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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部分答案解析 

第一部分  数学运算 

1.【答案】C 

【解析】本题为工程问题。甲每小时打 3 页，说明 20 分钟打完一页。乙每小时打 4 页，

说明 15分钟打完一页。一小时后，俩人打完 7页，再过 45分钟，甲又可完成 2页，乙又

可完成 3页，即可完成 12页的工作量，所以答案选择 C，共需 1小时 45分钟。 

 

2.【答案】A 

【解析】本题为数字特性的题目。每人 3 块还剩 10块，说明总量减去 10，能整除 3，则

可排除 B，C，每人 4块少 20块，说明总量加上 20，能整除 4，可排除 D，因此选择 A。 

 

3.【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循环赛问题。根据公式，N个队伍进行单循环比赛，比赛场数为CN
2，本

题共 9支队伍，所以比赛 36场，平均每支队伍比赛 36÷9，即每支队伍比赛 4场，答案选

择 D。 

 

4.【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赋值法。假设物品共 60个，均分每人 6个，说明总人数为 10人，只给

男同事每人 10 个，说明男同事有 6个，则女同事有 4 个，若只分给女同事，则每人可得

60÷4，即每人 15个，答案选择 C。 

 

5.【答案】D 

【解析】本题为年龄问题，可使用代入排除法解题。将选项依次代入，可知答案选 D。 

 

6.【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数字特性问题，使用代入排除法即可。题中提到总量的七分之若干，说

明总量定是 7的倍数，依次验证，只有 C选项符合，所以答案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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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多位数问题，使用代入排除法解题。代入可知，C选项符合题意，答案

选 C。 

 

8.【答案】D 

【解析】本题为数字特性题目，使用代入排除法。每辆车坐 22人，余下 1 人，说明总人

数减 1是 22的倍数，依次验证选项，只有 D选项符合，因此答案选 D。 

 

9.【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行程问题。三人从同一点出发，又回到起点相遇，则每个人必然走了整

数圈，代入选项验证，发现经过 6小时，每人恰好走了整数圈，说明那个时间点三人正好

回到初始点，再次相遇。因此，本题答案选择 C。 

 

10.【答案】C 

【解析】本题为排列组合的题目。假设原有站点为 m个，现有站点为 n个，按题意列方程

为An
2-Am

2 =26，解得 m=6，n=8，所以原有站点为 6个，答案选择 C。 

第二部分 阅读理解 

11.【答案】B 

【解析】第一步，定位句原文，整个文段是围绕“天才”论述的。首句提出作者对“天

才”的理解，接着从“天才是创造者”“天才是病态和怪异者”“天才是异端和不稳定因素”

“天才的创造过程是矛盾角力的过程”这四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对于“天

才”的解释。第二步，对比选项。B 项概括最为全面。因此，选择 B 选项。A 项：对应文

段首句，片面。C 项：对应文段第二句和第三句，片面。D 项：对应第一，第三句和第四

句，片面。 

 

12.【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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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代词“此”在文段中的意思，需把握全文。“此”出现在文段最后一句，

“此”指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应对应“文言文不易写好”，

故“此”应与写文言文有关，对应 D 项。A 项、C 项错误，皆与“此”指代内容无关。 

B 项错误，“多选些文言文”为无中生有，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D。 

 

13.【答案】B 

【解析】文段首先指出没有经历过“紧”的心理障碍，接着指出如果是由学识贫瘠和智性

弱化引起的，也是一种心理障碍，没有障碍的障碍，画横线句子第一个障碍指的是“心理

障碍”而第二个落脚点的障碍指的是由学识贫瘠和智性弱化引起的障碍而非心理障碍，对

应 B 项。A、C、D 项错误，三项均在强调“心理障碍”，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B。 

 

14.【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介绍了“感冒病毒可以杀死癌细胞”的临床试验结

果，随后运用癌症患者的治疗结果证明了这项治疗工程的可行性，然后提出“要运用基因

工程的方法让癌细胞染上感冒”，最后一句话说明这样做的好处。文段的为“分-总-分”

文字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对于癌症可以采取的对策，即“要运用基因工程的办法研究出能引

起感冒的腺病毒有机体，让含有易变基因的癌细胞染上感冒”。第二步，对比选项。D 项

是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 D 选项。A 项：“可喜的成果”文段未提及，属于无

中生有。B 项：非文段重点。C 项：“日益广泛地推广”文段未提及。 

 

15.【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阐述了北极熊生活环境的改变，一是海域浮冰面积

逐渐缩小，二是其他国家的捕杀使得海豹数量越来越少。然后介绍“北极熊捕鱼”的现象，

并通过“我们看到”引出结论，即北极熊改变了捕食的习性。文段是“分—总”结构，主

旨即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得北极熊改变生活习惯。第二步，对比选项。主旨句同义替换对应

D 项。文段主体为“北极熊”，A 项、B 项和 C 项均未提到“北极熊”，与文段主体不一致。

因此，选择 D 选项。 

 

16.【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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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讲述了一个小故事。故事的结果是“很少有哪组注意到

这一点，有的拼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背面有数字标记，有的压根儿就没看到”，原因就是拿

到拼图并未仔细观察，所以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仔细观察的重要性。第二步，对比选项。

A 项符合文段故事传达出的道理。因此，选择 A 选项。B 项：“正反两面”中的“两面”

指的是事物的两面性，侧重看问题要全面，与故事传达出的道理不符。C 项和 D 项：强

调的是“准备”的重要性，与故事传达的道理不符。 

 

17.【答案】D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提出形成网络成瘾的多种因素（包括动力和人格因

素），然后提出体育锻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最后通过引用报道的内容进一

步证明体育锻炼对自制力、自立能力、心理健康等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而这些因素均与

网络成瘾相关。文段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重点在强调体育锻炼对治疗网络

成瘾的帮助。第二步，对比选项。文段主旨同义替换对应 D 项。因此，选择 D 选项。A

项：“人格培养”与文段话题不一致，文段中强调的是“网络成瘾”。B 项：缺少重要话题

“网络成瘾”，体育锻炼作为网络替代品是为了治疗“网络成瘾”。C 项：“促进心理健康”

为解释说明部分的内容，非重点且片面。 

 

18.【答案】C 

【解析】第一步，定位原文，分析横线处的上下文语境。横线位于文段中间，承上启下，

前文通过“作者在……的同时，也……”引出“作者自身的影像”。后文也提出“作者形

象”。根据上下文语境，横线处应体现“作者形象”这一话题。第二步，对比选项。C 项

“作者形象”与上下文话题相符，填入文段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选择 C 选

项。A 项、B 项和 D 项：均未包含核心话题“作者形象”，与上下文话题不一致。 

 

19.【答案】A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提出网络时代注意力是最重要的资源，之后由“因

此”引出“互联网上如何吸引注意力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后通过反面论证“如

果忽视……就会导致……以至于……精神伤害”，强调需要重视“吸引注意力的道德评价

和精神意义”。文段属于“分—总”结构，重点通过反面论证推出，即注重吸引注意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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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评价和精神意义。第二步，对比选项。A 项是文段提出的合理对策。B 项对应“但”

转折前的分句，属于非重点。C 项对应反面论证的前一个分句，假设存在某种情况，属于

问题，意图题优选合理对策。D 项对策不恰当。因此，选择 A 选项。 

 

20.【答案】C 

【解析】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首先提出“负面新闻”关注的对象，接着提出报道者对

“负面新闻”的使用角度与表现方式不同，冒号后面分别从优秀报道者和蹩脚报道者两方

面论述对负面新闻的处理方式不同，那么产生的效果就不同。文段重在强调对负面新闻不

同的报道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第二步，对比选项。C 项是对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A

项和 D 项仅对应文段的一个方面，表述片面。B 项无中生有，优秀报道者和蹩脚报道者对

负面新闻的使用角度和表现方式不同，而不是挖掘的深度不同。因此，选择 C 选项。 

第三部分 演绎推理 

21.【答案】A 

【解析】本题为分析推理题。王五没参加游泳比赛，也没获得划船冠军，则王五获得是羽

毛球冠军；剩余两项，张三没有参加划船，则张三获得了游泳冠军。故而答案为 A。 

 

22.【答案】D 

【解析】本题为分析推理题。要想“文章的第一页是偶数页码”，那么上一页必须是奇数

页，即前面页码和必为奇数。题干要求选出文章的第一页是偶数页码的最多篇数，所以要

让页码和尽可能的出现奇数，可以这样放置论文 1、2、4、6、8、10、12、14、3 ，这样 2、

4、6、8、10、12、14、3 页的论文的第一页是偶数页码，这样已经出现了 8 篇。剩余的 5、

7、9、11、13、15 页的论文中会奇偶各占一半，所以实际上文章的第一页是偶数页码的最

多篇数是 11 篇，但答案最多只有 8 篇，只能选 D。 

 

23.【答案】C 

【解析】本题为分析推理题。题干信息肯定，找最大信息即高频词刘红利，根据“会说法

语的人唱歌比刘红利强，刘红利是会说俄语的人的表哥”可知，刘红利只能会说日语；根

据“王起玲的工作作风比会说法语的细致”可知，王起玲会说俄语。故而答案为 C。 

 

24.【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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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为真假推理题。①③是矛盾关系，必定一真一假。那么其他说法②④都是错

误的，④为假，及周处长不是优秀，可知③为假，因此①为真。故而答案为 A。 

 

25.【答案】B 

【解析】本题为分析推理题。据（3）和 T 只在星期五被安排做接待工作，可知 T 只在星

期五的下午做接待工作；周一到周五共有 10 次值班的机会，平均每人两次，而 T 每周只

值班一次，那么必然有一个人一周要值班 3 次；再根据（2）（4）可知，除了 V 必然有一

个人要在周三值班，这样才能一、三、五三天都值班，因此只有 B项符合题意。故而答案

为 B。 

 

26.【答案】B 

【解析】此题为分析推理，用代入法。由赵明没有猜对任何一个运动员的名次，可排除

AD；由赵明没有猜对任何一对名次相邻运动员的顺序关系，可排除 C。故而答案为 B。 

 

27.【答案】C 

【解析】本题为原因解释题。A、B、D分别从上网时间、搜索信息成功率及接触信息方面

说明上网后感觉紧张和烦躁，虽然都可能导致“互联网狂躁症”。C 项反而制约了公众的

上网，不可能成为导致“互联网狂躁症”的病因。故而答案为 C。 

 

28.【答案】D 

【解析】本题为加强论证题。司法公正的条件有两个“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

因此做到司法公正不能之谈一个条件，应两个条件都具备。而法学家对贯彻好司法公正，

只谈到了一个条件“肯定性误判率（不冤枉一个好人）”，要想让专家的观点完善，必须给

他加上另一个条件，及 D项“否定性误判率”。故而答案为 D。 

 

29.【答案】B 

【解析】本题为翻译推理题。第一步，确定题型。根据题干关联词“只有……才……”，

确定为翻译推理。第二步，翻译题干。①食品安全→有效管理②有效管理→协调配合③¬

监督制约→¬协调配合③的逆否命题是：④协调配合→监督制约第三步，进行推理。A项：

由②④递推可得：有效管理→监督制约，“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是对该式的“肯后”，肯后

推不出必然结论，排除；B 项：由①②④递推可得：食品安全→监督制约，“没有健全的

监督制约机制”是对该式的“否后”，根据“否后必否前”，可得：“不可能实现食品安全”，

可以推出；C 项：由①②递推可得：食品安全→协调配合，“有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相互

协调配合”是对该式的“肯后”，肯后推不出必然结论，排除；D 项：由②④递推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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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理→监督制约，“一个不能进行有效管理的政府”是对该式的“否前”，否前推不出

必然结论，排除。因此，选择 B选项。 

 

30.【答案】B 

【解析】本题为翻译推理题。第一步，确定题型。根据题干关键词“有的……是……”，

确定为集合推理。第二步，翻译题干。①超 10年→换钢索②有些换钢索是 S，换位可得：

有些 S是换钢索③S→无隐患，逆否命题：隐患→¬S 第三步，进行推理。A 项：根据③可

得：隐患→¬S 品牌，根据②可知：有些 S 品牌是换钢索，无法在“隐患”和“换钢索”

之间进行递推，排除；B 项：根据②可知：有些 S 品牌的电梯必须更换钢索，可以推出；

C项：根据②可知：有些 S是换钢索的，但不能推出“有些 S不换钢索”，排除；D项：根

据①可知：超 10年→换钢索，换位之后为：有的换钢索的电梯超过 10年，但不能推出换

钢索的电梯都超过 10年，排除。因此，选择 B选项。 

 

党务知识部分答案 

31.【答案】C 

32.【答案】B 

33.【答案】B 

34.【答案】D 

35.【答案】B 

36.【答案】B 

37.【答案】C 

38.【答案】A 

39.【答案】D 

40.【答案】A 

41.【答案】D 

42.【答案】A 

43.【答案】A 

44.【答案】A 

45.【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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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答案】A 

47.【答案】A 

48.【答案】A 

49.【答案】A 

50.【答案】B 

51.【答案】C 

52.【答案】A 

53.【答案】C 

54.【答案】C 

55.【答案】C 

56.【答案】AC 

57.【答案】ABC 

58.【答案】ABCD 

59.【答案】ABCD 

60.【答案】B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