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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以来，贺兰山东麓地区葡萄酒产业发展经历了萌发停滞（Ⅰ）、缓慢发展（Ⅱ）、快速发展（Ⅲ）

和高速发展（Ⅳ）4个阶段，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增加，葡萄酒生产集群规模不断扩大且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

如图反映 4个阶段葡萄种植区自然要素变化。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 1984年以来，贺兰山东麓地区新增葡萄种植区趋向（ ）

A. 土壤更贫瘠地区 B. 黄河两侧平原区

C. 暖湿化加剧地区 D. 贺兰山高海拔区

2. 驱动该地区葡萄酒生产集群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有（ ）

①劳动力大量回流 ②政策支持与激励 ③肥沃的土地资源多

④旺盛的市场需求 ⑤适宜的气候条件 ⑥企业示范效应显著

A.①③⑤ B.①④⑤ C.②③⑥ D.②④⑥

有效辐射为下垫面向上长波辐射与大气逆辐射的差值。如图表示 2003—2012年云南省西双版纳热带季

雨林林冠层向上长波辐射（L↑）及其上大气逆辐射（L↓）的月平均变化。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3. 与 7—9月相比，2—4月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林冠层之上的大气逆辐射值较低，主要是因为 2—4月期间

（ ）

A. 降水较多 B. 云雾较少 C. 地表植被覆盖度较低 D. 正午太阳高度角较大

4. 根据有效辐射变化可知，一年中该地热带季雨林的林冠层（ ）

A. 表面的温度保持恒定 B. 热量主要来自大气层

C. 各月都是其上表层大气的冷源 D. 夏季对大气加热效果小于冬季

伦敦泰晤士河南岸旧城核心地带的某片区，19 世纪初期工业繁荣、交通便捷。20世纪 30年代开始，

该片区工业快速衰落。后经持续更新改造，该片区现已建成国家剧院、艺术中心和电影院等文化场馆，成

为伦敦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创意片区之一。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5. 更新改造初期，选择该片区布局文化场馆的最有利条件是（ ）

A. 失业工人数量多 B. 工业闲置用地多

C. 功能分区较完善 D. 生产技术水平高

6. 更新改造后，泰晤士河该片区河段功能提升最明显的是（ ）

A. 休闲游憩 B. 水源供给 C. 物流运输 D. 生态保育

都市圈功能分工指数可反映都市圈内“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制造业在外围城市集聚”的城市分

工特点，指数值越大，表明分工程度越高。表为 2008年、2015年和 2019年我国三个都市圈功能分工指数

值。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名称 2008年 2015年 2019年

上海都市圈 3.45 5.21 6.54

兰州都市圈 2.20 2.36 2.78



合肥都市圈 2.16 0.81 0.97

7. 从区域空间组织视角考虑，与 2008年相比，2019年上海都市圈内（ ）

A. 各城市间的信息流大幅降低 B. 城市间功能互补性明显减弱

C. 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显著提升 D. 中心城市制造业多样化增强

8. 根据合肥和兰州两个都市圈的功能分工指数值变化，可以判断（ ）

A. 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产值降低 B. 兰州都市圈的地域范围扩大

C. 合肥市受上海都市圈影响较大 D. 合肥都市圈的城市数量增多

峡湾是冰川 U形谷后期被海水淹没而形成的槽形谷。极地气候峡湾几乎常被海冰或冰川覆盖。而温带

气候峡湾全年几乎没有海冰覆盖。如图示意在北半球发育极地气候峡湾的甲地和发育温带气候峡湾的乙地

位置。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9. 与甲地对比，温带气候峡湾在乙地发育的主要原因是乙地（ ）

A. 冬季白昼的时长更长 B. 受到了暖流增温影响

C. 经历了更强的构造运动 D. 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更大

10. 研究发现，极地气候峡湾沉积物中有机碳的累积速率往往较温带气候峡湾低，主要是因为极地气候峡湾

区（ ）

①植被覆盖度更低 ②入海的径流更少 ③海水的盐度更低 ④波浪的动力更小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发育于云南省临沧市某处半山腰的硝洞是一个石灰岩溶洞，洞内有较厚的夹杂石灰岩砾石块的粉砂质

黏土沉积物，其表层有约 2m厚的文化层（含有古人类活动遗留物的沉积层）。左图为硝洞剖面示意图；右

图为自洞内望向洞口方向的景观照片。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1. 参与该溶洞形成的主要外力作用包括（ ）

①化学溶蚀 ②重力崩塌 ③冰川刨蚀 ④风力吹蚀 ⑤流水侵蚀

A.①②③ B.①②⑤ C.①④⑤ D.③④⑤

12. 可推断，该溶洞内的粉砂质黏土沉积物主要源自（ ）

A. 洞顶的滴水化学淀积物 B. 人类活动遗留的堆填物

C. 洞内石灰岩崩塌堆积物 D. 地质时期的流水搬运物

下图为珠穆朗玛峰南坡某冰川区暖季上、下气流运动状况示意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3. 若暖季上、下行气流常在图中 P地附近交汇，则该地（ ）

A. 大气下沉气流增强 B. 冰面的流水作用减弱

C. 局地降水概率增加 D. 下行风焚风效应减弱

14. 近 30年来，该地区暖季午间下行气流势力呈现增强趋势，由此可引起 P地附近（ ）

A. 年均气温趋于降低 B. 冰川消融加快

C. 年降水量趋于增加 D. 湖泊效应增强

距今约 3000年前的金沙遗址（30°41＇N，104°01＇E）是古蜀国时期的一处大型聚落遗址。在该遗

址祭祀区的东部，有一处九柱建筑基址，其 9个柱洞呈“田”字形分布。研究发现，这些柱洞分布具有一定的

天文属性。左图为九柱建筑的复原示意图；右图示意该建筑柱洞平面分布及当时冬至日的日出方位。据此

完成下面小题。



15. 如果当时祭祀人员站在右图中的 D5处，他在夏至日看到的日出方位位于（ ）

A. D5→D6连线方向 B. D6和 D9之间

C. D5→D9连线方向 D. D8和 D9之间

16. 已知 3000年前的黄赤交角比现今大，与现在遗址地居民相比，则当时金沙先民在（ ）

A. 春分日看到日出时间更早 B. 夏至日经历更长的夜长

C. 秋分日看到日落时间更晚 D. 冬至日经历更短的昼长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小题，共 52分。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17.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辽宁省大连市的松木岛化工园区距主城区约 60km，占地面积 35km2，2005 年，该园区开始承接大连市

的化工企业转移，2016 年被纳入国家级新区——大连金普新区。该园区大部分职工通勤于工作地与主城区

之间，呈现职住分离现象。紧邻松木岛化工园区的 S 村，目前户籍人口约 3800 人，常住人口约 2300 人，

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种植业、渔业、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及外出务工。如图示意松木岛化工园区及 S 村

地理位置。



（1）简述松木岛化工园区承接大连市的化工企业转移的有利区位条件。

（2）结合 S村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提出该园区帮扶该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3）为解决职工的职住分离问题，该园区拟在 S村的甲、乙两地建设职工生活区。分析这两地居住环境的

优劣。

18.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针对干旱区煤矿采空区治理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我国学者提出利用采空区建设地下水库的建议。M

煤矿矿区位于晋陕蒙交界地带，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下水资源丰富。该煤矿经过多年开采，已形成

采空区。调查发现，该采空区水体中含有来自地表的污染物。图示意M煤矿采空区及地层剖面。

（1）简述M煤矿矿区地表污染物进入采空区水体的自然地理过程。

（2）分析在M煤矿采空区建设地下水库的意义。

19.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当气温下降，湿度上升时，硫硝钠会吸水形成芒硝，使得裂隙中的容积增大；当气温上升，湿度下降

时，会芒硝脱水产生反硝化。四川仁寿县牛角寨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在岩石表层紫色砂岩以及雕刻石像（牛

角寨大佛）的裂缝中均发现了硫酸钠。

（1）说明甲、乙两区域的地质构造及地层年代特征，并据此判断甲、乙哪个区域的地表剥蚀作用更强

（2）根据硝化与反硝化的条件，说明 i、ii、iii阶段硫酸钠的分别变化

（3）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分析裂缝中硫酸钠对雕刻石像（牛角寨大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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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题答案】

【答案】1. A 2. D

【3~4题答案】

【答案】3. B 4. D

【5~6题答案】

【答案】5. B 6. A

【7~8题答案】

【答案】7. C 8. C

【9~10题答案】

【答案】9. B 10. A

【11~12题答案】

【答案】11. B 12. D

【13~14题答案】

【答案】13. C 14. A

【15~16题答案】

【答案】15. B 16. D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小题，共 52分。考生根据要求作答。

【17题答案】

【答案】（1）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大连瓦房店市西南沿海地区，距主城区近；化工园区位于乡村附近，土



地成本低，周边有大面积土地，可保证园区继续拓展；交通运输便捷，靠近高速出入口，位于铁路沿线附

近，同时距离港口较近，具备发展临港工业区的天然条件；位于大连附近，相关产业基础好，利于企业间

优势互补；位于国家级新区——大连金普新区，扶持政策优越。

（2）化工园区建设过程中可利用 S村劳动力，建筑建设、园区管理等，可促进该村人口就业；工业园区将

相关配套服务业转移至 S 村，如产品外包装加工、盒饭和餐饮服务、产品的对外运输服务等，带动村落产

业发展；依托工业园区的产业外溢效应，积极发展共生产业，改善原有的村落单一产业结构，促进滨海产

业的多元化发展。

（3）甲地：甲地距离松木岛化工园区更近，通勤距离短；位于松木岛与 S村之间，原有基础设施较好；靠

近化工园区，受盛行风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相对较差；位于高速出入口附近，交通易拥堵；乙地：位于普

兰店湾附近，环境质量较高；靠近普通公路，便于出行；距园区较远，通勤路程更长；远离人口密集区，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

【18题答案】

【答案】（1）M 矿矿区采矿活动产生的地表污染物，在降雨或地表水流动，被冲刷并携带进入河流、湖泊

或地下水系统；煤矿采空区与地下水位和地下水系统相连通；污染物通过地下水系统，沿着岩石和土壤中

的裂隙和空隙进入采空区；在某些情况下，地表污水可能直接通过塌陷坑或裂缝进入采空区。

（2）煤矿采空区地下水库的建设，可以有效利用矿井水和雨水等水资源，为矿区提供稳定的水源，缓解矿

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可以减少矿井水的直接排放，降低对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污染；地下水库的储水作

用有助于增加矿区的湿度，改善植被生长条件，促进生态恢复；地下水库可以提供稳定、可靠的水源，降

低矿区用水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建设地下水库是一种技术创新和示范，推广和应用这种技术，可以促进

煤炭开采与水资源保护利用的协调发展，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19题答案】

【答案】（1）地质构造：甲区域为向斜，乙区域为背斜；地层年代特征：甲区域岩层中间新、两翼老。乙

区域岩层中间老、两翼新；乙区域比甲区域地表剥蚀作用更强。

（2）阶段 i：平均温度下降，平均湿度上升，硫酸钠吸水形成芒硝；阶段 ii：平均温度快速上升，平均湿度

快速下降，芒硝脱水反硝化重新形成硫酸钠；阶段 iii：平均温度下降，平均湿度上升，硫酸钠再次吸水形

成芒硝。

（3）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总量较大，雨季湿度较大，硫酸钠易吸水形成芒硝，体积强烈膨胀，裂隙撑大；

旱季昼夜温差较大，引起的相对湿度变化大，反复发生硝化和反硝化，频繁膨胀与收缩，这导致雕刻石像

裂隙增多、增大，逐步发生坍塌：腐蚀雕刻石像局部造型，破坏其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