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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北京通州初三一模

物 理

2021年 4月

学校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

一、单项选择题（包含第 1—12题，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每题 2分，共 24分）

1．耳廓有汇集声波的作用，听力不好的人对着声源的方向常把手掌卷曲起来，放在耳廓旁，如图 1所示。这样做，

可以使听到的声音

图 1

A．音调升高

B．响度增大

C．音色发生改变

D．频率变大

2．在图 2描述的四个物态变化中，属于凝华的是

3．如图 3所示，下列四句诗描述的光现象中，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是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8页，分五种类型题，共有 26道题，满分 70分，考试时间 70分钟。

2．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班级和考生姓名。

3．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铅笔填涂选项，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考试结束，将本试卷、答题卡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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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图 4所示，下列工具正常使用过程中，属于费力杠杆的是

5．小明乘车去博物馆的路上，拍摄了一张前方行驶车辆的照片，如图 5所示。关于路上车辆的运动情况，下列判

断正确的是

A．①号车比②号车运动的快，因为它在②号车的前面

B．①号车和②号车运动快慢相同，因为它们相对是静止的

C．②号车行驶在行车道上，肯定不存在超速行驶的行为

D．若小明每隔 0.5s连拍多张照片，就能从他的照片中比较出这段时间内两车运动的快慢

6． 一些公共通道金属扶手的起点位置和终点位置都有一些凸起的金属小圆点，如图 6所示。关于这些小圆点的作

用和物理学解释，正确的是

A.这是扶手上的花纹，可以增大摩擦力，以便人们抓的更牢

B. 这是扶手上的花纹，可以减小摩擦力，以便人们扶着它移动

C. 这是盲文，凸起的金属圆点可以增大对手指的压强

D.这是盲文，凸起的金属圆点可以减小对手指的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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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图 7甲所示，小红和小刚静止在水平地面上，小红的质量比小刚小。小红用力一推静止的小刚，两人同时向

相反的方向运动，如图 7乙所示，在推动过程中，小红对小刚的作用力为 F1，小刚对小红的作用力为 F2。则对

F1、F2分析正确的是

A．F2大于 F1

B．F2小于 F1

C．F1与 F2 是一对平衡力

D．F1与 F2 是一对相互作用的力

8．在图 8所示的电路中，电源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开关闭合后，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向 B端移动时，电路变化

正确的是

A．电流表的示数变大

B．电压表 V1的示数不变

C．电压表 V2的示数变小

D．电路总功率变大

9．矫正近视和远视眼的隐形眼镜，是一种直接贴在眼睛角膜表面的薄镜片，有凸片和凹片两种。有一种规格的软

质隐形眼镜，中心．．厚度 0.05mm。图 9所示是某人观察远处物体时，物体在眼球内成像的示意图，则他所患眼

病及应配戴的这种隐形眼镜镜片边缘．．的厚度分别为

A．近视眼，大于 0.05mm B．近视眼，小于 0.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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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远视眼，小于 0.05mm D．远视眼，大于 0.05mm

10．冰壶运动是在室内水平冰面上开展的一项冬奥项目，其中包含着许多物理知识。下面图 10中的场景均与冰壶

运动有关，其中理解错误．．的是

A．甲图中，掷球运动员蹬冰脚（通过蹬冰调整人的运动姿态）和滑行脚（用来滑行）的鞋底材料不同，是为

了获得不同大小的摩擦力

B．乙图中，掷球运动员推着冰壶一起向前运动时，推力对冰壶做了功

C．丙图中，离手后的冰壶在冰面上滑动时，冰壶的机械能减小

D．丁图中，领球队员通过快速刷冰，减小了冰壶所受摩擦力，使冰壶的速度增大

11．宁夏玉泉营地区虽然距离黄河不远，但由于地势较高，农田干旱缺水，如图 11所示。随着扶贫“扬黄灌溉工程”

（用水泵把黄河水抽到高处）开工建设，很快引来黄河水，彻底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对

“扬黄灌溉工程”理解正确的是

A.把黄河水提升至玉泉营，是利用了连通器原理

B. 把水抽到玉泉营，水增加的势能大于消耗的电能

C. 如果用离心式水泵抽水到玉泉营，需要多个水泵相继“接力”才能实现

D.一个离心式水泵只要功率足够大，就能把黄河水从取水地直接提抽到玉泉营

12．如图 12甲所示，将小灯泡 L、定值电阻 R0与最大阻值为 20Ω的滑动变阻器 R′串联在电压恒定不变的电源上。

闭合开关，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移至最左端时，小灯泡 L恰能正常发光；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移动到 a点

时，电流表的示数是 0.25A。已知电源电压 9V，电压表选择的量程为 0-3V，电流表选择的量程为 0-0.6A。小

灯泡 L的额定电压为 6V，通过它的电流与其两端电压的关系如图 12乙所示。在保证电表不超过量程的情况下，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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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定值电阻 R0的阻值为 20Ω

B．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向右移动时，小灯泡的额定功率变小

C．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可以移动到阻值最大处

D．此电路消耗总功率的变化范围是 2.25W～2.7W

二、多项选择题（包含第 13—15题，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符合题目要求的选项均多于一个。每题 2分，共 6

分。每题选全的得 2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分，有错选的不得分）

13．在图 13乙中所示的 4个科技小制作，其工作原理与图 13甲探究实验所揭示的物理规律相符合的有

14．关于分子热运动和物体的内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温度升高越多的物体，吸收的热量越多

B．用加热的方法可以改变物体的内能

C．长时间压在一起的铅板和金板互相渗入，这种现象是扩散现象

D．冬天，雪花漫天飞舞，这种现象说明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15．如图 14甲所示，小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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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子漂着，大约有
�
�
体积

露出水面；金桔也漂着，大约有
�
�
体积露出水面，葡萄放入水中后，慢慢下沉，最终静止在容器底部，他认为这

些现象和三种水果的质量和密度紧密相关。于是他从三种水果中各取一个，用电子秤测出其质量，得到的关系是

m 梨> m 金>m 葡。他将这三个水果抽象成三个密度均匀的小球，如图 14乙所示。他根据水果在水中的浮沉状态做

出以下四个判断，其中正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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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梨子所受浮力最大

B．葡萄的密度比水的密度大

C．金桔的密度比梨子的密度小

D．这三种水果中，与水的密度最接近的是金桔

三、实验解答题（包含第 16—23题，共 28分）

16．如图 15所示，MM′是平面镜，AO为入射光线，ON为法线，则入射光线 AO的反射光线将沿着 方向射出。

（选填 “OB”“OC”或“OD”）（2分）

17．根据图 16中的电流方向，可知通电螺线管的 （选填 “A”或“B”）端是 S极。（2分）

18．图 17是小智研究“水的沸腾特点”时的实验装置。根据他的实验过程，回答下面问题：

（1）小智组装实验装置存在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 ；（2分）

（2）改正错误后，小智用酒精灯对烧杯加热，发现水沸腾后，继续加热，沸水的温度保持在 97℃，不再升高。

小智查阅资料得知 1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 100℃，他推断出当地的大气压小于 1标准大气压，他推断的

依据是 。（2分）

19．图 18甲是“用伏安法测量电阻 Rx的阻值”所连接的部分电路。请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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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闭合开关前，滑片 P要置于滑动变阻器最左端，图 18甲中未连接好的接线头应该接在滑动变阻器的

（选填“A”或“B”）接线柱上。（1分）

（2）正确连接后，闭合开关，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从一端移动到另一端，发现电流表示数逐渐变大，电压

表始终示数为零，则电路出现的故障可能是 。 （2分）

A．电流表处有短路 B．电阻 Rx处有短路

C．电阻 Rx处有断路 D．滑动变阻器处有断路

（3）找到故障并排除后，在实验中，某次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示数如图 19乙、丙所示，测得的 Rx= Ω。（1

分）

20．现有 A、B、C、D四枚透镜， A和 B的透镜类型未知，C和 D都是凸透镜，焦距分别为 f c=10cm和 f D=20cm。

（1）图 19甲所示是不同方向的入射光束分别穿过 A、B透镜时的光路图。属于凸透镜的是 （选填“A”“B”

或“A和 B”）。（1分）

（2）在 C、D透镜中选取其中一个安装在光具座 35cm刻线处，将点燃的蜡烛放置在光具座上 5cm刻线处，不

断移动光屏，当在移动到 95cm刻线处时，恰好能使烛焰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如图 19乙所示。由此现象

可以判断出安装的透镜是 （选填“C”或“D”）。（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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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如图 20所示，这是探究“电流产生热量的影响因素”的实验电路。在完全相同的烧瓶中装入质量相等、初温相

同的煤油，用电阻丝加热，其中 R 甲＞R 乙> R 丙，R 丙= R 丁。通过观察插入密封烧瓶里的细玻璃管中煤油液柱上升

的高度，就可以比较电阻丝放热的多少。

请你按照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1）探究环节一：探究“电流产生热量的多少与电流大小有无关系”时，闭合开关 S1、S2，在相同时间内，对

比 烧瓶和 烧瓶中煤油液柱上升的高度即可。（1分）

（2）探究环节二：探究“电流产生热量的多少与电阻大小的关系”时，当闭合 S1、断开 S2时。发现在相同时间

内，甲、乙、丙烧瓶中煤油液柱上升的高度关系是 h 甲>h 乙>h 丙，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2分）

（3）生活中，我们发现一些利用电流热效应工作的大功率电热器连接线都比较粗，电热器内部的发热体温度

很高（发热体可以认为是一个定值电阻），连接它的导线并不是很热，此现象可以用探究环节 （选填

“一”或“二”）得到的结论来解释。（2分）

22．爸爸新买了一个精度很高的手提式电子秤，既可以测量力，也可以测量质量。于是小明借助电子秤、水和小

桶，对石块的密度进行了测量，步骤如下：

① 小明先将小石块用细线系好，悬挂在电子秤的下端，如图 21甲所示，待电子秤示数稳定后，读出并记为 F1；

② 再在小桶里倒入适量的水，悬挂在电子秤的下端，如图 21乙所示，待电子秤示数稳定后，读出并记为 F2；

③ 再用手提着系着小石块的细线一端，将小石块缓慢地没入悬挂着的小桶内的水中，但要保证 ，

如图 21丙所示。待电子秤示数稳定后，读出并记为 F3。完成以上测量后，根据所得实验数据，小明顺利的计

算出了小石块的密度。



9 / 13

请回答下列问题：

（1）请按照小明的实验思路，将步骤③的空格填写完整；（2分）

（2）根据实验步骤，请你写出石块密度的表达式：ρ石= 。（2分）

23．小强想知道“铅笔芯的电阻 R随温度变化的关系”，设计了如图 22所示的电路（加热装置与测温装置未画出）。

他选择的器材有定值电阻 R0、电流表、开关、若干导线、酒精灯、电子温度计、一段 2B铅笔芯和电压恒定的

稳压电源。请根据探究问题和设计方案，回答下列问题：

（1）该实验要探究的问题中，自变量是 ；（1分）

（2）同组的小敏看到小强设计的电路后，她认为“由于不知道铅笔芯两端的电压，从而无法判断其电阻是否发

生变化”。你认为小敏的观点是 （选填“正确”或“错误”）的。（1分）

请陈述你的判断理由： 。 （2分）

四、科普阅读题

阅读《人造太阳》回答第 24题的四个问题（每个问题 1分，共 4分）

太阳内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核聚变，核聚变释放的能量比核裂变要大的多，而且不会像核裂变那样产生有

害的核废料。海水中可以提取大量的核聚变材料氘和氚，如果能够有效利用，那人类的能源危机将被彻底解除。

如何让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为人所用呢？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座核裂变电站建成只用了 9年。但从第一颗

氢弹爆炸到核聚变发电一下子就研究了近 70年，至今还在实验室试验阶段。

为什么会这样难呢？ 要想发生可控核聚变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要有高温高压的环境。地球上要想让两个轻核聚合在一起，最起码也要 5000万摄氏度的温度。这样才能

让两个带正电的轻核，具有足够的能量克服相互靠近时的静电斥力。

二是要有一个“容器”将聚变材料“约束”起来。问题是，哪里去找这么个“容器”？要知道，金属中耐高温的扛把

子—钨，其熔点也不过 3410℃。5000万摄氏度足以让地球上所有物质变为气体后，成为等离子态。经过研究，科

学家发现三种“约束”方式，分别是引力场约束、惯性约束和磁约束。太阳发生的核聚变就是靠自身巨大的质量产

生的引力场约束聚变时的等离子体。这个控制原理显然不适合地球上的科学家们，下面我们重点说一说最靠谱、

技术最成熟的磁约束核聚变。

托卡马克是一种利用磁约束来实现受控核聚变复杂的环形容器。图 23甲中，环心处有一欧姆线圈，四周是一

个环形真空室，真空室的外部排列着环向场线圈和极向场线圈。当欧姆线圈中通以变化的电流时，在托卡马克的

内部会产生巨大的涡旋电场，将真空室中的等离子体加热，再通过辅助加热手段，逐渐达到聚变需要的临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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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环形真空室中的高温等离子体形成的等离子电流与极向场线圈、环向场线圈共同产生磁场，在真空室区域

内形成闭合磁笼子，将高温等离子体紧紧约束在真空中，如图 23乙所示。

理论上讲，想要实现可控核聚变必须使等离子温度达到一亿摄氏度以上，并能稳定运行 1000s以上，才能用

于商业运行。图 23丙是中国的托卡马克装置二号M环流器，它于 2020年 12月 4日 14时 02分，实现了 1亿摄氏

度 10s的目标。近日，对该装置的升级改造已经完成，正在准备向 1亿摄氏度 100s的新高峰迈进。

24．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托卡马克装置中核聚变的原理和我国已经商业运行的核电站中核反应的原理是 （选填“相同”或

“不同”）的。

（2）发生核聚变时，两个带正电的轻核需要具有很大的动能，以克服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静电 （选填“吸

引”或 “排斥”）力，才能发生核融合。

（3）给托卡马克真空室里的等离子体加热称为“点火”。三个线圈中，首先给等离子体“点火”的是 线圈。

（4）根据对托卡马克装置及前面的介绍，可以判断出 “被加热的高温等离子体”与“真空室的内壁” （选

填“是”或“不是”）紧密接触的。

五、计算题（含第 25、26题， 25题 3分、26题 5分，总计 8分）

25．如图24所示电路，电源电压不变，R1的阻值为20Ω，R2的阻值为30Ω。当开关由只闭合开关S1，到S1、S2都闭

合，电流表的示数改变了0.2A。求：

（1）电源电压 U的值；

（2）S1、S2都闭合时，电路消耗的总功率。

26．如图 25所示，滑轮组悬挂在水平支架上，某工人站在水平地面上，竖直向下拉动绳子自由端，使物体 A匀速

上升，提升过程中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 80%。已知物体 A重 400N，两个滑轮质量相等，不计滑轮组的绳重和

摩擦。求：

（1）匀速提升物体 A时，绳子自由端受到的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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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体 A以 0.2m/s的速度匀速上升时，绳子自由端拉力的功率；

（3）匀速提升物体 A时，请以定滑轮为研究对象做受力分析，并

求出支架对定滑轮的拉力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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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北京通州初三一模物理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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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B A C B D C D B A D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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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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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验解答题（共 28分）

16．OD 17．A 18．（1）温度计的液泡碰触了烧杯的底部 （2）气压越小，沸点越低

19．（1）B （2）B （3）4

20．（1）A （2）D

21．（1）丙 丁 （2）电流和通电时间相同时，电阻越大，电流产生的热量越多 （3）二

22．（1）③小石块不碰触小桶内壁 （2）F1ρ水 /（F3-F2 ）

23．（1）铅笔芯的温度 （2）错误 根据 R 总=U / I，电源电压恒定，由电流的变化可知总电阻的变化；又因为

R0不变，根据 R 总=R0+R，可推出 R的变化。

四、 科普阅读题（共 4分）

24．（1）不同 （2）排斥 （3）欧姆 （4）不是

五、计算题（共 8分，25题 3分、26题 5分）

25．（1）U=I2R2= 0.2A×30Ω = 6V （1分）

（2）I1= U/R1=6V/20Ω=0.3A （1分）

P=UI=6V（0.2A+0.3A）=3W （1分）

26．（1）η =GA/ 2F

80%=400N/2F

F=250N （1分）

（2）v 绳=2v 物=2×0.2m/s= 0.4m/s P=F v 绳=250N×0.4m/s= 100W （1分）

（3）2F=GA+G 动

13 14 15

CD BC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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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N=400N+ G 动

G 动=100N G 定= G 动=100N （1分）

根据对定滑轮的受力分析，有 3F+ G 定=T

3×250N+100N= T

T′=850N （1分）

（1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