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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题

号

7 8 9 10 11 12 13 14

答

案

D C A C D D BC AD

1． 1 9.20

【详解】[1]由图知：刻度尺上 1cm之间有 10个小格，

所以一个小格代表的长度是 0.1cm=1mm，即此刻度尺的

分度值为 1mm。

[2]多次测量求平均值，物体的长度为

9.20 9.20 9.19 9.20
3

cm cm cmL cm 
 

2． 相同路程比时间 地面

【详解】[1]100自由泳比赛用时最短者获胜。最终裁判

员“裁判员”通过比较相同路程比时间的方法，判定最先

到达终点的人运动得快。

[2]我们看到五星红旗徐徐升起，说明旗子是运动的，也

就是说红旗与所选的参照物之间有位置变化，所以选择

的参照物是地面。

3． 声源处 响度

【详解】减小噪声的途径：在声源处减弱；在传播过程

中减弱；在人耳处减弱．禁止鸣笛是在声源处减弱噪声；

物理学中，以分贝为单位来表示声音强弱的等级，所以

图示装置显示了噪声的响度．

4． 正立 放大 ＜

【详解】[1][2][3]根据凸透镜成像特点可知，当物距在

一倍焦距以内时，成正立放大的虚像，和放大镜成像原

理相同，由图可知，考古家用焦距为 10cm的放大镜观

察出土的青铜器件，即此时凸透镜相当于放大镜，则物

距小于 10cm。

5． 平面 虚 12

【详解】[1][2]宁静、清澈的湖面相当于平面镜，倒影属

平面镜成像现象，其原理是光的反射，根据平面镜成像

特点可知桥在水中的倒影就是湖面上桥的虚像。

[3]当小鸟距水面 6m时，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它的像

与湖面的距离是 6m，它在湖中成的像距离该鸟

6m+6m 12ms  ＝

6． 不变 变小 变小

【详解】[1] 装满水的玻璃瓶，水变成冰的过程中，物

质状态发生变化，物质多少没有变化，所以质量不变。

[2]水的密度是ρ水=1.0×103kg/m3,冰的密度是ρ冰

=0.9×103kg/m3,故密度变小，但质量没变，根据公式ρ=
m
V

可知，体积变大，因此玻璃瓶会破裂。

[3]当氧气用去一半后，质量减半，剩余的氧气仍充满氧

气瓶，故体积未变，由公式ρ=
m
V

可知，氧气的密度变为

原来的一半，即密度变小。

7．D

【详解】A．声音在液体中的传播速度一般大于声音在

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所以声音从水中传到空气中，它的

传播速度将变小，故 A错误；

B．把手机调到静音是不让手机发出声音，所以是在声

源处减少噪声，故 B错误；

C．弹琴时不断用手指控制琴弦，是在改变琴弦振动部

分的长短，所以是为了改变音调，故 C错误；

D．医院里检查身体用的 B超，是利用超声波来诊断病

人身体的病情，所以是为了传递信息，故 D正确。

故选 D。

8．C

【详解】A．雨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的小水

滴，属于液化现象，故 A错误；

B．云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变成的小水珠，由气态变为液

态，属于液化现象，故 B错误；

C．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直接变成固态的小冰晶，

是凝华现象，故 C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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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雪是高空中水蒸气凝华形成的固态小冰晶，故 D错

误。

故选 C。

9．A

【详解】A．近视眼是由于晶状体对光线的会聚作用太

强，使远处物体射来的光线会聚在视网膜的前方，根据

凹透镜对光线有发散作用，近视眼应配戴凹透镜进行矫

正，故 A正确；

B．由平面镜成像特点可知，不管是远离平面镜还是靠

近时，平面镜中的像的大小不会改变，故 B错误；

C．电影屏幕上形成的是物体倒立的实像，故 C错误；

D．阳光下，树木在地面上形成的影子是由于光的直线

传播形成的，故 D错误。

故选 A。

10．C

【详解】A．漫反射和镜面反射都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故 A错误；

B．河底看起来变浅，是由于光从水中斜射入空气时发

生了折射，故 B错误；

C．紫外线能杀死微生物，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医院

常用紫外线灯发出的紫外线来杀菌，故 C正确；

D．显微镜的物镜相当于投影仪的镜头，成放大的实像，

目镜成放大的虚像，相当于放大镜，故 D错误。

故选 C。

11．D

【详解】A．摄像头相当于一个凸透镜，光经过摄像头

成像利用的是光的折射，故 A错误；

BCD．“刷脸”时，面部经摄像头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与照相机的成像特点相同，此时面部应位于摄像头两倍

焦距之外，故 BC错误，D正确。

故选 D。

12．D

【详解】AB．由图象可知，当

3 32 10 ma b cV V V    

时

a 1kgm 

b 2kgm 

c 4kgm 

则 a、b、c的密度分别为

3 3a
-3 3a

a

1kg 0.5 10 kg/m
2 10 m

m
V

   


3
b

3 3b
b 3

2kg 1 10 kg/m
2 10 m

m
V

    


3 3c
c 3 3

c

4kg 2 10 kg/m
2 10 m

m
V

    


所以三者的密度关系

a b c   

a物质的密度是 b物质密度的
1
2 ，故 AB错误；

CD．因为密度是物质本身的一种特性，其大小与质量、

体积大小无关，所以将 b的质量减半，b的密度不变，

还是 3 31 10 kg/m ；将 c的体积增大到 3 34 10 m ，它的密

度不变，还是 3 32 10 kg / m ，故 C错误、D正确。

故选 D。

13．BC

【详解】A．观察图示可知在光屏上得到一个清晰缩小

的实像，则

40.0cm-10.0cm 30.0cm 2u f＝ ＝ ＞

解得

15.0cmf＜

故 A错误；

B．由图可知，物体远、像近，物距为 30cm，像距为 22cm，

此时成倒立缩小实像。当凸透镜向左移，物距为 22cm

时，像距恰好为 30cm，即当物距为原来的像距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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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凸透镜成像规律和光路可逆可知，可以在光屏上得到

清晰放大的像，故 B正确；

C．根据凸透镜成像特点可知，“物远像近像变小”，即

蜡烛远离凸透镜时，为了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应将

光屏应靠近凸透镜，故 C正确；

D．由 B选项的分析可知，只将蜡烛和光屏互换，即物

距和像距互换；根据凸透镜成像规律和光路的可逆性，

可以在光屏上得到清晰倒立放大的像，故 D错误。

故选 BC。

14．AD

【详解】由题知，铜和铝的质量 m相同，且ρ铜>ρ铝，由

mV


 可知，实心部分的体积关系为

V 铜<V 铝

由于铜球与铝球的体积相等，如果铝球是实心的，铜球

一定是空心的；如果铝球是空心的，则铜球一定是空心

的（铜球的空心部分体积更大）。由此可知，铜球一定

是空心的，即铜球不可能是实心的，而铝球可能是实心

的，也可能是空心的。故 AD正确，BC错误。

故选 AD。

15．

【详解】眼睛观察到的池底 A'点在池底 A点的正上方，

连接眼睛与 A'点和水面的交点为折射点 O，在图中 A'

点是 A点的像，光由 A点发出，经水面射入空气中时发

生折射，折射角大于入射角而射入人眼。 A'就在折射光

线的反向延长线上。如图所示

16．

【详解】根据平面镜成像时，物与像关于平面镜对称作

发光点 S的像 S ，连接 S P 与平面镜相交与入射点 O，

则 SO为入射光线，OP为反射光线，延长反射光线 OP

与水面相交与折射点O，根据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时发

生折射，折射角小于入射角，作出大致折射光线。如图

所示

17． 不能 上表面 乙 固液共存

3 增加冰的质量或者换用温度较低的热水

【详解】（1）[1]实验时温度计的玻璃泡不能碰到容器壁，

也不能碰到容器底，所以测量温度时，温度计的玻璃泡

不能接触试管。

[2]读数时，视线要和温度计液柱的上表面相平，不能俯

视也不能仰视。

（2）[3]晶体在熔化过程中温度不变，图乙熔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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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有一段保持不变，是晶体的熔化图象，冰是晶体，

则图乙为冰的熔化图象。

[4]晶体的熔化过程是固液共存状态，由图乙可知，冰在

第 2min时是熔化过程，故此时的状态为固液共存的状

态。

[5]冰从第 1min开始熔化，到第 4min 结束，故冰的熔化

时间为

4min﹣1min＝3min

（3）[6]实验中小明同学发现冰熔化时间短，不便于观

察熔化时的现象，可以增加冰的质量或者换用温度较低

的热水，来延长加热时间。

18． C 同一高度 投影仪 左 发

散 乙丁

【详解】（1）[1]利用太阳光测量凸透镜焦距，应让凸透

镜正对太阳光，白纸应与凸透镜平行，来回移动透镜，

找到最小最亮的光斑，光斑到透镜中心的距离即为焦距，

由图知，操作最合理的是 C。

故选 C。

（2）[2]实验中，为使像能成在光屏的中心，应调整烛

焰、凸透镜和光屏的高度，使它们的中心大致在同一高

度。

（3）[3]凸透镜的焦距为 f1＝10cm，由图可知，此时的

物距为 15cm，物距在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时，成

倒立、放大的实像，其应用是投影仪。

（4）[4]在图甲实验的基础上，更换焦距为 f2＝5cm的

凸透镜，凸透镜焦距变小了，对光的会聚能力变强，使

光线提前会聚成像，则像距变小，所以，为在光屏上得

到清晰的像，光屏应向左侧移动。

（5）[5]不移动光屏，将自己的眼镜放到凸透镜前，光

屏上也能呈现清晰的像，这说明像推迟会聚了，即该眼

镜对光线具有发散作用。

（6）[6]远视眼是晶状体曲度变小，会聚能力减弱，即

折光能力减弱，像呈在视网膜的后方，应佩戴会聚透镜

（凸透镜），使光线提前会聚。因此图乙能够说明远视

眼的成像原理，图丁给出了远视眼的矫正方法。

19． 取下最小的砝码后移动游码，使天平平衡

40 44 1.1×103 偏大 空烧杯 往

烧杯里倒满牛奶
3 1

2 1

m m
m m



 水

【详解】（1）[1]由如图甲可知，当右盘中放入最小砝码

后，此时右盘中加入的砝码质量偏大，应该取下最小的

砝码，然后移动游码直到天平平衡。

（2）[2]由图乙可知，量筒的分度值为 2mL，则量筒中

牛奶的体积为 40mL，也就是 40cm3。

（3）[3]由图丙可知，烧杯和剩余牛奶的总质量为

m 剩=50g+20g+2g=72g

烧杯和牛奶的总质量 116g，所以量筒中牛奶质量为

m=m 总-m 剩=116g-72g=44g

（4）[4]牛奶密度为

3 3 3
3

44g 1.1g / cm 1.1 10 kg / m
40cm

m
V

     

（5）[5]在向量筒倒入牛奶时，如果不慎有牛奶溅出，

会导致量筒中牛奶的体积偏小，即测得倒出牛奶的体积

偏小，而通过两次总质量之差测得倒出的牛奶质量是准

确的，则根据密度公式可知测出的牛奶密度会偏大。

（6）[6][7]由于量筒打碎，无法测量牛奶的体积，可以

用天平测出空烧杯、烧杯和水、烧杯和牛奶的质量，借

助烧杯的体积不变和水的密度已知计算出牛奶的密度，

步骤为

①用天平称出空烧杯的质量 m1；

②往烧杯里倒满水，用天平测出烧杯和水的总质量为

m2；

③倒去烧杯中的水，在烧杯中装满牛奶，称出总质量

m3。

[8]水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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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水=m2-m1

水的体积

水 2 2
水

水 水

m m m
V

 


 

牛奶的质量

m 牛奶=m3-m1

烧杯的体积不变，V 牛奶=V 水，牛奶的密度表达式

牛奶 3 1 3 1
牛奶 水

2 1牛奶 2 1

水

m m m m m

m mV m m
 



 
  

 

20．（1）5m/s；（2）520s；（3）200m

【详解】解：（1）已知赛程 s=21km，选手用时

770min h
6

t  

这名选手跑完比赛的平均速度为

21 18 / h 5m / s7 h
6

s kmv km
t

   

（2）已知选手的平均速度 v=5m/s，由
sv
t

 可知匀速跑

过 2600m的直线路段用时

2600m 520s
5m / s

st
v


＝ ＝ ＝

（3）由
sv
t

 可知整个队伍通过该路段通过的路程为

s″=v′t″=4m/s×700s=2800m

则马拉松队伍的长度

L=s″-s′=2800m-2600m=200m

答：（1）这名选手跑完比赛的平均速度是 5m/s；

（2）这名选手以上述平均速度匀速跑过 2600m的直线

路段，用时 520s；

（3）马拉松队伍长 200m。

21． 4.5×103kg/m3 1.74×104kg

【详解】解：（1）由题意可知，钛合金的质量为

m=6.3×103kg，体积为 V=1.4m3，故可得钛合金的密度为

3
3 3

3
6.3 10 kg 4.5 10 kg / m
1.4m

m
V

 
   

（2）由题意可知，钢的密度为 7.9×103kg/m3，钢的体积

为 3m3，故由
m
V

  可得，钢的质量为

3 3 3 47.9 10 kg / m 3m 2.37 10 kgm V     钢 钢 钢

故载人舱增加的质量为

4 3 4
0 2.37 10 kg 6.3 10 kg 1.74 10 kgm m m       钢

答：（1）钛合金的密度为 4.5×103kg/m3；

（2）载人舱的质量增加了 1.74×104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