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 2024-2025 学年度（上）阶段性考试（二）暨半期考试

高 2022 级语文（答案在最后）

命题人：xx 审题人：xx

（本试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15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卷前,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号填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2．选择题作答：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写

在试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3．答非选择题时，必须使用黑色签字笔，将答案书写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

4．所有题目必须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试题卷上答题无效。

5．所有简答题都必须分点作答．．．．，否则该题计零分。

一、现代文阅读（ 31 分）

（一）现代文阅读 I（ 本题共 4小题，1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小题。

材料一：

在古代社会，定位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方向的测定。《考工记》一书最早明确记载了根据太阳的视运动

进行立竿测影，以辨别东南西北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且实用，但也有不正。因为所选择的时间是日刚出

没之时，这时太阳光线很弱，容易导致表影模糊，使观测者很难精准确定观测的结果。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西汉的《淮南子·天文训》提出了另一种测影定向方法。具体操作程序如下:先在平

地上立一定表 B，然后再拿一表 A，在早晨太阳刚出时，让 A表在相距 B表 10步的地方对 B表和太阳中

心进行瞄准，当三者成一直线时，将 A表固定下来；当傍晚太阳要没入地平线时，另用一表 B′，在相距 A

表 10步的地方对 A表和太阳中心进行瞄准，当三者成一直线时，将 B′表固定下来；将 B和 B′连线，其中

间点为 C，这时 B和 B′的连线表示的就是正南北方向，点 C和表 A的连线表示的就是正东西方向。

这种方法的测量时间也是在日刚出没之时，但观测方法是用眼睛直视，而非像之前《考工记》那样观

察表影，这可以有效地避免因表影模糊造成的误差。再加上用三个表进行测向，其定向精度比《考工记》

的要高。

《淮南子》以降，历代都有学者探讨过如何提高测影定向精度的问题。其中成果最突出的是元代的郭

守敬。郭守敬根据测影定向原理，发明了专门仪器“正方案”——一种中心有孔洞，围绕孔洞有 19 个同心

圆的石板。在测向时，先在孔洞中插上表，然后随着表影的变化，在圆周相应位置做标记，直到下午表影



东移出外圆为止。最后把同一圆上的两个交点连接起来，其连线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东西方向，其垂直平分

线所代表的方向就是南北方向。郭守敬的做法很有道理：他选择在太阳升高到一定程度时才开始测量，这

时太阳光比较强，表影浓度高，便于观察；他采用多组观测的办法，以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度，这与现代

误差理论的主张是一致的。正因为他的考虑非常全面，设计也非常合理，因此他的测影定向结果非常好。

但也有移动不便、使用场合受到限制等不利因素。

为了方便测向，古人还发明了指南针——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指南针的指南，是由

磁石的两极 N 极和 S 极与地磁场的 N 极和 S 极相互作用的结果。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指南针

的制作和架设方法：“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

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

悬之，则针常指南。”

“以磁石磨针锋”，在古代是最简便的人工磁化方法，而且效果好，磁化之后得到的针形的指南装置，

其退磁因子小，指向精度高，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而在架设方面，沈括最赞成的缕悬法虽然并未被后人普

遍采用，但水浮法却在后世经改进后得到了发扬光大。指南针起源于中国，大概 12 世纪末 13 世纪初传入

阿拉伯，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在欧洲的航海大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这个意义上说，指南针的

发明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关增建《测向技术的辉煌》）

材料二：

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

会（简称 ICG）所认定的四大核心卫星导航之一。作为我国独立设计、独立建设并独立维护运行的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方式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采用的是无源与有源

两种定位方式。当卫星导航系统使用无源定位技术时，用户至少接收 4 颗导航卫星发出的信号，根据时间

信息获得用户与卫星之间的距离信息。而当卫星导航系统使用有源时间测距来定位时，用户终端需通过导

航卫星向地面控制中心发出一个申请定位的信号，之后地面控制中心发出测距信号，根据信号传输的时间

才能得到用户与两颗卫星的距离。无源定位并非我国独有，美国全球定位系统 GPS也采用这一技术，但有

源定位为我国独有，是北斗系统区别于他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特色。

在提高定位精度方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原理和定位技术也有亮点。理论上讲，卫星导航是参

照三球交汇定位原理，根据 3 颗卫星到用户终端的距离信息，列出 3 个方程来得到用户终端的位置信息。

但实际上，卫星时钟和用户终端使用的时钟一般会有误差，而电磁波以光速传播，哪怕是微小的时间误差

也会使得距离信息出现很大偏差，因此还需要一个星钟作为时间参照，以确定时间未知数 t。由此，实际操

作过程中所列的方程就包含了 4个未知数，即客户端的三维坐标（X，Y，Z），以及时钟差距 t。也就是说，

需要 4 颗卫星来列出 4 个关于距离的方程式，最后才能求得答案，即用户端所在的三维位置。而当空中有



足够多的卫星时，可以将这些卫星以每组 4 颗为单位分为多个组，列出多组方程，最后通过一定的算法挑

选出误差最小的那组结果，这样精度就提高了。此外，北斗系统还使用差分技术：在地面上建立基准站，

将其已知的精确坐标与通过导航系统给出的坐标相比较，得出修正数，用户终端依靠此修正数，将自己的

导航系统计算结果进行修正，从而提高精度。

（摘编自曹冲、荆帅主编《北斗导航：定位精准时空》）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材料一指出，《考工记》记载的测向方法有优有劣，优在简便实用，劣在因表影模糊导致测量结果不精

准。

B. 材料一指出，沈括发现的人工磁化方法是“以磁石磨针锋”，经过打磨后的针锋就能指南，但常微微偏

东。

C. 材料二指出，有源定位为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独有，它在运行时需要地面控制中心进行信号的接收和

发出。

D. 两则材料都提到中国的定位技术，前者侧重梳理古代测向技术的发展史，后者侧重介绍北斗系统的定位

方式及原理。

2. 根据材料二的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独特的定位方式，专业组织 ILG 认定其为四大核心卫星导航之一。

B.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方式体现我国在科技发展上既重视独创，又与国际接轨的特点。

C.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两种定位方式，都需要根据时间信息来计算用户与卫星之间的距离。

D. 为提高定位的精度，实际操作中需用四颗卫星为单位分组，这说明实践可弥补理论的不足。

3. 下列对两则材料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材料一按照时间顺序，先后介绍了四种测向方法，展现了中国古代测向技术的辉煌成就。

B. 材料一第三段将《考工记》和《淮南子》中的测向方法进行比较，突出了后者的先进性。

C. 材料二末段运用数学思维解析原理，利于读者清晰地理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工作原理。

D. 两则材料在介绍中国历代测向技术的过程中，体现了透过现象探寻本质规律的科学思维。

4. 从古至今，国人为提高定位精度采取了诸多办法。请根据材料简要概括。

【答案】1. B 2. A 3. A

4.①根据太阳的视运动立竿测影；②运用目视法和三个表进行测向；③利用专门仪器“正方案”进行多组

观测；④用人工磁化方法得到针形指南装置，指向精度高；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利用 4 颗卫星列出多组方

程，挑选误差最小的一组，同时使用差分技术提高定位精度。

【解析】

【导语】这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定位技术，展现了中国在测向和导航领域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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