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江苏省无锡市中考物理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12题，共 24分，每小题 2分；在每小题提供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符合题目的要求）

1．关于声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声音可以在固体中传播

B．声音传播的速度与温度无关

C．声音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最快

D．只要物体振动，我们就一定能听到声音

2．关于自然现象对应的物态变化及吸、放热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冰融化﹣凝固（放热） B．雾生成﹣液化（放热）

C．露产生﹣汽化（吸热） D．霜形成﹣升华（放热）

3．关于温度、热量和内能，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物体的温度升高，内能增大

B．物体的温度越高，所含的热量越多

C．物体内能增大，一定从外界吸收热量

D．物体的温度不变，其内能就一定不变

4．一位同学用 20ss，从一楼走到三楼，他上楼时的功率可能是（　　）

A．1.5WB．15W C．150sW D．150s0sW

5．下列实例中，有力对物体做功的是（　　）

A．跳水运动员从跳台跳下

B．背着书包在水平路面上前进

C．举重运动员举起杠铃停在空中

D．小球在光滑水平面上滚动

6．教室的门关不紧，常被风吹开．小明在门与门框之间塞入硬纸片后，门就不易被风吹开

了．下列解释合理的是（　　）

A．门被风吹开是因为门没有受到摩擦力的作用

B．门没被吹开是因为风吹门的力小于摩擦力

C．塞入硬纸片是通过增大压力来增大摩擦

D．塞入硬纸片是通过减小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减小摩擦

7．电冰箱的压缩机（电动机）是由温控开关 S1控制，冷藏室中的照明灯是由门控开关 S2

控制，压缩机和照明灯既能单独工作又能同时工作，下列电路中，符合上述特点的是（　

）

A． B． C． D．



8．在“用托盘天平称物体质量”的实验中，下列操作错误的是（　　）

A．使用天平时，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

B．调节横梁平衡时，只调节了平衡螺母

C．称量时，左盘放置待测物体，右盘放置砝码

D．观察到指针指在分度盘的中线处，确定天平已平衡

9．如图所示的充电鞋垫，利用脚跟起落驱动磁性转子旋转，线圈中就会产生电流，从而就

能给鞋面上的充电电池充电，这种充电鞋垫的工作原理是（　　）

A．电磁感应现象 B．电流的磁效应

C．磁极间的相互作用 D．通电线圈在磁场里受力转动

10s．下列关于力学现象的解释，正确的是（　　）

A．手压桌面，桌面对手有作用力，这力是由桌面的形变产生的

B．苹果在空中下落得越来越快，是因为苹果的机械能在增大

C．足球在草坪上越滚越慢，是因为足球的惯性越来越小

D．书本静止在课桌上，是因为书本受到的重力和书本对桌面的压力平衡

11．某物理兴趣小组的同学设计了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当用力挤压装满水的玻璃瓶时，

会看到细玻璃管内的水面明显上升．这是利用细玻璃管内水面的变化来放大玻璃瓶的微小

形变，下列做法中也用到这种放大思想的（　　）

A．用悬挂着的乒乓球接触正在发声的音叉，由乒乓球的弹开说明音叉在振动

B．在探究导体中的电流跟其两端电压的关系时，保持电阻不变

C．在研究电阻的串联时，为了使研究更方便，我们通常用一个电阻来替代多个电阻

D．用磁感线来描述磁体的磁场

12．将标有“3V 3W”字样的甲灯和“6V 6W”字样的乙灯接入电路．若不专虑温度对电阻

的影响，则对两灯接入电路后的结果有如下判断：①两灯串联，当其中一灯消耗的功率是

3W时，两灯消耗的总功率是 9W；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 9V的电源两端，两灯均能正

常发光；③两灯并联，当其中一灯消耗的功率是 1.5W时，另一灯两端的电压为 3V；④两两

灯并联后接到电压为 1.5V的电源两端，甲、乙两灯消耗的功率之比为 2：1，其中判断正确

是（　　）

A．①③ B．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③ C．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④两 D．①④两

　

二、填空题（每空 1分，共 24分）



13．歼 15战机从航空母舰的甲板起飞，以　　　　　　为参照物，飞行员是静止；以　　

为参照物，飞行员是运动的．

14．在一杯水中滴入红墨水，静置一段时间后发现整杯水变红，此选项说明分子在　　　

．将两块表面干净的铅块压紧后，即使在铅块下面挂了物体也不会将它们拉开（如图所

示），这说明分子间存在　　　　　　（选填“引力”或“斥力”）．

15．内燃机一个工作循环有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四个冲程，实现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

是　　　　　　冲程，选择水作为发动机的冷却液，是利用水的　　　　　　较大的特点．

16．生活中，“吸”字表述的现象，其原因各不相同．如图所示，用吸管“吸”饮料时，

饮料是在　　　　　　作用下被“吸”入口中的．用吸尘器“吸”灰尘时，灰尘是由于空

气流速越大，压强越　　　　　　的缘故被“吸”入吸尘器中的．

17．如图所示为“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装置图，现有茶色玻璃板和透明玻璃板，

实验时应透择　　　　　　来代替平面镜．实验时，选择两支相同的蜡烛，是为了比较像

与物体的　　　　　　；测量两只蜡烛到玻璃板的距离，是为了比较像与物体到镜面的距

离是否　　　　　　．

18．电视机的遥控器能发射一种不可见光．即　　　　　　，以实现对电视的控制．如果

不把遥控器对着电视机的控制窗口，而是对着墙壁调整角度也可以控制电视机．这利用了

光的　　　　　　．彩色电视画面上的色彩是由红、　　　　　　、蓝三种色光混合而成．

19．太阳能路灯的灯杆顶端有太阳能电池板，它能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向灯杆下方的

蓄电池充电，供夜晚路灯照明．若在一段时间内，太阳光辐射到该太阳能电池板的能量为

2.7×10s7J．这与完全燃烧　　　　　　kg的煤放出的热量相当；这些能量经转化后，可供

功率为 35W的路灯工作 60sh，那么该太阳能路灯的能量转化率是　　　　　　%．（煤的

热值为 3.0s×10s7J/kg）

20s．如图所示为小明设计的电烙铁工作电路，电烙铁可处于正常工作和顶热两种状态，电

烙铁上标有“220sV 40sW”的字样，R0s为定值电阻．

（1）电烙铁是利用电流的　　　　　　效应工作的．



（2）电烙铁正常工作时功率为 40sW，暂时不用时的预热功率为 10sW，则 R0s的阻值为　　

．（设电烙铁的电阻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3）生活中使用的电烙铁，其烙铁头是一种合金．所谓合金就是不同金属（也包括一些非

金属）在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融合或冷却后的固态．下表列出了几种金属的熔点和沸点

（在标准大气压下）．其中难以与表中其他金属形成合金的是　　　　　　．

金属 铁 铜 锌 银 金

熔点/℃ 1535 10s83 419.5 962 10s64

沸点/℃ 2750s 2567 90s7 2212 280s7

21．用发光二极管制成的 LED灯具有发光效率高、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如图甲所示是一个

定值电阻 R和一个 LED灯的电流与其两端电压关系的图象．

（1）观察图象可知，R的阻值为　　　　　　Ω．

（2）如图乙所示，将 LED灯与 R串联在电路中，若 LED灯的电功率为 0s.0s6W，则 R中的

电流为　　　　　　A，电路的总功率为　　　　　　W．

22．将一物块A轻轻放入盛满水的大烧杯中，A静止后，有 72g的水溢出；再将其轻轻放

入盛满酒精的大烧杯中．A静止后，有 64g的酒精溢出，则A在水中静止时受到的浮力为

N．A的体积是　　　　　　cm3．（酒精的密度是 0s.8×10s3kg/m3．g取 1ON/kg）

　

三、解答题（共 32分）

23．按要求作图：

（1）如图甲所示，一束平行于主光抽的光线射向凹透镜，请画出它的折射光线．

（2）如图乙所示，运动员将重 2.7N的排球托起后，排球在空中继续向上运动，画出排球

所受力的示意图．（不计空气阻力）

（3）如图丙所示，小磁针在条形磁体作用下处于静止状态．请标出小磁针的N极和A点

处的磁场方向（用箭头表示）．



24．如图所示是小明利用光敏电阻为居民楼门口设计的一种智能照明电路．L为“220sV 

22W”的照明灯，天暗时自动发光，天亮时自动熄灭，控制电路中，电源由两节干电池串联

而成，电压为 2.8V．R1为阻值 10sΩ的定值电阻．R2为光敏电阻，其阻值会随着光强的变

化而变化．

（1）①灯 L正常工作时，通过它的电流是多少？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受控电路中导线 a端应连接照明电路的火线还是零线？

（2）当电压表示数为 2.1V时，光敏电阻的阻值为多大？（电磁铁A的线圈电阻忽略不

计）

（3）如果控制电路的电源换成两节新的干电池，照明灯 L有没有可能在白天就发光？请说

明理由．

25．利用光具座以及蜡烛、凸透镜、光屏等器材，可进行“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

（1）实验时，首先在光具座上放置实验器材，若光具座 A处放置蜡烛（如图所示），则 C

处应放置　　　　　　（选填“凸透镜”或“光屏”．器材正确放置后，还应对其进行调

整，使烛焰和光屏的中心位于凸透镜的　　　　　　上．

（2）实验后，可得出凸透镜成像规律．根据成像规律判断下列说法，说法正确的是　　　

A．若凸透镜的焦距为 10scm，则烛焰距离凸透镜 30scm时，可在光屏上成放大的像

B．实验过程中，蜡烛因燃烧而变短，则烛焰在光屏上的像会下移

C．若烛焰朝着凸透镜方向前后不断晃动，则光屏上仍能观察到清晰的烛焰像

D．若烛馅在光屏上成缩小的像，则光屏到凸透镜的距离小于烛焰到凸透镜的距离

（3）某物理兴趣小组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后，得到了如下数据：

实验序号 物距 u/cm 焦距 f/cm 像的性质 像距 v/cm

1 12 10s 倒立放大实像 60s

2 14 10s 倒立放大实像 35

3 15 10s 倒立放大实像 30s

4 30s 10s 倒立缩小实像 15

5 30s 12 倒立缩小实像 20s

6 30s 15 倒立等大实像 30s

下列对表中数据的分析，错误的是　　　　　　



A．当凸透镜的焦距相同，物距不同时，所成的像有可能相同

B．当物距相同，凸透镜的焦距越大时，像距越大

C．当物距相同，凸透镜的焦距不同时，所成像的性质有可能相同

D．当凸透镜的焦距相同，且成放大实像时，像距与物距之和随物距的增大而减小

（4）将蜡烛置于凸进镜一倍焦距处，结果仍能观察到烛焰放大的像，这是为什么？

26．打开酒瓶瓶盖，会闻到酒精的气味，瓶盖开启时间长了，会不会使酒的酒精度（酒中

酒精和酒的体积百分比）降低呢？小明认为：酒精的密度为O.8×10s3kg/m3与水的密度不同，

同，若酒的酒精度发生变化，则酒的密度必定会变化．因此只要确定酒的密度是否变化，

就能作出有效判读．于是他用天平、烧怀、量杯和白酒等器材．测量酒的密度，操作过程如

下：

甲．用调节好的天平测出空烧杯的质量；

乙．在烧杯中倒入适量的白酒．测出烧杯和白酒的总质量；

丙．再将烧杯中的白酒倒入如图所示的量杯中，测出白酒的体积；

丁．计算出白酒的密度．

（1）①同学们认为小明的操作过程有不足，不足之处是：a．　　　　　　；b．　　　　

．

改进实验后，小明第一次测得白酒的质量为 46g，体积 50smL．过了一段时间后，第二次测

得白酒质量是 28.8

g，体积是 30smL．

a．第一次实验时所测得的白酒密度是多少？

b．分析实验数据后请判断：酒的酒精度有没有降低？

（2）小华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探究．她在实验室取了两个相同的烧杯，在烧杯中分别装入

25OmL的料酒（酒精度为 11%）和水，而后将两烧杯置于相同的环境中，过了一天，测得

料酒和水的体积分别是 232mL和 242mL．请根据实验数据，分析酒的酒精度是否降低？

27．如图所示是一种起重机的示意图．起重机重 2.4×10s4N（包括悬臂），重心为 P1，为使

起重机起吊重物时不致倾倒．在其右侧配有重M（重心为 P2）．现测得AB为 10sm，BO为

1m，BC为 4m，CD为 1.5m．（g取 10sN/kg）

（1）若该起重机将重物吊升 6m．用时 5Os，则重物上升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2）现在水平地面上有重为 2.44×10s4N的货箱，它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是 3m2．

①若起重机不加配重，在起吊货箱时，最大可使货箱对地面的压强减少多少？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若要吊起此货箱，起重机至少需加多少牛的配重？



（3）有人认为起重机的配重越重越好，这样就能吊起更重的重物，这起重机能配 8t的配

重吗？请说明理由．

　



2016年江苏省无锡市中考物理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12题，共 24分，每小题 2分；在每小题提供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符合题目的要求）

1．关于声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声音可以在固体中传播

B．声音传播的速度与温度无关

C．声音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最快

D．只要物体振动，我们就一定能听到声音

【考点】声音的传播条件；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人耳感知声音的过程及听到声音

的条件．

【分析】解决此题需掌握：

①声音的传播是需要介质的，它既可以在气体中传播，也可以在固体和液体中传播，但不

能在真空中传播．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声音在不同的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在同种介质中温度不同声速也不同．

③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但产生声音不一定被人耳朵听到．

【解答】解：A、声音可以在一切固体、液体、气体中传播，故A正确；

B、声速受介质种类和介质温度的影响，同种介质中温度越高声速越大，故 B错误；

C、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故 C错误；

D、振动产生的声可能不在人的听觉范围、可能响度太小、可能没有传播声音的介质等原因，

导致人耳听不到，故D错误．

故选：A．

　

2．关于自然现象对应的物态变化及吸、放热过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冰融化﹣凝固（放热） B．雾生成﹣液化（放热）

C．露产生﹣汽化（吸热） D．霜形成﹣升华（放热）

【考点】熔化与熔化吸热特点；液化及液化现象；生活中的凝华现象．

【分析】（1）物质从固态变为液态是熔化过程，物质从液态变为固态过程是凝固，物质从

液态变为气态是汽化，物质从气态变为液态是液化，物质从固态直接变为气态是升华，物

质从气态直接变为固态是凝华；

（2）六种物体变化中，熔化、汽化、升华是吸热的；凝固、液化、凝华是放热的．

【解答】解：A．冰融化，是固态冰熔化为液态水的过程，需要吸热，故A错误；

B．雾生成，是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成的小水珠，需要放热，故 B正确；

C．露产生，是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成的小水珠，需要放热，故 C错误；

D．霜形成，是空气中的水蒸气直接凝华成的小冰晶，需要放热，故D错误．

故选 B．

　

3．关于温度、热量和内能，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物体的温度升高，内能增大

B．物体的温度越高，所含的热量越多

C．物体内能增大，一定从外界吸收热量



D．物体的温度不变，其内能就一定不变

【考点】温度、热量与内能的关系．

【分析】温度、热量、内能是三个不同的物理量，同一物体状态不变时，吸收热量内能增加，

温度升高；知道晶体熔化、液体沸腾时吸热，温度保持不变，内能增加．同时了解做功和

热传递都可以增加物体的内能．

【解答】解：A、物体温度升高，分子运动加剧，所以内能增加，故A正确；

B、热量是一个过程量，不能用含有、具有等来修饰，故 B错误；

C、物体内能增大可能是吸收了热量，也可能是外界对它做了功，故 C错误；

D、物体的温度不变，其内能可能不变，也可能增加，如晶体熔化时，吸热但温度不变，内

能增加，故D错误．

故选A．

　

4．一位同学用 20ss，从一楼走到三楼，他上楼时的功率可能是（　　）

A．1.5WB．15W C．150sW D．150s0sW

【考点】功率的计算．

【分析】先估测人的质量，然后根据 G=mg求出重力，再估测一层楼的高度，根据 W=Gh求

出他上楼时做的功，再由 P= 求出功率．

【解答】解：一个学生的质量m=50skg，

则一个学生的重力：

G=mg=50skg×10sN/kg=50s0sN，

每一层楼的高度为 3m，从一楼走到三楼，

上升的高度：h=（3 1﹣ ）×3m=6m，

他上楼时克服重力做的功：

W=Gh=50s0sN×6m=30s0s0sJ，

则他上楼时的功率：

P= = =150sW，故ABD错误，C正确．

故选：C．

　

5．下列实例中，有力对物体做功的是（　　）

A．跳水运动员从跳台跳下

B．背着书包在水平路面上前进

C．举重运动员举起杠铃停在空中

D．小球在光滑水平面上滚动

【考点】力是否做功的判断．

【分析】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一是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二是在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二

者缺一不可，据此分析判断．

【解答】解：

A、跳水运动员从跳台跳下，受重力的作用，并且在重力的方向移动了距离，重力对人做功，

符合题意．



B、背着书包在水平路面上前进，移动的方向和受力方向垂直，在力的方向上没有移动距离，

不做功，不符合题意．

C、举重运动员举起杠铃停在空中，有力作用在物体上，但是没有移动距离，没有力做功，

不符合题意．

D、小球在光滑水平面上，依靠的是小球的惯性，水平方向上虽然移动了距离，但是没有力

的作用，不做功，不符合题意．

故选：A．

　

6．教室的门关不紧，常被风吹开．小明在门与门框之间塞入硬纸片后，门就不易被风吹开

了．下列解释合理的是（　　）

A．门被风吹开是因为门没有受到摩擦力的作用

B．门没被吹开是因为风吹门的力小于摩擦力

C．塞入硬纸片是通过增大压力来增大摩擦

D．塞入硬纸片是通过减小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减小摩擦

【考点】增大或减小摩擦的方法．

【分析】（1）摩擦力大小的影响因素：压力大小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2）在门与门框之间塞入硬纸片后，门不易吹开，根据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分析其实质．

【解答】解：A、被风吹开是因为门的滑动摩擦力很小，很容易克服摩擦将门吹开；故A错

误；

B、门没被吹开，说明此时的摩擦力为静摩擦力，风吹门的力等于摩擦力，故 B错误；

CD、塞入硬纸片后，使门与门框之间的压力增大，因此是通过增大压力来增大摩擦；故 C

正确，D错误．

故选：C．

　

7．电冰箱的压缩机（电动机）是由温控开关 S1控制，冷藏室中的照明灯是由门控开关 S2

控制，压缩机和照明灯既能单独工作又能同时工作，下列电路中，符合上述特点的是（　

）

A． B． C． D．

【考点】串、并联电路的设计．

【分析】压缩机和照明灯既能单独工作又能同时工作，说明电动机和照明灯并联，电动机由

温控开关 S1控制说明电动机与开关 S1串联，冷藏室中的照明灯是由门控开关 S2控制说明

照明灯与门控开关 S2串联．

【解答】解：经分析可知，灯泡与电动机并联，且电动机与开关 S1串联，照明灯与门控开关

S2串联，所以ABC不符合，D符合．

故选D．

　



8．在“用托盘天平称物体质量”的实验中，下列操作错误的是（　　）

A．使用天平时，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

B．调节横梁平衡时，只调节了平衡螺母

C．称量时，左盘放置待测物体，右盘放置砝码

D．观察到指针指在分度盘的中线处，确定天平已平衡

【考点】天平的使用．

【分析】托盘天平的使用，包括以下步骤：放置；调节平衡螺母使横梁平衡；放物体；加减

砝码，移动游码使横梁恢复平衡；读数．通过托盘天平的使用规则结合选择项中的物理情

景即可得到答案．

【解答】解：A、使用天平时，应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故A正确．

B、调节平衡螺母前，应先将游码移至零刻线处，测量过程中，不能调节平衡螺母，应通过

加减砝码或移动游码来调节横梁平衡．故 B错误．

C、称量物体时，要将物体放在左盘里，用镊子在右盘里加减砝码移动游码．故 C正确．

D、横梁平衡的标志有两个：指针指在分度盘的中线处；或者指针偏离分度盘中线的幅度相

等．故D正确．

故选 B．

　

9．如图所示的充电鞋垫，利用脚跟起落驱动磁性转子旋转，线圈中就会产生电流，从而就

能给鞋面上的充电电池充电，这种充电鞋垫的工作原理是（　　）

A．电磁感应现象 B．电流的磁效应

C．磁极间的相互作用 D．通电线圈在磁场里受力转动

【考点】电磁感应．

【分析】根据题意，人走动时，会驱动磁性转子旋转，使线圈中产生电流，产生的电流进入

鞋面上锂聚合物电池，此过程属于电磁感应现象．故选

【解答】解：当人走动时，会驱动磁性转子旋转，使线圈中产生电流，该过程为电磁感应现

象，与电流的磁效应、电磁之间的相互作用、线圈的受力无关，故A正确，BCD错误．

故选A．

　

10s．下列关于力学现象的解释，正确的是（　　）

A．手压桌面，桌面对手有作用力，这力是由桌面的形变产生的

B．苹果在空中下落得越来越快，是因为苹果的机械能在增大

C．足球在草坪上越滚越慢，是因为足球的惯性越来越小

D．书本静止在课桌上，是因为书本受到的重力和书本对桌面的压力平衡

【考点】平衡力的辨别；力作用的相互性；力与运动的关系；动能和势能的转化与守恒．

【分析】（1）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物体发生弹性形变时可产生弹力，压力、拉力等的

实质也是弹力；

（2）苹果在空中下落得越来越快，是因为重力大于阻力；

（3）惯性是物体保持原来运动状态不变的性质，惯性的大小只与物体的质量有关；

（4）一对平衡力必须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条直线上、作用在同一物体上．



【解答】解：A、由于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手压桌面，桌面对手也有作用力，这力

是由桌面的形变产生的，属于弹力，故A正确；

B、苹果在空中下落得越来越快，是因为重力大于阻力．这一过程中，由于空气阻力的作用，

苹果的机械能一部分转化为内能，机械能总量减小，故 B错误；

C、足球在草坪上越滚越慢，是因为足球受到摩擦阻力的作用，而不是惯性越来越小，惯性

的大小只与物体的质量有关，其大小不改变，故 C错误；

D、书本受到的重力和书本对桌面的压力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不是一对平衡力，故D错误．

故选A．

　

11．某物理兴趣小组的同学设计了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当用力挤压装满水的玻璃瓶时，

会看到细玻璃管内的水面明显上升．这是利用细玻璃管内水面的变化来放大玻璃瓶的微小

形变，下列做法中也用到这种放大思想的（　　）

A．用悬挂着的乒乓球接触正在发声的音叉，由乒乓球的弹开说明音叉在振动

B．在探究导体中的电流跟其两端电压的关系时，保持电阻不变

C．在研究电阻的串联时，为了使研究更方便，我们通常用一个电阻来替代多个电阻

D．用磁感线来描述磁体的磁场

【考点】物理学方法．

【分析】本题采用的原理是一种物理变化非常不明显，但是确实发生了，可以转化为另一种

由于它的变化而引起的另一种物理变化来观察到，这是物理实验探究的一种常用方法﹣﹣

﹣转换法．

【解答】解：A．将发声的音叉靠近乒乓球，通过乒乓球被弹开说明音叉在振动，把音叉的

振动放大成乒乓球的在运动，采用的是“转换法”，故A符合题意；

B．在探究导体中的电流跟其两端电压的关系时，保持电阻不变来研究电流和电压的关系，

采用的是“控制变量法”，故 B不符合题意；

C．在研究电阻的串联时，为了使研究更方便，我们通常用一个电阻来替代多个电阻，采

用的是“等效替代法”，故 C不符合题意；

D．用磁感线来描述磁体的磁场，采用的是“模型法”，故D不符合题意．

故选A．

　

12．将标有“3V 3W”字样的甲灯和“6V 6W”字样的乙灯接入电路．若不专虑温度对电阻

的影响，则对两灯接入电路后的结果有如下判断：①两灯串联，当其中一灯消耗的功率是

3W时，两灯消耗的总功率是 9W；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 9V的电源两端，两灯均能正

常发光；③两灯并联，当其中一灯消耗的功率是 1.5W时，另一灯两端的电压为 3V；④两两

灯并联后接到电压为 1.5V的电源两端，甲、乙两灯消耗的功率之比为 2：1，其中判断正确

是（　　）

A．①③ B．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③ C．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④两 D．①④两



【考点】欧姆定律的应用；电功率与电压、电流的关系．

【分析】知道两灯泡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根据 P=UI求出额定电流，根据欧姆定律求出

两灯泡的电阻．

①两灯串联，当甲灯泡消耗的功率为 3W时，电路中的电流和额定电流相等，根据电阻的

串联和 P=I2R求出两灯消耗的总功率；当乙灯泡消耗的功率为 3W时，根据 P=I2R求出电路

中的电流，再根据 P=I2R求出两灯消耗的总功率；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两灯泡的额定电流相等，两灯串联后正常发光时的电流和额定电流相等，根据电阻的串

联和欧姆定律求出电源的电压；

③两灯并联，根据并联电路的电压特点分别求出两灯泡消耗的功率是 1.5W时另一个灯泡

两端的电压；

④两两灯并联后接到电压为 1.5V的电源两端时，根据并联电路的电压特点和 P= 求出甲、

乙两灯消耗的功率之比．

【解答】解：由 P=UI可得，两灯泡的额定电流分别为：

I 甲= = =1A，I 乙= = =1A，

由 I= 可得，两灯泡的电阻分别为：

R 甲= = =3Ω，R 乙= = =6Ω；

①两灯串联，当甲灯泡消耗的功率为 3W时，电路中的电流为 I=1A，

两灯消耗的总功率：

P=I2（R 甲+RR 乙）=（1A）2×（3Ω+R6Ω）=9W，

当乙灯泡消耗的功率为 3W时，由 P=I2R可得，电路中的电流：

I= = = A，

两灯消耗的总功率：

P=I2（R 甲+RR 乙）=（ A）2×（3Ω+R6Ω）=4.5W，

综上可知，①不正确；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两灯串联后，正常发光时的电流均为 1A，

则电源的电压：

U=I（R 甲+RR 乙）=1A×（3Ω+R6Ω）=9V，故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正确；

③两灯并联，当甲消耗的功率是 1.5W时，

因并联电路中各支路两端的电压相等，

所以，由 P= 可得，乙灯泡两端的电压：



U 乙′=U 甲′= = = V，

同理，当乙消耗的功率是 1.5W时，甲灯泡两端的电压：

U 甲′=U 乙′= = =3V，

综上可知，③不正确；

④两两灯并联后接到电压为 1.5V的电源两端时，

因并联电路中各支路两端的电压相等，

所以，甲、乙两灯消耗的功率之比：

= = = = ，故④两正确；

由以上可知，选项ABD错误，C正确．

故选 C．

　

二、填空题（每空 1分，共 24分）

13．歼 15战机从航空母舰的甲板起飞，以　战机　为参照物，飞行员是静止；以　地面

（航母）　为参照物，飞行员是运动的．

【考点】参照物及其选择．

【分析】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判断物体的运动和静止，首先确定一个参照物，如果被研究

的物体和参照物之间没有发生位置的改变，被研究的物体是静止的，否则是运动的．

【解答】解：以战机为参照物，飞行员与飞机之间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所以飞行员是静止

的；

以地面（航母）为参照物，飞行员与地面之间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所以飞行员是运动的．

故答案为：战机；地面（航母）．

　

14．在一杯水中滴入红墨水，静置一段时间后发现整杯水变红，此选项说明分子在　不停

地做无规则运动　．将两块表面干净的铅块压紧后，即使在铅块下面挂了物体也不会将它

们拉开（如图所示），这说明分子间存在　引力　（选填“引力”或“斥力”）．

【考点】分子间的作用力．



【分析】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都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分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引

力和斥力．

【解答】解：

在一杯水中滴入红墨水，静置一段时间后发现整杯水变红，这是扩散现象，说明分子在不

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将两个底面平整、干净的铅柱紧压后，两个铅柱的底面分子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表现为引

力，使两个铅柱结合在一起，即使下面吊一个重物也不会将它们拉开．

故答案为：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引力．

　

15．内燃机一个工作循环有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四个冲程，实现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

是　做功　冲程，选择水作为发动机的冷却液，是利用水的　比热容　较大的特点．

【考点】内燃机的四个冲程；水的比热容的特点及应用．

【分析】（1）内燃机的一个工作循环包括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四个冲程，其中压缩冲程将

机械能转化成内能，做功冲程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

（2）由于水的比热容最大，所以在相同的受冷和受热的情况下，同质量的水的温度变化小．

【解答】解：

（1）内燃机的四个冲程中，实现将机械能转化成内能的是压缩冲程；实现将内能转化为机

械能的是做功冲程；

（2）由于水比热容最大，所以相同质量的水和其他液体相比较，在升高相同的温度的情况

下，水吸收的热量多，故用水做冷却液．

故答案为：做功；比热容．

　

16．生活中，“吸”字表述的现象，其原因各不相同．如图所示，用吸管“吸”饮料时，

饮料是在　大气压　作用下被“吸”入口中的．用吸尘器“吸”灰尘时，灰尘是由于空气

流速越大，压强越　小　的缘故被“吸”入吸尘器中的．

【考点】大气压强的存在；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分析】（1）吸管吸饮料时，是先把吸管内的空气吸走，使管内气压减小，这样在外界大

气压的作用下，饮料就被压进吸管里．

（2）在气体和液体中，流速大的位置压强小．

【解答】解：（1）用吸管吸饮料时，吸管内气压减小，小于外界大气压，在大气压的作用

下饮料被压入吸管；

（2）用吸尘器“吸”灰尘时，吸尘器内空气流速大压强小，吸尘器外空气流速小压强大，

在压强差的作用下灰尘被“吸”入吸尘器中的．

故答案为：大气压；小．

　

17．如图所示为“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装置图，现有茶色玻璃板和透明玻璃板，

实验时应透择　透明的玻璃板　来代替平面镜．实验时，选择两支相同的蜡烛，是为了比

较像与物体的　大小关系　；测量两只蜡烛到玻璃板的距离，是为了比较像与物体到镜面

的距离是否　相等　．



【考点】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实验方案．

【分析】（1）利用玻璃板透明的特点，可以观察到玻璃板的另一侧，便于找到像的位置．

（2）实验时选择两个相同的蜡烛，便于比较物像大小关系．一次实验不具备代表性，具有

很大的偶然性，根据测量两只蜡烛到玻璃板的距离，可知像与物到镜面距离相等．

【解答】解：（1）此实验采用透明玻璃板代替平面镜，因为玻璃板既能让光透过也可以反

射光，容易确定像的位置，而平面镜是不透明的，无法确定像的位置，所以选用玻璃板作

为平面镜；

（2）实验时选择两支等长的蜡烛，便于比较物像大小关系．

测量两只蜡烛到玻璃板的距离，是为了比较像与物体到镜面的距离关系，通过测量可知像

与物体到镜面的距离相等．

故答案为：透明的玻璃板；大小关系；相等．

　

18．电视机的遥控器能发射一种不可见光．即　红外线　，以实现对电视的控制．如果不

把遥控器对着电视机的控制窗口，而是对着墙壁调整角度也可以控制电视机．这利用了光

的　反射　．彩色电视画面上的色彩是由红、　绿　、蓝三种色光混合而成．

【考点】红外线；光的反射；色光的三原色和颜料的三原色．

【分析】红外线的热作用很强，可以制成热谱仪、夜视仪、电视遥控器，可见光和不可见光都

遵循光的反射定律；光的三原色：红、绿、蓝．

【解答】解：电视遥控器前端的发光二极管，能发出不同的红外线来实现电视遥控，红外线

是看不见的光；

红外线以光波的性质直线传播，并且可以发生反射，有时遥控器并没有对准电视机的控制

窗口，而是沿某一合适的方向对准墙壁按下按钮，也可以控制电视机，这是利用了光的反

射；

彩色电视机画面上的颜色是由光的三原色红、绿、蓝三种色光混合而成．

故答案为：红外线；反射；绿．

　

19．太阳能路灯的灯杆顶端有太阳能电池板，它能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向灯杆下方的

蓄电池充电，供夜晚路灯照明．若在一段时间内，太阳光辐射到该太阳能电池板的能量为

2.7×10s7J．这与完全燃烧　  0s.9  　  kg的煤放出的热量相当；这些能量经转化后，可供功率为

35W的路灯工作 60sh，那么该太阳能路灯的能量转化率是　  28  　  %．（煤的热值为

3.0s×10s7J/kg）

【考点】电功的计算；能量利用效率；燃料的热值．

【分析】（1）知道煤的热值 q和煤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吸收的太阳能），利用Q 放=mq求

需要完全燃烧煤的质量；

（2）知道路灯的电功率和用电时间，利用 P= 求路灯消耗的电能，这是有用能量；太阳光

辐射到该太阳能电池板的能量为总能量，利用效率公式求该太阳能路灯的能量转化效率．

【解答】解：（1）由题知，Q 放=mq=2.7×10s7J，



则需要完全燃烧煤的质量：

m= = =0s.9kg；

（2）使用太阳能路灯的有用能量：

由 P= 可得，W电=Pt=35W×60s×360s0ss=7.56×10s6J，

太阳光辐射到该太阳能电池板的能量（总能量）

W总=2.7×10s7J，

该太阳能路灯的能量转化效率：

η= ×10s0s%= ×10s0s%=28%．

故答案为：0s.9；28．

　

20s．如图所示为小明设计的电烙铁工作电路，电烙铁可处于正常工作和顶热两种状态，电

烙铁上标有“220sV 40sW”的字样，R0s为定值电阻．

（1）电烙铁是利用电流的　热　效应工作的．

（2）电烙铁正常工作时功率为 40sW，暂时不用时的预热功率为 10sW，则 R0s的阻值为　

1210sΩ  　  ．（设电烙铁的电阻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3）生活中使用的电烙铁，其烙铁头是一种合金．所谓合金就是不同金属（也包括一些非

金属）在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融合或冷却后的固态．下表列出了几种金属的熔点和沸点

（在标准大气压下）．其中难以与表中其他金属形成合金的是　锌　．

金属 铁 铜 锌 银 金

熔点/℃ 1535 10s83 419.5 962 10s64

沸点/℃ 2750s 2567 90s7 2212 280s7

【考点】欧姆定律的应用；熔点和凝固点；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和磁效应；电功率与电

压、电流的关系．

【分析】（1）电流流过导体时产生热量的现象是电流的热效应；

（2）由电路图可知，开关 S接 2时，电路为电烙铁的简单电路，根据 P= 求出电烙铁的

电阻；开关 S接 1时，电烙铁和 R0s串联，根据串联电路的电流特点和 P=I2R求出电路中的

电流，根据欧姆定律求出电路中的总电阻，利用电阻的串联求出 R0s的阻值；

（3）根据题中合金形成的信息和表格中金属的熔、沸点，判断不能形成合金的金属组合．

【解答】解：（1）电烙铁在工作时，主要将电能转化为内能，产生热量，故是利用了电流

的热效应；



（2）由电路图可知，开关 S接 2时，电路为电烙铁的简单电路，

由 P= 可得，电烙铁的电阻：

R= = =1210sΩ，

开关 S接 1时，电烙铁和 R0s串联，

因串联电路中各处的电流相等，

所以，由 P=I2R可得，电路中的电流：

I= = = A，

由 I= 可得，电路中的总电阻：

R 总= = =2420sΩ，

因串联电路中总电阻等于各分电阻之和，

所以，R0s的阻值：

R0s=R 总﹣R=2420sΩ 1210sΩ=1210sΩ﹣ ；

（3）合金是不同种金属在熔化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熔合物，即两种金属都成为液态时进行混

合；

由于金属锌的沸点低，小于其它金属的熔点，因此锌和其它金属无法完成液态时混合．

故答案为：（1）热；（2）1210sΩ；（3）锌．

　

21．用发光二极管制成的 LED灯具有发光效率高、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如图甲所示是一个

定值电阻 R和一个 LED灯的电流与其两端电压关系的图象．

（1）观察图象可知，R的阻值为　  20s  　  Ω．

（2）如图乙所示，将 LED灯与 R串联在电路中，若 LED灯的电功率为 0s.0s6W，则 R中的

电流为　  0s.0s2  　  A，电路的总功率为　  0s.0s8  　  W．

【考点】电功率的计算；欧姆定律的应用；电功率与电压、电流的关系．

【分析】（1）从图象中读出任意一组 R的电流和电压值，根据欧姆定律求出 R的阻值；



（2）将 LED灯与 R串联在电路中，根据图象得出 LED灯的电功率为 0s.0s6W时的电压和电

流，根据串联电路的电流特点可知通过 R的电流，根据图象读出 R两端的电压，根据串联

电路的电压特点求出电源的电压，利用 P=UI求出电路的总功率．

【解答】解：（1）由图象可知，当UR=1V时，通过的电流 IR=0s.0s2A，

由 I= 可得，R的阻值：

R= = =50sΩ；

（2）将 LED灯与 R串联在电路中，

由图可知，当ULED=3V、ILED=0s.0s2A时，LED灯的电功率：

PLED=ULEDILED=3V×0s.0s2A=0s.0s6W，

因串联电路中各处的电流相等，

所以，R中的电流：

IR=I=ILED=0s.0s2A，

由图象可知，R两端的电压UR=1V，

因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等于各分电压之和，

所以，电源的电压：

U=UR+RULED=1V+R3V=4V，

电路的总功率：

P=UI=4V×0s.0s2A=0s.0s8W．

故答案为：0s.0s2；0s.0s8．

　

22．将一物块A轻轻放入盛满水的大烧杯中，A静止后，有 72g的水溢出；再将其轻轻放

入盛满酒精的大烧杯中．A静止后，有 64g的酒精溢出，则A在水中静止时受到的浮力为

0s.72  　  N．A的体积是　  80s  　  cm3．（酒精的密度是 0s.8×10s3kg/m3．g取 1ON/kg）

【考点】阿基米德原理；物体的浮沉条件及其应用．

【分析】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求出物块分别在水中和酒精中受到的浮力，然后比较浮力的关系

即可确定物块在酒精中的运动状态．再利用阿基米德原理求出排开酒精的体积，即可得到

物块A的体积．

【解答】解：该物块放在水中时，受到的浮力：F 浮=G 排=mg=0s.0s72kg×10sN/㎏=0s.72N；

该物块放在酒精中时，受到的浮力：F 浮′=G 排′=mg=0s.0s64kg×10sN/㎏=0s.64N；

通过上面的计算可得，物体在酒精中受到的浮力小于物块在水中所受的浮力，而物块的重

力不变，因此物块放入酒精中是下沉，

则根据 F 浮=ρ 液gV 排得：

V 物=V 排酒精= = =8×10s 5﹣ m3=80scm3．

故答案为：0s.72；80s．

　

三、解答题（共 32分）

23．按要求作图：



（1）如图甲所示，一束平行于主光抽的光线射向凹透镜，请画出它的折射光线．

（2）如图乙所示，运动员将重 2.7N的排球托起后，排球在空中继续向上运动，画出排球

所受力的示意图．（不计空气阻力）

（3）如图丙所示，小磁针在条形磁体作用下处于静止状态．请标出小磁针的N极和A点

处的磁场方向（用箭头表示）．

【考点】透镜的光路图；力的示意图；磁感线及其特点．

【分析】（1）仔细观察入射光线和折射光线的特点，根据凹透镜的光学特点作图．

（2）重力是物体由于地球的吸引而受到的力，其方向永远竖直向下，因此在画排球所受重

力时，也一定要把握这一点．

（3）根据条形磁体的NS极，利用同名磁极相互排斥原理确定小磁针的N、S极和磁场的方

向．

【解答】解：（1）对于凹透镜，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经凹透镜折射后折射光线的反向延长

线通过焦点．如图所示：

（2）排球在空中飞行，忽略空气阻力，只受到重力作用，方向竖直向下，作用在排球的重

心上．如图所示：

（3）条形磁体的左端为N极，右端为 S极，则小磁针的左端为 S极，右端为N极，在磁

体外部磁感线从N极流向 S极，故A点的磁场方向向左．如图所示：

　

24．如图所示是小明利用光敏电阻为居民楼门口设计的一种智能照明电路．L为“220sV 

22W”的照明灯，天暗时自动发光，天亮时自动熄灭，控制电路中，电源由两节干电池串联

而成，电压为 2.8V．R1为阻值 10sΩ的定值电阻．R2为光敏电阻，其阻值会随着光强的变

化而变化．

（1）①灯 L正常工作时，通过它的电流是多少？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受控电路中导线 a端应连接照明电路的火线还是零线？

（2）当电压表示数为 2.1V时，光敏电阻的阻值为多大？（电磁铁A的线圈电阻忽略不

计）

（3）如果控制电路的电源换成两节新的干电池，照明灯 L有没有可能在白天就发光？请说

明理由．



【考点】欧姆定律的应用；电功率与电压、电流的关系．

【分析】（1）①灯 L正常工作时的功率和额定功率相等，根据 P=UI求出通过的电流；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开关控制灯泡时，开关接在火线和灯泡之间，断开开关时，切断火线，更换灯泡更安全；

（2）当电压表示数为 2.1V时，根据串联电路的电压特点求出 R1两端的电压，根据串联电

路的电路特点和欧姆定律得出等式即可求出光敏电阻的阻值；

（3）如果控制电路的电源换成两节新的干电池，则电源的电压增大，根据欧姆定律可知电

路中的电流增大，达到电磁铁的吸合电流时灯泡发光．

【解答】解：（1）①由 P=UI可得，灯 L正常工作时通过的电流：

IL= = =0s.1A；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开关控制灯泡时，开关接在火线上，所以受控电路中导线 a端应连接照明电路的火线；

（2）当电压表示数为 2.1V时，

因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等于各分电压之和，

所以，R1两端的电压：

U1=U U﹣ 2=2.8V 2.1V=0s.7V﹣ ，

因串联电路中各处的电流相等，

所以，电路中的电流：

I= = ，即 = ，

解得：R2=30sΩ；

（3）如果控制电路的电源换成两节新的干电池，则电源的电压增大，

由欧姆定律可知，电路中的电流增大，在天不太暗时，控制电路的电流达到电磁铁吸合的

电流，照明灯 L发光，

所以，照明灯 L有可能在白天就发光．

答：（1）①灯 L正常工作时，通过它的电流是 0s.1A；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受控电路中导线 a端应连接照明电路的火线；

（2）当电压表示数为 2.1V时，光敏电阻的阻值为 30sΩ；

（3）照明灯 L有可能在白天就发光，原因：控制电路的电源换成两节新干电池时，电源的

电压增大，电路中的电流增大，在天不太暗时，控制电路的电流达到电磁铁吸合的电流，

照明灯 L发光．

　

25．利用光具座以及蜡烛、凸透镜、光屏等器材，可进行“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



（1）实验时，首先在光具座上放置实验器材，若光具座 A处放置蜡烛（如图所示），则 C

处应放置　光屏　（选填“凸透镜”或“光屏”．器材正确放置后，还应对其进行调整，

使烛焰和光屏的中心位于凸透镜的　主光轴　上．

（2）实验后，可得出凸透镜成像规律．根据成像规律判断下列说法，说法正确的是　  D  　  

A．若凸透镜的焦距为 10scm，则烛焰距离凸透镜 30scm时，可在光屏上成放大的像

B．实验过程中，蜡烛因燃烧而变短，则烛焰在光屏上的像会下移

C．若烛焰朝着凸透镜方向前后不断晃动，则光屏上仍能观察到清晰的烛焰像

D．若烛馅在光屏上成缩小的像，则光屏到凸透镜的距离小于烛焰到凸透镜的距离

（3）某物理兴趣小组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后，得到了如下数据：

实验序号 物距 u/cm 焦距 f/cm 像的性质 像距 v/cm

1 12 10s 倒立放大实像 60s

2 14 10s 倒立放大实像 35

3 15 10s 倒立放大实像 30s

4 30s 10s 倒立缩小实像 15

5 30s 12 倒立缩小实像 20s

6 30s 15 倒立等大实像 30s

下列对表中数据的分析，错误的是　  A  　  

A．当凸透镜的焦距相同，物距不同时，所成的像有可能相同

B．当物距相同，凸透镜的焦距越大时，像距越大

C．当物距相同，凸透镜的焦距不同时，所成像的性质有可能相同

D．当凸透镜的焦距相同，且成放大实像时，像距与物距之和随物距的增大而减小

（4）将蜡烛置于凸进镜一倍焦距处，结果仍能观察到烛焰放大的像，这是为什么？

【考点】凸透镜成像规律及其探究实验．

【分析】（1）探究凸透镜成像的实验时，在桌面上依次放蜡烛、凸透镜、光屏，因为光屏上

接到的是实像，凸透镜成实像时，物像在凸透镜的两侧，所以把凸透镜放在蜡烛和光屏的

中间位置．

探究凸透镜成像的实验时，在桌面上依次放蜡烛、凸透镜、光屏，使烛焰和光屏的中心位于

凸透镜的主光轴上，像才能呈在光屏的中心．

（2）A、凸透镜成像的规律：u＞2f，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B、因为凸透镜成实像时，不仅上下颠倒，而且左右也颠倒，据此蜡烛燃烧变短时，所成的

像的移动方向；

C、根据凸透镜成实像时，物近像远像变大来分析；

D、u＞2f，成倒立、缩小的实像，2f＞v＞f．

（3）根据表中数据，对各个选项逐一分析即可．

（4）根据蜡烛有一定的体积分析．

【解答】解：（1）探究凸透镜成像的实验时，在光具座上依次放蜡烛、凸透镜、光屏．若图

中A处放置蜡烛，则 B位置上应放置凸透镜，C处应放置光屏；



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时，调整蜡烛烛焰和光屏的中心位于凸透镜的主光轴上，这样烛焰、

光屏和光屏的中心在大致在同一高度，像才能呈在光屏的中心．

（2）A、若凸透镜的焦距为 10scm，则烛焰距离凸透镜 30scm时，即 f=10scm，u=30scm，物距

大于二倍焦距，所以凸透镜成倒立缩小的实像，故A错误．

B、因为凸透镜成实像时，不仅上下颠倒，而且左右也颠倒，所以蜡烛燃烧变短时，所成的

像移到了光屏中心的上方，故 B错误；

C、若烛焰朝着凸透镜方向前后不断晃动，物距增大或减小，此时像距、像的大小也跟着变

化，则光屏上不能观察到清晰的烛焰像，故 C错误；

D、若烛馅在光屏上成缩小的像，物距 u＞2f，像距 2f＞v＞f，则光屏到凸透镜的距离小于

烛焰到凸透镜的距离，故D正确．

故选D．

（3）A、当凸透镜的焦距相同，物距不同时，像大小都不可能相同，故A错误；

B、由 4、5、6 次实验可知，凸透镜的焦距由 10scm增大到 15cm时，像距由 15cm增大到

30scm，则当物距相同，凸透镜的焦距越大时，像距越大，故 B正确；

C、由 4、5 次实验可知，物距都为 30s时，都成倒立缩小实像，则当物距相同，凸透镜的焦

距不同时，所成像的性质有可能相同，故 C正确；

D、由 1、2、3 次实验可知，凸透镜的焦距相同，物距由 12cm增大到 15cm时，像距由 60scm

减小到 30scm，

则当凸透镜的焦距相同，且成放大实像时，像距与物距之和随物距的增大而减小，故D正

确．

故选A．

（4）因为蜡烛有一定的体积，把它放到焦点时，它有一部分会在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

所以能看到放大的像，

故答案为：（1）凸透镜；主光轴；（2）D；（3）A；（4）因为蜡烛有一定的体积，把它

放到焦点时，它有一部分会在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所以能看到放大的像．

　

26．打开酒瓶瓶盖，会闻到酒精的气味，瓶盖开启时间长了，会不会使酒的酒精度（酒中

酒精和酒的体积百分比）降低呢？小明认为：酒精的密度为O.8×10s3kg/m3与水的密度不同，

同，若酒的酒精度发生变化，则酒的密度必定会变化．因此只要确定酒的密度是否变化，

就能作出有效判读．于是他用天平、烧怀、量杯和白酒等器材．测量酒的密度，操作过程如

下：

甲．用调节好的天平测出空烧杯的质量；

乙．在烧杯中倒入适量的白酒．测出烧杯和白酒的总质量；

丙．再将烧杯中的白酒倒入如图所示的量杯中，测出白酒的体积；

丁．计算出白酒的密度．

（1）①同学们认为小明的操作过程有不足，不足之处是：a．　量杯的分度值太大，读数

误差大　；b．　测得的酒精体积偏小　．

改进实验后，小明第一次测得白酒的质量为 46g，体积 50smL．过了一段时间后，第二次测

得白酒质量是 28.8

g，体积是 30smL．

a．第一次实验时所测得的白酒密度是多少？

b．分析实验数据后请判断：酒的酒精度有没有降低？



（2）小华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探究．她在实验室取了两个相同的烧杯，在烧杯中分别装入

25OmL的料酒（酒精度为 11%）和水，而后将两烧杯置于相同的环境中，过了一天，测得

料酒和水的体积分别是 232mL和 242mL．请根据实验数据，分析酒的酒精度是否降低？

【考点】液体密度的测量．

【分析】（1）从测量误差方面考虑操作过程的不足之处；利用密度的公式 ρ= 求出测量的

酒精的密度和标准的密度对照，得出结论；

（2）根据题中提供水和酒精蒸发数值，判断出酒精和水蒸发的快慢，从而分析酒的酒精度

是否降低．

【解答】解：（1）①小明的操作中，量杯的分度值太大，读数误差大，同时，倒入量杯中

的酒精到不干净，测得的酒精体积偏小；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第一次实验时所测得的白酒密度：ρ= = =0s.92g/cm3=0s.92×10s3kg/m3＞O.8×10s3kg/

m3，．

（2）料酒蒸发的体积为 25OmL 232mL=18mL﹣ ，水蒸发的体积为 25OmL 242mL=8mL﹣ ，

料酒蒸发的比水蒸发的快，可判断料酒中的酒精比水蒸发的快，所以酒的酒精度会降低．

故答案为：（1）①量杯的分度值太大，读数误差大；测得的酒精体积偏小；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 a．第一次

实验时所测得的白酒密度是 0s.92×10s3kg/m3；酒的酒精度降低；

（2）酒的酒精度会降低．

　

27．如图所示是一种起重机的示意图．起重机重 2.4×10s4N（包括悬臂），重心为 P1，为使

起重机起吊重物时不致倾倒．在其右侧配有重M（重心为 P2）．现测得AB为 10sm，BO为

1m，BC为 4m，CD为 1.5m．（g取 10sN/kg）

（1）若该起重机将重物吊升 6m．用时 5Os，则重物上升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2）现在水平地面上有重为 2.44×10s4N的货箱，它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是 3m2．

①若起重机不加配重，在起吊货箱时，最大可使货箱对地面的压强减少多少？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若要吊起此货箱，起重机至少需加多少牛的配重？

（3）有人认为起重机的配重越重越好，这样就能吊起更重的重物，这起重机能配 8t的配

重吗？请说明理由．



【考点】压强的大小及其计算；速度公式及其应用；杠杆的应用．

【分析】（1）知道重物上升的高度和时间，利用速度公式求重物上升的平均速度；

（2）①货箱自由静止在地面上时，利用 p= 求对地面的压强；

若起重机不加配重，在起吊货箱时，支点为 B，利用杠杆平衡条件求对货箱的最大拉力，

此时对地面的压力等于货箱重力减去拉力，再利用 p= 求对地面的压强；进而求出压强变

化量；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若要吊起此货箱，对货箱的拉力等于货箱重力，此时支点为 B，利用杠杆平衡条件求配

重；

（3）不起吊物体时，支点为 C，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可得最大配重，利用G=mg求最大配重

的质量，可以判断起重机能否配 8t的配重．

【解答】解：（1）重物上升的平均速度：

v= = =0s.12m/s；

（2）①货箱自由静止在地面上时，对地面的压强：p1= = = ，

若起重机不加配重，在起吊货箱时，支点为 B，对货箱的拉力 F 拉，

根据杠杆平衡条件有：F 拉×AB=G 起重机×BO，

即：F 拉×10sm=2.4×10s4N×1m，

解得：F 拉=240s0sN，

此时货箱对地面的压力：F2=G 货箱﹣F拉=2.44×10s4N 240s0sN=2.2×10s﹣ 4N，

此时货箱对地面的压强：p2= = ，

压强变化量：

△p=p1 p﹣ 2= ﹣ =80s0sPa；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若要吊起此货箱，起重机对货箱的拉力：F 拉′=G=2.44×10s4N，

支点为 B，配重的力臂：BD=BC+RCD=4m+R1.5m=5.5m，



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可得：F 拉′×AB=G 起重机×BO+RG 配重×BD，

即：2.44×10s4N×10sm=2.4×10s4N×1m+RG 配重×5.5m，

解得：G 配重=4×10s4N；

（3）不起吊物体时，支点为 C，

起重机自重的力臂：OC=BC BO=4m 1m=3m﹣ ﹣ ；配重的力臂：CD=1.5m．

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可得：G 起重机×OC=G 配重′×CD，

即：2.4×10s4N×3m=G 配重′×1.5m，

解得最大配重：G 配重′=4.8×10s4N，

最大配重的质量：

m′= = =4.8×10s3kg=4.8t，

因为 4.8t＜8t，

所以这起重机不能配 8t的配重，否则起重机在不工作时就向右翻倒．

答：（1）重物上升的平均速度是 0s.12m/s；

（2）①若起重机不加配重，在起吊货箱时，最大可使货箱对地面的压强减少 80s0sPa；

    ②两灯串联后接到电压为若要吊起此货箱，起重机至少需加 4×10s4N的配重；

（3）这起重机不能配 8t的配重，否则起重机在不工作时就向右翻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