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学年天津市河北区八年级（上）期末物理试卷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意，请将答

案填在下面表格中） 

1．（3 分）下列成语对声现象有着生动的描述，其中描述声音响度小的是（  ） 

A．引吭高歌 B．低声细语 C．悦耳动听 D．曲高和寡 

2．（3 分）水的物态变化使自然界有了雨、露、雾、霜、雪等千姿百态的奇观。如图所描述的现象中，通过汽化形

成的是（  ） 

A． 极寒天气“泼水成冰” B． 冰冻衣服“悄悄变干”  

C． 昆虫上的“露珠消失” D． 冬天树枝“雾凇茫茫” 

3．（3 分）如图所示的现象中，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是（  ） 

A． 雨后彩虹 B． 灯下“手影”  

C． 水中“倒影” D． 池水“变浅” 

4．（3 分）四位同学分别用同一把分度值为 mm 的直尺测量同一枝铅笔的长度，记录数据如下，其中错误的是（  ） 

A．165.2mm B．1.652dm C．0.1652m D．0.01652km 

5．（3 分）自行车尾灯能将照射过来的光原方向反射回去，下列光路中正确的是（  ） 

A．  B．   



 

 

C．  D．  

6．（3 分）一盏探照灯的灯光射向空水池，如图所示，在没有水的池底 A 处形成一个光斑。在向池中注水的过程中，

观察到的光斑会（  ） 

 

A．向左移动 B．向右移动  

C．在原地不动 D．先向左移再向右移 

7．（3 分）在①小孔成像；②平面镜成像；③放大镜成像；④照相机成像；⑤幻灯机成像中（  ） 

A．成实像的是①②③ B．成虚像的是②③④  

C．属于反射成像的是② D．属于折射成像的是①③④ 

8．（3 分）小明同学使用已调节好的托盘天平称量物体的质量，当他加最小砝码时指针偏右，此时他取出最小砝码，

发现指针偏左。则下列可使横梁恢复平衡的正确操作是（  ） 

A．将标尺上的游码向右移  

B．将标尺上的游码向左移  

C．将横梁上的平衡螺母向右调节  

D．将横梁上的平衡螺母向左调节 

9．（3 分）体积和质量都相同的铜球、铁球和铝球。已知 ρ 铜＞ρ 铁＞ρ 铝，则（  ） 

A．铜球若是实心的。则另外两个球一定是空心的  

B．铁球若是实心的。则另外两个球一定是空心的  

C．铝球若是实心的。则另外两个球一定是空心的  

D．三个球都有可能是空心的 

10．（3 分）如图所示，2022 年 4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根据图片提供的信息，下列对返

回舱的高度估测更接近实际的是（  ） 



 

 

 

A．1.5m B．2.5m C．4.5m D．5.5m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9 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均有 

（多选）11．（3 分）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如图所示放置器材，此时光屏上呈现倒立、等大清晰的

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凸透镜的焦距是 10cm  

B．若将蜡烛向左移动，需将光屏向左移动才能重新找到清晰的像  

C．根据当蜡烛移动到 20cm 刻度处时的成像特点，可制成投影仪  

D．若将凸透镜换成薄玻璃板，光屏上可以找到正立、等大的像 

（多选）12．（3 分）如图记录了甲、乙两车同时在同一平直公路上行驶时，在相同的时间内通过的路程。以下分析

正确的是（  ） 

 

A．乙车做的是加速运动  

B．在每段相同的时间内，甲车的平均速度都比乙车的大  

C．在 0～40s 的时间内，甲、乙两车的平均速度大小相等  

D．在 20～30s 的时间内，甲车的平均速度比乙车的大 

（多选）13．（3 分）如图所示是甲、乙两种物质的质量 m 与体积 V 的关系图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物质的密度与质量成正比  

B．甲物质的密度 ρ 甲＝1.5g/cm
3
  

C．甲、乙两种物质的密度之比是 3：1  

D．水的 m﹣V 图像应该在Ⅱ区域 

三、填空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4 分，满分 24 分） 

14．（4 分）如图所示，图甲木块的长度为      cm，图乙温度计的读数为      ℃。 

 

15．（4 分）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一名小男孩用铜管乐器（小号）深情演奏《我和我的祖国》（如图），

小男孩吹奏时用手按下不同的按键，是为了改变声音的      （选填声音的特性）。开幕式现场附近，禁止车

辆鸣笛，是为了从      处控制噪声。 

 

16．（4 分）城市里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采用玻璃幕墙、磨光的大理石作为装饰，当强烈的太阳光照射到这些光滑的

表面时，就会发生      （选填“漫”或“镜面”）反射，造成“光污染”；一束光与玻璃成 40°角射到玻璃

幕墙上，则反射角是      。 

17．（4 分）在探究“水的沸腾”的实验中，正确描述水的温度（T）随时间（t）变化的图象是     。理由：      



 

 

 

18．（4 分）如图所示为某种物质熔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该物质是     （选填“晶体”或“非晶体”），

在第 18min 时处于     。 

 

19．（4 分）一块体积是 0.05m
3
的冰熔化成水后，其质量是      kg，体积是      m

3
。（ρ 水＝1.0×10

3
kg/m

3
，

ρ 冰＝0.9×10
3
kg/m

3
） 

四、综合题（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37 分，解答中要求有必要的分析和说明，计算题要有公式及数据代入过程，结

果要有数值和单位） 

20．（6 分）如图为某科技公司研究开发的人工智能驾驶汽车。该人工智能驾驶汽车为国内首次实现城市、环路及高

速道路混合路况下的全自动驾驶的汽车。该人工智能汽车从位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的某大厦附近出发，沿着平直

的公路以 36km/h 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10min 后到达目的地；人工智能汽车在目的地停车 30min 后，接着又

在 20min 内行驶了 24km。求： 

（1）该人工智能汽车前 10min 行驶的路程； 

（2）该人工智能汽车全程的平均速度。 

 

21．（6 分）用如图甲装置，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1）为了便于确定像的位置，玻璃板应      放置在水平桌面的白纸上。 

（2）将蜡烛 1 放在 A 位置，可看到它在玻璃板后面的像。拿一支相同的蜡烛 2 竖立着在玻璃板后面移动，直到

看上去它跟蜡烛 1 的像      时，该位置记为 A'。 

（3）将光屏放在 A′位置，任意转动都承接不到像，可知平面镜成的像是      像。 

（4）改变蜡烛 1 的位置，重复步骤（2），可得像与物位置的对应关系如图乙，可知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关于

镜面      。 

（5）将图乙中 C 处的蜡烛沿直线 CC'向玻璃板方向移动 1cm，此时像与物之间的距离是      cm，像的大小

的变化情况是      。 

22．（6 分）小金和小明想知道酱油的密度，于是他们分别用天平和量筒做了如下实验，请你帮他们完成下列内容： 

（1）小金用调节好的天平测出空烧杯的质量为 17g，在烧杯中倒入适量的酱油，测出烧杯和酱油的总质量如图

所示，将烧杯中的酱油全部倒入量筒中，酱油的体积如图所示，酱油的体积为      mL，烧杯中酱油的质量

为      g，酱油的密度为      g/cm
3
； 

 

（2）小金用这种方法测出的酱油密度比真实值      （选填“偏大”或“偏小”）； 

（3）小明实验时不小心将量筒打碎了，老师说只用天平也能测出酱油的密度。于是他设计了如下实验步骤，请

你将步骤补充完整。（已知水的密度为 ρ0） 

①用调好的天平测出空烧杯的质量为 m0； 



 

 

②向烧杯中加适量的水至某一高度，并做一标记，用天平测出烧杯和水的总质量为 m1； 

③将水全部倒出，向烧杯中加入酱油至      处，用天平测出烧杯和酱油的总质量为 m2； 

④则酱油密度的表达式 ρ＝     。（用已知量和测量量表示） 

23．（6 分）如图所示，一个容积 V0＝500cm
3
、质量 m0＝0.5kg 的瓶子里装有水。乌鸦为了喝到瓶子里的水，就衔

了很多的小石块填到瓶子里，让水面上升到瓶口，若瓶内有质量 m1＝0.4kg 的水（水的密度 ρ 水＝1.0×10
3
kg/m

3
，

石块密度 ρ 石＝2.6×10
3
kg/m

3
），求： 

（1）瓶中水的体积 V1； 

（2）乌鸦投入瓶子中的石块的体积 V2； 

（3）乌鸦投入石块后，瓶子、石块和水的总质量 m。 

 

24．（7 分）为测量一块不规则矿石的密度，实验前预习阶段，小明同学设计了如下的实验报告单，请你将报告单中

空白项填写完整。 

实验目的  用天平和量筒测量矿石的密度 

实验原理      

实验器材  天平和砝码、量筒，水，细线，小矿石块 

主要实验步骤 

（1）     ； 

（2）     ； 

（3）      

实验数据记录及数据处理 

（在虚线框内设计一个表格，用于记录测量的数据及所得的结果。） 

 

25．（6 分）如图甲所示，玻璃杯中原先装有 60cm
3
的某种液体，打开龙头，继续向杯中缓慢注入该种液体，杯子和



 

 

杯中液体的总质量 m 与龙头中流出的液体体积 V 的关系如图乙所示，求： 

（1）玻璃杯的质量； 

（2）液体的密度； 

（3）装满该液体时，杯中液体的质量。 

 

  



 

 

2022-2023 学年天津市河北区八年级（上）期末物理试卷 

试题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意，请将答

案填在下面表格中） 

1．【解答】解： 

A、引吭高歌，说明声音比较大，描述的是声音的响度，故 A 不符合题意； 

B、低声细语，说明声音比较小，描述的是声音的响度，故 B 符合题意； 

C、悦耳动听指声音的音色好听，故 C 不符合题意； 

D、曲高和寡，是指声音的音调太高，一般人唱不了，故 D 不符合题意。 

故选：B。 

2．【解答】解：A、泼水成冰是液态的水凝固变成了冰，故 A 错误； 

B、冰冻衣服“悄悄变干”，是固态直接变成气态，是升华，故 B 错误； 

C、昆虫上的“露珠消失”，是因为露珠吸热汽化变成了水蒸气，故 C 正确； 

D、雾凇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形成的，故 D 错误。 

故选：C。 

3．【解答】解：A、雨过天晴时，常在天空出现彩虹，这是太阳光通过悬浮在空气中细小的水珠折射而成的，白光

经水珠折射以后，分成各种彩色光，这种现象叫做光的色散现象，所以说雨后的天空出现彩虹是由光的色散形成

的，故 A 错误； 

B、手在墙上形成“手影”属于影子，是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B 正确。 

C、水中的“倒影”是平面镜成像现象，故属于光的反射，故 C 错误； 

D、池底看起来变浅属于光的折射现象，故 D 错误。 

故选：B。 

4．【解答】解： 

A、在 165.2mm 中，“5”对应的单位是 mm．不符合题意； 

B、在 1.652dm 中，“5”对应的单位是 mm．不符合题意； 

C、在 0.1652m 中，“5”对应的单位是 mm．不符合题意； 

D、在 0.01652km 中，“5”对应的单位是 dm，同时铅笔的长度不可能为 0.01652km．符合题意。 



 

 

故选：D。 

5．【解答】解：过反射点作垂直于反射面的法线，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画出反射光线；然后过二次反射点作法线，

仍然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画出反射光线的方向，二次反射光线与原来的入射光线平行，即将射来的光逆向射回。

故 A 正确，BCD 错误。 

故选：A。 

6．【解答】解：在逐步注水的过程中，入射光线与水面之间的夹角不变，水面上升，折射点向左移动，入射角不变，

折射角的大小也不变，所以折射光线逐渐向左移动，光斑会向左移动；光斑发生的光线从水中斜射入空气中进入

人的眼睛，人的眼睛逆着光线看去，看到的是变高的光斑的虚像，所以光斑会向左上方移动。 

故选：A。 

7．【解答】解：①小孔成像是光沿直线传播的原理，所成的像是倒立的实像； 

②平面镜成像是光的反射成像，所成的像是正立等大的虚像； 

③放大镜成像是光的折射成像，所成的像是放大正立的虚像； 

④照相机成像是光的折射成像，所成的像是缩小倒立的实像； 

⑤幻灯机成像是光的折射成像，所成的像是放大倒立的实像； 

故选：C。 

8．【解答】解：在称量物体质量的过程中，不能再移动平衡螺母，故 CD 错误； 

由题意可知，当他加最小砝码时指针偏右，则所放入最小砝码的质量偏大；此时他取出最小砝码，发现指针偏左，

说明此时砝码的总质量又偏小，则他应将标尺上的游码向右移，相当于往右盘中增加更小的砝码，才能使天平的

横梁恢复平衡，故 A 正确，B 错误。 

故选：A。 

9．【解答】解：因为铜的密度大于铁和铝的密度，所以根据密度变形公式 m＝ρV 可知： 

在三球体积相同的条件下，铜球的质量应该大于铁球和铝球的质量，而本题给出的条件中，三球质量相同，所以

铜球一定是空心的； 

同理可得铁球也是空心的，而只有铝球可能是实心的。 

故选：C。 

10．【解答】解：成年人的身高在 170cm 左右。由图知，返回舱的高度略大于成年人的身高且小于 2 个成年人的身

高，所以在 2.5m 左右。 

故选：B。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9 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均有 

11．【解答】解：A、由图可知，此时的物距等于像距，为 20.0cm，成的是倒立、等大的实像，则 u＝2f，故 f＝10.0cm，

故 A 正确； 

B、当蜡烛向左移动时，物距变大，像距会变小，要在光屏上再次获得清晰的像，可以将光屏向左适当移动，找

到清晰的像，故 B 正确； 

C、将蜡烛移动到 20cm 刻度处时，物距为 30.0cm，位于 2 倍焦距之外，成倒立、缩小的实像，可制成照相机，

故 C 错误； 

D、将图中的凸透镜换成薄玻璃板，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可知，成的是正立、等大的虚像，虚像不能呈在光屏

上，把光屏移到像的位置，光屏上没有这个像，故 D 错误。 

故选：AB。 

12．【解答】解：A、由图示可知，乙车在每个 10s 内的路程分别是：200m、250m、300m、450m，由此可知，在相

等时间内，乙车的路程越来越大，故甲车的运动是加速直线运动。故 A 正确； 

B、由图示可知，在 30～40s 内，甲车的路程小于乙车的路程，所以由平均速度公式 v＝ 可知，甲车的平均速

度都比乙车的小。故 B 错误； 

C、由图示可知，在 0～40s 内，甲车和乙车通过的路程均为 1200m，所以由平均速度公式 v＝ 可知，其平均速

度相等。故 C 正确； 

D、由图示可知，在 20〜30s 的时间内，甲车和乙车通过的路程相等，都是 300m，所以由平均速度公式 v＝ 可

知，甲车的平均速度等于乙车的平均速度。故 D 错误。 

故选：AC。 

13．【解答】解：A、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与质量无关，故 A 错误； 

BC、由图可知甲物质的密度为：ρ 甲＝ ＝ ＝1.5g/cm
3
； 

乙物质的密度为：ρ 乙＝ ＝ ＝0.25g/cm
3
； 

甲、乙两种物质的密度之比为：ρ 甲：ρ 乙＝1.5g/cm
3
：0.25g/cm

3
＝6：1，故 B 正确，C 错误； 

D、水的密度是 1g/cm
3
，大于乙的密度，小于甲的密度，因此水的 m﹣V 图像应该在Ⅱ区域，故 D 正确。 

故选：BD。 



 

 

三、填空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4 分，满分 24 分） 

14．【解答】解：（1）图示刻度尺 1cm 又分为 10 个小刻度，故最小刻度值为 1mm；起始端从 0.00cm 开始，右端所

处位置刻度尺示数是 2.90cm，则物体的长度是 2.90cm； 

（2）图所示的温度计的液柱是在零刻度线上方，分度值为 1℃，因此图 2 中的温度值为 2℃。 

故答案为：2.90；2。 

15．【解答】解：小男孩吹奏时用手按下不同的按键，改变了小号内空气柱的长度，改变空气柱的振动频率，从而

改变声音的音调； 

开幕式现场附近，禁止车辆鸣笛，是为了从声源处控制噪声。 

故答案为：音调；声源。 

16．【解答】解：（1）反射分镜面反射和漫反射两种，阳光照在建筑物外墙的光滑的玻璃幕墙上发生镜面反射，反

射到比较集中的方向上，造成了光污染； 

（2）入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叫入射角，当一束光线与镜面成 40 度角入射时，故入射角为 90°﹣40°＝50°；

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可知反射角为 50°。 

故答案为：镜面；50°。 

17．【解答】解：沸腾前水吸热升温，当沸腾后吸热温度保持不变，所以温度随时间的关系应是先升高，后不变，B

正确。 

故答案为：B；水沸腾前水吸热升温，当沸腾后吸热温度保持不变。 

18．【解答】解：（1）由图可见，该物质图象上有一段与时间轴平行的直线，表示该物质在熔化过程中不断吸热，

温度保持不变，因此该物质为晶体； 

（2）由图象可见，物质的熔化过程是从第 5min 到第 15min，在第 18min 时物质早已熔化完毕，因此在第 18min

时物质处于液态； 

故答案为：晶体； 液态。 

19．【解答】解： 

由 ρ＝ 得冰的质量： 

m 冰＝ρ 冰 V 冰＝0.9×10
3
kg/m

3
×0.05m

3
＝45kg； 

冰化水，质量不变， 

所以水的质量： 



 

 

m 水＝m 冰＝45kg， 

由 ρ＝ 得水的体积： 

V 水＝ ＝ ＝0.045m
3
。 

故答案为：45；0.045。 

四、综合题（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37 分，解答中要求有必要的分析和说明，计算题要有公式及数据代入过程，结

果要有数值和单位） 

20．【解答】解：（1）人工智能汽车前 10min 的速度 v1＝36km/h，行驶的路程 s1＝v1t1＝36km/h×10× h＝6km； 

（2）人工智能汽车全程的路程 s＝6km+24km＝30km， 

全程所用的时间 t＝10min+30min+20min＝60min＝1h， 

根据速度公式可知人工智能汽车全程的平均速度 v 平均＝ ＝30km/h。 

答：（1）该人工智能汽车前 10min 行驶的路程为 6km； 

（2）该人工智能汽车全程的平均速度为 30km/h。 

21．【解答】解：（1）做“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实验，玻璃板应竖直放置在水平桌面上，玻璃板没有竖直放置，

前面蜡烛所成的像可能偏高或偏低，这样前面蜡烛的像与后面的蜡烛就无法重合了； 

（2）实验过程中，蜡烛 1 放在 A 位置，蜡烛 1 在平面镜中成像，蜡烛 1 和物蜡烛 1 的像都不能移动，把蜡烛 2

放到蜡烛 1 的像的位置，则蜡烛 2 代替的是蜡烛 1 的像，此时看上去蜡烛 2 跟蜡烛 1 的像完全重合，该位置记为

A'； 

（3）光屏上不能得到蜡烛的像，所以可以验证平面镜所成的像是虚像； 

（4）观察像与物位置的对应关系如图乙，发现像与物关于镜面对称； 

（5）移动前，蜡烛到平面镜的距离是 6cm，向玻璃板方向移动 1cm 后，距玻璃板为 5cm，物与像到镜面的距离

相等，所以像与蜡烛的距离为 10cm；平面镜所成的像与物等大，故像的大小不变。 

故答案为：（1）竖直；（2）完全重合；（3）虚；（4）对称；（5）10；不变。 

22．【解答】解：（1）酱油的体积为：V＝40mL＝40cm
3
 

烧杯和酱油的总质量为：m 总＝50g+10g+2g＝62g 

烧杯中酱油的质量为：m＝m 总﹣m 杯＝62g﹣17g＝45g 

酱油的密度为： 



 

 

； 

（2）烧杯中的酱油全部倒入量筒中，由于烧杯内壁有残留，所以所测体积 V 偏小，根据密度公式 可知，

密度偏大； 

（3）因为没有量筒测体积，所以用等效法，即使酱油体积与水的体积相等； 

③倒出烧杯中的水，往烧杯中倒入酱油直至液面到达标记处，用天平测出烧杯和酱油的总质量为 m2； 

④在②中水的质量：m 水＝m1−m0 

由 可得，水的体积： 

V 水＝  

在③中，酱油的质量：m 酱油＝m2−m0 

烧杯内水的体积等于酱油的体积，酱油的密度为： 

ρ 酱油＝ ＝ ＝ ＝  

故答案为：（1）40；45；1.125；（2）偏大；（3）③标记； ④  

23．【解答】解： 

（1）由 ρ＝ 得瓶内水的体积： 

V1＝ ＝ ＝4×10
﹣4

m
3
＝400cm

3
； 

（2）石块总体积： 

V2＝V 容﹣V1＝500cm
3
﹣400cm

3
＝100cm

3
； 

（3）由 ρ＝ 得石块的质量： 

m 石＝ρ 石 V2＝2.6g/cm
3
×100cm

3
＝260g＝0.26kg， 

乌鸦投入石块后，瓶子、石块和水的总质量： 

m＝m 水+m0+m 石＝0.4kg+0.5kg+0.26kg＝1.16kg＝1160g。 

答：（1）瓶中水的体积为 400cm
3
； 

（2）乌鸦投入瓶子中的石块的体积为 100cm
3
； 



 

 

（3）乌鸦投入石块后，瓶子、石块和水的总质量为 1160g。 

24．【解答】解：（1）根据密度公式 ρ＝ ，要测量固体的密度，就要知道固体的质量和体积，所以，测量固体密

度的实验原理就是：ρ＝ ； 

故答案为：ρ＝ 。 

（2）根据测量固体密度的基本方法： 

用天平测出固体的质量 m，根据排水法用量筒测出固体的体积 V，用公式 ρ＝ 算出固体的密度； 

故答案为：①用天平测出小矿石的质量 m； 

②在量筒倒入适量的水，记下水的体积 V1； 

③用细线系好石块，将其浸没在量筒的水中，记下体积 V2。 

（3）根据实验步骤，实验所需记录的数据有：矿石的质量 m、水的体积 V1，水和矿石的总体积 V2、矿石的体

积 V 矿＝V2﹣V1、矿石的密度 ρ 矿＝ ； 

为保证实验结果的精确性，实验可进行 3 次。 

故答案为： 

矿石质量 

m∕g 

水的体积 

V1∕cm
3
 

水和矿石的总体积 

V2∕cm
3
 

矿石体积 

V 矿∕cm
3
 

矿石密度 

ρ 矿∕g•cm

﹣3
 

          

25．【解答】解：（1）设液体的密度为 ρ 液，杯子的质量为 m0， 

由题意和图像可知，原来已装有液体的体积 V0＝60cm
3
，液体和杯子的总质量为 90g， 

由 ρ＝ 可得：ρ 液 V0+m0＝90g， 

即：ρ 液×60cm
3
+m0＝90g﹣﹣﹣﹣﹣﹣﹣①， 

由图像可知，从龙头中流入杯子的液体体积为 200cm
3
时，液体和杯子的总质量为 250g， 

同理可得 ρ 液 V0+ρ 液 V1+m0＝250g， 

即：ρ 液×60cm
3
+ρ 液×200cm

3
+m0＝250g﹣﹣﹣﹣﹣﹣﹣②， 

②﹣①得 ρ 液×200cm
3
＝160g， 



 

 

解得 ρ 液＝0.8g/cm
3
， 

将 ρ 液＝0.8g/cm
3
代入①，解得杯子质量 m0＝42g； 

装满液体时，杯中液体的质量为：m 液′＝250g﹣42g＝208g。 

答：（1）玻璃杯的质量为 42g； 

（2）液体的密度为 0.8g/cm
3
； 

（3）装满该液体时，杯中液体的质量为 208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