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Ⅰ卷 选择题 （共 30 分）
一、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请选出并在答题卡上将

该项涂黑。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1． 手机已经成为一种普及的电子产品，手机电池的电压约为

A． 1.5 V %%%%%%%%%%%%%%%%%%%%%%%%%%%%%%%%%%%%B． 3.7 V

C． 110 V %%%%%%%%%%%%%%%%%%%%%%%%%%%%%%D． 220 V

2． 如图所示，先后将不同材料接在电路的 A、B 两点间，闭合开关，能使小灯泡发光的是

A． 干木条 %%%%%%%%%%%%%%%%%%%%%%%%%%%%%%%%%%%%

B． 铜丝

C． 塑料棒 %%%%%%%%%%%%%%%%%%%%%%%%%%%%%%

D． 陶瓷棒

3． 如图所示，某同学在科技馆内用手触摸静电球时，头发丝一根根竖起并散开，由该现象

可推断出竖起的头发丝所带的电荷一定是

A． 正电荷 %%%%%%%%%%%%%%%%%%%%%%%%%%%%%%%%%%%%B． 负电荷

C． 异种电荷 %%%%%%%%%%%%%%%%%%%%%%%%%%%%%%D． 同种电荷

4． 小明利用一红一绿两个发光二极管（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制作了一个神奇的装置：

当电流从该装置一端流入时发红光，从另一端流入时发绿光。下列各选项中，符合该装

置内部结构的图可能是

A B C D

红 绿 红 绿

红

绿

红

绿

5． 国庆假期，小云为妈妈精心准备了一桌美食。下列对于烹饪食物过程中所包含的物理

知识认识正确的是

A． 锅一般都是用铁制造的，主要是利用了铁的比热容较大的性质 %

B. 炒菜时，主要是通过做功的方式增加菜的内能

C． 用高压锅炖煮过程中，蒸气推开限压阀的过程与内燃机的做功冲程原理相似

D． 拌菜时，通过搅拌才能更好入味，说明分子没有做无规则运动

6．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逐渐走进普通家庭，混合动力汽车搭载了传统的内燃机、高效的电

动机、发电机和蓄电池组。在行驶过程中，动力可以由内燃机提供（同时可为蓄电池充

电），也可以由蓄电池和电动机提供。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工作效率可以达到 100%

B. 电动机工作时实现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C. 蓄电池组充电时实现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D． 充电时，蓄电池相当于电源

7． 小磊在做“用滑动变阻器改变电流”的实验时，连接了如图所示电路，将滑片移到最大

阻值处，闭合开关 S，发现灯泡不亮。对于接下来的操作，下列步骤中最合理的是

A． 断开开关 S，更换灯泡重新实验

B. 断开开关 S，增加电池的节数重新实验

C. 断开开关 S，拆掉导线重新连接电路

D. 观察电流表的示数是否为零，判断电路是否断路

8． 利用如图所示甲、乙装置（燃烧皿内燃料和烧杯内液体未画出），既可以比较不同液体

的比热容，又可以比较不同燃料的热值。要求仅根据温度计示数的变化完成实验，则两

个实验都需要控制相同的

A． 液体质量

B. 燃料种类

C. 液体种类

D. 加热时间

9．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当开关 S1、S2 闭合时，电流表 A1 的示数为 0.5 A，电流表 A2 的示数

为 0.2 A。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S1 闭合，S2 断开时，电流表 A1、A2 示数相等

B. S1、S2 均闭合时，电流表 A2 测量的是干路中的电流

C. S1、S2 均闭合时，通过电阻 R1 的电流为 0.5 A

D. S1、S2 均闭合时，电流表 A1 测量的是通过 R2 的电流

S1

S2A1

A2

R1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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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某实验小组连接了如图所示的电路，电源电压为 3 V 恒定不变。连接好电路，闭合开关

后两灯都不亮，他们用电压表先后测得 Uab=Ubc=0，Ucd=3 V。则故障原因可能是

A． 灯 L1 发生了断路

B. 灯 L2 发生了断路

C. 开关 S 发生了断路

D. 灯 L2 发生了短路

第Ⅱ卷 非选择题 （共 50 分）
二、实验探究（本大题共 5 个小题，11 小题 4 分，12 小题 3 分，13 小题 8 分，14 小题 6 分，

15 小题 4 分，共 25 分）

11． 小梦学习小组的同学，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测量菜籽油的热值。

（1）观察实验装置可知，该实验是通过分析 间接反映

燃料燃烧放出热量的多少。

（2）加热前菜籽油的质量为 m1，烧杯中水的质量为 m0，水的初

温为 t0；加热一段时间后，菜籽油的质量变为 m2，水的温度变为

t，水的比热容用 c 表示，根据 q= cm0(t-t0)
m1-m2

算出的菜籽油热值会比真实值 （选

填“偏大”或“偏小”），原因是 （写出一条即可）。

（3）有一种“涡轮增压”（T 型）轿车，通过给发动机提供更足量的空气使汽油更充分地

燃烧，比普通轿车更节能，排气更清洁。同样的汽油加在 T 型轿车内与加在普通轿车

内相比，其热值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12. 在“探究串联电路的电流特点”的实验中，小虹同学选用两个不同的小灯泡组成了如

图甲所示的串联电路，然后将一个电流表分别接在 a、b、c 三处去测量电流。

甲 乙

a c

b

S

L1 L2

（1）她先把电流表接在 a 处，闭合开关后，发现两灯的亮度不稳定，电流表的指针也来

回摆动。故障的原因可能是 。

A. 某段导线断开 %B. 某接线柱处接触不良

C. 某灯泡被短路 %D. 电流表被烧坏

（2）她排除故障后，重新闭合开关，电流表的指针指示位置如图乙所示，则所测的电流

值为 A。

（3）她分别测量了 a、b、c 三处的电流，又改变灯泡的规格进行了多次实验。在分析实

验数据时，她发现某一次实验的三处测量值有差异，其测量数据如下表。下列对其差

异分析正确的是 。

Ia（A）

0.16

Ib（A） Ic（A）

0.15 0.14

A. 可能是因为测量误差造成的

B. 可能是因为串联电路中各处的电流本来就不相等

C. 可能是因为没有对电流表调零造成的

D. 可能是因为电流从电源正极流向负极的过程中,电流越来越小

13．“追梦”学习小组的同学为了探究“串联电路的电压规律”，设计了如图甲所示的电路。

（1）根据电路图，请你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在图乙中连接对应的实物图。要求：电压表

测 L1 两端的电压。

L1
L2

S

甲 乙

A

B

C

L1 L2

S

（2）连接好电路，闭合开关，发现电压表示数为零，则小灯泡的故障可能是 。

（3）在实验中，小组同学用一个电压表分别测出 AB、BC 和 AC 两端的电压为 UAB=1 V，

UBC=2 V，UAC=3 V，在表格中记录数据后，为使实验结论更具普遍性，同学们讨论了以

下四种方案：

方案 1：对换 L1 和 L2 的位置，再测出一组电压值；

方案 2：多次断开、闭合开关，分别测出 AB、BC 和 AC 两端的电压；

方案 3：改变电源电压，再测出几组电压值；

方案 4：换用不同规格的小灯泡，再测出几组电压值。

你认为方案设计可行的是 和 。

（4）实验中的部分实验数据记录在下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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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次数 AB 间的电压 UAB（V） BC 间的电压 UBC（V） AC 间的电压 UAC（V）

1 1 2 3

2 1.2 1.8 3

3 1.4 1.6 3

分析表格中的实验数据，请你写出串联电路的电压规律 （用字母表示）。

（5）小伟先用电压表测出小灯泡 L1 两端的电压，接下来在测量 L2 两端的电压时，只将

电压表接 A 的一端改接在 C 点，你认为小伟的接法是 （选填“可行”或“不可

行”）的，支持你的观点的依据是 。

14． 物理小组探究导电液体的导电性与接入电路中液体横截面积大小的关系。他们用长

方体水槽、浓度一定的食盐水、电池组、滑动变阻器、

电压表及电流表等器材进行了探究。实验电路连接如

图甲所示，将电极 M、N 分别固定在水槽左右两侧底

部的中央。

（1）实验中，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的滑片来保持电极

M、N 间的电压恒为 3 V。控制其他条件不变，通过向

水槽中添加食盐水，从而达到改变食盐水的

的目的，用电流表测出相应的电流值。食盐水导电性的强弱可以由 来判断。

（2）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依据表格中的数据在图乙中描点，画出电流 I 随横截面积 S

变化的 I－S 图象。分析表格中的数据或图象，可得到初步结论：其他条件不变，横截面

积增大时，食盐水的导电性 。

实验次数 横截面积 S/cm2 电流 I/A

1 50 0.02

2 100 0.04

3 150 0.07

4 200 0.08

5 250 0.11

6 300 0.13

7 350 0.14

8 400 0.14

0 450 0.14

I/×10-2 A

S/×102 cm20 1 2 3 4 5 6

20

16

4

8

12

乙

（3）为验证实验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可采取的做法是 。

15． 在一次电学实验中，小明同学拿来一节新的电池准备替换旧的，但不小心将两节电池

混放在一起。两节电池外观完全相同，请你帮他设计一个实验将两节电池区分开。

（1）实验器材： 。

（2）实验过程： 。

（3）实验现象及结论： 。

三、综合应用（本大题共 8 个小题，16、17 小题各 2 分，18 小题 3 分，19 小题 4 分，20 小题

2 分，21、22、23 小题各 4 分，共 25 分）

16． 物理学家的每次重大发现，都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为了纪念物理学家的杰

出贡献，常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物理量的单位。如：以 命名电压的单位，以安培

命名 的单位。

17. 如图所示，酸甜多汁的水果提供的电力足以点亮一排发光二极

管。在此电路中，水果扮演的角色是 ，它为发光二极管

提供了 ，使自由电荷在电路中定向运动起来。

18． 小磊在做“探究某固体熔化时温度变化规律”的实验时，根据记录的数据，得到了该物

体熔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如图甲所示，则该物体熔化后其比热容 （选

填“变大”“变小”或“不变”），在第 30 min 时的内能 （选填“大于”“小于”或

“等于”）第 35 min 时的内能。接下来他又用质量为 m1 的海波做实验，绘制的海波熔

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线如图乙中的 a，然后他又用质量为 m2（m2＞m1）的海波继续

做实验，得到的图线可能是图乙中的 （选填“b”“c”或“d”）。

时间/min

温度/℃

48 a
d

b
c

甲 乙

温度/℃

时间/min0 10 28 38

100

8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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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热阻

当物体或物体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温度差时，就会发生热传递。传导是热传递的

一种方式，物体对热量的传导有阻碍作用，称为热阻，用 R 表示。物体的热阻与物体在

热传导方向上的长度 l 成正比、与横截面积 S 成反比，还与物体的材料有关，其关系

式为 R= l
λS ，式中 λ 称为材料的导热系数，不同材料的导热系数一般不同。房屋的墙

壁为了保温，往往使用导热系数较小的材料。如果墙壁一侧是高温环境，温度始终为

t1；另一侧是低温环境，温度始终为 t2，则墙壁中会形成稳定的热量流动，单位时间内

从高温环境传导到低温环境的热量 Q 与墙壁两侧的温度差成正比，与墙壁的热阻成

反比，其关系式为 Q= ΔtR 。

（1）热量传导过程和电流相似，温度差相当于电路中的 。

A. 电流 B. 电压 C. 电阻

（2）铜汤勺放在热汤中，把手很快就会烫手，而塑料把手的汤勺不会烫手。由此可知，

铜和塑料的导热系数大小关系：λ 铜 （选填“>”“<”或“=”）λ 塑料。

（3）如图所示，热量在墙壁中传导，虚线标出的墙壁正中间处的

温度是 。若在传导方向上的长度为 l，横截面积为 S，

导热系数为 λ，则单位时间内从高温环境传导到低温环境的热

量 Q= 。

20. 小磊家用的电热吹风机，有吹热风和吹冷风两项功能。请你结合自己所学的电学知识

推测出电热吹风机内部的电路情况，画出其电路图。

21. 在干燥的天气里，人们走路时衣服表面容易吸附灰尘。请你解释其中的道理。

温馨提示：22、23 小题的解题过程要有必要的文字说明、计算公式和演算步骤，只写最

后结果不得分。

22． 如图所示，当闭合开关时，两灯泡均发光，电压表 V1、V2 的示数分别为 6 V、3 V，电流

表 A 的示数为 2.5 A，请你解答:

（1）灯泡 L1 和 L2 连接方式是 联。

（2）通过灯泡 L2 的电流。

（3）灯泡 L2 两端的电压和电源两端的电压。

23. 我们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垃圾，如何合理分类和利用垃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

题。现在，人们处理生活垃圾的一种方法是集中填埋，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垃圾中的可

燃物质进行燃烧发电，1 t 垃圾中能提炼出 140 kg 燃料油。问：【燃料油的热值 q＝4.5×

107 J/kg，水的比热容 c 水＝4.2×103 J/（kg·℃）】

（1）1 t 垃圾中提炼出的燃料油完全燃烧释放出的热量是多少焦？

（2）这些热量可以使质量为 30 t 的水温度升高多少摄氏度（不计热量损失）？

（3）请你简述兴建垃圾发电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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