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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省中考科学试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有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

要求的，不选、多选、错选均不得分）

1．（3分）下列模型（ 表示氧原子， 表示碳原子）能表示一氧化碳分子的是（ ）

A． B． C． D．

2．（3分）近期，科研人员在浙江发现一新物种（如图）。它开黄色的小花，花药红褐色，果实 6月成熟。

据此判断，该物种属于（ ）

A．藻类植物 B．蕨类植物 C．裸子植物 D．被子植物

3．（3分）某同学冲泡了一杯热饮。下列选项中不能加快热饮降温的是（ ）

A．向杯口不断吹气 B．取一空杯子互倒热饮

C．向杯中加入冰块 D．拧紧杯盖静置于桌面

4．（3分）人体眼球中的晶状体相当于（ ）

A．凹透镜 B．凹面镜 C．凸透镜 D．平面镜

5．（3分）关于维生素 C（化学式为 C6H8O6），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属于氧化物

B．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C．氢元素质量分数最大

D．分子中碳、氢、氧的原子个数比为 1：2：1

6．（3分）如图所示，取一个配有活塞的厚玻璃筒，选择一团可燃物置于筒内，压下活塞。为了可燃物更

易燃烧，关于所选可燃物的着火点及对活塞的操作正确的是（ ）

A．着火点低，缓慢下压 B．着火点高，缓慢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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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着火点低，快速下压 D．着火点高，快速下压

7．（3分）近年，在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出西周初期的 9具人骨，科研人员通过测定其遗传物质以明确亲

缘关系。据此判断，测定的物质是（ ）

A．淀粉 B．脂肪 C．蛋白质 D．DNA

8．（3分）长江鲟（如图）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鱼类，其生殖方式最可能为（ ）

A．体内受精，卵生 B．体内受精，胎生

C．体外受精，卵生 D．体外受精，胎生

9．（3分）下列图示实验中的铁钉最容易生锈的是（ ）

A． B． C． D．

10．（3分）运河中一艘货船因偏离航道搁浅（如图）。为使该货船能回到航道继续航行，下列措施一定不

可行的是（ ）

A．借助浮筒使船上浮 B．将货船拖回到航道

C．清除货船底部淤泥 D．将货物搬到甲板上

11．（3分）用导线将开关、灵敏电流计和材质不同的钥匙甲、乙相连，将两钥匙插入橙子中（如图）。闭

合开关，灵敏电流计指针发生偏转。下列推测一定正确的是（ ）

A．闭合开关后，橙子内有电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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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钥匙甲的导电能力比钥匙乙的强

C．通过钥匙甲的电流比通过钥匙乙的大

D．闭合开关后，橙子内只发生物理变化

12．（3分）如图为太阳直射点的纬度年变化曲线图，图中甲为春分日。若小满节气在 5月 20日，这一天

位于图中（ ）

A．甲乙段 B．乙丙段 C．丙丁段 D．丁戊段

13．（3分）“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结构决定性质”是重要的科学观念。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人体的肺中有很多肺泡，因此有利于气体交换

B．水和双氧水组成元素相同，因此化学性质相同

C．植物细胞具有细胞壁，因此能维持一定的形状

D．盐酸和硫酸稀溶液都含有 H+，因此可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

14．（3 分）某同学从 26℃的室内走到炎热高温（38℃）的室外，其体温调节的部分过程如图所示，图中

①和②分别是（ ）

A．舒张 增加 B．舒张 减少

C．收缩 增加 D．收缩 减少

15．（3分）某同学通过斜面实验认识能量、运动和力的关系（如图，A、B两点等高）。忽略摩擦及空气阻

力，小滑块由静止滑下，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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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小滑块下滑过程中机械能守恒

B．小滑块上升过程中内能不断增加

C．小滑块从 A点静止滑下，能到达 B点

D．小滑块起始位置越高，到达斜面底端速度越大

二、填空题（本大题有 7 小题 20 空，每空 2 分，共 40 分）

16．（6分）自发现加热硝石可以产生氧气以来，科学家进行了 100多年的探索，发现了氯酸钾（KClO3）

与二氧化锰（MnO2）混合加热这一经典制氧气法，历程如下。

（1）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以推知，硝石中一定含有的元素为 。

（2）1772年，发现MnO2和浓硫酸反应制氧气法，MnO2中Mn的化合价为 价。

（3）1832 年，发现 KClO3与 MnO2混合加热制氧气法，反应前后 MnO2的质量不变，但比单独加热

KClO3产生氧气的速率大，其中MnO2起 作用。

17．（6分）肥胖通常与遗传、生活习惯和心理因素等有关。

（1）与正常饮食相比，长期吃过多的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人体获得的能量比消耗的能量更 ，

易导致肥胖。

（2）肥胖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右图为人体肾单位结构示意图，原尿中的葡萄糖可在 （填

图中序号）被重吸收。

（3）下列生活方式，有利于预防肥胖的有 （填字母）。

A.平衡膳食

B.适度参加体育锻炼

C.多吃膨化食品，多喝碳酸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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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分）海水中含有氯化钠、氯化镁等可溶性物质和少量细小泥沙颗粒。海水晒盐是获取食盐的途径之

一，某同学模拟海水晒盐的部分实验流程如图所示。

（1）按照物质的组成分类，海水属于 。

（2）滤液中氯化镁的质量分数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其在海水中的质量分数。

（3）粗盐还需进一步提纯，将下列操作合理排序 （填序号）。

①溶解

②蒸发结晶

③过滤

19．（6分）某兴趣小组设计了一款自带风力发电机的一体式路灯，其模型及纵截面示意图如图所示。任意

方向吹来的风经过灯罩的上、下表面时都会产生上升气流，带动风叶转动而发电。

（1）风力发电机的发电原理是 （填字母）。

A.电磁感应

B.电流周围存在磁场

C.通电线圈在磁场中转动

（2）灯罩上方空气流速大，压强 。

（3）若路灯额定功率为 100瓦，风力发电机产生 1千瓦时的电能，能使该路灯正常工作 小

时。



第 6页（共 39页）

20．（4分）光学显微镜是科学实验中常用的观察工具，合适的选材有利于实验的成功。

（1）用显微镜观察动物细胞结构时，选用人体口腔上皮细胞，视野中有如图的结构，其中①是

（填细胞结构名称）。

（2）为观察血管中的血液流动，选择小鱼尾鳍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是因为尾鳍具有血管丰富、

等特点。

21．（6分）如图为全球板块与地震分布示意图。

（1）世界上容易发生地震的地区主要集中在 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

（2）图中甲地地震频发，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其原因是 。

（3）发生地震时，下列避震措施错误的是 （填字母）。

A.身处底楼，若时间允许，应迅速跑到室外开阔地

B.身处高楼，来不及逃离，可躲在墙角或坚固的桌下

C.身处城市街道，应选择在广告牌或电线杆下躲避

D.身处野外，应及时避开山边、陡崖等危险环境

22．（6分）如图所示，狗拉着雪橇在水平雪地上做匀速直线运动，它对雪橇的水平拉力为 100牛。

（1）以地面为参照物，雪橇处于 （填“静止状态”或“运动状态”）。

（2）雪橇运动 5米，狗的拉力对雪橇做功为 焦。

（3）货物和雪橇保持相对静止且两者的接触面水平，不计空气阻力，则雪橇对货物的摩擦力为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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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与探究题（本大题有 5 小题，共 40 分）

23．（8分）西兰花的营养价值较高，但采摘后易失水、失绿变黄，新鲜度降低，品质下降。某兴趣小组以

叶绿素含量（每克西兰花所含叶绿素的质量）为指标，研究了用 LED红蓝光照射对西兰花保鲜效果的

影响，实验过程如下。

①挑选一定数量的西兰花，随机均分为 A、B两组。

②将两组西兰花分别放入两个试验箱，置于 4℃、湿度适宜的同一贮藏环境中。A组西兰花不进行光照，

B组西兰花采用 LED红蓝光持续照射。

③在第 0、2、4、6、8天，从每组随机取 3颗西兰花，测定并记录其叶绿素含量。

④多次重复实验，统计并处理实验数据，结果如图所示。

请回答：

（1）采摘后的西兰花在一定时间内仍会进行 （填一种生理活动），从而分解有机物，影响

其品质。

（2）为减少实验材料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应挑选一定数量 （写出一点）相近的西

兰花进行实验。

（ 3 ） 兴 趣 小 组 认 为 LED 红 蓝 光 照 射 能 缓 解 西 兰 花 失 绿 变 黄 。 据 图 分 析 ， 其 依 据

是 。

（4）根据上述实验判断，用 LED 红蓝光照射的处理是否适用于各种水果和蔬菜的保鲜，并说明理

由： 。

24．（8分）学校科技节开展水火箭比赛，同学们通过查阅资料得知：水火箭射程与瓶内液体占总体积比例、

瓶内气压和发射角度等因素有关。除上述因素外，为研究水火箭射程与瓶内液体质量的关系，某兴趣小

组通过只改变液体的密度来改变其质量，并用图 1装置和有关测量工具进行如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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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取一可乐瓶作为水火箭内胆，瓶内装入体积为 V的水，将其放置在已固定好的发射架上。

②用打气筒给水火箭打气，当瓶内气压为 p时，打开开关发射。

③测出水火箭的射程，多次实验取平均值。

④用食盐和水配制 A、B、C三种密度不同的溶液，均量取体积为 V的溶液替换水，重复上述步骤①

②③。

实验结果如图 2所示。请回答。

（1）实验中用于测量水火箭射程的工具是 。

（2）一定温度下，用足量的食盐和水配制溶液，若观察到 ，则溶液密度达到最大。

（3）本实验可得出的结论是 。

（4）某同学认为本实验用相同装置，只用水进行实验，通过改变水的体积来改变质量更方便。从控制

变量的角度判断该同学的观点是否合理并说明理由： 。

25．（8分）实验室常用大理石（主要成分是 CaCO3）与稀盐酸制取二氧化碳。请回答。

（ 1） ① 图 1 是两种气体发生装置，各有优缺点。选择其中一种并说明所选装置的优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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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检查装置 A的气密性时，将右侧导管浸入水中，用手捂住试管，观察到 ，说明气密性

良好。

（2）在完成气密性检查后，装入药品，反应产生气体。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气体，验满时，将燃着的

小木条放在集气瓶口，小木条熄灭。从燃烧条件看，小木条熄灭是由于 。

（3）在收集二氧化碳过程中，某同学进一步探究了集气瓶内氧气体积分数对瓶口小木条燃烧情况的影

响。多次实验后发现氧气体积分数降到 8%左右时小木条熄灭。其中一组实验数据如图 2，在该实验条

件下，要使二氧化碳体积分数达到 90%，需在小木条熄灭后，再收集 秒。

26．（8分）图 1是研究“影响导体电阻大小的因素”的实验装置。实验中用四根电阻丝作被测导体，将电

阻丝两端接入电路后，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保持电阻丝两端电压相同，进行测量并记录，数据列于下

表。

实验组 电阻丝 材料 长度（厘米） 直径（毫米） 电流（安）

1 a 康铜丝 57.20 0.50 待填

2 b 镍铬丝 57.20 0.50 0.14

3 c 镍铬丝 57.20 0.70 0.26

4 d 镍铬丝 28.60 0.70 0.54

请回答：

（1）将电阻丝 a的两端接入电路，闭合开关后，电流表指针位置如图 2所示，其示数为 安。

（2）为研究导体电阻大小与横截面积的关系，可选择实验组 进行对比。

（3）实验得出，导体电阻大小与导体的材料、长度和横截面积有关。此外，导体电阻还与温度有关。

①科学研究发现某种金属电阻和温度的关系如图 3 所示。描述该金属电阻在降温过程中的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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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探索新材料是高科技研究领域中永恒的主题之一。若常温下某种新材料的电阻为零，该新材料可用

于制造 （写出一种），以减少能量损耗。

27．（8分）浓硫酸具有吸水性和脱水性。老师演示了如下实验：在一定量的饱和硫酸铜溶液中加入浓硫酸，

可以观察到液体上部呈蓝色、下部为无色，出现白色固体沉积（如图 1所示），试管壁发烫。经检测白

色固体是无水硫酸铜。请回答。

（1）试管壁发烫的原因是浓硫酸与水混合 （填“吸热”或“放热”）。

（2）无色液体在下部的原因是 。

（3）进一步实验：

①取出白色固体置于烧杯 A中，配制成饱和溶液，将 A、B两个烧杯放在密闭的玻璃罩内（如图 2所

示），一段时间后，烧杯 A中出现蓝色晶体。

②取出烧杯 A中的晶体，在该晶体中加入浓硫酸，又出现白色固体。

根 据 以 上 实 验 推 测 ， 如 果 老 师 在 图 1 试 管 中 继 续 加 入 浓 硫 酸 ， 可 观 察 到 的 变 化

是 。

（4）老师提醒同学们，浓硫酸除以上实验中表现出的性质之外，还有腐蚀性，做实验时务必规范操作。

写出一条在使用浓硫酸时的注意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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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题（本大题有 5 小题，共 35 分）

28．（6分）“稻虾共作”是一种适时在稻田中养殖小龙虾的生态农业模式。该模式下的生态系统中，部分

生物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请回答。

（1）该生态系统中，影响水稻生长的环境因素有 （写出一个）。

（2）该生态系统中，小龙虾的能量直接或间接来自于水稻和杂草等 （填生态系统的成分）

固定的太阳能。

（3）稻虾共作模式可促进生产无污染、无公害的水稻，同时可收获小龙虾，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应用

生态系统的相关知识解释其原因： 。

29．（6分）织物处理工艺中蕴含着很多的科学知识。请回答。

组别 酸 加入酸的体积（毫升） 溶液 pH

1 3.6%醋酸（pH＝2.5） 10.1 6.7

30.0 4.4

2 3.6%盐酸（pH＝0） 5.9 11.4

6.1 3.6

3 0.012%盐酸（pH＝2.5） 1824 8.2

1825 7.0

（1）古法工艺：采用贝壳灼烧而成的灰烬（主要成分 CaO）和草木灰（含 K2CO3）在水中浸泡并不断

搅拌，得到强碱性溶液，用于织物的处理。浸泡获取强碱性溶液时，发生的化学反应有：Ⅰ.CaO+H2O

═Ca（OH）2；Ⅱ.K2CO3+Ca（OH）2═CaCO3↓+2KOH。

①Ⅰ的化学反应类型是 。

②该强碱性溶液中，有效成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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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工艺：通常用氢氧化钠溶液来处理织物。

①配制 100千克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0.4%的氢氧化钠溶液，需要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20%的氢氧化钠溶液

多少千克？

②碱液处理后的织物，用醋酸调节 pH至 7.5～4.0之间。为什么用醋酸呢？表中是在 60毫升 0.4%的氢

氧化钠溶液（pH＝13.0）中加入酸的体积和溶液 pH 的部分数据。根据表中信息，解释使用醋酸的原

因： 。

30．（8分）自然界中有许多“电鱼”，它们身体中的发电器官能产生电。研究表明，某电鱼在水中放电时

（图 1），身体 AB段可看成电源和电阻（R1）两部分串联而成，其余部分和水的电阻为 R2，它们共同

构成闭合电路，简化电路如图 2所示。电鱼放电时的电压（即电源电压）为 U，电阻 R1＝1.0×104欧。

为获得 U的大小，研究人员通过在水里加入氯化钠来改变 R2，得到 A、B两点间电压 UAB和电路中电

流 I的关系，如图 3所示。电鱼每次放电电压视为相同，电鱼电阻不变。

请回答。

（1）向水里加入氯化钠，目的是 （填“增大”或“减小”）电阻 R2。

（2）求电鱼放电时电压 U的大小。

（3）当 R2＝1.0×104欧，求电鱼放电时 R2的电功率 P2。

31．（7分）在我国西北部荒漠，生长着某种植物，其果实成熟后会分裂成数个尾部为螺旋状的分果（如图

1），分果表面分布着具有吸水性的毛。

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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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该植物的分果形成了“自钻孔行为”以适应荒漠环境。

①分果随环境湿度的变化，其螺旋状的尾部会旋转扭紧或松开，将种子推入地下。分果钻土时，因前

端尖细，受力面积小，从而分果前端对土壤的 较大，有利于进入土壤。

②分果钻入土壤有利于种子的生存和萌发，推测其原因是 （写出一点 ）。

（2）受该分果“自钻孔行为”的启发，研究团队以树皮为原料，设计并制造出三尾种子载体（如图 2），

可用于有些种子的无人机空中播种、施肥等。

①播种前，需先测定种子的萌发率。测定萌发率时，具有活性的种子产生的二氧化碳能与澄清石灰水

反应，出现白色浑浊现象。产生该浑浊现象的化学方程式是 。

②播种后，种子载体留在土壤中，不再回收。从保护土壤的角度分析，相对于用金属或塑料等材料，

以树皮为原料制造种子载体的优点有 （写出一点）。

32．（8分）图 1是某兴趣小组设计的一款“高空修枝”工具的示意图。使用时，一只手握紧杆子保持静止，

另一只手用 F1的力缓慢拉绳子，带动滑轮组工作，在 A点产生的拉力为 F2，从而使修剪刀绕 O点转动，

其刀口对树枝的力为 F3。请回答。

（1）该工具可用于剪下高处的枝叶。其中，叶属于生物体结构层次中的 （填字母）。

A.细胞 B.组织 C.器官

（2）为了探究制作修剪刀的碳钢合金（含 Fe、C两种元素）类型，兴趣小组取制作修剪刀的废料进行

了实验检测：取样品 1.00克与足量的稀硫酸充分反应后，收集到 428毫升（按 0.035克计）氢气。通过

计算并结合下表判断修剪刀材质属于哪种合金类型？

合金类型 低碳钢 中碳钢 高碳钢

碳的质量分数 低于 0.3% 0.3%～0.6% 高于 0.6%

（3）某时刻，弹簧处于原长，若修剪刀的刀口对树枝施加的力 F3为 960牛，F3′是树枝对刀口的力（如

图 2），此时绳子端需施加的力 F1为多大？（已知 OB＝8 厘米，OC＝2 厘米，滑轮中各股绳子视为平

行，工具自重和摩擦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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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省中考科学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本大题有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

要求的，不选、多选、错选均不得分）

1．（3分）下列模型（ 表示氧原子， 表示碳原子）能表示一氧化碳分子的是（ ）

A． B． C． D．

【分析】根据分子的构成情况来分析。

【解答】解：1个一氧化碳分子是由1个碳原子与1个氧原子构成的，则可以表示一氧化碳分子的是 。

故选：C。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掌握物质的分子结构是解题的关键。

2．（3分）近期，科研人员在浙江发现一新物种（如图）。它开黄色的小花，花药红褐色，果实 6月成熟。

据此判断，该物种属于（ ）

A．藻类植物 B．蕨类植物 C．裸子植物 D．被子植物

【分析】（1）藻类植物结构简单，无根、茎叶的分化；蕨类植物有了根、茎、叶的分化。

（2）裸子植物具有根、茎、叶、种子四大器官。

（3）被子植物又叫绿色开花植物，主要特征是：胚珠外有子房壁包被，种子有果皮包被；受精过程不

需要水，具有双受精现象；有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六大器官。

【解答】解：根据题干信息可知：新物种开黄色的小花，花药红褐色，果实 6月成熟，即新物种有花和

果实，属于被子植物。

故选：D。

【点评】掌握被子植物的主要特征是解题的关键。

3．（3分）某同学冲泡了一杯热饮。下列选项中不能加快热饮降温的是（ ）

A．向杯口不断吹气 B．取一空杯子互倒热饮

C．向杯中加入冰块 D．拧紧杯盖静置于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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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液体蒸发的快慢与液体的温度、表面积、液面上空气流动的快慢等因素有关，蒸发吸热降温。

【解答】解：A、向杯口不断吹气，液体表面空气流动加快，是通过加快液体表面的气体流动来加快蒸

发的，加快热饮降温，故 A不符合题意；

B、取一空杯子互倒热饮，加快液面上空气流动、增大液体表面积，从而加快蒸发，加快热饮降温，故

B不符合题意；

C、向杯中加入冰块是通过热传递来加快热饮降温的，故 C不符合题意；

D、拧紧杯盖静置于桌面、液体表面空气流动减慢，不能加快热饮降温，故 D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了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用所学知识分析身边的现象，属于常见题型。

4．（3分）人体眼球中的晶状体相当于（ ）

A．凹透镜 B．凹面镜 C．凸透镜 D．平面镜

【分析】根据晶状体的作用分析。

【解答】解：人眼的晶状体相当于凸透镜，视网膜相当于光屏，可以把外界物体在视网膜上成倒立的实

像。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了眼睛的构造，属于基础题。

5．（3分）关于维生素 C（化学式为 C6H8O6），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属于氧化物

B．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C．氢元素质量分数最大

D．分子中碳、氢、氧的原子个数比为 1：2：1

【分析】A、根据氧化物是由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且一种元素为氧元素进行分析；

B、根据维生素 C的化学式进行分析；

C、根据元素质量比进行分析；

D、根据维生素 C的化学式进行分析。

【解答】解：A、氧化物是由两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且一种元素为氧元素，维生素 C是由碳、氢、氧

三种元素，不属于氧化物，故 A错误；

B、根据维生素 C的化学式可知，维生素 C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故 B正确；

C、维生素 C中碳、氢、氧三种元素质量比（12×6）：（1×8）：（16×6）＝72：8：96，故氢元素质量

分数最小，故 C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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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根据维生素 C的化学式可知，1个维生素 C分子是由 6个碳原子、8个氢原子和 6个氧原子构成的，

则分子中碳、氢、氧的原子个数比为 6：8：6＝3：4：3，故 D错误；

故选：B。

【点评】本题难度不大，考查同学们结合新信息、灵活运用化学式的含义进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6．（3分）如图所示，取一个配有活塞的厚玻璃筒，选择一团可燃物置于筒内，压下活塞。为了可燃物更

易燃烧，关于所选可燃物的着火点及对活塞的操作正确的是（ ）

A．着火点低，缓慢下压 B．着火点高，缓慢下压

C．着火点低，快速下压 D．着火点高，快速下压

【分析】做功可以使内能与机械能之间进行转化：对物体做功，物体内能会增加；物体对外做功，物体

内能会减少。

【解答】解：下压活塞的过程中，活塞对筒内气体做功，将机械能转化为筒内气体的内能，使气体的内

能增加、温度升高，当温度升高到可燃物的着火点时，可燃物就燃烧起来，为了使可燃物燃烧，则可燃

物的着火点要低一些，且要迅速下压活塞，故 C正确。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了改变内能的方法，属于基础题。

7．（3分）近年，在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出西周初期的 9具人骨，科研人员通过测定其遗传物质以明确亲

缘关系。据此判断，测定的物质是（ ）

A．淀粉 B．脂肪 C．蛋白质 D．DNA

【分析】细胞核内有染色体，染色体主要由 DNA和蛋白质组成。

【解答】解：DNA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包含了生物体的遗传指令，决定了生物体的遗传特征。通过

对 DNA的研究，科学家可以了解生物之间的遗传关系，进而确定它们的亲缘关系，ABC不符合题意，

D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掌握细胞核中的遗传信息载体、染色体、DNA基因及其关系是解答本题的关键。

8．（3分）长江鲟（如图）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鱼类，其生殖方式最可能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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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体内受精，卵生 B．体内受精，胎生

C．体外受精，卵生 D．体外受精，胎生

【分析】然界中体外受精的生物包括鱼类与两栖类，是指精子与卵细胞在雌性生物体外结合产生受精卵

的受精方式，这种受精形式一般在水中完成。有性生殖指的是两性生殖细胞精子和卵细胞结合形成受精

卵，由受精卵发育成新个体的过程。

【解答】解：在生殖季节，雌鱼和雄鱼分别把精子和卵细胞排放到水中，精子和卵细胞在水中结合，形

成受精卵，因此，鱼类的生殖方式为卵生，体外受精。长江鲟属于鱼类，生殖方式是体外受精、卵生。

ABD不符合题意，C符合题意。

故选：C。

【点评】关键掌握鱼类的生殖、发育知识。

9．（3分）下列图示实验中的铁钉最容易生锈的是（ ）

A． B． C． D．

【分析】根据铁锈蚀的条件来分析，铁在与氧气和水蒸气共存时会发生锈蚀。

【解答】解：A、该实验中的铁钉与氧气和水同时接触，发生锈蚀，符合题意；

B、该实验中的铁钉只与水接触，没有发生锈蚀，不合题意；

C、该实验中的铁钉只与氧气接触，没有发生锈蚀，不合题意；

D、该实验中的铁钉与氧气和水均未接触，没有发生锈蚀，不合题意。

故选：A。

【点评】解答这类题目时，要熟记和理解金属锈蚀的条件及其防护措施等相关知识。

10．（3分）运河中一艘货船因偏离航道搁浅（如图）。为使该货船能回到航道继续航行，下列措施一定不

可行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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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借助浮筒使船上浮 B．将货船拖回到航道

C．清除货船底部淤泥 D．将货物搬到甲板上

【分析】根据增大浮力的方法和物体的浮沉条件分析。

【解答】解：

A、借助浮筒能增大浮力，可以使船上浮，故 A不符合题意；

B、将货船拖回到航道，可以使船继续航行，故 B不符合题意；

C、清除货船底部淤泥，能增大船排开的水的体积，从而增大浮力，故 C不符合题意；

D、将货物搬到甲板上，船和货物的总重力不变，在浮力不变的情况下，不能继续航行，故 D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了增大浮力的方法，属于基础题。

11．（3分）用导线将开关、灵敏电流计和材质不同的钥匙甲、乙相连，将两钥匙插入橙子中（如图）。闭

合开关，灵敏电流计指针发生偏转。下列推测一定正确的是（ ）

A．闭合开关后，橙子内有电流通过

B．钥匙甲的导电能力比钥匙乙的强

C．通过钥匙甲的电流比通过钥匙乙的大

D．闭合开关后，橙子内只发生物理变化

【分析】（1）水果电池相当于电源，闭合电路中有电流通过。

（2）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导体。

（3）串联电路的电流处处相等。

（4）水果电池放电时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解答】解：A、闭合开关后，橙子内有电流通过，故 A正确；

B、不能判断钥匙甲的导电能力比钥匙乙的强，故 B错误；

C、通过钥匙甲的电流和通过钥匙乙的相同，故 C错误；

D、闭合开关后，橙子内发生化学变化，将化学能转化为内嫩，故 D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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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水果电池的基本原理；知道串联电路的电流处处相等。

12．（3分）如图为太阳直射点的纬度年变化曲线图，图中甲为春分日。若小满节气在 5月 20日，这一天

位于图中（ ）

A．甲乙段 B．乙丙段 C．丙丁段 D．丁戊段

【分析】当太阳光直射在南回归线上时，这一天称为冬至日，为 12月 22日前后，北半球昼短夜长，北

极圈及其以内地区有极夜现象；当太阳光直射在北回归线上时，这一天称为夏至日，为 6月 22日前后，

北半球昼长夜短，北极圈及其以内地区有极昼现象；当太阳光第一次直射在赤道上时，这一天称为春分

日，为 3月 21日前后，全球昼夜平分；第二次直射在赤道上时为秋分日，为 9月 23日前后，全球昼夜

平分。据图中信息解答。

【解答】解：5 月 20日地球运行在北半球的春分日与夏至日位置之间，此时太阳直射点由赤道向北回

归线移动，位于图中河段甲乙段。

故选：A。

【点评】本题考查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规律，结合所学知识点读图解答即可。

13．（3分）“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结构决定性质”是重要的科学观念。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人体的肺中有很多肺泡，因此有利于气体交换

B．水和双氧水组成元素相同，因此化学性质相同

C．植物细胞具有细胞壁，因此能维持一定的形状

D．盐酸和硫酸稀溶液都含有 H+，因此可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

【分析】A.根据肺泡内的气体交换的特点进行分析。

B.根据分子的特点进行分析；

C.根据植物细胞的结构进行分析；

D.根据酸的通性进行分析。

【解答】解：A.人体通过肺与外界交换，人体的肺中有很多肺泡，因此有利于气体交换，故 A正确；

B.由分子构成的物质，其化学性质是由分子决定的，水和双氧水组成元素相同，但是分子组成不同，因

此化学性质不相同，故 B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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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细胞壁起到保护、支持作用，能够维持细胞的正常形态，植物细胞具有细胞壁，因此能维持一定的形

状，故 C正确；

D.酸可使石蕊变红，盐酸和硫酸稀溶液都含有 H+，因此可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故 D正确；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的知识较为基础，难度不大，掌握各学科基础知识即可解答。

14．（3 分）某同学从 26℃的室内走到炎热高温（38℃）的室外，其体温调节的部分过程如图所示，图中

①和②分别是（ ）

A．舒张 增加 B．舒张 减少

C．收缩 增加 D．收缩 减少

【分析】人体可以通过体温调节中枢调节产热量和散热量来保持体温的动态平衡。

【解答】解：由题意可知由低温的室内走到高温的室外，炎热刺激温度感受器，温度感受器将神经冲动

传递到体温调节中心，为了适应炎热环境，身体增加散热，皮肤血管舒张，血流量增加，同时汗腺分泌

增加，增加散热来保持体温的平衡。

故选：A。

【点评】掌握体温调节的过程是解题关键。

15．（3分）某同学通过斜面实验认识能量、运动和力的关系（如图，A、B两点等高）。忽略摩擦及空气阻

力，小滑块由静止滑下，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小滑块下滑过程中机械能守恒

B．小滑块上升过程中内能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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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小滑块从 A点静止滑下，能到达 B点

D．小滑块起始位置越高，到达斜面底端速度越大

【分析】（1）忽略摩擦及空气阻力，小滑块运动过程中机械能守恒；

（2）改变物体内能的方式有做功和热传递；

（3）动能大小的影响因素：质量、速度。质量越大，速度越大，动能越大；

重力势能大小的影响因素：质量、被举的高度。质量越大，高度越高，重力势能越大。

【解答】解：A、忽略摩擦及空气阻力，小滑块运动过程中只有动能和重力势能的转化，机械能守恒，

故 A正确；

B、小滑块上升过程中，因忽略摩擦及空气阻力，小滑块的内能不变，故 B错误；

C、小滑块在滑动时机械能守恒，A点和 B 点等高，重力势能相等，所以从 A点静止滑下，能到达 B

点，故 C正确；

D、小滑块在斜面上由静止开始向下运动，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起点位置越高，重力势能越大，到达

斜面底端时的动能越大，速度越大，故 D正确。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了影响动能和重力势能大小的因素、动能和重力势能的相互转化，以及物体内能的改

变，难度不大。

二、填空题（本大题有 7 小题 20 空，每空 2 分，共 40 分）

16．（6分）自发现加热硝石可以产生氧气以来，科学家进行了 100多年的探索，发现了氯酸钾（KClO3）

与二氧化锰（MnO2）混合加热这一经典制氧气法，历程如下。

（1）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可以推知，硝石中一定含有的元素为 氧元素 。

（2）1772年，发现MnO2和浓硫酸反应制氧气法，MnO2中Mn的化合价为 +4 价。

（3）1832 年，发现 KClO3与 MnO2混合加热制氧气法，反应前后 MnO2的质量不变，但比单独加热

KClO3产生氧气的速率大，其中MnO2起 催化 作用。

【分析】（1）根据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进行分析；

（2）根据”化合物中各元素化合价代数和为零“进行分析；

（3）根据氯酸钾制取氧气的原理进行分析。

【解答】解：（1）反应前后元素种类不变，加热硝石可以产生氧气，则说明硝石中一定含有氧元素。

（2）MnO2中，氧元素化合价为﹣2价，设Mn的化合价为 x，根据”化合物中各元素化合价代数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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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则 x+（﹣2）×2＝0，解得 x＝+4。

（3）氯酸钾制取氧气的反应中，二氧化锰能加快反应速率，且反应前后质量不变，则在该反应中，二

氧化锰起催化作用。

故答案为：（1）氧元素；

（2）+4；

（3）催化。

【点评】本题难度一般，主要考查质量守恒定律、化合物中化学式的分析及催化剂的定义等，掌握相关

知识为解答该题的关键。

17．（6分）肥胖通常与遗传、生活习惯和心理因素等有关。

（1）与正常饮食相比，长期吃过多的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人体获得的能量比消耗的能量更 多 ，

易导致肥胖。

（2）肥胖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右图为人体肾单位结构示意图，原尿中的葡萄糖可在 ③ （填

图中序号）被重吸收。

（3）下列生活方式，有利于预防肥胖的有 AB （填字母）。

A.平衡膳食

B.适度参加体育锻炼

C.多吃膨化食品，多喝碳酸饮料

【分析】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有利于预防各种疾病，而且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慢性疾病是在成年期发生的，但许多与之有关的不良生活方式却是在儿童和

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坚持平衡膳食；坚持适度体育锻

炼；按时作息；不吸烟、不喝酒；拒绝毒品；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图中①肾小球、②肾小囊、③肾小管。

【解答】解：（1）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导致人体摄入过多的能量，当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时，多余

的能量会转化为脂肪储存，从而导致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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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葡萄糖是在③肾小管被重吸收。在糖尿病的情况下，由于血糖水平升高，可能会出现葡萄糖未能

完全被重吸收的情况，导致糖尿。

（3）AB、平衡膳食意味着摄入适量的热量和营养素，适度参加体育锻炼有助于增加能量消耗，两者都

有助于控制体重，AB符合题意。

C、提到的膨化食品和碳酸饮料通常含有高热量和高糖分，多吃这些食品和饮料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

不利于肥胖的预防，C不符合题意。

故选：AB。

故答案为：（1）多

（2）③

（3）AB

【点评】解题的关键是掌握合理膳食及泌尿系统相关知识。

18．（6分）海水中含有氯化钠、氯化镁等可溶性物质和少量细小泥沙颗粒。海水晒盐是获取食盐的途径之

一，某同学模拟海水晒盐的部分实验流程如图所示。

（1）按照物质的组成分类，海水属于 混合物 。

（2）滤液中氯化镁的质量分数 大于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其在海水中的质量分数。

（3）粗盐还需进一步提纯，将下列操作合理排序 ①③② （填序号）。

①溶解

②蒸发结晶

③过滤

【分析】（1）根据混合物是由多种物质组成的来分析解答；

（2）根据海水蒸发过程中溶剂水的质量减小来分析解答；

（3）根据粗盐提纯的步骤来分析解答。

【解答】解：（1）海水中含有氯化钠、氯化镁等可溶性物质和少量细小泥沙颗粒，则海水属于混合物；

（2）海水蒸发过程中溶剂水的质量减小，则滤液中氯化镁的质量分数大于其在海水中的质量分数；

（3）粗盐提纯时，应先将粗盐溶于水，再过滤除去不溶性杂质，最后蒸发结晶得到氯化钠，则下列操

作合理排序①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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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为：（1）混合物；

（2）大于；

（3）①③②。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基础知识，完成此题，可以依据已有知识结合题干的信息进行解答。

19．（6分）某兴趣小组设计了一款自带风力发电机的一体式路灯，其模型及纵截面示意图如图所示。任意

方向吹来的风经过灯罩的上、下表面时都会产生上升气流，带动风叶转动而发电。

（1）风力发电机的发电原理是 A （填字母）。

A.电磁感应

B.电流周围存在磁场

C.通电线圈在磁场中转动

（2）灯罩上方空气流速大，压强 小 。

（3）若路灯额定功率为 100瓦，风力发电机产生 1千瓦时的电能，能使该路灯正常工作 10 小时。

【分析】（1）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

（2）流体的压强跟流速有关：流体的流速越大、压强越小；流体的流速越小、压强越大；

（3）已知额定功率和电能，根据W＝Pt计算工作时间。

【解答】解：（1）电磁感应是指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感线，电路中会产生感应电流，

风力发电机原理是电磁感应现象，故选：A；

（2）流体的流速越大、压强越小；

（3）已知额定功率 P＝100W＝0.1kW，电能W＝1kW•h，根据W＝Pt得，t＝ ＝ ＝10h；

故答案为：（1）A；（2）小；（3）10。

【点评】本题考查了电磁感应、流体压强、电功率的灵活运用，对于此类结合现代科技考查物理知识的

题目，是现在中考的热点，解决此类问题时要紧扣物理考点，认真分析作答。

20．（4分）光学显微镜是科学实验中常用的观察工具，合适的选材有利于实验的成功。

（1）用显微镜观察动物细胞结构时，选用人体口腔上皮细胞，视野中有如图的结构，其中①是 细

胞核 （填细胞结构名称）。

（2）为观察血管中的血液流动，选择小鱼尾鳍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是因为尾鳍具有血管丰富、 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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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明 等特点。

【分析】动物细胞的基本结构包括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

【解答】解：（1）细胞核内含有染色体，染色体易被碱性染料染色，因此在显微镜下观察口腔上皮细胞

时，染色最深的是细胞内的①细胞核。

（2）选择尾鳍作为观察的部位，是因为尾鳍具有血管丰富，而且尾鳍具有薄而透明的特点，便于在显

微镜下观察血液的流动情况。

故答案为：

（1）细胞核。

（2）薄而透明。

【点评】掌握动物细胞的基本结构并了解显微镜观察的材料应薄而透明是解题关键。

21．（6分）如图为全球板块与地震分布示意图。

（1）世界上容易发生地震的地区主要集中在 环太平洋 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

（2）图中甲地地震频发，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其原因是 该地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地壳活跃，

多火山地震 。

（3）发生地震时，下列避震措施错误的是 C （填字母）。

A.身处底楼，若时间允许，应迅速跑到室外开阔地

B.身处高楼，来不及逃离，可躲在墙角或坚固的桌下

C.身处城市街道，应选择在广告牌或电线杆下躲避

D.身处野外，应及时避开山边、陡崖等危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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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地球表面形态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与变化之中，地质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提出了板块构造学

说，全球由欧亚板块、非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太平洋板块、美洲板块、南极洲板块六大板块组成；一

般来说板块内部比较稳定，板块与板块交界地带，地壳比较活跃，多火山、地震。

【解答】解：（1）世界上容易发生地震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

（2）图中甲地地震频发，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其原因是该地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地壳活跃，

多火山地震。

（3）发生地震时，身处底楼，若时间允许，应迅速跑到室外开阔地；身处高楼，来不及逃离，可躲在

墙角或坚固的桌下；身处城市街道，不要在广告牌或电线杆下躲避；身处野外，应及时避开山边、陡崖

等危险环境。故选 C。

故答案为：

（1）环太平洋；

（2）该地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地壳活跃，多火山地震；

（3）C。

【点评】本题考查了板块运动与火山地震的关系，读图理解解答此题。

22．（6分）如图所示，狗拉着雪橇在水平雪地上做匀速直线运动，它对雪橇的水平拉力为 100牛。

（1）以地面为参照物，雪橇处于 运动状态 （填“静止状态”或“运动状态”）。

（2）雪橇运动 5米，狗的拉力对雪橇做功为 500 焦。

（3）货物和雪橇保持相对静止且两者的接触面水平，不计空气阻力，则雪橇对货物的摩擦力为 0 牛。

【分析】（1）被研究的物体和参照物之间发生位置的变化，被研究的物体是运动的，否则被研究的物体

是静止的；

（2）根据W＝Fs求功；

（3）相对静止时，没有相对运动趋势，摩擦力为零。

【解答】解：（1）狗拉着雪橇在水平雪地上做匀速直线运动，雪橇和地面之间发生了位置的变化，所以

以地面为参照物，雪橇是运动的；

（2）狗对雪橇的水平拉力为 100牛，雪橇运动 5米，W＝Fs＝100牛×5米＝500焦；

（3）相对静止时，雪橇和货物没有相对运动趋势，雪橇对货物的摩擦力为 0牛。

故答案为：（1）运动状态；（2）5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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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查运动的相对性、功的计算以及摩擦力的有关知识，难度不大。

三、实验与探究题（本大题有 5 小题，共 40 分）

23．（8分）西兰花的营养价值较高，但采摘后易失水、失绿变黄，新鲜度降低，品质下降。某兴趣小组以

叶绿素含量（每克西兰花所含叶绿素的质量）为指标，研究了用 LED红蓝光照射对西兰花保鲜效果的

影响，实验过程如下。

①挑选一定数量的西兰花，随机均分为 A、B两组。

②将两组西兰花分别放入两个试验箱，置于 4℃、湿度适宜的同一贮藏环境中。A组西兰花不进行光照，

B组西兰花采用 LED红蓝光持续照射。

③在第 0、2、4、6、8天，从每组随机取 3颗西兰花，测定并记录其叶绿素含量。

④多次重复实验，统计并处理实验数据，结果如图所示。

请回答：

（1）采摘后的西兰花在一定时间内仍会进行 呼吸作用 （填一种生理活动），从而分解有机物，影

响其品质。

（2）为减少实验材料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应挑选一定数量 大小（形状） （写出一点）相近

的西兰花进行实验。

（3）兴趣小组认为 LED红蓝光照射能缓解西兰花失绿变黄。据图分析，其依据是 相同时间内 B组

LED红蓝光照射后叶绿素含量高于 A组 。

（4）根据上述实验判断，用 LED红蓝光照射的处理是否适用于各种水果和蔬菜的保鲜，并说明理由：

不适用，该实验只能证明 LED红蓝光对叶绿素的含量有影响，不是所有水果和蔬菜都含叶绿素 。

【分析】细胞利用氧，将有机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并且将储存在有机物中的能量释放出来，供给生

命活动的需要，这个过程叫做呼吸作用。

【解答】解：（1）呼吸作用能将有机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能量，因此采摘后的西兰花在一定

时间内仍会进行呼吸作用。

（2）为减少实验材料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保持单一变量，应挑选一定数量大小（形状）相近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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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就行实验。

（3）从图中也可以看出相同时间内 B组 LED红蓝光照射后叶绿素含量高于 A组，说明 LED红蓝光照

射能缓解西兰花失绿变黄。

（4）通过本实验可以证明 LED红蓝光对植物体内的叶绿素含量有影响，但不是所有的蔬菜水果都含有

叶绿素，因此不适用于各种水果和蔬菜的保鲜。

故答案为：

（1）呼吸作用

（2）大小（形状）

（3）相同时间内 B组 LED红蓝光照射后叶绿素含量高于 A组

（4）不适用，该实验只能证明 LED红蓝光对叶绿素的含量有影响，不是所有水果和蔬菜都含叶绿素

【点评】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和呼吸作用的相关知识是解题的关键。

24．（8分）学校科技节开展水火箭比赛，同学们通过查阅资料得知：水火箭射程与瓶内液体占总体积比例、

瓶内气压和发射角度等因素有关。除上述因素外，为研究水火箭射程与瓶内液体质量的关系，某兴趣小

组通过只改变液体的密度来改变其质量，并用图 1装置和有关测量工具进行如下实验。

①取一可乐瓶作为水火箭内胆，瓶内装入体积为 V的水，将其放置在已固定好的发射架上。

②用打气筒给水火箭打气，当瓶内气压为 p时，打开开关发射。

③测出水火箭的射程，多次实验取平均值。

④用食盐和水配制 A、B、C三种密度不同的溶液，均量取体积为 V的溶液替换水，重复上述步骤①

②③。

实验结果如图 2所示。请回答。

（1）实验中用于测量水火箭射程的工具是 刻度尺 。

（2）一定温度下，用足量的食盐和水配制溶液，若观察到 有食盐沉淀在下方 ，则溶液密度达到最

大。

（3）本实验可得出的结论是 其他条件相同时，水火箭射程与瓶内液体质量有关，且质量越大，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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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远 。

（4）某同学认为本实验用相同装置，只用水进行实验，通过改变水的体积来改变质量更方便。从控制

变量的角度判断该同学的观点是否合理并说明理由： 不合理，没有控制瓶内空气多少相同 。

【分析】（1）长度的测量工具是刻度尺；

（2）根据饱和溶液浓度最大分析；

（3）根据图像分析得出结论；

（4）根据控制变量法分析。

【解答】解：（1）长度的测量工具是刻度尺，射程是长度，故实验中用于测量水火箭射程的工具是刻度

尺。

（2）一定温度下，用足量的食盐和水配制溶液，若观察到有食盐沉淀在下方，说明是饱和溶液，则溶

液浓度最大，使得密度达到最大。

（3）根据盐水是密度较大的 A、B、C点，比相同体积的水的质量大，射程远，本实验可得出的结论是

其他条件相同时，水火箭射程与瓶内液体质量有关，且质量越大，射程越远。

（4）某同学认为本实验用相同装置，只用水进行实验，通过改变水的体积来改变质量更方便。

改变水的质量的同时，改变了瓶内空气的多少，即使压强相同，空气的内能不等，做功不等，故不合理，

原因是没有控制瓶内空气多少相同。

故答案为：（1）刻度尺；（2）有食盐沉淀在下方；（3）其他条件相同时，水火箭射程与瓶内液体质量有

关，且质量越大，射程越远；（4）不合理，没有控制瓶内空气多少相同。

【点评】本题考查控制变量法的应用，属于中档题。

25．（8分）实验室常用大理石（主要成分是 CaCO3）与稀盐酸制取二氧化碳。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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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图 1是两种气体发生装置，各有优缺点。选择其中一种并说明所选装置的优点： A装置的优

点是装置简单，操作简便或 B装置的优点是便于添加液体药品 。

②检查装置 A的气密性时，将右侧导管浸入水中，用手捂住试管，观察到 有气泡冒出 ，说明气密

性良好。

（2）在完成气密性检查后，装入药品，反应产生气体。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气体，验满时，将燃着的

小木条放在集气瓶口，小木条熄灭。从燃烧条件看，小木条熄灭是由于 隔绝氧气 。

（3）在收集二氧化碳过程中，某同学进一步探究了集气瓶内氧气体积分数对瓶口小木条燃烧情况的影

响。多次实验后发现氧气体积分数降到 8%左右时小木条熄灭。其中一组实验数据如图 2，在该实验条

件下，要使二氧化碳体积分数达到 90%，需在小木条熄灭后，再收集 150 秒。

【分析】（1）①根据装置 A、装置 B的特点来分析解答；

②根据检查装置 A的气密性的方法来分析解答；

（2）根据可燃物燃烧的条件来分析解答；

（3）根据图 2中的信息，再结合题意来分析解答。

【解答】解：（1）①A装置的优点是装置简单，操作简便，B装置使用了长颈漏斗，便于添加液体药

品，则 B装置的优点是便于添加液体药品；

②检查装置 A的气密性时，将右侧导管浸入水中，用手捂住试管，试管中空气受热膨胀，压强增大，

观察到有气泡冒出，说明气密性良好；

（2）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气体，验满时，将燃着的小木条放在集气瓶口，小木条熄灭，原因是由于隔

绝氧气；

（3）由图可知，100秒时氧气体积分数降到 8%左右时小木条熄灭，250秒时二氧化碳体积分数达到 90%，

则需在小木条熄灭后，再收集 250秒﹣100秒＝150秒。

故答案为：（1）①A装置的优点是装置简单，操作简便或 B装置的优点是便于添加液体药品；

②有气泡冒出；

（2）隔绝氧气；

（3）150。

【点评】在解此类题时，首先分析题中考查的问题，然后结合学过的知识和题中的知识进行分析解答。

26．（8分）图 1是研究“影响导体电阻大小的因素”的实验装置。实验中用四根电阻丝作被测导体，将电

阻丝两端接入电路后，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保持电阻丝两端电压相同，进行测量并记录，数据列于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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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 电阻丝 材料 长度（厘米） 直径（毫米） 电流（安）

1 a 康铜丝 57.20 0.50 待填

2 b 镍铬丝 57.20 0.50 0.14

3 c 镍铬丝 57.20 0.70 0.26

4 d 镍铬丝 28.60 0.70 0.54

请回答：

（1）将电阻丝 a的两端接入电路，闭合开关后，电流表指针位置如图 2所示，其示数为 0.32 安。

（2）为研究导体电阻大小与横截面积的关系，可选择实验组 2、3 进行对比。

（3）实验得出，导体电阻大小与导体的材料、长度和横截面积有关。此外，导体电阻还与温度有关。

①科学研究发现某种金属电阻和温度的关系如图 3 所示。描述该金属电阻在降温过程中的现象： 该

金属的电阻随温度降低而减小，在﹣268.95℃时，电阻变成了 0 。

②探索新材料是高科技研究领域中永恒的主题之一。若常温下某种新材料的电阻为零，该新材料可用

于制造 输电线 （写出一种），以减少能量损耗。

【分析】（1）根据电流表的量程、分度值以及指针的位置读出电流表的示数；

（2）导体的电阻与导体的长度、横截面积、材料和温度有关，当研究电阻与其中一个因素的关系时，

应控制其它的因素不变；

（3）①某些物质在很低的温度时，电阻就变成了 0，这就是超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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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发电厂发电、输送电能方面若能采用超导材料，就可以大大降低由于电阻引起的电能损耗。

【解答】解：（1）根据图 2 可知，电流表选择 0～0.6A量程，每一个大格代表 0.2A，每一个小格代表

0.02A，电流为 0.32A；

（2）为了研究导体电阻大小与横截面积的关系，即应该选择导体材料、长度相同，但横截面积不同的

电阻丝，故选 2和 3进行对比；

（3）①根据图 3图象可知，该金属降温过程中，电阻随温度降低而减小，在﹣268.95℃时，电阻变成

了 0；

②若常温下某种新材料的电阻为零，该新材料可用于制造输电线，以减少能量损耗。

故答案为：（1）0.32；（2）2、3；（3）①该金属的电阻随温度降低而减小，在﹣268.95℃时，电阻变成

了 0；②输电线。

【点评】此题考查了电流表的读数、影响导体电阻大小的因素、超导现象，涉及知识点较多。

27．（8分）浓硫酸具有吸水性和脱水性。老师演示了如下实验：在一定量的饱和硫酸铜溶液中加入浓硫酸，

可以观察到液体上部呈蓝色、下部为无色，出现白色固体沉积（如图 1所示），试管壁发烫。经检测白

色固体是无水硫酸铜。请回答。

（1）试管壁发烫的原因是浓硫酸与水混合 放热 （填“吸热”或“放热”）。

（2）无色液体在下部的原因是 浓硫酸密度比硫酸铜溶液大 。

（3）进一步实验：

①取出白色固体置于烧杯 A中，配制成饱和溶液，将 A、B两个烧杯放在密闭的玻璃罩内（如图 2所

示），一段时间后，烧杯 A中出现蓝色晶体。

②取出烧杯 A中的晶体，在该晶体中加入浓硫酸，又出现白色固体。

根据以上实验推测，如果老师在图 1试管中继续加入浓硫酸，可观察到的变化是 先出现蓝色晶体，

然后又变成白色固体 。

（4）老师提醒同学们，浓硫酸除以上实验中表现出的性质之外，还有腐蚀性，做实验时务必规范操作。

写出一条在使用浓硫酸时的注意事项： 不能滴到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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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根据浓硫酸特性分析；

（2）根据浓硫酸密度大分析；

（3）根据浓硫酸具有吸水性和脱水性分析；

（4）根据浓硫酸有腐蚀性分析。

【解答】解：（1）浓硫酸溶于水放热，温度升高，试管壁发烫。故答案为：放热；

（2）浓硫酸密度比硫酸铜溶液大，因此蓝色硫酸铜溶液在上部。故答案为：浓硫酸密度比硫酸铜溶液

大；

（3）浓硫酸具有吸水性，吸收饱和硫酸铜溶液中的水，饱和硫酸铜溶液中析出蓝色硫酸铜晶体；浓硫

酸又有脱水性，使蓝色硫酸铜晶体失去水变成白色无水硫酸铜。i故答案为：先出现蓝色晶体，然后又

变成白色固体；

（4）浓硫酸有腐蚀性，在使用浓硫酸时注意不能滴到手上。故答案为：不能滴到手上。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常见物质的性质，主要利用物质的性质来分析和解决有关问题，结合各方面的条

件得出正确结论。

四、综合题（本大题有 5 小题，共 35 分）

28．（6分）“稻虾共作”是一种适时在稻田中养殖小龙虾的生态农业模式。该模式下的生态系统中，部分

生物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请回答。

（1）该生态系统中，影响水稻生长的环境因素有 阳光（或空气、水、土壤等） （写出一个）。

（2）该生态系统中，小龙虾的能量直接或间接来自于水稻和杂草等 生产者 （填生态系统的成分）

固定的太阳能。

（3）稻虾共作模式可促进生产无污染、无公害的水稻，同时可收获小龙虾，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应用

生态系统的相关知识解释其原因： 小龙虾以杂草和害虫为食，能减少除草剂、杀虫剂等药剂的使用；

小龙虾产生的遗体、遗物能被微生物分解，分解后的无机物提供给水稻吸收利用，能减少化肥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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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图中的食物链有：杂草→小龙虾；杂草→害虫→小龙虾；水稻→害虫→小龙虾。

【解答】解：（1）环境因素是指生态因素中的非生物因素，故该生态系统中，影响水稻生长的环境因素

有阳光、空气、水、土壤等。

（2）水稻和杂草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为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则水稻和杂草属于

该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故该生态系统中，小龙虾的能量直接或间接来自于水稻和杂草等生产者固定的

太阳能。

（3）由图可知，小龙虾以杂草和害虫为食，微生物能分解杂草、水稻、害虫、小龙虾等的遗体和遗物。

因此稻虾共作模式可促进生产无污染、无公害的水稻，同时可收获小龙虾，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其原因

是：小龙虾以杂草和害虫为食，能减少除草剂、杀虫剂等药剂的使用；小龙虾产生的遗体、遗物能被微

生物分解，分解后的无机物提供给水稻吸收利用，能减少化肥的使用。

故答案为：（1）阳光（或空气、水、土壤等）；

（2）生产者；

（3）小龙虾以杂草和害虫为食，能减少除草剂、杀虫剂等药剂的使用；小龙虾产生的遗体、遗物能被

微生物分解，分解后的无机物提供给水稻吸收利用，能减少化肥的使用（合理即可）。

【点评】掌握生态系统的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的相关知识点

是解答本题的关键。

29．（6分）织物处理工艺中蕴含着很多的科学知识。请回答。

组别 酸 加入酸的体积（毫

升）

溶液 pH

1 3.6%醋酸（pH

＝2.5）

10.1 6.7

30.0 4.4

2 3.6%盐酸（pH

＝0）

5.9 11.4

6.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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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12%盐酸

（pH＝2.5）

1824 8.2

1825 7.0

（1）古法工艺：采用贝壳灼烧而成的灰烬（主要成分 CaO）和草木灰（含 K2CO3）在水中浸泡并不断

搅拌，得到强碱性溶液，用于织物的处理。浸泡获取强碱性溶液时，发生的化学反应有：Ⅰ.CaO+H2O

═Ca（OH）2；Ⅱ.K2CO3+Ca（OH）2═CaCO3↓+2KOH。

①Ⅰ的化学反应类型是 化合反应 。

②该强碱性溶液中，有效成分是 氢氧化钾 。

（2）现代工艺：通常用氢氧化钠溶液来处理织物。

①配制 100千克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0.4%的氢氧化钠溶液，需要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20%的氢氧化钠溶液

多少千克？

②碱液处理后的织物，用醋酸调节 pH至 7.5～4.0之间。为什么用醋酸呢？表中是在 60毫升 0.4%的氢

氧化钠溶液（pH＝13.0）中加入酸的体积和溶液 pH的部分数据。根据表中信息，解释使用醋酸的原因：

使用的醋酸量适中 。

【分析】（1）①根据化学反应的特点分析；

②根据发生的反应进行分析；

（2）①根据稀释前后溶质的质量不变；

②根据表中的信息分析。

【解答】解：（1）古法工艺：采用贝壳灼烧而成的灰烬（主要成分 CaO）和草木灰（含 K2CO3）在水

中浸泡并不断搅拌，得到强碱性溶液，用于织物的处理。浸泡获取强碱性溶液时，发生的化学反应有：

Ⅰ.CaO+H2O═Ca（OH）2；Ⅱ.K2CO3+Ca（OH）2═CaCO3↓+2KOH。

①Ⅰ.CaO+H2O═Ca（OH）2的特点是“多变一”，化学反应类型是化合反应；故答案为：化合反应；

②由化学方程式 K2CO3+Ca（OH）2═CaCO3↓+2KOH看出，有效成分是氢氧化钾；故答案为：氢氧

化钾；

（2）①设需要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20%的氢氧化钠溶液的质量为 x。

100kg×0.4%＝x×20%

x＝20kg

答：需要溶质的质量分数为 20%的氢氧化钠溶液的质量为 20kg；

②从表中的数据看出，使用醋酸碱液处理后的织物，调节 pH至 7.5～4.0之间使用的醋酸量适中；故答

案为：使用的醋酸量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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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查了物质的性质，解答时利用已有的知识解答即可。

30．（8分）自然界中有许多“电鱼”，它们身体中的发电器官能产生电。研究表明，某电鱼在水中放电时

（图 1），身体 AB段可看成电源和电阻（R1）两部分串联而成，其余部分和水的电阻为 R2，它们共同

构成闭合电路，简化电路如图 2所示。电鱼放电时的电压（即电源电压）为 U，电阻 R1＝1.0×104欧。

为获得 U的大小，研究人员通过在水里加入氯化钠来改变 R2，得到 A、B两点间电压 UAB和电路中电

流 I的关系，如图 3所示。电鱼每次放电电压视为相同，电鱼电阻不变。

请回答。

（1）向水里加入氯化钠，目的是 减小 （填“增大”或“减小”）电阻 R2。

（2）求电鱼放电时电压 U的大小。

（3）当 R2＝1.0×104欧，求电鱼放电时 R2的电功率 P2。

【分析】（1）向水里加入氯化钠增加了溶液中自由移动的离子，进而分析向水里加入氯化钠的目的。

（2）由图 1可知，两电阻串联，根据图 2利用串联电路的电压特点和欧姆定律表示出电源电压，解方

程求出 R1的阻值和电源电压。

（3）根据欧姆定律求出通过的电流，根据 P＝I2R求出电鱼放电时 R2的电功率 P2。

【解答】解：（1）向水里加入氯化钠增加了溶液中自由移动的离子，因此向水里加入氯化钠，目的是减

小电阻 R2。

（2）由图 1可知，两电阻串联，由 AB间的电压 R2为两端的电压，

图 2可知，当电路中的电流为 0.05mA时，R2两端的电压为 1.5V，

由串联电路的电压特点和欧姆定律可知，电源电压：U＝U2+U1＝U2+IR1＝1.5V+0.05×10﹣3A×R1……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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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路中的电流为 0.15mA时，R2两端的电压为 0.5V，

由串联电路的电压特点和欧姆定律可知，电源电压：U＝U2'+U1'＝U'2+I'R1＝0.5V+0.15×10﹣3A×R1……

②

由①②解得：R1＝1.0×104Ω，U＝2V。

（3）由串联电路的电阻特点可知，此时电路中的总电阻：R＝R1+R2＝1.0×104Ω+1.0×104Ω＝2.0×104Ω，

则电路中的电流：I''＝ ＝ ＝1×10﹣4A，

则电鱼放电时 R2的电功率：P2＝I''2R2＝（1×10﹣4A）2×1.0×104Ω＝1.0×10﹣4W。

答：（1）减小；

（2）电鱼放电时电压 U的大小为 2V；

（3）当 R2＝1.0×104欧，电鱼放电时 R2的电功率 P2为 1.0×10﹣4W。

【点评】本题考查串联电路的特点、欧姆定律和电功率公式的应用，关键是根据图像读出相关的信息。

31．（7分）在我国西北部荒漠，生长着某种植物，其果实成熟后会分裂成数个尾部为螺旋状的分果（如图

1），分果表面分布着具有吸水性的毛。

请回答。

（1）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该植物的分果形成了“自钻孔行为”以适应荒漠环境。

①分果随环境湿度的变化，其螺旋状的尾部会旋转扭紧或松开，将种子推入地下。分果钻土时，因前

端尖细，受力面积小，从而分果前端对土壤的 压强 较大，有利于进入土壤。

②分果钻入土壤有利于种子的生存和萌发，推测其原因是 种子的萌发需要一定量的水分、适宜的

温度 （写出一点 ）。

（2）受该分果“自钻孔行为”的启发，研究团队以树皮为原料，设计并制造出三尾种子载体（如图 2），

可用于有些种子的无人机空中播种、施肥等。

①播种前，需先测定种子的萌发率。测定萌发率时，具有活性的种子产生的二氧化碳能与澄清石灰水

反应，出现白色浑浊现象。产生该浑浊现象的化学方程式是 Ca（OH）2+CO2＝CaCO3+H2O 。

②播种后，种子载体留在土壤中，不再回收。从保护土壤的角度分析，相对于用金属或塑料等材料，

以树皮为原料制造种子载体的优点有 可再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写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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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在压力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

（2）种子的萌发的外部因素：适宜的温度、充足的空气和一定量的水分；

（3）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属性方程式；

（4）树皮是可再生的资源，能够自然降解，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解答】解：（1）①分果钻土时，因前端尖细，受力面积小，从而分果前端对土壤的压强较大，有利

于进入土壤；

②分过钻入土壤中，能够获得一定量的水分和适宜的温度，从而利于其萌发；

（2）①二氧化碳能与澄清石灰水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Ca（OH）2+CO2＝CaCO3+H2O；

②以树皮为原料制造种子载体，树皮来自于植物体本身，可再生，且会自然降解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故答案为：（1）①压强；②种子的萌发需要一定量的水分、适宜的温度；（2）①Ca（OH）2+CO2＝

CaCO3+H2O；②可再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点评】本题考查影响压强的因素、种子萌发的条件、化学方程式的书写、绿色科学等知识，难度不大。

32．（8分）图 1是某兴趣小组设计的一款“高空修枝”工具的示意图。使用时，一只手握紧杆子保持静止，

另一只手用 F1的力缓慢拉绳子，带动滑轮组工作，在 A点产生的拉力为 F2，从而使修剪刀绕 O点转动，

其刀口对树枝的力为 F3。

请回答。

（1）该工具可用于剪下高处的枝叶。其中，叶属于生物体结构层次中的 C （填字母）。

A.细胞

B.组织

C.器官

（2）为了探究制作修剪刀的碳钢合金（含 Fe、C两种元素）类型，兴趣小组取制作修剪刀的废料进行

了实验检测：取样品 1.00克与足量的稀硫酸充分反应后，收集到 428毫升（按 0.035克计）氢气。通过

计算并结合下表判断修剪刀材质属于哪种合金类型？

合金类型 低碳钢 中碳钢 高碳钢

碳的质量分数 低于 0.3% 0.3%～0.6% 高于 0.6%

（3）某时刻，弹簧处于原长，若修剪刀的刀口对树枝施加的力 F3为 960牛，F3′是树枝对刀口的力（如

图 2），此时绳子端需施加的力 F1为多大？（已知 OB＝8 厘米，OC＝2 厘米，滑轮中各股绳子视为平

行，工具自重和摩擦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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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植物的结构层次：细胞→组织→器官→植物个体；其中根、茎、叶属于营养器官；花、果

实、种子属于生殖器官；

（2）碳钢合金中 Fe能与稀硫酸反应产生氢气，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由氢气的质量计算 Fe 的质量，从

而计算碳的含量及质量分数，从而确定合金类型；

（3）根据杠杆平衡条件 F1l1＝F2l2可得 F2，再对上面的动滑轮受力分析可计算 F1的大小。

【解答】解：（1）叶在生物体结构层次中属于器官，故选：C。

（2）设铁 Fe的质量为 x；

Fe+H2SO4＝FeSO4+H2↑

56 2

x 0.035g

x＝0.98g

碳的质量为：1.00g﹣0.98g＝0.02g；碳的质量分数为： ＝2%，故属于高碳钢；

（3）由图 2可知，O为支点，F3为阻力，OC为阻力臂，AB为动力臂，根据杆平衡条件 F1l1＝F2l2可

得 960N×2cm＝F2×8cm，则 F2＝240N；

工具自重和摩擦忽略不计，对上面定滑轮受力分析，F2＝3F1，则 F1＝80N。

故答案为：（1）C；（2）高碳钢；（3）绳子端需施加的力 F1为 80N。

【点评】本题考查植物体的结构层次、质量守恒定律及质量分数、杠杆平衡条件和滑轮受力分析，难度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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