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2023 历年江苏南京溧水区第一初级中

学九年级上期末模拟物理试卷（一）（带解

析）

第 1 卷

一.参考题库(共 25 题)

1.如右图所示，电路中打“×”处表示断路之处，若开关闭合后，用测电笔测试电

路中 a、b、c、d 四点时，能使测电笔的氖管发光的点是（   ）

A．a
B．a、b
C．a、b、c
D．a、b、c、d

2.小明和小丽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探究“导体产生的热量与电阻大小的关系” 。

（1）如图所示，质量相等的两瓶煤油中都浸泡着一段材料与长度均相同的金属

丝，已知甲电阻比较小，则两根金属丝中横截面积较大的是      （选填“甲”或“乙

”）。

（2）实验中，小明和小丽发现           烧瓶中温度计的示数升高较快．这表明：

在         和         相同的情况下，导体的电阻越       ，产生的热量越多。

（3）小明提议利用该装置改做“比较水和煤油比热容的大小”的实验，则他们应

将其中一烧瓶中的煤油换成       相等的水，并使甲、乙两烧瓶中金属丝的电阻



         。水和煤油吸热的多少是通过             来反映的（选填“温度计示数”或“加热

时间”）。

（4）这两个实验中除运用了控制变量的研究方法外，还用到的研究方法是（    

）

A．类比法　

B．替代法

C．转换法

D．建模法

3.某同学做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实验，实验前发现杠杆左端低，右端高，应将左

侧的平衡螺母向____________（选填“左”或“右”）调节，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测量           ；实验时，在 A 点悬挂 2 个重均为 0.5N 的

钩码（如图示），在 B 点用弹簧测力计拉杠杆，使其水平平衡。要使弹簧测力

计示数最小，弹簧测力计的拉力应沿        方向，大小为       N。

4.下列用电器在工作过程中，电能几乎全部转化为内能的是（   ）

A．电视机

B．电脑

C．洗衣机

D．电饭锅



5.为践行“低碳理念”，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使用了大量的 LED 节能灯，它可

以直接把电能转化为光能。现有一盏标有“24V，12W”LED 灯，其亮度与“220V，

100W”的普通白炽灯相当。

（1）若上述 LED 灯和白炽灯都正常工作相同时间，两灯消耗的电能之比是

        。

（2）白炽灯工作时的能量转化情况如图，则该白炽灯的发光效率是       ；试推

测 12W LED 灯与 100W 白炽灯照明效果相同的可能原因是

                                            。

6.如图所示，A、B 分别是标有“6V  3.6W”字样的灯泡 L 和定值电阻 R 的 U-I 图

像。则 R 的阻值为         Ω；若把它们接入电路，当只闭合开关 S1 时，L 正常发

光,此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A；若再闭合开关 S3，电流表的示数为       A；若只

闭合开关 S2，电路消耗的电功率为_______W。

7.如图所示电路中，电源电压 U＝4.5V，且保持不变，灯泡 L 标有“2.5 V，

1.25W”字样，变阻器 R 最大阻值为 20Ω，电流表量程为 0~0.6A，电压表量程为

0~3 V。为保护电路，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范围是（不计灯泡电阻的变化）（

   ）



A．4Ω~10Ω
B．5Ω~20Ω
C．4Ω~20Ω
D．5Ω~10Ω

8.如图所示，在圆圈内分别填入正确的电表符号，使开关闭合后两灯都能发光。

9.为保证司乘人员的安全，轿车上设有安全带未系提示系统。当乘客坐在座椅上

时（即开关 S1 闭合），若未系安全带（即开关 S2断开），仪表盘上的指示灯将

亮起，当系上安全带时，安全带控制开关 S2 闭合，指示灯熄灭。则其电路图设

计最合理的是（   ）

10.如图所示，一配有活塞的厚壁玻璃筒里放一小团蘸了乙醚的棉花，当迅速压

下活塞时，可看见筒内棉花燃烧起来。这是通过         的方式使玻璃筒内的空气

        增加，温度升高的。



11.如图所示，用定滑轮和动滑轮分别将质量相同的甲、乙两物体匀速提升相同

的高度，不计绳重与摩擦，且动滑轮重小于物重，使用甲图滑轮最大的优点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用的拉力 F 甲   F 乙(选填“>”、“<”或“=”)。

12.汽车的发动机常用水做冷却剂，是因为水具有较大的___________，所以在相

同条件下水能带走较多的热量，冷却效果好。发动机在工作时提供动力的是

          冲程，此冲程中的能量转化情况是：________能转化为         能。

13.在测 2.5V 小灯泡（电阻大约为 10Ω 左右）额定功率的实验时，小明连接了如

图甲所示的电路，其中电源电压为 6V。

（1）在连接电路时，开关必须      。请将实物电路连接完整（要求：滑动变阻器

的滑片向右移动时小灯变亮）。

（2）若在连接电路时，有 A (10Ω 1A)和 B (20Ω 1A)两个滑动变阻器可供选择，

则应该选择变阻器       （填“A”或“B”）连入电路，才能保证实验顺利进行。



（3）小明合理地连接好电路，闭合开关，发现无论怎样调节滑动变阻器灯泡都

不亮。小明分析后发现是灯泡的故障。请你依据表一中电流表、电压表示数出现

的几种情况，帮小明判断故障原因，并将其填写在表一对应的空格中。

（4）排除故障后，小明调节变阻器滑片的位置，使小灯泡两端电压分别为 2V、

2.5V、2.8V，依次测出通过小灯泡的电流，并观察发光情况，记录在表二中．当

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电流表示数如图乙所示，此时小灯泡电阻是     Ω（计算结果

保留两位小数），小灯泡的额定功率是       W。

14.关于内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温度低于 0℃的物体不具有内能

B．物体具有内能，也可以同时具有机械能

C．具有机械能的物体不一定具有内能

D．温度相同的物体，其内能的大小也相等

15.广州亚运会上中国女子蹦床队摘金夺银。比赛中，当运动员从蹦床上起跳后，

在空中上升再下落到达蹦床前的过程中（不计空气阻力），关于其能量的描述，

正确的是（   ）

A．动能先减小后增大，机械能不变

B．动能先增大后减小，机械能不变

C．动能先增大后减小，机械能减小

D．动能先减小后增大，机械能减小



16.如图所示是某电热器的工作原理图，R1、R2是发热电阻，虚线框为电热器的

金属外壳。它用一个旋转开关可以实现电热器多档位工作的要求。其中旋转开关

内有一块绝缘圆盘，在圆盘的左边缘依次有 4 个金属触点①、②、③、④右边

缘是一金属板，可绕中心轴转动的开关旋钮两端各有一个金属滑片，转动开关旋

钮可以将左边缘相邻的两个触点与右边缘的金属板同时连通。如旋到图中位置 S

时，金属滑片将 1、2 两触点同时与右边缘金属板接通。

导    线    规    格

导线横截面积 S/mm2

0．5
1
1.5
2.5

安全载流量 I/ A

4
8
12
20

（1）如果请你为这台电热器配备一个三脚插头，如图乙所示，应该将电路图中

的地线接到插头的_________（选填“G”、“L”或“N”）脚。正常情况下，火线和

零线之间的电压为_______V。



（2）小明想在电路中加一个“倾倒开关”，使电热器被碰倒时能自动断开电路，

以免引起火灾。该开关最好应安装在示意图中 A、B、C、D、E 中的　　  _点处

。

（3）如果 R1＝R2，旋钮开关旋到位置 S 时的电功率为 1000W，求 R1和 R2的阻

值。

（4）当旋钮开关旋到位置 T 时，通电 1 min 产生的热量是多少？

（5）某种橡皮绝缘铜芯导线在常温下安全载流量（长时间通电时的最大安全电

流）如下表，请你计算说明应选横截面积为多大的铜芯导线作为该电热器的输出

导线，才符合既适用又经济的原则？

17.如图是测定滑轮组机械效率的实验装置，小明测量的有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1）请你根据表中数据在图中画出实验时滑轮组的绕线情况，并补全表中的空

格。

（2）若提升的钩码重增加到 6N，则该滑轮组的机械效率将        （填“变大”、“

变小”或“不变”）。

（3）小明在实验过程中，应当            拉动弹簧测力计，才能使弹簧测力计的示

数保持稳定。

次数

钩码重

G/N

钩码上升的高度

h/m
拉力

F/N

细线自由端移动的距离

s/m
机械效率

η/%



1



2.0
0. 03
1.6
0.06
 
2
3.0
0.05
 
0.1
75

18.关于“探究电流跟电阻的关系”和“伏安法测量定值电阻的阻值”两个实验，下列

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两个实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相同的

B．两个实验多次测量的目的是相同的

C．两个实验的电路在课本中是相同的

D．两个实验中滑动变阻器的作用是相同的

19.小明家的电能表的铭牌及盘面如图所示，电能表记录到他家已用电         kW·h

；现只将某用电器单独接在该表上工作 20min，电能表转盘转了 300 圈，则该用

电器在上述时间内消耗的电能为       kW·h，用电器的电功率是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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