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温州市鹿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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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根据动物的分类，属于同类的是（ ）。

A．狗、猫、蚕 B．蜗牛、蚂蚁、老鼠 C．草鱼、鸽子、青蛙

2．下列生产中所涉及的物质变化与其他两个不同的是（ ）。

A．锯木头 B．酿酒 C．燧木取火

3．下列能体现右图生物之间食物关系的正确食物链是（ ）。

A．萝卜←兔←鹰

B．鼠→蛇→鹰

C．萝卜→鼠→鹰

4．下列三种镜子，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观察到指纹的是（ ）。

A．凸透镜 B．平面镜 C．凹面镜

5．如下图所示，①号小车上放有一个电磁铁，当这个电磁铁接通电源后，发现原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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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两辆小车靠在一起；以下得出的结论肯定错误的是（）。

A．②号车上的物体可能是一根长条形铁块

B．②号车上的物体因电源接通产生了磁性，与①号车上的电磁铁相互吸引

C．②号车上的物体可能是一块磁铁，与①号车上的电磁铁异极相吸

6．某日，李同学看到的月亮如图所示，这一天可能是农历（ ）。

A．初二 B．十二 C．二十二

7．下列实验操作方法正确的是__________。

A．酒精灯的熄灭 B．读温度计 C．闻气体气味

8．小王给小张写了一封“书信”，小张一看，是一张“白纸”，请教了其他同学后得知可

以往纸上喷酒一些碘酒试试，结果真的看到了蓝紫色的字。由此推测，小王在写信时可

能加入了（ ）。

A．小苏打 B．淀粉 C．白糖

9．“凌日”是类似于“日食”的天文现象，是指太阳被一个小的暗星体遮挡，下图就是一

次“凌日”现象。挡住太阳的星体不可能是下面的（ ）。

A．水星 B．金星 C．火星

10．使用下列杠杆类工具时，能让我们更加省力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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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老虎钳弯折铁丝 B．火钳夹取垃圾 C．镊子夹盖玻片

11．2019年 4月 18日，台湾省花莲县发生 6．7级地震，上海、杭州、温州等地有明

显震感。下列关于地震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地震是地壳运动引起的

B．大部分地震都与火山喷发有关

C．人类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防止地震的发生

12．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在铁门上定期刷油漆，这主要是为了（ ）。

A．让铁门更加好看

B．防止铁门因日晒变形

C．防止铁门生锈

13．用显微镜观察临时装片时，发现视野中有一污点，这个污点不可能在（ ）。

A．反光镜上 B．载玻片上 C．目镜上

14．污水净化过程为沉淀→过滤→消毒。这些过程中最有可能发生化学变化的是（ ）。

A．沉淀 B．过滤 C．消毒

15．下列三种垃圾中，不适宜放入下图垃圾桶的是（ ）。

A．旧报纸 B．废旧医用注射器 C．空易拉罐

16．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下列做法不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是

（ ）。

A．严格执行“禁渔期”制度

B．建立并维护多个自然保护区

C．引入外国物种，增加国内生物多样性

17．更换汽车轮胎时，修理厂会用到一种叫“十字轮胎扳手”的工具（如图），双手握住

两侧顺时针打圈可以轻松将螺母拆卸。这种工具所使用的机械原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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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轮轴 B．滑轮 C．斜面

18．夏天，从冰箱里拿出一杯冰水，不久后杯子外面会出现很多小水珠，关于这些小水

珠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而成的

B．是从杯口溢出来的

C．是由杯内的冷空气跑到杯外形成的

19．2019年 4月 10日，史上首张黑洞照片问世，堪称为天体物理学界又一里程碑。下

列关于黑泂的说法错误的是（ ）。

A．黑洞就是宇宙空间的一个很深的洞

B．黑洞可能是某些恒星演化而来的

C．黑洞也是一种天体

20．2019年 4月 16日，法国名胜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损毁严重。从图上看，巴黎圣

母院肯定利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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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钢索结构 B．拱形结构 C．球体结构

第 II 卷（非选择题）

评卷人 得分

二、判断题

21．蚕的一生经历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 )

22．除了空气和水，土壤也是种子发芽的必要条件。( )

23．要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必须对物体施加力。( )

24．如果拱建在桥面上方，除了美观，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

25．地球的运动包括自转和公转两种方式。( )

26．北极熊皮下脂肪厚，鸟类骨骼中空，这些都是生物适应环境的结果。( )

27．人体内有形态不同的细胞，这些细胞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

28．生活垃圾应该分类、分装，这样更有利于垃圾处理。( )

29．我们不能用铁制的容器装硫酸铜溶液。( ) www.xsc.cn

30．如今太空技术发展，科学家已经观测到宇宙的边缘。( )

评卷人 得分

三、综合题

31．下图是一个风力发也厂的照片：当风达到一定等级时，它们的扇叶就可以转动，从

而带动发电机转动发电在一定的风速范围内，风速越大，产生的电量也越多。这种风力

发电的方式是取代石油与煤炭等能源发电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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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电风车在发电过程中可以将___________能转换成动能，再转换成___________

能。

（2）某城市想建造一个风力发电厂，现向广大市民征求选址意见。下图是该市三个区

域在一年中的风速变化情况。我建议将风力发电厂的地址选择在___________区域，理

由是___________。

（3）请分别写出一个风力发电与化石燃料发电相比的优点与缺点。

优点：___________________

缺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除了利用风力来发电之外，我还知道可以利用____或___________新能源来发电。

放大镜和显微镜

小君是位善于观察的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雨后的荷叶表面居然能不沾水！风

一吹，荷叶轻轻一抖就干了。在征得公园管理员同意后，他获得了一株用于研究的活体

荷叶祥本，回家后便开始了观察。小君仔细触摸荷叶，发现荷叶表面并非光滑，而是祖

糙明显，为什么祖糙的表面不滞留水分和污垢呢？他上网查了资料：原来荷叶表面有很

多小凸起，它们上面还长有绒毛，仿佛一只只触角保护着叶面，使得尺寸比它们缝隙大

的东西（如水珠）根本无法靠近叶表面，从而实现了荷叶“出淤泥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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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荷叶和其他植物的叶一样，都具有叶子的基本结构，即（ ）。

A．叶片、叶脉 B．叶片、叶柄

C．叶片、叶脉、叶柄

33．参照荷叶表而的这种结构，我们可以尝试设计以下的（ ）。

A．透气型布料 B．防水型布料 C．隔热型布料

34．同一片荷叶的叶表皮，用放大镜观察到的和用显微镜观察到的有哪些不同？（至少

写出一点）

__________________

35．为了在显微镜下清晰地观察到荷叶表皮的特点，下列做法比较合适的是（ ）。

A．直接把整片叶片放在载物台上

B．在叶片上撕下薄薄的一层做成装片

C．在昏暗的教室里观察

36．几天后，小君在养荷叶的杯子里取了一滴水在显微镜下观察，他看到了如图所示的

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可能是___________________。从视野中看，它正在往右上方移动，

为了追踪到它，载玻片应该往__________方移动。

流星体和陨石坑

从太空中进入地球大气层的岩石称为流星体，当通过地球大气层时，它们会和大气层产

生剧烈的摩擦，并伴随有发光发热的现象。大部分流星体在到达地球表面之前就燃烧殆

尽了，没有燃尽的陨石撞击地球形成的洞叫陨石坑。

37．根据观察，当流星体到达地球和大气层时会加速，这是因为（ ）。

A．流星体被太阳光推动着

B．流星体受到了地球吸引力的作用

C．流星体在自转

38．如下图所示为某地形成的陨石坑，请按要求排序。（在下面表格中填入字母）

①按流星体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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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②按从早到晚的形成顺序排列

较早→较迟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39．流星体和大气层摩擦时会发光发热，此时，流星体发生的是___________变化（填“物

理”或“化学”）。小学阶段我们也做过相同物质变化类型的实验，如___________（填一

个实验名称），实验中伴随的现象有___________等（写出一个）。

评卷人 得分

四、实验题

40．液体的研究

实验室里有 4杯液体，分别是清水、浓盐水、浓糖水、酒精，小明把一块马铃薯分别放

到这四杯液体中，出现了如下图的现象。

（1）通过简单的观察，小明马上判断③号杯里装的是酒精，你认为小明所用的观察方

法可能是__________，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

（2）小明用不同的滴管分别从①号杯和②号杯中取了少量液体放入两把不锈钢勺中，

准备加热（如右图所示）。实验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有：__________（至少写出一条）

（3）下表是小明的观察记录表，请你帮他补充完整。

所装的液体 加热时观察到的现象

A勺 ①号杯中的液体 ●液体逐渐沸腾，当液体蒸发完之后，留下一大片白色粉末。

B勺 ②号杯中的液体 ●液体的量逐渐减少，慢慢变黄，看上去比较粘稠，还能闻到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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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完全蒸发后剩余物质的颜色迅速变成_________（填“淡黄色”

或“棕褐色”），还能闻到一股焦味。

●移开酒精灯后，物质迅速凝固。

根据以上现象，你认为①号杯中装的液体是_________，②号杯中装的液体是_________。

（4）小明观察发现，把马铃薯放到①号杯中时，液面约上升了 50毫升，由此判断这块

马铃薯的体积_________50立方厘米。（填“大于”“小于”或“等于”）理由是

__________________。（1毫升＝1立方厘米）

制作果冻

可口的果冻是我们喜爱的食品，你知道果冻是怎么制作的吗？现在，我们来学习一种简

单的制作果冻的方法吧。果冻制作的过程下图所示。

下面是小聪用科学课上所学的科学方法来研究采冻的制作，他用 5个相同的碗来做果冻，

他的步骤如下：

第 1步，在每个碗中加入两杯热水；

第 2步，在每只碗中加入不同量的果冻晶体；

第 3步，搅拌这些混合物，直到采冻晶体完全溶解；

第 4步，把碗盖上并把它们放入冰箱中。

他测量了每只碗中果冻成型所需要的时间，并将结果记录如下表。

碗的编号 果冻晶体的量（汤匙） 果冻成型需要的时间（分钟）

① 2 210

② 4 185

③ 6 忘了记录

④ 8 115

⑤ 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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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小聪设计的实验属于___________。（填“对比实验”或“模拟实验”）

42．根据小聪研究的问题和获得的实验数据，可以发现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小聪根据实验结果做了一个统计图表，如下图所示。

小聪忘了记录③号碗中果冻成型的时间，请你根据统计图的结果来预测③号碗中果冻成

型的时间约是____________分钟。

44．若在碗中加入两杯热水，再加人 14勺果冻晶体并充分搅拌，预测果冻成型的时间

约是___________分钟，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下列方法中，能使实验结果更可信的是（）。A．用冷水加速溶化果冻晶体

B．把果冻混合物放入不同温度的冰箱中来成型

C．重复实验来获得更多的实验数据

46．我们在吃果冻时，家长会要求用勺子划碎，慢慢地吃，不能一口吞食。关于这一要

求的解释中，最合理的是（）。

A．划碎了果冻更有利于我们消化

B．防止果冻块过大而堵塞呼吸道

C．这样更卫生，使我们不易得病

47．除了小聪研究的问题之外，你还想研究关于果冻成型的什么问题？（至少写出一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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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1页，共 10页

参考答案：

1．C

【解析】

【详解】

动物根据有没有脊柱可以分为有脊柱动物和无脊柱动物。脊柱动物还可以分为爬行动物、鸟

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鱼类。无脊柱动物还可以分为昆虫和软体动物。狗、猫、老鼠、

草鱼、鸽子、青蛙，体内都有脊椎，属于脊椎动物；蚕、蜗牛、蚂蚁体内没有脊椎，属于无

脊椎动物。

2．A

【解析】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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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木头过程没有新物质生成，属于物理变化；酿酒、燧木取都有新物质生成，

属于化学变化。

3．C

【解析】

【详解】

由食物链的概念可知：即食物链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存在的一种吃与被吃的关系，起点是生产

者，终点是消费者，中间用箭头表示，箭头的方向指向吃的一方。根据对食物链的认识，食

物链的起点是生产者，通常是绿色植物，箭头指向吃的一方。所以正确的是萝卜→鼠→鹰。

4．A

【解析】

【详解】

凸透镜的镜片中间厚边缘薄，能够放大物体，能够聚光，能使物体在屏上成倒立的像。凸透

镜能够放大物体，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观察到指纹。平面镜的成像是等大的，凹面镜能够聚

光。

5．B

【解析】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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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2页，共 10页

磁铁能吸引铁制的物体，这种性质叫磁性。磁铁的同极相互排斥，异极相互吸引，两个磁极

的作用是相互的。电磁铁通电时有磁性，切断电流后磁性消失。根据磁性以及磁极间的相互

作用解答即可。如图所示，①号小车上放有一个电磁铁，当这个电磁铁接通电源后产生磁性，

根据磁性的特征，发现原本静止的两辆小车靠在一起；则②号车有可能是铁制品，有可能载

有磁铁。

6．B

【解析】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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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月，亮面在

右侧。下半月，亮面在左侧。上半月，亮面在右侧。下半月，亮面在左侧。图中月相亮面在

右侧是上半月的月相，且凸出大半个月球，应为盈凸，出现在农历十二左右。

7．B

【解析】

【详解】

A．加热完毕需要熄火时，可用灯帽将其盖灭，盖灭后需再重盖一次，以避免使用时灯帽打

不开，绝对禁止用嘴吹灭火，错误；B．读数时温度计不能离开被测的水，视线与温度计液

面持平，正确；C ．右手轻轻的在瓶口煽动，仅使少量的气体飘入鼻孔，错误；所以 B符

合题意。

【点睛】

本题考查实验操作方法，要求学生掌握实验操作方法。

8．B

【解析】

【详解】

淀粉有遇到碘变蓝色的性质。碘酒是淀粉探测器，碘酒滴到淀粉上会变成蓝色。

9．C

【解析】

【详解】

凌日是指太阳被一个小的暗星体遮挡，这种小的暗星体经常是太阳系行星，也可以解释为凌

日是内行星经过日面的一种天文现象。凌日是指运行轨道在地球轨道和太阳之间的行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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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第 3页，共 10页

有水星和金星的绕日运行轨道在地球轨道以内，可能会产生凌日现象。火星不在地球公转轨

道以内，不存在凌日现象。

10．A

【解析】

【详解】

杠杆省力与否与杠杆的三个点的位置有关，当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大于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

时是省力杠杆；当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小于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时是费力杠杆。火钳夹取垃

圾，镊子夹盖玻片，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小于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时是费力杠杆。老虎钳弯

折铁丝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大于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时是省力杠杆。

11．A

【解析】

【详解】

地震的原因主要有：地球各个大板块之间互相挤压。另外还有火山喷发引起。由于地球在不

断运动和变化，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在地壳某些脆弱地带，造成岩层突然发生破裂，或

者引发原有断层的错动，这就是地震，所以产生地震的主要原因是地壳的运动。

12．C

【解析】

【详解】

在平常生活中，铁生锈的快慢与水的多少关系很大。把铁与水、空气隔绝开是防止铁生锈的

好方法，如刷油漆、电镀等。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在铁门上定期刷油漆，这主要是为了隔绝铁

和空气、水的接触，防止生锈。

13．A

【解析】

【详解】

显微镜视野中污点的位置只有三种可能，物镜、目镜和玻片标本。观察临时装片时，视野里

出现了污点，污点可能出现在物镜、目镜和玻片标本上，不可能出现在反光镜上，因为如果

反光镜被污染，只会影响视野的明亮程度，不会出现污点。

14．C

【解析】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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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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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变

化：产生了新的物质。污水净化过程中沉淀、过滤都只是物理变化，消毒最有可能发生化学

变化。

15．B

【解析】

【详解】

生活垃圾一般分四类：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一般垃圾，不同的垃圾可放入不

同的垃圾桶内。旧报纸、空易拉罐可以放入如图垃圾桶内，废旧医用注射器不易放入如图垃

圾桶，回收时容易造成人员受伤。

16．C

【解析】

【详解】

生物多样性是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所有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变异

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总称。要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如建立自然保护区、不滥砍乱伐、不随意

捕杀动物、保护环境不受污染、严格执行“禁渔期”制度等，引入外国物种会破坏生态平衡。

17．A

【解析】

【详解】

轮轴是固定在同一根轴上的两个半径不同的轮子构成的杠杆类简单机械，十字轮胎扳手就是

利用轮轴的简单机械。

18．A

【解析】

【详解】

水有固态、液态、气态三种状态。水变成水蒸气的过程叫做蒸发，水蒸气变成水的过程叫做

凝结。水变成冰的过程叫做凝固。夏天气温较高，空气的温度也较高。从冰箱里拿出一杯冰

水，温度较低，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发生凝结，形成小水滴附着在杯子表面。

19．B

【解析】

【详解】

黑洞是现代广义相对论中，宇宙空间内存在的一种密度极大体积极小的天体。黑洞是由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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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大的恒星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而死亡后，发生引力坍缩产生的。黑洞的引力很大，

连光都无法逃脱，因而看上去是黑色的。但这并不是说那里什么物质也没有，反而是物质高

度密集，密度大到无穷大。

20．B

【解析】

【详解】

拱形承载重量时，能把压力向下和向外传递给相邻的部分，拱形各部分相互挤压结合得更加

紧密。拱形受压会产生一个向外推的力，抵住了这个力，拱就能承载很大的重量。2019年 4

月 16日，法国名胜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损毁严重。从图上看，巴黎圣母院肯定利用了拱

形结构。

21．√

【解析】

略

22．×

【解析】

【详解】

种子发芽需要的条件有适宜的温度、水分、空气。土壤并不是种子发芽的必要条件，现在的

无土栽培技术，种子可以在没有土壤的情况下发芽生长。

23．√

【解析】

【详解】

要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必须对物体施加力；要使物体运动的更快，必须对物体施加更大

的力；要使运动的物体停止运动，必须对物体施加力。

24．×

【解析】

【详解】

拱形承载重量时，能把压力向下和向外传递给相邻的部分，拱形各部分相互挤压，结合的更

加紧密。如果抵住拱形的外推力，拱形就能承受更大的压力。桥面在拱下方的拱桥，桥板拉

住了拱足，抵消拱向外的推力，减少了桥墩的负担，桥面也比较低而平坦，方便通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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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详解】

地球的运动包括自转和公转两种方式，地球绕着地轴不停的旋转为地球的自转，地球自转产

生昼夜更替现象；地球绕着太阳旋转为地球公转，地球公转产生四季变化。

26．√

【解析】

【详解】

动物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北极熊的皮下脂肪厚，可以保温，是对北极寒冷环境的一种适

应；鸟类的骨骼中空，能够减轻体重，有利于在空中飞翔，这也是动物适应环境的表现。

【点睛】

掌握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27．×

【解析】

【详解】

细胞是生物体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在人的身体中大约有 200余种不同类型的细胞，这些

细胞形态各异，功能不同。

28．√

【解析】

【详解】

垃圾中的一些原材料可以重新回收利用，包括纸、金属、塑料、玻璃等。这样可以减少垃圾、

节约资源。要有效地回收垃圾，必须改变垃圾混装的习惯，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和分装。对

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和分装，是保证垃圾能有效回收的重要措施。

29．√

【解析】

【详解】

根据金属的活动性顺序原理，活动性强的金属可以将活动性弱的金属从其盐溶液中置换出来。

硫酸铜溶液和铁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新的物质。由于铁的活泼性比铜强，会与硫酸铜反应

将铜置换出来，所以不能用铁制品装硫酸铜。

30．×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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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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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

握宇宙知识的相关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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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风 电 B 风速较大且稳定 火力发电：现阶段最普及、技术最成熟的发电

方式，缺点是污染严重、利用率不高 风力发电：属于新能源发电，洁净、无污染，缺点

就是装机容量太小、受地域限制 太阳能 核能

【解析】

【分析】

常见的发电方式主要有火力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核能发电。其中火力

发电是现阶段最普及、技术最成熟的发电方式，缺点是污染严重、利用率不高；风力发电属

于新能源发电，洁净、无污染，缺点就是装机容量太小、受地域限制等。

【详解】

（1）发电风车在发电过程中可以将风能转换成动能，再转换成电能。

（2）某城市想建造一个风力发电厂，现向广大市民征求选址意见。如图是该市三个区域在

一年中的风速变化情况。我建议将风力发电厂的地址选择在 B区域，理由是风速较大且稳

定。

（3）风力发电与化石燃料发电相比的优点与缺点，火力发电：现阶段最普及、技术最成熟

的发电方式，缺点是污染严重、利用率不高；风力发电：属于新能源发电，洁净、无污染，

缺点就是装机容量太小、受地域限制。

（4）除了利用风力来发电之外，我还知道可以利用太阳能或核能等新能源来发电。

32．B

33．B

34．用显微镜观察到荷叶表面有很多小凸起，它们上面还长有绒毛

35．B

36． 草履虫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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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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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荷叶和其它植物的叶一样，都具有叶子的基本结构，植物的叶一般由叶片和叶柄组成，叶片

上有叶脉

33．

参照荷叶表面的荷叶表面不沾水的结构，我们可以尝试设计防水型布料

34．

同一片荷叶的叶表皮，用放大镜观察到的和用显微镜观察到的不同在于，用显微镜观察到荷

叶表面有很多小凸起，它们上面还长有绒毛

35．

为了在显微镜下清晰地观察到荷叶表皮的特点，可以在叶片上撕下薄薄的一层做成装片观察

36．

分析图片可知，是草履虫。物像偏右，应向右移动玻片；如果要想让物像向右移动，则需向

左移动玻片

37．B

38． A B C C B A

39． 化学 蜡烛燃烧 发光发热冒烟

【解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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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根据观察，当流星体到达地球和大气层时会加速，这是因为流星体受到了地球吸引力的作用。

38．

由图可知，流星体从大到小的顺序为 A、B、C；按从早到晚的形成顺序排列是 C、B、A。

39．

流星体和大气层摩擦时会发光发热，此时，流星体发生的是化学变化。小学阶段我们也做过

相同物质变化类型的实验，如蜡烛燃烧，实验中伴随的现象有发光发热冒烟等。

40． 用鼻子闻 酒精有刺激性气味 用酒精灯的外焰部分加热，注意防烫 棕褐

色 浓盐水 浓糖水 大于 马铃薯并没有完全浸入液体中，马铃薯的体积大于排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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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

【解析】

【分析】

我们通过身体感觉器官来感知冷和热，例如用手摸、用嘴巴尝、用眼睛看等。不同的液体在

颜色、气味、透明度等方面存在不同。

【详解】

（1）通过简单的观察，小明马上判断③号杯里装的是酒精，小明所用的观察方法可能是用

鼻子闻，理由是酒精有刺激性气味。

（2）实验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有：用酒精灯的外焰部分加热，注意防烫。

（3）根据以上现象，①号杯中装的液体是浓盐水，②号杯中装的液体是浓糖水。

（4）小明观察发现，把马铃薯放到①号杯中时，液面约上升了 50毫升，由此判断这块马铃

薯的体积大于 50立方厘米。理由是马铃薯并没有完全浸入液体中，马铃薯的体积大于排开

的水量。

41．对比实验

42．果冻晶体的量越多，果冻成型需要的时间越短。

43．160

44． 75 果冻晶体的量越多，果冻成型的时间越短

45．C

46．B

47．热水的多少影响果冻成型的时间吗？

【解析】

【分析】

对比实验要注意的问题：1、每次只能改变一个因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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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小聪设计的实验属于对比实验。

42．

根据小聪研究的问题和获得的实验数据，可以发现果冻晶体的量越多，果冻成型需要的时间

越短。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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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号碗中果冻成型的时间约是 160分钟。

44．

若在碗中加入两杯热水，再加入 14勺果冻晶体并充分搅拌，预测果陈成型的时间约是 75

分钟，理由是果冻晶体的量越多，果冻成型的时间越短

45．

下列方法中，能使实验结果更可信的是重复实验来获得更多的实验数据。

46．

我们在吃果冻时，家长会要求用勺子划碎，慢慢地吃，不能一口吞食。关于这一要求的解释

中，最合理的是防止果冻块过大而堵塞呼吸道。

47．

（7）除了小聪研究的问题之外，还想研究关于热水的多少影响果冻成型的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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