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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高三地理周测 9.27

一、单选题

我国重阳节有登高望远的习俗。2021年九月九日，某校组织学生去下图所示地区进行一次登高活动。

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图中乙处河流流向大致为（ ）

A．南—北 B．东北—西南 C．东—西 D．西北—东南

2．学生从①聚落出发，登顶甲山峰之后，可能感觉到气温下降了约（ ）

A．2℃ B．4℃ C．6℃ D．8℃

如图为我国某地面观测站（47°06'N，87°58'E），海拔 561m）某月 1日前后连续 4天太阳辐射、

地面反射太阳辐射、地面长波辐射和大气逆辐射的通量逐小时观测结果。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3．图中甲、乙、丙三条曲线依次表示（ ）

A．地面长波辐射、地面反射太阳辐射、大气逆辐射 B．地面长波辐射、大气逆辐射、地面反射太阳辐射

C．大气逆辐射、地面反射太阳辐射、地面长波辐射 D．大气逆辐射、地面长波辐射、地面反射太阳辐射

4．观测期间该地（ ）

①第 1天晴朗无云 ②第 2天地面吸收的太阳辐射量最大

③第 3天比第 4天大气透明度低 ④可能经历了降水过程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5．该时段可能为（ ）

A．4月 1日前后 B．6月 1日前后 C．10月 1日前后 D．11月 1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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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某中学的小珂同学于 3月 10日上午在教学楼楼道内拍摄了一张窗户光影照片（下图），窗户的

光亮部分投影到与窗户垂直的墙面上。毕业后，小珂同学回顾这张照片，却不记得具体拍摄时间。根据窗

户光影的形状，小珂同学推测这张照片拍摄于日出后不久。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6．小珂同学推测照片拍摄于日出后不久的依据是窗户光影（ ）

A．长边较长 B．紧邻窗户 C．面积较小 D．短边和长边近似垂直

7．该楼道的窗户朝向（ ）

A．西北方向 B．东北方向 C．西南方向 D．东南方向

有效辐射为下垫面向上长波辐射与大气逆辐射的差值。如图表示 2003—2012年云南省西双版纳热带

季雨林林冠层向上长波辐射（L↑）及其上大气逆辐射（L↓）的月平均变化。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8．与 7—9月相比，2—4月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林冠层之上的大气逆辐射值较低，主要是因为 2—4月期

间（ ）

A．降水较多 B．云雾较少

C．地表植被覆盖度较低 D．正午太阳高度角较大

9．根据有效辐射变化可知，一年中该地热带季雨林的林冠层（ ）

A．表面的温度保持恒定 B．热量主要来自大气层

C．各月都是其上表层大气的冷源 D．夏季对大气加热效果小于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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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力环流影响，云南西部某高山存在两个逆温层，高层逆温接近山顶，表示意该山地逆温层分布

特征：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项目 高层逆温 底层逆温

坡向 东 西 东 西

起始海拔高度/m 2400 2520 760 1440

逆温层厚度/m ＞260 ＞240 ＞640 ＞700

出现频率/% 1 15 4 19

10．与西坡相比，东坡逆温出现频率明显偏低，主要取决于（ ）

①盛行风向②太阳方位③植被条件④白昼时间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11．该山地低层逆温强盛时，最有可能出现（ ）

A．积雪逐渐消融 B．高山森林枯黄 C．持续晴热高温 D．阴雨天气连绵

12．高层逆温与低层逆温的贯通离不开（ ）

A．沿坡上升气流加强 B．沿坡下沉气流减弱

C．谷地垂直抬升气流加强 D．谷地垂直下沉气流减弱

对我国甘肃某绿洲观测发现，在天气稳定的状态下，会季节性出现绿洲地表温度全天低于周边沙漠

的现象。下图呈现该绿洲和附近沙漠某时段内地表温度的变化。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3．图示观测时段内（ ）

A．正午绿洲和沙漠长波辐射差值最大 B．傍晚绿洲降温速率大于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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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凌晨绿洲和沙漠降温速率接近 D．上午绿洲长波辐射强于沙漠

14．导致绿洲夜间地表温度仍低于沙漠的主要原因是绿洲（ ）

①白天温度低 ②蒸发(腾)多 ③空气湿度大 ④大气逆辐射强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15．这种现象最可能发生在（ ）

A．1~2月 B．4~5月 C．7~8月 D．10~11月

风向可用风向方位角表示，风向方位角指以正北方向为起点，顺时针方向转动过的角度。我国华北山

区某气象站位于该山区中段的山谷中，山谷风环流较为强盛。下图示意 1 月份某日该气象站记录的山谷风

（上下谷风）风向与气温增减变化示意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6．该地山风转为谷风时刻约为（ ）

A．4:00前后 B．10:00前后 C．17:00前后 D．22:00前后

17．该气象站所处山谷段的大致走向是（ ）

A．东北－西南走向 B．南－北走向

C．西北－东南走向 D．东－西走向

18．推测气象站 18时前后气温变化的原因是（ ）

A．风向骤变，西北风影响增强 B．天气转阴，大气逆辐射增强

C．坡面降温，冷空气向下堆积 D．逆温产生，谷底气温回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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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示意华北某区域裸地和秸秆覆盖情况下土壤的冻结过程状况。完成下面小题。

19．与裸地相比，该地秸秆覆盖地土壤冻结厚度较薄的主要原因是秸秆（ ）

A．增强了大气逆辐射 B．使云层释放的大气逆辐射增加

C．使土壤吸收的太阳辐射增加 D．使土壤与大气的热量交换减弱

20．与裸地相比，该地秸秆覆盖地土壤融化时间较迟主要是因为土壤（ ）

A．冻结时间较迟 B．获得光照较少

C．水分蒸发较弱 D．水分含量大

二、综合题

21．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新疆的博斯腾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河水补给占入湖水总量的 94.8%,蒸发占出湖水总

量的 60.45%,但蒸发总量有上升的趋势。湖区水位季节变化很大,但近年有减小的趋势。湖区内湖陆风(在

较大水域和陆地之间形成的以 24 小时为周期的地方性天气)现象较显著。多年平均数据显示,博斯腾湖夏

半年陆风转湖风的时间为 11～12 时,比冬半年提前两小时左右。

材料二:博斯腾湖区域图和湖区湖陆风风速月变化图。

(1)根据材料，指出博斯腾湖湖陆风最弱的季节，并分析原因。6分

(2)依据材料，分析夏半年陆风转湖风的时间比冬半年提前的原因。6分

(3)推测博斯腾湖面积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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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座号 姓名 成绩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21(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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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高三地理周测 9.27 参考答案：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C B D B D D B D A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C C A C B D C D B

1．B 2．C

【解析】1．根据所学可知，河流发育于河谷，由高处流向低处，流向与等高线弯曲方向相

反，结合图示等高线数值及其分布以及指向标可知，乙处河流流向大致为由东北向西南流，

B正确，ACD错误。故选 B。

2．读图可知，①聚落海拔约 200-400米，甲山峰海拔约 1200-1400米，两地相对高度是

800-1200米；根据气温的垂直递减率可知，海拔每上升 100米，气温下降 0.6℃，则计算可

得两地的温差是 4.8-7.2℃，四个选项中符合的只有 C项，ABD不符合。故选 C。

【点睛】气温垂直递减率是指海拔每上升 100米，气温下降 0.6℃。这一规律适用于大气中

的温度变化，特别是在对流层中，它反映了温度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的现象。这个规律不考虑

其他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基本的物理现象。

3．B 4．D 5．B

【解析】3．结合所学知识，阅读图文材料可知，该地面观测站所示经纬度显示为我国新疆

地区，图中显示太阳辐射在四天中白天出现，夜晚几乎为 0，而地面反射太阳辐射需要太阳

辐射，夜晚也不会出现，因此图中丙为地面反射太阳辐射，故 AC错误；大气逆辐射是大气

通过吸收地面辐射增温后辐射的，地面长波辐射≈大气逆辐射＋射向宇宙空间的地面辐射，

推测大气逆辐射小于地面长波辐射，从图中可以看出，甲大于乙，因此甲为地面长波辐射，

乙为大气逆辐射，B正确，C错误。答案选择 B。

4．结合所学知识，阅读图文材料和上题结论可知，图中显示期间，第一天大气逆辐射较强，

且太阳辐射出现两个峰值，说明有云层遮挡阳光，所以不是晴朗无云，故①错误；第 2天是

四天中太阳辐射最弱的一天，因此地面吸收的太阳辐射量小，故②错误；第 3天太阳辐射小

于第 4天，说明第 3天云层较厚，大气削弱作用强，大气透明度低，而第 4天太阳辐射强烈，

说明云层薄，大气透明度高，故③正确；四天中，第 2、3两天太阳能辐射弱，说明大气削

弱作用强，云层较厚，可能为阴雨天气，因此可能经历降水过程，故④正确。正确的有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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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答案选择 D。

5．结合第二小题结论，四天内趋于可能经历降雨过程，该区域为我国新疆地区，降水集中

在 5-6月，主要是 5月气温回升快，冰雪融化，蒸发量大，阴雨天气较多，因此可能出现在

6月 1日前后，故 B正确；4月气温尚未回升，阴雨天气可能性较小，故 A错误；冬半年新

疆地区气温低，且太阳辐射弱，故 CD错误。答案选择 B。

【点睛】太阳向宇宙发射的电磁波和粒子流，其能量主要集中在短于 4μm波长范围内的辐

射就叫太阳辐射。大气吸收地面长波辐射的同时，又以辐射的方式向外放射能量，大气这种

向外放射能量的方式,称为大气辐射.由于大气本身的温度也低,放射的辐射能的波长较长，故

也称为大气长波辐射。地球表面在吸收太阳辐射的同时，又将其中的大部分能量以辐射的方

式传送给大气，地表面这种以其本身的热量日夜不停地向外放射辐射的方式，称为地面辐射。

6．D 7．D

【解析】6．当太阳高度角较低时，窗影的形状接近矩形，当太阳高度角较高时，窗影的形

状接近棱形，短边和长边近似垂直推断当时是日出后不久，D正确；长边长度与窗户本身有

关，A错误；紧邻窗户不能判断拍摄时间，B错误；面积较小，太阳高度应较高，C错误，

故选 D。

7．冬半年太阳日出东南方向，则窗户应该与太阳日出方向相近才能被阳光照射产生投影，

D正确；夏半年日出东北，日落西北，AB错误；西南方向为冬半年日落方位，B错误，故

选 D。

【点睛】北半球的夏半年，全球各地太阳东北升，西北落，而且纬度越高，太阳升落的方位

越偏北(极点和出现极昼夜的地方除外)；北半球的冬半年，全球各地太阳东南升，西南落，

纬度越高，太阳升落的方位越偏南(极点和出现极昼夜的地方除外)。就某一地点而言，在太

阳直射点向北运动期间，太阳升落的方位将日渐偏北；反之则日渐偏南。

8．B 9．D

【解析】8．云南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植被带对应热带季风气候，7-9 月降水量远大于 2-4 月，

2-4月由于降水较少，云雾日数少，天气以晴朗为主，故此林冠之上的大气逆辐射较弱，B

正确，A错误；热带季雨林的植被覆盖度没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排除 C；2-4 月相比于 7-9

月西双版纳更远离太阳直射点，对应的正午太阳高度角较小，D错误。故选 B。

9．受太阳辐射的季节变化影响，当地热带季雨林林冠层表面温度也会出现季节变化，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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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冬季，A错误；林冠向上的长波辐射在不同时间尺度上总是高于大气逆辐射，因此林冠

层有效辐射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均是正值，这表明热带季节雨林林冠始终是大气的一个热源，

是林冠层向大气提供热源，BC错误；据图示信息可知林冠层的长波辐射与大气逆辐射差值

在夏季较冬季小，说明林冠层有效辐射夏季小于冬季，林冠层对大气的加热效果夏季小于冬

季，D正确。故选 D。

【点睛】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北有哀牢山、无量山为屏障，阻挡了南下的寒流；离

海洋不远，夏季受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和太平洋东南气流的影响，造成了高温多雨、干湿季分

明而四季不明显的气候特点，因而西双版纳气候终年温暖湿润，无四季之分，只有干湿季之

别，形成热带季风气候。

10．A 11．B 12．C

【解析】10．根据材料信息可知，该山地位于云南西部高山，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位于西

南季风的迎风坡，带来海洋上的暖湿气流，使其西坡地区容易形成逆温层，①正确；同时，

西部为下午太阳方位，日落时气温逐渐下降，山坡处容易形成逆温层，②正确；东西两坡植

被条件差异较小，白昼时间差异也较小，排除③④。因此 A正确，排除 BCD。故选 A。

11．根据所学知识，逆温层出现时使对流活动减弱，当低层逆温出现强盛时，对流活动较弱，

山地降水减少，山坡森林缺乏水分容易枯黄，B正确；逆温层出现，对高山积雪融化影响较

小，排除 A；逆温层出现时多晴朗天气，但不一定是持续晴热高温，排除 CD。故选 B。

12．根据所学知识，山地逆温现象是由于山坡冷空气顺坡而下，抬升谷地暖空气，形成上暖

下冷的现象，当高层逆温与低层逆温贯通说明山坡沿坡下沉冷空气增强，谷地暖空气被迫抬

升强烈，C正确，排除 ABD。故选 C。

【点睛】一般情况下，大气温度随着高度增加而下降，可是在某些天气条件下，地面上空的

大气结构会出现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的反常现象，气象学上称之为“逆温”，发生逆温现象

的大气层称为“逆温层”。可分成平流逆温，辐射逆温，地形逆温和锋面逆温。

13．C 14．A 15．C

【解析】13．读“该绿洲和附近沙漠某时段内地表温度的变化”图可知，凌晨 0-6 时左右绿洲

和沙漠地表温度的变化曲线接近平行，说明降温速率接近，C正确；地面长波辐射主要受地

温的影响，图中显示地表温度差值最大接近 15时，故 15时左右绿洲和沙漠的地表温度差值

最大，A错误；傍晚沙漠地温曲线较陡，温度下降较快，故绿洲降温速率小于沙漠，B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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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绿洲地温低于沙漠，故绿洲长波辐射弱于沙漠，D错误。故选 C。

14．由于沙漠白天温度较绿洲高很多，夜间虽然沙漠降温幅度快于绿洲，但还是会出现绿洲

夜间地表温度仍低于沙漠的现象，①正确；绿洲地表较湿润，蒸发(腾)多，吸收热量多，会

使绿洲夜间降温较快，温度较低，②正确；空气湿度大和大气逆辐射强都会导致夜间降温较

慢，使绿洲夜间地表温度较高，③④错误。故选 A。

15．由上题分析可知，要出现绿洲地表温度全天低于周边沙漠的现象，必须具备绿洲夜间地

表温度仍低于沙漠，则沙漠地区白天温度要远高于绿洲温度，使沙漠积累的余热多，导致夜

晚降温后温度仍然高于绿洲，故要出现沙漠高温应为夏季 7~8月。也可以通过读“该绿洲和

附近沙漠某时段内地表温度的变化”图得知，图中出现绿洲地表温度全天低于周边沙漠的现

象，图中沙漠 15时左右的地表最高温已达 40多度，故最可能发生在北半球夏季 7~8月， C

正确，ABD错误。故选 C。

16．B 17．D 18．C

【解析】16．根据材料可知，山风转为谷风时刻应该是在日出后，根据图示信息可知 18:00-9:00

以前风向方位角 100°多一点，盛行偏东风，此时为黑夜，应为山风，10点及以后当地风向

方位角为 250°左右，盛行偏西风，此时为白天，应为谷风，因此 B符合题意；排除 A、D、

C。故选 B。

17．题意表明，该气象站位于中段山谷，图示意的山谷风为上下谷风（见点睛图），上下谷

风与山谷的走向一致，根据前题分析可知，该气象站所在山坡夜晚吹的下谷风为偏东风，白

天的上谷风为偏西风，因此山谷的走向大致东西走向，因此 D符合题意，排除 A、B、C。

故选 D。

18．由图示可知此期间山谷风显著，说明盛行风比较弱，且 18时前后西北风转东南风，西

北风影响减弱，A错误；受弱冷空气影响，10时左右出现降温、阴雨天气，B错误；18时

前气温变化显示日落后的气温变化，当地冬季，昼短夜长，18时前由昼转夜，地面获得的

太阳辐射减少导致地面辐射减弱，使得 18时前气温骤降，18时后时山坡降温速度快，盛行

下沉气流，冷气流在谷地积累导致谷地气温较低，同时抬升上方暖气流，18时后气温回升，

C正确；逆温不会导致谷底气温回升，D错误。故选 C。

【点睛】山谷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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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D 20．B

【解析】19．秸秆是紧贴于地面的，之间没有足够的大气层，所以谈不上增强大气逆辐射，

A错误；秸秆贴于地面，并未燃烧形成烟雾增加云量，无法使云层释放的大气逆辐射增加，

B错误；秸秆是地面的覆盖层，阻挡隔离了部分太阳辐射，应使土壤吸收的太阳辐射减少，

C错误；与裸地相比，有秸秆覆盖的地面，与大气的热量交换因秸秆阻隔而减少，所以热散

失较慢，土壤冻结厚度较薄，D正确。故选 D。

20．秸秆覆盖地土壤融化时间较迟，说明这部分土壤升温速度慢，究其根源是因秸秆覆盖的

土壤获得光照较少，升温速度慢，所以土壤融化时间较迟，B正确；冻结时间较迟、水分蒸

发较弱、水分含量大等因素与融化时间较迟没有必然联系，ACD错误。故选 B。

【点睛】冻土是指零摄氏度以下，并含有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一般可分为短时冻土(数小

时/数日以至半月)/季节冻土(半月至数月)以及多年冻土(又称永久冻土，指的是持续二年或二

年以上的冻结不融的土层)。地球上多年冻土/季节冻土和短时冻土区的面积约占陆地面积的

50%，其中，多年冻土面积占陆地面积的 25%。冻土是一种对温度极为敏感的土体介质，含

有丰富的地下冰。因此，冻土具有流变性，其长期强度远低于瞬时强度特征。正由于这些特

征，在冻土区修筑工程构筑物就必须面临两大危险:冻胀和融沉。随着气候变暖，冻土在不

断退化。

21．(1)冬季。冬季博斯腾湖水量最小，湖陆热力性质差异最小，湖陆温差小，冬季风强劲，

湖陆风不显著。

(2)夏季，日出较冬季早，升温快；太阳高度角较大，热量较多；水量较冬季大，湖面升温

慢，陆风转湖风时间早

(3)湖泊面积变小，水量减少，湖泊可能向咸水湖演变；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恶化；

沙尘暴频繁发生，土地荒漠化加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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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大题以博斯腾湖区域图和湖区湖陆风风速月变化图为材料，涉及热力环流、湿地

的功能等相关内容，考查学生掌握课本知识的能力和区域认知的地理素养。

【详解】（1）湖陆风是一种在沿湖地区在夜间风从大陆吹向湖区，昼间风从湖面吹向陆地而

形成的一种地方性的天气现象。湖陆风现象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引起的季风原理相同，博斯

腾湖湖陆风最弱的季节是冬季，原因是：冬季博斯腾湖太阳高度角小，昼长短，热量少，且

水量最小，导致湖陆温差小，湖陆热力性质差异最小；且靠近冬季风源地，冬季风强劲，湖

陆风不显著。

（2）湖陆风的转换早晚取决于湖、陆的气温高低，风总是从气温低的地区吹向气温高的区

域：夏季，日出较冬季早，陆地升温时间早；太阳高度角较冬季大，获得的太阳辐射量多，

陆地升温快；湖泊水量较冬季大，湖面升温慢，所以陆风转湖风时间比冬半年早。

（3）近些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蒸发旺盛；以及向塔里木河大量调水；农业灌溉用水

量大等，博斯腾湖面积不断变小，对湖泊生态环境带来深远的影响，包括：随着湖泊面积变

小，水量减少，湖泊可能向咸水湖演变；随着面积变小，周围植被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态环境恶化；随着面积的减小，对气候的调节功能下降，沙尘暴频繁发生，土地荒漠化加

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