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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4.5 科学探究院凸透镜成像

基础巩固

1.C
2.C
提示院将眼镜放到太阳光下袁眼镜

到地面的距离在一倍焦距以内袁 由图
知袁阳光通过眼镜形成的光斑四周亮尧
中间暗袁 说明该眼镜对光线起发散作
用袁所以是凹透镜遥

3援A
提示院 由于光斑到凸透镜的距离

为 5cm时袁即像距为 5cm时袁纸上呈现
一个并非最小的光斑袁 这个光斑可能
是焦点之后的袁 也可能是焦点之前的
光斑曰 若凸透镜远离纸的过程中光斑
一直变大袁 说明凸透镜的焦点不在光
斑之后袁故焦点应在光斑之前袁因此 f
一定小于 5cm遥

4.保持原位置不变 变大

5.如图 1所示

图 1

FF

6.（1）10
（2）高度
（3）放大
（4）靠近 变小

（5）上 C
能力提高

7.C
提示院因为凸透镜对光线有会聚

作用袁凹透镜对光线起发散作用袁根据
图示可知袁 甲一定是对光线起了会聚
作用曰乙可能是对光线起了发散作用袁
也可能是形成放大的实像袁 因此形成
甲光斑的一定是凸透镜袁 形成乙光斑
的可能是凹透镜袁也可能是凸透镜遥

8.C

提示院若先用焦距为 20cm的透镜
甲进行实验袁由图知此时 u跃2f袁在屏上
得到清晰倒立尧缩小的实像曰当改用焦
距为 10cm的透镜乙继续实验袁不改变
蜡烛和凸透镜的位置袁 则相当于增大
了物距袁根据野凸透镜成实像时袁物远
像近像变小冶可知袁要在光屏上成清晰
的像袁光屏将靠近透镜移动袁像变小遥

9.凸 会聚 发散

10.靠近 物距小于焦距，凸透镜

成正立的虚像

11.如图 2所示

图 2

O

F

A

45毅
F

12.（1）放大 40
（2）靠近
（3）B 4

拓展提升

13.A
14.B
15.淤不经过
于如图 3所示

图 3 M忆

8 46 2 0
a

b
c

凸透镜

主光轴
2 4 6 8 cm

M

F

16.（1）凸透镜没有正对太阳光放
置（太阳光没有与凸透镜的主光轴平

行），所以这个亮点不是凸透镜的焦点

位置 （2）II （3）C
异4.6 神奇的眼睛

基础巩固

1.C
2.B
3.凸透镜 虚

4.凸透镜 凹透镜 前

能力提高

5.B
6.C

提示院物镜乙放大倍数小袁看到的
细胞数目多曰物镜甲放大倍数大袁视野
窄袁可观察到的实际面积比物镜乙小曰
物镜的放大倍数越大袁镜头越长曰图甲
中的 X点在视野的右上方袁应将蝉翅样
本向右上方移动袁才能移到视野中央遥

7.放大镜 虚 >
8.（1）将外筒左右移动 依然清晰

（2）于
（3）幻灯机 B

拓展提升

9.（1）B
（2）折
（3）B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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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多彩的光 章节检测

一尧选择题
1.A
2.C
3.D
提示院为检验像相对于物是否上下

左右相反袁应选择不对称的光源遥
4.B
5.D
提示院光在墙面上发生漫反射袁在

镜子上发生镜面反射遥
6.A
提示院光线从空气中斜射入玻璃砖

中袁折射角小于入射角袁即 酌1约琢1曰光线
从玻璃砖中斜射入空气中袁 折射角大
于入射角袁即 酌2跃琢2曰由几何知识可知袁
酌1=琢2曰 在光的折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
的袁所以 琢1=酌2遥

7.B
提示院 彩虹是太阳光通过悬浮在

空气中细小的水珠发生折射和反射而

形成的袁 这种把白色的太阳光分解为
各种彩色光的现象叫做光的色散现

象曰 不同颜色的光的折射程度是不同
的袁 发生色散时袁 红光的偏折程度最
小袁故 b 光线是红光曰紫光的偏折程度

第 12期
异5.1 质量
基础巩固

1.C
2.B
3.A
提示院9.1伊10-25mg=9.1伊10-25伊10-6kg=

9.1伊10-31kg遥
4.不变 变小

5.偏大 不变

6.（1）淤大于 不正确 于用
手将橡皮泥捏成不同形状并用天平测

出其质量 若质量相等则说明质量与

形状无关，若质量不相等则说明质量

与形状有关

（2）等于
（3）物体

能力提高

7.D
8.C
提示院 物理老师的质量大约为50kg袁

步行的平均速度大约为 1m/s袁 达不到
10m/s曰正常人的脉搏约每分钟 60次左
右袁 故老师步行后心跳一次时间大约
为 1s袁达不到 4秒遥

9.D
10.不变 g
11. 50M1

M2

12.月球的质量约为
m 月= 181 m 地= 181 伊5.965伊1024kg=

7.364伊1022kg=7.364伊1019t
拓展提升

13.D
14.2 3
提示院质量是 16kg的小孩每天的

服用量为 16kg伊 40mg1kg 越640mg越0.64g袁
一天分两次服袁 所以一次服的量

是院0.32g遥

由于一袋的质量是 0.16g袁 所以每
次用量为 0.32g0.16g 越2袋遥

因为一天服用两次袁是 4袋袁所以
3天内就能将此盒的 12袋药用完遥

15.（1）淤132 于不同位置天平所
受的重力可能不同（答案合理即可）

（2）不变
异5.2 学习使用天平和量筒

基础巩固

1.A
2.乙 59
3.B
4.如下图所示

40 1 2 3 5
提示院物体的质量是 33.4g袁可利用

20g 和 10g 的砝码袁 故游码的示数是
33.4g-30g=3.4g遥

5.（1）（1）0.05g
（2）1.5s
（3）2.88
提示 院 渊1冤500 滴液体质量就为

m2-m1越125g-100g越25g袁 所以一滴液体
质量就为 m越 25g500 越0.05g遥渊2冤每滴液体
经历的时间是由第 2步求出袁 从第一
滴开始数 1并计时袁 因为数 1时才开
始计时袁 所以数 1时这第 1滴经历的
时间是没计算在总时间 t内的袁所以每

滴液体经历的时间为 t
n-1 越 750s500-1 抑

1.5s遥 渊3冤 一 昼 夜 漏 水 的 滴 数 越
24伊3600s1 .5s 越57600渊滴冤袁一昼夜漏水的

总质量 m 总 越57600 渊滴 冤 伊0.05g/滴 越
2880g越2.88kg遥

能力提高

6.C
提示院86cm3=86mL遥 量程为 50mL

的量筒太小袁 不能一次测量 86cm3水袁
故 A不符合题意遥

量程为 100mL的量筒袁 能一次测
量 86cm3水袁 分度值 1mL的量筒测量
更准确袁故 B不符合题意袁C符合题意遥
量程为 200mL 的量筒袁 能一次测量
86cm3水袁分度值是 2mL袁分度值较大袁
测量不够准确袁故 D不符合题意遥

7.D
8.D
9.60 能浸没于 不超过量筒的

量程

10.（1）游码 平衡螺母

（2）50
（3）测量中调节平衡螺母

拓展提升

11.C
提示院 使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

前袁要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袁游码移
到标尺左端的零刻线处袁 调节平衡螺
母使天平平衡曰 发现指针偏向分度盘
中央刻度线的左侧袁 他应将平衡螺母
向右端调使天平平衡遥

12.D
提示院由图可知袁甲量筒的最小格

表示的是 2cm3曰 两次读数不同是因为
量筒的分度值不同遥

两量筒的分度值不同袁 分度值越
小袁误差越小曰由图可知袁乙量筒的一
个最小格为 1cm3袁分度值越小袁误差越
小袁精确度更高遥

13.D
14.把八个小球平均分成两份，分

别放在已经调节好横梁平衡的托盘天

平的左右两个盘中，不合格的球在下

沉的盘中。然后把下沉盘中的四个小

球平均分成两份，分别放在已经调节

好横梁平衡的托盘天平的左右两个盘

中，不合格的球在下沉的盘中。最后把

下沉盘中的两个小球各分一个，分别

放在已经调节好横梁平衡的托盘天平

的左右两个盘中，则下沉的盘中的那

个球不合格。（合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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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袁故 a光线是紫光遥
8.D

9.D
10.C
提示院S发出的任意一条光线最多

只能产生两次反射袁 根据平面镜成像
特点分别作出入射光线 SA 和反射光
线 SB袁如图 1所示院设入射光线 SA 与
平面镜 MO 的夹角为 茁袁 则反射光线
AB与平面镜 MO的夹角也为 茁遥 当第
二次入射时候袁原来的反射光线 AB即
为入射光线袁则 AB与平面镜 NO的夹
角为 180毅-琢-茁遥同理袁SB与平面镜 NO
的夹角也为 180毅-琢-茁遥 要使第三次反
射不发生袁茁逸180毅-2琢袁 又因为 茁的最

小值为 琢2 袁 所以 琢2 逸180毅-2琢，解得
琢逸72毅遥

S忆 S义
S

A B
O

M N

琢

图 1
二尧填空题
11.光沿直线传播 大

12.1.44伊108 距离
13.十年前的景象 介质的种类

14.凸透（放大） 正立、放大的虚

15.45 虚

16.折射 乙

17.3m 10：10
18.90 左

三尧作图题
19.如图 2所示

B忆

A忆
A

M

B

图 2
20.如图 3所示

P2P1
图 3

提示院两条折射光线是平行的遥

21.如图 4所示

图 4

A
A 忆

O
B忆F

B

F

四尧实验与探究题
22.（1）光的直线传播 倒立 实

下 变小 （2）不变 （3）树叶到地面
距离不同

23.（1）等于 （2）在 （3）靠近
（4）光路是可逆的 （5）不平行 遵循

24.（1）像的位置 大小 （2）竖直
（3）前 虚 （4）不变 等于

25.（1）不能 在 （2）AON
BON忆 （3）淤不变 于偏向 盂光从
空气斜射入水中，折射角小于入射角，

入射角增大，折射角也随之增大

（4）172.1
26.（1）主光轴上
（2）放大
（3）像距太大
（4）小 小于 远视眼

第 11期
期中测试渊一冤

一尧选择题
员.悦
圆.悦
猿.阅
源.悦
缘.粤
提示院机器人发出的声音也是振动

产生的袁故 粤正确曰机器人发出的声音是
可听声袁不属于超声波袁故 B 错误曰声音
的传播需要介质袁声音可以在固体尧液体
和气体中传播袁在真空中不能传播袁故 C
错误曰机器人可以和读者交流袁说明声音
可以传递信息袁故 阅错误遥

远.悦
提示院板墙不能降低声音的音调尧改

善音色曰 板墙能减小车辆在道路通行时
传到居民区的声音的响度袁 属于在传播
过程中减弱噪声遥

苑.B
愿.A
提示院人在岸上观察到水中点光源 S

成的像 S忆袁 是水中 S射向水面的光在水

面发生折射后进入人的眼睛袁 人眼逆着
折射光线看到了比 S浅的虚像 S忆渊S忆在淤
直线上冤遥

怨.D
提示院 把眼镜片放在烛焰与凸透镜

之间袁如图所示袁屏上的像变得模糊袁调
节光屏的位置袁适当靠近凸透镜袁光屏上
又可以得到清晰的像袁 这说明该透镜对
光线有会聚作用袁是凸透镜袁凸透镜可以
矫正远视眼遥

员园.悦
提示院图中袁甲车在相同时间内通过

的距离变大袁做加速直线运动曰乙车相同
时间内通过的距离相同袁 故小车做匀速
运动袁故 粤错误遥 由图可知袁从 粤 位置运
动至 耘位置袁 甲车的路程小于乙车的路

程袁时间相同袁由 增越 s
t 可得袁甲的平均速

度小于乙的平均速度袁故月错误遥 乙运动
至 阅位置时路程 泽越远糟皂越园.园远皂袁 所用时
间 贼越猿伊园.园圆泽越园.园远泽袁 乙运动至 阅位置时

速度 增越 s
t 越 0.06m0.06s 越员皂/泽袁故 悦正确遥 从

阅位置运动至 耘位置袁甲车的路程大于乙
车的路程袁所用时间相同袁故甲的平均速
度大于乙的平均速度袁故 阅错误遥

二尧填空题
员员.运动 静止

员圆.0.1 员.员缘（合理即可）
员猿.镜面 200
员源.次声 噪声

员缘.乙 丁

员远.40毅 向右

员苑.70 向左

员愿.员缘 圆.苑伊104

三尧作图题
员怨.（1）如图 1所示

图 1

A

B

S忆 S

（2）如图 2所示

P

O

玻璃

空气 空气

图 2

四尧实验与探究题

圆园.（员）增越 s
t （圆）小 时间 （猿）大

（源）园.圆 小于 园.圆源
圆员.（员）淤、榆 （圆）盂、榆 （猿）等于

不等于 （源）悦月粤 （缘）控制变量
圆圆 .（1）便于确定像的位置 （2）A

（3）不变 （4）虚像 （5）玻璃板与桌面
不垂直 （6）A

五尧计算题
圆猿.根据题意可作图如下：

粤月 悦

人站在粤处；汽车在月处第一次鸣笛，
在悦处第二次鸣笛，则可列式：

泽AB越增声t1=增声伊猿泽；
泽月悦越增车t2=增车伊员苑泽；
泽粤悦越增声t3=增声伊圆泽。
泽粤月越泽月悦垣泽粤悦，即：增声伊猿泽越增车伊员苑泽垣增声伊圆泽
猿源园皂/泽伊猿泽越增车伊员苑泽垣猿源园皂/泽伊圆泽
解得院增车越圆园皂/泽。
圆源.（员）已知汽车的行驶为增越苑圆噪皂/澡越

圆园皂/泽，则此车员园分钟行驶的路程为
泽越增贼越圆园皂/泽伊员园伊远园泽越员.圆伊员园源皂
（圆）在司机的反应过程中汽车行驶了

员源米，则司机的反应时间为
贼反应越 s反应

v 越 14m20m/s 越园.苑泽
（猿）从司机发现情况到汽车停下，所

用时间为

贼总越贼反应垣贼制动越园.苑泽垣圆.猿泽越猿泽
汽车的平均速度为

增忆越 s总
v总 越 猿园m3s 越员园皂/泽

期中测试渊二冤
一尧选择题
员.月
圆.月
猿.月
源.悦
缘.悦
远.悦
苑.悦
愿.月
提示院 成年人正常步行的速度约为

员皂/泽袁行走的时间大约为 贼越愿皂蚤灶越源愿园泽曰根
据 增越 s

t 可得袁中央大厅 韵到 粤 登机口的

距离大约为 泽越增贼越员皂/泽伊源愿园泽越源愿园皂遥 OA
与 AB长度接近遥

怨.D
员园.D
提示院物体离凸透镜 8cm时袁在透镜

的另一侧得到一个倒立的尧放大的实像袁
则有 2f跃u跃f袁 所以袁2f跃8cm跃f袁 即 8cm跃f跃
4cm淤曰由野保持物体与光屏的位置不变袁
把凸透镜向光屏方向移动 2cm袁则在光屏
上又成一清晰的缩小的像冶袁 可知 u=
10cm跃2f袁即 f约5cm于袁由淤于可知院4cm约
f约5cm遥

二尧填空题
员员.粤 月
员圆.音调 空气

员猿.振动 可以传递信息

员源.静止 他的手掌

员缘.折射 反射

员远.仍不能 顺

员苑.望远镜 放大镜

员愿.苑圆 约
三尧作图题
员怨.（1）如图 1所示

图 1
水洼

B

A

B忆
A忆

（2）如图 2所示

水

空气F

图 2

F

四尧实验与探究题
圆园.（员）停表 （圆）方便测量时间

（猿）A （源）大 大 （缘）园.圆缘 （远）苑
圆员.活动一：乒乓球弹跳起来 发声的

物体在振动 将音叉的振动放大

活动二：（员）空气 （圆）固体 大 固

体传声的效果比气体好 （猿）变快

活动三：（员）小 介质 真空 （圆）悦
圆圆.（1）放大 （2）75 （3）右 （4）左

（5）成像更清晰、稳定 （6）C
五尧计算题
圆猿.（员）从标志牌，此处距离飞机场还

有 缘园噪皂，由图可知，速度计显示速度 增越
怨园噪皂/澡，由 增越 s

t 可得，到飞机场需要的时

间为

贼越 s
v 越 缘园噪皂怨园噪皂/澡 抑园.缘远澡

（圆）由 增越 s
t 可得，员园皂蚤灶（ 16 h）行驶

的路程为

泽忆越增贼忆越怨园噪皂/澡伊 16 澡越员缘噪皂
出发时间是上午 员园：园园整，行驶 员园

分钟后，大山才突然想起必须在 员园：猿园前
赶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因此余下的路程

为

泽义越s总原泽忆越缘园噪皂原员缘噪皂越猿缘噪皂
时间为

贼义越t总原t忆越猿园皂蚤灶原员园皂蚤灶越圆园皂蚤灶越 13 澡
小车在余下的路程内按时到达机场

的最小速度为

增义越 泽义贼义 越 猿缘噪皂13
澡越员园缘噪皂/澡

圆源.（员）“奋斗者”号下潜时间为
t = t 坐 底 - t 开 始 = 员园h9min - 6h47min =

3h22min抑3.37h
下潜深度为

泽越员园怨园怨皂越员园.怨园怨噪皂
则下潜平均速度为

增越 s
t 越 员园.怨园怨噪皂猿.猿苑澡 抑猿.圆源噪皂/澡

（圆）超声波传播的路程为
泽员越2泽2=怨园园园皂伊圆越员愿园园园皂
由 增越 s

t 得，超声波传播的时间为

贼员越 泽员
增员

越 员愿园园园皂员缘园园皂/泽 越员圆泽
（猿）因为月球表面没有空气，真空不

能传声，所以不能用超声波测出地球与月

球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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