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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房山高三二模 

物    理 

13．下列有关原子结构和原子核的认识，正确的是 

A．氢原子辐射光子后，其绕核运动的电子动能减小 

B． 衰变说明原子核内有电子 

C．卢瑟福用 α 粒子轰击氮核发现了质子，其核反应方程为
14 4 17 1

7 2 8 1N+ He O+ H  

D．卢瑟福 α 粒子散射实验说明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 

14.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布朗运动是在显微镜中看到的液体分子的无规则运动 

B．气体温度不变，运动速度越大，其内能越大 

C．温度降低物体内每个分子动能一定减小 

D．用活塞压缩气缸里空气，对空气做功 4.5×10
5
J，空气内能增加了 3.5×10

5
J，则空气向外界放出热量

1×10
5
J 

15．如图所示，让一束光 AO沿着半圆形玻璃砖的半径射到它的平直边上，在这个玻璃与空气的界面上会发生反射

和折射。逐渐增大入射角，观察反射光线和折射光线的变化。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反射角增大，折射角减小 

B．OC光线越来越弱，最终消失 

C．OB光线越来越弱，但不会消失 

D．反射光线和折射光线始终保持垂直 

16．简谐横波在同一均匀介质中沿 x轴正方向传播，波速为 v。若某时刻在波的传播方向上，位于平衡位置的两质

点 a、b相距为 s，a、b之间只存在一个波谷。下列四幅波形图中，质点 a从该时刻起最先到达波谷的是 

 

17．某空间区域有竖直方向的电场（图中只画出了一条电场线）。一个质

量为 m、电荷量为 q的带正电的小球，在电场中从 A点由静止开始沿

电场线竖直向下运动。不计一切阻力，运动过程中小球的机械能 E与

小球位移 x的关系图象如图所示，由此可以判断 

A．小球所处的电场为非匀强电场，且场强不断减小，场强方向向上 

O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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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小球所处的电场为匀强电场，场强方向向下 

C．小球可能先做加速运动，后做匀速运动      

D．小球一定先做加速运动，达到最大速度后做减速运动，最后静止 

18．一次物理课上老师拿了一只微安表，用手左右晃动表壳，让同学们观察表针相对表盘摆

动的情况。然后用导线把微安表的两个接线柱连在一起，再次以同样的方式晃动表壳，

让同学们再次观察表针相对表盘摆动的情况，对比两次实验。下列判断和解释正确的是 

A． 不连接接线柱时，晃动电表，由于表内没有电流，指针摆动幅度较小 

B． 连接接线柱后，晃动电表，微安表内会形成闭合回路，造成指针打偏、降低灵敏度、

失灵等 

C． 连接接线柱后，晃动电表，由于电磁阻尼表针晃动幅度会变小，并能较快停下 

D． 两次实验指针相对于表盘摆动的情况是一样的 

19．A、B 是两种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核，原来都静止在同一匀强磁场，其中一个放出 α 粒子，

另一个放出 β 粒子，运动方向都与磁场方向垂直。图中 a、b与 c、d分别表示各粒子的运动轨迹，下列说法

中正确的是 

A．磁场方向一定垂直纸面向里 

B．A放出的是 α 粒子，B放出的是 β 粒子 

C．a为 α 粒子运动轨迹，d为 β 粒子运动轨迹 

D．a轨迹中粒子比 b轨迹中的粒子动量大 

20．2019年 4月 10日，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发布，照片中是室女座巨椭圆星系 M87的

黑洞照片，这是黑洞存在最直接的视觉证据。黑洞最初是一个衰老的巨大恒星，它的质量

要达到太阳的数十倍以上，恒星不断的发光发热，随着恒星中心的“燃料”不断消耗，恒

星内部能量不足，无法支撑外壳重压，恒星内核开始塌缩。最终，所有物质缩成一个体积

接近无限小的点，这便是奇点。奇点会形成强大引力场，吸收周围物质，就连光也会被吸

进去，至此黑洞诞生。拍摄黑洞用的是事件视界望远镜，该望远镜收集到的不是我们日常

的可见光，而是一种波长比光波更长的亚毫米波，亚毫米波本身是没有颜色的区别，科学

家们实际上只能感受到强弱的不同。发布的图片中心黑暗区域正中为黑洞。周围环绕一个新月状光环，一侧亮一

些，另一侧暗一些，是因为光环旋转，导致接收者接收到相位和频率变化造成的。根据以上信息下列说法正确是 

A．恒星发光发热是恒星内部的核裂变造成的  

B．环状新月型光环上下两侧不对称是多普勒效应造成的  

C．黑洞的第一宇宙速度是光速  

D．事件视界望远镜收集的亚毫米波比可见光的频率大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  共 180分） 

21．（18分）在“测量金属电阻率”实验中，某同学为了选用合适的器材，先用多用电表粗测了一段粗细均匀的

被测电阻丝的阻值。 

A B 

a b c 
d 

连接两个接

线柱的导线 



 3 / 4 

（1）他用表盘如图所示的多用电表测量电阻丝的电阻。先将选择开关调到电

阻挡的“×10”位置，将红、黑表笔分别插入“+”、“-”插孔，把两

笔尖相互接触，调节          （选填“S”或“T”），使多用电表的

指针指向电阻挡的__________刻线（选填“0”或“∞”）。 

（2）将红、黑表笔的笔尖分别与电阻丝两端接触，发现指针偏转角度过大，

为了测量准确，他应将选择开关调到电阻挡的__________位置（选填

“×1”或“×100”）。 

（3）经过初步测量和分析小明决定采取安培表外接法测量电阻丝的电阻。如

图所示是实验室测量该电阻丝实验器材的实物图，图中已连接了部分导

线，请补充完整。 

 

（4）用刻度尺测量连入电路部分的电阻丝长度为 L，用螺旋测微器测  量电阻丝的外径 d，示数如图所示，电阻

丝外径 d为________mm。 

（5）用测得的 I、U、L、d 等物理量，写出电阻率表达式 ρ =_________ (用给定的物理量符号和已知常数表示)。 

（6）为了进一步研究滑动变阻器对实验的影响，某同学选择合适的电路后，分别用最大阻值是 5Ω、50Ω、

2000Ω 的三种滑动变阻器做限流电阻。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由一端向另一端移动的过程中，根据实验数据，

分别做出电压表读数 U随滑片移动距离 x的关系曲线 a、b、c，如图所示。用最大阻值为 2000Ω 的滑动变阻

器做实验得到的图线是图中的        （选填“a”、“b”、 “c”）；如果待测电阻两端电压需要有较大

的调节范围，同时操作还要尽量方便，应选择图中的       （选填“a”、“b”、“c”）所对应的滑动变

阻器。 

 

 

 

 

 

22．（16分）质量 m=0.60kg的篮球从距地板 H=0.80m高处由静止释放，与水平地板撞击后反弹上升的最大高度

h=0.45m，从释放到弹跳至 h高处经历的时间 t=1.1s。忽略空气阻力，重力加速度 g=10m/s2
，求： 

（1）篮球与地板接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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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篮球与地板撞击过程中损失的机械能； 

（3）篮球对地板的平均撞击力。 

 

23．（18 分）对于同一物理问题，常常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找出其内在联系，从而更加深刻

地理解其物理本质。如图所示：一段横截面积为 S、长为 l的金属电阻丝，单位体积内有 n个自由电子，每一

个电子电量为 e。该电阻丝通有恒定电流时，两端的电势差为 U，假设自由电子定向移动的速率均为 v。 

（1）求导线中的电流 I； 

（2）有人说“导线中电流做功，实质上就是导线中的恒定电场对自由电荷的静电力做功”。这种说法是否正

确，通过计算说明。 

（3）为了更好地描述某个小区域的电流分布情况，物理学家引入了电流密度这一物理量，定义其大小为单位

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的电量。若已知该导线中的电流密度为 j ，导线的电阻率为  ，试证明： 
U

j
l

 。 

 

 

 

24．（20分）重力加速度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物理量，准确地确定它的量值，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科研

上、生产上以及军事上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如图所示是一种较精确测重力加速度 g值的方法：将下端装有弹射装置的真空玻璃直管竖直放置，玻璃管足

够长，小球竖直向上被弹出，在 O点与弹簧分离，然后返回。在 O点正上方选取一点 P，利用仪器精确测得

OP 间的距离为 H，从 O点出发至返回 O点的时间间隔为 T1，小球两次经过 P点的时间间隔为 T2。 

（i）求重力加速度 g； 

（ii）若 O点距玻璃管底部的距离为 L0，求玻璃管最小长度。 

（2）在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 g时，由于操作失误，致使摆球不在同一竖直平面内运动，而是在一个水

平面内做圆周运动，如图所示．这时如果测出摆球做这种运动的周期，仍用单摆的周期公式求出重

力加速度，问这样求出的重力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的实际值相比，哪个大？试定量比较。 

（3）精确的实验发现，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g的大小是不同的，下表列出了一些地点的重力加速度。 

 

请用你学过的知识解释，重力加速度为什么随纬度的增加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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