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地理差异考点跟踪突破

一、选择题。

1．下列地形区属于第三级阶梯的是( A )

A．“鱼米之乡” B．“世界屋脊”

C．“聚宝盆” D．“天府之国”

2．关于秦岭—淮河一线的说法，错误的是( D )

A．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的分界线

B．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一月份 0℃等温线

C．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年降水量 800 毫米线

D．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干旱区与湿润区的分界线

根据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和人文地理特点不同，可以将我国划分为四大地理区域，即

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据此回答 3～4 题。

3．四大地理区域中，7 月份平均气温最低的是( D )

A．西北地区 B．南方地区

C．北方地区 D．青藏地区

4．关于该区域 7月份平均气温最低的原因叙述正确的是( A )

A．海拔高，气温低

B．纬度高，气温低

C．多阴雨天气，光照不足，气温低

D．深居内陆，受海洋影响小，气温低

5．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分界线主导因素是( A )

A．季风因素 B．地形因素

C．行政因素 D．经济因素

6．我国四大区域中，平均海拔最高的是( D )

A．北方地区 B．西北地区

C．南方地区 D．青藏地区

读下图，回答 7～9 题。

7．①②③④区域与与其他地理特征的连线，错误的是( B )

A．①——四季有花常见雨

B．②——高寒缺氧植被稀

C．③——大漠黄沙驼铃响

D．④——青稞美酒锅庄舞

8．印刷在 50 元人民币上的景观位于( D )

A．①地区 B．②地区 C．③地区 D．④地区

9．下列界线与图中①②两区域分界线不吻合的是( D )



A．南方、北方的分界线

B．湿润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

C．水田、旱地的分界线

D．暖温带与中温带的分界线

二、综合题。

10．读“我国四地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回答问题。

(1)A 地区的气候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的温带季风气候。

(2)B 地区的气候特征为高温多雨，其原因主要是纬度__低__，濒临广阔的太平洋。

(3)C 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在降水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是干旱少雨，因此，缺水(降水少)

是制约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

(4)D 地区与其他地区比较，夏季气温最突出的特点是夏季凉爽，气温较低。形成这种

气候特征的根本原因是平均海拔高，这也是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5)A、B、C、D四地所在的地区分别是：

A北方地区；B 南方地区；

C西北地区；D 青藏地区。

11．读“我国四大区域图”，完成下列问题。

(1)B 区域的自然特征是高寒；C区域内主要能源是石油、煤炭；D 区域内人民过去的运

输工具是__船__，矿产资源优势是有色金属；A区域内最大的盆地是塔里木盆地。

(2)C、D 两区域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线，确立的主导因素是气候。

(3)四个区域内，降水最丰富的是__D__；夏季气温最低的是__B__；跨经度最广的是

__A__。

(4)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海拔最高的铁路是青藏铁路，它分布在图中__B__区域，我国热

带经济作物主要产地位于__D__区域。

(5)四大区域中，人口密度最小的是字母__B__代表的地区，原因是地势高亢、气候等自

然条件恶劣、社会经济落后。

人口密度最大的是字母__D__代表的地区，原因是自然条件优越、社会经济发达。



12．读“我国区域划分图”，完成下列各题。

(1)字母表示的区域名称：

A南方地区 B 北方地区

C青藏地区 D 西北地区

(2)在 A、B、C、D 区域中：

耕地主要分布在__A__和__B__地区；

牧区主要分布在__C__和__D__地区。(填字母)

(3)A 地区与 B 地区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这一线也是一月__0℃__等温线通过的

地方；也是 800mm 年等降水量线通过的地方；也是温度带中，暖温带与亚热带分界线；又是

干湿地区中，半湿润与湿润地区分界线。

13．我国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自然地理差异显著，传统生活习惯迥异，根据所学知识完

成下列问题。

(1)北方地区植被以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原因是北方地区气温较低、降水较少。

(2)南方地区植被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原因是南方地区气温高，以热带、亚热带

为主，降水丰富。

(3)北方地区居民以面食为主食，原因是北方以小麦种植为主。

(4)南方地区居民以米饭为主食，原因是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