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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 

九年级物理学情检测试卷 

   (总分：100分  考试时间：90分钟)  

  第一部分  选择题(共 24 分) 

一、 选择题（本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4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个．选项正确） 

1.  如图所示的器具，属于省力杠杆的是（ ▲ ） 

2．一位中学生用 15s 从一楼走到三楼,他上楼时的功率可能是（ ▲ ）. 

A.几瓦                  B.几十瓦 

C.几百瓦                D.几千瓦 

3．中国选手张湘祥在奥运会上获得男子举重 62kg级冠军，挺举成绩是 176kg，图为他比赛

时的照片。他在挺举过程中对杠铃做的功最接近（ ▲ ）        

A．600J           B．1200J          C．1800J        D．3400J      

4.如图所示，是开瓶扳手开启瓶盖时的示意图，要将瓶盖打开，则在 A处所用力的方向合理

的是（ ▲ ） 

A.竖直向下        B．水平向左       C.水平向右        D．竖直向上 

   

 

 

 

 

 

 

5. 关于温度、热量和内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物体内能增加时，温度一定升高 

B．物体温度不变时，物体的内能就一定不变 

C．物体的温度越高，所含热量越多   

A． 镊子            B．独轮车          C．托盘天平           D． 筷子 

第 1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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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内能小的物体也可能将热量传给内能大的物体 

6.关于做功和功率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有力作用在物体上，力—定对物体做功         

B．力对物体做功越多，功率就越大 

C．在光滑水平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没有力做功 

D．物体受到的作用力越大，力对物体做功就越多 

7．一小孩从公园中的滑梯上匀速滑下，对于其动能、势能、机械能的变化情况，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是 （ ▲ ） 

A．重力势能减小，动能不变，机械能减少   B．重力势能减小，动能增加，机械能不变 

C．重力势能减小，动能不变，机械能不变   D．重力势能减小，动能增加，机械能减少 

8．小明竖直向上抛出一个小球．从球离开手到最后落在地面的过程中，则动能 EK随时间 

t的变化关系（不计空气阻力），最接近下图中的哪一个？（ ▲ ） 

 

 

 

 

 

A              B             C              D 

9．如图所示，用甲、乙两个相同的滑轮将同样的钩码(滑轮重小于钩码重)，在相同时间内缓

慢提升相同的高度，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F1与 F2大小相等                   B．甲的机械效率比乙低  

C．F1 做功的功率比 F2做功的功率小    D．甲中绳自由端移动的速度比乙大 

10．如图所示．OAB 是杠杆，OA 与 BA 垂直，在 OA 的中点挂一个 10N 的重物，加在 B 点的动

力使 OA在水平位置保持静止（杠杆重力及摩擦均不计），则  （ ▲ ） 

A．该杠杆一定是省力杠杆    

B．作用在 B点的最小动力等于 5N  

C．该杠杆一定是费力杠杆    

D．作用在 B点的最小动力小于 5N 

 

 

 

 

 

 

11．如图所示的三种场景中，拉力 F1、F2、F3大小相等，在拉力的作用下物体移动的距离也

相等。若拉力所做的功分别记为 W1、W2、W3，下列关于它们大小关系的判断中正确的是 

（ ▲ ） 

A．W1=W2=W3   B．W1＜W2＜W3    C．W2＜W1＜W3     D．W1=W2＜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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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有一种叫”蹦极”的游戏，游戏者将一根有弹性的绳子一端系在身上，另一端固定在高处，

从高处跳下．如图所示，图中 a 点是弹性绳自然下垂时的位置，c 点是游戏者所到达的最

低点．在游戏者由跳台至最低点 c 的过程中，空气阻力不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整个过程中游戏者在 a点的动能最大 

B．整个过程中游戏者重力势能的减小量等于他的动能增加量 

C．游戏者在 c点时受平衡力作用 

D．从 a点下落到 C点的过程中，游戏者的动能先增大后减小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76 分）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28分） 

13.杠杆的应用非常厂泛，如图所示的甲、乙两种剪刀，正常使用时  ▲   属于省力杠杆；

工程车上的起重臂就是一个  ▲   杠杆，在匀速提升重物的过程中，伸缩臂施加的支持

力逐渐   ▲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14.如图所示为家庭电路常用的两种墙壁开关，其按钮可绕面板内某轴转动．根据你的生活经

验，你认为  ▲   较易损坏，这是因为按动这种开关的  ▲   较小，按动需要的力较大。 

15.如图所示是玩弹弓的情景．若橡皮筋被拉的长度相同，而用的“子弹”不同，则质量大的

“子弹”射出的距离较 ▲ （选填“大”或“小”），原因是质量大的“子弹 ”射出时 ▲   小。 

16.如图所示滚摆从位置 1 静止释放，下降经过位置 2，继续下降，再上升到达最高点 3，这

三个位置:滚摆重力势能最大的是  ▲  、动 能为零的是  ▲   、机械能最大的是   

▲  。（填写位置序号） 

17．如图所示，在一个罐子的盖和底各开两个小洞，将小铁块用细绳绑在橡皮筋的中部穿入

罐中，橡皮筋两端穿过小洞用竹签固定，做好后将它从不太陡的斜面滚下，观察到罐子在

斜面和水平面上来回滚动，直至停下来。当罐子在水平面上继续滚出去时，罐子的 ▲   

能转化为橡皮筋的 ▲ 能；罐子不能滚回原来滚出点的位置，主要原因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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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图是小球在地面弹跳的频闪照片，A、B两点高度相同且距地面 30cm，分析照片可知，

小球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机械能逐渐  ▲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你这

样判断的依据是   ▲    ,小球在 A点的动能 ▲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

B点的动能；若小球的质量为 100g，  它从 A点落到地面，重力做功  ▲   J。（g=10N/kg） 

19.生活中，我们常用水来加热或散热，例如：冬天常用热水袋取暖，这是通过__▲ 的方式

来改变物体内能。跨海大桥全长约 4.5km，桥面道路单向宽度 17m，若一辆洒水车以 15km/h

的速度匀速通过该大桥给路面洒水降温，洒水车的机械能  ▲   ，（选填“增大”、“减

小”或“不变”），若该洒水车发动机的功率为 60kW，则通过大桥发动机所做的功为  ▲   J。  

20.我国自行研制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歼-10 战斗机，已知发动机用 1.2×10
5
N 的推力使战

斗机以两倍声速飞行，10s 内发动机做的功是  ▲    发动机的功率是  ▲   。(设声速

为 340m/s) 

21．如图所示，质量分布均匀的长方体砖，平放在水平地面上，第一次用竖直向上的力 F1只

作用于 ab 的中点，第二次用竖直向上的力 F2作用于 bc 的中点，都使它们在竖直方向上慢慢

向上移动 h（h＜ab＜bc），则在上述过程中 F1  ▲   F2（填“>”，“<“或者”=”）,第

一次克服重力所做的功  ▲   第二次克服重力所做的功。（填“>”，“<“或者”=”） 

22.俯卧撑是一项常见的体育健身活动．如图所示是小明同学做俯卧撑时的示意图．小明重

600N，1min钟内做俯卧撑 30个，每做一次肩膀升高 50cm．小明身体可视为杠杆，O为支点，

A′为重心，OA=1m，OB=1.5m．小明 1min钟内做功的功率是  ▲   。 

23．现有 30包大米，总质量为 150kg．小明想尽快将它们搬上 10m高处的库房．如图为小明

可以提供的用于搬动物体的功率与被搬运物体质量之间的关系图像．由图可知他可以提供的

最大功率为  ▲  W；为了尽可能快地将大米搬上库房，他每次应搬   ▲   包．若每次下

楼时 间是上楼时间的一半，则他最快完成搬运任务并返回原地所用的时间  ▲  s。

（g=10N/kg） 

 

三、解答题（本题共 9小题，共 48分） 

24．(6分)按照题目要求作图： 

（1）如图 14所示，利用羊角锤撬起钉子，请你在羊角锤 A点处画出所能施加最小动力 F1。 

（2）请在图 15中用笔画线代替绳子，将两个滑轮连成滑轮组，要求人站在地面上用最小的

力拉． 

P/W 

m/kg 0 10 20 30 

2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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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图 16所示，杠杆在力 F1、F2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L1为 F1的力臂．请在图中作出 F2

的力臂 L2及力 F1．  

 

 

 

 

 

 

 

 

25.（6分）如图所示是一种塔式起重机上的滑轮组.已知在匀速起吊 600kg的物体时,使物体

上升 5m，滑轮组的机械效率是 80%,g取 10N/kg.（不计绳重和摩擦） 

(1) 所做的有用功是多少? 

(2)绳端的拉力 F是多大? 

(3)动滑轮和吊钩的总重力是多少？ 

 

 

▲▲▲▲ 

 

 

26.（6 分）如图，重为 3.2×10
4
N 的卡车，经过一段水平路面，再以 9.6×10

4
W 的功率沿与

水平地面成 30°角的斜坡匀速向上爬行，已知斜坡长 100m，斜坡的机械效率为 80%．求卡车： 

(1)爬坡时的牵引力； 

(2)爬坡时的速度； 

(3)汽车在上坡的过程中受到的摩擦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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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分）识图，如图甲是用绳和木棍组成的装置，该装置说明           

▲          。  

28.（6 分）如图 18 所示，是探究“动能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

实验，实验时纸盒的初始位置相同：  

（1）用质量不同的 A、B两个小球（mA>mB）碰撞静止在同一水平面上

的纸盒。实验中应将两球放在斜面的  ▲   （选填“同一”或“不同”）高度，这样做是

为了  ▲         。 

（2）为探究小球动能的大小与小球的速度是否有关时，应将图  ▲   两实验比较就可得出

结论。该实验中物体的速度是指小球从斜面上静止滚下与纸盒碰撞  ▲   （选填“碰前球”、

“碰后球”、“碰前纸盒”或“碰后纸盒”）的速度。 

 

 

 

 

 

（3）若在实验中，纸盒碰后滑出木板，在不改变原有器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碰后纸盒能始

终在木板上滑行？方法是___▲___． 

（4）纸盒最终静止时的位置如图所示，则乙丙两图中小球动能较大的是  ▲   球。选填

“A”、“B”或“无法比较”） 

29．（7分）在“探究动滑轮”的实验中，小明用如图所示的动滑轮提升钩码，

改变钩码的数量，正确操作，实验数据如下． 

实验 

序号 

钩码重 

G/N 

钩码上升 

高度 h/cm 

拉力 

F/N 

绳端移动的 

距离 s/cm 

① 1. 0 20. 0 0. 7 40. 0 

② 2. 0 20. 0 1. 2 40. 0 

③ 3. 0 20. 0 1. 7 40. 0 

 

（1） 实验时，用手竖直向上  ▲   拉动弹簧测力计，使挂在动滑轮下的钩码缓缓上升． 

（2） 第 ① 次实验测得动滑轮的机械效率为  ▲   ．（此空精确到 0.1%） 

（3） 第 ③ 次实验时，钩码上升的速度为 5cm/s，则拉力的功率为  ▲   W，静止时拉力

F的大小  ▲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1.7 N,若静止时读数则所测机械

效率   ▲   （偏大/不变/偏小）. 

（4） 小芳计算出上述三次实验的机械效率取其平均值，并认为它是这个动滑轮准确的机械

效率．这种做法对吗？  ▲   。为什么？  ▲                     。 

甲 乙 

） 

丙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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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分）用图示装置探究“斜面机械效率”，实验记录如下表。 

实验次数 物体种类 物重 G/N 斜面高 h/cm 
沿斜面的

拉力 F/N 
斜面长 s/cm 

机械效

率η /% 

1 木块 4 15 1.1 90 60.6 

2 小车 4 15  90  

 

 

 

 

 

 

 

(1)图中测力计的示数是  ▲   ，计算可知第 2 次实验的机械效率为  ▲    %（精确到

0.1%）。由实验可得初步结论：斜面倾斜程度相同时，  ▲   越小，机械效率越大。 

(2) 第 1次实验中，有用功是  ▲   J，木块所受摩擦力为  ▲  N。（此空保留两位小数） 

31.（3分）小鹭想探究弹性势能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她利用一段弹簧、光滑轨道、物块

A 和 B 等器材进行实验。如图 23 所示，用物块将弹簧压缩到一定程度后释放，物块沿

轨道向左滑行，最高可冲到光滑斜面虚框处。 

（1）实验时可通过观察同一滑块       ▲        ，来判断弹性势能的大小。 

（2）比较图甲、乙两个实验可以初步得出，弹簧的弹性形变越大，具有的弹性势能就 ▲   。 

（3）若物块冲上斜面的最大高度 ha＝hc＜hb，弹性形变的大小 la＜lb＝lc，则物块达到最

高处所具有的重力势能 Ea、Eb、Ec的大小关系是       ▲   。   

 

 

 

 

 

 

 

 

 

 

 

32. （8分）利用杠杆开展相关实验探究： 

（1）安装好杠杆，将其放到水平位置后松手，发现杠杆沿顺时针方向转动，如图甲所示。则

应将平衡螺母向  ▲   （选填“左”或“右”）调节，直到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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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图乙所示，在 A点挂 3 个重力均为 0.5N 的钩码，在 B点用弹簧测力计竖直向下拉杠

杆，使其在水平位置平衡，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   N；若在第（1）小题所描述的情形

中未调节平衡螺母而直接开展上述实验，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会  ▲   （选填“偏大”、“偏

小”或“不变”）； 

（3）始终竖直向下拉弹簧测力计，使杠杆从水平位置缓慢转过一定角度，如图丙所示。此过

程中，弹簧测力计拉力的力臂  ▲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下同），拉

力的大小  ▲   。  

 

 

 

 

 

 

 

 

 

（4）小明所在小组进行实验时，当弹簧测力计由图丁的竖直地拉着变成倾斜地拉着，使杠杆

在水平位置静止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将   ▲   （变大/不变/变小）． 

（5）小明对原来装置进行改装如戊图，与丁图比较，同样用竖直向上的力，将两个相同的钩

码，提升相同的高度，机械效率高的是   ▲   （丁/戊）图；若利用戊图，小明先后两次将

弹簧测力计分别挂在 B 点和 C点，使钩码上升同样的高度，那么机械效率   ▲  （A/C/一样）

高． 

 

 

  

 

丁                 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