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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届八年级下学期开学摸底考试卷（南京专用）

物理

（考试时间：90 分钟 试卷满分：100 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

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

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

求。

1．如图所示，将钢尺一端紧压在桌边上，保持伸出桌边长度不变，用大小不同的力拨动，发出的声音不同

的是（ ）

A．响度 B．音调 C．音色 D．速度

【答案】A

【详解】将钢尺一端紧压在桌面上，另一端伸出桌面，保持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相同，用大小不同的力拨

动钢尺；用大的力拨动钢尺时，钢尺的振幅大，发出声音的响度大；改用小的力拨动钢尺时，钢尺的振幅

小，发出声音的响度变小，即钢尺会发出响度不同的声音。故 A 符合题意，BC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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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现象中，由光的反射形成的是（ ）

A． 小孔成像 B． 水中倒影

C． 海市蜃楼 D． 雨后彩虹

【答案】B

【详解】A．小孔成像是由于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故 A 不符合题意；

B．水中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故 B 符合题意；

C．海市蜃楼是光在密度不均匀的空气层中，经过折射造成的结果，故 C 不符合题意；

D．雨过天晴时，常在天空出现彩虹，这是太阳光通过悬浮在空气中细小的水珠折射而成的，白光经水珠折

射以后，分成各种彩色光，这种现象叫做光的色散现象，故 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3．如图甲所示，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小亮将点燃的蜡烛 A 放在玻璃板的前面，他通过玻璃

板能够看到蜡烛 A 在玻璃板后面所成的像，下列与平面镜成像相关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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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选用与蜡烛 A 完全相同的蜡烛 B 做实验，目的是便于比较像与物的大小

B．蜡烛 A 靠近玻璃板时，所成像的大小不变

C．移开蜡烛 B，若将光屏置于像的位置，则光屏上会出现蜡烛 A 的像

D．图甲所示的实验中，蜡烛 A 的成像原理与图乙中的③相同

【答案】C

【详解】A．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选用与蜡烛 A 完全相同的蜡烛 B 做实验，若 B 与 A 的像

能重合，则可证明 A 的像与 A 的大小相同。故 A 正确，不符合题意；

BC．平面镜所成的像是正立、等大的虚像，虚像只能用眼睛看到，不能用光屏承接，故 B 正确，不符合题

意，C 错误，符合题意；

D．水中倒影是光的反射形成的，平面镜成像也是光的反射形成的，它们原理相同，故 D 正确，不符合题

意。

故选 C。

4．盆栽养护应遵循“土壤含水不浇水，土壤干时要浇水”的原则．春季，小明自制“土壤含水显示仪”，探测

花盆内土壤是否含液态水．如图所示，中午将试管倒插入土壤深处，傍晚发现试管内上端出现水珠，说明

土壤含液态水．从土壤含液态水到试管内出现水珠，发生的物态变化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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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先汽化后液化 B．先液化后汽化 C．先升华后液化 D．先升华后凝华

【答案】A

【详解】中午将试管倒插入土壤深处，由于中午土壤温度较高，土壤中的水分蒸发进入试管；傍晚温度降

低，试管中的水蒸气液化附着在试管壁上，试管内上端出现水珠，说明土壤含液态水。从土壤含液态水到

试管内出现水珠，发生的物态变化是先汽化后液化，故 A 符合题意，BC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5．《重庆市消防条例》规定：2024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或其电池进入电梯轿厢，一旦有人

违规操作，会被电梯内的摄像头拍摄成像并智能识别，电梯将停止运行并发出声、光警报，如图所示，某

次警报时，摄像头凸透镜成像的像距为 10.1mm，则凸透镜的焦距可能为（ ）

A．5mm B．10mm C．15mm D．20mm

【答案】B

【详解】摄像头凸透镜成倒立缩小的实像，物距大于 2 倍焦距，像距大于 1 倍焦距小于 2 倍焦距，所以

2f>10.1mm>f

10.1mm>f>5.05mm

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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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实验中，光具座上依次摆放蜡烛、凸透镜和光屏，如图所示，此时烛焰在

光屏上恰好成清晰等大的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①凸透镜的焦距为 20cm

②当蜡烛因燃烧逐渐变短，光屏上的像会逐渐向上移动

③若遮挡凸透镜的一部分，光屏上将得不到完整的像

④若在蜡烛和凸透镜之间放置一个远视镜，为得到清晰的像光屏应向左移动

A．① ③ B．② ④ C．③ ④ D．① ④

【答案】B

【详解】①如图所示，此时烛焰在光屏上恰好成清晰等大的像，则此时物距等于两倍焦距，此时物距为 20cm，

所以凸透镜的焦距为 10cm，故①错误；

②凸透镜成的实像为倒立的，当蜡烛因燃烧逐渐变短，光屏上的像会逐渐向上移动，故②正确；

③若遮挡凸透镜的一部分，会挡住一部分成像光线，但是经过凸透镜其它部分的光线仍然可以会聚成像，

所以像是完整的，由于成像光线变少，像的亮度会变暗，故③错误；

④远视镜为凸透镜，对光有会聚作用，若在蜡烛和凸透镜之间放置一个远视镜，会导致提前会聚成像，使

像距变小，为得到清晰的像光屏应向左移动，故④正确。

故选 B。

7．火锅是中国独创的美食之一，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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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冰冻肥牛卷”熔化需要放热 B．汤汁沸腾过程中温度持续升高

C．锅上方水蒸气液化放热更易烫伤皮肤 D．汤汁越烧越少，发生了升华现象

【答案】C

【详解】A．“冰冻肥牛卷”熔化需要吸收热量，故 A 错误；

B．汤汁沸腾过程中温保持沸点不变，故 B 错误；

C．锅上方水蒸气液化放热，皮肤会吸收到更多的热量，更易烫伤皮肤，故 C 正确；

D．汤汁越烧越少，发生了汽化现象，变成水蒸气，故 D 错误。

故选 C。

8．已知甲、乙两人在学校操场跑道上跑步，甲、乙运动的时间之比为 1∶3，通过的路程之比为 3∶1，则

甲、乙两人运动的平均速度之比为（ ）

A．1∶9 B．2∶1 C．1∶6 D．9∶1

【答案】D

【详解】本题可用比例法解题，根据 v = s
t可知，

v
甲

v
乙

=

s
甲

t
甲

s
乙

t
乙

=
3
1
1
3

= 9
1

故选 D。

9．下面是小明所做的验证性实验，错误的是（ ）

A．向眼镜片上哈气，发现上面有一层水珠，说明气体可以液化成液体

B．将发声的闹钟放在玻璃罩内，随着罩内空气被抽出铃声逐渐减弱，说明声音只能在空气中传播

C．将酒精涂在温度计的玻璃泡上，看到温度计的示数逐渐下降，说明酒精蒸发吸热

D．让平行于主光轴的几束光射向凸透镜，发现折射后的光会聚于一点，说明凸透镜对光线有会聚作用

【答案】B

【详解】A．向眼镜片上哈气，发现上面有一层水珠，这是因为哈出的气体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滴，

说明气体可以液化成液体，故 A 正确，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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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发声的闹钟放在玻璃罩内，随着罩内空气被抽出铃声逐渐减弱，说明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真空不能

传声，不能说明声音只能在空气中传播，故 B 错误，符合题意；

C．将酒精涂在温度计的玻璃泡上，液态酒精会汽化成气体，而汽化吸热，所以温度计的示数逐渐下降，故

C 正确，不符合题意；

D．凸透镜对光线有会聚作用，可以将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会聚到它的焦点上，故 D 正确，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10．如图为某次手机导航的画面。已知该地图的比例尺（地图上线段的长度与实地相应线段长度之比）为

1∶100000，则在从起点至终点的过程中车辆行驶的平均速度可能为（ ）

A．20km/h B．40km/h C．60km/h D．80km/h

【答案】C

【详解】地图上经过路线的长度约 L=6cm，由比例尺得出实际路程

s=6×100000cm=600000cm=6km

车辆行驶的平均速度

6km =60km/h6 h
60

sv
t

 

11．2023 年 10 月，长征二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十六、十七号两个乘组

6 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胜利会师。如图是神舟十七号正在靠拢空间站组合体，即将完成交会对接。下列说

法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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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靠拢空间站组合体过程中，以空间站组合体为参照物，神舟十七号是运动的

B．在靠拢空间站组合体过程中，以神舟十七号为参照物，空间站组合体是运动的

C．以地球为参照物，空间站组合体是静止的

D．以地球为参照物，神舟十七号是运动的

【答案】C

【详解】A．在靠拢空间站组合体过程中，以空间站组合体为参照物，神舟十七号相对于空间站组合体的位

置在发生变化，所以神舟十七号是运动的。故 A 正确，不符合题意；

B．在靠拢空间站组合体过程中，以神舟十七号为参照物，空间站组合体相对于神舟十七号的位置也在发生

变化，所以空间站组合体是运动的。故 B 正确，不符合题意；

C．空间站组合体绕地球轨道运行，其相对于地球的位置在发生变化，所以它是运动的。故 C 错误，符合题

意；

D．神舟十七号在绕地球轨道上运行，其相对于地球的位置也在发生变化。是运动的。故 D 正确，不符合

题意。

故选 C。

12．小明爸爸开着汽车载着全家人在公路上以 36km/h 的速度做匀速进入十字路口。当发现前方路口信号灯

变为红灯，小明爸爸经过 0.5s 反应时间后开始刹车，汽车速度 v随时间 t变化关系如图。从刹车开始到汽车

停止，汽车的平均速度为 5m/s，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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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 0.5s 的反应时间内汽车前进了 10m

B．开始刹车后 1s，汽车的速度为 5m/s

C．以爸爸为参照物，小明是运动的

D．从信号灯转为红色起到汽车停止，汽车的平均速度为 6.67m/s

【答案】D

【详解】A．在 0.5s 的反应时间内汽车前进的路程

s=vt=10m/s×0.5s=5m

故 A 错误；

B．由图可知，第 0.5s 开始刹车，开始刹车后 1s，即第 1.5s，此时速度为 0，故 B 错误；

C．以爸爸为参照物，小明的相对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是静止的，故 C 错误；

D．从信号灯转为红色起到汽车停止，在 0.5~1.5s 内，汽车行驶的路程

s'=v't'=5m/s×1s=5m

汽车共前进了

s 总=s+s'=5m+5m=10m

从信号灯转为红色起到汽车停止，汽车的平均速度

10m 6.67 m s
1.5s

s
v

t
  总

总

总

故 D 正确。

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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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本题共 8 小题，每空 1 分，共 29 分。

13．写出下列三种测量仪器的读数。

（1）如图 1 所示，（a）温度计的示数是 ℃；温度计（b）的分度值为 ℃。

（2）如图 2 所示，用甲、乙两把刻度尺分别测量同一木块的长度，用甲测木块的长度为 ，用

乙测木块的长度为 ；图 3 中秒表的读数是 s。

【答案】 ﹣18 0.1 3.1cm 3.17cm 337.5

【详解】（1）[1][2]由图 1（a）可知，温度计的分度值为 1℃，示数从下向上的数值逐渐减小，故示数是 0℃

以下，故读数为﹣18℃，由（b）图可知，温度计 37℃和 38℃之间有 10 个小格，则温度计的分度值为 0.1℃。

（2）[3]图 2 中，甲刻度尺上 1cm 之间有 1 个小格，所以一个小格代表的长度是 1cm，即此刻度尺的分度值

为 1cm，物体左侧与 2.0cm 对齐，右侧与 5.1cm 对齐，故物体的长度为 3.1cm。

[4]乙刻度尺上 1cm 之间有 10 个小格，所以一个小格代表的长度是 1mm，即此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1mm，物

体左侧与 2.00cm 对齐，右侧与 5.17cm 对齐，故物体的长度为 3.17cm。

[5]图 3 中，秒表小盘的分度值是 0.5min，指针在 5min 和 6min 之间，偏过中线，大盘的分度值是 0.1s，所

以大盘指针在 37.5s，因此秒表读数为 5min37.5s，即 337.5s。

14．在音乐社团活动过程中，乐器发出的声音通过 传到人耳。人耳能区分钢琴和长笛发出的声

音，是由于它们所发出声音的 不同（选填“音调”“响度”或“音色”）。声呐是利用 （选

填“超声波”或“次声波”）具有方向性好，在水中传播距离远等特点制成的。

【答案】 空气 音色 超声波

【知识点】声音是怎么传播的、根据音色辨别发声体、超声波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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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1]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固体、液体、气体都可以作为传播声音的介质，在音乐社团活动过程中，

乐器发出的声音通过空气传到人耳。

[2]不同的发声体音色不同，人耳能区分钢琴和长笛发出的声音，是由于它们所发出声音的音色不同。

[3]声呐是利用超声波具有方向性好，在水中传播距离远等特点制成的，利用超声波能够传递信息。

15．如图甲所示，从冰箱冷冻室里拿出的一块冻肉，过一会儿看到其表面有一层“白霜”，这是 现象；

用湿手触摸片刻会感觉手指被“黏”住了，这是因为手上的水 的原因。如图乙所示，端上来的一盆海鲜，

仙雾缭绕美轮美奂，这是利用干冰升华 （选填“吸热”或“放热”）的原因。

【答案】 凝华 凝固 吸热

【详解】[1]从冰箱冷冻室里拿出一块冻肉，空气中温度较高的水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冻肉凝华成小冰晶，

形成霜，这就是“白粉”。

[2]触摸片刻会感觉手指被“黏”住了，这是因为手上的水分遇冷凝固，把手和肉粘在一起的缘故。

[3]干冰升华吸热，使周围温度降低，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滴就是看到的“雾”。

16．小红在池塘边观察水中月亮的视线与水面的夹角是 30°，如图可知入射角的度数是 ，已知

池塘水深 2m，天上月亮距离水面 3.8 × 105km，则水中月亮距离水面的距离是 m。 某同学身

高 1.6m，站在一个大平面镜前，若该同学离镜面 2 米，则像高 m。

【答案】 60° 3.8×108 1.6

【详解】[1]已知水中月亮的视线与水面的夹角是 30°，由光的反射定律可知，天上月亮的视线与水面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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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30°，由于入射角为入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则入射角为 90°−30°=60°；

[2]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可知，物与像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由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是 3.8×105km=3.8×108m，则

月亮在池中的像到水面的距离也是 3.8×108m；

[3]像到平面镜的距离与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该同学离镜面距离 2m，则像距镜面 2m，平面镜所成的

像与物体大小相同，该同学身高 1.6m，像高 1.6m。

17．如图所示是光线射到空气和玻璃界面上发生反射和折射的光路图，则 是空气和玻璃的交界面，

界面的右侧为 （选填“空气”或“玻璃”），入射角为 。

【答案】 MM′ 玻璃 30°

【详解】[1][2][3]由于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关于法线对称，故 NN′是法线，MM′是界面，折射光线与入射光

线分居在法线的两侧，则 CO 是入射光线，OB 是反射光线，OA 是折射光线，入射角为 90°﹣60°＝30°

折射角为 60°。由于光从玻璃中斜射入空气中时，折射角大于入射角，故界面 MM′左边是空气，右边是玻璃。

18．小明同学用图 1 所示的“水浴法”做冰的熔化实验，得到图 2 所示的熔化图像，则冰的熔点为 ℃；

冰水混合物在 A→B 的过程中 （选填“吸收”或“放出”）热量，总体积变 。实验结束后，该

同学忘记熄灭酒精灯。一段时间后，发现温度计示数维持 100℃不变（此环境下水的沸点为 100℃），则试

管中的水 （选填“沸腾”或“不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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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0 吸收 小 不沸腾

【详解】[1]冰在熔化过程中温度保持 0℃不变，所以冰的熔点是 0°C。

[2]AB 过程处于熔化阶段，需要吸收热量。

[3]冰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冰熔化成水，质量不变，体积减小。

[4]试管内外温度均为 100°C，没有温度差，虽然水达到了沸点，但不能继续吸收热量，不满足沸腾的条件，

故试管里的水不会沸腾。

19．工匠师维护精密仪表时，在眼睛前戴一个凸透镜，便于观察仪表的细微之处，如图所示。

（1）凸透镜起到 的作用；

（2）凸透镜与仪表的距离应在凸透镜的 焦距范围之内；

（3）通过凸透镜看到的是仪表 （填“正立”或“倒立”）的像，像的位置与仪表的位置在凸透镜的 侧。

【答案】 放大镜 一倍 正立 同

【详解】（1）[1]中间厚两边薄的透镜叫凸透镜，工匠师维护精密仪表时，在眼睛前戴一个凸透镜，便于观

察仪表的细微之处，凸透镜起到放大镜的作用。

（2）[2]当物体在凸透镜一倍焦距范围内时，成正立、放大的虚像，故凸透镜与仪表的距离应在一倍焦距范

围之内。

（3）[3][4]当物体在凸透镜一倍焦距范围内时，通过凸透镜看到的是仪表正立的像，像的位置与仪表的位置

在凸透镜的同侧。

20．已知气温 15℃时，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 340m/s，完成下列填空。

（1）如果在看到闪电后 3s 才听到雷声，那么闪电发生处距离人 m；

（2）在无风的体育场，进行百米赛跑，站在终点的计时员，如果是在看到枪冒烟时开始计时，运动员到达

终点时秒表的读数为 11.29s，则运动员跑完百米的实际时间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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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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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m 的铁管，如果你将耳朵贴在铁管

的一端，让另外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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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声音在铁中的传播速度为 5200m/s）

【答案】 1020 11.29s 0.05 1

【详解】（1）[1]由题意知，气温 15℃时，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 340m/s，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太快，

光的传播时间可以忽略不计，由 v = s
t可得，闪电发生处与人的距离为 s = vt = 340m/s × 3s = 1020m

（2）[2]声音的传播需要时间，声音从起跑处传到计时员处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太

快，其传播时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计时员，是在看到枪冒烟时开始计时，运动员百赛跑的时间也约为 11.29s。

（3）[3]由题意知，铁管长 s=17m，空气中的声速是 340m/s，则由 v = s
t可得，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时间

t1 =
s铁管

v空气

=
17m

340m/s
=0.05s

[2]由于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一般来说，在固体中传播最快，在气体中最慢，所以声音在铁管

中的传播时间一定小于 0.05s，则两次声音的间隔一定小于 0.1s，此时人耳无法分辨两次声音，故只能听到

一次敲打声。

三、作图题：本题共 3 小题，每题 2 分，共 6 分。

21．当光线从水中射向空气时，它的反射光线如图所示，请画出入射光线和折射角。

【答案】

【详解】在发生光的反射时，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在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据此在法线右侧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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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画出入射光线；光从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折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在法线两侧，折射角大于入射角，折射光

线远离法线，据此在法线左侧的空气中画出折射光线，折射光线与法线的夹角叫折射角，如图所示：

22．如图甲是舞蹈演员在练功房内通过平面镜观察自己动作时的情境。请你在图乙中画出光从该演员手指

的最高点 A经平面镜 MN反射进入人眼 B点的光路图。

【答案】

【详解】过 A 点向平面镜作垂线，用刻度尺量取 A 点到平面镜的距离，在另一侧截取相等的距离，画出 A

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 'A，连接像点 'A与 B，连线与平面镜相交的点即为入射点，连接 A 点和入射点即为入

射光线，入射点与 B 的连线为反射光线，如图所示：

。

23．如图是投影仪的简化结构图，F为透镜焦点。请在图中画出凸透镜的入射光线和平面镜的反射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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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详解】过凸透镜焦点的光线平行于主光轴射出，据此做出凸透镜的入射光线；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做出反射光线，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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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题：本题共 4 小题，每空 1 分，共 28 分。

24．（7 分）如图甲所示，小林在网上看到一个神奇的实验，利用四个梯形的塑料片，围成一圈立在手机上，

就可以将手机上的影像成像在空中，形成具有“3D”效果的“全息投影”。老师告诉他，这实际上运用了平面镜

成像，小林立马对平面镜成像产生了好奇，为了研究平面镜成像特点，小林准备选用（如图 1 乙所示）实

验装置：

【器材选择】为了提高实验的精度和效果，应该选用 （选填字母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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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mm厚的茶色透明玻璃板

B．3mm 厚的茶色透明玻璃板

C．3mm 厚的平面镜

【进行实验】（1）在水平桌面上铺上白纸，将玻璃板竖立在白纸上，沿着玻璃板的 （选填“前”或“后”）

表面在白纸上画一条直线 MN 代表平面镜的位置；

（2）点燃蜡烛 A，竖立在玻璃板前面，再拿未点燃的蜡烛 B 竖立在玻璃板后面，当蜡烛 B 移动到某位置时，

看上去它跟蜡烛 A 的像完全重合，如图 1 乙所示。这个位置就是蜡烛 A 的像的位置，分别记下蜡烛 A 和像

的位置，标记为 a、a′。移动蜡烛 A，重复上述操作两次，白纸上留下的标记如图 1 丙所示；

（3）为了验证平面镜所成的是虚像，用光屏代替蜡烛 B，按照图 1 丁中 （选填“①”、“②”、“③”

或“④”）的方式观察光屏，发现光屏上没有蜡烛火焰的像，说明平面镜成的是虚像；

（4）取下玻璃板，拿出留有标记的白纸，用塑料直尺测各点标记点到直线 MN 的距离，记录在表格中。

序号 l 2 3

A 到玻璃板的距离/cm 2.00 3.60 5.40

B 到玻璃板的距离/cm 2.00 3.60 5.40

【实验结论】根据上述实验现象及上表格中的实验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平面镜所成的像是虚像，像与物

的大小① ，像到平面镜的距离② 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像与物关于镜面③ 。

【知识拓展】小林在赣州科技馆参观学习中看到的如图 2 的哈哈镜（镜面是弯曲的），哈哈镜所成的像胖、

瘦、高、矮都变形了，哈哈镜成像 （选填“遵循”或“不遵循”）光的反射规律。

【答案】 B 前 ③ 相等 等于 对称 遵循

【详解】[1]玻璃板有透光性，既能成像，又能确定像的位置，厚玻璃板的两个表面反射成两个距离较远的

像，导致实验无法完成，为了提高实验的精度和效果，应该选用 3mm 厚的茶色透明玻璃板，故 B 符合题意，

AC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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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验】（1）[2]在水平桌面上铺上白纸，将玻璃板竖立在白纸上，因玻璃板的前表面为反射面，故沿

着玻璃板的前表面在白纸上画一条直线 MN 代表平面镜的位置。

（3）[3]虚像不能成在光屏上，为了验证平面镜所成的是虚像，用光屏代替蜡烛 B，按照图 1 丁中③的方式

（不通过玻璃板直接在光屏前观察）观察光屏，发现光屏上没有蜡烛火焰的像，说明平面镜成的是虚像。

【实验结论】[4]][5][6]根据上述实验现象及上表格中的实验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平面镜所成的像是虚像，

A 的像与蜡烛 B 能够完全重合，说明像与物的大小相等；分别测量对应点到镜面的距离，可以得到：像到

平面镜的距离等于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像和物的连线与镜面垂直；由以上可得：像与物关于镜面对称。

【知识拓展】[7]小林在赣州科技馆参观学习中看到的如图 2 的哈哈镜（镜面是弯曲的），哈哈镜所成的像胖、

瘦、高、矮都变形了，哈哈镜成像也是光的反射，遵循光的反射规律。

25．（8 分）小明利用如图甲所示的实验装置观察水的沸腾。

（1）组装器材时，应先固定图甲中的 （A/B），实验时，除了图示器材，还必须要有的测量器材

是 ；

（2）安装好实验器材后，为缩短实验时间，小明在烧杯中倒入热水，温度计示数如图乙所示，此时温度计

的示数为 ℃；

（3）在水温升高到 90℃后，小明每隔 1min 观察 1 次温度计的示数，记录在表中，直至水沸腾，然后又持

续了几分钟后停止读数；

时间/min 0 1 2 3 4 5 6 7 8

温度/℃ 90 92 94 96 98 99 99 99 99

小明观察到：沸腾时水中气泡的情形为图丙中 图（C/D）；请根据表中数据，在图丁所示坐标系中画

出水沸腾前后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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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酒精灯外焰温度约 800℃，纸的着火点约 190℃，实验时将烧杯换成纸杯行不行？

答： ，原因是 。

（5）要验证水沸腾时需要吸热，你的操作是：加热水至沸腾， ，观察水是否沸腾。

【答案】 B 停表 68 C 行 水的沸点低于

纸的着火点 撤去酒精灯

【详解】（1）[1]实验时，需用酒精灯的外焰加热，故应先固定图甲中的 B。

[2]实验中，还需要测量加热时间，需要用到秒表。

（2）[3]由乙图可知，该温度计的分度值为 1℃，读数为 68℃。

（3）[4]水沸腾时，整个容器中的水温相同，水内部不停地汽化，产生大量的水蒸气进入气泡，气泡在上升

时越变越大，故沸腾时水中气泡的情形为图丙中 C 图。

[5]根据表中数据，在坐标图中描点连线，作出水沸腾前后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如图所示：

（4）[6][7]水沸腾时吸热温度不变，1 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 100℃，而纸的着火点约为 190℃，故纸不

会燃烧，实验中可以用纸杯代替烧杯。

（5）[8]要验证水沸腾时需要吸热，可以将水加热至沸腾，然后撤掉酒精灯，观察水是否仍然沸腾。

26．（7 分）小明在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时，所用的器材有：带刻度尺的光具座、凸透镜、光屏、蜡烛

和火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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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前，小明调节 、凸透镜、光屏的中心在同一高度；

（2）如图甲所示，将一束平行光正对凸透镜照射，光屏上出现一个 的光斑时停止移动光屏，可

测出凸透镜的焦距是 cm；

（3）小明在某次实验中，将蜡烛、凸透镜、光屏放在光具座上如图乙所示的位置，光屏上呈现清晰的像，

此像是倒立放大的 （填“实像”或“虚像”）；

（4）保持蜡烛位置不变，移动凸透镜至如图丙所示位置，无论怎样移动光屏都在光屏上看不到烛焰的像，

则人眼在图中 （填“A”或“B”）处能观察到烛焰的像；

（5）小明将图乙中的透镜换成焦距 f =5 cm 的凸透镜，光屏上烛焰的像变模糊；将烛焰向 （填“左”

或“右”）移动适当距离，光屏上重新出现烛焰清晰的像；若不移动蜡烛，在蜡烛和凸透镜之间放置一个度数

适当的 （填“近视”或“远视”）眼睛的镜片，光屏上也会重新出现烛焰清晰的像。

【答案】 烛焰 很小、很亮 10.0 实像 B 右 近视

【详解】（1）[1]实验前，小明调节烛焰的中心、凸透镜、光屏的三者中心在同一高度，目的是为了使像成

在光屏的正中央。

（2）[2][3]如图甲所示，将一束平行光正对凸透镜照射，光屏上出现一个很小、很亮的光斑，这个光斑就是

焦点，从凸透镜中心到光斑的距离为焦距；如图甲所示，分度值为 1cm，故读数为 10.0cm。

（3）[4]能够在光屏上承接到的像都是实像，是实际光线会聚而成。

（4）[5]保持蜡烛位置不变，移动凸透镜至如图丙所示位置，在一倍的焦距以内，成的是虚像，此时像与物

体在凸透镜的同一侧，人眼在 B 处才能够观察到像。

（4）[6][7]小明将图乙中的透镜换成焦距 f =5 cm 的凸透镜，折光能力变强，会在光屏前成像，故将烛焰

向右移动，像才会向右移动，承接在光屏上；若不移动蜡烛，在蜡烛和凸透镜之间放置一个度数适当的发

散透镜，成像才会成在光屏上，而近视眼镜是凹透镜，是发散透镜。

27．（6 分）小明和同学协作用米尺和秒表测量纸锥下落速度，将等大的圆纸片裁去大小不等的扇形，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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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锥角不等的纸锥，如图所示。

（1）下列是测量纸锥下落速度的几种方案，最合理的是 ；

A．先选定一段时间，测量纸锥在这段时间下落的距离；

B．先选定一段距离，再测量纸锥通过这段距离所用的时间；

C．预先不选定时间或距离，直接测定纸锥通过某段距离所用的时间.

（2）在实际操作中，小明发现纸锥下落的 （选填“路程”或“时间”）比较难测量，为了解决此问题，

最好选用图中 （选填“甲”、“乙”或“丙”）纸片围成的纸锥进行实验.除此之外，还可以采取的措施

是 ；

（3）小丽用频闪相机每隔 0.1s 时间曝光一次，拍摄记录纸锥的运动过程，如图丁是小丽用刻度尺测量照片

中纸锥从 A运动到 B距离的情景，测量结果是 cm。若测得所使用的纸锥实际直径与照片纸锥直径比

为 5：1，那么纸锥从 A到 B位置的实际平均速度为 m/s。

【答案】 B 时间 甲 增大纸锥下落的距离 10.00 1.25

【详解】（1）[1]因为纸片下落在空中的距离不好测量，固定距离后通过测量时间就可以求速度。

故选 B。

（2）[2][3][4]实验过程中，纸锥下落的时间不好测量，大纸锥下落时受到的空气阻力大，下落较慢，便于

记录时间，为了减小时间测量的误差，故最好选择大纸锥进行测量，图甲纸片围成的纸锥较大，选用图甲

进行实验；为了减小时间测量的误差，还可以增大纸锥下落的距离，增大测量的时间。

（3）[5][6]由图丙可知，该刻度值的分度值是 0.1cm，即 1mm，A 点位于零刻度线处，B 点位于 10.00c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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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纸锥通过的距离是 10.00cm，频闪相机功曝光 4 次，即时间是 0.4s，所以纸锥下落的速度为

10.00cm 0.1m 0.25m/s
0.4s 0.4s

sv
t

   

若测得所使用的纸锥实际直径与照片纸锥直径比为 5：1，那么纸锥从 A 到 B 位置的实际平均速度为测量速

度的 5 倍，则真实速度为

' 5 5 0.25m/s=1.25m/sv v  

五、综合题：本题共 2 小题，共 13 分。解答应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方程式和重要演算步骤。只写出最后

答案的不能得分。有数值计算的题，答案中必须明确写出数值和单位。

28．（7 分）成渝高铁是“十一五”国家重点铁路建设项目，从重庆北站至成都东站设计时速 350km/h。下表

是 G8541 次列车时刻表，如果你乘坐该次列车旅游。求：

时间 重庆北 永川东 内江北 成都东

到站时间 09:38 10:04 10:48

发车时间 09:15 09:40 10:08

里程/km 0 56 152

（1）列车从永川东至内江北的平均速度？

（2）若该列车全长 400m，当以 180km/h 的速度通过长 5.6m 的某隧道时，求列车从车头开始进入隧道到车

尾完全通过隧道所需的时间？

（3）在第（2）问中，该列火车在通过隧道前，需要鸣笛示意。在鸣笛后，继续前进，经过 4s 后司机听到

回声。已知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 340m/s。求司机听到回声时车头距离隧道口多远？

【答案】（1）240km/h；（2）8.112s；（3）580m

【详解】解：（1）列车从永川东至内江北的平均速度

1
1

1

152km-56km 96km 96km 240 / h
10:04-09:40 24 min 0.4h

sv k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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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
sv
t

 得，列车从车头开始进入隧道到车尾完全通过隧道所需的时间为

2
2

2

5.6m+400m 8.112 s180 m / s
3.6

st
v

  

（3）由
sv
t

 得，4s 内汽车通过的距离为

3 2 3
180 m / s 4s=200m
3.6

s v t  

声音通过的距离为

4 3 340m / s 4s=1360ms v t  
声

司机听到回声时车头距离隧道口的距离为

3 4
3

200m 1360m 200m 580m
2 2

s ss s 
    

答：（1）列车从永川东至内江北的平均速度 240km/h；

（2）列车从车头开始进入隧道到车尾完全通过隧道所需的时间为 8.112s；

（3）司机听到回声时车头距离隧道口为 580m。

29．（6 分）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新能源智能汽车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国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峰会在广东佛山隆重举行新能源智能汽车融合汽车制造、计算

芯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信息通信等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具备产业深度融合、技术体系复杂、

价值链长，市场规模大等特点，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汽车产业发展战略方向。如图甲所示是款新能源智能汽

车，车顶覆盖薄膜式太阳能电板，车窗采用“智能玻璃”，除了可实现调节温度和透明度（透过玻璃的光照度

与入射光照度之比），还具有单向透光功能，可以从车内看到车外景象，而车外看不见车内景象；车身配有

多个雷达，充分提高了行车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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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车雷达启动后发出 信号经周边的物体的反射后，可判断车与障碍物的距离；

（2）冬天行车时，汽车挡风玻璃的 （内/外）侧容易出现一层白雾，此时应将智能玻璃温度

调 ；

（3）下列关于汽车说法正确的是 （选填字母序号）；

A．在车内通过车窗玻璃看到的驾驶员的像是实像

B．车前的挡风玻璃不竖直安装是为了向上反射噪声

C．夜间行车时为了让司机更清楚的看到路况，车内应开较亮的灯

D．薄膜式太阳能电板应设计成黑色

（4）智能玻璃能根据车外光照度自动调节玻璃的透明度，实现车内的光照度为一个适宜的定值，经测算车

外光照度和玻璃的透明度的关系图像如图乙所示，当透明度为 30%时，车外光照度为 Lx；当车

外光照度为 250Lx 时，智能玻璃的透明度会自动调节为 %。

【答案】 超声波 内 高 D 200 24

【详解】（1）[1]汽车雷达启动后，发出超声波信号，型号经周边的物体的反射后，可判断车与障碍物的距

离。

（2）[2][3]车内温度高，呼出的水蒸气遇到冷的玻璃液化成小水珠附着在玻璃内侧；可以将智能玻璃温度调

高，使得车内的水蒸气不能遇冷液化。

（3）[4]A．在车内通过车窗玻璃看到的驾驶员的像是光的反射形成的，是虚像，故 A 错误；

B．车前的挡风玻璃不竖直安装是为了使车内物体通过挡风玻璃所成的虚像位于前方，影响驾驶员视线，故

B 错误；

C．夜间行车时为了防止车内物体成像，让司机更清楚的看到路况，车内不应开灯，故 C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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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黑色能够吸收太阳光，减少光的反射，因此薄膜式太阳能电板应设计成黑色，故 D 正确。

故选 D。

（4）[5]由图象可知，图乙是一个反比例函数图象，即车外光照度与透明度的乘积是一个定值，即

300Lx 20% 100Lx 60%  60Lx   

当透明度为 30%时，

30% 60Lxa 

解得车外光照度为

200Lxa 

[6]当车外光照度为 250Lx 时可得

250Lx  60Lxb 

解得:智能玻璃的透明度为

24%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