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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区实验中学 2019—2020学年上期九年级物理期中测试卷 

 

一、选择题（每题 3分 9,10为双选只选一个对得 2分，有错不得分，共

30分） 

1. 把餐巾纸摩擦过的塑料吸管放在支架上，吸管能在水平面自由转动。

如图 14-1所示，手持带负电的橡胶棒，靠近吸管 端，端会远离橡胶棒。

实验中(    ) 

 

A.吸管不带电                B.吸管带正电 

C.摩擦时，吸管得到了电子    D.与吸管摩擦的餐巾纸一直不带电 

2. 新交通法规定驾驶员不系安全带记 3分，罚 100元。汽车上设置了“安

全带指示灯”，提醒驾驶员系好安全带。当安全带系好时，相当于闭合开

关，指示灯不亮；安全带未系好时，相当于断开开关，指示灯发光。图

中符合上述要求的电路图是(    ) 

              

A              B               C               D 

3．下列现象用热传递的方式改变物体内能的是（    ） 

 

A. 反复弯折，铁丝发热 

B. 按下电火花的按钮，塑料盒的盖子飞了出去 

C. 在太阳照射下，热水器中的水温上升 

D. 迅速压下活塞，棉花着火燃烧 

4．热现象在一年四季中随处可见，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春天的早晨经常出现大雾，这是凝华现象 

B.秋天的早晨花草上出现小露珠，这是液化现象 

C.夏天揭开冰棒包装后会看到冰棒冒“白气”，这是升华现象 

D.初冬的早晨地面上会出现白色的霜，这是凝固现象 

5．下列关于物体内能说法正确的是（     ） 

A.同一杯水内能越大温度越高       B.0℃以上的物体才有内能 

C.温度相同的物体内能一定相等    D.只有做功才能改变物体内能 

6．通过直接感知的现象，推测无法直接感知的事实，是常用的物理方法．下列根

据现象所作出的推测不符合事实的是．（     ） 

A．扩散现象，推测分子是运动的 

B．电路中的灯泡发光，推测电路中有电流 

C．小磁针放在磁体旁受力偏转，推测磁体周围有磁场 

D．街边的路灯同时亮、灭，推测路灯是串联的 

7．如图所示把凉牛奶放在热水中加热，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它们的温度随时间变

化的图像如图所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水和牛奶最后温度相同     B．水的温度变化比牛奶大 

C．牛奶温度变化比水慢       D．甲是牛奶温度变化图像 

8．日常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家中的电灯、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电气设备之间

的连接方法是：(     )                                                           

A.一定是串联；                 

B. 一定是并联 

C. 可以串联， 也可以是并联；    

D. 电灯与电灯应该串联， 彩电与电冰箱应该并联。 

9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双选）（     ） 

A.热值与燃料的燃烧情况有关 

B.做功和热传递是改变物体内能的两种方式 

C.比热容与物体吸收或放出的热量有关 

D.固体很难被压缩，说明分子之间有斥力的作用 

10.下列生活中常见的电压值不正确的是（双选）（     ） 

A.一节新干电池的电压为 2V    B.手机电池的电压约为 3.7V 

C.家庭照明电路的电压为 220V  D.对人体安全的电压是 36V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得分       

 

图 14-1 

智浪教育—普惠英才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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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每空 1分 ，共 17分） 

11.计算器中的电流很小，大约为 ，也就是_______ ；雷电是一种常见的自然

现象，发生雷电时的电流高达 ，相当于____________ 。 

12.汽车是常见的交通工具，它应用了很多方面的物理知识与技术，请你运用所学的

物理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汽车散热水箱中的冷却剂中主要含有水、酒精和一些添加剂，以防冻、防沸、防腐蚀。

寒冷的冬天，坐在暖气十足的封闭空调车内，会发现汽车上的窗户玻璃有很多的小水

珠，这是空气中的水蒸气    形成的，你认为它们会出现在玻璃的    侧（选填“内”

或“外”）。 

13.同学用一种加热器将质量为 500g的冰持续加热熔化直至沸腾，记录并绘制出温度

-时间图像如图所示，根据图像可以看出 AB 段的比热容_______CD 段的比热容（选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 

 
 

 

14.油机的一个工作循环是由四个冲程组成，如图所示是表示汽油机的______冲程，

汽油机在某次工作时消耗汽油 0．2 kg，这些汽油完全燃烧放出_______J 的热量；

汽车汽油机工作过程中，水箱中的水温度会升高，这是通过_______的方式使水的

内能增加。(汽油的热值为 4．6×107J／kg)。 

15.如下图所示，要使两灯串联，应闭合开关           ，闭合开关 S1和 S3，两灯        

联;为了避免短路,不能同时闭合开关            。  

 

16.热值是 4.6×10
7
 J/ kg,完全燃烧 210g汽油能放出              J 的热量；若这

些热量全部被水吸收，可使         kg 水，从 20℃升高到 43℃。 

17.压缩气体时，气体的内能         ；气体对外膨胀做功时，内能___________。（均

选填“増加”“不变”或“减少”） 

18.发明了以压缩空气为动力的“迷你猫”环保车．汽车使用前需要压缩储存气

体，这一过程中通过       的方式使气体内能增加，开动时，释放的气体

推动发动机，将气体的内能转化为        能。 

 

三、实验探究（24分） 

19.上，老师给同学们出示了一个有盖的木盒，盒盖上可看到两只灯泡和一只开

关（导线的连接情况隐藏在盒内），如图所示．（10分） 

 
 

（1）当老师闭合开关时，两只小灯泡都亮了，断开开关，两灯泡又熄灭． 

①请你判断：在这个木盒内，除了导线，一定还有另外一个电路元件，它是

_________． 

②根据上述现象，你_________（能/不能）断定这两只小灯泡是串联的．如果

能，请写出依据；如果不能，请写出在不打开盒盖的情况下判断两灯泡连接方

式的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经过检验，这两只灯泡

确实是串联的，但在老师闭合开关的时候，细心的小华观察到灯L1比L2亮些．她

认为这是因为 L1比 L2更靠近电源正极的缘故．你认为小华的判断是_________

（正确/错误）的．在不增加其他器材的条件下，能验证小华的判断是否正确的

做法是_________． 

20.比较水和沙子容热本领的大小，小明在 2 个相同的烧杯中分别装入水和沙

子。用两个相同的酒精灯对其加热。（14分） 

（1）在实验前要控制水和沙子的__________相同。 

（2）比较水和沙子吸热升温快慢的方法有两种： 

方法一：加热时间相同比较它们各自升高的温度。 

方法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用两个相同的酒精灯对其加热的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 

（4）如果加热相同的时间，质量相同的水和沙子，_________ （沙子／水）

升高的温度更高． 

（5）实验中有些同学发现：刚开始加热时，情况与（4）结论不符，你认为可

能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小丽家住市中心，奶奶嫌城市夏天太热而不住她家，她利用双休日时间

和同学们一起在中午同一时刻测量了各个测试点的气温，并以此绘制出如图所

示的“区域—温度”坐标图。 

13 题图 14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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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你发现“城市热岛效应”。请找出一个造成热岛效应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如何减少城市环境的热污染，请你提出一条合理化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作图题（7分） 

21.图 14-16 中标出电池的正、负极和电路中的电流方向，并画出电路图

（4分） 

 

 

 

 

 

 

 

22.根据图所示的电路图，把图的实物元件连接起来。（3分）

 
 

 

五、计算题（共 22分） 

23．（11分）已知煤气的热值为 3.6×10
7
J/m

3，0.28m
3的煤气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是

多少？若这些热量的 50%被温度为 20℃，质量为 30kg的水吸收，则水温升高多少？

[c 水=4.2×10
3
J/（kg·℃）] （10 分） 

 

 

 

 

 

 

 

 

 

 

 

 

 

 

24.（11分）某太阳能热水器装有 200L的水，在阳光的照射下，该热水器中水的温

度从 15℃升高了 50℃，则这些水吸收的热量是多少[水的密度为 1.0×10
3
kg/m

3，水

的比热容为 4.2×10
3
J/（kg·℃）] 

 

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