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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事业单位联考《综合应用能力测验 C 类》

模拟试卷（1）

重要提示：

为维护您的个人权益，确保事业单位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您协助我们监督考试实施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监考老师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并邀请 2 名考生代表验封签字

后，方能开启试卷袋。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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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此条形码揭下，

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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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本科目满分 150 分，时限 120 分钟。

2.请在本科目答题卡的指定位置按要求填写（涂）姓名和准考证号。

3.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的指定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在题本上

作答无效。

4.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整理好放在桌面上，待

监考人员清点无误后，方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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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一系列模式生物里，小鼠无疑是名气最大的。“小白鼠”几乎快成了生命科学的

代言人，尽管实验小鼠的毛色并不总是白的。从遗传学到病理学，从基础研究到转化医学，这些小家伙们

真正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得所有享受各种科研成果的人对其表达敬意。

由于繁殖速度快、饲养成本低，又和人类具有相似的生物学特性，小鼠堪称研究中模拟“人类”这个

概念的上佳替代品。不过，生物学家沿袭已久的小鼠实验系统最近遭到了挑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微生物

学及免疫学系的大卫·马索普斯特教授课题组在最新一期的 《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至少在免疫学

研究中，目前各大实验室的“标准”小鼠可能不那么让人满意。

在生物学研究领域，科学家倾向于采用“无特定病原体”（Specific-pathogen-free，SPF）小鼠作

为模式生物。这些小鼠从出生开始就在无病原体的环境中成长，直到死亡。显然，与每天浸泡在被各种病

原占领的空气中的我们不同，它们的世界更加纯净。也正因为 SPF 小鼠不会受到特定微生物疾病的影响和

干扰，所以在进行药物和免疫学实验时，研究人员能够得到更“自然”也更稳定的数据。

然而，所谓的“自然”真的更接近真实吗？事实上，从呱呱坠地开始，人类就不得不与自然环境中的

微生物展开一场持续一生的合作与战争。火力全开的免疫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熟：每一次的病原入侵

都会给人们的免疫防御带来新的经验教训，也催生了一批具有“记忆”能力的淋巴细胞。在相同病原入侵

时，这些记忆使得免疫系统就能够提供更为有效的防御。这都是 SPF 小鼠缺乏的经历。马索普斯特和同事

提出，在 SPF 屏障保护之下的实验小鼠“养尊处优”，不具备这样成熟的免疫系统，在它们身上，研究者

可能无法再现与人类相似的应答。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他们首先对小鼠体内淋巴细胞中的 CD8+T 细胞进行了检测。CD8+T 细胞是具有记

忆能力的“杀手 T 细胞”，它能够识别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癌细胞以及其他受损的细胞，并通过细胞毒

素对它们进行定向杀伤。在免疫反应发生时，它们能“记住”自己经历的磨难；在同样的敌人来袭时，它

们能更快动员，激发更为强烈的免疫反应，然后更为有效地清除病原。

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于成年人类，SPF 小鼠就像才出生的人类婴儿一样——几乎不含有具有 CD8+抗原

的 T 细胞。相比之下，而那些在野外生长或者在宠物店长大的小鼠，这些 T 细胞的含量则与成年人类相

似。

这种现象似乎很好解释：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对人来说是这样，对免疫系统来说也是如此。从



来没有遭遇过特定病原微生物侵犯的小鼠，免疫系统更加“幼稚”也是常理之中。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

改变这样的情况吗？

变“脏”也许是个好办法

在后续实验中，研究者试着将 SPF 小鼠从纯净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与那些比较“脏”的宠物店鼠混养

在一起。

这样的同居生活让一部分 SPF 小鼠很不适应，约有 20%的 SPF 鼠得病死亡。但存活下来的 80%，免疫

系统则在逐渐成熟。经过超过 100 天的饲养后，活下来的 SPF 小鼠的 CD8+细胞数量达到了很可观的水平，

免疫系统也逐渐与宠物店小鼠以及成年人类越来越相似。

马索普斯特团队的实验结果提示，SPF 小鼠的免疫系统很可能并未成熟。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不成

熟”的免疫系统是否会对各项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换句话说，CD8+含量少了点也许并没有影响小鼠对病

原体的应答。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马索普斯特和同时“真枪实弹”地检测了一下这些小鼠的免疫系统。他们利用

两种常见的病原体，单增李斯特菌和伯氏疟原虫感染不同的小鼠，分析它们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并将这

些变化与已知成年人类和婴儿的基因表达水平相比。

马索普斯特对比了成年人和胎儿之间，以及宠物店小鼠或混养小鼠和 SPF 鼠之间外周血单核细胞

（PBMC）的基因表达谱，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呈现出极高的相似性——在他们看来，SPF 鼠的免疫系统简

直就像是“婴儿版”！

他们发现，相比于一般的 SPF 小鼠，混养 SPF 鼠和宠物店小鼠受到的感染较轻，与免疫相关的蛋白表

达水平也和成年人类更为类似。而一般 SPF 鼠的免疫应答模式，则仍和人类胎儿更像。

更有趣的是，成年人类和婴儿免疫反应的不同之处，恰好与宠物店小鼠和 SPF 鼠的不同相类似——从

这个角度看，科学家们常用的 SPF 鼠的免疫系统，似乎与宠物店中刚刚出生的小鼠相仿。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免疫学家如何调整？

对于免疫学家来说，马索普斯特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使用的模式生物不

能够较精确地模拟正常人类的生理状况，那么要用它得到的实验结果作为人类的参考，可靠性就值得商

榷。设想一下，在病原菌研究领域，某一天，我们利用 SPF 小鼠实验得到了非常轰动的结论，我们有几成

把握在成年人类身上再现这一事实？而如果这样的再现几率不大，很难说这样的“轰动结论”有何意义。

可是，要使用那些“脏鼠”进行免疫学研究吗？也未必。无可辩驳的一点是，SPF 鼠稳定的性状使得

它在实验中更为可控，也使得小鼠实验更易被重复。而对“脏鼠”来说，情况可就没那么简单：美国和中

国的实验室也许能够找到几乎一样的 SPF 鼠，但谁能保证北京和华盛顿的宠物店出售同样的“脏鼠”？如

果将这些“脏鼠”作为模式生物，势必会引入更多干扰，可重复性又会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

折衷的方法或者可以消解这种两难局面：也许有一天，当人们找到了标准化“脏鼠”的生产方式之

后，小鼠实验能够为免疫学家提供更为可靠的结论。不过，在这一天到来之前，SPF 小鼠实验的可靠性，

大概会让免疫学家为难一段时间。

根据文章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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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辨析题：对下面的句子做出正误判断，并进行简单解析。

根据马索普斯特的研究，由于 SPF 鼠在无病原体的环境中成长，与人类的生存环境不同，因而人们利

用 SPF 鼠进行的药物和免疫学实验得到的研究成果不可信，所以人们在进行免疫学研究时，要利用类似宠

物店出售的“脏鼠”进行试验。

2.单项选择题：备选项中只有一个符合题意，请写出正确选项。

（1）与野外生长的小鼠相比，SPE 小鼠几乎不含的免疫细胞是（ ）

A、B 细胞 B、T 细胞 C、中性粒细胞 D、巨噬细胞

（2）马索普斯特检测 SPE 小鼠免疫系统时使用的病原体是（ ）

A、疤疹病毒 B、肺炎支原体 C、卡氏肺孢子虫 D、伯氏疟原虫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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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鼠具有繁殖速度快、饲养成本低和人类具有相似的生物学特性等优点，因此是研究模拟

“人类”的最好替代品。

（2）CD8+T 细胞具有记忆能力，当机体受到同样的病原体感染时，能更快激发更为强烈的免疫反应，

更为有效地清除病原。

（3）SPF 小鼠在与宠物店里的小鼠混养一段时间后，SPE 小鼠的免疫系统就会完全与宠物鼠相同了。

（4）由于 SPE 小鼠的免疫系统是不成熟的，因此在进行免疫学研究需要使用“脏鼠”。

4.请给本文写一篇内容摘要。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楚、文字简洁，不超过 350 字。

二、科技实务题：请根据给定材料，按照每道题的要求在答题卡相应的位置作答（40 分）。

下面两幅统计图为 2010 年~2016 年我国单位 GDP 能耗及同比增长情况及与其他国家 GDP 能耗对比情

况。



1.根据图 1 分析 2010 年到 2016 年我国单位 GDP 能耗情况（15 分）。

2.根据图 2 分析我国单位 GDP 能耗与国际对比情况，并简要给出降低单位 GDP 能耗的建议（25 分）。

三、材料写作题（60 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

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020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

支撑”，并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列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摆在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实现量质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量子信息、铁基超导、胚胎干细胞、散裂中子源、移动通信、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全球卫星导

航、核能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治疗、疫苗研

发、防控等多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创新质量连续 8 年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在

全球创新指数的大版图中，中国位列第 14 位。

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实际，以“科技要自强自立”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明确，论证充分，结构严谨，语言流畅（2）总字数 800-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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