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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欧姆定律》综合质量检测卷

◆ 数理报社试题研究中心

　（说明：本试卷为闭卷笔答，答题时间９０分钟，满分１００分）　

题　号 一 二 三 四 总　分

得　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３分，共３０分）
　　　　　　　　　　　　　　　　　　　　　　　　１．对欧姆定律公式Ｉ＝ＵＲ的理解，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Ａ．对某一段导体来说，导体中的电流跟它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Ｂ．在相同电压的条件下，通过导体的电流跟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Ｃ．导体中的电流既与导体两端的电压有关，也与导体的电阻有关
Ｄ．导体的电阻由导体两端的电压和通过导体的电流决定
２．（２０２１·云浮校级月考）已知导体Ａ的长度是１ｍ，其阻值为Ｒ１．把导

体Ａ剪去一半，剩下的一半阻值为Ｒ２．再把剩下的一半拉长到１ｍ，其阻值
为Ｒ３．则下列大小关系正确的是 （　　）

Ａ．Ｒ１ ＜Ｒ２ ＜Ｒ３ Ｂ．Ｒ３ ＜Ｒ２ ＜Ｒ１
Ｃ．Ｒ２ ＜Ｒ１ ＜Ｒ３ Ｄ．Ｒ２ ＜Ｒ３ ＜Ｒ１
３．（２０２２·江油校级期末）某同学在探究通过导体

的电流与其电压的关系时，根据记录的数据作出了如

图１所示的图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甲、乙的电阻都随两端电压的增大而增大
Ｂ．甲的电阻大于乙的电阻
Ｃ．将甲与乙串联后接入电路，甲两端的电压大
Ｄ．将甲与乙并联后接入电路，通过甲的电流大
４．某同学设计了测量某定值电阻阻值的实验，并记录了多组电压表和

电流表的读数，则该同学所连接的电路可能是 （　　）

Ｕ／Ｖ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１．１

Ｉ／Ａ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３０ ０．３３

５．如图２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开关 Ｓ闭合后，灯 Ｌ１、Ｌ２
都发光．一段时间后，其中一盏灯突然熄灭，而电流表、电压表的示数不变．
产生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 （　　）

Ａ．Ｌ１短路　　　　Ｂ．Ｌ１开路 Ｃ．Ｌ２短路　　　　Ｄ．Ｌ２开路

６．（２０２２·蚌埠校级期末）如图３所示，电源电压为１２Ｖ，灯泡上标有
“１２Ｖ　１Ａ”（假设灯泡灯丝电阻不受温度影响），ａｅ和ｂｆ是同种型号电阻
丝，每米电阻值均为０．５Ω，其他导线的电阻不计，若ａｅ与ｂｆ长度均为３ｍ，
则小灯泡两端的电压为 （　　）

Ａ．８Ｖ Ｂ．９．６Ｖ Ｃ．１０．７Ｖ Ｄ．１２Ｖ
７．在如图４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Ｓ后，移动滑

动变阻器Ｒ１的滑片Ｐ时，一定不变的是 （　　）
Ａ．电压表Ｖ示数与电流表Ａ１示数的比值
Ｂ．电压表Ｖ示数与电流表Ａ示数的比值
Ｃ．电流表Ａ示数与电流表Ａ１示数的比值
Ｄ．电流表Ａ示数与电流表Ａ１示数的差值
８．在如图５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开关Ｓ闭合前，电流表

Ａ１、Ａ２的示数之比为５∶３，开关Ｓ闭合后，两电流表的示数之比为３∶２，下
列判断正确的是 （　　）

Ａ．Ｒ１∶Ｒ２∶Ｒ３ ＝５∶３∶２ Ｂ．Ｒ１∶Ｒ２∶Ｒ３ ＝２∶３∶２
Ｃ．Ｒ１∶Ｒ２∶Ｒ３ ＝２∶３∶１ Ｄ．Ｒ１∶Ｒ２∶Ｒ３ ＝３∶２∶６

９．（２０２２·内江校级期末）现有四个定值电阻Ｒ１、Ｒ２、Ｒ３、Ｒ４，将它们分
别接入不同的电路中，测出它们两端的电压Ｕ和电流Ｉ，将测得的数据在坐
标系中通过描点作出对应的点，如图６所示，根据图中信息，下列说法中正
确的是 （　　）

Ａ．四个电阻中，阻值相差最小的两个定值电阻是 Ｒ１和 Ｒ２，其差值为
２２．５Ω

Ｂ．四个电阻中，阻值最大的是阻值最小的１０倍
Ｃ．将Ｒ１和Ｒ２串联在同一电路中，Ｒ１、Ｒ２两端的电压之比为４∶１
Ｄ．将Ｒ３和Ｒ４并联在同一电路中，通过Ｒ３、Ｒ４的电流之比为４∶１

１０．如图７所示是某款电子测温仪
及它的原理图，电源电压保持不变，Ｒ０
为定值电阻，Ｒ是热敏电阻，其阻值随
温度发生变化．在使用过程中，当被测
温者体温升高时，显示仪的示数变大，

关于此测温仪，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
Ａ．被测温者温度越高，电路中的电流越大
Ｂ．显示仪是由电流表改装成的
Ｃ．热敏电阻Ｒ的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Ｄ．将Ｒ０更换为阻值更大的电阻，测相同温度时，显示仪示数变小
二、填空题（每空１分，共２１分）
１１．（２０２２·宝鸡校级期末）若Ｒ１∶Ｒ２＝１∶２，在串联电路中，通过两个

电阻的电流之比是 ，Ｒ１与Ｒ２两端的电压之比为 ；在并联

电路中，通过两个电阻的电流之比是 ．
１２．（２０２１·曹县校级期中）如图８所示，乐乐在“探究导体电阻的大小

与导体长度的关系”的实验中，分别把粗细相同、长度不同的镍铬合金丝

ａ、ｂ接入电路时，电流表的示数分别为１Ａ和０．５Ａ．由此可以得到：当导体
的材料和横截面积一定时，导体越长，导体的电阻越 （选填“大”

或“小”）．当镍铬合金丝ｂ两端的电压为３Ｖ时，其电阻为０．００６ｋΩ；若合
金丝ｂ两端的电压降为０Ｖ时，其电阻是 Ω．

１３．（２０２２·绵竹校级期末）如图９所示，Ｒ１、Ｒ２为定值电阻，电源电压
恒为３Ｖ，闭合开关后，电压表示数为２Ｖ，电流表示数为０．２Ａ，则Ｒ１的阻
值为 Ω，Ｒ２的阻值为 Ω；将电源电压减小为原来的二分
之一后，闭合开关，此时两电阻的比值Ｒ１∶Ｒ２ ＝ ．
１４．如图１０所示电路，已知电源电压为６Ｖ，闭合开关，当滑动变阻器

滑片向下移动时，电流表Ａ的示数将 （前两空选填“变大”“变小”

或“不变”）；电压表 Ｖ１与 Ｖ２的示数差将 ；电压表 Ｖ２的示数为
２Ｖ，电流表Ａ示数为０．２Ａ，此时滑动变阻器连入的阻值为 Ω．

１５．如图１１所示，一定值电阻Ｒ０与最大阻值为６０Ω的滑动变阻器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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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在电路中，闭合开关Ｓ，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Ｐ滑到最左端时，电流表的
示数为０．６Ａ；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Ｐ滑到最右端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０．２Ａ，则定值电阻Ｒ０ ＝ Ω，电源电压Ｕ＝ Ｖ．

１６．（２０２２·重庆涪陵区校级期末）如图１２所示，
电源电压恒定不变，Ｍ、Ｎ间接入图中的滑动变阻器，
当Ｍ与Ａ、Ｎ与Ｃ相连，滑片Ｐ向 （选填“Ａ”或
“Ｂ”）端移动时，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变大；已
知小灯泡Ｌ的灯丝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变大，则当Ｍ与
Ａ、Ｎ与Ｄ相连，闭合开关Ｓ，滑片Ｐ向右端移动，滑动
变阻器电阻的变化量 ΔＲＰ与小灯泡电阻的变化量
ΔＲＬ相比较，两者的关系为ΔＲＰ ΔＲＬ（选填“＞”“＜”或“＝”）．
１７．如图１３所示为某电阻箱的内部结构示意图，调节旋钮Ａ、Ｂ，可以使

滑片Ｐ１、Ｐ２分别与各触点接通（小圆圈表示触点），Ａ中每个电阻均为１Ω，
Ｂ中每个电阻均为１０Ω，当两个旋钮调节至图示位置时，电阻箱的总电阻
为 Ω．若用这个电阻箱调节扬声器的音量，应该将其与扬声器

联．某次使用时，需要对扬声器的音量进行微调，则应该调节旋钮
（选填“Ａ”或“Ｂ”）．

１８．（２０２２·珠海校级期末）小海设计了如图１４所示电路测量待测电
阻Ｒｘ的阻值，Ｒ０为已知阻值的定值电阻．步骤如下：①闭合Ｓ、断开Ｓ１，用
电压表测出 （选填“Ｒ０”“Ｒｘ”或“电源”）两端的电压为Ｕ１；②再
闭合Ｓ１，此时电压表的示数为Ｕ２，则待测电阻Ｒｘ两端的电压为 ，

阻值Ｒｘ ＝ ．（后两空用Ｕ１、Ｕ２和Ｒ０表示）
三、实验探究题（共３５分）
１９．（１３分）用如图１５所示的电路“探究电流与电阻的关系”，器材有

新干电池两节，５Ω、１０Ω、２０Ω定值电阻各一只，“２０Ω　１Ａ”的滑动变阻
器、电压表、电流表、开关各一只，导线若干．

（１）用笔画线代替导线将图１５中的电路补充完整，使滑动变阻器滑
片向左移动时电阻减小．

（２）连接电路时，应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移动到最 （选填

“左”或“右”）端．连接好电路，闭合开关后，小丹发现电压表示数接近电
源电压，可能是定值电阻Ｒ出现了 故障．

（３）排除故障后，将５Ω的定值电阻接入电路，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
直至电压表示数为１Ｖ，此时电流表示数大小为 Ａ．

（４）小丹逐一将１０Ω和２０Ω的电阻接入电路，继续进行实验，当

Ω的电阻接入电路后，无法将电压表示数调节到１Ｖ．于是，他改变定
值电阻两端电压，重新依次进行实验．调节后的电压值应该不低于 Ｖ．

（５）利用多组电阻进行实验，并得到结论：电压一定时，导体中的电流
与导体的电阻成 ．
２０．（１０分）（２０２２·兴城校级期末）如图１６甲所示是“测量某定值电

阻阻值”的实验：

（１）闭合开关前，滑片应滑至最 （选填“左”或“右”）端，这

样做的目的是 ．
（２）闭合开关前，某同学发现电流表指针在零刻度线右端，其原因可

能是 ．问题解决后，闭合开关，调节滑动变阻器，电流表、
电压表示数如图１６乙所示，则Ｒｘ的阻值为 Ω．

（３）改变电阻两端电压，多次测量求平均值，分析数据，还可得出：导
体电阻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两端的电压成 ．

（４）完成实验后，进行误差分析：考虑到电压表中也有电流通过，该电
路测得的Ｒｘ的测量值与真实值相比 （选填“偏大”或“偏小”）．
２１．（１２分）用伏安法测量某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的变化关系．将热

敏电阻置于温控室中，记录不同温度下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计算出相

应的热敏电阻阻值．

（１）某一温度下，两电表的示数如图１７甲所示，则电压表的读数为
Ｖ，电流表的读数为 ｍＡ，该温度下热敏电阻阻值为
ｋΩ．

（２）实验得到该热敏电阻的阻值Ｒ随温度ｔ变化的曲线如图１７乙所
示，据图可知，在温控室内温度由１０℃升高到６０℃的过程中，热敏电阻的
阻值 （选填“增大”“减小”或“不变”）．将热敏电阻从温控室中取
出后握在手心，达到热平衡后测得热敏电阻的阻值为１．６ｋΩ，由图乙可知
此时手心温度为 ℃．

（３）利用该热敏电阻制作火灾报警器，其电路的一部分如图１７丙所
示．Ｕ为１０Ｖ的电源；当Ｒ２两端的输出电压达到或超过６Ｖ时，便触发报警
器（未画出）报警．若要求开始报警时环境温度为５０℃，则 （选填

“Ｒ１”或“Ｒ２”）是热敏电阻，另一定值电阻的阻值为 ｋΩ．

四、计算题（共１４分）
２２．（６分）在如图１８甲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６Ｖ，滑动变阻器Ｒ２

上标有“１００Ω　１Ａ”的字样．开关Ｓ断开时，电流表Ａ的示数如图１８乙所
示．求：

（１）电阻Ｒ１的阻值．
（２）不改变电表量程，闭合开关Ｓ，求滑动变阻器 Ｒ２连入电路的最小

阻值．

２３．（８分）（２０２２·莆田涵江区校级期末）如图１９甲所示为一个超声波
加湿器，图１９乙所示为其内部湿度监测装置的简化电路图．已知电源电压
为１２Ｖ，定值电阻Ｒ０＝２０Ω，电流表的量程为０～０．６Ａ，电压表的量程为
０～９Ｖ，湿敏电阻Ｒ的阻值随湿度ＲＨ变化的关系图像如图１９丙所示．在
电路安全工作的前提下，求：

（１）电流表示数为０．２Ａ时，电压表的示数．
（２）该装置能监测的最大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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