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试卷 

八年级物理 

本卷考试时间：90分钟    总分：100 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答案正确，每小题 2 分，共 24 分） 

1．小明妈妈新买了一部大屏手机，虽然是新手机但待机时间却比较短，这是为什么呢？经过思

考，他认为手机的待机时间可能与屏的大小有关，从科学探究的角度分析，小明所做的判断是

科学探究中的哪个步骤（    ） 

A．提出问题 

B．设计实验 

C．做出猜想 

D．分析实验，得出结论 

 

2．如图所示，将衣架悬空挂在细绳的中央，细绳两端绕在食指上，食指堵住双耳．用铅笔轻轻

敲打衣架，能听到令人震撼的声音，该活动主要是为了探究（    ） 

A．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B．声音可以在气体中传播 

C．声音可以在固体中传播 

D．噪声可以在人耳处减弱 

 

3．下列做法中，不能改变音调的是（    ） 

 
   

A．用同一张卡片先后以不同速度划过梳齿 

B．用相同力度敲击大小不同的编钟 

C．改变杯内水量，用湿手摩擦杯口发声 

D．保持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不变，用大小不同的力拨动钢尺 

 

4．生活中经常需要控制噪声，以下措施中，属于在传播过程中减弱噪声的是（    ） 

A．道路两旁载行道树 B．考场周围禁鸣喇叭 

C．机场员工佩戴耳罩 D．建筑工地限时工作 

 

5．下列温度最接近事实的是（    ） 

A．冰箱冷冻室的温度约为 5℃ B．健康成年人的体温 38℃ 

C．适宜人洗澡的水温 42℃ D．让人感觉温暖而舒适的室内温度是 15℃ 

  



6．物质 M 通过吸、放热，出现三种不同物态，如图所示，甲、乙、丙物态依次为（    ） 

 

A．固、液、气 B．气、液、固 C．液、固、气 D．气、固、液 

 

7．如图，列出了标准大气压下三种气体的沸点，现把这三种气体用液化后再逐渐提高温度的方

法分离出来，则得到的气体的顺序是（    ） 

物质 氧 氢 氮 

沸点/℃ -183 -253 -196 

A．氧、氢、氮 B．氢、氧、氮 C．氧、氮、氢 D．氢、氮、氧 

 

8．下列关于物态变化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冬天晚上在菜窖里放几桶水，这是利用水凝固放热防止菜被冻坏 

B．晶体熔化时吸热，非晶体熔化时不吸热 

C．夏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棒冒“白气”是汽化现象 

D．人们吹电风扇感到凉爽，是因为电风扇降低了气温 

 

9．古人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吟出“柳絮飞来片片红”的诗句，洁白的柳絮这时候看上去却是红色

的，这是因为柳絮（    ） 

A．发出红光 B．反射夕阳的红光 C．吸收了夕阳的红光 D．发出红外线 

 

10．下列不是红外线应用的实例是（    ） 

A．空调器的遥控器 B．适当地晒太阳，合成维生素 D 

C．自动感应水龙头 D．步枪瞄准器上的夜视仪 

 

11．2016 年，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声称：在房间内遭到“声波武器”的袭扰．科学家发现这是

某种蟋蟀发出的声音．如图所示为他们在房间内记录的声音和在野外记录的四种蟋蟀声音（横

坐标单位为 10
-4 秒）．经对比，“声波武器”来自（    ） 

 

    

A．蟋蟀品种 1 B．蟋蟀品种 2 C．蟋蟀品种 3 D．蟋蟀品种 4 

 

  



12．研究物理问题有很多种方法，以下几个研究实例：①敲鼓时，鼓面的振动可以通过放在鼓

面上的小米粒的跳动来体现；②研究声音的产生时，观察物体发声与不发声时的区别；③液体

温度计利用液柱长度的变化来显示温度高低；④研究材料的隔声性能时，要用同一声源，并在

声源的四周包上同样厚度的待测材料，这几个实例中，研究方法相同的是（    ）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29 分） 

13．唐诗《枫桥夜泊》中的诗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钟声是寒山寺里的大钟

______而发出的，在______中传播到人的耳朵里，船上的人能辨别出传来的是“钟”声而不是

“鼓”或其他声音，实际上他是根据声音的______来判别的． 

 

14．“地震检测仪”是利用______波来检测地震的，这种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______(选填“大

于”、“等于”或“小于”)人说话的声速，地震很可能会引起海啸，这是因为声音能传递______． 

 

15．某种昆虫的翅膀在 2s 内振动了 600 次，频率是______Hz，人类______(选填“能”或“不

能”)听到该频率的声音． 

 

16．当你走过洗车店时，偶尔会看到高压喷头喷出的水雾在阳光下呈现五颜六色，这其实是光

的______现象．将三种色光适当混合能产生其它任何色光．这三种色光分别是蓝光、红光和

______．光可以使周围变得明亮、温暖，说明光具有______． 

 

17．水循环伴随着水的物态变化过程，水蒸气随气流运动，在高空遇冷时，有的______成小水

滴，有的______成小冰晶，形成千姿百态的云，云中的小水滴也会______成小冰晶，云中的小

水滴或小冰晶长大到一定程度时，向地面降落，就形成了雨或雪． 

 

18．物理课上，老师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先让学生观察盛有干冰(固态二氧化碳)的容器外壁

出现一层白霜的现象，接着学生用镊子夹取一块干冰放入装有常温水的烧杯中，令人惊讶的现

象出现了：水好像立刻剧烈“沸腾”起来，内部有大量气泡产生，水面上方出现大量白雾．关

于这一系列现象解释正确的有______、______、______． 

A．白霜是凝固现象 B．气泡内主要是水蒸气 C．气泡内主要是二氧化碳气体 

D．白雾是水蒸气 E．干冰升华吸热 F．容器内水的温度降低 

 

19．奥运火炬由上下两个外壳、燃烧器和燃料罐几个部分组

成．组装火炬时将燃烧器和燃料罐连接，燃烧器上的导热棒上

端靠近火焰，下端贴在燃料罐的侧壁上．火炬所用的燃料丙烷

在常温下为气态，我们采用______的方法使其在常温下液化装

入罐中，使用时，液态丙烷会______(填物态变化名称)成气体以

供燃烧，这里导热棒的作用是防止手______(选填“冻伤”或“烫伤”)． 

  



20．在观察“碘锤”中的物态变化之前，小明查阅资料得知：酒精灯外焰的温度约为800℃．碘

的熔点为113.7℃．采用图中的两种方式加热，图甲的碘颗粒吸热会________；图乙中的碘颗粒

吸热除了发生图甲中的物态变化外，还可能会________．两种方式停止加热后，“碘锤”中的

碘蒸气会________（填物态变化名称）． 

 
 

21．小明在用电冰箱研究物态变化现象的综合实践活动中，制作了冻豆腐，冻豆腐解冻后切开，

发现里面有很多小孔，这是因为豆腐里面的水经历了先________后________的物态变化过程．他

还发现很多冰箱内都有霜形成，如果把食物放进冰箱时盖起来或用保鲜膜包起来，这样做，冰

箱应________（选填“容易”或“不容易”）产生霜． 

 

22．如图，是探究水蒸气液化放热的装置，在两个相同的试管甲和乙中分别装入质量和________

相同的水，然后将沸腾时产生的水蒸气直接通入试管甲的水中，水蒸气在甲中几乎全部液化，

待甲中的水面上升一段高度后，停止通入水蒸气，测出此时甲中水的温度为t1．将烧瓶内开水倒

入乙中直至与甲中水面________，摇匀后测出乙中水温t2．比较t1、t2，若t1________t2（选填“＞”、

“＜”或“＝”），则说明水蒸气液化放热． 

 
 

三、解答题（共47分） 

23．（7分）小明等同学要探究“声音的响度和振幅”是否有关，所用的实验器材：音叉、橡皮

槌、铁架台、硬泡沫塑料小球、细线等． 

  
甲 乙 

（1）操作步骤： 

①用细线拴住硬泡沫塑料小球，悬挂在铁架台上； 

②用橡皮槌先后两次用大小不同的力敲击音叉，第二次重敲时，可以听到较______（选填“大”

或“小”）的声音．音叉一臂的外侧靠近并接触小球，可以看到小球被音叉弹开一个较大的角

度（如图甲）． 

（2）结论：当声源的________较大时，________较大． 

  



（3）同学们在探究上述问题之后，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声音是怎样从发声物体传播到远处的

呢？针对这一问题，他们经过认真地思考，提出了两种猜想： 

①声音要传播出去，需要介质；②声音要传播出去，不需要介质． 

究竟哪一种猜想是正确的呢？小明他们又添加器材，进行了如下的实验：如图乙所示，接通瓶

中的手机，随着向外不断抽气，发现手机铃声越来越________（选填“大”或“小”）．由此

现象可以推理出猜想________是正确的． 

（4）小明他们根据实验结论，进一步提出：月球表面是真空，如果将图甲实验移到月球表面去

做，则（    ）（2 分） 

A．既能听到声音，又能看到乒乓球被弹开 

B．不能听到声音，但能看到乒乓球被弹开 

C．既不能听到声音，也不能看到乒乓球被弹开 

 

24．（7 分） 

（1）液体温度计是利用液体________的性质来测量温度，使用温度计时，首先要观察它的量程

和认清它的________． 

（2）如图甲、乙、丙所示，三支温度计的读数分别为：甲温度计：________℃，乙温度计：

________℃，丙温度计：________℃． 

（3）如图丁是某同学用温度计测量水的温度和观察读数时的做法．请指出他的错误：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13 分）同学们在实验室做“水的沸腾”实验，如图所示，是小华这组在观察“水的沸腾”

实验中的情景，通过酒精灯对水加热，使水沸腾，他们记录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时间/min „ 1 2 3 4 5 6 7 8 9 10 

水温/℃ „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99 99 

 

 
  

  

  



（1）在组装器材时，是按照______（选填“由上到下”或“由下到上”）的顺序，在固定石棉

网时，应处于酒精灯火焰的_____（选填“外焰”、“内焰”或“焰心”）位置． 

（2）刚倒入热水时发现温度计管壁模糊，很难看清示数，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 

（3）在甲图中，画出．．沸腾时 A 处的小气泡上升到水中在 B 处时的大致图形． 

（4）在乙图的坐标系中画出．．水的温度和时间关系的图像，分析数据可知，水的沸点是______℃.

水沸腾时温度______． 

（5）为了说明水在沸腾过程中是否需要吸热，应______观察水是否继续持续沸腾． 

（6）在与其他组同学评估交流时： 

①小明这组同学的用水量比小华组少一些（其他条件均相同），请仍在图乙中用虚线帮小明组大

致画出．．水的温度和时间关系的图像． 

②在实验中，有小组把烧杯换成了纸锅，如图丙所示，发现水烧开了可纸锅没有烧着，对此以

下解释正确的是（    ）（2 分） 

A．纸的着火点高于火焰温度 B．纸的着火点低于水的沸点 

C．水的沸点高于火焰温度 D．水的沸点低于纸的着火点 

③小红这组同学在做“观察水的沸腾”实验后，又进一步观察了水的自然冷却过程，根据实验

数据绘制出的水沸腾前后一段时间的温度和时间关系曲线如图丁所示，结合图丁提供的信息，

她们要给一大杯滚烫的热水降温，在同样的环境下，现有两种方法：①先让滚烫的热水冷却 5min，

然后加一小杯冷水；②先在滚烫的热水中加入一小杯冷水，然后冷却 5min，分析可知（    ）

（2 分） 

A．方法①冷却效果较好 B．方法②冷却效果较好 C．两种方法冷却效果相同 

 

26．（9 分）小明在探究“冰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实验中： 

 

（1）为了使试管中的冰受热均匀，且便于记录各时间段的温度值，应选用________（选填“甲”

或“乙”）装置来进行实验，应选用颗粒________（选填“较大”或“较小”）的冰块做实验．除以

上措施外，为了使试管内冰各部分受热均匀，还需要进行的操作是___________________． 

（2）图丙是他根据记录的数据绘制的“温度-时间”图象．由图象可知：冰属于________（选

填“晶体”或“非晶体”），冰熔化过程持续了________min，第 6min 时，试管中的物质处于________

（选填“固”、“固液共存”或“液”）态． 

（3）在实验中，在记录加热时间和温度的同时，还应注意观察烧杯中冰的________变化． 

（4）实验结束后，小明在图乙中加上酒精灯（如图丁），用酒精灯不断给烧杯加热，当烧杯里

的水沸腾以后，试管中的水________（选填“会”或“不会”）沸腾，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  



27．（6 分）如图所示，通过探究，我们对太阳光和物体的颜色有了更多的了解． 

 

（1）阳光通过三棱镜后，在白屏上呈现彩色光带，白屏上 A、B 是光带边缘的色光，其中 A 为

________（选填“红”或“紫”）光． 

（2）在屏上标出了三个区域，其中能让荧光物质发光的区域是________（选填“①”“②”“③”）． 

（3）在三棱镜与白屏之间插一块玻璃，发现白屏上的各种色光分布没有任何变化，则该玻璃是

________色的． 

（4）换一块红色玻璃加在三棱镜与白屏之间，则白屏上将会呈现________色光． 

（5）拿掉玻璃，将白屏换成蓝色屏，我们________（选填“仍能”，“不能”）看到彩色光带． 

（6）综上所述，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它________决定的；不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于它反射的色

光决定的． 

 

28．（5 分）某兴趣小组计划探究“铝棒的发声”．同学们使用一根表面光滑的实心铝棒，一只

手捏住铝棒的中间部位，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粘少许松香粉，在铝棒表面由手捏部位向外端

摩擦，可以听见铝棒发出声音，而且发现在不同情况下铝棒发声的频率是不同的．为了探究铝

棒发声频率的影响因素，该兴趣小组找到不同规格的铝棒、虚拟示波器等器材进行探究，实验

数据如下表．实验前同学们提出了以下猜想： 

猜想 A：铝棒发声的频率可能和铝棒的横截面积有关 

猜想 B：铝棒发声的频率可能和铝棒的长度有关 

为了验证猜想 A，同学们选择 4 根铝棒，每次均捏住铝棒的中间部位，由手捏部位向外端摩擦，

实验所得的数据记录于下面的表格中，在 2％的误差允许范围内（频率相差在 70Hz 以内）的测

量值可以认为是相等的． 

 

 

 

 

 

 

 

 

 

 

 

 

 

  

铝棒序号 铝棒长度 L/m 横截面积 S/×10
-6

m
2
 频率 f/Hz 

1 0.50 2.9 5000 

2 0.71 2.9 3500 

3 0.71 5.2 3530 

4 0.78 11.7 3134 

5 0.78 2.9 3146 

6 0.91 2.9 2700 

7 1.05 2.9 2375 



（1）分析表格中数据，可知铝棒的发声频率与横截面积是__________的（选填“有关”或“无

关”）． 

（2）为了验证猜想 B，同学们选择了表中 5 组实验数据，这 5 组数据的铝棒序号为________，

由于从数据中很难得出频率 f 与长度 L 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图象法处理数据，画出了频率

f 与长度的倒数
L

1
（表中未列出）的关系如图所示，分析可知发声频率 f 与铝棒的长度 L 的

关系是__________． 

（3）同学们又通过实验探究了铝棒发声的频率和手捏铝棒部位的关系，在实验过程中，有同

学将发声的铝棒一端插入水中，可以看到__________现象；有同学用手迅速握住正在发声的

铝棒，可以听见声音很快衰减，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试卷 

八年级 物理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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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D A C D D A B B A C 

【解析】12．①转化放大法；②观察法；③转化放大法（将温度的变化转化为液柱的长度变化）；

④控制变量法；故选①③ 

 

 

二、填空题 

 

13．振动；空气；音色 

 

14．次声；等于；能量 

 

15．300；能 

 

16．色散；绿光；能量 

 

17．液化；凝华；凝固 

 

18．C、E、F 

 

19．压缩体积；汽化；冻伤 

 

20．升华：熔化；凝华 

 

21．凝固；熔化；不容易 

【解析】（最后一空）冰箱内的霜是水蒸气凝华形成，保鲜膜可以阻止食物中水分蒸发，从而减

少水蒸气含量，所以不容易产生霜． 

 

22．温度；齐平；> 

【解析】甲中增加的水由水蒸气液化产生，乙中则直接倒入烧瓶中的水，加入的水蒸气和水的

质量以及温度一致，若甲中温度高于乙，则说明液化放热． 

  



三、解答题 

 

23．（1）大； 

（2）振幅；响度： 

（3）小；① 

（4）B 

 

24．（1）热胀冷缩；分度值； 

（2）35.8；-22；38； 

（3）温度计玻璃泡接触了烧杯底；视线没有与温度计内液柱上表面相平； 

 

25．（1）由下到上；外焰； 

（2）水蒸气遇冷在温度计管壁上液化； 

（3）  

（4）99；不变； 

（5）停止加热； 

（6）①  

②D 

③A 

【解析】③ 

由图丁可知，水温较高时，散热更快．所以先让热水冷却可以放出较多的热量．若先在热水中

加入冷水使水温降低，则会减少在相同时间里散出的热量．故选 A． 

 

 

26．（1）甲；较小；用玻璃棒不断搅拌； 

（2）晶体；6；固液共存； 

（3）状态； 

（4）不会；水虽然温度达到了沸点，但无法持续吸热 

 

  



27．（1）紫； 

（2）①； 

（3）无； 

（4）红； 

（5）不能； 

（6）透过光的颜色 

 

28．（1）无关； 

（2）12567； 成反比； 

（3）水花四溅； 

（4）振动停止，发声停止 

【解析】（1）对比序号 2 与 3、4 与 5，可以发现发声频率近似相等（在误差范围内），故可知

铝棒的发声频率与横截面积无关． 

（2）由图可知，f 与 1/L 成正比，故 f 与 L 成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