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苑年高考北京卷典型试题分析渊理综冤
北 辰

责编/刘海燕 版式/李小华 热线/愿圆愿猿苑员45 邮箱/liuhy@bjeea.cn

渊续 员园月 25日第 1267期冤
揖试题铱
16援如图所示袁理想变压器的原线圈

接在 u=220 2姨 sin100仔t渊V冤的交流电源
上袁副线圈接有 R=55赘的负载电阻袁原尧
副线圈匝数之比为 2颐1袁电流表尧电压表均
为理想电表遥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援原线圈的输入功率为 220 2姨 W
B援电流表的读数为 1A
C援电压表的读数为 110 2姨 V
D援副线圈输出交流电的周期为 50s
揖答案铱B
揖分析铱
本题涉及野正弦式交变电流的函数表

达式冶和野变压器的原理袁原尧副线圈电压尧
电流的关系冶等知识点遥这些知识点在叶考
试说明曳中分别属于域级尧玉级要求遥这些
基础知识和规律及其应用均属于高中物
理教学的重要内容遥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的
理解能力和推理能力遥

接在 u=220 2姨 sin100仔t渊V冤的交流
电源上袁从正弦电流的函数表达式可知袁原
线圈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是 220V袁 角速度

棕=100仔袁由 T= 2仔棕 袁可得交流电的周期为

0.02s袁选项 D错误遥 运用理想变压器电压
匝数的关系 U1

U2
=n1

n2
袁可得理想变压器的输

出电压的有效值为 110V袁即电压表的示数
为 110V渊交流电表的示数为有效值冤袁选项
C错误遥对于理想变压器袁因为变压器本身
不消耗能量袁 可知变压器输入功率与输出
功率相等袁即 U1I1=U2I2袁I2= U2

R 袁可计算出

电流表的读数为 1A袁原线圈的输入功率为
220W袁选项 B正确袁选项 A错误遥

揖试题铱
17援利用引力常量 G 和下列某一组数

据袁·不·能计算出地球质量的是
A援地球的半径及重力加速度渊不考虑

地球自转冤
B援 人造卫星在地面附近绕地球圆周

运动的速度及周期
C援 月球绕地球圆周运动的周期及月

球与地球间的距离
D援 地球绕太阳圆周运动的周期及地

球与太阳间的距离
揖答案铱D
揖分析铱
本题源于教材袁考查的知识点为野万

有引力定律及其应用冶袁在叶考试说明曳中
属于域级要求遥在万有引力问题中综合应

用匀速圆周运动中线速度尧加速度尧周期
等基本知识并应用牛顿运动定律尧力与运
动的关系尧万有引力定律等内容解决天体
运动及人造卫星问题袁属于高中物理教学
的重要内容之一遥 本题主要考查理解能
力尧推理能力和应用能力遥

地球的质量是多少钥这不可能用天平
称量袁但可通过万有引力定律来野称量冶遥
卡文迪许就把他自己的实验说成是野称量
地球的重量冶渊严格说应是野测量地球的质
量冶冤遥 若不考虑地球自转的影响袁地面上
质量为 m的物体所受到的重力 mg等于
地球对物体的引力袁即 mg=G mM

R2 袁式中

M是地球质量袁R 是地球的半径遥 由此解
出 M= gR2

G 遥 B选项中已知人造卫星在地

面附近绕地球圆周运动的速度及周期袁即
可通过 v= 2仔R

T 求出周期袁运用卫星所受

到的万有引力提供其做圆周运动的向

心力袁即 G mM
R2 =m v2

R 袁式中 m 为卫星质

量袁M为地球质量遥由此解出 M= v2R
G 遥同

理可知袁 通过 A尧B尧C三个选项所给的数
据袁都能计算出地球的质量遥 D选项能计
算出太阳的质量袁但不能计算出地球的质
量遥 因此本题的答案为 D遥 渊未完待续冤

渊续 员园月 25日第 1267期冤
揖试题铱
8援下列变化中袁气体被还原的是
A援二氧化碳使 Na2O2固体变白
B援氯气使 KBr溶液变黄
C援乙烯使 Br2的四氯化碳溶液褪色
D援氨气使 AlCl3溶液产生白色沉淀
揖答案铱B
揖分析铱
本题以不同物质同类反应原理分析为

切入点袁以实验现象方式唤起考生回忆袁要
求考生熟练掌握典型物质的化学性质袁能
准确判断氧化还原反应袁 清晰认识氧化剂
与还原反应渊被还原冤尧还原剂与氧化反应
渊被氧化冤的对应关系遥

二氧化碳与黄色固体 Na2O2 反应生
成白色固体碳酸钠与氧气袁 反应中氧元
素的化合价发生变化袁 属于氧化还原反
应遥由于发生变价的只是 Na2O2中的氧元
素袁 所以氧化剂和还原剂都是 Na2O2袁即
被还原和被氧化的物质都是 Na2O2遥 二氧
化碳在该氧化还原反应中只是反应物袁
不是氧化剂也不是还原剂遥 氯气与 KBr
溶液反应生成氯化钾与溴袁 属于非金属
单质间的置换反应袁氯元素化合价降低袁
溴元素化合价升高袁 氯气做氧化剂被还
原袁KBr做还原剂被氧化遥 乙烯气体属于
不饱和烃袁与 Br2 发生加成反应袁生成无
色的 1袁2-二溴乙烷遥 氨气通入 AlCl3 溶
液中袁氨气与水形成一元弱碱 NH3窑H2O袁
NH3窑H2O与 AlCl3溶液发生复分解反应袁
生成白色沉淀 Al渊OH冤3遥

揖试题铱
9援我国在 CO2催化加氢制取汽油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袁CO2转化过程示意图如
下院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援反应淤的产物中含有水
B援反应于中只有碳碳键形成
C援汽油主要是 C5耀C11的烃类混合物
D援图中 a的名称是 2-甲基丁烷
揖答案铱B
揖分析铱
本题选取最新科技成果为素材袁 以图

示形式表示 CO2催化加氢制取汽油的反
应过程袁考查考生接受尧吸收尧整合化学信
息的能力袁对微观球棍模型的观察能力袁以
及微观模型与化学符号不同信息之间的转
换能力遥

根据图示变化袁结合质量守恒定律推
断 院 反应淤的产物中除 CO 外还应有
H2O袁 反应于的产物中除碳氢化合物外还
应有 H2O遥 反应于中断开的化学键是碳氧
键尧氢氢键袁形成的化学键是碳碳键尧碳氢
键以及氧氢键遥 根据图示或所学均可知汽
油的成分主要是 C5耀C11的烃类混合物遥将
图 a球棍模型转化为结构简式袁根据烷烃
的命名规则袁a的名称为 2-甲基丁烷 渊异
戊烷冤遥

渊未完待续冤

渊续 员园月 25日第 1267期冤
揖试题铱
2援某植物光合作用尧呼吸作用与温度

的关系如下图遥 据此袁对该植物生理特性
理解·错·误的是

A援呼吸作用的最适温度比光合作用的高
B援净光合作用的最适温度约为 25益
C援在 0耀25益范围内袁温度变化对光

合速率的影响比对呼吸速率的大
D援适合该植物生长的温度范围是10耀50益
揖答案铱D
揖分析铱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袁 释放

氧气曰通过呼吸作用分解有机物袁释放能量
满足各种生命活动的需要遥 本题以植物光
合作用尧呼吸作用与温度的关系为背景袁综
合考查对光合作用尧 细胞呼吸这两个重要
概念的理解和掌握遥 同时考查将图示转换
为文字袁并对信息进行比较尧分析的能力遥

题中上部的图显示净光合速率与温
度的关系袁下部则显示了温度对总光合速
率与呼吸速率的影响遥由上图可知净光合
作用的最适温度约为 25益袁 从下图中可
知总光合的光合速率在约 30益时最高袁

而呼吸速率在约 55益时达到最高袁 故选
项 A呼吸作用的最适温度高于光合作用
为正确表述遥 同理袁选项 B表述正确遥 由上
下两图可知袁在 0耀25益范围内袁净光合速率
与总光合速率快速上升袁 而呼吸速率上升
缓慢袁 因此温度变化对光合速率的影响比
对呼吸速率的大袁选项C表述正确遥分析净
光合速率与温度的关系可以发现袁 当温度
为 45益时袁该植物净光合速率已降为零袁表
明这个温度条件下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物
已不可能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遥因此 45益耀
50益这个温度范围不会是植物生长的最适
范围遥 所以袁选项D的表述错误遥

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是绿色植物重
要的生命活动袁也是叶分子与细胞曳模块的
重点教学内容遥本题以趋势图的形式将温
度对光合作用尧 呼吸作用的影响联系起
来袁需要考生在解题过程中正确区分并使
用相应的生物学基本概念袁对图中曲线的
含义进行正确的解读尧比较与分析遥 本题
意在引导高中生物学教学要关注不同生
理过程在生命体内的联系袁帮助学生树立
生命的整体观尧生命体与环境的整体观遥

揖试题铱
3援 酸雨指 pH小于 5.6的大气降水遥

在实验室中模拟酸雨喷淋樟树和楝树的
树苗遥 结果发现袁楝树的高度比对照组低
约 40%袁而樟树的高度没有明显差异遥 结
合生态学知识所作的合理推测是

A援 酸雨对楝树种群中个体的株高影
响较明显

B援 酸雨对樟树种群密度的影响比对
楝树的大

C援森林生态系统物种丰渊富冤度不受
酸雨影响

D援楝树生长的群落中袁其他树种都不
耐酸雨

揖答案铱A
揖分析铱
酸雨是由工厂排放的硫或氮的氧化

物溶于降水所致袁 是一种常见的环境污
染遥本题以模拟酸雨喷淋樟树和楝树树苗
的实验为背景袁考查考生对生态学基本概
念的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在新情境下进
行推理的能力遥

由题干可知袁经酸雨处理后袁实验组
楝树的高度比对照组低约 40%袁说明自然
环境中的酸雨对楝树的株高会有明显的
负面影响袁选项 A正确遥 通过模拟实验发
现袁 酸雨对樟树的高度没有明显影响袁由
此无法得出野酸雨对樟树种群密度的影响
比对楝树的大冶的推论袁选项 B错误遥由实
验结果可知袁酸雨对楝树株高的增加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袁但该实验并未提供楝树所
在自然群落中其他树种及生物受酸雨影
响的实验结果袁因此不能作出野森林生态
系统物种丰渊富冤度不受酸雨影响冶的推
测袁选项 C是错误的遥 虽然实验结果显示
樟树和楝树对酸雨的耐受能力不同袁但不
能据此推测楝树所在的自然群落中其他
树种都不耐受酸雨袁故选项 D错误遥

本题的素材取自于中国学者的研究
成果袁意在引导高中生物学教学和复习要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袁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和科学探究的思维方法袁运用生态学知识
解释和解决环境问题遥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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