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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秋季学期宣威五中期末检测试卷 

高二物理参考答案 
 

第Ⅰ卷（选择题，共 4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第 1~6

题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第 7~10 题有多项符合题目要求，全部选对的给 4 分，选对但不全

的给 2 分，有选错的给 0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C C D A C BCD ABD BC CD 

【解析】 

1．伏安特性曲线 b 的斜率较大，故阻值较小，又 a、b 材料相同，截面积相同，则 b 代表的

电阻丝较短，故 B 正确。相同电压下，a 电阻丝中电流小，则相同时间内，a 电阻丝通过

的电荷电量较小，故 C 错误。通以相同电流时，相同时间内，a、b中通过的电荷量应相同，

故 D 错误。 

2．沿着电场线电势逐渐降低，由图看出，D点电势比 B点电势高，故 A 错误。电场线的疏密

表示电场强度的大小，由图可知，A点的电场强度比 D点的小，故 B 错误。沿着电场线电

势逐渐降低，由图看出，C点电势比 B点电势高，所以负电荷在 C点的电势能低于在 B点

的电势能，故 C 正确。正电荷从 D点由静止释放，所受电场力方向沿电场线的切线方向，

所以运动的轨迹不会沿电场线的方向，故 D 错误。 

3．两侧轻绳中拉力相等，轻绳另一端从圆环最高点 C沿着圆环缓慢移到最低点 D，轻绳两点

之间的水平距离先增大后减小，小铁环两侧轻绳间夹角 2α先增大后减小，由 2 cosF mg 

可知轻绳中拉力 F先变大再变小，故 C 正确。 

4．开始时，开关闭合，微粒保持静止，电场力和重力平衡；开关断开后，电容器的电量保持

不变，要使微粒向上运动，需要增加电场力，即要增加电场强度，根据电容定义公式
Q

C
U

 、

平行板电容器的决定公式
4π

S
C

kd


 、电势差与电场强度关系公式U Ed 得

4πkQ
E

S
 ，故

场强与极板间距 d 无关，故 A 错误。开关闭合，由U Ed 知电压不变，距离增大，场强

减小，电场力减小，向下运动，故 B 错误。根据
4πkQ

E
S

 ，在 N板上方紧贴 N板插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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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云母片，介电常数增大，电场强度减小，电场力减小，微粒向下加速，故 C 错误。根据

4πkQ
E

S
 ，平移极板 M、N，使其前后错开，两个极板的正对面积 S减小，电场强度变大，

电场力变大，微粒向上加速，故 D 正确。 

5．当电位器的触片由 a端顺时针滑向 b端时，R接入电阻减小，外电路总电阻减小，总电流

增大，故 B 错误。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可知电路中总电流增大，则内电压增大，由U E Ir 

可知路端电压减小，则 1R 两端的电压减小，流过 1R 的电流减小，故 C 错误。总电流增大，

所以通过 1L 的电流变大，即 1L 变亮， 1L 两端电压增大，而路端电压减小，所以 2R 的电压

减小，通过 2R 电流减小， 2R 的功率减小，故 A 正确，D 错误。 

6．两平行直导线通以相反方向的电流时，相互排斥，且之间的力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

相等方向相反，故 A、B 错误。开关置于 b处，导线中电流增大，则导线间安培力增大，

故 D 错误，C 正确。 

7．由图乙所示图象可知减速运动的加速度大小 2 2
2

3
m/s 10m/s

1.2 0.9
a  


，在匀减速直线运动

过程中，由牛顿第二定律知 2sin30 cos30mg mg ma    ，解得
3

3
  ，故 A 错误。在推

力 F 作用下，物体加速运动的加速度大小 2 2
1

3 10
m/s m/s

0.9 3
a   ，沿斜面方向根据牛顿第

二定律可得 1 sin30 cos30F mg mg ma     ，解得 40NF  ，故 B 正确。由图象可知，物

体上升的最大位移
1 1

3 1.2m 1.8m
2 2

x t    v ，由几何关系得小物块上升的最大高度 

1
sin30 1.8 m 0.9m

2
h x     ，则小物块最大重力势能 p 3 10 0.9J 27JE mgh     ，故 C

正确。小物块从 A点到 C点克服摩擦力做功为 cos 27Jmgx   ，故 D 正确。 

8．带电粒子沿中线穿过，由 Bq Eqv 分析可知 A、B 正确。中子不带电，则能沿速度选择器

中线做匀速运动，故 D 正确。 

9．根据 21

2
h gt 得

2

2h
g

t
 ，故 A 错误。根据

2

2

4 πR
g

T
 ， 21

2
h gt 联立可得

2

2 22π

T h
R

t
 ，故 B

正确。再根据
2

2 2

4 πGM R

R T
 ， 34

π
3

V R 联立可得
2

3π

GT
  ，故 C 正确。根据 gRv 可得

2π

Th

t
v ，故 D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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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图 1 所示，圆弧 1O 和直线 ab相切于 D点，粒子转过的圆心角最大，运动时间最长为

3

4
T；圆弧 2O 经 C 点，粒子转过的圆心角最小，运动时间最短，设最短时间对应的圆心

角为 ，由几何关系可知△ 2CO P为等边三角形，故 60  ，

则最短时间为
60 1

360 6
T T





，故能打到直线 ab 上的粒子在磁

场中运动的时间范围为
1 3

6 4
T t T≤ ≤ ，故 C、D 正确。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60 分） 

二、填空、实验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18 分） 

11．（每空 2 分，共 10 分） 

（1）5.015   4.698 0.001  

（2） 1    欧姆调零   12 

12．（除特殊标注外，每空 2 分，共 8 分） 

（1）b（1 分）   D（1 分）   在变阻器滑片调节的大部分范围内，电流表 2A 读数太小，

电流表 1A 读数变化不明显（合理即可给分） 

（2）1.47~1.49   0.80~0.85 

【解析】（1）上述器材中虽然没有电压表，但给出了两个电流表，将电流表串联一个电阻，

可以改装成较大量程的电压表，a、b 两个参考实验电路，其中合理的是 b。电源的内阻较

小，所以应该采用较小最大值的滑动变阻器，有利于数据的测量和误差的减小，滑动变

阻器应选 D。 

（2）根据欧姆定律和串联的知识得，电源两端电压 1 1(990 10) 1000U I I   ；根据图象与

纵轴的交点得电动势 1.49mA 1000 1.49VE     ，由图线与横轴的交点可得出路端电压

为 1.15V 时电流是 0.4A，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E U Ir  可得 0.85r  。 

三、计算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42 分。解答应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方程式和重要的演算

步骤，只写出最后答案的不能得分。有数据计算的题，答案中必须明确写出数值和单位） 

13．（12 分） 

解：（1）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得
E

I
R r




 ① 

对金属棒：Mg BIL  ② 

联立解得： 3R    ③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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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接入电路的电阻为 2Ω时，根据欧姆定律得
E

I
R r

 
 

 ④ 

对金属棒运用牛顿第二定律得 ( )BI L Mg M m a     ⑤ 

联立解得： 22.5m/sa  ，方向水平向左 ⑥ 

评分标准：本题共 12 分。正确得出①~⑥式各给 2 分。 

14．（14 分） 

解：（1）小物块受重力、电场力和弹力，三力平衡，根据平衡条件，有 

tan 37qE mg   ① 

解得：
3

4

mg
E

q
  ② 

（2）由牛顿第二定律可得 ( )sin 37qE mg ma    ③ 

解得：
21

20
a g  ④ 

（3）电场力
3

2
2

F q E mg   ⑤ 

电场力与重力的合力与水平方向的夹角的正切值
2

tan
3

mg

F
    ⑥ 

故 33.7 37    ，故物体将离开斜面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竖直方向做自由落体运动
21

2
H gt  ⑦ 

解得：
2H

t
g

  ⑧ 

评分标准：本题共 14 分。正确得出⑥、⑧式各给 1 分，其余各式各给 2 分。 

15．（16 分） 

解：（1）粒子运动轨迹如图 2 所示， 60  ，则粒子做圆周运动的圆心角也为 60° 

在磁场中有
2

q B m
r


v

v  ① 

且
3

tan tan 30
2 3

R

r


     ② 

解得：
3rqB RqB

m m
 v  ③ 

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时间 

60 1 2π π

360 6 3

m m
t T

qB qB


  


        ④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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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粒子从 B 点射出磁场，之后做匀速直线运动，从 C 点进入电场，速度方向与电场线

方向垂直，做类平抛运动，如图所示。由几何关系可知 

tan 3OC R R   ⑤ 

Q坐标为（2R， 3R），故 CQ平行于 x轴且 2CQ R ，结合已知可得 

1x DQ t R  v  ⑥ 

2
1

1
3

2

Eq
y CD t R

m
     ⑦ 

联立③⑥⑦式解得：
26 3B qR

E
m

  ⑧ 

（3）由几何关系可知
cos

R
BC R R


    ⑨ 

2
3

R m
t

qB
 
v

 ⑩ 

在电场中运动的时间 1
3

R m
t

qB
 
v

  

故粒子从 A到 Q所用的时间 1 2

π 2 (2 3 π)

3 33

m m m
t t t t

qB qBqB


     总   

评分标准：本题共 16 分。正确得出①、②、④、⑦式各给 2 分，其余各式各给 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