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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 年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2024年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考研资料 

1.《中国地理教程》考研相关资料 

（1）《中国地理教程》[笔记+提纲] 

①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之《中国地理教程》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之《中国地理教程》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中国地理教程》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①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之《中国地理教程》考研核心题库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3）《中国地理教程》考研模拟题[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61 中国地理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61 中国地理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首选。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61 中国地理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首选资料。 

 

三、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2．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 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3．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考研初试参考书 

《中国地理教程》王静爱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城市与环境学院：地理学(历史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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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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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备考信息 

 

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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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考研核心笔记 

 

《中国地理教程》  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中国地理区位与特征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中国在地理坐标系中的位置 

考点：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 

考点：中国在世界的地理区位 

考点：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考点：中国的疆域和国土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中国地理区位与国土 

1.中国在地理坐标系中的位置 

我国位于亚欧大陆东南部，东临太平洋，大部分地区位于中纬度，气候温和，区位优越。 

 

2.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南临近印度洋，西部和北部深入内陆，远离海洋。中国处在

最大陆地与最大海洋之间，海陆热力对比强烈，东部地区盛行东南季风，加上青藏高原季风和来自印度洋

的西南季风，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季风国家。中国国土辽阔，西部深入内陆，且高山盘踞，受海洋

影响微弱，降水有东南向西北减少，由湿润、半湿润向半干旱、干旱气候逐渐更替，自然景观呈现出明显

的海陆分布地带性差异。中国处在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相交汇的位置，中国所处的这一全

球大地构造板块位置，就决定了其境内山系的走向，以贺兰山为界，东部山系大为北东向，西部山系则大

多为北西向。 

从海陆分布看，我国位于全球最大陆地与最大海洋之间，季风气候明显，加以青藏高原的影响，使季

风气候更加显著，季风在一年内的交替与进退，对我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及地域差异，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由东部海洋性湿润气候至西部大陆性干旱气候间的水平变化，使得自然景观的经度方向的干湿带性

差异颇为显著。此外，我国大陆东海岸的地理位置，使得西风带影响微弱，即使在东部季风区，大陆性气

候也有所表现，夏季较世界同纬度地区气温高，而冬季较同纬度地区气温低。我国国土约有 98%的地区位

于北纬 20°～50°之间，温带和亚热带所占面积广阔。在行星风系影响下，亚热带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属回

归带信风带，干燥少雨，往往形成广阔的荒漠带，但在我国受季风影响，水分条件和温度条件都较好，成

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和其他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对比，没有像俄罗斯、加拿大那样具有广阔的严

寒冻土地区，也不像位于热带的巴西、印度尼西亚那样湿热，相比之下，我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是明显的。 

（1）半球位置：北半球、东半球 

北半球、东半球是地球陆地最集中的两个半球，我国就在此。因此受陆地的影响最强烈的一个东方大

国。 

（2）经纬度位置：中纬度大国 

我国 98%的疆土位于北纬 20º~50º之间,温带、亚热带面积广阔，光热条件好。其特征如下： 

①国土辽阔，生存空间大 

②跨纬度大，是形成地带分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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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纬度面积广阔，四季更替典型，季节变化明显（影响人的行为习惯及万物变化） 

（3）海陆位置： 

位于全球最大陆与最大洋之间。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处在世界最大陆与最大洋之间，南

邻热带印度洋，西部深入内陆，高山盘踞。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海陆兼备的环境，深刻影响到资源、交通与文化 

②世界最典型的季风国家，西南季风、东南季风、高原季风，气候不稳定 

③跨经度大，是形成地表经度地带性的基础 

 

3.中国在世界的地理区位 

中国位于亚洲中东部，属东亚国家，与 14 个国家相连。中国处在亚洲的东部，西连西亚，东北接东

北亚，东南为东南亚，南接南亚，具有方便的交通和区域协作的地缘优势。中国处在太平洋至印度洋的海

上交通要道，是北亚、西北亚与太平洋沿岸国家南下印度洋与大洋洲的陆上、海上交通经过之地。中国处

于亚欧交通要道和海上门户的重要地理区位，在世界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 

 

4.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世界人口大国 

人口的数量及增长特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全国总人数为 11.6 亿人,到 2001 年，不包括

港、澳、台中国的人口数接近 13 亿。比整个欧洲和北美洲人口的综合还要多。从古代到现代的绝大多数

时间内，中国一直是世界人口大国，占世界人口比重长期保持在 1/4 左右。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一个增长

相当缓慢的长过程，在先秦时期的 2000 多年，全国人口在 1000---2000 万之间，西汉时期接近 6000 万，

从西汉到清初（17 世纪末）的 1700 多年中，朝代更替，封建割据，战争频繁，人口为 6000---7000 多万，

1949 年以后，我国人口增长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增长速度快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增长非常快，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年代，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年平均人口

自然增长率高于世界人口平均的增长率，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从 1949 年---1990

年净增长的 6 亿多人中，有 2/3 以上来自两个生育高峰。 

高峰期 时间 特点 原因 

第一次 1949---1957 年（8） 人口出生率 30‰，最高达 43.37‰，自

然增长率在 16‰---23.23‰高出生、较

高的死亡率、高增长 

建国初期，生活趋于稳定，

生产力开始恢复 

第二次 1962---1975 年（14） 人口出生率 23.01‰，自然增长率在

20.86‰---33.33‰高出生、死亡率大幅

度降低、高增长 

文革十年中，错误思想的指

导，人多力量大。 

第三次 1986 年以后 1、人口出生率 20.77‰，自然增长率在

14.08‰---33.33‰ 

2、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 

由于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

的人群，已进入婚育旺盛年

龄，出生率开始上升 

（2）人口的基数大 

我国人口增长不仅速度快，而且基数高，绝对量大。从 49 年的 5 亿多人，到目前的 13 亿多人，甚至

还要多，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我国人口增长的绝对量、增长规模很大和控制人口增长比较困难的

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人口的基数大，即使人口增长的速度很慢，每年出生的人口也将在 2000 万以上，其

增长的势头仍十分迅猛。如果 50 年代采取马寅初先生的计划生育策略，至少现在少 3---4 亿人，虽然现在

城市中基本上实现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但在农村仍有多胎现象，而且比较严重，所以现在计划生育

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农村。 

（3）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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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特点 原因 

新中国成立

以前 

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 无政府状态、经济落后、生活贫困 

新中国成立

以后 

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 生产力获解放，经济发展、生活及医疗卫生

条件的改善、但无重视计划生育 

70 年以后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大力提倡计划生育 

后一种转变（特别是生育率的转变），在发达国家则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而我国只用了 10 多年的

时间，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呈现的这种“低、低、低”类型，为今后我国人口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创造

了有利条件。 

（4）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趋势明显 

一般情况下，年龄在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0%或 7%，这个国家就进入老龄型人口国家。我国

人口年龄结构多年来属于年轻增长型。1979 年底，全国 21 岁以下的青少年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潜

在的婚育夫妇增多，这也是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 80 年代以后由以前的年轻型、增长型

人口转变为壮年型人口，65 岁以上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目前 65 岁以上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7.2%，已进入

老龄型人口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起步晚、来势猛、进程快的特点。再下去 10

年，第一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就进入老龄人口的行列，我国将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最先老龄化的国家。

我国政府也比较重视这个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

影响不总是积极的，过度的人口老龄化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单从老年人的生活各方面，势必加重

年轻人的负担等等。 

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 

（1）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十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 

（2）近十年经济平均增长率居世界首位 

（3）世界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国 

我国谷物、棉花、油菜籽、煤、棉布、水泥和电视机产量保持世界首位。其它的牛羊肉、奶类、钢铁

等增长也很快，特别是粮食总产量突破 5108 吨。基本上解决了占世界 1/4 的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不能不说

我们对世界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4）外汇储备和吸收外资总额均居世界第二位。 

97 年以来，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仅香港特区、台湾省居世界第三、四位。中国吸收外资一直居发展

中国家前列，仅次于美国。 

（5）对外贸易居世界第 10 位。 

（6）国际旅游业收入居世界第八位。 

（7）人均经济水平快速提高的发展中大国 

世界自然资源大国 

 

5.中国的疆域和国土 

我国的疆域辽阔，陆地疆界约 22230km，与我国接壤的邻国有 14 个，自东北起依次为：朝鲜、俄罗

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

老挝和越南。有 9 个陆疆临边省区（132 个县市）与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等国隔海相望。海岸线长 18000km，岛屿岸线长 14000km。最东岛屿是钓鱼诸岛东边的赤尾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境贸易有较大发展。有铁路和邻国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越南连

接；有公路和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老挝沟通。此外，同周边国家还有定期航空线联系。 

陆地面积：960×104km2，属于一个多山的土地大国。 

海域面积：300×104km2，（有四大海域）。 

我国是一个重要的海洋大国，按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规定，我国周围海区应划归我国

主权和主权利益所管辖的海域，包括内水、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共约 300×104km2，。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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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合国海洋公约》中的重大变化： 

国家领海权由 3 海里扩至 12 海里划定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 

将世界 35.8%的世界海洋划归沿海各国 

世界海底及其资源为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 

国土面积：960×104+300×104=1260×104（km2） 

第二节中国的地理特征 

地理景观复杂多样且地域差异显著 

自然环境时空变化显著 

气候季节变化明显 

季风降水不稳定 

构造运动活跃 

地表起伏显著 

易侵蚀的地表物质分布广泛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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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考研复习提纲 

 

《中国地理教程》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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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考研核心题库 

 

《中国地理教程》考研核心题库之填空题精编 

 

1． 北京位于__________平原的北部边缘，背靠群山，面向__________海。 

【答案】华北、渤 

 

2． __________是最终没有流入海洋的河流，所在区域称为__________；__________是最终流入海洋的河

流，所在区域称为__________。 

【答案】内流河、内流区、外流河、外流区 

 

3． 我国四大高原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答案】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 

 

4． 我国最大沙漠为__________，最长的内流河为__________. 

【答案】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河 

 

5． 北京旧城格局形成于__________、__________两代，城内建筑排列成__________状，呈__________字

轴线形的城市格局。 

【答案】元、明、棋盘、凸 

 

6．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__________山脉，注入__________。 

【答案】唐古拉、东海 

 

7． 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__________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__________自由；国家

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答案】风俗习惯、信仰 

 

8． 随着__________的发展和人口的迁入，珠江三角洲有越来越多的农业用地被改为工业、交通和城市建

设用地。 

【答案】非农产业 

 

9． __________是台湾最著名的树种，__________产量居世界首位。 

【答案】樟树、樟脑 

 

10．珠江三角洲的生产产品主要是通过__________贸易渠道，出口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等地区。 

【答案】港澳、东南亚、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 

 

11．节约用水、保护__________是解决我国缺水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节水比__________

更重要。 

【答案】水资源、调水 

 

12．从利用类型上看，土地资源属__________资源。 

【答案】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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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国冬季最冷的地方在黑龙江的__________镇，夏季温度最高的地方在新疆的__________，人称那里

为“火洲”。 

【答案】漠河、吐鲁番 

 

14．受__________位置和__________位置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为典型的季风气候。 

【答案】纬度、海陆 

 

15．我国最大盐场为__________，最大渔场为__________。 

【答案】长芦盐场、舟山渔场 

 

16．我国陆上国界线长达__________多千米，大陆海岸线长__________多千米。 

【答案】2 万、1 万 8 千 

 

17．中国的邻国有__________个，其中有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__________。 

【答案】14、哈萨克斯坦 

 

18．我国有__________个民族，其中除__________外，其它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是__________。 

【答案】56、汉族、壮族 

 

19．我国的自然、__________和__________发展的特点，是制定农业发展的方针和对策的重要依据。 

【答案】人文、经济 

 

20．在西部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要体现“__________效益和__________效益的双赢。” 

【答案】经济、生态 

 

21．在__________和__________的西北部，我国石灰岩山地分布广泛。 

【答案】云贵高原、广西 

 

22．台湾在重点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上，形成了“__________——加工——__________”型的经济。 

【答案】进口、出口 

 

23．__________是香港最大的转口贸易伙伴。 

【答案】祖国内地 

 

24．为了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我国政府把实行__________作为一项基本

国策。 

【答案】计划生育 

 

25．把利用动物、植物等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各部门，统称为__________。 

【答案】农业 

 

26．历史上的四大“米市”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答案】长沙、九江、芜湖、无锡 

 

27．高新技术产业是建立在__________基础上的新兴产业。 

【答案】科学技术 

 

28．在短时间内可更新、再生、或能够循环利用的自然资源属__________资源，反之称为__________资源。 

【答案】可再生、不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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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南方橘树移栽到淮北会变成小__________是因两地的__________高低不同所致. 

【答案】灌木、气温 

 

30．__________沿河地区是世界上最密集、最发达的产业区。 

【答案】莱茵河 

 

31．新疆夏季__________充足，__________强烈，利于瓜果着色，__________昼夜温差大，利于瓜果和糖

料作物的糖分积累，夏季__________的气候和稳定的__________水源，利于棉花生长。 

【答案】热量、光照、夏季、炎热干燥、灌溉 

 

32．__________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国家经济自主、政治独立、国防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答案】工业 

 

33．划分青藏地区和其它三大分区界线主导因素是__________和__________。 

【答案】地势、地形 

 

34．长江的中游段是指从__________至__________的河流一段。 

【答案】宜昌、湖口 

 

35．我国大部分国土位于__________纬度地区，属温度带中的__________，少数位于__________，没有

__________。 

【答案】中、北温带、热带、寒带 

 

36．我国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昆仑山、祁连山、横断山脉 

 

37．国土__________、区域差异__________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 

【答案】辽阔、大 

 

38．我国地势总特征是__________高__________低，西部以山地、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为主，东部则

以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为主。 

【答案】西、东、高原、盆地、平原、丘陵 

 

39．我国最长河为__________，最长内流河为__________，最长的运河为__________。 

【答案】长江、塔里木河、京杭运河 

 

40．长江的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__________河段，水能蓄藏量占全国的__________，可利用水能资源约占

全国的__________。 

【答案】上游、1/3、一半 

 

41．世界名城中面积最大的广场是__________广场。 

【答案】天安门 

 

42．秦岭——淮河大致与 1 月__________等温线的分布接近，与__________mm 年降水量接近. 

【答案】0℃、800 

 

43．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多依附于大城市，呈现出__________、__________的分布特点。 

【答案】大分散、小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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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西北地区的地形以__________、__________为主. 

【答案】草原、荒漠 

 

45．冬季风带来的气流__________，是我国南北温差大的主要原因。 

【答案】寒冷干燥 

 

46．中国耕地面积居世界第__________位，但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__________。 

【答案】四、1/3 

 

47．我国濒临的海洋自北向南依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答案】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48．“三北”防护林分布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 

【答案】西北、华北、东北 

 

49．我国山区发展__________、采矿和农业多种经营等优势较大，部分水热条件较好的山间__________

和河谷__________，可以发展种植业。 

【答案】旅游、盆地、平原 

 

50．黄河发原于青藏高原的__________，呈巨大的“__________”字形。向东流入__________海。 

【答案】巴颜喀拉山、几、渤 

 

51．黄河中游为__________至__________的河流一段。 

【答案】河口、旧孟津 

 

52．中国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__________以上。 

【答案】1/5 

 

53．我国的草地主要分布在年降水量不足__________毫米的__________地区。 

【答案】400、西部内陆 

 

54．西双版纳内高大挺拔的__________、巨大的__________、残忍的__________、气势磅礴的“__________”

等都是雨林特有的景观。 

【答案】望天树、板状根、绞杀植物、独木成林 

 

55．长江除是我国长度最长的河流外，还是我国__________最大、__________最广的河流，有“__________”

和“__________”之称。 

【答案】水量、流域面积、水能宝库、黄金水道 

 

56．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对水资源的利用必须依赖__________建设。 

【答案】水利工程 

 

57．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是北京__________，它是__________、__________两代的

皇宫。 

【答案】故宫、明、清 

 

58．黄土高原跨越的省级行政区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甘肃、宁夏、陕西、山西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42 页 共 

182 页 

 

2024年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861中国地理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中国地理教程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裸土 

【答案】指没有植物覆盖,也没有建筑物覆盖的土地，属于难以利用的土地类型。. 

 

2． LUCC 

【答案】土地利用/覆盖变化。 

 

3． 地理工程 

【答案】是人类利用与改造自然的一种工程行为，通常包括生态工程、环境保护工程、防灾减灾工程、

资源保护与利用工程等。 

 

4． 人口过程 

【答案】人口在时空上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它大致包括自然变动、机械变动、社会变动。 

 

5． NDVI 

【答案】归一化植被指数，指示大尺度植被覆盖和植被生产力的指标。 

 

6． 地热能资源 

【答案】地热资源指地下 5000m 深度以浅，15℃以上的岩石、淡水、咸水的含热总量，其分布与板块

构造、岩浆活动及火山、地震活动等密切相关。 

 

7． 减灾 

【答案】减少由致灾因子形成灾害的全过程。 

 

二、简答题 

8． 简述中国地理位置的特点。 

【答案】中国地理位置的特点可分为： 

（1）天文位置，主要是纬度位置，南北纵跨了七个纬度带； 

（2）海陆位置，位于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西岸，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部； 

（3）区位位置，位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东南亚的中央。 

 

9． 对比长江与黄河在治理与开发方面的异同点。 

【答案】长江最大问题是洪水峰高量大，治理开发重点是防洪。存在的问题是下游防洪标准低。 

黄河重点治理在于治沙。泥沙得不到有效控制，下游河道淤高；凌汛威胁；水资源不足。 

开发相同点：兴修水利，长江三峡水库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为都具防洪、发电、治沙功效。 

 

10．简述长江险在荆江的原因。 

【答案】长江险在荆江的原因： 

（1）地势低平，发育了高达 5-7 米的悬河； 

（2）河流多弯道； 

（3）降水在全流域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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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流下泻不畅， 

（5）人口密度和经济附加量大。 

 

11．简述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区国际竟争力强劲的原因。 

【答案】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区，其国际竟争力强劲的原因主要包括： 

（1）良好的空间区位； 

（2）巨大的腹地和市场； 

（3）良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 

（4）极具潜力的发展趋势； 

（5）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区域。 

 

12．简述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仍面临的巨大压力。 

【答案】（1）人口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正常值约 10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口已超过 7%，人口老龄化开始加速，老年负担系数上升，从 1990 年的 17.5%上升到 2001 年的

11.25%；人口城市化速度缓慢，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约 10 个百分点，但农村却有 1 亿多剩余劳动力在城

市和农村间流动。 

（2）资源不足，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仍将长期存在。资料表明，目前 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

43%的东南部；全国乡村人口约占 61%，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城市化水

平低。欠发达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住院分娩率与沿海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 

 

三、论述题 

13．试析构建首都经济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答案】构建首都经济圈的必要性在于： 

（1）国家现代经济重心北移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的需要 

（2）是以京津唐为核心的环勃海城市群发展的需要； 

（3）是华北人口高密度区市场发展的需要。可行性在于： 

（1）首都北京的城市功能和经济发展水平完全可以呈当全国一级中心地 

（2）京津唐等环勃海城市群已初具雏形； 

（3）该地域交通发达，市场已基本趋于一体化； 

（4）资源结构合理，能支撑该经济区发展的资源需求； 

（5）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已具备了构建首都经济圈的基本条件。 

 

14．试析中国城市化的现状特征。 

【答案】中国城市化的现状特征可以归纳为： 

（1）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年增长率在 1.5-2.2％； 

（2）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由政府行为调控向市场导向为主体的转型时期； 

（3）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由城市膨胀发展向经营城市的战略转型时期； 

（4）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由数量和规模扩张向全面提升城市质量的转型时期 

（5）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由一般性城市向特殊性城市转变的关键时期； 

（6）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处在高风险阶段； 

（7）老龄人口问题已成为中国城市问题的重要内容； 

（8）中国城市交通和交通安全问题十分严重； 

（9）城市污染普遍而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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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地理教程考研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二） 

 

一、名词解释 

1． 经济区划 

【答案】是指生产力整体布局框架，根据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规律、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特征的相

似性、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或者依据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与任务分工，对国土进行的战略性区划。 

 

2． 黄海暖流 

【答案】对马暖流至济州岛东南海面发生分支，主支经朝鲜海峡进入日本海，另一支流向西北进入黄

海，称黄海暖流。 

 

3． 就地保护 

【答案】通过区域性生物区系调查和分析，确定不同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中心，建立自然保护区、国家

森林公园、禁猎区等，通过保护生境的办法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4． 巴蜀文化 

【答案】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创造的产物，以四川为中心，由川东巴文化与川西蜀文化共同构成，

地域色彩浓厚。 

 

5． 土地覆盖 

【答案】地球陆地表层的自然状态，植被和土壤是其主要组成要素。 

 

6． 自然变动 

【答案】指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结果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反映人口过程自然变动的三项主要指标是人

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7． 风暴潮 

【答案】是指有强烈大风扰动而引起的海平面异常升高使海水漫溢上陆而酿成灾害的现象。 

 

二、简答题 

8． 为什么说我国季风气候影响显著？ 

【答案】（1）季风气候特征典型； 

（2）夏季风的源地多； 

（3）季风气候类型多样，是世界气候类型大家庭中重要的补充，支持了世界季风气候多样性的格局，

产生了更加复杂多样的世界景观； 

（4）范围广阔，季风气候与非季风气候的分界线为 400mm 等降水量线； 

（5）季风气候影响深刻。 

 

9． 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答案】（1）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2）带动农村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建设 

（3）搞活农村市场经济 

（4）乡镇企业还可以就地消化农产品，促进农业产业化 

（5）提供农民的收入 

（6）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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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简评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的特点。 

【答案】中国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特点： 

（1）数量特点，绝对数量的丰富和相对数量的稀少； 

（2）质量特点，耕地种类的多样和优质耕地绝对数量的众多与中低产田所占比例高。 

 

11．简述国土整治的内涵及其意义。 

【答案】国土整治是一个带有横断科学性质的综合研究，其内涵主要包括： 

（1）拟定区域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规划； 

（2）提出实施该规划的措施和步骤； 

（3）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实施管理。其意义是为进行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提出在不破坏生态、不污染环

境前提下的满意方案。 

 

12．海洋国土资源对经济影响。 

【答案】随着陆地资源日益匮乏，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海洋成为中国重要的后备自然资源基地，海洋

空间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化学资源，海洋动力资源，海洋旅游资源等，将成为未来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 

（1）海洋空间资源和海洋运输 

（2）海洋生物资源及渔业 

（3）海洋矿产资源与油气开发 

（4）海洋化学资源与开发 

（5）海洋动力资源与开发 

（6）海洋旅游资源与开发 

因为海洋生态具有脆弱性，边缘等特征，在海洋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和开

发问题，加强海洋资源管理及防治。 

 

三、论述题 

13．乾隆 25 年中国人口突破 1 亿，从之后每增加两亿人口的年数趋势分析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状态及其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答案】自乾隆 25 年中国人口突破 1 亿后，人口每增加 2 亿数量年数逐渐缩短，由最初的 140 年缩

短到 13 年，反映了中国人口总量增加的巨大。这是中国人口压力巨大和控制难度大的根本原因。给中国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从人口对衣食住行需求方面的压力分析； 

（2）从人口素质提高方面分析； 

（3）人口对公共设施的需求； 

（4）人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压力； 

（5）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和过度利用带来的资源贫乏。 

 

14．简析可持续发展理论下的土地利用。 

【答案】（1）保护和合理利用农用地 

围绕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严格控制耕地流失，加大补充耕地力度，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强

化耕地质量建设，统筹安排其他农用地，努力提高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利用效益。 

（2）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 

围绕提高建设用地保障科学发展的能力，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科学配置城镇工矿用地，整合规范

农村建设用地，保障必要基础设施用地，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促进国民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 

（3）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 

围绕加强土地生态保护与建设，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加大土地生态环境整治力度，因地制宜改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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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台湾在重点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上｜晟扢၎蘠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张ᐠᑒꁝᐠ᐀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张ᵗ譶葾콭丰�
	23．__________是香港最大的转口贸易伙伴。
	24．为了使人口的增长呜晹㹏콭乓템啔貍䑮遳꽘荧慎ɞ铿屦我国政府把实行__________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24．为了使人口的增长呜晹㹏콭乓템啔貍䑮遳꽘荧慎ɞ铿屦我国政府把实行__________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25．把利用动物、植物等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暐읎멝呂뉧斃띟靎Ꝕ셶葔Ґ屦统称为__________。
	26．历史上的四大“米市”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27．高新技术产业是建立在__________基础上的新兴产业。
	28．在短时间内可更新、再生、或能够循环利用的自然资源属__________资源｜晓쵎䭹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徍䑮逰�
	29．南方橘树移栽到淮北会变成小__________是因两地的__________高低不呜晢䂁�
	30．__________沿河地区是世界上最密集、最发达的产业区。
	31．新疆夏季__________充足｜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彟㩰죿屦利于瓜果着色｜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彦㱙ᱮ⥝⟿屦利于瓜果和糖料伍楶葼홒ٹ屦夏季__________的气候和稳定的__________水源｜晒⥎蹨즂녵ᾕ缰�
	31．新疆夏季__________充足｜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彟㩰죿屦利于瓜果着色｜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彦㱙ᱮ⥝⟿屦利于瓜果和糖料伍楶葼홒ٹ屦夏季__________的气候和稳定的__________水源｜晒⥎蹨즂녵ᾕ缰�
	32．__________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晦⽖ﵛ뙾콭亁㬰ť㽬뭲쬰Ŗﶖ㉳끎ᙶ葨㥧ⱏ�섰�
	33．划分青藏地区和其它乜瑙❒ٓ㩵䱾뽎㭛ﱖ⼀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34．长江的中游段是指从__________至__________的河流一段。
	35．我国大部分国土位于__________纬度地区｜晜幮⥞Ꙟ♎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少数位于__________｜晬ꅧ屴__________。
	35．我国大部分国土位于__________纬度地区｜晜幮⥞Ꙟ♎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少数位于__________｜晬ꅧ屴__________。
	36．我国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国土__________、区域差异__________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
	38．我国地势总特征是__________高__________低｜暉羐煗〰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㩎㯿屦东部则以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为主。
	38．我国地势总特征是__________高__________低｜暉羐煗〰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㩎㯿屦东部则以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为主。
	39．我国最长河为__________｜晧�网蕭䅬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最长的运河为__________。
	40．长江的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__________河段｜晬㒀ﶄ쒅쾑콓恑桖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可利用水能资源约占全国的__________。
	40．长江的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__________河段｜晬㒀ﶄ쒅쾑콓恑桖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可利用水能资源约占全国的__________。
	41．世界名城中面积最大的广场是__________广场。
	42．秦岭——淮河大致与1杜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䥮⥾뽶葒ٞͣꖏ퇿屦与__________mm年降水量接近.
	43．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多依附于大城市｜晔䡳끑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彶葒ٞͲ祰뤰�
	44．西北地区的地形以__________、__________为主.
	45．冬季风带来的气流__________｜晦⽢ᅖﵓ坓ᝮ⥝❶葎㮉腓齖�
	46．中国耕地面积居世界第__________位｜晏䙎멗䞀ᕗ批屴世界平均水平的__________。
	47．我国濒临的海洋自北向南依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
	48．“乜瑓ᜠᶖ㉢ꑧ青ٞ͗⠀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徘칬饓煛덎░쵶著こ㨰�
	49．我国山区发展__________、采矿和农业多种经营等优势较大｜暐٬㑰慎荙絶葜熕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豬뎌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可以发展种植业。
	50．黄河发原于青藏高原的__________｜晔䡝❶萠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张ᵛ坟戰ɔᅎᱭ䅑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彭眰�
	51．黄河中游为__________至__________的河流一段。
	52．中国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晾ꙓ恎ᙵ䱎멓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ਰ�
	53．我国的草地主要分布在年降水量不足__________毫米的__________地区。
	54．西双版纳内高大挺拔的__________、巨大的__________、残忍的__________、气势磅礴的“__________”等都是雨林特杜瑶葦澉숰�
	54．西双版纳内高大挺拔的__________、巨大的__________、残忍的__________、气势磅礴的“__________”等都是雨林特杜瑶葦澉숰�
	55．长江除是我国长度最长的河流外｜暏�⽢ᅖ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Y✰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罶葬덭䇿屦杜琠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张ᵔ谠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张ᵎ䭹�
	55．长江除是我国长度最长的河流外｜暏�⽢ᅖ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Y✰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罶葬덭䇿屦杜琠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张ᵔ谠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张ᵎ䭹�
	56．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晛塞㒍䑮遶葒⥵⡟얘筏鶍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彞懲븰�
	57．世界上规模最大｜晏�塧[豥瑶葛꭫뽞嗢兿ꑦ⽓ᝎ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它是__________、__________两代的皇宫。
	57．世界上规模最大｜晏�塧[豥瑶葛꭫뽞嗢兿ꑦ⽓ᝎ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它是__________、__________两代的皇宫。
	58．黄土高原跨越的省级行政区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59．湖北枝城至湖南城陵矶的长江一段称为__________其素杜琠ᱎ嵦�ꀠᵎ䭹ɞ節ﵔᅖ쵰륬뭴َ虝�彔貃䙬彶蒕罬彬덫따�
	59．湖北枝城至湖南城陵矶的长江一段称为__________其素杜琠ᱎ嵦�ꀠᵎ䭹ɞ節ﵔᅖ쵰륬뭴َ虝�彔貃䙬彶蒕罬彬덫따�
	60．我国国土辽阔｜晗ὗろ䑮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聜晎ᑗὗぼ筗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1．利用黄河水修渠灌溉｜晏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形၎㩎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2．中国河流年径流量居世界第__________位｜晏䵎멗䝬㒍䑮遢屴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__________。
	63．位于内流区的湖泊称为__________｜晙ᩥ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4．西北地区主要畜种杜瑑薄饓籏⚍ᵜᒃ䥓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㭥끵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青藏的__________、__________和新疆的__________.
	64．西北地区主要畜种杜瑑薄饓籏⚍ᵜᒃ䥓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㭥끵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屦青藏的__________、__________和新疆的__________.
	65．被新疆绿洲居民利用的引水工程__________上修凿竖井是为了方便人们疏通__________｜暀屦不是提水。
	66．香港由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乜璐ٓ쩔桖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彙ᩎ⩜魜罾쑢ူ�
	67．我国从北到南可划分为五个温度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热带。另外还杜瑎N⩗゚�⥛툰Ɨ批罙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彬ᑐᥓ㨰�
	67．我国从北到南可划分为五个温度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热带。另外还杜瑎N⩗゚�⥛툰Ɨ批罙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彬ᑐᥓ㨰�
	68．回归前香港被__________侵占｜晖�剥㨀㤀㤀㝞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屢__________日：澳门被__________侵占｜晖�剥㨀㤀㤀㥞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屢__________日。
	68．回归前香港被__________侵占｜晖�剥㨀㤀㤀㝞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屢__________日：澳门被__________侵占｜晖�剥㨀㤀㤀㥞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彧屢__________日。
	69．中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居世界第__________位｜晏䙎멗䝷ｎꞍ䑮道恧屴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__________。
	69．中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居世界第__________位｜晏䙎멗䝷ｎꞍ䑮道恧屴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__________。
	70．高新技术产业是以__________和信息产业为“龙头”的产业｜晎Ꝕ셶葹텢联⮑콟袚��
	71．我国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气候湿润的东部__________区。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__________及低缓的__________地区｜晧靗げ᥎㮉腒ٞ͗⠀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71．我国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气候湿润的东部__________区。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__________及低缓的__________地区｜晧靗げ᥎㮉腒ٞ͗⠀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72．与我国隔海相望的国家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
	73．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是__________。
	74．北京的__________是我国最早建立起来的高新技术开发试验区。
	75．造成拉萨和成都两地气温杜璏荙❝ɶ葓齖⽖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徚�乎ൔ屦.
	76．西双版纳内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䤀㍎⩜ᅥ灬ᅥ켰�
	77．长江沿江地带东起__________、西至__________。
	78．我国发现并探明储量的矿种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彙᩹췿屦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矿产比较齐全的国家之一。
	79．长江沿江地带杜瑎੭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ś襟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Ů噓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Ƒ쵞蘰Ŗ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䦔ꊔ셝ᩗ練〰�
	79．长江沿江地带杜瑎੭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ś襟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Ů噓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Ƒ쵞蘰Ŗ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䦔ꊔ셝ᩗ練〰�
	80．珠江乜璉퉭㉗캕䝓ᙎ㮉膈桳끗⠀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彶葘麕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彥炑코貉쑪ⅶ葢楟‰�
	81．我国年降水量最高的地方为台湾的__________｜晧\ᅶ著づ륦⽔ႜ腵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82．南方民居屋顶坡度较__________,墙体较__________；南方屋顶坡度较__________墙体较__________.
	83．__________是除海南省之外｜晢ᅖﵓ齙쭰⚖靏�塧N㩛豥瑶著づ뤰�
	84．我国第二和第乜璖㙨꽶葒ٵ䱾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张ᐠ᐀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张ᐠ᐀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张ᐠ᐀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85．根据各地的(地理位置)、__________和__________特点的不呜替屦可把我国划分为四大地理区域｜晓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85．根据各地的(地理位置)、__________和__________特点的不呜替屦可把我国划分为四大地理区域｜晓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86．北京周围地区地势特点是__________高、__________高、__________低、__________低｜晜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徚�屦__________低。
	86．北京周围地区地势特点是__________高、__________高、__________低、__________低｜晜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徚�屦__________低。
	8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在地是__________｜晑婎ⵙ⹔豖ﵒꆖ扢䁗⡗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88．长江沿江地带的酸雨污染程度由大到小的顺序是__________酸雨区、__________酸雨区、__________酸雨区。
	89．我国人口东多西少的划分界线为黑龙江的__________至云南省的__________县。
	90．长江沿江地带属__________气候｜晙ཛ捰蹰屦冬季__________｜晖�捒٦ะ�
	91．北方地区主要地形杜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彔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92．北方交通运输以__________运输为主,南方以__________为主.
	93．祖国大陆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从__________开往__________的。
	94．长江沿江地带自东向西的工业基地是｜晎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㩎ⵟ썶葵㕒鬰ő뚑텻䥝ᩗ練ヿ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㩎ⵟ썶葝ᩞ♦⽢ᅖﶔꊔ섰Ə签멝᩶蒑춉腗練ヿg鶂넰ő浶�㑎㩎ⵟ썶蒔ꊔ섰ű摰굝ᩗ練ヿ᭵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䥗칞ɟ扢ၶ葝ᩞ♦⽢ᅖﵧY❶葾ﱔ屢性工业基地。
	94．长江沿江地带自东向西的工业基地是｜晎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Ā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㩎ⵟ썶葵㕒鬰ő뚑텻䥝ᩗ練ヿ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彎㩎ⵟ썶葝ᩞ♦⽢ᅖﶔꊔ섰Ə签멝᩶蒑춉腗練ヿg鶂넰ő浶�㑎㩎ⵟ썶蒔ꊔ섰ű摰굝ᩗ練ヿ᭵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彻䥗칞ɟ扢ၶ葝ᩞ♦⽢ᅖﵧY❶葾ﱔ屢性工业基地。
	95．北方农田多为__________,南方多为__________;北方多种植__________、__________,南方多种植__________、__________.
	95．北方农田多为__________,南方多为__________;北方多种植__________、__________,南方多种植__________、__________.
	96．西北地区是一个以__________为主要特征的地区,河流多为__________.
	97．地球上的水｜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彦⽭睭୬㓿屦聜晎멼筢䂗v葭㒍䑮過앓恑桴ͬ㒑콶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98．__________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产业。
	99．我国人口第一大省是__________｜晧\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00．香港是__________中心、__________中心、__________中心、__________中心和__________中心｜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彦⽯뎕콭乓템啶蒑춉腥⽧Ꝏᨰ�
	100．香港是__________中心、__________中心、__________中心、__________中心和__________中心｜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彦⽯뎕콭乓템啶蒑춉腥⽧Ꝏ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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