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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一零一中初三（上）第一次月考 

物    理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 15小题，共 30分） 

1．能量的国际制单位是（  ） 

A．牛（N） B．焦耳（J）  

C．瓦特（W） D．焦耳/千克（J/kg） 

2．唐诗《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其内容为：“绿树荫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诗句中描述的情境属于扩散现象的是（  ） 

A．绿树荫浓夏日长 B．楼台倒影入池塘  

C．水晶帘动微风起 D．满架蔷薇一院香 

3．下列现象中，利用做功使物体内能增加的是（  ） 

A．铁块放在炉火中烧红了  

B．烧开水时，壶盖被水蒸气顶起来  

C．木工用锯锯木条时，锯条发烫  

D．冬天，人们在太阳光下取暖 

4．如图所示，水煎包是某地的特色名吃，它兼得水煮和油煎之妙：一面焦脆，皮薄馅大，香而不腻。关

于水煎包的制作过程（  ） 

（1）水煎包“香气四溢”，说明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2）木材燃烧越充分，木材的热值越大 

（3）木柴燃烧时将化学能转化为内能 

（4）往热锅内倒入水会产生大量的“白气”，“白气”是水汽化形成的 

（5）锅盖不断被水蒸气顶起而“跳动”，此时水蒸气的内能转化为锅盖的机械能 

 

A．（1）（3）（5） B．（2）（3）（5） C．（2）（4）（5） D．（3）（4）（5） 

5．关于分子动理论及有关现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湿衣服在阴凉处比在阳光下干得慢，是因为在阴凉处分子静止不动  

B．用手捏海绵，海绵的体积缩小了，说明分子间有空隙  

C．铁块很难被压缩，说明分子之间同时存在着引力和斥力  

D．同时向冷水和热水中各滴入一滴红墨水，红墨水在热水中扩散得较快 

6．如图所示是汽油机工作时各冲程的示意图，其中表示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冲程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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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7．2021 年 3 月 1 日，最新刑法修正案生效，“高空抛物”正式入刑。我们应做文明市民，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A．物体下落时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  

B．鸡蛋质量较小，抛下的鸡蛋砸到人也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C．物体重力势能大小与速度大小有关  

D．物体下落的过程机械能守恒 

8．关于比热容的定义式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其他条件一定时，某种物质的比热容和吸收（或放出）的热量成正比  

B．其他条件一定时，某种物质的比热容和质量成反比  

C．其他条件一定时，某种物质的比热容和温度变化量成反比  

D．物质的比热容与 Q、m、Δt 无关 

9．将灯泡 L 和小电动机 M 接入如图所示的电路中，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开关 S1只控制灯泡 L  

B．开关 S2只控制灯泡 L  

C．先闭合 S1，再闭合 S2时，灯泡 L 短路  

D．同时闭合 S1、S2，灯泡 L 和电动机 M 并联 

10．关于热学的相关知识，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物体的温度越高，含有的热量越多  

B．热量总是从内能多的物体转移到内能少的物体  

C．温度高的物体内能大，温度低的物体内能小  

D．物体的内能增加，温度不一定升高 

11．质量和初温都相同的甲、乙两物体，乙的比热容大些，当它们放出相同的热量后，不计热量损失和状

态变化，则（  ） 

A．它们之间不发生热传递 B．甲向乙传递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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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乙向甲传递热量 D．以上情况均可能 

12．“践行低碳环保，倡导绿色出行”，县政府新引进一批纯电动公共汽车。纯电动公共汽车的前后两门

（电路开关），电动公共汽车都无法行驶。图中符合要求的电路是（  ） 

A．  B．   

C．  D．  

13．如图所示，是根据“探究不同物质吸热能力”实验数据绘制的 a、b 物质的温度﹣时间图像，实验中两

种物质的质量相同，选用的加热器相同，由图像可知（  ） 

 

 

A．加热相同时间，a 物质吸收热量多，比热容小  

B．加热时间相同，a 物质的末温度高，比热容大  

C．吸收热量相同，b 物质温度升高慢，比热容小  

D．吸收热量相同，b 物质的末温度低，比热容大 

14．如图所示的电路中，L1和 L2是两个完全相同的小灯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闭合开关 S，电路将发生短路，小灯泡将被烧毁  

B．闭合开关 S，小灯泡 L1发光，L2不发光  

C．要使小灯泡 L1、L2串联，可去掉 AC 之间的导线 1  

D．要使小灯泡 L1、L2并联，可将导线 3 与接线柱 D 连接的一端改接到接线柱 C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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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某同学的发明作品《浮力秤》参加了展评，该作品可方便地称量物体的质

量 2，总长为 20cm，盘中不放物体时，小筒浸入水中的长度为 8cm。在小筒上与水面相平位置标记为零

刻度线，标上质量值，浮力秤就做好了。g 取 10N/kg。则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小筒及秤盘的总质量为 640g  

B．该秤能称出物体的最大质量是 960g  

C．小筒上的表示质量的刻度线是均匀的  

D．若想增大该浮力秤的最大测量值，可以减小透明大筒中液体的密度 

二、多选题（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5分） 

（多选）16．物理学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下列的俗语、诗词等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定认识，

其中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正确的是（  ） 

A．“破镜难圆”说明分子间存在引力  

B．“花气袭人知骤暖”说明分子运动的剧烈程度与温度有关  

C．“墙内开花墙外香”说明气体存在扩散现象  

D．“黄沙直上白云间”说明分子在不停地运动 

（多选）17．小明根据下表所提供的几种物质的比热容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其中正确的是（  ） 

几种物质的比热容 c/[J•（kg•℃）
﹣1] 

水 4.2×103 冰 2.1×103 

酒精 2.4×103 砂石 0.92×103 

煤油 2.1×103 铝 0.88×103 

水银 0.14×103 铜 0.39×103 

A．酒精的比热容是 2.4×103J/（kg•℃），一杯酒精倒掉一半，剩余酒精的比热容仍为 2.4×103J/（kg

•℃）  

B．质量相等的水和煤油，吸收相等热量后，煤油温度变化大  

C．同一物质发生物态变化后，比热容不变  

D．质量相等的铝块和铜块升高相同的温度，铝块吸收的热量多 

（多选）18．关于温度、内能和热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物体吸收了热量，它的温度可能不变  

B．物体的温度升高了，表明它一定吸收了热量  

C．内能是物体内所有分子的分子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  

D．0℃的冰块没有内能 

（多选）19．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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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庭电路中，各用电器是串联的  

B．充电宝给手机充电的过程中，充电宝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C．小明在一次实验中，闭合一个开关发现两盏灯都亮了，从而判断两灯是串联的  

D．给喷出的雾状油漆带电，让它飞向带有异种电荷的待喷涂物件，就完成静电喷涂，此过程利用了异

种电荷相互吸引的原理 

（多选）20．如图，一段轻质弹簧固定在水平桌面上（如图甲所示），将一个小球放在弹簧上使其处于静

止状态（如图乙所示），然后撤去力 F，小球向上运动到 A 点后下落（如图丁所示）（  ） 

 

A．小球离开弹簧到运动到 A 点的过程中，小球的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  

B．撤去力 F 的一瞬间，小球受到的合力为零  

C．小球离开弹簧时的动能最大  

D．从撤去力 F 到小球运动到 A 点的过程中，小球的动能先增大后减小 

三、实验题（本大题共 11小题，共 43分） 

21．（2 分）如图所示的实验中，抽去中间的玻璃板，过一会儿下方玻璃瓶中的气体颜色变浅，这种现象叫

做       ，此现象主要说明                 。 

 

22．（1 分）如图所示，一个配有活塞的厚玻璃筒里放有一小团蘸了乙醚的棉花，把活塞迅速压下去，是通

过        的方式使空气内能增加，温度升高达到棉花的燃点使棉花燃烧。 

 

23．（2 分）如图所示，将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靠近用绝缘丝悬挂的用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玻璃棒和橡

胶棒相互        。（选填“吸引”或“排斥”），因为玻璃棒和橡胶棒带的是      （选填“同”或“异”）

种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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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分）根据如图的实物电路图，在虚线框内画出与它对应的电路图。 

 

25．（2 分）小明在热、冷水中同时各滴入一滴蓝墨水，静置片刻后杯中的情况如图所示，据此可知小明同

学探究的科学问题是：                 。 

 

26．（2 分）在“探究决定物体动能大小的因素”的实验中，小明同学设计了如图所示的实验，他让三个小

球A、B、C（mA＞mB＞mC）分别从光滑斜面的不同高度自由释放，使得滚下的小球推动水平面上的木

块，并测出小球推动木块移动的相应距离 s 

（1）在第一次实验中，A、B、C 三个小球都从斜面的相同高度释放，这样做的目的是：                    。 

（2）分析表格中第 1 次实验的三组数据，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 

实验次

数 

1 2 3 

小球 小球释放的高

度 h/cm 

小球推移木块

的距离 s/cm 

小球释放的高

度 h/cm 

小球推移木块

的距离 s/cm 

小球释放的高

度 h/cm 

小球推移木块

的距离 s/cm 

A 12 33 8 22 4 11 

B 12 15 8 10 4 5 

C 12 3.6 8 2.4 4 1.2 

 

27．（4 分）如图所示，将磨光的两铅柱压紧对接在一起，下面挂很重的物体也不能将他们分开。小明认为

这个现象说明了分子间存在引力，请你自选器材设计一个实验证明小红的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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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分）某物理实验兴趣小组进行“探究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与物质种类的关系”的实验。

 

（1）选用两个规格相同的烧杯，加入初温相同、       相同的水和食用油，选用两个规格相同的电加

热器加热，用两个相同的温度计测量水和食用油的温度 

（2）根据表中实验数据可以判断，在此实验中，如果要使水和食用油最后温度相同     加热更长的时

间，此过程中水吸收的热量        （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食用油吸收的热量。所以      

的吸热能力更强。 

种类 质量 

m/g 

初温 

T0/℃ 

末温 

T/℃ 

温度 

变化 

ΔT/℃ 

加热 

时间 

t/s 

水 200 20 70 50 170 

食用油 200 20 70 50 80 

29．（2 分）如图所示，小鹏用装有细砂的透明容器、小桌和质量不同的铁块做“探究物体的重力势能大小

与质量是否有关”的实验。他的主要实验步骤如下： 

①将桌面粘有少量橡皮泥的小桌水平放在细砂上，将质量为 m1＝100g的铁块举高到距小桌面 H1＝60cm

高处自由释放，砸到小桌面上，用刻度尺测出桌腿进入细砂中的深度 h1并记录在表格中。 

②将细砂整理平整后再放上小桌。将质量为m2＝200g的铁块举高到距小桌面H2＝80cm高处自由释放，

砸到小桌面上，用刻度尺测出桌腿进入细砂中的深度 h2并记录在表格中。 

根据以上叙述，回答下列问题： 

（1）在实验中通过观察               反映铁块具有的重力势能的大小。 

（2）小鹏在该探究实验的操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30．（2 分）如图所示是小明同学探究改变物体内能的实验：他将空饮料瓶的瓶盖拧紧，用力扭转饮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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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内气体的内能会        （选填“增大”、“不变”或“减小”）。当他继续扭转饮料瓶，瓶盖从瓶口处

弹出的瞬间，小明观察到瓶内有白雾产生。白雾是由于瓶内的气体对外做功使其内能        （选填“增

大”、“不变”或“减小”），温度降低发生液化形成的。 

 

31．（5 分）小明想要探究“物质的种类和升高温度一定时，质量越大，吸收的热量越多”，请你帮助小明

将实验步骤补充完整，并画出实验数据记录表格。 

实验步骤： 

①用托盘天平测量空烧杯的质量，记为 m 杯； 

②将水分别倒入 3 个烧杯中，且至不同深度，用天平分别测出其质量 m； 

③按图将器材组装好，记录水温由 30℃升高到 40℃所需加热时间 t； 

④仿照步骤③加热其他两杯水，记录                     。 

⑤根据 m 水＝         计算出每次被加热水的质量。 

该实验中用          表示水吸收的热量。 

实验数据记录表格。 

 

四、阅读短文并回答下列问题（本题共 4分） 

32．（4 分） 

物体带电的几种方法 

自然界经常出现物体带电的情况，你知道有几种方法可以使物体带电吗？使物体带电有这样几种方法： 

（一）摩擦起电：实验室经常用玻璃棒与丝绸、橡胶棒与毛皮相互摩擦起电。其实。日常用的塑料梳子、

笔杆，塑料尺与头发或腈纶针织物摩擦也极易起电，摩擦起电的原因是不同物质的原子束缚电子的能力

不同，电子发生转移而使相互摩擦的两物体带上了等量的异种电荷。 

根据不同物质的原子核对电子束缚本领的大小不同。科学家通过实验的方法得出了起电顺序表：下表是

研究摩擦起电时得到的物体带电次序，表中任何两种物体相互摩擦时，次序在前的带正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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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 1 2 3 4 5 

研究材料 1 石棉 玻璃 羊毛 木棉 石蜡 

研究材料 2 羊毛 尼龙 木棉 火碱 树脂 

（二）接触起电：将带电体甲与非带电体乙接触时，就会有一部分电子或从甲跑到乙上，或乙跑到甲上 

（三）感应起电：将一带电体 A 靠近与大地绝缘的导体 B 的左端时，由于电荷间的相互作用，B 的左端

聚集了与 A 相反的电荷，这就是感应起电。 

 

（1）摩擦起电的过程并没有创造电荷而是电子发生了        。 

（2）用摩擦过的玻璃棒靠近轻小的纸片，会看到小纸片被吸引到玻璃棒上，然后又看到有些小纸片从

玻璃棒上“跳”下来             。 

（3）由表中判断玻璃和尼龙摩擦后，尼龙带        （选填“正电”或“负电”）。 

（4）甘肃省酒泉市，位于我国西北部，属大陆性干旱气候，在加油站的加油机上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装

置——静电释放器，该装置的金属部分与大地相连，标注“加油前，请触摸”的字样            。 

五、计算题（本大题共 2小题，共 8分） 

33．（2 分）420g 酒精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有 60%被水吸收，在一标准大气压下，可使多少千克 40℃的水

沸腾？[q 酒精＝3.0×107J/kg，c 水＝4.2×103J/（kg•℃）] 

34．（6 分）工人用如图所示装置把建筑材料运到楼顶，三个滑轮质量相等，绳子质量和滑轮轮与轴的摩擦

不计。质量不计的杠杆 AOB，BO＝4AO，B 点用绳子系住一个配重 G1＝500N，配重与水平楼顶的接触

面积为 S＝0.2m2．当把重为 G2＝2000N 的建筑材料匀速竖直向上提起时 5m，拉力 F1＝700N，此时杠

杆 AOB 保持水平平衡。求滑轮组的机械效率和配重对楼顶的压强。为保持杠杆 AOB 始终水平平衡，用

此装置最多能匀速竖直向上拉起多重的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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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 15小题，共 30分） 

1．【答案】B 

【分析】根据对常见物理量单位的了解作答。 

【解答】解：牛（N）是力的国际制单位；焦耳（J）是能量和功的国际制单位；焦耳/千克（J/kg）是热

值的单位，B 正确。 

故选：B。 

2．【答案】D 

【分析】（1）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遇到不透明物体阻挡后，在其后面形成阴影； 

（2）楼台倒影是光在池塘水面发生反射形成的虚像； 

（3）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4）不同物质互相接触时彼此进入对方的现象叫扩散。 

【解答】解：A、绿树荫浓夏日长，遇到绿树阻挡后，故 A 错误； 

B、楼台倒影入池塘，属光的反射现象； 

C、水晶帘动微风起，故 C 错误； 

D、满架蔷薇一院香是扩散现象，故 D 正确。 

故选：D。 

3．【答案】C 

【分析】本题抓住改变物体内能有两种方式：做功和热传递。做功主要有摩擦生热和压缩气体做功，热

传递有传导、对流和辐射三种形式。 

【解答】解：A、铁块放在炉火中烧红了，不符合题意。 

B、烧开水时，属于做功改变物体的内能，不符合题意。 

C、用锯锯木板，属于做功改变物体的内能，符合题意。 

D、冬天，属于热传递改变物体的内能。 

故选：C。 

4．【答案】A 

【分析】（1）扩散现象说明一切物质的分子都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2）热值是物质的某种特性，与物质的种类和状态有关； 

（3）燃料燃烧是能量的转化过程，实质是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内能的过程； 

（4）物质由气态变成液态的过程叫液化； 

（5）物体对外做功内能转化为机械能，内能减小。 

【解答】解：（1）水煎包“香气四溢”，香气四溢是扩散现象，故（1）正确； 

（2）热值是燃料的特性，只与燃料的种类有关、是否燃烧，故（2）错误； 

（3）木柴燃烧时将化学能转化为内能，故（3）正确； 

（4）往热锅内倒入水会产生大量的“白气”，这是由于水蒸气液化形成的； 



 

第11页/共20页 
 

（5）锅盖不断被水蒸气顶起而发生“跳动”，此时水蒸气的内能转化为锅盖的机械能。 

以上说法正确的是（1）（3）（5），故 A 符合题意。 

故选：A。 

5．【答案】D 

【分析】（1）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处于永不停息地运动状态，分子之间存在间隙，分子同时存在

相互作用的引力和斥力；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剧烈； 

（2）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解答】解：A、湿衣服在阴凉处比在阳光下干得慢，故 A 错误； 

B、用手捏海绵，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C、铁块很难被压缩，故 C 错误； 

D、红墨水同时滴入冷水和热水中，分子运动越快，故 D 正确。 

故选：D。 

6．【答案】C 

【分析】解答此类题注意总结规律，在内燃机的四个冲程中，进气阀和排气阀均关闭的只有压缩冲程和

做功冲程，而在压缩冲程中活塞向上运动，做功冲程中活塞向下运动；一个气阀打开，另一个气阀关闭

的是吸气冲程和排气冲程，而在吸气冲程中活塞向下运动，排气冲程中活塞向上运动； 

在压缩冲程中，机械能转化为内能；在做功冲程中，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解答】解：A、进气门开启，气体流入汽缸；故不符合题意； 

B、两气门都关闭，汽缸容积变小，机械能转化为内能； 

C、两气门都关闭，汽缸容积变大，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D、排气门开启，气体流出汽缸；故不符合题意。 

故选：C。 

7．【答案】A 

【分析】能大小的影响因素：质量和速度，质量越大，速度越大，动能越大； 

重力势能大小的影响因素：质量和高度，质量越大，高度越高，重力势能越大；机械能为动能和势能的

和； 

物体克服摩擦做功，机械能转化为内能。 

【解答】解： 

A、物体下落过程中，高度变小；速度变大，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 

B、鸡蛋质量较小，抛下鸡蛋具有较大的重力势能，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故 B 错误； 

C、物体的重力势能与物体的质量，与速度无关； 

D、物体下落过程中，机械能转化为内能，故 D 错误。 

故选：A。 

8．【答案】D 

【分析】比热容是物质本身的一种特性，反映了物体的吸热或放热能力，大小只与物质的种类和状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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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与其它因素没有关系。 

【解答】解：比热容是物质本身的一种特性，其大小是由物质的种类和状态决定的、放热、质量等因素

无关，D 正确。 

故选：D。 

9．【答案】D 

【分析】（1）把几个用电器首尾相接，连入电路是串联；把几个用电器首首相接、尾尾相接，再连入电

路，就是并联； 

（2）在串联电路中，一个开关可以控制所有用电器；在并联电路中，干路开关控制所有用电器，支路

开关只控制所在支路用电器 

（3）用导线将用电器两端直接连接，会造成用电器短路，用电器无电流通过，不能工作。 

【解答】解：由图知， 

ABD、两只开关都闭合，分成两支：一支经电动机 2、开关 S1 回到负极；另一支经灯泡 L3 回到负极。

所以电动机和灯泡并联 1在干路，同时控制电动机和灯泡 2在电动机支路，只控制电动机、B 错误； 

C、先闭合 S5，灯泡 L 发光；再闭合 S2时，电动机工作。故 C 错误。 

故选：D。 

10．【答案】D 

【分析】（1）热量是一个过程量，不能说含有多少热量； 

（2）发生热传递的条件是两物体间有温度差：高温物体放热，低温物体吸热； 

（3）内能是物体内部所有分子无规则运动的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任何物体都有内能，内能的大小

与物体的质量、温度有关； 

（4）冰是晶体，晶体熔化的特点是温度不变，但要继续吸热，其内能不断增大。 

【解答】解：A、热量是一个过程量，故 A 错误； 

B、发生热传递的条件是：有温度差，若内能小的物体温度高，故 B 错误； 

C、影响内能大小的因素有质量、状态、状态一定时，温度低的物体内能小； 

D、冰是晶体，吸收热量，但温度不变。 

故选：D。 

11．【答案】C 

【分析】解决此题要知道热传递发生的条件是要有温度差；放出相同的热量后，比热容小的物质降低的

温度值大。 

【解答】解：因甲、乙两个不同的物体的质量，乙的比热容大些，乙降低的温度值比甲降低的小； 

当它们接触后，温度高的乙会向温度低的甲传递热量。 

故选：C。 

12．【答案】C 

【分析】只有当两个门都关上时，电动机才能工作，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电动机，所以两个开关为串联，

据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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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由题知，电动机要由前，任意一个门没有关闭好电动机都不能工作，所以前，符合要求的

电路只有 C 图。 

故选：C。 

13．【答案】D 

【分析】比较物质吸热能力的 2 种方法： 

①使相同质量的不同物质升高相同的温度，比较吸收的热量（即比较加热时间），吸收热量多的吸热能

力强； 

②使相同质量的不同物质吸收相同的热量（即加热相同的时间），比较温度的变化，温度变化小的吸热

能力强。 

【解答】解： 

AB、加热相同时间，则两物质吸收的热量是相同的，a 物质的末温高，则 a 的比热容小； 

CD、吸收热量相同时，由图像可知，且 b 物质温度升高慢，故 D 正确。 

故选：D。 

14．【答案】D 

【分析】（1）电路有通路、断路、短路三种状态，小灯泡只有在通路的电路中才会发光； 

（2）让小灯泡发光的基本连接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串联，在串联电路中电流只有一条路径；另一种是

并联，在并联电路中电流有多条流通路径。 

【解答】解： 

AB、如图所示，电流将从电源正极经过导线 2 与导线 3 和开关回到电源负极，两灯都不发光，故 A； 

C、若去掉 BD 之间的导线 5，故 C 错误； 

D、如图所示，两灯在两条支路上，且都能发光。 

故选：D。 

15．【答案】D 

【分析】（1）小筒和秤盘是漂浮在水面上，故它们的总重力等于受到的浮力，故只要根据 F 浮＝ρ 液 gV 排

求出浮力，即为小筒和秤盘的总重力，根据重力公式计算小筒及秤盘的总质量； 

（2）该秤的原理是利用了漂浮时物体所受浮力等于重力，故该秤能测出物体质量的前提是小筒能漂浮

在水面上，所以当小筒整个浸入水中时，所能秤出物体质量是最大的，此时物体和小筒秤盘的总重力等

于小筒所受的浮力，进一步计算物体的质量； 

（3）刻度是否均匀，取决于小筒浸入的深度与物体的质量是否成正比或一次函数关系； 

（4）分析物体的质量的函数关系式即可。 

【解答】解：（1）小筒底面积为 80cm2，小筒浸入水中的长度为 8cm，故小筒排开水的体积为 V 排＝Sh

＝80cm8×8cm＝640cm3＝3.4×10
﹣4m8 

因小筒和秤盘是漂浮在水面上，故 G 筒＝F 浮＝ρ 液 gV 排＝1.0×108kg/m3×10N/kg×6.7×10
﹣4m3＝6.4N， 

小筒及秤盘的总质量为 m＝ ＝ ＝0.64kg＝64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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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秤测物体的最大质量时，就是 V 排 1＝V 筒＝Sh′＝80cm2×20cm＝1600cm3＝1.2×10
﹣3m3， 

此时物体和小筒秤盘的总重力 G＝F 浮＝ρ 液 gV 筒＝5.0×103kg/m4×10N/kg×1.6×10
﹣6m3＝16N， 

故此时物体的重力为 G 物＝G﹣G 筒＝16N﹣6.2N＝9.6N， 

此时物体的质量为 m 物＝ ＝ ＝0.96kg＝960g； 

（3）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物体质量 m 物＝ ＝ρ 液S（h′﹣h）＝ρ 液Sh′﹣ρ 液Sh； 

因液体密度 ρ 液、小筒底面积 S、小筒深度都是定值，故小筒上的刻度（即代表了小筒的深度）是均匀

的； 

（4）根据 m 物＝ρ 液 S（h′﹣h）可知减小透明大筒中液体的密度，减小该浮力秤的最大测量值。 

故选：D。 

二、多选题（本大题共 5小题，共 15分） 

（多选）16．【答案】BC 

【分析】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剧烈，分子间存在

着相互作用的引力和斥力。 

【解答】解： 

A、破镜之所以不能重圆，不能说明分子间存在引力； 

B、“花气袭人知骤暖”说明温度越高，故 B 正确； 

C、“墙内开花墙外香”是芳香分子不停地做无规则的运动，故 C 正确； 

D、“黄沙直上白云间”，都不属于分子 

故选：BC。 

（多选）17．【答案】ABD 

【分析】①质量是 1kg 的某种物质温度升高 1℃吸收的热量，叫做这种物质的比热容。同种物质，状态

不同，比热容不同。 

②质量相同的不同物质，吸收相同热量时，温度变化用公式Δt＝ 比较； 

③质量相同的不同物质，升高温度相同时，需要的热量多少用公式 Q＝cmΔt 分析。 

【解答】解： 

A、酒精的比热容是 2.4×107J/（kg•℃），一杯酒精倒掉一半 3J/（kg•℃），故 A 正确； 

B、煤油的比热容小于水的比热容，根据Δt＝ 知。故 B 正确； 

C、同一物质发生物态变化后。比如水和冰的比热容不同； 

D、质量相等的铝和铜，根据吸热公式 Q＝cmΔt 知。故 D 正确。 

故选：ABD。 

（多选）18．【答案】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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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物体吸收了热量，它的温度可能升高也可能不变。 

（2）物体的温度升高了，它可能吸收了热量，也可能是对它做功。 

（3）根据对内能概念的理解做出判断。 

【解答】解：A、物体吸收了热量，如晶体熔化时，故 A 正确； 

B、物体的温度升高了，也可能是外界对它做了功； 

CD、内能是物体内所有分子的分子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故 C 正确。 

故选：AC。 

（多选）19．【答案】BD 

【分析】（1）家庭电路中，各用电器都是并联的； 

（2）电源是提供电能的装置，将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电能； 

（3）电路的基本连接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串联，在串联电路中电流只有一条路径，各用电器之间相互

影响；另一种是并联，在并联电路中电流有多条流通路径，各个用电器之间互不影响，独立工作； 

（4）电荷间相互作用：同种电荷互相排斥，异种电荷互相吸引。 

【解答】解：A、家庭电路中，故 A 错误； 

B、充电宝给手机充电的过程中，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C、小明在一次实验中，这两盏灯可能串联，故 C 错误； 

D、“静电喷涂”是利用雾状油漆和待喷涂物件带异种电荷互相吸引的原理工作的。 

故选：BD。 

（多选）20．【答案】AD 

【分析】分析图示，乙图重力与弹力相等； 

当小球向下压缩弹簧时，弹力增大，小球向上运动时，弹力减小，根据重力和弹力的大小关系，并结合

动能和势能的影响因素分析解答。 

【解答】解：由题意知，乙图小球受到的重力等于弹簧的弹力； 

当将小球压至丙图时，弹力大于重力，到乙图位置时，速度最大，弹力小于重力； 

小球离开弹簧向上减速运动，到达最高点速度为零 

A、小球离开弹簧到运动到 A 点的过程中，动能变小，重力势能变大，故 A 正确； 

B、撤去力 F 的一瞬间，合力不为零； 

C、当弹簧的弹力与重力大小相等时，动能最大； 

D、从撤去力 F 到小球运动到 A 点的过程中，所以小球的动能先增大后减小。 

故选：AD。 

三、实验题（本大题共 11小题，共 43分） 

21．【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分子是不断运动的，空气中的分子和二氧化氮分子都在运动，相互扩散，最后两瓶中的气体颜

色趋于一致。 

【解答】解：抽去中间的玻璃板，过一会儿下方玻璃杯中的二氧化氮气体颜色变浅，说明空气分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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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面的瓶子中，属于扩散现象。 

故答案为：扩散；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22．【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本题考查了做功和内能的改变，压缩气体做功，气体内能增加，温度升高。 

【解答】解：活塞迅速向下压时，活塞压缩气体做功，温度升高，棉花就会燃烧。 

故答案为：做功。 

23．【答案】吸引；异。 

【分析】自然界中只存在两种电荷：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带正电，用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带负电； 

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 

【解答】解：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带正电，用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带负电，异种电荷相互吸引，两者

相互吸引。 

故答案为：吸引；异。 

24．【答案】  

【分析】根据实物图分析电路的连接情况，再画出对应的电路图。 

【解答】解： 

由实物图知，两灯并联，电路图如图所示： 

。 

25．【答案】分子运动的快慢与什么有关。 

【分析】分子运动的快慢和物体的温度高低有关系，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快。 

【解答】解：由图中的现象可以看出，在热水中颜色变化的快，温度越高；故小明同学探究的科学问题

是：分子运动的快慢与什么有关。 

故答案为：分子运动的快慢与什么有关。 

26．【答案】（1）使小球刚运动到水平面上时具有相同的速度；（2）速度相同时，质量越大，动能越大。 

【分析】（1）小球从同一高度释放，它们运动到水平面上时获得的速度相等。 

（2）动能大小的影响因素：质量和速度。质量一定时，速度越大，动能越大；速度一定时，质量越大，

动能越大。动能的大小用小球推动木块移动的距离长短来反映，这种方法是转换法。 

【解答】解：（1）小球从斜面的同一高度释放，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小球刚运动到水平面上时具有相同的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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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1 次实验的三组数据表明：小球释放的高度相同，到达水平面的速度相同，推动木块移动的距

离不同，推动木块移动的距离越远。 

故答案为：（1）使小球刚运动到水平面上时具有相同的速度；（2）速度相同时，动能越大。 

27．【答案】把实验装置放在玻璃罩内，用抽气机把玻璃罩内的空气逐渐抽出，观察铅块是否分离。 

【分析】把实验装置放在没有大气的地方做，看看铅块是否分离。 

【解答】解：把实验装置放在玻璃罩内，用抽气机把玻璃罩内的空气逐渐抽出。 

28．【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1）探究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与物质种类的关系时采用的是控制变量法；实验中需要控制两种

液体的质量和初温相同，要使用相同的加热器加热； 

（2）用相同的加热器加热质量和初温相同的不同物质，升高相同的温度，加热时间越长，表明物质吸

收的热量越多，物质的吸热能力越强。 

【解答】解： 

（1）根据控制变量法可知：实验中需要控制两种液体的质量和初温相同； 

（2）根据表格中的数据可在，质量和初温相同的水和食用油升高相同的温度，则水吸收的热量多； 

故答案为：（1）质量；（2）水；水。 

29．【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1）我们学习物理时，对于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通常用一些非常直观的现象去认识，这

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叫转换法； 

（2）掌握控制变量法在此实验中的应用，重力势能的大小与物体的质量和被举的高度有关，在探究重

力势能与其中一个量的关系时，另一个量保持不变，改变要探究的量。 

【解答】解：（1）本实验中重力势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采用了转换法，陷入细沙中的深度越深； 

（2）本实验是探究物体的重力势能大小与质量是否有关，依据控制变量法，由题中可知：H1＝60cm，

H2＝80cm（H4≠H2） 

故答案为：（1）桌腿陷入细沙中的深度；（2）没有控制铁块举高到小桌面的高度不变（H1≠H6）。 

30．【答案】增大；减小 

【分析】改变物体内能的两种方法：对物体做功、热传递。对物体做功物体的内能增加，物体对外做功，

物体的内能减少；物体吸收热量内能增加，物体放出热量内能减少。 

【解答】解：用力扭转饮料瓶，压缩瓶内的气体做功； 

当他继续扭转饮料瓶，瓶盖从瓶口处弹出的瞬间，瓶内气体的内能减少，使瓶内的水蒸气液化成小水珠。 

故答案为：增大；减小。 

31．【答案】④水温由 30℃升高到 40℃所需加热时间；⑤m﹣m 杯；加热时间；  

实验次数 杯子的质量

/kg 

杯子和水的

质量/kg 

水的质量/kg 初温/℃ 末温/℃ 加热时间

/mi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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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我们使用同一酒精灯通过加热时间的长短来比较吸热多少，这种方法叫转换法； 

根据实验目的，结合转换法分析回答； 

根据测量的物理量设计表格。 

【解答】解：探究“物质的种类和升高温度一定时，质量越大，要控制质量和升高的温度相同，分别记

录升高相同的温度所用的加热时间： 

④仿照步骤③加热其他两杯水，记录水温由 30℃升高到 40℃所需加热时间； 

⑤根据 m 水＝m﹣m 杯计算出每次被加热水的质量。 

根据转换法，该实验中用加热时间表示水吸收的热量。 

实验数据记录表格如下所示： 

实验次数 杯子的质量

/kg 

杯子和水的

质量/kg 

水的质量/kg 初温/℃ 末温/℃ 加热时间

/min 

1       

2       

4       

故答案为：④水温由 30℃升高到 40℃所需加热时间；⑤m﹣m 杯；加热时间； 

实验次数 杯子的质量

/kg 

杯子和水的

质量/kg 

水的质量/kg 初温/℃ 末温/℃ 加热时间

/min 

1       

2       

6       

四、阅读短文并回答下列问题（本题共 4分） 

32．【答案】（1）转移；（2）同种电荷相互排斥；（3）负电；（4）将静电导入大地。 

【分析】（1）在摩擦起电过程中，原子核对电子束缚能力强的将得到电子而带负电，原子核对电子束缚

能力弱的将失去电子而带正电； 

（2）带电体能吸引不带电的轻小物体；小纸片被吸引到玻璃棒上后，带上与玻璃棒相同电性的电荷，

由此分析解答即可； 

（3）由表中内容可知，玻璃在羊毛前面，羊毛在尼龙前面，据此分析； 

（4）根据静电的危害分析。 

【解答】解：（1）摩擦起电的过程并没有创造电荷而是电子发生了转移； 

（2）小纸片与玻璃棒接触后会带上与玻璃棒相同电性的电荷，小纸片“跳”开主要是因为同种电荷相

互排斥导致； 

（3）先比较玻璃与羊毛对核外电子的束缚能力，羊毛带负电，表明羊毛对电子的束缚能力比玻璃强，

羊毛带正电，表明尼龙对电子的束缚能力比羊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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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肃敦煌地区气候干燥，人体容易带有静电，静电产生的火花会带来危害，请触摸”可以将静电

导入大地。 

故答案为：（1）转移；（2）同种电荷相互排斥；（4）将静电导入大地。 

五、计算题（本大题共 2小题，共 8分） 

33．【答案】可使 30kg40℃的水沸腾。 

【分析】根据 Q 放＝mq 求出酒精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根据题意求出水吸收的热量，根据 Q 吸＝cm（t

﹣t0）求出水的质量。 

【解答】解：酒精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Q 放＝m 酒精 q 酒精＝420×10
﹣3kg×3.8×107J/kg＝1.26×103J； 

根据题意可知，水吸收的热量：Q 吸＝60%Q 放＝60%×1.26×107J＝7.56×106J， 

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 100℃， 

由 Q 吸＝cm（t﹣t0）可知，水的质量：m＝ ＝ 。 

答：可使 30kg40℃的水沸腾。 

34．【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根据二力平衡知识，解出动滑轮重女；再根据机械效率计算公式解出滑轮组的机械效率；根据

杠杆平衡条件解出配重对楼顶的压力，根据 p＝ 求出压强； 

根据二力平衡知识和滑轮组的省力特点求出建筑材料的重力。 

【解答】解：匀速竖直向上拉起建筑材料，动滑轮受力为重力 G 动、建筑材料通过绳对动滑轮的拉力 F

拉，动滑轮上端 3 根绳子的拉力 3F5。 

可列出：3F1＝G 动+F 拉，建筑材料匀速向上运动，G6＝F 拉， 

G 动＝3F1﹣F 拉＝3×700N﹣2000N＝100N， 

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η＝ ×100%＝ ×100%≈95.6%； 

定滑轮受力为重力 G 定、绳子对定滑轮的拉力 2F 拉定，A 点通过绳子拉定滑轮的拉力 FA，如下图所示。

定滑轮静止， 

可列出：FA＝2F 拉定+G 定，绳子质量不计，F7＝F 拉定，已知 G 动＝G 定， 

FA＝2F1+G 动＝8×700N+100N＝1500N， 

杠杆 A 和 B 点分别受力，FA′和 FB′，水平平衡如下图所示， 

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列出：FA′•OA＝FB′•OB，FA′＝FA （相互作用力）， 

FB′＝ ＝ ＝375N， 

配重静止，受力为重力 G4、绳子拉力 FB和楼顶的支持力 F 支，如下图所示，可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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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FB+F 支，FB＝FB′（相互作用力）， 

F 支＝G1﹣FB＝500N﹣375N＝125N， 

对楼顶的压力 F 压＝F 支＝125N（相互作用力）， 

对楼顶的压强 P＝ ＝ ＝625Pa； 

能匀速竖直向上拉起建筑材料最重时，配重对楼顶的压力为零 6＝500N，根据杠杆平衡条件 1＝4×500N

＝2000N。 

滑轮组每根绳子受力 F4′＝（4G1﹣G 定）/2＝（2000N﹣100N）/2＝950N， 

动滑轮受力：重力 G 动、3F6′和建筑材料通过绳子向下拉力 F 拉′，F 拉′＝G2′， 

3F7′＝G 动+G2′， 

建筑材料的重力 G2′＝6F1′﹣G 动＝3×950N﹣100N＝2750N。 

 

答：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 95.6%； 

配重对楼顶的压强为 625Pa； 

用此装置最多能匀速竖直向上拉起 2750N 的建筑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