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学年度下学期第二次阶段性模拟试卷

高二物理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本题共 10 小题，共 46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第 1-7 题只有一项符合

题目要求，每小题 4 分,第 8-10 题有多项符合题目要求,每小题 6分,全部选对的得 6 分，选对

但不全的得 3 分，有选错的得 0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A B D B D B ABC AD BCD

1．【解答】解：A．布朗运动实验中记录的小颗粒每经过一定时间的位置，则实验中记录的折线

表示的是小颗粒各时刻位置的连线，并不是其运动轨迹，故 A 正确；B．图乙中墨汁和水彼此

进入对方，温度越高扩散越快，说明扩散快慢与温度有关，故 B正确；C．不同物质之间，由

于分子的热运动，总会存在着扩散现象，只是快慢不同（受温度、物体形态等因素影响），相

互接触的两种物质，在气体、液体和固体中都能发生，故 C 错误；D．图丁说明扩散现象能在

固体之间发生，故 D 正确。本题选说法错误项，故选 C。

2．【解答】解：AB、r0为分子间的平衡位置，引力等于斥力，分子间的作用力最小，为零，故

A 正确，B 错误；CD、若 r＜r0，分子间的作用力随分子间距离增大而减小，若 r0＜r＜r1，

分子间的作用力随分子间距离增大而增大，若 r＞r1，分子间的作用力随分子间距离增大而

减小，故 CD 错误。故选：A。

3．【解答】解：A．α射线、β射线分别是高速氦原子核和高速电子流，

γ射线是光子流，属于电磁波，故 A错误；B．根据玻尔理论可知，

氢原子核外电子跃迁过程中有光子辐射（或者吸收），故电子的电势

能和动能之和不守恒，故 B正确；C．分子势能随着分子间距离的关

系如图所示,故分子势能随着分子间距离的增大，不可能先增大后减

小，故 C 错误；D．根据绝对零度不可能达到，对物体进行不断的冷

却，物体的温度可以接近绝对零度，但无法达到，故 D错误。

故选：B。

4．【解答】解：A、根据数字组合公式 ＝6，可知一群氢原子处于 n＝4的激发态，当它们自

发地跃迁到较低能级时，最多只能辐射出 6 种频率的光子，故 A 错误；B、根据辐射的能量

等于两能级间的能级差，那么在辐射出的光子中，由 n＝4能级跃迁到 n＝1 能级辐射出的光

子能量最大，频率最大，波长最短，故 B 错误；C、根据库仑力提供向心力 可得，

核外电子的动能 Ek＝ mv
2
＝ ，据此可知从高能级向低能级跃迁时，核外电子的轨道半

径减小，动能增大，因库仑力做正功，则电势能减小，故 C错误；D、氢原子由高能级向低

能级跃迁，能量减少，放出光子，故 D正确。故选：D。

5．【解答】解：AB．在同一温度下，辐射强度最大的电磁波波长处在最大波长与最小波长之间，

故 A 正确，B错误；C．黑体辐射的强度与温度有关，由黑体辐射的强度与波长的关系图像

可知，随着温度的升高，各种波长的辐射强度都增加，故 C正确；D．随着温度的升高，黑

体辐射强度的极大值向波长较短的方向移动，故 D 正确。本题选择错误的，故选：B。

6．【解答】解：A．根据核反应前后质量数守恒与电荷数守恒，X的质量数 A＝14﹣14＝0，电荷

数 Z＝6﹣7＝﹣1，故 X为电子，故 A错误；B．经 A分析，可得衰变方程 ，

故为β衰变，发生β衰变，X是由中子转变成质子时产生的，故 B 错误；C．太阳辐射的能

{#{QQABKYKUoggoAAAAAQBCUwVACEGQkgGCACgOhFAYIEIBiRFABAA=}#}



量主要来自太阳内部的氢核聚变，故 C 错误；D．发生β衰变，反应后原子核更稳定， 的

比结合能比 的大，故 D 正确。故选：D。

7．【解答】解：A、根据质量数守恒可得 238+2＝238+k，解得 k＝2，故 A 错误；B、根据核反应

过程中，质量数和电荷数都守恒可知，X的质量数为 0，电荷数为﹣1，即 X 为电子，故 B 正

确；C、核反应方程 U+ H→ Np+k n，代表的核反应并不是轻核聚变，故 C 错误；D、

因为月球车携带的放射性同位素 238（ ）会不断发生α衰变，且放出热量，能量减小，

所以 的比结合能比 的比结合能小，故 D 错误。故选：B。

8．【解答】解：A．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光电效应实验证实了光具有粒子性，故 A正确；B．α

粒子散射实验表明了原子具有核式结构，故 B 正确；C．电子的发现表明了原子不是构成物

质的最小微粒，故 C 正确；D．氢原子光谱的实验研究不能说明原子核有内部结构，只能说

明能级差是不连续的，发射性现象的发现才说明原子核具有内部结构，故 D 错误。故选：ABC。

9．【解答】解：A．A→B过程中气体的温度升高，内能增大；气体体积增大的过程中对外做功，

W＜0，根据ΔU＝Q+W 可知 Q＞0，说明气体从外界吸热，故 A 正确；BE．B→C 过程中气体做

等温变化，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不变，内能不变，故 B 错误，C．C→D 过程中气体的温度降

低，分子的平均动能介质，则分子撞击器壁的平均撞击力减小，根据 pV＝CT 可知 C→D 过程

中气体压强不变，所以气体分子在单位时间内对单位容器壁的碰撞次数不断增加，故 C错误；

D．由题图中几何关系知，TA＝ ＝ ；TD＝ ＝ ，则 D→A 过程中气体的温度升高了

ΔT＝TA﹣TD＝ ﹣ ＝ ，故 D 正确。故选：AD

10．【解答】解：A、布朗运动是固体小颗粒的运动，是由于液体分子做无规则运动时对固体小

颗粒撞击作用不平衡引起的，故布朗运动证明了液体分子在不停息的做无规则运动，故 A 错

误；B、水浸润玻璃管现象中，附着层内分子间的距离小于液体内部分子间的距离，分子间

表现为斥力，故 B 正确；C、一定质量的理想气体经历等压膨胀过程，体积增大，由理想气

体状态方程 ＝C 得，温度升高，分子平均动能变大，但压强不变，所以气体分子单位时

间对单位面积容器壁碰撞次数减少，故 C 正确；D、蔗糖受潮后粘在一起形成的糖块是多晶

体，看起来没有确定的几何形状，也是多晶体的特点，故 D 正确；故选：BCD。

二、实验题：本题共 2 小题，每空 3分，共 18 分

11．【解答】解：（1）根据图中油膜轮廓可知，油膜占有的格数约为 116 个，则油酸膜的面积为

S＝116×12cm2＝116cm2

（2）一滴油酸酒精溶液中含有纯油酸的体积为

测油酸分子的直径为

（3）某同学所得到的油酸分子直径的计算结果明显偏小。

A．油酸未完全散开，则油膜面积测量值偏小，油酸分子直径测量值偏大，A错误；B．酒精

溶于水，溶液中含有大量酒精，有利于油酸分散开，形成单分子层，实验测量越准确，B错

误；C．计算油膜面积时舍去了所有不足一格的方格，则油膜面积测量值偏小，油酸分子直

径测量值偏大，C错误；D．在测定 1mL 油酸酒精溶液有多少滴时，滴数多数了 10 滴，则一

滴油酸酒精溶液中含有纯油酸的体积测量值偏小，油酸分子直径测量值偏小，D 正确。

故选：D。故答案为：（1）116；（2）6.5×10
﹣10

；（3）D。

12．【解答】解：（1）由甲图可知，在光电管中，场强向右，电子所受电场力向左，将滑动变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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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滑动端从左向右移动，光电管两端电压变大，场强变大，到达阳极的电子数增多，通过

电流表的电流将会增大；

（2）由动能定理及光电效应方程可得 ＝hν﹣W0其中 W0＝hν0整理得 ν

ν0结合乙图可知，当 Uc＝0 时，即图线与横轴的交点为金属的截止频率，即ν0＝4.27

×1014Hz；图线的斜率为 ，解得 h≈6.30×10﹣34J•s；

故答案为：（1）增大；（2）4.27×1014Hz；6.30×10﹣34J•s。

三、计算题（本题共 4 小题，第 13、14 小题各 8分,第 15 、16 小题各 10 分,共 36 分。解答

时应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方程式和重要的演算步骤，只写出最后答案的不能得分。有

数值计算的题，答案中必须明确写出数值和单位。）

13．(8 分)【解答】解：①设玻璃管的横截面积为 S，对右侧气体根据玻意耳定律可列式

p0l3S＝p1l4S 代入数据解得 p1＝48mHg， 设此时左右两侧液面高度差为Δh，

Δh＝p1﹣p0＝48cmHg﹣40cmHg＝8cmHg，即此时左右两侧液面的高度差为 8cm，

根据几何关系可知需要注入水银柱的长度 l＝8cm+2cm＝10cm；

②根据第①问分析可知，此时左侧管内水银面距管口距离 x＝l1﹣l＝11cm﹣10cm＝1cm

对左侧气体根据盖吕—萨克定律可列式 ，可知 T2＝ ＝ K＝360K；

答：①由开口处注入的水银柱的长度为 10cm；②当水银面刚好与左侧玻璃管的管口相平齐

时，右侧玻璃管中气体的温度为 360K。

14．(8 分)【解答】

解：（1）封闭氧气分子的个数 n＝ NA＝ ×6.02×10
23
（个）＝3.8×10

23
（个）

每个氧气分子的质量为 m′＝ ＝ g＝5.3×10
﹣26
kg

（2）设状态 A 对应氧气的热力学温度为 TA，压强为 pA＝1atm，体积为 VA＝4L，状态 C 对应

氧气的热力学温度为 TC，压强为 pC＝4atm，体积为 VC＝1L，

由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得： ＝ 代入数据解得：TA＝TC

即初末位置氧气的温度相同，则整个过程中被封氧气的内能变化量ΔU＝0

由图像得，整个过程中外界对气体做功为

W＝ ×2×10﹣3J+4×105×1×10﹣3J＝900J

由热力学第一定律得：ΔU＝Q+W 代入数据解得：Q＝﹣900J

即被封闭氧气将向外界释放 900J 的热量。

答：（1）密闭容器中所封闭氧气分子的个数 n 为 3.8×10
23
（个），每个氧气分子的质量 m′

为 5.3×10
﹣26
kg；

（2）由状态 A到 C的整个过程中，被封闭氧气将向外界传递 900J 的热量。

15．(10 分)【解答】解：（1）根据能级差和能量子公式可得：hν＝ 解得：ν＝

（2）根据光电效应可知，光电子的最大初动能为 Ek＝hν﹣W0

结合物质波的波长公式 联立解得：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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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该光子的频率为 ；

（2）获得最大初动能的光电子的物质波波长为 。

16．(10 分)【解答】

解：（1）对两活塞整体受力分析，根据平衡条件得：G+p0S+p0•2S＝pB•2S+p0S 解得：pB＝2p0

（2）A 中气体：初状态，压强为 pA1＝p0，体积为 VA1＝S• ，温度为 TA1＝T

末状态，压强为 pA2，体积为 VA2＝S（ + ），温度为 TA2＝T

由玻意耳定律得：pA1VA1＝pA2VA2 解得：pA2＝ p0

B 中气体：初状态，压强为 pB1＝2p0，体积为 VB1＝2S• ，温度为 TB1＝T

末状态，压强为 pB2，体积为 VB2＝2S（ ﹣ ），温度为 TB2＝T

由玻意耳定律得：pB1VB1＝pB2VB2 解得：pB2＝4p0

C 中气体：初状态，压强为 pC1＝p0，体积为 VC1＝S• +2S• ，温度为 TC1＝T

末状态，压强为 pC2，体积为 VC2＝S（ ﹣ ）+2S（ + ），温度为 TC2

对两活塞整体受力分析，根据平衡条件得：G+pA2S+pC2•2S＝pB2•2S+pC2S

解得：pC2＝ p0

由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得： ＝

解得：TC2＝ T

答：（1）C 温度变化前，B 中气体的压强为 2p0；

（2）C 中气体最终温度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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