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空压轴题
1.

 

如图甲所示,物块 A 与 B 经细线绕过定滑轮相
连(不计绳重及摩擦),B 刚好浸没于水中,闭
合开关,此时电流表的示数为0. 6

 

A,A 置于压
敏电阻 Rx 上,压敏电阻的电阻值 Rx 随压力 F
的变化关系如图乙所示,电源电压恒为 6

 

V,R0

= 6
 

Ω,电流表的量程为 0 ~ 0. 6
 

A,电压表的量
程为 0~ 3

 

V,已知,GA = 30
 

N,GB = 15
 

N,B 的底
面积为 100

 

cm2,柱形容器底面积为 500
 

cm2.
(ρ水 = 1. 0×103

 

kg / m3,g 取 10
 

N / kg)

第 1 题图

(1)物块 B 刚好完全浸没时,压敏电阻 Rx 的阻
值为　 　 　 　 Ω;
(2)物块 B 的体积为　 　 　 　 m3;
(3)若逐渐将容器中的水排出,在电路安全的
前提下,能排出水的最大质量为　 　 　 　 kg.

2.
 

如图所示,小灯泡 L 标有“4
 

V　 1. 6
 

W”字样,
R1 的阻值为 20

 

Ω,滑动变阻器 R2 允许通过的
最大电流为 1

 

A,所选电流表的量程为 0~0. 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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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表的量程为 0 ~ 3
 

V,只闭合开关 S2 时,电
压表的示数为 2

 

V,在不损坏各电路元件的情
况下,若闭合所有开关,滑动变阻器 R2 消耗的
最大功率和最小功率之比为 3 ∶ 1,电源电压恒
定,灯丝电阻不随温度变化.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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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第 2 题图

(1)小灯泡的阻值为　 　 　 　 Ω;
(2)电源电压为　 　 　 　 V;
(3)若只闭合开关 S3,小灯泡 L 消耗的最小电
功率为　 　 　 W.

3.
 

如图甲所示,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已知灯泡 L1

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为 4
 

V,L2 正常工作时的电
压为 3

 

V. 图乙是灯泡 L1、L2 的 I-U 图像. 当只
闭合开关 S、S2,且滑动变阻器 R 的滑片位于最
右端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0. 2

 

A;当只闭合开关
S、S1,且滑动变阻器 R 的滑片位于最右端时,
电流表的示数为 0. 3

 

A.
(1)灯泡 L1 的额定功率为　 　 　 　 W;
(2)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为　 　 　 　 Ω;
(3)若题中电压表的量程为 0 ~ 3

 

V,当开关 S、
S1 闭合,S2 断开时,此时电路中消耗的最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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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W.

第 3 题图

4.
 

如图甲所示,L1 和 L2
 的额定电压分别为

 

6
 

V 和
3

 

V,通过
 

L1 的电流随电压变化的关系图像如
图乙所示,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为 30

 

Ω,同
时闭合 S1 和 S2

 ,将滑片 P 置于最左端,调节电
源电压,使其中一只灯泡正常发光时(另一只
灯泡完好),用电器消耗的总功率为 4. 2

 

W.
(1)灯泡 L1 正常发光时的电阻为　 　 　 　 Ω;
(2)灯泡 L2 正常发光时通过的电流为 　 A;
(3)只闭合开关 S2,可调电源电压的最大值为
　 　 　 　 V.

第 4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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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压轴题
1.

 

如图甲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 18
 

V 不
变,小灯泡标有“12

 

V”字样,通过小灯泡的电
流 I 与其两端电压 U 的变化关系如图乙所
示. 求:

A

S
L

R1

I/A

U/V

2
1.5

1
0.5

0 2 4 6 8 10 12

! "
第 1 题图

(1)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阻;
(2)调节滑片位置使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为
12

 

V 时,整个电路在 1
 

min 内消耗的电能;
(3) 用 10

 

Ω 的定值电阻 R2 替换小灯泡,用
“20

 

Ω　 2
 

A”的滑动变阻器替换 R1,并将一个
量程为 0 ~ 15

 

V 的电压表连接在电路中,求电
流表示数的最大变化量 ΔI 和电压表的接入
位置.

2.
 

如图甲所示, 小灯泡 L 上标有 “ 2. 5
 

V 　
1. 25

 

W”字样,滑动变阻器 R 是规格为“50
 

Ω
2

 

A”和“20
 

Ω　 0. 6
 

A”中的一个. 闭合开关 S
后,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从 a 点向右滑到 b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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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变化了5
 

Ω,电
流表的示数变化了 0. 1

 

A,电压表的示数变化
了 0. 7

 

V,小灯泡恰好正常发光. 求:
(1) 小灯泡 L 正常发光时通过小灯泡 L 的
电流;
(2)电源电压;
(3)将小灯泡 L 换为阻值为 10

 

Ω 的定值电阻
R1,另一只电压表并联接入 AB、BC、AC 中某一
部分的两端,调节滑片,接入的电压表指针位
置如图乙所示. 通过计算判断滑动变阻器的规
格,并计算 R 消耗的电功率.

第 2 题图

3.
 

某研究小组设计了一种自动排水装置,原理如
图甲所示,质量为 0. 5

 

kg、底面积为100
 

cm2、高
为 25

 

cm 的长方体浮筒 A 置于储水容器内,浮
筒上端通过轻质弹簧与紧贴力敏电阻的轻质
绝缘片 B 相连,B 上方是控制电路,位置固定,
容器内无水时弹簧恰好处于原长,容器底的侧
壁有排水双控阀门. 图乙中电源电压 U = 12

 

V,
R0 = 10

 

Ω,电流表的量程为 0~ 0. 6
 

A,当电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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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数最大时,筒底升至阀门所处高度,阀门感
应排水. 力敏电阻 Rx 与它所受压力 F 的对应
关系如图丙所示. 求:
(1) 当力敏电阻所受压力为 4

 

N,电流表的
示数.
(2)当双控阀门刚开始排水时,该装置所能承
受的最大压力.
(3)若保持电流表的量程不变,且只能在电路
中增加一个电阻 R 使该装置所能承受的最大
压力增大 3

 

N,则应该给电路中串联电阻的
阻值.

第 3 题图

4.
 

如图甲所示,圆柱体 A 由密度为 0. 6×103
 

kg / m3

的材 料 制 成, 其 高 度 为 40
 

cm, 底 面 积 为
100

 

cm2;长方体 B 由密度为 ρB 的材料制成,
长、宽、高分别为 30

 

cm、4
 

cm、10
 

cm. 将它们放
在水平地面上,已知 ρA ∶ ρB = 1 ∶ 2,求(ρ水 = 1. 0×
103

 

kg / m3,g 取 10
 

N/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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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对水平地面的压强;
(2)从 A 上水平切去 10

 

cm 的柱体放在 B 上正
中央,此时 A 的剩余部分对地面的压强为 pA,B
对地面的压强为 pB,求 pA ∶ pB;
(3)按照如图甲虚线方式在圆柱体 A 和长方体
B 上切去厚度均为 a 的柱体,并将切下部分叠
放 在 盛 有 水 的 容 器 中 ( 容 器 底 面 积 为
200

 

cm2),如图乙所示,水对容器底部压强的变
化量为 500

 

Pa,求此时 a 的值.
a

10
 c

m

30 cm 4 cm

a

A
B

! "
第 4 题图

5.
 

小明家安装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但受天气影
响,有时该热水器的出水温度与设定温度有偏
差,于是小明设计了如图甲所示的水箱水量控
制装置. 水箱内部有一底面积为 0. 02

 

m2,重力
为 10

 

N 的浮块,其下表面有一个压敏电阻 R1

薄膜,其表面积为 0. 01
 

m2,R1 所在电路(如右
侧所示)放在高为 25

 

cm 的浮块内部(整个电
路装置的重力均不计),R1 的阻值随受到水的
压力变化关系如图乙所示,用一长度为 30

 

cm
的细绳将浮块与水箱底面相连;右侧电路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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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电压为 36
 

V,电流表量程为 0~ 0. 6
 

A,R 是最
大阻值为 40

 

Ω 的滑动变阻器,调节滑动变阻
器的滑片可以改变水箱中的注水量,当电路中
的电流达到某一特定值时,控制器关闭水管阀
门,停止注水. (g 取 10

 

N / kg)求:
(1)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在中点时,水箱未注水
时电流表的示数;
(2)水对水箱底部的压强为 2

 

300
 

Pa 时,浮块
受到的浮力;
(3)当电流表示数达到 0. 3

 

A 时注水器停止向
箱内注水,水箱中水量最大时细绳对浮块的
拉力.

A
R1

R

"#$

F/N

R1/Ω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5 10 15 20 25 30

% &
第 5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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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压轴题
1.

 

(1)4　 (2)1×10-3　 (3)2

【解析】 ( 1) 由 I = U
R
可得,电流表的示数为

0. 6
 

A 时, 电路的总电阻 R总 = U
I

= 6
 

V
0. 6

 

A
=

10
 

Ω,因串联电路的总电阻等于各部分电阻之
和,所以此时 Rx 的阻值 Rx =R总-R0 = 10

 

Ω-6
 

Ω
= 4

 

Ω;(2)物块 B 刚好浸没时,Rx = 4
 

Ω,由图
乙可知,此时 Rx 受到的压力 F = 25

 

N,由于力
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 A 受到的支持力 F支持 =
F= 25

 

N;对 A 进行受力分析可知,A 受到竖直
向下的重力和竖直向上的支持力、拉力,则 F拉

=GA-F支持 = 30
 

N-25
 

N = 5
 

N,对 B 进行受力分
析可知,B 受到竖直向下的重力和竖直向上的
浮力、拉力,则 B 受到的浮力 F浮 = GB -F拉 =
15

 

N-5
 

N = 10
 

N,由 F浮 = ρ液 gV排 可知,V排 =
F浮

ρ水 g
= 10

 

N
1. 0×103

 

kg / m3 ×10
 

N / kg
= 1×10-3

 

m3,由

于物块 B 完全浸没,所以 VB = V排 = 1×10-3
 

m3;
(3)当电压表示数为 3

 

V 时,R0 两端电压 U0 =

U-Ux = 6
 

V-3
 

V = 3
 

V,电路中的电流 I′ =
U0

R0

=

3
 

V
6

 

Ω
= 0. 5

 

A,由 I=U
R
可得,此时 Rx 的阻值 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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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

I′
= 3

 

V
0. 5

 

A
= 6

 

Ω,由图乙可知,此时的压力 F′=

20
 

N,所以此时 A 受到的支持力 F支持′ = F′ =
20

 

N,此时作用在绳子上的拉力 F拉′=GA-F支持′
= 30

 

N-20
 

N = 10
 

N,此时 B 受到的浮力 F浮′=
GB-F拉′= 15

 

N-10
 

N = 5
 

N;比较两次浮力可知,
浮力变为原来的一半,所以 B 浸入的深度也变

为原来的一半,由 F浮 = ρ水 gV排 可得,V排′=
F浮′
ρ水 g

= 5
 

N
1. 0×103

 

kg / m3 ×10
 

N / kg
= 5 × 10-4

 

m3 =

500
 

cm3,由 V=Sh 可得,水面下降的高度 h′= h

=
V排′
SB

= 500
 

cm3

100
 

cm2
= 5

 

cm,由 V = Sh 和 ρ = m
V
可得,

排出水的最大质量 m=ρV=ρSh′= 1. 0×103
 

kg / m3×
(500×10-4

 

m2 -100×10-4
 

m2)×5×10-2
 

m = 2
 

kg.
2.

 

(1)10　 (2)6　 (3)0. 225

【解析】(1)由 P = U2

R
可得,小灯泡的阻值 RL =

U额
2

P额

= (4
 

V) 2

1. 6
 

W
= 10

 

Ω;(2)由图知,只闭合开关

S2 时,R1 与 L 串联,电压表测 L 两端的电压,即
UL = 2

 

V,因串联电路中各处的电流相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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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中的电流 I = I1 = IL =
UL

RL

= 2
 

V
10

 

Ω
= 0. 2

 

A,R1

消耗的电功率 P1 = I2
1R1 = (0. 2

 

A) 2 × 20
 

Ω =
0. 8

 

W;由串联电路特点和欧姆定律可得,电源
电压 U= I(R1 +RL) = 0. 2

 

A ×(20
 

Ω + 10
 

Ω) =
6

 

V;(3)由图知,闭合所有开关时,R1 与 R2 并联,
电流表测通过滑动变阻器 R2 的电流,因并联电
路各支路两端电压相等(等于电源电压),则由

P=U2

R
可知,当滑动变阻器 R2 接入电路中的电

阻最大时,其消耗的电功率最小,则滑动变阻

器 R2 消耗的最小功率 P2小 = U2

R2
,由题知,滑动

变阻器 R2 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 1
 

A,电流表
的量程为 0 ~ 0. 6

 

A,所以通过滑动变阻器的最
大电流 I2大 = 0. 6

 

A,则滑动变阻器 R2 消耗的最
大功率 P2大 =UI2大,由题知,滑动变阻器 R2 消耗

的最大功率和最小功率之比为 3 ∶ 1,所以
P2大

P2小

=

UI2大

U2

R2

= 3
1
,则 R2 = 3U

I2大

= 3×6
 

V
0. 6

 

A
= 30

 

Ω;由图知,只

闭合开关 S3 时,L 与 R2 串联,电压表测 L 两端
电压,电流表测电路中电流,当滑动变阻器接
入电路中的阻值最大时,电路中电流最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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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 L 消耗的电功率最小,因串联电路中总电
阻等于各分电阻之和,所以电路中的最小电流

I′= U
RL+R2

= 6
 

V
10

 

Ω+30
 

Ω
= 0. 15

 

A,小灯泡 L 消

耗的最小电功率 PL小 = I′2RL = (0. 15
 

A) 2 ×10
 

Ω
= 0. 225

 

W.
3.

 

(1)0. 8　 (2)10　 (3)1. 8
【解析】(1)由图乙可知,当流过灯泡 L1 的电流
I1 = 0. 2

 

A 时,灯泡 L1 两端的电压为 4
 

V,此时
灯泡 L1 正常发光,则灯泡 L1 的额定功率 P1 =
U1I1 = 4

 

V×0. 2
 

A = 0. 8
 

W;(2)当闭合开关 S、
S2,断开 S1,灯泡 L1 与 R 串联,滑动变阻器的滑
片位于最右端时流过滑动变阻器的电流 I1 =
0. 2

 

A,滑动变阻器两端的电压 U滑 = U源 -U1 =

U源-4
 

V,则根据欧姆定律可得 I1 =
U源-U1

R滑

=

U源-4
 

V
R滑

①;当闭合开关 S、S1,断开 S2,灯泡 L2

与 R 串联,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位于最右端时流
过滑动变阻器的电流 I2 = 0. 3

 

A,滑动变阻器两
端的电压 U滑′=U源 -U2 = U源 -3

 

V,由欧姆定律

可得 I2 =
U源-U2

R滑

=
U源-3

 

V
R滑

②,联立①②并代入

数据解得 U源 = 6
 

V,R滑 = 10
 

Ω;(3)由题意可
知,当开关 S、S1 闭合,S2 断开时,电路为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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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和滑动变阻器的串联电路,电压表测量灯泡

L2 两端的电压,根据 P = UI 及 R = U
I
可知 P =

U2

R
,当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最小时,电

路中的总电阻最小,电源电压不变,根据串联
分压原理,因此滑动变阻器分得的电压最小,
灯泡 L2 两端的电压最大,电路电功率最大,电
压表量程为0~ 3

 

V,也就是当电压表示数为 3
 

V
时,电功率最大,由图乙可知,灯泡 L2 两端电压
为 3

 

V 时,电路中的电流为 0. 3
 

A,则电路中的
最大电功率 P=U源 I2 = 6

 

V×0. 3
 

A = 1. 8
 

W.
4.

 

(1)6　 (2)0. 7　 (3)24
【解析】(1)根据图乙可知,灯泡 L1 在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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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下工作时通过的电流为 1
 

A,由 I = U
R
可得,

L1 正常发光时的电阻 R1 =
U1额

I1额

= 6
 

V
1

 

A
= 6

 

Ω;

(2)当 S1 和 S2 均闭合且滑片 P 置于最左端时,
灯泡 L1 和 L2 并联接入电路,两灯泡的额定电
压分别为 U1额 = 6

 

V,U2额 = 3
 

V,由于并联电路
各支路两端电压相等,调节电源电压使其中一
只灯泡正常发光(不损坏另一只灯泡)时,此时
电源电压 U = U2额 = 3

 

V,所以 L2 正常发光. 由
图乙可知当灯泡 L1 两端电压为 3

 

V 时,通过灯
31



泡 L1 的电流 I1′= 0. 7
 

A. 由 P=UI 可得,干路电

流 I= P
U

= 4. 2
 

W
3

 

V
= 1. 4

 

A. 并联电路中干路电流

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所以 L2 正常发光时通过
的电流 I2 = I-I1′= 1. 4

 

A-0. 7
 

A = 0. 7
 

A;(3)只
闭合开关 S2,灯泡 L2 和滑动总电阻器串联接入
电路,当 L2 正常发光时,电路中的电流最大,为
0. 7

 

A. 当滑动变阻器接入最大阻值时,电路中
总电阻最大,根据欧姆定律可知,此时电源电

压最大,即 Umax = Imax(
U2额

I2

+R)= 0. 7
 

A×(
3

 

V
0. 7

 

A
+30

 

Ω)= 24
 

V.
计算压轴题

1.
 

解:(1)由图乙可知,当小灯泡两端电压为 12
 

V
时,通过小灯泡的电流为 IL = 2

 

A
则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阻

RL =
UL

IL

= 12
 

V
2

 

A
= 6

 

Ω

(2)当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为 12
 

V 时,小灯泡
两端电压 U′=U-U滑 = 18

 

V-12
 

V = 6
 

V
由乙图可知,此时电路中的电流为 I= 1. 5

 

A
则通电 1

 

min 整个电路消耗的电能
W=UIt= 18

 

V×1. 5
 

A×60
 

s = 1
 

620
 

J
(3)①若将电压表并联在 R2 两端,当 R2 两端
的电压为 15

 

V 时,电路中的电流最大
41



I大 =
U2

R2

= 15
 

V
10

 

Ω
= 1. 5

 

A

当 R滑 = 20
 

Ω 时,电路中的电流最小

I小 = U
R2 +R滑

= 18
 

V
10

 

Ω+20
 

Ω
= 0. 6

 

A
 

所以此电流表示数变化量为
ΔI= I大-I小 = 1. 5

 

A-0. 6
 

A = 0. 9
 

A
②若将电压表并联在滑动变阻器两端,当滑动
变阻器连入电路的阻值为 0

 

Ω 时,电路中的电

流最大 I大′= U
R2

= 18
 

V
10

 

Ω
= 1. 8

 

A

当 R滑 = 20
 

Ω 时,电路中的电流最小, I小′ =
U

R2 +R滑

= 18
 

V
10

 

Ω+20
 

Ω
= 0. 6

 

A

所以此时电流表示数变化量为 ΔI′ = I大′-I小′ =
1. 8

 

A-0. 6
 

A = 1. 2
 

A
综上所述,将“0~ 15

 

V”量程的电压表并联在滑
动变阻器两端时电流表示数的变化量最大,为
1. 2

 

A
2.

 

解:(1)分析电路可知,小灯泡 L 与滑动变阻器
R 串联,电压表测小灯泡 L 两端的电压,电流表
测电路中的电流,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从 a 点
向右滑到 b 点时,小灯泡 L 恰好正常发光,说明
此时电压表的示数为 2. 5

 

V,电路中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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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额 =
P额

U额

= 1. 25
 

W
2. 5

 

V
=0. 5

 

A

(2)设开始时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为
R,则小灯泡 L 两端电压
UL =U额-ΔU= 2. 5

 

V-0. 7
 

V = 1. 8
 

V
此时电路中的电流
I= I额-ΔI= 0. 5

 

A-0. 1
 

A = 0. 4
 

A
电源电压 U= 1. 8

 

V+0. 4
 

A×R①
调节滑片后,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减
小了 5

 

Ω,小灯泡 L 两端的电压为 2. 5
 

V
电源电压 U= 2. 5

 

V+0. 5
 

A×(R-5
 

Ω)②
由于电源电压保持不变,联立① ②解得 R =
18

 

Ω
电源电压 U= 1. 8

 

V+0. 4
 

A×18
 

Ω = 9
 

V
(3)由图乙可知,电压表的示数可能是 2

 

V 或
10

 

V,由电源电压 U = 9
 

V 可知,电压表的示数
只能为 2

 

V
由串联电路中电压的规律可知,电源电压一定
大于各电阻两端电压,所以电压表只能并联在
AB 或 BC 两端
当电压表并联在 AB 两端时,测 R1 两端的电
压,由欧姆定律可知,此时电路中的电流

I1 =
U1

R1

= 2
 

V
10

 

Ω
= 0. 2

 

A

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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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U2

I1

=
U-U1

I1

= 9
 

V-2
 

V
0. 2

 

A
= 35

 

Ω

所以滑动变阻器的规格为“50
 

Ω　 2
 

A”
R 消耗的电功率 P=U2I1 =(U-U1)I1 =(9

 

V-2
 

V)
×0. 2

 

A=1. 4
 

W
当电压表并联在 BC 两端时,测 R 两端的电压,
由欧姆定律可知,此时电路中的电流

I1′=
U1′
R1

=
U-U2′
R1

= 9
 

V-2
 

V
10

 

Ω
= 0. 7

 

A>0. 6
 

A,所

以滑动变阻器的规格为“50
 

Ω　 2
 

A”
R 消耗的电功率 P′ = U2′ I1′ = 2

 

V × 0. 7
 

A =
1. 4

 

W
综合所述,滑动变阻器的规格为“50

 

Ω　 2
 

A”,
电压表可以并联在 AB 或 BC 两端,R 消耗的电
功率为 1. 4

 

W.
3.

 

(1)由题图丙可知,力敏电阻所受压力为 4
 

N
时,其阻值 Rx = 50

 

Ω
电路的总电阻 R总 =R0 +Rx = 10

 

Ω+50
 

Ω = 60
 

Ω

电流表的示数 I= U
R总

= 12
 

V
60

 

Ω
= 0. 2

 

A

(2)当电流表示数为最大时,筒底升至阀门所
处高度,阀门感应排水,即 Imax = 0. 6

 

A
此时电路中的总电阻

R总′= U
Imax

= 12
 

V
0. 6

 

A
= 20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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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力敏电阻的阻值
Rx′=R总′-R0 = 20

 

Ω-10
 

Ω = 10
 

Ω
由题图丙可知,此时该装置所能承受的最大压
力为 15

 

N
(3)当最大压力增大 3

 

N,即最大压力
F′ = 15

 

N+3
 

N = 18
 

N
由题图丙可知,此时力敏电阻的阻值 Rx″= 5

 

Ω
保持电流表量程不变,则电路中的最大电流
Imax = 0. 6

 

A 不变,此时电路中的总电阻
R总″=R总′= 20

 

Ω =R0 +Rx″+R
给电路中串联电阻的阻值 R = R总″-R0 -Rx″ =
20

 

Ω-10
 

Ω-5
 

Ω = 5
 

Ω
4.

 

解:(1)A 对水平地面的压强
p= ρAghA = 0. 6×103

 

kg / m3 ×10
 

N / kg×40×10-2
 

m
= 2. 4×103

 

Pa
(2)从 A 上水平切去 10

 

cm 的柱体后,剩余部
分的高度 hA′ = 40

 

cm-10
 

cm = 30
 

cm = 0. 3
 

m
A 对水平地面的压强 pA =ρAghA′= 0. 6×103

 

kg / m3×
10

 

N/ kg×0. 3
 

m = 1. 8×103
 

Pa
切去部分的重力
G切A =m切Ag= ρAV切 g= ρASAh切 g= 0. 6×103

 

kg / m3

×100×10-4
 

m2 ×10×10-2
 

m×10
 

N / kg = 6
 

N
圆柱体 A 的密度 ρA = 0. 6 × 103

 

kg / m3,因为
ρA ∶ ρB = 1 ∶ 2,所以 B 的密度 ρB = 1. 2×103

 

kg / m3

B 的重力 GB =mBg=ρBVBg= 1. 2×103
 

kg / m3×(30×
81



4×10)×10-6
 

m3 ×10
 

N / kg = 14. 4
 

N
B 对地面的压强

pB =
G切A+GB

SB

= 6
 

N+14. 4
 

N
30×10-2

 

m×4×10-2
 

m
= 1. 7 ×

103
 

Pa
所以 pA ∶ pB = 1. 8×103

 

Pa ∶ 1. 7×103
 

Pa = 18 ∶ 17
(3)A 的重力 GA = mAg = ρAVAg = ρASAhAg = 0. 6×
103

 

kg / m3×100×10-4
 

m2 ×40×10-2
 

m×10
 

N / kg =
24

 

N
①若将切下部分以 A 在下、B 在上叠放的方式
放入水中,因为 ρA<ρ水、ρB >ρ水,所以放入水后,
它们始终是一个整体,假设漂浮,长方体 B 的
长度为 LB,由此可知 F浮总 =G切总 = ρ水 gV排 =G切A′

+G切B = a
hA
GA+ a

LB
GB…①

Δp= ρ水 gΔh= ρ水 g
V排

S容

…②

联立①②,代入数据,解得 a= 250
27

 

cm,此时 V切A

+V切B>V排 >V切A,所以假设成立,且 A 全部浸入
水中,B 有一部分浸入水中
②若将切下部分以 B 在下、A 在上叠放的方式
放入水中,因为 ρA<ρ水、ρB>ρ水,所以放入水后,A
漂浮,B 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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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Δp= ρ水 gΔh= ρ水 g
V排

S容

可知

V排 =
ΔpS容

ρ水 g
= 500

 

Pa×200×10-4
 

m2

1. 0×103
 

kg / m3 ×10
 

N / kg
= 1 ×

10-3
 

m3 = 1
 

000
 

cm3

所以切去的 A 排开水的体积
VA排 =V排-V切B =(1

 

000-40a)
 

cm3

因为切去的 A 漂浮,所以
FA浮 = ρ水 gVA排 = 1. 0 × 103

 

kg / m3 × 10
 

N / kg ×

(1
 

000-40a)×10-6
 

m3 = a
hA
GA

解得 a= 10
 

cm
5.

 

解:(1)由题意可知,水箱未注水时,压敏电阻
薄膜所受水的压力为 0

 

N;由图乙可知此时压
敏电阻 R1 的阻值 R1 = 160

 

Ω,电路中的总电阻

R总 =R1 + 1
2
R= 160

 

Ω+ 1
2

×40
 

Ω = 180
 

Ω

此时电路中的电流 I= U
R总

= 36
 

V
180

 

Ω
= 0. 2

 

A

(2)由题意可知浮块的体积
V浮 =S浮 h浮 = 0. 02

 

m2 ×25×10-2
 

m = 5×10-3
 

m3

浮块的质量 m浮 = G
g

= 10
 

N
10

 

N / kg
= 1

 

kg

浮块的密度 ρ=
m浮

V浮

= 1
 

kg
5×10-3

 

m3
= 0. 2×103

 

kg / m3

02



浮块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
当水对水箱底部的压强为 2

 

300
 

Pa 时,由 p =

ρgh 可知此时水箱内水的深度 h= p
ρ水 g

=

2
 

300
 

Pa
1. 0×103

 

kg / m3×10
 

N/ kg
=0. 23

 

m=23
 

cm<30
 

cm

所以此时细绳对浮块没有力的作用,此时浮块
处于漂浮状态,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此时浮
块受到的浮力等于重力,所以 F浮 =G= 10

 

N
(3)由题意可知当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阻
值最大时,水箱内的注水质量最大,此时电路

中的总电阻 R总′=U
I0

= 36
 

V
0. 3

 

A
= 120

 

Ω

由串联电路电阻规律可知此时压敏电阻 R1 接
入电路的阻值 R1′ = R总′-R = 120

 

Ω - 40
 

Ω =
80

 

Ω
由图乙可知此时压敏电阻薄膜受到水的压力
为 20

 

N
此时压敏电阻薄膜受到水的压强

p0 =
F0

S
= 20

 

N
0. 01

 

m2
= 2

 

000
 

Pa

因压敏电阻薄膜在浮块底部,所以浮块浸入水
中的深度

h0 =
p0

ρ水 g
= 2

 

000
 

Pa
1. 0×103

 

kg / m3 ×10
 

N / kg
= 0. 2

 

m

12



浮块受到的浮力 F浮′= ρ水 gV排 = ρ水 gh0S = 1. 0×
103

 

kg / m3 ×10
 

N / kg×0. 2
 

m×0. 02
 

m2 = 40
 

N
此时浮块受到竖直向下的重力,细绳对浮块竖
直向下的拉力和竖直向上的浮力,则细绳对浮
块竖直向下的拉力 F拉 = F浮′-G = 40

 

N-10
 

N =
30

 

N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