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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年，当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时，中国向科特迪瓦等疫区周边10个国家及时提供防疫物资援
助，同时也向联合国世卫组织和非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提供资金和政治支持，为遏制疫情扩散

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特征是

A．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B．积极参加地区性的国际组织活动

C．积极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

D．努力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国家关系

2.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知杭州。刚上任不久，杭州大旱，随即“湿疫”疫情四起。他带头并
号召富豪捐款修建名为“安乐坊”的医院，“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
众。”（《续资治通鉴长编》），可见

A．宋代各种疫情灾害频发                            B．宋皇室对疫情不闻不问

C．政府主导抗击湿疫疫情                             D．宋朝开始中药治疗疫疾

3. 　　　　　　　　 　　　　 　　　　 　 　　

1910~1911年间，当鼠疫波及华北之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刊载了天津官院的来稿，详细介
绍了鼠疫的危害、病因、症状以及预防鼠疫的方法；还开设专栏介绍防疫知识。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报刊宣传

A．加速了清朝防疫体系的建立                     B．开启了对疫情的专业研究

C．推动了公共卫生意识的增强                      D．控制了疫情的暴发和扩散

4. 　　　　　　　　 　　　　 　　　　 　 　　

西汉时期，江南地区无明确疫情记载，但长江以北地区却发生了11次之多。这表明

A．南方重视疫病的防治                                B．北方战乱不断灾害频仍

C．疫情与人口密度相关                                D．南方政治秩序相对稳定

5. 　　　　　　　　 　　　　 　　　　 　 　　

历史上，西南地区疟疾疫情十分严重，长期被视为“瘴疠之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通过组
织建设、宣传教育普及服药、卫生扫除等多方面措施，基本控制了疫情。这反映了建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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