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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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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提出互联网服务已从娱乐应用发展至价值应用。然后通过“网络课堂”“网申”“网

络推销”“淘宝”等现象举例论证，最后重申价值应用已经走进每一个人。文段结构为“总—分—总”，主要讲

述互联网发展已至价值应用阶段。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项和 D项：均未体现主体词“价值应用”。C 项：未体现“价值应用”，且“数字化生存”还仅仅是预言，而

非事实。

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9%，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快速浏览文段，重点分析尾句，判别文段话题落脚点。文段首先说明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必须了解衰老

机制。然后通过“人体衰老由……，而……，主要是……”说明人体衰老与干细胞功能的衰竭关系密切。文段话

题落在“干细胞功能衰竭”上，接下来应围绕这一话题论述。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与文段尾句话题一致。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B 项和 C 项：均未涉及文段尾部话题“干细胞功能衰竭”。

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4%，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介绍研究人员针对抑郁者做了两组实验，然后给出实验结果：户外散步比室内散步

更有利于缓解抑郁。文段重点是“结果表明”之后的内容，强调室外散步有利于缓解抑郁。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治疗”过于绝对，文段强调的是与抑郁的关系。B 项：“没有疗效”表述过于绝对。C 项：“更喜欢”

无中生有，文段未提及。

4、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提出观点“一个社会有希望有前景，关键在于公民既有权利追求自由，又有义务担

负责任”。然后通过“只讲自由不讲责任”和“只讲责任不讲自由”从反面论证了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带来的危

害。文段结构为“总—分”，重点是“公民既有权利追求自由，又有义务担负责任”。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和 B项：为反面论证部分的内容，非文段重点，且概括不全面。C 项：“相应对等”无中生有，文段未提及。

5、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4%，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见怪不怪”出现在第一句。分析“见怪不怪”的下文语境。前文提出“诚信危机见怪不怪”

这一观点，后文通过个人、商家、企业三方面说明社会上的不诚信现象非常多。由此可知，“见怪不怪”对应“社

会上不诚信现象多”。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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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B 项和 C 项：“商家”、“企业”、“个人”为不诚信现象中的其中一个对象，概括不全面。

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说明了灾区居民对政府带来的实际受益有不同的思考，然后通过“有必要”引出文

段重点，即要实施差别化的公共政策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文段结构为“分—总”，强调通过差别化的政策来满

足群众的不同需求。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是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项和 D项：“如何看待”“评价意见”文段没有体现。B 项：未阐述“差别化的公共政策”。

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2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强调法律是传达意义的符号。接着用“换言之”解释说明，即法律是特定人群价值

追求的体现。“意义”与“价值”等词说明作者强调的是法律抽象的一面，并且通过“归根到底”可知，文段探

讨的根本层面的问题。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项：根据文段“也是特定人群价值追求的某种显现”可知，“法律的最高价值”表述有误。C项：“基本功能”

文段并未提及，文段只是阐述“法律是人创造出来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技术手段’”，并非基本功能。D 项：“绝

对作用”文段未提及。

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8%，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说明中国在欧洲学者心里完美无缺，接着通过“构建……，没有……”说明欧洲学

者在构建中国形象时无事实依据，最后通过“这”总结全文，指出欧洲人心中的中国形象是虚构的。文段结构为

“分—总”，重点句是最后一句，强调欧洲学者心中完美的中国形象是虚构的。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项：文段阐述的是没有足够的现实材料，而非“不注重”。C 项：文段强调的是在欧洲学者心中中国的美好形

象，而不是讨论“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存不存在的问题。D项：与文段“中国形象跟乌托邦一样完美无缺”相

悖。

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3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句通过“因而”引导出结论，强调世界银行使发展中国家投资项目风险降低。接着通

过“这”引导的句子进一步补充，强调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所以整个文段强调的是世界银行对发

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B项、C 项和 D 项：均未提及文段话题“发展中国家”。

10、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9%，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提出观点“现在国内每年创作歌曲 10 万多首，但作品虽多，好歌难求”。然后通

过“尽管……，但……，更……”解释说明。最后通过“……已成为……的致命症结”说明好歌难求的表现。文

段结构为“总—分”，主要讲的是国内好歌难求。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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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项：“创作歌曲数量过多”无中生有。B 项和 D 项：非文段重点。

11、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37%，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小灵通迅猛增速‘戛然而止’”出现在“此后，随着移动电话对固定电话功能替代的加强，

小灵通的迅猛增速‘戛然而止’”。根据“达到历史最高峰”说明前文是在描述小灵通的迅猛增长。增速戛然而

止之后的一句话是对其原因的解释，即小灵通费用低廉的优势不再明显，服务质量也开始下降，无法漫游，费用

低廉优势不再明显。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C 项和 D 项都是其原因，只有 A 项“2008 年电信重组和 3G 发牌”是小灵通完成历史

使命的标志，不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A 选项。

1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穷途末路”出现在文段首句，分析下文语境。文段从“表面”和“最终”两方面分析小灵

通唯有选择主动退出。分析其最终原因，是原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网通（现在的中国联通）都已经获得

了移动牌照。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项：小灵通的“历史使命”不是预设的，而是不得不面临的现状，阐述错误。C 项：只是在说小灵通的迅速增

长停止，没有阐述出它无路可走的地步。D项：是对增速“戛然而止”的原因的阐释。

1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消费者与市场”出现在文章第三句。根据“对于消费者，小灵通是打破移动资费垄断坚冰

的一把利斧，凭借……迅速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可知小灵通受市场和消费者欢迎是因为打

破价格垄断。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B 项和 C 项：均未从市场和消费者的角度阐述。

1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6%，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观察选项，将选项与文段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对应“在表面上，小灵通占用了 TD 的频段……从深层看，其根本原因则是原固网运营

商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网通（现在的中国联通）都已经获得了移动牌照……，小灵通唯有选择主动退出。”可知“TD

频段”是小灵通退市的表面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属于曲解文意，排除 A 项。B项，文中已经提到小灵通已至

穷途末路之境，且其增速戛然而止，说明小灵通的用户量不可能一直猛增，属于曲解文意，排除 B 项。C 项对应

“小灵通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符合文意。D 项对应“随着移动资费的明显下降，小灵通费用低廉的优势不再

明显”，可知失去资费优势的原因是“移动资费的下降”，并非“受到 3G 打压”，不符合文意，排除 D 项。

因此，选择 C 选项。

1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7%，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篇章。文章首先描述了小灵通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然后详细说明小灵通退市原因，最后重申观点，

即小灵通即将完成历史使命。篇章结构为“总—分—总”，重点围绕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小灵通已经逐渐丧失

了它的优势，即将完成历史使命而退市。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文章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B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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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A项和 C项：非文段重点。D 项：文段重点强调的是小灵通的“退市”，而非“使命”。

16、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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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测差数列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则下两项为 7＋2＝9，9+2=11，则所求项为 15＋9＝24，验证 24+11=35，满

足规律。

因此，选择 A 选项。

解法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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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幂次化指数形式如下：

底数数列是公差为 1 的等差数列，所求项底数为 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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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²－1＝24。

因此，选择 A 选项。

1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4%，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数列变化趋势平缓，考虑做差。

第二步，隔项做差如图所示：

差数列是公差为 1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4＋1＝5，则所求项为 4＋5＝9。

因此，选择 C 选项。

1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数图推理。

第二步，观察数列发现 3＝3×1×1，12＝2×2×3，48＝6×4×2，规律为中间数字等于外围三个数字的乘积，

则所求项为 2×3×4＝24。

因此，选择 A 选项。

19、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观察数列，每项数据皆为幂次数，考虑幂次数列。

第二步，幂次化指数形式如下：

底数是公差为－2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3＋（－2）＝1，指数是公差为 1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6＋1＝7，则

所求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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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 选项。

2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9%，易错项：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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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后两部分分别成规律，如图所示：

前面部分：2，4，8，（16），32，64，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列；

后面部分：2，4，6，（8），10，12，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

则所求项为 168。

因此，选择 B 选项。

2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B。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数列变化趋势平缓，考虑做和。

第二步，做和如图所示：

和数列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列，下一项为 8×2＝16，则所求项为 16－5＝11。

因此，选择 C 选项。

解法二：观察数列发现 1＝0×2＋1，3＝1×2＋1，5＝1×2＋3，规律为第三项＝第一项×2＋第二项，则所求项

为 3×2＋5＝11。

因此，选择 C 选项。

解法三：观察数列发现 1＝0×2＋1，1＝1×2－1，3＝1×2＋1，5＝3×2－1，规律为第二项＝第一项×2＋修正

项，修正数列是以 1，－1 为周期的周期数列，下一项为 1，则所求项为 5×2＋1＝11。

因此，选择 C 选项。

2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4%，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非整数数列中的分数数列。

第二步，分子分母整体趋势递增，考虑反约分，原数列转化为 ， ， ， ， ，分子分母分别成规律。

分母规律性更强，优先考虑分母。

分母数列：2，4，8，16，32，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列，所求项分母为 32×2＝64；

分子数列：1，6，11，16，21，是公差为 5 的等差数列，所求项分子为 21＋5＝26。

则所求项为 。

因此，选择 C 选项。

2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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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成两个部分，拆分如图所示:

各项内部前后做差（前减后）得到差数列为 11，9，7，5，3，是公差为－2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3＋（－2）

＝1，选项中只有 A 选项（15－14＝1），满足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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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A 选项。

2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6%，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数列变化趋势平缓，考虑递推和数列。

第二步，观察数列发现 7＝－3＋10，17＝10＋7，猜测规律为第三项＝第一项＋第二项，则所求项为 7＋17＝24，

验证 17＋24＝41，满足规律。

因此，选择 C 选项。

25、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非整数数列中的分数数列。

第二步，分子分母分别成规律。

分母数列：1，3，5，7，9，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所求项分母为 9＋2＝11；

分子数列：0，7，22，4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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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39，则所求项分子为 76＋39＝115。

所求项为 。

因此，选择 D 选项。

26、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4%，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用赋值法解题。

第二步，已知 x－y＝1，可赋值 x＝1，y＝0。

第三步，代入可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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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因为 x－y＝1，则 。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立方差公式：

2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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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题意可知 a≥0，b≥1，c≥2，且开根号后是整数，所以令 a＝1，b＝2，c＝3。代入

中等式成立。

第三步，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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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移项且将等式配方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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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a=1，b=2，c=3。

第三步，代入计算，则 。

因此，选择 A 选项。

2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根据裂项公式 ，原式＝ 。

因此，选择 C 选项。

2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9%，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几何问题，属于几何特殊性质类。

第二步，棱长增长 10%，即棱长变为原来的 1.1 倍。根据等比例放缩特性，表面积变为原来的 1.1²=1.21 倍，即

增加了 21%。

因此，选择 A 选项。

30、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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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的速度为 27 千米/小时，即 450 米/分钟。分段进行分析：最开始的 5 分钟，甲与乙进行追及运动，

追上了（450－300）×5＝750（米）。然后甲休息 1分钟，乙继续骑行 300 米，则甲在这 6 分钟内实际追上的距

离为 750－300＝450（米）。接下来的 6 分钟，甲再追上 450 米，则共追上 900 米，此时甲乙两人相距 1650－900

＝750（米），恰好甲再用 5 分钟就可追上乙。

第三步，所以共用时 6＋6＋5＝17（分钟）。

因此，选择 D 选项。

31、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约数倍数问题，用枚举法解题。

第二步，根据题干在 11 和 40 之间能够被十位上数字和个位上数字同时整除的数有：11、12、15、22、24、33、

36，一共七个。

因此，选择 A 选项。

3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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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A、B、C 的单价分别为 x、y、z，根据题意可得方程组 7x＋3y＋z＝50、10x＋4y＋z=69。

第三步，①×6－②×4可得 2x＋2y＋2z＝50×6－69×4＝24（元）。

因此，选择 C 选项。

解法二：

第一步，本题考查不定方程问题，用赋零法解题。

第二步，设 A、B、C 的单价分别为 x、y、z，根据题意可得方程组 7x＋3y＋z=50、10x＋4y＋z=69。

第三步，赋值 x＝0，可解得 y＝19，z＝－7。所以 2（x＋y＋z）＝24，即 A、B、C 三种商品各买 2件需要 24 元。

因此，选择 C 选项。

3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概率问题，属于基本概率。

第二步，根据 ，摸两次球，总的情况数为 10×10＝100。而两次摸出球有三种情况，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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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次摸出球的数字比第二次大，第二次摸出球的数字比第一次大和两次摸出的球的数字相同，前两种情况数

相同，后一种有 10 种情况，故抽奖顾客获奖概率＝ 。

因此，选择 C 选项。

34、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不等式。

第二步，设预定每组人数为 x 人，依据题意列出两个不等式 ， 。解得

，因为预定每组人数为整数，得出 x＝12。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此题也可以直接用代入排除法，把选项代入题干，发现 A、B、C 三个选项每组人数比预定人数少 1 人时，学员总

数均大于 90 人，不符合题意。

3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6%，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属于最值优化类。

第二步，设涨价 x 元时，销售额为 y 元，由题意可得 y＝（75＋x）（500－20x）＝－20x²－1000x＋37500。

第三步，当 时，y取得最大值。所以单价定为 75－25＝50（元）。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对于方程 y＝ax²＋bx＋c，当 时，y 取最值。

3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4%，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优秀”与“人才”属于偏正关系，“提拔”与“人才”属于动宾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农业”不能修饰“干燥”，排除；

B项：“环境”与“失衡”属于主谓关系，“规划”与“环境”属于动宾关系，排除；

C项：“和谐”与“社会”属于偏正关系，“建设”与“社会”属于动宾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项：“批评”不能修饰“固执”，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3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6%，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鲤鱼”和“鲢鱼”都属于“鱼”，“鲤鱼”与“鲢鱼”属于并列关系，二者与“鱼”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

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青菜”和“萝卜”都属于蔬菜，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且二者都是有“营养”的，与“营养”属于属性关

系，排除；

B项：“荔枝”和“柑橘”都属于“植物”，“荔枝”与“柑橘”属于并列关系，二者与“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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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是“手机”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排除；

D项：“木匠”“电工”和“工程师”属于三种职业，三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3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0%，易错项：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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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郑重”“谨慎”和“慎重”三者均有重视、严肃认真的含义，三者属于近义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自豪”是自己感到光荣，“自信”是相信自己，“自满”是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绩而沾沾自喜的心理状

态，三者不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B项：“精美”“雅致”和“精致”三者均有精巧别致的含义，三者属于近义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项：“认真”比喻对一件事物做仔细的处理，“细致”指办事精细周密，二者属于近义关系，但与“刻苦”不

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D项：“懒惰”指偷懒、不勤快，“懈怠”指松散怠慢，二者属于近义关系，但与“消极”不属于近义关系，排

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3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玻璃”可以用来制作“镜子”和“灯具”，“玻璃”与二者属于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黄金”可以用来制作“首饰”和“货币”，“黄金”与二者属于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

关系一致，符合；

B项：“泥土”不是“素材”的原材料，排除；

C项：“木材”和“钢铁”都可以作为制造“桥梁”的原材料，“木材”与“钢铁”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D项：“透明”“反射”和“照明”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0、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3%，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木材”是制作“纸张”的原材料，二者属于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关系，“纸张”是制作“图书”的原材料，二

者属于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高粱”和“小麦”都属于粮食，二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B项：“钢铁”是建造“桥梁”的原材料，二者属于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关系，“铁路”可以铺设在“桥梁”上，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但对应方式与题干不一致，排除；

C项：“小麦”是制作“面粉”的原材料，二者属于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关系，“面粉”是制作“面包”的原材

料，二者属于原材料与成品的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项：“水稻”是“大米”的原材料，二者属于原材料与成品对应关系，“大米”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二者

属于对应关系，但对应方式与题干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41、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文明”与“礼貌”属于近义关系，“文明”与“野蛮”属于反义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诚实”的近义词是厚道，而非“实际”，排除；

B项：“谦逊”与“谦和”属于近义关系，但“谦逊”的反义词为傲慢，而非“谦卑”，排除；

C项：“盲目”与“盲动”属于近义关系，但“盲目”与“激动”不属于反义关系，排除；

D项：“和谐”与“协调”属于近义关系，“和谐”与“冲突”属于反义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42、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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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数”与“奇数”都属于“整数”，“偶数”与“奇数”属于并列关系，二者与“整数”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

属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植物”与“动物”都属于“生物”，“植物”与“动物”属于并列关系，二者与“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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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讲师”和“教授”都属于职称，三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C项：“排长”“连长”和“营长”都属于军衔，三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D项：“有理”和“无理”属于并列关系中的矛盾关系，但与“公理”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外向”与“内向”属于反义关系，且都属于“性格”，二者与“性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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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都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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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市”与“牛市”属于反义关系，且都是“股市”的行情，二者与“股市”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C项：“卑微”的反义词是崇高，而非“诚恳”，排除；

D项：“险恶”的反义词是和善，而非“美德”，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8%，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青椒”和“胡萝卜”都含有“维生素”，二者与“维生素”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黄瓜”含有少量“淀粉”，但“菠菜”没有，排除；

B项：“鸡蛋”和“大豆”都含有“蛋白质”，二者与“蛋白质”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符合；

C项：“芹菜”含有“纤维素”，但“面粉”没有，排除；

D项：“牛肉”含有“脂肪”，但“西瓜”没有，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4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7%，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大学”是“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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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的庭院里可能有“草坪”，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B项：“玄武湖”是“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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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排除；

D项：“山峰”是“山脉”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4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明确设问内容。

题目要求各图形通过上、下、左、右平移后拼合。

第二步，观察图形特征，寻找等长的平行边，将其拼合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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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B 选项。

47、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明确设问内容。

题目要求各图形通过上、下、左、右平移后拼合

第二步，观察图形特征，寻找等长的平行边，将其拼合后如下图所示：

因此，选择 D 选项。

4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2%，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明确设问内容。

题目要求各图形通过上、下、左、右平移后拼合。

第二步，观察图形特征，寻找等长的平行边，将其拼合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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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A 选项。

4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2%，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明确设问内容。

题目要求各图形通过上、下、左、右平移后拼合。

第二步，观察图形特征，寻找等长的平行边，将其拼合后如下图所示：

因此，选择 C 选项。

50、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38%，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明确设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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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要求将题干图形进行拼合。

第二步，观察图形特征，结合选项进行匹配，各图经过适当旋转寻找等长边，如下图所示：

因此，选择 A 选项。

51、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3%，易错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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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图形都有直角，考虑数直角。

第二步，九宫格，横向规律较为常见，优先考虑。

观察题干图形直角个数无明显数量特征，进一步观察题干第一行图形均含有直角；第二行验证规律，每幅图形均

含有直角，符合此规律；第三行，运用规律，问号处图形也应含有直角，只有 A 项符合。

因此，选择 A 选项。

5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1%，易错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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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显数量特征，考虑属性类曲直性。

第二步，九宫格，横向规律较为常见，优先考虑。

第一行图形均由直线和曲线构成；第二行验证规律，所有图形均由直线和曲线构成，符合此规律；第三行运用规

律，问号处图形也应由直线和曲线构成，只有 D 项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5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9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同，每一幅图中“+”和“-”发生明显位置变化，考虑平移。

第二步，九宫格，横向规律较为常见，优先考虑。

第一行内“+”每次顺时针方向移动一步，“-”每次逆时针方向移动一步（不考虑方向改变），第二行符合此规

律，第三行应用此规律，“+”应在十字型左上方，“-”应在十字型右下方，只有 A 项符合。

因此，选择 A 选项。

5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3%，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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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幅图中都有箭头，优先考虑功能元素。

第二步，九宫格，横向规律较为常见，优先考虑。

第一行箭头指向为月亮、空白、月亮交替出现；第二行验证规律，箭头指向为空白、月亮、空白，符合此规律；

第三行运用规律，箭头指向为月亮、空白、？，问号处为箭头指向月亮的选项，只有 B 项符合。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规律二：本题可以 S 型看法，箭头指向月亮、空白沿 S 线交替出现，如图，因此选择 B 选项。

55、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27%，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似，图形均由不同数量黑色圆和白色圆组成，优先考虑样式类运算。

第二步，九宫格，横向规律较为常见，优先考虑。

经观察样式类无明显规律，进一步观察黑色圆的位置变化明显，以白色圆为参照物，第一行黑色圆依次出现在白

色圆的上方、右方、下方；第二行黑色圆依次出现在白色圆的左方、上方、右方，即规律为黑色圆在白色圆的上、

右、下、左循环出现；第三行运用规律，黑色圆依次出现在白色圆的下方、左方，问号处黑色圆应出现在白色圆

的上方，只有 D 项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5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9%，易错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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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可能”等价于“不必然不”，题干的表述可以转换为“不必然今年所有城市房地产价格都不会下降”。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可能 P”与“必然¬P”是矛盾关系，所以，“可能 P”等价于并非“必然¬P”，即“可能”等价于“不必然不”。

5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7%，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就……”，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明天阳光灿烂→小李和朋友去踏青

第三步，进行推理。

“小李爽约”是对题干命题的否定，“A→B”的矛盾命题为“A 且¬B”，则①的矛盾命题为：“明天阳光灿烂且

（¬小李和朋友去踏青）”，因此，可以推出“明天阳光灿烂，但小李没有和朋友一起去踏青”。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B的矛盾命题：A 且¬B。

58、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6%，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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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题干关键词“有些”，确定为集合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有些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大学生报考了公务员

②艺术专业的大学生→不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艺术生”与“报考公务员”无法构成递推关系，即从“艺术生”无法推出是否“报考公务员”，无法推

出；

B项：“艺术生”与“报考公务员”无法构成递推关系，即从“艺术生”无法推出是否“报考公务员”，无法推

出；

C项：“艺术生”与“报考公务员”无法构成递推关系，即从“艺术生”无法推出是否“报考公务员”，无法推

出；

D项：由①换位可得：③有些报考了公务员的大学生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由②换位可得：④所有想从事行政管

理工作的大学生都不是艺术专业的大学生；由③④递推可得：有些报考了公务员的不是艺术专业的大学生，可以

推出。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1）递推规则：A→B，B→C，得到 A→C；但需注意 A→B，有的 B 是 C，无法递推得到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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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则……”，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摄影→旅游

②¬摄影→驾车

③¬旅游→¬驾车

第三步，进行推理。

③的逆否命题是：④驾车→旅游，由②④递推可得：⑤¬摄影→旅游；

结合①⑤，根据“归谬推理”可得：故无论张三是否喜欢摄影，他都喜欢旅游。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1）归谬推理规则：A→B，¬A→B，可得 B；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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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递推规则：A→B，

B→C，得到 A→C。

6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1%，易错项：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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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 A，要么 C

乙：A且 C→B

丙：¬A→¬B 或 C

丁：¬B 且 A 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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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评委中只有一人预测成立”，可知真话

在乙和丁中，则其余的甲、丙都说假话；

由丙说假话，则其矛盾命题为真，可得¬A 且¬（¬B 或 C），即¬A 且 B 且¬C，所以 B 市获得文明城市称号。

因此，选择 B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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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A→B的矛盾命题：A 且¬B。

6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6%，易错项：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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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①A>C＋D

②C>D

③D≥2

④B≥1

由②“C>D”和③“D≥2”可推出 C≥3；

再结合①“A>C＋D”可推出 A≥6；

而④“B≥1”，则 A≥6、B≥1、C≥3、D≥2，A+B+C+D≥12，即比赛中共获奖牌数至少有 12 枚。

因此，选择 C 选项。

6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则……”，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股票→¬期货

②邮票→期货

③邮票或外汇

④¬外汇

第三步，进行推理。

结合③④，根据“否定肯定式”，可得：邮票；

“邮票”是对②的“肯前”，根据“肯前必肯后”，得到“期货”；

“期货”是对①的“否后”，根据“否后必否前”，得到“¬股票”。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1）或关系的否定肯定式：A 或 B 为真，¬A→B。即或关系为真表示 A 和 B 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如果 A 不是真

的，那 B 就一定为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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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6%，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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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吴或¬钱

②钱→孙

③李→周

④要么赵，要么李

⑤¬钱→¬赵

⑥¬孙

第三步，进行推理。

⑥是对②的“否后”，根据“否后必否前”，得到“¬钱”，排除 D 项；

“¬钱”是对⑤的“肯前”，根据“肯前必肯后”，得到“¬赵”，排除 A 项；

由④“要么赵，要么李”，由“¬赵”，得到“李”，而“李”是对③的“肯前”，根据“肯前必肯后”，得到

“周”。

因此，选择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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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2%，易错项：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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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根据（1）C 星与 E星相邻，故 A项错误，排除；

根据（3）F 星与 C星相邻，故 B、C项错误，排除。

因此，选择 D 选项。

6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9%，易错项：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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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F星”提到最多，利用最大信息优先原则，所以从“F 星”入手。

由“F星在 E星的北侧和 A星的南侧”，则从北至南：A、F、E；

再由（2）（3）可得从北至南：①A、B、F、C、E或②A、C、F、B、E；

再结合（1），发现与②矛盾，则①正确；

由“G与最南侧的某星相邻”，可知 G是南侧数第二位，则剩下的 D星就是最南边的星星；

结合①，可得七颗星从北至南：A、B、F、C、E、G、D，因此，最中间的星星是 C 星。

因此，选择 A 选项。

66、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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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定义，考查“纯公共产品”，其关键信息如下：

①公共部门提供，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②任何一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消费。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一国的国防，符合“公共部门提供，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符合定义；

B项：因拥挤而收费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可容纳人数是有限的，一个人对它的消费会影响到其他人对它的消费，

不符合定义；

C项：公园的场地是有限的，可容纳的人数也是有限的，一个人对它的消费会影响到其他人对它的消费，不符合

定义；

D项：商场提供的免费赠品，不满足“由公共部门提供，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6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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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贬值。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更换磨床的主要部件，是由于高效率使用，并非“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贬值”，不符合定义；

B项：购置一年的电脑保养如新却不值钱，属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造成的贬值”，符合定义；

C项：老蔡使用传统木匠工具属于个人喜好，并非“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贬值”，不符合定义；

D项：进口设备的效率未充分发挥，是由于技术人员积极性不高，并非“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贬值”，不符合

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6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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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利用他人作为工具来作案；

②与被利用者不存在共同犯罪。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甲某负责望风，就是参与到具体作案过程中，和其他人共同犯罪，不符合定义；

B项：甲某利用不知情的护士作为工具来作案，体现了“利用他人作为工具来作案”，护士不存在共同犯罪，符

合定义；

C项：甲某是销赃行为，不符合“利用他人来作案”，不符合定义；

D项：甲某个人发送非法获得的照片，不符合“利用他人来作案”，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69、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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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占有为目的；

②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③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对方财物。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周某伪造票据，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并骗得其财物，符合定义；

B项：宋某在履行和甲方签订的合同过程中，通过涂改汇票存根金额的方式欺骗甲方，并骗得对方的货物，符合

定义；

C项：吴某以欺骗的方式和保险公司签订保险代理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将代收的保险费占为己有拒不交付，

符合定义；

D项：林某以私刻公章的方式骗取单位资金，并未涉及合同，不满足“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70、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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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轻微的身体不适现象看成严重疾病。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王某情绪低落对工作不积极，未体现“身体不适”，不符合定义；

B项：李某操劳过度住院了，其是真的生病了，并非“将身体不适看成严重疾病”，不符合定义；

C项：工友因肺病去世后，其他同事把轻微的身体不适也看成肺病，符合定义；

D项：小王怀疑单位同事捣鬼使她晋升受阻，未体现“身体不适”，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C 选项。

71、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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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未完成的工作比对已完成的工作有较好的记忆效果。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妻子反复弹奏一组乐句的头三个和弦，属于“未完成的工作”，在未完成之前就会深刻地停留在人的脑海

中，让人产生完成它的欲望，丈夫听到还差最后一个和弦，产生强烈的弹完乐曲的欲望，符合定义；

B项：温故而知新，是指温习已学的知识从中获得新的领悟，不属于“未完成的工作”，不符合定义；

C项：努力完成自己认准的事情，不涉及未完成的工作和已完成的工作的比较，不符合定义；

D项：看书时思考是否将未读的内容看完，不涉及未读的内容比已读的内容有较好的记忆力，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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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格尼克记忆效应是指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

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蔡格尼克效应使人走入两个极

端：一个是过分强迫，面对任务非得一气呵成，不完成便死抓着不放手，甚至偏执地将其他任何人事物置身事外；

另一端是驱动力过弱，做任何事都拖沓啰嗦，时常半途而废，总是不把一件事情完全完成后再转移目标，永远无

法彻底地完成一件事情。

7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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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反复过度使用网络；

②精神行为障碍。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小丽上网处理文字材料，是一种工作形式，未体现“精神行为障碍”，不符合定义；

B项：小王沉迷网络游戏，体现了“反复过度使用网络”，不上网就好像掉了魂，体现了“精神行为障碍”，符

合定义；

C项：小李失魂落魄是由于公司破产导致的，并非“反复过度使用网络”，不符合定义；

D项：李先生的心理问题是由于过度关注股市导致的，并非“反复过度使用网络”，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73、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8%，易错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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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种生物的个体；

②表现的多样性的状态。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雄兔和雌兔，虽是同种生物，但不同的特征是由于性别不同所致，属于性二型现象，通常不属于这个术语，

不符合定义；

B项：树叶体现了“同种生物”，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体现了树叶多样性的状态，符合定义；

C项：斑马和马在生物学的种属概念上是不同种的生物，不符合定义；

D项：强调的是河流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的，但河流，不属于“生物个体”，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性二型是指在雌雄异体的有性生物中，反映身体结构和功能特征的某些变量在两性之间常常出现固有的和明显的

差别，使得人们能够以此为根据判断一个个体的性别现象。

7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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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产品时附带获得的各种利益。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赠送一年的保险，是买车时附带获得的利益，符合定义；

B项：购物享受八折优惠，是商家推出的购买优惠政策，不属于“买产品时附带获得的利益”，不符合定义；

C项：前 100 名顾客享受优惠购机，是商家推出的购买优惠政策，不属于“买产品时附带获得的利益”，不符合

定义；

D项：vista 操作系统是否免费提供给 XP 用户使用并不明确，所以不确定是附带的利益，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7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33%，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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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把正常卫生范围内的事物认为是肮脏的；

②强迫性地清洗、检查及排斥。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胡某把正常卫生范围内的手和衣物认为是肮脏的，强迫自己多次、长时间清洗，符合定义；

B项：斯密先生外出入住的房间一律白色是对颜色的偏好，白色和卫生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不一定是洁癖，不符

合要件，不符合定义；

C项：避免在公共汽车与他人接触，体现了该女士把正常卫生范围内接触的人和物都认为是肮脏的，符合定义；

D项：“李某不允许孩子在外面乱吃东西”，是因为觉得不卫生而排斥，“不允许孩子接近生病的小朋友”是认

为不卫生而排斥，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7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正确的选项。

第二步，定位第一段，“2000 年，我国 GDP 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2.3%，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25.7%，

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3.1%，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90.2%”。

第三步，现期比重计算，设我国 2000 年的 GDP 为 x，根据整体量＝部分量÷比重，因数据差异大，分母简单取

整，则美国 GDP 约为 ；日本 GDP 约为 ；德国 GDP 约为 ；法国 GDP 约为 。

（1），德国 GDP（ ） 日本 GDP （ ），正确。

（2），日本 GDP（ ） 美国 GDP（ ），正确。

（3），法国 GDP（ ） 日本 GDP（ ），正确。

（4），中国 GDP（x） 日本 GDP（ ），错误。一共有 3 项正确。

因此，选择 B 选项。

7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重计算中求整体量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二段，“我国 2001 年人均国民收入（GNI）为 1000 美元，2007 年达到 2360 美元……2001 年我

国人均 GNI 相当于世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 19.2%，2007 年相当于世界平均国民收入的 29.7%”。

第三步，根据整体量＝部分量÷整体量，第一问 A、B 选项为同一个数，与余下选项首位不同，分母从左向右截

取前两位，代入数据可得 2001 年世界人均 GNI 约为 ，首位商 5，排除 C、D 选项；余下选项第二问首位不

同，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两位，2007 年世界人均 GNI 为 ，首位商 7，排除 B 选项。

因此，选择 A 选项。

78、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22%，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年均增长率计算。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197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 1473 亿美元，到了 2007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达到 32801 亿美元，1978 年，人均国民收入（GNI）为 190 美元，2007 年达到 2360 美元”。

第三步，根据（1+年均增长率） =末期量÷初期量（江苏省考年均增长类计算大多需要“翻旧账”），当 n 相

等时，比较年均增长率只需比较末期量÷初期量，根据分数性质（分子大且分母小的分数大），

，则 1979~2007 年我国 GDP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应高于人均 GNI，排除 B、C 选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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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GDP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和人均 GNI 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

，由于 n＝29 非常大，22、12 开方后的差距将会非常小（即使

），排除 A 选项。

因此，选择 D 选项。

7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38%，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年均增长率比较。

第二步，定位第一段，“2000 年，我国 GDP 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2.3%，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25.7%，

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3.1%。2005 年，我国 GDP 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8.1%，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49.3%，

是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80.5%”。

第三步，设我国 2000 年的 GDP 为 x，2005 年 GDP 为 y，根据整体量＝部分量÷比重，数据取整，可得 2000 年美

国、日本、德国 GDP 分别为 、 、 ，2005 年三者分别为 、 、 ；根据（1+年均

增长率） =末期量÷基期量（江苏省考年均增长类计算大多需要“翻旧账”），当 n 相等时，比较年均增长率

只需比较末期量÷基期量，美国、日本、德国 GDP 的末期量÷基期量分别为： 、

、 ，则只比较 、 、 三个分数即可，量级相等，

直除首位分别商 6、5、7，则三个国家 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由快到慢为德国、美国、日本。

因此，选择 C 选项。

8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年均增长量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二段，“2007 年我国人均 GNI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比 1978 年高 19.6 个百分点”。

第三步，年均增长量＝（末期量－初期量）÷相差年份（江苏省考年均增长类计算大多需要“翻旧账”），结合

材料“末期量－初期量”即“19.6 个百分点”，1979~2007 年，我国人均 GNI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平均每

年上升 个百分点，直除首位商 6。

因此，选择 B 选项。

81、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重计算中求部分量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全市共有劳动力 143.19 万人，50 岁以上的劳动力占 26.0%。

第二步，根据部分量＝整体量×比重，可得南京市各区县农村劳动力中，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劳动力有 143.19×

26%≈143× 万人，首两位商 35，最为接近的是 B 选项。

因此，选择 B 选项。

8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读数比较。

第二步，定位表格。南京市农村劳动力中，20~30 岁、30~40 岁、40~50 岁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4.4%，25.2%，22.8%。

第三步，在 20~50 岁的劳动力中，显然 30~40 岁、40~50 岁两个年龄段的劳动力人数占比更多，因此平均年龄在

30~50 岁这一区间的可能性最大。

因此，选择 B 选项。

8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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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本题考查读数比较。

第二步，定位表格“全市”所在列的下半部分。

第三步，观察可知，南京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比例最高的是初中（48.6%）。

因此，选择 D 选项。

8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7%，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和差比较。

第二步，定位表格“全市”所在列。

第三步，选项占南京市农村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为：20 岁以下占比 11.6%；20~30 岁占比 14.4%；30~50 岁占比 25.2%

＋22.8%＝48%；50 岁以上占比 26%。劳动力最集中的年龄段是 30~50 岁。

因此，选择 C 选项。

8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7%，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其他计算。

第二步，定位表格“劳动力人数（万人）”所在行。

第三步，南京市各区县农村劳动力人数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34.79，32.08，20.32，19.83，16.82，7.48，7.10，

4.77，故南京市各区县农村劳动力人数的中位数是 （万人）。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中位数，又称中点数，中值，是按顺序排列的一组数据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数，即在这组数据中，有一半的数据比

他大，有一半的数据比他小。若共有奇数个数字，则中位数是中间的那个数，若共有偶数个数字，则中位数为中

间两个数字的平均值。

8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平均数计算中单平均数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最后一行，2006 年国际旅游总支出 8038.7 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 103098 万人次。

第二步，根据平均数＝总数÷总个数，观察选项量级一致，首位相同，则不考虑换算单位，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

三位，分子简单取整即可，可得 2006 年世界出境旅游的平均支出是 ，首两位商 78。

因此，选择 C 选项。

87、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平均数比较。

第二步，定位表格 2006 年数据。

第三步，根据平均数＝总数÷总个数，可得国际旅游平均支出＝国际旅游支出÷出境旅游人数，读数发现出境旅

游人数排名第一的是香港（分母相对最大），但其国际旅游支出并不在前十中（分子相对较小），根据分数性质

（分子小且分母大的分数小），故香港平均支出相对低，排除 A、B 选项；波兰国际旅游支出并不在前十，可知

其应小于 203.5 亿美元，将 C 选项加拿大的平均支出（ ）与 D 选项波兰的平均支出 相比较，根据

分数性质，后者更小，故排除 C 选项。

因此，选择 D 选项。

8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5%，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年均增长量计算。

第二步，定位表格，1995 年中国国际旅游支出 36.9 亿美元，2006 年 282.4 亿美元。

第三步，根据年均增长量=（末期量－初期量）÷相差年份（江苏省考年均增长类计算大多需要“翻旧账”，但

此题无法得出 1994 年数据，故初期无需往前推）， 分子取整，可得 1995~2006 年中国国际旅游支出的年平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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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量是 （亿美元），直除首两位商 22。

因此，选择 A 选项。

89、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2%，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平均数比较。

第二步，定位表格，1995 年美国旅游支出 609.2 亿美元，人数 5128.5 万人次；德国旅游支出 665.3 亿美元，人

数未进入前 10 名。

第三步，根据国际旅游平均支出＝国际旅游支出÷出境旅游人数，国际旅游支出：美国 德国，出境旅游人数：

美国 德国，美国相对于德国，分子更小分母更大，根据分数性质，美国国际旅游平均支出低于德国。

因此，选择 B 选项。

90、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正确的选项。

第二步，（1），现期比重计算中求比重，定位表格数据，1995 年国际旅游支出位于前三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

德国、美国、日本，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数据取整，得其国际旅游支出总额占当年世界国际旅游支出的

比重约为 ，正确。

（2），现期比重计算中求比重，定位表格数据，1995 年出境旅游人数位于前三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美国、英

国、波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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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出境旅游人数之和占当年世界

出境旅游人数总和的比重约为 ，错误。

（3），现期比重计算中求比重，定位表格数据，2006 年国际旅游支出位于前三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美国、德

国、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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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际旅游支出总额占当年世界国

际旅游支出的比重约为 ，错误。

（4），现期比重计算中求比重，定位表格数据，2006 年出境旅游人数位于前三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香港、德

国、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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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境旅游人数之和占当年世界出

境旅游人数总和的比重为 ，错误。则一共有 1 项是正确的。

因此，选择 D 选项。

91、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3%，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择正确的一项。

第二步，A选项，读数比较，定位白色柱状图，2002~2005 年财政预算内资金逐年降低，错误。

B选项，读数比较，定位黑色柱状图，2002~2005 年其他资金逐年增加，正确。

C选项，读数比较，定位灰色柱状图，财政专项资金 2003 年（12 亿元）大于 2004 年（11 亿元），错误。

D选项，比重比较，定位灰色柱状图，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2003 年财政专项资金大于 2004 年（分子更

大），而资金总量明显低于 2004 年（分母更小），根据分数性质，2004 年比重同比下降，错误。

因此，选择 B 选项。

9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2%，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比重比较。

第二步，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可得各选项财政预算内资金占中国污染治理资金来源的比重依次为：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根据分数性质（分子大且分母小的分数大），2001 年比重大于 2000 年、2003 年，排

除 A、D 选项。2001 年、2002 年比重量级相同，直除首两位分别为 20、22，则比重最大的为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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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C 选项。

9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5%，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年均增长量计算。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2005 年其他资金为 483 亿元，2002 年为 140 亿元。

第三步，根据年均增长量＝（末期量－初期量）÷相差年份（江苏省考年均增长类计算大多需要“翻旧账”），

可得 2003~2005 年其它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量是 100（亿元）。

因此，选择 C 选项。

9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值计算。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

第三步，2000 年到 2005 年的 6年中，财政预算内资金的 6年总和相当于 2005 年其它资金

的 ，直除首位商 3。

因此，选择 A 选项。

95、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4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比较。

第二步，2000~2004 年中国污染治理资金总额依次为：2000 年，33＋7＋197＝237（亿元）；2001 年，36＋8＋

130＝174（亿元）；2002 年，42＋7＋140＝189（亿元）；2003 年，19＋12＋191＝222（亿元）；2004 年，14

＋11＋283＝308（亿元）。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观察数据可知，2001 年总额低于上年

（增速为负），其他年份均大于上年（增速为正），则 2001 年增速最小。

因此，选择 D 选项。

96、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28%，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比较。

第二步，定位图中数据。

第三步，加法计算考虑截位舍相同，2003~2008 年进出口总额依次为：2003 年，44＋41＝85；2004 年，59＋56

＝115；2005 年，76＋66＝142；2006 年，97＋79＝176；2007 年，122＋96＝218；2008 年 143＋113＝256。根

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可得各选项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依次为：2004 年， ；

2005 年， ；2007 年， ；2008 年， 。根据分数性质（分

子大且分母小的分数大），2004 年增速大于 2005 年，2007 年增速大于 2008 年，故排除 B、D 选项；2004 年、

2007 年增速量级相同，首位分别为 3、2，故 2004 年增长最快。

因此，选择 A 选项。

9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30%，易错项：B。

解析

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正确的选项。

第二步，（1），读数比较，定位货物进口柱状图，2004~2008 年中国货物进口额呈逐年增大趋势，正确。

（2），读数比较，定位货物出口柱状图，2004~2008 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呈逐年增大趋势，正确。

（3），增长率计算比较，定位货物进口柱状图，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数据较长，分子

分母整体考虑截位舍相同，得 2005 年中国货物进口增速为 ＝17 %；2006 年，

＝20%，故 2006 年的增速高于 2005 年，错误。

（4），增长率计算比较，定位货物出口柱状图，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数据较长，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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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整体考虑截位舍相同，可得 2005~2008 年中国货物出口的年增速依次为：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

2008 年， ，增速逐年减缓，正确。一共有 3项正确的。

因此，选择 C 选项。

9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2%，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比重比较。

第二步，定位图中数据。

第三步，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数据较长，分子分母整体考虑截位舍相同，各选项货物进出口差额占当年

货物进出口总额比重依次为：2003 年， ；2004 年， ；2007 年，

；2008 年， 。根据分数性质（分子大且分母小的分数大），2007 年、2008

年比重大于 2003 年，排除 C、D 选项；2003 年、2004 年比重量级相同，首两位分别为 29、27，则最小为 2004

年。

因此，选择 B 选项。

9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9%，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倍数计算。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2008 年出口额为 14285 亿美元，进口额 11331 亿美元；2003 年出口额为 4382 亿美元，进

口额为 4128 亿美元。

第三步，选项为连续自然数，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三位，分子舍相同，2008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约是 2003 年

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 ≈3（倍）。

因此，选择 A 选项。

100、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8%，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在正确的一项。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2008 年出口额为 14285 亿美元，进口额 11331 亿美元；2007 年出口额为 12180 亿美元，

进口额为 9558 亿美元。

第三步，四个选项均为现期比重计算，根据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简单加减法计算考虑截位舍相同，得 2008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增长总额约为（143＋113）－（122＋96）＝38，出口额增长约 143－122＝21，根据比重＝部

分量÷整体量，可得出口额增长额占进出口增长总额的 ≈55%，则进口额增长额约占 1－55%＝45%。故只有 D

选项满足。

因此，选择 D 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