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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 物理、化学同场分卷考试,考试总时长 150 分钟。

2. 本试题卷满分 80 分,考试时间 85 分钟。
3. 请按试题序号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作答,答在试题卷或其它位置无效。

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8 小题,每空 1 分,共 16 分)
1. 在 50m 短跑测试现场,考生听到发令声立刻起跑,说明声音能传递　 　 　 (选填“信息”或

“能量”),发令声是由物体的　 　 　 产生的。
2. 某九年级同学测得自己的质量为 50　 　 　 ,体温为 36. 8　 　 　 。 (均填写物理量合适的单位)
3. 生活中常用干电池作为　 　 　 ,它是提供电压的装置,电压是电路中形成　 　 　 的原因。
4. 在大力倡导节能环保、践行低碳生活的新时代,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 其中新能源电动汽车中

的电动机利用通电线圈在　 　 　 中受力转动,把　 　 　 能转化为机械能,从而驱动汽车行驶。
5. 赣剧是江西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如图 1 所示,某赣剧演员在水平舞台上站立不动时,她受

到的重力与舞台对她的支持力是一对　 　 　 ,其中重力的方向是　 　 　 。

　 　 　
图 1 　 　

图 2
　 　

图 3
6. 如图 2 所示,物块在大小为 F 的拉力作用下,在时间 t 内沿拉力方向移动的距离为 s,则此过

程中拉力对物块做的功为　 　 　 ,功率为　 　 　 。 (均用题中所给字母表示)
7. 如图 3 所示,三个电阻 R1、R2、R3 的阻值均相同,开关 S1 断开、开关 S2 掷到 1,电流表 A1 与电

流表 A2 的示数之比为　 　 　 ;当开关 S1 闭合、开关 S2 掷到 2 时,电流表 A1 与电流表 A2 的示
数之比为　 　 　 。

8. 某同学用餐时发现从热汤中取出的金属勺很烫手,这是通过　 　 　 的方式改变物体的内能,
在这种内能改变的过程中,内能总是自动地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转移,说明能量在转移过
程中具有　 　 　 性。

二、选择题(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14 分)
第 9 ~ 12 小题,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题 2 分;第 13、14 小题为多
项选择,每小题至少有两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题 3 分,全部选择正确得 3 分,选
择正确但不全得 1 分,不选、多选或错选得 0 分。 请将选项代码填涂在答题卡相应位置。

　 图 4

9. 图 4 是某物质的三种状态的分子微观模
型。 甲图中的物质状态变成乙图中的
物质状态的过程叫做
A. 凝固 B. 熔化
C. 液化 D. 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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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用比值法定义物理量是物理学中常用的方法。 以下物理量不是
∙∙

用这种方法定义的是

A. 密度　 　 　 　 　 　 B. 比热容　 　 　 　 　 　 C. 质量　 　 　 　 　 　 D. 热值

11. 图 5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它创造了万米的载人深潜新纪录,标志着

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奋斗者”号在万米深海处继续下潜的过

　 图 5

程中,不考虑海水密度及潜水器体积的变化,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奋斗者”号受到海水的浮力不变、压强变大

B. “奋斗者”号受到海水的浮力不变、压强不变

C. “奋斗者”号受到海水的浮力变大、压强不变

D. “奋斗者”号受到海水的浮力变大、压强变大

12. 如图 6 所示,通电螺线管旁的小磁针分别静止在图示位置。 请科学推断,最终决定通电螺

线管极性的是

图 6

A. 电源正负极的接法 B. 螺线管导线的环绕方向

C. 小磁针静止时 N 极的指向 D. 螺线管中电流的方向

13. 如图 7 所示,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开关 S 闭合,将滑片 P 向右移动,关于电流表和电压表示

图 7

数变化情况,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电流表示数变小

B. 电流表示数变大

C. 电压表示数变小

D. 电压表示数变大

1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图 8 展现了手工制瓷中的四道重要工序,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揉泥　 　 　 　 　 　 拉坯　 　 　 　 　 　 晒坯　 　 　 　 　 　
 

利坯
图 8　 　

A. 揉泥:泥团能被揉成一定的形状,是因为泥具有弹性

B. 拉坯:捏、捧、拉等手法使坯成型,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C. 晒坯:坯体在晒架上晾晒,坯体变干的过程需要吸热

D. 利坯:类似于用卷笔刀削铅笔,刀片与坯体间的摩擦是滚动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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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题(本大题共 3 小题,第 15、16 小题各 7 分,第 17 小题 8 分,共 22 分)

　 图 9

15. 如图 9 所示,电源两端电压为 24V,电阻 R 为 20Ω。
(1)只闭合开关 S,求通过电阻 R 的电流;
(2)同时闭合开关 S、S1,若通过干路的电流为 1. 6A,求通过电阻 R1 的

电流和电阻 R1 的阻值。

　 图 10

16. 图 10 是某电热水壶铭牌上的部分参数。
(1)该电热水壶正常工作时的电功率是多少?
(2)该电热水壶正常工作 5min,求电流所做的功。
(3)在 220V 的家庭电路中,若将该电热水壶接在额定电流为

5A 的接线板(插座)上使用,请通过计算判断是否安全?

17. 如图 11 所示,水平桌面上的平底薄壁容器(重力忽略不计)底面积为 0. 01m2,容器内盛有

质量为 4kg 的水。 一实心木块漂浮在水面上,木块的质量为 0. 6kg,体积为 1 × 10-3m3。

　 图 11

g 取 10N / kg,求:
(1)木块的密度;
(2)木块受到的重力;
(3)木块受到的浮力;
(4)此时容器对水平桌面的压强。

四、实验与探究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8 分)
18. 亲爱的同学,请你应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答下列问题。

(1)用调好的托盘天平测量某物体的质量。 当天平横梁恢复平衡时,右盘中砝码的质量和游码

在标尺上的位置如图 12 所示,该物体的质量为　 　 　 g,该天平标尺的分度值为　 　 　 g。

　 　 　 图 12　 　 　 　 　 　 　 图 13　 　 　 　 　 　 　 　 　 　 　 　 　 图 14
(2)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未知电阻的实验步骤如下:

①请你在虚线框内画出用伏安法测量未知电阻的电路图。
②闭合开关前,发现电压表指针如图 13 所示,应先对其

进行　 　 　 。
③检查电路无误后,闭合开关,调节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电流表、电压表指针分别如图 14 甲、乙所示,此时电

流表示数为　 　 　 A,电压表示数为　 　 　 V。
④调节滑动变阻器的滑片,进行多次实验。
⑤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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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下是某同学“测量小球运动的速度”的实验报告,请你将报告内容补充完整。
实验目的 测量小球运动的速度

实验原理 　 　 　
实验器材 小球、水平桌面、刻度尺、频闪照相机

实验步骤
图 15

(1)一小球在水平桌面上沿直线运动,图 15 是根据频闪照相机拍摄的照片
记录的小球运动轨迹,频闪照相机每两次闪光之间的时间间隔相等。

(2)分别测出小球通过的路程:sAB = 　 　 　 cm,sBC = 31. 10cm,sCD = 19. 70cm;
记录这三段路程所对应的时间:tAB = 1. 0s,tBC = 1. 0s,tCD = 1. 0s。

(3)分别计算小球通过这三段路程的平均速度。

实验结论

(1)小球在这三段路程的平均速度分别为:vAB =　 　 　 cm / s,vBC = 31. 10cm / s,
vCD = 　 　 　 cm / s。

(2)vAB 　 　 　 vCD(选填“>”“<”或“ = ”),小球在水平桌面上做　 　 　 (选填

“匀速”或“变速”)运动。
安全提示 小球运动时的速度不宜过快,以免小球动能过　 　 　 ,从桌面掉落时伤人。

20. 某同学的爷爷跟着电视节目学习太极拳时,因教练面向观众授课,爷爷总是把左右动作做
反。 在该同学的建议下,爷爷向后转身,面对墙上镜中的电视画面学习,有效地矫正了动
作。 为了帮助爷爷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利用如图 16 所示的装置分享“探究平面镜成像特
点”的实验过程。

　 图 16

【证据】
(1)将方格纸平铺在水平桌面

上,用镀膜玻璃板作为平面
镜　 　 　 放置在方格纸上。

(2)将一枚棋子作为物放在镜
前两格处,取另一枚棋子
在镜后移动,直到它与物
的像完全重合,从而确定
像的位置,记录此时像与
物到镜面的格数。

(3)改变物到镜面的格数,进行多次实验;根据像与物到镜面的格数关系,判断像与物到镜
面的　 　 　 关系。

(4)请你在虚线框内设计记录上述实验数据的表格(表一):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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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5)图 17 为两枚叠放的棋子,将其放在镜前,取数量适当的棋子叠放
在镜后并移动位置,直到与镜前棋子的像完全重合,记录此时镜
前与镜后棋子的数量。

(6)改变叠放的棋子数量,进行多次实验,记录结果如表二:
　 　 　 表二

实验次数 平面镜前棋子的数量 / 枚 平面镜后棋子的数量 / 枚
1 2 2
2 3 3
3 4 4

【解释】
(1)根据表二,每次实验镜后棋子与镜前棋子的数量　 　 　 ,且与镜前棋子的像完全重合,

可得结论:像与物的大小相等。
(2)借助方格纸可发现,像和物的连线与镜面　 　 　 。
【交流】分享完上述实验过程后,根据“像与物关于镜面对称”的特点,该同学与爷爷面对面
玩起了“照镜子”的游戏。 该同学扮演物举起左手,爷爷扮演镜中的像应举起 　 　 　 手。
通过实验和游戏,爷爷明白了用镜子矫正动作的原因。

　 图 18

21. 图 18 甲是公园里两个绳长不同的秋千。 某同学荡
秋千时发现这两个秋千往返一次的时间不同。 该
同学猜想:秋千往返一次的时间是否与绳长有关?
【证据】该同学用细线系上一个小球模拟秋千,如
图 18 乙所示,悬点 O 到小球重心的距离简称摆
长。 每次让小球由静止释放,且保持释放时悬线
和竖直方向的夹角不变,改变摆长进行探究,记录
结果如表三:
　 　 　 　 　 表三

实验次数 摆长 L / cm
小球往返摆动

十次的总时间 t总 / s
小球往返摆动
一次的时间 t / s

1 60. 0 15. 8 1. 58
2 80. 0 18. 1 1. 81
3 100. 0 20. 0 2. 00

【解释】同一小球由静止释放,且保持释放时悬线和竖直方向的　 　 　 不变,摆长越长,小
球往返摆动一次的时间越　 　 　 。 由此可知,秋千未坐人时(如图 18 甲所示)往返一次的
时间与绳长有关。
【交流】
(1)该探究所需的测量工具有量角器、　 　 　 和　 　 　 。
(2)该同学发现小球往返摆动一次的时间不易测准,于是他测出小球往返摆动十次的总时

间,再算出往返摆动一次的时间。
①下列物理量的测量也可采用类似方法的是　 　 　 ;

A. 物理书中一张纸的厚度 B. 一支铅笔的长度
C. 一个苹果的质量 D. 一杯水的温度

②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减小测量的　 　 　 。
(3)该同学联想到杂技演员荡秋千,有时站着,有时坐着。 由此合理猜想,演员改变重心的

位置相当于改变了摆长,该演员在秋千上从同一起点由静止往下荡时,坐着比站着往
返一次的时间更　 　 　 。 (温馨提示:杂技动作,请勿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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