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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 11.29统练

物理 
     

一、单选题：（下列各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共 30 分，每

小题 2 分） 

1．在国际单位制中，电能

（清华附中初 21级）

的单位是 

A．安培           B．伏特           C．焦耳           D．瓦特 

2． 如图 1 所示是我国早期的指南针司南，它是用天然磁铁矿石琢成一个杓形的东西，

放在一个光滑的盘上，盘上刻着方位，可以辨别方向。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记载，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句话中“柢”和“南”分别指的是（  ） 

A．指南针的南极，地理的南极  

B．指南针的北极，地磁的北极  

C．指南针的北极，地理的北极  

D．指南针的南极，地磁的南极 

3．小冬学习磁学知识后，想研究橄榄形磁体周围的磁场分布情况，做了如图 2 所示的实

验，其中图乙是小磁针（黑色为 N 极）静止时的指向，图丙是铁屑静止时的分布。图

中能正确用磁感线描述以上实验现象的是（  ） 

 

A．  B．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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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4．我国 11 世纪的《武经总要》一书中，关于指南鱼的人工磁化方法，是世界上人工磁化

方法的最早实践。这一方法的原理，是先把铁叶鱼烧红，让铁鱼内部的分子剧烈运动。然

后使烧红的铁叶鱼沿着地球磁场方向位置放置，这时铁鱼就被磁化了。最后，“蘸水盆中，

没尾数分则止”，使它迅速冷却，把分子的规则排列固定下来。下列关于这种磁鱼的说法

正确的是（  ） 

A．制作磁鱼的铁本身就有磁性         B．磁鱼烧制完成后不再具有磁性  

C．制作时利用地球的磁场进行磁化      D．制作时经历了液化和凝固过程 

5．小明在设计研究磁现象的实验设计中能够实现的是（   ） 

A．用显微镜能看到磁铁周围的磁感线 

B．小磁针旁有通电线圈，静止后小磁针的北极一定指向地理北极 

C．用磁铁吸起铜导线 

D．用铜导线制成的线圈通电后，吸引起磁铁 

6．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橡胶棒与皮毛摩擦后带负电，因为橡胶棒失去了正电荷 

B．验电器的金属箔片张开，是因为同种电荷相互排斥 

C．导体容易导电是因为导体内有大量的自由电子 

D．绝缘体中几乎没有电荷 

7．有外形相同的钢条 A、B、C，按图 3 中甲、乙、丙三种方式接触。甲、乙钢条间有

较大的吸引力，丙中钢条间有较大排斥力，则下列推断正确的是（  ） 

A．A 可能无磁性、C 可能无磁性 B．A 可能有磁性、C 一定有磁性  

A 
B A B B C 

甲 乙 丙 

图 3 



第3页，共 12 页 

 

C．A 可能有磁性、C 可能无磁性 D．A 一定有磁性、C 一定有磁性 

8．如图 4 所示，是探究“通电直导线周围是否存在磁场”实验装置的一部分，置于水平桌

面的小磁针上方有一根与之平行的直导线。关于这个实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若小磁针未发生偏转，则说明通电导线不产生磁场 

B．小磁针偏转后，就不再受到地磁场的作用 

C．通电前，导线与小磁针均南北方向放置，实验现象更明显 

D．小磁针偏转后，改变直导线中电流方向，小磁针 N 极的指

向不变 

9．小明同学在实验中按照图 5 连接电路。闭合开关后，小灯泡发光，电流表和电压表

示数正常，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向 A 端移动一段

距离，忽略小灯泡电阻随温度的变化，则下列说法

中正确的是 

A．连入电路的总电阻变大 

B．电流表示数变小 

C．电压表示数变小  

D．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变小 

10．向上的直线电流周围磁场的磁感线分布和磁场方向的判定方法如图 6 所示。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A. 磁感线中间圈更密集，说明越靠近导线，磁场越强 

B. 画磁感线的白纸上有磁场，白纸上下空间中没有磁场 

C. 若在白纸上撒上铁屑，能看出磁场的方向 

D. 若在白纸上放上小磁针，N 极方向与四指环绕的方向相反 

11．电热水壶通电后不久就能把水烧开，而与电热水壶相连的导线却不是很热，主要原因

是（   ） 

A．通过导线的电流较大 

B．通过电热水壶的电流较大 

C．导线的电阻比电热水壶的电阻小，相同时间内产生的热量较少 

D．电热水壶的电阻比导线的电阻小，相同时间内产生的热量较少 

图 4 

图 6 

L 

图 5 

+ - 

P 

  

A B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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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图 7 所示的四个电路图中，电源电压相同，各开关都闭合后，电路功率最小的是

（   ）   

 

 

     

 

 

13．如图8所示，为某磁敏电阻的控制电路示意图，电源两端电压保持不变，R0为定值电

阻，RG为磁敏电阻，其阻值随磁场的增大而减小。闭合开关S，当RG附近磁场增强时，下

列判断正确的是 

A. 电路中的电流减小      

B. 电压表示数增大 

C. 电路消耗的总电能增大  

D. 电阻 R0每秒钟消耗的电能增大 

14．下面的表格是两种家用电器的铭牌，根据铭牌上提供的信息可以判断： 

A．煮蛋器耗电比电冰箱多      B．电冰箱工作 1h 产生热量 0.05 kW·h 

C．正常工作时通过冰箱的电流大     D．1 度电可供电冰箱工作时间长 

 

 

 

 

 

15．小明同学在某次试验中取用了一只铭牌标为“6V，3W”的小灯泡，如图 9 甲所示连

接电路，电源电压恒为 8.5V，滑动变阻器阻值变化范围是 0~20Ω，选取电流表量程为

0~0.6A，电压表量程为 0~15V，小灯泡的伏安特性曲线如图 9 乙所示。在接下来的实验

中，各个电表不超过量程，小灯泡不超过额定电压工作。 

S1 

S2 

S 

L1 

L2 

A 

S1 

S 

S2 

L1 

L2 

B 

S1 

S 

L1 

L2 

C 

S 

L1 

L2 

D 

××牌煮蛋器 

规格：0.5L 

额定电压：220V 

额定频率：50Hz 

额定功率：60W 

××牌电冰箱 

额定电压：220V 

额定频率：50Hz 

冷冻能力：5kg/24h 

耗电量：0.6kW·h/12h 

图 8 

V 

RG R0 

S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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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滑动变阻器阻值变化范围是 2~20Ω 

B. 电流变化范围是 0.28A~0.6A 

C. 小灯泡的功率变化范围是 0.75W~3W 

D. 当滑动变阻器功率与小灯泡功率之比是 9:8 时，滑动变阻器接入阻值为 13.5Ω 

二、多选题：（下列各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符合题意的选项均多于一个。共 10 分，

每小题 2 分,全选对的得 2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 分,有错选的不得分）。 

16. 关于电与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磁铁和通电螺线管都可以将铁钉磁化 

B．通电螺线管旁的磁针转动，磁针不是通过磁场受到力的作用 

C．通电螺线管周围的磁场与条形磁铁周围磁场相似  

D．通电螺线管内部有磁场，条形磁铁内部也应该有磁场 

17．有一个能自由转动的小磁针，仅在地磁场的作用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小磁针静止时指向地球地理北极附近的是磁针的 N 极 

B．小磁针放在地球的北半球时 N 极的指向与放到南半球时相反 

C．地磁场的 N 极在地球的地理南极附近 

D．小磁针静止时 S 极所指的方向为该点磁场的方向 

18．下列关于磁场与磁感线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磁场是客观存在的 

B. 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磁场产生的 

C. 磁体周围的磁感线是真实存在的 

D. 磁感线的方向都是从磁体的 N 极出发回到 S 极的 

图 9 



第6页，共 12 页 

 

19．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电流是由正电荷的定向运动形成的  

B．金属导体中电荷定向移动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 

C．通过导体的电流越大，导体的电阻越小 

D．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两端电压成正比，与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20．进行核磁共振医疗检查时，被检查人躺进环形检查仪器内，处于环内部的强磁场环境

中，射频发生器发生的特定脉冲能被人体内氢原子核吸收并产生共

振，通过检查器与放大器得到共振信号，经过计算机处理数据，转

换成人体组织图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环形检查仪器中如果通有顺时针电流，那么被检查人所处

磁场方向向里 

B．环形检查仪器中想要获得更大的电流，可以使用超导线圈 

C．仪器产生的磁场可以将人体在一定程度上磁化 

D．患者可以坐铁制轮椅进入正在工作的核磁共振仪器房间 

三、实验解答题：（21 题 2 分，22-24 每题 3 分，25 题 4 分， 26 题 8 分，27 题 6 分，28

题 2 分，29 题 7 分，30 题 6 分，31 题 4 分，共 48 分） 

21. 条形磁铁的磁场分布如图 11 所示，请标注磁感线的上 A 点的方向。磁铁上方有一个

小磁针，请标注小磁针的 N 极。 

 

 

 

 

22. 如图 12 所示的电路闭合后，通电螺线管中小磁针的 N 极向右偏转，电源的正极在

_________边（选填“左”或“右”）。将一个小磁针 A 放在通电螺线管右方，它的 N 极将

会朝_________偏转（选填“左”或“右”）。将一个小磁针 B 放在通电螺线管上方，它的

N 极将会朝_________偏转（选填“左”或“右”）。 

B 

A 

图 10 

图 12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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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块没有标注 N 极与 S 极的条形磁铁 M 竖直放置在电子秤上，电子秤显示出它的

质量是 20g，当上方用另一个条形磁铁 N 极接近它，N 极与磁铁 M 上端距离为 5cm 时

电子秤显示 25g，N 极与磁铁 M 上端距离 3cm 时电子秤显示 36g。 

（1）磁铁 M 的 N 极在_____（选填“上”或“下”）。 

（2）该实验探究的科学问题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为了研究蹄形磁铁周围的磁场，小明同学将蹄形磁铁放在玻璃板上，并将铁屑撒在磁

铁周围，轻敲玻璃板，得到如图 14 所示的实验现象。 

（1）从铁屑排布，小明同学可以得知蹄形磁铁周围磁场的

__________（选填“方向特点”或“分布特点”）。 

（2）小明同学发现两个磁极之间的铁屑分布近似均匀直

线，于是他据此画出蹄形磁铁两磁极之间的磁感线是均匀直线，这说明蹄形磁铁磁极之

间的磁场是__________（选填“越来越强”、“越来越弱”、“强度均匀”）的。 

（3）小明同学画出蹄形磁铁两磁极之间的磁感线形状后，还想要标注出磁感线的方向，

他接下来实验需要的仪器是_______________。 

25. 在做“电流磁效应”的实验时，小明连接了如图15所示的实验电路。他把小磁针（图中

没有画出）放在直导线AB的正下方，闭合开关又马上断开，电路经历短暂的短路，在这

个过程中发现小磁针指向不发生变化。经检查，各元件

完好，电路连接无故障。你猜想小磁针指向不发生变化

的原因可能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检验

你的猜想是否正确的方法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明调整好实验仪器后再次实验，发现小磁针偏转，验证了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

他想进一步探究，于是改变了通电电流的方向，发现小磁针也发生偏转，且N极所指方向

与之前________（选填“相同”或“相反”），于是他还能得出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 

3 

图 13 

图 14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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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门磁报警装置内装有干簧管（如图 16 甲），干簧管有两个软铁片和玻璃管组成，软

铁片的触点在弹力的作用下处于断开状态。当磁体靠近干簧管时，软铁片触点状态会发

生变化。把条形磁体分别放置在乙图中的①、②、③、④4个位置时，触点的开合状态

和软铁片的极性情况如表。 

 

磁体位置 竖直放置并靠近 水平放置并靠近 

① ② ③ ④ 

触电状态 闭合 断开 ？ ？ 

软铁片的

极性情况   

  

（1）当条形磁体在图 16 乙①位置竖直靠近干簧管时，铁片被磁化，铁片与条形磁体相

邻端的磁极是        （选填“同名磁极”或“异名磁极”）。 

（2）当条形磁体在图 16 乙②位置竖直靠近干簧管时，干簧管触点断开，是因为干簧管

上下触电均为______极（选填“N”或“S”）。 

（3）当条形磁体在图 16 乙③位置竖直靠近干簧管时，干簧管触点状态为     （选

填“闭合”或“断开”），触点上方为_____极。 

（4）当条形磁体在图 16 乙④位置竖直靠近干簧管时，干簧管触点状态为     （选

填“闭合”或“断开”），触点上方为_____极。 

（5）如图 16 丙，门框上安装磁铁，而门上安装门磁报警装置，其内部简化电路如图 16

丁，闭合开关 S 启动报警器后，关门电铃不响；而开门时电铃响起。磁铁应该按照图乙

中________（选填①②③④）的方式安装，报警时干簧管触点_____（选填“闭合”或

“断开”）。 

27. 在测定“小灯泡电功率”的实验中，电源电压为 3V 不变，小灯泡额定电压为 2.5V。实

验电路图 17 甲所示连接。 

（1）该实验的原理是：           。 

图 16 



第9页，共 12 页 

 

（2）闭合开关前，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应位于      （选填“左”或“右”）端。 

（3）闭合开关后，发现小灯泡不亮，电流表无示数，电压表示数为 3V，小灯泡不亮的原

因是____________。 

（4）排除故障后闭合开关，小灯泡仍不亮，电流表与电压表均有示数，小灯泡不亮的原

因是_________，若他想测量小灯泡的额定功率，应_______________。 

（5）移动滑片 P，记下多组对应的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额定电压时读出电流表示数

如图 17 乙所示，可计算出小灯泡的额定功率是        W。 

 
 

28. 如图 18 所示是小红测量未知电阻 Rx的实际功率的实验电路，电源两端电压不变，其

中 R0为阻值已知的定值电阻。 

当开关 S、S1闭合，开关 S2断开时，电流表示数为 I1； 

当开关 S、S2闭合，开关 S1断开时，电流表示数为 I2。 

则 Rx的功率 Px表达式是__________。 

 

 

 

29. 在探究“通过导体的电流跟电压的关系”实验中，小明根据实验目的设计出实验电路图，

并连接实验器材如图 19 所示。他使用的电源电压恒为 9V，可选的定值电阻有多个。 

图 19  

S 

S1

S2

R0 

Rx 

  

图 17 

图 18  



第10页，共 12 页 

 

 （1）图 19 所示实物电路中，_________的连接有错误（选填“电流表”、“电压表”或

“滑动变阻器”）。  

（2）请在答题纸的虚线框中画出正确的实验电路图。  

（3）小明将电路连接的错误改正后开始实验，请写出他的实验步骤。 

（4）小明得到的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根据实验，他得到结论：___________。 

 

 

30. 小明猜想导体的电阻越大，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就越多。为了验证猜想，他准备

了三个完全相同的烧瓶，烧瓶内装有质量相等、初温相同的煤油，并将三段阻值不同的电

阻丝（RA＜RB＜RC），浸在煤油中，再用带有规格完全相同的温度计的橡胶塞封住瓶口，

如图 20 甲所示。然后他将电源、开关、电流表、滑动变阻器、图 20 甲中的烧瓶①、导线

连成如图 20 乙所示的电路。接下来小明进行了如下操作： 

a. 闭合开关，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到适当位置，电流表的示数为 I，经过 1min 后，记录

相关数据。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记录相关数据。 

c. 仿照上一步再做一遍实验，记录相关数据。 

（1）请填写步骤 b 中的操作。 

（2）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用__________来表示。 

（3）设计实验表格。 

 

 

 

 

 

 

31. 小明同学不小心将条形磁铁从中间摔成了两半，他拿起标注为 N 极的一半磁铁，这

段磁铁两端为 A、B，如图所示，他认为这段磁铁只有一个磁极 N 极。请你自选器材，证

明他的说法是错误的。 

 

 

U/V 1 2 3 4 5 6 

I/A 0.1 0.2 0.3 0.4 0.5 0.6 

图 20 甲 

RB RC RA 

② ③ ① 

RA 乙 

0

.

6 

3  

① 

图 21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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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阅读题（共 4 分） 

32.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18 世纪后期在德国兴起了自然哲学思潮，弘扬自然界中联系、发展的观点。丹麦物

理学家奥斯特（1777-1851）青年时代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成为了德国自然哲学学派的追

随者，一直坚信电磁之间存在联系，但做了大量实验都没有成功。1819 年冬天，他受命

主持一个电磁研究，在研究中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即电流的磁效应可能不在电流延

长线的方向上。1820 年在一次讲座快结束时，他灵机一动进行了这个实验，果然发现电

流接通后，通电导线附近的小磁针动了一下。奥斯特惊喜万分，又反复实验，在 1820 年

7 月 21 日发表论文《关于磁针上电流碰撞的实验》。论文指出，电流产生的磁力既不与

电流方向相同也不与电流方向相反，而是与电流方向垂直，还指出电流对周围磁针的影

响可以透过各种非磁性物质。 

奥斯特的发现马上轰动了整个欧洲科学界。当年 8 月，法国物理学家阿拉果（1786-

1853）在瑞士听到这一消息，迅即返回法国，与 9 月 11 日向科学院报告了奥斯特的新发

现。法国物理学家安培（1775-1836）敏锐地感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第二天即重复了奥

斯特的实验。一周后，他向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磁针转动方向与电流方向判定

的右手定则，即以用右手握住通电导线，大拇指方向为电流方向，则四指弯曲方向与磁场

方向一致。再一周后，安培提交了第二篇论文，讨论了平行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只

是受到奥斯特电流与磁针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启发，安培就能认识到电流与磁体的等效，

并在极短时间内将这一发现推广到电流与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1820 年底安培将他研究

的电流元与电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发表，提出了安培定律，构成了电动力学的基础。 

安培之前，“电流”的概念尚未成为一个科学概念，正是安培首先规定了电流的方向，

他大概受富兰克林的影响，认为电流是电液体由正极向负极流动，因此将电流的方向规

定为正电荷流动的方向。今天我们知道，金属导线中是带负电荷的电子在定向运动，与安

培的规定正好相反，但是按这个规定也不会带来什么麻烦，因此物理学界依然沿袭了安

培的规定。另外，奥斯特电流的磁效应的发现也使得测量电流的大小成为可能，安培根据

电流与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明了电流计，从而使电动力学真正走上了定量实验的道路。 

1821 年初，安培提出了安培分子假说，认为磁体产生磁场与电流产生磁场本质应该

是一样的，磁体内部每一个“分子”中都带有回旋电流，产生的磁场可以根据右手定则来

判定，如果“分子电流”排列方向趋于一致，那么物体就会产生宏观的磁性，这种假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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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并不受重视，因为当时的人们对分子、原子的认识还比较粗浅，70 多年后才由汤姆生

发现电子揭示原子内部结构，安培的分子电流模型是非常超前的。虽然安培认为磁性来

源于分子电流与我们今天认为磁性产生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安培从错综复杂的现象

中，提炼出磁现象的电流本质，是极有洞见的。 

（1）安培评价奥斯特实验说：“奥斯特先生，已经永远把他的名字和一个新纪元联

系在一起。”奥斯特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发现了__________。 

（2）电流计的原理是：________________。 

（3）安培认为分子内有回旋电流，若某分子回旋电流如图 22 所示，

它中心产生的磁场方向沿虚线向_____（选填“上”或“下”）。 

（4）关于安培“分子电流假说”正确的是（   ） 

A．可以解释条形磁铁与通电螺线管磁场之间的等效性 

B．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只有一个磁极的磁体 

C．可以计算电流与磁铁之间力的大小 

D．可以计算电流与电流之间力的大小 

五、计算题（共 8 分，每题 4 分。） 

33. 如图 23 所示，电源两端电压为 12V 并保持不变。当开关 S、S1都闭合时，电流表示

数是 3A，当开关 S 闭合，S1断开时，电流表示数减小了 1A。求： 

（1）R0的电阻； 

（2）开关 S 闭合，S1断开时，电路的总功率。 

 

 

 

34．某电饭煲有两个挡位，加热挡功率为 1100W，保温挡功率为 220V。电饭煲的电路如

图 24 所示，电源电压 U=220V。做一次饭电饭煲加热挡工作 30 分钟，保温挡工作 15

分钟，求： 

（1）S、S1都闭合时是加热挡还是保温挡； 

（2）电阻 R1阻值；  

（3）做一次饭消耗的多少度电。 

 

 

S 

R2 

R1 

图 24 

S1 

图 22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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