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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物理课后精练卷》分八、九年级第一、二学期共四册。这套精练卷是根据

《上海市中学物理课程标准》和初中教材、学生实际情况，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

的一线优秀教师本着紧扣教材、夯实基础知识为原则，注重“以学生发展为本”

的课程理论、体现试题与时俱进，题型新颖、有创意的精神精心编写而成，并由

长期从事初中物理教学研究的资深专家审定。

这套精练卷设有同步卷，按照教材的章节次序编排，实现同步性，从不同的

题型，试题的渐进性，帮助学生梳理知识，夯实基础，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针对

性的问题。综合卷按单元编排，试题题型与常规考试一致，难度适中，有利于学

生解题能力的提升。

本册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有教学经验的老师的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对编写中不足之处，还希望各位批评指正。

本册由王汉卿主编，冷德翔主审，曹燕萍、刘黎丽、宋静、张连辉参加编写。

本书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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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我 们 起 航

１　有用的物理学

一、填空题

１物理学是一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它研究　　　　、　　　　、　　　　、

　　　　、　　　　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物理现象。

２请将下面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与对应的物理现象连线。

电水壶通电后烧水　　　　　　　　力学现象

挤压气球变形　　　　 热学现象

从游泳池出来觉得冷　　　　 电学现象

水中有倒影　　　　 光学现象

歌唱家高声歌唱　　　　 声学现象

３请将下面科学家名字与对应的物理贡献连线。

牛顿　　　　　　　　 万有引力定律

伽利略　　　　 摆的等时性

阿基米德　　　　 发现物体在水中所受浮力大小的规律

托里拆利　　　　 测定大气压强

富兰克林　　　　 发明避雷针

４如今，生活中使用的各种机械摆钟根据　　　　　　　原理制成的，首先发现该原理

的是　　　　（填国籍）物理学家　　　　。完成一次完整摆动（振动）所用的

　　　　为一个周期。它是表示摆动（振动）　　　　的物理量。

５某小组在探究摆球摆动周期与哪些因素有关时，采用两个质量不同的小球Ａ和Ｂ（Ａ

球的质量＜Ｂ球的质量），制作了两种不同摆线长度（犾１＞犾２）的摆球，准备以两种不

同的摆辐（θ＜α）进行如图（ａ）、（ｂ）、（ｃ）、（ｄ）所示的四次实验。

第５题图

（１）如果要探究摆动周期与摆线长度的关系，应选用　　　　和　　　　两次实验

进行比较。

（２）如果要探究摆动周期与摆动幅度的关系，应选用　　　　和　　　　两次实验

进行比较。

（３）如果选用图（ｂ）和图（ｄ）两次实验进行探究，　　　　得到结论（选填“能”或“不

能”），原因是　　　　　　　　　　　　　　　　　　　　。

（４）在整个实验中，可以人为改变或控制的物理量有：　　　　　　　 　　　　　。

我们把这些物理量称为　　　　；而绝对不能人为改变或控制的物理量是

　　　　，其必须通过实验测量得出，我们把这个物理量称为　　　　。

（５）利用　　　　和　　　　两次实验，可得出当摆线长度和摆球质量不变时，摆动

周期与摆动幅度无关。

（６）利用图（ｃ）和图（ｄ）两次实验，可得出当　　　　　　　　　　　　　　　　　　

一定时，　　　　　　　　　　　　　　　　　　。

（７）利用　　　　和　　　　两次实验，可得出当摆球质量和摆动幅度一定时，

　　　　　　　　　　　　　　　　　。

６如图所示的４个单摆，已知甲球的质量大于乙球的质量，摆线长度如图所示，则单摆

摆动周期最短的是（　　）。

第６题图

７有一摆钟，工作一天慢了１分钟，为了校正摆钟使之准时，应（　　）。

Ａ．摆线变长 Ｂ．摆线变短

Ｃ．减少摆球质量 Ｄ．增大摆球质量

二、能力拓展题

８不同物体吸收太阳辐射能力不同，小明认为这可能与物体的颜色有关，于是，他将几

个完全相同的物体涂上不同颜色放在太阳底下，测出相同时间内物体升高的温度。

就“他将几个完全相同的物体涂上不同颜色放在太阳底下，测出相同时间内物体升高

的温度”这一环节而言，属于科学探究中的（　　）。

Ａ．提出问题 Ｂ．猜想假设

Ｃ．进行实验 Ｄ．分析论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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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测 量 的 历 史

长度的测量

一、选择题

１单位换算书写正确的是（　　）。

　Ａ．２５厘米＝２５÷１００米＝０．２５米

Ｂ．２５厘米＝２５×
１
１００

米＝０．２５米

Ｃ．２５厘米＝２５厘米÷１００＝０．２５米

Ｄ．２５厘米＝２５厘米×
１
１００

＝０．２５米

２下表是国家标准鞋码与脚长对照表，表中“光脚长度”的单位是（　　）。

鞋的尺码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光脚长度 ２３０ ２３５ ２４０ ２４５ ２５０

Ａ．米 Ｂ．厘米

Ｃ．纳米 Ｄ．毫米

３小妍家新买了型号为２０厘米的台州产“苏泊尔”压力锅（俗称高压锅）。妈妈说，家用

压力锅有１８厘米、２０厘米和２２厘米等型号。“型号２０厘米”指（　　）。

Ａ．锅身的直径是２０厘米 Ｂ．锅身的周长是２０厘米

Ｃ．锅身的横截面积是２０厘米 Ｄ．锅的容积是２０厘米

４自然界分为宏观和微观，宏观很大，如银河系；微观很小，如分子。要计量它们的直

径，下列所用的长度单位中最方便的是（　　）。

Ａ．千米、米 Ｂ．光年、米

Ｃ．光年、纳米 Ｄ．米、纳米

５下列图中，关于刻度尺使用方法正确的是（　　）。

第５题图

６一本书除去封面、封底，共有４００个页码，测得这部分总厚度为１５．０毫米，则每张纸

的厚度为（　　）。

Ａ．０．０３７５微米 Ｂ．３７．５微米

Ｃ．０．０７５微米 Ｄ．７５微米

二、填空题

７测量的目的是为了　　　　　　　　。为了科学地测量物理量，就需要有一个标准

作为依据，这个标准叫做　　　　。其次，要有合适的　　　　　　。

８长度的国际单位是　　　　，其符号是　　　　。

９刻度尺上相邻两条刻度线间的长度叫做　　　　，测量长度要选用　　　　和

　　　　适当的刻度尺。

１０给下列测得的数据补上适当的单位：

（１）教室每层楼高约３　　　　。　　（２）一支铅笔的直径约为８　　　　。

（３）课桌高度约７０　　　　。 （４）一位中学生的身高约１．６５　　　　。

（５）一个初中生的中指指甲宽是１　　　　。

（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开始进行ＰＭ２．５的环境监测，ＰＭ２．５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

等于２．５　　　　（填长度单位）的颗粒物，也称之为可入肺颗粒物。

１１单位换算：

（１）６米＝　　　　厘米＝　　　　纳米。

（２）５７微米＝　　　　毫米＝　　　　米。

三、实验题

第１２题图

１２如图所示，用Ａ、Ｂ两刻度尺测同一木块的边长，就分

度值而言，　　　　尺精密些，就使用方法而言，

　　　　不正确。

１３在下图中，（ａ）图刻度尺的最小刻度是　　　　，木块

犃犅两端的长度为　　　　。（ｂ）图刻度尺的最小刻

度是　　　　，木块犆犇两端的长度为　　　　。

第１３题图

四、能力拓展题

１４李阳同学为了测某一品牌导线的直径，他采用了以下的办法。剪下一段导线后，把这

段导线紧密地在一支铅笔上单层缠绕４０圈，形成一个导线圈，再用一把刻度尺去测

量该导线圈的长度，测量情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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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题图

则这把刻度尺的分度值是　　　　毫米。这个导线圈的长度是　　　　厘米，这一

品牌导线的直径是　　　　毫米。

１５如图所示，是测量圆筒直径的几种方法，其中正确的是（　　）。

第１５题图

１６用皮卷尺测量长度时，若用力拉伸，使尺变长，则测量结果相比实际值（　　）。

　Ａ．偏大 Ｂ．偏小

Ｃ．不受影响 Ｄ．可能偏小，可能偏大

１７某同学用脚步估测距离，已知他从教室到图书馆，２１米走了３０步，若他从家门口走到

学校门口，共走了８００步，则学校距他家　　　　米。

１８请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测量出一只碗口的周长。（请写出具体的测量方法）

质量的测量

一、选择题

１１千克的棉花和１千克的铁块相比较，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棉花所含物质较多

Ｂ．铁块所含物质较多

Ｃ．棉花和铁块所含物质一样多

Ｄ．无法比较棉花和铁块所含物质的多少

２一袋方便面的质量约为（　　）。

Ａ．０．０１千克 Ｂ．０．１千克

Ｃ．１千克 Ｄ．１０千克

３下列各种情况中，物体的质量会发生变化的是（　　）。

Ａ．将铁块挫成正方体

Ｂ．进入太空中的宇航员的手表

Ｃ．钢水浇铸成车轮

Ｄ．被铁匠锻打后的铁件

４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质量是物体本身的一种属性，它不随物体的形状、温度而改变，但物体由固体变为

液体时，其质量就要改变

Ｂ．质量是物体本身的一种属性，但将同一物体放到赤道和北极时，测出的质量不同

Ｃ．地球上的物体无论放在赤道还是北极，质量不会改变，但放到月球上，质量就要改变

Ｄ．因为质量是物体本身的一种属性，所以同一物体无论在地球上什么地方，它的质

量是不变的

５不在称量物体的质量时，向右移动游码相当于（　　）。

Ａ．向右调节平衡螺母 Ｂ．向左调节平衡螺母

Ｃ．在右盘增加砝码 Ｄ．在右盘减去砝码

６用已调平衡的托盘天平称物体的质量时，误将物体放到了右盘，天平平衡时，左盘上

有５０克、２０克的砝码各一个，游码的示数为３克，则这个物体的质量应是（　　）。

Ａ．７３克 Ｂ．７０克

Ｃ．６７克 Ｄ．无法计算

二、填空题

７物体中所含　　　　的多少叫做质量，用符号　　　　表示。质量是物体的一种

　　　　，因为它不随物体的　　　　、　　　　、　　　　、　　　　的改变而

改变。

８质量的国际单位是　　　　，符号是　　　　。常用单位有　　　　　　　　。

９测量物体质量的常用工具是　　　　，实验室一般用　　　　来测物体的质量。

１０一大桶水和一小杯水，是两个不同的　　　　，但它们是由相同的　　　　组成的。

（选填“物质”或“物体”）

１１请填适当单位并进行单位换算：

（１）一只鸡蛋的质量约为５０　　　　，即　　　　千克。

（２）一个普通中学生的质量约为５０千克，即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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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只苹果的质量约为１５０　　　　，即　　　　千克。

（４）一本物理课本的质量约为２００　　　　，即　　　　千克。

（５）一头大象的质量约为３　　　　，即　　　　千克。

三、实验题

１２观察托盘天平，图（ａ）中的 Ａ 是　　　　，Ｂ是　　　　，Ｃ是　　　　，Ｄ是

　　　　，Ｅ是　　　　。调节天平平衡时，首先应把游码移动到　　　　。调节平

衡后，被测物体放在左盘中，右盘中放入１００克的砝码，如果天平指针如图（ｂ）所示，

此时应操作的步骤是　　　　　　　　　　　　　　，经过规范的操作步骤，右盘的

砝码及游码位置如图（ｃ）所示，则被测物体质量是　　　　千克。

第１２题图

１３在“用天平测质量”的实验中，小华填写的实验报告（部分）如下，请完成空格处的

内容。

实验名称：用天平测质量

　　　　：用天平测铜块的质量。　　　　　　　　　　　　　　　　　　　　

实验器材：托盘天平（含砝码）、铜块。

实验步骤：１．将托盘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

２．移动游码到标尺左端的　　　　刻度处。

３．调节　　　　使横梁水平，指针指在分度盘的中央。

４．将铜块放在天平的　　　　盘中。

１４小星取一小块样石，来测量其质量。

第１４题图

（１）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发现指针在

分度标尺上的位置如图（ａ）所示，此时

应将　　　　向　　　　调节（选填

“左”或“右”），使指针指在分度盘

中央。

（２）然后将小块样石放在　　　　托盘上

（选填“左”或“右”），此时应该通过

　　　　或　　　　，使指针再次指

在分度盘中央。

（３）此时所用的砝码和游码的位置如图（ｂ）所示，质量为　　　　克。

四、能力拓展题

１５用托盘天平测量物体质量时，若使用的砝码已磨损，则测量结果与物体的实际质量相

比较（　　）。

Ａ．偏大 Ｂ．偏小

Ｃ．不变 Ｄ．无法判断

１６用天平和烧杯测量盐水质量，若天平平衡时烧杯的质量如图（ａ）所示，烧杯和盐水总

质量如图（ｂ）所示。请你根据图填表。

项　目 烧杯的质量（克） 烧杯和盐水总质量（克） 盐水的质量（克）

数　据

第１６题图

第１７题图

１７如右图所示，有两种不同材料制成的体积相同的实心球Ａ

和Ｂ，左盘中放３个Ａ球，在天平右盘中放两个Ｂ球，天平

刚好平衡，则Ａ球和Ｂ球的质量比为　　　　。

１８测一个图钉质量的方法是（　　）。

Ａ．把一个图钉直接用天平称量

Ｂ．测一块磁铁与一个图钉的质量，再减去磁铁的质量

Ｃ．测１００颗图钉质量后，再除以１００

Ｄ．以上方法都不对

时间的测量

一、选择题

１正常情况下，人每呼吸一次的时间为（　　）。

Ａ．３分 Ｂ．３秒

Ｃ．３００秒 Ｄ．６分

２健康人正常情况下，脉搏跳动一次的时间约为（　　）。

Ａ．１分 Ｂ．１秒

Ｃ．１０秒 Ｄ．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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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题图

３下列测量工具中，用来测量时间的是（　　）。

Ａ．沙漏 Ｂ．日晷

Ｃ．原子钟 Ｄ．以上都是测量时间的工具

４一频闪相机每秒可拍摄照片２５幅，如图所示小球做自由落体运动时的频

闪照片，小球从犃点到犅点所用的时间是（　　）。

Ａ．０．０４秒×２＝０．０８秒

Ｂ．０．０４秒×３＝０．１２秒

Ｃ．０．０４秒×４＝０．１６秒

Ｄ．０．０４秒×５＝０．２０秒

５某同学测得自己每分钟脉搏跳动的次数为８０次，由此计算出每次脉搏跳动的时间为

（　　）。

Ａ．１．３３秒 Ｂ．０．７５秒

Ｃ．０．０１２５秒 Ｄ．以上答案均不对

６火车时刻表上标明某次列车由Ａ地发车的时刻为１３：３０，到达Ｂ地的时刻为次日

９：４０，火车运行的时间是（　　）。

Ａ．３小时４０分钟 Ｂ．２０小时１０分钟

Ｃ．２３小时１０分钟 Ｄ．２０小时４０分钟

二、填空题

７时间的国际单位是　　　　，常用单位还有　　　　　　　　等。

８在下列空格中，填上适当的单位：

（１）百米赛跑的成绩约为１４　　　　。　　（２）一节课的时间约为４０　　　　。

（３）正常人的脉搏跳动７０次的时间约１　　　　。

（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为３６５　　　　。

９单位换算：

（１）１小时＝　　　　分＝　　　　秒。　（２）２４分＝　　　　秒＝　　　　小时。

１０在时间的测量中，常用的测量工具有　　　　等，实验室常用　　　　表测量时间，

而　　　　　　　　是一种很有用的测量短暂时间的工具。

１１世界上第一只摆钟是根据　　　　　　原理制成的，该原理是意大利物理学家

　　　　发现的。

１２如图（ａ）所示，测量　　　　的工具，称为　　　　（填写物理量和仪器的名称）。通

电时，振针每秒钟上下振动５０次，每次向下打１个点，每打两个点的时间间隔就是

　　　　秒。甲、乙两位同学用打点计时器拉出的纸带分别如图（ｂ）、（ｃ）所示，其中

图（ｂ）纸带中从犃点到犎 点经历的时间为　　　　秒，图（ｃ）的纸带上从犃点到犇

点的时间间隔为　　　　秒，通过比较可以知道，　　　　同学拉纸带较快（选填

“甲”或“乙”），理由是　　　　　　　　　　　　　　　。

第１２题图

三、实验题

１３某同学用打点计时器打出两条纸带，如图所示。某小组４名同学观察纸带后，发表了

不同意见，其正确的是（　　）。

第１３题图

Ａ．由于第一条纸带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不均匀，说明相邻两个点的时间间隔是不同的

Ｂ．由于打点计时器均匀振动，无论怎样拉纸带，相邻两个点的时间间隔是相同的

Ｃ．第一个纸带上有７个点，拉动纸带的时间是０．１４秒

Ｄ．以上说法都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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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起航单元测试卷

（满分：１００分　时间：４０分钟）

一、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３０分）

１下列单位中，属于国际单位制的有（　　）。

　Ａ．千米 Ｂ．小时

Ｃ．千克 Ｄ．分钟

第２题图

２在学校“运用物理技术破案”趣味游戏活动中，小明根

据“通常情况下，人站立时身高大约是脚长的７倍”这

一常识，可知留下图中脚印的“犯罪嫌疑人”的身高约

为（　　）。

Ａ．１．６５米 Ｂ．１．７５米

Ｃ．１．８５米 Ｄ．１．９５米

３如图所示Ａ、Ｂ、Ｃ、Ｄ表示四种测量木条犪犫长度的方法，这四种方法中（　　）。

Ａ．只有Ａ图是正确的

Ｂ．只有Ｃ图是正确的

Ｃ．Ａ和Ｃ、Ｄ图都是正确的

Ｄ．四种测量都是错误的

第３题图

４关于打点计时器和用它拉出的纸带，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Ａ．打点计时器是测量时间的工具

Ｂ．打点计时器的振针，每振动一次的时间是０．０２秒

Ｃ．纸带上相邻两点的时间都是相等的

Ｄ．由于纸带上相邻两点距离不同，用的时间不同

５一本八年级物理教科书（上册）的质量约为（　　）。

Ａ．０．０２千克 Ｂ．０．２千克

Ｃ．２千克 Ｄ．２０千克

６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１千克冰比一千克水的质量大

Ｂ．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手中粉笔体积变小了，但质量不变

Ｃ．一块石头从月球上运到地球上，质量不变

Ｄ．一升水完全变成水蒸气，质量变小了

７如果天平的砝码不小心沾上一块橡皮泥，那么测出的物体的质量比真实值（　　）。

Ａ．大 Ｂ．小

Ｃ．没影响 Ｄ．无法确定

８如图所示为某辆赛车启动过程的频闪照片，该赛车从赛道的起点处由静止开始出发，

同时，照相机开始拍照，如图（ａ）所示，以后赛车沿直线向右运动的过程中，照相机一

秒钟曝光４次，如图（ｂ）所示，请问：犃、犇两点间的时间间隔为（　　）。

第８题图

Ａ．０．２５秒 Ｂ．０．７５秒

Ｃ．１秒 Ｄ．１．２５秒

９调节天平平衡时，没有将游码拨回零刻度，此时称出物体的质量为犿１，正确操作时称

得同一物体的质量为犿２，则（　　）。

Ａ．犿１＝犿２ Ｂ．犿１＞犿２

Ｃ．犿１＜犿２ Ｄ．无法比较

１０某同学为了研究摆的摆动快慢与哪些因素有关，做了四次实验如下表，其中第２次实

验研究的是（　　）。

次　数 摆的幅度 摆球的质量 摆线的长度 摆的形式

１ 不相同 相同 不相同 不相同

２ 相同 不相同 相同 相同

３ 不相同 不相同 相同 相同

４ 相同 相同 不相同 不相同

Ａ．研究摆动快慢（周期的长短）与摆的幅度的关系

Ｂ．研究摆动快慢（周期的长短）与摆线长度的关系

Ｃ．研究摆动快慢（周期的长短）与摆球形状的关系

Ｄ．研究摆动快慢（周期的长短）与摆球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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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每小空２分，共４４分）

１１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进行定量的研究，　　　　和　　　　是物理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

１２下面测量工具中，实验室中用于测量质量的是　　　　；用于测量长度的是

　　　　；用于测量时间的是　　　　。（均填写序号）

Ａ．沙漏 Ｂ．打点计时器 Ｃ．托盘天平 Ｄ．刻度尺

Ｅ．米尺 Ｆ．日晷

１３张杰同学在记录测量结果时，忘记了填写单位，请你帮他补上单位：

（１）一名初二的学生身高是１．７０　　　　。 （２）课本的长度约为２９　　　　。

（３）心脏跳动７０次所用时间为１　　　　。 （４）一个中学生的质量约为５０　　　　。

１４　　　　　　　　叫质量，如果宇航员将质量为５０克的矿石从地球带到月球，其质

量　　　　。若一块冰融化成水，其质量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１５如图所示，２０１３年９月长江上又添一座跨江大桥———江津鼎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今

后江津到主城将更快捷。这标志着重庆第一座公轨两用斜拉桥竣工投入使用。下列

是该大桥的部分参数：

（１）鼎山长江大桥全长６０６６米，合计　　　　千米。

（２）鼎山长江大桥总用钢量２．６万吨，合计　　　　千克。

１６打点计时器是测量　　　　的工具，如图所示。通电时，振针每秒钟上下振动５０次。

某同学为了观察一个塑料小球下落的运动情况，他将小球上端连接一条纸带，纸带穿

过打点计时器，让小球自由下落，打出的纸带每四个点记为一个计数点，如图所示，

则从犃到犇的时间间隔是　　　　秒，犃到犅之间的时间间隔　　　　犇到犈之间

的时间间隔（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从纸带可以看出，塑料小球下落时在做

　　　　运动。（选填“加速”、“匀速”或“减速”）

第１５题图
　　　

第１６题图

１７把１千克的铁棒拉成铁丝，铁丝的质量将　　　　，因为质量是物体的一

种　　　　。

三、实验题（第２１题、２２题每空２分，其他每空１分，共２６分）

１８如图所示刻度尺测量物体的长度。这把尺的最小刻度是　　　　，所测物体的长度

是　　　　厘米。

第１８题图
　　　　

第１９题图

１９如图所示为　　　　（填实验仪器名称），是用来测量　　　　的仪器。使用时，应先

将天平放在　　　　桌面上；然后将　　　　移到标尺的　　　　　　　　；如果发

现指针偏向分度盘的左侧，可以调节横梁右端的　　　　，使其向　　　　（选填

“左”或“右”）方移动，使指针指在　　　　　　　　，这时横梁平衡。称量时，若天平

平衡时，右盘砝码的情况和游码的位置如图所示，则被测物块的质量为　　　　克。

第２０题图

２０如图所示是物理中常用的一种测量工具，观察该测量工具，你可以获得的信

息有：（请至少写出两条）

（１）　　　　　　　　　　　　　　　　　　　　　　　　　　　　。

（２）　　　　　　　　　　　　　　　　　　　　　　　　　　　　。

２１某同学在调节天平平衡后，在左盘上放上一个物体，右盘放５０克１个，１０克

砝码２个，再将游码调到０．７克处天平才恢复平衡，则物体质量为　　　　

克。如果把此物体从上海拿到北京，它的质量将　　　　。（选填“变大”、

“变小”或“不变”）

２２在研究单摆的周期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中，记录实验数据如下：

实验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摆线长度（米） １ １ ２ ３

摆动幅度 较大 较小 较大 较大

摆球质量（千克）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２

连续摆动１０次的时间（秒） ２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１）分析比较实验序号１与２，可以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在　　　　　　　　相同时，

摆的周期与摆的摆动幅度无关。

（２）分析比较实验序号１与３，可以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在摆长和摆幅相同时，摆动周

期与摆的质量无关。请在表格中填入第３次实验的有关数据。

（３）分析比较实验序号４与５，可以得到的初步结论是：在摆动幅度和摆的质量相同

时，摆的周期与　　　　　　　　　　，且　　　　越大，摆的周期　　　　。

（４）上面实验中用的是一种最常用的探究物理规律的方法，即每次只让一个因素

　　　　，而保持其他因素　　　　，这种方法叫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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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声

１．１（１）　声波的产生和传播

一、选择题

１发声的物体叫声源，关于声源，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声源只能是固体

Ｂ．声源只能是固体和液体

Ｃ．声源只能是固体和气体

Ｄ．固体、液体和气体都能成为声源

２关于“声音”，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Ａ．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Ｂ．声音可以在水中传播

Ｃ．声音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Ｄ．声音可以在传播过程中减弱

３以下几个实验现象，能说明声音产生的原因的是（　　）。

Ａ．放在玻璃钟罩内的电铃正在发声，把玻璃罩内的空气抽去一些后，铃声明显减弱

Ｂ．把正在发声的收音机密封在塑料袋里，然后放入水中，人们仍然听到收音机发出

的声音

Ｃ．拉小提琴时，琴弦的松紧程度不同，发出的声音不同

Ｄ．拨动吉他的琴弦发出声音时，放在弦上的小纸片会被琴弦弹开

第３题图

４桌子上的鱼缸中有若干条金鱼，两个小朋友在鱼缸旁拍手，鱼立

即受惊。如图所示，此时鱼接收到声波的过程主要是（　　）。

Ａ．空气水鱼

Ｂ．桌子空气水鱼

Ｃ．桌子鱼缸水鱼

Ｄ．空气鱼缸水鱼

５比较声音在海水、铁管和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从大到小的排列

顺序正确的是（　　）。

Ａ．海水、铁管、空气 Ｂ．铁管、海水、空气

Ｃ．空气、铁管、海水 Ｄ．铁管、空气、海水

６小明晚上在睡觉时，将机械式手表放在枕头下，如图所示，他的耳朵在枕头上能比在空气中

第６题图

更清晰地听到手表秒针走动时的“嘀嗒”声，这现象说明（　　）。

Ａ．只有固体才能传声

Ｂ．传播同样距离，声音在固体中传播比空气中减弱少

Ｃ．固体能将声音放大

Ｄ．声音在固体中传播时音调比在空气中高

第７题图

７在演示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实验中（如图所示），将正在

发声的音叉紧靠悬线下的乒乓球，球被多次弹开。在此实验

中，乒乓球的作用是（　　）。

Ａ．使音叉的振动尽快停下来

Ｂ．使音叉的振动时间延长

Ｃ．将音叉的微小振动放大，便于观察

Ｄ．使声波多次反射，形成回声

８自来水工人甲在一根很长的已供水的自来水管的一端敲一下水管，工人乙在水管的

另一端贴近管壁，可听到（　　）。

Ａ．一次敲击声 Ｂ．两次敲击声

Ｃ．三次敲击声 Ｄ．无数次敲击声

９下列关于声音现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有物体振动，人就一定能听到声音

Ｂ．有声音产生，就一定有物体在振动

Ｃ．振动停止以后，声音要慢慢消失

Ｄ．只要我们对着高墙喊话，就一定能区分原声和回声

１０将敲响的鼓面用手一按，响声立即就停止了。以下原因中正确的是（　　）。

Ａ．声波传到鼓内去了

Ｂ．鼓面停止了振动

Ｃ．鼓的振动变快了

Ｄ．没有传播介质

二、填空题

１１发声体都是在　　　　　　　　着，发声停止的物体不再　　　　　　　　。通常

把发出声音的物体叫做　　　　　　。

１２人说话、唱歌时的发声，靠的是　　　　的振动，婉转的鸟鸣声，靠的是　　　　的振

动，清脆的蟋蟀叫声，靠的是　　　　发出的振动。

１３发声体的振动在介质中的传播称为　　　　。

１４当发声体振动时，附近的空气分子就会形成　　　　。（选填“横波”或“疏密波”）

振动的空气分子　　　　随声波向前移动。（选填“有”或“没有”）

１５下表是小张同学在网上查找到的声波在不同情况下传播的速度大小，根据表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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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知：声波的传播速度与　　　　和　　　　有关。由表还可知：声音在煤油、

空气（１５℃）、玻璃中的传播速度由大到小依次排列的是　　　　　　　　。

声波的传播速度

介　质 速度（米／秒） 介　质 速度（米／秒）

空气（１５℃） ３４０ 煤油 １３２４

空气（２０℃） ３４４ 水 １５００

空气（２５℃） ３４６ 玻璃 ５０００

第１６题图

１６渔民可以利用电子发声器把鱼吸引到网里来，表明　　　　

能传声；如图所示，“土电话”表明　　　　能传声。

１７同学之间讨论问题时彼此交谈的语声，是靠　　　　传播的；

将要上钩的鱼，会被岸上的说话声音或脚步声吓跑，说明声音

还可以靠　　　　传播；贝多芬耳聋之后，把小木棒的一段放

在钢琴上，另一端咬在牙齿中间，仍然可以听见琴声，说明声

音还可以靠　　　　传播；太阳上进行着大规模的热核反应，

我们都能感受到核反应所释放的光和热，却听不到核爆炸的巨响，这是因为

　　　　　　　　　　。综上所述，声音可以在　　　　、　　　　、　　　　中传

播，但不能在　　　　中传播。

１８上课时，学生听老师讲课的主要过程是：老师的声带　　　　，使空气中产生

　　　　，再使学生的耳膜　　　　。

１９一部科幻电影中有这样的场面：一艘飞船在太空中遇险，另一艘飞船在前去营救的途

中，突然听到了遇险飞船的巨大爆炸声，然后看到爆炸的闪光。请你给导演指出这个

场景中的两处科学性错误： 　

　。

２０医生给孕妇做Ｂ超，说明声波能够传递　　　　；医生用超声波粉碎人体内的结石，

说明声波能够传递　　　　。

三、实验题

第２１题图

２１如图所示，使电铃发声，用抽气机将空气逐渐从玻璃罩内抽出，听到的铃

声越来越　　　　。（选填“响”或“轻”）

让空气再进入罩内，　　　　听到铃声（选填“能”或“不能”），由此可以推

断出声音通常靠　　　　传播，声音不能在　　　　中传播。

２２如图所示，用力敲响音叉，并用悬吊着的塑料球接触发声的叉股，我们看

到的现象是　　　　　　　　　　　　。若图中所示的实验在月球上进

行，挂在左边音叉旁的那个塑料球　　　　出现前面的现象。（选填“会”

或“不会”）

第２２题图
　　　

第２３题图

２３如图（ａ）所示，用竖直悬挂的泡沫塑料球接触发声的音叉时，泡沫塑料球被弹起，这个

现象说明　　　　　　　　　　；如图（ｂ）所示，敲击右边的音叉，左边完全相同的音

叉把泡沫塑料球弹起，这个现象说明　　　　　　　　　　　　　　　　　　　　。

四、能力拓展题

２４百米赛跑时，终点的计时裁判员正确的计时方法是（　　）。

Ａ．听到发令员的枪声开始计时

Ｂ．看到发令员的发令枪冒烟开始计时

Ｃ．听到发令员的最后一声口令开始计时

Ｄ．看到最先起跑的运动员开始计时

２５《西游记》第六十八回中，写到孙悟空利用“悬丝诊脉”之法治好了朱紫国国王的病。

所谓“悬丝诊脉”，相传是将丝线系在病人手腕上，医生从线的另一端就可以感受出病

人的脉搏跳动情况，从而来诊断病情。你能说出“悬丝诊脉”的原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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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声波的产生和传播

一、选择题

１暴雨来临之前，闪电一闪即逝，但雷声却隆隆不断，这是由于（　　）。

Ａ．雷一个接一个打个不停

Ｂ．人的双耳效应

Ｃ．雷声经过地面山岳和云层多次反射造成的

Ｄ．闪电的速度比雷声的速度大

２在屋子里谈话比在旷野里听起来响亮，是因为（　　）。

Ａ．在野外能产生回声，而在屋子里不会产生

Ｂ．在野外不能产生回声，而在屋子里能产生回声，使原声加强

Ｃ．在野外和屋子里都能产生回声，但回声很弱，且与原声的时间差较大

Ｄ．在野外和屋子里都能产生回声，但在野外产生的回声会与原声相抵消，从而减弱

了原声

３如图所示，北京天坛公园的回音壁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回音壁应用的声学原

第３题图

理是（　　）。

Ａ．回音壁的光滑圆形墙壁能使声波发生多次反射

Ｂ．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

Ｃ．回音壁产生的回声与原声相抵消，从而减弱了原声

Ｄ．发声的物体在振动

４电影《地道战》中的日军指挥官让人在地下埋几口水缸，并时不时

把头探进缸里，以下有几种解释，你认为哪种说法正确？（　　）。

Ａ．甲说：“从水缸中能看见地道里游击队员的像，判断有无游击队员”

Ｂ．乙说：“从水缸中能听见地面下传来的声音，判断有无游击队员挖地道”

Ｃ．丙说：“防止自己的讲话被游击队员偷听”

Ｄ．丁说：“是为了藏匿物品”

５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利用回声来测量距离。一座高山，看上去很近，走了好久还

走不到，“望山走死马”，距离有多远呢？不妨请“应声阿哥”来帮个忙：对着高山大叫

一声，听一下回声，记下两声之间的时间间隔，就可以估计出距离了。如果一个人对

着一座高山叫喊，若经过１０秒后听到回声，那么我们可以断定（　　）。

Ａ．高山距我们１７００米

Ｂ．高山距我们３４００米

Ｃ．高山距我们１７０米

Ｄ．高山距我们３４０米

６下列关于回声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被山崖、高墙反射回来的声音才叫回声

Ｂ．回声比原声晚０．１秒以上

Ｃ．在较小的房屋内说话没有回声

Ｄ．只要有障碍物存在就有回声

７如图所示，主要描述声音能够传递能量的是（　　）。

Ａ．探测海深
　　

Ｂ．敲瓶底火焰摇动
　　

Ｃ．回声定位
　
Ｄ．超声波探查

第７题图

８站在百米赛跑终点的计时员，听到起跑的枪声后立即开始计时，测得李明同学百米赛

跑的时间是１４．００秒，当时气温１５℃，则李明同学跑百米的真实时间是（　　）。

Ａ．１４．２９秒 Ｂ．１４．００秒

Ｃ．１３．７１秒 Ｄ．无法确定

二、填空题

９甲在一根长的自来水管一端，敲一下水管，乙在水管的另一端听到三次敲击声。第一

次听到的敲击声由　　　　传播的，第二次听到的敲击声由　　　　传播的，第三次

听到的敲击声是由　　　　传播的。

１０人耳要将回声与原声区分开，必须满足：传入人耳的原声与回声时间相差　　　　秒

以上，人距障碍物不得小于　　　　米。

１１某同学对着一山崖高喊一声，２秒后听到回声，该同学距山崖有　　　　米。

１２１５℃时，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　　　　米／秒。某人看见闪电后，经过５秒才

听到雷声，那么打雷处到这个人的距离约为　　　　米。

１３通常，坚硬光滑的表面　　　　声波的能力强，松软多孔的表面　　　　声波的能力

强，不同形状的反射表面对声波的　　　　效果不同。

１４在百米赛跑中，甲、乙两个计时员，分别从看到发令枪冒烟和听到枪声开始计时同一

运动员的成绩，则　　　　记录的成绩较准确；若甲记录的成绩为１１．３秒，则乙记录

的成绩　　　　１１．３秒。（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

１５如果火车钢轨每根长２５米，若每４５秒内听到车轮和钢轨接头处撞击声９０次，火车

的速度是　　　　千米／时。

三、计算题

１６某科学探测船想测出某处海底的深度，该船向海底垂直发射声波，经过４秒收到返回

的声波信号，那么该处海底的深度是多少米？这种方法能否用来测月球与地球之间



２１ ２２

的距离？（已知声音在海水中的速度是１５００米／秒）

第１６题图

１７某人面对远处的山崖喊话，经过２．８秒听到回声。设空气中的声速为３４０米／秒，求

山崖与人之间的距离。

１８一汽车以２０米／秒的速度向一山崖开进，途中鸣了一声笛，２秒钟后听到山崖传来回

声，当司机听到回声时，汽车离山崖还有多远？（设空气中的声速为３４０米／秒）

四、实验题

１９如图所示，几只鸟在树上“歌唱”，一个听觉良好的女孩在一间门窗紧闭的甲房间内，

靠近单层玻璃，她能听到室外鸟的“歌唱”；她到另一间门窗紧闭的乙房间内，靠近双

层玻璃（双层玻璃的夹层内抽成真空），她却几乎听不到室外鸟的“歌声”。

第１９题图

（１）运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释为什么女孩在乙房间几乎听不到室外鸟的“歌声”。

（２）女孩在两个房间都能看见室外树上的鸟，而只能在甲房间听到室外鸟的“歌声”，

这说明光的传播和声音的传播有什么不同？

五、能力拓展题

２０声音在海水中的传播速度是１５３０米／秒，为了开辟新航道，某科学探测船装有回声探

测仪器，探测水下有无暗礁，如图所示，探测船发出的声音信号０．６秒后被探测仪器

接收。

第２０题图

（１）探测船发出的声音为了有更好的回收效果，最好用什么声波？

为什么？

（２）通过计算说明海底障碍物到探测船舱底的距离是多少？

（３）若探测船在海上航行时，轮船上的一位气象学家将一只氢气球

在脸颊上贴了一下，大叫一声，马上向大家发出紧急报告：“海

上风暴即将来临”。就在当天夜里，海上发生了强烈的风暴，一

只氢气球怎么能预报海上的风暴呢？试分析气象学家判断风暴

的物理学依据是什么？

２１远处开来一列火车，通过钢轨传到人耳的声音比空气中传来的声音早２秒，求火车离

此人多远？（此时气温１５℃，声音在钢铁中的传播速度是５２００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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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声音的特征（响度、音调）

一、选择题

１人们听到的声音的响度大小（　　）。

　Ａ．只是由声源的振幅决定的

Ｂ．只是由声源的频率决定的

Ｃ．只是由声源到人耳的距离决定的

Ｄ．是由声源的振幅、声源到人耳的距离等因素决定的

２关于声现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闻其声而知其人”主要是根据声音的响度来判断的

Ｂ．“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中的“高”指声音的音调高

Ｃ．中考期间学校周围路段禁鸣喇叭，这是通过控制噪声的传播途径来减弱噪声

Ｄ．用超声波能粉碎人体内的“小石头”，说明声波具有能量

３医生用听诊器能够清楚地听到病人胸腔内的声音，是因为听诊器可以（　　）。

Ａ．提高声音的音调 Ｂ．减少声音的分散，提高响度

Ｃ．降低声音的音调 Ｄ．增强音色

４如图所示，四个相同的玻璃瓶里装水，水面高度不同。用筷子敲击，如果能分别发出

“犱狅狌（１）”“狉犲犻（２）”“犿犻（３）”“犳犪（４）”四个音阶，则与这四个音阶相对应的瓶子的序

第４题图

号是（　　）。

Ａ．（ｃ）、（ｂ）、（ａ）、（ｄ）

Ｂ．（ｂ）、（ｃ）、（ａ）、（ｄ）

Ｃ．（ａ）、（ｂ）、（ｃ）、（ｄ）

Ｄ．（ｄ）、（ａ）、（ｂ）、（ｃ）

５带花蜜的蜜蜂，飞行时翅膀每秒振动３００次，不带花蜜的蜜

蜂，飞行时翅膀每秒振动４４０次，养蜂人分辨蜜蜂是飞出去

采蜜，还是采蜜归来，根据是（　　）。

Ａ．音调高低 Ｂ．响度的大小 Ｃ．音色的不同 Ｄ．翅膀振动的次数

６“轻声关门”是一种文明行为，这里的“轻声”指的是声音的（　　）。

Ａ．响度 Ｂ．音色 Ｃ．音调 Ｄ．频率

７提琴表演时，演奏者控制琴弦的松紧是为调节琴声的（　　）。

Ａ．响度 Ｂ．音调 Ｃ．音色 Ｄ．音量

８《琵琶行》中的“大弦嘈嘈，小弦切切”，描述了大弦和小弦的声音不同，主要是指（　　）。

Ａ．音色 Ｂ．响度 Ｃ．音调 Ｄ．声速

９人无法听到飞翔的蝙蝠发出声音的原因是（　　）。

Ａ．蝙蝠没有发出声音 Ｂ．蝙蝠发出声音的频率太高

Ｃ．蝙蝠发出声音的频率太低 Ｄ．蝙蝠发出声音的响度太小

１０“呼麦”是蒙古族的一种高超演唱形式，演唱者运用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形成

低音，在此基础上调节口腔共鸣，形成高音，实现罕见的一人同时唱出高音和低音的

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呼麦”中高音、低音指声音的响度

Ｂ．“呼麦”中的声音是振动产生的

Ｃ．“呼麦”中高音是超声波、低音是次声波

Ｄ．“呼麦”中高音和低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不等

二、填空题

１１声音有３个特征，即　　　　、　　　　和音色。

１２人耳感觉到的声音　　　　的程度叫做响度。发声体的振动　　　　越大，发声体

离人的　　　　越近，声音就越响。

１３声音的音调由发声体振动的　　　　决定的。声音的响度跟发声体振动的　　　　

有关，响度还跟距离　　　　的远近有关。

１４举世瞩目的索契冬奥会于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起举行。开幕式上女高音歌唱家安娜“放

声高歌”倾倒了无数观众，“放声”是指声音的　　　　大，演员的歌声通过　　　　

（填写介质名称）传到现场观众的耳中。

１５板胡、笛子、男女高音的声音高亢嘹亮，大提琴、男女低音的声音低沉婉转。前者声音

的　　　　高，后者声音的　　　　低；女学生说话的声音“尖细”，是指女学生声音

的　　　　高，这是因为女学生说话时声带振动比较　　　　。（选填“快”或“慢”）

１６某同学用一个音叉、示波设备，做了２次实验，第一次用力度小，并画出实验初始状态

的波形图，如图（ａ）所示，第二次用力度大，根据我们所学过的知识，请你在图（ｂ）中画

出该同学第二次实验初始状态的波形图。

第１６题图

１７人耳能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是　　　　赫至　　　　赫。频率超过　　　　赫的声

波称为　　　　，频率低于　　　　赫的声波称为　　　　。

三、实验题

１８如图（ａ）所示，某同学用示波器、钢锯条和台钳研究声音的响度。他将钢锯条的下端

夹紧在台钳上，上端用手扳动一下，使钢锯条振动发声。实验中，他进行了两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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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锯条发出的声音响，第二次锯条发出的声音轻，他同时观察到示波器上显示的

波形幅度分别如图（ｂ）、（ｃ）所示，则他得出的实验结论是：　　　　　　　　　　　

　　　　　　　　　　　　。

第１８题图

１９如图所示，拿一张硬纸片，两次分别用大小相同的力划过木梳齿，但两次划过木梳的

快慢不同，因此听到的声音特点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声音的　　　　（选填“音调”、

“音色”或“响度”）不同。图中的（ａ）、（ｂ）分别是两次声音在示波器所显示的波形图，

则较快划过木梳的波形图是图中的　　　　。（填序号）

第１９题图

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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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以下猜想：

猜想一：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横截面积有关。

猜想二：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长短有关。

猜想三：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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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为了验证猜想　　　　，应选用编号为Ａ、Ｂ、Ｃ的琴弦进行实验。表中有的材

料规格还没填全，为了验证猜想三，必须知道该项内容。请在表中填上所缺数
獉獉獉獉獉獉獉

据
獉
。为了验证猜想三，应选用编号为　　　　、　　　　、　　　　的琴弦进行

实验。

编　号 材　　料 长度（厘米） 横截面积（毫米２）

Ａ 铜 ６０ ０．７６

Ｂ 铜 ６０ ０．８９

Ｃ 铜 ６０ １．０２

（续　表）

编　号 材　　料 长度（厘米） 横截面积（毫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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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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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在验证猜想二时听到声音的音调不同，那么结论是：　　　　　　　　　　　　

　　　　　　　　　　　　　　　　　。

四、能力拓展题

２１阅读材料

（１）蝙蝠在黑暗中能自由地飞翔，如果用蜡封住其耳朵，虽然把它放在明亮的房间

里，仍像喝醉酒一样，一次一次地碰到障碍物，后来，物理学家证实了蝙蝠能发出

①波，靠这种波的回声来确定目标和距离。

（２）如果把八只同样的玻璃杯盛不同深度的水用一根细棒依次敲打杯子，可以发现

声音的②和盛水量有关。如果调节适当，可演奏简单的乐谱，由此我们不难知道

古代“编钟”的道理。

（３）许多年前，“马可波罗”号帆船在“火地岛”失踪，经过多年的研究，揭开了“死亡之

谜”，他们都是死于亚声，这是一种人耳听不到的声音，频率低于２０赫兹，而人的

内脏的固有频率和亚声频率极为相似，当二者相同时，会形成内脏的共振，严重

时，把内脏震坏而丧生。

请回答：

（１）请你将上面短文中①和②两处补上恰当的文字：①　　　　；②　　　　。

（２）亚声是指我们学过的　　　　。

（３）从短文（３）中可以看出，人体内脏的固有频率大致是　　　　左右，亚声具

有　　　　。

（４）从短文（２）中可以看出，所填的物理量②与　　　　有关，关系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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