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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学年九年级调考物理模拟试卷（3） 

本卷满分 70 分，g 取 10N/kg，60 分钟内完成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2 分）下列物理学家与对应的研究成果不正确的是（  ） 

A．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B．高琨﹣﹣光纤通信  

C．阿基米德﹣﹣杠杆平衡条件  D．奥斯特﹣﹣电流的热效应 

2．（2 分）夏天的早晨经常可以看到草叶上有露珠，露珠的形成与下列选项相同的是（  ） 

A．坚固的冰 B．飘渺的雾 C．晶莹的雾凇 D．雪白的霜 

3．（2 分）《舌尖上的中国 2》聚焦于普通人的家常菜，让海内外观众领略了中华饮食之美。

煎、炒、蒸、拌的四种烹调方式中包含着很多的物理知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煎：煎锅一般用铁制造，主要是利用了铁的比热容大  

B．炒：主要是通过做功的方式使菜的内能增加 

C．蒸：是通过热传递和高温水蒸气液化放热，把菜蒸熟 

D．拌：将调味品拌入菜中入味，分子没有做无规则运动 

4．（2 分）下列有关物理知识的应用，正确的是（  ） 

A．太阳能电池是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B．用超导材料制作电热器的发热体能减少能量损耗 

C．氢弹是利用重核裂变原理制造的  

D．电视机的遥控器是利用红外线来进行遥控的 

5．（2 分）下列关于家庭电路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家庭电路中各用电器都是串联在电路中的  

B．发现触电事故时，应首先切断电源再想办法 

C．控制用电器的开关应接在该用电器和零线之间  

D．当干路中电流过大时，漏电保护器就会自动切断电路 

6．（2 分）“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现象，如夏天乘凉的“树影”；民间皮影戏的“皮

影”；岸边景色在水中形成的“倒影”；春游时的“摄影”等。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皮影利用了平面镜成像的原理 B．树影是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  

C．倒影是由光的折射形成的    D．摄影时用的照相机是根据凹透镜成像的原理制成的 

7．（ 2 分）如图所示，为了方便市民绿色出行，海口街头配置了公共自行车，下列与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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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有关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轮胎上制有花纹是为了减小摩擦  

B．车坐垫做的较宽是为了增大压强  

C．在水平路面上匀速骑行时，车的重力做功  

D．停止蹬车后车仍继续前行，是由于车具有惯性 

8．（2 分）如图所示的电路，闭合开关后，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当滑片 P 向右移动时，电压表示数变小  

B．当滑片 P 向右移动时，电流表 A2 示数变小  

C．当滑片 P 向左移动时，电路消耗的总功率变大  

D．当滑片 P 向左移动时，电流表 A1 示数变小 

9．（2 分）如图是探究电流通过导体时产生热量的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装置。两个透

明容器中密封着等量的空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U 形管液面高度变化是因为 U 形管中液体的温

度发生了变化  

B．图甲所示的装置可以用来探究电流通过电阻产

生的热量跟电流大小的关系  

C．图乙所示的装置可以用来探究电流通过电阻产生的热量跟电阻大小的关系  

D．通电后，甲图中 A、B 电阻产生的热量之比是 1：2 

10．（2 分）如图所示，将边长为 10cm 的正方体木块放入装有某种液体的圆柱形容器中，木

块静止时，有 的体积露出液面，此时液面比放入木块前升高 2cm，容器底部受到的压

强变化了 160Pa（取 g＝10N/kg），则下列判断错误的是（  ） 

A．液体的密度是 0.8×103kg/m3 B．木块的密度为 0.6g/cm3  

C．木块受到的浮力是 6N     D．使木块完全浸没需要 4N 向下的压力 

二、填空题（每空 1分，共 18分） 

11．（3 分）“中国好声音”比赛现场，吉他手弹奏电吉他时不断用手去控制琴弦长度，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声音的     ；琴声是通过     传播到现场观众耳朵中的。观

众在听音乐时都要把手机关机或把铃声调成振动，目的是为了     减弱噪声。 

12．（3 分）人的眼球的晶状体相当于     透镜。近视眼看不清远处的物体，是因为物体

的像落在视网膜的     面，应该利用     透镜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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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分）端午浓情，粽叶飘香。煮粽子时，小琼闻到了粽子的香味，这是     现象。

吃粽子时，粽叶上总是粘有米粒，米粒和粽叶不容易分开，这表明     。 

14．（3 分）如图是一款“运动手环”，其主要部分是一段内置有一小块磁铁的密闭的空心塑

料管，管外缠绕着线圈。戴着这种手环走路时塑料管跟着手一起运动，磁

铁则在管内反复运动，线圈中便会产生电流，液晶上就会显示出运动的步

数。此过程利用了     原理，将     能转化为电能。计步的数据还

可通过     传送到手机上。 

15．（3 分）如图所示，滑轮组将重 50N 的物体 A 以 0.2m/s 的速度沿水平地面匀速向前拉动

了 1m，拉力 F 大小为 10N，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 80%，拉力 F 做

功的功率为     W，滑轮组做的有用功为     J，物体 A 受

到水平地面的摩擦力为     N 

16．（3 分）如图所示电路，电源电压为 7.5V 保持不变，电流表的量程为 0﹣﹣﹣0.6A 电压

表的量程为 0﹣﹣3V，灯泡 L 的规格为“6V3W”，滑动变阻器的规格为

“15Ω1A”，闭合开关后，不考虑灯丝电阻的变化，在电路安全的前提下，

将滑动变阻器片由右向左移动，电压表示数与电流表示数的比值     

（填“变大，变小或不变”），滑动变阻器 R 的电阻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

为     ，整个电路的电功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为     。 

三、作图与实验探究题（2 分+2 分+3 分+2 分+3 分+2 分+5 分＝19 分） 

17．（2 分）图中的两架敌机，一架是实际飞机，一架是小明从潜水艇上观察到的该飞机的

像，请你用光的作图法确定哪架是实际飞机。 

18．（2 分）测量是生活和学习中一项基本技能。 

（1）如图（甲）所示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长度为     cm； 

（2）如图（乙）所示用体温计测量体温，该体温计的示数是     ℃ 

（3）如图（丙）所示电能表的读数是     。 

19．（3 分）在做“观察水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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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时： 

（1）小全同学用的是如图甲所示装置，该装置中有一处明显错误，请指出该错误

是     。 

（2）B、C 两组同学选用相同的实验装置完成实验，他

们分别绘制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如图乙中 b、c 所示。

如果操作及实验器材均无问题，则分析图象可知：当时

的大气压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1

个标准大气压；B、C 组得到 b、c 两种不同图象的原因可能是水的     不同。 

20．（2 分）如图 1 所示，小明在“研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的实验中，用弹簧测

力计拉着木块分别在粗糙程度不同的甲、乙水平木板上匀速直线运动，通过改变放在木

块上的砝码改变压力，分别测出木块在甲、乙木板上滑动时的摩擦力，并根据实验数据

描点画出了滑动摩擦力 f
摩
与对应压力 f

压
关系的图象。 

（1）分析图象甲或乙可知，木块对木板的     越大，木块所受的滑动摩擦力也就越

大；比较图象可知，     （选填“甲”或“乙：）木板更粗糙。 

（2）小明在实验中发现，拉着木块运动时很难控制“匀速”，于是他设计了如图 2 所示

的装置，将弹簧测力计固定，改为拉动平板小车，当他水平向左拉动平板小车时，木块

所受到的摩擦力的方向为     。这样改进后的装置的优点是     。 

21．（3 分）在郧阳区夏季，人们沿汉江捡拾穿天石，系上细绳佩戴以避邪。王军和几位同

学利用天平、细线、量筒和水（ρ
水
＝1.0g/cm3）等器材测量穿天石的密度。 

（1）用量筒和水测量穿天石体积。“先往量筒中倒入适量的水”其中“适量”的确切含

义是：①     ；②     。 

（2）穿天石放入量筒前后情况如图所示（忽略细线

体积）穿天石的密度是     g/cm3。 

 

22．（2 分）发电机是如何发电的呢？同学们用如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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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装置进行探究。 

序号 磁体摆放方向 ab 运动方向 电流计指针偏转情况 

1 N 极在上 竖直上下运动 不偏转 

2 水平向左运动 向右偏转 

3 水平向右运动 向左偏转 

4 N 极在下 竖直上下运动 不偏转 

5 水平向左运动 向左偏转 

6 水平向右运动 向右偏转 

（1）当导体 ab 静止悬挂起来后，闭合开关，灵敏电流计 G 指

针不偏转，说明电路中     （选填“有”或“无”）电流产

生。 

（2）小芳无意间碰到导体 ab，导体 ab 晃动起来，小明发现电

流表指针发生了偏转，就说：“让导体在磁场中运动就可产生电

流”，但小芳说：“不一定，还要看导体怎样运动”。为验证猜想，

他们继续探究，并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如下：分析实验现象后，同学们一致认为小芳的

观点是     （选填“正确”或“错误”）的，比较第 2、3 次实验现象发现，产生的电

流方向跟     有关； 

23．（5 分）在测定“小灯泡电功率”的实验中，电源电压为 4.5V，小灯泡额定电压为 2.5V、

电阻约为 10Ω。 

 

（1）请你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甲中的实物电路连接完整。 

（2）闭合开关前，图 1 中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应位于     （选填“A”或“B”）端。 

（3）小明同学移动滑片 P，记下多组对应的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并绘制成图 2 所示

的 I﹣U 图象，根据图象信息，可计算出小灯泡的额定功率是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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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刘同学在实验中连接好电路，闭合开关，移动变阻器滑片 P，发现小灯泡始终不

亮，电压表有示数，电流表无示数，原因可能是     （写出一种即可） 

（5）小罗想利用这些器材以及一个一直阻值的电阻 R0 测量另一个未知电阻 Rx 的阻值，

但发现电流表已经损坏。小华帮他设计另一个实验方案：利用图丙所示的电路： 

①先闭合开关 S、S
1，记下电压表示数 U1②再     ，记下电压表示数 U2．则 Rx＝     

（表达式用测得的量与已知量表示）。 

四、计算题（6+7＝13 分） 

24．（6 分）如图甲所示装置，是由 2 个圆柱形容器（容器足够高）连接而成，其下底面积

为 75cm2，上端开口面积为 100cm2，容器中装有适量的水且置于水平地面上，用轻质足够长

的细硬杆连接不吸水密度均匀的实心圆柱体 A，使其缓慢浸入水中，直至圆柱体 A下表面触

碰容器底部。图乙是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强与圆柱体 A下表面浸入水中深度 h的图象，当圆柱

体 A 刚好要触碰容器底部但未与容器底部接触时，此时杆的弹力为 2N。（g取 10N/kg）求： 

（1）未放入圆柱体 A时，容器底部受到的压力； 

（2）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强 p
1
； 

（3）圆柱体 A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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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分）图甲是芳芳家某型号电热加湿器的原理图，下表为其部分技术参数。R1、R2为

发热电阻，不考虑温度对电阻的影响，且 R2＝3R1，S为旋转型开关，1、2、3、4为触点，

通过旋转开关 S 可实现“关”“低档”“高档”之间的切换（低档为小功率加热，高档为大

功率加热）。 

 

（1）求加湿器处于低挡位置时的发热功率； 

（2）某次使用加温器工作时，加湿器注水仓中加注冷水已达到最大注水量。如图乙所示

是该次使用加湿器工作 30min 的图象，请计算加湿器在高档正常工作时消耗的电能。如

果电阻 R1在此次高档加热时产生的热量全部被水吸收，可以使注水仓中冷水的温度升高

多少℃？〔计算结果保留整数，水的比热容为 4.2×103J/（kg•℃）） 

（3）一天，芳芳断开家中其他所有用电器，只接通加湿器在低挡加热，发现家中如图丙

所示的电能表的转盘在 5min内转了 27圈，求此时电阻 R2的实际加热功率是多少？ 

 

 

 

 

 

 

 

 

 



 8 

 

2023-2024学年九年级调考物理模拟试卷（3）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 

1．【分析】根据对物理学史及科学家主要贡献的掌握分析答题。 

【解答】解：A、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故 A正确； 

B、高琨在光纤通信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故 B正确； 

C、阿基米德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杠杆的平衡条件，故 C正确； 

D、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故 D错误； 

故选：D。 

2．【分析】物质从固态变为液态的过程是熔化；物质从液态变为固态的过程是凝固；物质从

液态变为气态的过程是汽化；物质从气态变为液态的过程是液化；物质从固态直接变为

气态的过程是升华；物质从气态直接变为固态的过程是凝华。 

【解答】解：夏天的早晨经常可以看到草叶上有露珠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形成的小水珠，

是液化现象 

A、冰是液态的水变成固态是冰，是凝固现象，故 A不合题意； 

B、雾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形成的小水珠，是液化现象，故 B符合题意； 

C、雾凇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形成的小冰晶，是凝华现象，故 C不合题意； 

D、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形成的小冰晶，是凝华现象，故 D不合题意。 

故选：B。 

3．【分析】（1）金属的物质，一般都具有良好的导热性； 

（2）改变物体内能有做功和热传递两种方式，做功是能量的转化过程，热传递是能量的

转移过程； 

（3）物质由气态变成液态的过程叫做液化，液化放热； 

（4）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解答】解：A、煎锅一般用铁制造，主要是利用铁具有良好的导热性，故 A错误； 

B、炒主要是通过热传递的方式使菜的内能增加，故 B错误； 

C、蒸是通过热传递和高温水蒸气液化放热，使菜蒸熟，故 C正确； 

D、将调味品拌入菜中入味，说明了分子在做无规则运动，故 D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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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C。 

4．【分析】A太阳能电池板就是将太阳光直接转化为电能的装置，其原理就是利用半导体的

光生伏特效益； 

B．超导体的为零电阻，所以不能用超导体做电热器的发热体，否则该电热器不能工作。 

C．原子弹和核能是利用重核裂变的链式反应中能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原理制

成的，发生可控的链式反应的是核电站，不可控链式反应的是原子弹。氢弹则是利用轻

核的聚变制成的。 

D．遥控器通过前面的二极管可以发出红外线，电视机接收红外线，实现无线控制。红外

线不仅可以做遥控器，还可以做红外线探测器等等。 

【解答】解：A、太阳能电池板就是将太阳光直接转化为电能的装置，不符合题意； 

B、超导体的为零电阻，所以不能用超导体做电热器的发热体，否则该电热器不能工作。

不符合题意； 

C、原子弹和核能是利用重核裂变的链式反应中能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原理制

成的，发生可控的链式反应的是核电站，不可控链式反应的是原子弹。氢弹则是利用轻

核的聚变制成的。不符合题意； 

D、遥控器通过前面的二极管可以发出红外线，电视机接收红外线，实现无线控制。红外

线不仅可以做遥控器，还可以做红外线探测器等等。符合题意； 

故选：D。 

5．【分析】（1）串联的各用电器相互影响，不能独立工作，并联的各用电器互不影响，能独

立工作； 

（2）当有人触电时，应先切断电源； 

（3）开关应接在用电器和火线之间； 

（4）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俗称漏电开关，是用于在电路或电器绝缘受损发生对地短

路时防人身触电和电气火灾的保护电器，一般安装于每户配电箱的插座回路上和全楼总

配电箱的电源进线上，后者专用于防电气火灾。 

【解答】解： 

A、在家庭电路中各用电器都互不影响，能独立工作，它们是并联的，故 A错误； 

B、发现有人触电后，应该首先切断电源，然后再进行其他的救护措施，故 B正确； 

C、开关应接在用电器和火线之间，这样在断开开关时，用电器才不会带电，故 C错误； 

D、漏电保护器一般是在电路发生对地漏电现象时才会自动跳闸，而电路中电流过大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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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闸，故 D错误。 

故选：B。 

6．【分析】有些“影”是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有些是由光的反射形成的，有些是由光的

折射形成的。分析是由哪种方式形成的，关键是看光的传播路径。 

照相机的镜头是一个凸透镜，凹透镜不能成实像。 

【解答】解：A、皮影是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A错误； 

B、树影是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光透不过树叶，在树叶的背后形成的一个黑暗的区域

就是影子，故 B正确； 

C、倒影不是影，实质是平面镜所成的虚像，平面镜成像的原理是光的反射，平面镜不透

光，光反射回来进入我们的眼睛形成像，故 C错误； 

D、照相机的镜头是一个凸透镜，利用了光的折射，故 D错误。 

故选：B。 

7．【分析】（1）增大摩擦力的方法：在接触面粗糙程度一定时，通过增大压力来增大摩擦力；

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增大摩擦力。 

（2）减小压强的方法：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是在受力面积

一定时，通过减小压力来减小压强。 

（3）做功必须符合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二是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

的距离； 

（4）物体保持原来运动状态不变的性质叫惯性。 

【解答】解：A、轮胎上制有花纹，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增大

摩擦力。故 A错误； 

B、车坐垫做的较宽，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故 B错误； 

C、在水平路面上匀速骑行时，在重力的方向上没有通过距离，所以车的重力不做功，故

C错误； 

D、停止蹬车后车仍继续前行，是由于车具有惯性，要继续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故 D

正确。 

故选：D。 

8．【分析】由电路图可知，灯泡 L 与滑动变阻器 R 并联，电流表 A
1
测干路电流，电流表

A
2
测 L支路的电流，电压表测电源的电压。根据电源的电压可知滑片移动时电压表示数

的变化，根据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独立工作、互不影响可知滑片移动时通过 L电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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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滑片的移动可知接入电路中电阻的变化，根据欧姆定律可知通过 R电流的变化，根

据并联电路的电流特点可知干路电流的变化，根据 P＝UI可知电路消耗总功率的变化。 

【解答】解：由电路图可知，灯泡 L 与滑动变阻器 R 并联，电流表 A1测干路电流，电

流表 A2测 L支路的电流，电压表测电源的电压。 

因电源的电压不变， 

所以，滑片移动时，电压表的示数不变，故 A错误； 

因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独立工作、互不影响， 

所以，滑片移动时通过 L的电流不变，即电流表 A2的示数不变，故 B错误； 

当滑片 P向左移动时，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变小， 

由 I＝ 可知，通过变阻器 R的电流变大， 

因并联电路中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 

所以，干路电流变小，即电流表 A1的示数变大，故 D错误； 

由 P＝UI可知，电路消耗的总功率变大，故 C正确。 

故选：C。 

9．【分析】（1）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的多少不能直接观察，但气体温度的变化可以通过液

面高度差的变化来反映，这种研究方法叫转换法； 

（2）电流产生的热量跟电流大小、电阻大小、通电时间有关。 

探究电流产生热量跟电阻关系时，控制通电时间和电流不变； 

探究电流产生热量跟通电时间关系时，控制电流和电阻不变； 

探究电流产生的热量跟电流大小和电阻大小关系时运用了控制变量法； 

（3）由 Q＝I2Rt分析判断甲图中 A、B电阻产生的热量之比。 

【解答】解： 

A、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的多少不能直接观察，但容器中空气的温度变化导致容器中空

气体积的变化，即可以通过液面高度差的变化来反映，这种研究方法叫转换法，故 A错

误； 

B、在甲装置中，将容器中的电阻丝串联起来接到电源两端，通过他们的电流 I与通电时

间 t 相同，左边容器中的电阻小于右边容器中的电阻，即这是探究电流产生的热量与电

阻大小的关系，故 B错误； 

C、在乙装置中，一个 5Ω 的电阻与两个 5Ω 的电阻并联后再串联，根据串联电路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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