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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学年度第一学期期初测试卷 

答案和解析 

【答案】 

1. C 2. D 3. B 4. C 5. D 6. A 7. B 

8. C 9. B 10. C  

11. (1)
𝑅0

2
；(2)大于；(3)①2；左；(4)

1

𝑏
；

𝑘

𝑏
。   

12. (1)黑 

(2)𝐵 

(3)160，880 

(4)1.48𝑚𝐴，1.10𝑘𝛺，2.95𝑉   

13. 解： 

(1)物体由 C 点到最高点，根据机械能守恒得：
1

2
𝑚𝑣𝐶

2 = 𝑚𝑔(𝑅 + ℎ) 

代入数据解得：𝑣𝐶 = 4𝑚/𝑠； 

(2)物体由 A 点到 C 点，根据动能定理得：𝑚𝑔𝐻 − 𝜇𝑚𝑔𝑙𝐵𝐶 =
1

2
𝑚𝑣𝐶

2 − 0 

代入数据解得：𝐻 = 1.02𝑚； 

(3)从物体开始下滑到停下，根据能量守恒得： 

𝜇𝑚𝑔𝑥 = 𝑚𝑔𝐻 

代入数据，解得：𝑥 = 5.1𝑚 

由于𝑥 = 4𝑙𝐵𝐶 + 0.7𝑚 

所以，物体最终停止的位置到 C 点的距离为：𝑠 = 𝑙𝐵𝐶 − 0.7 𝑚 = 0.4 𝑚。   

14. 解：(1)把三个这样的电灯串联后，每只灯泡的实际电压为
12

3
𝑉 = 4𝑉， 

再在图 a 上可以查到每只电灯加上 4V 实际电压时的工作电流为𝐼 = 0.4𝐴， 

则此时每只电灯的实际电阻𝑅 =
𝑈

𝐼
=

4

0.4
𝛺 = 10𝛺． 

(2)如图(𝑏)所示，将一个这样的灯与20𝛺的定值电阻串联，接在电动势为 8V 的电源上， 

设此时灯泡两端的电压为 U，流过灯泡的电流为 I，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得：𝐸 = 𝐼𝑅0 +

𝑈， 

代入数据得𝑈 = 8 − 20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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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𝑎)上画出此直线，得到如图所示的图象，  

可求得直线和曲线的交点坐标为(2𝑉, 0.3𝐴)，即流过灯泡的电流为0.3𝐴，流过电流表的

电流为0.3𝐴，此时灯泡的电阻为𝑅′ =
𝑈

𝐼
=

2

0.3
𝛺 =

20

3
𝛺 = 6.67𝛺   

15. 解：设两板间电压为𝑈𝐴𝐵，小球从 B 板到 A 板的过程，由动能定理： 

−𝑚𝑔𝑑 − 𝑞𝑈𝐴𝐵 = 0−
1

2
𝑚𝑣0

2， 

代入数据解得：𝑈𝐴𝐵 = 8 V。 

则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为：𝑈滑 = 𝑈𝐴𝐵 = 8 V。 

设通过滑动变阻器电流为 I，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得： 

𝐼 =
𝐸−𝑈

滑

𝑅+𝑟
=

24−8

15+1
𝐴 = 1 A。 

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为：𝑅滑 =
𝑈
滑

𝐼
=

8

1
𝛺 = 8𝛺 

电源输出功率为：𝑃 = 𝐼2(𝑅 + 𝑅滑) = 12 × (15 + 8)𝑊 = 23 W 

 答：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为8𝛺；此时电源输出功率是 23W。   

【解析】 

1. 【分析】 

根据物理学史和常识解答，记住著名物理学家的主要贡献即可。 

本题考查物理学史，是常识性问题，对于物理学上重大发现、发明、著名理论要加强记

忆，这也是考试内容之一。 

【解答】 

A.开普勒阐述了行星的运动定律，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故 A 错误； 

B.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卡文迪许通过实验精确测量了引力常量 G 的数值，故 B

错误； 

C.法拉第首先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在电荷的周围存在由它产生的电场，故 C 正确； 

D.密立根通过实验测定了元电荷 e 的数值约为1.6 × 10−19𝐶，故 D 错误。 

故选 C。 

2.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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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A、两个小物体在运动的过程中都是只有重力做功，机械能守恒，所以根据机械

能守恒可以知两物体落地时速率相同，但速度方向不同，故速度大小相等，但速度不同，

故 A 错误． 

B、重力做功只与初末位置有关，物体的起点和终点一样，所以重力做的功相同，所以

B 正确． 

C、由于两个物体落地时的速度的方向不同，由瞬时功率的公式可以知道，重力的瞬时

功率不相同，所以 C 错误． 

D、平均功率等于做功的大小与所用的时间的比值，物体重力做的功相同，但是时间不

同，所以平均功率不同，所以 D 错误． 

故选：B． 

两个物体在运动的过程中机械能守恒，可以判断它们的落地时的速度的大小，再由平均

功率和瞬时功率的公式可以得出结论． 

在分析功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公式的选择，𝑃 =
𝑊

𝑡
只能计算平均功率的大小，而𝑃 = 𝐹𝑣

可以计算平均功率也可以是瞬时功率，取决于速度是平均速度还是瞬时速度． 

4. 【分析】 

顺着电场线方向电势逐渐降低，电场线的疏密表示场强的大小；电势越高的地方，负电

荷具有的电势能越小，金属球处于静电平衡状态，表面是一个等势面，由这些知识分析。 

该题关键要掌握电场线的物理意义，知道顺着电场线方向电势逐渐降低，电场线的疏密

表示场强的大小。 

【解答】 

A.电场线的疏密表示场强的大小，由图象知 B 点的电场强度小于 A 点的电场强度，则同

一个带电粒子在 A 点所受到的电场力大于在 B 点所受的电场力，故 A 错误； 

B.一带正电的粒子从 A 点由静止释放，仅在电场力作用下，不可能沿电场线方向运动到

B 点，故 B 错误； 

C.顺着电场线方向电势逐渐降低，若是负电荷，则 A 点电势能小于 B 点的电势能，故 C

正确； 

D.小球 N 是个等势体，根据顺着电场线方向电势逐渐降低，可知小球左端的电势高于右

端的电势，故 D 错误。 

故选 C。 

5. 【分析】 

本题考查了影响电容器电容的因素，如何改变电容器的电容，电容传感器的特点，根据

平行板电容器的决定式分析电容大小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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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A.电容器是两个导体做为两极，中间绝缘，缺少一极也构不成电容器，如果改用绝缘笔

在电容式触摸屏上不能正常操作，故 A 错误； 

B.通过压力改变极板间的距离，根据平行板电容器的决定式可知，可以改变电容器的电

容，力 F 增大过程中，两板间的距离减小，根据𝐶 =
𝜀𝑆

4𝜋𝑘𝑑
可得，电容 C 变大，由于与电

源相连，故电势差 U 不变，根据𝐶 =
𝑄

𝑈
可知，电量增大，故电容器处于充电状态，电流

计中有由 b 向 a 的电流，故 B 错误； 

C.丙图中，油箱液位上升时，介电常数增大，根据𝐶 =
𝜀𝑆

4𝜋𝑘𝑑
可得，电容 C 变大，故 C 错

误； 

D.可变电容器，通过改变电介质在极板间的深度，来改变电容，当传感器由静止突然向

左加速时，电介质深度变大，根据𝐶 =
𝜀𝑆

4𝜋𝑘𝑑
可得，电容 C 变大，由于与电源相连，故电

势差 U 不变，根据𝐶 =
𝑄

𝑈
可知，电量增大，故电容器处于充电状态，故 D 正确。 

故选 D。 

6. 【分析】 

本题考查了电阻率、电阻定义式、电阻等问题，涉及的知识点较多，但难度不大，是一

道基础题，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即可正确解题。 

导体电阻由导体材料、长度、横截面积决定，与电压、电流无关；金属材料的电阻率越

大，导电能力越差，材料的电阻率由材料决定，受温度影响；根据电阻定律分析答题。 

【解答】 

A.导体电阻由导体材料、长度、横截面积决定，与电压、电流无关，故 A 错误； 

𝐵𝐶.不同材料的电阻率随温度的变化规律不同，金属导体电阻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半导体电阻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故 B、C 正确； 

D.由电阻定律𝑅 = 𝜌
L

S
可知导体的电阻与导体的长度和横截面积都有关系，则 D 正确。 

因选错误的，故选 A。 

7. 【分析】 

根据电阻定律进行分析，注意明确导线长度和截面积的确定，从而求出各自的电阻，进

而求出对应的比值。 

【解答】 

𝐴𝐵.从图示方向看，则根据电阻定律可知，𝑅1 =
𝜌𝑎

𝑎ℎ
=

𝜌

ℎ
，𝑅2 =

𝜌𝑏

𝑏ℎ
=

𝜌

ℎ
，故两电阻相等，

比值为 1：1，故 A 错误，B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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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𝐷.若电流竖直向下，则根据电阻定律有：𝑅1′ =
𝜌ℎ

𝑎2
，𝑅2′ =

𝜌ℎ

𝑏2
，故𝑅1′：𝑅2′ = 𝑏2：𝑎2；

故 CD 错误。 

故选 B。 

8. 【分析】 

闭合电键 S 后，灯 a 和 b 都正常发光时，灯 a 与电阻𝑅1并联，灯 b 与电阻𝑅2并联，两部

分再串联．发生故障后，将四个选项逐一代入，分析灯 b 亮度的变化，选择符合题意的

选项。  

本题既是故障分析问题，也属于电路动态分析问题．按照“局部→整体→局部”的顺序

分析。 

【解答】 

A.a 灯灯丝烧断导致总电阻增大，总电流减小，b 变暗，不符合题意，故 A 错误； 

B.电阻𝑅2短路，b 不亮，故 B 错误； 

C.电阻𝑅2断路，导致总电阻增大，总电流减小，a 两端电压减小，而路端电压增大，则

b 两端电压增大，b 变亮，故 C 正确； 

D.电容器被击穿短路，外电路总电阻减小，总电流增大，内电压增大，路端电压减小，

电压表读数减小，故 D 错误。 

故选 C。  

 

9. 【分析】 

当外电阻等于内阻时电源的输出功率最大；对于定值电阻，根据𝑃 = 𝐼2𝑅，电流最大时，

功率最大。 

解决本题的关键掌握当外电阻等于内阻时电源的输出功率最大；知道对于定值电阻，根

据𝑃 = 𝐼2𝑅，电流最大时，功率最大。 

【解答】 

A.将𝑅1等效到电源的内部，𝑅2上的功率等于等效电源的输出功率，当等效电源的外电阻

等于内阻时，即𝑅2 = 𝑅1 + 𝑟时，输出功率最大，即𝑅2上的功率最大，故 A 正确； 

𝐵𝐶.根据𝑃 = 𝐼2𝑅，电流最大时，𝑅1上的功率最大，当外电阻最小时，即𝑅2 = 0时，电流

最大，故 B 错误，C 正确； 

D.当外电阻等于内阻时电源的输出功率最大，外电阻与内电阻越接近，电源的输出功率

越大，若𝑅1 ≥ 𝑟，当𝑅2 = 0时，电源的输出功率最大，故 D 正确。 

此题选不正确的，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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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析】 

分析每种模型中物体的受力情况，根据合力提供向心力求出相关的物理量，进行分析即

可。 

此题考查圆周运动常见的模型，每一种模型都要注意受力分析找到向心力，结合牛顿第

二定律分析判断，难度不大。 

【解答】 

A.火车转弯时，刚好由重力和支持力的合力提供向心力时，有𝑚𝑔tan𝜃 = 𝑚
𝑣2

𝑟
，解得：

𝑣 = √𝑔𝑟tan𝜃，当𝑣 < √𝑔𝑟tan𝜃时，重力和支持力的合力大于所需的向心力，则火车有

做近心运动的趋势，所以车轮轮缘与内轨之间有挤压，故 A 错误； 

B.汽车通过拱桥的最高点时，其所受合力方向指向圆心，所以汽车有竖直向下的向心加

速度，处于失重状态，故汽车重力大于其所受支持力，故 B 错误； 

C.摆球做圆周运动的半径为𝑅 = ℎ𝑡𝑎𝑛𝜃，摆球受到重力和细绳拉力作用，由其合力提供

向心力，即𝑚𝑔tan𝜃 = 𝑚𝑅𝜔2，则圆锥摆的角速度为𝜔 = √
𝑔

ℎ
，因为圆锥的高 h 相同，所

以圆锥摆的角速度相同，半径不同，线速度𝑣 = 𝜔𝑅大小不相等，故 C 正确； 

D.小球在两位置做匀速圆周运动，由其合力提供向心力，受筒壁的支持力为𝑁 =
𝑚𝑔

sin𝛽
(𝛽

为锥体顶角的一半)，故支持力大小相等，故 D 错误。 

11. 解：(1)由题图可知，当 S 拨向 1 位置，滑动变阻器𝑅1在电路中为分压式接法，根

据题意：调节𝑅1的滑动触片，使电压表示数达到满偏 U；保持𝑅1不变，调节𝑅2，使电压

表的示数达到
𝑈

3
，此时电阻箱两端电压为

2𝑈

3
，读出电阻箱的阻值为𝑅0， 

根据电压表的电流与电阻箱的电流相等可知，
𝑈

3

𝑅𝑉
=

2𝑈

3

𝑅0
，则电压表的内阻𝑅𝑉 =

𝑅0

2
； 

(2)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可知，调节𝑅2变大使电压表达到半偏的过程中，总电阻值变大，

干路总电流变小，由𝐸 = 𝐼𝑟 + 𝑈外，得𝑈外变大， 

由电路知：𝑈外 = 𝑈并 + 𝑈右，变阻器的滑动触片右侧电压𝑈右 = 𝐼𝑅右变小，则𝑈并变大，

电压表示数为
𝑈

3
时，𝑅2上的电压就会大于

2𝑈

3
，那么𝑅2的阻值就会大于电压表的阻值； 

(3)①测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利用伏阻法，S 拨到 2，同时将𝑅1的滑动触片移动最左侧； 

利用𝐸 = 𝑈 +
𝑈

𝑅
⋅ 𝑟求解 E、r； 

(4)由欧姆定律得：𝐸 = 𝑈 +
𝑈

𝑅
⋅ 𝑟 

变形得：
1

𝑈
=

𝑟

𝐸
⋅
1

𝑅
+

1

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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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1

𝐸
= 𝑏，得：𝐸 =

1

𝑏
 

斜率𝑘 =
𝑟

𝐸
，解得：𝑟 =

𝑘

𝑏
。 

故答案为：(1)
𝑅0

2
；(2)大于；(3)①2；左；(4)

1

𝑏
；

𝑘

𝑏
。 

(1)根据半偏法测内阻的原理结合串联电路中电流强度处处相等分析答题； 

(2)根据电路连接情况应用欧姆定律分析实验误差； 

(3)根据伏阻法测电源电动势与内阻的实验原理分析答题； 

(4)应用欧姆定律求出图象的函数表达式，然后根据图象求出电源电动势与内阻。 

本题主要是考查测定电源电动势和不对照实验以及半偏法测电阻实验，必须通过实验所

给信息分析实验的实验原理，掌握欧姆定律求解电阻从而引起实验误差，能根据闭合电

路欧姆定律推导出
1

𝑈
−

1

𝑅
的关系进行分析。 

12. 【分析】 

(1)明确欧姆表原理，知道内部电源的正极接黑表笔，负极接红表笔； 

(2)明确电路结构，知道欧姆挡中所接滑动变阻器只能进行欧姆调零； 

(3)根据给出的量程和电路进行分析，再结合串并联电路的规律即可求得各电阻的阻值； 

(4)明确电表的量程，确定最小分度，从而得出最终的读数。 

本题考查了多用电表读数以及内部原理，要注意明确串并联电路的规律应用，同时掌握

读数原则，对多用电表读数时，要先确定电表测的是什么量，然后根据选择开关位置确

定电表分度值，最后根据指针位置读数；读数时视线要与电表刻度线垂直。 

【解答】 

(1)根据欧姆表原理可知，内部电源的正极应接黑表笔，这样才能保证在测电阻时电流

表中电流“红进黑出”； 

(2)由电路图可知，𝑅6只在测量电阻时才接入电路，故其作用只能进行欧姆调零，不能

进行机械调零，同时在使用电流档时也不需要进行调节，故 B 正确；AC 错误。 

故选 B； 

(3)直流电流档分为 1mA 和2.5𝑚𝐴，由图可知，当接 2 时应为 1mA；根据串并联电路规

律可知，𝑅1 +𝑅2 =
𝐼𝑔𝑅𝑔

𝐼−𝐼𝑔
=

250×10−6×480

1×10−3−250×10−6
𝛺 = 160𝛺； 

总电阻𝑅总 =
160×480

160+480
𝛺 = 120𝛺 

接 4 时，为电压档，因串入的电阻较小，故应为量程 1V 的电压表；此时电流计与𝑅1、𝑅2

并联后再与𝑅4串联，即改装后的 1mA 电流表与𝑅4串联改装为电压表； 

根据串联电路规律可知，𝑅4 =
1−1×10−3×120

1×10−3
𝛺 = 880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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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与 1 连接，则量程为2.5𝑚𝐴，读数为1.48𝑚𝐴； 

若与 3 连接，则为欧姆× 100𝛺挡，读数为11 × 100𝛺 = 1100𝛺 = 1.10𝑘𝛺； 

若与 5 连接，则量程为 5V；故读数为2.95𝑉。 

故答案为；(1)黑；(2)𝐵；(3)160；880；(4)1.48𝑚𝐴；1.10𝑘𝛺；2.95𝑉。 

13. 本题综合考查功能关系、动能定理等；在处理该类问题时，要注意认真分析能量关

系，正确选择物理规律求解。 

(1)由 C 到最高点时，由机械能守恒定律可求得 C 点的速度； 

(2)对 AC 过程由动能定理可求得下滑的高度； 

(3)对全程分析，由能量守恒可求得物体滑行的距离，则可求得停止点到 C 点的距离。 

14. 本题考查了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和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结合图象可解得此题。因

为灯泡的电阻是非线性元件，故本题的技巧是应用数学方法，通过作图求解电灯的电流。 

(1)三个电灯串联后，每只电灯的电压为 4V，再由 a 图读出电灯的工作电流，由公式𝑅 =
𝑈

𝐼

求出电阻； 

(2)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得到电灯的实际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式，在 a 图上作出图象，

此图象与电灯的伏安特性曲线的交点，表示电灯实际工作状态，读出交点的电压和电流，

求出电灯的实际电阻。 

15. 小球恰好运动到 A 板，根据动能定理列式求解两板间的电压；然后根据欧姆定律求

解滑动变阻器的电阻值；最后根据电功率表达式求解电源的输出功率。 

本题关键是分析清楚电路结构和运动情况后，根据动能定理、欧姆定律联立列式求解。

要力电之间的桥梁是电容器的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