角群岛 

A.位于板块消亡边界 

B.位于南大西洋中部 

C.位于东半球，临近非洲大陆 

D.东距大陆西海岸约 500 千米 

11.岛上多雾的原因最可能是 

①地表河湖众多，蒸发旺盛 

②受东南信风影响，降水多 

③多山地，有地形抬升作用 

④受寒流影响，水汽易凝结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图 6 为 2023年 8 月某时段赤道附近海域海水温度距平的深度-经度剖面图。读图，完成 12、13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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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图示海水温度变化可能的影响是 

A.澳大利亚下沉气流减弱    B.太平洋东西水温温差增大 

C.印度尼西亚降水量减少    D.秘鲁渔场的鱼类产量增加 

13.与甲处相比，乙处 

A.吸收太阳辐射少      B.受寒流影响大 

C.温度变幅大       D.有结冰期 

图 7 示意甲、乙两土壤剖面构造图。读图，完成 14、15 题。 

 

14.与甲相比，乙土壤腐殖质层较厚的主要原因是 

A.地上植被以高大乔木为主   B.生物量大，促进岩石风化 

C.气温低，微生物分解作用弱  D.降水量大，淋溶作用强 

15.若近年来乙土壤有机质层变薄，最可能的原因是 

A.地表植被破坏严重    B.降水季节变化减小 

C.地表径流堆积加强    D.区域气候类型改变 

第二部分 

本部分共 5题，共 55 分。 

16.（10 分） 

某校同学通过绘制示意图认识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规律。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同学们选取甲（20°N，110°E），乙（23°26'S，46°W）、丙（40°N，116°E），T（0°，78°W）

四地进行对比研究。图 8 示意甲、乙两地的年内正午太阳高度变化及正午太阳方向。 

（1）在图 8 中补充绘制丙、丁两地的年内正午太阳高度变化及正午太阳方向。（4 分） 

（2）描述甲地春分日至夏至日期间正午太阳高度及昼夜长短的变化。（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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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 分）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区，图 9 为岭谷区局部三维地质模拟示意图。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

列问题。 

 

（1）描述图示区域的地形特征，并从地质构造角度解释成因。（6 分） 

重庆城市建设发展迅速，修建穿山隧道时，需用电机排出地下水。据研究，若地层以石灰岩为主、溶

洞较多，短时间快速排水会加剧地下水活动，诱发地面塌陷。图 10为工程建设排水诱发地面塌陷过程示意

图。 

 

（2）据图描述地面塌陷的过程。（5 分） 

为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重庆市构建数字三维地质沙盘，将灾害相关情况、人员物资调度等信息纳

入该综合信息系统，进行数字化管理。利用数字三维地质沙盘，可在真实地貌上叠加设定的气象、水文等

数据，研究可能发生的灾害，提前做出预案。在地质灾害避险中，沙盘也可模拟出灾害影响范围，并将风

险地点、威胁对象、撤离路线等信息迅速发送给相关部门。 

（3）说明数字三维地质沙盘对提升灾害防治能力所发挥的作用。（3 分） 

 

18.(12 分) 

2023 年 8 月上旬，太平洋 M 岛发生数场大火。图 11(a)为 M 岛地形图，图 11(b)为当地时间 2023 年 8 月 9

日20时海平面气压分布图。图11(c)为甲、乙两地气温曲线降水量柱状图。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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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甲、乙两地中任选一地，描述其气候特征，并说出甲、乙两地气候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5 分) 

 

(2)说出图 11(b)中 M 岛附近的风向，并说明风对大火的影响。(4 分) 

 

上世纪 M 岛农牧业发达，当地从非洲引进草种用于牲畜饲料或道路绿化，长势旺盛。近年来，随着农

牧业的逐渐衰退，外来草种分布范围大大扩展。甲地在此次大火中损失惨重，当地遍布的杂草成为火灾

“燃料库”，加重了火势。 

(3)说明杂草成为甲地火灾“燃料库”的原因。(3 分) 

 

19.（11 分） 

大气氧含量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研究对象之一。图 12为青藏高原科考区域大气氧含量空

间分布图，表 1 为近年该区域大气氧含量统计数据。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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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夏季 19.97 20.60 20.29 

冬（秋）季 19.86 20.34 20.09 

 

（1）依据图表资料，描述该区域大气氧含量的时空分布特点，并简述其原因。（6 分） 

自然区划是将自然特征相似的区域划为同一自然区，同时按区域尺度从属关系，建立一定的等级系统。

2023 年，科考研究团队首次将大气氧含量纳入区划指标，对青藏高原进行自然地域综合区划（图 13），表

2 为该区域自然地域综合区划名称表（部分）。 

 

一级区（3 个区域） 二级区（17 个带） 

I 东南部亚热带森林-森林草原区域 
略 

II 东部温带森林—草原—草甸区域 

II1藏东—横断山区北部温暖湿润半湿润森林—草原带 

II2川西高原温凉半湿润灌丛草原—草甸带 

II3那曲高原温冷半湿润半干旱草原—草甸带 

II4青东—甘南高原温凉半湿润半干旱森林草原—草原带 

II5祁连山温冷半干旱半湿润森林草原—草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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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西部寒带温带草原—荒—草甸区域 略 

 

遵循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并保持相对统一性、关注主导因素、体现层次性、具有实用性等，是进行自然

地域综合区划的一般原则。 

（2）举例说明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综合区划体现的区划一般原则。（5 分） 

 

20.（8 分） 

图 14 为珠江三角洲水系治理图。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结合水文、水系特征，论述珠江三角洲地区河流利用和治理的主要措施。（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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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第一部分 （45 分） 

  

第二部分 （55 分） 

16.（10 分） 

（1）（4 分） 

 绘图略 

（2）（6 分） 

正午太阳高度变化：春分日至直射日，正午太阳高度变大；直射日，正午太阳高度达到最大值 90°；直

射日至夏至日，正午太阳高度变小。 

昼夜长短变化：春分日，昼夜等长；春分日至夏至日，昼渐长，夜渐短；夏至日，达到一年中昼最长、

夜最短。 

17.（14 分） 

（1）（6 分） 

特征：以山地为主；山地和谷地相间分布；地势起伏较大；山地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等。  

成因：岩层受到水平挤压；弯曲变形成为褶皱，岩层断裂抬升（断层）形成山地等。 

（2）（5 分）  

工程建设排水导致地下水沿溶洞向下流动加快，地下水位下降，侵蚀、搬运能力加强，地下沉积物随地

下水流失，出现土洞，沉积物不断沉落，土洞扩大，表层土体失去支撑，在重力作用下形成地面塌陷等。 

（3）（3 分）  

汇集多种相关数据，便于进行管理、查询和分析；将地形、气象、水文等信息进行叠加分析，提高灾

害预警准确性；确定灾害范围，快速发出预警信息、为制定防灾减灾预案提供依据等。  

18.（12 分） 

（1）（5 分）  

甲地：全年高温，气温年较差小，年降水量较小，降水季节差异明显，5-9 月降水少等。  

乙地：全年高温，气温年较差小，年降水量大，降水季节差异较小等。 

主要影响因素：地形 

（2）（4 分）  

风向：东北风 

影响：M 岛地处等压线密集区，风力大，强风越过山地下沉过程中温度升高、气流变得干燥，使火势增大、

火灾范围扩大等。 

（3）（3 分） 

牧场和农田荒废，杂草疏于管理，冬半年降水量较大，杂草生长迅速，杂草量大，杂草分布范围较广，易

导致火灾规模扩大，夏半年气候干旱，杂草枯黄干燥，成为易燃物等。 

19．（11 分） 

（1）（6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答案 B A B A C D B C B D B C A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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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总体较低；东部高、西部低；东北、东南地区为高值区。 

时间分布：夏季高、冬（秋）季低；夏季最大、最小值差异比冬（秋）季大。 

原因：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空气密度小，大气氧含量总体较低；东部（东北部、东南部）海拔较低，空

气密度较大，大气氧含量较高；东部（东南部）森林植被为主、植被覆盖率较高，大气氧含量较高；夏季

水热条件较好，植被覆盖度较高（差异较大），植被生长旺盛，大气氧含量较高等。 

（2）（5 分） 

结合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综合区划的具体表现说明区划原则，举例能够与区划原则相对应，表述清晰即

可得分。 

20.（8 分） 

    可从发展水运、开发资源、防治洪涝等多角度分析阐述河流利用与治理的主要措施，因果正确、逻辑

清晰即可得分。 
 

分值 标准 

4-8 分 从三种及以上方面论述相关措施，实例恰当，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准确

运用地理术语。 

3-7 分 从两方面论述相关措施，实例恰当，逻辑较严谨，条理较清晰，运用地理

术语。 

2-4 分 只从单一方面论述相关措施，有实例。 

0 分 答案完全错误或无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