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8 页

丰台区2022-2023学年第一学期期末练习

九 年 级 物 理

20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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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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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图题用2B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 考试结束，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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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单位制中，电功率的单位是

A．安培（A） B．伏特（V） C．瓦特（W） D．欧姆（Ω）

2．下列物品中，通常情况下属于导体的是

A．钢尺 B．橡胶手套 C．陶瓷碗 D．塑料笔杆

3．生活中我们把利用电流热效应工作的用电器称为“电热器”，下列各用电器中属于电热

器的是

A．电视机 B．电脑 C．电饭煲 D．电冰箱

4. 关于安全用电，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是

A．用湿布擦拭正在工作的台灯

B．更换灯泡要先断开开关

C．在电加热器上烘烤衣物

D．使用绝缘皮损坏的导线

5. 如图 1所示，轻质小球甲、乙处于静止状态，下列说法可能正确的是

A．甲带电，乙不带电

B．甲不带电，乙带电

C．甲、乙都带电，并带有异种电荷

D．甲、乙都带电，并带有同种电荷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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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生活经验，下列数据符合实际的是

A．教室内一盏日光灯的功率为 1000W

B．家用节能灯中电流为 20A

C．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 340m/s

D．我国家庭电路的电压值为 220V

7．如图 2甲所示为一实物电路连接图，与之相对应的电路图是图 2乙中的

8．通常情况下，关于一段粗细均匀的镍铬合金丝的电阻，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合金丝的电阻跟该合金丝的长度有关

B．合金丝的电阻跟该合金丝的横截面积无关

C．合金丝两端的电压越大，合金丝的电阻越小

D．通过合金丝的电流越小，合金丝的电阻越大

9.若假想地磁场是由地球内部一块大磁铁产生的，如图 3所示的四个示意图中，能合理描述

这块大磁铁的是

10．如图 4所示的电路中，电源两端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 S，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向右

滑动，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变小

B.总电阻变小

C.电流表的示数变小

D.电压表的示数变大

A B C D
地理南极

地轴

地理南极

地轴

图 3

地理南极

地轴

地理南极

地轴

图 4

A B C D
甲 乙

+
-

图 2



第 3 页 共 8 页

11.小雪同学在调查常见家用电器的铭牌时，发现不同用电器的功率一般是不同的。电水壶

标有“800W”字样，一只 LED灯标有“9W”字样。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电水壶消耗的电能一定是 800J

B．这只 LED灯正常工作时，其额定功率是 9W

C．把电水壶接到 110V电压下工作，其实际功率一定是 800W

D．电水壶和 LED灯都正常工作时，电流通过电水壶做功更慢

12.小军同学根据他在电学实验课上获得的实验数据，绘制出如图 5所示的图像。其中图像

甲表示电阻 R1，图像乙表示电阻 R2。根据图像信息可判断

A．当 R2两端的电压为 8V时，电阻 R2的阻值为 8Ω

B．当 R1两端的电压为 2V时，通过它的电流为 1.2A

C．当通过 R1的电流为 0.2A时，它消耗的电功率为 0.4W

D．当 R1和 R2并联在电压为 4V的电路中，总电流为 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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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关于电路元件在电路中的作用，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电源是维持电路两端电压的装置 B．电源把电能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

C．用电器消耗电能 D．用电器为电路提供电能

14．关于原子和原子结构，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一切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B．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

C．原子结构类似核式结构模型 D．原子核不带电

15．某学校初三年级学生开展制作扬声器的项目式学习。学生们通过视频了解扬声器的结构

如图 6所示。在通电后，观察到纸盆振动，听到声音。磁场对通电导体的作用引起了大

家的好奇，于是设计如图 7所示实验进行探究。最终小组合作完成了扬声器的制作。关

于实验探究，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闭合开关，导体 AB运动，说明磁场对通电导体有力的作用

B．只改变磁场的方向，通电导体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发生改变

C．只改变电流的方向，通电导体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不发生改变

D．通电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消耗了电能，得到了机械能

图 6 图 7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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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解答题（共 28分。其中 16题 4分，17题 2分，18、19、23题各 3分，20、21题

各 4分，22题 5分）

16．（1）如图 8所示，电阻箱的示数为 Ω。

（2）如图 9所示，电能表的示数为 kW·h。

17．根据图 10中的电流方向，可知通电螺线管的左端是 （选填“N”或“S”）极。

18．试电笔是电工和家庭中常用的安全用电测试工具。如图 11所示，试电笔中有一个氖管，

管中充有氖气，当在它的两端加一定电压时就会发光。使用试电笔时，要用手接触

_________（选填“笔头” 或“笔尾”）的金属体，电流通过笔尖、电阻、氖管，再经人

体流向大地， 由于电阻的阻值较大，所以流经人体的电流__________（选填“较大” 或

“较小”），对人体没有危害。如果金属笔尖接触______（选填“火线”或“零线”），

就会使氖管发光。

19.小英按图 12甲所示的电路图连接实验电路，测量电阻 Rx的阻值。闭合开关 S，调节滑动

变阻器的滑片 P后，观察到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分别如图 12乙、丙所示，则电压表的

示数为 V，电流表的示数为 A，待测电阻 Rx的阻值为 Ω。

单相电能表

kWh

220V 10(20)A 50Hz
360 r/kWh

北京电表厂

0 2 3 9 5

图 9 图 10

I

左 右

图 11

电阻 氖管

图 8

1

1001000

10

乙 丙

图 12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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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小明想研究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分布情况，他组装了如图 13甲所示的电路。然后在螺

线管周围放置了一些小磁针，闭合开关后，小磁针的指向情况如图乙所示（小磁针黑色

的一端为 N 极）；将小磁针拿掉之后，在硬板上均匀的撒上一些铁屑，闭合开关后轻轻

敲打硬板，可以看到铁屑的分布情况如图丙所示。

（1）根据图___（选填“乙”或“丙”）所示实验可知通电螺线管周围磁场方向的特点；

（2）观察图丙实验现象可知通电螺线管的外部磁场分布特点与________的磁场相似；

（3）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电流的_______（选填“方向”或“大小”），实现通电螺线管的

两极对调；

（4）若用磁感线描述本次实验中通电螺线管的磁场，则图 14中符合的是_________。

21．某实验小组为了探究“当导体两端电压一定时，导体电流与电阻的关系”，设计了如图

15所示的电路图。他们从实验室借到了符合实验要求的实验器材。

（1）他们设计的主要实验步骤如下，请补充完整。

步骤一：按照如图 15所示电路组装器材，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调到阻值 （选填“最大”或“最小”）处；

步骤二：闭合开关，将滑动变阻器调到适当阻值，读出并记录

此时电压表示数 U，将定值电阻阻值 R，电流表示数 I 记入表格；

步骤三：断开开关，更换阻值不同的定值电阻 R，闭合开关，调节 ，使_________，

将定值电阻 R、电流表示数 I 记入表格；

步骤四：重复步骤三 4次，并将 R、I 记入表格。

（2）请帮助他们小组设计实验记录表格。

图 14
甲 乙 丙

图 13

甲 乙 丙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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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探究“电流产生的热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中，同学们提出了以下猜想：

猜想一：电流产生的热量与电阻大小有关；

猜想二：电流产生的热量与电流大小有关；

猜想三：电流产生的热量与通电时间有关。

（1）同学们利用如图 16所示的器材进行实验。其中，电流通过电阻丝产生的热量不易直接

测量，但此热量基本被容器中的水吸收。根据能量守恒可知 Q 放=Q 吸；根据 Q 吸=cm△t，

只要测出水的温度变化量△t，便可计算出水吸收的热量 Q 吸；当 c、m 一定时，可用

△t 大小表征电流产生的热量大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转换法。以下选项中用到“转换

法”的是 ；

A. 观察水流的形成来理解电流的形成

B. 用磁感线方便形象地描述磁场的分布

C. 观察验电器两个箔片的张角大小，大致判断物体带电量多少

D. 用等效电路图描述复杂电路的不同状态

（2） A组同学利用该装置探究“电流产生的热量与电阻的关系”。该探究实验的因变量是

___________。将六个电阻串联是为了控制______和通电时间相同；

（3）B组同学利用如图 17所示的器材探究“电流产生的热量与电流大小是否有关”。他们

调节电源电压改变通过电阻丝的电流，记录两次电流大小；同时分别记录两次容器中水

的温度变化量△t，从而计算出电流产生的热量。该实验中存在的问题是 ；

（4）B组同学改进实验后，进行了多次测量和计算。将所得

数据绘制成如图 18所示的 Q-I 关系图像。他发现与数学

函数 y=x2图像非常相似，为了让图像更简洁，辨识度更

高，他利用以上数据做了 Q 与 I2 关系图像。则 Q 与 I2 关

系图像应为图 19中的 。

图 17图 16

图 18
Q

I20
A

Q

I20
B

Q

I20
C

图 19



第 7 页 共 8 页

23.在探究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时，小东同学采用了如图 20所示

的实验装置。闭合开关后，他左右水平移动金属棒 AB，使其

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发现灵敏电流计的指针未发生

偏转。而其他同学实验中灵敏电流计都发生了偏转，证明有

感应电流产生。经检查，全部实验器材均无故障且连接无误。

请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小东同学灵敏电流计指针未发生偏转的原因，并写出检验猜想是否正

确的方法。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验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科普阅读题（共 4分）

阅读《从北斗七星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回答 24题。

从北斗七星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每个人脑子里都自带一个导航系统，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方向感”。生理学研究表明，

这套导航系统位于人脑的海马体里。但是人类尤其是现代人的自我导航能力，和大自然的很

多动物比明显相形见绌。然而我们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擅长寻找规律应用规律和发明工具

的人类，我们发明了很多辅助导航和定位的工具。

①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是北天夜空中最显眼的星群之一，它的形状 5万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夜

空中辨识度很高。北斗七星本身没有导航价值，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靠近北天极。

在夜空中找到了北，你只需要面朝北方，伸开双臂，南、东、西也就出来了。当然，用这种

方法进行导航是极为粗略的，无法知道自己的位置。

②大自然的时钟和人造的钟表

无论是找到某种周期性出现的、全球都能看到的天象及对应时刻，在其他地方这些天

象出现时记录下它出现时的本地时刻，还是制造一块走时准确的钟表，任你带到全世界各地

去，都是根据时差确定这个地方的经度。

③电波指路

早在 19世纪末，人类就开始尝试利用电磁波进行无线通信。1903年，一种新型交通工

具问世了，它就是飞机。飞行员们很快就发现了一种新的导航方式：无线电导航。到 20世

纪 20年代，大功率无线电电台已经遍地开花了，在飞行员眼里，这些无线电广播信号发射

源就像航海家眼里的灯塔一样，能够给他们指示必要的方向。上世纪 40年代，在天空中出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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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另一种飞行器：导弹。和其他航空器一样，导弹也需要导航系统，而且由于是无人驾驶

的，它更依赖导航系统。从开始的惯性导航到人类开始进入太空时代，运载火箭和卫星本身

当然也需要导航定位，特别是登月飞船，离开导航技术简直寸步难行。

④天上灯塔

中国研究导航卫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7年。经

历了“北斗一号”双星导航系统和北斗二号的亚太区域导航系

统，中国第三代卫星导航系统是在北斗二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取名为北斗三号。短短两年半时间密集发射了 30颗工作卫

星，如图 21所示是北斗三号星座示意图。它有以下特点：空间

段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

号，能够通过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创新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力，具有实

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能。

人类的导航定位技术，从北斗星指方向开始，经历了时差定位、无线电导航、最后复

归卫星导航系统；从一开始利用自然界存在的天体，接着利用人造的钟表和无线电波，未来

会重新利用自然天体，看似又回到了起点，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预示着人类更加灿

烂和激动人心的未来。

24.（1）人类的导航定位技术经历了北斗星指方向、时差定位、_________和_________阶段；

（2）北斗三号系统由 颗卫星组成，借助 （选填“电磁波”或“声波”）进行工作。

五、计算题（共 8分，25、26题各 4分）

25. 如图 22 所示，电阻 R1与电阻 R2串联接在电路中。闭合开关 S，电阻 R1两端的电压为

6V，已知电阻 R1=3Ω，电源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大小为 12V。

求：（1）通过电阻 R1的电流；

（2）电阻 R2的阻值。

26．如图 23所示电路，电源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R2的阻值为 20Ω。闭合开关 S后，电流

表 A的示数为 0.9A，电流表 A2的示数为 0.3A。

求：（1）通过 R1的电流；

（2）电源电压；

（3）开关闭合时电路消耗的总功率。

北斗三号星座示意图

图 21

图 22

图 23

S

R2

A

R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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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物理评分标准

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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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答 案 C A C B D D A A B C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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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 号 13 14 15

答 案 AC BC ABD

三、实验与探究题（共 28分。其中 16题 4分，17题 2分，18、19、23题各 3分，20、21
题各 4分，22题 5分）

题号 答案

16（4分） 3608 239.5

17（2 分） N

18（3 分） 笔尾 较小 火线

19（3分） 2 0.2 10

20（4 分） 乙 条形磁体 方向 甲

21（4分） （1）最大 滑动变阻器阻值 电压表示数不变

（2）

R/Ω

I/A

22（5 分） （1） C （2） 电流产生的热量 通过导体的电流大小

（3） 没有控制通电时间相同 （4）A
23（3 分） 原因：金属棒 AB切割磁感线的速度太慢了。

检验方法：让金属棒 AB在磁场中水平方向快速切割磁感线，观察灵敏电流

计。如果指针有偏转，说明猜想正确；如果指针不发生偏转，则说明猜想不

正确。

（其他答案合理均给分）

四、科普阅读（共 4分）

24 （1）无线电导航（电波指路） 卫星导航系统（天上灯塔）

（2）30 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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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计算题（共 8分，25、26题各 4分）

25 （1）

（2）

A2
3
V6

1

1
1 




R
UI






3
A2
V6

A2
V6V6V12

2

2
2

12

12

I
UR

II
UUU

26
（1） 0.6A0.3A-A9.021  III

（2） 6V200.3A222  RIUU

（3） 5.4W0.9A6V  I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