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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2021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物 理 试 题 卷
说明：1.全卷满分80分，考试时间为85分钟。

2.请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否则不给分。

物理试题卷 第1页（共5页）

一、填空题（共16分，每空1分）
1. 如图1所示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司南，静止时它的长柄指向地理的_____方。

在11世纪，我国宋代学者______就发现了地理两极和地磁两极并不重合，这个发现比西方早
了400多年。

2. 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学校在演播厅举办文艺汇报演出。小明同学在演播厅外一听就知道
是女生在演唱，这主要是根据声音的______（选填“音调”、“响度”或“音色”）来判断的，听到
的歌声是通过______传入人耳的。

3. 厉害了，我的国！2020年我国开启了航天新征程，嫦娥五号成功登月并顺利取回1731g月壤
样品。样品的质量不会随它的形状、状态、温度和______的改变而改变。如图2所示，返回舱
穿越大气层时温度升高，这是通过_______的方式使其内能增加而导致的。

4. 利用图像可以描述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如图 3所示是“探究液体内部的压强与哪些因素有
关”的图像，由图像可知：同种液体内部的压强与深度成______，液体密度ρ甲________ρ乙（选
填“＞”、“＜”或“＝”）。

5. 如图4所示是南昌海昏侯博物馆“刘充国印”的展台，透过上方镜能看到放大的印章，这属于
光的______现象；通过下方镜能看到印章底部的字，这属于光的______现象。

6. 如图5所示的三孔插座应______联接入家庭电路中，且最上面的孔应与______相连。

7. 如图 6所示的滑轮组，在拉力F作用下物体A以 0.1m/s的速度匀速上升，则绳子自由端移动
的速度是_____m/s；若以动滑轮为参照物，物体A是________的。

8. 如图7所示，当开关S、S1闭合时，滑动变阻器的滑片P向右移动，灯泡L的亮度________（选填
“变亮”、“变暗”或“不变”）；当开关S闭合、S1断开时，滑动变阻器的滑片P向右移动，电压表
V的示数______（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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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题（共14分，把你认为正确选项的代号填涂在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第9～12小题，每
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每小题2分；第13、14小题为不定项选择，每小题有一个或几个正确选
项，每小题3分。全部选择正确得3分，不定项选择正确但不全得1分，不选、多选或错选得0分）
9.“估测”是物理学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小明同学对自己相关物理量的估测合理的是

A.正常体温约39.2℃ B.每分钟脉搏跳动约75次
C.受到的重力约55kg D.站立时对地面的压强约105Pa

10. 如图8所示是物理爱好者小明同学在实验时观察到的情景，则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小球在水平桌面上受到的摩擦是滑动摩擦
B.小球从斜面滚下的过程中，动能转化为势能
C.小球在水平桌面上运动时，竖直方向受到平衡力的作用
D.小球在水平桌面上做曲线运动，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11. 如图9所示是燃油汽车启动装置的电路简图。汽车启动时，
需将钥匙插入仪表板上的钥匙孔并旋转，则下列分析正确
的是
A.旋转钥匙相当于闭合开关
B.电磁铁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来工作的
C.电磁铁通电后电磁铁的上端为S极
D.电动机工作时将电能全部转化为机械能

12. 小明同学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时，把蜡烛和凸透镜固定在如图10所示位置，移动光具座
上的光屏得到一清晰像（光屏未画出），则该透镜的焦距可能是
A.10cm B.20cm C.30cm D.40cm

13. 如图11所示是小明同学参加校运会百米赛跑的情景。跑步过程中，下列选项中的力，他时刻
··都要受到的有

A.自身的重力 B.地面的支持力 C.地面的摩擦力 D.大气的压力
14. 如图12所示是小明同学在生活和学习中观察到的现象，其对应的解释合理的是

A.甲图，因为鸡蛋受到的压强比石头的大，所以鸡蛋破裂
B.乙图，只要水的温度达到沸点，水就能继续沸腾
C.丙图，急刹车时乘客向前倾是因为乘客具有惯性
D.丁图，电流表指针反向偏转是因为通电导体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与电流方向有关

三、计算题（共22分，第15、16小题各7分，第17小题8分）
15. 地球气候变暖，冰川熔化加剧，是造成海平面变化的原因之一。小明同学根据所学知识，通

过比较冰川完全熔化成水后水的体积与冰川熔化前排开海水的体积，就能推断海平面的升
降。如图13所示，是冰川漂浮在海面上的情景，若冰川的质量为m 冰，海水的密度为ρ海，水的
密度为ρ水，且ρ海>ρ水，g用符号表示。求：
（1）冰川熔化前受到的浮力；
（2）冰川熔化前排开海水的体积；
（3）冰川完全熔化成水后水的体积；
（4）推断海平面的升降，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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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小明同学在物理实验室发现一个电学元件，是由一个标有“2 V 2 W”的小灯泡和一个定值
电阻R0连接而成。小明同学将该元件接入如图14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恒为6V，闭合开
关，无论怎样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P，电流表的示数总在0.2A~1A的范围内变化（小灯泡
的电阻不随温度变化，且电路元件始终完好）。求：
（1）小灯泡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和电阻；
（2）定值电阻R0与小灯泡的连接方式；
（3）定值电阻R0的阻值；
（4）滑动变阻器R的最大阻值。

17. 如表一所示是小红同学家的燃气热水器正常工作时显示的部
分参数。已知水的初温为20℃，c 水=4.2×103J/（kg ℃）。求：
（1）燃气热水器正常工作10 min流出的热水的质量；
（2）燃气热水器正常工作10 min流出的热水所吸收的热量；
（3）小红同学观察到学校用的是即热式电热水器，铭牌如表二所示。若要得到（2）问中热水所吸

收的热量，即热式电热水器需正常工作16min40s，则该即热式电热水器的加热效率为多少；
（4）请写出使用电能的两个优点。

四、实验与探究题（共28分，每小题7分）
18. 亲爱的同学，请你根据自己掌握的实验操作技能，回答下列问题：

（1）如图15所示是一个测量______大小的仪表，它的分度值是______。
（2）如图16甲所示，小红同学用自制的刻度尺（刻度准确）来测量大拇指

和食指之间的距离，她的刻度尺存在的缺陷是_________，测得大拇
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是________。

（3）用天平测量物体质量前，观察到水平桌面上的天平指针在虚线范围
内摆动（如图16乙所示），接下来的操作是____________。

（4）实验室常用的温度计是利用________的性质来测量温度的。如图16丙所示是一种新型
温度计，从温度计上可知，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温度范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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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燃气热水器

设定温度

气量

水量

50℃
1.0m3/h

5.0L/min

即热式电热水器

额定功率

额定电压

额定频率

7000W

220V

50Hz

表一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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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实验名称】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实验器材】额定电压为2.5V的小灯泡（电阻约10Ω）、电压为6V的电源、电流表、电压表、滑
动变阻器（50Ω 0.5A）、开关、导线若干。
【实验步骤】
（1）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17甲中的

电路连接完整（要求：滑动变阻器
连入电路时阻值最大）；

（2）电路连接时开关应_______。小明
同学检查电路无误后，闭合开关，
发现灯泡不亮但电流表和电压表
均有较小的示数，接下来他应该
__________________；

（3）小明同学进行实验得到部分实验数据如下表，则小灯泡的额定功率为________W；当小
灯泡两端电压为1.5V时，小灯泡的亮度_______（选填“正常”、“较暗”或“较亮”）。

【拓展】好学的小明同学又向老师要了一个R0=20Ω的定值电阻，用来替换电路中的电流表。
替换后电路如图17乙所示，并设计下列方案测量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1）闭合开关，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使电压表示数等于小灯泡的额定电压；
（2）保持滑片位置不变，电压表所接的b接点不动，只断开a接点，改接到c接点上，测定值电

阻R0两端的电压U0；
（3）计算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仔细分析发现此方案无法测出小灯泡的额定功率，其原因是：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探究名称】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
【猜想与假设】
猜想一：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
猜想二：动力×支点到动力作用点的距离=阻力×支点到阻力作用点的距离
【设计实验与进行实验】
（1）如图18甲所示，应将杠杆两端的螺母向_______（选填“左”或“右”）调节，使杠杆在水平

位置平衡。
（2）如图18乙所示，小明同学挂上钩码并调节钩码的位置，使杠杆水平平衡，记录的数据如

下表。
（3）改变钩码的_______和钩码的位置重复上述实验两次，记录的数据如下表。

实验次数

1

2

3

电压U/V

2.5

1.5

3.0

电流 I/A

0.30

0.22

0.32

小灯泡亮度 电功率P/W

甲 乙 丙

O OA A BBO

图18

图17甲 乙

AA

V - +

L P
R

R0

S
ba c

VB

P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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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论证】
根据小明同学的数据可验证猜想_____（选填“一”、“二”或“一和二”）是正确的。而小

红同学则认为小明同学每组数据中的力臂恰好都等于支点到力的作用点的距离，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还应改变动力或阻力的______进行实验。

于是，小红同学协助小明同学按图18丙方式进行实验，获得表中后两组数据。综合分
析表中数据可验证猜想______是错误的。若要验证另一种猜想是否正确，必须添加的测量
工具是_________。

通过以上探究，小明同学真正理解了力臂是支点到____________的距离。
21.【探究名称】冰块熔化的快慢与哪些因素有关？

【猜想与假设】
猜想一：可能与隔热的材料有关；
猜想二：可能与隔热材料包裹的厚度有关。
为了探究猜想一，现备有器材：三只相同的塑料杯、报纸、羊毛布料、相同的冰块若干和
________。
【设计与进行实验】
（1）在三只相同的塑料杯中装入相同的冰块，分别标上A、B、C；
（2）如图19甲所示，用______的隔热材料将A杯和B杯包裹______的厚度（均选填“相同”或

“不同”），C杯不包裹，并开始计时；
（3）如图19乙所示，当C杯中冰块完全熔化后，再每隔5min小心地揭开一点隔热材料，观察

A杯、B杯中冰块是否已经完全熔化，记录A杯、B杯中冰块完全熔化的时间 t1、t2。

【分析与论证】若 t1≠t2，则冰块熔化的快慢与隔热的材料______。
【评估与交流】
（1）本实验是通过比较冰块完全熔化的_______来反映冰块熔化的快慢。
（2）炎热的夏天，冰棒更容易熔化。据此你认为冰块熔化的快慢还可能与_________有关。
【拓展】要比较冰块熔化的快慢，还可以在相同的时间里比较冰块熔化的多少。我们所学过
的物理量中，类似于这种表示“快慢”的物理量有______（写出一个）。

实验次数

小明

小红和小明

1

2

3

4

5

动力F1/N

1.0

1.5

1.0

0.8

1.4

OB间距离/cm

5

10

10

15

15

阻力F2/N

0.5

1.0

2.0

1.0

1.0

OA间距离/cm

10

15

5

10

10



江西省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物理试题卷
说明：1.全卷满分 80 分，考试时间为 85 分钟。

2.请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否则不给分。

一、填空题（共 16 分，每空 1分）

1.如图 1所示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司南，静止时它的长柄指向地理的___
方。在 11世纪，我国宋代学者____就发现了地理两极和地磁两极并不重合，这个发现比西

方早了 400多年。

【考点】磁场、司南

【解析】思南最早出现于我国战国时期，将勺放在水平光滑的“地盘”上，让其自由转动，

在地磁场作用下静止时，因勺柄为 S极，则勺柄受 N极的吸引，指向地理的南方，最早是

由沈括在其著作《梦溪笔谈》中论及磁偏角。

【答案】南；沈括

2.为了庆祝建党 100周年，学校在演播厅举办文艺汇报演出，小明同学在演播厅外一听就知

道是女生在演唱。这主要是根据声音的____（选填“音调”，“响度”，“音色”）来判断的，

听到的歌声是通过____传入人耳的。

【考点】声音的三要素、声音是如何传播的

【解析】音色是我们区分不同发声体的依据，声音的传播需要气体、液体、固体作为介质，

我们听到的歌声通过空气（气体）传入人耳。

【答案】音色；空气（气体）

3.厉害了，我的国！2020年我国开启了航天新征程，嫦娥五号成功登月并顺利取回了 1731g
月壤样品，样品的质量不会随它的形状、状态、温度和_____的改变而改变。如图 2所示，

返回舱穿越大气层时温度升高，这是通过____的方式使其内能增加而导致的。

【考点】质量、改变内能的方式

【解析】质量是物体的属性，与物体的形状、状态、温度、空间位置无关。

做功和热传递是改变内能的两种方式，返回舱穿越大气层过程中与空气摩擦，所以是通过做

功的方式改变内能。

【答案】空间位置；做功

4.利用图像可以描述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如图 3所示是“探究液体内部的压强与哪些因素有

关”的图像，由图像可知：同种液体内部的压强与深度成____液体密度ρ甲____ρ乙（选填

“＞”，“＜”或“＝”）。

【考点】液体压强大小的影响因素

【解析】液体压强大小与深度和液体密度有关。同种液体，深度越深，液体压强越大；深度

图 2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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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时，密度越大，液体压强越大，由图可知，深度相同时，甲液体产生的液体压强更大。

【答案】正比；＞

5.如图 4 所示是南昌海昏侯博物馆“刘充国印”的展台，透过上方镜能看到放大的印章，这

属于光的__________现象；通过下方镜能看到印章底部的字，这属于光的___________现象。

【考点】光的折射，光的反射。

【解析】上方镜是凸透镜，根据凸透镜成像规律可形成放大的像，这属于光的折射现象。

下方镜是平面镜，利用光的反射原理，人可通过下方镜观测到底部的字。

【答案】折射；反射

6.如图5所示的三孔插座应_________联接入家庭电路中，且最上面的孔应与_________相连。

【考点】家庭电路，安全用电。

【解析】三孔插座与其他用电器是并联接入家庭电路中。且其上方的孔应该与地线相连，确

保大型用电器的安全。

【答案】并；地线

图 5 图 6 图 7
7.如图 6 所示的滑轮组，在拉力 F 作用下物体 A以 0.1m/s 的速度匀速上升，则绳子自由端

移动的速度是_____________m/s；若以动滑轮为参照物，物体 A是____________的。

【考点】滑轮组计算，相对运动。

【解析】如图 6所示，动滑轮上绳子股数 n=2，此时 v 绳=2v 物=2×0.1m/s=0.2m/s；若以动滑

轮为参照物，物体 A与之一起运动，则 A相当于动滑轮静止。

【答案】0.2；静止

8.如图 7 所示，当开关 S、S1 闭合时，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向右移动，灯泡 L 的亮度

_________(选填“变亮”、“变暗”或“不变”）；当开关 S闭合，S1 断开时，滑动变阻器的滑

片 P向右移动，电压表 的示数______________（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考点】动态电路。

【解析】当开关 S、S1闭合时滑动变阻器与灯泡 L串联，当滑片 P向右移动时，电路中总

电阻变小则电路中电流变大，灯泡变亮。当开关 S闭合、S1断开时，此时滑动变阻器与灯

泡串联且划片 P无法改变接入电路中的阻值，此时电压表测的是灯泡与滑动变阻器滑片 P

右侧电阻的电压，当滑片向右移动时，电路中电流不变，电压表所测部分阻值变小，根据

U=IR，此时电压表示数变小。

【答案】变亮；变小

二、选择题（共 14 分，把你认为正确选项的代号填涂在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第 9-12 小

题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每小题 2分；第 13、14 小题为不定项选择，每小题有一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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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正确选项，每小题 3分；不定项选择正确但不全得 1分，不选、多选或错选得 0分）

9. “估测”是物理学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小明同学对自己的相关物理量的估测合理的是（）

A.正常体温约 39.2℃ B.每分钟脉搏跳动约 75次
C.收到的重力约 55kg D.站立时对地面的压强约 105Pa
【考点】常见物理量估测

【解析】人体的正常体温为 36.3℃-37.2℃，A选项中的体温值超过正常范围，A选项错误；

人体脉搏正常调动约为每分钟 60-100次，因此 B选项正确

重力的单位单位牛顿，受到的重力为 550N（g取 10N/kg）,因此 C选项错误

初中生的体重大约是 500N，双脚的面积大约是 500cm2=5×10-2m2；则人双脚站立时对地

面的压强大约是：p=10000Pa，因此 D选项错误

【答案】B

10.如图 8所示，是物理爱好者小明同学在实验室观察到的情景，则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小球在水平桌面上受到的摩擦力是滑动摩擦

B.小球从斜面滑下的过程中，动能转化为势能

C.小球在水平桌面上运动时,竖直方向上受到平衡力的作用。

D. 小球在水平桌面上做曲线运动，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考点】机械能，力的作用效果，平衡力

【解析】小球在水平面上滚动，因此所产生的摩擦为滚动摩擦，A选项错误；

小球从斜面上滚下的过程中，是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B选项错误；

小球在水平面上运动时，在竖直方向受到重力和支持力作用，这两个力符合平衡力的条件，

因此是一对平衡力，C选项正确；

小球在水平面上做曲线运动，说明力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D选项错误

【答案】C

11. 如图 9所示，是燃油汽车启动装置的电路简图，汽车启动时需将

钥匙插入仪表板上的钥匙孔并旋转，则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 旋转钥匙相当于闭合开关

B. 电磁铁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来工作的

C. 电磁铁通电后，电磁铁的上端为 S极

D. 电动机工作时将电能全部转化为机械能

【考点】电磁铁 电流磁效应

【解析】从图中可知，旋转钥匙相当于是闭合开关，A选项正确

电磁铁是利用电流的磁效应来工作的，不是电流的热效应，B选项错误

通过右手螺旋定则分析可以得到，通电后电磁铁的上端为 N极，C选项错误

电动机工作的时候，电动机内部会发热，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和内能，D选项错误

【答案】A

12. 小明同学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时，把蜡烛和凸透镜固定在如图 10 所示位置，移动光具

座上的光屏得到一清晰像（光屏未画出），则该凸透镜的焦距可能是（ ）

A.10cm B.20cm C.30cm D.40cm

【考点】凸透镜成像规律

【解析】凸透镜成像时，当物距大于一倍焦距时成实像，小于一倍焦距时成虚像。由图可知，

此时物距为 30cm，要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即此时要成实像，故 C、D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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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焦距 20cm，则此时物距在一倍焦距和两倍焦距之间，所成像在两倍焦距之外，但是图书

右边距离最大 40cm，不满足条件，故 B选项错误，答案选 A.
【答案】A

图 10 图 11

13. 如图 11 所示是小明同学参加校运会百米赛跑的情景。跑步过程中。下列选项中的力，他

时刻．．都要受到的有（ ）

A.自身的重力 B.地面的支持力 C.地面的摩擦力 D.大气的压力

【考点】 本题考查学生对于基础力学，重力，摩擦力以及压力压强的力学知识；难度较大

【解析】由题意可知：人的质量看做是不变的，所以重力不变，A选项正确；由于人在水平

地面奔跑的时候双脚有时候会同时离开地面，所以地面对人的支持力是变化的，因此 B和 C

选项错误；当地的大气压是恒定值，所以人受到大气压力也是不变的，因此 D是对的；

【答案】AD

14. 如图 12 所示是小明同学在生活和学习中观察到的现象，其对应的解释合理的是（ ）

甲.鸡蛋破裂 乙.水继续沸腾 丙.乘客向前倾 丁.指针反向偏转

A. 甲图，因为鸡蛋受到的压强比石头的大，所以鸡蛋破裂

B. 乙图，只要水的温度达到沸点，水就能继续沸腾

C. 丙图，急刹车时乘客向前倾时因为乘客具有惯性

D. 丁图，电流表指针反向偏转是因为通电导体在磁场中的受力方向与电流方向有关

【考点】本题考查了学生对于相互作用力的、物质汽化、牛顿第一定律以及电与磁的关系的

掌握；

【解析】鸡蛋碰石头，根据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鸡蛋和石头受到的力是大小相等的，受

力面积相同，所以压强相等，A错误；液体沸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液体温度达到沸点，

二是液体要持续吸热，所以 B错误；公交车紧急刹车时，人由于具有惯性，会继续往前运

动，向前倾倒，所以 C 正确；电流表的原理是通电线圈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运动方

向与电流方向有关，当接线柱接反了，电流表会形成反偏，因此 D正确。

【答案】CD

三、计算题（共 22 分，第 15、16 小题各 7分，第 17 小题 8 分）

15.地球气候变暖，冰川熔化加剧，是造成海平面变化的原因之一。小明同学根据所学知识，

通过比较冰川完全熔化成水后水的体积与冰川熔化前排开海水的体积，就能推断海平面的升

降。如图 13 所示，是冰川漂浮在海面上的情景。若冰川的质量为m冰，海水的密度为ρ海，

水的密度为ρ水，且ρ冰＜ρ水，用符号表示，求：

(1) 冰川熔化前受到的浮力；

(2) 冰川熔化前排开海水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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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冰川完全熔化成水后水的体积

(4) 推断海平面的升降，并说明理由

【考点】浮力与密度的计算

【解析】（1）因为冰块漂浮，F 浮=G 冰=m 冰 g；

（2）V 排=
F浮
ρ海.g

=
m冰g

ρ海.g
=
m冰

ρ海
；

（3）因为冰熔化成水质量不变，所以m 水=m 冰

V 水=
m水

ρ水
=
m冰

ρ水

（4）由第二三问可知：V 排=
m冰

ρ海
，V 水=

m冰

ρ水
；

因为ρ海> ρ水，所以 V 排< V 水，海平面会上升

【答案】（1）m 冰g

（2）
m冰

ρ海

（3）
m冰

ρ水

（4）海平面上升

16.小明同学在物理实验室发现一个电学元件，是由一个标有“2V 2W”的小灯泡和一个定值

电阻R0连接而成。小明同学将该元件接入如图 14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恒为 6V，闭合开

关，无论怎样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电流表的示数总在 0.2A～1A 的范围内变化（小灯

泡的电阻不随温度变化，且电路元件始终完好）。求：

(1) 小灯泡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和电阻；

(2) 定值电阻 R0与小灯泡的连接方式；

(3) 定值电阻 R0的阻值；

(4) 滑动变阻器 R的最大阻值。

【考点】欧姆定律计算，电阻的连接，总电阻的计算

【解析】（1）IL=
P
U
= 2 W
2V
=1A RL =

U
I
= 2 V
1A
=2Ω

（2）灯泡与电阻串联

（3）当滑动变阻器接入阻值为 O 时，电流最大 为 1A，

所以电学原件总电阻 R 总=
U
I
= 6 V
1A
=6Ω

R0=R 总 - RL=6Ω-2Ω=4Ω

（4）当电流最小为 0.2A 时，R 总=
U
I
= 6 V
0.2A

=30Ω R 滑=R 总 - RL- R0=30Ω-2Ω-4Ω=24Ω

【答案】（1）小灯泡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1A ，电阻 2Ω

（2）定值电阻与小灯泡串联

（3）定值电阻的阻值是 4Ω

（4）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为 24Ω

17.如表一所示是小红同学家的燃气热水器正常工作时显示的部分参数。已知水的初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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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 水=4.2×103J/（kg·℃）。求：

(1) 燃气热水器正常工作 10min流出的热水的质量；

(2) 燃气热水器正常工作 10min流出的热水所吸收的热量；

(3) 小红同学观察到学校用的是即热式电热水器，铭牌如表二所示。若要得到（2）中热水

所吸收的热量，即热式电热水器需正常工作 16min40s，则该即热式热水器的加热效率

为多少；

(4) 请写出使用电能的两个优点。

燃气热水器

设定温度 50℃
气量 1.0m3/h
水量 5.0L/min

表一 表二

【考点】比热容的计算，热效率计算，电功的计算；

【解析】（1）V=5.0L/min× 10min=50L=0.05m3，m=ρV=1×103kg/m3×0.05m3=50kg

（2）Q 吸=cm∆t= C 水=4.2×103J/（kg·℃）×50kg×（50℃-20℃）=6.3×106J
（3）t=16min40s=1000s，W 总=Pt=7000W×1000s=7×106J

η=
Q吸
W总

×100%= 6 . 3× 1 06J
7×106 J

=90%

（4）相比于使用其他能源，电能更环保、效率高

【答案】（1）50kg

（2）6.3×106J
（3）90%

（4）电能更环保、效率高（合理即可）

四、实验与探究题（共 28 分，每小题 7分）

18.亲爱的同学，请你根据自己掌握的实验操作技能，回答下列问题：.

(1) 如图 15 所示是一个测量 大小的仪表，它的分度值是 。

(2) 如图 16 甲所示，小红同学用自制的刻度尺（刻度准确）来测量大拇

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她的刻度尺存在的缺陷是 ，测得大

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是 。

(3) 用天平测量物体质量前，观察到水平桌面上的天平指针在

虚线范围内摆动（如图 16 乙所示），接下来的操作

是 。

(4) 实验室常用的温度计是利用 的性质来测量温度

的。如图 16 丙所示是一种新型温度计，从温度计上可知，人

体感觉比较舒适的温度范围是 。

【考点】测量与测量仪器的使用

【解析】（1）mA是毫安的符号，为电流单位；分度值为相邻刻度间所代表的物理量大小；

（2）测量工具上需要显示测量单位；读数时注意不是从零刻度线开始读，并且需要估读；

（3）观察天平，游码未归零，故先移动游码归零，根据指针偏转角度可知，左边托盘更

重，再向右调节平衡螺母；

（4）常用的实验室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的热胀冷缩原理制成的；测量范围根据图像可知。

【答案】（1）电流；0.5mA

（2）缺失单位；17.0cm（估读存在误差）

即热式电热水器

额定功率 7000W
额定电压 220V
额定功率 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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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动游码至左端归零，向右调节平衡螺母，直至天平水平平衡

（4）液体的热胀冷缩；18-24℃

19.【实验名称】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实验器材】额定电压为 2.5V 的小灯泡（电阻约 10Ω），电压为 6V的电源，电流表，

电压表，滑动变阻器（50Ω 0.5A），开关，导线若干。

【实验步骤】

（1）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 17 甲中的电路连接

完整（要求：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时阻值最大）；

（2）电路连接时开关应 ，小明同学检

查电路无误后，闭合开关，发现灯泡不亮但电流

表和电压表均有较小的示数，接下来他应

该 ；

（3）小明同学进行实验得到部分实验数据如下表，则小灯泡的额定功率为 W；

当小灯泡两端电压为 1.5V 时，小灯泡的亮度 （选填“正常”，“较暗”，“较亮”）；

实验次数 电压 U/V 电流 I/A 小灯泡亮度 电功率 P/W

1 2.5 0.30

2 1.5 0.22

3 3.0 0.32

【拓展】好学的小明同学又向老师要了一个 R0=20Ω的定值电阻用来替换电器中的电流

表，替换后电路如图 17 乙所示，并设计下列方案测量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1）闭合开关，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使电压表示数等于小灯泡的额定电压；

（2）保持滑片位置不变，电压表所接的 b接点不动，只断开 a接点，改接到 c接点上，

测定值电阻 R0两端的电压 U0；

（3）计算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仔细分析发现此方案无法测出小灯泡的额定功率，其原因是：

1 ；② 。

【考点】伏安法测量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解析】（1）连接串联电路，根据题目要求导线要从电流表右侧接线柱连至滑动变阻器 B

接线柱；

（2）连接电路时开关需要断开；电流表有示数电压表也有示数。说明滑动变阻器连入电

路的电阻阻值过大；

（3）额定功率从表格中找到小灯泡处于额定电压下的数据计算，2.5V×0.30A=0.75W；电

压小于额定电压时灯泡更暗；

（4）由于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电压表示数需要达到 2.5V，此时电流为 0.3A，此时定值电

阻两端电压为 6V，超过电源电压，所以电压表示数无法达到小灯泡的额定电压；电压表

直接连过去正负接线柱会接反。

【答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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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断开；将滑片 P向 B端移动；

（3）0.75；较暗

①电压表正负接线柱会接反 ②电压表示数无法达到小灯泡的额定电压

20. 【探究名称】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

【猜想与假设】

猜想一：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

猜想二：动力×支点到动力作用点的距离=阻力×阻力到阻力作用点的距离

【设计实验与进行实验】

(1) 如图 18 甲所示，应将杠杆两端的螺母向________（选填“左”或“右”）调节，是杠杆

在水平位置平衡。

(2) 如图 18 所示，小明同学挂上钩码并调节钩码的位置，使杠杆水平平衡，记录的数据如

下表。

(3) 改变钩码的________和钩码的位置重复上述实验两次，记录的数据如下表。

实验次数 动力F1/N OB 间距离/cm 阻力F2/N OA 间距离/cm

小明

1 1.0 5 0.5 10

2 1.5 10 1.0 15

3 1.0 10 2.0 5

小红和小明
4 0.8 15 1.0 10

5 1.4 15 1.0 10

【分析与论证】

根据小明同学的数据可验证猜想________(选填“一”，“二”或“一和二”)是正确的，

而小红同学则认为小明同学每组数据中的力臂恰好都等于支点到力的作用点的距离，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还可以改变动力或阻力的________进行实验。

于是，小红同学协助小明同学按图 18 丙方式进行实验，获得表中后两组数据。综合分

析表中数据可验证猜想________是错误的。若要验证另一种猜想是否正确，必须添加的测量

工具是________。

通过以上探究，小明同学真正理解了力臂是支点到________的距离。

【考点】杠杆的平衡条件；杠杆五要素的理解

【解析】

【设计实验与进行实验】（1）甲图中杠杆左边高右边低，杠杆的重心偏右，应将平衡螺母向

左调节使杠杆的重心移到中间位置；

（3）为使实验结论更具有普遍性，应多次实验，所以要改变力和力臂的大小，可以通过改

变钩码个数改变动力和阻力的大小。

【分析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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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数据可以证明一二两种猜想都是正确的；小明实验中当动力和阻力都与力臂垂直时，

力臂的大小恰好等于支点到力的作用点的距离，为避免偶然性可通过改变力的方向使得力臂

不等于支点到力的作用点的距离，以此验证猜想二是否正确；通过小红和小明的实验数据可

以验证猜想二是错误的；若想验证猜想一是否仍正确，需要刻度尺测出正确力臂；通过上述

验证可知力臂时支点到力的作用线的距离。

【答案】

【设计实验与进行实验】（1）左 ；（3）个数；

【分析与论证】一和二；方向；二；刻度尺；力的作用线

21.【探究名称】冰块熔化的快慢与哪些因素有关？

【猜想与假设】

猜想一：可能与隔热的材料有关；

猜想二：可能与隔热材料包裹的厚度有关；

为了探究猜想一，现备有器材：三只相同的塑料杯，报纸，羊毛布料，相同的冰块若干

和 。

【设计与进行实验】

（1）在三只相同的塑料杯中装入相同的冰块，分别标上 A，B，C；

（2）如图 19 甲所示，用 的隔热材料将 A杯和 B杯包裹 的厚度（均

选填“相同”或“不相同”），C杯不包裹，并开始计时；

（3）如图 19 乙所示，当 C 杯中冰块完全熔化后，再每隔 5min 小心地揭开一点隔热材

料，观察 A杯，B杯中冰块是否已经完全熔化，记录 A杯，B杯中冰块冰块完全熔化的

时间 t1,t2;

【分析与论证】若 t1不等于 t2，则冰块熔化的快慢与隔热的材料 。

【评估与交流】

（1）本实验是通过比较冰块熔化的 来反映冰块熔化的快慢。

（2）炎热的夏天，冰棒更容易熔化，据此你认为冰块熔化的快慢还可能与 有关。

【拓展】要比较冰块熔化的快慢，还可以在相同的时间里比较冰块熔化的多少。我们所学

过的物理量中，类似于这种表示“快慢”的物理量有 （写出一个）。

【考点】科学探究方法、实验方法

【解析】（1）根据题意需要记录冰块完全熔化的时间，所以需要停表或秒表

（2）根据控制变量法，物体材料不同，所以需要控制厚度相同。

（3）因为熔化时间不同，所以与隔热材料有关

（4）夏天温度更高，更容易熔化，所以熔化快慢还与环境温度有关

（5）表示快慢的类似物理量有速度、功率等。

【答案】秒表（停表、钟表）；不同；相同；有关；时间；环境温度；速度（答案合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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