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学年广东广州荔湾区广东广雅中学高三
上学期期中物理试卷

（本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第 1-7 第 题只有一

项符合题目要求；第 8-12  题有多项符合题目要求，全选对的得 4  分，选对但不 得 全的得 2

 分，有选错的得 0  分）

A. B. C. D.

如图所示，光滑水平地面上有两个大小相同、质量不等的小球 和 ， 以 的速率向右运

动， 以 的速率向左运动，发生正碰后都以 的速率反弹，则 、 两球的质量之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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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如图所示，质子（ ）和 粒子（ ），以相同的初动能垂直射入偏转电场（粒子不计重

力），则这两个粒子射出电场时的侧位移 之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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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A. 年 B. 年 C. 年 D.
年

位于贵州的“中国天眼”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 ）．通过 测得水

星与太阳的视角为 （水星、太阳分别与观察者的连线所夹的角），如图所示，若最大视角的正

弦值为 ，地球和水星绕太阳的运动视为匀速圆周运动，则水星的公转周期为（    ）

A.

B.

C.

D.

如图所示，在倾角 的固定光滑斜面上，有一根长 的细绳，一端固定在 点，另一

端系一小球沿斜面做圆周运动，若小球能通过最高点 ，重力加速度 ，则（    ）

小球经过最高点 的速度可能是

小球经过最低点 的速度大于等于

小球受到的合力的最小值可能为

小球从 点运动至最低点 过程绳子拉力可能先变小后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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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为一个内、外半径分别为 和 的圆环状均匀带电平面，其单位面积带电量为 ．取环面中

心 为原点，以垂直于环面的轴线为 轴，设轴上任意点 到 点的距离为 ， 点电场强度的大小

为 ．下面给出 的四个表达式（式中 为静电力常量），其中只有一个是合理的．你可能不会求

解此处的场强 ，但是你可以通过一定的物理分析，对下列表达式的合理性做出判断．根据你的

判断， 的合理表达式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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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A. A B. B C. C D. D

一带负电粒子在电场中仅受静电力作用下沿 轴正方向做直线运动的 图像，如图所示，起始

点 为坐标原点，下列关于电势 ，粒子的动能 ，电场强度 ，粒子加速度 与位移 的关系图

像中可能合理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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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缩小 、 间的距离 B. 在 、 两板间插入电介质

C. 板向上平移 D. 板向右平移

如图所示， 为平行板电容器， 和 为其两极板， 板接地； 和 为两竖直放置的平行金属板，

在两板间用绝缘线悬挂一带电小球； 板与 板用导线相连， 板接地．开始时悬线静止在竖直方

向，在 板带电后，悬线偏转了角度 ，在以下方法中，能使悬线的偏角 变大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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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在风洞实验室内的竖直粗糙墙面上放置一钢板，风垂直吹向钢板，在钢板由静止开始下落的过程

中，作用在钢板上的风力恒定．用 、 、 、 分别表示钢板下落过程中的动能、机械能、速度

和重力的功率，关于它们随下落高度 或下落时间 的变化规律，下列四个图象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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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两点处于同一水平面， 为 、 连线的中点，过 点的竖直线上固定一根绝缘光

滑细杆，杆上 、 两点关于 点对称．第一种情况，在 、 两点分别放置电量为 和 的

等量异种点电荷，套在杆上带正电的小金属环从 点无初速释放，运动到 点；第二种情况，在

、 两点分别放置电量为 的等量同种点电荷，该金属环仍从 点无初速释放，运动到 点．

则两种情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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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金属环运动到 点的速度第一种情况较大

金属环从 点运动到 点所用的时间第一种情况较短

金属环从 点运动到 点的过程中，动能与重力势能之和均保持不变

金属环从 点运动到 点的过程中（不含 、 两点），在杆上相同位置的速度第一种情况较

大

A.

B.

C.

D.

如图所示，在倾角为 的斜面上，质量为 小滑块从 点由静止下滑，到 点时接触轻弹簧．滑

块滑至最低点 后，又被弹回到 点，已知 ， ，重力加速度 取 ，下列

说法中正确的是（    ）

滑块滑到 点时动能最大

弹簧的最大弹性势能为

从 到 弹簧的弹力对滑块做了 的功

整个过程中滑块和弹簧组成的系统机械能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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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粗糙程度均匀的绝缘斜面下方 点处有一正点电荷，带负电的小物体以初速度 从

点沿斜面上滑，到达 点时速度为零，然后下滑回到 点，此时速度为 （ ），若小物体

电荷量保持不变，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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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小物体上升的最大高度为

从 到 的过程中，小物体的电势能逐渐减小

从 到 的过程中，电场力对小物体先做负功后做正功

从 到 的过程中，小物体受到的摩擦力和电场力均是先增大后减小

A.

B.

C.

D.

如图所示，倾角为 的白色传送带以 的速率顺时针运行，将一块质量为 的煤块（可视

为质点）无初速地放到传送带上端．已知煤块与传送带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传送带上端到下端

的距离为 ， ， ， ，则煤块从传送带上端运动到下端的

过程中（    ）

所用的时间为

煤块对传送带做的总功为零

煤块在传送带上留下黑色印记的长度为

因煤块与传送带之间的摩擦而产生的内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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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图所示的装置来验证动量守恒定律．滑块在气垫导轨上运动时阻力不计，其上方挡光条到达

光电门 (或 )，计时器开始计时；挡光条到达光电门 (或 )，计时器停止计时．实验主要步骤

如下： A.用天平分别测出滑块 、 的质量 、 ； B.给气垫导轨通气并调整使其水平； C.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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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题（共 12 分）



节光电门，使其位置合适，测出光电门 、 间的水平距离 ； D. 、 之间紧压一轻弹簧(与 、

不粘连)，并用细线拴住，如图静置于气垫导轨上；

e．烧断细线， 、 各自运动，弹簧恢复原长前 、 均未到达光电门，从计时器上分别读取

、 在两光电门之间运动的时间 、 ．

实验中还应测量的物理量 是            （用文字表达）．（1）

利用上述测量的数据，验证动量守恒定律的表达式是：            （用题中所给的字母表

示）．

（2）

利用上述数据还能测出烧断细线前弹簧的弹性势能             （用题中所给的字母表

示）．

（3）

某同学利用图示装置来研究机械能守恒问题，设计了如下实验：

A、 是质量均为 的小物块， 是质量为 的重物， 、 间由轻弹簧相连， 、 间由轻绳相

连．在物块 下放置一压力传感器，重物 正下方放置一速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与速度传感器

相连．当压力传感器示数为零时，就触发速度传感器测定此时重物 的速度．整个实验中弹簧均

处于弹性限度内，重力加速度为 ．实验操作如下：

步骤一：开始时，用手托住 ，细绳恰好伸直张力为零．现释放 ， 向下运动，当压力传感器示

数为零时，触发速度传感器测出 的速度为 ；

步骤二：保持 、 质量不变，改变 的质量 ，多次重复步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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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中， 和 大小关系必须满足            (选填“ ”、“ ”或“ ”)；（1）



速度传感器每次被触发测重物 的速度时，重物 已下降的高度            (选填“相同”或“不

同”)；

（2）

为便于研究速度 与质量 的关系，根据所测数据，为得到线性关系图线，应作

出            (选填“ ”、“ ”或“ ”)图线；

（3）

根据第( )问所作图线可知，若图线在纵轴上的截距为 ，则弹簧的劲度系数

            （用题中所给的已知量表示）．

（4）

（本题有 3  小题，共 40  分．请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方程式和置要演算步骤， 只写出最后答

案的不能得分）

如图所示，长为 的绝缘细线，一端固定在 点，一端拴着质量为 、电荷量为 的小球，

小球所处的空间存在场强大小为 ( 为重力加速度)方向竖直向上的匀强电场．现将细线拉直

到水平位置，使小球由静止释放，当小球的速度沿水平方向时，细线被拉断，之后小球继续运动

并经过 点（图中未画出），已知 点与 点间的水平距离为 ，不计阻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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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线被拉断前瞬间的拉力大小．（1）

、 两点间的电势差．（2）

如图所示，光滑轨道 固定在竖直平面内， 段是以 为圆心、半径 的一小段圆

弧， 段水平，该段轨道上放着质量分别为 、 的物块 、  （均可视为质

点）， 、 间系一轻质细绳和夹一轻质弹簧，细绳长度大于弹簧的自然长度，弹簧与 、 均不

拴接，轨道右侧的光滑水平地面上停着一质最 、长 的小车，小车上表面与 等

高．用手推 、 压缩弹簧，静止时弹簧的弹性势能 ，然后同时放开 、 ，绳在短暂时

间内被拉断，之后 向左冲上轨道，经过轨道最高点 时受到轨道的支持力大小等于其重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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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题



向右滑上小车．已知 与小车之间的动摩擦因数 满足 ， 取 ，求：

绳拉断后瞬间 的速度 的大小．（1）

绳拉断过程绳对 的冲量 的大小．（2）

相对小车运动过程中两者因摩擦而产生的热量(计算结果可含有 )．（3）

如图所示，在倾角 的斜面上放置一段凹槽 ， 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 ，槽内靠

近右侧壁处有一小物块 （可视为质点），它到凹槽左侧壁的距离 ． 、 的质量都为

， 与斜面间的最大静摩擦力可认为等于滑动摩擦力，不计 、 之间的摩擦，斜面足

够长．现同时由静止释放 、 ，经过一段时间， 与 的侧壁发生碰撞，碰撞过程不计机械能损

失，碰撞时间极短．取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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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块 和凹槽 的加速度分别是多大．（1）

物块 与凹槽 的左侧壁第一次碰撞后瞬间 的速度大小．（2） 、

从初始位置到物块 与凹槽 的左侧壁发生第三次碰撞时 的位移大小．（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