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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物理期末复习

一．选择题（共 15小题）

1．如图是探究“让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动起来”的装置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该装置探究的是电动机的原理

B．该装置探究的是发电机的原理

C．只改变电流方向时，通电导体的受力方向不变

D．只改变磁场方向时，通电导体的受力方向不变

2．对甲、乙两种物质同时持续加热，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物质的沸点一定是 80℃

B．乙物质的熔点一定是 60℃

C．甲物质在 4﹣6min内一定持续吸收热量

D．乙物质在 6﹣10min 内一定是固液共存态

3．某实验小组用两个相同的小灯泡连接了如图所示的串联电路，当开关闭合后发现，甲乙两灯都不亮，

为了找到故障原因．小张用一根导线线来检查．当导线与 AB两点连接时，甲灯不亮乙灯亮；当导线与 BC

两点连接时，两灯都不亮．由此推测故障是（ ）

A．AB两点间存在短路 B．AB两点间存在断路

C．BC两点间存在短路 D．BC两点间存在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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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相同的电加热器分别对质量相等的 A和 B两种液体（不计热量损失）如图是 A和 B的温度随加热时

间变化的图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的比热容与 B的比热容之比为 2：1

B．A的比热容与 B的比热容之比为 2：3

C．都加热 t时间，B吸收热量比 A吸收热量多

D．A和 B升高相同的温度，B吸收热量较多

5．如图所示，为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图，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发电机的基本原理是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作用

B．发电机的基本原理是电磁感应

C．线圈在转动过程中，感应电流的大小不变

D．线圈在转动过程中，感应电流的方向不变

6．如图所示为家用电饭锅，与它有关的下列数据最符合实际的是（ ）

A．正常工作时的电流是 0.01A

B．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为 12V

C．正常工作时的功率为 700W

D．正常工作 1小时消耗的电能约为 36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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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做法中，符合安全用电要求的是（ ）

A．将开关安装在灯具和中性线（零线）之间

B．发生触电事故时，首先切断电源

C．家中空气开关跳闸（断开）后马上将其闭合

D．在高压线附近的空地放风筝

8．关于原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的

B．原子是由分子和电子组成

C．原子核和电子都带负电

D．原子核外的电子都是静止的

9．《舌尖上的中国Ⅱ》的热播，引起了人们对饮食文化的关注．四川的腊肉、香肠受到人们的青睐，火锅

更是以麻、辣、鲜、香吸引着众多食客，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在较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火锅味，说明分子只在高温下运动

B．在腌制腊肉时，要把盐涂抹均匀，是因为盐不会扩散

C．灌制好香肠后，要晾在通风的地方，是为了防止水分蒸发

D．往火锅里加入食材，食材温度升高，它的内能增加

10．如图所示的装置，当 ab水平向外运动时，观察到电流表的指针向左偏转．关于接下来的实验，描述

正确的是（ ）

A．保持 ab不动，电流表的指针向左偏转

B．使 ab竖直向上运动，电流表的指针向左偏转

C．使 ab竖直向下运动，电流表的指针向右偏转

D．使 ab水平向里运动，电流表的指针向右偏转

11．关于家庭电路及安全用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验电笔是用来测试物体是带正电还是带负电的

B．家庭电路中，控制各个灯具的开关都应安装在相线（火线）上

C．低于 220V的电压对人体都是安全的

D．只有当人体接触带电体时，才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第 4页（共 15页）

12．将标有“2.5V 0.3A”字样的灯泡甲和“3.8V 0.3A”字样的灯泡乙，分别串联和并联后，接在电压为 2.5V

的电源两端，不考虑温度对电阻的影响，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串联时，两灯都能正常发光

B．串联时，甲灯比乙灯更亮

C．并联时，通过两灯的电流相等

D．并联时，甲灯的实际功率比乙灯的实际功率大

13．如图所示，电源电压 U不变．只闭合开关 S1，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RA时，电压表的示数

为 U1，电流表的示数为 I1，电阻 RA的电功率为 PA，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RB时，电压表的示

数为 U2=2V，同时闭合 S1、S2，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RB时，电压表的示数为 U3，电流表的示

数为 I3，电阻 RB的电功率 PB=0.675W，电路的总功率为 P3．已知：RA=15Ω，RB=30Ω，PA：PB=8：9，U1：

U3=2：1．则下列计算结果正确的是（ ）

A．I1：I3=4：3 B．R1：R2=2：1 C．U=12V D．P3=0.8W

14．如图 1所示电路中，电源电压不变，R1是定值电阻，R2由三段材料不同、横截面积相同的均匀直导体

EF、FG、GH连接而成，其中一段是铜导体，其电阻可忽略不计，另两段导体的阻值与自身长成正比，P

是与 R2良好接触并能移动的滑动触头．闭合开关 S将 P从 H端移到 E端时，电流表示数 I与 P 向左移动

距离 x之间的关系如图 2所示．已知 R1=10Ω，则（ ）

A．EF导体每 1cm的电阻为 2Ω

B．GH导体的电阻为 5Ω

C．当电流表示数为 0.5A时，x的值为 30cm

D．P位于 x=0cm及 x=23cm两处时，R2消耗的功率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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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图甲所示的电路中，R1是定值电阻，R2是规格为“20Ω 3A”的滑动变阻器，在电路中正确连接有一

个电压表（图中未画出）．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 S，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从 b端滑向 a端．当滑片

P在最右端 b处时，电压表示数如图乙所示；P在中点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0.8A，电压表示数如图丙所示

（电压表选用的量程与乙图不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压表并联在 R2两端 B．电源电压是 9V

C．R1的阻值是 10Ω D．R1消耗的最大功率是 28.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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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物理期末复习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共 15小题）

1．如图是探究“让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动起来”的装置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该装置探究的是电动机的原理

B．该装置探究的是发电机的原理

C．只改变电流方向时，通电导体的受力方向不变

D．只改变磁场方向时，通电导体的受力方向不变

【解答】解：AB、该装置中有电源提供电能，这是研究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装置，是电动机的工作原

理，故 A正确，B错误．

CD、磁场对通电导体的作用力的方向与电流方向、磁场方向的有关，只改变电流方向或只改变磁场都可以

改变通电导体的受力方向，故 CD错误．

故选 A．

2．对甲、乙两种物质同时持续加热，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物质的沸点一定是 80℃

B．乙物质的熔点一定是 60℃

C．甲物质在 4﹣6min内一定持续吸收热量

D．乙物质在 6﹣10min 内一定是固液共存态

【解答】解：AB、甲乙两种物质不能确定其本身的状态，不知道是晶体的熔化还是液体的沸腾，故不能确

定是熔点还是沸点，故 AB错误；

C、甲物质在 4﹣6min内，温度升高，一定持续吸收热量，故 C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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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由于不能确定图象是晶体的熔化还是液体的沸腾，故不能确定乙物质在 6﹣10min 内的状态，故 D错

误．

故选 C．

3．某实验小组用两个相同的小灯泡连接了如图所示的串联电路，当开关闭合后发现，甲乙两灯都不亮，

为了找到故障原因．小张用一根导线线来检查．当导线与 AB两点连接时，甲灯不亮乙灯亮；当导线与 BC

两点连接时，两灯都不亮．由此推测故障是（ ）

A．AB两点间存在短路 B．AB两点间存在断路

C．BC两点间存在短路 D．BC两点间存在断路

【解答】解：闭合开关时两灯均不亮，说明电路中某处断路，或是两灯均短路；

用导线先并联在 AB两端时，发现甲不亮，乙亮，说明电路通路，两灯泡不可能短路，乙不可能断路；

同时因导线与并联在 BC两端时，灯均不亮，说明灯甲不可能短路，只能为灯甲发生了断路（开路）．

故选 B．

4．用相同的电加热器分别对质量相等的 A和 B两种液体（不计热量损失）如图是 A和 B的温度随加热时

间变化的图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的比热容与 B的比热容之比为 2：1

B．A的比热容与 B的比热容之比为 2：3

C．都加热 t时间，B吸收热量比 A吸收热量多

D．A和 B升高相同的温度，B吸收热量较多

【解答】解：

（1）由图可知，在时间 t内，吸收的热量相同，故 C错；

在时间 t，吸收的热量相同，A的温度变化△tA=20℃，B的温度变化△tB=40℃，A、B的质量相同，由 Q 吸

=cm△t得 c= ，则 cA：cB=△tB：△tA=2：1，故 A正确、B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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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图可知，A、B升高相同的温度，加热 A的时间长，A吸收的热量多，故 D错．

故选 A．

5．如图所示，为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图，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发电机的基本原理是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作用

B．发电机的基本原理是电磁感应

C．线圈在转动过程中，感应电流的大小不变

D．线圈在转动过程中，感应电流的方向不变

【解答】解：A、电动机的基本原理是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作用，故错误；

B、发电机的基本原理是电磁感应，故正确；

C、线圈在转动过程中，感应电流的大小是变化的，故错误；

D、线圈在转动过程中，感应电流的方向是变化的，故错误；

故选 B．

6．如图所示为家用电饭锅，与它有关的下列数据最符合实际的是（ ）

A．正常工作时的电流是 0.01A

B．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为 12V

C．正常工作时的功率为 700W

D．正常工作 1小时消耗的电能约为 360J

【解答】解：

B、在我国，家庭电路电压为 220V，常见家用电器的额定电压与家庭电路电压应该一致，也是 220V．选

项 B错误；

C、电饭锅属于功率较大的用电器，额定功率在 700W左右．选项 C正确；

A、电饭锅正常工作的电流在 I= = ≈3.2A左右．选项 A错误；

D、电饭锅正常工作 1h消耗的电能约W=Pt=700W×3600s=2520000J．选项 D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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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C．

7．下列做法中，符合安全用电要求的是（ ）

A．将开关安装在灯具和中性线（零线）之间

B．发生触电事故时，首先切断电源

C．家中空气开关跳闸（断开）后马上将其闭合

D．在高压线附近的空地放风筝

【解答】解：A、为了开关断开后，用电器与火线断开，则控制用电器的开关必须接在火线上，故 A不符

合题意；

B、当发现有人触电时，应该立即采取的措施是：迅速切断电源或用绝缘体挑开电线，不能用手拉开电线

和触电的人，否则自己也会触电，故 B符合题意；

C、因为电路有短路或漏电现象，空气开关才跳闸，所以应先检修，检查没有问题后再使空气开关复位，

故 C不符合题意；

D、不能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故 D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8．关于原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的

B．原子是由分子和电子组成

C．原子核和电子都带负电

D．原子核外的电子都是静止的

【解答】解：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的，选项 A正确，选项 B错误；

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带正电，中子不带电；电子带负电，选项 C错误；

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电子绕着原子核高速旋转，选项 D错误；

故选 A．

9．《舌尖上的中国Ⅱ》的热播，引起了人们对饮食文化的关注．四川的腊肉、香肠受到人们的青睐，火锅

更是以麻、辣、鲜、香吸引着众多食客，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在较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火锅味，说明分子只在高温下运动

B．在腌制腊肉时，要把盐涂抹均匀，是因为盐不会扩散

C．灌制好香肠后，要晾在通风的地方，是为了防止水分蒸发

D．往火锅里加入食材，食材温度升高，它的内能增加

【解答】解：在较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火锅味，说明分子在不断的运动，故 A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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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腌制腊肉时，要把盐涂抹均匀，是因为盐扩散慢，故 B错误；

灌制好香肠后，要晾在通风的地方，是为了加快水分的蒸发，故 C错误；

往火锅里加入食材，食材温度升高，内能会增加，故 D正确．

故选：D．

10．如图所示的装置，当 ab水平向外运动时，观察到电流表的指针向左偏转．关于接下来的实验，描述

正确的是（ ）

A．保持 ab不动，电流表的指针向左偏转

B．使 ab竖直向上运动，电流表的指针向左偏转

C．使 ab竖直向下运动，电流表的指针向右偏转

D．使 ab水平向里运动，电流表的指针向右偏转

【解答】解：在原来的操作中，磁场方向是沿竖直方向，导体 ab向外运动，此时电流表的指针向左偏转．

A、在该操作中，磁场方向不变，ab不动，没有切割磁感线，故 A错误；

BC、使 ab竖直向上或向下运动，此时导体的运动方向与磁场的方向平行，没有切割磁感线，根据感应电

流产生的条件可知，此时电路中不产生感应电流不指针应该不偏转，故 BC错误．

D、使 ab水平向里运动，与原来的操作相比，有一个因素发生了改变，所以感应电流的方向应该改变，即

电流表的指针应向右偏转．故 D正确．

故选 D．

11．关于家庭电路及安全用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验电笔是用来测试物体是带正电还是带负电的

B．家庭电路中，控制各个灯具的开关都应安装在相线（火线）上

C．低于 220V的电压对人体都是安全的

D．只有当人体接触带电体时，才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解答】解：

A、验电笔的作用是检验家庭电路中的火线和零线，不是测试物体带正电或负电．此选项错误；

B、家庭电路中，控制各个灯具的开关都应安装火线上，断开开关，保证用电安全．此选项正确；

C、经验证明，只有不高于 36V的电压对人体才是安全的，220V电压比安全电压高得多．此选项错误；

D、高压带电体只要人靠近就有触电危险，故 D错误．

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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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将标有“2.5V 0.3A”字样的灯泡甲和“3.8V 0.3A”字样的灯泡乙，分别串联和并联后，接在电压为 2.5V

的电源两端，不考虑温度对电阻的影响，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串联时，两灯都能正常发光

B．串联时，甲灯比乙灯更亮

C．并联时，通过两灯的电流相等

D．并联时，甲灯的实际功率比乙灯的实际功率大

【解答】解：由 I= 得，R= ，两灯泡额定电流相等，额定电压高的电阻大，即灯 R 甲＜R 乙；

（1）两灯串联时，如两灯串联接入电路，电流相等，电阻大的分得的电压高，两灯的电压和为电源电压

2.5V，故都不能正常发光；故 A错误；

由 P=UI，I= 可得 P=I2R，R1＜R2，所以 P 甲＜P 乙，L 甲的实际功率小于 L 乙的实际功率，故 B错误；

（2）两灯并联时，电压相等，R1＜R2，由 I= 可知，通过甲的电流大于乙的电流，故 C错误；

D、两灯并联时，电压相等，由 P=UI，I= 可得 P= ，R 甲＜R 乙；所以甲的实际功率大于乙的实际功率；

故 D正确．

故选 D．

13．如图所示，电源电压 U不变．只闭合开关 S1，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RA时，电压表的示数

为 U1，电流表的示数为 I1，电阻 RA的电功率为 PA，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RB时，电压表的示

数为 U2=2V，同时闭合 S1、S2，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RB时，电压表的示数为 U3，电流表的示

数为 I3，电阻 RB的电功率 PB=0.675W，电路的总功率为 P3．已知：RA=15Ω，RB=30Ω，PA：PB=8：9，U1：

U3=2：1．则下列计算结果正确的是（ ）

A．I1：I3=4：3 B．R1：R2=2：1 C．U=12V D．P3=0.8W

【解答】解：只闭合开关 S1，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RA时，等效电路图如图 1所示；

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RB时，等效电路图如图 2所示；

同时闭合 S1、S2，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RB时，等效电路图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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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图 1和图 2中，由 P=I2R可得： = ，

所以， = = = ，故 A正确；

B、图 1和图 3中，由串联电路的电阻特点和 I= 可得：

= ，

即： = ；

所以， = ，故 B错误；

C、图 1和图 3中，由串联电路的电阻特点和 I= 可得电源电压为：

U=I1（RA+R1+R2）=I3（RB+R2），

又，RA=15Ω，RB=30Ω， = ， = ，

所以，4（15Ω+ R2+R2）=3（30Ω+R2），

解得：R1=5Ω，R2=10Ω，

图 2中：由串联电路的电流特点和 I= 可得：

= = = ，

所以，UB=2U2=2×2V=4V，

则电源电压 U=UB+U2=4V+2V=6V，故 C错误；

D、图 3中：由串联电路的电流特点和 P=I2R可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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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P2= PB= ×0.675W=0.225W，

所以，总功率 P3=PB+P2=0.675W+0.225W=0.9W，故 D错误；

故选 A．

14．如图 1所示电路中，电源电压不变，R1是定值电阻，R2由三段材料不同、横截面积相同的均匀直导体

EF、FG、GH连接而成，其中一段是铜导体，其电阻可忽略不计，另两段导体的阻值与自身长成正比，P

是与 R2良好接触并能移动的滑动触头．闭合开关 S将 P从 H端移到 E端时，电流表示数 I与 P 向左移动

距离 x之间的关系如图 2所示．已知 R1=10Ω，则（ ）

A．EF导体每 1cm的电阻为 2Ω

B．GH导体的电阻为 5Ω

C．当电流表示数为 0.5A时，x的值为 30cm

D．P位于 x=0cm及 x=23cm两处时，R2消耗的功率相等

【解答】解：当滑片位于 E端时，电路为 R1的简单电路，电路中的电流最大，

由图象可知，I 大=0.6A，

由 I= 可得，电源的电压：

U=I 大R1=0.6A×10Ω=6V，

当滑片位于 H端时，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最大，电路中的电流最小

由图象可知，I 小=0.2A，

则电路中的总电阻：

R 总= = =30Ω，

因串联电路中总电阻等于各分电阻之和，

所以，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

REH=R 总﹣R1=30Ω﹣10Ω=20Ω，

由于滑片 P从 H端向 E端移动，由图象的拐点可知：

GH=15cm，FG=25cm﹣15cm=10cm，EF=35cm﹣25cm=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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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一段电流无变化，故 FG是铜导线，

由图象可知，当滑片 P位于 F点时，电路中的电流 I=0.4A，则总电阻：

R 总′= = =15Ω，

则 EF段的总电阻：

REF=R 总′﹣R1=15Ω﹣10Ω=5Ω，

A．EF导体每 1cm的电阻 =0.5Ω/cm，故 A错误；

B．GH导体的电阻 RGH=REH﹣REF=20Ω﹣5Ω=15Ω，故 B错误；

C．当电流表示数为 0.5A时，电路中的总电阻 R 总″= = =12Ω，

此时 R2接入电路中电阻 R2=R 总″﹣R1=12Ω﹣10Ω=2Ω，长度为 =4cm，

则 x=35cm﹣4cm=31cm，故次 C错误；

D．当 x=0cm时，R2消耗的功率 P2=I 小
2R2=（0.2A）2×20Ω=0.8W，

当 x=23cm时，电路中的电流 I=0.4A，R2=5Ω，则 R2消耗的功率 P2′=I2R2=（0.4A）2×5Ω=0.8W，D正确．

故选 D．

15．在图甲所示的电路中，R1是定值电阻，R2是规格为“20Ω 3A”的滑动变阻器，在电路中正确连接有一

个电压表（图中未画出）．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 S，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从 b端滑向 a端．当滑片

P在最右端 b处时，电压表示数如图乙所示；P在中点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0.8A，电压表示数如图丙所示

（电压表选用的量程与乙图不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压表并联在 R2两端 B．电源电压是 9V

C．R1的阻值是 10Ω D．R1消耗的最大功率是 28.8W

【解答】解：丙图中，电压表的量程为 0～3V时，分度值为 0.1V，示数为 0.8V，

电压表的量程为 0～15V时，分度值为 0.5V，示数为 4V，

当滑片 P位于中点时，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 10Ω，此时电路中的电流为 0.8A，

由 I= 可得，R2两端的电压：

U2=IR2=0.8A×10Ω=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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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R2两端的电压与丙电压表的示数不相等，

所以，电压表应并联在 R1两端，故 A错误；

当滑片 P在最右端 b处时，电路中的电流最小，电压表的示数最小，

因乙、丙两电压表的量程不同，且乙电压表指针的偏角大于丙电压表指针的偏角，

所以，乙电压表的量程为 0～3V时，示数为 2.4V，丙电压表的示数即 R2两端的电压 U1=4V，

因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等于各分电压之和，

所以，电源的电压：

U=U1+U2=4V+8V=12V，故 B错误；

R1的阻值：

R1= = =5Ω，故 C错误；

当滑片位于 a端时，R1消耗的功率最大，则

P= = =28.8W，故 D正确．

故选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