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山一中 2024 届第一次月考地理学科试题（2023-08） 

一、单选题（每小题 3分，共 16 小题，共 48分） 

下图是某地地下室采光示意图，①②③箭头分别代表该地二分二至日正午太阳光线照射情况，通过朝北的反

光镜的角度调节，可以保证地下室获得充足的光线。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 该地位于（   ） 

A. 热带 B. 北温带 C. 南温带 D. 北寒带 

2. 当阳光如 2所示照射时，恰好北京时间为 10时，则该地的坐标是（   ） 

A. 70°E，45°S B. 30°W，30°N C. 150°E，45°S D. 90°E，45°N 

【答案】1. C    2. C 

【1 题详解】 

根据图中采用的是朝北的反光镜，全年正午太阳从正北方向照射，所以该地位于南回归线以南地区。该地二分日

太阳高度位于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春秋分太阳高度为 45°，说明该地纬度为 45°S，为南温带，C 正确，ABD 错

误，故选 C。 

【2 题详解】 

结合上题可知，该地纬度为 45°S。当阳光如②所示照射时，此时为正午时刻，当地地方时为 12:00，北京时间为

10:00，则该地位于 120°E 东侧 30°，为 150°E。综上所述，该地的坐标是（150°E，45°S），C 正确，ABD 错误。

故选 C。 

下图是同一时刻地球上两区域昼夜分布情况，读图，完成小题。 



 

3. 该日高邮夜长为（   ） 

A. 10 小时 24分钟 B. 13小时 36分钟 

C. 10小时 36分钟 D. 13小时 24分钟 

4. 图示时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高邮位于 Q点的东北方向 

B. 江苏某滨海景区的游客欣赏海上日出时，应面朝东南方向 

C. 此日全球正午太阳高度由 23°26′S 向南北两侧递减 

D. 太阳直射点的地理坐标是（20°N，139°W） 

【答案】3. A    4. D 

【3 题详解】 

读图可知，139° W 是昼半球的中央经线，其地方时为 12:00 时，根据经度相差 15°，时间相差一小时，东加西减

的原则，可以计算出，119° E 的地方时为 5:12 时，根据图中信息，可以判断出高邮市位于晨线上，日出时间为

5:12 时，根据昼长=2×(12﹣日出时间），计算出高邮的白昼时长为 13 小时 36 分钟，夜长＝24﹣昼长时间＝10 小时

24 分， A 正确， BCD 错误。故选 A 。 

【4 题详解】 

根据图中信息，可以判断出 Q 点的地理坐标是（139° W ，70° S )，高邮市的地理坐标是（119° E ，33° N )，高

邮位于 Q 点的西北方向， A 错误；此时太阳直射北半球，日出于东北，江苏某滨海景区的游客欣赏海上日出时

应当朝向东北方向， B 错误；由于 139° W 是昼半球的中央经线，所以 139° W 的地方时为 12 点，是太阳直射的

经线；70° S 以南出现极夜现象，太阳直射点的纬度是 20° N ，故太阳直射点的地理坐标是(20° N ，139° W )，全

球正午太阳高度由 20° N 向南北两侧递减， C 错误， D 正确。故选 D 。 

下图为我国某中学生绘制的所在地二至日太阳视运动轨迹示意图。图中 O点为观察者所在位置，甲、乙、

丙、丁为观察者所在地的地平面上四个方位，戊、己为观察者在二至日观测到的正午太阳位置。据此完成小题。 



 

5. 图中表示正北方位的点是（   ）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6. 当 O点观察者测得当地正午太阳高度为 45°，则太阳直射在（   ） 

A. 21°34′S B. 23°26′N C. 21°34′N D. 23°26′S 

【答案】5. C    6. A 

【5 题详解】 

该中学生所在地在我国（北半球），且二至日正午太阳在同一方向，则该地位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区域，由此推

知该地正午时刻太阳位于正南方，即甲、乙、丙、丁方位分别表示南、东、北、西；且由太阳运动轨迹为东升西

落，也可知乙为东，丁为西，故可推断丙为北，甲为南。故表示正北方位的点是丙方位， C 正确，排除 ABD。

故选 C。 

【6 题详解】 

由图可知，太阳位于戊位置时，太阳直射该地，根据"我国某中学生绘制的所在地二至日太阳视运动轨迹示意图"可

知，该地位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区域，应在夏至日这一天取得最大值，太阳位于戊位置的这一天为夏至日，夏

至日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则 O 点位于 23°26' N 。当 O 点观察者测得当地正午太阳高度为 45°时，太阳

直射在南半球，根据正午太阳高度角公式： H =90°﹣纬度差（直射点与当地的纬度差），再结合直射点与该地分

别位于南北半球，可求直射点纬度=90°-45°-23°26'-=21°34'( S )，故 A 正确，排除 BCD 。故选 A。 

太阳辐射强度受纬度高低、大气透明度、地形地势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图示意我国某地某日的太阳辐射强度

日变化，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7. 当天的日期和天气状况可能是（   ） 

A. 2月 1日、晴天 B. 4月 1日、晴天 C. 9月 14日、多云 D. 12月 1日、多云 

8. 当地日落时刻的太阳辐射强度理论和实测数值均大于日出，最可能的影响因素是（   ） 

A. 地形 B. 土壤 C. 气候 D. 纬度 

【答案】7. C    8. A 

【7 题详解】 

据图可知：该日的太阳辐射实测数值小于理论数值，天气状况可能是多云，原因可能是云层削弱了太阳辐射导致

的，AB 错；根据日出日落时间，可算出当天的昼长约 11.5 小时，接近昼夜平分，说明接近二分日，日期可能是 9

月 14 日，C 正确，D 错误；故选 C。 

【8 题详解】 

当地日落时刻的太阳辐射强度理论和实测数值均大于日出，推测其最可能的原因是西侧有山地，在太阳还未真正

到达地平线以下时就被山地阻挡，导致日落时刻太阳高度角大于日出时刻，所以太阳辐射强度理论和实测数值均

大于日出最可能的影响因素是地形，A 正确；同一地区的同一日期，土壤、气候、纬度不变，不是日出、日落时

太阳辐射差异的原因，BCD 错；故选 A。 

垂直温度梯度指在垂直方向上每变化 100米高度气温的变化值，并以温度随高度的升高而升高为正值，下图

示意某市城郊秋季某时段垂直温度梯度时空变化图（单位：℃/100 米），完成下面小题。 

 

9. 该日此地发生大气逆温现象的时段是（   ） 



A. 8时—16时 30分 B. 16时 30分—次日 7时 

C. 7时—23时 D. 23时—次日 5时 

10. 发生大气逆温现象的最大高度约为（   ） 

A. 500 米 B. 350 米 C. 150米 D. 100米 

【答案】9. B    10. B 

【9 题详解】 

在对流层中，正常的温度变化是随海拔的升高温度逐渐降低。而逆温时随海拔的升高温度逐渐降低，垂直温度梯

度指在垂直方向上每变化 100 米高度气温的变化值，并以温度随高度的升高而升高为正值，说明随海拔升高温度

逐渐增加。图中显示在 16 时 30 分至次日的 7 时，垂直温度变化为正值，说明有逆温发生，B 正确。ACD 错误。

故选 B。 

【10 题详解】 

图中显示垂直温度变化的数值逐渐递减为 0 的高度在 350m。因此发生大气逆温现象的最大高度约为 350 米，B 正

确。500 米处垂直温度梯度已经小于 0，温度正常，逆温已不存在，A 错误。100 米、150 米不是逆温的最大高

度，CD 错误。故答案选 B。 

东洞庭湖湖陆风存在较明显的日变化。国家气候观象台岳阳站，西临东洞庭湖，东南方向为岳阳市中心城区。

为有效识别湖陆风，首先将各时刻的岳阳测站风分解为 u 和 v 分量，分别代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风（西风、北

风计为正值，东风、南风计为负值）。下图示意 2017 年 6 月-2019 年 5 月岳阳站平均风速逐时变化。据此完成下面小

题。 

   

11. 关于东洞庭湖岳阳站湖陆风日变化特征，叙述正确的是（   ） 

①u，09-18 时为湖风 ②u，陆风强于湖风 ③v，午后至初夜为南风 ④v，全日实际风均为北风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④ 

12. 关于 v 午后实际风力状况变化，推测主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   ） 

A. 城市热岛 B. 湖水水位 C. 植被覆盖 D. 极端天气 

【答案】11. D    12. A 



【11 题详解】 

据图，u 的日变化有明显的规律性，09-18 时为正距平（西风、湖风），①正确，13 时最强湖风风速为 0.95m·s⁻¹，

19-08 时为负距平（东风、陆风），05 时最强陆风风速为﹣0.48m·s⁻¹，湖风强于陆风，②说法错误，据图，v 无论

是逐时平均值还是全日平均值，均为正值，故全日实际风均为北风，④正确，③错误。故选 D。 

【12 题详解】 

由于 u 的全日年平均值仅为﹣0.2m·s⁻¹，因此实际湖陆风也是相当明显的，湖风持续时间长达 8h。v 的日变化也有

明显的规律性，13-21 时为正距平（北风），16 时最强正距达 0.36m·s⁻¹，22-12 时为负距平（南风），07 时最强负距

平达﹣0.22m·s⁻¹，即午后至初夜距平风由城北吹向城南，持续 9h，夜间和上午由城南吹向城北，持续 15h。由于 v

全日年平均值为 0.14m·s⁻¹（背景风），从图可以看出全日实际风均为北风，只是午后更强。这主要是由于岳阳城市

中心位于岳阳站东南部，午后在城市热岛效应作用下，岳阳站附近地区气温南高北低形成的，A 正确，BCD 项与

题意不符。故选 A。 

海风锋是海风从海面向陆地推进的过程中遇到陆地上较热的空气而形成的锋面。海风锋有时会触发强对流雷

暴天气。下图示意杭州湾沿 29.8°N地区某日一次海风锋的生消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海风的增强，海风锋开

始生成，然后不断增强，触发强对流雷暴天气，后期随着下沉气流的增强，近地面海风被切断，海风锋影响减

弱。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3. 下列时段中，海风锋形成最明显的是（   ） 

A. 春季中午 B. 夏季午后 C. 秋季上午 D. 冬季午夜 

14. 本次海风锋生消过程顺序依次是（   ） 

A. a-c-d-b B. a-d-c-b C. b-d-c-a D. b-a-d-c 

15. 海风锋触发杭州湾本次强对流雷暴天气的原因主要是（   ） 

①增大空气湿度②提高地面温度③加剧对流强度④增大昼夜温差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答案】13. B    14. B    15. C 

【13 题详解】 

根据题干可知，海风锋是海风从海面向陆地推进的过程中遇到陆地上较热的空气而形成的锋面。随着海风的增

强，海风锋开始生成，然后不断增强。因此海风锋形成最明显的时段就是海风最明显的时段，夏季午后，海陆热

力性质差异大，且海洋气温较低，陆地气温高，盛行海风，海风最为明显，最容易形成海风锋，B 正确。春季中

午以及秋季上午海风无夏季午后明显，AC 错。午夜多盛行陆风，D 错。故选 B。 

【14 题详解】 

根据材料“在此过程中，随着海风的增强，海风锋开始生成，然后不断增强，触发强对流雷暴天气，后期随着下沉

气流的增强，近地面海风被切断，海风锋影响减弱”可知，早期海风较弱，表现为图示偏东地区气流较为稀疏，对

应 a 图，排除 C、D 选项。最后海风锋增强出现强雷暴天气，表现为锋面的范围增大和坡度较高，对应 d 图，排除

A 选项。后期海风被切断，则海风锋西侧以下沉气流为主，对应 c 图。最后，海风锋影响减弱，表现为锋面的范

围和坡度均较小，对应 b 图。故选 B。 

【15 题详解】 

根据材料“随着海风的增强，海风锋开始生成，然后不断增强，触发强对流雷暴天气”可知，海风势力逐渐较强，

从海上带来大量水汽，增大了空气湿度，为强对流雷暴天气的触发提供了水汽，①正确。海风吹向陆地上较热的

空气会降低地面温度，②错误。海风锋的加强加剧了气流的上升，加剧空气的对流强度，大气的急剧上升出发了

本次强对流雷暴天气，③正确。海风锋的增强使大气中的水汽增多，降低了昼夜温差，④错误。故选 C。 

16. 在某同学交流群里，几个同学分别发来这样的信息。几个同学所在地由南向北的排列顺序是（   ） 

甲：我们这还好啊，基本每天白天都差不多长，刚刚看到太阳从西偏南方落下去了。 

乙：今天白天可真长啊，太阳都没有落山过。 

丙：我们这白天可真短，并且冷得要死！ 

丁：哈哈！我这温度挺舒服的啊，正所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A. 甲乙丙丁 B. 乙甲丁丙 C. 丁丙甲乙 D. 丙丁乙甲 

【答案】B 

【详解】根据材料信息可知，甲提及到太阳日落方位为西偏南可知太阳直射点此时位于南半球，此时南极附近出

现极昼现象，乙地位于南极附近；甲地每天白天白天都差不多长，位于赤道附近；丙地昼短夜长，且气温较低，

位于北半球纬度较高的地区；丁地气候凉爽，但位于当地秋季，应位于北半球纬度较低的地区，因此，由南向北

依次为乙甲丁丙，故选 B。 

17.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近年来，我国在西北荒漠地区陆续建成了多座微藻生物工厂。微藻是一类单细胞生物，叶绿体几乎充满整 个

细胞，可以通过整个表面进行光合作用；微藻生长速 度快，繁殖方式简单，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35℃最为理

想），以几何级数增加（1 个心球藻细胞经过 1个月的繁殖，可以变为 100 亿个）。在微藻生物工厂的生产车间，



微藻被放置在全封闭、高纯净的透明玻璃管道悬浮营养液（可循环利用）中，但微藻生产车间仍需加盖玻璃外

罩。微藻生产装置在进入正常运转阶段后，可以实现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每天都能有收获；收获后的微藻可以加

工成高营养价值的蛋白粉或航空燃油等多种产品。下图示意微藻生物工厂的生产车间。  

 

   

（1）简述我国西北荒漠地区发展微藻产业的有利自然条件。 

（2）分析微藻生产车间仍需加盖玻璃外罩的原因。 

（3）与传统的种植业相比，说明我国西北地区发展微藻产业的优点。 

【答案】（1）西北荒漠地区土地资源丰富；气候干旱， 晴天多，太阳辐射（光照）强，日照时间长。     

（2）西北荒漠地区昼夜温差大，需要调节室内温度；风沙活动多，需要保持玻璃管道清洁；玻璃外罩具有透光性，

对微藻光合作用强度影响小；可防止灾害性天气等损坏玻璃管道。     

（3）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利用光热资源和土地资源（微藻生产不需要肥沃的土地）；营养液可循环利用，（没有

蒸腾作用水的无效消耗），可减少水资源消耗，经济效益高；微藻个体小、繁殖快，光合作用效率高；生长周期短，

每天都可收获；可实行工业化流水线生产，单位面积单量高、效益好，环境效益好；无任何废弃物的排放，又具消

耗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的功能；避免传统的种植业可能出现的土壤盐碱化和荒漠化等环境问题 

【小问 1 详解】 

根据所学知识，我国西北地区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旱，降水较少，晴天天气较多，太阳辐射较

强，日照时间较长，自然条件优越；同时，西北地区土地资源广阔，地价较低，适合大面积工厂布局。 

【小问 2 详解】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我国西北地区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深居内陆昼夜温差较大，加盖玻璃外罩可以调节室

内温度；同时，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较为严重，风沙活动较多，可以加盖玻璃外罩，保持玻璃管道清洁；玻璃外罩

具有一定的透光性，对微藻光合作用强度影响较小，也可以防止灾害性天气损害玻璃管道等，起到保护作用。 

【小问 3 详解】 

根据材料信息可知，我国西北地区发展微藻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利用西北地区丰富的光热资源和土地资



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微藻工业生产中，营养液可以循环利用，可以减少水资源消耗，经济效益较高；同时，微

藻个体较小，繁殖速度较快，光合作用效率较高且生长周期较短，每天都可以有所收获；可以实行工业化流水线

生产单位面积产量较高，效益好，同时，环境效益也较好；同时，微藻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大气氧气含量，同时，没有污染物的排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传统的种植业带来的生态

问题。 

18.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冰川风是指在冰川谷地中，冰川表面较稳定而下沉的冷却气流沿冰面向冰川前方运动，迫使边缘地区较暖的

空气上升而产生对流交换，形成由冰川表面向冰缘地带吹送的风，如下图所示。在我国祁连山和珠穆朗玛峰 北侧

的河谷地区均存在冰川风现象，冰川风势力强弱有着明显的日变化。近年来，珠穆朗玛峰北侧河谷和祁连山地区

的冰川风变化趋势显著。 

 

（1）指出珠穆朗玛峰北侧河谷与祁连山北侧冰川风势力的大小关系，并说明原因。 

（2）描述珠穆朗玛峰北侧河谷冰川风一天中势力强弱的变化过程。 

（3）说明冰川风对祁连山北侧山谷风的影响。 

【答案】（1）珠穆朗玛峰北侧河谷冰川风势力大于祁连山北侧。原因：珠穆朗玛峰北侧河谷的冰川面积较大，冰川

面反射的太阳辐射多，冰川面上的气温较低，冰川面上空气和谷中同高度空气的温差较大，冰川风势力强盛。     

（2）珠穆朗玛峰北侧河谷地区冰川风的强弱受山谷风风向变化的影响，谷风会削弱冰川风，山风会增强冰川风，因

此白天冰川风的势力较弱，夜晚冰川风的势力较强。     

（3）延长山风的时间，增强山风的势力；缩短谷风的时间，削弱谷风的势力。 

【小问 1 详解】 

根据材料冰川风的概念并结合图示分析，冰川风是由于冰川的热力作用形成的；与祁连山北侧相比，珠穆朗玛峰

海拔高，北侧河谷冰川覆盖面积大，冰面反射的太阳辐射更多，所以气温更低；冰川面上空气与谷中同高度空气

的温差更大，热力性质差异更明显；水平气压梯度力更大，所以其冰川风更强。 

【小问 2 详解】 

读图结合材料分析，珠穆朗玛峰北侧河谷除了存在冰川风还存在山谷风；冰川风的风向是稳定的，但是山谷风的

风向随昼夜而变化；白天吹谷风，风从山谷吹向山坡，与冰川风的风向相反，会削弱冰川风；夜晚吹山风，风从

山坡吹向山谷，与冰川风风向一致，会增强冰川风，故白天冰川风的势力较弱，夜晚冰川风的势力较强。 

【小问 3 详解】 



结合上题分析，冰川风和山谷风两者是相互叠加的，由于冰川风和山风的风向一致，所以会增强山风的势力，也

会延长山风的时间；冰川风和谷风的风向相反，所以会削弱谷风的势力，也会缩短谷风的时间。 

19. 【海洋地理】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北极海冰正在加速消退。海冰面积减少引发海冰-反射率反馈、水汽和低云-辐射反馈、

洋流反馈等反馈机制。这些反馈机制会进一步加剧海冰消融。下图示意 1980年、2020年北冰洋 9月海冰分布范

围。 

 

说明材料中三种反馈机制加剧北冰洋海冰消融的过程。 

【答案】海冰面积减少使得海面反射率降低，海面吸收太阳（短波）辐射增加，海水温度升高，加速海冰消融；海

冰面积减使海水蒸发量增大，大气中水汽含量增加，更易形成低层云，云和水汽大量吸收海面长波辐射，大气保温

作用增强，使海水增温或降温减慢，有利海冰消融；海冰面积减少，来自较低纬度的暖流更易进入北冰洋，海水温

度升高，加速海冰消融。 

【详解】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冰面积减少，而海冰的反射能力较海水强，因此海

水吸收的太阳辐射较多，导致北冰洋海水温度升高，海冰消融速度则随之加快；且海冰面积减少，海水面积增

大，导致蒸发量增大，水汽增多，大气湿度增大，云层增厚，吸收地面辐射的能力增强，保温作用随之加强，减

小北冰洋海面温差，将有利于海冰的消融；海冰面积减少后，北冰洋海水温度升高，更有利于中低纬地区暖流进

入，增温增湿，导致北冰洋海水气温升高，加速了海水的消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