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内江市 2016年中考物理试卷
一、本大题共 12小题，每小题 4分，共 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16年四川内江市）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奥斯特通过 α粒子散射实验，提出了原子核式结构模型

B．法拉第发现了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

C．托里拆利发现了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D．牛顿总结出了惯性定律

【分析】根据物理学史和常识解答，记住一些物理学家及他们的贡献即可得出答案．

【解答】解：A、卢瑟福通过 α粒子散射实验，提出了原子核式结构模型，故A错误

B、奥斯特发现了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即电流的磁效应；而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故 B错误；

C、托里拆利利用水银柱首次测出了大气压强的数值是 1.013×105Pa；伯努利发现了流体压

强与流速的关系，故 C错误；

D、英国科学家牛顿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牛顿第一定律，又称惯性定律，

故D正确．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物理学史，是常识性问题，对于物理学上重大发现、发明、著名理论要加强

记忆，这也是考试内容之一．

2．（16年四川内江市）如图所示，帕斯卡曾经用一个装满水的密闭木桶，在桶盖上插了

一根细长的管子，向细管子里灌水，结果只加了几杯水，就把木桶压裂了，这个实验

说明了（　　）

A．液体压强与液体密度有关 B．液体压强与液体深度有关

C．液体压强与管子粗细有关 D．液体压强与液体质量有关

【分析】掌握影响液体压强的因素：液体的密度和液体的深度．根据实验情景结合影响压强

的因素进行分析．

【解答】解：液体压强与液体的密度和深度有关，由帕斯卡做的实验知，由于虽然管很细，

但由于高度很大，水的深度大，而使水产生了很大的压强，所以该实验说明液体压强

与液体深度有关，与液体密度、管子粗细、液体质量等无关．

故选 B．

【点评】此题通过对实验情景的分析考查了影响液体压强的因素，注意分析的方法，是一道

基础性题目．

　

3．（4分）（16年四川内江市）如图所示，是蜡烛通过凸透镜在光屏上的成像情况，以下

器材利用这一成像原理的是（　　）



A．放大镜 B．电影放映机 C．照相机 D．投影仪

【分析】根据物距和焦距的关系，或根据物距和像距的关系，都能判断凸透镜的成像性质，

然后根据凸透镜成像性质判断凸透镜的应用．

【解答】解：由图知，u＞2f时，f＜v＜2f，因此成倒立、缩小的实像；照相机是根据这个原

理制成的．

故选 C．

【点评】根据物距和焦距、像距和焦距、物距和像距的关系，判断凸透镜成像性质和应用，是

比较常用的方法．

　

4．（16年四川内江市）在一本用电常识的书中，列出了使用白炽灯泡的常见故障与检修

方法，其中一项故障现象如下：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检修方法

灯泡不亮 灯泡的灯丝断了 换新灯泡

灯头内的电线断了 连接好

灯头、开关等处的接线松动 检查加固

从电路的组成来看，上述故障现象的原因可以概括成（　　）

A．开路 B．短路 C．通路 D．开路或短路

【分析】当电路开路时，灯泡就不能发光；电路出现短路现象时，灯泡不能发光；电路通路

时，如果用电器两端电源过低，灯泡也不能发光；分析表中故障原因，并与灯泡不发

光故障进行对应．

【解答】解：

当灯泡不亮时，根据所给的原因可以得出，都是因为开路现象发生的，因此该灯泡不发光

的故障可归纳为电路出现了开路现象．

故选A．

【点评】解决此类问题要结合电路的三种状态进行分析判断，并且知道用电器不工作的几种

可能原因．

5．（4分）（16年四川内江市）以下设计或操作是为了增大摩擦的是（　　）

A．汽车轮胎上有凹凸不平的花纹

B．坐车时要求系上安全带

C．钢轨铺设在枕木上

D．在机器转轴上加润滑油

【分析】（1）增大摩擦力的方法：在接触面粗糙程度一定时，通过增大压力来增大摩擦力；

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增大摩擦力．

（2）惯性是指物体都有保持原来运动状态的性质，对于有害的惯性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

止．

（3）减小压强的方法：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是在受力面积一

定时，通过减小压力来减小压强．

（4）减小摩擦力的方法：在接触面粗糙程度一定时，通过减小压力来减小摩擦力；在压力

一定时，通过减小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减小摩擦力；使接触面脱离；用滚动摩擦代替

滑动摩擦．



【解答】解：A、汽车轮胎上有凹凸不平的花纹，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

度来增大摩擦力．故A符合题意；

B、汽车刹车时，人具有惯性，会保持原来的速度向车窗冲去，故为了防止这种现象，人要

系安全带，与摩擦力无关．故 B不合题意；

C、钢轨铺设在枕木上，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与摩擦力无关；

故 C不合题意；

D、在机器转轴上加润滑油，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减小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减小摩擦力．

故D不合题意．

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增大和减小摩擦的方法，减小压强的方法和惯性，是一道综合性较强的题

目，压强、摩擦力和惯性问题在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物理学习的过程中，要多注意

观察身边的物理现象，尽可能的用我们所学过的知识去试着解释．

　

6．（4分）（16年四川内江市）多年来，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成功发射和回收，标志着我

国载人航天技术的研究已经进入世界领先行列，我国航天员登上月球的梦想即将成为

现实．月球表面上没有空气，它对物体的引力仅为地球引力的 ，月球表面附近没有

磁场．那么，在月球表面上不能实现是（　　）

A．放在通电导线周围的小磁针发生偏转

B．宇航员通过声音直接交谈

C．用弹簧测力计测重力

D．用天平测质量

【分析】根据磁场的性质、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空气流动形成风、天平的原理分析．

【解答】解：

A、在月球上，通电导线周围也有磁场，故小磁针也会发生偏转；

B、声音的传播需要空气，月球上没有空气，故宇航员不能通过声音直接交谈；

C、球上的物体仍然具有重力，故可以用弹簧测力计测重力；

D、月球上有引力，用天平测可以质量．

故选 B．

【点评】解决本题时要考虑到月球的特殊环境，许多在地球上能干的事情在月球上不一定能

实现．

7．（16年四川内江市）蒸馒头的师傅在用手从蒸笼里拿刚蒸熟的馒头时，为了避免手被

烫伤，要先用手蘸一下凉水，他这样做的主要道理是（　　）

A．利用凉水是热的不良导体，把手和热馒头分开

B．利用凉水温度低，能快速降低蒸笼内水蒸气的温度

C．利用凉水蒸发要吸热，能降低水的温度

D．利用凉水先对手进行冷却，同时又由于水的比热容较大，避免手被烫伤

【分析】（1）因为水的比热容较大：相同质量的水和其它物质比较，吸收或放出相同的热

量，水的温度升高或降低的少；升高或降低相同的温度，水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多；

（2）物质由液态变为气态称为汽化，汽化过程需要吸热．

【解答】解：



手拿刚出笼的馒头时，若先在手上沾些冷水，利用凉水先对手进行冷却，冷水遇到热的馒

头，冷水会汽化，汽化吸收手上的热，使手的温度降低，同时又由于水的比热容较大，

升温较慢，避免手被烫伤，故D正确．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了蒸发吸热和水的比热容大的特点的应用，应用所学知识，解释了实际问

题，体现了新课标的要求，属于中考热点问题．

8．（16年四川内江市）贴在竖直墙面上的塑料吸盘挂钩（塑料吸盘挂钩重力不计），当

挂上适当的重物后，也不会脱落的原因是（　　）

A．大气压力大于重力

B．大气压力与重力平衡

C．塑料吸盘挂钩所受的静摩擦力等于所挂重物的重力

D．塑料吸盘挂钩所受的静摩擦力大于所挂重物的重力

【分析】塑料吸盘是大气压在生活中应用的实例．当重物拉挂钩时，拉力方向向下，阻碍其

向下的力应该是向上的，而不是大气的压力，是吸盘与墙面的摩擦力使其能承受一定

的拉力．

【解答】解：

吸盘挂衣钩其工作过程是通过排除吸盘与墙壁之间的空气，松手后，吸盘恢复原状的过程

中，导致内部气压小于外界大气压，外界大气压将其压在墙壁上，吸盘处于静止状态，

吸盘受到竖直方向上摩擦力和竖直向下的重力，二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是一对平

衡力，故 C正确．

故选 C．

【点评】大气压将吸盘压在墙面上，但大气压方向朝向墙面，物体对挂钩的拉力朝下，因此，

是摩擦力与拉力相互平衡．

　

9．（16年四川内江市）下列有关用电常识的做法中正确的是（　　）

A．可以在绝缘的电线上晾晒衣物

B．发现有人出现高压跨步电压触电时，可以走近直接用绝缘物将高压电线拨开

C．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躲在树下比较安全

D．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最好不要撑着金属杆的雨伞在雨中行走

【分析】（1）生活用水属于导体；

（2）安全用电的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

（3）当雷雨天，人如果在大树下避雨，雷电电流通过大树就会传下来．在传下来的过程中

电弧放电打在人的头上，又通过人体一直传到地下去，而这样就造成了雷电灾害；

（4）金属杆是导体，雷电中的电能通过金属杆导入人体，人就会触电．

【解答】解：

A、水是导体，在电线上晾衣服，很容易造成触电事故的发生，故A错误；

B、发现有人出现高压跨步电压触电时，不能靠近，故 B错

C、雷雨天，人如果在大树下避雨，可能造成雷击，故 C错误；

D、金属杆是导体，雷雨天气撑着金属杆的雨伞在户外行走，雷电会通过金属杆导入人体，

造成触电，故D正确．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安全用电常识，要掌握安全用电的原则：不接触低

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值得注意的是：本来不带电的物体带了电；本来不导

电的物体导电了．

10．（16年四川内江市）以下机械属于热机的是（　　）

A．火箭发动机 B．发电机 C．滑轮组 D．洗衣机

【分析】热机是把内能转化成机械能的装置，分析各选项能量转化即可正确解题．

【解答】解：A、火箭发动机是把内能转化成机械能的装置，属于热机；

B、发电机是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不属于热机；

C．滑轮组是简单的机械，不属于热机；

D．洗衣机是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不属于热机．

故选A．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对热机的理解，是一道容易出错的题目．

　

11．（16年四川内江市）以下四幅图中，关于能量转化说法错误的是（　　）

A．图甲所示，过山车向下运动时是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

B．图乙所示，水电站将水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C．图丙所示，自行车运动员奋力蹬车时，人体内的一部分化学能转化为动能

D．图丁所示，汽车在刹车过程中，刹车片会发热，将内能转化为动能

【分析】判断能量的转化，我们主要看它要消耗什么能量，得到什么能量，总是消耗的能量

转化为得到的能量．

【解答】解：

A、图甲所示，过山车向下运动时高度减小，速度增大，是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故A正确；

B、图乙所示，水力发电，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故 B正确；

C、图丙所示，自行车运动员奋力蹬车时，人体内的一部分化学能转化为动能，故C正确；

D、图丁所示，汽车在刹车过程中，刹车片会发热，将动能转化为内能，故D错误．

故选：D．

【点评】此题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各种能量的变化．能量转化的过程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在平

常的学习中要注意总结归纳．

12．（16年四川内江市）如图所示的电路中，R0为滑动变阻器，R1、R2为定值电阻，且 R1

＜R2，E为电压恒定的电源．当开关 S闭合后，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向右滑动时，流

过三个电流表A0、A1、A2的电流将发生变化，其变化量的大小（绝对值）分别为

△I 0、△I1、△I2；电阻 R0、R1、R2两端的电压也发生变化，其变化量的大小（绝对值）

分别为△U0、△U1、△U2．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U0＞△U1＞△U2 B．△I0＞△I1＞△I2 C．△U0=△U1＞△U2 D．△I0＜△I1＜△I2

【分析】根据电路图可知，R0、R2并联后与 R1串联，电流表A0测量 R0中的电流，电流表A1

测量 R1中的电流，电流表A2测量 R2中的电流；

（1）根据并联电路两端电压相等可知△U1与△U2的关系，据此判断AC选项是否正确；

（2）先根据滑片移动的方向确定电路总电阻的变化，然后根据欧姆定律可知干路电流的变

化，再根据串联电路电压规律和欧姆定律可知通过 R2电流的变化，最后并联电路电流

规律可知△I0、△I1、△I2的关系．

【解答】解：因为 R0、R2并联，所以无论滑片如何移动，△U0和△U2的变化量相等，因此

△U0=△U2，并且串联电路中，各部分电压之和等于电源电压，而电源电压不变，因此

△U0=△U1=△U2；故AC错误；

因为 R1＜R2，由△I= 可知，△I1＞△I2；故D错误；

值电阻当滑片向右移动时，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变大，电路中的总电阻变大，由欧

姆定律可知，干路电流变小；

由U=IR可知，R1两端电压变小，则并联电路部分两端电压变大，由欧姆定律可知，通过

R2的电流变大；

因为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因此通过滑动变阻器中的电流变小，并且通过 R2的电

流变大，干路电流变小，故△I0＞△I1；

故选 B．

【点评】本题是一道混连电路，考查串并联电路的特点以及欧姆定律的应用，具有一定的难

度，关键明确定值电阻可利用 R= 进行计算．

　

二、本大题共 7小题，每空 3分，共 42分．把正确答案填在题中的横线上．

13．（16年四川内江市）如图所示，在水平桌面上一本静止的书上竖直放置一块橡皮，当

书突然向右运动时，橡皮将会　向左倾倒　；如果书表面绝对光滑，上述现象中橡皮

将会　保持静止　．（以上两空选填“向右倾倒”、“向左倾倒”或“保持静止”）

【分析】惯性是指物体保持原来运动状态不变的性质，任何物体都有惯性，惯性是物体本身

固有的一种属性．



【解答】解：原来橡皮和书是静止的，当书突然向右运动时，由于摩擦力的作用，橡皮的底

部会随书一起向右运动，而橡皮的上部由于惯性，还要保持原来的静止状态，所以橡

皮向左倾倒；

如果书表面绝对光滑，橡皮与书之间没有摩擦力，橡皮由于惯性仍保持静止状态．

故答案为：向左倾倒；保持静止．

【点评】本题借助这一熟悉的情景考查了学生对惯性现象的理解和掌握，惯性现象在现实生

活中随处可见，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学习中要注意联系实际，用所学惯性知识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14．（16年四川内江市）根据　电磁感应　现象，当置于磁极附近的线圈在声音的推动下

做切割磁感线振动时，线圈中会产生与声音变化相应的感应电流，这种将声音信息转

化为电信息的器件，叫做　声音传感器（传感器）　．

【分析】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电路中就会产生电流，这种

现象称为电磁感应现象．

【解答】解：当置于磁极附近的线圈在声音推动下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振动时，此时线圈

中会产生与声音变化相应的感应电流，该现象就是电磁感应现象，这样就把声音变化

转变成了相应的电流变化，即该器件叫声音传感器（传感器）．

故答案为：声音传感器（传感器）．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同学们对电磁感应现象的理解和应用，基础性题目．

　

15．（6分）（2016•内江）“低碳环保”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太阳能已被人们广泛利用．

太阳能来自于太阳内部的　核聚变　（选填“核裂变”或“核聚变”），太阳发出的

光以　  3×10  5  　  km/s的速度向周围空间传播（不计空气的影响）．

【分析】太阳的能量来自于它内部发生的核聚变；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 3×105km/s．

【解答】解：

由较轻的原子核聚合成较重的原子核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是太阳内部每时每刻进

行的核聚变反应；

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 3×105km/s．

故答案为：核聚变；3×105．

【点评】本题考查了太阳的能量来自于核聚变以及光速，知识点较简单．

　

16．（6分）（16年四川内江市）许多轮船都有排水量的标记，“青岛号”导弹驱逐舰满

载时的排水量是 4800t，表示它浮在海面上排开的海水质量是 4800t，此时舰船所受的

浮力是　  4.8×10  7  　  N（g=10N/kg）．当舰船从海洋驶入长江时，吃水深度　变大　．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分析】（1）根据题中条件要算浮力，可利用阿基米德原理进行计算．阿基米德原理告诉

我们：浸在液体中的物体所受的浮力大小等于它排开的液体所受的重力，题中已经告

诉我们驱逐舰的排水量，则根据公式G 排=m 排g即可算出驱逐舰排开水的重力，即为

浮力；

（2）驱逐舰在海洋和长江中行驶时，都处于漂浮状态，所受的浮力都等于重力，结合阿基

米德原理分析确定吃水深度变化．

【解答】解：（1）驱逐舰排开水的质量：m 排=4800t=4.8×106kg，

驱逐舰受到的浮力：F 浮=m 排g=4.8×106kg×10N/kg=4.8×107N，



（2）驱逐舰在海洋中行驶时，处于漂浮状态，浮力等于重力；驱逐舰在长江中行驶时，处

于漂浮状态，浮力等于重力，所以驱逐舰从海洋驶入长江时，所受的浮力不变，但是

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得：V 排= ，由于液体密度变小，故排开水的体积增大，舰

船的吃水深度变大．

故答案为 4.8×107；变大．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阿基米德原理的了解以及对物体浮沉条件及其应用的掌握，是一

道对基础知识的考查．在计算过程中，要注意质量单位的换算．

　

17．（6分）（16年四川内江市）如图所示，分别用图甲、乙两种形式滑轮组合组合，把重

为 500N的物体以 0.5m/s的速度匀速向上提起，忽略绳子的重力以及滑轮与绳子的摩

擦，图甲中车对绳子的拉力为　  500  　  N，图乙中人所做有用功的功率为　  250  　  W．

【分析】（1）轴固定不动的滑轮为定滑轮，使用定滑轮不能省力，但能改变用力方向，忽

略绳子的重力以及滑轮与绳子的摩擦，拉力 F=G；

（2）利用W=Gh先求出有用功，再利用 P= 求人所做有用功的功率．

【解答】解：

（1）图甲两个滑轮的轴都固定不动，是定滑轮，忽略绳子的重力以及滑轮与绳子的摩擦，

F=G=500N；

（2）图乙中有用功W有用=Gh，

人所做有用功的功率：

P= = =Gv=500N×0.5m/s=250W．

故答案为：500；250．

【点评】本题考查了使用滑轮组拉力和功率的计算，分析题图确定滑轮组的特点是关键．

18．（16年四川内江市）在相距 20km的甲、乙两地之间有两条输电线，已知每 1m 输电线

的电阻为 0.01Ω．现输电线在某处发生短路，为确定短路位置，检修员利用电压表、电

流表和电源接成如图所示电路进行检测，当电压表的示数为 1.5V时，电流表示数为

30mA．则短路处距甲地一条输电线的电阻为　  25  　  Ω，短路位置距甲地的距离为　  2.5  

km．



【分析】（1）知道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利用欧姆定律求出连接短路位置到甲地的两段

输电线的电阻值；

（2）已知 1m导线的电阻值，然后让总电阻除以一米导线的电阻即可求出导线的长度，从

而确定出短路的地点离甲地的距离．

【解答】解：（1）由 I= 可知，连接短路位置到甲地的两段输电线的电阻值：R= =

=50Ω；

短路处距甲地一条输电线的电阻：R′= R= ×50Ω=25Ω；

（2）导线总长度：

L= =5000m=5km，

短路的地点离甲地的距离：

s= ×L= ×5km=2.5km．

故答案为：25；2.5．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欧姆定律的掌握和运用，知道短路的地点离甲地的距离为导线总

长度的一半是本题的关键．

　

19．（16年四川内江市）如图甲所示，是某同学“探究定值电阻 R0的发热功率 P0、滑动变

阻器 R 消耗的电功率 PR和电源总功率 PU随电流 I变化的关系”的实验电路图，通过实

验得到的数据用描点法在同一坐标系中作出了 a、b、c三条图线，如图乙所示．根据图

象可知，其中，反映电源的总功率 PU随电流 I变化的关系图象是　  a  　  （选填

“ a”、“b”或“c”），滑动变阻器 R 消耗的最大电功率为　  2.25  　  W．

【分析】（1）电源电压U不变，由 P=UI可知，电功率 P与 I成正比，P I﹣I 图象是一条倾斜

的直线；

（2）利用图象和 P=UI确定电源电压，结合电功率变形公式求解定值电阻阻值，分析判断

曲线确定滑动变阻器的功率曲线，结合功率公式求解功率．



【解答】解：（1）电源总功率 PU与电流 I成正比，图象是一条倾斜的直线，由图象可知，

电源总功率 PU 随电流 I变化的关系图线是 a；

（2）由图象可知，电源功率 PU=9W，电流 I=3A，电源电压U= = =3V；

由图象可知，定值电阻 R0的功率 P0=9W时，电路电流 I=3A，

电阻阻值 R0= = =1Ω，此时定值电阻两端电压为U0=IR0=3A×1Ω=3V，故曲线 b

为定值电阻的发热功率曲线；

曲线 c为滑动变阻器的电功率变化曲线，由图可知：电路电流 I=1.5A时，滑动变阻器消耗

的电功率最大，

此时电路总电阻 R 总= = =2Ω，

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 R 滑=R 总﹣IR0=2Ω 1Ω=1Ω﹣I ；

故滑动变阻器消耗的最大功率为：PR=I2R 滑=（1.5A）2×1Ω=2.25W．

故答案为：a；2.25．

【点评】本题难度较大，由图象找出电功率对应的电流是正确解题的前提与关键，熟练应用

电功率公式的变形公式、欧姆定律、串联电路特点即可正确解题．

　

三、本大题共 5小题，共 30分．按要求完成下列各题．

20．（16年四川内江市）如图所示，太阳光与水平地面成锐角，小聪想用一个平面镜把太

阳光竖直反射到井底，请在图中帮小聪画出平面镜，并在图中标出入射角 i和反射角

r．

【分析】先过入射点作出反射光线，然后作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的角平分线，即法线，再过

入射点作垂直于法线的镜面，最后根据角之间的关系求出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解答】解：因为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的夹角为入射角和反射角之和，而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所以作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夹角的平分线即为法线，法线与镜面垂直．

如图所示：



【点评】知道反射定律的内容，会根据反射定律完成反射光路，会根据角之间的关系计算角

的大小．

　

21．（3分）（16年四川内江市）如图所示，一个黑箱内有由几个相同阻值的电阻 R组成

的电路，箱外有四个接线柱．已知 1、2 间的电阻是 1、3和 2、4 间电阻的 2 倍，而 3、4

间没有明显的电阻，请画出盒内最简单的一种电路图．

【分析】各个电阻的阻值相等，1、2 间的电阻各是 1、3和 2、4 间电阻的 2 倍，说明 1、2 间有

两个电阻，1、3和 2、4 间只有一个电阻，3、4 间没有明显的电阻说明它们之间是导线，

据此进行解答．

【解答】解：经分析可知，1、2 间有两个电阻，1、3和 2、4 间只有一个电阻，3、4 间是导线，

故电路图如下所示：

【点评】盒子问题主要考查电阻的串并联，可根据需要灵活的将电阻组合起来得到符合题意

的电路图．

　

22．（4分）（16年四川内江市）如图所示，小明用一个沿斜面的力将大箱子推进车厢，

请画出箱子沿斜面向上运动时的受力示意图．（点O为箱子的重心）

【分析】画力的示意图，首先要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看物体受几个力，要先分析力的大小、

方向和作用点，再按照画图的要求画出各个力．

【解答】解：对箱子进行受力分析可知，此时箱子共受到竖直向下的重力、垂直于斜面向上

的支持力、沿斜面向上的推力、沿斜面向下的摩擦力四个力的作用，其作用点都在箱子

的重心上，过箱子的重心，分别沿各力的方向画一条有向线段，如图所示：

【点评】会对物体进行正确的受力分析是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在画力的示意图时，若需要

画出物体受到的多个力的示意图时，要将这几个力画成共点力．

　

23．如图甲所示，是某同学探究“重力与质量的关系”的实验装置示意图．在安装实验装

置时，让刻度尺的零刻度与弹簧测力计的弹簧上端对齐，在弹簧测力计的下端挂上 1



个钩码，静止时弹簧测力计的弹簧长度为 L1，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F1；图乙和图丙分

别是此时弹簧下端的指针在刻度尺上的位置和弹簧测力计示数的放大示意图．那么，

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0.1  　  cm，示数 L1=　  25.85  　  cm，示数 F1=　  5  　  N．在不损坏弹簧

测力计和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在弹簧测力计的下端再挂上 4个相同的钩码，静止

时如果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25.00N．那么，说明重力与质量成　正比　（选填“正

比”或“反比”）．

【分析】（1）要弄清楚弹簧测力计和刻度尺的量程、分度值再去读数．起始端从零开始，要

估读到分度值的下一位．

（2）由图示可知此弹簧测力计的最小刻度值为 0.1N，根据弹簧测力计的读数规则即可读

出示数．

（3）根据挂上 1个钩码时的示数和在弹簧测力计的下端再挂上 4个相同的钩码，静止时如

果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25.00N，可得出结论．

【解答】解：（1）图中刻度尺 25cm和 26cm之间 10个小格，一个小格为 0.1cm，即刻度尺

的分度值为 1mm，因此 L1的长度为 25.85cm．

（2）由图知：弹簧秤的最小刻度值为 0.1N，因此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5N；

（3）已知在弹簧测力计的下端挂上 1个钩码，静止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5N，在弹簧测

力计的下端再挂上 4个相同的钩码，静止时如果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25.00N

由此可得，重力与质量成正比．

故答案为：0.1；25.85；5；正比．

【点评】刻度尺是初中物理中基本的测量工具，使用前要观察它的量程和分度值．读数时视

线与刻度垂直．特别注意：刻度尺要估读到分度值的下一位．在弹簧秤读数时，首先

观察量程与最小刻度，并且视线要与测力计指针持平．熟知弹簧秤的制作原理，并应

注意这种成正比的关系是建立在不超出弹簧的弹性限度的基础之上的．

24．（16年四川内江市）现用“伏安法”测量一个未知电阻 Rx的阻值（Rx 约为 20Ω）．

在实验室中，配有的实验器材如下：

A．电源 E（电压U=3V 恒定）；     B．电流表A1（量程 0～50mA）；

C．电流表A2（量程 0～3A）；       D．电压表V1（量程 0～3V）；

E．电压表V2（量程 0～15V）；      F．滑动变阻器 R（0～80Ω）；

G．定值电阻 R0=40Ω；           H．开关一个，导线若干．则：

为了测量多组数据使结果尽量准确，在滑动变阻器的整个滑动过程中，要使两电表的测量

值范围尽可能大一些，并且两电表的读数均大于其量程的 ．则：



（1）根据实验要求，电压表选用　  D  　  ，电流表选用　  B  　  ．（选填器材前的字母代号）

（2）请在虚线方框内画出实验电路图（其中，部分电路已画出，并标出所选器材的字母）．

（3）根据所画的电路图，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实物图连接起来．

（4）若在某次实验中，电压表的示数为U，电流表的示数为 I，那么，待测电阻阻值的表

达式为 Rx=　 ﹣I  R  0　．

【分析】（1）将定值电阻、待测电阻、滑动变阻器串联在电路中，当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中

的电阻为 0时，电路中电流最大，IX= = =0.05A=50mA；

当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中的电阻最大时，电路中的最小电流 I0X=

=0.021A=21mA＞50mA× ，所以，电流表选用 B；

待测电阻两端的最大电压UX=IXRx= ×Rx= ×20Ω=1V=3V× =1V，不符合

电表的读数大于其量程的 ；

而定值电阻、待测电阻两端的最小电压U0X=I0X×（R+R0）=0.021A×60Ω=1.26V＞3V×

=1V，而电源电压为 3V，将电压表并联在定值电阻、待测电阻两端，所以，电压表选

用D；

（2）根据上述分析，画出实验电路图；

（3）根据所画的电路图，将实物图连接起来，注意实物图与电路图要逐一对应；

（4）根据电路图，由欧姆定律，求出待测电阻大小；



【解答】解：（1）将定值电阻、待测电阻、滑动变阻器串联在电路中，

当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0时，电路中电流最大，最大电流：

IX大= = =0.05A=50mA；

当滑动变阻器的连入电路中的电阻最大，电路中的电流最小，最小电流：

IX小= =0.021A=21mA＞50mA× ≈16.7mA； 

所以电流表选用 B；

电源电压为 3V，故电压表选用 0～3V量程，即电压表选用D；

若将电压表并联在待测电阻两端，待测电阻的最大电压：UX大=IX大RX=0.05A×20Ω=1V，

电压表的读数是量程的 ，不满足实验要求，故电压表不能并联在待测电阻两端．

而定值电阻和待测电阻两端的最小电压：U0X=IX小×（R+R0）=0.021A×60Ω=1.26V＞3V×

=1V，

所以应将电压表并联在定值电阻和待测电阻两端，才能满足两电表的读数均大于其量程的

；

（2）将定值电阻、待测电阻、滑动变阻器、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电压表并联在定值电阻和

待测电阻两端，如上图所示；   

（3）根据所画的电路图，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实物图连接起来，注意电表正负接线柱的

连接及滑动变阻左边电阻连入电路；

（4）由欧姆定律，R0+RX= ，所以待测电阻阻值：RX= R﹣I 0．

故答案为：（1）D，B；（2）如上图所示；

（3）如右上图所示； （4）RX= R﹣I 0．

【点评】本题用“伏安法”测量一个未知电阻 Rx的阻值，考查学生选择实验器材、设计实验

方案的能力，难度较大．



　

四、本大题共 2小题，共 15分．解答时应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公式和重要的演算步骤，只

写出最后结果的不能得分，有数值运算的题答案中必须写出数值和单位．

25．（7分）（16年四川内江市）2015年 4月 16 日，我国首创的 30s 级闪充电车在宁波正

式下线．这种电动汽车采用超级电容作为电能存储设备（电源），这种超级电容具有

安全环保，反复充放电，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充电桩给电动汽车充电和电容存储设备

工作时的有关技术参数如表所示．则：

物理

量 充电时的输入电压 电容存储设备的额定输出电压 电容存储设备的额定输出功率

每次充满

时的能量 每次充满的时间 每次充满电正常行驶的距离

数据 380V 700V 92kw 1.8×107J 30s 5km

（1）充电桩为电动汽车充电时的输出功率是多少？

（2）电容存储设备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多大？

（3）如果电价按 0.4 元/（kW•h）计费，那么，电动汽车每行驶 1km需要花费多少钱？

【分析】（1）已知每次充满时的能量和每次充满的时间，利用 P= 可求得充电桩为电动汽

车充电时的输出功率；

（2）已知电容存储设备的额定输出功率和电容存储设备的额定输出电压，根据 P=UI变形

可求得电容存储设备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多大；

（3）已知每次充满时的能量和每次充满电正常行驶的距离，可知所需要的电费，然后可求

电动汽车每行驶 1km所需要的费用．

【解答】解：（1）充电桩输出的功率：P= = =6×105W；

（2）根据电功率公式 P=UI可得，电容输出的电流 I= = =131.4A；

（3）每次充满时的能量W=1.8×107J= kW•h=5kW•h，

每次充满电正常行驶的距离为 5km，则所需费用 n=5kW•h×0.4 元/（kW•h）=2 元；

电动汽车每行驶 1km所需要的费用 n′= =0.4 元．

答：（1）充电桩为电动汽车充电时的输出功率是 6×105W；

（2）电容存储设备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131.4A；

（3）电动汽车每行驶 1km需要花费 0.4 元．

【点评】本题综合考查功率的计算、电功率公式及其变形的应用，解答此题的关键是从表格

中提取有用的信息．



26．（16年四川内江市）严重的雾霾天气，对国计民生已造成严重的影响，其中，汽车尾

气是形成雾霾的重要污染源．城市地铁列车可实现零排放，大力发展地铁，可以大大

减少燃油汽车的使用，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现有一沿直线运动的地铁列车，以恒定

功率 6×103kW从甲站由静止开始起动，先以 36km/h的平均速度加速运动 20s后，再以

72km/h的速度匀速运动 80s，接着关闭发动机，列车失去牵引力，以加速运动时的平

均速度作减速运动，经过 15s后到达乙站停止．求：

（1）甲站到乙站的距离．

（2）牵引力做的功．

【分析】（1）根据匀速直线运动的平均速度推论求出匀加速和匀减速运动的位移，结合匀

速运动的位移求出甲乙两站的距离；

（2）根据W=Pt求出列车在加速过程和匀速过程做的功，并进一步求出牵引力做的功．

【解答】解：（1）已知：v1=v3=36km/h=10m/s，v2=72km/h=20m/s；

列车加速运动的距离：s1=v1t1=10m/s×20s=200m；

列车匀速运动的距离：s2=v2t2=20m/s×80s=1600m；

列车减速运动的距离：s3=v3t3=10m/s×15s=150m；

甲站到乙站的距离：s=s1+s2+s3=200m+1600m+150m=1950m；

（2）列车在加速过程中做的功：W1=Pt1=6×106W×20s=1.2×108J；

列车在匀速过程中做的功：W2=Pt2=6×106W×80s=4.8×108J；

牵引力做的功：W=W1+W2=1.2×108J+4.8×108J=6×108J．

答：（1）甲站到乙站的距离为 1950m．

（2）牵引力做的功为 6×108J．

【点评】解决本题的关键是掌握匀速直线运动的运动学公式和推论以及功的计算公式，并能

灵活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