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苏州市 2017 年中考物理试卷

答案解析部分

看了答案还不懂的题，可以加微信咨询（tianyi700），但请注明零距离的网名，否则不予

通过。还有请尽可能的让小孩子多思考，实在搞不懂再问我，毕竟我平时还要上班。机构

勿扰，谢谢！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C

【考点】音调、响度与音色的区分

【解析】解：声音的特征有：音调、响度、音色；音调指声音的高低，响度指声音的大小（或

强弱），音色是由发声体本身决定的，不同的发声体，其音调和响度可能相同，但音色一般

不同；“辨音识人”，判断的主要依据就是声根据不同人声带振动产生的音色不同． 故选 C．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不同人的声带振动产生的声音的音色不同；不同人发声的音调、响度

是可以相同的．

2、【答案】A

【考点】汽化及汽化吸热的特点

【解析】解： A、用电吹风将头发吹干，头发之间的水变成水蒸气，属于汽化现象．故 A

符合题意；

B、干冰是固态的二氧化碳，在常温下直接升华成为气态，同时吸收热量．舞台上洒上干冰，

干冰升华吸热，使空气中的水蒸气温度降低，液化成为“白雾”．故 B不符合题意；

C、冰冻的衣服晾干，冰直接变成水蒸气，是升华现象．故 C不符合题意；

D、“白气”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的小水滴．故 D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物质由液态变成气态的现象叫做汽化．汽化包括蒸发和沸腾两种方式．

3、【答案】B

【考点】光的折射现象及其应用

【解析】解：A、湖水中景物的倒影是平面镜成像，是光的反射现象，故 A错误． B、雨

后彩虹的形成属于光的色散，是光的折射现象，故 B正确；

C、光在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在遇到不透明的树叶时，便在物体后形成影子，而没有树

叶的地方光沿直线传播，在地面上形成光斑．故 C错误．

D、汽车观后镜是凸面镜，通过后视镜看到车后的景物是利用光的反射而成的虚像．故 D错

误．

故选 B．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光在同种、均匀、透明介质中沿直线传播，产生的现象有小孔

成像、激光准直、影子的形成、日食和月食等；（2）光线传播到两种介质的表面上时会发

生光的反射现象，例如水面上出现岸上物体的倒影、平面镜成像、玻璃等光滑物体反光都是



光的反射形成的；（3）光线在同种不均匀介质中传播或者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

就会出现光的折射现象，例如水池底变浅、水中筷子变弯、海市蜃楼等都是光的折射形成的．

4、【答案】C

【考点】原子的核式模型，人类探究太阳系及宇宙的历程，摩擦起电的实质

【解析】解：A、摩擦起电过程是得到和失去电子的过程，因此其实质是电子的转移，不是

产生电子，故 A错误； B、原子核由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的，故 B错误；

C、光年代表光在一年内所走的路程，是长度单位，故 C正确；

D、大到天体、小到微观粒子都在不停地运动，宇宙中天体的位置在不停的变化，故 D错误．

故选 C．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摩擦起电的实质．由于不同物质的原子核对核外电子的束缚本

领不同造成的，在摩擦的过程中束缚本领强的得电子带负电，束缚本领弱的失电子带正电．（2）

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由原子核与核外电子组成，原子核由质子与中子组成．（3）光年代

表光在一年内所走的路程；（4）大到天体、小到微观粒子都在不停地运动．

5、【答案】D

【考点】温度，质量的估测，长度的估测，电功率

【解析】解： A、一层楼的高度在 3m左右，教室高度与此差不多，在 3m左右．故 A不

符合实际；

B、苏州五月份最低气温在 15℃以上，平均气温远高于 5℃．故 B不符合实际；

C、一块橡皮的质量在 6g左右，一枚一元硬币的质量与此差不多，在 6g=6000mg 左右．故

C不符合实际；

D、日光灯的额定功率在 40W左右，家用风扇的额定功率略大于此数值，在 50W左右．故

D符合实际．

故选 D．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不同物理量的估算，有的需要凭借生活经验，有的需要简单的计算，

有的要进行单位的换算，最后判断最符合实际的是哪一个．

6、【答案】D

【考点】串、并联电路的设计

【解析】解： A．由电路图可知，开关 S1闭合时电动机工作，再闭合 S2时电动机和加热

器并联同时工作，加热器不能独立工作，故 A不符合题意；

B．由电路图可知，开关 S1闭合时加热器工作，再闭合 S2时电动机和加热器并联同时工作，

电动机不能独立工作，故 B不符合题意；

C．由电路图可知，开关 S1闭合时电动机和加热器串联同时工作，再闭合 S2时电动机工作，

加热器不能独立工作，故 C不符合题意；

D．由电路图可知，只闭合 S1时电动机工作，只闭合 S2时加热器工作，电动机和加热器均

能独立进行，故 D符合题意．

故选 D．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由要求洗衣和烘干均能独立进行可知，加热器和电动机可以独立工作、

互不影响即为并联，据此进行解答．

7、【答案】C

【考点】能源的分类

【解析】解：可燃冰主要成分为甲烷，燃烧时生成水和二氧化碳，不会污染环境，属于清洁

能源；可燃冰属于新能源，也属于化石能源，使用后不能再生，属于不可再生能源；可燃冰

不属于常规能源，故 C正确． 故选：C．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能源有不同的分类方式：（1）从产生方式角度划分

一次能源：是指可以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能源．例：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太

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核能．

二次能源：是指无法从自然界直接获取，必须经过一次能源的消耗才能得到的能源．例：电

能、乙醇汽油、氢能、沼气．（2）从是否可再生角度划分

可再生能源：可以从自然界中源源不断地得到的能源．例：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

潮汐能．

不可再生能源：不可能在短期内从自然界得到补充的能源．例：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

然气）、核能．（3）从利用状况划分

常规能源：人类利用多年的，使用技术已经成熟的能源．例：化石能源、水能、电能．

新能源：人类新近才开始利用的能源．例：潮汐能、地热能、太阳能、核能、风能．

8、【答案】B

【考点】惯性

【解析】解：司机突然刹车时，车的速度减慢，而杯中水由于惯性仍然会向前运动，故水可

能会向前溢出． 故选：B．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本题中水面发生了变化，这属于惯性现象，所以解答本题需要根据惯

性知识去解题关键及知识点．

9、【答案】C

【考点】电磁感应

【解析】解：A、水果电池在电路中的作用相当于是电源，不能电磁感应现象解释，故 A错

误； B、导线框绕底部有磁铁的电池转动的原理是电动机，利用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

原理，故 B错误；

C、旋转电扇叶片，电风扇内部的线圈做切割磁感线运动，产生电流，使二极管发光，利用

电磁感应现象原理，故 C正确；

D、电磁铁是利用电流的磁效应的原理工作的，故 D错误．

故选 C．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电磁感应现象是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感线运动时，

导体中会有感应电流产生，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10、【答案】D

【考点】物理学方法



【解析】解：在“探究影响电流热效应的因素”实验中采用了转换法； A、用水流类比电流

来建立电流的概念采用的是类比法；

B、探究导体电阻大小与横截面积的关系时需保持材料和长度不变，采用的控制变量法；

C、用图象描述电流与电压的关系采用的图象法；

D、根据小磁针的偏转情况来判定磁场是否存在，采用的是转换法．

故选 D．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的多少不能直接观察，但液体温度的变化可以

通过液面高度差的变化来反映，这种研究方法叫转换法；

11、【答案】B

【考点】物体的浮沉条件及其应用

【解析】解：挤压大塑料瓶，瓶内空气被压缩，将压强传递给水，水被压入小瓶中，将瓶体

中的空气压缩，这时浮沉子里进入一些水，它的重力增加，大于它受到的浮力，就向下沉．松

开手，小瓶内水面上的空气体积增大，压强减小，浮沉子里面被压缩的空气把水压出来，此

时浮沉子的重力小于它所受的浮力，因此它就向上浮；当浮力等于重力，就会悬浮在水中；

潜水艇与“浮沉子”浮沉的原理相同，都是靠改变自身重力来实现沉浮的． 故选 B．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浮力大于重力，物体上浮；浮力小于重力，物体下沉．在气体质量一

定时，气体体积越小压强越大．

12、【答案】C

【考点】欧姆定律的应用，电功率的计算

【解析】解：由电路图可知，R0与 R串联，电压表测 R0两端的电压，电流表测电路中的电

流．（1）当电压表的示数 U0=3V时，电路中的电流： I= = =0.3A，

因串联电路中各处的电流相等，且电流表的量程为 0～0.6A，变阻器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

2A，

所以，电路中的最大电流为 0.3A，故 A错误；

此时电路中的总电阻：

R 总= = =15Ω，

因串联电路中总电阻等于各分电阻之和，

所以，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最小阻值：

R 小=R 总﹣R0=15Ω﹣10Ω=5Ω，

则滑动变阻器阻值变化范围为 5Ω～20Ω，故 D错误；（2）当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

最大时，电压表的示数最小，

因串联电路中总电阻等于各分电阻之和，

所以，电路中的最小电流：

I 小= = =0.15A，

电压表的最小示数：



U0′=I 小R0=0.15A×10Ω=1.5V，

所以，电压表示数范围为 1.5V～3V，故 B错误；（3）电路中电流的电流：

I= ，

滑动变阻器消耗的电功率：

P2=I2R=（ ）2R= = = = ，

当 R=R0=10Ω时，滑动变阻器消耗的电功率最大，

P2 大= = =0.50625W，

所以，滑动变阻器的功率达 0.5W，故 C正确．

故选 C．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由电路图可知，R0与 R串联，电压表测 R0两端的电压，电流表测电

路中的电流．（1）根据欧姆定律求出电压表的示数最大时电路中的电流，然后与电流表的

量程和滑动变阻器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相比较确定电路中的最大电流，根据欧姆定律求出电

路中的总电阻，利用电阻得出串联求出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最小阻值；（2）当滑动变

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最大时，电压表的示数最小，根据电阻的串联和欧姆定律求出电路中

的电流，再根据欧姆定律求出电压表的最小示数；（3）根据电阻的串联和欧姆定律表示出

电路中的电流，根据 P=I2R表示出滑动变阻器的功率，然后根据变形得出滑动变阻器消耗的

最大功率．

二、填空题

13、【答案】2.35；36

【考点】温度计的使用及其读数，长度的测量

【解析】解：（1）刻度尺上 1cm之间有 10个小格，所以一个小格代表的长度是 0.1cm=1mm，

即此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1mm；物体左侧与 0.00cm对齐，右侧与 2.35cm对齐，所以物体的

长度为 L=2.35cm；（2）在温度计上，10℃之间有 10个小格，一个小格代表 1℃，所以此

温度计的分度值为 1℃；“40”在“30”以上，说明温度高于 0℃，为 36℃． 故答案为：2.35；

36．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刻度尺的分度值是刻度尺相邻两刻度线表示的长度．使用刻度

尺时要明确其分度值，起始端从 0开始，读出末端刻度值，就是物体的长度；起始端没有从

0刻度线开始的，要以某一刻度线为起点，读出末端刻度值，减去起始端所对刻度即为物体

长度，注意刻度尺要估读到分度值的下一位．（2）常用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原理

制成的．使用温度计测量液体温度时，先要弄清楚温度计的分度值，读数时视线与液柱最高

处所对刻度相垂直，并注意区分温度是零上还是零下．

14、【答案】火；a

【考点】插座的构造与工作方式

【解析】解：从安全的角度解题关键及知识点，火线首先进入开关，再进入灯泡顶端的金属



点，零线直接进入灯泡的螺旋套．这样开关既能控制灯泡，又能在灯泡损坏时，断开开关，

切断火线，更换灯泡时更安全，故 B接火线，A接零线． 三孔插座的上孔接地线，左孔

接零线，右孔接火线，所以此图中 a接地线；

故答案为：火；a．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家庭电路中，开关控制灯泡时，火线首先进入开关，再进入灯泡顶端

的金属点，零线直接进入灯泡的螺旋套．

家庭电路中，三孔插座的上孔接地线，左孔接零线，右孔接火线．

15、【答案】光；电能

【考点】超导体的特点，能量的相互转化

【解析】解：自然界的一些生物自身能发光，如萤火虫、水母等，这是生物通过消耗自身化

学能，转化为光能，故是将化学能转化为光能的过程；超导材料在超低温的情况下电阻会突

然减小为零，用超导体做输电导线，可以减小由电能到内能的损耗，提高传输效率； 故答

案为：光；电能．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解题关键及知识点该过程中消耗了哪种形式的能，进而产生了

哪种形式的能即可判断；（2）超导材料是一种电阻为零的材料．超导体的电阻为 0，不会

放热，所以电能无法转化为内能．

16、【答案】静止；增大

【考点】参照物及其选择，机械能

【解析】解：在火箭携带卫星加速升空的过程中，以火箭为参照物，卫星与火箭的位置没有

发生变化，卫星是静止的； 卫星在发射升空过程中，加速上升，速度增大，动能增大，高

度升高，重力势能增大，机械能增大．

故答案为：静止；增大．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判断物体的运动和静止，首先确定一个参照物，被研究的物体

和参照物之间如果发生位置的变化，被研究的物体是运动的，否则是静止的；（2）物体加

速上升，速度增大，动能增大，高度升高，重力势能增大，总机械能增大；

17、【答案】空隙；比热容

【考点】分子动理论的基本观点，水的比热容的特点及应用

【解析】解：（1）酒精和水都是由分子构成的物质，它们的分子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空隙．，

把酒精和水混合以后，两种物质的分子相互穿插渗透，进入彼此的分子空隙，所以总体积会

小于二者的体积之和；（2）汽车发动机工作时产生大量热量，这些热量如果不迅速转移，

就可能损害发动机，因此利用水的比热容大的特点把这些热迅速吸收，使发动机的温度不致

升得太高． 故答案为：空隙；比热容．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物质都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隙，并且分子

在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分子之间总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和斥力；（2）水的比热容较

大，质量相同的水和其它液体相比较，升高相同的温度时，吸收的热量多；吸收或放出相同

的热量时，温度变化较小，因此常用来做冷却剂、取暖剂、防冻剂等．



18、【答案】做功；6000

【考点】燃料的热值，内燃机的四个冲程

【解析】解：（1）如图所示是演示点火爆炸的实验装置，按动电火花发生器的按钮，点燃

盒内酒精，盒盖被打出去，这是因为酒精燃烧产生的燃气对外做功，消耗燃气的内能，变成

盒盖的机械能，故是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过程；四冲程热机中的做功冲程就是利用内能来

做功的冲程，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2）酒精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 Q 放=mq=2×10﹣4

kg×3.0×107J/kg=6000J．

故答案为：做功；6000．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改变物体内能的方式有两种：做功和热传递；做功改变物体内

能的实质是能量的转化，热传递改变物体内能的实质是能量的转移；汽油机有吸气、压缩、

做功、排气四个冲程，压缩冲程是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做功冲程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2）

已知酒精的热值和质量，利用公式 Q 放=mq计算完全燃烧 2kg酒精放出的热量．

19、【答案】（1）物距大于二倍焦距

（2）靠近；缩小

【考点】凸透镜成像规律及其探究实验

【解析】解：（1）摄像头扫描二维码时相当于凸透镜，成倒立缩小实像，此时物距大于二

倍焦距；（2）将光屏移至刻度线 10cm处，像距变大，则物距应减小，蜡烛向靠近透镜方

向移动，光屏上能再次成清晰的像，此时像距大于物距，成的是倒立、放大的实像；保持透

镜位置不变，仅将蜡烛和光屏位置交换，此时像距小于物距，成的是倒立缩小的实像． 故

答案为：（1）物距大于二倍焦距；（2）靠近；缩小．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凸透镜成像时，物距 u＞2f，成倒立缩小的实像，应用是照相

机．（2）物距变大，则像距变小，像变小；在光的折射中，光路是可逆的．

20、【答案】绝缘；粗糙程度

【考点】物质的基本属性，增大或减小摩擦的方法

【解析】解：钳柄上套有橡胶套，因为这种橡胶是绝缘体，这样可防止触电； 橡胶套外表

面刻有凹凸不平的花纹，目的是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来增大手与钳柄之间的摩擦的．

故答案为：绝缘；粗糙程度．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橡胶本身就是绝缘体，用它修理电路时可防止触电，就可说明

钳柄上套有橡胶套，是因为橡胶是绝缘体；（2）橡胶套外表面刻有凹凸不平的花纹，说明

表面粗糙，根据压力一定，接触面越粗糙摩擦力越大，可知目的是增大手与钳柄之间的摩擦．

21、【答案】7.5；75%；变大

【考点】有用功和额外功，机械效率的计算，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解析】解：（1）由图可知，n=2，则拉力端移动距离：s=2h=2×0.5m=1m． 有用功为：

W 有用=Gh=mgh=1.5kg×10N/kg×0.5m=7.5J；（2）拉力做的总功为：W 总=Fs=10N×1m=10J，

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η= = ×100%=75%；（3）增加所提物体的重力时，有用功增大，而摩擦不计、



动滑轮重不变，额外功不变，这样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比例增大，滑轮组的机械效率将变

大．

故答案为：7.5； 75%； 变大．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利用W=Gh=mgh 求有用功；（2）由图可知，有两股绳子在拉

重物，即 n=2，拉力端移动距离 s=2h，利用W=Fs 求总功，再利用效率公式求滑轮组的机械

效率；（3）增大机械效率的方法有二：一是增大有用功，即拉更重的重物；二是减小额外

功，如减小摩擦、减轻动滑轮重．

22、【答案】（1）电磁波；3×108

（2）方向性好、穿透力强

（3）高度

（4）0.148；0.592

【考点】电磁波的传播，功的计算公式的应用，电功的计算

【解析】解；（1）GPS定位模块利用电磁波来传递信息，其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 3×108m/s．（2）

超声波具有方向性好、穿透力强，故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可探测无人机在飞行时遇到的障碍物；

（3）大气压的大小与高度有关，高度越高，气压越小，根据大气压的数值可以测定无人机

的高度；（4）无人机提供的电能为：

W=UIt=14.8V×l0000mAh=14.8V×l0A×3600s=532800J=0.148kW•h； 最长飞行时间为：P=

= =0.592h；

故答案为：（1）电磁波；3×108；（2）方向性好、穿透力强；（3）高度；（4）0.148；0.592．

【解题关键及知识点】（1）电磁波可以传递信息；电磁波速度等于 3×108m/s，（2）超声

波是频率高于 20000Hz的声波，其穿透力强，方向性好等特点．（3）大气压的大小与高度

有关；（4）根据 UIt求出电能；根据公式 P= 求出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