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1 声现象 

【考点分析】

章节 考点 考试题型 难易度 

声现象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选择题、填空题 ★ 

声音的三特性：音调、音色、响度 选择题、填空题 ★ 

声音的利用 选择题、填空题 ★ 

噪声的危害和控制 选择题、填空题 ★ 

【知识点总结+例题讲解】

一、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1.声音的产生：声音是由物体 振动 产生的，一切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 

（1）固体、液体、气体振动都可以发声； 

（2）自然界中凡是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振动停止，发声也停止； 

振动停止，发声也停止，但是不能说振动停止，声音也消失（回声）。 

因为振动停止，只是不再发声，但是原来所发出的声音还在继续向外传播并存在。 

2.声源：物理学中把发声的物体叫做 声源 。 

3.介质：能够传播声音的物质叫做介质，气体、液体、固体都是介质。 

4.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真空不能传声。 

5.声是以声波的形式向外传播的。 

在空气中，声音以看不见的声波来传播； 

振动的物体发出声音，声波到达人耳，引起鼓膜振动，人就听到声音。 

6.声速：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简称声速；一般情况下：v 固>v 液>v 气 ； 

（1）声音在 15℃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 340m/s ，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 0m/s。 

（2）影响声速的因素： 

①介质的种类：一般情况下 v 固＞v 液＞v 气； 

②温度：同种介质，温度越高，声速越大。 

7.声音的反射：回声是由于声音在传播过程中 遇到障碍物被反射回来 而形成的； 

如果回声到达人耳比原声晚 0.1s 以上人耳能把回声跟原声区分开来，此时障碍物到听者的距离

至少为 17m ； 

8.回声的利用：利用回声可以测定 海底深度 、 冰山距离 、 敌方潜水艇 的远近； 

（1）测量中要先知道声音在海水中的传播速度， 

（2）测量方法是：测出发出声音到受到反射回来的声音讯号的时间 t，查出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速

度 v，则发声点距物体 S=vt/2。 

8.人耳听到声音的过程：声波→介质传声→鼓膜振动→听小骨及其他组织→听觉神经→大脑； 

9.骨传导：声音可以通过头骨、颌骨传到听觉神经，物理学中把这种传导方式叫做骨传导。 

一些失去听觉的人可以通过骨传导来听声音； 



 
 

 
 
 
 

骨传导的原理是固体可以传声。 

【例题 1】如图所示小华将正在发声的音叉触及面颊，而不直接观察音叉是否振动的原因是       。

当小华用手捂住正在发声的音叉后，小华      （填“能”、或“不能”）听到音叉发出的声音，

这是因为                              。 

 

 

 

 

【变式 1】如右图所示，用悬挂着的乒乓球接触正在发声的音叉，乒乓球被弹开。这个实验是我们在

学习《声现象》一章时经常做的实验，它说明了（  ） 

A.发声的音叉正在振动                      B.声音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C.声音的传播不需要介质                    D.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最快 

【例题 2】上课铃响了，同学们迅速回到座位，铃声是由物体      产生的：课堂上同学们听到

老师讲课的声音是通过       传入耳朵的。 

【变式 2】如图所示，将播放着蜂鸣声的手机用细线悬挂于封闭的玻璃罩内，当将玻璃罩内的空气抽

走的过程中，所听到的手机蜂鸣声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到，这说明声音的传播需要       ，

而       却不能传播声音。 

 

 

 

 

 

【例题 3】在 15℃的空气中，声音传播的速度约为     m/s。打雷时，某人先看到闪电后 5s才

听到雷声，则打雷处离此人的距离约为       m。 

【变式 3】北宋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提到：行军宿营，士兵枕着皮制的箭筒睡在地上，可

尽早听到来袭敌人的马蹄声。这样做能尽早听到马蹄声的主要原因是（  ） 

A．声音在土地中传播的速度比在空气中快       B．使马蹄声的音调变高了 

C．改变了马蹄声的音色                       D．提高了士兵的听力 

【例题 4】如图所示是天坛公园的回音壁，它是我国建筑上的一大奇迹。回音壁应用的声学原理是

（  ） 

A．声音能够在空气中传播                 B．声音的反射 

C．利用回声增加原声的现象               D．声音能够在墙壁中传播 

【变式 4】在屋子里说话，比在旷野里听起来响亮，这是由于                。 

【例题 5】利用声呐系统，人们可以探知海洋的深度。某海域海水深 3000m，用超声测位仪向海底垂

直发射超声波，则经过    s后才收到回波（已知声音在海水中的传播速度是 1500m/s）。 

【变式 5】用超声测位仪向海底垂直发射声波，经过 4s后收到回波。如果海水中声音的平均传播速



 
 

 
 
 
 

度为 1500m/s，则此处海水的深度约为（  ） 

A．6km B．6000km C．3km D．3000km 

【例题 6】有关人的耳郭的作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人没有耳郭很难看，所以主要作用是美观 

B．耳郭是为人遮风挡雨的 

C．耳郭主要防止杂物进入耳道中 

D．耳郭主要是收集外界声波，使人听声音更加清楚 

【变式 6】如图为耳的结构，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听小骨上有听觉感受器，可以传递声波 

B．②耳蜗内有听觉感受器，可接受刺激产生神经冲动 

C．③是听神经，与口腔相连，使儿童易患中耳炎 

D．④鼓膜有听觉感受器，可以感受声波 

二、声音的三特性： 

1.音调： 

（1）概念： 声音的高低 叫音调；（音调的高低用频率来表示） 

（2）频率（f）： 

①定义：每秒内振动的次数叫频率；物体振动越快、频率越高； 

②符号：f； 

③单位：次/秒，又记作：赫兹，符号：Hz（读作赫兹）； 

④物理意义：频率是描述物体的振动快慢的物理量； 

⑤应用：铁路工人检查铁路螺栓是否松动、判定碗等容器是否破裂、空气乐器等； 

（3）超声和次声：它们是声，但人们都听不见； 

①超声波：人们把高于 20000Hz的声叫做超声波；（蝙蝠、海豚发出的声常为超声） 

②次声波：把低于 20Hz的声叫做次声波；（地震、海啸、台风，还有大象发出的声是次声） 

③人能感受声音的频率有一定的范围，多数人能听到的频率范围：20Hz～20000Hz； 

2.响度： 

（1）概念：物理学中， 声音的强弱 叫做响度。 

（2）影响响度的因素： 

①振幅；振幅越大，声音的响度越大； 

②人耳离发声体的距离。 

（3）要点诠释：声音在介质中传播能量会衰减，传播距离越远，声音的能量减小得越多，响度越小；

但是，声音的音调并不改变，也就是说介质不会改变声音的频率，不能说距离远了，听不清楚

了，是因为音调变低了。 

3.音色： 

（1）概念：声音的 特色 叫音色； 

（2）不同物体发出的声音，即使音调和响度相同，我们也能分辨它们，主要是不同的发声体音色不同。 



 
 

 
 
 
 

（3）音色是由发声体的 材料 、 结构 、 发声方式 决定的。 

【例题 7】下列词语中的“高”字是指音调的是（  ） 

A．高歌猛进                  B．请勿高声喧哗 

C．女高音歌唱家              D．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变式 7】“五音不全”的五音是指中国古乐“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现代个音阶中的 do、

re、mi、sol、la，五音实际上是指声音的（  ） 

A．音色不同 B．音调不同 C．响度不同 D．振幅不同 

【例题 8】如图所示，海底地形测绘船依靠声呐设备收集信息，信息的载体是（  ） 

A．超声波 

B．次声波 

C．引力波 

D．紫外线 

【变式 8】2022年 3月 14日，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海域发生 4.1级地震，附近城市的居民表示有不

同程度的震感，一些动物能感觉到地震之前发出的声波，而人耳却听不见，这是因为此声波（  ） 

A．声音的响度较小 B．振动频率低于 20Hz 

C．为超声波 D．不具有能量 

【例题 9】疫情期间老师带着口罩上课，为了让同学们听得更清楚，老师需要更大声的讲课，大声讲

课主要是为了（  ） 

A．提高音调       B．增大响度       C．降低音调       D．加快声速 

【变式 9】如图所示，小明用大小不同的力敲鼓，同时观察鼓面上纸屑跳起的高度．小明发现第二次

敲鼓时纸屑跳起的高度比第一次高，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小明探究的是声音产生的原因 

B．第二次发声音调高 

C．第二次发声响度大 

D．小明探究的是音调与振幅的关系 

 

 

 

【例题 10】《百鸟朝凤》是中国民族乐器十大名曲之一，如图所示，是乐队合奏此曲的场景，人们

能从《百鸟朝凤》合奏中分辨出唢呐的声音，是依据声音的（  ） 

A．频率 

B．音色 

C．响度 

D．音调 

【变式 10】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下列词语描述声音的音色的是（  ） 

A．轻声细语 B．悦耳动听 C．震耳欲聋 D．抑扬顿挫 



 
 

 
 
 
 

【例题 11】下列情境中关于声音的说法正确的是（  ） 

A．“闻其声而知其人”主要是根据音调来判断的 

B．“尖声尖叫”主要说明了声音的音调高 

C．“低声轻语”主要说明了声音的音调低 

D．“震耳欲聋”主要说明了声音的音调高 

【变式 11】在“中国好声音”总决赛颁奖活动中，主持人对某选手的评价是：“她以优美、洪亮的

嗓音征服了所有评委，是非常优秀的女高音歌手”。主持人用“优美、洪亮、高音”描述了选手声音

的特性，分别对应的物理概念是（  ） 

A．音色、音调、响度           B．音色、响度、音调  

C．音调、响度、音色           D．音调、音色、响度 

三、声音的利用： 

1.声音可以传递信息：人们根据声音可以获取需要的信息； 

（1）回声定位： 

①超声导盲仪；     ②倒车雷达；     ③声呐：探测海底、绘制海底地形图、探测鱼群等； 

（2）从异常声音中获取信息： 

①医生通过听诊器诊断疾病； 

②汽车修理师傅听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判断故障； 

③铁路工人用铁锤敲击钢轨，从异常的声音中发现松动的螺栓等； 

（3）检测方面： 

①B 超；     ②超声探伤仪：检测仪器或者构件是否有裂缝。 

2.声能传递能量： 

（1）利用超声波在液体中引起的强烈振动，来清洗钟表等精细的机械； 

（2）外科医生利用超声波振动除去人体内的结石； 

【例题 12】火车站候车厅内，当听到广播播报“由绵阳开往成都东的 C6321 次列车开始检票……”

后，购买了该次列车的乘客纷纷收拾行李开始排队检票，这说明（  ） 

A．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B．声音可以传递能量 

C．声音可以传递信息                           D．声音的产生是因为物体的振动 

【变式 12】如图是中国古代的“记里鼓车”，车行一里，木人击鼓，行十里，击镯（古代的乐器）。

下列有关说法中错误的是（  ） 

A．鼓面由于振动发声 

B．人听到鼓和镯声是由空气传播的 

C．人确定车行路程利用了声音传递信息 

D．人区别鼓声和镯声是根据声音的响度不同 

【例题 13】下列现象中属于利用声传递能量的是（  ） 

A．蝙蝠确定目标的位置和距离        B．超声波检测机器零件是否有空洞 

C．超声波清洗精细机械零件          D．医院里用“B超”为病人检查身体 



 
 

 
 
 
 

【变式 13】据报道，世界“吼王”杰米•温德拉曾“吼”出超过 100dB的声音，如图是他“吼”出声

音将玻璃杯震碎的情景。下列有关他“吼”声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声音传递了能量 

B．声音只在玻璃杯中传播 

C．声音是玻璃杯振动产生的 

D．分贝仪能控制“吼”声对环境的干扰 

四、噪声及其来源： 

1.乐音：物体做 规则振动 时发出的声音；是从振动形式上来定义的。 

2.噪音： 

（1）物理中，发声体做无规则振动时发出的声音叫噪声。 

 乐音 噪音 

物理角度 
发声体做规则振动时 

发出的声音 

发声体做无规则振动时 

发出的声音 

波形 
  

（2）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妨碍人们正常休息、学习和工作的声音，以及对人们要听的声音产生干

扰的声音，都属于噪声。 

（3）噪声的强弱等级：人们以分贝（dB）为单位来表示声音强弱的等级。 

0dB是人们刚能听到的最微弱的声音。 

3.防治噪声的途径： 

（1）  声源处  ：防止噪声产生； 

（2） 传播途径 ：阻断噪声的传播； 

（3）  人耳处  ：防止噪声进入耳朵。 

 

【例题 14】关于噪声，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噪声一定会致人体伤害                   B．在家中，音响播放音乐一定不是噪声 

C．妨碍人们正常休息的声音是噪声           D．控制噪声只能从声源和人耳处减弱 

【变式 14】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下列关于乐音和噪声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乐音悦耳动听给人以享受但有时也会成为噪声 

B．乐音是乐器发出的声音；噪声是机器发出的声音 

C．振动有规律的声音都是乐音，不会成为噪声 

D．乐音是指 40dB以下的声音，噪声是指 40dB以上的声音 

【例题 15】如图所示为 4种声音的波形图，从物理学角度，     属于噪声；     两幅波形图

的声音响度相同。 

 



 
 

 
 
 
 

 

 

 

【变式 15】如图是不同声音的波形图，属于噪声的是    ，音调相同的是甲和    ，响度相同

的是乙和     。 

 

 

 

 

【例题 16】“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这一规定得到我市市民的一片叫好，它不仅保护了自然环境，也

还给了市民一个清静的居住环境。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是（  ） 

A．从人耳处减弱噪声         B．从传播途径中减弱噪声 

C．从声源处减弱噪声         D．以上三种减弱噪声的方法都用了 

【变式 16】如图为学校附近常见的控制噪声标志。下列控制噪声的措施与图示方法相同的是（  ） 

A．工人戴上防噪声耳罩        B．道路两旁设置隔音板 

C．上课时关闭教室门窗        D．观演时手机调为静音 

【例题 17】将教室的门窗关闭，室内同学听到的室外噪声减弱。对该现象说法正确的是（  ） 

A．在声源处减弱了噪声           B．在人耳处减弱噪声 

C．在传播过程中减弱了噪声       D．噪声在室内的传播速度大幅减小 

【变式 17】张吉怀高铁（即张家界﹣吉首﹣怀化高速铁路）即将开通，工人师傅在铁路经过有住户

的地方加装了隔音墙。隔音墙的作用是（  ） 

A．声源处减弱噪音               B．传播途中减弱噪音 

C．人耳处减弱噪音               D．以上都正确 

【例题 18】声纹锁在房主说出暗语时才能被打开，是因为它能辨别声音的      。“辽宁号”航

母上的起飞引导员佩戴有耳置的头盔，这是在       减弱噪声。 

【变式 18】“响鼓也要重锤敲”说明物体振动时振幅越大，      越大；小越觉得鼓的声音太大，

想减少声音对自己的干扰便戴上了消音耳塞，这属于在      处（选填“声源”或“人耳”）减

弱噪音。 

 

 

 

 

 

 

 

 



 
 

 
 
 
 

 

 

 

 

 

 

 

 

 

 

 

 

 

 

 

 

 

 

 

 

 

跟踪训练 

1．锣发声的时候用手按住锣面，锣声就消失了，这是因为（  ） 

A．手吸收了声音 B．锣面停止振动 

C．手反射了声音 D．手不能传播声音 

2．北宋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提到：行军宿营，士兵枕着皮制的箭筒睡在地上，可尽早听

到来袭敌人的马蹄声。这样做能尽早听到马蹄声的主要原因是（  ） 

A．声音在土地中传播的速度比在空气中快            B．使马蹄声的音调变高了 

C．改变了马蹄声的音色                            D．提高了士兵的听力 

3．古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中提到风声、雨声、鸟鸣声，这三

种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 

A．风声最快 B．雨声最快 C．鸟鸣声最快 D．一样快 

4．吉剧是我省特有的戏曲剧种。观看演出时，人们能分辨出锣、鼓的声音是依据声音的（  ） 

A．音调 B．响度 C．音色 D．频率 

5．某学校九年级三班在教室举办了一场庆元旦文艺晚会，下列现象解释不正确的是（  ） 



 
 

 
 
 
 

A．某同学弹奏吉他时，不断改变手按压弦的位置，其目的是改变音调 

B．表演中的女高音和男低音指的是两者的响度不同 

C．某同学发现音箱上小纸屑在跳动，说明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产生的 

D．在教室中唱歌的声音比在教室外显得更加洪亮，是由于教室中有回声的缘故 

6．关于甲、乙、丙、丁四幅图的情景，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图中，声波清洗眼镜使用的是超声波，说明声能够传递信息 

B．乙图中，汽车倒车雷达是利用电磁波传递信息的 

C．丙图中，蜜蜂的翅膀在 2s内振动了 460次，人类能听到该频率的声音 

D．丙丁中，八个相同玻璃瓶装不同高度的水，敲击它们时发出声音的音调不同， 

最右边的瓶子音调最低 

7．下列关于声音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响鼓也要重锤敲”，说明声音是由振动产生的，且频率越大音调越高 

B．“闻其声知其人”，说明可以根据音调来判断说话者 

C．“用超声波去除人体内的结石”是利用了高频声波具有做功的本领 

D．“公共场所不要高声说话”是要求人们说话时音调不要太高 

8．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下列关于乐音和噪声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乐音悦耳动听给人以享受但有时也会成为噪声 

B．乐音是乐器发出的声音；噪声是机器发出的声音 

C．振动有规律的声音都是乐音，不会成为噪声 

D．乐音是指 40dB以下的声音，噪声是指 40dB以上的声音 

9．学校大课间活动，同学们在运动场上跟随音箱传出的音乐跳起健身操。以下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A．音乐声是由发声体振动产生的                     B．音乐声是通过空气传到人耳的 

C．将音量调大是提高声音的音调                     D．音乐声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噪声 

10．如图所示的现象中，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甲图：弹奏古筝时，手在不同位置按弦，目的是为了改变发出声音的响度 



 
 

 
 
 
 

B．乙图：发声的音叉轻触系在绳上的乒乓球，球多次被弹开，说明发声体在振动 

C．丙图：抽掉玻璃罩中的空气，听到闹钟铃声的音量不会变化 

D．丁图：摩托车上装有消声器，是为了在传播过程中阻断噪声的传播 

11．在设计、建造电影院时，为了减少回声对观众听觉的干扰和影响，应尽量      （选填“增

加”或“减少”）四周墙壁对声音的反射，因此电影院内四周墙壁表面要采用      （选填“松

软多孔”或“坚硬光滑”）的材料。在月球上，      （选填“能”或“不能”）利用回声测

量物体间的距离。 

12．通过观察下列的声音波形图，       的音调相同，       的响度相同。 

 

 

 

 

13．2022年春晚，由易烊千玺、邓超、李宇春深情演绎了歌曲《时代感》，李宇春唱高音部分的“高”

是指声音的      高，听众感觉到歌声的强弱程度叫做声音的      ，听众可以“听音辨

人”主要是因为不同歌手有不同的       。（均选填“响度”“音调”或“音色”） 

 

 

 

真题过关 

1．（2022•威海）依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学校师生属于应检尽检人员。当听到老师用扩音器通知

大家做核酸检测时，我们能够分辨出是某位老师的声音，这主要利用了声音的（  ） 

A．速度 B．响度 C．音调 D．音色 

2．（2022•巴中）关于声音，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一切声音都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B．歌曲高音部分是指音调高 

C．声音的音调越高，传播越快                  D．“听声识人”是通过音色来判断的 

3．（2022•安顺）“B超”利用超声波成像技术诊断疾病。对“B超”发出的超声波，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A．超声波传播不需要介质 

B．超声波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C．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速度最快 

D．超声波不能传递能量 

4．（2022•盐城）我市高架道路的某些路段两侧装有板墙，它的作用主要是减弱噪声，这种减弱噪

声的方法属于（  ） 

A．在声源处减弱 B．在传播过程中减弱 

C．在人耳处减弱 D．在声源和人耳处减弱 



 
 

 
 
 
 

5．（2022•呼和浩特）有关声现象，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正在发声的音叉轻触水面，会引起水花飞溅，是源于音叉的振动 

B．“闻其声而识其人”，是根据音色来辨别的 

C．将发声的闹钟放入玻璃罩中，在抽出罩内空气的过程中，听到闹钟发出的声音大小不变 

D．“南昌舰”在深海反潜训练时，声呐系统是利用超声波来探测敌方潜艇的装置 

6．（2022•淄博）2022年 5月 10日，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召开。大会开始时，全体起立，高唱国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唱出的国歌声是由嘴唇的振动产生的 

B．“高唱国歌”中的“高”是指音调高 

C．国歌伴奏音乐是通过空气传入参会人员耳朵的 

D．参会人员听到“全体起立”的指令都站起来，说明声音能传递能量 

7．（2022•金昌）下列关于声波的应用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医生通过听诊器给病人诊断的原理是减少声音的分散，增大响度 

B．倒车雷达的原理就是采用蝙蝠的“回声定位”的方法 

C．通过灵敏的声学仪器接收到的次声波可以判断地震的方位和强度 

D．城市里安装噪声监测装置，是通过音色来反映噪声大小的 

 

8．（2022•淮安）如图所示，湖北出土的一套战国时期的编钟，依大小排列共 65件，能演奏古今乐

曲、音域宽广。“音域”描述的是声音的（  ） 

A．响度 

B．音色 

C．音调 

D．速度 

9．（2022•资阳）下列是教材中涉及声音的产生、传播及特性的一些情景示意图。关于各图说明的

理解，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物体振动就会让人耳听到声音            B．声音只能在空气中传播 

C．物体振动幅度越大音调越高              D．禁止鸣笛是从声源处防止噪声的产生 

10．（2022•烟台）关于声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图甲中发声的音叉将乒乓球弹开说明声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B．图乙中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越长，振动时，音调越高 

C．图丙中小白兔通过声音的音调判断出叫门的不是妈妈 

D．图丁中捕鱼船通过声呐确定鱼群位置利用了声波传递能量 

11．（2022•无锡）中考期间，考试铃声通过   传到同学们耳中；考场周围禁鸣喇叭，是在   处

控制噪声。 

12．（2022•西藏）学校艺术节的合唱比赛中，同学们在乐队的伴奏下放声高歌。同学们的歌声是由

声带     产生的，观众能辨别不同的乐器声，是因为它们的      不同。 

13．（2022•镇江）城市山林——镇江，随处可闻鸟鸣声。鸟的发声器官由于     发出声音，声

音通过      传入人耳，对于想安静学习的同学来说，鸟鸣声是     （选填“噪声”或“乐

音”）。 

14．（2022•辽宁）《曹刿论战》中曹刿善于利用鼓声。鼓声是由于鼓面     产生的，鼓声震耳

欲聋形容鼓声的   大；战场上常用“击鼓进军，鸣金收兵”作为命令，说明声可以传递   。 

15．（2022•湖北）物理课堂上，老师给同学们表演“狮吼功”：他竭尽全力发出“狮吼声”震碎了

酒杯。他发出的声音是由声带的     产生的，酒杯被震碎说明声能够传递     （选填“信

息”或“能量”）。 

16．（2022•黑龙江）通过观察下列的声音波形图，      的音调相同，       的响度相同。 

 

 

 

 

17．（2022•十堰）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一名小男孩用铜管乐器（小号）深情演奏《我

和我的祖国》（如图），小号内空气柱振动产生的声音通过      传入现场观众耳朵中；小男

孩吹奏时用手按下不同的按键，是为了改变声音的     （选填声音的特性），开幕式现场附

近，禁止车辆鸣笛，是为了从      处控制噪声。 

 

 

 

 

18．（2021•玉林）如图甲所示，用大小相同的力从左向右敲击水瓶琴，其发出的音调将     （选

填“升高”或“降低”）；如图乙所示，将正在发声的音叉轻触系在细绳上的乒乓球，音叉产生

声音的     （选填“音调”或“响度”）越大，乒乓球被弹开的幅度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