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题演练（十九）解析 
判断推理（2017 年重庆下半年） 

1.B【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凌乱，优先考虑数量。 

第二步，两段式，第一段找规律，第二段应用规律。 

观察发现面具有数量特征，前半段面的个数分别为 2、3、4，后半段也遵循该规律，

B 项有三个面。因此，选择 B 选项。 

2.A【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似，优先考虑样式。 

第二步，两段式，第一段找规律，第二段应用规律。 

观察前半段发现每副图形元素种类和数量均为四，相同元素阴影、空白、全黑均各出

现一次，第二段应用此规律，只有 A 项符合。 

因此，选择 A 选项。 

3.C【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凌乱，优先考虑数量或属性。 

第二步，根据规律进行分组。 

观察图形可以发现，第 3、4、6 图为轴对称图形；第 1、2、5 图不是轴对称图形。 

因此，选择 C 选项。 

4.D【解析】 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凌乱，优先考虑属性或数量，各图均为黑色实体图偏重考素。 

第二步，根据规律进行分组。 

观察图形可以发现，第 1、4、5 图中独立组成部分为 4 个，素数量为 4；第 2、3、6

图中独立组成部分为 7 个，素数量为 7。因此，选择 D 选项。 

5.B【解析】第一步，本题为折纸盒题型，分析特征面之间的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D 选项中空白面和曲线所在的面为一组相对面，在立体图形中不能同时出现，排

除 AD，观察 C 选项，三个面公共点未引出线，其直线所在的面在平面图中可能有两种排

布形式，但不论是哪一种，三个面的交点至少引出一条线，故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6.B【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中老一辈的人属于不同的时代对火柴的不同称呼，属于异称词； 

B 项，现在售货员对女顾客的称呼没有体现不同，不属于异称词。 

C 项，中明代时人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对蛤蟆的不同称呼，属于异称词； 

D 项，中四川人和河南人属于不同的地区对红苕和红薯的不同称呼，属于异称词； 

因此，选择 B 选项。 

7.A【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题目关键信息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六名同学入学之前是单独成长的，成绩有高有低，但是进入大学后每天结伴学

习，因此六人属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符合定义。 

B 项，比较的是和狼接触与和优秀的人接触的区别，并没有体现单独生长和共同生长

的区别，不符合定义； 

C 项，说到的是某品牌个体经营有局限，连锁经营销量提高，连锁经营只是规范化专

业化管理，没有体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符合定义； 

D 项，亲小人，远贤臣指的是后汉王朝覆灭的原因，没有体现出互相影响、相互促进

这样的现象，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8.D【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指受到额外的关注而使得努力或绩效上升。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总裁用“如果你想，你就可以”鼓励科研团队，没有体现取得效果； 

B 项，初三学生受到老师批评，感到惭愧，没有体现取得效果； 

C 项，经理给新招的新员工发邮件，并没有体现因鼓励而取得效果； 

D 项，体现了“额外的关注而使得努力或绩效上升”，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9.D【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社会多数成员共同创造出的一种方式，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或遵守的行为方式。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男耕女织是古代男女分工的体现，符合定义； 

B 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说的是人生产的方式，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是这样的方式，

符合定义； 



C 项，尊老爱幼是社会传统美德，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符合定义； 

D 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比喻宁愿为正义事业而死，绝不苟且偷生，这不是由社会

多数成员共同创造的，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10.C【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关键词：“没有预定目的、无需意志努力、不由自主”等。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学生并没有出现意志努力，而被突来的蝴蝶吸引，属于无意注意，符合定义； 

B 项，中虽然肚子饿，但是进房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饿的问题，只是不留意的看

到了面包，符合定义； 

C 项，埋头做作业是有意志努力的，所以 C 不是无意注意，不符合定义； 

D 项，人们并未主动寻找花，而无意发现，属于无意注意，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C 选项。 

11.C【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①思考和解决问题不受已知的或现成的方式、规则和范畴的约

束，②一个问题的中心点向外辐射发散，③多方向、多角度、多层次的思维活动。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多功能的文具盒的功能还是装文具，不属于“思考和解决问题不受已知的或现

成的方式、规则和范畴的约束”不符合定义，排除； 

B 项，屠宰场的屠宰方式是根据市场的买卖习惯制定的，不属于“思考和解决问题不

受已知的或现成的方式、规则和范畴的约束”，不符合定义，排除； 

C 项，某人在捕捉沙蚤时，发现了沙蚤的习性，通过模仿海水涨潮的声音，捕捉大量

沙蚤。未根据已知的技术或者手段去进行捕捞，属于“思考和解决问题不受已知的或现成

的方式、规则和范畴的约束”、“思维从问题中心点向外辐射发散”，符合定义，正确； 

D 项，雀鹭每天推迟约 50 分钟到海边觅食，未体现“一个问题的中心点向外辐射发散”

“多方向、多角度、多层次的思维活动”不符合定义，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12.B【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①任意改变概念的界说和范围，②扰乱对客观事物本身的认识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杀盗人而非杀人”不满足“任意改变概念的界说和范围，扰乱对客观事物本身

的认识”，不符合定义； 



B 项，海马不是马，该项混淆了海马和马的概念扰乱了人们对马这一概念的认识，属

于“任意改变概念的界说和范围，扰乱对客观事物本身的认识”符合定义； 

C 项，“没有所谓的高山和深渊，因为高原上的深渊比平原还高”未体现“改变概念的

界说和范围，扰乱对客观事物本身的认识”，不符合定义； 

D 项，“我是这个小区的，小区的绿地是公共的，当然也是我的”混淆了公共的概念，

但未体现“扰乱对客观事物本身的认识”，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13.D【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1.如果鳄鱼咬住你的一只脚，愈挣扎，被咬住得越多。 

2.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只脚。 

意即已经处于不好的状况下时，只有果断舍弃，才能脱离困境。在经济学中，指当自

己的交易违背市场方向时，必须立即止损，不得延误，不得存有侥幸。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妻子甲在丈夫乙的暴打求饶后一次次选择原谅，甲已经处于不好的状况下，但

仍没有果断舍弃，不符合关键信息 2，不符合定义； 

B 项，秦某发现老师上的并不好，管理也混乱，但仍旧坚持去上课，秦某已经处于不

好的状况下，仍没有及时止损，不符合关键信息 2，不符合定义； 

C 项，甲持有的股票两年翻了两番，只是近期走势不定，不属于自己的交易违背市场

方向，不符合关键信息 1，不符合定义； 

D 项，高某的公司不可能盈利，已经处于不好的状况下了，高某决定将公司注销，属

于及时止损，符合关键信息 1 和 2，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D 选项。 

14.A【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是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可向上调整，难向下调整。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赵老板不用高档车抵债，说明他习惯了高档的生活习惯，即使破产也不愿意向

下调整自己的习惯，符合定义； 

B 项，李某按照以前的生活习惯生活，说明没有调整，不符合定义； 

C 项，老朱从富有到平淡而泰然自若，没有说明向下调整很难，不符合定义； 

D 项，王老汉买一台和老家一样的落地扇，说明了他没有调整生活习惯，不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15.A【解析】第一步，看提问方式，本题属于选非题。 



第二步，找关键信息。 

数量少、程度低或时间短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他们三个都没有来”很明显是一个程度上的夸大，不符合程度低，不符合定义； 

B 项，“你工作不够努力”是一种程度低的表达，符合定义； 

C 项，“快了，你还有两年毕业”其实也是在主观强化时间少，符合定义； 

D 项，强调数量少，符合定义。 

因此，选择 A 选项。 

16.C【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酒精”是“白酒”的组成部分，且是必然组成部分。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电源”是“电视”的动力来源，与题干不符，排除； 

B 项，“面包”与“蛋糕”是并列关系，都是食物，排除； 

C 项，“氮气”是“空气”的组成部分，且是必然组成部分，与题干相符，当选； 

D 项，“摄像头”可以是“手机”的一部分，但不是必然组成部分，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17.B【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有些“花瓶”是“瓷器”，有些“瓷器”是“花瓶”，两者交叉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电视机”是“电器”的一种，种属关系，排除； 

B 项，有些“中药”是“植物”，有些“植物”是“中药”两者交叉关系，与题干相符，

当选； 

C 项，“画作”与“诗篇”都是艺术表现形式，并列关系，排除； 

D 项，“八仙桌”是“桌子”的一种，种属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18.A【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跳绳”是一种“运动”，种属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花椒”是一种“调料”，种属关系，与题干相符，当选； 

B 项，“开车”与“旅游”没有必然联系，非种属关系，排除； 

C 项，“太阳系”是“银河系”的组成部分，组成关系，排除； 

D 项，“水稻”是“米粉”的原材料，材料对应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19.C【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是“发言权”的必要条件。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中毒”不是“死亡”的必要条件，排除； 

B 项，“批评”不是“进步”的必要条件，排除； 

C 项，没有“损害”就没有“赔偿”，“损害”是“赔偿”的必要条件，与题干相符，

当选； 

D 项，锻炼不是健康的必要条件，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20.B【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钻木取火”是古人的生火技术，而“打火机”是现代的生火技术，属于古今全同。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滴血认亲”和“培养皿”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排除； 

B 项，“鸿雁传书”是古人的通讯方式，而“电子邮件”是现代的通讯方式，属于古今

全通，符合题干逻辑，正确； 

C 项，烽火狼烟和红绿灯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排除； 

D 项，结绳记事和计算器不是古今全同，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21.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口碑”与“票房”是评价一部“电影”的评价标准，考查并列关系、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质量”与“价格”都是评价“商品”的评价标准，与题干相符，当选； 

B 项，“公平”与“正义”不是“律师”的评判标准，公平与正义已经表达出了倾向性，

是一种评价，排除； 

C 项，“好评”与“差评”就是对“服务”的评价，而不是评价标准，排除； 

D 项，“相貌”“品格”“性情”是并列关系，都是评价标准，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22.C【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朝代”里面包含了“清”和“明”，而“清”和“明”本身也是属于反对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青蛙”属于“两栖动物”，跟“爬行动物”不对应，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

排除； 

B 选项，“儒家”是一个学派，而“朱熹”和“王阳明”是具体的学家，故不组成包含

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C 选项，“刑罚”里面包含了“有期徒刑”和“死刑”，属于包含关系，并且“死刑”

和“有期徒刑”本身也是属于反对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正确； 

D 选项，“北京”和“北平”是属于古今全同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23.B【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动宾关系，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第二步，代入选项。 

A 项，“雾霾”是一种“天气”状况，种属关系，“农田”和“害虫”属于对应关系，

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B 项，“防范雾霾”，“防治害虫”，都是动宾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当选； 

C 项，“雾霾”是“污染”导致的，但不能说害虫是作物导致的，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

排除； 

D 项，“雾霾”与“沙尘”都是一种天气状况，并列关系，害虫与昆虫是交叉关系，前

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24.D【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动宾关系，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第二步，代入选项。 

A 项，“分析”是一种思维方式，“阐述”是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意思，没有必然联系，

“消除”和“革除”为近义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B 项，“分析差距”，“贫富”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被“消除”，搭配不当，前后逻辑

关系不一致，排除； 

C 项，先“分析”再“解决”，但不能先“消除”再“创新”，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

排除； 

D 项，分析问题、消除弊端都是动宾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当选。 

因此，选择 D 选项。 

25.B 第一步，本题考查种属关系，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第二步，代入选项。 

A 项，“时钟”可以计量“时间”，“盲杖”与“导盲犬”是并列关系，都是帮助盲人出

行的一种工具，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B 项，“闹钟”是“时钟”的一种，“导盲犬”是“犬类”的一种，种属关系，前后逻

辑关系一致，当选； 

C 项，“制造时钟”，动宾关系，“驯养导盲犬”也是动宾关系，但位置关系反了，前后

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D 项，“时针”是“时钟”的组成部分，“导盲犬”不是“盲人”的组成部分，前后逻

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26.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面对城市车流带来的污染问题，环保部门很难采取有效的措施。 

论据：环保部门无相关油品质量监管权。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建立联系加强选项。指的是油品质量提高能降低污染物排放，其将论据和论点

之间建立了联系，能够加强。 

B 项，无关选项。指的是油品质量提高所需要的条件，均与论点没有必然联系，不能

加强。 

C 项，否定论据削弱选项。对论据直接进行了否定，属于削弱项。 

D 项，无关选项。“当前环保部门对石化行业的监管力度较弱”并不能表明环保部门对

于油品质量监管权的情况，也不能表明环保部门能否对污染采取措施，属于无关选项。 

因此，选择 A 选项。 

27.C【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质疑”，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通过药物治疗可以改善人们对于音高的识别能力。 

论据：第一组服用了丙戊酸，第二组服用了安慰剂，所有的试验参与者均未接受过系

统的音乐训练，结果发现，在识别音高测试中，第一组的正确识别率更高。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无关选项。人数的多少与正确识别率无关，因为识别率本身就是在同一组中进

行统计的。 

B 项，无关选项。平均年龄与音高识别能力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属于无关选项。 

C 项，削弱选项。裸耳听力测验分数第一组得分高，是说第一组和第二组两组实验者

之间本身有差异，属于吃药之外的另一种因素，可以削弱。 

D 项，削弱选项。父母从事音乐工作的比例较高，说明参与者潜移默化中受过音乐的

影响，是两组实验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削弱。 

比较 C、D 项的力度强弱，C 项是实验者本身听力的差异，D 项是父母的工作，C 项针

对论点削弱更直接。 

因此，选择 C 选项。 

28.B【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质疑”，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科学家据此推测，在白垩纪末期有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产生的尘埃

遮天蔽日，造成地表气候环境巨变，从而导致了恐龙的灭亡。即小行星的撞击导致了恐龙

的灭亡。 

论据：某科学家在研究意大利古比奥地区白垩纪末期地层中的黏土层时，发现微量元

素铱的含量比其他时期地层陡然增加了 30—160 倍，之后人们从全球多处地点取样检测都

得出同样结论：白垩纪末期地层中铱元素含量异常增高的确是普遍性的。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说明小行星撞击地球后应该有踪迹作为证据才对，但现在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否定了小行星撞击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发现小行星的踪迹，并不等于确实没有小行星撞击

地球。 

 B 项，削弱选项。由小行星撞击地球产生的尘埃堆积而成的沉积岩只占地表的很小一

部分，说明小行星撞击地球，不能产生尘埃遮天蔽日的情况，从而削弱了小行星撞击地球

产生的影响。       

 C 项，无关选项。题干中铱元素是存在于地壳中，而 C 项中，指出铱元素存在于地壳

内，地壳内是指地幔或者地核中，与论点不一致，属于无关项。 

D 项，无关选项。恐龙和恐龙蛋化石全部存在于富含铱元素的黏土层下的地层中，说

明恐龙死于小行星撞击之前，可能是被富含铱元素的尘埃覆盖导致的死亡，所以存在多种

可能性，属于无关项。 

因此，选择 B 选项。 

29.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人体氧化的罪魁祸首不是氧化，而是氧自由基。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讨论的主要氧自由基对人体的好处，因此属于削弱项，不具有加强作用； 

B 项，氧自由基抑制剂可延长生命，说明氧自由基对人体不利，支持论点； 

C 项，抗氧化剂可抑制氧自由基的作用，延长寿命，说明氧自由基对人体不利，支持

论点； 

D 项，讨论的主要是氧自由基的坏处，对人体不利，支持论点； 

因此，选择 A 选项。 

30.C【解析】 第一步，先翻译题干。 

对题干进行翻译，得到：¬公∨失效→伤害行为。 



第二步，根据题干分析选项。 

A 项，伤害→¬公∨失效，肯后可以得到不确定性结论，排除； 

B 项，¬公∨失效→弱势伤害强势，虽然肯定前件，但是题干中说的是“弱势者也可能

对其他弱势者造成伤害”，不能得到确定答案，排除； 

C 项，¬伤害→公∧有效，否后必否前，可以推出。 

D 项，公∧有效→¬安宁且快乐，否定前件应为不确定性结论，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31.C【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最能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是“男性延迟生育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论据是用一个大规模的

调查结果来进行归纳和总结的。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为无关项，排除。B 中讲的是女性延迟生育和男性的比较，与论点中对孩子的心

理问题无关，不能够加强。C 中通过对比试验强调 45 岁以下的男性生育的孩子风险较低。

D 中提到“父母”、“生育不健康”，首先不能确定父母中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导致了后果的

产生，也不能用“不健康”来对应论点中的“心理健康的较大负面作用”。因此，选择 C

选项。 

32.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削弱”，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爱美的女性必须每天都涂防晒霜。 

论据：阐明紫外线一年四季都存在且长时间积累会导致皮肤问题。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表明紫外辐射和距离的关系，即要根据室内外的距离远近决定是否需要涂防晒

霜，不一定需要每天都涂，具有削弱作用； 

B 项，是使用防晒霜的正确方式，与是否要涂抹防晒霜无关，属于无关项，不具有削

弱作用； 

C 项，中说的是紫外线强度的时间分布，属于无关项，不具有削弱作用； 

D 项，中讲到的是太阳伞，和论题不一致，属于无关项，不具有削弱作用。 

因此，选择 A 选项。 

33.D【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削弱”，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MP3 格式已被官方“杀死”。在音频文件格式中，MP3 格式将被 AAC 格式取代，

并将退出历史舞台。 

论据：音频格式 MP3 的制定机构停止颁发 MP3 许可证。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不明确选项。提到“AAC 的确有比 MP3 更好的音乐质量，二者仅仅在低比特

率时差别明显”，选项提到 AAC 比 MP3 的优点以及两者的区别，是否退出历史舞台，表述

不清，不能削弱。 

B 项，无关选项。提到“AAC 格式受到专利保护”，与论点无关，属于无关选项。 

C 项，加强选项。正是因为 MP3 格式的音乐文件在一些新出现的音乐播放器中无法被

识别和播放，说明 MP3 即将被取代，退出历史舞台，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 

D 项，断开联系削弱选项。提到“制定机构的声明仅仅是宣告了许可证发放项目的结

束”，属于拆桥，将 D 选项带入题干，推不出论点，可以削弱。 

因此，选择 D 选项。 

34.D【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扬子鳄对于人们研究动物的兴衰以及研究古地质学和生物的进化，都具有重要

意义。 

研究扬子鳄和研究动物的兴衰以及古地质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论据：在扬子鳄身上，至今还可以找到恐龙类爬行动物的许多特征。 

此处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在扬子鳄的恐龙类爬行动物特征和研究动物兴衰以

及古地质学建立起联系。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话题与论题无关，属无关项，排除； 

B 项，只说明了研究扬子鳄特征对于研究恐龙类爬行动物特征有意义，而不能说明跟

研究古代动物以及古地质学有关系，排除； 

C 项，话题与论题无关，属无关项，排除； 

D 项，建立了扬子鳄的恐龙类爬行动物特征和研究动物兴衰以及古地质学的联系，正

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35.A【解析】  第一步，根据提问可知本题为分析推理题，题干条件肯定优先使用排除

法。 

第二步，根据条件确定答案。 

由“丙和语文老师、物理老师一起回家”可得丙不是语文、物理老师，排除 B 和 C； 



由“周末，英语老师，政治老师和甲一起打球”可得甲不是英语、政治老师，排除 D。 

因此，选择 A 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