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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2/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6_99_AE_c65_102455.htm 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 共30

分)和第Ⅱ卷(共120分)。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满分为150分。 

第Ⅰ卷 (选择题 共30分) 一、(12分，每小题3分) 1.下列各组词

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A.告诫 宣泄 穿凿附会 鸠占雀巢

B.斑斓 诠释 狗苟蝇营 漫不经心 C.勘误 盅惑 励精图治 泽被后

世 D.弹劾 启封 瓦釜雷鸣 劈荆斩棘 解析：A.“雀”应当为“

鹊”；C.“盅”应当为“蛊”；D.“劈”应当为“披”。 答

案：B 2.依次填入句中横线上的词语，恰当的一组是 (1)国务

院副总理吴仪提前结束访日行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有

着深刻文化背景和复杂政治因素的历史问题的______。 (2)原

先气势很盛的“四国同盟”在“争常”中遇到很大的阻力

，______未能如期提出他们的改革框架决议草案，______不

得不于6月8日对他们的草案进行修改，暂时放弃了否决权。

(3)采取多种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尽快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

十几亿人”，这是来自全国两会的急迫呼声，也是中

国______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A.延伸 不仅 还 构

建 B.延续 不仅 还 创建 C.延伸 既 也 创建 D.延续 既 也 构建 解

析：“延伸”意思是“延长、伸展”，是由一个方面到另一

方面，“延续”意思是“照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不仅

⋯⋯还⋯⋯”是递进关系，“既⋯⋯也⋯⋯”是并列关系，

根据文意应该是递进关系；“创建”指“创立”，多指具体

事物，“构建”意思是“建立”，多用于抽象事物。 答案

：A 3.下列各句中加点熟语使用不恰当的一句是 A.对陈水扁



要发动的百万人大游行，台湾民间的反应可以用波澜不惊来

形容，只有民进党“政府”反应强烈。 B.“2010年，浙江省

水资源需求缺口将达到55亿立方米；2020年将上升到67亿立

方米”在浙江省工商联今年向浙江九届三次会议提交的头号

议案中，这组数字触目惊心。 C.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征求关于

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座谈会上，有的专家硬是鸡

蛋里面挑骨头，指出现行《宪法》中的许多漏洞。 D.学习游

泳已经一年多的郭思妤，萌生了挑战吉尼斯纪录横渡琼州海

峡的愿望，胡淙泰对此也跃跃欲试。 解析：C.“鸡蛋里面挑

骨头”：比喻在没有问题的地方硬找问题，故意挑剔，找茬

儿。感情色彩不对。 答案：C 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

是 A.根据网上调查，绝大多数消费者对雀巢奶粉的购买欲望

为零。在消费者对雀巢的“声讨”大军中，各大媒体担负着

“先锋军”的作用。 B.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电信立法，规定

电信网络必须开放，明确网络资源的分拆、出租以及定价原

则，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 C.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一直得益

于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但由于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增加，

使中国社会迅速老龄化。 D.《星月夜》和《有丝柏的麦田》

等画幅中众多向天的意象，实际上就是凡高在尘俗中饱受创

伤的那颗心的写照，表现了他对现实的超越和对艺术的追求

。 解析：A.搭配不当，将“担负”改为“起”，以与“作用

”搭配；C.缺主语，去掉“使”；D.语序不当，把“那颗”

与“在尘俗中饱受创伤”位置对调。 答案：B 二、(9分，每

小题3分) 阅读下面短文，完成5~7题。 遥感考古 近年来见诸

报端的有关遥感考古消息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例如美国的考

古学家们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发现了早已沉没海底数千年的古



埃及名城亚历山大；欧洲的考古学家根据早期航空照片发现

了多处古罗马的建筑遗址和著名的“罗马大道”；欧美等国

考古学家联手通过卫星遥感资料发现了深藏于南美密林深处

十世纪玛雅人的宫殿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考古学家是如何

利用遥感探测分析研究出地下考古遗迹的呢？这是由于保存

于地表或地表以下的古代遗迹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荒废，有

的成了农田，有的形成村镇，但由于这些遗迹全部为人工建

成，与周围没有经过人工扰动的土壤环境存在着差异，这就

形成了这一地区在土壤、水分、地表温度等一系列的特别征

象，人们在平地观察这些特别征象是微乎其微的，但在高空

中使用遥感探测仪器就会发现明显的区别。例如一处古代的

宫殿已被夷为平地，其宫殿基址部分是用石头或夯土建造的

，反映到地表上的植被就由于缺少水分，不宜扎根而枯萎低

黄；而周围没有人工扰动的土壤，因其水分充沛，腐殖质丰

富，植被就显得葱绿茂盛，这一点从高空中用肉眼就可以清

晰地观察到。一个有经验的考古学家在高空或通过遥感影像

很容易分辨出在一般人眼中杂乱无章的现象，他能够准确地

说出哪些是人工留下的痕迹，哪些可能是古代建筑基址、陵

墓、城镇、村落、道路等等。当然在确定了准确位置后还要

靠考古发掘才能最后证实判断是否正确。曾经发生过这样的

事情：一位业余考古学家误把“二战”时期德国人修建的战

壕当成古罗马时期的水渠，经过考古发掘才证明了判断的失

误。 中国的航空遥感考古工作起步较晚，但考古学家在以往

的考古工作中，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过涉及航空遥感考

古资料。从6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就利用航空照片去分析

库区古代遗址墓葬的分布，到70~80年代利用遥感技术探测到



秦始皇陵和陪葬地区的地下情况。在吸收了国外航空遥感考

古成功经验条件下，经过外国专家专业理论培训和河南洛阳

地区进行航空遥感考古实践，中国的航空遥感考古学家把目

光集中在广袤的内蒙古草原。大家知道，在人类文明的进程

中，草原游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特别是从公元3世纪以

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的日渐崛起。经过鲜卑人

首次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权，到公元8世纪以后辽、金、元草

原帝国的形成，特别是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元帝国，把帝国疆

域扩展到马队骑兵所能达到的极限，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

内蒙古草原上留下了丰富的考古遗迹和千古之谜。正是由于

这一地区地域广阔，文物众多，再加上现在荒漠广阔而人迹

罕至的困难条件，采用航空遥感考古的方法进行研究是再好

不过的尝试。 5.根据文意，对“遥感考古”理解准确的一项

是 A.在高空乘坐飞机进行观察地表并探测地表以下的考古遗

迹。 B.利用可见光拍摄的照片或用远红外线探测器探测地表

下的考古信息。 C.使用遥感技术远距离地对考古遗迹进行探

测，为考古发掘提供资料。 D.利用传感器对地表及地表以下

的古代文物进行观察、探测。 解析：A.缺少“利用遥感技术

”，“在高空”不一定要乘坐飞机；B.文中没有对“用远红

外线探测器”的说明；D.文中没有“传感器”的说明内容，

探测的是“考古遗迹”，而不是“古代文物”。 答案：C 6.

对文中画线处的意思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保存于地表或地表

以下的古代遗迹与随着岁月流逝逐渐荒废的地区存在差别。

B.由人工形成的村镇与没有受到人工干扰的农田在保存古代

遗迹方面明显不同。 C.古代遗迹是人工建成的，与一般的农

田和村镇在地面上的征象虽有区别，但微乎其微。 D.地表上



和地表下古代建筑遗迹与周围自然形成的土壤环境有明显区

别的征象。 解析：A.文中没有与“随着岁月流逝逐渐荒废的

地区”比较的内容；B.文中要说明的是环境差异形成不同的

征象，并非说明“保存古代遗迹”有什么不同；C.征象区别

在平地看“是微乎其微”，而到高空用仪器“就会发现明显

的区别”。 答案：D 7.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文

中所说的欧美考古学家一系列重大发现都得益于现代航空遥

感探测技术的使用。 B.地表上的植被枯萎低黄与油绿茂盛的

特别征象可以辨别出已夷为平地的人工遗址。 C.有经验的考

古学家在高空通过遥感考古就能准确地说出人工痕迹和古代

遗址的区别。 D.我国考古学家对广袤的内蒙古草原遥感考古

，解开了游牧民族疆土扩大的千古之谜。 解析：A.文中所说

的重大发现未必“都得益于现代航空遥感探测技术的使用”

；C.一般的“人工痕迹”还是“古代遗址”，还要有待于考

古发掘的证实；D.“对广袤的内蒙古草原遥感考古”，还处

在设想阶段。 答案：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