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0 

2020北京西城外国语学校初二（上）期中

物 理

2020.11 

班级：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 

一、单选题(下列各题均有四个选项，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每小题 2 分，共 22 分） 

1.在国际单位制中，长度的基本单位是

A．千米 B．分米 C．微米 D．米 

2.下面的措施不能．．减弱噪声的是

A．摩托车装消声器 B．城市道路旁装隔音板 

C．工厂的工人戴防声耳罩 D．街道上装显示噪声等级的装置 

3.下列乐器中，靠空气振动发声的是

A.架子鼓 B．笛子 C．提琴 D．钢琴 

4.图 1所示的物态变化的实例中，属于液化的是

5.对以下物体运动的描述（加线的字），选择地面为参照物的是

A．月亮在白云中穿行 B．地球绕太阳公转 

C．坐在奔驰的火车里 D．静靠在运行中的列车座椅 

6.下列关于声音的说法，正确的是

A．我们无法听到蝴蝶飞过的声音，是因为它发出声音的响度太小 

B．声音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C．音调越高的声音越大 

D．我们能区分出小提琴和二胡的声音，是因为它们发出声音的音色不同 

7.下列的估测，最接近实际的是

A．完整播放一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需的时间约为 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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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的正常体温为 45℃ 

C.运动会各班设计的班牌的总长度（含手柄）约为 2m 

D．两位同学正常交谈时声音响度大约 100 分贝 

8.根据图 2 所给信息，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蝙蝠可以发出频率为 400Hz 的声音 

B．人能听到狗发出的所有频率的声音 

C．人发声频率范围比人听觉频率范围要大 

D．15Hz 的声音只要振幅足够大，人耳是能听到的 

9.图 3 中，描述晶体的熔化图像应为

10.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把冰水混合物拿到 0℃的房间里，冰可以熔化成水 

B．蔬菜用保鲜膜包好后放入冰箱冷藏室可以减慢蒸发 

C．海波在熔化过程中吸收热量温度升高 

D．夏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饮料罐“出汗”是汽化现象 

11.使用温度计测量液体温度时，下列操作方法中正确的是

A.测温前先观察温度计的量程，估计待测物体的温度，保证不超出温度计的量程 

B.测量前,需要用力将温度计玻璃管中的液体甩回玻璃泡内 

C.温度计的玻璃泡必须浸没在待测液体中，可以接触到容器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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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读温度计的示数时，应将温度计从液体中取出，保证视线与温度计内液面相平 

二、多选题(下列各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符合题意的选项均多于一个。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全选对的得 2 分，

选对但不全的得 1 分，有错选的不得分。） 

12.关于误差，下面说法中正确的是

A．在测量过程中不遵守测量仪器的使用规则，就会造成实验误差 

B．随着科技的发展，测量的误差越来越小，但都不能避免误差 

C．精心设计，不断改进实验方法，就可以减小误差 

D．利用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办法可以减小误差 

13.下列关于声现象的叙述，正确的是

A．“尖锐刺耳”反映了声音的音调太高 

B．“引吭高歌”反映了声音的音调太高 

C．“震耳欲聋”反映了声音的响度很大 

D．“一闻其声，便知其人”依据了声音的音色不同 

14.关于生活中的热现象，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A．在高山上烧水，水温低于 100℃就沸腾了，这是因为高山上气压低，水的沸点低 

B．寒冷的冬天，戴眼镜的人从温暖的室内走到室外，镜片上出现“白雾” 

C．春天冰雪消融是液化现象 

D．固体熔化时需要吸收热量，温度保持不变 

15.某物体作直线运动的情况如图 4 所示，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它在 OA段的速度大小为 5m/s 

B．它在 AB段匀速运动了 3s 

C．它在 BC段的速度大小为 2.5m/s 

D．它在 OC段全程的平均速度约为 2.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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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干冰即固态二氧化碳，广泛用于舞台、剧场、影视、晚会等制作云海效果。使用时，干冰先由固态变成气态时

吸收大量的热，使周围空气迅速降温，空气中的水蒸气随即放热，变成小液滴，这些小液滴就是雾。在此过程

中，发生的物态变化有

A.汽化 B.液化 C.升华 D.凝华 

三、填空题（每空 2 分，共 30 分） 

17.单位换算：800mm=____________m；1h=______s;54km/h=________m/s。

18.人造地球同步卫星相对于地球是_________（选填“静止”或“运动”）的。

19.摄氏温度是把标准大气压下__________的温度规定为 100 摄氏度。

20.发烧的时候可以用冰袋进行物理降温，这是因为冰袋中的冰在_____（填物态变化名称）过程中可以吸收身体的

热量，从而降低身体温度。

21.用超声波倒车报警器探测车后是否有障碍物，说明声音可以传递____（选填“信息”或“能量”）。

22.如图 5 所示，是道路交通“禁止鸣笛”的标志，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城市的噪声污染，这种控制噪声的途径是

__________。

23.冬天，人们长跑的时候从嘴里呼出的“白气”是________（填物态变化的名称）现象。在这一过程需要热。

24.汽化的两种方式是________和_________。使气体液化有两种方法，液化石油气是通过__________将可燃气体液

化后储存在钢瓶中的。

25.寒冷的冬天，我们经常在窗户上看到美丽的冰花，冰花的形成是________现象，冰花是出现在窗户玻璃的

______表面。（选填“内”或“外”）

四、实验与探究题（26 题每空 2 分，其他每空每图 1 分，共 28 分） 

26.图 6 中，木块的长度是_________cm； 

图 7中温度计的示数为_________℃； 

图 8 中体温计的示数是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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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实验桌上有两块完全相同的玻璃板，其上分别滴有等量的、表面积相同的水，小明加热其中一块玻璃板，如图

9 所示，观察两板变干的快慢。小明探究的问题是：蒸发的快慢与是否有关。

28.为了探究声音产生的条件，小明同学做了以下几个实验现象，如图 10 所示：

实验一：敲鼓时放在鼓面上的纸屑上下跳动； 

实验二：使正在发声的音叉接触水面，水面激起水花； 

实验三：取一个圆柱形食品罐，给一端开一个圆孔，另一端将底面去掉，蒙上牛皮纸，并用橡皮筋扎紧。在桌

子上约每隔 5cm 放一支点燃的蜡烛，将圆筒的开口对着蜡烛，手敲击纸膜，你会看到蜡烛的火焰由近及远被

“吹斜”（烛焰会摇动）。 

实验一和实验二主要说明正在发声的物体都在__________，实验三主要说明__________。 

29.如图 11 所示，将正在发声的音叉轻触系在细绳上的乒乓球，发现乒乓球会被音叉弹开很远。如果让音叉发出更

大的声音，重复实验，会发现乒乓球被弹开的距离更大，说明声音的响度与音叉的______有关。这种将不易观

察或测量的物理量变为可观察或测量的物理量的研究方法叫________法。

30.如图 12 所示，小华同学用手指轻轻在桌面划动，小明同学只有把耳朵紧贴桌面时才能听见清晰的划动声，这说

明________可以传声。本实验中，如果小华同学用很大的力气敲击桌面，________得出这个结论（选填“能”或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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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下表是小京探究某种物质的凝固规律时记录的实验数据，请根据要求完成下列问题。

时间/min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5.5 

温度/℃ 59 55 52 49 48 48 48 48 47 45 43 42 

（1）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这种物质在第 1min时是__________态（选填“固”或“液”）。 

（2）据表中的数据可以判断出：该物质的固态是__________。（选填“晶体”或“非晶体”） 

（3）根据表中的数据可以判断出该物质的凝固点是__________℃。 

32.在“观察水的沸腾”实验中,实验过程中记录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时间/min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温度/℃ 90 92 94 95 96 97 98 99 99 99 99 

（1）如图 13 甲、乙所示两种气泡情况，其中_______图是水在沸腾时的情况。 

（2）根据实验数据，水沸腾时，温度_____。（选填“升高”、“降低”或“不变”） 

（3）如果温度计是准确的，且使用过程也很规范，则水的沸点低于 100℃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实验时的大气压

____标准大气压。（选填“低于”、“等于”或“高于”） 

（4）水银温度计玻璃泡中的液体是水银，酒精温

度计玻璃泡中的液体是酒精。在标准大气压

下，水银和酒精的凝固点和沸点如右表所示。

在做“观察水的沸腾现象”的实验时，应选用温度

计。 

33.如图 14 所示，已知水的沸点是 100℃。当烧杯内的水沸腾后仍继续加热，试管里的水_____达到 100℃(选填

“能”或“不能”)，______沸腾(选填“能”或“不能”)，这是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根据表中所列的几种物质的熔点，可知通常情况下：

(1)酒精在-113℃时是________态。 

(2)南极的最低温度可达-90℃，在那里可以用_________温度计。 

凝固点/℃ 沸点/℃ 

水银 -39 357 

酒精 -11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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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铜块掉入钢水中________熔化。（填“会”或“不会”） 

35.在如图 15 所示的装置中，用酒精灯将烧瓶内的水加热沸腾后，水蒸气从细玻璃管口喷出，在离管口稍远处，可

以看到雾状的“白气”。如果这时在管口处放置一块凉玻璃片，会发现玻璃片表面有水滴出现，此时发生的物态

变化是________，玻璃片的温度将_______。

五、科普阅读题（每空 1 分，共 3 分） 

请阅读《物理实验中的图像法》回答 38 题。 

物理实验中的图像法 

物理实验中的图像法是一种整理、分析数据的有效方法，图像中的图线可以直观、简洁地显示出因变量随

着自变量变化的趋势或规律。如果想要将物理实验数据绘制成图像，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来进行。 

第一步，建立坐标轴、标注物理量和设定分度。首先建立坐标轴，通常用横轴代表自变量，纵轴代表因变

量，在坐标轴上分别标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名称及单位；然后，设定坐标分度值。为了使绘制的图线比较均匀

地分布在整幅坐标纸上，而不要偏在一角或一边，坐标分度值可以不从零开始。在一组数据中，自变量与因变

量均有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度时，可用低于最低值的某一整数值作起点，高于最高值的某一整数值作终点。 

第二步，根据数据描点。描点时根据数据在坐标纸上力求精准地画出对应的点。 

第三步，绘制图线。绘制图线时不要把数据点逐点连接成折线，而应依据数据点的整体分布趋势，描绘出

一条直线或光滑曲线，让尽可能多的点在图线上，或让数据点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图线两旁，这样绘制出的图线

比图上的任何一个数据点更适合作为进行分析预测的依据。 

物质名称 固体水银 固体酒精 固体煤油 铜 钢 

熔点/℃ -39 -117 -30 1083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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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小宇记录了自己沿直线步行过程中的时间及所对应的路程，图 16 中的黑点是他根据记录的数据在坐

标纸上描出的数据点，利用这些数据点绘制出了图 16 中的直线。利用这条直线可以清楚地看出小宇步行的过

程近似为匀速运动，还可以利用图线上的点计算出小宇步行过程中的速度，进而用速度预测出他在某一段时间

内步行的路程。 

1．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根据图 16 所示的图像，预测小宇步行 10s 的路程为__________m。 

（2）下表是某同学记录的物体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实验数据。 

时间/min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温度/℃ 80 72 64 59 55 51 47 46 45 

① 要绘制上述物体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应选择图 17中图更合理。（选填“甲”或“乙”）

② 请在你选择的图中描出第 20min时的温度数据点，并绘制出本次实验中物体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线。

六、简答和计算题（37 题 3 分，38 题 4 分，共 7 分） 

37.炎热的夏天，人们游泳后从水里出来时，总感觉身体特别冷，这是为什么？

38.超声波在海水中的传播速度是 1500m/s，声呐系统垂直向海底发出信号 8s 后被该系统接收，求此处海水的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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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京西城外国语学校初二（上）期中物理

参考答案

一、 单选题 

DDBBCDABCBA 

二、 多选题 

BCDACDBCDADBC 

三、 填空题 

17.8×10-4；3600；15 

18.静止

19.沸水

20.熔化

21.信息

22.在声源处减弱

23.液化；放

24.蒸发；沸腾；压缩体积

25.凝华；内

四、实验与探究 

26.1.43；-17；36.8 

27．液体温度 

28．振动；声音可以传递能量 

29.振幅；转化

30.固体；不能

31.液；晶体；48

32.甲；不变；低于；水银

33.能；不能；试管中的水与烧杯中的水没有温度差，无法继续吸热。

34.液；酒精；会

35.液化；升高

五、科普阅读题 

36.10；乙；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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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人身上带有的水蒸发吸热，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所以感觉到凉爽。

38.6000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