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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导体的电阻

班级：_______姓名：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时间：__________作业时长：30 分钟

[基础练习]
1．根据欧姆定律，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由关系式 U＝IR可知，导体两端的电压 U由通过它的电流 I和它的电阻 R共同决定

B．由关系式 R＝U
I
可知，导体的电阻可以由导体两端的电压和导体中的电流计算，但是并不是由电压 U

和电流 I决定的

C．由关系式 I＝U
R
可知，导体中电流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D．由关系式 R＝U
I
可知，对一个确定的导体来说，所加的电压跟通过导体的电流的比值是一定值

2．如图所示，电阻 R1、R2接入电路中，通过两电阻的电流相等，已知 U1∶U2＝1∶2，则 R1∶R2为( )

A．1∶2 B．1∶4

C．1∶6 D．1∶8

3．今有甲、乙两个电阻，在相同时间内流过甲的电荷量是乙的 2倍，甲、乙两端的电压之比为 1∶2，则

甲、乙两个电阻阻值之比为( )

A．1∶2 B．1∶3 C．1∶4 D．1∶5

4．金属材料的电阻率有以下特点：一般而言，纯金属的电阻率小，合金的电阻率大；金属的电阻率随温

度的升高而增大，有的金属的电阻率随温度变化而显著变化，有的合金的电阻率几乎不受温度的影响．根

据以上的信息判断，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连接电路用的导线一般用合金来制作

B．标准电阻一般用合金来制作

C．提升温度，可以使金属导体成为超导体

D．白炽灯灯丝是用金属制成的，正常发光时灯丝的电阻比不发光时更小

5．两根完全相同的金属导线 A和 B，如果把导线 A均匀拉长到原来的 2倍，把导线 B对折后绞合起来，

则它们的电阻之比变为( )

A．4∶1 B．8∶1 C．16∶1 D．32∶1

6．图中 R1和 R2是两个材料相同、厚度相同、表面均为正方形的导体，但 R2

的尺寸远远小于 R1的尺寸．通过两导体的电流方向如图所示，则关于这两个导

体的电阻 R1、R2关系的说法正确的是( )

A．R1＝R2 B．R1<R2 C．R1>R2 D．无法确定

7．将四个定值电阻 a、b、c、d分别接入电路，测得相应的电流、电压值如图所示．其

中阻值最接近的两个电阻是( )

A．a和 b B．b和 d

C．a和 c D．c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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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两根材料和长度均相同的合金丝 a、b的伏安特性曲线分别如图 4 中 A、B所示，则 a、b电阻 Ra、Rb

以及横截面积 Sa、Sb的关系正确的是( )

A．Ra＞Rb，Sa>Sb

B．Ra＞Rb，Sa<Sb

C．Ra<Rb，Sa>Sb

D．Ra<Rb，Sa<Sb

9．如图所示，为某线性元件甲和非线性元件乙的伏安特性曲线，两图线交于 A点，A点坐标为(12 V,1.5 A)，

甲的图线与 U轴成所夹角θ为 45°.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元件乙的电阻随电压的增大而减小

B．在 A点，甲、乙两元件的电阻相等

C．元件甲的电阻为 R＝k＝tan θ＝1 Ω

D．对甲、乙两元件，欧姆定律均适用

[能力练习]
10．两根不同材料制成的均匀电阻丝，长度之比 l1∶l2＝5∶2，直径之比 d1∶d2＝2∶1，给它们加相同的电

压，通过它们的电流之比为 I1∶I2＝3∶2，则它们的电阻率的比值为( )

A. 4
15

B.8
3

C.8
5

D.16
15

11．如图所示，长方体铜柱长 a＝15 cm，宽 b＝5 cm，高 c＝3 cm，当将 A与 B接入电压为 U的电路中时，

电流为 1 A，当将 C与 D接入电压为 U的电路中，则电流为( )

A．9 A B．2 A C.1
2
A D.1

4
A

[提升练习]

★12．如图甲为一测量电解液电阻率的玻璃容器，P、Q为电极，已知 a＝1 m，b＝0.2 m，c＝0.1 m，当

里面注满某种电解液，且 P、Q间加上电压后，其 U－I图线如图所示，当 U＝10 V时，电解液的电阻率ρ
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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