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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武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C类）

综合应用能力

一、科技实务题（25分）

资料一：

2014年，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继续增长，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及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投入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提高。

2014年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情况

资料二：

分活动类型看，2014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 613.5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应用研究经费支出 1398.5亿元，增长 10.2%；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11003.6亿元，增长 9.8%。

分活动主体看，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 10060.6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政府属研究机

构经费支出 1926.2亿元，增长 8.1%；高等学校经费支出 898.1亿元，增长 4.8%。

1.请根据材料一，指出 2014年制造业包括的各行业中，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最高的行业，并分析其原因。（15分）



2

2.分别从活动类型和主体这两个方面来看，绘制两张 2014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投入及增长情况复合图，准确全面地反映材料二的信息。（10分）

二、科技文献阅读题

其中 3-10题为判断题，正确的请在 2号答题卡上相应的位置涂上“A”，错误的涂“B”，

11-12为主观题，请将答案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在 4号答题卡上。（共 10题，25分，3-10每

题 1.25分，11题 7分，12题 8分）

目前，11名科学家在美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了《西兰洲：地球上隐藏的大陆》的研究报

告，认为将西兰洲（Zealandia）作为一个地质意义上的大陆能更准确地描述此区域的地质情

况。地球物理学数据显示，西兰大陆的面积约为 5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澳大利亚 2/3的面

积。该大陆只有 3个主要陆块，即南边的新西兰北岛和南岛以及北边的新喀里多尼亚，其中

94％淹没在水下。

严谨的地质学研究报告经过媒体记者的演绎和加工，我们公众就看到了一个“轰动”的新

闻资讯——“发现了第八个大陆”和“发现了第八大洲”，甚至有媒体称“地理教科书”要被改写

了。其实，“Zealandia” 这个名称并不新鲜，早在 1995年，地质学家 Bruce Luyendyk就提出

了这个叫法，被叫做 Zealandia的这块大陆面积达 490万平方千米，其中有 94%的面积都在

水下。

当时，它被认为拥有大陆所需满足的——高于周边区域、存在不同类型的岩石、界线分

明，以及比大洋底部厚得多的表层这四大属性中的三种。近来，利用卫星技术和海底重力图，

科学家发现这块大陆是统一的区域，完全满足了成为独立大陆所需的条件。也就是说，其实

媒体所谓的“第八大洲”并不是新发现的，更不是突然发现的。

说到大陆，在我们普通人的理解中，就是高于海平面的大块的陆地，我们常说的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也是这个意义上说的“大陆”。地球上，我们熟知的主要大陆有六块，按面积大

小依次为欧亚大陆、非洲大陆、北美大陆、南美大陆、南极大陆，以及澳大利亚大陆。而提

到大洲，这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通常，大陆和它附近的岛屿被总称为洲。同样地，我们

熟知的有七大洲，按面积大小依次为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南极洲、欧洲和大洋洲。

但是，上面说的只是普通意义上的理解，在科学上，“大陆”的概念远比“高出海平面的

陆地”要复杂得多。这也体现了人类认知地球的一个过程，从表观现象到深层次研究其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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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构造。

科学上，大陆是一个地质构造学上的概念。

地球固体圈层的最外层是地壳，而大陆和大洋底部的地壳构成是不同的。洋底的地壳由

玄武岩组成，而大陆下面的地壳由两个岩层组成：下部是铁镍物质组成的一个连续岩层，上

部是一个花岗岩岩层，且两层间没有明显的分隔面。

此外，大陆下面的地壳要比洋底的地壳厚得多。大陆下面的地壳平均厚 40千米，大洋

底下的地壳厚平均只有 5千米。因此，严格地说，大陆板块和我们看到的陆地并不完全一致。

而且，在一个大陆板块内，也还可以划分出一些较小的板块。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当中，陆地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大约 38亿年前，地幔对流开始推动地表的早期板块，就此开启了现代大陆的演化进程。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大陆板块有时分裂，有时聚合，不断漂移。

现今的所有南半球大陆——非洲、南美洲、南极洲和澳大利亚都是由冈瓦纳古大陆在 1

亿 8千万年前开始分裂而成的。早在 19世纪初，地理学家就注意到非洲的海岸线与南美洲

的海岸线吻合，就好像这两个大陆曾经紧紧相连似的。1912年，德国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魏

格纳发表了他的大陆漂移说，提出了南美洲和非洲连在一起，欧洲和北美洲连在一起的证据。

但他没有能很好地解释它们为何之后会分开。20世纪 60年代，板块理论为大陆漂移说提供

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和更多古气候、古生物以及地质学的有力证据。

到 20世纪 80年代后，高精度的空间大地测量技术已经能够测量出大陆板块的移动了。

随着我们对岩石和地质构造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步地还原着地质历史时期的地

表面貌，距离我们越近的地质历史时期，我们对其认知也越清晰。其实，我们今天已知的地

球表面的板块大大小小就有几十个，而且从地质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今后的地质历史过程

中，也许会分化出更多的大陆板块，也许相邻的板块汇聚到一起，从而全球的大陆板块数减

少成 5个、4个。

通常来说，地壳运动、气候变化等都会影响我们看到的露出海平面以上的陆地形态和面

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沿海的许多区域或许都会被海水淹没，浮

出水面的“陆地”又将会沉入水下，像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国家之一，

已经面临着可能因海平面上升不得不放弃自己家园的现实危机。

但是，无论是露出水面还是沉入水下，就地质构造意义上的大陆板块而言，其性质并没

有改变。

此外，即使是今天，在地球表面也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未知的区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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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们对地球的认识会不断地深入和全面，所以说，发现新的“大陆”也是很“正常”的事

了。

【3-10题为判断题，请在 2号答题卡填涂区的 3-10题相应的位置进行填涂，正确的涂

“A”错误的涂“B”】

3、澳大利亚的面积是西兰大陆的 1.5倍 。（ ）

4、科学家发现的西兰大陆只有 3个陆块。（ ）

5、zealangia这个名称是由媒体记者经过推理演绎和加工的出来的。（ ）

6、在地球上，欧亚大陆的面积是所有大陆中排名第一的。（ ）

7、高出海平面的陆地是一个地质构造学上的概念，是人们对大陆的最权威的理解。（ ）

8、地壳的最底层是花岗岩岩石，其主要构成物质是铁镍物质。（ ）

9、在一亿八千万年前，南半球大陆是一个整体。（ ）

10、在现有的科技水平下，科学家已经能够测量出大陆板块的移动。（ ）

【11-12为主观题，请将答案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在 4号答题卡上】

11、请简要介绍“新大陆”西兰洲。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晰，文字简洁，不超过 150字。

12、请给本文写一篇内容摘要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晰，文字简洁，不超过 250字。

三、材料作文题（50分）

据中国气象局统计，2016年是我国自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暖的年份，仅低于2015

年和 2007年。虽然年平均气温不是最高，但 2016年我国气温仍创下了几项纪录。国家气候

中心首席研究员徐影表示，2016年夏季我国最高温突破了历史极值。从 2014年起，高温日

数逐年增加，2016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数更是比往年多了 3天。

从全球来看，全球平均气温比 2015年高约 0.07℃，比 1961—1990年平均值高 0.83℃，

并高出工业化时代之前水平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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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还是全球气候充满极端状况的一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已经超过

400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警示线，甲烷浓度也飙升破纪录，气候变化的长期指标上升

至新水平。南极和北极地区的海冰面积缩减严重，打破最低纪录。俄罗斯、北极地区气温比

长期平均温度高 6℃—7℃。格陵兰冰川开始融化的时间提前，且速度更快，北极地区正以

全球平均值两倍的速度变暖。

也许您觉得奇怪，升高 1℃听起来不算多啊，为啥能引起很大反响？“升高 1℃或 2℃，

指的是全球平均温度，具体到每个地区或国家，情况就大不相同。”徐影解释，全球平均升

温 2℃，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就是升高 3.4℃，北极地区会升高 6℃。

徐影介绍，全球升温会引起海水膨胀、海洋变暖，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从而威

胁到人口稠密的海岸地区，上海、香港等海滨城市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永久冻土在消融过

程中还会释放甲烷。极端暴风雨发生频率增加，可能使低洼地带被淹没。当全球升温

1℃—2℃时，发生极端高温的概率就可能增加 10倍或更高，也可能使得全球降水量重新分

配。“这就会导致该刮风、下雨的地方（时候）不刮风、不下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解释道。

由于气温持续攀升，我国京津冀地区的平均风速和最大风速都有减小趋势，发生静稳天

气的概率增高，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对此颇为

感慨，“我 1982年来北京上学时，冬天是北风呼啸、寒风刺骨的，天气预报经常说有来自蒙

古高原、西伯利亚高原的强冷空气南下带来大风。但现在很少能听到这种预报，所谓‘一九

二九冰上走’的情况也基本不复存在。风少了、不冷了，雾霾就没那么容易散。”

极端气候容易导致病菌泛滥繁殖，危害人类健康。例如，去年夏天西伯利亚地区因异常

炎热导致冻土层融化，此前封锁在冻土下的炭疽杆菌被释放出来，导致俄罗斯一些地区爆发

炭疽疫情。此外，全球变暖对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威胁，在于生物多样性的逐渐消失。“人

类面对大自然的变化往往无能为力，我们必须警惕这些变化。”潘家华说。

根据材料，联系实际，以“全球变暖对地球的影响”为主题，一篇文章。

要求：1.题目自拟 2.观点明确，论述深刻，内容充实 3.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语言流

畅 4.篇幅为 1000-12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