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3 透镜

一、单项选择题

1．【2016·泰州卷】将一个凸透镜正对太阳光，在距凸透镜 10cm处得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若将一

个物体放在凸透镜前 30cm 处，则可在凸透镜的另一侧得到一个（ ）

A．倒立、缩小的实像 B．倒立、放大的实像 C．正立、缩小的实像 D．正立、放大的虚像

【答案】A

【解析】

考点：凸透镜成像规律及其探究实验

2.【2015·扬州市】利用图示凸透镜成像情景制成的光学设备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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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投影仪 B．照相机 C．放大镜 D．潜望镜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由图示可知，此时的物距大于像距，所成的像是倒立缩小的实像，根据凸透镜成像规律可知，

这种情况的应用是照相机，故应选 B。

【考点定位】凸透镜成像

3.【2015·南京市】将一个凸透镜正对太阳，在距凸透镜 20cm处得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将一个物体

放在此透镜前 40cm处，则可在凸透镜的另一侧得到一个（ ）

A．倒立、放大的实像

B．倒立、缩小的实像

C．倒立、等大的实像

D．正立、放大的虚像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当光斑最小最亮时，光斑离透镜的距离等于焦距，所以焦距为 20cm，当物体放在透镜前 40cm

处时，正好处于二倍焦距的地方，所成的像为倒立等大的实像，应选 C。

【考点定位】凸透镜成像

4.【2015·常州】小华视物时成像情况如图所示，医生向她介绍激光手术：通过激光烧蚀厚度均匀的透明眼

角膜，使之改变形状，实现视力矫正．手术后的眼角膜形状应为下列图中的 （ ）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如图所示，像成在了视网膜的前方，这属于近视眼，是由于晶状体中间的厚度变大了，所以手

术后，应让眼角膜的中间部分变的薄一些，故应选 B。

【考点定位】近视眼

5．【2015·苏州市】如图所示，烛焰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下列哪个光学器材的成像原理与其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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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投影仪 B．照相机 C．放大镜 D．近视眼镜

【答案】B

【解析】

【考点定位】 凸透镜成像

6．【2015·徐州市】让一个凸透镜正对太阳光，在距透镜 5cm处得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若将一个物体

放在此透镜前 7cm处，经这个凸透镜所成的像是

A．缩小的实像 B．放大的实像 C．缩小的虚像 D．放大的虚像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由在距透镜 5cm处得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可知透镜的焦距为 5cm，所以物体放在镜前 7cm

处时，物距为一倍焦距到二倍焦距之间，所以成的像为倒立放大的实像，故应选 B。

【考点定位】凸透镜成像

7．【2014·常州市】（2分）常州河海大学宋迪颖设计的“醒目药瓶”获国际“红点设计概念奖”，该药瓶的

瓶盖为凸透镜．小明手持瓶盖儿观察要瓶子测面的说明书，调整瓶盖与说明书的距离，看到的情形如图甲、

乙、丙所示．关于瓶盖与说明书之间的距离，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

A．图丙最小，图甲最大 B．图甲最小，图丙最大

C．图丙最小，图乙最大 D．图乙最小，图丙最大

【答案】B

【解析】

考点：凸透镜成像规律

8．【2014·连云港市】（2分）微距摄影是指照相机通过镜头拍摄与物体等大或稍小的图象．如图所示，一

次微距摄影中，拍摄图象与物体等大，光学镜头等效为一个凸透镜，则物体一定位于

A．两倍焦距以外

B．两倍焦距上

C．两倍焦距与 1倍焦距之间

D．1倍焦距以内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像与物体等大，所以物距应等于 2倍焦距，物体放在二倍焦距处。拍摄的像如果比物体稍小，

物距应稍大于两倍焦距。正确的选择是 B。

考点：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9．【2014·南通市】（2分）如图所示，凸透镜焦距为 f，烛焰在图示位置时恰能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现将

蜡烛沿主光轴向同一方向移动距离 2f，移动蜡烛的同时移动光屏，使烛焰始终能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则

光屏上的像 （ ）

A．一直变小 B．一直变大 C．先变大后变小 D．先变小后变大

【答案】A

【解析】

考点： 凸透镜成像特点

10.【2014·盐城市】将凸透镜正对太阳光，其下方的纸上呈现一个并非最小的光斑，这时光斑到凸透镜的

距离为 l。若凸透镜远离纸的过程中光斑一直变大，该凸透镜的焦距

A．一定小于 l

B．一定等于 l

C．一定大于 l

D．可能小于 l，也可能大于 l

【答案】A



【解析】

考点：凸透镜焦距的测量 [来源 :学科网 ZXXK]

11．【2014·泰州市】（2分）把蜡烛放在距离凸透镜 50cm处，在透镜另一侧的光屏上观察到倒立、缩小的

清晰像．那么凸透镜的焦距不可能是（ ）

A． 5cm B．10cm C．20cm D．30cm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把蜡烛放在距离凸透镜 50cm的某一位置时，在透镜另一侧得到一个清晰的，倒立的、缩小的像，

根据凸透镜成像规律此时 u＞2f，即 50cm＞2f，解得 f＜25cm，故选项 ABC 都符合，D选项是不可能的．

考点：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应用

二、填空题

1.【2015·扬州市】人的眼球的晶状体相当于 透镜。近视眼看不清远处的物体，是因为物体的像落在视

网膜的 面，应该利用 透镜矫正。

【答案】凸 前 凹

【解析】[来源 :学科网 ZXXK]



试题分析：晶状体中间厚，边缘薄，相当于凸透镜，近视眼由于晶状体中间的厚度变大，使像成在了视网

膜的前方，所以要纠正近视眼需用凹透镜让光先发散一下之后让像正好成在视网膜上。

【考点定位】凸透镜成像

2．【2015·无锡市】如图所示的透镜是_______透镜，用这种透镜制作的眼镜可以用于矫正 _______眼．（选

填“近视”或“远视”）

【答案】凸；远视

【解析】

试题分析：图中的透镜所成的像是正立放大的虚像，这是一个凸透镜，凸透镜对光具有会聚的作用，可以

用来矫正远视眼。

【考点定位】凸透镜对光的作用

3．【2015·宿迁市】如图，保持蜡烛、凸透镜的位置不变，调节光屏到图示位置时，光屏上得到了清晰的

像.利用这个成像规律可以制成 .若在蜡烛和凸透镜中间，给凸透镜戴上近视眼镜，则将光屏向

（选填“左”或“右”）移动，光屏上仍可出现清晰的像.

【答案】投影仪（电影放映机、幻灯机等） 右

【解析】

移动。

【考点定位】 凸透镜成像

4.【2015·盐城市】小明用爷爷的老花镜正对太阳，再把一张纸放在它的下方，移动眼镜，在纸上会呈现一

个最小最亮的光斑，则老花镜是 （凸/凹）透镜.小明 发现老花镜可以使稍远处的窗户在光屏上成

（正立／倒立）、缩小的像,生活中 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工作的.

【答案】凸 倒立 照相机



【解析】

试题分析：纸上出现最小最亮的光斑说明老花镜对光线有汇聚作用，它是凸透镜。凸透镜能够使远处的物

体成倒立、缩小的实像，照相机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制成的。

【考点定位】凸透镜

5.【2016·连云港卷】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当蜡烛、凸透镜和光屏位置如图所示时，恰能在光

屏上成一个清晰的像，该像的性质为_______ (包括倒立或正立、放大或缩小、虚像或实像)，利用此原理可

以制成_______。

[来源 :学科网]

【答案】倒立放大的实像 投影仪或幻灯机

【解析】

考点：凸透镜成像规律

6．【2014·镇江市】（4分）如图是探究凸透镜成像的实验装置，光屏上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像（光屏上像未

给出），则该像为 、 的实像，应用这一规律可以制成 （选填“照相机”或“投影仪”），保

持透镜不动，将蜡烛向左移动，为使光屏上再次出现清晰的像，应将光屏向 移动（选填“左”或“右”）．

【答案】倒立；缩小；照相机；左．

【解析】



考点： 凸透镜成像规律

7．【2014·扬州市】正在巴西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首次采用“门线技术”图甲中的摄像机镜头相当于 （凸

／凹）透镜，足球到摄像机距离 U 2f（>／=／<）。如图乙，裁判员手腕处的表在一秒内就能接收到

分析结果，表是通过 接收信号的。

【答案】凸 > 电磁波

【解析】

试题分析：摄像机的镜头相当于凸透镜，摄像机拍摄到的是缩小的实像，所以足球到摄像机的距离大于两

倍焦距。手表接收到信号是通过电磁波。

考点：透镜 电磁波

三、作图、实验写探究题

1．（6分）按要求作图（请保留作图痕迹）：

（1）【2016·南京卷】如图甲所示，完成图中的光路．

F FO

甲



【答案】如下图所示

【解析】

由焦点发出的光线折射后平行于光轴射出，通过光心的光线折射后方向不变；如上图所示。

【考点定位】光的折射

2．【2016·苏州卷】（5 分）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 ．

（1） 如图甲，平行光正对凸透镜照射，光屏上出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则凸透镜的焦距 f = cm．

（2）如图乙，光屏上呈现清晰的像，此像的性质是 的实像．若保持蜡烛和光屏位置不变，移动透

镜至 刻度线处，光屏上能再次呈现清晰的像．

（3）如图丙，保持蜡烛位置不变，移动透镜至 16cm 刻度线处，则人眼在图中 处能观察到烛焰的像．

（4） 如图丁，在烛焰和凸透镜之间放一副眼镜，发现光屏上的像由清晰变模糊了，将光屏向透镜移动适

当距离后光屏上再次呈现清晰的像．则该眼镜是 眼镜（近视／远视）．

【答案】（1）10.0 （2）倒立、放大 40cm （3）B （4） 远视

【解析】



凸透镜，是远视眼镜。学科网

考点：凸透镜成像规律

3．【2016·无锡卷】利用光具座以及蜡烛、凸透镜、光屏等器材，可进行“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

（1）实验时，首先在光具座上放置实验器材，若光具座 A处放置蜡烛（如图所示），则 C 处应放置 （选

填“凸透镜”或“光屏”．器材正确放置后，还应对其进行调整，使烛焰和光屏的中心位于凸透镜的 上．学

（2）实验后，可得出凸透镜成像规律．根据成像规律判断下列说法，说法正确的是

A．若凸透镜的焦距为 10cm，则烛焰距离凸透镜 30cm 时，可在光屏上成放大的像

B．实验过程中，蜡烛因燃烧而变短，则烛焰在光屏上的像会下移

C．若烛焰朝着凸透镜方向前后不断晃动，则光屏上仍能观察到清晰的烛焰像

D．若烛馅在光屏上成缩小的像，则光屏到凸透镜的距离小于烛焰到凸透镜的距离

（3）某物理兴趣小组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后，得到了如下数据：

实验序号 物距 u/cm 焦距 f/cm 像的性质 像距 v/cm

1 12 10 倒立放大实像 60

2 14 10 倒立放大实像 35

3 15 10 倒立放大实像 30

4 30 10 倒立缩小实像 15

5 30 12 倒立缩小实像 20

6 30[来源 :Z。xx。k.Com] 15 倒立等大实像 30

下列对表中数据的分析，错误的是

A．当凸透镜的焦距相同，物距不同时，所成的像有可能相同

B．当物距相同，凸透镜的焦距越大时，像距越大

C．当物距相同，凸透镜的焦距不同时，所成像的性质有可能相同

D．当凸透镜的焦距相同，且成放大实像时，像距与物距之和随物距的增大而减小



（4）将蜡烛置于凸进镜一倍焦距处，结果仍能观察到烛焰放大的像，这是为什么？

【答案】（1）凸透镜；主光轴；（2）D；（3）A；（4）因为蜡烛有一定的体积，把它放到焦点时，它有一部

分会在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所以能看到放大的像

【解析】

故 D正确．故选 D．

（3）A、当凸透镜的焦距相同，物距不同时，像大小都不可能相同，故 A错误；B、由 4、5、6次实验可

知，凸透镜的焦距由 10 cm 增大到 15cm时，像距由 15cm增大到 30cm，则当物距相同，凸透镜的焦距越大

时，像距越大，故 B正确；C、由 4、5次实验可知，物距都为 30时，都成倒立缩小实像，则当物距相同，

凸透镜的焦距不同时，所成像的性质有可能相同，故 C 正确；D、由 1、2、3次实验可知，凸透镜的焦距

相同，物距由 12cm增大到 15cm 时，像距由 60cm减小到 30cm，则当凸透镜的焦距相同，且成放大实像时，

像距与物距之和随物距的增大而减小，故 D正确．故选 A；

（4）因为蜡烛有一定的体积，把它放到焦点时，它有一部分会在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所以能看到放

大的像。

【考点定位】凸透镜成像规律及其探究实验

4．【2016·南京卷】用如图所示的装置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



（1）如图甲所示，凸透镜位置固定，当发光的小灯泡放在 40cm刻度线位置时，移动光屏发现光屏上始终

能呈现一个面积大小不变的光斑，则该透镜的焦点为______ cm．m]

（2）小明用蜡烛代替小灯泡继续做实验，烛焰在图乙所示位置能在光屏上成一清晰的像，则该像是倒立、

________的实像（选填“放大”、“等大”或“缩小”）．

（3）若想使光屏上的烛焰的像变得再大一些，在不改变凸透镜位置的情况下，应将蜡烛向_______（选填“左”

或“右”）适当移动一段距离，再调整光屏的位置．

（4）在图乙中，小明借来物理老师的眼镜，并将其靠近凸透镜左侧，发现光屏上的像由清晰变模糊，向右

移动光屏又发现清晰的像，说明老师的眼镜的镜片是 ______ 透镜，老师的视力缺陷 _________（选填“近

视”或“远视”）．

【答案】（1）10 （2）放大 （3）右 （4）凹 近视

【解析】

【考点定位】凸透镜成像

5．【2016·宿迁卷】小明在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

（1）为了粗测凸透镜的焦距，小明上午上课前，将凸透镜与水平地面平行放置，让太阳光照射到凸透镜上，

调节凸透镜到地面的距离，直至地面上出现一个最小的亮点，小明认为此点到光心的距离，就是凸透镜的

焦距，小强却说，这个距离不是凸透镜的焦距，其理由是 ．

（2）实验过程中，在图示位置，烛焰恰好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这与 （选填“放大镜”、“投影

仪”或“照相机”）的成像原理相同．若将蜡烛向右移动 10cm，调整光屏位置再次成清晰的像，此时像的大小

比原来的像要 ．[来源:学§科§网]



【答案】（1）凸透镜没有正对太阳光放置（太阳光没有平行于主光轴入射到凸透镜上）；

（2）照相机；大

【解析】

才能再一次成像，并且此时的像比刚才的像大。

考点：凸透镜成像规律及其探究实验

6．【2015·连云港市】（8分）如图所示，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依次将点燃的蜡烛、凸

透镜、光屏放在光具座上，调节烛焰、凸透镜、光屏的中心大致在同一高度。

下表是小华同学实验时记录的几组数据：[来源:学_科_网 Z_X_X_K]

0cm 50 1009080706040302010

（1）第4次实验时所成像的特点是 。

（2）当光屏上得到一个倒立缩小的实像时，保持透镜的位置不变，要使屏上的像变大些，应将蜡烛 透

镜，将光屏 透镜。（选填“靠近”或“远离”）

实验次数 物距 u/cm 像距 v/cm

1 30 15

2 20 20

3 15 30

4 5 /



（3）第1次实验时，小华将一近视眼镜紧贴在凸透镜的前面，要在光屏上再次得到清晰

的像，应将光屏向 （选填“靠近”或“远离”）透镜方向移动。

【答案】（1）正立放大的虚像 （2）靠近 远离 （3）远离

【解析】

【考点定位】凸透镜成像规律

7．【2016·淮安卷】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

（1）发光体“F”、凸透镜（焦距为 f）和光屏在光具座上的位置如图所示，实验前应将光屏向 调整，

使发光体“F”和光屏的中心位于凸透镜的主光轴上．

（2）保持图中发光体“F”和凸透镜位置不变，左右移动光屏，直到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这个像是倒立、

的实像，生活中的 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工作的．

（3）将发光体“F”从图示位置向右移至 A点，要在光屏上再次成清晰的像，需将光屏向 移动．

（4）当光屏上呈现清晰的像时，保持发光体“F”和凸透镜位置不变，取一只与原实验中焦距相同但镜面直

径较小的凸透镜，替代原来的凸透镜再次实验，所成的像与原来的像相比，你可观察到的现象有 ．

【答案】（1）下；（2）缩小；照相机；（3）右；（4）像比原来暗

【解析】

（1）根据图示可知，要使发光体“F”、凸透镜、光屏三者的中心在同一高度，实验前应将光屏向下调整；（2）



【考点定位】凸透镜成像

8．【2015·南通市】（5分）在研究凸透镜及其成像规律的实验中：

(1)小明将蜡烛、凸透镜和光屏按图示位置放置时，光屏上恰能呈现烛焰倒立、 的清晰实像，此时

光在光屏上发生 反射；当给凸透镜戴上近视眼镜后，为使光屏上再次呈清晰像，应将光屏向

（选填“左”或“右”）移动。[来源 :学科网 ZXXK]

(2)小华测焦距 f时，将凸透镜正对太阳，在透镜下方的白纸上呈现一光斑时，测得光斑到透镜的距离为 l，

将白纸再远离透镜一段距离，发现白纸上又出现了相同大小的光斑，则 l f（选填“大于”、“等于”

或“小于”）；小华取一发光的小电灯放在凸透镜主光轴上离光心距离为 l处，在透镜另一侧将白纸沿主光轴

远离透镜过程中，纸上的光斑大小将 。

【答案】缩小、漫、右、小于、逐渐增大

【解析】

试题分析：（1）由图示可知，此时的物距大于像距，由凸透镜成像规律可知，此时所成的像为倒立缩小的

实像，由于光屏不是绝对光滑的，所以光在上面发生了漫反射，使的我们在不同方向都能看到像；近视镜

片是凹透镜，所以像的位置会靠后，应将光屏向右移才能再次出现清晰的像；（2）由于出现了两次大小相

同的光斑说明光斑不是最小的，故可知第一次的距离应小于透镜的焦距；由于小电灯放在一焦点以内，透

过透镜的光线不会聚到一点，而是变的发散，所以纸上的光斑大小随距离的增大而增大。

【考点定位】凸透镜成像

9．（【2015·泰州市】6分）根据要求作图．

（1）如图甲，在图中画出与入射光线对应的折射光线．

（2）如图乙，物体 A静止在斜面上，画出物体 A对斜面压力的示意图．

（3）如图丙，在虚线框内分别画出开关和灯泡的符号，使之符合安全用电要求．

A

第 42题图乙

火线

零线

第 42题图丙

FF

第 42题图甲

【答案】



【解析】

试题分析：（1）凹透镜的三条特殊光线：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经凹透镜折射后，折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过

【考点定位】透镜作图；力的示意图；安全用电

10．【2015·泰州市】（5分）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凸透镜的焦距为 10cm．

（1）调整实验器材，使烛焰和光屏的中心位于凸透镜的主光轴上，如图所示，这样调整的目的是为了 ．

（2）把点燃的蜡烛由图示位置移至光具座的 14cm刻度处时，需将光屏向 （选填“左”或“右”）移

动才能在光屏上成清晰、倒立、 的实像； 就是利用这一成像规律工作的．

（3）完成实验后，继续模拟远视眼的缺陷：给透镜戴上远视眼镜，调节光屏的位置，使烛焰在光屏上成一

个清晰的像；取下远视眼镜，保持蜡烛和凸透镜的位置不变，为使光屏上再次得到清晰的像，应将光屏

（选填“远离”或“靠近”）透镜．

第 46题图

【答案】（1）使像成在光屏的中央；（2）左；缩小；照相机；（3）远离。

【解析】

试题分析：（1）凸透镜成像实验中，为了使像成在光屏的中央，要调节凸透镜和光屏的高度使蜡烛的火焰

中心、凸透镜的中心、光屏的中心在同一水平高度的同一直线上；（2）图中凸透镜在 50cm处，点燃蜡烛



后，将蜡烛移至 14cm 处时，物距此时为 36cm，大于 2倍的焦距，根据凸透镜成像规律此时像距应该在 1

【考点定位】凸透镜成像实验

11．按要求作图：

（ 1）【2016·徐州卷】如图甲所示，折射光线与主光轴平行，请画出相应的入射光线．

【答案】

【解析】

过凸透镜焦点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平行与主光轴，光路图如上。

【考点定位】凸透镜光路图

12．【2015·无锡市】（4分）按要求作图：

请根据图 1所示的入射光线画出相应的折射光线．

【答案】如下图所示



【解析】

试题分析：由焦点发出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折射光线平行于主光轴射出，如上图所示。

【考点定位】光的折射

13．【2015·镇江市】（6分）某同学利用图示装置来研究凸透镜成像

（1)实验的，应调整烛焰、凸透镜和光屏三者的中心在 ；

（2)如图 1所示，当凸透镜位于光具座上 A处时，恰好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成的是 （选填“正立”

或“倒立”）的像，蜡烛燃烧一段时间后，烛焰的像将位于光屏中心的 方：

筇 24题图 I 第 24题图 2

（3)在保持（2)中蜡烛和光屏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将凸透镜向右移到 B处（图中未标出）．光屏上再次成清

晰的像，成的是 （选填“放大”、“缩小”或“等大”）的像：

（4)在上述探究括动中，若已知蜡烛与光屏间的距离为 L0，与凸透镜第一次所在位置 A间的距离为/L，如

图 2所示．则该透镜焦距 f L（选填“>”、“<”或“=”）．透镜先后两次所在位置 A、B之间的距离 s= （用

/L0、L表示）。

【答案】（1）同一直线 （2）倒立 上 （3）缩小 （4）< L0----2L

【解析】



【考点定位】 凸透镜成像

14．【2014·泰州市】（6分）根据要求作图．

（1）在图（甲）中画出与入射光线对应的折射光线．

（2）图（乙）是用羊角锤拔钉于的情景．请画出动力 F1的力臂 l1和羊角锤所受阻力 F2的示意图．

（3）图（丙）是楼梯照明灯的模拟电路．它的要求是，在楼梯的上下两端都能对灯进行控制．请在图上补

画连接导线，使之符合这一要求．

【答案】

【解析】

试题分析： （1）过焦点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折射光线平行于主光轴，如图所示：

；

（2）过钉子与羊角锤的接触点作竖直向下的力，即阻力 F2；

然后过支点 O作垂直于 F1作用线的垂线段即 L1．图示如下：



（3）由题意知，需要组成由两个开关并联后与一只灯泡串联的照明电路．如图所示；

．

考点：透镜的光路图；力臂的画法；实物的电路连接

15.【2014·徐州市】用如图所示装置模拟人眼成像情况，此时烛焰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

（1）实验时，应使烛焰和 的中心位于凸透镜的主光轴上．

（2）图中物距 u应满足 ．[来源:学#科#网 Z#X#X#K]

A．u＞2f B．u=2f C．f＜u＜2f D．u＜f

（3）当蜡烛远离凸透镜时，烛焰的像将落在光屏的 （填“前”或“后”）方．

（4）在第（3）小题的情况下，若用此实验模拟人眼的调节功能，重新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应该进行

的操作是 ．

A．将光屏靠近凸透镜 B．将光屏远离凸透镜

C．换焦距更大的凸透镜 D．换焦距更小的凸透镜．

【答案】（1）光屏；（2）A；（3）前；（4）C．

【解析】

试题分析：（1）实验中应将烛焰、凸透镜和光屏三者的中心放在同一高度，即烛焰和光屏的中心位于凸透

考点：凸透镜出现规律、近视眼及其矫正

16.【2014·宿迁市】（3分）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中．



（1）实验时，应使烛焰、凸透镜、光屛的中心在 ；

（2）当凸透镜、光屛和烛焰的位置如图所示时，光屛上能得到一清晰的像，则所成的像是倒立、 的

实像，生活中 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工作的．

【答案】（1）同一高度；（2）放大；投影仪．

【解析】

试题分析： （1）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中，调整凸透镜和光屏的高度，使烛焰、凸透镜和光屏

三者中心大致在同一高度，这样是为使烛焰的像成在光屏的中央．

（2）由图像可知，像距大于物距，能在光屛上能得到一清晰的像，根据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可推断物距在

2倍焦距和一倍焦距之间时，此时物距 2f>u>f，像距 v>2f，满足题意；凸透镜成倒立、放大的实像，投影仪

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

考点： 探究凸透镜成像的实验

17. 【2014·苏州市】（5分）小明在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时，凸透镜的位置固定不动，实验

操作规范．在图示位置时，烛焰恰好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

（1）这个像的成像原理与 （选填“放大镜”、“投影仪”或“照相机”）相同．若将蜡烛向右移

动少许，则应将光屏向 （选填“左”或“右”）移动才能再次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此时像的大

小比刚才的像要 些．

（2）再在凸透镜左侧附近放置一凹透镜（图中未画出），这时需要将光屏向 （选填“左”或“右”）

移动才能在光屏上成清晰的像．

（3）为了粗测凸透镜的焦距，小明上午第二课下课后，将凸透镜与水平地面平行放置，调节凸透镜到地面

的距离，直至地面上出现一个最小的亮点，小明认为此点就是凸透镜焦点的位置．旁边的同学却告诉他，

这个亮点不是凸透镜的焦点位置，其理由是 .



【答案】（1）照相机 右 大 （2）右

（3）凸透镜没有正对太阳光放置（太阳光没有平行于主光轴入射到凸透镜上）

【解析】

凸透镜上，所以该点不是焦点的位置。

考点：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18．【2014·淮安市】（4分）

（1）画出图甲中入射光线的折射光线．

（2）画出图乙中鸡蛋受到的重力 G的示意图．

（3）标出图丙中静止在通电螺丝管右端小磁针的 N、S极．

（4）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电灯和开关连接到图丁的电路中．

【答案】



【解析】

（4）零线直接进入灯泡的螺旋套；火线先接入开关，再进入灯泡顶端的金属点．答案如图所示：

考点：透镜的光路图；重力示意图；安培定则；家庭电路的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