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型一　 实验与探究题
1.

 

小明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实验.

N

N

! " #

A B
A C

图 1
(1)实验前,他将杠杆放置于水平面上,当杠杆
静止时,发现杠杆左端下沉. 此时应该进行的
操作是　 　 　 　 　 　 　 　 　 　 　 　 　 　 ,使杠
杆在水平位置平衡;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的
目的之一是方便测量　 　 　 　 .
(2)小明进行正确的实验操作后,根据图甲这
一组数据　 　 　 　 (选填“能”或“不能”)得出
探究结论,理由是: 　 .
(3)如图甲所示,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如果在
杠杆两侧各去掉一个相同的钩码,则杠杆　 　
　 　 (选填“左”或“右”)端将下沉.
(4)如图乙所示,用弹簧测力计在 C 处竖直向
上拉. 当弹簧测力计逐渐逆时针向左倾斜时,杠
杆仍然在水平位置平衡,则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将
　 　 　 　 . 图丙是一个汽车引擎盖,若不计摩
擦,为了省力,刚抬起引擎盖时,人施加力的方
向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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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理实验小组根据观察到的一些生活现象,对
影响物体的滑动摩擦力大小的相关因素进行
了猜想.
现象一:下雨时路面
变滑,比干燥时更容
易滑倒

猜想一:滑动摩擦力大
小可能与接触面的粗
糙程度有关

现象二:羽毛球运动
员挥拍击球时为了防
止球拍滑落,需要紧
握球拍拍柄

猜想二:滑动摩擦力大
小可 能 与 压 力 大 小
有关

现象三:拔河时选体
重较大的运动员参加

猜想三:滑动摩擦力大
小可能与物体的重力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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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他们利用图甲装置进行实验,先将测力计
在　 　 　 　 方向调零. 验证猜想一时,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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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时　 　 　 　 (选填“必须”或“不一定”)
要匀速转动,当传送带逆时针转动时,木块受
到的摩擦力的方向水平向　 　 　 　 .
(2)实验小组换用了另一块质量相同但接触面
更粗糙的木块,发现弹簧测力计的示数相比第
一次的示数变大了,则可初步得出结论:当压
力相同时,接触面越粗糙,摩擦力越　 　 　 　 .
(3)验证猜想二、三时,实验小组把装置改成了
如图乙所示的装置,木块挂在测力计下静止,
右侧面与竖直传送带接触,左侧面有可旋转的
螺杆对其施加不同的压力,启动电机,传送带
逆时针转动,通过测力计的读数即可计算出木
块所受的摩擦力,并将实验数据记录在下表:
实验
次数

木块
重力 / N

螺杆旋转
的圈数 / 圈

测力计
示数 / N

摩擦
力 / N

1 0. 60 1 0. 70 0. 10
2 0. 60 3 0. 95
3 1. 20 1 1. 30 0. 10
4 1. 80 1 1. 90 0. 10

①实验表格空白处的数据应该为　 　 　 　 ;
②由　 　 　 　 两组实验可以初步验证猜想二;
由 1、3、4 三组实验初步得到猜想三是　 　 　 　
(选填“正确”或“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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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明做完“向清水中加盐能使沉在水底的鸡蛋
上浮”的实验后,想知道为什么给水中加盐后
就可以使鸡蛋浮起来,于是和小组同学借助天
平和量筒测量盐水的密度.

甲 　 　 乙

图 3
(1)他们的实验步骤如下:
①将天平放在水平台面上,如图甲所示,则应
向　 　 　 　 调节平衡螺母,使指针对准分度盘
的中央刻度线;
②将一个空烧杯放在天平上,测得质量为 m0;
③向烧杯中加入适量的盐水,测得总质量
为 m1;
④将烧杯中的盐水全部倒入量筒中测得体积
为 V;
⑤则盐水密度的表达式 ρ = 　 　 　 　 (用字母
表示) .
(2)细心的小红发现将盐水从烧杯倒入量筒的
过程中,杯壁依然残留少量的盐水,这会导致
测量结果 　 　 　 　 (选填“大于”、“小于”或
“等于”)盐水的实际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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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组同学通过讨论,重新制定了实验方案,
步骤如下:
①向质量为 30

 

g 的烧杯中加入一定量的盐水,
如图 乙 所 示, 用 天 平 测 得 其 总 质 量 m2 =
　 　 　 　 g;
②接着将 　 　 　 　 　 　 　 　 　 ,测得体积为
20

 

cm3,并用天平测得剩余盐水和烧杯的总质
量 m3 = 30. 2

 

g;
③计算出所测盐水的密度为　 　 　 　 kg / m3.
(4)小组同学结合所学浮力知识明确了原因:
向清水中加盐后,由于盐水的密度大于清水的
密度,使浸没在盐水中的鸡蛋所受浮力变大,
当浮力 　 　 　 　 (选填“大于”、“等于”或“小
于”)鸡蛋受到的重力后鸡蛋上浮.

4.
 

在探究“影响液体内部压强大小因素” 的实
验中.

图 4
(1)实验前,发现压强计 U 形管内两侧液面有
高度差,接下来应进行的操作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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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着将调节好的压强计探头放入水中的不
同位置,观察 U 形管两侧的液面高度如图甲、
图乙所示,根据实验现象可以初步得出结论:
　 　 　 　 　 　 　 　 　 　 　 　 　 　 　 　 . 生产、
生活中利用此结论的一个实例是 　 　 　 　 　
　 　 　 (合理即可) .
(3)分析图乙、丙所示的实验现象,可知探究的
问题是:液体压强是否与　 　 　 　 有关.
(4)探究结束后,将压强计进行改进,如图丁所
示. 当两金属盒在空气中时,U 形管两侧液面相
平;现将两金属盒分别放在密度为 ρA、ρB 的两
种液体中,则由图丁可知 ρA 　 　 　 　 (选填
“>”“<”或“ = ”) ρB;若 A 液体是密度为 0. 8×
103

 

kg / m3 的油,B 液体是水且金属盒在水中的
深度为 8

 

cm,则金属盒所处油中的深度为　 　
　 　 cm.

5.
 

小华在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实验中,小灯泡的
额定电压为 2. 5

 

V,滑动变阻器的规格为“20
 

Ω
　 1

 

A” .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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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甲是测量小灯泡额定功率的实物电路
图(不完整),请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实物电路
图连接完整.
(2)滑动变阻器在实验中的作用是　 　 　 　 .
(3)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到某一位置,电压表
示数如图乙所示,为测量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此时应将滑片向　 　 　 　 (选填“左”或“右”)
移动到合适位置,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电流表示
数如图丙所示,则小灯泡的额定功率为　 　 　 W.
(4)同班的小明利用上述电源、滑动变阻器,并
结合未知电阻 R,设计了如图 6 所示的电路来
测量额定电压为 2

 

V 的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请
帮助他完成以下实验步骤:
①开关 S、S1 闭合,S2 断开,调节滑动变阻器的
滑片,使电压表的示数为 4

 

V 时,　 　 　 　 ;
②保持滑片位置不动,开关 S、S2 闭合,S1 断
开,此时电压表示数为 0. 5

 

V;再将滑动变阻器
的滑片移至最 　 　 　 　 (选填“左”或“右”)
端,此时电压表示数为 2

 

V;
③小灯泡的额定电功率为 P额 = 　 　 　 　 W.

V

S
S1

S2R

图 6

7



6.
 

小华在“测定额定电压为 2. 5
 

V 小灯泡正常发
光时的电阻”的实验中,选用了 2 节新干电池、
电压表、电流表以及导线若干. 小华的实验过
程如下:

图 7
(1)小华选用器材时发现电流表指针如图甲所
示,她应该　 　 　 　 ;
(2)电路连接正确后,闭合开关,小华发现电流
表有示数,电压表无示数,灯光较暗,产生故障
的原因可能是电压表发生了 　 　 　 　 (选填
“断路”或“短路”);
(3)排除故障后,调节滑动变阻器滑片的位置,
使电压表的示数为　 　 　 　 V 时,小灯泡正常
发光. 此时通过小灯泡的电流如图丙所示,小
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阻为　 　 　 　 Ω;
(4)小华又测量了小灯泡在不同电压下的电
阻,发现电阻值并不固定,这是因为小灯泡的
电阻受　 　 　 　 的影响;
(5)完成上述实验后,小华同学又设计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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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额定功率的方案,如图丁所示,R0 是阻值
已知的定值电阻. 请完成下列操作:
①连接好电路,闭合开关 S,将开关 S1 拨到触
点　 　 　 　 (选填“A”或“B”),移动滑片,使电
压表的示数为小灯泡的额定电压 U1;
②保持滑片的位置不动,再将开关 S1 拨到另一
触点,读出电压表的示数 U2;
③用 U1、U2、R0 表示小灯泡的额定功率,则表
达式 P= 　 　 　 　 　 　 　 　 　 　 .

7.
 

小刚在探究“电流与电阻关系”的实验中,选用
的器材有:学生电源(输出电压为 6

 

V)、电流
表、电压表、滑动变阻器(20

 

Ω　 0. 5
 

A)和开关
各一个,阻值为 5

 

Ω、10
 

Ω、15
 

Ω、20
 

Ω、25
 

Ω 的
定值电阻各一个,导线若干.

图 8
(1)小刚已经连接好一部分电路如图甲所示,
请你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帮小刚将电路连接完
整(要求:滑动变阻器滑片向右移动时电流表
示数变大) .
(2)试触过程中,发现电流表没有示数,电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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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偏,电路故障可能是定值电阻 　 　 　 　 (选
填“短路”或“断路”) .
(3)排除故障后,接入 5

 

Ω 的定值电阻,闭合开
关,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使电压表的示数为
一固定值,并记下电流值如图乙所示为　 　 A;
接着断开开关,将 5

 

Ω 的电阻更换成 10
 

Ω 的
电阻(滑动变阻器滑片未动),闭合开关后,接
着应进行的操作是 　 ,
直至电压表示数为 　 　 　 　 V,并记下此时电
流表的示数.
(4)实验完毕后小刚根据数据作出 I-R 图像如
图丙所示,并得出电压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
流与导体的电阻成反比的结论交给老师,老师
很快发现小刚的实验数据有造假的嫌疑,根据小
刚所选用的实验器材最多能完成 　 　 　 　 组
实验.
(5)小刚同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定重新做
实验,为了得到图丙中的实验图像他需要更换的
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应不小于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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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二　 计算应用题
8.

 

小华为了解决全家人夏季淋浴问题,自己动手
设计了一个太阳能淋浴器. 图甲是淋浴器的自
动供水箱,底面积为 0. 5

 

m2. 竖直硬细杆(细杆
重力忽略不计)的上端通过压力传感器固定,
下端与不吸水的实心长方体 A 连接,长方体 A
底面积为 0. 1

 

m2. 细杆对压力传感器的作用力
F 大小随注入水的体积 V 变化的关系如图乙所
示. 打开压力传感器开关后,水箱能够实现自
动注水,当水面低于 A 的下表面,传感器控制
开关自动注水. 水面超过 A 的上表面,传感器
控制 开 关 停 止 注 水. ( 水 的 密 度 为 1. 0 ×
103

 

kg / m3),求:

图 9
(1)长方体 A 的重力;
(2)注水至图乙中 b 位置时,供水箱内水的总
质量;
(3)从压力传感器示数为零至停止注水的过程
中,水箱底部受到水的压强变化量.

9.
 

如图甲所示,底面积为 400
 

cm2 的薄壁柱形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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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高的容器内,柱形物体 A 与一正方体物体 B
通过一体积不计的轻质弹簧连接,弹簧原长
10

 

cm. 弹簧伸长量与所受拉力成正比. 现缓慢
向容器中注水至 B 浸没,注水过程中,A 对容器
底部的压力与注水深度的变化关系如图乙所
示(A、B 不吸水),ρ水 = 1. 0×103

 

kg / m3,求:

A

B 10

0 10 18 30.5

F/N

h/cm
! "

图 10
(1)物体 A 恰好浸没时,容器底部所受的液体
压强;
(2)正方体 B 的边长;
(3)正方体 B 的密度;
(4)剪断图甲中的弹簧,正方体 B 静止时水对
容器底部的压强变化量.

10.
 

某学习小组自制“浮力秤”,用来称量物体的
质量,如图所示. 浮力秤由浮体和秤盘构成,
浮体是底面积为 20

 

cm2、高 50
 

cm 的圆筒. 浮
力秤的总质量为 0. 2

 

kg,放入水中后漂浮,它
的底部在水面以下的深度为 10

 

cm,此时,在
与水面相齐的圆筒壁处标上质量为“0”的刻
度线,如图甲所示;将浮力秤放入底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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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cm2,足够高的水槽中. 用浮力秤测量一个
体积为 50

 

cm3 的石块,此时该浮力秤的底部
在水面下的深度 h = 20

 

cm,如图乙所示. (水
的密度为 1. 0×103

 

kg / m3),求:

图 11
(1)不放物体时,浮力秤所受的浮力;
(2)浮力秤的量程;
(3)石块的密度;
(4)若将图乙中的石块取出放入水中,液面静
止时,水对容器底的压强变化量.

11.
 

如图甲所示是一款 5G 红外测温智能机器人,它
能够在 5

 

m 范围内同时测量多达 10 人的体温.
小明设计了如图乙所示的模拟智能测温报警电
路:电源电压为 18

 

V,当所测温度达到或超过 37
 

℃(电路电流为 0. 01
 

A)时报警器报警. 电阻箱
R1 最大阻值为 999. 9

 

Ω,热敏电阻 R2 其阻值随
温度 t 的变化关系如图丙所示. 求:
(1)当温度达到 37

 

℃时,电路中的总电阻;
(2)调节电路使机器人可以正常报警,电路接
通前电阻箱的阻值应调为多少?
(3)用上述已调试好的报警电路进行测温,测
得某学生的体温为 36. 5

 

℃ ,此时该电路中的
31



电流为多少毫安?

A1

R1R2

R2/Ω

t/℃

700
400

35 38
! " #

$%&

0

图 12
12.

 

如图甲所示电路,电源电压保持不变,电流表
量程为 0~ 3

 

A,灯泡额定电压为 6
 

V,灯泡的 I
-U 图像如图乙所示,R1 = 18

 

Ω. 已知当开关
S1 断开,S、S2 闭合,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移到中
点时,电流表示数为 0. 5

 

A;当开关 S2 断开,S、S1

闭合,滑片移至最右端时,电流表示数为 0. 3
 

A. 求:

图 13
(1)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阻;
(2)电源电压及滑动变阻器 R2 的最大阻值;
(3)通过开关的开闭,滑片的移动,在保证电
路安全的前提下,滑动变阻器 R2 的最大电功
率. (不考虑混联情况,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13.
 

中药是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汉朝开始就
41



有中药学专著. 如图 14 所示是小红家电煎药
壶的简化电路,其中 R1、R2、R3、R4 为电热丝且
R2、R3、R4 的阻值相同(电热丝的电阻不随温
度变化),该电煎药壶有猛火、文火和保温三
个挡位,可以通过旋转旋钮(虚线圆圈部分)
使电煎药壶处于不同的挡位,由于使用年代
久远,铭牌磨损,其部分铭牌如下表所示. 求:
(1) 当电煎药壶处于保温挡时,正常工作
10

 

min 消耗的电能;
(2)当电煎药壶处于猛火挡时,通过电热丝 R1

的电流;
(3)由于电煎药壶使用了多年,小红发现其内
部电热丝 R3 变细了,于是小红让该电煎药壶在
220

 

V 的电路中处于文火挡单独工作 6
 

min,发
现电能表的表盘转过 48

 

r,电能表的表盘上标
有“2

 

400
 

r / (kW·h)”字样. 为了让其文火挡
功率恢复额定功率,则小红需要给原有电热丝
并联一个阻值为多少的电热丝?

图 14

　 　

额定电压 220
 

V
频率 50

 

Hz
猛火功率 1

 

100
 

W
文火功率
保温功率 11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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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央公园视野开阔,市民经常在此放风筝. 为
了测量风速,小明设计了一台简易风速仪,其
工作原理如图甲所示. 装有挡风板和滑片 P
的轻质滑块与轻质弹簧套在滑杆MN 上,弹簧
左端固定,右端与滑块相连. 挡风板的挡风面
积为 0. 2

 

m2,均匀电阻丝 AB 长为 20
 

cm,阻值
为 10

 

Ω,电源电压 U0 恒为 6
 

V,保护电阻 R0

为 14
 

Ω,电压表量程 0~ 3
 

V. 弹簧弹力 F 与弹
簧长度改变量 x 的关系如图乙所示. 无风时,
滑片 P 在 A 处;有风时,滑块移动,稳定后读
出电压表示数,计算并查阅下表数据可知风
速及风级. 求:

AB
P V

R0 U0
S

NM
!"

#$% $ F/N

x/cm

21

14

7

0 4 8 12162024
! "

#

v/(m s)/

U/V
0 1 2 3 4

v1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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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风速
v(m / s)

0. 3~
1. 5

1. 6~
3. 3

3. 4~
5. 4

5. 5~
7. 9

8. 0~
10. 7

10. 8~
13. 8

风压
p(Pa)

0. 055
~1. 4

1. 6~
6. 8

7. 2~
18

18. 9~
39

40~
72

72. 9~
119

注意:表中风压 p 是指与风向垂直的受风面
上单位面积增加的压力(即单位面积受到的
风力) . 测量时保证风垂直吹在挡风板上,不
计一切摩擦阻力.
(1)无风时,经过 R0 的电流;
(2)风速仪所测最大风力等级为几级;
(3)小明同学想在风速仪的电压表上直接标
出风速,查阅资料后获知该挡风板所受的风
力与风速的平方成正比. 经计算,他画出了风
速 v 与电压表示数 U 的关系图线,如图丙所
示,最大风速为 v1. 后因保护电阻 R0 损坏,他
将其换成了阻值为 5

 

Ω 的电阻,请计算此时
风速仪所能测量的最大风速(计算结果用 v1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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