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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2024 年高考物理模拟试卷及答案

阅卷人

得分

一、选择题 I（本题共 13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9 分。每小题列出的四

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不选、多选、错选均不得分）

1． 下列属于国际单位制中基本单位的物理量是（　　）

A．动能 B．加速度 C．热力学温度 D．磁感应强度

2． 下列情况中研究对象可视为质点的是（　　）

A．研究地球的自转规律 B．研究歼-20 的飞行轨迹

C．研究天宫空间站的姿态调整 D．研究兵乓球的弧旋球转动方向

3． 如图所示是一台螺旋传送装置，可将货物沿弯曲程度相同的等螺距轨道向上以恒定速率传送。在向上

传送过程中，货物（  ）

A．机械能增大 B．加速度为零

C．所受合力为零 D．动量保持不变

4． 特高压是指 ± 800𝑘𝑉及以上的直流电和 1000kV 及以上的交流电的电压等级，该技术具有输送容量

大、距离远、效率高和损耗低等优越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输电技术之一。保证输电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将

输电电压从交流 500kV 的超高压变为交流 1000kV 的特高压，在两次输电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1000kV”指的是交流电的峰值 B．输电线上的电流变为原来的 2 倍

C．输电线上的电能损耗降为原来的
1
4 D．用户获得的功率一定为原来的 4 倍

5． 某物理兴趣小组对手机辐射强度与距离关系展开了研究，假设手机为功率恒定的辐射源，向空间各个

方向均匀辐射电磁波，当手机距离人脸 1m 和 2m 时，人脸接收到手机辐射的最大功率之比为（　　）

A．1:2 B．1:4 C．2:1 D．4:1

6． 如图所示，波长为 λ 的光子照射逸出功为 W 的金属表面，由正极板中央 P 点逸出的光电子（电荷量

为 e）经由电压为 U 的平行电极板作用后，最后经由负极板上方的小孔 Q 飞出。已知正负极板相距 L，小

孔 Q 与负极板中心相距 D。假设小孔不影响电场的分布和电子的运动，
ℎ𝑐
𝜆 > 𝑊 + 𝑒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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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点逸出的光电子初动能一定为
ℎ𝑐
𝜆 −𝑊

B．从 Q 点飞出的电子动能最大值为
ℎ𝑐
𝜆 −𝑊−𝑒𝑈

C．从 Q 点飞出的电子动能一定大于
ℎ𝑐
𝜆 −𝑊−𝑒𝑈

𝐿
𝐿2 + 𝐷2

D．若正负极互换但电压大小不变，则从 Q 点飞出的电子动能一定等于
ℎ𝑐
𝜆 −𝑊 + 𝑒𝑈

7． 如图所示一束宽度为 a 的平行单色光，从折射率为𝑛1的介质 1 进入到折射率为𝑛2的介质 2 中，单色光

宽度变为𝑏(𝑏 > 𝑎)，已知单色光入射点 A、B 两点距离为 c，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𝑛1
𝑛2

= 𝑏
𝑎 B．

𝑛1
𝑛2

= 𝑐2−𝑏2

𝑐2−𝑎2

C．单色光在介质 1 的频率小于在介质 2 的频率 D．单色光在介质 1 的波长小于在介质 2 的波长

8． 钠的放射性同位素24
11𝑁𝑎经过一次衰变后产生稳定的镁（24

12𝑀𝑔）。已知24
11𝑁𝑎的半衰期为 15h，将一个放

射强度为每秒3.2 × 104次的24
11𝑁𝑎溶液样本注射到某病人血液中，45h 后从该病人体内抽取 6mL 的血液，测

得其放射强度为每秒 5 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该衰变过程为𝛼衰变 B．24
11𝑁𝑎进入到血液后半衰期变长

C．45h 后样本放射强度变为原来的
1
4 D．该病人体内血液的总体积约为 4.8L

9． 如图所示，将一锥形导体放入电荷量为 Q 的负点电荷电场中，导体内有 A、B 两点，A 点到电荷的距

离为 d，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锥形导体右端带负电

B．A 点电场强度比 B 点大

C．图中所示两条实线 1 和 2 来表示锥形导体周围的电场线肯定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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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导体表面的感应电荷在 A 点产生的电场强度大小为
𝑘𝑄
2𝑑2

10． 如图所示是杂技团一门水平放置的大炮，左前方地面上有一直径为 50m 的圆形靶区，炮口 A 在靶区

边缘 B 点正上方 7.2m 处且正对靶心正上方 C 点。BD 为靶区的一条水平直径，ABOCD 五点在同一竖直平

面内，现保持炮口位置不变，炮管以炮口为圆心水平旋转，所发射玩具炮弹的速率恒为 25m/s。不计炮管

口径的大小及炮弹的大小、空气阻力，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正对靶心水平射出时炮弹会落到靶心处

B．炮管与 AC 方向平行的位置开始水平转动角度等于30°时，炮弹将落在靶区外

C．炮管与 AC 方向平行的位置开始水平转动角度小于53°时，炮弹一定会落在靶区内

D．炮管水平转动角度越大，射出去的炮弹单位时间内速度的变化量越大

11． 如图所示，匀质硬导线 ab、ac、bc 均为
1
4圆弧，连接后分别固定在 xOy、xOz、yOz 平面内，圆心都

在 O 点且半径𝑟 = 10𝑐𝑚，指向 x 轴正方向的磁场以9 × 10−3𝑇/𝑠的速率均匀增大，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bc 段导线中的电流从 b 流向 c

B．导线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大小为9𝜋 × 10−5𝑉

C．ac 段导线所受安培力方向沿 y 轴负方向

D．ab 段导线所受安培力大小小于 bc 段导线所受安培力大小

12． 根据地球同步卫星，科学家提出了“太空天梯”的设想。“太空天梯”的主体结构为一根巨大的硬质绝缘

杆，一端固定在地球赤道，另一端穿过地球同步卫星，且绝缘杆的延长线通过地心。若三个货物分别固定

在“太空天梯”的 a、b、c 三个位置，三个货物与同步卫星一起以地球自转角速度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

以地心为参考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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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三个货物速度大小关系为𝑣𝑎 > 𝑣𝑏 > 𝑣𝑐

B．如果三个货物在 a、b、c 三个位置从杆上同时脱落，三个货物都将做离心运动

C．杆对 b 处货物的作用力沿 Ob 方向向上，杆对 c 处货物的作用力沿 cO 方向向下

D．若有一个轨道高度与 b 相同的人造卫星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则其环绕地球的角速度小于位于 b

处货物的角速度

13． 如图 1 和 2 为工地搬运长方体大理石块的设备示意图，该设备吊起部分可以理想化为图 3 所示，

ABCD 为一块厚厚的水平钢板，AEFB 和 DHGC 为两根不可伸长的轻绳，两绳子关于水平钢板左右对称放

置，且 AE 和 DH 平行于大理石块的后表面，BF 和 CG 平行于大理石块的前表面，AE、DH、BF、CG 与

水平方向的夹角均为𝜃，忽略 AE 和 DH 与大理石块的后表面（包括 E、H 两点）、BF 和 CG 与大理石块的

前表面（包括 F、G 两点）的所有作用力，若 EF 与大理石块左表面、HG 与大理石块右表面的动摩擦因数

均为𝜇，若能吊起大理石块，𝜇至少为（　　）

A．𝑡𝑎𝑛𝜃 B． 1
tan𝜃 C．sin𝜃 D．

1
sin𝜃

阅卷人

得分

二、选择题 II（本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6 分。每小题列出的四个

备选项中至少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全部选对的得 3 分，选对但不全

的得 2 分，有选错的得 0 分）

14．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光敏电阻随着光照的增强，载流子减少，导电性变差

B．在 LC 振荡电路中，放电完毕的瞬间磁场能全部转化为电场能

C．“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暗香来”是分子的扩散运动造成的

D．食盐被灼烧时发出的光主要是由食盐蒸气中钠原子的能级跃迁而造成的

15． 如图所示，𝑥 = 0与𝑥 = 10𝑚处有两个波源𝑆1和𝑆2均可以沿 z 轴方向做简谐运动，两波源产生的机械波

均能以波源为圆心在 xOy 平面内向各个方向传播，振动周期均为𝑇 = 2𝑠，波速均为𝑣 = 1𝑚/𝑠。𝑡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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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波源𝑆1开始沿 z 轴正方向振动，振幅𝐴1 = 3𝑐𝑚；𝑡 = 2𝑠时刻波源𝑆2开始沿 z 轴负方向振动，振幅𝐴2

= 5𝑐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𝑡 = 8𝑠时刻，𝑥 = 5.5𝑚处质点的位移为𝑧 = −8𝑐𝑚

B．在 x 轴上，𝑥 < 0和𝑥 > 10𝑚区域都是振动的加强点

C．在 x 轴上，0 < 𝑥 < 10𝑚区间内一共有 10 个振动的加强点

D．以波源𝑆1为圆心，分别以半径 4.8m 和 5.2m 画圆，则在这两个圆周上，振动的加强点的个数相等

阅卷人

得分
三、非选择题（本题共 5 小题，共 55 分）

16． 如图 1 所示是“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实验装置。

（1）除带夹子的重物、纸带、铁架台（含铁夹）、电磁打点计时器、导线及开关外，在下列器材中，还

必须使用的器材是____（多选）

A．低压交流电源 B．刻度尺 C．天平（含砝码）

（2）该实验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__

A．先释放纸带再接通电源

B．用手托住重物由静止释放

C．重物下落的初始位置应靠近打点计时器

（3）重物下落过程中除了重力外会受到空气阻力和摩擦阻力的影响，故动能的增加量　     　（选填

“略小于”或“略大于”）重力势能的减少量，这属于　         　（选填“系统误差”或“偶然误差”），此实

验另一类误差来源于高度的测量，减小误差的办法是多次测量取　     　（选填“最大值”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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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正确的操作得到图 2 所示的一条纸带，在纸带上选取三个连续打出的点 A、B、C，测得它们

到起始点 O 的距离分别为ℎ𝐴、ℎ𝐵、ℎ𝐶，已知当地重力加速度为 g，打点计时器打点的周期为 T。设重物的

质量为 m。从打 O 点到打 B 点的过程中，重物的重力势能的减少量𝛥𝐸𝑝 = 　     　，动能的增加量𝛥𝐸𝑘

= 　             　。

17． 如图所示是“探究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的实验装置。

（1）判断感应电流的方向时　     　（选填“需要”或“不需要）确定线圈的绕法，为了弄清楚灵敏电

流计指针偏转方向与电流流向的关系，可以用多用电表的　     　（选填“电压档”、“电流档”或“欧姆

档”）进行检测。

（2）强磁铁快速插入线圈后保持静止，此过程中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情况可能是____

A．一直在“0”刻度位置

B．从“0”刻度开始向右偏转到最大并维持此角度不变

C．从“0”刻度开始向右偏转再向左偏转并越过“0”最后右偏回到“0”位置

18． 如图 1 所示是小明设计的测量纯净水电导率（电导率是电阻率的倒数，是检验纯净水是否合格的一

项重要指标）的电路图，已知圆柱形容器中水的长度为 L、横截面积为 S，电压表𝑉1的内阻为𝑅𝑉，某次实

验中电压表𝑉1和𝑉2的读数分别为𝑈1、𝑈2，电阻箱的示数如图 2 所示，则电阻箱的阻值为　        　𝛺，

纯净水的电导率为　              　（用相关字母表示），不合格纯净水的电导率会　     　（选填

“偏大”或“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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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图 1 所示，开口的塑料瓶下部分盛有一定质量的液体，上部分被空气占据，此时瓶内空气温度为

280K、压强为1.0 × 105𝑃𝑎。当瓶内空气温度从 280K 升高到 300K 时，部分空气将跑到大气中，立即用质

量为 50g、横截面积为2𝑐𝑚2的圆柱形瓶塞密封上部分剩余的空气（图 2 所示），再将瓶内空气温度恢复至

280K，接着维持此温度，然后用力挤压塑料瓶使瓶塞弹出，已知大气温度恒为 280K、压强恒为1.0 × 105

𝑃𝑎，瓶塞与瓶口的最大静摩擦力为 3.5N。不考虑瓶内空气升温和降温过程中塑料瓶的体积和液体的物态

变化，挤压塑料瓶过程中瓶内空气温度保持不变，瓶塞体积相对于瓶内空气体积可忽略不计。

（1）瓶塞密封的剩余空气从 300K 降温至 280K 的过程中，塑料瓶内壁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　     　

（选填“增大”、“减小”或“不变”），剩余空气向外界　     　（选填“吸热”或“放热”）。

（2）求瓶内剩余空气的分子数目占原来空气的分子总数目比例　     　。（结果可用分数表示）

（3）求瓶塞恰好被弹出时，瓶内剩余空气体积变为挤压前的几倍?（结果可用分数表示）

20． 如图所示，一长为𝐿1 = 1𝑚的水平传送带 AB 以速度𝑣0 = 3𝑚/𝑠沿顺时针匀速旋转，传送带与光滑水平

轨道 CD 平滑连接且 B、C 两点重合，光滑圆弧轨道 DE 圆心为 O，半径为𝑅 = 0.5𝑚，OE 与竖直方向的夹

角𝜃 = 37°，圆弧轨道 DE 与水平轨道 CD 也平滑连接，FG 为 U 形固定槽（F、G 两点等高），槽的水平长

度为𝐿2 = 0.6𝑚，槽的右上端 G 与 E 点间的水平距离为𝑥 = 0.4𝑚，竖直距离为𝑦 = 0.5𝑚。现将质量为𝑚1

（质量大小可改变）的滑块 1 轻轻放到传送带上的 A 处，经传送带传送后进入轨道 CD，并与静止在水平

轨道 CD 上某处的滑块 2（质量为𝑚2 = 1𝑘𝑔）发生弹性碰撞，随后滑块 2 沿圆弧轨道运动，从 E 点飞出后

落入 U 形槽。已知滑块 1 与传送带间的动摩擦因数为𝜇 = 0.5，两滑块可视为质点，不考虑两滑块间以后的

碰撞与滑块 2 落入 U 形槽后反弹的情形。

（1）求碰撞前瞬间滑块 1 的速度𝑣1。

（2）若滑块 2 刚好在 E 点脱离轨道，求碰撞后瞬间滑块 2 的速度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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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使滑块 2 能落入 U 形槽，求滑块 1 质量𝑚1应取的最小值。（结果可保留根号）

21． 如图 1 所示为永磁式径向电磁阻尼器，由永磁体、定子、驱动轴和转子组成，永磁体安装在转子

上，驱动轴驱动转子转动，定子上的线圈切割“旋转磁场”产生感应电流，从而产生制动力。如图 2 所示，

单个永磁体的质量为 m，长为𝐿1、宽为𝐿2（宽度相对于所在处的圆周长度小得多，可近似为一段小圆

弧）、厚度很小可忽略不计，永磁体的间距为𝐿2，永磁体在转子圆周上均匀分布，相邻磁体磁极安装方向

相反，靠近磁体表面处的磁场可视为匀强磁场，方向垂直表面向上或向下，磁感应强度大小为 B，相邻磁

体间的磁场互不影响。定子的圆周上固定着多组金属线圈，每组线圈有两个矩形线圈组成，连接方式如图

2 所示，每个矩形线圈的匝数为 N、电阻为 R，长为𝐿1，宽为𝐿2，线圈的间距为𝐿2。转子半径为 r，转轴及

转子质量不计，定子和转子之间的缝隙忽略不计。

（1）当转子角速度为𝜔时，求流过每组线圈电流 I 的大小；

（2）若转子的初始角速度为𝜔0，求转子转过的最大角度𝜃𝑚；

（3）若在外力作用下转子加速，转子角速度𝜔随转过的角度𝜃的图像如图 3 所示，求转过𝜃1过程中外力

做的功𝑊外。

22． 在太空中，所有物体均处于微重力环境（即𝐺 ≈ 0）。如图 1 所示为太空粒子固定探测装置，整个装置

由 I、II、III 三部分组成，I 部分为金属圆筒 ABCD，半径为𝑅1；II 部分为金属网筒𝐴1𝐵1𝐶1𝐷1，半径为

𝑅2；III 部分为两水平放置的线圈 1 和线圈 2，线圈 1 和线圈 2 只在金属网筒𝐴1𝐵1𝐶1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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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产生竖直向下的匀强磁场（磁感应强度大小𝐵0 = 1
𝑅2

2𝑚(𝜑1−𝜑2)
𝑞 ）。在 AD 和𝐴1𝐷1边上分别有处于同

一水平面上的两小孔 E、F，两小孔 E、F 与圆面 I 的圆心 O 在同一水平直线上，两小孔 E、F 允许质量为

m、电荷量 +𝑞的带电粒子 X 和质量为 2m、电荷量 +𝑞带电粒子 Y 自由通过，现金属圆筒 ABCD（电势为

𝜑1）和金属网筒𝐴1𝐵1𝐶1𝐷1（电势为𝜑2，𝜑1 > 𝜑2）之间加上如图 2（俯视图）所示的辐向电场。不考虑带

电粒子 X 和 Y 在运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1）如图 1 所示，现在让带电粒子 X 从小孔 E 处静止释放，经辐向电场加速后进入磁场𝐵0，求带电粒

子 X 在磁场𝐵0中的位移大小。

（2）如图 3 所示，从小孔 F 同时射入大量带电粒子 X 和 Y，速度大小均为𝑣0，方向均在以 F 为顶点的

圆锥内，圆锥的半顶角𝜃 = 30°，已知𝑣0 = 𝑞𝐵0𝑅2
𝑚 ，仅考虑带电粒子 X、Y 在如图 3 所示的圆面 I 内的运

动，求 X、Y 粒子经过磁场𝐵0偏转后再次经过圆面 I 的圆周时，两种粒子在该圆周上公共区域的圆弧所对

应的圆心角为多少度?（tan−1 3
2

= 41°）

（3）如图 4 所示，若单位时间内有 n 个带电粒子 X 连续从小孔 E 处静止释放，带电粒子 X 先后经过金

属网筒𝐴1𝐵1𝐶1𝐷1上小孔 F 和 G、金属圆筒 ABCD 上的小孔 H，求带电粒子 X 从小孔 F 到小孔 G 的过程

中，对探测装置平均作用力的大小。（用 q、n、𝜑1、𝜑2和𝑅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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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部分

1．【答案】C

【解析】【解答】国际单位制中选定了七个基本物理量，分别是长度、质量、时间、热力学温度、电流、光

照强度、物质的量。

故答案为：C。

【分析】国际单位制中选定了七个基本物理量，分别是长度、质量、时间、热力学温度、电流、光照强

度、物质的量。

2．【答案】B

【解析】【解答】A、研究地球的自转规律时，地球形状、大小不可以忽略，不能看做质点，故 A 错误；

B、研究歼-20 的飞行轨迹时，飞机形状、大小对于研究问题影响很小，可以看做质点，故 B 正确；

C、研究天宫空间站的姿态调整，天宫空间站的形状、大小不可以忽略，不能看做质点，故 C 错误；

D、研究兵乓球的弧旋球转动方向，乒乓球的形状、大小不可以忽略，不能看做质点，故 D 错误。

故答案为：B。

【分析】当物体的形状、尺寸大小对所研究的物理问题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物体可以被视为质点。

3．【答案】A

【解析】【解答】A、运动过程，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增大，则机械能增大，故 A 正确；

B、运动过程有向心加速度，加速度不为零，故 B 错误；

C、加速度不为零，则合力不为零，故 C 错误；

D、由于速度方向时刻改变，则动量方向时刻改变，故 D 错误。

故答案为：A。

【分析】货物已恒定速率传送，即物体的动能不变。物体向上运动，重力势能增加。物体做曲线运动，合

外力不为零，速度方向时刻改变。

4．【答案】C

【解析】【解答】A、输电电压指的是电压的有效值，因此“1000kV”指的是交流电的有效值，故 A 错误；

B、根据𝑃 = 𝑈𝐼

可知，在输电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将输电电压从交流 500kV 的超高压变为交流 1000kV 的特高压，输电线上

的电流变为原来的
1
2倍，故 B 错误；

C、输电线上损失的功率𝑃损 = 𝐼2𝑅

由于升压后输电线上的电流变为原来的
1
2倍，因此输电线上损失的功率降为原来的

1
4，即输电线上的电能损

耗降为原来的
1
4，故 C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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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用户获得的功率

𝑃用 = 𝑃输−𝑃损

可知两次得到的功率关系为

𝑃用 = 𝑃输−𝑃损 ≠ 4(𝑃输−4𝑃损)

可知，用户获得的功率不是原来的 4 倍，故 D 错误。

故答案为：C。

【分析】输电电压指的是电压的有效值。输电功率不变，根据电功率公式结合题意确定输电线电流的变化

情况，再结合损耗功率与总功率及用户端功率的关系结合功率公式进行分析。

5．【答案】D

【解析】【解答】设人脸的面积为 S0，距离为 r 时，球面的表面积为

𝑆 = 4𝜋𝑟2

故人脸接受到的电磁辐射功率为

𝑃0 =
𝑃

4𝜋𝑟2 ⋅ 𝑆0

当手机距离人脸 1m 和 2m 时，人脸接收到手机辐射的最大功率之比为

𝑃1
𝑃2

= 4

故答案为：D。

【分析】手机辐射能量形成的辐射面相当于以手机为球心的“球面”，人脸相当于球面上的一部分，则人脸

接收到的辐射功率和人脸面积与球体表面积的比值有关。再根据球体表面积公式结合题意进行分析。

6．【答案】B

【解析】【解答】A、根据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方程有

𝐸𝑘 = ℎ𝜈−𝑊 =
ℎ𝑐
𝜆 −𝑊

式中 Ek为逸出的光电子的最大初动能，而 P 点逸出的光电子初动能不一定最大，故 A 错误；

B、初动能最大的光电子从 P 点到 Q 点的过程中，由动能定理有

−𝑒𝑈 = 𝐸𝑘1−𝐸𝑘

结合光电效应方程可得，从 Q 点飞出的电子动能最大值为

𝐸𝑘1 =
ℎ𝑐
𝜆 −𝑊−𝑒𝑈

故 B 正确；

C、由于从 P 点逸出的光电子的动能大小不确定，而从 Q 点飞出的电子的最大动能为

𝐸𝑘1 =
ℎ𝑐
𝜆 −𝑊−𝑒𝑈

因此可知，从 Q 点飞出的电子的动能并不确定，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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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

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062021221050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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