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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插图改编试题：8 年级上》（学生版）

教材插图试题——机械运动

1．如图所示，AB为帽檐直径，CD为帽子高度．小明一看便说 CD比 AB高，而小红却认为小明这样

的判断不一定对，理由是 ；

（1题） （3题） （4题）

2．最常用的长度测量工具是 ，在比较精确的测量中，常选择 和

．一位同学测量了一些物体的长度，忘记了写单位，你帮他填上合适的单位：（1）小明的

身高为1.64 ；（2）课桌高0.8 ；（3）物理课本的长为260 ，（4）一枚硬币的厚度为2 ．（5）
小红的鞋长为 24 ，（6）刘翔在奥运会上跑的距离为 110 ．

3．如图所示是日晷利用晷上的针的影子随时间长短和位置变化来判断时间的计时工具，它利用了光

的原理．从早晨到中午，阳光下日晷晷针的影子相对日晷的盘面某刻度线是 的（填“运动”或“静
止”），整个日晷相对 是静止的。

4．小明用停表测量自己从长廊的 A端走到 B端所用的时间，停表的读数如图所示，他所用的时间是

s．
5．如图所示是一条细绳一端系一个小铁块做成的摆，小明用电子表测出了这个摆的周期（摆动一个来

回所用的时间）后，想探究摆的周期与什么因素有关．他猜想可能与小铁块的质量有关，还可能与细绳

的长短有关．于是他通过改变小铁块的质量和细绳的长度测出摆动 30个周期所用的时间，得出下表的

实验数据：

铁块质量

（g）
细绳长度（cm）30个周期（s）周期（s）

1 10 50 42.0 1.4
2 10 80 54.0 1.8
3 20 50 42.0 1.4
4 20 80 54.0 1.8

（1）摆动一个来回所用的时间比较短，难以测准，为了减小误差，小明的做法是：

。

（2）在第 1、2次实验中，小明用“保持质量不变，改变细绳长度”方法来探究摆的

周期与细绳长度的关系。这种方法是物理学中研究问题常用的 法．

（3）通过比较第 l、2次实验的两组数据，得出的实验结论是

；通过比较第 实验的两组数据，得出的实验结论

是：摆的周期与小铁块的质量无关．

（4）通过实验分析，小明得出的实验结论是

．

（5）在小螺帽由 A点摆动到 B点的过程中，小螺帽的重力势能将 ，动能将 （选填“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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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或“不变”）
6．在学校“运用物理技术破案”趣味游戏活动中，小明根据“通常情况下，人站立时身高大约是脚长的 7
倍”这一常识，可知留如图中脚印的“犯罪嫌疑人”的身高约为 m

（6题） （7题）

7．观察如下的两幅图，甲图是每隔 76年访问地球一次的哈雷彗星，乙图是正在迅速奔跑的猎豹．它们

都在不停的 ，可见， 是宇宙中的普遍现象。

8．如图所示是蜗牛沿直线缓慢爬行，小明突然想：蜗牛是匀速运动的吗？他用停表和刻度尺测出了蜗

牛运动的距离和时间如下表．

距离/mm 0 2.4 3.6 4.8 6.0 7.2
时间/s 0 1 1.5 2 2.5 3

（1）由表格中的数据可知，蜗牛 （选填“是”或“不是”）匀速运动的。

（2）在整个测量过程中，蜗牛的平均速度为 mm/s．

（8题） （9题）

9．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经我国有关专家测量改为 8848.13m，通过公布的这一数据，可以判断

测量所用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8848.13m= cm= km．

10．如图是以相同速度、向同样方向前进的卡车和联合收割机．若以地面为参照物，联合收割机是

的；（选填“运动”或“静止”，下同）若以卡车为参照物，联合收割机是

的．卡车的动能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10题） （11题） （12题）

11．如图为某商场内的自动扶梯，若小明同学站在以 1m/s速度匀速向上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通过 10m
的路程，需 s，他的机械能将 （填“增加”、“不变”或“减少”）；若以扶手为参照物，他是

的（填“静止”或“运动”）．
12．如图所示，是我国空中加油机正在给歼击机加油的情景，加油机在某一高度匀速飞行，在此过程中，

歼击机的动能将 ，机械能 （选填“增大”、“减小”或“不变”）；如果以地面为参照物，加油

机是 ；如果以战机为参照物，加油机是 ．可见，平常我们判断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都是相

对于 而言的．

13．（1）鲁迅的《社戏》中有这样的描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

地向船尾跑去了…”，其中“山…向船尾跑去了”所选的参照物是 。

（2）看电视转播的百米赛跑时，我们常常感到运动员跑得很快，但实际上他们始终在屏幕内，这是因

为运动员和屏幕之间是相对 ，运动员和跑道之间是 ．

14．如图为运动员百米赛跑的情景，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以地面为参照物，运动员是静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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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运动员的鞋底花纹很深，可以减小摩擦

C． 运动员冲到终点，不能立即停下，是由于人具有惯性

D．运动员跑得越快，到达终点所用时间越长

（14题） （15题）

15．如图所示一辆汽车的速度表，则汽车的速度为 km/h，若汽车以这样的速度行驶，则它在 15min
可通过的路程是 km．

16．在平直的公路上，有两辆汽车在运动，其中甲车在做匀速直线运动．（如图 A记录了两辆汽车在相

同时间内通过路程的情况）

（1）在图 B中画出甲车的路程和时间的关系图．

（2）甲车的速度是 m/s= km/h。
（3）乙车在前 0﹣30s内平均速度大小是 m/s．

17．京哈高速铁路客运于 2013年 12月 28日正式开通，承载客运任务是“和谐号”动车组

（1）如图甲所示，英子上车后，坐在车厢内向外观望，她发现对面并排停着一列列车．忽然她觉得自

己的列车开始缓慢前进了，但是，“驶过”了对面列车的车尾才发现，实际上她乘坐的列车还停在站台上，

而对面的列车却向反方向开去了．她这种“错觉”的原因是在前后两种情况下，所选择的参照物不同而造

成的，她感觉自己的车前进了是以 为参照物；实际车还停在站台上是以 为参照物．

（2）如图乙所示车头设计成流线型，目的是为了 ．

（3）列车在平直的轨道上匀速行驶过程中，列车的动力 阻力（选填“＞”、“＜”或“=”）．
（4）如图丙所示的 s﹣t图象反映了该列车在某段平直轨道上的运动情况，由该图象可知它行驶的速度

为 m/s，它在 20s内通过的路程为 m．

18．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的 G11次高速列车运行时刻表（2011）如表所示．

站次 站名 到达时间 开车时间 运行时间 里程

1 北京南 始发站 08：00 0分 0
2 济南西 09：32 09：34 1小时 32分 406千米

3 南京南 11：46 11：48 3小时 46分 1023千米

4 上海虹桥 12：55 终点站 4小时 55分 1318千米

根据列车运行时刻表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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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此表可知列车从济南西到南京南之间运行的平均速度约为 km/h
（2）列车在济南西到南京南、南京南到上海虹桥这两个路段的运行过程中， 路段运行得快。

2023 年补充：

1. 如图是某单位组织党日活动时的合影，根据照片信息可判断出他们所用党旗的规格是( )

A. 长 ，宽 B. 长 ，宽

C. 长 ，宽 D. 长 ，宽

2. 根据图中所给信息，请你估测运动员从蹦床中心点跳起的实际高度大约是( )

A. B. C. D.

3. 如图所示，天舟四号货运飞船正在靠近由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组成的空间站组合体，即

将完成自主交会对接。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天舟三号”相对于“天舟四号”是运动的 B. “天舟三号”相对于“天和核心舱”是运动的

C.“天舟四号”相对于“天舟三号”是静止的 D. “天舟四号”相对于“天和核心舱”是静止的

4. 我们使用的九年级物理教材，它的厚度最接近( )

A. B.

C. D.

5. 冰墩墩是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深受各国运动员喜爱。如图所

示，冰墩墩的高度与物理书的宽度接近，冰墩墩高度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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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6. 晓明乘坐出租车在平直公路上行驶，以汽车座椅为参照物，司机是______的；图中是他乘车到达目

的地时的车费发票，该行程的平均速度是______ 。

教材插图试题——声现象

1．古筝是一种弦乐器，演奏者用手拨弦，使弦 发出声音；古筝和琵琶合奏《春江花月夜》时，

人们能分辨出古筝和琵琶演奏的声音，主要是依据声音的 不同．古筝校音时把弦调紧点，是为

了升高 （“音调”、“响度”、“音色”），演奏时，当用手压紧琴弦弹奏时，弹出的声音 （“音

调”、“响度”、“音色”）会变化。

（1题） （2题） （3题）

甲 乙

2．（1）如图甲所示，人说话时如果用手按住喉咙，手会感到 ，这说明了

．

（2）如图乙所示，夏天的夜晚，小明听到某种昆虫的叫声，它是靠翅膀的 发声的．小明的爸爸

说：“这是蟋蟀在叫．”爸爸是以声音的 分辨是哪种昆虫的．

3．早期电唱机的机械唱片转动时的放大图如图所示，唱针划过一条一条凹凸不平的小沟产生 ，

从而发了出声音，这样就把记录的声音重现出来．

4．把一个闹钟放在真空罩里，在不断的向外抽气直到抽成真空的过程中（如图），我们听到闹钟的声

音 ，当瓶内的空气越来越稀薄直至变为相对真空时，此时我们将听不到闹钟的响声了，此现象

说明了 。最后无论怎么抽气还能听到闹钟的微弱滴答声，这是 的缘故．再

打开阀门，让空气逐渐进入玻璃罩内，又会听到铃声逐渐变 ．

（4题） （6题）

甲 乙

5．我们在学习物理过程中会采用很多研究方法．在探究“空气能传声”时，逐渐将真空罩内的空气抽出，

根据听到罩内的闹钟的声音逐渐变弱，通过实验加推理的方法得到“真空不能传声”的探究结论．研究以

下物理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探究“真空不能传声”相同的是（ ）

A．用磁感线描述磁场

B． 探究串联电路总电阻和分电阻之间的关系

C． 探究动能跟哪些因素有关

D．通过实验与事实，进一步得出牛顿第一定律

6．（1）如图甲所示，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时形成疏密相间的波形，向远处传播，我们把它叫做 ．

（2）如图乙所示，用一张桌子做实验，一个同学轻敲桌底（使附近的同学不能直接听到敲击声），另一

个同学把耳朵贴在桌面上可以听到敲桌底的声音，说明 能够传声．

7．请同学堵住你的耳朵，把振动的音叉尾部先后抵在脸上、后脑的头骨和牙齿上，如图所示，看下列

的哪些答案与你的实验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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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抵在后脑上时听到的声音最大，因为它离耳朵最近

B． 抵在脸上时听到的声音最大，因为人脸最敏感

C． 抵在牙齿上时听到的声音最大，因为牙齿直接与颌骨相连，骨传导效果好

D．抵在哪里听到的声音都一样

（8题）

8．如图，将一把钢尺紧按在桌面上，一端伸出桌面适当的长度，拨动钢尺，就可听到钢尺振动发出的

声音．逐渐增加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用同样的力拨动钢尺，发现钢尺振动的频率逐渐变 （填

“大”或“小”），发出声音的音调逐渐变低，这表明声音的音调与发声体振动的 有关．当钢尺

伸出桌面超过一定长度时，虽然用同样的力拨动钢尺振动，却听不到声音，这是由于 。

在用大力拨钢尺，这时钢尺的振幅 ，发出声音的响度变 ，这说明响度与 有关．

9．声波可以在示波器上展现出来．先将话筒接在示波器的输入端，再将敲响的甲、乙两个音叉分别对

着话筒发出声音，在示波器上出现了如图 AB所示的波形。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由图 A可知：甲乙音

叉发出的声音 不同，由图 B可知：甲乙音叉发出的声音

不同．

（9题） （10题）

10．探究声音的特性时，进行如下实验：

实验①：如图甲所示，先拨动张紧的细橡皮筋，再拨动张紧的粗橡皮筋，观察先后两次发声时橡皮筋

振动动快慢及声音的特点，记录如下表：

序号 橡皮筋长短 橡皮筋粗细 振动快慢 声音

甲 相同 细 快 尖锐

乙 相同 粗 慢 低沉

实验②：如图乙所示，用竖直悬挂的乒乓球接触发声的音叉时，乒乓球被弹起，第一次轻敲音叉，发

现乒乓球被弹起的高度较小；第二次重敲音叉，发现乒乓球被弹起的高度较大，而且音叉两次发出的声

音前者小些，后者大多了．

分析上述实验，回答下列问题：

（1）用手拨动绷紧的橡皮筋，听到声音的同时观察到橡皮筋变“胖”变“虚”了，这是因

为 。

（2）实验①主要研究声音的 与发声体振动的 有关；

（3）实验②中乒乓球在实验中起的作用是 ；

（4）实验②主要研究声音的 与发声体振动的 有关。

11．将耳朵贴在长铁管的一端，让另外一个同学敲一下铁管的另一端，会听到两个敲打的声音．这个事

实说明（ ）

A
．

敲打在空气中形成了两个声波 B
．

声波在空气中发生了反射

C 声波在铁管中发生了反射 D 声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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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有一段长为 18m的装满水的铁管，将耳朵贴在装满水的铁管一端，在另一端敲一下，能听到几次

声音？（已知：声音在铁、水和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依次为 5200m/s、1500m/s和 340m/s．人耳能分清前

后两次声音的时间间隔要大于 0.1s）（ ）

A． 1次 B． 2次 C． 3次 D． 4次

13．为了测出两个山崖的距离，在两个山崖间的某处大喊一声，1s后听到一个山崖回声，又经过 1s，
听到由另一山崖返回的声音，求两山崖间的距离．

14．如图中的“小资料”给出了人和几种动物的发声频率和听觉范围：

从图中可以看出，可以听到次声波的动物是 ，发声频率范围最小的动物是 ，听觉频率范围

最大的动物是 ．

15．如图所示分别是音叉、钢琴与长笛发出声音的波形图，由波形图可以看出，它们发出声音的音

调 ，响度 ，音色 ．（均选填“相同”或“不同”）

（15题）

16．（1）如图甲所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乐器——编钟，敲击编钟，编钟因 发出声音，用同

样大的力敲击大小不同的钟，编钟能发出不同 的声音．

（2）如图乙所示的音乐会上，悦耳动听的音乐是由各种乐器演奏的，一般说来，管乐器是利用 （填

“气体”、“液体”、“固体”）振动发声的；打击乐器是利用 （填“气体”、“液体”、“固体”）振动发

声的． 我们可以用耳朵分辨出这三类乐器，这主要是因为这三类乐器发出的声音 不同，

17．关于打击乐器，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打击力量越大，声音响度越大 B． 鼓面越大声音越响亮

C． 鼓面绷得越紧，音调越高 D．鼓的大小不同，音色不同

18．小红同学用来研究“弦乐器的音调跟哪些因素有关”的自制“吉他”通过研究发现，下列因素中与弦乐

器音调无关的是（ ）

A．弦的长度 B．弦的粗细 C．弦的松紧程度 D．用力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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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如图所示，8个完全相同的水瓶中灌入不同高度的水，敲击它们，可以发出“1、2、3、4、5、
6、7、ⅰ”的声音来．这些声音是由 （水和瓶子/空气柱）振动发出的．越用力敲，声音就越

响，是因为： ．从左到右敲击音调越来越 ．（填“高”或“低”），在瓶口向内吹气，

声音是由于 振动而产生的。从左到右吹气音调越来越 。（填“高”或“低”）
（2）某种昆虫靠翅膀的振动发声。如果这种昆虫的翅在 2s内做了 720次振动，频率是 。

（19题） （20题）

20．小漫自己制作了一个哨子，在筷子上缠一些棉花，做成一个活塞，用水蘸湿棉花后插入两端开口的

塑料管．吹管的上端，可以发出悦耳的哨声，如图甲所示。

（1）这哨声是由管内的 振动而产生的．上下推拉活塞，可以改变声音的

（选填“音调”，“响度”，或“音色”）．
（2）如图乙所示，A、B、C图活塞在管中不同位置时，用嘴吹管的上端能分别吹出“dou（1）”、“ruai”、
“mi（3）”三个音阶，则 dou（1）这个音阶与 图位置对应。

21．自然界中，火山爆发、地震、风暴、核爆炸、导弹发射都能产生 ，它的能量很强，具有极

大的破坏力．如图所示，蝙蝠在夜间飞行时不会撞到障碍物，是因为它在飞行时发出 （选填“次
声波”或“超声波”），这些声波碰到墙壁或昆虫时会 回来，根据回声到来的方位和时间，它可以

确定目标的位置和距离，蝙蝠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叫做

．根据这一原理，科学家发明了 ．

（21题） （22题） （23题）

22．为了安全，有些轿车装有倒车雷达，当轿车倒车时，尾部在非安全距离内遇到人或障碍物，雷达就

会发出警报，方便司机判断车尾与后部障碍物间的距离，如图所示．在倒车雷达工作过程中，应用了大

量的物理知识，下列知识没有得到应用的是（ ）

A
．

声音可以传递信息 B
．

声音可以传递能量

C
．

回声 D
．

超声波

23．如图，利用“B超”可以帮助医生确定病人体内脏器的情况，这是因为（ ）

A． “B超”声波的频率很高

B． “B超”声波的能量很大

C． “B超”声波进入人体，可在脏器上发生反射，反射波带有信息

D． “B超”声波进入人体可穿透内部脏器治病

24．在扬声器旁放一点燃的蜡烛，她发现烛焰随音乐“翩翩起舞”，这说明声音

．

（24题） （25题） （26题）

25．如图所示，取一可乐罐，在其底部开一个孔（直径为 5cm），去掉盖子，蒙上一张牛皮纸．在桌子

上沿一直线每隔 5cm放置几支点燃的蜡烛．用手不断地敲击纸膜，会看到蜡烛火焰由近及远逐一被“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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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此实验生动的证明了，声音在向前传播的过程中，减小的是

26．如图所示为正在清洗眼镜片的超声波清器，它能产生频率高于 Hz的声波，从而使清洗液

产生剧烈振动，这也说明了超声波传递 ，超声波 （能/不能）被人耳听到．医生利

用超声波除去病人体内的结石，说明声波能传递 ；我国传统中医中，医生通过“望、闻、问、

切”检查病人，其中“闻”就是听的意思，说明声波能传递

．

27．天坛公园内的回音壁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回音壁应用的声学原理是（ ）

A．声音的反射使原声增强 B． 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

C． 声音的音调不同 D．发声的物体在振动

（27题） （28题） （29题）

28．用超声波测位仪向海底垂直发射声波，4s后收到回波。如果海水中声音的平均传播速度为 1500m/s，
此处海水深度为 m。

29．如下图所示是两种声音的波形图，从图形可知：图 是音乐的波形，图 是噪声的波形．

30．如图甲为常见的高音喇叭和医用听诊器，将它们制成这种形状，是为了减小声音的散失从而增

大 ；如图乙在学校附近设立禁止呜笛标志，其减弱噪声的措施是

。

（30题） （31题）

31．噪声令人心烦意乱，是四大污染之一，如图所示，请分析：“摩托车的消声器”是在

减弱噪声；“城市道路旁的隔音板”是在 减弱噪声；“工厂里工人戴耳罩”是在

减弱噪声．中考期间，学校周围禁止汽车鸣笛，是为了在 处控制噪声。

32．学生们正在教室内上课，为了减小校园外汽车的噪声干扰，下列措施可行的是（ ）

A．在校园周围植树 B．将教室的窗户打开

C．在教室内安装噪声监测装置 D．每个学生都带一个防噪声耳罩

33．小华学习了有关声音的知识后，对材料的隔音性能很感兴趣，于是他设计了如下实验进行探究，请

阅读并回答下列问题．实验步骤：

①先搜集各种材料，如衣服、报纸、平装书、塑料袋、袜子；

②把闹钟放到一个鞋盒里，将衣服盖在鞋盒上方，然后逐渐远离盒子直到听不见滴答声，记下此时人

离盒子的距离；

③分别将各种材料盖在鞋盒上方，重复以上实验，得到下表的数据：

材料 衣服 报纸 平装书 塑料袋 袜子

听不见滴答声的实际距离/m 2.1 2.8 3.7 5.2 1.2
回答问题：

（1）小华设计的实验利用了离声源越远，听到声音的响度越 （填“大”或“小”）的原理．

（2）根据小华所得数据可知粗糙的材料比平滑材料隔音性能 （填“好”或“差”），其原因是粗糙

材料吸收声音的性能要比平滑材料 （选填“强”或“弱”）．
（3）如果在给你一块海绵材料，你认为其隔声性能与报纸相比， （填“海绵”或“报纸”）隔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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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好一点．

2023 年补充：

1. 年 月 日是我国第 个“全国爱耳日”，我们应提升爱耳、护耳意识，降低噪声影响，守护

听力健康。图中的措施是在声源处减弱噪声的是( )

A. 道路两旁安装隔音板 B. 在学校周围植树

C. 医院附近禁止鸣笛 D. 工人戴防噪声耳罩

2. 中国最年轻的兵种 特种兵 如图所示 被称为“陆地猛虎、海底蛟龙、空中雄鹰”，他们装备着

黑色特种作战消音靴，最拿手的是穿消音靴上天、入地、下海。消音靴能够在______处减弱噪声，这样

做主要是防止______ 选填“音调”或“响度” 过大而暴露目标。

教材插图试题——物态变化

1．如图，把两只手分别放入热水和冷水中．然后，先把左手放入温水中，感觉温水的冷热程度；再把

右手放入温水中，感觉温水的冷热程度．先后两次对温水冷热程度的感觉是

（选填“左手感觉热些”、“右手感觉热些”或“一样热”）．这一现象表明

（选填“物体的冷热程度叫温度”、“只凭感觉判断温度是可靠的”或“只凭感

觉判断温度是不可靠的”）．观察图丙的读数为 ℃，丁的读数是 ．

（1题） （2题）

2．（1）甲瓶是自制温度计，当甲瓶放入热水中时，细管中的水柱高度将会 ，实际使用中发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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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计玻璃管中液柱变化不明显，导致示数不准确．对此，请你提出一条改进的建

议： ；若用双手用力挤压玻璃瓶，会看到细管中液面 ，

（选填“升高”、“降低”或“不变”），此实验中玻璃瓶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具有了

能．

（2）如图乙瓶为一物理兴趣小组自制成的水气压计．瓶内气体压强 p 内 p 大气压（选填“＜”、“＞”

或“=”）．当带着它从一楼到五楼时，玻璃管内水柱高度的变化情况是

（选填“变高”、“变低”或“不变”）．

（3）若某同学误将乙瓶当做自制温度使用，则这种温度计是利用 的原理，该温度

计在温度不变，大气压增大时，玻璃管内水柱会有所 可能被误认为温度 。

3．关于温度计的使用，如图正确的是

（3题） （4题）

4．（1）如图甲所示，体温计的示数是 ℃．，因为在体温计的玻璃泡和玻璃直管之间有一处很细

的 ，当水银变冷收缩时，细管内的水银断开，直管内的水银不能退回玻璃泡内，仍然显示人体

的为温度．

（2）如图乙所示，常用体温计的刻度部分为三棱体，其正面呈现弧形，这样就可以看清体温计内极细

的水银柱，以便于读数，这是因为圆弧形玻璃的作用相当于 ，使我们能看到水银柱放大后的

像．

5．下面是三种常用温度计的量程，请选填相应的温度计的名称（选填：寒暑表/体温计/实验用温度计）：

（1）35℃～42℃ ；（2）﹣30℃～50℃ ；（3）﹣20℃～110℃ ．

6．（1）如图甲所示的电子体温计通过流过半导体制成的感温头的电流来反映人的体温，这是利用半导

体电阻随 变化而变化的特性。

（2）如图乙所示目前甲型 H1N1流感防控形势严峻．为了防止流感疫情在学校的聚集性暴发流行，学

校实行每天测体温制度．如图是非接触式电子体温计，使用方法是直接对人体额头测量，不接触人体皮

肤，通过接受人体发出的某种光线，测量体温．则体温计接收到的光线是 （选填“红外线”、

“ 紫外线”、“绿光”或“蓝光”）．

（6题） （7题）

7．（1）不同物体在温度变化相同时，体积的变化一般不同．如图甲所示是市场上有的一种指针式寒暑

表，它的工作原理如图乙所示，把形状相同的铜片和铁片紧紧的铆在一起，由于铜片在升高相同的温度

时比铁片体积变化的要大，所以当温度升高时双金属片就会向

（填“铜”、“铁”）片一侧弯曲，温度降低时又会向另一侧弯曲，使螺旋状的双金属片加旋或解旋，指

针转动。

（2）如图丙所示，AB为一根长长的搁在支架上的金属杆，B端固定；A端与指针下端相连，指针可以

绕 0点转动，这就做成了一个固体温度计，当温度升高时，指针会向

（填“左”或“右”）偏．

8．根据科学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降温，温度也只能非常接近﹣273.15℃（粗略地说是﹣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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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能比它更低．科学家们把这个温度规定为零度，设立了一种新的温度标准，叫热力学温度．它每

一度的大小与摄氏温度相同，热力学温度用丁表示，单位是开尔文，简称开，符号是 K．热力学温度 T
和摄氏温度 t的关系是 ．

9．如图所示，小林和小涵同学在做“探究冰的熔化规律”实验，记录的实验数据如表：

时间/mi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温度/℃ ﹣6 ﹣4 ﹣2 ﹣1 0 0 0 0 1 2 3

（1）通过实验数据判断冰属于 （填“晶体”或“非晶体”），理由是：

．

（2）实验中冰熔化的时间是 min，小林同学发现冰熔化时间短，不便于观察熔化

时的现象，在不改变原来实验装置的情况下，请你告诉她一种延长冰熔化时间的方

法： ．

10．如图所示 A、B是两种物质熔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其中 是非晶体的熔化曲线；另一

种物质的熔点是 ℃，该种物质在 12～18min内是

（选填“吸热”、“放热”或“既不吸热也不放热”）．

（10题） （11题）

11．从图象中获取有用的信息，是学好物理的重要能力之一．某种物质的温度时间变化曲线如图所示，

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 FG线段平行于时间轴，说明该物质有一定的熔点

B． 在 FG线段对应的时间内，物质处于固、液共存状态

C． GH线段表示温度不断降低，所以该物质的熔点在不断降低

D．在 FG线段对应的时间内，物质放热，但温度保持不变

12．为了从酒精和水的混合溶液中分离水和酒精，张明同学依据已学过的知识，提出了一种方案．依据

水和酒精凝固点不同可将水和酒精分开．为此，他利用家中电冰箱的冷冻室做了如下实验：他将配有不

同比例的水和酒精的混合物放入冷冻室中，并用温度计监测混合液的温度，定时观察，他所测的数据和

观察到的现象如下表：

V 酒精/mL V 水/mL V 酒精/V 水 观察现象

12.5 12.5 1/2 ﹣8℃未发现凝固

12.5 30 1/4 ﹣8℃未发现凝固

12.5 75 1/6 ﹣8℃混合液开始凝固

12.5 370 ≈1/30 ﹣6℃混合液开始凝固，酒精并未从水中分离出来

12.5 750 ≈1/60 ﹣4℃混合液开始凝固，酒精并未从水中分离出来

说明：所用冰箱的冷冻室的最低温度为﹣8℃．

（1）请你仔细看一看表中的数据和记录的现象，张明同学 （填“能”、“不能”）将水和酒精从混

合液中分开。

（2）在水中添加酒精对水的凝固点有何影响？ 。

（3）这个结论在实际中有何应用？ 。

13．如图是某物质物态变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由图可知，该图象是 （填“熔化”或“凝固”）
时温度变化曲线，该物质的熔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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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题） （14题）

14．物理课上老师做了下列实验：

（1）向一个透明塑料袋中吹气，塑料袋鼓起．将袋挤瘪，排出袋中空气后把袋口扎紧，放入 80℃以上

的热水中，发现塑料袋仅鼓起一点点，原因是袋中未排尽的空气 ．

将袋取出，在透明塑料袋中滴入几滴酒精，排出袋中空气后把袋口扎紧，再放入 80℃以上的热水中，

发现塑料袋明显鼓起（如图甲）；从热水中拿出鼓起的塑料袋，放入冷水中，发现塑料袋又变瘪了．以

上过程是因为酒精发生了 和 两种物态变化．

（2）将装了固态碘的试管浸入热水中（如图乙），试管中出现紫色的烟雾．是因为碘发生了

．（碘的熔点是 114℃，沸点是 184.35℃）

15．如图所示，是小明同学做“观察水沸腾”的实验装置．

（1）本实验的目的是：观察 ；探究水沸腾时 的变化规律．

（2）当水温接近 90℃时，每隔 1min记录一次温度，根据表格里记录的数据，请你在下面的小方格纸

上画出水的沸腾图象．

时间/min 0 1 2 3 4 5 6 7 8
温度/℃ 90 92 94 95 96 97 97 97 97

（3）实验装置中 A的作用是 ；B的作用是 ．

（4）从水的沸腾图象可以看出，此时水的沸点是 ℃，水在沸腾的过程中温度 ．

（15题） （16题）

16．如图所示，某实验小组把盛有水的纸盒放在火焰上烧，做“纸锅烧水”实验，则下列有关说法中错误

的是（ ）

A
．

纸锅里的水未加热前，水是不会发生汽化现象的

B
．

纸锅里的水上方冒出“白气”实际是水蒸气遇冷液化而成的小水珠

C
．

水烧开了纸盒仍不会烧着，这是因为纸的着火点较高，高于水的沸点且水沸腾时需要吸收大量的热

D
．

纸锅里的水加热到沸腾后温度将保持不变，若撤去酒精灯火焰，则水将不会沸腾

17．游泳运动员刚从水中上岸感觉特别冷，是由于运动员身上的水（ ）

A．熔化吸热 B．汽化吸热 C．升华吸热 D．液化放热

（17题） （18题） （1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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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秋天的清晨，我们经常发现野外的树叶或小草上凝结着晶莹的露珠，如图所示．形成露珠的物态变

化过程是（ ）

A
．

升华 B
．

汽化 C
．

熔化 D
．

液化

19．（1）用扇子扇表面干燥的温度计时，温度计的示数 ；用扇子扇玻璃泡上涂有酒精的温度计

时，温度计的示数 ，这说明酒精 时要 热．

（2）如图所示，液化石油气是用 的方法使石油气液化的，另一种使气体液化的方法

是 ．一钢罐内装有质量为 20kg的液化石油气，这些液化石油气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为

J．（液化石油气的热值为 3.5×107J/Kg）
20．（1）如图所示是电冰箱工作原理图．电冰箱工作原理是利用了一种叫氟利昂的物质作为热的“搬运

工”，把冰箱冷冻室里的“热”搬运到冰箱外边．氟利昂是一种既容易 ，又容

易 的物质（填物态变化的名称）．工作时，电动压缩机将氟利昂蒸气压缩并

把它压入冰箱的冷凝管里，在这里蒸气变成液体并 （“吸热”或“放热”），这

些热被周围空气带走．冷凝器里的液态氟利昂，经过一段很细的毛细管进入冰箱内

冷冻室的管子里，在这里迅速汽化 （“吸热”或“放热”），使冰箱内温度降低，

生成的蒸气又被压缩机抽走，压入冷凝器，再液化并把从冰箱内带出来的热放出．氟

利昂这样循环流动，冰箱冷冻室里就可以保持相当低的温度．

（2）从冰箱冷藏室取出一瓶矿泉水，会看到瓶的表面出现小水珠，这是空气中的水蒸气

形成的；从冰箱冷冻室取出冻肉，会看到冻肉表面结霜，这是空气中的水蒸气 形成的．（填

写物态变化名称）

21．盛一盆水，在盆里放两块高出水面的砖头，砖头上搁一只比盆子小一点的篮子。篮子里有剩饭、剩

菜，再把一个纱布袋罩在篮子上，并使袋口的边缘浸入水里，就做成了一个简易冰箱。把它放在通风的

地方，即使经过一天时间里面的饭菜也不会变质。

（1）这种“简易冰箱”能起到降温保鲜作用的原因是 ；

（2）将它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目的是 ．

（21题） （22题）

22．吐鲁番是全国有名的火炉，常年高温少雨，水贵如油．当地流行使用坎儿井，大大减少了输水过程

中水的蒸发和渗漏．如图所示，坎儿井由明渠、暗渠、竖井组成．暗渠即地下水道，是坎儿井的主体，

宽约 1.2m．井的深度因地势和地下水位高低不同而有深有浅，一般是越靠近源头，竖井就越深，最深

的井可达 90m以上，井内的水在夏季约比外界低 5~10℃．以下是关于“坎儿井”减少水的蒸发的原因，

其中错误的是（ ）

A
．

主体水道深埋地下，减少了由于水流动时表面积过大带来的蒸发

B
．

主体水道深埋地下，减少了由于空气流动带来的水的蒸发

C
．

井内的水温比外界低，也是减少水蒸发的原因

D
．

地下有源源不断的水供应，所以减少了水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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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寒冷的冬天，房间的玻璃窗上常常会结冰，玻璃上冰花图案各异，有的像兰花，有的像马尾松，还

有的像一朵朵的梅花．

（1）冰花在玻璃的 （填“室内”或“室外”）表面．

（2）与冰花的形成有着相同物态变化的是 （a．霜 b．雾 c．露 ）

（23题） （24题）

24．（1）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某同学将碎冰块放入易拉罐中并加入适量的盐，用筷子搅拌大约半分钟，

测得易拉罐中冰和盐水混合物的温度低于 0℃，同时发现易拉罐的底部外有白霜形成，盐使冰的熔点

0℃（选填“低于”、“高于”），该白霜的形成是 现象（填物质变化名称），在形成白霜的过程中

会 热量（选填“吸收”、“放出”）
（2）放在衣柜中樟脑丸变小了，这是因为樟脑丸 的缘故（填物态变化名称）；放有樟脑丸的衣

柜夏天的味道总比冬天的浓，这是因为： 。

25．如图所示，水的三态之间转化过程所对应的物态变化名称，标注都正确的是（ ）

A． B． C． D．

26．水是生命之源．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水球，但是其中的淡水资源只占 3%，我国更是一个严重

缺水的国家，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海洋、江河、湖泊的水在不断的通过

变为水蒸气，水蒸气随气流上升到高空，遇到冷空气后，水蒸气就会发生 或 ，形成雨、

雪、冰雹等降落回地表，完成大气水循环．

2023 年补充：

1.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的壳体使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高强、高韧钛合金。金属钛是一种晶体，

其熔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为图中的( )

A. B. C. D.

2. 如图是探究某种固体物质熔化时的温度变化规律的实验装置，图乙是根据实验记录的数据画出的图

像，下列对实验描述错误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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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试管放在水中 水浴法 加热，是为了使固体粉末受热均匀

B. 增加酒精灯的火力大小，不能提高该固体熔化过程中的温度

C. 从开始熔化到完全熔化，大约需要

D. 从 到 的过程中，物质处于液态

3. 如图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性运用物理知识的场景，其中解释不正确的是( )

A. 自制简易冰箱利用蒸发吸热来保存食物

B. 把鱼埋在冰粒中利用了冰温度较低且熔化吸热来保鲜鱼

C. 新疆坎儿井利用地下水管引水，减少水在输送过程中的蒸发

D. 北方冬天在菜窖里放几桶水是利用水凝固吸热来保存蔬菜

4. 水是大自然的精灵，瞬息万变中向我们展示了它神秘的特性，如图所示的四个场景中，因为水的凝

固而形成的是( )

A. 屋檐下的冰凌 B. 窗玻璃上的冰花

C. 旷野上的白雾 D. 植物上的露珠

5. 压力锅内水的沸点可达到 ，从而缩短食物煮熟时间。如图是一款型号为 的家用压力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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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 ”是指锅身直径为 ______ 填单位 ；为防止压力锅因排气孔堵塞而造成安全事故，锅盖上

还有多个保险装置，其中安全阀内的易熔片是用熔点较______ 填“高”或“低” 的合金制成的。

6. 如图是以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翡翠蝈蝈白菜和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为原型的文创雪糕，夏

天揭开雪糕的包装纸会看见“白气”是______现象 填物态变化名称 ，在此现象形成的过程中要

______ 选填“吸热”或“放热” 。

教材插图试题——光现象

1．如图的光源，属于人造光源的是（ ）

A
．

闪电

B

．

灯光

C

．

水母

D

．

太阳

2．（1）如图甲所示，小明用实验来研究光的传播：由实验可知，光在水中沿 传播．

（2）如图乙所示，在开凿大山隧道中，用激光引导掘进机掘进方向，如图所示，是利用了光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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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作简易针孔照相机：在空易拉罐底部的中央，用钉子戳一个小孔，将易拉罐的顶部剪去后，蒙上

一层半透明塑料薄膜（如图）．

（1）将点燃的蜡烛置于小孔前的适当位置，观察到蜡烛将在塑料薄膜上成像，这种现象叫

．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是

（2）如果易拉罐底部小孔形状是三角形，则他在塑料薄膜上看到的像是

A．三角形光斑 B．圆形光斑 C．蜡烛的正立像 D．蜡烛的倒立像

（3）若将蜡烛逐渐远离小孔，塑料薄膜上的像将 （变小/不变/变大）．

（3题） （4题）

4．如图所示的手影是由光沿 形成的．请举一个与手影形成原因相同的例子： ．

5．“坐井观天，所见其小”．请在图中用光路图作出井底之蛙“观天”的最大范围．

（5题） （6题） （7题）

6．如图是研究光反射规律的实验装置，为了研究“光在反射时可逆”，实验时应进行的操作是（ ）

A．改变光线 OB与法线 ON的夹角 B． 改变光线 AO与法线 ON的夹角

C． 沿法线 ON前后转动 F板 D．让另一束光从 BO入射

7．如图所示为研究光的反射规律的实验装置，其中 O点为入射点，ON为法线．实验时，当入射光为

AO时，反射光为 OB；当入射光为 CO时，反射光为 OD；当入射光为 EO时，反射光为 OF．从这一

现象可以初步说明：（1）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 ；（2）反射角与入射角 ．

8．镜面反射和漫反射的不同，是由于反射面的结构所造成的．我们能从不同的方向看到黑板上的字，

这是 反射．（填“镜面反射”或“漫反射”）
9．自行车是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它包含了许多物理知识．例如，自行车尾灯就包含了光学知识．它

本身不发光，但在夜晚，当有汽车灯光照射到尾灯上时，就会发生反射，以引起司机注意．尾灯的结构

如图所示，请在图中画出①光线的反射光线，并说明反射光线的特点：

（9题） （10题）

10．如图所示，小明想要利用一块平面镜使此时的太阳光竖直射入井中．请你通过作图标出平面镜的位

置，并标出反射角的度数．

11．竖直向下照射的太阳光经平面镜反射后，沿水平方向射入涵洞中，请在图中画出平面镜的位置，并

完成光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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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题） （12题）

12．如图是被水环抱的国家大剧院的照片．从远处观看大剧院和水中的倒影形成一个完整的“鸭蛋”，产

生这种视觉效果的原因是 ，所成的是一个 像（选填“虚”或“实”）；漂亮的“蛋壳”闪着

耀眼的光芒，这是 反射（选填“镜面”或“漫”）．
13．如图是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装置，a为玻璃板，b和 c是两支相同的蜡烛，下列说法错误的

是（ ）

A．为了保证实验效果应选择较薄的茶色玻璃板

B． 实验时，玻璃板 a应与水平桌面垂直放置

C． 沿水平桌面移动蜡烛 c前，应先将 c点燃

D．刚点燃的蜡烛 b远离平面镜，它的像的大小不变

（13题） （14题）

14．如图所示是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装置，请回答：

（1）应选择 （填“平面镜”或“平板玻璃”）来研究平面镜成像特点．

（2）移去后面的蜡烛 A′并在其所在位置上放上一光屏，则光屏上 （填“能”或“不能”）接收到

蜡烛火焰的像，所以平面镜所成的像是 （填“虚”或“实”）像．

15．如图所示，生活中的有关面镜，具有扩大视野功能的是（ ）

A
．

演员对着镜子画脸谱

B

．

利用太阳灶烧水

C

．

拐弯处反射镜

D

．

古代梳妆铜镜

16．如图所示是由大量反射镜组成的太阳能发电装置，图中各个反射镜由计算机控制，使反射的太阳光

聚集在塔顶的集热器(锅炉)上，集热器中的水变成水蒸气后推动汽轮机，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

（1）该太阳能发电站发电时，将光能转化为 能，太阳能发电具有 的优点；

（2）这个装置中反射镜的作用是改变 ；

（3）10kW•h的电能，如果由热电转化效率为 30%的热电厂来供电，需要完全燃烧煤

kg．（煤的热值 q 煤=3×107J/kg，1kW•h=3.6×106J）

（16题） （17题） （18题）

17．如图，利用凸面镜可以扩大视野，主要是因为它对光有 作用，利用凹面镜可以来生火，主要

是因为它对光有 作用．

18．传统手电筒的反光装置相当于凹面镜，它能将灯泡发出的光线接近于平行光射出．目前有一种新型

的笔形手电筒，如图所示，它没用反光装置同样能使手电筒发出的光线集中射出，这是因为它使用的灯

泡尖端玻璃很厚、呈半圆形，其作用相当于 。

19．在学习平面镜成像的有关知识后，四位同学画出小丑玩偶在平面镜中成的像如图所示，四幅图画中

的物、像关系符合平面镜成像特点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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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20．（1）如左图 A′O′是 AO 在平面镜中的像，画出平面镜的位置

（2）如右图是一条入射光线和它的反射光线，在图中画出平面镜所在的位置

21．检查视力的时候，视力表放在被测者头部的后上方，被测者识别对面墙上镜子里的像（如图）．视

力表在镜中的像与被测者相距 米．

（22题）

22．如图为潜望镜工作原理图．若现有一军舰位于 S点处，则潜水艇中的人通过潜望镜看到的像的位

置在图中的 处，看到的物体的像的情况是实际物体的上下关系是

（填“一致”、“相反”），左右关系是 （填“一致”、“相反”）。

23．如图，是潜望镜的原理图，试画出光经潜望镜两次反射的光路图．

（23题） （24题）

甲

24．鱼儿在清澈的河水里游动，有经验的渔民看到鱼后，可以用鱼叉将鱼叉到

（1）如图甲有经验的渔民应该用鱼叉瞄准 位置，才能将鱼叉到；

（2）在图乙中，利用光路图说明理由（水中的鱼在图所示位置）

25．课堂上老师给同学们变了一个小魔术：起初茶碗看起来是空的，但是慢慢往碗内倒水时，会发现碗

中原来还藏着一枚硬币，这种现象是由于 造成的，人眼看到的硬币比真实的硬币位置要

（选填“高”或“低”）

（25题） （26题）

26．（1）图为海市蜃楼的成因图，它是空气密度 ，导致光传播发生 所致．

（2）小明同学站在平静的湖边看到“云在水中飘，鱼在云上游”的奇景，是由于鱼通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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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成的虚像与 所成的虚像同时出现形成的．

27．一束光射向一块玻璃砖，如图所示，画出这束光进入玻璃和离开玻璃后的径迹（注意标出法线）．

（27题） （28题） （30题）

28．如图所示有束光线射入杯底形成光斑，逐渐往杯中加水，光斑将（ ）

A．向右移动 B．向左移动 C．不动 D．无法确定

29．下列现象属于光的色散现象的是（ ）

A
．

立竿见影 B
．

雨后彩虹 C
．

小孔成像 D
．

水中月亮

30．如图所示，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彩色电视机面面上的色条，会看到排列有序的三色发光区域是

（ ）

A．红、绿、蓝 B．红、绿、紫 C．蓝、绿、紫 D．红、黄、蓝

31．（1）某些动物如响尾蛇可以靠物体对光的敏感来捕食，这种光是 ；电焊工在焊接时要戴上

护眼罩，这主要是为了防止 对眼睛造成伤害．若将电视机的红外线遥控器对着家用寒暑表的

玻璃泡，一会儿后，温度计的示数将 （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2）人体生病的时候，局部皮肤的温度异常，如果在照相机里装上对 敏感的胶片，给皮肤拍

照片并与健康人的照片对比，有助于对疾病做出诊断．

2023 年补充：

1. 如图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计时工具 日晷，人们通过观察直杆在太阳下影子的位置来计时。影子

的形成是由于( )

A. 光的直线传播 B. 光的反射 C. 平面镜成像 D. 光的折射

2. 有经验的渔民都知道：只有瞄准看到的鱼的下方才能叉到鱼。对此做法解释正确的光路图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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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3. 青蛙掉进了深坑里爬不上来很可怜，它能看到的视野范围如图甲所示；为了救它，

妞妞在坑中灌满了水，假设青蛙仍在 点，它的视野将发生变化，在下列选项中，确定

青蛙视野大致范围的光路图，正确的是( )

A. B. C. D.

4. 如图所示，有北方小西子之称的水上公园是美丽天津的一处靓丽风景。下列在人们游园时所看到的

现象中，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是( )

A. 碧波庄在水中的倒影 B. 地面上游客的影子

C. 倒映在水面上的白云 D. 在湖水中畅游的鱼儿

5. 一束光射向一块玻璃砖 如图所示 ，并穿过玻璃砖，这束光进入玻璃砖和离开玻璃砖后的光路图正

确的是( )

A. B. C. D.

6. 以下四个涉及到光学知识的现象或应用中，原理相同一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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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7. 关于图所示的四种仪器，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超--利用超声波获取人体内部信息 B. 声呐--利用次声波探知海底深度

C. 验钞机--红外线使钞票上的荧光物质发光 D. 遥控器--靠紫外线实现对电视机的控制

8. 如图 所示的手影是由光______形成的；如图 所示，小丑在平面镜前欣赏自己的形象，此时小丑

距平面镜 ，则镜中的像与小丑相距______ 。

9. 如图所示，天津永乐桥上直径为 的摩天轮，有着“天津之眼”的美誉，它与水中的倒影相映

成趣。倒影的形成是由于光的_____，倒影中“摩天轮”的直径_____ 选填“大于”“小于”或

“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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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插图试题——透镜

1．照相机镜头相当于 透镜，这种透镜对光线具有 作用．

2．如图甲所示，夏天，在森林里，太阳光经过树叶的空隙照在地面上会形成圆形光斑，这是由于光

形成的太阳的像．放大镜是中央厚度比边缘 的透镜，如图乙所示，将放大镜正对着太阳，调整它

与地面的距离，地面上会形成很小很亮的光斑，这是由于光的 形成的．

（2题） （3题）

3．如图所示，一束光经过一个透镜后会聚于主光轴上的点 A，取掉透镜后，光会聚于 B点，则该透镜

起到 作用（填“会聚”或“发散”），是 透镜，由此说明，能会聚于一点的透镜 （填

“一定”或“不一定”）是凸透镜．

4．如图所示，将平面镜放在垂直于凸透镜的主光轴上，凸透镜与平面镜相距为 d，一束平行主光轴的

光射向凸透镜，经平面镜反射后会聚在两镜中点处，则此透镜的焦距为 ．

（4题） （5题）

5．小文利用太阳光测量凸透镜的焦距，方法如图所示．他让凸透镜正对阳光，但纸板上的最小光斑却

不易确定．于是他移动纸板找到两次成等大光斑的位置，分别测出了光斑到凸透镜中心的距离为 8cm
和 12cm，则凸透镜的焦距是（ ）

A
．

4cm B
．

10cm C
．

12cm D
．

20cm

6．根据入射光线和折射光线的传播方向，在图的虚线框内画出适当类型的透镜．

7．仔细观察照相机你会发现，所有照相机的前面都有一个镜头，镜头就相当于一个凸透镜．如图所示

为照相机的原理图，则照相时所成的像是 、 、 。

（7题） （8题）

8．如图所示，爷爷和孙女照相时在底片上成的是倒立、缩小的 像．

9．如图，在“自制照相机模型”时：

（1）在取材时，胶片使用的材料是 （填“透明”、“半透明”或“不透明”）膜．

（3）观察时，小明应选择 （填“亮”或“暗”）的物体做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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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相时，镜头离景物的距离至少要 ，才能在薄膜上看到清晰的像．

（3）小明用自制的照相机先拍摄到了远处的物体，再拍摄近处物体时，应将两筒间的距离变 ；

此时薄膜上的像变 。

（9题） （10题）

10．如图是投影仪工作原理示意图，投影仪成像的特点是成 像。

11．小明用焦距为 10cm的放大镜去观察邮票，想看清楚邮票上的细微之处，如如图所示．这时放大镜

与邮票间的距离应（ ）

A．等于 10cm B． 小于 10cm
C． 大于 20cm D．在 10cm与 20cm之间

（11题） （12题）

12．如图所示，是小明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实验中看到的一种成像的情况．此时凸透镜所成的像

是 （选填“实”或“虚”）像，光屏 呈接到， 用眼睛看到，当蜡烛逐渐靠近透镜时，像

变 。

13．下面关于实像和虚像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虚像和实像都能通过眼睛观察到，但虚像不能成在屏上而实像能成在光屏

B． 虚像一定是人的幻觉，实际上并没有光线进入人的眼睛

C． 只有实像才能用照像机拍摄，而虚像照相机拍摄不下来

D．实像才能用眼睛观察到，虚像不能用眼睛观察到

14．王辉同学在如图探究“凸透镜成像”的实验中：

（1）他先将凸透镜正对着太阳光，并移动光屏，直到太阳光在光屏上会聚成一

点，如图所示．则该凸透镜的焦距为 cm．

（2）当他把点燃的蜡烛放在距此凸透镜 l0cm处时，移动光屏，可在光屏上得

到一个倒立、 （选填“缩小”或“放大”）的实像．生活中的 （选

填“放大镜”或“投影仪”）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制成的．

（3）当蜡烛逐渐远离凸透镜时，烛焰所成的实像将 （选填“变小”或“变大”）．
15．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中：

（1）徐平同学通过物理知识的学习，知道放大镜就是凸透镜．在活动课中，他用放大镜观察自己的手

指（如图甲），看到手指成 的像；再用放大镜观察远处的房屋（如图乙），看到房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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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两空均选填“放大”、“等大”或“缩小”）
（2）他猜想：凸透镜成像的大小可能与蜡烛到透镜的距离有关．于是，他在如图丙所示的光具座上，

不断改变蜡烛到透镜的距离，并移动光屏进行实验，所获得的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

物体到

凸透镜的距离/cm
光屏上像到

凸透镜的距离/cm
光屏上

像的大小

3.00 光屏上没有像

5.00 光屏上没有像

12.00 60.00 放大

20.00 20.00 等大

25.00 16.67 缩小

30.00 15.00 缩小

分析数据可知，该凸透镜的焦距为 cm；物体到凸透镜的距离越长，光屏上像的大小就越 ．

（3）实验时，他发现蜡烛的像成在了光屏上侧，为了使蜡烛的像能成在光屏中央，应将凸透镜向 移

动．

（4）徐平所在班级照毕业像时，摄影师发现两旁还有同学没有进入取景框内，摄影师使照相机 （选

填“靠近”、“远离”或“不改变”）同学，同时还应 （选填“增加”、“缩短”或“不改变”）照相机的暗箱

长度，才会在取景框内得到清晰满意的画面。

16．小方同学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当蜡烛、凸透镜、光屏的位置如图所示时，光屏上得到了

清晰的像．则（ ）

A
．

得到的像是正立缩小的实像

B
．

得到的像是倒立放大的实像

C
．

把蜡烛向左移动，调整光屏的位置，得到的清晰像变小

D
．

把蜡烛向右移动少许，要得到清晰的像，应向左移动光屏

17．找到一个圆柱形的玻璃瓶，里面装满水，把一支铅笔水平地放在玻璃瓶的一侧，透过玻璃瓶，可以

看到那支铅笔的形状 （填“不变”或“变化”）；把铅笔由靠近玻璃瓶的位置向远处慢慢的移动时，

透过玻璃瓶会看到铅笔尖会逐渐 （填“变长“或”变短”），到某一位置以后，铅笔尖的方

向 ．

（17题）

2023 年补充：

1.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相当于给二维码照了一张照片，如图所示，用手机扫描物品上的二维码、登录



27

网址、查看物品的相关信息时，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二维码位于摄像头的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

B. 物体上的二维码是光源

C. 二维码位于摄像头的二倍焦距以外

D. 当二维码超出手机上设定的方框时，若物品不动，需要把手机靠近物品

2. （多选）在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时，一个小组所描绘的 图像如图所示。图线中 、

、 三点分别与蜡烛在光具座上移动过程中的三个位置相对应。则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蜡烛处于 间某一位置时，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B. 蜡烛处于 间某一位置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

C. 将蜡烛从 移动到 的过程中，所成像逐渐增大

D. 将蜡烛从 移动到 的过程中，所成像逐渐减小

3. （多选）小明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时，做了如下实验：

用平行光正对凸透镜照射，移动光屏得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如图甲所示；

保持该透镜位置不变，将点燃的蜡烛放在图乙所示的位置，移动光屏得到烛焰清晰的像 图中未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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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A. 实验 中，烛焰在光屏上成缩小的像

B. 实验 中，像到透镜的距离一定大于

C. 若增大蜡烛与透镜的距离，所成的像会变小

D. 若使该透镜成虚像，蜡烛与透镜的距离应大于

4. （多选）在硏究凸透镜成像规律时，将焦距为 的凸透镜和点燃的蜡烛固定在光具座上 如图 ，

在光屏上得到了烛焰清晰的像 图中光屏未画出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光屏上所成的是倒立、缩小的实像 B. 光屏上所成的是倒立、放大的实像

C. 光屏一定位于 刻度之间 D. 光屏一定位于 刻度之间

5. （多选）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蜡烛、凸透镜和光屏在光具座上的位置如图所示，此

时在光屏上得到烛焰清晰的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投影仪应用了该次实验的成像规律

B. 照相机应用了该次实验的成像规律

C. 要在光屏上得到更大的清晰像，需将蜡烛靠近透镜，光屏远离透镜

D. 要在光屏上得到更大的清晰像，需将蜡烛靠近透镜，光屏靠近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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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插图——质量密度

1．托盘天平是一种机械天平，现在也常用电子天平来测量物体的质量．如图所示是某电子天平测量的

质量是 3×10﹣5kg，合 mg．

（1题） （2题） （3题）

2．2012年 7月 1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对神州九号飞船返回舱举行了开舱仪式，取出搭载的物品，并

分发给各相关单位．其中有青少年搭载的科学实验种子，邀游太空回到地球；它们将分发给全国中小学，

进行栽培和对照观察实验．在地球上质量为 5kg的种子，被宇航员带到太空中称量时它的质量（ ）

A． =5kg B．＜5kg C．＞5kg D．无法判断

3．在测量金属块密度的实验中，用调节好的天平测金属块的质量，若天平平衡时右盘砝码的质量、游

码在标尺上的位置如图所示，则金属块的质量为 g．若用 测出金属块的体积为 20cm3，

则金属块的密度是 g/cm3．

4．（1）一个澡盆大致是长方体，长、宽、高分别约为 1.2m、0.5m、0.2m，它最多能装

kg的水．

（2）一个容积为 2.5L的塑料瓶，用它装水最多能够装 kg；用它装酒精，最多能装

kg．（ρ酒精=0.8×103kg/m3）

（3）有一捆铜丝质量为 89kg，测出其横截面为 2.5mm2，（铜密度是 8.9×103kg/m3）试计算出这捆铜丝

的长度为 ．

5．（1）已知空气的密度为 1.29kg/m3，教室内空气的质量约为（ ）

A． 2kg B． 20kg C． 200kg D． 2000kg
（2）人体的密度跟水的密度差不多，那么初中生身体的体积最接近哪一个值？（ ）

A
．

5m3 B
．

0.5m3 C
．

0.05m3 D
．

0.005m3

6．甲、乙、丙三位同学在用量筒测液体体积时，读数情况如图所示，其中 同学读数方法正确，

量筒中液体体积为 mL．
7．如图所示，是用量筒测量不规则形状物体体积的一种方法．由图可知，该量筒的量程为

mL，该物体的体积为 mL．

（7题） （8题）

8．一块很薄的均匀的长方形小铝片，用刻度尺无法测量其厚度，王强同学想了一个办法：先用刻度尺

测出铝片的长 a、宽 b，再用天平称出它的质量 m，查表可知铝的密度为ρ铝，那么该铝片的厚度为（ ）

A． 铝ab
m

B．
ab

m

铝
C． abm

铝
D． 铝mab

9．（1）长江三峡水库总容量约为 3.93×1011m3，这个水库的蓄水量是 t．
（2）一建筑工地用砂石 50m3，用载质量是 3.5t的卡车运送，至少需运送 车．（已知砂石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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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6×103kg/m3）

10．为了确定某种金属的密度，首先用天平测量金属块的质量．当天平平衡时，放在右盘中的砝码和游

码的位置如图甲所示，则金属块的质量 m= g．然后，用量筒测量金属块的体积．将水倒入量筒，

水面达到的位置如图乙所示，再把金属块完全浸没在量筒的水中，水面升高如图丙所示，则该金属块的

体积 V= cm3．根据测量结果可知该金属块的密度为ρ= kg/m3，该金属是

（11题） （12题） （13题）

11．夏天，用橡皮膜封闭一锥形瓶的瓶口，把锥形瓶放在冰水中后，瓶口的橡皮膜会向下凹，如图，由

此可知：该瓶内气体温度降低，密度 （选择“变大”、“不变”、“变小”）．根据气体密度的这种变

化规律，发生火灾时为了避免吸入燃烧后产生的有毒气体，人应尽量贴近地面爬行的理由是

．

12．如图所示，一个纸风车放在点燃的酒精灯火焰上方，风车会转动起来．在整个过程中是由酒精的

能最终转化为风车的 能．

13．学校物理兴趣小组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水的体积随温度变化”的研究，得到如图所示的图象．请

根据此图象回答以下问题：

（1）图象中 AB段反映的物理现象是 ．

BC段反映的物理现象是 ．

（2）以上现象揭示了水的反常膨胀现象，由此可进一步得出的推论是： 水在 4℃时，

最大．

（3）在北方寒冷的冬天，湖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而鱼却能在湖底自由地生活．你估计一下，湖底

的水温约为 ℃．

14．冬天里，我们常看到室外的自来水管外包了一层保温材料，是为了防止水管冻裂，水管被冻裂的原

因是（ ）

A．水管里水结成冰以后，密度变大

B． 水管本身耐寒程度不够而破裂

C． 水管里水结成冰以后，质量变大

D．水管里水结成冰以后，由于冰的密度比水小，冰的体积变大

15．一个实心铅球的质量是 4kg，经测量知道它的体积是 0.5dm3．这个铅球是用铅做的吗？通过计算说

明（ρ铅=11.3×103kg/m3）

16．体积为 100cm3的冰块，全部熔化成水后，水的质量为 g，水的体积为

cm3．（ρ冰=0.9×103kg/m3）

17．密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联系十分紧密：在新材料的选择上，科学家们一般都选择高强度、 （选

填“高”或“低”）密度的合金、玻璃钢等复合材料作为航空器材；工厂中为了减轻机器工作时的振动，机

器的底座常用密度很 的材料制作；在我国北方的楼房中都装有暖气，这种用水作为介质的暖气

片，一般都安装在窗户的 （选填“上方”或“下方”）；
18．世界上密度最小的固体“气凝胶”是人类在探索新材料中取得的重要成果．该物质的坚固耐用程度不

亚于钢材，且能承受 1400℃的高温，而密度只有 3kg/m3．一架用钢材（ρ钢=7.9×103kg/m3）制成的质量

约 160吨的大型飞机，如果用“气凝胶”做成，其质量相当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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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片鸡毛的质量 B． 一只鸡蛋的质量

C． 一个成年人的质量 D．一台大卡车的质量

19．阅读短文，回答文后的问题．

气凝胶是世界上密度最小的固体，密度可以达到 1mg/cm
3
．气凝胶的内部有很多孔隙，充斥着空气．气

凝胶有很好的透光性、隔热性和隔音性，还具有很强的吸油能力，可以吸附自身质量 250 倍的油．目前

应用较多的是硅气凝胶．制造时首先将液态硅材料和酒精（沸点 78℃）等溶剂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

在一定温度下形成硅凝胶．这个过程必须控制好酒精含量，过高或过低都会使最后形成的气凝胶性能降

低．温度的高低会影响凝胶形成的时间，具体关系如下表．形成凝胶后，再通过特殊的干燥工艺，排出

凝胶中的酒精溶剂，就形成了多孔海绵状的气凝胶．

（1）若用体积为 1m3的气凝胶吸油，则最多可吸附油 kg．
（2）根据表格中的数据，在坐标图中作出凝胶形成时间和温度关系的图象．

（3）温度越高，凝胶形成的时间越短，但制造时温度不能太高，原因是：

．

（4）气凝胶有广泛的用途．请你根据其性能，设想一种气凝胶的应用： ．

2023 年补充：

1. 如下图所示的四种测量器具中不能直接测量物体质量的器具是 ( )

A. 案秤 B. 电子天平

C. 弹簧测力计 D. 托盘天平

2. “气凝胶”是一种新型材料，如图所示。美国“火星探路者”探测器上因使用

了这种材料，而大大减轻了探测器的质量，由此可判断“气凝胶”至少具有以下哪

种特性( )

A. 坚硬 B. 传热性好 C. 密度小 D. 密度大

温度/℃ 30 40 50 60 70
形成时间/h 100 80 60 40 20



32

3. 如图所示，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战国商鞅方升”，全长 ，容积

，重 ，是中国度量衡史的标志性器物。其所能容纳水的质量

与下列哪个物体的质量最接近 ( )

A. 一本物理课本 B. 一个普通鸡蛋 C. 一张课桌 D. 一只大天鹅

4. 年 月 日，天津市河西区城市大厦 座 层发生火灾，造成了多人死亡，受伤的重大事故，

在发生火灾时，为了避免吸入燃烧后产生的有毒气体，人应贴近地面爬行，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有毒气

体( )

A. 受热膨胀，密度变小，飘于室内下方 B. 受热膨胀，密度变小，飘于室内上方

C. 受热膨胀，密度变大，飘于室内上方 D. 受热膨胀，密度变大，飘于室内下方

5. 一般来说，同种物质温度越高密度越小，遵从热胀冷缩的规律，但是水比较特殊。水在 时密度

最大，温度高于 时，随着温度的升高，水的密度越来越小；温度低于 ，随着温度的降低，水的密

度也越来越小。如图所示是冬天湖水温度分布示意图，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与冰面接触的 处水的温度为 B. 在 范围内，水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

C. 较深湖底 处的水可能保持 的水温 D. 温度高于 时，水温度升高，体积会变大

6. 生活中有时用如图甲所示的案秤测量物体的质量，它与天平的工作原理相同。使用案秤时，应先将

游码移至秤杆左端 刻度线处，此时若秤杆右端上翘，应将调零螺丝向 填“左”或“右” 调，

使秤杆在水平位置平衡。某次测量，秤杆水平平衡时槽码和游码的位置如图乙所示，则被测物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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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7. 小明找来了烧杯、天平、量筒等进行了“测量液体的密度实验”，具体如图。

小明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发现指针偏向分度盘的右侧，此时他将平衡螺母向左端调节，无论怎

样调节指针都不能指向分度盘的中央，他最大的失误可能是______。

小明用天平测量烧杯和液体的总质量，当天平平衡时，放在右盘中的砝码和游码的位置如图甲所示，

则烧杯和液体的总质量为______ 。

小明将烧杯中的液体全部倒入量筒中，液面达到的位置如图乙所示，则该液体的体积为______ 尽

管体积读数方法正确，但在对实验过程及结果进行评估时，发现测出液体的密度比实际密度要______ 选

填“偏大”或“偏小” 。

对测量方法进行修正后，测出了几组实验数据，并根据测量结果作出了“ ”图象如图丙所示，

小明分析图象后感到困惑，由 可知该液体的“ ”图象应该是经过坐标原点的直线，请你帮

助小明解释：______。该液体的密度为_____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