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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京三十五中初二（上）期中 

物    理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6 页，共六道大题，38 道小题，满分 100 分。 

2．考试时间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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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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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单位中，长度的国际单位是

A.米 B.千米 C.光年 D.厘米 

2.关于声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声音在空气中传播得最快  B.“锣鼓喧天”是指声音的音调高 

C.乐器发出的声音，不可能成为噪声 D.声音传播需要介质，真空不能传声 

3.下列数据中最接近实际的是

A.人感觉舒适的室温约为 37℃ B.正常人步行的速度大约是 1.1m/s 

C.普通课桌的高度约为 0.8dm D.人正常呼吸一次的时间约为 20s 

4.关于测量中的误差和错误，下面说法中正确的是

A.科学不断发展，减小误差的方法会越来越多，但都不能绝对避免误差 

B.采用精密的仪器可以避免误差 

C.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可以避免错误 

D.不遵守测量仪器的使用规则，就会造成实验的误差 

5.关于运动物体的速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通过路程长，物体速度大  B.所用时间长，物体速度大 

C.所用时间短，物体速度大  D.通过相同路程，所用时间短的物体速度大 

6.下列物态变化中，都吸热的一组是

A.熔化、汽化、液化 B.凝固、液化、凝华 

C.汽化、熔化、升华 D.升华、凝固、凝华 

7.图 1 所示的物态变化实例中，由于液化形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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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图 2 是利用每秒闪光 10 次的照相装置分别拍摄到的四个小球的频闪照片，其中表示小球在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照

片是 

9.已知海波的熔点是 48Ｃ，则 48Ｃ时海波的状态是

A.一定是固态 B.一定是液态 

C.一定是固液混合态 D.上述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10.如图 3 所示的几个实验中，能够探究“声音的响度与振幅的关系”的是

1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房间的窗户安装双层中空玻璃是在传播过程中减弱噪声 

B.岸上观众是通过音调分辨出鼓声、号子声的 

C.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地面通信时利用的是声波 

D.利用超声波除去人体内的结石是利用超声波传递信息 

12.下列现象中，不正确．．．的是

A.在 0℃时，冰、水、水蒸气可以同时存在 

B.冬天戴眼镜的人从温暖的室内走到寒冷的室外时，镜片上出现小水珠 

C.铁水在凝固过程中放出热量，但温度不变 

D.夏天，从冰箱里取出的汽水瓶上出现小水滴是液化现象 



 3 / 9 

13.甲、乙两辆汽车通过的路程之比是 6∶5，运动的时间之比是 4∶3，则两车运动速度之比是

A．5:2 B．10:9 C．8:5 D．9:10 

14.三个人做匀速直线运动，甲步行的速度是 3km/h，乙在 1min内走了 63m，丙行进的速度是 1m/s，三个人的速度

大小相比较，结果是

A.v 甲>v 乙>v 丙 B.v 丙>v 乙>v 甲 

C.v 乙>v 丙>v 甲  D.v 乙>v 甲>v 丙 

15．常用来制作温度计的液体有水银、酒精、甲苯等。在我国，北方寒冷地区的气温可达-40℃，根据表 1 提供的

信息，在这么寒冷的地区使用的寒暑表所选用的液体，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选用水银、酒精、甲苯都可以 

B.只能选用水银，而酒精、甲苯都不行 

C.不能选用水银，而酒精、甲苯都可以 

D.选择哪种液体应考虑凝固点，本题提供的是熔点表，因而无法判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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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选对的得 2 分，选

对但不全的得 1 分，有错选的不得分） 

16.减弱噪声合理且有效的途径是

A．安装噪声监测装置 

B．在安静的图书馆里交谈时，要注意保持低声细语 

C．把所有产生噪声的活动都取消 

D．在马路和居民住宅之间植树 

17.下面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固体都有熔点，熔化时温度都保持不变 

B.降低温度、压缩体积都可以使气体液化 

C.只有蒸发时才吸热 

D.无论外界环境温度如何，在标准大气压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一定是0℃ 

表 1：几种物质的熔点/℃（1 标准大气压下） 

固态水银 -38.8 

固态甲苯 -95 

固态酒精 -117 

固态氮 -210 

固态氧 -218 

固态氢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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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列现象中，依靠声获得信息的是

A.人们利用超声波清洗钟表等精细的机械 

B.夏天里人们买西瓜，要捧起来拍两下听听声音来分辨西瓜的好坏 

C.人们往水瓶里倒开水，能听出水瓶里的水装得满不满 

D.人们可以通过声音辨别出飞过耳边的小虫是不是蚊子 

19.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看到“白气”。下列有关形成“白气”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清晨能看到河面上有一团团的“白气”，这是河水先蒸发后遇冷液化的现象 

B.打开盖子的热水瓶口处会出现“白气”，这是瓶内水蒸气的液化现象 

C.舞台上常施放“白气”，是干冰升华吸热使周围温度降低，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现象 

D.夏天，打开冰箱门时常会出现“白气”，这是冰箱内水蒸气的液化现象 

20.图 4 是甲、乙两车从同一地点沿同一方向运动的 s-t 图像，由图像可知 

A.0～5s，甲车的速度比乙车的速度大 

B.0～15s，甲、乙两车平均速度相等 

C.0～15s，甲、乙两车路程相等 

D.10～20s，乙车处于静止状态 

三、填空题（共6分，每空1分） 

21.完成下列单位换算

（1）0.07m＝________cm（2）25m/s＝________km/h 

22.常用温度计是利用液体的_________性质制造的。

23.医生利用超声波除去人体内的结石，是利用了声波可以传递_______的功能（选填“信息”或“能量”）。

24.在驰名中外的北京天坛里，有三处堪称奇观的声学建筑：回音壁、三音石和圜丘。如图 5 所示，当游客在圜丘

顶层的天心石上说话时，听到的声音格外响亮，这是建筑师利用声音的反射，使_______与原声混在一起，声

音得到加强造成的音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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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图 6 中 A 图所示是某同学在研究声音的产生时的实验情境，同样目的的实验还有实验情景________。（选

填：“B”、“C”、“D”） 

四、实验探究题（共42分，第26~28题每空1分，35题每空1分，其余每空2分） 

26.（1）如图 7 所示，物体 A 的长度为________cm。 

（2）如图 8 所示，体温计的示数为________℃。 

27.如图 9 所示是温度计测液体温度时的示意图，其中正确的是________。

28.请你根据自己对生活现象的观察、动手实践的经验及物理课中所学的知识，将图 10 所示三个实例的描述补充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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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将冰块放于易拉罐中并加入适量的盐，用筷子搅拌约半分钟后，易拉罐的下部和底部的温度较低，空气

中的________遇冷________（填物态变化名称），形成白霜。 

图 B：把正在响铃的闹钟放在玻璃罩内，逐渐抽出其中的空气，铃声的响度________（选填“变大”、“变小”

或“不变”），这说明平时________（选填“空气”或“真空”）传播了声音。 

图 C：将刻度尺的一端紧压在桌面上，改变刻度尺伸出桌面的长度，每次拨开相同的幅度，能够听出声音的

________发生了变化（选填“响度”、“音调”或“音色”）。 

29.实验桌上有两块完全相同的玻璃板，其上分别滴有等质量的、表面积相同的水，小明加热其中一块玻璃板，如

图 11所示，观察两板变干的快慢。小明探究的问题是：水蒸发的快慢与________是否有关？

A.水上方空气的流速 B.水的表面积 

C.水的温度  D.水的质量 

30.小亮在探究石蜡和海波的熔化规律时，记录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

请回答下列问题。 

（1）根据表中的实验数据可以判断：海波在熔化过程中，继续吸热且温度______（选填“升高”、“不变”或“降

低”）。 

（2）温度是 50℃时，海波的状态是______态（选填“固”、“液”或“固液共存”）。 

（3）根据实验数据分析可知：海波属于（选填“晶体”或“非晶体”），判断依据是________。 

31.小刚用如图 12 所示的实验装置测量小车的平均速度，实验中为了计时更准确，应使斜面的坡度较________(选

填“大”或“小”)。小车沿斜面从 A 处由静止下滑，在 A、B、C 三处均有电子表显示时间（数字分别表示“时:分:

秒”），已知 AB段距离为 0.4m，AC段距离为 0.9m。设小车在 AB段、BC段和 AC段的平均速度分别为 vAB、

vBC和 vAC，则 vAC=________m/s；vBC________vAC(选填“>”、“=”或“<”)。

加热时间/mi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石蜡的温度/℃ 40 41 42 44 46 47 48 49 51 52 54 

海波的温度/℃ 40 42 44 46 48 48 48 48 48 5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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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如图 13 所示，小亮和小刚同学做验证固体也能传声的实验。小亮用手捂住一只耳朵，然后把另一只耳朵紧贴在

桌面上，小刚用力地敲击桌面，小亮听到小刚敲桌子的声音，旁边站着的同学也听到了。

你认为这个实验的缺陷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以如何改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在“观察水的沸腾”实验中，当水温升到 89℃时，开始计时，每隔 1min记录一次水的温度。然后，根据实验数据

绘制了如图 14所示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

（1）根据图像可以得出：在水沸腾时，________的特点。 

（2）在研究水沸腾的实验课上，同学们都能得出上述沸腾特点的结论。而交流评估时，他们的数据记录和所

作的沸腾图象来看，有的沸点 99Ｃ，有的 100Ｃ，还有的是 101Ｃ。请你分析一下，出现这种现象最不．．

可能．．的原因是________。

A.不同的温度计引起测量出现误差 

B.温度计放置在杯中的位置不同，造成读数不同 

C.加纸盖后引起杯内液面上方气压变化导致沸点不同 

D.由于实验室内气压值不同，导致沸点不同 

34.如图 15 甲所示，当烧瓶中水沸腾以后，移去酒精灯，烧瓶中水将________沸腾（选填：“继续”或“停止”）；

待水的温度降低一些用抽气筒向外抽气，如图 15 乙所示，看到的现象是________，这表明气压减少时沸点

________。（选填：“升高”、“降低”或“不变”）

35.在学习吉他演奏的过程中，小华发现琴弦振动频率受一些因素影响。表 2 列出实验用的 9 种不同规格的琴弦，

并借来一个专门测量振动频率的仪器，他和同学们利用这些器材，计划探究“琴弦振动频率跟琴弦的横截面积

的关系”；

（1）小华和他的同学们计划探究的自变量是________，应该控制的变量是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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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小华选择了琴弦 E、G、H 进行实验。根据所选的琴弦，小华和他的同学们实际探究琴弦振动频率跟

琴弦的________的关系。 

（3）小华他们为了完成计划探究的实验，应选择琴弦________（填写琴弦的编号）。 

表 2 

编号 材料 长度（cm） 横截面积（mm2） 

A 铜 60 0.76 

B 铜 60 0.89 

C 铜 60 1.02 

D 铜 80 0.76 

E 铜 80 1.02 

F 铜 100 1.02 

G 钢 80 1.02 

H 尼龙 80 1.02 

I 尼龙 100 1.02 

五、科普阅读题（共 5 分，每空 1 分） 

36.阅读下面的短文，回答问题。

热管 

如图 16 甲是青藏铁路通过千年冻土区的照片，照片中插在路基两旁的一排碗口粗细的金属管是热管(还有

一部分埋在路基下面)，这是为了解决“冻土”区路基在温度过高时会变得松软不牢固而采取的其中一种方法。 

热管是两端封闭的金属管（如图 16 乙是管内物质物态变化的示意图)，管内装有容易汽化的液体，其上方

一端处在温度较低的地方，下方一端处在温度较高的地方，当它的下方一端受热时，里面的液体会吸热而汽

化，蒸气跑到温度低的上方一端时放热而液化，液化后的液体通过重力作用(或其他途径)又回到受热的下方一

端，如此循环往复，热管就相当于一个天然“制冷机”。 

根据上述内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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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管里面发生的物态变化是和。 

（2）当热管“制冷”时，上方一端的温度（选填“高于”、“低于”或“等于”）下方一端的温度。此时，热管把从高

温处吸收的搬到低温处放出，当上方的温度和下方的温度相同时，热管（选填“开始”或“停止”）“制冷”。 

六、简答、计算题（共 7 分，其中 37 题 3 分，38 题 4 分） 

37.纸的着火点约 183℃，酒精灯火焰温度约 500℃，若将纸锅放到酒精灯上加热，在水沸腾时，纸锅不会燃烧，请

你结合所学知识解释说明，纸锅为什么不会燃烧。

38.超声波在海水中传播的速度是 1500m/s，声呐系统垂直向海底发出信号，经 8s 被该系统接收，求此处海水的深

度。

要求：解答过程要有公式、单位的清楚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