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 2024-2025 学年初三下第一次五校联考物理试题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和座位号填写在试题卷和答题卡上。用 2B 铅笔将试卷类型

（B）填涂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右上角"条形码粘贴处"。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选项的答案信息点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

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

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无效。

4．考生必须保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共 30 分）

1．如图所示的四种现象中，属于光的折射现象的是

A． 手在屏幕上形成“手影”

B． 卢沟桥在水中形成“倒影”

C． 放大镜将文字放大

D． 小狗经小孔形成“倒立的像”

2．在研究“一定电压下，电流与电阻的关系”时，电路如图所示，电源电压恒为 3V，滑动变阻器上标有“15Ω 1A”字

样．在 a、b 间先后接入不同阻值的定值电阻，移动滑片 P，使电压表示数为 1.5V，读出电流表的示数．当 20Ω 的电

阻接入 a、b 间时，电压表示数始终无法达到 1.5V，其原因可能是            

A．滑动变阻器阻值太小

B．电源电压 3V 太高

C．20Ω 的阻值太小

D．控制的电压 1.5V 太高



3．如图所示，用完全相同的四个滑轮和两根相同的细绳组成甲、乙两个滑轮组，在各自的自由端施加大小分别为 F1

和 F2的拉力，将相同的重物缓慢提升相同的高度（不计绳重和一切摩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拉力 F1小于拉力 F2

B．甲、乙两滑轮组的机械效率相同

C．甲、乙两滑轮组中的动滑轮都是费力机械

D．甲、乙两滑轮组中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离相等

4．下列关于家庭电路和安全用电的说法正确的是

A．用电器失火时，必须即泼水救火

B．空气开关“跳闸”后，应立即重新合上

C．使用测电笔时，手应接触笔尖金属体

D．检查和维修电路时，应先断开电源开关

5．如图所示是小明设计的一种简易烟雾报警控制器的电路原理图。R0为定值电阻，R 为光敏电阻，其阻值随光照强度

的增大而减小。若利用电压表作为报警仪表（当烟雾增大到一定程度时，电压表指针偏转到某个位置触发报警），为使

控制器在烟雾较淡时就能触发报警，以下做法正确的是

A．电压表改成大量程 B．增大激光强度

C．减小 R0阻值 D．减小电源电压

6．在全运会开幕式上，有人观察到会场主旗杆上的旗帜和两位火炬手刚结束传递时手中火炬火焰的状况如图所示，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甲、乙两火炬手一定向左运动

B．甲、乙两火炬手一定向右运动



C．甲火炬手可能静止，乙火炬手向右运动

D．乙火炬手可能静止，甲火炬手向右运动

7．如图是课本中的四个实验，哪个实验与其他三个实验的物理思想方法不同

A． 烛焰随着声音节奏晃动

B． 电流周围存在磁场

C． 水流使水轮机转动电流使灯泡发光

D． 验证电磁波的存在

8．如图所示，大烧杯中放入足量的水，小烧杯漂浮在水面上，让小烧杯倾斜进水后沉入水底，关于这一情景，下列分

析正确的是

A．小烧杯能沉入水底是因为它的重力变大了

B．小烧杯漂浮时受到的浮力大于它的重力

C．小烧杯浸没时受到的浮力大于漂浮时所受的浮力

D．小烧杯浸没后大烧杯底部受到水的压强变小了

9．夏天我们在吃冰棍儿时，会发现从冰棍儿上冒出“白汽”，而在冬天我们哈气时，一样也可以看到这种白汽，关于

这两种白汽的形成过程的分析中正确的是

A．都是液化现象

B．都是汽化现象

C．夏天的“白汽”是液化现象，冬天的“白汽”是汽化现象

D．夏天的“白汽”是汽化现象，冬天的“白汽”是液化现象

10．在原子中，带负电的粒子是( )



A．电子 B．质子 C．中子 D．核子

二、多选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2 分）

11．小明同学家的电能表上标有“3000revs/（kW•h）”的字样，他将家中的其它用电器都与电源断开，仅让电水壶在额

定电压下工作，观察 1min 内电能表的转盘转了 45revs，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水壶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来工作的

B．烧水过程中消耗的电能为 5.4×105J

C．电水壶的额定功率为 900W

D．当实际电压只有额定电压的 90%时，电水壶的实际功率为 729W

12．如图所示，闭合开关，将导体 AB 向右移动时，导体 CD 也随之运动起来．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甲装置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B．甲装置可以说明电磁感应现象

C．乙装置产生的现象在生活中的应用是电动机

D．若将导体 CD 左右移动，导体 AB 也会运动起来

13．如图甲是边长为 a，用均匀材料制成的正方体物块，它漂浮时露出液面的高度为 h，液体密度为 ρ，把它从液体中

拿出并擦干后，放在水平地面上，如图乙所示，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组成物块材料的密度为
 a h

a


B．物块所受的重力为（a﹣h）ρga2

C．物块放在水平地面上，它对地面的压强为 ρ（a﹣h）g

D．在图乙中为了能使物块 CC′边转动，在 AA′边上施加的力 F 至少是
 32
4

a a h g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 5 小题，共 10 分）

14．小明探究某物质熔化和沸腾的实验装置如图甲所示．现把 20g 某种固体碾碎后放入试管中，插入温度计，再将试

管放在装有水的烧杯中加热．根据实验数据画出的图象如图乙所示．根据图象回答问题：（设热水在相同时间内给这种

物质吸收的热量相等）

这种物质是_____（晶体/非晶体），它的沸点是_____℃；实验中，热量从

火焰传递给水，却不会反过来传递．说明能量在转移的过程中，具有_____性；若这种物质液态时的比热容 c=3×103J/

（kg•℃），则这种物质熔化过程中吸收的热量是_____J．

15．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 4.5V 保持不变，电阻 R1＝5Ω，变阻器 R2的最大阻值为 20Ω，电流表量程为 0～

0.6A，电压表量程 0～3V，为保护电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范围是_____。

16．2019 年 1 月 3 日，我国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成功的在月球背面软着陆，这是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登陆月球

背面．由于月球本身的阻挡，探测器和地球指挥中心无法直接通讯，“鹊桥”是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的中继卫星（如图

所示），为嫦娥四号的着陆器和月球车提供地月中继通信支持．地球指挥中心、“鹊桥”、月球探测器三者之间是利用

______传递信息的．

17．小明家的电能表如图所示，如果家中只开一台标有“220V 1000W”的电饭煲时发现 2min 内电能表的表盘转过

81r，则他家的实际电压为_____V。

18．利用如图甲所示的电路进行实验，电源电压恒为 3V，更换 5 个定值电阻 Rx



，得到如图乙所示的图象．实验研究的是电流和_____的关系，滑动变阻器阻值变化范围为_____．

四、计算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29 分）

19．如图所示，电源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电阻 R1的阻值为 20Ω，电阻 R2的阻值为 5Ω，当只闭合开关 S 时，电流表

的示数为 0.3A。求：

电源两端的电压 U；当开关 S、S1都闭合时，电路消耗的总功率 P。

20．某型号热水杯的原理图如图所示，它有加热和保温两档，通过单刀双掷开关 S 进行调节，R0、R 为电热丝．当开

关 S 接加热档时，电路的功率为 1100W，当开关 S 接保温档时，电路的总功率为 44W，R0、R 阻值恒定不变．

整壶水的质量 2kg

额定电压 220V

加热时的总功率 l100W

保温时的功率 44W

在加热档正常工作时，电路中的电流是多少电热丝 R0、R 的阻

值多大？已知热水壶的加热效率为 80%，在一标准大气压下把一满壶水从 20℃烧开需要多长时间？（小数点后保留 1

位小数，c 水＝4.2×103J/（kg•℃））

21．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不变，闭合开关 S1、S2，电压表示数为 U1；接着只断开开关 S2，此时电压表示数为

U2，若已知 U1：U2＝5：3，则电阻 R1和 R2的阻值之比是_____．



五、作图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4 分）

22．如图所示，凸透镜与水面平行，一侧的焦点恰好在水面上，水中一束入射光线射向凸透镜的焦点，请画出这束光

线发生反射和折射后的光路图．

（___）

23．图中，光线 AO 从空气中斜射向水向，请画出它的反射光线和大致的折射光线．

（______）

六、实验探究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15 分）

24．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①小雨和叶子姐姐共同讨论完成了“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三次实验电路的设计，顺序和电路如图甲、乙、丙所

示．由图甲改进为图乙是为保证实验过程中导体的_______保持不变；由图乙改进为图丙是因为使用滑动变阻器既能保

护电路，又能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使电阻 R 两端的电压_______（填“改变”或“保持不变”）．这样不断发现问题并

改进的研究方法叫做__________．

A．比较法                    B．转换法                    C．缺点列举法                D．确定利用法

②请用笔画线代替导线，按电路图丙将图丁中实物电路链接完整．

（____________）



③小雨将电路连接完毕后，闭合开关，发现电流表的指针反偏（即指针向左偏）．请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将错误改正后，通过分析数据可以得到：当导体___________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两端______成正比．

⑤再继续用图丁的实物电路“探究电流与电阻的关系”时，小雨先将 5Ω 电阻接入电路，调节滑动变阻器，使电压表的

示数为 2V，记下电流值；再将 5Ω 电阻换成 10Ω 电阻，她下一步操作是：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向__________（填“右”

或“左”）端移动．

⑥在导线下方放置小磁针，闭合开关时，发现小磁针发生偏转，说明通电导体周围存在________．

25．小刚同学在做“用伏安法测电阻”的实验中，设计出了如图甲所示的电路图，图乙是未连接完整的实物图，用到

的实验器材有：两节新的干电池、电压表、电流表、滑动变阻器、开关、导线若干。

（1）请你按图甲所示的电路图，以笔画划线代替导线，将图乙中的电路连接完整；

（_________）

（2）实验前为了保护电路，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应置于_____端（选填“A”或“B”）；

（3）闭合开关，无论怎样移动滑片 P 发现电压表无示数，电流表有示数，其原因可能是_____（填符号）；

A．滑动变阻器 R 断路  B．滑动变阻器 P 短路  C．Rx断路  D．Rx短路

（4）排除故障后，当电压表示数为 2.5V 时，电流表示数如图丙所示，则通过 Rx 的电流大小为_____A，它的阻值是

_____Ω（结果保留 1 位小数）：

（5）某小组的同学分别读取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为 U1、I1，结果发现他们实验时误将电压表与滑动变阻器并联，但

也能算出电阻 Rx的阻值，其表达式为 Rx＝_____。

26．图为利用 U 型压强计验证“在受力面积不变时压强与压力的定量关系”的装置．实验前，橡皮膜朝上，金属盒水

平固定，玻璃管中液面相平．实验中，改变叠放在橡皮膜中央的硬币数（规格相同），测得有关数据如下表．



实验中当液面高度差为 h 时，盒内外

气压差为_________．已知玻璃管内液体密度为 ρ，g 为已知常量．U 形玻璃管足够长时，选用密度_______（填“较大”

或“较小”）的液体可以减小实验误差．分析实验数据，可得到的实验结论是：在实验误差允许范围内，

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共 30 分）

1、C

【解析】

A、手在屏幕上形成手影是因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故 A 错误；

B、水中出现“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平面镜成像是光的反射原理，故 B 错误；

C、放大镜将文字放大是光的折射现象，故 C 正确；

D、小狗经小孔形成“倒立的像”是因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故 D 错误．

2、A

【解析】

当 20Ω 的电阻接入 a、b 间时，滑动变阻器将全部阻值连入电路时其两端电压最大，电阻之比为 15:20=3:4，最大电压

值为总电压的七分之三，即为 ，所以电压表示数始终无法为 1．5V，其原因可能是滑动变阻器最大

阻值太小，选 A

3、B

【解析】

不计绳重及摩擦，因为拉力 F= （G 物+G 动），n1=2，n2=3，所以绳端的拉力：F1= （G 物+G 动），F2= （G 物+G 动），

所以 F1＞F2，故 A 错误；

因为动滑轮重相同，提升的物体重和高度相同，W 额=G 动 h，W 有用=G 物 h，所以利用滑轮组做的有用功相同、额外功相

同，则总功相同；因为 η= ，所以两滑轮组的机械效率相同，故 B 正确；

使用动滑轮能够省力，动滑轮为省力杠杆，故 C 错误；

因为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离 s=nh，n1=2，n2=3，提升物体的高度 h 相同，所以 s1=2h，s2=3h，则 s1≠s2，故 D 错误；

4、D

【解析】

A、生活中的水是导体，发现漏电而引起火灾时，不要直接去救援，因为人在救援时可能直接或间接接触火线，故 A

错误；

B、空气开关“跳闸”，可能是出现了短路，也可能是电流过大，所以空气开关“跳闸”后，应先检修电路，确认无误后再

闭合开关，故 B 错误；

C、使用测电笔时应用手接触笔尾的金属体，手接触笔尖金属体会造成触电事故，故 C 错误；

D、更换灯泡或维修电路时若不断开电源，容易引发触电事故，故 D 正确。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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