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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一  物  理 

第六章 单元测试卷 

命题人：刘慧刚   校对人：物理备课组  时长 90 分钟 分数 100 分 

一、选择题(本题共 15 小题，每题 4 分，共 60分。其中 1～10 题为单选，

11～15 题为多选题，多选题选不全者得 2 分，有错误选项得 0分。) 

1．关于日心说被人们所接受的原因是（    ） 

A. 太阳总是从东面升起，从西面落下 

B. 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 

C. 以地球为中心来研究天体的运动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D. 以太阳为中心，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行星运动的描述也变得简单了 

 

2.已知太阳到地球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的比值约为 390，月球绕地球旋转的周期约为

27 天.利用上述数据以及日常的天文知识，可估算出太阳对月球与地球对月球的万有引力

的比值约为 

A.0.2               B.2           C.20            D.200 
 

3.假设地球是一半径为 R、质量分布均匀的球体，一矿井深度为 d．已知质

量分布均匀的球壳对壳内物体的引力为零。矿井底部和地面处的重力加速度大小

之比为（  ） 

A 1- d/R   B  1+d/R   C (1-d/R)2   D R2/(R-d)2 

 

4.某人造卫星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设地球半径为 R，地面重力加速度为 g，下列

说法错误的是 

A.人造卫星的最小周期为 2π gR /  

B.卫星在距地面高度 R处的绕行速度为 2/Rg  

C.卫星在距地面高度为 R处的重力加速度为 g/4 
D.地球同步卫星的速率比近地卫星速率小，所以发射同步卫星所需的能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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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地球上用一个竖直向上的力 F作用于一个物体，产生的加速度是 1a ；若将这个

物体放到月球上，用同样的竖直向上的力 F作用于物体上，产生的加速度为 2a ．比较加

速度 1a 和 2a 的大小，有：（ ） 

A． 21 aa               B． 21 aa       

C． 21 aa               D．条件不足，不能确定 

 

6. 目前的航天飞机的飞行轨道都是近地轨道，一般在地球上空 300～700km 飞行，

绕地球飞行一周的时间为 90min 左右。这样，航天飞机里的宇航员在 24h 内可以见到日

落日出的次数应为        
A  0.38          B  1          C  2.7       D  16 

 

7.有同学这样探究太阳的密度：正午时分让太阳光垂直照射一个当中有小孔的黑纸

板，接收屏上出现一个小圆斑；测量小圆斑的直径和黑纸板到接收屏的距离，可大致推

出太阳直径。他掌握的数据是：太阳光传到地球所需的时间、地球的公转周期、万有引

力恒量；在最终得出太阳密度的过程中，他用到的物理规律是小孔成像规律和（    ） 

A.万有引力定律、牛顿第二定律            B.万有引力定律 

C.牛顿第二定律        D. 万有引力定律、牛顿第三定律 
 

8.赤道上某地的居民在日落后 2小时恰好在头顶的正上方看到一颗人造卫星。若

地球半径为 R，则此卫星距地面的高度 h为：(     ) 

     A. R      B.2R     C.（√3-1)R   D.(2√3-3)R/3 

 

9.当人造卫星进入轨道做匀速圆周运动后，下列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A.在任何轨道上运动时，地球球心都在卫星的轨道平面内 

B.卫星运动速度一定不超过 7.9 km/s 

C.卫星内的物体仍受重力作用，也可用弹簧秤直接测出所受重力的大小 

D.卫星运行时的向心加速度等于卫星轨道所在处的重力加速度 
 

10.2003 年 10 月 15 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经过 21小时的

太  空飞行，返回舱于次日安全着陆。已知飞船在太空中运

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椭圆的一个焦点是地球的球心，如图 4

所示，飞船在飞行中是无动力飞行，只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作用，在飞船从轨道的 A点沿箭头方向运行到 B点的过程中，

有以下说法：①飞船的速度逐渐增大  ②飞船的速度逐渐减

小  ③飞船的机械能守恒  ④飞船的机械能逐渐增大。上述

说法中正确的是（   ）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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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 和 B 是绕地球作匀速圆周运动的卫星，m A =2m B ,轨道 半径 R B =2R A ，则 B 与 A

的(      ) 

    A．加速度之比为 4：1      B．周期之比为 2 2 ：l 

    C．线速度之比为 1： 2        D．角速度之比为 2 ：1  

 

12.设想人类开发月球，不断把月球上的矿藏搬运到地球上，假定经过长时间开采后，

地球仍可看作是均匀的球体，月球仍沿开采前的圆周轨道运动，则与开采前相比（   ） 

A、地球与月球间的万有引力将变大 

B、地球与月球间的万有引力将变小 

C、月球绕地球运动的周期将变长 

D、月球绕地球运动的周期将变短 

 

13.组成星球的物质是靠引力吸引在一起的，这样的星球有一个最大的自转速率.如果

超过了该速率，星球的万有引力将不足以维持其赤道附近的物体做圆周运动.由此能得到

半径为 R、密度为 ρ、质量为 M 且均匀分布的星球的最小自转周期 T.下列表达式中正确

的是（       ） 

A.T=2π GMR /3
      B.T=2π GMR /3 3

 

C.T=  G/            D.T=  G/3  

  

 

14.已知地球自转周期和万有引力恒量 G后，要计算地球的质量，还必须知道某些数

据，现在给出下列各组数据，可以算出地球质量的有哪些组？      （    ） 

(A)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 T和地球离太阳中心的距离 R； 

(B)月球绕地球运行的周期 T和月球离地球中心的距离 R； 

(C)人造地球卫星在地面附近运行的速度和运动周期 T； 

(D)地球半径 R和同步卫星离地面的高度. 

 

15.假设太阳系中天体的密度不变，天体直径和天体之间距离都缩小到原来的一半，

地球绕太阳公转近似为匀速圆周运动，则下列物理量变化正确的是（     ） 

A．地球的向心力变为缩小前的一半 

B．地球的向心力变为缩小前的
16

1
 

C．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与缩小前的相同 

D．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变为缩小前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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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题（共 40分） 

 

16.（8 分）一个登月的宇航员，能否用一个弹簧秤和一个质量为 m 的砝码，估计测

出月球的质量和密度?如果能，说明估测方法并写出表达式．设月球半径为 R。 

 

 

 

 

 

 

 

 

 

17.（8分）如图所示，火箭平台上放有测试仪器，火箭从地面起动后，以加速度 g/2

竖直向上匀加速运动，升到某一高度时，测试仪器对平台的压力为起动前压力的 17/18，

已知地球半径为 R，求火箭此时离地面的高度（g为地面附近的重力加速度） 

 

 

 

 

 

 

 

 

 

 

18.（8 分）飞船沿半径为 R 的圆周绕地球运动其周期为 T，地球半径为 R0，若飞船

要返回地面，可在轨道上某点 A 处将速率降到适当的数值，从而使飞船沿着以地心为焦

点、A 处为远地点的椭圆轨道运行，椭圆的近地点与地球表面在 B 点相切，求飞船由 A

点到 B 点所需要的时间。 

 

 

 

 

 

 

 

 

 

 

 

 

 



 

 第 5 页 共 5 页 

 

 

 

 

19.（8 分）天文学家将相距较近、仅在彼此的引力作用下运行的两颗恒星称为双星。

双星系统在银河系中很普遍。利用双星系统中两颗恒星的运动特征可推算出它们的总质

量。已知某双星系统中两颗恒星围绕它们连线上的某一固定点分别做匀速圆周运动，周

期均为 T，两颗恒星之间的距离为 r，试推算这个双星系统的总质量。（引力常量为 G） 

 

 

 

 

 

 

 

 

 

 

 

 

 

20.（8 分）有一空间探测器对一球状行星进行探测，发现该行星上无生命存在，在其表

面上，却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冻结的二氧化碳（干冰）。有人建议利用化学方法把二氧化

碳分解为碳和氧气而在行星上面产生大气。由于行星对大气的引力作用，行星的表面就

存在一定的大气压强。如果 1s 分解可得到 10
6
kg 氧气，需使行星表面得到的压强至少为

P=2×10
4
Pa，那么请你估算一下，至少需多少年才完成？已知行星表面的温度较低，在此

情况下，二氧化碳的蒸发不计，探测器靠近行星表面运动的周期为 2h，行星的半径

R=1750km。大气层的厚度与行星的半径相比很小，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