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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届高三选择题专项训练 010

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
某研究团队在华北土石山区北京八达岭林场内分别选取高、中、低3个密度等级油松样地，观测0~60cm

土壤深度土壤水分变化。下图示意不同植被密度对土壤水分的影响，其中时间稳定性指数（ITS）越高含

水量越不稳定。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与低密度油松林相比，高密度油松林（ ）

A．土壤含水量较大 B．土壤蒸发损失大

C．土壤含水量稳定 D．植被吸收水分少

2．低密度油松林表层土壤含水量时间稳定性指数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表层（ ）

A．受降水、蒸发影响大 B．根系大量吸收水分

C．受林冠截留影响小 D．土壤贮水条件好

每年夏秋季节，美国加州西部山地林火频发。2018年 11月 10日发生的山地大火，产生的浓烟很快

漂移到沿海地区上空，下图是山地大火发生地区位置图。据此完成下列小题。

3．当地消防员发现不同植被火情蔓延有差异，火势较大蔓延较快的植被是（ ）

A．落叶林 B．针叶林 C．灌木林 D．荒漠草

4．推断发生在东坡山谷的大火，山火蔓延较快的方向是（ ）

A．向山谷低处蔓延 B．向山谷两侧蔓延

C．向山谷高处蔓延 D．向四周等速蔓延

5．11 月 10 日，在海边散步的游客看到浓烟与日落景观，此时北京时间约是（ ）

A．11月 10日 5:10 B．11月 10日 17:00
C．11 月 11日 9:30 D．11月 11日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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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积扇是河流、沟谷的洪水流出山口进入平坦地区后，因坡度骤减，水流搬运能力降低，碎屑物质

堆积而形成的扇形堆积体。下图示意贺兰山东麓洪积扇的分布，除甲地洪积扇外，其余洪积扇堆积物均

以砾石为主。贺兰山东麓南部大多数洪积扇耕地较少，且耕地主要分布在洪积扇边缘。据此完成下面三

题。

6．贺兰山东麓洪积扇集中连片分布的主要原因是贺兰山东坡（ ）

A．坡度和缓 B．岩石裸露 C．河流、沟谷众多 D．降水集中

7．与其他洪积扇相比，甲地洪积扇堆积物中砾石较少的原因主要是（ ）

①降水较少 ②山地相对高度较小 ③河流较长 ④风化物粒径较小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8．贺兰山东麓南部大多数洪积扇耕地较少的主要原因是（ ）

A．海拔较高 B．土层浅薄 C．光照不足 D．水源缺乏

副高和台风是影响我国天气和气候重要天气系统，他们位置和强弱变化给我国生产和生活带来难以

估量的影响，据图完成下面小题

9．根据下图副热带高压脊位置，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此时雨带位置在南部沿海 B．江淮地区出现梅雨

C．我国东南沿海此时狂风暴雨 D．此时大致 7月或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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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副高与台风的关系叙述正确的是（ ）

A．影响我国台风一般多形成于副高北侧 B．副高越强，台风越易形成

C．台风移动方向取决于副高周围引导气流 D．副高东退，台风路径西移

在寒冷地区的高（台）地上，流水少量汇于局部洼地，同时带来氮磷等营养元素供洼地内湿（水）

生植物生长。这些洼地中植物死亡残体分解缓慢且不彻底，以泥炭形式积累，当泥炭堆积高于周围区域

时，水流方向发生变化，只能生长藓类等耐贫营养生物，积累成过湿的垫状泥炭藓层，形成雨养型泥炭

湿地（如图）。完成下面小题。

11．关于雨养型泥炭湿地水流方向与生物量的变化，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水流由四周向中部汇集，生物量较大 B．水流由中部向四周散开，生物量较小

C．水流由中部向四周散开，生物量较大 D．水流由四周向中部汇集，生物量较小

12．垫状泥炭藓层高于周边地面但仍能处于过湿状态，主要原因是（ ）

A．蒸发弱，降水较多 B．蒸发强，导致周围水汽弥漫

C．大量高山冰雪融水补给 D．藓层能够固碳释氧，防风固沙

阿尔泰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最高峰为友谊峰，海拔 4374m。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为中段南坡，

属于山区暖区，每年初冬和冬末多出现暴雪。下图示意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区暖区暴雪水汽贡献，图中

箭头表示水汽来源的方向，百分数分别表示不同风向的水汽贡献来源占比及不同海拔的水汽贡献来源占

比。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3．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区暖区每年初冬和冬末多出现暴雪的主要原因是（ ）

A．阿尔泰山区海拔较高 B．来自北冰洋的水汽充足

C．地处西风带的迎风坡 D．阿尔泰山区暖区对流旺盛

14．影响阿尔泰山水汽辐合区的主要因素是（ ）

A．地形和气流运动方向 B．植被和气温垂直变化

C．下垫面性质和蒸发量 D．云系和水汽输送距离

活动层是指覆盖于多年冻土（冻结层）之上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的土层。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区的活

动层在不同季节呈现固—液相互转化的过程（下图），现局部地面沉降，多处高寒草甸退化，导致活动层

储水能力发生变化，进而影响青藏高原地区水量平衡。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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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活动层冻土融化，局部地面沉降可能导致（ ）

A．冻土融化加剧 B．坡面径流增加 C．蒸发总量减少 D．水分迁移减慢

16．与未退化的高寒草甸区相比，严重退化的高寒草甸区（ ）

①冻结期提前②冻结期滞后③融化期提前④融化期滞后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云南省建水县羊街村是全国葡萄最早熟产地，葡萄产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用工紧缺问题。葡萄园的

“工头”需要到周边乡镇招工，周边乡镇的民工在葡萄园用工高峰期也会自发聚集在羊街中心等待招工，

称为“站工”，工头与站工在羊街中心讨价还价，热闹非凡，形成独特的乡-乡人口流动“羊街现象”。

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7．乡-乡人口流动“羊街现象”的特点是（ ）

①具有明显的季节性②从业人员经济收入稳定③依托熟人社会网络④人员跨省流动比例较高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18．“羊街现象”有利于（ ）

A．提高招工技术门槛 B．优化葡萄产业升级

C．促进生产要素流动 D．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冬给措纳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省布青山（昆仑山脉东段中支阿尼玛卿山的一段）、布尔汗

布达山（昆仑山脉东段北支）之间，面积 232.2km2，湖面海拔 4090m，年降水量约 300mm，年蒸发量约 1000mm。

冬给措纳湖拥有一大片湿地，给人以心灵震撼之美。下图示意冬给措纳湖水系。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9．在常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环境中，冬给措纳湖水位保持基本稳定，可能的原因是（ ）

A．地壳不断抬升 B．河流水的补给 C．湖泊泥沙淤积 D．人类干扰较少

20．冬给措纳湖流域北部拥有大片湿地，其形成的地质条件是（ ）

A．岩石水平成层分布 B．熔岩台地面积较大

C．地壳处于沉降时期 D．地下永久冻土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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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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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A B A C C B B B C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A C A A A A C B D

1．C 2．A
【解析】1．依据材料中“时间稳定性指数（ITS）越高含水量越不稳定”，从图中可以看出，与低密度油松

林相比，高密度油松林时间稳定性指数较低，因此土壤含水量较稳定，C正确；高密度油松林植被吸收水

分多，导致土壤含水量较小，A、D错误；高密度油松林郁闭度更大，土壤蒸发损失水分较小，B错误。

故选 C。
2．低密度油松林表层土壤含水量时间稳定性指数相对较高，说明其土壤含水量不稳定。主要是由于表层

植被少，滞留雨水少，受降水影响大，植被覆盖率低，土壤接受光照多，温度高，土壤水分蒸发强，因

此造成含水量不稳定，A正确；由于植被少，故根系吸收水分较少，土壤含水量大，但不能说明含水量不

稳定，B错误；林冠截留影响小，降水直接补给表层土壤，则表层土壤含水量大，但不能说明含水量不稳

定，C错误；植被较少，下渗能力低，土壤贮水条件差，D错误。故选 A。
【点睛】植被截留降水，增加下渗，提高土壤含水量，植被遮蔽阳光，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3．B 4．A 5．C
【解析】3．针叶林树体中含油脂较多，且叶片成针状，利于形成树冠火，加之可燃物数量大，形成火势

较大且蔓延速度快，B对；落叶林树体含水量相对于针叶林较高，耐火性强于针叶林，A错；灌木林和荒

漠草可燃物数量低于针叶林，火势要比针叶林小，CD错。故选 B。
4．由材料可知，该次山火发生在 11月，此时，受太阳直射点影响，气压带风带南移，结合图示经纬度可

知，加州此时受盛行西风控制。题干设定为东坡山火，盛行西风越过山脉后，水汽减少，随海拔降低，

温度升高，在东坡形成由山坡吹向山谷的焚风。吹助火势，使山火更容易向山谷地处蔓延。A对，BCD
错。故选 A。
5．11月 10日，北半球昼短夜长，结合纬度位置可知，该地日落应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且在 18点之前，

即在当地时间 11月 10日 12：00-18：00之间。由图示经度可知，该地海边位于西八区，和北京时间所在

时区东八区相差 16小时，根据区时计算公式，可知，北京此时时间应在 11月 11日 4：00到 11月 11日
10：00之间，结合选项可知，C符合时间范围。ABD错，C对。故选 C。
【点睛】所求区时＝已知区时±时区差（东加西减） ，若结果大于 24，则用得数减速 24小时，并把日期

记为第二日。

11月 10日，北纬 40度昼长时间约为 10小时，日出约在 7时左右，日落约在 17时左右。

6．C 7．B 8．B
【解析】6．本题考查外力形成的地貌及区域环境特征。由图可知，贺兰山东部洪积扇集中连片，同时，

每个洪积扇因山区河流而形成，众多河流沟谷形成连片的洪积扇，C项正确；图中河流大多发源于中高山，

说明其坡度大，A项错误；根据材料“洪积扇是河流、沟谷的洪水流出山口进入平坦地区后，因坡度骤减，

水流搬运能力降低，碎屑物质堆积而形成的扇形堆积体”可知，岩石裸露、降水集中是洪积扇形成的物质

和动力来源，是洪积扇形成的原因，但不是其集中连片分布的原因，BD错误。故选 C。
7．本题考查地理问题分析能力。由图可知，形成甲地洪积扇的河流源于低山，且河流流程较长，流域坡

度较小，河流流速较慢，搬运能力较弱，携带的砾石少，故出山口处洪积扇颗粒较小，②③正确；图中

信息并无体现甲地冲积扇的降水和风化物粒径状况，①④错误。综上所述，B符合题意，排除 ACD，故

选 B。
8．材料中说明贺兰山南部洪积扇堆积物以砾石为主，不易形成土层，故土层浅薄，B项正确；该地洪积

扇均位于山地的东南一侧的山麓，海拔较低，且阳光充足，A、C项错误；该地虽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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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洪积扇地区因有河流经过，其扇缘地带是水分最充足的地区，D项错误。故选 B。
【点睛】水流速度会影响其侵蚀、搬运和堆积能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速越快，侵蚀作用越

强，且下蚀作用强，侧蚀作用较弱；搬运作用越强，堆积作用越弱。

9．B 10．C
【解析】9．读图可知，此时从海洋来的气候位于我国东南地区，A错；江淮地区受到暖湿气流影响，出

现梅雨，此时大致为 5-7月，B对 D错；我国东南沿海此时受到副高控制，盛行下沉气流，多晴天，C错；

故选 B。
10．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影响我国的台风也大多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且大多产生于副高的南缘，并沿着副高

的外围移动，台风移动方向取决于副高周围引导气流，A错 C对；在台风方面，生成台风需要温度较高的

海洋表面积聚充足能量，并由上升气流带来旺盛的对流活动，从而催生热带扰动。而在势力庞大的天气

系统——副热带高压里，却盛行下沉气流。因此，被副高控制的热带海域很难生成台风，B错；当副热带

高压呈东西向带状，而且比较强时，位于其南侧的台风多稳定地自东向西移动；当副热带高压脊减弱东

撤，处于高压西南侧的台风，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台风移到高压西侧，这时在副热带高压和西风带的共

同作用下，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D错；故选 C。
【点睛】在高温方面，在副高控制下的地区，有强烈的下沉辐散，使得低层水汽难以成云致雨，造成晴

空万里的稳定天气，时间久了就可能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干旱。在降水方面，副高所处的位置直接影响了

水汽输送路径，而副高的强度则关系到水汽输送是否可以长时间维持，进而决定了降水的持续时间。今

年入汛以来，副高持续偏强、偏南，导致我国主雨带长时间徘徊在江南至华南北部一带，南方多地遭到

多轮密集强降雨的影响。在台风方面，生成台风需要温度较高的海洋表面积聚充足能量，并由上升气流

带来旺盛的对流活动，从而催生热带扰动。而在势力庞大的天气系统——副热带高压里，却盛行下沉气

流。因此，被副高控制的热带海域很难生成台风。

11．B 12．A
【解析】11．由材料得知，雨养型泥炭湿地是指泥炭堆积高于周边区域时，水流会从中部向四周散开，

AD错误；由于湿地水中氮磷营养元素缺乏，只能生长藓类等耐贫营养的生物，故其生物量相对较小，B
正确，C错误。故选 B。
12．据材料可知，该地位于寒冷地区，气温低，地表水分蒸发弱，降水量大于蒸发量，A正确，B错误；

据材料可知，该地没有大量高山冰雪分布，C错误；藓类能够拦截雨水，涵养水源，且藓层能够固碳释氧

与垫状泥炭藓层处于过湿状态关系较小，D错误。故选 A。
【点睛】由于该类的湿地主要在寒冷地区，寒冷地区气温相对较低，地表水分的蒸发弱，使得地表的水

易产生残留；藓类生长的地区，地表粗糙，能够有效地拦截雨水，涵养水源的能力较强。该类湿地内的

泥炭层相对较厚，这也为含水能力的提升打下了基础，其整体的蓄水能力较强；加之该地位于寒冷地区，

冻土广布，地表水不易下渗，整体蓄水量大。而由于与周边的地面高差并不大，使得其地表水流速也慢，

整体水分的流失相对较少。

13．C 14．A
【解析】13．根据材料可知，阿尔泰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因此该山脉能够拦截来自大西洋的西风携

带的水汽，而且图示信息显示来自西侧的高空水汽输送占比相对较高，水汽输送相对充足，加上山地的

抬升作用，为形成丰富的降雪创造了有利条件，C正确；阿尔泰山区海拔较高虽然有利于拦截水汽，但形

成降水最主要的因素是水汽能够顺利输送到该地区，因此山地海拔较高并不是使该地区出现暴雪的最主

要原因，A错误；根据水汽贡献来源占比来看，来自北方北冰洋的水汽量占比较低，B错误；初冬和冬末

时气温较低，即使在该山暖区，热量条件也较为有限，对流较弱，D错误。故选 C。
14．结合图示信息可知，在水汽辐合区中西南风和东南风输送的水汽量相对较大，由于阿尔泰山脉呈西

北—东南走向，这种走向的山脉在拦截西南风携带的水汽的同时，也能够使东南风携带的水汽进入该区

域，同时来自西北侧高纬度的冷空气也能够顺利到达该区域，因此该区域冷暖空气交汇，使得此处降雪

条件较好，因此地形和气流运动方向是该地区形成水汽辐合区的主要因素，A正确；植被对降水的影响很

小，且此处山地的气温垂直变化与阿尔泰山脉其他位置差异并不大，B错误；此处下垫面和阿尔泰山脉其

他区域并无明显差异，且纬度差异不大，蒸发量差异也不大，C错误；该区的降雪丰富，但是云系变化应



答案第 7页，共 7页

该也取决于气流运动方向，且整个阿尔泰山脉都深居内陆，水汽输送整体上都需要较长的距离，D错误。

故选 A。
【点睛】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纬度位置是影响气候的基本因素；大气环流是形成各种气候类型和天气

变化的主要因素；海陆分布改变了气温和降水的地带性分布；洋流对其流经的大陆沿岸的气候也有一定

的影响；地形的起伏能破坏气候分布的地带性。

15．A 16．A
【解析】15．活动层冻土融化，局部地面沉降可能会形成洼地并积水成小池塘，使冻土融化加剧，A正确；

坡面径流减少，蒸发总量增加，水分迁移加快，BCD错误。故选 A。
16．高寒草甸覆盖地表，秋冬季节对土壤有一定的保温作用，严重退化的高寒草甸区受其保温作用影响

弱，土壤温度相对较低，冻结期会提前；该地冻土融化期在夏季，严重退化高山草甸区地表阻挡土壤和

空气的热量交换能力差，使土壤温度相对偏高，使融化期会提前，①③正确，②④错误，A正确，BCD
错误。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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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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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A 18．C
【分析】本题以乡-乡人口流动“羊街现象” 为切入点，设置两道小题，涉及人口流动特点和影响的相关知

识，考查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及综合思维等地理核心素养。

17．从材料信息得出，周边乡镇的民工在葡萄园用工高峰期在羊街中心等待招工，说明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①正确。工头与站工在羊街中心讨价还价，且工作有季节性，说明从业人员经济收入不稳定，②错

误。招工范围在周边乡镇，可能是熟人社会网络，③正确。乡-乡人口流动“羊街现象”，说明人员跨省流

动比例低，④错误。①③正确，故选 A。
18．“羊街现象”有利于乡-乡人口流动，劳动力属于生产要素，故 C正确。未涉及招工技术门槛信息，A
排除。“羊街现象”能解决用工紧缺问题，对优化葡萄产业升级影响不大。B排除。 “羊街现象”是一种人

口流动，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关系不大，D错误。故选 C。
【点睛】人口流动是人口在地区之间所作的各种各样短期的、重复的或周期性的运动。根据人口流动的

时间，可以把人口流动划分为:(1)长期人口流动。即离开户口登计地在 1年以上，在外寄居，而户口仍留

在原地。(2)暂时人口流动。指离开 户口登记 地 1天以上、1年以下，在外寄居或停留，而户口仍在

原地。(3)周期性人口流动。即有规律地定期离开户口登记地和返回户口登记地。(4)往返性人口流动。一

般指早出晚归，不在外过夜的人口流动(如城市职工的上下班等)，又称为钟摆式人口流动。

19．B 20．D
【解析】19．由材料可知，冬给措纳湖流域的年降水量远低于年蒸发量，该湖泊能够保持水位的基本稳

定，依靠的是河流水的常年补给，使得湖水的收支平衡（收入主要包括：降水、入湖径流等；支出主要

包括：蒸发，出湖径流等），水位基本稳定，B正确。这种湖泊水位的基本稳定主要与区域水量平衡有关，

与地壳运动、泥沙淤积以及人类干预关系不大，排除 ACD。故选 B。
20．冬给措纳湖流域北部湿地的形成，一是歇马昂里河流速缓慢；二是因有大面积深厚的永久冻土层，

阻挡河流水下渗，使歇马昂里河下游水流拥堵，形成大面积湿地。其中大面积深厚的永久冻土层属于地

质因素，D正确。材料信息无法明确其岩层分布以及是否存在熔岩台地等情况，AB错。地壳的沉降和抬

升属于区域大尺度的变化，不会导致冬给措纳湖流域北部小尺度区域出现湿地，排除 C。故选 D。
【点睛】沼泽湿地的成因：自然因素包括地形(地势低平，排水不畅)、气候(降水量大或者蒸发弱)、土层(有
冻土层，不利于水的下渗，地面易形成积水)、凌汛(某些河流有凌汛现象，河水泛滥易形成湿地)；人为

因素为人类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人工湿地，如稻田、水库、池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