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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福建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 

地    理 
 

一、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某地区传统村落发展受劳动力、交通运输和产业等因素的

影响（表 1），形成不同的类型。据此完成 1～3 题。 

表 1 

因素 符号 符号含义 

劳动力 
L 劳动力不足 

L+ 劳动力较充足 

交通运输 
C 交通运输条件不完善 

C+ 交通运输条件较完善 

产业 
I 以第一产业为主 

I+ 以第一产业为基础，有旅游业等产业融入 

1．建设大规模花卉传统种植基地，并提供鲜切花配送服务，这一措施最适用的村落类型是 

A．L C I         B．L+ C+ I 

C．L C+ I+        D．L+ C I+ 

2．某村落处于 L+ C I+类型的初期阶段，为解决旅游业人才缺乏和运营低效问题，实现旅

游业加速发展，最适合引进的是 

A．高新技术产业       B．食品加工业 

C．文化创意产业       D．仓储物流业 

3．某村落发展为 L+ C+ I+类型，且不断挖掘地域文化、丰富文化内涵，则该村落文化保护

与经济发展变化最有可能是 

 

A               B              C              D 

注：图中实线表示文化保护，虚线表示经济发展 

【参考答案】1．B 2．C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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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第 1 题：某地区传统村落中的稳静发展型传统村落整体风貌特色突出，文物保

护等级较高，其产业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本小题依托该类型村落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点，

设问补充了“建设大规模花卉传统种植基地，并提供鲜切花配送服务”等相关信息，以农业

和服务业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这一必备知识为载体，全面考查了考生获取与解读信息、地理

逻辑思维、区域认知和综合思维等地理学科关键能力，突出考查考生的区域认知及综合思维

素养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设问的措施“建设大规模花卉传统种植基地，并提供鲜切花配送服务”，考生需要解读

的信息有：大规模花卉传统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鲜切花配送服务需要完善的交通运输条件。

因设问要求“大规模”，说明该类型村落传统种植基地的面积较大，考生可推理出该类型村

落的产业类型为以第一产业为主，进一步调用农业及服务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交通运输方

式及其布局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等必备知识，综合推理得出最适合这一措施的村落类型是故 B

选项正确，其他选项错误。 

第 2 题：设问补充了“某村落处于 L+ C I+类型的初期阶段，为解决旅游业人才缺乏和

运营低效问题，实现旅游业加速发展”的信息，创设了“最适合引进”的产业这一真实问题，

考查考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既符合高考试题的基础性考查要求，又体现了应用性与选拔

性的特点。 

对于设问“某村落处于 L+ C I+类型的初期阶段，为解决旅游业人才缺乏和运营低效问

题，实现旅游业加速发展，最适合引进的是”，考生需结合情境表格中 L、C 和Ⅰ等符号的

含义，明白类型的村落“劳动力较充足”“以第一产业为基础，有旅游业等产业融入”，结

合设问“某村落处于类型的初期阶段”，调用区域产业发展的必备知识，推理出其产业发展

处于初级阶段；“为解决旅游业人才缺乏和运营低效问题，实现旅游业加速发展”，调用区

域产业发展等必备知识，进一步分析选项各产业特点，推理可得出，该类型村落最需要引进

的是能够解决“人才缺乏”及“运营困难”等问题的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引进相关人才，

改善旅游业中人才短缺的状况，进而改善旅游业中存在的运营低效的问题，因此文化创意产

业最适合该类型村落引入。故 C 选项正确。高新技术产业（A 选项）和食品加工业（B 选

项）这些产业与旅游业的关联性较小，无法解决旅游业人才短缺及运营低效的问题，因此 A、

B 选项错误；D 选项仓储物流业与旅游业发展的关联性较小，且仓储物流业的发展需要依托

当地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而设问中“某村落处于类型的初期阶段”，C 代表“交通运输条

件不完善”，因此 D 选项错误。 

第 3 题：某地区传统村落发展中的潜力发展型传统村落，是在保护与传承体系，基础设

施、旅游服务设施、景点设施等大的资金投入已经完成，村落步入稳定发展的效益回报阶段。

本题依托该类型村落，补充了“某村落发展为类型，且不断挖掘地域文化、丰富文化内涵”

等信息，探讨该类型村落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既考查了考生的人地协调观

核心素养，又实现了高考立德树人的功能。考生解读出类型的村落“劳动力较充足”“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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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条件较完善”“以第一产业为基础，有旅游业等产业融入”等信息后，调用区域产业发

展等必备知识，推理出该村经济（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第一产业与旅游业发展的区位优势

较为明显，故该类型村落的经济发展应呈持续上升态势；进一步可以预测：以当前为立足点，

该类型村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设问中“不断挖掘地域文化、丰

富文化内涵”，可推测该类型村落对文化保护的意识不断加强，因此，随时间变化，该类型

村落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变化应呈不断上升趋势，D 选项正确，其他选项错误。 

本组试题的亮点：（1）本题组以某地区多种类型的传统村落为载体，选取不同类型的

传统村落类型，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注重考查考生解决真实世界地理问题的能力，既考查

了考生的综合思维及区域认知素养，又体现了高考试题考查的基础性、应用性与选拔性的功

能。（2）本题组对“村落发展过程中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变化的关系”的考查，渗透了“文

化保护应当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实现了对人地协调观核心素养的直接考查。发展两个

维度下共同推进的，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旅游服务。 

 

时值中法建交 60 周年，我国某通讯终端生产企业加强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产业协作（图

1），图中△代表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企业和低价值零部件供应企业的其中一种，▲代表

另一种；□代表中等价值零部件供应企业；○代表代工组装企业。据此完成 4～5 题。 

 

图 1 

4．图中 代表的要素最有可能是 

A．原材料   B．信息    C．劳动力   D．能源 

5．▲代表的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性的产业集群，主要影响因素是 

A．专业分工和技术保护     B．生态环境和土地租金 

C．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D．人口规模和人口素质 

【参考答案】4．B 5．A 

【分析】第 4 题：在供应商全球布局的影响下，该企业生产网络呈现出全球链接的空间

特征，并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以及东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同时各地区分工存在差异

性，进一步影响了该企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这些区域之间因产业联系而存在着较强

的资源、资金、人才及信息等联系。设问要求回答“ 代表”所代表的要素，考生可以从

图文情境中获取并解读出“ 主要为▲与▲之间、▲与□之间、▲与△之间的要素流动”

“○代表代工组装企业，但在生产网络图中，---没有指向代工组装企业”等信息；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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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情境文字信息“△代表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企业和低价值零部件供应企业的其中一

种，▲代表另一种”，在生产网络图中，▲代表的供应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国、新加坡、日本、

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等相对发达的国家，考生容易解读出▲代表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企

业，而△代表低价值零部件供应企业。解读出上述信息后，考生调用工业的区位因素及其变

化、工业生产的地域联系等地理学科必备知识，经逻辑推理可得知“ ”所代表的要素流

动最可能为信息，而不可能是具有实体形态的原材料、劳动力或能源。故 B 选项正确。 

第 5 题：该通讯终端生产企业的海外市场扩展，嵌入重心主要在欧洲，主要原因在于欧

洲不仅是该企业网络、商业和消费终端的重要市场，而且还可以提供训练有素的员工来参与

研发活动。欧洲因具有卓越的移动技术、标准的制定机构和成熟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因而具

备制定技术标准过程所需的市场规模、工业基础、机构和经验。设问“▲代表的企业难以形

成规模性的产业集群”，即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难以形成规模性的产业集群。为探讨形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需要首先明确影响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企业的主导区位因素。考生解读

出“▲代表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企业”等信息后，调用工业生产的区位因素及其变化、

工业生产的地域联系和产业分布特点的形成等地理学科必备知识，推理出高价值研发型零部

件供应企业的生产特点是分工专业化和技术要求高等。另外，在生产网络图中，该类企业在

全球范围内分布相对分散，且主要分布在中国、新加坡、日本、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等相对

发达的国家，再次调用工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等必备知识，进一步推理得知影响▲类企业难

以形成规模性的产业集群的主要因素为专业分工与技术保护。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企业

为高新技术企业，故此类企业涉及的专业分工较为复杂，又因该类企业技术含量较高，企业

间注重技术保护，故该类企业难以在空间上形成集聚，故 A 选项正确。高价值研发型零部

件供应企业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较高，故 B 选项中的“生态环境”正确，但高价值研发型零

部件供应企业属于高附加值产业，因此“土地租金”对该类产业的影响较小，故 B 选项错

误；如果某地产业基础较差，可能在基础设施、人才及内部交易成本等方面会成为制约高价

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企业发展的因素，故 C 选项中的“产业基础”正确，但高价值研发型零

部件供应企业不属于资源密集型产业，故 C 选项中的“资源禀赋”错误，故 C 选项错误；

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企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故可能因某地人口素质较低，难以满足

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故 D 选项中的“人口素质”正确，又因“人口

规模”不属于高价值研发型零部件供应企业的主导区位因素，故 D 选项错误。 

本组试题的亮点：结合中法建交 60 周年的时政新闻，构建情境时，突出法国等欧洲国

家在某通讯终端生产企业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地位，使情境更具有时代性。选取了中国某

跨国公司全球领先的 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作为情境主体，引导考

生在解决真实地理问题的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伟大进步，不断树立民族

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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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南岛东面大陆架的海底观测站（水深 38 m）观测到的底层水温及其海平面变化

见图 2（不考虑天文潮汐的影响，取观测站观测到的海平面平均值为海平面零面）。据此完

成 6～7 题。 

 

图 2 

6．7 月 13 日－16 日，影响观测站观测到的海平面变化的主要因素是 

A．东北风   B．东南风   C．西北风   D．西南风 

7．7 月 18 日－20 日，海南岛东面近海 

A．气压升高        B．海水流动减弱 

C．风速加大        D．海水蒸发减小 

【参考答案】6．D 7．B 

【分析】第 6 题：本题主要考查“大气主要通过风向海洋传递动能，驱动表层海水运动”

这一必备知识。由图 2 可知，观测期间，海平面与底层水温保持同样的变化趋势，但底层水

温的上升滞后于海平面的上升 1～2 天。海南岛东部沿岸的上升流现象表现为几个不连续的

事件。7 月 4—11 日、13—17 日、21—25 日期间，海南岛东部沿岸的上升流导致这 3 个阶

段观测站的底层水温持续下降。7 月 12—13 日和 18—20 日期间，由于中下层向岸流减弱，

上升流现象短暂消失，底层海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升温趋势。基于本题设问可以判断，7 月

13—16 日，观测站观测到的海平面呈下降趋势。结合本题设问，考生构建海平面变化与底

层水温变化两者联系的机制：离岸风加强→海水离岸流加强→海平面下降→底层海水补偿上

升（表层海水温度下降）→上升流加强→底层水温降低。进一步结合“海南岛东面大陆架”

和折线图中“7 月”等关键信息，推理出“西南风”是海南岛东面近海 7 月的离岸风，故 D

选项正确。A 选项“东北风”和 B 选项“东南风”对海南岛东面近海而言均为向岸风，不会

导致海水离岸运动，也不会引起海平面下降和底层水温降低。C 选项的“西北风”有较强的

迷惑性，但折线图中“7 月”等关键信息，结合海南岛整体位置和 7 月天气气候特点，观测

期间海南岛出现连续 4 天的西北风且风力较强劲的概率极小；另外，西北风越过青藏高原直

接影响海南岛且能维持强劲风力的概率也很小。因此，C 选项错误。 

第 7 题：本题主要考查“海洋通过潜热、长波辐射等方式把储存的太阳辐射输送给大气，

为大气运动提供能量”这一必备知识。设问限定时间为 7 月 18—20 日，结合海平面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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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7 月 18—20 日海南岛东面近海的海平面逐渐升高，可推知此期间离岸风（西南风）

减弱，海水的离岸运动也减弱，故 B 选项正确，C 选项“风速加大”错误。由于海水的离岸

运动减弱，底层冷海水的补偿上升也减弱，从而导致表层水温相对升高，在无其他因素影响

的情况下，表层水温升高导致近海面的气压降低，因此 A 选项错误。同理，表层水温升高导

致海水蒸发增强，故 D 选项错误。 

本组试题的亮点：海—气相互作用是课标新增加的内容要求之一。本题组考查了海—气

相互作用最本质、最核心的知识，考查内容体现了基础性，引导中学地理教学回归课标、回

归课堂和回归教材。 

 

某地区到甲、乙两类市场购买蔬菜的家庭数量大致相当，且五年来比例基本稳定。五年

来该地区人口大幅增长且新增人口主要分布在外围区域，甲、乙两类市场服务的平均家庭数

量相对固定。图 3 示意距市中心 0～5 km、5～10 km、10～15 km 三个区域家庭到最近市场

平均距离的变化。据此完成 8～10 题。 

 

图 3 

8．五年来，该地区甲类市场数量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是 

A．市场需求扩大       B．消费偏好改变 

C．运输成本降低       D．集聚效应削弱 

9．五年来，乙类市场 

A．数量减少，平均服务范围小于甲类市场 

B．数量减少，平均服务范围大于甲类市场 

C．数量增加，平均服务范围小于甲类市场 

D．数量增加，平均服务范围大于甲类市场 

10．未来新增的乙类市场出现概率最小的区域是 

A．高端康养区       B．大学城 

C．中央商务区       D．工业区 

【参考答案】8．A 9．C 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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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第 8 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泰国某地区的超市数量在不断增加。为

引导考生关注身边的地理现象，该小题创设了家庭到最近市场的平均距离这一指标，结合距

市中心的不同距离，探讨五年来甲类市场的数量变化及其原因，考查指向影响服务业区位选

择的因素。 

设问要求是回答“五年来，该地区甲类市场数量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包括两个需要

考生思考并解决的问题，一是判断五年来该地区甲类市场数量变化的趋势，二是甲类市场数

量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根据图 3 信息可知，五年来，家庭到最近的甲类市场的平均距离在

所有区域都是减小的，结合情境文字信息“甲、乙两类市场服务的平均家庭数量相对固定”，

考生可以得出：五年来该地区甲类市场数量增加。进一步结合情境文字的相关信息，可以解

读出该区域人口增加。调用服务业区位因素及其变化的必备知识，推理可得出影响该地区甲

类市场数量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为人口增加导致的市场需求扩大。故 A 选项正确；B 选项

“消费偏好改变”无信息支撑，为错误选项；运输费用是影响营利性服务业的区位因素之一，

但随甲类市场数量的增加，商品运输的成本在增加，故 C 选项错误；集聚效应也是影响营利

性服务业的区位因素之一，但随着该地区甲类市场数量的增加及从距市中心 0～5km，到距

市中心 5～10km，再到距市中心 10～15km 范围的不断扩散，该地区甲类市场的集聚效应相

对减弱，且集聚效应减弱不利于营利性服务业的发展，故 D 选项错误。 

第 9 题：湿货市场通常由数十个或数百个小零售商组成，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常见的新

鲜食品市场，被认为是蔬菜和水果食品系统的重要枢纽。设问“五年来，乙类市场”指向乙

类市场数量与平均服务范围的变化特征，重点考查考生的地理信息获取与解读、逻辑推理、

综合思维等关键能力。考生从图 3 中可以解读出，家庭到最近的甲类市场的平均距离总是大

于家庭到最近的乙类市场的平均距离，说明在同一空间内，乙类市场的数量多于甲类市场，

且乙类市场的平均服务范围总是小于甲类市场。由情境材料“某地区到甲、乙两类市场购买

蔬菜的家庭数量相当，且五年来比例基本稳定”及“五年来该地区人口大幅增长且新增人口

主要分布在外围区域，甲、乙两类市场服务的平均家庭数量相对固定”可知，五年来乙类市

场数量增加，由图 3 可知，该地区家庭到最近市场的平均距离中，家庭到最近的甲类市场的

平均距离均大于家庭到最近的乙类市场的平均距离，可知乙类市场的平均服务范围小于甲类

市场，故 C 选项正确。 

第 10 题：在泰国曼谷都会区城市化的早期阶段，湿货市场在近郊地区广泛分布，并在

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增加，即湿货市场针对新开发住宅区相对较少的人口，而超市则在人口增

加后的城市化后期开设。不同区域消费者到湿货市场或超市平均距离的差异会随时间发生变

化。设问“未来新增的乙类市场出现概率最小的区域”，针对乙类市场。考生从图文情境中

解出：五年来，家庭到最近的乙类市场的平均距离在距离市中心 0～5km 保持不变，即乙类

市场在距离市中心 0～5km 区域数量达到饱和，可以推理出未来新增的乙类市场出现概率最

小的区域应该就是距离市中心0～5km区域，考生进一步调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必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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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理得出未来新增的乙类市场出现概率最小的区域是中央商务区，C 选项正确；高端康养

区占地面积相对较大且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应分布在距离市中心一段距离、环境相对优美

的地区，故 A 选项错误；大学城占地面积较大，应分布在城市的外围地区，这些地区伴随着

基础设施的改善，可能会吸引该地区新增加的人口入住，进而带动乙类市场的增加，故 B 选

项不可能为乙类市场出现概率最小的区域，B 选项错误；工业区一般分布在城市的外围地区，

为方便工人上下班，该类地区可能会分布一定规模的居住区，并且可能会成为未来新增的乙

类市场出现的区域，故 D 选项错误。 

本组试题的亮点：（1）本题组对地理模型构建能力的考查全面而清晰。距离衰减规律

是地理学重要的基本规律，也是可以用数学物理公式（万有引力公式）表征的地理模型。考

生应基于距离衰减规律构建甲、乙市场在距市中心不同距离区域分布规律的模型，并进一步

比较甲、乙市场在距市中心不同距离区域的空间差异。（2）本题组对人地协调观核心素养

的考查比较深入。人地协调观是一种对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认识和态度，强调人类活动应

与自然环境相适应，达到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本题组中，甲、乙两类市场在三个类型区域

的分布遵循地理学的距离衰减规律，就是人类活动应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体现；家庭到最近

市场的平均距离及其变化，体现了人类活动对资源（城市空间）的合理利用。 

 

街道走向、行道树和建筑物影响街道地面的日照时间长短。福建省学者小明来到美国波

士顿（约 42°N）访学。夏至日，小明在某绿树成荫的街道朝天空垂直拍摄，并将照片绘制

成图（图 4）。图中虚线示意春分日目视太阳轨迹。该地夏至日昼长约 15 小时。据此完成 11～

13 题。 

 

图 4 

11．夏至日该街道日出方位最接近 

A．①    B．②    C．③    D．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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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月 25 日，小明用专业器材在同一地点朝天空垂直拍摄，他拍摄到太阳的时段（地方

时）最有可能是 

A．8:30－9:00       B．10:30－11:00 

C．13:00－13:30       D．15:00－15:30 

13．该街道行道树为当地树种。晴朗无云时，下列日期该街道地面日照时间最长的是 

A．5 月 30 日        B．7 月 1 日 

C．9 月 1 日        D．11 月 30 日 

【参考答案】11．A 12．C 13．D 

【分析】第 11 题：本小题要求考生判断夏至日图示街道日出方位最接近的地点。考生

根据所学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相关知识可知，美国波士顿（约 42°N）位于北半球，夏至日

的日出方位为东北，因此在图中①～④地定位出东北方向的地点就可以使本小题迎刃而解。

根据情境信息可知，学者小明访学地点美国波士顿（约 42°N）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当

地正午的太阳视位置位于正南方。结合图 4 中天空中心和春分日正午太阳视位置，可以判断

①、②位置的方位为偏北方向，③、④为偏南方向。在北半球观测太阳、月球等天体，当天

空方向上北下南时，左为东、右为西，据此可以具体判断①为东北方向，②为西北方向，③

为东南方向，④为西南方向。因此 A 选项正确。 

第 12 题：设问要求考生回答小明 6 月 25 日在同一地点朝天空垂直拍摄到太阳的时段，

即太阳视位置位于非地面建筑物及行道树树冠遮挡区域的时间事物对不同时段太阳视位置

遮挡的空间想象能力。根据波士顿（约 42°N）以及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可以推算出夏至

日波士顿的正午太阳高度角大约为 71.5°，当地夏至日的正午太阳高度角较春分日大，昼长

较春分日长，考生可结合图 4 中当地春分日太阳视运动轨迹及正午太阳视位置，判断夏至日

太阳视运动轨迹及正午太阳视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夏至日太阳视运动轨迹和春分日太阳视

运动轨迹不平行）。根据行道树树冠和建筑物遮挡情况，可以进一步估算该街道不受遮挡天

空区域的百分比，并根据昼长时间测算出日照时数。依据情境中的“该地夏至日昼长约 15

小时”，可以估算 6 月 25 日太阳视位置位于街道两侧建筑物与行道树树冠间隙而不受遮挡

的时间（即可以拍摄到太阳的时长）约占昼长的 1/5～1/6（即 2～3 小时）。结合夏至日太

阳视运动轨迹可知，该时段为下午时段，C 选项最符合题意。地方时 15：00 后，受到建筑

物遮挡，无法垂直拍摄到太阳，D 选项错误。由补绘的夏至日太阳视运动轨迹及正午太阳视

位置可知，受街道一侧行道树树冠的影响，上午时段无法垂直拍摄到太阳，因此可以排除 A

选项和 B 选项，本小题的正确选项为 C 选项。 

第 13 题：本小题要求考生判断该街道地面日照时间最长的日期。考生可根据波士顿的

地理纬度（约 42°N）及太阳直射点的回归运动，根据上述第 2 题的方法，判断出夏至日与

冬至日太阳视运动轨迹。选项中“5 月 30 日”“7 月 1 日”的太阳视运动轨迹与夏至日太阳

视运动轨迹较为接近，“9 月 1 日”的太阳视运动轨迹与春分日的太阳视运动轨迹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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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的太阳视运动轨迹与冬至日的太阳视运动轨迹较为接近。由美国波士顿（约

42°N）的纬度位置、设问“该街道行道树为当地树种”及图 4 中植物宽阔的叶片形态，可

以判断出当地树种为温带落叶阔叶林，该树种秋冬季落叶，春季发叶，该街道一侧的行道树

为温带落叶阔叶林树种。考生需进一步根据夏至日及冬至日太阳视运动轨迹，估算出行道树

树冠、建筑物、不被遮挡的天空三者在太阳视运动轨迹中的比例，可以估算出 5 月 30 日、

7 月 1 日、9 月 1 日地面日照时长不长于 3 小时；而 11 月 30 日地面日照时长大于昼长的

1/3，即长于 3 个小时；加之 11 月 30 日行道树已落叶，太阳辐射可以透过行道树树冠照射

到地面，地面的日照时间显著增加。因此 4 个选项中，11 月 30 日为晴朗无云时地面日照时

间最长的日期，D 选项正确。 

本组试题的亮点：试题情境的生活化及美育与智育的融合考查。试题情境贴近考生生活，

选取了考生较为熟悉的街道、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及行道树等地理事物，并通过示意图的形式

呈现，试题情境生活化；材料中提供的示意图为素描图，让考生在探究地理问题的同时，学

会发现美、欣赏美，体现了地理试题的美育价值；情境中提供的示意图较为新颖，突出对空

间想象与空间定位能力的考查。 

 

通常土壤含水量较高时，土壤中的部分铁元素形成更易溶于水的价态，可能向下淋溶，

也可能侧向移动流失。水稻种植后需周期性排灌。2024 年，福建省全面开展第三次土壤普

查中的剖面野外调查。图 5 示意福建省某调查区地形，图 6 示意该调查区两种土壤剖面（不

考虑土层厚度）。据此完成 14～16 题。 

 

图 5                                       图 6 

14．假设图 5 中的①～④地点土壤含水量均较高且大致相同，则甲剖面最易出现在 

A．①    B．②    C．③    D．④ 

15．野外调查时想要找到土壤剖面为乙剖面的地点，除地形因素外，还要优先考虑 

A．蒸发蒸腾强弱       B．离河远近 

C．植被覆盖高低       D．岩层厚薄 

16．图 5 中①～⑤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点土壤剖面为乙剖面，若要在该地点种植水稻，需要

重点解决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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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土壤温度过高       B．有机质较欠缺 

C．底层砂粒过多       D．土壤空气不足 

【参考答案】14．C 15．B 16．D 

【分析】第 14 题：本题要求考生选出甲剖面最易出现的地点。从设问中可以得出，甲

剖面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铁元素含量较少”，由情境材料“通常土壤含水量较高时，土壤中

的部分铁元素形成更易溶于水的价态，可能向下淋溶，也可能侧向移动流失”可知，“铁元

素含量较少”可能是土壤中的部分铁元素形成更易溶于水的价态后向下淋溶、侧向流失或者

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由设问中“假设图 5 中的①～④地点土壤含水量均较高且大致相同”

可知，甲土壤剖面是①～④地点的某个地点且土壤含水量较高；由甲剖面中的中间土层“铁

元素含量较少”可知甲地土壤中的铁元素可能向下淋溶，也可能侧向移动流失；由甲剖面的

底土层为“黏重紧实的母质层”可知，甲地土壤中的水体不易下渗，故甲地土壤中可溶于水

的铁元素侧向移动流失，在长年累月的作用下，土壤中的铁元素含量较少。因此，形成甲土

壤剖面的地方应该是水分比较容易流失的地形区。从图 5 中可看出，①地形区属于鞍部，水

分容易在该地区汇集，不容易流失。②地形区属于山顶地区，从图中可以看出，山峰最高海

拔为 403m 而周围的等高线海拔为 400m，海拔差异比较小，据此可以判断出该山顶地区地

形相对平坦，土壤中的水分不容易流失。④地形区周围两条等高线都为 450m，可以判断出

该地区属于盆地地形，四周高中间低，该类地形区水分比较容易聚集，土壤水分不易流失。

③地形区的等高线由高向低凸出，可以判断出该地形属于山脊，山脊有一定的坡度，土壤中

的水分从山脊两侧及顺着坡度向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流失，水分易流失，该地形区出现甲剖

面的概率最大，因此，D 选项正确。 

第 15 题：野外调查是进行土壤剖面调查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要想在野外找到相应特征

的土壤，需要综合考虑气候、地形、植被、离河远近等因素。通过甲、乙剖面的比较，乙剖

面的特征是铁元素长期处于更易溶于水的价态，及母质层为砂质母质层。从母质层的特征来

看，砂质母质层土壤孔隙较大，正常情况下，土壤中的水分比较容易向下流失，而从设问中

给出的信息来看，乙剖面中的铁元素长期处于更易溶于水的价态，说明土壤中的水分充足且

不易流失。因此，需要从土壤所处的环境要素中分析导致土壤中水分充足且不易流失的原因。

蒸发蒸腾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壤中的水分条件，但从设问给出的信息来看，铁元素长期处于

更易溶于水的价态，说明土壤中的水分充足，能够满足蒸发蒸腾需要，蒸发蒸腾强弱不足以

影响土壤中“铁元素长期处于更易溶于水的价态”的状态，故 A 选项错误。结合考生所学知

识可知，光照、热量、土壤等因素均可能影响植被覆盖率的高低，故植被覆盖率高低不能直

接反映土壤的水分状况，在野外调查时，植被覆盖率高低不应是除地形外优先考虑的因素，

故 C 选项错误。结合考生所学知识可知，岩层厚薄对土壤中的水分影响相对较小，故 D 选

项错误。结合考生所学知识可知，陆地上的各种水体处于相互补给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离

河流越近，河流对其周边地区地下水的补给作用越强，河流周边地区的地下水位越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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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水分不易流失，土壤中的含水量较高。结合乙土壤剖面的特征可知，该剖面的底土层为

砂质母质层，透水性相对较好，其心土层土壤的含水量仍较高，可推知该剖面所在地区地下

水位较高，土壤水不易向下流失，土壤水分易处于饱和状态，土壤剖面中铁元素长期处于更

易溶于水的价态。因此 B 选项正确。 

第 16 题：农业区位选择是高中地理教学的基础知识之一。在真实的生产过程中，需要

选择适宜农业生产的地点，该地点可能是具有某些主导因素的比较区位优势，而不是具有绝

对的区位优势，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对不利的区位因素进行改良，以期最大程度地提高

农作物产量及品质。水稻种植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农业生产活动，本小题要求考生在①～⑤点

中选出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点，并说出在该地点种植水稻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为完成该小

题的要求，考生需要首先结合所学农业区位选择这一基础知识，对①～⑤点从适宜水稻种植

的地形、气候、水源等角度进行区位优势比较，选出最适宜水稻种植的地点，进而找出该地

点种植水稻所存在的不利区位条件，进行重点解决。由图 5 可知，①、②、③、④的地形分

别为鞍部、山顶、山脊、凹地，⑤地为地形相对平坦开阔的谷地，结合考生所学的农业区位

选择可知，水稻种植应该选择光照充足、热量充足、地势较为平坦开阔，水分条件相对较好

的地区，因此，⑤为最适宜水稻种植的地区，即地点⑤在①～⑤中水稻种植的比较区位优势

明显，由设问可知，⑤地点的土壤剖面为乙剖面，乙剖面土壤长期含水量较高，由情境材料

“水稻种植后需周期性排灌”可知，水稻生长习性为“周期性”需水较多，故乙剖面中的土

壤长期含水量较高即为⑤地点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结合土壤的物质组成可知，土壤中的水

分含量越多，土壤中的空气含量越少，因此土壤中空气不足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D 选项

正确。因该地区地处福建省，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土壤长期水分含量较高，土壤升温难度相

对较大，土壤中的温度相对较低，A 选项错误。由乙剖面可知，土壤表层具有一定厚度的腐

殖质层，故有机质欠缺不是水稻种植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B 选项错误。乙剖面土壤底层为

砂质母质层，砂粒较多，透水性强，但乙剖面土壤中的铁元素却长期处于溶于水的价态，因

此，改造底层土壤中砂粒过多这一问题，并不能解决水稻种植中的长期水分充足的问题，C

选项错误。 

本组试题的亮点：本题组对地理实践力核心素养的考查比较独特。地理实践力指人们在

考察、实验和调查等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意志品质和行动能力。考察、实验、调查等是

地理学重要的研究方法。本题组构建的情境是基于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中某地区土壤剖面调

查的结果，来源于土壤地理学的实践调查；设置的三个问题，都是地理学野外实践的视角，

如甲剖面最容易出现在等高线地形图中的哪个地点、寻找某个具体土壤剖面需要考虑的因素

等，设问中种植水稻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是从生产实践的角度进行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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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共 52 分。 

17．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0 分） 

福建省某森林公园风景优美，成为运动休闲的网红打卡地。假设该公园每个游客的活动

类型基本一致，图 7 示意某游客的活动轨迹。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单位面积旅游活动碳排放

量的估算公式为：日人均碳排放总量×游客密度×不同时段游客数量占比。日人均碳排放总

量为游客一天中各项活动人均碳排放量之和。 

为了估算该公园范围内一天中不同时段单位面积旅游活动的碳排放量，小红拟选用如下

指标：餐饮、运动休闲、购物与娱乐的各项活动日人均碳排放量（数据来自科研院所），一

天中游客总量，当日不同时段游客进出量，人口迁移量。小红拟用人口迁移量计算不同时段

游客数量占比。 

 

图 7 

指出小红选用的不正确．．．指标，提出还需补充哪些指标，并分别说明理由。 

【参考答案】 

不正确指标：人口迁移量。（2 分）旅游活动属于暂时性的人口移动，不属于人口迁移。

（2 分） 

还需补充的指标：游客活动的交通日人均碳排放量，（2 分）交通活动存在碳排放；（1

分）景区面积，（2 分）景区面积用于计算游客密度。（1 分） 

 

18．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0 分） 

图 8 示意西班牙南部部分区域及其近海波浪特征，该区域海岸现代沉积物主要是河流

泥沙。R 河整体落差大，2004 年当地政府在距该河河口上游 19 km 处兴建水坝。为缓解甲

海岸侵蚀，当地政府采用两种措施：①从乙海岸运来泥沙补给甲海岸，②水库冲淤调沙。措

施②的效果优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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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甲海岸离河口较近，但乙海岸堆积了更多的河流泥沙，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6 分） 

（2）判断水坝运行前后冬季甲海岸侵蚀的差别，并说明理由。（8 分） 

（3）从泥沙颗粒粗细的角度分析措施②的效果优于①的原因。（6 分） 

【参考答案】 

（1）受沿岸海流影响，河流泥沙从甲海岸搬运到乙海岸；（2 分）乙海岸东部轮廓有利

于泥沙堆积；（2 分）乙海岸浪高较低，侵蚀较弱。（2 分） 

（2）水坝运行后冬季甲海岸侵蚀更强。（2 分）该区域冬季河流流量大，流速快；（2 分）

水坝运行前河流输沙量较大，海岸堆积较强，侵蚀较弱；（2 分）水坝运行后水沙被大坝截

留，河流输沙量减少，海岸堆积减弱，侵蚀较强。（2 分） 

（3）从乙海岸运来的泥沙颗粒较细；（2 分）冲淤调沙的泥沙颗粒较粗；（2 分）相比细

颗粒，粗颗粒更不易被搬运。（2 分） 

 

19．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2 分） 

南方低山丘陵区某革命老区水土流失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当地劳动人民采用

了多种措施治理水土流失，包括在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生态系统退化到图 9 所示的临界值之

前）的地点采用简单生物措施（退出后可使植被自然恢复），在一些退化较为严重的地区采

用成本较高的综合措施。这些措施成效显著，促进经济逐步发展。某研学小组测定了当地三

个邻近实验小区的若干指标（表 2）。实验小区坡度均为 15°，面积相同。产水量指实验小区

降水量扣除各种损耗后的水量，是衡量水土流失程度的重要指标。 

表 2 

实验

小区 

土壤

类型 
生物措施 工程措施 植被覆盖 

土壤中的

种子 

年均产

水量

（m3） 

年均产

沙量

（kg） 

A 黏土 无 无 无植被 无 92 2 700 

B 砂土 种草 无 全覆盖 有 39 200 

C 黏土 乔灌草混交 挖水平沟 全覆盖 有 18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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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若不考虑蒸发与蒸腾损耗，简要说明实验小区 A 年均产水量明显高于 B 的原因。（6

分） 

（2）通常土壤储水可以减少坡面径流量，然而当地在类似实验小区 A 的地点采用排水沟排

水的方式辅助保土。除土壤因素外，从自然环境角度解释排水为何可以辅助保土。（6

分） 

（3）当地在可采用实验小区 C 措施的部分地点仅采用种草治理水土流失，分析其原因。（6

分） 

（4）为防止条件相对较好地点生态系统退化到类似实验小区 A 的阶段，根据图 9 说明水土

流失治理措施及时介入的重要性。（4 分） 

【参考答案】 

（1）实验小区 A 无植被截留降水；（2 分）黏土成分中黏粒占优势，透水性差；（2 分）

下渗量较少。（2 分） 

或：实验小区 B 有植被截留降水；（2 分）砂土成分中砂粒占优势，透水性强；（2 分）

下渗量较多。（2 分） 

（2）该地降水量大且集中，（2 分）地形具有一定坡度，地表无植被覆盖，（2 分）易形

成坡面径流，排水可减少坡面径流。（2 分） 

（3）种草具有一定的水土保持效果；（2 分）种草后留下种子，利于植被自然恢复；（2

分）当地经济欠发达，种草成本较低。（2 分） 

（4）防止生态系统退化越过临界值，出现环境安全问题；（2 分）减少治理成本。（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