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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18～2019 学年度高三物理周末练习三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选对的得 3 分，

错选或不答的得 0 分．  

1.关于物理学研究方法，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 探究加速度与物体质量、物体受力的关系时采用了控制变量法 

B. 伽利略在研究自由落体运动时采用了将微小量放大的方法 

C. 探究求合力方法的实验中使用了理想化的方法 

D. 牛顿通过月地检测得到了万有引力常量 

 

2.如图，光滑圆轨道固定在竖直面内，一质量为 m 的小球沿轨道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已知小球在最低点时对轨道的压力大小为𝑁1，在高点时对轨道的压力大小为𝑁2.重

力加速度大小为 g，则𝑁1 − 𝑁2的值为（     ） 

A. 3mg B. 4mg  

C. 5mg D. 6mg 

 

3.如图有一个足够长倾角𝛼 = 30∘的斜坡，一个小孩在做游戏时，从该斜坡顶端

将一足球沿水平方向水平踢出去，已知足球被踢出时的初动能为 9J，则该足球

第一次落在斜坡上时的动能为(     ) 

A. 12J B. 21J        C. 27J D. 36J 

 

4.如图，一长为 L 的轻杆一端固定在光滑铰链上，另一端固定一质量为 m 的小球.一

水平向右的拉力作用于杆的中点，使杆以角速度𝜔匀速转动，当杆与水平方向成60∘时，

拉力的功率为(     ) 

A. 𝑚𝑔𝐿𝜔 B. √3

2
𝑚𝑔𝐿𝜔  

C. 
1

2
𝑚𝑔𝐿𝜔 D. √3

6
𝑚𝑔𝐿𝜔 

 

5. 如图所示，一个小球套在固定的倾斜光滑杆上，一根轻质弹簧的一端悬挂于 O 点，另一端与小球相连，

弹簧与杆在同一竖直平面内．将小球沿杆拉到与 O 点等高的位置由静止释放，小球沿

杆下滑，当弹簧处于竖直时，小球速度恰好为零．若弹簧始终处于伸长且在弹性限度

内，在小球下滑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小球的机械能先增大后减小  

B．弹簧的弹性势能一直增加 

C．重力做功的功率一直增大 

D．当弹簧与杆垂直时，小球的动能最大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6 分．每小题有多个选项符合题意．全部选对的得 

4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2 分，错选或不答的得 0 分．  

6.小球 P 和 Q 用不可伸长的轻绳悬挂在天花板上，P 球的质量大于 Q 球的质量，悬挂 P 球的绳比悬挂 Q 球

的绳短。将两球拉起，使两绳均被水平拉直，如图所示。将两球由静止释放。在各自轨迹的最低点(        ) 

A. P 球的速度一定小于 Q 球的速度 

B. P 球的动能一定小于 Q球的动能 

C. P 球所受绳的拉力一定大于 Q 球所受绳的拉力 

D. P 球的向心加速度一定小于 Q 球的向心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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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起重机的钢绳由静止开始匀加速提起质量为 m 的重物，当重物的速度为𝑣1时，起重机的有用功率达到

最大值 P，以后起重机保持该功率不变，继续提升重物，直到以最大速度𝑣2匀速上升为止，物体上升的高

度为 h，则整个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重物的最大速度𝑣2 =
𝑃

𝑚𝑔
                 B. 钢绳的最大拉力为

𝑃

𝑣2
 

C. 重物匀加速运动的加速度为
𝑝

𝑚𝑣1
− 𝑔       D. 重物做匀加速运动的时间为

𝑚𝑣1
2

𝑝−𝑚𝑔𝑣1
 

 

8.球 B 运动到最高点时，球 B 对杆恰好无作用力，重力恰好提供向心力，可以求出求 B 的线速度与角速度；

转动过程中，两球系统机械能守恒，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列式可以进一步求解出各个位置的速度．本题中

两个球组成的系统内部动能与重力势能相互转化，机械能守恒，同时两球角速度相等，线速度之比等于转

动半径之比，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和牛顿第二定律联立列式求解．如图所示，轻质弹簧一端固定，另一端

连接一小物块，O 点为弹簧在原长时物块的位置。物块由 A 点静止释放，沿粗糙程度相同的水平面向右运

动，最远到达 B 点。在从 A 到 B 的过程中，物块(       ) 

A. 加速度先减小后增大 

B. 经过 O 点时的速度最大 

C. 所受弹簧弹力始终做正功 

D. 所受弹簧弹力做的功等于克服摩擦力做的功 

 

9.如图，质量相同的两物体 a、b，用不可伸长的轻绳跨接在同一光滑的轻质定滑轮两侧，a 在水平桌面的

上方，b 在水平粗糙桌面上.初始时用力压住 b 使 a、b 静止，撤去此压力后，a 开

始运动，在 a 下降的过程中，b 始终未离开桌面.在此过程中(        ) 

A. a 的动能小于 b 的动能 

B. 两物体机械能的变化量相等 

C. a 的重力势能的减小量等于两物体总动能的增加量 

D. 绳的拉力对 a 所做的功与对 b 所做的功的代数和为零 

 

三、简答题：本题有 4 小题，共计 42 分．请将解答填写在答题卡相应的位置． 

10.（12 分）某实验小组欲以图甲装置中的小车(含固定在小车上的挡光片)为研究对象来验证“动能定理”.他

们用不可伸长的细线将小车通过一个定滑轮与砝码盘相连，在水平桌面上的 A、B 两点各安装一个光电门，

记录小车通过 A、B 时的遮光时间.若小车质量为 M，砝码盘和盘中砝码的总质量为 m． 

  

(1)实验中，小车所受摩擦力的功不便测量，故应设法消除摩擦力对小车运动的影响，需要进行的操作是

______ ； 

(2)在完成了(1)的操作后，为确保小车运动中受到的合力与砝码盘和盘中砝码的总重力大致相等，m、M

应满足关系是______ ． 

(3)用游标卡尺测量挡光片的宽度 d 如图乙所示，则𝑑 = ______ mm；用刻度尺量得 A、B 之间的距离为 L； 

(4)将小车停在桌面上的 C 点，在砝码盘中放上砝码，小车在细线拉动下运动，小车通过 A、B 时的遮光时

间分别为𝑡1、𝑡2，已知重力加速度为 g，则本实验最终要探究的数学表达式应该是______ (用相应的字母 m、

M、𝑡1、𝑡2、L、d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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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分）为了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同学们设计了如图甲所示的实验装置： 

(1)实验时，该同学进行了如下操作： 

①将质量分别为𝑀1和𝑀2的重物 A、𝐵(𝐴的含挡光片、B 的含挂钩)用绳连接后，

跨放在定滑轮上，处于静止状态，测量出____________ (填“A 的上表面”、“A

的下表面”或“挡光片中心”)到光电门中心的竖直距离 h． 

②如果系统(重物 A、𝐵)的机械能守恒，应满足的关系式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知重力加速度为 g，经过光电门的时间

为△ 𝑡，挡光片的宽度 d 以及𝑀1和𝑀2和ℎ)． 

(2)实验进行过程中，有同学对装置改进，如图乙所示，同时在 B 的下面挂上

质量为 m 的钩码，让𝑀1 = 𝑀2 = 𝑚，经过光电门的速度用 v 表示，距离用 h

表示，若机械能守恒，则有
𝑣2

2ℎ
= __________ ． 

 

12. （选修模块 3-3）（12 分） 

（1）关于实验“用油膜法估测分子大小”，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为了防止酒精的挥发，配置的油酸酒精溶液不能长时间放置 

B. 用注射器往水面上滴一滴油酸酒精溶液后，应立即将油膜的形状描下来 

C. 处理数据时将一滴油酸酒精溶液的体积除以油膜面积就得到了油酸分子的直径 

D. 若实验中撒的痱子粉过多，则计算得到的油酸分子的直径将偏大 

 

（2）如图所示，硬质透明塑料瓶内放少许水，用橡皮塞把瓶口塞住，向瓶内打气直到瓶

塞跳出，此时可观察到瓶中出现白雾.在瓶塞跳出的瞬间，瓶内气体内能__________，水

蒸气饱和汽压__________. (两空都选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3）将如图瓶中水倒尽，仍用橡皮塞将瓶口塞住，用打气筒再将 n 倍于瓶子容积的空气缓慢压入瓶中，

此时橡皮塞恰能跳起，已知大气压强为𝑝0，圆柱形橡皮塞截面积大小为 S，外界环境温度不变，不计橡皮

塞的重力和充气针对橡皮塞的作用力.求： 

   ①橡皮塞跳起时瓶中气体的压强； 

   ②橡皮塞与瓶口间最大静摩擦力的大小． 

 

13. （选修模块 3-5）（12 分） 

（1）以下关于近代物理内容的表述，正确的是           

A．宏观物体的物质波波长较长，很难观察到它的波动性 

B．利用卢瑟福的 α粒子散射实验可以估算原子的大小 

C．β衰变中产生的 β射线是原子核外电子挣脱原子核束缚之后形成的电子束 

D．一束光照射到某种金属上不能发生光电效应，是因为该束光的波长太长 

（2）两个中子和一个质子能结合成一个氚核，该核反应方程式为：          ；已知中子的质量是 m1，

质子的质量是 m2，氚核的质量是 m3，光在真空的速度为 c，氚核的比结合能的表达式为         ． 

（3）如图所示，两辆小车 A 和 B 位于光滑水平直轨道上．如图甲所示为第一次实验，B 静止，A 以 0.5 m/s

的速度向右运动，与 B 碰后 A 以 0.1 m/s 的速度弹回，B 以 0.3 m/s 的速度向右运动．如图乙所示为

第二次实验，B 仍静止，A 车上固定质量为 1 kg 的物体后还以 0.5 m/s 的速度与 B 碰撞．碰后 A 静

止，B 以 0.5 m/s 的速度向右运动．求 A、B 的质量各是多少？ 

 
 

四、计算或论述题：本题共 3 小题，共 47 分．解答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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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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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分）一质量𝑚 = 0.5𝑘𝑔的滑块以一定的初速度冲上一倾角为30∘足够长的斜面，某同学利用 DIS 实

验系统测出了滑块冲上斜面过程中多个时刻的瞬时速度，如图所示为通过计算机绘制出的滑块上滑过程的

𝑣 − 𝑡图.求：(𝑔取10𝑚/𝑠2) 

  (1)滑块冲上斜面过程中加速度大小； 

  (2)滑块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 

  (3)判断滑块最后能否返回斜面底端？若能返回，求出返回斜面底端时的动能；若不能返回，求出滑块停

在什么位置． 

 

15.（16 分）如图所示，高度ℎ = 0.8𝑚的光滑导轨 AB 位于竖直平面内，其末端与长度𝐿 = 0.7𝑚的粗糙水平

导轨 BC 相连，BC 与竖直放置内壁光滑的半圆形管道 CD 相连，半圆的圆心 O 在 C 点的正下方，C 点离地

面的高度𝐻 = 1.25𝑚.一个质量𝑚 = 1𝑘𝑔的小滑块(可视为质点)，从 A 点由静止下滑，小滑块与 BC 段的动

摩擦因数𝜇 = 0.5，重力加速度 g 取10𝑚/𝑠2，不计空气阻力． 

  (1)求小滑块在水平导轨 BC 段运动的时间； 

  (2)若半圆的半径𝑟 = 0.5𝑚，求小滑块刚进入圆管时对管壁的弹力； 

  (3)若半圆形管道半径可以变化，则当半径为多大时，小滑块从其下端射出的水平距离最远？最远的水平

距离为多少？ 

 

 

 

 

 

 

 

 

 

16.（16 分）如图所示，物块 A、B、C 的质量分别为 2m、2m、m，并均可视为质点，三个物块用轻绳通过

轻质滑轮连接，在外力作用下现处于静止状态，此时物块 A 置于地面，物块 B 与 C、C 到地面的距离均是

L，现将三个物块由静止释放。若 C 与地面、B 与 C 相碰后速度立即减为零，A 距离滑轮足够远且不计一

切阻力，重力加速度为 g。求： 

  (1)刚释放时 A 的加速度大小及轻绳对 A 的拉力大小； 

  (2)物块 A 由最初位置上升的最大高度； 

  (3)若改变 A 的质量使系统由静止释放后物块 C 能落地且物块 B 与 C 不相碰，则 A 的

质量应满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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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练习三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选对的得 3 分，

错选或不答的得 0 分．  

1. A   2D   3B   4C  5. A     6. AC     7. ACD       8. AD  9. AD 

 

10.【答案】取下砝码盘，将木板左端适当垫高，使小车能够沿着木板匀速下滑；𝑚 << 𝑀；5.50；𝑚𝑔𝐿 =

1

2
𝑀(

𝑑2

𝑡2
2 −

𝑑2

𝑡1
2) 

【解析】解：(1)木板略微倾斜的目的是平衡摩擦力，小车受到的拉力等于其合力，细线的拉力对小车做的

功等于合力对小车做的功， 

因此取下砝码盘，将木板左端适当垫高，使小车能够沿着木板匀速下滑； 

(2)游标卡尺的读数先读出主尺的刻度数：5mm，游标尺的刻度第 10 个刻度与上边的刻度对齐，所以读数

为：0.05 × 10 = 0.50𝑚𝑚， 

总读数为：5𝑚𝑚 + 0.50𝑚𝑚 = 5.50𝑚𝑚； 

(3)小车通过 A 时的速度：𝑣𝐴 =
𝑑

𝑡1
，小车通过 B 时的速度：𝑣𝐵 =

𝑑

𝑡2
； 

则小车通过 A、B 过程中动能的变化量△ 𝐸 =
1

2
𝑀𝑣𝐵

2 −
1

2
𝑀𝑣𝐴

2 =
1

2
𝑀(

𝑑2

𝑡2
2 −

𝑑2

𝑡1
2 )； 

砝码盘和盘中砝码受到的重力做功，由动能定理得：𝑚𝑔𝐿 =△ 𝐸 =
1

2
𝑀(

𝑑2

𝑡2
2 −

𝑑2

𝑡1
2)； 

故答案为：(1)取下砝码盘，将木板左端适当垫高，使小车能够沿着木板匀速下滑；(2)𝑚 << 𝑀；(3)5.50；

(4)𝑚𝑔𝐿 =
1

2
𝑀(

𝑑2

𝑡2
2 −

𝑑2

𝑡1
2)． 

 

11. 解：(1)需要测量系统重力势能的变化量，则应该测量出挡光片中心到光电门中心的距离，系统的末速

度为：𝑣 =
𝑑

△𝑡
， 

则系统重力势能的减小量△ 𝐸𝑝 = (𝑀2 − 𝑀1)𝑔ℎ，系统动能的增加量为：△ 𝐸𝐾 =
1

2
(𝑀1 + 𝑀2)𝑣2 =

1

2
(𝑀1 +

𝑀2)(
𝑑

△𝑡
)2． 

若系统机械能守恒，则有：(𝑀2 − 𝑀1)𝑔ℎ =
1

2
(𝑀1 + 𝑀2)(

𝑑

△𝑡
)2， 

(2)若机械能守恒，则(2𝑚 − 𝑚)𝑔ℎ =
1

2
× 3𝑚𝑣2， 

解得：
𝑣2

2ℎ
=

𝑔

3
  

故答案为：(1)挡光片中心；(𝑀2 − 𝑀1)𝑔ℎ =
1

2
(𝑀1 + 𝑀2)(

𝑑

△𝑡
)2；(2)

𝑔

3
  

 

12．（1） AD 解：A、为了防止酒精的挥发，配置的油酸酒精溶液不能长时间放置，故 A 正确； 

B、实验中滴入油酸酒精溶液，等油膜的形状稳定之后再描绘其形状，故 B 错误； 

C、根据公式𝑑 =
𝑉

𝑆
求出油酸分子的直径，实验前必须设法弄清一滴油酸酒精溶液的体积，故 C 错误； 

D、实验时先将痱子粉均匀洒在水面上适量即可，不能太多，为了看清油酸薄膜的形状，若撒的痱子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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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则计算得到的油膜的面积偏小，那么油酸分子的直径将偏大，故 D 正确． 

故选：AD． 

（2） 

 减小；减小 

【解析】解：瓶塞跳出的过程中瓶内的气体对外做功；由于该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可知气体来不及吸收热

量，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可知，气体的内能减小； 

气体的内能减小，则温度降低，由于水的蒸气饱和汽压的大小仅仅与温度有关，所以水蒸气饱和汽压减小． 

故答案为：减小，减小 

做功和热传递都可以改变物体的内能；水的蒸气饱和汽压的大小仅仅与温度有关． 

该题考查热力学第一定律以及水蒸气的饱和汽压，明确水蒸气饱和汽压仅仅与温度有关是解答的关键． 

 

（3）【答案】解：①等温变化，根据玻意耳定律可得：𝑝0(𝑛 + 1)𝑉 = 𝑝𝑉     

解得：𝑝 = (𝑛 + 1)𝑝0 

②橡皮塞受力平衡，可得：𝑝0𝑆 + 𝑓 = (𝑛 + 1)𝑝0𝑆      

解得：𝑓 = 𝑛𝑝0𝑆 

答：①橡皮塞跳起时瓶中气体的压强为(𝑛 + 1)𝑝0； 

②橡皮塞与瓶口间最大静摩擦力的大小为𝑓 = 𝑛𝑝0𝑆. 

 

13. （选修模块 3-5）（12 分） 

（1）D（3分） 

（2） 1 1 3

0 1 12 n H H  （2分）        
  2

1 2 32

3

m m m c 
（2分） 

（3）根据动量守恒定律，第一次实验碰撞得 mAvA＝－mAvA′＋mBvB′①；（2 分） 

第二次实验碰撞得(mA＋Δm)vA＝mBvA②                            （1 分） 

代入数值解①②得 mA＝1 kg，mB＝2 kg                            （2 分） 

 

四、计算或论述题：本题共 3 小题，共 47 分．解答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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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答案】解：(1)滑块的加速度为：𝑎 =
△𝑣

△𝑡
=

0−6

0.5
= −12(𝑚/𝑠2)，加速度的大小为12𝑚/𝑠2， 

(2)物体在冲上斜面过程中经受力分析得：𝑚𝑔sin𝜃 + 𝜇𝑚𝑔cos𝜃 = 𝑚𝑎  

得：𝜇 =
𝑎−𝑔sin30∘

𝑔cos30∘ =
12−10×0.5

10×
√3

2

= 0.81  

(3)由于𝜇 > tan30∘，故滑块速度减小到零时，重力的分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不能再下滑． 

𝑠 =
𝑣0

2

2𝑎
=

62

2×12
= 1.5(𝑚)  

滑块停在距底端1.5𝑚处． 

答：(1)滑块冲上斜面过程中加速度大小为12𝑚/𝑠2； 

(2)滑块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0.81； 

(3)不能返回，滑块停在距底端1.5𝑚处． 

 

15.【答案】解：(1)设进入水平导轨 BC 的初速度为𝑣𝐵，由机械能守恒定律有： 

 𝑚𝑔ℎ =
1

2
𝑚𝑣𝐵

2  

得𝑣𝐵 = √2𝑔ℎ = 4𝑚/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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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块在 BC 段所受的摩擦力为𝑓 = 𝜇𝑚𝑔  

加速度     𝑎 =
𝑓

𝑚
= 𝜇 ⋅ 𝑔 = 5𝑚/𝑠2     由𝑥 = 𝑣𝐵𝑡 −

1

2
𝑎𝑡2  

解得     𝑡 = 0.2𝑠  

(2)滑块到达 C 点的速度𝑣𝐶 = 𝑣𝐵 − 𝑎𝑡 = 3𝑚/𝑠  

在 C 点，由牛顿第二定律得𝐹𝑁 + 𝑚𝑔 =
𝑚𝑣2

𝑟
  

代入数据可得   𝐹𝑁 = 8𝑁，方向竖直向下 

所以小滑块刚进入圆管时对管壁的弹力大小为 8N，方向竖直向上                  

(3)设平抛运动的时间为 t，则有：𝐻 − 2𝑟 =
1

2
𝑔𝑡2  

水平射程为：𝑥 = 𝑣𝐷𝑡  

从 C 到 D 的过程，由动能定理：𝑚𝑔 ⋅ 2𝑟 =
1

2
𝑚𝑣𝐷

2 −
1

2
𝑚𝑣𝐶

2  

解得  𝑥 = √
2(𝐻−2𝑟)

𝑔
√(𝑣𝐶

2 + 4𝑔𝑟)  

当𝑟 = 0.2𝑚时水平射程最远.最远距离为𝑥𝑚 = 1.7𝑚． 

答： 

(1)小滑块在水平导轨 BC 段运动的时间是0.2𝑠； 

(2)若半圆的半径𝑟 = 0.5𝑚，小滑块刚进入圆管时对管壁的弹力大小为 8N，方向竖直向上； 

(3)若半圆形管道半径可以变化，则当半径为0.2𝑚时，小滑块从其下端射出的水平距离最远，最远的水平

距离为1.7𝑚． 

 

16.解：(1)设刚释放时 A、B、C 的共同加速度大小为 a，绳子对 A 拉力大小为 F 

由受力分析可知：对于 A 有：𝐹 − 2𝑚𝑔 = 2𝑚𝑎，对于 BC 整体有 3𝑚𝑔 − 𝐹 = 3𝑚𝑎， 

解得：𝑎 =
𝑔

5
，𝐹 =

12

5
𝑚𝑔 = 2.4𝑚𝑔。 

(2)设 C 下落 L 后落地时 A 的速度大小为 v，由𝑣2 = 2𝑎𝑥可知：此时的速度𝑣 = √
2

5
𝑔𝐿， 

后来在 B 下落过程，由于 A、B 的质量相等，整体将匀速下落 L 距离后再做竖直上抛运动， 

再由ℎ =
𝑣2

2𝑔
得：ℎ = 0.2，因此物块由最初位置上升的最大高度𝐻 = 2.2𝐿。 

(3)若改变 A 的质量使系统由静止释放后物块 C 能落地，由题意：A 的质量需满足𝑚𝐴 < 3𝑚， 

同时使得 B 与 C 不相碰，即 C 落地后 B 减速下降到地面时速度为 0， 

从释放到 C 落地的过程中运用系统机械能守恒定律： 

3𝑚𝑔𝐿 − 𝑚𝐴𝑔𝐿 =
1

2
(3𝑚 + 𝑚𝐴)𝑣2，解得 𝑣 = √

2(3𝑚−𝑚𝐴)𝑔𝐿

3𝑚+𝑚𝐴
， 

从 C 落地到 B 减速到地面速度为 0 的过程中，运用系统机械能守恒定律： 

2𝑚𝑔𝐿 +
1

2
(2𝑚 + 𝑚𝐴)𝑣2 = 𝑚𝐴𝑔𝐿，解得 𝑚𝐴 = √6𝑚， 

因此，系统由静止释放后物块 C 能落地且物块 B 与 C 不相碰的条件为：足√6𝑚 < 𝑚𝐴 < 3𝑚。 

答：(1)刚释放时 A 的加速度大小为
𝑔

5
，轻绳对 A 的拉力大小为2.4𝑚𝑔； 

(2)物块 A 由最初位置上升的最大高度是2.2𝐿； 

(3)使系统由静止释放后物块 C 能落地且物块 B 与 C 不相碰，A 的质量满足的条件是√6𝑚 < 𝑚𝐴 < 3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