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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0309 江苏公务员考试《行测》真题（B 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1、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9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介绍了印度喀拉拉邦的人口现状，然后由转折关联词“但”引出文段重点:全邦有 9

千多间图书馆，1万 2千多间阅览室，后文围绕喀拉拉邦图书馆和阅览室的具体情况展开论述。文段结构为“分

—总—分”，重在强调喀拉拉邦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数量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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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之前的内容，非重点。C 项：“城市化”文段并未论及，无中生有。D 项：后文解释说明部分，非重

点。

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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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过渡中”，符合文意。B 项对应“主

要表现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符合文意。C 项对应“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

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符合文意。D 项对应“‘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将原文的“减弱”偷换

为“已不复存在”，属于偷换语气，不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D 选项。

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2%，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美国人慷慨解囊”出现在最后一句话。根据“唯一正常运作的军事活动是销毁战略核导弹

——给俄罗斯熊满口拔‘核牙’”，可知美国人慷慨解囊针对的就是俄罗斯销毁战略核导弹的军事活动。

第二步，对比选项。C项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C 选项。

4、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谁也不知道，甚至谁也不想知道，原子的内部世界”出现在最后一句话。根据前文“这种

观念历史久远、根深蒂固，直到 19 世纪末期，很多有学问的科学家还坚信不移”可知，这种“原子是不可再分

的最小微粒”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科学家，才使得后人不愿意去探索原子的内部世界。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 D 选项。

5、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6%，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介绍了夏商周时期海贝是最早的货币，接着列举了夏代、商周和春秋战国各时期出土

的贝的形式，最后提到甲骨文和金文中也有对贝的记载。文段为并列结构，应全面概括，重在阐述贝作为一种货

币的早期形态。

第二步，对比选项。D项是对文段主要内容的全面归纳概括。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B 项和 C 项：均为文段中的部分内容，表述片面。

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6%，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提出问题，即倡导短信文明仅靠政府和运营商是不够的。接着提出解对策，即通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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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式引导社会大众的主动参与。文段结构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重在强调解决对策，即引导社会大众主

动参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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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的形式和内容”在文中未提及。B 项和 C 项：均为问题部分，非重点。

7、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1%，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引出话题“实力”与“道德”对于强国的重要性，接着以“失去道德之强，绝无实力

之强”来强调“道德之强”是“实力之强”的前提。文段结构为“分—总”，重在强调“道德之强”是“实力之

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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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强调“道德”，未体现其对于“实力”的重要意义。B 项：前文引出话题部分，非重点。C 项：原文没

有将“实力”与“道德”进行比较，“比……重要”无中生有。

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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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像一座桥梁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符合文意。B 项对应“也是每一个希望

减轻自己人生重担的人所必须依靠的支柱”，符合文意。C项对应“幽默是人类面对共同的生活困境而创造出来

的一种文明”，说明幽默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并不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曲解文意，不符合文意。D 项对应“它以

愉悦的方式表达人的真诚、大方和心灵的善良”，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C 选项。

9、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9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通过举“制定法在社会生活中有积极作用”的例子引出话题，接着由转折词“然而”

说明“案结事不了仍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受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的影响，最后通过“在一定意义上”

给出结论，即民俗习惯更为人们所依归。文段结构为“分—总”，重在强调民俗习惯对人们行为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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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之前的内容，非重点。B 项：强调“制定法”，而文段强调“民俗习惯”，曲解文意。C 项：“至高

无上”在文中未提及。

10、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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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并未提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其他派别法学的根本区别，无中生有，表述错误。B 项

对应“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但并不等于“法律是社会共同体意志的体现”，曲解文意，表述错误。C 项和

D项对应“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

可知 C 项将“物质生产方式”偷换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表述错误；马克思讲的是一般的哲学规律，是具有

普适性的，适用于“任何社会”，原文讲述“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可以理解为“物

质生产方式”是决定性因素，该项表述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1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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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定位原文。各种武器的介绍出现在材料第一段。第一段讲述了人类武器所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冷兵器

时代、火器时代、机械化武器时代、核武器时代。这一顺序正是武器发展的顺序，所以武器杀伤力由低到高分别

为：冷兵器、火器、机械化武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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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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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对应材料第一段，依据人类武器所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可知，冷兵器时代军队战斗力比

火器时代军队战斗力低，A项不符合原文，错误。B 项对应第一段中“战争进入到火器时代，杀伤敌人的主要能

量形式是化学能”，把“化学能”偷换为“体能”，属于偷换概念，错误。C 项对应第一段最后“核武器以其巨

大的核爆炸能杀伤敌人……人类一直笼罩在核威胁的阴影之中”，说明核武器对整个人类都有极大危害，符合原

文，正确。D项对应第一段中“机械化战争时代，杀伤敌人的主要能量形式是机械能加化学能”，并不只是“机

械能”，属于偷换概念，错误。

因此，选择 C 选项。

1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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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应第二段中“……其中，信息能处于核心地位”，符合文意，正确。B 项对应第一段

最后一句“自有核武器以来，人类一直笼罩在核威胁的阴影之中”，符合原文，正确。C项对应第一段第四句话

“工业革命，将战争带入了机械化战争时代”，符合原文，正确。D项对应第一段第三句话“人类发明了火药，

战争进入到火器时代”，并不是“冷兵器时代”，属于偷换概念，错误。

因此，选择 D 选项。

1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高速度、大范围、立体化的作战样式”出现在第一段第四句话末尾。根据“工业革命，将

战争带入了机械化战争时代……出现了高速度、大范围、立体化的作战样式”可知，这种作战样式对应的是“机

械化战争时代”。

第二步，对比选项。B项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B 选项。

1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定位原文，“信息时代，武器杀伤敌人的能量”出现在第二段第二句话中。根据“武器杀伤敌人的能量

形式变得复杂多样，包括动能、物质流能、信息能和化学能等”可知，信息时代武器杀伤敌人的能量包括“动能、

物质流能、信息能和化学能”等。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A 选项。

1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2%，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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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测差数列是连续的质数数列，下两项分别为 7 和 11，则所求项为 16＋7＝23，验证 23＋11＝34，满足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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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C 选项。

1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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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如图所示：

观察发现后面部分与前面部分做商得到商数列为 1，2，3，4，（5），6，选项中只有 B 选项的 1785（85÷17＝5），

满足规律。

因此，选择 B 选项。

18、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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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5＝3×2－1，9＝2×5－1，猜测规律为第三项＝第一项×第二项－1，则所

求项为 5×9－1＝44，验证 9×44－1＝395，满足规律。

因此，选择 D 选项。

1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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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数列拆分为 3 个部分，如图所示：

每一部分分别成规律。

前面部分：1，3，5，7，（9），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

中间部分：1，2，4，8，（16），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列；

后面部分：9，7，5，3，（1），是公差为－2的等差数列。则所求项为 9161。

因此，选择 C 选项。

2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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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0，1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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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7＋2＝9，则所求项分子为 17＋9＝26；

分母数列：2，2，4，12，48，（240），相邻两项之间有明显倍数关系，优先考虑做商，做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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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数列是公差为 1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 4＋1＝5，则所求项分母为 48×5＝240。

则所求项为 。

因此，选择 B 选项。

2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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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组合拆分，将原数列拆分为 3 个部分，如图所示：

奇偶项分别成规律。

奇数项：3×3＝9，2×3＝6，4×2＝8；

偶数项：5＋1＝6，7＋2＝9。

所求项为偶数项，只有 C（3＋3＝6），满足规律。

因此，选择 C 选项。

2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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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6，17＝8×10－7×9，规律为中间数字＝左上角数字×右上角数字－左下

角数字×右下角数字，则所求项为 5×7－3×9＝8。

因此，选择 D 选项。

23、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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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因式分解。原数列可分解为：1²×2，2²×3，3²×5，4²×7，（5²×11＝275），

6²×13。“×”前是平方数列，下一项为 5²；“×”后为 2，3，5，7，（11），13，是连续的质数数列，则所

求项为 5²×11＝275。

因此，选择 D 选项。

2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47%，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项数较多，考虑多重数列。

第二步，数列有十项，考虑两两分组，分组为（1，3），（11，15），（20，28），（7，23），组内做差,得到

差数列为 2，4，8，16，是一个公比为 2的等比数列，下一项为 16×2＝32，则所求项为 55－32＝23。

因此，选择 A 选项。

25、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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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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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数数列是公差为 2 的等差数列，则所求项底数为 9＋2＝11，指数数列是 2 的常数数列，修正数列是公差为－1

的等差数列，下一项为－5＋（－1）＝－6，则所求项为 11²－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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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测差数列是公差为 8 的等差数列，下两项分别为 31＋8＝39，39＋8＝47，则所求项为 76＋39＝115，验证 115

＋47＝162，满足规律。

因此，选择 A 选项。

2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3%，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从题干中可以看出等比数列公比 ，等比数列求和公式 ，

代入数据得 ，当 n趋向于无穷大时， 趋向于 0，即原

式＝ 。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也可以直接使用无穷递缩等比数列各项求和公式 ,原式= 。

27、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

第二步，从等式左边把 移到右边得：

，

得到等式①

同理，从等式左边把 移到右边得：

，

得到等式②

第三步，根据等式①+②得 x＋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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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因为根号里面为 、 ，所以 x、y 可以取任意值，则直接赋值 x＝0，代入原式得 y＝0，所

以 x＋y＝0。

28、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几何问题，属于平面几何类。

第二步，题干求三角形内接长方形的最大面积，利用特殊三角形快速求解，在等腰直角三角形内求最大的长方形，

如图所示，在等腰直角三角形△ABC 内画一个长方形 FDEB，长和宽分别为 a、b， ，

得 ，且 DF＝CF＝a，DE=EA=b，因此 。

第三步，由均值不等式 ，则 ， ，所以内接长方形的最大面积为 6。

因此，选择 A 选项。

2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0%，易错项：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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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几何等比放缩性质，由题干已知球内接立方体的表面积增加 21%，得出立方体的表面积为原来的 1.21

倍，因为 1.21=1.1²，所以立方体的棱长为原来的 1.1 倍，因此球的半径为原来的 1.1 倍，球的体积公式为 ，

所以球的体积为原来的 1.1³=1.331 倍，因此增加 33.1%。

因此，选择 C 选项。

3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30%，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多位数问题。

第二步，已知从其中的任一数字开始按顺时针方向连续取三个数形成的所有三位数都是固定的数字：902、246、

468、681、813、135、357、579、790，结合选项可以发现 A、B、C 三个选项尾数都不相同，因此可以用尾数法

计算，2＋6＋8＋1＋3＋5＋7＋9＋0＝41，即最后的尾数为 1。

因此，选择 B 选项。

31、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46%，易错项：B。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

第二步，由题干可知（甲的蔬菜吨数－544）为 7 的倍数，代入选项可以发现只有 D 满足条件。

因此，选择 D 选项。

解法二：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

第二步，由题干甲、乙基地的蔬菜重量比为 7∶4，可以直接设甲、乙现有蔬菜分别为 7x、4x，乙基地的蔬菜比

丙基地多 800 吨，可得丙现有蔬菜为 4x－800。已知甲、乙、丙三个蔬菜基地共存放了 5200 吨蔬菜，可得 7x＋

4x＋4x－800＝5200，解得 x=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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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甲基地原有蔬菜 7×400＋544＝3344（吨）。

因此，选择 D 选项。

3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2%，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多位数问题。

第二步，由题干“王先生住的楼层刚好等于李先生的房间号的个位数，而王先生的房号与李先生房号的个位数和

为 210”可得王先生房间号百位和个位之和为 10，且王先生房间号百位为 2，故排除 A、C、D选项。

因此，选择 B 选项。

3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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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中出现百分数形式，便于计算，可以直接赋值原价为 100，根据第一年提价 8%、第二年下降 12%、

第三年提价 6%，可得第三年的价格为 100×（1＋8%）×（1－12%）×（1＋6%）≈100.74。所以得出第三年在原

价的基础上涨了 0.74%。

因此，选择 A 选项。

34、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9%，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工程问题，属于时间类。

第二步，由题干可知“乙、丙两人合作，需要 10 小时完成，甲、乙、丙三人合作，需要 6 小时才能完成”赋值

工作总量为 30（10 和 6 的最小公倍数），则乙、丙效率和为 30÷10=3，甲、乙、丙效率和为 30÷6=5，故甲的

效率为 5－3＝2。

第三步，甲单独完成所需时间为 30÷2＝15（小时）。

因此，选择 A 选项。

35、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3%，易错项：B。

解析

解法一：第一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属于最值优化类。

第二步，对函数求导可得 y′＝－3x²＋24x，令 y′＝0，解得 x=0 或 x=8。

第三步，当 x=0 时，y=2240；当 x=8 时，y=2496。故 x=8 时获得利润最大，此时销售价为 206－8=198（元）。

因此，选择 C 选项。

解法二：第一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属于最值优化类。

第二步，由题干可知要使利润最大，则 有最大值， 时，

为正数，当 x=8 时，有最大值，则这时服装销售价格为 206－8＝198（元）。

因此，选择 C 选项。

3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似，优先考虑样式类运算。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观察发现前三个图相似，后两个图相似，分别观察，图 1 和图 2 去同求异可得图 3，图 4 和图 5 去同求异可得最

后一幅图，只有 B 项符合。

因此，选择 B 选项。

3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2%，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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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幅图中都有两个五角星，优先考虑功能元素。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中的五角星均标示图形中的直角，依此规律，只有 A 项符合。

因此，选择 A 选项。

3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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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特征明显，优先考虑曲直性。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均由曲线构成，依此规律，只有 B 项符合。

因此，选择 B 选项。

39、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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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的特征比较明显，考虑数线。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直线条数均为 10，依此规律，只有 D项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40、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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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个数和种类无规律，考虑元素换算。图 4=图 5（均由 2○、2☆组成），因此数字规律为常数列，图 2=图 3

可得☆= （即图 2、图 3均是 1○、4 ），得到图 1 是 6 个 ，同样根据常数列，图 1=图 2可得○=2 ，换

算后每个图内“ ”的个数均为 6，依此规律，只有 D项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4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8%，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为六面体折纸盒题型。

第二步，分析选项。

题干中出现两个箭头的面，当这两个面相邻时，两个箭头平行。

A、B、D项，相邻面中两个箭头均垂直，排除，C 项两个箭头平行，与题干一致，正确。

因此，选择 C 选项。

4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8%，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为六面体折纸盒题型。

第二步，分析选项。

观察题干图形，三个有对角线的面相邻时，其公共顶点 a只引出 1条对角线，如图所示，经过移面后三个空白面

为相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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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三个对角线的面公共顶点引出 2条对角线，排除；

B项：三个空白面相邻，与题干位置关系一致，正确；

C项：三个对角线的面公共顶点没有引出对角线，排除；

D项：三个对角线的面公共顶点引出 3条对角线，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43、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9%，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为六面体折纸盒题型。

第二步，分析选项。

A项：三个空白面在题干中为相邻面，且相对位置关系与题干一致，正确；

B项：“♂”面右边为“♀”面，题干“♂”面右边为空白梯形面，排除；

C项：“♀”面右边为空白梯形面，题干“♀”面右边为“♂”面，排除；

D项：“♂”面右边为“♀”面，题干“♂”面右边为空白梯形面，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44、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为六面体折纸盒题型。

第二步，分析选项。

对题干面进行编号，因为 A、C、D 项均是 2 个三角形面，题干经过移面后，面 1、面 2如下图所示：

A、C 项：面 1 黑色三角形直角边与面 1、面 2 公共边重合，题干中黑色三角形边不靠近面 1、面 2公共边，排除；

B项：全黑色的面在题干中未出现，排除；

D项：3 个相邻面的位置关系与题干（如下图面 1、面 2、面 3）一致，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4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2%，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本题为六面体折纸盒题型。

第二步，分析选项。

A项：含两个黑点的面和空白梯形面为相邻面，而题干中这两个面是相对面，相对面在立体图形中不能同时出现，

排除；

B项：选项中三个面的位置关系与题干平面展开图一致，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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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两个白点相连画线，如图 C 两点连线与梯形面的短边平行，而题干中左右任意一侧两个白点连线与梯形面

的短边均相交（如图），排除；

D项：在含点的面中画箭头（保证黑点在箭头的右下角），以箭头指向为正方向，如图 D 空白梯形面在箭头的右

边，而题干中的空白梯形面在箭头的左边（如下图所示），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46、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1%，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为八面体折纸盒题型。

第二步，分析选项。

A项中两个 面仅有一个公共顶点，在题干中有公共边，排除；B、D 选项中四个面与题干“红色虚线椭圆所标

注的四个面”对应，两个选项中 面右上方均为含图案的面，而题干 面的右上方为空白面，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八面体基础知识：共有 8 个三角形面，6个顶点，每 4个面共用 1个顶点，每个面都有 3个相邻面。

47、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3%，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为八面体折纸盒题型。

第二步，分析选项。

A项：2 和 6 有公共边，题干中两个面仅有一个公共点，排除；

B项：选项中 6在上方，6 的方向应发生变化，选项未变化，排除；

C项：选项中 4在上方，4 的方向不应发生变化，选项发生了变化，排除；

D项：相对位置关系与题干一致，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立体图和平面展开图不仅要保持面与面相邻或相对位置不变，也要保持面内图案的相对位置不变。

4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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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第一步，本题为六面体折纸盒题型。

第二步，分析选项。

A、D两项所示的半黑半白面在题干图形中不存在，排除；题干中有两个阴影面:一个面的阴影部分在面的上部，

另一个面的阴影部分在面的下部，而 C 项中的两个阴影部分均在面的上部，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4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82%，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为六面体折纸盒题型。

第二步，分析选项。

A项中三个面在题干中为相邻面，且相对位置无误，正确；B、D 项，有平行线的两个面相邻，题干中这两个面为

相对面，排除；C项，两个白色梯形面相邻，题干中这两个面为相对面，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

梯形台展开图也是六个面，相邻位置关系两种：（1）四个面位于同一列（行），其两端的面是相邻面；（2）组

成“L”型的两边所在面是相邻面。

5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9%，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本题为六面体折纸盒题型。

第二步，分析选项。

A、C 项中全黑的面在题干中不存在，排除；B项，需要经过复杂的移面才可判定，暂时保留；D 项， 面与

面相交，但两个黑色三角形的最大角没有公共点，而题干中两个黑三角形的最大角有公共点，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梯形台展开图也是六个面，相邻位置关系两种：（1）四个面位于同一列（行），其两端的面是相邻面；（2）组

成“L”型的两边所在面是相邻面。

51、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9%，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键词“凡是……都……”等，确定为集合推理。

第二步，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A、B项：题干只提及“所有春季装修公司的工人拥有大专文凭”，并没有涉及春风理发店的员工是否拥有大专

文凭的关系，无法推出，排除；

C项：题干中未提及春季装修公司与来自郊区农村的关系，排除；

D项：由④换位得“有的大专文凭是保安”，可以推出。

因此，选择 D 选项。

52、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9%，易错项：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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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小刘一定是三年级学生。

论据：小刘是学生会成员。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无关选项。“只有小刘才能被选入学生会”与论点“小刘是三年级学生”，论题不一致，排除。

B项：建立联系。入选学生会→三年级学生，在论点与论据之间建立联系，具有加强作用。

C项：无关选项。建立的不是学生会成员与三年级学生间的充分条件关系，论题不一致，排除。

D项：无关选项。建立的不是学生会成员与三年级学生间的充分条件关系，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这种看似是翻译推理的前提假设类的加强论证，基于的前提就是建立论据到论点间的充分条件关系即可，即：只

要是学生会成员，一定是三年级学生，直接从选项中选择和这句话表达一个意思的选项即可。

53、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9%，易错项：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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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不必然不”，由“所有公共政策的后续效应可能是难以预料的”等价于：“所有公共政策的后续

效应不必然不是难以预料的”，接着有“所有”可以推出“有的”，即可得“有的公共政策的后续效应不必然不

是难以预料的”。A、C、D项均不符合模态推理“可能”与“不必然不”的等值转换。

因此，选择 B 选项。

5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9%，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则……”等，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及时扫雪→公路结冰

②公路结冰→安全隐患

③安全隐患→公路关闭

④公路关闭→生活不便

⑤高速公路关闭

第三步，进行推理。

A项：题干并未提及“公路结冰是否是普遍现象”，无法推出，排除；

B项：“公路关闭”是对③“肯后”，肯后推不出必然性结论，排除；

C项：①②③④运用递推，得：¬及时扫雪→公路结冰→安全隐患→公路关闭→生活不便，即⑥¬及时扫雪→生活

不便，“¬生活不便”是对⑥“否后”，根据“否后必否前”，可以得到“及时扫雪”，可以推出；

D项：题干并未提及“普通公路”，无法推出，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5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1%，易错项：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至少……一人”，确定为翻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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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翻译题干。

总经理：小王或小孙

第三步，进行推理。

董事长的话是对总经理话的否定，根据摩根定律，其矛盾为“¬小王且¬小孙”。

因此，选择 B 选项。

5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5%，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非都是不好的现象。

论据：在落实上级政策的时候，下级制定有关“对策”其实是很正常的。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增加反向论据。“下级的对策是对上级政策的篡改或曲解”，说明是不好的现象，具有削弱作用。

B项：解释论据。下级对上级政策进行细化，以方便政策执行，说明起到了好的作用，是好的现象，具有加强作

用。

C项：无关选项。“政策权限”题干并未提及，论题不一致，排除。

D项：削弱论据。“下级不能进行政策制定”，直接否定论据“下级制定有关‘对策’其实是很正常的”，具有

削弱作用。

因此，选择 B 选项。

57、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23%，易错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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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条件，进行推理。

题干论断中无明显矛盾和反对关系，因而代入选项去验证。

A项：代入后，则张为假，王为假，李为真，与题干“三人的判断只有一假”不符，排除；

B项：代入后，则张为真，王为假，李为假，与题干“三人的判断只有一假”不符，排除；

C项：代入后，则张为真，王为真，李为真，与题干“三人的判断只有一假”不符，排除；

D项：代入后，则张为真，王为假，李为真，与题干“三人的判断只有一假”符合，可以推出。

因此，选择 D 选项。

58、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26%，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只有……才……”等，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甲：小李→小王

②乙：小王→小李

③丙：小王或小李

第三步，进行推理。

根据题意，一共有四种情况：

（1）小王、小李都上：甲乙丙都正确，则三人的话都为真，排除 A 选项；

（2）小王上，小李不上：甲可能正确，可能错误；乙错误；丙正确；则三人的话两假一真或两真一假，排除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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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王不上，小李上：甲错误；乙可能正确，可能错误；丙正确；则三人的话两假一真或两真一假；

（4）小王、小李都不上：，“否后必否前”，甲正确；“否后必否前”，乙正确；丙错误；则三人的话两真一

假，排除 D 选项。

结合三人说话的真假情况有三种：全真；两假一真；两真一假。

因此，选择 B 选项。

5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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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会开车

乙：¬李且¬王

丙：有的人不会开车

甲和丙为反对关系。

第三步，看其余。

根据反对关系的特性“两个有的，必有一真”及题干的真假限定，故说真话的人一定在甲和丙之中，则乙说的话

必然为假，可知：李或王，即可推知有的人会开车为真，则甲的话为真，丙的话为假，丙的话的矛盾即“所有人

都会开车”就为真。

因此，选择 A 选项。

6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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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水工→小李木工

乙：小王水工→小张电工

丙：小张电工且¬小李木工

题干论断中无矛盾和反对关系，无法确定真假时，可采用代入法。

通过观察选项可知，B项“小王不是水工”和 D项“小王是水工”必有一真一假；

假设 B 项为假，即小王是水工，其余选项均为真得出：小张不是电工，小李是木工；代入题干，验证：甲为真，

乙为假，丙为假，则有一真两假，符合题干“三人推测中只有一句是真话”，则假设正确，B项为假。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甲：小王水工→小李木工乙：小王水工→小张电工丙：小张电工且-小李木工。

由题干可知三人中只有一人的话为真，可用假设法：若丙的话为真，则甲和乙的话都为假，乙的矛盾“-小张电

工且小王水工”则为真，与丙的话矛盾，因此丙的话为假，其矛盾“-小张电工或小李木工”为真；若乙的话为

真，则甲和丙的话都为假，甲的矛盾“小王水工且-小李木工”则为真，而丙的矛盾为真，可知“-小张电工”，

结合乙的话可得：“-小王水工”，矛盾，因此乙的话为假，即“-小张电工且小王水工”为真，B 项不可能为真。

因此，选择 B 选项。

61、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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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定义，考查“非结构化决策”，其关键信息如下：

①决策过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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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可能用确定的模型和语言来描述；

③无所谓最优解的决策。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核算和发放工资能用“确定的模型、适当的算法”，是公司经过分析之后的“最优解的决策”，不符合定

义；

B项：城市发展不可预测，其发展战略“决策过程复杂”，无法用“确定的模型和语言来描述”，符合定义；

C项：建造宿舍大楼需要工程预算、设计和建设，能用“确定的模型和语言来描述”，不符合定义；

D项：仓库库存量涉及系统管理，能用“确定的模型和语言来描述”，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62、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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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水平较低，生活条件较差的国家和地区；

②把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向生产力水平较高，生活条件较富裕，劳动报酬较多的国家和地区。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某大学教授是个体，不属于“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且边远地区也不属于“生产力水平较高，生活条件较

富裕，劳动报酬较多的地区”，不符合定义；

B项：技术干部不属于“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且借调仅是人员短时间的变化，但甲地和乙地之间生活条件的优

劣未明确，未体现“转向生产力水平较高，生活条件较富裕，劳动报酬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不符合定义；

C项：政府组织大批的民工属于“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四川相较于广东来说，属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生活条

件较差的地区”，符合定义；

D项：由甲厂到邻近的工厂，不属于“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C 选项。

6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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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两个以上公民；

②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小黄、小李和小王三人属于“两个以上公民”，依次提供开办工厂所需场地、资金、技术，属于“合伙经

营”，符合定义；

B项：陈家三兄弟属于“两个以上公民”，共同出资买车做货运生意，属于“合伙经营”，符合定义；

C项：小瑛在家人资助下开店，但只有小瑛一人经营，不属于“两个以上公民”，不符合定义；

D项：李强和刘海属于“两个公民”，两人分别提供劳务、技术，共同从事软件制作，属于“合伙经营”，符合

定义。

因此，选择 C 选项。

6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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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时段内大量天气过程的综合。

第三步，辨析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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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圣诞节前后有时间跨度，体现了“某一时段内”，大雾是“大量天气过程的综合”，符合定义；

B项：昨天下暴雨是针对于某一天的具体天气状况，但并非“某一时段内”，不符合定义；

C项：今年冬天体现了“某一时段内”，雪是“大量天气过程的综合”，符合定义；

D项：6 月中旬到 7 月上旬体现了“某一时段内”，梅雨天气是“大量天气过程的综合”，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大气的下垫面指地球表面，包括海洋、陆地及陆地上的高原、山地、平原、森林、草原、城市等等。下垫面的性

质和形状，对大气的热量、水分、干洁度和运动状况有明显的影响，在气候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影响；

大雾是指由于近地层空气中悬浮的无数小水滴或小冰晶造成水平能见度不足 500 米的一种天气现象；

雪是从混合云中降落到地面的雪花形态的固态水，由大量白色不透明的冰晶和其聚合物组成的降水，雪是水在固

态的一种形式。

6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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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

②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厂家是承揽人，甲是定作人，厂家按照甲的要求完成修理工作，属于“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

符合定义；

B项：甲与乙是买卖双方，不体现“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不符合定义；

C项：装饰公司是承揽人，甲是定作人，装饰公司按照甲的要求完成设计工作，属于“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

完成工作”，符合定义；

D项：木工是承揽人，甲是定作人，木工按照甲的要求完成打造工作，属于“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

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66、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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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罪过程中；

②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小王因肚子痛没去，是由于一些不可控原因未实施犯罪，并非“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且小李

最终实施了盗窃行为，不符合定义；

B项：小刘当场被抓，并非“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不符合定义；

C项：张三几天后将偷窃物还给失主，并非“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且将偷窃物返还说明小刘最终实

施了盗窃行为，不符合定义；

D项：王某在以杀人为目的的犯罪过程中，出于害怕的心理将赵某送到医院救治，体现了“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

结果发生的行为”，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67、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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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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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运用一定测量工具；

②按照一定测量规则对社会现象的特征进行预测或量度；

③赋予一定数值的过程。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结果必须用数值表示，与关键信息“赋予一定数值”表述一致，说法正确；

B项：测量对象若是自然现象，与关键信息“对社会现象的特征进行预测”表述不一致，说法错误；

C项：不一定需要测量规则，与关键信息“按照一定测量规则”表述不一致，说法错误；

D项：测量智商需要依据一定的测量工具，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并赋予一定数值。因此测量智商属于社会测量，

说法错误。

因此，选择 A 选项。

6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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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有一个角是锐角的三角形，可能为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不能确定“三个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不

符合定义；

B项：有两个角是锐角的三角形，可能为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不能确定“三个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不

符合定义；

C项：三个角均小于 90 度，体现了“三个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符合定义；

D项：有一个角是大于 90 度的三角形，剩余的角都会小于 90 度，则该三角形是钝角三角形，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C 选项。

6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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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对消费者收入水平变动的反应程度或敏感程度（系数越大，反应程度和敏感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其中，

数值以系数的绝对值来表示）。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Ei＞1，需求对收入水平变动的敏感程度增大，对应的，则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反应程度

或敏感程度增大，说法正确；

B项：Ei 越小，需求对收入水平变动的敏感程度越小，对应的，则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反应程度或敏感程度减小，

说法正确；

C项：关键信息为“需求对消费者收入水平变动的反应程度或敏感程度”，而非“收入水平变动对需求的敏感程

度”，前后顺序颠倒，说法错误；

D项：需求收入弹性用系数的绝对值来表示，数值一定都大于 0，无法出现 Ei＜0 的情况，说法正确。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普通商品的需求弹性为正，收入增长，普通商品需求增长。如果某种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 1，则该种商品为

必需品。如果某种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 1，则该种商品为奢侈品或高档商品。需求收入弹性为 0 意味着收入

增长，需求不变。该种商品为粘性商品。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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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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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行政机关；

②根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

③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学校是事业单位，并非“行政机关”，不符合定义；

B项：警察行政拘留小张，不属于“公民的申请”，也不属于“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不符合定义；

C项：法院是审判机关，并非“行政机关”，不符合定义；

D项：行政主管部门对考试合格的小赵颁发教师资格证，准予其从事教学工作这样一个特定活动，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7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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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心胸开阔乐观；

（2）寂寞：冷清孤单；

（3）郁愤：忧郁愤恨。

第三步，辨析典型例证。

例证（1），出自杜甫《春望》，意思是连绵的战火已经延续到了现在，家书难得，一封抵得上万两黄金，表达

了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惆怅，不符合定义；

例证（2），出自李绅《悯农》，意思是朝廷征收重税，突出了农民辛勤劳动获得丰收却两手空空、惨遭饿死的

现实问题，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愤慨和真挚的同情，符合定义郁愤；

例证（3），出自王勃《杜少府之任蜀洲》，意思是朋友之间虽然分开了，但是不必悲伤，即使远隔天涯，也像

近邻一样，表达了作者乐观豁达的情感，符合定义旷达。

因此，选择 C 选项。

7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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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趋冲突：两种或两种以上目标同时吸引着人们，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2）双避冲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目标都是人们力图回避，只能回避其中一种；

（3）趋避冲突：同一事物对个体既有吸引力，又有排斥力。

第三步，辨析典型例证。

例证（1），鱼和熊掌这两个目标都吸引着人们，但只能选择熊掌而舍弃鱼，体现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目标同时

吸引着人们，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符合定义双趋冲突；

例证（2），一方面打针吃药可以治病，一方面又非常怕打针吃药，体现了“同一事物对个体既有吸引力又有排

斥力”，符合定义趋避冲突；

例证（3），被盗和贪污行为被曝光都是贪官力图回避的事，因而只能回避贪污行为被曝光这件事，体现了“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目标都是人们力图回避，只能回避其中一种”，符合定义双避冲突。

因此，选择 D 选项。

7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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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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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觉的选择性：许多对象中有选择地突出反映某些对象，或在一个对象的许多特性中突出地反映某些特性；

（2）知觉的理解性：总是用以往的知识和经验理解和领会；

（3）知觉的恒常性：知觉的条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知觉的映象仍然保持相对不变。

第三步，辨析典型例证。

例证（1），张老师第一次上课就注意到靠近窗口的男孩，在众多学生中注意到了一个人，体现了“在许多对象

中有选择地突出反映某些对象”，符合定义知觉的选择性；

例证（2），每天上班都向主任问好，是王先生的个人习惯，与“知觉”无关，不符合定义；

例证（3），老孙迅速拔掉电源，说明其有处置突发状况的知识和经验，体现了“用以往的知识和经验理解和领

会”，符合定义知觉的理解性。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

直觉是一系列组织并解释外界客体和事件产生的感觉信息的加工过程，知觉有这样几个特征：整体性、恒常性、

意义性、选择性。

74、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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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互补效应：使只有专才的个体，变成多能的人才群；

（2）群体协调效应：群体成员共同遵守良好的道德规范和传统作风，群体的力量和功能得到维护和加强；

（3）群体感应效应：人才之间在目标上志同道合，学风上互相感染，在学术上互相影响，形成对人才创造特别

有利的“微型气候”。

第三步，辨析典型例证。

例证（1），整合资源、组织多方面人才团结协作，体现了“使只有专才的个体，变成多能的人才群”，符合定

义群体互补效应；

例证（2），好大学有优良的校风和传统，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拥有着相似的目标，相互影响，共同进步，易形

成“人才之间的志同道合，学风上互相感染，学术上互相影响的，形成对人才创造特别有力的微型气候”，符合

定义群体感应效应；

例证（3），小李个人行事作风，并非“群体”，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C 选项。

75、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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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画面上看不见人物嘴动，画外却传来他自己表白心境的说话声的画外音；

（2）对白：剧中角色相互间的对话；

（3）旁白：台词画外运用的一种形式。

第三步，辨析典型例证。

例证（1），男中音在画面外响起，是“台词画外运用”，符合定义旁白；

例证（2），画面上老李没说话，画外传来他自己表白心境的话语，符合定义独白；

例证（3），对两小儿辩日的评论，是现实中的讨论，未涉及画面或剧中的范围，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C 选项。

76、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3%，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计算中和差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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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定位第一段，“2006 年江苏科技进步综合水平指数为 52.56％，排名第 1 的是上海（74.64％）”。

第三步，减法计算考虑截位舍相同，2006 年江苏科技进步综合水平指数（52.56％）比位居第 1 位的城市的科技

进步综合水平指数（74.64％）低约 75%－53%＝22%，即 22 个百分点。

因此，选择 B 选项。

77、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9%，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比较中的排序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二段。

第三步，结合选项找到 2006 年江苏省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科技活动投入指数、科技进步环境指数、科技活

动产出指数的排名分别为：第 5 位、第 8 位、第 5 位、第 12 位，故排名最差的是科技活动产出指数（第 12 位）。

因此，选择 D 选项。

78、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74%，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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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读数，定位第二段，“2006 年科技活动投入指数全国平均水平为 47.74%”，正确。

B选项，直接读数，定位第二段，“2006 年江苏省科技进步环境指数江苏省为 53.53％，比上年提高 2.24 个百

分点”，正确。

C选项，直接读数，定位第二段，“2006 年江苏省科技活动投入指数江苏省为 54.43％，比上年下降 3.12 个百

分点”，错误。

D选项，直接读数，定位第二段，“2006 年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全国平均水平为 43.88％”，正确。

因此，选择 C 选项。

79、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7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比较中的读数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二段。

第三步，结合选项找到 2006 年度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科技活动投入指数、科技进步环境指数、科技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比上年提高比率的情况分别为：提高 4.46 个百分点、下降 3.12 个百分点、提高 2.24 个百

分点、提高 1.45 个百分点，故提高比率最多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提高 4.46 个百分点）。

因此，选择 A 选项。

80、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49%，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比较中的和差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二段，“2006 年度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科技活动投入指数、科技进步环境指数、科技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分别为：55.54％、54.43%、53.53%、62.0%，全国四项指数分别为：43.88%、47.74%、51.06%、

49.94%”。

第三步，做减法考虑截位舍相同，截位过程中保持量级不变，2006 年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科技活动投

入指数、科技进步环境指数、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55.5%－43.9%＝ %（为

了与最后一个式子比较大小，此处保留小数点后一位以判断误差）、54%－48%＝6%、54%－51%＝3%、

，故高出最多的是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 ）。

因此，选择 D 选项。

81、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7%，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重计算中求比重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第二、五行，“全体教师总数 11546 人；中学二级教师 4954 人，其中女性 2249 人”。

第三步，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选项出现首位相同情况，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三位，分子做减法截位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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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可得职称为中学二级的男教师占职业初中全体教师总数的比例为 ，首三位商 234。

因此，选择 D 选项。

8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65%，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值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

第三步，观察表格，各年龄段的不同职称只给出整体教师总人数，缺少男、女教师的分类数据，故本题无法计算

此比值。

因此，选择 D 选项。

8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66%，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值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未评职称”所在行，“未评职称总人数为 1091 人，其中女教师 505 人”。

第三步，观察选项首两位相同，精确计算，未评职称者中男女教师比例为 。

因此，选择 C 选项。

84、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1%，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重计算中求比重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中学三级”所在行，中学三级教师总人数 1267 人，人数最多的年龄段为 26~30 岁，有 559

人；人数最少的年龄段为 51~55 岁，有 2 人。

第三步，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由于整体量一致，故比重差值＝部分量差值÷整体量，选项出现首位相同

情况，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三位，分子数据小不用进行处理，则最高比例和最低比例相差约 ，

首位商 4，结合选项即 43.96％。

因此，选择 B 选项。

8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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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期比重计算，定位表格“中学高级”所在行，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中学高级职称者

中 50 岁以上的占比为 ，错误。

B选项，现期比重计算，定位表格第二、四、五行，“全体教师总数 11546 人，中学一级教师有 3866 人，二级

教师有 4954 人”，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数据截位并保持量级不变，中学一级和二级教师占教师总人数

比重约为 ，是最主要的教学力量，正确。

C选项，表格中缺少“重要性”相关数据，无法判断，错误。

D选项，表格中缺少“少数民族教师承担教育范围”相关数据，无法判断，错误。

因此，选择 B 选项。

86、正确答案：A，全站正确率：67%，易错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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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表格中“客运量当月完成”一列。

第三步，根据部分量＝整体量×比重，乘法运算考虑特殊值法，当月全国总客运量的 8％为 167561×8%＝16.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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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 ×80000≈13330（万人），超过此数值的省（区、市）有江苏（13670 万人）、浙江（14915 万人）、

广东（15928 万人）、四川（16180 万人），共 4 个。

因此，选择 A 选项。

87、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4%，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旅客周转量“自年初累计”和“当月完成”两列，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

自年初累计旅客周转量最大的省份为江苏，当月旅客周转量为 939116 万人公里，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

江）自年初累计旅客周转量最大的省份为黑龙江，当月旅客周转量为 259877 万人公里。

第三步，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选项首位不同，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两位，分子做减法截位

舍相同，江苏比黑龙江约多 ，首位商 2，结合选项即 261.37％。

因此，选择 B 选项。

88、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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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客运量最大的省（区、市）为四川（16180 万人），当月旅客周转

量最大的为广东（1192191 万人公里），错误。

B选项，读数比较，定位表格，内陆省份四川省自年初的累计客运量高出沿海所有省份，错误。

C选项，四川省的客运量最大，但是其经济并非最发达，错误。

D选项，前三项均错误，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89、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31%，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期比值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2007 年 1 月至 11 月北京累计客运量为 8551 万人，为去年同期 371.5%；2007 年 1 月至 11

月上海累计客运量为 2680 万人，为去年同期 102.9%”。

第三步，材料给出的“为去年同期的%”是发展速度，不是增长率，基期量=现期量÷发展速度。选项首位不同，

复杂计算可对部分数据截位处理，可得2006年1月至11月北京市与上海累计客运量之比为 ≈2.3÷2.7，

首位商 8，即 88.4％。

因此，选择 C 选项。

90、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41%，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比重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格“当月客运量”和“当月旅客周转量”两列。

第三步，根据比重＝部分量÷整体量，分母数据长，统一截位舍相同，天津、江苏、湖北、黑龙江 2007 年 11 月

客运量占当月旅客周转量比例依次为： 、 、 、 ，根据分数性质（分子小且分母大的分数

小），可知 小于 ，排除黑龙江；前三个分数结果量级相同，首两位分别为 15、14、18，可知

江苏比例最小。

因此，选择 B 选项。

91、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20%，易错项：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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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比较中的读数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折线图。

第三步，水质没有变化，即水质好转率和水质恶化率都为 0%，折线图中北京、青海、上海、江苏符合，共 4个。

因此，选择 C 选项。

92、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2%，易错项：C。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比较中的读数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折线图。

第三步，根据部分量＝整体量×比重，当整体量相等时，部分量的大小与其比重的大小一致，本题中统计的监测

点总数相同，故“水质恶化的监测点多于水质好转的监测点”可转化为“水质恶化率高于水质好转率”（折线图

中正方形点位置应高于菱形点），可得天津、河北、吉林、陕西、甘肃、新疆、浙江、福建、江西、山东、广东、

广西、海南、贵州、四川符合，共 15 个省（区、市）。

因此，选择 D 选项。

93、正确答案：C，全站正确率：50%，易错项：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值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折线图。

第三步，山西、广东、云南、重庆的水质恶化率与好转率之比分别约为：

、 、 、 ，其中约为 30%的是云南（1/3）。

因此，选择 C 选项。

94、正确答案：D，全站正确率：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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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读数，定位折线图，天津的水质恶化率高于水质好转率，错误。

B选项，读数比较，定位折线图，水质恶化率最高的为海南省（对应正方形位置最高），其水质好转率（对应菱

形在居中位置）并不是最低，错误。

C选项，和差类简单计算，定位折线图，图中总共统计了 31 个省（区、市），其中水质没有变化的监测点数量

为 4 个（91 题），水质恶化的监测点多于水质好转的监测点数量为 15 个（92 题），由此可知水质好转的省（区、

市）数量为 31－4－15＝12，明显少于水质恶化的省（区、市）数量，错误。

D选项，前三项均错误，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95、正确答案：B，全站正确率：57%，易错项：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值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折线图。

第三步，水质好转率超过 30%的省（区、市）有山西、湖南、云南和重庆 4个省市；水质恶化率高于 30%（包含

等于 30%）的省（区、市）有山东、广东、海南、贵州、重庆 5个，故低于 30%的省（区、市）有 26 个（31－5

＝26 个），故二者之比为 4∶26＝2∶13。

因此，选择 B 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