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八年级期中质量检测

物理试卷

（考试时间：下午 4：15-5：45）

说明：本试卷为闭卷笔答，答题时间 90 分钟，满分 10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个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在每个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请将其字母标号填入下表相应的位置）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A D B D B D A C D

1. 根据图 1 信息，估测运动员从蹦床中心跳起的实际高度大约是

A 1.7cm B 2dm C 1.7m D 4m

答案：C

解析：由图可知，跳起高度与运动员的身高相似，因此最接近的起跳高度为 1.7m。故选 C

2. 在“新冠疫情”期间，当你戴上 N95 口罩与人交谈时，他人听到你的声音最明显的变化是

A 响度变小 B 响度变大 C 音调变低 D 音调变高

答案：A

解析：戴上口罩会影响声音的大小，即响度会变小，与音调无关。故选 A。

3. 下列属于凝固现象的是

A 春天，冰雪消融 B 夏天，雾气消散

C 秋天，草粘晨露 D 冬天，湖水成冰

答案：D

解析：冰雪消融属于熔化，雾气消散属于汽化，晨露形成属于液化，湖水结冰属于凝固。故

选 D。

4. 图 2 是穿行在太原某餐厅的机器人端着托盘送餐的情景。若认为托盘是静止的，则选取

的参照物是



A 地面 B 机器人 C 餐桌 D 墙壁

答案：B

解析：若认为托盘为静止的，即参照物与托盘相对位置不变，只有机器人与其同步前进。故

选 B。

5. 下列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的是

A 抛出后在空中飞行的排球 B 在圆形跑道上快慢不变行驶的摩托车

C 从树上下落的苹果 D 在平直轨道上快慢不变前进的火车

答案：D

解析：匀速直线运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快慢不变，运动为直线。排球两个条件均不满足，

摩托车运动不是直线，苹果运动越来越快。故选 D。

6. 用图 3 所示的电动牙刷刷牙时发出的超声波，能直达牙刷棕毛刷不到的地方，这样刷牙

既干净又舒服。下列关于此牙刷发出超声波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 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B 只能传递信息

C 能在空气中传播 D 音调很高，人听不到

答案：B

解析：超声波由振动产生，可以在空气中传播，由于振动频率高，因此音调过高，人耳听不

到。电动牙刷发出的超声波用来传递能量。故选 B。

7. 如图 4 所示，用刻度尺测量铁块长度的方法正确的是



答案：D

解析：A 选项中刻度线没有紧贴待测物体，B 选项中刻度线没有与待测物平行，C 选项中视

线没有正对刻度线。故选 D。

8. 如图 5 所示，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某同学将冰块放入空的易拉罐中并加入适量的盐，

用筷子搅拌大约半分钟，测得易拉罐中冰与盐水混合物的温度低于 0℃，从外部看到易拉罐

的底部有白霜生成，侧面有小水珠生成。在白霜和小水珠形成的过程中，发生的物态变化分

别是

A 凝华 液化 B 熔化 凝华 C 凝固 液化 D 升华 汽化

答案：A

解析：白霜为固态，形成过程为凝华，小水珠为液态，形成过程为液化。故选 A。

9. 图 6 是新推出的一款甜品，因为在下面盛水的大碗里加了干冰，所以盛甜品的小碗周围

冒着大量“白气”。拿起上面盛甜品的小碗，看到下面大碗里的液体在“沸腾”。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A 甜品周围是“白气”是空气中的水蒸气汽化所形成的

B 甜品周围的“白气”是干冰升华成的二氧化碳气体

C 大碗里液体“沸腾”是因为干冰升华成二氧化碳气体从水中冒出

D 大碗里液体“沸腾”是因为干冰升华使碗中的水吸热后沸腾

答案：C

解析：“白气”属于液态，是水蒸气液化形成的。而“沸腾”是因为干冰升华成二氧化碳气体，从



水中冒出时，看上去仿佛水在沸腾。故选 C。

10. 图 7 是同时同地出发并沿同一方向行驶的甲、乙两辆小车的 s-t 图像，由图像可知

A 10-20s 内，乙车做匀速直线运动

B 10-20s 内，甲车行驶了 40m

C 第 10s 时，甲车与乙车的速度相同

D 0-5s 内，乙车的速度比甲车的速度大

答案：D

解析：在 s-t 图中，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路程，倾斜程度表示速度。因此 10-20s

乙车静止，甲车行驶了 20m；第 10s 时，乙车速度为 0，甲车速度为 2m/s；0-5s 内，乙车

速度大。故选 D。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6 个小题，每空 1 分，共 17 分）

11. 中国最年轻的兵种—特种兵，被称为“陆地猛虎、海底蛟龙、空中雄鹰”。如图 8 所示，

他们装备的黑色特种作战消音靴，能够在_______处减弱噪声，这样做主要是防止___________

（选填“音调”、“响度”或“音色”）过大而暴露目标。

答案：声源 响度

解析：消音靴是从声源处减弱噪声，从而防止因响度过大而暴露目标。

12. 图 9 是 2019 年国庆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17”，它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上

首款装有高音速滑翔飞行器的弹道导弹，射程在 1800km 到 2500km 之间，飞行速度可达

7560km/h，合_________m/s。经过天安门时，“东风-17”导弹相对于装载汽车是静止的，而相



对于______是运动的，说明了运动和静止是__________的。按以上速度计算，该导弹 5min 飞

行的路程为_________km。

答案：2100 地面 相对的 630

解析：根据速度的单位换算，7560km/h=（7560/3.6）m/s=2100m/s；导弹在运动过程中，

和地面有相对位置的变化，因此相对于地面是运动的；参照物不同时，运动状态不同，说明

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飞行路程 s=vt=2100m/s×300s=630000m=630km。

13. 烧热的油锅里掉入几滴水，水迅速汽化，甚至“溅出”，这是因为油比水的________高，液

化石油气是在常温下采用________的方式液化得到的。

答案：沸点 压缩体积

解析：油的沸点高，因此烧热的油比水的温度高，水会迅速汽化；液化有降低温度和压缩体

积两种方法，液化石油气在常温下，因此用的是压缩体积的方法。

14. 如图 10 所示，将正在发声的小电铃放在密闭的玻璃罩内，再用抽气机把玻璃罩内的空

气逐渐抽出，听到的声音会逐渐__________，由此可推出若玻璃罩内抽成真空，将________(选

填“仍能听到”或“听不到”)铃声，此实验现象说明声音的传播需要________。宇航员在太空中不

能面对面直接交谈，是因为__________。

答案：变小 听不到 介质（空气） 真空不能传声

解析：在本实验中，空气作为传声介质，抽气过程中，介质越来越少，因此声音也越来越小；

若抽成真空，则听不到铃声，说明了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宇航员在的太空为真空，没有介

质，因此声音无法传播。

15. 一名珠峰登山队员归来时宣称在-30℃的峰顶见到了“雪怪”，并在峰顶当场从外衣口袋里

掏出钢笔，迅速画下了“雪怪”的相貌。从物理学的监督分析，这段叙述中有一处科学性错误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判断的依据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在峰顶当场从外衣口袋里掏出钢笔，迅速画下了“雪怪”的相貌

峰顶的温度低于墨水的凝固点，钢笔不能正常使用

解析：珠峰峰顶温度为-30℃，低于墨水的凝固点，墨水会凝固，因此钢笔是不可以使用的。

16. 图 11 为甲、乙两种物质温度随加热时间变化的图像，其中________物质是晶体，其熔点

为_________℃，另外一种物质在熔化时要_______热量。

答案：乙 210 吸收

解析：晶体熔化过程中温度不变，因此乙为晶体，图中可读出其熔点为 210℃；固体熔化过

程均吸热，这与晶体或非晶体无关。

三、阅读与简答题（本大题共 2 个小题，17 题 5 分，18 题 4 分，共 9 分）

17. 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乘坐火车时的“哐当”声，是很多人难以忘却的经历和回忆。“哐当”声就是在火车运

行时车轮与钢轨缝隙碰撞发出的声音，这种碰撞会导致火车运行不平稳。如果没有这个缝隙，

钢轨受热伸长就会相互挤压、扭曲、上拱，使整条铁路变形。

今天，坐在图 12 表示的高铁列车上，“哐当”声响很难再听到，杯中的水都不会因为颠

簸而溢出，也不用担心因为站不稳而在车厢里摇摇晃晃。产生这个效果的原因是现在的钢轨

之间没有缝隙，其中的关键技术是采用了高强度的弹性扣件扣压住钢轨的轨底，有效地“抵

消”了热胀冷缩对钢轨的影响。这种方法适用于一年四季温差不大的地区，例如我国的南方

地区。而中国的北方冬季与夏季的温差较大，需要把扣件全部打开，定期对钢轨的应力进行

释放。列车运行时车轮会对钢轨产生冲击，列车运动速度过高的时候，会有脱轨的危险，当

列车的速度超过 140km/h 之后，就必须要使用无缝钢轨了。



（1）使用无缝钢轨好处很多，比如列车运行_________、噪音___________；

（2）使用无缝钢轨首先要减小________对钢轨的影响。根据一年四季温差的不同，我国

________（选填“南方”或“北方”）更适合铺设无缝钢轨；

（3）一列长 360m 的高铁列车以 108km/h 的速度匀速运行 1min，便可以完全通过一条平

直的速度，则隧道的长度为________m。

答案：（1）平稳 小（2）热胀冷缩 南方（3）1440

解析：前两问在短文中可以找到答案；108km/h=30m/s，1min=60s，所以行驶的总路程

s=vt=30m/s×60s=1800m，而隧道长度 s 隧道=s-s 车=1800m-360m=1440m。

18. 夏天，小明与小亮一起去咖啡店喝饮料，店内温度适宜，小明点了一杯热咖啡，小亮点

了杯冰柠檬茶。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各自的杯壁上都出现了小水珠，如图 13 所示。请你

任选一杯，用所学的物理知识判断小水珠出现在被子的内侧还是外侧，并说明原因。

答案一：小明杯子上的水珠出现在杯子的内侧（1 分）因为小明杯中装的是热咖啡，杯内温

度高的水蒸气，遇到冷的杯子的内壁，放热液化成小水珠附着在杯子的内壁上（3 分）

答案二：小亮杯子上的水珠出现在杯子的外侧（1 分）因为小亮杯中放的是冰柠檬茶，杯外

温度高的水蒸气，遇到冷的杯子的外壁，放热液化成小水珠附着在杯子的外壁上（3 分）

解析：见答案

四、实验与探究题（本大题共 4 个小题，19、20 题每空 2 分，每图 2 分，21 题每空 1 分，

22 题 4 分，共 34 分）

19. 图 14 是测小车平均速度的实验场景，图中电子秒表显示的是小车分别到达 A、B、C 三

处的时间，请你解答下列问题：

（1）该实验的原理是_________；为了方便计时，应使斜面的坡度较_________；



（2）据图中信息可知：sAB=______cm，vAC=___________m/s;

（3）若小车过了 A 点才开始计时，则所测 AC 段的平均速度会偏__________。

答案：（1）v=s/t 小（缓）（2）40.0 0.3（3）大

解析：测量平均速度实验的原理即为速度计算的公式；读图可知 AB 段长度为 40.0cm，

v=s/t=0.9m/3s=0.3m/s；若过了 A 点开始计时，时间会偏小，速度会偏大。

20. 小明用图 15 甲所示的装置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选择的器材有：A 烧杯、B

酒精灯、C 温度计、D 铁圈及石棉网、E 铁架台。实验过程中，当水温达到 90℃时，每隔

1min 记录一次温度，数据如下表所示。请你解答下列问题：

（1）组装实验器材的顺序是__________（填器材的字母序号），图 15 甲中温度计的示数是

_______℃。图 15 乙是计时第_____min 开始产生的现象；

（2）根据表中数据，在图 15 丙中画出水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

（3）分析图像或表格数据可知：水在沸腾过程中，温度_____；这一特点可应用在炖汤时，

既要汤保持更多的水又可节约能源，应在汤_________后，调为小火加热；

（4）生活中水烧开后，关掉煤气发现水停止沸腾，这说明水在沸腾过程中需要__________。

答案：（1）EBDAC 96 5（2）如图所示

（3）保持不变 沸腾（4）持续吸热

解析：实验器材组装要求自下而上；温度计分度值为 1℃，读数即可；图乙为沸腾时的现象，



因此是第 5 分钟开始产生的现象；由图像可知，沸腾过程中温度不变，因此汤沸腾后即可调

小火；沸腾不仅需要达到沸点，还需要持续吸热。

21. 小明在学习吉他演奏的过程中，发现琴弦发出的声音音调的高低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①琴弦的横截面积②琴弦的长度③琴弦的材料。于是他找到了几种规格不同的琴弦，借助一

个能够测量振动频率的仪器进行探究。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请你解答下列问题：

（1）分析第_______两次实验数据可验证猜想①，并得出结论：在琴弦的材料，长度一定时，

琴弦的横截面积越大，发出声音的音调越_______（选填“高”或“低”）；

（2）分析第 2、3 次实验数据，可得出结论：在琴弦的材料、___________一定时，琴弦的________，

发出声音的音调越高；

（3）在评估交流中，同学们一致认为每次实验至少选用三根琴弦进行探究更合理，理由是

___________________；

（4）随着实验的进行，小明又发现琴弦音调的高低可能还与弦的松紧程度有关。为了验证

这一猜想，他的具体操作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1、2 低（2）横截面积 长度越短

（3）多次实验结论更具有普遍性

（4）用同样大小的力去拨动松紧程度不同的同一根琴弦，比较声音的高低

解析：探究音调与横截面积的关系，应保证其他因素一定，选择 1、2 两次实验，第 2 次音

调高，因此说明横截面积越大，音调越低；2、3 次实验材料和横截面积相等，第 2 次音调

高，说明长度越短，音调越高；多次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普遍规律，避免偶然性；实验设

计时要控制除松紧程度外的其他因素一定。

22. 小明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发现导入盘中的墨汁一会儿就干了，由此猜想液体的表面积越

大蒸发越快。请你从一杯水、两块相同的玻璃片、酒精灯、扇子、控制液体体积的滴管中选

取合适的物品来验证他的猜想，并解答下列问题：

（1）实验物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实验步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在生活中，利用此猜想的实例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列举一例）。

答案：（1）实验物品：两块相同的玻璃片、滴管、一杯水

（2）实验步骤：用滴管在两块相同的玻璃片上分别滴等量的水，把其中一块玻璃片上的水

抹开，放在相同的环境中，观察滴水干得快

（3）生活实例：晒衣服要展开（或晒粮食要摊开）（合理即可给分）

五、分析与计算题（本大题共 2 个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0 分）

23. “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正式开通运营，将粤港澳三地紧密连接在

一起，如图 16 所示。一辆小客车以图 16 乙所示的速度从香港到珠海，时间由原来的约 3h

缩减为 0.5h。图 16 丙是该车途经的两个交通标志牌。请你解答下列问题：

（1）图 16 乙显示汽车的速度为___________；图 16 丙的交通标志牌中“100”的含义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从 A、B 两问题中任选一问计算：

A. 按交通规则要求，从交通标志牌所在地到澳门的最短时间；

B. 从香港到珠海大约缩短了的路程。

解：（1）80km/h 1 分

最大速度不能超过 100km/h 1 分

（2）A 由 v=s/t 可得：t=s/v=29km/100km·h-1=0.29h 3 分

B 由 v=s/t 可得：s=vt=80km/h×（3h-0.5h）=200km 3 分

24. 从 A、B 两题中任选一题作答：

A. 2019 年 7 月 12 日，首条中低速国产磁悬浮直线驱动生产线落户太原，标志着山西综改

示范区磁浮 Z3 线项目更进一步。该项目建成后，乘坐 Z3 磁悬浮列车从太原到相距 30km 的

太谷，仅需 18min，大大缩短太原到太谷的时空距离，跨市上班将不是梦。2020 年 6 月 21

日，最大时速 600km/h 的国产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同济大学磁浮试验线上成功试跑，标志

着我国高速磁悬浮研发取得重要突破。请你计算：

（1）Z3 线磁悬浮列车从太原到太谷的平均速度；



（2）若达到最大运行速度，从太原到太谷的最短时间。

解：（1）Z3 线磁悬浮列车从太原到太谷的平均速度：

v=s/t=300km/0.3h=100km/h 3 分

（2）由 v=s/t 可得，若达到最大运行速度，从太原到太谷的最短时间：

t1=s/v1=30km/600km·h-1=3min 2 分

B.国庆期间，小明家乘坐从“太原南”开往“秦皇岛”的 G2606 次和谐号列车去旅游，下表是该

列车的部分运行时刻表，其中列车从“白洋淀”到“天津南”的平均速度为 130km/h，请你计算：

（结果保留整数）

（1）列车全程的平均速度；

（2）列车从“太原南”到“天津西”行驶的路程。

解：（1）全程的里程 s=790km，全程经历时间：t=13:42-8:15=5h27min=5.45h

全程的平均速度 v=s/t=790km/5.45h=145km/h 2 分

（2）白洋淀到天津西的时间：t1=11:51-10:58=53min=53/60 h

由 v=s/t 可得，白洋淀到天津西的路程：

s1=v1t1=130km/h×53/60 h=115km 2 分

太原南到天津西的路程

s’=s1+s2=115km+409km=524km 1 分

说明：以上答案仅供参考，开放性试题，只要答案合理即可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