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向一：时间计算与日期变更

【真题典题剖析】

(2016·高考江苏卷)下图为某主题公园所在城市分布图。读图，回答下题。

1．下列时间点中至少有 4个城市该主题公园都在开放的是(　　)

A．北京时间 8点　　　　 B．北京时间 11点

C．北京时间 14点  D．北京时间 17点

【答案】B

(2014·天津文综卷)结合图文材料，回答下题。

假设一架客机于北京时间 6月 22日 12时从北京(116°E,40°N)起飞，7小时

后途经 a地(165°W,67°N)上空，14小时后抵达芝加哥(87.5°W,42°N)。

2．客机抵达芝加哥时，属于 6月 22日的地区范围约占全球的(　　)

A．1/4　　　B．1/3  C．1/2　　　D．3/4

【解析】依照题意知，北京和芝加哥相差 14个时区，飞机起飞时为芝加哥当

地时间 6月 21日 22时，飞行 14小时后到达芝加哥，为芝加哥当地时间 6月 22日

12时。此时，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刻为 6月 23日 6时，即全球属于 6月 23日的范

围为 6个时区，所以属于 6月 22日的范围为 18个时区，约占全球的 3/4。



【答案】D

【解题技法归纳】

1．地方时与区时

(1)特殊地方时的判断

①太阳直射点所在的经线的地方时为 12时。

②晨线与赤道交点所在经线的地方时为 6时。

③昏线与赤道交点所在经线的地方时为 18时。

④平分昼半球的经线的地方时为 12时。

⑤平分夜半球的经线的地方时为 0(24)时。

(2)图示时间计算的一般方法和流程

2．日期的判断和日期范围的确定

(1)日期的变换



(2)日期范围

①新的一天：从 0时所在经线向东到 180°经线。

②旧的一天：从 0时所在经线向西到 180°经线。

(3)新旧两天各自所占的比重计算

①新的一天所占比重：国际日界线的时间/24。

②旧的一天所占比重：1－国际日界线的时间/24。

3．时间计算的基本思路

时间计算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利用材料表述某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相关计

算；二是通过日照图中特殊时间点进行计算；三是有关行程问题的计算。时间计算

题目的分析思路如下：

(1)材料表述题目的时间计算

首先，分清材料中时间是地方时还是区时；其次，时间计算只涉及经线，因此

要掌握不同地点的经度或时区；再次，计算出所求地点与已知地点的经度差和时区

差；最后，根据“东加西减”的原则进行计算。分析材料信息时要注意特殊时间点，

如材料中提到“9月 23日日出时刻”这一信息，就可以得到“6时”这个关键信息。

(2)日照图题目的时间计算

首先，在日照图上找出地方时为 0时、6时、12时、18时的地点或找出晨昏线

与赤道的交点、晨昏线与纬线的切点等(具体见下图)；其次，计算出所求地点与已

知地点的经度差或时区差；最后，按照“东加西减”的原则进行计算。



(3)有关行程时间的计算

一架飞机某日某时从 A地起飞，经过 m小时飞行，降落在 B地，求飞机降落时

B地的时间。这类问题若能建立下列关系，也就不难解答了。

因此，计算公式为：降落时 B地时间＝起飞时 A地时间±时差＋行程时间(m小

时)(注意：正负选取原则——东加西减)。

4．不同日期范围的判断技巧

180°经线的地方时是几时，新的一天所占时间就是几小时；反过来，新的一

天所占时间是几小时，180°经线的地方时就是几时。

【针对突破训练】

2015年 11月 27日 5时 24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将遥感二十九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据此完成下题。

1．遥感二十九号卫星发射升空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伦敦烈日当空

B．纽约(西五区)日渐西斜

C．悉尼(东十区)夕阳西下

D．旧金山(西八区)夜幕降临

【答案】B

右图中 MON表示晨昏线，非阴影部分与阴影部分的日期不同。

读图，回答 2～3题。

2．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线速度：P＝Q＝M＝0>N

B．所在半球河流右岸侵蚀严重

C．MO为晨线

D．NO为晨线

3．此时关于日期和时间的说法，正确的是(　　)

A．Q点的地方时为 17：00

B．N地的地方时为 6：00

C．若阴影部分日期是 5日，则非阴影部分是 4日

D．再过 8小时全球为同一日期

【答案】2.D　3.D

下图示意某日南半球太阳光照图，图中阴影表示黑夜。读图，完成下题。

4．此时某架飞机从①地起飞，到达②地时恰逢日落。飞机的飞行时间约为(　　)

A．4.5小时　　　　　　　 B．6小时

C．9小时  D．10.5小时

【解析】①地此时正值 6时，②地为 9时。②地昼长约 15小时，其日落时为 19

时 30分，因此飞行时间＝19：30－9＝10：30。

【答案】D

考向二　昼夜长短的变化规律及计算

【真题典题剖析】

(2016·高考天津卷)2011年 7月 17日，我国南极中山站

(69°22′S,76°22′E)越冬科考队的队员们迎来了极夜后的第一次日出。据材料

回答 1～2题。

1．当中山站“第一次日出”时，若在天津观测太阳，太阳位于观察者的(　　)



A．东北方向  B．东南方向

C．西北方向  D．西南方向

2．中山站极夜持续的时间是(　　)

A．30天左右  B．50天左右

C．70天左右  D．90天左右

【答案】1.D　2.B

下图显示的是某楼盘的方位和北京时间 15点时的太阳光线，该日南面阳台太

阳照射的时长为 9小时 40分。据此回答 3～4题。

3．该楼盘最可能位于(　　)

A．上海  B．北京

C．成都  D．乌鲁木齐

4．该地该日昼长约(　　)

A．9小时 40分  B．10小时 40分

C．12小时 40分  D．13小时 40分

【解析】第 3题，以两分日为例，在二分日时，日出正东方向，日落正西方向，

昼长 12小时。当太阳光线东偏南 40°时，南面阳台才能照到太阳光。结合地球自

转速度，从 6点到正午 12点，6小时转过角度是 90°，所以转过 40°需时间 2小

时 40分。在二分日，当地正午后再转过 40°角，则出现图示阳光直射阳台的状况。

此时当地地方时为 14：40，北京时间是 15时，可以计算出该地经度为 116°E，所

以 B项对。上海经度约为 120°E，A项错。成都经度约为 105°E，C项错。乌鲁木

齐经度约为 87°E，D项错。第 4题，二分日日出后转过 40°需时间 2小时 40分。

据此可以计算出阳台从 8：40开始有阳光照射，到 18：00日落，二分日阳光照射



的时间为 9小时 20分。该日南面阳台太阳能够照射的时间为 9小时 40分，比

二分日长 20分，说明下午太阳照射时间比二分日长 20分，则昼长要比二分日夜长

40分钟，为 12小时 40分，C项对。

【答案】3.B　4.C

【解题技法归纳】

1．昼夜长短的纬度变化规律

规律 表现

对称

规律

南北半球纬度数相同的地区昼夜长短“对称”分布，即北半球

各地的昼长与南半球相同纬度的夜长相等，例如 23.5°N的昼长等

于 23.5°S的夜长

递增

规律

太阳直射点所在半球昼长夜短，且纬度越高，昼越长。另一半

球昼短夜长，且纬度越高，夜越长。太阳直射点向哪个方向移动，

哪个半球白昼变长黑夜变短

变幅

规律
赤道处全年昼夜平分；纬度越高，昼夜长短的变化幅度越大

极昼、极

夜规律

极昼(极夜)的起始纬度＝90°－太阳直射点的纬度。纬度愈高，

极昼(极夜)出现的天数愈多

2.昼夜长短的季节变化规律(北半球)

3．昼夜长短的计算

(1)根据昼弧夜弧计算。昼长＝昼弧所跨经度数/15°，夜长＝夜弧所跨经度数

/15°。

(2)利用与赤道的昼长恒为 12小时的比较关系计算。

(3)根据日出日落时间计算。图示如下：



昼长时数＝(12－日出时间)×2＝(日落时间－12)×2

夜长时数＝日出时间×2＝(24－日落时间)×2

4．昼夜长短的分布、变化特点的判断技巧

(1)由太阳直射点的位置看分布。

直射点在哪个半球，哪个半球昼长夜短，且纬度越高昼越长夜越短，极地地区

出现极昼；另一半球则相反。

(2)由太阳直射点的移动方向看变化。

太阳直射点向哪个方向移动，哪个半球昼变长夜变短，且纬度越高昼夜长短变

化幅度越大，另一半球则相反。如下图所示：

5．日出、日落方位与昼夜长短的关系

(1)北半球夏半年：太阳直射北半球，日出东北，日落西北，北半球昼长夜短；

南半球相反。

(2)北半球冬半年：太阳直射南半球，日出东南，日落西南，北半球昼短夜长；

南半球相反。

(3)二分日：太阳直射赤道，日出正东，日落正西，全球昼夜平分。

(4)出现极昼的地方：北半球正北升起，正北落下；南半球正南升起，正南落

下。

【针对突破训练】

(2016·上海闵行区期末)下图表示一年中某段时间，全球①②③④四个不同地

点昼长的变化规律。读图，回答 1～2题。



1．假如地点④位于北半球，图中 M点代表的是(　　)

A．春分日　　　　　　　　 B．夏至日

C．秋分日  D．冬至日

2．假如地点②位于北半球，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①②③④的排列顺序，正好是纬度从高到低

B．地点①可能位于 80°N

C．图示期间地点③的正午太阳高度先减小后增大

D．地点④在一年之中，有极昼极夜现象

【答案】1.D　2.C

(2016·湖南长沙一中质检)右图为北半球部分经纬网图，丙和乙在同一

日界线上，阴影部分为黑夜，且此日出现极昼的最低纬线上的正午太阳高度为

30°。读图，回答 3～4题。

3．若甲、乙两点间的经度差值在 30°和 60°之间，则此时太阳直射点

的坐标可能为(　　)

A．(10°N,45°W)  B．(10°S,30°W)

C．(15°N,75°E)  D．(15°N,50°E)

4．若此时一架军机以每小时 4 400千米的速度从甲地飞向位于正北方向 40°N

的丁地，降落在丁地机场时，太阳刚好也降落在地平线上。则此日丁地的昼长为

(　　)

A．12小时  B．13小时

C．14小时  D．15小时



【解析】第 3题，出现极昼的最低纬线上的正午太阳高度是直射点纬度的 2倍，

此日出现极昼的最低纬线上的正午太阳高度为 30°，可以计算出直射点的纬度为

15°。此地为北半球，则甲地是晨线和赤道的交点，地方时是 18点。甲、乙两点

的经度差值在 30°和 60°之间，所以丙和乙所在日界线不是 0时，而是 180°；丁、

甲所在经线(17时)在 120°E和 150°E之间，则可计算 12点(直射点)经线在

30°E和 60°E之间，所以 D正确。第 4题，甲地位于赤道上，丁地是 40°N，且

甲、丁两地位于同一经线上，距离是 4 400千米，此时一架军机以每小时 4 400 千

米的速度从甲地飞向丁地，需飞行 1小时。图中此时甲、丁所在经线为 18点，1小

时后为 19点，丁地太阳刚好也降落在地平线，即日落时间为 19点，可根据昼长＝

2×(日落－12)计算出丁地的昼长为 14小时，所以 C正确。

【答案】3.D　4.C

考向三  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规律及计算

【真题典题剖析】

(2016·高考江苏卷)住宅的环境设计特别关注树种的选择与布局，不同树种对

光照与风有不同影响。下图为华北某低碳社区(40°N)住宅景观设计示意图。读图，

回答 1～2题。

1．仅考虑阳光与风两种因素，树种与房屋组合最好的设计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2．为保证冬季太阳能最佳利用效果，图中热水器安装角度合理的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答案】1.C　2.D

(2016·湖南长郡中学等十三校联考)读正午太阳高度年变化幅度图(极夜期不

考虑负值)。回答 3～4题。

3．满足①至②区间变化幅度的最大纬度范围为(　　)

A．0°～23.5°  B．0°～90°

C．66.5°～90°  D．23.5°～66.5°

4．①处不可能(　　)

A．四季分明                B．全年昼夜平分

C．半年极昼，半年极夜      D．两至日正午太阳高度相同

【解析】第 3题，赤道上与极点上的正午太阳高度年变化幅度均为 23.5°，其

他纬度均为 47°，所以满足①至②区间变化幅度的最大纬度范围为 0°～90°。第

4题，根据正午太阳高度年变幅度值，①处可能为赤道或者极点。如果是赤道，则

会昼夜平分，两至日正午太阳高度相同；若为极点，则会半年极昼、半年极夜。但

都不可能四季分明。

【答案】9.B　10.A

【解题技法归纳】

1．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规律

(1)纬度变化规律：同一时刻，正午太阳高度从太阳直射点所在纬度向南北两

侧递减。具体如下图：

(2)季节分布规律：夏至日，北回归线及其以北各纬度，正午太阳高度达到一

年中的最大值，南半球各纬度正午太阳高度达到一年中的最小值；冬至日，南回归

线及其以南各纬度，正午太阳高度达到一年中的最大值，北半球各纬度正午太阳高

度达到一年中的最小值。如下图所示：



2．正午太阳高度的计算

(1)所求地点的正午太阳高度＝90°－所求地点与直射点的纬度差。

(2)极点的太阳高度＝直射点的纬度。

(3)出现极昼(极夜)的纬度与直射点的纬度互余。

3．正午太阳高度的应用

(1)确定该地地方时为 12时。

(2)求出当地的地理纬度(根据正午太阳高度的计算公式)。

(3)确定房屋的朝向：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正午时太阳位于南方，房屋朝向

南方；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则相反。

(4)确定日期、日影长短及方向：太阳直射点上，物体的影子缩短为零；正午

太阳高度越大，日影越短；反之越长。正午是一天中日影最短的时刻，日影永远朝

向背离太阳的方向，如北回归线以北地区，日影永远朝向北方；南回归线以南地区，

日影永远朝向南方；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区，日影则有南、北朝向的变化。

(5)确定楼距、楼高：为了更好地保持各楼层都有良好的采光，楼与楼之间应

当保持适当距离。

(6)太阳能热水器的倾角调整：为了更好地利用太阳能，应不断调整太阳能热

水器与楼顶平面之间的倾角，使太阳光与受热板之间成直角。

4．正午太阳高度的分布、变化特点的判断技巧

(1)分布看“远近”——远小近大。

距离直射点所在的纬线越近，正午太阳高度越大；距离越远，正午太阳高度越

小。

(2)变化看“移动”——来增去减。

太阳直射点向某地所在的方向移来时，该地的正午太阳高度逐渐增大；太阳直

射点远离某地移去时，该地的正午太阳高度逐渐减小。

(3)位置看“数值”——90°的出现。



5．正午太阳高度分布的对称规律

以太阳直射的纬线为对称轴，在南、北对称分布的纬线上，正午太阳高度相等。

  

6．太阳视运动图的判读

(1)确定出地表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根据太阳东升西落)。

(2)确定是南、北半球的地点(看正午时太阳偏于哪边天空)。

(3)确定节气、太阳直射的纬度，确定发生极昼区某地的纬度。

(4)确定日出日落方向。

(5)确定正午太阳高度角。

(6)确定昼夜长短状况。

【针对突破训练】

(2016·上海松江区期末)下图为某地连续三个月的正午太阳高度随时间变化

示意图(Ⅰ、Ⅱ、Ⅲ各表示一个月)，已知该地水平移动的物体向左偏转。读图，回

答 1～2题。

1．当该地正午太阳高度为 H时(　　)



A．地球公转速度较快               B．北回归线正午太阳高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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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58142074062007014

https://d.book118.com/358142074062007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