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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高中 2017-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试卷
高一地理

(本卷考试时间 90分钟，满分 100分，需在答题纸上答题，考试结束上缴答题纸）

第一部分 选择题

（每个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共 25小题，每小题 2分，共 50分）

1.我国各地太阳能资源分布极不均衡，读中国太阳能资源分布图，回答下题。

1.①与④分布带太阳能资源分布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是（ ）

A．地形因素 气候因素 B．太阳高度 气候因素

C．人为因素 昼夜长短 D．地形因素 人为因素

下图为“全球气旋和反气旋图”联系课本知识回答 2-4 题。

2. 图中甲、乙、丙、丁表示北半球气旋的是（ ）

3.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3. 我国北方地区在秋季常出现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是在哪一种天气系统控制下

形成的（ ）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4．当暖锋过境时，常出现的天气状况是（ ）

A.连续性降水 B.沙尘暴天气

C.狂风暴雨 D.晴朗天气

读上图，完成 5～6题

5.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图中可以看出地壳厚度不均

B．莫霍界面以上为岩石圈

C．大洋地壳一定比大陆地壳厚

D．莫霍界面是岩浆发源地

6.喜马拉雅山上有大量石灰岩分布，说明该地区（ ）

A．目前变质作用强烈 B．曾经地势低洼

C．有过强烈的火山喷发 D．冰川广布

7.诗句“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中 ，与“秋阴不散”导致“霜飞晚”

密切相关的是（ ）

A．太阳辐射 B．地面辐射 C．大气逆辐射 D．大气辐射

8.“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此诗形象地描绘了（ ）

A．江南地区的伏旱 B．城乡习俗的差异

C．城乡太阳辐射的差异 D．城市热岛效应

9.每年盛夏季节，浙江北部地区的农民一般会给大棚覆盖黑色尼龙网，而不是我们

常见到白色的塑料或者是玻璃大棚，这样做的目的是（ ）

A．增加大气逆辐射，提高夜间温度 B．阻止地面辐射，防止夜间温度过低

C．增强地面辐射，提高农作物存活率 D．削弱太阳辐射，减少农作物水分蒸腾

10.下图能正确反映北半球近地面和高空等压线与稳定风向（用箭头表示）关系的图

是（ ）

第 1题图

第 5、6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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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就南半球来说，该图反映的季节是（ ）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1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的形成主要是动力抬升所致

B．乙和丙交替控制形成地中海气候

C．丙控制地带气候多干燥特征

D．甲是副极地低气压带，乙是赤道低压带

13. 图中甲地气压中心的名称及成因对应正确

的是（ ）

A．亚洲高压——极地下沉气流控制

B. 亚洲高压——海陆热力性质差异

C．亚洲低压——赤道低压控制

D．亚洲低压——海陆热力性质差异

14.图中乙地的风向为（ ）

A. 东南风 B. 东北风

C. 西南风 D. 西北风

下图为甲、乙两地的气候资料图。据此完成 15～16 题。

15.甲、乙两地的气候类型分别为（ ）

A. 地中海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 B. 地中海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C. 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季风气候 D. 温带海洋性气候，温带季风气候

16.形成两地气候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

A. 太阳辐射 B. 大气环流 C. 下垫面状况 D. 人类活动

17.据图分析，此时可能存在降水的是

（ ）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18.随着锋面的移动，④地即将经历的天气

变化是（ ）

A. 气温降低，天气转晴

B. 气温降低，阴雨大风

C. 气温升高，持续性阴雨

D. 气温升高，天气转晴

19.有关地震波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纵波传播速度慢，横波传播速度快

B.横波能穿过固态

C.纵波只能通过固态物质 D.纵波传播速度随通过物质不同而变化，横波不变

20.岩石圈是指（ ）

A.整个地壳 B.地壳和上地幔

C.软流层及其以上的部分 D.地壳和上地幔顶部

21.下图中表示正确的大气运动为（箭头表示空气运动方向）（ ）

A.① B.② C.③ D.④

22.风形成的直接动力是：（ ）

A.太阳辐射 B.冷热不均

C.水平气压梯度力 D.地转偏向力

读图“局部气压带、风带分布示意图”，完成 23-24 题。

23．图中表示东北信风带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24．①控制下的气候特点是（ ）

A．高温多雨 B．炎热干燥

C．温和多雨 D．寒冷干燥

25.读”风向示意图”,当风速稳定后,判断下列叙述正确的

是:（ ）

A.等压线数值①<②<③

B.a 是地转偏向力

C.此风形成于北半球

D.该风形成于高空

23.5º 气压带乙甲 丙 盛行风

第 11、12题图

第 13、14题图

第 15、16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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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综合题 （共 50分）

26.读“三种辐射关系示意图”，完成下列问题。（每空 1分，共 10 分）

（1）填写图中字母代表的事物名称：

 、 。

（2）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包括 A 作用、B

作用和散射作用。

（3）近地面大气直接的、主要的能量来源是 （填序号）。

人类活动排放二氧化碳增多，会导致（ ）

A.①减弱 B.②增强

C.③减弱 D.④增强

（4）阴雨天时，图中数字 B代表的作用 (强或弱)，

白天气温 ；夜晚 作用强，气温高；昼夜温差 。

27．图 1为热力环流示意图，图 2是三圈环流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每空

1分，共 10 分）

（1）图 1中 a、b两地气压（P）和气温（T）状况的比较，正确的是（ ）

A．Pa＞Pb；Ta＞Tb B．Pa＜Pb；Ta＜Tb

C．Pa＜Pb；Ta＞Tb D．Pa＞Pb；Ta＜Tb

（2）若图 1所示地区在北半球。理论上，c、d之间的稳定水平气流方向为（ ）

A．东风 B．东北风 C．南风 D．西南风

（3）图 2所示时期，太阳直射点在 半球，此时 33°N 受 的控制。

（4）图 2中数字 表示低纬环流圈，字母 表示副极地低气压带。

（5）图 2所示时期，在亚欧大陆上形成的气压中心是 ，它切断了 气

压带；

南亚地区盛行 风，海口的气候特征是 。

28．（10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中国第 28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从天津出发，

11 月 17 日凌晨 1点抵达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31°56′S,115°34′E)，在

这里进行抵达南极前的最后补给。并为穿越“咆哮”的西风带做准备。

材料二：澳大利亚气候分布图。

(1)抵达弗里曼特尔港时，气压带、风带的位置 (填偏南或偏北)，该

地所处热量带为 。（2分）

（2）该季节，澳大利亚北部盛行 风，该盛行风形成原因是 。

（2分）

（3）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的气候类型是 （1 分），该气候类型的主要特点

是 （2 分），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2分）。

第 26题图

图 1 带状气压区垂直气流图 例：等高面abc d 近地面 高空北北

第 27题图

1200E

第 28题图



第 4 页 共 4 页

（4）在中山站升起的五星红旗飘向 方向。（1分）

29.右图为太阳光照图，斜线（阴影）部分表示夜半球，空白部分表示昼半球，读后

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1）此时日期是____月_____日，节气是_________，

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季节是_________。（4分）

（2）此时太阳直射点的纬度是_________ ，

正午太阳高度随纬度的变化规律是______________。(2 分)

（3）此时南半球昼夜长短情况是_________，

甲点的昼长为_________时，乙点的昼长为_________时。（3分）

（4）此时甲点的太阳高度是_________。（1分）

（5）乙点的经度是_________ ，此时乙点的地方时为_________。(2 分)

30.图为“亚洲冬夏季风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各题(8 分)

（1）表示亚洲夏季的是 （甲、乙）图，判断理由是： (2 分)

（2）读图完成下表（6分）

图名比较项目 甲 乙

气压中心名称

A地风向

A地降水（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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