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卷第 1页，总 5页

鲁教版高一年级地理第一单元第三节地球公传的地理意义同步测试卷

一、 选择题

1. 地球上一年内昼夜变化最大的地区是( )

A.赤道地区 B.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区

C.回归线与极圈之间的地区 D.南北极圈以内的地区

2. 太阳直射点所在地( )

A.昼最长夜最短 B.太阳高度最大 C.昼夜等长 D.昼长夜短

3. 长沙昼长于夜的时段是( )

A.地球公转从近日点到远日点 B.春分到秋分

C.地球公转从远日点到近日点 D.秋分到次年的春分

4. 假如下列城市：汕头、海口、北京、伦敦的正午太阳高度角正好为由大

到小排列的，则地球离下图中的哪一位置最近( )

地球公转位置图

A.1 位置 B.2 位置 C.3 位置 D.4 位置

5. 下列日期中，青岛的正午太阳高度最大的是( )

A.6 月 1 日 B.7 月 1 日 C.10 月 1 日 D.元月 1日

6. 下列纬度既无阳光直射，又无极昼、极夜的是（ ）。

A．20°N B．30°S C．68°N D．70°S

7. 扬州四季分明的原因是（ ）。

①地处中纬度 ②正午太阳高度终年不变 ③昼夜长短季节变化较大 ④

昼长和正午太阳高度同时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③④

8. 关于下图的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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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球过 A点时的运动线速度略大于 B点

B.地球运行至 A点时大致是 1月初

C.地球从 A点出发到 A点所需的时间恰好为一恒星年

D.公转轨道是正圆

9. 下列日期中，北京正午太阳高度最小的是( )

A.6 月 1 日 B.7 月 1 日 C.10 月 1 日 D.元月 1日

10. 3 月 21 日至 9月 23 日，下列现象正确的是( )

A.地球公转的速度是快→慢→快

B.北极圈内极昼范围的变化是大→小→大

C.北京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是大→小→大

D.南半球昼长的变化是短→长→短

11. 在地球表面上，决定太阳直射最北和最南界线的是（ ）。

A．地球的自转运动 B．地球的球体形状

C．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D．黄赤交角的大小

12. 2010 年 10 月 1 日中国自主研制的月球探测器“嫦娥二号”成功发射升

空。“嫦娥二号”发射升空时，地球位置可能是下图中的（ ）。

A．1位置 B．2位置 C．3位置 D．4位置

13. 下列日期中，北京的昼长与 2008 年奥运会开幕日那天（8月 8日）北京

的昼长最接近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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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奥运圣火火种在希腊雅典采集的那天（3月 25 日）

B．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的那天（5月 8日）

C．奥运圣火传递至协办城市青岛的那天（7月 24 日）

D．奥运圣火在国家体育场缓缓熄灭的那天（8月 24 日）

14. 下图以北极为中心，阴影部分是 4月 30 日，指出北京 5月 1日 2点应

是哪幅 ( )。

15. 下列现象中，能正确反映或证明地球公转的是（ ）。

A．北半球所见的天体每日绕北极星做逆时针方向运动

B．一年之内泰山观日出时间不同

C．南北半球若经度相同，地方时也相同

D．河流两岸侵蚀程度不同

二、 非选择题

16. 读“地球公转运行位置图”，完成下列问题。

(1)A 地的节气是__________，在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前后。

(2)地球在 C地时北半球的昼夜长短情况是__________。这时堪培拉的季节

是__________，新加坡的实际季节是__________。

(3)在 A、B、C、D 四点中，地球公转速度较快的是__________点，每年 7月

初地球位于__________点附近。

(4)北极极昼的天数和南极极昼的天数是否相同 __________。如不相同，

__________极极昼日数较多，其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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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读“极地投影太阳光照图”，虚线表示极圈和回归线，阴影部分表示黑

夜，完成下列问题。

(1)该图反映的日期是__________前后，太阳直射点的地理坐标是

__________。

(2)abc 是晨昏线，其中晨线为__________段。

(3)此时 A、B、D、E四地的地方时应是：A__________时，B__________时，

D 时，E__________时。

(4)此时 A、E昼夜长短是：A昼长__________小时，E昼长__________小时。

(5)再过三个月，B地处在__________季节。

18. 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问题。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居民乔迁新居，居住条件和环

境显著改善。

(1)房地产开发商在某城市(30°N)建造了两幢商品住宅楼，楼高 69 米，楼

间距为 40 米。某户居民买到了北楼底层的一套房子，于春节前住进后发现

正午前后太阳光线被南楼挡住。你能说出该居民买的这套房子接受不到阳光

照射的时间大约有几个月？

(2)为避免这种现象所产生的纠纷，房地产开发商在建楼时，应该使此楼所

有房屋在正午时终年都能被太阳照射。那么在两楼间距不变的情况下，南楼

的高度最高约为多少米？

19. 我国西北内陆某中学地理小组，多年来一直坚持以天象观测为主的地理

课外活动。读“太阳高度角的日变化图”，用你学过的地理知识，完成下列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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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分二至日，观测太阳高度角的日变化后，绘出了上列曲线，其中 A曲

线为月日前后的太阳高度日变化曲线。

(2)若该校当地正午时刻正好是北京时间 13：40，其观测点的地理坐标是。

(3)课外活动小组提供了下列情况，其中你认为可信的是( )

A.2004 年底印度洋特大海啸事件发生时，他们测得的数据最接近 B

B.地理小组经过多年观测，终于发现大熊星座的形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C.他们曾用肉眼看到过土星和彗星

D.他们经常用肉眼看见黑子、耀斑及其太阳风

20. 读光照图（图中阴影部分表示夜半球，虚线表示极圈或回归线），完成

下列各题。

（1）在图上用 → 标出太阳光线。

（2）图示的是北半球的________（节气），此时地球运行在公转轨道的

________点（填近日或远日）附近。

（3）B点的正午太阳高度为________，此时北半球各纬度的昼长达到一年中

的最________值。

（4）C点的昼长是________小时，A点此刻位于________线上（填晨线或昏

线）。

（5）A、B、C、D 四点的白昼长度由长到短排列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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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部分(共有 20 道题的解析及答案)

一、选择题

1、 解析： 由于黄赤交角的存在，地球在公转过程中产生昼夜长短的变化，昼

夜长短变化是从赤道向两极越来越大，赤道全年昼夜平分，两极点有半年的白昼

(极昼)和半年的黑夜(极夜)。

答案： D

2、 解析： 由于黄赤交角的存在，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移动，有时在

南半球，有时在北半球，春分日和秋分日在赤道上。就昼夜长短而言，除直射赤

道时全球昼夜平分，太阳直射点在哪个半球，哪个半球就昼长夜短，相反的半球

昼短夜长。就太阳高度而言，直射点上太阳高度最大，为 90°，自直射点向四

周递减。

答案： B

3、 解析： 就北半球而言，只要太阳直射点在北半球，北半球上所有的点都是

昼长于夜，并且北极圈内有的地区出现极昼，而太阳直射点从春分日(3 月 21 日)

到秋分日(9 月 23 日)就在北半球上，所以长沙昼长于夜的时段是春分到秋分。

地球绕日公转在 1月初位于近日点附近，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上，长沙昼短于夜。

答案： B

4、 解析： 正午太阳高度角由直射点所在纬线向南北两侧递减。距离直射点越

近，正午太阳高度角就越大；反之，正午太阳高度角越小。这一天，四城市中，

汕头正午太阳高度角最大，而汕头恰好在北回归线附近，所以此日可能是 6月

22 日，北半球的夏至日。再根据各个城市的纬度，汕头大约在 23°26′N，海口

大约在 20°N，北京大约在 40°N，伦敦大约是 51.5°N，符合 6月 22 日的情况。

答案： C

5、 解析： 某一地点的太阳高度的季节变化与太阳直射点位置的季节变化有关，

就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之间的地区来说，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时，正午太阳高度最

大。一年中太阳在 6月 22 日(夏至日)直射北回归线，所以距 6月 22 日最近的一

天青岛的正午太阳高度最大。

答案： B

6、B

解析： 既无阳光直射，又无极昼、极夜的是温带，介于回归线和极圈之间，B

对，故选 B。

7、D

解析： 正午太阳高度随季节变化，②错，D对，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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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解析： 本题考查对有关公转运动规律知识的掌握情况和运用能力。地球公

转的轨道不是一个正圆，而是一个近似正圆的椭圆，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1月初地球位于近日点附近，公转速度较快；7月初地球公转到远日点附近，速

度较慢。从 A点出发到 A点的时间是一恒星年。

答案： C

9、 解析： 某一地点的太阳高度的季节变化与太阳直射点位置的季节变化有关，

就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之间的地区来说，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时，正午太阳高度最

大。一年中太阳在 6月 22 日(夏至日)直射北回归线，所以距 6月 22 日最近的一

天北京的正午太阳高度最大；反之，距 12 月 22 日最近的一天北京的正午太阳高

度最小。

答案： D

10、 解析： 此题考查地球在春分过夏至到秋分这一段时间内的运动速度、昼夜

长短、正午太阳高度角变化的有关知识。除了公转速度因经过远日点时由快到慢

再到快是正确的外，其余的都是错误的。北极圈内极昼的范围是由小变大再变小，

6月 22 日最大；北京的正午太阳高度也是由小变大再变小，6月 22 日最大；南

半球的昼长变化与北半球相反，南半球的昼长变化应该是由昼夜平分到昼短夜

长，再到昼夜平分，即变化是由长到短再变长。

答案： A

11、D

12、B

解析： 要注意二分二至和图中近日点、远日点以及公转方向等信息。

13、 思路分析： 该题考查同一纬度对称日期昼长相等的分布规律。5月 8日与

8月 8日关于夏至 6月 22 日对称，故选 B。

参考答案： B

14、 A

解此题的关键是要知道地球上划分日期的界线通常情况下有两条，即一条是人为

规定的日界线 180°经线，另一条是地方时为 24 时(0 时)的经线。如图除 180°

经线，另一条日界线的时间为 0时。这样该题可解：据已知条件以“北极为中心

的图形”。“斜线部分为 4月 30 日”。由图上可看出 0时经线与日界线 180°

之间的角度，确定 180°的地方时分别是：A图为 6时、B图为 9时、C图为 15

时、D图为 18 时。再找出北京所在时区(东八区)的中央经线 120°E。根据 180°

经线的时间即可推出北京的时间。本题答案为 A。

15、B

解析： ACD 三项是自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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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

16、 解析： 解答有关地球公转运行图的这类题目时，首先应根据地轴倾斜方向

判断出地球运行过程中四个位置的节气或时间，北半球倾向于太阳一侧的应是北

半球的夏至日或远日点附近，然后根据地球公转逆时针方向推断出其余三个位置

的节气和时间，在此基础上解答问题。

由于地球公转速度近日点时较快，远日点时较慢，而 7月初地球位于远日点，因

此地球在春分到秋分时公转的速度较慢，转过同样轨道所需的时间就长，而这段

时间是北极点发生极昼的时间，因此北极极昼的天数长于南极极昼的天数；同理，

在北半球一年四季中(西方划分)夏季最长，冬季最短。

答案： (1)冬至 12 22 (2)昼长夜短 冬季 夏季 (3)A C

(4)不相同 北 北极极昼时地球公转速度较慢，所需时间较长

17、 解析： 这是一道以极点为中心的日照图的判读题，考查的内容较多，包括

时间计算、太阳直射点的位置、昼夜长短等。在解答这样的题时，应特别注意准

确判断时间和节气，这是解答全题的关键和前提，一旦判断失误，全题皆错。另

外，解答这样的题还要注意建立空间概念，用发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

第(1)题，此图所画半球逆时针旋转，为北半球，北极圈内是极昼，此日是夏至

6月 22 日，太阳直射点的坐标是 23°26′N，45°W。第(2)题，晨昏线与太阳光

线永远垂直，此图逆时针旋转，地球上各地在弧 ab 处由昼进入夜，在弧 bc 处由

夜进入昼，bc 为晨线。第(3)题，图中有四个点的时间是固定的，可以作为进行

时间计算的已知量，它们分别是晨线与赤道的交点(图中 c点)地方时是 6时，昏

线与赤道的交点(图中a点)地方时是18时，昼半球的平分线(图中E点所在经线)

上时间是 12 时，夜半球的平分线上(图中 b点所在经线)时间是 0时或 24 时。同

时，太阳高度最高点为正午 12 时，纬线周长被均分为 24 小时。这样根据已知时

间可以求出各点的时间分别是 A点 15 时，B点 6时，D点 21 时，E点 12 时。第

(4)题，根据昼弧所跨的纬度可以求出，此时 A、E昼夜长短是：A昼长 24 小时，

E昼长 12 小时。

第(5)题，三个月后，太阳直射点由北半球移至赤道附近，并将继续向南半球移

动。B点的节气是秋分以后，应为初秋季节。

答案： (1)6 月 22 日 23°26′N，45°W (2)bc (3)15 6 21 12

(4)24 12 (5)初秋

18、 解析： 第(1)题，根据给出的南楼的楼高、南北两楼的间距之比(即正切函

数)为 1.725，可以推断该城市正午太阳高度角必须等于或大于 60°时(tan60≈

1.732)，北楼的一楼才能全年正午晒到太阳。该城市位于 30°N，当太阳直射南

半球时，该城市正午太阳高度角均小于 60°，也就是每年从秋分(9 月 23 日)到

第二年春分(3 月 21 日)共计 6个月，该城市太阳高度角均小于 60°。第(2)题，

根据全年正午太阳高度最低时(即 12 月 22 日)，假设两楼距离不变，求南楼不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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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北楼太阳时的最大高度。也就是该城位于 30°N，冬至时正午太阳高度为 36°

34′，南楼高与两楼的间距之比(即正切函数)必须小于 0.7(tan35≈0.7)。只有

当南楼最大为 28 米时，南楼高与楼距比才小于 0.7。

答案： (1)6 个月。

(2)28 米。

19、 解析： 此题重点考查地球公转、二分二至日的正午太阳高度变化规律、地

方时的计算、太阳活动及有关天体的观测。思考的重点应放在通过该地的正午太

阳高度变化与二分二至日的关系来判断该地所在的地理位置。由图可知，曲线 B

为春分日或秋分日的太阳高度角，从而得出该地为 40°N。北半球夏至日太阳高

度最高，故可判断 A为 6月 22 日前后的太阳高度日变化曲线，则 C为冬至日的

曲线。通过时差(1 小时 40 分钟)可计算出该地与 120°E 经线的经度差为 25°，

且该地的时刻数小于北京时间，故可推测该地位于北京时间所在时区的中央经线

(120°E)的西边，所以该地经度应为 95°E。2004 年底印度洋特大海啸事件发生

在 12 月 26 日，他们测得的数据应该最接近 C，而不是 B。太阳的光球、色球、

日冕中的太阳活动分别是黑子、耀斑和太阳风，其中黑子平时可用肉眼观察，但

耀斑和太阳风只有在日全食时才可以用肉眼看到。

答案： (1)6 22 (2)40°N，95°E (3)C

20、（1）略 （2）冬至 近日点 （3）90° 小 （4）12 昏线 （5）

D＞B＞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