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境2  航天工程类情境

高考专题辅导与测试·物理



 情境类型 考情统计

天宫课堂

2024·甘肃卷T3、2024·北京卷T22，“天宫”空间站；
2024·山东卷T13，“天宫课堂”；2022·北京卷T8，小
球在竖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实验；2022·辽宁卷T5、
2022·浙江6月卷T8，水球光学实验

航天科技

2024·湖南卷T7、2024·全国甲卷T16、2024·黑吉辽卷T

1、2024·江苏卷T14，“嫦娥六号”；2024·安徽卷
T5、2024·山东卷T5、2024·河北卷T8，鹊桥二号中继星；
2024·海南卷T1，“神舟十七号”；2023·新课标
卷T17，“天舟六号”；2023·江苏卷T7，“嫦娥五号
”；2022·全国乙卷T1，“天宫二号”；2022·山东卷
T6，“羲和号”



分析预测
考情分析：以航空航天为背景的试题在高考中几乎每年都有，该类试

题注重与科技发展相联系，通过展现我国科技成就，厚植爱国情怀，

激发学生为中国科技振兴而学习的动力。

高考预测：预计 2025年高考会结合空间站的建成、北斗导航系统的完

成、探月成功和火星探测的实施等命题，这类试题难度不大，只要抓

住万有引力和向心力的关系就能顺利求解相关问题



 【例1】　（2024·甘肃高考3题）小杰想在离地表一定高度的天宫实验室

内，通过测量以下物理量得到天宫实验室轨道处的重力加速度，可行的是

（　　）

A. 用弹簧秤测出已知质量的砝码所受的重力

B. 测量单摆摆线长度、摆球半径以及摆动周期

C. 从高处释放一个重物，测量其下落高度和时间

D. 测量天宫实验室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周期和轨道半径

答案：D



【例2】　（2024·安徽高考5题）2024年3月20日，我国探月工程四期鹊桥

二号中继星成功发射升空。当抵达距离月球表面某高度时，鹊桥二号开始

进行近月制动，并顺利进入捕获轨道运行，如图所示，轨道的半长轴约为

51 900 km。后经多次轨道调整，进入冻结轨道运行，轨道的半长轴约为9 

900 km，周期约为24 h。则鹊桥二号在捕获轨道运行时（　　）

A. 周期约为144 h

B. 近月点的速度大于远月点的速度

C. 近月点的速度小于在冻结轨道运行时近月点的速度

D. 近月点的加速度大于在冻结轨道运行时近月点的加速度



答案：B



 

A. 若把Y粒子射入匀强磁场中，它一定受到洛伦兹力作用

B. 相同质量的核燃料，重核裂变释放的核能大于轻核聚变释放的核能

C He的核子平均质量比 He的核子平均质量小

D. 核反应前后系统的总动量减小
√

1 2 3 4 5 6 7 8 9 10



解析： 　根据核反应前后质量数守恒和电荷数守恒可知，Y的质量数

为1，电荷数为1，则Y为质子，如果此粒子平行磁场方向射入匀强磁场

中，它不会受到洛伦兹力作用，故A错误；对于相同质量的核燃料，轻

核聚变产生的核能比重核裂变产生的核能多，故B错误；根据核反应过

程质量数守恒和电荷数守恒可得Y为质子，根据核反应放出能量具有质

量亏损，核子平均质量减小，故C正确；核反应前后系统内力远大于外

力，总动量守恒，故D错误。

1 2 3 4 5 6 7 8 9 10



2. （2024·陕西榆林模拟）2024年6月2日，嫦娥六号成功着陆月背南极—
艾特肯盆地，它通过早先发射的“鹊桥二号”中继卫星与地球实现信号
传输及控制，完成了月球背面采样任务。在地月连线上存在一点“拉格
朗日L

2
”，“鹊桥二号”在随月球绕地球同步公转的同时，沿“Halo轨

道”（与地月连线垂直）绕L
2
转动，如图所示。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

A. “鹊桥二号”的发射速度大于
         11.2 km/s

B. “鹊桥二号”的向心力由月球
        引力提供
C. “鹊桥二号”绕地球运动的周期约等于月球绕地球运动的周期
D. “鹊桥二号”若刚好位于L

2
点，能够更好地为嫦娥六号探测器提供通

信支持

√

1 2 3 4 5 6 7 8 9 10



解析： 　“鹊桥二号”依然绕地球运动，其发射速度应大于7.9 

km/s，小于11.2 km/s，故A错误；“鹊桥二号”的向心力由月球引力和

地球引力共同提供，故B错误；依题意，“鹊桥二号”随月球绕地球同

步公转，可知绕地球运动的周期约等于月球绕地球运动的周期，故C正

确；“鹊桥二号”若刚好位于L
2
点，由几何关系可知，通信范围较小，

不能够更好地为嫦娥六号探测器提供通信支持，故D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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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4·广东揭阳模拟）2024年4月26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与天宫空

间站成功对接。空间站运行在距离地面340～370千米的轨道上，对接

前，神舟十八号与空间站运行在同一轨道的前后位置上。下列关于飞船

和空间站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神舟十八号通过加速即可赶上空间站

B. 空间站绕地球运行的速度大于7.9 km/s

C. 飞船和空间站里的航天员不受重力作用

D. 空间站的公转周期小于24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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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4·河北石家庄期末）2024年6月4日，携带月球样品的嫦娥六号上

升器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六号完成世界

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图为嫦娥六号着陆月球前部分轨道的简化示
意图，Ⅰ是嫦娥六号的地月转移轨道，Ⅱ、Ⅲ是嫦娥六号绕月球运行的

椭
圆轨道，Ⅳ是嫦娥六号绕月球运行的圆形轨道。P、Q分别为椭圆轨道

Ⅱ

上的远月点和近月点，不考虑月球的自转。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嫦娥六号从轨道Ⅱ上的Q点变轨至轨道Ⅲ需点火加速

B. 在轨道Ⅱ上运行的嫦娥六号经过P点时的速率大于经过

Q点时的速率

C. 嫦娥六号在轨道Ⅱ上运行时的机械能小于在轨道Ⅳ上

运

行时的机械能
D. 嫦娥六号在轨道Ⅳ上运行时的速率小于在Ⅱ上运行时

经过Q点的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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