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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届高三地理周练 017

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
一、单选题

对非中心城市在都市圈经济辐射中的承接能力进行评价，有助于发挥中心城市经济辐

射作用的最大价值。左图为武汉城市圈分布图，右图为武汉城市圈内非中心城市经济辐射承

接能力的评价指标数据统计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影响鄂州承接武汉市经济辐射能力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是（ ）

A．相对经济规模 B．邻近度 C．产业相似度 D．基础设施

2．综合各项指标来看，承接武汉市经济辐射能力最强的城市是（ ）

A．黄石 B．孝感 C．黄冈 D．潜江

3．为提升承接能力，实现武汉市经济辐射的高效转化，非中心城市应（ ）

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②推动城市等级提升③加快市政服务建设④创设良好投资环境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加勒比海地区高收入国家，是美国加勒比盆地计划、欧盟伙伴协

定受惠国，商品可免关税出口到相关国家和地区。位于利萨斯角港的凤凰工业园是我国“一

带一路”倡议在加勒比地区首个落地项目，现已吸引我国多家企业入驻。该园区某跨国企业

计划在春季召开全球线上会议，协调产品供销。如图为该国位置示意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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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凤凰工业园吸引我国多家企业入驻的优势条件是该国（ ）

A．贸易政策优惠 B．劳动力便宜 C．制造技术发达 D．国内市场广

5．为保证线上会议开始时全球处于同一日期，线上会议开始时当地时间应是（ ）

A．2：00 B．8：00 C．14：00 D．20：00

下图示意某年 3月份某气旋从初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甲、乙、丙分别是气旋发展过

程的三个时刻。此次气旋移动过程引起的风暴潮导致部分区域的海水水位发生明显变化。据

此完成下面小题。

6．P 甲、P 乙、P 丙分别为甲、乙、丙三个时刻气旋中心气压值，按大小顺序排列，依次是（ ）

A．P 甲＞P 乙＞P 丙 B．P 甲＞P 丙＞P 乙 C．P 丙＞P 乙＞P 甲 D．P 丙＞P 甲＞P 乙

7．此次气旋移动过程中，乙时刻渤海海峡出现（ ）

A．偏东风，低水位 B．偏东风，高水位

C．偏西风，高水位 D．偏西风，低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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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图示区域中①②③三地按风暴潮导致的最高海水水位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最可能是（ ）

A．①②③ B．②③① C．③②① D．②①③

2024 年 4 月中旬，常年炎热干燥的波斯湾附近出现多个雷暴雨团，形成暴雨带，迪拜

24 小时内降水量超过 160 毫米，约为多年平均降水量的 2倍。此类极端天气过程的形成与

中纬度西风带的南移波动有关。下图示意暴雨时该区域 500 百帕高度气压分布。据此完成下

面小题。

9．图中甲处 500百帕高度的风向为（ ）

A．西北风 B．东南风 C．东北风 D．西南风

10．本次暴雨过程中冷空气强烈下沉会导致迪拜（ ）

A．气温上升 B．气压降低 C．雨量剧增 D．风速突变

11．相同天气现象易发生于（ ）

A．4月 美国东南部 B．10月 南非西北部

C．10月 阿根廷西部 D．4月 意大利北部

“产村景”一体化融合是我国乡村振兴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模式。

图示意该模式中“产、村、景”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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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该模式发展的基础是（ ）

A．人口规模 B．基础设施 C．生产水平 D．资源禀赋

13．“产、村、景”各要素融合的主要途径是（ ）

A．乡村旅游开发 B．生态环境建设 C．农副产品加工 D．电子商务推广

14．该模式的特色在于（ ）

A．推动城镇服务业逐渐向周边传统村落转移

B．促进传统村落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

C．体现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高度融合

D．协调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均衡发展

水足迹是指某区域人口在一定时期内消费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图

是 2005—2019 年黄河流域不同省区水足迹的影响因素占比分解图。完成下面小题。

15．规模效应是水足迹的主要拉动效应。下列能够显著减小黄河流域各省区水足迹的是（ ）

A．人口效应 B．结构效应 C．城镇化效应 D．技术效应

16．不同省区禀赋效应对水足迹的影响程度差别较大，主要是由于其（ ）

A．产业结构差别大，水资源配置状况不同 B．经济水平差别大，水资源限制程度不同

C．距海远近差别大，防洪风险差异明显 D．人口压力差别大，节约用水力度差异大

17．城镇化对水足迹还可起到减小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

A．大力吸引人口迁入，加快城镇化进程 B．完善城镇水利设施，加强精细化管理

C．吸引产业集聚，扩大非农产业的规模 D．建设美丽乡村，吸引农民工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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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金融中心是上海外滩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左图为无人机拍摄的其顶端的照片，透

过上面的通风孔，可以看到东方明珠电视塔的顶部和远处位于地平线上的太阳。完成下面小

题

18．该照片拍摄的大致时间是（ ）

A．4:20 B．6:20 C．16:20 D．18:20

19．该日与上海日出、日落时间大致相同的城市分别是（ ）

A．天津和福州 B．银川和广州

C．台北和哈尔滨 D．武汉和拉萨

咸淡水在河口相遇交会（河口锋）,当淡水径流量相对潮流较大时，常形成交界面清晰、

形态稳定的楔形盐水体（盐水楔），是潮流入侵河口的产物。盐水楔活动对河口水质、水文、

泥沙沉积产生显著影响。下图示意盐水楔剖面。完成下面小题。

20．形成河口盐水楔的主要原因是咸淡水之间的（ ）

A．温度差异 B．流速差异 C．大小潮差 D．密度差异

21．当河流径流量较大时，河口盐水楔（ ）

A．层化现象明显 B．向陆地入侵范围大 C．厚度变得更大 D．向海洋后退距离近

22．盐水楔形成后，河口泥沙（ ）

A．含量稳定 B．向上游淤积 C．沉积明显 D．向外海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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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题

23．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长汀县河田镇丘陵众多，花岗岩广布，其上发育的土壤薄且疏松。山光、水浊、田瘦、

人穷是当地往日的真实写照。在夏季，裸地温度可达 76℃，人称“火焰山”。为改善当地

生态环境，村民曾在山上直接种植乔木，但植被恢复相当困难，后实施先种植草和灌木，再

栽种乔木、果树等措施，终获成效。经过持续的综合治理，当年“火焰山”变成美丽的“花

果山”，水土流失重灾区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并进一步带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下

图示意河田镇位置。

(1) 从地理环境整体性角度，分析当地直接种植乔木成活率低的自然原因。

(2) 除生物措施外，指出当地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措施。

(3) 说明“火焰山”转变成“花果山”对当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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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根据图文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树木伐倒后，树墩上有许多同心圆环，植物学上称为树轮（年轮）（如下左图）。树轮

一年产生一环，最靠近树皮的圆环是最新形成的。科研团队可借助树轮推测树木当年生长的

气候条件、确定冰川进退发生的时间；借助同一树种上树线和下树线树轮研究判定冰川进退

状况。调查发现，冰川前进会对沿线树木造成伤害，冰川退缩迹地上过了一段时期后会有新

的树种生长。

上世纪，我国某科研团队对祁连山地区圆柏分别开展了上树线和下树线树轮研究。上

树线数据来自祁连山南坡林带，下树线数据来自祁连山北坡林带。他们利用调查的上树线和

下树线数据，截取相同时段的年轮指数序列作成距平曲线（如下右图）。距平数据正负值可

反映气候的冷暖干湿状况。

(1) 科研人员可借助树轮推测当年祁连山区的气候条件，请说明理由。

(2) 分析科研人员利用祁连山区树轮可推测冰川前进或退缩时间的原因。

(3)分别指出祁连山地区上树线和下树线高度的最大制约性因素，并分析 20世纪初祁连山区

冰川快速退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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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新石器时代以后，今洞庭湖地区一直在沉降。先秦汉晋时期，该地区为河网交错、局

部有小湖分布的平原地貌景观。东晋、南朝之际，受长江荆江段兴筑堤坝等因素的影响，长

江水分两股进入该地区，干扰该地区水系，在该地区迅速形成大湖景观。之后洞庭湖不断扩

张，在宋代达历史最深。研究表明，宋代以来，长江含沙量持续增加；洞庭湖洪水特征逐渐

由以“春溜满涨”为主转变为以“夏秋连涨”为主。至清代中叶，洪水期洞庭湖面积扩张至

历史鼎盛。图 1示意先秦汉晋时期该地区水系，图 2示意明末清初该地区水系。

图 1 图 2

(1) 据图 1，用遗址分布说明与新石器时代相比，汉代该地区河网湖沼广布。

(2) 说明荆江堤坝修筑致荆江河床相对堤外不断增高的原因。

(3) 简述宋代以来洞庭湖洪水由“春溜满涨”为主逐渐转变为“夏秋连涨”为主的原因。

(4)解释宋代以后洞庭湖在面积扩张的同时深度变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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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A C D A B C B A A D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B D A C B D B D A D

题号 21 22

答案 A C

23．(1)植被垂直分层结构不明显，截留降水的效果不佳；该地降水多且集中，大雨不断冲

刷坡面，水土流失加剧，形成大量崩沟，山体支离破碎；地表起伏大，土层薄，一场大雨，

光秃的山头根本无法贮水，所以乔木经常被冲得东倒西歪，甚至被冲得无影无踪；植被多样

性差，生态系统不稳定，保持水土的效果差，地表径流的汇流速度快，地表水下渗作用不明

显，涵养水源的效果差。

(2)建梯田、平整土地、修档土坝等工程措施；改进农业技术措施；积极实施退耕还林，保

护植被；封山育林；大力推广生活用煤，进行炉灶技术革新；大办沼气和营造速生薪炭林。

(3)山河披绿装，长汀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山肥、水美、田丰、人富”，逐渐取代

着人们对长汀传统印象中的“山光、水浊、田瘦、人穷”。治理水土流失首先带来了地表植被

的增多，生态环境改善； 在治理水土流失的同时，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形成经济林果、

旅游等产业。

【分析】本题以长汀县河田镇从“山光、水浊、田瘦、人穷”发展为“山肥、水美、田丰、人

富”为背景设置试题，涉及当地早期直接种植乔木成活率低的自然原因、当地综合治理水土

流失所采取的措施、“火焰山”转变成“花果山”对当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等相关内容，主要考

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图文信息的能力，利用所学地理知识解释地理现象的能力。

【详解】（1）从地理环境整体性角度，即从气候、地形、土壤、植被、水文等各个自然地理

要素综合作用的角度分析。直接种植乔木，树种单一、生物多样性简单、抵御森林火灾、森

林病虫害等自然灾害能力弱，植被垂直分层结构不明显，截留降水的效果不佳；该地属于亚

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多且集中，大雨不断冲刷坡面，水土流失加剧，形成大量崩沟，山体支

离破碎；该地属于南方低山丘陵区，地表起伏大，土层薄，一场大雨，光秃的山头根本无法

贮水，所以乔木经常被冲得东倒西歪，甚至被冲得无影无踪；从植被保持水土能力看，植被

多样性差，生态系统不稳定，保持水土的效果差；从水文角度看，该地地表径流的汇流速度

快，地表水下渗作用不明显，涵养水源的效果差。

（2）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和技术措施，可以采取建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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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平整土地、修档土坝等工程措施；采取适宜当地植被存活的农业技术措施，推广了“等

高草灌带”种植法、“老头松”改造和疏林地补植等办法，提高了造林成活率和林分质量，走

出了一条通过科学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的路子。采取的措施还要针对人类活动，水土流失的人

为原因主要是陡坡开垦和生活能源匮乏，故采取的措施包括：积极实施退耕还林，保护植被；

陡坡封山育林；大力推广生活用煤，进行炉灶技术革新；大办沼气和营造速生薪炭林，从而

减少人们直接砍伐树木作为生活能源。

（3）“火焰山”转变成“花果山”带来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大量造林绿化资金的投入，成

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重要力量，也为长汀百姓的增收致富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首先从

解决群众的生活入手，建立疏导用燃的渠道，烧煤由政府出资补贴，建沼气池给予补助，引

导农民以煤、电、沼代柴；其次，把水土流失治理与发展绿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

森林旅游业和林果业，培育了果场、杨梅基地、银杏基地等经济林果产业基地，带动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既保持了水土，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山河披绿装，长汀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显

著变化，“山肥、水美、田丰、人富”，逐渐取代着人们对长汀传统印象中的“山光、水浊、

田瘦、人穷”。

24．(1)在气候有明显年变化的地区，树木一般每年形成一个生长层，即树轮（年轮）。树轮

的宽度与气候条件有密切关系。在温暖、湿润的年份，树木生长快，树轮较宽；在寒冷干旱

的年份，树木生长慢，树轮较窄。因此，分析树木树轮宽度的差异，可以取得有关过去气候

的信息，推论出某些气候要素的变化状况。

(2)冰川前进时，当年的树木表皮易受到伤害，树轮中就会留下伤疤，可借助树轮中伤疤来

推断冰川前进时间；冰川融化一段时间后，冰川河床上沉积物（或冰碛物）就会有新的树木

生长，可通过冰川退缩迹地上树木的更新情况，来推断冰川退缩的时间。

(3)制约上树线的主导因素是热量；制约下树线的主导因素是水分。原因：上树线年轮距平

值主要为正值，下树线年轮距平值主要为负值，说明气候处于暖干时期；气温偏高，降水偏

少，冰川快速退缩。

【分析】本题以借助树轮推测树木生长地的气候条件、判定冰川进退状况等相关信息为材料

设置试题，涉及借助树轮推测某地气候条件的理由、树轮可推测冰川前进或退缩时间的原因、

分析 20世纪初祁连山区冰川快速退缩的原因等相关内容，主要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图文信

息的能力，利用所学地理知识解释地理现象的能力。

【详解】（1）在气候有明显年变化的地区，树木一般每年形成一个生长层，即树轮（年轮）。

树轮的宽度与气候条件有密切关系。在温暖、湿润的年份，树木生长快，年轮较宽；在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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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的年份，树木生长慢，年轮较窄。因此，分析树木年轮宽度的差异，可以取得有关过去

气候的信息，推论出某些气候要素的变化状况。生长在高纬度或高寒山区森林上界处的树木，

由于受到热量不足的限制，常能很好地反映出冷暖的变化；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由森林向

草原或荒漠过渡的林缘树木，由于受到雨量不足的限制，常能反映干湿的变化。在华北和西

北广大地区，用年轮分析了解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尤其用以反映降水量的变化，很有价值。

各地得到许多反映温度或降水的长达数百年的序列，为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史实提供更

多的依据。

（2）气候寒冷的时候年轮长得比较窄，气候温暖的时候则比较宽，这可以反应当时气候的

冷暖变化。冰川前进时，如果有石头砸中一棵树，树就会留下一个伤疤，而通过树轮就知道

伤疤是何时形成的，可借助树轮中伤疤来推断冰川前进时间。通过知道冰川退缩后，树木需

要经过多少年可以生长，有了这样的时间数据，研究人员可以采样相同的物种来计算冰川消

退的时间。随着气温上升，冰川融化，冰河床上沉积物逐渐暴露，就在这片陆地上新树种开

始生长。科学家可以通过冰川退缩迹地上树木的更新，向前推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冰川退缩

的时间。

（3）由右图可知，上树线在暖干时期年轮距平值主要为正值，而在冷干和冷湿时期年轮距

平值主要为负值，由此可推断制约上树线的主导因素是热量。由右图同样可看出，下树线在

暖干和冷干时期年轮距平值主要为负值，而在冷湿时期年轮距平值主要为正值，由此可推断

制约下树线的主导因素是水分。由右图可观察出，20世纪初上树线年轮距平值主要为正值，

下树线年轮距平值主要为负值，说明气候处于暖干时期；在温暖、干旱的年份，气温高，冰

雪融化量大，降水少，冰雪补给量小，因此冰川处于快速退缩的阶段。

25．(1)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多，汉代遗址数量少，说明新石器时代更多区域为陆地，更适

合人类活动，而汉代河网湖沼广布；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广泛，汉代遗址仅分布在西侧，说

明中东侧(下游方向)河网湖沼扩张。

(2)堤坝修筑导致洪水被约束在河床，难以向外漫溢；洪水流速快，输沙总量大，(当水量减

小、流速减慢时)泥沙主要在河床沉积，导致河床增高；为了达到较好的防洪效果，随着河

床抬升，人们加高大堤，该过程循环持续。

(3)宋代之前，洞庭湖入湖水量主要来自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纬度较低，春季受冷暖

气团交绥影响，多降水，入湖径流量大；随着长江河床抬高，长江倒灌进入洞庭湖的水量增

大；与四水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纬度较高，雨带控制较晚；长江河床抬升导致洞庭湖水排泄

受阻，叠加洞庭湖湖盆泥沙淤积，洪水期延长，出现夏秋连涨；气候变化导致夏季降水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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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4)洞庭湖地区构造沉降，湖盆扩张;受人类活动破坏植被等影响，长江上游及湘、资、沅、

澧四水流域水土流失加剧，注入洞庭湖的泥沙增加，泥沙在湖区沉积，导致湖盆变浅；湖盆

变浅，相同的水量其水位更高，面积更大。

【分析】本题以洞庭湖为材料设置试题，涉及区域环境差异、河流水文特征、湖泊水文特征

等相关知识点，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

人地协调观、区域认知、综合思维的学科素养。

【详解】（1）读图可知，与新石器时代遗址相比，汉代遗址数量较少，说明汉代河网湖沼广

布，陆地面积较小，而新石器时代更多区域为陆地，更适合人类活动；汉代遗址集中分布在

西侧，东侧没有分布，说明中东侧靠近河流下游方向，河网湖沼扩张，陆地面积缩小，而新

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广泛，说明新石器时代河湖较少，陆地较多，更适合居住等。

（2）由于荆江河段地势低平且河道弯曲，流速减缓，泥沙易在此沉积，随着时间的推移，

泥沙不断淤积，导致河床逐渐抬高；修筑荆江大堤，割裂了长江与江汉平原的水沙联系，导

致洪水被约束在河床，难以向外漫溢，荆江河床淤积加速；荆江河段是长江山区河流过渡到

平原河流的第一个冲积河段，河流摆幅巨大，分汊较多，利于泥沙淤积抬高河床；洪水流速

快，流量大，输沙总量大，当水量减小、流速减慢时，泥沙在河床沉积，导致河床增高；为

了达到较好的防洪效果，随着荆江河床的抬升，人们不断加高大堤，该过程循环持续，导致

荆江河床不断增高。

（3）宋代之前，洞庭湖入湖水量主要来自湘、资、沅、澧四水，这四水主要位于长江南岸，

流域纬度较低，春季受冷暖气团交绥影响，多降水，入湖径流量大，湖泊水位升高，出现“春

溜满涨”；宋代以后，随着荆江河床泥沙的不断淤积，洪水位持续抬升，使得洞庭湖受长江

来水的影响越来越大，长江倒灌进入洞庭湖的水量增大；与四水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纬度较

高，雨带控制较晚，夏秋季降水量大，水位较高；宋代以来，由于江水变得相当浑浊，含沙

量明显加大，长江河床抬升导致洞庭湖水排泄受阻，叠加洞庭湖湖盆泥沙淤积，洪水期延长，

出现夏秋连涨；气候变化导致夏季降水量增大，湖泊水位增高，故洞庭湖的洪水主要以春季

为主，即“春溜满涨”逐渐转变为以夏季和秋季为主，即“夏秋连涨”。

（4）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和农业开发，长江上游及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森林植

被遭到大规模破坏，水土流失加剧，长江携带的泥沙量显著增多，这些泥沙在洞庭湖内沉积，

导致湖底逐渐抬高，湖泊深度变浅；在相同水量的影响下，由于湖盆变浅，湖泊水位更高，

面积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