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科版九年级物理上册第十一章简单机械和功专项练习

 考试时间：90分钟；命题人：物理教研组

考生注意：

1、本卷分第 I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90分钟

2、答卷前，考生务必用 0.5毫米黑色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班级填写在试卷规定位置上

3、答案必须写在试卷各个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的位置，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

的答案；不准使用涂改液、胶带纸、修正带，不按以上要求作答的答案无效。

第 I 卷（选择题  30 分）

一、单选题（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计 30 分）

1、水平地面上有一重 5N的球，小孩用 20N的力踢球，球离脚后在地面上滚动了 15m，那么小孩踢球

过程中对球做的功是（　　）

A．75J B．0J C．300J D．无法确定

2、一个滑轮组经改进后，机械效率比原来大大提高，用该滑轮组将同一物体匀速提升同样的高度，

与改进前相比（　　）

A．总功不变，但额外功减少了

B．总功不变，有用功增加了

C．有用功不变，总功减少了

D．做的有用功减少了

3、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下列生产和生活中的杠杆与阿基米德设想的杠杆属于

同一类型的是（　　）

A．  食品夹 B．  托盘天平



C．  钓鱼竿 D．  修树剪

4、如图所示的工具中，在使用时属于费力杠杆的是（　　）

A． 核桃夹 B． 瓶盖起子

C． 撬棍 D． 镊子

5、一足球运动员用 50N的力，用脚把足球踢出 100米，则运动员对足球做的功（　　）

A．100J B．50J C．5000J D．无法计算

6、在图中，物体 A的重力为 G，在拉力 F的作用下，物体沿水平桌面做匀速直线运动，已知物体受

到的摩擦力为 f，则人对绳的拉力 F的大小等于（　　）

A．0.5G B．2G C．0.5f D．2f

7、如图所示用三个力沿不同的方向拉绳子，则（　　）



A．F1最大 B．F2最大 C．F3最大 D．一样大

8、下列工具中，在使用时属于费力杠杆的是（　　）

A．天平 B．理发剪刀

C．钢丝钳 D．瓶盖起子

9、如图所示，用相同滑轮装成的甲、乙两个滑轮组分别将同一个物体在相同时间内匀速提高相同高

度，不计绳重及摩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F1＝F2 B．甲、乙绳子自由端移动的速度相同

C．甲、乙两个拉力的功率相同 D．乙滑轮组的额外功多

10、气功表演者躺在地上，胸部上面放上一块大石板，旁边的人抡起大锤子向胸部上面的石板砸去，

石板被砸成碎块，石板下面的人却安然无恙。关于这种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锤子向石板砸去的过程中，重力对锤子没有做功



B．石板被砸成碎块的过程中，锤子没有受到石板的作用力



C．人安然无恙是由于胸部承受的压力小于石板承受的压力

D．石板被砸成碎块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第Ⅱ卷（非选择题  70 分）

二、填空题（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计 20 分）

1、如图所示，杠杆在竖直向下拉力 F的作用下将一物体缓慢匀速提升，表是提升物体时采集到的信

息：

物重

G/N

OA

/m

OB

/m

A端上升

的高度

h/m

B端下降的

竖直距离

s/m

40 0.8 0.4 0.2 0.1

若不计杠杆自重和摩擦，拉力应为______N；若实际拉力 F为 90N，则杠杆的机械效率为______。

2、用如图装置，在 10s内将 60N的水桶提升 2m，拉力为 40N，则拉力的功率为___________W；若不

计绳重和摩擦，则动滑轮的重力为___________N。



3、如图所示，小金用轻质杠杆（自身重力忽略不计）、空桶、质量为 m0的物体 A和细线，自制了测

量液体密度的杠杆密度计。该杠杆密度计可以从杠杆上的刻度直接读出液体密度的数值。

（1）将杠杆在 O点悬挂起来，空桶悬挂在 B点，质量为 m0的物体 A悬挂在 C点时，杠杆水平平衡。

测出 B点到 O点的距离为 l，C点到 O点的距离为 l0，此时 C点的密度刻度线应标注为_______；

（2）在 B点的空桶内注满液体，空桶容积为 V，移动物体 A至 D位置，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若

D点到 O点的距离为 l1，通过推导分析，此时 D点的应标注的密度值_______。（结果用题中所给的字

母表示）。

4、某校举行了春季趣味运动会，如图所示是物理老师某次跳绳时重心移动的高度 h随时间 t变化的

图像，已知物理老师的质量为 60kg，则在 1min内克服重力所做的功为__________J，他跳绳的功率

为__________W。（g取 10N/kg）

5、如图所示，升旗用的旗杆顶上安装一个 _____滑轮，此滑轮相当于 _____杠杆，好处是可以 

______。

三、计算题（5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计 50 分）



1、如图甲所示的装置，A是重 10N的空吊篮，绳子 B和 C能承受的最大拉力分别为 100N和 60N。质

量为 50kg的小张同学将 A提升到高处，施加的拉力 F随时间变化关系如图乙所示，A上升的速度 v

随时间变化关系如图丙所示。忽略绳重及摩擦，（g=10N/kg）。求：

（1）动滑轮的重力为多少 N？

（2）1 2s: 内拉力 F的功率为多少 W？

（3）此装置提升重物的最大机械效率约为多大？

2、工人用图甲所示的滑轮组运送建材上楼，每次运送量不定，滑轮组的机械效率随建材重力变化的

图象如图乙，滑轮和钢绳的摩擦力及绳重忽略不计，g取 10N/kg。

（1）若某次运送建材的质量为 40kg，滑轮组的机械效率是多少？

（2）若工人在 1min内将建材匀速竖直向上提升了 12m，作用在钢绳上的拉力为 500N，求拉力的功；

（3）若工人在 1min内将建材匀速竖直向上提升了 12m，作用在钢绳上的拉力为 500N时，运送建材

的重力是多大？

3、国产飞机“运 20”在高空中飞行时，在恒定的水平推力作用下，沿水平方向匀速航行 10min，需

要燃烧航空燃油 80kg，已知飞机发动机输出的有用功为 1.92×109J，航空燃油的热值为



q=4.0×107J/kg。求：



（1）发动机的有用功率是多少瓦？

（2）80g航空燃油完全燃烧放热是多少？

（3）在这段时间内该发动机的热机效率是多大？

4、引体向上是体能测试项目之一，引体时双臂的拉力使身体上升，并对身体做功。已知小明同学体

重为 500 牛，双臂拉力使身体上升高度为 45 厘米，在 1 分钟内共做了 12 次引体向上。求：

（1）小明共做了多少功？

（2）小明做功的功率。

5、如图所示，一个边长为 80cm的正方体重 640N，放在水平地面上，一个人站在地上利用滑轮组将

重物匀速提起来。（不计摩擦及绳重）求：

（1）人还没有用力拉之前，重物对地面的压强是多大？

（2）要想使人所用的拉力最小，请在图上画出滑轮组上绳子的绕法。

（3）如果此人匀速提起 640N的正方体时，人对绳子的实际拉力是 220N，若人的体重为 600N，那么

他用此滑轮组提升物体的重力不能超过多少牛？

-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1、D

【解析】

【详解】



由 W=Fs可知，脚对球的力为 20N，但不知道在该力的方向上球通过距离，球滚动 15m的过程中有一

段是沿力的方向的距离，同时还有一段是由于惯性而运动的距离，所以题中虽然知道力，但由于不知

道沿力的方向的具体距离而无法计算功，故 ABC不符合题意，D符合题意。

故选 D。

2、C

【解析】

【详解】

由于把同一物体匀速提升同样的高度，所以，利用滑轮组做的有用功相同，由于改装后的机械效率

高，所以，由
有

总

=
W
W

 知道，改装后利用滑轮组做的总功减少，又因为

W 总＝W 有+W 额

所以，改装后利用滑轮组做的额外功减少，综上所述，故 ABD错误，C正确。

故选 C。

3、D

【解析】

【详解】

阿基米德设想的杠杆属于省力杠杆。

A．食品夹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小于阻力臂，是费力杠杆，故 A不符合题意；

B．天平在使用时，动力臂等于阻力臂，即不省力也不费力，是等臂杠杆，故 B不符合题意；

C．钓鱼竿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小于阻力臂，是费力杠杆，故 C不符合题意；

D．修树剪在使用时，动力臂大于阻力臂，是省力杠杆，故 D符合题意。

故选 D。

4、D



【解析】

【详解】

A．核桃夹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大于阻力臂，属于省力杠杆，故 A不符合题意；

B．瓶盖起子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大于阻力臂，属于省力杠杆，故 B不符合题意；

C．撬棍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大于阻力臂，属于省力杠杆，故 C不符合题意；

D．镊子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小于阻力臂，是费力杠杆，故 D符合题意。

故选 D。

5、D

【解析】

【详解】

运动员在用脚踢球的过程中，脚给球一个向前的 50N的作用力，但是题目中没有给出球在力的方向上

通过的距离，所以脚对球做的功无法计算；在水平地面上向前滚动 100m的过程中，靠惯性运动，球

脱离了脚，脚没有给球施加力，对球不做功。综上所述，运动员对足球做的功无法计算。故 ABC不符

合题意，D符合题意。

故选 D。

6、C

【解析】

【详解】

当在水平方向使用动滑轮时，拉力所要克服的是摩擦力。绳子对 A的拉力就等于 A所受到的摩擦力，

作用在动滑轮上的绳子有 2段，则

2F f

得

0.5
2
fF f   



故 ABD不符合题意，C符合题意。

故选 C。

7、C

【解析】

【详解】

过支点做 F1、F2、F3作用线的垂线段，即为力臂，然后比较力臂的大小，从而确定出力的大小；如图

所示：从图中可得

l1＞l 2＞l 3

根据杠杆平衡条件 1 1 2 2Fl F l 可知，用动滑轮拉同一重物 G，阻力和阻力臂乘积为定值，沿三个不同方

向，用的拉力大小关系是

F1＜F2＜F3

故选 C。

8、B

【解析】

【详解】

A．天平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等于阻力臂，是等臂杠杆，故 A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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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104055133006146

https://d.book118.com/937104055133006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