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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图 1 所示,斜面 AB 和水平面 BC 平滑连接｡水平面 BC，水平面 DE，以及竖直面 CD 构

成了一节阶梯｡另外，有一拉车 Q与 CD相接，且其上方的水平表面 FG与 BC 处于同一高度｡ 

  现在,从距离 BC面高度ℎ的斜面上的 A点,将小物体 P轻轻释放,沿着斜面下滑的 P在 BC

面上以速度𝑣0进行运动,最终滑入拉车的上表面 FG 上｡小物体 P 以及拉车 Q 的质量都为𝑚,

此外,P 只与 FG 面存在摩擦力,其摩擦系数为 𝜇｡在以下[Ⅰ][Ⅱ]情况下,请从各问题的备选

项中分别选择一项正确答案,填写其对应编号｡重力加速度的大小为𝑔,速度,加速度如图向

右方向为正｡ 

 

 

 

图 １ 

 

[Ⅰ]  使拉车 Q静止不动进行固定｡ 

(1) 在 A点小物体 P由于拥有的重力势能为多少｡假设,P在 BC面上的重力势能的值为 0｡ 

① 0    ② −
1

2
𝑚𝑔ℎ    ③ 

1

2
𝑚𝑔ℎ    ④ − 𝑚𝑔ℎ    ⑤ 𝑚𝑔ℎ           

 

(2) 小物体P在BC面上滑动时的速度𝑣0为多少｡ 

① √𝑔ℎ   ② 𝑔ℎ   ③ √2𝑔ℎ   ④ 2𝑔ℎ   ⑤ 2√𝑔ℎ 

 

(3) 小物体P在FG面上滑动时,加速度为多少｡ 

① −
1

2
𝜇𝑔    ② 

1

2
𝜇𝑔   ③ −𝜇𝑔   ④ 𝜇𝑔   ⑤ −𝑔         

 

(4) 小物体 P在FG面上静止｡拉车 的左端F到P静止的位置的距离为多少｡ 

① 
𝑣0

2

2𝜇𝑔
   ② 

𝜇𝑣0
2

2𝑔
   ③ 

𝑣0
2

𝜇𝑔
   ④ 

𝜇𝑣02

𝑔
   ⑤ (1 − 𝜇)

𝑣0
2

2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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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使拉车可以自由移动｡ 

(5) 小物体P在拉车Q上(FG面)滑动时,相对于拉车Q的平面的加速度为多少｡ 

① −𝜇𝑔      ② 𝜇𝑔     ③ −2𝜇𝑔     ④ 2𝜇𝑔     ⑤ 3𝜇𝑔 

 

(6) 当小物体P最终静止在拉车Q上,之后, P同Q成为一体进行移动｡ 

此时P和Q的速度为多少｡ 

① 0        ② 
𝑣0

3
        ③ 

𝑣0

2
        ④ 

2

3
𝑣0        ⑤ 𝑣0 

 

(7) 速度为𝑣0的小物体P通过拉车的左端 F的瞬间时刻为𝑡 = 0,之后的时刻,小物体P和;拉

车Q的速度分别是怎样变化的｡如下备选图表中,P的速度用实线(──)表示,Q的速度用虚

线(----)表示｡ 

 

 

 

(8) 小物体P在拉车Q的滑行距离为多少｡ 

① 
𝑣0

2

4𝜇𝑔
       ② 

𝜇𝑣0
2

4𝑔
       ③ 

𝑣0
2

2𝜇𝑔
       ④ 

𝜇𝑣0
2

2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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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图 2 所示,间隔为𝑙的两根平行的光滑导轨ab, cd和水平面所呈的角度𝜃,将其固定在垂

直向上的大小为B的磁场中｡导轨的上端a, c之间连接有电阻值为𝑅的电阻｡导轨的上面有质

量为𝑀的金属棒PQ和导轨垂直放置｡将PQ从静止状态轻轻释放,PQ和导轨呈垂直状态进行移

动,最终以一定的速度𝑣0进行移动｡导轨特别长,导轨和金属棒之间没有摩擦,ac之间的阻力

以外的电阻,以及流经电路的电流以及磁场可以忽略不计｡重力加速度的大小为𝑔,请从以下

问题中分别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写上其对应的编号｡ 

 

图 2 

 

(1) 金属棒PQ的速度为𝑣时,在PQ上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为多少｡ 

① 𝑣𝐵𝑙      ② 𝑣𝐵𝑙 sin 𝜃    ③ 𝑣𝐵𝑙 cos 𝜃     ④ 𝑣𝐵𝑙 tan 𝜃    

 

(2) 此时,求解流经电阻的电流强度 I｡ 

① 
𝑣𝐵𝑙

R
         ② 

𝑣𝐵𝑙 sin 𝜃

R
     ③ 

𝑣𝐵𝑙 cos 𝜃

𝑅
      ④ 

𝑣𝐵𝑙 tan 𝜃 

𝑅
         

 

(3) 流经电阻的电流的方向为怎样的｡ 

①  从 a流向 c             ② 从 c流向 a 

 

(4) 金属棒 PQ从磁场所受的力的大小为多少｡ 

① 𝐼𝐵𝑙      ② 𝐼𝐵𝑙 sin 𝜃      ③ 𝐼𝐵𝑙 cos 𝜃      ④ 𝐼𝐵𝑙 tan 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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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属棒 PQ从磁场所受的力的方向为怎样的｡ 

          从手的方向(P侧)看到的图 2 

 

 

(6) 金属棒PQ以一定的速度𝑣0移动时的速度𝑣0为多少｡ 

① 
𝑀𝑔𝑅cos2𝜃

𝐵2𝑙2 sin 𝜃
    ②  

𝑀𝑔𝑅cos𝜃

 𝐵2𝑙2 sin2 𝜃
    ③ 

𝑀𝑔𝑅sin2𝜃

𝐵2𝑙2 cos 𝜃
    ④ 

𝑀𝑔𝑅sin𝜃

𝐵2𝑙2 cos2 𝜃
 

⑤ 
𝐵2𝑙2sin𝜃

𝑀𝑔𝑅 cos2 𝜃
    ⑥  

𝐵2𝑙2sin2𝜃

𝑀𝑔𝑅 cos 𝜃
    ⑦ 

𝐵2𝑙2cos𝜃

𝑀𝑔𝑅 sin2 𝜃
    ⑧ 

𝐵2𝑙2cos2𝜃

𝑀𝑔𝑅 sin 𝜃
 

 

(7) 金属棒 PQ以一定的速度𝑣0移动时,在电阻产生的单位时间的焦耳热为多少｡ 

 

① 𝑀𝑔𝑣0      ② 𝑀𝑔𝑣0 sin 𝜃    ③ 𝑀𝑔𝑣0 cos 𝜃     ④ 𝑀𝑔𝑣0 tan 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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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图 3 所示,有一衍射光栅，在其平面镜的一侧,刻有大量平行槽，平行槽之间均保持

一定的间隔(光栅常数)d｡在衍射光栅没有刻槽的一面,使波长𝜆的单色光垂直入射,在离衍射

光栅十分远的屏幕上,可以看到光的入射方向和屏幕的交点O为中心点的几个亮点｡以下的

问题中分别选择一项正确答案,并填写其相应的编号｡ 

 

 

 

 

 

 

 

 

 

 

 

 

 

 

 

 

 

 

图 3 

 

问题 1  应该填入如下文章中  （A）  ～   （D）处的词语,请从备选答案中分别选出一项

正确答案,并写下其相应的编号｡ 

 

衍射光栅的槽的部分吸收光的同时也存在光的漫反射现象,槽与槽之间的平整的部分发

挥着缝隙的作用｡依据  （A） 的原理,当光通过裂缝部分时,从裂缝上面的各点会产生被称

作  （B） 的球面波,光进行衍射并继续前进｡从各缝隙衍射的光会发生  （C） 并在几个特

定的方向相互加强,在屏幕上产生亮点｡以下,将这种相互加强的光称“衍射光”,衍射光出

现的方向,从入射方向逆时针测量的角度𝜃(−90° < 𝜃 < 90°)｡ 

衍射光栅 

扩大 

衍射光栅的

扩大图 

屏幕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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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相邻缝隙正的角𝜃的方向光之间的波程差 AB为𝑑𝑠𝑖𝑛𝜃｡角𝜃也包含负的情况,通常,

出现衍射光的方向的条件式,m为整数,如下表达｡ 

                     𝑑𝑠𝑖𝑛𝜃=  （D） ×𝜆 

①  衍射           ②  折射         ③  反射      ④  干涉 

⑤  惠更斯         ⑥  杨氏         ⑦  纵波      ⑧  元素波 

⑨  定常波         ⑩   𝑚          ⑪  𝑚 +
1

4
       ⑫   𝑚 +

1

2
 

 

问题 2  不改变单色光的波长λ,使用比衍射常数 d的值更小的衍射光栅进行相同的实验｡衍

射光出现的方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① 不发生变化｡ 

② 在图 3,所有的衍射光向上方移动｡ 

③ 在图 3,所有的衍射光向下方移动｡ 

④ 在图 3,点O上面的衍射光向上方,下面的衍射光向下方移动｡ 

⑤ 在图 3,点O上面的衍射光向下方,下面的衍射光向上方移动｡ 

 

问题 3  使用波长 λ1 = 6.0 ×10
-7
m的单色光进行实验,在问题 1中求得的条件𝑚 = 4的衍射

光在𝜃 = 30°时出现｡此时的衍射光栅,每 1cm刻有多少条槽｡ 

 

① 1.4×10
3
             ② 2.1×10

3
            ③ 3.6×10

3
        

④ 5.5×10
3
             ⑤ 1.1×10

4
 

 

  接着,如图 4 所示,问题 3 中使用的衍射光栅没有刻槽的一面,从斜面下方入射角为

30°的波长λ2的单色光进行入射｡入射光折射进入镜面,从裂缝部分衍射再次进入空气｡ 

图 4 

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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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  假设镜面的光路长度相等,衍射光出现的方向的条件式应该怎样表达｡𝑚′为整数,衍

射光出现的方向,从衍射光栅的法线方向沿逆时针测得的角度用𝜃(−90° < 𝜃 < 90°)表示｡ 

①  𝑑 (sin 30° − sin θ ) = 𝑚′𝜆2             ②    𝑑 (sin 30° − cos θ ) = 𝑚′𝜆2 

③  𝑑 (cos 30° − cos 𝜃) = 𝑚′𝜆2          ④   𝑑 (cos 30° − sin 𝜃) = 𝑚′𝜆2 

⑤  𝑑 (tan 30° − tan 𝜃) = 𝑚′𝜆2 

 

问题 5  由于衍射光在屏幕上产生的亮点的位置,和波长λ1的单色光垂直入射的问题 3的情

况相比,几个亮点的位置是一致的,问题 3的情况𝑚 = 2的位置产生了亮点｡此时,求解

波长λ2的值(×10
-7 
m)｡𝜆1和𝜆2虽然不同,但是都处于可见光范围,可见光的波长范围大

约为 3.8×10
-7  

m～7.7×10
-7  

m｡ 

① 3.8       ② 4.0        ③ 5.0         ④ 6.5        ⑤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