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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9_BF_c65_102774.htm 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

部分，共8页，满分为150分。考试用时150分钟。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33分） 一、（12分，每小题3分） 1．下列词语中

加点字的读音完全正确的一组是 A．静谧rnì 觊觎jì 豁达hu

ò 毁家纾难shū 拈轻怕重niān B．油渍jì 羞赧nǎn 采撷xi

é 敷衍塞责sè 纵横捭阖bǎi C．龋齿qǔ 窥探kuī 凄怆ch

ǎng 讳疾忌医huì 日臻完善zhēn D．毗邻pí 戏谑nüè 蜷

伏quán 一蹶不振jué 泾渭分明jīng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

字的一组是 A．勾画 佛像 出气桶 平心而论 揠苗助长 B．诀窍

气慨 破天荒 莞尔一笑 强弩之末 C．缄默 变卦 挖墙脚 斑驳陆

离 忝列门墙 D．般配 哀惋 栽跟头 独占鳌头 气冲霄汉 3．下

列各句中加点的词语使用正确的一句是 A．据报道，友邦保

险代理人不得私自设置网页对保险产品进行说明，凡有关保

险的说明，必需链接到该公司官方网站。 B．那些贪污腐败

分子是远远不会满足于合法收入的，他们总是要挖空心思，

利用一切机会大搞特权，以捞取更多财富。 C．在这次绘画

大赛中，残疾青年晨阳的一幅名为《天籁》的作品，以其深

入浅出的构思和清新隽永的意蕴获得一等奖。 D．面对反方

破绽百出的辩词，作为正方主辩手，你却拿不出充分有力的

理据来反驳对方的观点，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啊。 4．下列各

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2006年都灵冬奥会火炬传递活动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进行，中国奥运冠军刘翔和短道速滑名将

杨阳手擎圣火，完成了传递和平和友谊的任务。 B．外地培



训机构纷纷入穗，上海外经贸教育培训中心也挟风靡长三角

地区的余威，即将在广州开班，抢占珠三角地区外贸行业的

认证培训。 C．目前，我国开放了10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作

为旅游目的地，而旅行社真正投放市场供游客选择的不到30

个左右，2／3的目的地资源空置。 D．现在。有些网站可以

提供免费的个人主页，你只要将想公布于众的个人信息放在

指定的位置上，网民们就可以从中了解到你的个人情况。 二

、（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5～7题。 狗

是怎样成为人类朋友的 在与人类的关系上，没有哪种动物能

比狗更亲密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狗一般都比较温顺。但

仅仅温顺不足以说明人类为什么喜欢把狗养在家中。羊也很

温顺，但是很少有人把它们当宠物喂养。 美国哈佛大学的布

赖恩黑尔认为，狗对人的社会暗示极其敏感，这使得它们能

和谐地融入人类社会。大猩猩的智力通常被认为仅次于人类

，黑尔博士因此决定通过实验比较一下狗和大猩猩的各种能

力，以此验证自己的观点。 他在受试的动物面前摆放两只倒

扣的杯子，接着把杯子藏到屏壁后面，在其中一只杯子的下

面放了一小块食物，然后把屏壁拿走。受试动物必须选择看

哪只杯子的下面放有食物。如果实验者不给任何暗示，这两

种动物正确发现食物的比例都是50％，与预期的一样。但是

，如果实验者以某种方式暗示哪只杯子下面有食物，狗每次

都能正确地找到那只杯子，而大猩猩不论重复多少次这种试

验，都无法明白人的暗示。 黑尔博士对此感到满意，因为这

至少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接着他又提出了下一个逻辑问

题，即狗对暗示的敏感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他提出了三种假

说：第一，这种技能是从狗的祖先狼身上遗传下来的。不过



实验又证明，在发现食物藏在哪只杯子下面这一点上，狼的

能力并不比大猩猩强。第二，这种社会敏感性是狗在与人相

处的过程中学来的。黑尔博士选择那些在狗房里长大且与人

类接触极少的狗和爱狗族家里养大的狗进行同样的试验，结

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第三，这种对人类暗示的敏

感性是后来形成的遗传特性，这种特性是为了使狗进入新的

生活环境，与人类共同生活。 在新几内亚岛生活着一种名叫

“唱狗”的狗，因为这种狗不会吠叫，只会像人唱歌一样地

嚎叫。唱狗的身材与普通的狗一样，而不像狼的身材，这表

明它们被驯化过。但是新几内亚的唱狗现在完全是野生的，

历史资料证明它们处于这种状态已经长达几千年了。黑尔博

士推断，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这种动物淘汰掉对它们不再有

价值的特性。 黑尔博士的这种推断得到了证实。即使那些从

小被人驯养的唱狗，也同狼和大猩猩一样无法明白人类的暗

示。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长期的野生环境从唱狗身上夺

去了原先赋予它们祖先的能力像理解同类那样准确理解人类

的意图。 （节选自《自然与人》2005年11、12月号） 5．下面

是关于狗“对暗示的敏感能力”形成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

是 A．这种能力是狗为了适应新环境而形成的遗传特性。 B

．这种能力不可能在完全野生的生活状态之下形成。 C．这

种能力的形成与狗的生活环境需要有密切关系。 D．这种能

力不是遗传而是在和人类共同生活中形成。 6．下列说法与

原文意思相符的一项是 A．实验证明，大猩猩的智力及对暗

示的敏感能力比不上狗。 B．狗与人类特别亲密不是因为温

顺而是因为对暗示的敏感。 C．动物与人类关系的亲密程度

，并不与动物的智力成正比。 D．实验结果否定了黑尔博士



前一个假说，证实了后两个假说。 7．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

，以下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A．羊也像狗那样很温顺，但是很

少有人把羊当作宠物来饲养，可见，“温顺”并不是人类选

择宠物的条件。 B．狗由于对人的暗示极其敏感而成为人类

的宠物，因此，动物成为人类的宠物，必须具有对暗示的敏

感能力。 C．敏感性是狗为了与人共同生活而形成的遗传特

性，因此，为与人类更和谐地相处，狗必然产生新的生活特

性。 D．长期的野生环境使唱狗丧失了准确理解人类意图的

能力，可见，环境是影响狗对人类暗示的敏感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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