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度湖北省事业单位联考《综合应用能力C类》

考题解析

一、科技文献阅读题。

1.判断题

（1）【答案】B

【解析】根据第三段“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致力于控制光及声音与感官系统产生交互作用时所呈现

的特性。这个追寻过程的最早期成果是彩色玻璃”和第五段“19世纪末,在麦克斯韦发现电磁学方程式几

年后,博斯制造出首件堪称超材料的范例。”可知，彩色玻璃不是最早的超材料成品。

（2）【答案】B

【解析】根据第九段“现有的隐形技术能够通过吸收入射波，从而使物体在雷达上隐形。但相比之下，

隐形斗篷表现得更好，因为它们不仅可以抑制反射波，还能改变入射波的传播路径来消除散射和阴影，从

而使它们遮盖的物体无法被探测到”可知，现有的隐形技术可以抑制反射波。

（3）【答案】A

【解析】根据第十一段“根据数学家艾米·诺特在 1915年提出的理论，在一个物理系统中，任何一种

对称性都对应着一条守恒定律，例如时间对称性和能量守恒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个物理系统来说，如果用来

描述它的定律不随时间变化，那么它的总能量一定会保持恒定。”

（4）【答案】A

【解析】根据第十四段“掌控波动现象的方程式，通常在时间上的对称性是可反转的:如果一个波可由

A点传到 B点，那么也能以相同特征由 B点传到 A点。”

2.不定项选择题

（1）【答案】C

【解析】根据第十二段“这通过将嵌有微小金纳米棒的玻璃薄片堆叠在一起。在每一层玻璃薄片上，

纳米棒都被改变了一定的角度，以此破坏层与层之间的完美对称性。这可以在光波穿过时，迫使光波的偏

振发生改变。”可知 C正确，其他选项未提及。

（2）【答案】AD

【解析】根据第四段“人眼擅长感知光的两种基本性质，分别是光的强度以及波长。光的第三种重要

性质是偏振，也就是光随着时间在空间中形成的电磁场轨迹。”，A项正确；根据第七段“史密斯和舒尔茨

等人把微小的铜环和铜线装设在堆叠的电路板上，演示了微波束穿透这个工程材料时出现负折射率现象。

这项重大进展证明了超材料的折射率范围比自然材料更广，因而具有开启全新科技的可能。后来研究人员

也针对可见光等其他频率，制作出负折射率的材料”，B项不正确；根据最后一段“因此在这些磁化材料

中，光朝某个方向行进时的偏振旋转方向与朝相反方向行进时相同，这个特征违反互换性，同时破坏了时

间反转对称性”，并未提及铁氧体是目前成功破坏时间对称性的唯一载体，C项错误；根据第六段“折射



是指光束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例如从空气进入玻璃)，会因为速度改变而偏折”，D项正确。

3.匹配题。

【参考答案】（1）—B；（2）—D；（3）—A；（4）—C。

4.简要说明文章中加点字“传统法则”的内容。

【参考答案】（1）折射是指光束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例如从空气进入玻璃)，会因为速度改

变而偏折。偏折的角度取决于两种介质材料的折射率差异。目前已知的所有自然材料，折射率都是正值。

（2）对称性是物体经过翻转、旋转等操作后保持不变的特性，在一个物理系统中，任何一种对称性都对

应着一条守恒定律。（3）波传输在时间上的对称性是可反转的:如果一个波可由 A点传到 B点，那么也能

以相同特征由 B点传到 A点，又称为互换性。

4.请给本文写一篇内容摘要。

【参考答案】本文围绕超材料展开研究。首先指出超材料是一种特殊材料，科学家能够利用它超越波

与物质产生作用的传统方式，开发出能使光波和声波看似违反传统法则的科技；然后介绍了早期对超材料

的研究历程，包括彩色玻璃、动物身体表面的纳米尺度图样、用黄麻纤维证明光偏振等；然后详细阐述了

现今超材料时代的研究与应用：一是制作出负折射率的材料，并将该技术应用在隐形方面，尤其是“隐形

斗篷”；二是对称性的突破，通过旋转变换破坏空间对称和通过磁现象破坏时间反转对称性，对雷达和光

达技术等产生助益。

二、论证评价题：阅读给定材料，指出其中存在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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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分)

【作答任务】

阅读给定材料，指出其中存在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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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木解析】

1、A：由“ 预测的结果和实际年龄接近，误差不超过 3.55 年”推不出“健康人的视网膜年龄，跟

实际年龄通常会相差 3.55岁。”B：因为误差不超过 3.55岁不一定与实际年龄都相差 3.55岁，也可能出现

超过或小于 3.55岁情况，平均误差不代表所有情况。

2、A：由“差值越大图片主人在拍摄后 11年里去世概率越高”推不出“视网膜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

越多，图片主人患病去世几率越大。”B：因为 “去世”和“患病去世”概念不一致，

3、A：由“在调查观察期内不同去世原因的比例情况”推不出“该调查也说明癌症是导致视网膜年龄

增长的主要诱因。”B：因为可能存在心脑血管等疾病因医疗手段被治好，令相关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了，并

不能说明癌症是主要诱因。



4、A：由“依据肾脏疾病与眼部疾病的关系情况”推不出“视网膜年龄与实际年龄差值，可作为人体

衰老的生物标志物”，B：因为论据中只给出视网膜与肾脏的疾病关系，是特定疾病联系，并不代表两者在

衰老上的联系，无法作为标志物。

【评分标准】

指出错误位置 3分，说明理由 7分，每个错误 10分，总计 40分。

三、材料作文题:请阅读给定材料，按照要求作答。(60分)

材料:

在 17世纪，英国完成了新教改革，由此极大地破除了宗教观念对于自由思想的禁锢，思想家培根更

是以先知般的眼光吹响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新时代号角。同时整个社会实现了君主立宪，这期间以哲学

家洛克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提出了经验主义哲学，为知识的生产指明了道路。基于此，牛顿才能大踏步引领

英国科学开疆拓土，突飞猛进。

回望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晚清的洋务运动。明治维新在本土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在

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进而学习欧美技术，掀起了工业化的浪潮，赶上了工业化的末班车，继而成为

亚洲第一个走向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洋务运动从开始便奉行“中体西用”原则，观念变革是当时变法的最

大的短板与阻力，最后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成了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其本质依然是“中体西用”

的思想路线并不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最佳的生存环境。

20世纪 50年代，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

的战略决策。1964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8年。我国提出改革开放，提出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大环境下进行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变革，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明确了计

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思想领域彻底明确了计划、市场与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确定了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进而才有科学技术这第一生产力的爆发。

结合上述材料及当前社会实际，围绕“科技与上层建筑”这一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

论文。

要求:不脱离材料，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条理清晰，语言流畅，字数 800~1000字。

完善上层建筑 助力科技发展

对于科技，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上层建筑的概念，我们可能比较陌生，虽然生活中没有经常谈

论，但也与我们息息相关，通俗地讲，上层建筑可以理解为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



作为当今社会两个重要的领域，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上层建筑则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

科技与上层建筑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是既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的，科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对于现代

化的推进和全球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层建筑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上层建筑的决策影响着科技的发展方向及重点，政

策与法律保证着科技的安全可持续发展，比如近代以来英国的新教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我国“两弹一

星”的成功研发、“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明确判断，都是靠上层建筑为科技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生存

环境。再比如现如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政策，也可以更好地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为科技创新提

供土壤，让科技真正造福人民。因此，上层建筑是科技发展的强有力的助推器，助力科学技术发展。

科技变革推动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现实。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同时也带

来了对上层建筑的冲击。比如，工业生产中的自动化信息技术的普及和网络的发展，对传统产业和就业方

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就需要上层建筑适应社会变革，出台相关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培训，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科技的普及化使信息的获取变得极为容易，比如近年网络信息媒体的爆

炸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网络乱象，这就需要上层建筑不断加强监管和管控，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

空间。上层建筑只有不断根据科技和市场的变化来调整政策和法规，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今发展现状。

总而言之，科技对于减少资源消耗、增强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上层建筑可

以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来推动科技进步，缩小贫富差距，更好地保障人民权利和环境质量。只有建立好两者

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机制，才能真正推动现代化进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