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广东省深圳市中考物理试卷(解析版）

一、选择题

1. 下列现象属于光的反射的是（ ）

A. 雨后的彩虹

B. 树荫下的光斑

C. 池水看起来“浅”

D. 树在水中的倒影

【答案】D

【解析】分析：要解决此题，需要掌握：

①光的反射现象，知道平面镜成像是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

②光的折射现象，知道水底看起来比实际的要浅、斜插入水中的筷子向上折、海市蜃楼、凸透镜成像都是 

光的折射。

③光沿直线传播现象，知道影子的形成、日月食的形成、小孔成像都是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

④了解光的色散，是由光的折射形成的，由于不同色光折射程度不同，所以把白光折射分成各种色光。彩 

虹就属于色散现象。

解答：A、雨后天空出现的彩虹，属于光的色散现象，是由光的折射形成的；故A 不符合题意。

B. 树荫下的光斑是由于光沿直线传播而形成的；故B 不符合题意。

C、池水变浅，是由于从池底反射出的光由水中射入空气中时，发生折射，折射角大于入射角而造成的；故 

C 不符合题意。

D. 树在水中的倒影属于平面镜成像现象，是由光的反射形成的；故D 符合题意。

故选D

【点睛】此题主要考查了光的反射、光的折射、光的直线传播现象，平时要注意各个现象的形成原因，同 

时还考查了光的色散，知道色散是由光的折射形成的。

2. 用一个焦距为 10cm 的放大镜来观察邮票细节，放大镜与邮票的距离应（ ）

A. 大于 20cm

B. 等于 10cm

C. 小于 10cm

D. 在 10cm 与 20cm 之间

【答案】C



【解析】根据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当物距小于焦距时，物体通过凸透镜成正立放大的虚像，判断出放大镜 

与邮票间的距离，选出正确的选项。放大镜成正立放大的虚像，满足u＜f=10cm，所以放大镜与邮票间的距

离应是小于 10cm。

故选：C。

【点睛】熟记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u＞2f，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u=2f

，成倒立等大的实像； f＜u＜2f，

成倒立放大的实像； u=f， 不 成 

像 ；         u＜f，成正立放大

的虚像。

3. 对下列图象中的物理信息描述错误的是（ ）

【答案】D

A. 物体的重力与质量成正比

B. 该物质可能是水

C. 该物体处于静止状态

D. 黑龙江北部（最低温度－52.3℃）可以使用水银温度计



【解析】分析：要看清图像中的横坐标、纵坐标代表的物理量；再根据图像形状反映的物理规律，结合选 

项中物理量的含义，可解答此题。

解答：A、重力与质量成正比，而图像形状是正比函数图像，故A 正确；

正确；

C、根据图像，路程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没有变化，说明该物体处于静止状态；故C 正确；

D、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52.3℃，而水银的凝固点为-38.3℃，没等到测出当地气温，里面的水银已

经凝固了，无法使用。此选项错误；

故选：D。

【点睛】图像法是反映物理量之间规律和关系的常用方法，还要明确物理量的真正含义。

4. 端午节，妈妈蒸制粽子的过程中，涉及到的有关物理现象表述正确的是（ ）

A. 蒸粽子时，冒出的“白气”是汽化现象

B. 粽子香味扑面而来，说明分子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

C. 水沸腾时吸收热量，温度升高

D. 蒸粽子主要是通过做功的方式改变物体的内能

【答案】B

【解析】分析：（1）水蒸气遇冷会发生液化现象，液化是形成“白气”的原因；

（2） 一切物质的分子都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这就是扩散现象；

（3） 水沸腾时，继续吸热，温度保持不变；

（4） 热传递、做功可以改变物体的内能。

解答：A、蒸粽子时，锅里不断冒出的“白气”是液化现象，不是汽化现象，说法错误；

B、粽子香味扑面而来，闻到阵阵香气，这是扩散的现象，说明分子在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说法正确； 

C、当水沸腾时，继续吸热，温度保持不变，说法错误；

D、蒸粽子主要是通过热传递改变物体的内能，说法错误。

故选：B。

【点睛】考查了与热学有关的几个基本的知识点，注意了与实际例子的联系，重点是分子动理论，难点是“白 气”

的形成。

5. 张一山在《朗读者》中为大家演绎了《追风筝的人》．关于其中的物理知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朗读时，朗读者的声带振动产生声音

B、根据图像，当质量为10 克时，体积为10 立方厘米，根据 ，该物质可能是水，故B



，此选项符合实际。

B. 空气中，声音的传播速度约约3×108m/s

C. 观众主要依据音调区分主持人和朗读者的声音

D. 朗读者的声音很大是因为声音的频率很高

【答案】A

【解析】分析：（1）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声音传播时需要介质。

（2） 空气中，声音的传播速度约为340m/s；

（3） 音调与频率有关，频率越高，音调越高。

（4） 音色是区别声音的重要标志。区别声音就是靠音色。

解答：A、发声的物体一定在振动，朗读时是声带振动产生声音，故A 正确；

B. 空气中，声音的传播速度约为340m/s；故B 错误；

C. 观众主要依据音色区分主持人和朗读者的声音，故C 错误；

D. 朗读者的声音很大是因为声音的振幅很大，响度大，故D 错误； 

故选A

【点睛】解决此类问题要结合声音产生的条件、声音的传播是需要介质和传播速度几个方面去分析，难点 

是声音三个特性的区分。

6. 下列物理量估算不合理的是（ ）

A. 一个中学生的重力约 500N

B. 人步行速度约 10m/s

C. 人体的正常体温约 37℃

D. 人体平均密度约 1g/cm3

【答案】B

【解析】分析：不同物理量的估算，有的需要凭借生活经验，有的需要简单的计算，有的要进行单位的换 

算，最后判断最符合实际的是哪一个。

C、正常情况下，人的体温在 37℃左右，变化幅度很小。故C 符合实际； 

D、中学生的质量在 50kg 左右，体积大约为 0.05m3，

解答：A、中学生的质量在 50kg 左右，受到的重力大约为 ．此选项符合实际。

B、人正常步行的速度在 左右。此选项不符合实际；



故选B

【点睛】对物体长度、质量、重力等进行估测，是初中物理的一项基本要求，平时结合所学知识对身边的 

如：人高、教室高、步行速度、楼梯阶梯数、物理课本长和宽、教室内空气质量等等，多观察多思考，必 

要时做出正确判断。

7. 对于上升的热气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热气球的升空原理和民航飞机的起飞原理相同

B. 热气球匀速上升时，机械能一定不变

C. 热气球上升过程中，受到的大气压强不变

D. 热气球燃料减少后，它的惯性变小

【答案】D

【解析】分析：（1）飞机起飞利用了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热气球是利用浮力升空的；

（2） 分析热气球在匀速上升过程中气球的动能和势能变化情况即可得出答案。

（3） 根据大气压与高度的变化关系可判断热气球上升过程中大气压强的变化；

（4） 惯性是保持物体运动状态不变的性质，只有质量有关，质量大，惯性大。

解答：A、飞机起飞利用了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热气球是利用浮力升空的，二者的原理不相同。此选项 

错误；

B、热气球在匀速上升过程中气球的质量不变，速度不变，动能不变；而高度变大，势能变大，所以机械能 

变大。此选项错误；

C、大气压随高度的升高而减小，故热气球上升过程中，受到的大气压强越来越小；此选项错误；

D、惯性大小与质量有关，质量小，惯性小，故火箭飞行一段时间后燃料减少，质量减少，其惯性大小变小。 此选

项正确；

故选D

【点睛】此题通过气球的升空现象，考查了物体浮沉条件的应用，对二力平衡条件的掌握，还考查了机械 

能的知识，综合性较强，难点是物体浮沉条件的应用。

8. 如图所示，物体沿斜而匀速下滑，其受力分析正确的是（ ）

A.



【答案】D

【解析】分析：首先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顺序是：重力一定有，弹力看四周，分析摩擦力，不忘液气浮； 

物块匀速下滑，所受的合力为零，受重力、支持力和摩擦力作用。

解答：物体沿斜面匀速下滑，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可知，物体受到地球施加的重力G，方向竖直向下；还 

受到斜面施加的支持力F，方向垂直于接触面向上；以及沿斜面向上的摩擦力。故只有D 正确。

故选：D。

【点睛】此题考查力的示意图的画法，对物体进行正确的受力分析是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

9. 阅兵仪式中，检阅车在水平地面上匀速行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车和人的总重力与地面对车的支持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B. 车对地面的压力与地面对车的支持力是一对平衡力

C. 以行驶的检阅车为参照物，路边站立的土兵是运动的

D. 检阅车匀速行驶牵引力大于车受到的阻力

【答案】C

【解析】分析：（1）二力平衡的条件：作用在同一物体上、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

（2） 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物体间相互作用的力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3） 物体相对于参照物位置发生变化，是运动的，反之是静止的。

解答：A.  车和人的总重力与地面对车的支持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作用在同一物体

上，它们是一对平衡力，故A 错误；

B. 车对地面的压力与地面对车的支持力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故B 错误；

B.

C.

D.



C. 以行驶的检阅车为参照物，路边站立的土兵位置不断改变是运动的，故C 正确；

D. 检阅车匀速行驶，牵引力等于车受到的阻力，故D 错误； 

故选C

【点睛】本题是一道综合题，涉及的知识点较多，但难度不大，掌握基础知识即可正确解题；难点是一对 

平衡力与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间的区别。

10. 下图为“测滑轮组机械效率”的实验．在弹簧测力计拉力作用下，重6N 的物体 2s 内匀速上升 0.1m， 

弹簧测力计示数如图示（不计绳重与摩擦）．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弹簧测力计的拉力是 2.4N

B. 物体上升的速度为 0.05m/s

C. 弹簧测力计拉力的功率为 0.12W

D. 滑轮组的机械效率约 83.3％

【答案】C

有用功与总功之比。

解答：由图可知，弹簧测力计的拉力是2.4N ，故A 正确；物体 2s 内匀速上升 0.1m，物体上升的速度为

故答案为C

【点睛】本题考查了使用滑轮组时有用功、总功、功率、机械效率的计算，根据题图确定n 的大小（直接

【解析】分析：由图可知使用滑轮组承担物重的绳子股数n，拉力端移动的距离 ，利用 求拉力做

的总功，再利用 求功率；已知物体的重力和上升高度，利用 求有用功，滑轮组的机械效率等于

，故B 正确；n=3，拉力端端移动距离 ，拉力做的总功为：

；拉力的功率为： ，故C 错误；拉力做的有用功为：

；滑轮组机械效率为： 。故 D 正确；



A. 电风扇

从动滑轮上引出的绳子股数）是本题的突破口，灵活选用公式计算是关键。

11. 下列关于电学知识说法正确的是（ ）

A. 验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异种电荷相互排斥

B. 金属靠自由电子导电

C. 导体的电阻大小只跟导体的长度、横截面积有关

D. 电学中规定正电荷的运动方向为电流的方向

【答案】B

【解析】分析：（1）用电器的原理：同种电荷相排斥；

（2） 电荷的定向移动会形成电流；

（3） 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有：材料、长度、横截面积和温度。

（4） 物理学中电流方向的规定；

解答：A、用电器的原理：同种电荷相排斥，故A   错误；

B、金属靠自由电子定向移动形成电流导电，故B  正确；

C、导体电阻大小由导体的材料、长度和横截面积决定，还跟温度有关，故C 错误。D

、电学中规定正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方向，故D 错误。

故选：B。

【点睛】本题考查了用电器的原理，电流的形成、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是一道基础题，应熟记相关的基 

础知识。易错点是正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方向。

12. 我国航母舰载机起飞将采用自行研制的电磁导射器，电磁弹射器的弹射车与舰载机前轮连接，并处于强 

磁场中，当弹射车的导体有强电流通过时，就可以受到强大的推力，下列各图中与弹射车工作原理一致的 

是 （ ）

B. 手摇发电机



【答案】A

【解析】分析：根据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到磁场力的作用分析解答。

解答：由题意可知，电磁弹射器的弹射车与飞机前轮连接，并处于强磁场中，当弹射车内的导体通以强电 

流时，即可受到强大的推力，由此可知其原理是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而运动。

A、电风扇的主要部件是电动机，是利用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而运动的原理工作的，故A 符合题意； 

B、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现象，故B 不符合题意；

C、电热水壶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的原理工作的，故C 不符合题意； 

D、电磁起重机是利用电磁铁工作的，故D 不符合题意。

故选：A。

【点睛】对于电磁学中的电流磁效应、磁场对通电导体有力的作用、电磁感应实验区分要注意条件。

13. 关于安全用电知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可以用湿抹布擦插座

B. 发现有人触电，应立即用手将人拉开

C. 三孔插座接地线要保证良好接地

D. 使用试电笔时，不能用手接触到笔尾金属体

【答案】C

【解析】分析：（1）安全用电的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更换灯泡或维修电路时要 

先断开电源；

（2） 使用测电笔时，应让手与笔尾的金属体接触，才是正确的，当氖管发光时，说明是接触的是火线；

（3） 使三孔插座中多出的一个孔是用来接地线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触电。；

（4） 发现有人触电，首先要使触电者尽快脱离电源，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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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电热水壶

D. 电磁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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