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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 9 月选考考试  

高二年级地理问卷 

命题人：林立茵       审题人：李彤 

本试卷共 12 页，36 题，满分 100 分，考试用时 75 分钟 

注意事项： 

1． 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学校、班级、姓名、考生号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再用

2B铅笔将考生号、座位号对应的信息点涂黑。 

2． 选择题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的题目选项的答案信息点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填涂其他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3． 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的答

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无效。 

4． 考生必须保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一部分 选择题 

一、 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4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68分，在每小题列出

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荔枝原产于我国亚热带地区，喜温暖湿润环境，冬季不耐低温霜冻。下图为广东省荔枝

生长适宜区(Ⅲ)、次适宜区(Ⅱ)、不适宜区(Ⅰ)分布图。读图，回答 1～2 题。 

1．划分广东省荔枝生长适宜区、次适宜区、不适宜区的主要指标是(  ) 

A．市场           B．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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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土壤          D．水源 

2．Ⅰ区被划分为荔枝生长不适宜区的主要原因是(  ) 

A．低温冻害   B．多大风 

C．光照弱   D．降水少 

下图为甲、乙两区域简图。读图回答 3～4题。 

 

3．下列有关甲、乙两区域自然环境特征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甲地区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 

B．乙地区典型植被为热带雨林 

C．甲、乙两地区河湖众多，河流径流量季节变化都较小 

D．甲地区矿产资源贫乏，乙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4．甲、乙两区域社会经济特征的共同点是(  ) 

A．农业生产的限制性因素是热量不足 

B．加工制造业都接近原料、燃料产地 

C．水陆交通便利，交通通达度高 

D．城市高度密集，城市化发展速度快 

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植物生长会影响土壤水分。梭梭根区受树冠集流、蒸腾和遮荫作

用影响，存在土壤水分相对富集区。下图示意新疆北部沙漠中不同树龄阶段梭梭根区全年土

壤含水率差异。据此回答 5～6 题。 

 

5．枯树根区含水率最高的原因是(  ) 

A．树冠集水作用强   B．无蒸腾作用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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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树冠遮荫效果好   D．土壤硬化下渗弱 

6．导致梭梭根区土壤的“湿岛”效应夏季较春季更明显的主导因素是(  ) 

A．融雪   B．风沙   

C．降水   D．蒸发 

藏西北阿里地区，盛产食盐。从 7 世纪上半叶开始，在冰雪消融的季节，牧民会组织上

百头牦牛和上千头绵羊到藏西北地区运输食盐，秋季青稞收获的季节则赶到藏东南的拉萨等

地用食盐去交换粮食，形成了与“丝绸之路”齐名的“食盐之路”。读食盐销售线路示意图，

回答 7～9 题。 

 

7．藏西北阿里地区盛产食盐的主要原因是(  ) 

A．气候干旱   B．内流湖众多 

C．光照充足  D．地形平坦 

8．“食盐之路”的运输方式遇到的主要困难是(  ) 

A．饲料补给   B．地形崎岖 

C．气候寒冷   D．空气稀薄 

9．与牧民运输食盐选择在冰雪消融的季节关联度最小的是(  ) 

A．此季节产盐量大   

B．此季节气温高 

C．此季节水源充足   

D．到达藏东南时青稞已收获 

台湾兰屿岛面积约 46 km2，岛上传统民居独特，房屋一般位于地面以下 1.5～2 m，屋

顶用茅草覆盖，条件好的用铁皮，仅高出地面 0.5 m 左右，室内配有火堂，被称为“地下屋”。

下图示意兰屿岛位置和“地下屋”景观。据此回答 10～11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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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兰屿岛民居反映当地天气与气候的突出特点是(  ) 

A．降雨量大   B．台风多发 

C．光照强烈   D．高温时间长 

11．“地下屋”室内配有火堂是由于(  ) 

A．屋内阴暗潮湿   B．冬季温度较低 

C．食物需要加热   D．蚊虫侵扰频繁 

2018 年与 2022 年世界杯足球赛分别在“航母”大国俄罗斯(面积 1 700 万 km2)和“袖珍”

小国卡塔尔(面积 1.14 万 km2)举办。读两国简图，回答 12～14 题。 

 

12．两国都具有的优势能源资源是(  ) 

A．石油   B．太阳能   

C．森林资源   D．煤炭 

13．近年来，卡塔尔出现外籍人口大量迁入的现象，导致人口增长迅速，其主要

原因是该国(  ) 

A．气候适宜，环境优美，吸引人们大量涌入 

B．石油资源丰富，资源开采需要大量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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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政治稳定，成为周围动荡国家人们的避难所 

D．沙漠化防治工程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 

14．两国在农业生产中垦殖指数都不高，其自然原因(  ) 

A．相同，都是因为水资源缺乏 

B．不同，俄罗斯地广人稀，卡塔尔地少人多 

C．不同，俄罗斯气温低、冻土广布，卡塔尔气候干旱、沙漠广布 

D．相同，都是地形崎岖所致 

地图热力图以手机用户地理位置数据为基础，通过叠加在网络地图上的不同色块来实时

描述城市人群分布情况，下图为某日上午 9 点上海市(局部)地图热力图。据此回答 19～20

题。 

 

15．该图利用的地理信息技术主要是(  ) 

A．GPS 和 GIS   B．RS和 GIS 

C．RS和 GPS   D．GPS和 IT 

16．图中的热力高值区最有可能是(  ) 

A．工业区   B．居住区   

C．商业区   D．行政区 

读中国西北地区局部图，回答 17～19 题。 

 

17．上图中有明确区域边界的是(  ) 

A．库布齐沙漠       B．土默川平原 

C．呼和浩特市   D．阴山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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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河套平原从“地固泽卤，不生五谷”发展成为“塞外粮仓”主要是由于该地

(  ) 

A．地质条件稳定   

B．灌溉条件改善 

C．年降水量增多   

D．黄河水量减少 

19．河套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 

A．湿地破坏   B．森林锐减 

C．土壤盐渍化   D．水土流失 

读我国局部地区土地类型示意图，回答 20～21 题。 

 

20．甲、乙、丙三地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分别是(  ) 

A．森林破坏、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 

B．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森林破坏 

C．水土流失、森林破坏、土地荒漠化 

D．土地荒漠化、森林破坏、水土流失 

21．乙地区可持续发展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是(  ) 

A．开辟水源，合理灌溉 

B．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C．保护草场，合理放牧 

D．合理采伐，及时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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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渍化是指土壤底层或地下水的盐分随毛管水上升到地表，水分蒸发后，

盐分积累在表层土壤中的过程。结合下图，回答 22～24 题。 

 

22．据图推测，华北平原最容易发生土壤盐渍化的季节为(  )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23．在半湿润、半干旱地区，最容易造成土壤盐渍化的灌溉方式是(  ) 

A．排灌结合   

B．大水漫灌 

C．管道渗灌   

D．精准滴灌 

24．土壤盐渍化对当地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是(  ) 

A．生物物种减少   

B．水土流失加剧 

C．土壤板结加重   

D．地下水水位下降 

下图为新疆和田地区人口增长、耕地扩大所产生的影响关联图。读图回答 25～27 题。 

 

25．图中，甲表示(  ) 

A．土地盐碱化   

B．河流下游水位上升 

C．河流下游流量减少   

D．流动沙丘向绿洲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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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导致图示地区荒漠化问题加剧的人类活动有(  ) 

①燃料短缺 ②砍伐森林 ③不合理灌溉 ④盲目扩大耕地 ⑤风沙侵袭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④⑤   D．①③⑤ 

27．防治该地区荒漠化的有效措施是(  ) 

A．控制人口增长和转移农业劳动力 

B．扩大工业用水和发展采矿业 

C．大规模发展畜牧业和提高商品率 

D．发展节水农业和大规模开采地下水 

下表为南亚、东南亚森林面积变化表。读表回答 28～29 题。  

 

面积 

(1 000公顷) 

年度变化 

(1 000 公顷) 

年变化

率(%) 

1990 2000 2005 
1990－ 

2000 

2000－ 

2005 

1990－ 

2000 

2000－ 

2005 

南亚 77 551 79 678 79 239 213 －88 0.27 －0.11 

东南亚 245 605 217 702 203 887 －2 790 －2 763 －1.20 －1.30 

28.下列关于南亚、东南亚区域森林面积变化的形成原因及治理措施，正确的有

(  ) 

①人口的快速增加，持续对种植业的依赖导致毁林开垦 

②经济快速增长下的采矿、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发展等，占据大量林地 

③封山育林是恢复森林面积最快的措施 

④利用现代科技改良树种是防止森林破坏的有效途径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29．南亚、东南亚区域森林面积这种变化趋势对环境的影响是 (  ) 

A．土壤含水率上升 

B．地下水储量增加 

C．地表径流变化率减少 

D．生物多样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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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热带雨林山体滑坡产生流程图。读图回答 30～31 题。 

 

30．热带雨林山体滑坡的主要原因是(  ) 

A．强降雨天气多 

B．人类活动破坏植被 

C．多斜坡，土质疏松 

D．雨林护坡能力弱 

31．为降低热带雨林山体滑坡发生频率，减轻灾害损失，可采取的生态措施是

(  ) 

A．发展雨林观光旅游 

B．发展雨林生态农业 

C．加强对强降雨天气的监测 

D．扩大雨林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 

下表是我国北方几个城市气温日较差状况，读表回答 32-34 题。 

城市 青岛 济南 开封 西安 太原 兰州 

日温差≥15℃的日数 0.4 74.6 71.8 91.1 156.8 174.0 

最大日温差（℃） 16.3 26.0 25.2 28.1 29.2 30.2 

32.表中数据说明北方地区（ ） 

A．受海洋影响较大 

B．受夏季风影响较明显 

C．大陆性较强 

D．太阳高度日变化在全国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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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西安与太原相比，日较差≥15℃的日数相差较大，主要影响因素是（ ） 

A．太阳高度的变化 

B．纬度高低 

C．距海远近 

D．雨日数量和下垫面性质 

34.下列关于华北地区气温日较差状况及对农业影响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气温日较差较小，热量条件好，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B．气温日较差较大，有利于作物糖分的积累 

C．气温日较差较小，延长了霜冻时期，农作物容易受到霜冻危害 

D．气温日较差较大，缩短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加大复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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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二、 非选择题：共 2题，共 32 分。 

35.阅读图文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4分) 

3000 年前云南普洱茶进京，在云南产地上驮时有些是生茶，历经马帮运行过程中 5 个

多月不同的地域和不同气温下的“自然发酵”，其色味“享誉京华”。为再现普洱茶这一神奇

的品性，“云南普洱·瑞贡京城”组委会组织了一支马帮队伍，重走贡茶之旅。下图为马帮

进京路线示意图。 

 

（1） 写出马帮进京路线依次经过的主要地形区。（4分） 

（2） 说出马帮进京路线经过的第一个主要地形区的地形特征。（4分） 

（3） 马帮驮茶进京，普洱茶在自然发酵过程中，阴雨潮湿天气会影响茶的质量。

在图中的四段路程中，哪些路段需加强防潮？简要说明理由。（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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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8分) 

海南岛西部沿海自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狭长的沙漠化地区(见图 1)。该区附近海域大

陆架平缓且多上升流，全年风季漫长，曾经广布的植被下埋藏了大量地质时期形成的古风成

沙。图 2 为该区的气候资料，其年降水量 100mm 左右，但干燥度(一定时段内可能蒸发量与

同期降水量的比值)较高，植被难以自然恢复，因此，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该区以人工栽种

单一的木麻黄为防治沙漠化的主要手段，该树种喜光热，耐干旱、贫瘠，抗风力强，生长快，

30～50 年即衰老，但近年来防护林因经济开发频遭人为破坏。 

 

 

(1)推测图中沙漠化地区沙物质的主要来源。(4分) 

(2)试从气候与地形方面分析图中沙漠化地区植被难以自然恢复的主要原因。(6

分) 

(3)判断图中沙漠化地区集中造林的主要季节并说明原因。(4分) 

(4)近年来，是否继续采用传统的栽种单一木麻黄的治沙方式引发了当地广泛的

讨论，请你表明态度并说明理由。(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