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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 ５ 月事业单位统考《综合应用能力》Ｃ 类试卷

一、科技文献阅读题：请认真阅读文章，按照每道题的要求作答。 （５０ 分）

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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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和南非板块等。 在那些板块的主

体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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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元古代末期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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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欧亚大陆岩石圈板块的主体

部分。 它没有解体，也没有被撞碎，其原因是什么呢

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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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经历了 １４ 次构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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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各大陆板块的构造演

化历史中，这是十分独特和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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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洋陆俯冲过程对大陆生长的影响。 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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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两者汇聚时，大洋型岩石圈必

然会俯冲到大陆型岩石圈之下。 大洋岩石圈板块以每年几厘米到十几厘米的速度向斜下方俯

冲到大陆岩石圈之下的地幔中去，其应变速率很低，属于流变作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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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只

可能增加其强度与稳固程度。

从全球各地深部地震层析的结果来看，如非洲板块（其北部为大洋型）俯冲到欧洲板块之

下，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俯冲到亚洲板块之下，太平洋板块俯冲到亚洲板块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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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中地幔过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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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俯冲的大洋型岩石圈与大陆深部地幔物质的温度与密度就趋向一致，再向下就很难辨别两

者的差异了。

那么，陆陆碰撞作用会不会使亚洲大陆岩石圈板块裂解呢？ 根据现有的古地磁与构造变

形的资料来看，各个大陆岩石圈的厚度显著大于大洋岩石圈，在陆陆汇聚、碰撞时，阻力更

大，运移起来需要耗费更多的能量，加之没有海水做“润滑剂”，因而其汇聚速度明显小于板块

俯冲速度，一般都小于 ６ 厘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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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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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碰撞过程中，岩石块体内必然会产生很多断层和裂隙，但碰撞带内部及其两侧部位的岩

石处在相对封闭系统中。 在大陆岩石圈深部，如在中地壳低速高导层（地震波速较低、导电率

较高层）、莫霍面或岩石圈底面附近产生的韧性断裂会引起局部的减压、增温现象，一旦温度

超过岩石的固相线（一般深度在 １００ｋｍ 以内），岩石就容易变成熔融的岩浆，形成局部的岩浆

房，从而形成岩浆向上侵入或喷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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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它们都优先充填到构造断裂之

中，使破碎的岩石固结起来。 在断裂带内，深部的超临界流体也在向上运移的过程中逐渐冷

凝、结晶，因而也可促使破碎的岩石固结起来。 另外，深度在 ５—１０ｋｍ 以下的构造变形都是韧

性变形，同时也可形成各类变质岩，使岩石因挤压、碰撞而破碎的现象几乎消失，岩石愈合的程

度反而大为提高。

根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

１．多项选择题：备选项中至少有一个符合题意，请用 ２Ｂ 铅笔在答题卡相应的题号后填涂

正确选项的序号。 错选、少选均不得分。

（１）关于亚洲大陆板块的构造演化，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陆陆碰撞如同两辆快速运动的车辆发生碰撞，能使大陆板块裂解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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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岩浆在向上运移过程中，或冷凝形成火山岩，或喷出形成侵入岩

Ｄ．在陆陆碰撞作用过程中，碰撞带两侧的岩石块体内不会产生裂隙

（２）关于大陆板块生长，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Ａ．在到达中地幔过渡层之前，俯冲的大洋型岩石圈的密度小于大陆深部地幔物质

Ｂ．陆陆汇聚的应变速率极低是因为岩石体块内部破裂带来的撞击不易被监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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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亚洲大陆岩石圈板块形成后直到古元古代末期都没有发生过强烈的构造变形

Ｄ．岩浆的侵入、喷出和冷凝是导致大陆岩石圈的厚度大于大洋岩石圈的因素之一

２．判断题：请用 ２Ｂ 铅笔在答题卡相应的题号后填涂作答，正确的涂“Ａ”，错误的涂“Ｂ”

（１）洋陆之间的俯冲过程有可能导致大陆岩石圈局部断裂。

（２）全球多数大陆板块自形成以来一直处于较强的构造变形之中。

（３）曾有学者认为岩石圈板块是“刚性”的，其证据主要来自对相应沉积岩层的观察分析

结果。

３．请为本文写一篇内容摘要。

要求：全面、准确，条理清楚，不超过 ３００ 字。

二、论证评价题：阅读给定材料，指出其中存在的 ５ 处论证错误并分别说明理由。 请在答

题卡上按序号分条作答，每一条先将论证错误写在“Ａ”处（不超过 ５０ 字），再将相应理由写在

“Ｂ”处（不超过 ５０ 字）。 （５０ 分）

２０２１ 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粮食总产量达 １３６５７ 亿斤，比上年增加 ２６７ 亿

斤，约增长 ２％，总产量连续 ７ 年保持在 １．３ 万亿斤以上。 据此，我国粮食生产未来 ５—１０ 年的

年产量将继续保持在 １．３ 万亿斤以上。

但是，我国粮食安全仍面临着消费量增长快于产量提高、产量提升空间收窄、耕地面积增

长困难等挑战。 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出路之一，是利用盐碱地科学培育和种植海水稻。 海水

稻又称为耐盐碱水稻，是一种不惧海水短期浸泡，能在海边滩涂及内陆盐碱地生长的水稻。 简

单地说，海水稻是一种在海水中生长的水稻。

我国有 １５ 亿亩荒芜的盐碱地，其中适合种植海水稻的约 ２ 亿亩，主要包括滨海小流域盐

碱地、新疆干旱半干旱盐碱地、东北苏打冻土盐碱地、环渤海盐碱地和东南沿海新生盐碱地等。

海水稻原是一种野生稻，耐盐碱但产量低。 海水稻科研主攻方向是在野生海水稻基础

上，利用遗传工程技术将其耐盐碱基因与杂交水稻高产基因相结合，培育能在盐度 ５‰—７‰、

ｐＨ 值 ９．０ 左右的盐碱地正常生长的优质高产杂交海水稻。 经多年技术攻关，这项研究获得一

系列可喜成果。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Ｍ 海水稻研发中心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浙江等 １０ 省份种

植的 １０ 万亩海水稻全部完成产量测评：亩产最高 ７３９．７ 公斤，最低 ３２０．８ 公斤。 据此推算，１０

省份 １０ 万亩海水稻平均亩产达 ５００ 公斤以上。 通过试种，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全国年均有 １０ 个杂

交海水稻新品种通过审定，由此可知，到 ２０２２ 年底全国通过审定的杂交海水稻新品种或将达

到 ６０ 个。

海水稻种植不仅涉及育种和推广，还需要打造“智慧农业”新模式。 Ｆ 基地是首个通过 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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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行管理的海水稻试验区。 在选用好种子的基础上，Ｆ 基地集成应用盐碱地旱育机插、土

壤指标智能监测、病虫害早期识别、无人机施肥植保等技术，构建起东北苏打冻土盐碱地杂交

海水稻智能化丰产模式。 Ｆ 基地 ２０２１ 年试种面积 １５０００ 亩，平均亩产 ５４０ 公斤。 正是探索和

实施智慧农业，才使 Ｆ 基地实现了海水稻丰产，其做法值得全面推广。

海水稻全国试种始于 ２０１２ 年，从百亩片、千亩片实验种植，再到如今万亩片、十万亩片示

范种植，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品种不断改良，亩产逐年递增，我国的盐碱地在不久的将来都

一定会变成丰收的粮仓。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等研究团队表示，其共同目标是在未

来 ８—１０ 年内，将海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 １ 亿亩，多养活 １ 亿多人口，这将是对我国粮食安全

的巨大贡献。

三、材料作文题：阅读下列材料，按要求作答。 （５０ 分）

２０２１ 年，一群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野生亚洲象，一路向北，到达昆明又

返回栖息地。 它们走过稻田，穿过城镇，历时 １００ 多天，行进 １０００ 多公里，与人“相伴同行”。

亚洲象是濒危物种之一，通过多年保护，我国境内的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１８０ 头增至如今的 ３００ 头左右。

海珠湿地，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总面积达 １１００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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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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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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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古言今：“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参考给定资料，结合你对文中画线句子的理解，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议

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条理清晰，语言流畅，字数 ８００—１００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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