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26 浮力实验 

【考点分析】

章节 考点 考试题型 难易度 

浮力 

浮力的影响因素 实验题 ★★★ 

阿基米德原理验证实验 实验题 ★★ 

利用浮力测物体密度 实验题 ★★★★ 

【知识点总结+例题讲解】

一、浮力的影响因素： 

1.假想： 

（1）浮力的大小可能与物体浸在液体中的体积有关； 

（2）浮力的大小可能与物体浸在液体中的深度有关； 

（3）浮力的大小可能与液体的密度有关； 

（4）浮力的大小可能与浸在液体中的物体的密度有关； 

2.实验方法：控制变量法； 

3.操作及结论： 

（1）浮力的大小与物体浸入液体的体积有关，浸入液体的体积越大，物体受到的浮力越大。 

 

 

 

 

 

（2）浮力的大小与物体浸没在液体中的深度无关； 

物体浸没在液体中，深度不同时，上下表面的压力之差不变； 

（3）物体受到的浮力与液体的密度有关；浸入体积相同时，液体的密度越大，浮力越大。 

 

 

 

 

 

（4）物体所受的浮力与物体的密度无关。 

4.总结：实验结果表明，浮力的大小只跟液体的密度和物体浸入（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 

（1）在液体密度相同时，浸入（排开）液体的体积越大，物体受到的浮力越大； 

（2）在浸入液体的体积相同时，液体的密度越大，物体受到的浮力越大。 

【例题 1】小敏对“物体在水中浸没前受到的浮力是否与浸入深度有关”进行了研究。 

 



 
 

 
 
 
 

 

 

 

 

 

 

（1）将一长方体金属块横放，部分体积浸入水中时，在液面所对的烧杯壁作一标记线，读出弹簧测

力计的示数 F 甲（如图甲）为       N；再把金属块竖放浸入同一杯水中，当           时，

读出弹簧测力计示数 F 乙（如图乙）。比较发现 F 乙=F 甲。小敏得出：浸没前物体受到的浮力与浸

入深度无关。 

（2）图中两种状态时，金属块底部受到水的压强 p 甲     p 乙（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 

【变式 1】如图所示，是探究同一物体所受浮力大小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过程。 

 

 

 

 

 

 

（1）      两次实验证明物体所受浮力随物体排开液体积的变化而变化（选填实验序号）。 

（2）进行乙、丙两次实验是为了探究物体所受浮力大小与      关系。 

（3）由丙、丁两次实验可知：完全浸没在同种液体中的物体，所受浮力大小与      无关。 

二、阿基米德原理验证实验： 

1.阿基米德原理：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的液体所受重力的大

小。 

【例题 2】如图所示是小芳同学探究“阿基米德原理”的实验，其中桶 A为圆柱形。 

  

 

 

 

 

 

 

（1）正确的操作顺序最佳是     。 

A.乙丙甲丁     B.乙甲丙丁      C.甲丁乙丙        D.乙丙丁甲 

（2）将空桶 A 轻放入盛满水的溢水杯中，用桶 B 接住溢出的水，如图丙所示。则空桶 A 受到的

浮力为     N 



 
 

 
 
 
 

（3）测出桶 B和溢出水的总重力，如图丁所示，则桶 A排开水的重力    （选填“大于”、

“小于”或“等于”）桶 A受到的浮力。 

（4）在实验中，排除测量误差因素的影响，小芳若发现桶 A排开水的重力明显小于所受的浮力，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 

（5）接着小芳同学往桶 A中加入沙子进行实验，得到 4组数据，表格如下，其中有明显错误的是

第   次，实验中，随着加入沙子越多，桶 A浸入水中就越   （选填“深”或“浅”）。 

次数 1 2 3 4 

桶 A与沙子的总重力/N 2.4 2.8 3.2 3.4 

桶 B与水的总重力/N 4.0 4.4 4.6 5.0 

（6）分析以上探究过程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大小等于该

物体                。 

（7）小芳同学进一步探究，她将装有适量沙子的桶 A 分别放入水中和另一未知液体中，桶 A 浸

入水中的深度为 h1，浸入另一液体中的深度为 h2，设水的密度为ρ水，则另一液体的密度表

达式为         （用题中所给和所测物理量的字母表示）。 

【变式 2】为了直观验证阿基米德原理，小明改进了实验装置，如图所示，把弹簧测力计上端固定在

铁架台上，用粗铁丝做一个框，挂在弹簧测力计挂钩上，在粗铁丝框上端悬吊一个金属块，下面放

一小杯。铁架台的支架上放置一只溢水杯，溢水杯跟金属块、粗铁丝框、小杯都不接触。 

 

 

 

 

 

 

 

 

 

 

（1）首先平稳缓慢地抬高放有溢水杯的支架，使金属块完全浸没入水中，但不与溢水杯底部接

触，（如图甲→乙→丙），在此过程中，弹簧测力计示数：F 甲   F 丙（填“＞”、“＝”

或“＜”）。 

（2）然后再平稳缓慢地降低溢水杯支架，使金属块完全离开水面（如图丁），可以计算出图丙中

金属块所受到的浮力约为   牛，此时浮力的测量数值将比真实数值   （填“偏大”或

“偏小”），原因是                                       。 

三、利用浮力测物体密度： 

1.物体完全浸没的时候：V 物=V 排； 



 
 

 
 
 
 

2.测出物体完全浸没的时候受到的浮力。 

3.具体方法： 

（1）称重法： 

（2）电子秤： 

（3）漂浮法： 

【例题 3】小薇同学在测固体密度时操作步骤如下： 

 

 

 

 

 

 

 

（1）在实验室，小薇把天平放在    工作台上，将游码归零，发现指针偏向分度盘的左侧，此

时应将平衡螺母向   调节（选填左”或“右”），使天平横梁平衡。 

（2）小薇选用了一块小矿石，用调好的天平测它的质量，当右盘中所加砝码和游码的位置如图甲

所示时，天平恢复平衡，则测得的矿石质量是    g。 

（3）如图乙所示的量筒分度值为   cm
3
，在量筒中装入适量的水，将系了细线的矿石轻放入量

筒，如图乙所示，读数时视线应与液面   （选填“相平”或“不相平”），测得矿石的体

积是   cm
3
。 

（4）实验后，小薇发现使用的 20g砝码生锈了，由此导致测得的矿石密度会   （选填“偏大

“偏小”或“不变”）。 

（5）小薇回家后，想测出家里某个小饰品的密度，她找到家里的电子秤，称出饰品的质量是 140g，

又借助细线、水、玻璃杯，测出了饰品的体积，她的实验操作步骤如图丙丁所示，则饰品的

密度是    g/cm
3
。 

 

 

 

 

【变式 3】小冉在探究“浮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中，用到如下器材：分度值为 0.1N的弹

簧测力计，底面积为 5cm
2
、高度为 6cm 的实心圆柱体铜块，相同的大烧杯若干，水，密度未知的某

种液体，细线等 

 

 

 

 



 
 

 
 
 
 

 

 

（1）小冉进行了如图所示的实验：A步骤所示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N；用弹簧测力计挂着

铜块缓慢地浸入液体中不同深度，步骤如图 B、C、D、E、F所示（液体均未溢出），并将其

示数记录在表中： 

实验步骤 B C D E F 

弹簧测力计示数/N 2.6 2.5 2.4 2.4 2.3 

（2）在实验步骤 B中铜块所受浮力 F 浮＝     N。 

（3）分析实验步骤 A、B、C、D，可以说明浮力大小跟     有关；分析实验步骤 A、E、F，可

以说明浮力大小跟     有关。 

（4）小冉用表格中的数据算出了某种液体的密度是    g/cm
3
（结果保留一位小数），还算出

了步骤 B 中铜块下表面受到水的压强是   Pa，并发现步骤 B、C、D 中铜块下表面受到水

的压强随着深度的增加逐渐    （选填“增大”或“减小”）。 

（5）小冉在步骤 B的基础上继续探究：保持铜块下表面所处的位置不变，把弹簧测力计的拉环固

定在铁架台上，缓慢向烧杯内加水，发现弹簧测力计的示数逐渐   （选填“增大”或“减

小”）；当所加水使铜块刚好浸没时（水未溢出），烧杯底部受到水的压强增加了 

        Pa。（已知在一定范围内，弹簧受到的拉力每减少 0.1N，弹簧的长度就缩短 0.1cm） 

 

 

 

 

 

 

 

 

 

 

跟踪训练 

1．小红“探究浮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步骤如图： 

 

 

 

 

 

 



 
 

 
 
 
 

 

 

（1）物体 M重      N； 

（2）通过实验 a、c可知，物体 M 浸没在水中时所受浮力是    N；浮力大小与物体 M浸没的

深度     （填“有”或“无”）关； 

（3）通过 a、c、e三次实验，可探究物体所受浮力大小与液体的      有关；（两个字） 

（4）M浸没在液体中时排开液体的重力是     N。 

2．小明用装有沙子的带盖塑料瓶探究浮力的影响因素。 

 

 

 

 

 

 

 

 

（1）小明依次做了如下实验： 

①根据 A、C的结果，可得该塑料瓶浸没在水中受到的浮力是     N； 

②根据 A 与几次实验，可得：浮力大小与排开液体体积有关，根据 A、C、D 的结果，可得：

浮力大小与        有关； 

③可以计算出盐水的密度为        kg/m
3
； 

④为验证浮力和物体的密度是否有关，小明将瓶子中的沙子倒掉一些相当于减小物体密度。

接着他仿照步骤 D进行实验，发现此时弹簧测力计示数小于 1.7N，便认为浮力和物体的密

度有关，小明在该实验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是       不同； 

（2）如图 2 所示是小明利用不同的粗细均匀吸管制成的密度计竖直漂浮在水中时的情形，其中

密度计     （选填“①”“②”或“③”）在测量其他液体密度时结果更精确。 

3．小明等几位同学设计不同实验探究浮力。 

 

 

 

 

 

 

 

（1）他们找了一段较细的红线，将其两端分别固定在乒乓球和大烧杯的底部，再向烧杯缓慢注

水，直到水将乒乓球浸没，发现红线在竖直方向被拉直，如图甲所示；然后，将大烧杯倾斜，



 
 

 
 
 
 

发现红线仍旧在竖直方向被拉直，如图乙所示。根据两次观察到的现象，小明他们认为：乒

乓球受到的浮力     （选填序号）。 

A．大小与乒乓球的体积有关 

B．大小与水的密度有关 

C．方向可能竖直向上也可能斜向上 

D．方向竖直向上 

（2）在弹簧测力计下悬挂一个铝块，弹簧测力计示数是 4.0N。然后，将铝块慢慢浸入水中，当

铝块部分浸入水中，弹簧测力计示数如图丙所示，弹簧测力计示数是     N；当铝块全部

浸没在水中，弹簧测力计示数如图丁所示，此时铝块受到浮力大小是     N。实验结果表

明：铝块浸在水中的体积越大，受到浮力越大。 

（3）实验时手中的弹簧测力计损坏了，聪明的小强同学利用刻度均匀的杠杆和钩码（每只重 0.5N）

替代弹簧测力计顺利地完成了该实验。以下是小强同学的实验操作，请你帮他完善该实验探

究。 

 

 

 

 

①将杠杆安装在支架上，静止时如图 1所示，应将平衡螺母向    （选填“右”或“左”）

调节，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②如图 2 中甲所示，将重 2N 的物体 G 挂在 A 点，两只钩码挂在 B 点时，杠杆在水平位置平

衡。 

③将物体 G部分浸入水中（如图 2中乙所示），两只钩码移到 C点时，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④将物体 G 浸没于水中（如图 2 中丙所示），两只钩码移到 D 点时，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⑤将物体 G浸没于盐水中（如图 2中丁所示），两只钩码移到 E点时，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分析与论证：分析比较②、③、④可得：物体 G所受浮力大小与                有

关；分析比较②、④、⑤可得：物体 G所受浮力大小与                 有关；由题

中信息计算物体 G 的体积 V＝      m
3
，盐水的密度ρ盐水＝       kg/m

3
（ρ水＝1.0

×10
3
kg/m

3
，g＝10N/kg） 

4．在学习浮力部分知识时萱萱想要“探究浮力的大小和哪些因素有关”，操作步骤如图 1a、b、c、

d、e、f。 

 

 

 

 

 

 



 
 

 
 
 
 

 

 

 

 

 

 

 

实验步骤 b c d e f 

测力计示数/N 2.4 2.3 2.2 2.2 2.0 

（1）表格中缺少 a的实验数据，请你根据图 a读出数据：       N，在实验步骤 b中物体所

受的浮力为      N； 

（2）分析实验步骤 a、b、c、d，浸在水中的物体所受的浮力与                      有

关；分析            三个实验步骤，浸没在水中的物体所受的浮力与深度     （选

填“有关”或“无关”）； 

（3）萱萱用表格中的数据算出了步骤 f中液体的密度是          kg/m
3
； 

（4）同组的小春同学想用电子秤来测量矿石的密度，实验步骤如图 2： 

①电子秤放在水平桌面上，装有适量水的烧杯放在电子秤上，电子秤示数如图 2A所示； 

②把被测矿石用细线拴好，缓慢放入装有水的烧杯中，矿石未触碰到烧杯底部，电子秤的示

数如图 2B所示； 

③然后缓慢放下矿石，让被测矿石沉入烧杯底部，如图 2C所示； 

根据实验步骤中的数据，可测出被测矿石的质量是     g，被测矿石的体积       m
3
，

被测矿石的密度是         kg/m
3
。 

5．小巴同学探究“浮力的大小与物体排开水所受重力的关系”的实验装置及过程如图所示： 

 

 

 

 

 

 

 

 

 

 

 

（1）如图 A到 E所示，会影响实验结论的是图      的实验装置（填字母代号）； 

（2）在完善实验装置后，有如下实验步骤，你认为不重复操作且排序合理的应是       ；（填



 
 

 
 
 
 

字母代号） 

①将铁块挂在弹簧测力计上，弹簧测力计的读数为 F1 

②将铁块浸没在液体中，弹簧测力计的读数为 F2 

③将装有排出液体的小桶挂在弹簧测力计下，弹簧测力计读数为 F3 

④将空桶挂在弹簧测力计下，弹簧测力计读数为 F4 

A．①②③④       B．①④②③       C．④①②③       D．④②①③ 

（3）通过探究，若等式           成立（选用 F1、F2、F3和 F4表示），则得出阿基米德原理； 

（4）为了得到更普遍得结论，下列继续进行的操作中不合理的是    ；（填字母代号） 

A．用原来的方案和器材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B．用原来的方案将水换成酒精进行实验 

C．用原来的方案将石块换成体积与其不同的铁块进行实验 

（5）小蜀同学在图 C的操作中，只将石块的一部分浸在水中，其他步骤操作正确，则    （选

填“能”或“不能”）得到与（3）相同的结论； 

（6）小鲁同学利用上述实验中的器材和木块，探究“漂浮在液面上的物体所受浮力的大小是否遵

循阿基米德原理”，实验过程中不需要弹簧测力计的是图中    （填“A”“B”“C”“D”

或“E”）所示步骤； 

（7）小巴同学还想利用浮力测量木块的密度，他找来的实验器材有：木块、弹簧测力计（0～5N）、

底部固定有滑轮的水槽、细线及足量的水： 

①如图甲，先用弹簧测力计测木块的重力；再用细线绕过滑轮将木块与测力计连接起来接着

往水槽中倒入适量的水，使木块浸没在水中，如图乙，木块在水中静止时测力计示数为 1.6N。

她利用定滑轮改变力的方向的作用，巧妙的得到了木块的密度为       kg/m
3
； 

②实验完毕小巴收拾仪器时，发现弹簧测力计在竖直方向未使用时，指针始终指在 0.1N处，

则他测得的木块密度会比真实值      （选填“偏大”“偏小”或“不变”）。 

6．小明同学在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时，做了如图 1所示的实验。请你根据小明的实验探究回答

下列问题。 

 

 

 

 

 

 

 

 

 

 

（1）在 C与 E两图中，保持了排开液体的体积不变，研究浮力与液体            的关系；



 
 

 
 
 
 

根据 A与 E两图所标的实验数据，可知物体浸没在盐水中所受的浮力为     N。 

（2）小明对 A、B、C、D四个步骤进行了观察研究，发现浮力的大小有时与深度有关，有时与深

度又无关。 

①对此正确的解释是浮力的大小随着排开水的体积的增大而     （填“增大”“减小”或

“不变”）； 

②当物体完全浸没在水中后排开水的体积相同，浮力的大小与深度      （填“有关”或

“无关”）。 

（3）在小明实验的基础上，根据有关实验数据，可以计算出盐水的密度为      kg/m
3
。 

（4）小明利用浮力和杠杆的知识，发明了一个密度称。如图 2，轻质杠杆 AB 可绕 O 点转动，在

A、B两端分别挂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正方体 C、D（边长为 10cm，重力为 20N），OA＝10cm，OB

＝8cm。小聪向容器中倒入不同密度的液体，每次都将 C浸没与液体中，移动物体 D，使杠杆

在水平位置平衡，OB上便可以标出不同液体的密度值。 

①当物体 C浸没在水中时，物体 D移动到 E点时杠杆恰好水平静止，那么 OE的长度为   cm，

在 E点标上ρ水。 

②这个密度称能够测量的最小液体密度为         kg/m
3
。 

③OB上的刻度是否均匀：     （填“是”或“否”） 

 

 

7．在学习浮力部分知识时萱萱想要探究“浮力的大小和哪些因素有关”，操作步骤如图 a、b、c、

d、e、f。 

 

 

 

 

 

 

实验步骤 b c d e f 

测力计示数/N 2.4 2.3 2.2 2.2 2.0 

（1）表格中缺少 a的实验数据，请你根据图 a读出数据：      N，在实验步骤 b中物体所受

的浮力为     N。 

（2）分析实验步骤 a、b、c、d，浸在水中的物体所受的浮力与                    有关；

分析        三个实验步骤，浸没在水中的物体所受的浮力与深度      （选填“有

关”或“无关”）。 

（3）萱萱用表格中的数据算出了步骤 f中液体的密度是         kg/m
3
。 

（4）同组的小春同学想用电子秤来测量矿石的密度，实验步骤如下： 



 
 

 
 
 
 

①电子秤放在水平桌面上，装有适量水的烧杯放在电子秤上，电子秤示数如图 A所示； 

②把被测矿石用细线拴好，缓慢放入装有水的烧杯中，矿石未触碰到烧杯底部，电子秤的示

数如图 B所示； 

③然后缓慢放下矿石，让被测矿石沉入烧杯底部，如图 C所示。 

 

 

 

 

 

根据实验步骤中的数据，可测出被测矿石的质量是    g，被测矿石的密度是     kg/m
3
。 

（5）小鲁同学想到还可以利用这一矿石测量未知液体的密度，她进行了如下操作： 

 

 

 

 

 

①在圆柱形容器中装适量的这一液体，将另一平底烧杯放入圆柱形容器的液体中，烧杯静止

时容器中液体的深度 H1＝0.13m，如图甲所示； 

②将刚才实验中的矿石擦干水放入烧杯中，此时烧杯静止时露出液面的高度 h1＝0.04m，容

器中液体的深度 H2＝0.18m，如图乙所示； 

③将矿石拴在烧杯底部，烧杯静止时露出液面的高度为 h2＝0.07m，如图丙所示。已知圆柱形

容器底部面积为烧杯底面积的 2倍。则这一液体的密度为           kg/m
3
。 

8．小飞利用电子秤、柱形玻璃杯（质量为 50g，内底面积为 50cm
2
）、长方体木块、水、盐水、长细

针（质量和体积忽略不计）、抹布进行浮力与密度相关知识的探究。他的主要步骤如下，对应实

验操作的简易示意图如图所示： 

①向柱形玻璃杯内倒入适量的水，电子秤示数如图 A所示。 

②将木块放入柱形玻璃杯的水中漂浮，电子秤示数如图 B所示。 

③用长细针将木块缓慢压入水中静止，木块在不同位置时电子秤的示数分别如用 C、D、E 所示。 

④向玻璃杯内倒入适量的盐水，电子秤示数如图 F所示。 

⑤用长细针将木块缓慢压入盐水中静止，电子秤的示数如图 G所示。 

 

 

 

 

 

 



 
 

 
 
 
 

 

 

 

 

 

（1）根据如图 A、B、C、D、E中电子秤的示数，可以得出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浮力的大小与 

                 有关；根据如图中 E和 F、G中电子秤的示数，可以得出物体受到液体

浮力的大小还与       有关。 

（2）根据上述实验步骤，可以得出木块的质量为   g，如图 E中木块排开水的体积为   cm
3
。 

（3）如图 G中，木块受到盐水的浮力为     N。盐水的密度为     g/cm
3
，长细针对木块的

压力为      N，盐水对玻璃杯底的压强为      Pa。 

（4）由于该木块材质较为疏松，被压入水中时会吸水，则根据如图 A、B、E中电子秤的示数计算

出的木块密度将比真实值   （选填“偏大”或“偏小”）。为了缩小上述偏差，小飞进行

了如下操作：在图 E的操作后，将木块取出，用抹布快速擦干木块表面的水分后放在电子秤

上，记录电子秤示数如图 H所示，由此可以计算出木块密度较为准确的结果为  g/cm
3
。 

9．某中学两支物理小组的同学，在实验室中验证阿基米德原理 

 

 

 

 

 

 

 

（1）方案一，小刚用石块按如图甲实验步骤依次进行实验。由甲图可知，石块浸没在水中受到的

浮力 F 浮＝      N，排开水的重力 G 排＝     N，发现 F 浮≠G 排，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不可能是     。 

A、整个实验过程中，弹簧测力计都没有校零 

B、最初溢水杯中的水未装至溢水口 

C、步骤 C中，石块浸没后，碰触到溢水杯底部 

（2）方案二，如图乙，小明将装满水的溢水杯放在升降台 C上，用升降台来调节溢水杯的高度。

当小明逐渐调高升降台，发现随着重物浸入水中的体积越来越大，弹簧测力计 A的示数  （选

填“增大”、“减小”或“不变”），且弹簧测力计 A的示数变化量     （选填“大于”、

“小于”或“等于”）B的示数变化量，从而证明了 F 浮＝G 排。 

（3）为了多次实验得到普遍规律，方案     （选填“一”或“二”）的操作更加简便。 

然后小明利用阿基米德原理测量某实心金属块的密度，实验步骤如下： 

①让小空筒漂浮在盛满水的溢水杯中，如图甲； 



 
 

 
 
 
 

②将金属块浸没在水中，测得溢出水的体积为 18mL，如图乙； 

③将烧杯中 18mL水倒掉，从水中取出金属块，如图丙； 

④将金属块放入小空筒，小空筒仍漂浮在水面，测得此时溢出水的体积为 36mL，如图丁。 

 

 

 

 

 

请回答下列问题： 

①被测金属块的密度是         kg/m
3
。 

②在实验步骤③和④中，将沾有水的金属块放入小空筒，测出的金属块密度将      （选

填“偏大”、“不变”或“偏小”）。 

 

10．小华同学从网上购置了一盒用于 3D打印的条状物，该条状物的外包装盒上注明该材料不溶于水，

与水无反应，具有一定的吸水性。学完力学知识后，小华想利用所学知识测出条状物的密度。 

 

 

 

 

 

 

 

 

（1）小华将天平放在    桌面上，把游码移至标尺左端零刻度线处，发现指针在分度标尺中

线的右侧，他应该将平衡螺母向    （选填“左”或“右”）调节。 

（2）他取出两根完全相同的条状物，用天平测量它们的质量，天平平衡时右盘砝码和游码对应的

位置如图甲所示，这两支条状物的质量是      g。 

（3）将适量的水倒入量筒中，读出水的体积。然后把这两支条状物轻轻放入量筒中，发现它们先

是漂浮并冒出气泡，然后慢慢沉入水底（假设体积不膨胀），稳定后读出水和条状物的总体

积。如果用这种方法测量体积，会直接导致密度的测量值比真实值      （选填“偏大”

或“偏小”）。 

（4）为了更加准确的测出两支条状物的体积，他把吸足水的条状物取出擦干，放入装有 34mL水

的量筒中，水面对应的示数如图乙所示，则条状物的总体积是  cm
3
，密度为ρ＝  g/cm

3
。 

（5）小华想利用已知密度的条状物和小圆柱形容器，用如图丙所示的步骤测出盐水的密度，请你

根据他的实验步骤写出盐水密度的表达式。 

①在小圆柱形容器中倒入适量盐水，用刻度尺量出了盐水的深度为 h1； 



 
 

 
 
 
 

②将一支干燥的条状物用保鲜膜包好密封，放入容器中，条状物漂浮用刻度尺量出此时盐水

的深度为 h2； 

③用细长针将条状物完全压住浸没在盐水中，用刻度尺量出此时盐水的深度为 h3； 

④盐水密度的表达式为ρ盐水 =         （用字母表示，条状物密度用“ρ”表示）。 

（6）小华还想用弹簧测力计和金属圆柱体测量盐水的密度ρ．于是他找来一只弹簧测力计，但他

发现该测力计的刻度盘已经模糊不清，就找来台秤按如图丁所示步骤来完成测量。 

①将金属圆柱体的一半浸入水中，记下台秤的示数为 m1＝102g； 

②将圆柱体全部浸入水中，记下台秤的示数为 m2＝152g； 

③将圆柱体全部浸入与水等质量的盐水中，记下台秤的示数 m3＝182g； 

④算出盐水的密度ρ盐水＝        g/cm
3
。 

 

真题过关 

1．（2022•湖北）如图，小丽利用弹簧测力计、实心圆柱体物块等器材探究浮力的大小跟哪些因素

有关，提出了以下猜想： 

猜想 a：浮力大小与物体浸没在液体中的深度有关； 

猜想 b：浮力大小与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 

猜想 c：浮力大小与液体的密度有关。 

 

 

 

 

 

 

 

 

 

 

（1）如图 A所示，可知圆柱体重       N；B步骤中圆柱体受到水的浮力为      N。 

（2）分析 C步骤与     步骤（填字母）的数据，可以验证猜想 a是错误的。 

（3）比较 B步骤与 E步骤的数据，不能得出浮力的大小与液体密度的关系，其原因是      。 

（4）写出能够支持猜想 b的一个生活现象：                                         。 

（5）该圆柱体的密度为        kg/m
3
。 

2．（2022•包头）兴趣小组利用弹簧测力计、物块、溢水杯、小桶、铁架台等器材验证阿基米德原

理。（细线的质量和体积均忽略不计） 

 



 
 

 
 
 
 

 

 

 

 

 

 

 

（1）使用弹簧测力计前，要将指针调在        位置。 

（2）实验中所用物块的重力为     N。 

（3）同学们发现溢水杯中未装满水，如图甲所示，这样实验会使测得的溢出水的重力    （填

“偏大”或“偏小”）。 

（4）溢水杯装满水后，将物块浸没在水中，如图乙所示，物块受到的浮力为    N，物块受到

的浮力大小与它排开水所受的重力大小      。 

（5）继续实验，将物块浸没在装满酒精的溢水杯中，如图丙所示，发现 F5＞F3，说明物块受到的

浮力大小与            有关。换用酒精再次实验的目的是              （填“减小

误差”或“寻找普遍规律”）。 

3．（2022•青岛）小明在厨房帮妈妈煮饺子，发现饺子刚入锅时沉在水底，一段时间后饺子鼓起来，

煮熟后漂浮在水面上。小明猜想，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可能与它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于是设计

实验进行探究。他把适量砂子装入气球，并充入少量空气，制成一个“饺子”进行了如下实验。

实验中充入“饺子”的空气质量忽略不计。 

 

 

 

 

 

 

 

 

 

 

 

（1）如图甲所示，用弹簧测力计测出“饺子”的重力 G＝       N。 

（2）如图乙所示，将“饺子”浸入水中，“饺子”沉底，它受到的浮力 F 乙与其重力 G的大小关

系为 F 乙     G。 

（3）用测力计把“饺子”竖直拉离水底，在水中静止，测力计的示数如图丙所示，它受到的浮力

F 丙＝     N。 



 
 

 
 
 
 

（4）向“饺子”中充入适量空气，体积变大，浸入水中，测力计的示数如图丁所示，此时它受到

的浮力为 F 丁，则 F 丁与 F 丙的大小关系为 F 丁    F 丙。 

（5）向“饺子”中充入更多的空气，浸入水中，“饺子”排开水的体积更大，最终漂浮在水面上，

如图戊所示。至此，小明验证了自己的猜想，即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与它排开液体的体积有

关，且排开液体的体积越大，浮力越       。 

 

 

 

4．（2022•威海）在学习了浮力知识后，小明进一步探究浮力的有关问题。 

实验一：探究漂浮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与物体排开液体重力的关系。 

 

 

 

 

 

 

 

 

 

（1）实验步骤如下（ρ水＝1.0×10
3
kg/m

3
，g取 10N/kg）： 

步骤 1：如图甲所示，用弹簧测力计测量物体的重力为 0.96N； 

步骤 2：如图乙所示，在量筒中倒入适量的水； 

步骤 3：如图丙所示，将物体轻轻放入量筒中，发现物体漂浮在水面上，由此可知物体所受

浮力大小为              N； 

步骤 4：观察量筒中水面的变化情况，通过计算可知物体排开水的重力为       N。 

综合分析实验数据可得到的结论是                                 。 

实验二：探究浮力大小与液体密度的关系。 

（2）小明又将该物体分别放入两种不同的液体中，得到的实验数据如表所示，他分析数据得出结

论：液体密度越大，物体受到的浮力也越大。小红认为小明的实验不合理，她判断的理由

是                                                     。 

液体 
液体的密度

（g/cm
3
） 

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cm
3
） 物体状态 

物体受到的浮力

（N） 

液体 1 0.85 100 沉底 0.80 

液体 2 1.2 80 漂浮 0.96 

（3）该物体在液体 1中处于沉底状态，说明物体的密度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

于”）液体 1的密度；若使该物体在液体 1中上浮，你的方法是      （写出一种即可）。 



 
 

 
 
 
 

5．（2022•黔西南州）小明与同学一起利用弹簧测力计、玻璃杯、金属块、水、浓盐水等实验器材，

探究浮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他们正确的进行了如图所示的实验操作： 

 

 

 

 

 

实验

次数 

液体

种类 

金属块的

重力/N 

金属块浸

入情况 

金属块在液体中时测

力计的示数/N 
金属块所受浮力/N 

1 — 2.7 — — — 

2 水 2.7 部分 2.0 0.7 

3 水 2.7 全部 1.7 1.0 

4 
浓盐

水 
2.7 全部 1.5               

（1）根据以上实验，把表中数据填写完整： 

（2）分析实验②③可得：液体密度相同，金属块排开液体的体积越大，浮力越      ； 

（3）分析实验③④可得：金属块排开液体的体积相同，液体密度越大，浮力越      ； 

（4）结论：浮力的大小与                    和                  有关。 

（5）用这种实验方法，还可以测量                        的密度。 

（6）小明完成上述实验后，找来合适的玻璃杯，倒入足够深的水，将挂在测力计上的金属块逐渐

下降，但不接触容器底。绘制出了实验中测力计的示数 F随物体下表面至水面深度 h变化的

F﹣h图像（图⑤）。分析图像可知：当金属块浸没水中后继续下降过程中测力计的示数 

        ，这表明：浸没在水中的物体受到的浮力跟浸没的深度       。 

6．（2022•齐齐哈尔）某小组同学在“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实验中，提出了浮力大小可能与下

列因素有关的猜想： 

①与物体浸没在液体中的深度有关； 

②与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 

③与液体的密度有关。 

实验器材有：弹簧测力计、烧杯、金属块、水、盐水（ρ盐水＞ρ水）。 

小明先用弹簧测力计测出金属块的重力，然后将金属块慢慢浸入液体中不同深度。实验步骤如图

a、b、c、d、e所示（液体均未溢出），并将弹簧测力计的示数记录下来。 

 

 

 

 

 



 
 

 
 
 
 

 

 

 

 

 

 

（1）分析数据可知，金属块浸没在水中时受到的浮力大小是      N；金属块浸没在盐水中时

受到的浮力大小是      N； 

（2）分析实验步骤 a、c、d可知，在同种液体中，物体所受浮力大小与物体浸没在液体中的深度      

（选填“有关”或“无关”）。分析三个实验步骤        （填序号）可知，在同种液体

中，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越大，物体受到的浮力越大；分析实验步骤 a、d、e可知，在物体

排开液体的体积一定时，液体密度越大，物体受到的浮力       ； 

（3）若先完成步骤 c，再完成步骤 a，则测得的浮力将      （选填“偏大”或“偏小”）； 

（4）该小组同学完成本次实验后，又用获得的数据求出了金属块的体积为             m
3
，

盐水的密度为                kg/m
3
。 

7．（2022•达州）某物理兴趣小组利用弹簧测力计、水、小石块（不吸水）、溢水杯、小桶、细线等

实验器材探究浮力的大小与排开液体所受到的重力的关系。 

 

 

 

 

 

 

 

（1）如图所示的甲、乙、丙、丁四个实验步骤，最科学合理的实验顺序是               。 

（2）根据图中的实验数据可求出石块的密度为     kg/m
3
（g取 10N/kg，ρ水＝1.0×10

3
kg/m

3
）。 

（3）兴趣小组的同学换用不同的物体（不吸液体）或液体按科学合理的顺序进行了多次实验，由

实验数据得出 F 浮      G 排（选填“＞”“＜”或“＝”），从而验证了阿基米德原理的

正确性。 

（4）图丁步骤中，小石块逐渐浸入液体过程中（未接触溢水杯），液体对杯底的压强    （选

填“逐渐变大”“一直不变”或“逐渐变小”）。 

（5）如果换用密度小于液体密度的物体（不吸液体）来进行该实验，则图     步骤中可不使

用弹簧测力计。 

（6）其中一个同学每次进行图甲步骤时，都忘记将溢水杯中液体装满，其他步骤无误，因而他会

得出 F 浮    G 排（小桶中液体所受重力）的结论。（选填“＞”“＜”或“＝”） 

 



 
 

 
 
 
 

 

 

 

 

8．（2022•枣庄）小李同学想探究“浮力的大小跟排开液体所受重力的关系”。 

 

 

 

 

 

 

 

 

（1）实验步骤如图 1 所示，甲、乙、丙、丁中的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分别为 F1、F2、F3、F4，物体

受到的浮力 F 浮＝              。 

（2）小李利用三个不同物体 a、b、c进行实验探究，实验数据如下表： 

物体 
物重 

G/N 

物体浸没在水中测

力计的示数 F/N 

浮力 

F 浮/N 

空桶重 

G0/N 

桶与排开水

的总重 G1/N 

排开水重 

G 排/N 

a 1.2 0.7 0.5 0.6 1.1 0.5 

b 2 1.4 0.6 0.6 1.2 0.6 

c 2.4 1.7 0.7 0.6 1.2 0.6 

分析表中物体 a、b的实验数据，小李得出的结论是：                             。 

（3）小李在探究物体 c 所受浮力的实验中，排除各种测量误差因素的影响，发现物体 c 排开水

的重力明显小于它所受浮力，请分析实验操作中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 

（4）小张利用身边的器材对小李的实验进行改进：两个相同的弹簧测力计 A和 B、重物、溢水杯

（由饮料瓶和吸管组成）、薄塑料杯（质量忽略不计）等器材，装置如图 2所示。实验时小

张逐渐向下移动水平横杆，使重物缓慢浸入盛满水的溢水杯中，观察到弹簧测力计 A的示数

逐渐      ，弹簧测力计 B的示数逐渐      ，若弹簧测力计 A的示数变化量为ΔFA，

弹簧测力计 B的示数变化量为ΔFB，则它们的大小关系是ΔFA     ΔFB（选填“＞”、“＝”

或“＜”）； 

（5）针对两种实验方案，小张实验装置的优点是  B （填答案标号）。 

A.弹簧测力计 A的示数就是物体所受浮力的大小 

B.实验器材生活化，实验中能同步观察弹簧测力计 A、B示数的变化 

 

 

 



 
 

 
 
 
 

 

 

 

9．（2022•广西）实验小组的同学利用学过的物理知识测定一块吊坠的密度。 

 

 

 

 

 

 

（1）把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将游码调到标尺左端        处时，发现指针偏向分度盘的左

侧，此时应向     调节平衡螺母，使横梁平衡。 

（2）将吊坠放在天平左盘中，向右盘中加砝码并调节游码直到横梁平衡。此时，右盘中的砝码和

游码的位置如图甲所示，则吊坠的质量是      g。 

（3）往量筒中倒入 50mL水，将吊坠浸没在水中，液面位置如图乙所示，则吊坠的密度是  kg/m
3
。 

（4）整理实验器材时发现，使用的砝码有磨损，则测得的密度值偏     。 

（5）实验小组讨论后，不用砝码，只利用天平、两个相同的烧杯、量筒和水也能测出吊坠的密度。

请将实验步骤补充完整。 

①在两个烧杯中倒入等量的水，分别放在已调平衡的天平的左右盘中如图丙所示； 

②将拴着细线的吊坠浸没在左盘烧杯的水中（不碰烧杯底），用量筒向右盘的烧杯中加水到

A处时横梁平衡，记下加水的体积为 V1，如图丁所示； 

③                            ，用量筒继续向右盘的烧杯中加水，直到横梁平衡，并

记下再次加入水的体积为 V2； 

④吊坠密度的表达式为ρ＝              。（用 V1、V2、ρ水表示） 

 

 

 

 

 

 

 

 

 

 

 

 



 
 

 
 
 
 

 

10．（2022•连云港）“彩球温度计”是一种精美的居家装饰品，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温度计，可用于

粗略地测量环境温度。如图甲所示，玻璃管中装有对温度敏感的液体，当外界温度变化时，玻璃

管中液体的密度会随之变化。液体中装有体积相同的五颜六色的彩球，每个彩球都标注有特定的

温度。当彩球都在玻璃管中静止，不再运动时，所有上浮彩球中最下方一个彩球标注的温度表示

所测的环境温度。 

当外界温度降低时，液体中有部分彩球上浮至“彩球温度计”的上部（彩球体积变化可忽略）。

图乙是某温度时彩球温度计中的彩球稳定后的分布情况。请根据以上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

下面问题： 

 

 

 

 

 

 

 

 

（1）乙图“彩球温度计”中彩球      上标注的温度是当时的环境温度（请填写彩球编号）。 

（2）如果图甲是另一温度时彩球稳定后的分布情况，则      “彩球温度计”所处环境温度

较高（选填“甲”或“乙”）。 

（3）如果彩球 a的质量为 ma，彩球 c的质量为 mc，则 ma      mc（选填“＞”“＝”或“＜”）；

彩球 a标注的温度      彩球 c标注的温度（选填“高于”或“低于”）。 

（4）彩球 c是否为悬浮状态，理由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