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贵州省黔东南州中考真题物理 

 

一、选择题 

 

1.(4 分)下列对图中四幅图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 

 

A.甲图在太空中的宇航员只能用无线电才能对话，说明真空不能传声 

B.乙图手在小提琴上不同位置按弦，主要目的是改变响度 

C.丙图道路两旁的隔音墙是在传播过程减弱噪声 

D.丁图 B 超检查身体应用声能传递信息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声音的传播条件；频率及音调的关系；防治噪声的途径；声与信息。 

A、因为太空中是没有空气的，宇航员需要靠无线电来对话交谈，说明真空中不能传播，故

A 正确。 

B、调节琴弦的松紧，就会改变琴弦的振动快慢，所以手在小提琴上不同位置按弦，这主要

是为了改变声音的音调；故 B 错误。 

C、道路两旁建有隔音墙，这是在传播过程中减弱噪声。故 C 正确。 

D、利用超声波检查人体疾病就是利用声音能够传递信息的；故 D 正确。 

答案：B  

 

2.(4 分)如图所示，下列器件中属于省力杠杆的是(   ) 

A.  

坩埚钳 

B.  

  镊子 

C.   筷子 

D.  

   剪刀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杠杆的分类。 

A、坩埚钳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小于阻力臂，为费力杠杆； 

B、镊子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小于阻力臂，为费力杠杆； 

C、筷子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小于阻力臂，为费力杠杆； 

D、剪刀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大于阻力臂，为省力杠杆。 



 

答案：D  

 

3.(4 分)如图所示的四幅图片中，其中一幅所反映的光学原理与其他三幅不同的是(   ) 

A.  

 瞄准鱼下方叉鱼 

B.  

  水中的倒影 

C.  

   照相机 

D.  

   水中的筷子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光的反射。 

A、瞄准鱼下方叉鱼，是因为看到的鱼是光的折射形成的虚像，其原理为光的折射； 

B、平静水面上树的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 

C、照相机照相属于凸透镜成像，是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 

D、从水中筷子上反射的光从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时，发生折射，折射光线远离法线，当人逆

着折射光线的方向看时，看到的是筷子的虚像，比实际位置偏高，所以感觉折断了。 

综上分析，只有 B 选项所反映的光学原理与其他三幅不同。 

答案：B  

 

4.(4 分)同学们在探究“固体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后，四个小组在交流过程中，分别展

示了自己所绘制的晶体熔化时温度的变化曲线，如图所示，其中正确的是(   ) 

A.  



 

B.  

C.  

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晶体的熔化和凝固图像。 

A、固体吸收热量，温度升高到达一定温度，不断吸收热量，温度不变，符合晶体熔化特点，

这是晶体的熔化图象。符合题意。 

B、固体不断吸收热量，温度不变升高，符合非晶体的熔化特点，是非晶体的熔化图象。不

符合题意。 

C、体温度降低到一定温度，不断放热，温度保持不变，符合晶体凝固特点，是晶体凝固的

图象。不符合题意。 

D、液体不断放出热量，温度不断降低，符合非晶体的凝固特点，是非晶体的凝固图象。不

符合题意。 

答案：A  

 

5.(4 分)下列四幅图中，符合安全用电的是(   ) 

A. 湿手按开关 

B. 两手同时接触火线和零线 



 

C. 在电线上晾衣服 

D. 切断电源后擦灯泡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安全用电原则。 

A、水是导体，当用湿手接触开关时，有可能会触电，所以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B、双手同时接触火线和零线时，易造成低压双线触电，所以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C、湿衣服是导体，当把湿衣服晾在电线上时，一旦漏电，人接触衣服时会发生触电事故，

所以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D、切断电源后再擦灯泡，因电源已切断不会造成触电事故，所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答案：D  

 

6.(4 分)如图所示，电源电压恒定，当合上开关 S 后，向右移动滑动变阻器 R 的滑片 P 的过

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都变小 

B.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都变大 

C.电压表的示数变大，电流表的示数变小 

D.电压表的示数变小，电流表的示数变大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电路的动态分析。 

由电路图可知，灯泡与滑动变阻器串联，电压表测滑动变阻器两端的电压， 

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向右移动的过程中，接入电路中的电阻变大，滑动变阻器分压变大， 

电压表示数变大；电路中的总电阻 R 变大，电源电压 U 不变，由 I= 可知，电路电流变小，

电流表示数变小。 

答案：C  

 

7.(4 分)黔东南州 2015 年“5·1”期间，各县市都在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健民活动，如图

所示为凯里体育馆旁甲乙两队进行拔河比赛的情景，其中乙队取胜，甲乙两队的拉力(   ) 

 



 

A.两队拉力一样大 

B.甲队拉力大 

C.乙队拉力大 

D.无法判断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力作用的相互性。 

拔河过程中，甲对绳子的拉力与绳子对甲的拉力是一对反作用力；乙对绳子的拉力与绳子对

乙的拉力是一对反作用力，所以甲、乙两队受到的力是相互作用力，因此大小相等。 

答案：A  

 

8.(4 分)将灯 L 接到电压为 U 的电路上时，灯的电功率为 36W，若将灯 L 与一个电阻 R 串联

后仍接在原电路上时，灯 L 消耗的电功率为 25W，设灯丝电阻不变，则此电阻消耗的电功率

是(   ) 

A.3W 

B.4W 

C.5W 

D.11W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电功率的计算。 

灯 L 接到电压为 U 的电路上时，根据 P= 可得灯泡功率 PL= ， 

即：36W= …① 

串联电阻后灯泡功率为：PL′= ， 

25W= …② 

①÷②得： = 。 

即 U′= U， 

由串联电路的特点知 R 上的电压为 UR=U- U= U， 

由 P=UI 得：PR= UI， 

PL′= UI=25W， 

所以 PR= PL′= ×25W=5W。所以 ABD 错误，C 正确。 

答案：C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2 分) 



 

 

9.(2 分)黔东南州三惠县的麻鸭因为捕食鱼虾个体小、肉质鲜香细嫩、氨基酸含量高、胆固

醇低而荣获国家地理标志注册商标，位列中国“四大地方名鸭”之一。在风平如镜的邛水河

畔，一群麻鸭正在觅食。突然一只羽色艳丽质量为1.2kg的公鸭发现前方12m处有一条小鱼，

立即扑了上去，用时 4s 将小鱼捕获，麻鸭捕鱼时的平均速度是___________m/s。捕获小鱼

时，麻鸭不能及时停下来，是由于麻鸭具有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变速运动与平均速度；惯性。 

麻鸭捕鱼的平均速度 v= = =3m/s， 

由于麻鸭具有惯性，当它捕到鱼后不能立即停下来，还要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继续前进一段

距离。 

答案：3；惯性。 

 

10.(2 分)2014 年 11 月 29 日，在从江县銮里民族风情园举办着首届端杰杯芦笙大赛，来自

从江、三都、黎平的 71 支芦笙队参加比赛，热热闹闹欢度一年一度的侗族大歌节，吸引了

上万中外游客。如图所示，小明在电视机旁同样观看现场的比赛，广播电视是利用

___________来传递信息的。在现场的观众能看到表演者的腰带是红色，是因为红色腰带能

反射___________光。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电磁波的传播；物体的颜色。 

电视机靠接收广播电台发射的电磁波来完成信号的接收并工作的； 

光照射到红色衣服上上，其他颜色的光都被吸收了，只有红光被反射，所以呈现红色。 

答案：电磁波；红。 

 

11.(2 分)2014 年 2 月 14 日(农历元月十五元宵节)，黔东南州台江县来自各个乡镇的 20 多

支舞龙队伍，用舞龙嘘花的火与激情来庆祝元宵，全国各地的游客也都慕名前来观光。元宵

节吸引众人眼球的就是龙嘘花大赛(如图所示)，舞龙的人们大部分光着身子，步履轻快，条

条蛟龙在火海中任意遨游，场面颇为壮观，被称为是“勇敢者的游戏”。附近的居民和观众

很快就闻到了火药味，这是___________现象，火药在燃烧时将化学能转化为___________

能。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能量的相互转化；扩散现象。 

附近的居民和观众很快就闻到了火药味，这是扩散现象，说明分子在做无规则的运动； 

火药在燃烧时将化学能转化为内能。 

答案：扩散；内。 

 

12.(3 分)黔东南很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用各种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如

斗牛、斗鸡、斗鸟、赛马、唱山歌等活动，其中斗牛较为流行，男女老少都喜欢，如图是较

为罕见的村花雷山苗寨女斗牛士李灵婷牵牛的走进比赛现场的情景，以地面为参照物，牛是

___________的(“运动”或“静止”)，她拉牛时，感觉到牛也在拉她，说明力的作用是

___________的。如牛的质量是 1800kg，站立时脚与地面接触的总面积约为 0.1m
2
，则牛对

地面产生的压强是___________P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参照物及其选择；力作用的相互性；压强的大小及其计算。 

(1)李灵婷牵牛走进比赛现场的过程中，牛与地面之间的位置不断发生着变化，以地面为参

照物，牛是运动的； 

(2)人对牛施加力的作用，由于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牛对人也会施加大小相等的反作

用力，所以感觉到牛也在拉人； 

(3)牛的重力：G=mg=1800kg×9.8N/kg=17640N， 

牛对地面产生的压强：p= = = =176400PA。 

答案：运动；相互；176400。 

 

13.(2 分)小敏在探究串、并联电路的电流、电压、电阻之间的关系时，用了两个阻值不同

的电阻 R1、R2，它们阻值之比是 5：3，如果它们串联在电路中，则电阻两端的电压之比

___________；如把它们并联在电路中，则通过电阻的电流之比为___________。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欧姆定律的应用。 

(1)因为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处处相等，由 I= 可知，电压：U=IR， 

根据 U=IR 得：U1=IR1，U2=IR2，则 U1：U2=IR1：IR2=R1：R2=5：3。 

(2)因为并联电路两端相等，根据 I= 得：I1= ，I2= ， 



 

则 I1：I2= ： =R2：R1=3：5。 

答案：5：3；3：5。 

 

14.(1 分)兴趣小组的同学将一立方体木块放入水中，有 的体积露出水面，则木块的密度

是___________kg/m
3
。(水的密度为 1.0×10

3
kg/m

3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阿基米德原理；密度的计算。 

由题意知，木块漂浮在水面上，则所受浮力等于其重力，即 G 木=F 浮， 

设木块的密度为 ρ 木，由 G=mg、 和 F 浮=ρ 液gV 排可得： 

ρ 木V 木g= ， 

则ρ 木= ρ 水= ×1.0×10
3
kg/m

3
=0.6×10

3
kg/m

3
。 

答案：0.6×10
3
kg/m

3
。 

 

三、作图题(每小题 2 分，共 6 分) 

 

15.(2 分)在该图中，画出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的光路图。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透镜的光路图。 

通过焦点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将平行于主光轴。 

答案：如图所示： 

 

 

16.(2 分)一位同学站在地面上，要利用如图所示的滑轮组将重物提升到 10m 高的楼上，请

你帮他在图中画出符合要求且省力的绳子绕法。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滑轮组的设计与组装。 

对由一个动滑轮和一个定滑轮组成的滑轮组，可绕线方法有两股和三股两种，两种方法都达

到了省力的目的，但拉力的方向不同，有三股绕线的方法拉力方向向上；有两股绕线的方法

拉力方向向下，根据题意工人站在楼下地面上可知拉力方向向下。 

答案：具体图形如下： 

 

 

17.(2 分)如图所示，是小磁针静止时的指向，请标出通电螺线管的磁极和电源的“+”、“-”

极。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通电螺线管的极性和电流方向的判断。 

从图可知，小磁针的左端是 S 极，右端为 N 极；由于同名磁极相互排斥，异名磁极相互吸引

可知，通电螺线管的右端是 N 极，左端是 S 极。 

根据安培定则，伸出右手握住螺线管使大拇指指示通电螺线管的 N 极，则四指弯曲所指的方

向为电流的方向，所以电流由螺线管的左端流入，即电源的左端为正极，右端是负极。 

答案：如图所示： 

 

 

四、试验、探究题(除标注外，每空 1 分，共 24 分) 



 

18.(5 分)在探究“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实验中，在水平桌面上铺上粗糙程度不同的物

体(如毛巾、棉布、木板等)，让小车自斜面顶端静止开始滑下。观察同一小车从同一高度滑

下后，在不同表面上运动的距离如图所示。 

(1)结论：表面越光滑，小车受到的阻力越___________，它前进得越远。 

(2)让小车从斜面同一高度滑下的目的是：使小车到斜面低的___________相同。 

(3)推理：如果小车受到的阻力为零，它将永远做___________。 

(4)牛顿第一定律是在___________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___________而总结归纳出来的。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阻力对物体运动影响的探究实验。 

(1)由实验现象可知，表面越光滑，小车受到的阻力越小，它前进的越远； 

(2)在实验中，让小车从斜面同一高度滑下的目的是：使小车到斜面低的速度相同，这也是

控制变量法的要求； 

(3)由实验现象进行推理可得出：如果小车受到的阻力为零，它将永远做匀速直线运动。 

(4)通过本实验可知，牛顿第一定律无法通过实验直接得出，是在实验的基础上，通过科学

的推理而总结归纳出来的。 

答案：(1)小；(2)速度；(3)匀速直线运动；(4)实验；推理。 

 

19.(5 分)洋洋同学在用天平和量筒测物体密度的实验中，首先取来托盘天平放在水平桌面

上，发现分度盘如图甲所示。 

 

(1)他应采取的措施是：将天平的平衡螺母向___________移动； 

(2)天平调节平衡后，洋洋按图乙所示的方法来称量物体的质量，小江立即对洋洋说：“你

操作时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小江所说的两个错误是：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改正错误后，小明正确测出物块的质量，所用的砝码和游码位置如图丙所示，物块的体

积如图丁所示，则该物块的质量是___________g，密度___________g/cm3。 

解析：(1)如图，指针偏向右侧，平衡螺母向相反方向移动，所以他应采取的措施是平衡螺

母向左移； 

(2)天平调节平衡后，按图乙所示的方法来称量物体的质量，存在两个错误是： 

①用手拿砝码，会腐蚀砝码，影响以后测量的准确性， 

②物体和砝码放反了托盘，物体的质量不等于砝码的质量加游码对应的刻度值。 

(3)游码对应的刻度值为 2.4g。 

物体质量=砝码的质量+游码对应的刻度值=20g+20g+10g+5g+2.4g=57.4g。 



 

物体的体积：V=40ml-20ml=20ml=20cm
3
。 

物体的密度：ρ= = =2.87g/cm
3
=2.87×10

3
kg/m

3
。 

答案：(1)左；(2)①用手直接拿砝码，②物体与砝码位置放反了；(3)57.4；2.87。 

 

20.(6 分)某物理兴趣小组的同学用如图甲所示的装置来研究水的沸点。 

(1)图中是“研究水的沸点”实验，如图乙中 A、B 所示，其中___________图是水沸腾时的

气泡的变化情况；当水温升到 90℃时，每隔 1min 记录一次水的温度，在实验中记录了下列

的数据。  

时间

/mi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温度

/℃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3  98  98  98 

(2)从记录的数据看出，在某一次观察记录中明显错误的是第___________分钟时的数据； 

(3)从记录数据可得出的结论是：此时水的沸腾的温度为___________℃，水在沸腾过程中温

度不变。 

(4)在图丙中以时间为横轴，以温度为纵轴，根据表格中的数据作出水的沸腾图象； 

(5)在这次实验中，发现从开始加热到沸腾的这段时间过长，为了缩短实验的时间，可以采

取的措施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 

(1)从图乙可以看出，A 中气泡在上升过程中体积逐渐变大，所以是沸腾时的现象；B 图中气

泡在上升过程中体积逐渐减小，所以是沸腾前的现象。 

(2)表格中可以看出水是从第 8min 开始沸腾的，在沸腾过程中温度保持不变，但是第 9min

时的数据，与其他的数据不同，所以是错误的。 

(3)水从第 8min 开始就保持 98℃不再改变，所以沸点就是 98℃。 

(4)根据表格数据进行描点，然后用平滑曲线把所有点连接起来。如下图所示： 



 

 

(5)液体从加热到沸腾需要的时间的长短与很多因素有关：水量的多少、水温的高低、火力

的大小、是用酒精灯的外焰还是内焰加热等等，发现从开始加热到沸腾的这段时间过长；故

为了缩短实验的时间，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减小水的质量；提高水的初温。 

答案：(1)A；(2)9；(3)98；(4)见上图；(5)减小水的质量或提高水的初温或加大火焰。 

 

21.如图甲所示，是小丽用伏安法“测小灯泡的电功率”的实验，电路连接不完整，请你帮

助她完成以下实验。 

 

(1)连接电路前，开关必须是___________的；滑动变阻器的滑片要调节到___________的位

置。(填“最大值”或“最小值”)。 

(2)请用笔划线代替导线将电路连接完整，要求滑片 P 向右移动时灯泡变亮。(连线不能交叉)； 

(3)小丽连接好电路后，闭合开关，发现灯泡不亮，但电压表有示数，电流表没有示数，出

现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___________。 

(4)电路故障排除后，调节滑动变阻器，灯泡正常发光时，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示数如图乙所

示，则小灯泡的额定功率为___________W。 

(5)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阻为___________Ω(保留一位小数)，测量过程中发现小灯泡两端

电压和通过的电流越大时，小灯泡的电阻越大，原因是：小灯泡灯丝的电阻受___________

的影响。 

解析： 

(1)为了避免电路连接短路或电路中电阻太小造成电流过大损坏元件，在连接电路时，开关

应断开，滑片 P 应移至最大值那端； 

(2)测定小灯泡的电功率的实验中，滑动变阻器一上一下串联接入电路中，要求滑片 P 向右

移动时灯泡变亮，即 P 右移变阻器连入阻值变小，由此实物连接如图所示： 



 

； 

(3)连好电路闭合开关，发现小灯泡始终不亮，电压表有示数，电流表无示数，说明电压表

并联部分断路，故障的原因可能是灯丝断了或灯泡接线接触不良； 

(4)由乙图，电压表使用 0-3V 量程，分度值 0.1V，所以灯泡正常发光时电压 U=2.5V；电流

表使用 0-0.6A 量程，分度值 0.02A，示数为 0.3A， 

所以灯泡的额定功率：P=UI=2.5V×0.3A=0.75W； 

(5)根据 I= 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阻：R= = ≈8.3Ω； 

灯泡在不同亮度下，灯丝的温度不同，所以其阻值也不同。 

答案：(1)断开；最大值； 

(2)见上图； 

(3)灯丝断了(或灯泡接线接触不良)； 

(4)0.75； 

(5)8.3；温度。 

 

五、简答题(4 分) 

 

22.(4 分)在家庭电路中，有时导线长度不够，需要把两根连接起来，而连接处往往比别处

更容易发热，加速老化，甚至引起火灾。这是为什么？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电热。 

由焦耳定律知道，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平方、电阻大小和通电时间成正比。导

线相互连接处因为接触不良，易造成电阻变大，因为导线连接处与其他导线串联在电路中，

通电时间是相同的，由焦耳定律可知电阻大的产生的热量越多，据此分析。 

答案：在家庭电路中，导线相互连接处因接触不良，该处的电阻较大， 

∵导线连接处与导线串联在电路中， 

∴通过的电流相等、通电时间相等， 

∵Q=I
2
Rt， 

∴连接处产生的热量较多，往往比别处更容易发热，加速导线老化，甚至引起火灾。 

 

六、计算题(23 小题 6 分，24 小题 6 分，25 小题 8 分，共 20 分) 

 

23.(6 分)用锅炉将 200kg 的水从 20℃加热到 100℃，水吸收的热量是多少？如将这些水送

到 15m 高的楼上，对水做的功是多少 J？如提水时所做的总功是 4×10
4
J，则机械效率是多

少？[水的比热容 4.2×10
3
J(kg•℃)]。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热量的计算；功的计算；机械效率的计算。 

(1)已知水的质量、比热容和温度变化值，利用公式 Q 吸=cm(t-t0)求出水吸收的热量(有用能

量)； 

(2)已知水的质量和上升的高度，可利用公式 W=Gh 求对水做的功； 



 

(3)已知总功和有用功，利用效率公式 η= 求机械的效率。 

答案： 

解：(1)Q 吸=cm(t-t0)=4.2×10
3
J/(kg•℃)×200kg×(100℃-20℃)=6.72×10

7
J； 

(2)W 有用=Gh=200kg×10N/kg×15m=3×10
4
J； 

(3)η= ×100%= ×100%=75%。 

答：水吸收的热量是 6.72×10
7
J；对水做的功是 3×10

4
J；机械效率是 75%。 

 

24.(6 分)如图所示电路中，R1=18Ω，R2=12Ω。当开关 S1闭合，S2、S3断开时，电流表的示

数为 0.6A；当开关 S1、2、S3都闭合时，电流表示数为 2A，且灯泡正常发光。设电源电压不

变。求： 

(1)电源电压； 

(2)灯泡正常发光 60s 时，通过灯泡的电流做的功。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欧姆定律的应用；电功的计算。 

(1)当开关 S1闭合，S2、S3断开时，R1与 R2串联，电流表测电路中的电流，根据电阻的串联

和欧姆定律求出电源的电压； 

(2)当开关 S1、S2、S3都闭合时，R2与灯泡 L 并联，电流表测干路电流，根据并联电路的电

压特点和欧姆定律求出通过 R2的电流，根据并联电路的电流特点求出通过灯泡的电流，由

W=UIt 求出灯泡消耗的电能。 

答案： 

解：(1)当开关 S1闭合，S2、S3断开时，R1与 R2串联，电流表测电路中的电流， 

串联电路中总电阻等于各分电阻之和， 

由 I= 可得，电源的电源：U=I(R1+R2)=0.6A×(18Ω+12Ω)=18V； 

(2)当开关 S1、S2、S3都闭合时，R2与灯泡 L 并联，电流表测干路电流， 

并联电路中各支路两端的电压相等， 

通过 R2的电流：I2= = =1.5A， 

并联电路中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 

通过灯泡的电流：IL=I-I2=2A-1.5A=0.5A， 

灯泡正常发光 60s 时，通过灯泡的电流做的功： 

W=UIt=18V×0.5A×60s=540J。 

答：(1)电源电压为 18V；  

(2)灯泡正常发光 60s 时，通过灯泡的电流做的功为 540J。 



 

 

25.(8 分)如图是某车站厕所的自动冲水装置，圆柱体浮筒 A 的底面积为 400cm
2
，高为 0.2m，

盖片 B 的面积为 60cm
2
(盖片 B 的质量，厚度不计)。连接 AB 是长为 0.4m、体积和质量都不

计的硬杆。当流进水箱的水刚好浸没浮筒 A 时，盖片 B 被撇开，水通过排水管流出冲洗厕所。

(已知水的密度为 1.0×10
3
kg/m

3
，g=10N/kg)，请解答下列问题： 

(1)当水箱的水刚好浸没浮筒 A 时，水对盖片 B 的压力是多少？ 

(2)浮筒 A 的重力是多少？ 

(3)水箱中水多深时盖片 B 又自动关上？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液体的压强的计算；压力及重力与压力的区别；浮力大小的计算。 

(1)求出当水箱的水刚好浸没浮筒 A 时水深 h 的大小，利用液体压强公式求水对盖片 B 的压

强，再利用压强定义式求水对盖片 B 的压力； 

(2)杆对浮筒的拉力等于水对盖片 B 的压力，当水箱的水刚好浸没浮筒 A 时，浮筒受到的浮

力等于浮筒重加上杆对浮筒的拉力，据此求浮筒 A 的重力； 

(3)当浮筒受到的浮力等于受到的重力时，盖片 B 自动关上，据此求出浮筒浸入的深度，进

而求出水箱中水的深度。 

答案： 

解：(1)当水箱的水刚好浸没浮筒 A 时，水深： 

h=0.4m+0.2m=0.6m， 

水对盖片 B 的压强： 

p=ρgh=1×10
3
kg/m

3
×10N/kg×0.6m=6000Pa， 

水对盖片 B 的压力： 

F=Ps=6000Pa×60×10
-4
m
2
=36N； 

(2)杆对浮筒的拉力等于水对盖片 B 的压力， 

即：F′=36N， 

当水箱的水刚好浸没浮筒 A 时，浮筒受到的浮力： 

F 全浮=ρ 水V 全排g=1×10
3
kg/m

3
×400×10

-4
m
2
×0.2m×10N/kg=80N， 

浮筒受到的浮力等于浮筒重加上杆对浮筒的拉力，即 F 全浮=GA+F′， 

则浮筒 A 的重力： 

GA=F 全浮-F′=80N-36N=44N； 

(3)设圆柱体浮筒 A 浸在水中的深度为 h1时，盖片 B 又自动关上则 F 浮=GA 

即：ρ 水V 排g=GA， 

1×10
3
kg/m

3
×400×10

-4
m
2
×h1×10N/kg=44N， 

解得： 

h1=0.11m， 



 

水箱中水的深度： 

h2=0.11m+0.4m=0.51m。 

答：(1)当水箱的水刚好浸没浮筒 A 时，水对盖片 B 的压力是 36N； 

(2)浮筒 A 的重力是 44N； 

(3)水箱中水深为 0.51m 时盖片 B 又自动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