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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本题共 16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在地理研究中，可利用重心移动反映地理事物和现象空间分布的变化。下图为 1990——2013 年河南

省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粮食生产重心移动轨迹示意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 1990—1995 年期间（   ） 

A. 河南省粮食总产量重心移动距离约为 8 千米 

B. 许昌县粮食产量降低，鄢陵市粮食产量增加 

C. 河南省经济重心和粮食重心移动方向相近 

D. 长葛市是河南省经济水平最高的县级行政区 

2. 1995—2013 年河南省的经济重心与粮食重心日趋分离说明（   ） 

A. 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的制约日益明显 

B. 粮食生产会拖累地方经济发展 

C. 经济发展不利于保障粮食安全 

D. 粮食生产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降低 

3. 2000 年以后河南省人口重心向北移动的主要原因是（   ） 

A. 北部人口出生率高 

B. 南部人口死亡率高 

C. 人口向北迁移多 

D. 北部人口基数大 

【答案】1. C    2. D    3. C 

【解析】 

【1 题详解】 

图中线段比例尺表示图上 1cm 代表实地距离 10km，据图可知 1990年河南省粮食总产量重心到 1995年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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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粮食总产量重心之间的距离明显超过 1厘米，所以重心移动的距离不可能是 8千米，A错误；生产重心

的迁移不能直接说明某一地区具体的粮食产量变化，也可以是许昌县粮食产量升高的幅度较小，鄢陵市粮

食产量增加较大，B错误；据图示信息可知 1990—1995年期间河南省经济重心和粮食重心移动方向都是向

东北方向移动，移动方向相近，C正确；据图示的 GDP 总量重心不能直接推断某一地区具体的 GDP总量，

无法判断长葛市是河南省经济水平最高的县级行政区，排除 D。故选 C。 

【2 题详解】 

1995—2013年河南省的经济重心向西北移动，1995—2013 年河南省的粮食重心向东南移动，两者重心移

动方向相反，这说明粮食生产对应的第一产业产值对经济总体贡献影响不大，粮食生产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率不断降低，D正确；1995—2013年河南省的经济发展是正向的，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是促进作用，不会

出现制约现象，A错误；粮食生产对应的第一产业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生产不会拖累

地方经济发展，B错误；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C错误。故选 D。 

【3 题详解】 

人口重心向北移动说明北部人口数量增加值大于南部地区，人口向北迁移多会导致北部人口数量增加更

快，南部地区人口增加少甚至负增长，C正确；我国的人口政策对于河南省是统一的，对于南部和北部的

出生率影响也是一样的，没有题目信息说明南北部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大小变化，无法判断，排除 AB；人

口基数与人口重心的移动关系不大，排除 D。故选 C。 

【点睛】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自然因素，气候：气候宜人的地区通常更具吸引

力，如美国东北部向南部“阳光地带”的迁移。水源：水资源的分布和变化决定了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

格局，如畜牧区的“逐水草而居”。土壤：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响人口迁移，如农业社会寻找肥沃的土

地。 矿产资源：如大庆油田的开发吸引大量人口迁入。自然灾害：如汶川新城镇的建设，自然灾害引起

生态环境变化而迫使人口迁移。人文因素，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是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多数情况

下人口迁移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薄膜式滴灌带是以塑料薄膜制成的条带状软管为主体的滴灌设施。某研究所在西北地区进行沙地葡萄

节水应用研究时，对比了薄膜式滴灌带滴灌与沟灌两种条件下葡萄的用水情况，得到表所示数据。据此完

成下面小题。 

月份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滴灌 

次数/次 2 3 3 1 1 1 2 2 15 

水量/mm 11 16 16 6 6 6 8 15 84 

沟灌 次数/次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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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mm 98  95     95 288 

 

4. 葡萄幼果膨大时需水量大，当地葡萄幼果膨大旺长的时间是（   ） 

A. 4 月 B. 5 月 

C. 6 月 D. 11 月 

5. 采用沟灌的葡萄萌芽期比采用滴灌的葡萄更长，是因为沟灌条件下（   ） 

A. 光照强 B. 地温低 

C. 气温高 D. 昼夜温差大 

6. 为了进一步提高节水效果并减缓薄膜带老化，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 

A. 实行地表覆盖 B. 减小水压 

C. 冬季漫灌 D. 换装金属滴头 

【答案】4. C    5. B    6. A 

【解析】 

【4 题详解】 

西北地区地处北温带地区，夏季时气温较高，是北半球绝大多数农作物生长的旺季，据图示信息可知利用

滴灌方式灌溉的水量最大的是 5 月和 6 月，而 6 月气温较 5 月更高，所以推断当地葡萄幼果膨大旺长的时

间是 6 月，且沟灌灌溉也选择了在 6 月进行灌溉，也说明了 6 月是葡萄的生长旺季，C 正确，ABD 错误，

故选 C。 

【5 题详解】 

不同的灌溉方式对应的地区都是在同一区域，气候条件并无显著差异，光照、气温、昼夜温差条件相似，

排除 ACD。北半球葡萄萌芽期通常在每年春季的 3 月至 4 月之间，此时正值气温回升期间，而 4 月时采用

沟灌方式灌溉用水量显著大于滴灌，地表水域面积大，由于水体的热容量大，升温较慢，所以地温较低，

导致采用沟灌的葡萄萌芽期比采用滴灌的葡萄更长，B 正确。故选 B。 

【6 题详解】 

实行地表覆盖能有效阻挡土壤水分散失，从而提高节水效果，另外地表覆盖能减少外界气温（西北地区温

差较大）对薄膜带的影响，能减缓薄膜带老化，A 正确；减小水压不会提高节水效果，B 错误；大水漫溉

会浪费水资源，不利于提高节水效果，C 错误；换装金属滴头不能减缓薄膜带老化，D 错误。故选 A。 

【点睛】滴灌是利用塑料管道将水通过直径约 10mm 毛管上的孔口或滴头送到作物根部进行局部灌溉。它

是干旱缺水地区最有效的一种节水灌溉方式，水的利用率可达 95%。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经历了从单体城市发展向都市圈化演进的过程，为响应城镇化不同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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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需求，都市圈内外形成了多层次轨道交通。下图示意多层次轨道交通的服务对象。据此完成下面小

题。 

 

7. 为响应城镇化不同阶段的交通需求，我国不同层次轨道交通发展的先后顺序为（   ） 

A. 干线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城际铁路→市域铁路 

B. 市域铁路→干线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城际铁路 

C. 城市轨道交通→市域铁路→城际铁路→干线铁路 

D. 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市域铁路→干线铁路 

8. 相较于常规公交，城市轨道交通的优点是（   ） 

A. 路网更完善 B. 平均运速更快 

C. 投资更少 D. 站点更多 

9. 随着都市圈规模 扩大，多层次轨道交通的协同发展方向是（   ） 

①多线“无感换乘”②统一运行时速③统一运营管理④站点均匀分布 

A. ①③ B. ①④ C. ②③ D. ②④ 

【答案】7. A    8. B    9. A 

【解析】 

【7 题详解】 

干线铁路满足不同城市间的运输需求；城市轨道交通为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以服务通勤为主要目标的城

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如城市中的地铁；城际铁路主要涉及的是同一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之间的联系；市域

铁路是连接都市圈中心城市城区和周边城镇组团，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制式的线路又称为市域快线。我国地

域范围广大，人口众多，需首先满足大范围长距离的城市之间交通，首先应满足干线铁路运输需求；随着

我国如省会城市一样的重点城市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向城市中不断集中，这些城市逐渐发展并完善城

市轨道交通（如地铁、轻轨）；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城市群，为加强城市群的总体发展，城

际铁路不断发展；城市群进一步发展形成都市圈，逐步发展了市域铁路。综上分析，A 正确，BCD 错误。

故选 A。 

【8 题详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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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题分析得知城市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由于有专用轨道，不与其他城市地面交通系统发生交叉，

所以平均运速更快，B 正确；城市常规公交相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更多，相对路网更复杂，更完善，由于

不用新建长距离专项轨道，投资更少，ACD 错误 故选 B。 

【9 题详解】 

随着都市圈规模的扩大，都市圈内经济联系更密切，人员交流往来更频繁，需要将原有各自城市的轨道交

通统筹规划管理，各个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相连，形成多线“无感换乘”。①③正确；各个城市之间的轨道

交通建设涉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不同，轨道交通的运行速度不可能都一样，也没有必要同一运行

时速，②错误；各地区人口不会是均匀分布，所以站点也不可能是均匀分布，④错误。故选 A。 

【点睛】城市轨道交通是一种大容量且快速便捷的现代公共交通方式，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和

超强的空间联接性，在都市圈和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核心增长极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不仅贯

通大城市内部空间也联接周边城市，通过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引导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可减少中心城区拥堵

和实现紧凑式的城市空间发展。 

闽江流域位于武夷山东部，下图示意 4 个不同年份闽江流域植被覆盖度的变化。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0. 闽江流域坡度大的地区植被覆盖度高，主要是因为（   ） 

A. 水热条件好 B. 土壤肥沃 

C. 光照条件好 D. 人为干扰小 

11. 闽江流域海拔<1353 米的地区随海拔升高植被覆盖度整体增加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 

A. 随海拔升高，人为干扰程度持续减轻 

B. 随海拔升高，降水在一定范围内增加 

C. 整体坡度变小，水土流失状况减轻 

D. 阔叶林比例升高，林种结构改善 

12. 推测 2014 年闽江流域植被覆盖度明显降低的主要原因是（   ） 

A. 洪涝及台风灾害强 B. 受寒潮影响大 

C. 农业开发强度大 D. 城镇化速度快 

【答案】10. D    11. B    12.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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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0 题详解】 

坡度大的地区水流速度快，不易存水，水分条件差，A 错误；坡度大的地区土壤迁移速度快，土壤层薄，

易被侵蚀，土壤相对贫瘠，B 错误；光照条件与坡度大小关系不大，排除 C；坡度大的地区不利于人类活

动开展，相关人为干扰少，所以植被覆盖度高，D 正确。故选 D。 

【11 题详解】 

随海拔升高，人为干扰程度有减轻的趋势，但不一定保持持续减轻，在某些较高海拔处如果坡度较小也可

能人为干扰程度大于较低海拔处，A 错误；随海拔升高，水汽在山地的抬升产生的地形雨可能不断增加，

水分条件不断改善导致植被覆盖度整体增加，B 正确；水土流失状况不仅仅与坡度因素相关，且也没有闽

江流域海拔<1353 米的地区整体坡度的相关信息，C 错误；当地的地带性植被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阔叶

林是林种的主体，若阔叶林比例升高，说明其他林种比重减小，林种结构并没有改善，D 错误。故选 B。 

【12 题详解】 

只有 2014 年一年出现了植被覆盖度明显降低，所以应主要考虑极短期因素，而我国农业开发和城镇化发

展在 2003 年到 2019 年之间总体保持增长速度平稳，并不会在 2014 年这一年突然出现农业开发强度和城

镇化速度突然加速的现象，排除 CD；闽江流域地处低纬地区，远离我国冬季风源地，受寒潮影响小，B

错误；闽江流域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台风会对其有较大影响，若 2014 年受超强台风影响，或出现重

大洪涝灾害，则会出现植被覆盖度明显降低的现象，A 正确。故选 A。 

【点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特别是人类严重地破坏了坡地植被后，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地表土壤破坏和土

地物质的移动，流失过程加速，即发生水土流失。它可导致水库淤积，河床抬高，通航能力降低，洪水泛

滥成灾。 

南海在经历了罕见的没有台风活动的 8 月之后，2024 年第 11 号台风“摩羯”生成后于 9 月 6 日在海

南登陆。下图为中央气象台 9 月 6 日 10 时发布的台风“摩羯”移动路径预报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3. 台风“摩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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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越南登陆后风力明显变大 

B. 登陆海南岛时岛屿南部盛行偏北风 

C. 对图中阴影地区造成的灾害最严重 

D. 移动路径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 

14. 关于“摩羯”超强台风等级持续时间长的主要原因，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①太阳直射点南移，副热带海区水温偏高 

②8 月南海无台风活动，海水积攒热量多 

③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台风难以北上，在低纬海洋得到更多水热补充 

④北方弱冷空气进入低层，导致台风中心附近大气垂直运动增强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答案】13. D    14. C 

【解析】 

【13 题详解】 

读图可知，台风“摩羯”在越南登陆前风力为 16级，登陆后风力减小为 13级，风力明显变小，A错误；

台风是低压系统，据图可知，登陆海南岛时岛屿南部盛行偏南风，B错误；台风带来造成的灾害与台风强

弱、所在地区的人口城市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及当地的防灾水平有密切关系，材料中的信息不足不能进行

判断，C错误；副热带高压对台风的移动路径有重要影响，台风往往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移动，D正确。

故选 D。 

【14 题详解】 

台风是强烈发展的热带气旋，下垫面提供的水热越充足，有利于台风的形成和加强。9月太阳直射点南

移，副热带海区水温偏高，为台风提供了更多的能量来源，有利于台风维持超强等级，①正确；副热带高

压位置偏南时，台风难以北上，在低纬海洋得到更多水热补充，③错误；由材料可知，8月南海有无台风

活动，海水积攒热量多，有利于台风维持超强等级，②正确；9月亚洲压高压势力加强，北方弱冷空气进

入低层，加剧了气流抬升，导致台风中心附近大气垂直运动增强，④正确。综上所述，C正确，排除

ABD。故选 C。 

【点睛】台风形成条件：形成于温度大于 26度的热带洋面，要有原始涡旋提供能量，要有大量的潜热输

送，提供剧烈的上升气流。 

断层分为正断层、逆断层和走滑断层，断层面倾斜时，断面朝上的称为下盘，断面朝下的称为上盘

（见左图）。拉分盆地是指沿大型走滑断层带发育的一种断陷盆地，形似菱形，盆地两侧长边为走滑断

层，两短边为正断层。青藏高原北缘的索尔库里盆地就是拉分盆地。右图为索尔库里盆地地质结构示意

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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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索尔库里盆地所在的断盘及其移动方向分别是（   ） 

A. 上盘、东北 B. 上盘、西南 

C. 下盘、东北 D. 下盘、西南 

16. 在实地考察中，可以作为索尔库里盆地成因判断依据的是（   ） 

A. 盆地地表沉积物深厚 B. 西侧断面岩石表面“擦痕”显著 

C. 断层面附近岩石破碎 D. 南北两侧断层面倾角大 

【答案】15. A    16. B 

【解析】 

【15 题详解】 

索尔库里盆地两侧长边为走滑断层，结合走滑断裂线附近的岩层高低可知，其上下盘海拔高度并未发生明

显变化，不会直接形成盆地。而索尔库里盆地地势较周边地区低，所以只能判断该地的盆地形成与正断层

有关，而正断层的上盘海拔较低，符合盆地地势较低的特征。走滑断层的偏北侧向西南移动，但是盆地北

侧宽度较大，偏南侧面朝东北移动，盆地南侧宽度较小，正断层是上盘在上，所以应该与下方移动方向大

致一致，故此推断索尔库里盆地所在的断盘移动方向为东北，A 正确，排除 BCD。故选 A。 

【16 题详解】 

走滑断层即规模巨大的平移断层，其两盘顺断层面走向相对移动，而无上下垂直移动，断层面倾角较小。

由于走滑断层断层面是沿水平方向移动的，西侧断面岩石表面受岩层水平移动影响而“擦痕”显著，B 正

确，D 错误；由于走滑断层并未出现明显的垂直运动，所以盆地深度并不大，盆地地表的沉积物应较浅，

A 错误；断层面附近岩石破碎是正断层岩石沿断层线剧烈摩擦而产生的，与走滑断层关系不大，C 错误。

故选 B。 

【点睛】走滑断层即规模巨大的平移断层，又称横移断层、走向滑动断层，亦称为扭转断层，平移断层作

用的应力是来自两旁的剪切力作用，其两盘顺断层面走向相对移动，而无上下垂直移动。由于断层面是采

水平方向移动的，所以在野外的观察上经常没有明显的断崖，只会在地面上看到一条断层直线。 

 

近年来广东省佛山市不断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新兴产业发展。下图为佛山市三大类新兴产业的空间分

布。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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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佛山市由传统制造业转向新兴产业 主要原因是（   ） 

A. 原有产业基础好 B. 新兴产业附加值高 C. 政府的大力支持 D. 劳动力价格的上涨 

18. 佛山市新兴工业布局呈现集中为主、少数分散的目的是（   ） 

A. 获取原料 B. 降低运费 C. 共享空间 D. 人才流动 

19. 该地区布局新兴产业的主要优势是（   ） 

A. 企业距离近，利于行政管理 B. 距离近，便于不同企业间技术合作 

C. 区域产业链完整，降低成本 D. 零部件运输速度快，节省组装时间 

【答案】17. B    18. C    19. C 

【解析】 

【17 题详解】 

佛山市由传统制造业转向新兴产业主要是因为传统产业的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新兴产业的附加值高，

故 B 正确；该地发展新兴产业与原有产业基础关系不大，故 A 排除；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劳动成本不是主要

因素，因此排除 C、D，故排除 A、C、D，选择 B。 

【18 题详解】 

本道题考查工业集聚的主要因素，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产业，集聚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利用基础设施，共享

空间，故 C 正确；新兴产业对原料的需求不大，故 A 排除；这些新兴产业的运输需求不大，故 B 排除；

人才流动会使得产业分散，故 D 排除；因此排除 A、B、D，选择 C。 

【19 题详解】 

广东省佛山市布局的主要因素是区域的相关产业链完整，基础建设完善，因此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

C 正确；政策支持会影响新兴产业发展，但行政因素不是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故 A 排除；相关企业联系

较小。因此技术合作较小，故 B 排除；新兴产业对零部件需求少，且零部件的运输成本低，故 D 排除；因

此排除 A、B、D，选择 C。 

【点睛】新兴产业是指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

态性特征的产业。与传统产业相比，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资源集约等特点，也是促使国民经济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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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轨道的根本途径。 

耕地非粮化是指耕地被用于粮食生产以外的生产经营活动。成都平原的粮食生产基础较好，古有“天府

粮仓”美誉。近年来，成都平原的耕地非粮化问题凸显。如图示意 2019年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率的分布模

式。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20. 影响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率的关键因素是（   ） 

A. 科技 B. 市场 C. 资金 D. 技术 

21 成都市部分郊区的耕地非粮化率低于下辖地级市郊区，最有可能是由于（   ） 

A. 自然条件优越 B. 土地价值较高 C. 耕地管理较严 D. 交通条件更好 

22. 为了降低成都平原的耕地非粮化率，建议（   ） 

①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②增加山区耕地面积 

③攻关粮食丰产技术  ④有序引导土地流转 

A. ①② B. ①④ C. ②③ D. ③④ 

【答案】20. B    21. C   22. D 

【解析】 

【20 题详解】 

读图可知，耕地非粮化率高值区主要位于成都市区和其他市区，主要原因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规模

的扩大，地价上升，同时经济作物的市场需求增加，因此影响耕地非粮化的关键在于经济作物的市场价值

大于粮食作物。B正确，与科技、技术和资金的关系不大，ACD错误，故选 B。    

【21 题详解】 

二者同属于成都平原，自然条件差异不大，A错误；土地价值较高、交通条件更好的地区更倾向于发展蔬

菜、水果、花卉等城郊商品农业，BD错误；前者隶属于省会成都，耕地管理更加严格，成都市区东侧下辖

的部分区县侧重发展城郊商品农业，西侧的下辖区县种植粮食作物，保障粮食安全，C正确。故选 C。 

【22 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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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经济作物，粮食作物 价格较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也无法有效降低成都平原的耕地非粮化率影响

较小，①错误；增加山区耕地面积，可能会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②错误；攻关粮

食丰产技术，提高种粮收益，能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③正确；有序引导土地流转，便于种粮大户规模化

经营，④正确。D正确，ABC 错误，故选 D。 

【点睛】我国耕地“非粮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分为经济因素、资源因素和法律政策因素等。经济

因素是造成耕地“非粮化”的根本原因。资源因素为耕地“非粮化”提供了基础。法律政策因素进一步推

动了耕地“非粮化”。 

新加坡面积 730 余平方千米，人口 540 多万，是发达的城市国家，拥有高效便捷的交通系统，建立了

世界上第一个城区智能化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RP），能根据车型、日期、时段及区域车辆行驶速度调整收

费标准，下图为新加坡某路段收费标准。完成下面小题。 

 

23. 依据新加坡 ERP 系统收费标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9：00 前后车流量最小 B. 上班时间大约是 9：00 

C. 12：00 前后车辆速度慢 D. 不同路段收费标准一致 

24. 新加坡积极建设 ERP 的主要原因是（   ） 

A. 经济发达 B. 技术先进 C. 政策支持 D. 人口稠密 

【答案】23. B    24. D 

【解析】 

【23 题详解】 

读图文材料可推知，通过提高收费标准能够减少相应时段该路段上的车辆，从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9：

00 前后小汽车收费费率最高，说明 9：00 前后车流量较大，交通拥堵，A 错误；新加坡是发达的城市国

家，人口密集且交通高效，结合常识可知当地上班时间通常在 9：00 左右，且图示 9：00 前后小汽车收费

费率最高，说明 9：00 前后车流量进入高峰期，与通勤时间吻合，可推测上班时间大约是 9：00，B 正

确；车辆速度慢通常与拥堵相关，拥堵会导致费率上涨（因系统通过提高价格调节需求），12：00 前后小

汽车收费费率较低，说明 12：00 前后车流量较小，道路通畅，此时段车辆速度应该较快，C 错误；材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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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说明“新加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区智能化电子道路收费系统（ERP），能根据车型、日期、时段及

区域车辆行驶速度调整收费标准”，直接表明收费标准具有动态差异性，得出不同路段收费标准应该不一

致，D 错误。故选 B。 

【24 题详解】 

材料明确给出新加坡“人口 540 多万，面积 730 余平方千米”，说明人口密度极高。 人口稠密必然导致

交通需求大、道路资源紧张，需通过动态收费（如 ERP）调控车流，缓解拥堵，这是最根本的驱动因素，

是主要原因，D 正确；新加坡经济发达确实为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但经济发达本身并非就需要

建设 ERP，排除 A；技术先进是实施 ERP 系统的必要条件，但题目问的是“主要原因”，技术先进的国家

如果没有需要可能优先发展航天而非交通管理，排除 B；政策支持是推动项目落地的重要保障，但同样属

于辅助因素，例如，政策可能源于更深层的社会需求， 材料未单独强调政府政策导向，而是通过“高效

交通系统”等描述间接体现，并非主要原因，排除 C。故选 D。 

【点睛】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依据车型、日期、时段及区域车辆行驶速度调整收费标准，是优化交通资源

的关键举措。从车型看，不同车型占用道路空间与资源消耗存在差异，大型车收费往往高于小型车；日期

维度上，工作日与节假日的交通流量特征不同，需针对性设置收费；时段划分高峰与低谷，高峰时段车流

量大、易拥堵，提高收费可引导车辆分流；区域层面，核心拥堵区域收费更高；此外，车辆行驶速度直接

反映拥堵状况，速度慢时（即拥堵阶段）提高收费，能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或选择其他路线，从而缓解交通

压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实现交通系统的动态优化与高效运转。 

锢囚锋是由冷锋追上暖锋，或由两支冷锋迎面相遇，将锋前的暖气团抬离地面，禁锢在高空形成的一

种特殊锋面。冬半年西北和东北方向来的冷锋多于华北地区相遇，形成华北锢囚锋，其中 3月份机率最大

（ 50%），1月份最小（8%），锋面附近天气恶劣，多暴雪。下图为亚洲部分地区某时刻的海平面气压分

布。完成 25、26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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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关于三个气流性质及暴雪区域判断正确的是（   ） 

A. Ⅰ暖湿、Ⅲ冷干，甲 B. Ⅱ冷干、Ⅲ冷湿，甲 

C. Ⅰ暖干、Ⅱ冷干，乙 D. Ⅰ暖湿、Ⅲ冷干，乙 

26. 与 3月比，华北锢囚锋出现的机率 1月份最小的根本原因是（   ） 

A. 地形阻挡明显 B. 空气对流旺盛 C. 单一气团控制 D. 南北温差加大 

【答案】25. A    26. C 

【解析】 

【25 题详解】 

图中亚欧大陆上形成高压中心，判断图示季节为冬季。图中Ⅰ处气流来自西南方向低纬度的印度洋，温度

较高、水汽含量较高，判断其性质为暖湿；图中Ⅱ处气流来自东北方向高纬度的环渤海地区，且位于冷锋

的锋后，温度较低、水汽含量较多，判断其性质为湿冷，甲位于冷锋的锋后，容易出现暴雪天气；图中Ⅲ

处气流来自西北方向高纬度的蒙古-西伯利亚地区，且位于冷锋的锋后，温度较低、水汽含量较少，判断

其性质为干冷。综上，A正确，BCD错误。故选 A。 

【26 题详解】 

根据材料可知，锢囚锋的形成需要冷暖气团同时出现。1月份时，亚洲高压势力强盛，冷空气势力强、暖

空气势力弱，导致中国大陆上多为冷空气控制，单一气团控制，难以形成锢囚锋，C正确；华北地形以平

原为主，地形阻挡作用较小，A错误；1月气温较低，空气对流不明显，B错误；3月，华北地区气温回

升，暖气团势力增强，南北方向的温差加大，D错误。故选 C。 

【点睛】锢囚锋的形成需要冷暖气团同时出现。1月份时，亚洲高压势力强盛，冷空气势力强、暖空气势



 

第14页/共15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力弱，导致中国大陆上多为冷空气控制，难以形成锢囚锋。3月份时，太阳直射点北移，北半球气温回

升，来自低纬度地区的暖气团势力增强，同时高纬度地区冷气团南下，南北方向的温差加大、气压梯度加

大，冷暖气团相遇，容易形成锢囚锋。 

某科研团队开展了咸海水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研究结果可为咸海地区水资源调控与生态

保护提供数据支持。下图示意 1990～2015年咸海地区蒸散发量（区域内土壤、水面蒸发和植物蒸腾的总

量）的计算结果。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27. 咸海地区不同下垫面的蒸散发量存在差异，波动幅度最小的是（   ） 

A. 灌区耕地 B. 咸海水体 C. 天然植被 D. 灌区湿地 

28. 推测咸海水面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 土地退化 B. 降水减少 C. 灌溉取水 D. 蒸发增多 

【答案】27. C    28. C 

【解析】 

【27 题详解】 

根据材料所给图片，图中湖区植被即天然植被蒸散量相较于灌区耕地、咸海水体、灌区湿地常年保持稳

定，波动幅度最小，ABD 错误，故选 C。 

【28 题详解】 

根据材料所给图片，材料无法得出咸海附近土地退化，A 错误 根据材料所给信息，材料无法得出咸海流

域降水减少，B 错误。根据材料所给图片，灌区耕地蒸散量巨大，甚至高于咸海自身蒸散量，说明灌溉面

积大，灌溉取水多，入湖水量减少，导致咸海面积下降，C 正确。根据所学知识，自然状态下，蒸发短期

内不会明显增多，D 错误。故选 C。 

【点睛】咸海，位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的咸水湖，原为世界第 4 大湖，水源补充主

要依赖阿姆河和锡尔河。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已存在于地球 550 万年的咸海因人类不科学过度利用而迅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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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随着水位不断下降。 

洪积扇是暂时性或季节性河流出山口后变为多河床辫流而形成的一种扇状堆积地形，主要发育在干旱

或半干旱山区，往往是由多次洪积过程形成。呈叠瓦状或串珠状排列的洪积扇称为覆瓦型洪积扇，是山麓带

近期某种地壳运动的反映。下图为祁连山北麓某覆瓦型洪积扇分布示意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29. 图示山麓带洪积扇之间地壳运动的反映是（   ） 

A. 河流阶地形成 B. 断层构造发育 C. 裂谷地貌形成 D. 背斜构造发育 

30. 图示山麓带洪积扇面积逐渐减小的原因是（   ） 

A. 沉积物质减少 B. 河流流速加快 C. 河流下蚀增强 D. 发育时间缩短 

【答案】29. B    30. A 

【解析】 

29 题详解】 

根据材料可知，覆瓦型洪积扇是山麓带近期某种地壳运动的反映。该地有四个较为完整的洪积扇，且呈串

珠状分布，可判断山前有四条东西向断层；由于断层活动，地壳多次抬升，形成多级洪积扇。故可判断山

麓地带断层构造发育，B正确，河流下切侵蚀，原来的河谷底部超出一般洪水位之上，呈阶梯状分布在河

谷谷坡上，这种地形称为河流阶地，裂谷是板块张裂形成，背斜构造是岩层受挤压力作用而向上隆起，都

和覆瓦型洪积扇的形成不符，ACD错。故选 B。 

【30 题详解】 

河流从山地携带的砾石大部分沉积在最早形成的洪积扇，输送到下游地区的沉积物质逐渐减少，A正确。

河流下游流经干旱地区，水量减小，河流流速减慢，搬运能力下降，B错；洪积扇是河流沉积地貌，且河

流下游下蚀作用弱，C错。洪积扇面积受河流水量、沉积物多少及地壳抬升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发育时

间难以确定，D错。故选 A。 

【点睛】洪积扇和冲积扇的区别：冲积扇范围较大，洪积扇范围较小。冲积扇多发生在降雨多的地区，洪

积扇多出现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洪积扇形成快、短促、少有季节性或常年河流，冲积扇则与季节性或常

年河流的冲积有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