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物理小高考冲刺卷(二)

本试卷包含选择题(第 1题～第 23题，共 23题 69分)、非选择题(第 24题～第 28题，

共 5题 31分)共两部分．本次考试时间为 75分钟．

一、 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本部分 23小题，每小题 3分，共 69分).

1. 下列事例中，能将物体或人可以看成质点的是( )
①研究跳水运动员在比赛中的空中姿态 ②观看参加马拉松比赛的 121号运动员

③分析一列火车通过某路口所用的时间 ④跟踪我国科学考察船去南极途中

A. ①③ B. ②③ C. ①④ D. ②④

2. 梁朝傅翕非常有名的偈语：“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试

判定“桥流水不流”句所对应的参考系是( )
A. 岸 B. 水 C. 树 D. 牛
3. 关于质点的位移和路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位移是矢量，位移的方向就是质点运动的方向

B. 路程是标量，也是位移的大小

C. 质点做直线运动时，路程等于其位移的大小

D. 位移的数值一定不会比路程大

4. 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加速度是 2m/s2，它意味着( )
A. 物体在任 1s末的速度是该秒初的两倍

B. 物体在任 1s末的速度比该秒初的速度大 2m/s
C. 物体在第 1s末的速度为 2m/s
D. 物体在任 1s的初速度比前 1s的末速度大 2m/s

5. 如图所示，甲、乙分别表示两个运动物体的 vt 图象．若它们的加速度分别为 a 甲、a 乙，

则它们的大小关系是( )
A. a 甲<a 乙

B. a 甲＝a 乙

C. a 甲>a 乙

D. 不能确定

6. 在轻质弹簧下端悬挂一质量为 0.1kg 的物体，当物体静止后，弹簧伸长了 0.01m，取

g＝10m/s2.该弹簧的劲度系数为( )
A. 1N/m B. 10N/m C. 100N/m D. 1 000N/m

7. 如图所示在水平力 F的作用下，重为 G的物体沿竖直墙壁匀速下滑，物体与墙之间

的动摩擦因数为μ，物体所受摩擦力大小为( )
A. μG
B. μ(F＋G)
C. μ(F－G)



D. G
8. 关于惯性的有关概念，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从枪膛中飞出的子弹，在惯力作用下飞行

B. 满载的卡车比空车难以停下来，是因为前者的惯性比后者大

C. 一个运动物体在粗糙水平路面上比光滑水平路面上难以启动，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

惯性大

D. 喷气式飞机起飞后越飞越快，说明它的惯性越来越大

9. 下面关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两物体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定是同性质的力

B. 先有作用力，后有反作用力

C. 只有物体处于静止状态时，物体间才存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D. 只有物体接触时，物体间才存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10. 以 v0的初速度水平抛出一物体，当其竖直分位移与水平分位移相等时( )
A. 竖直分速度等于水平分速度 B. 瞬时速度为 3v0

C. 运动时间为
2v0
g

D. 运动时间不能确定

11. 如图所示，将悬线拉至水平位置无初速释放，当小球到达最低点时，细线被一与悬点

同一竖直线上的小钉 B 挡住，瞬时速度的大小不变，比较悬线被小钉子挡住的前后瞬间：①

小球的角速度减小，②小球的动能减小，③悬线的张力变大，④小球的向心加速度变大．

以上说法正确的是( )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④

12. 如图所示，在固定的圆锥形漏斗的光滑内壁上，有两个质量相等的小物块 A和 B，它

们分别紧贴漏斗的内壁，在不同的水平面上做匀速圆周运动．则以下叙述中正确的是( )
A. 物块 A的线速度大于物块 B的线速度

B. 物块 A的角速度大于物块 B的角速度

C. 物块 A对漏斗内壁的压力小于物块 B对漏斗内壁的压力

D. 物块 A的周期小于物块 B的周期

13. 若已知某行星绕太阳转动的半径为 r，周期为 T，引力常量为 G，则由此可求( )
A. 该行星的质量 B. 太阳的质量

C. 该行星的密度 D. 太阳的密度

14. 关于摩擦力对物体做功，说法正确的是( )
A. 滑动摩擦力总是做负功 B. 滑动摩擦力可能做负功，也可能做正功

C. 静摩擦力对物体一定做负功 D. 静摩擦力对物体总是做正功



15. 关于弹性势能和重力势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弹簧的弹性势能大小只与弹簧的材料有关

B. 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性势能大小与弹簧形变量有关

C. 重力势能的变化量与参考平面的选取有关

D. 当重力对物体做正功时，物体的重力势能一定增加

16. 从离地高为 H的阳台上以速度 v竖直向上抛出质量为 m的物体，它上升 h后又返回

下落，最后落在地面上，则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不计空气阻力，以地面为参考面)( )
A. 物体在最高点时机械能为 mg(H＋h)

B. 物体落地时的机械能为mg(H＋h)＋1
2
mv2

C. 物体落地时的机械能为mgH＋1
2
mv2

D. 物体在落回过程中，经过阳台时的机械能为mgH＋1
2
mv2

17. 如图所示为用打点计时器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实验装置，关于这一实验，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
A. 打点计时器应接直流电源

B. 实验时应先接通电源，后释放纸带

C. 所用的重物应选用体积较大而且质量较小的物体

D. 应将重物下落的时间 t代入公式 v＝gt求出速度，进而求出重物的动能

18. 在电场中的某点放入电荷量为－q的试探电荷时，测得该点的电场强度为 E；若在该

点放入电荷量为＋2q的试探电荷，此时测得该点的场强为( )
A. 大小为 2E，方向和 E相反 B. 大小为 E，方向和 E相反

C. 大小为 2E，方向和 E相同 D. 大小为 E，方向和 E相同

19. 通过电阻 R的电流为 I时，在时间 t 内产生的热量为 Q，若电阻为 2R，电流为
I
2
，则

在时间 t 内产生的热量为( )

A. 4Q B. 2Q C. Q
2

D. Q
4

20. 如图所示，一束带电粒子沿着水平方向平行地飞过磁针上方时，磁针的 S极向纸内偏

转，这一束带电粒子可能是( )



A. 向右飞行的正离子

B. 向左飞行的负离子

C. 向右飞行的负离子

D. 向左飞行的电子

21. 磁感应强度的单位是特斯拉，用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可表示为( )
A. N/A·m B. kg/A·s2 C. kg·m2/s2 D. kg·m2/ A·s2

22. 在赤道上有两位同学东西方向水平拉直一根较长的直导线，导线中通以由东向西的电

流，则此直导线( )
A. 受到竖直向下的安培力 B. 受到竖直向上的安培力

C. 受到由南向北的安培力 D. 受到由西向东的安培力

23. 如图所示，虚线为竖直平面内的圆和竖直方向上的直径，A为圆的最高点．AC、AD
为两端点在圆上的光滑直轨道，两相同小球都由静止从 A点分别沿两轨道运动到 C、D两点，

则下列关于上述过程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小球运动到 C时的动能等于运动到 D时的动能

B. 小球运动到 C时的机械能小于运动到 D时的机械能

C. 小球在 AC 上的运动时间小于在 AD上的运动时间

D. 小球在 AC 上运动的平均速率小于在 AD运动的平均速率

二、 填空题：把答案填在横线上(本部分 2小题，其中 24小题 4分，25小题 6分，共 10
分)．

24. 本题为选做题，考生只选择一题作答．若两题都作答，则按 24－A题计分.
24－A. (本题供选修 1－1的考生作答)

如图所示是我国民用交流电电压的图象．根

据图象可知，下列有关家庭用交变电压参数

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电压的最大值是 311V

B. 用电压表测出的值是 220V
C. 交流电的频率是 50Hz

D. 某一时刻的交流电压为 u＝311sin50πt(V)

24－B. (本题供选修 3－1的考生作答)

某同学用电压表和电流表测量电源电动势，

调节滑动变阻器，读出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

数，并多次重复，画出的 UI 图线如图所示，

则该电源的电动势 E＝________V，内电阻 r
＝________Ω.



25. 在《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实验中．

(1) 某组同学用如图所示装置，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来研究小车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小

车的加速度与小车受到力的关系．下列措施中不需要和不正确的是( )
A. 首先要平衡摩擦力，使小车受到合力就是细绳对小车的拉力

B. 平衡摩擦力的方法就是，在塑料小桶中添加砝码，使小车能匀速滑动

C. 每次改变拉小车拉力后都需要重新平衡摩擦力

D. 实验中通过在塑料桶中增加砝码来改变小车受到的拉力

E. 每次小车都要从同一位置开始运动

F. 实验中应先放小车，然后再开打点计时器的电源

(2) 某组同学实验得出数据，画出 aF图象如图所示，那么该组同学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可

能是( )

A. 实验中摩擦力没有平衡

B. 实验中摩擦力平衡过度

C. 实验中绳子拉力方向没有跟平板平行

D. 实验中小车质量发生变化

(3) 本实验的基本思路是________________法．

三、 计算或论述题：解答时请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方程式和重要的演算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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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 3小题，其中 26
小题 6分，27小题 7分，28小题 8分，共 21分)．

26. 北京时间 2011年 2月 18日晚 6时，在经历了 260天的密闭飞行后，中国志愿者王跃

走出“火星 500”登陆舱，成功踏上模拟火星表面，在“火星”首次留下中国人的足迹．王跃

拟在“火星”表面进行装置如图所示的实验，将与导轨间动摩擦因数μ＝0.50的滑块装上一个

遮光板，给滑块一初速度，使其沿水平导轨依次通过光电门 A、B.滑块通过光电门的速度分别

为 v1＝4.0m/s、v2＝2.0m/s，从 A运动到 B的时间为 t＝1.0 s．试求：

(1) 滑块运动时的加速度大小；

(2) 光电门 A、B之间的距离 s；
(3)“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g 火．



27. 半径 R＝20 cm 的竖直放置的圆轨道与平直轨道相连接，如图所示．质量 m＝50g的
小球 A以一定的初速度由直轨道向左运动，并沿圆轨道的内壁冲上去．如果 A经过 N点时速

度 v1＝4m/s，A经过轨道最高点M时对轨道的压力为 0.5N，取 g＝10m/s2，求：

(1) 小球落地点 P与 N之间的距离 s；
(2) 小球从 N运动到M这一段过程中阻力做的功 W.

28. 如图所示，两个圆形的光滑细圆管在竖直平面内交叠，组成“8”字形通道．在“8”字形通道

底部 B点和上部 D点分别连结一粗糙程度与水平地面相同的水平细直管 AB 与 DE，已知大圆

的半径 R＝0.9m，小圆的半径 r＝0.7m，LAB＝5.5m，LDE＝4.0m.一质量 m＝0.18kg 的小球(可
视为质点)从 A点以 v0＝12m/s 的初速度向右进入直管道，在刚进入圆轨道 B 点时，B点的压

力传感器读数 NB＝21.8N.试求：

(1) 小球在 B点的速度大小；

(2) 在小球到达 C点的前后瞬间，“8”字形通道对小球的弹力；

(3) 通过计算判定小球能否经过“8”字形通道从 E点水平抛出．若不能，求出其最终停止

于何处；若能，求出小球从 E点抛出落地的水平射程．



小高考冲刺卷(二)

1. D 解析：把物体看做质点的条件是物体的形状和大小在研究的问题中可忽略不计．研

究跳水运动员的空中姿态时运动员的形状和大小是不能忽略的，故不能看成质点；分析一列

火车通过路口的时间时，火车的长度也不能忽略，故火车不能看成质点．

2. B 解析：“桥流水不流”表示以水为参考系，桥是运动的．

3. D 解析：位移的方向和质点的运动方向不一定相同，如曲线运动；质点做单向直线运

动时，位移的大小才等于路程；位移的大小不可能比路程大．

4. B 解析：加速度是 2m/s2表示物体在 1s内速度增加 2m/s，但是由于初速度未知，故第

1s末的速度不一定是 2m/s.
5. C 解析：vt 图象中图线的斜率表示加速度．该题中甲图线的斜率较大，故甲的加速度

较大．

6. C 解析：根据物体静止时的平衡条件可知mg＝kx，代入已知量，可得 k＝100N/m.
7. D 解析：物体匀速下滑时受力平衡，故 f＝G；又因为是滑动摩擦力，大小可以表示

为 f＝μF.
8. B 解析：惯性是指物体总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的性质，是物体的固有属性，质量是惯

性大小的唯一量度．从枪膛里飞出的子弹，只受重力，没有惯性力，但由于惯性会保持原来

的运动速度．

9. A 解析：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定是同种性质的力，A正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定同

时产生，同时变化，同时消失，B错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存在与物体

所处运动状态无关，故 C、D都错误．

10. C 解析：根据 x＝y，即 v0t＝
1
2
gt2可得 t＝2v0

g
，所以竖直分速度 vy＝gt＝2v0，合速度

为 5v0.
11. C 解析：悬线碰到钉子后，线速度不变，动能不变．圆周运动的半径减半，所以角

速度变大，向心加速度变大，向心力也变大，故绳中张力变大．

12. A 解析：A和 B 在漏斗的内壁上受到两个力作用：重力和弹力，方向相同，所以力

的大小相同，运动所需的向心力也相同，根据 Fn＝mv
2

r
＝mω2r＝m

2π
T

2

r 可知，由于 rA>rB，

所以 vA>vB，ωA<ωB，TA>TB.
13. B 解析：根据行星绕太阳运动的轨道半径和周期可以计算出太阳的质量，但由于太

阳的半径未知，所以无法计算太阳的密度．

14. B 解析：无论是滑动摩擦力还是静摩擦力，都可以做正功或做负功，或不做功．

15. B 解析：弹簧的弹性势能不仅与弹簧的材料有关，还与弹簧的形变量有关；重力势

能的大小与参考平面的选择有关，但重力势能的变化量与参考平面的选择无关；重力做正功

时，重力势能一定减少．

16. B 解析：物体运动过程中机械能守恒，所以以地面为参考面时，在任何位置的机械

能都为 mg(H＋h)或mgH＋1
2
mv2.

17. B 解析：打点计时器接的是交流电源，使用打点计时器时必须先接通电源，后放开

纸带；重锤应选用质量大体积小的，可以忽略重锤受到的空气阻力的影响；求速度时应根据

中间时刻的速度等于平均速度来求解．

18. D 解析：场强 E的大小和方向与放入的试探电荷无关．

19. C 解析：根据 Q＝I2Rt可知热量变为原来的一半．



20. C 解析：根据安培定则判断，大拇指指向等效的电流方向，四指指向磁场方向，故

电流方向为向左，电流方向为正电荷运动方向或负电荷运动的反方向．

21. B 解析：由 B＝ F
IL
及 F＝ma可知用基本单位表示特斯拉为 kg/A·s2.

22. A 解析：根据左手定则判断，赤道处的地磁场方向水平指北，拿起左手，让磁感线

垂直穿手心，四指向西， 指向电流方向，那么大拇指向下，说明安培力方向竖直向下．

23. D 解析：B、C、D在同一圆周上，从 A运动到这三个点的时间相等，所以在 AC 上

运动的平均速率最小．下滑过程均满足机械能守恒，所以各点机械能应相等，C点最高，重力

势能最大，动能最小．

24－A. D 解析：交流电表的读数为交流电的有效值；由图可知，电压的最大值为 311V，
周期为 0.02s，故频率是 50Hz，某一时刻的交流电压为 u＝311·cos100πt(V)．

24－B. 1.5 500 解析：UI 图线与纵轴的交点表示电源电动势，斜率的绝对值是电源内

阻，故 E＝1.5V，r＝500Ω.
25. (1) BCEF (2) B (3) 控制变量

解析：(1) 平衡摩擦力时，不需要悬挂塑料桶；改变小车拉力后不需要重新平衡摩擦力；

小车每次的起始点可以是不同位置；实验时要先接通电源，后放开小车．

(2) aF图线没有过原点表示不加外力时小车已有加速度，故因为摩擦力平衡过度．

26. 解析：(1) a＝Δv
Δt

＝
v1－v2

t
＝2m/s2.

(2) s＝v1＋v2
2

t＝3m.

(3)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μmg 火＝ma

则 g 火＝
a
μ
＝4m/s2.

27. 解析：(1) 根据小球在M点受力 FN＋mg＝mv
2M

R
代入数据得 vM＝2m/s

从M点平抛，由 h＝1
2
gt2，xPN＝vMt

代入数据得 xPN＝
2 2
5

m.

(2) 从 N到M，由动能定理－mg·2R－Wf＝
1
2
mv2M－

1
2
mv21

代入数据得Wf＝0.1J.

28. 解析：(1) 根据 B点的小球受力分析 FN－mg＝mv
2B

R
，得 vB＝10m/s.

(2) 从 B到 C，根据机械能守恒
1
2
mv2B＝

1
2
mv2C＋mg·2R得 vC＝8m/s

到 C 点前瞬间 FN＋mg＝mv
2C

R
，得 FN＝11N

到 C 点后瞬间 F′N－mg＝mv
2C

r
，得 F′N＝

639
35

N≈18.26N.

(3) 从 A到 B，由动能定理－μmg·LAB＝
1
2
mv2B－

1
2
mv20，得μ＝0.4



从 B 到 E，由动能定理－mg(2R＋2r)－μmg·LDE＝
1
2
mv2E－

1
2
mv2B

代入数据得 vE＝2m/s，说明小球能从 E点水平抛出．

抛出后由 2(R＋r)＝1
2
gt2得 t＝0.8s

所以水平射程 s＝vEt＝1.6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