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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引杻耜价盲l

2024年甘肃高考综合改革适应性测试依托中国高考和高中教育教学评价体系，

衔接新高中课程标准，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注重深化基础， 联系生活实际、

科学技术等， 丰富问题情境， 增强探究性， 突出思维考查， 激发学生崇尚科学、

探索未知的兴趣， 引导学生穷实知识基础、发展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服务拔尖创

新人才选拔、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和教育强国建设。



一、 坚持立德树人的命题导向， 引导学生德智发展

试题结合我国最新的科技前沿进展 ， 引导学生树立高远的科学志向和科技强

国的社会责任感， 充分发挥高考的育人功能。

如第2题是以我国天宫空间站运行收到稀薄阻力的影响考查不同轨道上的卫

星各物理量的比较。 第12题是以掺氪氧化锡(FTO)玻璃新研发技术为背景考查学

生对伏安法测电阻的方法、 电路设计、 电表选择、 误差分析等实验基本知识、 原

理与操作。



二、 弘扬传统文化， 强化学生文化自信

第8题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贵州独有的
“

独竹漂
”

表演为情境，

通过表演者在行走的构成中描绘的位置时间图考查学生对运动学的描述相关知识

的理解， 主要考查矢量性、 平均速度的概念、 图形的识别、 斜率等数学知识的综

合应用。 虽然有的学生没有见过这种表演， 但是只要清楚x-t图像的意义， 本题便

得到解决。

三、 注重基本模型， 穷实基础知识

斜面题型；平抛运动模型；圆周运动模型；碰撞模型等基本物理模型的理解，

只要学生掌握基本的物理规律， 结合数学知识、 几何关系即可得到解决。 如第3题、

第6题、 第7题、 第15题



四、 创新试题设计， 考查学生动手能力

如11题、 13题注重的是创新， 动手操作能力， 引导学生动手动脑， 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与发散思维。



［ 试卷结构 、4

IE.
． 

5 3
 

2 3
 

试题结构相较千老高考理科综合而言， 题型结构相对稳定， 复习过程教师

依旧可以参考老高考设计， 稍作变动即可。 总题量上增加了两道， 答题时间则

做出了明确限定， 有别千理科综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合理分配答题时间，

自然这也对学生解题速度上提出了新要求。



题号 难度系数 知识点
一 、 单选题

1 0.85 a衰变的特点、 本质及其方程的写法；
2 0.65 不同轨道上的卫星各物理量的比较；
3 0.65 常见力做功与相应的能社转化；
4 0.65 有效值的定义、 一般交流电的有效值；
5 0.65 牛顿第二定律的简单应用；
6 0.65 斜面上的平抛运动；
7 0.40 带电粒子在弧形边界磁场中运动；

二、 多选题
8 0.65 平均速度；

9 0.65 波长、 频率和波速的关系：波形图中某质点的速度方向与传播方向的关系；

10 0.65 带电粒子在周期性变化电场中的直线运动；
三 、 实验题

11 0.65 用插针法测介质折射率的实验步骤和数据处理；

12 0.6S 
测揽电阻丝电阻率的实验原理和器材； 测蠹电阻丝电阻率的实验电路、 实验步骤
和注恣事项；

四 、 解答题
l3 0.6S 应用盖吕萨克定律解决实际问题；

由B-t图象计算感生电动势的大小；作用的导体棒在导轨上运动的电动势 、 安培力
14 0.65 、 电流、 路端电压；

15 0.40 
牛顿定律与直线运动－复杂过程； 利用动量守恒及能噩守恒解决（类）碰撞问题；



：知识点分析］
知识模块 题量 题号 难度系数 详细知识点

近代物理 1 1 0.85 u衰变的特点 、 本质及其方程的写法；

力学 7 2 0.65 不同轨道上的卫星各物理黛的比较；
3 0.65 常见力做功与相应的能量转化；
5 0.65 牛顿第二定律的简单应用；
6 0.65 斜面上的平抛运动；
8 0.65 平均速度；
9 0.65 波长、 频率和波速的关系；波形图中某质点的速度方向与

传播方向的关系；

15 0.40 牛顿定律与直线运动－复杂过程； 利用动量守恒及能量守恒
解决（类）碰撞问题；

电磁学 4 4 0.65 有效值的定义、 一般交流电的有效值；
7 0.40 带电粒子在弧形边界磁场中运动；
10 0.65 带电粒子在周期性变化电场中的直线运动；
14 0.65 由B-［图象计算感生电动势的大小；作用的导体棒在导轨上

运动的电动势、 安培力 、 电流、 路端电压；

物理实验 2 11 0.65 用插针法测介质折射率的实验步骤和数据处理；
12 0.65 测证电阻丝电阻率的实验原理和器材； 测品电阻丝电阻率

的实验电路 、 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

热学 1 13 0.65 应用盖吕萨克定律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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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科研人员及合作者首次合成了新原子核＄ ｀

Ac 。 原子核存在一种衰变链， 其中第1次由＄凇衰

变成原子核＄＇

Fr ， 第2次由＄＇

Fr 衰变成原子核:,A[。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两次均为＂衰变

B. 两次均为P衰变

C. 第1次为衰变， 第2次为P 衰变

D. 第1次为P 衰变第2次为衰变

【答案】A

【详解】电荷数守恒和质量数守恒可知， 第一次衰变了Ac ➔;�'Fr已He

第二次衰变＄＇

Fr ➔i'At 叶He

可知两次均为＂衰变， 故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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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宫空间站运行过程中因稀薄气体阻力的影响，每经过一段时间要进行轨道修正，使其回到原
轨道。修正前、后天宫空间站的运动均可视为匀速圆周运动，则与修正前相比，修正后天宫空间
站运行的（
A.轨道半径减小 B.速率减小C.向心加速度增大D.周期减小
【答案】B
【详解】A.天宫空间站运行过程中因稀薄气体阻力的影响，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能减小，天宫空

间站轨道高度降低，则与修正前相比，修正后天宫空间站运行的轨道半径增大，故A错误；
B.根据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 G字＝，产，可得v 寸三，修正后天宫空间站运行的轨道半径增大，则速

率减小，故B正确；C.根据牛顿第二定律G竿＝ma, 可得0＝罕，修正后天宫空间站运行的轨道半径

增大，则向心加速度减小，故C错误；D.根据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 G字＝m#可得T=2冗扂；，修正后

天宫空间站运行的轨道半径增大，则周期增大，故D错误。故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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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图， 一轻质弹簧置于固定光滑斜面上， 下端与固定在斜面底端的挡板连接， 弹簧处于原长时

上端位于A点。 一物块由斜面上A点上方某位置释放， 将弹簧压缩至最低点B（弹簧在弹性限度

内）， 则物块由A点运动至B点的过程中， 弹簧弹性势能的（ ） 

A. 增加量等于物块动能的减少量

B. 增加量等于物块重力势能的减少量

C. 增加量等于物块机械能的减少量

D. 最大值等于物块动能的最大值



【答案】C

【详解】ABC. 设物块在A点时的动能为 E,' 斜面的倾角为0， 物块由A点运动至B点的过程中，

对物块由能量守恒有反＋ mgl,,.
sin0=E

r可知， 物块由A点运动至B点的过程中， 物块的机械能转化成了

弹簧的弹性势能， 因此可知， 弹簧弹性势能增加量大于物块动能的减少量， 同样大于物块重力势

能的减少量， 而等于物块机械能的减少量， 故AB错误， C正确；D. 显然， 物块由A点运动至B

点的过程中， 弹簧弹性势能最大时即弹簧被压缩至最短时， 而物块动能最大时， 弹簧的弹力等千

物块重力沿斜面向下的分力， 即此时弹簧已被压缩， 具有了 一 定的弹性势能， 而此后物块还要继

续向下运动， 直至速度减为零， 弹簧被压缩至最短， 因此弹簧弹性势能的最大值大于物块动能的

最大值， 而等于物块机械能的减少量， 故D错误。 故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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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交变电流的电压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如图所示， 周期为T, 其电压的有效值（
UN

气二一
J5 

， 

` -－ • -----' 

. '

.
' 

01工扛f江，
3 , 3 3 

－迈 I. ~ ·-一；

A. /iv B. 迈V C. 邸 D. 2石v

【答案】C

【详解】交流电的有效值是根据等效思想确定的，若同一阻值为R的电阻接在恒压稳流的直流电路
中在交流电的一个周期内产生的热量与接在交流电路中在一个周期内产生的热量相同， 则认为该
直流电的电压U 为交流电电压的有效值， 该直流电路中通过电阻R 的电流 1 为交流电电流的有效值，
则根据等效思想有乌卫立1+ (2岛 乙心卫

R 3 R 3 R 3 ， 解得U ＝岛。 故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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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图， 一小型卡车行驶在平直公路上， 车上装有三个完全相同、质量均为m的光滑圆柱形匀
质物体，A、B水平固定，C自由摆放在A、B之上。 当卡车以某一恒定的加速度刹车时，C对A

的压力恰好为零，已知重力加速度大小为g, 则C对B的压力大小为（
Vo
f
 

A. —IIIg B. 孕mg C. 凸 D. 21118 

【答案】B
【详解】卡车以某一恒定的加速度刹车时， 其加速度水平向左， 则C所受的合力水平向左， 而C

对A的压力恰好为零，则C只受重力和B对C的支持力，由竖直方向平衡有沁 sin （认）

o

=mg' 解得B球
对C球的支持力为沪孚mg，由牛顿第三定律可知C对B的压力大小为辈吨；故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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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人机在一斜坡上方沿水平方向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 飞行过程中先后释放甲、 乙两个小球，

两小球释放的初始位置如图所示。 已知两小球均落在斜坡上， 不计空气阻力， 比较两小球分别从

释放到落在斜坡上的过程，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硒二
甲。 乙°

二
A. 乙球的位移大

B. 乙球下落的时间长

C. 乙球落在斜坡上的速度大

D. 乙球落在斜坡上的速度与竖直方向的夹角大



【答案】D

【详解】AB. 根据题意可知， 甲乙两球均做平抛运动， 但由于甲球先释放， 乙球后释放， 且两球

均落在斜坡上， 则可知 乙球在斜坡上的落点比甲球在斜坡上的落点高， 而平抛运动在竖直方向的

分运动为自由落体运动， 在水平方向的运动为匀速直线运动， 由于乙球的落点高， 则 乙球在竖直

方向的位移小， 根据气gi
2

, x= vt, 可得t ＝fl' 由此可知乙球下落的时间小于甲球下落的时间， 即

如拉，乙球在水平方向的位移小于甲球在水平方向的位移，而甲乙两球的位移s＝护�,由予｀ 1' > hz.' 入
'，p

>
XL 

因此可知如五， 即乙球的位移小于甲球的位移， 故AB错误；C. 竖直方向的分速度丸吓， 由于甲

球下落时间大于乙球下落时间， 因此小球落在斜坡上时的速度 v＝罚了， 由此可知， 乙球落在斜坡

上的速度小于甲球落在斜坡上时的速度， 故C错误； D. 设小球落在斜坡上时速度方向与竖直方

向的夹角为0， 则小球落在斜坡上时速度与竖直方向夹角的正切值 tan0=：， 由于v,,., > V必， 三产吱则有
炉生， 由此可知， 乙球落在斜坡上的速度与竖直方向的夹角大， 故D正确。 故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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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图， 半径为R的圆形区域内有 一方向垂直纸面向里的匀强磁场， MN、 PQ是相互垂直的两

条直径。 两质量相等且带等量异种电荷的粒子从M点先后以相同速率v射入磁场， 其中粒子甲沿

MN射入， 从Q点射出磁场， 粒子乙沿纸面与MN方向成 30角射入， 两粒子同时射出磁场。 不计

粒子重力及两粒子间的相互作用， 则两粒子射入磁场的时间间隔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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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 

, B 、、

:o 
【详解】

P [；f三 Q0是粒子甲运动轨迹的圆心， 由题意可知， 四边形OQO,M是正方形，

M 
01 

Od 

所以甲乙运动轨迹的半径均为R, 甲的运动轨迹的圆心角为年而粒子乙往左偏转飞出磁场， 它的

圆心角为f 。

甲运动的时间为尸三三＝二二， 乙运动的时间为，工三＝皿二， 因为两粒子同时射出磁场， 所以两
2冗 qB 2qB 2v 2r qB 3q8 3v 

粒子射入磁场的时间间隔为61=/，飞 ＝譬－翌＝芒， 故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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