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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浙江省宁波市九校联考高二（上）期末物理试卷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 13 小题，共 39 分。

1.2023年8月24日，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对全人类将产生重大辐射危害。辐射的危害程度常用“当量

剂量”来衡量，其国际单位是希沃特。每千克人体组织吸收1焦耳的辐射能量为1希沃特。则测希沃特用国

际单位制中的基本单位表示正确的是(    )

A. 𝐽 ⋅ 𝑘𝑔−1 B. 𝑚2 ⋅ 𝑠−2 C. 𝑘𝑔 ⋅ 𝑚2 ⋅ 𝑠−3 D. 𝑚2 ⋅ 𝑠−3

2.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牛顿得出万有引力定律并测出了引力常量

B. 库仑根据库仑扭秤实验测出了静电力常量

C. 在微观、高速的领域里牛顿运动定律仍然适用

D. 在微观、高速的领域里动量守恒定律仍然适用

3.如图所示，一飞行器在月球表面起飞后某段时间内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其飞

行方向与水平面成𝜃角。则此段时间发动机的喷气方向可能(    )

A. 沿1的方向

B. 沿2的方向

C. 沿3的方向

D. 沿4的方向

4.北京时间2023年7月20日21时40分，经过约8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六

号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支持下，圆满

完成出舱活动。已知空间站离地高度约为391𝑘𝑚。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 空间站的运行速度大小大于同步卫星运行速度大小

B. 航天员相对空间站保持静止时，其所受合外力为零

C. 空间站向心加速度大小大于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大小

D. 航天员在8小时的出舱活动中，将绕地球转过
1
3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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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图所示，倾角为𝜃的光滑绝缘斜面固定在水平面上。为了使质量

为𝑚、带电荷量为 +𝑞(𝑞 > 0)的小球静止在斜面上，可加一平行于纸

面的方向可调的匀强电场，重力加速度为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电场强度的最小值为𝐸 =
𝑚𝑔

𝑞

B. 电场强度的最小值为𝐸 = 𝑚𝑔𝑡𝑎𝑛𝜃
𝑞

C. 若电场强度𝐸 =
𝑚𝑔

𝑞 ，则电场强度方向一定竖直向上

D. 若电场强度𝐸 =
𝑚𝑔

𝑞 ，则电场强度方向不一定竖直向上

6.物体的运动状态可用位置坐标𝑥和动量𝑝描述，称为相，对应𝑝−𝑥图像中的一个点。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

可用𝑝−𝑥图像中的一条曲线来描述，称为相轨迹。若将质点竖直向上抛出，以抛出点为坐标原点，竖直向

上为正方向，忽略空气阻力则质点对应的相轨迹是(    )

A. B. 

C. D. 

7.在某个趣味物理小实验中，几位同学手拉手与一节电动势为1.5𝑉的干电池、导

线、电键、一个有铁芯的多匝线圈按如图所示方式连接，实验过程中人会有触电

的感觉。设开关闭合稳定后线圈中的电流为𝐼0，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断开开关时线圈中的电流突然增大

B. 断开开关时流过人体的电流为𝐼0

C. 人有触电感觉时流过人体的电流方向为𝐴→𝐵

D. 人有触电感觉时流过人体的电流大于流过线圈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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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智能手机安装软件后可以测量磁感应强度𝐵。如图，在手机上建立直角坐标系，手机显

示屏所在平面为𝑥𝑂𝑦平面。某同学在某地对地磁场进行了两次测量，每次测量时𝑦轴指向不

同而𝑧轴正向保持竖直向上，不考虑地磁偏角。根据表中测量结果可推知(    ) 
测量序号 𝐵𝑥/𝜇𝑇 𝐵𝑦/𝜇𝑇 𝐵𝑧/𝜇𝑇

1 0 −21 45

2 21 0 45

A. 测量地点位于北半球，第一次测量时𝑦轴正向指向南方

B. 测量地点位于南半球，第二次测量时𝑥轴正向指向北方

C. 测量地点位于北半球，第一次测量时𝑥轴正向指向西方

D. 测量地点位于南半球，第二次测量时𝑦轴正向指向东方

9.如图所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直升机“吉祥鸟”𝐴𝐶332，其质量为𝑀。

现“吉祥鸟”𝐴𝐶332在无风的情况下悬停于空中，螺旋桨向下推空气时

使空气获得的速度大小为𝑣，忽略尾翼螺旋桨消耗的能量，重力加速度

为𝑔，则“吉祥鸟”𝐴𝐶332在悬停的一段时间内(    )

A. 空气对飞机的冲量为零

B. 空气对飞机做的功为
𝑀𝑣2

2

C. 发动机消耗的功率为
𝑀𝑔𝑣

2

D. 飞机对空气的作用力和空气对飞机的作用力是一对平衡力

10.如图所示，将圆柱形强磁铁吸在干电池负极，金属导线折成上端有

一支点、下端开口的导线框，使导线框的顶端支点和底端分别与电源正

极和磁铁都接触良好但不固定，这样整个线框就可以绕电池轴心旋转起

来。则(    )

A. 使线框旋转起来的原理是电磁感应

B. 俯视观察，线框沿顺时针方向旋转

C. 电池输出的电功率等于线框旋转时的机械功率

D. 旋转达到稳定时，线框中电流比刚开始转动时的电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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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图所示，质谱仪的容器𝐴中有质量分别为𝑚1和𝑚2的两种同位素离

子，它们从静止开始先经电压为𝑈的电场加速，然后垂直射入磁感应强

度为𝐵的匀强磁场中，最后打在照相底片上。由于实际加速电压的大小

在𝑈 ± 𝛥𝑈范围内有微小变化，这两种离子在底片上可能发生重叠，不计

离子重力。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两种粒子均带负电

B. 打在𝑀处的粒子质量较大

C. 若𝛥𝑈一定，𝑈越小越容易发生重叠

D. 若𝑈一定，𝛥𝑈越小越容易发生重叠

12.如图甲所示，光滑水平导轨的间距为𝐿 = 1𝑚，其左右两侧各接有阻值𝑅 = 2𝛺的电阻，整个装置处于磁

感应强度大小为𝐵 = 1𝑇，方向竖直向下的匀强磁场中。一质量𝑚 = 1𝑘𝑔，电阻𝑟 = 1𝛺的金属棒𝑀𝑁在外力𝐹

的作用下，由静止开始沿导轨向右运动，棒中电流𝐼随其位移𝑥变化图像如图乙所示。导轨电阻不计，则棒

从静止向右运动𝑥 = 2𝑚的过程中(    )

A. 金属棒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B. 𝑥 = 2𝑚时棒两端电压大小为2𝑉

C. 流过左边电阻𝑅的电荷量为1𝐶 D. 金属棒中所产生的焦耳热为0.5𝐽

13.如图所示空间内有一垂直于𝑥轴的足够大的平面𝑀，𝑀将𝑥 ≥ 0的区域分成Ⅰ、Ⅱ两部分，分别填充磁感

应强度大小为𝐵，方向相反且平行于𝑦轴的匀强磁场，𝑥𝑂𝑦平面内有一带电粒子从𝑂点以速度𝑣射入Ⅰ区的匀

强磁场中，速度方向与𝑥轴正向成𝜃 = 37°，粒子在Ⅰ、Ⅱ两区域内运动后会经过𝑦轴上的𝑃点，其中

𝑦𝑝 = 7𝑑，不计带电粒子的重力，𝑠𝑖𝑛37° = 0.6。则该粒子的比荷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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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𝜋𝑣

5𝐵𝑑 B. 
𝜋𝑣

7𝐵𝑑 C. 3𝜋𝑣
35𝐵𝑑 D. 6𝜋𝑣

35𝐵𝑑

二、多选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 分。

14.对于书本中几幅插图所涉及的物理现象或原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甲图中，当两极板间距增大时静电计的指针张角将减小

B. 乙图中，电子感应加速器是利用感生电场对电子进行加速

C. 丙图中，高频变化的磁场使炉内金属中产生涡流从而熔化金属

D. 丁图中，两条话筒线外面包裹着金属外衣是为了减小电阻，从而减小电信号损失

15.如图为回旋加速器的原理图。𝐷1和𝐷2是两个半径为𝑅的中空半圆金

属盒，分别和一高频交流电源两极相连。两盒处于磁感应强度为𝐵的匀

强磁场中，磁场方向垂直于盒面，在位于𝐷1盒圆心附近的𝐴处有一个粒

子源，产生质量为𝑚、电荷量为 +𝑞(𝑞 > 0)的带电粒子，已知带电粒子

束从回旋加速器输出时形成的等效电流为𝐼。不计粒子的初速度、重力

和粒子通过缝隙的时间，加速过程中不考虑相对论效应。下列说法中正

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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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交变电压的频率为
𝑞𝐵

2𝜋𝑚

B. 增大加速电压可以增大粒子获得的最大动能

C. 回旋加速器输出的带电粒子的平均功率
𝑞𝐼𝐵2𝑅2

2𝑚

D. 保持交流电频率和磁场磁感应强度𝐵不变，该加速器不能加速比荷不同的粒子

三、实验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14 分。

16.在“探究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的实验中：

(1)为明确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方向与通过电流计的电流方向的关系，除灵敏电流计、导线、定值电阻

和开关这些器材之外，还需要______。

 

(2)实验得出，电流由“ + ”接线柱流入时灵敏电流计指针向右偏转；如图甲所示，该同学将条形磁铁的𝑁

极从螺线管拔出的过程中，发现指针______(选填“向左”或“向右”)偏转。

 

(3)如图乙所示，将第(2)问中的螺线管置于电子秤上，在条形磁铁的𝑁极从螺线管拔出的过程中，电子秤

的示数会______(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4)多次实验发现：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总是要______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17.一物理学习小组利用图甲所示的装置和频闪相机来验证动量守恒定律。其实验步骤如下：

步骤1：用天平测出𝐴、𝐵两个小球的质量𝑚𝐴、𝑚𝐵(𝑚𝐴 > 𝑚𝐵)；

步骤2：安装好实验装置，使斜槽末端保持水平，调整好频闪相机的位置并固定；

步骤3：让入射小球从斜槽上某一位置𝑃由静止释放，小球离开斜槽后，用频闪相机记录下小球相邻两次闪

光时的位置，照片如图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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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将被碰小球放在斜槽末端，让入射小球从位置𝑃由静止开始释放，使它们碰撞。两小球离开斜槽

后，用频闪相机记录两小球相邻两次闪光时的位置，照片如图丙所示。经多次实验，他们猜想碰撞前后物

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之和不变。

 

(1)实验中放在斜槽末端的小球是______(选填“𝐴”或“𝐵”)；

(2)若某同学在乙、丙照片中仅测量了𝑥0、𝑥1、𝑥2所对应的三个实际长度，则该同学能不能完成实验？

______(填“能”或者“不能”)。

(3)他们在课外书中看到“两物体碰撞中有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之分，碰撞中的恢复系数定义为

𝑒 = |𝑣2−𝑣1|
|𝑣20−𝑣10|，其中𝑣10和𝑣20分别是碰撞前两物体的速度，𝑣1和𝑣2分别是碰撞后两物体的速度，他们根据照

片中的信息求出本次实验中恢复系数的值𝑒 =  ______。(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41 分。

18.足球是受同学们喜欢的运动。如图某同学正在练习用头颠球。某一次足球由

静止下落0.6𝑚与头接触，被重新顶起，足球与头部接触0.1𝑠后离开头部，此后竖

直上升的最大高度为1𝑚。已知足球的质量为0.4𝑘𝑔，足球在空中运动时空气阻力

大小恒为1𝑁，足球与头部接触时间空气阻力不计，𝑔 = 10𝑚/𝑠2。求：

(1)足球在空中下落过程中空气阻力对它的冲量大小；

(2)足球与头部接触过程中头部对足球的平均作用力大小。

19.如图所示为处于竖直平面内的实验装置，该装置由长𝐿 = 4𝑚、速度可调的固定水平传送带，圆心分别

在𝑂1和𝑂2，圆心角均为𝜃 = 120°、半径均为𝑅 = 0.4𝑚的光滑圆弧轨道𝐵𝐶𝐷和光滑细圆管𝐸𝐹𝐺组成，其中

𝐵、𝐺两点分别为两轨道的最高点和最低点，𝐵点在传送带右端转轴的正上方。在细圆管𝐸𝐹𝐺的右侧足够长

的光滑水平地面上紧挨着一块与管口下端等高、足够长、质量𝑀 = 0.5𝑘𝑔的木板(与轨道不粘连)。现将一块

质量𝑚 = 0.3𝑘𝑔的物块(可视为质点)轻轻放在传送带的最左端𝐴点，物块在传送带上自左向右运动，在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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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开口和𝐸、𝐷处的开口正好可容物块通过。已知物块与传送带之间的动摩擦因数𝜇1 = 0.2，物块与木板

之间的动摩擦因数𝜇2 = 0.5，𝑔 = 10𝑚/𝑠2。求：

(1)若物块进入圆弧轨道𝐵𝐶𝐷后恰好不脱轨，传送带的速度大小；

(2)若传送带速度为5𝑚/𝑠，物块经过圆弧轨道𝐵𝐶𝐷最低点𝐷时，轨道对物块的弹力大小；

(3)若传送带最大速度为6𝑚/𝑠，在不脱轨的情况下，滑块在木板上运动过程中产生的热量𝑄与传送带速度𝑣

之间的关系。

20.如图所示，光滑的平行金属导轨𝐸𝐹、𝐺𝐻与水平面间的夹角为37°，导轨间距𝐿 = 1𝑚，导轨平面的𝐶𝐷𝑃𝑄

矩形区域内存在垂直导轨平面向上、磁感应强度大小𝐵1 = 0.5𝑇的匀强磁场。固定于水平面内的金属圆环圆

心为𝑂，半径𝑟 = 1𝑚，圆环平面内存在竖直向上、磁感应强度大小为𝐵2 = 1𝑇的匀强磁场。不计质量的金属

棒𝑂𝐴可绕过𝑂点的转轴旋转，另一端𝐴与圆环接触良好。导轨𝐸、𝐺两端用导线分别与圆心𝑂和圆环边缘相

连。现将一质量为𝑚 = 0.1𝑘𝑔、长𝐿 = 1𝑚的金属棒𝑀𝑁从磁场上边界𝐶𝐷上方某处由静止释放，一段时间后

𝑀𝑁以速度𝑣1 = 1𝑚/𝑠进入磁场，同时用外力控制𝑂𝐴棒的转动，从而使𝑀𝑁棒在磁场中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1𝑠后以𝑣2 = 2𝑚/𝑠的速度离开磁场，此过程中𝑀𝑁棒始终与导轨接触良好。已知金属棒𝑂𝐴、𝑀𝑁的电阻均为

𝑅 = 1𝛺，其余电阻均不计。重力加速度𝑔 = 10𝑚/𝑠2，𝑠𝑖𝑛37° = 0.6。若以𝑀𝑁棒进入磁场瞬间为𝑡 = 0时刻，

求𝑀𝑁棒从𝐶𝐷运动到𝑃𝑄的运动过程中：

(1)𝑀𝑁棒受到的安培力大小𝐹𝐴；

(2)𝑂𝐴的角速度𝜔与时间𝑡的关系式；

(3)外力对金属棒𝑂𝐴所做的功𝑊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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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如图所示，在𝑥𝑂𝑦平面内有一半径为𝑅、圆心为𝑂1的圆形区域，其中𝑂𝑂1 = 4𝑅，圆𝑂1与𝑥轴的其中一个

交点为𝑄。该圆形区域外存在磁感应强度大小为𝐵，方向垂直于𝑥𝑂𝑦平面向外的匀强磁场。在𝑂点有一粒子

源，可沿𝑥𝑂𝑦平面的任意方向发射质量为𝑚，带电量为 +𝑞(𝑞 > 0)，速度大小相同的粒子。不计粒子重力和

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可能用到的三角函数值：𝑠𝑖𝑛15° = 0.26，𝑠𝑖𝑛22° = 0.375，𝑠𝑖𝑛38.7° = 0.625，

𝑠𝑖𝑛48.6° = 0.75。

(1)若从𝑂点发出的粒子均不会进入圆形区域，求粒子的速度应满足的条件；

(2)当𝑣 = 4𝑞𝐵𝑅
𝑚 时，求进入圆形区域的粒子的速度方向与𝑥轴正方向所成角度𝜃的范围；

(3)假如𝑦轴右侧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大小与𝑥的关系为𝐵 = 𝑘𝑥(𝑘 > 0且为定值)，磁场方向仍垂直于𝑥𝑂𝑦平面向

外。与𝑥轴正方向成30°角发射的粒子，经过磁场偏转恰好垂直𝑥轴通过𝑄点，求该粒子的速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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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和解析

1.【答案】𝐵 

【解析】解：每千克人体组织吸收1焦耳的辐射能量为1希沃特，1希沃特等于1焦耳与1千克的比值，

1𝑆𝑣 = 1𝐽/𝑘𝑔，1𝐽 = 1𝑁 ⋅ 𝑚，1𝑁 = 1𝑘𝑔 ⋅ 𝑚/𝑠2，

联立可知1𝑆𝑣 = 1𝑚2/𝑠2，故 B 正确，ACD 错误。

故选：𝐵。

根据给出的计算公式进行单位的换算，并用基本单位表示即可。

本题考查对单位制的认识，要注意明确物理公式同时对应了单位制的计算。

2.【答案】𝐷 

【解析】解：𝐴、牛顿得出万有引力定律，卡文迪什测出了引力常量，故 A 错误；

B、库仑根据库仑扭秤实验发现了库仑定律，但他没有测出静电力常量𝑘，故 B 错误；

C、在微观、高速的领域里牛顿运动定律不适用，故 C 错误；

D、动量守恒定律具有普遍性，在微观、高速的领域里动量守恒定律仍然适用，故 D 正确。

故选：𝐷。

本题根据牛顿、卡文迪什、库仑的物理学贡献以及牛顿运动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适用范围来解答。

解答本题的关键要掌握牛顿运动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的适用范围，知道在微观、高速的领域里牛顿运动定

律不适用。

3.【答案】𝐵 

【解析】解：飞行器在月球表面起飞后某段时间内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可知飞行器受到重力和推力的合力

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由于推力方向与发动机的喷气方向相反，结合平行四边形定则可知，此段时间发动

机的喷气方向可能沿2的方向。故 B 正确，ACD 错误。

故选：𝐵。

根据飞行器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加速度方向沿速度方向，则喷气的方向与动力方向相反，根据力的平行四

边形定则判断哪种情况的合力沿速度方向。

解题的关键是利用飞行器的运动特点，运用平行四边形定则判断合力的方向。

4.【答案】𝐴 

【解析】解：𝐴、根据高轨低速，空间站的轨道半径比同步卫星的轨道半径小，所以空间站的运行速度大

于同步卫星，故 A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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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航天员相对空间站保持静止时，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做匀速圆周运动，合外力不为零，故 B 错误；

C、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大小满足𝐺 𝑀𝑚
𝑅2 = 𝑚𝑔，空间站向心加速度大小满足𝐺 𝑀𝑚

𝑟2 = 𝑚𝑎，因为𝑟 > 𝑅，所以

空间站向心加速度大小小于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大小，故 C 错误；

D、同步卫星的运行周期为24小时，在8小时将绕地球转过
1
3圈；而空间站的运行高度低于同步卫星，所以

运行周期小于24小时，故8小时运行大于三分之一圈，故 D 错误。

故选：𝐴。

根据高轨低速判断空间站与同步卫星的运行速度的大小关系；

根据航天员绕地球做圆周运动需要向心力合力是否为零；

根据𝐺 𝑀𝑚
𝑅2 = 𝑚𝑔和𝐺 𝑀𝑚

𝑟2 = 𝑚𝑎，比较空间站向心加速度大小与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大小的关系；

根据同步卫星的运行周期与空间站运行周期，判断空间站在8小时是否转过三分之一圈。

本题考查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以及同步卫星的相关知识，解决本题的关键是理解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的

模型。

5.【答案】𝐷 

【解析】解：𝐴𝐵、作出力的矢量三角形如图1，当电场力方向沿斜面向上时场强最小，此时

图1

𝑞𝐸𝑚𝑖𝑛 = 𝑚𝑔𝑠𝑖𝑛𝜃

电场强度的最小值为

𝐸𝑚𝑖𝑛 =
𝑚𝑔𝑠𝑖𝑛𝜃

𝑞
故 AB 错误；．

𝐶𝐷.若电场强度𝐸 =
𝑚𝑔

𝑞 ，如图2所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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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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96052003021010112

https://d.book118.com/59605200302101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