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 学年初二荔湾上学期统考物理试卷 

第一部分 选择题 

1.C

解析：A.米 m 是长度的国际单位；B.秒 s 是时间的国际单位；D.赫兹 Hz 是频率的国际单

位均与题意不符。C.米每秒 m/s 是速度的国际单位，与题意相符，因此选 C。

2.D

解析：A 项，温度计的玻璃泡与烧杯底部接触，故 A 项错误。

B 项，温度计的玻璃泡与烧杯侧壁接触，故 B 项错误。

C 项，温度计的玻璃泡未与被测液体充分接触，故 C 项错误。

D 项，温度计的玻璃泡与被测液体充分接触，没有接触容器底或容器壁，故 D 项正确。

3.A

解析：根据图中光线可知，由空气进入水中，因此入射角大于折射角。

由此可知：1 的折射光线是 4；2 的折射光线是 3。所以答案选 A

4、D 

解析： 

A、扬声器发出的声音使蜡焰不停摆动，说明声音能传递能量，该选项正确； 

B、当小球接触到音叉时被弹开，说明发声的物体正在振动，该选项正确；  

C、不能听到真空罩中闹钟的闹铃声，说明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真空不能传声，正确； 

D、玻璃瓶装不同高度的水，敲击时水的振动频率不同，音调不同，该选项错误。 

故选 D。 

5、D 

解析:当用手电筒正对着镜子和白纸板照射时,镜子表面很平,表面会发生镜面反射,反射光线

逆着手电筒的光线反射回,而人是从镜子的侧面看去,并没有反射光线进入人眼,故人看到的

镜子是暗的; 

白纸板表面凹凸不平,手电筒光照射时发生漫反射,反射光线射向四面八方,人从侧面看去,会

有一部分光线进入人眼,所以看到的白纸板是亮的. 

综上所述,只有 D 的说法正确. 

所以 D 选项是正确的.; 

6、C 

由图可知，两幅图中音叉振动的快慢相同，因此音调相同；偏离原位置程度不相同，因此

响度不相同，甲偏离程度大，所以甲的响度大，即音量大。只有 C 说法是错误的。 

解析: 

根据下列知识分析判断：  

（1）频率是 1s 物体振动的次数，相同时间内振动越快，频率越大。音调跟频率有关，频

率越大，音调越高。  

（2）振幅是物体振动时偏离原位置的大小，偏离原位置越大，振幅越大。响度跟振幅有

关，振幅越大，响度越大。 



7、D 

解析: 

A、北京天坛里的回音壁,三音石,圜丘三处建筑有非常美妙的声音现象,它是我国古代建筑师

利用声音的多次反射造成的音响效果,所以 A 选项是正确的;  

B、超声能破坏细菌结构,从而可以对医疗器械和食物进行杀菌消毒,实际上是利用了超声传

递能量,所以 B 选项是正确的  

C、我们能分辨不同人的讲话,不同乐器的演奏是根据不同物体发出声音的音色是不同,正确 

D、飞船内有空气,航天员可以直接交流,飞船外没有空气,就必须借助电子通信设备交流了,

故 D 错误; 

8、B 

解:  

A、由图知,甲同学是在 4s 时才开始行走,他比乙同学晚出发 4s,所以 A 选项是正确的;  

B、甲同学从 4s 开始行走,到 8s 末行走了 5m,用时 4s;乙同学从 0s 开始行走,到 8s 末行走

了 5m,用时 8s,相同路程所用的时间不同,因此它们的速度不相等;故 B 错.  

C、甲、乙的图象都是一条直线,表明他们的路程与时间成正比,都做匀速直线运动; 

所以 C 选项是正确的; 

D、甲、乙通过的路程都是 5m,则甲乙两同学通过的路程相等;所以 D 选项是正确的; 

9、C 

解:由图可以知道,物体成像在了视网膜的前面,这是近视眼的特征; 

近视眼是眼睛的晶状体会聚能力变强,像呈在视网膜的前方,如果要让成像在视网膜上,需要

将光线发散些; 

凹透镜对光线有发散作用,所以可以利用凹透镜进行纠正. 

所以 C 选项是正确的. 

要解答本题需掌握:近视眼是因为像呈在视网膜的前方,应佩戴发散透镜矫正. 

10、B 

解析: 

A“露似珍珠月似弓”--露实际是小水珠，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的； 

B 孤帆一片日边来”--“孤帆”运动，是以江岸为参照物的． 

C“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高”是指声音的特征“响度” 

D“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不是光源，它反射太阳光中的红光照在人的脸上，在从人脸上反

射出来，人脸就呈现红色；故选 B。  

考点：响度 物态变化 光源 参照物及其选取 

11、A 

试题分析： 

（1）光的反射定律：反射光线、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个平面内，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

分居法线两侧，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2）根据液面上升或下降，判断出反射点和反射光线的变化，从而分析出反射到光电转

换接收器的光点与液面变化的关系． 

解：由于入射光线是固定的，且光在水面上发生的是镜面反射，当水面发生变化时，故反

射光线的方向与原来的反射光线是平行的，如下图所示： 



 
由图可见，当反射到光电屏接收平面上的光点从 S1点移向 S2点，则表明被监视的液面是

上升的．故选 A。 

 

12、C 

解:A、春天冰封的湖面逐渐解冻属于熔化,吸热;家里冰箱中形成冰霜属于凝华,放热,故 A 错

误; 

B、工人用铁水浇铸成工件属于凝固,放热;湖面水雾消失,是汽化现象，吸热,所以 B 选项错

误确的; 

C、夏天剥开包装的冰棍周围冒“白气”属于液化,放热;冬天窗玻璃上出现冰花属于凝华,放热,

所以 C 选项是正确的; 

D、洒在地面上的水很快就干了属于汽化,吸热;家中衣箱内的樟脑球逐渐变小属于升华,吸

热,故 D 错误. 

所以 C 选项是正确的. 

解析 

(1)物质由气态直接变为固态叫凝华,物质由固态直接变为气态叫升华;由气态变为液态叫液

化,由液态变为气态叫汽化;由固态变为液态叫熔化,由液态变为固态叫凝固. 

(2)六种物态变化过程中,都伴随着吸热或放热;其中放出热量的物态变化有:凝固、液化、凝

华;吸热的有:熔化、汽化、升华.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13.  341.5s   图像见下图   2.72cm  

  

14. 

 



 

15.(1)内 红外线 紫外线 渗漏; (2)凸 缩小 40 

解析：(1)玻璃窗上结有冰花是凝华现象,是屋内较热的水蒸气遇到冷的玻璃形成的,在窗玻

璃的内表面; 

(2)响尾蛇导弹装有热能的灵敏感受器可以跟踪敌方飞机尾部高温气流辐射的红外线,对其进

行有效攻击，红外线与热量相关； 

(3)臭氧层是地球的保护伞,能吸收绝大多数来自太阳的紫外线.  

(4)在农业中,用管道输水代替沟渠输水,可以减小液体的表面积、减慢液体表面的空气流动,

减慢液体的蒸发,也能减慢水的渗漏； 

(5)摄像机的镜头和照相机类似，相当于凸透镜； 

(6)摄像机成像物距应大于二倍焦距，根据凸透镜成像规律：当 u＞2f 时，成倒立缩小的实

像； 

(7)因为镜头的焦距是 20cm，人脸距离凸透镜大于 40cm 时，可以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16.振动 超声波 真空不能传声（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解析：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倒车雷达是利用超声波传递信息来确定障碍物的远

近；月球上不能利用声纳，是因为月球上是真空，真空不能传声。 

 

17.吸收 汽化 液化 凝华  

解析：江、河、湖、海以及大地表面层中的水不断汽化变成水蒸气,这一过程要吸热。当含

有很多水蒸气的空气升入高空时,水蒸气的温度降低变成小水滴或小冰晶,这就形成了云,云

是水蒸气液化或凝华形成的。 

 

18.答案见图  6m  50m  50m 

解析：(1)已知小鸟距湖面 3m，像到水面的距离也是 3m，所以小鸟的像距小鸟为

3m+3m=6m；小鸟的像如图所示： 

 

(2) 



 

此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平面镜成像特点的理和掌握，要知道平面成像的特点是：物体在平面

镜中所成的像是虚像，像和物体的大小相等，上下(或左右)相反，它们的连线垂直于镜

面，它们到镜面的距离相等；紧扣平面镜成像原理和成像特点去分析即可比较容易地做出

解答。 

 

19、 

 



解析 ： 

(1)需要利用速度公式进行计算.注意:本仪器是根据声音反射的原理

来进行的,所以总路程要除以 2;  

(2)由乙图可得,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根据速度公式,求出速度大小后,

再画出 图象;  

(3)首先要明确交通标志牌上每一个符号的含义,已知路程和速度,可

利用公式 计算需用的时间. 

20、 

（1）水蒸气 

（2）小华用的水的质量比小明的大 

（3）高于；水汽化要吸收热量，而水温保持不变，说明水能继续从杯底吸热。 

解析: 

分析：本题考查的是水沸腾的实验与探究。 

解答： 

（1）水沸腾时，水中大量气泡上升、变大，到水面破裂开来，里面的水蒸气散

发到空气中。 

（2）小明和小华分别用相同的装置研究水的沸腾，所以在相同的时间内水吸收

的热量相同，小华将水加热至沸腾时间较长，根据比热容公式 可知，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小华用的水的质量比小明的大。 

（3）撤掉酒精灯后，水温依然保持不变，说明水继续汽化。水汽化要吸热，说

明撤掉酒精灯后水仍继续吸热，即烧杯底部的温度高于杯内水的温度。 

 

21、 

答案： 

（1）探究反射光与入射光是否在同一平面内 

（2）确定像的位置  完全一样 

（3）10 

（4）倒立  缩小  照相机 

解析： 



(1)将光的反射规律中的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在同一平面上与题目中的可折

转联系在一起,就能确定折转光屏的作用. 

(2)利用玻璃板透明的特点,可以观察到玻璃板的另一侧,便于找到像的位置.实验

中选择两根完全一样的蜡烛是为了比较物体与像的大小关系. 

(3)根据物距和像距的关系判断成像情况和应用: 

凸透镜成实像时,物距大于像距,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凸透镜成实像时,物近像远像变大. 

 

22、 

答案 

解:控制变量法就是控制其它的因素不变,研究物理量与该因素的关系,  

(1)当研究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横截面积有关时,应控制材料和

长度相同,所以 AB 选项是正确的;  

(2)当研究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长短有关时,应控制材料和横截

面积相同,所以 C 选项是正确的 E;  

(3)如果验证猜想三: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材料有关,应控制长

度和横截面积相同,故表格应该填入与尼龙和钢的数据相同,即 100、1.1.  

因此，本题正确答案是: (1)A;B;  (2)C;E;  (3)100; 1.1. 

解析： 

猜想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横截面积、琴弦的长短、琴弦的材

料有关,在探究过程中,应用控制变量法:  

(1)探究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与琴弦的横截面积的关系时,控制琴弦的长度和

材料不变.  

(2)探究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与琴弦的长短的关系时,控制横截面积和材料不

变.  

(3)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与琴弦的材料的关系时,控制横截面积和长度不变. 

 

23、 

答案 

（1）    时间 

（2）40.0   25.0 
（3）小 
（4）同一位置（同一高度） 
（5）＞ 
（6）B 
解析： 

（1）首先要测速度，需要路程和时间，所以原理就是 ；由于时间受

人的影响，偶然误差大，需要多次测量。 



（2）由图中刻度尺的 、 点的读数可知： ，

，根据平均速度计算公式 ； 

（3）如果让小车过了 B 点才停止计时，会导致时间的测量结果偏大，由

公式 可知，平均速度会变小； 

（4）实验中应多次测量，根据控制变量的原则，应保证小车每次通过的

距离相等，故每次测量时必须让小车从同一位置由静止开始下滑； 

（5）小车从 到 的过程中做加速运动，速度越来越大，故在 段的速

度大于 段的速度，即 。 

（6）通过实验可知小车的速度在不断增大，a 图表示匀速运动，b 图表

示加速运动，因此选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