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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从粒子到宇宙》提优 

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_ 

1．下列现象用分子动理论解释正确的是 

A．石灰石能被粉碎成粉末，说明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 

B．墨水在热水中比在冷水中扩散快，说明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剧烈 

C．“破镜不能重圆”，说明分子间有斥力 

D．海绵用力一捏会缩成一团，说明分子间有间隙 

2．两只相同的集气瓶中分别装有空气和红棕色的二氧化氮气体，用玻璃板隔开后按图

示放量，抽去玻璃板，保持两瓶口紧贴静置较长时间后，两瓶中气体颜色变得相同。已

知瓶中二氧化氮气体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大，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此现象能说明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 

B．此现象与“扫地时灰尘飞扬”的成因相同 

C．颜色变得相同后，瓶中气体分子停止运动 

D．颜色变得相同后，上方瓶中气体密度比空气大 

3．用素描炭笔在纸上连续、均匀的画一笔，放在低倍显微镜下观

察，笔迹变得浓淡而间断，此现象说明 

A．物质是由微粒组成的，各个微粒紧靠在一起，形成物质的连续体 

B．物质是由微粒组成的，微粒之间有空隙 

C．固体由微粒组成，液体连成一片，固体微粒可以挤进液体中 

D．固体和液体均连成一片，气体是由微粒组成的 

4．图甲为部分物质的原子核对核外电子束缚能力强弱情

况，束缚能力越弱越容易失去电子。现用丝绸摩擦石蜡，

然后将该石蜡靠近轻质小球，发现它们相互排斥，再将

石蜡触碰了验电器的金属球，发现金属箔片张开，如图

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金属箔片一定带负电 

B．小球可能带负电也可能不带电 

C．丝绸和石蜡摩擦过程中，石蜡一定失去电子 

D．验电器和石蜡接触后，验电器一定失去电子 

5．如图所示，用一段细铁丝做一个支架，作为转动轴，把一根中间

戳有小孔（没有戳穿）的饮料吸管放在转动上，吸管能在水平面内自

由转动，用餐巾纸与吸管的一端摩擦使其带电，再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

棒去靠近吸管，吸管两端都能与玻璃棒相互吸引。下列玩法正确的是 

A．吸管是绝缘体，其原因是吸管内几乎没有电荷 

B．吸管两端都带电 

C．吸管和餐巾纸摩擦时，吸管失去了电子，吸管的一端带负电 

D．吸管和餐巾纸摩擦时，吸管的原子核束缚电子的本领比餐巾纸强 

6．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一“罩”难求。一般医用口罩至少要有三层，外层需要阻挡

外界空气中的灰层、细菌、唾沫等飞溅物，中间层经过静电处理，可以阻挡细菌等微小

颗粒（潮湿环境中会失去静电），内层要吸收佩戴者呼出的水汽、飞沫等。某口罩的构

造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口罩潮湿后防护能力降低  

B．佩戴口罩时应该使白色吸水无纺布朝外 

C．口罩的中间层静电熔喷布能吸引小磁针  

D．佩戴口罩后内层潮湿是呼出的水蒸气升华形成 

7．假如自然界存在第三种电荷，且遵循已有的电荷间的作

用规律。a、b、c 三个轻质小球分别带正电荷、负电荷和第

三种电荷，均用绝缘细线竖直悬挂，相互靠近但始终不接触，三个小球的最终状态可能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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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卢瑟福用 α 粒子（带正电）轰击金箔实验为现代原子理论打下了基础，如图线条中，

可能是 α 粒子在该实验中的运动轨迹，能说明原子核带正电且质量较大的是 

A．a      B．b         C．c D．d 

9．学习了《粒子与宇宙》后，我们知道组成物体的分子很小，肉眼是看不见的，那么

我们如何通过身边的器材来估测分子的直径呢？在这里，我们来学习用油膜法估测分子

的直径．实验步骤和原理如下： 

(1)实验的研究对象是油酸分子，我们在实验前可以通过注射器测量出每一滴油酸的体积

为 7.5×10
－6 cm3． 

(2)把一滴油酸滴入盛水的浅盘里，待水面稳定后，将玻璃板放在浅盘上，在玻璃板上描

出油膜的轮廓．随后把玻璃板放在坐标纸上，

其形状如图甲所示，坐标纸中正方形方格的

边长为 2 cm．我们可以数出轮廓内的方格数

(未满半格的不计入个数，超过半格的算一格)，

从而估测出油膜的面积是________cm2． 

 (3)如图乙所示，假设这层油膜是由每个油酸

分子紧密排列组成的，则我们就可以估测出油酸分子的直径大约为________cm． 

10．如表是几位科学家研究摩擦起电得出的物体带电次序，表格中任何两种物体相互摩

擦时，次序在前的带正电，次序在后的带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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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学中把与丝绸摩擦过的 ______________带的电荷叫正电荷，把与毛皮摩擦过

的 ____________带的电荷叫负电荷； 

（2）由表中可知玻璃与石棉摩擦后，玻璃带 _____电； 

（3）羊毛对电子的束缚能力要比纸 _____ ；（选填“强”或“弱”） 

（4）由表中 _____判断毛皮和尼龙摩擦后两者带电情况；（选填“能”

或“不能”） 

（5）A、B、C、D 是四个带电小球，将它们用细线吊起来后静止

时的情况如图所示，已知 B 球带负电，则 A 球带 _____电，C 球

带 _____电，D 球带 _____电。 

11．在“探究带电物体间的相互作用”活动中。用干燥的丝绸摩擦过的有机玻璃棒和用干

燥毛皮摩擦的橡胶棒，依次两两靠近，如图所示。甲、乙两图呈现相互排斥现象，丙图

呈现相互吸引现象。 

(1)实验中，将其中一根棒悬挂起来是为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由实验现象可知，丝绸摩擦过的有机玻璃棒所带电荷与用干燥毛皮摩擦的橡胶棒所带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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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荷是___________（选填“相同”或“不同”）的。 

(3)把其它经过摩擦而带电的物体分别去靠近上面的悬挂的玻璃棒和橡胶棒，发现若跟玻

璃棒吸引的，就会跟橡胶棒排斥；而跟橡胶棒吸引的，就会跟玻璃棒排斥。显然，带电

的物体与玻璃棒相斥的，所带电荷跟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所带电荷必定相同，带电的物

体与橡胶棒相斥的，所带电荷跟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所带电荷必定___________。据此

分析，自然界中只存在___________种电荷。 

(4)假如一个物体带上了第三种电荷，你认为以下情况可能的是(      ) 

A．该物体跟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吸引，跟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也吸引 

B．该物体跟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吸引，跟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排斥 

C．该物体跟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排斥，跟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吸引 

D．该物体跟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排斥，跟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也排斥 

12．如图所示，在进行酒精和水混合实验中，通过比较应选择___________

（甲/乙）玻璃管，并先倒入_____（酒精/水）。若将 1L 酒精和 1L 水混合后

液体密度___________0.9g/cm3（ρ 酒精=0.8g/cm3，选填“>”“<”或“=”）。 

13．荷叶上两滴水珠接触时，能自动结合成一滴较大的水珠，这一事实说明

分子间存在 _______，封闭在注射器筒内的空气刚开始很容易被压缩，说明分子间有 

_______，压缩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压缩，这是因为分子间有 __________。 

14．N95 口罩的中间层为多孔结构的熔喷布，熔喷布能过滤比自身空隙小得多、直径仅

为 0.3μm 即_______m 的颗粒物，原因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处理，使熔喷布得到大量

电子而带______（正/负）电，具有________________的作用。由于熔喷布有很好的______

性，所以能长时间保留静电，但放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晾干后，熔喷布对细微颗粒物的

过滤效果严重下降，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如图两只硬橡胶球，带有等量正电荷，按如图所示的方式将一个金属小环 M 串在

一根光滑的绝缘杆上，位于两硬橡胶球中间，恰好平衡。 

（1）金属小环 M 的带电情况是_________； 

A．一定带正电    B．一定带负电     C．一定不带电 

D．带正电、带负电或不带电均有可能 

（2）若用绝缘橡胶棒将金属小环向右侧稍移一些，释放后，小环向中间处运动。则金

属小环 M 带_________电。 

16．1827 年，英国植物学家布朗准备用显微镜观察微生物的活动特征。然而，他发现

水中悬浮的花粉颗粒似乎在不停地运动。起初布朗还以为花粉是有生命的个体，所以在

水中游动。当他把水换成酒精，又把花粉晒干，折腾数次后，希望能够彻底地杀死花粉，

却发现液体中的花粉颗粒还是在不停地运动。换做其他无机小颗粒，也是运动不止。他

把颗粒运动的轨迹给记录了下来，这些轨迹简直是一团乱糟糟的线，毫无规律可言。而

且温度越高运动越剧烈，显然这并不是生命体的运动方式。作为科学家，他把花粉颗粒

的运动写入了论文。后来人们把这种微小颗粒的无规则运动称作布朗运动。 

布朗运动发现后的 50 余年里，科学家一直没有很好地理解其中的奥秘。直到原子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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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概念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之后，才有人指出，布朗运动其实是花粉颗粒受水分子的不

均匀撞击所致。因为液体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分子会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从而不断

撞击悬浮颗粒。当悬浮颗粒足够小时，它受到的液体分子撞击难以达到平衡，于是朝某

个方向运动。由于分子运动是无规则的，反映到颗粒的运动也是无规则的。温度越高分

子运动越剧烈，颗粒运动也越剧烈。颗粒越大受到的撞击更容易达到平衡，故小颗粒的

布朗运动更明显。 

（1）布朗运动是指________的运动。 

A．水分子的运动      B．花粉颗粒的运动 

（2）布朗运动实质上反映了_________的运动。 

（3）分子运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其运动特征不容易研究，但科学家可以通过布朗

运动认识它，这种方法叫做__________________法。 

（4）如果把分子看成球形，其直径很小，约为________m。 

（5）根据上文，写一条使布朗运动更明显的措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小华发现同一瓶里的蜂蜜，它的粘性有时大有时小，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蜂蜜的

粘性可能与温度有关，温度越高，粘性越小，温度越低，粘性越大呢？ 

小华设计了如下的实验方案：将蜂蜜分装入三个小瓶，一瓶放

在冰箱内，一瓶放在室内，另一瓶用微波炉加热一会儿，然后

找三支相同的试管，用三支滴管分别从三个小瓶中各取一滴蜂

蜜，分别同时滴到同样倾斜放置着的试管内壁上，如图甲所示，

观察各滴蜂蜜流到试管底部的时间

并进行比较。 

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小华顺利完成

了实验，并记录实验数据如表： 

（1）在上述探究过程中，小华运用

了“控制变量法”，还运用了“转换法”，她将不能直接测量的粘性转换成可以测量的 

__________________来完成实验探究。在物理学习中还有很多地方用到这两种方法，请

将与各探究方法相同的实验序号填入空格中； 

应用“控制变量法”的有：_________________；应用“转换法”的有：______________； 

A．研究声波时，将声波比作水波        B．研究光的传播时引入光线的概念 

C．探究声音的产生时看见发声的音叉可以将水花溅起 

D．探究弦乐器音调的影响因素     E．研究乒乓球跳动的远近反映振幅的大小 

F．探究单摆摆动快慢的影响因素 

（2）小华得出的结论是：同种蜂蜜，温度越高，蜂蜜的粘性越 _____（选填“大”或“小”）； 

（3）这一结论可以用图乙中 _____的图像来表示； 

（4）在上述探究过程中，小华经历了探究思维程序是：提出问题、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 

蜂蜜 在冰箱中 在室内 经微波炉加热 

温度 较低 一般 较高 

流淌时间 较长 一般 较短 

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