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怀化市会同县小升初科学考试试卷真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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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烟直，此时的风力为（ ）。

A．1级 B．2级 C．0级

2．与形成雷阵雨有关的云是（ ）。

A．卷云 B．积雨云 C．层云

3．物体接触面越光滑，摩擦力会（ ）。

A．越大 B．越小 C．不变

4．物体的颜色与吸热的本领有关，浅色物体较深色物吸热（ ）。

A．基本上无差别 B．慢 C．快

5．物体受到的重力方向为（ ）。

A．与斜面垂直 B．竖直向下 C．与斜面平行

6．泡沫塑料块是一种能浮在水上的物体，把它拉入水中完全浸没，此时物体受到得浮

力是（ ）。

A．浮力=拉力+重力

B．浮力=拉力-重力

C．浮力=重力- 拉力

7．在实体和空体建筑中，抗风能力强的是（ ）。

A．实体 B．空体 C．两者一样强

8．仙人掌的叶长成刺状，有利于（ ）。

A．美观 B．防止被动物吃 C．减少水分蒸发

9．下列形状中最不容易变形的是（ ）。



A． B． C．

10．下列属于晶体的是（ ）。

A．水 B．砖头 C．雪花

11．如果把地球上重 30千克的物体放到月球上称量，它的重量应为（ ） 。

A．30千克 B．5千克 C．180千克

12．苍蝇的复眼由许多小眼组成，每只小眼都是（ ）。

A．三角形 B．五角形 C．六角形

13．下列物质中遇碘会变色的物质是 （ ）。

A．蛋白质 B．淀粉 C．脂肪

14．生物体最基本的功能单位是（ ）。

A．细胞 B．器官 C．系统

15．动物细胞不具有（ ）。

A．细胞质 B．细胞核 C．细胞壁

第 II 卷（非选择题）

评卷人 得分

二、判断题

16．在一组对照实验中，可以允许 1—2个条件不同。( )

17．过滤实验中需要使用酒精灯加热。( )

18．静电存在于所有物质中。( )

19．物体的影子总是在朝向光的一面。( )

20．地球上陆地多，海洋少。( )

21．冰块放入水中会下沉。( )

22．杠杆的支点都是在用力点和阻力点的中间。( )

23．材料的抗弯曲能力与材料的形状有关，与材质无关。( )

24．水烧开出现白色雾气为化学变化。( )

25．月相圆缺变化一个周期的时间为一个月。( )

评卷人 得分

三、填空题

26．一节干电池的电压是 1.5V，三节干电池并联的电压是_______，三节干电池串联的



电压是________。

27．一个物体在空气中测得的重力是 15牛顿，在水中测得的重力是 10牛顿，则它受到

的浮力为________牛顿。

28．冬至日时，太阳直射在_____。月相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农历下半月的月相变化规

律是_____。WWW.XSC.CN

29．公转就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动，其方向为_____；公转一周是_____。

30．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即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们

所拥有的基因和生存环境，它包含三个层次：即生态系统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_____。

31．声音是以_____的形式向四周传播。音高是描述物体振动快慢的一个量，物体振动

越快，声音越 _____。

评卷人 得分

四、连线题

32．把下列动物与相应的繁殖方式用连接起来。

青蛙

牛 胎 生

家蚕 卵 生

雁

33．请把工具与之对应的特性用线连起来。

裁纸刀

镊子 省力

筷子 费力

开瓶器

评卷人 得分

五、实验题

34．电磁实验：

（1）在电磁实验中，改变电流方向时会改变电磁铁的_____ 。

（2）为增强电磁铁的磁力，除增加线圈的圈数外，还可以增加____________。



（3）如图所示，电磁铁不存在磁力。如要使电磁铁具有磁力，必须闭合_____。

评卷人 得分

六、综合题

观察是科学探究的一种方法，其中显微镜就是观察工具之一。

35．使用显微镜观察时，如果光线太弱，应选择（ ）。

A．平面镜 B．小光圈 C．凹面镜和大光圈

36．观察写有字母“q”的装片，视野中看到的图像是______。

37．观察时，第一次使用的目镜为 5X，物镜为 10X，则此时物像放大_____倍；第二次

使用的目镜为 10X，物镜为 45X。那么第二次观察到的细胞数目比第一次观察到细胞数

目要_____ （填多或少）。

38．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下面不同地表的水土流失情况（降

雨量 346毫米）回答：

地表类型 林地 草地 作物地 裸地

水土流失量（千克/亩） 4 6．2 238 450

（1）最有利于防止荒漠化的一类地表是_____。

（2）国家大力推行植树造林、绿化荒山、还林还草，其目的是_____。

39．关于太阳、地球和月球的研究。

据传，古时候，有两个王国的士兵正在交战，天突然黑了下来，白天顿时变成了黑夜，

交战的双方惊恐万分，以为“上天”怪罪，于是停战和好。其实这并不是“上天”怪罪，而

是一种天文现象——日食。



（1）日食发生的时间大约在农历的_____。

（2）发生日食时，月球大约处在上图中的_____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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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C

【解析】

【详解】

0级烟柱直冲天，1级青烟随风偏，2级轻风吹脸面，3级叶动红旗展，4级风吹飞纸片，5

级带叶小树摇，6级举伞步行艰，7级迎风走不便，8级风吹树枝断，9级屋顶飞瓦片，10

级拔树又倒屋，11，12陆上很少见。根据风力歌可知，大漠孤烟直，此时的风力为 0级。

2．B

【解析】

【详解】

云实际上是由千千万万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通常把云分成积云、层云、卷云三类。靠近地

球表面形成的扁平状云是层云，层云通常是灰色的；层云变厚，就是雨层云，将会出现毛毛

雨、大雨或雪。高于层云，看上去像棉花堆一样的云叫积云，积云通常与晴好天气相联系；

积云发展成积雨云，形成雷阵雨。

3．B

【解析】

【详解】

当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相同时，摩擦力大小与物体间的物体间的压力有关，物体间的压力越大，

摩擦力就越大。当物体间的压力相同时，摩擦力大小与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接触面越粗

糙，摩擦力就越大；物体接触面越光滑，摩擦力会越小。

4．B

【解析】

【详解】

物体的颜色不同，其吸热的本领也不同。深色物体反光能力弱，吸收热的本领强；浅色物体，

反光能力强，吸收热的本领弱。

5．B

【解析】

【详解】

物体都有一个向下的力，这个力就是重力，即地球吸引物体的力。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

的，不会改变，重力的单位是牛顿（N）。



答案第 2页，共 9页

6．A

【解析】

【分析】

物体在水中会受到竖直向上的浮力，浮力大小与物体的重力、排开水的体积以及液体的密度

大小有关。

【详解】

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大小等于拉力和重力的和。A选项符合题意。

故答案为 A。

7．B

【解析】

【详解】

用框架结构可以建起很高的建筑而花费的材料却很少，框架结构以三角形为基本构造。框架

铁塔结构特点：①上小下大②上轻下重③风阻小等。在实体和空体建筑中，抗风能力强的是

空体建筑比如框架结构的建筑。

8．C

【解析】

【详解】

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有些植物的外部形态会与环境相适应，从而使其具有不同的特点。这

是植物长期适应不同环境中的水分、阳光和温度等条件的结果。仙人掌的叶长成刺状，有利

于减少水分蒸发，更好地适合在沙漠中生长。

9．B

【解析】

【详解】

三角形稳定性是指三角形具有稳定性，有着稳固、坚定、耐压的特点。当三角形三条边的长

度均确定时，三角形的面积、形状完全被确定，这个性质叫做三角形的稳定性。正方形和菱

形都是四边形，不稳定，只要三角形是最稳定的。

10．C

【解析】

【详解】

食盐、白糖、碱面、味精的颗粒都是有规则几何外形的固体，人们把这样的固体物质叫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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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根据对晶体的认识，雪花是有规则几何外形的固体，属于晶体，水和砖头不属于晶体。

11．B

【解析】

【详解】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并且是太阳系中第五大的卫星。月球在引力、表面物质组成等

方面与地球存在巨大差异，月球的直径是地球的四分之一，引力是地球的六分之一。所以如

果把地球上重 30千克的物体放到月球上称量，它的重量应为 30/6=5千克。

12．C

【解析】

【详解】

由于动物和生活的环境相互影响，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过程，动物的身体形态结

构与其食物、习性都是和生活环境相适应的。苍蝇：昆虫的眼睛分单眼和复眼，复眼在头部

上方的两侧。在放大镜下观察，可以看到苍蝇的复眼由许多小眼组成，每只小眼都是六角形

的。

13．B

【解析】

【详解】

淀粉有遇碘酒变蓝的特性，生活中常用滴碘酒观察是否变色来判断是否含有淀粉。根据判断

淀粉的方法，在食物上滴加碘酒，观察颜色变化，如果变蓝色，说明含有淀粉，否则不含淀

粉。

14．A

【解析】

【详解】

细胞是生命体组成的基本单位，目前已知的生物中除病毒不具有细胞结构外，其他生物均为

细胞构成。所以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生物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也是生物最基本

的功能单位。

15．C

【解析】

【详解】

细胞是生命体组成的基本单位，目前已知的生物中除病毒不具有细胞结构外，其他生物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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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构成。所以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生物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也是生物最基本

的功能单位。动物细胞不具有细胞壁。

16．×

【解析】

【详解】

对比实验，指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验组，通过对比结果的比较分析，来探究各种因素与

实验对象的关系，这样的实验称为对比实验。对比实验要注意的问题：每次只能改变一个因

素；确保实验的公平，即除了改变的那个因素外，其他因素应该保持一样。

17．×

【解析】

【详解】

分离是利用一定的方法将混合物中的各种成分分开，分离有沉淀、过滤、结晶等方法。过滤

的作用是将液体和不溶于液体的固体分离开来，不需要用到酒精灯。

18．√

【解析】

【详解】

静电存在于所有物质中，物质同时具有两种电荷，分别是正电荷和负电荷。用梳子梳过的头

发带负电荷，头发带正电荷，而且它们在靠近时会发生相互吸引的现象。

19．×

【解析】

【详解】

阳光下物体影子的长短随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而变化，太阳位置最高时影子最短。挡光

的物体会有影子，影子的方向总是和太阳的方向相反，物体的影子总是在背向光的一面。

20．×

【解析】

【详解】

我们生活的地球，从太空看到的地球是一个蔚蓝的星球。地球表面三分陆地七分海洋，相互

穿插分割，海洋占 71%，陆地占 29%，因此人们称地球是一个“水球”。

21．×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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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

物体在液体中的沉浮与同体积的液体的重量有关。比同体积的液体重的物体，在液体中下沉，

比同体积的液体轻的物体，在液体中上浮。由于同体积的冰块比水轻，所以冰块放入水中会

上浮。

22．×

【解析】

【详解】

杠杆上有三个重要的位置：支撑着杠杆，使杠杆能围绕着转动的位置叫支点；在杠杆上用力

的位置叫用力点；杠杆克服阻力的位置叫阻力点。杠杆的支点不一定在用力点和阻力点中间，

又有可能在一侧，比如镊子。

23．×

【解析】

【详解】

材料的抗弯曲能力与材料的长度、厚度、宽度和材料的本身材质有关。相同材料的厚度和宽

度不同，抗弯能力也不一样。厚度越厚，抵抗弯曲能力越强，宽度越宽，抵抗弯曲能力越强。

增加抗弯曲能力，增加厚度比增加宽度更有效。不同材料的材质不一样，抗弯曲能力也不一

样。

24．×

【解析】

【详解】

水的三种形态，有着循环变化的关系。当把水加热至摄氏一百度，水便会沸腾，迅速变成水

蒸气了；水蒸气遇冷，又会凝结成小水滴；如果把水冷却至摄氏零度的低温下，水便会凝结

成固态的冰块；冰块受了热，又会融化为液态的水了。水烧开出现白色雾气为水蒸气的凝结

现象，是物理变化。

25．√

【解析】

【详解】

月相实际上就是人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被太阳照亮的部分。月相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通

常是农历一个月循环一次。农历上半月由缺到圆，亮面在右边；下半月再由圆到缺，亮面在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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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5V 4.5 V

【解析】

【详解】

根据对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中电压的规律分析，可知串联电路的电压是用电器的电压之和，

而并联电路的电压与各用电器的电压相等。根据对电源串并联的认识，一节干电池的电压是

1.5V，三节干电池串联起来的电压是 4.5V，三节干电池并联起来的电压是 1.5V。

27．5

【解析】

【详解】

物体在水中受到水向上托起的力，这种力就是水的浮力。一个物体在空气中测得的重力是

15牛顿，在水中测得的重力是 10牛顿，则它受到的浮力=空气中的重力-在水中测得的重力

=15-10=5牛顿。

28． 南回归线 由圆到缺

【解析】

【详解】

阳光有规律地直射或斜射某一地区，因此气温也有规律地变化，形成四季。冬至日时，太阳

直射在南回归线，北半球这一天夜最长；月相实际上就是人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被太阳照

亮的部分。月相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通常是农历一个月循环一次。农历上半月由缺到圆，

亮面在右边；下半月再由圆到缺，亮面在左边。

29． 自西向东 一年（365天）

【解析】

【详解】

我们的地球在不停地运动着。地球除了围着太阳公转，还在不停围绕地轴自转，方向都是自

西向东。自转一周是一天，公转一周是一年。

30．物种多样性

【解析】

【详解】

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即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们拥有的

基因和生存环境。它包含三个层次：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

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提供着人类基本所需的全部食品、许多药物和工业原料，它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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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必要条件，某些物种的消亡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失衡，甚至崩溃。

31． （声）波 高

【解析】

【详解】

声音是以波的形式向着四面八方传播的，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声音可以在固体、液体、气

体中传播，真空中不能传播声音。音调指声音的高低，音调的高低与发声体振动快慢有关，

物体振动越快，音调就越高；物体振动越慢，音调就越低。

32．

【解析】

【详解】

繁殖是指生物为延续种族所进行的产生后代的生理过程，即生物产生新的个体的过程。动物

的繁殖方式常见的有卵生和胎生。青蛙、家蚕、雁的繁殖方式属于卵生，牛的繁殖方式属于

胎生。

33．

【解析】

【详解】

杠杆有三种类型，分别是省力杠杆、费力杠杆和不省力不费力杠杆。当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

大于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时，就是省力杠杆；当用力点到支点距离小于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

时，就是费力杠杆。裁纸刀、开瓶器属于省力杠杆，镊子和筷子属于费力杠杆。

34． 南北极（或磁极，或南极与北极） 电池（节数） 开关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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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线圈圈数、电流大小、铁芯粗细有关。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线圈圈数有

关：圈数少，磁性弱；圈数多，磁性强；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使用的电池数量有关：电池少，

则磁性弱；电池多，则磁性强。

【详解】

（1）电磁铁的南北极与线圈的缠绕方向和电流的方向有关，改变线圈的缠绕方向或电池的

接法都可以改变电磁铁的南北极。所以在电磁实验中，改变电流方向时会改变电磁铁的南北

极；

（2）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线圈圈数、电流大小、铁芯粗细有关。所以为增强电磁铁的磁力，

除增加线圈的圈数外，还可以增加电池（节数）；

（3）根据题干可知，要使电磁铁具有磁力，必须闭合开关。

35．C

36．b

37． 50 少

【解析】

【分析】

显微镜是由一个透镜或几个透镜的组合构成的一种光学仪器，是人类进入原子时代的标志，

主要用于放大微小物体成为人的肉眼所能看到的仪器。显微镜分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

35．

显微镜视野亮度的调节：光线强时，用小光圈、平面镜调节；光线弱时，用大光圈、凹面镜

调节．因此若光线太弱，应用大光圈、凹面镜调节，会使视野变亮．

36．

观察写有字母“q”的装片，视野中看到的图像大小相同，方向相反，上下也相反，所以是 b。

37．

观察时，第一次使用的目镜为 5X，物镜为 10X，则此时物像放大 5X×10X=50倍；第二次使

用的目镜为 10X，物镜为 45X，则此时物像放大 10X×45X=450倍；放大倍数越大，视野越

小，观察到的细胞数目就越少，所以第二次观察到的细胞数目比第一次观察到细胞数目要少。

38． 林地 防止水土流失

【解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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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指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雨水不能就地消纳、顺势下流、冲刷土壤，造成

水分和土壤同时流失的现象。

【详解】

（1）最有利于防止荒漠化的一类地表是林地，因为水土流失量最少；

（2）水土流失是指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雨水不能就地消纳、顺势下流、冲刷土壤，

造成水分和土壤同时流失的现象。国家大力推行植树造林、绿化荒山、还林还草，其目的是

防止水土流失。

39． 初一 A

【解析】

【分析】

月球围绕着地球旋转，同时，地球又带着月球绕太阳旋转。日食和月食就是由于这两种运动

所产生的结果。当月球运动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如果三者正好处在一条直线上时，月球就会

挡住太阳射向地球的光，在地球上处于影子中的人，只能看到太阳的一部分或全部看不到，

于是就发生了日食。

【详解】

（1）当月球运动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如果三者正好处在一条直线上时，月球就会挡住太阳

射向地球的光，在地球上处于影子中的人，只能看到太阳的一部分或全部看不到，于是就发

生了日食。日食一般发生在农历初一；

（2）当月球运动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如果三者正好处在一条直线上时，月球就会挡住太阳

射向地球的光，在地球上处于影子中的人，只能看到太阳的一部分或全部看不到，于是就发

生了日食。发生日食时，月球大约处在上图中的 A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