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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半年全国事业单位联考《综合应用能力》C 类真题 

（答案与解析） 

 

一、【参考答案】 

1．（1）B。由第八段“火山的及时救援，让地球从全面的凝结中苏醒了过来”、“这个让生物

圈闻风丧胆的武器，却成了把地球从雪球中拯救出来的功臣。”可知正是火山作用讲地球从

凝结中解救出来，故“始终意味着灾难和灭绝”表述错误。 

（2）B。由第三段“利用层序律和同位素时钟，能够确定出地层形成的年代；利用沉积岩中

含磁矿晶的排列方位，能够还原出大陆当时所处的纬度”可知，还原大陆纬度的是沉积岩中

的含磁矿晶排列方位，偷换概念，表述错误。 

（3）B。由第六段“回到反照率这个概念上，说到反射太阳光，无论海水也好，岩石也罢，

又有什么能跟晶莹的冰雪相比？”可知，冰面的反照率高于陆地，表述错误。 

（4）A。由第六段“冰川便是上述合力的结果，但它也恰恰是全球持续变冷最有效的诱因。”

可知，表述正确。 

2．（1）AB。定位第十段，由“火山持续溢气，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越聚越多，当它们的占比

重新达到足以封存阳光，使平均温度能够重回冰点之上时，‘白地球’便开始融化”可知，

雪球事件瓦解的原因在于火山作用以及温室气体的释放，对应 A、B 两项。由“雪球时期，

由于大量冰盖的影响，全球的岩石风化率进入了一个历史低位，地表温室气体的消耗因素几

乎‘触底’”可知，C 项和 D 项为“大量冰盖”带来的影响，而非引起雪球事件瓦解的原

因，排除 C、D 两项。 

（2）CD。定位第五段，由“在风化作用中，大气中的 O2、CO2、H2O 等成分被消耗，并

随着生成物进入岩石圈，从而退出大气循环。当大气中‘净流通’的 CO2 等温室气体减少，

温室效应便随之减弱”可知，岩石圈风化对大气层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分别是促进温室

气体进入岩石圈以及减弱温室效应，对应 C、D 两项。 

由“地表温度的维持主要靠温室气体”可知 A 项错误，排除。B 项“大气层的结构”无中

生有，文段论述的是大气层的成分发生变化，故表述错误，排除。 

3．①风化作用活跃导致温室气体减少 

②冰川扩大迎来冰期 

③水体蒸发减少导致水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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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冷室效应进入死循环 

4．摘要：本文介绍地球史上的“雪球事件”。首先通过沉积岩介绍地球成为雪球的因果链：

板块漂移、陆地集中到低纬度地区，热量输入减少、温室气体减少、环境温度下降，冰川扩

大迎来冰期，热量输入减少、水汽下降，冷室效应进入死循环。接着地球破冰：全球岩石风

化率降低、温室气体消耗触底、火山作用输出气体增多，冰盖融化。最后地球生物圈发生变

革，多细胞复杂生命辐射性扩展，生命成为“显学”。 

 

二、【参考答案】 

1．错误 A：第二段由 2015 年 M 国研发占 GDP 达 8%，推出“可见其 GDP 的比重保持

着惊人的增长速度”存在逻辑错误。（43 字） 

理由 B：仅知道 2015 年一年研发占 GDP 比重的多少，没有给出 2015 年以前的数据，无

法推出“保持着惊人的增长速度”。（46 字） 

2．错误 A：第二段由“M 国研发总投入中约 75%的经费来自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研发中

心达 1.2 万个”推出“可见私营企业已成为 M 国研发成果的主要贡献者”存在逻辑错误。

（70 字） 

理由 B：投入经费不代表参加研发，更不代表是研发成果的主要贡献者，有可能企业只是投

入经费，并不参与研发环节。（49 字） 

3．错误 A：第三段由外国直接投资比重的增长，来证明外国直接投资在 M 国科技创新体

系中的作用正在改善，存在逻辑错误。（50 字） 

理由 B：论据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和金额，但是否投入“M 国科技创新体系中”不

明确，有可能投入其他领域。（48 字） 

4．错误 A：第四段由“2002～2016 年 SCI 收录的该国论文由 2 万余篇增至 171026 篇，

平均每年增加 1 万余篇”，推出“2017 年该国被 SCI 收录的论文将超过 18 万篇。”存在

逻辑错误。（67 字） 

理由 B：“平均每年增加”不代表每年固定增加，每年的情况是不确定的，推不出 2017 年

的论文数量一定会超过 18 万篇。（48 字） 

 

三、【参考例文】 

 

科学发展要找到快与慢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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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人类处在大变革、大发展时代，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翻天覆地：从全球气候变暖，

到抗击各类疾病，再到探索新能源，不同领域都见证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但也应当看到，

从“克隆技术”挑战人类伦理道德，到“氟利昂”破坏大气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希

望科技发展能够“慢下来”，回归道德、注重伦理、保护环境。在我看来，科学想要更好发

展，造福人类，就要找到“快”与“慢”的平衡点。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人类渴望着科技快速发展，但也对其忧心忡忡。曾经，青霉素的发明

延长了人的生命；汽车、飞机的出现缩短了地域间的“距离”；人造卫星的升空拓宽了人类

的“视野”。科技似乎已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而为何人们仍如此渴望着科技的快速发

展？只因为在当下，人类面临的“课题”更加艰深、复杂：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到探索新

能源；从攻克艾滋病难题到解决贫困问题。人类愈发需要科技，让科技成为解决各类问题的

重要推动力。但也应当看到，人类对科技的快速发展充满着隐忧。无创产前 DNA 检测技 

术是否会歧视遗传病患者？对核能的继续研发是否会毁灭全人类？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

类？一个个问题的背后，都深深流露出人类的忧虑。 

科技不应一味“飚速”，需要“慢一点”。这个“慢”，不是阻碍科技发展，不是否定科学的

积极意义，而是让科技发展以人为主导、以社会伦理、道德为准绳。这样，科技才能在“快”

与“慢”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更好促进科技发展，造福人类。 

如何兼顾“快”与“慢”？首先，应明确科技发展目的，平衡好个体与整体、当前与未来。

科技发展不是为了个人私欲，而是为了全人类福祉；不是只考虑当下，而是更要放眼未来。

其次，应在科学伦理的框架之内发展科技，树立合理的科技道德。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领

域之所以引起很多人的质疑，就是因为其个别发明存在“越界”行为，超越科学伦理，给人

类发展造成干扰。科技道德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人与科技的关系，更好保证科技的有序使

用，防止科学变成与人对立的人的异化力量。最后，在商业目标和社会使命之间去追求平衡。

科技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为钱服务的。舍弃了人，环境破坏、规则消失，社会便会失去原

本的秩序，陷入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单向度技术目标的误区。 

科学到底是“潘多拉的魔盒”还是“阿里巴巴的宝库”，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科学发展的平

衡点。这个平衡点的两端，不仅仅载着科技发展的快与慢，更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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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考“事”信息、时政热点、真题演练，敬请关注云南华图事业编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