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江苏省扬州市中考物理试卷

　

一、选择题

1．下列能源中属于可再生能源的是（　　）

A．煤炭  B．太阳能  C．石油  D．核能

2．运动鞋的鞋底上刻有凹凸不平的花纹主要是为了（　　）

A．增大摩擦  B．轻便省力  C．增大压强  D．节省材料

3．下列图中温度计使用正确的是（　　）

A．  B．  C．  D．

4．下列图中关于光学现象的描述或解释不正确的是（　　）

A．甲图中小孔成的是倒立的虚像

B．乙图中凹透镜可以矫正近视眼

C．丙图中白光通过三棱镜会分解成多种色光

D．丁图中漫反射的光线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5．如图所示的装置可能是用来研究（　　）

A．液体内部的压强跟液体密度的关系

B．液体内部的压强跟深度的关系

C．在同一深度，液体向各个方向的压强大小是否相等

D．液体内部向各个方向是否都有压强

6．行驶的车辆突然刹车时如图所示，人向前倾的原因是（　　）



A．车辆对人施加一个向前的力  B．车辆具有惯性

C．人受到向前推的力  D．人具有惯性

7．电炉中的电阻丝通电一段时间后变得很烫，而连接的导线却不怎么热，主要是（　　）

A．通过导线的电流小于通过电阻丝的电流

B．导线的绝热皮隔热

C．导线的电阻远小于电阻丝的电阻

D．导线散热比电阻丝快

8．小华静止站在水平地面上，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他对地面的压力和他所受到的重力二力平衡

B．他对地面的压力和地面对他的支持力二力平衡

C．他受到的重力和地面对他的支持力是相互作用的力

D．他对地面的压力和地面对他的支持力是相互作用的力

9．一个中学生的体积最接近（　　）

A．50mm 3B．50cm 3C．50dm 3D．50m3

10．小明在医院看到一种输液警报器（如图甲），当管内药液流完时，电铃发声，报警器内部有

一可变电阻，当输液管内有液体时，电阻大，无液体时，电阻小，电路如图乙所示，则当闭合开

关报警器工作时，分析正确的是（　　）

A．输完药液时，电流表示数变小

B．输完药液时，电压表示数变小

C．输完药液时，电铃响的原因是其两端电压变大，电铃正常工作

D．未输完药液时，电铃不响是因为没有电流通过

11．如图所示，甲、乙、丙三图中的装置完全相同．燃料的质量相同，烧杯内的液体质量也相同．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比较不同液体的比热容，可以选择甲丙两图

B．比较不同液体的比热容，可以选择乙丙两图

C．比较不同燃料的热值，可以选择乙丙两图

D．比较不同燃料的热值，不可以选择甲乙两图

12．图甲中的 A、B分别为小灯泡和定值电阻的 I U﹣U 图象，小灯泡和电阻的连接情况如图乙所示，

电源电压 8V，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小灯泡电阻随温度的增大而减小

B．灯泡的实际电功率为 0.6W

C．电阻的阻值为 0.05Ω

D．电阻的电功率为 0.8W

　

二、填空题

13．晚上小明家楼上的孩子正在拉小提琴，优美的琴声是由琴弦的　　　　　　  产生的．琴声影

响了小明的学习，他关上窗户，这是在　　　　　　  控制噪声．

14．在“用天平测一枚回形针的质量”实验中，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把游码移至标尺的　　

处，发现指针如图所示，他应将横梁右端的平衡螺母向　　　　　　  调，使天平横梁平衡．测出

100 枚回形针的质量为 m，则一枚回形针质量是　　　　　　  ．还用到此方法的有　　　　　　  ．

（请举一例）

15．如图所示是物质三种状态的分子模型．某物质由图丙状态直接变为图甲状态时，发生的物态

变化为　　　　　　  ，下列事例中所发生的物态变化与之相同的是　　　　　　  （填序号）．

（1）固体清香剂用了一段时间后变小     （2）打开冰箱门，看到有“白气”冒出

（3）寒冷的冬天，早上看到的霜

16．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是通过摄像机镜头来捕捉人脸信息．该摄像机镜头相当于　　　　　　

透镜，它的成像与　　　　　　  （照相机 /投影仪 /放大镜）相似，所成的是　　　　　　  （放大 /

缩小 /等大）的实像，已知镜头焦距为 f人脸到镜头的距离应大于　　　　　　  ．要使屏幕上的像

大些，人应离镜头　　　　　　  （远 /近）些．

17．小明坐在一列从扬州开往启东的动车上，看到窗外的树向后退，他是以　　　　　　  为参照

物的．小明想测动车的速度．在路上动车通过一座大桥，已知大桥长 1000m，小明从上桥到离开

桥，小明通过大桥的时间是 20s，则动车速度是　　　　　　  m/s，已知车长 150m，则动车全部

通过大桥所行驶的路程是　　　　　　  m，所需要的时间是　　　　　　  s．



18．小明用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验证下沉的物体是否受到浮力的作用．由图可知弹簧测力计前

后示数变化了　　　　　　  N．为了使弹簧测力计前后示数变化更明显，他可采取的措施有　　

、　　　　　　  （填两种方法）．

19．重力灯是英国里弗斯设计的一款概念环保灯，它是通过一定的装置将重力势能转化为电能的

设备，如图所示．已知沙袋重力为 200N，用滑轮系统将它提升到 2m 高处，然后放手让沙袋下降

到地面，此过程中重力所做的功是　　　　　　  J，利用滑轮系统的目的是　　　　　　  ，传动装

置带动发电机发电，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是　　　　　　  ．已知重力灯功率为 0.5W，重力势能转

化为电能效率为 50%，则每举高一次该沙袋使重力灯正常照明　　　　　　  s．

20．通电螺线管的外部磁场与条形磁体周围磁场相似，其磁极可以用安培定则判定．

（1）图中螺线管的 A端是　　　　　　  极．

（2）螺线管实际上就是由多个单匝圆形圈组成，通电螺线管的磁场可以看成由每一个单匝圆形

通电线圈的磁场组合而成，因此应用安培定则也可以判断单匝圆形通电线圈的磁极．现一单匝圆

形通电线圈中的电流方向如图所示，则其 B端是　　　　　　  极．

（3）地球周围存在的磁场，有学者认为，地磁场是由于地球带电自转形成圆形电流引起的，地

球自转的方向自西向东，则形成圆形电流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　　　　　　  （相同 /相反），物理

学规定正电荷定向移动方向为电流方向，那么地球带　　　　　　  （正 /负）电．

　

三、解答题

21．按题目要求作图

（1）如图所示，作出图中的反射光线．

（2）如图所示，小红站在上升的电梯上，作出她所受重力的示意图．（O 点为其重心） [ 来 源 : 学 # 科 # 网 Z # X # X # K] ]



（3）如图所示，S 1是光控开关，夜晚自动闭合，白天断开；S 2是声控开关，有声音时自动闭合，

安静时断开．将图连接成声光控楼道节能照明电路．

23．在冬天学校为了让师生能喝上热水，买了多台电热水壶，其铭牌上标有“220V 10A”字样，

求：

（1）一台电热水壶正常工作 210s 消耗的电能．

（2）若电热水壶放出的热量全部被水吸收，那么一台电热水壶 210s 内可将质量为多少 kg 初温为

20℃的水加热到 75℃．[c 水=4.2×10 3J/（kg•℃）]． [ 来 源 : Z 。 x x 。 k . C o m ]

24．如图，最近有报道，奇男子方恕云凭借一根不经任何加工的毛竹横渡富春江．（g=10N/

kg）

（1）已知人与手上物体的总质量为 80kg，他两只脚站在毛竹上的受力面积是 400cm 2，求他对毛

竹的压强．

（2）若他所用的一根毛竹质量为 210kg，体积 0.3m 3，则他能否实现水上漂行？

25．某综合实践活动小组在制作一个医用冷藏盒时，不知道给药品降温用冰好，还是盐水结成的

冰好？他们动手测量了盐水的凝固点．

（1）在选择器材时，小明提出不要使用量程为﹣U2℃～102℃的温度计，要使用量程为﹣U20℃～

102℃的温度计，这样考虑主要是基于什么假设？　　　　　　

（2）小明和小红分别通过实验得到了盐水的凝固图象如图所示，则小明所测盐水的凝固点是　

℃．

（3）他们同时发现所测得盐水凝固点并不相同，于是对比了双方实验过程，发现烧杯中装水都

是 200ml，小明加了 1汤匙的盐，而小红加了 3汤匙的盐，由此作出猜想：盐水的凝固点与盐水

的浓度有关．接着多次实验得出不同浓度盐水的凝固点，数据记录如下表：

盐水浓度

（%）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6

凝固点（℃） 0 ﹣U2 ﹣U4 ﹣U6 ﹣U8 ﹣U11 ﹣U15 ﹣U18 ﹣U17 ﹣U1.8 ﹣U0.4 0

分析表格中数据可知，当盐水浓度增大时，其凝固点　　　　　　  ．

（4）小明由表格数据得到盐水浓度为 21%时凝固点最低，其值为﹣U18℃，你认为他的判断准确

吗？　　　　　　  （准确 /不准确），你判断的理由是　　　　　　  ．

（5）你认为给冷藏盒中药品降温最好选用　　　　　　  ．（冰 /适当浓度盐水结成的冰）．



26．如图是小华同学探究“电流与电压关系”的电路图．

（1）请按电路图将实物图连接完整（要求滑片 P 向左滑时接入电阻变大）．

（2）小华连接电路时，开关应　　　　　　  ，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应放在最　　　　　　  （左 /

右）端．

（3）闭合开关后小华发现，无论怎样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电流表指针几乎不动，电压表指

针有示数且不变，原因可能是　　　　　　  ．

（4）接着小华取来三只阻值分别 5Ω、10Ω、15Ω的电阻，探究“电流与电阻关系”，他将电阻

5Ω换成 10Ω，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 P 的目的是　　　　　　  ．

27．某兴趣小组将一张硬卡片对折，在开口的一边剪两个小豁口 A和 B，然后套上橡皮筋，做成

了一个会跳的卡片（如图所示）．为了探究卡片跳起的高度与哪些因素有关，该兴趣小组提出了

如下猜想：

A、与卡片的质量有关     B、与橡皮筋的形成变量有关

C、与橡皮筋的条数有关

为了验证猜想，小组选用几根相同的橡皮筋和几张相同的卡片进行实验．

（1）小明将图中的卡片反过来，把它放在桌面上用手向下压，使橡皮筋伸长，迅速松开手，观

察到的现象是　　　　　　  ，这个现象说明：发生弹性形变的橡皮筋能对卡片　　　　　　  ，因

此它具有弹性势能．

（2）探究跳起高度与质量是否有关，应选择质量不同的卡片，控制其它实验条件相同．操作中

将卡片反过来，每次把它在桌面上用手压平的目的是　　　　　　  ．

（3）探究跳起高度与橡皮筋形变量是否有关，请你为该小组提供使橡皮筋的形变量不同的两种

方法：①　　　　　　  ②　　　　　　  ．

28．从地面上搬起重物我们的常见做法是弯腰（如图甲）或人下蹲弯曲膝盖（如图乙）把它搬起

来，哪种方法好呢？下面就建立模型说明这个问题．把脊柱简化为杠杆如图丙所示，脊柱可绕骶

骨（轴）O 转动，腰背部复杂肌肉的等效拉力 F1作用在 A 点，其实际作用方向与脊柱夹角为 12°



且保持不变，搬箱子拉力 F2作用在肩关节 B 点，在 B 点挂一重物代替箱子．用测力计沿 F1方向

拉，使模型静止，可测出腰背部复杂肌肉拉力的大小．接着，改变脊柱与水平面的夹角即可改变

杠杆与水平面的夹角 α，多次实验得出结论．

（1）在丙图中画出 F 2力臂 L2．

（2）当 α角增大时，L2　　　　　　  （变大 /不变 /变小），F 1　　　　　　  （变大 /不变 /变小）．

（3）如果考虑到人上半身的重力，那么腰背部肌肉的实际拉力将比丙图中 F 1要　　　　　　

（大 /小）．

（4）对比甲乙两种姿势所对应丙图中的两种状态，由以下分析可得，　　　　　　  （甲 /乙）图

中的姿势比较正确．

29．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空气净化器

由于雾霾天气的增多，空气净化器逐渐走入家庭，其工作过程（如图甲）是：脏空气进入净化器

时，灰尘被正电钨丝放电而带上正电，流到负电路栅板时，带电灰尘被吸附．此后经过活性炭层

时，化学有毒气体被吸附，排出空气的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多次循环后变成洁净空气．

洁净空气量（CADR）是反映其净化能力的性能指标，CADR 值越大，其净化效率越高．利用

CADR 值，可以评估其在运行一定时间后，去除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效果．按下列公式计算

CADR：

CADR= （V：房间容积； t：空气净化器使房间污染物的浓度下降 90%运行的时间．）

其铭牌如表：

规格 额定电压 频率 额定功率
洁净空气量

（CADR）

GH 2034A﹣U 型 220V 50HZ 44W 138m 3 /h

（1）负电格栅板吸附灰尘的原理是　　　　　　  ．

（2）取出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活性炭，可以闻到刺激性的气味，说明分子在　　　　　　  ．

（3）该空气净化器正常工作时的电流为　　　　　　  A．



（4）某房间的使用面积为 18m 2，高度是 3m．此空气净化器　　　　　　  （能 /不能）在 1小时

内使房间污染物浓度下降 90%．

（5）可变电阻是制作二氧化碳传感器的常用元件，图乙为其控制电路，电源电压保持 6V恒定，

R1为可变电阻，其阻值随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如图丙，R0为定值电阻，当浓度为 0.031%时，电压

表示数为 1V，则 R0阻值为　　　　　　  Ω，当电压表示数大于 3V时，二氧化碳浓度大于　　　

%，此时空气净化器会自动报警．

　



2016年江苏省扬州市中考物理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

1．下列能源中属于可再生能源的是（　　）

A．煤炭  B．太阳能  C．石油  D．核能

【考点】能源的分类．

【分析】从能源是否可再利用的角度可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核能会越用越

少，不可能在短期内从自然界得到补充，所以它们属于不可再生能源；而风能、水能、太阳能、生

物质能，可以在自然界里源源不断的得到补充，所以它们属于可再生能源．

【解答】解：

煤炭、石油、核能都不可能在短期内从自然界得到补充，都属于不可再生能源，只有太阳能可以在

自然界里源源不断的得到补充，是可再生能源．

故选 B．

　

2．运动鞋的鞋底上刻有凹凸不平的花纹主要是为了（　　）

A．增大摩擦  B．轻便省力  C．增大压强  D．节省材料

【考点】增大或减小摩擦的方法．

【分析】摩擦力大小的影响因素：压力大小、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增大摩擦的方法：增大压力，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减少摩擦力的方法有：一是减小压力；二是减小接触面积的粗糙程度；三是用滚动摩擦代替滑动

摩擦；四是使接触面彼此分离（如加润滑油等）．

【解答】解：运动鞋的鞋底上刻有凹凸不平的花纹主要是为了在压力一定时，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

度增大摩擦力．

故选 A．

　

3．下列图中温度计使用正确的是（　　）

A．  B．  C．  D．

【考点】温度计的使用及其读数．

【分析】使用温度计测量液体温度时，要使温度计的玻璃泡与被测液体充分接触，不要接触容器底

或容器壁．

【解答】解：

A、温度计的玻璃泡接触了烧杯底部．故 A错误；

B、温度计的玻璃泡接触了烧杯侧壁．故 B错误；

C、温度计的玻璃泡未与被测液体接触．故 C错误；

D、温度计的玻璃泡与被测液体充分接触，但没有接触容器底或容器壁．故 D正确．



故选 D．

　

4．下列图中关于光学现象的描述或解释不正确的是（　　）

A．甲图中小孔成的是倒立的虚像

B．乙图中凹透镜可以矫正近视眼

C．丙图中白光通过三棱镜会分解成多种色光

D．丁图中漫反射的光线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考点】光直线传播的应用；漫反射；光的色散；远视眼的成因与矫正办法．

【分析】（1）光在同种、均匀透明介质中沿直线传播，日食、月食、影子、小孔成像都是光沿直线传

播形成的；

（2）近视眼的成因是晶状体太厚，折光能力太强，或者眼球在前后方向上太长，因此来自远处

点的光会聚在视网膜前，到达视网膜时已经不是一点而是一个模糊的光斑了，应佩戴凹透镜矫正；

（3）太阳通过玻璃三棱镜后，被分解为绚丽的七色光，从上往下依次是红、橙、黄、绿、蓝、靛、紫，

这种现象称为光的色散，说明了白光不是单色光，不同颜色的光折射时的偏折程度不同；

（4）一束平行光射到粗糙的物体表面时，反射光不再平行，而是射向各个方向，这种反射叫做

漫反射，漫反射和镜面反射都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解答】解：A、小孔成的是倒立的实像，是光在同种介质中沿直线传播形成的，该选项说法错误；

B、近视眼需要佩戴凹透镜矫正，是光的折射原理，该选项说法正确；

C、白光通过三棱镜可以分解成多种色光，从上往下依次是红、橙、黄、绿、蓝、靛、紫，该选项说法

正确；

D、漫反射的光线尽管杂乱无章，但每条光线仍然遵循光的反射定律，该选项说法正确．

故选 A．

　

5．如图所示的装置可能是用来研究（　　）

A．液体内部的压强跟液体密度的关系

B．液体内部的压强跟深度的关系

C．在同一深度，液体向各个方向的压强大小是否相等

D．液体内部向各个方向是否都有压强

【考点】探究液体压强的特点实验．

【分析】（1）掌握液体内部压强的特点：液体内部有压强；同一深度，液体向各个方向的压强相

等；液体内部压强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大；同一深度，密度越大，压强越大；

（2）根据实验现象，确定相同的量和改变的量，得出探究的问题．



【解答】解：由图知，金属盒在液体中的深度相同，U 型管液面的高度差不同，可知液体的压强不

同，则是因为液体密度不同造成的，所以此实验探究的是液体压强与液体密度的关系，A正确；

因为两图中，金属盒在液体中的深度相同，不能探究液体压强与深度的关系，B错误；

金属盒的方向相同，所以不能探究液体压强与方向的关系，CD错误．

故选 A．

　

6．行驶的车辆突然刹车时如图所示，人向前倾的原因是（　　）

A．车辆对人施加一个向前的力  B．车辆具有惯性

C．人受到向前推的力  D．人具有惯性

【考点】惯性．

【分析】惯性是指物体保持原来运动状态不变的性质，一切物体都有惯性．

【解答】解：水平路上行驶的汽车突然刹车，车上的人下半身随车停止运动，而上半身由于惯性要

保持原来的状态继续向前运动，所以人会向前倾．因此，发生这一现象是因为乘车的人具有惯性．

故选 D．

　

7．电炉中的电阻丝通电一段时间后变得很烫，而连接的导线却不怎么热，主要是（　　）

A．通过导线的电流小于通过电阻丝的电流

B．导线的绝热皮隔热

C．导线的电阻远小于电阻丝的电阻

D．导线散热比电阻丝快

【考点】焦耳定律．

【分析】电炉丝和导线串联，通过的电流和通电时间相同，根据焦耳定律 Q=I2Rt可知，电阻越大

电流产生的热量越多，据此分析判断．

【解答】解：

电炉丝跟铜导线串联，通过它们的电流 I和通电时间 t相等，故 A错误；

因为 Q=I2Rt，R 电炉丝＞R 导线，

所以产生的热量：Q 电炉丝＞Q 导线，

即相同时间内导线产生的热量小于电炉丝产生的热量，而与散热快慢、隔热效果无关，故 C正确，

BD错．

故选 C．

　

8．小华静止站在水平地面上，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他对地面的压力和他所受到的重力二力平衡

B．他对地面的压力和地面对他的支持力二力平衡

C．他受到的重力和地面对他的支持力是相互作用的力

D．他对地面的压力和地面对他的支持力是相互作用的力

【考点】平衡力和相互作用力的区分．

【分析】平衡力的条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相互作用力条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两个物体上，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解答】解：A、他对地面的压力和他所受到的重力是作用在不同物体上的两个力，且方向相同，

不符合二力平衡的条件，所以二力不平衡．故 A错误；

B、他对地面的压力和地面对他的支持力是作用在不同一个物体上，不符合二力平衡的条件，所以

二力不平衡．故 B错误；

C、他受到的重力和地面对他的支持力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的两个力，不符合相互作用力的条件，

所以不是相互作用力．故 C错误；

D、他对地面的压力和地面对他的支持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两个物体上，作用在同一条

直线上，符合相互作用力的条件，所以是相互作用力．故 D正确．

故选 D．

　

9．一个中学生的体积最接近（　　）

A．50mm 3B．50cm 3C．50dm 3D．50m3 [ 来 源 : Z _ x x _ k . C o m ]

【考点】密度公式的应用．

【分析】先估测出一名中学生的质量约为 50kg，人的密度和水的密度差不多，利用密度的变形公

式 V= 求出人的体积．

【解答】解：一名中学生的质量约为 50kg，人的密度 ρ≈ρ 水=1.0×10 3kg/m 3，

由 ρ= 可得，一名中学生的体积约为：

V= = =0.05m 3=50dm 3=5×10 4cm 3=5×10 7mm 3．

只有 C正确，ABD都错．

故选 C．

　

10．小明在医院看到一种输液警报器（如图甲），当管内药液流完时，电铃发声，报警器内部有

一可变电阻，当输液管内有液体时，电阻大，无液体时，电阻小，电路如图乙所示，则当闭合开

关报警器工作时，分析正确的是（　　）

A．输完药液时，电流表示数变小

B．输完药液时，电压表示数变小

C．输完药液时，电铃响的原因是其两端电压变大，电铃正常工作

D．未输完药液时，电铃不响是因为没有电流通过

【考点】欧姆定律的应用．

【分析】输液管内有液体时，电阻大，无液体时电阻小，根据欧姆定律判断电路中的电流大小和电

铃两端的电压示数变化．



【解答】解：由题意知，当输完药液时，警报器内的电阻较小，未输完药液时，警报器内的电阻较

大；

A、由 I= 可知，当输完药液时，警报器内的电阻较小，电路中的电流较大，电流表的示数变大，

故 A错误；

B、由 A 知，输完药液时，电路中的电流变大，所以电铃两端的电压变大，故 B错误；

C、输完药液时，电铃两端的电压变大，所以电铃可以正常工作而发声，故 C正确；

D、未输完药液时，电阻较大，电流较小，电铃不响，并不是因为没有电流，而是因为电流较小造

成，故 D错误．

故选 C．

　

11．如图所示，甲、乙、丙三图中的装置完全相同．燃料的质量相同，烧杯内的液体质量也相同．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比较不同液体的比热容，可以选择甲丙两图

B．比较不同液体的比热容，可以选择乙丙两图

C．比较不同燃料的热值，可以选择乙丙两图

D．比较不同燃料的热值，不可以选择甲乙两图

【考点】燃料的热值；比热容的概念．

【分析】（1）燃料的热值大小不能直接测量，需要通过液体吸收热量的多少来体现燃料燃烧放出

热量的多少，而液体吸收热量的多少跟液体的质量和升高的温度有关，

因此为了比较热值大小要用不同的燃料，加热同一种液体，让液体的质量相同，通过温度计的示

数高低得出吸热多少，进而判断热值大小；

（2）为了比较两种液体的比热容，需要燃烧相同的燃料，加热不同的液体，让液体的质量相同，

温度计的示数变化相同时，通过比较加热时间比较吸热多少，进而判断两种比热容的大小关系．

【解答】解： AB、为了比较不同液体的比热容，需要燃烧相同的燃料，加热不同的液体，让液体的

质量和温度的变化相同，

通过比较加热时间，进而判断两种液体比热容的大小关系，应选择甲和丙两图进行实验，故 A正

确，B错误；

CD、为了比较不同燃料的热值要用不同的燃料，应加热同一种液体，让液体的质量相同，

通过温度计的示数高低得出吸热多少，进而判断热值大小，应选择甲和乙两图进行实验，故 CD

错误．

故选：A．

　

12．图甲中的 A、B分别为小灯泡和定值电阻的 I U﹣U 图象，小灯泡和电阻的连接情况如图乙所示，

电源电压 8V，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小灯泡电阻随温度的增大而减小

B．灯泡的实际电功率为 0.6W

C．电阻的阻值为 0.05Ω

D．电阻的电功率为 0.8W

【考点】欧姆定律的应用；电功率的计算．

【分析】A、根据图象分析灯泡的电阻变化；

B、根据图象确定灯泡两端的实际电压和电流，由 P=UI计算实际电功率；

C、根据公式 R= 得出定值电阻的阻值；

D、根据图象确定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和电流，由 P=UI计算出实际电功率．

【解答】解：A、由图甲结合 R= 可知，灯泡两端的电压增大时，灯泡的电阻增大；此时灯泡的实

际功率增大，灯丝温度也在升高，由此说明，灯丝的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故 A错误；

B、灯泡和定值电阻串联，电流相等，电压之和等于电源电压，由图甲知，当电流为 0.3A 时，灯

泡两端电压为 2V，定值电阻两端电压为 6 V，总电压为 8V，则灯泡的实际功率：

PL=ULI=2V×0.3A=0.6W，故 B正确；

CD、由 B项数据可知，电阻的阻值：R= = =20Ω，

电阻的实际功率：PR=URI=6V×0.3A=1.8W，故 CD错误．

故选 B．

　

二、填空题

13．晚上小明家楼上的孩子正在拉小提琴，优美的琴声是由琴弦的　振动　  产生的．琴声影响了

小明的学习，他关上窗户，这是在　传播过程中　  控制噪声．

【考点】声音的产生；防治噪声的途径．

【分析】①声音是由发声体的振动产生的；

②减弱噪声有三种途径：在人耳处、传播过程中和在声源处进行减弱．

【解答】解：一切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优美的琴声是琴弦的振动产生的；

小明为减小噪声关上窗户，这是在传播过程中减弱噪声．

故答案为：振动；传播过程中．

　

14．在“用天平测一枚回形针的质量”实验中，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把游码移至标尺的　      0  

刻度线　  处，发现指针如图所示，他应将横梁右端的平衡螺母向　左　  调，使天平横梁平衡．测



出 100 枚回形针的质量为 m，则一枚回形针质量是　      　  ．还用到此方法的有　我们测量一张

纸的厚度时，常常测量出          50          张或          100          张纸的总厚度，再计算出一张纸的厚度　      ．（请举一例）

【考点】质量的测量与天平．

【分析】（1）正确使用天平：把天平放在水平台上，把游码拨到零刻度；调节天平的横梁平衡；

左物右码称量物体质量，物体的质量等于砝码的质量与游码对应的刻度值的和．

（2）测微小质量时在物理测量中常采用累积法，即测多算少的方法．

【解答】解：在使用天平测量时，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把游码移至标尺的 0刻度线处，发现指

针如图所示指针偏右，故他应将横梁右端的平衡螺母向左调，使天平横梁平衡．

由于一枚回形针的质量不能测量，所以测出 100 枚回形针的质量为 m，则一枚回形针质量是 ，

这种方法就是物理中常用的积累法，如我们测量一张纸的厚度时，常常测量出 50 张或 100张纸的

总厚度，再计算出一张纸的厚度；

故答案为：0刻度线；左； ；我们测量一张纸的厚度时，常常测量出 50张或 100 张纸的总厚

度，再计算出一张纸的厚度．

　

15．如图所示是物质三种状态的分子模型．某物质由图丙状态直接变为图甲状态时，发生的物态

变化为　凝华　  ，下列事例中所发生的物态变化与之相同的是　（      3      ）　      （填序号）．

（1）固体清香剂用了一段时间后变小     （2）打开冰箱门，看到有“白气”冒出

（3）寒冷的冬天，早上看到的霜

【考点】物态的微观模型及特点．

【分析】根据物态变化的定义可以确定是哪种物态变化：

物质由固态变为液态的过程是熔化；

物质由液态变为固态的过程是凝固；

物质由液态变为气态的过程是汽化；

物质由气态变为液态的过程是液化；

物质由固态直接变为气态的过程是升华；

物质由气态直接变为固态的过程是凝华．

【解答】解：因为图甲是固态，图丙是气态，物质由气态直接变为固态的现象叫凝华，所以某物质

由图丙状态直接变为图甲状态时，发生的物态变化为凝华．

（1）固体清香剂用了一段时间后变小是因为固态的清香剂变成气态消散在了空气中，属于升华

现象；



（2）打开冰箱冷冻室的门，外界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冷冻室里冒出的冷气会放出热量变成小水

滴，所以可看到有“白气”冒出，属于液化现象；

（3）寒冷的冬天早晨看到的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形成固体小冰晶，属于凝华现象；

故下列事例中所发生的物态变化与之相同的是（3）．

故答案为：凝华；（3）．

　

16．人脸识别门禁一体机是通过摄像机镜头来捕捉人脸信息．该摄像机镜头相当于　凸　  透镜，

它的成像与　照相机　  （照相机 /投影仪 /放大镜）相似，所成的是　缩小　  （放大 /缩小 /等大）的

实像，已知镜头焦距为 f人脸到镜头的距离应大于　      2f      　      ．要使屏幕上的像大些，人应离镜头　

近　  （远 /近）些．

【考点】凸透镜成像的应用．

【分析】（1）凸透镜成像时，u＞2f，成倒立、缩小的实像，应用于照相机和摄像头．

（2）凸透镜成实像时，物距变大，像距变小，像变小；若物距变小，像距变大，像变大．

【解答】解：摄像头的镜头相当于凸透镜，它的成像原理与照相机相同，已知镜头焦距为 f

则人的脸距离凸透镜大于 2f时，成倒立、缩小的实像；同时当人靠近镜头时，物距变小，故像距

应该变大，同时像变大；

故答案为：凸；照相机；缩小；2f；近．

　

17．小明坐在一列从扬州开往启东的动车上，看到窗外的树向后退，他是以　自己（或动车）　

为参照物的．小明想测动车的速度．在路上动车通过一座大桥，已知大桥长 1000m，小明从上桥

到离开桥，小明通过大桥的时间是 20s，则动车速度是　      50      　      m/s，已知车长 150m，则动车全部

通过大桥所行驶的路程是　      1150      　      m，所需要的时间是　      23      　      s．

【考点】速度公式及其应用；参照物及其选择．

【分析】（1）被研究的物体和选定为参照物的物体之间发生位置变化，被研究的物体是运动的，

否则是静止的；

（2）①知道大桥的长度和通过大桥的时间，根据 v= 求出动车速度；

②动车完全通过大桥的路程是动车长度与桥长之和，求出动车的路程；

③已知动车速度，由速度公式的变形公式可以求出动车全部通过大桥所需要的时间．

【解答】解：

小明以自己（或动车）为参照物时，车窗外的树木与自己（或动车）之间的相对位置是不断变化

的，故观察到树木是运动的．

动车的速度：

v= = =50m/s．

动车全部通过大桥所行驶的路程：

s=s 桥+ss 车=1000m+s150m=1150m．



由 v= 得，动车全部通过大桥所需要的时间：

t ′= = =23s．

故答案为：自己（或动车）；50；1150；23．

　

18．小明用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验证下沉的物体是否受到浮力的作用．由图可知弹簧测力计前

后示数变化了　      0.2      　      N．为了使弹簧测力计前后示数变化更明显，他可采取的措施有　增加液体

的密度　  、　增大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　  （填两种方法）．

【考点】阿基米德原理．

【分析】（1）弄清楚弹簧测力计的分度值，然后读出其重力和拉力，根据 F 浮=G F﹣U 拉求出浮力；

（2）由于弹簧测力计前后示数变化是浮力作用的结果，而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是液体的密度和

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据此根据控制变量法分析可采取的措施．

【解答】解：（1）弹簧测力计的分度值为 0.2N，则弹簧测力计前后示数为 F1=2.4N，浸没在水中

时弹簧测力计的拉力 F2=2.2N，

则测力计前后示数变化为△F=F 1 F﹣U 2=2.4N 2.2N=0.2N﹣U ；

（2）由于弹簧测力计前后示数变化是浮力作用的结果，根据响浮力大小的因素是液体的密度和

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可采取的措施是：

一是增加液体的密度，二是增大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

故答案为：0.2；增加液体的密度；增大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

　

19．重力灯是英国里弗斯设计的一款概念环保灯，它是通过一定的装置将重力势能转化为电能的

设备，如图所示．已知沙袋重力为 200N，用滑轮系统将它提升到 2m 高处，然后放手让沙袋下降

到地面，此过程中重力所做的功是　      400      　      J，利用滑轮系统的目的是　省力且改变拉力的方向　  ，

传动装置带动发电机发电，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是　电磁感应　  ．已知重力灯功率为 0.5W，重力

势能转化为电能效率为 50%，则每举高一次该沙袋使重力灯正常照明　      400      　      s．

【考点】功的计算；磁场对通电导线的作用；电功的计算．

【分析】（1）已知沙袋重力和下降的高度，利用 W=Gh 计算重力所做的功；



（2）根据滑轮组的工作特点分析解答；

（3）闭合电路中的一部分导体切割磁感线时，电路会产生感应电流；

（4）根据重物重力做的功与电能之间的关系得到电能的大小，又知灯的功率，利用 P= 变形计

算时间；

【解答】解：（1）重力所做的功：W=Gh=200N×2m=400J；

（2）由图可知，该滑轮系统是有一个定滑轮和一个动滑轮组成的滑轮组，既可以省力，又可以

改变拉力的方向；

（3）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现象，即闭合电路中的一部分导体切割磁感线时，电路会产

生感应电流；

（4）由 η= 得重物重力做的功转化的电能为：

W 电=Wη=400J×50%=200J，

由 P= 得每举高一次重物能使该灯正常照明的时间：

t= = =400s；

故答案为：（1）400；（2）省力且改变拉力的方向；（3）电磁感应；（4）400．

　

20．通电螺线管的外部磁场与条形磁体周围磁场相似，其磁极可以用安培定则判定．

（1）图中螺线管的 A端是　      N      　      极．

（2）螺线管实际上就是由多个单匝圆形圈组成，通电螺线管的磁场可以看成由每一个单匝圆形

通电线圈的磁场组合而成，因此应用安培定则也可以判断单匝圆形通电线圈的磁极．现一单匝圆

形通电线圈中的电流方向如图所示，则其 B端是　      N      　      极．

（3）地球周围存在的磁场，有学者认为，地磁场是由于地球带电自转形成圆形电流引起的，地

球自转的方向自西向东，则形成圆形电流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　相反　  （相同 /相反），物理学规

定正电荷定向移动方向为电流方向，那么地球带　负　  （正 /负）电．

【考点】安培定则．

【分析】（1）根据安培定则判断 A的极性；

（2）安培定则也应用于单匝圆形线圈的极性判断；

（3）地磁南极在地理北极附近，地磁北极在地理南极附近．

【解答】解：（1）根据安培定则，用右手握住螺线管，四指弯向电流的方向，拇指指向螺线管的

A端，所以 A端为 N 极；



（2）根据安培定则，用右手握住单匝线圈，四指弯向电流的方向，拇指指向单匝线圈的 B端，

所以 B端为 N 极；

（3）由于地磁北极在地理南极附近，根据安培定则，拇指指向 N 极，四指的方向为电流的方向，

所以电流自东向西，与地球自转的方向相反；物理学规定正电荷定向移动方向为电流方向，所以

地球带负；

故答案为：（1）N；（2）N；（3）相反；负．

　

三、解答题

21．按题目要求作图

（1）如图所示，作出图中的反射光线．

（2）如图所示，小红站在上升的电梯上，作出她所受重力的示意图．（O 点为其重心）

（3）如图所示，S 1是光控开关，夜晚自动闭合，白天断开；S 2是声控开关，有声音时自动闭合，

安静时断开．将图连接成声光控楼道节能照明电路．

【考点】作光的反射光路图；重力示意图；串、并联电路的设计．

【分析】（1）根据反射定律：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在同一平面内，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分居

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作出反射光线并标出反射角及其度数．

（2）小红随自动扶梯一同匀速上升，因此小丽相对于扶梯静止，因此小丽受竖直向下的重力和

竖直向上的支持力，并且二力是一对平衡力，此题只要求画出重力．

（3）由题意知，两开关应串联起来共同控制灯泡，让其白天不会发光；而晚上也只在有声音时

发光；同时注意家庭电路中电路的连接要点，即开关接在火线上．

【解答】解：（1）过入射点作法线，入射光线与法线之间的夹角为入射角，等于 90° 45°=45°﹣U ，

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在法线左侧画出反射光线，度数等于入射角为 45°，如图所示：

（2）过重心作竖直向下的力（即重力），用符号 G表示，如图所示：

（3）两开关应和灯泡串联并且要接在火线上，故答案如图所示：

　

23．在冬天学校为了让师生能喝上热水，买了多台电热水壶，其铭牌上标有“220V 10A”字样，

求：

（1）一台电热水壶正常工作 210s 消耗的电能．



（2）若电热水壶放出的热量全部被水吸收，那么一台电热水壶 210s 内可将质量为多少 kg 初温为

20℃的水加热到 75℃．[c 水=4.2×10 3J/（kg•℃）]．

【考点】电功率与电能、时间的关系；热量的计算．

【分析】（1）电热水壶正常工作时，其实际功率等于电热水壶的额定功率，又知道工作时间，利

用 W=Pt 可求消耗的电能，

（2）知道电热水壶放出的热量全部被水吸收，即 Q 吸=W，利用吸热公式 Q=cm（ t t﹣U 0）求水的

质量，

【解答】解：

（1）电热水壶正常工作，

P=P 额=UI=220V×10A=2200W，

由 P= 可得电热水壶正常工作 210s 消耗的电能：

W=Pt=2200W×210s=4.62×10 5J．

（2）若电热水壶放出的热量全部被水吸收，Q 吸=W=4.62×10 5J，

由 Q 吸=cm（ t t﹣U 0）得：

m= = =2kg．

答：（1）一台电热水壶正常工作 210s 消耗的电能为 4.62×10 5J．

（2）一台电热水壶 210s 内可将质量为 2kg 初温为 20℃的水加热到 75℃．

　

24．如图，最近有报道，奇男子方恕云凭借一根不经任何加工的毛竹横渡富春江．（g=10N/

kg）

（1）已知人与手上物体的总质量为 80kg，他两只脚站在毛竹上的受力面积是 400cm 2，求他对毛

竹的压强．

（2）若他所用的一根毛竹质量为 210kg，体积 0.3m 3，则他能否实现水上漂行？

【考点】压强的大小及其计算；阿基米德原理；物体的浮沉条件及其应用．

【分析】（1）他对毛竹的压力等于其总重力，根据 p= 求出他对毛竹的压强；

（2）根据 G=mg 求出毛竹和人的总重力，再根据 F 浮=ρ 水 gV 排求出毛竹的最大浮力，然后比较

浮力和重力的关系得出答案．

【解答】解：（1）他对毛竹的压力：F=G=mg=80kg×10N/kg=800N，

他对毛竹的压强：p= = =2×10 4Pa；

（2）毛竹和人的总重力：G 总=m 总 g=（80kg+s210kg）×10N/kg=2900N，

毛竹刚浸没时，毛竹所受的浮力最大，



所以最大浮力：F 浮=ρ 水 gV 排=1×10 3kg/m 3×10N/kg×0.3m 3=3000N，

因为 F 浮＞G 总，所以他能实现水上漂行．

答：（1）他对毛竹的压强 2×10 4Pa；

（2）他能实现水上漂行．

　

25．某综合实践活动小组在制作一个医用冷藏盒时，不知道给药品降温用冰好，还是盐水结成的

冰好？他们动手测量了盐水的凝固点．

（1）在选择器材时，小明提出不要使用量程为﹣U2℃～102℃的温度计，要使用量程为﹣U20℃～

102℃的温度计，这样考虑主要是基于什么假设？　盐水的凝固点低于﹣U      2℃      　  

（2）小明和小红分别通过实验得到了盐水的凝固图象如图所示，则小明所测盐水的凝固点是　

﹣U      4      　      ℃．

（3）他们同时发现所测得盐水凝固点并不相同，于是对比了双方实验过程，发现烧杯中装水都

是 200ml，小明加了 1汤匙的盐，而小红加了 3汤匙的盐，由此作出猜想：盐水的凝固点与盐水

的浓度有关．接着多次实验得出不同浓度盐水的凝固点，数据记录如下表：

盐水浓度

（%）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6

凝固点（℃） 0 ﹣U2 ﹣U4 ﹣U6 ﹣U8 ﹣U11 ﹣U15 ﹣U18 ﹣U17 ﹣U1.8 ﹣U0.4 0

分析表格中数据可知，当盐水浓度增大时，其凝固点　先降低后升高　  ．

（4）小明由表格数据得到盐水浓度为 21%时凝固点最低，其值为﹣U18℃，你认为他的判断准确

吗？　准确　  （准确 /不准确），你判断的理由是　当盐水浓度增大为          24%      时，其凝固点为﹣U  

17℃      　      ．

（5）你认为给冷藏盒中药品降温最好选用　适当浓度盐水结成的冰　  ．（冰 /适当浓度盐水结成

的冰）．

【考点】熔化和凝固的探究实验．

【分析】（1）若盐水的凝固点低于﹣U2℃时，使用量程为﹣U2℃～102℃的温度计就不能测出盐水

的凝固点．

（2）盐水凝固的温度为盐水的凝固点，从凝固开始到凝固结束时间为凝固的过程经历时间．

（3）根据表中盐水浓度从 0～36%，凝固点从 0℃降低然后上升到 0℃可得出结论；

（4）根据表格数据可得出结论；

（5）根据盐冰的熔点低于 0℃分析．

【解答】解：（1）要使用量程为﹣U20℃～102℃的温度计，主要考虑盐水的凝固点低于﹣U2℃时，

便于测出盐水的凝固点；

（2）分析图象可知，小明所测盐水在﹣U4℃凝固，则该盐水的凝固点是﹣U4℃；

（3）从表格中的数据可看出，盐水的浓度一直在变大，而盐水的凝固点是先降低后又升高．



（4）从表格中的数据可看出，盐水浓度为 21%时凝固点最低，其值为﹣U18℃，当盐水浓度增大

为 24%时，其凝固点为﹣U17℃，所以他的判断准确；

（5）药品要求在 0℃以下存放，要求所选物质的熔点在 0℃以下，冰的熔点是 0℃，盐冰的熔点

低于 0℃，所以冷藏盒中应使用盐水冰块．

故答案为：（1）盐水的凝固点低于﹣U2℃；（2）﹣U4 ；（3）先降低后升高；（4）准确；当盐

水浓度增大为 24%时，其凝固点为﹣U17℃；（5）适当浓度盐水结成的冰

　

26．如图是小华同学探究“电流与电压关系”的电路图．

（1）请按电路图将实物图连接完整（要求滑片 P 向左滑时接入电阻变大）．

（2）小华连接电路时，开关应　断开　  ，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应放在最　左　  （左 /右）端．

（3）闭合开关后小华发现，无论怎样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电流表指针几乎不动，电压表指

针有示数且不变，原因可能是　电阻          R          断路　      ．

（4）接着小华取来三只阻值分别 5Ω、10Ω、15Ω的电阻，探究“电流与电阻关系”，他将电阻

5Ω换成 10Ω，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 P 的目的是　保持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不变　  ．

【考点】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实验．

【分析】（1）滑片 P 向左滑时接入电阻变大，滑动变阻器滑片以右电阻丝连入电路中；电压表选

用小量程；

（2）连接电路时，为保证电路的安全，开关应断开，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应放在阻值最大的位

置；

（3）电压表指针有示数，说明电压表两接线柱与电源正负极之间是通路，无论怎样移动滑动变

阻器的滑片，电流表指针几乎不动说明电路断路，即与电压表并联的部分断路；

（4）探究影响电流与电压关系时，应控制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不变．

【解答】解：（1）因滑片 P 向左滑时电阻变大，应将滑动变阻器滑片右边的电阻连入电路；因电

源电压为 3V，电压表选用小量程，如图所示；

（2）小华连接电路时，开关应断开，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应放在左端；

（3）闭合开关后小华发现，无论怎样移动滑动变阻器，电流表指针几乎不动（即电流表示数为

0），说明电路中存在断路故障；而电压表指针有示数且不变，说明电压表与电源两极是连通的，

即电压表与电路中的其它元件串联了；所以，造成这一故障的原因可能是定值电阻 R 断路；

（4）小华取来三只阻值分别 5Ω、10Ω、15Ω的电阻，探究“电流与电阻关系”，他将电阻 5Ω换

成 10Ω，根据分压原理，定值电阻的电压变大，根据串联电路电压的特点，应移动滑动变阻器的

滑片使其分得电压变大，从而保持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不变．



故答案为：（1）如上图所示；（2）断开；左；

（3）电阻 R 断路；（4）保持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不变．

　

27．某兴趣小组将一张硬卡片对折，在开口的一边剪两个小豁口 A和 B，然后套上橡皮筋，做成

了一个会跳的卡片（如图所示）．为了探究卡片跳起的高度与哪些因素有关，该兴趣小组提出了

如下猜想：

A、与卡片的质量有关     B、与橡皮筋的形成变量有关

C、与橡皮筋的条数有关

为了验证猜想，小组选用几根相同的橡皮筋和几张相同的卡片进行实验．

（1）小明将图中的卡片反过来，把它放在桌面上用手向下压，使橡皮筋伸长，迅速松开手，观

察到的现象是　卡片被弹起　  ，这个现象说明：发生弹性形变的橡皮筋能对卡片　做功　  ，因此

它具有弹性势能．

（2）探究跳起高度与质量是否有关，应选择质量不同的卡片，控制其它实验条件相同．操作中

将卡片反过来，每次把它在桌面上用手压平的目的是　控制橡皮筋的形成变量相同　  ．

（3）探究跳起高度与橡皮筋形变量是否有关，请你为该小组提供使橡皮筋的形变量不同的两种

方法：①　换用粗一点的橡皮筋　  ②　换用短一点的橡皮筋　  ．

【考点】控制变量法与探究性实验方案．

【分析】（1）发生弹性形变的物体就具有了弹性势能，也具有了弹力，必然会对使它发生形变的

物体施加力的作用．若该物体受到了力且在的方向上运动了一段距离，就说它做了功．

（2）探究跳起高度与质量是否有关，应该控制橡皮筋的形成变量、橡皮筋的条数不变，卡片的质

量不同；

（3）将弹性相同的物体拉到同一位置处，粗的、短的与细的、长的形变量不同．

【解答】解：（1）“橡皮筋伸长”说明橡皮筋发生了弹性形变，发生弹性形变的物体要恢复原状，

就会对使它发生形变的物体施加力的作用，所以橡皮筋对硬卡片施力，使他弹起．

橡皮筋对卡片施力，卡片弹起即在力的方向上运动了，所以橡皮筋对卡片做功．

（2）操作中将卡片反过来，每次把它在桌面上用手压平的目的是控制橡皮筋的形成变量相同；

（3）将弹性相同的物体拉到同一位置处，粗的、短的与细的、长的形变量不同，因此在探究跳起

高度与橡皮筋形变量是否有关时，应该控制卡片的质量有关与橡皮筋的条数不变，改变橡皮筋的

形成变量，使橡皮筋的形变量不同的方法有：①换用粗一点的橡皮筋；②换用短一点的橡皮筋．

故答案为：（1）卡片被弹起；做功；（2）控制橡皮筋的形成变量相同；（3）换用粗一点的橡

皮筋；换用短一点的橡皮筋．

　

28．从地面上搬起重物我们的常见做法是弯腰（如图甲）或人下蹲弯曲膝盖（如图乙）把它搬起

来，哪种方法好呢？下面就建立模型说明这个问题．把脊柱简化为杠杆如图丙所示，脊柱可绕骶

骨（轴）O 转动，腰背部复杂肌肉的等效拉力 F1作用在 A 点，其实际作用方向与脊柱夹角为 12°

且保持不变，搬箱子拉力 F2作用在肩关节 B 点，在 B 点挂一重物代替箱子．用测力计沿 F1方向

拉，使模型静止，可测出腰背部复杂肌肉拉力的大小．接着，改变脊柱与水平面的夹角即可改变

杠杆与水平面的夹角 α，多次实验得出结论．



（1）在丙图中画出 F 2力臂 L2．

（2）当 α角增大时，L2　变小　  （变大 /不变 /变小），F 1　变小　  （变大 /不变 /变小）．

（3）如果考虑到人上半身的重力，那么腰背部肌肉的实际拉力将比丙图中 F 1要　大　  （大 /小）．

（4）对比甲乙两种姿势所对应丙图中的两种状态，由以下分析可得，　乙　  （甲 /乙）图中的姿

势比较正确．

【考点】杠杆的动态平衡分析．

【分析】（1）力臂 L2是指从支点到力 F2的作用线的距离；

（2）当 α角增大时，由图分析得出力臂 L2变化，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即可判断中 F1的变化；

（3）如果考虑到人上半身的重力，根据重力对杠杆的作用，利用杠杆平衡条件即可判断实际拉

力的变化；

（4）比较两种状态下力臂 L1变化，利用杠杆平衡条件即可判断拉力的不同；根据拉力的大小变

化可判断姿势的产生的后果．

【解答】解：（1）延长 F 2作用线，由支点作其作用线的垂线，L2是其力臂．如图：

（2）由图可知：当 α角增大时，力臂 L2变小；由于拉力 F1的方向与脊柱夹角始终为 12°，且

OA 这段距离不变，则 O 点到 F 1作用线的距离不变，即动力臂不变，阻力为箱子的重力不变，根

据杠杆平衡条件可知，F1变小；

（3）如果考虑到人上半身的重力，由于上半身的重力会阻碍杠杆的转动，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可

知：实际拉力将变大；

（4）比较甲、乙两种姿势可知：甲的支点太高，在搬起物体时，阻力臂减小得慢，则腰背部复杂

肌肉的等效拉力 F1要比较长时间的使用较大的力，所以甲姿势不正确，乙姿势比较正确．

故答案为：（1）如上图；（2）变小；变小；（3）大；（4）乙．

　

29．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空气净化器

由于雾霾天气的增多，空气净化器逐渐走入家庭，其工作过程（如图甲）是：脏空气进入净化器

时，灰尘被正电钨丝放电而带上正电，流到负电路栅板时，带电灰尘被吸附．此后经过活性炭层

时，化学有毒气体被吸附，排出空气的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多次循环后变成洁净空气．



洁净空气量（CADR）是反映其净化能力的性能指标，CADR 值越大，其净化效率越高．利用

CADR 值，可以评估其在运行一定时间后，去除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效果．按下列公式计算

CADR：

CADR= （V：房间容积； t：空气净化器使房间污染物的浓度下降 90%运行的时间．）

其铭牌如表：

规格 额定电压 频率 额定功率
洁净空气量

（CADR）

GH 2034A﹣U 型 220V 50HZ 44W 138m 3 /h

（1）负电格栅板吸附灰尘的原理是　异种电荷相吸引　  ．

（2）取出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活性炭，可以闻到刺激性的气味，说明分子在　做不停息的无规则

运动　  ．

（3）该空气净化器正常工作时的电流为　      0.2      　      A．

（4）某房间的使用面积为 18m 2，高度是 3m．此空气净化器　能　  （能 /不能）在 1小时内使房

间污染物浓度下降 90%．

（5）可变电阻是制作二氧化碳传感器的常用元件，图乙为其控制电路，电源电压保持 6V恒定，

R1为可变电阻，其阻值随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如图丙，R0为定值电阻，当浓度为 0.031%时，电压

表示数为 1V，则 R0阻值为　      50      　      Ω，当电压表示数大于 3V时，二氧化碳浓度大于　      0.035      　  

%，此时空气净化器会自动报警．

【考点】欧姆定律的应用；扩散现象；电荷间的相互作用规律；电功率与电压、电流的关系．

【分析】（1）由图甲，根据电荷间相互作用规律分析解答； [ 来 源 : Z , x x , k . C o m ]

（2）由分子在做不停息的无规则运动分析解答；

（3）由 P=UI 计算空气净化器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4）根据表格数据和 CADR= 计算使房间污染物浓度下降 90%所用时间；

（5）由电路图结合图象，根据串联电路特点和欧姆定律计算 R0阻值；计算电压表示数为 3V时

R1的阻值由图象得到二氧化碳浓度．

【解答】解：

（1）由图甲知，正电钨丝使灰尘带正电，因为异种电荷相吸引，所以负电格栅板能吸附灰尘的；

（2）由图甲知，活性碳吸附化学气体，又因为分子在做不停息的无规则运动，所以使用一段时

间后的活性炭取出后运动到空气中，从而使人闻到刺激性的气味；

（3）根据表中数据，由 P=UI 可得空气净化器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I= = =0.2A；

（4）由题房间体积 V=Sh，由表格数据知：洁净空气量 CADR=138m 3 /h，

所以使房间污染物浓度下降 90%的时间：

t= = = =0.9h，

所以能在 1小时内使房间污染物浓度下降 90%；

（5）由图乙知，R1、R0串联，电压表测 R0两端电压，

由图象知，当浓度为 0.031%时，R1=50Ω，电压表示数为 1V，

由串联电路特点和欧姆定律得：

R0= = = =10Ω；

当电压表示数为 3V时，R1的阻值：

R1 ′= = = =10Ω，

由图象知，R1阻值越小，二氧化碳浓度越大，此时二氧化碳浓度为 0.035%，即：当电压表示数

大于 3V时，二氧化碳浓度大于 0.035%．

由故答案为：（1）异种电荷相吸引；（2）做不停息的无规则运动；（3）0.2；（4）能；

（5）0.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