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春季班初三物理学案答案 

第四讲 热和内能 

〖基础练习〗 

1．冷热程度，摄氏度，温度计，冰水混合物，标准大气压下沸水。2.大量；不停地无规则；相互作

用力。3.热传递；能量；焦；质量；物质种类；温度变化。4.单位质量；1℃吸收或放出；特性；物

质种类；焦/（千克·℃）。5.动能；势能；温度；体积；热传递；做功。6.吸气；压缩；做功；排气；

压缩；向上；做功；向下。 

〖典型例题辅导与练习〗 

1.-20～100；1；先下降再上升；玻璃泡和被测物体之间的热传递结束。2.大量；不停地无规则；扩

散；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3.分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4.热传递；做功；等效。5.B。6.（1）质量

相同、液体不同。（2）在单位时间内吸收的热量相同。（3）升高的温度相同；吸热多少。7.（1）不

同。（2）质量相同的同种液体，放出的热量与降低的温度成正比。（3）质量不同的同种液体，降低

相同的温度，质量越大放出的热量就越多。（4）同种物质，放出的热量与质量、降低的温度的乘积

的比值是一个定值。8. （1）质量不同的同种液体，升高相同的温度，吸收的热量与质量成正比。（2）

1 与 4、2 与 5 或 3 与 6。（3）同种物质，吸收的热量与质量、升高的温度的乘积的比值是一个定值；

不同物质，吸收的热量与质量、升高的温度的乘积的比值是不同的。9.（1）质量不同的水，升高相

同的温度，质量越大，吸收的热量就越多。（2）质量相同的不同物质，升高相同的温度，吸收的热

量不同。10.A。 

〖提高训练〗 

1.C。2.作用力；做功；温度越高，分子的无规则运动越快。3.相同；铝。4.（1）不相等；分子在不

断地做无规则的运动，各处分子撞击的程度不一样；（2）C。5.（1）质量；无规则运动。（2）B.（3）

温度。6.（1）1.600；体积随温度升高而增大。与乙相比，在变化相同温度，甲体积变化量更大，现

象会更明显；与丙相比，甲在温度变化时体积变化更均匀。 

第五讲  压强专题复习 

〖实验辅导〗 

1.体积不同的相同物质，体积和质量；质量；不同。同一；减小误差。2.（1）U 形管压强计。（2）

A 和 D。（3）A 和 B 或 C 和 D；U 形管两边的液面高度差。（4）在同种液体中应该保持深度相同，

改变方向。3.（1）浮力。（2）排开液体的体积。（3）F1－F2；ρ 液（V2－V1）g。（4）需要。4.（1）

F1－F2=ρ 液（V2－V1）g。（2）溢口有水溢出最终不溢出；小烧杯；F1－F2=m 水g。 

〖压强变化分析训练〗 

1．A。2．D。3．B。4．A。 

〖压强计算练习〗 

1．（1）0.2 米。（2）5×10
- 3

 米 3。（3）2:1。2.（1）2940 帕。（2）1764 帕。（3）3000 千克/米 3。 

3.（1）2 千克。（2）0.4 米（3）4000 千克/米 3。4.（1）2156 帕。（2）0.001 米 3。（3）①1960 帕。

②溢出。理由：放入后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强应该增加 Δp=ρ 水gΔh=1000×9.8×1×10
- 3

 米 3
/0.01 米 2



=980 帕，而实际增加 490 帕；1960 帕。5.（1）漂浮；（2）小于。（3）将物体放入装有液体的柱形

容器中，物体沉底时，如果 V 物相同，则（Δp 地-Δp 液）随 ρ 物增大而增大；将物体放入装有液体的

柱形容器中，物体沉底时，如果 ρ 物相同，则（Δp 地-Δp 液）与 V 物成正比。 

第六讲  电路复习 

〖基本概念〗 

1.定向移动；1 秒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为 0.2 库，12 库；不一定。2.电压；220；1.5；不一定；

一定。3.伏特；欧姆。4.阻碍；长度、横截面积、材料。5.（1）电压；电阻；电流。（2）材料、长

度一定时，横截面积越小，电阻越大。6.小，相当于增加了横截面积。7。等于；5；2；5:2；等于；

7:2。8.6；10；10；0.9。9. 断开；闭合；2:15。 

〖电路的动态分析方法梳理〗 

1.（1）变大。（2）不变；（3）V 和 V2；不变；不变。（4）变小。（5）V2；（6）相同；相反。（7）

小于；小于。2.（1）V、A1。（2）A 和 A2。（3）A1；A2、A。（4）A2、A。（5）变大。（6）大。（7）

A2、A。（8）大于。3.等于；4；A2、V；0.6。4.4；0.2；6。 

〖电路的故障分析梳理〗 

1.（1）R2 断路。（2）R2 短路。（3）R1 短路或 R1 断路；一定；若电流表示数变大、电压表示数变小

R1 断路；若电流表示数变小、电压表示数变大 R1短路。（4）R1 短路或 R1断路或 R2断路；若电流表

示数变大、电压表示数变小 R1 断路；若电流表示数变小、电压表示数变大 R1 短路；若电流表示数

不变、电压表示数不变 R2 断路。2.B。3.（1）R1 短路或 R1 断路或 R2 断路；（2）若小灯发光电压表

示数为 3 伏，R2 断路；若小灯发光电压表示数为 6 伏，R1 短路；若小灯不发光电压表示数为 0 伏，

R1 断路。4.（1）L 断路。（2）若 L 也发光，R 断路；若 L 不发光，L 短路。5.（1）R1断路或 R2 断路。

（2）电流表 A 示数不变、电压表 V 变小，则 R1断路；电流表 A 示数不变、电压表 V 不变，则 R2

断路。6. R1 短路或 R2 断路；（1）R1 短路。（2）若电压表 V 变小，则 R1 短路；电压表 V 不变，则

R2 断路。7.（1）R1 断路或 R2 断路或 R1、R2 均断路。（2）R2 断路。（3）R1 断路。8.（1）R2 短路且

R3 断路。（2）R2断路或 R2、R3均断路。 

第七讲  电路计算和实验复习 

〖电路计算分析〗 

1.（1）16 欧。（2）50 焦。（3）R1；14 欧或 80 欧。2.（1）5.4 伏。（2）R2；15 欧。3.（1）①6 伏。

②3 瓦。（2）12；0.625 安。4.（1）9 伏；（2）15 瓦。

（3）干路；1.2 安。5.（1）①8 伏；②6.4 瓦。（2）

“bc”；10 欧；12 伏；填写如表。 

6.（1）0.5 安；（2）①因为干路电流 I＞0.5 安；电路

中的总电阻小于 30 欧；所以是并联。②I=0.8 安，I2=0.8 安-0.5 安=0.3 安，R2=50 欧＞20 欧。所以

序号 1 错误。③5 欧。7.（1）10 伏。100 焦。（2）12 伏；20 欧。 

〖电路实验分析〗 

1.（1）0.6 安；小灯不发光，I＜I 额=0.2 安。（2）4.5 伏。（3）0.76 瓦。 

2.（1） 50Ω 1A。（2）2.5 伏。（3）0.55 瓦。 

滑片的位置 右端 左端 中点 

电流表 A 的示数（A） 0.4 1.2 0.6 

电压表 V 的示数（V） 8 0 6 



3.（1）电压表在滑动变阻器两端。（2）电压表示数为 3.5 伏时，小灯正常发光。（3）B。（4）0.55

瓦。 

4.（1）电压表并联在滑动变阻器两端。（2）电流。（3）10.7。（4）6；50。 

第九讲 

1：B 

2：C 

3：大小相同、竖直、B、确定像的位置 

4：平面镜、位置、大小、平面镜成的是虚像 

5：略 

6：D 

7：靠近、0.5、不变、1 

8：C 

9：B 

10：D 

11：同一高度、30、缩小、变大 

12：30、幻灯机、20、小于 

13：高度、中央、60~70、清晰 

14：C 

15：D 

16：实验器材、光具座、焦距、同一高度、光屏 

17：C 

18：A 

19：B 

20：C 

21：A 

提高训练：（1）同一凸透镜成实像时，像距 v 随物距 u 的增大而减小（2）物屏距离 L、第一次成像

的物距是第二次成像的像距（3）物屏距离 L 大于凸透镜四倍焦距 

 

第十讲 

1：B 

2：C 

3：C 

4：A 

5：B 

6：D 

7：B 



8：B 

9：B 

10：A 

11：①FA=GA=20N 

②pB=FB/S B=60N/(0.3m)2=666.67Pa 

③ρA：ρB=mA/vA:mB/vB=GA/vA: GB/vB=20N/(0.2m)3:60N/(0.3m)3=9:8 

当 A、B 两者放入物体 C、D 后对地面的压强相等时，则：ρAg（h+0.2m）=ρBg（h+0.3m）， 

解得：h=0.6m，即此时 pA′=pB′； 

当 0＜h＜0.6m 时 pA′＜pB′； 

当 h＞0.6m 时 pA′＞pB′． 

提高训练： 

1：（1）ρ＝m /V   ＝6 千克/（0.1 米）3  ＝6×103千克/米 3                               

（2） p＝F /S ＝ρhg     ＝4×103千克/米 3×0.2 米×9.8 牛/千克    ＝7.84×103帕                        

（3）p 甲’＝p 乙’ 

 F /S 甲’= F /S 乙’    

  G 甲/（a 甲－L）a 甲＝G 乙/（a 乙－L）a 乙    

L＝0.04 米  

2：（1）mA=ρAVA=2×103kg/m3×（0.2m）3=16kg 

（2）FB=GB=mBg=1kg×9.8N/kg=9.8N，pB=FBSB=9.8N(0.1m)2=980Pa 

（3）若 pA’=pB ’则[（1-n）GA+nGB]/[(1-n)SA]= [（1-n）GB+nGA] /[(1-n)SB]代入得 n=0.16 

若 pA'＞pB'则     0＜n＜0.16  

若 pA'=pB'则  n=0.16 

若 pA'＜pB'则  0.16＜n＜1 

3：①m＝ρV  ＝0.5×103千克/米 3×1×10－3米 3＝0.5 千克  

②F＝G＝mg＝0.5 千克×9.8 牛/千克＝4.9 牛 

p＝F/S  ＝4.9 牛/（1×10－2米 2）＝490 帕  

③Ⅰ（1）能。  

Ⅱ（2）由于截取部分对剩余部分的压力和受力面积均为水平面受到压力和受力面积的一半，所以满足了上述要求。 

4：①V 甲=5 千克÷（5×10³千克/米³）=0.001 米³ 

②F 甲=m 甲*g=5 千克×10 牛/千克=50 牛 



③（a)0.05 米(b)底面积：S 甲′=5 千克÷（5×10³千克/米³）÷0.1 米=0.01 米²S 乙′=15 千克÷（5×10³千克/

米³）÷0.1 米=0.03 米²压强：p 甲′=（5+15)/2 千克×10 牛/千克÷0.01 米²=1000 牛/米²p 乙′=（5+15)/2

千克×10 牛/千克÷0.03 米²=1000/3 牛/米²∴p 甲′：p 乙′=3∶1 

第十一讲 

1：① F 甲＝G 甲＝m 甲 g＝4 千克×9.8 牛/千克＝39.2 牛 

② p 水＝ρ 水 gh 

＝1.0×10
3千克/米 3

×9.8 牛/千克×0.2 米 

     ＝1960帕 

③ 若水没有溢出，p 乙＝F/S＝G 总/S 乙＝（G 水+ G 甲）/S 乙 

＝（m 水 g+ m 甲 g）/S 乙＝ρ 水 gh+ m 甲 g/S 乙 

＝1.0×10
3千克/米 3

×9.8 牛/千克×0.2 米+ 

4 牛×9.8 牛/千克/（2×10
2米 2） 

＝3920帕 

p 乙2940帕    所以有水溢出 

2：①m 水＝ρ水V 水＝1×103kg/m3×2×10-2m2×0.2m＝4kg              

 

②p 水＝ρgh=1×103kg/m3×9.8N/kg×0.2m=1960Pa                

 

③ V 水=S 乙 △h =2×10-2m2×（0.25m-0.2m）=10-3m3 

                    h=0.1m                              

p 液＝1.5△p 水 

                                                        

                                                         

                                                                                

3：（1）m 水＝水 V 水＝1.0×103 千克/米 3×4×10
-3
米

3
＝4千克  

（2）p 容＝F 容/s 容＝G 水/s 容＝m 水g/s 容 

＝（4 千克×9.8 牛/千克）/1×10
-2
米

2
＝3920 帕 

（3）∆p 水= 水gV 球/s 容 

 ∆p 木=球gV 球/s 木 

∆p 水：∆p 木=5:3 

  水gV 球/s 容 ：球gV 球/s 木=5:3 

球＝1.2×10
3
千克/米

3 

4：①F 容=G 总=20 牛  

p 容=
 容

 容

=
  牛

    - 米  =1000 帕  

水水液液 hρ5.1hρ  gg

mm 05.09.8N/kgmkg/ 105.11.09.8N/kgρ 33 液

33 mkg/ 1075.0ρ 液



②p 水=ρ 水 gh 水=1.0×103 千克/米 3×9.8 牛/千克×0.3 米=2940 帕  

③Δ p 水=p'水-p 水 0=2940 帕-1960 帕=980 帕 

Δ p 液=p'液-p 液 0=2352 帕-1568 帕=784 帕  

   
  水

  容

=
ρ 水   水

ρ 液   液

=
ρ 水

 球

 容

ρ 液

 球

 容

=
ρ 水

ρ 液

=
   帕

   帕
  

ρ 液=0.8ρ 水=0.8×103千克/米 3 

5：（1）m 水＝ρ 水 V 水＝1×103千克/米 3×2×10-2米 2 ×0.3 米 

                 ＝ 6 千克                         

（2）p 水＝ρ 水 gh 水＝1×103千克/米 3×9.8 牛/千克×0.3 米 

                ＝2.94×103 帕                     

（3）由于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强变化量Δ p 水＝0， 

所以小球浸没后，容器中的水溢出                 

Δ p 容＝Δ F/S 容 

＝(G 球－G 溢)/S 容 

＝(ρ 球 Vg－ρ 水 Vg) /S 容 

ρ 球＝Δ p 容 S 容/Vg +ρ 水                         

＝980 帕×2×10-2米 2/1×10-3 米 3×9.8 牛/千克 

+1×103 千克/米 3                         

          ρ 球＝3×103 千克/米 3   

6 ： ①  P 水 ＝ ρ gh ＝ 1.0×103 千 克 / 米 3 × 9.8 牛 / 千 克 × 0.2 米 ＝ 1960 帕                                                                                

②                                                    

③ 因为水不溢出，所以 

地面所受压力的增加量Δ F 地＝G 柱＝m 柱g， 

圆柱形容器底所受液体压力的增加量Δ F 底＝G 排水＝m 排g， 

Δ p 容＝Δ p 水，底面积 S 容相同，所以 

Δ F 地＝Δ F 底，                                        

m 柱＝m 排水＝ρ水Δ hS 容 

＝1.0×103千克/米 3×0.1米×0.02米 2＝2千克 

第十二讲 

1：B 

2：C 

3：C 

4：D 

5：C 

6：A 

帕
米

牛牛
2460

0.02

1039.2
2





S

G

S

F
P



7：A 

8：（1）R1 断路、R1 短路（2）A（3）1:2 

9：电流表 A 示数不变，则①R1 断路； ② R2 断路。 电流表 A 示数变大，则 R1短路 

10：若 L’不发光，则 R 断路。若 L’ 发光，则①L 断路； ② L 短路 

11：①R2 短路 

② 1、电流表示数为 0，电压表示数为 0，则 R1 断路。 2、电流表示数为 U/R0，电压表示数为 U，

则 R1 短路。 3、电流表示数为 0，电压表示数为 U，则 R2 断路。 

12：电流表、电压表的示数同时变小，则 L 断路。电流表、电压表的示数同时变大，则 L 短路。  

13：（1）0（2）两电压表的示数均为 U ，则 R 断路。 两电压表的示数均为 0，则 R 短路。 

14：（1）变小且不为 0 （2）示数发生变化的是电流表 A，故障为 R2 短路 

15：大于 0、U、电流表示数为 0，电压表示数为 U，则 R 断路。电流表示数为 0，电压表示数为 0，

则 L 断路。 

提高训练 

1：B 

2：D 

第十三讲 

【基础训练】 

1：①I1＝
U 1

R1
 ＝

3伏

10欧
＝0.3 安                                           3 分 

② I2= I1=
U 1

R1
 ＝

2伏

10欧
＝0.2 安      I2＇= I1＇=

U 1＇

R1
 ＝

4伏

10欧
＝0.4 安 

p2=p2＇  U2I=U2＇I＇ 

（U－2 伏）×0.2 安= （U－4 伏）×0.4 安       

U＝6 伏                                                         2 分 

当 R1 两端的电压为 2 伏时 

U2=6 伏－2 伏=4 伏  R1＝
U 2

I1
 ＝

4伏
0.2安

 ＝20 欧                          2 分 

当 R1 两端的电压为 4 伏时 

U2=6 伏－4 伏=2 伏  R1＝
U 2

I1
 ＝

2伏
0.4安

 ＝5 欧                           2 分 

2： 

① “  欧、2 安”；                                       1 分 

R1。                                              1 分                            

②R1=U1/I1=4 伏/0.8 安=5 欧                              1 分     

U2＝I2×R2＝0.8 安×10 欧＝8 伏                           1 分 

U＝U1+U2＝4 伏+8 伏＝12 伏                            1 分 

③ I1 最 大 ＝  I 最 大＝ U/R1=12 伏/5 欧=2.4 安>2 安        1 分 



∴I1 最 大＝ 2 安  

P1 最大值=U1 最大 I1 最 大 =（5 欧×2 安）×2 安＝20 瓦         2 分  

3： 

⑴∵闭合电键，R1 与 R2 串联，  ∴I1＝I2＝I＝0.4 安，  

∴U1＝I1×R1＝0.4×10 欧＝4 伏                  （1 分） 

∴U＝U1+U2＝4 伏+6 伏＝10 伏                 （2 分） 

（2）R2＝U2/I2＝6 伏/0.4 安＝15 欧；                （2 分） 

（3）若用 R0替换 R1， 

则 U2′＝
20

2

RR

R


 U＝

安）0.4/伏6（

安4.0/伏6

0 R
×10 伏＝2 伏 

∴R0＝60 欧   ∴P0＝U0×I0＝(U-U2′) ×
0

2 )(

R

UU



＝1.07 瓦 

若用 R0替换 R2， 

则 U2′＝
01

0

RR

R


 U＝

0

0

欧10 R

R


×10 伏＝2 伏 

∴R0＝2.5 欧  ∴P0＝U0×I0＝U2′×
0

2

R

U


＝2 伏×
欧2.5

伏2
＝1.6 瓦     （共计 4 分） 

4： 

（1）U1＝I1 R1＝0.5 安 1́0 欧＝5 伏                   

公式，代入、答案各 1 分 

（2）(U2＝U－U1＝9 伏－5 伏＝4 伏)     

R2＝U2/ I2＝(U－U1)/ I2＝4 伏/0.5 安＝8 欧      

公式、代入、答案各 1 分           

（3）P=UI=9 伏 0́.5 安=4.5 瓦 

    P’=4.5瓦+0.9 瓦=5.4 瓦 



    R’=U2/P’=（9 伏）2/5.4 瓦=15 欧   1 分     

    如替换 R1，R0=7 欧             1 分 

    如替换 R2，R0=5 欧             1 分 

说明：在计算中，有关单位错写、漏写，总扣 1 分。 

                        

5： 

（1）U1= U- U2=6 伏-2 伏=4 伏 

I1=U1/R1=4 伏/10 欧=0.4 安 

（2）R2=U2/I2=2 伏/0.4 安=5 欧 

（3）U 最大=U 最大-U 最小=5 伏-1 伏=4 伏 

 

 

:6： 

① U1＝R1I＝10 欧×0.2 安＝2 伏       

② W1＝U1It＝2 伏×0.2 安×10 秒＝4 焦             

③P1/P2＝U1I/U2I＝U1/U2＝R1/R2 

为使 P1/P2 最大，即 R1/R2 最大，∵R1 阻值不变，∴R2 要最小 

R2min＝Rmin－R1＝U/Imax－R1＝12 伏/1 安－10 欧＝2 欧  

7： 

 
① I=U/ R1=9 伏/ 50 欧=0.18 安                       2 分 

② （a）情况一：电阻 R2与变阻器 R1 串联             

R′=U/I′= 伏/0.3 安=30 欧                        

R1′= R′-R2=30 欧-10 欧=20 欧                     3 分 

情况二：电阻 R2 与变阻器 R1 并联，电流表测 R1的电流 

R1′′=U/I1′= 伏/0.3 安=30 欧                      2 分 

情况三：电阻 R2 与变阻器 R1 并联，电流表测干路电流，不合题意，舍去。 



（b）若电阻 R2 与变阻器 R1 串联，电流可达最小 

Im i n=U/ Rm a x=9 伏/（50 欧+10 欧） =0.15 安             1 分 

  若电阻 R2 与变阻器 R1并联，电流表测 R1 的电流，电流可达最大为 2 安            1 分 

小明计算表中的最小电流为 0.15 安正确，最大电流为 2.9 安错误             1 分
 

 

【提高训练】 

1：①a.   
 

 
 

  伏

   安
   欧                                           2 分 

  b.               伏  安    瓦                             3 分 

 

②解法一，假设：它们的连接方式为串联 

U＝ 
串   

       串      

U＝ 
串   

＇
       串   

＇
      

U＝1.5 安×     +1.5 安×10 欧 

  U＝1 安×     +1 安×20 欧                                        1 分 

       ＝10    U＝30 伏                                          2 分 

I1max＝2 安                                                    1 分 

  解法二，假设：它们的连接方式为并联 

  
 

  
 

 

     
  

并   
 

  
 

  
 

 

     
  ＇

并   
 

  
 

  欧
 

 

     
    安 

  
 

  欧
 

 

     
  安                                                1 分 

  U＝10 伏            欧                                        2 分 

  I1max＝I 并 max－I2=2 安－1 安=1 安                                    1 分 

（或者 I1max＝I＇并 max－I3=1.5 安－0.5 安=1 安） 

（只要做出其中的一种假设并计算相应参数即可得满分） 

第十五讲 

〖答案〗 

1. 断开；B；0.2A；20 欧；A、C 

 

2. 见表 

 

实验 

序号 

电压 Ux 

（伏） 

电流 Ix 

（安） 

电阻 Rx 

（欧） 

电阻 Rx 平均值 

（欧） 

1 2 0.2 10.0 

10.2 2 4.5 0.44 10.2 

3 6 0.58 10.3 

 



 

 

3. ①甲；（乙） 

6 伏。（12 伏） 

②（注：②题答案随①题而变） 

 

 

 

 

 

 

 

 

 

 

 

③他们进行合作，共三组数据，符合实验要求。 

Rx1＝U 1/ I 1＝2.0 伏/0.2 安＝10.0 欧 

Rx2＝U 2/ I 2＝10.7 欧 

Rx3＝U 3/ I 3＝10.0 欧 

Rx＝（Rx1＋Rx2＋Rx3）/310.2 欧 

4. 接入电路的最大阻值为 20 欧，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 1 安。   

Rx=△U/△I=(6伏-4.5伏)/0.29安=5.17欧 

若电压表并在未知电阻两端，则 I=U 大/Rx=6 伏/5.17 欧=1.16 安>1

安   

∴电压表并在滑动变阻器两端 

5. ①B；ef； 

②3；根据电流表示数变大时电压表示数变小，可以推断电压表接在滑动变阻器两端；根据图（a）

（b）表示数和实验序号 1 的数据，可以推断出电源电压是 6 伏；因此当滑动变组器的电压为 2V，

小灯恰好达到 4 伏的额定电压。 

6. P=UI； 

当观察到电流表的示数为 0.2 安时，小灯正常发光； 

表一：小华的实验记录 

实验 

序号 

电压表示数 

（伏） 

电流表示数 

（安） 

1   

2 6.0 0.56 

3   

表二：小明的实验记录 

实验 

序号 

电压表示数 

（伏） 

电流表示数 

（安） 

1   

2 12.0 1.20 

3   

物理量 

实验序号 

电压 Ux 

（伏） 

电流 Ix 

（安） 

1 1.5 0.3 

2 3 0.59 

3 4.9 1 



U=U 灯+U 滑=1.0 伏+0.1 安×50 欧=6 伏 

U 额=U—U 滑=6 伏—2.5 伏=3.5 伏 

P 额=U 额 I 额=3.5 伏×0.2 安=0.7 瓦 

7. 0.30；6；3.8V；    1.14。 

8. 略；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过小，以至于电路中的电流最小值大于 0.2 安。0.6；0.7。 

第十六讲 

〖答案〗 

1. 量程、“+”、力、零刻度线 

2. 平衡状态、大小、2、等于 

3. 实验器材。ρ ＝m/ V。部分。装有剩余盐水的烧杯。 

4. 弹簧测力计 F2- F3= F4- F1 重力 A 

5. 实验目的；  刻度尺； 竖直； 虚像。 

6. 当带电体所带电量相同时，带同种电荷的带电体之间排斥力的大小随带电体之间距离的增加而

减小。 

当带电体之间距离相同时，带同种电荷的带电体之间排斥力的大小随带电体所带电量的减小而

减小。 

7. 当物距 u 等于像距 v 时，凸透镜成等大的实像； 

同一物体经同一凸透镜成实像时，物距增大，像距减小，像也变小； 

5 与 6（或 5 与 7 或 5 与 8）（三组只要写出一组即可）；  

错误；焦距。 

8. F 与 h 成正比；5 与 6 与 7 与 8；h 越小，l 越小； 

2.8；48；12.5。 

9. 另一个电阻增大，其两端的电压也增大。 

第二列、第三列与第四列。 

各电阻两端的电压之和不变。 

串联电路中各电阻两端的电压跟它们电阻的大小成正比。 

数据合理即可。 

第十七讲 



1. C 

2. B 

3. D 

4. C 

5. C 

6. C 

7. D 

8. B 

9. 缩小；大于；5 

10. （5）同一高度；  （6）缩小； （7）0~26；（8）38~50 

11. 20、D、A、放大 

12. 同一、15、A 或 B 

13. A 

14. B 

15. A 

16. A 

17. D 

18. B 

19. B 

20. A 

21. C 

第十八讲 

1、 C 

2、 A 

3、 C 

4、 D 

5、 C 



6、 不变、不变 

7、 D 

8、 B 

9、 R1、短路 

10、 V、R1 断路 

11、 当电压表示数为 4.5V L 短路或 R 断路 

当电压表示数为 0V，L 断路 

12、 R1 断路或 R2 断路、R1 断路 

13、 A、R2、R1 断路且 R2 断路、R1 断路 

14、 变小、R1 断路 

15、 （1） 1 1 1 0.8A 5 4VU I R    
 

12V
15

0.8A

U
R

I
   

 

（2）若 U2=2V： 1 2 12V-2V 10VU U U   
 

1

1

10V
2A 1.5A

5

U
I

R
   

 ，不能 

若 U2=10V： 1 2 12V-10V 2VU U U   
 

1

1

2V
0.4A

5

U
I

R
  

 ， 2
2

10V
25 20

0.4A

U
R

I
     ，不能 

16、 （1）U1=I1R1=0.6 安×10 欧=6 伏 

（2）U2=U1=6 伏        

I2=U2/R2=6 伏∕20 欧=0.3 安    

W2  =U2I2t=6 伏×0.3 安×10 秒=18 焦 

（3） I=Imax－ Imin=2 安－U/20 欧=1.4 安 计算得：U=12 伏 

17、     （1）VB=SBhB=0.2 米×0.01 米 2=2×103 米 3 

ρB=mB/VB=4 千克/（2×103米 3）=2×103千克/米 3 

（2）p=ρ 水 gh 水 

=1.0×103 千克/米 3×9.8 牛/千克×0.1 米＝980 帕 



（3）要求物体竖直放入且浸没，只有当物体刚好浸没时 S 是最大。Smax×0.2 米=0.1 米×Smax+0.2×0.01

米 3 

Smax=0.02 米 2 

Pmin=F/Smax=（G 物+G 水）/Smax 

=m 物 g/Smax +ρ 水 gh 水 

Pmin=4 千克×9.8 牛/千克/0.02 米
2
+1.0×10

3
千克/米

3
×9.8 牛/千克×0.1 米 

Pmin=2940 帕 

18、 （1）因为浸没，所以 V 排=V 物 

3 3 31 10 kg / m 9.8N / kg 0.003m 29.4NF gV     浮 水 排
 

（2） 3 3

3

8.1kg
2.7 10 kg/m

0.003m

m

V
      

（3）若原水面高度 0.3m （竖放后仍保持浸没）：则竖放后水面高度不变，压强的变化量 0p 水
 

若原水面高度恰为 0.1m：设竖放后水面高度的变化量为 h  

则 2 2(0.05 0.03)m 0.1m=(0.05 0.01)m (0.1m- )h      

0.05mh   

3 31 10 kg / m 9.8N / kg 0.05m 490pap g h       水 水
 

压强的变化量是 0~490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