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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_E5_AE_B6_c26_488753.htm 21、气枪弹击碎玻璃的痕迹与

其他膛线的枪支击碎玻璃的痕迹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气枪

虽然有膛线，但它是用弹簧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来发射弹头，

速度低、能量小、重量轻(每个气枪弹重0.5克)，所以气枪撞

击玻璃时，对玻璃的作用时间长，作用力小，穿透能力小，

其玻璃击碎痕迹也不同于石击玻璃的痕迹。 最能准确复述这

段话主要意思的是 A.气枪弹击碎玻璃的痕迹不同于其他枪支

的痕迹 B.气枪弹击碎玻璃的痕迹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枪支造成

的痕迹是由于它是用弹簧压缩空气作为动力的 C.气枪弹痕极

易辨认 D.其他有膛线的枪支的弹痕也不同于石击玻璃 22、工

业以轻工业为先导，逐渐转向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中心的

发展过程，即所谓重、化学工业化过程。目前在发达国家中

，重工业、化学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率，一般均在60%

～65%之间。尽管各国人均国民收入差别较大，但重工业、

化学工业比率一般相差不大。 最能准确复述这段话主要意思

的是 A.工业发展过程目前呈现由轻工业向重工业、化学工业

转化的趋势 B.在发达国家，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基础工业，

因而所占比例很大 C.发达国家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所占比例之

大说明其受重视的程度 D.工业重心的转移将影响人均国民收

入 23、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最后要归功于人工选择。自然选择

进程缓慢，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显示它的作用，人工选择

大大加快了它的进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果。

人工栽培的历史仅二三百年，却已有上千种形状、颜色不同



的品种。这段话直接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A.人工栽培的

历史虽短，却成就非凡 B.自然选择没有人工选择好 C.人工选

择能使花的颜色更红 D.人工选择加快了花的变化进程 24、杰

出的数学家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昼夜不舍，数十年如

一日。著名的作家姚雪垠，每天凌晨3时起床，奋笔写作，下

午则读书，研究史料，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女青年 张文淑

，把全部业余时间用于中国医学、中医学、皮肤科病的自学

，成了医治皮肤病的专家。 这段话直接支持了这样一个论点

，即 A.陈景润、姚雪垠、张文淑研究的领域不同 B.陈景润、

姚雪垠、张文淑研究的方法不一样 C.凡有成就的人都是靠自

己刻苦努力、专心钻研成才的 D.陈景润、姚雪垠、张文淑的

工作习惯不同 25、农业部负责人日前提出：从明年开始，全

国各地将从四个方面实施新一轮的“菜篮子工程”。对这段

话最准确的复述是 A.农业部负责人提出新一轮“菜篮子工程

”计划 B.全国各地新一轮“菜篮子工程”明年启动 C.新一轮

“菜篮子工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D.农业部从四个方面对

新一轮“菜篮子工程”提出了要求 26、随着生产的发展，人

们的分工越来越细，科学与文学逐渐分开，形成了“科学界

”、“文学界”。如今，分工更细了，研究科学的人，一辈

子只限于某一学科、某一专业，以至某一专题。这样，“隔

行如隔山”，常使人的视听囿于很小的天地，成为分工的奴

隶。这段话直接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A.生产的发展，导

致“科学”和“文学”的分开 B.文与理密不可分，学文的应

该懂点“理”，学理的应该懂点“文” C.文理分科是必要的

，但各自不应画地为牢，研究者应该文理兼通 D.要同等地对

待文科和理科，既不能重文轻理，也不应重理轻文 27、信息



仿生学研究的是生物体中的信息接收、存储、加工和利用。

人的大脑是目前世界上最完美、最小巧的“信息处理机”，

深入研究大脑思维与记忆的生理过程及其算法，研究神经细

胞的工作机理，我们就将有可能用大脑的工作原理和模拟元

件去制造性能优异的仿生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装置。 对这段话

最准确的复述是 A.信息仿生学研究人的大脑思维与记忆的生

理过程及算法和神经细胞的工作原理 B.信息仿生学研究人与

动物的感觉器官接收信息和信息的预加工系统 C.信息仿生学

研究大脑的工作原理和模拟元件制造性能优异的仿生计算机

和自动控装置 D.信息仿生学研究大脑及人和动物的感觉器官

和接收、存储、加工和利用信息的原理去制造仿生装置，如

各种机械、仪器等 28、当年中国工农红军赢得两万五千里长

征的胜利，震惊世界，“震惊”不是歼敌之多，而主要是红

军过雪山草地时那种在极度寒冷、饥饿、疲惫、缺氧和污浊

的条件下的生存能力。许多国家都在缺路、缺水、缺食、缺

火、缺光、缺氧等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训练官兵的生存能力

。 这段话直接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A.吃苦能造就强人，

能吃苦是强者的一种特征 B.苦中凝聚着人类顽强的生存能力

C.不要把吃苦当作低能者的无奈生活 D.培养孩子和年轻一代

人的吃苦精神，实在是关系国家发展与竞争的大计 29、不论

人们在主观上承认与否，在客观的效果上，教育的努力最

终________在处于未来背景下的某一特定的社会阶段中表现

出来，也就是，教育总是要表现出一种为未来社会服务的职

能。 这段话中划线处应填上的最恰当的短语是 A.有必要也应

当 B.总能而且只可能 C.需要而且必然 D.有可能也一定会 30、

人大代表在选举的基础上产生。根据选举法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

、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 限，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 A.人大代表的

产生方式是选举 B.选举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享有选举权 C.选举权的行使不受任何非法限制和剥夺

D.选举权的行使受到政治法律等方面限制 答案及详细解析 21.

【答案】B。 解析：气枪弹击碎玻璃的痕迹与其他膛线的枪

支击碎玻璃的痕迹不一样，材料主要阐述了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A、C、D选项没有说明原因，不能概括材料中心。 22.

【答案】A。 解析：材料第一句是中心句，揭示了材料的核

心观点，后面又通过发达国家的例子来进一步证明这个论点

。所以选择A。 23.【答案】D。 解析：材料以“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为切入点，通过与自然选择的对比，揭示出“人

工选择大大加快了它的进程”的中心意思。AC项没有提示出

人工选择的本质用途；B项犯了绝对化的错误。 24.【答案】C

。 解析：材料通过陈景润、姚雪垠、张文淑的例子说明要靠

自己刻苦努力、专心钻研来成才的道理。选项ABD都很肤浅

，C项正确揭示了材料的中心意思。 25.【答案】B。 解析：

材料突出了“菜篮子工程”的两个要素：(1)开始实施时间为

明年(2)实施区域为全国。ACD项都没有把这两个要素包括进

去。 26.【答案】C。 解析：材料的核心观点是研究者不应该

“囿于很小的天地，成为分工的奴隶”，这里的分工既包括

文理分工，也包括科学内部的分工。选项A明显偏离材料主

旨，选项BCD也只谈到文理分工，所以本题选项不太严谨。

但C项较其他选项更合适。选项B“文与理密不可分”无法在



材料中找到支持，“懂点⋯懂点⋯”也欠火候，不能很好地

表达材料意思。材料没有提到“平等”问题，选项D中的“

同等地对待文科和理科”缺少支持。 27.【答案】D。 解析：

信息仿生学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1)生物体(其中最重要的是

人的大脑)中的信息接收、存储、加工原理(2)利用原理去制造

仿生装置。选项AC把研究范围局限在人的大脑，不够全面；

选项B没有指出信息仿生学的第二个内容。 28.【答案】B。 

解析：材料通过两个例子说明了“吃苦”与“生存能力”的

关系。选项B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关系。选项ACD没有揭示出

二者的关系。 29.【答案】C。 解析：“需要而且必然”对应

“总是要”。选项A只强调必要性而没有提到必然性，选

项BD只强调必然性而没有说明必要性。 30.【答案】A。 解析

：“人大代表在选举的基础上产生”是材料的中心句，揭示

了材料的主题。材料后面的文字又进一步对“选举”进行了

阐述。“选举”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方面内容，选

项BCD只提到选举权，概括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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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