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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广东高考真题 

地    理 

本试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75 分钟。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8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进入 21 世纪，长江下游跨江桥隧建设发展迅速。有研究统计，2000 年长江下游公路跨江桥隧通道仅

4 条，2008年为 9 条，2016 年增至 17 条。图示意这三个年份长江下游两岸部分市县距江岸不同直线距离

区间的车辆，到达对岸所需平均时间的变化。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 与 2000—2008 年相比，2008—2016 年期间长江下游两岸不同直线距离区间车辆平均跨江耗时的缩减量

均表现为（   ） 

A. 大幅增加 B. 保持不变 C. 略有增加 D. 有所减少 

2. 由图中信息可判断，长江下游南岸市县比北岸市县（   ） 

A. 公路网更完善 B. 车流量更大 

C. 人口更为稠密 D. 河网更密集 

露点温度是指气压不变、水汽无增减情况下，未饱和空气因冷却而达到饱和时的温度。图所示的是

2020 年 11月 18—19 日吉林省某气象站记录的一次较强降水过程相关信息。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3. 此次降水过程呈现的天气变化依次是（   ） 

A. 风雨交加、冻雨夹雪、雪花纷飞 B. 疾风骤雨、雪花纷飞、冻雨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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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雪花纷飞、风雨交加、冻雨夹雪 D. 风和日丽、冻雨夹雪、和风细雨 

4. 此次天气过程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 

A. 对流旺盛 B. 逆温增强 C. 暖锋经过 D. 冷锋过境 

珠江三角洲地区某侨乡村，现存大量古建筑和水上碉楼。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随着珠三角地

区工业化快速推进，该村人口持续外流，村落逐渐空心化。近 10 年来，该村特色产业发展迅速，回流人

口明显增多，成为乡村振兴的成功范例。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5. 导致该村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人口持续外流的主要原因是（   ） 

A. 前往海外寻亲访友 B. 被城市就业机会吸引 

C. 人口已超合理容量 D. 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 

6. 近 10 年来，该村发展迅速的特色产业最可能是（   ） 

A. 农业种植和水产养殖 B. 公共卫生和文化教育 

C. 旅游服务和文化创意 D. 先进制造和科技研发 

浙江省温岭市制鞋业发达，Z 镇是该市最大制鞋基地，其制鞋业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近年来，随着

电商的发展，该镇制鞋业趋于更加灵活化。图示意 Z 镇制鞋业发展历程。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7. 电商的发展对该镇制鞋业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   ） 

A. 制鞋技术提升、生产效率提高 B. 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市场扩大 

C. 生产更加集中、营销渠道稳定 D. 制鞋工艺更加标准化、统一化 

8. 进入智造型阶段，该镇制鞋业最显著的变化是（   ） 

A. 原料汇聚及供应渠道增多 B. 加工生产及供货周期变短 

C. 研发设计及服务水平提高 D. 成品库存及集散能力增强 

2019 年 5月 28 日，某科研团队利用往返式探空气球，在长沙观测站（28°07′N，112°17′E）收集

了四个不同时刻释放的气球所记录到的太阳短波辐射量变化信息（图 a）。图 b 为其中某一时刻对应的太阳

光照示意图（阴影部分代表黑夜）。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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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图 a 中，符合图 b示意时刻所释放气球接收到的太阳短波辐射量变化的曲线是（   ）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10. 这次探测结果显示，白昼期间气球接收到的太阳短波辐射量随高度增加而增多，是因为随高度增加

（   ） 

A. CO2 量减少 B. 空气温度降低 

C. 大气越稀薄 D. 人类干扰越小 

某中学学生在山西省太行山青龙峡景区研学活动中发现，这里是典型高山峡谷地貌，两岸岩壁直立，

软硬岩层交互，陡壁下常有崩塌物堆积，崩塌物主要来自硬岩层。图是同学们绘制的岩体崩塌过程示意

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1. 崩塌物主要来自硬岩层，是因为（   ） 

A. 软岩受风化剥蚀更快 B. 硬岩的重力作用更大 

C. 软岩抗侵蚀能力更强 D. 硬岩水土流失更严重 

12. 同学们提出的以下预防崩塌危害措施中，不能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完成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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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岩土变形预警 B. 危险岩体清除 

C. 气象水文预报 D. 游客行为监管 

草毡层是由土壤物质与植物根系交缠而成的毡状表土层，主要分布在高寒和极地地区。青藏高原上的

草毡层，虽然厚度不大，但坚韧且富有弹性，是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与基岩风化物为成土

母质的土壤不同，这里草毡层中的细土物质以风力搬运输入的外源粉尘为主。图示意青藏高原某地草毡层

景观。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3. 青藏高原上草毡层中风力搬运输入的粉尘物质增加将（   ） 

A. 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积累 B. 降低土壤的持水能力 

C. 加快下覆基岩风化破碎 D. 有助于耕作土壤形成 

14. 如果青藏高原某区域草毡层遭到破坏，会导致当地（   ） 

①草地初级生产力降低②冻土融化速率减缓 

③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④地表侵蚀强度增加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图示意长江三角洲地区某特大城市近几十年来城市各要素向郊区扩散的三个阶段。据此完成下面小

题。 

 

15. 由阶段 I发展到阶段 II，城市各要素向郊区扩散的推动力主要是（   ） 

A. 人口增长、社区改造 B. 社区改造、政府引导 

C. 企业参与、人口增长 D. 政府引导、企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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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与阶段 I相比，阶段Ⅲ郊区演变的最显著特征是（   ） 

A. 产业分布均衡 B. 产城融合加强 

C. 空间结构单一 D. 居住功能弱化 

二、非选择题：共 52分。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17. 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龙胆草（左图）是我国传统中药材，喜湿、怕涝，适宜在气候温凉、土壤微酸性的环境生长。辽宁省

清原满族自治县位于长白山余脉，素有“八山—水—分田”之称（中图为该县三维地形图），大部分地区

土壤 pH 介于 5.5~6.8 之间。该县是我国优质龙胆草种源地和最大的栽培基地，种植历史较长。2008 年，

“清原龙胆”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之前，该县龙胆草生产以散户为主，多为家庭作坊式初加工，

加工企业少，产品售价低。近年来，该县通过“龙头企业+农户+基地”这种新型组织模式（右图），提高

了龙胆草产业效益。 

 

 

（1）分析该县适宜龙胆草大规模种植的自然地理条件。 

（2）简述农户参与图 3所示的新型组织模式能获得哪些方面的益处。 

（3）该县如何利用“清原龙胆”品牌优势进一步打造优质龙胆草产业基地？ 

18.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巴音河流域位于盛行西风的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地区。巴音河在宗务隆山以南形成了大面积的冲洪积

扇；2015 年 12 月，当地对该区域巴音河出山口长约 4km 的河道进行了硬化。图 a示意巴音河冲洪积扇及

周边地区地理环境特征；图 b 示意图 a 中 P1，P2 两点之间的水文地质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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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图 a 中布赫特山西南麓山前区域发育较大面积沙丘的主要成因。 

（2）如图 b所示，巴音河河道所在区域地下水含水层明显较厚，且在河道以南出现地下水溢出。请从地

质构造角度，分析形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 

（3）指出巴音河出山口段河道硬化对其下游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并说明理由。 

19.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日本海背靠亚欧大陆，冬季其西部沿岸海城常有海冰形成。洋流系统对日本海上、下层海水交换强度

具有重要影响。在寒冷的末次冰期最盛期（距今约 21—18千年），日本海几乎与外海分隔。在随后气候转

暖过程中，于距今约 17—15 千年期间再次变冷，日本海西部近岸上、下层海水交换强度显著降低。距今

约 8 千年以来，日本海西、中和南部海城的上、下层海水交换强度才呈现同步增强特征。图示意日本海位

置及其现代洋流分布状况。 

 

（1）分析在距今约 17—15 千年期间，日本海西部近岸海域上、下层海水交换强度显著降低的原因。 

（2）有人认为现代对马暖流形成于距今约 8 千年，但也有人并不认同。基于所给材料，请表明你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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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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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8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答案】1. D    2. A 

【1 题详解】 

读图可知，2000-2008 年，长江下游两岸不同直线距离区间车辆平均跨江耗时的缩减时间都约为 2 小时，

属于大幅减少，2008-2016 年两岸不同直线距离区间车辆平均跨江耗时的缩减时间均不足 0.5 小 时，因此 

2008-2016 年两岸不同直线距离区间车辆平均跨江耗时缩减，D 正确，ABC 错误。故选 D。 

【2 题详解】 

读图可知，长江下游南岸 2000 年、2008 年及 2016 年距江岸相同距离的平均跨江时间均比北岸略短。影响

车辆跨江耗时的原因有路程、通行速度等。由材料可知，南北岸跨江直线距离相同，南岸跨江耗时比北岸

耗时短，可推知跨江耗时的影响因素为通行速度，公路网的完善有利于车辆的快速通行，从而缩短跨江通

行时间，A 正确；车道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车流量越大，通行速度越慢，B 错误；人口分布越稠密，通行

需求越大，车流量越大，跨江通行时间应较慢，C 错误；河网密集状况主要影响水路运输，不影响陆路交

通，D 错误。故选 A。 

【点睛】影响车辆跨江耗时的原因有路程、通行速度等，路程越长、通行速度越慢，车辆跨江耗时越长。 

【答案】3. A    4. D 

【3 题详解】 

由材料可知，当气温高于露点温度时，水汽不会凝结。读图 2 可知，18 日 14 时一 20 时气温达到露点温

度，空气中的水汽饱和形成降水，且风速逐渐增大，应为风雨交加；同时在 18 日 20 时左右，离地 2m 气

温开始逐渐低于 0℃,降水容易以固态的形式呈现且气温依旧达到露点温度，在此阶段经历了大风、降雨、

降雪且持续降温过程，因此天气变化依次为风雨交加、冻雨夹雪、雪花纷飞，A 正确，BCD 错误。故选 A。 

【4 题详解】 

此地位于我国吉林省，且在 18 日 14 时—19 日 20 时经历了降水、大风、降温等一系列天气现象，此时为

11 月中旬，故最有可能是冷锋过境，D 正确，ABC 错误。故选 D。 

【点睛】冷锋：冷气团(锋后)推动冷锋向暖气团(锋前)一侧移动。过境前受单一暖气团控制，晴朗，气温

较高，气压较低；过境时降温，常有大风、雨雪或沙尘天气；过境后冷气团代替暖气团的位置，单一冷气

团控制，天气转晴，气温降低，气压升高。 

【答案】5. B    6. C 

【5 题详解】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升级的

历史机遇，最早进行了对外开放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工业化快速推进，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对珠三角周边乡镇的人口产生持续性的拉力，使附近村落的

人口大量涌入珠三角城市群，目的是获得更 多就业机会及收入报酬，B 正确；前往海外寻亲访友是短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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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流动，并非持续性外流，A 错误；人口超过合理容量主要 表现为环境恶化，资源不足，材料中并未

体现，C 错误；该地由于劳动力外流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人口老龄化加剧是人口外流产生的结果而

不是原因，D 错误。故选 B。 

【6 题详解】 

随着珠江三角洲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产业也在进行不断地转型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高

新技术产业和服务型产业转型。由材料可知，该侨乡村现存大量古建筑和水上碉楼，可推测近 10 年来该

地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和文创产业，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因此吸引村民回流创业、就

业，C 正确，ABD 错误，故选 C。 

【点睛】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水

和矿产资源；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交通和通信、文化教育及婚姻家庭；政治因素包括政策、战

争、国家政治变革和政治中心改变等。其中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是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答案】7. B    8. C 

【7 题详解】 

制鞋技术的提升是生产技术提高带来的结果，与电商的发展无关，A 错误；电商的发展对该镇制鞋业的影

响更多为扩展了销售模式，拓宽了销售渠道，扩大了销售市场，使生产要素的联系更为紧密，流动速度加

快，B 正确；电商的发展对生产集中度的影响较小，C 错误；制鞋工艺的标准化、统一化与生产技术和公

司的管理有关，D 错误。故选 B。 

【8 题详解】 

智造过程通过自动化装备及通信技术实现生产自动化，可以有效提高研发设计及服务水平，C 正确；材料

信息明没有体现原料汇聚及供应渠道、加工生产及供货周期、成品库存及集散能力的变化，ABD 错误。故

选 C。 

【点睛】智造过程是通过自动化装备及通信技术实现生产自动化，采集各类数据技术和应用通信互联，将

数据连接到智能控制系统，使数据应用于企业统一管理控制平台，从而提供最优化的生产方案、协同制造

和设计、个性化定制，最终实现智能化生产。 

【答案】9. A    10. C 

【9 题详解】 

由图 b 可知，此时长沙位于晨线西侧，处于夜半球，而太阳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外传递能量，夜半球处于背

对太阳状态，近地面无法接收到太阳辐射，因此近地面太阳辐射接近于零，CD 错误；此时长沙位于晨线

附近，随着海拔的升高，接收到太阳辐射的区域逐渐增加，太阳辐射应呈现增加的趋势，B 错误，A 正

确。故选 A。 

【10 题详解】 

大气削弱作用原理太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主要表现为：吸收、散射、反射。白昼期间气球逐渐上升的

过程中，海拔逐渐升高，大气变稀薄，空气中的尘埃分子减少，对太阳短波辐射的削弱作用变弱，故白昼

期间气球接收到的太阳短波辐射量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增多，C 正确；白昼期间气球接收到的太阳短波辐射

量随高度增加而增多，与 CO2量减少、空气温度降低、人类干扰减小关系不大，ABD 错误。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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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影响太阳辐射的因素太阳辐射主要受纬度位置、天气状况、海拔、日照长短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在天气状况相同的条件下，同一地点、同一时刻影响太阳辐射强度的主要因素是太阳高度，太阳高度越

大，等量的太阳辐射散布的面积越小，单位面积接收的太阳辐射越多，太阳辐射也就越强。 

【答案】11. A    12. B 

【11 题详解】 

软岩层岩性软，更容易被侵蚀，使得软岩层上部的坚硬的岩层失去支撑，在重力作用下崩塌，A 正确；重

力作用受岩层所处高度的影响，与岩性没有关系，B 错误；同等外力条件下，坚硬的岩层抗侵蚀的能力更

强，水土流失较软岩层更轻，CD 错误。所以选 A。 

【12 题详解】 

岩土变形预警可以运用 GPS 系统完成，A 不符合题意；危险岩体清除需要用工程机械，地理信息系统不能

完成，B 符合题意；气象水文预报可以运用 RS 系统完成，C 不符合题意；游客行为监管可以运用 GIS 系统

和监控网络完成，D 不符合题意。所以选 B。 

【点睛】崩塌是指陡峻山坡上岩块、土体在重力作用下 ，发生突然的急剧的倾落运动。多发生在大于

60°～70°的斜坡上。崩塌的物质，称为崩塌体。崩塌体为土质者，称为土崩；崩塌体为岩质者，称为岩

崩；大规模的岩崩，称为山崩。崩塌可以发生在任何地带，山崩限于高山峡谷区内。崩塌体与坡体的分离

界面称为崩塌面，崩塌面往往就是倾角很大的界面，如节理、片理、劈理、层面、破碎带等。崩塌体的运

动方式为倾倒、崩落。 

【答案】13. A    14. C 

【13 题详解】 

结合材料“与基岩风化物为成土母质的土壤不同，这里草毡层中的细土物质以风力搬运输入的外源粉尘为

主”可知粉尘物质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沉积物颗粒，填充在植物根系交错之间可以增强表土层的保水能力，

B 错误；粉尘颗粒可以为植被生长提供矿物养分，从而促进植被生长，植物残体为土壤提供有机质，因此

有利于土壤有机物累积，A 正确；表层覆盖物的增加有助于减少对基岩的风化作用，C 错误；外源的沉积

物颗粒可以提高青藏高原上草毡层中的营养物质含量，但耕作土壤不属于自然土壤，不会促进耕作土壤形

成，D 错误。故选 A。 

【14 题详解】 

如果青藏高原某区域草毡层遭到破坏，会导致当地草地植被总量减少，初级生产力降低，①正确；草毡层

遭到破坏，地表裸露，地表受风力侵蚀作用强度增加，直接接受太阳辐射，冻土融化速率增强，②错误、

④正确；高原冻土中存在一些被封存的温室气体，随着冻土融化速率增强，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③错

误。故选 C。 

【点睛】草毡层是指在寒冷温带气候条件下或者高寒草甸植被下，具有高含量有机碳的有机土壤物质、活

根与死根根系交织缠结成草毡状的土层，用符号“Ao”表示。草毡层通常呈不规则斑块状散布于地面，有机

质含量可达 10%〜30%，腐殖质组成以富里酸为主。它有以下两个特点:①特殊的有机质积累过程，由于常

年气温低，湿度大，冻结期长，植物生长缓慢，土壤中的微生物活性很低，死亡后的根系难以分解，而以

有机残体或粗有机质累积于土壤表层，形成软绵绵的草毡层;②较长时间内的冰冻低温和较短的温暖季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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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水还原导致根系盘结而不能下扎。 

【答案】15. D    16. B 

【15 题详解】 

由图可知，阶段 I 向阶段 II 发展主要表现为远郊区产业园、工业区数量变多，规模变大，新建了开发

区、高新区，生产要素、居住要素、消费要素流动更趋于远郊，流动更为频繁。综上分析可知，城市各要

素向郊区扩散主要得益于政府的规划引导和企业的参与。综上所述，D正确，ABC 错误，故选 D。 

【16 题详解】 

读图可知，阶段Ⅲ相较于阶段 I，远郊区形成了更多产业园、工业区，并逐步形成了新城、新区各要素也

流向新城、新区，产城融合加强，B正确；产业分布并不均衡，A 错误；空间结构更加复杂，C 错误；居住

功能并未弱化，D 错误。故选 B。 

【点睛】“产城融合”是指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

为保障，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通过产业升级换代和城市服务配套，达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

费结构的匹配，实现产业、城市、人之间的互融发展。 

二、非选择题：共 52分。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17. 【答案】（1）该县位于辽宁省，属温带季风气候区，降水较多，空气潮湿；位于长白山余脉，地势起

伏大，排水条件好；位于中纬度山区，气候温凉；土壤为微酸性，适宜龙胆草种植。     

（2）农户为基地提供土地和劳动力，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加收入；与龙头企业签订合同，

风险共担，提升农户抗风险能力；龙头企业利于形成品牌效应，提高当地经济收益；基地知识溢出为农户

服务，促进农户提升种植技能。     

（3）规范加工工厂，提升产品加工能力；发展下游产业，丰富产品类型，提升加工能力，延长产业链；

加大科技投入，培育良种；促进产业融合，进行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研发高品质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

打造品牌效应，拓宽市场。 

【分析】本题以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龙头企业十农户+基地”模式为材料，设置 3 道小题，涉及农业区位

条件、农业发展的影响和措施等相关知识点，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

力，体现区域认知、综合思维的学科素养。 

【小问 1 详解】 

从材料可知，龙胆草喜湿、怕涝、适宜在气候温凉、土壤微酸性的环境生长，该县为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

县，位于长白山余脉，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湿润，山地地形有利于排水，可防止龙胆草受涝；辽宁

省纬度较高，且位于山地地区，气温较低，适宜龙胆草生长；该县大部分地区土壤 pH 为 5.5-6.8，属于微

酸性土壤，有利于龙胆草种植。 

【小问 2 详解】 

从图中可以看出，该模式与农户获益相关的环节有“合同+服务”“工资+知识溢出”。因此对农户收入的

稳定性、就业、服务、技能、经济效益等方面会产生有利 影响。农户为基地提供土地和劳动力，可将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加收入；与龙头企业签订合同，风险共担，提升农户抗风险能力；龙头企业利

于形成品牌效应，提高当地经济收益；基地知识溢出为农户服务，促进农户提升种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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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 3 详解】 

从材料中可知，该地过去多为家庭作坊式初加工， 加工企业少，产品售价低，因此可以采取建立规范加

工工厂 、延长产业链、培育良种、农旅融合、研发高品质产品、打造品牌效应等方式，通过利用“清原

龙胆”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优势，进一步打造优质龙胆草产业基地。 

18. 【答案】（1）布赫特山以西地区细粒碎屑物质丰富；受盛行西风搬运，形成风沙流；受西北-东南走向

的布赫特山脉阻挡，叠加山丘北侧局地地形影响，有利于沙丘发育和存续。     

（2）含水层较厚的原因：此区域为向斜构造，利于冲洪积物堆积；断层加剧凹陷，进一步增加冲洪积物

堆积厚度，导致含水层明显增厚。 

地下水在河道以南溢出的原因：德南隆起是背斜构造，阻挡地下水水平运动，抬升地下水位；地下水通过

河道南侧断层处形成的通道，溢出地表。     

（3）影响：造成地下水水位抬升。 

理由：该段硬化河道减少了出山口区河水下渗，加大了向下游的径流量；下游河段下渗量增大。 

【分析】本大题以巴音河流域为材料设置试题，涉及外力作用的能量来源、表现形式及影响、背斜、向斜

的成因与形态、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相关内容，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

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基本技能、描述和阐述地理事物、地理基本原理与规律、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

能力，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和人地协调观素养。 

【小问 1 详解】 

沙丘发育原因类问题需要从沙丘的沙源、动力因素、阻挡因素三方面考虑。结合巴音河冲洪积扇及周边地

区地理环境特征可以看出，布赫特山以西地区冲积平原广布，细粒碎屑物质丰富，提供沙源；该地处于盛

行西风带，受盛行西风搬运，形成风沙流；最后受西北-东南走向的布赫特山脉阻挡，风力携带沉积物过程

中不断减速堆积在山前。 

【小问 2 详解】 

结合材料要求从地质构造角度进行分析。含水层较厚的原因与该位置的向斜地质构造相关，向下凹陷的 1

构造利于冲洪积物堆积；加上周围的断层加剧凹陷，进一步增加冲洪积物堆积厚度，地下水淤积导致含水

层明显增厚。地下水在河道以南溢出的原因与该位置的背斜地质构造相关，德南隆起是背斜构造，向上凸

起的背斜可以阻挡地下水水平运动，抬升地下水位，当地下水运动至地河道南侧断层处通过断层形成的通

道溢出地表。 

【小问 3 详解】 

河道硬化对其下游地下水位变化的影响主要从下渗作用的变化角度分析。巴音河出山口段河道硬化使得该

段河流下渗量减少，加大了向下游的径流量；下游河流水量增大，下游河段下渗量增大，导致地下水水位

抬升。 

19. 【答案】（1）距今约 17—15 千年期间，气候变冷，日本海西部近岸海域表层海水迅速冷却，形成海

冰，上、下层海水密度差减小；冬季风势力增强，对马暖流势力减弱；北部海域结冰，寒流减弱，寒暖流

交汇减弱，上、下层海水交换强度降低；气温降低，南北侧环流减弱，西部上、下层洋流交换减弱。     

（2）赞同：现代对马暖流形成于距今约 8 千年。原因：对马暖流的入侵提高了表层和底层水体交换，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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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8 千年以来，日本海西部、中部和南部海域的上、下层海水交换强度同步增强。 

或不赞同：现代对马暖流形成于距今约 8 千年。原因：日本海西部、中部和南部海域的上、下层海水交换

强度受夏季风、冬季风、洋流共同影响，夏季风影响日本海表层水体层化，而东亚冬季风影响日本海西部

海冰的形成和深层水体垂向对流；对马暖流的入侵提高了表层和底层水体交换。 

【分析】本题以日本海位置及其现代洋流分布状况为材料，设置 2 道小题，涉及海水运动的相关知识点，

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体现区域认知、综合思维的学科素养。 

【小问 1 详解】 

由材料信息可知，距今约 17-15 千年，气候再次变冷，海冰大量形成，导致上、下层海水密度差减小；洋

流系统中寒暖流交汇会导致海水搅动，引起上、下层海水交换；气候变冷，冬季风势力增强，对马暖流势

力减弱；北部海域结冰，寒流减弱，导致寒暖流交汇减弱，上、下层海水交换强度降低。 

【小问 2 详解】 

若赞同现代对马暖流形成于距今约 8 千年，原因可结合材料信息“距今约 8 千年以来，日本海西、中和南部

海域的上、下层海水交换强度才呈现同步增强特征",对马暖流的入侵会提高表层和底层水体交换，且距今 8

千年以来，日本海西、中和南部海域的上、下层海水交换强度同步增强，由此可认为现代对马暖流形成于

距今 8 千年。若不赞同现代对马暖流形成于距今 8 千年，其原因可从日本海西、中和南部海域上、下层海

水交换强度受夏季风、冬季风、洋流共同影响分析。日本海背靠亚欧大陆，冬夏季风显著，而海水交换受

风力影响明显，夏季风影响日本海表层水体层化，而东亚冬季风影响日本海西部海冰的形成和深层水体垂

向对流，对马暖流的入侵提高了表层和底层水体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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