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绵阳中学高 2022 级高三上期第三学月月考

物理试卷

命题人：    审题人：

第Ⅰ卷（选择题, 共 43 分）

一,单项选择题：共 7 题,每题 4 分,共 2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如图所示,水下光源 S 向水面 A 点发射一束光线,折射光线分成 a,b 两束, 则（　　）

A．若保持入射点 A 位置不变,将入射光线顺时针旋转,则从水面上方观察,a 光先消失

B．在真空中,b 光波长比 a 光波长大

C．a,b 两束光相比较,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a 光比 b 光大

D．用同一双缝干涉实验装置做实验,a 光的干涉条纹间距大于 b 光的条纹间距

2．一滑块在水平地面上沿直线滑行,t=0 时其速度为 2.0m/s。从此刻开始在滑块运动方向上再施加一水平拉力 F,力 F 和

滑块的速度 v 随时间 t 的变化规律分别如图甲和乙所示。设第 1s 内,第 2s 内,第 3s 内力 F 对滑块做功的平均功率分别为

P1,P2,P3,则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1 2 3P P P 

B． 1 2 3P P P 

C．0~3 s 内力 F 对滑块做功为 8 J

D．第 2 s 内滑块克服摩擦力做功的平均功率为 2 W

3．如图所示,一重力不计的带电粒子由平行板的极板边缘以平行极板的速度射入,经过一段时间由下极板的边缘离开,已

知两极板之间的距离为 d,两极板的长度为 L,粒子在极板间运动的时间为 t。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水平方向上前
2
L
与后

2
L
电场力做功的比值为 1：1

B．竖直方向上前
2
d
与

2
d
所需时间的比值为 1：1

C．前
2
t
与后

2
t
电势能变化量的比值为 1：1

D．前
2
t
与后

2
t
竖直方向下落的高度比值为 1：3

4．如图所示,平行板电容器与电动势为 E 的直流电源连接,下极板接地,静电计所带电荷量很少,可忽略。开关闭合时一带

电的油滴静止于两极板间的 P 点,若断开开关 K,将平行板电容器的下极板竖直向下平移一小段距离,则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A．带电油滴带正电 B．带电油滴向下运动

C．静电计指针的张角不变 D．带电油滴的电势能变小

5．用两个相同的足够大的水平力 F 将 2016 个完全相同的木块夹在两个相同的竖直木板之间,所有木块都如图所示保持

静止状态,每个木块的质量都为 m,则编号 2014 和 2015 号木块之间的摩擦力的大小为（木块从左至右编号依次为

1,2,3,……,2014,2015,2016） （　　）

A．mg B．1006mg C．1007mg D．1008mg

6．如图所示,生活中我们常用高压水枪清洗汽车,水枪出水口直径为D,水流以速度 v 从枪口喷出近距离垂直喷射到车身。

所有喷到车身的水流,约有 75%向四周溅散开,溅起时垂直车身向外的速度为
6
v

,其余 25%的水流撞击车身后无反弹顺车

流下。由于水流与车身的作用时间较短,在分析水流对车身的作用力时可忽略水流所受的重力。已知水的密度为 ρ,则

（　　） 



A．水枪的功率为
2 31

2
D v

B．水枪的功率为
2 31

16
D v  

C．水流对车身的平均冲击力约为
2 27

32
D v  

D．水流对车身的平均冲击力约为
2 29

32
D v

7．2023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北斗系统正式加入国际民航组织标准,成为全球民航通用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系统空间段

由若干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中圆地球轨道卫星等组成。将地球看成质量均匀的球体,若已知地球

半径与同步卫星的轨道半径之比为 k,地球自转周期为 T,引力常量为 G。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有可能保持在大连的正上方

B．地球的平均密度为
3

2
3 k
GT
 

C．地球赤道重力加速度大小与北极的重力加速度大小之比为  21 k

D．地球赤道重力加速度大小与北极的重力加速度大小之比为  31 k

二,多项选择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每小题有多个选项符合题

目要求。全都选对的得 5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3 分,有选错的得 0 分。

8．图甲为一列横波在 t＝0.10s 时刻的波形图,Q 是平衡位置为 x＝4m 处的质点,图乙为质点 Q 的振动图像。则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

A．该波沿 x 轴正方向传播

B．Q 处质点的振动方程为 10sin10y t （cm）

C．Q 处质点再经过 0.10s 沿 x 轴方向传播 4m

D．若此波遇到另一列横波并发生干涉现象,则所遇到波的频率为 5Hz

9．如图所示,一轻绳绕过无摩擦的两个轻质小定滑轮O1,O2和质量为m的小球连接,另一端与套在光滑直杆上质量也为m

的小物块连接,已知直杆两端固定,与两定滑轮在同一竖直平面内,直杆与水平面的夹角 θ=60°,直杆上 C 点与两定滑轮均

在同一高度,C 点到定滑轮 O1的距离为 L,重力加速度为 g,设直杆足够长,小球运动过程中不会与其他物体相碰。现将小

物块从 C 点由静止释放,当小物块沿杆下滑距离也为 L 时（图中 D 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小物块刚释放时,轻绳对小球的拉力大于 mg

B．小球下降最大距离为 
31

2
L

 
  

 

C．小物块在 D 处的速度与小球速度大小之比为 2：1

D．物块第一次经过 D 处后将沿直杆向上运动

10．如图甲所示一足够长的绝缘竖直杆固定在地面上,带电荷量为 0.01C,质量为 0.1kg 的圆环套在杆上,整个装置处于水

平方向的电场中,电场强度 E 随时间 t 变化的图像如图乙所示,环与杆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0.5,t=0 时,环静止释放,环所受

的最大静摩擦力等于滑动摩擦力,不计空气阻力, 重力加速度 g 取 10m/s2。则（　　）

A．环先做加速运动再做匀速运动

B．0~2s 内环的位移小于 2.5m

C．2s 时环的加速度为 10m/s2

D．环的最大动能为 20J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57 分）

三,实验题（本题共 2 个小题,共 15 分）

11．一位同学做“用单摆测定重力加速度”的实验。

(1)如图 1 所示,用游标卡尺测摆球直径。摆球直径 d=       mm。



(2)利用单摆测定重力加速度的实验装置如图 2 所示。已知摆线长度为 L,小球直径为 d,实验中测出摆球完成 N 次全振动

的时间为 t,请写出测量当地重力加速度的表达式：g=       （用以上测量的物理量和已知量的字母表示）。

(3)关于实验过程,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实验中,为便于观测,释放小球时应使摆线与竖直方向夹角大些

B．应从摆球处于最高点开始计时

C．误把 N 次全振动记为 N-1 次全振动会导致测量值偏小

12．实验小组在“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时,用图甲所示的装置进行实验,实验中,用槽码的重力代替细线中的拉力。

(1)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______。

A．槽码的质量应远小于滑块的质量

B．气垫导轨右端应比左端高

C．先释放滑块再打开气垫导轨的气源

(2)实验小组用如下方法测量滑块的加速度 a,将滑块从图甲所示位置由静止释放,测得遮光条的宽度为 d,通过光电门 1,2

的时间分别为 t1,t2,两个光电门间的距离为 L,则滑块的加速度大小 a=       （用字母 t1,t2,L,d 表示）。

(3)为了减小偶然误差,该小组同学设计了另一种方案：测得遮光条从光电门 1 到 2 的时间为 t,两个光电门间的距离为 L,

保持光电门 2 的位置及滑块在导轨上释放的位置不变,改变光电门 1 的位置进行多次测量,测得多组 L 和 t 的数据,作出

了 
L t
t

 图像如图丙所示,已知纵轴截距为 v0,横轴截距为 t0,则 v0表示遮光条通过光电门      （选填“1”或“2”） 时的速

度大小,滑块的加速度大小 a=      。

(4)保持槽码质量 m 不变,改变滑块质量 M,探究滑块加速度 a 与质量 M 的关系,将槽码重力 mg 代替细线拉力 F, 引起的

相对误差 δ 表示为 100%mg F
F

 
  ,请写出 δ 随 M 变化的关系式       。

四,计算题（本题共 3 小题,共 42 分,要求有必要的文字说明,重要的图形示意,规范的方程表达,明确的最

终答案）

13．如图所示, ABCV 为等腰直角三棱镜的截面图, 2AB a ,P 为 AB 边上一点,Q 是 BC 边的中点。 一束单色光自 P 点

垂直 BC 边射入棱镜,逆时针调整入射角度,当入射光线垂直于 AB 边时,BC



边恰好无光线射出。已知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 c,只考虑光线在棱镜中的第一次反射,求：

（1）棱镜对该单色光的折射率 n .

（2）若该单色光自 P 点平行于 BC 边射入,折射光线经 Q 点反射后从 AC 边射出,求单色光在棱镜中传播的时间 t。

14．如图所示,光滑水平面上有一小车B,右端固定一沙箱,沙箱上连接一水平的轻质弹簧,小车与沙箱的总质量为 2kgM  。

车上在沙箱左侧距离 1ms  的位置上放有一质量为 1kgm  小物块 A,物块 A 与小车的动摩擦因数为 0.1  。仅在沙面

上空间存在水平向右的匀强电场,场强 32.0 10 V/mE   。当物块 A 随小车以速度 0 10m/sv  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时,距沙

面 5mH  高处有一质量为 0 2kgm  的带正电 21 10 Cq   的小球 C,以 0 10m/su  的初速度水平向左抛出,最终落入沙箱

中。已知小球与沙箱的相互作用时间极短,且忽略弹簧最短时的长度,并取 210m/sg  。求：

（1）小球落入沙箱前的水平方向的分速度 xu 与合速度 v.

（2）小车在前进过程中,弹簧具有的最大值弹性势能 pE .

（3）设小车左端与沙箱左侧的距离为 L。请讨论分析物块 A 相对小车向左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其与小车摩擦产生的热量

Q 与 L 的关系式。

15．如图所示,以 O 为圆心,半径 1.5mR  , 53  的光滑圆弧槽 BC 固定于水平地面上,圆弧槽的右端点 C 在 O 点的正下

方,与 C 端等高,质量为 1.5kgM  的滑板紧靠圆弧槽右侧放置（两者间无粘黏）,以 OC 为右边界的虚线方框内（含边界）

存在竖直向下的匀强电场,其电场强度
mg
q

E  。将质量为 1.5kgm  ,带电量为  0q q  ,可视为质点的滑块从 A 点以水平

速度 0 3m/sv  抛出,恰能从 B 点沿切线进入圆弧槽。在滑块运动过程中,其电荷量保持不变,取重力加速度 210m/sg  ,

sin 53 0.8  , cos53 0.6  。求：

（1）A,B 两点的竖直高度 h.

（2）滑块在 C 点时对轨道的压力 F.

（3）若滑板与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1 0.95  ,滑板上表面用特殊材料制作,滑块与滑板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2 kx b   ,其

中, 0.5b  , 14 m
35

k  ,x 是距滑板左端的水平距离,为使滑块不脱离滑板,则滑板的最小长度 L 为多少。







1．D

【详解】A．两光束的入射角 i相同,折射角 a br r ,根据折射定律

sin
sin

rn
i



可得折射率

a bn n

由公式 sin C
1
n

 分析得知,b 光的临界角较小,将入射光线顺时针旋转,则从水面上方观察,b 光的折射角先达到90 ,发生

全反射,最先消失。故 A 错误.

B．根据折射角 a br r ,有频率 a bf f ,波长 a b  ,故 B 错误.

C．在真空中两束光的传播速度相同,均为光速 c,故 C 错误.

D．根据公式
Lx
d

  知,因为 a光的波长长,所以 a光的干涉条纹间距大于b 光的条纹间距,故 D 正确。

故选 D。

2．A

【详解】AB．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平均速度公式有

0

2
v vv 



可知物体在第1s内的平均速度为

1 1m / sv 

第 2s内的平均速度为

2 1m / sv 

第3s 内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速度为

3 2m / sv 

根据平均功率公式P Fv 可知,在第1s内,第 2s内,第3s 内力F 对滑块做功的平均功率分别为

3 31 1 1 2 2 2 31 1W 1W 3 1W 3W 2 2W 4WP F v P F v P F v           ； ；

所以 1 2 3P P P  ,故 A 错误,B 正确.

C．由速度时间图像的面积代表物体的位移可知,滑块在第1s内,第 2s内,第3s 内的位移分别为

1 2 31m 1m 2mx x x  ， ，

由F t 图像及功的公式W Fx 可知,第1s内拉力做的功为

1 1JW 

第 2s内拉力做的功为



2 3JW 

第3s 内拉力做的功为

3 4JW 

故0 ~ 3s 内拉力F 所做的功为

1 2 3 1J 3J 4J 8JW W W W      

故C 正确.

D．在0 ~ 2s内拉力F 做的总功为

1 2 1J 3J 4JW W W     

动能变化为 k 0E  ,由动能定理可知

f2 0W W  

解得

f
4 J 2J

2 2
WW


  

则在第 2s内滑块克服摩擦力做功的功率为

f 2 W 2W
1

P
t

W
  

故 D 正确。

本题选择错误的,故选 A。

3．D

【详解】AD．根据类平抛运动规律,可得

0x v t

易知,粒子水平方向上前
2
L
与后

2
L
所用时间的比值为 1：1,粒子在竖直方向做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根据匀变速

运动规律可知这两个运动过程的竖直分位移之比为 1：3,根据

W qEy

可知,电场力做功的比值为 1：3。故 A 错误,D 正确.

B．同理,根据匀变速运动规律的推论可知竖直方向上前
2
d
与

2
d
所需时间的比值为  1 2 1： 。故 B 错误.

C．根据

pΔW E 电

结合 A 选项分析,可知前
2
t
与后

2
t
电势能变化量的比值为 1：3。故 C 错误。

故选 D。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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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1510540250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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