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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语文

全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场号、座位号、考生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

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

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 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 5 小题，19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5 题。

材料一：

为何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涉及许多方面的原因。古往今来，中

国人民为维护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付出了艰辛努力，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比如，中国古代政治人物关于创与守、得与失、安与危、兴与亡等关系的讨论，大多蕴含着辩证的思想，反映

出对于国家治理的谨慎态度，虽然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统治，但其中包含着一些不可违背的历史法则。对

这些历史法则的遵循，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人物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并提出一些理念，形成独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这

种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反过来又推动政治发展和文明发展，这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周统治者从商朝衰亡中汲取经验教训，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把“天命”搁在一

边，倡导以“德”治国，这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较早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汉高祖要求陆贾“试为我著

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唐太宗君臣经常以短祚的秦、隋两朝为例，讨论历史借鉴

问题。中国古代政治人物注重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这对于维护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紧密联系的，是一些政治人物对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艰难常怀深深的忧虑，所以都十分

重视思考“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问题。唐太宗曾与大臣们讨论过这一问题。类似的问题明太祖也强调过，

他对群臣说：“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许多朝代开国之初的君主

都能励精图治，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的出现，为中

华文明连续发展并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思考，往往表现出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其所体现的历史见识对于政治人物

具有重要影响，从而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这从唐代杜佑的《通典》和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

书中，看得尤为清楚。《通典》200 卷，旨在阐述“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

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门，并以食货（经济）为首，反映了国家职能部门建制，强调国家对土地、

户口进行管理的重要性。《资治通鉴》294 卷，“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

足见司马光深刻的历史见识和良苦用心。宋神宗称赞此书“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

之总会，册牍之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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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瞿林东《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材料二：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能够提供物质建设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

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秉持和发展“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的政治思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与“天下为公”

“富而后教”的施政理念同频共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天人合一”

“和合天下”的世界观千年辉映。

在今天，无数珍贵的文物向世人诉说着中华文明在物质建设层面的连续性。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今天或出土或传世的各类与土地相关的文物，如反映汉代土地交易的南阳铅质“买地券”，反映

北朝均田制的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残卷，反映唐代土地交易的敦煌田契，以及宋以后推广到全国各地的鱼鳞图

册等等，无不印证着历代王朝和劳动人民对土地的高度重视与精细化管理，一些抑富济贫的思想观念也能够从

中体现出来。建筑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构成了人们的主要生活环境，是物质文明的重要载体。如

果说举世闻名的山西应县木塔、河北赵县安济桥、隋唐大明宫遗址、明清故宫、苏州园林等，如同中华物质文

明史上的明珠一样璀璨，那么古建筑所共同追求的序列层次美、结构精巧美、造型意境美等等，就连成了一条

贯穿中华物质文明史的金丝，其中所蕴含的深沉高迈、礼乐相济、自然和谐等物质文化内涵，更是中华物质文

明连续性的精髓所在。中华物质文明的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土地和建筑上，也更多体现在日常细节上。以中国古

代的茶具为例，古人的饮茶风气从唐代开始盛行，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饮茶，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唐

代茶文物，既有“邢白越青”的精美茶具，也有长沙窑这般十分“接地气”的“茶”碗。更难能可贵的是，这

种上下一体的景象从唐代一直延续至今，人们不分地域、贫富、男女、老少，均能共享茶香、吸取天地精华，

小小一盏茶中充分浸润着中华文明的物质智慧。

面向未来，在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日益清晰，物质建设将更上层楼，成为我

们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想要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获得充分

的物质建设启发，就要做好中国传统物质建设思想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使中国经验体系化、理论化，能够真正

指导当代和未来的实践。

（摘编自刘礼堂《深刻领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中华文明蕴含的中国智慧对人类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而五千多年来代代相传、从未中断，一直延续

到今天。

B.唐太宗、明太祖等人都常对治国之艰难深怀忧虑，这种基于励精图治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推动了中华文明向

前发展。

C.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借鉴中华文明中的政治思想、施政理念和

世界观。

D.从唐代茶文物可以看出，唐朝的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皆饮茶，使用的茶具有所不同，这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人

的茶具审美。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中国古代政治人物对政治和文明的发展有推动作用，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

B.《通典》《资治通鉴》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家对历史的思考，这种思考最终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C.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历代王朝和劳动人民高度重视并精细化管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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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如果用整理和研究后的中国传统物质建设思想指导当代和未来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能更好地持续发展。

3.下列对材料一和材料二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材料一列举西周统治者、汉高祖、唐太宗君臣等人的事例，证明了古代政治人物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B.材料一引用《通典》《资治通鉴》两部史书中的语句，旨在反映杜佑和司马光的历史见识和良苦用心。

C.材料二从土地、建筑、日常细节三个角度列举具体的实例，直观地展现了中华物质文明的连续性。

D.材料二第二自然段采用总分式论证结构，先提出论点，再分点论述，思路清晰，提高了文章的条理性和逻辑

性。

4.材料一画横线句子表述缜密，请分析其在遣词造句上的特点。（4 分）

5.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二者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认识。（6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 小题，1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6~9 题。

最后一次巡逻

王曦

二班长要退伍了。退伍就要下山，离开高原。他得去跟他的山告个别。

这是一个雪后的早晨，二班在操场集合完毕，只等连长一声令下，便可以出发，前往实控线附近的山口例

行巡逻。二班长知道，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连长正立在门外，像旗杆戳在雪地里。二班长挪步凑过去喊一声报告。连长收回望向远处的目光，回头看

二班长一眼。二班长说：“都准备好了。”连长撸起厚重的迷彩大衣袖子，看看表说：“还有七分钟，再等等。”

他不知道连长在等什么。连长不说，他便不问。

恰此时，红太阳出现在雪山尖上，彤光泼下来，一派辉煌的红在山谷中铺展开。雪地上银光闪闪，像是撒

着无数碎钻石。

有发动机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连长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一辆吉普车出现在来连队的路上，像是凭空从雪

地里跳出来的，很快开到连队大门前。车刚停下，副驾驶一侧的车门便打开了，跳下来一个人，是楚副营长。

副营长边系披风边说：“加布沟给雪灌满了，一路都没敢跑快，差点没赶上。”连长说：“安全第一，我们也刚

准备好，还有几分钟。”副营长说：“走吧，路上雪深，早点出发，要不天黑前赶不回来，今天我打头。”说着

就往操场走。

连长说：“今天我在后边，你去前面跟着楚副。”二班长一脸疑惑，为难地看着连长，连长意味深长地说：

“去吧，把楚副照看好。”

队伍出发了。作战靴踩在厚厚的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把满满一山谷的寂静踩了个碎。副营长扭头

看一眼身后的二班长，说：“守平，今天是你们班？”二班长愣了一下，赶紧答是。副营长说了声好，回过头，

又轻轻地说了一声，很好。二班长希望副营长再说点什么，可副营长不再吭声，迈步向前走了。二班长只好跟

上去，踏着副营长踏出的脚印，低头默默前行。

河谷蜿蜒狭窄，两侧是高高的山峦，一条白色的冰带像哈达一样缠绕在两山之间。河谷弯来弯去，太阳也

跳来跳去，一会在山前，一会在山后，一会又消失不见。太阳消失不见的时候，河谷便猛然变得更冷了。一座

雪山迎面而来，巍峨峻拔，棱角分明，像个怒目金刚。

二班长听到细微的声音：5201、5201。出发后不久，这个声音便时不时从背后传到他耳朵里。二班长回头，

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那个列兵，二班长很满意，就像看成熟的麦子。

冰河越来越瘦，如带，如缕，如线，终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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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一个弯，眼前蓦然开阔，一汪晶莹的蓝跳跃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高原湖，安静地睡在雪山怀抱里。湖

呈圆形，已经冰冻。山风将积雪扫净，阳光摔在冰面上，像无数银针散射开来。冰面蓝得剔透，蓝得让人稍加

注视，便想流泪。

53……37、53……37，身后又传来列兵的声音，这次是断断续续、有气无力的。二班长连忙回头看，一看

二班长就有些生气。

“护目镜戴上！怎么回事？说你几次了！”二班长训斥列兵。正在仰望雪山的列兵赶紧戴上护目镜。

队伍拉着手翻过积雪过膝的山脊，进入一片开阔的高原戈壁。他们要穿过戈壁，去对面的雪山。雪山看似

近在眼前，其实还很远，要走三个多小时才能到。

走了一阵，副营长回头问：“守平，你还记得那头野驴吗？”

二班长说：“记得，就埋在那儿。”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石头堆。

副营长叹口气说：“估计它早就成了一堆骨头了。”

二班长不知道如何接话。

副营长接着说，“守平，听说今年你要走了。”

二班长愣了一下，舔舔嘴唇，咕哝出一个短促的音节：“嗯。”

副营长抬头望向前方，像是在自言自语：“当年的老家伙一个个都走了，咱们不是野驴，早晚都有下山的

一天，今年我也要走了。”

十多年前，二班长入伍来到这个驻扎在云端的连队时，副营长是他的排长。那时的二班长还是个高高瘦瘦

的新兵，穿上松松垮垮的军装，山风一吹，活像个立在麦地里的稻草人。之后，二班长一直待在这个连队，历

经了三任连长、四任指导员。

二班长现在明白了，原来这次巡逻，副营长也是来告别的。

戈壁上的雪被山风吹散，压实，变成浅浅的一层硬雪。雪面如同风吹过水面，层层波纹堆叠着流向远方。

二班长用力踩在雪上，细细体味着雪下的戈壁反弹给他相同的力度。

二班长猛然撸下防寒面罩，露出一张石头般的脸。这张黝黑的脸烙着浓郁的高原红，嘴唇黑紫、开裂，下

唇翘起两片僵硬的死皮。死皮是透明的，一大一小，在阳光下闪着羊脂玉般的光泽。雪沫打在二班长的脸上，

有种微微的、又凉又热的痛感。二班长喜欢这种痛感。

太阳升到头顶时，队伍来到雪山下，进入一道狭长的山谷。队伍在这里休整。二班长走到连长跟前，叫列

兵过来。列兵蹦跳着跑过来，像只雪地里觅食的藏羚羊。二班长说：“程志，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猛冲猛

跑。”列兵双手撑住膝盖，边大口喘气边答是。二班长说：“程志，报告当前位置。”列兵有些为难地看着自己

的班长。二班长说：“你一路上嘟囔什么呢？”列兵立即明白了，赶紧回答：“当前位于 5585 峰和 5621 峰之

间。”二班长让列兵走开，看着连长说：“是个不错的兵吧？”连长说：“还行。”二班长说：“他现在是我们班

的活地图，才两个月，资料已经滚瓜烂熟了。”连长说：“不错。”二班长问：“能留在山上吗？”连长看二班长

一眼说：“石头你今天话还真多，他自己不想走，谁还能撵他不成。”二班长笑了，朝副营长那边走去。

再次上路，队伍仍旧那么走着，不急，不慢，不停歇，走成一条紧凑的线。高原寂静无声。雪地上留下一

行长长深深的脚印。

（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二班长离开部队前，要在最后一次例行巡逻时跟“他的山”告别。这一次巡逻，让他内心感到沉重又抗拒。

B.连长听到发动机的声音，身体松弛下来，展现了他对楚副营长能否安全到达连队、按时参与巡逻任务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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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紧张。

C.列兵程志此次巡逻时的种种行为，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年轻的边防战士，不仅朝气蓬勃更是成长迅速。

D.二班长让列兵报告当前位置，是为了向连长炫耀自己培养的士兵，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带兵能力。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本文善用细节刻画人物，楚副营长和二班长的对话中，二班长“愣了一下，舔舔嘴唇”的反应表现了他在即

将离开连队、离开高原时内心的不舍。

B.文章插叙了十多年前二班长入伍的情节，解答了前文二班长对连长让他和楚副营长一起走在前面的疑惑，使

文章前后呼应，结构完整。

C.本文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法写列兵出场，激起读者兴趣，突出人物特征，与《红楼梦》中王熙凤

的出场有异曲同工之妙。

D.文章运用比喻、比拟、借代等修辞描绘了祖国雪域边疆的壮美景象，展现二班长等人巡逻行进路线的同时，

又增添了文章的文学色彩。

8.文章结尾处，二班长的“笑”体现了他怎样的心理？请加以梳理概括。（4 分）

9.读完本文，同学们计划做一个短视频来表现二班长作为边防老兵的英雄形象，你负责拟写视频拍摄脚本，请

根据文本内容填写下面的表格。（6 分）

分镜头脚本（二班长） 时长：20 秒

配乐 风声、踩雪声

远镜头 ①

特写镜头 ②

视频解说 ③

二、古代诗文阅读（35 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 小题，20 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10~14 题。

材料一：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

正，而天下归之。”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节选自《孟子·离娄上》）

材料二：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其卒必困。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以其知也。水出于山而

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

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

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路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

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谓能说矣。非独存己之国也，又能存鲁君之国。

齐湣王亡居于卫，昼日步足，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

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

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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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过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尽杀之，而为之后。恶其三人而杀之矣。国人不说，大非上。又恶其

一人而欲杀之，越王未之听。其子恐必死，因国人之欲逐豫，围王宫。越王太息曰：“余不听豫之言，以罹此

难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节选自《吕氏春秋·审己》，有删改）

10.材料二中画波浪线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涂对一处给 1

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3 分）

天下之王□A 皆不肖□B 而恶□C 王□D 之贤也□E 因相与□F 合兵□G 而攻王□H 此□I 王之□J 所以亡也。

11.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反求诸己，指反省自己的过失。“诸”兼有“之于”的意思。

B.困，困顿，与《〈礼记〉二则》“教然后知困”中的“困”词义不同。

C.亡，逃亡，与《过秦论》“追亡逐北”中的“亡”词义相同。

D.固，原本，与《六国论》“理固宜然”中的“固”词义相同。

1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孟子认为，自身端正，天下人自然就会归服他；天下的基础在于国，国的基础在于家，家的基础在于个人。

B.水源出于山却流向海，不是水厌恶山却喜欢海，是高低的地形使它这样，以此说明事物的表现是有原因的。

C.圣人往往超过一般人，他们不看重国家的兴亡和个人修养的好坏，而重视国家兴亡和个人修养好坏的原因。

D.齐侯不确定送来的岑鼎是否为真，他不相信鲁君却信任柳下季，为此鲁君贿赂柳下季，柳下季感到为难。

13.把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 分）

（1）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2）越王太息曰：“余不听豫之言，以罹此难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14.越王授遭祸的原因是什么？请简要概括。（3 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 分）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 15~16 题。

遥同蔡起居偃松篇①

张说

清都众木总荣芬，传道孤松最出群。

名接天庭长景色，气连宫阙借氛氲。

悬池的的停华露，偃盖重重拂瑞云。

不借流膏助仙鼎，愿将桢干捧明君。

莫比冥灵②楚南树，朽老江边代不闻。

【注】①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夏，蔡孚为起居舍人，作《偃松篇》。②冥灵，神话中的一种大树，语出《庄

子·逍遥游》：“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

15.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由诗题中的“遥同”可知，本诗与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样，是一首唱和之作。

B.诗歌开篇两句点出吟咏对象，以帝王居住的都城中的众多茂盛树木，衬托孤松的卓尔不群。

C.诗的三、四句夸赞孤松，孤松高大能增加天庭的景色，其在都城宫阙气势的加持下显得更为出众。

D.诗的五、六句写晶莹的露珠一滴一滴落入池塘中，松树层层叠叠大如伞盖般的枝叶拂动着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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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有人评论：“这首诗表面咏的是‘树’，实则是在表明报国之心。”请结合诗句简要分析。（6 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 小题，6 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1）苏洵《六国论》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以古人之言为证，巧用比喻形象描绘赂秦一事，

紧接着点明这种行为是无法满足秦国的贪婪之心的。

（2）李白《将进酒》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两句，举曹植的例子来劝说主人只管换来美酒，让

宾主尽情欢乐。

（3）“愁”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情绪，但在古人的巧思妙想和妙笔生花的描述下，愁绪被活灵活现表达了出来，

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语言文字运用（20 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2 小题，6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18~19 题。

一年一度的牡丹花节，将   ①   的游客汇聚于天下之中的洛阳。人们穿着汉服，乘着诗兴，徜徉于牡丹

花中、洛桥月下，远眺于明堂之上、丽景门前，仿佛穿越回了大唐盛世的繁华东都。马蹄声在洛阳道上轻快响

起，驼铃声在东城的铜驼陌上悠然回荡，空渺的梵音在白马寺久久萦绕，而美妙的词章自诗人们的绣口中徐徐

地吐出。气势磅礴的唐朝、宏伟浪漫的洛都、才华横溢的诗人，共同构成了一个时空交错的梦幻境界，令人   

②   。我在牡丹花的香气中沉醉迷失，我在唐诗的意象中消除思虑。我依稀看到盛世故都的朦胧身影，看到

诗人激情澎湃的可爱形象。

诗豪刘禹锡是位个性十足的诗人，被贬谪于巴山楚水二十三年之久，后回到洛阳终老。“庭前芍药妖无格”

“唯有牡丹真国色”，正因为他   ③   ，所以看不上妖娆谄媚的芍药，对大气端庄的牡丹情有独钟。常与刘

禹锡唱和的白居易，也在洛阳终老，他在香山的隐居之所正对着龙门石窟，旁边就是香山寺，风景秀丽，恬静

宜人。

牡丹花会的盛况从古延续至今：古代时，“（    ）”；如今的牡丹花会期间，也是摩肩接踵，人如潮涌，人

们如痴如醉，情迷于牡丹的国色天香之中。

18.请在文中横线处填入恰当的成语。（3 分）

19.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处的诗句，最恰当的一项是（3 分）（    ）

A.牡丹奇擅洛都春，百卉千花浪纠纷 B.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C.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 D.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3 小题，14 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 20~22 题。

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或水果时将其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   ①   ，有些人会将浸泡时间延长至

3-4 个小时甚至一夜。这种方法科学吗？

农药按照溶解性能分类，   ②   。水溶性农药主要有敌百虫、乙烯利、杀虫双等；脂溶性农药大多为有

机磷类农药，如乐果、氧化乐果等。目前用于果蔬的农药   ③   ，这是因为脂溶性农药的渗透性远远大于水

溶性农药，其防治效果会比水溶性的农药好很多。但这就造成脂溶性农药在果蔬表面的残留量远远高于水溶性

农药。

从科学角度来说，清洗果蔬时不建议长时间浸泡。事实上，传统用水浸泡的方法，只能去除果蔬表面的水

溶性农药，却不能除去其主要残留物质——脂溶性农药。且在浸泡过程中，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若浸泡时间过长，则很有可能导致水中的农药重新附着在果蔬表面。此外，果蔬中的许

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元素会溶解在水中而导致营养成分流失，有人

做过相关研究，发现当蔬菜、水果的浸泡时间超过 15 分钟，其维生素 C 含量损失率高达 90%。

20.下列句子中的“一定”与文中加点的“一定”，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3 分）（ ）

A.凤儿，我在这儿一天担心一天，我们明天一定走，离开这儿。

B.每天进行一定的运动，非但不影响成绩，反而会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

C.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D.人一辈子，相随心转，如水在河，岸宽则波平，岸窄则浪激，没一定的。

21.请在文中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0 个字。

（6 分）

22.简述第三自然段的主要内容。要求使用包含因果关系的句子，表达准确流畅，不超过 45 个字。（5 分）

四、写作（60 分）

23.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有人认为，世间有万道，成功之道就在于成功之人的欲望；有人认为，欲望会带来滔天大祸；也有人说，

人会因为欲望而伤痕累累，人会因为欲望而容光焕发。

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