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9月绍兴市选考科目诊断性考试

物 理 试 题

本试题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共8页，满分100分，考试时间90分钟。其中加

试题部分为30分，用【加试题】标出。

考生注意：

1．答题前，请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分别填写在试题卷和答题卡

规定的位置上。

2．答题时，请按照答题卡上“注意事项”的要求，在答题卡相应的位置上规范作答，在试题卷上的作

答一律无效。

3．非选择题的答案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写在答题纸上相应区域内。作图时，先使用2B

铅笔，确定后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描黑。

4．可能用到的相关公式或参数：重力加速度g均取10m/s2。

一、选择题Ⅰ（本题共 13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9分。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

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不选、多选、错选均不得分）

1．下列物理量中都是矢量的是

A．力，功率 B．速度，动能

C．线速度，电场强度 D．电流，磁感应强度

2．未来“胶囊高铁”有望成为一种新的交通工具。“胶囊高铁”利用磁悬浮技术将列车“漂

浮”在真空管道中，由于没有摩擦，其运行速度最高可达到 5000 km/h。工程人员对“胶

囊高铁”在A城到B城的一个直线路段进行了测试，行驶了 121.7公里，用时 6分 13秒。则

A．5000 km/h是平均速度

B．6分 13秒是时间间隔

C．“胶囊高铁”列车在真空管道中不受重力作用

D．计算“胶囊高铁”列车从 A城到 B城的平均

速度时，不能将它看成质点

3．关于物理学史，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法拉第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

B．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测出了引力常量

C．库仑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

D．伽利略通过理想斜面实验推出了自由落体是匀变速直线运动

4．如图所示为正在工作的手表表盘，考察分针上的 A、B两点和秒针上的 C点，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是

A．相等时间内 A、B通过的路程相等

B．相等时间内 A、C通过的路程相等

C．A点的角速度大于 C点的角速度

D．B点的向心加速度小于 C点的向心加速度

5．在中央电视台“挑战不可能”节目中，选手正沿倾斜钢丝小心翼翼地缓慢上行。在这一过

程中

A．选手手中的平衡杆所受合力竖直向上

B．选手受到钢丝的摩擦力沿钢丝斜向下

C．钢丝对人的作用力垂直钢丝向上

D．钢丝对选手的支持力和选手对钢丝的压力是一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6．一台正 1.5匹定频空调制冷额定功率为 1100W，在预设为 16℃时将始终以额定功率运行，

而预设为 26℃时考虑其间歇性制冷，长时间工作的平均功率为额定功率的一半。某小区

每晚有 1000台该型号的空调工作，设定温度都由原来的 16℃改为 26℃，夏天一个月内该

小区夜间节约的电能约为

A．4.4×103 kW·h B．1.3×104 kW·h C．1.3×105 kW·h D．4.4×105 kW·h

7．2018年 7月 27日晚，“火星冲日”天象完美上演，这是 15年一遇的“大冲”（下次“火

星大冲”要等到 2035年了）。如图所示，当火星、

地球和太阳依次排成一条直线时，火星离地球最近，

这是观察火星的大好机会。研究它们的公转，火星

相较于地球

A．周期大 B．线速度大

C．角速度大 D．加速度大

8．“世界杯”带动了足球热。某社区举行了颠球比赛，如图所示，

某足球高手在颠球过程中脚部几乎不动，图示时刻足球恰好运

动到最高点，估算足球刚被颠起时的初速度大小最接近的是

A．1 m/s B．2 m/s

C．3 m/s D．6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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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直角坐标系 xOy中，M、N两点位于 x轴上，G、H、P三点坐标如图所示。M、N两点

处固定着一对等量异种点电荷，它们在 G点的合场强为 E，方向水平向右；另有一点电

荷固定于 P点，它在 G点处的电场强度大小为 E，方向沿 y轴正

方向。由此可知，H点处合场强的大小为

A． 82
9
E B． 17

4
E

C． 2 E D．10
9
E

10．四个灯泡接成如图所示的电路，其中 a、c灯泡的规格为“220V 40W”，b、d灯泡的

规格为“220V 100W”。在电路两端加电压 U以后，四个灯泡实际消耗的功率大小

排序正确的是（各个灯泡的实际功率都不超过它的额定功率）

A．Pa> Pb> Pc> Pd B．Pa> Pd> Pb > Pc

C．Pa > Pb > Pd> Pc D．Pb > Pc > Pa> Pd

11．直升机悬停在竖直洞穴上空，通过电动缆绳营救受困于洞底的考古队员，将其沿竖直方

向吊出洞口，在上升过程中绳子始终保持竖直且不松弛，不计空气阻力，则

A．绳子拉力始终大于考古队员的重力

B．加速上升时处于失重状态

C．匀速上升过程考古队员的机械能保持不变

D．减速上升过程考古队员的机械能一定增加

12．一小物块从斜面底端以初速度 v0向上滑动，然后又滑回原处。物块与斜面间的动摩擦

因数不变，该过程中，物块的速度—时间图像或位移—时间图像正确的是

13．如图所示，半径为 R的圆形框架竖立在水平面上，所在空间还有一匀强电场，方向与

竖直平面平行。将一带电小球从 A点（与圆心等高）沿各个方向以大小相等的速度 v0

抛出，发现它碰到框架 B点时的速度最大，B点与圆心O 的

连线与水平方向成 45o，则

A．v0水平时，小球将做平抛运动

B．无论 v0沿什么方向，小球都做加速运动

C．小球到达 B点时的速度为 2
0 (2 2 2)v gR  （式中 g为重力加速度）

D．若撤去电场，再将小球水平抛出，只要调整 v0大小就可以垂直击中框架（边缘）

二、选择题 II（本题共 3小题，每小题 2分，共 6分。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至少有

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全部选对的得 2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分，有选错的得 0分）

14．【加试题】原点 O处有一简谐横波波源，t = 0 时波源开始振动，形成沿 x轴正向传播的

机械波，当 t = 0.6 s 时的波形图如图所示，此时质点 P刚好开始振动，下面说法中正确

的是

A．这列波的传播速度为 10 m/s

B．t = 0.7 s时质点 b运动方向沿 y轴正方向

C．再经过 0.1 s质点 a通过的路程等于 10 cm

D．此刻质点 a与质点 b运动方向相反

15．【加试题】“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钻石本身不会发光，只有经过人工打磨出固

定的棱角，加之材料折射率大，光线经钻石折射进入人眼才让人觉得钻石璀璨无比。现

由 a、b两种单色光组合而成的复合光射入某颗钻石内，光路如图所示，则

A．a光折射率大于 b光折射率

B．a光在钻石内的速度大于 b光在钻石内的速度

C．用同一套装置做双缝干涉实验，a光的条纹间距比 b光的大

D．若 a光照射某金属不能产生光电效应，而 b光一定可以（产生）

16．【加试题】观察下面四幅图，下列有关说法中正确的是

A．图甲：根据氡的衰变图，100个氡原子经过 3.8天一定只剩下 50个氡原子

B．图乙：交流电频率为 5Hz，加在 10Ω电阻两端，1分钟可产生 300J热量

C．图丙：清晰的画照可通过在照相机镜头前加装一个装置拍摄而得，此处利用了光的

干涉原理

D．图丁：一群处于 n=3能级的氢原子向低能级跃迁时最多可释放出 3种光子，光子能

量最小的为 1.89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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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选择题（本题共 7小题，共 55分）

17．（5分）某课外兴趣小组做“探究求合力的方法”实验。如图，贴有白纸的木板竖直放

置，三个细线套 L1L2L3 一端共系于一个结点，另一端分别系于轻质弹簧测力计 A、B

和重物 M上，A挂于固定点 P，手持 B的一端拉动细线，使结点静止于 O点。

（1）某次实验中 A的指针位置如图所示，其读数为 ▲ N；

（2）下列实验要求中必要的有 ▲

A．使两弹簧秤的读数非常接近

B．多次实验要保持 O点位置不变

C．多次实验时弹簧测力计 B始终保持水平

D．需要测出重物 M的重力

（3）下列做法有助于减小实验误差的是 ▲

A．三根细线必须等长

B．弹簧测力计需要在实验前进行校零

C．使弹簧秤、细线都位于竖直平面内

D．重物的质量 M应该大于 1 kg

（4）在图示情况下，使 B（与手相连）的右端缓慢上移，结点 O的位置会不会变动？

▲ （选填“会”或“不会”）

18．（5分）要测绘一个标有“3V 0.8W”元件的伏安

特性曲线，备用的器材有：

电池组（电动势为 4.5V，内阻约 1Ω)；

电流表（量程为 0 ~300 mA，内阻约 5Ω)；

电压表（量程为 0 ~3V，内阻约 3kΩ)；

电键一个、导线若干。

（1）实验中所用的滑动变阻器应选 ▲ （填字母代号）

A．滑动变阻器（最大阻值 5Ω，额定电流 1A）

B．滑动变阻器（最大阻值 200Ω，额定电流 0.3A）

（2）将图 1中的实物连线补充完整；

（3）通过图 2的伏安特性曲线可以知道，随着电压的提

高此元件的电阻 ▲ ；（选填“不变”、“增大”

或“减小”）

（4）把此元件直接串联接在电动势为 3V内阻为 10Ω的电源两端，此时该元件消耗的功率为

▲ W。（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19．（9分）某次冰壶比赛中，场地尺寸如图所示，OA = 5 m，OC = 43.89 m，

以 C为圆心的圆（内部区域称为“营垒”）半径 R = 1.83 m。运动员将静止于 O点的冰

壶（可视为质点）沿中轴线加速推出，经过 4 s到达 A点后脱手，此时冰壶的速度为 2 m/s，

已知冰面与冰壶间的动摩擦因数μ = 0.008，取 g =10 m/s2。求：

（1）冰壶在 OA过程中的平均速度大小；

（2）冰壶被推出后，经过多长时间速度减小为 1 m/s？

（3）当冰壶速度减小到 1 m/s时，刷冰员进入冰道上“刷冰”（使冰转化成薄薄的一层水）

从而使得冰面与冰壶间的动摩擦因数μ’= μ/2 ，试判断冰壶能否进入营垒区？

20．（12分）如图所示，竖直平面内半径 R = 0.3 m的光滑半圆形轨道 BCD，与倾角为30

的斜面在 B点处圆滑连接。A、D两点等高，在 A处固定一弹射器。质量 m = 0.3 kg

的小物块（可看作质点）从弹射器弹出后沿斜面下滑，到达 B端时速度为 2 6 m/s，

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
3=
3

 。求：

（1）弹簧的弹性势能；

（2）小物块在 D点时对轨道的作用力；

（3）小物块从 D点飞出后落在斜面上的位置。

21．【加试题】（4分）（1）小郑同学利用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探究碰撞中的不变量”，

他用连着纸带的 A车去碰撞静止的 B车，碰后两车合在一起运动，得到如图所示的一

条纸带，测得纸带左半部分两点间距是右半部分两点间距的两倍。下列判断正确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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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纸带右端与小车 A相连 B．要完成此实验必须先平衡摩擦力

C．两车碰撞过程中机械能守恒 D．根据纸带点迹可推断两小车质量相等

（2）如图（a）是小金同学在实验室用黄光做“双缝干涉测量光的波长”实验的器材，观察

到如图（b）所示的干涉条纹，图中灰色部分表示暗条纹，于是他使分划板中心刻线

与暗条纹中心对齐，移动测量头进行测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该同学测条纹间距时必须将分划板中心刻度线与亮条纹中心对齐

B．在实验过程中拿掉双缝，将观察不到明暗相间的条纹

C．该干涉条纹虽然倾斜，但测得的值波长值仍正确

D．若需得到竖直的条纹与分划板刻度线平行只需逆时针转动测量头即可

22．【加试题】（10分）如图（a）所示，两根足够长的平行光滑导轨间距为 d，倾角为α，

轨道顶端连有一阻值为 R的定值电阻，用力将质量为 m、电阻也为 R的导体棒 CD固

定于离轨道顶端 l处。整个空间存在着垂直轨道平面向上的磁场，磁感应强度 B的变化

规律如图（b）所示（图中 B0、t1已知），在 t = t1时刻撤去外力，之后导体棒下滑距离

x后达到最大速度，导体棒与导轨接触良好，重力加速度为 g。求：

（1）0—t1内通过导体棒 CD的电流大小和方向；

（2）导体棒 CD的最大速度 vm ；

（3）导体棒 CD加速运动的时间和该过程中导体棒产生的焦耳热 Q 。

23．【加试题】（10分）真空光电管（又称电子光电管）由封装于真空管内的光电阴极和阳

极丝构成，如图（a）所示是半圆柱面阴极式光电管，阴极材料的逸出功为 W，阳极与

阴极同轴放置，当频率为 v的入射光穿过光窗照到阴极上时，由于光电效应，逸出的电

子在电场作用下作加速运动，最后被高电位阳极接收，形成光电流。不计电子重力及电

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知元电荷为 e，电子质量为 m，普朗克常量为 h。

（1）给光电管两极加上电压 U，求阴极表面逸出的电子的最大初速度 vm和到达阳极的电子

的最大动能。

（2）图（b）是小明画出的光电管横截面示意图。他撤去光电管两极的电压，在半径为 R的

半圆平面内加一垂直截面向外的匀强磁场，只考虑电子在截面内的运动。

（Ⅰ）研究发现，要使电子能运动到阳极处，逸出时的速度必须大于
5
8 mv ，求所加磁场的磁

感应强度 B值；

（Ⅱ）进一步研究表明，阴阳两极没有同轴会造成到达阳极的光电子数目不同，小明拿到一

个“次品”，其阳极比正常圆心位置向右偏离了
5
R

，假设光电子从阴极表面均匀逸出，

且只考虑速度为 vm的光电子，则此情况下到达阳极的光电子数是正常情况的百分之

几？（可能用到的三角函数 sin 37 = 3/5 ， sin 3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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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绍兴市选考科目诊断性考试

物理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I（本题共 13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9分。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

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不选、多选、错选均不得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答案 C B C D D C A C A B D B C

二、选择题 II（本题共 3小题，每小题 2分，共 6分。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至少有

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全部选对的得 2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分，有选错的得 0分）

题号 14 15 16
答案 AD BC BD

三、非选择题（本题共 7小题，共 55分）

17．（1）2.00 （2）D （3）BC（少选一个扣 1分，错选扣 2分） （4）会

[第（1）（2）（4）小题各 1分，第（3）小题 2分]

18．（1）A （2）错一处就不给分 （3）增大 （4）0.21（0.20 ~ 0.22 均给这 2分）

[第（1）（2）（3）小题各 1分，第（4）小题 2分]

19．解析：（1）由题意知，OA段位移 x1= 5 m ，历时 t1= 4 s，则 1

1

xv
t

 = 1.25 m/s （2分）

（2）设冰壶滑行加速度大小为 a，根据μmg = ma ，解得 a =μg = 0.08 m/s2 （1分）

匀减速过程中，据 vt= v0 – at2 （1分）

将 tv = 1m/s， 0v = 2m/s 代入得 t2= 12.5 s （1分）

（3）冰壶第一阶段匀减速滑行 2 2
2 1 12.5
2

x v t 
    m = 18.75 m （1分）

刷冰后 a’= μ’g = 0.04 m/s2 ，

最多还能向前滑行距离

2 2

3
2

1
2 2 0.04
vx
a

 


m = 12.5 m （1分）

静止时距离 O点 x1+ x2+ x3=（5 + 18.75 + 12.5）m = 36.25 m （1分）

因为 43.89 – 36.25 = 7.64 > R ，冰壶不能进入营垒 （1分）

评分标准：（1）2分，（2）3分，（3）4分。有其他正确解法的也给分。

20．解析：（1）小物块被弹出后直至 B点的过程，据动能定理

21( sin30 cos30 ) 0
2AB BW mg mg L mv     弹 （2分）

注意到μ = tan300，解得 W 弹 = 3.6 J （1分）

由功能关系，弹簧的弹性势能 EP= 3.6 J （1分）

（2）小物块沿 BCD轨道运动过程，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 2 21 12
2 2D Bmv mg R mv  

（1分）

设物块在 D点处受到的作用力 FN向下，据牛顿第二定律

2
D

N
vF mg m
R

  （1分）

把 2 3Dv  m/s代入得 FN= 9 N （1分）

物块对轨道（外）侧壁的压力方向向上 （1分）

（3）以 D点为坐标原点，水平向右为 x轴、竖直向下为 y轴建立坐标系，飞行 t时间后

撞在斜面上 P点，则有
21 ,

2 Dy gt x v t  （1分）

注意到
2tan30 R y
x

 
 （1分）

代入数据，解得 t = 0.2 s （1分）

则 0.4 3x  m ，PB = x /cos300 = 0.8 m （1分）

P点距离 B点 0.8 m（或 P点距离 A点 0.4 m）

评分标准：（1）4分，（2）4分，（3）4分。有其他正确解法的也给分。

21．（1）BD（2分） （2）C（2分）

22．解析：（1）由楞次定律可知，流过导体棒 CD的电流方向为 D到 C （1分）

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0
1

1

BE ld
t

 （1分）

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01
1

12 2
B dlEI

R Rt
  （1分）

（2）当导体棒 CD下滑最大速度时匀速运动，切割磁感线产生感应电动势 2E

2 0 mE B dv 2
2 2

EI
R

 0 2sinmg B I d  （1分）

得： 2 2
0

2 sin
m

mgRv
B d


 ………… （1分）

（3）导体棒 CD开始下滑到最大速度时间为 t，则由动量定理

0sin 0mmg t B dI t mv     ………… （1分）

又 It q ， 0=
2
B dxq

R R



总

（1分）

得：

2 2
0

2 2
0

2
2 sin
B d xmRt

B d mgR 
  （1分）

下滑过程电阻与导体棒产生热量相等，由能量守恒
21sin 2

2 mmgx mv Q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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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2

2 2
0

1 sin[ sin ( ) ]
2

mgRQ m gx
B d

  ………… （1分）

评分标准：（1）3分，（2）2分，（3）5分。有其他正确解法的也给分。

23．解析：（1）由光电效应规律
21

2 mh W mv   得
2( )

m
h Wv
m


 （1分）

由动能定理到达阳极的动能为 kE h W eU   （1分）

（2）由题意知，当速度 1
5
8 mv v 恰好到达阳极时，光电子的运动半径为 1

1
2

r R

（1分）

1
1

mvr
eB

 得 1

1

5 2 ( )
4

mvB m h W
er eR

   （1分）

（3）速度为 mv 时运动半径 2
4
5

mmvr R
eB

  （1分）

正常时，如图考虑左侧运动轨迹与磁场边界相切

的临界情况，

2

/ 2 5sin
8

R
r

   ，得 39  （1分）

故半圆形阴极中圆心角
0 0180 141  所对

圆弧都有速度为 mv 的光电子到达阳极

当阳极 A向右平移
5
R 到 A后，同样考虑右侧运动轨迹与磁场边界相切的临界情

况，轨迹如图所示。此时轨迹所对圆心角为 2 ，根据几何知识可知 AA K   ，

设 A AK   ，则

22 sin
sin sin

rR 
 


2
2 2 2

2(2 sin ) ( ) 2 cos
5 5
R Rr R   

得到
3cos
5

   ………………（2分）

故半圆形阴极中圆心角θ =1270所对圆弧都有速度为 mv 的光电子到达阳极

此情况下跟正常情况相比到达阳极的光电子数之比为
127 90%
141

 （2分）

评分标准：（1）2分，（2）2分，（3）6分。有其他正确解法的也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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