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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

地理

一、选择题：本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在亚欧大陆与美洲大陆北部，有一条横贯东西、面积广大的亚寒带针叶林带，因其生态系统结构简单

而被称为“绿色荒漠”，但却具有巨大的生态价值，是全球重要的生物碳库之一。完成下面小题。

1. 导致亚寒带针叶林带成为“绿色荒漠”的主要因素是（ ）

A. 光照 B. 热量 C. 水分 D. 土壤

2. 亚寒带针叶林碳储量较高的主要原因是（ ）

A. 生长季较长 B. 有机物积累多 C. 土壤肥力高 D. 物种多样性高

【答案】1. B 2. B

【解析】

【1题详解】

根据材料可知，亚寒带针叶林带成为“绿色荒漠”的主要原因是其生态系统结构简单。亚寒带针叶林位于

亚寒带地区，纬度高，热量条件差，因此适合分布的物种较少，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综上所述，导致亚寒

带针叶林带成为“绿色荒漠”的主要因素是热量，而不是光照、水分和土壤。B正确，ACD 错误，故选 B。

【2题详解】

亚寒带针叶林位于亚寒带地区，纬度高，热量条件差，生长季较短，A错误；因温度低，微生物活性弱，有

机质分解速度慢，土壤有机物积累多，因此亚寒带针叶林碳储量较高，B正确；土壤肥力高是碳储量高的结

果，而不是其原因，C 错误；亚寒带针叶林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物种多样性不高，D 错误。故选 B。

【点睛】亚寒带针叶林，主要是耐寒的落叶松、云杉等。生长于亚寒带针叶林气候带，主要分布在北半球，

北纬 50°以北至北极圈左右的地区。 主要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东欧平原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和北美洲北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占世界针叶林的 95%。

我国地级市一般由市辖区和其他县级行政区组成。图示意我国某地级市 2010 年和 2020 年的常住人口

数量。该市的常住人口变化状况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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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示意四种人口流动情况，与该市 2010~2020 年情况相符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4. 与该市的其他县级行政区相比，市辖区（ ）

A. 老年人口比重大 B. 老年人口数量大

C. 劳动人口比重大 D. 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大

5. 具有类似常住人口变化状况的地级市，一般具有相似的（ ）

A. 经济规模 B. 经济发展趋势 C. 人口规模 D. 人口职业构成

【答案】3. A 4. C 5. B

【解析】

【3题详解】

读图对比 2020年和 2010年的市辖区人口和其他县级行政区常住人口数量，可知市辖区人口增加，但增幅

较小，其他县级行政区人口减少，减幅较大，总人口明显减少。因此人口流动情况为其他县级行政区人口

少部分流向市辖区，较多人口人口流出该地级市。而市辖区流出地级市的人口应少于其他县级行政区流入

市辖区的人口，图中箭头粗细可以表示人口流动量的大小，①图符合题意，A正确；②图市辖区流出地级

市的人口多于其他县级行政区流入市辖区的人口，会造成市辖区人口减少，不符题意，B错误；③和④其

他县级行政区人口流入市辖区的人口远高于流出地级市的人口，不符题意，CD错误。故选 A。

【4题详解】

我国人口迁移以青壮年人口迁移为主。市辖区流出地级市的人口少于其他县级行政区流入市辖区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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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口净迁入区，青壮年人口的迁入会降低老年人口比重和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增加劳动人口比重，AD

错误，C正确；其他县级行政区总人口远大于市辖区人口，市辖区老年人口数量应小于其他县级行政区，B

错误。故选 C。

【5题详解】

当今影响人口迁移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因此具有类似常住人口变化状况的地级市，一般具有相似

的经济发展趋势，B正确，ACD错误，故选 B。

【点睛】人口迁移的影响：（1）对迁出地：有利：加强了和外界社会的经济、科技、思想、和文化联系，

减轻了人口压力，缓解当地人地矛盾，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收入保护生态环境等产生积极地影

响。不利：造成了人才外流；（2）对迁入地：有利：弥补了劳动力不足，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节约了教

育和培训费，利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带动经济的发展；不利：引发种族冲突，影响社会治安，给自然和生

态环境、人口与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如西部大开发对西部经济、生态、环境的影响)。

马德雷湖位于墨西哥湾沿岸（图），水体较浅，湖水盐度通常维持在 50‰以上。完成下面小题。

6. 该湖湖水盐度通常维持在 50‰以上的主要原因是（ ）

A. 气候相对干旱 B. 河流带来盐分较多

C. 沿岸流影响大 D. 湖海水量交换较大

7. 在帕德雷岛南北两侧的水体出入口处，表层水流动方向通常为（ ）

A. 由海向湖 B. 南口由海向湖，北口由湖向海

C. 由湖向海 D. 北口由海向湖，南口由湖向海

【答案】6. A 7. A



第 4页/共 16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解析】

【6题详解】

时令河所在地区气候较为干旱，河流才会季节性断流，注入的河流水量少，蒸发旺盛，湖水盐度高，A正

确。由图可知，马德雷湖入湖河流较少，且河流为淡水，若入湖河流较多，可以稀释湖水，降低湖水的盐

度，B错误。马德雷湖与墨西哥湾之间有沙坝相隔，沿岸流对其影响较小，C错误。马德雷湖仅通过南、北

口与墨西哥湾相连，水体交换较少，D错误。故选 A。

【7题详解】

马德雷湖湖水盐度较高，密度较大，湖水与海水的密度差异产生密度流，密度大的湖水从底层流入海洋，

表层海水则从南北两侧的出入口处由海洋流向湖泊，A正确，BCD错误。故选 A。

【点睛】湖泊只有注入的河流，没有流出的河流，一般为咸水湖；湖泊既有流入的河流，又有流出的河流，

一般为淡水湖。

工业设计是以工业产品为对象，对产品的功能、形态等进行整合优化的活动。广东省佛山市是珠江三

角洲地区中小型制造企业集聚地之一。2010 年，广东工业设计城在佛山建成。经过十多年发展，该设计城

已成为拥有近 300 家企业的产业基地，从最初以承接产品外观设计为主，发展成为重要的原创产品发源地。

完成下面小题。

8. 影响诸多工业设计企业落户广东工业设计城的主导因素是（ ）

A. 政策 B. 市场 C. 科技 D. 劳动力

9. 工业设计城建成后，当地制造企业积极与工业设计企业开展合作，其直接目的是（ ）

A.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B. 扩大产品销售市场

C. 扩大企业生产规模 D.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10. 工业设计城发展为原创产品发源地，主要体现在（ ）

A. 用地规模变化 B. 订单数量变化 C. 管理模式改变 D. 人才结构改变

【答案】8. B 9. A 10. D

【解析】

【8题详解】

根据材料可知，广东工业设计城所在的佛山市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小型制造企业集聚地之一，这些中小型

制造企业是设计企业的服务对象，因此影响诸多工业设计企业落户广东工业设计城的主导因素是市场，而

不是政策、科技和劳动力。B正确，ACD 错误，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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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题详解】

工业设计企业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功能、形态、外观设计等方面的优化，提升产品的质量与附加值，

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利润，A正确。工业设计企业不负责市场营销，无法扩大产品销售市场，

B错误。企业的生产规模受市场需求的影响，与工业设计企业无关，C错误。企业的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

本、原材料、能源成本、用地成本等，工业设计企业无法改变这些成本，D错误，故选 A。

【10题详解】

原创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要求高，需要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工业设计城发展为原创产品发源

地，主要体现在人才结构改变，而体现不出用地规模变化、订单数量变化、管理模式改变，综上所述，D 正

确，ABC 错误，故选 D。

【点睛】工业集聚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辽宁省抚顺市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图）。抚顺市早期城市中心和工矿区主要分布在浑河南岸。

由于煤炭开采与城市建设矛盾日益突出，1972 年城市发展重心开始向浑河北岸转移，然而 1983 年城市发展

重心又转回浑河南岸。近年来，抚顺市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优化城区功能布局。完成下面小题。

11. 影响抚顺市早期城市形态呈带状分布的主要因素是（ ）

A. 风向 B. 地形 C. 资源 D. 河流

12. 1983 年抚顺市城市发展重心转回浑河南岸，主要因为（ ）

A. 南岸生态环境优美 B. 城区煤炭资源枯竭

C. 北岸发展空间狭小 D. 经济依赖重化工业

13. 为优化功能布局，抚顺市城区宜（ ）

A. 向东建设新城镇发展带 B. 向南建设宜居宜业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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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向西承接沈阳产业外延 D. 向北拓展工业发展空间

【答案】11. C 12. D 13. C

【解析】

【11题详解】

由材料可知，抚顺市早期城市中心和工矿区主要分布在浑河南岸，因此影响其城市形态的主要因素是资源

的分布位置，C正确，风向、 地形、河流对其影响较小，ABD错误。故选 C。

【12题详解】

读图可知，当地主要盛行风向为东北风，浑河南岸地区处于下向风，重工业发展势必会导致城区空气污染

严重，由此可知，煤矿开采及工业发展导致人居环境差是抚顺向北岸转移的主要原因，不是转回南岸的原

因，排除 A；抚顺市是资源型城市，当年如果煤炭枯竭了，则无法支撑转回南岸的工业，所以煤炭资源没

有枯竭，排除 B；读图可知，浑河以北有丘陵，对发展不利，但北岸仍有大面积地势平坦的空地待开发，

只是分散，对工业建设不成问题，况且工业也可以就山地开发，空间大小并非是限制抚顺重新回到南岸的

主要原因，仅为次要原因，从在城市发展的规划角度，地形地势问题不是主要问题，否则 1972年重心不会

向北转移，11年以后才考虑搬回南岸，因为北岸没有工业经济基础，在当时那个年代城市除了工业发展经

济很困难，排除 C；抚顺市在煤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产业结构单一，当地发展的工业部门对煤炭需求大，

所以经济依赖重化工业，当时（1983年）经济发展缓慢，如果仍然在北岸大面积开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回到南岸可以获得集聚效应，降低成本，对经济发展有利，D符合题意。故选 D。

【13题详解】

抚顺市城市形态总体呈东西向带状分布，但由图可知东侧为水库，不适宜向东建设新城镇发展带，A错误；

抚顺南部为重化工业集中分布区，环境污染较严重，不适合建设宜居宜业新区，B错误；抚顺北部海拔高，

发展条件不好，不宜向北拓展工业发展空间，D错误。抚顺市西侧临近沈阳市，空间距离较近，可以向西

承接沈阳产业外延，C正确，故选 C。

【点睛】抚顺市，素有"煤都"之称，位于辽宁省东部，东与吉林省接壤，西距省会沈阳市 45公里，北与铁

岭毗邻，南与本溪相望。抚顺是沈阳经济区副中心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成长竞争力城市。

某文化广场（37°N，105°E）上的十二生肖石像均匀排列成圆形，生肖鼠位于正北方，小明在圆中心

竖立一根细杆，以观察太阳周日视运动变化。图示意夏至日两个时刻的杆影指向。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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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该地夏至日地方时 16：00 时，杆影指向（ ）

A. 生肖虎 B. 生肖虎与兔之间 C. 生肖兔 D. 生肖兔与龙之间

15. 11 月至次年 2 月，一日内被杆影指向的生肖石像个数最多为（ ）

A. 5 个 B. 6 个 C. 7 个 D. 8 个

【答案】14. D 15. A

【解析】

【14题详解】

图中信息可知，北京时间 9:20杆影指向正西，当地经度为 105°E，此时当地地方时应为 8:20，太阳位于正

东，一天之中太阳方位关于地方时正午（正南）对称，此日当地地方时 15:40太阳应位于正西，则地方时

16:00太阳应位于西北方向，杆影应指向东南，读图可知，生肖虎 、生肖虎与兔之间均在东北方向， 生肖

兔在正东，只有生肖兔与龙之间在东南，D符合题意，排除 ABC。故选 D。

【15题详解】

11月至次年 2月，太阳直射南半球，当地太阳东南升、正午在正南、西南落，杆影日出指向西北、正午指

向正北、日落指向东北，因此一日内被杆影转过的角度小于 180°，指向的生肖石像个数少于 6个，最多为 5

个，A正确，BCD错误，故选 A。

【点睛】春秋时分，全球各地的日出日落方位除了南北两极点外均为从正东方向升起、从正西方向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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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光线直射北半球时，全球各地除了极昼、极夜地区以外，太阳从东北方向升起、从西北方向落下。太

阳光线直射南半球时，全球各地除了极昼、极夜地区以外，太阳从东南方向升起，从西南方向落下。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小题，共 55分。

16.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图左为滇池流域示意图。海口河为滇池湖水的唯一出口，元代以来多次疏浚。明代，滇池南岸有大量

移民迁入，水稻种植面积逐渐增加。清代，人们在柴河下游相继开挖了十余条沟渠。明清时期，柴河三角

洲面积显著扩大。图右示意明清时期柴河三角洲的聚落分布。

（1）说明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对柴河三角洲面积扩大的影响。

（2）分析与 A 区域相比，B 区域聚落密度大的原因。

【答案】（1）海口河作为滇池湖水的唯一出口，多次疏浚，导致滇池水位下降，柴河河口地区出露，三角

洲面积扩大；柴河上游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河流含沙量增加，到达河口地区泥沙增多，导致三

角洲增大；下游开挖沟渠分散水流，沿岸地区生产生活用水增加，导致流速降低，水量减少，水的搬运能

力下降，泥沙淤积增多，导致三角洲增大。

（2）

B区域成陆时间早，聚落形成早；B区域开发早，水稻种植早，土壤肥沃，粮食产量高，生产生活条件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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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区域海拔高受滇池水位变化影响小，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强。

【解析】

【分析】本题以明清时期柴河三角洲的聚落分布为材料，设置 2道小题，涉及三角洲的形成、聚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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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体现区域认知、综合思维的

学科素养。

【小问 1详解】

根据材料可知，明代，滇池南岸有大量移民迁入，水稻种植面积逐渐增加。开垦耕地，会破坏柴河流域原

有植被，植被覆盖率下降会使河流含沙量增大，入湖泥沙增多，为三角洲面积扩大提供更多的“物源”条

件；清代，人们在柴河下游相继开挖了十余条沟渠，“开挖沟渠”使柴河入湖水道增多，水流速度下降，

满足了泥沙大量沉积的“动力”条件； 海口河为滇池湖水的唯一出口，元代以来多次疏浚，使滇池水更

易外流，降低了滇池水位，柴河河口地区出露，为三角洲形成提供了“空间”条件，三角洲面积扩大。

【小问 2详解】

农业社会，聚落密度大小取决于人口数量及密度，人口的分布又受制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读图推理可

知，与 A 区域相比，B 区域位于河流的上游，水源条件更加优越，成陆时间早，聚落形成早；开发历史早，

土壤经长期耕作后更适宜农业生产，土壤条件优，粮食产量高，生产生活条件优越；地势更高，受滇池水

位变化影响小，发生洪涝灾害的概率更小，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更强。

17.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为研究某地焚风的发展变化，研究人员在该地设 A、B 两处气象观测点进行观测（图左）。图右为某年 1

月 28 日在 A 观测点获取的气象数据。另据 B观测点数据显示，当日地方时 14：00 左右该处出现一个锋面，

停留了一段时间后，15：30 左右开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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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出 A 观测点，焚风出现的时间（地方时）。

（2）分析 AB 段地形对焚风发展变化的影响。

（3）解释 B 处锋面形成的原因并指出 15：30 后锋面的移动方向。

【答案】（1）7-8时

（2）偏北方向的气流翻越北部山地后，在下沉过程中形成干热的焚风；经过 AB河谷，狭管效应使风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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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达到下游地区，地形开阔，风速减小。

（3）湖泊地区上空在午后形成相对冷湿的气团，干热的焚风气团到达湖泊附近，与冷湿的气团相遇，形成

锋面。15:30后锋面的移动方向是偏北方向。

【解析】

【分析】本题以某地焚风的发展变化为材料，设置 3道小题，涉及焚风的特点及发展变化、锋面等相关知

识点，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体现区域认知、综合思维的学科素养。

【小问 1详解】

焚风应越过山脉沿山坡下沉，即从山顶吹向山麓（高海拔向低海拔），同时受下沉增温影响，湿度下降，温

度上升。因此据左图可知，A观测点弱出现焚风，则由山顶吹向 A处所在的山麓，应为偏北风。据右图可

知，该日 7-8时 A观测点风向由弱南风转为强北风，且伴有升温、减湿过程，应为焚风出现的时间。

【小问 2详解】

AB为南北走向山谷，地势北高南低焚风应为偏北风，偏北方向的气流翻越北部山地后，在下沉过程中形成

干热的焚风。据左图分析，AB处山谷狭窄，具有"狭管效应"，坡度较陡，风速较快。B处位于山谷出口，

山谷变宽，坡度较缓，风速较小。

【小问 3详解】

锋面的本质是物理性质（冷暖、干湿）不同的气团相遇形成的过渡带（或交界面）其移动方向与势力较强

的气团移动方向一致，据图分析，受焚风影响，锋面北侧为暖干气团，受湖泊影响，锋面南侧上空在午后

形成冷湿气团，7:00-15:30焚风影响 AB段，增温减湿，15:30后焚风减弱，并被南风取代，南侧冷气团推

动锋面北上。

【点睛】

18.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M 乡位于我国西南山区，其集镇区由上下两片区组成（图左）。上片区主要为居住区，居民多从事农业

活动；下片区为乡政府所在地，居民主要从事联系松散的非农业活动，图右示意下片区居民主要收入来源。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从下片区内的河流一级阶地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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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中示意图中 AC 一线的地形剖面，在虚线框内将缺失部分补充完整。

（2）M乡集镇区对全乡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较弱，分析其原因。

（3）有人建议将现有汽修厂升级为公路驿站。从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对升级的方向进行概括，并提出相应

的具体措施。

【答案】（1） （2）集镇区以农业和矿业为主，产

业结构层次低，未形成深加工的产业链，经济发展水平低，辐射带动能力弱；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大，高素

质劳动力少；辖区村庄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差，造成对全乡的带动影响弱。

（3）①规模经济方向：扩大经营规模。具体措施：如联合经营等，扩大店面，增加店铺数量。②服务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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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提升服务等级。具体措施为建设汽车 4S店，提升维修技术，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③范

围经济方向：拓展服务种类。具体措施：增加餐饮住宿、商品零售、休闲娱乐、特色农产品销售、高速服

务站、民宿农家乐等。

【解析】

【分析】本题以我国西南山区某乡镇为材料，设置 3道小题，涉及地形剖面图的绘制、城市辐射功能、服

务业的发展方向等相关知识点，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体现区域认

知、综合思维的学科素养。

【小问 1详解】

结合图文材料可知，AC 一线经过河床、河漫滩、一级阶地。应注意剖面绘制中三种地貌的海拔高度和横向

比例。河流所在地海拔要比河岸要低；茶马古道从下片区内的河流一级阶地经过，阶地上地形较为平坦，

因此茶马古道所在地应为一平坦地形。如图：

【小问 2详解】

区域的“中心地”对所辖腹地的带动作用，主要取决于该“中心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具体体现在产业、技术、

交通等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因其技术水平高，产业发展水平高，产业类型多样、产业链条完善，

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促进区域整体的发展。结合图文材料可知，M乡集镇区地理位置偏远，地

形崎岖，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集镇区的辐射范围；经济发展水平低，当地以农业和矿业为主，

采砂、采石等采掘业没有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进行深化，产业规模小，层次低，产业关联性弱，链条短，附

加值低，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小；务工人员比例达，大量劳动力外流，高素质劳动力少，也制约了该乡

集镇区经济增长。因此其对区域发展带动作用弱。

【小问 3详解】

综合所学知识可知，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要从其服务类型、范围（规模）、水平（质量）等角度进行思

考，解答本题要从“汽修厂升级为公路驿站”这一要求出发，再围绕上述角度展开作答。因此在规模经济

方向：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具体措施有联合经营等，扩大店面，增加店铺数量。在服务等级方向，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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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有提升服务等级。具体措施为建设汽车 4S 店（4S 店是集汽车销售、维修、配件和信息服务为一体的销

售店），提升汽车的维修技术，加强员工技术培训，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范围经济方向：可以

进一步拓展服务种类。具体措施可以增加食、宿、玩等多方面的服务，如增加餐饮住宿、商品零售、休闲

娱乐、特色农产品销售、高速服务站、民宿农家乐等。

【点睛】

19.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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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浆化棕壤是指在土壤表层以下存在白浆层的棕壤，白浆层底部常见坚硬的铁锰结核层。白浆化棕壤

分布区地下水位较低，年降水量 800~950mm，降水主要集中于 6~9 月。目前，白浆化棕壤大部分被辟为农田，

以种植花生、地瓜、冬小麦为主，是低产土壤之一。图示意白浆化棕壤的剖面构型及各土层主要理化性质。

（1）分析白浆化棕壤“上砂下黏”的剖面构型在不同季节对土壤水分的影响。

（2）针对白浆化棕壤低产的原因，江苏北部某地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种改良及合理利

用白浆化棕壤的农田工程措施——丰产沟（下图）。说明丰产沟如何克服白浆化棕壤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答案】（1）上层砂土，孔隙多土质疏松。下层黏土，结构紧实，形成隔水层。 雨季，下层黏土层阻止土

壤水下渗，导致土壤水分含量高。 旱季：上层砂土水分易蒸发，下层黏土层阻隔地下水虹吸上升，造成土

壤水分含量低。

（2）培垄增加耕作层厚度、提高了土壤养分供给能力，培垄和沟底深翻减少了白浆层的不利影响，利于作

物扎根；沟底深翻改变了土体“上砂下黏”的不良构型，有效缓解了土壤旱季易旱、雨季易涝的问题，提高了

土壤保水、保肥能力；沟底利于冬季积雪，可以改善冬小麦土壤墑情；雨季前冬小麦收获，两垄之间的沟

有利于雨季排水，减轻渍涝危害。

【解析】

【分析】本题以白浆化棕壤的剖面构型及各土层主要理化性质为材料，设置 2道小题，涉及影响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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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农业区位的改良等相关知识点，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体

现区域认知、综合思维的学科素养。

【小问 1详解】

根据所学土壤知识可知，土壤中砂砾含量较大，则土壤透水性强、蓄水和保水能力差；若土壤中黏粒含量

较大，则土壤透水性差、蓄水和保水能力强。该地降水总量多，但季节分配不均匀，降水主要集中于 6~9

月。因此雨季降水多，“上砂下黏”的剖面构型中上层沙土有利于水分下渗，但下层黏土不利于水分下渗，

导致土壤水分含量过高；旱季降水稀少，上部砂土透气性好，有利于土壤水蒸发，但下层水分向上运移过

程中受到黏土阻滞，阻隔地下水虹吸上升，导致土壤含水量过低。

【小问 2详解】

读图可知，该农田工程措施挖沟培垄。在垄背种植春种秋收的花生或地瓜，在沟底种植秋种夏初收的冬小

麦。培垄可以增加耕作层厚度、使得土层更加深厚，提高了土壤养分的供给能力。 白浆层底部常见坚

硬的铁锰结核层，培垄和沟底深翻可以破坏原有铁锰结合层，改良土壤质地，减少了白浆层的不利影响，

利于作物扎根；沟底深翻改变了土体“上砂下黏”的不良构型，增加了排水通道，有效缓解了土壤旱季易

旱、雨季易涝的问题，提高了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可任意提高农作物产量；冬小麦生长期雨季还未来临，

农作物面临缺水问题，沟底较深，利于冬季积雪，可以改善冬小麦土壤墑情；冬小麦在夏初收获，雨季前

冬小麦已经收获，雨季时两垄之间的沟此时没有植被覆盖，有利于雨季排水，减轻渍涝危害。

【点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