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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北京通州初二（上）期末 

物    理      2020年 1月 

学校 班级 姓名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8页，共五道大题，29道小题，满分 70分。考试时间 90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班级、姓名

3.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在答题卡上，选择题和作图题用 2B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考试结束后，请将答题卡交回。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共 24分，每小题 2分) 

1.在图 1所示的物体中，质量有可能达到5𝑘𝑔的是

2.在图 2所示的实例中，目的是为了减小压强的是

3.变声期特指青少年在 13岁至 16 岁之间声音发生变化的时期。变声期时，女孩的喉部变得狭小，声带较短、较

薄、振动频率高，声音变的比较尖细;男孩子的喉腔变大，声带较宽、较厚、振动频率低，声音变的比较低沉而

粗。根据以上描述，变声期发生最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声音的 

  A.大小  B.音调   C.音色   D.响度 

4.关于力的概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只有一个物体也能产生力

B.力只能让物体发生形变

C.运动不需要力来维持

D.两个物体只要相互接触，就能产生力的作用

5.在图 3中，关于车辆行驶警示，不是针对惯性现象采取的措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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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实验中的误差和错误.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误差就是实验中产生的错误 B.错误无法消除 

C.用同一个测量工具，无法减小误差 D.误差虽然不能避免，但是可以减小 

7.如图 4甲所示，一个苹果挂在枝头 A位置，处于静止状态。假定某一时刻所有外力都消失了，用频闪照相(每隔

0.2𝑠拍摄一次)的方法记录下苹果的运动轨迹。在图 4乙中(黑色圆点代表苹果)，能正确描述所有力都消失后苹果

运动轨迹的是 

8.在一次职业培训学校组织的学员砌墙比赛中，老师们利用重锤线分别对学生作品“1号墙”和“2号墙”做了检

验，如图 5所示。关于这次比赛和检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1 号墙与地面一定是垂直关系 

  B. 2 号墙与水平地面一定是垂直关系 

  C. 1 号墙砌的比 2号墙更接近竖直 

  D. 1 号墙、2号墙均是竖直的 

9.关于大气压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大气压强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大气也受到重力作用

B.马德堡半球实验测出了大气压强的数值

C.越往山顶爬，大气压强越大

D.在托里拆利实验中，玻璃管不竖直会影响水银柱的竖直高度

10.下面是常温常压下一些物质的密度表，参照密度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物质 水 干松木 汽油 铜 

密度/𝑘𝑔 · 𝑚−3 1.0 × 103 0.5 × 103 0.75 × 103 8.9 × 103 

A.常温常压下，表中四种物质，干松木最轻 

B.常温常压下，液体的密度都比固体小 

C.常温常压下，能装5𝑘𝑔水的塑料桶一定也能装下5𝑘𝑔的汽油 

D.常温常压下，等质量的情况下，实心干松木一定比实心铜块的体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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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小明洗水果时，发现不同的水果在水中静止时所处位置是不一样的。葡萄在水中下沉后静止在容器底部;苹果

漂着，大约有
1

4
体积露出水面;青枣也漂着，约有

9

10
体积在水中，如图 6所示。他的四个小伙伴看到后，一人说了一

句话，其中正确的是 

A.小刚说“苹果漂浮在水面上，说明苹果受到的浮力比苹果受到的重力大” 

B.小华说“葡萄沉在容器的底部.葡萄受到的浮力不一定比葡萄受到的重力小” 

C.小强说“青枣和苹果相比，青枣的密度更接近水的密度” 

D.小峰说“苹果的密度比葡萄密度大” 

12.如图 7所示，水平桌面上有两个质量相等、底面积不等的圆柱形薄壁容器 A和 B，分别盛有甲、乙液体，液体

对两个容器底部的压力大小相等。现将完全相同的两小球分别放人甲、乙液体中，液体未溢出，静止时，甲液体

中的小球漂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甲液体质量比乙液体质量大 

  B.小球在乙液体中静止时沉在容器底部 

  C.投人小球之后，A、B容器对水平桌面的压力不相等 

  D.投人小球之后，A,B容器对水平桌面的压强不相等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各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符合题意的选项均多于一个。共 8分，每小题 2分。每小题选项

全选对的得 2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分，有错选的不得分) 

13.图 8所示的四个实例中，目的是为了减小摩擦的是

14.如图 9所示装置，蓄水槽与一根粗细不均匀的管道相连，在管道的不同部位分别装有底部连通的竖直管 A,B，

管道的另一端是一个阀门。若在蓄水槽中装人一定量的水，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当阀门关闭，水处于静止状态时，A、B管中的水柱高度相同 

B.当阀门关闭，水处于静止状态时，A、B管中的水柱高度不相同 

C.当阀门打开水流动时，A管中水柱比 B管中水柱要高一些 

D.当阀门打开水流动时，A、B管底部水流的速度相同 

15.关于图 10所示的图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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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若是𝑠(𝑦) − 𝑡(𝑥)图像，则甲、乙两物体都做匀速运动，且甲物体运动速度比乙慢 

  B.若是𝑚(𝑦) − 𝑉(𝑥)图像，则可以看出甲物质的密度是乙物质的 2倍 

  C.若是𝐺(𝑦) − 𝑚(𝑥)图像，则某一组实验数据肯定是错误的 

D.若是𝑃液(𝑦) − ℎ深(𝑥）图像，则甲液体密度要比乙液体密度大

16.如图 11所示，甲、乙是两只高度不同、底面积相同的圆柱形薄壁玻璃杯，两只杯里装有不同质量的水，分别

静止在上、下两级水平台阶上，此时水面恰好相平。甲容器水中 A点和乙容器水中 B点到水面的距离 h相同，甲

容器水中 C点和乙容器水中 B点到甲、乙容器底部的距离 h'也相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A点所受水的压强比 C点小 

B.所受水的压强 B点与 C点相同 

C.所受水的压强 A点与 B点相同 

D.所受水的压强 B点比 C点大 

三、实验解答题(共 28分，17、18每小题各 1分，19、21、23 每小题 3分，20、22每小题 2分，24小题 4分，

25 '1、题 4分，26小题 5分) 

17.如图 12所示，物体 A的长度是 cm。 (1 分) 

18.如图 13所示，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是 N。(1分) 

19.在图 14中，利用 A组器材， (选填“能”或“不能”)准确测量液体压强的大小;利用 B组器

材，  (选填“可以”或“不可以”)研究连通器的特点;利用 C组器材，(选填“可以”或“不可以”)证

明大气压的存在。(3分) 

20.在“探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的实验中，小芳做了如图 15所示的三个实验。(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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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比实验甲和实验乙的现象，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 

(2)对比实验乙和实验丙的现象，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 

21.在测量某金属块密度的实验中，小明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游码拨到

标尺左端的零刻线处，调节平衡螺母。使天平横梁在水平位置平衡。再将

金属块放在天平左盘内，改变右盘中砝码的个数和游码的位置，测出金属

块的质量，如图 16甲所示。然后。将金属块取下用细线系好，放人盛有

50ml，水的量筒中，量筒中的水面升高到如图 16乙所示的位置。 

请根据实验过程及现象，回答下面问题:(3分) 

请根据实验过程及现象，回答下面问题:(3分) 

(1)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在调节横梁水平位置平衡时，指针静止后若偏向

分度盘的左 

侧，则平衡螺母应该向 (选填“左”或“右”)侧调节。 

(2)金属块的质量为 𝑔。 

(3)金属块的密度为 𝑘𝑔/𝑚3。 

22.某实验小组在研究弹簧伸长量与弹簧所受拉力大小的关系时，得到如下表所示的实验数

据。请根据表中数据归纳出弹簧伸长量△ 𝑙与所受拉力大小𝐹的关系式:△ 𝑙 = 。(2分) 

𝐹/𝑁 2 4 6 8 10 12 

△ 𝑙/𝑐𝑚 1 2 3 4 5 6 

23.某实验小组在探究“作用在同一物体、同一直线上且方向相反的两个力的合力大小，与这两个力其中一个力大

小的关系”时，实验步骤如下: 

①将一块薄木板水平固定，在木板中央开一小孔，将一根弹簧的下端固定在木板上，如图 17甲所示;

②在弹簧的上端系一根细线，细线的另一端穿过木板小孔后挂 1个重力为 2N的钩码，在弹簧的上端挂弹簧测

力计，并竖直向上提，当弹簧被拉长一定长度后。保持静止。读出并记录此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𝐹1为 7N，钩码对

弹簧的拉力𝐹2为 2N，用刻度尺量出此时弹簧的长度 L，如图 17乙所示; 

③取下钩码和细线，只用弹簧测力计挂在弹簧上端，并竖直向上提，使弹簧被拉

伸后的长度仍为 L，读出此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5N，记为𝐹，如图 17丙所示; 

④取下弹簧测力计后，弹簧恢复原状。请你依据实验过程，回答下面问题:(3

分) 

(1)此实验中.之所以可以用力𝐹代表𝐹1,𝐹2两个力的合力，是因为在实验中保证了同

一根弹簧 ，使得𝐹与𝐹1,𝐹2两个力的共同作用是等效的。 

(2)根据实验数据，可以猜想𝐹、𝐹1、𝐹2三个力之间存在的数学关系是:𝐹 = 

。(用上述测得量的字母表示) 

(3)若想证明这个数学关系是普遍适用的，应保持钩码重力不变，改变𝐹1的大小至少再做 (选填“2”

“3”或“5”)次实验。 

24.如图 18所示，某小组“验证阿基米德原理”的实验步骤如下:(4分)

①用弹簧测力计测出物体所受的重力𝐺(如图 18甲所示);

②将物体浸没在水面恰好与溢水口相平的溢水杯中，用空的小桶接住从溢水杯里被物体排开的水，水不再流

出时，读出这时测力计的示数𝐹(如图 18 乙所示); 

③测出接水后小桶与水所受的总重力𝐺1(如图 18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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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将小桶中的水倒出，测出小桶所受的重力𝐺2(如图 18丁所示);

⑤分别计算出物体受到的浮力和排开的水所受的重力，并比较它们的大小是否相同。

请回答下列问题: 

(1)在实验中，排开的水所受的重力用𝐺排 = 𝐺1 − 𝐺2得出。物体浸没在水中。受到水的浮力用𝐹浮 =

得出。(用上述测得量的字母表示) 

(2)小组成员发现算出的物体受到浮力大小和排开液体重力的大小相差较大，请你指出本实验误差较大的原因

和改进方法(不能添加实验器材): 

    误差较大的原因： 

； 

改进方法： 

。 

    (3)物体没有完全浸没在水中， (选填“能”或“不能“)用实验验证阿基米德原理。 

25.某实验小组研究“一个物体只受两个力，且处于平衡状态，这两个力的大小存在什么关系”时，设计并组装了

如图 19 甲所示的实验装置。 

(1)在图 19乙中的虚线方框内，画出 A物体所受外力的示意图。(2分) 

(2)请你针对探究的题目，分析一下此实验装置存在的问题:    。(1分) 

(3)请你根据该小组实验装置存在的问题.选用图 19丙中提供的实验器材，对图 19甲所示实验装置提出改进建

议: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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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请你利用六个质量不同的小物块、天平(带砝码)、弹簧测力计、铁架台和细线，设计一个实验，证明:物体受

到的重力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写出实验步骤，画出实验数据记录表。 

(1)实验步骤;(3分) 

(2)实验数据记录表。(2分) 

四、科普阅读题(共 4分) 

27.阅读《漏刻》一文.回答下列问题。

    在机械钟表传入中国之前.漏刻是中国使用最普遍的一种计时器。《隋书天文志》中    记载:“昔黄帝创观

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后因以命官.周礼竿壶氏则其职也。”挈壶氏，即为掌漏刻的官员。唐代诗人李贺

“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宋代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其中“漏”就是指漏刻，可见

唐宋时期人们使用漏刻计时已经很普遍了。 

漏，指漏壶。刻，指箭刻。箭上有刻度，是放置在漏壶内以标记时刻。漏刻通常使用铜壶盛水.又称为漏壶，滴

漏以计时刻。故又称为“铜壶滴漏”。铜壶滴漏使用原理，是利用滴水多寡来计量时间，计时的准确度取决于水

流的均匀程度。漏壶有泄水型的沉箭漏和受水型的浮箭漏两种。 

    沉箭漏古老而简单，只有单壶，壶的底部有小孔，壶中有箭刻，箭下以一只箭舟相托，浮于水面。使用时，

壶中的水由小孔流至壶外，箭刻随之逐渐下降，以显示时间。图 20甲所示。就是一个出土于河北省满城的西汉铜

漏(满城铜漏)，制造于公元前 113 年之前，图 20乙是它的原理图。这种漏刻，滴水速度受到壶中液位高度的影

响，液位高，滴水速度较快，液位低，滴水速度较慢.先后流量不一。故其计时精度不会高，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作

为粗略的时段计时工具。 

浮箭漏的发明晚于沉箭漏，但功能优于前者。它分供水的播水壶、及置放箭刻的受水壶两部分。使用时，播水

壶的水经小孔不断注入受水壶，箭刻便逐渐随之上浮，以显示时间。后来发现计时准确度并未得到大幅提高，于

是在前面的播水壶上方再加一只播水壶，用来保证第一只播水壶的水位稳定，使水流速度均匀。后来也有加多个

播水壶，形成多级漏壶。图 21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元代多级浮箭漏，图中的 4号壶即为受水壶。浮箭漏是史

上记载使用最多、流传最广的计时器。 

    不管是用哪种铜壶滴漏计时，主要是通过观察水位上升或下降时，箭刻上所显示的刻度来推算时间。如果泄

水型漏壶，壶内装满水，水从底部小孔滴出。一天一夜刚好滴完。《说文解字》中就有:“漏，以铜受水刻节。昼

夜百节。”之说。将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均分在箭刻的一百个刻度上，一个刻度就等于十四分二十四秒。 

自东汉以来，历代都曾改革漏刻制，改百刻为十二倍数，如九十六、一百零八、一百二十。到清初《时宪书》

施行后，正式将一昼夜百刻改为九十六刻，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分八刻，一小时为四刻，而一刻就是十五分钟，

一直沿用至今。古人利用“圭表”辨别南北方位、确定节气和时刻;使用“日晷”观察日影方位变化来推算一天的

时间;改良圭表、日晷的缺点，运用漏壶中水位高低变动来计量时间。古代这些简单而有效的计时仪器，充分展现

了先人的智慧。 

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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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漏刻是利用 来计量时间的。 

(2)漏刻中的箭舟随着水位高低而升降，它所受浮力大小是 (选填“变化”或“不变”)的。 

(3)如在图 21所示，多级漏刻的四个铜壶中，保持 (选填“1”“2”“3”或“4”)铜壶中水位的稳

定，是提高计时准确度的关键。 

(4)用沉箭漏计量时间，主要问题是随着水位降低水滴流速变慢。从物理角度来看，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 

五、计算题(共 6分，27题 3分、28题 3分) 

28.物块 A是一个质量250𝑔，边长为5𝑐𝑚的正方体。物块𝐵是一个质量2000𝑔，边长为10𝑐𝑚的正方体。把𝐴放在水

平桌面上，𝐵放在𝐴的正中央上方，如图 22所示。求物块𝐵对物块𝐴的压强。(𝑔取10𝑁/𝑘𝑔) 

29.如图 23甲所示，水平面上有一个装满水的溢水杯。将用细线悬挂在弹簧测力计上的实心铝球 A缓慢浸没在水

中静止时，如图 23乙所示，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是 3.4N。求:小球浸没在水中时所受到的浮力。𝜌铝 = 2.7 ×
103𝑘𝑔

𝑚3 , 𝑔

取10𝑁/𝑘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