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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初三物理期末质量检测

2017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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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每

小题 2分）

1. 通常情况下，下列物体中属于绝缘体的是

A．干燥的竹木筷子 B．不锈钢尺 C．2B铅笔芯 D．酱油

2. 在国际单位制中，电功率的单位是

A．瓦特 B．焦耳 C．库仑 D．千瓦时

3. 图 1所示的家用电器中，利用电流热效应工作的是

4. 图 2所示的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四种接法中，当滑片 P向左滑动时，滑动变阻器接

入电路部分的电阻减小．．．．的是

5. 当温度一定时，比较两根镍铬合金丝电阻的大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长的合金丝的电阻大 B. 长度相同时，粗的合金丝的电阻大

C. 细的合金丝的电阻大 D. 粗细相同时，长的合金丝的电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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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试卷共 12页，共五道大题，41道小题，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120分钟。

2．在试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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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考试结束，将本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一并交回。

A. 洗衣机 Ｂ. 电饭锅 Ｃ. 家用电风扇 Ｄ. 笔记本电脑

图 2

P

B

P

C

P

A

P

D



2

图 5

S1
S2

铃 灯

6. 图 3所示的四种情景中，符合安全用电原则的是

7. 在图 4中，涂有深颜色的一端表示小磁针的 N极，将它们放在磁体周围，小磁针静

止不动时，小磁针 N极指向正确的是

8. 现有两只普通白炽灯泡 L1、L2，其中 L1标有"220 V 40 W"、L2标有"110 V 40 W"。

两灯都正常发光时

A. L2比 L1亮 B. L1比 L2亮 C. L1、L2一样亮 D. 无法判断

9. 图 5所示为一种声光报警器的电路图，闭合开关 S1和 S2后，会出现的现象是

A．灯亮，铃响

B．灯亮，铃不响

C．灯不亮，铃响

D．灯不亮，铃不响

10. 图 6所示的四个实验中，说明电动机工作原理的实验是

11. 图 7 所示的各个电路中的电源完全相同，已知 R1>R2>R3。当电路中的开关 S 闭合后，

电流表示数最大的是

图 6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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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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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图 8 所示，当甲电路中的开关 S 闭合时，两个电压表的指针位置均为图乙所示，

则电阻 R1、R2两端的电压分别为

A．6V，1.2V B．1.2V，6V C．4.8V，1.2V D．1.2V，4.8V

13. 如图 9 所示，电源电压为 6V且保持不变，定值电阻 R0=20Ω，在开关 S闭合的情况

下，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在 a、b两点间接入一个“3V 0.5A”的小灯泡，小灯泡能正常发光

B．在 a、b两点间接入一个量程为 0~0.6A的电流表，电流表的示数为 0.2A

C．在 a、b两点间接入一个阻值为 10Ω的定值电阻 R，则 R0两端的电压为 4V

D．在 a、b两点间接入一个阻值为 10Ω的定值电阻 R，电路消耗的总电功率为 1.8W

14. 如图 10所示，闭合开关 S，当滑动变阻器滑片 P向右移动时，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电压表的示数不变，电流表 A1的示数变大，A2的示数变小

B. 电压表的示数不变, 电流表 A1的示数不变，A2 的示数变大

C. 电压表的示数与 A1的示数的比值变大，A2 的示数变小

D. 电压表的示数与 A1的示数的比值不变，A2 的示数变小

15. 图11所示电路，电源电压不变。闭合开关S，当滑片P置于变阻器的中点时，电压表

的示数为4V；当滑片P置于变阻器的b端时，电压表的示数变化了2V，在15s内定值电

阻R1产生的热量为60J。则下列结果正确的是

A．电源电压为10V

B．R1的阻值为18Ω

C．滑动变阻器R的最大阻值为6Ω

D．R1先后两次消耗的电功率之比为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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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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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关于电磁现象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导体能够产生磁场

B. 发电机是根据电磁感应现象制成的

C. 只要导体在磁场中运动，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D. 电磁铁磁性的强弱与电磁铁线圈的匝数有关

17.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B. 电功率是表示电流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C. 自由电子定向移动的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同

D. 电流做功的过程就是将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电能的过程

18. 如图 12所示，电源电压不变，Rl是光敏电阻，其阻值大小随光照强度的增大而减小。

闭合开关 S后，当光照强度增大时，则

A．电路总电阻变大

B．电流表示数变大

C．通过 R2的电流变大

D．若使电流表示数不变，应将变阻器滑片 P向右滑动

19. 关于家庭电路，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空气开关“跳闸”可能是发生短路造成的

B. 家庭电路中开关应与所控制的用电器并联

C. 家庭电路中三孔插座中间的插孔是与大地相连的

D. 家庭电路中同时工作的用电器越多，电路的总电阻越小

三、实验与探究题（共 50分，20~25、30（2）、31（2）、33、34（2）、36题各 2分，29

题 3分， 35、37题 4分，其余各题每空 1分）

20. 如图 13所示，电压表的示数是 V。

21. 如图 14所示，电能表的示数是 kW·h。
22. 图 15中电阻箱的示数为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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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图 16所示，请根据 N、S极，标出通电螺线管中电流的方向。

24.用笔画线代替导线，把带有开关的电灯正确地接入图 17所示的家庭电路中。

25. 根据图 18所示的实物连接图，在方框内画出电路图。

26. 某物理小组的同学在 “探究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时，从实验室中选出符合要求的

学生电源、滑动变阻器、电流表、开关、导线若干以及几种电阻丝，电阻丝的参数如

下表。

探究前他们作出了如下猜想：

甲同学：电阻与导体的长度有关。

乙同学：电阻与导体的材料有关。

丙同学：电阻与导体的横截面积有关。

为了完成实验探究，同学们设计了

如图 19所示的实验电路。请回答下列问题：

（1）实验中应通过比较 的大小，来比较

电阻丝电阻的大小，达到验证猜想的目的。

（2）若要验证乙同学的猜想，则应该选用 两根电阻丝(填编号)进行对比实验。

（3）选用 b、c两根电阻丝进行对比实验，目的是为了验证 同学的猜想。

图 18

L

R

S1

S2

图 17

火线

零线

开关

图 16

S N
I

S N
I

图 19

b
c

a

d

P
S

编号 材料 长度/m 横截面积/mm2

a 镍铬合金丝 1.0 0.2
b 镍铬合金丝 1.0 0.1
c 镍铬合金丝 0.5 0.1
d 锰铜合金丝 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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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小华用电压表、电流表、滑动变阻器、导线、开关及新的干电池等实验器材，测量额

定电压为 2.5V小灯泡 L的额定功率。按要求完成实验。

（1）请将图 20中甲电路连接完整，要求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向左滑时，电流表示

数变小。

（2）在闭合开关前，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应放在 端（选填“A”或“B”）。
（3）闭合开关，电压表示数接近电源电压，电流表无示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 (选填选项前的字母）。

A．开关接触不良 B.滑动变阻器断路

C. 电流表断路 D.小灯泡与灯座接触不良

（4）排除故障后，闭合开关，移动变阻器的滑片使小灯泡正常发光，此时电流表示

数如图 20 乙所示，则小灯泡的额定功率为 W。

28. 看到老师拿来的手摇发电机没有电池却能使小灯泡发光，小丽非常感兴趣。她想：发

电机产生的感应电流大小跟哪些因素有关呢? 根据经验——可以根据小灯泡的亮度

来判断电路中电流大小。于是她利用图 21所示的手摇发电机开展了实验探究，并根

据实验做了如下表所示的记录。请你根据小丽的实验记录回答下列问题：

（1）小丽实验中探究问题的自变量是 。

线圈转速 慢 快

线圈转向 顺时针 顺时针

小灯泡亮度 暗 亮

图21

图 20 乙

S

PA B
L

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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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BBB

A

P1 P2 P3

（2）根据实验，小丽得到的初步结论是： 。

（3）根据你的经验，手摇发电机中感应电流大小可能还与 有关。

29. 小陆现在有一根钢棒，他想知道钢棒是否有磁性。请你从小磁针和细线中任选一种器

材，帮助小陆设计并完成实验。请你写出实验步骤和实验现象。

30.学校组织参观中国科技馆，当小军在“探索与发现 A厅”看到自己的同学在静电台上

“怒发冲冠”时，感到非常惊奇，他特别想知道其中的道理。参观回来后他完成了如

图 22 所示的实验——图中 A为放在绝缘支架上的带正电球体，B为用绝缘丝悬吊的

带正电的小球。小军先后将小球 B 悬吊在距离 A球不同的 P1、P2、P3位置处，发现

了如图 22所示的实验现象。请你根据这一实验现象，完成下列要求：

（1）小球 B偏离竖直方向的原因是： 。

（2）提出一个可探究的科学问题： 。

31.小华利用如图 23 所示的电路，探究电压一定时，电流通过导体所消耗的功率与导体

电阻的关系。他使用的器材有：满足实验要求的可调电压的学生电源、阻值分别为 5Ω、
10Ω、15Ω、20Ω、25Ω、30Ω的定值电阻若干、“15Ω lA”的滑动变阻器、电流表、

电压表和开关各一只，导线若干。

以下是小华的几个主要实验操作步骤：

① 按图 23连接电路，电路中接入的定值电阻 R的阻值为 5Ω，闭合开关 S，调

节滑动变阻器滑片 P，当电压表的示数 U为 2V时，读出电流表的示数 I，将

R、U、I值记录在实验数据记录表中。

② 用 10Ω电阻替换 5Ω电阻接入电路，闭合开关 S后发现电压表示数大于 2 V，
调节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当电压表示数 U为 2V时，读出电流表的示数 I，
将 R、 U、I 值记录在实验数据记录表中。

③ 仿照步骤②，用 15Ω电阻替换 10Ω电阻接入电路进行实验，发现无论怎样调

节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电压表的示数始终大于 2V。
请根据以上叙述回答下列问题：

（1）在步骤②中，为使电压表的示数由大于 2V减小到 2V，小华应向 端

调节滑片（选填“A”或“B”）。
（2）出现步骤 ③中所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选填选项前的字母，至少有一个选项正确）

A B

图 23

S

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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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S

L1 L2

A B C

D

A．电源电压低 B．电源电压高

C．滑动变阻器最大阻值太大 D．滑动变阻器最大阻值太小

（3）针对步骤③中出现的问题，怎样改进才能完成该实验，请写出你的办法： 。

32. 小欣同学在做“探究串联电路中电压的规律”实验时，连接了如图 24所示的电路，

闭合开关后，发现两灯均不亮，经检查，电路连接正

确。小欣同学用电压表检查该电路的故障，检测结果

如表格中记录内容所示。若电路中仅有一处发生故

障，根据表中数据可知，发生故障的电路元件为

________（选填“L1”、“L2”或“S”），该故障为________（选 填

“短路”或“断路”）。粗心的小欣同学忘了记

录当电压表接在AC两点时的数据，你认为电压表接AC两点时的测量结果为______V。

33. 当导体两端的电压一定时，电流通过导体做功的功率随导体电阻变化的规律如图 25

所示。请根据图像判断：当导体电阻为 40Ω时，通过该导体的电流为 A。

34. 晓亮利用阻值为 R0的定值电阻和一块电压表测量未知电阻 Rx的阻值。他选择了满足

这个实验要求的器材，并连接了部分实验电路，如图 26所示。

R/Ω

2.8
2.4
2.0
1.6
1.2
0.8
0.4

0 5 10 15 20 25 30 35

P/W
3.2

图 25

位置 AB BC CD AC AD
电压 U/V 3 0 0 3

图 26

S2 S1

R0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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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测出电阻 Rx的阻值，请添加一根导线．．．．．．完成图 26所示的实验电路的连接。

（2）开关 S1、S2都闭合时，电压表的示数为 U1；只闭合开关 S1时，电压表的示数为

U2。请用 U1、U2和 R0表示 Rx。R x= 。

35. 某学习小组在一次实验探究中利用电压表和电流表测得了多组数据，记录如下表。请

根据表中给出的数据，回答下列问题：

（1）由数据可分析出他们实验时的电路图可能是图 27中的 （选填选项下面的

字母）。

（2）根据表中数据归纳出 U与 I的关系：U = 。

36. 实验桌上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烧瓶，烧瓶内装有质量相等、初温相同的煤油、完全相同

的温度计和阻值相等且不变的电阻丝 R，如图 28所示。另外，还有满足实验要求的电

源、滑动变阻器和开关各一个，已调好的电流表和停表

各一块，导线若干。小新利用上述实验器材证明“电流通

过电阻产生的热量跟通过电阻的电流有关”。

小新的主要实验过程如下：

① 将滑动变阻器、电流表及图 28所示的装置甲等电路

元件串联接入电路中，滑动变阻器调到最大阻值。

② 闭合开关，调节滑动变阻器使电流表示数为 0.2A，开

始计时，30s时停止计时，同时观察温度计示数并读

数，记录数据，断开开关。

③ 用图 28所示的装置乙替换电路中的装置甲，将滑动变阻器调到最大阻值。闭合开

关，调节滑动变阻器使电流表示数为 0.3A，开始计时，30s时停止计时，同时观察

温度计示数并读数，记录数据，断开开关。

I/A 0.1 0.2 0.3 0.4 0.5 0.6

U/V 3.5 3.0 2.5 2.0 1.5 1.0

图 27A B C D

A

V

A

V

A

V

A

V

甲 乙

温度计
接线柱

R1 R2

温度计
接线柱

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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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S

R1 R2

图 30

走带方向

磁头线圈

铁芯

塑料基带

磁性材料

于是小新认为“电流通过电阻产生的热量跟通过电阻的电流有关”。

请根据以上叙述回答下列问题：

（1）小新实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2）请你针对小新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写出改进措施： 。

37. 实验桌上有如下器材：符合实验要求的学生电源一台(电压可调)；已调试的电压表一块，

一个阻值已知的定值电阻 R1，一个电阻箱 R2，开关一个，导线若干。小明想通过实

验探究“串联电路两端的总电压等于各串联电阻两端的电压之和”。他选用以上器材，

设计了如图 29所示的电路。请你为小明制定实验方案并画出实验数据记录表。

四、科普阅读题（共 6分，每小题 3分）

（一）阅读《磁性材料的应用——录音》，回答 38题。

磁性材料的应用——录音

铁棒和钢棒本来不能吸引钢铁，当磁体靠近它或与它接触时，它便有了吸引钢铁的性

质，也是被磁化了。软铁磁化后，磁性很容易消失，称为软磁性材料。而钢等物质在磁化

后，磁性能够保持，称为硬磁性材料。硬磁性材料可以做成永磁体，还可用来记录声音、

图像等信息。如图 30 所示，录音机的磁带上就附有一层由磁性氧化物或合金薄膜而成的

磁性材料小颗粒。录音时，声音先转变成强弱变化的电流，这样的电流通过录音磁头，产

生了强弱变化的磁场。磁带滑过时，磁带上的小颗粒被强弱不同地磁化，于是记录了一连

串有关磁性变化的信息。

38．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磁带上的 记录了声音、图像等信息；

录音机在把声信号变成磁信号的过程中，要先把

声信号变成 信号。

（2）利用磁性材料记录信息的应用非常广泛，请你举

一例日常生活用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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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单口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
图 31

（二）阅读《探秘世界最大“观天巨眼”》，回答 39 题。

探秘世界最大“观天巨眼”

贵州建成世界最大单口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英文简称 FAST），被当地人形象地称

为中国的 “观天巨眼”，如图 31

所示。 据介绍，射电望远镜的直

径越大，灵敏度越高，能搜寻的宇

宙信息越丰富。此前，世界最大的

射电望远镜是由美国研发的、位于

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 305 米望远

镜。FAST 将打破这一纪录，使中

国射电天文学在 10 到 20 年内保持

世界领先地位。

FAST 虽是射电望远镜，却不喜欢待在一个有电的环境里，哪怕是一丁点的电波都难

以忍受。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FAST 工程总工程师曾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不要说用手机，

就算是附近使用电器，或者几十公里外有飞机向地面发送信息，在 FAST 那里都会造成一

场电磁风暴。

作为射电望远镜，FAST 的基本原理和人们常见的锅式卫星天线相差无几，FAST 这

口“锅”更大，主反射面的面积达 25 万平方米，主要由反射信号的抛物面和接收信号的

馈源两大部分组成，通过“锅”的反射聚焦，把几平方米到几千平方米的信号聚拢到一点

上。从天体投射来并汇集到望远镜焦点的射电波。射电波实际是无线电波的一部分，地球

大气层吸收了来自宇宙的大部分电磁波，只有可见光和部分无线电波可以穿透大气层，天

文学把这部分无线电波称为射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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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FAST射电望远镜正常工作时 使用手机。（选填“可以”或“不可以”）

（2）射电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 m/s。

（3）射电望远镜利用了电磁波可以发生 进行信号收集。

五、计算题（共 6分，每小题 3分）

40. 如图 32所示电路，电源两端的电压为 6V且恒定不变，其中电阻 R1=5Ω。当开关闭合

后，电流表的示数为 0.2A。求：

（1）电阻 R2的阻值。

（2）通电 10秒钟电阻 R2上产生的热量 Q2。

41. 如图 33所示，电源电压不变。闭合开关 S，滑片 P分别在 A、B两点时，电压表 V1

的示数比是 4∶3；当 P在 A点时，电压表 V1、V2示数比为 1∶2。求：

（1）P分别在 A、B两点时电路中电流比 IA∶IB。

（2）P分别在 A、B两点时滑动变阻器消耗的电功率比 PA∶PB。

图 32

R2R1

A

A B

P

图 3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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