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

物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

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

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7小题，每小题 4分，共 2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2022年 8月 30日，国家航天局正式发布了“羲和号”太阳探测卫星国际上首次在轨获取的太阳 aH 谱线精

细结构。 aH 是氢原子巴耳末系中波长最长的谱线，其对应的能级跃迁过程为（ ）

A．从跃迁到 2n  B．从 5n  跃迁到 2n 
C．从 4n  跃迁到 2n  D．从 3n  跃迁到 2n 
2．制造某型芯片所使用的银灰色硅片覆上一层厚度均匀的无色透明薄膜后，在自然光照射下硅片呈现深紫色。

关于此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上述现象与彩虹的形成原理相同 B．光在薄膜的下表面发生了全反射

C．薄膜上下表面的反射光发生了干涉 D．薄膜厚度发生变化，硅片总呈现深紫色

3．我国自古就有“昼涨为潮，夜涨为汐”之说，潮汐是月球和太阳对海水的引力变化产生的周期性涨落现象，

常用引潮力来解释。月球对海水的引潮力大小与月球质量成正比、与月地距离的 3次方成反比，方向如图 1，

随着地球自转，引潮力的变化导致了海水每天 2次的潮涨潮落。太阳对海水的引潮力与月球类似，但大小约为

月球引潮力的 0.45倍。每月 2次大潮（引潮力）最大和 2次小潮（引潮力最小）是太阳与月球引潮力共同作

用的结果，结合图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图 1 图 2

A．月球在位置 1时会出现大潮

B．月球在位置 2时会出现大潮

C．涨潮总出现在白天，退潮总出现在夜晚

D．月球引潮力和太阳引潮力的合力一定大于月球引潮力

4．如图，轻质细杆 AB上穿有一个质量为 m的小球 C，将杆水平置于相互垂直的固定光滑斜面上系统恰好处

于平衡状态。已知左侧斜面与水平面成30，则左侧斜面对杆 AB支持力的大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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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除颤仪是用于突发心室纤颤等心脏疾病的急救医疗设备，某型除颤仪电路原理如图，某次调试时交流电压

表示数为 20V，电容器充电完毕，开关由“1”掷向“2”，放电电流平均值为 2 8A． ，放电时间约为
210 s

，

已知电容器电容为
52 0 10 F． ，则升压变压器原副线圈的匝数比约为（ ）

A．1: 25 B．1:50 C．1: 70 D．1:100
6．某科研团队通过传感器收集并分析运动数据，为跳高运动员的技术动作改进提供参考。图为跳高运动员在

起跳过程中，其单位质量受到地面的竖直方向支持力随时间变化关系曲线。图像中10 10s． 至10 35s． 内，曲线

下方的面积与阴影部分的面积相等。己知该运动员的质量为60kg，重力加速度 g取 210m / s 。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A．起跳过程中运动员的最大加速度约为
242m / s

B．起跳后运动员重心上升的平均速度大小约为3m / s
C．起跳后运动员重心上升的最大高度约为0.45m
D．起跳过程中运动员所受合力的冲量大小约为330N S
7．由点电荷组成的系统的电势能与它们的电荷量、相对位置有关。如图 1，a、b、c，d四个质量均为 m、带

等量正电荷的小球，用长度相等、不可伸长的绝缘轻绳连接，静置在光滑绝缘水平面上，O点为正方形中心，

设此时系统的电势能为 0E 。剪断 a、d两小球间的轻绳后，某时刻小球的速度大小为 v，方向如图 2，此时系

统的电势能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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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共 3小题，每小题 6分，共 1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选项符合题目要求，全部选对的得 6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3分，有选错的得 0分。

8．如图左，绝缘水平面上四根完全相同的光滑金属杆围成矩形，彼此接触良好，匀强磁场方向竖直向下。金

属杆 2、3固定不动，1、4同时沿图 1箭头方向移动，移动过程中金属杆所围成的矩形周长保特不变。当金属

杆移动到图右位置时，金属杆所围面积与初始时相同。在此过程中（ ）

A．金属杆所围回路中电流方向保持不变



B．通过金属杆截面的电荷量随时间均匀增加

C．金属杆 1所受安培力方向与运动方向先相同后相反

D．金属杆 4所受安培力方向与运动方向先相反后相同

9．如图，质量为 m的小球穿在固定光滑杆上，与两个完全相同的轻质弹相连。开始时将小球控制在杆上的 A

点，弹簧 1竖直且处于原长，弹簧 2处于水平伸长状态，两弹簧可绕各自转轴 1O ， 2O 无摩擦转动。B为杆上

的另一个点，与 1O 、A、 2O 构成矩形， 12AB AO 。现将小球从 A点释放，两弹簧始终处于弹性限度内。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小球沿杆在 AB之间做往复运动

B．与没有弹簧时相比，小球从 A点运动到 B点所用的时间更短

C．小球从 A点运动到 B点的过程中，两个弹餐对小球做的总功为零

D．小球从 A点运动到 B点的过程中，弹簧 2的弹性势能先减小后增大

10．如图，在 x轴上放置四个点电荷 1 2 3q q q、 、 和 4 1 2,q q q 位于 A点两侧， 3 4q q、 位于 B点两侧。C点在 y轴

上，且OA OB OC  。取无远处电势为零，电荷位置与电荷量满足一定关系，使得以 O点为球心、以 OC

为半径的球面上各点的电势均为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B两点电场强度的方向一定沿 x轴正方向

B．若在 O点放一正点电荷，则 A、B两点的电势一定升高

C．试探电荷 q沿 y轴运动过程中，若静电力始终不做功，则它受到的静电力始终为零

D．试探电荷 q沿 y轴运动过程中，若静电力始终不做功，则 C点的电场强度一定为零

三、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5小题，共 54分。

11．（8分）

某实验小组利用图 1装置测量重力加速度。摆线上端固定在 O点，下端悬挂一小钢球，通过光电门传感器采

集摆动周期。



（1）（多选）关于本实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_________。

A．小钢球摆动平面应与光电门 U形平面垂直 B．应在小钢球自然下垂时测量摆线长度

C．小钢球可以换成较轻的橡胶球 D．应无初速度、小摆角释放小钢球

（2）组装好装置，用毫米刻度尺测量摆线长度，用螺旋测微器测量小钢球直径。螺旋测微器示数如图，小钢

球直径 d  ___________mm，记摆长
2
dL l  。

（3）多次改变摆线长度，在小摆角下测得不同摆长 l对应的小钢球摆动周期 T，并作出
2l T 图像，如图。

根据图线斜率可计算重力加速度 g  ___________ 2m/s （保留 3位有效数字，
2π 取 9.．87）。

（4）若将摆线长度误认为摆长，仍用上述图像法处理数据，得到的重力加速度值将___________（填“偏大”

“偏小”或“不变”）

12．（8分）

某实验小组测量绕制滑动变阻器电阻丝的电阻率 ，实验器材：电源 E（3V，内阻很小）、电压表（量程为

0 ~ 3V，内阻很大）、待测滑动变阻器 rR （最大阻值几十欧姆）、电阻箱 0R （最大阻值9999）、滑动变阻



器 1R ，（最大阻内值50）、毫米刻度尺、开关 S以及导线若干。实验电路如图。

第一步：按图连好电路。将滑动变阻器 1R 和 2R 的滑片均置于最左端，电阻箱 0R 阻值调为零。闭合开关 S，调

整 1R 滑片的位置，使电压表的示数为 2 00V． ．

第二步：断开开关 S，保持 1R 滑片的位置不动，将 0R 的阻值调为5。

第三步：闭合开关 S，向右移动 xR 的滑片 P，使电压表的示数仍为2 00V． ，记录 0R 的阻值 R以及 xR 的滑片 P

到左端点 a之间的距离 l。

第四步：断开开关 S，保持 1R 滑片的位置不动，调节 0R 的阻值分别为10 15 、 …，重复第三步。

第五步：实验结束，整理仪器。

实验记录的部分数据见下表。

组次 1 2 3 4 5

/R  0 5 10 15 20

/ mml 0 20.3 36.8 60.5 81.1

（1）上表中不合理的一组数据为___________（填组次序号）。

（2）当 l为80 0mm． 时， xR 的滑片 P到 a之间电阻丝的匝数为 133，电阻丝的半径 r  ________mm（保留 2

位有效数字）。

（3）用 I kR 拟合上表数据，得 k近似为
34.0 10 m / 测得单匝电阻丝周长为90.0mm，则电阻丝的电阻

率   _________ m （保留 2位有效数字）

（4）若电阻率  的测量值与参考值相比偏大，产生误差的原因可能是___________。

A．未考虑电压表内阻 B．未考虑电阻丝绝缘层厚度 C．未考虑电源内阻

13．（8分）

如图，某实验小组为测量一个葫芦的容积，在葫芦开口处竖直插入一根两端开口、内部横截面积为
20 1cm． 的

均匀透明长塑料管，．密封好接口，用气排空内部气体，并用一小段水柱封闭氮气。外界温度为300K 时，气

柱长度 l为10cm当外界温度缓慢升高到310K时，气柱长度变为50cm。已知外界大气压恒为
511.0 10 Pa ，

水柱长度不计。



（1）求温度变化过程中氮气对外界做的功；

（2）求葫芦的容积；

（3）试估算被封闭氮气分子的个数（保留 2位有效数字）．已知1mol氮气在
51.0 10 Pa 、273K状态下的体

积约为 22.4L，阿伏加德罗常数 AN 取
23 16.0 10 mol ．

14．（14分）

如图 1，真空中两金属板 M、N平行放置，板间电压 U连续可调，在金属板 N的中心 C处开有一小孔。F、G、

H为正三角形 CDE各边中点，DE与金属板平行。三角形 FGH区域内存在匀强磁场，磁感应强度大小为 B，

方向垂直纸面向里。一带电粒子从紧邻 M板的 P点由静止释放沿 CG方向进入磁场，一段时间后沿 ZCED的

角平分线方向从 E点离开。已知正三角形 CDE的边长头 a，粒子质量为 m、电荷量大小为 q，粒子重力不计。

图 1 图 2

（1）求板间电压 U的大小；

（2）若磁场区域如图 2，磁感应强度不变。调整两板间电压大小，将该粒子从 P点由静止释放，仍能沿 CED

的角平分线方向从 E点离开，求粒子从 C点运动到 E点的时间。

15．（16分）

如图，质量为1kg的薄木板协置于光滑水平地面上，半径为0 75m． 的竖直光滑圆弧轨道固定在地面，轨道底

端与木板等高，轨道上端点和圆心连线与水平面成37角．质量为2kg的小物块 A以的初速度从木板左端水

平向右滑行，与木板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0.5．当 A到达木板右端时，木板恰好与轨道底端相碰并被锁定，同时

A沿圆弧切线方向滑上轨道．待离开轨道后，可随时解除木板锁定，解除锁定时木板的速度与碰撞前瞬间大小

相等、方向相反．已知木板长度为1 3m． ，g取10m / s， 10取 3.16， sin 37 0.6  ， cos37 0.8  。



（1）求木板与轨道底端碰撞前瞬间，物块和木板的速度大小；

（2）求物块 A到达圆弧轨道最高点时受到轨道的弹力大小及离开轨道后距地面的最大高度；

（3）物块运动到最大高度时会炸裂成质量比为13: 的物块 B和物块 C，总质量不变，同时系统动能增加3J，
其中一块沿原速度方向运动，为保证 B，C之一落在木板上，求从物块 A离开轨道到解除木板锁定的时间范围。



参考答案

2023 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选择性考试

物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

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

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7小题，每小题 4分，共 2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D 2.C 3.A 4.B 5.C 6.C 7.B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共 3小题，每小题 6分，共 1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选项符合题目要求，全部选对的得 6分，选对但不全得得 3分，有选错的得 0分。

8.CD 9.BC 10.BD

三、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5小题，共 54分。

11. ①. ABD ②. 20.035 ③. 9.87 ④. 不变

12. ①. 3 ②. 0.30 ③.
74.7 10 ④. B

13.（1） 0.4J；（2）
3119cm ；（3）

212.9 10

14.（1）

2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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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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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

 

15.（1） 1 7m / sv 
， 2 2m / sv 

；（2）

164 N
3NF 

， 2mH  ；（3）0.1s Δ 0.118st  或0.732s Δ 0.75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