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 功和机械能测试试题及答案 

 

一、选择题 

1．如图所示，重为 G 的物体在拉力 F 的作用下，以速度 v 匀速运动距离为 s，已知物体在

水平桌面上运动时受到的摩擦阻力为物重的 n 分之一，不计绳重、轮与轴间的摩擦，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A．使用该滑轮组一定省力 B．拉力的功率为 Fv 

C．额外功为
1

n
（2nF﹣G）s D．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

2

G

F
 

2．用图 3 甲、乙两种方式匀速提升重为 100N 的物体，已知滑轮重 20N、绳重和摩擦力不

计．则 

 

A．手的拉力：F
甲

=F
乙
；机械效率：η

甲
=η

乙
 

B．手的拉力：F
甲
＜F

乙
；机械效率：η

甲
＜η

乙
 

C．手的拉力：F
甲
＞F

乙
；机械效率：η

甲
＜η

乙
 

D．手的拉力：F
甲
＞F

乙
；机械效率：η

甲
＞η

乙
 

3．用如图甲所示的装置来探究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η 与物重 G
物
的关系，改变 G

物
，竖直向

上匀速拉动弹簧测力计，计算并绘出 η 与 G
物
关系如图乙所示，若不计绳重和摩擦，则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此滑轮组动滑轮的重力为 2N 

B．当 G
物
＝6N 时，机械效率约为 η＝66.7% 

C．同一滑轮组 η 随 G
物
的增大而增大，最终将超过 100% 



D．G
物
不变，改变图甲中的绕绳方式，滑轮组机械效率将改变 

4．材料相同的甲、乙两个物体分别挂在杠杆 A、B两端，O为支点（OA＜OB），如图所

示，杠杆处于平衡状态．如果将甲、乙物体（不溶于水）浸没于水中，杠杆将会 

 

A．A 端下沉 B．B 端下沉 C．仍保持平衡 D．无法确定 

5．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很多地方举行了赛龙舟活动，极大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关于赛龙舟活动，以下分析不正确的是（  ） 

A．运动员划水的船桨是费力杠杆 

B．龙舟漂浮在水面上，说明龙舟受到的浮力大于重力 

C．运动员向后划水，龙舟向前运动，说明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D．划船时，水既是受力物体同时也是施力物体 

6．如图所示，在水平地面上，用力 F拉动重 500N 的木箱，使它在 3s 内匀速直线运动了

3m，受到的摩擦力为 200N。不计滑轮重及绳与滑轮间摩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拉力 F的大小为 250N B．拉力 F做的功为 600J 

C．拉力 F做功的功率为 100W D．绳端移动的速度为 1m/s 

7．如图所示，用甲、乙滑轮组在相同时间分别将 A、B 物体匀速提升相同高度，已知物体

受到的重力 G
A
＞G

B
，滑轮组的机械效率η

甲
＜η

乙
（忽略绳重和摩擦）．下列判断正确的

是（  ） 

 

A．两滑轮组绳端移动的距离相等 B．甲滑轮组的有用功比乙的少 

C．甲滑轮组的总功率比乙的小 D．甲滑轮组的动滑轮比乙的重 

8．关于功、功率、机械效率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功率大的机械，机械效率一定高 B．机械做功时，做的有用功越多，机械效率

越大 

C．机械做功时，工作时间越短，功率一定越大        D．利用机械做功时可以省力或省

距离，但不能省功 

9．如图所示，斜面长 s=4m，高 h=2m，用平行于斜面向上的 7.5N 的拉力将 10N 重的物体从

斜面底端匀速拉到斜面顶端，则（  ） 

 

A．斜面的机械效率是 75%    B．物体所受的额外功为 20J 

C．物体所受的摩擦力等于拉力    D．斜面的机械效率与斜面的倾斜程度和粗糙程度有关 

10．用同种材料制成的物体 A 和 B，分别挂在杠杆的两端，且 G
A
＞G

B
  ， 此时杠杆平衡，

如图（a）所示，若将两物体全部浸入水中，如图（b）所示，杠杆将会（  ） 

 

A．A 物体下移，B 物体上移 B．A 物体上移，B 物体下移 C．仍将保

持平衡 D．无法判断 

二、填空题 

11．如图甲所示为一种搬运建筑材料的机械装置，A B 是个杠杆，O 为支点，杠杆平衡时，

B 端受到的向下的拉力________A 端受到的向下拉力（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用

于装载货物的小车自重为 500N，若搬运 2000N 的货物，电动卷扬机拉钢丝绳的力 F
甲
＝

1600N，该滑轮组的效率 η
甲
＝________；若用同样的滑轮按乙图组装，匀速提升相同的货

物，电动卷扬机拉钢丝绳的力为 F
乙

  ， 乙滑轮组的效率为 η
乙

  ， 考虑实际情况，则 F
甲

________F
乙

  ， η
甲

________η
乙
（选填“>”、“<”或“＝”）． 

 

12．如图所示，一根均匀的细木棒 OC，OA= OC，B 为 OC的中点，在 C 点施力将挂在 A

点的重为 180N 的物体匀速提升 0.2m，木棒的机械效率为 90%，这里的木棒是一种简单机

械，称为______，提升该物体做的有用功是______J，木棒重为______N（不计摩擦）． 

 

13．在科技节，小海用传感器设计了如图甲所示的力学装置，杠杆 OAB始终在水平位置保



持平衡，O为杠杆的支点，OB＝3OA，竖直细杆 a 的上端通过力传感器连在天花板上，下

端连在杠杆的 A点，竖直细杆 b 的两端分别与杠杆和物体 M 固定，水箱的质量为 0.8kg，

不计杠杆、细杆及连接处的重力．当图甲所示的水箱中装满水时，水的质量为 3kg．力传

感器可以显示出细杆 a 的上端受到作用力的大小，图乙是力传感器的示数大小随水箱中水

的质量变化的图象，（取 g＝10N/kg） 

 

（1）图甲所示的水箱装满水时，水受到的重力为_____N； 

（2）物体 M 的质量为_____kg； 

（3）当向水箱中加入质量为 1.1kg 的水时，力传感器的示数大小为 F，水箱对水平面的压

强为 p
1
；继续向水箱中加水，当力传感器的示数大小变为 4F时，水箱对水平面的压强为

p
2
，则 p

1
：p

2
＝_____． 

14．如图，重力不计的一长木板 AB可绕 O点无摩擦转动，且 OA=1m，OB=4m。在 A端用

一细绳挂一边长为 0.5m 的正方体 C，体重为 600N 的小明站在 B点时，正方体 C 对地面的

压力刚好为 300N，则正方体 C 的重力为____N；当小明由 B点向左走____ m 时，正方体 C

对地面的压是 6000Pa。 

 

15．如图所示，不计质量的硬杆处于水平静止状态。O为支点，F
A
的力臂为 L

A
。若撤去

F
A
， 在 B点施加力 F

B
， 硬杆仍可保持水平静止状态，且 F

B
=F

A
，则 F

B
的力臂

L
B
________L

A
(选填“>”、“<”、“=”);F

B
的方向________ （选填“是”或“不是”）唯一。   

  

16．如图所示，一块均匀的厚木板长 15m，重 400N，对称的搁在相距 8m 的 A、B 两个支

架上．一个体重为 500N 的人，从 A 点出发向左走到离 B 点_________m 处时，木板将开始

翘动． 

 

17．如图所示，利用轻质滑轮组匀速拉动水平地面上重为 200N 的物体，拉力 F的大小为

20N，物体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大小为 30N，物体运动的速度为 0.5m/s，运动时间为 10s。



拉力 F 做功的功率为___________W ，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____________，10s 内所做的额

外功为_________J。      

 

18．如图所示，轻质木杆 AB 可以绕 O 点转动，OA 的长度是 OB 的三倍，A 端细线下所挂

280 N 的重物静止在水平地面上，在 B 点用 600 N 的动力竖直向下拉木杆时，木杆静止不

动，这时重物对水平地面的压力为________N，此木杆为________杠杆。(选填“省力” 

“费力”或“等臂”) 

 

19．如图，小明在用动滑轮（不计绳重和摩擦）匀速提升不同重物时，记录下了在绳子自

由端使用的拉力 F 与对应所提升的物体重力 G，如表： 

 

分析表中数据可知，拉力 F 与重力 G 的关系式是：F=________；动滑轮重为________N；

随着物重的增加，动滑轮的机械效率变________． 

20．用如图所示滑轮组拉着一重为 90N 的物体匀速前进了 0.2m，若物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是

物体重力的 0.1 倍，则木块克服摩擦所做的功为___________J。如果小勇对绳的拉力 

F=4N，则该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___________%。 

 

三、实验题 

21．小明在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的实验中，以杠杆中点为支点。 

 

(1)小明在杠杆两侧挂上钩码，调节钩码的数量和位置直到杠杆水平平衡，如图甲所示，此

时小明将两边钩码同时向远离支点方向移动相同的距离后，杠杆_____（选填“左”或

“右”）端下沉； 

(2)小明在得出杠杆平衡条件后，利用杠杆平衡条件解决问题： 



①如图乙所示，有一根均匀铁棒 BC，其长为 L， O点为其重心，其所受重力 300N；

OA=
4

L
 ，为了不使这根铁棒的 B端下沉，所需外力 F至少应为_____N；若 F的方向不变，

微微抬起这根铁棒的 B端，所需外力 F＇至少应为_____N； 

②如图丙所示，C 物体静止在水平地面上时，对地面的压强为 6×105Pa。现将 C 物体用细绳

挂在轻质杠杆的 A端，杠杆的 B端悬挂 D 物体，当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时，C 物体对地面

的压强为 2×105Pa，已知：D 物体的质量为 2kg， OA :AB=1:4。要使 C 物体恰好被细绳拉离

地面，则可以移动支点 O的位置，使 O＇A :AB=______。 

22．小红用如图甲所示的装置进行“测滑轮组机械效率”的实验(忽略绳重和摩擦)． 

 

(1)实验中，应该在___________时(选填以下正确选项前的字母)，读取测力计示数； 

A．竖直匀速拉动            B．竖直加速拉动          C．静止               D．任意方向匀速拉动 

(2)若重物以 0.lm/s 的速度匀速上升，则弹簧测力计竖直向上移动的速度为_______m/s． 

(3)改变动滑轮重，提升同一物体进行多次实验，获得数据并绘制出如图乙所示的图象，分

析可知：被提升物体所受的重力相同时，动滑轮越重，滑轮组的机械效率越___________． 

(4)分析图象中的 A 点可知，被提升物体所受的重力为_________N． 

(5)小红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多使用一个滑轮再次做了实验，如图丙所示．小红多使用一个

滑轮，目的是_____．(选填以下选项前的字母) 

A．可以省力         B．可以省功           C．可以省距离           D．可以改变拉力的方向 

(6)小红同学分别使用动滑轮重相同的甲、丙滑轮组提升相同的重物时，甲、丙滑轮组的机

械效率________________(选填“相同”或“不相同”)． 

23．图甲是某型号的抽水马桶水箱进水控制装置的示意图，浮子是有上底无下底的圆柱形

容器，中间有圆柱形的孔（图乙是浮子的放大示意图），壁的厚度忽略不计，浮子通过圆

孔套在直杆上，并与调节螺母紧密相连，手动上下移动调节螺母，可以使浮子的位置随之

上下移动，轻质细杆 AB可绕 O点旋转，A端与直杆底端相连，B端装有塞子当水箱的进水

孔进水，水面接触到浮子下端后，浮子内的空⽓开始被封闭压缩，随着水位继续上升，浮

子上升带动直杆向上运动，当水位上升到一定高度，AB杆处于水平位置时，塞子压住进水

孔，进水孔停止进水。 

   



(1)为测出浮子上底面的面积，现有刻度尺、量筒和水，请完成实验： 

①将浮子倒置后，用刻度尺测出浮子内的深度 h； 

②将浮子装满水，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浮子上底面的面积表达式：S
上

=_________（用所测量物理量的符号表示）。 

(2)若浮子上升的过程中内部被封闭的空气不泄露，用上述方法测得的浮子上底面的面积为

10cm2，外界大气压为 1.0×105Pa，浮子、直杆、细杆 AB、塞子的重力及所受浮力均不计，

忽略所有摩擦，当进水孔停⽓进水时，浮子内的⽓体压强为外界大气压强的 1.2 倍，

OA=6cm，OB=4cm，塞子受到水的压力为___________N。 

(3)科学研究表明，⽓定质量的⽓体，在温度不变时，其压强与体积成反比，当进水孔的水

压过大时，塞子被冲开，水箱内的水位超过⽓定⽓度，会使水溢出，若通过移动调节螺母

的方法保证⽓桶正常使用，应如何移动调节螺母：__________。 

24．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实验中(每个钩码质量相等，杠杆上每小格等距) 

(1)将杠杆的中点 O挂在支架上后，调节杠杆两端螺母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目的是

_____________； 

(2)杠杆平衡后，小明同学在图甲所示的 A位置挂上两个钩码，可在 B位置挂上_____个钩

码，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3)取下 B位置的钩码，改用弹簧测力计拉杠杆的 C点使杠杆在水平位置保持平衡。当弹簧

测力计由位置 1 转至位置 2 的过程中，杠杆在水平位置始终保持平衡(如图乙)，测力计示

数将_____________(选填“一直变大”、“一直变小”、“先变大后变小”、“先变小后

变大”)； 

 

 

(4)接着小明把支点选到 B点，如图丙，在 A点挂一个钩码，在 C点挂 3 个钩码，杠杆也恰

好水平静止，她觉得此时不满足杠杆平衡条件，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 

(5)完成以上实验后，小明利用杠杆来测量测量杠杆的机械效率。如图丁，实验时，竖直向

上拉动弹簧测力计，使挂在较长杠杆下面的钩码缓缓上升。实验中，将杠杆拉至图中虚线

位置测力计的示数 F=_____N，钩码总重 G为 1.0N，钩码上升高度 h为 0.1m，测力计移动

距离 s为 0.3m，则杠杆的机械效率为_______%(结果精确到 0.1%)。如果把钩码由 A移至

B，两次实验 A点竖直移动相同距离，拉力所做的有用功将____，此杠杆的机械效率将

________(两空均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25．某小组使用几个相同的滑轮分别进行机械效率的测定，如图 G－5－11 所示．他们将

测得的钩码重 G、拉力 F、钩码上升的高度 h、测力计移动的距离 s，并将计算出的有用功

W
有
、总功W

总
和机械效率 η一并记入下表： 



 

 

(1)实验时，应沿竖直方向________拉动弹簧测力计． 

(2)表格中数据★＝________． 

(3)比较实验 1、2，第 2 次的机械效率较低，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比较实验 2、3，影响这两次实验机械效率的主要因素是____，使用滑轮组的优点是__． 

四、计算题 

26．身高相同的兄弟二人在帮奶奶打扫卫生时，用一根重力不计的均匀扁担抬起一桶水

（已知桶和水的总质量为 20kg），扁担长 1.6m，水桶挂在距离哥哥肩膀 0.6m 处（我们可

将扁担简化成如图所示的杠杆），求： 

(1)两人静止站立时，哥哥肩膀对扁担的支持力是多少？ 

(2)若在抬水前，哥哥一人用竖直向上的力从地面将这桶水提起 20cm 高，然后水平向前行

走了 5m，则在此过程中，哥哥对这桶水做了多少功？（g取 10N/kg） 

 

27．某货场对一个木箱进行称重，如图甲所示，磅秤显示为 105kg。小明站在地上想用图

乙所示的滑轮组把木箱提升到高处去，他竭尽全力也没有提起来，磅秤最小示数是 5kg。

他脑筋一转，换了种组装方式，如图丙所示，顺利地将木箱匀速提升。已知小明重为

600N，不计轴摩擦和绳重，g 取 10N/kg。求： 

(1)动滑轮的重力； 

(2)丙图中，小明匀速提升木箱时，求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28．如图所示，某施工队利用滑轮组从水中提取质量为 2000kg、体积为 1m3 的物体，上升

过程中物体始终不接触水底和露出水面，g=10N/kg，水的密度为 1.0×103kg/m3。 

 

（1）物体完全浸没在水中时，求物体所受浮力的大小； 

（2）已知动滑轮重 2000N，若不计绳重和摩擦，当浸没在水中的物体披匀提升时，求电动

机对绳子的拉力； 

（3）求此滑轮组做功的机械效率（结果保留 1 位小数）。 

29．如图所示，拉力 F＝100N，物体重 G＝180N，物体被匀速提升的距离 h＝4m，不计绳重

和摩擦．求： 

 

（1）拉力所做的总功． 

（2）当物体重 G＝180N 时，该滑轮组的机械效率η． 

（3）动滑轮重． 

（4）当物体重增加到 200N 时，10s 内物体被匀速提高，绳子移动距离为 10m，拉力做功的

功率．此时机械效率如何变化． 

30．如图所示为一吊运设备的简化模型图,图中虚线框里是滑轮组(未画出)．滑轮组绳子自

由端由电动机拉动,现用该设备先后搬运水平地面上的物体 A 和 B,已知物体重力

G
A
=1.75G

B
，当对 A以竖直向上的拉力 T

A
=1500N 时,物体 A静止,受到地面持力是 N

A
,当对 B

以竖直向上的拉力 T
B
=1000N 时,物体 B也静止,受到地面支持力是 N

B
；且 N

A
=2N

B
求: 



(1)物体 A 的重力 G
A
,和地面支持力 N

A
大小； 

(2)当电动机对滑轮组绳子的自由端施以 F=625N 的拉力时,物体 B 恰以速度 v 被匀速提升,已

知此时拉力 F 功率为 500W,滑轮组机械效率为 80%,不计各种摩擦和绳子质量,物体 B 的速度

v 为多少． 

 

 

【参考答案】***试卷处理标记，请不要删除 

 

 

一、选择题 

 

1．C 

解析：C 

【详解】 

A．当动滑轮的重力超过物体受到的摩擦阻力，使用该滑轮组也可能费力，故 A 选项不正

确； 

B．根据滑轮组特点可知，绳子的运动速度为 2v。由 P=Fv 得，拉力的功率为 2Fv，故 B 选

项不正确； 

C．根据滑轮组特点可知，绳子的运动的距离为 2s。由 W=Fs 得，总功为 2Fs、有用功为 

W
有

=fs=
G

s
n

 

所以额外功为 

W
额

=W
总

-W
有

=2Fs-
G

s
n

= 
1

n
(2nF﹣G)s 

故 C 选项正确； 

D．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2 2

Gs

W Gn

W Fs nF
   有

总

 

故 D 选项不正确。 

故选 C。 

2．D 

解析：D 

【详解】 



由图可知，甲滑轮是定滑轮，使用该滑轮不省力，所以拉力等于物体的重力；乙滑轮是动

滑轮，使用该滑轮可以省一半的力，即拉力等于物体和滑轮总重力的一半，则手的拉力：F

甲
＞F

乙
；两幅图中的 W

有
是克服物体重力做的功是相同的，但乙图中拉力做功要克服动滑

轮的重力做功，比甲图中做的总功要多，所以结合机械效率公式
W

W
  有

总

可知，有用功相

同时，总功越大的，机械效率越小； 

所以选 D． 

3．B 

解析：B 

【分析】 

(1)结合图中信息，根据 

'

W Gh G

W Gh G h G G
  

 
 有

总 动 动

求得动滑轮的重力。 

(2)当 G
物
＝6N 时，根据 '

W Gh G

W Gh G h G G
  

 
 有

总 动 动

求得机械效率。 

(3)使用机械时，人们为完成某一任务所必须做的功叫有用功；对完成任务没有用，但又不

得不做的功叫额外功；有用功与额外功之和叫总功。有用功与总功的比值叫机械效率。 

(4)G
物
不变，改变图甲中的绕绳方式，改为 2 段绳子承担，分别将同一物体匀速提高到相同

高度，做的有用功相同；由题知，忽略绳重及摩擦，所做的额外功为提升动滑轮做的功，

由W
额
＝Gh 可知额外功相同，又因为总功等于有用功加上额外功，所以总功相同，所以可

以得出两图的机械效率相同。 

【详解】 

A．由图象可知，当 G＝12N 时，η＝80%，不计绳重和摩擦，则 

'

W Gh G

W Gh G h G G
  

 
 有

总 动 动

 

即 

12N
80%

12N G



动

 

解得 

G
动
＝3N 

故 A错误； 

B．当 G
物
＝6N 时，此时的机械效率 

'

6N
100% 66.7%

6N 3N

W Gh G

W Gh G h G G
     

  
 有

总 动 动

 

故 B正确。 

C．由图象可知，同一滑轮组 η 随 G
物
的增大而增大，由题知，不计绳重和摩擦；使用滑轮

组时，克服物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克服动滑轮重做额外功，所以总功一定大于有用



功；由公式
W

W
  有

总

知，机械效率一定小于 1，即同一滑轮组机械效率 η随 G
物
的增大而增

大，但最终不能超过 100%，故 C 错误； 

D．G
物
不变，改变图甲中的绕绳方式，如下图所示， 

 

因为此图与题中甲图将同一物体匀速提高相同的高度，所以所做的有用功相同，忽略绳重

及摩擦时，额外功：W
额
＝G

动
h，则额外功W

额
相同，又因为W

总
＝W

有
+W

额
，所以总功相

同，由
W

W
  有

总

知，两装置的机械效率相同，即 

η
1
＝η

2
 

所以，G
物
不变，改变图甲中的绕绳方式，滑轮组机械效率不变，故 D 错误。 

故选 B。 

4．C 

解析：C 

【详解】 

由题知，甲．乙两物体的密度相同，OA＜OB，即甲的力臂要小于乙的力臂： 

根据杠杆的平衡条件可知，G l G l 
甲 甲 甲 乙

＝  

即： gV l gV l 
甲甲 乙 乙

＝  

所以：V l V l
甲甲 乙 乙

＝  

如果将甲．乙物体（不溶于水）浸没于水中，此时甲乙都要受到浮力的作用，根据阿基米

德原理可知，甲乙受到的浮力分别为： 

F gV
甲浮甲 水

＝  

F gV
乙浮乙 水

＝  

此时左边拉力与力臂的乘积为： G gV l G l gV l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水 水

（ ﹣ ） ＝ ﹣ ① 

此时右边拉力与力臂的乘积为： G gV l G L gV l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乙水 水

（ ﹣ ） ＝ ﹣ ② 

由于V l V l
甲甲 乙 乙

＝  

所以： gV l gV l  
甲 甲 乙 乙水 水

＝   

则由①②两式可知，此时左右两边拉力与力臂的乘积相同，则杠杆仍然会保持平衡，故 C

正确，ABD 错误． 



5．B 

解析：B 

【详解】 

A．杠杆是可以让某一固定点转动的硬棒，划水的船桨符合杠杆的特点，所以划水的船桨

是杠杆，又划水时省了距离，故必定费力，即船桨是费力杠杆，故 A 正确，不符合题意； 

B．龙舟漂浮在水面上时，处于平衡状态，龙舟所受的浮力等于重力，故 B 错误，符合题

意； 

C．运动员向后划水，给了水一个向后的作用力，同时也受到水向前的反作用力，龙舟前

进，说明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故 C 正确，不符合题意； 

D．划船时，船桨给了水一个向后的作用力，此时水为船桨的受力物体，同时船桨也受到

水向前的反作用力，此时水为船桨的施力物体，所以水既是受力物体同时也是施力物体，

故 D 正确，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6．B 

解析：B 

【详解】 

A．阻碍木箱运动的力为摩擦阻力，大小为 200N；有两段绳子与动滑轮接触，所以绳子自

由端拉力的大小为 

200N
100N

2
F     

A 选项错误，不符合题意 

B．物体运动了 3m，两段绳子与动滑轮接触，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离为 

2 3m 6ms     

拉力做的功为 

100N 6m 600JW Fs     

B 选项正确，符合题意 

C．拉力做功的功率为 

600J
200W

3s

W
P

t
     

C 选项错误，不符合题意 

D．绳子自由端移动的速度为 

6m
2m/s

3s

s
v

t
     

D 选项错误，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7．D 

解析：D 

【详解】 

A．两个物体提升相同的高度 h时，甲滑轮组动滑轮上有三段绳子，所以 F
甲
自由端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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