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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体的质量及其测量

 1.记住质量及质量的单位.
2.认识托盘天平的基本结构,会使用托盘天平称量固体和液体的质量.

 开心预习梳理,轻松搞定基础。

1.    叫做物体的质量.质量的主单位是    .物体的质量与物体的    、

    和       无关.
2.天平是实验室中测量    的工具,常见的天平有    和    ,除了天平之

外,测量质量的工具还有    、    、    .
3.使用托盘天平的步骤是:(1)把天平放在    台上,把游码放在    处;(2)调

节横梁右端的    ,使指针指在    处,这时横梁平衡;(3)把被测物体放在

    盘里,估计被测物体的质量,选择适当的砝码放在另一盘里,根据实际情况加、
减砝码,并调节游码在标尺上的位置,直到    ;这时天平盘中    加上

    ,就等于被物体的质量.
4.完成下列单位换算:

1.2t=    kg; 3×105g=    kg; 450mg=    kg.

 重难疑点,一网打尽。

5.(1)如图所示是托盘天平的示意图,请在括号内填上各部件的名称.

A(  ) B(  ) C(  ) D(  ) E(  ) F(  )
(2)说明下列部件的作用:

部件C的作用是       ;
部件D 的作用是       ;
部件E 的作用是       .

(3)称量物体质量时,被测物体放在    侧托盘,砝码应放在    侧托盘.
6.在“用托盘天平称物体的质量”的实验中,下列操作错误

踿踿
的是(  ).

A.使用天平时,应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

B.调节横梁平衡时,应先将游码移至横梁标尺左端“0”刻度线上

C.称量时右盘应放置待称量的物体,左盘放置砝码

D.观察到指针在正中刻度线或在做左右幅度相等的摆动,可认为天平横梁已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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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质量为1.5×106mg的物体可能是(  ).
A.一只鸡 B.一头象 C.一头牛 D.一只蚊子

8.某同学用天平称量物体的质量时,发现砝码已经磨损,则测量结果与真实值相比较(  ).
A.偏小 B.相等 C.偏大 D.无法确定

9.使用天平之前应估计被测物体的质量,以免其超过天平的    ———即它所能称的

最大质量.在使用天平时,增减砝码、移动游码都要用    ,目的是    .称量潮湿的

物体和化学药品的质量时,为了保护    ,应该把被测物体放在    中.
10.一本书的页码是180,用天平测量其质量是270g,则每张纸的质量是    kg.
11.有一架放在水平桌面上的托盘天平,某同学调节它的横梁平衡时忘记了把游码放在标

尺左端的“0”点,当天平平衡并开始称量某物体的质量时才发现游码已有读数0.12g,
他没有重新调整天平,此时称量某物体质量所用的砝码有10g、2g、0.5g,则这个物体

的质量是    .
12.如图甲所示是使用托盘天平时的实验情景,请你指出存在的两处错误:

(1)       、       .
(2)纠正错误后,天平平衡时砝码和游码的示数如图乙所示,则被测物体的质量为

    g.

 源于教材,宽于教材,举一反三显身手。

13.(多选)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杆秤和托盘天平都是测量质量的工具

B.天平在使用、搬运和存放时,要防止振动,以免损坏刀口

C.把已调节平衡的天平搬到另外一处称量,不必重新调平衡

D.调节天平时,若指针偏向分度盘左侧,可向右移动游码使天平平衡

14.有一位同学用天平称一块矿石的质量,把天平调好后错把矿石放在右盘,在左盘放50g、20g
砝码各一个,又把游码拨至标尺4g处,达到平衡,这块矿石的质量应该是(  ).
A.74g B.70g C.66g D.78g

15.为了测量物体的质量,小菲同学从实验室取来一架天平和一盒标准砝码,如图所示.实验

前她突发奇想:天平准确吗? 请你帮助她设计验证天平是否准确的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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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将天平放在    ;
步骤二、       ;
步骤三、       ,观察天平是否继续保持平衡,确认天平是否准确.

16.用天平称量物体的质量时,向盘内增加砝码的正确次序是(  ).
A.先加最大的砝码,再加小的

B.先加最小的砝码,再加大的

C.估计情况先加接近物体质量的大砝码,再加小砝码

D.以上方法都可以

17.使用托盘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下列各种情况中测量值偏大的是(  ).
A.调节横梁平衡时,指针偏向刻度右侧就停止了调节

B.忘记了加游码的质量数

C.称量物体时,指针偏向刻度盘右侧,没有调节

D.天平的砝码被磨损

18.某同学用天平测量物体质量时,按常规操作步骤如下:

A.将天平放于水平桌面上;

B.将游码移至横梁标尺左端“0”点上,调节平衡螺母;

C.将被测物体放在右盘中,用镊子向另一个盘中加减砝码和移动游码,使天平平衡;

D.计算盘中砝码总质量再加上游码指示的质量值,则为被测物体质量;

E.整理器材.
以上操作步骤中有一个步骤有遗漏,另有一个步骤有错误.请在下列括号中填上该步

骤的字母代号,并在横线上补充和改正.
(1)有遗漏的步骤(  ),补充:  
(2)有错误的步骤(  ),改正:  

19.一架调节好的托盘天平左侧托盘内放有100枚相同的邮票,右侧托盘内放有如图甲的

砝码时右侧托盘下沉,从右侧托盘内取出一个小砝码则左侧托盘下沉.

  
(1)若手中最小的砝码为1g,你如何使天平横梁恢复平衡?     ;
(2)天平横梁恢复平衡时游码位置如图乙所示,则100枚邮票的总质量M=    g;
(3)一枚邮票的质量m=    mg.

20.有一种小儿用药的用法用量写道:
【用法用量】溶于40℃以下的温开水内服,成人一天8~16袋,分2~3次服用;小儿一

天30mg/kg体重,分2次服用.共有:0.16g×12袋.根据以上数据,如果一个小孩的

质量是16kg,则每次用量是    袋,    天内能将此盒药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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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一辆汽车载重2.5t,用它能不能一次把质量为3.0×104kg的煤运完? 若用最多承载

990kg的小车来运,需要运多少趟?

 瞧,中考曾经这么考!

22.(2011·福建福州)一块铁块的质量会发生变化的情况是(  ).
A.将它熔化成铁水 B.磨掉铁块一个角

C.把它轧成薄铁片 D.从地球运到月球

24.(2011·江苏盐城)小明用托盘天平测量铁块的质量,所用天

平的标尺如图所示,最小砝码的质量与标尺最大刻度值

相同.测量前,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移动游码到标尺的    刻度处,调节平衡

螺母,使天平平衡.测量时右盘加入一定量的砝码后,天平的指针偏向左侧,这时铁块

的质量    (填“小于”“等于”或“大于”)右盘中砝码的总质量.再加入5g的砝码

后,指针偏向右侧.接下来的操作是:    ,直至天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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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0-15 1.7×10-13

(4)0.6 6×102

8.B 9.D
10.乙 60.0 偏大

11.0.8 8×10-4

12.B 13.A B 14.D
15.(1)测量出1步的长度l1,数出从教学楼到校门口

一共需要走的步数n,则n·l1 即为教学楼到校门

口的距离.
(2)从校门口推行自行车到校门口,数出前轮所绕

圈数n,测量出自行车前车轮的直径D,计算出车

轮周长C=πD,则nπD 即教学楼到校门口的距

离.
16.偏小 17.D 18.C
19.(1)cm (2)mm (3)μm
20.1mm
21.B 22.C 23.A 24.D 25.D 26.D
27.A、B、C
28.(1)用刻度尺和三角板测出瓶底直径D;在啤酒瓶

内倒入适量水,塞紧塞子,用刻度测出啤酒瓶正放

时水柱长度h1;将瓶子倒置,用刻度尺测出瓶内空

气柱的长度h2;

(2)则瓶子的容积V=πD
2

4
(h1+h2)

29.B 30.3.40 31.1.25~1.27
二 物体的质量及其测量

1.物体含有物质的多少 千克(kg) 形状 状态 
所处空间位置的变化

2.质量 托盘天平 物理天平 台秤 杆秤 磅秤

3.(1)水平 标尺左端的零刻度线

(2)平衡螺母 分度盘中线

(3)左 横梁平衡 砝码质量 游码所对应的读数

4.1.2×103 300 4.5×10-4

5.(1)横梁 分度盘 指针 平衡螺母 游码 标尺

(2)根据指针在分度盘的位置判定横梁是否平衡 
平衡螺母在称量前调节横梁平衡 游码在称量时

精确调节横梁平衡,往右移动相当于在右盘中加砝

码,往左移动相当于在右盘中减砝码

(3)左 右

6.C 7.A 8.C
9.量程 镊子 避免手上汗液腐蚀金属 托盘 

烧杯

10.3×10-3 11.12.5g
12.(1)将被测物体放在右盘而砝码放在左盘 用手

拿砝码 (2)52.4

13.A、B 14.C
15.水平工作台上 将游码调到标尺左端的零刻度线

上再调节平衡螺母使天平平衡 在左盘里放上最

小的砝码然后调节游码使游码在标尺上的位置与

游码质量相同

16.C 17.C
18.(1)B 使指针对准分度盘中央红线

(2)C 物体放在左盘

19.(1)向右移动游码

(2)3.4
(3)34

20.1.5 4 21.不能 31趟

22.B
23.0(或“零”) 大于 用镊子取出5g砝码放回砝码

盒,再移动游码

三 学生实验:探究———物质的密度

1.不同 不同

2.质量 ρ ρ=
m
V  kg

/m3

3.0.4×103kg/m2 体积为1m3 的木块质量是0.4
×103kg 0.4×103kg/m3

4.650
5.(1)1.0 (2)1.36×104

6.C 7.铜 铝 铝 铜

8.D 9.D 10.B
11.72 72 12.C 13.B 14.丙

15.体积 密度

16.D
17.倒出的污水质量m1-m2(g) 倒出的污水的体积

V(cm3)

18.A 19.B
20.20 2.4×103 不规范:(1)测量过程中不能调节

螺母 (2)砝码不能随意摆放

21.(1)50cm3 (2)917g
22.0.45 23.B
24.(1)如图所示 (2)大 (3)否 (4)④

四 新材料及其应用

1.长度 105 2.纳米材料

3.自洁 韧 体积小,质量轻,可多次充电,对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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