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中国四大地理区域的划分

一、选择题

我国幅员辽阔，甲地区有“苍茫林海”之美，乙地区有“温婉水乡”之美，丙地区有“雄浑大漢”之美，丁地

区有“巍峨雪山”之美。下图为我国的四大地理区域分布图。据此完成下面小题。

1．甲地区和乙地区的分界线是（   ）

A．秦岭一淮河一线 B．黑河一腾冲一线

C．干旱区与半干早区的分界线 D．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

2．关于四大地理区域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甲地区被称为“红土地” B．乙地区河流冬季普遍有结冰现象

C．丙地区植被以森林为主 D．丁地区有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

    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3．图中 a 大致是哪两个地区的分界线（   ）

A．南方地区和青藏地区 B．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



C．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 D．北方地区和青藏地区

4．丁地区突出的自然地理特征是（   ）

A．湿热 B．干旱

C．冷湿 D．高寒

    留学美国的刘博士学成后，放弃了美国优厚的待遇。于 2019 年 5 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南。

为了解国内的发展现状，刘博士于同年 6 月 5 日开始，沿线路①②先后进行考察，图为中国四大地理

区域图及考察线路示意图。读图，完成下列各题。

5．刘博士此次行程中，没有经过的地理区域是（   ）

A．北方地区 B．南方地区

C．西北地区 D．青藏地区

6．刘博士驱车沿路线①到达 a 地后，符合描述当地景观特点的是（   ）

A．杏花烟雨，水乡风光 B．山环水绕，沃野千里

C．雪山连绵，湖泊星罗 D．金涛麦浪，千里飘香

7．刘博士驱车沿路线②行进过程中，发现了自然景观大致呈现“森林—草原—荒漠”的变化规律，原因

可能是（   ）

A．气温大致由东向西逐渐降低 B．降水大致由东向西逐渐减少

C．温差大致由东向西逐渐增大 D．温差大致由东向西逐渐减小

8．刘博士到达 b 地后，品尝到了哈密瓜、葡萄等瓜果，觉得味道特别香甜，其原因叙述正确的是（   ）

A．昼夜温差大 B．降水丰富

C．日照时间短 D．土壤贫瘠



9．关于秦岭—淮河的意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黄士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分界线

B．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的分界线

C．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线

D．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分界线

10．下列四组语句描述的景观与之对应的区域，组合不正确的一组是（   ）

A．“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北方地区 B．“小桥流水人家”﹣﹣南方地区

C．“大漠孤烟直”﹣﹣西北地区 D．“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藏地区

    读下图“我国四大地理区域的局部示意图”，完成下面小题。

11．秦岭—淮河以南多为水田，以北多为旱地，主要影响因素是（   ）

A．地形 B．水源

C．土壤 D．热量

12．图中①所在的区域是（   ）

A．北方地区 B．南方地区

C．西北地区 D．青藏地区

13．图中甲界线确定的依据主要是（   ）

A．气温 B．降水

C．海拔 D．政区

    读我国四大地理分区图，完成下面小题。

14．图中山脉甲和河流乙构成了我国重要的地理界线。关于该界线的地理意义，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①一月 0℃等温线；   ②400mm 等降水量线；   ③河流有无封冻期的界线；



④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界线；   ⑤第二、三级阶梯的界线；

⑥湿润区与半湿润区的界线；   ⑦旱地与水田的界线；   ⑧人口地理界线。

A．①②④⑥ B．②⑤⑥⑦

B．C．①③⑥⑦ D．④⑤⑦⑧

15．传统农业的发展深受自然条件影响，下列关于特色农业、主要粮食作物及其自然环境特征，适合

图中区域 B 的是（    ）

A．河谷农业—青稞—高寒               B．绿洲农业、灌溉农业—小麦—干旱

C．旱地农业—小麦—冷湿               D．水田农业—水稻—湿热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饮食。读图判断，回答

下列小题。

16．下列特色饮食属于西北地区的是

A．① B．②

B．C．③ D．④

17．①所在地区最突出的自然地理特征是

A．高寒 B．干旱

C．湿热 D．冷干

    读我国四大地理区域简图，完成下面小题。

18．“湛蓝的天空，绵延的雪山，成群的牦牛”所描述的地区是（   ）

A．甲区域 B．乙区域



C．丙区域 D．丁区域

19．“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景象多发生在（   ）

A．甲区域 B．乙区域

C．丙区域 D．丁区域

20．甲、乙两区域相比，甲地区农业生产的优势条件是（   ）

A．气候干旱，病虫害少 B．海拔较低，气温较高

C．光热条件好，水源充足 D．夏季气温高，晴天多，光照强

二、解答题

21．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地区差异显著；读我国四大地理区域图，回答下列问题。

（1）写出地理区域的名称：

A．__________地区        B．__________地区

（2）图中区域 B、C 的分界线 I 是__________（山脉）和淮河，大致与我国 1 月__________℃等温线、

800mm 年降水量线重合。

（3）C 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耕作区，耕地以___________（水田、旱地）为主。

（4）蒙古包是我国四大地理区域中__________（填字母）的传统民居。

22．读我国四大地理区域及有关气候资料图，完成下列问题。



（1）在 A、B、C、D 四大地理区域中，“大漠孤烟直”所描述的地区是_____________（填字母）。

（2）以“高、寒”为主要自然特征的地区是_____________（填字母），划分该地区的主导因素是

_____________。

（3）在 A、B、C．D 四大地理区域中，A 地区最大的盆地是_____________盆地，当地被称为“高原之

舟”的牲畜是_____________。

（4）甲地为_____________气候。甲地比乙地冬季气温低，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_____________；甲地比丙地年降水量多，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是_____________。

23．我国地域辽阔，地理差异显著。下图是“我国的四大地理区域示意图”，完成下各题。

（1）甲地区和乙地区分界线①大致是沿____（山脉）和____（河流）一线，确定该界线主导因素是

____。



（2）②是____（地形区），该地形区水土流失严重的自然原因：____（任答一条即可）

（3）乙地区的耕地类型以____为主，主要粮食作物是____。

（4）丁地区最显著的自然特征是____，该地区中③是____省，该省南部的阴影部分是被誉为“中华水

塔”的____地区。

24．左图为我国四大地理区域局部图，右图为身着藏袍的藏民，读图完成下列问题。

（1）我国四大地理区域中的____地区与南亚多个国家接壤，是关系我国领土和国防安全的战略要地。

（2）省级行政区甲的简称是____，与其接壤的国家乙是____。

（3）从植被类型看，南方地区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北方地区以____和针叶林为主。从耕地类型看，南

方以____为主，北方以旱地为主。

（4）高寒的青藏地区，种植业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特有的粮食作物是____，做成的主食叫糌粑。

（5）藏袍是青藏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服饰。下列与藏袍不相关的是（_____）

A．抵御寒冷 B．适应昼夜温差大 C．方便田间劳作 D．轻溥舒适

25．读我国四大地理区域图,回答下列问题。



（1）写出图中序号代表的四大地理区域的名称

①________地区;③________地区

（2）区域②与区域③的分界线大致沿 A_____ (山脉)、B_____(河流)线,该线大致是暖温带与_____带

的分界线。

（3）下列说法符合区域②环境特征的是（_______）

a.冬季河流结冰          b.温带落叶阔叶林

c.年降雨量多于 800 毫米  d.主要种植水稻、油菜、柑橘等

A．ab         B．be            C．bd           D．cd

（4）在①②③④四个区域中,耕地主要分布在________，牧区主要分布在________。



5.  中国四大地理区域的划分

一、选择题

我国幅员辽阔，甲地区有“苍茫林海”之美，乙地区有“温婉水乡”之美，丙地区有“雄浑大

漢”之美，丁地区有“巍峨雪山”之美。下图为我国的四大地理区域分布图。据此完成下

面小题。

1．甲地区和乙地区的分界线是（   ）

A．秦岭一淮河一线 B．黑河一腾冲一线

C．干旱区与半干早区的分界线 D．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

2．关于四大地理区域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甲地区被称为“红土地” B．乙地区河流冬季普遍有结冰现象

C．丙地区植被以森林为主 D．丁地区有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

【答案】1．A   2．D

【解析】1．由图可知，图中甲是北方地区，乙是南方地区，两地区的分界线是秦岭-淮

河一线，该分界线的划分依据是气候，故选 A。

2．图中四个地区中甲地区被称为“黑土地”和“黄土地”，“红土地”是指南方地区，故 A

错误。乙南方地区冬季气温在 0℃以上，河流无结冰现象，故 B 错误。丙西北地区突出

的特征是干旱，植被以草原和荒漠为主，故 C 错误。丁青藏地区有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

铁路，故 D 正确。故选 D。

    读图，完成下面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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