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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天津中考物理试卷解析 

                                                         -----天津智康中考研究中心 物理组 

一、单项选择题 

1、 B 

考点： 声音的三要素 

解答： 音调、响度、音色．音调指声音的高低；响度指声音的大小；音色能辨别物体．“引吭高歌”指声

音很大，高指的是响度大．“低声细语”指声音很小，低指的响度小．故选 B。 

2、 B 

考点： 物态变化 

解答： 樟脑丸变小了，是固态樟脑丸变成气态樟脑散发到空气当中，是升华现象．  

故答案为 B。 

3、D 

考点： 平面镜成像 

解答： 根据平面镜成像，像物等距的特点，人离平面镜 1.5m，则他的像离平面镜也应该是

1.5m，则她在镜中的像与她的距离应为 3m.故答案为 D（此题为 13 年中考原题，只

是距离由 1m 变为 1.5m）  

4、D 

考点： 液体压强  

解答： 本题考查液体压强与液体密度及深度的关系，A,B 选项隔板两边的液体密度相同，A 中

隔板两边的液体深度相同则两边的压强相同，橡皮膜形状不会改变，B 项右侧液体深

度更大，压强更大，橡皮膜应向左突起。C,D 两边液体高度相同，则液体密度越大压

强越大，故 D 正确。  

5、A 

考点： 平衡力的考查（14 年南开二模）  

解答： 在平直的公路上匀速前进的汽车处于平衡状态，受到的力为平衡力；对汽车受力分析

如图所示：  

 
所以汽车受到的阻力和汽车的牵引力是一对平衡力，汽车的重力和地面对它的支持力

是一对平衡力．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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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考点： 家庭电路的连接 

解答： (课本 19 章家庭电路 105 页原图)家庭电路中，三项插座的连接要符合左零右火上地线的连接原则。

灯与开关的连接时，开关连接火线才能满足安全需要。 

 
7、A 

考点： 基本物理常识考察 

解答： 估测是一种科学的近似值，是一种常用的解题方法和思维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科学

研究方法，需要应用日常知识积累解答此题．比较四个选项可知比较接近实际的应该

是 A 选项  

8. C 

考点： 地磁场  

解答： （课本二十章 123 页）由于地磁的北极在地理的南极附近，在磁体的外部磁感线从 N

极指向 S 极，小磁针静止的时候 N 极的方向就是磁感线的方向，所以小磁针由于受到

地磁场的作用静止时 N 极指向地理的北方，地磁的南方  

 
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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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判断机械能守恒和热机能量转化过程 

解答： 对于 A、B 选项，机械能包括动能+重力势能，物体从斜面匀速滑下时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减小，

所以机械能减小；汽油机中压缩冲程是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做功冲程是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10、C 

考点： 基本测量工具的读法 

解答： 天平、温度计、电流表和弹簧弹簧测力计都不需要估读，对于量具的读法主要分为两步――先看量程

再看分度值。对于 A 选项，天平先是看砝码再看游码，最小分度为 0.2g，所以读数应该是

5g+1.2g=6.2g；对于 B 选项，温度计中液面高度在 0 C 刻度以下，最小分度是 1 C ，所以读数

应该是 0.4 C ；对于 C 选项，看接线柱在 0.6A，所以量程为 0－0.6A，最小分度值为 0.02A，读

数为 0.32A；对于 D 选项，测力计量程为 5N，最小分度值 0.2N，所以读数应为 1.0N。 

 

 

 

 

 

 

 

二、多项选择题 

11、BD 

考点： 凸透镜成像规律 

解答： A 选项，根据在据透镜中心 12㎝处得到最小最亮的光斑，说明焦距为 12㎝，因而错误；如图蜡

烛到透镜的距离即为物距为 20㎝，故 B 正确，C 错误； D 选项，物距 20㎝大于一倍焦距小于二

倍焦距，成倒立放大实像，故 D 正确。 

 

12、ACD 

考点： 斜面、机械效率 

解答： 

 

 

 

 



    让学习更有效 

 5 / 10 
 

，故选 ACD 

 

13、BC 

考点： 电路定量分析 

解答： 
由于电压表示数不大于 3V， =0.5A，所以电路电流不大于 0.5A，则电流表最大示数为 0.5A，

故 A 错误；滑动变阻器最大电阻为 50Ω，电路中最小电流为 0.1A，则电压表最小示数为 1V，故 B

正确；电路中电流最小时，滑动变阻器阻值为 50Ω，电路中电流为 0.1A，则滑动变阻器最小功率

为 =0.5W,故 C 正确。电路中电流最大时，即电流为 0.5A，电阻功率最大为 =2.5W ，

故 D 错误。 

 

 

三、填空题 

14、动车；240 

考点： 参照物及其选择；速度公式及其应用 

解答： 小明坐在动车上，看到路边的树木向后移动，研究对象是树木，并且树木是运动的，向后退去，所

以他选取的参照物一定和树木之间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说明他是以动车或自己为参照物的。 

平均速度
s 120km

v= = =240km/h
t 0.5h

。 

点评： 此题涉及到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速度的计算．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的确定，关键取决于

所选取的参照物．所选取的参照物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一定相同．这就是运动和静止的

相对性．  

 

 

15、减小；增大 

考点： 压强和浮力，压强大小跟压力大小和受力面积大小有关  

解答： 增大压强的方法：在压力一定时，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在受力面积一定时，增大压

力来增大压强．  

推土机的土铲刃和篆刻刀的刀口做的很锋利是为了在压力一定时，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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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点评： 掌握压强大小的影响因素，掌握增大压强和减小压强的方法．  

16、省力；300 

考点： 简单机械；杠杆平衡条件 

解答： （1）省力杠杆．因为独轮车在使用过程中，动力臂大于阻力臂，所以是省力杠杆； 

（2）由
1 2 )FL GL 可得，F 1m 100N 0.3m   ，故F 300N 。 

点评： 本题考查了学生对杠杆平衡条件的掌握和运用，确定动力臂和阻力臂的大小是关键．这个

题为八年级下册第 80 页动手动脑学物理的第四题原题。 

 

 

 

 17、相同；电阻  

考点： 电与热、生活用电 

解答： 电炉丝通过导线接到电路里，电炉丝和导线通电的时间相同。而导线的电阻很小，而电炉

丝的电阻很大，所以，当通过的电流相等时，电炉丝热得发红，而导线却几乎不发热。  

点评：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焦耳定律及应用、串联电路电流关系的了解和掌握，知道电炉丝和相

连接的导线为串联是本题的关键。  

 

18、10； 2 :1 

考点： 信息给予题；欧姆定律。 

解答： 
（1）由图象可知，当 甲U =2V 时， 甲I =0.2A，根据欧姆定律可得 甲R =  10

2.0

2

A

V

I

U

甲

甲
 

（2）由图象可知，当 甲U =2V 时， 甲I =0.2A，当 乙U =2V 时， 乙I =0.1A，所以将甲乙并联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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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中，通过他们的电流之比 甲I ： 乙I 2:1 。 

点评： 本题考查了欧姆定律的简单计算，关键是从图象中读出相关信息，是一道基础题目．  

 

19、44；275 

考点： 电能和电功率 

解答： 
电炉正常工作时的功率 WP 1100 ，电压为 220V ，根据

R

U
P

2

  

可得，电阻丝的电阻：  44
1100

22022

P

U
R ，  

当电路中的电压降低到 110V 时，其实际功率： W
R

U
P 275

44

11022

  

点评： 本题考查了电功率公式的灵活应用，关键是知道用电器正常工作时的功率和额定功率相

等。此题与九年级书第 95 页的练习一样，只是改了数据。  

 

四、综合题 

20、 

考点： 比热容计算；热效率计算 

分析： （1）知道水的质量、水的比热容、水的初温和末温，利用吸热公式 Q 吸=cm△t 求水箱内的水吸

收的热量； 

（2）上面求出水吸收的热量为有用能量，知道电热淋浴器的电功率，利用 W=Pt 求出消耗的电能

（总能量），再利用效率公式求电热淋浴器的热效率． 

解答： （1）水吸收的热量（有用能量）：  

)(1078.33030102.4tcm 63 JQ 吸  

（2）加热水消耗的电能（总能量）：  

)(102.460352000 6 JPtW   

电热淋浴器加热时的热效率：  

%90%100
102.4

1078.3
%100

Pt 6

6







吸Q
  

答 ： （ 1 ） 水 箱 中 水 吸 收 的 热 量 为 J61078.3  ；  

（2）电热淋浴器加热时的热效率为 %90 ．  

点评： 本题是一道电学与热学的综合计算题，考查了热量的计算、电功的计算、电热淋浴器的效率的计算，

要注意区分哪些是有用能量（被水吸收的）、哪些是总能量（消耗的电能） 

21、 

考点： 测量小灯泡电功率 

分析： （1） 用电器串联在一起，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电压表并联在小灯泡两端 

（2） 实验次数设计为三次，三列分别依次为电压、电流、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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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1）  

 
（2）  

实验次数  电压 U/V 电流 I/A 电功率 P/W 

1    

2    

3    
 

点评： 本题为探究性实验题，探究内容为影响导体电阻大小的因素。实验的思想为控制变量。 

本题是改编于九年级全一册教材 67 页第 5 题。 

 

 

 

22、 

考点： 探究影响导体电阻大小的因素 

分析： （1） 控制变量法为本题第一问的出题思路 

（2） 猜想三探究与材料的关系，所以应该控制导体长度和导体粗细不变 

解答： （1）请将验证猜想一的实验设计思路补充完整。  

选取材料和横截面积相同、长度不同的导体，分别将其接入图 12 电路中。通过比较电路

中电流的大小，判断导体电阻大小。  

（2）验证猜想三时，若需对比三个实验数据，则应从上表中选取导体 CFG（填写导体代

号）来进行实验。  

答案：（1）材料  横截面积  长度  电流  

（2）CFG 

点评： 本题为探究性实验题，探究内容为影响导体电阻大小的因素。实验的思想为控制变量。 

本题是改编于九年级全一册教材 67 页第 5 题。 

23、 

考点： 欧姆定律计算 

分析： 闭合开关 S、S1 时，电压表测量电源电压，闭合 S、断开 S1 时，电压表测量 R1 两端电压。可分别

求出 R2 两端电压及通过 R2 的电流大小，运用欧姆定律求 R2 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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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闭合
1SS、 时，电压表测量的是总电压，可得电源电压 VU 12  

闭合 S 、断开
1S 时，电阻

1R 和
2R 串联，可得：  

 A
R

U
II 2.0

40

8

1

1
12   

 VUUU 481212   

  20
2.0

4

2

2
2

I

U
R  

点评： 本题为利用欧姆定律求被测电阻阻值，题目较简单。但是答题过程中要注意过程的书写。本题为书

中九年级全一册 85 页第 5 题的改编。 

24、 

考点： 测量小木块密度 

分析： 用体积相等的铜块体积代替木块体积被测出，用物体漂浮时的浮力来求得木块的重力，求得质量和

体积之后，利用公式ρ=m/v 计算密度。 

解答： （1）实验步骤：  

①向量筒中倒入适量的水，记下量筒的示数 0V ；  

②将铜块缓慢放入量筒的水中，记下量筒的示数
1V ；  

③再将木块轻轻放入量筒的水中，待木块处于漂浮状态，记下量筒的示数
2V  

（2）表达式  

水
01

12

VV

VV




  

点评： 本题为测量密度小于水的物体密度。有别于以往的针压法、助沉法，利用易测量体积的一个等体积

物体来代替木块体积。质量的测量方法较正常，为用漂浮状态测量物体质量。 

25、 

考点： 浮力综合应用 

分析： （1） 受力分析，物体受到浮力和重力 

（2） 先利用不放物体时的漂浮状态，计算出浮力称重力。放上被测物体之后，再次利用漂浮状态

列式，展开公式，最终推导出被测物体质量与圆柱体浸入液体深度的关系式。 

（3） 若能够达到最大测量值，则临界条件为圆柱体刚好全部浸没时，水与圆柱体等高，所以水的

体积为圆柱体的高与圆环的面积的乘积，从而求得加入水的质量。 

解答： （1）如图  

 
（2）  

秤盘中未放物体时，浮体在水中漂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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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

g GV

GF





排水

浮


 

可得
0

2

00 gh
4

水


DG   

被称物体放在秤盘上后，浮体仍漂浮，有  

mgh
4

gh
4

g

mgg

0

2

0

2

0

02

02







DD

GV

GGF









水水

排水

物浮

 

则  0

2

0 h-h
4

m 水


D  

（3）  

至少应加入的水的体积   0

2

0

2

4
LDDV 


水

 

其质量为   0

2

0

2

4
m LDDV 水水水水 


   

点评： 本题为力学综合应用，主要考察了受力分析和浮力的应用。第一问的知识点考察非常基础，没有任

何的难度。第二问的解题关键在于理解“浮力称”的测量原理，利用物体漂浮时的浮力知识分两步

计算出被测物体质量与圆柱体浸入液体的深度关系式。第三问考察学生对于这个临界条件的分析，

能够达到最大称量值的最低要求就是当圆柱体刚好全部浸没时，刚好漂浮，也就是说圆柱体底面与

外筒底面接触但是没有弹力作用。所以水的高度为圆柱体高度，面积为圆环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