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10 页
2014 年春·目标班选拔考试·理化合卷·八升九

绝密★启用前

2014 年春·目标班选拔考试·理化合卷·八升九
考试时间：50 分钟 考试科目：八升九理化合卷 总 分：110+40=150 分

考 生

须 知

1． 请考生务必认真填写试卷上的考生信息以方便正常通知；

2． 请使用蓝色或黑色签字笔或者钢笔作答；

3． 请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需上交答题纸．

物理部分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4分，共72分）
1．互相接触的两个物体之间没有发生热传递，这是因为它们具有相等的（ ）

A．密度 B．质量 C．体积 D．温度
考点：热平衡
解析：判定热平衡条件
答案：D

2．一个行人经过一盏路灯，灯光照射所形成的影子长度变化是（ ）
A．逐渐变短 B．逐渐变长 C．先变长后变短 D．先变短后变长

考点：光的直线传播
解析：画图，用相似三角形来判定影子的长度
答案：D

3．载重汽车甲的功率是 90kW，小轿车乙的功率是 60kW，则（ ）
A．甲的速度一定比乙的大 B．甲做的功一定比乙多
C．甲做功一定比乙快 D．甲的牵引力一定比乙大

考点：功率
解析：功率更大只意味着做功更快，并不意味着做功更多
答案：C

4．1 1J N m ，就是（ ）
A．把质量为1kg的物体移动1m 所做的功；
B．把重为1N 的物体移动1m所做的功；
C．在1N的力作用下，物体在力的方向上移动1m 所做的功；
D．作用在杠杆上的动力为1N，动力臂是把重为1N 的物体移动1m。

考点：功
解析：功的定义就是力在力的方向上的位移
答案：C

5．关于能量、速度、运动和力、温度和热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用悬线挂着的物体，它没有做功，所以没有能量；

B．根据定义
s

v
t

 可知，速度与距离成正比；

C．小球在空中下落得越来越快，所以小球受到的力越来越大；

D．质量和温度均为相同的铁块和铝块， C C 铝铁 ，放出相同的热量后，将它们相互接触，

将有热量从铝块传给铁块。
考点：热平衡
解析：涉及热平衡计算，用公式计算出放出相同热量后两者的温度高低来判断热传递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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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图所示，质量为 2kg 的物体在光滑动滑轮下，动滑轮质量不计，今用一竖直向上的 50N的
恒力F 向上拉绳索，使物体上升4m 距离，则在这一过程中拉力 F 做功是（ ）
A．80J B．160J C． 400J D． 200J

考点：滑轮
解析：题目未说是匀速运动，所以无法用 mgs 来判断做功大小，只能用 FS 来做
答案：C

7． 林雨同学将掉落在地面的物理课本捡起来放在课桌上，他对课本所做的功最接近于（ ）
A．0.02J B． 0.2J C．2J D．20J

考点：估算
解析：书重约 2N，桌子高度约为 1 米，所以是 2J
答案：C

8．某同学用托盘天平测得一物体的质量，测量完毕后才发现错误地将物体放在了右盘，而将砝码放在了
左盘，因无法重测，只能根据测量数据来定值，他记得当时用了50g 20g， 和10g 三个砝码，游码位置
如图所示，则该物体的质量为（ ）
A．81.4g B． 78.6g C．78.2g D．81.8g

考点：测量
解析：天平使用时是左物右码，反过来的话就要用砝码数字减去游码数字才行，注意游码最小刻度
答案：B

9．如图所示，作用在杠杆一端且始终与杠杆垂直的力 F ，将杠杆缓慢地由位置 A
拉至位置B ，在这个过程中 F 的大小（ ）
A． 变小 B． 不变
C． 变大 D． 先变大后变小

考点：力矩平衡
解析：阻力不变，阻力力臂变大，动力臂长度不变推得动力变大
答案：C

10．甲、乙两站相距60km，每隔10min 两站同时以相同的速率 60km/h向对方开出
一辆车。头班车为早上 6时， 则从甲站 9时开出的班车途中会遇到（ ）

A．从乙站开出的车5 辆。 B．从乙站开出的车 6辆。
C．从乙站开出的车10 辆。 D．从乙站开出的车11辆。

考点：速度图像
解析：可以画出速度图像，用求交点的方式来求遇到车辆的次数
答案：D

11．如图所示，静止的传送带上有一木块 A正在匀速下滑，当传送带突然向上开
动时，木块滑到底部所需的时间 t 与传送带静止不动时所需时间 0t 相比（ ）

A． 0t t B． 0t t

C． 0t t D．无法判断
考点：速度与受力分析
解析：小木块受力情况不变，相对于地面速度不变，到达地面时间也不变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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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图所示，是我们看到的筷子斜插入水中的情况．其中正确的是（ ）

考点：光的折射
解析：实际画出光路图可知，人眼的虚像会呈现出 D 的状态
答案：D
13．如图所示，一根杠杆可绕O 点转动，杠杆中间处挂着一重物 G ，如果在 A点施加

一个如图所示的动力 F 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当F 绕 A 点逆时针旋转90过程
中，力 F 大小的变化情况是（ ）

A．变大 B．变小
C．先变小后变大 D．先变大后变小

考点：力矩平衡
解析：阻力力矩不变，动力力臂先边长后变小，动力变化则相反
答案：C

14．某同学拍完毕业合影后，想拍一张单身像，摄影师应采取的方法是（ ）
A．靠近该同学，同时镜头往后缩，离胶片近些
B．靠近该同学，同时镜头往前伸，离胶片远些
C．远离该同学，同时镜头往后缩，离胶片近些
D．远离该同学，同时镜头往前伸，离胶片远些

考点：凸透镜成像
解析：要使得物体的像变大，就可以减少物距增加像距来完成
答案：B

15．在光滑水平桌面上叠放着甲、乙两木块（如图所示），用 20牛的水平拉力F 拉动木块乙，恰好能使
木块乙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则甲、乙木块受到的摩擦力是（ ）

A．甲为 20牛，乙为 0牛
B．甲为 20牛水平向右，乙为20 牛水平向左
C．甲、乙各为20牛，方向水平向左
D．甲、乙各为20牛，方向水平向右

考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解析：甲乙的摩擦力互为相互作用力，所以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答案：B

16．如图所示，整个装置处于静止状态，已知 1 2m m ，  1 2 3m m m  ，

K 为台秤，则台秤的读数和 2m 与 3m 之间绳子的拉力分别为（ ）

A． 3gm ， 1gm

B． 1 2 gm m ， 1 2 gm m

C． 2 3 1 gm m m  ， 1 2 gm m

D． 2 3 1 gm m m  ， 1 2 gm m

考点：受力分析
解析：台秤对数课把 2m 与 3m 看做整体来研究受力平衡，然后再对 3m 进行受力分析，计算出绳子拉力即可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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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小明推一辆手推车遇到障碍物，小刚过来帮着推车的轮子，要想越过障碍物，
力的作用点和方向如图所示，则小刚在推车轮子时（ ）

A．在 A点用力最小
B．在 B 点用力最小
C．在C 点用力最小
D．在 A、 C 点用力相同

考点：力矩平衡
解析：最小的动力意味着最长的动力臂，也就是在 C 点取得，此时力臂恰好为直径
答案：C

18．在水平地面 ABC 上， AB 段较光滑， BC 段粗糙，且 AB BC ，物体M 在水平力F 的作用下，由 A
匀速运动到 C 点，在 AB 段、BC 段上拉力做的功分别为 1W 、 2W ，则 1W 、 2W 的大小关系是（ ）

A． 1 2W W B． 1 2W W C． 1 2W W D．无法确定
考点：功与受力分析
解析：W=FS，移动距离相同，但由于 BC 段粗糙，使得 BC 上摩擦力较大，匀速的话也就是 FBC 较大
答案：C

二、计算题（请写出必要的解题过程或图像，共38 分）
1. （本题12分）图（a）所示的是代号为“黑鸟 SR-71”的战略侦察机。该侦察机以两倍音速在距离地

面高度为 L 的高空水平飞行，某人站在地面上 A 点，当侦察机经过D 点时，其正下方恰好是 A点，
如图（b）所示。人最先听到的轰鸣声是侦察机飞到距离 A点_________处所发出的，当人听到该声
音时，侦察机离 A点的距离为________。

考点：速度
解析：使用速度的包络图来解题，画出图像可得如图的支教三
角形，飞机在 B 点 C 点发出的声音将像图片所示一样圆形传

播，等飞机飞至 E 点时，恰好能画出这样一条切线，切线范

围内即为声音传播范围，按题意直角三角形的高为 L，以此推
出其余边长

答案：
2 3

;2
3

L L

2．（本题12分）一块高 40cm、宽30cm ，质量是1.5kg的砖，竖直立在水平地面上，如图所示，若按
照图示的方向把它推倒，推力至少要做多少功？把砖推动的最小推力是多少牛？（ 10N/kgg  ）

考点：力矩平衡
解析：至少做的功就是将木块重心抬起的高度，用对角线长度减去高可得距离，最小推理就是最大的力
臂，里的作用点就是左上角那个点，然后等于重力力矩来计算
考点：0.75J，4.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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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题14分）如图所示，甲、乙两辆不同型号的汽车，它们的外型尺寸如下表所示，正在通过十字
路口的甲车正常匀速行驶，车速为10m/s，车头距路中心O 的距离为20m ，此时乙也匀速行驶，车头
距路中心O 的距离为30m ，若乙车闯红灯违章行车，则乙车的速度在____ m/s到________ m/s范围之
内，必定造成撞车事故，设两车均如图所示沿虚线位置行驶，且不考虑轿车的制动情况

长 / mml 宽 / mmb 高 / mmh
甲车 3885 1695 1635
乙车 4434 1708 1471

考点：速度
解析：乙车速度的范围可以用如图的两个极端情况来
求，乙车速度最慢的时候，是乙车运动的距离最短，

所用时间最长的时候，所用时间可以用甲车的路程除

以速度来求，如左图，最快的时候应该是乙车运动距
离最长，所用时间最短的时候，如右图计算，注意不

要忘记计算车子的长度与宽度
答案：12.56m/S~19.7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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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部分

亲爱的同学们，转眼间你已经成为初三学生。这意味着你将学习一门新的学科——化学，你一定想
知道：化学与我们的生活有关吗？化学有趣吗？化学研究什么？其实同学们在六七年级的科学课中已经
接触过化学，比如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空气、燃烧与灭火、水等，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身边的这
些物质和现象。阅读材料回答问题，并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表格中（每题 2 分，共 40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C A B D B D D D A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D B B A A B B D D B

材料一：（单项选择题）
空气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气体呢？在科学课本中我们已经学过，空气是由多种气体组成的，空气主要

由氮气（N2）、氧气（O2）组成，其中氮气约占 78%，氧气占 21%。另外，稀有气体占 0.94%，二氧化碳
(CO2)占 0.03%，其他成分如水蒸气（H2O）等占 0.03%（以上均为体积分数）。其中氧气能助燃，二氧化
碳不能支持燃烧且能使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我们可用这些特性来检验这两种气体。

我们把像空气这样由两种或多种物质混合而成的物质叫混合物，组成混合物的各种成分之间没有发
生化学反应，它们各自保持原来的性质。而氮气、氧气、二氧化碳等分别只由一种物质组成，我们称之
为纯净物。纯净物可以用专门的化学符号来表示，如氮气，氧气、二氧化碳可分别用符号：N2、 O2、CO2

表示。
请回答下列问题。
【题 1】许多旅客乘车穿越青藏高原时，会发生高原反应，感到呼吸困难，这是因为高原地区空气（ ）

A．氧气体积分数大大低于 21% B．氧气体积分数大大超过 21%
C．氧气体积分数仍约 21%，但空气稀薄 D．CO2 气体含量大大增多

【考点】空气的组成；
【解析】空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约为 21%，空气中各成分体积分数相对固定，高原地区空气中氧气的体

积分数不变，只是由于单位体积内空气的总量下降导致氧气量减少，进而引发高原缺氧反应。
【答案】C

【题 2】炒脆的瓜子在空气中放置一段时间就不脆了，说明空气中含有（ ）

A．氧气 B．稀有气体 C．水蒸气 D．氮气
【考点】空气的组成；

【答案】C

【题 3】一支燃烧的蜡烛，放入盛满某种气体的集气瓶中，立即熄灭，则该气体（ ）

A．一定不是空气 B．可能是氧气 C．一定是二氧化碳 D．一定不是二氧化碳

【考点】燃烧条件；
【解析】蜡烛燃烧需要氧气参与，当集气瓶中没有氧气时，蜡烛即熄灭。因此，只要集气瓶中的气体不

含氧气或氧气量很低不能支持燃烧蜡烛就会熄灭。
【答案】A

【题 4】在连续干旱的日子里，一场大雨过后，我们会觉得空气清新，碧空如洗。这主要是因为（ ）

A．气温大幅下降 B．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大量减少
C．空气中氧气含量增加 D．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

【考点】空气污染物；
【答案】B



第 7 页 共 10 页
2014 年春·目标班选拔考试·理化合卷·八升九

【题 5】下列物质中，属于纯净物的是（ ）

A．果汁 B．豆浆 C．酱油 D．部分结冰的水
【考点】纯净物与混合物；
【解析】纯净物由一种物质组成，冰和水是同一种物质的不同状态，因此 D 选项正确。
【答案】D

【题 6】下列物质可用专门的化学符号表示的是（ ）
A．洁净的空气 B．固态二氧化碳 C．澄清的石灰水 D．海水

【考点】化学式的含义；
【解析】纯净物可以用专门的化学符号表示，选项中只有 B为纯净物，它的化学式是 CO2。
【答案】B

材料二：（单项选择题）
说到火，我们很容易联想起燃烧。火是物质燃烧时的一种现象。燃烧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和热量，但

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和灾难。认识燃烧，科学地利用和控制燃烧，使燃烧为人类服务是十分重要的。
从科学课本中我们知道了燃烧是有条件的，即要有可燃物、要有空气或氧气和要达到一定温度即着火

点（通常情况下，使可燃物着火燃烧的最低温度叫着火点）。三者是燃烧的必要条件，三者缺一不可。由

燃烧条件可得出灭火的原理①清除可燃物或使可燃物与其它物品隔离②隔绝氧气或空气③使温度降到着

火点以下，只要满足其中一点就可灭火。

【题 7】古语道：“人要实，火要虚”。此话的意思是说：做人必须脚踏实地，事业才能有成；燃烧固体

燃料需要架空，燃烧才能更旺。从燃烧的条件看，“火要虚”的实质是（ ）
A．增大可燃物的热值 B．提高空气中氧气的含量

C．提高可燃物的着火点 D．增大可燃物与空气的接触面积
【考点】燃烧条件；
【答案】D

【题 8】下列灭火实例中，利用“隔离可燃物”原理的是（ ）
A．住宅失火，消防队员用高压水龙头向着火处喷水
B．炒菜时，油锅不慎着火，迅速用锅盖盖灭

C．实验时酒精不慎洒出并燃烧，通常用湿抹布盖灭
D．发生森林火灾时，将火焰蔓延线路前的小片树木砍掉

【考点】燃烧与灭火

【解析】A 选项用水灭火，主要原理是降温至着火点以下；B选项盖锅盖的目的是隔绝氧气；C选项既有
隔绝氧气，又有降温的作用；D 选项为隔离可燃物。

【答案】D

【题 9】纸火锅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纸火锅的材料是普通的纸，使用时不会点燃的原因是（ ）

A．纸火锅里的汤使纸与空气隔绝了 B．纸火锅被加热时纸的着火点升高了
C．纸火锅的纸不是可燃物 D．纸火锅里的汤汽化，使温度达不到纸的着火点

【考点】燃烧条件
【解析】纸火锅在火焰上加热，锅中水温升高，当水温达到 100℃时，水沸腾汽化温度保持 100℃不再升

高。普通纸的着火点大约在 130-180℃，温度不及纸的着火点，因此纸火锅不会被点燃。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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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10】某物质的着火点为 t℃，右图中该物质燃烧得最旺的点是（ ）

A．Q 点 B．N 点

C．P 点 D．M 点.

【考点】燃烧条件
【解析】氧气含量越高燃烧越旺，温度越高燃烧越旺。

【答案】A

【题 11】资料显示：白磷的着火点是 40℃，红磷的着火点是 240℃，… … 燃烧产物五氧化二磷是白色固

体，会刺激人体呼吸道，可能与空气中水蒸气反应，生成有毒的偏磷酸(HPO3)。王小明和李白

白分别用下图的两个装置进行探究燃烧条件的实验，你认为正确的是（ ）

图 11-1 图 11-2

A. 图 11-1 的现象不能够证明燃烧需要氧气参与

B. 图 11-2 的现象只能证明燃烧与可燃物的状态有关

C. 图 11-1 的现象能够证明存在可燃物是燃烧的必要条件

D. 图 11-2 的现象证明燃烧需要达到可燃物的着火点

【考点】探究燃烧条件
【解析】图 11-1 中烧杯上方的白磷燃烧，水下的白磷不燃烧，通过对比能够证明燃烧需要氧气的参与，

故 A 选项错误。图 11-2 白磷燃烧而红磷不燃烧，试管中白磷和红磷都是固态，不能证明燃烧与

可燃物的状态有关，B 错误；图 11-1 中三种物质都是可燃物，无法证明可燃物是燃烧的必要条
件，C选项错误；图 11-2 的两支试管均放在 60℃的水中，a 试管温度达到白磷的着火点，白磷

燃烧，b 试管温度没有达到红磷的着火点，红磷不燃烧，通过对比证明燃烧需要达到可燃物的着
火点，故 D 选项正确。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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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单项选择题）
在科学课本里，我们学过，水是良好的溶剂，可以溶解很多物质，如食盐、白糖、酒精、醋酸等。

这些物质溶解在水中形成均一稳定的溶液。溶液具有酸碱性，我们通常用酸碱指示剂（如紫色石蕊、酚
酞）和 pH 试纸来确定溶液的酸碱性。已知：
1、紫色石蕊试液遇酸性溶液变红色，遇碱性溶液变蓝色；碱性溶液使无色酚酞试液变红色；
2、pH=7，溶液呈中性； pH<7，溶液呈酸性，pH 越小酸性越强；pH>7，溶液呈碱性，pH 越大碱性越强。
【题 12】生活中常见的三种物质：①柠檬汁，②肥皂水，③食盐水。柠檬汁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肥

皂水显碱性，食盐水的 pH=7。它们的 pH 由小到大排列，正确的是（ ）

A．①②③ B．①③② C．②①③ D．③①②
【考点】溶液的酸碱性；
【解析】

柠檬汁显酸性，食盐水显中性，肥皂水显碱性，故 pH 由小到大依次为①③②。
【答案】B

【题 13】某无色溶液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蓝，则该溶液能使酚酞试液变（ ）

A．蓝色 B．.红色 C．紫色 D．无色
【考点】酸碱指示剂；

【解析】碱性溶液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蓝，也能使无色酚酞试液变红。
【答案】B

【题 14】“测土选种”是现代农业生产常用科学方法，取某村土壤浸出的溶液，加入无色酚酞溶液后显红

色。下表为四种农作物适宜生长的 pH范围，你认为该村土壤比较适宜种植的农作物是（ ）

农作物 水稻 茶树 玉米 马铃薯

pH 6.0～7.0 6.0～7.0 7.0～8.1 4.8～5.5
A．玉米 B．茶树 C．水稻 D．马铃薯

【考点】溶液的酸碱性；
【解析】能使无色酚酞溶液变红的溶液显碱性，即土壤浸出液的 pH 大于 7.0，对应表格中的玉米。
【答案】A

【题 15】某溶液的 pH=7，要使这种溶液的 pH 值降低到 2，应加入的溶液的 pH 值是 （ ）
A．1 B．5 C．7 D．13

【考点】溶液的酸碱性
【答案】A

【题 16】用 pH 试纸测定白醋的酸碱度时，如果先将试纸用蒸馏水润湿，再把白醋滴到试纸上，则测得

的结果与白醋实际的 pH 比较（ ）
A．偏低 B．偏高 C．相等 D．无法比较

【考点】酸碱性的测定；
【解析】白醋显酸性，pH 小于 7，将将试纸用蒸馏水润湿，相当于稀释白醋后再测定 pH，溶液酸性减弱，

pH 偏高。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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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单项选择题）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地球上的水资源：地球表面的 70%被水覆盖，海水占
97．3%，淡水占 2．7%，而可供人类使用的淡水只占全球水储量的 0．26%。水有极高的溶解和分散其
他物质的能力，常用来配置水溶液。

除去海水中的盐分以获得淡水的工艺过程叫海水淡化，亦称海水脱盐。海水淡化的方法，基本上分
为两大类：（1）从海水中取淡水，有蒸馏法、反渗透法、水合物法、溶剂萃取法和冰冻法。（2）除去海
水中的盐分，有电渗析法、离子交换法和压渗法。目前应用第一类方法为主。

城市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随意排入江河湖海，使江河湖海和地下水的水质变坏，特别是饮用水的水
质不断下降，直接危害人体生存和动植物繁衍。节约用水，处理城市污水，治理工业污水、农业污水，
加强对水资源的规划管理是防治水污染的基本措施。
【题 17】王小明和李白白要进行试验来探究水的性质，应选用下列中的（ ）

A．自来水 B．蒸馏水 C．雨 D．海水
【考点】纯净物与混合物；
【解析】探究水的性质应选用纯净物，选项中只有蒸馏水是纯净物，故选 B。
【答案】B

【题 18】许多物质的名称中含有“水”。“水”通常有三种含义：①表示水这种物质；②表示物质处于液
态；③表示水溶液。下列物质名称中“水”不属于以上三种含义的是（ ）
A．爽肤水 B．盐汽水 C．水银 D．水晶

【考点】物质名称的含义；

【解析】爽肤水表示水这种物质；盐汽水指水溶液；水银表示物质处于液态，水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不属于以上三种含义。
【答案】D

【题 19】水可以造福人类，但水被污染后却会给人类造成灾难。为了防止水的污染，下面①~⑤项措施中
可以采用的是（ ）

①控制水中所有动、植物的生长；②不任意排放工业废水；③禁止使用农药和化肥；④生活废

水经过净化处理后在排放；⑤控制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防止酸雨的形成
A．①②④ B．①③⑤ C．②③⑤ D．②④⑤

【考点】水污染与净化；
【解析】控制水中所有动、植物的生长矫枉过正，没有必要；禁止使用农药、化肥会造成粮食大规模减

产，不应禁用而应是合理施用；生活废水中往往含有病菌、腐败物、重金属等，故需要净化后排
放；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排放到空气中会造成酸雨，降雨过后引发水污染，因此需控制这两种气
体的排放。

【答案】D

【题 20】地球上的大部分水是以海水形式存在的，若能找到海水淡化的大规模生产方法，将可极大地缓

解目前人类面临的水资源日益紧缺的状况。下列有关海水淡化的方法在原理上完全不可行的是

（ ）

A. 利用太阳能将海水蒸馏淡化

B. 加重金属使海水中的盐分失活沉淀而淡化

C. 在一定条件下将海水缓慢凝固以获取淡水

D. 选择一种特殊的膜在一定条件下使海水中较小的水分子通过，而其中较大的盐的微粒不能

通过，从而使水与盐分离

【考点】水的淡化；

【解析】重金属能够使蛋白质变性失活，盐类与蛋白质不同，没有生命活性，因此 C 选项错误。

【答案】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