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整合



本单元所选文章是科普作品。科普就是科学技术普及的简称。

人类的科学和技术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二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与人才培养。因此科普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科普就是把人类研究开发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以及融

入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通过多种方法、多种途径传播到社

会的方方面面,使之为公众所理解,用以开发智力,提高素质,培养人

才,发展生产力,并使公众有能力参与科技政策的决策活动,促进社

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类文章的特点主要是在准确、

科学的说明中,兼用文艺笔调,以富有诗意、饱含感情、生动活泼、

形象风趣的语言和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向读者传达科学知识,

使人们在了解科学知识的同时,受到文学的陶冶。学习这些文章,

我们一方面要抓住主要信息,把握文章说明对象的特征,理清说明

的顺序,学习说明的方法;另一方面,要反复朗读作品,体会作品的用

语之妙,学习作者的科学精神和伟大品格。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科普文章的阅读能力显得越来越重

要。科普文章阅读是高考试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文章紧紧跟

踪现代高科技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在选取的各领域最新、最具前

瞻性的研究成果中,尤其青睐生物学、生命科学等研究领域,并密

切关注影响人类生存的引人注目的科技动态。科普文章阅读,可按

以下五个步骤进行:

1.读。通读全文,争取完全读懂。在读的过程中,如有个别语句不

能够读懂,用笔勾画下来,继续阅读后面的内容,然后结合上下文,认

真揣摩,力争把握全文的基本内容,形成整体印象,初步了解主要信

息。要边读边理解,每读完一个长句或段落之后,可以在自己的头

脑中“复述”一遍,以加深认识。在通读全文时,应重点留意段的首句
,因为这些句子多揭示了本段的主要内容,常与全文主旨密切相关。



2.筛。筛选出文中的关键词句,以备解题之需。关键词主要包括:

文中重点阐述的名词术语,表示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关联词语,对

说明新知识、新发现、新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及作用有重要意

义的修饰语、限制语(主要是表程度、数量、范围、特征、功能的

副词,如“目前”“将”“部分”“全部”“大概”“也许”“可能”“最……”“除
……之外”等),有指代意义的词,如“其”“这”“如此”“与此相反”等。
关键句则主要包括揭示文章或文段主要意思的中心句、要点句,表

明结构层次的联结句以及使用双重否定、疑问语气的句子等。



3.代。在阅读题目的基础上,将题干和选项代入原文,找出与其相

对应的句子(一般情况下即前面所列的关键句)。有时对应句可能

不止一处,但一般只有一处是符合要求的,因此要仔细辨别,筛选需

要的内容。如果确实不止一处,则要进行整合,使之互相补充。同

时还要弄清对应句与上下句、全段乃至全文的关系,在其中所处的

地位是什么,即弄清点与面的关系,做到“句不离段,段不离篇”。
4.比。一定要注意题干或选项所涉及的信息与原文之间的“变”
与“不变”的关系。如果选项在原文基础上出现了修饰、限制、补
充成分的增减,就要特别小心是否出现了范围的扩大或缩小,程度

的加深或减轻,数量的增加或减少等问题,是否改变了原有的因果

关系、先后顺序、主次关系,是否将或然性、可能性变为了必然性

,预见性变为了现实性,将来时变为了完成时等。另外,还要对比选

项之间的异同,找出准确对应题干的选项。



5.除。排除干扰项,验证答案。选择一个选项的过程,就是排除其

他三个选项的过程。每个题目中设置的干扰项,都是可以从原文中

找出依据排除的。但是因为有时原文的表述不尽科学或不尽准确,

很多同学在排除的时候,往往不依据原文而凭借其他方面的知识或

是自己想当然,结果导致失分。这里强调一点,排除的依据只能是

原文。解答自然科学类文章阅读题,可以从排除干扰项(即不符合

文意或题意的选项)入手。而要找出干扰项,就得了解干扰项的设

置方法。一般而言,设置干扰项主要是在概念、判断上做文章,主

要方法有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无中生有、本末或源流倒置、夸

大其词、答非所问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第1~3题。

说不尽的萤火虫

中国有着悠久的萤火虫文化。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萤火

虫就成为先民的关注对象,诗中“町疃鹿场,熠耀宵行”就是描述萤火
虫的。古代诗人常借萤火虫抒情达意,唐代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
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便是千古绝唱。“囊萤夜读”的故事家喻户晓,
也曾激励过无数学子发奋努力。

现代人是不再需要“囊萤”来夜读了。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受
萤火虫发光器的启发,发明出荧光灯。萤火虫发出的荧光是一种生

物光,它不同于其他的光会伴生热量的损耗,是目前已知唯一几乎

没有热损耗的光源,因此也叫“冷光源”。荧光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
能源使用率,但与萤火虫的发光率相比还差得太远。



最近,研究人员在研究萤火虫发光器时,还意外发现了一种锯齿

状排列的鳞片,它可以提高发光器的亮度。科学家将其应用在二极

管(LED)的设计中,制作出模仿萤火虫发光器天然结构的LED覆盖

层,可使其效率提高50%以上。这种新颖设计可能会在几年内应用

在LED生产中。

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在基因工程中也越来越多地作为

遗传标记的首选来检测基因表达。人们不但利用萤火虫的基因检

测癌细胞,还利用基因转移技术把萤火虫的基因转移到玉米中,较

快地培育出新的具有抗病虫害的玉米新品系。

萤火虫还是血吸虫病的防疫助手,水生萤火虫的幼虫吃包括钉螺

在内的螺类,而钉螺正是血吸虫的唯一宿主。萤火虫体内的腺甙磷

酸,可作为一种优异的检测剂来检测水的污染程度。萤火虫喜欢植

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环境,凡是萤火虫种群分布的地区

,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的地方。



遗憾的是,如今,萤火虫在部分地区已越来越少见。除了自然天

敌外,人类成了萤火虫最大的“天敌”。美国一些医药公司为了获取
萤火虫体内特有的虫荧光素和虫荧光素酶,出价购买萤火虫,导致

人们大肆捕捉萤火虫。在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扩

张,致使萤火虫幼虫的生存率直线下降。



萤火虫求偶时,雌雄之间会发出特异的闪光信号以吸引异性并交

尾。然而城市的亮光干扰了它们的闪光交流,当萤火虫感知到外界

灯光时,就会停止发光、飞行、求偶,最终导致种群减少甚至灭绝。

去年夏季一些城市刮起萤火虫展览热,千里迢迢从外省引入萤火虫

,然后在公园放飞。但萤火虫的很多种类年复一年地在同一个栖息

地聚集、交配,即使栖息地遭到破坏,也不会迁往别处。萤火虫成

虫的唯一使命就是繁殖,寿命很短,长的也就十几天。萤火虫本就

不适合长途迁徙,目的地栖息环境又不太合适,它几乎活不了几天,

繁殖就更是不可能了。不少专家为此呼吁:与其引进萤火虫,不如

改善自然环境。



那些曾在林间泽畔“熠耀宵行”的萤火虫,如今已与我们渐行渐远,
靠人工引进不能“引”来它们的回归。萤火虫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
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因而要靠自然来解决。而且,保护萤火虫不

能光着眼于一个物种,而是要通过保护整片栖息地来保护许多物种。

如果做到这一点,引来的肯定不只萤火虫。萤火虫如是,熊猫如是,

白鹳也如是……总之,我们应多想想如何对自然更友好,与万物共
存共荣。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13期)



1.下列对文章的概括与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

A.科学家受萤火虫发光器的启发而发明的荧光灯,在减少热损耗方

面成效显著,但发光率不如萤火虫。

B.科学家模仿萤火虫发光器的天然结构,用以制作LED覆盖层,这种

设计在应用中将起到节能的作用。

C.人们选择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将其运用于癌细胞检测、

玉米新品系的培育和水质检测。

D.引进萤火虫的做法不合乎自然规律,因为长途迁徙影响其正常繁

殖,异地放飞又改变其栖息环境。

E.对一个物种的保护必将使其他物种获益,因而做好了萤火虫的保

护工作,引来的肯定不只萤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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