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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运动 

＊矢量和标量 

【 】09 年 1．下列物理量中，属于标量的是 

A．速度                 B．加速度             C. 力                    D．路程 

【 】11 年 1．下列物理量中，属于矢量的是 

A．位移                  B．路程                 C．质量                  D．时间 

【 】12 年 1．下列物理量中，属于矢量的是 

A．时间                    B．位移                  C．质量                  D．动能 

【 】15 年 1. 下列物理量中，属于矢量的是 

A．路程                B. 速度                   C. 动能                 D. 功  

【 】16 年 1．下列物理量中，属于矢量的是 

A．动能        B．加速度                C．周期                  D．功率 

【 】17 年 1．下列物理量中，属于矢量的是 

A．功                  B．功率                   C．重力势能               D．加速度 

【 】18 年 1．下列物理量中，属于矢量的是  

A．时间                B．质量                   C．电阻                   D．磁感应强度 

＊参考系 

【 】10 年 9. 飞机着地后还要在跑道上滑行一段距离，机舱内的乘客透过窗户看到树木向后运动，乘客选

择的参考系是 

A. 停在机场的飞机       B. 候机大楼 

C. 乘客乘坐的飞机       D. 飞机跑道 

＊速度概念 

【 】11 年 18．在平直的公路上，汽车启动后在第 10 s 末，速度表的指针指在如图 9 所示的位置，前 10 s

内汽车运动的距离为 150 m．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第 10 s 末汽车的瞬时速度是 70 km/h 

B．第 10 s 末汽车的瞬时速度是 70 m/s 

C．前 10 s 内汽车的平均速度是 15 m/s 

D．前 10 s 内汽车的平均速度是 35 m/s 

【 】13 年 5．下列运动中，物体的速度保持不变的是 

 A．匀速直线运动      B．匀速圆周运动         C．自由落体运动          D．平抛运动 

＊加速度 

【 】12 年 5．关于物体的加速度，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物体的速度为零，它的加速度一定为零 

B．物体的速度越大，它的加速度一定越大 

C．物体的速度变化量越大，它的加速度一定越大 

D．物体的速度变化越快，它的加速度一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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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年 13. 纯电动汽车不排放污染空气的有害气体，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某

辆电动汽车在一次刹车测试中，初速度为 18 m/s，经过 3 s 汽车停止运动。若将该过

程视为匀减速直线运动，则这段时间内电动汽车加速度的大小为 

A. 3m/s2            B. 6m/s2              C. 15m/s2            D. 18m/s2 

【 】16 年 12．甲、乙两车在路口等候绿灯．绿灯亮后，两车同时由静止加速．甲车经过 4.0 s 加速到 10 

m/s 后做匀速运动，乙车经过 4.0 s 加速到 15 m/s 后做匀速运动．若将两车的加速过程均视为匀加速直线运

动，对于两车加速过程中的加速度大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甲车的加速度大于乙车的加速度 

B．甲车的加速度小于乙车的加速度 

C．甲、乙两车的加速度大小相等 

D．根据已知条件，无法判断甲、乙两车加速度的大小关系 

【 】17 年 9．一汽车由静止加速到 20 m/s 所用时间为 5.0 s。若此过程中汽车的运动可视为匀加速直线运

动，则其加速度的大小为 

A．0.25 m/s2 B．4.0 m/s2 C．25 m/s2             D．100 m/s2 

＊速度图像 

【 】09 年 3．图 1 所示的四个图象中，描述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是 

 

 

 

 

 

 

【 】11 年 4．在图 1 所示的四个图象中，表示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是 

 

【 】13 年 8．一个质点沿直线运动，其速度图象如图 2 所示，则质点 

A．在 0 ~ 10 s 内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B．在 0 ~ 10 s 内做匀速直线运动 

C．在 10 ~ 40 s 内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D．在 10 ~ 40 s 内保持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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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 1．图 10 是某物体运动的速度时间图象. 由图可知，物体做________（选填“匀

加速直线运动”或“匀减速直线运动”），物体在 10s 末的速度大小为________m/s. 

 

 

【 】14 年 3．图 1 是某物体做直线运动的 υ – t 图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0 ~ 10 s 内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B．0 ~ 10 s 内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 

C．t = 0 时物体的速度为 0 

D．t = 10s 时物体的速度为 15m/s 

 

【 】15 年 6. 一质点沿直线运动，其v t 图如图 3 所示，由图像可知 

A. 在 0~2 秒内质点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B. 在 0~2 秒内质点做匀减速直线运动 

C. 在 2~4 秒内质点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D. 在 2~4 秒内质点做匀减速直线运动 

 

【 】16 年 17．一物体沿直线运动，其速度 v 随时间 t 变化的图象如图 12 所示．由图象可知 

A．在 0～2s 内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大小为 5m/s2 

B．在 0～2s 内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大小为 10 m/s2 

C．在 0～4s 内物体运动的位移大小为 30m 

D．在 0～4s 内物体运动的位移大小为 40m 

 

【 】17 年 17．一物体沿直线运动，其速度 v 随时间 t 变化关系的图象如图所示。由图象可知 

A．0~2s 内的位移小于 2~3s 内的位移 

B．0~2s 内的位移大于 2~3s 内的位移 

C．0~3s 内物体的运动方向不变 

D．0~3s 内物体的运动方向发生了改变 

 

【 】18 年 13．一物体沿直线运动，其速度 v 随时间 t 变化的图像如图 7 所示。由图像可知，在 0~2s 内 

A．物体的速度一直变大 

B．物体的加速度一直变大 

C．物体速度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D．物体加速度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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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落体运动 

【 】15 年 2. 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中，有一位科学家开创了以实验以逻辑推理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

了落体运动的规律，这位科学家是 

A. 伽利略                 B. 安培                    C. 库仑                   D. 焦耳 

【 】09 年 5．一个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取 g = 10 m/s2，则 2 s 末物体的速度大小为 

A．20 m/s                     B．30 m/s                 C．50 m/s                 D．70 m/s 

【 】12 年 16．一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取 g = 10 m/s2．该物体 

A．在前 2 s 内下落的距离为 15 m                             B．在前 2 s 内下落的距离为 20 m 

C．第 2 s 末的速度大小为 20 m/s                              D．第 2 s 末的速度大小为 40 m/s 

【 】14 年 6．一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取 g = 10 m/s2，1 s 末物体的速度为 

A．20m/s                    B．15 m/s                C．10 m/s                 D．5 m/s 

16 年 1．小球做自由落体运动，经过 3s 落地．开始下落后第 1s 末小球的速度大小  

为    m/s；开始下落的第 1s 内小球下落的距离为        m．（取重力加速度 g=10 m/s2） 

 

＊实验（速度的测量） 

09 年 2．图 8 是某同学在研究小车做匀变速直线运动时，用打点计时器打出的一条纸带. 图中 A、B、C、

D、E 是按打点先后顺序依次选取的计数点，相邻计数点间的时间间隔 T = 0.1 s. 由图中的数据可知，打 B

点时小车的速度____________（选填“大于”或“小于”）打 D 点时小车的速度；计数点 B、D 对应的时间内

小车平均速度的大小为____________ . 

 

 

 

 

10 年 2. 在“研究小车做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的实验中，打点计时器在纸带上依次打出 A、B、C、D、E 五

个点，如图 9 所示。由此可判断小车做       （选填“加速”或“减速”）运动；打 B 点时小车的速度    （选

填“小于”或“大于”）打 D 点时小车的速度.  

 
 

 

11 年 3．某同学利用打点计时器所记录的纸带来研究小车的运动情况，实验中获得如图 11 所示的一条纸

带，从起始点 O 开始，将此后连续打出的 8 个点依次标为 A、B、C、D……．已知打点计时器所用电源的

频率为 50 Hz，则从打 A 点到打 F 点经历的时间为________s，这段时间内小车做________（选填“加速”或

“减速”）运动． 

 

 

 

 

 
图 11

0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O A B C D E F G H 

图 8 

A B C D E 

1.19 2.00 2.80 3.61单位：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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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 4．实验课上同学们利用打点计时器等器材，研究小车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其中一个小组的同

学从所打的几条纸带中选取了一条点迹清晰的纸带，如图 13 所示．图中 O、A、B、C、D 是按打点先后顺

序依次选取的计数点，相邻计数点间的时间间隔 T = 0.1 s．由图中的数据可知，打点计时器打下 C 点时小

车运动的速度是____________ m/s，小车运动的加速度是____________ m/s2． 

 

 

 

 

 

 

 

15 年．某学习小组利用打点计时器研究小车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图 18 是实验中得到的一条纸带，

其中的 A、B、C、D、E 是按打点先后顺序依次选取的计数点，相邻计数点间的时间间隔 T=0.1s．由图

中的数据可知小车做____________（选填“匀加速直线”或“匀减速直线”）运动，小车的加速度

a=_________m/s2． 

 

图 13 

O A B C D 

3.60 
9.61 

18.01
28.81

单位：cm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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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矢量和标量 

【09 年 1】D       【11 年 1】A        【12 年 1】B         【15 年 1】B 

【16 年 1】B       【17 年 1】D        【18 年 1】D 

＊参考系 

【10 年 9】C 

＊速度概念 

【11 年 18】AC     【13 年 5】A 

＊加速度 

【12 年 5】D      【15 年 13】B        【16 年 12】B         【17 年 9】B 

＊速度图像 

【09 年 3】B      【11 年 4】C        【13 年 8】A       【12 年 1】匀加速直线运动，20 

【14 年 3】A      【15 年 6】A        【16 年 17】AC      【17 年 17】BC      【18 年 13】D 

＊自由落体运动 

【15 年 2】A      【09 年 5】A        【12 年 16】BC      【14 年 6】C       【16 年 1】10，5 

＊实验（速度测量） 

【09 年 2】小于  0.24 m/s       【10 年 2】加速   小于      【11 年 3】0.1，加速 

【14 年 4】0.96   2.4           【15 年】匀加速直线   5.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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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相互作用 

＊力的合成与分解 

【 】09 年 7．有两个共点力，大小分别是 30 N 和 40 N. 如果它们之间的夹角是 90°，那么这两个力合力的

大小是 

A．0              B．50 N           C．80 N             D．110 N 

10 年 1. 如图 8 所示，在水平地面上，行李箱受到绳子拉力 F 的作用，若拉力 F 与水平

方向的夹角为 θ，则拉力 F 沿水平方向的分力 F1=       ，沿竖直方向的分力

F2=        .  

【 】14 年 4．有两个共点力，一个力的大小是 8 N，另一个力的大小是 3 N，它们合力

的大小可能是 

A．3 N           B．9 N            C．15 N          D．24 N 

【 】18 年 3．如图 1 所示，一个物体受 F1 和 F2 两个互相垂直的共点力作用，其中 F1 = 3 N，

F2 = 4 N。这两个力的合力大小为 

A．1N            B．5 N             C．7 N              D．12 N 

＊受力分析 

【 】11 年 17．如图 8 所示，水平地面上有一质量 m = 20 kg 的箱子，一个小朋友用 F = 30 N 的水平推力推

箱子，箱子仍然保持静止．关于箱子受到地面的静摩擦力，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静摩擦力的大小为 50 N 

B．静摩擦力的大小为 30 N 

C．静摩擦力的方向与推力 F 的方向相反 

D．静摩擦力的方向与推力 F 的方向相同 

【 】12 年 6．如图 3 所示，小物块静止在斜面上，关于它的受力情况，下列说

法中正确的是 

A．只受重力              B．只受重力和支持力 

C．只受重力和摩擦力      D．只受重力、支持力和摩擦力 

 

【 】15 年 5. 物体静止在固定的斜面上，以下四幅示意图中，正确标出斜面对物体支持力的是 

        

A      B      C         D 

16 年 2．如图 13 所示，小明想将橱柜从门口沿水平地面平移一段距离．当他用

100 N 的水平推力推橱柜时，橱柜仍处于静止状态，此时橱柜与地面间的摩擦力大

小为    N．当他用 200 N 的水平推力推橱柜时，橱柜恰好能匀速运动，则此

时橱柜与地面间的摩擦力大小为    N． 

图 8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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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x0 

x1 

【 】17 年 10．如图所示，一重力为 G 的物体静止在倾角为 θ的斜面上，沿平

行于斜面和垂直于斜面的两个方向分解重力 G，这两个方向上的分力分别为 F1

和 F2。则分力 F1 的大小为 

A．Gsinθ            B．Gcosθ 

C．Gtanθ                 D．G 

【 】18 年 8．如图 4 所示，一个箱子放置在水平地面上，某同学用水平向右的力 F 推箱子，箱子与地面仍

保持相对静止。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地面对箱子的摩擦力方向水平向右 

B．地面对箱子的摩擦力方向水平向左 

C．地面对箱子的摩擦力方向竖直向上 

D．地面对箱子的摩擦力方向竖直向下 

＊胡克定律 

【 】11 年 5．如图 2 所示，一轻弹簧上端固定在天花板上，下端悬挂一个质量为 m 的木块，

木块处于静止状态．测得此时弹簧的伸长量为 l (弹簧的形变在弹性限度内)．重力加速度

为 g．此弹簧的劲度系数为 

A．
l

m


             B．mg l              C．

mg

l
             D．

l

mg


 

【 】13 年 4．同学们利用图 1 所示的装置通过实验探究，得到了在弹性限 

度内弹簧的弹力与弹簧伸长量的关系．下列说法中能反映正确探究结果的是 

A．弹簧的弹力与弹簧的伸长量成正比 

B．弹簧的弹力与弹簧的伸长量成反比 

C．弹簧的弹力与弹簧的伸长量的平方成正比 

D．弹簧的弹力与弹簧的伸长量的平方成反比 

 

【 】16 年 5．如图 2 所示，一根劲度系数为 k、原长为 x0 的轻质弹簧，其左端固

定在墙上，右端与一个小球相连．当弹簧被拉伸至长度为 x 时（在弹性限度内），

弹簧对小球的弹力大小为 

A．k x0                       B．k x2 

C．k(x -x0)                      D．k(x -x0)2 

【 】18 年 6．利用弹簧可以测量物体的重力。将劲度系数为 k 的弹簧上端固定在

铁架台的横梁上。弹簧下端不挂物体时，测得弹簧的长度为 x0。将待测物体挂在弹簧下端，

如图 2 所示。待物体静止时测得弹簧的长度为 x1 测量中弹簧始终在弹性限度内，则待测物体

的重力大小为 

A．k x0                B． k x1                  C．k(x1 -x0)             D．k(x1+x0) 

 

图 2 

m 

图 4 

F 

图 2 

x 

x0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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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图 21-2

17 年 21．某同学利用如图 21-1 所示的装置探究弹簧的弹力 F 与弹簧伸长量 x 的关系。在实验过程中，弹簧

的形变始终在弹性限度内，弹簧自身质量可忽略不计。根据实验数据，他作出了 F-x 图象，如图 21-2 所示，

据此可知：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 F 跟弹簧伸长量 x 成_______（选填“正比”或“反比”）；弹簧的劲度系

数 k = ______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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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顿运动定律 

＊惯性 

【 】09 年 6．下列关于惯性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只有静止的物体才有惯性       B．只有运动的物体才有惯性 

C．质量较小的物体惯性较大       D．质量较大的物体惯性较大 

【 】18 年 5．中国古代科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很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墨家的代

表人物墨翟在《墨经》中，就已对力做了比较科学的阐述:“力，刑 （形）之所以奋也”。这句话的意思:力

能使物体由静止开始运动，或使运动的物体运动得越来越快。下列说法中，与墨翟对力的阐述最接近的是 

A．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B．力是物体位移变化的原因 

C．力是物体位置变化的原因           D．力是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 

18 年 20．《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这

个规定的实施是保障交通安全的有效措施之一。请你根据所学的物理知识，写出制定这一规定的两条科学

依据                                               ； 

 

＊力、速度加速度的关系 

【 】10 年 16. 物体处于平衡状态，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 物体一定保持静止                                     B. 物体可能做匀速直线运动 

C. 物体所受合力不为零                                   D. 物体所受合力为零 

【 】11 年 16．关于运动和力的关系，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B．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C．一个物体受到的合力越大，它的速度越大 

D．一个物体受到的合力越大，它的加速度越大 

【 】18．某实验小组利用图 10 所示的装置，进行“探究加速度 a 与合力 F、质量 m 之间的关系”的实验．下

列说法中反应正确探究结果的是 

A．保持物体的质量 m 不变，加速度 a 跟作用在物体上的合力 F 成正比 

B．保持物体的质量 m 不变，加速度 a 跟作用在物体上的合力 F 成反比 

C．保持物体受到的合力 F 不变，加速度 a 跟物体的质量 m 成正比 

D．保持物体受到的合力 F 不变，加速度 a 跟物体的质量 m 成反比 

 

 

 

 

 

 

 

 

 纸带  打点计时器 

图 10

垫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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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第二定律 

09 年 5．如图 11 所示，一个质量 m＝10 kg 的物体放在光滑水平地面上. 对物体施加一个 F = 50 N 的水平拉

力，使物体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求： 

（1）物体加速度 a 的大小； 

（2）物体在 t = 2.0 s 时速度 v 的大小. 

 

 

 

 

 

 

 

 

 

13 年 5．如图 13 所示，一个质量 m = 5 kg 的物体放在光滑水平面上．对物体施加一个 F = 5 N 的水平拉力，

使物体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求： 

（1）物体的加速度大小 a； 

（2）物体开始运动后 t = 4 s 内通过的距离 x． 

 

 

 

 

 

 

 

 

 

 

17 年 23．如图所示，质量 m = 1.0 kg 的物体静止在光滑水平面上。t = 0 时刻，在水平拉力 F 的作用下，物

体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加速度的大小 a = 2.0 m/s2。求： 

（1）物体在 t=2.0s 时的速度大小 v。 

（2）物体所受拉力的大小 F。 

 

 

 

 

 

 

 

F 

图 11 

F

图 1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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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第三定律 

【 】09 年 18．关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作用力大于反作用力                  B．作用力小于反作用力 

C．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            D．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方向相反 

【 】14 年 7．如图 3 所示，一匹马拉着车前行．关于马拉车的力和车拉马的力的大小关系，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A．马拉车的力总是大于车拉马的力 

B．马拉车的力总是等于车拉马的力 

C．加速运动时，马拉车的力大于车拉马的力 

D．减速运动时，马拉车的力小于车拉马的力 

18 年 踢毽子是我国一项大众喜欢的传统健身运动。毽子被人们誉为 “生命的蝴蝶”，通常由羽毛和毽托构

成，如图 5 所示。在某次踢毽子的过程中，毽子离开脚后，恰好沿竖直方向向上运动，到达最高点后又向

下落回。毽子在运动过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不可忽略。 

【 】9．在毽子与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关于毽子和脚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毽子对脚的作用力大于脚对毽子的作用力 

B．毽子对脚的作用力小于脚对毽子的作用力 

C．毽子对脚的作用力与脚对毽子的作用力方向相同 

D．毽子对脚的作用力与脚对毽子的作用力方向相反 

【 】10．毽子离开脚后，在向上运动的过程中，它的速度 

A．变小           B．不变           C．变大           D．先变大后变小 

【 】11．毽子从最高点下落的过程中，它的机械能 

A．一直减小                   B．一直增大 

C．先减小后增大               D．先增大后减小 

＊超重&失重 

【 】10 年 5. 人站在电梯中随电梯一起运动，下列过程中，人处于“超重”状态的是 

A. 电梯加速上升    B. 电梯加速下降        C. 电梯匀速上升          D. 电梯匀速下降 

11 年 1．在火箭竖直向上加速运动的过程中，宇航员对其座椅的压力            （选填“大于”或“小于”）

宇航员的重力，宇航员处于           （选填“超重”或“失重”）状态． 

14 年 1．一乘客坐电梯从一层到六层，在电梯加速上升的过程中，乘客所受的支持力             乘

客的重力（选填“大于”或“小于”），乘客处于            状态，（选填“超重”或“失重”）． 

【 】15 年 18. 有一种大型娱乐器械可以让人体超重和失重，其环形座舱套在竖直柱子上，由升降机送上

几十米的高处，然后让座舱自由下落。落到一定位置时，制动系统启动，座舱做减速运动，

到地面时刚好停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座舱自由下落的过程中人处于超重状态 

B. 座舱自由下落的过程中人处于失重状态 

C. 座舱减速下落的过程中人处于超重状态 

图 3 

毽托 

羽毛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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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座舱下落的整个过程中人处于失重状态 

【 】16 年 18．小明参加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后，从 6 层乘坐电梯到达 1 层，走出电梯，准备回家．对于

小明在电梯中由 6 层到 1 层的过程，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小明一直处于超重状态 B．小明一直处于失重状态 

C．小明的速度大小发生了变化     D．小明的加速度方向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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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力的合成与分解 

【09 年 7】B          【10 年 1】𝐹ଵ ൌ 𝐹 cos 𝜃，𝐹ଶ ൌ 𝐹 sin 𝜃         【11 年 3】B 

【14 年 4】B        【18 年 3】B 

＊受力分析 

【11 年 17】BC               【12 年 6】D           【13 年 1】摩擦力 

【14 年 1】大于   超重            【15 年 5】C          【16 年 2】200 N 

【17 年 10】A               【18 年 8】B 

＊胡克定律 

【11 年 5】D       【13 年 4】A       【16 年 5】C       【17 年 21】正比，5       【18 年 6】C 

＊惯性 

【09 年 6】D         【18 年 5】D 

【18 年 20】机动车超载，车体所受压力超过理论设计值，易造成车体结构及功能损坏，易引发交通事故； 

机动车超载，总质量超过额定标准，惯性大，运动状态难改变，机动车安全性能差，易造成事故。 

＊力、速度&加速度的关系 

【10 年 16】BD       【11 年 16】BD         【18】AD 

＊牛顿第二定律 

【09 年 5】5.0 m/s2，10 m/s        【13 年 5】1 m/s2，8 m        【17 年 23】4.0 m/s，2.0 N 

＊牛顿第三定律 

【09 年 18】CD       【14 年 7】B         【18 年 9】D     【18 年 10】A      【18 年 11】A 

＊超重&失重 

【10 年 5】A        【11 年 1】大于  超重        【14 年 1】大于   超重 

【15 年 18】BC      【16 年 18】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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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运动 

＊曲线运动 

【 】15 夏 18．同学们到中国科技馆参观，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如图 14

所示，一辆小火车在平直轨道上匀速行驶，当火车将要从“∩”形框架的下方通

过时，突然从火车顶部的小孔中向上弹出一小球，该小球越过框架后，又与通过

框架的火车相遇，并恰好落回原来的孔中．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相对于地面，小球运动的轨迹是直线 

B．相对于地面，小球运动的轨迹是曲线 

C．小球能落回小孔是因为小球在空中运动的过程中受到水平向前的力 

D．小球能落回小孔是因为小球具有惯性，在水平方向保持与火车相同的速度 

【 】16 春 9. 如图 4 所示，虚线 MN 为一小球在水平面上由 M 到 N 的运动轨迹，

P 是运动轨迹上的一点. 四位同学分别画出了带有箭头的线段甲、乙、丙、丁来描

述小球经过 P 点时的速度方向. 其中描述最准确的是 

A．甲                   B．乙  

C．丙                      D．丁 

【 】17 夏 11．如图 4 所示，水平桌面上有一个小钢球和一根条形磁铁，现给小钢球

一个沿 OP 方向的初速度 v，则小钢球的运动轨迹可能是 

A．甲  B．乙 

C．丙  D．丁 

＊抛体运动 

09 春 1．一物体做平抛运动，它在水平方向上的分运动是____________（选填“匀速直线运动”或“匀变

速直线运动”）；竖直方向上的分运动是______________（选填“匀速直线运动”或“自由落体运动”）. 

10&15 夏．如图 11 所示，在探究平抛运动规律的实验中，用小锤打击弹性金属片，A 球被金属片弹出做平

抛运动，同时 B 球做自由落体运动．通过观察发现：A 球在空中运动的时间          B 球在空中运动的

时间（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增大两小球初始点到水平地面的高度，再进

行上述操作，通过观察发现：A 球在空中运动的时间          B 球在空中运动的时

间（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 

11 夏 2．利用上图（图 11）所示的实验装置研究“平抛运动”的规律．用小锤打击弹

性金属片后，小球 A 沿水平方向弹出，同时小球 B 自由落下．此后，可以观察到小球

A 与小球 B          （选填“同时”或“不同时”）落到水平地面上；若小球 B 在空

中运动的时间为 t，小球 A、B 落地点之间的距离为 x，则小球 A 被弹出时的水平初速

度 υ0 =            ． 

 

AB 

图 11 

图 14 

图 4 

P 

甲 
乙 

丙 

丁 

M N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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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夏 3． 如图 9 所示，运动员驾驶摩托车跨越壕沟. 若将摩托车在空中的运动

视为平抛运动，则它在水平方向上的分运动是______________（选填“匀速直

线运动”或“匀变速直线运动”），在竖直方向上的分运动是______________（选

填“匀速直线运动”或“自由落体运动”）. 

 

【 】12 夏 16．若将平抛运动沿水平和竖直两个方向进行分解，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水平方向的分运动是匀速直线运动                       B．水平方向的分运动是匀加速直线运动 

C．竖直方向的分运动是匀速直线运动                       D．竖直方向的分运动是自由落体运动 

 

13 夏 1．如图 12 所示的曲线是一个物体做平抛运动的轨迹.  A、B 是轨迹上的两

个点，物体经过 A 点时的速度________（选填“大于”或“小于”）物体经过 B 点

时的速度. 请在图中画出物体经过 A 点时的速度方向. 

 

【 】16 春 16．沿水平方向抛出的铅球在空中做平抛运动，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铅球在水平方向的速度保持不变  

B．铅球在竖直方向的速度保持不变 

C．铅球在运动过程中动能不断减少 

D．铅球在运动过程中动能不断增加 

16 夏．将一小球以 2m/s 的速度水平抛出，经过 3s 落地．不计空气阻力．在这 3s 内，小球运动的轨迹为

______（选填“直线”或“曲线”），在水平方向前进的距离为______m． 

17 春 16．在空气阻力可忽略的情况下，下列物体的运动可视为平抛运动的是 

A．沿水平方向扣出的排球         B．沿斜向上方投出的篮球 

C．沿水平方向抛出的小石子     D．沿竖直方向向上抛出的橡皮 

【 】17 夏 17．在操场上，某同学沿水平方向抛出一个铅球，不计空气阻力。则铅球 

A．在水平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                                 B．在水平方向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C．在竖直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                                 D．在竖直方向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图 9 

O 
x

y 

A

B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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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圆周运动 & 向心力 

【 】09 春 9．如图 3 所示，在光滑水平面上，质量为 m 的小球在细线的拉

力作用下，以速度 v 做半径为 r 的匀速圆周运动. 小球所受向心力 F 大小为 

A．
r

v
m

2

           B．
r

v
m             C．mvr             D．mvr2 

【 】11 春 11．如图 4 所示，一个小球绕圆心 O 做匀速圆周运动，已知圆周半径

为 r，该小球运动的角速度为 ω，则它运动线速度的大小为  

A．
r


              B． r            C． r2             D．

2r  

【 】12 夏 6．如图 4 所示，一圆盘在水平面内匀速转动，盘面上有一小物块随圆盘一起运动．关于小物块

的受力情况，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只受重力                         B．只受重力和支持力 

C．受重力、支持力和摩擦力           D．受重力、支持力、摩擦力和向心力 

 

【 】13 春 5．下列运动中，物体的速度保持不变的是 

A．匀速直线运动        B．匀速圆周运动           C．自由落体运动         D．平抛运动 

【 】18 春 12．如图 6 所示，在匀速转动的水平圆盘上有两个质量相同的物块 P 和

Q（两物块均可视为质点），它们随圆盘一起做匀速圆周运动，线速度大小分别为 vP

和 vQ，向心力大小分别为 FP和 FQ。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vP > vQ       B．vP = vQ 

C．FP < FQ       D．FP = FQ 

 

09 夏 7. 如图 13 所示的光滑水平面上，质量为 m 的小球在轻绳的拉力作用下做匀

速圆周运动，小球运动 n 圈所用时间为 t，圆周的半径为 r. 求： 

（1）小球线速度的大小； 

（2）小球所受拉力的大小. 

 

 

 

 

09 春 3．如图 9 所示，一辆汽车在水平路面上行驶时对路面的压力 

____________（选填“大于”、 “等于”或“小于”）汽车所受的重力；通过拱形

路面最高处时对路面的压力____________（选填“大于”、 “等于”或“小于”）

汽车所受的重力.  

15 春．如图 12 所示，一辆汽车通过水平路面时对路面的压力______（选填

“大于”或“等于”）汽车的重力；通过凹形路面最低处时对路面的压力

______（选填“大于”或“等于”）汽车的重力． 

 

图 9 

O 

图 4 

r 

图 13 

r 
m

图 12 

P   Q 
O 

图 6 



物理学考资料 S3 (1) ---抛体运动&圆周运动 

18 
 

 答案	

＊曲线运动 

【15 夏 8】BD          【16 春 9】C         【17 夏 11】C 

＊抛体运动 

【09 春-1】匀速直线运动   自由落体运动               【10&15 夏】等于   等于 

【11 夏 2】同时   x/t                 【09 夏 3】匀速直线运动   自由落体运动 

【12 夏 16】AD               【13 夏 1】小于  

【16 春 16】AD            【17 春 16】AC           【17 夏 17】AD        【16 夏】曲线   6 

＊圆周运动&向心力 

【09 春 9】A       【11 春 11】B        【12 夏 6】C        【13 春 5】A         【18 春 12】C 

【09 夏 7】
t

nr

T

r
v

 22
 ，

2

222 4

t

mrn

r

v
mF


  

【09 春 3】等于   小于                【15 春】等于    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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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有引力定律 

【 】16 年 3．在物理学史上，首先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家是 

A．牛顿     B．焦耳   C．安培                   D．伏特 

【 】16 年 3．在物理学史上，下列科学家中对行星运动规律的发现做出重要贡献的是 

A．法拉第      B．欧姆               C．开普勒           D．奥斯特 

【 】09 年 18．人造卫星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离地面越远的卫星 

A．线速度越大          B．线速度越小               C．周期越大                 D．周期越小 

【 】18 年 18．2016 年 9 月落成起用的“中国天眼”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

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如图 13 所示。射电望远镜是观测和研究

来自天体的射电波的基本设备，脉冲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等天文学的重大发

现都与射电望远镜有关。脉冲星是一种高速自转的中子星，它的密度极高，每

立方厘米质量达上亿吨。脉冲星在计时、引力波探测、广义相对论检验等领域

具有重要应用。 

到目前为止，“中国天眼”已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其中脉冲星 FP1

的自转周期为 1.83s，距离地球约 1.6 万光年；脉冲星 FP2 的自转周期为 0.59s，距离地球约 4100 光年。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判断，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脉冲星 FP1 的自转周期小于地球的自转周期 

B．脉冲星 FP1 到地球的距离小于太阳到地球的距离 

C．脉冲星 FP1 的自转角速度大于脉冲星 FP2 的自转角速度 

D．脉冲星 FP1 的自转角速度小于脉冲星 FP2 的自转角速度 

17 年. “中国火星探测计划”于 2016 年正式立项，将实现“绕、落、巡”工程目标，对火星进行着陆、巡

视、探测工作。假设火星探测器着陆前绕火星做匀速圆周运动，如图 21 所示，探测

器距火星表面的高度为 h，运行周期为 T。已知火星半径为 R，引力常量为 G。 

（1）求火星的质量 M； 

（2）求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大小 g； 

（3）假设你是宇航员，登陆火星后，要测量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请简要写出一

种测量方案。 

 

 

 

 

16 年.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为纪念这一重要事件，国务院同意从 2016 年

开始将每年 4 月 24 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经过几代航天人的努力，我国的航

天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16 年 1 月 16 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白俄罗斯通信卫星一号，这标志着中国航天迈出了开拓

欧洲市场、服务世界航天的重要一步． 

图 13 

图 21 



物理学考复习资料 S3 (2)---万有引力定律 

20 
 

如图所示，白俄罗斯通信卫星一号是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已知该通信卫星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周期为 T，

地球质量为 M，半径为 R，引力常量为 G． 

（1）求该通信卫星的角速度 ω； 

（2）求该通信卫星距离地面的高度 h； 

（3）卫星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和科学研究中，请你举出两个例子． 

 

 

 

 

 

 

 

 

 

17 年. 2016 年 11 月 18 日，“神舟十一号”飞船在指定区域成功着陆，这标

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阶段任务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果。

此次任务中，“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自动交会对接后形

成组合体，如图所示。组合体在轨道上的运动可视为匀速圆周运动。已知组

合体距地球表面的高度为 h，地球半径为 R，地球表面附近的重力加速度为

g，引力常量为 G。 

（1）求地球的质量 M。 

（2）求组合体运行的线速度大小 v。 

（3）你认为能否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中用天平测物体的质量，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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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万有引力定律 

【16 年 3】A          【16 年 3】C           【09 年 18】BC             【18 年 18】AD 

【17 年】（1）
2 3

2

4π ( )R h
M

GT


 ；（2）

2 3

2 2

4π ( )R h
g

T R


 ； 

（3）方案一：用弹簧测力计测出一个质量为 m 的钩码的重力 G，则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G

g
m

 ； 

方案二：在距火星表面高 h处，由静止释放一个小钢球，测出其运动时间 t，则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2

2h
g

t
 。 

【16 年】（1）
2π

T
  ；（2）

2

3
24π

GMT
h R 

；
（3）卫星可应用于导航、通信和气象观测等方面． 

【17 年】（1）
2gR

M
G

 ；（3）（2）
2GM gR

R h R h
 

 
v

； 

（3）不能用天平测物体的质量。因为物体处于完全失重状态，对天平的托盘没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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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和机械能 

＊功 

【 】13 年 18．如图 8 所示，一物体在与水平方向成 θ角的恒力 F 作用下，沿光滑水平面做直线运动，在

物体通过距离 s 的过程中 

A．力 F 对物体做的功等于 Fscosθ 

B．力 F 对物体做的功等于 Fssinθ 

C．物体动能的变化量等于 Fscosθ 

D．物体动能的变化量等于 Fssinθ 

17 年 19．如图所示，木箱放在粗糙的水平地面上，小明用水平向右的力 F

推木箱，木箱向右运动了一段距离。在此过程中，力 F 对木箱做________

（选填“正功”或“负功”），地面对木箱的摩擦力对木箱做_________（选填

“正功”或“负功”）。 

＊功率 

09 年 4．京津城际铁路是我国最早建成并运营的高标准铁路客运专线（如

图 10 所示）．北京至天津段铁路全线长 120 km，列车正常行驶时间为 0.5 

h，则列车在京津间正常行驶的平均速度为 ____________ km/h. 列车在正

式运营前要进行测试. 某次测试中列车由静止开始到最大速度 360 km/h 所

用时间为 550 s，已知列车的总质量为 440 t，设列车所受牵引力的总功率恒

为 8800 kW，列车在运动中所受的阻力大小不变，则在这 550 s 内列车通过

的路程为 ____________ km.  

19．如图 14 所示，放置在水平面上的一个物体，在 F=5.0N 的水平拉

力作用下，沿力的方向移动了 x=2.0m，则在该过程中，拉力 F 做的功

W=        J。若上述过程经历的时间 t=2.0s，则拉力 F 在该过程中做

功的平均功率 P=      W。 

【 】16 年 10．如图 5 所示，一物体静止在水平面上，在水平恒力 F

作用下由静止开始运动，前进距离为 x 时，速度达到 v，此时力 F 的

功率为 

A．Fv   B．Fx           C．2 Fv           D．2 Fx 

【 】17 年 12．一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在下落过程中，物体所受重力的瞬时功率 

A．变大                B．变小                C．不变             D．先变大后变小 

 

 

 

 

s 

F 

图 8 

θ 

F

θ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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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的变化关系 

【 】14 年 8．跳水运动员从 10m 高的跳台上跳下，运动员在下落的过程中 

A．动能减少，重力势能减少             B．动能减少，重力势能增加 

C．动能增加，重力势能增加             D．动能增加，重力势能减少 

【 】15 年 8. 物体在上升的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重力做正功，重力势能增加  B. 重力做正功，重力势能减小 

C. 重力做负功，重力势能增加  D. 重力做负功，重力势能减少 

【 】17 年 8．孔明灯俗称许愿灯。放孔明灯是我国的一种民俗文化。如图所示，孔

明灯在点燃后加速上升的过程中，忽略其质量的变化，则孔明灯的 

A．重力势能减少，动能减少 

B．重力势能减少，动能增加 

C．重力势能增加，动能减少 

D．重力势能增加，动能增加 

＊动能计算 

【 】10 年 8. “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质量为 m，当它的速度为 v 时，它的动能为 

A. 𝑚𝑣         B. 
ଵ

ଶ
𝑚𝑣                 C.  

ଵ

ଶ
𝑚𝑣                    D. 

ଵ

ଶ
𝑚𝑣ଶ 

【 】17 年 5．一物体的质量保持不变，速度变为原来的 2 倍，则其动能变为原来的 

A．2 倍              B．4 倍                C．6 倍                  D．8 倍 

＊机械能守恒 

【 】09 年 17．在下列过程中，若不计空气阻力，机械能守恒的是 

A．石块自由下落的过程            B．铅球被抛出后在空中运动的过程 

C．电梯加速上升的过程            D．木箱沿粗糙斜面匀速下滑的过程 

【 】10 年 10. 下列过程中机械能守恒的是 

A. 跳伞运动员匀速下降的过程     B. 小石块做平抛运动的过程 

C. 子弹射穿木块的过程      D. 木箱在粗糙斜面上滑动的过程 

【 】11 年 10．跳水运动员从 10 m 高的跳台上跳下，在运动员下落的过程中 

A．运动员的动能增加，重力势能增加 

B．运动员的动能减少，重力势能减少 

C．运动员的动能减少，重力势能增加 

D．运动员的动能增加，重力势能减少 

11 年 2．如图 10 所示，高为 h 的光滑斜面固定在水平地面上．一质量为 m 的小

物块，从斜面顶端 A 由静止开始下滑．重力加速度为 g．若不计空气阻力，则小

物块从 A 滑到斜面底端 B 的过程中重力做的功为__________，小物块滑到底端

B 时速度的大小为__________． 

【 】12 年 18．在下列所述实例中，若不计空气阻力，机械能守恒的是 

A．石块自由下落的过程                             B．电梯加速上升的过程 

C．抛出的铅球在空中运动的过程                     D．木箱沿粗糙斜面匀速下滑的过程 

 

图 10 

h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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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年 7．下列所述的实例中，机械能守恒的是 

A．木箱沿斜面匀速向下滑行的过程                  B．人乘电梯加速上升的过程 

C．小钢球在空中做平抛运动的过程                  D． 跳伞运动员在空中匀速下落的过程 

【 】16 年 7．如果不计空气阻力，下列过程中机械能守恒的是 

A．货箱沿斜面匀速向上滑动的过程 B．电梯匀速上升的过程 

C．小孩沿滑梯匀速下滑的过程   D．抛出的棒球在空中运动的过程 

16 春. 如图 14 所示，轻绳的一端固定在 O 点，另一端系一小钢球. 现  将小钢球拉至 A

点，由静止释放，小钢球在竖直面内沿圆弧运动，先后经过 B、C 两点. 则小钢球在 B 点

的动能         （选填“大于”或“小于”）小钢球在 C 点的动能；通过 C 点时轻绳对

小钢球的拉力        （选填“大于”或“小于”）小钢球所受的重力． 

 

＊机械能守恒验证 

(12)13 年 4．利用图 11 所示的装置，研究重物自由下落过程中重力势能的减

少量与________（填“动能的增加量”或“速度的增加量”）的关系，可以验证机

械能守恒定律．在处理实验数据时，需要确定打点时重物的动能．一次实验中，

质量为 m 的重物自由下落，打点计时器在纸带上打出一系列点迹，如图 12 所

示．已知相邻两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T．测得 A、B 两点间的距离为 h1，B、C

两点间的距离为 h2．由此可以确定，在打点计时器打下 B 点时，重物的动能为

________．已知当地重力加速度为 g. 在打点计时器打下 A、B 两点的时间间

隔内，重物的重力势能的减少量为________. 

 

 

 

 

 

15 年 4. 利用图 14 所示的装置可以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实验中，让重锤

拖着纸带从静止开始下落，打点计时器在纸带上打出一系列清晰的点，要

验证机械能是否守恒，需要比较的是                。 

图 15 是某次实验得到的一条纸带，O 点事重锤开始下落时打出的点，A、

B、C 是按打点先后顺序选出的三个计数点。通过测量得到 O、A 间的距离

为 h1，O、B 间距离为 h2，O、C 间距离为 h3。已知重力加速度为 g。从重

锤开始下落到打点计时器打 B 点的过程中，重锤动能的增加量

为          。 

 

 

图 12

图 12 

A B C

h1 h2 

图 11 

图 14 

图 15 

图 14
C 

B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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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 22．某同学用如图 22-1 所示的装置测重物下落的速度。重物从高

处由静止开始下落，打点计时器打出一条纸带，A、B 和 C 是纸带上相邻

的三个点，如图 22-2 所示。测出 A、B 间的距离为 x1，B、C 间的距离为

x2。已知打点计时器打下相邻两点的时间间隔为 T。则打点计时器打下 B

点时，重物下落的速度大小 vB =__________，重物的动能为          。

为了减小实验误差，要尽量选择质量大些、体积小些的重物，请说明这样

选择的理由:                                  。利用此装置还可进行

其他的实验探究活动，请你举出两个例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 22-1

打点 
计时器 纸带

夹子

重物

图 22-2



物理学考复习资料 S4---功&机械能 

26 
 

 答案	

＊功 

【13-18】AC          【16-10】A             【17-19】正功     负功 

＊功率 

【09-4】240km/h   30km 

【19】10J   5W 

【17-12】A 

＊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的变化关系 

【14-8】D          【15-8】C          【17-8】D 

＊动能计算 

【10-8】D          【17-5】B 

＊机械能守恒 

【09-17】AB          【10-10】B          【11-10】D 

【11-2】𝑚𝑔ℎ      ඥ2𝑔ℎ 

【12-18】AC          【13-7】C          【16-7】D              【16 春】小于     大于 

＊机械能守恒验证 

【(12)13-4】动能的增加量      
ሺభାమሻమ

଼்మ
       𝑚𝑔ℎଵ 

【15-4】重力势能减少量与动能增加量的关系         
ሺయିభሻమ

଼்మ
 

【17(18)-22】
௫భା௫మ
ଶ்

       
ሺ௫భା௫మሻమ

଼்మ
       

减小空气阻力的影响       研究自由落体；验证机械能守恒；测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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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电场 

＊库仑定律 

【 】2．在国际单位制中，电荷量的单位是 

A．库仑      B．牛顿        C．伏特      D．焦耳 

【 】17 夏 2．在国际单位制中，单位是“库仑”的物理量是 

A．电荷量 B．电流 C．电压 D．电阻 

【 】15 夏 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一位物理学家利用图 1 所示的扭秤装置进行研究，

提出真空中两个静止点电荷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这位物理学家是 

A．牛顿       B．伽利略 

C．库仑       D．焦耳 

【 】09 年 10．真空中有两个静止的点电荷，若保持它们之间的距离不变，而把它们的电

荷量都变为原来的 3 倍，则两电荷间的库仑力将变为原来的 

A．7 倍              B．8 倍               C．9 倍                D．10 倍 

【 】15 年 9. 真空中有两个静止的点电荷，它们之间的静电力大小为 F。如果保持这两个

点电荷的带电量不变，而将他们之间的距离变为原来的 2 倍，那么它们之间的静电力的大小为 

A. 2F                B. 
2

F
                  C. 4F                 D. 

4

F
 

【 】16 年 6．真空中有两个静止的点电荷，它们之间静电力的大小为 F．若保持这两个点电荷之间的距

离不变，将它们的电荷量都变成原来的一半，则改变电荷量后这两个点电荷之间静电力的大小为 

A．16F   B．9F     C．


ଶ
                 D．



ସ
 

16 年夏．用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来研究带电金属球周围电场的强弱．把

一个带正电的金属球用绝缘支架固定在 A 处，然后把一个带正电的小球

系在绝缘丝线上，悬挂在横杆上的 P1处，小球静止时丝线偏离竖直方向

的角度为 θ1；再将悬点移到 P2 处，小球静止时丝线偏离竖直方向的角度

为 θ2．则 θ2_____θ1（选填“>”或“<”）．这表明：离带电金属球越远的

位置电场越______（选填“强”或“弱”）． 

【 】17 年 18．如图所示，一个带电球体 M 放在绝缘支架上，把系在

绝缘丝线上的带电小球 N 先后挂在横杆上的 P1、P2 和 P3 处。当小球

N 静止时，观察丝线与竖直方向的夹角。通过观察发现：当小球 N 挂

在 P1 时，丝线与竖直方向的夹角最大；当小球 N 挂在 P3 时，丝线与

竖直方向的夹角最小。根据三次实验结果的对比，可知 

A．小球 N 距球体 M 越远，它们间的静电力越小 

B．在距球体 M 越远的位置，球体 M 产生的电场越弱 

C．小球 N 与球体 M 间的作用力与它们电荷量的乘积成正比 

D．小球 N 与球体 M 间的作用力与它们电荷量的乘积成反比 

P1 P2 P3 

N 

M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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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夏 15. 如图 10 所示，一个带正电的球体 M 放在绝缘支架上，把系在

绝缘丝线上的带电小球 N 先后挂在横杆上的 P1 和 P2 处。当小球 N 静止时，

丝线与竖直方向的夹角分别为 θ1 和 θ2（θ2 图中未标出）。则 

A．小球 N 带正电，θ1>θ2 

B．小球 N 带正电，θ1<θ2 

C．小球 N 带负电，θ1>θ2 

D．小球 N 带负电，θ1<θ2 

18 年 21．如图 10 所示，一带正电的导体球 M 放在绝缘支架上，把系在 

绝缘丝线上的带电小球 N 挂在横杆上。当小球 N 静止时，丝线与竖直 

方向成 θ 角，由此推断小球 N 带     电荷（选填“正”或“负”）。现用另一 

与 M 完全相同的不带电导体球与 M 接触后移开，则丝线与竖直 

方向的夹角 θ将             （选填“变大”或“变小”）。 

＊电场线 

【 】13 年. A、B 两个点电荷在真空中所产生电场的电场线（其中方向未标出）的

分布如图 7 所示．图中 O 点为两点电荷连线的中点，MN 为两点电荷连线的中垂

线，P 为中垂线上的一点，电场线的分布关于 MN 左右对称．下列说法中正确的

是 

A．这两个点电荷一定是等量同种电荷 

B．这两个点电荷一定是等量异种电荷 

C．O 点的电场强度比 P 点的电场强度小 

D．O 点的电场强度与 P 点的电场强度相等 

13 年 3．如图 10 所示，A、B 是电场中的两点，由图可知，电场强度 EA ________EB

（填“＞”或“＜”）．将一点电荷先后放在 A、B 两点，它所受的电场力大小 FA 

________FB（填“＞”或“＜”）． 

 

14 年 3．图 12 是一正点电荷的电场线分布图，A、B 是电场中的两点，其电场强度分

别为 EA 和 EB．由图可知 EA             EB （选填“＞”或“＜”），EA 和 EB 的方向

________（选填“相同”或“不同”）． 

 

＊电场强度 

【 】17 夏 4．下列物理量中，用来描述电场强弱和方向的是 

A．电场力 B．电场强度            C．电动势             D．电容 

09 年 6．如图 12 所示，电场中 A 点的电场强度 E = 2.0×104 N/C. 将电荷量 q = +2.0×10-8 C 的点电荷放在

电场中的 A 点.  

（1）求该点电荷在 A 点所受静电力 F 的大小； 

（2）在图中画出该点电荷在 A 点所受静电力 F 的方向. 

 

A B

P

O

M 

N 

图 7

E A

B

图 10 

A

B

图 12

图 12 

A E

P1P2 

θ1
M

N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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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 6．在如图 14 所示的电场中，一电荷量 q = +1.0×10-8 C 的点电荷在电场中的 A 点所受电场力 F = 

2.0×10-4 N．求： 

（1）A 点的电场强度 E 的大小； 

（2）请在图中画出该点电荷所受电场力 F 的方向． 

 

 

 

 

 

 

13 年 6．如图 14 所示的匀强电场，电场强度 E = 2×104 N/C．一电荷量 q = +1×10-8 C 的电荷从电场中的 A

点移动到 B 点，A、B 之间的距离 d = 0.1 m．求： 

（1）电荷所受电场力的大小 F； 

（2）电场力对电荷做的功 W． 

 

 

 

 
 
 

14 年 6．如图 15 所示，在电场强度 E= 2.0×104 N/C 的匀强电场中，一带正电的点电荷在 A 点所受电场力

F=2.0×10- 4 N．  

（1）请在图中画出该点电荷在 A 点所受电场力 F 的方向； 

（2）求该点电荷的电荷量 q． 

 

 

 

 

 

17 年 24．将电荷量 q=+1.0×10-8C 的点电荷放在匀强电场中的 A 点，点电荷在 A 点所受电场力 F = 1.0 × 

10-4 N，方向水平向右，如图所示。 

（1）判断匀强电场的方向。 

（2）求匀强电场的电场强度的大小 E。 

 

 

 

 

 

图 14 

A 

E

图 14

A 
E

B

图 15 

A 

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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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势、电势差 & 电场力做功 

【 】10 年. 如图 6 所示，在电场强度为 E 的匀强电场中，一个电荷量为 q 的正点电荷，沿电场线方向从

A 点运动到 B 点，A、B 两点间的距离为 d，在此过程中电场力对电荷做的功等于 

A. 
q

Ed
              B. 

d

qE
    

C. qEd             D. 
E

qd
 

 

【 】14 年. 电场中 A、B 两点间的电势差为 U，将电荷量为 q 的点电荷从 A 点移到 B 点，在此过程中，

电场力对该电荷做的功为 

A． 1
qU

                  B．qU                  C．U
q

                   D．
q
U

 

【 】11&15 年. 将电荷量为 q 的点电荷从电场中的 A 点移动 B 点。电场力所做的功为 W，则 A、B 两点间

的电势差为 

A. qW                 B. 
1

qW
             C. 

q

W
                D. 

W

q
 

【 】15 夏 15. 在如图 12 所示的匀强电场中，1、2、3 三条虚线表示三个等势面，

a、b 分别是等势面 1、3 上的两个点．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三个等势面的电势相等 

B．等势面 2 的电势高于等势面 1 的电势 

C．若将一正电荷由 a 移到 b，电场力做正功 

D．若将一正电荷由 a 移到 b，电场力做负功 

【 】09 夏 15. 如图 4 所示，匀强电场的电场强度为 E，A、B 是电场中一条电场线上的

两点，若 A、B 间的距离为 d，则这两点间的电势差等于 

A．Ed             B．
d

E
             C．

E

d
             D．

Ed

1
 

【 】13 夏 15．如图 9 所示的匀强电场中，a、b、c 三条虚线表示三个等势面．下列说

法中正确的是 

A．等势面 a 的电势最高 

B．等势面 b 的电势最高 

C．等势面 c 的电势最高 

D．三个等势面电势相等 

 

【 】16 春. 如图 11 所示，在点电荷形成的电场中有 a、b、c 三点，它们到点电荷的距

离分别为 ra、rb 和 rc，且 rb - ra = rc - rb．用 Uab 表示 a、b 之间的电势差，用 Ubc表示 b、

c 之间的电势差，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Uab < Ubc 

B．Uab = Ubc 

C．Uab > Ubc  

D．根据已知条件，无法判断 Uab 和 Ubc之间的大小关系 

图 6 

E 

A B 

a 

31 2

E

图 12

b

● 

●

ca b

E

图 9 

图 4 

E 

A B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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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夏. 如图所示，在正点电荷形成的电场中有 a、b、c 三点，它们到该点电荷

的距离分别为 ra、rb 和 rc，且 ra < rb < rc．分别用a、b、c表示 a、b、c 三点的电

势，则 

A．a = b =c     B．a  b  c 

C．b  a c     D．a  b  c  

 

18 春. 请阅读下述文字，完成第 16、第 17 题 

如图 12 所示，M、a、b 是同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将电荷量为+Q 的点电荷放置在 M 点。点电荷+Q 在 a

点产生的电场强度为 Ea，在 b 点产生的电场强度为 Eb。一个电荷量为+q 的点电荷 P 放在 a 点，受到的电

场力大小为 F。若将点电荷 P 从 a 点移动到 b 点，电场力做功为 W。 

【 】16．关于 E 的大小和方向，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E 的大小为
F

Q
                  B．E 的大小为

F

q
 

C．Ea 的方向由 a 指向 b             D．Eb 的方向由 b 指向 a 

【 】17．下列关系式中正确的是 

A．Ea>Eb             B．Ea<Eb               C．W>0                D．W<0 

 

18 年．请阅读下述文字，完成第 12 题、第 13 题、第 14 题 

如图 7 所示，a、b、c 是电场中的三个点，其电场强度 大小分别为 Ea、Eb、Ec，电势分别为 φa、φb、φc。 

【 】12．关于 Ea、Eb、Ec 的比较，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Ea>Eb>Ec B．Ea<Eb<Ec 

C．Ea=Eb=Ec D．Ea=Eb>Ec 

【 】13．关于 φa、φb、φc 的比较，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φa>φb>φc B．φa<φb<φc  

C．φa=φb=φc D．φa=φb>φc 

【 】14．把正点电荷由 a 点沿电场线移到 b 点的过程中，关于电场力对电荷所做的功及电荷电势能的变化，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电场力做正功，电势能增加 

B．电场力做正功，电势能减少 

C．电场力做负功，电势能增加 

D．电场力做负功，电势能减少 

 

 

 

 

c

ba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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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器的电容 

【 】15 年.  a、b 两个电容器如图 4 所示，图 5 是它们的部分参数．由此可知，关于 a、b 两个电容器的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a、b 两个电容器的电容之比为 8:1 

B．a、b 两个电容器的电容之比为 4:5 

C． b 电容器最多能容纳电荷 0.1C 

D． b 电容器最多能容纳电荷 1C 

【 】18 年 16．一个固定电容器在充电过程中，两个极板间的电压 U 随电容器所带电荷量 Q 的变化 而变

化。图 8 中正确反映 U 和 Q 关系的图像是 
 

U U U U 
 
 
 
 

O Q O Q O Q O Q 
A B C D 

图 8 

 

【 】19．电流传感器可以像电流表一样测量电流，可以捕捉到瞬间的电流变化，相当于一个理想电流表。

用如图 12 甲所示的电路来研究电容器的放电过程。实验时将开关 S 拨到 1 端，用直流 8V 电压给电容器充

电，待电路稳定后，将电流传感器打开，再将开关 S 拨到 2 端，电容器通过电阻 R 放电。以 S 拨到 2 端时

为 t=0 时刻，电流传感器测得的电流 I 随时间 t 变化图像如图 12 乙所示，根据题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由 I-t 图可知，电容器在全部放电过程中释放的电荷量约为 3.2103C 

B．由 I-t 图可知，电容器在全部放电过程中释放的电荷量约为 3.2C 

C．此电容器的电容约为 4.0104F 

D．此电容器的电容约为 0.4F 

a b 

a 

b

图 4 图 5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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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 

【 】17 年. 十九世纪末发现电子以后，物理学家密立根通过实验比较准确地测定了电子的电荷量。如图所

示为密立根实验的示意图，两块金属板水平放置，板间存在匀强电场，方向竖直向下。用一个喷雾器把许

多油滴从上极板中间的小孔喷入电场，油滴由于摩擦而带电，当一些微小的带电油滴受到的电场力和重力

恰好平衡时，油滴处于悬浮状态。当极板间的电压为 U、距离为 d 时，一质量为 m 的油滴恰好悬浮于电场

中，重力加速度为 g，则该油滴 

A．带负电，电荷量为


ௗ
 

B．带负电，电荷量为
ௗ


 

C．带正电，电荷量为


ௗ
 

D．带正电，电荷量为
ௗ


 

【 】13．如图所示，在真空中有一对平行金属板，由于接到电池组上而带电，两板间的电势差为 U。若一

个质量为 m、带正电荷 q 的粒子，在静电力的作用下由静止开始从正极板向负极板运动，不计粒子所受重

力，则它到达负极板时的速度为 

A．
2qU

m
          B．

qU

m
       

C．
2

qU

m
           D．

2mU

q
 

【 】18 春. 如图 11 所示，一对平行金属板水平放置，板间电压为 U1，一个电子沿 MN 以初速度 v 1 从两板

的左侧射入，经过时间 t1 从右侧射出。若板间电压变为 U2，另一个电子也沿 MN 以初速度 v2 从两板的左

侧射入，经过时间 t2 从右侧射出。不计电子的重力，MN 平行于金属板。若要使 t2<t1，则必须满足的条件

是 

A．U2>U1 

B．U2<U1  

C．v2>v1 

D．v2<v1 

 

【 】18 年 20. 如图 11 所示，真空中静止点电荷产生的电场中，A、B 为同一直线上的两点。取无穷远处

为电势能零点。电荷量为+q 的检验电荷，在 A 点的电势能为 EPA,在 B 点的电势能为 EPB。则 A、B 两点间

的电势差 UAB等于 

A. 


ாುಲାாುಳ
              B. 

ாುಲାாುಳ


  

C. 


ாುಲିாುಳ
              D.  

ாುಲିாುಳ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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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 28．实验表明，一些金属受到紫外线照射时会有电子射出。如图 18 所示，真空中一对平 

行金属板 A 和 B 正对放置，用紫外线持续照射 A 板时，A 板持续射出速度大小不同 的电子，且电子的

最大速度为定值。为了简化问题，假设射出的电子都垂直于 A 板 向 B 板运动，忽略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电子所受的重力。电子的电荷量为 e。 

（1）如图 18 所示，在 A、B 板之间接一灵敏电流计。当电流计示数为 I 时，求每秒 钟到达 B 板的电子

个数 N。 

（2）将两金属板、电压可调的电源、灵敏电流计连接成如图 19 所示的电路，A 板 接电源正极，B 板接

电源负极。逐渐增大两板间的电压，发现电流计示数会随 着电压的增大而减小，当电压为 U0 时电流计示

数刚好为零。 

a．求从 A 板射出的电子具有的最大动能 Ekm； 

b．有同学认为，断开开关，将 B 板向左平移一段距离，使其靠近 A 板后，维 持电压 U0 不变，再次闭合

开关，则电路中将再次出现电流。你认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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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库仑定律 

【2】A     【17-2】A     【15-2】C     【09-10】C     【15-9】D     【16-6】D 

【16 夏】<，弱     【17-18】AB     【17-15】A     【18-21】正，变小 

＊电场线 

【13 年】B     【13-3】>，>     【14-3】 >，不同 

＊电场强度 

【17-4】B     【09-6】4×10-4N，水平向→      【11-6】2×104N/C，水平向→ 

【13-6】2×10-4N，2 ×10-5J      【14-6】水平向→，1×10-8C     【17-24】水平向→，1×104N/C 

＊电势、电势差&电场力做功 

【10 年】C     【14 年】B     【11&15 年】D     【15-15】C     【09-15】A     【13-15】A 

【16 春】C     【16 夏】D     【18-16&17】BC；AC     【18 年】A；A；B 

＊电容器的电容 

【15 年】C     【18-16】A     【19】AC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 

【17 年】B     【13】A     【18 春】C     【18-20】D 

【18-28】
I

N
e

 ； k m 0E eU ； 

否，根据动能定理 km0eU E   ，电子运动到负极板的速度与两极板间距无关，故调小极板间距后，电子

到达负极板速度仍为 0，电路中仍无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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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路及应用 

＊ 电流定义 

【 】18 年 3．铜是良好的导电材料。在一段通电铜导线内，定向移动形成电流的微粒是 

A．电子    B．原子核             C．既有电子也有原子核        D．原子 

【 】19 年 1. 下列物理量中，反映一段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是 

A. 电场强度            B. 电势               C. 电荷量           D. 电阻 

【 】19 年 3. 电荷在导体中定向移动形成电流，一段导体中的电流是 2.0 A，在 30 s 内通过这段导体横截

面的电荷量为 

A. 20 C                 B.  40 C                C.  60 C                D.  80 C 

＊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 】09 年．在图 5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的电动势 E = 3 V，内阻 r ＝ 1 Ω，外电路

电阻 R ＝ 5 Ω. 闭合开关 S 后，电路中的电流 I 等于 

A．0.25 A                    B．0.5 A 

C．1 A                      D．1.5 A 

 

 

【 】11 年．在图 7 所示的电路中，电阻 R＝2.0 Ω，电源的内电阻 r＝1.0 Ω，不计

电流表的内阻．闭合开关 S 后，电流表的示数 I＝0.5 A，则电源的电动势 E 等于 

A．1.0 V         B．1.5 V  

C．2.0 V           D．3.0 V 

 

【 】15 年．在图 9 所示的电路中，电阻 R = 2.0，电源的电动势 E = 3.0 V，内阻

r = 1.0 。不计电流表的内阻。闭合开关 S 后，电流表的示数为 

A. 1.0 A                  B. 1.5 A 

C. 2.0 A                     D. 6.0 A 

 

【 】16 年．在如图 9 所示的电路中，电阻 R = 2.0 Ω，电源的电动势 E = 3.0 V，内

电阻 r = 1.0 Ω．闭合开关 S 后，电阻 R 两端的电压为 

A．1.0 V     B．1.5 V 

C．2.0 V     D．3.0 V 

【 】18 年 7．在图 4 所示的电路中，电阻 R ＝ 5.0 Ω，电源的内阻 r ＝1.0 Ω， 

不计电流表的内阻。闭合开关 S 后，电流表的示数 I ＝ 0.50 A，则电源 

的电动势 E 等于 

A．1.0 V B．2.0 V 

C．3.0 V D．4.0 V 

 

图 5 

S E   

R  

r   

R 

图 7 

A

S E   r 

图 9 

图 9 

S E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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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安法测电阻 

【 】09 年．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电阻的电路如图 7 所示，其中 Rx为待测电阻. 由于电表内阻对测量结

果的影响，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电流表的示数小于通过 Rx的电流 

B．电流表的示数大于通过 Rx的电流 

C．电压表的示数小于 Rx两端的电压 

D．电压表的示数大于 Rx两端的电压 

 

【 】12 年．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电阻的电路如图 8 所示，其中 Rx为待测电阻. 电表内阻对测量结果的

影响不能忽略，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电流表的示数小于通过 Rx的电流 

B．电流表的示数大于通过 Rx的电流 

C．电压表的示数小于 Rx两端的电压 

D．电压表的示数大于 Rx两端的电压 

 

【 】17 年．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的电动势为 E，内阻为 r。当滑动变阻器的

滑片 P 向右移动时 

A．电流表的示数变小，电压表的示数变大 

B．电流表的示数变小，电压表的示数变小 

C．电流表的示数变大，电压表的示数变大 

D．电流表的示数变大，电压表的示数变小 

【 】18 年．在如图 9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的电动势 E = 3.0 V，内阻 r = 1.0 Ω，R

为滑动变阻器。当闭合开关 S 后，电流表示数为 0.30 A。忽略电流表的内阻，则滑

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为 

A．8.0 Ω            B．9.0 Ω            C．10 Ω            D．11 Ω 

 

【 】19 年 7. 在图 4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的电动势为 E = 3 V，内阻 r = 1 Ω，电阻 R 

= 5 Ω, 不计电路中的其他电阻，闭合开关 S 后，通过 R 的电流为 

A. 3 A   B. 2 A   C. 1 A   D. 0.5 A 

 

18 年 22．在测量金属电阻率的实验中，根据图 11 所示电路测量金属丝的电阻。电压表的示数为 U，电

流表的示数为 I，则 金属丝电阻的测量值 R =                  ；测得金属丝的长度为 L，横截面积为 

S，则这段金属丝的电阻率 　 　 　             （用 U、I、L 和 S 表示）。 

19 年 22. 图 13 为“用伏安法测电阻”实验的部分电路，从理论上讲，用该电路得到电阻测量值          

（选填“大于”或“小于”）真实值。在某次测量中，电压表的示数为 1.5 V 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0.5 A，根

据测量结果可以计算出电阻 R =      Ω 

 

 

 

Rx 

V 

A 

图 7 

U 

Rx 

V

A 

图 8 

U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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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功率 

【 】09 年．下表为某电热水壶铭牌上的一部分内容. 根据表中的信息，可计算出电热水壶在额定电压下

以额定功率工作时的电流约为 

 

 

 

 

A．6.8 A            B．4.1 A               C． 1.2 A               D．0.24 A 

 

【 】11 年．下表为某国产空调机铭牌内容的一部分．根据表中的信息，可计算出这台空调机在额定电压

下工作时消耗的电功率为 

        

 

 

 

A．7 W              B．48 W               C．220 W            D．1540 W 

【 】18 年 5．LED 灯可将电能高效转化为光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应用。某 LED 灯的额定功 率

为 10 W，它以额定功率工作 1min 消耗的电能为 

A．10 J                     B．60 J                        C．600 J                       D．6000 J 

 

【 】19 年 5．LED 灯可以将电能高效转化为光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使用。某 LED 灯额定电压是

5 V，额定功率为 3 W，其照明亮度与 25 W 白炽灯相当。该 LED 灯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的电流为 

A．0.25 A                    B．0.60 A                       C．1.7 A                        D．3.0 A 

＊ 家用电器与日常生活、焦耳定律 

【 】09 年．下列电器在工作时，主要利用电流热效应的是 

A．电暖器          B．录音机             C．电话机        D．电饭锅 

【 】10 年．下列家用电器中主要利用了电流热效应的是 

A. 电视机             B. 洗衣机             C. 电话机              D. 电饭煲 

【 】12 年．下列电器在工作时，主要利用电流热效应的是 

A．手机              B．电饭锅              C．笔记本电脑           D．电话机 

【 】16 年．下列用电器中，主要利用电流热效应工作的是 

A．电风扇   B．计算机 C．电烙铁            D．电视机 

【 】17 年．下列家用电器中，主要利用电流热效应的是 

A．电冰箱               B．洗衣机              C．电热毯              D．电视机

 

 

 

 

 

型    号 DF-938 额定功率 900 W 

额定电压 220 V 额定容量 1.2 L 

型    号 xxxx 额定电流 7A 

额定电压 220 V 噪  声 48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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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电流定义 

【18-3】A     【19-1】D      【19-3】C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09 年】B     【11 年】B     【15 年】A     【16 年】C     【18-7】C 

＊伏安法测电阻 

【09 年】D     【12 年】B     【17 年】A     【18 年】B     【19-7】D 

【18-22】𝑅 ൌ


ூ
， 𝜌 ൌ

ௌ

ூ
        【19-22】小于，3.0 

＊电功率 

【09 年】B     【11 年】D     【18-5】C     【19-5】B 

＊家用电器与日常生活、焦耳定律 

【09 年】AD     【10 年】D     【12 年】B     【16 年】C     【17 年】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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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场 

【 】16 春．指南针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司南是春秋战国时期发明的一

种指南针，如图 7 所示．它由青铜盘和磁勺组成，磁勺放置在青铜盘的中心，可

以自由转动.由于受地磁场作用，司南的磁勺尾静止时指向南方. 下列说法中正确

的是 

A．磁勺能够指示方向，是利用了地磁场对磁勺的作用 

B．磁勺的指向不会受到附近磁铁的干扰 

C．磁勺的指向不会受到附近铁块的干扰 

D．磁勺的 N 极位于司南的磁勺尾部 

【 】09 夏．如图 1 所示，小磁针正上方的直导线与小磁针平行，当导线中有电流

时，小磁针会发生偏转. 首先观察到这个实验现象的物理学家是 

A．伽利略                       B．开普勒 

C．牛顿                         D．奥斯特 

【 】10 夏．在物理学史上，首先提出磁场对运动电荷有力的作用的科学家是 

A．洛伦兹             B．焦耳                 C．安培              D．伏特  

【 】11 春．在物理学史上，首先发现电流周围存在磁场的著名科学家是 

A．伽利略        B．牛顿            C．奥斯特           D．爱因斯坦 

【 】17 春．下列物理量中，用来描述磁场强弱和方向的是 

A．磁感应强度     B．磁通量           C．安培力          D．洛伦兹力 

【 】17 春．将一直导线垂直于磁场方向放置在磁场中。当导线中没有电流时，磁场对导线没有力的作用；

当导线通有电流时，磁场对导线有力的作用。由此可猜想：磁场对运动电荷有力的作用。猜想的主要依据： 

A．磁场是由运动电荷产生的 

B．电流是电荷定向运动形成的 

C．导线中存在正电荷和负电荷 

D．导线中存在可以自由移动的电荷 

【 】09 春．面积是 S 的矩形导线框，放在磁感应强度为 B 的匀强磁场中，当线框平面与磁场方向垂直

时，穿过导线框所围面积的磁通量为 

A．0                       B．BS                     C．
S

B                        D．
B

S  

【 】10 夏．在匀强磁场中，垂直磁场方向放一个面积为 3.0 × 10-2 m2 的线框，若穿过线框所围面积的磁通

量为 1.5 × 10-3  Wb，则磁场磁感应强度的大小为 

A．4.5 × 10-4 T            B．4.5 × 10-2 T           C．5.0 × 10-4 T            D．5.0 × 10-2 T 

【 】09 春．如图 4 所示，匀强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B = 0.2 T，通电直导线与磁场方向垂直，导线长度 L= 

0.2 m，导线中电流 I = 1 A. 该导线所受安培力 F 的大小为 

A．0.01 N 

B．0.02 N 

C．0.03 N 

D．0.04 N 图 4 

B

I 

图 1 

I

NS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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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春．在图 3 所示的四幅图中，正确标明了通电导线所受安培力 F 方向的是 

 

  

【 】09 夏．在图 7 所示的四幅图中，正确标明了带正电的粒子所受洛仑兹力 F 方向的是 

 

 

 

 

 

 

【 】10 春．如图 4 所示，匀强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 B，通电直导线与磁场方向垂直，导线长度为 L，导线

中电流为 I. 该导线所受安培力的大小 F 是 

A．
B

IL
F             B．

I

BL
F    

C． BILF            D．
L

BI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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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16 春】A     【09 夏】D      【10 夏】A     【11 春】C     【17 春】A     【17 春】B 

【09 春】B     【10 夏】D     【09 春】D     【11 春】A     【09 夏】AC     【10 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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