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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为维护您的个人权益，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您协助我们监督考试实施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监考老师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并邀请 ２ 名考生代

表验封签字后，方能开启试卷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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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 ５ 月事业单位联考
《综合应用能力》Ｃ 类试卷

一、科技文献阅读题

１．单项选择题

（１）ＢＤ　 ［解析］本题考查细节内容，需要对应主体词。
Ａ 选项，根据关键词“车辆发生碰撞”定位到第 ６ 段，根据“对于这种在板块构造的流变过

程中发生的‘碰撞’，不能按照日常生活中两辆快速运动的车辆发生碰撞来理解”可知，所以 Ａ
选项错误，排除。

Ｂ 选项，根据关键词“亚洲大陆岩石圈” “俯冲、碰撞、离散”定位到第 ２ 段、第 ３ 段，根据

“亚洲大陆岩石圈板块，自古元古代末期到新构造期，则是由 ２７ 个较大的古地块以及散布在

３９ 条增生—碰撞带内数以百计的小地块逐渐拼合而成的”“亚洲陆块群的 ２７ 个大地块以及数

以百计的小地块经历了多次不同的俯冲、碰撞、离散等构造事件，越聚越大”说明亚洲大陆岩

石圈板块经不同的俯冲、碰撞、离散等构造事件形成，选项观点符合原文。 Ｂ 选项正确，当选。
Ｃ 选项，根据关键词“岩浆在向上运移过程中”定位到第 ８ 段，根据“岩浆在向上运移和扩

展其体积的过程中会消耗能量……以致在地壳内（尤其在断裂中的）冷凝成侵入岩，或喷出地

表形成火山岩”可知，Ｃ 选项与原文表述相反。 Ｃ 选项错误，排除。
Ｄ 选项，根据关键词“碰撞带两侧的岩石块”定位到第 ７ 段，“在碰撞过程中，岩石块体内

必然会产生很多断层与裂隙，但碰撞带内部及其两侧部位的岩石处在相对的封闭系统中”说

明碰撞带两侧岩石块体内不会产生裂隙。 Ｄ 选项正确，当选。
所以，本题选择 ＢＤ 选项。
（２）ＢＣＤ　 ［解析］本题考查细节内容，需要对应主体词。
Ａ 选项，根据关键词“密度”定位到第 ４ 段、第 ５ 段，根据“大洋型岩石圈上部的平均密度

（３．３ｇ ／ ｃｍ３）显著大于大陆型岩石圈上部（２．７ｇ ／ ｃｍ３）” “全球大洋板块向下俯冲的最大深度基

本上是以中地幔过渡层（深 ４００—６７０ｋｍ）为限”可知，大洋型岩石圈在大陆型岩石圈上部及大

陆深部地幔之间，所以，在到达中地幔过渡层之前，大陆型岩石圈上部的平均密度＜大洋型岩

石圈的密度＜大陆深部地幔物质的密度，Ａ 选项正确，但与题意不符，排除。
Ｂ 选项，根据关键词“应变速率”定位到第 ６ 段，根据“大陆岩石圈汇聚时的应变速率也是

极低的，其深部处于韧性变形和流变作用的过程中，而非处于快速、猛烈的撞击中，因而不会使

地块撞碎或解体”可知，并未提及陆陆汇聚的应变速率低的原因是“岩石体块内部破裂带来的

撞击不易被监测到”，Ｂ 选项无中生有，但与题意相符，当选。
Ｃ 选项，根据关键词“亚洲大陆岩石圈板块”“构造变形”定位到第 ２ 段，根据“亚洲大陆及

周边的板块运移方向、运动速度、影响范围及所造成的构造变形的样式、强度和差应力大小都

不同”可知，亚洲大陆岩石圈板块形成过程中出现了强度不同的构造变形。 Ｃ 选项错误，但与

题意相符，当选。
Ｄ 选项，根据关键词“厚度”定位到第 ６ 段，“根据现有的古地磁与构造变形的资料来

展
鸿
教
育

展
鸿
教
育展

鸿
教
育展

鸿
教
育 展

鸿
教
育展

鸿
教
育

展
鸿
教
育展

鸿
教
育展

鸿
教
育



参考答案及解析　 第 ２　　　　 页

看，各个大陆岩石圈的厚度显著大于大洋岩石圈”，根据关键词“岩浆”定位到第 ８ 段，“岩浆在

向上运移和扩展其体积的过程中会消耗能量，温度逐渐下降，以致在地壳内（尤其在断裂中

的）冷凝成侵入岩，或喷出地表形成火山岩”，文中并未体现二者的因果关系。 Ｄ 选项错误，但
与题意相符，当选。

所以，本题选择 ＢＣＤ 选项。
２．判断题

（１）Ａ　 ［解析］根据关键词“洋陆之间的俯冲”定位到第 ４ 段，根据“虽然洋陆之间的俯冲

过程的确可能诱发强地震，产生一些断层，并在俯冲带附近的地壳内诱发岩浆活动，但是由于

其主要变形方式属于流变作用，因而不可能造成大陆岩石圈板块的整体破坏与裂解”可知，洋
陆之间的俯冲过程可能导致大陆岩石圈局部断裂。 题干说法正确。

（２）Ｂ　 ［解析］根据关键词“构造变形”定位到第 １ 段，根据“全球开始形成大陆板块是在

古元古代末期（２５—１６ 亿年前），并且多数大陆板块形成之后就基本定型了……说明没有发生

过较强的构造变形”可知，题干与原文意思相反。 题干说法错误。
（３）Ａ　 ［解析］根据关键词“学者”“刚性”定位到第 １ 段，根据“近 １６ 亿年以来的沉积岩

层大体上都保持着几乎呈水平层理的状态，说明没有发生过较强的构造变形。 这就是 ４０ 多年

前板块学说创立时，不少学者以为岩石圈板块都是‘刚性’的主要原因”可知，“近 １６ 亿年以来

的沉积岩层大体上都保持着几乎呈水平层理的状态”是对相应沉积岩层的观察，“说明没有发

生过较强的构造变形”是对相应沉积岩层的分析结果，题干与原文相符。 题干说法正确。
３．　 ［解析］
本文讲述的是亚洲板块的构造演化历史。
第 １ 段：主要论述大陆板块形成背景。 大陆板块形成在古元古代末期，且多数大陆板块形

成之后基本定型。 依据是近 １６ 亿年以来的沉积岩层大体上都保持着几乎呈水平层理的状

态，没有发生过较强的构造变形。
第 ２ 段：论述研究亚洲大陆岩石圈板块的意义。 亚洲大陆岩石圈板块，自古元古代末期到

新构造期由大小地块拼合而成。 它们表现为特征不同、动力作用来源不同、强度不等的板块俯

冲、陆陆碰撞等。 亚洲大陆及周边的板块运移方向、运动速度、影响范围及所造成的构造变形

的样式、强度和差应力大小都不同，从而使亚洲大陆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变化多样的构造格

局。 该格局十分独特、罕见。 故研究亚洲大陆岩石圈板块复杂的构造演化历史，是一件虽然困

难却很有意义的事情

第 ３—８ 段：论述亚洲陆块群没有解体、没有被撞碎的原因。 第 ３ 段提出问题引出下文的

原因。 第 ４—５ 段讲述了第一个原因：洋陆俯冲的主要变形方式属于流变作用，最终增加大陆

岩石圈板块的强度与稳固程度。 第 ６—８ 段讲述了第二个原因：陆陆碰撞作用不会使亚洲大陆

岩石圈板块裂解，其原因是各个大陆岩石圈厚度大于大洋岩石圈，阻力更大、运移耗费能量

多，无海水的润滑作用，其汇聚速度小于板块俯冲速度，大陆岩石圈汇聚时的应变速率极低，碰
撞过程中产生的岩浆能提高岩石愈合程度。

【参考答案】本文讲述了亚洲板块的构造演化历史。 大陆板块在古元古代末期形成，多数

大陆板块形成后基本定型。 亚洲大陆板块的构造格局变化多样，对其构造演化历史的研究十

分具有意义。 亚洲陆块群经历多次俯冲、碰撞、离散等，越聚越大，形成全球最大的欧亚大陆岩

石圈板块主体部分。 其未解体、未被撞碎的原因包括：洋陆俯冲的主要变形方式属于流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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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终增加了大陆岩石圈板块的强度与稳固程度；因各个大陆岩石圈厚度大于大洋岩石

圈，阻力更大、运移耗费能量多，无海水的润滑作用，其汇聚速度小于板块俯冲速度，大陆岩石

圈汇聚时的应变速率极低，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岩浆能提高岩石愈合程度，陆陆碰撞作用不会使

亚洲大陆岩石圈板块裂解。

二、论证评价题

１．Ａ：第 １ 段由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７ 年保持 １．３ 万亿斤以上”推不出“未来 ５—１０ 年的

年产量在 １．３ 万亿斤以上”。 （４８ 字）
Ｂ：过去粮食产量保持在 １．３ 万亿斤以上，不能代表将来一定会保持，粮食产量有不确定

性，属于类推不当。 （４５ 字）
２．Ａ：第 ２ 段由海水稻“不惧海水短期浸泡，能在海边滩涂及内陆盐碱地生长”推不出海水

稻“在海水中生长”。 （４７ 字）
Ｂ：海水稻能在海水中“短期浸泡”“能在海边滩涂及内陆盐碱地生长”，不代表能在海水中

生长，属于过度推理。 （４９ 字）
３．Ａ：第 ４ 段由“亩产最高 ７３９．７ 公斤，最低 ３２０．８ 公斤”推不出“１０ 省份 １０ 万亩海水稻平

均亩产达 ５００ 公斤以上”。 （４４ 字）
Ｂ：粮食亩最高产量与最低产量是极端值，不知道其他的亩产均值，得不出平均产量，属于

平均数谬误。 （４４ 字）
４．Ａ：第 ４ 段由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均有 １０ 个杂交海水稻新品种通过审定”推不出到 ２０２２ 年

底通过审定的“新品种或将达到 ６０ 个”。 （５０ 字）
Ｂ：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均有 １０ 个杂交海水稻新品种通过审定，不代表 ２０２２ 年也能新增 １０

个，属于类推不当、平均数谬误。 （４６ 字）
５．Ａ：第 ５ 段由 Ｆ 基地打造“智慧农业”新模式推不出“正是探索和实施智慧农业，才使 Ｆ

基地实现了海水稻丰产”。 （４９ 字）
Ｂ：海水稻丰产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种子研发等等，智慧农业只是海水稻丰产的原因之

一，属于复合因果。 （４５ 字）
６．Ａ：第 ５ 段由 Ｆ 基地“海水稻试种面积数、平均亩产值、发展智慧农业实现丰产”推不出

“其做法值得全面推广”。 （４９ 字）
Ｂ：Ｆ 基地一处的成功，并不能代表其经验值得全面推广，Ｆ 基地的成功可能还有其他地理

环境因素，属于以偏概全。 （５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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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Ａ：第 ６ 段由“规模不断扩大，品种不断改良，亩产逐年递增”推不出“盐碱地将来都一定

会变成丰收的粮仓”。 （４８ 字）
Ｂ：海水稻的发展是一种趋势，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将来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未必所有盐碱

地都会变成“丰收的粮仓”。 （５０ 字）
三、材料作文题

【参考范文】

保持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讲话中提到：“万物

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句话指的是天下万物得到各自的和气而生成，得到各自的

滋养而成长，这是荀子遵循自然规律的科学发展观。 老马识途，狡兔三窟，是其动物灵性使然；
春华秋实，秋霜冬雪，是自然时令使然；正是生物的多样性，才得以创造如此缤纷灿烂的世界。

保持生物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生物多样性”是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

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 人

处在食物链的一环，生物的多样性为我们提供食物，只有维持生物的多样性，我们的食物品种

才能不断丰富。 生物的多样性又为我们提供木材、纤维等，为人类的工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因此，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一环，任何一个物种的灭

绝，便永不可再生，因此，保持生物的多样性，特别是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对人类生存与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保持生物的多样性，需尊重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因为自然的供养才得以生存，并发展出

灿烂的文明。 “拔苗助长”是一个哲理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科学种植的故事，在人类发展的进

程中，只有遵循“禾苗”的生长规律，才能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丰厚回报。 海珠湿

地，正是从了解生物发展习性入手，从建成初期到现在，海珠湿地鸟类从 ７２ 种增加到 １８７
种，昆虫从 ６６ 种增加到 ７３８ 种，鱼类从 ３６ 种增加到 ６４ 种，呈现出一幅湿地与城市互生共荣、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图景。 因此，要想与自然共生，需增加对自然的了解。 合理地利用自

然规律，变害为利，变废为宝。
事实证明，我们只有尊重自然发展规律，才能够走得更远。 近年来，我们加大环境保护力

度，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保护理论，就是要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持续

发展。 “山岳有饶，然后百姓赡焉。 河、海有润，然后民取足焉”，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我
国正坚定不移地走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生态文明之路，以保护自己眼睛的高度要求保护自

然，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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