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中考模拟试卷物理 
 

一、单选题（本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 

 

1.（2分）下列有关声音的说法中，正确的说法是(    ) 

A.真空不能传声 

B.发声体振动频率越高，响度越大 

C.发声体的振幅越大，频率越高 

D.戴耳罩是在声源处减弱噪声 

解析：A、声音能在固体、液体、气体中传播。不能在真空中传播，故 A正确； 

B、声音是由振动产生的，且振幅越大响度越大。故 B错误； 

C、音调和频率有关，频率越高，音调越高，故 C 错误； 

D、戴耳罩是在人耳处减弱噪声，故 D错误。 

答案：A 

 

2.（2分）小军对生活中的一些实例和对应解释，正确的是(    ) 

A.水中的月亮﹣﹣光的直线传播 

B.路灯下人影相随﹣﹣光的反射 

C.用镜子增大空间感﹣﹣平面镜成像 

D.近视眼镜的镜片﹣﹣凸透镜 

解析：A、水中的月亮，是平面镜成像现象，属于光的反射造成的，故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B、路灯下出现人的影子，是光沿直线传播造成的，故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C、用镜子可以增大空间感，这是由于平面镜成像造成的，故该选项说法正确； 

D、近视眼镜的镜片是凹透镜，远视眼镜的镜片是凸透镜，故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答案：C 

 

3.（2分）下列关于热现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深秋的早晨，枯草上的霜是水凝固形成的 

B.夏天，我们看到冰糕冒“白气”是一种汽化现象 

C.从冰箱取出的“易拉罐”过一会表面有水珠，是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形成的 

D.用久了的白炽灯泡内表面发黑，是钨蒸汽液化后再凝固的结果 

解析：A、深秋的早晨，枯草上的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的小冰晶，属于凝华现象，

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B、夏天，我们看到冰糕冒“白气”，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冰糕凝结成的小水

滴，属于液化现象，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C、从冰箱取出的“易拉罐”过一会表面有水珠，是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形成的，该选项说

法正确； 

D、用久了的白炽灯泡内表面发黑，是钨丝高温下升华，然后又遇冷凝华的缘故，该选项说

法不正确。 

答案：C 

 

4.（2分）中国语言丰富多彩，其中蕴含着许多物理知识，下列对应的物理知识不正确的是

(    ) 

A.四两拨千斤——杠杆原理 

B.落叶归根——地球附近的物体总是受到重力作用 

C.磨刀不误砍柴功——减小受力面积可以增大压强 

D.站着不如躺着——躺着对地面的压力比站立时小 

解析：A、当动力臂大于阻力臂时，杠杆是省力的，“四两拨千斤”正是应用了省力杠杆的

原理，故 A正确，不符合题意； 

B、“落叶”由于受到竖直向下的重力作用，最终会落到地面上，故 B正确，不符合题意； 



C、刀磨后变得锋利，是应用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的原理，故 C正确，不符合题意； 

D、人无论站着还是躺着，对地面的压力都等于自身的重力，是不变的，但受力面积增大了，

对地面的压强减小，所以人感觉舒服，故 D错误，符合题意。 

答案：D 

 

5.（2分）如图所示，在水槽中有体积相等的甲、乙两个小球。甲球漂浮在水面，乙球悬浮

在水中。它们受到的浮力分别为 F 甲和 F 乙；它们的密度分别为 ρ 甲和 ρ 乙。下列关于甲、

乙受到的浮力和它们的密度的说法，正确的是(    ) 

 
A.F 甲＞F 乙，ρ 甲＞ρ 乙 

B.F 甲＜F 乙，ρ 甲＜ρ 乙 

C.F 甲＞F 乙，ρ 甲＜ρ 乙 

D.F 甲＜F 乙，ρ 甲＞ρ 乙 

解析：因两球体积相同，由图可知： 

两个球排开水的体积：v 甲＜v 乙， 

由阿基米德原理 F 浮=ρ 液gV 排可知， 

两球所受的浮力关系为：F 甲＜F 乙； 

因为 A球漂浮，由物体的浮沉条件可知：ρ 甲＜ρ 水； 

因为 B球悬浮，由物体的浮沉条件可知：ρ 乙=ρ 水； 

∵ρ 甲＜ρ 水、ρ 乙=ρ 水 

∴ρ 甲＜ρ 乙。 

答案：B 

 

6.（2分）现实当中，人们的许多活动、做法都跟我们学过的物理知识有关，下列对涉及压

强和浮力的事例论述错误的是(    ) 

A.用吸管能把饮料吸入嘴里，其实是大气压强的作用 

B.石头扔进河里会沉入水底说明石头在水中不受浮力 

C.用高压锅煮食物熟得快是因为锅内气压增大使液体（锅内的水）的沸点升高 

D.教室窗外有风吹过时，窗口悬挂的窗帘会飘向窗外 

解析：A、用吸管吸饮料时，吸管内气压减小，大气压将饮料压入吸管内，故 A正确； 

B、石头在水里受到水的浮力和重力的作用，因为浮力小于重力，石块下沉到水底，故 B错

误； 

C、用高压锅煮饭，是利用了锅内气压升高，水的沸点升高的原理，故 C正确； 

D、风沿着外墙吹过时，窗帘外侧空气流速大，压强小，内侧空气流速慢，压强大，窗帘受

到向外的压强大于向内的压强，把窗帘压向窗户外面，故 D正确。 

答案：B 

 

7.（2分）下列做法中不符合安全用电原则的是(    ) 

A.高大建筑物的顶端都要安装避雷针 

B.家庭电路中，开关可以接在零线和用电器之间 

C.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金属外壳要接地 

D.保险装置、插座、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时应及时更换 

解析：A、高大建筑物为避免发生雷击，顶端要安装避雷针，故 A符合安全用电原则； 

B、家庭电路中，开关要接在火线和用电器之间，故 B不符合安全用电原则； 

C、将洗衣机、电冰箱的金属外壳接地，可以防止因漏电发生触电事故，故 C符合安全用电

原则； 

D、保险装置、插座、导线、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应及时更换，否则设置老化，容易发

生漏电而引发触电或诱发火灾，故 D符合安全用电原则。 



答案：B 

 

8.（2分）如图所示的电路，闭合开关后，当滑片 P向左移动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L变亮 

B.电压表示数变大 

C.A1示数变大 

D.电路总功率变小 

解析：AB、由图可知滑动变阻器 R与灯 L并联，电压表的示数显示的是电源电压，当滑片 P

向左移动时，电压表的示数不变，故 B错误； 

当滑片 P向左移动时，不影响灯 L所在的支路的电压和电流，所以灯 L的亮度不变，故 A

错误； 

C、当滑片 P向左移动时，灯 L所在的支路电流不变，滑动变阻器所在的支路电压不变，电

阻减小，电流增大，而电流表 A1的示数是干路中的电流，所以 A1的示数增大，故 C正确； 

D、当滑片 P向左移动时，电路中的总电流增大，总电压不变，由电功率公式 P=UI 可知电功

率增大，故 D错误。 

答案：C 

 

9.（2分）如图所示实验，下列对有关实验的解释正确的是(    ) 

 
A.甲图中的实验可得出磁铁异名磁极相斥 

B.乙图中的奥斯特实验说明了电流周围存在磁场 

C.丙图中的实验可得出电流越大，电磁铁的磁性越弱 

D.丁图中的测电笔接触零线氖管一定发光 

解析：A、甲图中的实验可得出磁铁异名磁极相互吸引，故 A错误； 

B、乙图中的奥斯特实验说明了电流周围存在磁场，故 B正确； 

C、丙图中的实验可得出电流越大，电磁铁的磁性越强，故 C错误； 

D、丁图中的测电笔接触火线氖管发光，故 D错误。 

答案：B 

 

10.（2分）小灯泡 L的额定电压为 3V，它的 I﹣U图象如图甲所示。把小灯泡接入如图乙所

示的电路中，先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移至 B端，闭合开关 S，电压表示数为 1.5V；再将滑

片 P向左移动直到电压表示数为 3V。已知电源电压恒定，滑动变阻器的铭牌标有“10Ω   

2A”。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电源电压为 4.5V 

B.小灯泡的额定功率为 1.5W 

C.小灯泡正常发光时，滑动变阻器消耗的电功率为 1.25W 

D.小灯泡正常发光时，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阻值为 3Ω  

解析：(1)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移至 B端时，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和灯泡串联， 

由图象可知，当电压表示数为 1.5V时，电路中的电流 I=0.3A， 

由 I=
R

U
可得，滑动变阻器两端的电压： 

U 滑=IR 滑=0.3A×10Ω =3V， 

因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等于各分电压之和， 

所以，电源的电压： 

U=UL+U 滑=1.5V+3V=4.5V，故 A正确； 

(2)由图象可知，灯泡两端的电压为 3V时，电路中的电流 I′=0.5A， 

因额定电压下灯泡的实际功率和额定功率相等， 

所以，灯泡的额定功率： 

PL额=UL额I′=3V×0.5A=1.5W，故 B正确； 

此时滑动变阻器两端的电压： 

U 滑′=U﹣UL额=4.5V﹣3V=1.5V， 

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 

R 滑′=
A

V

5.0

5.1

'I

'U

1


滑

=3Ω，故 D正确； 

滑动变阻器消耗的电功率： 

P 滑′=U 滑′I′=1.5V×0.5A=0.75W，故 C不正确。 

答案：C 

 

二、填空题（本题共 9 小题，每空 1分，共 18分） 

 

11.（2分）我国发射的神舟飞船在升空过程中，它的机械能    （选填“增大”或“减小”）；

在穿越大气层时，飞船克服摩擦，将部分机械能转化为       。 

解析：神舟号飞船升空过程中，质量不变，速度增大，动能增大；高度增大，重力势能增大，

机械能=动能+势能，所以机械能增大； 

飞船在穿越大气层时，需要克服与空气间的摩擦做功，机械能转化为内能，使内能增加、温

度升高。 

答案：增大；内能。 

 

12.（2分）某水池中水深为 1.5m，池边的路灯高出水面 5m路灯在水中的倒影是由光的          

形成的，倒影到水面的距离是             m。 

解析：倒影属平面镜成像现象，其原理是光的反射，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可知所成的像是虚

像，当路灯高出水面 5m时，路灯倒影到水面的距离也是 5m。 

答案：反射；5。 

 

13.（2分）一个小球所受重力为 6N、体积为 5×10
﹣4
m
3.
将它浸没在水中时，它所受到浮力

大小为    N。放手后，小球将        （填“上浮”“下沉”或“悬浮”）。 



解析：将小球浸没在水中时受到的浮力： 

F 浮=ρ 水gV 排=1.0×10
3
kg/m

3
×10N/kg×5×10

﹣4
m
3
=5N， 

因 F 浮＜G=6N， 

所以放手后小球将下沉。 

答案：5；下沉。 

 

14.（2分）某工人在水平地面上，用 50N水平推力将重 200N的物体匀速推动，使它在 20s

内沿水平方向移动 10m，该过程中工人水平推力的功率是        W，运动过程中物体的动

能       。（填”增大“、减少”或“不变”） 

解析：(1)工人所做的功： 

W=Fs=50N×10m=500J； 

水平推力的功率： 

P=
t

W
=

20s

500J
=25W。 

(2)匀速运动的物体，其质量和速度都不变，所以动能也不变。 

答案：25；不变。 

 

15.（2分）如图，重为 50N的物体挂在杠杆 B点，OB=0.4m，OA=1m，在 A端施加竖直向上

的拉力 F，当 F=         N（杠杆自重忽略不计）时，杆杆在水平置平衡；测量质量的工具

托盘天平也是杠杆，它属于       （选填“省力”、“费力”或“等臂”）杠杆。 

 
解析：根据杠杆的平衡条件： 

F•OA=G•OB 

则：F×1m=50N×0.4m 

解得：F=20N 

平时测量质量的托盘天平是等臂杠杆。 

答案：20；等臂。 

 

16.（2分）把 R1=15Ω 和 R2=5Ω 的两电阻并联后接在电源上，通过 R1的电流是 0.4A，R2两

端的电压为         V，干路中的总电流为          A。 

解析：∵两电阻并联 

∴U=I1R1=0.4A×15Ω =6V 

∴ A
V

I 2.1
5

6

R

U

2

2



  

∴I=I1+I2=0.4A+1.2A=1.6A。 

答案：6，1.6。 

 

17.（2分）已知 R1：R2=3：4，当电阻 R1、R2串联在电路中时，R1、R2两端的电压之比 U1：

U2=          ；当电阻 R1、R2并联在电路中时，在相同的时间内电流通过 R1、R2所产生的热

量之比 Q1：Q2=         。 

解析：(1)当电 R1、R2串联在电路中时，通过两电阻的电流相等， 

∵I=
R

U
， 

∴R1、R2两端的电压之比： 



4

3

R

R

U

U

2

1

2

1

2

1


IR

IR
； 

(2)当电阻 R1、R2并联在电路中时，两电阻两端的电压相等， 

∵Q=W=
R

U
2

t， 

∴
3

4

R

R
t

Q

Q

1

2

2

2

1

2

2

1 

t
R

U

R

U

。 

答案：3：4；4：3。 

 

18.（2分）氢弹是利用原子核         （选填“裂变”或“聚变”）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

量的一种武器；自然界中能量的形式有很多，其中“水能”属于        （选填“可再生”

或“不可再生”）能源。 

解析：据上面的分析可知，氢弹是利用轻核聚变制成的武器；水能和风能可以从自然界源源

不断获得，它们是可再生能源。 

答案：聚变；可再生。 

 

19.（2分）如图甲所示电路中，R0为定值电阻，R1为滑动变阻器，图乙是该滑动变阻器消耗

的电功率与电流关系的图象。则 R0的值是    Ω，电源电压是   V。 

 
解析：由电路图可知，R0与 R1串联，电压表测 R1两端的电压，电流表测电路中的电流。 

由图象可知，当电路中的电流 I=0.2A时，R1的电功率 P1=2W， 

由 P=I
2
R可得，R1接入电路的电阻： 

R1=
2

1

I

P
=

2
(0.2A)

2W
=50Ω； 

由图象可知，当电路中的电流 I′=0.4A 时，R1的电功率 P1′=3.2W， 

此时 R1接入电路的电阻： 

R1′=
2

1

I'

'P
=

2
(0.4A)

3.2W
=20Ω， 

串联电路中总电阻等于各分电阻之和， 

由 I=
R

U
可得，电源的电压： 

U=I′(R0+R1′)=0.4A×(R0+20Ω )， 

当电路中的电流 I=0.2A时，电源的电压： 

U=I(R0+R1)=0.2A×(R0+50Ω )， 

因电源的电压不变， 

所以，0.4A×(R0+20Ω )=0.2A×(R0+50Ω )， 

解得：R0=10Ω， 

电源的电压 U=I(R0+R1)=0.2A×(10Ω +50Ω )=12V。 

答案：10；12。 



 

三、探究与解答题（本题共 7小题，共 32分） 

 

20.（2分）根据所给的光线，做出相应的入射光。 

 
解析：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折射光线通过焦点；过焦点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

后折射光线平行于主光轴；如图所示： 

 

答案：  

 

21.（2分）如图所示，轻质杠杆可绕 O转动，杠杆上吊一重物 G，在力 F作用下杠杆静止在

水平位置，l为 F的力臂，请在图中作出力 F的示意图及重物 G所受重力的示意图。 

 
解析：过力臂的末端作垂直于杠杆的作用力 F，方向斜向上； 

过物体的重心作竖直向下的力（即重力）。如图所示： 

 



答案：  

 

22.（4分）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实验中： 

 
 

(1)如图甲所示是小明通过实验得到的凸透镜的像距 v和物距 u关系的图象。由图象可知凸

透镜的焦距是          cm。 

解析：由图知，当物距为 20cm时，像距也为 20cm，根据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物距等于 2倍

焦距时，成倒立等大的实像，此时像距与物距相等。所以 2f=20cm，则 f=10cm。 

答案：10。 

 

(2)把蜡烛放在距凸透镜 16cm处时，如图乙所示，在凸透镜另一侧前后移动光屏，会在光屏

上得到一个倒立、         的实像。 

解析：由(1)可知，f=10cm，把蜡烛放在距凸透镜 16cm处时，2f＞u＞f，成倒立、放大的实

像。 

答案：放大。 

 

(3)实验完成之后，小明把自己的近视眼镜放在蜡烛与凸透镜之间，如图丙所示，因为近视

眼镜对光有              作用，所以光屏上原来清晰的像变得模糊了，若想在光屏上重新

得到清晰的烛焰像，在不改变蜡烛和凸透镜位置的情况下，应将光屏        凸透镜。 

解析：近视眼镜是凹透镜，凹透镜对光线有发散作用，使原来会聚成像的光线推迟会聚，像

远离凸透镜，要用光屏接到清晰的像，应将光屏向右调节，即向远离凸透镜的方向调节，才

能使像变清晰。 

答案：发散；远离。 

 

23.（4分）如图所示是小南“探究滑动摩擦力与什么因素有关”的实验过程： 



 
 

(1)该探究要用弹簧测力计拉着木块在水平方向作匀速直线运动，根据     原理，可知此时

摩擦力与拉力大小相等。 

解析：要使物体所受的摩擦力与拉力平衡，应用弹簧测力计拉着木块沿水平方向做匀速直线

运动，此时滑动摩擦力等于测力计的拉力，因此，这里是利用了二力平衡的知识。 

答案：二力平衡。 

 

(2)小南分析甲、乙，发现 F1＜F2，说明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        有关，分析甲、丙，

发现 F1＜F3，说明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接触面粗糙程度有关。 

解析：比较甲、乙两图，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相同，压力大小不同，测力计的示数不同，F1

＜F2，所以摩擦力的大小还与压力大小有关。 

答案：压力大小。 

 

(3)小南在本次探究中运用的研究方法是             和转化法。 

解析：实验时，用弹簧测力计拉木块使它在水平木板（或毛巾）上做匀速直线运动，根据二

力平衡知识可知，这时滑动摩擦力的大小等于弹簧测力计的示数。通过拉力的大小得知摩擦

力的大小，用到了转换法；由于摩擦力大小与压力大小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所以这个

实验中还用到另一个方法是控制变量法。 

答案：控制变量法。 

 

(4)小南在探究后反思：操作中不能保证匀速拉动物体，所以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并不稳定。

经老师引导后，将实验装置改成如图丁所示，当他拉出木板的过程中，发现弹簧测力计示数

仍然不稳定，你认为仍然不稳定的原因可能是             。 

解析：根据影响摩擦力的因素可知，在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不稳定，即摩

擦力是变化的，说明木板表面的粗糙程度不同。 

答案：接触面的粗糙程度不均匀。 

 

24.（4分）张鹏在“测量小灯泡的额定功率”的实验中，所用小灯泡上标有“3.5V”字样。 

 

(1)要使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向右滑动时变阻器阻值变大，请你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实物

电路连接完整。 

 
解析：滑动变阻器串联接入电路，滑片 P向右滑动时变阻器阻值变大，则应接 A接线柱；电

路图如图所示： 



 
答案：如图。 

 

(2)若闭合开关时，发现电压表的指针快速转动到左边无刻度处，这是由于电压

表                  。 

解析：闭合开关时，发现电压表的指针快速转动到左边无刻度处，这是由于电压表正负接线

柱接反了。 

答案：正负接线柱接反了。 

 

(3)检查连接无误后张鹏测出了上表三组数据，由表中数据可知，小灯泡的额定功率

为            。 

次数 电压 U/V 电流 I/A 灯泡亮度 

1 3.0 0.36 偏暗 

2 3.5 0.40 正常 

3 4.5 0.42 偏亮 

解析：由表中数据知：灯泡的额定电压 3.5V对应的电流是 0.40A，则灯泡的额定功率

P=UI=3.5V×0.40A=1.4W。 

答案：1.4W。 

 

(4)若在实验中小灯泡的灯丝突然被烧断，则电压表的示数       （选填“变大”、“变小”

或“不变”）。 

解析：实验中小灯泡的灯丝突然被烧断，则电压表的示数变大。 

答案：变大。 

 

25.（8分）科技小组的同学用底面积为 100cm
2
的长方体泡沫塑料 A、三脚架和灯泡等制作

了一个航标灯模型，总质量为 450g，如图所示。A底部与重为 1N的浮子 B用细绳相连。水

位上升时，浮子 B下降；水位下降时，浮子 B上升。现使航标灯静止时 A排开水的质量为

600g。求：（不计绳重和绳与滑轮间的摩擦，g取 10N/kg） 

 
 

(1)泡沫塑料 A静止时浸入水中的深度。 

解析：由 ρ =
V

m
可得，泡沫塑料 A静止时排开水的体积： 



V 排=
水

排



m
=

3
1g/cm

600g
=600cm

3
， 

泡沫塑料 A静止时浸入水中的深度： 

h=
A

S

排
V

=
3

3

100cm

600cm
=6cm。 

答案：泡沫塑料 A静止时浸入水中的深度为 6cm。 

 

(2)绳子对泡沫塑料 A 的拉力。 

解析：此时泡沫塑料 A 受到的浮力： 

F 浮 A=G 排=m 排g=0.6kg×10N/kg=6N； 

航标灯模型的总重力： 

GA=mg=0.45kg×10N/kg=4.5N， 

则绳子对泡沫塑料 A的拉力： 

FA=F 浮 A﹣GA=6N﹣4.5N=1.5N。 

答案：绳子对泡沫塑料 A的拉力为 1.5N。 

 

(3)浮子 B的密度。 

解析：由 G=mg得，浮子 B的质量： 

mB=
g

G
=

10N/kg

1N
=0.1kg， 

绳子对 B向下的拉力为：FB=FA=1.5N， 

浮子 B受到的浮力为：F 浮 B=GB+FB=1N+1.5N=2.5N， 

由 F 浮=ρ 水V 排g得浮子 B的体积为： 

V=V 排′=
g

水

浮



B
F

=
kgN /10kg/m101

2.5N

33


=2.5×10
﹣4
m
3
。 

浮子 B的密度： 

ρ B=
V

m
B =

34-
m102.5

0.1kg


=0.4×10

3
kg/m

3
。 

答案：浮子 B的密度为 0.4×10
3
kg/m

3
。 

 

26.（8分）下图是某型号家用洗碗机的外形图，其部分参数如下表所示。这种洗碗机标准

洗涤的工作过程是：先打开进水阀使水箱内进水，再通过电加热管将水箱内的水加热至设定

温度，然后电动机带动水泵将水箱中的热水抽出，通过喷水管冲洗洗碗机内的餐具。 

 
额定电压 频率 设定水温 

220V 50Hz 70℃ 

 

(1)若某次标准洗涤时先打开进水阀使水箱内进水 10kg，再通过电加热管将进水加热，吸收

了 2.1×10
6
J的热量后加热到了设定的水温，则进入水箱中的水的初温是多少？（C 水=4.2

×10
3
J/(kg•℃)） 



解析：由 Q 吸=cm(t﹣t0)可得，水箱中水的初温： 

t0=t﹣
cm

Q
吸 =70℃﹣

kg10)kg(104.2

102.1

3

6





℃J

J
=20℃。 

答案：进入水箱中的水的初温是 20℃。 

 

(2)若本次标准洗涤时电加热管的加热效率是 87.5%，加热时间为 25min，则电加热管的加热

功率是多少 W？ 

解析：由 η =
W

Q
吸 可得，电加热管消耗的电能： 

W1=


吸
Q

=
87.5%

102.1
6
J
=2.4×10

6
J， 

电加热管的功率： 

P=
t

W
1 =

60s25

102.4
6



 J
=1600W。 

答案：电加热管的加热功率是 1600W。 

 

(3)若本次标准洗涤整个工作过程共用时 75min，共消耗的电能是 0.8kW•h，则洗碗机内的电

动机功率大约是多少 W？ 

解析：洗碗机总共消耗的电能： 

W 总=0.8kW•h=2.88×10
6
J， 

电动机工作时消耗的电能： 

W2=W 总﹣W1=2.88×10
6
J﹣2.4×10

6
J=4.8×10

5
J； 

电动机的功率： 

P2=
2

2

t

W
=

60s25)-(75

104.8
5



 J
=160W。 

答案：洗碗机内的电动机功率大约是 160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