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硚口区高三年级起点质量检测

高三地理试卷

考试时间：2023 年 7 月 25 日下午 16：15—17：30 试卷满分：100 分

第Ⅰ卷（选择题共 45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包括 15 个小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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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资网

我国地级市一般由市辖区和其他县级行政区组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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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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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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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大 D. 劳动人口比重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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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产业 D. 空间形

态



研究者以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获取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企业流、交

通流、信息流等数据，计算出城市间的关联度。一个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关联度占该城市关联

度总量的比例，称为中心城市对该城市的控制度。苏州市为长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中心，对长

三角其他城市的控制度有强有弱。下图示意苏州市对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控制度分布情况。

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4. 据图推测影响苏州市对长三角其他城市控制度的主要因素有（ ）

A. 企业流动和交通联系 B. 人口迁移和经济水平

C. 距离远近和行政区划 D. 工业联系和信息交流

5. 苏州和上海之间关联度高，体现在（ ）

①苏州企业为上海提供大量制造业产品 ②上海为苏州企业提供大量信息金融服务

③上海主要依靠苏州交通设施对外联系 ④苏州企业的大量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上海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6. 能够提高苏州对南通的控制度的做法是（ ）

A. 加强省际之间的政府联系 B. 两地协同发展相同产业

C. 大力发展苏州金融科技业 D. 扩大两地间的互联互通

下图为我国三大自然区分布图。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7. 关于我国各自然区内的自然环境特征说法，正确的组合是（ ）

①东北三江平原的河流有春夏两汛②西北天山北坡受来自大西洋水汽影响明显

③华北地区易春旱，7、8月易受伏旱④西南喀斯特地区降水充沛，但地表水不足

⑤青藏地区因高海拔、冬季风影响而高寒⑥东部季风区北部沿海夏季易遭受台风

A.①②④ B.②③⑤ C.④⑤⑥ D.③⑤⑥

8.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 ）

A. 位于非季风区，基本不受季风影响 B. 多属内流区

C. 分布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D. 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

乌拉尔山脉绵延于西西伯利亚平原与东欧平原之间。与东欧平原相比，西西伯利亚平原

农业发展较为落后，却形成俄罗斯的重化工业基地。下图示意俄罗斯部分区域地形区和自然

带分布。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9. 图中所示不同类型的区域（ ）

①按照自然特征划分②按照人文特征划分③边界是明确的④边界具有过渡性质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10. 推测导致西西伯利亚平原与东欧平原农业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以及西西伯利亚工业基

地形成的主导因素分别是（ ）

A. 气候资源禀赋 B. 土壤自然要素

C. 市场地理位置 D. 劳动力社会资源

图中显示 1870年以来人类累计碳排放与全球升温幅度的关系，可作为制订未来减缓气

候变化行为的依据。图中阴影区域为根据不同模式计算的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总量对应的

升温幅度范围。阴影区的两条边界线可分别代表低排放模式（碳累积速度慢）与高排放模式

（碳累积速度快）的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与全球升温幅度的关系线。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1. 如果温度比 1870年升高 1.5°C，与之对应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是（ ）

A. 高排放模式约 2500×109吨 B. 高排放模式约 4000×109吨

C. 低排放模式约 2000×109吨 D. 低排放模式约 4000×109吨

12. 能有效降低升温幅度的措施是（ ）

①农田开垦②征收碳税③采用低碳排放策略④增加碳汇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融雪洪水灾害由大量的积雪快速融化引起，可分为雨雪混合型(简称“混合型”) 洪水

灾害和升温融雪型(简称“升温型”)洪水灾害，融雪洪水中常夹杂着冰凌和融冰。下表示意

1900—2020 年北半球融雪洪水灾害频次。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纬度

3～5月 6～8月 9～11 月 12～2月 总计

升温

型

混合

型

升温

型

混合

型

升温

型

混合

型

升温

型

混合

型

升温

型

混合

型

0°~30°N 0 0 0 0 0 0 0 1 0 1

30°~40°N 5 24 25 21 0 1 3 12 33 58

40°~50°N 132 151 10 12 1 5 27 49 170 217

50°~60°N 34 22 3 5 0 0 3 7 40 34

60°~70°N 16 1 0 6 1 0 0 1 17 8

13. 下列地区中，融雪洪水灾害多发的是（ ）

A. 尼罗河流域 B. 中南半岛 C. 北冰洋沿岸 D. 亚洲中

部



14. 春季与秋季融雪洪水灾害频次差异大，主要是因为（ ）

①春季地表积雪较多 ②气温变化趋势不同 ③秋季气温低于春季 ④ 秋季雨水少于春季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15. 一般认为，混合型洪水比升温型洪水破坏力更强，其理由最可能是（ ）

A. 混合型比升温型洪水频次高 B. 雨水的流动性比积雪融水强

C. 积雪面雨水会加速积雪消融 D. 混合型洪水中有冰凌和融冰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55 分）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包括 3小题，共 55 分）

16.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兰新铁路是 20世纪 50年代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一条铁路。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条件，兰新

铁路并没有把铁路修到最需要的地方。一位早年坐火车经过吐鲁番的人回忆：下了火车，改

乘汽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才到达吐鲁番市区。2014 年年底通车的兰新高铁从吐鲁

番市北郊通过。图中为吐鲁番附近铁路线路图。

（1）推测苏联专家在规划兰新铁路线时考虑的三个主要因素；相对于吐鲁番而言，说出兰

新铁路线规划的一个主要缺点。

（2）简析兰新铁路相对高速公路的运输优势。

（3）与兰新铁路相比，简述兰新高铁对于吐鲁番市的合理性。

17.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广种薄收，单产很低。以前当地农民有“宁种一亩沟，



不种十亩坡”的说法。为了满足当地的土地需求，延安各区县开展了沟道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即治沟造地。治沟造地是延安市对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在传统打坝淤地建淤地坝（见下

图）的基础上，集耕地营造、坝系修复、生态建设和新农村发展为一体的“田水路林村”综

合整治模式，实现了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如图所示）。这一综合整治模式值得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农村地区推广。

（1）说明退耕还林和治沟造地在流域内水土流失治理中作用的差异。

（2）当地农民有“宁种一亩沟，不种十亩坡”的说法，分析其自然原因。

（3）分析延安市开展治沟造地工程的背景。

（4）假设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提出“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模式值得在黄土高原地区推

广的理由。

18. 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小明多次随老师赴太行山某溶洞研学基地考察。他发现，洞外崖壁夏季细流潺潺，冬季

冰锥倒悬。洞内石钟乳和石笋的形态结构各异；（1）前者由洞顶向下生长，上粗下细，后者

相反（图 1）；（2）二者横切面虽都呈同心圆状（图 2），但前者上部空心，下部实心，后者

整体实心；（3）前者纵切面下端纹层（沉积微层理）下凹，后者纹层上凸（图 3）。

（1）图 1所示地貌类型是__________。结合图文信息，在下图框中适当位置，分别绘出石

钟乳和石笋的外部形态，并用箭头示意垂直方向的生长趋势_____。



（2）结合图 2，简述石钟乳横切面岩石微层理结构的特点及各层年龄关系。

（3）结合图 3，指出石笋纵切面沉积微层理的变化，并推测洞内影响其形态变化的可能因

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