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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单项选择题
1.B
揖解析铱对流层大气贴近地面袁其热

量主要来源于地面袁 故其气温变化特征
为随高度增加而降低遥

2.B
揖解析铱对流层中出现的气温随高度

增加而升高的现象称为逆温遥 当逆温出
现时袁大气层结构稳定袁抑制了近地面空
气对流袁 空气中的污染物得不到及时扩
散袁导致近地面空气中污染物含量较高遥

3.C
揖解析铱根据题意袁逆湿表现为下湿

上干的大气结构渊空气为水平运动冤遥 根
据材料,荒漠中的绿洲在夏季是一个冷源
和水汽源,从热力环流角度可知绿洲风在
近地面是从绿洲吹向荒漠袁 绿洲的水汽
带向绿洲边缘的荒漠,使其最容易出现下
湿上干的逆湿现象遥 绿洲中心和荒漠中
心空气非水平运动, 水汽表现为蒸发过
程,且绿洲中心和荒漠边缘的绿洲大气层
上下水汽都充足,荒漠中心上下水汽都缺
乏遥 故选 悦遥

4.B
揖解析铱绿洲风弱会导致水汽输送量

小,逆湿出现概率会降低袁因此不选 A ;夜
间荒漠气温下降快袁 与绿洲之间气压差
减小,绿洲风较白天弱袁因此 C 选项表述
错误,不选 C ;绿洲边缘的荒漠中的水汽
来自于绿洲风携带的水汽,地表温度低会
导致绿洲风减弱,近地面大气中水汽含量
减小袁因此不选 D ;相比于绿洲,荒漠比热
容小, 夜间地温和近地面气温下降快,地
表和土壤中水汽更易冷却凝结,水汽向上
输送的蒸发过程减弱,从而增大逆湿出现
概率,故选 B遥

5.B
揖解析铱逆湿现象把绿洲水汽带向边

缘荒漠袁 出现水汽在地表或土壤中凝结
而向下输送的逆湿现象袁 可以使该地区
的土壤中水分含量增加袁 从而使土壤更
进一步的发育, 也有利于植被的生长袁改
善土壤条件,故选 月袁而 粤悦错误遥 逆湿产
生的条件是大气水平运动,降水渊一般指
垂直降水冤一般与气流上升有关袁因此 D
错误遥 故选 B遥

6.A
揖解析铱本题主要考查逆温现象及特

征遥 解答本题袁容易出错的地方是读图分
析袁根据材料袁逆温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
的气温随高度上升而升高的现象遥 通过
读图袁 要注意到图中下面曲线表示强逆
温袁相对来说袁上面的曲线逆温较弱遥 对
流层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降低袁 出现逆温

主要是夜间近地面降温太快袁 导致出现
下冷上暖的稳定的大气结构遥 白天有太
阳辐射时袁地面增温袁逆温逐渐消失遥 所
以逆温最强时在日出前后遥 读图袁根据图
中曲线袁逆温上界袁强逆温上界袁判断逆
温强度接近地面较大袁向上减小遥 一天中
气温最低时在日出前袁 所以逆温强度日出
前达到最大袁后减弱遥 逆温现象日落后出
现袁日出后一般逐渐消失遥 读图袁根据曲
线袁强逆温前半夜增速快袁后半夜降速慢遥

7.C
揖解析铱造成逆温层上界峰值在时间

上滞后于强逆温层上界峰值的主要原因
是地面辐射是大气的主要直接热源袁空
气上下热量传递存在时间差异遥 与大气
吸收地面辐射存在昼夜差异袁大气散射反
射在高度上存在差异袁 下垫面反射率在
时间上存在差异无关遥

8.B
揖解析铱对流层低纬厚度约 17耀18千

米曰中纬厚度约 10耀12千米曰高纬厚度约
8耀9千米遥 平流层院有大量吸收紫外线的
臭氧层袁 高度为自对流层顶至 50耀55千
米遥 从海拔高度起始高度为 12km得知袁
该处纬度为中纬度曰而 12~50km 属于平
流层袁故为中纬度的平流层遥 故选院B遥

9.C
揖解析铱平流层有大量吸收紫外线的

臭氧层袁 高度为自对流层顶至 50耀55千
米遥 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上升袁大气以平
流运动为主袁 天气晴朗袁 有利于高空飞
行遥 由图可知袁随高度增加袁温度增幅变
大袁故 A不符合题意曰平流层有大量吸收
紫外线的臭氧层袁 但紫外线属于短波辐
射袁故 B不符合题意曰平流层大气以平流
运动为主袁天气晴朗袁有利于高空飞行袁
故 C正确曰高层大气存在电离层袁而非平
流层袁故不符合题意遥 故选院C遥

10.B
揖解析铱空气的垂直对流运动是由于

底层空气温度高袁空气密度小袁要上升运
动曰上层温度低袁空气密度大袁要下沉运
动曰因此形成对流遥 1月份南极为夏季袁气
温较高袁b月气温线为 1月气温线袁 对流
层是地球大气圈的最底层袁 该层大气上
部冷尧下部热袁对流层顶部位于气温往上
开始增加的位置袁读图可知为 5耀10km之
间袁B正确遥

11.A
揖解析铱本题考查气温的垂直分布袁意

在考查考生的读图分析能力遥 从垂直方
向看袁气温应随高度的增加而递减袁垂直
递减率为每上升 1 000 m袁温度降低 6毅C袁
从图中可以看出 5时尧20 时气温越向下
越低袁出现了逆温现象袁在这种情况下袁

气温上高下低袁空气层较稳定袁而 12时尧
15时气温上低下高袁空气对流旺盛;大气
的直接热源为地面辐射曰从图中可知袁该
地垂直方向的温差应是下大上小袁故本题
选 A遥

12.A
揖解析铱当地面温度越高垂直递减率

越大袁则对流上升运动强烈袁越有利于污
染物的扩散袁反之递减率越小或出现逆温
现象袁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遥 A图随高度
的增高气温逐渐升高袁 且与其他相比逆
温现象最严重袁故最容易导致大气污染物
的集聚袁 故正确曰B图随高度的增高气温
逐渐降低袁没有产生逆温现象袁不容易导
致大气污染物的集聚袁 故不符合题意曰C
图随高度的增高气温不变袁故产生了逆温
现象但与 A图相比不是最严重袁 故不符
合题意曰D图表示在同一高度大气在不同
地区的温度的变化袁 属于大气的水平运
动袁并不是容易导致大气污染物的集聚袁
故不符合题意遥

二尧综合题
13.（员）世界气温处在波动上升时期；人

类对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向大气排放
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多。
（圆）部分沿海地区被淹没；地下水位升

高，导致土壤盐渍化，影响农业生产；港口
设备和海岸建筑物被损坏，影响航运；沿海
水产业会被影响（合理即可）。
（猿）开拓北冰洋航线，缩短北美到亚

欧大陆东西岸航程。
（源）淤发展并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于优化能源结构，减少
化石燃料的使用，开发使用新能源；盂积
极发展高效、洁净、低碳排放的煤炭利用
技术，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

14.（1）淤退化成草场，耕作业转变为
畜牧业。 于将会适宜某些温带作物的生
长，生长期延长。
（2）海冰融化，北冰洋将适合航行，

亚、欧两大洲海运路程将会缩短；马六甲
海峡会失去亚洲联系欧洲、非洲海上必经
之路的地位。
（3）我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小于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工业发展
水平相对较低，而发达国家处于后工业化
阶段，在环境治理方面发达国家应该承担
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4）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能源需

求量大；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短
期内很难改变；受资金、技术、经济发展水
平的限制，开发新能源的能力弱，能源利
用率较低。 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适当限制高污
染、高能耗产业的发展；调整能源消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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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B处空气上升，为市区。
（5）白天
揖解析铱渊1冤若同一水平面气压不等袁

则等压面发生弯曲袁 高压区等压面向上
拱起袁低压区等压面向下弯曲袁因此虞处
为低压区袁榆处为高压区遥 高空与近地面
气压性质相反袁则 A处气压较 B处高遥空
气受热气流上升袁近地面形成低压曰空气
冷却袁气流下沉袁近地面形成高压遥 故 A尧
B两地受热的是 B袁冷却的是 A遥 渊2冤淤于
盂位于同一等压面袁因此气压相等遥 垂直
方向上袁海拔升高袁气压降低袁因此虞气
压小于淤于盂袁榆气压大于淤于盂遥 故气
压最高的是榆袁气压最低的是虞遥 渊3冤由
第一小题可知院A处为高压中心袁 气流垂
直下沉曰B处为低压中心袁气流垂直上升袁
水平方向上袁空气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袁
因此图中热力环流方向为院 水平方向气
流由 A流向 B袁B处气流垂直上升袁 然后
在高空气流流向 A地上空袁 最后 A处高
空气流下沉至 A处遥 渊4冤 城市工业尧家庭
炉灶尧 交通工具等排放出大量的热量袁同
时城市建筑密集袁 热量难散发袁城市建筑
材料像沙石尧 混凝土等的比热容小等原
因使得城市气温高于周边郊区袁 形成热
岛袁气流上升袁图中气流上升的是 B袁因此
A尧B中代表城区的是 B遥 渊5冤海水的比热
容小于陆地袁 因此白天陆地气温高于海
洋袁陆地形成低压袁风由海洋吹响陆地遥
图中 A处为海洋袁B处为陆地 袁故为白天遥

28.（1）太阳辐射 地面辐射 大气逆
辐射
（2）盂 虞
（3）D
（4）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气体，不

吸收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却能强烈吸收
地面辐射中的红外线长波辐射，从而导
致地球温度上升，导致全球变暖。
（5）鼓励广大市民乘坐公交车出行，

少开私家车或不开车出行；不使用一次
性筷子。

揖解析铱渊1冤据图示信息袁淤能量丰富
来自太空袁判断为太阳辐射曰盂由地面指
向天空袁 判断其能量来自地面为地面辐
射曰榆由空中指向地面袁判断为大气逆辐
射遥 渊2冤据课本知识可知袁太阳辐射的大
部分能量都能到达地面使地面增温袁地
面辐射把地面的热量传给大气袁 使近地
面大气增温遥 白天多云袁云层能反射部分
太阳辐射袁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减少袁地
面辐射也随之减少袁 故气温比晴天低遥
渊3冤气温较高与太阳辐射无关袁A错误遥晴
天多袁天空少云袁大气逆辐射作用弱袁B错
误遥 青藏高原海拔虽高袁与日地距离 1.5
亿千米相比微不足道袁C错误遥 拉萨位于
青藏高原袁海拔高袁晴天多袁大气稀薄袁大
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少袁 到达地面的太
阳辐射多袁太阳辐射强袁D选项正确遥 渊4冤
由于人们燃烧化石燃料会产生大量的二
氧化碳袁即温室气体袁这些温室气体对来

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透过性袁
而对地面辐射中的红外线长波辐射具有
高度吸收性袁从而导致地球温度上升袁导
致全球变暖遥 渊5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升
高袁市民大多开私家车出行袁汽车尾气中
含有大量的温室气体袁 所以鼓励广大市
民乘坐公交车出行袁少开私家车或不开车
出行才能节能减排曰目前的餐饮行业大
量使用一次性筷子袁 而一次性筷子是大
量砍伐林木加工而成的袁 世界上森林面
积的减少使得植物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减弱袁温室效应增强袁人们不使用一次性
筷子就能减少林木的砍伐袁 达到绿色环
保的目的遥

第 8期
一尧单项选择题
1.B
揖解析铱读图可知袁图示地区位于我

国西北内陆地区遥 该地区降水稀少袁河
流水主要来源于高山冰雪融水袁故 B项
正确遥

2.B
揖解析铱该地区深居内陆袁水循环类

型主要是陆地内循环遥
3.A
揖解析铱当图示地区植被遭到破坏时袁

其涵养水源能力减弱袁导致下渗减少袁地
表径流增多袁地下径流减少袁蒸腾作用减弱遥

4.A
揖解析铱野黄河之水天上来冶反映的是

黄河水来自于大气水遥
5.A
揖解析铱野百川东到海冶反映通过径流

把陆地水输送到海洋袁属于海陆间循环遥
6.D 7.B 8.C
揖解析铱第 6 题袁根据图示的因果联

系可判断袁 淤于盂榆分别表示降水尧下
渗尧蒸发尧污水遥 第 7题袁加强城市绿地的
建设和道路两旁铺设透水砖能增加地表
水的下渗袁 减轻人类活动对自然界水循
环的影响袁完善自然界水循环遥 第 8题袁
对浅层地下水的过量开采会导致地面沉
降等问题曰提高河川径流的供水量会导致
河川径流量减小袁 减少河流水对浅层地
下水的补给袁 河流的输沙能力和自净能
力会降低袁 对城市河流下游地区也会产
生不利影响遥

9.C
揖解析铱受库区的调节作用袁冬季库

区气温比周围高袁气流上升袁降水增加曰
夏季库区气温比周围低袁气流下沉袁降水
比周围要减少遥 故 C说法错误袁选 C遥

10.D
揖解析铱海水淡化工厂补充了陆地上

淡水资源的不足袁 其作用类似于海陆间
大循环遥

11.B
揖解析铱野母亲水窖冶工程是在降水多

的季节收集雨水袁在降水少的季节使用袁
它缓解了水资源的时间分配不均的问题遥

12.C
揖解析铱集雨工程通过收集雨水用于

生产生活袁 对地表径流和下渗两个环节
有较大的影响遥

13.D
揖解析铱根据材料袁该系统是利用一

些技术手段将屋顶的大气降水进行回
收尧处理尧再利用的一种良性系统袁没有
使降水进入径流环节流走袁 改造的水循
环环节是径流袁D对遥对蒸发尧下渗环节有
影响袁但没有改造这些环节袁不影响降水
环节袁A尧B尧C错遥

14.B
揖解析铱根据材料袁该系统是缺水地

区回收雨水的一种良性系统袁 主要功能
是缓解城市用水紧张问题袁B对遥 对调节
城市局地气候尧缩短径流汇聚时间尧减少
土壤水分蒸发作用不大袁A尧C尧D错遥

15.C
揖解析铱根据材料袁最适合使用该系

统的地区是缺水地区遥 东北地区大部分
是湿润尧半湿润区袁主要限制因素是热量袁
A不符合遥东南地区水源充足袁B不符合遥
华北地区降水少袁生产尧生活用水量大袁
缺水严重袁最适合使用该系统袁C符合遥青
藏高原是高寒气候区袁生产尧生活用水少袁
不适宜袁D不符合遥

二尧综合题
员远.（员）悦 云 （圆）降水 蒸腾、蒸发

地表径流 （猿）海上内 海陆间 （源）海
上内循环 海陆间循环

揖解析铱题中的各个箭头构成了地球
上的水循环过程袁 先要逐一确定各箭头
所代表的具体环节袁 然后根据它们的发
生领域可分为三种水循环类型遥

17.（1）大气降水通过下渗形成地下
径流，在流动过程中出露成泉，在地势低
洼处汇水形成湿地。
（2）见解析
（3）改善环境质量，增加就业机会，

促进基础设施完善等。
揖解析铱渊1冤降水经下渗形成地下径流袁

地下径流顺地势自高处流向低处袁 在地
势较低处出露形成泉水袁 泉水在地势较
低处汇集形成湿地遥

渊2冤AB沿线中间岩层新尧 两侧岩层
老袁为向斜地貌曰该地地下水应流向地势
较低的方向曰AB 中间没有发育河流袁应
为地势较高的山丘地貌袁 简要地质剖面
图如下图所示院

东南

泉水新

老
A B

渊3冤该地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完善该
地的基础设施袁促进经济发展曰提供更多
就业机会袁增加收入水平曰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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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大力开发清洁能源和新能源；
大力开展污染治理，做到达标排放；
加强管理，严格执法。

第 6期
一尧单项选择题
1.C 2.B 3.C
揖解析铱第 1题袁图中与野大气保温作

用冶密切相关的是榆大气逆辐射袁减少了
地面辐射的热量损失袁C对遥 淤吸收的是
太阳辐射袁对大气影响小袁A错遥 于吸收
是大气吸收地面辐射袁 是大气升温的主
要直接能量来源袁B错遥 盂地面吸收太阳
辐射袁使地面增温袁D错遥 第 2题袁大气的
热量主要直接来自图中的地面辐射袁地
面辐射是大气热量的主要直接来源袁B
对遥 淤吸收的是太阳辐射袁大气直接吸收
的太阳辐射热量很少袁A尧D错遥 榆大气逆
辐射是大气释放热量袁C错遥第 3题袁倡导
低碳生活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袁主要使图
中于吸收减弱袁 大气吸收的地面辐射减
少袁大气增温减慢袁C对遥淤吸收对大气温
度影响小袁A错遥 盂地面吸收太阳辐射袁
不受二氧化碳减少影响袁B错遥 榆大气逆
辐射减弱袁D错遥

4.C 5.D
揖解析铱4.据野阳伞效应冶的概念可知袁

受大气中大量烟尘的影响袁 到达地面的
太阳辐射减少袁 这主要与大气对太阳辐
射的反射作用有关遥5.野阳伞效应冶可以减
少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袁 从而减少太阳
紫外线伤害袁降低地面温度袁淤于正确曰
空气中存在大量灰尘袁 会加强大气逆辐
射袁从而提高夜间气温袁盂错误曰白天气
温降低袁夜间气温升高袁从而减小昼夜温
差袁榆正确遥 故选 D项遥

6.A 7.B
揖解析铱第 6题袁日出之前袁逆温最严

重袁加上一天之中日出前后气温最低袁易
发生冻害遥 早春一般 6院00 之前日出袁A
正确遥 第 7题袁 由于逆温近地面气温较
低袁空气不能对流袁风扇转动可加大空气
对流袁加强热量交换袁将高处相对温暖的
空气吹向茶园袁 也可阻止上层冷空气下
沉袁从而起到防冻害作用遥B正确遥增强吸
收太阳光尧增强大气逆辐射尧产生温室效
应与风扇无关袁A尧C尧D错误遥

8.C 9.D
揖解析铱第 8题袁水平方向上袁空气从

高压流向低压袁则丙跃丁袁乙跃甲曰在同一
地点袁气压随高度的上升而减小袁则丙跃
甲袁丁跃乙曰所以丙跃丁跃乙跃甲遥 正确答案
是 C遥第 9题袁若此图表示野海滨地区海陆
风示意图冶袁丁处为陆地袁丙处为海洋袁根
据热力环流原理袁白天袁近地面陆地增温
快袁气温高袁形成低压袁海洋增温慢袁气温
低袁形成高压袁风从海洋吹向陆地袁形成
海风曰夜晚袁反之袁风从陆地吹向海洋形
成陆风遥 综上所述袁图示风从海洋吹向陆
地为白天的海风袁正确答案是 D遥

10.C
揖解析铱玻璃对太阳的短波辐射渊太

阳辐射冤影响较小袁不会增加或者减少进
入野玻璃阳光房冶室内的阳光袁但能够阻
挡室内的长波辐射渊地面辐射冤散失袁使
得室内的长波辐射比室外更多袁 长波辐
射被室内大气吸收袁使室内温度升高袁所
以袁C正确遥 大气逆辐射渊保温作用冤需要
有大气的作用袁但野玻璃阳光房冶内大气
含量极少袁因而没有明显的大气逆辐射袁
保温作用也不明显袁所以 A尧B错误遥玻璃
能够透过短波辐射袁 阻挡室内的长波辐
射袁 不会大量吸收各种短波辐射和长波
辐射袁D错误遥

11.C
揖解析铱根据等压线的疏密状况判断院

甲图的 A地等压线比 B地密集袁 故甲图
中 A地风力大于 B地曰同理袁C地风力大
于 D地遥 比较两图的比例尺确定单位距
离间的气压差袁 从而确定两图中 A地和
C地的风力大小院甲图的比例尺小于乙图
的比例尺袁 甲图的实际范围大于乙地的
实际范围袁 那么甲图 A地的单位距离间
的气压差小于乙图 C地袁故 C地风力最大。

12.D 13.C
揖解析铱12.热岛效应最强应该是城市

和郊区两地的温差最大时遥 读图可知袁温
差最大时出现在冬季 21 时至次日 6 时
之间袁 因此热岛效应最强的时间出现在
冬季的夜晚袁故 D项正确遥 13.建筑外墙
淡色化袁反射率变大袁会减弱热岛效应袁
淤正确曰实行机动车限行袁车辆排放废热
减少袁城市和郊区的温差减小袁于正确曰
增加楼房高度袁会增强城市热岛效应袁盂
错误曰增加市区水体面积袁有利于减轻城
市热岛效应袁榆正确遥 故选 C项遥

14.D 15.C
揖解析铱 高空风受水平气压梯度力尧

地转偏向力的影响袁风向与等压线平行袁
北半球风向向右偏转遥 南半球近地面在
水平气压梯度力尧 地转偏向力及摩擦力的
影响下袁风向与等压线斜交袁且向左偏转遥

二尧综合题
16.（1）更多地吸收了地面长波辐射，

提高了大气温度；增加了大气逆辐射，补
偿了地面损失的热量。
（2）使冬季的太阳光照得以充分利

用；提高了大棚内的温度，使作物在冬季
也可种植（可以减轻冻害袁提高农业生产
抗灾能力）；有利于保持、调节大棚内空
气和土壤的水分。

揖解析铱渊1冤大气的受热过程主要包括
大气对太阳的削弱作用和大气对地面的
保温作用曰大气对太阳的削弱作用包括大
气吸收尧大气反射和大气散射袁其中大气
的吸收就包括大气中二氧化碳和水汽吸
收红外线袁故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越多袁吸
收的太阳辐射越多曰地面吸收太阳短波
辐射增温袁产生地面长波辐射袁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和水汽强烈吸收地面的长波辐
射而增温袁故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越多袁吸
收的地面长波辐射越多袁 综合所知大气
的受热过程是大气吸收少量太阳辐射和
大量地面长波辐射而增温的过程袁 且大
气中二氧化碳越多袁大气逆辐射越强袁故
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多袁野温室效应冶越强遥
渊2冤大棚技术的应用是人类对自然因素
的利用和改造袁利用大棚技术袁可以使冬
季的太阳光照充分利用袁 提高了大棚内
的温度袁可以增加作物种植的次数袁减少
冻害的影响曰且大棚内的温度升高袁在这
个密闭的空间里袁棚内的水汽含量大袁土
壤的湿度大袁 为作物的生长提供充足的
水分遥

员苑.（员）愿耀员远时 （圆）变小
（猿）如下图。

（源）淤北 于如下图。

揖解析铱第渊员冤题袁材料二中海洋表面
等压面上凸袁为高压袁海洋表面气温低于
陆地表面遥 第渊圆冤题袁野风变小了冶说明水
平气压梯度力变小袁 单位距离间的气压
差变小袁 故 葬尧遭间的等压面弯曲程度也
变小遥 第渊猿冤题袁材料二中近地面海洋气
压大于陆地气压袁高空相反袁根据气压高
低可判断热力环流方向遥 第渊源冤题袁依据
图示最终风向相对于水平气压梯度力右
偏袁可确定该地区位于北半球遥

第 7期
一尧单项选择题
1.B
揖解析铱本题考查对流层大气特征遥对

流层大气气温随高度增加而递减袁 淤正
确曰空气对流运动显著袁于正确曰低纬地
区气温高袁对流层大于高纬地区袁盂错曰天
气现象复杂多变袁榆正确遥 选 B正确遥

2援B 3援D 4援B
5援D 6援C
揖解析铱5援从图中箭头方向可判断出袁

a表示太阳短波辐射袁b表示地面长波辐
射袁c表示大气逆辐射遥 其中 a是地面的
直接热源袁b 是大气的直接热源曰b 代表
的辐射比 a代表的辐射波长要长曰c代表
的辐射为大气逆辐射袁 对地面有保温作
用遥于榆正确袁故选 D遥6援燃烧柴草可放出
大量温室气体及大量烟尘袁 从而增强大
气逆辐射袁 使大气对地面的保温效应增
强袁进而保护作物免受冻害袁C正确曰燃烧
柴草无法增强太阳辐射和地面辐射袁也
无法改变地面辐射的方向袁ABD错曰故选C遥

7.D
揖解析铱白天阴天云层反射强袁气温不

太高袁晚上阴天大气逆辐射强袁气温不太
低袁海洋与陆地相比袁昼夜温差小袁所以昼
夜皆阴的海洋上昼夜温差最小遥

8援B 9援D
揖解析铱8援根据气压分布可知袁高空 M

为低压袁近地面为高压袁所以近地面水平
气压梯度力由 M指向 N袁 也就是自西向
东袁北半球地转偏向力向右偏袁所以形成
西北风袁故 B正确遥 9援根据热力环流原理
与等压线关系可知袁空中气压与近地面相
反袁M 空中是低压袁近地面是高压袁气流
下沉袁天气晴朗曰N空中高压袁近地面是低
压袁气流上升运动袁天气是阴雨天气袁故 D
正确遥

10.B
揖解析铱考查近地面风的受力分析及

风压关系遥 近地面风受三个力的作用院水
平气压梯度力尧 地转偏向力和摩擦力袁其
中袁水平气压梯度力始终垂直等压线且由
高压指向低压袁由此可判断 d箭头代表水
平气压梯度力曰根据风压关系袁北渊南冤半
球风向右渊左冤偏袁风向与等压线斜交袁故
c箭头相对于水平气压梯度力右偏袁为风
向曰地转偏向力始终与风向垂直袁图中 a
箭头与风向垂直袁 故 a代表地转偏向力曰
摩擦力与风向相反袁 故箭头 b代表摩擦
力遥 故 B正确袁ACD错误遥 故选B。

11援B 12援A
揖解析铱本题考查大气的受热过程原

理的应用遥 11援本题考查太阳辐射的相关
知识遥 太阳辐射一部分到达地面袁一部分
被大气的散射尧反射尧折射所削弱曰到达地
面的太阳辐射被地面所吸收袁形成地面辐
射曰地面辐射一部分被大气阻挡形成大气
逆辐射袁一部分散失到宇宙中遥 故淤代表
大气对太阳的削弱作用曰 于代表太阳辐
射曰盂代表地面辐射曰榆代表大气逆辐射遥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遥 12援本题考查太阳
辐射的相关知识遥 雾霾出现时袁大气中的
水汽和固体颗粒物增多袁使得大气对太阳
辐射的反射尧散射和折射作用更强袁太阳
辐射减弱袁大气逆辐射增强袁大气辐射减
少遥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遥

13.A
揖解析铱根据风向与等压线的关系可

知院近地面风与等压线斜交尧高空中的风
与等压线平行袁故排除选项 B尧D曰根据地
转偏向规律可知袁北半球近地面风沿气压
梯度力的方向向右偏转 30~40毅袁 即为风
向袁高空向右偏与等压线平行袁A正确袁C
错误遥 故选 A。

14援B 15援D

揖解析铱14援由图可知袁于地的气压差
比淤地大袁 水平气压梯度力比淤地大袁风
力也较淤地大遥选 B正确遥15援由图示可判
断海陆分布袁 图示季节海洋上的气压较
高袁为北半球的夏半年曰盂地以南到赤道
以北地区位于南亚袁 属于热带季风气候袁
此季节南半球的东南信风越过赤道受地
转偏向力影响右转形成西南季风遥 选 D
正确遥

16援A 17援C
揖解析铱16援堂屋北侧的植被区和南侧

的水泥地的热力性质不同遥 白天水泥地
比植被区升温快袁气流上升袁形成低压区袁
风从有植被的高压区吹向水泥地低压区袁
形成穿堂风遥 夜晚水泥地比植被区降温
快袁气流下沉袁形成高压区袁风吹向植被
区袁 形成穿堂风遥 该原理属于热力环流袁
故选 A遥 17援此时为白天袁南侧的水泥地气
温高袁气压低曰北侧的植被区气温低袁气压
高袁所以近地面的气流由北向南流遥选 C遥

18援A 19援D
揖解析铱本题考查热力环流的形成和

类型遥 因沙漠和绿洲热力性质不同袁存在
明显的温差遥 18援M地位于沙漠地区袁昼夜
温差大袁夜晚地表迅速降温袁空气下沉袁近
地面形成高压袁 绿洲相对降温幅度小袁近
地面形成低压袁 故大气由高压流向低压袁
受地转偏向力影响北半球向右偏形成东
南风袁故 A项正确遥 19援由上题分析可知袁
风向的反向变化主要是由下垫面热力性
质差异形成的袁故 D项正确遥

20援B 21援C
揖解析铱20援0益以下时袁土壤缝隙中袁

向上蒸发的水汽会凝结成地冰花袁随着水
汽的不断蒸发袁 地冰花也不断向上生长袁
就像从地里长出来一样遥 晴朗的夜晚大
气逆辐射弱袁因此地面降温快袁气温低袁最
容易形成地冰花袁故本题选 B遥 21援地冰花
的形成袁除了气温要达到冰点外袁还需要
是在潮湿而松软的地面遥 高山地区风力大
且较干燥袁不会形成地冰花曰丘陵山区地
表坚硬袁地面缝隙少袁水汽不易向上蒸发袁
也不易形成地冰花曰 沙漠地区较干燥袁地
表水汽不足袁也不会形成地冰花袁平原地
区地冰花发育最为普遍遥 故本题选 C遥

22.B
揖解析铱由图可知袁F1由高气压指向低

气压袁垂直于等压线袁表示气压梯度力曰该
图表示北半球袁根据图中气压值可知该图
表示北半球近地面的气压分布袁 因此 F2
与风向相反袁表示摩擦力曰F3在风向右侧
且与风向垂直袁表示地转偏向力袁B正确遥
故选 B遥

23援C 24援C

揖解析铱23.根据所学地理知识可知,A
表示氮气,B表示氧气,排除 AD曰臭氧吸收
紫外线袁从而保护地球生命袁B错曰B表示
氧气袁它是地球生物维持生命活动的必需
物质袁C正确遥故选 C遥24.绿色植物光合作
用的原料是二氧化碳和水袁 不是氮气袁C
错曰其他选项描述均正确遥 故选 C遥

25.B
揖解析铱本题考查热力环流遥 由于地

面冷热不均而形成的空气环流袁它是大气
运动最简单的形式遥受热地区近地面气压
低袁受冷地区近地面气压高遥 受热地区空
气上升袁夜晚袁陆地降温快袁气温低袁气流
下沉袁海洋降温慢袁气温高袁气流上升遥 所
以本题选择 B选项遥

二尧综合题
圆远.（员）甲地以绿洲为主，乙地以沙漠

为主，由于沙漠的热容量较绿洲小，夏季
增温较绿洲快，在乙地附近形成热低压，
即甲地（海平面）气压高于乙地，风从甲地
吹向乙地。
（圆）甲地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地，且谷

地为西北—东南走向。盛行的西（北）风，
受狭管效应的影响，风速在谷地加快，导
致风大。
（猿）有利条件：风能资源丰富；地价

低；人口稀少，移民费用低；风电开发历史
悠久；离北部电力需求地（市场）较近。

不利条件：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生态
环境较脆弱。

揖解析铱考查大气运动尧气候等知识点遥
渊1冤冷热不均是形成热力环流的根本原因袁
地表受热较多的地方袁 气流膨胀上升袁形
成低压袁地表受热较少的地方袁气流冷却
下降袁形成高压袁在近地面上形成从高压
吹向低压的风袁图中甲尧乙两地的下垫面
不同袁二者分别为绿洲和沙漠袁夏季受热
状况不同袁 造成二者之间的气压差异袁从
而形成从甲地吹向乙地的西北风遥 渊2冤从
甲地向东和向西海拔高度增高袁因此该地
为谷地地形袁呈西北东南走向曰该地处于
我国西北地区袁靠近冬季风源地袁西北风
强劲袁加之狭管效应的影响袁风速在谷地
加快袁导致此地多大风遥渊3冤风力发电的条
件评价可以从风能资源尧地价尧移民费用尧
开发历史尧市场尧资金尧技术等方面回答遥
注意评价类题目既需要评价有利条件袁也
需要评价不利条件遥 有利条件院风能资源
丰富曰该地区地价低曰人口稀少袁移民费用
低曰风电开发历史悠久曰离北部电力需求
地(市场)较近遥 不利条件院该地区资金缺
乏曰技术落后曰生态环境较脆弱遥

27.（1）B 上升 A 下沉
（2）榆 虞
（猿）画图略。（逆时针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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