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市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八年级期末考试 

 物   理  

本试卷为闭卷笔答，答题时间 90 分钟，满分 100 分。 

 

一、选择题（本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每小题只有 1 个正确选项，将每小题的正确

选项填入下表中）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D A C A A B C C D 

1.下列估测数据合理的是（   ） 

A.中学生的鞋长约为 0.7m       B.人感觉舒适的环境温度约 23℃ 

C.中学生立定跳远的距离约 10m  D.初中物理课本的质量约为 2kg 

答案：B 

解析：A项，中学生的鞋长约为 23-26cm，故 A项错误。 

B项，人感觉舒适的环境约 23-26℃，故 B项正确。 

C项，初中生的立定跳远约 1.3-2.5m左右，急行跳远的世界纪录为 8.95m，普通中学生，无论是立定跳远还是急行

跳远，不可能达到 10m，故 C项错误。 

D项，物理课本质量约 200g，故 D项错误。综上所述，本题正确答案为 B 

2.如图 1所示，改变试管中的水量，用同样大小的力气吹气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音”主要是指声音

的（   ） 

A.振幅    B.音色    C.响度    D.音调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声音的特性，用同样大小的力吹气，振幅相同响度相同，故 A和 C均不符合题意，试管和水的材料、

结构均不变，因而音色不变，故 B不符合题意，改变试管中的水量，用同样大小的力气吹气时，试管振动的频率不

同发出声音的音调不同，故 D符合题意 

3.2018 年 8月 28日，雅加达亚运会男子 100米决赛中，中国飞人苏炳添以 9.9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了亚运会

记录，他全程的平均速度约为 （   ） 

A.10m/s    B. 100m/s   C.10km/h    D.100km/h 

答案：A 

解析：根据题意可知，x=100m，运动时间 t=9.92s,则平均速速为：v=x/t=100/9.92=10.08m/s,故选 A 

4.2018 年 1月 31日晚上，我们能观赏到著名的“红月亮”，这是月食天象最精彩的部分。下列与月食形成的原因

相同的光现象是（  ） 



 

A．水中筷子被“折断”            B．自行车尾灯格外亮 

C．小孔成像                      D．潭清疑水浅 

答案：C 

解析：当太阳、地球、月球三者恰好或几乎在同一条直线上时（地球在太阳和月球之间），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地

球挡住了太阳光，从而形成了月食，即月食是由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 

A、看到水中筷子被“折断”，是光的折射形成的，故 A错误； 

B、自行车尾灯格外亮，是光照射到自行车尾灯时发生反射形成的，故 B错误； 

C、小孔成像是光沿直线传播的利用，故 C正确； 

D、潭清疑水浅，这是光的折射现象，故 D错误；故选：C。 

5.以下生活现象中，属于汽化的是（  ）。 

A: 用电吹风吹干头发                  B: 舞台上用干冰制造白雾 

C: 冬天，冰冻的衣服能晾干            D: 夏天，打开冰柜门会看到冒“白气” 

答案：A 

解析:A项，水由液态变成气态，属于汽化，故 A项正确。 

B项，干冰低温让空气中的气态水变成固态的冰，不属于汽化，故 B项错误。 

C项，冰冻的衣服上的水从固态直接变成气态属于升华，故 C项错误。 

D项，打开冰箱门看到的白气是由气态水遇冷液化而形成的，故 D项错误。 

综上所述，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项。 

6. 图 3 为玩具鸟在平面镜中成像的示意图，下列能改变像的位置的操作是（   ） 

A.竖直上移玩具鸟               B.竖直下移平面镜 

C.人向平面镜靠近               D.像与镜间放一木板 

答案：A 

解析：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像与物关于平面镜对称，四个选项中只有哦竖直上移玩具鸟才能改变像的位置，A正

确 

7. 如图所示，小明在一只空碗中放一枚硬币，后退到某处眼睛刚好看不到它．另一位同学慢慢往碗中倒水时，小

明在该处又看到硬币．可以解释此现象的光路图是（    ）  

 

答案：B 

解析：当光由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时，折射光线是远离法线的，故硬币发出的光的折射光路应是 B。 



 

8.在“用托盘天平称物体的质量”的过程中，下列操作错误的是（   ） 

A.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 

B.调节横梁平衡时，应先将游码移至横梁标尺左端的零刻度线上 

C.称量时被测量的物体应放在右盘，左盘放砝码 

D.指针指在分度盘的中线处，表明横梁已经平衡 

答案：C。 

解：A、使用天平时，应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故 A的操作是必要的，不合题意； 

B、在调节横梁平衡时，首先要将游码移到标尺左端的零刻线处，故 B的操作是必要的，不合题意； 

C、称量物体时，要将物体放在左盘里，用镊子在右盘里加减砝码，故 C的操作是必要的，与题意相符； 

D、横梁平衡的标志有两个：指针指在分度盘的中线处，或者指针偏离分度盘中线的幅度相等，故 D的说法不正确，

不合题意。故选 C。 

9.图 5是在标准大气压下，质量为 1g水的体积-温度图像，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在 4℃时，水密度最小    B.温度升高，水的密度不变     

C.1℃比 5℃时水的体积大   D.水从 1℃升高到 8℃的过程中，体积一直变大 

答案：C 

解析:由图可知，体积随着温度的升高，先减小再增大，则密度先增大再减小，温度为 4℃时，体积最小，密度最大。

对于 1℃和 5℃时的体积，易知，1℃的液体体积更大，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C。综上所述，本题正确答案为 C。 

10. 甲、乙两车在公路上,分别从 P、Q两点同时同向运动,它们 s-t图象的(路程-时间图象)如图所示,经过 4s甲、

乙相遇.甲、乙的速度分别为 甲v 、 乙v ,P、Q间的距离为 s,则(  ) 

A. m16s         vv  乙甲                   
B. m8s         vv  乙甲  

C. m16s         vv  乙甲                   
D. m8s         vv  乙甲  

答案:D 

解:由图象知:甲车 4s内通过的距离为 4m,乙车 4s内通过的距离是 12m, 



 

则 P、Q间的距离为 mmmSSS 8412-  甲乙 ; 

甲车的速度; sm1 ;乙车的速度 sm3 ,所以 D选项是正确的. 

解析:(1)由 s-t图象找出 4s内两车的路程,然后求出两车通过的总路程,即 P、Q间的距离. 

(2)由 s-t图象找出甲、乙两车的路程与所对应的时间,然后由速度公式求出两车的速度; 

 

 

二、填空与作图题（本大题共 7 个小题，每空 1分，每图 2分，共 20分） 

11.人听到蚊子飞行的“嗡嗡”声，是由蚊子翅膀_______产生的，通过______传入人耳．人听不到蝴蝶飞行的声音，

是因为蝴蝶发出声的_______不在人可听到的声音范围内。 

解析：振动  空气   频率（音调） 

12.暑假，小梦到南京旅游，到达南京长江隧道口看到以下安全提示信息，请在横线上填上合适的单位（1）限高

4.5______(2)限速 80________（3）隧道禁止 5_________以上货车通行。 

解析:m    km/h    t 

13.今年夏天，两款“避暑神器”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凉意；空调衣，该衣自带蓄冷冰块，待冰块____________时，

冰水会沿衣服内的水管流遍胸背部，达到降温目的；水雾枪，在小区内道路两旁安装高压喷雾设备，每隔 5秒喷出

的大量水雾_____________时使得周围的温度降低，以上两种物质的物态变化过程中都要_________热量。 

解析；熔化   汽化（蒸发）  吸收 

14. 图中是一只白鹭平行于水面飞行的画面，若以白鹭为参照物，它在水中的倒影是__________的，白露的倒影是

由于光的__________而形成的，当白鹭向下俯冲靠近水面时，水中的倒影与白鹭之间的距离将_________,倒影的大

小将________________. 

 

解析：静止     反射     变小    不变 

15. 如图所示，烈日炎炎的中午，车主将一瓶矿泉水随手放在仪表盘的防滑垫上，导致车内物品起火，挡风玻璃当

场碎裂，这是因为矿泉水瓶装水部分的形状是______________,射入车内的光线经矿泉水瓶折射后集中于它的

________上，时间一长正好使放置于此处的物品起火。 

 

解析；中间厚边缘薄，焦点 

16.有四个颜色相同的实心球，其中一个与其它三个材料不同，小梦采集了下表的数据，请你应用画图像的方法找

出这个球，完成图中的坐标图像，并指出这个球的标号是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经计算比较，A、C、D的密度均为 3/g2 cm ，而 B的密度为 3/g5.2 cm ，故 B 球与其它三个球的材料不同。 

 

 

17.如图所示，水里的光源 O发出的一条光线射向水面，其反射光线经过 P点，折射光线经过 A点，请作出入射光

线、反射光线和折射光线。 

 

答案 

 

 

三、阅读与简答题（本大题共 2 个小题，每题 4分，共 8 分） 

18.阅读短文《气凝胶》并回答问题.  

有一种叫“气凝胶” 的物质，它被世人称为“固态烟”，密度仅为
3cmmg3 ，仅为空气的 2.7倍.玻璃的千分

之一，看上去就像冻住的烟，它是世界上最轻的固体，却有着及其变态的特征。气凝胶是高通透性的圆筒形多分枝

纳米多孔三位网络结构，拥有极低的密度、高比表面积、超高孔体积率，这种特性使得它不仅具有坚固的内部结构



 

与防弹特性，可以抵抗比子弹速度快 60倍的彗星微尘；还能够承受 1400℃的高温和零下 130℃的低温，具有很好

的隔热性，在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以及美国的“火星探测车”上被广泛的运用，它还有超轻的吸附性，一次实

验意外地发现，这种材质可以很有效的吸附水中的铅和汞，如果大量采用这种材质可以使环境的污染得到很有效的

改善。 

（1）“轻”实质上是指气凝胶的________小 

（2）英国登山爱好者在攀登极度寒冷的珠穆朗玛峰时睡袋和衣服中填满了气凝胶，这主要是利用了气凝胶的

______________特性；科学家把它称为最佳海绵，用来治理水污染主要利用了气凝胶的______________特性。 

（3）一架钢铁制的飞机质量为 150t,若机身体积不变，材料变为气凝胶后，他的质量相当于下列的__________. 

A. 一片鸡毛   B.一个鸡蛋      C.一个普通中学生        D.一辆卡车 

 

解析：（1）密度 

（2）隔热性    吸附性 

（3）C 

 

 19.把装满水的玻璃瓶密封放入冰箱冷冻室里，一段时间后，玻璃瓶容易破裂；夏天，从冰箱冷冻室取出冰淇淋时，

包装纸表面有白色的“粉”，请用学过的物理知识分别解释这两个现象。 

解析：水结成冰时质量不变，密度变小，有公式


m
v 可知其体积增大，故会将玻璃瓶撑裂；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

冷的包装纸放热凝华成小冰晶，附着在包装纸上，形成白色的“粉”。 

 

四、实验与探究题（本大题共 6 个小题，每空 2分，共 32 分） 

20.在探究“水沸腾时的特点”的实验中，每隔半分钟记录一次水的温度，记录数据如下表： 

时间/min … 3 3.5 4 4.5 5 5.5 6 … 

温度/℃ … 92 95 98 98 98 98 98 … 

（1）实验表明，水的沸点为      ℃，水在沸腾过程中，温度       ； 

（2）在标准大气压下，酒精的沸点为 78.5℃，要从甘蔗酒中分离出酒精，加热甘蔗酒时控制的适宜温度为      （填

序号）。 

A.60℃                     B.80℃                     C.100℃ 

答案：（1）98   不变   （2）B 

解析：（1）由图可知，水的沸点为 98℃，水在沸腾时温度不变，持续吸热； 

（2）当外部热源温度适当高于液体的沸点时，液体就能不断吸热，持续沸腾； 

21.小青同学探究“光反射时反射角和入射角的关系”时，先将一个平面镜放在水平桌面上，再把纸板 ENF放置在

平面镜上，如图 12甲所示；然后将一束光贴着纸板 EON沿某一角度射到平面镜的 O点，在纸板 FON上没有观察到



 

反射光；调整好后继续实验，在纸板上记录了每次光的径迹，如图 12乙所示；接着进行操作后获得了探究问题的

结论。 

 

(1)“没有观察到反射光”的原因可能是                                ； 

(2)接着进行的操作是                           。 

答案：（1）两纸板不在同一平面内（纸板与平面镜没有垂直放置） 

（2）用量角器测量并对比每组对应的入射角和反射角大小的关系 

解析：光反射实验的考查 

（1）在纸板上观察反射光，纸板必须保证在同一个平面内，且与平面镜是垂直的，因为在光的反射现象中，反射

光线，法线和入射光线在同一个平面内； 

（2）探究反射角和入射角的大小关系，需要用量角器多次测量对应的角并比较，目的是使结论更具有普遍性； 

22.小明用天平、烧杯和量筒测牛奶的密度，如图 13所示，他进行了从 A→B→C→D的主要操作过程，请你解答下

列问题： 

（1）调节天平时指针位置如图 13A所示，平衡螺母向_____旋动，横梁才能平衡； 

（2）测出牛奶密度为_____
3mkg ； 

（3）测出牛奶的密度值比实际密度值偏_____。 

 

A                 B                 C             D 

答案：（1）右（2）
310224.1  （3）大 



 

解析：（1）天平调节横梁平衡时，指针向左偏转，应将平衡螺母向右调节。 

（2）烧杯和牛奶的总质量为 152.4g2.4g50gg100 总m  

烧杯的质量 g30g10g20 杯m  

那么倒入量筒中的牛奶的质量： g4.122g30-g4.152  杯总奶 mmm 。 

牛奶的体积：
3cm100V ，牛奶密度为：

333

3
mkg10224.1cmg224.1

cm100

g4.122

V

m
 。 

（3）先测出烧杯中牛奶的质量后，再将牛奶倒入量筒中测体积时，有些牛奶沾在烧杯壁上，则体积测量值偏小，

根据密度公式可知测得的牛奶密度偏大。 

 

23．小青同学用图14的装置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当烛焰、凸透镜、光屏位于图14所示的位置时，光

屏上成烛焰清晰的像。请你解答下列问题： 

 

（1）光屏上出现的是烛焰        （填“放大”、“缩小”或“等大”）的像，该成像原理与        相同（填

“投影仪”、“照相机”或“放大镜”）； 

（2）在图14中凸透镜的左侧附近放置一凹透镜，须将光屏向      （填“左”或“右”）适当移动才能再次在光

屏上成清晰的像。 

答案：（1）缩小   照相机   （2）右 

解析：考查凸透镜成像规律 

（1）题中描述光屏上成清晰的像，由物距大于像距可知，物体一定位于2倍焦距以外，像在小于2倍焦距大于1倍焦

距之间，所以成的是倒立缩小的实像；应用为照相机； 

（2）凹透镜对光线有发散的作用，在凸透镜前插入凹透镜会使像远离凸透镜，所以光屏应该远离凸透镜，即向右

移动； 



 

24.在学习《速度》一节的内容后，同学们想探究纸锥下落的快慢与纸锥的锥角及其扇形半径的关系，他们用普通

复印纸裁出3个不同规格的扇形纸片，制成了如图15甲所示的3个纸锥，实验中，纸锥每次从相同的高度由静止释放，

用秒表多次测量每个纸锥下落的时间，取平均值后记录在表格中。请你解答： 

（1）实验中通过纸锥的           来反映纸锥下落的快慢； 

（2）对于纸锥下落前的初始位置，有图15乙所示的两种摆放方式，你认为正确的是         ； 

（3）根据实验探究目的，分析表中数据可以得出纸锥下落快慢与纸锥的          有关。 

纸锥编号 
下落高度 

h/m 

扇形纸片半径 

r/cm 

剪掉的扇形圆

心角θ/° 

纸锥锥角

θ/° 

下落时间

t/s 

1 1.9 10 90 81.9 2.20 

2 1.9 10 135 71.1 1.84 

3 1.9 5 90 81.9 2.20 

 

答案：（1）下落时间 （2）A （3）锥角 

解析：（1）从表格可以看出，纸锥下落的快慢用下落的时间长短反应的 

（2）为了比较纸锥下落的快慢，应把两个纸锥拿到同一高度同时由静止释放；图乙中A两纸锥的下端高度相同，B

中两纸锥的上端高度相同，而落地时是下端触地，故应选图A的位置释放，然后记录下落至地面的时间； 

(3) 根据表格中编号为1、2的数据知：下落高度、扇形纸片半径相同，纸锥锥角不同，纸锥锥角越大，下落时间越

长，下落速度越慢；根据表格中编号为1、3的数据知：下落高度、纸锥锥角相同，扇形纸片半径不同，下落时间相

同，下落速度相同，即纸锥下落速度与扇形纸片半径无关； 

25.小明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发现倒入盘中的墨汁一会就干了，由此猜想液体的表面积越大可能蒸发的越快，请你

选取生活中常用的物品来验证它的猜想并解答下列问题： 

（1）实验器材和步骤；                                                     



 

（2）实验现象和结论：                                                           

答案：（1）在两个相同的玻璃片上分别滴等量、温度相同的水，把其中一个玻璃片上的水抹开，放在风速相同的

教室内，观察哪滴水干的快 

（2）发现抹开的水干的快  相同条件下，液体的表面积越大，蒸发越快。（其他方法只要可行均可得分） 

解析：本题考查蒸发快慢影响因素，液体蒸发的快慢与液体的温度、表面积、液面上空气流动的快慢等因素有关，

当探究液体蒸发的快慢跟其中一个因素的关系时，应控制其它的因素不变； 

五、分析与计算题（本大题共 2 个小题，每小题 5分，共 10分） 

26.从 A、B两题中任选一题作答： 

A. 暑假，小青从太原南站出发到运城旅游，选择了尾气零排放的 D2503次动车组出行。查询到其列车时刻表如下，

请你计算该列车从太原南站到运城北： 

（1） 运行时间；（2）运行的平均速度（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解：（1）动车从太原南到运城北运行的时间 t=10:10-8:25=105min=6300s 

(2)动车从太原南到运城北运行的平均速度v =
s

t
=

3.6×105m

6300s
= 57.1 m s⁄  

解析：考查列车时刻表，注意计算平均速度时，运行时间为到达时间减去开车时间，中间停车时间也算在内； 

B. 甲、乙两地的距离是 1500km，一列火车下午 16:30 从甲地出发开往乙地,途中停靠了几个车站，在次日早 7:30

到达乙地。列车行驶中以 144km/h的速度匀速通过一座长度为 400m的桥梁，全部通过所用的时间是 25s，请你

计算： 

（1） 火车从甲地开往乙地的平均速度;（2）火车的长度。 

解：（1）火车从甲地开往乙地的路程 s=1500km 

时间为 t=24:00-16:30+7:30=15h 

平均速度v =
s

t
=

1500km

15h
= 100k m h⁄  

(2)火车过桥时，速度 v=144km/h=40m/s,时间为 t1=25s,则时间运行的路程为 s1=v1t1=40m/s×25s=1000m 



 

则火车的长度为 s2=1000m-400m=600m 

解析：这类题属于火车过桥问题，需要清楚是属于火车全部通过桥的问题，同时注意单位的变化及正确计算行驶时

间 

27.从 A、B 两题中任选一题作答： 

A.有一节油车,装满了 30m
3
的石油,为了估算这节油车所装石油的质量,从中取出了 30ml石油,称得质量是 24.6g,请

你计算这节油车所装石油质量。 

解：(1)石油样品的质量为 m=24.6g  体积为 v=30ml=30cm
3 

石油样品的密度为ρ =
m

v
=

24.6g

30cm3
= 0.82g/cm3 = 0.82 × 103kg/m

3 

(2)油的密度与质量、体积无关，所以整车油的密度与样品的密度相同 

ρ1 = 0.82 × 103kg/m
3 
 整车油的体积 v1=30m

3 

整车油的质量为 m1=ρ1v1=0.82 × 103kg/m
3
×30m

3
=2.46× 104kg 

解析：本题考查密度相关计算，涉及到密度是物质本身的属性，与质量的多少无关，另外注意单位的换算； 

 

B:如图 16 所示，小明用调好的托盘秤、水、烧杯和细线来测量一个不规则小矿石的密度，步骤如下：①把矿石放

在秤盘上静止时指针指在 A位置；    ②将烧杯中注入适量的水并在水面位置做好标记，把这杯水放在秤盘上静止

时指针指在 B位置；③把矿石轻轻浸没于装有水的烧杯中后（水未溢出），倒出适量的水，使水面恰好位于标记处，

再把烧杯放在托盘秤上静止时指针指在 C位置，请你计算：（1）小矿石的体积；（2）小矿石的密度。 

 

解：(1)由题可知，小矿石排开水的质量 m=1.0kg-(2.0kg-1.5kg)=0.5kg 

则小矿石排开水的体积为
 

v =
m

ρ
=

0.5kg

1×103kg/m3
= 5 × 10−4 m

3 

(2)因为小矿石浸没于水中，所以 v 石=v=5 × 10−4 m
3
 



 

小矿石的密度为ρ石 =
𝑚

石

𝑣
石

=
1.5kg

5×10−4 m3
= 3.0 × 103kg/m 3 

解析：本题考查特殊方法测密度，溢水法，同时考查对托盘秤的读数，这种秤是生活中测量工具，紧密联系生活实

际，另外注意等体积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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