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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学年度下学期期中阶段测试

高二理科物理试卷

考试时间：90 分钟 试题满分：100 分

一、选择题（共十二道小题，每题 4 分，共计 48 分，其中 1—7 为单选，8—12 为多选）

1、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用透明的标准样板和单色光检查平面的平整度利用了光的干涉

B．在地面上的人看来，以 10 km/s的速度运动的飞船中的时钟会变慢，但是飞船中的宇航

员却看到时钟是准确的

C．分别用绿光和红光在同一装置上做双缝干涉实验，用红光时得到的条纹间距更窄

D．战士从炮弹飞行的尖叫声来判断炮弹是接近还是远离是根据多普勒效应

2、水平做简谐运动的弹簧振子，其振子的质量为 m，振动过程中的最大速度为 v，从某一

时刻算起，半个周期内（ ）

A．弹力做功一定等于零 B．弹力做的功可能是零到 mv2/2 之间的某一值

C．速度的变化一定为零 D．振子自身的机械能守恒

3、一列简谐横波，某时刻的图象如图甲所示，从该时刻开始计时，波上 A 质点的振动图象

如图乙所示，则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这列波沿 x 轴正向传播 B．这列波的波速是 25m/s
C．质点 P 将比质点 Q 后回到平衡位置 D．经过△t=0.4s，A 质点通过的路程为 4m

4、如图所示，弹簧振子在 B、C 间做简谐运动，O 为平衡位置，B、C
间的距离为 20cm，振子由 B 运动到 C 的时间为 2s，则（ ）

A．从 O→C→O振子做了一次全振动

B．振动周期为 2 s，振幅是 10 cm
C．从 B 开始经过 6 s，振子通过的路程是 60 cm
D．从 O 开始经过 3 s，振子又到达平衡位置 O

5、abc 为一全反射棱镜，它的主截面是等腰直角三角形，如图所示，一束

白光垂直入射到 ac面上，在 ab面上发生全反射，若光线入射点 O 的位置

保持不变，改变光线的入射方向（不考虑自 bc 面反射的光线）（ ）

A．使入射光按图中的顺时针方向逐渐偏转，如果有色光射出 ab 面，则红光首先射出

B．使入射光按图中的顺时针方向逐渐偏转，如果有色光射出 ab 面，则紫光首先射出

C．使入射光按图中所示的逆时针方向逐渐偏转，红光将首先射出 ab 面

D．使入射光按图中所示的逆时针方向逐渐偏转，紫光将首先射出 ab 面

6、如图所示，有三块截面为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透明材料（图中 I、II、III）
恰好拼成一个正方形棱镜。从 E 点垂直于边射入的单色光在 F 处发生全反

射，在 G、H 连续发生两次折射后射出。若该单色光在三块材料中的传播

速率依次为 v1、v2、v3，下列关系式中正确的是（ ）

A．v3>v1>v2 B．v2>v3>v1 C．v3>v2>v1 D．v1>v2>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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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图所示，质量为 M 的木板静置在光滑的水平面上，在 M
上放置一质量为 m 的物块，物块与木板的接触面粗糙。当物块

m 获得初速度 V0而向右滑动时，在滑动过程中下面叙述正确的

是（ ）

A．若 M 固定不动，则 m对 M 摩擦力的冲量为零，而 M 对 m 的摩擦力做负功

B．若 M 不固定，则 m 克服摩擦力做的功全部转化为内能

C．若 M 不固定，则 m 对 M 的摩擦力做功，等于 m 克服 M 的摩擦力做功

D．不论 M 是否固定，m与 M 相互作用力的冲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8、如图，同一均匀介质中的一条直线上有相距 6 m 的两个振幅相等的振源 A、B. 从 0 时刻

起，A、B 同时开始振动，且都只振动了一个周期。图甲为 A 的振动图像，图乙为 B 的振动

图像。若 A 向右传播的波与 B 向左传播的波在 0.3 s 时相遇，则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两列波的波长都是 2 m
B．两列波在 A、B 间的传播速度均为 10 m/s
C．在两列波相遇过程中，A、B 连线的中点 C 为振动加强点

D．在 0.9 s 时，质点 B 经过平衡位置且振动方向向上

9、在光滑水平面上，两球沿球心连线以相等速率相向而行，并发生碰撞，下列现象可能的

是（ ）

A．若两球质量相同，碰后以某一相等速率互相分开

B．若两球质量相同，碰后以某一相等速率同向而行

C．若两球质量不同，碰后以某一相等速率互相分开

D．若两球质量不同，碰后以某一相等速率同向而行

10、如图所示，质量相等的两个滑块位于光滑水平桌面上。其中，弹簧两端分别与静止的滑

块 N 和挡板 P 相连接，弹簧与挡板 P 的质量均不计，滑块 M 以初速度 V0向右运动，它与挡

板 P 碰撞（不粘连）后开始压缩弹簧，最后，滑块 N 以速度 V0向右运动。在此过程中（ ）

A．M 的速度等于 0 时，弹簧的弹性势能最大

B．M 与 N 具有相同的速度时，两滑块动能之和最小

C．M 的速度为 V0/2 时，弹簧的长度最长

D．M 的速度为 V0/2 时，弹簧的长度最短

11、用两根完全一样的弹簧和一根细线将甲、乙两滑块连在光滑的水平面上。线上有张力，

甲的质量大于乙的质量，如图所示。当线突然断开后，两滑块都开始做简谐运动，在运动过

程中( )
A．甲的振幅一定等于乙的振幅

B．.甲的振幅一定小于乙的振幅

C．甲的最大速度一定大于乙的最大速度

D．甲的最大速度一定小于乙的最大速度

12、一玻璃砖横截面如图所示，其中 ABC 为直角三角形（AC 边未画出），AB 为直角边

 ABC=45°，ADC 为一圆弧，其圆心在 BC 边的中点。此玻璃的折射

率为 1.5。P 为一贴近玻璃砖放置的、与 AB 垂直的光屏。若一束宽度

与 AB 边长度相等的平行光从 AB 边垂直射入玻璃砖，则 （ ）

A．从 BC 边折射出束宽度与 BC 边长度相等的平行光

B．屏上有一亮区，其宽度小于 AB 边的长度

C．屏上有一亮区，其宽度等于 AC 边的长度

D．当屏向远离玻璃砖的方向平行移动时，屏上亮区先逐渐变小然后逐渐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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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题(共一道题，共计 15 分，每空 3 分)
13、某同学在“用单摆测重力加速度”的实验中进行了如下的操作：

（1）用游标上有 10 个小格的游标卡尺测量摆球直径如图（甲）所示，摆球直径为 cm。

把摆球用细线悬挂在铁架台上，测量摆线长，通过计算得到摆长 L。
（2）用秒表测量单摆的周期。当单摆摆动稳定且到达最低点时开始计时并记为 n=0，单摆

每经过最低点记一次数，当数到 n=60 时秒表的示数如图（乙）所示，该单摆的周期

T= s（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3）测量出多组周期 T、摆长 L数值后，画出 T2﹣L 图像如图（丙），此图线斜率的物理意

义是（ ）

A．g B． g1 C． g4 2 D． 24g

（4）与重力加速度的真实值比较，发现测量结果偏大，分析原因可能是（ ）

A．振幅偏小 B．将摆线长加上小球直径作为摆长

C．将摆线长当成了摆长 D．开始计时误记为 n=1
（5）该小组的另一同学没有使用游标卡尺也测出了重力加速度。他采用的方法是：先测出

一摆线较长的单摆的振动周期 T1，然后把摆线缩短适当的长度△L，再测出其振动周期 T2。
用该同学测出的物理量表达重力加速度为 g= 。

L/m

T2/s2

O

图 丙

甲

图甲

图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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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题（共三道题，共计 37 分，第 14 题 12 分，第 15 题 12 分，第 16 题 13 分）

14、将一测力传感器连接到计算机上就可以测量快速变化的力。图甲中 O 点为单摆的固定

悬点，现将质量 m=0.05kg 的小摆球（可视为质点）拉至 A 点，此时细线处于张紧状态，释

放摆球，则摆球将在竖直平面内的 A、C 之间来回摆动，其中 B 点为运动中的最低位置，

∠AOB=θ（θ小于 10°且是未知量）。由计算机得到的细线对摆球的拉力大小 F 随时间 t
变化的曲线如图乙所示，且图中 t=0 时刻为摆球从 A 点开始运动的时刻。试根据力学规律和

题中所给的信息，(g 取 10m/s2)，求：

（1）单摆的振动周期和摆长；

（2）摆球运动到平衡位置时的速度；

（3）图乙中细线拉力最小值为多少？

15、如图甲所示是由透明材料制成的半圆柱体，一束细光束由真空沿着径向与 AB 成θ角射

入，对射出的折射光线的强度随θ角的变化进行记录，得到的关系如图乙所示，如图丙所示

是这种材料制成的器具，左侧是半径为 R 的半圆，右侧是长为 8R，高为 2R 的长方体，一束

单色光从左侧 A′点沿半径方向与长边成 37°角射入器具。已知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 c，
求：（sin37°=0.6，cos37°=0.8）
①该透明材料的折射率；

②光线至少要经过几次全反射才能穿过器具？并求出穿过器具所用的时间？（必须有必要的

计算说明）

16、如图所示，木板 A 和有 1/4 光滑圆弧面的滑块 B 静止在光滑水平面上，A 的上表面与圆

弧的最低点相切，A 的左端有一可视为质点的小铁块 C。现突然给 C 水平向右的初速度 v0，
C 经过 A 的右端时速度变为原初速度的一半，之后滑到 B 上并刚好能到达圆弧的最高点。若

A、B、C 的质量均为 m，重力加速度为 g。求：

（1）小铁块 C 滑上 B 瞬间 A、B 的速度；

（2）光滑圆弧面的半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