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高考大预测

【试卷点评】# 本试卷是根据《考试大纲》的要求，结合现行高考的命题趋势、试卷结

构进行命题$ 紧紧围绕高考的重点、热点知识设置题目，突出基础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比

如：万有引力在天体研究中的应用；能源的利用及环境保护等$ 强化解题方法及思维过程

的培养$ 整个试卷的难易程度与高考基本相一致$ 从现行高考的总体情况看，试题的难度

在逐年下降，中档题占主要成分$ %!!& 年高考试卷中中档题占 ’!(左右，因此在今后的学

习中，重点落在中档题目上，强化基本的解题方法和技巧，不必追求过程过于复杂，难度较

大的题目，也不要因高考题目的逐年更新，而去追求过新的题目$ 无论试题如何变化，万变

不离其宗，只要稳扎稳打，夯实基础，都可以化难为易，化繁为简$

本卷分第!卷（选择题）和第"卷（ 非选择题）两部分$ 满分 )*! 分，测试时间为

)%! 分钟$

第!卷（选择题 共 &! 分）

一、选择题（本题包括 )% 小题，共 &! 分$ 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的只有一

个选项正确，有的有多个选项正确，全部选对的得 *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 * 分，有选

错或不答的不能得分）

)$ %!!& 年 + 月 %, 日，由中国自行研究、设计的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托

卡马克 !"#$ 核聚变实验装置（又称“人造太阳”），已成功完成首次工作调试$ 由于它

和太阳产生能量的原理相同，都是热核聚变反应，所以被外界称为“ 人造太阳”$“ 人

造太阳”的原理，就是在这台装置的真空室内加入少量氢的同位素氘和氚，使其在一

定条件下发生聚变反应，反应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核聚变的主要原料是氘，在

海水中含量 极 其 丰 富$ 已 知 氘 核（ %
)%）的 质 量 为 %& !)+ & ’，中 子（ )

!(）的 质 量 为

)& !!’ " ’，氦核（ +
%%)）的质量为 +& !)* ! ’，) ’ - .+)& * *)+，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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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在看游标卡尺上第几条刻度线与主尺刻度线重合时，不能包括游标尺

的零刻度线在内。

!" 两个氘核聚变成一个"
##$ 所释放的核能为 "" #$ %$&

’" 两个氘核聚变成一个"
##$ 所释放的核能为 "" %$ %$&

(" 两个氘核聚变成一个"
##$ 所释放的核能为 &" #$ %$&

)’ 与这种受控核聚变比较，核裂变反应堆产生的废物具有放射性

图 ( ) %

#’ 如图 ( ) % 所示，某原子从量子数为 " 的能级，向低能级跃

迁时能发出三种不同频率的光子 *、+、,’ 则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如果 , 光恰能使某种金属发生光电效应，则 + 光一定能使

该金属发生光电效应

’’ 如果分别用 *、+、, 三种光，做同一双缝干涉实验，则可观

察到 + 光相邻两条明纹间的距离最大

(’ 如果 *、+、, 三种光同在玻璃中传播时，* 光的传播速度最大

)’ *、+、, 三种光同时由玻璃射向空气时，如果增大入射角，则 * 光首先发生全反

射

"’ 如图 ( ) #（甲）所示，* 是地球赤道上一物体，某时刻在 * 的正上方有三颗赤道

轨道卫星 +、,、-，各卫星的运行方向均与地球自转方向（ 图中已标出）相同，其中只有

- 卫星是一颗地球同步卫星’ 从该时刻起，经过一段时间 .（已知在 . 时间内 + 卫星还

没有运行一周），则在 . 时刻，各卫星相对 * 的位置最接近实际的是图 ( ) #（乙）中的

图 ( ) #

&’ 根据热力学定律和分子动理论，可知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布朗运动是液体分子的运动，它说明分子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

’’ 满足能量守恒定律的客观过程并不是都可以自发地进行

(’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可知热量能够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但不可能从低

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

)’ 温度相同时，分子质量不同的两种气体，其分子平均动能不一定相同

(’ 一个静止的质点，在两个互成锐角的恒力 /%、/# 作用下开始运动，经过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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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球表面上不同的地方，同一物体的重力大小是不同的，纬度越高，重力越

大，因而同一物理在两极比在赤道的重力大。

间后撤掉其中的一个力，则质点在撤去该力前后两个阶段中的运动情况分别是

!" 匀加速直线运动，匀减速直线运动

"" 匀加速直线运动，匀变速曲线运动

#" 匀变速曲线运动，匀速圆周运动

$" 匀加速直线运动，匀速圆周运动

图 # $ %

&" 如图 # $ %（ 甲）所示，实线和虚线表示

两个波长和振幅都相同的简谐横波（ 各只有

半个波长），在 ’ 轴上分别向左和向右传播"

某一时刻两列波的位置如图 # $ %（ 乙）所示，

(、)、* 表示介质中三个质点的平衡位置，则

该时刻

!" (、)、* 都处于各自的平衡位置

"" (、* 都处于各自的平衡位置，) 在最大

位移处

#" ( 的速度向上，) 的速度为零，* 的速度向下

$" ( 的速度向下，) 的速度为零，* 的速度向上

+" 太阳放出的大量中微子向地球飞来，但实验测出的数目只有理论上的三分之

一，三分之二的中微子失踪之谜，一直困扰着科学家" 后来科学家发现中微子在向地

球传播的过程中衰变为一个 ! 子和一个 " 子，若在衰变中发现 ! 子的速度方向与中

微子原来的方向一致，则 " 子的运动方向

!% 可能与 ! 子同方向

"% 可能与 ! 子反方向

#% 不一定与 ! 子在同一直线上

$% 一定与 ! 子在同一直线上

图 # $ ,

-% 如图 # $ , 所示，* 为一点光源，(、) 是

偏振片，. 是一光敏电阻，./、.0 是定值电阻，

电流表和电压表均为理想电表，电源电动势为

1，内阻为 2" 则当偏振片 ) 由图示位置转动

345的过程中，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示数变化情

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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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匀速直线运动的合运动仍然是匀速直线运动。

!! 电流表的示数变大，电压表的示数变小

"! 电流表的示数变大，电压表的示数变大

#! 电流表的示数变小，电压表的示数变大

$! 电流表的示数变小，电压表的示数变小

图 " # "

$! 如图 " # " 所示，为一理想变压器的工作电路，欲使变压器

的输出功率增大到原来的 % 倍，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行

的办法是

!! 负载电阻的阻值 & 变为原来的
’
%

"! 副线圈的匝数 ()增加到原来的 % 倍

#! 原线圈的匝数 (’增加到原来的 % 倍

$! 副线圈的匝数 ()和负载电阻的阻值 & 都变为原来的 % 倍

图 " # *

’+! 如图 " # * 所示，半径为 , 且水平放置的光滑绝缘的环形

管道内，有一个电荷量为 -，质量为 . 的电子! 此装置放在匀强磁

场中，其磁感应强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式为 / 0 /+ 1 23（2 4 +）!

根据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均匀变化的磁场将产生稳定的电场，

该感应电场对电子有沿圆环切线方向的作用力，使其加速，此过

程管道对电子恰无作用力! 设 3 0 + 时刻电子的初速度大小为 5+，

方向顺时针（俯视），从此开始，运动一周后的磁感应强度为 /’，则此时电子的速度大

小为

!! )!,) 2-!. "! )!,) 2-
. 1 5! )

+ #!
/’ ,-
. $! 5)+ #

)!,) 2-! .

图 " # 6

’’! 一位蹦床运动员仅在竖直方向上

运动，弹簧床对运动员的弹力 7 随时间 3 的

变化规律通过传感器用计算机绘制出来，

如图 " # 6 所示! 取重力加速度 8 0 ’+ % & ’)，

则由图象提供的信息可知

!( 运动员的质量为 "+( + )*

"! 运动员第一次离开蹦床的时为 3 0 *! + ’ 时刻

#! 运动员运动过程中的最大加速度为 "+! + % & ’)

$! 运动员离开蹦床跳起的最大高度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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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物体能否看作质点不能以大小而论，要看其大小及形状对所研究的问

题有没有影响，有则不能，无则能。

图 " # $

%&’ 如图 " # $ 所示，两个大小相同带正电且带电量相同的

小球 ( 和 )，它们的质量关系为 *( + &*)’ 假如两小球间的库仑

力可以忽略不计，开始时 ( 和 ) 间夹有一微型炸药包，静止在

足够大的光滑绝缘水平面上，有一足够大的匀强磁场垂直水平

面方向向下，当炸药包爆炸后（ 设两小球带电量和质量均不

变），两小球的运动情况为

!’ 从上往下看，( 和 ) 两球均做逆时针方向的匀速圆周运动

"’ ( 和 ) 两球运动的轨道半径大小不相等

#’ 从爆炸开始计时，在 , +
&!*)

-. 时刻 ( 和 ) 两球的动量相同

$’ ( 和 ) 两球将永远绕各自的轨道做匀速圆周运动

第!卷（非选择题 共 /0 分）

二、实验题（本题包括 & 小题，共 %/ 分）

图 " # /

%1’（2 分）利用图 " # / 所示的装置研究双

缝干涉现象时，有下面几种说法：

!’ 将屏移近双缝，干涉条纹的间距变窄

"’ 将滤光片由蓝色的换成红色的，干涉条

纹的间距变宽

#’ 将单缝向双缝移动一小段距离后，干涉条纹的间距变宽

$’ 换一个双缝之间距离较大的双缝，干涉条纹的间距变窄

%’ 去掉滤光片后，干涉现象消失

其中正确的是! ! ! ! ! ! ’

%3’（%1 分）用以下器材测量一待测电压表 &% 的内阻 4%（ 量程为 %’ " &，内阻

% 300 5 % 200 "）；电源 6，电动势约为 1 &，内阻可忽略；理想电压表 &&，量程为 1 &；电

阻 40，阻值 40 + % &00 "；滑动变阻器 4，最大阻值约为 %00 "；单刀单掷开关 ’，导线

若干’

（%）请在图 " # %0（(）的方框中画出实验电路原理图；（原理图中的元件要用题中

相应的英文字母标注）

（&）根据电路图，在图 " # %0（)）的实物图上连线；

（1）若电压表 &%的读数用 7%表示，电压表 && 的读数用 7& 表示，则由已知量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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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研究微观带电粒子间的相互作用时，因为万有引力比库仑力小得多，可以

不计万有引力的作用。

得量表示 "#的表达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 ’ #(

三、计算论述题（本题包括 ) 小题，共 *# 分%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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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物理量的数值计算问题，答案中

必须明确写出数值和单位）

#&%（#) 分）+((& 年 #( 月 ## 日 , 时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神舟”六号载人飞船，

飞船与火箭分离后，进入了距地面高度为 -)- #$ 的圆周轨道% 经过 ##& 小时 -+ 分的

太空飞行，在完成预定任务后，飞船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

（#）飞船返回时，在接近大气层的过程中，返回舱与飞船最终分离% 返回舱着陆是

由三把伞“接力”完成的，先由返回舱放出一个引导伞，引导伞工作 #. % 后，返回舱的

下降速度由 #/( $ & % 减至 /( $ & %% 假设这段运动是垂直地面匀减速下降的，且已接近

地面；返回舱的质量为 - ’% 试求这段运动的加速度和引导伞对返回舱的拉力大小%

（+）假定飞船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的运动是圆周运动，试估算飞船一共绕地球飞

行了多少圈？（已知地球半径 " $ .% -. 0 #(. $，地球表面处的重力加速度为 #( $ &

%+）

图 & ’ ##

#.%（#* 分）如图 & ’ ##（甲）所示，一圆柱形铁芯上沿轴线方向绕有 1 匝矩形线

圈，线圈面积为 2，总电阻为 3，铁芯中心轴线与一圆柱形辐向均匀磁场的中心轴线重

!



! ! 一个匀速直线运动和一个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合运动仍然是匀变速运动，二

者共线时轨迹为直线，不共线时轨迹为曲线。

合，磁场方向如图所示，该图为截面图" 当铁芯绕中心轴线以角速度 ! 逆时针匀速转

动时，线圈中切割磁感线的边 # 和 $ 所经处的磁感应强度大小均为 %，线圈与阻值 &

的电阻构成闭合电路，以通过 # 边的电流方向向外为电流的正方向"

（’）以图示位置为零时刻，在图 ( ) ’’（乙）所示的 *—+ 坐标系中画出通过 & 的电

流随时间的变化图象；（只要画出一个周期的图象即可）

（,）求电阻 & 消耗的电功率"

’-"（’. 分）在如图 ( ) ’, 所示的 /01 平面内（1 轴的正方向竖直向上）存在着水

平向右的匀强电场，有一带正电的小球自坐标原点 0 沿 1 轴正方向竖直向上抛出，它

的初动能为 ( !，不计空气阻力，当它上升到最高点 2 时，它的动能为 3 !，求：

图 ( ) ’,

（’）试分析说明带电小球被抛出后沿竖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分别做什么运动？

（,）若带电小球落回到 / 轴上的 4 点，在图中标出 4 点的位置；

（5）求带电小球到达 4 点时的动能"

’."（,, 分）如图 ( ) ’5 所示，粗糙绝缘水平面上方以虚线为界有五个区域，其

中，"区有场强大小为 6’、方向竖直向上的匀强电场；#区有场强大小为 6,、方向水

平向右的匀强电场；$区有磁感应强度大小为 %、方向水平垂直纸面向里的匀强磁

场；%、&区既无电场也无磁场" 有一质量为 7’带正电的金属滑块 #（可视为质点），静

止在%区水平面上的 8 点，8 点到%、"区交界面 % 点的水平距离为 9；有一质量为

7,不带电的金属滑块 $（可视为质点），静止在$区水平面上的 : 点（: 点在#区与$

区交界面附近）；&区有一竖直放置、固定的光滑半圆绝缘轨道，轨道与水平面相切，

且直径与$区和&区的交界面重合" 现有一恒力作用在 # 上，当 # 经过 % 点时撤掉该

力，以后，# 恰好在"区和#区做匀速运动，当 # 刚进入$区就与 $ 发生碰撞，碰后二

者粘合在一起在$区恰好做匀速运动，然后进入半圆轨道，且刚好能通过轨道最高

点，当粘合体进入半圆轨道时，将"、#、$区的电场或磁场全部撤掉" # 和 $ 与水平面

!



! ! 电场线和磁感线的显著区别是：电场线起始于正电荷，终止于负电荷，是非

闭合的曲线，而磁感线是闭合的曲线。

间的动摩擦因数相同" 求：

图 # $ %&

（%）施加于 ’ 上的恒力 ( 的大小；

（)）半圆轨道的半径 *；

（&）粘合体落在水平面上的位置到半圆轨道与水平面切点间的距离 +"

【评估指导】

本套试卷知识综合性较强，题目新颖" 有些试题的难度较大，针对本套试卷整体

情况并结合学生的实际，特将本套试卷的得分情况进行评估，并提出一些复习建议，

以供同学们参考"

分值区间 问题诊断 复习建议

,- 分以下

该区间的同学，基础知识掌握得

不太 牢 固，缺 乏 知 识 的 纵 向 联

系，知识网络还未成形" 对于平

时常用的一些方法和解题技巧

比较匮乏"

平时多注意基础知识的学习，强化

知识的理解及适用环境的体会" 要

善于积累平时所遇到的一些典型

物理模型，学会由模型联系到知识

点"

,- 分 .

%%- 分

该区间的同学，基础知识掌握得

比较扎实，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解

题能力" 但对于综合性较强的题

目及知识的衔接还不够"

平时对于一些解题的方法和技巧

不断地进行总结、归纳；同时还要特

别注意平时做错的题，分析总结其

中的误点、盲点，并有针对性的加以

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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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使三个点电荷都平衡的规律：三个点电荷一定：!在同一直线上；"两同

夹一异；#两大夹一小。

""# 分

$ "%# 分

该区间的同学，基础扎实，具备

了较高的能力，对于比较新颖的

题目，知识的迁移能力还不够，

不能顺利地将其转化为常见的

物理模型&

平时多在审题上下功夫，认真研究

题目所设物理情境，构建模型& 现行

的高考，命题者的指导思想很明确，

那就是力求创意新、背景新、过程

新，但从题目所对应的物理模型看，

其本质还是平时常见的模型& 有的

貌似神似，本质上讲万变不离其宗，

因此，一定要提高构建模型的能力，

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对模型

进行等效转化&

［参考答案］

"& !"

’ # $"! 由题给能级图可知，原子跃迁时释放的能量 !(%" ) !(’" ) !(%’ ，又由 !( *

+$ 可知，,、-、. 三种光子的频率关系为 $, ) $. ) $- ，由光速 . * %$ 可知，%, / %.

/ %- & 因 . 光恰能使某种金属发生光电效应，则该金属发生光电效应的极限频

率为 $. ，又因 $- / $. ，则 - 光一定不能使该金属发生光电效应；由 !0 * 1
2 % 可

知，在 1、2 一定的情况下，干涉条纹中相邻两条明纹间的距离 !0!%，因 %, / %.

/ %- ，则 - 光相邻两条明纹间的距离最大；因同一种介质对不同色光的折射率

不同，对频率越大的光折射率越大，则玻璃对 , 光的折射率最大，又由 3 * .
4 可

知，, 光在玻璃中传播速度最小；由发生全反射的临界角公式 %&’ 5 * "
3 可知，,

光的临界角最小，所以 , 光首先发生全反射&

%& $! 因 , 是地球赤道上的一物体，2 是地球的同步卫星，则 2 卫星和物体 , 具有

相同的运行周期和角速度，则 2 卫星始终在物体 , 的正上方；由题给（ 甲）图可

知，-、. 卫星的轨道半径关系是 6- / 6. ，又有 7 89
6’

* 96&’ 知，&- ) &. ，由 ’ * &:

!



! ! 穿过线圈平面的磁通量与线圈匝数无关，但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匝数成正

比。

可知，"、# 卫星分别和地心的连线转过的角度 !" $ !# %

&% !! 布朗运动是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固体颗粒的运动，它反映的是液体或气

体分子的无规则运动；热量能自发地由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传递，但在一定外

界条件的作用下也可以由低温物体向高温物体传递；温度是分子平均动能大小

的标志，只要温度相同，则分子的平均动能就相同%

’% !! 开始物体在两个力的共同作用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其运动方向与两个力

的合力方向在同一条直线上，但撤掉其中的一个力后，此时物体的合力方向与

速度方向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而此时的合力仍为恒力，所以物体做匀变速曲线

运动%

(% "#! 本题主要是考查波的叠加及波形图的变化规律，由于此时两列波在 )、*、

+ 分别引起的位移等大反向，所以此时三个质点的位移均为零% 但此时的振动

速度却不都为零，可以借助波形图的变化规律将现在两列波形图沿各自的传播

方向平移一小段位移（ 小于 "
& ），通过各个质点的位移变化情况进行判定%

,% "!$! 本题是以新科技为背景考查动量守恒定律，动量守恒不仅仅是量值不

变，更主要的是动量的方向也不变%

-% !! 光源发出的自然光通过偏振片 ) 后成为偏振光，当偏振片 * 与偏振片 ) 的

透振方向平行时，透过偏振片 * 的光最强，当偏振片 * 由图示位置转动 ./0的

过程中，透过偏振片 * 的光逐渐减弱，则照射到光敏电阻 1 的光的强度逐渐减

弱，因光敏电阻的阻值随光的强度的减弱而增大，则由电路图可知，电路中的总

电阻增大，由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可知，电路中的总电流减小，则内电压减小，

路端电压增大，即电压表的示数变大；由欧姆定律可知，12 两端的电压减小，则

13 两端的电压增大，所以电流表的示数变大%

.% "$! 由 )入 4 )出 ，)出 4
52

2

1 ，又因
53

52
4
63

62
，联立可得 )出 4

62
25

2
3

62
31

%

3/% !#! 感应电动势 7 4 !#
!8

4 9":2 ，电场方向为逆时针，电场力对电子做正功，在

转动一周的过程中，对电子用动能定理：9":2 ; 4 3
2 <=2 > 3

2 <=2/ ，! 正确；洛伦

兹力提供向心力，则有 ;?3 = 4 < =2

: ，得：= 4
?3 :;
< ，# 正确%

33% "$! 从图中获取相关信息，想象出运动员运动的情境是解决本题的关键% 由

!"



! ! 一个有用的结论：闭合通电线圈在磁场中受到的安培力等于 "。

题图可知，" # $ ! % " 时间内运动员静止在弹簧床上，由平衡条件可知运动员受

到的重力为 &"" #，则其质量为 &" $%；$ ! % " # % ! ’ " 时间内时运动员准备起跳

的过程，此时间内运动员一直和弹簧床接触，直到第 % ! ’ " 时刻运动员才第一

次离开弹簧床升空，在空中运动时间为 ( ! ’ " ) % ! ’ " * + "，( ! ’ " 时刻运动员落

回到弹簧床上，与弹簧床作用 , ! & " ) ( ! ’ " * " ! ( " 的时间后，第 , ! & " 时刻第

二次离开弹簧床，又在空中运动 + " 后落到弹簧床上，以后重复上述过程- 把运

动员在空中的运动看作竖直上抛运动，则运动员离开蹦床跳起的最大高度为：

. * /
+ 01+ * /

+ 2 /" 2 /+ * & &；由图可知，运动员在跟弹簧床作用达到最低点

时所受到的弹力为 + &"" #，则此时运动员受到的合力最大，加速度最大为：3

* + &"" ) &""
&" * 4" & ’ "+ -

/+- ()! 3 和 5 组成的系统动量守恒，系统的总动量为零，爆炸后瞬间 3 球获得方

向向左的速度，5 球获得方向向右的速度，因两球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都在

水平面上做匀速圆周运动，根据左手定则可判定二者匀速圆周运动的方向为：

从上往下看，3、5 两球均做逆时针方向的匀速圆周运动；3、5 组成的系统动量

守恒，系统的总动量为零，则爆炸后 3、5 两球的动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

63 73 * 65 75 ，由 8 * 67
9:知，3、5 两球运动的轨道半径大小相等；3、5 两球做匀速

圆周运动的周期分别为：;3 *
+!63

9: 、;5 *
+!65

9: ，因 63 * +65 ，则 ;3 * +;5 ，所以

从爆炸开始计时，在 1 *
+!65

9: 时刻 5 球已运动一 周 回 到 初 始 点，速 度 方 向 向

右，而此时 3 球刚好运动半周，速度方向也向右，则此时 3 和 5 两球的动量相

同（ 大小方向都相同）；当 5 球运动两周回到初始点（ 运动方向向右）时，3 球刚

好运动一周也回到出发点（ 运动方向向左），这时两球在出发点处相碰，因动

量守恒，系统的总动量又为零，则碰后两球要么都停止运动，要么向相反的方

向返回，二者均改变各自原来的轨道和运动方向做新的匀速圆周运动，所以 3

和 5 两球不能永远绕各自的轨道做匀速圆周运动-

/$- (*+! 由公式："< * =
> !（ 其中 "< 为相邻两条纹的间距，= 为双缝到屏的距离，

> 为双缝间距，! 为入射光波长）直接判定，(*+ 是正确的；而单缝与双缝之间

!!



! ! 只有横波才能发生偏振现象，光的偏振现象说明光是一种横波。

的距离对条纹间距无影响；去掉滤光片后，干涉现象仍然存在，只不过由原来

的单色光干涉条纹变成彩色条纹"（ 选不全的得 # 分，选错或不选的得 $ 分）

%&"（%）实验电路原理图如图 ’ ( %& 所示（& 分）! （)）实物连线如图 ’ ( %’ 所示

（& 分）

! ! !

图 ’ ( %&! ! ! ! ! ! ! ! ! ! ! 图 ’ ( %’

（#）
*%

*)
+$（’ 分）

%’"（%）因返回舱做匀减速运动，设这段运动的加速度为 ,，则

, -
./ ( .$

/ - ( 0" )’ ! " #) ! （) 分）

即加速度大小为 0" )’ ! " #) ，方向与运动方向相反

返回舱受到伞的拉力 1 和重力 23，由牛顿第二定律知

23 ( 1 - 2,! （) 分）

解得：1 - 2（ 3 ( ,）- &" 44 5 %$& $"（) 分）

（)）飞船在轨道上做圆周运动时，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则有

6 72
（+ 8 9）) - &!

)2（+ 8 9）
:) ! （# 分）

在地表附近：23 - 6 72
+) ! （) 分）

则 : - )! （+ 8 9）#

3+! ) - ’" & 5 %$# # - % % ’ &! （) 分）

则飞船飞行的圈数 ; - /
: - << 圈"（% 分）

【 点评】本题借助社会热点，巧设物理情境，突出考查了牛顿运动定律、圆周运

动（ 向心力）等知识的综合运用，试题难度不是很大"

!"



! ! 如何区分应用右手定则与左手定则：“ 因动而电”用右手定则；“ 因电而动”

用左手定则。

图 " # $%

$%&（$）因 ’ 边和 ( 边始终垂直切割磁感线，设矩形线圈

切割磁感线的边长为 )$ ，另一边长为 )* ，则线圈产生

的感应电动势为：+ , *-.)$ /，其中 / , $
* )*!，则：

+ , -.0!! （1 分）

根据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有：通过 2 的电流 3 , +
2 4 5

, -.0!
2 4 5，其大小恒定! （* 分）

根据右手定则，前
$
* 周期内，电流方向为正，后

$
* 周期内，电流方向为负，故通

过 2 的电流随时间的变化图象如图 " # $% 所示& ! （" 分）

（*）该交变电流的有效值为 3 , -.0!
2 4 5 ! （6 分）

则电阻 2 消耗的电功率为：7 ,（-.0!）*

（2 4 5）* 2& ! （6 分）

【 点评】本题突出考查学生应用电磁感应、交流电、电功率等知识灵活解决问

题的能力，也考查了学生的作图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 如果学生知识不扎实，

很容易认为产生的是正弦交流电&

$8&（$）沿竖直方向：小球受重力作用，由于重力与小球的初速度方向相反，故沿

竖直方向小球做匀减速直线运动（ 竖直上抛运动）；沿水平方向：小球受水平

向右的恒定电场力作用，做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1 分）

（*）由竖直上抛的规律可知：上升和下降的时间相等；又由初速度为零的匀加

速直线运动的规律可得，回到 7 点时的坐标为（$%，9），即 : 轴上的第 $% 个格

的位置&（% 分）

（6）设粒子质量为 ;，带电量为 <，小球能上升的最大高度为 =，>? 之间的电

势差为 @$ ，?7 之间的电势差为 @* ，对粒子从 > 到 ? 的过程有：

/*9 , *A=! ! $
* ;/*? # $

* ;/*9 , <@$ # ;A=

解得：
$
* ;/*9 , ;A= , " !! ! $

* ;/*? , @$ < , 1 !! （1 分）

从 > 到 7 的过程由动能定理可得：

!"



! ! 分子力随分子间距变化的图象与分子势能随分子间距变化的图象相似，要

注意其正、负的含义以及 "# 的位置不同。

$
% &’%( ) $

% &’%# * +（,$ - ,% ）! ,$ . ,% * $. /

则：0( * %$ !1 ! （2 分）

【点评】本题重点考查了力和运动的关系，其中引入了运动合成与分解，动能定理

及平抛等知识1 通过本题使同学们对力和运动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理

解及对规律的运用1

$31（$）设 4 所带的电荷量为 +，因 4 恰好在!区做匀速运动，则 4 只受重力 &$ 5 和电

场力 0$+，由平衡条件得：&$5 * 0$+，则 + *
&$5
0$

! （% 分）

设 4、6 与水平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因 4 恰好在#做匀速运动，由平衡条件得：

0%+ * 78 ! ! 79 * &$5

又 78 * "79

解得：" *
0%+
&$5

*
0%

0$
! （2 分）

设 4 经过 : 点时的速度为 ’$，4 与 6 碰后二者的共同速度为 ’% 1

因 4 与 6 碰后二者一起在$区恰好做匀速运动，则有：+’%: *（&$ - &%）5

又因 4 与 6 碰撞过程动量守恒，则有：&$’$ *（&$ - &%）’%

解得：’$ *
（&$ - &%）%0$

&%
$:

；’% *
（&$ - &%）

&$

0$

: ! （2 分）

4 由 ; 点到 : 点的过程中，由动能定理得：（7 ) "&$5）< * $
% &$’

%
$

解得：7 *
（&$ - &%）20%

$

%&/
$:

%<
-
0%&$5
0$

1 ! （% 分）

（%）因 4 与 6 刚好能通过半圆轨道最高点，设二者在最高点时的速度为 ’/，根据牛

顿第二定律得：（&$ - &%）5 *
（&$ - &%）’%/

= ! （% 分）

又 4 与 6 由轨道最低点到轨道最高点的过程中机械能守恒，取轨道最低点为零重

力势能面，则有：
$
%（&$ - &%）’%% *

$
%（&$ - &%）’%/ -（&$ - &%）5%=! （% 分）

解得：= *
（&$ - &%）%0%

$

>5&%
$:

% ；’/ *
（&$ - &%）0$

!>&$:
1 ! （% 分）

（/）4 与 6 离开轨道最高点后做平抛运动，设平抛运动的时间为 ?，则有：

!"



! ! 质量亏损并不是质量损失（消失），也不是与质量守恒定律相矛盾，而是亏损

的质量以能量的形式辐射出去了。

"# $ %
" &’"；( $ )* ’+（" 分）

解得：( $
"（,% - ,"）"."

%

/,"
%0

" &
! （" 分）

【点评】本题过程虽多但很清晰，涉及到的知识点较多联系紧密，综合性较强，能考

查学生分析综合能力+ 考查的知识点有：物体的平衡条件、电场力、洛伦兹力、摩擦

力、动量守恒定律、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律、圆周运动、平抛运动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