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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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材料及其应用

 1.认识纳米材料的高科技应用.
2.明确“绿色”能源的含义.
3.认识记忆合金的特性.

 开心预习梳理,轻松搞定基础。

1.“采用最新技术制成的纳米机器人小得像跳蚤一样”,这里提到的“纳米”是    的

单位,1nm=10-9m,一张纸的厚度大约只有0.1mm,合    nm.
2.人们发现,将某些物质的尺度加工到1nm~100nm,它们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能与较大

尺度时相比,发生了异常的变化,这就称为    .

 重难疑点,一网打尽。

3.经过纳米方法处理的领带具有很强的    性能,不沾水也不沾油.用纳米陶瓷粉制

成的陶瓷具有一定的    性,不易碎;锂离子电池的主要特点是    等,被广

泛应用于    、    等设备上.硅光电池能够把    直接转换成

    ,并且完全不会    .
4.科普展览会上有一种神奇的金属花,它的花瓣是用一种特殊的金

属片———形状记忆合金制成的如图.它具有记忆能力,制作时先将

记忆合金制成的花瓣制成开放状态,然后在低温下将花瓣闭合.当
灯光一照它会    ,如    图(填“左”或“右”),当关上灯

它又会    ,如    图(填“左”或“右”).
5.医生呼吁公共场所的设施如把手、座椅、电话等表面使用纳米材

料,是因为纳米材料具有    的功能.
6.“绿色能源”中的“绿色”是指    .“绿色”能源有:    .

 源于教材,宽于教材,举一反三显身手。

7.下列各种能源中,属于“绿色能源”的是(  ).
A.太阳能 B.煤炭 C.石油 D.天然气

8.航天飞机的伞型天线,为方便发射把它压扁附在船体上,飞船升空后受阳光的辐射而升

温,于是天线重新支起,可见天线是用    制成的.
9.纳米材料的出现对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的提高具有很大推进作用.“纳米”实际上是一个

长度单位,1nm=10-9m,那么3nm可能是下列哪个物体的长度(  ).
A.篮球场的长度 B.物理课本的长度

C.一根头发丝的长度 D.某分子的直径

10.纳米材料所特有的性能及应用是(  ).
①大大提高材料的强度和硬度;②降低烧结温度;③提高材料的磁性;④能制作高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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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的量子磁盘;⑤纳米机器人“医生”能进入人体杀死癌细胞

A.只有① B.只有①② C.只有①②③⑤ D.①②③④⑤都是

11.下列关于几种电池的特点叙述正确的是(  ).
A.干电池具有轻便的优点,也能反复使用

B.铅蓄电池能反复使用,但太笨重

C.锂电池体积小、质量轻,但不能反复使用

D.硅光电池能够把太阳能直接转换成电能,但会造成污染

12.如图所示物体中,利用材料的延展性制成的是(  ).

A.冰雕 B.铁器 C.玻璃镜 D.陶瓷饰品

13.(多选)下列关于记忆合金说法正确的是(  ).
A.发生火灾时用记忆合金制成的弹簧发生形变,启动报警装置,达到报警目的

B.记忆合金在临床医疗领域内有着广泛的应用

C.中国科技馆有一台魔力水车,它的叶轮是由记忆合金制成的,水车不需要外力就可

以转动

D.不久的将来,汽车的外壳也可以用记忆合金制作,如果不小心碰瘪了,只要用电吹

风加温就可恢复原状,既省钱又省力

 瞧,中考曾经这么考!

14.(2011·陕西)纳米是长度单位,1nm=    m.图示为世界上最小的

发电机———纳米发电机.纳米发电机主要依靠氧化锌等晶体材料在机械压力作用下产

生电压,实现将机械能能转化为电能,为纳米器件提供电力.
15.(2011·江苏扬州)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位研究石墨烯材料的教授.石墨烯是一

种神奇的物质,是人类至今发现的厚度最薄、强度最高的材料.针对这一发现同学们提

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你认为较有价值且可探究的问题是(  ).
A.“石墨烯为什么很薄?”

B.“如何提取石墨烯这种物质?”

C.“石墨烯在生活中有什么用处?”

D.“石墨烯的强度与石墨烯的厚度、面积有什么关系?”

16.(2011·江苏淮安)纳米材料是由纳米颗粒经过特殊制备得到的.室温下外形相同的纳米铜

比普通铜可多拉长50倍而不断裂的事实,表明纳米铜具有较好的(  ).
A.导电性 B.导热性 C.延展性 D.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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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0-15 1.7×10-13

(4)0.6 6×102

8.B 9.D
10.乙 60.0 偏大

11.0.8 8×10-4

12.B 13.A B 14.D
15.(1)测量出1步的长度l1,数出从教学楼到校门口

一共需要走的步数n,则n·l1 即为教学楼到校门

口的距离.
(2)从校门口推行自行车到校门口,数出前轮所绕

圈数n,测量出自行车前车轮的直径D,计算出车

轮周长C=πD,则nπD 即教学楼到校门口的距

离.
16.偏小 17.D 18.C
19.(1)cm (2)mm (3)μm
20.1mm
21.B 22.C 23.A 24.D 25.D 26.D
27.A、B、C
28.(1)用刻度尺和三角板测出瓶底直径D;在啤酒瓶

内倒入适量水,塞紧塞子,用刻度测出啤酒瓶正放

时水柱长度h1;将瓶子倒置,用刻度尺测出瓶内空

气柱的长度h2;

(2)则瓶子的容积V=πD
2

4
(h1+h2)

29.B 30.3.40 31.1.25~1.27
二 物体的质量及其测量

1.物体含有物质的多少 千克(kg) 形状 状态 
所处空间位置的变化

2.质量 托盘天平 物理天平 台秤 杆秤 磅秤

3.(1)水平 标尺左端的零刻度线

(2)平衡螺母 分度盘中线

(3)左 横梁平衡 砝码质量 游码所对应的读数

4.1.2×103 300 4.5×10-4

5.(1)横梁 分度盘 指针 平衡螺母 游码 标尺

(2)根据指针在分度盘的位置判定横梁是否平衡 
平衡螺母在称量前调节横梁平衡 游码在称量时

精确调节横梁平衡,往右移动相当于在右盘中加砝

码,往左移动相当于在右盘中减砝码

(3)左 右

6.C 7.A 8.C
9.量程 镊子 避免手上汗液腐蚀金属 托盘 

烧杯

10.3×10-3 11.12.5g
12.(1)将被测物体放在右盘而砝码放在左盘 用手

拿砝码 (2)52.4

13.A、B 14.C
15.水平工作台上 将游码调到标尺左端的零刻度线

上再调节平衡螺母使天平平衡 在左盘里放上最

小的砝码然后调节游码使游码在标尺上的位置与

游码质量相同

16.C 17.C
18.(1)B 使指针对准分度盘中央红线

(2)C 物体放在左盘

19.(1)向右移动游码

(2)3.4
(3)34

20.1.5 4 21.不能 31趟

22.B
23.0(或“零”) 大于 用镊子取出5g砝码放回砝码

盒,再移动游码

三 学生实验:探究———物质的密度

1.不同 不同

2.质量 ρ ρ=
m
V  kg

/m3

3.0.4×103kg/m2 体积为1m3 的木块质量是0.4
×103kg 0.4×103kg/m3

4.650
5.(1)1.0 (2)1.36×104

6.C 7.铜 铝 铝 铜

8.D 9.D 10.B
11.72 72 12.C 13.B 14.丙

15.体积 密度

16.D
17.倒出的污水质量m1-m2(g) 倒出的污水的体积

V(cm3)

18.A 19.B
20.20 2.4×103 不规范:(1)测量过程中不能调节

螺母 (2)砝码不能随意摆放

21.(1)50cm3 (2)917g
22.0.45 23.B
24.(1)如图所示 (2)大 (3)否 (4)④

四 新材料及其应用

1.长度 105 2.纳米材料

3.自洁 韧 体积小,质量轻,可多次充电,对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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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移动电话 小型摄像机 太阳能 电能

造成污染

4.开放 左 闭合 右

5.抑制细菌产生

6.对环境污染小 风能、水能等

7.A 8.记忆合金

9.D 10.D 11.B 12.B 13.A、B、C、D
14.10-9 15.D 16.C

复 习 课

刻度尺 量筒 量杯 物质 g 天平 ρ=
m
V kg

/m3

天平 刻度尺 天平 量筒 质量 体积 物质 纳米

记忆

1.m 63.5 g 2.D 3.铝 冰

4.C 5.A 6.A 7.D
8.(1)同种物质,质量与体积的比值是一个定值

(2)1与4(2与5,3与6)
(3)同种物质,质量与体积的比值相同;不同种物

质,质量与体积比值不同

9.0.02 54
10.用棉线绕瓶子一周,测得瓶子的周长l,得其底面

积S=l2
4π
,测得水深度h1,瓶内水的体积V水 =

Sh1;盖上瓶盖后倒置于桌面,测出瓶内空气柱的

高度(空心处)h2,其体积为V空=Sh2.由于水的

体积加上瓶中空心的体积等于瓶子容积,即V=

V水+V空=l2
4π
(h1+h2).

11.将两卷铜丝分别排绕在两支相同的铅笔上,且使

两 铅 笔 上 线 圈 长 度 相 等,分 别 数 出 细 铜 丝

ϕ0.3mm绕的匝数为n1,另一卷铜丝在铅笔上匝

数为n2,用d1 表示ϕ0.3mm的直径,用d2 表示

待测细铜丝的直径,则有d2=n1
n2d1.

12.(1)BADCE (2)50 1.1

走进中考前沿

1.B 2.调零螺丝 2.2
3.体积为1cm3 的铜,质量为8.9g 53.4g 0.06cm
4.成正比(或比值一定) A
5.C 6.C 7.A
8.由大到小 移动游码

9.B

10.量筒(弹簧测力计) m=ρV(m=
G
g
)

11.(1)水平 零刻度线

(2)106.6
(3)30 (4)1.11

12.(1)右 (2)54 (3)铝

第二章达标测试卷

1.7.85mm 7.7 7700
2.1mm 29.0 2.90
3.2.5×10-4 0.3 不变

4.减小 减小

5.125 汽油 6.54∶25 25∶54
7.小 8.(1)200 (2)120
9.B 10.A、B、D 11.B 12.C 13.C 14.C 
15.C 16.B 17.D
18.(1)70

(2)2.5×103 偏小 (3)C

19.m2-m1 m1-m2

V
(1)“方案一不足之处”:第(3)步中,烧杯中的食用

油倒入量筒时,会有一部分油倒不干净,测量出的

食用油体积偏小,会加大实验误差

“方案二不足之处”:第(1)步中,调节平衡螺母前,
没有将游码调至零刻线处

(2)一 第(4)步前加一步,测烧杯及没有倒完的

食用油的总质量(或二 第(1)步中天平置于水平

台后,将游码先调至零刻线位置,再调节平衡 螺

母,使横梁平衡)

20.方法一:用同一密度较小的木块分别放在这两杯

食盐水中,看木块进入食盐水的体积的多少即可,
浸入体积较少的盐水密度大,浓度高.
方法二:利用托盘天平和量筒等仪器测得盐水的

密度,密度大的浓度也大.
方法三:各取质量相等的盐水一份,然后加热至完

全将水蒸发掉,得到盐的质量越大,原来的盐水的

浓度就越高

21.空心 10cm3

22.m-m瓶

ρ水
=m金

ρ金
+m′-m瓶

ρ水
,解 得:ρ金 =8.9×

103kg/m3

第三章 物质的简单运动

一 运动与静止

1.位置的 运动 不存在的 运动 静止 不同 
相对性

2.路旁的树木 车窗 西

3.经过的路线是直线的运动 经过的路线是曲线的

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