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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磁场是真实存在的，而磁感线是假想的，不是客

观存在的

磁体的周围空间存在着磁场，磁体间的相互作用就

是通过磁场来实现的．磁场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但真
实存在于磁体周围空间的特殊物质．

磁感线是为了形象地描述磁场的分布情况而画的

一些曲线，它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假想出来的．
二、磁感线的疏密表示磁场的强弱

磁场有强有弱，其强度在磁体的周围一般不是均匀

的，而是变化的．可以通过磁感线的疏密来描述磁场的
强弱．磁体周围的磁感线越稠密，就表示那里的磁场越
强；磁感线越稀疏，就表示那里的磁场越弱．

三、磁场有方向，磁场中磁感线也有方向，二者方向

是一致的

磁场不但有强弱，还有方向．磁场的方向是这样规
定的：在磁场中的某一点，小磁针静止时北极所指的方

向就是该点的磁场方向．在磁体的外部，磁感线都是从
磁体的北极出来回到磁体的南极；磁感线上各点的切线

方向为该点处的磁场方向．要明白：在磁场中，磁场的方
向、磁感线的方向、磁场中静止的小磁针北极所指的方

向是一致的．

四、磁场中的磁感线不会相互交叉

磁场中的磁感线有无数条，但任何两条磁感线都不

会交叉，因为磁场中某一点的磁场方向是惟一的．
例题：已知磁铁旁边的小磁针静止时的方向如图１

所示，请标出磁感线的方向和磁铁的Ｎ、Ｓ极．

解析：根据磁极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先判断出磁

体的Ｎ、Ｓ极，然后根据磁体周围的磁感线都是从磁体的
Ｎ极出发，回到磁体的Ｓ极，标出磁感线的方向．甲图中
小磁针右端为Ｎ极，则条形磁铁的右端为 Ｓ极；乙图中
小磁针的左端为Ｎ极，则Ｕ形磁铁的左端为Ｓ极，再标
出磁感线方向即可．

答案：如图２所示

【跟踪训练】

两条形磁铁的磁极如图３相对，请在图中画出这两
磁极间的磁感线，在Ａ点画一小磁针，并标出Ｎ极．

【跟踪训练参考答案】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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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磁体有南北两极，一个磁体被分割成若干

新磁体后，每个新磁体南北两极总是同时存在，磁单极

子迄今还尚未发现．一个完整的磁体被截断后，新磁体
的极性将如何分布，下面具体说明．

一、条形磁体截断后极性的分布

１．沿中性面把条形磁体截为两段（如图１所示）．

分析：如果把条形磁体从中性面截为两段，每一段

磁体仍具有两个磁极，原磁体Ｎ极所在段的另一端为 Ｓ
极，原磁体Ｓ极所在段的另一端为 Ｎ极，因此截断处新
形成的两磁极异名，相互吸引．此种情况可形象地认为
两磁体串联，首尾相接，总磁性得到加强．
２．沿Ｎ、Ｓ极方向把条形磁体截为两段（如图 ２

所示）．

分析：条形磁体如果沿着 Ｎ、Ｓ极方向截成两段，每
一段仍是具有两个磁极的磁体，由于不是从磁体的中性

面截断的，原磁体上的 Ｎ、Ｓ极在两段磁体上平均分布，
使得原磁体的Ｎ极那一端仍为Ｎ极，原磁体的Ｓ极那一
端仍为Ｓ极，因此，新形成的两磁体靠近的极性相同，相
互排斥．此种情况可形象地认为两磁体并联，首首相接，

尾尾相接，总磁性也得到加强．
二、环形磁体截断后极性的分布

按厚度水平从中性面截成两段（如图３所示）．

分析：此时的环形磁体如果按厚度从中性面截成两

段，其情况同条形磁体，原磁体 Ｎ极所在段的另一端为
Ｓ极，则原磁体 Ｓ极所在段的另一端为 Ｎ极，新形成的
两磁体相邻的磁极异名，相互吸引，可形象地认为两磁

体串联，总磁性得到加强．
三、蹄形磁体截断后极性的分布

沿中性面截成两段（如图４所示）．

分析：蹄形磁体如果沿中性面截成两段，磁极分布

和条形磁体一样，原磁体的磁极不变，分开处异名磁极

相吸，相当于磁体串联，总磁性加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磁体断开后新形成的磁体

的极性，取决于原磁体的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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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短文】

铁磁性物质的结构与其他物质有所不同，它们本身

就是由很多已经磁化的小区域组成的，这些磁化的小区

域叫做“磁畴”．磁化前，各个磁畴的磁化方向不同，杂乱
无章地混在一起，各个磁畴的作用在宏观上互相抵消，

物体对外不显磁性．磁化过程中，由于外磁场的影响，磁
畴的磁化方向有规律地排列起来，使得磁场大大加强．

有些铁磁性材料在外磁场撤去以后，磁畴的方向仍

能很好地保持一致，物体具有很强的剩磁，这样的材料

叫做硬磁性材料．有的铁磁性材料，外磁场撤去以后，磁
畴的磁化方向又变得杂乱，物体没有明显的剩磁，这样

的材料叫做软磁性材料．永磁体要有很强的剩磁，所以
要用硬磁性材料制造．电磁铁要在通电时有磁性，断电
时失去磁性，所以要用软磁性材料制造．

高温下，磁性材料的磁畴会被破坏；在受到剧烈振

动时，磁畴的排列会被打乱，这些情况下材料都会产生

退磁现象．
【跟踪训练】

１．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只有铁和铁的合金可以被磁铁吸引
Ｂ．只要是铁磁性材料总是有磁性的
Ｃ．制造永久磁铁应当用硬磁性材料
Ｄ．电磁铁的铁芯应当用硬磁性材料
２．下列关于磁化和退磁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
Ａ．铁磁性物质是由已经磁化的小区域组成，这些小

区域叫做磁畴

Ｂ．当各个磁畴的磁化方向杂乱无章时，物体对外不
显磁性，当排列方向有序时，对外显示磁性

Ｃ．磁化的过程是使各个磁畴的磁化方向趋于一致
的过程

Ｄ．退磁是各个磁畴的磁性消失的过程
３．把一根条形磁铁从中间切断，我们将得到（　　）
Ａ．一段只有Ｎ极，另一段只有Ｓ极的两块磁铁
Ｂ．两段均无磁性的铁块
Ｃ．两段均有Ｎ极和Ｓ极的磁铁
Ｄ．两段磁极无法确定的磁体
４．如图所示，利用材料Ａ制造强力磁铁，Ａ的每个原

子都有Ｎ、Ｓ极，原子杂乱无章排列时 Ａ对外不显磁性，
原子同向排列时Ａ具有磁性．高温加热会使Ａ磁性消失，
请你从分子热运动的角度解释为什么高温会退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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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认识磁体
试一试：磁浮飞碟（如图 １

所示）是根据物理学磁场原理

及陀螺定轴性理论，研制而成的

一种神奇磁悬浮科技益智玩具，

通过精心操作，可以驱动飞碟旋

转，搭配飞碟重量、精确调节物

体平衡，磁浮飞碟会神秘地进入悬空飞浮状态，犹如真

正的太空飞碟．这种玩具需要精确调节磁场平衡和飞碟
重量，从而锻炼我们动手操作的能力，并考验我们的耐

心和毅力．你不妨试一试吧！
看一看：学过或者关注各种棋类的同学都知道，在

教学中，教练都会使用磁性的棋盘或棋子进行讲解，如

图２所示．这样棋子放在棋盘上时不会掉下来或移位，
非常方便．

做一做：把细铁屑撒在纸上，纸下面放一条形磁铁，

试试能否看到图３中的现象，你还发现了哪些现象？
填一填：物体能够吸引铁、钴、镍等物质的性质叫

．磁体上磁性最 的部位叫磁极；一个

磁体有两个磁极，分别是 和 ．
议一议：（１）磁体能吸引铝和铜等物质吗？
（２）一个条形磁体不小心被摔成两段，那么这两段

磁体各有几个磁极呢？

做一做：如图４所示，将条形磁体的一个磁极靠近
小磁针的同名磁极，发现它们相互排斥；将条形磁体的

一个磁极靠近小磁针的异名磁极，发现它们相互吸引．

填一填：磁极间的相互作用规律是同名磁极相互

，异名磁极相互 ．
想一想：怎样使一个本身没有磁性的铁质物体获得

磁性呢？

做一做：如图５所示，将一磁体按
从Ａ到Ｂ的方向摩擦一根钢针一段时
间后，会发现钢针也能吸引大头针．

填一填：像图５中这样，物理学中
把原来没有磁性的物体获得磁性的过

程叫做 ．你知道的可以使物体去磁的方法有
、 ．

【跟踪训练】

１．如图６所示是三个钢块两两吸引或排斥的情况，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

Ａ．都是磁体
Ｂ．只有两个磁体
Ｃ．可能都是磁体，也可能只有两个磁体
Ｄ．都不是磁体
２．（２０２２·南平校级期末）如图７所示，在两个靠得

很近的小车上分别放一块磁铁，同时松手后观察到的现

象是 （　　）

Ａ．两车都向左运动
Ｂ．两车都向右运动
Ｃ．一车先运动、另一车后运动
Ｄ．甲车向左运动、乙车向右运动
３．如图８所示，甲、乙为两根外形

完全相同的钢棒，一根有磁性，一根没

有磁性，当乙从甲的左端水平向右移

到右端，若两根钢棒间吸引力的大小

不变，则 钢棒有磁性；若两根

钢棒间吸引力两端大，中间小，说明

钢棒有磁性．
２．认识磁场、磁感线
做一做：在条形磁体的周围放置一

些小磁针，观察小磁针 Ｎ极的指向，如
图９所示．

填一填：大量科学研究表明：磁体

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物质，物理上命名为

，为了描述它，物理学上引入

了 ．在磁体的外部磁感线都是从磁体的
出发，回到磁体的 ．磁感线上任一点

的切线方向，为该点的磁场方向．
看一看：仔细观察如图１０所示的条形磁体、蹄形磁

体以及同名、异名磁极间的磁感线方向．

填一填：磁感线实际上是 （选填“存在”或

“不存在”）的．磁感线分布越密的地方磁场越
（选填“强”或“弱”），磁感线分布越疏的地方磁场越

（选填“强”或“弱”）．小磁针在磁场中静止时，
其北极所指的方向和磁场方向 （选填“相同”

或“相反”）．
填一填：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体，在其周围

也存在磁场，我们把它叫做 ．地磁北极在地理
附近，地磁南极在地理 附近．地磁的

南北极与地理南北极并不重合，而是有一些偏离，世界

上最早记述这一现象的人是我国宋代学者沈括，这个发

现比西方早了４００多年．
想一想：指南针能够指示方向的原因是什么？你知

道的可以靠地磁场导航的动物有哪些？

读一读：地球磁场（如图 １１所
示）可以保护地球生命免遭辐射，防

止带电粒子和陨石对地球构成的破

坏．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目前，科学
家最新一项研究表明，月球引力可以

对地球内核提供充足能量，促使地球

形成磁场．这也就是说，没有月球就
没有地磁场，地球也就不会有生命．

【跟踪训练】

４．如图１２所示，一条形磁体周围放着能自由转动的
小磁针甲、乙、丙、丁，这四根磁针静止时 Ｎ极指向画错
的是（磁针的黑端表示Ｎ极） （　　）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５．如图１３所示的两条曲线是两条磁感线，若将一枚

小磁针放在Ａ处，小磁针的Ｓ极将指向图中所示的
（　　）

Ａ．ａ方向 Ｂ．ｂ方向
Ｃ．ｃ方向 Ｄ．ｄ方向

６．（２０２２·成都温江区期末）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磁
体，在地球周围的空间里存在着地磁场，图１４中表示地
磁南极的是 （　　）

Ａ．ａ Ｂ．ｂ Ｃ．ｃ Ｄ．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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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期３、４版参考答案

１．Ｃ　２．Ｂ　３．Ｃ　４．Ａ　５．Ｄ
６．Ｄ　７．Ｂ　８．Ｃ　９．Ｃ　１０．Ａ
１１．２　２２．５
１２．５．５　２４２
１３．１３７２．６　５．４×１０４

１４．１．２　３２
１５．＞　１∶２　４８
１６．３∶２　３７．５
１７．６０　３６０
１８．２、３　９．９×１０５

１９．变大　１２５
２０．１０　２０　１．６
２１．（１）不同
（２）改变灯泡两端的电压，多次实验得出普遍规律
（３）串联　电压
（４）如图所示

（５）不必
２２．（１）断开　（２）ａ　２．５
（３）５．５　０．７５
（４）变大　小灯泡灯丝的温度升高
２３．（１）Ｕ形管两侧液面的高度差　转换法
（２）右瓶　大
（３）不同
（４）电阻　左瓶

２４．解：（１）灯泡Ｌ的额定功率
Ｐ额 ＝Ｕ额 Ｉ额 ＝３８Ｖ×０３Ａ＝１１４Ｗ．
（２）由题意可知，定值电阻Ｒ两端的电压
ＵＲ ＝Ｕ额 ＝３８Ｖ，
通过定值电阻Ｒ的电流
ＩＲ ＝Ｉ－Ｉ额 ＝０４Ａ－０３Ａ＝０１Ａ，
则定值电阻Ｒ的阻值

Ｒ＝
ＵＲ
ＩＲ
＝３８Ｖ０１Ａ＝３８Ω．

（３）整个电路通电１ｍｉｎ，定值电阻Ｒ产生的热量
Ｑ＝Ｉ２ＲＲｔ＝（０１Ａ）

２×３８Ω×１×６０ｓ＝２２８Ｊ．
２５．解：（１）电热水壶处于保温状态时，电路中的电流

Ｉ＝
Ｐ保温
Ｕ ＝５５Ｗ２２０Ｖ＝０２５Ａ．

（２）当Ｓ１闭合，Ｓ２断开时，电热水壶处于保温状态，
此时电路中的总电阻

Ｒ＝ＵＩ＝
２２０Ｖ
０２５Ａ＝８８０Ω，

则电阻Ｒ１的阻值
Ｒ１ ＝Ｒ－Ｒ２ ＝８８０Ω－８３６Ω ＝４４Ω，
当Ｓ１、Ｓ２闭合时，电热水壶处于加热状态，则电热水

壶的加热功率

Ｐ加热 ＝
Ｕ２
Ｒ１
＝（２２０Ｖ）

２

４４Ω
＝１１００Ｗ．

（３）发热盘吸收的热量
Ｑ吸 ＝ｃｍΔｔ＝０５×１０

３Ｊ／（ｋｇ·℃）×０４４ｋｇ×
（１２０℃ －１１０℃）＝２２×１０３Ｊ，

由于不计热量损失，所以消耗的电能Ｗ＝Ｑ吸 ＝２２×

１０３Ｊ，根据Ｐ＝Ｗｔ得加热时间

ｔ＝ Ｗ
Ｐ加热

＝２２×１０
３Ｊ

１１００Ｗ ＝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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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磁体

　　　　　　　　　　　　　　　　　　１．（２０２２·商河校级期末）小明捡到一块矿石，想
了解它的一些性质，于是他将铁钉放在矿石附近，铁钉

立即被吸引到矿石上，此现象说明该矿石具有 （　　）
Ａ．磁性 Ｂ．导电性
Ｃ．弹性 Ｄ．绝缘性
２．在一次课外实践活动中，一颗铁质的小螺丝掉

入细小狭长的小洞中，小科设计了以下四种方案，其中

不能取出小螺丝的是 （　　）

３．（２０２２·建湖校级期末）有甲、乙两根形状完全
相同的钢棒，当甲的一端靠近乙的一端时，乙按如图１
所示的方式转动起来，则可判断 （　　）

Ａ．一定是甲棒有磁性，乙棒无磁性
Ｂ．一定是乙棒有磁性，甲棒无磁性
Ｃ．甲、乙一定都有磁性
Ｄ．甲、乙一定都没有磁性
４．在两个磁体的中间有一小磁针，静止时小磁针

的指向如图２所示，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甲、乙端都为Ｎ极
Ｂ．甲、乙端都为Ｓ极
Ｃ．甲端为Ｎ极，乙端为Ｓ极
Ｄ．甲端为Ｓ极，乙端为Ｎ极
５．如图３所示为一款磁悬浮蓝牙音箱，音箱通电时

振动发出声音，将电能转化为 能．音箱悬浮在
空中，是利用了同名磁极相互 （选填“吸引”

或“排斥”）的原理．

６．（２０２２·淄博张店区校级期末）如图４所示是小
美在淄博市科技馆看到的“铁钉桥”，左右两侧的桥墩

是电磁铁，闭合开关，电磁铁通电有磁性，这时将小铁

钉沿右侧桥墩依次连接起来，便可形成“天桥”．这是因
为小铁钉和桥墩接触时被 ，有了磁性，所以将

铁钉逐个连接时不会掉下来．
７．干簧管是一种开关，其结构如图５甲所示，其中

磁簧片是一种有弹性、易被磁化的软铁材料，被固定于

玻璃管内．将一个条形磁体靠近并与干簧管平行放置
时，干簧管的磁簧片触点就会闭合，电路接通，如图５乙
所示；当条形磁体远离干簧管时，触点就会断开．干簧
管的磁簧片被磁化后，触点部位闭合的原因是

（选填“同”或“异”）名磁极相互

（选填“吸引”或“排斥”）．

磁场　磁感线
１．（２０２２·江门蓬江区期末）关于研究磁场的方法

和磁场的描述，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磁感线是磁体周围空间实际存在的曲线
Ｂ．用磁感线可以形象地描述磁场的分布情况
Ｃ．磁场方向是由放在该点的小磁针决定的
Ｄ．在磁体周围撒铁屑可以判断该磁体周围的磁场

方向

２．（２０２１·郴州）ａ、ｂ两个磁极间的磁感线分布如图
１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ａ端磁极是Ｓ极，ｂ端磁极是Ｎ极
Ｂ．Ｐ点没有磁场
Ｃ．磁感线是真实存在的
Ｄ．Ｑ点的磁场方向水平向右

３．（２０２２·桓台校级期末）如图２所示是条形磁体
的磁场分布图，ａ、ｂ是磁场中的两个点，关于该磁场，下
列说法错误的是 （　　）

Ａ．由于ａ点没有磁感线经过，所以 ａ处的磁场比 ｂ
处弱

Ｂ．该条形磁体的右端为Ｎ极，左端为Ｓ极
Ｃ．将一小磁针置于ｂ点，其静止时Ｎ极指向左侧
Ｄ．磁感线是为了研究方便而引入的假想曲线
４．（２０２２·柳州一模）如图３

所示是地球周围地磁场的模拟

图．已知图中地球的最上方为地
球的地理北极，地球的最下方为

地球的地理南极，下列关于地磁

场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地磁北极在图中地球的下方
Ｂ．地磁南极在图中地球的下方
Ｃ．放在北半球的小磁针Ｎ极指向南半球
Ｄ．放在南半球的小磁针Ｎ极指向南极点
５．（２０２２·灌云校级模拟）磁场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却是真实存在，不仅有强弱，还有方向．如图４所示，
小磁针静止，该位置磁场方向是水平向 （选填

“左”或“右”）．磁感线是为了形象地描述磁场，仿照铁
屑分布画出的假想线，磁感线分布越密的地方，磁场越

（选填“强”或“弱”）．

６．两条形磁体之间的磁感线方向如图５所示，则右
边条形磁体２的Ａ端为 极．小磁针静止时，Ｂ端
为 极．
７．（２０２２·成都武侯区期末）如图６所示是我国早

期的指南针———司南．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记载：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其“柢”是因为受到

的作用而指向地理的南极附近，其“柢”应该

为磁体的 极．

８．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详细记载了“指南
龟”（如图７甲所示）的制法：先以木刻龟，在龟体上沿首
尾方向开一洞，放入条形磁石，然后以黄蜡填满，在龟尾

部敲入一铁针与磁石一端相连，以示方向，其剖面图如

图７乙所示，将木龟支于竹钉之上，使木龟转动，静止
后，针指南，则龟尾端为磁石的 （选填“Ｎ”或
“Ｓ”）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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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每小题４分，共４０分）
１．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有关吸铁磁石的记载．下

列关于磁现象的说法正确的是 （　　）
　　　　　　　　　　　　　　　　　　Ａ．磁体能吸引铁、铜、镍等物质
Ｂ．同名磁极相互吸引，异名磁极相互排斥
Ｃ．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磁场发生的
Ｄ．磁体之间只有相互接触时才能产生相互作用力
２．（２０２２·渑池校级期末）关于磁现象和磁场，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
Ａ．磁场对放入其中的小磁针没有力的作用
Ｂ．磁场和磁感线都是真实存在的
Ｃ．磁体周围的磁感线越密，说明磁场越强
Ｄ．指南针的Ｎ极指向地理的南方
３．如图 １所示，一根条形磁

体，左端为Ｓ极，右端为Ｎ极，下列
图像表示沿磁铁表面从 Ｏ点经 ａ
点移动到ｂ点的过程中磁性强弱变化情况，其中正确的
是 （　　）

４．（２０２２·会宁模拟）如图２所示，支架上的条形磁
体Ｎ极下方吸引了两根金属棒，两金属棒被磁化后下端
张开，此现象说明两金属棒 （　　）

Ａ．可能是铝棒，下端是Ｎ极
Ｂ．可能是铁棒，下端是Ｎ极
Ｃ．可能是铁棒，下端是Ｓ极
Ｄ．可能是铜棒，下端是Ｎ极

５．如图３所示，小明在四川科技馆用一根细线将一
个磁极未知的条形磁体悬挂在空中，静止时它的Ａ端始
终指向地理北极，则该条形磁体的Ａ端是 （　　）

Ａ．Ｎ极
Ｂ．Ｓ极
Ｃ．Ｎ极和Ｓ极都有可能
Ｄ．无法确定是否具有磁性
６．如图４所示，两个相同的纺锤形磁体

由于磁极间相互吸引而紧紧贴在一起，下列

各图能正确表示纺锤形磁体周围的磁感线分

布特点的是 （　　）

７．（２０２１·金华）甲、乙为不
同条形磁体的两个磁极，弧线是

部分未标方向的磁感线，如图５所
示．根据图中小磁针静止时的指
向判断甲、乙的磁极，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　　）

Ａ．甲、乙都是Ｎ极
Ｂ．甲、乙都是Ｓ极
Ｃ．甲是Ｎ极，乙是Ｓ极
Ｄ．甲是Ｓ极，乙是Ｎ极
８．如图６所示，小金同学将数枚一元硬币放在两根

平行的条形磁体上，搭成了一座漂亮的“硬币桥”，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
Ａ．“硬币桥”上最外侧的硬币没有磁性
Ｂ．“硬币桥”最中间的硬币磁性最强
Ｃ．两枚硬币的相邻部分是同名磁极
Ｄ．“硬币桥”的搭建利用了磁化的原理

９．我国北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将指南针
分为“水针”和“旱针”两类．在如图７所示的装置中，条
形磁体左方的水盆中悬浮的“水针”和正上方悬挂的

“旱针”在静止时其Ｎ极分别指向 （　　）
Ａ．右，左 Ｂ．左，右
Ｃ．左，左 Ｄ．右，右
１０．（２０２２·古县校级期末）一

个能绕中心转动的小磁针在图８所
示位置保持静止，某时刻开始小磁

针所在区域出现水平向右的磁场，

磁感线如图８所示，则小磁针在磁场出现后 （　　）
Ａ．两极所受的力是平衡力，所以不会发生转动
Ｂ．两极所受的力方向相反，所以会持续转动
Ｃ．两极受力方向相反，会发生转动，静止时 Ｎ极所

指方向水平向右

Ｄ．只有Ｎ极受力，会发生转动，静止时Ｎ极所指方
向水平向右

二、填空题（每空２分，共３２分）
１１．小磁针静止时，它的南极指向 （选填

“南方”或“北方”）．信鸽能从２０００ｋｍ以外的地方飞回
家里，它在飞行时是靠 来导航的．
１２．曾有国外科学家把一个条形磁体置于长方形水

槽的底部，当水槽中央磁场强度很强时，水被推往两壁直

至露出水底的磁体．该实验说明水分子可以 ．猜
想：水被推往两壁是因为同名磁极相互 ．
１３．（２０２２·泗洪校级模拟）如图９所示是条形磁体

周围铁屑的分布情况及小磁针的指向，图中各点小磁针

有固定指向，说明磁体周围的磁场具有 ；铁屑

在磁场中 ，从而在磁场中有序排列．

１４．如图１０所示的是某一磁体周围磁场的部分磁感
线，由磁感线的分布特点可知：若在ｂ点放置一个可自由
转动的小磁针，则小磁针静止时，其 Ｓ极指向图中的

（选填“Ｐ”或“Ｑ”）处；同一小磁针在ａ点所受
磁场力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在ｂ点
所受磁场力；同一条磁感线上 ａ、ｂ两点的磁场方向

（选填“相同”或“不相同”）．
１５．如图１１所示，两个条形磁体的Ａ、Ｂ端分别吸引

着一枚铁钉，由图可知，Ａ、Ｂ为 （选填“同名”或

“异名”）磁极；如果将Ａ、Ｂ相连，则铁钉会 ，这

是因为 ．

１６．一根条形磁体摔成两段，如果把这两段磁体沿
裂纹吻合放在一起，如图１２甲所示，这两段磁体会相互

．取右边一段靠近小磁针，小磁针静止时的指

向如图 １２乙所示，则右边这段磁体裂纹处的磁极是
极．

１７．（２０２２·晋江模拟）放在水
平桌面上的一个圆纸盒里放了一条

形磁体，圆纸盒外放着一些小磁针，

小磁针Ｎ极的指向如图１３所示，则
圆纸盒里条形磁体 Ｎ极靠近

（选 填 “Ａ”“Ｂ”“Ｃ”或
“Ｄ”）处，Ｂ处的磁场较 Ａ处的磁
场 （选填“强”或“弱”）．

三、作图题（每小题４分，共８分）
１８．磁体旁的小磁针静止时所指的方向如图１４所

示，在图中画出通过小磁针中心的一条磁感线，并标出

磁体的Ｎ极和Ｓ极．

１９．（２０２１·吉林）如图１５所示，根据磁感线的方向，
标出磁体ａ端的磁极名称和小磁针的Ｓ极．

四、实验探究题（共２０分）
２０．（１０分）小明设计以下方案鉴定几根钢针是否

具有磁性．

（１）将钢针靠近没有磁性的铁屑，若能吸引铁屑，
据此可鉴定钢针 （选填“一定”或“不一定”）

具有磁性．
（２）用细线将钢针悬挂起来，使其在水平面内自由

转动，静止时指向南北方向，如图１６甲所示，据此可鉴定
钢针 （选填“一定”或“不一定”）具有磁性．

（３）将钢针的一端靠近小磁针的北极，两者相互吸
引，再将钢针的另一端靠近小磁针的南极，两者相互吸

引，据此可鉴定钢针 （选填“一定”或“不一

定”）具有磁性．
（４）将其中两根钢针按图１６乙放置，若Ｂ钢针被吸

引，据此可鉴定 Ａ钢针 具有磁性，Ｂ钢针
具有磁性．（选填“一定”或“不一定”）

２１．（１０分）（２０２２·漳
州校级模拟）在探究“磁体

磁性强弱的影响因素”实验

中，同学们提出以下猜想：

猜想一：磁性强弱可能

与温度有关；

猜想二：磁性强弱可能与气压有关．
为了验证上述猜想，同学们利用如图１７所示的仪器

进行实验探究，记录数据如下表：

编号 温度 ／℃ 气压 ／ｋＰａ 大头针数目 ／个

１ １５ １０１ １９

２ ３０ １０１ １５

３ ４５ １０１ ９

４ １０１ １２

５ ３０ ９０ １５

６ ３０ ８０ １５

（１）实验中同学们通过观察
来推测磁体磁性的强弱．

（２）小刚同学根据编号１、２、３的三组实验数据得
到，磁体的磁性强弱与 有关．

（３）要验证猜想二，应选择编号为 的三组

实验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可得：磁体的磁性强

弱与气压 （选填“有关”或“无关”）．
（４）某同学发现编号４的空格处的数据漏记，他根

据表中数据推断该数据可能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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