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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选题

1．实验对检验物理规律至关重要，物理实验的方法多种多样，下列实验用到的方法分析正确的是（ ）

A．用图甲所示装置，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主要用到了理想实验法

B．用图乙所示装置，探究向心力大小的相关因素主要用到了等效法

C．用图丙所示装置，测量重力加速度主要用到了极限法

D．如图丁所示水面上单分子油膜的示意图，测量分子直径主要用了累积测量法和估测法

2．根据图示，下列实验的操作处理中，正确的是（ ）

A．用图甲装置验证动量守恒，多次测量某一小球平抛水平位移时，应取距铅垂线最近的落点

B．用图乙装置测定重力加速度，实验室提供的细线，长度超过米尺的测量范围不能完成实验

C．图丙是双缝干涉实验中得到的干涉条纹，移动分划板测量 a、b位置间距离可求条纹间距

D．图丁是某同学利用“插针法”测定玻璃的折射率，如果有几块宽度大小不同的平行玻璃砖可供选择，

为了减小误差，应选用宽度小的玻璃砖来测量

3．“探究气体等温变化的规律”的实验装置如图甲所示，用细软管将针管小孔与压强传感器连接密封一定质

量的气体，用数据采集器连接计算机测量气体压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实验时各实验小组间被封闭气体的质量和温度必须相同

B．实验中为找到体积与压强的关系，一定要测量空气柱的横截面积

C．在柱塞上涂润滑油，可以减小摩擦，使气体压强的测量更准确

D．处理数据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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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题

4．如图 1所示为某实验小组“探究加速度与物体所受合力关系”的实验装置，气垫导轨上滑块（含遮光条）

的质量为M ，遮光条的宽度为d ，两光电门间的距离为 L，滑块在气垫导轨上运动时可以忽略导轨的摩擦

力，当地的重力加速度为 g，图中滑轮均为轻质滑轮。

（1）本实验 （填“需要”或“不需要”）满足所挂钩码的总质量远小于滑块的质量；

（2）将气垫导轨调至水平，再调整气垫导轨上连接滑块的细绳沿水平方向，气源开通后滑块在钩码重力

的作用下做匀加速运动，遮光条先后通过两个光电门所用的时间分别为 1t 和 2t ，则滑块加速度 a的表达式

为 a （用已知量表示）；

（3）保持滑块（含遮光条）的质量M 不变，多次改变钩码的质量，记录相应的弹簧秤读数 F ，通过（2）

步骤计算各组的加速度 a，描绘出 a F 图像如图 2所示（图中b和c为已知量），则滑块质量M 的表达式

为M  （用已知量表示）；

（4）根据图中的b和 c可以推算出，当加速度大小为b时，所挂钩码质量m的表达式为m  （用

已知量表示）。

5．某同学利用三根原长为 10.00 cm相同规格的橡皮筋（橡皮筋的弹力与形变

量成正比，遵从胡克定律）进行“验证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实验。在水平木板

上铺有白纸，将绳子打一个结点，用这三根橡皮筋在同一平面内沿三个不同方

向拉结点，当结点处于静止时，在白纸上标记结点位置为 O点，如图所示，记

录三根橡皮筋方向并测量出根橡皮筋的此时长度 1l 、 2l 、 3l 。请完成下列问题：

（1）根据记录数据，若两力合成时遵循平行四边形定则，则当以OC、OB段橡皮筋的伸长量为邻边作平

行四边形，该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长度应 （选填“大于”、“等于”“小于”）OA段橡皮筋伸长量。

（2）在本实验中，当结点静止时，三根橡皮筋的长度可能是 。

A． 1 14.21cml  ， 2 12.79cml  ， 3 17.00cml 

B． 1 13.10cml  ， 2 15.22cml  ， 3 16.38cml 

C． 1 16.03cml  ， 2 12.25cml  ， 3 13.14cml 



（3）关于本实验，实验操作或说法正确的是 。

A．本实验中需要用量角器测量出三段橡皮筋之间的夹角

B．实验中直接沿着橡皮筋画直线确定橡皮筋拉力的方向

C．在进行不同次实验操作时，不需要每次将结点拉至同一位置

D．为减小实验误差，OC与OB端橡皮筋方向之间的夹角必须为 90°

E.三根橡皮筋的形变必须在弹性限度以内

（4）在某次实验，三根橡皮筋的方向如图所示，保持结点位置与OA段橡皮筋长度、方向不变，保持OB段

橡皮筋的方向不变，将OC段橡皮筋缓慢顺时针旋转 90°，则在此过程中OB段与OC段橡皮筋的弹力大小

变化正确的是 。

A．OC段橡皮筋弹力先减小后增大 B．OC段橡皮筋弹力一直减小

C．OB段橡皮筋弹力先增大后减小 D．OB段橡皮筋弹力一直减小

6．（1）小明同学利用如图所示装置做“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的实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多选）

A．实验中小车的加速度尽可能大一些

B．需要补偿小车受到的阻力

C．需要通过调节定滑轮使细线与长木板平行

D．先释放小车再接通电源

（2）如图是实验打出的一条纸带的一部分，A、B、C、…是纸带上标出的计数点，每两个相邻的计数点之

间还有 4个打出的点未画出。据此纸带可知小车在打点计时器打

下 D时的速度大小为 m/s。（保留 2位有效数字）。

（3）如果当时电网中交变电流的电压为 210V，那么加速度的测量值与实际值相比 （选填“偏大”，

“偏小”，“不变”）

（4）小明同学把实验装置中的小车换成木块来测量木块与木板之间的摩擦因数。将木块放在水平长木板

上，左侧拴有一细线，跨过固定在木板边缘的滑轮与槽码相连，木块右侧与打点计时器的纸带相连，在重

物牵引下，木块在木板上向左运动，重物落地后，木块继续向左运动。如图是实验中打出的一条纸带，每

两个相邻的计数点之间还有 1个打出的点未画

出。

①本实验采用的数据点位于纸带上

（填“A”或“B”）段。

②测得摩擦因数   。（保留 2位有

效数字）。



7．某实验小组做“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实验。

（1）甲同学用如图所示实验装置进行探究，用小锤打击弹性金属片后，A球沿水

平方向抛出，做平抛运动；同时 B球由静止释放，做自由落体运动。关于该实验，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A球和 B球的质量必须相等

B．需要分别改变两球距地面的高度和击打力度，多次重复实验

C．本实验为验证 A球在竖直方向上做自由落体运动

D．本实验为验证 A球在水平方向上做匀速直线运动

（2）乙同学用如图甲所示的实验装置研究小球水平方向上的运动。小球从斜槽上滚下，离开斜槽后做平

抛运动。在装置中有一个水平放置的可上下调节的挡板，小球飞出后，落到挡板上，分别记录小球落到挡

板时球心的位置，并在方格纸上标出相应的点迹。以小球在斜槽末端时的球心位置为坐标原点 O，水平向

右为 x轴，竖直向下为 y轴，建立直角坐标系，如图乙所示。

①下列实验条件必须满足的有

A．斜槽轨道光滑

B．斜槽轨道末端水平

C．每次从斜槽上相同的位置无初速度释放小球

D．移动挡板时，挡板高度等间距变化

②已知小方格边长为 l，重力加速度为 g。小球平抛的初速度 0v  。

小球竖直下落距离 y与水平距离 x的关系式： y  。

（3）若某同学用图甲所示的实验装置进行实验时，没有调整斜槽末端水平，

在斜槽末端向下倾斜的情况下得到小球的运动轨迹如图所示，在轨迹中选取 A、

B两点，坐标分别为  1,x y 、 22 ,x y 。根据平抛运动规律，利用运动的合成与

分解的方法，可得斜槽末端切线方向与 x轴间夹角的正切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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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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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1）[1]滑块受到的拉力可以用弹簧秤测出，不需要满足所挂钩码的总质量远小于滑块的质量；

（2）[2]由匀变速直线运动速度与位移关系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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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根据牛顿第二定律知

=
2
F Ma

由图像知

1=
2

k
M

代入数据得

=
2
cM
b

（4）[4]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对 m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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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于 B CE/EC AD/DA

【详解】（1）[1]三力平衡，任意两个力的合力与第三个力等大反向，则当以 OC、OB段橡皮筋的伸长量为

邻边作平行四边形，该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长度应等于 OA段橡皮筋伸长量。



（2）[2]三力平衡时，三个力能合成封闭三角形，根据胡克定律

F kx

可知，弹力与弹簧伸长量成正比，所以弹簧伸长量也能合成封闭三角形。

故选 B。

（3）[3]A．本实验中不需要用量角器测量出三段橡皮筋之间的夹角，故 A错误；

B．实验中应在 O点话直线确定橡皮筋拉力的方向，故 B错误；

C．在进行不同次实验操作时，不需要每次将结点拉至同一位置，故 C正确；

D．为减小实验误差，OC与 OB端橡皮筋方向之间拉开合适的角度，避免夹角过大或过小，故 D错误；

E．三根橡皮筋的形变必须在弹性限度以内，故 E正确。

故选 CE。

（4）[4]保持结点位置与 OA段橡皮筋长度、方向不变，保持 OB段橡皮筋的方向不变，将 OC段橡皮筋缓

慢顺时针旋转 90°，如图所示

可知，OC段橡皮筋弹力先减小后增大，.OB段橡皮筋弹力一直减小。

故选 AD。

6． BC/CB 0.64 不变 B 0.32

【详解】（1）[1]A．小车加速度太大会导致所打点较少，不利于数据处理，故 A错误；

BC．为了保证绳子的拉力为小车所受合力，则需要补偿小车受到的阻力，需要通过调节定滑轮使细线与长

木板平行，故 BC正确；

D．实验中，应先接通电源，后释放小车，故 D错误。

故选 BC。

（2）[2]每两个相邻的计数点之间还有 4个打出的点未画出，则相邻计数点间时间间隔为0.1s，由中间时

刻的瞬时速度等于这段时间的平均速度可得，小车在打点计时器打下 D时的速度大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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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如果当时电网中交变电流的电压变成 210V，交变电流的频率不变，打点计时器的打点周期不变，

加速度的测量值与实际值相比不变。

（4）①[4]根据题意可知，重物落地后，物块只受摩擦力，由牛顿第二定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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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实验采用的数据点为重物落地后的数据，即 B段。

②[5]每两个相邻的计数点之间还有 1个打出的点未画出，则相邻技术点间时间间隔为0.04s，由逐差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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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1）[1]A．A球和 B球的质量不一定要必须相等，故 A错误；

B．为保证一般性，则需要分别改变两球距地面的高度和击打力度，多次重复实验，故 B正确；

CD．本实验中两球同时落地，说明两球在竖直方向上的运动完全相同，则是为验证 A球在竖直方向上做

自由落体运动，故 C正确，D错误。

故选 BC。

（2）①[2]A.斜槽轨道不一定光滑，只需到达底端时速度相同即可，故 A错误；

B.斜槽轨道末端水平，以保证小球做平抛运动，故 B正确；

C.每次从斜槽上相同的位置无初速度释放小球，以保证到达底端时的速度相同，故 C正确；

D.移动挡板时，挡板高度不一定等间距变化，故 D错误。

故选 BC。

②[3][4]由图乙可知，竖直方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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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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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小球平抛的初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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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小球竖直下落距离 y与水平距离 x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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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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