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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511771.htm 数量关系 第一节数字

推理 命题分析 命题规律总结 数字推理主要是通过加、减、乘

、除、平方、开方等方法来寻找数列中各个数字之间的规律

，从而得到最后的答案。此部分试题无文字叙述，只有数字

或图形，考查考生的心理测试、智力测试推理能力。绝大部

分题目有规律可找，只要1：3算或心算就可以，必要时可以

在草稿纸上画画写写，结果也能得出来。 数字推理主要包括

以下题型：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积数列、和数列、平方数

列、立方数列、取重数列、组合数列、特殊数列等。 根据考

题题型相邻数之间关系，数字推理的出题规律总体上可归纳

为两大类： (1)相邻数之间通过加、减、乘、除、平方、开方

等方式发生联系，产生规律。 (2)数列中每一个数字本身的特

点形成各个数字之间的规律。命题趋势预测 从2002年至2008

年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的考题来看，数字推理在题型

上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而且出现了图形数字组合形式，难

度上有所加强，题量上多维持在5～10道之间，各省、市有所

不同。命题方向上也趋向于混合数列，即每道数字推理题所

包含的规律更加多样就、隐蔽化。预计2009年将延续2008年

的出题趋势，即数字推理的题量会在5～10道之间，试题难度

应较大，规律应较为复杂，可能到第二级或第三级才会有明

显的规律，组合数列的出现频率较高。考生应在复习时将各

种规律掌握牢固并加强练习，多次方数列、多级数列、积商

数列及其变式和组合数列将是数字推理考试题型的重点。



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评析 2008年中央、国

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试卷中，数字推理部分难度加大，出

现了“数图组合”的题型，这种类型的数字推理题在北京市

公务员考试中连续出现了好几年，但在中央、国家机关考试

中还是首次出现。北京市的“数图组合”考题是圆圈和九宫

格，中央、国家机关考试这次出现的是三角形，其实这种题

本身的数字关系并不复杂，只是很多考生一看到没见过的题

型，不知道从哪儿着手。 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

考试第42题： 本题的运算规律为：(7 8-2)×2=26；(3 6-4)

×2=10；(9 2-3)×2=( )，则( )=16。只要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关

系，这种题还是很容易解答的。 第二节 数学运算 命题分析 

命题规律总结 数学运算主要考查考生运用数学来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这类题型测试的范围很广泛，要求知识结构很丰

富，涉及的知识点也很多。每道题给出一个算术式，或者表

达数量关系的一段文字，要求考生熟练运用加、减、乘、除

等基本的数学运算方法，迅速、准确地计算出结果来。根据

近几年的考试题型的分布，我们总结了数学运算涉及的题型

有：数字类运算，大小判断，工程问题，路程问题，和差问

题，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问题，容斥原理，做对或做错

问题，和，差与倍数问题，抽屉原理，植树问题，“牛吃草

”问题，比例问题，利润问题，排列组合问题，年龄与日期

问题，浓度问题，几何问题，“青蛙跳井”问题，统筹问题

，方阵问题，数列问题。 命题趋势预测 从2002年至2008年中

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的考题来看，数学运算部分题难度

上有加大的趋势，考查点趋于分散，突出了多步骤和方程求

解。．但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考试此部分试题难度有大幅



下降(下面有评细评析)，预计2009年数学运算在难度上有可能

会加大，在题型上可能变化不大，在题量上多维持在15道。

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评析 2008年中央、国

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试卷中，数学运算部分难度有大幅度

下降，考得更多的是基础知识以及基础的计算能力，而且出

现了很多陈题，都是往年出现过的类型。如：第54题属于鸡

兔同笼问题，第59题属于最小公倍数和日期问题的组合，这

两道题在以往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试卷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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