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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昌平区高二（下）期末

物 理 2019．7

本试卷共 8 页，100 分。考试时长 90 分钟。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考试结束后，

将答题卡收回。

第一部分（选择题 共 42 分）

本部分共 1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2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以下宏观概念中，属于“量子化”的是

A．物体的长度 B．物体所受的重力

C．物体的动能 D．人的个数

2．弹簧振子在振动中通过平衡位置时

A．速度最大 B．回复力最大

C．位移最大 D．加速度最大

3．真空中，下列可见光中光子能量最小的是

A．红光 B．黄光

C．绿光 D．蓝光

4．关于分子动理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液体分子的无规则运动称为布朗运动

B．扩散现象说明物质分子在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

C．压缩气体时气体会表现出抗拒压缩的力是由于气体分子间存在斥力

D．两个分子距离减小时，分子间的引力减小，斥力增大

5．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物体温度升高，分子的平均动能增加

B．物体温度升高，每个分子的动能都增加

C．物体从外界吸收热量，物体的内能一定增加

D．外界对物体做功，物体的内能一定增加

6．图 1 为某质点做简谐运动的位移－时间图像。由此可知

A．该质点振动的振幅为 20cm

B．该质点振动的周期为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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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s 和 1.5s 两个时刻，质点具有相同的位移

D．0.5s 和 1.5s 两个时刻，质点具有相同的速度

7．图 2 为某绳波形成过程的示意图。质点 1 在外力作用下沿竖直方向做简谐运动，带动 2，3，4，… 各个质点依

次上下振动，把振动从绳的左端传到右端。已知 t＝0 时，质点 1 开始向上运动；t＝T/4 时，质点 1 到达最上

方，质点 5开始运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t＝T/4 时，质点 5 开始向下运动

B．t＝T/2 时，质点 5 的加速度方向向上

C．t＝T/2 时，质点 5 的位移方向向上

D．t＝3T/4 时，质点 9的速度最大

8．下列有关光学现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沙漠中会出现“蜃景”现象，这是光的衍射现象

B．太阳光通过三棱镜形成彩色光谱，这是光的干涉现象

C．肥皂泡在阳光照耀下会呈现彩色，这是光的衍射现象

D．光经过大头针尖儿时，大头针尖儿边缘轮廓会模糊不清，这是光的衍射现象

9．关于电磁波和机械波，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电磁波是纵波，而机械波既有横波又有纵波

B．机械波和电磁波在传播时都需要介质

C．机械波的能量由振幅决定，而电磁波的能量由频率决定

D．当机械波或电磁波从空气中进入水中时，频率不变，波长和波速都变小

10．如图 3所示，a是由两种单色光组成的一束复色光，射向半圆玻璃砖的圆心 O，折射后分成 b、c 两种单色光。

由此可知

A．玻璃对 c 光的折射率较大

B．c 光在玻璃中的传播速度较大

C．b 光的频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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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光的光子能量较小

11．一束红色激光射向一块有双缝的不透光的薄板。在薄板后的光屏上呈现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现在将其中一

条窄缝挡住，让这束红色激光只通过一条窄缝，则在光屏上可以看到

A．与原来相同的明暗相间的条纹，只是亮条纹比原来暗一些

B．与原来不相同的明暗相间的条纹，且中央亮条纹变宽些

C．只有一条与缝宽对应的亮条纹

D．无条纹，只存在一片红光

12．如图 4所示，在光滑的水平面上有一辆平板车，一个人站在车上用锤子连续敲打小车。初始时，人、车、锤

都静止。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连续敲打可使小车持续向右运动

B．人、车和锤组成的系统机械能守恒

C．人、车和锤组成的系统动量守恒

D．人、车和锤组成的系统水平方向动量时刻为零

13．图 5（甲）是光电效应的实验装置图，图 5（乙）是光电流与加在阳极 A和阴极 K上的电压的关系图像。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A．饱和电流的大小，由入射光的颜色决定

B．只要增大电压，光电流就会一直增大

C．对某种确定的金属，其遏止电压只由入射光的频率决定

D．不论哪种颜色的入射光，只要光足够强，就能发生光电效应

14．北京时间 2019 年 4 月 10 日 21 时，在全球七大城市同时发布由“事件视界望远镜” 观测到位于室女 A 星系

（M87）中央的超大质量黑洞照片，如图 6（甲）所示。宇宙中的天体在不断向外辐射电磁波，人们利用射电

望远镜收集来自天体的电磁波进行观测，如图 6（乙）所示。天体甲距地球 1万光年，M87 的黑洞距离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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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 万光年，假设天体甲和 M87 的黑洞辐射功率相同，忽略电磁波在传播过程中的损耗，用一架射电望远镜

接收到甲发出的电磁波功率为 P1，则该望远镜接收到的来自 M87 的黑洞发出的电磁波功率为

A． B． C． 5500 P1 D． 5500
2 P1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 共 58 分）

本部分共 5小题，共 58 分，解答时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公式或表达式。有数值计算的题，答案必须明确写

出数值和单位。

15．（16 分）

用单摆测定重力加速度的实验装置如图 7 所示。

（1）组装单摆时，应在下列器材中选用＿＿＿＿＿（选填选项前的字母）。

A．长度为 1m 左右的细线

B．长度为 30cm 左右的细线

C．直径为 1.5cm 左右的塑料球

D．直径为 1.5cm 左右的小钢球

（2）在实验中，有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其中合理的是________（选填选项前的字母）。

A．测摆线长时，应让小球静止在平衡位置，测量悬点到小球顶点的距离

B．单摆偏离平衡位置的角度不能太大，摆角θ＜5°

C．在摆球经过最低点时启动秒表计时

D．用秒表记录摆球一次全振动的时间作为周期

（3）某次实验时，测得摆线长为 l，小球的直径为 d，单摆完成 n 次全振动所用的时间为 t，则重力加速度 g

=________（用已知物理量表示表示）。

（4）下表是甲同学记录的 3 组实验数据，并做了部分计算处理。

组次 1 2 3

摆线长 l/mm 793.0 893.0 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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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直径 d/mm 14.0 14.0 14.0

50 次全振动时间 t/s 90.0 95.5 100.5

振动周期 T/s 1.80 1.91

重力加速度 g/( ) 9.74 9.73

请计算出第 3 组实验中的 T =________s，g =________m/s
2
。

（5）乙同学用多组实验数据做出周期的平方（T 2
）与摆长（L）关系的图像，如图 8所

示，图像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斜率为 k。由此可知重力加速度 g =________。

（6）丙同学在家里测重力加速度。他用细线和小铁锁制成一个单摆，如图 9（甲）所示。由于他无法确定铁锁

的重心位置，所以他只测得摆线的长度 l。然后将铁锁拉离平衡位置一个小角度由静止释放，测出振动周

期 T。多次改变摆线的长度，重复上面操作，得到多组 l、T的数据，作出 T2
－l 图像如图 9（乙）所示，

图像是一条不过原点的直线。他借鉴乙同学的思路，结合直线的斜率求得重力加速度。丙同学得到的重力

加速度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可忽略空气阻力对该实验的影响）

16．（10 分）

如图 10 所示，一束单色光以入射角 i=60°从平行玻璃砖上表面 O点入射，光束从上表面进入玻璃砖的折

射角γ=30°。已知真空中的光速 c=3.0×10
8
m/s。求：

（1）玻璃砖的折射率 n；

（2）光在玻璃砖中的传播速度 v；

（3）若增大入射角 i，光在玻璃砖下表面是否会发生全反射？并说明理由。

17．（10 分）

如图 11（甲）所示，将一轻质弹簧一端固定，另一端悬挂一质量 m=0.3kg 的小球并使之静止。现把小球向

下拉 3cm，然后由静止释放并开始计时，小球在竖直方向上做简谐振动。已知弹簧的劲度系数 k＝300N/m，小

球运动过程中弹簧始终在弹性限度内；重力加速度 g 取 10m/s
2
；不计空气阻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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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谐振动的振幅 A；

（2）小球在平衡位置下方 2cm 处时的回复力大小 F 回；

（3）取平衡位置为坐标原点，向下为 x 轴正方向，在图 11（乙）中的坐标系中定性画出小球的位移－时间

图像。

18．（10 分）

一定长度的细线下吊着一个质量为 M 的沙袋，一颗质量为 m 的子弹以水平速度 v0射入沙袋并留在沙袋中

（子弹与沙袋作用时间极短），随沙袋一起摆动。重力加速度为 g，整个过程不计空气阻力。求：

（1）子弹射入沙袋后瞬间子弹与沙袋共同的速度 v；

（2）子弹与沙袋作用过程中，系统产生的内能ΔE；

（3）沙袋摆动过程中距最低点的最大高度 h。

19．（12 分）

对于同一物理问题，常常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找出其内在联系，从而更加深刻地理

解其物理本质。

（1）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效应深入地揭示了光的粒子性的一面。前者表明光子具有能量，后者表明光子除了具

有能量之外还具有动量。我们知道光子的能量 E=h ，动量 ，其中 为光的频率，h 为普朗克常量，

λ为光的波长。由于光子具有动量，当光照射到物体表面时，会对物体表面产生持续均匀的压力，这种

压力会对物体表面产生压强，这就是“光压”，用 I表示。一台发光功率为 P0的激光器发出一束频率为

的激光，光束的横截面积为 S。当该激光束垂直照射到某物体表面时，假设光全部被吸收（即光子的

末动量变为 0）。求：

a．该激光器在单位时间内发出的光子数 N；

b．该激光作用在物体表面时产生的光压 I。

（2）从微观角度看，气体对容器的压强是大量气体分子对容器壁的频繁撞击引起的。正方体密闭容器中有大

量运动的粒子，每个粒子质量为 m，单位体积内粒子数量为 n。为简化问题，我们假定：粒子大小可以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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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速率均为 v，且与容器壁各面碰撞的机会均等；与容器壁碰撞前后瞬间，粒子速度方向都与容器壁

垂直，且速率不变。

a．利用所学力学知识，推导容器壁受到的压强 P 与 m、n 和 v 的关系；

b．我们知道，理想气体的热力学温度 T 与分子的平均动能 成正比，即 ，式中α为比例常数。

请从微观角度解释说明：一定质量的理想气体，体积一定时，其压强与温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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