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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 三年高考地理真题知识点分类汇编 2（自然地理）

-地球的运动（含解析）

一、单选题

（2022·天津·高考真题）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我国某山拍摄日出照片，下图是他在不

同时间拍摄的两幅照片。回答下列小题。

1．该地这两天的昼长大约是（ ）

A．12小时和 8小时 B．13小时和 11小时

C．14小时和 10小时 D．16小时和 8小时

2．推测该山可能是（ ）

A．山东泰山 B．海南五指山 C．安徽黄山 D．四川峨眉山

（2022·北京·统考高考真题）粮食安则天下安。中国粮食连年丰收，长期保持库存

充足。图 1（a）示意建有粮库的四地位置，下图（b）是智慧粮库管理系中①地 1 号粮

库信息界面。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3．图（a）中粮库所在地（ ）

A．均位于地势第二级阶梯 B．①地资源环境承载力最大

C．冬至②地比③地昼更短 D．④地年太阳辐射总量最高

4．图（a）中最符合天然低温、干燥库存条件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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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智慧粮库管理系统可以直接用于（ ）

A．获取耕地面积 B．提升作物品质 C．消灭虫害鼠患 D．优化粮食调拨

（2022·北京·统考高考真题）苏里南人口约 60 万，人口构成中有来自中国广东省等

地的华裔，中国农历新年是全国性节日之一。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7千美元（2020

年），工业以铝土矿开采和加工为主，原始森林覆盖率超过 90%，2014 年已实现二氧化

碳零排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6．与中国广东省相比，苏里南（ ）

A．天然植被开发程度更高 B．同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

C．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 D．迎来中国农历新年较晚

7．苏里南（ ）

A．人口密度北部大于南部 B．铝土矿开采过程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C．保护区地形以平原为主 D．北部沿岸地区受寒流的影响形成沼泽

（2022·海南·统考高考真题）1909 年 5 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水师官兵乘伏波

舰、琛航舰巡查南海诸岛。在今三沙市西沙区测绘地图，勘察岛屿，勒石竖旗，逐一命

名，其中琛航岛（16°27′N，111°42′E）以琛航舰命名。李准滩（7°48′N，110°28′E）

位于三沙市南沙区，是为了纪念李准当年巡查南海诸岛而命名（下图）。据此完成下面

小题。



试卷第 3页，共 15页

8．一年内李准滩的正午太阳高度与琛航岛相比，正确的是（ ）

A．夏至日都达到最大值 B．始终大于琛航岛

C．冬至日都达到最小值 D．达到 90°的次数多

9．依据所学地理知识推断（ ）

A．琛航岛的昼夜长短变化幅度比李准滩大 B．琛航岛与李准滩的直线距离约 1200千

米

C．李准滩较琛航岛更易受台风影响 D．李准滩附近海域表层海水盐度较琛航

岛高

（2022·湖北·高考真题）风云三号 E星是全球第一颗在晨昏轨道运行的太阳同步气

象卫星，与在轨的风云三号 C 星、D星形成“晨昏、上午、下午”三星组网格局，可实

现全球观测资料的 100%覆盖。E 星装载最先进的微光成像仪，可大幅提高弱光条件下的

监测精度。图示意晨昏轨道、上午轨道和下午轨道。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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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与上午轨道卫星和下午轨道卫星相比，晨昏轨道卫星（ ）

A．两侧温度差异小 B．对地观测时，当地的太阳高度角小

C．太阳能补充不足 D．对地观测时，成像仪太阳光入射少

11．E星的运行轨道相对于地轴（ ）

A．年变化幅度为 23°26' B．日变化幅度为 180°

C．年变化幅度为 46°52' D．日变化幅度为 360°

12．2021年 7月某日，当 E星观测到巴西圣保罗（23°S，47°W）的万家灯火时，下列

现象可信的是（ ）

A．墨西哥圣地亚哥（23°N，110°W）此时地表温度最低

B．冰岛雷克雅未克（64°N，22°W）附近海域晨雾弥漫

C．夏威夷火奴鲁鲁（21°N，158°W）烈日当空

D．中国北极黄河站（79°N，12°E）极光绚烂

（2022·浙江·统考高考真题）我国某中学生在学校附近通过天文观测，绘制出北极

星光线与正午太阳光线之间夹角α的年变化曲线，下图为该曲线示意图。完成下面小题。

13．符合“昼变短，夜比昼长”条件的时段是（ ）

A．甲至乙 B．乙至丙 C．丙至丁 D．丁至戊

14．丙日，对应的北极星光线和正午太阳光线位置关系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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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 B．② C．③ D．④

（2022·江苏·统考高考真题）国际空间站距地面约 420km，每 90 分钟环绕地球一周。

空间站反射阳光，在一定条件下，人们肉眼可以看到明亮的光点划过天空。下图为“国

际空间站某时段轨迹和某时刻位置示意图”，图中阴影表示黑夜。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5．空间站到达北京上空约需（ ）

A．15分钟 B．30分钟 C．45分钟 D．60分钟

16．空间站到达北京上空时，北京时间大致是（ ）

A．9：40 B．10：10 C．10：40 D．11：10

17．空间站从图示位置飞行 1小时，在这期间能看到空间站的地点是（ ）

A．圣地亚哥 B．卡马国 C．马维尔拉 D．上海

（2022·广东·统考高考真题）2021 年 10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将我国 3名航天员顺利送入距离地表约 400km 的中国空间站。2022

年 4 月 16 日，航天员安全返回地球。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8．符合航天员驻留期间空间站绕太阳运动角速度大小变化的是（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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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19．驻留期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与广州市区广州塔两地每天正午太阳高度的差

值（ ）

A．先变大后变小 B．先变小后变大 C．持续不断变大 D．始终保持不变

（2022·浙江·统考高考真题）摄影爱好者在南半球某地朝西北固定方向拍摄太阳照

片，拍摄时间为 K 日及其前、后第 8 天的同一时刻。图左为合成后的照片，图右为地球

公转轨道示意图。完成下面小题。

20．K日地球位置位于图右中的（ ）

A．① B．② C．③ D．④

21．拍摄时间为北京时间 5点，全球处于不同日期的范围之比约为（ ）

A．1：1 B．1：5 C．2：5 D．3：5

（2021·江苏·高考真题）图为 2016 年 12 月 8 日游客在悉尼（33°55＇S，150°53＇

E）15 时 15 分拍摄的照片。据此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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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该日悉尼的正午太阳高度角大约是（ ）

A．32° B．58° C．66° D．79°

23．此时月球的方位（ ）

A．偏东 B．偏南 C．偏西 D．偏北

（2021·海南·统考高考真题）下图中曲线示意自然带的分界线。2020 年 4 月 20 日，

某科考队从甲地出发，沿此线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自然科学考察活动。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24．该线南缘的地带性植被类型是（ ）

A．亚寒带针叶林 B．温带落叶阔叶林 C．亚热带常绿硬叶林 D．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

25．假如该科考队乘飞机从甲地飞往乙地，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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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地日出东北，日落西南 B．最短航线的方向是先东北后东南

C．乙地昼长与夜长之差比北京小 D．乙地考察期间正午物影越来越长

26．考察期间，沿途现象可信的是（ ）

A．甲地盛行东南信风B．乙地风吹草低见牛羊 C．丙地附近有著

名渔场 D．丁地地热资源丰富

（2021·福建·统考高考真题）1997 年以来，宁夏闽宁镇从一片“干沙滩”逐步发展

为“金沙滩”。2012 年闽宁镇开始发展光伏大棚、光伏发电等光伏应用产业，未来将

利用“照射光线自动跟踪”技术，让光伏面板始终保持与太阳光线垂直，以提高光能利

用效率。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27．光伏应用产业为闽宁镇提供绿色能源的同时，还能（ ）

A．增加年降水量 B．减少风沙威胁 C．增大昼夜温差 D．降低地下水位

28．若应用“照射光线自动跟踪”技术，与 6月 1日相比，闽宁镇 7月 1日光伏面板（ ）

A．正午影子长度较长B．跟踪调整时长较短 C．仰角移动幅度较小 D．水平转动角度

较大

（2021·辽宁·统考高考真题）墨西哥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石油加工能

力弱。2010 年以来，墨西哥天然气消费量超过生产量，缺口逐年扩大，一半以上需从

美国进口。目前墨西哥逐渐用天然气替代石油作为发电的主要燃料，并大力提高可再生

能源的份额。图为墨西哥及周边地区地理要素分布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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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墨西哥用天然气替代石油作为发电的主要燃料是由于（ ）

①天然气从美国进口价格较低②天然气发电比石油清洁③天然气远景储量比石油更大

④天然气开采比石油容易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30．墨西哥可再生能源主要分布在图中椭圆形区域的是（ ）

A．水能 B．风能 C．太阳能 D．生物能

31．6月 1日，在M城海滨散步的游客看到了绚丽的日落景观，此时北京时间约是（ ）

A．6月 1日 4:20 B．6月 1日 19:00 C．6月 2日 8:00 D．6月 2日 8:20

（2021·天津·统考高考真题）科考队在北极圈内某地进行科考时，于北京时间 6月

22 日 16 时测得了当地一天中太阳高度的最小值为 10°。完成下面小题。

32．该地的纬度为（ ）

A．83°26′N B．80°34′N C．76°34′N D．72°34′N

33．该地位于（ ）

A．欧洲北部 B．亚洲西部 C．亚洲东部 D．北美北部

（2021·北京·统考高考真题）下图示意北纬 27°附近部分地点某年的平均气温。读

图，完成下面小题。

34．影响图中气温高低的主要因素是（ ）

A．海拔高度 B．大气环流 C．海陆位置 D．人类活动

35．某地理小组连续多日在该纬线附近同一地点用木杆测量正午太阳高度角，记录的木

杆影长数值先增大、后减小。该小组测量影长的时间段是（ ）

A．立春-惊蛰 B．芒种-小暑 C．白露-寒露 D．大雪-小寒

（2021·山东·统考高考真题）某日，小李在某地（110°E，40°N）广场游玩时，发

现广场平面图中的指向标模糊不清（图 a）。他通过观测广场石柱影子的长度和方向（图

b），确定了平面图的指向标。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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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该广场平面图的指向标应该是图 c中的（ ）

A．① B．② C．③ D．④

37．一周后的相同时刻，小李再次测量发现该石柱的影长变长，则第二次观测日期可能

在（ ）

A．2月 16日前后 B．5月 8日前后 C．8月 20日前后 D．11月 10日前后

（2021·浙江·高考真题）我国某中学组织学生对直立物日影变化进行观测﹐具体做

法是:先在一块平坦的地面上直立一根标杆﹐再以此杆直立点（甲）为圆心，以杆长为

半径绘一半圈。下图为某日杆影变化图，图中阴影部分为标杆影子范围。完成下面小题。

38．甲地位于（ ）

A．东北平原 B．华北平原 C．四川盆地 D．珠江三角洲

39．若从甲地垂直上方朝下看，一年中某时刻地面上昼夜状况与经纬线位置关系最有可

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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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 B．② C．③ D．④

（2021·河北·高考真题）家住某城（36.5°N，116°E）的小明，秋分时节搬进了新

楼房，站在书房 2.6 米高的落地窗前，远处公园美景尽收眼底。下图示意书房平面布局。

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40．从入住到次年春分，书房的日采光时间变化趋势是（ ）

A．一直增加 B．先增后减

C．一直减少 D．先减后增

41．冬至日天气晴朗，小明在书房于北京时间（ ）

A．6:30看到当日第一缕阳光

B．9:30沐浴着阳光伏案读书

C．12:30估算阳光进深 2.6米

D．15:30看到阳光照到书柜上

（2021·浙江·统考高考真题）我国某中学生发现，在书桌的固定观测点上，每年仅

有一天通过窗户既可观察到日出也可看到日落。下图为该日日出、日落的位置示意图。

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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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若乙为该日日出位置，则该窗朝向（ ）

A．正南 B．东北 C．正北 D．西南

43．若该日日出为北京时间 6点 56分，日落地方时为 18点 59分，正午太阳高度为 83.8°,

则该学生所在地最可能是（ ）

A．济南 B．广州 C．武汉 D．拉萨

（2020·北京·统考高考真题）下图为我国某地立秋至处暑期间天气晴好条件下辐射

量日变化示意图。读图，完成下列小题。

44．代表太阳辐射变化的曲线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45．该地最可能位于（ ）

A．珠江三角洲 B．河西走廊 C．松嫩平原 D．钓鱼岛

（2020·江苏·统考高考真题）2020 年 4 月 8 日 22 时，小明在上海观赏了“超级月

亮”。下图为“月亮视直径最大与最小时的对比示意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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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从天体运动位置看，此时“超级月亮”（ ）

A．月球位于远地点附近 B．月球位于近地点附近

C．地月系位于远日点附近 D．地月系位于近日点附近

47．与此时全球昼夜分布状况相符的是（ ）

A． B．

C． D．

（2020·天津·统考高考真题）下左图为我国某地一住宅小区示意图，右图中四个方

向的阴影分别为小区内某栋住宅楼二至日 8:00 和 16:00 的日影。读图文材料，完成下

面小题。

48．该小区最可能位于（ ）

A．北京 B．银川 C．杭州 D．海口

49．小区内各住宅楼高一致，休闲广场被楼影遮挡面积最大的时段是（ ）

A．夏至日 8:00~12:00 B．夏至日 12: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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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冬至日 8:00~12:00 D．冬至日 12:00~16:00

（2020·山东·统考高考真题）2020 年 5 月 27 日上午 11 点整，中国珠峰高程测量登

山队将五星红旗插上世界最高峰峰顶，实现了四十五年后我国测绘队员的再次登顶。从

位于 5200m 的大本营向上，队员们要经过甲、乙、丙、丁四个营地（下图），其中一个

营地由于空气流通不畅，容易引起高原反应，被称为“魔鬼营地”。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50．图中“魔鬼营地”是（ ）

A．甲 B．乙 C．丙 D．丁

51．5月 27日位于 28°N的温州昼长为 13时 44分，该日珠峰顶部（28°N，87°E）日出

时刻在北京时间（ ）

A．7：20以前 B．7：20—7：39 C．7：40—8：00 D．8：00以后

（2020·浙江·统考高考真题）图一为某飞机在甲、乙、丙间沿地球大圆周飞行轨迹

示意图。图二为飞机飞到乙地时，其垂直下方所示的经线、纬线和晨昏线位置关系图，

此时丙地地方时为 17 点。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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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若飞机匀速、等高飞行，则在甲-乙-丙间单位时间内飞过的纬度差（ ）

A．持续变大 B．先变大，后变小

C．持续变小 D．先变小，后变大

53．当日，甲地日出的地方时为（ ）

A．5点 B．6点

C．7点 D．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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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C 2．D

【解析】1．由图中时刻可知，该地 6月 22日（夏至日）6:06日出，12月 23日（冬至日）

7:57分日出，而这两天分别为该地昼长最长和昼长最短的日期，故设最长昼长和最短昼长分

别为 X和 Y，两者关系为 X＋Y=24h，由夏至日日出比冬至日早 7:57-6:06=1 小时 51分钟，

可得出 X-Y=2×1h51m，由此计算出 X=13h51m，Y=10h9m。据此，C答案最接近，故 C正

确，排除 ABD。故选 C。

2．由上题结论可知，夏至日该地昼长大约为 14小时，据此可以计算出该地日出地方时

=12-½×14h=5时，结合该地日出时北京时间（120°E地方时）为 6:06，根据地方时计算公式

可以计算出该地经度大约为 105°E，据此可知，四川峨眉山经度范围符合，其它三地经度范

围不符合，故 D正确，ABC错误。故选 D。

【点睛】可以利用已知的日出和日落地方时来求算昼长，方法是：昼长＝2×（12－日出地方

时）或昼长＝2×（日落地方时－12）。

3．C 4．B 5．D

【解析】3．从图中可以看到，①粮库位于太行山以东，处于地势第三阶梯，A选项错误。

④粮库处于秦岭淮河以南，为我国南方地区，其水热条件和资源条件更为丰富，故其环境承

载力应更大， B选项错误。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半球，北半球纬度越高，白昼时间越短， C

选项正确。④地位于秦岭以南，从其经纬度位置来看，位于四川盆地，因其阴雨天气较多，

其年太阳辐射总量相对较少， D选项错误。故选 C。

4．①地位于华北平原，④地位于四川盆地，③地位于渭河谷地，均不符合天然低温且降水

较少、较为干燥的特点；②地位于黄土高原，其海拔相对较高，受太行山阻挡，其降水相对

较少，气候较为干燥，最符合天然低温、干燥库存的条件，B选项正确，排除其他选项。故

选 B。

5．从智慧粮库管理系统中可以看到粮情信息，从粮情信息中能看到出入库的车辆数量，入

库的粮食和出库的粮食，故该系统可直接用于优化粮食的调拨， D选项正确。此粮库的存

储系统无法判断耕地面积，A选项错误。粮库的存储系统只能知晓入库、出库的粮食数量，

与农作物的作物品质提升无关，B选项错误。该管理系统不能完全消灭虫害鼠患， C选项

错误。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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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黄土高原区域年平均温度为 3.6～14.3℃，具有冬季严寒、夏季暖热的特点，属于

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黄土高原气温年较差、日较差大，降水稀少。

6．D 7．A

【解析】6．依据材料信息：苏里南“原始森林覆盖率超过 90%”，因此与中国广东省相比，

苏里南天然植被开发程度不高，A错；据图可知，苏里南地处南美北部赤道附近，原始森林

覆盖率超过 90%，据此可知，该国属于热带雨林气候，B错；广东省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

省份，而苏里南“工业以铝土矿开采和加工为主”，经济基础相对薄弱，C错；由图中苏里南

所处的经度位置可知，苏里南应属于西 4区，理论上比中国广东省（东 8区）晚 12小时，

因此，苏里南迎来中国农历新年较晚，D正确。故选 D。

7．读图可知，苏里南首都、城镇、机场、公路等主要分布在该国北部，而南部多为河流上

游，多沼泽，自然保护区等。说明苏里南人口密度北部大于南部，A正确；铝土矿开采过程

需要消耗能源，是二氧化碳排放源，不利于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B错；由图可知，自然保

护区多位于河流源头，海拔较高，以山地为主，C错；北部沿岸地区有圭亚那暖流（大西洋

南赤道暖流的一个分支）流经，D错。故选 A。

【点睛】零碳排放，不是没有二氧化碳排放，而是使用植树等自然方式补充等量的氧气与人

们排放的二氧化碳相抵达到平衡。

8．C 9．A

【解析】8．两地处于回归线之间，正午太阳高度最大值为太阳直射当地纬线的时候，并不

是夏至日，A错误。夏至日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由于李准滩的纬度较低，李准滩的正午太

阳高度比琛航岛要低，B错误。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各地正午太阳高度角达

到一年中的最小值，两地都属于北半球，所以冬至日都达到最小值，C正确。两地每年都有

两次太阳直射，正午太阳高度达到 90°的次数一样多，D错误。故选 C。

9．琛航岛的纬度比李准滩的高，昼夜长短变化幅度比李准滩的大，A正确。琛航岛与李准

滩之间相差大约 10个纬度，经度大致接近，所以推测两地直线距离大约 1110km，尚未达到

1200km，B错误。李准滩靠近赤道无风带，台风不易形成，C错误。李准滩附近海域由于

受到赤道低压带影响较多，降水多，表层海水盐度较低，D错误。故选 A。

【点睛】夏至日北回归线以北地区正午高度角为一年中最大值，南半球为一年中最小值；冬

至日南回归线以南地区正午高度角为一年中最大值，北半球为一年中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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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 11．A 12．C

【解析】10．晨昏轨道卫星一侧为白昼，一侧为黑夜，两侧温度差异较大，A项错误；对地

观测时，地面为凌晨或傍晚，太阳高度角小于上午和下午的太阳高度角，B项正确；大部分

卫星运行的动力来自太阳能，三颗轨道卫星均可接触阳光，太阳能补充均充足，C项错误；

对地观测时，与上午轨道卫星和下午轨道卫星相比，成像仪太阳光入射角度小，但太阳光入

射并不少，D项错误。故选 B。

11．材料信息表明，E星为晨昏轨道太阳同步卫星，即沿晨昏圈环绕地球运行，晨昏圈与地

轴的夹角与直射点的纬度数相同，直射点一年之中移动的最大纬度数为 23°26'，E星的运行

轨道相对于地轴年变化幅度为 23°26'，A正确，C错误；一天之中晨昏圈与地轴的夹角变化

很小，不可能达到 180°和 360°，BD错误。故选 A。

12．由材料可知，巴西圣保罗位于 47°W，可推其知其位于西三区，万家灯火即入夜后，假

设此时为 20:00，根据东加西减的原则，火奴鲁鲁为西十一区，区时为 12:00，可能出现烈日

当空现象，C项正确；圣地亚哥当地时间约为 16时，而地表温度日出前后最低，A错误；

雷克雅未克当地时间约为 22时，不是日出，B错误；此时北极黄河站正值极昼，不易看到

极光，D错误。故选 C。

【点睛】地方时计算公式：所求地地方时=已知地地方时±时差

说明：(1)±号，如果所求地在已知地东侧则取加号，如果所求地在已知地西侧取减，即东加

西减。(2)时差：地方时时差=经度差/15°(经度差采用”同减异加”原则--两地同为东经或两地

同为西经，经度差为两地经度相减，一地为东经另一地为西经则经度差为两地经度之和)

13．D 14．C

【解析】13．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北极星光线与地面的夹角为当地的纬度，正午太阳高度在

夏至日达到最大值，所以北半球北极星光线与正午太阳光线的夹角α，在夏至日达到最小值，

冬至日达到最大值，根据图示信息可知，丙为夏至日，甲、戊为冬至日，乙为春分日，丁为

秋分日，北半球符合“昼变短，夜比昼长”的是秋分日到冬至日，应是图中的丁至戊，D选项

正确，ABC选项错误，所以选 D。

14．根据上题分析可知，丙为夏至日，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北极星光线与地面的夹角

为当地纬度，正午太阳高度为 90°减去所在地与北回归线的纬度差，所以夏至日北极星光线

与正午太阳高度的和为 113.5°，①④错误；②图，北极星光线与地面的夹角为 58°，当地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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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58°N，我国最北端纬度位置约为 53°N，不符合，②错误；③图北极星光线与正午太阳

高度的和为 113.5°，且北极星与地面的夹角为 36°，纬度位置为 36°N，符合我国的纬度范围，

③正确。所以选 C。

【点睛】北极星的仰角就是北极星相对于地平线或海平面的高度角。当地的地理纬度（北纬）

由于恒星（包括北极星）离我们非常遥远，视线与地轴的延长线可以看作是平行的，所以北

极星的仰角等于当地的纬度。

15．C 16．C 17．C

【解析】15．由图可知北京与国际空间站经度大致相差 180°，所以国际空间站到达北京上

空是大致绕地球旋转了一半，由材料可知国际空间站每 90分钟环绕地球一周，所以空间站

到达北京上空约需 45分钟。故 C正确 ABD错误。故答案选 C。

16．由下图可知图中 A点与 120°E相距约为 60°，A点为晨线与赤道的交点，则 A点地方时

为 6时，则北京时间此时约为 10：00，结合上面分析，可知空间站到达北京上空时，北京

时间大致为 10：45，故 C正确 ABD错误。故答案选 C。

17．据材料可知，国际空间站 90分钟环绕地球 1周，则 1小时可绕行 2/3的路程，空间站

到达卡马国上空时，正值该地黑夜，国际空间站与地面较近，此时无法反射到太阳光，不能

被肉眼观察到排除 C。到达马维尔拉上空时，正处于黎明，人们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空间站，

C符合题意；空间站约 90分钟环绕地球一周，从图示位置飞行 1小时，不会经过圣地亚哥，

排除 A；当国际空间经过上海时，为白昼，由于太阳光线太强，可能用肉眼无法看见，排除

D。故答案选 C。

【点睛】无论是国际空间站还是中国空间站，运行轨道都不在赤道正上方，而是与赤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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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国际空间站与赤道倾角为 51.64度。

18．A 19．D

【解析】18．空间站绕地球在绕转，则地球与空间站构成一个天体系统，该天体系统绕太阳

旋转，这样空间站绕太阳运动角速度大小变化也就是地球绕日公转角速度大小变化，在航天

员驻留期间，地球绕日公转经过了近日点，近日点公转角速度较快，所以在 10月 16日到 1

月初，空间站绕太阳运动角速度在变快，1月初到 4月 16日空间站绕太阳运动角速度在变

慢。故 A正确，BCD错误。故答案选 A。

19．正午太阳高度角为 90°--所求点与直射点的纬度差值，在航天员驻留期间，两地始终都

位于太阳直射点的以北，则两地与太阳直射点的距离变化始终一致，则两地正午太阳高度角

的变化始终一致，保持不变，两地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始终为两地纬度之差。故选 D。

【点睛】1月初地球公转至近日点附近，公转速度较快；7月初地球公转至远日点附近，公

转速度较慢。

20．B 21．D

【分析】20．阅读图文材料，结合知识，K日前后八天太阳位置重合，证明 K日处于中间，

能拍摄这种现象只能是在太阳直射点南北回归线前后，但是材料中显示拍摄的是西北方向，

故太阳直射的是北半球，因此 K日应为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当日，为夏至日；观察右图，①

处于近日点 1月初，对应的②③之间为远日点 7月初，结合地球公转方向，②为夏至日，故

选择 B。

21．根据题意，北京时间为 5点，新的一天零点经线应该在 45°E（120°E-丨 5-0丨×15=45°），

因此新的一天为 180-45°=135°，而旧的一天范围为 180°+45°=225°，比列 135∶225=3∶5，

故选 D。

【点睛】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所以自回归线前后跨越日期相等时，同一

时刻太阳的方位是一致的，正午太阳高度角也是一直的。

远日点：7月初，近日点：1月初。

计算日期范围以国际日期变更线为准，向左为新的一天，向右为旧的一天，如刚好零点或

24点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则全球同一天。

22．D 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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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22．南北回归线的纬度大约是 23.5°，太阳直射点在回归线之间移动，大概四天移

动 1°，12月 22日太阳直射点在 23.5°S附近，故 12月 8日太阳直射点位于南回归线以北约

3.5°，可求出当日直射 20°S附近，结合正午太阳高度角计算公式 H=90°一∣纬度差∣（纬差

是指某地的地理纬度与当日直射点所在纬度之间的差值)，悉尼的正午太阳高度角约是

H=90°一|纬度差|=90°-(33°55'-20°)=76°05'；故 D选项最接近，ABC选项错误。故选 D。

23．悉尼位于太阳直射点以南，正午太阳在正北方向，材料信息表明，此时是 15时 15分，

太阳位于西北方向，物影位于东南方向，观察图中物影与月球方位可知，在朝向东南方向（物

影朝向）向左偏转一个锐角即可正面面对月球，表明此时月球的方位偏东，A正确， BCD

错误。故选 A。

【点睛】正午太阳高度角计算公式：H＝90°－纬度差。其中，H为所求点的正午太阳高度；

90°为太阳直射点的太阳高度；纬度差是指某地的地理纬度与当日太阳直射点所在的纬度之

间的差值(当所求点与太阳直射点在同一个半球时，纬度差为两地纬度数之差；当所求点与

太阳直射点不在同一个半球时，则纬度差为两地的纬度数之和，简记为“同减异加”)。

24．A 25．B 26．D

【分析】24．读图可知，该线南缘在北极圈附近，地处亚寒带大陆性气候区，地带性植被类

型为亚寒带针叶，A正确；温带落叶阔叶林分布在温带季风气候和温带海洋性气候区，B错

误；亚热带常绿硬叶林分布在地中海气候区，C错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在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D错误。故选 A。

25．读图并结合材料可知，4月 20日，太阳直射点在北半球，甲地日出东北，日落西北，A

错误；最短航线的方向是先东北后东南，B正确；乙地纬度比北京高，昼夜长短差异大，乙

地昼长与夜长之差比北京大，C错误；乙地考察期间，太阳直射点北移，正午太阳高度角增

大，因此正午物影越来越短，D错误。故选 B。

26．考察期间，东南信风带位于南半球低纬度，A错误；乙地是亚寒带针叶林带，不是草原

分布区，B错误；丙地没有世界著名渔场分布，C错误；丁地位于板块的生长边界，地热资

源丰富，D正确。故选 D。

【点睛】日出日落方位：1、春秋二分日，全球各地的日出日落方位除了南北两极点外均为

从正东方向升起、从正西方向落下。2、太阳直射北半球时，全球各地除了极昼、极夜地区

以外，太阳都是从东北方向升起、从西北方向落下，而且太阳直射点的纬度越接近北回归线，

各地日出、日落的方位就越偏北；纬度越高的地方日出日落的方位也越偏北。3、太阳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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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半球时，全球各地除了极昼、极夜地区以外，太阳都是从东南方向升起，从西南方向落下，

而且太阳直射点的纬度越接近南回归线，各地日出、日落的方位就越偏南；纬度越高的地方

日出日落的方位也越偏南。

27．B 28．D

【分析】27．光伏应用产业，减少了水分的蒸发，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减少了，年降水量会减

少，A错误；光伏大棚、光伏发电的设备可以起到沙障和风障的功能，可减少风沙威胁，B

正确；光伏应用产业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地面吸收的太阳辐射减少了，地面辐射减弱了，

白天气温降低了，昼夜温差减小了，C错误；光伏应用产业，减少了水分的蒸发，地下水位

会上升，D错误。所以选 B。

28．与 6月 1日相比，闽宁镇 7月 1日，正午太阳高度角更大，光伏面板正午影子长度较短，

A错误；7月 1日比 6月 1日的白昼时间更长，跟踪调整时长较长，B错误；7月 1日比 6

月 1日的正午太阳高度角更大，日出日落太阳高度为零，一天中太阳高度角变化更大，仰角

移动幅度较大，C错误；7月 1日比 6月 1日的白昼时间更长，从日出到日落太阳转过的水

平角度更大，光伏面板水平转动角度较大，D正确。所以选 D。

【点睛】6月 22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这一天北半球各地昼长达到一年的最大值，北半球

同一地点昼夜长短的季节变化，越接近 6月 22日，昼越长，越接近二分日，越接近昼夜平

分。

29．A 30．C 31．D

【分析】29．墨西哥与美国邻近，天然气从美国进口价格较低，①正确；与石油相比，天然

气更清洁，②正确；由材料可知，墨西哥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无法判断天然气

远景储量比石油更大，③错误；天然气开采难度更大，④错误。A正确。故选 A。

30．图中椭圆形区域受副热带高气压控制的时间长，晴天多，太阳辐射强，太阳能丰富，C

正确；该区域受副热带高气压控制的时间长，风力较小，降水较少，植被稀疏，水能、风能、

生物能不丰富、ABD错误。故选 C。

31．由图可知，M地处 90°W附近（西六区），北京时间为东八区，地方时相差约 14个小时，

6月 1日太阳直射北半球，北半球昼长夜短，当M为 6月 1日日落时，应为 18点以后，北

京时间应为 6月 2日 8点以后（18点+14小时），故选 D。

【点睛】影响光照或太阳辐射的因素。①纬度：太阳辐射量（太阳高度角）低纬＞高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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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地区夏季光照时间更长（如： 新疆、内蒙、东北）②季节：夏季＞冬季③地形：海拔

高、空气稀薄、太阳辐射更强④天气情况：晴天＞阴天（晴阴天多少取决于降水、降水取决

于气候）。

32．C 33．D

【分析】32．6月 22日是夏至日，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该地为北极圈以内，有极昼，

一天中最小太阳高度为 10°，为 0：00的太阳高度，此时北极圈上 0：00的太阳高度 0°，从

而得出该地的纬度为北极圈以北 10°，即 76°34′N，故 C项正确，ABD错误。故选 C。

33．由材料可知，此时为 6月 22日（夏至日），北极圈及其以北地区出现极昼现象，因此该

地出现一天中最小太阳高度时，地方时应为 24时，而此时北京时间为 16时，说明与北京所

在时区相差八个时区，每时区经度相距 15°，由此可得出该地经度约为 120°W，选项中符合

条件的只有北美北部。故 A，B，C项错误，D项正确。故选 D。

【点睛】极圈内刚好发生极昼的纬度与直射点纬度互余，该纬度 0：00的太阳高度为 0°，

如果给出极圈内某地 0：00的太阳高度，求该地的纬度，就将刚好发生极昼的纬度加上该地

0：00的太阳高度，就可以得出该地的纬度。

34．A 35．D

【分析】34．该图示意北纬 27°附近部分地点某年的平均气温，从 116°E到 121°E，可推断

该地区为我国东南丘陵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温的差异不是大气环流导致的，故

B错；海陆位置的差异主要影响降水，对年平均气温影响不大，故 C错；年均温的差异主

要是自然因素导致的，和人类活动关系不大，故 D错；同纬度地区，年均温的差异主要是

由于海拔高度的不同导致的，海拔高的地方，年均温低，海拔低的地方，年均温高，故 A

正确。

35．结合学过的知识，影长和正午太阳高度角成反比，太阳高度角越小，影子越长，从夏至

日到冬至日，太阳直射点从北回归线向南回归线移动，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正午太阳高度逐

渐变小，冬至日达最小值，木杆影长数值先增大到最长，然后太阳直射点从南回归线向北移

动，北半球正午太阳高度逐渐变大，木杆影长数值减小，到夏至日达最小值，故木杆影长数

值先增大、后减小的时间段必须经历冬至日。大雪（12月 6--8日）----冬至（12月 22日前

后）--小寒（1月 5--7日），故 D正确；立春（ 2月 3-5日）---惊蛰 （3月 5-7日），芒种(6

月 5-7日)---小暑 (7月 6-8日)，白露 (9月 7-9 日) ---寒露 (10月 8-9 日)，显然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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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冬至日，故 ABC错。

【点睛】24节气时间：

立春 2月 3-5 日 立夏 5月 5-7日 立秋 8月 7-9 日 立冬 11月 7-8日 雨水 2月 18-20日 小

满 5月 20-22日 处暑 8月 22-24日 小雪 11月 22-23日 惊蛰 3月 5-7日 芒种 6月 5-7日 白

露 9月 7-9日 大雪 12月 6-8日 春分 3月 20-22日 夏至 6月 21-22日 秋分 9月 22-24日 冬

至 12月 21-23日 清明 4月 4-6日 小暑 7月 6-8日 寒露 10月 8-9日 小寒 1月 5-7日 谷雨

4月 19-21日 大暑 7月 22日-24日 霜降 10月 23-24日 大寒 1月 20-21日

36．B 37．C

【分析】36．该广场位于 110°E，当北京时间 12点 10时，当地地方时为 11点 30分，太阳

位于南偏东，影子朝北偏西方向，指向标为图中的②，B正确，A、C、D错。故选 B。

37．该地位于 40°N，太阳直射点位于赤道上时，该地正午太阳高度为 50°，根据图中石柱高

度和影长可算出此时太阳高度略大于 60°，大于春分日的正午太阳高度 50°，说明太阳直射

点在北半球，2月 16日和 11月 10日前后，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A、D可排除；影长变长，

说明正午太阳高度减小，太阳直射点向南移，5月 8日前后，太阳直射点向北移，B错；8

月 20日前后，太阳直射点向南移，正午影子变长，C正确。故选 C。

【点睛】太阳直射点上，物体的影子缩短为 0；正午太阳高度越大，日影越短；反之，日影

越长。正午是一天中日影最短的时刻。日影永远朝向背离太阳的方向。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

正午的日影全年朝向正北（极点除外），冬至日最长 ，夏至日最短。

38．A 39．B

【分析】38．根据材料中描述，半圆以杆长为半径所绘，故可以得出其正午时太阳高度角为

45°；根据影子的方向，可得出，此时为二分日，则太阳直射点在赤道；可推得当地的纬度

大约为 45°N；根据东北平原在 40°N以北，华北平原大部分位于 40°N以南，四川盆地位于

30°N附近，珠江三角洲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可以推得答案为东北平原，A对，BCD不对。

39．由于甲地位于 45°N，则相同经度差之间的纬线长度往北逐渐减小，①④不对，②对；

③不是从甲地垂直上方朝下看，③不对；若从甲地垂直上方朝下看，其左右两侧的经线应该

是对称的，②对。故选 B。

【点睛】影子的方向可以反映光源的方位，影子的长短与太阳高度角呈反比，正午时为一天

中影子最短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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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D 41．D

【分析】40．根据材料信息，此地为（36.5°N，116°E），秋分时入住到次年春分，为北半球

的冬半年，当地的昼短夜长，太阳直射点先向南移动再向北移动，该地昼长先变短再变长，

根据图示信息，可知该书房窗子朝向正南，冬半年日出日落方位偏南，所以整个白天都有采

光，则书房的采光时间随着昼长的变化而变化，先减后增，在冬至日达到最小值，D正确；

ABC错误。所以选 D。

41．该城市位于（36.5°N，116°E），春秋分北京 6点日出，该地大约是 6:16日出，因此“6:30

看到当日第一缕阳光”在冬至日不太可能，冬至日应是在北京时间 7:30左右日出，A错误；

9:30时，太阳位于东南方位，书房接近正方形，书桌书房对角线的东北一侧，位于窗子的正

北方位，阳光受东南 0.5米的墙的遮挡照射不到书桌，B错误；冬至日时，正午太阳高度=90°-

（36.5°+23.5°）=30°，则室内光照面积应大于落地窗面积，落地窗为 2.6米，且北京时间 12:30，

当地时间接近 12:14，太阳斜射，阳光进深应该大于 2.6米，C错误；15:30时，当地时间接

近 15:14，太阳斜射，太阳位于西南方位，日影朝向东北方位，书柜位于落地窗的东北方位，

阳光正好照射到书柜上，D正确。所以选 D。

【点睛】北半球冬半年，正南朝向的窗子，白昼时间越长，采光时间越长。北京（40°N，

116°E）冬至日约是 7:30左右日出。室内光照面积可以根据正午太阳高度计算。

42．C 43．D

【分析】42．夏半年，我国日出东北、日落西北；冬半年，我国日出东南、日落西南；春秋

分，正东日出、正西日落。如图，甲乙在 180°的视线范围内，时间上不可能是春秋分，空

间上应面向正北或正南。若乙为该日日出位置，甲则为日落位置，如果朝向正南，则乙为西

南应为日落位置，与材料不符，则图示窗户朝向正北，故选 C。

43．正午太阳高度能达到 83.8°的城市应在 30°N以内，且为昼长夜短的夏半年。日落地方时

距正午相差 6小时 59分，则日出地方时也应相差 6小时 59分，即日出地方时为 5点 01分，

这与北京时间（中央经线 120°地方时，东八区区时）相差 1小时 55分，约 30°经度，即约

东经 90°，最有可能是拉萨。故选 D。

【点睛】昼长夜短时日出方位为东偏北(北半球)、东偏南(南半球);日落方位为西偏北(北半

球)、西偏南(南半球)。日出时间南北半球均为 6时以前，南北半球日落时间均为 18时以后。

44．C 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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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44．立秋至处暑期间，太阳直射北半球，我国昼长夜短，早于当地时间 6点日出，

晚于当地时间 18点日落。在日出前和日落后，太阳辐射量应为 0，而不是大于 0或小于 0，

随着日出，太阳辐射逐渐增大，到正午时刻达到最大，之后太阳辐射减小，读图可知，①②③④

曲线中，只有曲线③满足该条件，故选 C。

45．太阳辐射应在当地 12点前后达到最大值，根据上题分析可知，③表示太阳辐射的变化

曲线，该曲线达到最大值时，北京时间约在 13～14点，所以当地的经度大约位于 90°E～

105°E，ACD错（注意珠江三角洲的经度大约位于 110°E～120°E之间），B正确，故选 B。

【点睛】本题组难度一般。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对二十四节气的顺序需要加强记忆；其次，

需要注意太阳辐射的日变化与太阳高度角相关；最后，需要注意当地正午 12点太阳高度角

最大，太阳辐射最强（材料中点明“天气晴好”，所以不考虑云层的影响），同时留意图中的

横坐标的时间为北京时间。

46．B 47．A

【解析】46．月球围绕地球公转，其公转轨道是椭圆轨道，地球位于其中一个焦点上，“超

级月亮”比平常看起来更大、更亮，说明此时月球位于公转轨道的近地点附近，离地球距离

较近，A 错误，B 正确；地月系位于近日点或远日点对于“超级月亮”没有影响，C、D 错误。

故选 B。

47．4 月 8 日为北半球夏半年，北极圈以内小范围出现极昼，南极圈以内小范围出现极夜，

由此可排除 BC 选项；此时北京时间为 22 时，即 120°E的地方时为 22 时，所以 150°E 为 0

时，且为夜半球的中央经线，大致与 A 图对应，D 图错误。综上分析，与此时全球昼夜分布

状况相符的是 A 图，故选 A。

48．D 49．C

【解析】48．题意表明，右图表示 8:00和 16:00（我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的我国某地一住

宅楼日影，08:00和 16:00是关于北京时间正午对称的两个时刻，如果该地位于 120°E经线

上，则两个时刻的太阳高度相同，日影长度相同，图中日影并没有对称相等，表明当地不在

120°E经线上，图中显示，朝偏东方向日影短于朝偏西方向日影，即北京时间 8：00的太阳

高度低于 16：00的太阳高度，表明当地时刻晚于北京时间，即该地应位于 120°E西侧，杭

州的经度大致为 120°E，因此排除 C。北京时间 16：00时，当地地方时应 16：00之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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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偏东方向的两个日影中，朝东北方向的日影较长，应是当地冬至日地方时 16：00以前

的日影，朝东南方向的日影较短，应是当地夏至日地方时 16：00以前的日影，即当地夏至

日时在正午过后不久太阳位于西北方位。北京、银川位于北回归线以北，且离北回归线较远，

太阳位于西北方向应仅在日落前一段时间，太阳不太可能在地方时 16：00以前位于西北方

位，排除 AB；夏至日时，太阳直射纬线（北回归线）位于海口（20°N）以北，海口正午太

阳位于正北方位，整个下午太阳均在西北方位，因此该小区最可能位于海口，D符合题意。

故选 D。

49．该小区位于我国，冬至日的太阳高度角更小，楼影更长，休闲广场被遮挡的面积更大，

排除 AB；冬至日 08:00～12:00，太阳位于当地东南侧天空，图中休闲广场东南侧住宅楼更

为密集，休闲广场被楼影遮挡面积较大，C正确；冬至日 12:00～16:00，太阳位于当地西南

侧天空，图中休闲广场西南侧楼房间距相对较大，且错落分布，休闲广场被楼影遮挡面积相

对较小，D错。故选 C。

【点睛】太阳方位规律：直射点在北半球，全球有太阳升落现象的各地东北升西北落，直射

点在南半球，全球有太阳升落现象的各地东南升西南落；直射点以北地区，正午太阳位于正

南方向，直射点以南地区，正午太阳位于正北方向。

50．A 51．A

【解析】50．依据信息：甲、乙、丙、丁四个营地中，其中一个营地由于空气流通不畅，易

引起高原反应，被称为“魔鬼营地”。从图中可以看出，甲、乙、丙、丁四个营地中，丙、丁

位于山脊，乙位于鞍部，这三个营地所处的地形部位都有利于空气流动，只有甲位于山谷，

地形封闭，空气流通不畅，容易引起高原反应，故 A对，BCD错。故选 A。

51．依据已学知识，温州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度为 120ºE左右，与北京时间基本相同。

该日温州昼长为 13小时 44分，根据日出时间=12—昼长/2，日落时间=12+昼长/2，可以推

算出温州日出时间为 5：08，日落时间为 18：52。由题干可知，珠峰与温州同纬度，经度为

87ºE，因此珠峰的地方时比温州晚 2小时 12分，与温州同海拔地区的昼长应为 13小时 44

分，日出时间为 7：20，但是珠峰峰顶海拔高，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在太阳尚未上升到地平

线之前，珠峰上就可以看到太阳，因此日出时间早于 7：20，故选 A。

【点睛】本题的难点是由于珠峰的海拔高，其看到日出的时间更早，而看到日落的时间更晚。

52．D 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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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52．读图可知，飞机在甲-乙-丙间沿大圆周（最短航线）飞行时，是先向东北飞，

再向正东飞，后向东南飞。在由甲飞向乙时，随着纬度的升高，飞行方向越接近与纬线平行，

所以，单位时间内飞过的纬度差变小；在乙点时达到最小；则飞机由乙地飞向丙地时，飞过

的纬度差变大，D正确。ABC错误。故选 D。

53．由题干可知，此时丙地的地方时为 17点，则乙地为 12点，则乙地所在的经线为昼半球

的中央经线；由图 2可知，乙地为晨昏线与纬线相切的切点，而且“飞机在甲、乙、丙间沿

地球的大圆周飞行，”可判断甲、乙、丙为晨昏线，则甲丙所在的纬线为昼弧，甲丙之间经

度相差 150°，则可以推出甲、丙的昼长为 10小时，根据公式“日出=12-昼长/2”可以计算出

甲地日出的地方时为 7点，C正确。ABD错误。故选 C。

【点睛】光照图中地方时的确定方法：昼半球的中央经线地方时为 12时，夜半球的中央经

线地方时为 0时，晨线与赤道的交点地方时为 6时，昏线与赤道的交点，地方时为 18时。

日出、日落的计算公式：日出=12-昼长/2，日落=12+昼长/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