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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0322 江苏公务员考试《行测》真题（A 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1、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2%，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阐述中国现行的文物法规中缺少直接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具体条款，世界文化遗产

和中国文物保护单位不能简单对接。转折词“但”引出文段的重点，强调中国文物法的基本精神、工作方针适用

于世界文化遗产领域。最后一句进一步对文段重点进行强调，阐述世界文化遗产的特性与文物保护单位的本质是

相同相通的。文段结构为“总-分”，重点为“但是”之后的内容，主要讲的是中国文物法适用于世界文化遗产

领域。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是对重点话题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B 项和 C 项：均未体现中国文物保护与世界文化遗产二者之间的关系，偏离话题。

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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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和 B项对应“一切历史都是现实，现实之外别无历史”，符合原文。C项在文中未涉及，

属于无中生有。D项对应“所谓现实之外只在纯粹的语言学意义上和逻辑学意义上才有可能”，符合原文。

因此，选择 C 选项。

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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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巴甜的使用……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对人的作用还需进一步验证，符

合文意。B 项对应“有一些动物实验……但 FDA 认为这些实验存在缺陷”，“已经确定”属于曲解文意。C 项“不

会引起人类的疾病”文中未涉及，属无中生有。D项“研究结果不可信”文中未涉及，属无中生有。

因此，选择 A 选项。

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38%，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句介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接着引入到公共事务领域。最后通过结论词“所以”点明

民主的作用就是保障个人拥有平等地位。文段重点在“所以”之后，主要讲的是民主与个人经济权益的关系。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是对重点句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项、B 项和 D 项：未涉及两者间关系，偏离话题。

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1%，易错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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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告诉投资者要分析金融资产的基本面”，符合原文，正确。B 项对应“股

票的价格并不是纯粹由基本面决定的”，“不是”对应“并不是纯粹”，属于偷换语气，错误。C 项对应“任何

投资者都是影响……波动的参与者”，符合原文，正确。D 项对应“如果不能把……考虑到资产估值模型中，那

么……是失败的”，符合原文，正确。

因此，选择 B 选项。

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提出观点：我国重视反假币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得到逐步深入。然后通过“公安机

关”“人民银行”的做法进行论证。文段结构为“总—分”，主要讲反假币工作逐步深入。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是对重点句的同义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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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项：文段没有提及。B 项和 D 项：对应文段论证说明部分，非重点。

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9%，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引出科学家的观点，即负面情绪是平衡精神健康的重要一环。之后对观点进一步解

释说明。文段结构为“总—分”，主要强调负面情绪的积极作用。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重点句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项：“应该质疑”文段未提及。C项：对应文段解释说明部分，非重点。D 项：没有提到文段主体“负面情绪”。

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4%，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介绍了苏格拉底被称为最有智慧的人。接着通过转折词“却”指出苏格拉底强调自

己一无所知。然后借苏格拉底的解释表明苏格拉底与别人的不同在于自己知道自己的无知。文段重点在转折之后，

主要强调苏格拉底的“智慧”是知道自己的无知。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是对重点句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项和 B项：“不愿被称为”“不是‘最有智慧的人’”文段未提及，无中生有。D 项：“与他人没有不同”与

文意相反，文段重点强调是有不同的。

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9%，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句先提出了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依靠的思维方式，接着阐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西

方的差别，最后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差别造成中国科技发展受限这一结果。文段结构为“分—总”，主要强调中国

传统思维方式制约中国科技发展。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是对重点句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项、B 项和 D 项：均没有提到中国思维方式与近代科技的关系。

1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9%，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找到作者论述“后现代文化”的关键信息。文段首先对后现代文化进行概括，接着对后现代

艺术进行描述，根据“边缘”“断裂”“模仿”等词可知作者对后现代文化持消极态度。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不能接受”可以体现作者态度。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项和 C项：与作者态度矛盾。D 项：“不置可否”指作者态度不明确，而文段信息隐含作者观点。

11、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6%，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唐山地震中……人员伤亡惨重”出现在第一段最后一句。根据“如”可知，该句属举例论

证，其目的是支撑观点，即地震首先会破坏房屋和建筑物的观点。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是对观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A项、C 项和 D 项：都没有提到“房屋和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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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27%，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次生灾害”出现在第二段倒数第三句。“次生灾害”对应“……造成停水、停电和通讯受

阻，……导致火灾和毒物、放射性污染”。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B 项和 C 项在次生灾害中未涉及，属无中生有。D 项“通讯中断”属次生灾害。

因此，选择 D 选项。

1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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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对应第二段第四句“不是所有的地表断裂都直接与震源的运动相联系”，属于偷换语气，

错误。B项对应第一段第四句“横波接着产生……的晃动，是……主要原因”，符合文意，正确。C 项对应第二

段倒数第三句“……造成停水、停电和通讯受阻，……可导致火灾和毒物、放射性污染等次生灾害”,符合文意，

正确。D项对应第二段第六句“地震的晃动使……，形成喷沙冒水现象”，符合文意，正确。

因此，选择 A 选项。

1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8%，易错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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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应第一段第二句“极震区的人……有时首先感到上下跳动”，将原文“有时”偷换成

“必定”，属于偷换语气，错误。B 项对应第二段倒数第二句“在山区……常造成掩埋村镇的惨剧”，将原文“常

造成”偷换成“就会”，属于偷换语气，错误。C 项对应第二段倒数第四句“大地震能使局部地形改观，或隆起，

或沉降”符合文意，正确。D 项对应第二段尾句“崩塌的山石堵塞江河，在上游形成地震湖”，地震湖形成位置

为“在上游形成”而非“在山下形成”，属于偷换概念，错误。

因此，选择 C 选项。

15、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22%，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分析篇章。文章首先介绍地震发生时的基本现象，然后阐述地震在自然景观、现代城市以及山区引起的

各种表现。文章结构为“分—分”，主要描述地震发生所引起的不同表现。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能概括文章内容。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A项、B 项和 D 项：表述片面，不能全面概括文段内容。

1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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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的等差数列，则所求项底数为 5＋1＝6，指数数列和修正数列分别为 3和－1 的常数数列，

所求项为 6³－1＝215。

因此，选择 B 选项。

解法二：数列变化趋势平缓，优先考虑做差。做两次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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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差数列是公差为 6 的等差数列，则下一项为 24＋6＝30，一次差数列下一项为 61＋30＝91，所求项为 124＋

91＝215。

因此，选择 B 选项。

1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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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则所求项为 17＋8＝25。

因此，选择 C 选项。

1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3%，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数图推理。

第二步，观察数列发现 0＝1³－1，7＝3²－2， ，规律为

，则所求项为 4²－3＝13。

因此，选择 C 选项。

19、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47%，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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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数数列是公差为－2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3＋（－2）＝1，指数数列是公差为 1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5＋1

＝6，则所求项为 。

因此，选择 D 选项。

2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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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很大，考虑组合拆分。将每一项拆分为 3个部分，3 个部分分别成规律，拆

分如图所示：

前面部分：20，40，60，（80），100，120，是公差为 20 的等差数列；

后面部分：02，04，08，（016），032，064，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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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部分：0，3，7，（13），23，41，数列变化趋势平缓，考虑做差，做差如图所示：

猜测二次差数列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列，下三项分别为 1×2＝2，2×2＝4，4×2＝8，一次差数列下两项分别为

4＋2＝6，6＋4＝10，则所求项中间部分为 7＋6＝13，验证 10＋8＝18，13＋10＝23，满足规律。则所求项为 8013016。

因此，选择 B 选项。

2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5%，易错项：B。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数列变化趋势平缓，做差无明显规律，考虑倍数递推数列。

第二步，观察数列发现 3＝1×2＋1，5＝1×2＋3，11＝3×2＋5，规律为第三项＝第一项×2＋第二项，则所求

项为 5×2＋11＝21。

因此，选择 C 选项。

解法二：观察数列发现，1＝1×2－1，3＝1×2＋1，5＝3×2－1，11＝5×2＋1，规律为后项＝前项×2＋修正项，

修正项是以－1，＋1 为周期的周期的周期数列，下一项为－1，则所求项为 11×2－1＝21。

因此，选择 C 选项。

解法三：数列变化趋势平缓，考虑做和，做和如图所示：

和数列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列，下一项为 16×2＝32，则所求项为 32－11＝21。

因此，选择 C 选项。

2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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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反约分，原数列转化为 100， ， ， ， ，用第一项除以后面各项，得到的商分别

为 10，8，6，4，下一项为 2，100÷所求项＝2，则所求项为 。

因此，选择 D 选项。

23、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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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数列：1，4，7，10，13，是公差为 3 的等差数列，所求项分子为 13＋3＝16；

分母数列：3，7，11，15，19，是公差为 4 的等差数列，所求项分母为 19＋4＝23。

则所求项为 。

因此，选择 B 选项。

2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34%，易错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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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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列各项拆分成两个部分，如图所示：

对各项内部做商（前÷后）得到商数列 7，6，5，4，3，下一项为 2，选项中只有 A 选项（10÷5＝2），满足规

律。

因此，选择 A 选项。

25、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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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

分子数列：2，11，28，53，86，（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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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1，则所求项分子为 86＋41＝127。

则所求项为 。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分子数列还可以考虑幂次修正数列为 1²＋1，3²＋2，5²＋3，7²＋4，9²＋5，下一项为 11²＋6＝127。

2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原式=

因此，选择 C 选项。

27、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当 3≥x 时，则 3*x＝x³＝27,解得 x＝3；当 时，则 3*x＝x²＝27，解得 。

因此，选择 D 选项。

2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4%，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由 a²＋a＋1＝0，等式两边同时乘以（a－1），可得（a－1）（a²＋a＋1）＝a³－1＝0，则 a³=1。

第三步， 。

因此，选择 A 选项。

2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1%，易错项：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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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本题考查几何问题，属于平面几何类。

第二步，根据题干半径不相等的两个圆有公共点，可知有以下三种情况：

可得两个圆的公切线最多的为三条。

因此，选择 C 选项。

30、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2%，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本题考查几何问题，属于立体几何类。

第二步，由题干可知正方体每个面的面积为 36÷6＝6（平方米），正方体等分成两个长方体，增加两个平面，

表面积增加 6×2＝12（平方米）；两个长方体拼成一个大长方体，减少两个面（每个面的面积为原正方体的一

半），所以减少的表面积为 3×2＝6（平方米），故大长方体的表面积为 36＋12－6＝42（平方米）。

因此，选择 D 选项。

解法二：第一步，本题考查几何问题，属于立体几何类。

第二步，在同样体积的图形当中，越接近球的图形表面积越小，已知同样体积的正方体比长方体更加接近于球形，

所以长方体的表面积应该大于 36 平方米，结合选项只有 D 满足。

因此，选择 D 选项。

31、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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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之间能够被十位上数字和个位上数字同时整除的数有如下几个：11、12、15、22、

24、33、36、44、48，一共九个。

因此，选择 B 选项。

3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8%，易错项：A。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本题考查方阵问题。

第二步，已知方阵相邻两层人数相差 8 人，且每层人数为一个等差数列，中间一层与最外层相差（60－44）÷8

＝2（层），则一共有 2＋2＋1＝5（层），所以总人数一共有 44×5＝220（人）。

因此，选择 C 选项。

解法二：第一步，本题考查方阵问题，用数字特性法解题。

第二步，根据题目可以得出：总人数＝总层数×中间一层的人数，已知中间一层人数为 44 人，所以总人数为 44

的倍数，只有 C 选项符合。

因此，选择 C 选项。

3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32%，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最值问题，属于最不利构造。

第二步，根据最不利构造解题思路，答案为最不利情况＋1，确保至少有 2 双手套不同颜色，则最坏的情况为：

已经取出了一种颜色全部 6 双手套和另外两种颜色手套的其中一只，12＋2＝14（只），这时再取出一只就可以

保证有 2 双手套颜色不同，因此至少要取出 14＋1＝15（只）。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本题默认的情况为手套不分左右手。如果分左右手的话，要组成 2双颜色不同的手套，应该先取出所有颜色的同

一只手（左手或右手）共 18 只，然后再取出其中一种颜色的另一只手套 6 只，组成了同一种颜色的 6 双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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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再取出剩下手套中的另一只就可以组成 2 双不同颜色的手套，因此至少取出手套数量为 18＋6＋1＝25（只），

才能够保证有 2 双手套颜色不同。

34、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8%，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容斥问题，属于三集合容斥类。

第二步，依据题意可以判断出本题属于三集合非标准型，125＝89＋47＋63－只看过其中两部电影的人数－2×24

＋20，得出只看过其中两部电影的人数为 46 人，也可以结合选项尾数各不相同，用尾数法得出个位数为 6。

因此，选择 D 选项。

3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不定方程问题。

第二步，依据题意设大客车有 x 辆，小客车有 y 辆，37x＋20y＝271，因为 20y 的尾数只能为 0，所以 37x 的尾

数为 1，结合选项当 x＝3 时满足条件。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对于此题解不定方程也可以直接把选项代入快速的选出答案。

3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44%，易错项：C。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本题考查行程问题，属于基本行程类。

第二步，依据题意可知邮递员骑车从 A 到 B 过程中的上坡恰好是回来从 B 到 A 的下坡，反之，去的时候下坡回来

的时候就是上坡，因此从全程来看邮递员上坡和下坡的总路程是一样的，因此可以用等距离平均速度。先求出往

返的平均速度 （千米/小时），设下坡速度为 x，再根据等距离平均速度公式可得

，解得 x＝20。

因此，选择 D 选项。

解法二：第一步，本题考查行程问题，属于基本行程类。

第二步，依据题意可知邮递员上坡和下坡总路程均为 AB 总长度 60 千米，已知来回总时间为 8小时，上坡时间为

60÷12＝5（小时），因此下坡为 3 小时，下坡速度为 60÷3＝20（千米/小时）。

因此，选择 D 选项。

3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8%，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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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题干可直接赋值这批手机的成本为 10，数量也为 10。可得期望利润为 10，定价为 20。

第三步，设折扣为 x，可得 10×7＋（20x－10）×3＝10×10×91%，解得 x＝0.85，即八五折。

因此，选择 C 选项。

3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2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平均数问题。

第二步，已知保留一位小数时是 5.8，可以得出保留两位小数时处于 5.75 与 5.84 之间，33×5.75＝189.75，要

使平均数最小，即这 33 个偶数的和为 190，平均数为 190÷33≈5.7575，保留两位小数为 5.76。

因此，选择 A 选项。

3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2%，易错项：B。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

第二步，设乙队原有人数为 10x，则甲队原有人数为 7x，依据题意可得（10x－40）－（7x＋40）＝136，解得 x

＝72，所以甲队原有人数为 7×72＝504（人）。

因此，选择 A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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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二：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用数字特性法解题。

第二步，已知甲队的人数是乙队的 70%，可知甲队人数能够被 7整除，可以排除 B、D 选项，代入 C 选项，甲队

原有人数为 630，则乙队原有人数为 900 人。甲、乙两队人数都能整除 10，从乙队抽出 40 人到甲队后，两队相

差人数依然能整除 10，与乙队比甲队多 136 人相矛盾，所以也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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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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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和“江苏”都是行政地位相同的省份，二者属于并列关系，“苏州”是“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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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直辖市，行政地位相当于省级，“南京”是江苏的省会城市，行政地位相当于副省级，二者不

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B项：“航天器”用于“航天”事业，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C项：“云南”和“安徽”都是省份，二者属于并列关系，“合肥”是“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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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和“辽宁”都是省份，但“青岛”是“山东”的组成部分，而非“辽宁”，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4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2%，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太阳系”是“宇宙”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必然组成关系，“地球”是“太阳系”的必然组

成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必然组成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哲学系”是“大学”的或然组成部分，有的“大学”可能没有开设“哲学系”，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

或然组成关系，排除；

B项：“白云”是“天空”的或然组成部分，有时“天空”可能没有“白云”，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或然组成

关系，排除；

C项：“耀斑”与“黑子”都是太阳的活动现象，二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D项：“广东”是“中国”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必然组成关系，“广州”是“广东”的必然

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必然组成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行星、小行星、彗星和流星体都围绕中心天体太阳运转，构成太阳系。

太阳耀斑是发生在太阳大气局部区域的一种最剧烈的爆发现象，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能量，引起局部区域瞬时加

热，向外发射各种电磁辐射，并伴随粒子辐射突然增强。

太阳的光球表面有时会出现一些暗的区域，它是磁场聚集的地方，这就是太阳黑子。黑子是太阳表面可以看到的

最突出的现象。

4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1%，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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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克服”与“危机”、“应对”与“危机”都属于动宾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开发”与“产品”属于动宾关系，但“企业”生产“产品”，二者属于主宾关系，排除；

B项：“攻克”与“难题”属于动宾关系，但“科学”与“难题”属于偏正关系，排除；

C项：“展望”与“未来”、“迎接”与“未来”都属于动宾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项：“登月”与“工程”属于偏正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4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5%，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概率”与“几率”属于全同关系，且二者都属于“逻辑学”的概念，二者分别与“逻辑学”构成包容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双胞”与“孪生”属于全同关系，且二者都属于“生物学”的概念，二者分别与“生物学”构成包容关

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项：“报导”与“报道”属于全同关系，但不是“物理学”里的概念，排除；

C项：拒绝”与“接受”属于反义关系，排除；

D项：展览”与“战略”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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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鹤”是“动物”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仙鹤”象征“长寿”，二者属于象征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珠宝”是“石头”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但“珠宝”不象征“价值”，排除；

B项：“牡丹”与“富强”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C项：“黑暗”与“光明”属于反义关系，排除；

D项：“玫瑰”是“植物”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玫瑰”象征“爱情”，二者属于象征关

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46、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92%，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黄色”“红色”和“白色”都是颜色，三者属于并列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忧伤”“高兴”和“愤怒”都是情绪，三者属于并列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项：“女医生”与“医生”、“男医生”与“医生”都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排除；

C项：“科学”与“非科学”属于并列关系中的矛盾关系，排除；

D项：“左手”和“右手”属于并列关系，但“举手”是一个动作，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2%，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翠鸟”能够“捕鱼”，二者属于对应关系，“翠鸟”是“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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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中有“老虎”，二者属于对应关系，但是“老虎”和“狐狸”都是动物，二者属于并列关系，排

除；

B项：“水草”可以“生长”在“海洋”中，三者属于对应关系，但“水草”不是“海洋”的一种，排除；

C项：“蜘蛛”能够“结网”，二者属于对应关系，“蜘蛛”是“生物”的一种，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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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项：“黄鼠狼”和“狼”都是动物，二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48、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91%，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水星”与“金星”都属于“行星”，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且二者与“行星”都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管理”与“公司”属于动宾关系，排除；

B项：“县”是“省”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排除；

C项：可以用“水桶”做“实验”，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D项：“杨振宁”与“张衡”都属于“科学家”，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且二者与“科学家”都属于包容关系中的

种属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49、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7%，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浙江”与“海南”都属于省份，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且二者与“中国”都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纽约”与“东京”都是城市，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东京”是日本的首都，而非“美国”，排除；

B项：“中国”与“新加坡”都属于国家，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且二者与“亚洲”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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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与“彩霞”都属于自然现象，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但二者与“现象”都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

系，排除；

D项：“英国”与“加拿大”都属于国家，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但“英国”位于欧洲，而非“美洲”，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5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克隆”与“绵羊”属于动宾关系，且“克隆”“绵羊”是一种“技术”体现，二者与“技术”属于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就业”与“救援”不属于动宾关系，排除；

B项：“制定”与“政策”属于动宾关系，且“制定”“政策”是一种“管理”方式，二者与“管理”属于对应

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项：“选择”与“道路”属于动宾关系，但“选择”“道路”与“政治”不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D项：“攀登”与“山峰”属于动宾关系，但“攀登”“山峰”与“地形”不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51、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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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图形均有封闭区间，考虑数面。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均只有 1 个面，依此规律，只有 B 项符合。

因此，选择 B 选项。

5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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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图形均有封闭区间，考虑数面。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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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中面的个数依次为 8、7、6、5、4，呈等差数列，依此规律，下一个图形面的个数应为 3，只有 B 项符合。

因此，选择 B 选项。

5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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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均不是对称图形，而 A、B、C 项都是轴对称图形，排除，只有 D 项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5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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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的个数和种类无规律，考虑元素换算，元素换算等差数列常见，选取图 1、2、3、4，代入换算公式：图 4-

图 3=图 2-图 1，即（2☽+2✧）-（3☽+2✧）=（2☽+3✧）-（1☽+4✧），换算可得：1✧=2☽。将题干中的元

素全部换算成☽，其个数依次为 9、8、7、6、5，呈等差数列，因此下一个图形需要 4个☽的等价图形，排除 B、

C项；继续观察，题干月亮开口朝向依次向右、向左交替出现，因此下一个图形月亮开口朝向应该是向左，只有

A项符合。

因此，选择 A 选项。

55、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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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图形均由不相连的 3 部分组成，只有 D 项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56、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5%，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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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宫格，横向观察，没有明显规律，考虑竖向规律。

第一列找规律，线的个数依次为 1、2、3，1+2=3；第二列验证规律，线的个数依次为 2、2、4，2+2=4，符合运

算规律；第三列用规律，前两幅图线条数依次为 4、1，4+1=5，所以问号处需要一个有 5 条线的图形，只有 A 项

符合。

因此，选择 A 选项。

5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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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对称特征明显，考虑属性类对称性。

第二步，九宫格，横向规律较为常见，优先考虑。

观察第一行图形均为轴对称图形；第二行验证规律，也均为轴对称图形；第三行运用规律，问号处应为轴对称图

形，只有 A 项符合。

因此，选择 A 选项。

58、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1%，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似，优先考虑样式类。

第二步，九宫格，横向规律较为常见，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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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图形均含有直角，问号处图形也应含有直角，只有 D 项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1.本题图形直角特征明显，直角个数无数字规律，而选项中只有 D项有直角，可考虑样式类整体求同。2.通过观

察选项和题干图形的共同特征快速找到考查规律也是一种解题技巧。

5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8%，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同，每个图形都是由 1●，1■，4○和 3□组成，但每一幅图中●、■位置变化明显，考虑平移。

第二步，九宫格，横向规律较为常见，优先考虑。

第一行找规律，图 1 中●顺时针移动 2 格得到图 2，图 2顺时针移动 2格得到图 3，即●每次顺时针移动 2 格；

第二行符合此规律；第三行运用规律，根据●顺时针移动 2 格可以排除 B、D，再次观察题干，每行均有一个图

形中●■相邻排列，问号处应该找一个●■相邻排列的图形，只有 C 项符合。

因此，选择 C 选项。

6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8%，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每行图形组成元素相同，均由三角形组成，但三角形的方向不同，考虑旋转和翻转。

第二步，九宫格，横向规律较为常见，优先考虑。

第一行图 1 左右翻转得到图 2，图 2上下翻转得到图 3；第二行验证规律，符合；第三行应用规律，只有 B 项符

合。

因此，选择 B 选项。

6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5%，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凡是……都……”，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有利两岸和平→大力推动

②破坏两岸和平→反对

第三步，进行推理。

A项：“大力推动”是对①的“肯后”，肯后推不出必然结论，排除；

B项：“反对”是对②的“肯后”，肯后推不出必然结论，排除；

C项：该项根据换位规则等价于“有的不应该大力推动的事是不利于两岸关系的事”，其中“不应该大力推动的

事”是对①的“否后”，根据“否后必否前”，可得“不利于两岸和平”，该项可以推出；

D项：“不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是对②的“否前”，否前推不出必然结论，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6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4%，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虽无明显逻辑关联词，但根据语句间的逻辑关系以及选项特征，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被所有人尊重→尊重所有人

第三步，进行推理。

由“张三不尊重李四”知：张三并非尊重所有人，是对①的“否后”，根据“否后必否前”得：张三并非被所有

人尊重，即有些人不尊重张三。

因此，选择 D 选项。

6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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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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科学化→听从专家的意见

②听从专家的意见→避免决策失误

第三步，进行推理。

A项：题干并未提及专家意见正确与否，排除；

B项：避免决策失误→听从专家意见，“避免决策失误”是对②的“肯后”，肯后推不出必然结论，排除；

C项：“不听从专家的意见”是对②的“否前”，否前推不出必然结论，排除；

D项：“¬避免决策失误”是对②的“否后”，根据“否后必否前”，可以得到“¬听从专家意见”，可以推出。

因此，选择 D 选项。

6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3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键词“有的……是……”，确定为集合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行政管理专业的大四学生→报考公务员

②有的报考公务员的是党员

③行政管理专业的大三学生→¬报考公务员

第三步，进行推理。

②换位可得：④有的党员报考了公务员

③的逆否命题是：⑤报考公务员→¬行政管理专业的大三学生

④、⑤递推可得：有的党员不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大三学生。

因此，选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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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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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7%，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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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太高且¬注意改善质量→销售量下降

第三步，进行推理。

A项：“销售量下降”是对①的“肯后”，肯后推不出必然结论，排除；

B项：“销售量上升”是对①的“否后”，根据“否后必否前”，应得“价格低或者注意改善质量”，排除；

C项：“商品房价格太高”且“不注意改善质量”是对①的“肯前”，根据“肯前必肯后”，可得“销售量下降”，

可以推出；

D项：“注意改善质量”是对①的“否前”，否前推不出必然结论，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6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9%，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有明显的信息匹配特征，确定为分析推理。

第二步，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由丙知，不在 A 处建；结合甲知，在 D 处建，此时发现也符合乙。所以，必须保证在 D 处建，才能使“甲、乙、

丙 3 人都说对了”。

A项：“D 处或 B 处”，有三种可能：①D处、②B 处、③D处和 B处，则 D处不一定会建，排除；

B项：“A 处或 C 处”，则 D 处不一定会建，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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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D 处和 C 处”，则可以确保 D 处一定建；

D项：“A 处或 B 处”，则 D 处不一定会建，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6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28%，易错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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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张三→赵六

乙：张三→李四或王五

丙：¬李四→¬王五；¬赵六

丁：张三且¬李四且¬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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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教师的看法中只有一种是对的”，则甲

和丙的话都为假；

甲：“¬张三→赵六”为假，则“¬张三且¬赵六”为真，即张三不做，赵六也不做，排除 A、D；

丙：“¬李四→¬王五；¬赵六”为假，因赵六不做，即“¬李四→¬王五”为假，则“¬李四且王五”为真，即李四

不做，王五做。

因此，选择 C 选项。

6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8%，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有明显的信息匹配特征，确定为分析推理选非题。

第二步，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题干信息相对确定，优先选择排除法。

由（2）“B 星和 F星相邻”，则可以直接得到 C 项顺序不可以。

因此，选择 C 选项。

69、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有明显的信息匹配特征，确定为分析推理。

第二步，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题干信息相对确定，优先选择排除法。

由“王、陈两人至少有一人参加”，则 A 项排除；

由“王、林、胡 3 人中应有两人参加”，则 B 项排除；

由“陈和周要么都参加，要么都不参加”，则 C 项排除。

因此，选择 D 选项。

7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有明显的信息匹配特征，确定为分析推理。

第二步，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王五告诉李四的信息是项目序号，李四回答不知道是哪支队，因为只有该项目被多个队伍获得奖牌时，才无法确

定哪支队伍，则是 1、4、5、12 项目；

王五告诉张三的信息是代表队名称，且在李四回答完之后，说知道是哪个项目，因为只有该队获得奖牌的项目只

包括“1、4、5、12”其中一个项目时，才能判断是哪个队伍，则该队是只含有项目 4 的乙队。

因此，选择 B 选项。

71、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9%，易错项：C。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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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自愿、不指望任何报酬的帮助他人的行为。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小张营救落水儿童属于“自愿”，但救人后提出了付报酬的要求，不属于“不指望任何报酬的帮助他人的

行为”，不符合定义；

B项：小李制服歹徒，属于“出于自愿、不指望任何报酬的帮助他人的行为”，奖励的钱是事后单位给的，不是

小李做事的初衷，符合定义；

C项：驻守边疆是身为战士的职责，不属于“帮助他人的行为”，不符合定义；

D项：协助消防人员为自己家灭火，是自救行为，不属于“帮助他人的行为”，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72、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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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因素干扰；

②使个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职业女性受到工作、生活和家庭三种角色引起的不利因素的干扰，使自己陷入没有个人时间的困境，属于

“因有不利因素干扰，致使个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符合定义；

B项：工作生活两不误，是有条有理的状态，未体现“使个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不符合定义；

C项：对顾客笑脸相迎，是银行职员的职业素养，未体现“使个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不符合定义；

D项：忙得不亦乐乎，说明工作处理得当并享受当下繁忙状态的表现，未体现“使个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

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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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在接近成功状态下；

②精神放松，酿成大祸。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中介协助企业骗取生产许可证，是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但未体现由于“精神放松，酿成大祸”，

不符合定义；

B项：股票在利空后出现利好，是证券市场上正常的发展历程，最终是回升的状态，未体现由于“精神放松，酿

成大祸”，不符合定义；

C项：高考结束后小李睡不着，但高考成绩成功与否未明确，未体现“在接近成功状态下”，结果不确定也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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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精神放松，酿成大祸”，不符合定义；

D项：热电厂在特殊情况下，很少出现人为事故，而在平时放松状态下，在日常操作中接近成功时，反而容易出

问题，属于“精神放松，酿成大祸”，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利空出尽是在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因各种不利消息的影响而下跌的现象，这种趋势持续一段时间，跌到一定的

程度，空方的力量开始减弱，投资者须不再被这些利空的因素所影响，证券价格开始反弹上升，这种现象叫做利

空出尽。

75、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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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溺于对过去的追忆；

②不厌其烦地重复叙述往事和过去的环境、条件。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总是说原单位好，体现了“沉溺于对过去的追忆，重复叙述往事和过去的环境、条件”，符合定义；

B项：时常追忆当年那辉煌的经历，体现了“沉溺于对过去的追忆，重复叙述往事和过去的环境、条件”，符合

定义；

C项：依恋过去的友人，体现了“沉溺于对过去的追忆，重复叙述往事和过去的环境、条件”，符合定义；

D项：出自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指独自离家在外地为他乡的客人，每逢佳节来临格外思念亲人，表达

的是作者对于朋友和家人的思念之情，并非“沉溺于对过去的追忆”，也并非“重复叙述往事和过去的环境、条

件”，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7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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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扶助和供养；

（2）抚养：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或兄、姐对未成年弟、妹的扶助和供养；

（3）扶养：针对“弱者”所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

第三步，辨析典型例证。

例证（1），小张的弟弟为小张提供住宿和生活费用，不属于“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也不属于“长辈亲属对

晚辈亲属或兄、姐对未成年弟、妹”，且小张仅是失业而没有收入，不是自身权益受到损害，也不属于“弱者”，

不符合定义；

例证（2），老李供养父母，属于“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扶助和供养”，符合定义赡养；

例证（3），未成年孤儿是社会弱势一方，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的人，属于“弱者”，政府给他们提供生活和学习

费用，属于“针对‘弱者’所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符合定义扶养。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弱者是社会资源占有量较少，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或受侵害后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的人或事物。

7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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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

（2）原意识：由动物（特指猿群）进化而来的适合人类个体生存的基本感知；

（3）显层意识：个体在人类群体（社会）中受到教育的感知结果。

第三步，辨析典型例证。

例证（1），尊老爱幼是传承下来的美德，是从小教育的结果，属于“个体在社会中受到教育的感知结果”，符

合定义显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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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2），机器人不属于“人类”，也不属于“动物”，不符合定义；

例证（3），学生认为老师爱他们，即他们自身是被爱的，属于学生“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符合定义自我意

识。

因此，选择 C 选项。

7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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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权：通过新闻媒介而实现的表达权；

（2）更正权：与己有关的报道出现错误，要求同一传媒予以更正或登载反驳文章的权利；

（3）知晓权：理解国家政务信息的权利，或接近大众传媒产业及军事产业、公害产业所拥有的信息的权利。

第三步，辨析典型例证。

例证（1），参与媒介的娱乐节目，在媒介上刊播作品表达自己的观点，体现了“通过新闻媒介而实现的表达权”，

符合定义接近权；

例证（2），何某被误抓，新闻被电视台播出，属于“与己有关的报道出现错误”，何某要求电视台为其恢复名

誉并给予赔偿，属于“要求同一传媒予以更正的权利”，符合定义更正权；

例证（3），小张想了解的是高考相关的信息，不属于“国家政务信息”，也不属于“大众传媒产业及军事产业、

公害产业所拥有的信息”，不符合定义知晓权，同时未体现“通过新闻媒介而实现的表达权”或“与己有关的报

道出现错误”，不符合定义接近权和更正权。

因此，选择 C 选项。

79、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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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诗：抒发诗人离别之情；

（2）田园诗：歌咏田园生活；

（3）咏史诗：以历史题材为咏写对象。

第三步，辨析典型例证。

例证（1），后两句诗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汪伦对李白真挚深厚的友情，属于“抒发诗人的离别之情”，符合定义

送别诗；

例证（2），全诗描绘了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属于“歌咏田园生活”，符合定义田园诗；

例证（3），这是一首咏史诗，以历史题材“赤壁之战”为咏写对象，抒发了作者对国家兴亡的感慨，符合定义

咏史诗。

因此，选择 D 选项。

80、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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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共同活动的群体；

（2）社会设置：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社会结构中相对稳定的一组要素；

（3）社会分层：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

第三步，辨析典型例证。

例证（1），社会身份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体现了“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

符合定义社会分层；

例证（2），家庭的功能是为社会生养后代、教育年轻人，体现了“满足社会基本需要，也是社会结构中相对稳

定的一组要素”，符合定义社会设置；

例证（3），公务员之间的友好关系，属于人与人之间的某种联系，但不属于“群体”，不符合定义社会组织，

同时未体现“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社会结构”或“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不符合定义社会设置和社会分层。

因此，选择 C 选项。

81、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42%，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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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读数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二段，“2007 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50150 万吨，比上年增产 350 万吨，增长 0.7%，成为历史

上第四个高产年，这是 1985 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首次实现连续 4 年增产”。

第三步，2007 年是 1985 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首次实现连续 4年增产，可知 2004～2007 这四年粮食产量均增产，

则 2003 年的粮食产量没有增产。

因此，选择 D 选项。

8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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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第三段，“2007 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372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8%，增速加快 0.9 个百

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 252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2%，增速加快 8.4 个百分点”。

第三步，2006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24.8%－0.9%＝23.9%，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 30.2%－8.4%＝21.8%，

则我国 2006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快 2.1 个百分点（23.9%－21.8%＝2.1%）。

因此，选择 B 选项。

83、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6%，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值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四段，“2007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4.8%，涨幅比上年提高 3.3 个百分点”。

第三步，2006 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为 4.8%－3.3%＝1.5%，故 2007 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与 2006 年的比值为

。

因此，选择 B 选项。

8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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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第五段，“2007 年全年进出口总额 21738 亿美元……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2622 亿美元”。

第三步，根据贸易顺差＝出口额－进口额＝2622（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21738（亿美元），

后式减去前式，可得 2007 年的进口总额约为（进出口总额－贸易顺差）÷2= （分子减法计算

截位舍相同），首位商 9。

因此，选择 C 选项。

8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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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最后一段，“2007 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786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140 元”。

第三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约是 13800－4100≈9000 （元）（或者利用尾

数法）。

因此，选择 A 选项。

8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

第二步，定位表格“股票成交金额 A 股”所在行，2006 年全国 A股成交金额 89217 亿元，2005 年 31099 亿元。

第三步，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观察现期量明显大于基期量的 2 倍，则增长率大于 100%，

排除 A、B 选项；C、D选项首位相同，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三位，分子截位舍相同，可得 2006 年全国 A 股成交

金额比 2005 年增长 ，直除首两位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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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量做差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第二行“上市公司数目”数据。

第三步，根据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简单减法计算考虑截位舍相同，可得各选项的增长量依次为：2006 年，

143－138＝5；2004 年，138－129＝9；2003 年，129－122＝7；2001 年，116－109＝7，则 2004 年的上市公司

数目增加最多。

因此，选择 B 选项。

8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4%，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错误的一项。

第二步，A选项，读数比较，定位表格下半部分，2005 年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收盘指数均最低，正确。

B选项，读数比较，定位表格第四行，A 股上市股票数目不断增加，正确。

C选项，读数比较，定位表格下半部分，2000 年各深证综合指数最高点（654.37）大于 2006 年（552.93），错

误。

D选项，读数比较，定位表格上半部分，2000 年的 B 股上市股票数目（114）最多，正确。

因此，选择 C 选项。

8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2%，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平均数计算。

第二步，定位表格 2006 年所在列，2006 年全国 A股股票成交金额 89217 亿元，总成交 15808.62 亿股。

第三步，根据平均数＝总数÷总个数，观察选项量级一致，首位不同，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两位，可得 2006 年

全国 A 股股票的平均成交价格约 ，直除首位商 5。

因此，选择 C 选项。

90、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年均增长率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上半部分。

第三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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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相同

则直接比较末期量÷基期量即可。可得：上市公司数目， ；上市股票数目， ，则 V

＞V ，排除 C、D 选项。A股上市股票数目， ；B 股上市股票数目， ，则 V ＞V 。

因此，选择 A 选项。

91、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2%，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比重比较。

第二步，定位表格第五列数据。

第三步，2006 年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最多的为海口，为 365 天。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可得

2006 年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占全年的比重最高是 。

因此，选择 D 选项。

9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9%，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

第二步，定位表格第二列，2006 年南京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 0.109 毫克/立方米，上海 0.086 毫克/立方米。

第三步，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代入数据可得 2006 年南京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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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高 ，直除首两位商 26。

因此，选择 B 选项。

9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择错误的一项。

第二步，A选项，读数比较，定位表格数据，太原的大气污染物含量（0.142、0.080、0.025）均低于乌鲁木齐

（0.152、0.113、0.064），太原达到及好于二级空气质量的天数（261）稍多于乌鲁木齐（246），总体上说，

太原的空气质量比乌鲁木齐好，正确。

B选项，读数比较，定位表格数据，海口的可吸入颗粒物含量（0.041）和二氧化氮浓度（0.012）最低，二氧化

硫浓度（0.010）第二低，而达到及好于二级空气质量的天数（365）最多，因此，总体空气质量最好，正确。

C选项，读数比较，定位表格数据，南京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305 天）还少于福州（344 天）、哈

尔滨（308 天），济南（307 天），错误。

D选项，现期倍数计算，定位表格数据，南京的二氧化氮浓度是拉萨的 （倍），正确。

因此，选择 C 选项。

9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2%，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读数比较。

第二步，定位表格第三列数据。

第三步，观察表格二氧化硫一列数据，可知二氧化硫含量从高到低依次为：乌鲁木齐（0.113）、太原（0.080）、

重庆（0.074）、天津（0.067）、南京（0.063），南京排名第五。

因此，选择 C 选项。

9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3%，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读数比较。

第二步，定位表格第四列数据。

第三步，观察表格第四列二氧化氮数据，2006 年空气中二氧化氮含量最低的三个城市依次是：海口（0.012）、

济南（0.021）、太原（0.025）。

因此，选择 A 选项。

9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5%，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读数比较。

第二步，定位折线图数据。

第三步，2007 年城市、县镇、农村居民安全感得分最接近的生活领域是儿童玩具。

因此，选择 D 选项。

9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

第二步，定位折线图，2007 年我国农村居民的餐饮卫生安全感得分 2.68 分，城市居民 2.39 分。

第三步，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2007 年我国农村居民的餐饮卫生安全感得分比城市居民

高 ，直除首两位商 12。

因此，选择 B 选项。

98、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8%，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择错误的一项。

第二步，A 选项，现期平均数计算中单平均数计算，根据平均数＝总数÷总个数，得城乡居民的药品安全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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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为 （分），正确。

B选项，读数比较，城乡居民在图中各生活领域的安全感得分大多低于 3.0 分，只有农村居民的家装安全得分

（3.02）、家装费用得分（3.07）高于 3.0 分，正确。

C选项，读数比较，除药品外，农村居民在图中各生活领域的安全感得分均高于城市、县镇居民，正确。

D选项，读数比较，餐饮卫生、食品、家装安全、家装费用，县镇居民的安全感得分均更接近于城市，与农村差

别较大，错误。

因此，选择 D 选项。

9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和差比较。

第二步，定位折线图数据。

第三步，各选项 2007 年我国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安全感得分差距分别是：

家装费用，3.07－2.71＝0.36（分）；家装安全，3.02－2.68＝0.34（分）；药品，2.46－2.37＝0.09（分）；

餐饮卫生，2.68－2.39＝0.29（分）。差距最大的为家装费用。

因此，选择 A 选项。

100、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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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定位折线图数据县镇居民数据。

第三步，根据平均数＝总数÷总个数，选取中间值 2.6 进行计算，可得 2007 年我国县镇居民在图中各生活领域

的安全感平均得分是 （分）。

因此，选择 C 选项。

101、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4%，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上半部分，“2007 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劳动力需求人数占比为 1.4%，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比为 0.6%”。

第三步，整体量一致，可用部分量所占的比重来计算增长率，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2007

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劳动力需求人数比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多 ，直除首

两位商 13。

因此，选择 B 选项。

10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计算中和差类问题。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数据。

第三步，2007 年劳动力需求最少的五个行业依次为：国际组织 0.1%；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0.6%；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 0.6%；教育 0.8%；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0.9%。五个行业的劳动力总需求占我国劳动力

总需求的比重是 0.1%+0.6%+0.6%+0.8%+0.9%=3.0%。

因此，选择 B 选项。

10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6%，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错误的一项。

第二步，A 选项，和差比较，需求最多的三个行业为：制造业（29.1%）、批发和零售业（16.2%）和住宿和餐饮

业（10.6%）。简单加法计算，截位舍相同处理，三者总需求（29%+16%+11%=56%）超过 50%，正确。

B选项，直接读数，农、林、牧、渔业劳动力需求占我国劳动力总需求的比重为 2.7%，正确。

C选项，现期倍数计算，整体量一致，可用部分量所占的比重来计算倍数，建筑业的劳动力需求人数是采矿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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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正确。

D选项，增长率计算，整体量一致，可用部分量所占的比重来计算增长率，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房地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人数比金融业多 ，显然结果不是 1.5%，错误。

因此，选择 D 选项。

10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2%，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值计算。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从多到少排在劳动力需求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制造业 29.1%、批发和零售业 16.2%、住

宿和餐饮业 10.6%。

第三步，排在第一、第二位的两个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差距为 29.1%－16.2%＝12.9%；排在第二、第三位的两个行

业的劳动力需求差距为 16.2%－10.6%＝5.6%。整体量一致，可用比重替代部分量进行比值计算，二者比值为

，直除首两位商 23。

因此，选择 C 选项。

10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和差类的简单计算。

第二步，定位图中数据。

第三步，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比重为 2.7%，第二产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建筑业）比重为 1.1%＋29.1%＋1.4%＋4.7%＝36.3%，比重之差为 36.3%－2.7%＝33.6%。

因此，选择 A 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