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怀化市鹤城区小升初科学考试试卷模拟真题(教科版)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总分

得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填写好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等信息

2．请将答案正确填写在答题卡上

第 I 卷（选择题）

评卷人 得分

一、选择题

1．一般情况下，下列三种器材中放大倍数最小的是（ ）。

A．显微镜 B．电子显微镜 C．放大镜

2．食物滴上碘酒后，变蓝色，说明食物中有（ ）

A．蛋白质 B．脂肪 C．淀粉

3．光年是一个计量单位，它是用来计量（ ）的。

A．时间 B．速度 C．距离

4．对生活中的一些垃圾，带有（ ）标志的是可以被回收并重新加工利用的。

A． B． C．

5．“白色污染”主要是指（ ）垃圾没有得到妥善管理和处理，对环境造成的“视觉

污染”和“潜在危害”两种负面效应。

A．金属 B．纸质 C．塑料

第 II 卷（非选择题）

评卷人 得分

二、填空题

6．放大镜也叫( )，它的镜片特点是( )。

7．像食盐、白糖、( )、( )等的颗粒都是( )几何外形的固体，人们把

这样的物质叫做( )。

8．物质的变化可以划分为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它们的区别在于是不是产生了( )。

9．月球地貌的最大特征，就是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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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球是地球的( )，月球围绕地球转动。

11．处理垃圾的常用方法是_________和 _________。

12．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 )、( )、( )类

评卷人 得分

三、判断题

13．苍蝇在竖直光滑的玻璃上不会滑落，这跟它的翅膀的构造有关。( )

14．透明的物体不一定是晶体。( )

15．罗伯特胡克是世界是最早制造出显微镜的生物学家。( )

16．“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说明钻石这种物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

17．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留在杯中的液体全部都是水。( )

18．八大行星中金星是体积最大的行星。( )

19．小熊星座的主要特征是北斗七星。( )

20．宇宙太遥远，太神秘，和小学生没什么关系，对它的探索是科学家的事，我们学生

的任务是先学好语、数、外。( )

21．自来水是主要的饮用水，饮用水源受到污染，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 )

22．污水经过处理后可以排放到自然水域中。 ( )

评卷人 得分

四、综合题

23．我会画图：在图中标出显微镜相应部分：载物台、目镜、反光镜、物镜、调节旋钮。

评卷人 得分

五、连线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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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连线

火柴燃烧

铁钉折弯

可乐罐压扁 物理变化

铁钉生锈

石灰岩遇盐酸 化学变化

面包发霉

25．垃圾通常采用焚烧、填埋的方法来处理。我们来做一个垃圾填埋场的模拟实验。（把

实验中各部分代表什么用线连起来）

细石子、河沙 填埋的垃圾

清水 地下水

浸过墨水的纸巾 土层

喷水 地下水被污染了

瓶子底部的水变色了 下雨

评卷人 得分

六、简答题

26．小明不小心把铁粉、木屑、沙子和食盐混在了一起，你能帮他重新分离开吗？

27．发生日食的夜晚，能否观察到月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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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1页，共 6页

参考答案：

1．C

【解析】

【详解】

肉眼：能看清昆虫等较小的动物→放大镜：能看清小于毫米的肉眼看不清的东西→光学显微

镜：能看清细胞和微生物→电子显微镜：能看清能看到更小的组成物质的原子、分子→扫描

隧道显微镜。所以放大倍数最大的电子显微镜，最小的是放大镜。

2．C

【解析】

【详解】

略

3．C

【解析】

【详解】

光的传播速度是每秒钟 30万千米，光年就是光在一年中所走的距离，它是用来计量恒星间

距离的单位。

4．C

【解析】

略

5．C

【解析】

【详解】

略

6． 凸透镜 中间厚边缘薄

【解析】

【详解】

放大镜也叫凸透镜，它的镜片特点是透明和中间厚，边缘薄，它能把物体的图象放大，显现

肉眼看不清的细微之处。

7． 碱面， 味精， 有规则， 晶体。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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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

略

8．新的物质

【解析】

【分析】

物理变化没有新物质的产生，只是物质形状、大小、形态的变化；化学变化是有新物质的产

生；物质发生化学变化过程，往往伴随产生种种现象，如发光发热、产生气体、改变颜色、

产生沉淀物。

【详解】

物质的变化可以划分为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它们的区别在于是不是产生了新的物质。

9．环形山

【解析】

【详解】

月球在圆缺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状叫做月相。月球地形的最大特征就是分布着许多大大

小小的环形山。环形山大多是圆形的，其分布有单个的，有几个挤叠在一起的，也有大环套

小环的。

10．卫星

【解析】

【详解】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月球在运动方式、体积大小、引力大小、表面特征等诸多方面同地球不

同。月球围绕地球公转，这是月相形成的原因。

11． 填埋 焚烧

【解析】

【详解】

略

12． 可回收垃圾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解析】

【详解】

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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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详解】

苍蝇落在竖直光滑的玻璃上，不但不滑落，而且还能在上面爬行，这和它脚的构造有关。苍

蝇的脚上有茸毛，相当于吸盘，将苍蝇的脚牢牢吸在物体上。

14．√

【解析】

【详解】

略

15．×

【解析】

【详解】

生物学家列文虎克于 1632年出生在荷兰，他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可放大 300倍的金属结构

的显微镜。他用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微生物。

16．×

【解析】

【详解】

所有的物质都是处在变化中的，有的变化快，有的慢；“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说明钻石

这种物质变化十分缓慢。

17．×

【解析】

【详解】

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醋酸钠、水、放出二氧化碳，留下的液体是醋酸

钠溶液。

18．×

【解析】

【详解】

八大行星中，木星是最大的行星，也是最重的。水星是离太阳最近，最热的行星。离太阳最

远的行星是海王星。人类生存的家园是地球。水星体积和质量最小。金星是天空中最亮、离

地球最近的行星。

19．×

ww
w.
xs
c.
cn



答案第 4页，共 6页

【解析】

【详解】

星座是指占星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天上一群群的恒星组合。自从古代以来，

人类便把三五成群的恒星与他们神话中的人物或器具联系起来，称之为“星座”。大熊座是北

方天空中最醒目、最重要的星座。大熊星座中的七颗亮星组成一个勺子的形状，这就是著名

的北斗七星，俗称勺子星。在北部天空的小熊座上有著名的北极星。

20．×

【解析】

【详解】

天文学家把所有的空间以及其中的万物叫做宇宙，宇宙太遥远，太神秘，对它的探索不仅仅

是科学家的事，我们学生的任务是学好知识，也要关注宇宙的探索。

21．∨

【解析】

【详解】

略

22．√

【解析】

【详解】

略

23．

【解析】

【详解】

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能够观察到非常小的物体以及物体的精细结构。显微镜中的目镜和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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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5页，共 6页

其实就是两个凸透镜。现今常用的显微镜是一种由多块透镜组合而成的光学仪器。主要包括

目镜、转换器、物镜、镜筒、粗准焦螺旋、细准焦螺旋、载物台和反光镜等部件。

24．

【解析】

【详解】

物质的变化各不相同，有快有慢，有些变化只改变了物质的状态、形状、大小等，没有产生

新的不同于原来的物质，我们把这类变化称为物理变化，有些变化产生了新的物质，我们把

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称为化学变化。火柴燃烧、铁钉生锈、石灰岩遇盐酸、面包发霉都属于

化学变化，铁钉折弯、可乐罐压扁都属于物理变化。

25．

【解析】

【分析】

目前处理垃圾的方法有填埋、焚烧等，但填埋、焚烧的方法还是会影响环境。垃圾填埋场对

周围环境的危害有：1散发恶臭，污染空气 2滋生蚊蝇，引发疾病 3造成土壤污染，影响农

业生产等。

【详解】

这个实验模拟的是垃圾填埋，瓶子中的细石子代表土壤，清水代表地下水，浸过墨水的纸巾

代表垃圾，往上面喷水代表雨水，慢慢地往下喷水后，瓶子里底部的水慢慢变黑，这个现象

说明了填埋在地下的垃圾会污染地下水。

【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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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6页，共 6页

本题考查了对垃圾填埋场模拟实验的认识。

26．答：用磁铁吸出铁粉；放入水中浮起来的是木屑，沉在底部是沙子；将水加热，让水分

蒸发，剩下的就是食盐。

【解析】

【详解】

结合混合物分离的方法可知，利用物质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把一些混合物分离，比如分离

沙子和食盐，就利用了沙子不溶解于水，而食盐可以溶解的特征。木屑和铁屑混在一起，想

把它们分离，可以用磁铁吸取铁屑的办法；从食盐水中，把食盐分离出来，可以采用蒸发的

方法；从水中把含有的沙子分离出来可以采用过滤的方法。

27．答：不能。因为日食是在初一才能发生，初一的月是新月，是看不到的。

【解析】

【详解】

发生日食时，太阳、月亮、地球在同一直线上，月亮在中间，而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我们

平时能看到月亮石因为它反射太阳光的缘故，而发生日食时反射光是背对着地球的，所以地

球上的人是看不到没有反射光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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