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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4 届高三物理实验专项训练 （三）

一、单选题

1．测量光波波长的实验装置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______。

A．换用间距小的双缝，观察到的条纹个数会增加

B．将红色滤光片换成绿色滤光片，干涉条纹间距变窄

C．干涉条纹与双缝垂直

D．去掉滤光片后，干涉条纹消失

2．“单摆测定重力加速度”的实验中，根据
2

2
4g l
T


 计算重力加速度时，以下操作会使重力加速度的测量

值偏小的是______。

A．用摆线的长度与小球直径之和作为单摆的摆长

B．计时开始时，秒表启动稍晚

C．测量周期时，误将摆球（n－1）次全振动的时间记为 n次全振动的时间

D．摆球振动过程中悬点处摆线的固定出现松动

二、实验题

3．某实验小组要测量一段金属丝的电阻率。

(1)某同学先用多用电表的欧姆挡粗测金属丝电阻，把选择开关调到“ 1 ”挡，应先 ，再进行测量，

测量时多用电表的示数如图甲所示，则该元件电阻为 R  ；再用螺旋测微器测量金属丝的直径d ，

其示数如图乙所示，则 d  mm；

(2)为了精确测量金属丝电阻，小组成员甲同学根据实验室提供器材：滑动变阻

器（阻值为0 ~15）、电流表（阻值约为10）、电压表（阻值约为3k）、要

求尽可能多测量几组数据，请补充完整图丙的电路连线 。

(3)连接好丙图的电路，闭合开关前，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应置于 （填“ a ”

或“b ”）端。某次实验时，电压表的示数为U，电流表的示数为 I ，测得金属丝

的长为 L，则金属丝电阻率   。（用题中的物理量符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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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组成员乙同学设计了如图丁所示电路测量该金属丝电阻率，稳压源的输

出电压恒为 0U ，定值电阻的阻值为 R，根据多次实验测出的 aP长度 x和对应

的电压表的示数U作出的 U x图线，图线的斜率为 k，则金属丝的电阻率

  。（用题中的符号 k、 R、d 、 0U 、 L表示）

4．李华同学查阅资料：某金属在0 100 ℃内电阻值 tR与摄氏温度 t的关系为  0 1tR R t  ，其中 0R 为该

金属在 0℃时的阻值， 为温度系数（为正值）。李华同学设计图甲所示电路以测量该金属的电阻 0R 和 值。

可提供的实验器材有：

A．干电池（电动势约为1.5V，内阻不计） B．定值电阻 1R（阻值为1kΩ）

C．定值电阻 2 (R 阻值为800Ω） D．滑动变阻器 P1R （阻值范围0 40Ω ）

E．滑动变阻器 P2R （阻值范围0 4kΩ ） F．电流计G（量程0 ~ 200 A ，内阻约 500Ω）

G．电阻箱 R（最大阻值为9999.9Ω） H．摄氏温度计

I．沸水和冷水各一杯 J．开关两个及导线若干

请回答下列问题：

（1）滑动变阻器应选用 （选填“ P1R ”或“ P2R ”），开关 1S 闭合前，滑

动变阻器的滑片移到 （选填“ a ”或“b ”）端。

（2）将电阻箱的阻值调为 500Ω，闭合开关 1S ，读出电流计G的示数，再闭合

开关S，调节电阻箱的阻值，直至闭合 2S 前、后电流计G的示数没有变化，此

时电阻箱的示数为360Ω，则电流计G的内阻为 Ω。

（3）利用上述电流计G及电路测量该金属的电阻 0R 和 值的步骤如下：

①断开开关 1S 、 2S ，将 2R 取下换成该金属电阻，并置于沸水中；

②闭合开关 1S ，读出电流计G的示数；闭合开关 2S ，调节电阻箱的阻值，直至闭

合开关 1S 前、后电流计G的示数没有变化，记下此时电阻箱的示数 R和温度 t；

③多次将冷水倒一点到热水中，重复步骤②，可获得电阻箱的示数 R和温度 t的多组数据．

（4）以电阻箱的示数 R为纵轴，温度 t为横轴，作出图像如图乙所示，则该金属电阻在 0℃时的阻值为

Ω，温度系数为 1℃ 。（结果用a b c、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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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某实验小组开展测量电源电动势和内阻的实验，使用的器材如下：

待测电源 E（电动势约为 3V，内阻约为 3Ω）；

毫安表 mA（m）（量程 0～2.5mA，内阻约为 800Ω）：

微安表μA（量程 0～500μA，内阻约为 1000Ω）；

定值电阻 0 80ΩR  ；

电阻箱 R1（阻值 0～999.9Ω）

电阻箱 R2（阻值 0～9999.9Ω）；

单刀双掷开关 S；导线若干。

由于微安表量程较小，且内阻未知，

为达到实验目的，实验小组设计了如图（a）所示的电路图，请完成下列步骤：

（1）根据图（a），在答题卡上完成图（b）中的实物连线 。

（2）先将 R2的阻值调到最大，将单刀双掷开关 S接到 1，调节 R1和 R2为适当阻值，使微安表和毫安表均

有明显的偏转，读出微安表的示数 1I 和毫安表的示数 I2，则微安表内阻可表示为 μAR  （用 R1、

I1和 I2表示）。保持 R1不变，多次调节 R2的阻值，测得多组数据，断开开关 S。经数据处理后得到微安表

的内阻 μA 1062.0ΩR  。

（3）现将微安表与 1R并联的整体视为量程 0～30mA的电流表，应将 1R调为 Ω。保持 1R的阻值

不变，并用 RA表示该并联整体的电阻。

（4）将 R2的阻值调到最大，开关 S接到 2，逐渐减小 R2的阻值，记下微安表相应的示数 I，并求得干路

中的电流 I总。

（5）重复步骤（4），得到多组数据，并以
1
I
总

为纵坐标，R2为横坐标，作 2
1
I

R
总

的关系图线，得到图线

斜率为 k、纵轴的截距为 b。通过以上实验，得到待测电源的电动势 E和内阻 r的表达式 E  ；

r  （用 k、b、 0R 、RA表示）。

6．小理同学利用实验室器材改装了一个双量程电流表，并利用此改装的电流表设计了一个多倍率的欧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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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甲图所示，双量程电流表的量程分别是0 ~10mA和0 ~100mA，当使用 0、1两个端点时，量程

为 ；

(2)某同学使用此双量程电流表组装完成了简易双倍率欧姆表（“ 1 ”和“ 10 ”），电路图如乙图所示。

①A端应与 （填“红”或“黑”）色表笔相连接；

②电源电动势1.5V，换挡开关与 2相连，此欧姆表内阻为 ，此时应为 倍率。

③为了验证改装的欧姆表  10 的测量精度，按规范操作在红黑表笔间接标准电阻 120R  时，指针指示

位置如丙图所示，造成这一误差的原因可能是 。

A．电池使用时间较长致电动势偏小

B．改装电流表时接入的电阻 1偏小

C． 表头真实内阻偏小

7．科技实践小组的同学们应用所学电路知识，对“一抽到底”的纸巾盒进行改装，使纸巾剩余量可视化。

同学们使用的器材有：电源（ 1.5VE  ，内阻不计）、定值电阻  0 6ΩR  、多用电表、铅笔芯如图中 AB

所示、导线若干、电键开关。

(1)用多用电表测量整一根铅笔芯的电阻，选用“×10”倍率的电阻档测量，发现多用电表指针的偏转角度很

大，因此需选择 （选填“×1”或“×100”）倍率的电阻档，并需 （填操作过程）后，再次进行

测量，若多用电表的指针如图所示，测量结果为 Ω。

(2)将铅笔芯固定在纸巾盒侧边，截取一段导线固定在挡板 C，并保证导线与铅笔芯接触良好且能自由移动，

请完成图电路连接。

(3)不计多用电表内阻，多用电表应该把选择开关打在“mA档”，量程为 （选填“2.5”、“25”或“250”）。

(4)将以上装置调试完毕并固定好，便可通过电表读数观察纸巾剩余厚度，设铅笔芯总电阻为 R，总长度为

L，不计多用电表内阻，则多用电表示数 I与纸巾剩余厚度 h的关系式为 I  （用题中物理量符号

表达）。依次实验将剩余纸巾厚度和对应电表读数一一记录下来，并进行标识，从而完成“一抽到底”纸巾盒

的可视化改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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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4 届高三物理实验专项训练 （三）

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1．B 2．D

二、实验题

3．(1) 欧姆调零 11 0.900 (2)见解析 (3) a
2

4
Ud
IL

 (4)
2

04( )
kR d
U kL



【详解】（1）[1]用欧姆表测电阻时，选择开关调到“ 1 ”挡，然后进行欧姆调零，再测量。

[2]根据欧姆表读数原理可知该元件电阻为

11 R

[3]根据螺旋测微器得读数原理可知

0.5mm 40.0 0.01mm=0.900mmd   

（2）由于电压表的内阻远大于电流表的内阻，所以采用电流表外接法，

为了尽可能多测几组数据，滑动变阻器采用分压式接法，实物图如右

（3）[1]为了使分压式接法中的电压从零开始变化，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应

置于 a端。

[2]根据欧姆定律得

UR
I



根据电阻定律

LR
S

 ，
2( )

2
dS 

所以该金属丝得电阻率为

2

4
RS Ud
L IL

  

（4）根据欧姆定律得

0( )x

x

U R R Ux R
L

 

解得

0

( )
x

x

U RU x
R R L




则U x 图像的斜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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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x

x

U R k
R R L




解得

0
x

kRLR
U kL




根据

21
4

x
L LR
S d

 


 

解得

2

04( )
kR d
U kL
 


4． P2R a 450
20
9
a b a

ac


【详解】（1）[1][2] 1S 闭合、 2S 断开时，干路中的最大电流约

g g 1
g

2

( )
575μA

I R R
I I

R


  

滑动变阻器两端的电压最小值约为

 1.5V 1kΩ 0.5kΩ 0.2mA 1.2V   

滑动变阻器的最小电阻约为

min
1.2V 2kΩ

0.575mA
R  

滑动变阻器应选用 P2R 。

为了保护电流计G不被损坏，开关 1S 闭合前，应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向下移动到 a端。

（2）[3]闭合 2S 前、后电流计G的示数没有变化，则电流计G中的电流与 1R的电流相等，R中的电流与 2R

中的电流相等， 1R与 2R 两端的电压相等，电流计G与 R两端的电压相等，可得电流计的内阻

1
g

2

1 360Ω 450Ω
0.8

RR R
R

   

（4）[4] [5]将 2R 取下换成该金属电阻的情况下，同理可得

1
t

g

20
9

RR R R
R

 

由图乙得

b aR t a
c


 



试卷第 7页，共 8页

即

 
t

20 20
9 9
b a

R t a
c


 

又

 t 0 0 01R R t R t R    

则

 
0

20
9
b a

R
c




 ， 0
20
9

R 

解得

b a
ac

 


5． 作图见解析
2 1 1

1

( )I I R
I


18
1
k 0 A

b R R
k
 

【详解】（1）[1]根据电路图可得实物连接图如图所示

（2）[2]根据电路图可得微安表两端的电压

 2 1 1U I I R 

根据欧姆定律可得

2 1 1
μA

1

( )I I RR
I




（3）[3]根据并联电路的分流可得

μA μA
μA

1

I R
R

I I

解得

1 18R  Ω

（5）[4][5]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0 2 A( )R RE RI r  总

整理可得

2
0 A1 1= R

I E E
R R r




 


总

可得

1 k
E


0 AR R r b
E

 


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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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k



0 A
br R R
k

  

6．(1)0~100mA

(2) 红 150 ×10 AB

【详解】（1）当表笔接通 2时，表头的量程一定，因两电阻串联，则通过这两个电阻的最大电流较小，而

当表笔接通 1时，电流计与 R2串联，虽电流计的量程一定，但 R1的电压增大，则通过 R1的最大电流较大，

因此当表笔接通 1时电流表的量程为 100mA；

（2）①[1]根据图乙电路可知，电流从表笔 B出来，从表笔 A进去，根据“红进黑出”可知左侧表笔是红表

笔，即表笔 A是红表笔。

②[2][3] 换挡开关与 2相连，此欧姆表满偏电流为 10mA，则有

g

150ER
I

  
内

此时应为×10倍率。

③[4] A．当电动势变小， 总电流变小，则流过表头的电流变小，指针跟准确位置相比偏左了，欧姆表的

示数变大了，故 A正确；

B．改装电流表时接入的电阻 1偏小时，改装后总电阻减小，即中值电阻标的值变小，故 B正确；

C．表头真实内阻偏小，欧姆调零后对欧姆表总电阻没有影响，中值电阻不变，测 120欧时指针在中央刻

度右侧，故 C错误。

故选 AB。

7．(1) ×1 欧姆调零 12 (2)作图见解析 (3)250 (4)
0( )

EL
L R R Rh 

【详解】（1）[1][2][3]电表指针的偏转角度很大，说明读数很小，倍率较高，则需选择×1倍率的电阻挡，

并需要重新欧姆调零后进行测量，测量结果为12。

（2）将用电表选择开关调至合适的直流电流档，红表笔接 C，黑表笔接电源负极，如图

（3）纸巾没有使用时，铅笔芯电阻视为零，则最大电流为

0

0.25A 250mAEI
R

  

则量程为 250mA。

（4）根据欧姆定律

0
0

( )
E ELI L h L R R RhR R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