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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通州高一（上）期末 

地    理 
2024 年 1月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分为两部分，共 8 页。总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2．试题答案一律填涂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3．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4．考试结束后，请将答题卡交回。 

第一部分（选择题  共 60 分） 

本部分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

求的一项。 

2023 年 12月 9 日，朱雀二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卫星、

天仪 33 卫星及鸿鹄二号卫星顺利送入高度 460km 的预定轨道。据此完成 1~2 题。 

1．进人宇宙空间的三颗卫星所处的最低一级天体系统是（    ） 

A．可观测宇宙    B．银河系    C．太阳系    D．地月系 

2．自地面向上至预定轨道之间的大气（    ） 

A．温度随高度升高而降低    B．密度随高度升高而减小 

C．各层均以对流运动为主    D．天气现象变化逐渐剧烈 

2023 年 12月 1 日至 2日，“地磁暴（地球磁场全球性的剧烈拢动现象）引发北京怀柔、门头沟等地出

现极光现象”冲上热搜。据此完成 3～4 题。 

3．产生地磁暴活动的原因可能是（    ） 

A．太阳活动    B．太阳辐射    C．地壳运动    D．天体引力 

4．地磁暴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是（    ） 

A．太阳活动异常剧烈    B．多个国家发生强烈地震    C．太阳耀斑强度增强    D．卫星导航设备误差

增大 

在 2023 年卓奥友峰（喜马拉雅山中段山峰）科考中，中国科考队员获得重大发现：在距今 2.2 亿年

的地层中发现鲨鱼牙化石。读图 1“地质年代表示意（部分）”和图 2“鲨鱼牙化石”照片，完成 5~6 题。 

 

                              图 1                                       图 2 

5．此次发现的鲨鱼牙化石所属地质年代是（    ） 

A．泥盆纪    B．石炭纪    C．三叠纪    D．白垩纪 

6．鲨鱼牙化石的发现有助于（    ） 

A．加速生物的演化进程    B．确定古冰川的面积    C．研究古地理环境变迁    D．还原地貌形成过程 

2023 年 10月 23 日，中国海油宣布发现我国首个千亿方深煤层气田——神府深煤层大气田，煤层主要

埋深 2000 米左右，探明地质储量超 1100 亿立方米，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完成 7～8

题。 

7．该大气田的煤层主要位于（    ） 

A．地壳    B．软流层    C．地幔    D．地核 

8．煤炭的根本能量来源于（    ） 

A．火山喷发    B．地壳运动    C．太阳辐射    D．太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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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月 10 日至 12 日，吉林省吉林市迎来今冬首场大规模雾凇（俗称树挂）。天地之间，江水如

镜，江面雾气袅袅，两岸柳树结银花、松树绽银菊，松花江畔化作美不胜收的水墨画卷（如图）。据此完

成 9~10 题。 

 

9．雾凇的形成，涉及的地球圈层有（    ） 

①大气圈    ②生物圈    ③水圈    ④岩石圈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10．有关地球四大圈层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水圈的主体是海洋              B．岩石圈包括地壳和上地幔 

C．生物圈是地球表层生物的总称    D．大气圈的主要成分是氧气和甲烷 

北京市通州区某中学地理兴趣小组利用十一假期到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进行地理实践活动。图为某

同学拍摄的该森林公园内植草沟（种有植被的地表浅沟）照片。据此完成 11~12 题。 

 

11．植草沟的主要功能是（    ） 

①增加地表径流    ②增加地下径流    ③净化雨水    ④减少植物蒸腾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12．该园区本地树种占比达 90%，主要原因是（    ） 

①绿化率高    ②维护费用相对较低    ③成活率高    ④易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023 年 11月 1 日上午，中国第 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征。本次科考任务首次由 3 船（“雪龙”号、

“雪龙 2”号和“天惠”轮货船）保障，最突出亮点是建设罗斯海新站。图示意“雪龙 2”号的模拟航

线，据此完成 13~15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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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图中，表层海水温度最高的海域是（    ） 

A．上海沿海    B．赤道海域    C．利特尔顿港    D．罗斯海新站沿海 

14．图中，表层海水密度最高的海域是（    ） 

A．上海沿海    B．赤道海域    C．利特尔顿港    D．罗斯海新站沿海 

15．从赤道至罗斯海新站航线所经过的海域，表层海水盐度的变化规律是（    ） 

A．由低到高    B．由高到低    C．先升高后降低    D．先降低后升高 

2023 年 9月 23 日晚，以“潮起亚细亚”为主题的第 19 届亚运会开幕式在杭州市成功举行。开幕式

上，滩涂上生长出的“大地之树”景观（如图）蔚为壮观，它由海水周期性冲刷形成。据此完成 16~18

题。 

 

16．与“大地之树”景观形成密切相关的是（    ） 

A．潮汐    B．洋流    C．风暴潮    D．海啸 

17．观察“大地之树”景观最佳应选在农历每月的（    ） 

①初一    ②初七    ③十五    ④二十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8．人类积极利用潮汐的方式是（    ） 

A．海滨浴场    B．农田灌溉    C．滩涂养殖    D．远洋航行 

2023 年 9月 17 日，我国申报的“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走进古茶

林中，仰头可见高大乔木，低头可见错落的茶树，脚下有草本植物，乔—灌—草的垂直结构显现出来（如

图）。据此完成 19~2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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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古茶林植被垂直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    ） 

A．地形    B．土壤    C．气候    D．河流 

20．古茶林植被垂直结构体现出（    ） 

①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    ②树冠越封闭，草本植物生长越旺盛 

③植物之间的竞争关系    ④植被种类越丰富，垂直结构越复杂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密云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全区面积约 90%为山区，某研究团队采用抽样调查法研究该山区土壤厚度

特征。图 1为 26 个不同采样点阴坡和阳坡土壤厚度，图 2为土壤厚度随坡度变化趋势线和随植被覆盖度

变化趋势线。据此完成 21~22 题。 

 

                     图 1                                            图 2 

21．该山区土壤厚度（    ） 

A．阳坡土壤厚度大于阴坡    B．阴坡的植被可能更为茂盛 

C．坡度越大土壤厚度越大    D．植被覆盖度越高土壤厚度越小 

22．该研究成果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    ） 

①决定农业生产的类型和规模    ②全面控制山区水土流失 

③利于山区土地资源开发保护    ④加强山区生态环境建设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2023 年 7月 31 日，北京市门头沟区因极端强降水使河湖水位高涨，从而诱发山洪。据此完成 23~24

题。 

23．为应对此次山洪灾害，政府应采取的措施有（    ） 

①有序分泄洪水    ②转移受灾人员    ③兴建水利工程    ④展开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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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4．地理信息系统中不同类型的地理空间信息存储在不同的“图层”上，叠加不同的“图层“可以分析要

素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本次山洪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需要叠加的图层是（    ） 

A．水系分布图层    B．矿产分布图层    C．地形分布图层    D．土地利用图层 

三预警齐发！北京市气象台 2023 年 12月 12 日 16 时 30 分发布暴雪黄色预警、寒潮蓝色预警、道路

结冰黄色预警信号。读图“2023 年 12月 12 日 17 时亚洲局部地区海平面气压分布图（单位：百帕）”，完

成 25~27 题。 

 

25．甲地的风向大致为（    ） 

A．西北风    B．东北风    C．西南风    D．东南风 

26．图中四地（    ） 

A．甲地气压高于乙地    B．乙地容易出现雾霾    C．丙地风力小于乙地    D．丁地水平气压梯度力最

大 

27．寒潮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其有利影响有（    ） 

①降雪增加土壤湿度    ②大风加快污染物扩散    ③低温减少病虫害    ④提高作物抗寒能力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023 年 11月 17 日，菲律宾梅兰老岛发生了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 70 千米。截至 11月 20 日，此次

地震造成 9人死亡、15人受伤，超过 800 多处房屋受损，导致数万人受灾。据此完成 28~30题。 

28．菲律宾地震多发的原因是（    ） 

A．位于板块交界处    B．位于板块的内部    C．四面临海    D．山地众多 

29．此次地震造成的危害可能是（    ） 

A．引发潮汐，摧毁建筑物    B．引发寒潮，造成冻害 

C．引发狂风，破坏景观      D．引发滑坡，阻断交通 

30．地震发生时，合理避灾的方法是（    ） 

①躲避在坚固家具旁    ②通过电梯及时转移    ③有序撤到空旷地带    ④躲到高大建筑物下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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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非选择题  共 40 分） 

31．（10 分）在期末复习时，某校教师让同学们梳理“大气”的知识、并搜集生活中的地理现象。图为某

同学制作的知识卡片。结合图文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1）图（a）中透过飞机舷窗可以看到下面是厚厚的云层，这时飞机应该已经进入__________层，该层适

合高空飞行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b）是地冰花景观，也称“霜柱”。寒冷的冬夜，当气温低于 0℃时，在风小、低洼、潮湿而松软

的地面，水汽从温暖的土壤缝隙向上蒸发、凝结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我国地冰花发育最为普遍的地区是

长江中下游平原。 

（2）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最容易形成地冰花的时间和天气是__________（单项选择题），试运用大气受热

过程原理分析原因。 

A．晴朗的白天    B．晴朗的夜晚    C．多云的白天    D．多云的夜晚 

图（c）中的古诗告诉我们，四川盆地的夜雨较多。 

（3）请在图中补绘箭头，完成夜晚山谷风示意图，并据此解释该地区多夜雨的原因。 

 

32．（10 分）通州区某中学地理兴趣小组开展“云游长江”探究活动。图为某同学搜集的长江流域典型地

貌景观图。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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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一  如何描述河流地貌特点？ 

（1）甲地地貌景观的特点是__________（双项选择题）；丙地河道较为弯曲，地势起伏__________。 

A．地形平坦    B．河谷深度大    C．河岸陡峭    D．山河相间 

（2）列举两项河流地貌景观的描述角度。 

探究二  河流地貌是怎样形成的？ 

（3）乙是河流出山口处的扇形堆积体。受河水搬运能力的影响，其沉积物的粒度变化较快，扇顶颗粒较

__________（粗、细），扇缘颗粒较__________（粗、细）。 

（4）下列典型地貌与乙成因相似的是__________。（单项选择题） 

A．三角洲    B．喀斯特地貌    C．沙丘    D．海蚀拱桥 

探究三  如何开发利用河流地貌？ 

（5）从甲、乙、丙中任选其一，说出人类对其开发利用的主要方式。 

33．（10 分）北京某中学组织了“我眼中的自然景观——暑期研学成果”评选活动。图是该校学生提交的

部分与地理研学有关的景观照片。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甲地沃野千里 

某同学在研学记录中写道，野外对土壤的观察，一般从土壤颜色、生物和气候等方面进行。该地气候

冷湿，土壤形成速度快，常绿阔叶林茂密，枯枝落叶等生物残体分解速度慢，利于有机质积累，使得该地

区土壤肥沃。 

（1）该同学的记录中有错误之处，请挑出其中的三处错误并改正。 

错误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改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错误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改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错误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改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地土壤贫瘠 

红壤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低山丘陵区，红壤具有酸、瘦、黏等典型特征。 

（2）从气候角度、分析南方红壤肥力低的原因。 

丙地植被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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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地的植被类型是__________,该类植被的典型生态特征是__________。 

丁地植被稀疏 

骆驼刺（如图）是该地区典型植物，根可以扎十几米深，而地上部分只有一点点。 

 

（4）骆驼刺所在区域的植被类型是__________,反映出当地的气候特征是__________。 

34．（10 分）2023 年 7月 28 日上午，台风“杜苏芮”登陆我国福建省。截至 29 日 21 时，该台风造成福

建全省 145.45 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 36.3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30.53亿元。读图“台风‘杜苏芮”全

路径图”，回答下列问题。 

 

（1）台风“杜苏芮”生成于热带洋面，其能量的根本来源为__________。该台风登陆后，依次经过的省

级行政区分别是闽、__________、__________。（填简称） 

（2）台风“杜苏芮”除了造成福建省多地出现狂风暴雨外，还可能给该省丘陵山地地区带来

__________、__________等地质灾害。 

（3）简要说明台风“杜苏芮”造成福建受灾程度大的原因。 

（4）说明地理信息技术在预防或减轻台风灾害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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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A D C C A C A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B D C A B C C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B B D C A A D B 

31．（1）平流    大气以平流运动为主；水汽杂质少，能见度好 

（2）B    晴朗的夜晚云量少，大气吸收地面辐射少，大气逆辐射弱，地面降温快，气温低，容易形成地

冰花 

（3）夜晚，气温下降，山谷比山顶降温慢，盆地上的湿热空气受热上升，遇冷凝结致雨 

32．（1）BC    大    （2）形成、规模、海拔、坡度等    （3）粗    细    （4）A 

（5）如甲地，可利用峡谷地貌景观发展旅游业，修建水利工程，进行地质学研究等（合理即可） 

33．（1）生物和气候土壤质地和土壤剖面构造    土壤形成速度快    土形成速度慢    常绿阔叶林    

落叶阔叶林 

（2）气温较高，微生物活动强，有机质快速分解，降水较多，淋溶作用强 

（3）热带雨林    植物种类丰富，垂直结构复杂，有数量丰富的藤本植物、附生植物，常见板根、茎花

等现象 

（4）温带荒漠    气候干旱、蒸发旺盛 

34．（1）太阳辐射    赣    皖    （2）滑坡    泥石流    （3）台风等级高；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

和城市密集 

（4）运用遥感技术，可以实时监测台风的形成过程，进行准确的预报、预警；运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

以对灾区进行精确定位，为救灾提供导航服务；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对台风灾情信息进行分析，并进行

科学评估，为制定减灾预案和指导灾后重建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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