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共 11页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 2023 届高三年级学生学科能力诊断

地 理

一、选择题：本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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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 亿，占总人口的 18.7%。下图示意 2020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健康

水平空间格局。据此完成下列小题。

1. 202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间分布的特点是（ ）

①城镇高于乡村 ②东部高于西部 ③北部高于南部 ④乡村高于城镇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2. 与辽宁省相比，对贵州省城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影响较大的因素是（ ）

A. 退休政策 B. 气候

C. 经济发展水平 D. 基础设施

3. 因健康因素最可能产生较多人口流动的是（ ）

A. 乡村：黑龙江→山西 B. 乡村：福建→江西

C. 城镇：甘肃→重庆 D. 城镇：山东→河北

【答案】1. A 2. B 3. C

【解析】

【1题详解】

结合图片信息可知，绝大部分相同省区城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高于乡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①正确，④错

误；无论城镇还是乡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均表现出南方占比高于北方，东部高于西部的现象，②正确，③

错误；结合选项可知，A正确，BCD错误；故选 A。

【2题详解】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贵州相较于辽宁省纬度低，气候温暖，老年人不易因寒冷出现健康问题，B正确；材

料并没有体现两地的退休政策差异，A错误；辽宁的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要高于贵州省，这两个因素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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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老年人口健康水平，CD错误；故选 B。

【3题详解】

结合图片信息可知，乡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黑龙江和山西相同，福建和江西也相同，因此彼此之间不会

存在明显的人口流动，AB错误；城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甘肃低于重庆，山东高于河北，因此城镇因健康因

素最可能产生较多人口流动的是甘肃→重庆，C正确；河北→山东，D错误；故选 C。

【点睛】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包括：经济、气候、水源、地形、教育、宗教等。其中影响老年人口迁移的

最主要因素为气候。

海南岛地势中间高、四周低，以五指山、鹦哥岭为核心向外由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构成环状圈层

地貌。从 1988年到 2017年，海南岛农业总播种面积增加了 0.6倍，水稻播种面积减少了 22%，热带水果、

蔬菜和特色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分别增加了 2.7倍、4.8倍和 2.0倍。在海南岛的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强

度一直较高。下图为海南岛农业功能区划示意图。据此完成下列小题。

4. 在海南岛农业功能区中，肥料投入量最大的是（ ）

A. 山区林业经济区 B. 丘陵经作养殖区

C. 平原种养农业区 D.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5. 引发海南岛农业播种面积发生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是（ ）

A. 劳动力成本 B. 农业生产技术

C. 农业生产效益 D. 农业基础设施

6. 海南岛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强度一直较高的主要原因是（ ）

A. 农作物复种指数高，生长周期长 B. 海岛环境封闭，害虫的天敌少

C. 种植技术落后，土壤污染严重 D. 气候湿热，农作物病虫害频发

【答案】4. C 5. C 6. D

【解析】

【4题详解】

一般种植业对地力要求高，肥料投入多，而养殖肥料投入少，B错误；肥料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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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生态功能区不适合投入肥料，D错误；相对山区林业经济区，平原种养农业区对土壤肥力消耗大，肥料

投入多，C正确，A错误；故选 C。

【5题详解】

水稻播种面积减少了 22%，热带水果、蔬菜和特色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分别增加了 2.7倍、4.8倍和 2.0倍。

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们对热带水果、蔬菜和特色经济作物的需求增加，种植这些可以获得较高的农业

生产效益，C正确；劳动力成本、 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变化不是最主要的因素，ABD错误；故

选 C。

【6题详解】

海南岛为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湿热，农作物易发生病虫害，所以农药使用强度一直较高，D正确；海南岛

热量充足，农作物生长周期短，A错误； 一般海岛环境封闭，会导致病虫害较少，B错误； 种植技术落后，

土壤污染严重，需要治理污染，而使用农药会加重土壤污染，C错误；故选 D。

【点睛】农业社会经济因素：市场、交通运输、国家政策、 劳动力、（一般说来，距离城市越近，地价越

高，应选择单位面积产值较高的生产类型，或不易长距离运输的农产品，如乳肉禽蛋花果菜等）。

地形、气候等因素是住宅设计考虑的重要因素。下图为我国西北地区某山地南坡某新农村住宅分布示

意图。据此完成下列小题。

7. 该村落住宅选址的主要优势是（ ）

A. 南向阻挡冷空气流入，北向视野开阔 B. 南向阻挡冷空气流入，北向纳阳通风

C. 北向阻挡洪水进入，南向视野开阔 D. 北向阻挡冷空气流入，南向纳阳通风

8. 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冬季的采光保暖，下图中住宅设计最合理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答案】7. D 8. 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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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题详解】

结合材料可知，该村落位于西北地区；结合图片可知，该地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和西北风，结合所学可知，

西北风来自于高纬度地区，为冷空气入侵，因此北向为阻挡冷空气流入；该地位于北半球，朝阳面为向南

方向，因此南向朝阳；结合图片可知，向南方向地势较低，通风效果较好，D正确，AB错误；该地位于西

北地区，降水较少，因此不需要阻挡洪水入侵，C错误。故选 D。

【8题详解】

结合材料可知，住宅设计要保障冬季的采光保暖，因此房屋倾斜方向应朝向太阳来增加受热面积，②③错

误；结合图片可知，①的图片存在围墙的阻挡，会影响光照强度，因此并不合理，①错误；④设计屋顶为

斜面且朝向太阳，采光取暖效果最好，设计最为合理，④正确。故选 D。

【点睛】住宅设计需要结合地形、风向和位置进行分析；自然条件对聚落的影响：①影响乡村聚落的密度。

平原地区的乡村聚落密度大，山区的乡村聚落密度小；②影响乡村聚落的形态。河流较少的平原地区，乡

村聚落呈不规则的多边形或圆形分布；河流很多的平原地区，乡村聚落经常表现为条带状分布；③影响乡

村聚落的外貌。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乡村聚落的建筑材料和房屋风格不同。

永定河上游流经黄土高原，下游河道迁移不定，故旧称“无定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永定河上游

先后修建了册田、友谊、官厅三座大型水库。1970 年以后官厅以下经常处于干涸状态，2019 年开始实施生

态补水，从山西省自黄河跨流域调水补充永定河水源。下图示意永定河概况，据此完成下列小题。

9. 20世纪永定河上游修建大型水库的主要目的是（ ）

A. 减沙 B. 防洪 C. 发电 D. 航运

10. 进行生态补水后，永定河流域（ ）

A. 地下水位抬升 B. 灌溉面积大幅增加

C. 泥沙淤积减轻 D. 水产养殖面积扩大

【答案】9. B 10. A

【解析】

【9题详解】

根据材料，永定河上游流经黄土高原，下游河道迁移不定，故旧称“无定河”。说明河水经常泛滥改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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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永定河上游修建大型水库的主要目的是防洪，有起到减沙，发电的作用，但不是主要的目的，B正确，

AC错误；永定河基本没有航运价值，D错误，所以选 B。

【10题详解】

进行生态补水后，下渗量增大，地下水位会抬升，A正确；进行生态补水，主要是满足生态用水，不是用

于灌溉和水产养殖，BD错误；生态补水是从黄河流域调水，水中含沙量大，泥沙的淤积会增加，C错误，

所以选 A。

【点睛】修建水库主要作用：防洪抗旱、发电 、灌溉、供水、航运、 养殖 、旅游等。

归一化植被指数是反映地表植被覆盖状况的一种遥感指标（数值越大，植被覆盖率越高），与大气水汽

含量关系密切。下图示意北疆绿洲地区植被—水汽相关性。据此完成下列小题。

11. 图示可反映出当地（ ）

A. 植被越多，对大气水汽含量的调控效果越显著

B. 太阳辐射强度小，植被蒸腾作用弱

C. 常绿阔叶林覆盖率高，大气水汽含量大

D. 在相同植被覆盖情况下，白天大气水汽含量较夜晚小

12. 北疆绿洲地区大气水汽含量最大的季节是（ ）

A. 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D. 冬季

【答案】11. A 12. B

【解析】

【11题详解】

结合材料可知，数值越大，植被覆盖率越高；结合图片可知，植被指数越大，大气中水汽含量越大，因此

植被越多，植被对大气水汽含量的调控效果越显著，A正确；图中信息无法显示太阳辐射和植物蒸腾的关

系，B错误；北疆地区不会存在常绿阔叶林，C错误；结合图片可知，在相同植被覆盖情况下，白天大气水

汽含量较夜晚大，D错误。故选 A。

【12题详解】

结合所学可知，北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降水相对较多且温度较高，植被覆盖率较高，蒸发量较大，

因此大气水汽含量最大，B正确，ACD错误。故选 B。

【点睛】大气水汽含量与植被覆盖率、降水量、地表温度、土壤水分等因素相关；植被和水汽调控需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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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气环流和温度进行分析。

海南省三亚市（18°N，109°E）某中学地理兴趣小组在校内操场进行地理实验。实验步骤包括：夏至日

接近正午时，将 1 米长的竹竿垂直竖立在开阔平坦的操场中；每隔 10 分钟用记号笔标记出竿影顶端在地面

的位置，并记录此刻的手表时间；经过 1~2 小时的记录，确定竿影长度最短点的位置和手表时间，并测量

竿影最短时的长度。据此完成下列小题。

13. 观测竿影最短时的时间和竿影长度，通过计算可以获知当地的（ ）

A. 地理位置 B. 海拔高度 C. 白昼时长 D. 地貌类型

14. 同学们在测量时经常不能准确获取竿影最短时的位置，对此最佳的解决措施是（ ）

A. 将两次测量间隔时间缩短为 1分钟

B. 将标记的点用光滑曲线连接起来确定

C. 精准记录手表时刻 12时的竿影位置

D. 在操场上设置多个 1米长竹竿取平均值

15. 该日竿影的移动特点是（ ）

①竿影顶端由西南到南再到东南②竿影顶端由西南到北再到东南③旋转角度大于 180° ④旋转角度小于

180°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答案】13. A 14. B 15. B

【解析】

【13题详解】

兴趣小组观测到竿影最短时的时间，为当地的地方时 12点，此刻的手表时间为北京时间（120°E的地方时），

根据时差换算规律，通过计算可以获知当地的经度；又根据“1米长的竹竿”及兴趣小组观测到的竿影长度，

通过相关计算可得到正午太阳高度；兴趣小组观测到竿影最短时的时间为当地的地方时 12点，此时为夏至

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根据以上信息，通过正午太阳高度计算公式：H 正=90°-纬度差（太阳直射点纬度与

当地纬度之差），通过计算可以获知当地的纬度。综上所述，观测竿影最短时的时间和竿影长度，通过计算

可以获知当地的地理位置，A对，排除 BCD。故选 A。

【14题详解】

由于太阳视运动轨迹是一个完整的弧形，所以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竿影顶端的移动轨迹在地面上也应该

是一条光滑的曲线，所以通过将标记的点用光滑曲线连接起来来确定竿影最短时的位置，简单且最具有操

作性。所以同学们在测量时经常不能准确获取竿影最短时的位置，对此最佳的解决措施是将标记的点用光

滑曲线连接起来确定，B对，排除 ACD。故选 B。

【15题详解】

夏至日三亚市日出东北，中午太阳在北，日落西北，所以该日竿影顶端由西南到南再到东南，且竿影旋转

角度小于 180°，B对，排除 ACD。故选 B。

【点睛】太阳视运动的判断，关键在三个点：日出点、正午点、日落点，要找准三个时间点的太阳方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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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地方时。(1)该地位于北半球，依据是正午时太阳位于南方。 (2)该地夏至日的太阳视运动为：该日日

出东北方，日落西北方(极昼、极夜地区除外)。 (3)该地春、秋分日的太阳视运动为：该日日出正东方，日

落正西方。 (4)该地冬至日的太阳视运动为：该日日出东南方，日落西南方(极昼、极夜地区除外)。 不同地

区太阳视运动示意图的判读：(1)未出现极昼或极夜现象的地区，太阳直射北半球时，日出、日落都偏北(太

阳从东北升起西北落下)；太阳直射南半球时，日出、日落都偏南(太阳从东南升起西南落下)；太阳直射赤

道时，日出正东、日落正西。(2)出现极昼的地区(除极点)一天内太阳不落，正午太阳高度最大，0时(24时)

太阳高度最小，因此若位于北半球，太阳升落方位均为正北；若位于南半球，太阳升落方位均位于正南。(3)

极昼期间的极点一天内太阳高度不变。

二、非选择题：本题共 4小题，共 55分。

16.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海草一般分布在低潮带和潮下带，主要是水下 6米以内的浅海范围，海草大面积连片生长，形成海草

床（见下图）。海草床生态系统虽然比较脆弱，但却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作用，且固碳效率比

森林高 90 倍，具有固碳量大、固碳效率高、碳存储周期长的特点。中国的海草床分布区主要在南海和黄渤

海，但退化趋势十分严重，尽快保护和修复海草床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简析海草床固碳、储碳特点的形成原因。

（2）简述我国海草床生态系统受破坏后可采取的补救措施。

【答案】（1）藻类等浮游植物和海草等通过光合作用，从海水中吸收二氧化碳，固碳量大、固碳效率高；

而浮游植被和海草一部分成为动物的食物，另一部分沉积下来形成沉积物有机碳，长期的储存起来，碳存

储周期长。

（2）调整近海养殖密度过大，过度围垦的状况；减少沿海岸地区生活和生产污水的排放，减少水污染；围

绕海草床生长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区；加强教育和宣传，提高生态保护意识等。

【解析】

【分析】本大题以海草床为材料设置试题，涉及湿地及其功能、湿地保护和开发的措施、自然地理环境的

整体性相关内容，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基本技能、描述和阐述地理事物、

地理基本原理与规律能力，综合思维、区域认知素养。

【小问 1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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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材料“海草床生态系统虽然比较脆弱，但却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作用，且固碳效率比森林高

90倍，具有固碳量大、固碳效率高、碳存储周期长的特点”可以推测，海草床生态系统碳循环主要由浮游植

物和海草可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浮游动物以浮游植被为食，形成溶解有机碳；海草一部分成为食草动

物的食物，另一部分沉积下来形成沉积物有机碳。

【小问 2详解】

我国海草床生态系统受破坏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对其造成的伤害，比如海水污染、大规模护岸工程、码头

建设、近海养殖密度过大，过度围垦、海洋运输等，补救措施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讨论。调整近海养殖

密度过大，过度围垦的状况；减少沿海岸地区生活和生产污水的排放，减少海水污染；围绕海草床生长区

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海草床生态系统免于人类活动影响；加强教育和宣传，提高生态保护意识等。

17.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黄土高原的主体是 260 万年以来堆积的黄土，主要成分是粉砂质沉积物质。受气候变化和人类耕种的

影响，黄土高原上不断发育沟壑，现今形成沟壑万千的地貌景观。下图示意第四纪不同气候条件下黄土高

原沟谷的演变。

分别指出间冰期和冰期黄土高原沟谷演变所受的主要外力作用，并说明理由。

【答案】外力作用：间冰期以流水侵蚀作用为主；冰期以风力沉积作用为主。理由：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

黄土高原降水量大且集中，流水侵蚀作用强，沟谷侵蚀严重；冰期气候干冷，风力大、搬运作用强，风挟

带的沙尘在黄土高原沟谷中大量沉积，填充沟谷。

【解析】

【分析】本大题以黄土高原沟谷的演变为材料设置试题，涉及外力作用对地表形态的塑造等知识点，考查

学生应用地理基本知识分析图文材料的能力。

【详解】间冰期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黄土高原降水量大且降水集中，产生大量地表径流，以流水侵蚀作

用为主，沟谷侵蚀严重；冰期气候干冷，流水侵蚀作用减弱，风力大，风力侵蚀、搬运作用强，挟带大量

沙尘在黄土高原沟谷中大量沉积，以风力沉积作用为主，使得沟谷被填平或部分填充。

18.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大庆是中国最大的石油石化基地、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的所在地，因石油开采而兴盛。大庆油田

的开采历史有 63 年，总贡献石油量约为 25 亿吨。然而随着油气资源的开采，大庆对黑龙江省乃至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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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贡献率大幅下降，转型发展势在必行，还有人提出了“大庆还有多少油”的疑问。对此大庆油田方面

表示，大庆油田靠技术创新，目前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有望实现百年油田的目标。下图示意大

庆油田的位置。

（1）简述有人产生“大庆还有多少油”疑问的依据。

（2）简述技术创新对大庆油田发展的重要作用。

【答案】（1）石油资源是非可再生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经过 63 年的开发，大庆油田的开发已进入中后

期，开采难度增大；可开采的石油埋藏深，开发成本大。

（2）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难探测、难开采的石油矿藏有了开采的可能，增加了大庆油田石油的资源接替

性；技术的发展有助于降低大庆油田的开采成本，增加竞争力；有助于增加石油开采效率，扩大开采量；

有助于促进大庆油田的各能源企业转型升级，打造油、气、新能源三足鼎立格局。

【解析】

【分析】本题以大庆石油资源的开发为材料，设置两个小题，涉及石油资源的开发和科技对大庆油田的影

响，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论

证和探讨地理问题能力。

【小问 1详解】

石油资源为非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一个地区的储量用一点就少一点；大庆油田历经 63年的开发，部分油井

开采量已占据探明储量的一半以上；大庆油田的开发已进入中后期，探明储量的部分石油埋藏在开采难度

大或开采成本高的岩层中。

【小问 2详解】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往认为无法开采的能够开采了，越来越多的储量会转化为

现实的产量，增加大庆油田的资源接替性；开采技术的发展有助于降低油田的开采成本，增加油田的竞争

力；技术的进步有助于推进石油开采的自动化，提高石油开采的效率，扩大开采量；打造油、气、新能源

三足鼎立格局，大庆的能源企业必须实现转型升级，才能在未来竞争中不被淘汰。

19.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日本是一个城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城镇化过程分为缓慢发展的前期阶段、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

（1920—1975 年）及稳定发展的后期阶段。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日本经历了乡村衰落和町（镇）村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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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 年町村数量减少幅度最大，从 10246 个下降到 3013 个，并且村庄规模越大，村庄衰落（数量减

少）得越晚。下图示意 1980—2015 年日本町村数量变化率的空间分布情况。

（1）描述 1980—2015年日本町村数量的空间变化特点。

（2）分析在城镇化过程中日本町村数量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3）简述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实施町村合并的好处。

【答案】（1）1980—2015年日本町村数量减少率从东北向西南递增。其中，减少率最低的区域为北海道，

低于 30%。减少率最高的地区为濑户内海两侧地区，均高于 80%。

（2）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政府顺势而为有效执行“市町村合并促进计划”；有选择地振兴部分町村。

（3）町村合并的好处：首先是行政效率化；其次是广域兼具效率的都市构造也同时产生；再次，民众生活

便利性加强；第四，行政服务品质提升；最后，市町村形象提升。

【解析】

【分析】本大题以 1980—2015年日本町村数量变化率的空间分布情况图及相关文字为材料设置三道试题，

涉及地理事物空间变化特点的描述、城镇化等相关知识，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

用地理知识的能力、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论证和探究地理问题的能力、区域认知、综合思维、人

地协调观等地理核心素养。

【小问 1详解】

本题考查地理事物空间变化特点的描述（先总体概括变化特点，再局部差异描述变化特点即整体扫描到局

部聚焦）。从区域整体来看：1980—2015年日本町村数量减少率从东北向西南递增。从区域局部聚焦来看：

其中，减少率最低的区域为北海道，低于 30%。减少率最高的地区为濑户内海两侧地区，均高于 80%。

【小问 2详解】

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导致町村数量快速减少，并伴有大量的乡村人口流入城市；政府顺势推动町村合并，

加速了町村数量减少的速度；此外，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日本政府又选择性振兴部分町村，使得町

村之间的竞争力的差距拉大，导致另一部分町村进一步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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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问 3详解】

结合已学知识，町村合并的好处：首先是行政效率化，它是将合并前众多町村的工作聚集起来从而消减时

间和经费产生的结果；其次是广域兼具效率的都市构造也同时产生，以前是根据一个町来设计建立交通网

和信息通信网，现在为了保持市町村的一贯性，建立了更富效率且更有效的都市系统；再次，民众生活便

利性加强，例如民生服务窗口有所增加，哪里都能接受到便利的服务等；第四，行政服务品质提升，合并

后职员进行了专门知识的学习或者通过专业岗位的设置，市町村居民可以享受到更具专业性的服务；最后，

市町村形象提升，如在编入合并的情形下，町村成为市，或者市的人口及面积均有所扩大等等，这些均导

致町村甚至地区全体形象面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