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年10月深圳宝安区高三上物理月考试卷

一、选择题：本题共10小题，每小题4分，共40分．

物理学中，科学家处理物理问题用到了多种思想与方法，根据你对物理学的学习，关于科学家的

思想和贡献，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重心和交变电流有效值等概念的建立都体现了等效替代的思想

B. 用质点来代替实际物体是采用了理想化模型的方法

C. 奥斯特通过实验观察到电流的磁效应，揭示了电和磁之间存在联系

D. 牛顿首次提出“提出假说，数学推理，实验验证，合理外推”的科学推理方法

1

A. 机器人的运动轨迹是一条直线 B. 整个过程中机器人的位移大小为

C. 机器人不会两次通过同一点 D. 整个过程中机器人的平均速度为

年 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 届机器人世界杯赛上．中科大“蓝鹰”队获得仿真 组

冠军和服务机器人组亚军．改写了我国服务机器人从未进入世界前 的纪录，标志着我国在该领

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图中是科大著名服务机器人“可佳”，如图所示，现要执行一项任务．

给它设定了如下动作程序：机器人在平面内由点 出发，沿直线运动到点 ，然后又由点

沿直线运动到点 ，然后又由点 沿直线运动到点 ，然后又由点 沿直线

运动到点 ．该个过程中机器人所用时间是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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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小船渡河，水流速度各处相同且恒定不变，方向平行于岸边．小船相对于水分分别做匀加

速、匀减速、匀速直线运动，运动轨迹如图所示．船相对于水的初速度大小均相同，方向垂直于

岸边，且船在渡河过程中船头方向始终不变．由此可以确定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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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沿 轨迹运动时，船相对于水做匀减速直线运动

B. 沿三条不同路径渡河的时间相同

C. 沿 轨迹渡河所用的时间最短

D. 沿 轨迹船到达对岸的速度最小

如图所示， 、 两光滑细杆组成的直角支架固定在竖直平面内，杆 与水平地面的夹角为

，两细杆上分别套有带孔的小球 、 ，在细线作用下处于静止状态，细线恰好水平，某时刻

剪断细线，在两球下滑到细杆底端的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小球 、 下滑到细杆底端时速度相同

B. 小球 、 的重力做功相等

C. 小球 的下滑时间小于小球 的下滑时间

D. 小球 受到斜面的弹力大于小球 受到斜面的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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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一水平传送带以速度 向右匀速传动，某时刻有一物块以水平速度 从右端滑上传送

带，物块与传送带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则（ ）

A. 如果物块能从左端离开传送带，它在传送带上运动的时间一定比传送带不转动时运动的时间长

B. 如果物块还从右端离开传送带，则整个过程中，传送带对物块所做的总功一定不会为正值

C. 如果物块还从右端离开传送带，则物块的速度为零时，传送带上产生的滑痕长度达到最长

D. 物块在离开传送带之前，一定不会做匀速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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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细线所受的拉力变小 B. 小球 运动的角速度变小

C. 受到桌面的静摩擦力变大 D. 受到桌面的支持力变大

如图所示，一根细线下端拴一个金属小球 ，细线的上端固定在金属块 上， 放在带小孔（小

孔光滑）的水平桌面上，小球在某一水平面内做匀速圆周运动（圆锥摆）．现使小球改到一个更

高一些的水平面上做匀速圆周运动（图中 位置），两次金属块 都静止在桌面上的同一点，则

后一种情况与原来相比较，下面的判断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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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凌晨的广州亚运会上，在男子举重 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李争总成绩 公

斤夺得金牌．在举重比赛中，运动员举起杠铃时必须使杠铃平衡一定时间，才能被裁判视为挺

（或抓）举成功．如图所示，运动员在保持杠铃平衡时两手握杆的距离要有一定的要求，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A. 两手间的距离越大，运动员手臂用力越大，可能导致举重失败

B. 两手间的距离越大，运动员手臂用力越小，举重越容易成功

C. 两手间的距离越小，运动员手臂用力越小，举重越容易成功

D. 两手间的距离过小，杠铃不易保持平衡，可能导致举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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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时间 月 日下午 时 分，美国探测器成功撞击“坦普尔一号”彗星，投入彗星的怀

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彗星的“大对撞”．如图所示，假设“坦普尔一号”彗星绕太阳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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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是一个椭圆，其运动周期为 年，则关于“坦普尔一号”彗星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该彗星绕太阳运动的线速度大小不变

B. 该彗星近日点处线速度小于远日点处线速度

C. 该彗星近日点处加速度大小大于远日点处加速度大小

D. 该彗星椭圆轨道半长轴的三次方与周期的平方之比是一个常量

溜溜球是一种流行的健身玩具，具有很浓的趣味性，备受学生的欢迎．溜溜球类似”滚摆”，对称

的左右两轮通过固定轴连接（两轮均用透明塑料制成），轴上套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圆筒，圆筒

上系一条长约 的棉线，玩时手掌向下，用力向正下方掷出溜溜球，当滚到最低处时，轻抖手

腕，向上拉一下绳线，溜溜球将返回到你的手上，如图所示．溜溜球在运动过程中（ ）

A. 一边转动一边向下运动，由于重力做功，溜溜球越转越快，动能不断增大，溜溜球的势能转化

为动能

B. 在溜溜球上下运动中，由于发生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因此机械能守恒

C. 在溜溜球上下运动中，由于空气阻力和绳子与固定轴之间摩擦力的作用，会损失一部分机械能

D. 在溜溜球转到最低点绳子要开始向上缠绕时，轻抖手腕，向上拉一下绳子，给溜溜球提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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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吊篮 的加速度大小为 B. 物体 的加速度大小为

C. 物体 的加速度大小为 D. 、 、 的加速度大小都等于

如图所示，吊篮 ，物体 、物体 的质量分别为 、 、 ． 和 分别固定在弹簧两端，

弹簧的质量不计． 和 在吊篮的水平底板上处于静止状态．将悬挂吊篮的轻绳剪断的瞬间（

）

二、实验题：共2小题，共15分，11题6分，12题9分．

利用力传感器研究“加速度与合外力的关系”的实验装置如图甲．

下列关于该实验的说法，错误的是 （选填选项前的字母）

A. 做实验之前必须平衡摩擦力

B. 小车的质量必须比所挂钩码的质量大得多

C. 应调节定滑轮的高度使细线与木板平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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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实验开始的时候，小车最好距离打点计时器远一点

从实验中挑选一条点迹清晰的纸带，每 个点取一个计数点，用刻度尺测量计数点间的距

离如图乙，已知打点计时器所用电源的频率为 ．从图乙中所给的刻度尺上读出 、

两点间的距离 ；该小车的加速度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

有效数字），实验中纸带的 （填“左”或“右”）端与小车相连接．

（2）

用如图甲所示的实验装置完成“探究动能定理”实验．请补充完整下列实验步骤的相关内容：

用天平测量小车和遮光片的总质量 、砝码盘的质量 ；用游标卡尺测量遮光片的宽度

，游标卡尺的示数如图乙所示，其读数为 ，按图甲所示安装好实验装置，用

米尺测量两光电门之间的距离 ．

（1）

在砝码盘中放入适量砝码，适当调节长木板的倾角，直到轻推小车，遮光片先后经过光电

门 和光电门 的时间相等．取下细绳和砝码盘，记下 （填写相应物理量及其符

号）．

（2）

让小车从靠近滑轮处由静止释放，用数字毫秒计分别测出遮光片经过光电门 和光电门

所用的时间 和 ．小车从光电门 下滑至光电门 过程合外力做的总功 合

，小车动能变化量 （用上述步骤中的物理量表示，重力加速度为

），比较 合和 的值，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3）

重新挂上细线和砝码盘，改变砝码盘中砝码质量，重复（ ）步骤．本实验中，以下

操作或要求是为了减小实验误差的是 ．

A. 尽量减小两光电门间的距离

B. 调整滑轮，使细线与长木板平行

C. 砝码和砝码盘的总质量远小于小车的质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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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计算题：共3小题，共45分，13、14题各13分，
15题19分．

年 月 日，中国海警编队依法对一艘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船只进行维权执法．在执法

过程中，发现非法船只位于图甲中的 处，预计在 的时间内将到达图 的 处，海警执法人员

立即调整好航向，沿直线 由静止出发恰好在运动了 后到达 处，而此时该非法船只也恰好

到达 处，我国海警立即对该非法船只进行了驱赶．非法船只一直做匀速直线运动且 与 距

离相等，我国海警船运动的 图象如图乙所示．

、 间的距离是多少．（1）

若海警船加速与减速过程的加速度大小不变，海警船从 处由静止开始若以最短时间准确

停在 处，求需要加速的时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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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兴趣小组对一辆自制遥控小车的性能进行研究．他们让这辆小车在水平的直轨道上由静止开始

运动，并将小车运动的全过程记录下来，通过处理转化为 图象，图象如图所示（除 - 时

间段图象为曲线外，其余时间段图象均为直线）．已知在小车运动的过程中， - 时间段内小

车的功率保持不变，在 末通过遥控使发动机停止工作而让小车自由滑行，小车的质量为

，可认为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小车所受到的阻力大小不变．求：

- 时间段小车的加速度大小．（1）

小车匀速行驶阶段的功率．（2）

14

第7页(共8页)



小车在 - 内位移的大小．（3）

如图所示，在一次消防演习中，消防员练习使用挂钩从高空沿滑杆由静止滑下，滑杆由 、

两段直杆通过光滑转轴连接地 处，可将消防员和挂钩均理想化为质点，且通过 点的瞬间

没有机械能的损失． 长为 ， 长为 ．两堵竖直墙的间距 ．滑

杆 端用铰链固定在墙上，可自由转动． 端用铰链固定在另一侧墙上．为了安全，消防员到达

对面墙的速度大小不能超过 ，挂钩与两段滑杆间动摩擦因数均为 ．（

， ， ）

若测得消防员下滑时， 段与水平方向间的夹角始终为 ，求消防员在两滑杆上运动

时加速度的大小及方向．

（1）

若 端在竖直墙上的位置可以改变，求滑杆端点 、 间的最大竖直距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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