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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福建省福州一中八年级（下）期末

物理试卷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 14 小题，共 28 分）

1．（2分）下列四位科学家中，以其名字命名压强单位的是（ ）

A．伽利略 B．牛顿 C．帕斯卡 D．阿基米德

2．（2分）将物理书从地上捡起到课桌，大约对课本做功（ ）

A．2J B．20J C．200J D．2000J

3．（2 分）活塞 AB 面积如图，轻活塞重量和摩擦不计，当 60N 的力作用在活塞 A 上，活

塞 B 能举起最大重量是为（ ）

A．2.4N B．60N C．1500N D．6000N

4．（2分）关于压力、压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压力在数值上总等于物体所受重力大小

B．压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

C．当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力越大，支承面受到的压强越大

D．物体对支承面的压力越小，压强越小

5．（2分）我们吸气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肺的容积增大，肺内空气压强减小 B．肺的容积减小，肺内空气压强增大

C．肺的容积增大，肺内空气压强增大 D．肺的容积减小，肺内空气压强减小

6．（2 分）如图所示，一个重为 10N 的长方体物块，用手将其浸没在水中某一深度时，已知

水对物块下表面竖直向上的压力为 30N，水对物块上表面竖直向下的压力为 18N，放手

后，该物块将（ ）

A．上浮 B．下沉 C．悬浮 D．无法判断

7．（2分）如图所示，跳伞运动员在空中匀速下落的过程中，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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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动能增大，重力势能减少，机械能不变

B．动能减少，重力势能减少，机械能不变

C．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减少，机械能不变

D．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减少，机械能减少

8．（2分）下列各种微粒中，空间尺度最小的是（ ）

A．中子 B．分子 C．原子 D．小粉尘

9．（2分）关于物体沉浮条件及应用实例，下列分析合理的是（ ）

A．同一密度计在不同液体中漂浮时，所受浮力大小相同

B．轮船从长江驶入东海，吃水深度变大

C．橡皮泥捏成小船后可以漂浮在水面，是通过改变自身重力实现的

D．潜水艇靠改变排开水的体积来改变浮力，从而实现上浮和下沉

10．（2分）下列选项中对应关系不正确的是（ ）

A．潜水员潜入深水时要穿潜水服﹣﹣液体压强

B．火车进站时，人要站在安全线外﹣﹣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C．汽车突然刹车，乘客向前倾倒﹣﹣惯性现象

D．用注射器推药液﹣﹣大气压强

11．（2 分）如图是测定大气压值的实验装置，此时管内外水银面高度差是 760mm，下列描

述正确的是（ ）

A．将玻璃管稍倾斜一点，管内水银柱长度将不变

B．如果管中进了些空气，管内外水银面的高度差将小于 760mm

C．将它从山下移到山上，管内外水银面的高度差将变大

D．如果不小心管顶破了一个洞，管中的水银将从上面喷出

12．（2分）如图所示的剪刀剪纸时的机械效率为 80% ，这表示（ ）

A．若作用在剪刀的动力是 1N，则阻力是 0.8N

B．若作用在剪刀的阻力是 1N，则动力是 0.8N

C．若作用在剪刀的动力做功 1J，则有 0.2J 的功用于剪纸

D．若作用在剪刀的动力做功 1J，则有 0.8J 的功用于剪纸

13．（2 分）如图所示，物体在重力、支持力和摩擦力作用下，沿足够长的水平面向右做减

速直线运动。假设物体运动时，重力突然消失，请推断物体的运动情况将是（ ）



第 3页（共 8页）

A．水平向右减速直线运动 B．水平向右匀速直线运动

C．水平向右加速直线运动 D．保持静止

14．（2分）如图甲所示，水平向右的推力 F 将重为 5N 的物体压在竖直的粗糙程度相同的墙

面上，墙面足够大。F 的大小与时间 t 的关系和物体运动速度 v 与时间 t 的关系分别如图

乙、丙所示，则（ ）

A．在 0～4s 时间内物体做加速运动

B．当 t＝1s 时，物体受到的摩擦力为 f1为 12N

C．物体在 t＝1s 时与 t＝5s 时受到的摩擦力大小相等

D．在 2～6s 时间内，物体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大小相等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7 小题，共 14 分）

15．（2 分）城市道路建设中，人行道上都要求铺设供盲人行走的“盲道”，实现无障碍通行。

“盲道”铺设的砖表面有一棱棱突起部分，而普通人行道，铺设的砖表面有花纹且比较

平。盲人行走时，如果不小心从盲道走到了普通人行道上，由于脚底与地面的接触面

积 ，使脚底受到的压强 ，他能根据脚底的感觉重新回到盲道上。

16．（2 分）著名的 实验最早证明了大气压强存在且很大。大气压强的数值会随着

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逐渐 （选填“增大”、“不变”或“减小”）。

17．（2 分）在科技创新大赛中，小亮设计了如图所

示的自制赛车模型，为了使赛车在快速行驶时增

大压力，从而增大摩擦力，小伟想在尾翼处安装

上气流偏导器，你认为______（选填“A”或“B”）

款气流偏导器更合适，原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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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分）走进漳州水仙花海一股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说明分子不停地做 ；驻

足拍照的旅客相对水仙花是 的。

19．（2 分）如图高速列车运行速度可达 380km/h。为避免候车乘客被“吸”向列车的事故

发生，站台上设有安全线，如图，这是因为列车进站时，车体附近气体流速 ，

压强 。

20．（2 分）如图所示，小明正在做俯卧撑，把他的身体看作一个杠杆，O 为支点，A 为重

心，他的体重为 600N．此时地面对手的支持力 F 的力臂是 m，大小为 N。

21．（2 分）在水平桌面上有一个盛有水的柱状容器，高 10cm 的长方体木块用细线系住没入

水中，如图甲所示细线绷直，细线长 4cm，木块上表面在水下 5cm，已知容器底面积是

木块底面积的 4 倍。将细线剪断，木块最终浮在水面上，且有 4cm 高度露出水面，如图

乙所示，木块的密度是 kg/m3，剪断细线前后，水对容器底的压强变化了

________Pa。

三、作图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4 分）

22．（2分）如图，重 20N 的木球漂浮在水面上，请画出木球静止时所受力的示意图：

23．（2 分）如图所示，用一根硬棒撬起一个石块，棒的上端 A 是动力的作用点，若用最小

的力撬动石块，请标出此时杠杆的支点 O 并画出最小动力 F 及动力臂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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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4 分）

24．（4 分）最近学校买了自动清扫车，清扫车在平坦的球场上匀速前

进实施清扫过程中，可将灰尘和垃圾吸进车上的垃圾箱，如图所示，

请问：清扫车的动能将如何变化？写出你判断及理由。

五、实验探究题（本大题共 5小题，共 30 分）

25．（4 分）伽利略等科学家曾做如图所示的实验，让小车从斜面同一高度处滑下，观察、

比较小车沿不同平面的运动情况。

（1）实验时让小车从斜面同一高度滑下，目的是使小车到达平面时具有相同的 。

（2）三次实验中，小车在水平面上受到摩擦力最大的是 次，这说明小车受到摩

擦力的大小与接触面的 有关。

（3）进一步推理可知，若水平面绝对光滑（小车不受阻力）则小车会在水平面上做______

运动。

26．（5 分）在探究“压力作用效果与什么因素有关”实验中，小组同学利用泡沫海绵、小

方桌、砝码进行实验，实验现象如图所示。

（1）实验中，通过观察 来判断压力的作用效果。

（2）实验中，应将小方桌 放置，使得小方桌对泡沫海绵的压力等于小方桌的重

力。

（3）为探究“压力作用效果与压力大小的关系”，应保持 不变，同时通过在桌

面上增加砝码来改变 的大小。

（4）观察分析乙、丙两图实验现象，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

27．（9 分）（1）如图 1 是小亮同学用压强计“探究影响液体内部压强大小的因素”的实验

装置。① 比较图乙和图丙可得出结论：同种液体深度越深，液体压强越 （填“小”

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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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比较图乙和图丁，得出“液体密度越大，液体的压强越大”的结论，你认为小亮的判

断是 （填“合理”或“不合理”），主要原因是 。

（2）小亮还通过如图 2的步骤进行了“浮力的大小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

① 对 A、C、D 三图中的实验现象和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物块浸没后，浮力的大

小与深度 （填“有关”或“无关”）。

② 分析 D、E 两图中的实验现象和数据，可得出结论：物快受到的浮力大小还与液体的

________有关。

③ 根据图中的数据，物块的重力是 N，物快的密度为 kg/m3，如考虑物

体具有吸水性，则计算的结果比物块的真实密度偏 （填“小”或“大”）。

（3）如图 3 是小亮利用不同的粗细均匀吸管制成的密度计竖直漂浮在水中时的情形，其

中密度计 （选填“① ”“② ”或“③ ”）在测量其他液体密度时结果更精确。

28．（5 分）合理使用各种交通工具为我们生活带来便利，但如果超载和超速将带来安全隐

患，小张同学设计了如图所示的实验模拟探究超载和超速的危害：将A、B、C 三辆小车

分别从同一斜面的三个位置由静止释放，已知 mA＝mB＜mC，hA＝hC＞hB。

（1）实验中超载、超速带来的危害程度是通过木块 来体现的；

（2）如图丁，木块被小车推动的距离 sA 为 cm；

（3）在甲、丙两图所示的实验中，A、C 两车到达水平面时的速度 vA vC；

（4）研究超速带来的安全隐患时，应选用图甲和图 进行实验。在质量相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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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汽车的 越大，其动能就越大，发生交通事故时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29．（7分）在生活和生产中，简单机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为了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小明用图 1 的装置进行实验。实验前，杠杆左端下

沉，应将右端的平衡螺母向 调节（选填“左”或“右”），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

衡，目的是便于测量 。

（2）小明用图 2 的实验装置探究滑轮组机械效率。实验中用同一滑轮组提升钩码，滑轮

大小规格相同，塑料滑轮较轻，记录数据如下表。

实验

次数

滑轮

材质

钩码的重

力 G/N
钩码提升

高度 h/m
有用功

W
有用

拉力

F/N
绳端移动

距离 s/m
总功

W
总

机械效率

η/%

1 铝 1 0.1 0.1 0.6 0.3 0.18 56%

2 铝 2 0.1 0.2 1.0 0.3 0.3 67%

3 铝 2 0.2 0.4 1.0 0.6 0.6

4 塑料 2 0.1 0.2 0.8 0.3 0.24 83%

5 塑料 2 0.2 0.4 0.8 0.6 0.48 83%

① 弹簧测力计示数为 N；

② 由第 3次实验中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 % （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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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分析实验数据可得：同一滑轮组，提升的物体越重，滑轮组的机械效率越高。若提升

同一物体时，减小动滑轮的重力，则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选填“变大”、“变小”

或“不变”）；

④ 小明用图 3的实验装置探究斜面的机械效率。发现斜面的机械效率与斜面的倾斜程度

和摩擦有关，与物重无关。保持斜面倾斜程度不变，可以采用 的方法减小摩擦，

从而提高斜面的机械效率。某次实验测得物重 G＝4N、斜面长 s＝1m、高 h＝0.2m，若

机械效率η＝80% ，则物体在斜面上受到的摩擦力为 N。

六、计算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20 分）

30．（4 分）如图所示，2012 年 6 月 24 日，我国自主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落入 7000m

级的深海中，敲开了这一神秘“龙宫”的大门（ρ
水
＝1.03×103kg/m3，g＝10N/kg）。

求：（1）蛟龙号下潜到 100m 处所受海水的压强为多少 Pa？

（2）下潜到 100米处时，海水对蛟龙号外表面 0.01m2面积上海水产生的压力是多少。

31．（6 分）用如图所示的滑轮组把重为 450N 的重物竖直匀速提高 2m，已知滑轮重均为 50N，

不计绳重和摩擦，求：（1）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离；

（2）人拉绳子力 F 多大；

（3）滑轮组的机械效率多大。

32．（10 分）一足够高的圆柱形容器，容器的质量是 0.5kg，底面积为 250cm2容器内原来装

有 10cm 深的水。弹簧测力计挂着一个质量为 2kg，体积为 2.5×10﹣4m3的实心金属块，

金属块浸没在水中，如图所示，求：

（1）金属块受到的重力；

（2）金属块受到的浮力；

（3）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4）容器对桌面的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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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学年福建省福州一中八年级（下）期末物理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 14 小题，共 28 分）

1．【分析】物理上把牛顿命名为力的单位，帕斯卡命名为压强单位。

【解答】解：物理上没有把伽利略和阿基米德命名为单位，牛顿命名为力的单位，帕斯

卡命名为压强单位。

故选：C。

【点评】梳理一下物理学上物理量的单位是哪个科学家的名字，利如压强、力、功等。

2．【分析】首先估测物理书的重力，然后再估测课桌的高度，最后根据 W＝Gh 计算即可。

【解答】解：课桌的高度约为 0.7m，物理书的重力约为 3N，

他对课本所做的功 W＝Gh＝0.7m×3N＝2.1J，

所以此过程中做功大约为 2J。

故选：A。

【点评】本题的解题关键是能准确的估测课桌的高度和物理课本的重力大小。

3．【分析】帕斯卡定律：加在密闭液体上的压强，能够大小不变地由液体向各个方向传递；

知道在小活塞上加的力 F1、受力面积，利用 p＝ 求活塞 A 对液体的压强；根据 p1＝p2

和压强公式可以求在大活塞上产生的力 F2，可得活塞 B 能举起物体的重力。

【解答】解：如图，设 A 活塞的面积为 SA，B 活塞面积为 SB，

活塞 A 对液体的压强：

pA＝ ＝ ＝6000Pa；

根据帕斯卡定律可知，两边压强相等，即 pB＝pA＝6000Pa，根据 p＝ 可知，

F2＝pB×SB＝6000Pa× m2＝1500N，则活塞 B 能举起 1500N 重的物体。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压强公式、帕斯卡原理的掌握和运用，“压强相等”是关键，

可以借助“小面积小力、大面积大力”，防止因颠倒出错。

4．【分析】重力与压力的区别与联系：（1）力的方向不同：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压力的

方向是垂直物体表面，指向受力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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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作用点不同：重力的作用点在物体的重心；压力的作用点在物体的接触面

（3）施力和受力的物体不同：重力的施力物体是地球，受力物体是物体本身；压力的施

力物体是被支承的物体，受力的物体是支承的物体的本身。

【解答】解：A、物体自由放在水平面上时，压力等于物体的重力，但若在斜面上或向上

的拉力时，压力便不等于重力，A 错误；

B、压力总是垂直于被压物体的表面，例如用手压墙时，压力垂直于墙面，B 错误；

C、根据 p＝ ，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力越大，支承面受到的压强越大，C 正确；

D、根据 ，受力面积不变，物体对支承面的压力越小，压强越小，而此选项没有说明受

力面积不变，所以错误。

故选：C。

【点评】压力与重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有些情况下，压力是由物体的重力产生的，

压力的大小可以大于物体的重力，也可以等于物体的重力，还可以小于物体的重力；在

有些情况下，压力与重力无关。

5．【分析】根据气体压强和体积的关系，对人的呼吸过程进行分析，然后再判断各选项的正

误。

【解答】解：人吸气时，胸腔扩张，肺部的容积增大，压强减小，从而使体内的压强小

于外部的大气压；

在大气压的作用下，体外的新鲜空气经鼻孔、气管等进入肺部；

所以只有 A 选项符合题意，BCD 错误；

故选：A。

【点评】此题结合实际问题考查了气压和体积的关系，理解人的吸气过程是解题的关键。

6．【分析】根据浮力产生的原因可知此时物块所受的浮力，根据浮沉条件判断物块的状态。

【解答】解：根据浮力产生的原因可知：此时物块所受的浮力 F
浮
＝F

向上
﹣F

向下
＝30N﹣

18N＝12N＞G＝10N，因此物体要上浮。

故选 A。

【点评】本题考查浮力的计算和浮沉条件的应用，是一道综合题。

7．【分析】从动能、重力势能、机械能的概念出发去分析问题。

【解答】解：匀速下落的跳伞运动员，质量和速度不变，动能不变；

下落过程中，相对地面的高度减小，重力势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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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能，动能不变、势能减少，故机械能减少。

故选：D。

【点评】对于这类问题的判断主要是抓住描述物体运动状态的关键词“匀速下落”匀速

反映了速度不变，下落反映了相对于地面的高度的变化。

8．【分析】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

中子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构成。

【解答】解：小粉尘是固态颗粒物，属于物体，因此它的尺度最大，分子是由原子组成

的，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因此尺度最小的是中子。

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宏观和微观物质的尺度大小，是一道基础题，比较简单。

9．【分析】（1）密度计利用了物体的沉浮条件，是漂浮在液体中，放在密度不同的液体中，

所受浮力都等于本身的重力；

（2）由阿基米德原理 F
浮
＝

液
V

排
g 可知，液体的密度不同，排开液体的体积不同；

（3）利用“空心”的办法增大排开液体的体积，从而增大物体受到的浮力；

（4）潜水艇靠通过改变自身的重力来实现上浮和下沉。

【解答】解：A、密度计是漂浮在液体中，所受浮力等于本身的重力，而重力不变，所以

所受浮力大小相同，故 A 正确；

B、轮船从长江驶入东海，所受浮力等于本身的重力不变，由于水的密度变大，则轮船浸

入水的体积变小，所以吃水深度变小，故 B 错误；

C、橡皮泥捏成小船后可以漂浮在水面，橡皮泥的重力不变，是通过改变排开水的体积来

实现漂浮的，故 C 错误；

D、潜水艇靠在水中排开水的体积不变，受到的浮力不变，为了实现上浮和下沉，是通过

改变自身的重力来实现的，故 D 错误。

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阿基米德原理、物体的漂浮条件的掌握和运用，分析有关密

度计问题时，要好好利用漂浮条件。

10．【分析】A、液体压强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大；

B、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流速越大，压强越小，流速越小，压强越大；

C、一切物体都具有惯性。

D、用注射器推药液是护士手的推力使药液进入病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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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潜水员潜入水中后，要受到水对他的压强，并且随着深度的增加，压强

也在增大，为了防止身体受到伤害，所以潜水员潜入深水时，要穿用来抗压的潜水服。

故 A 正确，不合题意。

B、火车进站时，火车带动其周围的空气快速流动，所以人身体靠近火车的那一侧的空气

流速快，压强小，身体远离火车的那一侧的空气流速小，压强大，这个压强差容易将人

压向行驶的火车从而造成伤害。故 B 正确，不合题意。

C、汽车突然刹车，乘客向前倾倒，是因为汽车由运动变为静止时，乘客由于惯性，仍保

持原来的运动状态，向前运动，所以乘客要向前倾倒。故 C 正确，不合题意。

D、用注射器推药液是护士手的推力使药液进入病人的身体，与大气压无关。故D 有误，

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将物理情景与物理知识对应的题型是考查的热点题型之一，这种题目的特点是

题目的涉及面较广，难度不大，主要是考查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11．【分析】托里拆利实验的结果已经证明，在一标准大气压下，大气压能支持约 760mm 高

的水银柱，与管的长短（当然不能短于 760mm）、粗细、倾斜与否都没有关系。但如果

管上方混入空气就不同了，因为空气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强，从而抵消了一部分外界气压，

从而使水银柱变短。

【解答】解：

A、倾斜的玻璃管会使水银柱变长，但竖直高度依然会不变，故 A 错误；

B、如果管中进了些空气，少量的空气产生的压强+水银柱产生的压强＝外界大气压，所

以结果会偏小，故 B 正确；

C、将它从山下移到山上，大气压减小，管内外水银面的高度差将变小，故 C 错误；

D、玻璃管顶端突然破了一个小孔，空气进入试管，试管内有大气压作用，水银柱下降，

直到试管内和容器内水银面相平，故 D 错误。

故选：B。

【点评】大气压强是变化的，天气、海拔等都会影响大气压的大小，但如果所测的结果

偏小的话，我们应该及时检查是否管内混入了气泡，这也是实验操作中较常出现的问题。

12．【分析】① 在使用机械时，为完成某项任务必须做的功叫有用功；对完成任务没有用但

又不得不做的功叫额外功；有用功与额外功之和叫总功；有用功与总功的比值是机械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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