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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试卷参考答案 
1.A  材料“邻里中心辐射周边居住小区”说明邻里中心周边为居住区，从图中不同阶段邻里中心的发展可

以看出东部为空白区域，为了住宅区的环保，不可能往工业区发展，说明为工业区。  

2.B  根据四代的容积率变化逐渐增大说明用地紧张 

3.C  慢性交通联系，说明休闲为主，可选公园合适 

4. B   5. A   6. D 

【解析】4.中药材的生长更依赖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而不是地形的平坦程度，A 错误；中药材通常

需要特定的气候条件，如温带大陆性气候，能够提供适合药材生长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条件，定西的气

候条件使得药材能够在自然环境中生长，药效更好，因此被称为“千年药乡”和“天然储药仓库”，B 正确；

定西地处内陆干旱地区，水源并不丰富，C 错误；定西的土壤贫瘠，药材在恶劣环境中生长，药效更

好，因此土壤松散并不是定西成为“千年药乡”和“天然储药仓库”的主要原因，D 错误。故选 B。 

【解析】5. 仿野生种植要求药材在自然环境中生长，荒地和撂荒地通常未经过人工干预，保留了自然生

态环境，符合仿野生种植的要求，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如土壤、气候、病虫害等）更接近野生环境，

有利于药材在恶劣环境中锤炼，提高药效，A 正确； 退耕还林地虽然已经停止耕作，但通常会有一定的

生态恢复措施，如植树造林等，可能会改变原有的自然环境，不完全符合仿野生种植的严格要求，B 错

误；马铃薯地是经过人工耕作的农田，土壤条件和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不符合仿野生种植所

需的自然环境，C 错误；原有种植药地虽然曾经种植过药材，但可能已经经过多次耕作和人工干预，土

壤和环境条件已经不适合仿野生种植的要求，D 错误。故选 A。 

【解析】6.仿野生种植并不直接导致土地面积的扩大，而是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进行种植，①错误；仿野

生种植需要模拟自然环境，可能需要更多的管理和维护，因此生产成本可能不会降低，甚至可能增加，

②错误；仿野生种植可以提高药材的品质和药效，从而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③正确；仿野生种植可

以减少对野生资源的依赖，保护生态环境， ④正确。综上，ABC 错误，D 正确。故选 D。 

【点睛】仿野生种植：仿野生种植是一种模拟野生环境进行药材种植 方法，通过让药材在自然环境中

生长，提高其药效和品质。这种方法虽然产量较低，但药材的质量较高，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保

护：仿野生种植减少了对野生药材的依赖，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

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促进生态平衡。 

【答案】7．C    8．B 

【解析】7．读图可知，图示区域中部地势较低，汇水范围大，河流流量大，溶蚀强，从而呈现“同时异

态”，C 正确；由材料可知，该地区地壳整体隆升，抬升速率没有明显差别，A 错误；局地气候类型没有

差别，B 错误；由材料可知，该地区形成广泛、巨厚的碳酸盐岩，故岩性差别不大，D 错误。故选 C。 

8．联系已学可知，随着深切割地区可溶性岩体逐步侵蚀殆尽，其可供侵蚀的物质减少，溶蚀速率就会减

慢，排除 CD；而浅切割地区由于残留的可溶性物质多，随着时间推移，裂隙扩大，暴露面增加，溶蚀还

会加快，但最终随着残留物质减少，溶蚀速率也会减慢；又由于浅切割地区汇水面积有限，其溶蚀速率最

大值应低于深切割地区，B 正确，A 错误。故选 B。 

【点睛】喀斯特地貌的形成条件主要包括可溶性岩石的存在、岩石具有一定的透水性、流水的动力作用以

及气候的影响。 

【答案】9．C    10．C 

【解析】9．结合所学知识，大量进口粮食只能缓解一时之需，无法解决粮食长期需求，且过度依赖进口会

加重粮食危机，①错误；我国中低产田面积大，开发潜力大，改造中低产田，增加粮食生产面积，提高自

身粮食供给能力，②正确；结合传统育种与现代生物技术，培育良种，提升单产，保障粮食供给，③正确；

发展畜牧业可以增加乳肉供应量，缓解对粮食压力，④正确。综上，C 正确，ABD 错误，故选 C。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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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结合材料信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在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资源、要素和服务的双向流动，通

过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推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C 正确；提升核心城市的集聚力可带动周边小城市发展，扩大城乡差距，不利于融合发展，

A 错误；农村人口过度迁移会导致多村空心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相悖，B 错误；乡村之间的产业差异变化

对城乡融合发展作用较小，D 错误，故选 C。 

【点睛】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

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其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强

调在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科技创新等方面实现高质量转变。 

【答案】11．C  12．D 

【解析】11 冷空气遇到大明山，会沿山坡上升，在迎风坡一侧水汽冷却凝结，且迎风坡一侧水汽相对充足，

更容易形成雾凇，C 正确，  

12 当太阳光从观察者身后射来，即顺光观赏时有利于观察到佛光景观，BC 错误；春分日太阳东升西落，

下午太阳在西边，游客位于云龙佛光景点西侧为顺光，D 正确；上午应位于东侧为顺光，A 错误。故选 D。 

【点睛】雾凇是一种美丽的自然现象，通常在寒冷潮湿的天气条件下形成。当空气中的水汽遇到温度低于

冰点的物体表面时，会直接凝华成白色冰晶，附着在树枝、电线等物体上，形成晶莹剔透的冰层。雾凇多

出现在冬季或初春的清晨，常见于山区或高纬度地区。它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景观，还能反映当地的气候特

点。 

【答案】13．D    14．B    

【解析】13．增开银发旅游列车只是短暂地改变了老年人的空间分布，不会降低老年人的比重，也没有

减轻社会养老负担，①③错误；增开银发旅游列车方便了老年人出行，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推动

了老年经济发展，②④正确。综上，D 正确，排除 ABC。故选 D。  

14．银发旅游列车的主要乘客是有旅游意愿的老年人，开行方向集中在新疆、云南、黑龙江等地，主要

是因为这些地区旅游资源丰富，B 正确；银发旅游列车不一定完全依赖高铁线路，A 错误；老龄化水平与

银发旅游列车开行到特定地区并无直接关联，C 错误；气候条件对旅游有一定影响，但新疆、云南、黑

龙江气候差异较大，并非都具有适宜老年人旅游的气候条件，不是影响开行方向的主要因素，D 错误。

故选 B。 

【点睛】服务业区位因素包括市场需求、劳动力、人才和科技创新、交通运输条件、信息化水平、地价

和企业竞争能力、生态环境、政策等方面。其中市场、交通等人文因素是影响服务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

素。 

【答案】15．B    16．D 

【解析】15．结合所学，二分日太阳日出正东，日落正西，结合图示太阳视运动轨迹可推测，②表示二分

日，我国位于赤道以北，二分日时，正午时分应位于正南，所以可以判断丙位于正南，甲位于正北，由于

图为从地面仰拍天空，根据南北方向可推测，乙位于正西，丁位于正东，AD 错误；10 月 1 日，直射点位

于南半球，日出东南，日落西南，由图可知，③轨迹日出东北，日落西北，C 错误；3 月 21 日太阳直射点

位于赤道，日出正东，日落正西，②日出正东日落正西，B 正确。故选 B。 

16 当太阳在 P 位置时，当地地方时已过 12 时且接近 12 时，北京时间与当地时间相差 40 分钟，所以北京

时间不可能为 18:40，A 错误；纽约（40°N,74°W）与当地相差 184°，时间相差 12 小时 16 分钟，当地

地方时已过 12 时且接近 12 时，所以纽约应该接近午夜时分，B 错误；由图可知 P 位置时日出东北，日落

西北，直射点位于北半球，10°S 该日日出东北，C 错误；开罗（30°N,31°E）与当地经度相差 79°，

时间相差 5 小时 16 分钟，且位于当地之西，所以当地还未过地方时 12 时，正值上午，D 正确。故选 D。 

【点睛】日出日落方位：太阳直射北半球时，全球有昼夜交替的地区，日出东北，日落西北；太阳直射南

半球时，全球有昼夜交替的地区，日出东南，日落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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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分） 

（1）实地采集盐碱水和海洋水样本；两种样本的化学成分并记录相关数据（4 分） 

（2）增加水产品供应，强化供给服务功能；增加水域面积，增强温差调节服务功能；开挖池塘降低地下水

位，减少表层土壤盐分积累，改良了土壤，增强支撑服务功能；维持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系统，强化支撑

服务功能。(每点 2 分，任答 3 点共 6 分） 

18.（22 分）(1) （4 分）位于天山南坡，气候干旱，降水少（1 分）；水源以冰川融水补给为主，到达Ⅱ

区与Ⅲ区之间坡地的水量少（或冰川融水形成地表径流向下游逐渐减少）（1 分）；Ⅱ区与Ⅲ区之间坡地

较陡（1 分），表层砂岩层厚，地下水位深（1 分），土壤水分条件差（1 分），导致植被无法生长。（4

分，回答 4 点 4 分） 

(2) （4 分）云杉林滞留雨水，增加Ⅱ、Ⅲ草甸区地下水水量（1 分）；云杉林涵养水源（1 分），可调节

Ⅱ、Ⅲ草甸区地下水水位（1 分）；云杉林减少了地表径流，避免强地表径流对Ⅱ、Ⅲ区草甸区土壤的破

坏等（1 分）。（或云杉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减少地表径流的功能（1 分）增加地下水水量、调节地

下水水位、避免草甸去土壤被流失或破坏各 1 分） 

(3) （8 分）植物特点：植物数量、类型较少（1 分）；多为耐旱、耐盐植物（1 分）。原因：该谷地位于

天山南坡，降水较少，气候干旱（1 分）；Ⅲ草甸区位于断层处，水分易流失（1 分），地下水埋藏深，土

壤水分少（1 分）；蒸发强烈，土壤盐分较多（1 分）；受干旱、多盐环境影响，植物数量少（1 分），并

逐渐演变为耐盐、耐旱植被群落（1 分）。 

(4) （6 分）（短期 4 分）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短期内，冰川融水增多（1 分），云杉林向上、向下生长（1

分），Ⅰ草甸区向上扩张（1 分），Ⅱ草甸区及永久积雪带面积减小（1 分），Ⅲ草甸区因地下水水位变浅

而面积扩大（1 分）； 

（长期 2 分）长期之后，冰雪融水逐渐减少（1 分）；山谷自然环境趋于干旱（1 分），各植被逐渐萎缩

（1 分）。 

【分析】本题以天山某谷地为背景区域，涉及自然环境整体性、植被和全球变暖等知识点，考查学生获取

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的能力及区域认知、综合思维、人地协调观

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详解】（1）该山地位于天山南坡，即塔里木盆地北缘高山，由于深居内陆，远离海洋，降水稀少，水分

少；冰川融水在高海拔地区汇聚形成地表径流向下游流动，沿途不断蒸发、下渗、植被吸收，水量逐渐减

少，能到达Ⅱ区与Ⅲ区之间坡地的水量很少；图示Ⅱ区与Ⅲ区之间坡地表层砂岩层较厚，砂岩层透水性好，

水体下渗至较深位置，地下水位深，地表土层中的水分条件较差，导致植被无法存活生长。 

（2）植被有涵养水源的作用，Ⅱ、Ⅲ草甸区的海拔比云杉林低，云杉林滞留雨水，增加下渗作用，可以增

加Ⅱ、Ⅲ草甸区地下水水量；地下水水位季节变化小，为草甸提供稳定的供水；云杉林减少了地表径流，

减轻流水侵蚀作用，避免了强地表径流对草甸区土壤的破坏等。 

（3）I 草甸区海拔较高，临近冰川融水带，热量条件较差，蒸发弱，水分条件最好；Ⅱ草甸区水分主要来

自冰川融水，水分条件次之；Ⅲ草甸区主要受冰川融水的地下径流量影响，但地下水埋藏深，补给水量少，

且位于断层处，水分易流失，土壤水分少；海拔较低，温度较高，蒸发强烈，土壤盐分较多；受干旱、多

盐环境影响，Ⅲ草甸区植物数量少，并逐渐演变为耐盐、耐旱植被群落。 

（4）该山地位于天山南坡，气候干旱，降水少，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南坡山地冰川将持续融化，最终

消失。短期内，冰川融水增多，地下径流量增加，谷地中水分条件改善，生物数量应先增多，云杉林向上、

向下生长，Ⅰ草甸区向上扩张，Ⅱ草甸区及永久积雪带面积减小，Ⅲ草甸区因地下水水位变浅而面积扩大；

长期之后，冰川面积逐渐缩小，冰雪融水逐渐减少；出谷自然环境趋于干旱，各植被逐渐萎缩。 

19（20 分）【答案】(1) （4 分）2005—2020 年崂山湾岸线长度总体增加（2 分），其中 2005—2010 年和

2015—2020 年略有减少，2010—2015 年增加较多（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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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分）自然原因：地质历史时期气温下降，导致海平面下降，海岸线变长（2 分）；河流挟带大量泥

沙入海淤积，促使海岸线变长（2 分）；地壳垂直运动，陆地相对海洋抬升，海平面下降，海岸线变长（2

分）。（回答 2 点 4 分） 

人为原因：人类围海造田、填海造陆、滨海工程建设等活动使海岸线变长（2 分）。 

(3（4 分）)实施退养还滩、退围还海、岸线整治等工程措施（2 分）；综合实施海堤生态化建设，通过构

建人工礁等生物措施，提升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质量（2 分）。 

(4)继续实施“混合散养”模式，建造人工鱼礁，保障水产品质量，维护良好的海域生态；争取获得更多示

范品牌认证，打造水产品品牌；提高冷藏保鲜技术，保障远距离运输的水产品品质；进行技术革新，提高

水产品加工水平，延长产业链；加强宣传，提高知名度；建设海洋牧场垂钓基地，开展海上垂钓、网箱垂

钓等活动，发展观光旅游业。 

【分析】本大题以青岛蓝谷位置及 2005—2020 年崂山湾岸线长度与面积变化统计表为材料设置试题，涉

及海岸线变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产业可持续发展措施等相关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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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解】（1）2005—2020 年崂山湾岸线长度与面积的变化情况，结合表格数据回答即可，注意需从整体

和局部两个方面进行描述。表格数据可以看出，2005年崂山湾岸线长度合计为 93.64km，2020年为 100.39km，

总体呈增加趋势。具体来看，2005—2010 年从 93.64km 减少到 91.69km，略有减少；2010—2015 年从 91.69km

增加到 107.53km，增加较多；2015—2020 年从 107.53km 减少到 100.39km，略有减少。 海湾面积变化：

2005 年崂山湾内面积为 370.03km²，2020 年为 352.02km² ，总体是减少的。2005—2010 年从 370.03km²

变为 370.44km² ，面积变化不大；2010—2020 年从 370.44km² 减少到 352.02km² ，减少较多。 

（2）第一步，分析设问。注意设问角度，要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分析原因。第二步，调用所学知识，明确

答题角度。①影响海岸线变化的自然原因包括：地壳运动、气候变化、河流泥沙淤积等。②影响海岸线变

化的人文原因包括：滩涂围垦养殖、填海造陆、海岸带工程建设等。第三步，运用地理学科语言归纳答案。

在地质历史时期，若气温下降，海水冷却收缩，且极地冰川积累，会导致海平面下降，原本被海水淹没的

区域露出，海岸线变长。附近河流携带大量泥沙入海后，在河口附近淤积，不断向海洋延伸陆地面积，从

而使海岸线变长。当地壳发生垂直运动，陆地相对海洋抬升时，海平面相对下降，海岸线就会向海洋方向

推进而变长。人类进行围海造田，将海洋区域转变为陆地用于农业或建设；填海造陆建设港口、机场等大

型工程；滨海工程建设如修建防潮堤、海堤等，改变了海岸线的自然形态，使海岸线变长。 

（3）当地政府针对蓝谷海岸线变化和海岸带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了综合治理，具体措施包括退养还滩、滨

海湿地修复等。②海岸带保护措施包括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等。实施退养还滩，将原来用于养殖的滩涂恢

复自然状态；退围还海，拆除不合理的围海设施，让海域恢复原有空间；进行岸线整治，清理海岸垃圾、

修复受损岸线，使其更加自然和生态；对海堤进行生态化建设，比如在海堤上种植耐盐碱植物，为生物提

供栖息地；构建人工礁，为海洋生物提供附着和栖息场所，促进海洋生物繁衍，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4）结合材料可知，龙盘牧场形成了生态系统稳定的“海底森林”，实现了“混合散养”，且被授予国家

级无公害生产基地、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的称号。在崂山湾建设蓝色科技海湾的大背景下，龙盘牧

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可从品牌建设、技术创新、延长产业链、坚持生态养殖模式等方面分析。继续采

用“混合散养”模式，模仿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建造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保障水

产品质量的同时维护海域生态平衡；争取更多如国家级无公害生产基地等示范品牌认证，提升品牌知名度，

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水产品品牌；提高冷藏保鲜技术，确保水产品在远距离运输过程中品质不受影响；

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水产品加工水平，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的加工产品，延长产业链，增加经济效益；加强

宣传推广，利用互联网、广告等多种渠道提高龙盘牧场的知名度；建设海洋牧场垂钓基地，开展海上垂钓

等休闲活动，发展观光旅游业，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