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东营市 2014年中考物理试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6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3 分）（2014•东营）东营市城市建设和管理越来越注重以人为本，如城区内某些路

段禁止汽车鸣笛、住宅区道路两旁植树造林、跳广场舞的人要把音量调小一些等．这些措施

的共同目的是（  ）

　A

．

绿化居住环境 B

．

缓解“热岛效

应”

C

．

降低噪声污染 D

．

减少大气污染

 

考点： 防治噪声的途径．

专题： 声现象．

分析： 噪声的防治主要从三种方式上来进行：一是在声源处减弱，二

是在传播过程中减弱，三是在接收处减弱．生活中有很多具体

防治噪声的方法，和其他选项的内容无关．

解答： 解：城区内某些路段禁止汽车鸣笛、住宅区道路两旁植树造林、

跳广场舞的人要把音量调小一些，都是为了减小噪声污染．

故选 C．

点评： 题目中选择项提到的说法本身都没有错误，在此题中选择项是

否正确，要看其与题目中的措施能否对应上．

 

2．（3 分）（2014•东营）为帮助触电者脱离电源，下列物体中，不可借助的是（  ）

　A

．

晒衣服的钢管 B

．

塑料扫把杆

　C

．

干燥的木质拖

把杆

D

．

玻璃纤维约鱼竿

 

考点： 绝缘体．

专题： 电流和电路．

分析： 正确区分导体和绝缘体，容易导电的物体为导体，有各种金属、

人体、大地、石墨、酸碱盐的水溶液等；不容易导电的物体为绝缘

体，如橡胶、塑料、玻璃等．

解答： 解：钢管属于导体，容易导电，不能借助；塑料、干木棒、玻璃

等属于绝缘体，可以借助．

故选 A．

点评： 此题主要考查的是学生对导体和绝缘体概念的理解和掌握，正

确区分导体和绝缘体是解决此题的关键．

 

3．（3 分）（2014•东营）核电站发电流程如图所示，在核电站的发电过程中，下列所述

能量转化顺序正确的是（  ）



 

　A

．

核能→化学能

→内能→电能

B

．

核能→化学能→机械能→电能

　C

．

核能→内能→

机械能→电能

D

．

核能→机械能→内能→电能

 

考点： 核电站发电过程中的能量转化．

专题： 能源的利用与发展．

分析： 结合流程图，搞清核反应堆、汽轮机、发电机中各自的能量转

化情况，便可分析出整体的能量转化过程．

解答： 解：

在核反应堆中，核能转化为介质的内能，在汽轮机中蒸气的

内能转化为汽轮机的机械能，在发电机中，机械能转化为电

能，最终输送到电网上，因此，选项 C 的描述符合题意．

故选 C．

点评： 明确核电站的工作流程，对我们理解其能量转化的整体过程

非常有帮助．

 

4．（3 分）（2014•东营）1966 年，华裔物理学家高锟提出光纤通信的设想．光纤通信传

输信息的载体是（  ）

　A

．

电流 B

．

超声波 C

．

无线电波 D

．

光波

 

考点： 光纤通信．

专题： 信息的传递．

分析： 利用光纤通信是利用光波在光导纤维中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

由于激光具有高方向性、高相干性、高单色性等显著优点，所以

光纤通信中的光波主要是激光，所以又叫做激光﹣光纤通信．

解答： 解：光纤通信主要是利用激光在光导纤维中传输信息的通信方

式，激光是一种光波．

故选 D．

点评： 本题考查对光纤通信最基本的了解，属于基础性的题．

 

5．（3 分）（2014•东营）全国中学生体质健康调研表明：中学生近视发生率急剧上升，

且低龄化，甲、乙两眼睛的成像示意图如图，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 甲是近视眼，应配戴凸透镜制成的眼镜矫正



．

　B

．

甲是近视眼，应配戴凹透镜制成的眼镜矫正

　C

．

乙是近视眼，应配戴凸透镜制成的眼镜矫正

　D

．

乙是近视眼，应配戴凹透镜制成的眼镜矫正

 

考点： 近视眼的成因与矫正办法．

专题： 透镜及其应用．

分析： 根据近视眼的成因及矫正分析．

解答： 解：近视眼是由于像成在了视网膜的前方，近视要用凹透镜来矫

正．

故选 D．

点评： 本题考查了近视眼的成因及矫正：近视眼是由于像成在了视网膜的

前方，近视要用凹透镜来矫正．

 

6．（3 分）（2014•东营）如图，鱼缸中小金鱼吐出的气泡，在水中上升的过程体积逐渐

变大，则气泡所受压强和浮力的变化情况是（  ）

 
　A

．

压强变小，浮

力变小

B

．

压强变小，浮力变大

　C

．

压强变大，浮

力不变

D

．

压强不变，浮力不变

 

考点： 液体的压强的特点；阿基米德原理．

专题： 压强和浮力．

分析： 气泡在上升过程中，体积会逐渐变大即排开液体的体积变大，所

处的深度变小；根据公式 p=ρgh 可知气泡所受压强的变化，根据

公式 F 浮=ρgV 排可知气泡所受浮力的大小变化．

解答： 解：气泡在上升过程中，体积会逐渐变大，所处的深度变小，

∵p=ρgh，

∴气泡受到的压强在不断减小；

∵F 浮=ρgV 排，气泡排开液体的体积变大，

∴气泡受到的浮力在不断变大．

故选 B．

点评： 本题考查了学生对液体压强公式、阿基米德原理公式的掌握和运

用；知道物体所受浮力的大小与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与所处的深

度无关，液体压强与所处的深度有关、与排开液体的体积无关是关



键．

 

7．（3 分）（2014•东营）刷卡机广泛应用于银行、超市等，当带有磁条的信用卡在刷卡机

上刷过时，刷卡机的检测头就会产生感应电流，便可读出磁条上的信息．如图中所示原理

与刷卡机读取信息原理相同的是（  ）

　A

．

B

．

C

．

D

．

 

考点： 电磁感应．

专题： 电动机、磁生电．

分析： 按题意所说，刷卡机检测头利用的是电磁感应现象原理，闭合

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进行切割磁感线运动时，导体中有

感应电流产生，这种现象是电磁感应现象，在选项中找出探究

电磁感应的对应图即可．

解答： 解：A、如图反映电流周围存在着磁场，故 A 错误．

B、如图电路中有电源，是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运动，故 B 错

误．

C、如图电路中没有电源，当闭合开关，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

在磁场中进行切割磁感线运动时，导体中有感应电流产生，这

是电磁感应选项，故 C 正确．

D、如图电路中有电源，是通电线圈在磁场中受力运动，故 D 错

误．

故选 C．

点评： 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原理图非常相似，主要区别是电路中是否有

电源，电路中有电源的是电动机，电路中没有电源的是发电

机．

 

8．（3 分）（2014•东营）皮划艇是我国奥运优势项目之一，如图所示，比赛中运动员一

手撑住浆柄的末端（视为支点），另一手用力划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

为省力，可将用力划浆的手靠近支点

　B

．

为省力，可将用力划浆的手远离支点

　C

．

为省距离，可将用力划浆的手远离支点



　D

．

将用力划浆的手靠近支点，既能省力又能省距离

 

考点： 杠杆的应用．

专题： 简单机械．

分析： 结合图片和生活经验，判断杠杆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和阻力臂的大小

关系，再判断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杠杆．

解答： 解：运动员一手撑住浆柄的末端（视为支点），另一手用力划浆．

根据杠杆平衡条件 F1L1=F2L2可知，船桨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小于阻

力臂，是费力杠杆．

为省力，可将用力划浆的手远离支点，故 A 错误，B 正确；

为省距离，可将用力划浆的手靠近支点，但费距离，故 CD 错误；

故选 B．

点评： 杠杆的分类：①省力杠杆，动力臂大于阻力臂；②费力杠杆，动力臂小

于阻力臂；③等臂杠杆，动力臂等于阻力臂．还要明确：使用杠杆省力

就费距离，费力就省距离，既省力有省距离的机械是不存在的．

 

9．（3 分）（2014•东营）看足球比赛的某同学突发奇想，如果在空中飞行的足球所受一

切外力突然消失，关于足球的运动情况，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

．

做匀速直线运

动

B

．

停在人中静止不动

　C

．

飞行路径不受

影响

D

．

竖直下落

 

考点： 牛顿第一定律．

专题： 运动和力．

分析： 根据牛顿定律进行分析，即物体在不受任何外力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

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解答： 解：根据牛顿第一定律我们知道，物体不受外力作用时，原来静止的物

体将永远保持静止状态；原来运动的物体将永远做匀速直线运动，速度

的大小和方向都不改变．因为足球原来是运动状态，当外力突然消失，

足球仍然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所以足球将做保持原来的速度作匀速直

线运动．

故选 A．

点评： 此题主要考查学生对牛顿第一定律的理解和掌握，牢记牛顿第一定律，

会根据牛顿第一定律判断物体的状态．

 

10．（3 分）（2014•东营）某兴趣小组为了研究电子温控装置，将热敏电阻 R1、定值电阻

R2以及电压表和电流表连入如图所示电路，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闭合开

关，当温度升高时，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变化情况是（  ）



 
　A

．

电流表和电压

表示数均变小

B

．

电流表和电压表示数均变大

　C

．

电流表示数变

小，电压表示

数变大

D

．

电流表示数变大，电压表示数变小

 

考点： 电路的动态分析．

专题： 电路变化分析综合题．

分析： 由电路图知：

热敏电阻与定值电阻串联，电压表测量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电流表测

量总电流，当温度升高时，热敏电阻的阻值减小，根据欧姆定律可知电

路电流的变化，进一步求出电压表示数的变化．

解答： 解：

当温度升高时，热敏电阻的阻值减小，电路总电阻减小，电源电压不

变，根据欧姆定律 I=可知电路电流增大，电流表示数变大；定值电阻

R2阻值不变，通过的电流增大，根据公式 U=IR 可知定值电阻 R2两端的

电压变大，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减小，即电压表示数变小．

故选 D．

点评： 本题考查欧姆定律的应用，关键知道温度升高时电路电阻的变化，从而

引起的电流和电压的变化，要熟记串联电路电压的规律．

 

二、填空题（本大题包括 7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4分）

11．（2 分）（2014•东营）大型载重汽车下坡时间较长时，为防止刹车片过热造成刹车失

灵，要向刹车片和轮胎喷水降温．刹车片过热是通过   做功     方式增加内能的；水喷到刹车片

上时，看到热气腾腾，是利用水的   汽化     （填一种物态变化名称）过程吸热，来降低刹车片

的温度．

 

考点： 做功改变物体内能；汽化及汽化吸热的特点．

专题： 热和能．

分析： （1）改变物体的内能有做功和热传递两种方式，做功是能量的转化过

程，热传递是能量的转移过程，二者改变内能是等效的．

（2）物体由液态变成气态的过程，叫汽化．

解答： 解：刹车片过热是通过做功方式增加内能的；水喷到刹车片上时，看到热

气腾腾，是利用水的汽化过程吸热，来降低刹车片的温度．

故答案为：做功；汽化．

点评： 本题考查做功的方式和物态变化，相对比较简单，属于基础题．

 



12．（2 分）（2014•东营）2014 年 5月 30日，在云南省盈江县发生 6.1级地震，有些动物

比人提前感觉到，是因为地震时伴有   次     声波产生；医生用的“B超”是利用   超     声波获得

信息．

 

考点： 超声波与次声波．

专题： 声现象．

分析： （1）人的听觉频率范围是 20Hz～20000Hz，高于 20000Hz 的是超声波，

低于 20Hz 的是次声波，地震前夕发出次声波，人感觉不到，动物能感觉

到．

（2）超声波的频率很高，具有较大能量，也有很强的穿透性，在医学领

域有很多应用．

解答： 解：（1）自然灾害火山爆发、地震、台风等都能产生次声波，这种声波可

以绕过较大的障碍物传播的很远．

（2）超声波具有较强的穿透性，并且能够传递信息，所以医学中 B超是

利用超声波可准确获得人体内部疾病的信息；

故答案为：次；超．

点评： 本题考查了超声波和次声波的应用、知道超声波具有频率高、能量大、穿透

性强等特点、次声波的范围等相关知识，综合性强，体现了生活之中处处

有物理．

 

13．（2 分）（2014•东营）立定跳远时，如果起跳板上有沙粒，起跳时就会感觉很滑，影

响跳远成绩，这是因为起跳板上的沙粒把滑动变为   滚动     ，使摩擦力大大减小．

 

考点： 增大或减小摩擦的方法．

专题： 重力、弹力、摩擦力．

分析： 解决此题要知道在同样的压力下，物体滑动时所受的摩擦力远远大于滚动

时所受到的摩擦力．

解答： 解：起跳板上有沙粒，起跳时就会感觉很滑，这是因为起跳板上的沙粒把

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所以摩擦力相对滑动摩擦力大大的减小；

故答案为：滚动．

点评： 此题考查了减小摩擦力的方法，知道滚动摩擦力相对较小．

 

14．（2 分）（2014•东营）照相机的镜头相当于一个凸透镜，在底片上成的是倒立的缩小

的   实     （填“实”或“虚”）像．

 

考点： 凸透镜成像的应用．

专题： 透镜及其应用．

分析： 凸透镜成倒立、缩小的实像，U＞2f，应用于照相机和摄像机上．

解答： 解：照相机是根据物距大于 2倍焦距时，成倒立、缩小实像的原理制成

的．

故答案为：实．

点评： 此题注意考查了凸透镜成像的规律，要掌握规律的内容，搞清每种情况

下的应用．在学习过程中要善于总结、寻找规律，学着将所学知识与生



活实际联系起来．

 

15．（2 分）（2014•东营）热熔胶在室温下为固体，加热变为较强粘性的液体，冷却后，

将物体牢牢地粘在一起，如图是热熔胶枪的外形，在枪嘴内有电热丝．电热丝的电阻是

1000Ω，通过的电流是 0.2A时，1min产生的热量是   600     J．

 
 

考点： 焦耳定律．

专题： 电和热综合题．

分析： 知道导体的电阻、通过导体的电流以及通电时间，利用焦耳定律求产生

的热量．

解答： 解：t=1min=60s，

Q=I2Rt 

=（0.2A）2×1000Ω×60s

=600J

故答案为：600．

点评： 本题考查了学生对焦耳定律的掌握和运用，计算时注意单位统一，属于

基础题目．

 

16．（2 分）（2014•东营）小红在池塘边观察水中月亮的视线与水面的夹角是 30°，如图，

此光的反射现象中入射角的度数是   60  °     ．

 
 

考点： 光的反射定律．

专题： 光的传播和反射、平面镜成像．

分析： 根据水中月亮的视线与水面的夹角是 30°，可知天上月亮的视线与水面

的夹角，然后可求得入射角．

解答： 解：已知水中月亮的视线与水面的夹角是 30°，由光的反射定律可知，

天上月亮的视线与水面的夹角也是 30°，则入射角为 90°﹣30°=60°．

故答案为：60°．

点评： 此题主要考查了光的反射定律及其有关的计算．比较简单．

 

17．（2 分）（2014•东营）学校教学楼里安装的应急照明灯，内部结构如图所示．分电器

的作用是把 220V 的交流高压转化为 12V 的直流低电压，并且分两路输出．220V 的供电线

路有电和停电时蓄电池、灯泡的工作状态分别是   开路和通路     ．



 

 

考点： 电磁继电器的组成、原理和特点．

专题： 电和磁．

分析： 电磁继电器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

端加上一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效应，

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带

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

力也随之消失，衔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

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吸合，这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

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

解答： 解：在 22V照明电源正常情况下，应急照明灯通过充电器给蓄电池充

电，此时，电磁铁吸引衔铁，将灯泡与蓄电池所在电路形成开路，灯泡

不发光；

当照明电源突然停电时，电磁铁没有磁性，衔铁在弹簧的作用下向上抬

起，使灯泡和蓄电池所在的电路形成通路，灯泡发光，从而实现自动应

急照明．

故答案为：开路和通路．

点评： 本题以应急照明灯为背景，考查了电磁继电器的应用，难度不大；关键

是明白电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三、作图、实验与探究题（本大题包括 5小题，共 34分）

18．（3 分）（2014•东营）如图所示，所受重力大小为 G 的物体静止在斜面上，请在图中

画出物体所受重力的示意图．

 

考点： 重力示意图．

专题： 图像综合题．

分析： 力是示意图就是将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表示在图上；

重力方向竖直向下，其作用点在重心处，将重力大小标注在箭头处．

解答： 解：确定作用点，重力方向竖直向下，大小为 G，示意图如图所示：



点评： 此题考查了重力示意图的画法，注意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若物体

是规则图形，其重心要画在几何中心处．

 

19．（3 分）（2014•东营）根据入射光线和折射光线，在图中的虚线框内画出适当类型的

透镜．

 
 

考点： 透镜的光路图．

专题： 图像综合题．

分析： 根据入射光线和折射光线的特点判断出光线是会聚的还是发散的，来确

定透镜的类型．

解答： 解：由给出的光线可知，原本向中间会聚的光线经透镜折射后变得平行

不再会聚，即经过透镜后，折射光线变得发散了，故虚线框内的是凹透

镜．

点评： 本题考查学生对凸透镜和凹透镜光学特点的了解及应用，属于基础性的

知识．凸透镜对光线有会聚作用，凹透镜对光线有发散作用．能够判断

出光线经透镜后变得发散还是会聚，是解决此类题目的关键．

 

20．（9 分）（2014•东营）某同学探究“海波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时，记录的数据如

下表，在实验时观察到，海波在第 4min开始熔化，第 8min熔化完毕．请你根据实验数据

完成下列各题：

时间/minmi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海波的温度/min℃ 40 42 44 46 48 48 48 48 48 49.5 51 52.5

（1）在方格纸上描点并画出温度一时间图象；

（2）海波熔化过程中温度的变化规律是   不断吸收热量，但温度保持不变     ；

（3）海波是   晶体     （填“晶体”或“非晶体”）；

（4）海波的熔点是   48     ℃．



 
 

考点： 熔化和凝固的探究实验．

专题： 探究型实验综合题．

分析： （1）通过描点画出物质的温度变化曲线图；

（2）分析表格中数据结合曲线图温度变化，得出实验结论；

（3）物质熔化时，有固定熔化温度的为晶体物质；

（4）晶体熔化时，固定不变的温度为该晶体的熔点．

解答： 解：（1）根据表格数据描点，然后用线段分别连接起来，如下图所

示：

（2）由表中数据和曲线图可知海波从第 4min开始熔化，到第 8min

结束，在此过程中，海波不断吸热，但温度保持不变；

（3）因为海波在熔化过程中温度保持不变，所以有一定的熔化温

度，故海波为晶体；

（4）海波的容点为 48℃．

故答案为：（1）图象如上图所示；（2）不断吸收热量，但温度保

持不变；（3）晶体；（4）48．

点评： 此题考查学生对于晶体熔化过程的全面理解和掌握程度，熟知晶体

的特点是解题关键．

 

21．（12 分）（2014•东营）在探究“串联电路中用电器两端的电压与电源两端电压的关

系”时，小明同学想用图甲中的器材组成电路，其中一个电压表测量电源两端的电压、一

个电压表测量某一个灯泡两端的电压，请你帮助他完成下述工作（电源电压不超过 3V）．

（1）在方框内画出电路图；



（2）用笔画线表示导线，将实物图连成实验电路；

（3）正确操作后，测量电源两端电压和灯泡两端电压的两电压表示数分别如图乙 a、b 所示，

则电源两端的电压为   2.8     V，被直接测量的灯泡两端的电压为   1.6     V．

（4）根据串联电路中用电器两端的电压与电源两端电压的关系得：另一个灯泡两端的电压

为   1.2     V．

 
 

考点： 中考集萃；探究串、并联电路中的电压规律实验．

专题： 探究型实验综合题．

分析： （1）根据题意可知，两灯泡串联，开关控制整个电路，一个电压

表测量电源电压，另一个电压表测量其中一个灯泡两端电压，据

此画出电路图；

（2）根据电路图从电源正极依次串联开关、两个灯泡回到电源负

极，根据电源电压确定电压表的量程，并将两端电压表分别并联

在电源和一个灯泡两端；

（3）根据电压表的量程、分度值以及指针的位置读出电压表的示

数，然后根据串联电路两端电压等于各部分电压之和确定电源电

压和灯泡两端电压；

（4）根据串联电路两端电压等于各部分电压之和确定另一个灯泡

两端的电压．

解答： 解：（1）从电源正极依次串联开关、灯泡回到电源负极，将一个

电压表并联在电源两端，另一个灯泡并联在其中一个灯泡两端，

如下图所示：



（2）因为电源电压为 3V，所以电压表量程都选择 0～3V 的量

程，从电源正极依次串联开关、两个灯泡回到电源负极，一个电压

表测量电源电压，另一个电压表测量其中一个灯泡两端电压，如

下图所示：

（3）根据图乙中 a 图可知，电压表量程为 0～3V，分度值为

0.1V，示数为 2.8V；

根据图乙中 b 图可知，电压表量程为 0～3V，分度值为 0.1V，示

数为 1.6V；

因为电源电压大于灯泡两端电压，所以电源电压为 2.8V；灯泡两

端电压为 1.6V；

（4）因为并联电路两端电压等于各部分电压之和，所以另一个灯

泡两端电压为 2.8V﹣1.6V=1.2V．

故答案为：（3）2.8；1.6；（4）1.2．

点评： 本题考查了电路图的设计、实物电路的连接、电压表的读数以及串

联电路电压的特点，难点是根据题意设计电路图，以及根据电路

图连接实物电路．

 

22．（7 分）（2014•东营）地下卤水是我市除石油之外的另一重要矿产资源，主要应用于

盐化工和滩涂养殖，对沿海经济发展起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某同学提出地下卤水与海水

相比，谁的密度更大的问题，实验室提供了如下器材：天平、量筒或量杯、烧杯、地下卤水、

海水、滴管、弹簧测力计、系有细丝线的铝块等（所给器材数量足够）．请你按下述要求，

设计比较卤水与海水密度大小的实验方案．

（1）从上述器材中选出实验所需器材；

（2）写出实验步骤及比较密度大小的过程．

 

考点： 中考集萃；设计实验测密度．



专题： 测量型实验综合题．

分析： 根据 F 浮=ρ液gV 排可知，利用排出液体体积相同，因此选用系有细丝线

的铝块，并利用称重法比较铝块在卤水与海水中受到浮力的大小，最后

根据据 F 浮=ρ液gV 排的变形公式比较卤水与海水密度的大小．

解答： 解：（1）根据 F浮=ρ 液gV 排和 F浮=G﹣F 示可知，要比较卤水与海水密

度的大小，需要的实验器材有烧杯、地下卤水、海水、弹簧测力计、系有

细丝线的铝块；

（2）实验步骤：①在烧杯中加适量的卤水，然后将带有细线的铝块挂

在弹簧测力计下，并将铝块完全浸没在卤水中，记下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为 F1；

②将烧杯中的卤水倒掉，并在烧杯中加适量的海水，然后将带有细线的

铝块挂在弹簧测力计下，并将铝块完全浸没在海水中，记下弹簧测力计

的示数为 F2；

③当 F1＞F2时，说明铝块在卤水中受到的浮力小；当 F1=F2时，说明铝

块在卤水和海水中受到的浮力相等；当 F1＜F2时，说明铝块在卤水中受

到的浮力大；

④由 F 浮=ρ液gV 排可知：ρ 液= ，若 F1＞F2，则 ρ 卤水＜ρ海水；若

F1=F2，则 ρ 卤水=ρ 海水；若 F1＜F2，则 ρ卤水＞ρ 海水．

点评： 本题一道实验设计题，具有开放性，可根据密度公式或阿基米德原理变

形公式的进行分析，据此选择实验器材以及实验步骤的设计，但本类题

型对学生而言有一定难度．

 

四、计算题（本大题包括 2小题共 22分．解答时应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公式和重要的演算

步骤，只写出最后答案的不能得分）

23．（10 分）（2014•东营）“蛟龙号”创造了“中国深度”﹣﹣下潜 7062m．今年“蛟

龙号”将远赴印度洋探索 2700m深处活火山的奥秘．已知：海水密度 ρ═1.03×103kg/minm3，

声音在海水中的传播速度是 1500m/mins，取 g=10N/minkg．问：

（1）“蛟龙号”下潜到 2700m深度时受到的海水的压强是多少？

（2）电磁波传播速度大，但是在海水中的传输距离是短．母船与“蛟龙号”信息传递要借

助于声呐．在 2700m深处的“蛟龙号”收到正上方母船的指令需要多长时间？

（3）“蛟龙号”到达海底扔掉部分配重后，排开的水所受的重力是 5×103N，它受到的浮

力是多少？

（4）任务完成后，起重机把重 2.2×105N 的“蛟龙号”吊到母船上，起重机滑轮装置原理

如图乙，在滑轮装置作用下，“蛟龙号”离开水面后缓慢竖直上升 10m后到达甲板，绳子

自由端的拉力为 68750N，移动的距离是 40m，则滑轮装置的机械效率是多少？

（5）你认为“蛟龙号”面临的主要技术难题是什么（答出一条即可）？



 

 

考点： 液体的压强的计算；浮力大小的计算；回声测距离的应用；

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专题： 其他综合题．

分析： （1）知道蛟龙号下潜的深度，根据 p=ρgh 求出壳体受到海水

的压强；

（2）知道蛟龙号下潜的深度和海水中的声速，根据 v=求出

“蛟龙号”收到正上方母船的指令需要的时间．

（3）由阿基米德原理可知，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其排开液体

的重力．

（4）对于已经组装好的滑轮组，根据 η= ×100%=

×100%= ×100%= ×100%求出滑轮装置的机械效率．

（5）随着下潜深度的增大，压强会越来越大，温度会越来越

低．

解答： 解：（1）蛟龙号壳体受到海水的压强：p=ρgh=1.03×103kg/min

m3×10N/minkg×2700m≈2.78×107Pa；

（2）由 v=可得，“蛟龙号”收到正上方母船的指令需要的时

间：t== =1.8s；

（3）“蛟龙”号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海水的重力：F浮

=G=5×103N；

（4）∵滑轮组承担物体重力的绳子股数：n== =4，

∴滑轮装置的机械效率：η= ×100%= ×100%=

×100%= ×100%= ×100%=80%；

（5）随着下潜深度的增大，压强会越来越大，温度会越来越

低，所以下潜至深海需要克服的技术难题是：低温和压强．

答：（1）受到的海水的压强是 2.78×107Pa；



（2）收到正上方母船的指令需要 1.8s；

（3）蛟龙号受到的浮力是 5×103N；

（4）滑轮装置的机械效率是 80%；

（5）“蛟龙号”面临的主要技术难题是压强．

点评： 本题以“蛟龙号”为载体综合考查了液体压强公式、速度公

式、机械效率公式、阿基米德原理公式的理解和应用，有利于

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24．（12 分）（2014•东营）无内胆饮水机﹣﹣管线机的电路原理如图，电热丝 R1、R0绕

在出水管上，水经过出水管时被加热，通过改变“温、开水选择开关”的状态（“断开”

或“闭合”），可以选择出温水或开水．该管线机的额定电压是 220V，开水加热电功率是

2200W，温水加热电功率是 1100W．已知：电热丝 R1、R0电阻不随温度变化，水的比热容

c=4.2×103J/min（kg•℃），水的密度 ρ=1×103kg/minm3，取 g=10N/minkg．问：

（1）“温、开水选择开关”的状态和出温水、开水的对应关系如何？

（2）饮水机正常工作，出开水时电热丝中的电流是多少？电热丝 R0的电阻是多少？

（3）现在需要 100℃的开水 500mL，已知水的初温是 20℃，水需要吸收多少热量？如果电

能转化为水的内能的效率是 80%，饮水机正常工作时，烧开这些水需要多少时间？

 
 

考点： 电功与热量的综合计算．

专题： 电和热综合题．

分析： （1）饮水机所处的状态根据开关 S 接通或断开时连入的电阻即可判断．当

开关接通时，只有电阻 R0接入电路，当开关 S断开时，电阻 R1和 R0串联接

入电路，由电功率的公式 P= 可判断饮水机处于什么状态．

（2）知道饮水机在加热状态下正常工作，又知道加热功率和额定电压，可

利用 P=UI 的变形公式求出正常工作时电路中的电流．

知道饮水机的加热功率和保温功率，可利用公式 R= 计算出在加热和保温

状态下的电阻，以及利用串联电路电阻的关系计算出电热丝 R0的阻值．

（3）先根据密度的变形公式求出水的质量，然后根据Q 吸=cm△t即可求出

水吸收的热量；

根据 η= 求出消耗的电能，然后根据W=Pt 求出烧开开水需要的时间．

解答：
解：（1）当开关 S闭合时，只有电阻 R0接入电路；由 P= 可知，此时饮

水机处于加热状态；

当开关 S断开时，电阻 R1和 R0串联接入电路，此时饮水机处于保温状态．



（2）根据题意可知，P加=2200W，由 P=UI 可知，饮水机出开水时电热丝

中的电流：I= = =10A．

饮水机处于加热状态时，只有电阻 R0接入电路，由 P= 可知，R0= =

=22Ω，

（3）由 ρ=可知，水的质量：m=ρV=1.0×103kg/minm3×500×10 6﹣ m3=0.5kg；

水吸收的热量：Q 吸=cm△t=4.2×103J/min（kg•℃）×0.5kg×（100℃﹣

20℃）=1.68×105J；

由 η= 可得，W= = =2.1×105J；

由W=Pt 可知，t= = ≈95.45s．

答：（1）当开关 S闭合时，只有电阻 R0接入电路；此时饮水机处于加热状

态；

当开关 S断开时，电阻 R1和 R0串联接入电路，此时饮水机处于保温状态．

（2）饮水机正常工作，出开水时电热丝中的电流是 10A；电热丝 R0的电阻

是 22Ω；

（3）现在需要 100℃的开水 500mL，已知水的初温是 20℃，水需要吸收了

1.68×105J 的热量；

如果电能转化为水的内能的效率是 80%，饮水机正常工作时，烧开这些水

需要的时间为 95.45s．

点评： 本题考查了密度公式、吸热公式、电功率公式、电功公式、效率公式的应用，

关键是计算公式的灵活应用，难度适中，是一道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