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中考物理填空专题复习——《浮力》填空题              

答案解析 

  

1．（2018•烟台）水平桌面上两个完全相同的烧杯中分别盛有甲、乙两种液体，将两个完全相同的小球 A、

B 分别放入两烧杯中，当两球静止时，两液面高度相同，球所处的位置如图所示两小球；甲所受浮力的大

小关系为 F
A
 = F

B
，两小球所排开液体重力的大小关系为 G

A
 = G

B
，两种液体对烧杯底的压强的大小关

系为 p
甲
 ＞ p

乙
（均选填“＞”、“=”或“＜”）。 

 

【分析】（1）A、B是两个完全相同的小球，漂浮和悬浮时受到的浮力都等于重力，由此可知两小球受浮力

大小关系；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排开液体重力的大小关系； 

（2）根据漂浮和悬浮时液体密度和球的密度关系，找出两种液体的密度关系，又知道两容器液面等高（深

度 h相同），利用液体压强公式分析两种液体对容器底压强的大小关系。 

【解答】解：由图可知，A 球漂浮，B 球悬浮，所以根据悬浮和漂浮条件可知两球受到的浮力都等于各自

的重力，由于两个小球是相同的，重力相等，所以 F
A
=F

B
=G。 

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排开液体重力 G
A
=F

A
，G

B
=F

B
，所以 G

A
=G

B
； 

由于 A球漂浮，B球悬浮，根据物体的浮沉条件可知：ρ
甲
＞ρ

球
，ρ

乙
=ρ

球
， 

则两种液体的密度大小关系是：ρ
甲
＞ρ

乙
。 

且两烧杯中液面相平即 h
甲

=h
乙
，根据液体压强的计算公式 p=ρgh可知：p

甲
＞p

乙
。 

故答案为：=；=；＞。 

【点评】本题考查物体的浮沉条件和阿基米德原理的应用，关键知道物体漂浮时浮力等于重力，物体密度

小于液体密度，物体悬浮时浮力等于重力，物体密度等于液体密度。 

  

2．（2018•桂林）如图所示，一段粗细、质量均匀的蜡块，重为 G
1
，长为 L，与一重为 G

2
的铁块通过轻质

细绳相连，整立漂浮在水面上，露出水面的长度为 L
0
，则蜡块和铁块所受水的浮力 F

浮
= G

1
+G

2
 ，若多

次截掉蜡块露出水面的部分，直到蜡块上表面与水面恰好相平，此时蜡块在水中的长度 L
1
≈ L﹣

L
0
 。（结果用 G

1
、G

2
、ρ

水
、ρ

蜡
、L、L

0
来表示） 



 

【分析】（1）根据漂浮时，浮力等于重力，在本题中为 F
浮

=G
蜡
+G

铁
； 

（2）当蜡块漂浮时，露出水面的长度为 L
0
，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求出 V

排
，根据 G=mg=ρVg求出蜡块浸没的

体积，由于 V
排

=V
蜡浸
+V

铁
；据此求出铁块的体积； 

蜡块上表面与水面恰好相平，即此时悬浮，可知 F
浮

′=G
蜡剩
+G

铁
，分别代入后得到蜡烛剩余的长度。 

【解答】解：（1）蜡块与铁块通过轻质细绳相连，整立漂浮在水面上时，根据漂浮条件可知：F
浮

=G
1
+G

2
； 

（2）当蜡块漂浮时，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得： 

V
排

= = ； 

根据 G=mg=ρVg可得蜡块体积： 

V
1
= ， 

由于露出水面的长度为 L
0
，则蜡块漂浮时浸在水里的体积为： 

V
蜡浸

= V
1
= × = ， 

铁块的体积： 

V
2
=V

排
﹣V

蜡浸
= ﹣ ； 

当蜡块上表面与水面恰好相平，即悬浮时， 

V
排

′= V
1
+V

2
）= × + ﹣ ； 

则：F
浮

′=G
蜡剩
+G

2
， 

即：ρ
水

g（ × + ﹣ ）= G
1
+G

2
， 

所以，L
1
=L﹣ L

0
。 



故答案为：G
1
+G

2
；L﹣ L

0
。 

【点评】此题考查了有关物体的浮沉条件及阿基米德原理的应用，关键要把握两点：①蜡块与铁块通过轻

质细绳相连，整立漂浮在水面上时是漂浮，浮力等于总重力；②蜡块上表面与水面恰好相平时是悬浮，浮

力等于重力。注意两状态下的浮力不相同。 

  

3．（2018•衡阳）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艇体由双层船壳构成，外层与海水接触，外

壳选择了钛合金作主材，潜水器在上浮和下潜时，其体积是一定的。潜水器规格：长 8.2m、宽 3.0m、高

3.4m。该潜水器悬浮在海水中时总质为 22t。 

2017年 6月 23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最深达 7062.68m海底，创造了深潜水的世界纪录。在这一

深度，海水对潜水器 lm2表面产生的压力为 7.3×107N．（下列答案用科学计数法表示） 

（1）潜水器的外壳选择了钛合金板作主材，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合金的硬度 大 （选填“小”或”大”） 

（2）假设海水密度不随深度变化，潜水器在上浮且未浮出水面过程中，受到水的浮力 不变 （选填“变

小”“不变”或”变大”） 

（3）“蛟龙号”悬浮在海水中，所受到的浮力为 2.2×105 N 

（4）“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 7062.68m海底时，海水对其表面的压强为 7.3×107 Pa。 

 

【分析】（1）液体内部的压强随深度的增加而增大，潜水器要下潜到较深的海水中，需要能承受较大的压

强； 

（2）潜水器在上浮且未浮出水面过程中，排开水的体积不变，水的密度不变，利用 F
浮

=ρ
水

V
排

g分析浮力

变化； 

（3）利用悬浮条件（F
浮

=G=mg）求浮力； 

（4）利用 p= 求海水对其表面的压强。 

【解答】解： 

（1）潜水器要下潜到较深的海水中，需要能承受较大的压强，所以选择钛合金板作为主材，主要是因为

这种合金的硬度大； 

（2）潜水器在上浮且未浮出水面过程中，排开水的体积不变，水的密度不变，由 F
浮

=ρ
水

V
排

g可知浮力不



变； 

（3）该潜水器悬浮在海水中时受到的浮力： 

F
浮

=G=mg=22×103kg×10N/kg=2.2×105N； 

（4）海水对其表面的压强： 

p= = =7.3×107Pa。 

故答案为：（1）大；（2）不变；（3）2.2×105；7.3×107。 

【点评】本题考查了液体压强公式、固体压强公式、阿基米德原理的应用，要求认真审题，从中获取有用

信息，要仔细，易错题！ 

  

4．（2018•攀枝花）将一合金块轻轻是放入盛满水的溢水杯中，当其静止后有 72g 水溢出，再将其捞出擦

干后轻轻放入盛满酒精的溢水杯中，当其静止后有 64g 酒精溢出，则合金块在酒精中受到的浮力为 0.64 

N，合金块的密度为 0.9×103 kg/m3．（ρ
酒精

=0.8×103kg/m3，g=10N/kg） 

【分析】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求出物块分别在水中和酒精中受到的浮力，然后比较浮力的关系即可确定物块

的运动状态。 

【解答】解：该物块放在水中时，受到的浮力：F
浮

=G
排

=m
排

g=0.072kg×10N/kg=0.72N； 

该物块放在酒精中时，受到的浮力：F
浮

′=G
排

′=m
排

′g=0.064kg×10N/kg=0.64N； 

通过上面的计算可知，物体在酒精中受到的浮力小于物块在水中所受的浮力，而物块的重力不变，因此物

块在水和酒精中不可能都漂浮，只能是一漂一沉或两个都浸没； 

由于酒精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则物块放入酒精中一定是下沉的， 

则根据 F
浮

=ρ
液

gV
排
得物块的体积： 

V
物

=V
排酒精

= = =8×10﹣5m3=80cm3， 

物块在水中时，其排开水的体积： 

V
排水

= = =7.2×10﹣5m3=72cm3； 

因为排开水的体积小于排开酒精的体积，所以物块在水中漂浮。 

因为物块在水中漂浮， 

所以物体的重力等于浮力（排开水的重力），则 m
A
=m

排水
=72g=0.072kg。 

则 A的密度：ρ
A
= = =0.9×103kg/m3。 



故答案为：0.64；0.9×103。 

【点评】本题考查密度公式的掌握、阿基米德原理和物体浮沉条件的掌握和应用，判断出物体在酒精中的

状态是解决此题的关键，应属于难题。 

  

5．（2018•十堰）将一底面积为 0.01m2的长方体木块用细线栓在个空容器的底部，然后向容器中缓慢加水

直到木块上表面与液面相平，如图甲所示，在此整个过程中，木块底部受到水的压强随容器中水的深度的

变化如图乙所示，则木块所受到的最大浮力为 15 N，木块重力为 9 N，细线对木块的最大拉力为 6 

N．（g取 10Nkg） 

 

【分析】（1）根据图象可知木块全部淹没时受到的浮力最大，则根据刚刚漂浮和细线刚好张紧到水直到木

块上表面与液面相平时水面升高的高度，求出木块的高度，根据 V=Sh求出木块的体积，由于木块刚浸没，

则利用 F
浮

=ρ
水

gV
排
求出受到的浮力； 

（2）根据图象读出木块刚好漂浮时木块底部受到水的压强，利用 G=F
向上

=pS即可求出木块重力； 

（3）木块受到的最大浮力与重力之差，即可细线对木块的最大拉力。 

【解答】解： 

（1）根据图象可知，木块刚刚漂浮时，木块浸入水中的深度为 L
1
=9cm；由于从 9cm 到 16cm，木块一直

处于漂浮，浸入水中的深度不变；当水面的高度为 16cm 时细线刚好张紧，线的拉力为零；直到木块上表

面与液面相平，此时水面的高度为 22cm； 

所以木块的高度：L=9cm+（22cm﹣16cm）=15cm=0.15m； 

则木块的体积：V
木

=S
木

L=0.01m2×0.15m=1.5×10﹣3m3， 

木块全部淹没时受到的浮力最大为： 

F
浮

=ρ
水

gV
排

=ρ
水

gV
木

=1×103kg/m3×10N/kg×1.5×10﹣3m3=15N。 

（2）由图象可知，木块刚刚漂浮时木块底部受到水的压强为 900Pa， 

则木块的重力与水向上的压力（浮力）平衡， 

所以，木块重力：G=F
向上

=p
向上

S=900Pa×0.01m2=9N； 

（3）直到木块上表面与液面相平时，木块受到的浮力最大， 



由力的平衡条件可得，细线对木块的最大拉力为： 

F
拉

=F
浮
﹣G=15N﹣9N=6N。 

故答案为：15；9；6。 

【点评】本题综合考查阿基米德原理、液体压强和物体受力平衡的分析以及实图能力，关键是从图象上读

出有用的信息，本题具有一定的难度。 

  

6．（2018•广西）如图所示，桌子上有一个底面积为 2×10﹣2m2、内盛有某液体的圆柱形容器，物块 A（不

吸液体）漂浮在液面上，则 A的密度 小于 （选填“大于”、“小于”“等于”）液体的密度，若 A的密度为

0.5×103kg/m3，体积为 4×10﹣4m3则 A的质量为 0.2 kg．现用力压 A，使其缓慢向下，直到恰好浸没在

液体中（液体未溢出），此时液体对容器底部压强增大了 80Pa，则该液体的密度为 0.9×103 kg/m3。 

 

【分析】（1）由物块 A（不吸液体）漂浮在液面上，根据漂浮时 F
浮

=G，可知 A的密度和液体的密度关系； 

（2）已知 A的密度和体积，利用密度公式变形可求得其质量； 

（3）根据求得的 A的质量，利用 G=mg可求得其重力，根据漂浮时 F
浮

=G，可知其浮力大小，然后利用 F

浮
=ρ

液
gV

排
可求得 V

排
表达式，然后求得液面上升的高度△h，根据此时液体对容器底部压强增大了 80Pa，

利用p=ρg△h可求得该液体的密度。 

【解答】解：（1）已知物块 A（不吸液体）漂浮在液面上，则 F
浮

=G， 

即ρ
液

gV
排

=ρ
A
gV

A
， 

因为 V
排
＜V

A
， 

所以ρ
液
＞ρ

A
； 

（2）由ρ= 可得，A的质量 m
A
=ρ

A
V

A
=0.5×103kg/m3×4×10﹣4m3=0.2kg； 

（3）物体 A漂浮在液面上，则 F
浮

=G， 

即ρ
液

gV
排

=ρ
A
gV

A
， 

则 V
排

= ， 

现用力压 A，使其缓慢向下，则液面上升的高度△h=V
A
﹣V

排
=4×10﹣ 4m3﹣ =4×10﹣ 4m3﹣



=4×10﹣4m3﹣ ， 

此时液体对容器底部压强增大了 80Pa，则△p=ρ
液

g△h， 

即 80Pa=ρ
液
×10N/kg×4×10﹣4m3﹣ ， 

解得ρ
液

=0.9×103kg/m3。 

故答案为：小于；0.2；0.9×103kg/m3。 

【点评】本题为力学综合题，考查了重力公式、密度公式、物体漂浮条件、阿基米德原理和液体压强公式

的应用，这是中考必考题型，要熟练应用。 

  

7．（2018•德州）在木棒的一端缠绕一些铜丝制成两个完全相同的简易密度计，现将它们分别放入盛有不

同液体的两个烧杯中，如图所示，当它们竖直静止在液体中时，液面高度相同。从观察到的现象可以判断：

两个简易密度计所受浮力 F
甲
 等于 F

乙
、两杯液体的密度ρ

甲
 小于 ρ

乙
、两个烧杯底部所受液体的压

强 p
甲
 小于 p

乙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 

 

【分析】两个完全相同的重力相同，放入乙、丙两种液体中都处于漂浮状态，根据漂浮的条件可知在两种

液体中所受浮力的大小关系；由图可知，密度计排开液体之间的关系，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判断液体的密度

关系，再根据液体压强公式判断两个烧杯底部所受液体的压强关系。 

【解答】解：由图可知，密度计在甲、乙液体中处于漂浮状态，此时 F
浮

=G， 

两个完全相同的重力相同， 

所以密度计在两种液体中所受的浮力相等； 

甲中密度计排开液体的体积大于乙中排开液体的体积， 

根据 F
浮

=ρgV
排
可知，甲液体的密度小于乙液体的密度。 

液面高度相同， 

根据 p=ρgh可知，甲烧杯底部受到的压强小。 

故答案为：等于；小于；小于。 

【点评】本题考查了阿基米德原理、物体漂浮条件和液体压强公式的应用，利用好物体漂浮条件 F
浮

=G是

解此类题目的关键。 



  

8．（2018•恩施州）将体积相等的松木（ρ
木

=0.5g/cm3）和石蜡（ρ
蜡

=0.9g/cm3）分别放入装满水的杯中，

松手静上后，松木所受到的浮力 F
1
和石蜡所受到的浮力 F

2
的大小关系为 F

1
 ＜ F

2
（选填“＞““=”“＜“）。

此时它们露出水面的体积比 V
木露
：V

蜡露
= 5：1 。 

【分析】（1）根据漂浮条件 F
浮

=G
物

=mg可以判断木块和石蜡受到的浮力大小关系； 

（2）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公式求出浸入水中的体积之比，从而求出露出水面体积之比。 

【解答】解：（1）将体积相等的松木和石蜡分别放入装满水的杯中，由于松木和石蜡的密度都小于水的密

度，故都漂浮在水面上； 

根据物体的浮沉条件可知，物体漂浮时，F
浮

=G=mg=ρgV；由于松木和石蜡的体积相同，松木的密度小，则

松木受到的浮力小，即 F
1
＜F

2
； 

（2）物体漂浮时，F
浮

=G=mg=ρ
物

gV，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F
浮

=ρ
水

gV
排
；则ρ

物
gV=ρ

水
gV

排
； 

松木浸入水中时：ρ
木

gV=ρ
水

gV
木排
；则：V

木排
= V= V= V，则松木露出水面的体积为：V

木

露
=V﹣V

木排
=V﹣ V= V； 

石蜡浸入水中时：ρ
石

gV=ρ
水

gV
石排
；则：V

石排
= V= V= V，则松木露出水面的体积为：V

石露
=V﹣V

石排
=V﹣ V= V； 

它们露出水面的体积比 V
木露
：V

蜡露
= V： V=5：1。 

故答案为：＜；5：1。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重力公式、阿基米德原理、物体的漂浮条件的掌握和运用，知道漂浮时浮力等

于自重，据此得出木块和石蜡排开的水的体积是本题的关键。 

  

9．（2018•株洲）将一个苹果放入盛有 200mL 水的量杯后漂浮在水面上，此时量杯中的水面如图所示（苹

果未画出）。则这个苹果排开水的体积为 200 mL，受到的重力为 2 N．已知水的密度为 1.0×103kg/m3，

g取 10N/kg。 

 



【分析】（1）根据量杯的量程和分度值读出水和苹果的总体积，总体积减去水的体积即为苹果排开水的体

积； 

（2）根据 F
浮

=G
排

=ρgV
排
求出苹果受到的浮力，苹果处于漂浮状态，即处于平衡状态。当物体处于平衡状

态时，重力与浮力大小相等，根据浮力算出苹果的重力。 

【解答】解： 

（1）由图知，量杯的分度值为 25ml，苹果和水的总体积为 400ml， 

则苹果排开水的体积为：V
排

=400ml﹣200ml=200ml=200cm3； 

（2）苹果受到的浮力：F
浮

=G
排

=ρgV
排

=1.0×103kg/m3×10N/kg×200×10﹣6m3=2N； 

因为苹果处于漂浮状态，所以苹果的重力 G=F
浮

=2N。 

故答案为：200；2。 

【点评】本题考查物体沉浮条件的应用；此题涉及到漂浮的特点和阿基米德原理，应当深刻理解漂浮时浮

力等于物重这一特点，属于中等题。 

  

10．（2018•乐山）小明将装满水的溢水杯放到电子秤上，再用弹簧秤挂着铝块，将其缓慢浸入溢水杯的水

中，如图所示。在铝块浸入水的过程中，溢水杯底所受水的压力将 不变 （选填“变大”，“变小“，“不变”）。

电子秤的读数将 不变 （选填“变大“，“变小”，“不变”）。 

 

【分析】（1）可根据公式 p=ρgh和 F=pS分析水对溢水杯底的压强和压力的变化情况； 

（2）铝块浸没在水中静止时，铝块受到重力、浮力以及拉力的作用。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铝块受到的

浮力等于排开的水重，铝块对水的压力大小与浮力相等，所以溢水杯对电子秤的压力不变。 

【解答】解： 

（1）铝块浸没在水中静止时与铝块未浸入水中时相比，溢水杯中水的深度不变，根据公式 p=ρgh可知，

水对溢水杯底的压强不变，根据公式 F=pS可知，水对溢水杯底的压力不变； 

（2）由于溢水杯中装满水，铝块浸没在水中静止时，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铝块受到的浮力等于排开的

水重，铝块对水的压力大小与浮力相等，所以溢水杯对电子秤的压力不变，即电子秤示数不变； 

故答案为：不变；不变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对铝块正确受力分析、熟练应用平衡条件、掌握阿基米德原理即可正确解题。 

  

11．（2018•南京）如图所示，水平桌面上两个相同的玻璃缸装满了水，水中分别漂浮着大、小两只玩具鸭。



甲、乙两图中水对缸底的压强分别为 p
1
和 p

2
，缸对桌面的压强分别为 p

1
′和 p

2
′．两只玩具鸭受到的浮力分

别为 F
1
和 F

2
，则它们的大小关系为：p

1 
 = p

2
，p

1
′ = p

2
′，F

1
 ＞ F

2
，若乙图中小玩具鸭的质量为 15g，

它排开水的体积是 15 cm3。 

 

【分析】（1）知道玻璃缸里装满了水，又知道液体深度相同，根据公式 p=ρgh可比较缸底受到水的压强； 

（2）水平面上物体的压力和自身的重力相等，据此可知甲、乙两烧杯对桌面的压力关系，然后比较压强

关系； 

（3）玩具鸭子漂浮时浮力等于重力，根据图示判断出鸭子排开水体积的大小，于是可根据阿基米德原理

比较浮力大小关系； 

（4）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求出排开水的质量，利用 V= 即可求出体积。 

【解答】解： 

（1）由图和题意可知，甲、乙两个完全相同的玻璃缸装满了水，玩具鸭放入后水的深度 h仍然相同， 

根据 p=ρgh可知，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强相等，即：p
1
=p

2
； 

（2）因甲、乙两个玻璃缸完全相同装满了水时，水的质量相等，根据水平面上物体的压力和自身的重力

相等可知，甲、乙两个玻璃缸装满水时对桌面的压力相等； 

由于玩具鸭子漂浮，根据漂浮条件和阿基米德原理可知：G
物

=F
浮

=G
排
，即玩具鸭的重力与溢出水的重力相

等，所以漂浮着玩具时玻璃缸对桌面的压力仍然相等，由于玻璃缸完全相同（底面积相同），则由 p= 可

知，此时缸对桌面的压强相等，即：p
1
′=p

2
′； 

（3）甲、乙缸装满了水，玩具鸭子漂浮，根据图示可知，甲缸中鸭子排开水的体积大， 

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甲缸中鸭子受到的浮力大，即：F
1
＞F

2
； 

（4）若乙图中小玩具鸭的质量为 15g，则漂浮条件和阿基米德原理可知：G
排

=F
浮

=G
物
， 

即：m
排

g=m
物

g， 

所以，m
排

=m
物

=15g， 

由ρ= 可得它排开水的体积： 

V
排

= = =15cm3。 

故答案为：=；=；＞；15。 

【点评】本题考查液体压强公式公式和阿基米德原理的应用，本题关键是根据图示知乙缸中鸭子排开水的



体积小。 

  

12．（2018•黑龙江）如图所示，我国首艘航母“辽宁号”的排水量为 67500t，当航母满载时静止在水面上 

受到的浮力为 6.75×108 N；舰体底部在水面下 10m 深处受到海水的压强是 1.03×105 Pa（g 取

10N/kg，ρ
海水

=1.03×103kg/m3）。 

 

【分析】（1）航空母舰所受的浮力等于满载时的排开水的重力，根据 G=mg求出其大小； 

（2）由液体压强公式p=ρgh求出舰体底部在水面下 10m深处受到海水的压强。 

【解答】解： 

（1）由阿基米德原理可得，该航母满载时受到的浮力： 

F
浮

=G
排

=m
排

g=67500×103 kg×10N/kg=6.75×108N； 

（2）舰体底部在水面下 10m深处受到海水的压强： 

p=ρgh=1.03×103kg/m3×10N/kg×10m=1.03×105Pa。 

故答案为：6.75×108；1.03×105。 

【点评】本题考查浮力和液体压强的计算，关键是对排水量的理解（满载时排开水的质量），难度不大。 

  

13．（2018•扬州）为了验证阿基米德原理，小明在一只塑料袋（塑料袋很轻很薄）中装入大半袋水，用弹

簧测力计测出盛有水的塑料袋所受重力的大小。再将塑料袋慢慢浸入水中，观察到测力计的示数变 小 ，

说明盛水的塑料袋排开 水的体积 越大，受到的浮力越大。继续将塑料袋慢慢浸入水中，当观察到 袋

内水面与烧杯中的水面相平的 现象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零，由此验证了阿基米德原理。小华准备将

塑料袋装满水做同样的实验，操作时发现，塑料袋尚未完全浸入水中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已为零，这是 塑

料袋中水没有装满的 原故。 

 

【分析】塑料袋慢慢浸入水的过程中，塑料袋排开水的体积增大，水的密度不变，水对塑料袋的浮力增大，

而塑料袋内水受到的重力=拉力+浮力，物体的重力不变，浮力增大，弹簧测力计对物体的拉力（示数）减

小；当袋内水面与烧杯中的水面相平，则排开水的体积等于袋内水的体积，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此时排开



水的重力等于袋内水的重力，所以测力计的示数应为零。 

【解答】解：（1）在塑料袋慢慢浸入水的过程中（袋内水面与烧杯中的水面相平之前）， 

由于塑料袋排开水的体积增大，根据 F
浮

=ρ
水

gV
排
可知水对塑料袋的浮力 F

浮
增大； 

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F′=G﹣F
浮
，由于 G不变、F

浮
增大，则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将变小； 

当袋内水面与烧杯中的水面相平时，排开水的体积等于袋内水的体积，即 V
排

=V
水
，则排开水的重力等于

袋内水的重力，即：G
排

=G
水
， 

此时测力计的示数为零（F
示

=0），根据称重法测浮力可得塑料袋所受的浮力：F
浮

=G
水
； 

综上分析可得，F
浮

=G
排
，由此验证了阿基米德原理。 

（2）将塑料袋装满水做同样的实验，塑料袋尚未完全浸入水中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已为零，说明袋内水面

与烧杯中的水面相平，由于塑料袋尚未完全浸人水中，所以塑料袋中水没有装满，水的上方有空气。 

故答案为：小；水的体积；袋内水面与烧杯中的水面相平的；塑料袋中水没有装满。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阿基米德原理、称重法测浮力的掌握和运用，分析找出排开水的体积变化情况

是本题的关键。 

  

14．（2018•泰州）把重 10N，密度为 0.9×103kg/m3的实心物体投入水中。当物体静止时，物体处于 漂

浮 （漂浮/悬浮/沉底）状态，物体所受浮力为 10 N，排开水的体积是 1×10﹣3 m3．（g取 10N/kg） 

【分析】（1）利用物体的浮沉条件判定：实心物体密度小于水的密度，故物体漂浮在水面上； 

（2）物体漂浮在水面上，浮力等于物体重力； 

（3）利用阿基米德原理可知物体排开水的体积。 

【解答】解： 

（1）因为ρ
物

=0.9×103kg/m3＜ρ
水
， 

所以物体静止时，物体漂浮； 

（2）因为物体漂浮， 

所以 F
浮

=G
物

=10N； 

（3）因为 F
浮

=G
排

=ρ
水

gV
排
， 

所以 V
排

= = =1×10﹣3m3。 

故答案为：漂浮；10；1×10﹣3。 

【点评】本题考查了物体的漂浮条件以及阿基米德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利用好“实心物体密度小于水的密

度，物体漂浮在水面上”是本题的突破口。 

  



15．（2018•宜昌）有一木块的体积为 200cm3，密度为 0.8×103kg/m3．把它浸没在水中时，它受到的浮力

是 2 N；松手后，木块静止时排开水的量是 0.16 kg．（g=10N/kg）。 

【分析】浸没在水中，其排开水的体积与物体本身的体积相等，由阿基米德原理求出所受浮力；根据所受

浮力与物体的重力的关系分析浮沉情况，应用平衡条件求出物体受到的浮力，根据 G
排

=m
排

g 求出排开水

的质量。 

【解答】解： 

由题可知，物体浸没在水中，则 V
排

=V
物
， 

它受到的浮力为：F
浮

=ρ
水

gV
排

=1.0×103kg/m3×10N/kg×200×10﹣6m3=2N； 

物体的重力：G=mg=ρVg=0.8×103kg/m3×200×10﹣6m3×10N/kg=1.6N＜2N， 

由于 F
浮
＞G，则放手后物体将上浮； 

它最终静止时漂浮在水面上，浮力与所受重力为一对平衡力， 

所以，此时物体受到的浮力：F
浮

′=G=G
排

=1.6N， 

所以木块静止时排开水的质量：m
排

= = =0.16kg。 

故答案为：2；0.16。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浮力公式、物体的浮沉条件和重力公式的理解和掌握，难度不大，能根据浮力

和重力判断物体静止时的状态是解决此题的关键。 

  

16．（2018•菏泽）2018年 5月 13日早晨 7时，中国首艘国产航母驶离码头进行海试，若该航母排开海水

的体积为 7×104m3（ρ
海水

=1.03×103kg/m3，g=10N/kg），它所受的浮力是 7.21×108 N。 

【分析】知道航母排开水的体积，利用阿基米德原理求受到的浮力。 

【解答】解： 

航母所受的浮力：F
浮

=ρ
海水

V
排

g=1.03×103kg/m3×7×104m3×10N/kg=7.21×108N。 

故答案为：7.21×108。 

【点评】本题考查了阿基米德原理的应用，属于基础题目。 

  

17．（2018•哈尔滨）夏天把西瓜放在冷水中降温，西瓜浸没于水中后松手，西瓜会上浮，是由于 西瓜受

到的浮力大于重力 ；用手捞出西瓜的过程中，人感觉越来越费力，由此可以猜想浮力大小与 物体排开

液体的体积 有关。 

【分析】（1）物体的浮沉条件是：F
浮
＞G，上浮；F

浮
=G，悬浮；F

浮
＜G，下沉。 

（2）浮力与液体的密度和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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