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温州市八上科学第二单元天气与气候中等生拔高训练卷（浙教版）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1．（2024 八上·临平期末）小明利用饮料瓶完成了如图所示的实验，可以证明大气压存在的是

（　　）

A．瓶子悬空水不流出

B．水从侧孔喷出

C．用手弹开纸片，钢球落入瓶中

D．将瓶按入水中感到费力

2． 在元旦游艺晚会上，小科同学演示了如图所示的实验，排在一条线上的三个碗，中间碗内放一

个乒乓球，当用小管向球斜上方吹气，乒乓球将（　　）

A．仍静止 B．运动到左碗 C．运动到右碗 D．无法确定

3．（2024 八上·期末） 如图所示，将一满桶“纯净水”(高约 40cm)开口朝下放在水中，结果是（　　）

A．水将流出一部分 B．桶内的水仍是满的

C．水将全部流出 D．以上说法都不对

4．（2023 八上·兰溪月考）如图是一种便携式“碘伏棉签”，塑料管内装有碘伏消毒液，它的上端封

闭，这样消毒液就不会从下端流出，使用时将封盖打开，消毒液会自动向下流入药棉中。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



A．封盖没有打开时，消毒液不受重力的作用

B．封盖没有打开时，消毒液是被大气压托住的

C．封盖打开后，消毒液不再受重力的作用

D．封盖打开后，消毒液不再受大气压的作用

5．（2020 八上·拱墅期中）如图所示是我国东部某座大山南、北坡的年降水量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

（　　）  

A．山的北坡比南坡多雨

B．山的南坡是背风坡，北坡是迎风坡

C．这种降水量的变化主要是受纬度位置的影响

D．在一定高度内，降水量随地势的升高而增加

6．（2023 八上·余杭期末） 气象测量结果发布在校园气象播报屏上，如图所示。播报屏上“湿度：

22.0%”读取的测量仪器是（　　）

A． B．



C． D．

7．（2024 八上·南浔期末）如图所示的生活场景中，没有利用大气压强的是（　　）

A．注射器注射药液

B．吸管吸饮料

C．吸盘挂钩挂炊具

D．中医的“拔火罐”

8．（2024 八上·南浔期末）在降水的成因类型中，下图所表示的降水类型是（　　）

A．对流雨 B．地形雨 C．锋面雨 D．台风雨

9．（2023 八上·金东期中）观察自然现象，通过实验研究揭示其原理，并解释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这是科学学习的一种基本方法。下列各项的现象、原理与应用之间不对应的是（　　）

选项 A B C D

现象
高山上，普通的锅难

以将饭煮熟

刮风时，窗帘向

外飘
通风处衣服干得快 煮熟的汤圆浮在水面上



探究

原理

沸点与气压的关系
气压与流速的关

系
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

物

体的浮沉条件

应用 高压锅 飞机 吸尘器 轮船

A．A B．B C．C D．D

10．（2024 八上·临海期末）如图所示地形剖面图，影响甲、乙两地气候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 

A．海陆分布 B．纬度位置 C．地形 D．季风

11．（2024 八上·临海期末）下列关于台州的天气和气候说法正确的是（　　）

A．一天中气温最高值大概出现在正午 12 时左右

B．气象站测量气温的温度计通常放在百叶箱里面

C．多云、偏北风、风力为 3-4 级，描述的是气候

D．台州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描述的是天气

12．（2024 八上·余姚期末）如图所示是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完成的托里拆利实验，原来玻璃管竖直，

后来让玻璃管倾斜，水银充满全管，有关尺寸如图所示。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玻璃管倾斜后，水银对玻璃管上端有压强

B．外界大气压强等于 76cm 高水银柱所产生压强

C．玻璃管竖直时，上端无水银的部分肯定是真空

D．玻璃管倾斜后，若不慎将上端碰出一小孔，则水银会向上喷出

13．（2024 八上·吴兴期末）



以下所示事例中，不能作为支持证据验证“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关系”的是（　　）

A.中间喷水，纸船相

互靠拢

B.水平吹气，水从玻璃管

上端喷出

C.飞机机翼做成图

示形状

D.用吸管将饮料吸

入口中

A．A B．B C．C D．D

14．（2024 八上·吴兴期末）工业制糖中，常用沸腾的方法除去糖汁中的水分。为了使糖在沸腾时不变

质，沸腾的温度要低于 100℃（温度过高，糖会变焦）。为此，在运用沸腾法去除糖汁水分时，应当

采取（　　）

A．使糖汁液面气压小于标准大气压

B．用文火（小火焰）慢慢加热

C．用猛火加热，减少加热时间

D．使糖汁液面气压大于标准大气压

15．（2022 八上·杭州期中）如图所示，烧杯中有水，水中倒扣着一玻璃瓶，瓶内水面比烧杯内水面

低，当烧杯中的水被加热到一定温度时 （　　） 

A．烧杯和瓶内的水可能都会沸腾

B．烧杯中的水可能会沸腾，瓶内的水一定不会沸腾

C．烧杯中的水一定不会沸腾，瓶内的水可能会沸腾

D．烧杯和瓶内的水一定都不会沸腾

16．（2020 八上·拱墅期末）大气层的存在对于地球上的生物具有重要意义。如图所示为大气温度的垂

直分布图，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根据大气的温度、密度和物质组成等特点，将大气层分为四层



B．从地表开始，随着高度的增加，气温逐渐降低

C．从地表开始，随着高度的增加，气压先减小后变大，呈周期变化

D．对流层最显著的特点是有强烈的对流运动

17．（2023 八上·拱墅期末）下图所示，甲地的风向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应是（　　）

A．东北风 B．西南风 C．东南风 D．西北风

18．（2023 八上·金东期中）如图所示是个自制气压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带着它登山的过程中，玻璃管中液柱会逐渐下降　

B．玻璃管中液柱静止时，瓶内气压大于大气压

C．玻璃管中液柱静止时，瓶内气压等于大气压　　　

D．为提高气压计测量精度，可选用更粗的玻璃管

19．（2023 八上·金东期中）2022 年 12 月 4 日，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乘坐神舟十四号返回舱成

功返回地球。返回舱返回过程中，需要高速穿过大气层。以下关于地球大气层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大气层能保护地球，减少小天体的撞击

B．雷电风雨等主要的天气现象都发生在对流层

C．大气层分层的主要依据是大气温度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D．返回舱返回地球时依次经过外层→暖层→平流层→中间层→对流层

20．（2023 八上·平湖期末）高压锅是一种密闭的加热容器，锅盖中央有一出气孔，孔上盖有限压阀，

当锅内气压达到限定值时，限压阀被顶起放出部分气体，实现对锅内气体压强的控制。已知图甲的

高压锅盖出气孔的横截面积为 12mm2，限压阀的质量为 72g。水的沸点跟气压的关系图像如图乙所

示。下列选项正确的是（大气压值取 1.0×105Pa）()



A．该高压锅内的最大压强为 1.8×105Pa

B．用该高压锅烧水，水温最高可以达到 115℃

C．可以通过减小限压阀的质量，来提高锅内水的沸点

D．用该高压锅内在高山上和山脚煮熟食物的效果一样的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33 分）

21．（2023 八上·义乌期末）1654 年，马德堡市长和他的助手做了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了大

气压的存在。

（1）实验中，他们把两个铜半球壳灌满水后合在一起，再把水全部抽出，周围的　     　 把两

个铜半球紧紧地压在一起。  

（2）如图，某校同学用底面积为 500cm2的平底压力锅代替铜半球模拟上述实验，在山底比在山

顶拉开锅的最小拉力要　     　（假设山底与山顶气温相同）。

22．（2024 八上·鄞州期末）小宁从家乡宁波到高原地区旅游，发现随身携带的食品袋鼓起来了，如图

1 所示。这是因为海拔高度升高，大气压　     　填“变大”或“变小”导致的。如图 2 所示，用托里

拆利实验装置，测得当地大气压等于　     　mm 高水银柱所产生的压强，如果在此地烧水，水沸

腾时的温度　     　100℃。（填“＞”“＜”或“＝”）

          图 1                              图 2

23．（2021 八上·平阳月考）右图所示是轿车车顶的外掀式天窗。在轿车行驶时，将天窗的前面关闭，

后面微微向上打开，车顶形成一个凸面，这样可以　     　（填“增大”或“减小”）空气的流速，使

天窗开口处的气压　     　（填“大于”“小于”或“等于”）车内的气压，这有利于保持车内空气清

新。



24．（2024 八上·吴兴期末）读广州和哈尔滨的气温曲线和降水柱形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所描述的是两地的　     　（“天气”或“气候”）

（2）根据气温和降水情况分析判断 B 为　     　（选填“哈尔滨”或“广州”）。

（3）两城市降水量月份分配的共同点是：降水集中在　     　季。

25．（2021 八上·温州期末）利用大气压原理解释现象时，有同学经分析后概括出以下思维模型：

（1）思维模型中的“？”处应填　     　。（选填“开放”或“密闭”）

（2）中医拔火罐时，先用点燃的棉球加热火罐，再将火罐平贴于皮肤，不一会儿压强差使皮肤向

罐内凸起。根据思维模型，火罐平贴于皮肤后通过　         　的方式减小罐内气压。

26．（2023 八上·东阳期中）下表是今年 11 月 1 日金华的天气预报信息，请回答下列问题：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阴晴变化 风 空气质量

28℃ 12℃ 晴 南风 1 级 优

（1）这天的 28℃的气温通常出现在　     　时左右。

（2）天气的变化与大气压密切相关，11 月 1 日金华的大气运动示意图与图中　     　(选填“甲

地”或“乙地”)相似。



27．（2023 八上·浙江期中）如图为反映某地近地面气温高低状况的“等压线图”，请根据图示气压数据

回答下列问题。

（1）甲地正受　     　（选填“高”或“低”）气压控制，天气　         　（选填“阴雨”或“晴

朗干燥”）。

（2）在代表风向的 A、B、C、D 四个箭头中，正确的是　     　。

28．（2023 八上·吴兴期中）观察下面的图像，并回答相关问题。

（1）图甲，如果在 C 处加热，则回形管中的红墨水将向　     　（填“左”或“右”）运动。

（2）图乙，天气现象主要发生大气的　     　层。（填“序号”）。

（3）图丙是水循环示意图，其中环节③表示的是　         　。

（4）图丁所示，在电解水的实验中，B 端为电源的　     　极。请书写电解水的文字表达

式　            　。

29．（2023 八上·安吉期中）小明制作了一个如图所示的简易气压计。将橡皮膜平铺在敞口容器上，并

用胶带绑紧。检查气密性后，将吸管的 A 端粘在橡皮膜中心，B 端靠近卡纸的 M 处。外界气压的变

化会引起橡皮膜凹凸程度的变化，从而使吸管绕 O 点转动，指示气压大小变化。(外界气温的变化对

容器内气压的影响极小)

（1）现将绑有橡皮膜的容器浸没在水中，轻压橡皮膜，这一操作的目的是　           　。

（2）小明将该气压计带着去爬安吉龙王山，到山顶时吸管的 B 端会指向　        　



(填“M 点上方”“M 点”或“M 点下方”)。

30．（2023 八上·安吉期中）天气与气候有区别又有联系，与人类的生活、生产关系密切。图 1 是安吉

县某地某时的天气图。

（1）在甲、乙两地之间，风向应该是　     　(填“甲→乙”或“乙→甲”)。

（2）当日发布的一条气象消息：我县今日阴有小雨，西北风 3 级，最高气温为 22℃，最低温

11℃，空气质量优。则安吉县该日的大气运动可用图 2 中的　     　(填“甲”或“乙”)作为大气运动

示意图。

31．（2023 八上·金华月考）科学课上，老师做了如图所示的覆杯实验：

（1）硬纸片都不会掉下来的原因是：　                       　。

（2）但小科提出了疑问：有没有可能是水粘住了纸片？于是老师用如图所示装置进行实验。随着

空气被抽出，纸片掉下了，小科瞬间明白：确实不是水粘住了纸片！小科又问：若换用容积和高度

均相同，而杯口更小的杯子进行实验，要使同一硬纸片掉下，相同情况下进行抽气，需要抽气的时

间会如何变化？聪明的你请帮他回答一下：抽气时间　     　（填“变短”、“变长”或“不变”）

32．（2023 八上·义乌月考）某科学兴趣小组利用最大刻度值标有 2.5mL 的一次性注射器等器材，对大

气压的值进行测量。其实验步骤如下：

a.先让注射器吸入少量水，然后将活塞推至注射器底端，当注射器的小孔充满水后，再用橡皮帽

封住注射器的小孔。



b.用细绳拴住注射器活塞的颈部，使绳另一端与弹簧测力计的挂钩相连，然后水平向右慢慢地拉

动注射器筒，如图所示。当注射器中的活塞刚开始滑动时，记下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7.5N。

c.测出注射器全部刻度的长度为 4cm。

d.根据测量数据，算出大气压的值。

（1）根据上述实验数据，可以计算出大气压强为　           　

（2）小浙发现，同学们在做此实验时测得的大气压值误差很大，对此小浙与同学们总结了下列几

种可能引起误差的原因：

①橡皮帽封住的注射器小孔中有残余气体      ②活塞与注射器筒壁间有摩擦

③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没有读准                ④活塞与注射器筒壁不完全密封

上述原因一定会使测量值小于真实值的是____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3）小浙对所做实验进行改进，在完成 a、b 步骤活塞推到注射器底端后，添加“取下封住注射器

小孔的橡皮帽，再次水平向右慢慢匀速拉动注射器，记下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1.2N”该实验步骤，这

是为什么？　                                                             　

33．（2023 八上·义乌期中）如图所示：

（1）B 和 C 两地相比较，降水较多的是　     　 地。

（2）影响 A、B 两地气候差异的主要因素是　     　。

三、实验探究题（每空 2 分，共 20 分）

34．（2024 八上·吴兴期末）在自主学习探究过程中，某同学利用带拉环的吸盘、弹簧测力计、水、刻

度尺来测量大气压强的大小，具体实验步骤是：

①将蘸水的塑料吸盘按在光滑水平板面上，并多次挤压吸盘；

②用弹簧测力计钩着吸盘挂钩缓慢往上拉，直到吸盘脱离板面；

③记录刚拉脱时弹簧测力计的读数 F0＝47N，即为大气对吸盘的压力大小；

④再量出吸盘与水平板面的接触面积 S＝5cm2；

⑤计算出大气压。



（1）步骤①中“将吸盘蘸水”和“多次挤压吸盘”，目的是　                 　



（2）根据上述实验计算所测得的大气压的值是　         　Pa

（3）若按图乙中的两种方式进行实验，实验器材和步骤均相同，示数分别为 F1、F2，小明认为

F0=F1=F2，小明得出此结论的依据　                           　。而实际测量过程中发现

F0>F1>F2，小明忽略了　                                     　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35．（2023 八上·长兴月考）小科发现吹气球时所用的力大小是在变的，于是查阅资料得到以下信息：

①一定温度下，一定质量的气体，气压与体积成反比.②某气球弹力产生的压强与半径的关系如图

甲所示.

为此小科用如图所示的装置进行探究：

①取两个相同的气球分别与玻璃管 1、3 和乳胶管相连；

②用打气筒往球中充气，当 A 气球半径为 9.9 厘米，B 气球半径 6.6 厘米时，关闭弹簧夹；

③用玻璃管 2 把它们相连，如图乙所示；

④同时打开两个弹簧夹，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实验中装置气密性良好，A、B 气球完好，气体

温度不变)

请回答下列问题：

（1）根据图甲说出气球弹力产生的压强与半径的关

系　                                                                               　。

（2）打开两个弹簧夹，两气球体积大小会发生变化。则打开弹簧夹后 A 气球体积大小如何变

化　                　。

（3）当两气球体积不再变化时，A 气球球内的气压　     　外界大气压。(选填“大于/小于/等

于”)

36．（2023 八上·衢江期中）小科阅读到以下的材料：在几千米的高山上，如果没有高压锅，一顿熟饭

都煮不了，这是由于水的沸点随气压改变的缘故。为了验证沸点与气压间的关系，小明设计了以下

实验方案并加以实施。



[实验一]用酒精灯加热烧瓶中的水，如图 a，用温度计测得水将要沸腾到沸腾过程中温度随时间的

变化如下表所示：

时间/分 2 4 6 8 10 12 14

温度/℃ 72 80 88 96 102 102 102

（1）由数据可知，水沸腾的温度是　     　

[实验二]烧瓶中的水沸腾后移去酒精灯，水停止沸腾；待水温降低一些后将大注射器接到烧瓶口

上（如图 b 所示）。

（2）向外拉注射器活塞，看到水重新沸腾。实验表明：　                                 　

（3）若利用图 c 装置来验证“气压增大时，液体沸点升高”，当瓶内水沸腾后，小明该如何操作　                     　

四、解答题（每空 1 分，最后每小题 2 分，共 7 分）

37．（2023 八上·平湖期末）覆杯实验是科学教材中的经典实验（如图甲）。科学小组利用现代高速摄

影技术进行了相关研究。当取一个高为18𝑐𝑚的杯子中装入部分水（如图乙），倒置的瞬间水与轻质

盖片会一起下降一段高度（如图丙），在杯口和盖片之间形成一段液桥。

空气柱高度/𝑐𝑚 2.25 4.50 9.00 13.50 15.75

液桥高度/𝑐𝑚 0.078 0.138 0.215 0.168 0.123

（1）做覆杯实验时按甲图所示顺时针旋转360°目的是证明　                   　。

（2）改变杯子内空气柱高度，盖上轻质盖片并倒置，测出相应液桥长度，得到数据如表，可得出

的结论是　                                       　。

38．（2023 八上·浙江月考）液体的沸点与压强的关系如表所示，在高海拔地区，利用高压锅可避免不

易煮熟食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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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0161261410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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