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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中考师生

“上海中考物理总动员”系列从第一本书的诞生到现在已经12年了,其间我们始终坚持

着“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学习”“让老师更方便教学解答”的原则,每年中考结束后听取使用

这套书的几百所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宝贵意见,以最快的速度更新题目,

不断完善、丰富、创新,得以在市场上获得无数好评。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有大约三分之一

的中考学生都在使用这套书。

考虑到中考总复习的实际情况,应广大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上海中考物理总动员”系列

今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版,新版由“考纲解读版”“基础训练版”“挑战满分版”“全真模拟

版”四本构成,从考点归纳巩固到基础题型训练,从难题拔高训练到真题模拟题训练,使用起

来更有针对性,难度层级更分明,题量设置更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要求。

“考纲解读版”完全根据《上海市初级中学物理学科教学基本要求》编写,参照中考考题

类型,分为考点归纳(8个单元)和专题基础训练(13个专题)两个部分。这本书不但是中考

复习教材,也是权威的参考书,同时还是一本中考题型大全,更是一本讲练结合的自学用书。

其中,【中考考点归纳】集《基本要求》和《物理课本》的内容于一体,把中考的每一个考点都进

行了全面、系统、权威的解析,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中,“学生实验”这部分在本书中有最

完整的内容,所以参考价值更高。【知识结构回顾】的设置是为了通过填空来强化对知识的

系统掌握,可以自己翻看【中考考点归纳】完成,也可以参考后面的答案完成,或听老师上课

讲解后再完成。【历年考题精讲与精练】将历年中考考题或模拟考题按照类型分为若干小

类,每个类型给出一两道例题,每个例题配套一个巩固练习,又看又练,更适合自学。这里涵

盖了中考所有类型的考题以及解答方法。【专题基础训练】包含13个专题,涵盖了上海中考

最完整的专题分类和题型,每个专题都有题型分析、方法指导和典型考题。建议先动笔做题

然后参考后面的解答过程,或上课听老师讲解。多年的实践证明,只看不做是不能彻底掌握

的,先做后看的学习效果最好。

“基础训练版”多选用基础题目,主要适用于中等及中等以下学习水平的考生或学校,当

然,每个学校或班级都有学习优秀的学生,为兼顾这部分同学,也选用了部分提高型题目。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①单元基础训练,按照知识体系分为8个单元,每个单元配套几个分类

练习,适用于第一轮复习;②专题训练,对应“考纲解读版”的13个专题,每个专题设置1套

训练题,适用于第二轮复习;③分类题型训练,按照中考题型,共设置了16套题型训练,适用

于第三轮复习。题目选自历年中考题和中考模拟题,题目的易中难的比例为7∶2∶1,建议

基础薄弱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选做基础题目以抓住中考“7”这部分的分数,基础好的同学

根据能力可以多做或全做,在保证“7”的基础上去争取拿下“2”和“1”的分数。



寄语中考师生

“挑战满分版”选用的大部分题目兼顾基础着眼提高,主要针对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的

考生或学校使用,内容包括:①单元训练,按照知识体系分为8个单元,每个单元配套几个分

类练习,适用于第一轮复习;②专题训练,对应“考纲解读版”的13个专题,每个专题设置1
套训练题,适用于第二轮复习;③压轴题训练,按照中考题型,每套题每个题型选择1~4道压

轴题,共6套题,适用于第三轮复习。每个部分都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提高题或压轴题,希望

通过压轴题强化训练,基础好的同学在保证“7”的基础上能拿下“2”和“1”的分数,向高分或

满分冲击。

“全真模拟训练”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当年中考考点分值双向细目表,将考题类型和

知识点一一对应,对当年中考内容一目了然,给初三教师和中考考生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第

二部分为历年中考真题分类训练,共8个单元,将近10年的中考考题按照35个知识点分

类,以尽快熟悉中考内容;第三部分是专门为学习薄弱的同学准备的8套基础题型模拟训

练,强化训练每年必考的基础题,认真完成,短期内分值会大幅提高;第四部分是专门为尖子

生准备的8套挑战满分模拟训练,强化训练可能考到的压轴题,完成这部分内容,有望冲击

中考满分;第五部分附录是中考必背的常数和公式,务必背会。

四本书中的例题和题目都不重复,使用时建议采用以下方案:

“考纲解读版”是人人必备的,因为这本书不但是中考复习教材,也是权威的参考书,同

时还是一本中考题型大全,更是一本讲练结合的自学用书;第一轮和第二轮复习时,根据学

习水平不同可在“基础训练版”和“挑战满分版”中选其一;第三轮复习时,建议配合使用“全

真模拟版”。另外,每年都有部分提前学的学校和同学,在初二阶段就使用“考纲解读版”和

“基础训练版”,提前使用,减轻初三压力。到初三复习时则选用“挑战满分版”;最后冲刺阶

段使用“全真模拟版”。

另外,书中若有任何知识内容或编辑差错之处,敬请读者原谅并指正,促使我们做得更

好。为了使读者更方便使用这套书,高效解决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免费提供图书以外的附加

资料及最新的中考动态信息,同时为中考物理研究者提供交流的平台,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与作者联合开通了“上海中考物理交流 QQ群”(群号:387493778),欢迎广大教师和学生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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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声和光

练习一 声音

第1题

一、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1.如图所示,将正在发声的音叉缓慢接触用细线挂起的乒乓球,乒乓球会反

复被弹开,利用这一实验可以研究 (  )
A.声波能否在真空中传播 B.声波产生的原因

C.音调是否与频率有关 D.声波传播的快慢

2.下列关于声音传播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A.声音在固体、液体中比在真空里传播得慢

B.学生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是靠空气传播的

C.真空不能传声

D.打锣时,要使锣停止发声,只需用手按住锣面就可以了

3.比较声音在海水、铁管和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
A.海水、铁管、空气 B.铁管、海水、空气

C.空气、铁管、海水 D.空气、海水、铁管

4.发生灾难时,被困在建筑物废墟中的人向外界求救的一种好方法是敲击铁制的管道,这种

做法是利用铁管能 (  )
A.传声 B.传热 C.导电 D.通风

5.甲的耳朵贴在铁轨上,在相距几百米的铁轨的另一端,乙用铁锤敲一下铁轨,则甲将听到 (  )
A.一次敲击声,是由铁轨和空气同时传来的

B.二次敲击声,第一声是铁轨传来的,第二声是空气传来的

C.二次敲击声,第一声是空气传来的,第二声是铁轨传来的

D.以上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6.下列有关声音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声音只能在空气中传播 B.声音在真空中传播速度为340米/秒

C.固体、液体、气体都可以作为声源 D.潜入水中的人听不见岸上人的讲话声

��!�

第7题

7.如图所示,将一只小电铃放在密闭的玻璃罩内,接通电路,可清楚地听到铃

声,用抽气机逐渐抽去玻璃罩内的空气,将会发生 (  )
A.电铃逐渐停止振动 B.听到的铃声越来越响

C.听到的铃声越来越轻 D.听到的铃声保持不变

8.人吹口哨发声是 (  )
A.声带在振动 B.舌头在振动

C.空气在振动 D.以上三种都对

9.一个小石子投向平静的湖水中,会激起一圈圈波纹向外传播,如果此时水

面上有一片树叶,下列对树叶运动情况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A.树叶渐渐飘向湖心 B.树叶渐渐飘向湖边

C.在原处震荡 D.沿着波纹做圆周运动

10.光在 中的传播速度最大,为 千米/秒。声音是以声波的方式传播的,真
空中 传播声波(选填“能”或“不能”)。



第一单元 声和光

二、 声音的特征

11.成语“震耳欲聋”形容的是声音的 (  )
A.响度大 B.音调高 C.音色好 D.频率高

12.二胡演员在表演之前都要调节二胡琴弦,这样做主要是改变二胡发出声音的 (  )
A.音色 B.音调 C.响度 D.传播方向

13.为了节约用电,楼道内的照明灯一般都安有一个声控开关,它的工作主要是利用了声音的

(  )
A.响度 B.音色 C.音调 D.速度

14.在公共场所“轻声”说话是文明的标志,“轻声”是指声音的 (  )
A.音色美 B.音调低 C.响度小 D.频率高

15.关于扩音器的作用,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提高声音的音调 B.提高声音的响度

C.改变声音的音色 D.改变声音的传播速度

16.在一只玻璃杯中先后装入不同量的水,用细棒轻轻敲击,会听到不同频率的声音。与此

类似,当医生在给病人检查腹部是否有积水时,常会用手轻轻敲击患者腹部,细细倾听其发出的

声音,此为“叩诊”。这主要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腹部是否有积水的 (  )
A.声音的响度 B.声音的音调

C.声音的音色 D.声音是否悦耳动听

17.在听熟人打电话时,从声音的特点上很容易辨别对方是谁,其原因是 (  )
A.不同的人音调不同 B.不同的人声音的频率不同

C.不同的人声音的音色不同 D.不同的人声音的响度不同

18.用钢琴和手风琴演奏同一首曲子,听起来感觉不同,其原因是 (  )
A.钢琴和手风琴发出声音的响度不同 B.钢琴和手风琴发出声音的音调不同

C.钢琴和手风琴发出声音的音色不同 D.钢琴和手风琴发出声音的传播速度不同

19.坐在教室前排的同学听到老师的声音比教室后排的同学听到的大,这是因为声音在传播

过程中 (  )
A.速度变小 B.响度减小 C.音调变低 D.音色改变

20.在市区高架路一些路段可看到两侧设有塑料板墙,安装这些板墙的目的是 (  )
A.减少强光对驾驶员的干扰 B.减少车辆排放的废气外泄

C.保护车辆安全行驶 D.减少车辆的噪声污染

21.为了研究吸管中空气的发声原理,先将吸管的一端压扁后,剪去两角,再将这端放入口

中,吹出声音如图(a)所示,用剪刀将吸管的另一端剪短后吹出声音如图(b)所示,再剪短后吹出

声音如图(c)所示。
(1)观察图(a)、图(b)或图(c)可初步得出  ;
(2)观察比较图(a)、图(b)和图(c)可进一步得出  。

第21题

4



第一单元 声和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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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题

练习二 光的反射、平面镜成像

1.如图所示为研究光的反射规律的实验装置,图中O 处是一块

。其中O 点为入射点,ON 为法线。实验时,当入射光为AO
时,反射光为OB;当入射光为CO 时,反射光为OD;当入射光为EO
时,反射光为OF。

(1)完成下列实验表格

实验序号 入射光线位置 入射角 反射角 反射光线相对于法线的位置

1 在法线右侧50°处(AO)

2 在法线右侧40°处(CO)

3 在法线右侧20°处(EO)

  (2)从这一现象可以初步说明:① 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 ;② 反射角与入射角

;③ 实验时,通过前后转动的小门,可以研究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是否 。

2.入射光线与镜面呈90°,当镜面转过30°时,入射角 ,反射角 ,反射光线转

了 。

3.一束与平面镜呈35°角的光线射到平面镜上,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的夹角是 ,光
线经平面镜反射后,传播方向改变了 。

4.图中已画出与镜面呈30°角的入射光线,根据光的反射定律,画出其对应的反射光线,并标

出反射角的大小。

A

NM
30°

O

第4题

    
50°

第5题

5.根据光的反射定律,在图中画出反射光线并标出反射角及它的大小。

6.若入射光线与法线之间的夹角为30°,则反射角为 (  )

A.15°  B.30° C.45° D.60°
7.雨后天晴的夜晚,月亮高高地挂在天际,为了不踩到地上的积水,下面判断中正确的是

(  )

A.迎着月光走地上暗处是水,背着月光走地上发亮处是水

B.迎着月光走地上发亮处是水,背着月光走地上暗处是水

C.迎着月光走或背着月光走,发亮处都应是水

D.迎着月光走或背着月光走,暗处都应是水

8.一束平行光与水平面成30°角斜向下传播,欲用一平面镜使光反射后竖直向上传播,平面

镜与水平面的夹角应为 。

9.现有如下实验器材:a.平面镜,b.火柴,c.两支蜡烛,d.玻璃板,e.光具座,f.刻度尺,g.白纸。
在研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上述器材中不需要的是 和 (填字母)。在

实验时,注意观察比较 的大小,还要分别测出 的距离,并比较它们的大小,归纳

出实验结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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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声和光

A

B

第10题

10.如图所示为“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的实验装置,实验

装置中用一块 作为平面镜,这样做的好处是 。
图中 (选填“A”或“B”)是点燃蜡烛在平面镜中的像,若
要研 究 蜡 烛 的 像 是 实 像 还 是 虚 像,还 需 要 添 加 的 器 材

是 。

11.池水的深度为2.5米,月亮到水面的距离为3.81×105千
米,月亮在水池中的像到水面的距离为 米,月亮像的大

小 月亮的大小(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

12.人站在平面镜前2米处,他在镜中的像距平面镜为 米。若人以0.5米/秒的速

度垂直向平面镜靠近,则像相对于人的速度大小为 米/秒。

13.在清澈的湖面上空,小燕子正在向下俯冲捕食。在小燕子向下俯冲的过程中,关于它在

湖水中的像的虚实、它和像之间的距离,正确的说法是 (  )

A.实像,距离变大 B.实像,距离变小

C.虚像,距离变小 D.虚像,距离变大

14.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在图中画出物体AB 在平面镜MN 中所成的像A'B'。

A

B

M

N

第14题

    

A B
M

N
45°

第15题

15.根据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在图中画出物体AB 在平面镜MN 中所成的像。

16.图中,S'是发光点S 的像,画出平面镜的位置以及S发出的光经平面镜反射后通过眼睛

的光线。

S′

S

第16题

17.以下是物体在平面镜中的成像图,其中正确的是 (  )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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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声和光

练习三 光的折射、光的色散

一、 光的折射

1.池水看起来比实际的要 ,这是由于光从 射入 时发生

造成的,看到的是实际池底的 像。

B

MA

N

C

O N′

M′

30°
55°

30°

第2题

2.如图所示,光在空气和玻璃两种介质中传播,其中 是入射光

线, 是反射光线, 是折射光线,反射角为 ,折射角

为 ,光进入玻璃后偏折角度的大小是 。

3.古诗词中有许多描述光学现象的诗句,如“潭清疑水浅”说的是光的

现象;“池水映明月”说的是光的 现象。

4.用气枪射击池水中的鱼,为提高命中率,在射击时应瞄准 (  )

A.看到的鱼 B.看到的鱼的上部

C.看到的鱼的下部 D.看到的鱼的右边

5.某校新建成一个喷水池,在池底的中央安装一只射灯。池内无水时,射灯发出的一束光照

在池壁上,在S 点形成一个亮斑,如图所示。往池内注水,水面升至a 位置时,站在池旁的人看

Sa

b

�%

第5题

到亮斑的位置在P 点;如果水面升至b 位置时,人看到亮斑的位置在Q
点,则 (  )

A.P 点在S 点的上方,Q 点在S 点的上方

B.P 点在S 点的上方,Q 点在S 点的下方

C.P 点在S 点的下方,Q 点在S 点的上方

D.P 点在S 点的下方,Q 点在S 点的下方

6.下列现象属于光的折射的是 (  )

A.通过潜望镜观察海面上的船只  B.观察楼房在水中的倒影

C.从水中看岸上的物体比实际位置高   D.在路灯下出现了人的影子

7.以下描述的现象属于光的折射的是 (  )

(a) (b)

/! /!

()

N

N N

N

1 1

2 2!

第8题

8.图中是小张和小李两位同学利用光具盘等工具探究光的折射规律时分别观察到的两种光

路情况。小张观察图(a)发现:光是从空气斜射入玻璃,入射角为45°,折射角为20°,从而得出“发

7



第一单元 声和光

生光的折射时,折射角总小于入射角”的结论。小李观察图(b)发现:光是从空气斜射入水,入射

角为45°,折射角为65°,从而得出“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时,折射角大于入射角”的结论。
(1)仔细观察图(a)[或图(b)]后,请你判断小张(或小李)的观察结果和实验结论是否正确,

并说明理由  
 。

(2)进一步观察和比较图中两种折射情况,我们还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

9.某同学通过实验探究光在不同介质间传播时的规律,他做了如图所示的三次实验。仔细

观察图中的实验现象及相关条件,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1)分析(a)或(b)或(c)得出  。
(2)分析比较(a)、(b)、(c)得出  。

(a) (b) (c)

/! /!

!

45° 45° 45°

30°

()

25° 20°

/!

-8

第9题

10.某实验小组在探究光的折射规律时,将光从空气分别射入水和玻璃,测得数据见下表。

空气中的入射角i 0° 30° 45° 60°

水中的折射角r 0° 22° 32° 40°

玻璃中的折射角β 0° 17° 24° 30°

  分析表格中的数据,你肯定能得出一些规律。
(1)  。
(2)  。
二、 光的色散

11.太阳光通过三棱镜后,会发生 现象,而红光通过三棱镜后,看到的是 ,
这说明了 。

12.彩色电视荧屏上呈现各种颜色,都是由三种基本色光混合而成的,这三种基本色光是

(  )

A.红、橙、黄 B.黄、绿、蓝 C.橙、靛、紫 D.绿、红、蓝

13.观察下述实验,探究的结论是:

*
�

3

2
+
�

第13题

(1)一束白光经过三棱镜后,能够分解成

、 等不同颜色的光;
(2)同一三棱镜对紫光的折射本领比红

光 ;
(3)白光通过三棱镜分解为不同色光,这些

不同色光通过棱镜后又会聚成 ;
(4)白光就是由各种不同色光 而成的。

8



第一单元 声和光

练习四 凸透镜成像规律

1.某同学在做凸透镜成像实验时,先将凸透镜正对太阳光,在透镜的另一侧移动光屏,在距

透镜10厘米时屏上呈现出最小极高的一点。然后开始在光具座上做实验。
(1)为了研究凸透镜的成像规律,先将蜡烛、 和 依次放到光具座上,然后

调节它们的高度,使它们的中心与烛焰的中心大致在 ,这是为了使像 。
(2)实验用的凸透镜焦距约是 厘米。
(3)当烛焰离凸透镜30厘米时,光屏应在透镜另一侧距透镜 范围内移动,光屏在

某一位置上会呈现一个清晰、 、 的 像。
(4)当烛焰离凸透镜15厘米时,光屏应在透镜另一侧距透镜 移动,在某一位置上

光屏上会呈现一个清晰 、 的 像。当蜡烛逐渐消耗而减小时,光屏上烛

焰的像将随之 (选填“上升”或“下降”)。
(5)当烛焰离凸透镜5厘米时,光屏上 ,但透过透镜能看到一个 、

的 像。

2.在“研究凸透镜成像”的实验中,
(1)在光具座上依次摆放好蜡烛、凸透镜、光屏,当点燃蜡烛后,无论怎么调整它们之间的距

离,都不能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原因是  。
(2)经过调整后,光屏上已成一缩小清晰的像,要在光屏上成一放大清晰的像,则蜡烛到透

镜的距离应 ,同时光屏到透镜的距离应 (选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3)要想成放大的虚像,蜡烛到透镜的距离应 ,生活中的 镜就是这一成像

特点的应用。

3.在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时,回答以下问题。
(1)小明发现所用的凸透镜没有标明焦距,于是他让太阳光平行于主光轴照射在凸透镜上,

在透镜另一侧F 点得到一个最小的亮点,如图(a)所示。试作出这一过程的光路图。

F

O

(a)
30 35 40 45 50

(b)

第3题

(2)请用刻度尺量出凸透镜的焦距:f= 厘米。
(3)小明将该凸透镜放在光具座上进行实验,蜡烛、凸透镜、光屏在光具座上的位置如图(b)

所示,其中明显还需要调整的是 。调整后,在光屏上恰好得到一个清晰的蜡烛的像,这
个像的性质是 。

(4)此时,小明把蜡烛向凸透镜方向移动,要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则应将光屏向

凸透镜的方向移动(选填 “远离”或“靠近”)。

4.用一焦距为20厘米的凸透镜做探究透镜成像规律实验时,如果将物体放在距透镜50厘

米处,移动光屏可接收到一个清晰的像,则光屏到物体的距离范围为  。

9



第一单元 声和光

5.某物体位于距凸透镜80厘米处,在凸透镜的另一侧60厘米处的光屏上得到一清晰的像,
则此凸透镜的焦距范围为  。

6.将物体放在一焦距为12厘米的凸透镜前,在凸透镜的另一侧距凸透镜27厘米处得到一

清晰的像,则物体离凸透镜的距离为  。

7.有一物体离凸透镜16厘米,在凸透镜的另一侧得到一个放大的像,那将凸透镜向物体靠

近6厘米时,不可能得到 (  )

A.倒立放大的像 B.倒立缩小的像 C.正立放大的像 D.不成像

8.物体从距凸透镜12厘米处移到距凸透镜20厘米处,调整光屏的位置,总能在光屏上得到

倒立放大的像,由此可知此凸透镜的焦距可能是 (  )

A.10厘米 B.20厘米 C.12厘米 D.以上都不对

9.某小组同学在做“验证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的过程中发现:当发光物体与光屏之间的距

离L 确定时,将凸透镜从发光物体处缓慢向光屏移动的过程中,有时能在光屏上成两次清晰的

像,有时只能成一次清晰的像,有时不能在光屏上成像。为了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条件,该小组

同学进行实验,并将每次实验中的相关数据及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1)分析比较实验序号1、2、3(或5、6、7)的第一次成像数据中像距v 随物距u 的变化关系

及相关条件,可得出的结论  。
(2)分析比较实验序号1(或2、或5、或6)的第一和第二次成像数据中物距与像距的关

系及相关条件,可得出的结论:同一凸透镜,当 一定,移动凸透镜能在光屏上成两次

像时,  。
(3)继续分析比较表格中物屏距离L 与凸透镜焦距f 的数据及观察到的现象,可得出的结

论:在 条件下,移动凸透镜,可以在光屏上得到一次放大的像和一次缩小的像。

凸透镜

焦距f

实验

序号

物屏

距离L
/厘米

第一次成像 第二次成像

物距u
/厘米

像距v
/厘米

像的

大小

物距u'
/厘米

像距v'
/厘米

像的

大小

10厘米

1 49 14 35 放大 35 14 缩小

2 45 15 30 放大 30 15 缩小

3 40 20 20 等大 不能在光屏上第二次成像

4 35 不能在光屏上成像

15厘米

5 80 20 60 放大 60 20 缩小

6 64 24 40 放大 40 24 缩小

7 60 30 30 等大 不能在光屏上第二次成像

8 55 不能在光屏上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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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运动和力

练习一 机械运动、参照物、匀速直线运动、速度

1.运动员将球踢出后,球由于具有 将继续在空中运动,这时若以球为参照物,地面

是 的(选填“运动”或“静止”)。

2.我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导航卫星由长征三号火箭送入太空。在升空过程中,卫星的质量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以地面为参照物,火箭是 的 (选填“静止”或
“运动”)。

3.一个运动物体,在前5秒内走了2米,在前10秒内走了4米,在15秒内走了6米,则物体

(  )

A.一定做匀速直线运动 B.一定做变速直线运动

C.可能做匀速直线运动 D.不可能做变速直线运动

4.一平直铁道沿线旁每隔50m等距离竖立着电线杆,一列车从车站处出发。某人测得列车

从电线杆标号1到10的时间是20s,从标号11到30的时间是40s,从标号31到60的时间是

60s,则这列火车 (  )

A.肯定做匀速直线运动 B.肯定不是做匀速直线运动

C.可能做匀速直线运动 D.速度等于25m/s
5.世界上最大直径的盾构法隧道———上海上中路越江隧道全长2800米。若一辆长10米

的车以20米/秒的速度匀速通过隧道,需要 秒,以隧道内的照明灯为参照物,该轿车是

的(选填“静止”或“运动”)。

6.全长36千米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若轿车以60千米/时的速度匀

速行驶,则需 小时才能通过。若驾驶员发现路边的道路指引标志“迎面而过”,则他是以

为参照物的。乘客系好安全带,可以防止刹车时由于自身 而造成的危害。

7.某商场内的自动扶梯,若小红同学站在以1米/秒速度匀速向上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通过

10米的路程,需 秒;若以向下运行的乘客为参照物,她是 的(选填“静止”或
“运动”)。

8.沪杭铁路全线长约180千米,往来于沪杭两地间的动车组列车从上海至杭州用时约1.2小

时,则该列车的时速为 千米/时。以路旁的树木为参照物,坐在车中的乘客是

的(选填“静止”或“运动”)。列车在制动时,乘客有向前倾倒的感觉,这是由于乘客具有

的原因。

9.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全长约5000米。若一辆地铁列车全程运行约需250秒,则
该车的速度为 米/秒。以列车为参照物,坐在车中的乘客是 的(选填“静止”或
“运动”)。

10.东海大桥全长32.5千米。若一辆轿车在桥面上以20米/秒的速度沿直线行驶40秒,则通

过的路程为 米;车内的乘客若以轿车为参照物,则他是 的(选填“静止”或“运动”)。

11.国家文物局和测绘局最近对明长城进行了测绘,工作时测绘员以0.5米/秒的速度沿直

线做匀速运动,100秒内通过的距离为 米。

12.某辆轿车以108千米/时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沿直线匀速行驶4分钟,计算车辆通过的

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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