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温州市平阳县小升初科学考试试卷模拟真题(教科版)

题号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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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爬坡时，为了省力，要调节到（ ）。

A．大齿轮带动小齿轮

B．小齿轮带动大齿轮

C．两个齿轮相同

2．万一有洒出的酒精在灯外燃烧，正确的做法是（ ）。

A．用水浇灭

B．用湿抹布或沙土扑灭

C．用嘴吹灭

3．锣发声的时候，用手按住锣面，锣声就消失了，这是因为（ ）。

A．手使锣面跟空气隔开了

B．手挡住了声音的传播

C．手使锣面停止了振动

4．我国自主研制并发射成功的首个月球探测器是（ ）。

A．神舟一号 B．嫦娥一号 C．天宫一号

5．我们在长时间咀嚼米饭时，感觉到甜味，是因为米饭里的某种营养物质在淀粉酶的

作用下变为麦芽糖，这种营养成分是（ ）。

A．蛋白质 B．淀粉 C．脂肪

6．硫酸铜溶液的颜色是（ ）。

A．白色 B．无色 C．蓝色

7．世界公认的火箭发源地是（ ）。

A．中国 B．美国 C．日本

8．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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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球百分之七十的面积被水覆盖，水资源非常丰富，水污染并不会给生物造成威胁

B．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核心方法是加氯

C．污水经过有效的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才可以排到自然水域中

9．下列最适合用来培养微生物的水是（ ）。

A．池塘水 B．纯净水 C．自来水

10．我们常喝的饮料“可乐”中溶解了大量的（ ）。

A．氧气 B．二氧化碳 C．一氧化碳

11．影响摆的快慢的因素是（ ）。

A．摆锤重量 B．摆幅大小 C．摆绳长短

12．将刚刚击打过的音叉触及水面，则（ ）。

A．水面没有变化 B．水面产生波纹 C．水位上升

13．下列透明的物体中具有放大作用的是（ ）。

A．长方体玻璃杯

B．圆柱形空玻璃杯

C．装满水的圆柱形玻璃杯

14．在一个塑料袋里装上水、切碎的馒头和煮熟的蔬菜，反复揉挤这个袋子，可以模拟

（ ） 的活动。

A．口腔 B．胃 C．小肠

15．多穿衣服身体会感觉热起来，合理的解释是（ ）。

A．衣服能给身体提供热量

B．衣服能减少身体热量的流失

C．衣服的温度比身体的温度高

16．将一块木块压到水底，放手后会上浮，在它浮出水面之前，受到的浮力大小（ ）。

A．变大 B．不变 C．变小

17．古人利用太阳光下影子变化的规律来测量时间的工具是（ ）。

A．日晷 B．指南针 C．浑天仪

18．在实验中，如果改变电流的方向，那么电磁铁的（ ）会改变。

A．磁力大小 B．磁极方向 C．磁极数量

19．北斗七星中的每颗星（ ）。

A．在同一个平面上 B．离我们远近相同 C．离我们远近不同

20．关于宇宙的探索，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通过科学家的努力，我们已经观测到宇宙的直径为 120亿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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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科学家通过观测发现，宇宙正处于膨胀之中

C．宇宙中时刻有恒星诞生，同时也有恒星消亡

第 II 卷（非选择题）

评卷人 得分

二、实验题

21．（一）研究问题：探究分辨五种物体

（二）实验材料：①液体 A ②液体 B ③液体 C ④粉末物质 D ⑤粉末物质 E ⑥2

只塑料杯

⑦3支滴管 ⑧2支小勺

（三）探究过程：

温馨提示：请你在探究前先检查清点实验材料，如有问题及时向监考老师提出。

通过观察，判断三瓶液体 A、B、C分别是什么物质。

（1）实验材料中，标有 A、B、C的三个瓶子里装有液体醋、水和碘酒。

请你利用观察的方法判断：液体A是_______，液体B是__________，液体C是_________

我的判断理由：________________。

（2）实验探究两袋粉末 D和 E分别是什么物质。

我选择的材料（填序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实验步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观察到的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以上的实验现象我判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粉末物质 D可能是_______，粉末物质 E可能是_______________。

物质世界的研究

在物质世界的研究学习过程中，我们曾经做过白糖的变化实验，请你回忆实验观察到的

现象，完成下面的题目。

实验过程用长柄金属汤匙取一小勺白糖，小心地移到蜡烛火焰上，慢慢加热，观察白糖

的变化。

22．在用蜡烛给白糖加热的实验过程中，手应当握住远离加热点的金属勺子的外端。为

什么？

23．用蜡烛的火焰给金属勺子里的白糖加热时，应该用蜡烛的（ ）。

A．焰心 B．内焰 C．外焰

24．按要求完成下面的观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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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的变化（可以从状态、颜色、气味等方面进行描述）

白糖加热过程中发

生的现象

白糖加热前 加热一会儿 继续加热

颜色 白色 ( ) ( )

状态 颗粒状 ( ) ( )

气味 无味 ( ) ( )

25．白糖在加热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 ）。A．物理变化B．化学变化 C．既有

物理变化又有化学变化

26．下列物质变化与加热白糖时发生的变化相类似的是（ ）。

A．蜡烛燃烧 B．冰融化 C．铁钉生锈

评卷人 得分

三、综合题

生命世界的研究

2019年 12月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并于 2020年 1月 12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 2019

－nCoV。该病毒具有很强的感染性，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后常见体征有呼吸道症状、发

热、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等。在较严重病例中，感染可导致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肾衰竭，甚至死亡。目前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疾病没有特异治疗方法，需根据患

者临床情况进行治疗。根据实时监测数据显示，藏至 5月 20日 21时 28分，全球新冠

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 4935167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 321095例。

27．医学家在研究 2019新型冠状病毒时需要用到的科学仪器是（ ）。

A．放大镜 B．光学显微镜 C．电子显微镜

28．下列微生物中，属于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是（ ）。

A． B． C．

29．面对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与大家一起抗击疫情，请你

写在下面的横线上。（至少写出两条建议）

（1）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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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像 2019新型冠状病毒一样，所有的微生物都是有害的。这种说法是（ ）的。

A．正确 B．错误 C．无法判断

31．与 2019新型冠状病毒不同，下列能自己进行光合作用制造营养的微生物是（ ）。

A．草履虫 B．大肠杆菌 C．鼓藻。

32．早在 1663年，用自制的复合显微镜观察到细胞的英国科学家是（ ）。

A．列文虎克 B．罗伯特。胡克 C．培根

33．要让我们观察到洋葱内表皮细胞，下列做法正确的是（ ）。

A．将洋葱切成薄薄的－片，放在载玻片上，用显微镜观察

B．切出一小块洋葱，直接放在载物台上，用显微镜观察

C．在洋葱内表皮上划出“井"字，用镊子轻轻地撕下内表皮，做成玻片，用显微镜观察

显微镜的认识和正确使用

34．图①是一台光学显微镜，请你在相应的方框里填上名称。 www.xsc.cn

35．当我们在使用光学显微镜时，如果从目镜中只看到黑乎乎的一片，我们需要调节

__________进行对光。

36．在对焦时，小明同学的方法是：调节准焦螺旋，抬升镜筒，使物镜远离玻片，从目

镜往下看，调节准焦螺旋，将镜筒慢慢下降到标本清晰地出现在视野为止。你认为小明

的做法是（ ） 。

A．正确 B．错误 C．无法判断

37．下面用肉眼和借助显微镜目镜看到的图像分别是（ ） 。

A． B． C．

宇宙世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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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年“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上，备受关注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任务标

识正式公布。

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Tianwen）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

一号”。

中国行星探测

火星直径约 6794km，是地球 53%，质量约为地球 11%。绕太阳公转周期为 687天。火

星是橘红色的荒漠化行星，地表沙丘、砾石遍布，没有稳定的液态水体。火星表面也有

大气层，但是要比地球大气稀薄，大气以二氧化碳为主。火星昼夜温差大，在 100C左

右。赤道附近，白天温度可以达到 20C，夜间会骤然降低到－80C左右。火星两极的温

度更低，最低可以达到－139C。但在太阳系中，火星的环境已经是最接近地球的了，在

寻找地球以外生命的时候，人们对在火星上存在生命抱有最大希望。

国家航天局透露，火星探测器将于 2020年 7月由长征五号火箭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

航行时长约 10个月，于 2021年抵达火星。

38．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 ）”。

A．天宫一号 B．嫦娥一号 C．天问一号

39．承担发射中国首颗火星探测器任务的火箭是（ ）。

A．长征三号 B．长征五号 C．长征七号

40．火星是一颗（ ）。

A．恒星 B．行星 C．卫星

41．图②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示意图，火星的序号是______，地球的序号是________。

42．根据现有人类对火星的探测认知，你认为火星适合人类居住吗？请你在下面的横线

上写出两点理由。

________。

43．月亮在圆缺变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状叫做月相。下面是有关月相的问题，请你仔

细思考并解答。

请你根据初一到十五的月相变化规律，在下图中补充画出初五、初八和十二的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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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请在下面方框里画出月食成因位置图。（用圆圈表示各天体并注明天体名称）

环境和健康

2020年 6月 22日是小明的生日，他邀请了几位好朋友一起庆祝。妈妈为小明和他的朋

友们准备了许多食物，有生日蛋糕、果汁、清蒸螃蟹、小龙虾、红烧排骨、烤鲫鱼、火

腿肠炒蛋、酱汁牛肉、烤羊排、酸菜鱼。

45．图中的果汁还可以喝吗？为什么？

46．以下做法合理的是（ ） 。

A．吃饭前小明妈妈打了一盆水，让大家一起在水盆里洗手

B．小明的妈妈用洗菜的水浇花

C．小明的妈妈洗碗时，一直开着水龙头冲洗

47．你认为小明这餐饭的搭配合理吗？为什么？

48．因为现在还处于疫情期间，来参加小明生日聚会的朋友们都戴了口罩，小明妈妈还

将美食单独分到餐盘里给每一位同学食用。你认为同学们和小明的妈妈这样做对吗？请

将你的答案和理由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9．今天小明家产生的垃圾有：①饮料瓶②水果核、③餐巾纸。④蛋糕盒、⑤骨头、⑥

甲壳、⑦蛋壳、⑧废电池。请你帮小明将这些垃圾分类放入下面的垃圾桶里（在方框内

填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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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在上面的四类垃圾中，可以用来堆肥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卷人 得分

四、简答题

51．做一个指南针

在确定方位时，我们常常用到指南针。请你根据提供的材料来设计一个指南针。

材料：①小木块 ②泡沫塑料片 ③细线 ④大头针 ⑤强磁铁 ⑥钢针 ⑦铁钉 ⑧牙

签 ⑨水

你选择的材料（填序号）

制作步骤 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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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1页，共 10页

参考答案：

1．B

【解析】

【详解】

自行车的小齿轮带动大齿轮时，小齿轮转动比大齿轮快，小齿轮带动大齿轮能够省力，适合

爬坡。

2．B

【解析】

【详解】

酒精是容易挥发和燃烧的液体，万一有洒出的酒精在灯外燃烧，不要惊慌，可用湿抹布或沙

土扑灭。

3．C

【解析】

【详解】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而产生的。当锣发声的时候，用手快速按住锣面，锣声就消失，这是因为

手使锣面停止了振动。

4．B

【解析】

【详解】

月球作为地球上唯一的天然卫星，它对人类有一定的影响。月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人类

不停的对月球进行探究。“嫦娥一号”是中国自主研制并发射的首个月球探测器。中国月球探

测工程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以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嫦娥”命名。

5．B

【解析】

【详解】

长时间咀嚼米饭能感觉到有甜味是因为米饭中含有淀粉，这种物质和唾液会发生化学反应。

淀粉变成了麦芽糖，所以感觉甜。

6．C

【解析】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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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2页，共 10页

硫酸铜为白色或灰白色粉末，能够溶解在水中。水溶液呈弱酸性，显蓝色。硫酸铜溶液因水

合铜离子的缘故而呈现出蓝色。

7．A

【解析】

【详解】

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火箭发源地，早在距今 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的古籍上就出现了“火箭

“的名称，中国对于太空的研究始终没有止步。

8．C

【解析】

【详解】

污水处理技术一般通过以下程序：格栅去除大体积的漂浮物；沉砂池沉淀砂石等粗颗粒物质；

生化处理设施用微生物分解部分有机污染物；二次沉淀池对生化处理后的混合液进行泥水分

离，以保证出水水质；混凝沉淀池加入混凝药物，使更细小的物质凝结沉淀；最后到出水提

升泵站。

A地球百分之七十的面积被水覆盖，水资源非常丰富，水污染并不会给生物造成威胁，错误；

水是取之不尽的，但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是很有限的，所以要节约用水，保护水源是我们每个

人应尽的责任。

B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核心方法是加氯，错误；污水处理要经过一系列的成像，生化处理

是其中的核心方法；

C污水经过有效的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才可以排到自然水域中，正确。

9．A

【解析】

【详解】

微生物生长繁殖需要的条件是 1．适宜的营养条件（充足的碳源。氮源）；2．适宜的氧含量

（好氧的要震荡培养，厌氧的要厌氧培养，兼性的可以静止培养）；3．合适的 pH值（一般

指培养基的 pH值）；4．合适的环境温度（细菌 37度，真菌 28度）；5．合适的接种量（一

般接种量是 1%）。矿泉水、纯净水、自来水缺少微生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池塘水杂质更

多更利于微生物生长。

10．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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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3页，共 10页

略

11．C

【解析】

【详解】

摆摆动的快慢与摆长有关，与摆锤无关。摆线越长，摆摆动的越慢，反之摆线越短，摆摆动

的越快。以上三个因素中会影响摆的摆动快慢的是摆绳长短。

12．B

【解析】

【详解】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而产生的。物体受到外力作用不一定发出声音，只有让它振动才会发出声

音。如果停止振动声音就会马上停止。将刚刚击打过的音叉触及水面，音叉在振动，水面产

生波纹，所以 B符合题意。

【点睛】

本题考查声音，要求学生掌握声音是由物体振动而产生的。

13．C

【解析】

【详解】

放大镜是凸透镜，其结构特征是中间厚，边缘薄，具有放大功能。A长方体玻璃杯不具有放

大功能，不符合题意。B圆柱形空玻璃杯不具有放大功能，加了水之后就可以，不符合题意。

C装满水的圆柱形玻璃杯相当于放大镜，具有放大功能，符合题意。

14．B

【解析】

【详解】

这个模拟实验中，袋子模拟的是消化系统中的胃，反复揉挤这个袋子模拟的是胃的蠕动将食

物磨碎。

15．B

【解析】

【详解】

热量是身体机能产生的，通过皮肤扩散到环境中，衣服则隔绝了热量的散发，同时也隔绝了

外接的冷空气接触到皮肤，所以会感觉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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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

【解析】

【详解】

按在水底的木块，放手后将上浮，在它浮出水面之前，它排开的水量不变，物体排开的水量

就是它的浮力，所以它受到的浮力不变。

17．A

【解析】

【详解】

日晷是古代人们利用光影来计时的一种工具，利用日晷计时的方法是人类在天文计时领域的

重大发明，这项发明被人类沿用达几千年之久。

18．B

【解析】

【详解】

改变电池的正负极接法和导线缠绕方向都可以改变电磁铁的磁极。根据影响电磁铁南北极改

变的因素，改变电流的方向，则电磁铁的磁极方向会发生改变。

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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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七星中

的每颗星离我们远近不同。

20．A

【解析】

【详解】

宇宙是万物的总称，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宇宙是物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

并处于不断运动和发展中，在时间上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在空间上没有边界没有尽头。天文

望远镜能观测到的最远距离是 200亿光年的宇宙空间深处，但仍没有看到宇宙的边缘。

21． 水 液体醋 碘酒 水无色无味，液体醋是黑色的，碘酒是褐色； ①③ 将

粉末 D倒入白醋中，观察现象；将碘酒倒入粉末 E一滴，观察现象； 将粉末 D倒入白醋

中，会产生大量的气泡，并听到嘶嘶声、用手触摸玻璃杯外壁，能够感觉到杯壁比原来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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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一些；将碘酒倒入粉末 E一滴，会发现粉末 E变蓝； 两者都产生了新物质， 小苏

打 淀粉

【解析】

【详解】

（1）由于液体醋、水和碘酒的颜色不一样，所以可以直接通过眼睛观察就可以分辨，水无

色无味，液体醋是黑色的，碘酒是褐色；

（2）我们猜测粉末 D是小苏打，所以将小苏打和醋混合，我们会看到有气泡产生，而且将

燃烧的火柴放入气体中会立刻熄灭，我们推断粉末 D可能是小苏打；我们猜测粉末 E是淀

粉，所以将淀粉 E和碘酒混合，我们会看到粉末 E变蓝，我们推断粉末 E可能是淀粉。

22．金属是热的良导体，传热快，离加热点近，升温快，易烫伤

23．C

24． 黄色 黑色 液态 固态 无味 焦味

25．C

26．A

【解析】

【分析】

物理变化是相对化学变化而言的，物理变化，就是物质本身没有变化，只是物质的状态、形

态等发生了变化。而“化学变化”，是“物质”发生了变化，生成了新物质。

22．

热传导通过直接接触将热从一个物体传递给另一物体，或者从物体的一部分传递到另一部分

的过程。加热过程中，金属是热的良导体，所以金属汤勺也会受热发烫，远离加热点的金属

勺子的外端是避免被烫伤；

23．

酒精灯的火焰分为内焰、外焰、焰心三个部分，外焰的温度最高，焰心的温度最低，我们用

酒精灯的外焰进行加热。

24．

小强在用蜡烛加热白糖实验过程中发现白糖由晶体慢慢变成了白色液体，最后变成固态，这

时它属于物理变化；随着温度的升高颜色也变成浅黄直至黑色；气味有开始的无味慢慢产生

焦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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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在加热过程中既有物理变化又有化学变化，有物理变化是因为形态发生了变化，有化学

变化是因为产生了新物质。

26．

加热白糖既有物理变化又有化学变化，所以蜡烛燃烧也是既有物理变化又有化学变化，蜡烛

燃烧产生新物质，有化学变化，蜡烛也有固态变成了液态的蜡油。

27．C

28．B

29． 不聚集，少出门 勤洗手、通风，外出戴口罩

30．B

31．C

32．B

33．C

【解析】

【分析】

病毒的特点：病毒比细菌小得多，病毒不能独立生活，必须寄生在其他生物的细胞里。

27．

因为病毒非常小，所以我们需要借助电子显微镜才能够看见；

28．

新型冠状病毒呈球形或椭圆形，病毒有包膜，包膜上存在棘突。

29．

因为疫情存在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所以可以戴口罩、常洗手来避免感染；

30．

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种类多种多样，大多数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对人类是有益的，如乳酸

菌发酵制酸奶、泡菜等；少数微生物对人类是有害的。

31．

鼓藻有叶绿体，能自己进行光合作用，自己制造营养物质

32．

1663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用自制的复合显微镜观察一块软木薄片的结构，发现了细

胞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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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洋葱内表皮细胞的步骤：（1）先用小刀把洋葱切开。（2）在一块干净的载玻片的中央

用滴管滴一滴清水。（3）用刀片在洋葱内表皮轻轻划“#”字，用镊子轻轻撕取内表皮。（4）

将撕下的内表皮置于载玻片上的清水中，再将盖玻片倾斜着慢慢盖到洋葱表皮上，注意不要

有气泡。（5）在盖玻片的一侧滴一滴碘酒，并 把玻片微微倾斜，用吸水纸从另一端将多余

的染液吸去，玻片标本制作完毕。

34．目镜物镜反光镜（从上到下）

35．反光镜

36．B

37．C

【解析】

【分析】

安放：将显微镜向着光摆放在桌面上。对光：调节载物台下的反光镜，从目镜往下看，能看

到一个亮的光圈。上片：将标本的载玻片放在载物台上。调焦：调节准焦螺旋，将镜筒慢慢

地抬升到标本出现在视野里为止。观察：慢慢移动载玻片，观察标本的各个位置。

34．

显微镜主要由目镜、调节旋钮、物镜、载物台和反光镜等五部分构成。

35．

将载玻片放到载物台上后，从目镜里看却是黑乎乎的，这是因为没有调节好反光镜。

36．

安放：将显微镜向着光摆放在桌面上。对光：调节载物台下的反光镜，从目镜往下看，能看

到一个亮的光圈。上片：将标本的载玻片放在载物台上。调焦：调节准焦螺旋，将镜筒慢慢

地抬升到标本出现在视野里为止。观察：慢慢移动载玻片，观察标本的各个位置。小明的方

法中的将镜筒慢慢下降到标本清晰地出现在视野为止，应该是慢慢抬升到标本出现在视野里

为止。

37．

显微镜的成像是左右相反上下颠倒。

38．C

39．B

40．B

41．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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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不适合。①昼夜温差大；②无稳定液态水。

【解析】

【分析】

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和所有受到太阳的引力约束天体的集合体。包括八大行星（由离太

阳从近到远的顺序：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以及至少

173颗已知的卫星、5颗已经辨认出来的矮行星和数以亿计的太阳系小天体。

38．

根据题干可知，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Tianwen）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

命名为“天问一号”。

39．

根据题干可知，国家航天局透露，火星探测器将于 2020年 7月由长征五号火箭在海南文昌

发射场发射，航行时长约 10个月，于 2021年抵达火星。

40．

火星和地球一样，都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之一；

41．

太阳系有八大行星，按照距离太阳从近到远的距离，依次排列的是：水星、金星、地球、火

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42．

火星表面的岩石含有较多的铁质，火星表面呈红色。火星上也有山脉、盆地、环形山、峡谷、

火山等，火星是地球的近邻，表面大气十分稀薄，昼夜长短接近地球，而昼夜温差大，超过

100℃．火星目前不适合人类居住。

43．

【解析】

【分析】

月相变化的顺序是：新月--娥眉月--上弦月--盈凸--满月--亏凸--下弦月--残月--新月，就这样

循环，月相变化是周期性的，周期大约是一个月。

【详解】

上蛾眉月是指农历初三到初五的月相，此时月球位于太阳以东约 45°，日落时出现在西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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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方低空，日落后 2-3 小时即落到地平线以下，可见部分为月球正面西部边缘，形状为一

反 C字形。初八是上弦月，初十二距离初十月球的边缘又向西移动了一些。

44．

【解析】

【详解】

当地球运动到太阳和月球之间，三个星球正好或接近排成一条直线时，地球遮掩太阳光，在

地球上看不到月球的现象。月食分为月全食和月偏食。月食就在每月的十五。

45．可以喝，还在保质期内。

46．B

47．不合理。水果、蔬菜摄人少。

48．对。这样可以较好地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49．①④ ⑧ ②⑤⑥⑦ ③

50．易腐垃圾

【解析】

【分析】

人们在生活中要产生大量成分复杂的垃圾、丢弃的垃圾危害环境，要掌握处理垃圾的方法。

45．

可以喝，2020年 5月 3日生产，保质期 60天，应该是到 2020年 7月 3日过期，所以到 2020

年 6月 22日还没有过保质期，所以可以喝；

46．

水是取之不尽的，但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是很有限的，所以要节约用水，保护水源是我们每个

人应尽的责任。B正确；A在一起洗手不卫生，C洗碗一直开水龙头是浪费水资源；

47．

良好的饮食习惯包括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每天吃奶类、

大豆或其制品，如果营养获取不均衡，会影响身体健康。肉太多，蔬菜和水果太少；

48．

疫情期间吃饭，为了阻止疫情传播，每个人都应该使用公筷和公勺，然后分食而吃；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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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包括饮料瓶、蛋糕盒；

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

物及尘土、食品袋(盒)，包括餐巾纸；

易腐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废物，包括骨头、水果核、甲壳、

蛋壳；

有害垃圾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

的废弃物，包括废电池。

50．

堆肥是一种减少垃圾的好方法，同时也能得到非常好的肥料。采用堆肥的方法，可以使家庭

中的易腐垃圾得到有效利用而不再作为垃圾丢弃。

51．材料：钢针、强磁铁、大头针、细线、泡沫塑料片

制作步骤：用磁铁的磁极在钢针上沿一个方向摩擦，重复做 20-30次。我们把磁铁指向北的

磁极叫北极，用字母 N表示；指向南的磁极叫南极，用字母 S表示。将磁化的钢针安装在

泡沫塑料片上，用线悬挂起来，能够指示南北。（磁铁摩擦钢针的方法）

设计图：

【解析】

【分析】

指南针，古代叫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的磁针，磁针在天然地磁场的作用下可

以自由转动并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

以辨别方向。

【详解】

根据对磁化的认识，我们要拿着磁铁的一端沿同一个方向摩擦钢针 20次～30次。用磁化的

钢针靠近磁铁，观察并分析结果，在实验中发现，钢针的大头和磁铁的 S极相吸。由此判断，

钢针的小头是 S极。判断依据是同极相互排斥，异极相互吸引。钢针的大头和指南针的 S

极相吸，说明大头是 N极，则小头就是 S极。将磁化的钢针安装在吹塑纸上，用线悬挂起

来，能够指示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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