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说明

为了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基本技能训练，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我们组织我市有教学经验的教师，编写
了这套初中课外练习。练习包括：语文、外语、物理、化学、数学、历
史、地理七个学科，供本市初中学生使用。

这套练习是依据现行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按单元（或章、节）编写的。
练习题的编排与课本密切配合，既体现了教学的重点、难点，又注意了
对知识的综合与应用。为了照顾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数学、化学学科
的练习题分为 A、B 两组。A 组题为基础题，B 组题为提高题，教师可根
据情况选择使用。书后附有练习参考答案。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1997 年 8 月提出的“北京市实施素质教育调
整九年义务教育部分学科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的意见”，我们对地理（配
地图版）进行了重新编写，恳请广大师生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



初中地理课外练习



第九章 中国的运输业

一、填充题
1.现代化的运输方式包括____、____、____、____和____。
2.我国现代运输业的主力是____，现代短途运输的主要方式是____。
3.铁路干线相互衔接和交叉的地方称____，全国铁路网的中心是____

市。
4.连接三个直辖市的铁路线是____，它在____市经过长江。
5.为加强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解决京广线以东运输紧张问题，新建了____

铁路，它从____市到____特别行政区的____。
6.一列火车将有色金属材料从贵阳运至上海，经过的铁路线有____线、

____线、____线。
7.从北京乘汽车到渤海之滨，需走北京—____—____线高速公路。
8.水路运输包括____运输和____运输。
9.我国主要的内河航道有____、____、____和____。
10.海洋航线按其距离本国陆地的远近，分为____和____。
11.我国北方航区的中心是____、____，南方航区的中心是____。
12.我国最大海港是____，纬度位置最高的冬季不冻港是____。
13.我国主要国际航空港有____、____、____、____等。
14.全部位于我国地势第一级阶梯上的公路是____，连接成都和拉萨的公

路是____。
15.为加紧西煤东运，我国已开通的铁路干线是____线，正在积极建设的

是____铁路。
16.从天津到上海探亲，最经济的交通工具是____，最快的交通工具是

____。
17.在徐州交汇的铁路线是____线和____线。
18.从北京出发乘火车经____铁路到大同参观云岗石窟，再乘火车经____

铁路和____铁路到西安参观兵马俑，最后经____铁路和____铁路回京。
19.在广东省境内，濒临南海的大型海港是____和____。
二、选择题（每题的选项中有一个或者两个是正确的，把正确答案

代号填入括号中。）
1.在下列城市中，既是大型河港，又是大型海港的是： （    ）
A.广州 B.大连
C.南京 D.上海
2.郑州位于哪两条铁路线的交叉点上？ （    ）
A.浙赣线 B.京广线
C.京九线 D.陇海线
3.下列物品中，应选择管道运输的是： （    ）
A.小麦 B.石油
C.天然气 D.铁矿
4.下列铁路线中，跨越长江与黄河的是： （    ）
A.京哈线 B.京沪线
C.成昆线 D.太焦线
5.下列各港口城市为我国铁路南北干线与长江的交点，按从上游到下游



的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
A.枝城、武汉、南京、上海
B.上海、武汉、南京、枝城
C.武汉、枝城、上海、南京
D.南京、上海、武汉、枝城
6.下列城市中，位于三条铁路干线交汇点的有： （    ）
A.株洲 B.上海
C.兰州 D.郑州
7.我国目前还没有铁路线的省区是： （    ）
A.青海省 B.西藏自治区
C.海南省 D.内蒙古自治区
8.从北京不能乘火车直接到达的省区是： （    ）
A.台湾省 B.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C.海南省 D.宁夏回族自治区
9.下列城市中，既是铁路枢纽，又是大型海港，还是重要国际航空港的

是： （    ）
A.北京 B.上海
C.天津 D.广州
10.下列省区中，交通运输可依靠水路运输方式的有： （    ）
A.京、津、沪 B.苏、浙、赣
C.粤、湘、鄂 D.豫、鲁、冀
11.位于陇海线上的交通枢纽是： （    ）
A.株洲 B.兰州
C.杭州 D.郑州
12.我国冬季因河流结冰而不能通航的是： （    ）
A.长江 B.黑龙江
C.珠江 D.淮河
13.在青藏高原上修筑铁路，其自然条件方面的主要困难是：

（    ）
A.当地人口稀少 B.冬季气候严寒
C.高原上地形复杂 D.筑路材料短缺
14.我国把雪爬犁作为交通工具的省区有： （    ）
A.黑、吉 B.京、津
C.青、藏 D.琼、台
15.我国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省区有： （    ）
A.桂、闽 B.苏、浙
C.黑、吉 D.新、内蒙古
16.下列铁路中，属“第二亚欧大陆桥”的是： （    ）
A.陇海线 B.兰新线
C.沪杭线 D.浙赣线
17.位于我国地势第三级阶梯上的铁路线是： （    ）
A.京沪线、京广线、京哈线
B.京包线、包兰线、兰新线
C.沪杭线、宝成线、成昆线



D.宝中线、贵昆线、陇海线
18.下列地区中，内河航运最发达的地区是： （    ）
A.亚热带、湿润地区
B.热带、湿润地区
C.暖温带、半湿润地区
D.中温带、半湿润地区
三、判断题（在正确题目后括号中画“√”，错误的画“×”。）
1.从重庆到南京，最省钱的运输工具是船舶。 （    ）
2.全国所有省区全部成立了铁路运输网。 （    ）
3.京九线纵贯我国三大平原。 （    ）
4.我国目前最大的铁路货运编组站是广州。 （    ）
5.正在积极建设中的西煤东运大动脉是神骅铁路。 （    ）
6.兰新铁路经过半干旱、干旱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

（    ）
7.长江从源头到入海口全部可通航，是我国最重要的内河航线。

（    ）
8.濒临渤海的大型海港是天津与大连。 （    ）
9.我国最大的铁矿石中转码头是上海。 （    ）
10.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位于香港。 （    ）
11.我国南方航线的中心是上海、广州。 （    ）
12.管道运输具有运输量大、连续性强的优点，但运货种类少。

（    ）
四、连线题
1.将下列港口与所在省区及其濒临的河流用线连接起来：
A.哈尔滨  ①珠江    a.湖北省
B.广州    ②长江    b.江苏省
C.武汉    ③松花江  c.黑龙江省
D.南京              d.广东省
2.将下列四种运输方式与其各自特点用线连接起来：
A.铁路运输  ①运量大，运费低，速度慢，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B.公路运输  ②运量小，运费高，速度快，受天气影响大
C.水路运输  ③运量大，运费较低，速度较快，连续性强，投资多
D.航空运输  ④运量小，运费高，速度较快，机动灵活
3.将下列铁路线与其经过的地形区用线连接起来：
A.京包线    ①黄土高原
B.京哈线    ②云贵高原
C.贵昆线    ③内蒙古高原
D.太焦线    ④东北平原
4.将下列海港与其所在省区及濒临海洋用线连接起来：
A.宁波    ①广东省    a.渤海
B.湛江    ②河北省    b.东海
C.连云港  ③浙江省    c.黄海
D.秦皇岛  ④江苏省    d.南海
5.将下列各铁路枢纽与其所在省区及所在铁路线用线连接起来：



A.郑州    ①北京市    a.京广线
B.徐州    ②湖南省    b.京沪线
C.株洲    ③甘肃省    c.湘黔线
D.北京    ④河南省    d.陇海线
E.兰州    ⑤江苏省    e.浙赣线
6.将下列所运货物与其最佳运输方式用线连接起来：
A.将鲜花从广州运往北京       ①公路运输
B.将煤炭从山西省运往秦皇岛   ②水路运输
C.对青藏高原沿途进行考察     ③铁路运输
D.5 万公斤大米从武汉运往上海  ④航空运输
五、读图综合题
1.一个采购员从东北出发到西北采购物资，请按要求帮他选择路线：
从哈尔滨出发，乘火车走____线到北京后换车，乘____线，向南行至____

转入____线后西行到兰州，转入____线到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____。完
成任务后，为最快赶回到哈尔滨报告消息，他乘____（交通工具）返回。

2.读图 9—1后回答问题：
有一旅游团准备乘火车到昆明游览，请你帮助选至少两条路线，将你选

好的路线分别用不同颜色描出，并将其经过的铁路枢纽分别用 A、B、C⋯及 A
′、B′、C′⋯标注在图中，注意线路与枢纽名称不能重复出现。然后在下
面空格中写出线路及铁路枢纽名称（空格大小不表示填空内容多少）。

①北京经____线到达 A____市，转入____线到达 B____市，再转入____
线到达昆明。

②北京经____线到达 A____市，转入____线到达昆明。
3.假期，几个学生想乘坐各种运输工具旅游一趟，从经济条件及时间考

虑，他们选择了下面各种方式及地点，请你帮他们填写完整：
从首都北京出发，经____高速公路到达首都海上门户、____海之滨的____

市，然后乘____（最快速交通工具）到达冬季不冻港、东北地区的海上门户、
美丽的____海之滨的____市，后乘____（最经济的方式）走沿海航线的____
方航线到达我国最大的海港____市，最后乘____（速度较快，较经济的方式）
经____线回到北京。

4.读图 9—2，将下列字母代表内容填在空格中：
①填出河港名称：
A____，B____，C____，
D____，E____，F____。
②填出海港名称：
G____，H____，I____，J____，
K____，L____，M____。
③填出既是我国主要国际航空港、又是主要海港与河港的城市名称：

____、____。
六、地理课外活动
1.选一同学为主持人，其他同学中选出 33 个人，每人代表一个省级行政

区，并牢记本省的主要铁路线及铁路枢纽。主持人任意说出一条铁路线名称
后，代表这条铁路所经过的省级行政区的同学要走到教室前后，并依次按顺
序站好，先后报出该铁路线沿途经过的省级行政区名称及途经该行政区内主



要城市的名称，然后由老师评论是否正确。
2.从北京乘火车去泰山、华山、嵩山、桂林、杭州、苏州、洛阳、西安、

南京、承德、昆明等处旅游，各应经过哪些铁路？试依次说出。



第十章 中国的商业和旅游业

一、填充题
1.我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____，距北京最近的全国性商业中心是____。
2.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商业活动叫____贸易，也叫____贸易。
3.商业活动的主要环节有____、储存、调运和____。
4.河南省的____市、山东省的____市是位于黄河沿岸的全国性商业中

心。
5.我国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可分为____旅游资源和____旅游资源两大

类。
6.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宫殿群是____，我国现存的最大皇家园林是位于

河北省的____。
7.旅游业具有投资____，见效____，收入高的特点，可提供大量就业机

会。
8.在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中，位于或经过北京市的有____和____。
9.有“历史画廊”之称的长江三峡风景区地跨____省和____市。
10.在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中，有“山水甲天下”之称的是____，被誉为“古

代世界第八奇迹”的是____。
二、选择题（1～5 题的选项有一个是正确的，6～15 题的选项有两

个是正确的）
1.与我国没有贸易关系的大洲是： （    ）
A.非洲 B.南美洲
C.大洋洲 D.南极洲
2.具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的风景区是： （    ）
A.庐山 B.泰山
C.黄山 D.华山
3.濒临南海的全国性商业中心是： （    ）
A.上海    B.香港
C.天津    D.杭州
4.位于珠江沿岸，既是全国重要海港，又是全国性商业中心的城市是：

（    ）
A.深圳    B.珠海
C.湛江    D.广州
5.以园林艺术为特点的全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是： （    ）
A.苏州园林    B.杭州西湖
C.故宫        D.避暑山庄
6.位于长江沿岸的全国性商业中心的直辖市是： （    ）
A.武汉    B.上海
C.重庆    D.成都
7.下列各省区中，有我国重要的陆地边境贸易口岸的有： （    ）
A.青海省    B.广西壮族自治区
C.四川      D.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下列商业大街中，位于北京市内的有： （    ）
A.大栅栏    B.南京路



C.淮海路    D.王府井大街
9.武汉市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其发展的有利条件是： （    ）
A.周围地区的工业和农业比较发达
B.铁路运输和内河航运十分便利
C.对外贸易发达，是全国重要的贸易口岸
D.是全国十大旅游风景区，国内外游客众多
10.下列旅游景点中，已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是：

（    ）
A.故宫      B.长江三峡
C.万里长城  D.苏州园林
11.下列旅游景点中，属于革命纪念地的是： （    ）
A.北京人民大会堂    B.杭州西湖
C.陕西延安          D.江西井冈山
12.下列有关商业中心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A.四个直辖市都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
B.所有省会都是全国或区域性商业中心
C.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多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
D.商业中心都位于铁路运输或河流运输发达的地区
13.我国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哪两种运输方式进行？ （    ）
A.铁路运输    B.公路运输
C.海洋运输    D.航空运输
14.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边境贸易口岸有： （    ）
A.凭祥        B.阿拉山口
C.二连浩特    D.霍尔果斯
15.与俄罗斯进行边境贸易的口岸是： （    ）
A.二连浩特    B.满洲里
C.绥芬河      D.畹町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题后括号内画“√”，错误的画“×”）
1.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 （    ）
2.商业是人们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的一个经济部门。 （    ）
3.徐霞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也是地理学家和科学家。

（    ）
4.杭州西湖属于人文旅游资源。 （    ）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我国现代重

要的边境贸易口岸所在地之一。 （    ）
6.年商品零售额 50 亿元以上的城市为全国性的商业中心。（    ）
7.我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国际贸易只能通过海港和航空港口岸进行。

（    ）
8.大白菜从播种到收获的一切活动，都不属于商业活动。 （    ）
9.北京既是全国的铁路运输中心，也是全国的商业中心。 （    ）
10.香山的红叶属于旅游资源，游人不要随意攀摘。 （    ）
四、连线题
1.将下列旅游景点与其所属类型及所在省区分别用线连起来：

①避暑山庄 A.浙江



a.自然旅 ②秦陵兵马俑 B.台湾
游资源 ③杭州西湖 C.河北

④日月潭 D.广西
b.人文旅 ⑤黄山 E.陕西
游资源 ⑥桂林山水 F.安徽

2.将下列商业中心与其所在省区、经过的铁路线分别用线连起来：
a.广东    ①沈阳    A.京哈线
b.江苏    ②杭州    B.京广线
c.四川    ③西安    C.京沪线
d.辽宁    ④南京    D.宝成线
e.浙江    ⑤广州    E.陇海线
f.陕西    ⑥成都    F.沪杭线
五、读图综合题
1.填写出下列符号各代表的旅游景点的类型。
2.读图 10—2（我国十大旅游景点图）（见第 10 页）回答下列问题：
（1）将已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景点序号及名称写下来：____

号____；____号____；____号____；____号____。
（2）写出属自然风光类型的旅游景点序号及名称：____号____；____

号____；____号____；____号____；____号____。
六、地理课外活动
1.调查商店内某一大类商品（如纺织品）的产地，并在地图上找出相应

的地点，然后绘制这类商品的产地分布图。想一想有没有分布规律？为什么？
最后写出一份调查报告，谈谈你从中得到了哪些有关商业的知识。

2.找一份最新的火车时刻表，找出从北京到十大旅游景点应乘坐的车
次、经过的主要铁路线名称。制定一份旅游计划，如一次将十个景点走遍，
列出最合理的乘火车的路线和时间。

3.从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中收集一些有关风景名胜的资料和图片，举
行一次导游解说的比赛。



第十一章 中国的北方地区

一、填充题
1.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点，可将我国划分为北方地区，____地区，____

地区和西北地区。
2.北方地区是指我国东部季风区____（山脉）、____（河流）以北的地

区。
3.东北地区包括____省、____省、____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4.华北地区的大致范围在____以南、____以北，东临____海和____海。
5.位于东北平原西面的山脉是____，位于华北平原西面的山脉是____。
6.华北地区最主要的地形区是____平原和____高原。
7.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上的河流是____江和____江。
8.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是____工业区，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是

____工业区。
9.东北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冬季____，夏季____。
10.东北地区与朝鲜相邻的是____省和____省。
11.东北平原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东部的____平原，北部的松嫩平原

和南部的____平原。
12.流经松嫩平原的大河是____江及其支流____江，流经华北地区的最大

河流是____河，其次是____河。
13.黑龙江省最大的石油工业中心是____，辽宁省本溪有____工业。
14.华北地区最大的对外贸易港是____，东北地区最大的海港是____。
15.在我国四个分区中，位于地势第二、三级阶梯的是____地区和____

地区，全部位于地势第二级阶梯的是____地区。
16.华北地区濒临渤海的有____省、天津市和____省。
17.在辽中南工业区中，已建成从____到____的高速公路。
18.在辽中南工业区中，鞍山和本溪是____矿产地，抚顺是____矿产地。
19.按温度带划分，我国北方地区属于____带、____带和寒温带。
20.位于华北京津唐工业区内的沿海重要门户是____港和____港。
21.我国有“煤海”之称的是____省，在此省北部，京包线沿线的大型煤

矿是____。
22.连接华北地区东西部的铁路是____线，连接京津唐工业区和辽中南工

业区的铁路是____线。
23.华北平原是由河流所携带的大量泥沙____而成，这些泥沙来自____

（地形区）。
24.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____部，是全国的____中心、____中心和交通中

心。
二、选择题（每题的选项中有一个或两个是正确的）
1.在我国四个分区中，位于地势第一级阶梯的是： （    ）
A.西北地区    B.青藏地区
C.北方地区    D.南方地区
2.辽宁省和山东省都濒临的海洋是： （    ）
A.渤海    B.黄海    C.东海    D.日本海
3.位于中国和朝鲜边境上的河流是： （    ）



A.黑龙江  B.鸭绿江  C.乌苏里江  D.图们江
4.下列农作物中，在华北地区没有种植，是东北地区主要经济作物的是：

（    ）
A.大豆    B.高粱    C.小麦    D.甜菜
5.下列地区中，是我国重要用材林基地的有： （    ）
A.太行山区  B.大兴安岭山区  C.长白山区  D.三江平原地区
6.东北林区中的优势树种有： （    ）
A.红松    B.落叶松    C.马尾松    D.水杉
7.人们习惯上称为黄土地的地区包括： （    ）
A.东北平原  B.华北平原  C.黄土高原  D.太行山区
8.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其主要原因是： （    ）
A.高原上沟谷众多，地形破碎
B.高原上森林和草原因长期破坏数量较少
C.高原上河流众多，水流太急
D.黄土土质疏松，夏季高原上有暴雨
9.在北方地区中，属内陆省区的是： （    ）
A.陕，晋  B.黑，吉  C.新，甘  D.冀，鲁
10.肥沃的黑土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的： （    ）
A.东部  B.西部  C.南部  D.北部
11.东北林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    ）
A.由于人为原因使林区面积不断减少，环境日益恶化
B.由于人为原因使林区面积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上升
C.由于自然原因使林区面积不断减少，环境日益恶化
D.由于自然原因使林区面积大量增加，森林覆盖率上升
12.东北林区维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是： （    ）
A.封山育林，严禁采伐林木  B.将林木全部采伐，重新栽种树苗
C.边采伐边植树，采一种三  D.开辟多种能源，减少居民烧柴量
13.生活在东北林区中的珍贵动物是： （    ）
A.大熊猫  B.人参  C.东北虎  D.紫貂
14.北方河流中，内河航运最发达的是： （    ）
A.海河  B.辽河  C.松花江  D.嫩江
15.下列工业城市中，属于辽中南工业区的有： （    ）
A.哈尔滨，大庆  B.唐山，太原  C.鞍山，本溪  D.沈阳，大连
16.下列城市中，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以海盐作为化学工业原料的是：

（    ）
A.大庆  B.北京  C.天津  D.大连
17.下列城市中，具有最雄厚的科学技术力量的是： （    ）
A.哈尔滨，长春  B.沈阳，鞍山  C.太原，西安  D.北京，天津
18.下列能源资源中，华北地区最为丰富的是： （    ）
A.煤炭  B.水能  C.地热  D.天然气
19.华北地区最为短缺的自然资源是： （    ）
A.煤炭  B.石油  C.水资源  D.铁矿
20.每年大量向北京提供煤炭和电力的省区是： （    ）
A.河北省  B.河南省  C.山西省  D.宁夏回族自治区



21.煤炭储量极为丰富，被誉为“金三角”的地区是： （    ）
A.晋、鲁、豫交界处      B.陕、甘、宁交界处
C.晋、陕、内蒙古交界处  D.京、津、冀交界处
22.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居民中，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是： （    ）
A.朝鲜族  B.维吾尔族  C.满族  D.壮族
23.在北方地区的城市中，有三条或三条以上铁路线交汇的有：

（    ）
A.西安  B.兰州  C.北京  D.株洲
24.下列平原中，又可称为黄淮海平原的是： （    ）
A.三江平原  B.辽河平原  C.华北平原  D.松嫩平原
25.华北地区旱涝灾害严重，主要原因是： （    ）
A.降水的季节变化大  B.降水的年际变化大
C.降水的总量过多    D.河流因泥沙沉积而排水不畅
26.关于北京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A.位于华北地区最发达的工业区内
B.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电子、化学和纺织等
C.是全国铁路、公路、航空和水运的中心
D.煤炭储量丰富，可向外输出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题后括号中画“√”，错误的画“×”）
1.吉林省东部距日本海很近，但不直接濒临。 （    ）
2.东北平原四面环山，山脉以外是河流，形成山环水绕的特点。

（    ）
3.东北地区是我国最早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基地。 （    ）
4.人参是生长在东北林区中的珍贵药材。 （    ）
5.辽中南工业区今后应少生产消耗能源多的产品，积极治理污染。

（    ）
6.大连是辽中南工业区中重要的造船工业中心。 （    ）
7.东北平原是我国宜农荒地最多的地区。 （    ）
8.东北平原上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 （    ）
9.东北山区因水土流失严重，地形十分破碎。 （    ）
10.东北地区的各个平原都是我国重要的棉花生产区。 （    ）
11.华北地区的煤矿因煤炭埋藏浅，都可大规模露天开采。（    ）
12.华北地区是轻工业和重工业都很发达的地区。 （    ）
13.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都以黄土为主，水土流失都很严重。

（    ）
14.华北平原的许多地区充分发挥当地粮食生产的优势，已成为商品粮基

地。 （    ）
15.华北地区的农田中，以种植小麦和杂粮为主，水稻的种植面积很小。

（    ）
16.京津唐工业区的主要工业中心是北京、天津、塘沽和石家庄。

（    ）
17.煤炭、石油、铁矿资源丰富是京津唐工业区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一。

（    ）
18.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都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上。（    ）



19.连接京津唐工业区中主要城市的铁路是京哈线。 （    ）
20.华北地区各省的省会都位于我国主要铁路干线上。 （    ）
四、连线题
1.将下列城市与其所对应的工业部门用线连起来（每个城市只连一条

线）：
①大连      A.纺织工业
②沈阳      B.化学工业
③唐山      C.有色冶金工业
④秦皇岛    D.钢铁工业
2.将下列名山与其所在省区用线连起来：
①泰山      A.河南省
②华山      B.山西省
③恒山      C.山东省
④嵩山      D.陕西省
3.将下列地点与所产矿产、所在省区用线连起来：
A.鞍山    a.石油    ①山西
B.大庆    b.煤炭    ②山东
C.大同    c.铁矿    ③辽宁
D.兖州              ④黑龙江
五、读图综合题
1.读图 11—l 回答问题：
（1）东北平原的三个组成部分是：A____、B____、C____。
（2）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①____山，②____山，③____山区。
（3）填出图中河流名称：④____，⑤____，⑥____。
2.读图 11—2 回答问题：
（1）根据图中所给矿产符号，分析在其周围有序号的城市、主要的工业

部门有什么？并
填出城市名称和工业部门名称。
①____部门，城市名称____。
②____部门和____部门，城市名称____。
③____部门，城市名称____。
（2）连接东北三省的省会并与北京相连的铁路干线名称是____。
（3）图中字母 A代表的工业区是____，这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其发展

的优势是：资源种类有____等矿产和丰富的林产品；农业方面____，交通运
输形式有____等，并形成网状。

3.读图 11—3（见第 16 页）回答问题：
（1）图中字母 A所在地形区是____，位于地势的第____级阶梯，这里水

土流失严重的主要原因是____；字母 B代表的地形区是____，与 A的分界是
____山脉。

（2）在本区北部地区修建防护林的主要目的是____。
（3）填出图中河流名称：①____，②____；其中对②河的治理主要为：

上游修建____，下游____。
（4）图中字母 C代表的工业区是____，其发展工业的有利条件中，有哪

些是东北工业区所不具备的？从下列选项中选择，并将字母填在横线上



____。
a.有丰富的煤、铁、石油资源    b.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
c.附近盛产粮食、棉花等农产品  d.科技力量雄厚
（5）图中序号所代表的城市是：③____，其电力和煤炭有一部分来自____

能源基地；
④____；⑤____，这里主要运输的矿产品是____。
六、地理课外活动
1.到农贸市场观察北方地区的农林产品。农贸市场中的许多土特产，在

包装箱或价格表中都标有产地，它们多是农产品或林产品。注意产自北方地
区的有哪些，如河北的鸭梨，山西的大枣，黑龙江的松子，山东的花生、苹
果、小枣等。

2.到百货商场了解产于北方地区的工业产品。百货商场中，全国各地的
产品都有，调查产于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名牌产品有哪些。

3.在春游或秋游外出时，观察周围农田中的主要农作物和果树，看看都
有哪些品种。



第十二章 中国的南方地区

第一节 华中—西南地区

一、填充题
1.华中—西南地区位于____以南、____以北、____以东。
2.华中—西南地区主要位于____流域内，东部临____海。
3.华中—西南地区主要处于____带，____省南部有小部分属于____带。
4.江南丘陵是指____以南、南岭以北、____以东、____以西的广大丘陵、

低山地区。
5.江南丘陵有多种____矿产，还是我国著名的____林区。
6.华中—西南地区有丰富的____资源、____资源、____资源、____资源。
7.“大西南”主要指____、____和____三省。
8.云南南部的____生长着热带原始森林，有“绿宝石”的美称。这里还

是我国最大的____宝库。
9.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是指以____、____和____为中心的____工

业区。
10.长江产业带包括____、____、江汉平原等三个我国经济实力很强的地

区。
11.上海是我国____、科技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

____城市和____中心。
12.华中—西南地区最突出的自然灾害是____灾害。此外还有____、____

等环境问题。
二、选择题（下列各题的选项中有一项或两项是正确的，请将正确

选项的字母代号填入题后的括号内）
1.下列地形区中属于华中—西南地区的有： （    ）
A.四川盆地    B.两广丘陵
C.江南丘陵    D.山东丘陵
2.主要分布于华中—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 （    ）
A.苗族  B.蒙古族  C.傣族  D.满族
3.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四川盆地成为著名农耕区的共同原因有：

（    ）
A.地势平坦    B.土地肥沃
C.水热充足    D.霜雪少见
4.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四川盆地都生产的农产品有： （    ）
A.稻谷、桑蚕    B.油菜籽、甜菜
C.棉花、柑橘    D.油菜籽、稻谷
5.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 （    ）
A.东北部  B.西北部  C.东南部  D.西南部
6.江南丘陵地区著名的矿产资源有： （    ）
A.铜、锑    B.煤、天然气
C.铁、稀土    D.铅锌、钨
7.适宜在红壤中生长的林木有： （    ）
A.红松和杨树  B.马尾松和杉木



C.茶树和油茶  D.油松和柳树
8.上海在全国的地位是： （    ）
A.最大的农业基地  B.最大的交通中心
C.最大的工业城市  D.最大的商业中心
9.武汉在我国的地位是： （    ）
A.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B.内陆最大的通海港口
C.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
D.位于京九铁路和长江的交汇点
10.南方地区主要的大型煤矿分布在： （    ）
A.贵州、安徽  B.云南、贵州
C.四川、江西  D.江苏、安徽
11.西南地区的野生动植物主要集中分布在： （    ）
A.云贵高原    B.西双版纳
C.川西高原    D.四川盆地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题后括号内画“√”，错误的画“×”）
1.南方地区是指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    ）
2.川、鄂、赣、浙四省大部分地区位于长江以北地区。 （    ）
3.都江堰水利工程解决了成都平原的灌溉问题，使这里成为我国重要的

农业区。 （    ）
4.华中—西南地区巫山—雪峰山以东地势低平，以西地表崎岖。

（    ）
5.南方地区冬季气温高于 0℃，全年长夏无冬。 （    ）
6.江南丘陵分布的土壤是一种低产的红壤。 （    ）
7.酸雨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 （    ）
8.攀枝花和六盘水都是因为既有煤又有铁而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基地的。

（    ）
四、连线题
1.将下列地区与其代称用线连接起来：
①长江中下游平原    A.金属矿产王国
②西双版纳          B.天府之国
③云、贵、川三省    C.鱼米之乡
④四川盆地          D.动植物王国
2.将下列农产品与其主要产区相连：
①棉花      A.江南丘陵
②春小麦    B.四川盆地
③油桐      C.长江中下游平原
④甘蔗      D.东北平原
五、填表题
1.列表对比华北地区和华中—西南地区的区域特征

气候 所在流域 农业生产特点 粮食作物 耕作制度

华北地区

华中西南



2.列表对比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四川盆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产品：

相同点 不同点

长江中下游平原 四川盆地

农业生产条件

农产品

3.沪宁杭工业基地与辽中南工业基地和京津唐工业基地相比，下列影响
基地发展的地理

条件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把相应代号填入相应表格中：

相同点 不同点

A.临海且有优良港口    B.附近有丰富的煤、铁资源
C.有铁路干线穿过      D.有水量丰富的大河穿过
E.附近盛产粮食        F.附近盛产油料作物
G.人口众多，城市密集  H.水资源十分丰富
六、读图分析题
1.读图 12—1（见第 20 页），完成下列问题：
（1）本区是____工业区；
（2）填出①—⑨所代表的地理事物名称：
①____市、②____市、③____市、④____湖、⑤____开发区、⑥____铁

路干线、⑦____海、⑧____江（河）、⑨____核电站。
2.读图 12—2，回答下列问题：
（1）本区的____矿产最为丰富。四川盆地盛产____矿产；
（2）本区铁矿分布规律是____；
（3）写出与长江干流相交汇的铁路干线名称（自西向东排列）：____；
（4）写出位于长江干流上的省会城市的名称及代号：____；
（5）四川盆地属于____行政区；
（6）位于云贵高原上的城市有（写出代号及名称）：____；
（7）本区____运输方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8）甲地区适合发展____业，适宜种植____。原因为：____、____；
（9）写出下列代号所代表的地理事物的名称：(12)____湖、(13)____

湖、(14)____山脉、(15)____山脉、(16)____山脉、(17)____山脉、(18)____
湖。其中属于第二、三阶梯分界线的山脉是：____；③是____水电站。

（10）本区的主要环境问题有：____、____、____。
七、地理课外活动
根据有关南方地区的图片、录像和电视风光片等资料，试比较你所居住

的地区与南方地区在气候、农作物、河流水文特征、水果种类及人民生活习
惯等方面有哪些不同。



第二节 华南地区

一、填充题
1.华南地区位于____以南，南到____，西至____，东临____。
2.华南地区主要位于____流域内。
3.华南地区位于____纬度地区，北部属于____带，南部属于____带。
4.华南地区的____省、____省和____自治区被北回归线穿过。
5.华南地区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是指____海峡和____海峡。
6.我国热带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是指____、____和____岛的南部。
7.华南地区的经济特区有____省的厦门、____省的汕头、广东省的____、

____。
8.珠江三角洲地区既是我国重要的____基地，又是我国以____为主的

____基地。其产品主要用于____。
9.台湾省包括____岛、____岛和____岛、____等 80 多个岛屿。
10.台湾岛位于____纬度地区，东临____，北、西部临____海，____为南

海。
11.台湾岛是我国第____大岛。地形以____为主，____是我国东部的最高

峰。
12.台湾省的工业主要分布在以____、台中和____为中心的西部弧形地

带。
13.台湾省的物产丰富，著名的农产品有____、____和____。
14.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包括____岛、____和____及其附近岛屿。其北部

与____（城市）接壤。
15.香港是世界著名的____中心、国际____港和重要的____中心。
16.目前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为____业、____业、____业和____业。
17.澳门地区包括____半岛、____岛和____岛三部分。其北面与____（城

市）接壤。
二、选择题（下列各题的选项中有一项或两项是正确的，请将正确

选项的字母代号填在题后的括号内）
1.华南地区出产的主要水果有： （    ）
A.苹果和葡萄 B.柑橘和龙眼
C.菠萝和荔枝 D.香蕉和梨
2.华南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有： （    ）
A.茶树和马尾松 B.梧桐和椰子
C.橡胶和可可 D.油棕和剑麻
3.华南地区的经济开放区有： （    ）
A.珠江三角洲 B.海南省
C.长江三角洲 D.闽南三角地区
4.下列选项中台湾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是： （    ）
A.甘蔗 B.稻谷
C.樟脑 D.小麦
5.关于台湾居民状况的正确叙述有： （    ）
A.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



B.居民以世代居住在岛上的本地人为主
C.高山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 80％左右
D.人口主要分布在台湾的西部地区
6.香港与澳门在地理位置和范围上相似的特征是： （    ）
A.都是由一个半岛和两个岛屿组成的
B.都是东、南、西三面临海
C.两个地区北面都各与一个经济特区接壤
D.其北部都距广州 150 千米
7.澳门的经济主要包括： （    ）
A.赌博业 B.海洋运输业
C.旅游业 D.服装、玩具加工业
8.关于澳门的正确叙述有： （    ）
A.位于珠江口东侧
B.到广州比到香港距离更近
C.95％以上的人口为葡萄牙血统的中国人
D.人口、工业主要集中在澳门半岛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题后括号内画“√”，错误的画“×”）
1.华南地区主要属于热带地区。 （    ）
2.海南岛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    ）
3.台湾海峡属于东海。 （    ）
4.珠江的年径流量和汛期都高于黄河。 （    ）
5.红水河附近因煤炭资源丰富而成为我国重点建设的能源基地。

（    ）
6.台湾东部盛产稻谷和甘蔗。 （    ）
7.香港和台湾、澳门属于“亚洲四小龙”。 （    ）
四、连线题
1.将下列城市或地区与其经济发展特点相连：
①武汉 A.世界著名金融中心
②重庆 B.我国中部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③汕头 C.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
④香港 D.经济特区
2.将下列城市与其别称及所在省区相连：
①穗 A.南京 a.四川省
②榕 B.成都 b.福建省
③渝 C.广州 c.江苏省
④宁 D.福州 d.广东省
⑤蓉 E.重庆 e.重庆市
五、填表题
比较黄河和珠江的水文特征：

长度 年径流量 结冰期 汛期长短 泥沙含量 通航状况

黄河

珠江



六、读图分析题
1.读图 12—3 气候统计图，回答下列问题：
（1） A、 B 两图表示华南地区的是____，表示华北地区的是____；
（2）从降水量和气温的组合状况看，两地气候的共同点是____，都属于

____气候；
（3）两地气候的不同点是：从降水量看____；从雨季的长短看____；从

最冷月的
气温看____；从季节变化的特点看____。
2.读图 12—4（见第 24 页）珠江水系图，回答下列问题：（1）珠江发

源于____省____部地区，流经____、____、____、____、四省区，注入____
海。

（2）珠江是由____江、____江和____江组成的。
（3）水电站分布密集的河段属于珠江的____，该河段又叫____河，是我

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4）珠江的主要特点是： （    ）
A.我国南方第一大河
B.年径流量居全国之首
C.人均径流量居全国第二位
D.常年通航里程居全国第二位
3.读图 12—5，回答下列问题：
（1）这是____工业区。这里是我国的____工业基地；
（2）写出①—⑦代表的地名：①____，②____，③____，④____，⑤____，
⑥____，⑦____；
（3）分析本工业区发展的有利条件：
①____；②____；③____。
七、地理课外活动
1.观看有关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图片和录像资料，谈一谈特区建设的特

点。
2.收集台湾的地理资料，举办一次“祖国宝岛”的讲座。
3.举行一次关于香港、澳门知识的竞赛活动。



第十三章 中国的青藏地区

一、填充题
1.青藏地区包括____省和____自治区，以及四川西部、新疆南部和甘肃

西南部。
2.青藏地区位于____山脉—祁连山脉以南，____山脉以北，____山脉以

西。
3.青藏地区的邻国有（从西北向东南的顺序）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阿富汗、____、____、____、锡金、不丹和____。
4.青藏地区与新疆、____、____、____等省区相邻。
5.青藏地区北部边界有____山脉、____山脉和____山脉，东部边界有____

山脉，南部边境有____山脉。
6.青藏高原的____谷地和____谷地是重要的农业区。
7.青藏高原的能源非常丰富，主要是无污染的____、____和____。
8.柴达木盆地蕴藏丰富的____、____、____、____等矿产资源，有____

的称号。
9.建国以来，在青藏地区先后修建了____、____、____、____等公路。
10.青海省的行政中心是____，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是____，青藏铁路目前

通车至____。
二、判断题
1.西宁位于兰青铁路和青藏铁路的交汇点上。 （    ）
2.新藏公路的起止点是乌鲁木齐至拉萨。 （    ）
3.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湖泊，是内陆咸水湖。 （    ）
4.青藏地区的面积和人口均占全国的 1/4。 （    ）
5.拉萨日照充足，有“日光城”的称号。 （    ）
6.青藏高原是我国冰川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    ）
7.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位于中国和印度的边境上。

（    ）
8.青藏高原冬季严寒，夏季凉爽，全年气温偏低，生长期短。

（    ）
9.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高寒牧区，畜牧业是高原地区的主要生产部

门，主要牲畜有牦牛、藏绵羊等。 （    ）
10.雅鲁藏布江的水能蕴藏量居全国河流的首位。 （    ）
11.青藏高原是我国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    ）
12.在羊八井有我国目前最大的太阳能电站。 （    ）
三、连线题
1.将下列地方与其所在地连线：
①唐古拉山脉 A.青海省东部
②雅鲁藏布江 B.拉萨市内
③布达拉宫 C.青海、西藏边境
④柴达木盆地 D.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
⑤湟水谷地 E.青海省西北部
2.将下列四条公路的名称与起止点连线：
①青藏公路 A.大理—芒康



②川藏公路 B.叶城—普兰
③新藏公路 C.西宁—拉萨
④滇藏公路 D.成都—拉萨
四、选择题
1.下列省区的部分地区属于青藏地区的是： （    ）
A.新疆的南部 B.四川的西部
C.云南的东南部 D.甘肃的北部
2.与青藏地区相邻的国家有： （    ）
A.印度、巴基斯坦 B.俄罗斯、蒙古
C.尼泊尔、缅甸 D.不丹、老挝
3.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河流，都能注入哪些海洋： （    ）
A.太平洋 B.大西洋
C.印度洋 D.北冰洋
4.下列山脉中，位于青藏高原边缘上的有： （    ）
A.阿尔金山脉 B.冈底斯山脉
C.巴颜喀拉山脉 D.喜马拉雅山脉
5.下列山脉中，呈东西走向的是： （    ）
A.横断山脉 B.太行山脉
C.唐古拉山脉 D.昆仑山脉
6.下列河流中，从西藏自治区发源的是： （    ）
A.澜沧江 B.雅鲁藏布江
C.印度河 D.金沙江
7.生活在青藏地区的少数民族有： （    ）
A.汉族 B.藏族
C.苗族 D.门巴族
8.青藏地区能源丰富，其中无污染的能源有： （    ）
A.太阳能 B.煤炭
C.石油 D.地热
9.青藏地区气候对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是： （    ）
A.夏季凉爽，冬季严寒
B.空气稀薄，太阳辐射强，日照充足
C.年平均降水量在 400 毫米以下
D.生长期短
10.青藏地区农作物主要分布在河谷中，其主要的自然原因是：

（    ）
A.河谷中气温较高 B.河谷中降水多
C.河谷中风力较小 D.河谷中人口多
11.生长在青藏地区河谷中的主要农作物是： （    ）
A.水稻 B.棉花
C.青稞 D.小麦
12.青藏地区的主要牲畜是： （    ）
A.猪 B.牦牛
C.骆驼 D.藏绵羊
13.我国最大的地热蒸汽田是在： （    ）



A.拉萨市内 B.青海湖畔
C.羊八井 D.纳木错沿岸
14.下列公路中，穿越横断山脉的是： （    ）
A.青藏公路 B.川藏公路
C.新藏公路 D.滇藏公路
15.有关青藏地区交通运输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有定期航班从拉萨通往北京、广州等地
B.河湖众多，内河航运发达
C.青藏地区目前尚无铁路
D.公路运输占很大比例
五、读图综合题
1.读图 13—1 回答：
（1）B地七月平均气温为____℃，一月平均气温为____℃，气温年较差

为____℃，年降水量约在____多毫米。
（2）A、B两图中，____地年平均气温较高，____地年降水量较少。
（3）图 13—1 为重庆和拉萨的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月份分布图，判读____

图为重庆，____图为拉萨，两地气候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不同。
2.读图 13—2 回答问题：
（1）填出 A、B、C、D、E代表的临国名称
A.____B.____C.____D.____E.____
（2）填出 F、G代表的城市名称
F.____G.____
（3）填出①、②、③、④代表的公路名称
①____②____③____④____
3.读图 13—3 回答问题
（1）填出 A、B、C、D代表的山脉名称
A.____山脉 B.____山脉 C.____山脉 D.____山脉
（2）填出①、②、③代表的河流名称
①____②____上源③____
六、地理课外活动
1.搜集有关青藏高原的图片和录像资料，观察藏族同胞的皮肤与平原地

区居民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藏族的服装有什么特色？为什么？
2.从北京去拉萨，在生活上和身体上应该注意什么？要带哪些必要的装

备和物品？
3.牦牛在藏族的生产和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意义？



第十四章 中国的西北地区

一、填充题
1.西北地区地处我国地势的第____级阶梯，西部有我国最大的沙漠____

沙漠。
2.天山以北是____盆地，天山以南是____盆地。
3.河西走廊因位于____河以西而得名，这里农业发达，是西北重要的____

基地。
4.西北地区年降水量自东向西逐渐____，植被自东向西依次是____、荒

漠草原、____。
5.西北地区位于____以西，长城和____高原以北。
6.在天山，森林带以上地区是____季牧场，在森林带以下地区为____季

牧场。
7.____河是我国最长的内流河，____是新疆人民修建的独特的水利工

程。
8.西北地区的石油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分布在____和____两

个地点。
9.包头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主要有____工业和____工业。
10.在西北地区中，面积广大的省区是____和____。
二、选择题（1～5 题的选项中有一个是正确的，6～15 题的选项中，

有两个是正确的）
1.下列铁路线中，直接与邻国铁路相通的是： （    ）
A.京包线 B.兰新线
C.陇海线 D.青藏线
2.内蒙古高原东部植被以草原为主，西部以荒漠草原为主，造成东西差

异的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 （    ）
A.降水不同 B.气温不同
C.海拔高度不同 D.人类利用历史不同
3.位于甘肃省境内的商品粮基地是： （    ）
A.宁夏平原 B.河套平原
C.河西走廊 D.吐鲁番盆地
4.关于西北地区地形特征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A.地形以高原和山地为主
B.地形以高原和平原为主
C.地形以高原和盆地为主
D.地形以平原和盆地为主
5.西北地区有许多地方不能种植农作物，其主要原因是： （    ）
A.当地气温太低 B.当地人口稀少，劳力不足
C.当地年降水量太少 D.当地土壤肥力不足
6.西北地区利用畜产品可大力发展的工业部门有： （    ）
A.棉纺织工业 B.毛纺织工业
C.石油加工工业 D.畜产品加工工业
7.下列地区中，素有“塞上江南”美称的是： （    ）
A.宁夏平原 B.呼伦贝尔草原



C.河套平原 D.河西走廊
8.在西北地区农牧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 （    ）
A.大量增加牛羊数量 B.大量植树造林
C.保护草场 D.治理沙漠
9.新疆瓜果特别甜，其主要原因是： （    ）
A.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浇灌
B.白天日照充足，有利于植物光合作用
C.夜晚气温低，植物呼吸作用微弱
D.生产技术水平较高
10.西北地区著名的农产品有： （    ）
A.水稻 B.长绒棉
C.甘蔗 D.哈密瓜
11.西北地区城市的分布特点是： （    ）
A.沿河流分布 B.沿铁路、公路分布
C.沿山脉分布 D.无任何规律
12.以黄河水作为灌溉水源的农业区有： （    ）
A.河西走廊 B.宁夏平原
C.河套平原 D.喀什绿洲
13.下列少数民族中，主要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有： （    ）
A.回族 B.壮族
C.哈萨克族 D.高山族
14.下列国家中，与西北地区相邻的有： （    ）
A.朝鲜 B.印度
C.俄罗斯 D.哈萨克
15.下列地区中，都是地广人稀、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有： （    ）
A.华中—西南地区 B.东北地区
C.青藏地区 D.西北地区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题后括号内画“√”，错误的画“×”）
1.西北地区深居内陆，自然特征以干旱为主。 （    ）
2.西北地区的主要运输方式是铁路和公路。 （    ）
3.包头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也是重要的工业城市。 （    ）
4.西北地区只有在“绿洲”上才能从事耕种业。 （    ）
5.西北地区的公路线基本都呈环状分布。 （    ）
6.银川位于黄河沿岸的宁夏平原和包兰铁路线上。 （    ）
7.吐鲁番盆地是我国陆地海拔最低点所在的地区。 （    ）
8.甘肃省金昌市的主要工业部门是有色金属冶炼。 （    ）
9.在西北半干旱地区应严格控制开垦耕地，对低产耕地应退耕还牧。

（    ）
10.内蒙古草原水草丰茂，是我国最好的草原之一。 （    ）
四、连线题
1.将下列地形区与所在省区、能利用的灌溉水源分别用线连起来：
a.内蒙古  ①河套平原    A.天山冰雪融水
b.新疆    ②宁夏平原    B.祁连山冰雪融水
C.甘肃    ③准噶尔盆地  C.黄河河水



d.宁夏    ④河西走廊
2.将下列工业城市与相对应的工业部门、所在省区分别用线连接起来：
a.畜产品加工        ①克拉玛依  A.内蒙古
b.石油工业          ②包头      B.甘肃
C.稀土和钢铁工业    ③金昌      C.宁夏
d.有色金属冶炼工业  ④银川      D.新疆
五、读图综合题
1.读图 14－1，回答下列问题：
(1)此图是____省或自治区的地形示意图，①是____山脉，②是____盆

地，③是____山脉，④是____盆地，⑤是____山脉。
 (2)我国最大的沙漠分布在____号地形区，最长的内流河分布在____号

地形区。
(3)本省区的牧场主要分布在____号和____号地形区。
(4)有关本省区的叙述中，正确的两个答案是： （    ）
A.本省区深居大陆内部，气候干旱，没有森林分布。
B.本省区人民为减少引水灌溉对水分的大量蒸发，修建了独特的引水工

程“坎儿井”。
C.著名的亚欧大陆桥从本省区穿过，直通哈萨克斯坦境内。
D.本省区有丰富的煤、石油、稀土、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
2.读图 14-2，回答问题：
(1)填出下列城市名称：  A____， B____， C____，D____，E____。
(2)写出下列数字代表的矿产名称和产地名称：①____矿产、____；②____

矿产、____；③____矿产、____；④____矿产、____。
(3)图中甲、乙两条铁路线中，穿过宁夏平原的是____，穿过河套平原的

是____，穿过河西走廊的是____，属亚欧大陆桥的是____。
六、地理课外活动
1.在新疆流传着“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想一想

这句话反映了新疆气候具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有这种特点？
2.收集资料，举办一次图片展览或播放录像，展示西北地区历史上和现

代有关“沙进人退”的典型事例，展示本区近几十年在植树造林、防风固沙
方面的成就和英雄事迹。

3.学习中外有关沙漠自然环境和治理沙漠的科普文章，提出开发和改造
我国沙漠的点滴意见，并写成小论文。



第十五章 中国的首都——北京

一、填充题
1.北京市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全国的____中心和____中心，也是世

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
2.北京位于____平原的西北端，与____省和____市接壤，东南距____海

约 150 千米。
3.北京市的总面积约____平方千米，人口约____万。全市共划分为____

个区县。
4.北京市的西部和北部的地形是连锦不断的____，东南部是低缓的

____。
5.北京市的西部山地总称____，属____的余脉，北部山地属____山脉。
6.北京市的最高峰是位于____区西部的____，海拔为____米。
7.北京市东南部的平原属于____平原的一部分，从____向____微微倾

斜，大部分海拔在____米左右。
8.北京市地处____带的____气候区，冬季气候特点是____，夏季是____。
9.北京地区的主要河流有____、____和____等。
10.北京地区的河流受地形影响，大部分由____（方向）流向____（方向）；

在气候影响下，河流的流量有明显的____变化和____变化。
11.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最早建于西周时期，燕国在此建立都城称

为____城，距今已有____余年。北京城就在地处我国北方交通要冲的____河
渡口附近诞生，并得到发展。

12.从辽开始，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辽在此建立陪都，称南京，
又称____；金在此建都，称____；元在此建都，称____；明清在此建都，称
____。

13.北京市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最集中的区（县）是____；各国驻华使馆
最集中的区（县）是____。

14.从北京通往外地的重要铁路干线有____线、____线、____线、____
线、____线等。

15.北京地区新建的高速公路主要有____、____和____高速公路等。
16.位于北京郊区____区天竺的____机场是全国最大的航空港，有几十条

航线通往全国各地和五大洲。
17.北京市的主要工业区有石景山____、____、重型机械工业区，____

石油化学工业区，门头沟—房山____、____工业区等。
18.北京市的高新技术工业区主要有____村的电子一条街，____庄经济技

术开发区，____信息产业基地。
19.北京市的农业分布为____区、____区和____区三个农业区。
20.北京市是全国性商业中心之一，____、____、____、____都是国内闻

名的商业街。
21.全国十大旅游景点中属于北京市范围的有____和____的部分地段。
22.北京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有山青水秀的____风光，有宏伟壮丽的

____和____，还有众多的坛、庙、寺、观以及传统北京民居____，还有大量
的历史纪念地和____故居。

23.北京的小西山旅游风景区主要包括____、____、____等。



24.北京市主要的水库有____水库、____水库、____水库、____水库以及
海子水库等。

25.北京市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____、____、____、____。
二、选择题（以下各题选项中有一个或两个是正确的，请把正确答

案的代号写在题后括号中）
1.既与东城区、西城区交界，又与崇文区为邻的近郊区是： （    ）
A.海淀区 B.朝阳区
C.丰台区 D.石景山区
2.既和西城区、崇文区相邻，又与海淀区、丰台区交界的区是：

（    ）
A.东城区 B.朝阳区
C.石景山区 D.宣武区
3.不与近郊区相邻的远郊区（县）是： （    ）
A.大兴县、通州区 B.平谷县、密云县
C.房山区、门头沟区 D.怀柔县、延庆县
4.既与河北省交界，又与天津市为邻的区（县）是： （    ）
A.昌平县 B.顺义区
C.平谷县 D.通州区
5.北京地区的长城所在的山地属于： （    ）
A.西山 B.太行山
C.妙峰山 D.燕山
6.北京市气温最低的地方是： （    ）
A.昌平县北部山区 B.怀柔县北部山区
C.延庆县北部山区 D.房山区北部山区
7.北京全年降水最多的地方是： （    ）
A.怀柔县中部
B.顺义区南部
C.房山区和门头沟区的山前地带
D.大兴县和通州区的北部
8.北京地区地形以山地为主的区（县）有： （    ）
A.怀柔县和密云县 B.平谷县和顺义区
C.延庆县和门头沟区 D.房山区和大兴县
9.下列关于北京地区自然资源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西部山区有丰富的煤
B.东南部地区有著名的铁矿
C.西南部有铜、金、铅锌等
D.百花山、妙峰山等地有种类繁多的天然植物资源
10.金中都城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 （    ）
A.丰台区和大兴县交界处
B.通州区和大兴县交界处
C.宣武区的广安门内外一带
D.东城区的南部
11.元大都城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 （    ）
A.海淀区和丰台区边界 B.东城区、西城区及其以北



C.崇文区南部 D.朝阳区与崇文区的边界以东
12.从北京西站乘火车沿京九线南下，经过北京境内的近郊区和远郊区

（县）是： （    ）
A.宣武区、房山区 B.丰台区、房山区
C.崇文区、大兴县 D.丰台区、大兴县
13.从北京北站乘火车去八达岭游览，经过的铁路线和近郊、远郊区（县）

是： （    ）
A.京包线
B.京承线
C.海淀区、昌平县、延庆县
D.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
14.京九线、京沪线和京哈线共同经过的北京远郊区（县）是：

（    ）
A.通州区 B.大兴县
C.房山区 D.平谷县
15.从北京去保定可经过的路线是： （    ）
A.京九线 B.京广线
C.京石高速公路 D.京津塘高速公路
16.石景山区的主要工业部门是： （    ）
A.钢铁和电力 B.重型机械制造
C.石油化工 D.纺织工业
17.北京市闻名全国的商业街有： （    ）
A.东单和崇文门 B.前门和大栅栏
C.东四和西四 D.王府井和西单
18.北京市的商业有以下著名的老字号： （    ）
A.同仁堂、全聚德 B.赛特、燕莎
C.百货大楼、隆福大厦 D.瑞蚨祥、六必居
19.属于北京城区的旅游景点是： （    ）
A.颐和园 B.大观园
C.雍和宫 D.香山
20.属于房山区的旅游景点有： （    ）
A.上方山云水洞 B.慕田峪
C.十渡 D.龙庆峡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括号内画√，错误的画×）
1.北京位于华北地区的西北部。 （    ）
2.与北京市相邻的省级行政区只有河北省。 （    ）
3.北京市的行政区划共分 18 个区（县）。 （    ）
4.北京市的四个城区都是相邻的，四个近郊区也分别与城区相邻。

（    ）
5.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个近郊区分别与顺义区、昌平县、门头

沟区、房山区、大兴县、通州区相邻。 （    ）
6.平谷县、密云县、怀柔县、延庆县四个远郊县既不与城区相邻，也不

与近郊区相邻。 （    ）
7.北京市最靠东的区（县）是平谷县。 （    ）



8.北京市最偏西的区（县）是门头沟区。 （    ）
9.北京市最靠北的区（县）是怀柔县。 （    ）
10.北京市最偏南的区（县）是通州区。 （    ）
11.北京市最早的遗址是在房山区发现的西周时燕国都城蓟城的遗址。

（    ）
12.北京市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了。 （    ）
13.北京市朝阳区通惠河一带是重要的石油化工区。 （    ）
14.优先发展粮食、棉花和油料，是北京农业生产的主要特点。

（    ）
15.北京的水资源非常紧张。 （    ）
四、连线题（以下题目可对照北京市地图进行练习）
1.把下列北京城区与其邻界的近郊区连线：
①东城区 A.朝阳区
②西城区 B.海淀区
③崇文区 C.石景山区
④宣武区 D.丰台区
2.把下列近郊区与其相邻的远郊区连线：
①朝阳区 A.房山区

B.顺义区
②海淀区 C.门头沟区
③石景山区 D.昌平县

E.大兴县
④丰台区 F.通州区
3.把下列几个远郊区（县）与其相邻的省级行政区连线：
①平谷县 A.河北省
②顺义区
③通州区
④大兴县 B.天津市
4.把下列地形特征与相关的远郊区（县）连线：
①地形以山地、 A.大兴县
丘陵为主 B.延庆县

C.门头沟区
D.通州区

②地形以平原为主 E.顺义区
F.怀柔县

5.把下列河流与其所流经的区（县）连线：（指河流干流）
①潮白河 A.门头沟区
（密云水库以下） B.密云县

C.顺义区
D.通州区

②永定河 E.房山区
F.石景山区
G.大兴县

③北运河 H.丰台区



6.把下列不同历史时期北京的不同名称与其所对应的时代连线：
①辽 A.北京
②金 B.大都
③元 C.南京
④明、清 D.中都
7.把下列文化、科学、教育机构与其所在地连线：
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A.建国门内大街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 B.海淀镇附近
③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 C.中关村、祁家豁子一带
8.把从北京乘火车到下列各地与经过的铁路线连线：
①北京至石家庄、郑州 A.京九线
②北京至张家口、呼和浩特 B.京沪线
③北京至九江 C.京哈线
④北京至长春 D.京广线
⑤北京至济南、徐州 E.京包线
9.把北京三个主要农业区与其主要农产品连线：
①近郊农业区 A.小麦、水稻、猪、水产、桃、葡萄、西瓜等
②远郊山区农业区 B.蔬菜、牛奶、肉、蛋、禽等
③远郊平原农业区 C.玉米、猪、羊、水产、柿子、核桃、板栗、

梨、山楂等
10.把下列旅游景点与所在区（县）连线：
①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A.怀柔县
②颐和园 B.房山区
③八达岭长城 C.门头沟区
④潭柘寺 D.海淀区
⑤雁栖湖 E.延庆县
五、读图综合题
1.阅读图 15-1，并回答下列问题：
(1)把图 15-1 内①—(14)
代表的北京区（县）名称及 A、B代表的省级行政区名称写在下面：
①____，②____，③____，④____，⑤____，⑥____，⑦____，⑧____，

⑨____，⑩____，(11)____，(12)____，(13)____，(14)____，A____，B____。
(2)与天津市相邻的北京区（县）有____和____；和顺义区相邻的北京区

（县）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房山区相邻的省
有____，与房山区相邻的北京区（县）有____、____、____。

2.读图 15-2 回答下列问题：
 (1)把图 15-2 中①—⑧代表的北京城近郊区名称写在下面：
①____，②____，③____，④____，⑤____，⑥____，⑦____，⑧____。
(2)写出与四个城区相邻的区（县）：
与东城区相邻的区（县）有____；
与西城区相邻的区（县）有____；
与宣武区相邻的区（县）有____；
与崇文区相邻的区（县）有____。
3.在图 15-3 中填入以下地名：



(1)北京市的三条主要河流（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
(2)北京市的两大水库（密云水库、官厅水库）
(3)北京市的重要铁路线（京广线、京九线、京哈线、京沪线、京包线、

京承线、京秦线、大秦线）
4.读图 15-4，回答问题：
（1）北京气温最高月在____月，约____℃；气温最低月在____月，约____

℃；气温年较差约____℃。
（2）北京降水最多的月份是____月，降水量约____毫米，其次较多的是

____月，降水量约____毫米，这两个月降水量共计约____毫米。
（3）从图分析可知北京属典型的____气候，特点是冬季____，夏季____。
六、地理课外活动
1.搜集有关北京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风俗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图片，

并进行分类、积累。
2.利用假期到北京各地进行考察、参观、旅游，并作文字记录或绘画、

摄影。
（1）了解学校所在地的地形类型、特征和成因。
（2）经常收听、收看北京地区的天气预报，了解当地的天气和气候特点。
（3）观察、了解当地河流的水文特征，河流的利用、污染、灾害及水利

工程情况。
（4）调查了解当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5）了解当地工农业生产情况，主要的生产部门、产品、原料、市场等。
（6）了解当地的商业、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和分布情况。
（7）了解附近交通运输的发展情况，了解附近都有哪些交通线路，各通

往何地？
（8）了解当地的人口、民族以及居民的生活、风俗习惯。
（9）了解当地的环境污染情况，并提出治理建议。



参考答案

第九章

一、1.铁路 公路 航空 水运 管道运输 2.铁路运输 公路运输 3.铁路枢
纽 北京 4.京沪线 南京 5.京九 北京 香港 九龙 6.湘黔 浙赣 沪杭 7.天
津 塘沽 8.内河 海上 9.长江航道 珠江航道 京杭运河航道 松花江航道 10.
沿海 远洋 11.大连 上海 广州 12.上海 秦皇岛 13.上海 北京 广州 香港
14.青藏公路 川藏公路 15.大秦 神骅 16.海轮 飞机 17.京沪 陇海 18.京
包 同蒲 陇海 陇海 京广（或京沪） 19.广州 湛江

二、1.AD 2.BD 3.BC 4.B 5.A 6.AC 7.B 8.AC 9.BD 10.BC 11.BD 12.B 13.BC
14.A 15.D 16.AB 17.A 18.A

三、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四、1.A—③—c B—①—d  C—②—aD—②—b
2.A—③ B—④C—① D—②
3.A—③B—④C—②D—①
4. A—③—b B—①—d   C—④—cD—②—a
5.A—④—a—d B—⑤—b—d C—②—a—c—e D—①—a—b E—③

—d
6.A—④ B—③C—① D—②

五、
1.京哈 京广（或京沪） 郑州（或徐州）陇海 兰新 乌鲁木齐 飞机
2.①京广 郑州 陇海 宝鸡 宝成—成昆
②京沪 上海 沪杭—浙赣—湘黔—贵昆

3.京津塘 渤 天津 飞机 黄 大连 轮船 北 上海 火车 京沪
4.①A.哈尔滨 B.重庆 C.武汉 D.南京 E.上海 F.广州
②G.大连 H.青岛 I.连云港 J.厦门 K.湛江 L.高雄 M.香港
③广州 上海

第十章

一、1.上海 天津 2.对外 国际 3.收购 销售 4.郑州 济南 5.自然 人文
6.故宫 避暑山庄 7.少 快 8.故宫 万里长城 9.湖北 重庆 10.桂林山水 秦
兵马俑

二、 1.D 2.C 3.B 4.D5.A 6.BC 7.BD 8.AD 9.AB 10.AC 11.CD 12.AB 13.CD
14.BD 15. BC

三、1.×2.√3.√4.×5.√6.×7.×8.√9.√10.√
四、
1.①—b—C ②—b—E ③—a—A ④—a—B ⑤—a—F  ⑥—a—D
2. ①—d—A   ②—e—F   ③—f—E   ④—b—C   ⑤—a—B   ⑥—

c—D
五、1.



1 2 3 4 5 6 7 8

长城 泉 园林 温泉 山峰 陵墓 海滨浴场 革命纪念地

2.（1）①北京故宫 ③万里长城 ④秦兵马俑 ⑥安徽黄山
（2）⑤长江三峡 ⑥安徽黄山 ⑦杭州西湖 ⑧台湾日月潭 ⑨桂林山水

第十一章

1.南方 青藏 2.秦岭 淮河 3.黑龙江 吉林 辽宁 4.长城 秦岭—淮河 渤
黄 5.大兴安岭 太行山 6.华北黄土 7.黑龙乌苏里 8.辽中南京津唐 9.寒冷干
燥 高温多雨 10.辽宁 吉林 11.三江 辽河 12.松花 嫩 黄 淮 13.大庆 钢铁
14.天津 大连 15.北方 南方 西北 16.河北 山东 17.沈阳大连 18.铁 煤
19.暖温 中温 20.天津 秦皇岛 21.山西 大同 22.陇海 京哈 23.冲积 黄土
高原 24.北 政治 文化

二、1.B 2.A，B 3.B，D 4.D 5.B，C，6.A，B 7.B，C 8.B，D 9.A，B 10.D
11.A， C 12.C， D  13.C， D  14.C  15.C， D  16.C  17.D  18.A 19.C 20.C
21.C 22.A，C 23.B，C 24.C 25.A，B 26.A，B

三、1.√ 2.× 3.√ 4.√ 5.√ 6.√7.√ 8.× 9.× 10.× 11.× 12.
√ 13.× 14.× 15.√ 16.× 17.√ 18.×19.√ 20.√

四、
1.①—B②—C③—D④—A
2.①—C ②—D③—B ④—A
3.A—c—③ B—a—④ C—b—①D—b—②
五、1.（1）松嫩平原 三江平原 辽河平原

（2）大兴安岭 小兴安岭 长白
（3）辽河 松花江 黑龙江

2.（1）①石油 大庆 ②钢铁 机械 鞍山 ③钢铁 本溪
（2）京哈线
（3）辽中南 煤 铁 石油 能为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提供粮食 铁路 公

路 航空 水运。
3.（1）黄土高原 二 地表植被的破坏及黄土土质疏松 华北平原 太行
（2）防风固沙
（3）黄河 淮河 水库 开挖和疏浚河道
（4）京津唐 c d
（5）北京 山西为中心的 唐山 秦皇岛 煤炭

第十二章

第一节

一、1.秦岭—淮河 南岭 青藏高原 2.长江 黄海和东 3.亚热 云南 热
4.长江（中下游平原） 云贵高原 武夷山 5.有色金属 亚热带经济 6.气候 矿
产 动植物（生物）水能 7.云南 贵州 四川 8.西双版纳 野生动植物 9.沪（上



海） 宁（南京）杭（杭州） 沪宁杭 10.长江三角洲 四川盆地 11.经济 工
业 商业 12.洪涝 酸雨 红壤改良

二、1.AC 2.AC 3.BC 4.AD 5.B 6.AD 7.BC 8.CD 9.BC 10.A 11.BC
三、1.×2.×3.√4.×5.×6.√ 7.√ 8.×
四、1.①—C②—D③—A④—B

2.①—C②—D③—A④—B
五、1.

气候特征 所属流域 耕作制度 粮食作物 农业生产特点

华北  暖温带季风气候冬

季寒冷干燥，夏季高

温多雨

黄河、淮河、

海河

两年三熟 小麦 旱地为主的种植业

华中西南 亚热带季风气候冬

季低温少雨，夏季

高温多雨

长江 一年二熟 水稻 水田为主的种植

2.

不同点
相同点

长江中下游平原   四川盆地

农业生产条件 气候温暖土地肥沃 地势低平河湖众多 霜雪少见雨量充沛

农产品 水稻、油菜籽、桑蚕 棉花、淡水鱼 甘蔗、柑橘

3.

相同点 不同点

ACEG BDFH

六、
1.（1）沪宁杭
（2）上海 南京 杭州 太 浦东 京沪 东 长 秦山

2.（1）有色金属 天然气
（2）沿长江分布
（3）成昆线、川黔线、焦柳线、京广线、京九线、京沪线
（4）②—重庆④—武汉⑤—南京⑥—上海
（5）四川省、重庆直辖市
（6）⑨—昆明⑩—六盘水(11)—贵阳
（7）水路（或长江航运和海运）
（8）林 茶树、油茶、杉木、马尾松 这里分布有大面积的酸性低产土

壤，不利于耕种，而且在丘陵区山坡耕种易发生水土流失。
（9）洞庭湖 鄱阳湖 巫山 雪峰山 武夷山 南岭 太湖(14)和(15)三峡

水电站
（10）长江洪涝灾害 红壤改良 酸雨



第二节

一、1.南岭 曾母暗沙 云贵高原东端 东海和南海 2.珠江 3.低 亚热 热
4.台湾 广东 广西壮族 5.台湾 琼州 6.雷州半岛 海南岛 台湾 7.福建 广
东 深圳 珠海 8.农业（出口） 轻工业 综合性工业 出口 9.台湾 澎湖列 钓
鱼 赤尾屿 10.低 太平洋 东 西南 11.一 山地 玉山 12.台北 高雄 13.水
稻 甘蔗 水果 14.香港 九龙 新界 深圳 15.金融 自由贸易港 交通 16.金
融 房地产 旅游 制造 17.澳门 ■仔 路环 珠海

二、1.BC 2.CD 3.AD 4.C 5.AD 6.BC 7.AC 8.BD
三、1.×2.√3.√4.√5.×6.×7.×
四、
1.①—B②—C③—D④—A
2. ①—C－d   ②—D—b  ③—E—e   ④—A—c   ⑤—B—a
五、

长度 年径流量 结冰期 汛期长短 泥沙含量 通航状况

黄河 第二长河 小 有 短 大 局部河段通航

珠江 第四长河 大（第二） 无 长 小 干流全年通航

六、
1.（1） A B
（2）雨热同期 季风
（3） A 的年降水总量比 B 多  A 的雨季长， B 的雨季集中在七、八

两个月 B 的最冷  月气温低于 0℃，A则高于 10℃ B 的年较差大于 A
2.（1）云南 东北 云南 贵州 广西 广东 南
（2）西 东 北
（3）上游 红水
（4） C

3.（1）珠江三角洲 以轻工业为主的综合性
（2）①广州 ②珠海 ③澳门 ④深圳 ⑤香港 ⑥大亚湾核电站 ⑦珠江

口
（3）①近港澳地区便于引进外资 ②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政策 ③对外

交通联系便利

第十三章

一、1.青海 西藏 2.昆仑 喜马拉雅 横断 3.巴基斯坦 印度 尼泊尔 缅
甸 4.甘肃 四川 云南 5.昆仑 阿尔金 祁连 横断 喜马拉雅 6.雅鲁藏布江
湟水 7.太阳能 地热 水能 8.盐 石油 煤 铅锌 聚宝盆 9.川藏 青藏 新藏
滇藏 10.西宁 拉萨 格尔木

二、 1.√ 2.× 3.√ 4.×5.√ 6.√ 7.× 8.√ 9.√ 10.× 11.√ 12.
×



三、1.①—C②—D③—B④—E⑤—A
2.①—C②—D ③—B ④—A

四、 1.AB 2.AC 3.AC 4.AD 5.CD 6.BC 7.BD 8.AD 9.B 10.AC 11.CD 12.BD
13.C 14.BD 15.AD

五、
1.（1） 16－2 18 400（2） A B（3） AB  地势
2.（1） A 塔吉克斯坦  B 印度  C 尼泊尔  D 不丹  E 缅甸（2） F 拉萨

G西宁（3）①新藏公路 ②青藏公路 ③川藏公路④滇藏公路
3.（1） A 喜马拉雅 B 唐古拉  C 昆仑  D 祁连（2）①黄河②长江③雅

鲁藏布江

第十四章

一、1.二 塔克拉玛干 2.准噶尔 塔里木 3.黄 商品粮 4.减少 草原 荒
漠 5.大兴安岭 青藏 6.夏 冬 7.塔里木 坎儿井 8.克拉玛依 塔里木 9.钢
铁 稀土 10.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二、1.B 2.A 3.C 4.C 5.C 6.BD 7.AC 8.CD 9.BC 10.BD 11.AB 12.BC
三、1.×2.√3.×4.×5.×6.√7.√8.√9.√10.×
四、
1.①—a—C ②—d—C  ③—b—A  ④—c—B
2.①—b—D   ②—c—A   ③—d—B   ④—a—C
五、
1.（1）新疆维吾尔 阿尔泰 准噶尔 天山 塔里木 昆仑山（2）④ ④ （3）

①③（4） BC
2.（1）包头 银川 呼和浩特 乌鲁木齐 兰州 （2）①石油 克拉玛依 ②

稀土 白云鄂博 ③镍 金昌 ④煤 霍林河 （3）乙 乙 甲 甲

第十五章

一、1.政治 文化  2.华北 河北 天津 渤 3.16800 1200 18 4.山地 丘
陵平原 5.西山 太行山 燕山 6.门头沟 东灵山 2303  7.华北 西北 东南
50 8.暖温 季风 寒冷干燥 高温多雨 9.永定河 潮白河 北运河 10.西北 东
南 季节 年际 11.蓟 3040 永定 12.燕京 中都 大都 北京 13.海淀区 朝阳
区 14.京广 京九 京沪 京哈 京包 15.京津塘 京石 首都机场 16.顺义 首
都 17.钢铁 电力 燕山 建材 煤炭 18.中关 方 上地 19.近郊 远郊平原 远
郊山 20.王府井 西单 前门 大栅栏 21.北京故宫 万里长城 22.自然 宫殿
园林 四合院 名人 23.颐和园 香山 八大处 24.官厅 密云 怀柔 十三陵 25.
人口增长过快 资源和能源短缺 环境污染严重 城乡建筑用地过多

二、1. B    2.D    3.BD   4.CD    5. D    6. BC
7. AC    8.AC  9.AD   10. C   11. B    12. D
13.AC    14.B  15.BC  16.AB   17.BD    18.AD
19.BC    20.AC

三、1.×2.×3.√4.×5.√6.√7.×8.√9.√10.×11.√12.×13.× 14.
× 15.√



四、1.①—A②—AB③—AD④—BD
2.①—BDEF ②—CD ③—C ④—ACE
3.①—AB ②—A ③—AB ④—A
4.①—BCF ②—ADE
5.①—BCD ②—AFHEC ③—D
6.①—C②—D③—B④—A
7.①—B②—A③—C
8.①—D②—E③—A④—C⑤—B
9.①—B②—C③—A
10.①—B②—D③—E ④—C ⑤—A

五、1.（1）①朝阳区 ②海淀区 ③石景山区 ④丰台区 ⑤顺义区 ⑥平
谷县 ⑦密云县⑧怀柔县 ⑨延庆县 ⑩昌平县 (11)门头沟区(12)房山区(13)
大兴县 (14)通州区 A 天津市 B 河北省

（2）平谷县 通州区 河北 平谷 密云 怀柔 昌平 通县 朝阳 河北 大兴
丰台 门头沟

2.（1）①东城区 ②西城区 ③宣武区 ④崇文区 ⑤朝阳区 ⑥海淀区 ⑦
丰台区⑧石景山区

（2）与东城区相邻的有西城区、崇文区、朝阳区 与西城区相邻的有东
城区、宣武区、海淀区、朝阳区  与宣武区相邻的有西城区、崇文区、丰台
区、海淀区 与崇文区相邻的有东城区、宣武区、朝阳区、丰台区

3.答案略
4.（1）7 26 1—5 31
（2）8 275 7 220 500
（3）温带大陆性季风 寒冷干燥 高温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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