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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学年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梅岭中学教育集团八年级

（下）段考物理试卷（3 月份）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4 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

选项正确）

1．（2 分）下列选项中物体的质量最接近 50g 的是（　　）

A．一本八下物理书 B．一只鸡蛋

C．一张课桌 D．一间教室里的空气

2．（2 分）下列古诗词中，体现分子无规则运动的是（　　）

A．“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香

B．“薰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沈烟”﹣﹣烟

C．“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絮

D．“沙迷双眸人不见，尘覆万柳鸟无鸣”﹣﹣沙

3．（2 分）下列物质结构图正确的是（　　）

A． B．

C． D．

4．（2 分）关于粒子和宇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在天文学中，用“光年”作为时间单位

B．地球绕太阳运动，说明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C．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发现了电子，从而说明原子是可分的

D．病毒、分子、原子、质子、夸克是按照尺度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的

5．（2 分）已知酒精的密度为 0.8×103kg/m3，下列说法能够成立的是（　　）

A．能装 1kg 纯净水的瓶子一定能装下 1kg 的酒精

B．能装下 0.8kg 酒精的瓶子一定能装下 1.2kg 纯净水

C．同体积的酒精和水质量之比是 4：5

D．同质量的水和酒精体积之比是 2：5

6．（2 分）一个钢瓶内装有密度为 10kg/m3 的氧气，某次抢救新冠病人用去了其质量的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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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钢瓶内剩余氧气的密度为（　　）

A．2kg/m3 B．4kg/m3 C．8kg/m3 D．10kg/m3

7．（2 分）如图所示，将玻璃板架在两本书之间，下方的桌面上静止着一些小纸屑。用丝绸

在玻璃板上反复摩擦，过一会儿会发现：最初小纸屑被玻璃板吸引，然后小纸屑又上下

飞舞、彼此分离。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摩擦后的丝绸带正电

B．最初小纸屑被玻璃板吸引是因为异种电荷相互吸引

C．小纸屑上下飞舞、彼此分离的原因是同种电荷相互排斥

D．整个实验过程中，小纸屑始终不带电

8．（2 分）用天平测出质量 100g 的水，步骤有：

a．调节天平的横梁平衡

b．往右盘加入 100g 的砝码

c．把空玻璃杯放在天平的左盘上，往右盘加砝码以及移动游码，使天平横梁平衡

d．在空玻璃杯中慢慢注入水使横梁平衡，这时玻璃杯中的水这是所需称量的 100g 的水

在上述实验步骤中，正确的实验顺序是：（　　）

A．a→b→c→d B．a→c→d→b C．a→c→b→d D．a→d→c→b

9．（2 分）如图所示 A、B、C 三种物质的 m﹣V 图象，由图象可知（　　）

A．A 物质的密度最大，C 物质的密度最小

B．B 物质可能是水

C．体积相同的情况下，A 物质构成的物体质量最大

D．C 物质的密度是 1.0×103kg/m3

10．（2 分）如图为水的密度在 0～10℃范围内随温度变化的图象。现将一杯水的温度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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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升高到 10℃。选项图中，能正确反应其体积随时间变化情况的是（　　）

A． B．

C． D．

11．（2 分）托盘天平测物体的质量，下列情况中会出现测量结果比真实值偏小的是（　　）

A．按游码右端所对的刻度读数

B．使用已被磨损的砝码

C．游码未移至零刻度线处，就调节横梁平衡测量物体的质量

D．横梁没有平衡，指针偏向分度盘的右侧，就进行测量

12．（2 分）小明同学家住桃园小区，目前家中煤气灶仍以瓶装煤气作为燃料。他注意到冬

天到煤气公司购买时价格是 55 元/瓶，而夏天价格则是 51 元/瓶。小明通过查找资料得知

压缩煤气的密度：冬天为 0.88×103kg/m3，而夏天为 0.8×103kg/m3．如果煤气瓶的容积

为 0.015m3 不变，则以质量来计算（　　）

A．夏天的煤气价格更合算

B．冬天、夏天的价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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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若冬天与夏天价格一样，那么冬天的煤气价格应为 54 元/瓶

D．若夏天与冬天价格一样，那么夏天的煤气价格应为 50 元/瓶

二、填空题（本题共 8 小题，每空 1 分，共 33 分）

13．（6 分）高速火箭要承受气动摩擦产生的高温，同时又要把较重的物体运送到太空，因

此火箭等高速航天器外壳要求轻巧、耐高温。航天器外壳材料应具有密度 　   　（大/

小）、熔点 　   　（高/低）的特性。通常情况下空气的密度是 1.29　 　        　（填

单位），某品牌学生饮用奶每盒装有牛奶的质量约为 275 　   　（填单位），体积为 0.25 　   　

（填单位），由此可以估算出牛奶的密度约为 　          　kg/m3。

14 ． （ 8 分 ） 观 察 如 图 所 示 的 实 验 ， 回 答 下 列 问 题 ：

（1）A 图中，抽掉玻璃板后，两瓶中气体会混合在一起，颜色逐渐变均匀，这属于 　     　

现象；

（2）B 图中，红墨水在热水中比在冷水中扩散快，说明分子无规则运动快慢与  　     　

有关；

（3）C 图中，压紧两铅柱使它们合在一起，下面可以悬挂钩码，这说明固体分子间存

在 　     　；

（4）如图 D 所示，在量筒里装入清水和密度比它大的硫酸铜溶液，则量筒的下方最好装

入的是 　        　（清水/硫酸铜溶液），静放一小段时间后，会观察到的现象：是水

和硫酸铜溶液的 　      　（分界面/整体）变模糊了；

（5）如图 E 所示，在进行酒精和水混合实验中，通过比较应选择 　   　（甲/乙）玻

璃管，若小宇先后将 50mL 水和 50mL 的酒精倒入玻璃管中，反复翻转几次后，发现水

和酒精的总体积 　     　100mL（大于/小于/等于），这说明：分子间 　      　。

15．（3 分）已知冰的密度为 0.9×103kg/m3，表示的含义是 　                  　。90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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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全部凝固成冰后，冰的质量是 　     　g，冰的体积是 　      　cm3，所以寒冷

的冬天自来水管易冻裂（ρ 水＝1.0×103kg/m3）。

16．（3 分）如图用一段细铁丝做一个支架，作为转动轴，把一根中间戳有小孔（没有戳穿）

的饮料吸管放在转动轴上，吸管能在水平面内自由转动。用餐巾纸摩擦吸管使其带电。

（1）把某个物体放在带电吸管一端的附近，发现吸管向物体靠近，由此现象我们判断出

这个物体　       　（选填“带电”、“不带电”或“可能带电”）。

（2）把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放在带电吸管一端的附近，吸管被推开，说明吸管　      　

（选填“带正电”、“带负电”或“不带电”），吸管被推开的原因是　           　。

17．（4 分）用天平测量一个矿石的质量，天平平衡时所用砝码及游码如图甲所示，则矿石

的质量为 　       　g，将该矿石放入盛有 30mL 水的量筒中，液面位置如图乙所示，

图中读数时视线正确的是 　   　（a/b/c），矿石的密度是 　           　kg/m3。在

测量体积时，发现矿石表面附着一些气泡，则密度的测量结果 　     　（偏大/偏小/无

误）。

18．（3 分）某同学研究液体密度时，用两个完全相同的容器分别装入甲、乙两种液体，并

绘制出总质量 m 与液体体积 V 的关系图象（如图所示）．由图象可知：

（1）容器的质量为 　     　g，甲液体的密度为 　          　kg/m3；

（2）若容器装入的是密度为 0.8×103kg/m3 的煤油，绘制出的图象应在 　   　区（选

填“Ⅰ”、“Ⅱ”或“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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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分）宇宙在膨胀，我们可以用如图的实验来理解这一事实：在一只气球上黏一些小

金属粒，这些小金属粒可看成是宇宙中的 　     　，对气球打气，当气球膨胀时，任

意两个金属粒间的距离都在  　      　，这里主要运用的一种思维方法是  　      　

（填“等效法”“类比法”或“转换法”）。

20．（3 分）A、B 是两个同种材料制成的金属球，其中一个球是空心的，A 球质量为 144g，

体 积 为 16cm3 ， B 球 质 量 为 72g ， 体 积 为 13cm3 ， 那 么 这 个 实 心 球 应 该 是  　   　

（A/B），这种金属的密度是 　        　kg/m3，另一个空心球的空心部分体积是 　   　

cm3。

三、解答题（本题共 7 小题，共 43 分）

21．（6 分）一个质量为 100g 的瓶子，装满水后总质量为 500g。

（1）该瓶子装满水时，水的质量；

（2）瓶子的容积；

（3）该瓶子装满酱油时总质量为 580g，请问酱油的密度？

22．（6 分）加气混凝土砌块（如图所示）是一种轻质多孔、保温隔热、防火性能良好的新

型建筑材料。现有一块加气混凝土砌块，其长、宽、高分别为 60cm、24cm 和 7.5cm，质

量为 6.48kg。

（1）该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体积是多少？

（2）该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密度是多少？

（3）若砌一堵高层建筑的分隔墙使用了 5.4t 的普通黏土砖（其密度为 1.8×103kg/m3），

如果改用这种加气混凝土砌块，该墙的质量会减少多少？（不考虑砖缝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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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分）物理兴趣小组的同学想研究“物体的质量与哪些因素有关”，其实验过程如下：

（1）小明用小刀将橡皮泥削成正方形，测出其质量 m1，然后再将正方形的橡皮泥削成

三角形，测出其质量 m2，发现 m1 不等于 m2，小明由此得出结论：物体的质量与物体的

形状有关。

①实验中测得的两次质量的大小关系应是 m1　     　m2（大于/小于）；

小明得出结论的做法正确吗？　      　（正确/不正确）；

②若你来做这个实验，你将怎样改变橡皮泥形状？答：　               　；

（2）小华利用冰来探究物体质量与状态的关系，她将冰直接放在小烧杯中测出其总质量，

接着等冰熔化成水后再测出总质量进行比较；

①实验过程中小华发现冰在室温下熔化比较慢，若想加快冰的熔化，开始时可以把小烧

杯放在装有一定量 　     　（热水/冷水）的大烧杯中；

②在实验过程中考虑到水的蒸发等因素，实验时间应尽量 　   　（长/短）些；

（3）两同学交流后得出：质量不随物体形状、状态改变而改变，说明质量是  　     　

（物体/物质）的属性。

24．（6 分）现如今各种复合材料已广泛应用于汽车、飞机等制造业。小龙也准备测量一块

复合材料的密度；

（1）小龙应将天平放在 　     　桌面上，再进行调节，之后用调好的天平按正确操作

测量复合材料的质量时，当在右盘放入最小的砝码后，指针偏在分度盘中线左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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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该 　   　（填选项前的字母）；

A．向右调平衡螺母

B．向右盘中加砝码

C．向右移动游码

（2）当天平重新平衡时，盘中所加砝码和游码位置如图甲所示，则所测材料的质量为 　       　

g；

（3）如图乙，因复合材料的密度小于水，小龙在该物块下方悬挂了一个长方体铁块，按

照如图乙所示①②③的顺序，测出了该物块的体积 　     　cm3，则该材料的密度是 　           　

kg/m3；

（4）分析以上步骤，你认为小龙在测体积时按以上操作顺序会引起密度测量值比真实值 　     　

（偏大/不变/偏小）。

25．（6 分）用图 1 所示的实心陶瓷材质冰墩墩模型来估测香醋的密度。

（1）在测量冰墩墩的质量时，多次增减砝码，当加入最小质量为 5g 的砝码后，指针在

分度盘中线右侧附近，但拿走 5g 的砝码后，指针在分度盘中线左侧附近。此时她应 　     　

（加入/拿走）5g 的砝码，并移动 　     　使横梁恢复平衡；

（2）用天平测量冰墩墩质量，当天平平衡时，右盘中的砝码和游码位置如图 2 所示，其

质量为 　     　g，体积为 　     　cm3；（陶瓷材料的密度为 2.7×103kg/m3）

（3）如图 3 所示，在甲、乙两只烧杯中分别倒入适量香醋后，用天平测出烧杯乙和香醋

的总质量 m1＝134.4g；

（4）如图丙所示，将冰墩墩用细线系住后放入烧杯甲中，在烧杯壁上标记液面的位置；

（5）将冰墩墩取出，将乙烧杯中的香醋倒入甲烧杯直至标记处，测出烧杯乙及剩余香醋

的总质量 m2＝102.6g；

（6）根据以上实验数据，求得香醋的密度，ρ＝　       　g/cm3。与真实值相比，用

本方案所测出的香醋密度 　     　（偏大/偏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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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分）妈妈担心从市场买回的一桶色拉油是地沟油，小丽为解除妈妈的顾虑，在网上

查得优质色拉油的密度在 0.91×103kg/m3～0.93×103kg/m3 之间，地沟油的密度 0.94×

103kg/m3～0.95×103kg/m3 之间，她决定用测密度的方法鉴别油的品质。

（1）小丽的实验步骤如下：

A．将托盘天平放于水平台上，移动游码至标尺零刻线处，发现指针静止时如图甲所示，

则应将平衡螺母向 　   　（选填“左”或“右”）调节，使横梁水平平衡；

B．用天平称出空烧杯的质量为 10g；

C.往烧杯中倒入适量的色拉油，将装色拉油的烧杯放在左盘，在右盘加减砝码并移动游

码，天平平衡时所用砝码和游码的位置如图乙所示，则烧杯和色拉油的总质量为 　     　g；

D.将烧杯中的色拉油全部倒入量筒中，如图丙所示，量筒内色拉油的体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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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3；

（2）小丽计算出色拉油的密度为 　       　g/cm3，由此，小丽判断色拉油的品质是 　     　

的（选填“合格”或“不合格”）；

（3）分析小丽同学的实验过程，你认为测量结果 　     　（选填“偏大”或“偏

小”）。小丽通过反思后想到：其实不需要增加器材也不需要添加额外的步骤，只要将上

面的实验步骤顺序稍加调整就会大大减少上述实验的误差，她想到的实验方案是：

A.用天平测出空烧杯的质量 m1；

B.如图丁 B 所示，向烧杯中倒入适量的色拉油，用天平测出烧杯和色拉油的总质量 m2；

C.如图丁 C 所示，将烧杯中的部分色拉油倒入量筒中，测出这部分色拉油体积 V；

D.用天平测出烧杯和剩余色拉油的质量 m3；

①以上操作中有一项是多余的，该操作是 　   　（只写序号）；

②则色拉油的密度表达式 ρ＝　                  　（用已测物理量表示）。

27．（5 分）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在出版行业，通常用“克重”来表示纸张的厚薄。例如，有些图书所用的纸张克重为

70g。实际上，这种表示纸张厚薄的方法与密度的知识是相关的：由于纸张的厚薄是均匀

的，所以我们无需测算其单位体积的质量，只需知道它单位面积的质量即可。单位面积

的质量叫做物质的“面密度”；

国家标准规定以 A0、A1、A2、B1、B2 等标记来表示纸张幅面规格。其中 A1 纸张尺寸是

841mm×594mm，A2 纸张尺寸是 594mm×420mm。同样，对粗细均匀的线形材料，我

们也常常只考虑其单位长度的质量，单位长度的质量叫做物质的“线密度”；

（1）有些图书所用的纸张克重为 70g，其“面密度”记作 　   　（单选）；

A．70g

B．70g/m3

C．70g•m2

D．70g/m2

（2）同种材质做成的等厚纸张，A1 纸张的“面密度”　     　A2 纸张的“面密度”（大

于/等于/小于）；

（3）家庭电路常使用横截面积为 2.5mm2 和 4mm2 两种规格的铜导线，下面关于二者的

密度和“线密度”（绝缘皮的质量不计）说法正确的是 　   　（单选）；

A．它们的密度和“线密度”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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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它们的密度相同，“线密度”不相同

C．它们的密度不相同，“线密度”相同

D．它们的密度和“线密度”都相同

（4）某图书所用纸张克重为 70g，如要计算其密度，还需要知道的物理量是 　     　；

（5）有一捆横截面积为 4mm2 铜丝，质量为 89kg，则该铜丝的“线密度”为 　       　

g/m。（已知铜的密度为 8.9×103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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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4 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

选项正确）

1．（2 分）下列选项中物体的质量最接近 50g 的是（　　）

A．一本八下物理书 B．一只鸡蛋

C．一张课桌 D．一间教室里的空气

【解答】解：A．一本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的物理书的质量约为 200g，故 A 不符合题意；

B．一只鸡蛋的质量约为 50g，故 B 符合题意；

C．一张课桌的质量约为 15kg，故 C 不符合题意；

D．空气的密度在 1.3kg/m3 左右。教室的长、宽、高分别在 9m、8m、3.5m 左右，教室

中空气的质量在 m＝ρV＝1.3kg/m3×9m×8m×3.5m＝327.6kg 左右，接近 300kg，故 D

不符合题意。

故选：B。

2．（2 分）下列古诗词中，体现分子无规则运动的是（　　）

A．“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香

B．“薰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沈烟”﹣﹣烟

C．“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絮

D．“沙迷双眸人不见，尘覆万柳鸟无鸣”﹣﹣沙

【解答】解：

A、花的香气是花香分子做无规则运动引起的，故 A 符合题意；

B、“烟”的实质是固体小颗粒悬浮在空中，不是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故 B 不合题意；

C、“絮”是宏观物体的运动，不是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故 C 不合题意；

D、“沙”是宏观物体的运动，不是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故 D 不合题意。

故选：A。

3．（2 分）下列物质结构图正确的是（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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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解答】解：原子的构成包括原子核和核外电子两部分，原子核很小集中了原子的大部

分质量，电子带负电，电子围绕原子核做高速旋转，故 C 正确、ABD 错误。

故选：C。

4．（2 分）关于粒子和宇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在天文学中，用“光年”作为时间单位

B．地球绕太阳运动，说明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C．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发现了电子，从而说明原子是可分的

D．病毒、分子、原子、质子、夸克是按照尺度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的

【解答】解：A．在天文学中，用“光年”作为长度单位，故 A 错误；

B．地球绕太阳运动，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不是宇宙的中心，故 B 错误；

C．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发现了电子，从而说明原子是可分的，故 C 错误；

D．病毒、分子、原子、质子、夸克的尺寸是按照尺度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的，故 D 正

确。

故选：D。

5．（2 分）已知酒精的密度为 0.8×103kg/m3，下列说法能够成立的是（　　）

A．能装 1kg 纯净水的瓶子一定能装下 1kg 的酒精

B．能装下 0.8kg 酒精的瓶子一定能装下 1.2kg 纯净水

C．同体积的酒精和水质量之比是 4：5

D．同质量的水和酒精体积之比是 2：5

【解答】解：A、酒精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由 V＝ 可知 1kg 水的体积小于 1kg 酒精

的体积，所以能装下 1kg 水的瓶子不能装下 1kg 的酒精，故 A 错误；

B、由 ρ＝ 可得 0.8kg 酒精的体积：

V 酒精＝ ＝ ＝1×10﹣3m3，

1.2kg 水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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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水＝ ＝ ＝1.2×10﹣3m3，

所以能装下 0.8kg 酒精的瓶子不能装下 1.2kg 纯净水，故 B 错误；

C、由 m＝ρV 可知，体积相同时，质量和密度成正比，所以同体积的酒精和水质量之比

为 m 酒精：m 水＝ρ 酒精：ρ 水＝0.8g/cm3：1g/cm3＝4：5；故 C 正确；

D、由 V＝ 可知，质量相同时，体积与密度成反比，所以同质量的水和酒精体积之比

为 V 水：V 酒精＝ρ 酒精：ρ 水＝0.8g/cm3：1g/cm3＝4：5；故 D 错误。

故选：C。

6．（2 分）一个钢瓶内装有密度为 10kg/m3 的氧气，某次抢救新冠病人用去了其质量的五分

之一，钢瓶内剩余氧气的密度为（　　）

A．2kg/m3 B．4kg/m3 C．8kg/m3 D．10kg/m3

【解答】解：

设钢瓶的容积为 V，则钢瓶内氧气的体积为 V，

由 ρ＝ 得，原来氧气的质量：m＝ρV＝10kg/m3×V，

某次抢救病人用去了其质量的 ，则钢瓶内剩下氧气的质量：

m 剩＝（1﹣ ）×10kg/m3×V＝8kg/m3×V，

剩余氧气的密度：

ρ 剩＝ ＝ ＝8kg/m3。

故选：C。

7．（2 分）如图所示，将玻璃板架在两本书之间，下方的桌面上静止着一些小纸屑。用丝绸

在玻璃板上反复摩擦，过一会儿会发现：最初小纸屑被玻璃板吸引，然后小纸屑又上下

飞舞、彼此分离。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摩擦后的丝绸带正电

B．最初小纸屑被玻璃板吸引是因为异种电荷相互吸引

C．小纸屑上下飞舞、彼此分离的原因是同种电荷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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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整个实验过程中，小纸屑始终不带电

【解答】解：最初小纸屑被玻璃板吸引，是因为玻璃板带了电，带电体能吸引轻小物质，

然后小纸屑又上下飞舞、彼此分离，是因为小纸屑带了同种电荷相互排斥。

故 C 正确。

故选：C。

8．（2 分）用天平测出质量 100g 的水，步骤有：

a．调节天平的横梁平衡

b．往右盘加入 100g 的砝码

c．把空玻璃杯放在天平的左盘上，往右盘加砝码以及移动游码，使天平横梁平衡

d．在空玻璃杯中慢慢注入水使横梁平衡，这时玻璃杯中的水这是所需称量的 100g 的水

在上述实验步骤中，正确的实验顺序是：（　　）

A．a→b→c→d B．a→c→d→b C．a→c→b→d D．a→d→c→b

【解答】解：其正确的次序是：

a．调节天平的横梁平衡

c．把空玻璃杯放在天平的左盘上，往右盘加砝码以及移动游码，使天平横梁平衡

b．往右盘加入 100g 的砝码

d．在空玻璃杯中慢慢注入水使横梁平衡，这时玻璃杯中的水这是所需称量的 100g 的水

故正确的顺序是：a→c→b→d

故选：C。

9．（2 分）如图所示 A、B、C 三种物质的 m﹣V 图象，由图象可知（　　）

A．A 物质的密度最大，C 物质的密度最小

B．B 物质可能是水

C．体积相同的情况下，A 物质构成的物体质量最大

D．C 物质的密度是 1.0×103kg/m3

【解答】解：由图象可知，当 mA＝mB＝mC＝30g 时，VA＝50cm3，VB＝30cm3，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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