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翔龙中学高二上期半期考试地理试题

第Ⅰ卷（选择题）

一、单选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

下图为我国二十四节气时在地球公转轨道上的位置示意图，相邻两个节气之间的天数大约为 15天。读

图回答下面小题。

1. 地球公转的过程中，距太阳最近的时间是_______节气

A. 清明 B. 小暑 C. 秋分 D. 小寒

2. 与立冬白昼时间最接近的节气是（  ）

A. 立春 B. 立夏 C. 立秋 D. 小雪

下表是重庆一中（30°N，106°E）一地理兴趣小组在一学期内三次测量正午太阳高度角获得的数据，

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60° 70° 83°26′

3. 该小组每次测量正午太阳高度的时候，北京时间应为（   ）

A. 12:56 B. 12:00 C. 11:04 D. 12:30

4. 第三次测量时正值北半球（   ）

A. 春分日 B. 夏至日

C. 秋分日 D. 冬至日

5. 从第一次到第三次测量期间，同学们发现（   ）

A. 重庆昼渐短且昼短夜长 B. 北极附近的极昼范围在逐渐变大

C. 地球公转速度在逐渐变快 D. 太阳直射点在向南移动



巴黎奥运会于当地时间 2024 年 7 月 26 日 19:30 开幕，8 月 11 日闭幕。巴黎（48°52'N，2°25E）使

用的时间为东一区的区时，奥运会期间正值当地使用夏令时（将时钟拨快 1 小时）。据此回答下列小题。

6. 北京直播巴黎奥运会开幕时刻的时间是（）

A. 7 月 26 日 12：30 B. 7 月 26 日 11：30

C. 7 月 27 日 2：30 D. 7 月 27 日 1：30

7. 巴黎奥运会期间（）

A. 地球公转速度逐渐变慢 B. 南极大陆极昼范围扩大

C. 当地日出方位逐渐南移 D. 时值我国小暑至立秋之间

8. 下图中能正确示意北京与巴黎昼长和正午太阳高度年变化范围 是（）

A. B. 

C. D. 

下图示意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23°26'N，90°E）的观测者绘制的当地冬至日太阳视运动轨迹，天顶

（Z）是观测者正上方的天空点。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9. 该日观测者观测到的当地正午太阳高度约为（）

A. 0° B. 23°26' C. 43° D. 66°34'

10. 当达卡市地方时为 9：00 时，位于郑州市（35°N，114°E）的观测者可看到（）

A. 太阳正从东南升起 B. 太阳正从西南落下

的



C. 子夜星辰布满天空 D. 太阳大致位于东南

哈萨克斯坦的一片草原上分布着成千上万颗神秘石球，被称为石球谷。这些石球直径大多有三四米，

主要由沙土组成。有些石球会自然裂开，裂开之后可以发现里面有“石蛋”，“石蛋”易碎。读哈萨克斯坦石球

景观图，完成下面小题。

11. 哈萨克斯坦石球自然裂开的主要原因是（）

A. 流水作用强 B. 海浪作用强 C. 冰川作用强 D. 风化作用强

12. 哈萨克斯坦石球形成的地质过程是（）

①碎屑物在沉积过程中

②岩浆在冷却过程中

③地壳抬升，风化侵蚀

④其他物质围绕石核层层凝聚

⑤与周边环境成分有明显区别的某种矿物凝结成石核

A. ①→⑤→④→③ B. ①→⑤→③→④

C. ②→③→⑤→④ D. ②→⑤→④→③

乌斯怀亚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传统民居以低矮、屋顶坡度较大的木屋为主。下图为世界某区域略图

及乌斯怀亚民居景观图。完成下面小题。

13. 图中山脉 主要成因是（）

A. 南极洲板块抬升 B. 美洲板块抬升 C. 太平洋板块俯冲 D. 非洲板块抬升

14. 乌斯怀亚传统民居多为低矮 木屋，其主要影响因素是（）

的

的



A. 地震大风 B. 火山降水 C. 大风降水 D. 火山大风

下图示意长江口部分沙岛群演变过程。读图，回答下面小题。

15. 1880～1945 年，甲岛屿演化的原因是(   )

A. 河流携带泥沙减少 B. 年平均径流量增加

C. 风浪和潮水的侵蚀 D. 受地转偏向力影响

16. 据河口沙岛群 空间演变趋势，推测长江河口地区一百多年来(   )

A. 河口不断拓宽，河道不断变深 B. 海水侵蚀作用大于河流堆积作用

C. 北航道航行条件始终好于南航道 D. 海平面上升速率小于泥沙沉积速率

读某区域地质剖面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7. 图中甲处山地的成因是（）

A. 背斜隆起 B. 板块张裂 C. 向斜侵蚀 D. 板块碰撞

18. 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可推测（）

A. 地中海面积将逐渐变大 B. 红海面积将逐渐变大

C. 喜马拉雅山脉将逐渐沉降 D. 东非大裂谷裂隙将逐渐变小

蜿蜒曲折的河流叫河曲。随着河曲形态和流量的洪枯变化，弯曲河道被裁弯取直后和废弃形成牛轭湖。

下图为某处河曲示意图（图 1）、河曲形态变化示意图（图 2）。完成下面小题。

的



19. 对河曲处河道特点的叙述，正确的是（）

A. 乙岸深而陡 B. 乙岸浅而陡 C. 甲岸深而缓 D. 甲岸深而陡

20. 若图中丁处河段持续河曲形态和流量的洪枯变化，则牛轭湖形成顺序为（）

A. ①→②→③→④ B. ④→③→①→② C. ①→④→③→② D. ③→②→①→④

阿拉善苏宏图黑戈壁地区位于巴丹吉林沙漠东北缘，海拔为 900~1200 米，冬春季节多大风，主导风向

为西北风，区内多新月形沙丘、风蚀戈壁、灌丛沙丘等。下图示意区内某地灌丛沙丘景观。据此完成下面

小题。

21. 形成苏宏图黑戈壁地区新月形沙丘的主要外力作用是（）

A. 流水侵蚀 B. 流水沉积 C. 风力堆积 D. 风力侵蚀

22. 苏宏图黑戈壁地区分布最广泛的新月形沙丘形态最可能是（）

A. B. C. D. 

23. 若苏宏图黑戈壁地区的戈壁滩附近灌丛沙丘数量增多，则当地（）

A. 气候趋于干旱 B. 主导风向转为东南风

C. 风蚀作用不断加强 D. 土地退化状况可能改善

冰岛位于大西洋最北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质时期该地多次发生火山活动，在火山活动影响

下形成的黑色岩块经过长期的外力作用，最终在海岸形成了黑色的沙滩。下图左示意冰岛及黑沙滩的位置，

下图右示意岩石圈的物质循环，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24. 冰岛黑沙滩形成的地质条件主要包括（   ）

①地处亚欧板块和美洲板块的消亡边界

②地处亚欧板块和美洲板块的生长边界

③受到岩浆活动、海浪作用的影响

④受到地壳运动、冰川作用的影响

A. ①④ B. ①③ C. ②④ D. ②③

25. 与黑沙滩上的沙石组成成分最接近的岩石是右图中的（   ）

A. 甲 B. 乙 C. 丁 D. 戊

26. 关于右图中的几类岩石，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乙可在外力作用下直接转化为戊 B. 丁和乙的形成环境较为相似

C. 甲经过固结成岩作用形成沉积物 D. 戊经过重熔再生作用形成丁

阶地是由河流侵蚀和沉积作用形成的高出洪水位的阶梯状地貌，因形成年代有早晚差异、同一河谷中

往往出现不同阶地。清水江发源于贵州省的斗篷山地区，是沅江的上游主源，其干流绝大部分河段的河床

切入基岩，形成基岩河道；沿江普遍发育了两级基座阶地，阶地上的沉积物总体较薄，下图为该地翁东观

测点河流剖面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27. 翁东观测点河流阶地 T1、T2 的形成早晚以及该河段经历的地壳运动为（   ）

AT1 早，地壳间歇抬升 B. T1 早，地壳持续抬升



C. T2 早，地壳间歇抬升 D. T2 早，地壳持续抬升

28. 该河流河床切入基岩、阶地上沉积物总体较薄的主要原因是（   ）

A. 河流水量较小，搬运能力较弱 B. 区域抬升强烈，流水侵蚀力强

C. 岩溶地貌发育，地表沉积物少 D. 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覆盖较好

糜棱岩是地下岩石受到强烈的挤压、碾磨成细小颗粒后再胶结而成的松散岩石。四川甘孜州“墨石公

园”位于川西高山高原区、拥有长达数公里的糜梭岩石林景观（下图)。石林呈墨灰色、有柱状、尖棱状等

多种形态，整体呈带状分布。有专家指出，“墨石公园”石林景观的维持面临潜在的风险。完成下面小题。

29. 墨石石林景观形成所经历的主要地质过程是（   ）

A. 岩浆喷出—地壳抬升—风化侵蚀

B. 固结成岩—地壳抬升—风化侵蚀

C. 变质作用—地壳运动—风化侵蚀

D. 岩浆侵入—地壳抬升—风化侵蚀

30. 该地糜棱岩石林几乎无植被着生的原因有（   ）

①石林陡峻，地形起伏大              ②喀斯特地貌，溶蚀作用强，地表水缺乏

③岩性破碎松散，风力侵蚀严重        ④季风气候，流水侵蚀作用强，土壤发育差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③④

第Ⅱ卷（非选择题）

二、综合题（共 40 分）

31.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2014 年 6 月 12 日～7 月 23 日，第 20 届世界杯在巴西举行。其中 6 月 12 日太阳直射在 23°N，

7 月 23 日直射在 22°N 附近。

材料二  左图为巴西世界杯场馆分布示意图，右图为马瑙斯和阿雷格里港月平均气温变化图。



（1）图中注名的四个城市中，地方时最早的是哪个城市？自转线速度最快的是哪个城市？

（2）世界杯期间，地球公转速度变化特点是什么？说出世界杯结束时，正午太阳高度分布的规律，并比较

圣保罗的昼夜长短。

（3）世界杯期间是阿雷格里港与马瑙斯月均温相差较大的时期，从天文角度简要分析两地此季节气温差异

大的原因。

32.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说明甲山脉的形成过程

（2）如果寻找石油、天然气需要到①②③哪个岩层，说明原因

（3）分析此地建设公路，需要考虑哪些自然要素。

33.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秦山岛面积约 0.17 平方千米，是江苏省的近岸海岛，距离赣榆滨海新城约 8 千米。岛屿由岩性较脆且

节理裂隙较多的石英岩及大理岩构成，岛体为东北—西南走向。秦山岛南部有一条长 2.6 千米的砾石连岛坝，

自岛屿向大陆方向延伸，涨潮时逐渐没入海中，落潮时则渐次显露。下图为秦山岛及其附近地区示意图。



（1）推测组成连岛坝物质的来源地，并简述理由。

（2）从地质作用角度说明连岛坝的形成过程。

答案：

第Ⅰ卷（选择题）

一、单选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

下图为我国二十四节气时在地球公转轨道上的位置示意图，相邻两个节气之间的天数大约为 15天。读

图回答下面小题。



1. 地球公转的过程中，距太阳最近的时间是_______节气

A. 清明 B. 小暑 C. 秋分 D. 小寒

2. 与立冬白昼时间最接近 节气是（  ）

A. 立春 B. 立夏 C. 立秋 D. 小雪

【答案】1. D2. A

【解析】

【分析】本题考查地球公转的地理意义。每年的 1 初地球距太阳最近。从小寒起，太阳黄经每增加 15°为

另一个节气。计有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

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1 题】

地球公转过程当中，1月初距太阳最近，12月 22日为冬至，冬至之后 15天 1月 2日为小寒，所以 24节气

当中小寒与近日点时间最接近，选择 D。

【2 题】

从立冬到冬至和冬至到立春的时间大致相等，所以与立冬白昼时间最接近的节气是图中以冬至为中心的对

称点立春，选择 A。  

下表是重庆一中（30°N，106°E）一地理兴趣小组在一学期内三次测量正午太阳高度角获得的数据，

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60° 70° 83°26′

3. 该小组每次测量正午太阳高度的时候，北京时间应为（   ）

A. 12:56 B. 12:00 C. 11:04 D. 12:30

的



4. 第三次测量时正值北半球（   ）

A. 春分日 B. 夏至日

C. 秋分日 D. 冬至日

5. 从第一次到第三次测量期间，同学们发现（   ）

A. 重庆昼渐短且昼短夜长 B. 北极附近的极昼范围在逐渐变大

C. 地球公转速度在逐渐变快 D. 太阳直射点在向南移动

【答案】3. A4. B5. B

【解析】

分析】

【3 题】

正午的地方时为 12：00，因此该小组每次测量正午太阳高度的时候，此时重庆一中（106°E）地方时为 12：

00 时，经度每差 1°，地方时相差 4 分钟，经度差 15°，时差 1 小时。北京与重庆经度相差 14°，时间相差 56

分钟，北京（120°E）在重庆（106°E）的东面，利用地方时计算公式计算可得，北京时间=12：00+56 分钟

=12：56。故选 A，排除 B、C、D。

【4 题】

离直射点的纬度越近正午太阳高度越大，重庆一中正午太阳高度在夏至日最大，冬至日最小，猜想第三次

测量时可能是北半球夏至日。根据正午太阳高度的计算公式：正午太阳高度角(H)=90°-|当地纬度-太阳直射

点纬度|(即直射地与所求地的纬度差）。当所求直射点纬度为正值时，说明直射点与测量地位于同一半球；

当所求直射点纬度为负值时，说明直射点与测量地位于不同半球。将地理纬度 30°N 与正午太阳高度 83°26

代入公式，可知直射点的纬度为 23°26′，太阳直射北回归线，为北半球夏至日，故 B 正确，排除 A、C、D。

【5 题】

重庆一中正午太阳高度在夏至日最大，冬至日最小。第一次到第三次测量期间为春分日到夏至日期间。重

庆昼渐长且昼长夜短，北极附近的极昼范围在逐渐变大，7 月初地球公转速度最慢，太阳直射点从赤道向北

回归线移动，在向北移动。从上小题可推算出第一次到第三次测量期间为春分日到夏至日期间。重庆昼渐

长且昼长夜短，故 A 错； 北极附近的极昼范围在逐渐变大，故 B 对；7 月初地球公转速度最慢，故 C 错；

太阳直射点从赤道向北回归线移动，在向北移动，故 D 错，所以本题 B 正确。

【点睛】昼夜长短的变化，与太阳直射点的移动有关，即与季节有关：①春分-夏至：太阳直射点从赤道向

北移动，移动到北回归线，北半球所有地区的昼长≥12 小时，且逐渐变长（昼长≥夜长），且越往北，昼越长，

北极点附近出现极昼现象；②夏至-秋分：太阳直射点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移动到赤道，北半球所有地区

昼长逐渐变短（但昼长≥夜长），但仍然≥12 小时；③秋分-冬至：太阳直射点从赤道向南移动，移动到南回

归线，北半球所有地区昼长≤12 小时，并且逐渐变短（昼长≤夜长），且越往北，昼越短，北极点附近出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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