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学业质量调研试卷

八年级物理 2021.6

（本试卷分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部分，共 30题，满分 100分；考试用时 100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学校、班级、姓名、准考号等信息用 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填写

在答题卷的相应位置上；

2.答选择题必须用 2B铅笔把答题卷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请用橡皮擦干净后，

再选涂其他答案；答非选择题必须用 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写在答题卷指定的位置上，不

在答题区域内的答案一律无效，不得用其他笔答题；

3.考生答题必须答在答题卷上，保持卷面清洁，不要折叠，不要弄破，答在试卷和草稿纸上一

律无效.

一、选择题（本题 12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4 分.每小题给出的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1.下列科学家中，对“牛顿第一定律”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的是

A.亚里士多德 B.伽利略 C.阿基米德 D.张衡

2.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涉及到物理知识，下列对一些做法的解释正确的是

A.在高山上要用高压锅做饭是因为高山上气压比较高

B.汽车轮胎上刻有凹凸不平的花纹，是为了减小摩擦

C.火车轨道铺在枕木上，是为了减小轨道对地面的压强

D.大型飞机很多零件采用密度小的合金材料制成，是为了增加自身质量

3.以下物理量的值最接近生活实际的是

A.一间普通教室内空气的质量约为 20 kg B.穹隆山山顶上的大气压约为 1.8 × 105Pa

C.一支新 2B铅笔的长度约为 50 cm D.一位普通初中生的体积约为 50 dm3

4.不同物质的物理属性存在差异，下列说法与事实不相符．．．的是

A.电线线芯用铜制成是因为铜的导电性好

B.水壶的把手用胶木制成是因为胶木的导热性好

C.划玻璃的刀刃用金刚石制成是因为金刚石的硬度大

D.航天飞行器用陶瓷制作外壳，是利用陶瓷耐高温、耐摩擦、隔热等特点

5.如图是利用气球所做的实验，关于实验的叙述错误．．的是

A.甲图:气球左右两边的形变不同 —— 说明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受力面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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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乙图:向后喷气，气球前进 —— 是由于气球受到惯性

C.丙图:对气球充气，小圆点距离增大 —— 可以模拟宇宙膨胀现象

D.丁图:用左边气球挤压右边气球，两气球都变形了 —— 说明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6.“N95”型口罩对直径为 0.075 m±0.020 m的非油性颗粒（如粉尘、PM2.5、飞沫、微生

物等）具有 95%以上的过滤效率.它由三层构成:内层吸水层，中间过滤层，外层疏水层.则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A.过滤效率高，是因为口罩材料分子之间没有空隙

B.内层吸水层能够有效吸收水蒸气，说明分子之间存在斥力

C.新冠病毒随飞沫传播是一种分子运动

D.中间过滤层通过工艺带上静电，可以增强对颗粒的吸附能力

7.如图所示，人抓住牵牛绳沿水平方向拉牛，但没有拉动.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绳拉牛的力小于牛拉绳的力

B.绳拉牛的力小于地面对牛的摩擦力

C.绳拉牛的力与牛拉绳的力是一对平衡力

D.绳拉牛的力与地面对牛的摩擦力大小相等

8.下列图中所示的常用工具中属于费力杠杆的是

9.下列各图是教材上的实验，对这些实验的解释正确的是

A.甲图说明分子间有引力

B.乙图说明气压越低沸点越高

C.丙图中 c处喷水距离较小，说明液体在 c处压强小于 a处

D.丁图说明重力方向竖直向下

10.科学研究中常用图像来表示两个量（x，y之间的关系，以使研究的问题变得直观明了，下列

所述两个量之间的关系与如图所示图像表达的关系不相符．．．的是

A.物体受到的重力与质量的大小关系

B.物质的密度与质量的大小关系

C.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时路程与时间的大小关系

D.物体在液体中受到的浮力与其排开液体体积的大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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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图所示，水平地面 O点两侧粗糙程度不同，物体一直受到沿水平方向大小不变的力 F的作

用，物体经过 M点开始计时，每经过相同时间，用虚线框记录物体的位置.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OQ段做匀速直线运动 B.MN段的速度等于 OP段的速度

C.MN段比 OQ段更粗糙 D.OQ段受到的摩擦力大小等于 F

12.如图所示，将苹果和梨子轻轻放入水中后，苹果漂浮，梨子下沉压在杯底上.若苹果的质量、

体积及受到的浮力大小分别为 m1、V1和 F1，梨子的质量、体积及受到的浮力大小分别为为

m2、V2和 F2，以下判断正确的是

（1）若 m1 > m2，则 F1一定小于 F2

（2）若 m1 = m2，则 F1一定大于 F2

（3）若 V1= V2，则 F1一定小于 F2

（4）若 V1> V2，则 F1一定大于 F2

A.(1)(3) B.(1)(4) C.(2)(3) D.(2)(4)

二、填空题（本题 10 小题，每空 1分，共 26 分）

13.在探索微观世界的过程中，科学家曾对原子的结构进行猜想和实验，并提出了多种模型.在如

图所示的 A、B两种模型中， ▲ （A/B）图是卢瑟福提出的原子结构模型，原子中心的原

子核是由带 ▲ （正/负）电荷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原子核周围有带负电荷的 ▲

绕核运动.

14.如图所示甲乙两个滑轮中，属于定滑轮的是 ▲ （甲/乙），使用该滑轮的特点是可以 ▲ ；

若绳重、滑轮的自重和摩擦都不计，当分别用 F1、F2匀速提起同一物体时，则 F1、F2的大小

关系是: F1 ▲ F2（大于/等于/小于）.

15.苏州高铁北站即将扩容，规模比肩南京南站.如图所示，高铁站台离边缘不远处有一条黄色警

戒线，为了保障安全，乘客需站在警戒线以外，其原因是:若高铁急速驶过车站，警戒线以内

区域的空气流速会变大，压强 ▲ （变大/变小/不变），在大气压作用下，人被“吸”向高

铁产生危险；若高铁提速，站台上乘客与行驶的高铁之间安全距离应 ▲ （变大/变小/不变）.



4

16.如图甲所示，洒水壶有 A、B两个把手，分别供提水、洒水时使用，这说明力的作用效果与

▲ 有关.洒水时，虽然水从壶嘴沿水平方向喷出，运动轨迹却为曲线（如图乙所示），这

是由于水受到了 ▲ 力的作用，这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 ▲ .

17.北京时间 2021年 4月 29日 11时 22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和核心舱，这标

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长征 5号 B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时，高温高压的燃气从

尾部喷出，将“天和号”送入 340 - 450公里高度的近地轨道，如图甲所示.使火箭上升的施力

物体是 ▲ （空气/燃气/火箭），随着火箭升空燃料消耗，它的总质量逐渐减小，则它的惯

性将 ▲ （变大/变小/不变）.空间站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可满足航天员在轨生

活工作的载人航天器，航天员在空间站 ▲ （能/不能）利用如图乙所示的拉力器锻炼身体.

18.2017年 4月 2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首艘航空母舰出坞下水，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母

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专家推测首艘国产航母标准排水量是 55000t，满载排水量是 67000 t，则

该航母满载时受到的浮力为 ▲ N（10N/kg）.如图所示为甲板上的一架舰载机飞离航母的

情景，则它飞离甲板后，航母受到的浮力比飞机停在甲板上时 ▲ （变大/不变/变小）.

19.如图所示，AB为一根能绕 B点转动的轻质杠杆，在杆上 C处用细线悬挂一重物，且 BC:BA =

1:3，在 A端施加一个竖直向上大小为 30N的拉力 F，可使杠杆在水平位置保持平衡，则物重

G = ▲ N，此时杠杆属于 ▲ （省力/费力/等臂）杠杆.若拉力始终竖直向上且杠杆保

持在水平位置平衡，当重物的悬挂点 C向右移动时，拉力 F的大小将 ▲ （增大/不变/减

小）.

20.质地均匀的长方体物块重 7N，放在水平桌面上，如图所示，它与桌面的接触面积为 0.01 m2，

则它对桌面的压强 p1为 ▲ Pa；竖直切除该物体右边的阴影部分，剩余部分对桌面的压强

为 p2，则 p2▲ p1（大于/等于/小于）.

21.两个用同种材料制成且完全相同的密闭圆台形容器一正一反放置在同一水平桌面上，如图

甲、乙所示.容器内装有质量和深度均相同的两种不同液体.若它们分别在水平方向拉力 F 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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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的作用下沿水平桌面做匀速直线运动，速度分别为 v和 2v，容器底部受到液体的压强分别

为 p1和 p2（不计空气阻力）.则 F 1 ▲ F2（大于/等于/小于）， p1 ▲ p2（大于/等于/

小于）.

22.在研究物体浮沉条件的实验中，将一只鸡

蛋浸没在水中，并向水中缓慢加盐.鸡蛋受

到的浮力 F随液体密度变化的图像如图所

示，且 A= 水.

（1）当盐水的密度小于 B时，鸡蛋处于 ▲ （漂浮/悬浮/沉底）状态.

（2）鸡蛋的重力为 ▲ ，则鸡蛋受到的最小浮力 F =▲ .（用图中已知物理量字母表示）

三、解答题（本题 8小题，共 50 分，解答 24、25 题时应有解题过程）

23.（8分）按照要求作图.

（1）如甲图所示，小球悬浮在水中，请画出小球的受力示意图；

（2）如图乙所示，物体 A静止在斜面上，请画出斜面对物体 A的摩力 f和 A对斜面的压力 F

的示意图；

（3）如图丙所示，杠杆 OCA处于水平平衡状态，画出此时动力 F的力臂 l1和杠杆在 C点受

到的阻力 F2；

（4）如图丁所示，画出用该滑轮组提升水桶时，既省力又能改变力的方向的绕绳方法.

24.（6分）如图甲所示，弹簧测力计下面挂一实心圆柱体，将圆柱体从盛有水的容器上方离水

面某一高度处缓缓下降（其底面始终与水面平行），使其逐渐浸入水中.乙图是整个过程中，

弹簧测力计示数 F随圆柱体下降距离 h的变化关系图像（ 水. = 1.0 × 103 kg/m3，g = 10N/kg）.

求:（1）圆柱体浸没时受到的浮力；

（2）圆柱体的体积；

（3）圆柱体的横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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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分）如图所示为一家用四轮小汽车，下表列出有关数据:

若汽车在平直公路上以 20 m/s的速度匀速行驶了 100 km，受到的阻力为车重的 0.1倍（g取

10N/kg）.求:

（1）行驶时汽车产生的牵引力（只考虑车重）；

（2）行驶 100 km消耗汽油的质量；

（3）该小汽车静止在水平地面上时对地面的压强（只考虑车重）

26.（6分）小明取来天平、量筒和小烧杯，测量烧杯中盐水的密度.他将天平放在水平台面上，

如图甲，此时应先 ▲ 再向 ▲ 调节平衡螺母，使指针对准分度盘中央的刻度线，天平

调节好后，测量步骤如下:

步骤一:如图乙，在小烧杯中倒入适量盐水，用天平测出小烧杯和盐水的总质量为

m1 = ▲ g；

步骤二:如图丙，把小烧杯中一部分盐水倒入量筒，测出量筒中盐水的体积为

V = ▲ cm3；

步骤三:测出小烧杯和杯中剩余盐水的质量 m2 = 38.8 g.

则小明所测盐水的密度 盐水= ▲ kgm3.若小明没有对图甲的天平进行调节就直

接按上述步骤测量，并按常规方法直接读出 m1、m2，则测得的盐水密度 ▲ （偏

大/不变/偏小）.

27.（6分）利用小桌、海绵、砝码等器材探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如图甲、乙、丙所示:

（1）图甲、乙、丙中压力的作用效果是通过观察 ▲ 来比较的；

（2）通过比较图 ▲ 和图乙，说明受力面积一定时， ▲ ，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通

过比较图 ▲ 和图乙，说明压力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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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时，如果将小桌换成砖块，并将砖块沿竖直方向切成大小不同的两块，如图丁所示.

小明发现它们对海绵的压力作用效果相同，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受力面积

无关.你认为他在探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 ▲ .

（4）小红同学将同样的小桌和砝码放在如图戊所示的木板上，比较图丙中海绵受到的压强 p

和图戊中木板受到的压强 p的大小关系为 p ▲ p'（ >/</= ）；

28.（5分）在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这一问题时，班里的“物理小博士”为同学们做了

如图甲所示的一组实验.

（1）小博士跟大家分析结论说:浮力的大小跟物体浸入液体的体积有关，跟物体浸入液体的深

度无关.小明认为应分两种情况讨论:①根据 ▲ （填字母）两幅图，物体在浸没后，浮力

的大小跟深度无关.②根据 ▲ （填字母）两幅图，物体在浸没前，浮力的大小既跟物体

浸入液体的体积有关，又跟 ▲ 有关；

（2）为了回答小明的问题，小博土又做了下列实验:他把物体换用一个如图乙所示带刻度线（横

向和纵向各有一条中位线）的长方体金属块，重新做浸没前的实验，发现两次测量弹簧测力

计的示数相等.你认为小明的观点 ▲ （正确/不正确），理由是 ▲ .

29.（7分）小明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探究在水平面上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进行如下操作:

a.如图甲，将毛巾铺在水平木板上，让小车从斜面顶端由静止滑下，观察小车在水平面上通过

的距离.

b.如图乙，取下毛巾，将棉布铺在斜面和木板上，让小车从斜面顶端由静止滑下，观察小车在

水平面上通过的距离.

c.如图丙，取下棉布，让小车从斜面顶端由静止滑下，观察小车在水平面上通过的距离.

请针对以上操作回答下列问题:

（1）以上操作中错误的一次是 ▲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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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两次正确实验操作能说明:小车受到的阻力越小，通过的距离越 ▲ .（长/短）

（3）纠正错误后，多次实验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推测:在水平面上滑行的小车，如果受到的阻

力为零，它将做 ▲ 运动.实验表明物体的运动 ▲ （需要/不需要）力来维持.

（4）为了得出科学结论，三次实验中小车每次都从斜面上同一位置由静止自由下滑，这样做

的目的是:使小车从斜面上同一位置到达底端水平面时 ▲ .

（5）在大量类似实验基础上，牛顿概括出了著名的牛顿第一定律.在实际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一架运输机参加某次抗震救灾时，在沿水平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的过程中，间隔相同

时间先后从飞机上静止释放三个相同的物资，若不计空气阻力，且地面水平.则在地面上

看，能正确表示物资在空中的排列情况的是 ▲ （①/②/③），能正确表示物资着地位

置的是 ▲ （④/⑤/⑥）.

30.（6分）小明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实验中.

（1）实验前，小明发现杠杆左低右高，这时应将左边的平衡螺母向 ▲ （左/右）调节，使

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2）小明调节杠杆平衡后，在不同的位置挂不同数量的钩码，使杠杆重新平衡，得到下表所

示的实验数据，并从这次实验中得出杠杆平衡条件的结论.这种做法 ▲ 合理/不合理），

原因 ▲ ；

（3）如图甲所示，A处所挂钩码向左移动 2格到 C位置，则在 B处下方须添加 ▲ 个钩

码，可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再次平衡；

（4）如图乙，弹簧测力计倾斜拉时，仍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测力计的示数将 ▲ （变

大/变小/不变）.

（5）小华同学在实验时做了进一步探究，先让杠杆在如图丙位置平衡，读出此时弹簧测力计

的读数为 F 丙；接着又让杠杆在如图丁位置平衡，此时弹簧测力计读数为 F 丁，则 F 丙 ▲

F 丁（大于/等于/小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