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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北京大兴初三一模 

物    理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8 页，共五道大题，26 道小题，满分 70 分，考试时间 70 分钟。 

2．在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准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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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用 2B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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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下列物品中，通常情况下属于导体的是 

A．橡皮擦         B．眼镜片          C．铅笔芯          D．塑料尺 

2．下列用电器中，利用电流热效应工作的是 

A．电热水器       B．电吹风机        C．电动牙刷         D．电子时钟 

3．古诗中有诗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和“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人能分辨出猿

和鸟的叫声，是依据声音的 

A．音调           B．音色            C．声速            D．响度 

4．图 1 所示的工具中，使用时属于费力杠杆的是 

 

5．图 2 所示的四个实例中，为了增大压强的是 

 

6．图 3 所示的实例中，物态变化属于熔化的是 

 

7．图 4 所示的光现象中，属于反射现象的是 

A．羊角锤 B．核桃夹 C．钳子 D．镊子 

图 1 

A．水桶的提梁上

有较粗的圆柄 

B．篆刻刀有很

锋利的刀刃 

D．编钟支架有

宽大的底座 

C．挖掘机有宽

大的履带 

图 2 

A．樟脑球变小 B．湿手被吹干 C．嘴里呼出“白气” D．冰块变成水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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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下列实例中，用做功的方式改变物体内能的是 

A．用热水袋暖手，手的温度升高 

B．用手反复弯折铁丝，铁丝的弯折处温度升高 

C．将热鸡蛋放入冷水中，鸡蛋的温度降低 

D．在煤气灶上烧水，水的温度升高 

9．图 5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 S 后灯泡 L 正常发

光。保持开关 S 闭合，将滑动变阻器 R的滑片向右滑动的过程中 

A．电流表的示数变大 

B．电压表的示数变大 

C．灯泡消耗的功率变大 

D．滑动变阻器两端的电压变大 

10．图 6 所示是运动员垫排球时的情境，下列对排球运动过程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垫球时排球对手臂的作用力和手臂对排球的作用力是一对平衡力 

B．垫球时排球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是因为球对手臂有作用力 

C．排球离开手臂后上升过程中速度不断减小，是因为重力的作用 

D．排球在下落过程中速度不断变大，是因为排球具有惯性 

11．图 7 所示的实验，能说明电动机工作原理的是 

 

12．静止在水平桌面上的圆柱形溢水杯中盛满水，测得杯中水所受重力为 G，

用弹簧测力计测量一个石块的重力为 G1，如图 8 甲所示。再把这个石块缓缓

浸没在溢水杯中然后保持静止，如图 8 乙所示，此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F。则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A．乙图中石块受到的浮力大小为 F 

B．乙图中石块排开水的重力大小为 F 

C．乙图中水对溢水杯底的压力大小为 G 

D．乙图中水对溢水杯底的压力大小为 G1+G2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符合题意的选项均多于一个。共 6 分，每题 2 分。每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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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有许多现象跟物理知识有关，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厨房里传出饭菜的香味，是分子无规则运动的结果 

B．吸盘式挂钩吸附在墙壁上，是因为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 

A．水球成像 B．平面镜成像 C．小孔成像 D．透镜成像 

图 4 

A．通电导线能使

磁针偏转 

B．金属棒的运动

能产生电流 

C．通电螺线管能

吸引铁钉 

D．通电导体在磁

场中能受力运动 

图 7 

图 6 

图 8 

甲 乙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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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烧水时水蒸气把壶盖顶起，水蒸气对壶盖做了功 

D．用高压锅煮饭更省时，是因为水的沸点随气体压强的增大而升高 

14．小明用图 9所示的装置探究电流通过导体时产生的热量跟哪些因素有关。图

中两个相同的透明容器中密闭着等量的空气，初始时左、右两 U 形管内的液

面相平，三只电阻丝 R1、R2、R3 的电阻阻值均为 10Ω。接通电源后，下列说

法中正确的是 

A．通过电阻 R1的电流和通过电阻 R2的电流大小相等 

B．A 管和 B 管中液面高低可反映电阻 R1和 R2产生热量的多少 

C．通电一段时间后，A 管中液面比 B 管中液面高 

D．小明探究的是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阻阻值是否有关 

15．2022 年 11 月 12 日 10 时 03 分搭载着“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六运

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如图 10 所示为火箭发射时的场

景。“天舟五号”货运飞船顺利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后

向端口，中国航天员首次在空间站迎接货运飞船来访。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火箭加速升空时，“天舟五号”飞船受平衡力作用 

B．火箭加速升空时，“天舟五号”飞船的机械能增大 

C．火箭加速升空时，火箭燃料的化学能全部转化为机械能 

D．“天舟五号”和“天和核心舱”对接时，它们是相对静止的 

三、实验探究题（共 28分，第 16、19、20、22 题各 4 分，第 17、18、21 题各 2 分，第 23 题 6 分） 

16．（1）如图 11 所示，物块的长度为____________cm。 

（2）如图 12 所示，电阻箱的示数为___________Ω。 

 

 

17．根据图 13 中的电流方向，可知通电螺线管的_____（选填“A”或“B”）端是 N 极。 

 

 

18．如图 14 所示，MM′为平面镜，AO 为入射光线，ON 为法线，入射角∠AON 等于 30°。已知∠NOB 等

于 30°，∠NOC 等于 60°，则入射光线 AO 的反射光线将沿着_____（选填“OB”或“OC”）方向射

出。 

19．小明在实验室测量某种金属块的密度，请你把测量过程补充完整。 

（1）小明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把游码移到标尺左端零刻度线处，发现指针指在分度盘中央刻度线

右侧，如图 15 甲所示。要使天平横梁水平平衡，应将平衡螺母向_______（选填“左”或

“右”）调节。 

图 11 图 12 

图 13 图 14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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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节天平横梁水平平衡后，他把金属块放在天平的左侧托盘中，当放在右侧托盘中的砝码和游码

的位置如图 15 乙所示时，天平的横梁再次水平平衡。则金属块的质量 m为________g。 

（3）小明将水倒入量筒，使液面达到 30ml 的刻度线处，再把金属块完全浸没在量筒的水中，水面静

止时量筒中的液面如图 15 丙所示。则该金属块的体积 V为______cm3。 

（4）根据小明测得的数据可计算出该金属块的密度为________g/cm3。 

20．小明在研究凸透镜成像特点时，他将焦距为 10cm 的凸透镜固定在光具座上 50cm 刻度线处，点燃的蜡

烛放置在 20cm 刻度线处，发现当光屏放置在 65cm 刻度线处时，恰能在光屏上呈现烛焰清晰的像，如

图 16 所示。  

（1）图中在光屏上所成的像是________（选填“放大”“等大”或“缩小”）的实像，这个实验可以说

明__________（选填“照相机”“幻灯机”或“放大镜”）的成像原理。 

（2）保持凸透镜的位置不变，将蜡烛向左移动一小段距离，为了使光屏上呈现烛焰清晰的像，应将光

屏向_______（选填“左”或“右”）移动一段适当的距离，此时光屏上的像比原来的像

_________（选填“大”或“小”）。 

21．小明在实验室探究水沸腾前后温度变化的特点。 

（1）某时刻温度计的示数如图 17 所示，则此时水的温度为___________℃。 

（2）小明观察到第 2min 时水开始沸腾，他利用记录的数据绘制出水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如图 18

所示。由图像可知水沸腾后温度变化的特点是_____________。 

 

图 15 

甲 乙 丙 

50 

40 

30 

20 

10 

ml 

图 16 

图 17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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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小明和小红用如图 19 甲所示的电路测量小灯泡的电阻，所用小灯泡的额定电压为 2.5 V。 

 
（1）连接好电路后，闭合开关前，应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滑至_____端（选填“A”或“B”）。 

（2）闭合开关，调节滑动变阻器，小明记录了测量的部分数据如下表所示。当小灯泡两端电压为 2.5V

时，电流表的示数如图 19 乙所示，则此时通过灯丝的电流为______A，此时小灯泡的电阻值为

__________Ω。 

 

 

 

 

 

 

 

（3）小红想用图 19 甲所示的电路继续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小明认为不可行。请你分析小明认为

不可行的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利用如图 20 所示的装置探究滑动摩擦力大小与接触面积是否有关，实验中所用长方体木块的各面粗糙

程度均相同。 

 
（1）把木块平放在水平桌面上，用调好的弹簧测力计沿水平方向拉动木块，使木块在长木板上做

________运动，记录木块与桌面的接触面积 S1和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F1。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仿照步骤（1）的操作，记录接触面积 S2和弹簧测力计的示

数 F2。 

（3）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则可判断滑动摩擦力大小跟接触面积无关。 

（4）木块所受滑动摩擦力大小等于弹簧测力计的示数的依据是__________________。 

 

四、科普阅读题（共4分） 
中国的“人造太阳” 

2020 年 12 月 4 日 14 时 02 分，中核集团的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 M 装置（HL-

2M）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标志着中国自主掌握了大型先进托卡马克装置的设计、建造、运行技术。 

HL-2M 装置是我国探索可控核聚变的重要实验性装置，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

装置实现了在 7000 万摄氏度的高温下运行 1056 秒的世界纪录，并且还在 1.2 亿摄氏度的情况下运行了 101

秒，而中核西南物理研究院的 HL-2M 实现了在 1.5 亿摄氏度的高温下运行，百万安培等离子体电流的输出。

这些成就的取得都说明我国在可控核聚变技术上正在大踏步前进。 

可控核聚变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控制核聚变的速度和规模，以实现安全、持续、平稳的能量输出的核聚

变反应。 

可控核聚变相比于现代核电站的裂变反应，具有原料充足、无环境污染等优势。因技术难度极高，尚

处于实验阶段。 

不管是风能、水能还是矿石能源，无论人类利用自然界中的哪一种能源，归根结底都是在利用太阳能，

实验次数 小灯泡两端的

电压 U/V 

通过灯丝的电

流 I/A 

小灯泡的电阻
R/Ω 

1 2.2 0.28 7.9 

2 2.5   

3 2.8 0.32 8.8 

甲 乙 
图 19 

A B 

P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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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阳释放的能量则是来源于太阳内部的核聚变。 

因此，人类如果掌握了有序地释放核聚变的能量的办法，就等于掌握了太阳的能量来源，就等于掌握

了无穷无尽的矿石燃料、风力和水力能源。因此，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人造太阳”，而

我国在可控核聚变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4．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跟核裂变反应相比，可控核聚变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优势。 

（2）核裂变和核聚变释放的能量被称为核能，核能属于_____________（选填“可再生”或“不可再生”）

能源。 

（3）闪电是一种常见的大气放电的自然现象，每一次闪电大约释放 20 亿焦耳的能量，但因为闪电放

电的功率过大，所以闪电释放的能量还未能被人类利用。请你至少再列举一例自然界中还未被人

类开发或利用的能量。 

 

 

五、计算题（共8分，第25题4分，26题4分） 

25．在图 21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两端的电压恒为 6 V，电阻 R1=5 Ω。闭合开关 S 后电流表的示数为 1A。

求： 

（1）电压表的示数。 

（2）电阻 R2消耗的电功率。 

 

 

 

 

 

 

26．图 22 所示，是小红和小明在雪地里的情境，小红的双脚陷入雪中，而小明因为穿着滑雪板仅在雪地上

留下浅痕。已知小红（连同装备）的总质量为 50kg，她的双脚跟雪地的总接触面积为 0.04m2，小明

（连同装备）的总质量为 69kg，两只滑雪板跟雪地的总接触面积为 0.3m2，g取 10N/kg。 

（1）求小红双脚站立时对雪地的压力大小。 

（2）试通过计算，分析说明小红陷入雪地而小明未陷入雪地的原因。 

  

图 21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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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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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答案 C A B D B D B B D 

题号 10 11 12 
 

答案 C D C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符合题意的选项均多于一个。共 6 分，每题 2 分。每题选

项全选对的得 2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 分，有错选的不得分） 

题号 13 14 15 

答案 ACD BC BD 

 

三、实验探究题（共 28分，第 16、19、20、22 题各 4 分，第 17、18、21 题各 2 分，第 23 题 6 分） 

16．（1）2.6（2 分） 

说明：2.59、2.60、2.61 均可得 2 分；多写单位的不扣分。 

（2）2033（2 分） 

17．A（2 分） 

18．OB（2 分） 

19．（1）左（1 分） 

（2）39（1 分） 

（3）5（1 分） 

（4）7.8（1 分） 

说明：答成“7.8×103kg/m3”可得 1 分；只写“7.8×103”则不得分。 

20．（1）缩小（1 分） 

照相机（1 分） 

（2）左（1 分） 

小（1 分） 

21．（1）92（1 分） 

（2）温度不变（1 分） 

说明：只需答出“温度不变”的意思即可；“温度计示数不变”“温度不再上升”等也可得分。 

22．（1）A（1 分） 

（2）0.3（1 分） 

8.3（1 分） 

说明：答成“8”或“8.33”均可得 1 分。 

（3）灯泡的电阻是变化的，实验中无法控制电阻不变（1 分） 

说明： 

①只要说出“灯的电阻变化”即可得分，例如“灯泡的电阻变（化）了”“灯泡的电阻受温度影响”

“灯泡的电阻不是定值”； 

②答成“没有控制电阻不变”可得分； 

③仅答“没有控制变量”不得分。 

23．（1）匀速直线（1 分） 

（2）把木块侧放在水平桌面上（1 分） 

说明： 

①答成“把木块竖放在水平桌上”“改变木块跟桌面的接触面”均可得分； 

②答出“改变木块跟桌面的接触面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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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弹簧测力计示数不变或 F1=F2（2 分） 

（4）木块作匀速直线运动时受平衡力作用（2 分） 

说明： 

①只要说出平衡力或二力平衡得 2 分； 

②只说匀速运动或平衡状态得 1 分。 

四、科普阅读题（共 4分） 

24．（1）原料充足、无环境污染（2 分） 

说明：答出一个得 1 分 

（2）不可再生（1 分） 

（3）海啸、火山喷发、地震、飓风、龙卷风等只要合理即可（1 分） 

说明： 

①答“风能”“太阳能”“氢能”“地暖”“闪电”不得分； 

②答“地热”可得分。 

五、计算题（共 8 分，第 25 题 4 分，26 题 4 分） 

25．（1）U1=IR1=1A×5Ω=5V 

U2=U–U1=6V–5V=1V（2 分） 

（2）P2=IU2=1V×1A=1W（2 分） 

说明： 

①写出“P=UI”可得 1 分； 

②单位错误，不扣分。 

26．（1）F 红=m 红g=50kg×10N/kg=500N（2 分） 

说明： 

①得出重力或写出重力的公式，可得 1 分； 

②写出 F 压=G可得 1 分。 

（2）小红（连同装备）对雪地的压强 Pa10251
m040

N500 4

2
=== .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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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连同装备）对雪地的压力 F 明=m 明g=69kg×10N/kg=690N 

 

小明（连同装备）对雪地的压强 Pa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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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p 红>>p 明，所以小红陷入雪地而小明没有陷入雪地。 

说明： 

①计算出小红或小明对雪地的压强或者写出压强公式得 1 分； 

②写出“p 红>p 明”或者“小红对雪地的压强比小明的大”得 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