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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 2019 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模拟考试（二）

物 理 试 卷

学校 姓名 准考证号

考

生

须

知

1． 本试卷共 8 页，共五道大题，35 道小题，满分 90 分。考试时间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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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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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家用电器中，主要利用电流热效应工作的是

A. 空调 B. 电风扇 C. 电视机 D. 电饭锅

2．我国已成功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在飞船发射升空阶段航天员被固定在座舱内。选取下面

哪个物体作为参照物时，航天员在此阶段是静止的

A. 飞船的座舱 B. 天空中的云朵

C. 地面上的发射架 D. 太平洋上跟踪监测的测量船

3．下列措施中，能使蒸发变快的是

A. 用地膜覆盖农田 B. 给盛有饮料的瓶子加盖

C. 用电吹风机吹湿头发 D. 把新鲜的香蕉装入塑料袋

4．图 1 所示的四种现象中，属于减小压强的是

5．图 2 所示，手用 3N 的力，沿竖直方向握住

重力为 1N 的水杯，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水杯受到的摩擦力是 1N B．水杯受到的摩擦力是 3N

C．水杯受到的摩擦力是 2N D．水杯受到的摩擦力是 4N

6．关于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氢弹是一种核裂变现象

B. 核电站是利用核能进行发电

C. 风能、化石能源都属于可再生能源

D.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可知，对能源的利用率可以达到 100%

7. 下列实例中，不是利用连通器原理的是

A.吸盘挂钩 B. 船闸 C. 茶壶 D. 水塔

8．下列实例中，用热传递的方式来改变物体内能的是

用刀切苹果

A
用很细的钢丝切肥皂

B
铁轨铺在枕木上

C
针头做得很尖

D

图 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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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S

R0

压力传感器 显
示
器

A．用热水袋暖手，手的温度升高

B．用锯条锯木板，锯条的温度升高

C．两手相互摩擦，手的温度升高

D．用手反复弯折铁丝，弯折处铁丝的温度升高

9．下列物品中，通常情况下属于导体的是

A. 纯净水 B. 食用油 C. 牛奶 D. 酸奶

10．图 3 所示电路为小明设计的一种安装在潜水器上的深度计的工作原理图，其中，显示

器由电流表改装。压力传感器的电阻值随所受压力的增大而减小，电源两端的电压保持不

变，R0是定值电阻。关于潜水器下潜过程中，该电路有关物理量的变化情况，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是

A．压力传感器的电阻增大

B．R0两端的电压减小

C．压力传感器两端的电压增大

D．通过显示器的电流增大

11．频闪摄影是研究物体运动时常用的一种实验方法，下列各图分别是用照相机拍摄（每

0.1S 拍摄一次）的小球在不同的运动状态下的照片，其中受到平衡力作用的是

A． B． C． D．

12．世博晚会上，彩色的气球随欢庆的乐曲匀速上升，此过程中气球的

A. 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机械能不变

B. 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增大，机械能增大

C. 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机械能增大

D. 动能不变，重力势能不变，机械能不变

13．一物体在水平拉力的作用下沿水平面运动，其运动的路程与时

间 s-t 关系如图 4所示，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物体 5s 时的速度大于 2s 时的速度

B．前 3s 物体所受的拉力大于后 3s 物体所受的拉力

C．前 3s 拉力对物体做的功大于后 3s 做的功

D．前 3s 拉力对物体做功的功率小于后 3s 做功的功率

14．图 5 所示电路，电源电压恒为 12V，小灯泡 L1的规格为“6V 3W”，

小灯泡 L2的规格“3V 0.9W”，滑动变阻器标有“50 1.5A”字样。

假设灯丝阻值不随温度改变，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小灯泡 L1的电阻小于小灯泡 L2的电阻

B．电路中小灯泡 L1、L2都不能正常发光

C．闭合开关后，小灯泡 L1比小灯泡 L2要亮些

D．相同时间内电流通过小灯泡 L1做的功小于通过小灯泡 L2做的功

15. 水平桌面上有 A、B 两个均装有水的完全相同的容器,将形状相

同、体积相等的甲、乙两个物体分别放入 A、B 两容器中,静止时的位置如图 6 所示,两个容

器的水面相平,则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1 2 3 4 5 60 t/s

s/m

1

2

3

4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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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物体受到的重力 G 甲=G 乙

B.水对容器底的压强 pA﹤pB

C.物体受到的浮力 F 浮甲﹥F 浮乙

D.物体下表面受到水的压力 F 甲=F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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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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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下列有关磁场的说法正确的是

A．磁体周围的磁场是真实存在的 B．磁感线是为了描述磁场虚拟的曲线

C．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着磁场 D．指南针静止时 N 极总是指向地理的南极

17.随着科技发展，各种现代技术不断得到运用。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A. 航天器在月球表面利用声呐测绘地貌

B. Wifi 无线上网是利用电磁波传输信号

C. 若用超导材料制作远距离输电导线，可大大节约电能

D. 未来可能制造出不消耗能量却能不断对外做功的机器

18．正月十五是我国传统节日——元宵节。这一天人们不仅要食用传统食物

元宵，还要挂灯笼、猜灯谜，因此这一天也被称为灯节。如图 7 所示，挂在

绳子下端的灯笼处于静止状态，下列受力分析正确的是

A．灯笼受到的重力和绳子对灯笼的拉力是一对平衡力

B．灯笼受到的重力和灯笼对绳子的拉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C．灯笼对绳子的拉力和绳子对灯笼的拉力是一对平衡力

D．灯笼对绳子的拉力和绳子对灯笼的拉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19．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探究导体电阻大小与导体长度的关系时，导体两端电压是需要控制的变量

B．探究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多少与导体电阻的关系时，通电时间是需要控制的变量

C．探究通电螺线管磁性强弱与电流大小的关系时，电压是需要控制的变量

D．探究通过导体电流大小与导体横截面积的关系时，导体两端电压是需要控制的变量

20．图 8 是用滑轮组提升物体 A的作业过程。物体 A重力大小为 600N，在 F

为 200N 的拉力作用下，匀速竖直向上提升物体 A 的过程中，物体 A 上升的

速度大小为 vA 为 0.1 m/s，动滑轮重为 200N。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绳子自由端的速度大小 v 绳为 0.3 m/s

B. 滑轮组的机械效率η为 62.5%

C. 拉力 F 做功的功率 P 为 80W

D. 滑轮组在静止时也可以测出该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三、实验解答题（共 39 分。21 题 6分，22、28、29 题各 2 分，23 题 4 分，24～27、30、

图 8

F

A

图 7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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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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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题各 3分，32 题 5 分）

21．（1）图 9所示，物体 A的长度是 cm。

（2）图 10 所示，温度计的示数是 ℃。

（3）图 11 所示光路图中，MM′为平面镜，OA 为入射光线，ON 为法线。则与入射光线

OA 对应的反射光线是沿 方向射出的。（选填“OB”、“OC”或“OD”）

22．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时，使用的杠杆如图 12 所示：

（1）实验前，发现杠杆左端略低，应将杠杆两端的平衡螺母向_____调节，使杠杆在水平

位置平衡（选填“左”或“右”）；

（2）如果在杠杆的 A处（左第四格）挂 3 个相同的钩码，则在 B处（右第二格）要挂________

个相同的钩码，杠杆才能仍然保持在水平位置平衡。

23．图 13 所示的是某物质熔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根据图像可知：

（1）该物质是 （选填 “晶体”或“非晶体”）；

（2）该物质的熔点是 ℃；

（3）该物质熔化过程持续的时间是 min；

（4）该物质在 B 点的内能 A 点的内能（选填 “大于”、“等于”或“小于”）。

24.小明设计如图 14 甲所示的实验装置，比较沙子和水这两种物质的吸热能力的差异，所

用仪器规格完全相同，沙子和水的质量相同。请你帮他完成实验：

图 12

O

A B

0 1 2 3
cm

A

图 9
图 10

30

℃

20

图 11

N B
A C

D

O
M M′

图 14



物理试卷 第 5页（共 10 页）

（1）在实验时只要控制______（选填“加热时间”或“温度变化”）相同就可以确定

水和沙子吸收了相同的热量；

（2）图 14 乙，加热完成后只要比较他们______（选填“加热时间”或“温度变化”）

的多少就可以比较出沙子和水吸热能力差异；

（3）若在实验时发现，沙子温度升高得比水多，则吸热能力较强的是___ ___

（选填“沙子”或“水”）。

25.小刚同学在“测定额定电压为 2.5V 小灯泡的额定功率”的实验中，连接的部分电路实

物图如图 15 甲所示。

（1）请你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 15 甲所示的实物图连接完整；

（2）小刚连接好电路，闭合开关后发现无论怎样移动滑动变阻器灯都不亮，电压表有

示数，电流表无示数，可能发生的故障是__________________ ；

（3）排除故障后，闭合开关，调节滑动变阻器。当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电流表的示数

如图 15 乙所示，小灯泡的额定功率是_________W。

26．300 多年前，伽利略对“力和运动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如图 16 是模拟伽利略“推断

物体不受力时运动情况”的实验。图中是同一小车从同一斜面的同一高度由静止下滑，从

粗糙程度不同的水平面上由运动到静止的过程。（三种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由小到大的顺序

是：木板、棉布、毛巾）

（1）在水平方向受到摩擦力，这个力使小车的运动状态发生 ；

（2）为了便于推理得出结论，请将图中的三次实验排出合理的顺序： ；

（3）牛顿在伽利略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理得出：一切运动的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

总保持 状态。

27. 小华想测出一块鹅卵石的密度，他利用符合实验要求的刻度尺、小烧杯、大烧杯和适

量的水进行实验，实验步骤如下。请你将他缺漏的实验做法补充完整。

（1）在大烧杯内放入适量水，再将小烧杯轻轻放入水中漂浮，如图 17 甲所示，用刻度尺

测出此时大烧杯内水的深度为 h1；

（2）将鹅卵石放在小烧杯中，装有鹅卵石的小烧杯仍在水中漂浮，如图 17 乙所示，用刻

甲 乙 丙
水平面上铺毛巾水平面上铺棉布 水平面上为木板

图 16

图 15

L

S1

R2

A

V
S1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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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尺测出此时大烧杯内水的深度为 h2；

（3） ，如图 17 丙所示，用刻度尺测出

此时大烧杯内水的深度为 h3。

（4）由以上实验可知： 鹅卵石的密度为 。

28．小丽在做电磁感应实验时，如图18所示。当她左右移动金属棒，灵敏电流计的指针

能够来回偏转。她加快金属棒的运动速度，发现指针偏转幅度变大。根据该实验现

象，请你提出一个可以探究的科学问题是 。

29．小亮想利用两块已调零的电流表和阻值已知的电阻R0等符合实验要求的器材，测量电

阻RX的阻值。他连接的电路如图19所示。

（1）开关 S 闭合时，电流表 A1的示数为 I1，电流表 A2的示数为 I2；

（2）请你利用测量结果 I1、I2和 R0表示 Rx。Rx＝ 。

30．小红与小明分别用图 20 所示的装置探究“电流一定时，电流产生的热量与电阻的关系”。

他们分别将两段阻值不同的电阻丝（R1＜R2）密封在完全相同的烧瓶中，并通过短

玻璃管与气球相连。（设他们所用的各种器材性能相同）

（1）在这个实验中，电流产生热量的多少是通过气球体积大小体现出来的。 他们同

时开始进行实验，在a、c 两个气球中，鼓起来较快的是 ；

（2）小红和小明的实验方案 中有一个是错误的，你认为 （选填“小红”

和“小明”)的方案是错误的，理由是 。

图 18

图 20
小明的方案

气球 b
c
气球

气球

R1 R2 R1 R2

d

小红的方案

h1

图 17

甲

h2 h3

乙 丙

Rx

图 19

A1

A2

S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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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小明同学利用两个规格不一样的小灯泡，L1为“6v 6w”，L2为“6v 3w”。实验中把

两只小灯泡并联在 6v 的电源两端，他发现“6v 6w”的小灯泡更亮一些，于是他认为

小灯泡的额定功率越大，则灯泡就会更亮，同组的小丽同学则说他的观点是错误的。

请只利用小明实验过程中用到的器材，证明小明的说法是错误的。

32．实验桌上有如下器材：量程符合实验要求的弹簧测力计一个、符合实验要求盛有适量

水的量筒一个、体积相同的钩码六个。请你利用上述器材设计一个实验，证明：“浸

在液体中的物体所受的浮力大小与它排开液体的体积成正比”。写出主要的实验步骤

和画出数据记录表。

四、科普阅读题（共 4分）

光速测量的发展史

1607 年，伽利略进行了最早的测量光速的实验。伽利略的方法是，让两个人分别站在

相距一英里的两座山上，每个人拿一个灯，第一个人先举起灯，当第二个人看到第一个人

的灯时立即举起自己的灯，从第一个人举起灯到他看到第二个人的灯的时间间隔就是光传

播两英里的时间。但由于光速传播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但伽利略

的实验揭开了人类历史上对光速进行研究的序幕。

1676 年，丹麦天文学家罗麦第一次提出了有效的光速测量方法。他在观测木星的卫星

的隐食周期时发现：在一年的不同时期，它们的周期有所不同； 1676 年 9 月，罗麦预言

预计 11 月 9 日上午 5 点 25 分 45 秒发生的木卫食将推迟 10 分钟。巴黎天文台的科学家们

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观测并最终证实了罗麦的预言。罗麦的理论没有马上被法国科学院

接受，但得到了著名科学家惠更斯的赞同。惠更斯根据他提出的数据和地球的半径第一次

计算出了光的传播速度：214000 千米/秒。虽然这个数值与目前测得的最精确的数据相差

甚远，但他启发了惠更斯对波动说的研究。

1849 年，法国人菲索第一次在地面上设计实验装置来测定光速。他的方法原理与伽利

略的相类似。他将一个点光源放在透镜的焦点处，在透镜与光源之间放一个齿轮，在透镜

的另一测较远处依次放置另一个透镜和一个平面镜，平面镜位于第二个透镜的焦点处。点

光源发出的光经过齿轮和透镜后变成平行光，平行光经过第二个透镜后又在平面镜上聚于

一点，在平面镜上反射后按原路返回。由于齿轮有齿隙和齿，当光通过齿隙时观察者就可

以看到返回的光，当光恰好遇到齿时就会被遮住。从开始到返回的光第一次消失的时间就

是光往返一次所用的时间，根据齿轮的转速，这个时间不难求出。通过这种方法，菲索测

得的光速是 315000 千米/秒。由于齿轮有一定的宽度，用这种方法很难精确的测出光速。

1850 年，法国物理学家傅科改进了菲索的方法，他只用一个透镜、一面旋转的平面镜

和一个凹面镜。平行光通过旋转的平面镜汇聚到凹面镜的圆心上，同样用平面镜的转速可

以求出时间。傅科用这种方法测出的光速是 298000 千米/秒。另外傅科还测出了光在水中

的传播速度，通过与光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的比较，他测出了光由空气中射入水中的折射率。

这个实验在微粒说已被波动说推翻之后，又一次对微粒说做出了判决，给光的微粒理论带

了最后的冲击。

光波是电磁波谱中的一小部分，当代人们对电磁波谱中的每一种电磁波都进行了精密

的测量。1950 年，艾森提出了用空腔共振法来测量光速。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微波通过空

腔时当它的频率为某一值时发生共振。根据空腔的长度可以求出共振腔的波长，在把共振

腔的波长换算成光在真空中的波长，由波长和频率可计算出光速。

https://www.baidu.com/s?wd=%E4%BC%BD%E5%88%A9%E7%95%A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4%BC%BD%E5%88%A9%E7%95%A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4%BC%BD%E5%88%A9%E7%95%A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4%BA%BA%E7%B1%BB%E5%8E%86%E5%8F%B2&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B3%95%E5%9B%BD%E7%A7%91%E5%AD%A6%E9%99%A2&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B3%95%E5%9B%BD%E7%A7%91%E5%AD%A6%E9%99%A2&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85%89%E7%9A%84%E4%BC%A0%E6%92%AD&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83%A0%E6%9B%B4%E6%96%A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94%B5%E7%A3%81%E6%B3%A2%E8%B0%B1&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94%B5%E7%A3%81%E6%B3%A2%E8%B0%B1&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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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在第 17 届国际度量衡大会上，人们重新定义了“米”。将“米”定义为“光在

真空环境下 1/299792458 秒内通过的长度”，这样一箭双雕地解决了“米”长度的精确性和

光速的精确整数性，否则光速很可能后面还会有很多小数点。

到这里，长达 300 多年的光速测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33.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约为 m/s；

（2）法国人菲索测光速时用到了光的 现象（填出一个即可）；

（3）光波是 的一小部分；

（4）阅读上述材料，你得到什么启示，请说出你的观点（一、二点即可）。

五、计算题（共 7分。34 题 3 分，35 题 4 分）

34．如图 21 所示，电源两端电压 U 保持不变，电阻 R1的阻值为 5Ω，电阻 R2的阻值为 10Ω。

当开关 S 闭合时，电压表示数为 5V。

求：（1）电流表的示数 I；

（2）电路中的总功率是多少。

35．如图 22 甲所示，水平地面上有一块重 500N、边长为 1m 的均匀正方体木块。小林用水

平推力 F 把木块向前推动，此过程中，推力 F 和木块前进的速度 v 的大小随时间 t 的变化

情况分别如图 22 乙、丙所示。（g=10N/Kg）

求：

(1) 物体在 0～1 内的运动状态；

(2) 物体在 3～5 内的运动状态；

(3) 推力 F 在 3～5 秒对物体所

做的功。

R1 R2

V

S
A

图 21

图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