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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七校联盟八年级 3月

物理检测试卷

满分 100分 考试时间 90分钟 命题人 三里桥中学 17369324415

第Ⅰ卷（选择题 共 54分）

一．选择题（共 18小题，每小题 3分，满分 54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1．下列关于力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甲用力把乙推倒，说明甲对乙有力的作用，乙对甲没有力的作用

B．力是不能离开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而独立存在的

C．只有当两个物体直接接触时，相互间才会发生力的作用

D．只有有生命物体才会施力，无生命物体只会受力，不能施力

2．在学习“力的效果”时，老师做了如图的实验：让小铁球从斜面上滚下，沿着它的运动方向放一个磁体，

它在水平桌面上的运动轨迹如图甲；再次让小铁球从斜面上滚下，在它运动路径的侧旁放一个磁体，它的

运动轨迹如图乙。由上述实验现象可以判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图甲中，小铁球在水平桌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

B．图甲中，小铁球与磁体没有接触前它们之间没有力的作用

C．图乙中，小铁球受到磁体对它的吸引力使它的运动状态发生了改变

D．图乙中，实验表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3．如图，室内天花板上静止悬挂着一只吊灯，灯绳对吊灯施加一个拉力，同时吊灯对灯绳也施加一个拉力，

则这两个力的三要素（ ）

A．大小、方向和作用点都相同 B．大小、方向都相同，作用点不同

C．大小相同，方向和作用点都不同 D．作用点相同，大小、方向都不同

4．关于弹力，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相互接触的物体间不一定产生弹力

B．压力、支持力、拉力都属于弹力

C．弹力是指发生弹性形变的物体，由于要恢复原状，对接触它的物体产生的力

D．弹力仅仅是指弹簧形变时对其他物体的作用

5．关于弹簧测力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弹簧测力计不能在“天宫一号”太空实验室中使用

B．使用弹簧测力计测拉力时，测力计一定要保持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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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只要弹簧拉不断，可以挂任何大小的物体朝任意方向拉动弹簧测力计

D．测量前，要轻轻拉动几下弹簧，这是为了避免弹簧卡在外壳上

6．如图所示，下列关于力的作用效果不同于其它三个的是（ ）

A．图甲中，橡皮绕手做圆周运动 B．图乙中，小铁球越滚越快

C．图丙中，网球被击打发生形变 D．图丁中，用手推墙，人往后退

7．如图所示，弹簧测力计和细线的重力及一切摩擦均不计，物重 G＝8N且物体、弹簧测力计均处于静止，

则弹簧测力计 A和 B的示数分别为（ ）

A．8N，8N B．8N，0N C．8N，16N D．0N，8N

8．月球对它表面附近的物体也有引力，这个引力大约是地球对地面附近同一物体引力的 ．一个连同随身

装备共 120kg的宇航员，在月球上（ ）

A．宇航员连同随身装备受到的引力约为 200N
B．宇航员连同随身装备的质量为地球表面附近的 6倍

C．宇航员连同随身装备的质量为地球表面附近的

D．宇航员连同随身装备受到的引力约为 1200N
9．如图所示一架飞机水平匀速飞行，飞机上每隔 1s释放一个铁球，先后共释放 4个，若不计空气阻力，则

落地前四个铁球彼此在空中的排列情况是（ ）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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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列关于惯性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跳远助跑成绩提高，是因为增大了运动员的惯性

B．坐车时要系好安全带，是防止车刹车时人的惯性带来的危害

C． 撞击锤柄下端使锤头紧套在锤柄上，利用了锤柄的惯性

D．用手拍打衣服上的灰尘，利用了衣服的惯性

11．如图所示，一个小球系在细线上在竖直平面摆动（不计空气阻力）。小球运动的最低点是 B点，左右

两侧最高点是 A点和 C点，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在 A点时小球处于平衡状态

B．若在 B点剪断细线同时所有力都消失，小球将保持静止状态

C．若在 B点剪断细线小球的运动轨迹是 2
D．若在 C点剪断细线小球将做匀速直线运动

12．如图所示，小亮用绳子拉动放在水平地面上装了沙子的小车，但没有拉动。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小车对地面的压力小于小车和沙子受到的重力

B．小亮的拉力与小车受到的摩擦力是平衡力

C．小车受到的重力与地面对小车的支持力是平衡力

D．小车和沙子受到的总重力与地面对小车的支持力是平衡力

13．自行车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工具。从自行车的结构和使用来看，它涉及到不少有关摩擦的知识。以下分

析中，正确的是（ ）

A．在转动的部分加润滑油是通过变滑动为滚动来减小摩擦的

B．刹车时用力捏刹车把是通过增大压力来增大摩擦的

C．轮胎上制有花纹是通过改变接触面粗糙程度来减小摩擦的

D．脚踏凹凸不平是通过增大接触面积来增大摩擦的

14．如图所示，将一木块放在弹簧上，用手压木块，弹簧被压缩。松开手，木块竖直向上飞起直到最高点。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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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木块到达最高点时，受到重力、弹力作用

B．手压木块时，手对木块的压力与弹簧对木块的支持力是一对平衡力

C．木块在没有离开弹簧前，所受弹力方向竖直向下

D．手压木块时，木块受到压力、弹力、重力作用

15．如图，在粗糙程度相同的水平面上，重为 10N的物体在 F＝5N的水平拉力作用下，沿水平面由 A点匀

速运动到 B点，此时撤去拉力，物体继续向前运动到 C点停下来。此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物体在 BC段摩擦力等于 5N
B．物体在 AB段摩擦力等于 10N
C．物体在 AB段摩擦力小于 5N
D．物体在 AB段摩擦力大于 BC段摩擦力

16．将弹簧测力计右端固定，左端与木块相连，木块放在上表面水平的小车上，弹簧测力计保持水平，现

拉动小车沿水平向左运动，稳定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如图所示。则木块所受摩擦力的方向与大小分别是

（ ）

A．水平向右，3.6 N B．水平向左，3.6 N
C．水平向左，2.6N D．水平向右，2.4 N
17．如图所示，M是放在水平桌面上的物体，两边用细线通过滑轮与吊盘相连，若在左盘中放重为 G的砝

码，右盘中放重为 2G的砝码时，物体M恰好以速度 v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如果右盘中的砝码不变，物

体M在水平桌面上以速度 2v向左做匀速直线运动，则左盘中砝码的重应为（吊盘重不计，绳子与滑轮摩擦

不计）（ ）

A．G B．3G C．2G D．4G
18．如图甲所示，小明用弹簧测力计拉木块（木块上放一砝码），使它沿水平木板滑动。他拉同一木块的

拉力 F的大小与时间 t的关系，木块的速度 v与时间 t的关系分别如图乙、丙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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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秒，木块没拉动，是因为拉力小于摩擦力

B．2～4秒物体受到的摩擦力是 3N
C．木块所受重力和支持力是一对平衡力

D．4～6秒，物体受到的摩擦力与水平拉力是一对平衡力

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46分）

二．填空及计算（9小题，共 46分）

19．（3分）当“流浪地球”发动机给地球减速时，发动机喷射“火焰”的方向与地球前进方向 （选

填“相同”、“相反”），此时给地球阻力的施力物体是 （选填“空气”、“火焰”）。关闭地

球发动机后，地球能以光速的千分之五的速度“滑行”，这是因为地球 。

20．（2分）学校初中部的科技活动小组的同学们准备自己动手制成弹簧测力计，它们选了 A、B两种规格

不同的弹簧进行测试，绘出如图所示的图像，图像中只有 OA段和 OB段是弹性形变，弹簧测力计的原理是：

在弹簧弹性限度内，弹簧的伸长量与其所受拉力成正比。若它们要制作量程较大的弹簧测力计，应选用弹

簧 ，若要制作精确程度较高的弹簧测力计，应选用弹簧 。（均选填“A”或“B”）

21．（2分）如图所示，用 30N的力把一个重为 20N的物块压在竖直墙壁上静止不动，请在图中画出物块

在竖直方向上所受到的力的示意图。

22．（3分）如图，铁块 A重 3N，吸附在竖直放置的磁性黑板上。将重为 1N的铜块 B（磁性黑板不吸引

铜块）放在铁块 A上面，A和 B恰好能沿着黑板缓慢匀速下滑，则 A受到的摩擦力是 N，B受到

的摩擦力是 N，取走铜块，用竖直向上的力 F使铁块 A匀速向上运动，则 F＝ N。

23．（6分）地球附近的所有物体都受到重力的作用，某物理实验小组的同学们认为物体所受重力的大小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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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质量有关，于是他们用若干相同的钩码（每个钩码质量为 50g）、弹簧测力计进行了探究。

次数 1 2 3 4 5

质量 m/kg 0.1 0.2 0.3 0.4 0.5

重力 G/N 1 2 3 4 5
（1）测量物体重力前，除了要观察弹簧测力计的量程和分度值外，还应将弹簧测力计在 方向调

零。

（2）测量物体重力时，应将物体挂在弹簧测力计下并让它处于 状态，这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即

拉力大小）就等于物体的重力的大小。

（3）上表中是同学们测得的几组数据，请你根据表格中的实验数据，在图 2中作出重力随质量变化的图象。

（4）由图象可知：物体所受的重力跟它的质量成 （选填“正比”或“反比”）。

（5）本实验需要多次测量，其目的是 。

A.求平均值，减小误差

B.寻找普遍规律，避免偶然性

（6）若干年后，小宇同学在我国建成的太空站中工作时，他用同样的器材 （选填“能”或“不

能”）完成该探究。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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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填“a”、“b”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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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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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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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平面滑行的小车受到的重力和小车对水平面的压力 （“是”或“不是”）一对平衡力。

（6）此实验用到的科学研究方法有 ； 。

25．（7分）如图甲所示是小华同学探究二力平衡条件时的实验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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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华将系于小卡片（重力忽略不计）两端的线分别跨过左右支架上的滑轮，在线的两端分别挂上钩码。

当左右两端同时挂上相同的钩码个数时小卡片保持静止，此时小卡片两端的拉力 F1和 F2的方向

（选填“相反”、“相同”），大小 （选填“相等”、“不相等”）。

（2）当小卡片平衡时，小华将小卡片转过一个角度，松手后小卡片 （选填“能”、“不能”）

平衡，设计此实验步骤的目的是为了探究二力平衡的两个力是否需要作用在 。

（3）小华用剪刀将小卡片从中间剪开，发现分开后的两半张小卡片向相反方向运动，设计此实验步骤的目

的是为了探究二力平衡的两个力是否需要作用在 。

（4）小红同学也对二力平衡条件进行了探究，但她在左右支架上装配两个滑轮时没有安装成相同高度（如

图乙所示），你认为 （选填“能”或“不能”）用小红的装置进行本次实验。

（5）在探究同一问题时，小明将木块放在水平桌面上，设计了如图丙所示的实验。同学们认为小华的实验

优于小明的实验。其主要原因是

A．使用小卡片能减少摩擦力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B．小卡片是比较容易获取的材料

C．容易让小卡片在水平方向上保持平衡 D．小卡片比较容易扭转

26．（7分）小枫同学的实验小组在探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因素的实验中，做了如图甲所示的三次实验，

用到了一个弹簧测力计、一个木块、一个砝码、两个表面粗糙程度不同的长木板。实验中第 1 次和第 2次
用相同的长木板，第 3次用表面更加粗糙的长木板。

（1）实验中应该用弹簧测力计匀速拉动木块，使它沿 （选填“水平”“斜置”或“竖直”）长

木板滑动。此时，可以判断出木块所受 和 是平衡的两个力，根据二力平衡知识就

可以知道滑动摩擦力的大小。

（2）比较第 1、2两次实验可得到的结论是：接触面粗糙程度相同时， 越大，滑动摩擦力越大。

（3）刚开始小枫做第 1次实验时控制不好力度，拉力随时间变化的图像如图乙所示，木块的速度随时间变

化的图像如图丙所示，则木块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在第 4s时为 N、在第 7s时为 N。
（4）同组的小红同学将实验方法进行了改进。实验装置如图丁所示，实验中小桶内装入适量沙子，木块恰

好做匀速直线运动，木块质量为 m1，沙子和小桶总质量为 m2。已知重力与质量比值为 g，且不计绳与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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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摩擦，则木块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大小 f＝ （用题中的符号表示）。

27．（9分）“三月三”又叫歌圩节，是中国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它不仅是弘扬民族文化的盛会，也是民

族之间进行经济交流的庆典。今年“三月三”放假期间，小张一家人驾驶汽车外出游玩。已知汽车（包括

车上的人和物品）的总重力为 8×104N，在平直公路上匀速行驶 48km，用时 0.6h。若该车行驶过程中受到

的阻力是汽车（包括车上的人和物品）总重力的 0.05倍。（g取 10N/kg）求：

（1）该汽车行驶的速度；

（2）该汽车的总质量；

（3）该汽车匀速直线运动时受到的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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