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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北京东城初三一模 

物  理 

2021.5 

学校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教育 ID 号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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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姓名和教育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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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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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分，每小题 2分） 

1．下列电学器材测得的数据，可以作为消耗电能收取电费依据是   

A．电流表        B.电压表         C.电能表        D.电阻箱 

2．污水净化在缺水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图 1 所示的是小东发明的太阳能净水器，可在污水净化过程中发挥积极

作用。关于在塑料外罩上“凝结”形成的水滴，其物态变化名称描述正确的是 

A．升华     B．液化          C．熔化  D．凝固 

3. 图 2 所示的光现象中，属于反射现象的是

4．图 3 所示的四种措施中，为了增大压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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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 4 所示的四个实验情景中，描述正确的是 

A. 甲图：音叉音调越高，乒乓球被弹开越远 

B. 乙图：正在发声的音叉激起水花 

C. 丙图：钢尺伸出长度变短，音调变低 

D. 丁图：停止抽气后打开气阀，铃声逐渐变小 

6.小东用一块条形磁体的北极，以相同的力度依次与一根塑料搅拌棒、一枚铁钉和一根竹筷子各摩擦两分钟。每个

物体被摩擦后，小东都会用它去尝试吸引一枚钢制的大头针。小东所探究问题中的因变量是    

A.所选实验材料的磁性质       B.摩擦时间 

C.条形磁体的磁性强弱         D.摩擦的程度 

7．图 5 是甲、乙两定值电阻的 U-I 图象.根据图象信息，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两定值电阻阻值的关系是 R 甲<R 乙 

B. 两定值电阻串联接入电路中时，通过它们的电流关系是 I 甲＜I 乙  

C. 两定值电阻并联接入电路中时，它们消耗的电功率关系是 P 甲＜P 乙 

D. 两定值电阻分别接入电源电压相同且不变的电路中时，电流通过它们产生的热量关系是 Q 甲＜Q 乙 

8．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当蜡烛、凸透镜和光屏的位置如图 6 所示时，烛焰在光屏上恰好成一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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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的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该凸透镜的焦距是 20 cm 

B.保持凸透镜位置不变，将蜡烛和光屏位置对换，在光屏上不能观察到像 

C.将蜡烛移动到 10 cm 刻度处，调节光屏位置可在光屏上得到倒立、缩小的实像 

D.将蜡烛移动到 35 cm 刻度处，为使烛焰在光屏上成一清晰的像，应向左移动光屏 

9 .水平桌面上放置底面积和质量都相同的两平底容器，甲为圆柱形、乙为圆锥形，甲、乙容器中分别装深度相

同、质量相等的不同液体， 如图 7 所示。两容器对桌面的压力分别为 F 甲、F 乙;两容器对桌面的压强分别为 p

甲、p 乙；两容器中的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力分别为 F’甲、F’乙;两容器中的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强分别为 p’甲、p’

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F 甲<F 乙           B.F’甲=F’乙 

C. p 甲>p 乙          D.p’甲<p’乙 

10. 物块 A 放在粗糙程度相同的水平桌面上，用平行于桌面的细线通过定滑轮与小桶 B 相连，如图 8 所示。现向小

桶 B 中加入细沙，当小桶 B 与沙子的总质量为 m时，物块 A 恰好做水平向右的匀速直线运动（忽略滑轮的摩

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物块 A 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小于 mg 

B. 物块 A 的重力与桌面对它的支持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C. 物块 A 受到的滑动摩擦力与小桶 B 受到的拉力是一对平衡力 

D. 继续向小桶 B 中加入沙子,使物块 A 在水平桌面上加速运动，此时物块 A 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大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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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图 9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 6V 保持不变，电流表量程为 0～0.6A，电压表量程为 0～3V，定值电阻 R1的规

格为“10Ω  0.5A”，滑动变阻器 R2的规格为“20Ω  1A”。为了保证电路安全，闭合开关 S，移动变阻器滑片的过

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电阻 R1消耗电功率的最大值为 2. 5 W 

B.电流表的最大示数为 0. 5 A 

C.滑动变阻器 R2接入电路的最小阻值为 10Ω 

D.电路消耗总电功率的最小值为 1. 8 W 

12．桔槔是利用杠杆原理工作的取水工具，如图 10 甲所示，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桔槔灌溉的场景。为了更好

地研究该场景中的桔槔配重对需要搬动的重物的影响，小东将桔槔抽象成简单的杠杆模型，如图 10 乙所示，

轻质细杆 AB 代表桔槔，质量较大的物块 M 模拟重物，质量较小的物块 m 模拟搬动重物时的配重。支点 O 在

AB 的中点，M 放置在水平地面上并用细绳悬挂在 A 点，m 悬挂在杠杆上 C 点，C 点可以在 OB 之间根据需要

移动位置，l表示 OC 的距离。 用 TA表示细绳对 A 点的拉力，T表示细绳对 C 的拉力，F表示地面对 M 的支持

力 p表示 M 对地面的压强。已知 AB 始终保持水平位置平衡，则下列关于 TA、T、F、p随 l大小变化关系的图

象中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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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扩散的快慢跟温度无关

B. 分子间的引力和斥力总是同时存在的

C. 物体吸收热量，温度一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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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摩擦生热是通过做功的方式改变物体内能的 

14. 2020 年 7 月 23 日，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由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开始火星探测之旅，如图

11 所示。“天问一号”在到达火星附近时，通过“刹车”减速进入环绕火星运行的轨道（“天问一号”在火星大气层

外运行，不受火星大气阻力）。在某次环绕火星的椭圆轨道上运行时，“近火点"A 高度约 280 km, “远火点”B 高

度约 5. 9 ×104 kmo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火箭放置在发射台上准备发射时，发射台对火箭没有做功 

B.火箭发射加速升空时，“天问一号”探测器相对于火箭是运动的 

C.“天问一号”在火星附近“刹车”减速后，具有的机械能减小 

D.“天问一号”从“近火点” A 运动到“远火点” B 的过程中，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 

15.工人师傅为了搬运装修材料，设计了如图 12 所示的滑轮组，已知图中的每个滑轮均重 50 N。在一次施工中，工

人师傅用此装置将重为 400 N 的材料匀速提升到 4.5 m 高的楼上用时 30 s。此过程中，绳重和摩擦忽略不计,g

取 10 N/kg。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绳自由端移动的速度为 0. 45 m/s 

B.天花板受到竖直向下 500 N 的拉力 

C．工人做的有用功是 2025 J

D．滑轮组的机械效率约为 88. 9% 

三、实验解答题（共 28 分，16、20 题各 2 分,17、22、23 题各 3 分,18 题 6 分,19 题 5 分,21 题 4 分） 

16．（1）如图 13 所示，温度计读数是______℃； 

（2）如图 14 所示，根据条形磁体周围磁感线分布情况，判断磁体的右端为 极。（选填“N”或“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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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水平实验桌上放有如图 15 所示的实验装置。用支架固定的透明薄玻璃板作为平面镜, 垂直放置于白纸上。A、

B、C 为三只粗细相同的蜡烛，其中 A、B 长度相同，C 较短。小东计划利用这些器材证明“平面镜所成像的大

小与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无关”。 

请将小东的实验步骤补充完整： 

（1）将蜡烛 A 放在玻璃板前适当位置； 

（2）将蜡烛 (选填"B”或“C”)置于玻璃板后方，并调节它的位置，在玻璃板前面 透过玻璃板从不同角度观

察, ; 

（3） ，仿照(2)进行实验。 

18．为了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小东同学设计了如图 16 甲所示的电路． 

（1）依据图 16 甲，小东连接了如图 16 乙所示的部分电路,请你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 16 乙的电路连接完整，

使滑片 P 向左滑动时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电阻变小。(导线不能交叉) 

（2）调节滑片位置，改变定值电阻 R 两端的电压，观察到电流表和电压表示数如图 16 丙和图 16 丁所示。则

电流表的示数为  A,电压表的示数为  V,R的阻值为  Ω。 

（3）实验中调节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到不同位置,测得定值电阻 R两端的电压 U和通过 R的电流 I,并记录在表

格中。根据表中数据可得出实验结论:  。 

U/V 0. 5 1.0 1.5 2. 0 2. 5 3. 0

I/A 0. 1 0.2 0. 3 0.4 0. 5 0. 6

19.如图 17 所示的是同学们自制的气压计和温度计，请回答下列 问题。

（1）其中  (选填“甲”或“乙”)为自制气压计，自制温度计的原理为             。 

（2）把自制气压计从 1 楼带到 5 楼的过程中，发现玻璃管中的水柱高度 h变大，说明外界大气压  。(选填“降

低”、“升高”或“不变”) 

（3）把自制气压计从 1 楼带到 5 楼的过程中，采用              (选填“用手竖直持握”或“用水平托盘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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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更为合理,理由是 。 

20．小东在探究“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的实验中，按照如图 18 所示的装置组装实验器材。其中导体棒 ab 与马蹄形

磁体的 N、S 磁极右边缘对齐。他闭合开关后，迅速向右移动导体棒 ab,将观察到的现象是             ，理由是 

。 

21.A、B 两组同学计划用如图 19 甲所示的装置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所用器材均相同)。实验完成后,A、B

两组同学根据实验数据分别绘制了水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 a 和 b,如图 19 乙所示。

(1)A 组同学实验时水的沸点是 C。在交流合作时两组同学发现测得的水的沸点不同。经过分析后发现是由

于有一组同学组装器材时没有安装盖板。从实验数据可判断出是   组同学没有加盖板。(选填“A”或“B”) 

(2)分析图象 a 和 b,如假定 A、B 组同学实验时被加热的水单位时间吸收的热量相等，则你认为    组同学实验时

烧杯中水的质量较大(选填“A”或“B”)，判断依据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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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某物理兴趣小组计划测量实验室常用钩码的密度。他们选用的器材有托盘天平、细线、 装有适量水的小烧杯和

待测钩码。

（1）请将实验步骤补充完整： 

①用已调平的托盘天平测出装有适量水的小烧杯的质量记为 m0，并记入表格；

②用细线栓好钩码, ，在右盘中加减砝码 并移动游码使天平平

衡,读出此时砝码和游码的总质量记为 m1，并记入表格； 

③ ，继续在右盘中加减砝码并移动游码使天平平衡, 读出此时砝码和游码的

总质量记为 m2，并记入表格。 

（2）请用测出的物理量 m0、m1 和 m2,写出钩码密度的表达式 ρ= .（已知水的密度为 ρ 水） 

23.小陆同学利用平放在桌面上的小黑板和两块湿润程度相同的抹布进行实验，研究影响液 体蒸发快慢的因素。实

验时她左右手各拿一块抹布,在小黑板左半侧和右半侧同时涂抹了两块大小不一样的水印。一段时间后她发现小

块的水印先消失了。于是小陆同学得出初步结论“蒸发快慢与液体的质量有关”。请利用托盘天平、两个完全相

同的小烧杯、适量水和计时器，设计一个实验证明小陆同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四、科普阅读题（共 4 分） 

请阅读《三峡升船机》并回答 24 题。 

三峡升船机 

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它横亘于西陵峡中段。船只若要实现过坝通航，除了可利用船闸

外，还可以借助升船机。通俗地说，升船机就是一部“船舶电梯”，可使驶入其中的船只在三峡大坝这座“高大建筑

物”中实现最大垂直升降 113 米，进而在约 40 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上下游间的通航。 

我们以一艘轮船从上游过坝通航到下游为例，来说明它的工作过程。需要过坝的轮船先驶入水面与上游航道

水位齐平的承船箱中，如图 20 甲所示。当轮船靠泊完毕， 关闭轮船驶入一侧的闸门，承船箱就载着里面的轮船开

始下降，如图 20 乙所示。抵达下游，当承船箱内水面刚好与下游航道水面齐平时，如图 20 丙所示，再将驶出承

船箱一侧的闸门打开，轮船就可以平稳地从承船箱驶出，完成过坝，如图 20 丁所示。 

三峡升船机是世界上迄今规模最大的升船机。它的最大提升总质量为 1.55×105吨,可通过最大排水量为 3000 吨

的船舶。它的下降或爬升是依靠两侧对应位置安装的齿轮、齿条来驱动的。更为巧妙的是在升船机两侧塔柱内布

置了与提升总重相同的平衡重组。正是由于平衡重组的配重，使得承船箱爬升时只需要再受到 400 吨左右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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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可以克服系统机械摩擦阻力，进而实现轻松升降。 

三峡升船机是在没有先例和参考标准的情况下，由我国技术人员大胆创新、攻坚克难，完成的一项世界奇

迹。 

24.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三峡升船机可将轮船提升的最大高度是   m,在此过程中轮船的重力势能   。（选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2)在一次下降作业中，承船箱抵达下游后，在打开闸门前，承船箱内的水面与下游航道 水位是  的。 

(3)若升船机将一艘排水量为 3000 吨的轮船运送到上游后，紧接着又计划将一艘排水量 为 1000 吨的轮船运送

到下游，平衡重组的配重应 。 

A.增加 B.减少 C.保持不变 

五、计算题（共 8 分，25 题 3 分，26 题 5 分） 

25.图 21 所示的电路中，源两端电压为 6 V 保持不变，定值电阻 R1 为 10 Ω，开关 S 闭合后，求： 

（1）当滑动变阻器 R接入电路的电阻 R2 为 50 Ω 时，通过电阻 R1的电流 I ； 

（2）当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 R3 为 20 Ω 时，通过电阻 R1的电功率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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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如图 22 所示，把弹簧测力计上端固定在铁架台上。用粗铁丝做一个框，挂在弹簧测力计的挂钩上。在粗铁丝

框的上端用细绳（细绳体积和质量忽略不计）悬挂一个体积为 100cm3的铝块,下端放一水杯，铝块、粗铁丝框

和水杯的总质量 m 总为 350 g。在铝块的正下方，有 一个装满水的溢水杯，放置在铁架台的支架上。平稳抬高支

架，升高溢水杯可使铝块浸在水中，同时溢出的水恰好可以被下方的水杯盛接。（已知 ρ 铝＞ρ 水，g 取 10 

N/kg）求： 

（1）铝块未浸入水中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F1 ; 

（2）当平稳抬高支架至某位置，使铝块有一半体积浸在水中时，铝块受到的浮力 F 浮； 

（3）①继续平稳抬高支架至某位置，使铝块完全浸没在水中且不触碰溢水杯底,待溢出的水全部被下方水杯盛

接后，铝块处于静止状态，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F2 ； 

②若继续平稳抬高支架至另一位置，使铝块接触溢水杯底且细绳松弛，铝块处于静止状态，此时弹簧测力

计示数为 F3。请比较 F2与 F3的大小关系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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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北京东城初三一模物理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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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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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验解答题（共 28 分） 

16．（1）-4  （2）S 

17.（2)B      使其能与蜡烛 A 的像完全重合 

（3）改变蜡烛 A 到玻璃板的距离 

18．（1）见右图       （2）0.3    1.5     5 

（3）导体的电阻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跟导体两端电压成正比 

19. (1)乙   物体的热胀冷缩    （2）降低

（3）用水平托盘端着     排除热胀冷缩带来的干扰 

20.灵敏电流计指针发生偏转      闭合电路中的部分导体(导体棒)做切割磁感线运动 

21．(1)101      B           (2)A     沸腾前 A 组同学的水升温较慢 

22．（1）②将钩码浸没在水中，且不接触烧杯底和侧壁   

③松开细线，将钩码放入烧杯中沉底    （2）
01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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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

−（水

23.在两个烧杯中装质量不同的水,用调好的天平测出其质量为 m1,和 m2,将两烧杯放置在环境温度和通风条件相同的

地方，放置相同的时间，用计时工具记录放置时间为 t，，然后用天平测量剩余质量分别为 m’1和 m’2,利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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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 B A D B A C C D D C D 

题号 13 14 15 

答案 BD ACD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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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m1-m’1)/t 和 k2=(m2-m’2)/t 计算出 k1和 k2,比较 k1和 k2 的大小，发现 k1=k2,说明蒸发快慢与液体质量无关，小

陆的观点是错误的。(其它答案合理即给分)    

四、科普阅读题（共 4 分） 

24．(1)113    增大   （2）齐平     （3）C       

五、计算题（共 8 分，25 题 3 分，26 题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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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解法合理即给分） 

26. 

（1） 3.5NkgN100.35kg1 === mgF

（2） 0.5Nm101
2

1
kgN10mkg101 3433 === −

排水浮 gVF 

（3）①以铝块、粗铁丝框、水杯整体为研究对象，铝块浸没后受力分析如答图 1 所示 

GGF == 排浮   N5.32 == 总GF

② 32 FF  ；铝块触底后，以铝块、粗铁丝框、水杯整体为研究对象，受力分析如答图 2 所示

GGF == 排浮  

由图可知： 支总 FGF −=3   32 FF 

（其它解法合理即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