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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北京大兴初三（上）期末 

物  理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8 页，共五道大题，30 道小题，满分 70 分，考试时间 70 分钟。 

2．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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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小题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共 24 分，每小题 2 分。） 

1．下列物理量中，以科学家的名字欧姆作为单位的物理量是 

A．电压             B．电流             C．电阻          D．电功率 

2．下列物品中，通常情况下属于导体的是 

A．陶瓷碗           B．橡胶手套         C．钢尺          D．塑料笔杆 

3．图 1 所示的家用电器中，利用电流热效应工作的是 

4．关于家庭电路和安全用电，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是 

A．电线的绝缘皮破损后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B．在未断开电源开关的情况下更换灯泡 

C．家庭电路中必须安装保险丝或空气开关 

D．把用电器的三脚插头改为两脚插头接在两孔插座上使用 

5．如图 2 所示的四个电路中，开关 S 闭合后会发生短路的是 

6．下列实例中，通过做功的方法改变内能的是 

A．晒太阳使体温升高 B．用天然气将水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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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冬天在暖气旁边取暖                  D．划火柴使火柴棒点燃 

7．小云家卫生间安装了换气扇和照明灯，换气扇和照明灯的电路如图 3 所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换气扇和照明灯不能同时工作 

B．换气扇和照明灯只能同时工作 

C．换气扇和照明灯工作时，它们两端的电压一定相等 

D．换气扇和照明灯工作时，通过它们的电流一定相等 

8．电动汽车逐渐被更多的家庭认可，它是以车载电源为动力，用电机驱动车轮行驶的车辆，其对环境影响相对传

统汽车较小，图 4 中能说明电动汽车电机工作原理的是 

9．图 5 是李老师在研究静电现象时所做的三组实验，其中甲图是两根用毛皮摩擦过的硬橡胶棒相互靠近时的情

景，乙图是两根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相互靠近时的情景，丙图是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和用毛皮摩擦过的硬

橡胶棒相互靠近时的情景，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甲图中两个橡胶棒带有异种电荷 

B．乙图中的现象可以说明异种电荷相互吸引 

C．丙图中的现象可以说明同种电荷相互排斥 

D．该实验现象可以说明玻璃棒上的电荷和橡胶棒上的电荷是不同的 

10．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电流是由电荷运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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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电荷运动的方向就是电流的方向 

C．导体中的电流越大则导体的电阻也越大 

D．利用撒在电流周围的铁粉可以判断出电流的方向 

11．图 6 甲是小明设计的酒精浓度检测仪的电路图，已知电源两端电压保持不变，R0为定值电阻，R 的阻值随其

所在处酒精浓度的变化关系如图 6 乙所示。接通电源，当 R 处的酒精浓度增大时，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R 的阻值变大  

B．电流表的示数变大 

C．电压表的示数变大  

D．电压表的示数与电流表的示数的比值变大 

12．如图 7 所示，在固定蹄形磁体的磁场中放置一根导体棒 ab，再用两根绝缘细线将导体棒悬挂起来，使导体棒

保持水平状态且可以在磁场中自由运动，导体棒的两端跟灵敏电流计连接。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只要 ab 棒运动，电流计中就会有电流通过 

B．只要 ab 棒在水平面内运动，电流计中就会有电流通过 

C．只要 ab 棒在竖直面内运动，电流计中就会有电流通过 

D．只要 ab 棒做切割磁感线运动，电流计中就会有电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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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光是电磁波 

B．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 

C．发电机在发电过程中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D．磁悬浮列车能够悬浮是利用了磁极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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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小玲观察家里电烤箱、电饭锅和电磁炉的铭牌，分别标有“额定电压：220V～，额定功率：1500W”、“额定电

压：220V～，额定功率：900W”、“额定电压：220V～，额定功率：2100W”，这三个用电器正常工作时，下列

判断中正确的是

A．电磁炉消耗的电能最多

B．这三个用电器的电压一定相同

C．这三个用电器的电功率可能相等

D．通过电烤箱的电流大于通过电饭锅的电流

15．如图 8 甲所示，电源两端的电压不变，R1为定值电阻，闭合开关 S，记录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在不同位置

时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示数，然后作出 U—I 图像，如图 8 乙所示。其中滑片 P 置于最右端时，电路中的电流为

0.2A。关于这个实验，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当电压表示数为 3V 时，通过滑动变阻器的电流是 0.3A 

B．当电压表示数是 2V 时，滑动变阻器的电功率为 0.8 W 

C．定值电阻 R1的阻值为 10Ω 

D．电源电压为 4V  

三、实验解答题（共 28 分，16、17、20、22、25 题各 2 分，18、19 题各 1 分，21、24 题各 3 分，23 题 6 分，26

题 4 分。） 

16．如图 9 所示电能表的示数为________________kW·h。 

17．如图 10 所示电阻箱的示数为________________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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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量筒里装一半清水，用细管在水的下面注入硫酸铜的水溶液。此时可以看到无色的清水与蓝色硫酸铜溶液

之间明显的界面。静放几天，界面就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如图 11 所示，这种现象可以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分别向盛有等量的冷水和热水的烧杯中滴一滴墨水，经过相同的时间后观察到的扩散现象如图 12 所示。请你

根据实验现象提出一个可探究的科学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 

20．把干净的玻璃板用细线吊在弹簧测力计的下面，使玻璃板水平接触水面，然后缓慢地向上提起测力计，直到

玻璃板离开水面，如图 13 所示。玻璃板刚离开水面前，测力计的示数__________（选填“大于”、“等于”或“小

于”）玻璃板的重力，这是因为玻璃板的分子跟水分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___________（选填“引力”或“斥

力”）。 

21．在试管内装些水，用橡胶塞塞住管口，将水加热一段时间，当水沸腾一段时间后，会观察到橡胶塞被水蒸气

推出去，如图 14 所示。 

（1）对试管加热水温升高的过程中，水的内能_____（选填“增大”、“不变”或“减小”） 

（2）橡胶塞被水蒸气推出去的过程中，将__________________转化为橡胶塞的动能，这个过程跟四冲程内燃

机的____________（选填“压缩冲程”或“做功冲程”）相似。 

22．小红同学在探究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的方向时，使用的实验装置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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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闭合开关后，螺线管周围可自由转动的小磁针静止时的指向如图所示，根据此时螺线管周围小磁针的指

向可知，电源的 A 端为_________极（选填“正”或“负”）。 

（2）当电源的正负极对调后再闭合开关，发现螺线管周围的小磁针的 N 极、S 极的指向也发生对调，由此可

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小明用如图 16 甲所示的电路测量未知电阻 Rx的阻值。 

（1）滑动变阻器 R 在电路中的作用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某次测量时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分别如图 16 乙和图 16 丙所示，则电压表的示数为_______V，电流表

的示数为______A，根据本次测量的数据可知 Rx的阻值为___________Ω。 

（3）小明用一个小灯泡替换了电路中的 Rx，改变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位置后测出若干组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

数，然后根据测得的数据画出了电流随电压变化的图像如图 17 所示。 

①当小灯泡两端的电压为 0.5V 时，小灯泡的电阻为__________Ω。

②电流随电压变化的图像是曲线而不是一条直线，原因是______（填写选项的字母）。

A．小灯泡灯丝的电阻是恒定的              B．测量误差引起的 

C．小灯泡灯丝的电阻随温度变化         D．做图错误引起的 

24．小明想探究电流通过电阻时产生的热量与哪些因素有关。他连接了如图 18 所示的电路进行实验，其中两个完

全相同的烧瓶内分别装有质量相等、初温均为 25 ℃的煤油，阻值为 5 Ω 和 10 Ω 的电阻丝 R1、R2。闭合开关一

段时间后，记录此时两个温度计的示数 TA和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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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中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反映电阻丝产生的热量。 

（2）此实验探究的问题的自变量是_________。 

（3）比较 TA和 TB的大小关系是 TA________TB。 

25．小明把表面涂有绝缘层的导线绕在一根大铁钉上，把导线和其他元件连接成如图 19 所示的电路，用来探究电

磁铁磁性强弱与什么因素有关。小明把开关闭合后，发现电流表有示数，但电磁铁不能吸起大头针。 

（1）电磁铁不能吸起大头针的可能原因是___________。 

（2）写出验证你的猜想是否正确的方法：__________。 

26．小明设计了如图 20 所示的电路探究通过导体的电流跟电阻的关系，图中 R1是滑动变阻器、R2是电阻箱。 

（1）以下是小明设计的实验步骤，请你帮他补充完整 

①将电阻箱 R2的阻值调至某个适当的值，闭合开关 S，移动滑动变阻器 R1的滑片，使电压表的示数为 6V，

读取电流表示数 I，将 R2和 I 的数据记录在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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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断开开关 S，增大电阻箱 R2的阻值，闭合开关 S，向________（选填“左”或“右”）移动 R1的滑片，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将 R2和 I 的数据记录在表格中。 

③仿照步骤②多次实验，将相应的电阻 R2和 I 的数据记录在表格中。

④根据记录的数据分析得出实验结论。

（2）根据小明设计的电路图和实验步骤，请你用笔画线代替导线，把图 21 所示的实物图补充完整。 

（3）根据小明设计的电路图和实验步骤可以知道，当电阻箱 R2的示数为 20Ω 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___________A。 

四、科普阅读题（共 4 分） 

阅读《手机辐射的电磁波是否致癌》并回答 27－28 题。 

手机辐射的电磁波是否致癌 

自然界中的一切物体,只要温度在绝对零度（绝对零度是低温的极限，换算成摄氏温度为-273.15℃）以上,都以

电磁波的形式时刻不停地向外传送能量,这种传送能量的方式称为辐射。辐射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大到太

阳，小到手机，可以说想要完全远离辐射的可能性为零。 

2012 年，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探索手机辐射的电磁波是否致癌，进行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所谓对照研究是指

进行某种试验以阐明一定因素对一个对象的影响时，除了对试验所要研究的因素外，其他因素都保持一致，并把

试验结果进行比较的试验。该病例研究纳入 13 个国家的万余名受试者，其中包括 2765 例脑胶质瘤、2425 例脑膜

瘤、1121 例听神经瘤、109 例腮腺恶性肿瘤和 7658 例正常对照者。最后的研究结论是：使用手机并未增加罹患上

述肿瘤的风险。 

生活中常见的产生电磁波辐射的用电器包括微波炉、无线 WiFi 设备、手机、雷达、电视、电脑等。这些用电

器辐射的电磁波不会杀伤细胞或破坏 DNA，而是使被辐射的物体产生热效应，这和晒太阳导致体温升高是同样的

原理。 

手机信号来源于通信基站，现代的移动通信系统使用蜂窝小区制基站建设，一个基站覆盖只有几百米，基站

的发射功率较小，城区基站的辐射功率一般是 30W-300W。科学计算表明，300W 的辐射功率在 10m 距离上的辐

射功率面密度只有 0.2387W/ m2，而地球上太阳光的辐射功率面密度大约是 1000 W/m2，太阳光辐射是基站辐射的

上千倍，因此在电磁辐射上基站远小于太阳光。既然太阳光在一般情况下对我们没有致命性的影响，那么基站的

电磁辐射就更不用担心啦！ 

27．文中“0.2387W/ m2”的物理意义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对照研究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请你再列举两例生产生活或者科学探究中应用对照研究的实例。 

实例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例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计算题（共 8 分，每小题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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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图 22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两端电压为 3V 且保持不变，电阻 R2的阻值为 10Ω。当开关 S 闭合后，电流表的

示数为 0.2A。求：

（1）电压表的示数 U1；

（2）电阻 R1的电功率 P1。

30．如图 23 所示，电源两端电压 U 为 6V 并保持不变，电阻 R1阻值为 12Ω。闭合开关 S 后，电流表 A 的示数 I 为

1.5A。求： 

（1）电流表 A1的示数 I1； 

（2）电阻 R2的阻值； 

（3）通电 0.5h，电阻 R1和 R2消耗的总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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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北京大兴初三（上）期末物理 

参考答案 

一、单线选择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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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小题 2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答案 C C A C C D C C D 

题号 10 11 12 

答案 A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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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 BD ABC 

三、实验解答题（共 28 分，16、17、20、22、25 题各 2 分，18、19 题各 1 分，21、24 题各 3 分，23 题 6 分，26

题 4 分） 

16．1921.7 （2 分） 

17．2021（2 分） 

18．构成物质的分子是运动的（1 分） 

19．分子运动的剧烈程度跟温度是否有关（1 分） 

20．大于（1 分） 

引力（1 分） 

21．（1）增大（1 分） 

（2）水蒸气的内能（1 分） 

做功冲程（1 分） 

22．（1）正（1 分） 

（2）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跟电流的方向有关（1 分） 

23．（1）改变电阻 Rx两端的电压，测量多组数据（1 分） 

（2）2.4（1 分） 

0.4（1 分） 



 11 / 12 

6（1 分） 

（3）①5（1 分） 

②C（1 分）

24．（1）温度计示数的变化（1 分） 

（2）电阻的大小（1 分） 

（3）<（1 分） 

25．（1）导线中的电流过小（1 分） 

（2）向左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闭合开关后将电磁铁靠近铁钉，观察电磁铁能否将铁钉吸起。（1 分） 

26．（1）右（1 分） 

移动滑动变阻器 R1的滑片，使电压表的示数仍为 6V（1 分） 

（2）（1 分） 

（3）0.3（1 分） 

四、科普阅读题（共 4 分） 

27．1 秒钟辐射到 1m2的能量是 0.2387J（2 分） 

28．实例 1：研究液体表面的风速是否影响液体蒸发快慢（1 分） 

实例 2：研究导体的长度是否影响电阻的大小（1 分） 

五、计算题（共 8 分，每小题 4 分） 

29．解：（1）U2=I R2=0.2A×10Ω=2V （1 分） 

U1=U－U2=3V－2V=1V （1 分） 

（2）P1=U1 I=1V×0.2A=0.2W （2 分） 

30. 解：（1）I1＝
1R

U
＝

12

6V
＝0.5A；        （1 分） 

（2）I2=I－I1=1.5A－0.5A=1A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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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2I

U
＝

1A

6V
＝6Ω              （1 分） 

（3）W=U It=6V×1.5A×1800s=16200J  （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