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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启用前

甘肃 2024 年高考综合改革适应性测试(提升卷)

物 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 II 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抒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7小题，每小题 4分，共 2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

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1.如图所示为氢原子能级图，以及从 n＝3、4、5、6 能级跃迁到 n＝2 能级时辐射的四条光

谱线．则下列叙述正确的有( )

A．Hα、Hβ、Hγ、Hδ的频率依次增大

B．可求出这四条谱线的波长之比，Hα、Hβ、Hγ、Hδ的波长依次增大

C．处于基态的氢原子要吸收 3.4 eV的能量才能被电离

D．如果 Hδ可以使某种金属发生光电效应，Hβ一定可以使该金属发生光电效应

2.“羲和号”是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如图所示，该卫星围绕地球的运动视

为匀速圆周运动，轨道平面与赤道平面接近垂直．卫星每天在相同时刻，沿相同方向经过地

球表面 A点正上方，恰好绕地球运行 n圈．已知地球半径为 R，自转周期为 T，地球表面重

力加速度为 g，则“羲和号”卫星轨道距地面高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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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图所示，真空中有一电荷均匀分布的带正电圆环，半径为 r，带电荷量为 q，圆心 O在

x轴的坐标原点处，圆环的边缘 A点与 x轴上 P点的连线与 x轴的夹角为 37°，静电力常量

为 k，取 sin 37°＝3
5
，cos 37°＝4

5
，则整个圆环产生的电场在 P点的电场强度大小为( )

A.27kq
125r2

B.36kq
125r2

C.48kq
125r2

D.64kq
125r2

4.在图示的双缝干涉实验中，光源 S到缝 S1、S2距离相等，P0为 S1、S2连线的中垂线与光屏

的交点．用波长为 400 nm的光实验时，光屏中央 P0处呈现中央亮条纹(记为第 0条亮条纹)，

P处呈现第 3条亮条纹．当改用波长为 600 nm的光实验时，P处将呈现( )

A．第 2条亮条纹 B．第 3条亮条纹

C．第 2条暗条纹 D．第 3条暗条纹

5.如图所示，单摆在竖直平面内的 A、C之间做简谐运动，O点为单摆的固定悬点，B点为

运动中的最低位置，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摆球在 A点和 C点时，速度为零，故细线拉力为零，但回复力不为零

B．摆球由 A点向 B点摆动过程中，细线拉力减小，但回复力减小

C．摆球在 B点时，重力势能最小，机械能最小

D．摆球在 B点时，动能最大，细线拉力也最大

6.在油电混合小轿车上有一种装置，刹车时能将车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启动时再将电能转化

为动能，从而实现节能减排．图中，甲、乙磁场方向与轮子的转轴平行，丙、丁磁场方向与

轮子的转轴垂直，轮子是绝缘体，则采取下列哪个措施，能有效地借助磁场的作用，让转动

的轮子停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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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图甲，在轮上固定如图绕制的线圈

B．如图乙，在轮上固定如图绕制的闭合线圈

C．如图丙，在轮上固定一些细金属棒，金属棒与轮子转轴平行

D．如图丁，在轮上固定一些闭合金属线框，线框长边与轮子转轴平行

7.冰壶运动深受观众喜爱，在某次投掷中，冰壶甲运动一段时间后与静止的冰壶乙发生正碰，

如图所示．若两冰壶质量相等，则碰后两冰壶最终停止的位置，可能是选项图中的哪幅图

( )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共 3小题，每小题 5分，共 15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多

项符合题目要求。全部选对的得 5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3分，有选错的得 0分。

8.从高为 20 m的位置以 20 m/s的初速度竖直上抛一物体，g取 10 m/s2，当物体到抛出点距

离为 15 m时，所经历的时间可能是( )

A．1 s B．2 s

C．3 s D．(2＋ 7) s

9.如图甲所示，a、b是点电荷的电场中同一条电场线上的两点，一个带电粒子在 a点由静止

释放，仅在静电力作用下从 a点向 b点运动，粒子的动能与位移之间的关系如图乙所示，则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带电粒子与场源电荷带异种电荷

B．a点电势比 b点电势高

C．a点电场强度比 b点电场强度大

D．带电粒子在 a点的电势能比在 b点的电势能大

10.如图所示，一束复色光沿 PO方向射向一上、下表面平行的无限大的厚玻璃平面镜的上表

面，一共得到三束光Ⅰ、Ⅱ、Ⅲ.则( )



A．该复色光由三种颜色的光混合而成

B．光束Ⅱ在玻璃平面镜中的传播速度比光束Ⅲ小

C．光束Ⅱ、Ⅲ在玻璃平面镜内部传播的时间不可能相同

D．改变α角且α<90°，光束Ⅱ、Ⅲ一定始终与光束Ⅰ平行

三、非选择题:本题共 5小题，共 57分。

11.(5分)某实验小组利用图示装置做“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实验．

(1)该组同学先测出悬点到小球球心的距离 l，然后用秒表测出单摆完成 n次全振动所用的时

间 t.请写出重力加速度的表达式 g＝____________；(用所测物理量表示)

(2)在图甲所示装置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速度传感器，如图乙所示，将摆球拉开一小角度使

其做简谐运动，速度传感器记录了摆球振动过程中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如图丙所示的 v

－t图线．由图丙可知，该单摆的周期 T＝________ s；

(3)更换摆线长度后，多次测量，根据实验数据，利用计算机作出 T2－l图像，并根据图像处

理得到方程 T2＝4.00l＋0.037 (s2)．由此可以得出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g＝________ m/s2.(取π2

＝9.86，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12.(10分)某小组用惠斯通电桥测量电阻 Rx的阻值：

方案一：如图(a)所示，先闭合开关 S，然后调整电阻箱 R2的阻值，使开关 S0闭合时，电流

表 G的示数为零．已知定值电阻 R1、R3的阻值，即可求得电阻 Rx的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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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中对电流表 G的选择，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______．

A．电流表的零刻度在表盘左侧

B．电流表的零刻度在表盘中央

C．电流表的灵敏度高，无需准确读出电流的大小

D．电流表的灵敏度高，且能准确读出电流的大小

(2)若实验中未接入电流表 G，而其他电路均已连接完好，调节电阻箱 R2，当
R2
Rx
>R1
R3
，则 B、

D两点的电势的关系满足φB________(选填“>”“<”或“＝”)φD.

方案二：在方案一的基础上，用一段粗细均匀的电阻丝替代 R1、R3，将电阻箱 R2换成定值

电阻 R，如图(b)所示．

(3)闭合开关 S，调整触头 D的位置，使按下触头 D时，电流表 G的示数为零．已知定值电

阻 R的阻值，用刻度尺测量出 l1、l2，则电阻 Rx＝________.(用已知量和测得量表示)

(4)为消除因电阻丝的粗细不均匀而带来的误差，将图(b)中的定值电阻 R换成电阻箱，并且

按照(3)中操作时，电阻箱的读数记为 R4；然后将电阻箱与 Rx交换位置，保持触头 D的位置

不变，调节电阻箱，重新使电流表 G的示数为零，此时电阻箱的读数记为 R5，则电阻 Rx＝

________.(用电阻箱的读数表示)



13.(9分)某同学以金属戒指为研究对象，探究金属物品在变化磁场中的热效应．如图所示，

戒指可视为周长为 L、横截面积为 S、电阻率为ρ的单匝圆形线圈，放置在匀强磁场中，磁感

应强度方向垂直于戒指平面．若磁感应强度大小在Δt时间内从 0均匀增加到 B0，求：

(1)戒指中的感应电动势和电流；

(2)戒指中电流的热功率．

14.(14分)某些鱼类通过调节体内鱼鳔的体积实现浮沉．如图所示，鱼鳔结构可简化为通过

阀门相连的 A、B两个密闭气室，A室壁厚、可认为体积恒定，B室壁薄，体积可变；两室

内气体视为理想气体，可通过阀门进行交换．质量为 M的鱼静止在水面下 H处．B室内气

体体积为 V，质量为 m；设 B室内气体压强与鱼体外压强相等、鱼体积的变化与 B室气体体

积的变化相等，鱼的质量不变，鱼鳔内气体温度不变．水的密度为ρ，重力加速度为 g.大气

压强为 p0，求：

(1)鱼通过增加 B室体积获得大小为 a的加速度，需从 A室充入 B室的气体质量Δm；

(2)鱼静止于水面下 H1处时，B室内气体质量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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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分)“高台滑雪”一直受到一些极限运动爱好者的青睐．挑战者以某一速度从某曲面

飞出，在空中表演各种花式动作，飞跃障碍物(壕沟)后，成功在对面安全着陆．某实验小组

在实验室中利用物块演示分析该模型的运动过程：如图所示，ABC为一段半径为 R＝5 m的

光滑圆弧轨道，B为圆弧轨道的最低点．P为一倾角θ＝37°的固定斜面，为减小在斜面上的

滑动距离，在斜面顶端表面处铺了一层防滑薄木板 DE，木板上边缘与斜面顶端 D重合，圆

形轨道末端 C与斜面顶端 D之间的水平距离为 x＝0.32 m．一物块以某一速度从 A端进入，

沿圆形轨道运动后从 C端沿圆弧切线方向飞出，再经过时间 t＝0.2 s恰好以平行于薄木板的

方向从 D端滑上薄木板，物块始终未脱离薄木板，斜面足够长．已知物块质量 m＝3 kg，薄

木板质量 M＝1 kg，木板与斜面之间的动摩擦因数μ1＝
19
24

，木板与物块之间的动摩擦因数μ2

＝
5
6
，重力加速度 g＝10 m/s2，sin 37°＝0.6，不计空气阻力，求：

(1)物块滑到圆轨道最低点 B时，对轨道的压力(计算结果可以保留根号)；

(2)物块相对于木板运动的距离；

(3)整个过程中，系统由于摩擦产生的热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