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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届福鼎一中高三地理 12 月月考

一、单选题

极北之城———朗伊尔城（78°12'N，15°30'E）常住居民仅约 2000 人。在极夜期间，城里居民会

举办很多团体活动以应对漫长黑夜与严寒的考验。在阳光重返小城后的 3 月 8 日，当地会迎来全年最重要

的、持续一周的太阳节。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当地居民在极夜期间举办很多团体活动，主要是为了（ ）

A．增加旅游收入 B．增进身心健康 C．减少能源消耗 D．减少户外活动

2．太阳节首日，当地居民看到太阳升起的方位是（ ）

A．正南 B．东南 C．正东 D．东北

2021 年 5 月，面积达 4320 平方千米的 A-76 冰山从南极洲罗恩冰架脱落，随后开始缓慢漂移。下图

示意 A-76 冰山脱落位置及周边海域地理环境。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3．导致 A-76冰山在脱落后出现 a→b→c位置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 ）

①海陆轮廓②极地东风③地转偏向力④西风漂流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4．A-76冰山对所经海域海—气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

A．下垫面反射率减小 B．大气逆辐射增强

C．水汽输送量增大 D．大气吸收的海面热量减少

科研小组利用多套测风系统，观测记录了敦煌绿洲边缘某年沙漠风和绿洲风的风速、风向与频次，

并对表层沙粒采样分析。结果发现，当地冬季白天以沙漠风为主，晚上沙漠风和绿洲风频次相当；自沙漠

向绿洲方向风速呈减小趋势，绿洲风风速衰减幅度比沙漠风小。如图示意采样点及其沙粒分选系数。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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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小题。

5．沿采样点 1至 9方向，沙粒（ ）

A．分选性由好变差 B．平均粒径由细到粗

C．分选性由差变好 D．平均粒径由粗到细

6．关于当地冬季昼夜主要风向成因的说法，合理的是（ ）

A．冬季白天，绿洲“冷岛效应”显著 B．冬季白天，绿洲“热岛效应”显著

C．冬季夜晚，绿洲“冷岛效应”显著 D．冬季夜晚，绿洲“热岛效应”显著

7．绿洲风对当地绿洲生态环境改善明显，是因为绿洲风有利于（ ）

A．降低绿洲居住区噪音污染 B．给绿洲地区带来丰富的降水

C．沙物质从绿洲运移回沙漠 D．增加绿洲地区阳光照射强度

断层面（斜面）的上、下岩块分别叫上盘、下盘，上盘相对于下盘沿断层面向下滑动为正断层，反

之为逆断层。下图为我国台湾岛沿 25°N纬线的地质剖面图。完成下面小题。

8．按岩石成因分，板岩属于（ ）

A．侵入岩 B．喷出岩 C．沉积岩 D．变质岩

9．图中甲乙丙丁 4处断层（ ）

A．甲-正断层、乙-逆断层 B．乙-逆断层、丙-正断层

C．丙-逆断层、丁-正断层 D．丁-正断层、甲-逆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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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示意南亚地区夏季和冬季的多年平均海平面气压场（单位：百帕）及盛行风向。据此完成下面

小题。

10．南亚地区（ ）

①夏季风比冬季风势力强 ②夏季风由东南信风北移形成

③冬季风比夏季风势力强 ④冬季风由东北信风南移形成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11．与夏季风相比，南亚冬季风与等压线夹角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

A．地转偏向力较小 B．水平气压梯度力较大

C．气流的湿度较小 D．风与地表摩擦力较大

气候林线是指高海拔山地森林分布的上限，亚热带山地海拔达到 2200—3600m时才可能发育气候林

线。但有调查发现，我国亚热带东段山地在海拔 2000m以下的山顶部位也出现了林线景观，因其成因与气

候林线不同，称之为“假林线”。我国广东M自然保护区内部分山顶或山脊处，分布有斑块状草地，林线海

拔介于 700-1200m，呈现出南坡低于北坡的特点。完成下面小题。

12．“假林线”所在山地山顶部位的自然环境是（ ）

A．植被低矮，草类少 B．山顶风大，云雾多 C．土壤贫瘠，多冻土 D．气候干燥，

蒸发强

13．广东M自然保护区内的林线比气候林线低的原因是其山地（ ）

A．纬度低 B．距海近 C．海拔低 D．相对高差小

14．M自然保护区南北坡在林线高度上存在差异，与之呈正相关的因素是（ ）

A．太阳高度 B．大气降水 C．土壤水分 D．日照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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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阶地是发育在河谷两侧高水位之上的阶梯状台地。下图为某河流阶地剖面示意图，图中标注的

时间为阶地形成的距今时间。完成下面小题。

15．各级阶地形成过程中（ ）

A．T1抬升速率最大 B．T2抬升幅度最大

C．T3下沉速率最小 D．T4下沉幅度最小

16．与其他阶地相比，T2具有不同结构，可能是（ ）

A．形成时位于曲流的凸岸处 B．形成时河流侧蚀河床展宽

C．形成后风力侵蚀向上搬运 D．形成后遭遇特大洪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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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题

17．青海湖(如图)四周高山环抱，湖滨地带分布有大量沙丘，集中分布于青海湖东部，青海湖西岸和北岸

多分布着以布哈河为代表的几条大河形成河口三角洲沉积物。青海湖区大风日数较多，全年多在西北风控

制之下，冬春风速最大，夏秋季较小，布哈河口最大风力达 9～10 级。沙岛位于湖东部，曾是湖中最大的

岛屿，后来沙岛东北端与陆地相连而成为半岛，并围成 33 平方公里沙岛湖，表面均由沙砾覆盖。青海湖

流域内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1)分析形成青海湖湖滨地带沙丘的沙源。6

(2)分析青海湖东部沙丘冬春季沙尘堆积较多的原因。8

(3)简述青海湖东部沙岛湖的形成过程。6

18．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泊，具有调节湄公河水量的功能。受太阳辐射、近地表气温、降水、

风速、水位等因素的影响，洞里萨湖表面水温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图示意洞里萨湖的位置，

下表反映洞里萨湖表面水温、气温和水位的多年月平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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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水温（℃） 27.5 29.8 30.1 29.0 26.2 25.7 25.3

气温（℃） 28.9 29.3 28.7 27.8 27.3 27.3 272

水位（m） 2.1 1.7 1.5 2.0 3.5 5.7 7.7

(1) 风对洞里萨湖表面水体有降温效应，试说明原因。6

(2) 与 4～5月相比，6～8月洞里萨湖表面水温明显降低，分析其原因。8

(3)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2019年洞里萨湖表面水温出现异常高值，分析其机制。6

19．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黑土和黑钙土是嫩江流域的典型土壤，多分布在广阔平坦的阶地面上(如下图)。分布在二级阶地(T2)

上的黑土，形成时期气候暖湿；分布在一级阶地(T1)上的黑钙土，形成时期气候暖干，淋溶作用强度发生

了变化，土壤剖面出现钙积层，钙积层过浅不利于作物稳产高产。近百年来，因过度开垦，土壤有机质含

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1) 简述嫩江及其阶地对沿岸土壤形成的促进作用。6

(2)指出嫩江沿岸黑土和黑钙土形成的先后顺序，说明气候对二者土壤剖面差异的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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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B A D D B C D A A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答案 A B C D A D

1．B 2．B

【解析】1．根据材料信息可知，当地城里居民会举办很多团体活动应对漫长黑夜与黑夜的

考验，是为了通过团体活动增加身心健康，B正确；极夜期间当地旅游的人数较少，旅游收

入较少，A错误；举办团体活动会增加能源消耗，C错误；举办团体活动会增加户外活动，

D错误。所以选 B。

2．根据材料信息可知，太阳节首日为 3月 8日，此日直射点在 5°S附近，正好出现极夜的

纬度约为 85°，该地纬度为 78°12'N，因此此日当地有昼夜更替现象，应日出东南，B正确，

ACD错误。所以选 B。

3．A 4．D

【解析】3．由图可知，导致 A-76冰山在脱落后出现 a→b→c位置变化主要是逆时针转动，

一方面受到极地东风的影响倾向向西运动，一方面受到海陆轮廓的阻挡，下部无法移动，而

上部向西移动，最终形成 a→b→c位置变化，①②正确；地转偏向力不是其运动的动力，③

错误；西风漂流纬度更低，④错误。A正确、BCD错误。故选 A。

4．A-76冰山使得区域反射率增加，A错误；气温降低，故大气辐射和逆辐射都减少，B错

误；气温降低，蒸发减弱，水汽输送量减少，大气吸收的海面热量减少，C错误、D正确。

故选 D。

【点睛】海—气相互作用指的是海洋与大气之间热量、动量、物质的交换，以及这种交换对

大气、对海洋各种物理特性的影响及改变。 海洋与大气之间通过一定的物理过程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组成一个复杂的耦合系统。 海洋对大气的主要作用是给予大气热量与水汽，为

大气运动提供能源；大气主要通过向下的动量输送（风应力），产生风生洋流和海水的上下

翻涌运动；海洋与大气在大气环流的形成、分布和变化上共同影响着全球的气候。

5．D 6．B 7．C

【解析】5．由材料可知，分选系数数值越小，表示分选性越好，图中可知沿采样点 1至 9

方向，沙粒分选系数先变大后变小，说明分选性先变差再变好，即分选性由好变差再变好，

AC错误；由材料可知，自沙漠向绿洲方向风速呈减小趋势，可推测自沙漠向绿洲方向风力

搬运作用减弱，沙粒平均粒径减小，即沿采样点 1至 9方向，沙粒平均粒径由粗到细，D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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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C错误。故选 D。

6．由材料可知，当地冬季白天以沙漠风为主，说明沙漠气压高于绿洲，说明沙漠温度低于

绿洲，可推测白天绿洲“热岛效应”显著，气压低，B正确；若白天绿洲“冷岛效应”显著，则

白天绿洲气压高，应以绿洲风为主，A错误；由材料可知，冬季晚上绿洲风和沙漠风频次相

当，说明冬季夜晚有时吹绿洲风，有时吹沙漠风，若绿洲“冷岛效应”显著，则以绿洲风为主，

若绿洲“热岛效应”显著，则以沙漠风为主，CD错误。故选 B。

7．绿洲风从绿洲吹向沙漠，由材料可知，绿洲风风速衰减幅度比沙漠风小，故可推测，绿

洲风搬运沙物质向绿洲外输送，将部分沙物质运移回沙漠，从而改善绿洲的生态环境，C正

确；绿洲风对噪音和光照影响不大，且噪音和光照也不是绿洲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AD错

误；绿洲风会将绿洲的水汽向外输送，不能给绿洲地区带来降水，B错误。故选 C。

【点睛】冷岛效应指指某一区域温度低于其周围区域及该区域所在地的平均温度的现象，主

要指地球上干旱地区的绿洲、湖泊，在夏季其昼夜气温比附近沙漠、戈壁低，温差最高可达

30℃左右的现象，因此也称“绿洲冷岛效应”。

8．D 9．A

【解析】8．结合所学可知，板岩属于变质岩，并不属于岩浆岩、沉积岩，D正确，ABC错

误。故选 D。

9．上盘相对于下盘沿断层面向下滑动为正断层，反之为逆断层，由图可知甲处上盘相对于

下盘沿断层面向下滑动为正断层，乙丙丁上盘相对于下盘沿断层面向上滑动为逆断层，A正

确，BCD错误。故选 A。

【点睛】断层面若是倾斜的，按相对位置关系，通常把位于断层面之上的断盘称为上盘，之

下的断盘称为下盘。根据断盘与断层面的相对运动分，沿断层面相对上升的断盘称为上升盘，

相对下降的断盘称为下降盘。上盘可以是上升盘，也可以是下降盘，下盘也同样如此。如果

断层面是直的，也就无上下盘之分，就按其方位分了。正断层是相对于下盘而言，上盘沿断

层向下方运动的断层。逆断层是上盘沿断层面相对上升的断层。

10．A 11．A

【解析】10．根据图中信息，南亚地区夏季等压线比冬季等压线密集，因此风力较大，夏季

风势力强于冬季风，①正确，③错误；南亚地区夏季吹西南季风的主要成因：南半球的东南

信风带越过赤道，受地转偏向力影响，形成西南季风，②正确；南亚地区冬季吹东北季风的

原因海陆热力差异，④错误。因此 A正确，排除 BCD。故选 A。

11．根据所学知识，地转偏向力大小与当地所处纬度、风速大小等因素相关，图中显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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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相比，冬季时当地等压线较稀疏，水平气压梯度力较小，风速较小，地转偏向力较小，

因此风偏转角度较小，与等压线夹角较大，A符合题意；根据第一题可知，冬季风势力弱于

夏季，冬季水平气压梯度力较小，排除 B；气流湿度大小与风和等压线夹角影响较小，排除

C；与夏季相比，冬季时，地形起伏没有变化，地表植被覆盖率较低，因此风与地表摩擦力

不可能较大，D错误。故选 A。

【点睛】南亚季风形成主要是由气压带、风带的季节移动引起的，同时也有海陆热力差异和

地形因素的影响。冬季气压带、风带南移，赤道低气压带移至南半球，亚洲大陆冷高压强大，

风由蒙古西伯利亚吹向印度，受地转偏向力影响成为东北风，即亚洲南部的冬季风。夏季气

压带、风带北移，赤道低压移至北半球，本来位于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北移至印度半岛，受地

转偏向力影响成为西南风，即为南亚的夏季风。且由于夏季西南风强于冬季东北风，故有西

南季风之称。

12．B 13．C 14．D

【解析】12．由材料可知“我因亚热带东段山地在海拔 2000m以下的山顶部位也出现了林线

景观”，说明山顶处不适合高大乔木的生长，出现了灌木和草本植被，A错误；可推测山顶

处风大，云雾多，土层薄，土壤贫瘠，B正确。亚热带山地海拔 2000m以下山顶部无冻土

分布，C错误。山顶气温较低，蒸发较弱，D错误。故选 B。

13．由材料可知“亚热带山地海拔达到 2200-3600m时才可能发育气候林线”，而我国广东M

自然保护区内山地林线海拔却介于 700-1200m，说明该山地的海拔低，达不到气候林线发有

的海拔高度。纬度低，距海近，相对高差小与其林线低关联度不大。因此，ABD错误，C

正确。故选 C。

14．由材料可知广东M自然保护区内山地林线南坡低，北坡高。南坡为阳坡，热量条件好，

利于森林的生长，A错误；南坡为夏季风迎风坡，降水多，土壤含水量大，利于森林生长，

BC错误；南坡水汽含量大，云雾多，日照时数少，对太阳辐射的遮挡多，不利于森林生长。

所以与之呈正相关的因素是日照时数，D正确。故选 D。

【点睛】林线是指山地垂直自然带谱中的森林分布的上限海拔高度——即高山林线。树线通

常与最热月平均气温 7℃的等值线相吻合（类似于苔原带和亚寒带针叶林带的分界线）。在

干旱地区，树线受水分的影响较大，林带高度和最大降水带高度相当。

15．A 16．D

【解析】15．根据图示信息可知，T1阶地 1.1万年抬升了 30米，T2阶地 2.4万年抬升了 35

米，T3阶地 5.5万年抬升了 50米，T4阶地 40万年抬升了 50米，T1抬升速率最大，A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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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T4、T3阶地抬升幅度最大，BCD错误。故选 A。

16．根据图示信息可知，T2阶地没有沉积物，可能是其形成之后遭遇特大洪水事件，沉积

物被侵蚀掉，D正确；曲流凸岸以堆积作用为主，应形成沉积物，A错误；阶地形成时河流

侧蚀河床展宽，这是每一个阶地形成共同具有的现象，不是 T2具有不同结构的原因，B错

误；风力侵蚀搬运能力较弱，不会侵蚀搬运砂砾层，C错误。故选 D。

【点睛】阶地，指由于地壳上升，河流下切形成的阶梯状地貌。河流下切，原先宽广的谷底

突出在新河床上，形成的阶梯状地形。宽广的河谷底，大部是河漫滩，河床只占小部分。阶

地的形成主要是在地壳垂直升降运动的影响下，是地球内外部动力地质作用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几级阶地，就有过几次运动。

17．(1)青海湖西岸和北岸多条河流注入青海湖，携带泥沙沉积；枯水期河流和湖泊水位低，

河滩和湖滩泥沙裸露形成沙丘的沙源；加之人类不合理活动造成土地退化，进一步增加沙源。

6

(2)青海湖区冬春季河滩和湖滩泥沙裸露较多；气候干燥(降水少)，地表缺乏植被(草)的保护；

大风多，湖面较宽阔，西北风经湖面无阻挡；东部受高山阻挡，风力减弱，沙尘堆积。8

(3)西北风携带沙尘沉积在湖底和湖东；西北风驱动湖水向东运动，在湖水搬运作用下，湖

底泥沙向东推移堆积；水下沙堤不断增高，沙堤出露水面，最终与陆地相连围成沙岛湖。6

18．(1)风加快湖面蒸发散热，风加剧水的垂向扰动，促进上下湖水的热交换，使湖面水温

下降。6

(2)洞里萨湖最高气温出现在 4～5月，6～8月气温下降，水温下降；6～8月，降水增多，

云量增大，表面湖水吸收太阳辐射的热量减少；河水补给量大，水位上升，湖面扩大，蒸发

散热增强，使表面水温降低；6～8月风速大，湖面水温下降。8

(3)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赤道附近太平洋西部表面海水温度下降，上升气流减弱，降水减

少，云量减少，大气削弱作用弱，洞里萨湖表面湖水吸收太阳辐射增多，水温升高，出现异

常高值。6

19．(1)嫩江(河流)搬运堆积，为成土提供物质基础；河流阶地发育稳定期时间长，利于成土；

广阔平坦的阶地面上，土壤侵蚀较慢，利于保持。6

(2)黑土形成早，黑钙土形成晚。影响:黑土形成时期气候暖湿，降水多，淋溶作用强，无钙

积层;黑钙土形成时期气候暖干，降水少，淋溶作用弱，钙物质在土壤下部淀积，形成钙积

层。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