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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

高一年级 12 月月考

地理问卷

命题人：举来提江·艾牙斯丁 审题人：谭美娟

本试卷共 8页，33 题， 满分 100 分．考试用时 6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只将答题卡交回。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分，满分 6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

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请将答案填在答题卡上）

2020 年的 Goldschmidt 会议上，美国宇航局公开承认了一颗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这颗

星球就是木卫二欧罗巴。据此完成 1～2 题。

1.木卫二（ ）

A.围绕恒星运动 B.自身发光发热 C.一瞬即逝 D.环绕行星运行

2.木卫二所在的天体系统是（ ）

A.地月系 B.太阳系 C.河外星系 D.其他恒星系

2020 年 9 月 15 日，美国的 NASA 和 NOAA 两大部门联合宣布“太阳已经正式进入第

25活动周”，下图示意过去三个世纪太阳黑子数的变化特征。据此完成 3～4题。

3.该图反映黑子活动特征具有（ ）

A.周期性 B.整体性 C.同步性 D.差异性

4.“太阳已经正式进入第 25 活动周”可能使（ ）

A.无线电长波通讯受阻 B.太空中卫星设施受损

C.两极的臭氧空洞缩小 D.干扰电离层产生“磁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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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表“地质年代表示意略图”。据此完成 5～6 题。

5.关于甲、乙两个地质年代,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是古生代,乙是中生代 B.甲是中生代,乙是古生代

C.甲是古生代,乙是元古宙 D.甲是新生代,乙是古生代

6.按由老到新的年代顺序,下列排序正确的是( )

A.蕨类植物→被子植物→裸子植物 B.三叶虫→鱼类→恐龙

C.元古宙→冥古宙→太古宙 D.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

地球物理学家利用地震波划分地球内部圈层。读地震波速度与地球内部构造图。据此完

成 7～8 题。

7.若图中 A、B 表示地震波，C、D 代表不连续面，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 波为纵波，B 波为横波 B.C 界面 A 波加速，B 波减速

C.D 界面 A 波消失，B 波加速 D.A 波只能通过固体物质传播

8.关于地球内部构造的叙述正确的是（ ）

A.①圈层厚度大致与地表海拔呈负相关关系 B.②圈层上部有岩浆的主要发源地

C.③圈层全部为固态 D.④圈层全部为熔融状态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设立机动车低排放控制区的通告,以减少机

动车尾气排放量,下图中的箭头表示近地面大气辐射的方向。据此完成 9～10 题。

9.机动车尾气排放到大气中,会直接改变大气的（ ）

A.组成成分和含量 B.运动速度 C.垂直分层 D.臭氧含量

10.机动车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减少,M 方向的辐射将（ ）

A.增强 B.减弱 C.保持不变 D.改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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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将两个烧杯分别装入 300 毫升水和干沙，并排放在一起。把两支温度计分别

插入水和干沙中，用 100 瓦的白炽灯照射两个烧杯。据此完成 11～12 题。

11.该模拟实验验证的是（ ）

A.水循环

B.热力环流

C.海陆热力性质差异

D.热岛效应

12.学生依据图示实验绘制的大气运动示意图，正确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南宋天文学家、思想家何承天在《论浑天象体》中记载“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趋下,

归注入海。”下图为“水循环示意图”。据此完成 13～14 题。

13.图中代号最能解释“百川发源…归注入海”对应的水循环环节是（ ）

A.①-降水 B.②-蒸发 C.③-水汽输送 D.④-地表径流

14.下列关于水循环意义的比喻及其解释，正确的是（ ）

A．“纽带”——地球表面物质迁移的强大动力

B．“调节器”——对全球的水分和热量进行再分配

C．“雕塑家”——调节地球各圈层之间的能量

D．“传送带”——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地表基本形态

下图为大洋表层海水年平均温度、盐度和密度随纬度变化示意图。据此完成 15～16 题。

15.①、②、③分别表示大洋表层海水年平均（ ）

A.密度、温度、盐度 B.盐度、温度、密度

C.温度、密度、盐度 D.密度、盐度、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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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若此大洋为大西洋，在表层海水年平均密度最低的地方，海水的（ ）

A.盐度约为 36% B.温度约为 20°C

C.密度约为 1020kg/m3 D.纬度约为 5°N

海水运动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表层海水最基本的运动形式有海浪、潮汐、洋流。据此

完成 17～19 题。

17.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波浪对海岸地貌的塑造影响不大

B. 人们通常用波峰、波谷、波长、波高等要素来描述波浪

C. 潮汐是海水的周期性涨落现象，涨为潮，落为汐

D. 海啸也是一种风浪

18.冲浪时人们利用了（ ）

A. 风暴潮的能量 B. 洋流的能量 C. 海浪的能量 D. 海啸的能量

19.人类积极利用潮汐的方式有（ ）

①稻田灌溉 ②候潮进港 ③潮汐发电 ④滩涂养殖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流水地貌是由流水塑造而形成的地表形态。下图为北半球 M河流的某段，据此完成 20～

21 题。

20.在图中所示河岸，流水作用主要表现为侵蚀的有（ ）

A.W B.Z C.W+Y D.W+Y+Z

21.举来有意在图中所示河流旁建房屋，最为合理的位置是（ ）

A.W B.X C.Y D.Z

读“地表喀斯特地貌景观局部演变示意图”。据此完成 22～23 题。

22.图示甲、乙、丙、丁的名称一次是（ ）

A. 溶沟、洼地、峰林、峰丛 B. 溶沟、洼地、峰丛、峰林

C. 洼地、溶沟、峰丛、峰林 D. 溶沟、洼地、峰丛、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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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图中丁地貌景观可进一步演变为（ ）

A. 峰丛与峰林 B. 峰林与残丘 C. 孤峰与残丘 D. 孤峰与峰林

下图为四种地貌景观。据此完成 24～25 题。

24.图中地貌景观与其成因对应正确的是（ ）

A. 甲--流水侵蚀而成 B. 乙--海浪侵蚀而成

C. 丙--流水沉积而成 D. 丁--风力侵蚀而成

25.丁地貌（ ）

①为新月形沙丘 ②迎风坡缓，背风坡陡 ③为海岸沙坝 ④迎风坡陡，背风坡缓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④ D. ②③

张三利用周末时间去爬山，下图中的小孩正是张三所在的位置。据此完成 26～27 题。

26.选择在丙地观察地貌的主要原因是该地（ ）

A. 海拔最高 B. 视野开阔 C. 海拔最低 D. 起伏较小

27.与丙地相比，乙地（ ）

A. 海拔低，坡度陡 B. 海拔低，坡度缓 C. 海拔高，坡度陡 D. 海拔高，坡度缓

下图是两种典型植被类型的景观图。据此完成 28～30 题。

甲 乙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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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图中甲、乙两种典型植被分别是（ ）

A.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 B.针叶林、温带草原

C.落叶阔叶林、热带草原 D.常绿阔叶林、热带草原

29.下列关于图乙植被特征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夏季发叶，秋冬落叶 B.降水少，树叶缩小为针状

C.湿季时郁郁葱葱，干季时一片凋萎 D.乔木多蜡质叶片

30.两地植被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太阳辐射，下列关于太阳辐射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太阳辐射强烈时会产生极光现象

B.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水、大气运动的主要动力

C.石油、煤等矿物燃料是地质历史时期生物固定以后积累下来的太阳能

D.太阳辐射为地球提供光和热

二、综合题：（本大题共 3小题，满分 40 分）

31.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4 分）

北京时间 2020 年 7 月 23 日 12 时 41 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中国文昌成功发射，

标志着我国正式拉开了行星探测的序幕。某同学对火星探测非常感兴趣，进行了自主学习探

究活动。阅读相关资料，帮助该同学完成学习探究任务。

学习材料：地球和火星的有关资料统计表

与太阳的

平均距离

(10
8
km)

大气

成分

公转

周期

自转

周期

质量

(地球

为 1)

体积(地球

为 1)

赤道面与公

转轨道面的

夹角 表面温度

地

球
1.496 N2、O2 1 年

23时56分

4 秒
1 1 23°26′

15℃

火

星
2.279 CO2

1.9

年
24时37分 0.11 0.15 23°59′

-23℃

该同学的探究报告是这样描述的：火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是太阳系由内往外数的

第五颗行星，属于巨行星。火星所处的天体系统，按照级别从高到低依次为：可观测宇宙、

河外星系、太阳系。“天问一号”探测器运行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发射起飞离开地

球后成为自然天体。

（1）请你挑出该同学探究报告中的错误（至少两处），按格式抄写错误原文并改正。（4 分）

（示例）错误 1．原文：巨行星 改正：类地行星

错误 1.原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改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错误 2.原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改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人类之所以不断地对火星进行探索是因为火星与地球有一些相似性，从表中可以看出相

似性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 分）

（3）结合上表数据，分析火星上没有生命的原因。（6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9%98%B3%E7%B3%BB/1732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6%98%9F/1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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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8分）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冰上丝绸之

路”是穿越北冰洋、连接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的北极航道。丝绸之路的建设，为沿线国家优

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下图为“一带一路”及“冰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完(1)连云港(34°N，119°E)、摩尔曼斯克(69°N，34°E)都是重要的终年不冻港口。

（1）洋流 A、B、C 中，属于寒流的为__________（填序号）。（2 分）

（2）摩尔曼斯克港成为不冻港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 分）

（3）M 地为世界著名的北海道渔场，试分析此地形成渔场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 分）

33.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18 分）

野外考察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也是提高地理实践力的重要手段。2020 年暑期某中

学地理社团组织了一次研学旅行活动。

（1）甲地位于河流出山口，在此地考察时，同学们发现这里种植着大片棉花。甲地所在的地

貌为 （2 分），该地貌是 （2分）作用形成的，其主

要特征是 。（4分）甲地河流主要

参与的水循环类型是 。（2分）

（2）研学旅行期间，同学们拍了很多照片，洗出来之后有些弄乱了。下列四幅图片中最有可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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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图 1所示地区拍摄的是 （填序号）。(2 分)

（3）在图 1 所示地区考察期间，同学们听到新疆有句俗语“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

瓜”，请用大气受热过程原理来解释这种现象。（6 分）

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