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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 亲爱的同学们，在 2016年高考百日冲刺的

黄金时间里，来自教学一线、常年指导高三复习的一线骨干教师，潜心研究高考试题，针对艺

考生的学习规律和特点，精心打造了 “ 艺考生文化课百日夺冠 ” 丛书。

本套丛书从夯实基础知识、培养思维能力入手，精心编写，讲授最基础、最主干的知识，讲

解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高考真题，安排适量而有针对性的训练，力求达到 “ 覆盖所有考点，突

出重要知识，训练双基，强化能力，瞄准高考，百发百中 ” 的目标，确保大家在百日之内迅速提

升各学科应试能力。

本套丛书特点如下：

一是，紧扣考点，突出专题，讲练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为方便老师讲解和学

生自学，釆取专题与考点相结合的编写形式，以考点为线索，精心挑选最新高考真题和经典例

题进行讲解和点拨，避免了传统复习资料冗杂零散的弊端，突出了主干知识的掌握。

二是，选题典型新颖，配套训练针对性强，编排合理，为师生提供最大的便利。每个专题

都设置了 “ 考情分析 ” “ 知识梳理 ” “ 考点解析 ” “ 考点演练 ” 等板块，根据考纲要求突出重点。

除紧随考点的训练题外，为配合教学进度，还配有专题卷、月考卷、模拟卷、冲剌卷。每份试卷

涵盖近几年全国各地的高考真题，让大家通过真题演练来把握命题思路、掌握必考知识，还有

对今年高考命题的预测和演练，让大家更加胸有成竹，胜券在握。

由于编者能力所限，难免存在纰漏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斧正！

愿 “ 艺考生文化课百日夺冠 ” 助考生们揽月折桂，金榜题名！

“ 艺考生文化课百日夺冠”编委会

2016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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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自然地理 １　　　　

　 　 　

　　专题一　自然地理
　 　 　

第 １ 讲　 地理图像

考情分析

１． 常见地理图像系统：区域图、示意图、景观

图、统计图（结构图、坐标图）、光照图、等值线图、
气候图、规划图（城市、工业等）、连线关系图。

２． 常见成图手法：截图法、叠图法、分解法、
数据统计成图法（坐标体系）、地理原理成图法、
实景成图法。

考点一　 地图三要素

知识梳理

一、比例尺

１． 表达方式

形式 文字式 数字式 线段式

典例
图上 １ｃｍ 代表

实地距离 １０ｋｍ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 比例尺的计算

比例尺 ＝ 图上距离
实地距离

３． 比例尺的大小与地图的详略

在同样的图幅上，比例尺越大，地图上所表

示的实地范围越小，但表示的内容越详细，精确

度越高；比例尺越小，则表示的实地范围越大，内
容越简略，精确度越低。

二、方向

地图类型 方向判定

一般地图 面向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指向标地图 根据指向标定向，箭头指示正北方向

经纬网地图 经线指示南北方向，纬线指示东西方向

　 　 地图方向判断方法：先找经纬网定向；无经

纬网，则找指向标；前面二者皆无，一般为上北下

南，左西右东定向。

三、图例和注记

１． 图例

地图上表示地理事物的符号。

２． 注记

地图上说明地理事物名称的文字或数字。
［知识拓展］比例尺缩放

１． 比例尺放大（缩小）的计算

（１）将原比例尺放大到 ｎ 倍，则放大后的比

例尺为：原比例尺 × ｎ。
（２）将原比例尺放大 ｎ 倍，则放大后的比例

尺为：原比例尺 × （ｎ ＋ １）。
（３）将原比例尺缩小到 １ ／ ｎ，则缩小后的比

例尺为：原比例尺 × １ ／ ｎ。
（４）将原比例尺缩小 １ ／ ｎ，则缩小后的比例

尺为：原比例尺 × （１ － １ ／ ｎ）。
２． 比例尺放大（缩小）后图幅面积的变化

比例尺放大（缩小）后，图幅面积放大（缩
小）的倍数，是其比例尺放大（缩小）倍数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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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如一图的比例尺放大到原图的 １０ 倍，则图幅

面积是原图的 １００ 倍。

考点解析

（２０１４·重庆）下图是某 ＧＩＳ 软件显示的某

校部分建筑分布的地图窗口及其属性（如用途、
建筑面积、建筑高度等）的浏览窗口（面积单位：
ｍ２；高度单位：ｍ）。 若在该 ＧＩＳ 软件中量算到学

校局部用地的长为 ３００ｍ，宽为 ２２０ｍ，要将此用

地的平面图用 １∶ １０００ 的比例输出，则选用纸张

幅面最小的是 （　 　 ）

Ａ． Ａ４ 纸（２９ ７ｃｍ ×２１ｃｍ）
Ｂ． Ｂ４ 纸（３６ ４ｃｍ ×２５ ７ｃｍ）
Ｃ． Ａ３ 纸（４２ｃｍ ×２９ ７ｃｍ）
Ｄ． Ｂ３ 纸（５１ ５ｃｍ ×３６ ４ｃｍ）
答案：Ｂ
解析：学校的局部用地的长为 ３００ｍ，宽为

２２０ｍ，按 １ ∶ １０００ 的比例尺缩小后图幅的长为

３０ｃｍ，宽为 ２２ｃｍ，选项中略大于这两个数的 Ｂ４
纸最合适。

考点二　 地图定位

知识梳理

一、经纬网定位法（绝对定位法）

要求记忆世界地图每隔 ３０ 度的经纬线所经

过的重要地形区、标志性的地理事物，中国地图

每隔 １０ 度的经纬线所经地区。

二、相对定位法

通过熟悉的地理图像的位置信息，推测四周

相邻的信息。

三、区域轮廓定位法

要求记忆一些大洲、大洋的轮廓形状，重要

国家与地区的轮廓形状，重要大江、大河的走

线等。

四、地理景观定位法

要求记忆主要地区的重要的地理事物，包括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等。

五、区域特征定位法

要求记忆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包括地形、
气候、水文、生物、土壤）与人文地理特征。

［知识拓展］地理区域图的分析方法

（１）明确空间范围（经纬度与海陆位置、与
邻区的相关位置）。

（２）综合分析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地形类

型、地势状况、地形区的分布等，气候类型及其分

布特征；水文及水系特征等）。
（３）综合分析区域的人文地理特征（区域人

口、城市、工农业、交通等分布特征；生产力布局

区位因素分析）。
（４）归纳区域特征（区域差异性和共性分

析）。
（５）结合环境特征，分析和评价人类活动的

合理性。

考点解析

（２０１４·全国Ⅱ卷）总部位于江苏徐州（约

３４°Ｎ，１１７°Ｅ）的某企业承接了甲国价值 ７ ４４６
亿美 元 的 工 程 机 械 订 单。 据 此 回 答 （ １ ） ～
（２）题。

（１）甲国位于 （　 　 ）
Ａ． 欧洲　 Ｂ． 非洲　 Ｃ． 北美洲　 Ｄ． 南美洲

（２）该批产品运往甲国，最近的海上航线需

经 （　 　 ）
Ａ． 好望角 Ｂ． 苏伊士运河

Ｃ． 巴拿马运河 Ｄ． 麦哲伦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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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１）Ｄ　 （２）Ｃ
解析：第（１）题，图中经度由东向西增加，为

西经；纬度由南向北增加，为北纬。 甲国位于

６０°Ｗ ～ ７０°Ｗ，０° ～ １０°Ｎ，属于南美洲范围。 第

（２）题，甲国和徐州都属于北半球，徐州往东或

往西到甲国所跨经度大致相当，向西航行要先向

西南，经印度洋绕道非洲南端，再向西北横跨大

西洋，航程更远。 向东航行，穿越太平洋，经巴拿

马运河进入大西洋航线，更接近最短航线。

考点三　 高考地理常见图像的成图手法

知识梳理

一、截图法

将一幅考生所熟知的旧图形（轮廓图、示意

图等），通过裁减的办法，加工成一幅新图形。
如下图将新西兰南岛的南北两部分裁去，增

加了定位的难度。

如下图将一普通的地球侧视图进行删繁就

简，增加了判读难度。

二、叠图法

将两幅或多幅图进行叠加，常见的叠图方式

有轮廓图与统计数据叠加、轮廓图与等值线

叠加。

三、数据统计成图法（坐标体系）

１． 一般柱状图、饼状图、曲线图

要注意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地理要素

与地理原理的关系、地理要素自身的变化规律。

２． 三维图（三轴图）

呈现三个地理要素，图形变化形式多样，难
度最大。 解决的关键是分析要素之间的内在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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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多维图（多轴图）

要注意与地理要素相关的地理原理、地理规

律等，判读图中的极值等。

４． 动态统计图

这类统计图往往有两个变量，即时间变量与

空间变量。 解题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图形叠加，
寻找突破点；二是分别绘制横纵坐标的平行线，
将其中一个变量确定不变，判读另一个变量。

四、地理原理成图法

将地理原理以图像的形式呈现给考生，即图

形直观，但所反映的内容抽象。 解析图像时，一
定要准确读取图像所承载的地理原理等。

五、实景成图法

这类图形承载的地理信息较为单一，较容易

判读。 但有些内容与地理原理、地理规律有相关

性，判读的难度加大。 如下图 １ 中影子与方位相

关，下图 ２ 中建筑物的柱子排列与方位相关，部
分考生无法准确判读。

图 １　 　 　 　 　 　 　 　 　 　 　 图 ２

考点演练

图示为我国四个省（市）２００５ 年三大产业构

成及 ＧＤＰ，读图回答 １ ～ ２ 题。

１． 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畜产品加工、畜产品销售

分别属于的产业是 （　 ）
Ａ． ａ、ｂ、ｃ Ｂ． ｂ、ａ、ｃ
Ｃ． ｃ、ａ、ｂ Ｄ． ｃ、ｂ、ａ

２． ①②③最有可能是 （　 ）
Ａ． 黑龙江、四川、海南

Ｂ． 海南、浙江、黑龙江

Ｃ． 浙江、四川、黑龙江

Ｄ． 黑龙江、浙江、海南

　 　 读图，回答 ３ ～ ４ 题。

３． 关于图中所示气候类型分布地区的地理事物

和现象，叙述正确的是 （　 　 ）
Ａ． 自然植被以针阔叶混交林为主

Ｂ． 附近海域均有寒暖流汇合

Ｃ． 地表水获得的补给冬季较多

Ｄ． 风力沉积地貌广泛分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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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图示气候的分布区，对大气污染严重的工厂

不宜建在城市居民区的 （　 　 ）
Ａ． 西南方向 Ｂ． 西北方向

Ｃ． 东北方向 Ｄ． 东南方向

　 　 （２０１３·浙江）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工业生产面临“用工荒”局面。 根据相关知识，
完成 ５ ～ ６ 题。

５． 上图是 ４ 种工业的生产成本构成图，最有可能

面临“用工荒”的是 （　 　 ）
Ａ． ① Ｂ． ② Ｃ． ③ Ｄ． ④

６． “用工荒”对沿海地区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

（　 　 ）
Ａ． 劳动力回流第一产业，第一产业比重提高

Ｂ． 刺激科技创新，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Ｃ． 劳动力数量减少，平均工资下降

Ｄ． 资金投入减少，生产总值下降

　 　 （２０１５·四川）贝加尔湖湖面每年 １ ～ ５ 月

封冻，冰厚可达 ９０ 厘米。 图示为贝加尔湖地区

等高线图。 据材料回答 ７ ～ ８ 题。

７． 下列关于贝加尔湖的描述正确的是 （　 　 ）
Ａ． 结冰主要原因是海拔高

Ｂ． 湖面中心结冰早于边缘

Ｃ． 位于山谷导致冰层较厚

Ｄ． 北部的封冻期长于南部

８． 下列关于贝加尔湖对湖区环境影响的描述正

确的是 （　 　 ）
Ａ． 结冰时使气温降低

Ｂ． 融冰时使气温降低

Ｃ． 减小了气温年较差

Ｄ． 冰层增加了空气湿度

　 　 假设地球为规则的球体。 下图中所有点、线
位于地球表面，Ｏ 点到地球表面大圆 ｄ 的圆周上

各点距离相同，弧线 ｂ 上的各点终年昼夜平分，
箭头 ｃ 表示地球自转的方向，圆 ａ 及其内部的各

点昼长均为 ２４ 小时，Ｂ 点为圆 ａ 的几何中心，圆
ｄ 与圆 ａ 相切于 Ａ 点。 读图，回答 ９ ～ １０ 题。

９． 下列关于圆 ａ 的说法，合理的是 （　 　 ）
Ａ． 圆 ａ 即极圈

Ｂ． 圆 ａ 内的各点终年处于白昼之中

Ｃ． 圆 ａ 垂直于地轴

Ｄ． Ｃ 点在圆心 Ｂ 点的正北方向

１０． 当圆 ａ 集合了半球内昼长可能为 ２４ 小时的

所有点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 此刻，Ａ 点的地方时为 １２ 点

Ｂ． 此刻，Ｂ 点的正午太阳高度为 ２３°２６′
Ｃ． 此刻，太阳直射点位于 Ｏ′
Ｄ． 此刻，Ｍ 点的地方时为 １８ 时

１１． （２０１４·安徽）图示为我国科考队在南极点

放置中国结时拍摄的照片。 读图，该照片拍

摄日期、时间和中国结影子的方位可能正确

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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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３ 月 ２１ 日 ６ 时，中国结影子指向正北

Ｂ．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２ 时，拍摄者影子指向正北

Ｃ． ８ 月 ２０ 日 １８ 时，中国结影子指向东北

Ｄ． １ 月 ６ 日 ６ 时，中国结影子指向西北

１２．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中国某年份能源消费构成示意图

材料二：全球气候变暖成因与危害关系示

意图

（１）根据全球气候变暖成因与危害之间的关

系，填写上图中各字母所表示的内容。
ａ 　 　 　 　 ；ｂ 　 　 　 　 ；
ｃ 　 　 　 　 ；ｄ 　 　 　 　 。

（２）简要说明我国 ＣＯ２ 排放总量大的原因，
并就此谈谈我国控制 ＣＯ２ 排放量的合理

措施。

（３）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有可能上升，
将会对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产

生影响。 为了预防海平面上升所产生的

危害，可采取哪些措施？

１３． 读我国某地等高线示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１） 图中 ａ、 ｂ 两条支流，水流较湍急的是

　 　 　 　 ，判断依据是　 　 　 　 ，它们的

主要补给类型为 　 　 　 　 ，河流径流量

的变化特点为　 　 　 　 。
（２）该地区计划建一小型水库，从图中条件

分析，大坝建在何处较合适？ 　 　 　 　
（用字母表示）。 水库的建设会带来　 　
　 　 　 　 　 　 　 　 　 　 　 　 　 等负面

影响。
（３）图中居民点的分布有何特点？

第 ２ 讲　 地球运动

考情分析

１． 描述地球所处宇宙环境，运用资料说明地

球是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２． 阐述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３． 分析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
４． 说出地球的圈层结构，概括各圈层的主要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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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

知识梳理

一、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

１． 物质性

　 　 宇宙由恒星、星云、行星、卫星、流星体、彗星

等天体组成。

２． 层次性

天体系统相互吸引、相互绕转。

二、太阳系中一颗既普通又特殊的行星

１． 普通性

　 　 （１）八大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
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２）普通性：结构特征———地球的结构与类

地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相似，运动特

征———同向性、近圆性、共面性。

２． 特殊性：地球上存在生命的条件

（１）外部条件———“安全”和“稳定”，太阳

稳定；八大行星各行其道，互不干扰。
（２）自身条件———三个“适中”：适宜的温度

条件、适合生物生存的大气条件和液态水的

存在。
（３）自身的保护条件优越：大气层的保温作

用，臭氧吸收紫外线等。

三、太阳辐射的影响

１． 太阳能量来源

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

２． 对地球的影响

（１）能量来源：直接提供太阳能、地质矿物

能源（煤、石油、天然气）。
（２） 动力来源：水循环、大气运动和生物

循环。
［知识拓展］我国年太阳辐射总量的空间

分布

我国年太阳辐射总量的分布，从总体上看是

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增强。 高值中心在

青藏高原，低值中心在四川盆地。

四、太阳活动的影响

１． 太阳大气层及主要太阳活动

２． 主要影响

（１）扰动地球上空的电离层，影响无线电短

波通信。
（２）扰乱地球磁场，产生“磁暴”现象。
（３）高能带电粒子流冲进两极地区的高空

大气，产生“极光”现象。
（４）许多自然灾害的发生也与太阳活动有

关，如地震、水旱灾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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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球的内部圈层

１． Ａ、Ｂ 两类地震波的区别

代码 类型 传播速度 能通过的介质

Ａ 横波 较慢 固体

Ｂ 纵波 较快 固体、液体和气体

２． 两个不连续界面

两个不连续界面（莫霍界面、古登堡界面）
将地球的内部圈层分为地壳、地幔、地核三层。

不连续面 地下深度 波速变化

莫霍界面（Ｃ）
３３ 千米处

（大陆部分）
该面下，横波、纵波速

度都明显增加

古登堡界面（Ｄ） ２９００ 千米处
在这里，纵波速度突然

下降，横波完全消失

３． 三个圈层

圈层位置 圈层名称

Ｃ 以上部分 地壳

Ｃ、Ｄ 之间部分 地幔

Ｄ 以内部分（Ｅ 和 Ｆ） 地核

４． 岩石圈

包括地壳和上地幔顶部（软流层以上），全
部由岩石构成，是构成地貌、土壤的物质基础，提
供各种矿产资源。 岩石圈与其他三个外部圈层

（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

的地理环境。
［拓展知识］卫星发射基地选址的条件

（１）气象条件：晴天多、阴雨天少，风速小，
湿度低，有利于发射和跟踪。

（２）纬度因素：纬度低，自转线速度大，可以

节省燃料和成本。
（３）地形因素：地形平坦开阔，有利于跟踪

观测。
（４）海陆位置：大陆内部气象条件好，隐蔽

性强，人烟稀少，安全性强；海上人类活动少，安
全性强。

（５）交通条件：内外交通便利，有利于大宗

物资运输。
（６）安全因素：出于国防安全考虑，有的建

在山区、沙漠地区，有的建在地广人稀处。

考点二　 地球运动的基本特点

知识梳理

一、基本特点

方向 速度 周期

自
转

自西向东

北极上空：
逆时针

南极上空：
顺时针

线 速 度： １１１ ×
ｃｏｓΦ × １５ｋｍ ／ ｈ
（Φ 为所在纬度）
角速度：１５° ／ ｈ

恒星日 （真正

周 期 ）： ２３ 时

５６ 分 ４ 秒

太阳日：２４ 时

公
转

与自转方

向一致

线速度：约 ３０ｋｍ／ ｈ
角速度：约 １° ／ ｄ

恒星年：３６５ 日

６ 时 ９ 分 １０ 秒

回归年：３６５ 日

５ 时 ４８ 分 ４６ 秒

公
转
示
意
图

二、黄赤交角

１． 概念

指自转的赤道平面与公转的黄道平面的夹

角（２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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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黄赤交角的存在

（１）太阳直射点的移动→昼夜长短和正午

太阳高度的变化→四季。
（２）太阳直射点的移动→气压带风带的季

节移动→地中海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的形成。

３． 五带的划分

南北回归线之间为热带、回归线与极圈之间

为温带、极圈与极点之间为寒带。

４． 黄赤交角的变化

若黄赤交角变大，热带和寒带变大，温带变

小。 若黄赤交角变小，热带和寒带变小，温带变

大。 若黄赤交角为零，太阳永远直射赤道，全球

昼夜平分，地球上不会存在地中海气候、热带草

原气候，也不会存在四季的更替。

考点解析

（２０１３·天津）下图所示照片是摄影师在夜

晚采用连续曝光技术拍摄的。 照片中的弧线为

恒星视运动轨迹。 读图，回答（１） ～ （２）题。

图 ２ －１２

　 　 （１）据图判断，摄影师拍摄的地点位于

（　 　 ）
Ａ． 低纬地区 Ｂ． 中纬地区

Ｃ． 北极附近 Ｄ． 南极附近

（２） 图中 ａ 恒星视运动转过的角度约为

５０°，据此判断摄影师连续拍摄的时间为 （　 　 ）
Ａ． １ 个多小时 Ｂ． ３ 个多小时

　 　 Ｃ． ５ 个多小时 Ｄ． ７ 个多小时

答案：（１）Ａ　 （２）Ｂ
解析：第（１）题，北半球看北极星的仰角等

于当地的地理纬度，图中北极星位置接近地平

面，故拍摄地点在北半球低纬度地区。 第（２）
题，ａ 恒星视运动转过 ５０°，实际是地球自转 ５０°，
地球自转角速度每小时 １５°，故拍摄时间为 ３ 个

多小时。

考点三　 时间

知识梳理

一、时间计算

所求时间 ＝已知时间 ± 区时差 ＋ 途中时间

（所求地在已知地的东侧用“ ＋ ”，西侧用“ － ”）

二、时区

时区 ＝经度 ／ １５°（若不能整除，余数处理：若
小于 ７ ５ 直接舍去；若大于 ７ ５，则结果加上一

个时区）。
相对的两时区区数和为 １２，时间差为 １２。

三、世界时

以本初子午线（０°）时间为标准时，也称为

格林尼治时间或国际标准时间，也是零时区的

区时。

四、日期分割

１． 日界线

（１）自然界线：地方时为 ０ 时的经线。 例：
某地时间为 ２４ 时（或 ０ 时），其日期已进入新的

一天，而其西侧仍为前一天。
（２）人为界线：又称国际日期变更线（大致

沿 １８０°经线，不完全重合）。
顺着地球自转的方向，过 ０ 时经线日期要加

一天，过国际日界线日期则要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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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线展开图

极地投影图

２． 新、旧一天范围的判断

（１）０ 时经线往东至日界线（１８０°）为地球上

的“今天”或称“新一天”，往西至日界线为“昨
天”或称“旧一天”。

（２）若 ０ 时经线为西经度，则新一天大于

一半；若 ０ 时经线为东经度，则新一天小于

一半。
（３）若 ０ 时经线与 １８０°经线重合，则全球

处于同一日期；若 ０ 时经线为 ０°，则新旧一天

各占一半。

考点解析

（２０１５·江苏）北京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

零点钟声敲响时，某工程师在南极长城站参与了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微信抢红包活动。 下

图为长城站位置示意图。 读图， 回答 （１ ） ～
（２）题。

（１）该工程师微信抢红包的当地时间是

（　 　 ）
Ａ． ２ 月 １８ 日 １２ 时

Ｂ． 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 时

Ｃ． ２ 月 １９ 日 ４ 时

Ｄ． ２ 月 １９ 日 １２ 时

（２）春节假期期间 （　 　 ）
Ａ． 南京太阳从东北方升起

Ｂ． 南京昼夜长短变化幅度增大

Ｃ． 长城站日落时间推迟

Ｄ． 长城站正午太阳高度角减小

答案：（１）Ａ　 （２）Ｄ
解析：第（１）题，由图可知，长城站位于西经

６０°附近，属西四区，比北京时间（东八区）晚 １２
小时，北京时间为 ２ 月 １９ 日 ０ 时，故当地时间为

２ 月 １８ 日 １２ 时。 第（２）题，春节期间处于 ２ 月

份，太阳直射点位于南半球且向北移，南京日出

东南，Ａ 错；太阳直射点向赤道移动，昼夜长短变

化幅度减小，Ｂ 错；长城站白昼变短，日落时间提

早，Ｃ 错；太阳直射点向赤道方向移动，故长城站

正午太阳高度角减小。

考点演练

位于我国 ３７°Ｎ 的某学校的地理兴趣小组，
在一次观察日出日落时记录到：日出时间是北京

时间 ７ 点 ０４ 分，日落时间是 １８ 点 １６ 分。 据此

回答 １ ～ ３ 题。
１． 该学校所在的经度是 （　 　 ）

Ａ． １０６°Ｅ Ｂ． １１０°Ｅ
Ｃ． １１４°Ｅ Ｄ． １３９°Ｅ

２． 这一天 （　 　 ）
Ａ． 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

Ｂ． 太阳直射点一定向北移动

Ｃ． 该地昼夜等长

Ｄ． 北极附近有极昼现象

３． 该学校所在地区人地关系的叙述，正确的是

（　 　 ）
Ａ． 人地关系缓和

Ｂ． 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

Ｃ． 农业垦殖历史很早

Ｄ． 宜农荒地较多

　 　 下图为某地某日“太阳高度变化示意图”，
图中时间表示北京时间，０°、６０°表示太阳高度。
读图完成 ４ ～ ５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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