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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版带答案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二章乡村和城镇(四十七) 

综合题 

1、下图是我国某特大城市示意图。读图回答下列问题。 

 

(1)该城市早期选址的有利条件____。 

(2)M、P、Q 中____处是高级住宅区，主要原因是____。 

(3)拟在甲、乙两处规划建设高新技术工业城和石油化工城两座卫星城市。石油化工城应建在____处，理由是____。 

(4)请你比较城市中心区与郊区气温的差异：____；并分析原因：____。 

(5)请简述甲、乙两卫星城建设对该城市发展的意义。____ 

答案：(1)水运便利 

(2)     P     环境优美 

(3)     甲     位于河流下游；位于与盛行风向垂直的郊外；水陆交通便利 

(4)     中心区气温较高     中心区人口密集、工业发达产生大量热量 

(5)分担城市职能；缓解城市土地、交通压力；有利于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合理化发展。 

解析： 

本大题以城市的规划布局为材料，涉及城市区位、热岛效应等相关内容，考查学生掌握课本知识的能力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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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综合素养。 

(1) 

该城市早期选址主要是有两条河流在该地交汇，水运便利，水资源充足。 

(2) 

比较图中三个位置，P 地是适合建设高级住宅区。Q 地靠近飞机场，噪声污染大，而且靠近重工业区，环境空气

污染大，不适合建设高级住宅区。根据图中主导风向方向，M 位于城市主导风向的下风向，重工业区有可能造

成空气污染，而且靠近火车站和轻工业区，也有轻度噪声和空气污染，不适合建设高级住宅区。P 点远离工业区，

大气污染小，空气质量好；从图中河流流向判断，P 位于流经城市河流上游，水质好；从图例中看，Q 地还临近

文化教育区和旅游观光带，因此该地风景优美，适合建高级住宅区。 

(3) 

石油化工城应建在甲处。理由是：石油化工厂会产生严重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因此布局时要考虑到对大气和

水的影响。图中甲处位于河流下游，位于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因此对大气和水的影响较小；从图中看，甲靠近

河流和铁路线附近，因此水陆交通便利。 

(4) 

城市中心区人口稠密，工业发达，汽车等排放的废热较多，气温比郊区要高。 

(5) 

卫星城的建设主要是围绕着主城区发展而出现的，根据材料，此为特大城市，因此甲、乙卫星城要引导部分人

口、产业分散到该地，因此起到分散城市人口，分担城市职能，缓解解城市土地、交通压力的作用；从而进一

步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合理化发展。 

小提示： 

2、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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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人口约为 1.6亿，是一个低地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易引发洪水的国家之一。近些年，孟加拉国城市化水

平快速提升。下图示意孟加拉国位置及低洼地分布。 

 

(1)孟加拉国目前城市化水平总体较低，请分析原因。 

(2)孟加拉国城市化水平提升可能会加重洪涝灾害，请说明理由。 

答案：(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较弱； 人口众多,粮食需求量大，农业从业人口多，剩余劳动力

少。 

(2)城市硬化地面增加，不利于水的下渗；城市化可能导致植被和水域(湿地)被侵占,蓄水空间减少；城市热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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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增强，导致暴雨频率增加，涝灾加重。 

解析： 

本题以孟加拉国为背景材料设置两个小问，涉及影响城市化的因素、气候类型的判读及城市化出现的问题等知

识点，考查了学生阅读图文提取信息的能力，对学生区域认知及综合思维的素养要求较高。 

(1) 

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机会、科教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结合所学南

亚相关知识，可知孟加拉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较弱； 据材料可知孟加拉国人口约为 1.6

亿，人口众多，粮食需求量大，位于恒河三角洲，农业从业人口多，剩余劳动力少。 

(2) 

城市化水平提升主要从基础设施，城市人口数量等方面体现，洪涝灾害主要从水循环环节角度来分析：城市硬

化地面增加，不利于水的下渗；城市化可能导致植被和水域(湿地)被侵占，蓄水空间减少；结合当地经纬度可知

该地为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分旱雨两季，城市热岛效应增强，导致暴雨频率增加，涝灾加重。 

小提示： 

3、读图，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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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城市形成的原因____。 

(2)丁城市位于____，因此既是____港，又是____港。 

(3)以上四座城市形成的共同区位因素是河流，其在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____、____；我国一些重要城市的形

成和发展与河流有密切关系，如上海处在____入海口，重庆处在____和____的交汇处（填河流名称）。 

(4)试分析武汉城市形成和发展与哪些地理区位有关？ 

答案：(1)河运的起点或终点，货物在此转运 

(2)     河口     河港     海港 

(3)     水运交通     水资源（供水）     长江     嘉陵江     长江 

(4)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充足，降水丰富，雨热同期；处于江汉平原，地形平坦；长江、汉江汇合处，京广铁

路穿过，交通便利；科技发达；劳动力丰富，素质高；湖北省省会城市，华中地区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现

代工业、新兴高科技产业（光谷）发达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城市形成的区位条件、河流对聚落分布与形成的影响等相关知识，考查学生获取与解读地理信息、

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难度一般，结合所学地理知识分析作答即可。 

(1) 

甲城市形成的原因是这里是河运的起点或终点（注意甲上游为瀑布），货物在此转运，促使城市的形成。 

(2) 

读图可知，丁城市位于河流入海口，属于河口，既是河港，又是海港，交通便利。 

(3) 

一方面，河流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水路交通运输条件。另一方面，河流为城市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水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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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学知识，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重庆位于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 

(4) 

本题可从武汉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回答。武汉位于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地处华中地

区，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条件可从气候、地形、水源等角度分析。武汉地处我国南方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热量充足，雨热同期。地处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位于江汉平原，地形平坦，便于城市建设，且位于长江、汉

江的交汇处，水运便利，有京广铁路以及其他众多高铁线路经过，交通条件十分便利。社会经济条件可从劳动

力、科技、工业发展等角度分析。武汉高校林立，劳动力丰富且素质较高，科技发达，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城市

以及华中地区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行政优势明显。另外，武汉现代工业以光谷为代表的高新产业发达，加大

了对高技术人才的吸引，促进了武汉的进一步发展。 

小提示： 

4、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中亚五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1991 年苏联解体后先后宣布独立，1991—2000 年中亚五国境内以城镇居民为主的

俄罗斯族人相继返回俄罗斯，中亚五国曾一度出现产业链条断裂、工业体系衰败等问题。以 2000 年为分界点，

中亚五国综合城镇化水平可以划分成两个发展阶段。下图示意 1991—2017 年中亚及五国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演变。 

 

（1）分析中亚五国综合城镇化水平第一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很小的原因。 

（2）归纳中亚五国综合城镇化水平第二发展阶段增长速度特点，并推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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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第二阶段中亚五国综合城镇化水平变化带来的有利影响。 

答案：（1）中亚国家有大量居民因民族原因（特别是俄罗斯族）迁移到俄罗斯，而这些人口以城市居民为主；

中亚五国政体独立后的头 10 年，受苏联经济体系的影响深刻，产业链条断裂、工业体系衰败，非农就业机会大

大缩减。 

（2）特点：城镇化快速发展（增速较快）。原因：进入 21 世纪后，中亚五国的政治体系已经稳定；经济发展

开始恢复；教育、交通、医疗等服务逐渐改善。 

（3）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城乡居住环境；增强区域社会和谐等。 

解析： 

本题以中亚五国城镇化水平为材料，涉及城镇化特点、原因及城镇化影响等相关知识，考查学生分析运用材料、

调用已学知识进行迁移的能力。 

（1）城镇化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城镇化水平第一发展阶段以城镇居民为主的俄

罗斯族人相继返回俄罗斯，同时“中亚五国曾一度出现产业链条断裂、工业体系衰败等问题”，城镇就业机会减少，

导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增加缓慢，城镇化发展缓慢。 

（2）自 2000 年以来，中亚五国的政治体系已经稳定；经济发展开始恢复；教育、交通、医疗等服务逐渐改善，

就业机会增多，城镇化快速发展（增速较快）。 

（3）城镇化快速发展，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利于政局稳定，增强区域社会和谐；城镇化发展会促进工业化发

展，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居民收入提高，利于改善城乡居住环境。 

5、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一般从起步早晚、速度快慢、水平高低等方面叙述。下图为美国和土耳其城市化水平折线图

（1950～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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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文材料，描述与美国相比，土耳其 1950～2011 年间城市化进程特点。 

答案：起步晚；速度快；水平较低。 

解析： 

本大题以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为材料，涉及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特点等相关知识，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能

力及综合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和地理实践力等地理核心素养。 

根据材料，城市化进程特点一般从起步早晚、速度快慢、水平高低等方面叙述。读图分析可知，与美国相比，

土耳其 1950～2011 年间城市化进程特点是起步晚，速度快，水平较低。 

小提示： 

6、阅读图文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占全国的 2.19%，GDP总量占全国的 21.7%，城市人

口比重达 68%。“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跻身六大世界级城市群。图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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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资料，归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特征。 

(2)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服务种类最多、范围最广的是____。简述商业区在一般城市中的空间分布特点____ 

(3)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机动车数量急剧增加，城市交通拥堵现象日益严重。请你为长三角地区治理

交通拥堵献计献策。 

答案：(1)城市数量多（或城市密集）；城市等级体系完善（结构合理）；城市化水平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

等级较高城市分布中部多（或等级较低的城市多分布在南北部）。 

(2)     上海     大多呈点状或条带状：多位于市中心交通干线的两侧或街角路口处 

(3)合理规划城市道路；加强和完善交通管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或提倡绿色低碳出行；限制私家车的数量和出

行。 

解析： 

本题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试题背景，涉及了城市群和城市问题等相关知识，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

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地理基本原理与规律，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的能力，旨在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综合思

维和人地协调观等核心素养。 



 

(1) 

结合材料及图示信息可知，长江三角洲城市数量众多，大中小城市等级体系完善；以上海为龙头城市，省会城

市为核心，带动中小城市发展；城市化水平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等级较低的城市多分布在南北部地区。  

(2) 

结合所学知识可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服务种类最多、范围最广的是经济最发达，城市等级最高的城市上海。

商业区要求交通便捷，服务最大人群。所以商业区大多呈点状或条带状分布：多位于市中心交通干线的两侧或

街角路口处。 

(3) 

治理交通拥堵主要从规划、管理、发展公共交通等方面分析。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可知，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现

象首先要合理规划和布局城市交通道路；制定立法，加强和完善城市交通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或提倡绿色

低碳出行；通过各种手段限制私家车的数量和出行。 

小提示： 

7、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大气的受热过程示意图 



 

 

(1)依据图示，描述大气对太阳辐射削弱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 

(2)依据图示，说明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主要通过什么来实现。 

(3)运用大气受热过程原理，分析屋顶绿化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意义。 

答案：(1)反射作用；散射作用；吸收作用。 

(2)大气逆辐射把热量还给地面，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地面辐射损失的热量，对地面起到了保温作用。 

(3)等量的太阳辐射使覆盖植被的绿地比水泥面增温慢，温度低，地面辐射弱，被大气吸收的热量相对就少，气

温较低；绿地吸收二氧化碳，大气中二氧化碳减少，大气吸收地面辐射减弱，气温降低；土壤水分的蒸发和植

物的蒸腾作用吸收周围的热量，也起到降温作用。 

解析： 

本题考查大气的受过程的原理。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同时考查学生的

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和人地协调观的核心素养。 

(1) 



 

依据图示，当太阳辐射穿过大气层时，大气中的水汽和二氧化碳吸收红外线，臭氧吸收紫外线，空气分子和微

小尘埃散射可见光，大气中的云层和较大颗粒的尘埃，将投射在其上的太阳辐射的一部分，反射回宇宙空间。

可见大气对太阳辐射削弱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反射作用；散射作用；吸收作用。 

(2) 

依据图示，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流层大气中的水汽和二氧化碳等，可强烈吸收地面辐射。地面

辐射释放的能量，绝大部分都被截留在对流层大气中，使大气增温。大气吸收地面辐射增温的同时，也向外辐

射能量。大气辐射大部分向下射到地面。射向地面的辐射，其方向与地面辐射相反，被称为大气逆辐射。大气

逆辐射又把热量归还给地面，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地面辐射损失的热量，对地面起到了保温作用。 

(3)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绿地和水泥地面的比热容不同，绿地比热容大，吸热慢，等量的太阳辐射使覆盖植被的绿

地比水泥面增温慢，温度低，地面辐射弱，被大气吸收的热量相对就少，气温较低；绿色植被通过光合作用能

吸收二氧化碳，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减少，大气吸收地面辐射减弱，气温降低；绿地中绿色植物和土壤中水分

丰富，土壤水分的蒸发和植物的蒸腾作用吸收周围的热量，也起到降温作用。一定程度上屋顶绿化降低了城市

上空的气温，起到了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意义。 

小提示： 

8、根据下图作答 



 

 

（1）图中 A、B、C、D、E五个城市中可能形成较早的是________城市，原因________。 

（2）A、C、D 三个城市兴起的共同原因是________。 

（3）促进 A城市发展和限制其发展的区位因素是________、________。 

（4）D 城市适于发展________工业，E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区位因素是________。 

答案：     B、C     地形平坦，水源充足，交通便利     矿产资源丰富     铁路运输     水源不足     钢铁     旅游 

解析： 

本题以城市分布示意图为情境，考查影响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因素等知识点，重点考查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以

及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等学科素养。 

（1）由图可知，B、C 两地位于河流中下游，地形平坦，水源充足，位于交通线的交汇处，交通便利，最可能

先形成城市。早期，A、D、E区位优势不及 B、C。 

（2）由图可知，A、C、D 三个城市附近有石油资源或煤炭、铁矿资源，故其共同区位条件是矿产资源丰富。 

（3）由图可知，A地处沙漠中，水资源不足，是其发展的限制性条件，该城市因石油资源开发而兴起，图中铁

路运输能促进其发展。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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