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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高一期末模拟练习（一）

地 理 试 题(参考答案）

1. C 解析：据科学家探索研究，火星有稀薄大气层，A错误；火星距离太阳比地球距离太阳远，表

面光照太强说法错误；据科学家研究，火星上无液态水存在，因此不可能有蘑菇生长，C正确；火星距离

太阳比地球距离太阳远，表面温度应该比地球低，D错误。故选 C。
2. A 解析：太阳活动释放出的强烈射电或者带电粒子会干扰火星和地球之间的信号传输，A正确；

火山活动是地球上的自然现象，不会干扰宇宙空间信号的传输，B错误；太阳辐射为地球提供热量，不会

干扰信号传播，C错误；臭氧层空洞是指臭氧层变薄的现象，不会干扰信号传播，D错误。故选 A。
3. A 解析：“嫦娥五号”升空最后到达月球，此过程中穿越了地球大气层，地球大气层自下而上依

次是对流层、平流层、高层大气，故“嫦娥五号”升空过程中依次经过的大气层是对流层、平流层、高层

大气，A正确。故选 A。
4. D 解析：“嫦娥五号”返回途中，甲—乙段位于 60 km～120 km，平流层顶部是 50 km 处，因此

甲—乙处不会出现雷雨天气，A错误。乙—丙段位于高层大气，臭氧层位于平流层，B错误。丙—丁段位

于 10 km～100 km，平流层顶部是 50 km 处，对流层平均厚度约为 12 km，丙—丁段空气对流不显著，C
错误。丁—戊段位于 10 km 以下，处于对流层中，对流层越往下空气密度越大，D正确。故选 D。

5. A 解析：厦门市不透水面面积逐渐增加，说明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而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

的发展，A正确，B、C、D错误，故选 A。
6. C 解析：读图可知，厦门市不透水面面积增加最迅速的时期是 2005—2010年。C正确，A、B、D

错误，故选 C。
7. D 解析：城市不透水面实质就是改变地表下垫面的性质。不透水面会导致下渗减少，地下水位下

降，地表径流增多。不透水面面积的增加会影响地表植物的生长，减少地面与空气进行热量、水分的交换，

加大城乡之间的温差，增强城市热岛效应，使生物多样性减少，空气湿度下降。D正确，A、B、C错误，

故选 D。
8. C 解析：③海域位于红海，紧邻热带沙漠气候区，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四周几乎没有淡水注

入；海域较为封闭，是世界上盐度最高的海区，盐度高，密度大；而其他海域相对较为开阔，盐度和密度

相差不大。 故选 C。
9. D 解析：直布罗陀海峡沟通了地中海和大西洋。地中海受气候和地形影响，蒸发旺盛而补充水源

相对较少，导致海水盐分高，密度相应也高，大西洋的海水密度则相对比较低，海平面也比地中海海面高，

这使得大西洋的海水在表层流向地中海，地中海的高密度海水(相对而言)在底层流向大西洋。 故 D正确，

A、B、C错误。

10. A 解析：轮船经过英吉利海峡向东行驶进入伦敦港，这里终年受盛行西风的控制，受西风影响顺

风航行；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顺洋流航行。故 A正确，B、C、D错误。

11. B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在正常情况下，河流阶地越高，年代越老，因此图中 T2、T3阶地形成

早，A错误；图中有多级阶地，分析材料可知间歇性地壳上升使河流下切与侧蚀交替进行，因此河谷不断

变宽变深，河床海拔逐渐降低，B正确、D错误；阶地处泥沙堆积，不适于建设大型港口，C错误。故选

B。
12. A 解析：沉积物为流水沉积作用形成的，从图中看任一级河流阶地沉积物都水平分布，且沉积稳

定，没有什么变化，说明河流的海拔相对稳定，说明此段时间地壳相对稳定。故 A正确，B、C、D错误。

故选 A。
13. B 解析：黄土土质疏松，黄土塬抗侵蚀能力弱，在流水的侵蚀作用下，完整的黄土塬会不断被侵

蚀缩小，变得破碎，因此其演变顺序为④①③②，B正确，A、C、D错误。故选 B。
14. A 解析：黄土塬不断缩小，变得破碎，主要是流水侵蚀形成的，A正确。与流水堆积、 风力沉

积、风力侵蚀无关，B、C、D错误。故选 A。
15. D 解析：据图可知，山坡上部堆积物以角砾为主，表层有沙和粉沙，该山为祁连山西段，海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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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冰川，该处位于较陡的山坡，砾石主要在重力作用和冰川搬运下在此堆积，砾石分选性差，未经流水的

磨蚀，磨圆度较差，流水和风力的搬运沉积，分选性都较好，故①④正确，②③错误，本题选 D。
16. B 解析：冲积扇以沙砾为主，河流流出山口流速减慢，河流搬运的物质逐渐沉积，沉积作用具有

分选性，在此沉积的砾石具有一定的磨圆度，该地春季多大风，冲积扇地表干燥，地表沙粒被风吹起，风

沙流沿山坡爬升，到达一定位置后风速减慢，携带沙体的能力减弱，沙和粉沙沉积在山坡和山顶上，故 B
正确，D错；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堆积物以粉沙和黏土为主，不是沙源地，故 A、C错。

17. A 解析：选项中四种土壤分别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南方丘陵地区、南方水稻种植区和青藏

高原高寒气候区。土壤有机质主要来自植物的枯枝落叶，高温多雨的气候会快速分解和淋失有机质，故土

壤肥力的高低主要与植被覆盖率和气候有关。我国东北地区和南方地区植被覆盖率都较高，土壤有机质来

源较多，但南方地区与东北地区相比，气温高，降水多，土壤有机质的积累不如东北地区多。故 B、C错，

A对；干旱严寒地区植被较少，土壤发育程度低，有机质含量少，D错。所以本题选 A。
18. C 解析：土壤是指陆地表层具有一定肥力，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岩石发育为土壤需要经过

外力的风化作用形成成土母质，并有生物提供有机质，从而排除 A、B选项。题中指出“年幼”土壤，主

要指土壤发育的初期，土壤中的养分较少，肥力较低。高等植物要求的肥力条件较高，难以在岩石表面上

直接生长，而苔藓类等低等生物生长对养分要求不高，岩石表面及风化物中，只有少量的营养物质，只能

满足苔藓类生物生长的需要，苔藓类的生物活动不仅会促进岩石的风化，还可以为成土母质提供一定的有

机质，促进土壤向成熟方向发展，所以在岩石表面苔藓类等低等生物的出现是成土过程开始的标志，高等

植物的生长，是成熟土壤形成的标志，故 C项正确，D项错误。所以本题选 C。
19. C 解析：与此次郑州特大洪涝灾害的形成关联性较强的因素有：地势平坦，排水不畅；降水集中，

强度大；路面硬化多，下渗慢，A、B、D说法正确，但不符合题意。郑州距海较远，只有在河口地区，才

会受海水倒灌的影响，C关联性最小，符合题意。所以选 C。
20. D 解析：当发生洪水时，地下室是最容易被淹没的，紧闭门窗是不能阻挡洪水的，A错误；在山

里要迅速向山上地势高的安全地方逃生，B错误；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取得联系，

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而不是留在原地等待救援，C错误；落入洪水时应抓住漂浮物体

向高处逃生，D正确。所以选 D。
21. A 解析：太阳系包括地月系和其他行星系统，火星不属于地月系，但是属于太阳系，火星车登陆

火星，说明人造天体从地球到达了火星，离开了地月系，但是没有离开太阳系，更没有离开银河系，火星

不属于河外星系的范畴，更谈不上离开河外星系，B、C、D错误，故选 A。
22. B 解析：这是将信号从火星传送至地球，与地球表面的活动没有关系，C、D错误；太阳辐射是

太阳源源不断地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宇宙空间放射能量，对信号影响不大，A错误；太阳黑子和耀斑(太阳活

动)增多时，释放出来的强烈的电磁波直接干扰通信信号，故选 B。
23. B 解析：月球属于地月系，比其高一级的为太阳系，比太阳系高一级的为银河系，比银河系高一

级的为总星系，B正确。

24. C 解析：地球和月球距离小行星带基本相同，A错误。自转周期与是否易遭受陨石袭击没有关系，

B错误。陨石穿过大气层，会与大气摩擦、燃烧，陨石体积逐渐缩小，甚至消失，C正确。地壳厚度与是

否遭受陨石袭击无关，D错误。故本题选 C。
25. D 解析：与乙图相比，甲图所示太阳黑子极少，最可能是在低谷年拍摄的。大阳活动的周期约为

11年。由 2023－2024年为太阳活动高峰年推知，2012－2013年为太阳活动高峰年，2018年为太阳活动低

谷年，选项 D符合题意，故排除 A、B、C，选 D。
26. C 解析：乙图所示年份，太阳黑子数目较多，说明太阳活动较频繁。太阳大气抛出的高速带电粒

子流会扰乱地球磁场，导致指南针不能正确指示方向，选项 C符合题意；极光只出现在两极地区，不会出

现在赤道附近，选项 A错误；太阳活动与地球上的极端天气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不会使各地降水增多，B
错；太阳活动与火山、地震的关系目前尚不明确，D错。所以本题选 C。

27. C 解析：直接根据图示“可能总辐射量”的基本分布规律：自低纬向高纬递减，故判断其主要的

影响因素为正午太阳高度，正午太阳高度随纬度变化，自低纬向高纬递减。故 C正确，A、B、D错误。

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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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A 解析：根据题意可知，可能总辐射量是指没有受到大气中云量的影响的总辐射量，所以只要比

较可能总辐射量和有效总辐射量的差值，就可以知道云量最多的地区。根据图示赤道地区的可能总辐射量

与有效总辐射量差值最大，反映云量多，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强。故 A正确，B、C、D错误。故

选 A。
29. A 解析：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地壳的平均厚度为 17 km，陆地地壳平均厚度为 33 km，海拔越高

地壳越厚，此次地震发生在海拔高的青藏高原，地壳远厚于 33 km，而此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仅 9 km，因此

本次地震震源位于地壳。地壳是指莫霍面以上的地球内部圈层，即图中中①圈层，A正确；读图可知，②

是上地幔顶部、③是软流层、④为软流层及其以下的地幔部分，深度比地壳厚度大，不可能是此次地震震

源所在地，排除 B、C、D。故选 A。
30. B 解析：岩石圈是指软流层之上的地球内部圈层，包括莫霍面以上的①圈层，还包括软流层(③)

以上、莫霍面以下的上地幔顶部(②)，岩石圈就是图中⑤圈层，平均厚度一般在 100～110 km，因此 A、D
错误；图中②圈层位于软流层之上，属于上地幔顶部，由固体岩石构成，在其中纵波传播速度比横波快，

B正确；图中显示，④圈层位于古登堡面以上，软流层以下，位于地幔层的下部，不可能是上地幔，C错

误。故选 B。
31. B 解析：由该类恐龙生存的地质年代特征表可知地质年代为中生代，中生代裸子植物繁盛，是地

质历史上的重要成煤时期，B正确。三叶虫在古生代末期(即二叠纪)灭绝，因此中生代温暖海水中不会出

现三叶虫，A项错误。被子植物相较于裸子植物要高级，出现于新生代，在中生代还未出现被子植物，C
项错误。在新生代中期七大洲四大洋基本形成，而现代海陆分布格局是近现代形成的并且格局现在还在改

变，D错误。故选 B。
32. B 解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过程中，会依次经过对流层、平流层和高层大气，A错误。气

温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再升高，B正确。外部空气密度越来越小，气压越来越小，C错误。超过 50
km 后各种天气现象逐渐减少，D错误。故选 B。

33. A 解析：中国空间站所处的高度是离地面 400 km，还处在地球大气层的高层大气中，所以中国

空间站所处的最低一级天体系统是地月系，A正确，B、C、D错误，故选 A。
34. C 解析：中国空间站可能面临的来自宇宙空间的威胁有：①由于大气稀薄，有超强的紫外辐射；

③太阳活动的耀斑会突然爆发；④没有厚厚的大气来起到削弱和保温的作用，有巨大的温差。极光主要影

响地球的两极，对空间站影响小，①③④正确、②错误。C正确，A、B、D错误，故选 C。
35. C 解析：根据大气受热过程的原理可以知道熏烟在地表产生的烟中的微小颗粒可以增加对地面辐

射的吸收，从而增强大气逆辐射，大气逆辐射对地面起到保温作用，使地面温度升高，从而减轻霜冻，A
错误、C正确。熏烟削弱太阳辐射不能减轻霜冻，B错误。熏烟削弱了太阳辐射，也减弱了地面辐射，D
错误。故选 C。

36．B 解析：图中①为大气上界的太阳辐射，②为地面辐射，③为大气逆辐射，④为穿过大气层到

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太阳暖大地即①—④，大地暖大气即②，大气还大地即③，因此热量传递过程应为①

－④－②－③。近地面大气温度升高即太阳暖大地、大地暖大气的过程，即①—④—②。故选 B。
37. C 解析：如果图示地区位于北半球，受绿洲与沙漠热力性质差异影响，夜晚沙漠降温快，气温低，

以下沉气流为主，气压高，绿洲气温较高，以上升气流为主，气压较低，因此M地的大气水平气压梯度力

由沙漠吹向绿洲，即由东指向西，受北半球指向右的地转偏向力和地面摩擦力的影响，在水平气压梯度力

的基础上向右偏转一个锐角，从而形成东南风，C正确，A、B、D错误。故选 C。
38. C 解析：上题分布可知，受绿洲与沙漠热力性质差异影响，夜晚风主要由沙漠吹向绿洲，白天沙

漠升温快，气温高，以上升气流为主，气压比绿洲低，风主要由绿洲吹向沙漠，因此造成该地区风向昼夜

反向的原因是下垫面(绿洲和沙漠)热力性质差异，C符合题意；沙漠和绿洲地区的太阳辐射、降水、地势

并没有明显差异，均不是造成该地区风向昼夜反向的影响因素，排除 A、B、D。故选 C。
39. A 解析：根据题意判断，团雾是由于地面辐射形成逆温而导致，在深夜地面不断放热(没有热源)，

使得近地面大气的温度下降，形成逆温层而形成团雾，A正确；6～12时、12～18时、18～24时均不利于

逆温的出现，故不易形成团雾，B、C、D错误。故选 A。
40. C 解析：根据团雾的成因可知，除了逆温，还需要大量的水汽，而③地由于靠近太湖，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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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汽，易发生团雾，C正确；①②④三地水汽来源较少，不易形成团雾，A、B、D错误。故选 C。
41. B 解析：湖陆风形成原理与海陆风形成原理一样，是由水体与陆地热力性质差异导致的。读图表

信息可知，该日 00：00～04：00，湖口距平值为负值，盛行北风，进贤距平值为正值，盛行南风，故 A
错；该日 07：00～11：00，湖口与进贤都是正距平，都对应为南风，风向基本相同，B正确；该日 12：00～
18：00，湖口距平值为正值，盛行南风，进贤距平值为负值，盛行北风，故 C错；该日 21：00～00：00，
湖口距平值为负值，盛行北风，进贤距平值为正值，盛行南风，故 D错。故本题选 B。

42. C 解析：该日鄱阳与进贤的风向转换时间相似，则鄱阳的风向转换时间就是进贤的风向转换时间，

该日 18时进贤的风向为偏北风，风由湖泊吹向陆地，所以鄱阳的主要风向也是由湖泊吹向陆地，为偏西

风，C正确，A、B、D错误。故本题选 C。
43. (18分)(1) 由绿洲流向沙漠(2 分)。原因：绿洲近地面气温低于邻近沙漠，绿洲空气下沉近地面形

成高压，沙漠空气上升近地面形成低压，空气由高压流向低压。(4分)
(2) 风力变大(2分)。原因：绿洲和沙漠间地表温差变大，近地面水平气压梯度力变大。(4分)
(3) 沙漠白天温度较绿洲高很多；绿洲蒸发(蒸腾)消耗热量多，温度低。(6分)
解析：(1) 读图可知，无论白天还是夜间，绿洲的气温都低于邻近沙漠，所以在绿洲和相邻的沙漠之

间形成热力环流。沙漠因受热多，温度高，气流上升，绿洲温度低，气流下沉，所以在近地面，绿洲处形

成高压，沙漠处形成低压，故空气从高压流向低压，即绿洲流向沙漠。

(2) 读图可知，6时～15时绿洲和沙漠间的温差在加大，所以气压差也会变大，近地面的水平气压梯

度力也会随之变大，因此风力变大。

(3) 读图可知，绿洲白天的温度较沙漠低很多，因为其白天获得的太阳辐射能较沙漠少很多；夜间沙

漠和绿洲都降温，但是绿洲地表的蒸发和绿色植物的蒸腾作用都会消耗热量，使得绿洲温度更低。

44. (18分)(1) 特点：海水温度较高(2 分)。原因：该地区位于赤道附近，接受的太阳辐射较多，故海

水温度较高。(4分)
(2) 差异：①海域表层海水盐度较②低(2分)。原因：①海域靠近陆地，附近有多条淡水河流汇入，故

盐度低；②海域距陆地较远。(4分)
(3) 风力较小，航行可借助的风力较小，消耗燃料较多；风浪小，有利于安全行驶。(6分)
45. (18分)(1) 冲积扇(2分) 扇顶到扇缘由大到小(或沿流向由大到小、扇心到扇尾由大到小)(2分)
(2)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气候干旱，晴天多(云量少)，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弱；夏季白昼较长，

日照时数多(6分)。
(3) 风积(风成)(2分) 沙障可以增加地表粗糙度，增加摩擦进而降低风速，削弱风沙破坏作用；截留(凝

结)空气中的水分，为植物生长提供条件。(6分)
46.(1)地形崎岖，地势陡峻(坡面物质不稳定)；地壳运动活跃(地震、断层发育)；碎屑物质丰富；气候

湿润，降水量大。

(2)B地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降水稀少，缺乏形成泥石流的动力条件。

(3)毁林开荒；开矿；不合理的工程建设等。

(4)植树种草，恢复和保护地表植被；加强泥石流灾害的科学研究，建立灾情监测系统；建立健全减灾

工作的政策法规体系等。

解析 我国泥石流分布区主要是山地集中且受夏季风影响的地区。A地位于我国的西南横断山区，地

形崎岖。B地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降水稀少。泥石流是一种地质灾害，它的发生与当地的地质条

件、植被覆盖状况、气候特点等关系密切。防治泥石流的措施主要从恢复和保护地表植被、科学监测等方

面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