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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 2022-2023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三综合练习（一） 

地  理 
2023.3 

本试卷共 12 页，共 100 分。考试时长 9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

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一部分（选择题共 45 分） 

本部分共 15 小题，每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意要求的。请将所选答案前的

字母,按规定要求填涂在答题卡第 1〜15 题的相应位置上。（每小题 3 分，选对一项得 3 分，多

选则该小题不得分。） 

2022 年 10 月 20 日新闻媒体发布了神州十四号航天员陈冬从空间站拍摄的黄河入海口附

近区域的照片（图 1）。图 2 为 1992 年和 2012 年黄河河口地区示意图。读图，回答第 1、2

题。 

 

1.图 1 中所示地区 

A.以河流侵蚀地貌为主    B.多条支流汇入干流 

C.是我国冬小麦的产区    D.气象、水文灾害少 

2.图 2 反映 1992 年到 2012 年 

A.河道出现明显摆动    B.陆地面积增长 400km2 

C.河流自北向南入海    D.河流北岸芦苇退化严重 

南迦巴瓦峰为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最高峰，其南坡是中国山地森林垂直带谱分布最完整的地区

之一，如图 3 所示。图 4 是南迦巴瓦峰植物多样性垂直分布图。读图，回答第 3、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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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迦巴瓦峰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出现在 

A.半常绿雨林带      B.常绿阔叶林带 

C.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    D.高山灌丛草甸带 

4.与同纬度山地相比，南迦巴瓦峰垂直带谱完整的主要原因有 

①基带海拔高      ②山地南北跨度大 

③受暖湿气流影响大     ④山高谷深高差大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图 5 为寒武纪到古近纪生物多样性统计图和全球海平面升降曲线图。读图，回答第 5、6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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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大的一次物种灭绝发生在 

A.前寒武纪    B.二叠纪末 

C.三叠纪末    D.白垩纪末 

6.图中 

A.生物演化主要依赖于地球的内能   B.侏罗纪是哺乳类动物的繁盛时期 

C.古生代生物比中生代生物更复杂   D.物种灭绝与海平面波动变化有关 

潮差是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高度差。潮汐发电是利用潮差推动水轮机进行发电。图 6 是英国

周边海域潮差分布图。读图，回答第 7、8 题。 

7.英国潮汐发电站主要分布在 

A.北部沿海地区 

B.西部沿海地区 

C.东部沿海地区 

D.南部沿海地区 

8.影响各地潮差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A.海水密度 

B.海水盐度 

C.海水温度 

D.海湾形状 

广州服装产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转型、重组，取得快速发展。图 7为广州

服装企业密度分布图。 

读图，回答第 9、1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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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据图可知 

A.企业密度由市中心向郊区减少 

B.批发企业密度最大且分布均匀 

C.服装产业形成了多个集聚中心 

D.设计企业只分布在市中心附近 

10.影响距市中心 30 到 40 千米范围内服装制造企业分布特点的主要因素有 

A.地价、交通     B.市场、劳动力 

C.技术、资金     D.地形、水源 

包兰铁路沙坡头段是穿越流动沙丘最长、受到风沙危害最为严重的路段。图 8为包兰铁路

沙坡头段风沙防护体系剖面示意图。 

读图，回答第 11〜13 题。 

 

11.沙坡头主导风向为 

A.偏西风 

C.偏东风 

B.偏北风 

D.偏南风 

12.图中营建乔灌木林带的最大限制条件是 

A.降水少     B.肥力低 

C.风力大     D.热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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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图中防沙、固沙体系的功能是 

A.恢复地表的植被,改善大气降水 

B.增大地表粗糙度,减弱地面风速 

C.改良土壤结构，增大耕地面积 

D.增加建设用地，完善交通网络 

工业碳中和是系统工程（图 9）,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重中之重。读图，回答第 14、15

题。 

 

14.图中增加碳汇的有 

①捕集工业废气中的碳,并进行封存 

②使用绿电，减少金属冶炼中的碳排放 

③钢铁回收利用，有效减少资源消耗 

④通过制造化学品，转化利用二氧化碳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15.工业碳中和能够 

A.实现废弃物零排放 

B.降低工业生产成本 

C.减缓气候变暖影响 

D.提升区域资源禀赋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55分） 

16.（9 分） 

密云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是首都生态涵养区。密云水库是北京重要水源地。天门山风景

区位于密云区北部，景区中的“天门山岩壁”是国家级花岗岩地质景观（图 10）。嵌于峭壁上

的“天门洞”（图 11）海拔 800余米、高约 60米、宽约 40米，是华北地区目前发现最大的东

西通透的穿山岩洞，天门山也由此得名。 

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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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密云水库的生态作用。（3 分） 

（2）说明“天门山岩壁”的形成过程。（4 分） 

 

 

日出时，太阳光芒从天门洞中穿过，形成快速移动的光柱（图 11），这种景象被称为“天

门神光”。 

（3）结合所学，说明“天门神光”光柱移动的原因。（2 分） 

 

 

17.（14 分） 

疏勒河（图 12）,干流全长 670 千米，流域总面积 17万平方千米。2004 年，为加强疏勒

河流域的水资源管理和灌区管理工作，甘肃省政府成立了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对流域水

资源实行统一规划、调度、管理，对下游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在全流域范围内节约、保护水资

源。从 2016年开始，疏勒河径流向西推进了约 200千米。图 13为疏勒河三个水文站不同年代

径流量距平图。 

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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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疏勒河的主要特征。（6 分） 

 

（2）简述疏勒河径流向西推进的原因。（4分） 

2022 年水利部提出数字李生流域建设，用“智慧脑”和“千里眼”守护河流安澜。目前

疏勒河干流、支流的河道、岸坡等处的监测传感设备，能实时感知河流的动态。流域信息化管

控平台，覆盖多个监测点、多套测控一体化闸门和 28处雷达水位监测点，实现了从水库源头

到末级渠系水情信息的实时监测和记录。数字李生流域的建设，为疏勒河流域的现代化管理插

上了“数字翅膀”。 

（3）说出数字李生疏勒河流域建设中应用的地理信息技术，任选其一举例说明其作用。（4

分） 

 

 

18.（13 分） 

竹子是一种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大型木质草本植物。加纳是世界天然竹产区之

一。近年来，随着加纳森林资源逐渐枯竭，一些木材加工企业转向以竹为替代材料进行生产和

加工。2019 年在中国和加纳两国政府的推进下，中国选派专家前往加纳举办竹藤产品开发技

术培训班。加纳主管官员提出“竹子生长迅速，可以年年砍伐，是开发潜力大的可再生资源，

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图 14 为加纳地图。 

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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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加纳大力发展竹藤产业的有利条件。（5 分） 

 

加纳在东部地区的沃尔特河上修建阿科松博水坝。大坝建成运营后，年发电量达 56.25亿

千瓦时，吸引炼铝企业纷纷迁到此地。 

（2）分析炼铝企业迁往水坝附近地区的原因，并说出其带来的影响。（5 分） 

图 15 为加纳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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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加纳城镇化进程的特点，并指出 2005-2015 年促进其城镇化的产业。（3 分） 

 

 

19.（11 分） 

徐州是我国重要交通枢纽（图 16）。《“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将徐州纳入

资源型地区和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重点扶持徐州发展制造业，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徐

州采取措施将沉降严重的采煤塌陷地，变成国家湿地公园，并发展装备与智能制造业。徐州正

在从过去的“一城煤灰半城土”向“一城青山半城湖”转变，从“一煤独大”向“徐州智造”

迈进。表 1为徐州产业结构比例。 

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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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第一产业比例（％） 第二产业比例（％） 第三产业比例（％） 

2016 9.3 43.3 47.4 

2018 9.4 41.6 49.0 

2020 9.8 40.1 50.1 

（1）绘制徐州产业结构变化图，概括徐州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6 分） 

 

（2）简述徐州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举措。（5 分） 

 

20.（8 分） 

某中学开展为建设宜居城市建言献策的活动，同学们为此展开调研，获悉 2022年全球最

宜居城市评选中新加坡蝉联第一，进一步调查了解到，新加坡为了城市更好的发展，提出

《2030 年绿色发展规划》（部分），如图 17所示。 

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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