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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中考的命题理念、考查内容、试卷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通

过对近几年全国各地中考试题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中考命题具有以下特点:

(1)注重对核心知识点的考查;

(2)注重对基础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考查;

(3)注重对学以致用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查。

鉴于此,我社组织全国一线教学名师,凝聚他们多年的教学心血与智慧,依据最新考试说

明及中考命题的方向,编写了这套“重难点题库大全”,充分体现了知识点的精髓,揭示了中考

命题方向。本书中我们提炼的核心知识点在每年中考命题中再现率都在80%以上,可供初中

教师和备考学生参考使用。

【本书编写特点】

1.内容全

覆盖全部考点,涵盖所有题型,并紧扣各版本教学大纲所囊括的知识要点。

2.理念新

依据中考命题规律,根据高频考点对专题整合细分,以专题考点为单位进行编写。

3.训练精

锁定中考考点,精选最新三年真题、模拟题、竞赛题、自主招生题,题组式演练,助你准确把

握中考命题思路,快速提升解题能力,轻松突破解题难关。

4.体例优

题型设置循序渐进,从重点知识运用,到综合能力提升,再到思维拓展加强,难度递进,符

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实现梦想没有捷径,但是有科学的方法,希望学生在使用本书的过程中,用心领会书中的

解题策略,参透每个考点,悟懂每道习题。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使今后修订时不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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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声现象

考点1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A 重点知识运用

1.(模拟题)手拨动琴弦,发出悦耳的声音,发声的物体是(  )。

A.手指 B.琴弦 C.弦柱 D.空气

2.(中考题)关于声音的产生与传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声音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B.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C.声音的传播不需要时间 D.敲鼓时,听到鼓声,鼓面不振动

3.(中考题)手掌按住正在发声的鼓面,鼓声消失了,原因是(  )。

A.不能传播声音 B.吸收了声波

C.把声音反射回去了 D.使鼓面停止了振动

4.(竞赛题)影响声音传播速度的是(  )。

A.声音的音调 B.声音的响度 C.声音的音色 D.传播声音的物质

5.(中考题)如图所示,将悬挂的乒乓球轻轻接触正在发声的音叉,观察到乒

乓球被音叉多次弹开;声音消失,乒乓球便会停止运动,此现象表明声音

(  )。

A.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B.可以通过固体传播

C.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D.是以波的形式传播的

6.(中考题)暖水瓶的瓶胆夹壁中是真空,小明想利用它来探究真空能否传

声。他把音乐贺卡里的电子发生器放入瓶中,根据听到的声音进行判断。在他设计的下列

几组比较因素中最合理的是(  )。

A.塞上瓶塞和不塞瓶塞进行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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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B.把瓶胆放在近处和远处进行比较

C.用一个完好的和一个已经漏气的瓶胆进行比较

D.将音量大小不同的芯片先后放入瓶胆中进行比较

7.(中考 题)把正在发声的音叉插入水中,会看到如图

1 1(1)所示的现象。说明声音是由物体的 产

生的。如图1 1(2)所示,把正在发声的闹钟放在玻璃

罩内。逐渐抽出其中的空气,听到的铃声越来越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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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推理可以得出: 不能传声。

8.(中考题)端午节期间,郑能随父母到山区爬山,他向着远处的山崖大喊一声,约1.6s听到

回声,他们距山崖大约 m,声速按340m/s计算。声音在空气中以 形式

传播。

9.(模拟题)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大小不同。根据以下小资料可知:多数情况下,声
音在气体中传播的速度比在液体中的 (选填“大”或“小”),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

度受 的影响。

小资料:一些介质中的声速v/(m/s)

空气(0℃) 331 煤油 1324

空气(15℃) 340 水(常温) 1500

空气(25℃) 346 海水(25℃) 1531

10.(中考题)已知人耳区分两次声音的时间间隔为0.1s以上,现有一根长为8.5m的铁管,如
果你将耳朵贴在铁管的一端,让另一个人去敲击一下铁管的另一端,则敲击声由空气传入

你的耳朵需要    s,你会听到    次敲打的声音。(已知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

速度为340m/s,在铁中传播速度为5200m/s)

B 综合能力提升

1.(模拟题)一根长约10m的铁管,管内装满了水,一个人在铁管的一端敲一下,另一个人在

铁管的另一端贴近管口处可听到(  )。

A.一次敲击声 B.两次敲击声 C.三次敲击声 D.四次敲击声

2.(中考题)物理小组的同学想利用闪电和雷声的时间间隔计算闪电发生位置到他们的距

离,以下是四位同学提出的不同方案,其中计算结果误差最小的应该是(  )。

A.记录刚刚看到闪电至刚刚听到雷声的时间,再乘以声速

B.记录刚刚看到闪电至雷声刚刚结束的时间,再乘以声速

C.由两位同学分别按选项A,B两种方法测量时间,求平均值后,再乘以声速

D.由一位同学按照选项A的方法,多测几次对应不同闪电与雷声的时间间隔,求平均值

后,再乘以声速

M�
7'

图1 2

3.(模拟题)某测量员是这样利用回声测距离的:他站在两平行峭壁间某一位置鸣枪,经过

1.00s第一次听到回声,又经过0.50s再次听到回声。回声测距是利用 了 声 波 的

,已知声速为340m/s,则两峭壁间的距离为 m。

4.(模拟题)小丽等同学在做声音能不能在液体中传播的探究实验。
如图1 2所示,将通电的音乐芯片密封在小塑料袋里,用细线悬挂

于水中。
请你思考回答:
(1)实验过程中,小丽等同学    (选填“能”或“不能”)听到音

乐芯片中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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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丽观察水面时,观察到的现象是 。
(3)通过实验可以得出结论:声音    在液体中传播。
(4)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能不能作为发声物体在振动的证据? 简述你对此的见解。

 图1 3

5.(模拟题)如图1 3所示,鱼儿听见拍手声,被吓得惊慌。请

你根据这一现象思考回答。
(1)小兰同学认为这样的现象,只能作为空气、水可以传声的

证据,不能作为玻璃可以传声的证据。请你对此发表见解。
(2)小马同学认为,鱼的惊慌可能是由声音引起的,也可能是

由拍手的动作引起的。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① 请你设计一个实验验证“鱼的惊慌是由声音引起的”这一猜

想是否正确。

② 假如“鱼的惊慌不是由声音引起的”根据你的实验方案,应该观察到什么样的现象?

6.(模拟题)聂利同学在一个养蜂场看到许多蜜蜂聚集在蜂箱上,双翅没有振动,仍嗡嗡地叫

个不停。她对《十万个为什么》中“蜜蜂发声是不断振动双翅产生的”这一结论产生怀疑。
蜜蜂的发声部位到底在哪里?
下面是聂利同学的主要探索过程:

① 把多只蜜蜂的双翅用胶水粘在木板上,蜜蜂仍然发声。

② 剪去多只蜜蜂的双翅,蜜蜂仍然发声。

③ 在蜜蜂的翅根旁发现两粒小“黑点”,蜜蜂发声时,黑点上下鼓动。

④ 用大头针刺破多只蜜蜂的小黑点,蜜蜂不发声。
请回答:
(1)聂利同学在实验时,采用多只蜜蜂的目的是  。
(2)从实验①和实验②可得出的结论是  。
(3)“用大头针刺破多只蜜蜂的小黑点”基于的假设是  。

7.(模拟题)教室的窗玻璃是双层的。课间,同学在窗外敲玻璃时,小明感觉双层玻璃与单层

玻璃的振动情况不一样。于是他想探究“受敲击时,双层玻璃和单层玻璃的振动强弱情况”。
为此,小明进行了以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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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

① 将单层玻璃板固定在有一定倾角的斜面上,把玻璃球

靠在玻璃板的右侧,把橡胶球悬挂在支架上靠在玻璃板

的左侧(图1 4)。

② 随意拉开橡胶球,放手后让其敲击玻璃板,玻璃球被

弹开,记下玻璃球被弹出的距离。共做10次。

③ 换成双层玻璃板重复上述实验。

实验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玻璃球被弹开的距离/cm
单层 79 78 82 80 73 84 84 82 81 80 80

双层 20 23 24 24 24 25 22 22 21 25 23

(1)实验后,发现玻璃球被弹开距离的数据比较杂乱,这与实验中的哪一操作不当有关?
(2)受到橡胶球的敲击时,玻璃板振动的强弱是通过            来反映的。
(3)根据上表中的实验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

8.(模拟题)一架喷气式飞机的速度是声速的1.5倍,飞行的高度约为2720m,沿水平方向飞

行,某人听到飞机在他头顶上方的轰鸣声时,抬头观看,飞机已飞到他前方多远(指水平距

离)的地方? (设当时空气中的声速是340m/s)

��	 >.	

1 2

3

A B C

图1 5

C 思维拓展加强

1.(竞赛题)如图1 5所示,海北中学有一个跑道为400m的

操场,在操场的主席台和观众席上方一字形排列着A、B、C
三个相同的音箱。在一次运动会的开幕式上,站在操场中的

所有同学都可以听到音箱发出的足够大的声音,但站在某些

位置的同学却感觉听不清音箱中播放的内容,在图1 5的

1,2,3三个位置中,位于(  )位置附近的同学应该是“感觉

听不清”的?

A.1 B.2 
C.3 D.在哪个位置都一样

2.(竞赛题)如图1 6(a)所示,停在公路旁的公安巡逻车利用超声波可以监测车速:

UaU

UbUP1 P2 n2n1

图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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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车上的测速仪发出并接收超声波脉冲信号,根据发出和接收到信号间的时间差就能测

出车速。在图1 6(b)中,P1、P2是测速仪先后发出的超声波信号,n1、n2分别是测速仪检

测到的P1、P2经反射后的信号。设测速仪匀速扫描,P1与P2之间的时间间隔为0.9s,超
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为340m/s。则被测车的车速为(  )。

A.20m/s B.25m/s C.30m/s D.40m/s
3.(模拟题)为了探究声的产生条件,有人建议利用以下几个实验现象:

甲:放在钟罩内的闹钟正在响铃,把钟罩内的空气抽去一些,铃声明显减小。
乙:使正在发声的音叉接触水面,水面溅起水花。
丙:吹笛子时,手指按住不同的孔便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丁:在吊起的大钟上固定一支细小的笔,把钟敲响后,用纸在笔尖上迅速拖过,可以在纸上

画出一条来回弯曲的细线。
你认为,能说明声的产生条件的实验现象是哪一个或哪几个? 其他虽然不能说明声的产生

条件,但是分别说明了什么问题?

4.(模拟题)火车在进入隧道前必须鸣笛。若火车速度为80km/h,声音在空气中的速度是

340m/s,司机在鸣笛后2s时听到自隧道口处的山崖反射的回声,则鸣笛时火车到隧道口

的距离是    m。

5.(竞赛题)假定有前后两次声音传到人的耳朵里,如果这两次声音到达人的耳朵的先后时间

间隔大于(或等于)0.1s,人耳就能够把这两次声音分辨开,也就是说,如果两次声音传到人

耳的时间间隔不足0.1s,人耳就只能听到一次声音。某农村中学8年级课外活动小组为了

体验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和不同的物理现象,他们请一位同学在输送水的管道

(充满水)上敲击一下,使铁管发出清脆的声音,其余同学沿铁管分别在不同位置用耳朵贴

近铁管听声。实验结束后,A同学说自己只听到一次响声;B同学说自己听到两次响声;C
同学说自己听到三次响声。已知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v气=340m/s,在水中的传播

速度是v水=1500m/s,在钢铁中的传播速度是v铁=5100m/s。请你通过计算说明:在铁

管上某处敲响一次,A、B、C三位同学的位置到达敲击点的距离各在什么范围内? (写出计

算过程和对结论的分析过程)

6.(模拟题)小华在假期去探望了外祖母,他乘坐火车时发现,每经过铁轨接头处,车身都要振

动一次。他还发现,火车进山洞前一瞬间要鸣笛一次。小华恰好坐在车尾,从听到鸣笛声

到车尾出山洞,小华共数出85次车身振动,所用时间是1min45s。若车身总长175m,每
节铁轨长12.5m,山洞的长度是多少? 当时火车的速度是多少? (假设火车一直做匀速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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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运动,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340m/s)

考点2 声音的特性

 图1 7

A 重点知识运用

1.(模拟题)如图1 7所示,将系在细绳上的乒乓球轻触正在发声的音叉,听音

叉发声的同时观察乒乓球被弹开的幅度变化,可探究(  )。

A.音调与频率的关系 B.响度与振幅的关系

C.音色与振幅的关系 D.响度与频率的关系

2.(模拟题)男低音歌手独唱时由女高音歌手轻声伴唱,下面关于二人声音的

说法正确的是(  )。

A.“男声”音调高、响度大;“女声”音调低、响度小

B.“男声”音调低、响度小;“女声”音调高、响度大

C.“男声”音调高、响度小;“女声”音调低、响度大

D.“男声”音调低、响度大;“女声”音调高、响度小

�<< ���U���B�����

1=C 5   3   3    4   2  2    1   2  3   4     5    5  5

图1 8

3.(模拟题)如图1 8所示是童谣“小蜜蜂”的一段歌词

与乐谱,当小玲唱到“大家一起”这四个字期间,音调

逐渐升高。关于这期间小玲声音变化的描述正确的

是(  )。

A.声带振动一次的时间逐渐增加

B.声带每秒振动的次数逐渐增加

C.声波的传播速度逐渐增大

D.声波的振动幅度逐渐增大

4.(模拟题)我们之中的小男生,成长时声音逐渐改变了,下列分析中正确的是(  )。

A.声带振动变快 B.声带振动变慢 C.声带振幅变小 D.声带振幅变大

5.(模拟题)如图1 9所示,是用示波器显示的不同乐器发出不同声波的波形图,其中频率最

高的是(  )。

A��J0 B����) C���M) D���6

图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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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考题)在同一架钢琴上,弹奏C调“3(mi)”和“1(dou)”这两个音,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

A.音色一定不同 B.音调一定不同

C.响度一定不同 D.音调、音色和响度都不同

7.(模拟题)两列声波在同一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如图1 10甲、乙所示,则这列声波(  )。

* �

图1 10

A.音调不同 B.响度不同

C.音色不同 D.音调、响度和音色均不同

�	���'+��		>+M(8�
M(/Hz

85 1 100
85 20 000�

1 800452
15 50 000(

2414
1 20 000�A

��M( 	>M(

 图1 11

8.(模拟题)据图1 11分析,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A.大象之间的“交谈”有时用超声波,声音

很小,人类听不见但大象们能听清

B.静谧的夜晚我们身边的狗狗有时突然耳

朵一竖并转动几下,这可能是狗狗听到

了人类听不见的声音

C.家人之间悄悄说话,身边的狗狗无动于

衷,因为“悄悄话”的频率狗狗是无法感

知的

D.因为大象和狗的“发声频率”没有重叠区,所以狗的叫声大象永远也听不见

9.(模拟题)如图1 12所示,拿一张硬纸片,让它在木梳齿上划过,一次快些,一次慢些,发生

明显变化的声音的特征量是 ,这说明该特征量跟发声体振动的 有关。

图1 12

*

�

图1 13

10.(模拟题)海洋动物质量越大,其叫声越是有力而低沉,即响度较   ,音调较   。
图1 13甲、乙两曲线为科考船声呐系统收录的500kg的海豚和100t的蓝鲸叫声的波形

图,其中,   (选填“甲”或“乙”)是蓝鲸发出的。



�
�
�
�
	
�
�e

�
�
�
�
�
�
�

8    

B 综合能力提升

1.(模拟题)如图1 14所示,将一把钢尺紧按在桌面上,一端伸出桌面适当的长度,拨动钢

尺,就可听到钢尺振动发出的声音。逐渐增加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钢尺振动发出声音的

音调会逐渐变   。当钢尺伸出桌面超过一定长度时,虽然用同样的力拨动钢尺振动,
却听不到声音,这是由于          。

图1 14 图1 15

2.(模拟题)如图1 15所示,将一根长约30cm的钢锯条紧压在桌面的边沿,使它长度的3/4
伸出桌外。拨动它的顶端,可以观察到锯条在振动的同时发出声音。然后回缩一些,使它

的1/2伸出桌外,再次拨动它,可以观察到锯条振动变快,并能感受到声音随之发生变化。
类似实验再做几次,可以得出的与声音有关的结论是            。

3.(模拟题)用一组相同的瓶子盛上不等量的水就可以组成一个“乐器”,通过敲击瓶子就可以

演奏出优美动听的乐曲。被敲击的瓶子发出的音符与瓶中空气柱长度的对应关系如图1
16所示。

1 2 3 4 5 6 7 1 2

图1 16

(1)由图可知音调的高低与空气柱长度的关系是      ;
(2)往热水瓶或杯子里倒水,有经验的人不用看,就可以根据声音判断水是否快倒满了,这
是因为              。

4.(竞赛题)在交通繁忙的路口,环保部门有时会安装某种装置———噪声显示牌,用来监测路

口的“动静”,显示牌的示数会随着声音的变化而变化,如“60,70,80,…”显示牌示数的变化

反映了声音的 发生了变化,显示牌示数的单位是    。

a
b
c
d

 图1 17

5.(中考题)如图1 17所示是用一个纸盒、两支笔和四根宽窄不同

的橡皮筋制作的“橡皮筋吉他”。拨动a、b、c、d 四根橡皮筋,
的音调最高。用大小不同的力拨动同一根橡皮筋,

橡皮筋发声的 不同。

6.(模拟题)在学习吉他演奏的过程中,小华发现琴弦发出声音的音

调高低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他决定对此进行研究,经过和同学

们讨论,提出以下猜想:
猜想一:琴弦发出的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横截面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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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二:琴弦发出的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长度有关;
猜想三:琴弦发出的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材料有关;
为了验证上述猜想是否正确,他们找到了下表所列9种规格的琴弦。因为音调的高低取决

于声源振动的频率,于是借来一个能够测量振动频率的仪器进行实验。

编号 材料 长度 横截面积

A 铜 60 0.76

B 铜 60 0.89

C 铜 60 1.02

D 铜 80 0.76

E 铜

F 铜 100 0.76

G 钢 80 1.02

H 尼龙 80 1.02

I 尼龙 100 1.02

(1)为了验证猜想一,应选用编号为 、    、    的琴弦进行实验。
为了验证猜想二,应选用编号为 、    、    的琴弦进行实验。
表中有的材料规格还没有填全,为了验证猜想三,必须知道该项内容,请在表中填上所缺内

容。
(2)随着实验的进行,小华又觉得琴弦音调的高低可能还与琴弦的松紧程度有关,为了验证

这一猜想,必须进行的操作是:               。

7.(模拟题)某同学用5只粗细相同而高矮不同的瓶子做实验,如图1 18甲,用嘴分别对着

5只瓶口吹气,发现瓶子越高,发出的音调越低。

	�

���

06

* �

图1 18

(1)用嘴对着5只瓶口吹气,5只瓶子均发出声音的原因是什么?

(2)5只瓶子产生不同音调的原因是什么?

(3)如图1 18乙所示,应用上述实验结论,说明吹笛子时,用手指堵住笛孔能产生不同音

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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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考题)微风吹过,金属管风铃发出悦耳的声音。小明想探究管子发出声音的频率与长

度、直径的关系。他选取了材料与管壁厚度都相同、长度和直径都不同的三根直管,将它们

用细线悬挂,敲击后,测出各自发出声音的频率,数据如下表:

编号 长度/cm 直径/cm 频率/Hz

1 1.50 2131

2 31.00 2.00 1284

3 48.50 2.50 656

(1)用刻度尺测量1号管长度如图1 19所示,读数是    cm。

0 1 2 18 19 20 21

图1 19

(2)三根管中音调最低的是     号。
(3)根据表中数据,能否得出“管子发出声音的频率随长度、直径的增大都会减小”的结论?
请说明你的理由。
答:      (选填“能”或“不能”);理由:                 。
(4)小明发现悬挂的金属管发出声音时在做有规律的摆动,认为金属管发出的声音是由于

摆动所产生的。请设计一简单的实验来检验小明的想法,简要写出实验方案和判断方法。
实验方案:       ;判断方法                。

C 思维拓展加强

1.(竞赛题)在“达人秀”节目中,演员用冬瓜、土豆做成吹奏乐器,用它们吹奏出来的声音可能

具有的相同特征是(  )。

A.音调 响度  B.音色 响度

C.音色 音调  D.音色 音调 响度

)D

)�

 图1 20

2.(竞赛题)如图1 20所示,琴师在使用前会对二胡进行调音,以下对调音时

采用的做法中解释正确的是(  )。

A.旋转琴轴,使弦拉得紧一些,是为了改变音色

B.旋转琴轴,使弦拉得紧一些,是为了改变音调

C.将琴枕上移一些,是为了改变音色

D.换一根更细一些的琴弦,是为了改变响度

3.(竞赛题)长途汽车经过长时间行驶后,驾驶员常常会停下车,拿根铁棒敲打车轮,凭借声音

可以判断轮胎内的空气是否充足。这主要是因为敲击的轮胎内空气充足时发出声音的

(  )。

A.响度较大 B.音调较高 C.音调较低  D.响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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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竞赛题)为了探究声音的响度与振幅的关系,小明设计了如下几个实验。你认为能够完成

这个探究目的的是(  )。

*�	��30U���
���-U�M	P

�4�+/!����	U
KI+I�����

*���	+���TLU
>�3�C�+��

*��+M��?!L�U
!L!7�#

C.A. B. D.

5.(竞赛题)如图1 21所示,四个相同的玻璃瓶里装有水,水面高度不同。用嘴贴着瓶口吹

气,如果能分别吹出“dou(1)”“ruai(2)”“mi(3)”“fa(4)”四个音阶,则与这四个音阶相对应

的瓶子的序号是 、 、 、 。

* � � �

图1 21

6.(竞赛题)科学家根据星球光谱的红移现象推断宇宙正在膨胀,星球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声音也有类似的现象,在火车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的瞬间,尽管火车发

出的汽笛声频率是不变的,但我们听起来声音的音调却是 (选填“由高变低”
或“由低变高”)。

考点3 声的利用、噪声的危害和控制

A 重点知识运用

1.(模拟题)下列实例中,利用声传递能量的是(  )。

A.利用B超检查身体 B.利用声呐探测海洋深度

C.利用超声波除去人体内的结石 D.医生用听诊器诊断疾病

2.(模拟题)雅安地震时,解放军及时赶到灾区进行救援。被埋者也要积极采取措施配合,方
法之一是不断敲击周围坚硬的物体,其目的是 (  )。

A.将周围物体砸开 B.利用声传递能量

C.利用声传递信息 D.消除寂寞

3.(模拟题)下列事例中,没有利用超声波的是(  )。

A.蝙蝠利用声波导航 B.用声呐探测海深

C.用B超做体检   D.用听诊器检查身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