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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训练（二模）物理试卷（带解析）

第 1 卷

一.参考题库(共 20 题)

1.如图所示是一种自制的乘车头部保护器，右下图是它的结构示意图，它实际是

一个双面橡皮碗。下面关于这个保护器的说法错误的是

A．碗被玻璃“吸”住后，皮碗内的气压小于大气压

B．挤出的空气越少，皮碗贴在玻璃上就越紧

C．皮碗与玻璃的摩擦阻止乘客头部前后移动

D．头部与玻璃撞击时皮碗起缓冲作用

2.(1)将一滴红墨水滴入一杯清水中，一会儿整杯水都变成红色，这是扩散现象，

该现象说明了                    ；若将两滴红墨水同时滴入温度不同的热水和冷水中，

看

到盛有热水的杯中整杯水先变成红色，这一现象说明了                     。



(2)汽车车轮的外表面上有凹凸不平的花纹，这是为了                。某同学用水平

推力推停在平直公路上的汽车，没能推动，这时推力     (选填“大于”、“小于”或“

等于”)汽车所受的阻力。快速行驶的汽车刹车后，由于     ，还会继续前进一段距

离。

3.一些同学观察到建筑物的支柱一般都为圆柱和四棱柱，他们想了解支柱的最大

承受力与支柱的形状是否有关，为此甲、乙、丙三位同学分别进行了如下实验：

A.每人各选三张相同的白纸，按如图 a 所示分别折成空心的四棱柱、圆柱、三棱

柱，如图 b 所示，接合处用双面胶粘住。

B.三位同学分别在四棱柱上放一硬质塑料板，然后：甲同学往塑料板上不断添加

砝码，直到支柱被压塌，记录添加的砝码总质量（如图 c 所示）；乙同学往塑料

板上不断添加钩码，直到支柱被压塌，记录添加的钩码总质量；丙同学往塑料板

上不断添加细砂，直到支柱被压塌，用天平称出添加的细砂的总质量并记录。

再分别用圆柱和三棱柱重复实验步骤 B,记录相关实验数据。

(1)此实验中甲同学添加、更换砝码的合理顺序应该是            （“从大到小”或“从

小到大”）

(2)最能精确反映支柱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的是        同学所做的实验。

(3)下表为丙同学测得的实验数据，根据数据分析，三个支柱中能承受的最大压

力为  N。（g=10N/kg）

支柱形状

四棱柱

圆柱



三棱柱

塑料板与细砂总质量/g

392
400
243

4.2012 年 11 月 23 日，国产歼-15 舰载机首次在航空母舰—“辽宁号”上成功起降，

如图，一举突破了阻拦着舰等飞行关键技术。下列有关说法

不正确的是

A．飞机起飞时，飞机为参照物,航母是运动的

B．飞机起飞时，是利用力的相互作用的原理来获得推力的

C．飞机降落时，不能立即停止下来，是由于飞机的惯性很大

D．飞机降落时，阻拦索挂住飞机后，飞机慢慢停下来是因为飞机没有受到向前

的推力

5.小明想用如下的方法测量大气压强：将一个面积为 1×10-3m2的吸盘按在光滑水

平桌面上，挤出里面的空气，用量程是 0--5N 的弹簧测力计测量大气压力，如图

所示，然后计算大气压强。若大气压强为 1．01×105Pa，则吸盘受到的大气压力

是   N。小明发现不能用这个测力计完成测量，其原因是        。

6.建造设计师设计出了一种能漂浮在水中的城市,漂浮城市装有动力装置,可以移

动,该漂浮城市三角形建筑的主体结构是中空的,强风能从中通过,可以确保当飓

风来临时,把飓风对建筑的破坏降至最低.该漂浮城市高达 360m,占地 270



万平方米,可容纳多达 4 万居民.酒店、商店只要是普通城市有的，这里都一应俱

全。漂浮城市的表面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接收太阳能的功率为 8.0×108W，请

回答下列问题：

（1）假如某班级有 40 位中学生从岸上进入漂浮城市参观，则漂浮城市受到的浮

力约增加（     ）

A．2.0×102N，

B． 2.0×103N
C． 2.0×104N
D．2.0×105N

（2）若三角形建筑空洞的面积为 2.0×104 m2，某次飓风正好垂直于空洞的表面

吹入，1S

流入空洞的空气质量是 1.92×106kg,该地的空气密度是 1.2kg/m3，则飓风的风速是

      。

（3）若电池板吸收的太阳能只用来提供推动漂浮城市前进所需的能量，漂浮城

市在平静的

水面上沿直线运动，运动过程中受到的阻力不变。某一时刻开始，漂浮城市受到

的水平

方向的牵引力 F 随运动时间 t 的变化关系如图甲所示，漂浮城市运动速度 v 与时

间 t 的

关系如图乙所示。则在 50s—100s，漂浮城市做       运动。漂浮城市运动到第 25s

时受到的阻力为         N。

（4）从 50s 到 100s 内牵引力做的功为多少？（写出计算过程）



（5）漂浮城市在匀速运动过程中，太阳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效率为多少？（写出

计算过程）

7.小明帮刘奶奶检修家中的电路，发现所有用电器都不能工作，保险丝没有断，

用测电笔检查插座，发现插座中的两个孔都让氖管发光，小明推断故障可能是

             ，

并且还说明了                。

8.以下研究物理问题的方法与“用光线表示光”相同的是

A．把电流比做水流

B．利用三角板和刻度尺测量硬币的直径

C．利用磁感线来描述磁场的分布

D．利用 20Ω 的总电阻代替串联的 15Ω 和 5Ω 的电阻

9.为粗略测算电热器的功率，甲乙两小组的同学提出了一个实验的原理设想：利

用如图所示的电热器对水进行加热，测量相关的数据，计算出水吸收的热量，如

果忽略掉热损失，就可以粗略地认为电热器消耗的电能等于水吸收的热量，然后

再计算电功率。根据这个思路，他们将电热器放入一塑料杯里（杯外还包装有泡

沫塑料），杯内装有水。甲、乙两组同学分别使用两个不同的电热器，以及质量

不同的水进行实验。表 1、表 2 分别是甲、乙两个小组的实验数据。（已知水的

比热容 C）



表 1   水的质量 m=400g （甲组数据）

时间( t )/min
0
1
2
3
4
5
6
7
8
温度( T )/℃
70
76
82
89
94
100
100
100
100

表 2   水的质量 m=350g   （乙组数据）

时间( t )/s
0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温度( T )/℃
22
26
30
33
37
40
43
46
48



（1）实验前，同学们对两加热器的发热丝进行了观察比较，发现它们的材料和

长度相同，

于是他们马上判断出两电热丝的阻值不相同，其判断的依据应该是           。

（2）这个实验方案的计算原理是 P=               （物理量符号参照数据表所示）

（3）要计算电功率，甲小组处理数据时，只选择了前六个数据，其原因是若计

算加热时间取“8min”，则其测量值比真实值偏       （选填“大”或“小”），而造成

这个偏差的原因是           （选填“实验误差”或“数据处理错误”）。

（4）合理处理数据后，他们对比了老师给的电热器铭牌数据，发现误差比较小

的是 组，原因是                                                。

10.成语“万籁俱寂”常用来形容夜晚的宁静，从声音特性分析，这主要是指夜晚

声音的        很小。

11.小阳利用磁敏电阻为他的自行车设计了一个速度计，磁铁固定在自行车的辐

条上，磁敏电阻固定在自行车的后车架上，安装示意图如图甲，工作电路如图乙

，已知电源电压为

6V 恒定不变。当磁铁与磁敏电阻 Rs靠得最近时阻值为 200Ω，磁铁与磁敏电阻 Rs

离得最

远时阻值为 400Ω，靠近或远离时的实际电阻在这两者之间变化；当 R0两端电压

不低于

4.5V 时电子计数器就能有效计数，低于 4.5V 就不能产生计数，车轮每转动一圈

就计数一

次。保证电子计数器有效工作，电阻 R0最小阻值为        Ω。某次行驶中，小明

发

现 5 分钟恰好完整计数了 300 次，车轮的周长为 3m，则这段时间内自行车行驶

的平均速



度为        km／h。

12.物理图象可以用来直观且定量地描述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如图所示图象，

若满足一定条件，可以正确表示以下两个物理量之间关系的有

A．自由下落的苹果路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B．压强和受力面积之间的关系

C．电热与电流之间的关系

D．物体的重力与其质量的关系

13.如图是龟山雨后的美丽雾景。关于雾的形成，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雾是雨水升华形成的水蒸气

B．雾是雨水蒸发形成的水蒸气

C．雾是水蒸气液化形成的小水珠

D．雾是水蒸气凝华形成的小水珠



14.如图为小科设计的遮光感烟探测器部分工作原理图，在一个外部光线无法进

入的烟室中，装有一个激光发生器及带有感光电阻（R0）的电路，R 为定值电阻

，电源电压恒定；当烟雾进入烟室后，激光被烟雾遮挡而使感光电阻的阻值发生

变化。当烟雾达到某一浓度时，探测器便会发出警报。已知光照越强，感光电阻

阻值越小，反之则越大。当烟室中烟雾越来越浓时，则

A．电路的总电阻逐渐变小　　

B．电压表的示数逐渐变大　　

C．电流表的示数逐渐变大　

D．定值电阻 R 消耗的功率逐渐变大

15.冰糖葫芦是许多小朋友的最爱。它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将洗净的山楂穿在竹

签上，然后将一定量的白糖放入锅中加热，利用    的方法增加糖的内能，待白糖

         （填物态变化名称）后，再把山楂蘸上糖浆，等山楂上的糖浆    （填“吸收

”或“放出”）热量       （填物态变化名称）成固态，冰糖葫芦就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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