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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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人：刘启美 审核人：李学忠

班级： 姓名： 学号： 日期：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每小题 2 分，共计 60 分）

美国“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上拍摄到 15张类似“蘑菇”的照片，下图为“火星‘蘑

菇’照片”，下表为地球与火星数据比较。据此完成 1～2题。

与太阳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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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1.496 6 378 1 23时 56分 4秒 1 1 23°26′
火星 2.279 3 395 1.9 24时 37分 0.11 0.15 23°59′
1. 科学界大多认为图中白色球状物不是火星土壤生长出的“蘑

菇”，其主要依据是火星( )
A. 无大气层 B. 表面光照太强

C. 无液态水 D. 表面温度太高

2. 易对地球上接收火星“蘑菇”照片信号产生干扰的是( )
A. 太阳活动 B. 火山活动

C. 太阳辐射 D. 臭氧层空洞

2020年 11月 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

成功发射升空。12月 17日凌晨，“嫦娥五号”

携带月壤返回地球并安全着陆。下图为“嫦

娥五号”返回路线示意图。完成 3～4题。

3. “嫦娥五号”升空过程中依次经过的大气层是( )
A. 对流层、平流层、高层大气 B. 高层大气、平流层、对流层

C. 平流层、对流层、高层大气 D. 对流层、高层大气、平流层

4. “嫦娥五号”返回途中，可能发生的现象是( )
A. 甲—乙段出现雷雨天气 B. 乙—丙段出现了臭氧层

C. 丙—丁段空气对流显著 D. 丁—戊段空气密度增大

不透水面是指由沥青、水泥为原材料所填充成的

房屋、公路以及广场等存在不透水特性的地表面。下

图示意 1978—2018 年厦门市不透水面面积的变化。

据此完成 5～7题。

5. 影响厦门市不透水面面积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 )
A. 经济发展水平 B. 地形 C. 交通状况 D. 河流水系

6. 厦门市不透水面面积增加最迅速的时期是( )
A. 1995—2000年 B. 2000—2005年 C. 2005—2010年 D. 2010—2015年

7. 不透水面面积的增加，给厦门市带来的不利影响是( )
A. 生物多样性增加 B. 地下水位上升 C. 空气湿度增大 D. 热岛效应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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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货物从上海通过海运运输到伦敦。读图完

成 8～10题。

8. 运输途中所经海域，盐度和密度最大的是( )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9. 轮船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时，该海峡两侧的海水流

动情况为( )
A. 表层和底层海水都是由大西洋流向地中海

B. 表层和底层海水都是由地中海流向大西洋

C. 底层海水由大西洋流向地中海，表层海水由地中海流向大西洋

D. 表层海水由大西洋流向地中海，底层海水由地中海流向大西洋

10. 将要进入伦敦港时，轮船的航行情况为( )
A. 顺风顺水 B. 逆风逆水 C. 顺风逆水 D. 逆风顺水

河流阶地是沿河分布在洪水位以上的阶梯状地形。地壳运动的稳定期河流以侧蚀作用为

主，形成宽阔的谷底或平原。地壳运动的上升期河流下切，原来的谷底或平原被抬升成为阶

地。下图示意某河流上游河段的单侧断面，洪水期河水仅能淹没 T0。读图完成 11～12题。

11. 图中( )
A. T1阶地、T0阶地形成早

B. 河谷不断变宽变深

C. 阶地适于建设大型港口

D. 河床海拔逐渐升高

12. 任一级河流阶地沉积物堆积过程中( )
A. 地壳相对稳定 B. 地壳持续上升

C. 河流不断下切 D. 河流间断上升

黄土塬又称黄土平台、黄土桌状高地，塬是中国西北地区对顶面平坦宽阔、周边为沟谷

切割的黄土堆积高地的俗称。下图为某黄土塬演变示意图。据此完成 13～14题。

13. 该黄土塬地貌演变的顺序是( )
A. ②③①④ B. ④①③② C. ①③②④ D. ④①②③

14. 影响该黄土地貌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 流水侵蚀 B. 流水堆积 C. 风力沉积 D. 风力侵蚀

下图为祁连山西段某山间盆地边缘示意图。其山坡、

冲积扇和冲积平原的植被均为草原，其中冲积平原草原茂

盛。山坡表面多覆盖有沙和粉沙物质，该地冬春季节多风。

据此完成 15～16题。

15. 山坡上部堆积物中的砾石分选性和磨圆性较差，与之

相关的因素主要为( )
① 重力作用 ② 风力搬运 ③ 流水搬运 ④ 冰

川搬运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④

16. 山坡表面覆盖的沙和粉沙物质主要来源于( )
A. 冲积平原 B. 冲积扇 C. 冲积扇和冲积平原 D. 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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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土壤与其他自然地理要素的关系图”，回答 17～18题。

17. 自然发育的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最高的是( )
A. 黑土 B. 红壤 C. 水稻土 D. 寒漠土

18. 在适宜的日照和温度条件下，岩石表面发育为“年幼”

土壤的主要原因是( )
A. 流水的沉积作用 B. 风力的侵蚀作用

C. 苔藓类生物活动 D. 高等植物的生长

2021年 7月 20日起，郑州由于连降暴雨，形成了特大

洪涝灾害，这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据此完成 19～20题。

19. 与郑州特大洪涝灾害的形成关联性最小的是( )
A. 地势平坦，排水不畅 B. 降水集中，强度大

C. 海水倒灌，河流排水慢 D. 路面硬化多，下渗慢

20. 当个人面对洪水时，应采取的措施是( )
A. 在室内要紧闭门窗，躲在地下室 B. 在山里要迅速向山下安全的地方逃生

C. 被洪水包围时留在原地等待救援 D. 落入洪水时抓住漂浮物体向高处逃生

2021年 8 月 23 日，“祝融号”火星车已在火星表面工作 100个火星日，累计行驶里程

突破 1 000 m。下图为“祝融号”火星车传回地球的火星表面照片。读图完成 21～22题。

21. “祝融号”火星车登陆火星，说明人造天体已经可以离

开( )
A. 地月系 B. 太阳系 C. 银河系 D. 河外星系

22. 下列对“祝融号”火星车将信号传回地球影响较大的是

( )
A. 太阳辐射 B. 太阳活动 C. 地震 D. 台风

2021年 4月 27日，“超级月亮”首次现身夜空，此时的月亮看上去更大、更圆(下图)，完成

23～24题。

23. 比“超级月亮”所属的最低级别天体系统高一个级别的是

( )
A. 地月系 B. 太阳系

C. 银河系 D. 河外星系

24. 与月球相比，地球更不容易遭受陨石袭击的原因是( )
A. 离小行星带更远 B. 自转周期适中

C. 有大气层的保护 D. 地壳厚度较大

科学家预测 2023—2024年太阳活动将达到峰值。读甲、乙两幅不同年份太阳黑子图，

完成 25～26题。

25. 甲图拍摄的年份最可能是( )
A. 2010年 B. 2012年 C. 2015年 D.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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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乙图所示年份，受太阳活动影响，地球上( )
A. 赤道附近极光出现的频率增加 B. 世界各地降水增多

C. 指南针常常无法正确指示方向 D. 环太平洋火山喷发异常增多

下图为太阳辐射量随纬度分布示意图。总辐射量是考虑了受大气削弱之后到达地面的太

阳辐射；有效总辐射量是考虑了大气和云的削弱之后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完成 27～28题。

27. 影响可能总辐射量分布的主要因素是( )
A. 大气云量 B. 大气厚度

C. 纬度 D. 大气密度

28. 下列纬度带，云量最多的是( )
A. 赤道 B. 北纬 20°
C. 北纬 40° D. 北纬 6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1年 5月 30日 12时 50分，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北纬 34.67

度，东经 98.31度)发生 4.9级地震，震源深度 9 km。下图为“地球内部圈层局部示意图”。

完成 29～30题。

29. 此次地震震源位于图中( )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30. 关于地球内部圈层，说法正确的是( )
A. ①圈层是岩石圈，由固体岩石组成

B. ②圈层中纵波传播速度比横波快

C. ④圈层是上地幔，软流层位于其顶部

D. ⑤圈层为岩石圈，平均厚度为 17千米

2021年，我国科学家在天山周边发现大型恐龙化石，命名为“中国丝路巨龙”。下表

为该类恐龙生存的地质年代特征。据此完成第 31题。

地质年代 距今时间(万年) 构造阶段 植物演化阶段 动物演化阶段

中生代 25 200～6 600 联合古陆解体 裸子植物时代 爬行动物时代

31. 该地质年代( )
A. 温暖海水中出现三叶虫 B. 是地质历史上的成煤时期

C. 被子植物已经基本灭绝 D. 已形成现代海陆分布格局



第 5 页 共 8 页

北京时间 2021年 6 月 17日 9 时 22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于 15时 54
分与距地 400 km 的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18时 48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

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下图为大气垂直分层示意图。读

图，完成 32～34题。

32.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过程中( )
A. 会依次经过平流层、对流层、高层大气

B. 气温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再升高

C. 外部空气密度越来越小，气压越来越大

D. 超过 50 km 后各种天气现象逐渐消失

33. 中国空间站所处的最低一级天体系统是( )
A. 地月系 B. 太阳系

C. 银河系 D. 河外星系

34. 中国空间站可能面临的来自宇宙空间的威胁有( )
① 超强的紫外辐射 ② 极光的干扰 ③ 耀斑的突然爆发 ④ 巨大的温差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熏烟驱霜是指霜冻来临前点火生烟，以减轻霜冻冻害(如下图)。读大气受热过程示意图，

完成 35～36题。

35. 熏烟能够减轻霜冻的原因是( )
A. 削弱大气逆辐射 B. 削弱太阳辐射

C. 增强大气逆辐射 D. 增强地面辐射

36. 图中反映近地面大气温度升高的热量传递过程是( )
A. ①—②—③ B. ①—④—②

C. ②—③—④ D.③—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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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沙漠地区绿洲示意图，完成 37～38题。

37. 如果图示地区位于北半球，夜晚M地的风向为( )
A. 西南风 B. 东北风

C. 东南风 D. 西北风

38. 造成该地区风向昼夜反向的原因是( )
A. 太阳辐射多少差异 B. 降水多少差异

C. 下垫面热力性质差异 D. 地势高低差异

被称为高速公路“流动杀手”的团雾，大多是由于局部区域近地面空气水汽充足时，地

面辐射降温而形成的浓雾。下图是沪宁高速公路示意图。据此完成 39～40题。

39. 一天当中，团雾的多发时段往往是( )
A. 0～6时 B. 6～12时
C. 12～18时 D. 18～24时

40. 沪宁高速公路团雾发生频率最大的地点是( )
A. ① B.② C. ③ D.④
在较大湖泊和湖岸之间常常形成以一天为周期的湖风和岸风，8月某日我国鄱阳湖地区

湖风和岸风明显。下图示意该日湖口和进贤南北方向平均风速逐时距平日变化曲线(正距平

为南风，负距平为北风)。读图完成 41～42题。

41. 该日湖口与进贤南北风向基本相同的时刻在( )
A. 00：00～04：00 B. 07：00～11：00
C. 12：00～18：00 D. 21：00～00：00

42. 该日鄱阳与进贤的风向转换时间相似，该日 18时鄱阳的主要风向应是( )
A. 偏东风 B. 偏南风 C. 偏西风 D. 偏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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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题：

43. 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绿洲冷岛效应”指干旱地区的绿洲区域，夏季气温比附近沙漠、戈壁低，湿度比周边

大的特殊气象效应。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对河西走廊的某绿洲和沙漠的气温

观测发现，在 7～8月天气稳定的状态下，会出现“绿洲冷岛效应”。下图示意该绿洲和附

近沙漠 7月某日地表温度的变化。

(1) 指出绿洲与邻近沙漠之间近地面大气的运动方向，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 指出 06时～15时绿洲和沙漠间近地面风力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3) 分析绿洲夜间地表温度仍低于沙漠的主要原因。

44. 读东南亚马来群岛部分地区示意图，完成下列问题。

(1) 说出该区域表层海水温度特点，并分析原因。

(2) 比较①和②海域表层海水盐度的差异，并分析原因。

(3)①海域风浪小，是世界上著名的海上运输通道，说明该海域对轮船航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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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下图为黄河上游局部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 图 中 箭 头 所 指 地 区 属 于 流 水 地 貌 中 的

________________，这种地貌一般分布在山麓或沟谷

出口处，其沉积物颗粒大小的分布规律是。

(2)影响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量的因素主要有纬度、地

形地势、昼夜长短(日照时数)、气候和天气(大气透明

度)、下垫面(地表状况)等。宁夏是我国光伏发电的集

中产业区，试分析该地年太阳辐射总量丰富的原因。

(3)毛乌素沙地是我们常见的___________地貌。风沙在运动过程中常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

危害，西北人民常用草方格沙障来治理流动沙丘，请你说一说该方法治理流沙的原理。

46. 读“我国泥石流分布示意图”，完成下列各题。

(1)图中 A地区是我国泥石流多发地区，导致该地区泥石流多发的自然原因有哪些？

(2)图中 B地区泥石流较 A地区少，试分析其原因。

(3)人类活动及其对自然环境施加的影响，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诱发泥石流，这些人类活动

主要有哪些？

(4)人类认识和掌握了客观规律，也可以减少泥石流的发生。据你所知，人类减轻泥石流危

害的针对性措施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