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学年北京海淀区一零一中学初中部初二上学期期中物理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共30分，每小题2分，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爱
智

康

1.

A. B. C. D.

在国际单位制中，质量的单位是（    ）

C∘ m kg K

2.

A.

刚从水中出来，感觉特

别冷

B.

水烧开时冒出大量

的“白汽”

C.

冬季，堆在户外的“雪

人”没熔化却变小

D.

晾晒的湿衣服逐渐变干

在下图所示的现象中，其物态变化属于升华的是（    ）

3.

A. 地面上的房屋 B. “歼- ”战斗机

C. 加油机中的飞行员 D. “歼- ”战斗机里的飞行员

在建国 周年国庆大阅兵中，空军各式先进战机尽显风采．如图所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歼- ”在空中加油

的情景，以下列的哪个物体为参照物，可以认为加油机是运动的（    ）

60 10

10

10

4.

A. 中学生的质量约 B. 人体感觉最舒适的温度约为

C. 中学生跑完 用时约 D. 教室课桌的高度约

下列估测中最接近生活实际的是（    ）

500kg C37∘

50m 3s 0.8m

5. 用图象表示物体运动规律，图中表示同一运动规律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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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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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甲图和丙图 B. 甲图和丁图 C. 乙图和丙图 D. 乙图和丁图

6.

A. 将水果用保鲜膜包好后再放入冰箱的冷藏室内 B. 用电热吹风机将头发吹干

C. 将湿衣服晾到向阳、通风的地方 D. 用扫帚把洒在地面上的水向周围扫开

下列事例中，能使蒸发变慢的措施是（    ）

7.

A. 固态 B. 液态 C. 固液共存态 D. 以上三种情况都可能

海波的凝固点是 ，那么在 时海波处于下面哪种状态（    ）48 C∘ 48 C∘

8.

A. ，且 B. ，且

C. ，且 D. ，且

图所示是 、 、 三种物质的质量 与体积 的关系图像．由图可知， 、 、 三种物质的密度 、 、 和水密度

之间的关系是（    ）

A B C m V A B C ρA ρB ρC ρ水

< <ρA ρB ρC >ρA ρ水 < <ρA ρB ρC <ρA ρ水

> >ρA ρB ρC >ρA ρ水 > >ρA ρB ρC <ρA ρ水

9.

A.

B.

C.

D.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水的温度没有达到沸点时，水是不能变为水蒸气的

将水果用保鲜膜包好后再放入冰箱冷藏是为了加快蒸发

高压锅是利用增大气压升髙沸点的原理来加快煮熟食物的

使用干冰进行人工增雨过程中，干冰先升华后液化

10.

A. B. C. D.

一列火车以 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一个人以 的速度（以车为参照物）从车厢的尾端走到前端，车厢长为 ，

需用的时间为（    ）

8m/s 2m/s 48m

4.8s 6s 8s 24s

11.

A. 误差就是测量中的错误 B. 认真测量可以避免错误

C. 采用精密仪器，改进实验方法可以避免误差 D. 误差只能尽量减小，不能绝对避免

关于误差的概念，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12.

A. 质量不变，体积变小，密度变大 B. 质量变小，体积变小，密度不变

C. 质量变小，体积不变，密度变小 D. 质量、体积、密度都变小

蜡油在燃烧过程中，它的（    ）



二、多项选择题（共8分，每小题2分．全选对得2分，漏选得1分，有错选不得分）

爱
智

康

13.

A. B. C. D.

甲、乙两物体质暈之比是 ，体积之比是 ，则甲、乙两物体的密度之比为（    ）2 : 1 1 : 3

1 : 6 6 : 1 2 : 3 3 : 2

14.

A. 铜球 B. 铁球 C. 铝球 D. 不能确定

有三个完全相同的杯子装满了水，将质量相同的实心铜球，铁珠和铝球分别放入三个杯中，使水溢出质量最多的是（

）（    ）> >ρ铜 ρ铁 ρ铝

15.

A. 质量减小了 ，体枳减小了 B. 质量增加了 ，体积不变

C. 质量不变，体积减小了 D. 质量不变，体枳增加了

冰的密度是 ，把质量为 的冰完全熔化成水时，下列关于它们的质量和体积变化的说法正确的是（    ）0.9g/cm3 360g

40g 40cm3 40g

40cm3 40cm3

16.

A.

B.

C.

D.

对下列现象解释正确的是（    ）

放在水盆中的水慢慢变少了，这是水的汽化现象

电风扇吹风，人感到凉爽，是因为电风扇降低了空气的温度

夏天从冰箱里取出的可乐瓶上有小液滴，是可乐瓶周围的水蒸气液化形成的

夏天吃雪糕时，会看到雪糕周围冒“白气”，这是雪糕中的水蒸气液化的结果

17.

A. 烧水时，从壶嘴冒出“白气”形成的过程 B. 衣柜里的樟脑球过一段时间变小了

C. 冰冻的衣服在 以下也能干 D. 洒在地上的水很快就变干了

下列物态变化中，属于吸热过程的有（    ）

0 C∘

18.

A. 乙车做匀速直线运动 B. 甲车的速度为 米/秒，乙车的速度为 米/秒

C. 经过 秒，甲、乙两车相距 米 D. 经过 秒，甲、乙两车通过的路程均为 米

甲、乙两小车运运的 图像如图所示，由图像可知（    ）s − t

10 2

6 2 5 10

19.

A. 密度是物质的特性，不同种物质的密度一般不同 B. 铁比 木块质量大

C. 一桶水比一杯水含的物质多，质量也大

关于质量和密度的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4kg 4kg



三、实验题（共48分，20、21、35、36题各2分，37题4分）

爱
智

康

D. 密度的大小等于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比值，但与质

量和体积无关

20. 如图所示被测物体的长度为            ．

21. 如图所示，体温计的示数为            ．C∘

22.

（1） 在此过程中，小刚观察到水中气泡有两种情况，分别如图甲、乙所示．图            是水沸腾时的情况．（选

填“甲”或“乙”）

（2） 下表是小刚记录的实验数据，由表中数据可知，水的沸点为            ．此时该地区的大气压            （填“大

于”、“小于”或“等于”） 标准大气压．

时间/

温度/

（3） 由数据记录可知，在 到 这段时间内，水的温度没有变化，但酒精灯要持续进行加热，这说明水在沸

腾时需要            ．

（4） 温度计玻璃泡中的测温物质有的是水银，有的是酒精．在标准大气压下，水银和酒精的凝固点和沸点如下表所

示．在做“观察水的沸腾现象”的实验时，应选用            温度计．（选填“水银”或“酒精”）

物质 凝固点/ 沸点/

水银

酒精

小刚在实验室做“观察水的沸腾现象”的实验．

C∘

1

mi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C∘ 50 57 64 71 78 85 91 96 98 98 98

8min 10min

C∘ C∘

−39 357

−117 78

23. 同一物体长度的五次测量结果记录是： 、 、 、 、 ，这五次测量记录中肯定错误的

是            ，该物体的长度为            ．

6.71cm 6.73cm 6.27cm 6.72cm 6.71cm

cm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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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使用托盘天平时应把天平放在            桌面上，再把游码拨到标尺左端零刻度处，若指针仍偏左，此时应将横梁右端

的            向            端调节．在测物体的质量时，如果指针偏向分度盘的右侧，应把右盘中的砝码            （填“增

加”或“减少”）一些，天平才能平衡．在测量物体质量时，当把一只最小的砝码加入右盘中时嫌多，而取出这只最小的砝

码又嫌少时，应取出这只最小的砝码，同时通过调节            使天平平衡，从而称出物体的质量．

25. 体育课上，甲、乙、丙三位同学进行百米赛跑，他们的成绩如下表所示：

参赛者 甲 乙 丙

成绩/

根据表中成绩知，跑得最快的是            同学，这里比较三人运动的快慢采用的是在相同            的条件下比较时间的方法．

s 14.3 13.8 13.7

26.

（1） 该物质是            ；（选填“晶体”或“非晶体”）

（2） 加热 时，该物质处于            态；（选填“固”、“固液共存”或“液”）

（3） 该物质在熔化过程中吸收热量，温度            ．选填（“升高”或“不变”）

下表是某同学在探究某种物质熔化规律时记录的实验数据．

由实验数据可知：

时间/

温度/

mi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 −4 −3 −2 −1 0 0 0 0 0 1 2 3 4

9min

27.

（1） 分析上表中实验次数 、 、 （或 、 、 ）可归纳出的结论是：同种物质，质量和体积的比值是            的．

（2） 分析上表中实验次数 、 （ 、 或 、 ），可归纳出的结沦是：            ．

为了研究物质的某种特性，某同学分别用甲、乙两种不同的液体做实验．实验时，他用量筒和天平分别测出甲（或乙）液体

在不同体枳的质量．下表记录的实验测得的数据及求得的质量跟体积的比值．

物质 实验次数 体积（ ） 质量（ ）
质量/体积（

）

甲

乙

cm3 g
g/cm3

1 10 18 1.8

2 20 36 1.8

3 30 54 1.8

4 10 8 0.8

5 20 16 0.8

6 30 24 0.8

1 2 3 4 5 6

1 4 2 5 3 6

28. 小月在实验室测量盐水密度．她先用调好的天平测出如图甲所示的烧杯和杯内盐水的总质量为 ，然后将一部分盐水倒入

量筒内，如图乙所示，则量筒内盐水的体积为            ．接着她用天平测量烧杯和杯内剩余盐水的总质量，天平平衡时

80g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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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景如图丙所示，则此时烧杯和盐水的总质量为            ，量筒内盐水的质量为            ，盐水的密度是            

．

g g kg/m3

29.

（1） 甲物体速度比乙物体速度            ；

（2） 两物体都做            运动．

如图是甲、乙两物体运动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根据该图象，可以获取两物体运动情况的信息有：

30.

（1） 将装有萘的试管放入水中加热，而不是用酒精灯直接对试管加热，在加热过程中还进行搅拌，这样做是为了使

试管中的萘受热            ，而且萘的温度上升较            （选填“快”或“慢”），便于及时记录各个时刻的温

度．

（2） 除图所示实验器材外，还需要的实验器材有火柴和            ．

如图所示，是探究萘熔化过程中温度变化规律的实验．请回答下列问题：

31. 水沸腾一段时间后，撤去酒精灯，发现水停止沸腾．这时某同学用橡皮塞塞住烧瓶口并将烧瓶倒置，向烧瓶底部浇冷水，发

现水又重新沸腾了，如图所示，这是因为            ．



爱
智

康

32.

（1） 安装实验器材时，小红应按照            （选填“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顺序进行；

（2） 安装好器材开始实验后，指出图中其中的错误：            ．

小红用图所示装置在实验室做“观察水的沸腾”实验．

33.

（1） 小雨在两块相同的玻璃片上分别滴一滴质量相同的水，如图所示．观察图中情景，你认为小雨在探究水蒸发快

慢与            是否有关（选填：“A”、“B”或“C”）．

（2） 接着小雨用电吹风的热风档在图左边玻璃片上方吹风，发现左边玻璃片更早干了．小雨由此得出，水上方的风

速越大，蒸发也越快．你认为此过程存在的问题是：                                      ．

小雨同学猜想影响水蒸发快慢的因素有以下三个：          

A．水的表面积；    B．水上方的风速；    C．水的温度．

34.

（1） 用酒精灯给锥形瓶中的海水加热，使海水沸腾，过一会儿，在试管中将会出现            ，这是采用了             方

法使水蒸气液化的．

（2） 在实验过程中，烧杯里水的温度会升高，这主要是因为：            ．

如图所示，是某学校的同学在科学实践课中组装的一套模拟海水蒸馏的装置．

35. 影响水蒸发快慢的因素有：①水的温度②水的表面积③水上方空气流动速度．

利用装有水的烧杯、滴管、两块小玻璃片，请选用一个常见的物品设计实验证明：水上方空气流动速度大时蒸发快．写出实

验步骤和实验现象．

36. 现有四个用同一种材料制成的实心正方体，它们的质量如图所示，请根据图中的情景，提出一个可以探究的科学问

题：                      ．



四、科普阅读题（共8分，每空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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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课外物理小组的活动中，老师让同学们利用如图所示的“密度瓶”和天平来测量某种金属颗粒的密度．“密度瓶”是一个

玻璃瓶，配有瓶塞，瓶塞中央有一根细管，在密度瓶中注满水后用瓶塞塞住瓶子时，多余的水经过细管从上部溢出．

请你将同学们的实验步骤补充完整：

（1）用天平称出待测金属颗粒的质量 ，并记录；

（2）在“密度瓶”中注满水，塞好瓶塞，擦干瓶壁，用天平称出“密度瓶”的总质量 ，并记录；

（3）将            ，塞好瓶塞，擦干瓶壁，用天平称出“密度瓶”的总质量 ，并记录；

（4）根据已知量和测量量，推导出计算金属颗粒密度的公式             ．

m1

m2

m3

ρ =

38. 阅读材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材料被不断开发出来，并广泛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

       与传统材料相对，新材料在强度、刚度、硬度、耐温差、耐磨性、耐蚀性、抗辐照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优越的性

能．

纳米材料

        我们在本章之初学习物质的尺度时，知道了“纳米”这个长度单位．纳米这个长度单位实在是太小了，过去我们在生

活中没有关注它，但是现在却成了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原因是人们发现，将某些物质的尺度加工到 时，它们的

物理性质或者化学性能与较大尺度时相比，发生了异常的变化，这种材料就称为纳米材料，一些新颖的纳米材料被应用到某

些产品上，产生了神奇的效果．

       例如洗衣机桶的表面上用了纳米尺度的氧化硅微粒和金属离子的组合，就具有抑制细菌生长的功能．普通领带的表面经

过纳米技术处理后，会有很强的自洁性能，不沾水也不沾油．陶瓷比一般金属硬度高，耐磨损，耐高温，可惜太脆，一撞就

碎．现在用纳米陶瓷粉制成的陶瓷，却具有一定的韧性，如果用它制造发动机的缸体，可以提高发动机的性能．

记忆合金

       科普展览会上有一种神奇的金属花，灯光一照就绽开，关上灯又会闭合．它的花瓣是用一种特殊的金属片——记忆合

金制成的．它原本是开放状，后来被弯成合拢的，当用灯泡把它加热到一定温度时，又会自动恢复原状，表现了它具有“记

1 − 100nm



五、计算题（共6分，每小题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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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米是            单位，用纳米陶瓷粉制成的陶瓷，除硬度高，耐磨损，耐高温以外还具有一定的            ．

（2） 记忆合金的主要成分是            ，用这种记忆合金制成的金属花在外界            升高时会绽放．

忆”能力．记忆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镍和钛，它独有的物理特性是：当温度达到某一数值时，材料内部的晶体结构会发生变

化，从而导致外形变化．现在己经有多种形状记忆合金医用支架，用于外科手术，与医用不锈钢、普通合金相比，形状记忆

合金具有稳定性高、可实现智能安装等特点．还可以将记忆合金制成的弹簧安装在热水器的出水阀门内，当水温超过某一温

度（例如 ）时，弹簧自动伸长，将阀门关闭，避免发生烫伤人的事故．

       请根据上述材料和你学过的物理知识，完成下列问题．

80 C∘

39.

（1） 人们把气凝胶称作 “凝固的烟”，用确切的物理语言来说是指它的            很小（选填“质量”或“密

度”）．文中提到“全碳气凝胶”的固态材料密度仅每立方厘米 毫克，也就是            ．

（2） 一块 的全碳气凝胶放在一朵花上，该气凝胶的质量为            ．

（3） 研究表明，“全碳气凝胶”还是吸油能力最强的材料之一，它最多能吸收自身质量 倍的有机溶剂，则

的“全碳气凝胶”最多能吸收的有机溶剂质量为            ．

阅读材料：

       气凝胶是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轻的一类物质，因其内部有很多孔隙，充斥着空气，故而得名． 年，美国科学

家用二氧化硅制得了最早的气凝胶，外号 “凝固的烟”． 年，美国 实验室、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合

作制备了一种镍构成的气凝胶，密度为 毫克/立方厘米，创下了当时最轻材料的纪录．把这种材料放在蒲公英花朵上，柔

软的绒毛几乎没有变形——这张照片入选了《自然》杂志年度十大图片，也给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高超教授留

下了深刻印象：能不能制备出一种材料，挑战这个极限？

       近日，浙江大学的科学家们研制出了一种超轻材料，这种被称为“全碳气凝胶”的固态材料密度仅每立方厘米 毫

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轻的材料．“气凝胶”是半固体状态的凝胶经干燥、去除溶剂后的产物，外表呈固体状，内部含有

众多孔隙，充斥着空气，因而密度极小．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高超教授的课题组将含有石墨烯和碳纳米管两种纳

米材料的水溶液在低温环境下冻干，去除水分、保留骨架，成功刷新了“最轻材料”的纪录．此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

由德国科学家在 年底制造的一种名为“石墨气凝胶”的材料，密度为每立方厘米 毫克．据介绍，“全碳气凝

胶”还是吸油能力最强的材料之一．现有的吸油产品一般只能吸收自身质量 倍左右的有机溶剂，而“全碳气凝胶”的吸

收量可高达自身质量的 倍．

       全碳气凝胶将有望在海上漏油、净水甚至净化空气等环境污染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传统的气凝胶制作方式往往无法批

量生产，但课题组新创的“低温冻干法”令气凝胶的生产过程更加便捷，也使这种超轻材料的大规模制造和应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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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如图所示，一列长为 的火车匀速通过一座 长的大桥，火车完全通过大桥所用的时间是 ，求火车过桥时的速

度是多少？

120m 3000m 100s



爱
智

康

41. 某生产厂家要用铸铁浇制一批产品，己知铸铁的密度是 ．与产品形状相同的木制模型质量是 ，木头的

密度是 ，要浇制一件产品，需要熔化多少铸铁？

7.0 × 1 kg/03 m3 5.6kg

0.4 × kg/103 m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