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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届高三地理第二次周测 2024.10.25（45 分钟）

姓名：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
一、单选题

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通过洞里萨河与湄公河相连，是湄公河的天然蓄水池。由于河湖

关系非常复杂，会出现河流流向逆转的现象。下图 1 为洞里萨湖周边区域图，图 2 示意磅湛和波雷格丹

水文站水量年内分布状况。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湄公河向洞里萨湖倒灌一般发生在（ ）

A．3—5月 B．5—9月 C．7—9月 D．10月一次年 5月

2．洞里萨湖和湄公河之间倒灌与补水主要取决于（ ）

A．流域面积 B．河床与湖床海拔 C．河湖水位差 D．洞里萨河落差

3．洞里萨河流向因季节而发生逆转带来的有利影响有（ ）

①增加洞里萨湖的蓄水量②减轻湄公河下游的洪水威胁③维持城市供水的持续稳定

④缓解湄公河下游的旱情⑤保障湄公河下游航运稳定

A．①③④ B．②④⑤ C．①②⑤ D．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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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湖水水量变化受江西五条河流径流来水和长江洪水影响。湖水在入流处

和出流处之间的高差作用下的流动称为吞吐流。下图示意鄱阳湖与长江的位置及鄱阳湖入湖水系。据此

完成下面小题。

4．我国东部季风区多数湖泊最大吞吐流一般出现在（ ）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5．鄱阳湖冬季的吞吐流主要的形成原因是（ ）

A．鄱阳湖水位高于长江水位

B．鄱阳湖水位低于长江水位

C．鄱阳湖水位高于入湖河流水位

D．鄱阳湖水位低于入湖河流水位

高空雪花下落过程中，若遇到逆温层，且当大气结构不稳定时，由雪晶大量碰撞过冷水滴，使之冻

结合并，将会出现“霰”。下图为某地降雪过程中的天气系统示意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6．图中 I、Ⅱ、Ⅲ、Ⅳ处的降水形态可能是（ ）

A．降雪、冰粒、冻雨、降雨 B．降雨、冰粒、冻雨、冰粒

C．降雪、冻雨、冰粒、冰雹 D．冰雹、冰粒、冻雨、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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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霰最有可能出现在图中的区域是（ ）

A．I B．Ⅱ C．Ⅲ D．Ⅳ

8．据霰的成因，推测霰具有的特征不包括（ ）

A．松脆易碎 B．落地反弹 C．白色透明 D．近似球形

气象学上将冷空气在山谷或盆地底部汇集的现象称为冷湖。下图示意 2023 年 2 月 23～24 日我国北

方某峡谷冷湖出现前后大气温度随海拔的变化。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9．该次冷湖现象最大值出现在（ ）

A．23日 17：00 B．23日 19：00 C．23日 23：00 D．24日 8：00

10．该次冷湖形成和消散的方向分别是（ ）

A．自上而下，自上而下 B．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C．自下而上，自下而上 D．自下而上，自上而下

山地与平原之间的昼夜风向发生反向转变的风系称为山地—平原风。下图为华北平原某地观测到的

秋季山地—平原风平均风速（箭头长短表示风速大小）和风向日变化示意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1．观测到较明显山地—平原风的天气条件是（ ）

A．背景风较弱的晴天 B．背景风较弱的阴天

C．背景风较强的晴天 D．背景风较强的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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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秋季该地平原风出现的主要时段为（ ）

A．日出后至日落前 B．中午前至日落前

C．日落后至日出前 D．日落后至中午前

13．该山地位于平原的（ ）

A．南侧 B．北侧 C．东侧 D．西侧

大气 0℃层高度是影响青藏高原冰冻圈消融状态的重要指标。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升温

速率比周边地区快，大气 0℃层高度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下图示意青藏高原夏季大气 0℃层高度空间分

布。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4．影响图示地区夏季大气 0℃层高度分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

A．地面辐射 B．太阳辐射 C．大气辐射 D．大气逆辐射

15．图示地区夏季大气 0℃层高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是因为（ ）

A．更多外部气流进入 B．地表变得更加干旱 C．对流运动加强 D．植被覆盖率降低

16．图示地区夏季大气 0℃层高度的变化会引起（ ）

A．河流年径流量同步增减 B．高山冰川储量同步增减

C．山区季节冻土同步厚薄 D．山地雪线高度同步升降

某摄影师在一湖边的三天早晨同一时间拍摄太阳位置，画出图的示意图。拍摄日期分别为 11月 1

日、11日、21日，太阳距湖面较近。春分日该地正午太阳高度为 50°。完成下面小题。

17．摄影师拍摄太阳位置的湖泊一定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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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东半球 B．北半球 C．南半球 D．西半球

18．摄影师拍摄太阳位置时相机的镜头朝向（ ）

A．西北 B．东南 C．东北 D．西南

19．摄影师第三次拍摄太阳位置后，在原地观察太阳移动的方向，结果可能是图中（ ）

A．① B．② C．③ D．④

（重温试题：高二上期中考试）

尤卡坦半岛终年受信风带控制,但西海岸离岸风比向岸风更强,东海岸则相反。尤卡坦半岛西海岸海

风登陆时,遇到陆地上稳定的信风,徘徊不前,形成海风锋。一般情况下,温度相同时湿空气要比干空气密

度小,当冷暖、干湿性质不同的气团相遇时,干湿状况对气团密度的影响更大。下图示意尤卡坦半岛位置

和地形。完成下面小题。

20. 图中能正确表示尤卡坦半岛西部海风锋的是（ ）

A. B. C. D.

21. 造成尤卡坦半岛东西海岸的离（向）岸风强度差异的原因是（ ）

①东海岸海洋水体更大更深 ②信风带风向常年稳定

③东西海岸的海陆风强度不同 ④信风与海陆风的叠加情况不同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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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某月某日世界部分地区海平面天气形势图（单位：hPa）。据此完成下列要求。

（1）绘制呼和浩特天气系统气流运动示意图。推测该日所处的季节，并说出推测依据。[绘图要求：画

出垂直方向大气运动形式、海平面气压场（等压线示意图，标出气压值）、水平方向大气运动形式]

（2）比较此时北京、南京空气质量的优劣，并说明主要原因。

（3）说出即将影响福建南部的天气系统，并简述其过境时的天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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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C B B A A B C C B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B B A C D C B D A

题号 21

答案 C

【答案】（1）绘图如下。垂直方向大气运动、海平面闭合等压线（一条、数条都可，形状不做要求），

标出气压值、水平方向大气运动。

季节：冬季。依据：蒙古——西伯利亚处有势力强大的高压，最有可能是冬季亚洲内部快速冷却，形成

势力强大的亚洲高压。

（2）南京空气质量比北京好。原因：风力大；降水多。

（3）冷锋；降温，风速加大，雨雪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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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2．C 3．B

【分析】1．根据右图信息可知，水量正负代表水流方向，磅湛水文站全年水量为正值，代表向湄公河下

游流的方向为正。由图可知，波雷格丹站正好处于洞里萨河河段，其水量为正值时，代表其河段向水流

向湄公河下游流，即是洞里萨湖补给湄公河。其水量为负值时，代表其河段向洞里萨湖流，即是湄公河

补给洞里萨湖，发生湄公河向洞里萨湖倒灌现象。读图可知，大致 5-10月波雷格丹站水量为负值，发生

湄公河向洞里萨湖倒灌现象，B正确，C错(7-9 月虽然也发生湄公河向洞里萨湖倒灌现象，但表述无 B选

项完整)。3-5 月以及 10月-次年 5月，波雷格丹站水量大于 0，表明洞里萨湖补给湄公河，AD错。故选

B。

2．洞里萨湖和湄公河之倒灌以及洞里萨湖对湄公河的补给，关键在于河湖的水位差(如:湄公河水位高于

洞里萨湖水位，则发生湄公河向洞里萨湖倒灌现象，且水位差越大，该现象越显著)，C对。与流域面积

关系不大，A错。河床与湖床海拔不是主要影响因素，排除 B。湄公河和洞里萨湖之间能存在这种相互补

给关系，表明洞里萨河所在区域地势平坦，河流落差小，这是湄公河和洞里萨湖之间能够相互补给的前

提条件之一，所以不必考虑洞里萨河落的落差(因为落差一定小)，更应考虑河湖水位差，D错。故选 C。

3．洞里萨河流向因季节而发生逆转，能够调节湄公河的径流和洞里萨湖的蓄水量，因而能减轻湄公河下

游的洪水威胁，缓解湄公河下游的旱情，保障湄公河四季航运。但未明确指出城市的区位在哪儿，所以

维持城市供水的持续稳定指向不明确；增加蓄水量既可能是有利影响也可能是不利影响。故 B②④⑤正确，

ACD错误。选 B。

【点睛】本题组主要考查河流和湖泊的相互补给关系。

4．B 5．A

【分析】4．根据材料信息可知，湖水在入流处和出流处之间的高差作用下的流动称为吞吐流。我国东部

季风区为季风气候，夏季降水丰富，入湖径流量大，在入流处水量堆积，水位较高，使得入流处和出流

处之间的高差加大，吞吐流最大，B正确；冬季降水少，入湖径流量小，径流入湖处水位较低，同时，枯

水期湖泊补给出湖径流明显，出流处水位也较低，使得入流处和出流处之间的高差较小，吞吐流较小；

春秋季节为过渡季节，吞吐流均无夏季大，ACD错误，故选 B。

5．冬季，该区域降水少，长江处于枯水期，水位低，鄱阳湖体量较大，鄱阳湖水位高于长江水位，鄱阳

湖水位与长江水位的高差推动湖水从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狭长的湖口水道“吐出”，形成冬季吞吐流，A正确，

B错；入湖河流补给鄱阳湖，所以鄱阳湖水位低于入湖河流水位，但鄱阳湖与入湖河流水位的高低不能解

释冬季鄱阳湖吞吐流的形成原因，CD错。故选 A。

【点睛】本题组难度较大，重在结合材料信息明确吞吐流的概念内涵，理解入流处与出流处的水位高差

推动湖水流动。同时，明确区域气候特点，抓住不同季节湖泊与河流之间的补给关系，再结合吞吐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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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灵活分析判断即可。

6．A 7．B 8．C

【解析】6．“高空雪花下落过程中，若遇到逆温层”，即冷空气之间突有一个“温暖层”，这个暖空气不太

厚，地面冷空气很强，天上的雪花在暖空气层被融化成水滴，然后再到地面冷空气里被“速冻”，形成冰粒，

如果暖空气很厚，地面冷空气很薄但也有一定强度的话，那么天上的雪花融化成水滴后，在穿过冷空气

层的时候，时间不够来不及冻成冰粒，而是变成“过冷水滴”，滴到哪儿结冰到哪儿，这就是冻雨。由图可

知：I区域全部被冷空气控制温度在 0℃以下，高空的雪花形态不会改变，一直落到地面，I区域为降雪；

Ⅱ区域在冷空气间有一层不厚的暖空气，当雪花进入暖空气后，被融化成水滴，然后再到地面冷空气里被

速冻成冰粒，Ⅱ区域形为冰粒；Ⅲ区域在冷空气有一层很厚的暖空气，当雪花经过暖空气被融化成水滴，

水滴在穿过冷空气层的时候，时间不够来不及冻成冰粒，而是变成过冷水滴，地面温度低，滴到地面结

冰形成冻雨，Ⅲ为冻雨；四的暖空气层最厚，雪花经过暖空气以后被融化成水降到地面形成雨，Ⅳ区域

为降雨，因此 I、Ⅱ、Ⅲ、Ⅳ处的降水形态是降雪、冰粒、冻雨、降雨，A正确，BCD错。故选 A。

7．材料“遇到逆温层，且当大气结构不稳定时，由雪晶大量碰撞过冷水滴，使之冻结合并，将会出现霰”。

说明霰形成时大气结构不稳定，出现逆温，Ⅰ、Ⅳ区域没有逆温出现，AD错误；霰的形成暖空气层不能

太厚，否则雪晶容易变成水滴，不会使过冷水滴冻结，因此Ⅲ区域不会形成霰，C错误；Ⅱ区域雪晶遇到

暖空气中的过冷水滴使之冻结合并形成霰，B正确。故选 B。

8．当过冷水滴在雪晶表面凝结时，雪晶的表面有许多小水滴形成霰，此过程持续使得透明的雪晶晶体逐

渐消失，形成白色不透明的球体霰，由于霰是冻结形成，松脆易碎且落地会反弹，因此霰的特征不包括

白色透明，C正确，ABD错，故选 C。

【点睛】雪、霰、冰粒的区别：1.看形态：雪的形态多呈六角形，花样繁多，从天空是一片一片落下，故

有“雪花”之称。 霰是由冰相粒子组成，为白色不透明状，形态为球状或近球状圆锥形。冰粒则是透明的

球状或不规则形。2.看大小：雪的个头小，落地不易碎。霰的直径通常在 2~5毫米，落地容易破碎。而冰

粒的直径通常小于 5毫米，质地硬不易破碎。3.听声音：雪落地比较安静，所以常描述“雪落无声”。而霰

落地会反弹有声，但声音较弱。冰粒则是落地反弹有清脆声。

9．C 10．B

【解析】9．正常情况下，在对流层，海拔越高，气温越低，空气对流运动显著。读图可知，23日 17：

00该地大气温度随海拔的变化比较正常，空气对流运动正常，冷空气没有在山谷或盆地底部汇集，还未

出现冷湖现象；23日 19：00，在海拔 1900～2500米之间，海拔越高，气温越高，即已经出现了上热下

冷的逆温层，逆温层的出现会阻碍上下层空气的对流运动，导致冷空气不易扩散，在山谷或盆地底部汇

集，因此 23日 19：00已经形成了冷湖现象，23日 23：00，地面至 2500米之间，有逆温层，即逆温层

扩大到了地表，逆温范围达到最大值，冷空气在地表堆积达到最大值，即冷湖现象最大值，24日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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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面温度相较于之前时间温度升高，近地面至 2000米逆温消失，冷湖效用已经减弱，综上分析可知，

该次冷湖现象最大值出现在 23日 23：00，C对，ABD错。故选 C。

10．结合上题分析可知，23日 19：00，海拔 1900～2500米之间，出现了逆温层，引发冷湖效应；23日

23：00，地面至 2500米之间，有逆温层，即逆温层扩大到了地表，导致冷湖现象增强，表明冷湖效应自

上而下形成的。到了 24日 8：00，逆温层处于海拔 2000～2500米，即地面至 2000米之间的逆温层消失；

24日 10：00，逆温层全部消失，冷湖效应消散；可见，冷湖效应消散的方向是自下而上，综上可知，B

对，ACD错。故选 B。

【点睛】在对流层，气温垂直分布的一般情况是随高度增加而降低，大约每升高 100米，气温降低 0.6°C，

但在一定条件下，对流层中也会出现气温随高度增加而上升的现象，或者地面上随高度的增加，降温变

化率小于 0.6°C/100 m，这种现象称为逆温。

11．A 12．B 13．B

【解析】11．山地—平原风属于热力环流的一种，容易受到背景风干扰因此应当在背景风较弱情况，同时

需要热力差异较大的时段，晴天热力差异较大，因此选择 A项，BCD错误。

12．由图可知，该城市的风速白天大于晚上，而山地-平原风一般在白天山地升温快，气流上升，形成低

压，吹平原风，晚上反之，因此该地区平原风风速整体大于山地风，平原风在 15时左右箭头最长，风速

最大。因此选择 B项，ACD错误。

13．根据上题可知,夜间吹山地风,以偏北风为主,故山地位于平原的北侧，B正确，ACD错误。

【点睛】山谷风是出现于山地及其周边地区的，具有日周期的地方性风。按其三维模型，山谷风在近地

面拥有 4个局地环流组分，即日间由山谷向山坡运动的上坡风和由周围地区沿山谷汇入山地的谷风；以

及在夜间由山坡向山谷运动的下坡风和由山地向周边地区运动的山风。山谷风的成因主要为昼夜交替过

程中山坡-山谷和山地-平原间的气温差。气温差带来了近地面大气的密度和气压差，气压梯度力推动气流

由高压（低温）区域向低压（高温）区域运动。此外夜间下坡风和山风的运动也受到重力和摩擦力的影

响。

14．A 15．C 16．D

【解析】14．大气一般不直接吸收太阳短波辐射，主要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故地面辐射是大气热量的

主要直接热源，所以影响图示地区夏季大气 0℃层高度分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地面辐射，A正确。跟

太阳辐射、大气辐射和大气逆辐射关系不大，BCD错误。故选 A。

15．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图示地区的大量冰川融化，裸露的地面因获得太阳辐射而增温，产生更

多的地面长波辐射，地面长波辐射使近地面大气增温，再通过对流的方式进一步将热量带到更高的大气

层，从而使图示地区夏季大气 0℃层高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C正确。图示地区夏季大气 0℃层高度呈现

快速上升趋势跟外部气流进入、地表变得更加干旱无关，夏季植被覆盖率提高，ABD错误。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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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雪线的高度与气温高低直接相关，该地区夏季大气 0℃层高度的升降变化会引起山地雪线高度同步升

降，D正确。冰雪融水汇集到河流中的时间一般比融化时间晚一些时间，气温与河流年径流量不同步增减，

A错误。高山冰川储量、季节冻土的厚薄与温度呈负相关，BC错误。故选 D。

【点睛】大气受热过程简单来讲主要包含三大过程：太阳暖大地、大地暖大气、大气还大地。具体分析

即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大气的受热过程中大气对太阳辐射具有削弱作用，对地面具有

保温作用。大气受热过程首先是大气直接吸收，部分太阳辐射受热升温；然后剩余大部分太阳辐射到达

地面，地面吸收太阳辐射使地面温度升高，地面又会向外辐射能量，大气吸收大部分地面长波辐射从而

受热升温，然后将部分热量以大气逆辐射的形式返还给地面。

17．C 18．B 19．D

【解析】17．读图联系材料可知，图示为日出时分的场景，拍摄时期为 11月份，太阳此时东南升，同一

时间拍摄太阳位置，太阳一次比一次更高，说明当地昼长在变长，即摄影师拍摄太阳位置的湖泊一定在

南半球，C正确，B错误。仅根据题目所给信息无法确定其位于东半球还是西半球。排除 AD。故选 C。

18．由上题可知该地位于南半球，且此时为 11月，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南半球昼长夜短，日出东南，

所以相机镜头应朝向东南。 B正确，ACD错误。故选 B。

19．该地位于南半球，又由于“春分日，当地正午太阳高度角为 50°”，说明当地纬度为 40°S，第三次为 11

月 21日，该地位于南半球，太阳应东南升，西南落，正午太阳位于正北方。此时太阳升起往东北方向运

动（东的左侧为北），④为东北方向，D正确。②为东南方向（东的右侧为南），B错误；升起后至正午

前，太阳高度角应升高，①③太阳高度在减小，AC错误。故选 D。

【答案】（1）绘图如下。垂直方向大气运动、海平面闭合等压线（一条、数条都可，形状不做要求），

标出气压值、水平方向大气运动。

季节：冬季。依据：蒙古——西伯利亚处有势力强大的高压，最有可能是冬季亚洲内部快速冷却，形成

势力强大的亚洲高压。

（2）南京空气质量比北京好。原因：风力大；降水多。

（3）冷锋；降温，风速加大，雨雪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