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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有毒的动物为什么自己不中毒？

①一天，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查尔斯·达尔文在树木中观
察动植物。这位初出茅庐的博物学家从一棵树上撕下一些老
树皮后，发现了两只稀有的甲虫，便一手捉一只。这时，他
又发现了第三只，这么稀有的甲虫，他想多捉几只回去仔细
研究研究。于是，他把手上的一只放进嘴里，暂时存放一下，
腾出这只手去抓树上那只。此时，他突然感觉到一股滚烫的
苦液喷到自己的舌头上，疼得他两眼冒金星。

②攻击达尔文的是只射炮步甲，它喷出的是高达 100℃
的有毒液体，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像这一类身怀剧毒的动物
还有箭毒蛙、水母、蝾螈、毒蛇等，毒素是它们保护自己或
者捕捉猎物的武器。那么，这些动物自己是如何避免被自己
的毒素所伤害呢？

③射炮步甲、水母和毒蛇都采用同一种避毒策略。在射
炮步甲体内，有两个分别独立的腔室，各盛放着一种化学物
质。当甲虫受到威胁时，两个腔室的阀门会同时打开，两种
化学物质流出并结合在一起，瞬间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产
生具有强烈腐蚀性的高温喷雾。水母身体中有刺细胞，会把
毒液安全地包裹在刺细胞里的刺丝囊中，刺丝囊发射刺丝，
将毒液注入猎物或捕食者体内。而毒蛇则把毒液储存在头部
的一个隔间中，这个隔间只有一个出口——牙齿，当它咬住
猎物时，毒液从牙齿流入猎物的身体中。

④毒蛇也采用另一种避毒策略：自带生化抗性。例如，
响尾蛇会制造特殊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能与血液中的毒素
结合，消除毒性。箭毒蛙是剧毒之王，有的箭毒蛙一只所含
有的毒素可以致 10个成年人死亡。它们的毒素并非自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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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来自于它们猎食的小型动物，如螨虫、蚂蚁。这些
动物体内含有一种叫“生物碱”的物质，这种物质在箭毒蛙
体内累积，并在它捕猎时释放到猎物体内。那么，为什么箭
毒蛙不会中生物碱的毒呢？我们可以把生物碱能影响的生物
分子想成一个锁，而生物碱是一把钥匙，当用这把钥匙开锁
时，会启动一连串的生化反应，导致生物体瘫痪、休克，最
终死亡。但是，如果你换了一把锁，原来的钥匙也就失去了
作用。而箭毒蛙就是这样让自身的基因发生了改变，相当于
换了锁，以至于生物碱无法开启以上的生化反应过程。

⑤这种对毒素的抗性不仅存在于分泌毒素的动物体内，
也存在于那些猎食有毒动物的捕猎者体内。袜带蛇的猎物包
括蝾螈，而蝾螈带有神经毒素，于是，袜带蛇进化出了相应
的抗毒性。这意味着，只有毒性最强的蝾螈才能在生存竞争
中存活下来;而对袜带蛇而言，只有抗性最强的个体才能在饱
肚的同时不被毒死。这就像一场军备竞赛，两个敌对物种不
停升级自己的对抗能力。

⑥这种“军备竞赛”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例如，蚱蜢
鼠通过其神经系统的基因改变，可以抵抗蝎子的毒液;角蜥拥
有专门的血浆，抵抗收获蚁的毒刺;海蛞蝓吃水母的刺细胞时，
用黏液中的化合物阻止毒素与身体发生反应，并将毒素用作
自己的防御武器;蟾蜍吞食射炮步甲几小时之后会把它吐出
来，不仅甲虫还活得好好的，蟾蜍竟然也会在胃部被甲虫那
强腐蚀性溶液喷射后存活，这种喷雾可把达尔文折磨得够呛。
蟾蜍和射炮步甲究竟如何做到这一点，至今还是一个谜。

（选自 2019 年 9期《百科新说》，有删改）
1.有毒的动物是如何避免被自己的毒素所伤害的？请简要概
括。（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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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文第②段在文中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4 分）

3.选文第④段画线句运用了哪种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3
分）

4.“这种‘军备竞赛’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一句中加点的
“广泛”有什么表达效果？（3分）

二、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紫禁城琉璃瓦的智慧

周乾
①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紫禁城，有着无数吸引公众向往的

魅力，而其中主要表现方式之一，就是金碧辉煌壮丽无比的
琉璃瓦顶。

②琉璃亦作“瑠璃”，是用各种颜色的人造水晶为原料，
在高温下烧制而成的工艺品，古人也叫它“五色石”。我国古
人早在西周时期就具有琉璃制作技术，而在西汉时期就出现
了烧造建筑琉璃的制品，并逐渐应用到了皇家宫殿和庙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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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中，在明清时期已得到全面充分的应用。紫禁城在明代建
造之初，其屋顶就使用了以黄色为主的各色琉璃瓦。紫禁城
屋顶上的琉璃瓦的使用，有着多方面的科学性。

③首先，琉璃瓦有利于提升建筑安全。防水性是琉璃瓦
的重要特性，也是琉璃瓦取代普通陶瓦的主要原因。《记砚·铜
雀台瓦》有这样一段关于琉璃瓦的描述：“相州魏武帝故都，
所见铜雀台。其瓦初用铅丹，杂胡桃油捣之治，火之，取其
不渗，雨过干耳”。这说明当时对琉璃瓦的使用，正是利用其
不渗水、雨后干燥快、不会增加瓦顶重量等优点。琉璃瓦表
面施釉，不会吸水，因而不会增加屋顶的重量，从而保护了
建筑的安全。正是因为这种原因，琉璃瓦在古建筑尤其是宫
殿建筑的屋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④其次，琉璃瓦有利于保持建筑恒温。紫禁城的建筑冬
暖夏凉，有着多种措施，而琉璃瓦的使用，则是其中的主要
方式之一。琉璃瓦属于隔热性能好的建筑材料，其除了具有
较好的强度外，还具有热阻大、导热系数小的特性。

⑤再次，琉璃瓦有利于防止瓦件风化。与普通陶瓦不同，
琉璃瓦不存在风化的问题，能够长久保持完好。其主要原因
在于瓦的胎体表面有釉面层。该釉面层相当于提供了一个保
护层，阻止了空气中各种成分尤其是水分的侵入。由于釉面
层本身光滑且不吸水，当雨水落到釉面瓦上时，一方面，釉
面层的封闭性使得空气中的水分无法渗入胎体；另一方面，
琉璃瓦表面光滑，且在屋顶上有着明显的排水坡度，因而水
流能够顺着瓦面迅速排向地面；基于以上两种因素，瓦件很
快保持了干燥，因而不会渗水，避免了风化的产生。

⑥最后，琉璃瓦有利于屋面保持洁净。紫禁城的琉璃瓦
顶通常是明亮而洁净的。在紫禁城的屋顶上，很少看见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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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其主要原因在于琉璃瓦本身的光滑、明亮及鲜艳的色彩。
琉璃瓦有着明亮的光泽，尤其在太阳下会闪闪发光，而鸟类
害怕连续反光的物体，因而很少愿意落在琉璃瓦顶上歇息。
紫禁城的琉璃瓦多为鲜艳的黄色，而大面积的鲜艳色彩对鸟
类而言会产生较强的刺激效果，使得鸟儿避而远之。

⑦紫禁城屋顶采用琉璃瓦，不仅具有科学性，还能丰富
建筑立面效果，突出建筑的功能。我国古建筑专家林徽因女
士认为，“本来轮廓已极优美的（古建筑）屋宇，再加以琉璃
色彩的宏丽，那建筑的冠冕便几无瑕疵可指”，可充分说明琉
璃瓦的装饰功能。从功能上讲，紫禁城里的琉璃瓦多用黄色，
而在古代，黄色正是皇权的体现。可以说，琉璃瓦是我国古
代科技在建筑上的运用体现，亦能反映我国古建筑丰富的艺
术和文化。

（选自 2019 年 11 月 08 日《科技日报》，有删改）
1.本文的说明对象是什么？有何特点？（3分）

2.请指出本文在结构上的特点，并作简要分析。（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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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文第③段主要运用了哪种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3
分）

4.第⑦段说“（琉璃瓦）亦能反映我国古建筑丰富的艺术和文
化。”请根据选文内容和链接材料谈谈你的看法。（4分）

【链接材料一】人造琉璃古名“琉璃”，出自西域波斯、
龟兹等国，常制成器皿，作贡品传入中国。据《清工部续增
则例》记载，皇家常用的琉璃构件共有上百种，仅建筑用的
琉璃瓦造型就有板瓦、筒瓦、勾头、滴水、吻、兽头、脊等
64种，而且每种瓦件又有严格的尺寸、颜色分类。在明、清
时期，琉璃是皇族的"专属品"，民间百姓不可随意烧制，更
不可越制使用。

【链接材料二】在清代，对不同等级的建筑，所用的琉
璃瓦有严格的规定。黄琉璃瓦：用于帝王宫殿、陵庙，如北
京故宫，明十三陵等。绿琉璃瓦：用于王府。青琉璃瓦：用
于祭祀建筑，如天坛祈年殿，屋顶铺纯青琉璃瓦，象征青天。
黑琉璃瓦、紫琉璃瓦等多用于帝王园林中的亭台楼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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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脑控+AI”，让人用“本能”驾驶

①“左打，左啊，我叫你往左！”“踩！踩死刹车啊!”
在路边、停车场，你是否听到过这样歇斯底里的叫喊？又是
否会被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同行者呼来喝去？是否在想到驾校
教练时，至今依然“耳中嗡鸣”？

②试想一下：如果有一种系统，能在遭遇前方急刹车、
行人突然过马路等突发情况，或者是需要侧位停车、倒车入
库等较为复杂的操作时，能将驾驶员脑中所想要达成的结果，
准确识别并按照预设流程自主完成，这将是多么令人舒心的
事！

③西北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谢松云教授实验室致力研
究的“脑控+AI”结合实验，足以让我们对未来自动驾驶的实
现充满信心。

④据介绍，“脑控”即用脑电波来操纵机器设备。这是
人类数百年来的梦想——只需要念头一动，机械或设备就已
经按照你的想法运转。就像电影《阿凡达》里所演绎的那样，
虽身有残疾，却能通过脑控让另一个“自己”肆意生活。而
“人工智能”（即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缩写为 AI），则通常是指通过普通计算机程序来
呈现人类智能的技术，可用于语言和图像理解、自动程序设
计、航天应用，以及庞大的信息处理，储存与管理，执行化
合生命体无法执行、或复杂或规模庞大的任务等。

⑤在谢松云教授实验室，“脑控”和“AI系统”的结合，
为自动驾驶的大众应用提供了可行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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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在系统操控下，一向稳定性不高、不易操控的小型无
人机，却能够 3 架同行，并不时变换队列——它们时而在空
中叠飞，时而翻转……而这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的完成，需要
的只是一台电脑、一个人。

⑦这样的试验，正是依托 AI和脑控的结合，使无人机既
能根据脑控指令迅速完成不同模式的转换，变换队形，同时，
又不需要负责脑控的人长期耗费脑力——因为 AI技术已预
设了不同的飞行模式，根据实际需要，操作人员只需要用脑
控设备发出预设模式的指令，便能轻松完成无人机编队的完
美展演，这使得 AI和脑控应用完美结合，相得益彰。

⑧值得一提的是：在救援、救灾中，我们常常．．会采用无
人探测设备，对未知的复杂环境或危险区域进行探测，但是，
在情况不明时，如果盲目使用 AI系统设备，也往往．．导致目标
无法正确识别，造成不必要的能量消耗，而探测车可携带的
能源也十分有限。

⑨针对这样的环境不明情况，谢松云团队开发出了“手
—脑—机协同”技术：用“手控+脑控”驱动无人探测设备的
快速运行和目标发现，待发现疑似目标后，再启动 AI系统精
准实施探测、识别，并由人机联合决策，给出操作指令。在
节能的前提下，保证了精准的探测和施救。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1.请简要分析文章第①段画线句有何作用。（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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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文章相关内容，请你给“AI”下个定义。（3 分）

3.选文第⑦段中“这样的试验”具体指什么？（3分）

4.选文第⑧段加点词是如何体现说明文语言准确严密的特点
的？（4 分）

四、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亚马孙不是地球的肺

袁越
①亚马孙森林大火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很多媒体说这

是地球的肺被点着了，就连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个人社交媒
体上说亚马孙为地球提供了 20%的氧气。著名美国气象学家
斯考特·丹宁教授在 LiveScience 网站撰文指出，这个说法
是不对的，我们呼吸到的氧气并不是来自森林，而是来自海
洋。

②要想明白这一点，首先必须意识到地球上的所有元素
都一直在陆地、海洋和大气之间不停地循环着，氧原子自然
也不例外。氧气最初肯定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这是毫无疑
问的。陆地光合作用的三分之一发生在热带雨林，亚马孙则
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所以亚马孙每年生产的氧气



— 10 —

确实很多。但是植物死后留下的残枝烂叶会被微生物迅速分
解，分解过程会消耗等量的氧气，因此绝大部分陆地上光合
作用生产的氧气到头来都会被尽数消耗干净，对大气含氧量
的贡献值几乎．．为零。

③既然如此，怎样才能让氧气有结余呢?
④答案就是把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从氧循环中移除出

去，不让它们被分解。地球上有一个地方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那就是深海。海洋表面生活着大量海藻，它们通过光合作用
生产出很多有机物，其中大部分被鱼类吃掉了，但有一小部
分没被吃掉的有机物沉入了海底，那里严重缺氧，微生物无
法生存，所以有机物被保存下来，躲开了氧循环。

⑤我们呼吸的氧气，是大量有机物被移出氧循环的结果。
有机物通常用碳来表示，移出氧循环的有机物就是大家耳熟
能详的碳汇( Carbon Sink)，这可比存在于生物体内的有机
物总量高多了。根据丹宁教授的估算，即使地球上的所有生
物都被一把火烧光了，大气层中的氧气含量也仅仅会减少 1%
而已。也就是说，无论再爆发多少场森林大火，地球上的氧
气也够我们再呼吸个几百万年的。

⑥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亚马孙大火无关紧要。先不说别
的，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方，大量物种只
在这里生活，一场大火很可能会让很多人类尚未发现的物种
就此灭绝，造成的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⑦接下来的问题是，沉在海底的有机物最终去了哪里呢?
答案就是石油和天然气。我们开发化石能源，本质上就是把
过去几百几千万年积攒下来的碳汇重新纳入氧循环之中。由
此造成的氧气减少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氧气减少的副产
品——二氧化碳。这是一种很强的温室气体，其浓度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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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决定了地球的表面温度，全球变暖这件事就是这么来的。
⑧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陆地上也有类似深海那

样的环境，这就是泥炭沼泽。这东西通常位于寒带，枯枝落
叶被缺氧的河水淹没，还没被微生物分解就沉到了水底，并
被封存在那里。北极冻土带到处都是这样的泥炭沼泽，其中
含有大量碳汇。今年夏天北极地区也在燃烧，这件事对于气
候变化的影响远比亚马孙大火要大得多，却被公众忽视了。

（选自《意林》2019 年 22 期，有删改）
1．亚马孙为什么不是“地球之肺”？（3分）

2．选文第②段中加点词“几乎”能否删去？为什么？（4 分）

3.选文第⑤段画线句使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4
分）

4.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选文的第⑦段并结合链接
材料，谈谈我们应怎样做才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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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材料】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雾霾常见于城
市。中国不少地区将雾并入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
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雾霾是特定气候条件与人类
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高密度人口的经济及社会活动必然会
排放大量细颗粒物( PM2.5)，一旦排放超过大气循环能力和
承载度，细颗粒物浓度将持续积聚,此时如果受静稳天气等影
响，极易出现大范围的雾霾。

五、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解密我国第一颗海上发射的火箭

沈羡云
①在长征系列火箭中，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是最小的兄

弟，它出生晚、个头小、重量轻，并且与兄长们有很大的不
同。它的兄长们都是液体火箭，它却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家族中的第一个固体运载火箭。

②2019 年 6 月 5日 12 时 6分，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在
我国黄海海域成功实施首次海上发射，以“一箭七星”方式，
将 7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填补了我国运载火箭海上发射的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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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似乎已经“司空见
惯”，不过长征十一号发射很不一样：火箭的升空地点不是
大家熟悉的酒泉、西昌等陆地发射场，而是位于黄海海域的
一艘船上。

④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是用经过改装的大型半潜式驳船进
行海上发射的，它的甲板面积超过一个标准足球场。长征十
一号作为固体运载火箭具有发射准备时间短、测试简便、可
以无依托发射等特点，是长征系列火箭家族中最适合进行海
上发射的一型火箭。

⑤海上发射火箭有哪些优势呢？
⑥运载火箭海上发射更加灵活经济。低倾角卫星的需求

越来越旺盛，发射这类卫星，离赤道越近，运载能力损失越
小，发射成本越低。同一种火箭在赤道区域发射，比起在高
纬度地区发射可提高将近 20%的运载能力，这样就可以搭载
更重的卫星，同时降低发射成本。

⑦海上发射解决了火箭残骸落区的安全问题。此前，长
征火箭从内陆发射场发射前，为防止残骸掉落造成安全事故，
需要提前将落区内的百姓疏散到安全地带，不但给当地百姓
带来极大的不便，也增加了火箭发射的经济成本和工作难度。
在海上发射时，可以灵活选择发射点和落区，确保火箭残骸
远离人口稠密地区，掉落在广袤无人的公海海域，大幅降低
陆地发射人员疏散的成本和工作难度。

⑧海上发射运载火箭的运输条件比起陆上发射更佳。在
海上可以使用大型货轮运输重型运载火箭，而在陆地上只能
使用运载能力小得多的火车等，不太方便。

⑨海上发射平台有利于简化测控方案。此前火箭从陆地
发射场升空后，测控信号的发送和收取需要“翻山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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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海上发射，无遮挡的海平面，非常有利于快速、准确进
行测控信号的传输和使用。

⑩那么，海上发射火箭需要攻克哪些难题呢？
⑪首先，海上发射火箭与陆地发射场发射有所不同。火

箭发射对稳定性有相当高的要求，因此在海上发射时，通常．．
需要海况较好，而且发射平台也要具备较强的抗风浪能力。

⑫其次，火箭在海上发射前，需要从港口运输到发射海
域并进行组装，相关元器件会较长时间处于海洋环境之中，
海上潮湿、盐雾的环境将直接影响火箭和卫星等载荷的元器
件。为尽量减少这些影响，发射平台最好具备封闭船舱，为
火箭创造一个防盐、防湿的无尘环境。

⑬此外，由于发射平台的限制，海上不可能像陆地发射
场那样拥有完备的配套设施，因此火箭本身最好具备无依托
发射能力。

⑭此次发射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微小卫星快
速组网能力，对提升我国快速进入空间能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有力促进了我国小卫星的规模化发展和应用。海上发射是陆
上发射的重要补充，它的灵活机动的发射模式，具有重要的
军事价值。这次海上发射试验，填补了我国航天领域的一项
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航天运输体系。

（选自《百科知识》2019 年 23 期，有删改）
1.请指出本文的说明顺序并概括其主要内容。（3分）

2.选文第⑥段画线句运用了哪两种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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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简析第⑩段设问句独立成段的作用。（3 分）

4.下面句子中加点词语能否删掉？为什么？（4 分）
因此在海上发射时，通常．．需要海况较好，而且发射平台

也要具备较强的抗风浪能力。

六、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静电“蛰人”有危险吗

王志成
①人们在气候干燥的秋冬季节，经常出现被“电击”的

现象。比如，脱毛衣时听到“嚓嚓”的声音，在光线暗时还
能看到绿色的火花；在铺有地毯的房间行走时，也会出现“被
蜇”的感觉……这都是静电惹的祸。

②自然界中有物质存在的地方，就有静电的存在。那么，
人体的静电是怎么产生的呢？人体静电主要有两类：体外污
染源静电和生理源静电。

③体外污染源静电主要是由充满静电荷的空气与空间污
染物、衣物、人体之间的摩擦造成的。因此，穿着不同材质
的衣物时“带电”多少是不同的。穿化学纤维制成的衣物就
比较容易产生静电，而棉制衣物产生的就较少。由于干燥的
环境更有利于电荷的转移和积累，所以秋冬季节人们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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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静电较多。
④生理源静电也叫生物静电，人体的组成成分与结构的

复杂性，决定了人体静电结构的多样性。由于人体存在大量
的水与微量金属元素，所以人体内存在不少游离态的电荷。
人体器官还会不断地发出电信号，如心脏的跳动可在皮肤表
面产生 0.001～0.002 伏的电信号，大脑也能产生 0.00002～
0.0001 伏的电信号。心电图与脑电图就是人们心脏与大脑活
动的静电记录。

⑤静电是由原子外层的电子受到各种外力的影响发生转
移，分别形成正负离子造成的。体外源静电污染人体时，便
会与生理源静电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会给人体带来一定危
害。

⑥美国生物学家拉切尔·库克是一位专门研究人体静电
的专家，他的最新实验表明，在日常生活中，污染人体的体
外源静电主要是在空气比较干燥时，家用电器、电脑以及皮
肤与衣服、衣服与衣服之间长期摩擦产生的。当人体吸收外
源静电后，一方面，在吸收外源静电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
释放出来，让人产生“被蜇”的感觉；另一方面，外源静电
吸存在体内会与生理源静电产生静态冲突，影响人体的组织
性态与器官功能，时间长了就会给人体带来危害。

⑦库克的最新研究还表明，通常．．当人体逐渐积累起来的
静电电压超过 3000 伏时，就会与生理源静电发生冲突，出现
“蜇人”现象。静电干扰人体超过 7000 伏时，就会向外界放
电使人产生“瞬间电击”感，这时可听到“嚓嚓”或“咝咝”
的响声，皮肤感到又麻又痛。当然，人身上的静电虽然电压
很高，但由于电流很小，不会产生类似“触电”的危险。

⑧外源静电污染会改变人体体表的正常电位差，影响心



— 17 —

肌正常的生理源静电工作过程及心电的正常传导，使机体细
胞功能紊乱，引起疲倦、大脑活力下降，甚至会诱发偏头痛
等。

⑨外源静电也会干扰人体血液循环、免疫和神经系统，
影响各脏器（特别是心脏）的正常工作，有可能引起心率异
常和心脏早搏。

⑩此外，由于秋冬季节人们的皮肤比较干燥，在易燃易
爆地区，带有高压外源静电的人体可能会引起火灾，甚至出
现人体自燃等极为少见的意外事故。

（选自《百科知识》2019 年 23 期，有删改）
1.根据文章内容，用“//”将全文划分为四个部分。（3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2.选文第④段画线句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4
分）

3.下面句子中加点词语能否删去？为什么？（4 分）
库克的最新研究还表明，通常．．当人体逐渐积累起来的静

电电压超过 3000 伏时，就会与生理源静电发生冲突，出现“蜇
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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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阅读选文第⑧～⑩段，说说外源静电对人体造成了哪些伤
害。（3分）

七、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

邵凤丽
①鼓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鼓又名“乐君”“震音”

“吹云”“圣牛兜”“宝过”“送君”等。
②在甲骨文的字形中，“鼓”字左边是一面鼓，右边是一

个人手拿鼓槌作敲鼓的动作。《说文解字·鼓部》解释说：“鼓，
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故曰鼓。”到了春分时节，
万物复苏，土地里的植物冲破层层束缚萌发出来。在古人的
观念中，雷声是天上的雷神击打天鼓发出来的巨大声响，鼓
是春天的象征，是对雷声的模拟。

③从古至今，鼓长期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是一种极
为重要的乐器。关于鼓的起源，说法众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以下四种：一是圣人制鼓。古人认为鼓是至高至上之器，由
圣人制作。二是黄帝制鼓。在很多古籍中都记载是黄帝发明
了鼓。《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东海中的流波山上有一头叫
作夔的怪兽，叫声巨大，如同雷鸣。后来，黄帝得到它，把
皮剥下来做成了鼓，鼓声可以传到五百里之外，威震天下。
三是伊耆氏制鼓。在《礼记·明堂位》中记载，土鼓、蒉桴、
苇龠都是伊耆氏发明的乐器。四是神农制鼓。神农有很多发
明创造，其中就有鼓。明朝罗欣在《物原·乐原》中说“神
农作鼓”，认为是神农最早发明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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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自商周以来，鼓作为古代乐队中的重要乐器，不仅种
类繁多，而且用途也十分广泛，在祭祀、军事、宴乐、民俗
生活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⑤一是腊鼓迎春。古时候，鼓能通天、通神。每次祭祀
天地神灵的时候，古人都要击鼓。《九歌》中记载，楚人扮巫
歌舞，击鼓为节，以祀神享。“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
风存。”古代农业社会，人们春秋二季要祭祀社神（即土地神），
春祈秋报。社日活动十分热闹，人们集会竞技，之后还要集
体欢宴。在这场盛大的社日活动中，鼓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鼓隆隆，表达出人们对人寿年丰的美好愿景。

⑥二是击鼓壮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是国家
的头等大事，为了鼓舞士气，战鼓必不可少。战鼓一般用鳄
鱼皮制作，取鳄鱼的凶猛习性以壮鼓声。到了周代，专门设
置“鼓人”来管理鼓制、击鼓等事。军队出征前先要击鼓壮
威。

⑦三是鼓瑟吹笙。在中国古代，乐与礼常常相伴而生。
西周时期，宫廷礼乐典籍中有许多与鼓相关的记载。鼓作为
最重要的乐器，常常在宫廷宴集、庙堂祭祀等仪式中被使用，
成为礼乐教化的重要工具。此外，在古代，民间歌舞也常常
用鼓伴奏。

⑧四是晨钟暮鼓。古代的城市，常设有钟楼和鼓楼，合
称钟鼓楼，主要用于报时。早上钟楼敲钟，城门开启，人们
开始活动。晚上鼓楼击鼓，城门关闭，宵禁人息。汪元亨在
《朝天子·归隐》中就写道：“暮鼓晨钟，秋鸿春燕，随光阴
闲过遣。”这种以晨钟暮鼓作为重要起居信号的社会管理方式
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

⑨中国鼓文化源远流长，浸润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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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鼓到战鼓，从战鼓到乐鼓，从乐鼓到更鼓，鼓声总是在
最重要的时刻响起，沟通天人、激扬斗志、愉悦心情，在响
彻云霄的雷鼓声中帮助人们实现生命的自我更新。

（选自《百科知识》2019 年 18 期，有删改）
1.选文以“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为标题，有什么好处？
（3分）

2.文章第②段画线句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4
分）

3.请简要概括选文第④～⑧段分别说明了哪些内容。（4分）

4.作者在选文最后一段中说“中国鼓文化源远流长，浸润在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鼓作为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乐器
之一，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被广泛应用。请试举一
例，并作简要说明。（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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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3 分）

刘润进
①进入炎夏，百花盛开，争奇斗艳；花丛中，蜂忙蝶舞；

树冠上，喜鹊们在聚会，蚂蚁和蚜虫也在亲密合作地忙碌
着……地下土壤中，那些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正在辛
勤地进行着神秘而伟大的生物工程：细菌与植物合作在进行
共生固氮；真菌与植物根系共生，协同促进养分吸收和植物
生长；蚯蚓和昆虫或在改良土壤，或在与体内的固氮细菌和
体外的真菌合作为植物提供氮素……苍茫的天空下，展现着
一幅幅神秘而超然的生物共生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人类与
体内微生物的共生现象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②在长期协同进化过程中，生物之间相互识别、相互选
择、相互适应，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共生体系。人类自出生之
日起就与微生物建立了紧密的互作关系。人体并非是一个单
纯的个体，而是由体内的微生物细胞和人体细胞共同构成的
“超级生物体”。

③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我们的身体里居住着
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包括真核生物、古菌、细菌及病毒，
分布在我们的皮肤、口腔、鼻腔、生殖器及肠道等部位，构
成了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基因组的人类微生物组。其中，微生
物细胞总数约 1014个，其数量是人体自身细胞的 10倍左右，
其编码的基因数量至少是人体自身基因数量的 100 倍。

④人体微生物占到了我们身体重量的 1%～3%。如人类的
肠道与细菌建立了互惠共生体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适宜的
温度、丰富的营养物质、优越的栖息和繁殖生境；后者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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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调控肠道上皮细胞发育、防止细胞损伤、调节宿主脂肪存
储、刺激肠道血管生成、构建生物被膜等免疫屏障、阻抑外
来致病菌的侵入定殖、帮助人类消化大分子食物成分、合成
人类必需的维生素与氨基酸等、参与糖和蛋白质代谢、并促
进营养元素吸收与利用。

⑤现代科学研究进一步证明，这些肠道微生物还与癌症、
精神疾病甚至美容等方面不无关系。正是这些微生物深刻影
响和调控着人类的健康。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健康状况和
寿命差异显著，同样，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的肠道微生物群
落结构与功能差异显著。与其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
不如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体内微生物”。与我们人类共生的
这些微生物为我们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
要贡献。

⑥生物共生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群体包括人类在内的共生
合作、需求互补、协同进化、协作繁荣的能力和普遍法则。
生物共生首先是“抱团取暖．．．．”以适应生境的自然现象，从微
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微生物与植物之间的分工合作、微生
物与动物之间的互利共生，到植物与植物、植物与动物、动
物与动物之间的协作共栖，再到人类与其他生物独特的共生
关系无不体现着自然界与人类发展中共生的生物学作用和社
会学意义。

（有删改）
1.肠道微生物与人体存在哪些方面的生物共生现象？请简要
概括。（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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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③段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4分）

3.请简要分析第⑥段中加点词语的表达效果。（4分）

4.请给本文拟写一个恰当的标题。（3 分）

九、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4 分）
古代青铜器原本什么颜色？

①古代青铜器在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载体。这些历尽沧桑、饱
经岁月的古代青铜器，除了较为常见的青绿色外，还有蓝色、
红色、黑色、银色等其他颜色。有人可能要问，都是古代青
铜器，为什么颜色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古代青铜器原本又是
什么颜色呢？

②青铜，是指红铜与锡或铅等按一定比例熔铸成的合金。
现如今，我们通常将中国古代用青铜材料制作的器物统称为
青铜器，不过，这只是我们现代人的叫法。先秦时期，人们
称青铜为“金”或“吉金”，其合金一般是铅青铜和铅锡青铜。
“吉金”后来也被作为钟鼎彝器的统称，古文献里也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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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金”的记录。如商周时期铸造和刻凿在铜器上的文
字，人称金文，也叫钟鼎文。这里提到的“金”并非指黄金，
而是指开采铜矿取得的铜原料，用以铸鼎。

③那么，古代青铜器是不是全都是同一个颜色呢？显而
易见，不是这样的。

④古代工匠在铸造不同类型的青铜器时，会根据器物的
功能属性在铜溶液里加入不同比例的锡或铅。在我国先秦时
期的手工艺专著《考工记》里，详细介绍了 6种青铜器的合
金成分（含锡量）配比，其中有这样的记载：“金有六齐，六
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
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
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
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说明，古人在先秦时期就已
经很好地掌握了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技术。

⑤由于制作青铜器时，锡、铅所占的比例不同，青铜器
成形后所呈现出的颜色也不尽相同。通常情况下，青铜器的
颜色主要是由锡在铜中含量的多少来决定的，铅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青铜器的色泽。由于古代先人在铜中加入锡、铅
的数量不同，所制成的青铜器表面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和光泽，
大致会有金黄色、橙黄色、浅黄色、灰白色等。在当时，鼎
和簋制作出来时，一般．．会呈现出金黄色，而不是我们现在所
看到的青绿色。此外，鼎和簋在古代主要以实用（炊具）和
祭祀为主，使用较为频繁，通常会有专人维护，一般是不会
生锈的。

⑥此外，古人还会根据需求，通过在青铜器表面鎏金、
彩绘、错金银以及镶嵌宝石等方式装饰青铜器，以获得一些
特定的颜色纹饰。



— 25 —

⑦由于古代青铜器的重要性和价值使然，我们在博物馆
里看到的古代青铜器，以出土器物为主，它们之所以呈现出
青绿色，是因为这些古代青铜器埋在地下成百上千年、表面
氧化腐蚀所造成的。

⑧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馆藏出土古代青铜器在被氧化、
腐蚀后，表面都呈现出青绿色呢？也不尽然，还是有些例外
的。如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就千年不腐；河南信阳长台关
7 号楚墓出土的青铜饮食器皿，其出土时便呈现出金光灿灿
的外观。这些出土文物的发现，颠覆了人们对传统青铜文物
外观形象的印象，也让我们有幸在千年之后还能一睹其当年
的风采。

⑨考古专家研究发现，这些器皿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腐，
可能与制作器物的材料成分配比、铸造技术以及埋藏环境有
关，至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选自《百科知识》2019 年 9月上，有删减）
1.文章从哪几个方面说明了青铜器颜色差异的原因？请简要
概括。（3 分）

2.第④段主要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4 分）

3.文章第⑤段加点词“一般”能否删去？为什么？（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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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文章内容和链接材料，谈谈你从中得到认识和启示。
（4分）

【链接材料】越王勾践剑深埋地下 2400 余年，1965 年
出土时竟寒光醒目，毫无锈蚀，剑刃锋利到 20余层纸一划而
破，这些谜团吸引了大量学者苦心钻研，试图揭开蕴藏在千
年古剑身上的传奇。经过各路专家的研究总结，越王勾践剑
“千年不腐”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剑本身的选材合适，铅
含量很少，因为同墓葬铅含量高的器物都腐蚀严重；第二，
墓葬环境好，隔绝了空气；第三，勾践剑带着剑鞘，对它是
一个双重保护。可以说，就是这三点造成了它的“千年不腐”。

十、阅读下面文字，回答 1—4 题。（13 分）
神秘的基因检测正走向大众

岑佳
①“基因能做什么？”——这大概是目前科技界争议极

大的问题。2003 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时代
大幕徐徐开启。如今，科学家们虽然测出了人类的基因图谱，
但目前的程度只是相当于将笼罩其上的神秘基因迷雾稍稍吹
散了一小块，远未到能将之解读清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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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我是谁？”“我的身体中隐藏着什么秘密？”“我
的生命轨迹已经被注定了么？”受益于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
我们得以对生命奥秘版的哲学三问有了更多解读的机会。

③通俗来说，基因是 DNA 分子上携带有遗传信息的功能
片段，是生物传递遗传信息的物质。基因主宰生命，是生命
生老病死的根源。而用最简单的话来阐述，基因检测是一种
通过血液、其他体液或细胞来检测 DNA 的技术，为医疗领域
带来了革新之力。

④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发现的单基因遗传病已有 8000 多
种，常见的有 100 多种，比如白化病、地中海贫血等。那么，
基因检测能否让我们真正、完全远离疾病？中科院研究员李
新影说得明白，“人的疾病和能力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机制十分复杂，除个别疾病外，想通过基因检测的手段做到
100%准确预测是不可能的。每种疾病受遗传因素影响的程度
不同，因此检测结果的可参考性也不同。”

⑤一度流行的“天赋基因”与“单身基因”等早被证实
只是别有用心的噱头，但对于酒精代谢能力基因、肥胖基因、
癌症基因、糖尿病基因等的检测，确有较强的科学依据。如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斯奈德通过基因检测发现自己血糖升高
并且有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此后他通过饮食控制和健身等生
活方式的改变，影响了病情的转归。业界人士承认，“一方
面，基因只决定了人的一部分，并不能对人产生百分之百的
影响（人格养成方面）；另外一方面，现在人们从基因中能
读到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在基因检测最发达的美
国，不少接受基因检测的消费者会有选择地接受检测结果，
而不是完全无条件地采信。有观点直言不讳，“任何医学检
测都是如此，没有人能做到 100%的准确。”不是所有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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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都有意义——专业人士鼓励更多的消费者以更丰富
的基因数据来为自己做出更好的健康决策，但他们也同时提
醒消费者不要被夸张或无关的基因检测结果带入了歧途。

⑥服务大众的科技才是好科技，让基因检测更接地气的
努力一直在探行。《全球二代基因测序行业投研报告》指出，
“基因测序可应用于生殖健康、遗传病检测、新药研发、肿
瘤诊断及治疗、心血管疾病等领域。除了产前筛查和胚胎植
入前等基因测序上的应用，临床应用市场广阔。”

⑦数据统计，2018 年全球基因测序市场规模达到 117 亿
美元，未来 4 年年复合增速预计可达 21%。一家基因检测公
司负责人表示，“遗传基因就是我们的生命代码，对我们的
健康、性格等都有影响。我们希望通过科学严谨的消费级基
因检测，为大众健康提供重要的参考数据，同时辅以专业、
个性化的健康咨询，以极大地提高大众的健康水平。未来基
因检测一定会普及的，就像我们去银行 ATM 机取钱一样方便，
而且它将是服务大众、精准医疗的端口。”

（有删改）
1.为什么说“不是所有的基因检测结果都有意义”？（2 分）

2.本文的语言既准确严密又生动形象。任选一个方面，结合
第①段的内容具体分析。（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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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④段画线句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4 分）

4.以下是一网友在某论坛上发表的言论，请你结合文章内容
告诉她应该怎么做。 （3分）

向日葵：我的多个亲属都患有糖尿病，在生活中备受煎
熬，我很担心自己将来也会得这个病，不知道该怎么办。

【参考答案】

一、1.（4分）①把毒液隔离存放；②自带生化抗性（或：进化出抗毒性能）。

（一点 2 分）

2.（4 分）结构上：承上启下。承接上文，揭晓达尔文被甲虫攻击的秘密；引出

对下文的叙述：有毒的动物是如何避免被自己的毒素所伤害呢？（或：有毒的动

物为什么自己不中毒？）（2分）内容上：①揭晓达尔文被甲虫攻击的秘密，增加

文章的趣味性、科学性；②以设问句的形式，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2分）

3.（3 分）运用了打比方的说明方法，（1 分）将“生物碱能影响的生物分子”比

作锁，将“生物碱”比作钥匙，将箭毒蛙改变自身基因比喻为“换了一把锁”，

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箭毒蛙为何能不使自己中毒的原因，使说明的内容更通俗易懂、

生动有趣。（2 分）



— 30 —

4.（3 分）“广泛”表示范围限制，（1 分）准确地说明自然界中存在大量“分泌

毒素的动物”与“猎食有毒动物的捕猎者”相互对抗的现象，（1分）这体现了说

明文语言的准确严密性。（1 分）

二、1.（3分）说明对象：紫禁城的琉璃瓦顶。（1 分）特点：能提升建筑安全；

保持建筑恒温；防止瓦件风化；保持屋面洁净。（2 分）

2.（4 分）本文在结构上采用了总—分式。（1分）文章开篇先引出了本文的说明

对象——琉璃瓦顶，（1分）然后分别从有利于建筑安全、保持恒温、防止瓦件风

化、保持屋面洁净等方面详细介绍了紫禁城使用琉璃瓦顶的科学性，（1 分）最后

还补充说明了琉璃瓦的使用不仅具有科学性，还能反映我国古建筑丰富的艺术和

文化。（1 分）

3.（3分）运用了引资料的说明方法，（1 分）说明了琉璃瓦具有很好的防水性，

使说明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2分）

4.（4 分）示例：①就艺术而言，琉璃瓦本身就极具艺术价值和特色，琉璃瓦颜

色鲜艳漂亮，可烧制成不同的构件，用于建筑，更是锦上添花，为建筑增色不少，

而我国古建筑仅建筑专用的琉璃瓦造型就有 64 种之多，尽显我国古建筑丰富的

艺术；②就文化而言，琉璃瓦色彩繁多，不同的色彩又代表不同的内涵，如紫禁

城代表皇权的黄色，用于祭祀建筑的青色，用于帝王园林中亭台楼榭的黑色紫色

等，不同建筑的文化内涵可从这一瓦一色中窥见一斑。（一点 2 分）

三、1.（4分）用日常现象引出本文的说明对象；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一点

2分）

2.（3分）“AI”通常是指通过普通计算机程序来呈现人类智能的技术，可用于语

言和图像理解、自动程序设计、航天应用，以及庞大的信息处理，储存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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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化合生命体无法执行、或复杂或规模庞大的任务等。

3.（3 分）脑控和 AI 助力自动驾驶稳定性不高、不易操控的小型无人机的试验。

4.（4 分）“常常”“往往”都是表示频率的限制词，（1 分）在文中指在救援、

救灾中，无人探测设备使用频率很高，而情况不明时盲目使用 AI 系统常常会导

致无法正确识别和浪费设备能源，同时又不排除 AI 系统也能正确识别的情况，

（2 分）体现了说明文语言准确严密的特点。（1 分）

四、1．（3分）因为我们呼吸到的氧气并不是来自森林，而是来自海洋。

2．（4 分）不能。（1分）“几乎”表示绝大部分，但并不是全部。（1 分）在文中

表达的意思是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对大气含氧量的贡献很少，若删去，表述过于

绝对，与事实不符。（1 分）这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严谨性。（1 分）

3.（4分）运用了举例子和列数字的说明方法。（2分）列举丹宁教授的估算，并

用数据“1%”，说明了即使地球所有生物都被烧光，对大气层中氧含量的影响依

然很小的事实，使说明更具体、更有说服力。（2分）

4.（3 分）示例：①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开采使用

量；②优化生产方法，防止环境污染；③大力开发清洁能源，加强环保宣传等。

（一点 1 分）

五、1.（3分）本文采用逻辑顺序，（1 分）介绍了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的特征及

发射意义和海上发射火箭的优势以及需要攻克的难题。（2分）

2.（4 分）运用了列数字和作比较的说明方法，（2分）具体突出地说明了海上发

射运载火箭，离赤道越近，运载能力损失越小，发射成本越低的特点。（2分）

3.（3 分）内容上：强调海上发射火箭还需要攻克很多难题；结构上：承上启下，

总结前文引出下文的说明内容；表达效果上：运用设问的修辞手法，引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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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一点 1 分）

4.（4 分）不能。（1分）“通常”指一般情况下，是表限制的词语，（1分）如果

删掉，意思变为海上发射，肯定要在海况较好的情况下，表述过于绝对且与实际

情况不符。（1 分）这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严密性。（1 分 ）

六、1.（3分）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划对一处给 1分）

2.（4 分）运用了举例子和列数字的说明方法。（2分）列举心脏跳动和大脑产生

电信号的例子，并使用数字“0.001～0.002 伏”“0.00002～0.0001 伏”，具体、

形象地说明了人体器官会发出电信号的特点。（2分）

3.（4 分）不能。（1 分）“通常”表频率，表示是大部分情况，但并不是全部。（1

分）在句中表示这种“蜇人”现象的研究结果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若删去，表

述过于绝对，与事实不符。（1 分）这体现了说明文语言准确严密的特点。（1 分）

4.（3 分）①会影响心肌正常的生理源静电工作过程及心电的正常传导；②会干

扰人体血液循环、免疫和神经系统；③秋冬季节在易燃易爆地区，带有高压外源

静电的人体可能会引起火灾甚至发生意外事故。（一点 1 分）

七、1.（3分）①巧妙地引出了本文的说明对象——鼓；②诗句营造了战鼓震天、

战事焦灼的意境，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③引用李白的诗句，增强了文

章的文学气息。（一点 1 分）

2.（4 分）运用了作诠释和引资料的说明方法。（2 分）解释了“鼓”字的结构和

意义，并通过《说文解字》中关于“鼓”字的解释为佐证，说明了“鼓”的本义

是“土地里的植物冲破层层束缚萌发出来”，以及其象征意义是“鼓是春天的象

征，是对雷声的模拟”，使文章通俗易懂，更具说服力。（2 分）

3.（4 分）①鼓在古代祭祀或节日活动中的用途；②鼓在军事上有壮威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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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鼓在宴乐中的用途；④鼓在生活中有报时（起居信号）的用途。（一点 1 分）

4.（3 分）示例：节日庆典。一年一度的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这时，大家总

会欢聚一堂，共享新春的喜悦。每逢此时，总少不了鼓的身影，响亮激昂的声音

不仅为人们营造出节日的欢快气氛，也展示了人们对于未来的美好愿景。

八、1.（2 分）①人类的肠道与细菌建立了互惠共生体系；②肠道微生物深刻影

响和调控着人类的健康。（一点 1 分）

2.（4 分）运用了列数字和作比较的说明方法。（2 分）列举数字“1014个”“10

倍左右”“100 倍”，并将人体微生物细胞总数、相应编码的基因数量分别与人体

自身细胞总数、人体自身基因数量进行比较，突出人体内微生物细胞总数之大，

使说明更准确、直观。（2分）

3.（4 分）“所有”：“所有”表示范围限制，表明生物共生是自然界全部的生物群

体的共生合作、需求互补、协同进化、协作繁荣的能力和普遍法则，体现了说明

文语言的准确性和严密性。（2分）

“抱团取暖”：“抱团取暖”运用了拟人的修辞，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生物共生存在

“共生合作、需求互补、协同进化、协作繁荣”的特点，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生

动形象性。（2 分）

4.（3分）示例：人体内奇妙的生物共生

九、1.（3 分）①制作材料成分配比：制作青铜器时，锡、铅所占的比例不同，

青铜器成形后所呈现出的颜色也不同；②铸造技术：在青铜器表面鎏金、彩绘、

错金银以及镶嵌宝石等装饰方式，也会使青铜器的颜色有所不同；③埋藏环境：

大部分古代青铜器埋在地下成百上千年、表面氧化腐蚀，会呈现青绿色。（一点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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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运用了引资料的说明方法，（1分）引用了我国先秦时期的手工艺专著

《考工记》里对青铜器成分的介绍，详细介绍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配比的知识，有

力地说明了古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使说

明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3 分）

3.（3 分）不能。（1 分）“一般”指通常，在文中表示通常情况下，鼎和簋制作

出来会呈现出金黄色，若删去，表述过于绝对，与事实不符。（1分）这体现了说

明文语言的准确严密性。（1 分）

4.（4 分）示例：无论是因含铅少、墓葬环境适宜、有剑鞘保护而深埋地下千年

不腐，依旧寒光醒目的越王勾践剑，还是《考工记》里详细记载的青铜器合金成

分（含锡量）配比，这些由青铜器散发出的魅力，不仅是古人超前智慧的承载，

更是我国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的美好呈现。

十、1.（2分）①基因只决定了人的一部分，并不能对人产生百分之百的影响（人

格养成方面）；②人们现在从基因中能读到的信息非常有限。（一点 1 分）

2.（4 分）示例一：“这大概是目前科技界争议极大的问题”中的“目前”表限制，

强调现阶段有关基因的问题的确在科技界争议极大，但不保证往后一直如此，体

现了说明文的准确严密性。（举例 1 分，分析 3 分）

示例二：“相当于将笼罩其上的神秘基因迷雾稍稍吹散了一小块”一句运用比喻

修辞，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人类对基因的问题，远未到能将之解读清楚的程度。（举

例 1 分，分析 3分）

3.（4分）运用了列数字和举例子的说明方法。（2 分）通过数字表明全世界目

前发现的单基因遗传病和常见的单基因遗传病种类之多，并列举具体疾病表明常

见的单基因遗传病都有哪些，使说明更准确、具体。（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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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这位“向日葵”网友，你别害怕，你可以去做基因检测，如果发现自

己有患糖尿病的风险，可以试着通过饮食控制和健身等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影响病

情的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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