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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杠杆复习提高

【精练习题】

1．如图 1所示为等刻度的轻质杠杆，A处挂一个重为 2牛的物体，若要使杠杆在水平位置

平衡，则在 B处施加的力为（ ）

A．可能为 0.5牛 B．可能为 2牛 C．一定为 1牛 D．一定为 4牛

OA B

2．如图 2所示，杠杆处于平衡状态，杠杆上每个小格的长度相

等，当两边同时去掉一个相同质量的钩码后，则( )

A．杠杆仍平衡

B．左边钩码向左移一格，杠杆可平衡

C．右边钩码向右移一格，杠杆可平衡

D．两边钩码都向支点移动一个格，杠杆可平衡

3.如图 3 所示，O 为杠杆 AB 的支点，A 端挂一重物 G，

图中能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的最小的拉力是（ ）

A．F1 B．F2

C．F3 D．F4

4.一根粗细均匀的杠杆可绕中点 O自由转动。杆上挂有质量不等的物体 A 和 B，此时杠杆处

于平衡状态，如图 4 所示，现将物体 A、B同时向支点移动相同的距离，此时杠杆将（ ）

A．仍能平衡

B．不能平衡，左端下降

C．不能平衡，右端下降

D．无法判断

5. 杠杆均处于静止状态，在图 5 中画出已知力的力臂或根据已知力臂画出力。

6、如图 6所示，竖直轻质悬线上端固定，下端与均质硬棒 AB中点连接，棒长为线长的二

2图

图 4

图 2

图 1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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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棒的 A端用铰链墙上，棒处于水平状态。改变悬线的长度，使线与棒的连接点逐渐右

移，并保持棒仍处于水平状态。则悬线拉力（ ）

A．逐渐减小 B．逐渐增大

C．先减小后增大 D．先增大后减小

7、如图 7所示，甲、乙、丙三个相同的杠杆，所挂的物体受到的重力均为Ｇ，它们分别在

方向为如图所示的力Ｆ１、Ｆ２、Ｆ３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那么（ ）

A．F１＝Ｆ２＝Ｆ３

B．Ｆ１＜Ｆ２＜Ｆ３

C．Ｆ１＞Ｆ２＞Ｆ３

D．Ｆ２＞Ｆ３＞Ｆ１

甲 乙 丙

8、如图 8所示，一根重为 G的均匀铁棒 OA可绕 O自由转动，原来处

在竖直位置（图中实线）。若用始终保持水平方向的力 F拉它的 A端，

在它绕 O点转动的过程中，F的大小变化情况是（）

A 保持不变 B 逐渐增大

C 逐渐减小 D 先增大后变小

9、某同学研究杠杆的使用特点，他先用弹簧测力计直接提三个钩码。然后在杠杆上挂三个

相同的钩码，且保持位置不变，他三次用弹簧测力计提着杠杆使杠杆水平静止，研究过程如

图 9 所示，请仔细观察图中的操作和测量结果，然后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1）比较图（a）、（b）[或（a）、（c）或（a）、（d）]，可知： 。

（2）比较图中（b）、（c）、（d）可知： 。

10 ．如图 10 所示，一轻质杠杆可绕 O 点转动，在杠杆的 A 点和 B 端分别作用两个力 F1、

F2，已知 OA : AB ＝1 : 2 。求：

( l ）若 Fl 为 12 牛，方向竖直向下，为使杠杆保持水平平衡，作用在 B 点的力 F2的最小

值和方向。

( 2 ）若 F1 减为 6 牛，方向变为竖直向上且不改变上题中 F2的

大小，力 F2与杠杆垂直，则应如何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11.如图 11所示，杆秤的提纽到挂钩的距离 OA＝4厘米，提纽

到挂秤砣的距离为 OB＝20厘米，若秤砣的重力为 10牛顿，所

称物体的重力是多少？

图 10

（a） （b） （c） （d）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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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滑轮复习提高

【精练习题】

1．如图 1所示，（a）图、（b）图分别为动滑轮和定滑轮，若不计滑轮的重力和滑轮与

绳子之间的摩擦，当使用滑轮沿不同的方向匀速提起重物时，（a）图中三个力的大小

F1 F2 F3；（b）图中的三个力的大小为 F1 F2 F3。（均选填“大

于”、“小于”或“等于”）

2．如图 2所示，大小为 10牛的力 F作用在滑轮上，重物 A在滑轮的作用下，沿水平

地面做匀速直线运动，滑轮重力及滑轮与绳子间的摩擦均不计，物体 A受到地面对它的摩

擦力为__________牛。若物体移动的 2米的距离，则拉力移动的距离为________牛。

3．如图 3 所示，地面上有一重 200 牛的物体 G，现用一个定滑轮来提升重物，拉力 F

大小为 80牛，此时重物 G （选填“可能”或“不可能”）离开地面，地面受

到的压力大小为 牛。

4．若把滑轮看成变形杠杆，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定滑轮的动力臂大于等于滑轮的直径

B．定滑轮的阻力臂大小的等于滑轮的直径

C．动滑轮的动力臂大小等于滑轮的直径

D．动滑轮的阻力臂大小等于滑轮的直径

5．物体重为 200 牛，物体与地面间的滑动摩擦力为 20 牛。当物体在力 F 作用下匀速

前进 2米，如图 4所示，力 F的大小和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离 S分别是 ( )

A．F＝20牛；S＝2米 B．F＝10牛；S＝4米

C．F＝200牛；S＝2米 D．F＝100牛； S＝4米

6．如图 5所示，使用动滑轮提起重物，若不计滑轮的重力和绳与滑轮之间的摩擦，用

250 牛的力把物体匀速提起 1.5 米，问（1）物体重为多少？（2）绳子自由端拉动了多少米？

M

F1

F2 F3

(a)

F3

(b)

F2

F1

M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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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红学习了滑轮之后，用一根绳和一根滑轮，借助木桩设计出图 6 (a)装置，将陷入泥

地的卡车拉出。小明认为这样设计不太合理.请在图(b)中借助绳子和滑轮，画出与 (a)图不

同的滑轮使用方法。

8．某同学研究动滑轮的使用特点，他每次都匀速提起钩码，

研究过程如图 7所示，请仔细观察图中的实验操作和测量

结果（不计滑轮的重力），然后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 1 ） 比 较 （ a ）、（ b ） 两 图 可 知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 比 较 （ b ）、（ c ） 两 图 可 知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在探究动滑轮使用特点的实验中，各小组按照图（a）中所示的实验器材进行实验，每个

小组的实验器材都相同（摩擦力可忽略不计）。甲小

组按照实验要求在滑轮上挂上钩码，竖直向上拉弹簧

测力计，每次都匀速提起钩码，如图 8（a）所示。乙、

丙两个小组的同学实验时，没有注意按照要求规范操

作，他们斜向上拉弹簧测力计，匀速提起钩码，实验

情况分别如图（b）、（c）所示。各小组的实验数据记

录在表格中。

①甲小组同学分析比较了实验序号 1、2、3的数据和相关条件，得出动滑轮使用特点的初步

结论是：使用动滑轮匀速提起重物， 。

②同学们查阅相关资料得知：若不计动滑轮自身的重力，使用动滑轮匀速提升重物时，

可以省一半力……由此，他们分析了表一中的实验数据，求出滑轮的重力为 牛。

③分析比较表一、表二、表三中的实验数据和观察到的现象，初步分析甲小组、乙小组、

丙小组的实验数据都不相同的原因是： 。

④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1、4、7（或 2、5、8或 3、6、9）的实验数据和相关条件，得出

的初步结论是： 。

表一（甲小组） 表二（乙小组） 表三（丙小组）

实验

序号

物体的

重力

（牛）

弹簧测力

计的示数

（牛）

实验

序号

物体的

重力

（牛）

弹簧测力

计的示数

（牛）

实验

序号

物体的

重力

（牛）

弹簧测力

计的示数

（牛）

1 1.0 0.6 4 1.0 0.7 7 1.0 0.8

2 2.0 1.1 5 2.0 1.3 8 2.0 1.6

3 3.0 1.6 6 3.0 1.8 9 3.0 2.3

（a） b） （c）

图 6（a） （b）

（a） （b） （c）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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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功和能复习提高

【精练习题】

1．甲用力推一辆小车，经过 3 分钟小车在力的方向上前进了 50 米，乙用同样大小的力推

另一辆小车，经过 6 分钟小车在力的方向上前进了相同的距离，那么（ ）

A ．甲做的功多 B. 乙做的功多

C. 甲和乙做的功一样多 D. 乙的功率是甲的功率的两倍

2．某人用 50 牛的水平推力使一个质量为 20 千克的物体沿水平地面前进了 5 米，放手后，

物体继续滑行了 1.5 米，此人对物体做的功为（ ）

A . 250 焦 B. 325 焦 C . 980 焦 D . 1274 焦

3．当两台机器正常工作时，功率大的机器一定比功率小的机器（ ）

A ．做功多 B．做功少 C ．做功快 D ．做功慢

4．某人手提重 45 牛的物体，在水平路面上行走 50 米，然后登上 10 米高的楼房。前面用

了 1 分钟时间，后面用了半分钟时间。这个人登楼时对重物做功的功率为（ ）

A . 5 瓦 B. 15 瓦 C . 30 瓦 D . 45 瓦

5．下列过程中，由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的是（ ）

A ．正在下落的篮球 B ．抛出后的铁饼在落地前

C ．向上垫起的排球 D ．熟透的苹果从树上落下

6．直升飞机在匀速上升，下列关于直升飞机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动能减少，重力势能增加，机械能增加

B．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增加，机械能增加

C．动能和重力势能均增加，机械能增加

D．动能和重力势能均不变，机械能不变

7.用 300 牛的水平力推一个重为 1000 牛的箱子，20 秒内沿推力方向前进 5 米，在此过程中，

推力对箱子做功_________焦，功率为_________瓦；重力对箱子做功_________焦。

8．功率是表示物体__________________的物理量，功率越大，表明做功_________。人骑自

行车的功率约为 75 瓦，它表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图 2ａ中，物体在大小为 30 牛的拉力 F1作用下匀速上升。绳和滑轮重力及摩擦均不计，

若使用如图 2b 所示的装置匀速提起该物体，拉力 F2为 牛，用该装置的好处是可

以 。若使用如图 2c所示的装置匀速提起该物体，拉力 F３为 牛，物体 10

秒内上升 2米；拉力的功率为 瓦。

10.如图 3 所示，用力 F 拉绳的 B 端使物体 A 匀速运动 1米，弹簧测力计 C 的读数是 3 牛，

绳和滑轮重力及摩擦均不计，则 B端拉力的大小为________牛，物体 A与桌面的摩擦力是

牛，拉力 F做功 焦耳。

11.一架飞机正在灾区上空投救灾物资，并保持水平匀速飞行，这种

情况中飞机动能__ __ _，(选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

物资下落过程中， 能转化为________能。

12.如图所示的实验在研究物体的动能与哪些因素有关，ma=mb<mc，

图 3

图 1图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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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c>hb。让钢球从斜面上由静止滚下，进入平面后推动木块做功，后木块停下。

1） 实验中 ha>hb 说明 。

2） 钢球的动能大小是通过 来反映的。

3）比较图 a 和图 b，可得初步结论___________ 。

4）比较图 a 和图 c，可得初步结论___________________ 。

13 ．某小组同学用实验小车去撞击同一木块来研究小车的动能与小车的质量和速度之间的

关系，实验时利用了 DIS 装置精确地测出了小车撞击木块时的速度，小车撞击木块后与木

块一起向前滑动，该同学借用木块滑动的距离来反映小车动能的大小，记录的实验数据如下

表所示。为了进一步探究动能与所测物理量间的数值关系，他们进行了适量的运算，将结果

记录在表中后四列中。

表一

实验

序号

小车质量

m(千克)

小车速度

v(米/秒)

木块滑动

距离 s

（米）
v
1
（米/秒）

s
1
（米

-1
）

v2

（米
2
/秒

2
） m

1
（千克

-1
）

1 0.20 0.7071 0.2 1.4142 5 0.5000 5.0

2 0.40 0.5000 0.2 2.0000 5 0.2500 2.50

3 0.60 0.4083 0.2 2.4492 5 0.1667 1.67

表二

实验

序号

小车质量

m(千克)

小车速度

v(米/秒)

木块滑动

距离 s

（米）
v
1
（米/秒）

s
1
（米-1）

v2

（米
2
/秒

2
） m

1
（千克-1）

4 0.20 1.0000 0.4 1.0000 2.5 1.0000 5.0

5 0.40 0.7071 0.4 1.4142 2.5 0.5000 2.50

6 0.60 0.5773 0.4 1.7321 2.5 0.3333 1.67

表三

实验

序号

小车质量

m(千克)

小车速度

v(米/秒)

木块滑动

距离 s

（米）
v
1
（米/秒）

s
1
（米-1）

v2

（米
2
/秒

2
） m

1
（千克-1）

7 0.20 1.225 0.6 0.8165 1.67 1.5000 5.00

8 0.40 0.8660 0.6 1.1547 1.67 0.7500 2.50

9 0.60 0.7071 0.6 1.4142 1.67 0.5000 1.67

（1）分析比较实验次数 及相关条件，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在

小车质量相同的情况下，速度越大，小车的动能就越大。

（2）分析比较实验次数 1 与 5（或 5 与 9，或 1与 9）及相关条件，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

（3）请进一步综合分析比较表一、表二、表三中经运算后得到的数据及相关条件，并归纳

得出结论。

（a）分析比较表一、表二或表三中的数据及相关条件，可初步得出：

。

（b）分析比较表一、表二和表三中的数据及相关条件，可初步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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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温度

【精练习题】

1.桌上有三杯水，左边是一杯冷水，右边是一杯热水，中间的是温水。请将左手食指放入冷

水中，将右手食指放入热水中，感觉冷与热。将左手食指放入温水中，再将右手食指放入温

水中，左、右手感觉一样吗？答： 。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

物体的冷热程度是 （填“可靠”、不可靠）。想准确地知道物体的温度时，就要借助科

学仪器 。

2.物体的 叫温度。 它的常用单位： ，符号： 。摄氏温度

规定：在 下，物体 0摄氏度是在 混合物的状态下的温度，物体的 100

摄氏度是在 的状态下的温度，我们把 0摄氏度和 100摄氏度之间分成 个

等份，每个等份表示为 摄氏度。

3.温度计的制作原理是根据液体的 的规律来制成的。常用来制作温度计的液体种

类有： 、 等。实验用温度计上标有的温度符号是 C，它的名称

叫做 。

4.人体的正常体温记为 ，读作 。

5.使用温度计之前，首先要观察温度计的 ，目的是了解温度计能测量多大的温度

范围，有利于选择适合的温度计；其次，观察温度计的 ，目的是了解温度计上

两条相邻刻线之间表示多大的温度值，有利于在读数时能快速准确地记录测量结果。

6.观察图 1 中的温度计，甲温度计的量程为 ，最小分度值为 ，示数

为 ；乙温度计的量程为 ，最小分度值为 ，示数为 。

甲

乙

7.体温计的制作结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在它的 和 之间的管做得很细小，

目的是使温度计在读数时液柱不会下降，保持与人体的温度不变。

8.用 t1表示太阳表面的温度，用 t2表示白炽灯泡灯丝的温度，用 t3表示火柴火焰的温度，温

度从高到低正确的排列顺序应是：（ ）

A、t1＞t2＞t3 B、t2＞t3＞t1 C、t1＞t3＞t2 D、t3＞t1＞t2

9.冬天乌苏里江气温可达到－50℃，河面结冰，冰面下的河水仍然在流动，则流水与冰面交

界处的温度为：（ ）

A、－50℃ B、低于 0℃，高于－50℃ C、0℃ D、无法判断

10.－20℃读作（ ）

A、零下二十摄氏度； B、摄氏负二十度； C、零下摄氏二十度； D、二十摄氏度。

11.要给体温计消毒，就应用下面的哪种方法（ ）

A、用蘸了酒精的棉花球擦 B、用自来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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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沸水中煮 D、在酒精灯火焰上烧

12.今冬南京气温最低达－7℃，正确的读法是（ ）

A、负摄氏 7度 B、摄氏负 7度

C、零下 7度 D、零下 7摄氏度

13.有两杯水，里面都有没有熔化的冰块，一杯在阳光下，一杯在阴凉处则：（ ）

A、在阳光下的水的温度高

B、在阴凉处的水的温度高

C、两杯水的温度一样高

D、两杯水的温度高低无法进行比较

14.下列家庭用温度计的测量范围较符合的是：（ ）

A、0℃～100℃ B、35℃～42℃

C、－10℃～100℃ D、－30℃～50℃

15.在练习使用体温计时先测得甲的体温是 37.5℃，若没有甩过之后又用它去测量乙和丙的

体温，已知乙和丙的实际体温为 36.5℃和 38.5℃，那么在测量乙和丙的体温时，该体温表显

示的读数分别是多少（ ）

A、36.5℃和 38.5℃ B、36.5℃和 37.5℃

C、37.5℃和 38.5℃ D、38.5℃和 38.5℃

16.用一支原来示数为 38℃的体温计，未经下甩，便去测量一个正常人的体温。如果当天气

温是 35℃，那么体温计的示数为（ ）

A、38℃ B、37℃ C、36.5℃ D、35℃

17.关于体温计和实验室用温度计的异同点，下面哪种说法不正确?

A．体温计示数的准确程度比实验室用温度计要高

B．体温计玻璃管的内径有一弯曲处特别细，实验室用温度计没有

C．体温计可以离开被测物体测量，实验室用温度计也可以离开被测物体测量

D．体温计可以用力甩动使水银回到玻璃泡中，实验室用温度计不能用力甩

18.下表是几种物质的凝固点和沸点。

（1）南极的最低温度为－88．3℃，应选用_________温度计来测量南极气温，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标准大气压下，沸水的温度为 100℃，应选用_________温度计来测量沸水温度，因

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质 凝固点/℃ 沸点/℃

水银 －38．8 357

酒精 －117 78．5

水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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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分子动理论

【精练习题】

1.小明闻到烟味，对爸爸说：“你一吸烟，我和妈妈都跟着被动吸烟。”小明这样说的科学依

据是 （ ）

A．一切物体都是由分子组成的

B．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的运动

C．分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

D.有的分子之间只有引力，有的分子之间只有斥力

2.高档红木家具加工场空气中浮动着淡淡的檀香，这是 现象，是红木分泌出

的芳香分子在不停地做 运动的结果。

3.下列现象中，能表明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的是（ ）

A．濛濛细雨从空中下落

B．擦黑板时，粉笔灰在空中飞舞

C．水和酒精混合后体积变小

D．炒菜时，满屋飘香

4.下列现象中，能说明分子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的是（ ）

A．细雨濛濛 B. 桂花拣香

C．雪花飞舞 D．树叶飘落

5.今年的“5.18”海交会两岸交流更加广泛，来自台湾阿里山的桧木聚宝盆散发出的芬芳奇

香，吸引人们在十几米外就能闻香而去，这是因为桧木芳香的分子（ ）

A．相互之间存在引力

B．相互之间存在斥力

C．相互之间存在间隙

D．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6.能说明分子不停地运动的现象是（ ）

A、花香四溢 B、漫天沙尘

C、落叶纷飞 D、细雨绵绵

7.下列现象中，能表明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的是（ ）

A．濛濛细雨从空中下落

B．擦黑板时，粉笔灰在空中飞舞

C．水和酒精混合后体积变小

D．炒菜时，满屋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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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腌鸭蛋时，把鸭蛋放入盐水中，过一段时间蛋会变咸是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公共场所进行消毒时，将消毒液喷洒在室外，过一会儿室内也会嗅到药味，这种现象说明

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果天气越热，药味就弥漫得越快，这又说明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容器中下半部装水，上半部装酒精，密闭后静放一段时间，发现水和酒精的总体积变____，

这一现象说明了分子间有________，同时还说明分子在不停地做____________运动。B

10.扩散现象说明了（ ）

A、分子间存在引力

B、分子间存在斥力

C、物质由分子组成

D、分子在做无规则运动

11.下列事例中，不能说明分子永不停息做无规则运动的是（ ）

A、糖放入水中后不搅拌，过一会儿整杯水都变甜

B、香水瓶打开后，房间里充满香味

C、扫地时能看到尘士飞扬

D、衣箱中放有卫生球，箱内的衣服都有卫生球的味道

12、对下列现象分析中，错误的是（ ）

A、闻到花香是由于分子的热运动

B、折断木棒要花很大的力气，是由于分子间存在引力

C、放在箱子里的卫生球过一段时间变没了，是因为分子间存在斥力

D、滴在热水中的红墨水扩散得比滴在冷水中快，是因为温度越高分子热运动越剧烈。

13.用细线把很干净的玻璃板吊在弹簧测力计的下面，记住测力计的读数。使玻璃板水平接

触水面，然后稍稍用力向上拉玻璃板，如图 5所示。则弹簧测力计的读数（ ）

A.不变，因为玻璃板重力不变

B变大，因为玻璃板沾水变重了

C.变小，因为玻璃板受到了浮力作用

D.变大，因为玻璃板与水的接触面之间存在分子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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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热量比热容 1
【精练习题】

1.下列哪种情况下，比热容会发生变化 （ ）

A. 一瓶水分成两杯。 B. 水结成冰。

C. 铁球加工成铁板。 D. 使用了一年的铜钥匙。

2．下列有关比热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比热是物质的一种特性，每种物质都有自己的比热。

B．在放出相同热量的条件下，比热小的物体温度降低得多。

C．水和冰是同一种物质构成，因此比热相同

D．将一物体分成两半，其比热也必减半

3.热水和冷水混合时，不计热量损失，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

A.热水降低的温度一定等于冷水升高的温度

B.热水初温度高，它降低的温度一定多

C.热水放出的热量一定等于冷水吸收的热量

D.冷水初温度低，它吸收的热量一定多

4.关于热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温度高的物体含有的热量多。

B.升高温度多的物体，吸收的热量一定多。

C.物体吸收热量，温度一定升高。

D.物体放出热量，温度可能不变。

5.关于同一种物质的比热容，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若吸收的热量增大一倍，则比热容增大一倍。

B. 若质量增大一倍，则比热容减至一半。

C. 若加热前后的温度差增大一倍，则比热容增大一倍。

D. 无论质量多大，比热容都一样。

6.有关物质的比热容，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比热容跟物体的质量有关，质量越大，比热容越小

B．比热容跟物体的温度有关，温度越高，比热容越大

C．比热容是物质本身的一种特性，当物质的状态发生改变时，其比热容也不会改变

D．比热容跟物体的质量和温度都无关，当物质的状态发生改变时，比热容可能会改变

7.关于公式 c=Q/mΔt 的理解，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物质的比热容跟物体吸收或放出的热量有关。

B. 物质的比热容跟物体的质量有关。

C. 物质的比热容跟物体升高或降低的温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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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物质的比热容跟物体吸收或放出的热量、质量与温度变化无关。

8.一杯开水冷却后，放出的热量大约是（ ）

A．几十焦； B．几千焦； C．几万焦； D．几十万焦。

9．在沙漠地区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夜抱火炉吃西瓜”的奇特现象．而沿海地区是“气候

宜人，四季如春”，这表明水对气温有显著影响，是因为( )．

A．水的透明度高，容易吸收太阳能 B．水的比热容比沙石的比热容大

C．水在蒸发时有致冷作用 D．水的对流性能好

10．水的比热较大，人们往往利用它的这一特性为生活、生产服务，下列事例中与它的这一

特性无关的是（ ）

A．让流动的热水流过散热器取暖。 B．汽车发动机用循环水冷却。

C．冬季，晚上向稻田里放水，以防冻坏秧苗 D．在较大的河流上建水电站，用水发电。

11.水具有比热容大的特点，如图1中生活和生产中的现象与此特点无关的是( )

12.某同学家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可将一次可以装80千克的水，当使用时，可将10℃的水加热

到60℃，求这些水可吸收多少热量？[水的比热为4.2×10
3
焦/（千克·℃）]

13.质量为 10 千克的水，温度从 30℃升高到 80℃，求：水吸收的热量。[水的比热为 4.2×

10
3
焦/（千克·℃）]

14.铁块质量为 200 克，当它的温度从 10℃降低到-10℃时，放出的热量是多少？（C 铁=0.45

×10
3
焦/（千克·℃）

图 1



第 14 页 共 46 页

第八讲 热量、比热容（2）；
【精练习题】

1.铝的比热容是 0.88×10
3
J/(kg·℃)。由此可知（ ）。

A．单位质量的铝温度升高 1℃时吸收的热量是 0.88×10
3
J

B．1kg 的铝温度升高 l℃时吸收的热量是 0.88×10
3
J/(kg·℃)

C．1kg 的铝温度降低 1℃时放出的热量是 0.88×10
3
J

D．1kg 的铝温度升高到 1℃时吸收的热量是 0.88×10
3
J

2．在下列各物理量中，表示物质特性的是（ ）

A．热量。 B．比热容。 C．温度。 D．质量。

3.关于物质的比热容，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温度升高 1℃吸收的热量叫做这种物质的比热容

B．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温度降低 1℃放出的热量在数值上等于这种物质的比热容

C．某种物质吸收或放出的热量越多，比热容也越大，比热容与热量有关

D．各种物质都有自己的比热容，比热容是物质的特性，只与物质本身有关

4.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水在温度降低时，放出的热量与水的质量和水的温度有关

B．水在温度降低时，放出的热量仅与水的质量有关

C．水在温度降低时，放出的热量仅与水的温度有关

D．水在温度降低时，放出的热量与水的质量和温度降低的度数有关

5.下列说法中，能反映物体吸收热量多少跟物质种类有关的是： （ ）

A、相同质量的不同物质，升高不同的温度吸收的热量不同。

B、不同质量的不同物质，升高相同的温度，吸收的热量不同。

C、相同质量的不同物质，升高相同的温度吸收的热量不同。

D、不同质量的同种物质，升高相同的温度，吸收的热量不同。

6.炎热的夏天，在相同的日光照射下，旱地比水田温度升高得快，这是因为（ ）

A．旱地吸收热量多。 B．水田不容易吸收热量。

C．水的比热容比泥土的比热容大。 D．旱地和水田的质量不一样。

7.物体间的热传递总是从 （ ）

A. 比热大的物体向比热小的物体传递。 B. 温度高的物体向温度低的物体传递。

C. 热量多的物体向热量少的物体传递。 D.质量大的物体向质量小的物体传递。

8.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高温物体比低温物体含有的热量多。

B．高温物体一定比低温物体放出的热量多。

C．比热容大的物体吸收的热量一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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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温度变化越大的物体，可能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多。

9.查表可知，铜的比热容比铁的小，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铜比铁含的热量少 B．铜比铁含的内能少

C．铜和铁相互接触时，必定发生热传递

D．质量相等的铜和铁，升高相同的温度时，铜吸收的热量比铁少

10.把质量相等的水和煤油加热，让它们吸收相同热量后（ ）

A.水的温度更高 B. 煤油的温度更高

C.两杯液体温度一样高 D.条件不足无法确定

11.质量相同的水和砂石，吸收了相同的热量后 （ ）

A. 砂石的温度高。 B、砂石的温度升高得多。

C. 水的温度升高得多。 D、条件不足，以上判断都有可能。

12.质量相等的铝块和水放出了相等的热量，那么 （ ）

A. 铝块的末温一定比水低。 B. 水的末温一定比铝块低。

C. 水降低的温度一定比铝块多。 D. 铝块降低的温度一定比水多。

13.将比热大小不同的两个物体同时放入冰箱中,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

A、比热大的物体放出热量多。 B、温度高的物体放出热量多。

C、质量大的物体放出热量多。 D、无法确定哪个物体放出热量多。

14.质量和初温都相同的甲、乙两物体，在放出相同的热量后，甲的温度高于乙的温度，那

么，这两个物体的比热是 （ ）

A、C 甲>C 乙。 B、C 甲<C 乙。 C、C 甲=C 乙。 D、无法确定。

15.把质量相等的铝块和铜块加热到相同温度，再同时放到一杯冷水中，已知铝的比热容大

于铜的比热容，最终三者的温度相同，则 （ ）

A．铝块放出的热量多。 B．铜块放出的热量多。

C．三者吸收（或放出）的热量一样多。 D．条件不足，不能判断。

16.甲、乙两物体的质量相等，比热容不等。当它们升高相等的温度时（ ）。

A．比热容大的吸收的热量多 B．比热容小的吸收的热量多

C．甲、乙两物体吸收的热量一样多 D．两物体的初温不知道，无法判断吸热的多少

17.质量均为 1kg 的铝块、铅块、水银和水（C 水＞C 铝＞C 水银＞C 铅），将铝块和水银的温度从

10℃加热到 20℃，铅块和水的温度从 40℃加热到 50℃，则吸热最多的是( )

A．铝 B．铅 C．水 D．水银

18.水的比热容是 4.2×10
3
J/(kg·℃)，冰的比热容是 2.1×10

3
J/(kg·℃)，则 1kg 水与 2kg

冰的比热容之比为（ ）。

A．1∶1 B．1∶2 C．2∶1 D．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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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八年级物理期中复习

一．选择题

1．一名初二学生用 30秒时间从底楼登上三楼的功率约为

A．10瓦 B．100瓦 C．500瓦 D．800瓦

2.用水平杠杆吊起重物时，若杠杆长为 1.2 米，阻力臂长为 0.3 米，则用 120 牛的动力，

最多能吊起重物的重力为

A．40 牛 B. 360 牛 C．480 牛 D．750 牛

3.一根粗细均匀的杠杆 AB，在两端 A、B 处分别作用竖直向下的力 F1、F2时，杠杆在水

平位置处于平衡，若使力 F1、F2同时各增加 2牛，则杠杆失去平衡，且 A端下降，由此可以

判断杠杆 AB 的支点位置

A．杠杆的中点 B．不在杠杆中点，而靠近 A端

C．不在杠杆中点，而靠近 B 端 C．条件不足，无法判断

4. 如图所示，当弹簧测力计和钩码处于虚线所处的位置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19.6

牛顿，如将弹簧测力计和钩码移到实线所示的位置时，杠杆仍在水平位置平衡，则此弹簧测

力计的示数为

A. 39.2 牛

B. 19.6 牛

C. 9.8 牛

D. 4.9 牛

5．如图所示，用力 F1，F2和 F3将同一物体竖直匀速提升相同高度。绳子自由端通过

距离为 S1，S2和 S3，拉力做的功为 W1，W2和 W3。若不计滑轮重及摩擦，则

A. F1＜F2 B. F3＝2F2 C. W1＝2W3 D. S3＝2S1

6．甲用 50牛的水平力推动一个重 100牛的箱子在水平地面上前进 1米，所用时间为 1

秒。乙匀速举高这个箱子 1米，所用时间为 2.4秒。比较甲推箱子、乙举箱子所做的功W 甲、

W 乙和做功的功率 P 甲、P 乙，有

A. W 甲＜W 乙，P 甲＞P 乙 B. W 甲＜W 乙，P 甲＜P 乙

C. W 甲＞W 乙，P 甲＜P 乙 D. W 甲＞W 乙，P 甲＞P 乙

7. 两个质量相同的钩码，下端固定有纸带并穿过打点计时器，在拉力作用下两钩码分

别沿竖直向上方向运动，纸带上留下的点迹如图（a）所示，它们的 s—t 图像如图（b）所

示。则

A.甲的拉力大。

B.甲的拉力小。

C.乙的势能大。

D.甲的机械能大。

第 5题图

F1

F2

F3

第 4题图

甲 乙

0 t/秒

甲

乙

第 7题图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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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国北方冬天，河流会结上厚厚的一层冰，冰的温度有时低达零下 40℃。假如在零

下 40℃的冰下有流动的河水，那么在标准大气压下，水与冰交界处的温度是

A. 4℃ B. 0℃ C. 零下 40℃ D. 略高于零下 40℃

二、填空题

9．如图所示的两个温度计，是根据 的性质制成的，_______温度

计是不可以离开被测物体读数（选填“A”或“B”），B温度计的测量范围是 ℃。

10. 一个杠杆的动力臂与阻力臂之比为 4∶1，则动力与阻力之比是 ，使用此类

杠杆缺点是 ；若此杠杆受到的阻力是 60 牛，则当动力为 牛时，杠杆

处于平衡状态。

11．如图所示，剪刀使用时可以视为杠杆，支点为 O。小明在剪较厚的纸时，手在 A点

向下用力为 F1，B 点所受阻力 F2的方向应为 （选填“向上”或“向下”）；他发现

随着纸被剪开，阻力作用点会移至 C 点，在此过程中，F1的大小将 （选填“变大”、

“不变”或“变小”）。

12．如图所示，OA 是轻质杠杆，已知 OB＝2AB，B 点所挂重物的重力为 6 牛，A 端竖直

向上拉着，杠杆处于水平静止状态，则力 F 的大小为 牛。此时杠杆为 杠杆（选

填“省力”或“费力”）。保持作用点不变，当力 F 向左倾斜时，为使杠杆仍然保持水平静止，

则力 F的大小将 （选填“变大”、“不变”或“变小”）。

13. 如图所示是古代战争中的“大炮”——抛石机，用它可以把大石块抛出去，打击远

处的敌人，它实际是 杠杆（选填“省力”、“费力”或“等臂”），使用它是为了

省 。

14.如图所示，一根粗细均匀的硬棒 AB 被悬挂起来，已知 AB=8AO，当在 A 处悬挂 120

牛的重物 G时，杠杆恰好平衡，杠杆自身的重力为 牛。若在 C 处锯掉 BC，留下 AC

杠杆，支点 O不变，则需要在 A端 （选填“增加”或“减少”） 牛重物，才

第 9题图

第11 题图 第 12题图

A

F1

O

BC

第 13题图

C

第 14题图 第 15题图



第 18 页 共 46 页

能使杠杆仍保持水平平衡。

15. 如图所示，不计滑轮和绳子的重力以及滑轮和转轴之间的摩擦力，已知拉力 F大

小为 10 牛，重为 50牛的重物 A位于水平地面上，在拉力 F的作用下水平向右做匀速直线

运动，则重物 A受到水平地面的摩擦力大小为________牛，若绳子自由端在 10秒内移动了

1米，则重物 A运动的速度为_________米/秒，则拉力 F的做功为 焦，重物 A 在

运动过程中动能将 。（选填“变大”或“变小”或“不变”）

16．如图所示，拉力 F1、F2、F3分别通过三个滑轮，拉重力为 100牛的同一物体 A在

水平地面匀速通过 2米的距离。若物体 A与水平地面间的滑动摩擦力大小都为 50牛，则

F1 F2 F3，拉力 F1、F2、F3所做的功W1 W2 W3。（均选填“大于”、

“小于”或“等于”）

17. 在中学生体能测试中, 重为 500牛的小王选择了跳绳项目，当他向上跳起的过程中，

动能转化成了 能。如果他在 1分钟内跳了 120次,每次跳离地面的高度为 5厘米,则

他向上跳起时的功率为 瓦，表示的物理意义是 。

18.甲、乙两同学进行爬竿比赛，甲、乙两人的体重之比为 6∶5，甲用了 9 秒，乙用了

10 秒，都爬上了竿顶（竿长相等），则甲、乙两人爬杆做功之比为 ；功率之比为 。

19. 某同学为了“探究影响动能大小的因素”，利用质量不同的实心铝块 A 和 B、弹簧、

光滑轨道等器材进行实验，并通过观察弹簧被压缩的程度来比较铝块的动能大小。如图（a）

和（b）所示，他先将弹簧固定在竖直墙面上，然后让铝块 A 以一定的速度冲向弹簧，压缩

弹簧。接着他按图（c）、（d）所示，重新实验，其中 v1< v2。请仔细观察图中铝块的运动和

弹簧被压缩的程度，然后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⑴比较图中的（a）、（b）和（c）实验过程及相关条件可知： ；

⑵比较图中的（a）、（b）和（d）实验过程及相关条件可知： 。

三、作图题（每题 3分，共 12 分）

20. 杠杆在力 F1、F2的作用下处于平衡,在图中画出力 F1和力 F2的力臂 L2。

A

F1

（a）

A

F2

（b）

A F3

（c）
第 16题图

（c） （d）第 19题图

A A

v1

A A

v2

光滑轨道

竖直墙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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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动滑轮可以看作一个杠杆，请在图中画出滑轮的支点 O、动力臂 L1和阻力臂 L2。

22. 如图所示，请标出小球势能最大的位置并涂黑。

23．如图所示，是摄氏温标的定标。请写出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这三个物体的温度值

分别是多少?（写在横线上）。

四、计算题

24．一辆汽车装满货物后共重 4.9×104牛，在平直的公路上匀速行驶，6分钟内前进

了 5千米，这时发动机的功率是 80千瓦，求：

（1）在这段路程中汽车的牵引力做了多少功？

（2）汽车受到的阻力为多少牛？

25．如图所示，在水平面上的物体 A 重为 100 牛，在 40 牛水平拉力 F 的作用下沿水平

面做匀速直线运动，4 秒内物体前进了 1 米的距离，若不计滑轮自重和滑轮绳子间的摩擦，

求：（1）物体 A与地面间的滑动摩擦力是多少牛？

(2) 绳子自由端拉力 F 的速度为多少？

(3) 拉力 F 的功率是多少?

26．在公园里苗苗和欢欢一起参加游艺活动。苗苗和同学分别站在如图所示的木板中点

附近处，木板恰好水平平衡。

第 20题图 第 21题图

第 23题图

a
b c d 冰水混合物

为________

沸水为
________

正常人体温
为________

第 22题图

第 25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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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苗苗和欢欢的体重分别为 400牛和 500牛，她们分别同时向木板的二端匀速走去，

请问当苗苗和欢欢的速度之比为多少时，木板保持水平平衡。

(2) 若苗苗背上重为 20牛的书包，并且她们以与先前同样的速度同时向木板的二端匀速

走去时，则欢欢必须背上多重的重物行走，才能使木板保持水平平衡。

五、实验题

27．如图是某地区一天中的两次测得的温度值，当天的最高温度是 ℃，当天的最

低温度是 ℃，一天中最大温差是 ℃。

28. 伽利略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温度计，它的原理是 。如图所示 A

处是上午 8点钟液面的位置，B处为第二天上午 8点钟液面的位置，两次温度比较， 处

的温度比较高（选填“A”或“B”）。

29. 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是实验中:

①准备：需要把杠杆的 挂在支架上，其目的是 。当

杠杆右端上翘时，应将两端的平衡螺母向 调节，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②体验：他们用螺丝刀将骑马钉撬起，发现有两种方法，如图(a)所示。请在图（b）中

的 A 点画出最小动力的示意图。 （请在答题纸上画出）

③探究：他们将钩码挂在杠杆一端，如图所示(C)，受到撬骑马钉的启发，若要使杠杆

仍在水平位置平衡，则动力和阻力使杠杆的转动效果有什么规律: ；

第 26题图

第 28题图

A
B

第 27题图

第 29题图 第 29题图 （c）

（a） （b）

A（动力作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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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如图所示，保持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列操作中能使

弹簧测力计示数变大的是（ ）

A. 减小钩码的个数 B. 保持弹簧测力计悬挂点的位置不变，使其向右倾斜

C. 将钩码悬挂点的位置向右移 D. 保持拉力方向不变，将弹簧测力计向右移

31.某小组同学为了探究“重力势能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做了以下的实验，已知重

物的质量 m1＝m2＜m3，如图所示，松手让重物从某一高度落下能将小木桩打入沙中。请仔

细观察图并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1）观察比较 A、B两图，可以知道： ;

（2）观察比较 A、C两图，可以知道： 。

32.某小组同学研究物体做功快慢与哪些因素有关，他们分别用九台小电动机匀速提起

不同重物，利用相关的仪器测出做功时间、重物的重力和重物提起的高度，并通过计算得出

电动机匀速提起重物的速度。该小组同学把九台小电动机分成三组。观察到每组的做功快慢

相同。且第一组做功最快，第二组其次，第三组最慢。实验中有关数据分别如表一、表二、

表三所示。

表一 第一组

实验

序号

拉力

（牛）

速度（米

/秒）

l 20 4
2 10 8
3 5 16

表二 第二组

实验

序号

拉力

（牛）

速度（米/
秒）

4 20 2
5 10 4
6 5 8

表三 第三组

实验

序号

拉力

（牛）

速度（米/
秒）

7 10 2
8 5 4
9 2.5 8

(1）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的数据和相关条件，可得出初步的结论是：

电动机匀速提起重物,所用的拉力相同时，电动机提起重物时的速度越大，电动机做功越快。

(2）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4 与 7（或 5 与 8、或 6 与 9）的数据和相关条件，可得出初步

的结论是 。

(3）请进一步综合分析比较表一、表二、表三中的数据和相关条件，并归纳得出结论：

(a) 分析比较表一、表二或表三中的数据和观察到的现象，可初步得出：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

(b) 分析比较表一、表二和表三中的数据和观察到的现象，可初步得出：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30题图 第 31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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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热量、比热容（3）

【精练习题】

1.在研究物体放出热量多少跟物质种类是否有关的实验中，提供的材料：(1)0．1 千克

的铜块；(2)0.1 千克的铝块；(3)0．2 千克的铜块；(4)0．3 千克的铝块。应选用的材料是

( )

A. (1)与(2)。 B. (1)与(3)。 C. (2)与(4)。 D. (3)与(4)。

2.下列事实中，最能说明物质吸收的热量跟物质种类有关的是( )

A．体积相同的两杯水温度都升高 10℃，它们吸收的热量相同

B．质量相等的两块钢温度分别升高 5℃和 10℃，它们吸收的热量不相同

C．体积相等的水和煤油温度都升高 10℃，它们吸收的热量不相同

D．质量相等的水和铜温度都升高 10℃，它们吸收的热量不相同

3.甲、乙两种物质质量相同，分别用相同的酒精灯对两种物质加热，记录升高的温度和

加热时间之间的关系，得到下表所示，则 ( )

A、甲的比热容较大。 B、乙的比热容较大。

C、甲吸收的热量较多。 D、乙吸收的热量较多。

4、为了探究物体吸收的热量与哪些因素有关，某小组同学用完全相同的实验器材对初

温均为 15℃，质量均为 100 克的水和煤油进行加热（设两液体每分钟吸收的热量相同），实

验过程如图 1 所示，请观察实验操作及现象，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1) 实验中水和煤油吸收热量的多少是通过 来反映的。

(2) 分析比较图(a)与(b)可得：

加热时间(分钟) 1 2 3 4 5 6

升高温度

(℃)

甲 1 2 3 4 5 6

乙 2 4 6 8 10 12

30

水 煤油

3030

水

图 1

加热 4分钟 加热 8分钟 加热 4分钟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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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析比较图(b)与(c)可得：

。

5、在“研究物体吸收热量的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的

实验中，在两只相同的烧杯中倒入一定质量的水和煤油，

用两只相同的酒精灯加热，加热时间，液体的质量和温度

变化分别如图 2（a）(b) 所示。

（1）实验中使用相同的烧杯和相同的酒精灯加热，

是为了 ；

（2）观察图 （a）,（b）两图所示现象及相关条件，可初步得出

。

6、为了研究物质的某种特性，某小组的同学先做如下实验：他们在甲、乙两只完全相

同的烧杯中分别放人 100 克和 200 克的温水。实验的，让它们自然冷却，并利用温度计和计

时器测量水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记录数据分别如表一、表二所示(设甲、乙两杯水每

分钟放出的热量相等。)

表一 m1=100 克

时间(分) 0 2 4 6 8 10 12 14 16
温度(℃) 36 35 34 33 32 31 30 30 30
降低温度(℃) 0 1 2 3 4 5 6 6 6
表二 m2=200克
时间(分) 0 4 8 12 16 20 24 28 32 36
温度(℃)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8
降低温度(℃) 0 1 2 3 4 5 6 7 8 8

(1)分析比较表一和表二中的数据可知，实验时，两杯水所处的环境的温度是 的。

(选填“相同”或“不同”)

(2)分析比较表一(或表二)中第一行和第三行的数据及相关条件，可得出的初步结论

是 ，放出的热量与降低的温度成正比。

(3)分析比较表一和表二中的第三列、第四列、第五列等数据及相关条件，可得出的初

步 结 论

是： 。

进一步综合分析比较表一和表二中的数据及相关条件，还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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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内能和热机

【精练习题】

1、下列有关物体内能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 0℃的物体没有内能；

B. 内能是物体内部一部分分子做无规则运动所具有的能；

C. 内能是物体具有的动能和势能的总和；

D. 一切物体都有内能。

2、关于物体的内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 内能大的物体放出的热量一定多；

B. 内能跟温度有关，所以 00C的冰没有内能；

C. 物体运动速度越大，分子运动动能就越大，因此内能越大；

D. 静止的物体没有动能，但有内能。

3、下列事例中，做功改变物体内能的是( )。

A. 用酒精灯加热烧杯中的水； B. 冬天室内使用暖气取暖；

C. 用锯锯木板，锯条发热； D. 盆中的热水温度逐渐降低。

4、改变物体内能的方法有两种，能说明热传递改变物体内能的是图 1中的 ( )

5、关于温度、热量和内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 0℃的冰内能为零；

B．物体的温度越高，它所含热量就越多；

C．两个物体的温度相同，它们之间就不能发生热传递；

D．物体吸收了热量，物体的温度一定会升高。

6、下列四种现象中，只发生能的转移而不发生能的转化的过程是 （ ）

A、烧水时，水蒸气顶起壶盖

B、冬天，用手摸户外的金属杆时手感觉到冷

C、卫星残骸坠入大气层的过程中与大气摩擦燃烧

D、用钢锯锯木头锯条会发热

7、下列事例中，不是用做功的方法使物体的内能增加的是 （ ）

A. 用气筒给自行车打气时，气筒壁发热

B. 用钢锯条锯木头，过一会儿钢锯条发热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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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寒冷的冬天，双手相互反复摩擦后，手掌发热

D. 冬天，在房间内用取暖器取暖，室内空气变暖

8、物体的温度升高，表明物体的内能 ,物体内大量分子无规则运动的速

度__________(选填“不变”“增大”或“减小”)。

9、改变物体内能的方式有两种. 饮料放进冰箱后温度降低，是用__________的方式减

少饮料的内能；一副金属镜架，有些变形，经过多次弯折，镜架会发热，这是通过 方

式改变镜架内能的。

10、内能跟物体的温度有关，物体温度升高，物体的内能__________。此外，内能还跟

物体的 有关。质量相等的 100℃的水蒸气的内能 于 100℃水的内能。

（选填“大”、“小”或“等”）

11、冬天手冷时，我们经常将两只手相互搓搓使手感到暖和，这是利用 的

方法使手的内能增加；用热水袋使身体变暖，是利用 的方法使人身体的内能增

加。

12、请根据图 1所示的冲程情况，选择序号填入：活塞对气体做功的冲程是 ，

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冲程是 。

13、图 2是某台汽油机工作的四个冲程（顺序已乱），其中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冲程

是_______，请按一个工作循环的过程，将四个图重新排序 。

图 2
图 3

14、如图 3 所示为汽油机工作时的某冲程工作简图，它所表示的是 冲程。

（选填“吸气”、“压缩”、“做功”或“排气”）在这个冲程中曲轴和连杆的 能转化为了

汽油和空气混合物的 能。

15、19世纪人们发明了一种热机——内燃机。其中四个冲程汽油机的一个工作循环依

次是吸气冲程、 冲程、__________冲程和排气冲程。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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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密度一（概念形成）

【典例精析】

1、我们能观察到：体育课上已使用过多年的铅球，其表面被磨损，对于铅球下列物理量中

未发生改变的是（ ）

( A ）密度 （B ）体积 （C ）质量 （D ）形状

2、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它的（ ）

( A ）质量不断减少，密度不变 （B ）质量不断减少，密度也减小

( C ）质量不变，密度也不变 （D ）质量不变，密度减小

3、人们常说“铁比木头重”，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指（ ）

( A ）铁的质量比木头大 （B ）铁的重力比木头大

( C ）铁的密度比木头大 （D ）木头的体积比铁大

4、因为密度  、质量 m 和体积的关系式为
V
m

 ，所以（ ）

（ A ）对于不同的物质，m 越大，  越大 （C ）对于同一种物质，  与 m 成

正比

（ B ）对于同一种物质，  与 V 成反比 （D ）以上说法均不对

5、某实心金属块质量为 m ，体积为 V，密度为  。现有同种实心金属块的质量为 4m ，

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体积为 V ，密度为  （B ）体积为 4V，密度为 
（C ）体积为 4V，密度为 4  （D )切体积为 4/V， 密度为 4 

6、某均匀物质的质量为 m ，体积为 V ，密度为  ，将它截去一半时，对于余下的一半，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体积为 1/2V ( B ) 密度为 1/2  ( C ) 质量为 1/2 m ( D ) 
体积

质量 

7、物理学上将某种物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叫做这种物质的密度。一瓶农夫山泉标

有“550ml”的字样，那么它的质量为________千克，如果喝掉半瓶，那么它的密度将

_________（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8、冰的密度为 0.9×103千克/米 3，它的单位读作_______________。现有质量为 2.7 千克的

冰，当它全部熔化成水以后，它的质量是________千克，它的体积将变______。

9、有一块金属，质量为 135 千克，体积为 0.05米 3，该金属材料的密度为多少？它可能是

哪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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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高】

10、质量为 9 千克的冰块，密度为 0．9×10
3
千克／米

3
。求：

(1)冰块的体积。

(2)若冰块吸热后，有 3 分米
3
的冰融化成水，求水的质量。

11、小华和小海同学为了探究物体的质量和体积的关系，他们用 A、B两种物质组成的物体

进行实验，实验中多次改变物体的体积的大小，并将测量对应的质量的数据记录在表一、表

二中。

表一 表二

物质 实验序号 体积(cm
3
) 质量(g) 物质 实验序号 体积(cm

3
) 质量(g)

A

1 1.2 8

B

4 1.8 18

2 2.4 16 5 3.6 36

3 3.6 24 6 5.4 54

(1)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1、2、3 或 4、5、6 中物体的质量与体积变化的倍数关系，可得

出的初步结论是：对同种物质组成的物体， 。

(2)为了研究物质的某种特性，请在图 10 的方格纸上画出 A 和 B 两种物质的 m-v 图象。

(3) 同种物质的m-V图像特点是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这说明对于同种物质组成的物体质量

和体积的比值是_____________。

(4) 不同种物质的m-V图像特点是_____________

___这说明________________。因此它是反映物质特性

的量，为此物理学把这个比值定义为密度。

(5)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3、5 的数据，他们提出了

猜想：在体积相同的情况下，通过不同种物质组成的物体它的质量不相同。

①为验证上述猜想，在已有表一、表二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小华重新预设了 B 物质的体

积，并测出相应的质量。小海分析了小华的测量数据后，认为小华的测量数据有问题，他未

测量便修改了数据，如表三所示。

小海修改

的数据

28

表三

物质 实验序号 体积(cm3) 质量(g)

B
7 1.4 14
8 2.8 26
9 4.2 40 42

你认为小海修改数据的做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

图 10
V/cm3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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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为了达到验证上述猜想的目的，请结合表一、表二的实验数据，分析表三设计的不足

之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小明和小华去某古镇旅游时发现，小店在卖米酒和卖酱油时都用竹筒状的容器来量取，

但是大小各有不一，如图 15所示。

① 小明和小华根据上述事实提出猜想。猜想一：物体的质量与物体的体积有关；猜想

二：物体的质量和物质的种类有关。你认为他们提出“猜想二”的依据是 。

② 回来后，他们为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猜想，选择了天平、量筒、烧杯，以及甲和乙两

种不同的液体进行实验。小明用量筒量取不同体积的甲液体，分别倒入烧杯中，用已调节平

衡的天平分别测出它们在不同体积时的烧杯和液体的总质量，小华选用乙液体重复上述实验，

并将实验测得的数据分别记录在表一、表二的第二和第三列中，他们还分别计算了表一、表

二中的液体体积和质量的变化量，记录在表一和表二的第四和第五列中。

表一 甲液体

实验

序号

液体体积

（厘米
３
）

烧杯和液体的总质量

（克）

液体体积的增加量

（厘米
３
）

液体质量的增加量

（克）

1 V1=10 m1=30 ∕ ∕

2 V2=15 m2=35 V2- V1=5 m2- m1=5
3 V3=30 m3=50 V3- V2=15 m3- m2=15

表二 乙液体

实验

序号

液体体积

（厘米３）

烧杯和液体的总质量

（克）

液体体积的增加量

（厘米３）

液体质量的增加量

（克）

4 V4=10 m4=28 ∕ ∕

5 V5=15 m5=32 V5- V4=5 m5- m4=4
6 V6=30 m6=44 V6- V5=15 m6- m5=12

③ 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1、2与 3（或 4、5与 6）的第二和第三列，可得的初步结论是：

。

④ 请进一步综合分析比较表一、表二中经运算后得到的数据及相关条件，并归纳得出

结论。

（a）分析比较 ；

（b）分析比较 。

⑤ 本实验所用的烧杯质量是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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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密度(2)
【典例精析】

1、某金属块质量为 m ，体积为 V ，密度为  ，现使金属块的质量为 3m ，则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是( )
( A ）体积为 V，密度为 3  （B ）体积为 V / 3 ，密度为 
( C ）体积为 V ，密度为  /3 ( D ）体积为 3V ，密度为 

2、一个容器最多能装下 1 千克的水，一定也能装下质量为 1 千克的物质有（ 硫酸 ＞ 水 ＞

酒精 ＞
汽油 ）( )

A ．汽油 B ．酒精 C ．柴油 D ．硫酸

3、如图 1所示是 a、b、c 三种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 m一 V 图像，由图像可知（ ）

( A ) a ＞ b ＞ c ，其中 a 物质是水

( B ) a ＞ b ＞ c ，其中 b 物质可能是水

( C ) a ＜ b ＜ c ，其中 c物质是水

( D) a ＜ b ＜ c ，其中 a 、b 、c都不是物质水

4、甲、乙两实心金属块，m 甲=4m 乙，V 甲=2V 乙，则甲的密度是乙密度的（ ）

( A ) 0 . 25 倍 ( B ) 0 . 5 倍 （C ) 2 倍 ( D ) 4 倍

5、有甲、乙两个实心物体，甲物体的密度是乙物体密度的
3
2
，乙物体的体积是甲物体体积

的
4
5
，则甲物体的质量是乙物体质量的（ ）

( A ）
15
8

倍 ( B )
8
15

倍 （C）
6
5
倍 （D）

5
6
倍

6.某金属的质量是 39 千克，用排水法测得其体积是 5 分米 3，则这种金属的密度是

千克/米 3，此金属可能是 。

7.若将注射器的小口封住，将活塞向外拉的过程中，被封在注射器内空气的质量

将 ，密度将 （均选填“变大”、“变小”、“不变”）。

8、质量为 2.7千克、体积为 10-3米 3的物块，它的密度为 千克/米 3，如果将此物块

截去 1 / 3 ，则剩下 2 / 3 的密度为 千克/米 3 。将一铁球放在炉火上加热，在此

过程中铁球的体积 ，质量 ，密度 。（均选填“增大”、“不变”或

“减小”)

9、如图 2 所示的“水晶”烟灰缸，它的质量和体积分别为 1150 克和 500 厘米
3
，根据密度

表，请判断制作该烟灰缸的材料是什么。
物质密度（克/厘米 3）

玻璃 2.3—2.4

水晶 2.55—2.65

有机玻璃 1.18—1.19

图 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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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某铜制机件的质量为 0 . 445 千克，如改用铝制品质量可减少多少？（ 铜 =8.9×10
3
千

克/米
3
， 铝 =2.7×10

3
千克/米

3
）

【同步练习】

1、常温常压下空气的密度为 1 . 29 千克/米 3，一间普通教室内空气质量最接近（ ）

( A ) 2 千克 ( B ) 20 千克 ( C ) 200 千克 （D ) 2 000 千克

2、如图 3所示，A 、B 、C 是三支同样规格的试管，若把质量相等的硫酸、酒精和水，分

别装入 A 、B 、C 三支试管中，则（ ）

( A ) A 试管中的液面最高

( B ) B 试管中的液面最高

( C ) C 试管中的液面最高

( D ）三支试管中的液面一样高

3、质量相同的实心铅球、铜球、铁球和铝球（ 铅 ＞ 铜 ＞ 铁 ＞ 铝 ），

其中体积最大的是（ ）

( A ）铅球 （B ）铜球 （C ）铁球 （D ）铝球

4、一个质量为 0 . 2 千克的瓶子，当它装满水时，总质量为 0 . 7 千克，若该瓶子装满某种

液体时，其总质量为 0.6千克，则该液体的密度为（ ）

( A ) 1.2×10
3
千克/米 3 ( B ) 1×10

3
千克/米 3

( C ) 0.8×10
3
千克/米 3 ( D ) 0.6×10

3
千克/米 3

5、一个恰好能装 1 千克水的瓶子，它一定不能装下（ ）

( A ) 1 千克盐水 （B ) 1 千克煤油 ( C ) 1 千克水银 （D ）以上都装不下

6、某容器能装满 300 克的水，那么这个容器一定装不下（ ）

( A ) 200 克煤油 （B ) 300 克煤油 （C ) 200 克水银 （D ) 3 千克水银

7、A 、B 、C 三个实心物体由质量相同的不同种类的物质构成，三种物质的密度关系为 A

＞ B ＞ C ，则体积最大的是 ，体积最小的是 。

8、A 、B 、C 三个实心物体由体积相同的不同种类的物质组成，三种物质的密度关系为 A

＜ B ＜ C ，则质量最大的是 ，质量最小的是 。

9、A 、B 、C 三个由同种材料组成的实心物体，已知三个物体的质量关系为 Am ＞ Bm ＞

Cm ，则体积最大的是 ，体积最小的是 。

10、测得体育课上使用的铅球质量为 4 千克，体积约为 0.57分米 3 ，请判断此球是否是用

纯铅制

成的？（ 铅 =11.3×103千克/米 3）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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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质量为 7.8千克的铁球，体积为 1.5×10
-3
米 3 （ 铁 =7.8 ×103 千克/米 3 ）

( l ）试用 3 种方法计算说明铁球是空心的。

( 2 ）求出空心部分的体积。

( 3 ）若在空心部分注满水，求此球的总质量。

12、质量为 0.1 千克的玻璃瓶装满水后质量为 0.6 千克，倒掉水后装满另一种液体后质量是

6.9 千克，求这种液体的密度。

【拓展提高】

1、中空的铁球、木球、铝球、铅球，若外形完全相同，质量和外观体积都相等，则其中空

心部分最大的是（ 铅 ＞ 铁 ＞ 铝 ＞ 木 ）（ ）

（A ）铁球 （B ）铅球 （C ）铝球 （D ）木球

2、三个体积和质量都相等的空心铝球、铜球和铁球（ 铜 ＞ 铁 ＞ 铝 ），将空心部分注满

水后（ ）

( A ）铝球最重 （B ）铁球最重 （C ）铜球最重 （D ）三个球一样

重

3、一只 100 厘米 3 的铜球，用天平测出它的质量为 100克，那么这铜球的内部（ ）

( A ）一定是实心的 （B ）一定是空心的

( C ）一定装满了水 （D ）一定是装有其他金属

4、有一个铜球（ 铜 =8.9×10
3
千克/米

3
） ，质量为 89 千克，体积为 12 分米 3 ，下列说

法中正确的是（ ）

( A ）铜球是实心的

( B ）铜球是空心的，空心部分容积无法计算

( C ）铜球是空心的，空心部分容积为 2 ×10 一 3 米 3

( D ）铜球是空心的，空心部分容积为 8.9×10 一 3 米 3

5、甲、乙两实心物体的质量分别为 1m 和 2m ，体积分别为 1V 和 2V ，密度分别为 1 和 2 ，

已知 1 ＞ 2 ，则下列关系不可能成立的是（ ）

( A ) 1m ＞ 2m ， 1V ＞ 2V （B） 1m ＞ 2m ， 1V ＜ 2V
( C ) 1m ＜ 2m ， 1V ＞ 2V （D） 1m ＜ 2m ， 1V ＜ 2V

6、有一只玻璃瓶，它的质量是 0.2 千克，当瓶内装满水时，瓶和水的总质量是 0.7 千克，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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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植物油，最多能装 0.45 千克。求:(1)玻璃瓶的容积；(2)植物油的密度。

7.有一只玻璃瓶，它的质量是 0.1 千克。当瓶内装满水时，瓶和水的总质量是 0.4 千克。用

此瓶装金属颗粒若干，瓶和金属颗粒的总质量为 0.8 千克。若在装金属颗粒的瓶中再装满水

时，瓶、金属颗粒和水的总质量为 0.9 千克。求①玻璃瓶的容积②金属颗粒的质量③金属颗

粒的密度

8.甲、乙两同学分别用铝块、水来探究“物质的质量与体

积的关系”。甲同学用天平、量筒、铝块和水进行实验，

所记录的数据在草稿纸上(如图 4 所示)。乙同学用天平、

量筒、烧杯和水进行实验，先在烧杯中加水后测出它们的

总质量，再用量筒测出水的体积，重复三次，实验数据如表二所示。

（1）请根据甲同学的数据记录将表一填写完整。

（2）甲同学分析表一中的数据 1、2、3 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

（3）乙同学分析表二中的数据(1)、(2)、(3)得出初步结论：水的质量与体积不成正比，质

量与体积的比值不是定值。请你对乙同学的实验过程与结论进行判断，并简要说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一 表二

实验序

号

质量（g） 体积（ml） 实验序

号

质量（g） 体积（ml）

1 27 (1) 60 10

2 54 (2) 70 20

3 81 (3) 80 30

图 4

水的体积 40ml

金属质量 27 g 50ml

54g 60ml

81g 7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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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 密度(3)
【典例精析】

1、只有量筒，要取出 21 克汽油（ 汽油 =0.7×103 千克/米 3)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 ）在量筒中量出 21 厘米
3
的汽油

( B ）在量筒中量出 30 厘米
3
的汽油

( C ）单用量筒是做不到的，必须有天平

( D ）以上说法都不对

2、用天平测得木块的质量为 7.2 克。量筒里盛有适量的水，将一个体积为 8 厘米
3
的铁块

和这一木块拴在一起，使它们全部浸没在量筒里的水中，水面升高 20 厘米
3
，则木块的密度

为（ ）

( A ) 0.36×103 千克/米 3 ( B ) 0.4×103 千克/米 3

( C ) 0.6×103 千克/米 3 ( D ) 0.72×103 千克/米 3

3、甲、乙两个长度相同、材料不同的实心圆柱体，甲的直径为乙的 2 倍。把它们分别放在

已调整好的天平左、右托盘中，天平恰能平衡，则甲圆柱体密度 甲 是乙圆柱体密度 乙 的

（ ）

( A ) 4 倍 （ B ) 1/4

( C ) 2 倍 （ D ) 1/2

4、某同学利用托盘天平测出一金属块的质量为 31.5 克，将该金属块投入盛有水的量筒中（浸

没），发现量筒中的水面位置从 55 厘米 3处上升到 58 厘米 3处，则该金属块的密度为

千克/米 3 ，它可能是 。

5、有一块长方体金属块，质量为 4.05 千克，体积为 1.5×10-3米 3，这块金属的密度为

千克/米 3，由此可判断这块金属可能是 。

6、将质量为 340 克的某种液体倒入量筒中，测出它的体积为 25 毫升，这种液体的密度为

千克/米 3 ，此种液体可能是 。

7. 一辆运油车装 40 米 3 的石油，从车里取出 30 厘米 3 的石油称得质量为 25.5克，求这辆

车所装石油的质量为多少？

8、 体积为 40 厘米
3
的空心金属球，质量为 176 克，空心部分装满水后总质量为 196 克，

求①空心部分体积。②如把该金属球压成实心球，则该金属球的密度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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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某同学用天平和量筒“测量矿石的密度”，有下列一些实验步骤：

①用调节好的天平测出矿石的质量 m ；

②向量筒中倒进适量的水，测出这些水的体积 V1 ；

③根据密度的公式，求出矿石的密度  ；

④将矿石浸没在量筒内的水中，测出矿石和水的总体积 V2 ；

（1）他应采用合理的实验步骤顺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

（2）如图 4 所示，可知矿石的质量为________克，体积为__________，

矿石的密度为____________克/厘米 3。

（3）“测定某种物质密度”的实验中需多次

实验的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__ 。

10、为了测量盐水的密度，小明和小王两位同学各自设计了实验的方案

①请判断：小明的方案_________，小王的方案_________。（均选填“正确”或“错误”）

②请写出两位同学方案最主要的差异及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某实验小组在“探究物质质量和体积的关系”和“测物质密度”两个实验中，这两个实

验过程中，所测量的物理量___________（选填“相同”或“不同”），其中“探究物质质量

和体积的关系”的实验中选用 （选填“一种”或“多种”）物质，进行多次测量

的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而“测物质密度”的实验中须多次测量的目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测定不沉入水中的蜡块的密度，某同学设计了如下的实验步骤：

A ．用天平测出铁块的质量；

B ．在量筒中倒入适量的水；

C ．用天平测出蜡块的质量 m ；

D ．记下量筒中倒入水后水面到达的刻度 Vl ；

E ．用细线系住铁块浸没在量筒的水中，记下水面的刻度 V2；

F ．用细线系住铁块和蜡块浸没在量筒的水中，记下水面的刻度 V3。

请回答下列问题：

( l ）根据实验要求，上述不必要的实验步骤是 ；

( 2 ）正确的实验步骤序号为 ；

( 3 ）根据上述记录的数据，蜡块密度的表达式为  = 。

图 4

小明设计的方案
①用托盘天平测出烧杯和盐水的总质量 m1；
②将烧杯中的盐水部分倒入量筒中，测出倒
入盐水的体积 V；
③用托盘天平测出烧杯和剩余盐水的总质量
m2；
④根据公式ρ＝（m1－m2）/V求出盐水的密度。

小王设计的方案
①用托盘天平测出烧杯和盐水的总质量
m1；
②将烧杯中的盐水全部倒入量筒中，测出
盐水的体积 V；
③用托盘天平测出空烧杯的质量 m2；
④根据公式ρ＝（m1－m2）/V求出盐水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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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同步练习】

1、某小组同学测食用油密度，他们在烧杯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用调节平衡

的天平测出烧杯和食用油的总质量为 90.2克，然后将烧杯内的适量食用油倒入

量筒内如图 7所示，再测出烧杯和剩余食用油的总质量，天平平衡时，放在右

盘中的砝码和游码在标尺上的位置如图 8所示。请将实验的数据及测量结果填

入表中。

2、在“测定铁块的密度”的实验中，小明设计的实验报告（部分）如下，请填写空格处的

内容。

5、小敏同学在实验室里测量一块形状不规则、体积较大的矿石的密度:

(1)在使用已调节好的托盘天平，按规范的操作在称量矿石的质量时，通过增、减砝码和移

动游码后指针偏在分度盘中线右边一点，这时应该 ：

A 向左调平衡螺母 B 往右盘中加砝码 C 向右调平衡螺母 D 向左移动游码

（2）因矿石体积较大，放不进量筒，因此他利用一只烧杯，按图 9 所示方法进行测量，矿

石的体积是 厘米 3；

（3）用托盘天平已测得矿石的质量是 189.7 克，则矿石的密度是 克/厘米 3；

从图 9A 到图 9B 的操作引起的密度测量值比真实值 (选填：“偏大”、“偏

小”或“不变”)

烧杯和食用油

的总质量（克）

烧杯和剩余油

的总质量（克）

倒出油的体

积（厘米 3）

油的密度

（千克/米 3）

90.2

图 8

4图 7

实验目的：测定铁块的密度。

实验器材：小铁块、细线、 、天平和适量的水等。

实验步骤：1．把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将 移至左端零刻度处。

2．调节两端平衡螺母，使天平横梁在 位置平衡。

3．将小铁块放置在天平的 盘，测量并记录它的质量。

……

5．测量并记录小铁块的体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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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 八年级物理期末复习一

一、单项选择题

1．人体的正常体温是

A．33℃ B．35℃ C．37℃ D．39℃

2．下列各物理量中，可以用来鉴别物质种类的是

A．质量 B．热量 C．密度 D．体积

3．“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暗香来”的原因是

A．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B．分子间存在着吸引力

C．分子是很小的 D．分子间存在间隙

4．如图 1所示，属于费力杠杆的是

A．钢丝钳 B．起子 C．羊角锤 D．镊子

5．甲机器的功率为 100 瓦，乙机器的功率为 200 瓦，两台机器正常工作时，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是

A. 甲机器做功一定快 B．乙机器做功一定快

C. 甲机器做功一定多 D．乙机器做功一定多

6．如图 2所示，是四冲程汽油机工作时的一个冲程，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这是做功冲程，此过程中机械能转化成内能

B 这是做功冲程，此过程中内能转化成机械能

C 这是压缩冲程，此过程中内能转化成机械能

D 这是压缩冲程，此过程中机械能转化成内能

7．如图 3所示，分别用 F1、F2、F3、F4匀速提升同一重物，若不计滑轮自身的重力及摩

擦，则

A．F1＝F2＞F3＝F4 B．F1＞F2＞F3＞F4

C．F1＝F2＞F3＞F4 D．F1＝F2＞F4＞F3

8.铝块质量是铁块质量的 4倍，铝的比热容是铁的 2倍，则当它们放出相等的热量时，铝

块降低的温度与铁块降低的温度之比是

A．2:1 B．1:2 C．1:8 D．8:1

9. 飞机设计师为减轻飞机的质量，将一钢制零件改为铝制零件（ρ钢=7.9×103千克/米 3、

ρ铝=2.7×103千克/米 3），使其质量减小 208 千克。则所需铝制零件的质量是

A．54千克 B. 108 千克 C. 208 千克 D. 262 千克

图 1

图 3

F1

A

F2

A（a） （b） （c） （d）

F3

A

F4

A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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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10．水的比热容是 4.2×103焦/（千克·℃），它表示的物理含义是

，吸收的热量是 4.2×103焦。人们常说“水是生命之源”，一

杯水当喝掉半杯后，剩下水的比热容 （选填“变大”、“变小”、“不变”），汽

车发动机用水作冷却剂，是因为水的比热容在常见的物质中比较 ，现有质量和

初温相等的水和煤油，放出相等热量， 的末温较高。

11. 两杯体积相同的清水，同时分别滴入一滴红墨水，出现如图 4（a）、（b）所示的情景，

这是 现象，液体温度较高的是 （选填“a”或“b”）)杯中液体。如

图 5所示是小明同学在用温度计测水的温度时的情景，A图中操作的错误是温度计的

；B图读数中的错误是 。

12. 物理学上把某种物质 叫做这种物质的密度。密度是物质的一种

（选填“属性”或“特性”），物质密度的大小与质量或体积的大小

（选填“有关”或“无关”）。一个玻璃瓶最多能装入 1.6 千克酒精，则用此玻璃瓶 （选

填“能”或“不能”）装入 1.6 千克水。（酒精的密度为 0.8×103千克/米 3）

13.如图 6 所示，小女孩荡秋千时，当她从高处 A向低处O摆动过程中， 逐

渐减小， 逐渐增大，其中在 点时，动能最大(选填“A”、“B”

或“O”点)。

14．如图7所示，一重为200牛的物体A，用20牛的水平拉力拉滑轮，物体A以1米/秒的

速度在水平面做匀速直线运动，若不计滑轮的重力及绳与滑轮的摩檫，物体 A与水平面之

间的摩檫力为 牛，在 4秒内拉力做功 焦，拉力的功率为 瓦。

15．改 变物体内能的方式有 和做功两种，

两者对改变物体内能是

的。把质量和初温都相同的铁球、铝球和铜球同时投入一直沸腾的水中，一

段时间后，三球的温度变化 （选填“相同”或“不相同”）。其中吸收热量最多的

是 球。(c 铝＞c 铁＞c 铜)

16．如图 8所示，分别利用甲、乙两滑轮匀速提起两个相同的重物（不计滑轮重力及摩擦），

其中甲装置为 滑轮，它的优点是可以 ，乙装置把它看作杠杆

图 5

图 6
图 7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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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支点在 (选填“A”、“B”或“C”)点；若相同时间内，拉力 F1、F2做

相同的功，则拉力 F1、F2做功时的功率 P1 P2，重物被竖直提升的高度 h 甲 h

乙（最后两空均选填“小于”、“等于”或“大于”）。

17．如图 9所示，某同学探究物体对外做功时能量的转化和变化情况。他利用酒精灯给试

管和水加热【如图（a）】，当水沸腾后，水蒸气会把瓶塞“冲”出去【如图（b）】，在研究

过程中发现，如将瓶塞塞的紧一些，酒精灯对试管和水的加热时间会长一些，瓶塞被“冲”

出去的距离会远一些【如图（c）】。

（1）观察图（a）和图（b）或图（a）和图（c）可知在该实验过程中，水蒸气对瓶塞 ，

在此实验中，能量的转化过程是 。

（2）通过图（b）和图（c）的研究可以得出初步结论： 。

三、作图题

18．图 10 中，轻质杠杆OA在力 F1、F2的作用下处于静止状态，L2为力 F2的力臂。请在

图中画出力 F1的力臂 L1和力 F2的示意图。

19．如图

11 所示，分别有铜、铁、铝制成的空心球，（ρ铜＞ρ铁＞ρ铝），它们的体

积和质量都相等，图中已画出了铁球的内部结构，白色表示铁球的空心

部分，请画出铝球和铜球内部空心部分的大致结构。

20．2016 年 1 月，申城遭遇“最冷一周”，最低气温约为-8℃，如图

12所示，是一只温度计的局部示意图，请用笔将细管内的水银部分涂黑。

甲 乙图 8

图 9

图 11图 10

1

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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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题

21．对质量为 200 克的铜块加热，铜块的温度从 20℃升高到 70℃。求：（1）铜块升高的

温度△t。
（2）铜块吸收的热量Q 吸。［c 铜=0.39×103焦/（千克·℃）］

22．如图 13所示，在轻质杠杆OB的 B端挂一个重为 100 牛的物体，OA为 0.4 米，AB

为 0.2 米。若使杠杆能在水平位置保持静止，求：作用在 A点最小力 F的大小及方向。

23．如图 14 所示，举重运动员在 1秒内将 1500 牛的杠铃匀速举高了 2米，试求：

（1）运动员上举过程中对杠铃做的功为多少？

（2）运动员上举过程中的功率为多少？

（3）运动员举起杠铃后在 2秒内向前走动 1米，运动员对杠铃又做

了多少功？

24．在一个溢水杯中装满水，杯和水的总质量为 0.6 千克；将一实心金属球浸没到杯内水

中，测得杯中共溢出 2×10-4米 3水，这时杯、剩余水及金属球的总质量为 1.2 千克。求：

（1）杯中溢出水的质量。（2）金属球的质量和体积。（3）金属球的密度。

五、实验题

25．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实验中。挂上钩码后，杠杆的状态如图 15所示，该装置

（选填“是”或“不是”）处于平衡状态。此时可以通过调节

，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目的是为了 。

实验中，小明和小华先做了第一次实验，方法是：先确定动力 F1=2.0 牛，动力臂 L1=0.2

图 12

图 13

O

G

BA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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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阻力 F2=4.0 牛，此时小华认为 L2的位置应通过杠杆平衡条件的公式计算得到，而小明

认为 L2的位置应通过移动另一组钩码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时从杠杆上读出。你认为

（填“小明”或“小华”或“两者”）的想法是正确的。

如图 16 所示，双手用力使塑料尺弯曲，此时塑料尺具有 能；释放右手使塑料尺

弹击橡皮，被弹出的橡皮具有 能。

26．在“探究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关系”实验中，某同学填写的实验报告（部分）如下，

请完成空格处的内容。

实验名称 ××××××

：探究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关系

实验器材：天平、 、烧杯、甲、乙

两种不同液体

实验步骤：……………

实验数据：……………

数据处理：将表格中记录的数据画成图中的m—V
图像。

实验结论：（1）分析m—V图中的甲或乙直线上质量与体积变化的倍数关系，可以

归纳出的初步结论是 。

（2）分析m—V图中相同体积的的甲、乙不同液体的质量关系，可以归

纳出的初步结论是 。

27．小李和小崔同学选用托盘天平（带砝码）、量筒和烧杯等实验器材测量食用油的密度，

他们设计的实验方案如下表。

小李的方案 小崔的方案

1．用调节好的天平测出空烧杯的质量m1；

2．向烧杯中倒入一些食用油，测出烧杯和油

的总质量m2，则这些食用油的质量

m＝ ；

3．再将烧杯中的食用油倒入量筒中，测出

食用油的体积 V；

4．计算出食用油的密度ρ。

1．将天平置于水平实验桌上，立即调节平衡

螺母，使横梁平衡；

2．用天平测出装有适量食用油的烧杯的总质

量m1；

3．将烧杯中的一部分食用油倒入量筒中，记

录量筒内食用油的体积 V；

4．测出烧杯及剩余食用油的总质量m2；

5．计算出食用油的密度ρ＝ 。

图 15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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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完成上述两个方案中空白处的填空。

② 交流方案时，发现小崔的方案中有一处错误，请你帮助指出并更正： 。

③ 更正错误后，比较两个方案，你认为 方案测得的密度ρ会偏大，理由

是 。

28．某小组同学通过实验探究物质吸收热量的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他们用相同的酒精灯

对一定质量的水进行加热，并测出水升高的温度和相应的加热时间，实验结果如表一所示。

然后他们改变水的质量继续进行探究，水升高的温度和相应的加热时间结果如表二、表三所

示。（设水在相等时间内吸收的热量相等）

（1）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1、2、3 或 4、5、6或 7、8、9中的相关实验数据，可得出的初

步结论是：质量相等的同种物质， 。

（2）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中相关实验数据，可以得出的初

步结论是：质量不等的同种物质，升高相同的温度，质量越大，吸收的热量越多。

（3）进一步综合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1、4或 2、5或 3、6 中的相关实验数据，可得：同种

物质，当 ，吸收的热量相等。

（4）为了结论更具有普遍性，小张认为还需进一步进行实验，请在表四中填入拟进行实验

的数据，以完成他的研究目的。

第十七讲 八年级物理期末复习二

一、单项选择题

1．以下说法中合理的是（ ）

A．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一定为 0℃ B．人的正常体温一定为 37℃

C．人体感到舒适的室温约为 18℃ D．上海盛夏中午的室外温度约为 25℃

2．将一块橡皮泥截成大小不同的两块，则这两块橡皮泥（ ）

实验

序号

升高温度

（℃）

加热时间

（分钟）

4 /
5 /
6 /

表一 100克水 表二 200克水 表三 500克水

实验

序号

升高温度

（℃）

加热时间

（分钟）

1 5 1

2 10 2

3 15 3

实验

序号

升高温度

（℃）

加热时间

（分钟）

4 2.5 1

5 5 2

6 7.5 3

实验

序号

升高温度

（℃）

加热时间

（分钟）

7 5 5

8 10 10

9 15 15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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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质量相等 B．密度相等 C．重力相等 D．体积相等

3．如图 1 所示，属于费力杠杆的是( )

4．一间 15 米
2
房间内的空气质量约为( )

A．1.5 千克 B．15 千克 C．60 千克 D．600 千克

5．房间内只要有一人吸烟，一会儿房间里就会烟雾缭绕充满烟味，这表明（ ）

A．分子的体积发生了变化 B．分子之间有引力

C．分子在不停地运动 D．分子之间有斥力

6．四冲程热机工作过程中，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的是（ ）

A．吸气冲程 B．压缩冲程 C．做功冲程 D．排气冲程

7．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功率大的机器做功一定比功率小的机器多

B．一个物体可以既有动能又有势能

C．静止在屋顶的瓦片没有机械能

D．功率大的机器具有的机械能多

8．如图 2所示，O为杠杆 AB的支点，A端挂一重物

G，图中能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的最小的拉力是（ ）

A．F1 B．F2 C．F3 D．F4

9．质量和初温相等的铁块和铜块，放出了相等的热量后（已知 C 铁＞C 铜），则下列说法

中正确的是（ ）

A．铁块和铜块的末温相等 B．铜块的末温高

C．铁块的温度降低得多 D．铜块的温度降低得多

10．如图 3（a）所示，把凉牛奶放在热水中

加热，经一段时间后，它们的温度随时间变化

的图像如图 3（b）所示，（已知 C 水＞C 牛奶），

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牛奶的温度变化一定比水小

B．牛奶温度变化可能比水慢

C．牛奶的质量一定比水大 D．牛奶的质量可能比水小

二、填空题

11．煤油的比热容是 2.1×103焦/（千克·℃），单位读作： ，它表

F4

F2F3

F1

O
• BA

G
图 2

牛奶
水

图 3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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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b）（a）阳光照射，企鹅变暖

示： ，若将 1千克的煤油倒去一半，剩下煤油的比热容是 焦/(千克·℃)。

2千克的煤油温度升高 50℃，需吸收的热量为 焦。

12．质量为 27千克的水，体积是 米
3
，当它全部结成冰后，质量为 千克，冰

的体积是 米
3
。（冰的密度为 0.9×10

3
千克／米

3
）

13．如图 4所示，用轻质杆提重力为 G的重物，此时手对细线的拉力 F 物体的重

力 G（选填“小于”、“等于”或“大于”）；保持图中细线位置和用力方向不变，将重物逐渐

水平移至 A点的过程中，为使杠杆水平平衡，则手对细线的拉力 F将 （选填“变小”、

“不变”或“变大”）；若图中 OB＝3/4OA，当重物挂在 A点时，则 F＝ 。

14．改变内能有两种方式，在图 5中，能说明做功改变物体内能的是图 ，（选

填“a”或“b”），其实质是内能与其他形式的能 的过程；说明热传递改变物体内

能的是图 （选填“a”或“b”），其实质是物体间内能 的过程。

15．甲、乙两辆汽车在水平公路上行驶，它们的牵引力 F 甲∶F 乙＝3∶1，速度 v 甲∶v 乙

＝4∶1，则在相等时间内牵引力做的功 W 甲∶W 乙＝ ，甲车的质量为 200千克，甲

车的重力在单位时间做功为 。

16．质量相等的甲、乙两车上坡，它们的 s—t图像如图 6（a）和（b）所示。 车

的动能大。甲在上坡过程中，其重力势能 ；动能 （均选填“增大”、“不变”

或“减小”）。

17．如图 7 所示，粗细相同、长度不同的甲、乙两试管内分别装有质量和高度都相同

的 A、B两种液体，则两液体的密度大小关系为ρA ρB（选填“大于”、“小于” 或“等

于”）；若甲、乙试管长度比为 5︰4，保持图 7 中试管位置不变，当甲中装满酒精时，乙中

一定 （“能 ”、“不能”）装满相同质量的水。

18．某校初三同学在做重力势能相关实验的时候，发现自由下落的弹性小球碰撞地面

后反弹上升的最大高度总小于原来下落的高度，这说明弹性小球在碰撞地面过程中有机械能

损失。为了探究自由下落的弹性小球在碰撞地面过程中损失的机械能的大小∆E 与哪些因素

有关，他们分别让同一弹性小球从某一高度自由下落碰撞地面，通过测量该弹性小球下落高

度与反弹上升的最大高度的差值∆h，来比较损失的机械能的大小∆E，实验过程如图 8（a）、

图 7

图 4

B

122 4 6 8 100

1.2
2.
3.6

甲车

61 2 3 4 50

0.9
1.8
2.7
3.6

t/秒

乙车s/米

s/

（a） （b）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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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和（c）所示（∆h3＜∆h1＜∆

h2）。请仔细观察图 8 中的现象和

测量结果，并分析归纳得出初步结

论。

1 分析比较图 8 中的（a）

和（b）两图可知：自由

下落的同一弹性小球碰

撞 同 种 材 料 的 地 面 ， 下 落 高 度 较 大

时， 。

②分析比较图 8中的（b）和（c）两图可知： 。

三、作图题

19．如图 9所示，是一只温度计的局部示意图，当温度为零下 2℃，请用笔将细管内的

水银部分涂黑。

20．为使杠杆水平位置平衡，请在图 10中A点画出最小的动力 F1，及阻力对应的力臂 l2。

21．图 11为三个相同容器，分别倒入质量相等的水、酒精、盐水（ρ盐水＞ρ水＞ρ酒精），

请在图中画出酒精和盐水大致的液面位置。

图 9 图 10 图 11

四、计算题

22．质量为 2 千克的某种金属，温度升高 40℃时，吸收的热量为 7.2×104焦，求这种

金属的比热容 C。

23．重力为 50牛的物体在大小为 10牛的水平拉力作用下，以 10厘米/秒的速度沿水平

地面匀速前进。

① 求拉力所做的功率 P。

② 当克服摩擦力做功为 400焦，求物体在水平面移动的时间 t。

24．在测定某液体密度时，某同学分三次测出了容器和液体的总质量，以及对应的液体体

积，数据记录如下表：

请根据表格中的数据求：

图

（a） （b） （c）
木材 木材 大

理石 t/秒

∆h3∆h2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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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① 液体的密度ρ；

② 容器的质量 0m ；

③ 表中的 'm

五、实验题

25．在 “探究杠杆平衡条件”实验中，当杠杆所处于如图 12（a）所示状态时，应调节

（选填“平衡螺母”或“钩码”）向 移动。如图 12（b）是研究液体吸收的热量

是否与液体的种类有关的实验，实验器材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烧杯、温度计和酒精灯等，两种

液体为水和煤油，请指出图中一处错误的地方 。两种液体吸收的热量的多少用

来间接反映。

26．在“探究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关系”实验中，小华填写的实验报告（部分）如下，请完

成空格处的内容，并填写数据表格的栏目。

27．某同学为了研究影响从斜面顶端下滑到底端速度的因素。

他选用一块长 L =10m 的光滑木板当斜面，让不同质量的小球从斜

面顶端从静止开始自由下滑，如图 13 所示。改变斜面与水平面的

夹角θ，记下小球到达底端时的速度 v，计算出斜面高度 H 和小球

 实验名称 ××××××

：探究物质的质量与体积的关系

实验器材： 、量筒、烧杯、 、三个不同体积的某金属小球。

实验数据：某金属小球

实验序号

1 / / /
2 / / /
3 / / /

………………
实验结论：同种物质，质量与体积成正比。

………………

图 12（a）
图 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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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底端时的速度的平方记入表格的最后两列。

表一（m=1kg） 表二（m=2kg）

1 小球从顶端到达底端的过程中， 能转化为 能。

2 分析实验序号 1~4 或 5~8 的第二列和第三列数据及相关条件，可得出初步结论：

同一小球从同一斜面的顶端自由下滑 。

3 分析比较 1与 5（2与 6 或 3与 7或 4与 8）的数据及相关条件，可知：小球达到

底端的速度与质量 （选填“有关”或“无关”）。

4 进一步比较表一或表二中 的数据及相关条件，可知：同一小球

在同一斜面自由下滑到底端的 与小球在斜面顶端的高度的比值是一个定值。

28．为了探究滑轮在不同工作情况时的使用特点，某小组同学利用不同的滑轮将重为

10牛的物体匀速提起，滑轮的工作情况和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

实验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滑轮工作

情况

定滑轮 动滑轮

滑轮重力

（牛）
1 1 1 1 2 3 3 3 3

拉力（牛） 10 10 10 5.5 6.0 6.5 7.2 7.7 8.0

1 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1、2和 3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使用定滑轮匀速提升重物时，

。

2 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使用动滑轮匀速提升同一重物

时，滑轮的重力越大，拉力越大。

3 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6、7、8和 9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

4 依据 4、5、6可推断使用动滑轮竖直向上匀速提升重物时拉力 F与物重 G1及滑轮

的重 G2的关系表达式： 。

序号 θ v (m/s) H(m) v2(m2/s2)

5 30° 10 5 100
6 45° 11.89 7.07 141.4
7 60° 13.15 8.66 173
8 90° 14.14 10 200

序号 θ v (m/s) H(m) v2(m2/s2)

1 30° 10 5 100
2 45° 11.89 7.07 141.4
3 60° 13.15 8.66 173

4 90° 14.14 10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