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题演练（二十）解析 
判断推理（2017 年广东） 

1．A【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中三角形的个数递减，位置发生变化，考虑数量和位置。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题干图形黑色三角形从图 1 开始依次逆时针平移

两格，并且每次去掉最后一个黑色三角形，如下图所示： 

 

因此，本题选择 A 选项。 

2．B【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同，局部位置不同，优先考虑动态位置。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图形为时钟图案，时针、分针和秒针均发生位置变化，以时针刻度为一格，变化规律

为：时针依次顺时针旋转 1、2、3 格，问号处应该顺时针旋转 4 格，即时钟的 4 点钟方向；

分针依次顺时针旋转 2、3、4 格，问号处应该顺时针旋转 5 格，即时钟的 9 点钟方向；秒

针依次顺时针旋转 3、4、5 格，问号处应该顺时针旋转 6 格，即时钟的 3 点钟方向。 

因此，选择 B 选项。 

3．C【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均为汉字，优先考虑书写笔画数。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汉字的笔画数无规律，进一步考虑汉字特殊笔画，每个汉字都有“丿”这个笔画，并

且“丿”的数量分别为 1、2、3、？、5，呈等差数量，问号处汉字应有 4 个“丿”。 

因此，选择 C 选项。 

4．A【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元素组成相似，内部填充阴影不同，优先考虑定义叠加。 

第二步，两段式。第一段找规律，第二段运用规律。第一段中，每图阴影位置各不相

同，叠加充满整个图形。第二段运用此规律，可得 A 项。 

因此，选择 A 选项。 

5．D【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组成元素相似（均由三种颜色的圆组成），考虑相对位置关系。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中的黑色圆均与阴影圆和白色圆相连，且将阴影圆和白色圆分割开来，只有 D

项符合该规律。 

因此，选择 D 选项。 

6．C【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组成元素相同，局部位置不同，优先考虑动态位置。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如下图一、二所示，将题干图形以阴影格为界进行分组，按照白格的数目进行标号。

图一，由 1、2、3 号和 4 个白格子组成；图二，1 号消失，4 号出现。所有格子向左移动两

格，到最左侧消失，在右侧出现新的格子，阴影间白格的个数依次为 1、2、3、4，所以再

出现的 5 号应有 5 个白格和一个阴影。后面的图形也满足依次向左移动两格的规律。 

 
按照规律，由图四到问号处的变化如下图所示： 

 
因此，选择 C 选项。 

7．D【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组成凌乱，优先考虑数量或属性。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向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大多被横线分割成一黑一白两部分，没有上下均为白色的图形，且被分割图

案轮廓关于横轴对称，依此规律，只有 D 项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8．C【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均为一条折线串连起若干黑点和白点，优先考虑黑点和白点的个数。 

第二步，一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干图形中，黑点的个数分别为：9、8、11、？，呈乱序规律，问号处应为 10 个黑点，

白点的个数分别为：7、8、5、？，呈乱序规律，问号处应该为 6 个白点，只有 C 项符合。 



因此，选择 C 选项。 

9．A【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均由外部轮廓和内部线条组成，优先考虑线条数量。 

第二步，根据规律进行分类。 

线条数量无法分类，进一步观察图形共性特征，①④⑥三幅图内部只有曲线，②③⑤

三幅图内部既有直线又有曲线。 

因此，选择 A 选项。 

10．B【解析】第一步，观察特征。 

图形均由 16 宫格和若干黑格子组成。黑格子数量无明显规律，考虑静态位置关系。 

第二步，根据规律进行分类。 

①②⑤中黑格子都为点连接，③④⑥中的黑格子都为线连接。 

因此，选择 B 选项。 

11．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U 盘”和“光盘”都是数据存储器，二者属于并列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楼梯”和“电梯”都是到达不同楼层的工具，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与题干逻辑

关系一致，符合； 

B 项，“插头”和“插座”需要配套使用，二者属于配套对应关系，排除； 

C 项，“毛笔”是画“国画”的工具，二者属于工具对应关系，排除； 

D 项，“杯盖”是“水杯”的一部分，二者属于组成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12．C【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因为“春暖”所以“花开”，二者属于对应关系中的因果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和风”和“细雨”都是天气状态，二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B 项，“雨后”不是导致“天晴”的原因，排除； 

C 项，因为“天寒”所以“地冻”，二者属于对应关系中的因果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正确； 

D 项，“云开”和“雾散”没有因果关系，两者都是天气状态，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13．C【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投票”和“抽签”都是决定结果的方式，二者属于并列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联系”和“沟通”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B 项，“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C 项，“劝说”和“争辩”都是说服别人的方式，二者属于并列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符合； 

D 项，“推荐”和“号召”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14．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座谈”是常见的“调研”方式，二者属于方式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创新”是常见的“转型”方式，二者属于方式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

符合； 

B 项，“专营”和“垄断”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C 项，“试验”指已知某种事物的时候，为了了解它的性能或者结果而进行的试用操作，

而“发明”是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二者无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D 项，可造句为“通畅的秩序”，“秩序”和“通畅”属于偏正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15．C【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利用造句子，“自由的言论”，“言论”和“自由”属于偏正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保护版权”，“保护”与“版权”属于动宾关系，排除； 

B 项，“调控危机”，“调控”与“危机”属于动宾关系，排除； 

C 项，“安全的生产”，“生产”与“安全”属于偏正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 项，“创新设计”，“创新”与“设计”属于动宾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16．D【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水”与“火”是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两行，二者属于反对关系，在语义层面上

不属于反义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美”与“丑”属于反对关系，但二者在语义层面上属于反义关系，排除； 

B 项，“有”与“无”非此即彼，二者属于矛盾关系，排除； 

C 项，“左”与“右”属于反对关系，但二者在语义层面上属于反义关系，排除； 

D 项，“红”与“绿”属于反对关系，在语义层面上不属于反义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

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17．C【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过滤”是获取“净水”的方式，二者属于方式对应关系，且“过滤”是通过减少杂

质来获取“净水”，存在量上的递减。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竞赛”是获取“名次”的方式，二者属于方式对应关系，但不存在量上的递减，

排除； 

B 项，可造句为“装修房屋”，“装修”和“房屋”属于动宾关系，不存在方式对应，

排除； 

C 项，“节食”是实现“苗条”的方式，二者属于方式对应关系，且“节食”是通过减

少食量来实现“苗条”，存在量上的递减，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D 项，可造句为“绿化环境”，“绿化”和“环境”属于动宾关系，不存在方式对应，

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18．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雾霾”是“污染”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可造句为“治理污染”，“治理”和

“污染”属于动宾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风扇”是“电器”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可造句为“使用电器”，“使用”

和“电器”属于动宾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 项，“粳米”是“粮食”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调查”与“粮食”之间无明

显逻辑关系，排除； 

C 项，“报纸”是传播“信息”的载体，二者属于对应关系，排除； 

D 项，有的“报告”是“文件”，有的“文件”是“报告”，二者属于交叉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19．B【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好感”“喜欢”和“热爱”都指对人或对事的喜爱，三者属于近义关系，并且喜爱程

度逐渐加深。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伤心”“悲伤”和“悲哀”都指哀痛忧伤的情绪，三者属于近义关系，但并不

存在程度加深的情况，排除； 

B 项，“不安”“紧张”和“焦躁”都指忐忑、不舒服的情绪，三者属于近义关系，并

且存在程度加深的情况，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 项，“不悦”指不高兴，而“反感”和“厌恶”都指讨厌、憎恶以及不满的情绪，三

者不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D 项，“高兴”“愉快”和“喜悦”都指快乐、兴奋的状态，三者属于近义关系，但并

不存在程度加深的情况，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20．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自行车”是“出行”工具的一种，二者属于对应关系，多骑“自行车”有利于达到

“环保”的目的，二者属于目的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 项，“蔬菜”是“食品”的一种，二者属于种属关系，多吃“蔬菜”有利于达到“健

康”的目的，二者属于目的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 项，“灯泡”是“台灯”的组成部分，二者属于组成关系，排除； 

C 项，“手表”是显示“时间”的工具，二者属于工具对应关系，排除； 

D 项，“货车”是“运输”工具，二者属于工具对应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21．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及提问方式，确定为分析推理。 

第二步，分析题干。 

①上半年，甲、乙、丙、丁 4 位员工均获得 3 次月度优秀奖； 

②甲和乙有 2 个月同时获奖； 

③乙和丙有 2 个月同时获奖； 

④甲和丁获奖的月份完全不同。 

根据题意可知，四人获奖不涉及先后顺序，只要符合上述已知信息即可。根据题干信

息，甲、乙、丙、丁获奖信息可做如下假设： 

甲的获奖月是一、二、三月，根据④，丁的获奖月是四、五、六月。由②可知，乙在

前三月中两次获奖（此处符合条件的情况有多种，只需列举一种情况，选项只要不符合这

种情况即可排除），此处假设乙在一月、二月、四月获奖。 

由③可知，丙两次与乙同时获奖，假设丙在前三个月获奖两次，后三个月获奖一次，

如下表所示： 



 

假设丙在前三个月获奖 1 次，后三个月获奖两次，如下图所示： 

 

选项描述只要符合此种假设即可，各项正误情况如下： 

A 项，只有 3 个人同时获奖的月份确实只有一月和四月，符合； 

B 项，只有 2 个人同时获奖的月份只有二月和三月或者二月和五月，排除； 

C 项，只有 1 个人获奖的月份有五月和六月或三月和六月，排除； 

D 项，只有 2 个人同时获奖的月份与只有 1 个人获奖的月份相等，都是 2 个，排

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22．B【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反驳”，确定为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我国大学毕业生实际上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 

论据：据统计，近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不明确选项。经济下行期，不少企业裁员，无法推出是否会聘用大学毕业生来

控制用工成本，排除。 

B 项，增加反向论据。最紧缺的岗位适合高级技工，推出不适合大学毕业生，所以大

学毕业生确实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具有削弱作用。 

C 项，不确定选项。大学毕业生愿意从事的岗位竞争激烈，他们可以选择其他不愿意

从事或竞争不激烈的岗位，不能确定大学生就业是否难，选项不确定，排除。 



D 项，无关选项。高级技工与大学生的收入比较与大学生就业难无关，论题不一致，

排除。 

因此，选择 B 选项。 

23．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有若干论断和真假限定，确定为真假推理。 

第二步，找关系。 

（1）甲或乙；（2）¬甲；（3）甲；（4）乙。依题可知，（2）和（3）矛盾，二者之

间必有一真，必有一假。 

第三步，看其余。 

又知四句论断中两真两假，所以（1）和（4）中也必有一真、一假。 

利用假设法，当（4）为真时，（1）也一定为真，与题干矛盾，故（4）一定为假，（1）

为真，那么可以推出没有邀请乙，邀请甲。 

因此，选择 A 选项。 

2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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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体育部门计划在滑雪运动员的训练比赛中推广使用神经刺激技术。 

论据：某科研机构在实验中发现，相比未接受刺激的选手，接受刺激选手的跳跃能力

和协调能力分别提高了 10%和 15%。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无关选项。未接受刺激的运动员的情况，与对接受刺激的运动员是否有效无关，

论题不一致，排除。 

B 项，无关选项。这项技术增加经费支出，与该项技术是否对运动员有效无关，论题

不一致，排除。 

C 项，无关选项。滑雪成绩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能否定该项技术的作用，也不

能确定体育部门是否会推广使用这一技术，论题不一致，排除。 

D 项，增加反向论据。专注力是能力发挥的前提，而该项技术降低了专注力，说明它

不利于运动员发挥，所以不应推广该技术，具有质疑作用。 

因此，选择 D 选项。 

25．C【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与……逻辑最为相似”，确定为平行结构。 

第二步，分析题干推理形式。 

题干逻辑为 a（这种茶叶）是 b（产自云山），c（云山茶）是 b（产自云山），所以 a

（这种茶叶）是 c（云山茶），是由一个个体概念得到一个集合概念的推理过程。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a（三班的学生）是 b（勤奋好学），c（小李）是 a（三班学生），所以 c（小李）

是 b（勤奋好学），与题干逻辑不同，排除。 

B 项，a（飞驰牌汽车）是 b（产自某国），c（那辆汽车）不是 a（飞驰牌汽车），所以

c（那辆汽车）不是 b（产自某国），与题干逻辑不同，排除。 

C 项，a（司机）是 b（有驾照的），c（小郑）是 b（有驾照的），所以 c（小郑）是 a

（司机）；此处结论“c 是 a”形式与题干结论“a 是 c”形式不同，但符合题干个体概念 c

（小郑）是集合概念 a（司机）的结论，与题干逻辑最为相似，符合。 

D 项，a（好医生）是 b（具备精湛的医术的）和 d（高尚的医德的），c（小陈）是 b

（具备精湛的医术的）和 d（高尚的医德的），所以 c（小陈）是 a（好医生），该选项虽然

也是个体概念 c（小陈）是集合概念 a（好医生）的结论，但是该选项涉及了四个对象，与

题干逻辑不同，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26．D【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 

①小张做经理→开拓新业务； 

②小李做经理→精简人员。 

第三步，进行推理。 

A 项，若该选项成立，依据“肯后推可能”推理规则，可以推出小李可能做经理且小

张可能做经理，与题干只有一个人做经理矛盾，排除； 

B 项，该项可翻译为：开拓新业务→小张当经理，由①肯后推可能，无法推出，排除； 

C 项，该项可翻译为：精简人员→小李当经理，由②肯后推可能，无法推出，排除； 

D 项，依据“否后必否前”推理规则可知：¬开拓新业务→¬小张做经理，¬小张做经

理→小李做经理，那么可以推出：小李做经理→¬精简人员。 

因此，选择 D 选项。 

27．D【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解释”，确定为原因解释。 

第二步，分析题干。 

需解释的现象：按揭贷款的利率下调与销售量并未出现明显增长间的矛盾。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 “一直”说明人口流失始终存在，不能解释现在房屋销售量下降的现象，排除； 

B 项，本地房价未降，只能说明在外部条件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利率下调本该会导致

商品房销量增长，但是并不能解释销量未明显增长，排除； 



C 项，开发商取消优惠政策可能会影响到商品房的销售量，可以解释该矛盾，但是方

向不明确，可能会使商品房的销售量下降，也可能使商品房的销售量增加； 

D 项，经济环境不好收入下降，虽然按揭贷款的利率下调但是由于收入的下降还是有

很多人买不起商品房，从而使销售量未出现明显增长，与 C 项相比能更好地解释该矛盾。 

因此，选择 D 选项。 

28．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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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季节性皮肤病的人数大幅上升与城市水污染、空气质量恶化没有关系，主要

是因为人们缺乏锻炼，身体素质下降造成的。 

论据：无。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加强论点。该项认为某一年龄段儿童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导致了患季节性皮肤

病的人数大幅上升，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排除。 

B 项，无关选项。皮肤病如何患病与何时好转没有关系，排除。 

C 项，无关选项。城市水污染和空气质量问题严重，并未说明是否是导致皮肤病的原

因，与患皮肤病无必然联系，排除。 

D 项，增加反向论据。首先，游泳运动员常与水接触，患皮肤病人数增多，说明水污

染与皮肤病患病有关；其次，运动员锻炼多，身体素质好，否定皮肤病是由缺乏锻炼造成

的，具有削弱作用。 

因此，选择 D 选项。 

29．A【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和……逻辑类似”，确定为平行结构。 

第二步，分析题干推理形式。 

看一件事情时，主要看 a，而不是 b。举例说明：即使有 b，也不一定好。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婚姻生活是否幸福主要看 a（和谐程度），而不是 b（家庭收入）。举例说明：有

些有 b（收入高）的夫妻，婚姻生活反而不幸福，与题干推理形式相同，符合。 

B 项，评价一部电影不能只看 b（票房），举例说明：电影有 b（高票房），观众的口碑

也不一定好，但并未说明观众口碑是评价电影的主要因素，因此，缺少主要看的要素 a，

与题干推理形式不同，排除。 

C 项，选拔新足球队员时，除了看 a（技术水平），更看重 b（训练状态和发展潜力），

即要关注两个要素，侧重于 b，与题干推理形式不同，排除。 



D 项，歌手要成功，既要有 a（天赋），又要有 b（优秀的市场推广）。举例说明：失败

的歌手，要么没有 a（天赋），要么没有 b（优秀的市场推广），强调两个要素同样重要，与

题干推理形式不同，排除。 

因此，选择 A 选项。 

30．D【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不能有效反驳”，确定为不能削弱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没有必要接种流感疫苗。 

论据：接种流感疫苗可能导致接种人群出现低烧等副作用。 

第三步，辨析选项。 

A 项，增加反向论据。该项指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并发症风险，说明接种疫苗是有

必要的，具有削弱作用； 

B 项，增加反向论据。该项指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可以降低易感人群感染流感病毒

的概率，证明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具有削弱作用； 

C 项，增加反向论据。该项指出接种流感疫苗只有极少数人会出现全身反应，且一两

天就可以缓解，比流感症状轻得多，说明接种疫苗利大于弊，是有必要的，具有削弱作用； 

D 项，无关选项。从疾病中恢复过来后的获得免疫力，与接种疫苗是否有效果无关，

排除。 

因此，选择 D 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