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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0309 江苏公务员考试《行测》真题（C 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1、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5%，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与文段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 项对应“这一发明创造意味着人类可以生产出点燃时无太多烟尘和太臭气体的脂蜡”，符

合原文，正确。B 项对应“这一发明……无太多烟尘和太臭气体的脂蜡”，但并未说可以散发香味，属于曲解文

意，错误。C项对应“……也使得照明成为了普通老百姓的现实”，属于曲解文意，错误。D 项对应“燃烧时间

也更长”，属于曲解文意，错误。

因此，选择 A 选项。

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7%，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提到中国的工业革命起步晚，大部分效果很晚才体现出来。接着论述了它对“中国人

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影响又快又强大，最后对该影响进一步补充，指出工业革命大规模的发展给我国的生产、消

费、运输和废物处理等带来了挑战。由此可知，文段重在强调工业革命给中国人与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发展前景”和“威胁”是对“影响”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和 C项：文段的背景表述，非文段重点。B 项：表述片面，文段还强调了给中国发展带来的隐忧。

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代词“它们”出现在最后一句。根据就近原则，“它们”指代前一句中出现的名词，即“实

用型工艺品”。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A 项。

拓展

B项、C 项和 D 项：均非“它们”所指代的对象。

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5%，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通过毛泽东和周谷城的一次谈话，重点突出后一句“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所蕴含的道理，

意在强调成功也可能会使人骄傲，不再奋发，可能还会导致失败，也就是告诫我们“戒骄戒躁”的道理。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戒骄戒躁”与上述故事所反映的道理一致。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项：“毫不气馁”形容人失败后毫不灰心，继续努力；C 项：“忍辱负重”为了完成艰巨的任务，忍受暂时的

屈辱；D项：“持之以恒”长久坚持下去，三项均与文段所体现的道理不符。

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36%，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是隐性并列，讲述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分别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贫困人口

减少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文段结构为“分—分”，全面概括可知：新时期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对文段的全面概括。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项：无中生有，文段并未提到。C 项和 D 项：两项表述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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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7%，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第一句是由“同时”引导的并列结构，从深化国企改革和落实国家政策两方面去讲述如

何提高创新，第二句是对第一句的进一步说明，指出创新出自己的“核心技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文段结

构为“分—总”，强调的是核心技术的重要性。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B 项和 C 项：均未出现“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偏离重点。

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92%，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通过将粮食增长速度与其他方面作对比来说明粮食增长速度很快，然后由转折词“尽

管如此”引出文段的重点，即“今天在全世界仍有很多人口得不到充足的粮食”，最后通过列举世界部分地区饥

饿人口的例子补充说明。文段结构为“分—总—分”，重在强调全世界仍有很多人口得不到充足的粮食。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项和 C项：均为转折之前的内容，非文段重点。D 项：为举例论证部分，非文段重点。

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2%，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与文段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对应“‘亚健康’在全世界发生率很高，它是……一种不适状态”和“‘亚健康’就是

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说明“亚健康”不是一种病。A 项把原文的“发生率”偷换为“发病率”，属于

偷换概念，错误。B项对应“‘亚健康’一词是从国外传过来的”，符合文意，正确。C 项对应“它是由于心理

社会环境的压力而造成人体的一种不适状态”，符合文意，正确。D 项对应“‘亚健康’就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

间的状态”，符合文意，正确。

因此，选择 A 选项。

9、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1%，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这段文字先讲了近代政治学理论中共和国的概念，然后用“应当说，这种政治理论观点可能

适用于近代国家情况，但不合乎古代政治观念”表达作者的观点，最后列举古代政治观念中共和国的概念的例子

说明了作者的观点，文段结构为“分—总—分”，文段重点为作者的观点，强调近代政治学理论中对共和国的概

念和古代的概念理解不一样。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项、C 项和 D 项：均为近代政治学的观点，没涉及到古代共和国概念，对原文概括不够全面。

1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9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与文段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对应“游泳是人体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进行的一项运动”，符合文意，正确。B

项对应“人在陆地上的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走、跑、跳、投等习惯性的运动技能，由于活动环节、姿势、呼吸、

动力等因素的改变，都不能在水中直接运用”，可知“人在陆地上的运动技能可以直接在水中运用”曲解文意，

错误。C项对应“凡是初学游泳的人，不是先学某一个动作，而是先从熟悉水性这个环节开始”，符合原文，正

确。D项对应尾句“消除怕水的恐惧心理，是学习游泳的入门关键”，符合原文，正确。

因此，选择 B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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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解决了千兆位以太网传输性能下降问题”出现在第一句话末尾。根据“千兆位以太网采用

帧突发技术解决了大量短帧传输所收起的传输性能下降的问题”可知，这种技术是“帧突发技术”。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C 选项。

1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与文段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 项对应“而一旦涉及到精神文化层面时则常常比较踌躇，甚至是内在抵制。”可见其对西

方文化的精神层面不易接受，不符合文意，错误。B 项对应“涉及到精神文化层面时则常常比较踌躇，甚至是内

在抵制”，文段说的是中国对西方文化的精神层面比较踌躇和抵制，而非文化的物质层面，属于偷换概念，错误。

C项对应“中国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具有某种程度的暧昧性和矛盾性”，符合原文，正确。D 项“水火不容”无

中生有，且表述过于绝对，错误。

因此，选择 C 选项。

1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0%，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与文段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 项对应“要买铁炒锅，不要买不锈钢炒锅”，说明铁炒锅比不锈钢炒锅好，属于曲解文意，

错误。B项对应“也不要用不锈钢锅长期盛放油、酱、醋等食品”，属于曲解文意，错误。C 项对应“……使用

不当会释放对身体有害的物质”，符合原文，正确。D 项对应“不锈钢炒锅易糊锅，又不好清洗，而且化学结构

复杂”和“使用不当会释放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文段说的是“不锈钢炒锅”，而非“铁锅”，属于偷换概念，

错误。

因此，选择 C 选项。

14、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8%，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前两句论述了孔子学说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巨大，后两句论述了孔子学说的信条有局

限性，限制了人们的好奇心、创造力和自由探讨。文段结构为“分-分”，全面概括即为：孔子学说对中国历史

发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全面概括。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和 B项：表述过于片面，不是对两面的全面概括。C 项：文段说的是“孔子学说中最重要的信条是每个人要

知道自己在社会等级中所处的地位”，而非“孔子让每个人知道”，曲解文意。

1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与文段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对应“但这些检查监督，既不能自行监督，也不能互相监督”，由此可知，审计机构能

起到有效监督的作用，符合原文。B 项和 D 项，对应原文尾句“但这些检查监督，既不能自行监督，也不能互相

监督，更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可知会计检查制度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不能实现自行监督，B项和 D

项不符合原文。C项对应第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没有设置独立审计机构”，不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A 选项。

1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9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数列变化趋势平缓，优先考虑做差。

第二步，做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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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数列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9＋2＝11，则所求项为 35＋11＝46。

因此，选择 D 选项。

1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数列有明显倍数关系，优先考虑做商。

第二步，做商如图所示：

商数列是公差为 1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4＋1＝5，则所求项为 72×5＝360。

因此，选择 B 选项。

1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6%，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数列变化趋势较快，考虑递推积数列。

第二步，观察数列发现 3＝1×3，9＝3×3，27＝3×9，规律为第三项＝第一项×第二项，则所求项为 9×27＝243。

因此，选择 B 选项。

19、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特殊数列。

第二步，数字变化无明显规律，考虑组合拆分，将每一项拆成两部分，如图所示：

对两部分做商，商数列为 1，2，3，4，下一项为 5，选项中只有 D 选项（5÷1＝5），满足规律。

因此，选择 D 选项。

20、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6%，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特殊数列。

第二步，数字变化无明显规律，考虑组合拆分，将每项拆分为 3 个部分，如图所示：

观察发现 7＝1＋6，8＝1＋7……，规律为每一项中间数字等于前后两数字之和，选项中只有 D选项（3＋3＝6），

满足规律。

因此，选择 D 选项。

2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8%，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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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数图推理。

第二步，观察数列发现 14＝2＋3＋5＋4，11＝1＋4＋1＋5，规律为中间数字是周围四个数字之和，则所求项为 2

＋2＋6＋6＝16。

因此，选择 C 选项。

2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9%，易错项：B。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项数较多，考虑多重数列。

第二步，数列有八项，考虑奇数项、偶数项分别成规律。

奇数项：1，7，13，19，是公差为 6 的等差数列；

偶数项：9，27，（45），63，猜测是公差为 18 的等差数列，则所求项为 27＋18＝45，验证 45＋18＝63，满足

规律。

因此，选择 C 选项。

解法二：考虑两两分组，分组为（1，9），（7，27），[13，（ ）]，（19，63），组内做差得到差数列为

8，20，（32），44，猜测差数列式公差为 12 的差数列，下一项为 20＋12＝32，则所求项为 13＋32＝45，验证

32＋12＝44，满足规律。

因此，选择 C 选项。

2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0%，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观察数列，每项数据皆在幂次数附近波动，考虑幂次修正数列。

第二步，幂次化指数形式如下：

底数数列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则所求项底数为 9＋2＝11，指数数列和修正数列分别是 2和－1 的常数数列，

则所求项为 11²－1＝120。

因此，选择 A 选项。

解法二：数列变化趋势平缓，考虑做差，做差如图所示：

差数列是公差为 8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32＋8＝40，则所求项为 80＋40＝120。

因此，选择 A 选项。

解法三：考虑因式分解。原数列可转化为 1×0，2×4，3×8，4×12，5×16，“×”前是公差为 1的等差数列，

下一项为 5＋1＝6；“×”后是公差为 4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16＋4＝20。所求项为 6×20＝120。

因此，选择 A 选项。

2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4%，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项数较多，考虑多重数列。

第二步，数列有八项，考虑两两分组，分组为（1，3），（13，15），（27，29），组内做差均为 2，则所求项

为 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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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 选项。

25、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8%，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特殊数列。

第二步，数字变化无明显规律，考虑因式分解。原数列可分别分解为：1×2，2×3，3×5，4×7，（5×11），6

×13。“×”前是公差为 1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4＋1＝5；“×”后为 2，3，5，7，是连续的质数数列，下一

项为 11。则所求项为 5×11＝55。

因此，选择 C 选项。

2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将每相邻四项放在一组内，原式＝（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2001）＋…＋

（4＋3－2－1）。

第三步，每组内计算均为 4，则最终可得 。

因此，选择 D 选项。

解法二：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原式＝2008＋（2007－2006－2005＋2004）＋（2003－2002－2001＋2000）＋…＋（3－2－1＋0）。

第三步，后面每组计算均为 0，则最终结果为 2008＋0＋0…＋0＝2008。

因此，选择 D 选项。

2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0%，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原式 。

因此，选择 A 选项。

解法二：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原式 ，与之最接近的为 A 选项。

因此，选择 A 选项。

2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2%，易错项：B。

解析

解法一：

第一步，本题考查不定方程问题。

第二步，根据 ，可得 ； ； ；

； 。

第三步，根据第七项等于 18，可得不定方程 ，因为 和 18 均为偶数，则 也为偶数， 为

偶数。故 ， ， 。

第四步， ， ， 。

因此，选择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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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二：

第一步，本题考查不等式。

第二步，根据 ，可得 ，整理后

。

第三步，又因 ，即 ，只有 C 选项

满足。

因此，选择 C 选项。

29、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6%，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几何问题，属于平面几何类。

第二步，根据圆的面积为 ，解得 。如图所示，设圆内接长方形的长为 a、宽为 b，根据勾股定

理有 a²＋b²＝（2r）²＝8。

第三步， ，则长方形的最大面积为 4。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当圆内接长方形为正方形时，面积最大。

3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9%，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植树问题。

第二步，根据公式 ，可知相邻两树的间距为 （米）。

第三步，则第 1 棵桃树到第 20 棵桃树间的距离是 5×（20－1）＝95（米）。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从第 1 棵树到第 n 棵树之间有（n－1）间隔。

31、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属于利润率折扣类。

第二步，根据股票 P 上涨 6%，涨了 0.36 元，可得股票 P涨价前的价格为 （元）；同理，股票 Q涨价

前的价格为 （元）。

第三步，则两种股票在涨价前的差价是 21－6＝15（元）。

因此，选择 D 选项。

3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2%，易错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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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行程问题，属于相遇追及类。

第二步，第一列车相对于第二列车的速度为 14＋12＝26（米/秒）。

第三步，第一列车的车长等于第一列车相对于第二列车 5 秒的路程，即 26×5＝130（米）。

因此，选择 D 选项。

3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5%，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容斥问题，属于二集合容斥类。

第二步，设总题目数为 12x（3和 4的最小公倍数），两人都没有答对的题目为y，则 A答对的题目为 ，

两人都答对的题目为 。根据两集合容斥公式可得 9x＋25－8x＝12x－y，整理得 y＋25＝11x。

第三步，因为 x，y 必须是整数，y＋25 必是 11 的倍数，只有 D选项满足。

因此，选择 D 选项。

3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8%，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牛吃草问题。

第二步，设大厅原有旅客人数为 y，大厅入口处旅客速度为 x，根据牛吃草公式可得方程组 y=（10－x）×5、y=

（12－x）×3，解得 x=7、y=15。

第三步，根据入口处旅客速度增加到 1.5 倍，可得现速度为 7×1.5＝10.5。设在 2小时内使大厅中所有旅客买

到票至少应开售票窗口数为 N，则 15＝（N－10.5）×2，解得 N＝18。

因此，选择 C 选项。

35、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8%，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行程问题，属于相遇追及类。

第二步，根据公式 v＝at，甲车出发 9分钟后，速度为 （米/秒），小于乙车速度。

第三步，此后两车距离不断缩小，当甲车与乙车速度相同时，两车距离最接近，故还需要＝ （秒）

＝6（分钟），即乙车运行 6 分钟与甲车距离最近。

因此，选择 D 选项。

3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6%，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床铺”是“客房”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机票”是在“机场”登机的凭证，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B项：“聪明”与“智商”可能是正相关的，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C项：“课桌”是“教室”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项：“驾驶员”驾驶“汽车”，二者属于主宾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3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5%，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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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是“汽车”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水果”是含水分和糖分较多的“植物”果实，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B项：“民法”是“法律”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项：“护士”在“医院”工作，二者属于场所对应关系，排除；

D项：“行政法”和“环境法”都是法律，二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3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4%，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愉快”和“快活”都指快乐、开心，二者属于近义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信任”指相信而敢于托付，“信息”指音讯、消息、通讯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泛指人类社会传播的

一切内容，二者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B项：“严肃”指令人敬畏、严格认真的状态，“严谨”指严密谨慎、细致，二者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C项：“真诚”和“诚实”都指率真诚挚，二者属于近义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项：“闲聊”指闲谈，和“休闲”不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3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祝福》”的作者是“鲁迅”，二者属于作者和作品的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二者属于作者和作品的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项：“宋江”是“《水浒》”中的主人公，二者属于主人公和作品的对应关系，排除；

C项：“喜儿”是“《白毛女》”中的主人公，二者属于主人公和作品的对应关系，排除；

D项：“《骆驼祥子》”的作者是老舍，不是“茅盾”，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0、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9%，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肥沃”与“土地”属于偏正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保持”与“清醒”属于动宾关系，排除；

B项：“谨慎”与“办事”属于偏正关系，但词语顺序与题干不一致，排除；

C项：“开朗”与“心情”属于偏正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项：“晴朗”与“天气”属于偏正关系，但词语顺序与题干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4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5%，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红灯”是交通信号灯的一种，意味着“停止”，二者属于信号灯和交通规则的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伤心”时可能会“哭泣”，二者属于或然对应关系，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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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愉悦”时可能会“歌唱”，二者属于或然对应关系，排除；

C项：“绿灯”是交通信号灯的一种，意味着“能行”，二者属于信号灯和交通规则的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

系一致，符合；

D项：“微笑”可能表示“友好”，二者属于或然对应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4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7%，易错项：C。

解析

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A项：“邮件”在“信箱”里，二者属于地点对应关系，“电脑”和“激光”无明显逻辑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

一致，排除；

B项：“信箱”是“邮局”的组成部分，“硬盘”是“电脑”的组成部分，二者均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

前后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项：“邮递员”打开“信箱”，“程序员”使用“电脑”，均属于主宾关系，但词语前后顺序相反，前后逻辑

关系不一致，排除；

D项：“光缆”和“信箱”无明显逻辑关系，“光驱”是“电脑”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

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4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7%，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慷慨”和“大方”均表示对钱财不吝啬，二者属于近义关系，且“慷慨”为书面化用语。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谈天”即聊天，与“休闲”不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B项：“抖动”和“颤栗”均可以表示发抖、颤动，二者属于近义关系，且“颤栗”为书面化用语，但词语顺序

与题干不一致，排除；

C项：“神气”指神情、神态有精神、有气魄，也指得意或骄傲的样子等，“豪气”指豪迈的气概，二者不属于

近义关系，排除；

D项：“拷贝”是英文 copy 的音译词，和“复制”属于近义关系，且“拷贝”为书面化用语，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4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8%，易错项：B。

解析

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A项：“功劳”和“过失”属于反义关系，“谦虚”和“傲慢”属于反义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项：“错误”和“过失”属于近义关系，“谦虚”和“内向”无明显逻辑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C项：“过失”可能会导致“失败”，二者属于或然因果关系，“愧疚”和“谦虚”无明显逻辑关系，前后逻辑

关系不一致，排除；

D项：“成就”和“过失”属于反义关系，“谦虚”和“虚心”属于近义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5、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5%，易错项：A。

解析

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A项：“手机”具有“通信”作用，二者属于功能对应关系，“程序”和“言论”无明显逻辑关系，前后逻辑关

系不一致，排除；

B项：“手机”可以收发“短信”，二者属于对应关系，“程序”和“文学”无明显逻辑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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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排除；

C项：使用“手机”需要“信号”，二者属于条件关系，使用“电脑”需要“程序”，二者属于条件关系，前后

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项：“电脑”和“手机”都是电子产品，二者属于并列关系，“程序”和“文化”无明显逻辑关系，前后逻辑

关系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4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气候”“变暖”会导致“气温”上升，“气候”与“变暖”属于主谓关系，且二者与“气温”属于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生存”与“发展”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B项：“极冰”“融化”会导致“水位”上升，“极冰”与“融化”属于主谓关系，且二者与“水位”属于对应

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项：“保护”与“环境”属于动宾关系，排除；

D项：“气体”是名词，与“温室”无法构成主谓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47、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96%，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长城”位于“中国”，二者属于地点对应关系，“长城”是“古迹”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开发商”和“银行”不属于地点对应关系，排除；

B项：“学生”在“教室”，二者属于地点对应关系，但词语顺序与题干不一致，排除；

C项：“茶杯”和“茶壶”都是茶具，二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D项：“大脑”位于“人体”内，二者属于地点对应关系，“大脑”是“器官”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

种属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4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9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高尚”与“卑鄙”属于反义关系，且“高尚”和“卑鄙”都是“德行”，二者与“德行”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

属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谦虚”与“骄傲”属于反义关系，且“谦虚”和“骄傲”都是“品质”，二者与“品质”属于包容关系

中的种属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项：“伟大”与“自豪”不属于反义关系，排除；

C项：“平凡”与“平庸”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D项：“有才”与“有德”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9、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20%，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床前明月光”出自“李白”的诗——《静夜思》，“思念”是此诗表达的情感，三者属于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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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白日依山尽”出自“王之涣”的诗——《登鹳雀楼》，“境界”是作者作此诗时所展现的思想状态，而

非情感，排除；

B项：“青春作伴好还乡”出自“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激情”是此诗表达的情感，三者属

于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项：“卷起千堆雪”出自“苏东坡”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而非诗，排除；

D项：“高峡出平湖”出自“毛泽东”的词——《水调歌头•游泳》，而非诗，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登鹳雀楼》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和人生境界，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

精神。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的前半部分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

回故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

《念奴娇•赤壁怀古》上阕写景，描绘了万里长江及其壮美的景象。下阕怀古，追忆了功业非凡的英俊豪杰，抒

发了热爱祖国山河、羡慕古代英杰、感慨自己未能建立功业的思想感情。

《水调歌头•游泳》该词描绘了 1956 年中国积极建设的现象，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建设祖国和改变山河的豪

迈气概，体现出来毛泽东对未来景象的展望，也表达出了一桥贯通大江南北的历史意义

50、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红色”和“蓝色”都是“花朵”的颜色，“红色”与“蓝色”属于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系，且与“花朵”属于

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和平”与“战争”非此即彼，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中的矛盾关系，排除；

B项：“及格”与“合格”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C项：“原野”指没有树林、建筑物或巨大岩石的大片“土地”，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排除；

D项：“物理学”和“化学”都是“知识”的类型，“物理学”与“化学”属于并列关系中的反对关系，且与“知

识”属于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5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4%，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对称性特称明显，优先考虑对称性。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均关于竖轴对称，依此规律，只有 C 项符合。

因此，选择 C 选项。

5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每幅图中都有箭头，优先考虑功能元素。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中，箭头均指向锐角，只有 B 项符合。

因此，选择 B 选项。

5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8%，易错项：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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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每个图形均由多种元素组成，考虑元素的个数和种类。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经观察发现元素的个数和种类无规律，继续观察题干元素均是竖向排列，而不是元素的简单堆砌，依此规律，只

有 C 项符合。

因此，选择 C 选项。

5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9%，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封闭性开放性特征明显，考虑属性类封闭性。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均是开放式图形，依此规律，只有 C 项符合。

因此，选择 C 选项。

5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同（奇数项相同、偶数项相同），局部位置变化明显，考虑平移。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中，偶数项图形组成元素相同，排除 B、C 项；观察题干中奇数项，椭圆的位置依次向下移动，偶数项，

横线的位置也依次向下移动，则问号处横线应该在最下面，只有 A 项符合。

因此，选择 A 选项。

5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2%，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似，优先考虑样式类运算。

第二步，两段式，第一段找规律，第二段应用规律。

第一段图形均有横线，第二段图形均有圆，依此规律，只有 D 项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5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27%，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线条的特征比较明显，考虑数线。

第二步，两段式，第一段找规律，第二段应用规律。

第一段图形直线条数依次为 4、5、6，呈等差规律，第二段应用规律，图形直线条数依次为 8、6，？，问号处应

该有 4 条直线，只有 B 项符合。

因此，选择 B 选项。

5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1%，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五角星是常考的一笔画图形，考虑一笔画。

第二步，两段式，第一段找规律，第二段应用规律。

第一段，图形的最少笔画数分别为 2、1、3，2+1=3；第二段，图形最少笔画数分别为 1、1、？，1+1=2，问号处

图形应为两笔画，只有 C 项符合。

因此，选择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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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36%，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似，优先考虑样式类运算。

第二步，两段式，第一段找规律，第二段应用规律。

第一段，图形均有两条平行等长的直线，第二段，图形均有两个大小相等的圆，只有 C 项符合。

因此，选择 C 选项。

6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8%，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每个图形均有封闭区间，考虑数面。

第二步，两段式，第一段找规律，第二段应用规律。

第一段，图形面的个数依次为 1、2、3，呈等差规律，第二段，图形面的个数依次为 3、5，？，问号处图形应有

7个面，只有 B项符合。

因此，选择 B 选项。

6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2%，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键词“所有”及提问方式，确定为集合推理选非题。

第二步，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A项：由“所有电力公司职工都参加了抗雪救灾工作”换位可得“有的参加救灾是电力职工”，可以推出；

B项：由“某部武警官兵也参加了抗雪救灾工作，该部武警官兵强化了冬季军事训练”可得“某部武警官兵既参

加抗雪救灾工作又强化冬季军事训练”，可以推出；

C项：由“铁路人员大多没参加军事训练”，无法确定“有的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冬季军事训练”的真假，

无法推出；

D项：因“所有”可以推出“有的”，由“铁路部门都参加了抗雪救灾工作”可以得到“有的铁路部门的工作人

员参加了抗雪救灾工作”，可以推出。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1）“有的是…”为真，无法推出“有的不是…”也为真；

（2）集合推理三个换位：①“所有 S都不是 P”换位可得“所有 P都不是 S”，②“所有 S 都是 P”换位可得“有

的 P 是 S”，③“有的 S是 P”换位可得“有的 P 是 S”；

（3）所有→某个→有的。

6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9%，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键词“可能”，确定为模态推理。

第二步，进行推理。

“可能会”等于“不必然不”，由“近日股市可能会上涨”可以得到：“近日股市不必然不上涨”。

因此，选择 D 选项。

6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3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只有……才……”，确定为翻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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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保持健康→锻炼且吃保健品

小夏说“不同意”，是对①的否定，则①的矛盾命题即为他同意的观点，①的矛盾命题为：保持健康且（¬锻炼

或¬吃保健品）。

第三步，进行推理。

A项：保持健康，锻炼→¬吃保健品，根据“否定肯定式”，A 选项否定了“¬锻炼”这一支，可以得到肯定“¬

吃保健品”这一支，可以推出；

B项：保持健康，¬吃保健品→锻炼，根据“否定肯定式”，B 选项“¬吃保健品”是肯定其中一支，否定了“¬

锻炼”这一支，无法推出，排除；

C项：题干中是“或”关系，只能知道其中一个成立就可以成立，推不出两个都成立，排除；

D项：题干中是“或”关系，只能知道其中一个成立就可以成立，推不出两个都不成立，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根据“否定肯定式”，如果否定“或”关系其中一支，那么肯定另一支。

6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3%，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键词“所有……都……”等，确定为集合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甲村村民→参加选举

②有的乙村村没参加选举

第三步，进行推理。

A项：根据①②递推，可以得出“有的乙村村民不是甲村村民”，可以推出；

B、C两个选项，“有的乙村村民没参加选举”，因没参加选举的可能是选民也可能不是选民，得不到“乙村村

民”与“希望镇选民”的关系，，无法得出确定结论，排除；

D项：结合 A项：可知“有的乙村村民不是甲村村民”，因“有的不”为真，“有的是”为不确定真假，推不出

必然结论，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1）假言命题推理规则“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否前未必否后，肯后未必肯前”；

（2）递推规则：A→B，B→C，得到 A→C；（3）“有的不…”为真，不必然推出“有的是…”也为真。

6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有若干论断和真假限定，确定为真假推理。

第二步，找关系。

翻译题干可得：

赵：乙第二→甲第一，利用“鲁宾逊定理”可得“非乙第二或甲第一”

钱：丙第三→甲第一，利用“鲁宾逊定理”可得“非丙第三或甲第一”

孙：非甲第一

题干无矛盾和反对关系，可采用代入法。

代入 A 项：当甲是第一名时，根据“或关系”的特性“一真则真”，可知赵的话和钱的话都为真，与题干限定“一

真两假”矛盾，故该项不成立，A项不可能为真。

因此，选择 A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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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当 B、C、D三项为真时，即丁是第一名、乙是第二名、丙是第三名，此时甲是第四名。该种情况下可得：赵为假，

钱为假，孙为真，与题干中“三人推测中一真两假”相符，因此 B、C、D 三项可以为真。

6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反驳”，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这段材料都是真的。

论据：它来自公开出版物。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建立联系。“公开出版物上的材料都是真的”，说明这段材料一定是真的，具有加强作用。

B项：不明确项。“有的公开出版物上的材料是真的”，“有的”的逻辑含义为“至少存在一个，最多存在全部”，

故该项只能说明这段材料可能是真的，不具有削弱作用。

C项：否定前提。“有的公开出版物上的材料不是真的”，而题干论证过程隐含的前提为“所有来自公开出版物

的材料都是真的”，该项与之矛盾，具有削弱作用。

D项：不明确项。“有的真材料并不来自公开出版物”，不必然推出“来自公开出版物的都不是真材料”，不具

有削弱作用。

因此，选择 C 选项。

6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8%，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那么……”，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期限内拆除→依法强拆

第三步，进行推理。

居民说“不同意”，那么他所同意的观点为①的矛盾命题，即居民同意：¬期限内拆除且¬依法强拆。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B的矛盾命题：A 且¬B。

6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8%，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依据题干特征和提问方式，确定为归纳推理选非题。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由“近几年，我国大陆房地产业迅速升温”可知“近几年商品房价格偏高”，可以推出；

B项：由“很多人节衣缩食只为购买一套住房”可知“房价偏高下买房人可能会成为房奴”，可以推出；

C项：由题干得不到“应该为两套或以上房子活着”，无法推出；

D项：由“有的人不愿意将大半生的积蓄耗在房子上，声称人不能为一套房子而活着”可知“有的中国人感到生

活中有意义的内容很多，住房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可以推出。

因此，选择 C 选项。

69、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4%，易错项：D。

解析



- 17 -

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有信息匹配特征，确定为分析推理。

第二步，辨析选项。

由题干可知：A、B比 C、D好，要想推出 E比 D好，只要 E要比 A好或比 B好即可（因 E比 A好，A 比 D 好，所

以 E 比 D 好）。

因此，选择 B 选项。

70、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7%，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若干论断和真假限定，确定为真假推理。

第二步，找关系。

甲：¬甲

乙：乙→丙

丙：乙→丁

丁：乙且¬丙

乙和丁为矛盾关系。

第三步，看其余。

根据矛盾关系的特性“必有一真，必有一假”及题干的真假限定“四人中只有一人猜对”，可知真话在乙和丁之

中，则其余甲和丙的话为假。

甲的话为假可得：甲入选；

丙的话为假可得：乙入选且丁不入选，进而推出甲、乙入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A→B的矛盾命题：A 且¬B。

71、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一种几何尺寸的度量单位，1纳米为百万分之一的毫米，就是十亿分之一米。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1 纳米是十亿分之一米，则纳米是一种长度单位，表述正确；

B项：1 纳米是一亿分之一分米，十万纳米不可能等于一分米，表述错误；

C项：纳米是长度单位，并非表述先进的技术，表述错误；

D项：纳米是长度单位，并非表述微小的结构，表述错误。

因此，选择 A 选项。

72、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最先出现的信息往往记得牢固和准确；

②或给个体留下的印象最鲜明深刻。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以后的微笑不及初次见面的微笑迷人，体现了“最先出现的信息给个体留下的印象最鲜明深刻”，符合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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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周平发现王经理热情真诚是个人主观的感受，但这份感受是否是第一次见面留下来的未明确，未涉及“最

先出现的信息”，不符合定义；

C项：叙别的情形属于回忆过往印象最深的信息，但印象最深的是否是第一次见面留下来的未明确，未涉及“最

先出现的信息”，不符合定义；

D项：手头的事是形容只能记住短暂最近的事情，但未涉及“最先出现的信息”，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73、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以公正为理念依据；

②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

③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和条例。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以国家机构和政府为主的一些公共机构就是“国家立法和行政干预”的主体，符合定义；

B项：价值取向主要是效率而非公平正义，与“以公正为理念依据”表述不一致，不符合定义；

C项：以社会公众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为目的制定的政策，都是“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增进社

会的整体福利”的政策，符合定义；

D项：社会政策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体现为“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和条例”，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7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2%，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投入一定的资源；

②使其价值增值；

③以某种形式的产出提供给社会。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银行需投入一定的“资源”，通过资金融通使其服务“价值增值”，最后提供满足顾客需求的服务，符合

定义；

B项：打扫家庭卫生未体现“价值增值”，且打扫家庭是保持家庭卫生的表现，未体现“以某种形式的产出提供

给社会”，不符合定义；

C项：设计方案需投入一定的劳动“资源”，经过设计成为“价值增值”的成品方案，最后提供给社会需求方，

符合定义；

D项：生产鞋子需提供一定的成本“资源”，经过加工成为“价值增值”的鞋子，最后提供给社会公众，符合定

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75、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5%，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同一商品由于流通环节、购销地区、购销季节以及质量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额。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同一本书属于“同一商品”，发售两年后价格发生变化，属于由于“购销季节不同而形成价格差额”，符

合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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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萝卜属于“同一商品”，由于萝卜的新鲜程度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早上和下午售价不同，属于由于“质

量不同而形成价格差额”，符合定义；

C项：富康轿车与大众轿车并非“同一商品”，不符合定义；

D项：盐属于“同一商品”，甲地因为产盐导致售价比乙地便宜，属于由于“购销地区不同而形成价格差额”，

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C 选项。

7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或特殊性结论。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南京、北京、东京的乌鸦黑推出天下乌鸦黑，属于由特殊推出一般性结论，不符合定义；

B项：所有的花是“一般性前提”，玫瑰花是“特殊性或个别性”，由所有的花都是美丽的推出玫瑰花是美丽的，

属于“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符合定义；

C项：大学生小陈的情况推出所有东北女大学生的情况，属于由特殊推出一般性结论，不符合定义；

D项：老王的情况推出老李的情况，属于由个例推个例，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7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9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秦兵马俑是秦代遗留下来的，对研究秦朝和历史文化和对后代的影响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属于“历史遗

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符合定义；

B项：童年图画并非“历史遗留下来的”，且童年图画仅是对王老个人的影响比较深远，但未体现“在文化发展

史上有价值的东西”，不符合定义；

C项：黄果树瀑布属于自然景物，与“文化发展史”无关，不符合定义；

D项：陈老板的汽车并非“历史遗留下来的”，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7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

②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

③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甲购买印刷机，未涉及“租赁”，不符合定义；

B项：出租人甲根据承租人乙的选择，购买了某厂机器供乙使用，承租人乙向其支付租金，符合定义；

C项：出租人甲自主购买播种机，未涉及“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的选择”，不符合定义；

D项：出租人甲未涉及“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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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9%，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北半球西太平洋地区；

②近中心最大风力不小于 12 级的热带气旋。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最大风力 11 级，未达到“风力不小于 12 级”的强度，不符合定义；

B项：菲律宾在北半球西太平洋地区，最大风力 12 级，达到了“风力不小于 12 级”的强度，符合定义；

C项：美国佛罗里达州在东太平洋地区，并非在“北半球西太平洋地区”，不符合定义；

D项：澳大利亚大陆西侧海洋在南半球，并非在“北半球西太平洋地区”，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8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8%，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自己思考问题时所伴随的一种不出声的言语。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学员小声议论，并非“不出声的言语”，不符合定义；

B项：老张陷入沉思，所思所想都属于“自己思考问题时所伴随的一种不出声的言语”，符合定义；

C项：小李小声说话，并非“不出声的言语”，不符合定义；

D项：老李与老赵大声争执，并非“不出声的言语”，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8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已知现期量与基期量的增长量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三段，“2006 年江苏省医疗结构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11442 个，营利性医疗机构 5073 个”。

第三步，根据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2006 年度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比营利性医疗机构多 11442－5073 个，选

项尾数不同只看尾数，尾数为 9。

因此，选择 C 选项。

82、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4%，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和差类简单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二段，“2006 年新增社区卫生服务站 1418 个，较上年增长 56.61%，新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0

个，增长 74.07%”。

第三步，显然 2006 年度江苏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增长率（74.07%）比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增长率（56.61%）多，

排除 B、D 选项；剩余选项差距大，数据取整处理，约多了 74%－57%＝17%，结合选项即“多 17.46 个百分点”。

因此，选择 A 选项。

83、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读数比较与增长量公式比较相结合的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三段，“2006 年医疗机构按经济类型分，集体 5871 个，私营医疗机构 5275 个……与上年比国

有医疗机构增加 193 个，增长 5.45%；集体医疗机构增加 1215 个，增长 26.04%；私营医疗机构增长了 5.97%”。

第三步，解法一：材料未提及“合资医疗机构”相关情况，排除 D 选项；2006 年度集体医疗机构的增长量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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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1215 个，26.04%）均高于国有医疗机构（193 个，5.45%），排除 A 选项；集体医疗机构增长率（26.04%）

高于私营医疗机构（5.97%），增长最快的为集体医疗机构，且其现期量（5871 个）也大于后者（5275 个），根

据增长量比较“大大则大”原则，可得前者增长量高于后者，故增加最多的也是集体医疗机构。

因此，选择 B 选项。

解法二：题目问“增加最多最快的是”哪个选项，说明增长量最多和增长率最高的是同一个类型的医疗机构，材

料已给出 A、B、C 选项增长率（D未提及，直除排除），故只需要直接选择出其中增长率最高的医疗机构即可，

即集体医疗机构（26.04%）。

因此，选择 B 选项。

8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5%，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其他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三段，“2006 年度，江苏省有医院 1061 个，卫生院 1407 个”。

第三步，根据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增长率＝增长量÷基期量，2006 年度卫生院的数量比医院数量多 1407

－1061＝346（个），增长率为 。

因此，选择 C 选项。

85、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量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二段，“2006 年江苏省新增社区卫生服务站 1418 个，较上年增长 56.61%”。

第三步，根据增长量=现期量×增长率÷（1+增长率），利用增长量计算 n＋1 原则，增长量＝现期量÷（n+1），

即现期量＝增长量×（n＋1），56.61%≈ ，则 2006 年江苏省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数量约 1418×（1.8＋1）≈

1400×2.8＝3920（个）。

因此，选择 D 选项。

8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5%，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读数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诊疗人次—医院”所在列，“2001 年、1992 年、1996 年、1991 年医院诊疗人次分别为 12.50、

15.35、12.81、15.32 亿次”。

第三步，1992 年医院诊疗人次（15.35 亿次）最多。

因此，选择 B 选项。

8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入院人数—医院”所在列，“2001 年医院入院人数为 3759 万人，1995 年为 3073 万人”。

第三步，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选项出现首位相同情况，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三位，分子

减法考虑截位舍相同，可得 2001 年的医院入院人数比 1995 年增长了 ，直除首两位商 22。

因此，选择 C 选项。

8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7%，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和差类简单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诊疗人次—卫生院”所在列，其中 1985 年卫生院接受诊疗人次最大（11.00 亿次），2005

年最小（6.99 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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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卫生院接受诊疗人次最大值（11.00 亿次）与最小值（6.99 亿次）的差额为 11.00－6.99，观察选项精

确度与材料一致且尾数不同，考虑用尾数法进行计算，尾数为 1。

因此，选择 B 选项。

8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2%，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比重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1998 年、2000 年、2004 年、2005 年卫生院接受诊疗人次分别为：8.86、8.37、7.03、6.99

亿次，总诊疗人次分别为：21.25、21.23、22.03、23.05 亿次”。

第三步，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几个分数差异较大，分母简单取整即可，可得 1998 年、2000 年、2004 年、

2005 年卫生院接受诊疗人次在当年总诊疗人次中所在比重分别约为： ， ， ， ，根据分数

性质（分子大且分母小的分数大），1998 年比重最高。

因此，选择 A 选项。

90、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3%，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正确的一项。

第二步，A 选项，读数比较，定位表格“诊疗人次—卫生院”所在列，1991 年卫生院接受诊疗的人次（10.82 亿

次）大于 1990 年（10.65 亿次），并非逐年递减，错误。

B选项，定位表格，1985 年~2005 年卫生院诊疗人次整体是下降的，且材料并未给出诊疗人次和卫生院建设之间

的关系，错误。

C选项，定位表格，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卫生院诊疗和入院，可见卫生院在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中承担了

重要作用，正确。

D选项，材料并没有提及治疗效果，错误。

因此，选择 C 选项。

9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7%，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平均数计算中的单平均数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国际—旅游收入”所在列，“1996~2000 年中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分别为 102、120.74、

126.02、140.99、162.24 亿元”。

第三步，根据平均数＝总数÷总个数，数据较长，取整即可，取中间值 130，可得 1996 年至 2000 年中国国际旅

游（外汇）收入年平均约为 ＝130.4（亿美元），最为接近的是 C 选

项。

因此，选择 C 选项。

9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9%，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和差类简单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1997”所在行，“1997 年入境旅游人数总计 5758.79 万人次，外国人 742.8 万人次”。

第三步，观察表格可知：入境旅游人数总计＝外国人＋港澳台同胞，数据单位一致，则问号数值应为 5758.79－

742.8，显然结果不是一个整数，满足的只有 C 选项。

因此，选择 C 选项。

9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1%，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正确的一项。

第二步，A选项，读数比较，定位表格“国际—旅游收入”所在列，1996 年至 2000 年间中国国际旅游（外汇）

收入逐年增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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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项，现期比重计算，定位表格“1999”所在行，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数据较长分子分母整体截位舍

相同，1999 年港澳台同胞占入境旅游人数的比重约为 ，首位不能商 9，即小于 90%，错误。

C选项，直接读数，定位表格“1997”所在行，1997 年中国旅游（外汇）收入世界排名第八，错误。

D选项，定位表格“入境—外国人”所在列，1998 年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710.77 万人次）小于 1997 年（742.8

万人次），并非逐年增加，错误。

因此，选择 A 选项。

9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8%，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入境—总计”所在列，“2000 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为 8344.39 万人次，1996 年 5112.75 万

人次”。

第三步，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选项出现首两位相同，精确计算（由于数据位数过多，可

取整处理），可得 2000 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比 1996 年增加 。

因此，选择 B 选项。

9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6%，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和差类简单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入境—外国人”所在列，1996~2000 年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人数分别为 674.43、742.8、710.77、

843.23、1016.04 万人次。

第三步，1996 年至 2000 年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人次数为求上述数字之和，选项精确度与材料一致，且后两位尾

数各不相同，考虑用末两位尾数法解题，0.43＋0.8＋0.77＋0.23＋0.04＝2.27，末两位尾数为 27。

因此，选择 B 选项。

96、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1%，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该地 2007 年乘用车总保有量为 175 万辆，2006 年为 132 万辆”。

第三步，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可得该地 2007 年乘用车总保有量比 2006 年增长

，直除首两位为 32。

因此，选择 A 选项。

9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6%，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重计算中求比重问题。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2007 年、2005 年小型车数量分别为 59.3 万辆、20 万辆，乘用车总数分别为 175 万辆、

95 万辆”。

第三步，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可得该地 2007 年、2005 年小型车数量占该车乘用车总数的比率相差

，结合选项即“增长了 12.8 个百分点”。

因此，选择 C 选项。

9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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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2005 年小型车（20 万辆）比上一年（24.7 万辆）有所减少，排除 B选项；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

期量）÷基期量，几个分数差异大，简单取整即可，可得各选项乘用车保有量增幅分别为：2006 年小型车，

；2007 年普通车， ；2007 年高级车， 。根据分数性质（分子大且

分母小的分数大），可知 2006 年小型车增幅最大。

因此，选择 A 选项。

99、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1%，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值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

第三步，几个分数差异大，简单取整即可，2005 年该地各车型同比增长数占该车乘用车总数的比率分别为：普

通车， ；高级车， ；小型车， 。小型车比率为负，最小；根据分数性质

（分子大且分母小的分数大），可知高级车比率大于普通车。

因此，选择 B 选项。

10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正确的一项。

第二步，A选项，读数比较，定位柱状图，小型车 2005 年保有量（20 万辆）低于 2004 年（24.7 万辆），并非

各种车型均保持大幅增长，错误。

B选项，读数比较，定位柱状图，乘用车保有量总量逐年增加，正确。

C选项，读数比较，定位柱状图，高级车 2006 年保有量（27.9 万辆）低于 2005 年（30 万辆），并非一直增长，

错误。

D选项，读数比较，定位柱状图，2004 年、2005 年、2006 年、2007 年小型车保有量分别为 24.7、20、44、59.3

万辆，先下降后增长，增幅忽正忽负，增长幅度并不稳定，错误。

因此，选择 B 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