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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物态变化

题组猜想 内容

题组一 温度与温度计

题组二 判断物态变化及其现象

题组三 物态变化的应用

题组四 物态变化有关的吸热、放热问题

题组五 水循环、水资源危机

题组六 物态变化实验题

题组七 物态变化图像题

题组八 物态变化表格题

1．下列温度值最接近实际的是（　　）

A．健康成年人的体温约是39℃
B．让人感觉温暖而舒适的室内温度约是 23℃
C．人洗澡淋浴的适宜温度约是70℃
D．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盐水的凝固点是100℃

2．实验室的液体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的规律制成的。如图所示，温度计的读数是℃。

  

3．如图：操作中正确的是图。其他操作错误的原因分别是（1）；（2）；

题组一温度与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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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梵净山主峰时而薄雾缭绕，时而雾散峰青。此现象主

要包含下列哪两种物态变化（　　）

A．熔化和凝华 B．液化和汽化

C．汽化和熔化 D．凝固和升华

5．下列景色形成过程中的物态变化，属于液化的是（　　）

A．鹅塘明梅村山顶树上挂的冰柱

B．钟山十里画廊荷叶上晶莹的露珠

C．富川麦岭田野里凝重的霜

D．姑婆山山顶轻柔的雪

6．关于生活现象的解释，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高压锅煮食物熟得快，是因为锅内气压大，沸点低

B．人出汗后吹风扇会感觉更凉快，是因为加快了蒸发

C．夏天，从冰箱拿出来的饮料瓶外壁会冒汗，这是一种液化现象

D．湖南的冬季，窗户上的小水珠常出现在玻璃内侧

7．下列物态变化中，属于凝华的是（　　）

A．初春，冰雪消融汇成溪流

B．夏天，清晨河面上出现薄雾

C．深秋，清晨草叶上出现白霜

D．冬天，冰雕没有熔化却变小

8．在极度干早的沙漠地区，夜晚气温一直在-15℃左右，落在沙子上的雪很快就消失了，则

雪消失发生的物态变化是（　　）

A．汽化 B．熔化 C．升华 D．凝华

9．中华诗词蕴藏着丰富的物理知识，下列对古诗词中涉及的物态变化解释正确的是（　　）

A．“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霜的形成是凝固现象

B．“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露的形成是液化现象

C．“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冰的形成是凝华现象

D．“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雾的形成是汽化现象

10．下列物态变化中，吸收热量的是（　　）

A．   冰融河开 B．   清晨结露

题组二判断物态变化及其现象

题组三物态变化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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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深秋凝霜 D．   铁水铸锅

11．《淮南子》完整记载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下列对有关节气谚语的分

析中，正确的是（　　）

A．立春：“立春打了霜，当春会烂秧”中霜的形成是升华现象，需要吸收热量

B．惊蛰：“惊蛰云不停，寒到五月中”———云的形成是汽化现象，需要放出热量

C．大雪：“落雪见晴天，瑞雪兆丰年”——雪的形成是凝华现象，需要放出热量

D．大寒：“小寒大寒，滴水成冰”——冰的形成是凝固现象，需要吸收热量

12．二氧化碳气体被加压、降温到一定程度会变成固态的干冰，干冰具有很好的制冷作用，

可用于人工降雨，这是由于干冰在常温下会变为气体，吸收热量，促使水蒸气遇冷液化成水

滴，或凝华成小冰晶，从而达到降雨的条件。（填物态变化名称）

13．下列日常生活中的做法与物理知识对应正确的是（　　）

A．洒水降温—熔化吸热 B．冰袋冷敷—升华吸热

C．蒸汽熨烫—液化放热 D．干冰保鲜—凝华放热

14．妈妈将樟脑丸放入大衣柜内，一段时间之后，小明打开大衣柜，发现樟脑丸不见了，这

是 （填物态变化名称）现象。这一物态变化需要 热。

15．如图，显示了某物质发生物态变化时所需的条件，则甲物态是（选填“固态”“液态”或“气
态”），从乙到丙时需要热（选填“吸”或“放”）。

  

16．水是人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界中的水通过吸热、放热在固态、液态、气态之间

转化，形成了雾、雨、雪、露、霜、雾凇等等自然现象，如图所示是水的三态变化图，下列

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冰雪消融是丙到乙的过程

B．露珠消失是乙到甲的过程

C．雾的形成是甲到丙的过程

D．霜的形成是乙到丙的过程

17．自然界中不少高山冰川就是大江、大河的，河流及渗入土壤、植物中的水分会通过升腾

到空气中成。当高空遇冷时，空气中的液化成或成小冰晶，到一定程度后又降落回地面，这

就是自然界中的大致过程。

18．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量仅为世界水平的
1
4
，且地区分布极不均衡。

以下对水资源的利用中，恰当的是（　　）

题组四物态变化有关的吸热、放热问题

题组五水循环、水资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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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实现工业废水的达标排放；

②推广家用节水器具；

③垃圾可以扔到河里由水流带走；

④大量开采地下水；

⑤农业灌溉引用工业废水。

A．①②⑤ B．③④⑤ C．①② D．②④
19．水是生命之源，其存在的方式与状态随环境和气候经常发生变化，且循环往复。以下关

于水的物态变化及吸放热，解释正确的是（　　）

A．阳光普照海洋，海水吸热液化形成水蒸气

B．水蒸气上升到高空，与冷空气接触，液化形成小水滴

C．小水滴遇到更寒冷的气流，凝华形成小冰珠，最后可能形成冰雹降落地面

D．深圳市属于淡水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

20．小明用图甲所示装置“探究水的沸腾特点”。

  

（1）组装实验装置时，要保证用酒精灯的外焰加热，应先调整（选填“烧杯”或“温度计”）
的位置；

（2）实验中，水温升到 90℃开始，每隔 1min 读一次温度并记入表格，第 3min 时温度计示

数如图乙，读数是℃；

时间/min 0 1 2 3 4 5 6

水的温度/℃ 90 92 94 98 98 98

（3）由实验数据可知，水在沸腾时的温度特点是；

（4）观察到气泡如图丙所示，这是水沸腾（选填“前”或“时”）的现象。实验结束后撤去酒

精灯，水还能继续沸腾一小会，这说明水沸腾时不需要吸热，这种判断是否正确：。

21．如图所示，观察碘的物态变化情况。

题组六物态变化实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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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微加热密封有固态碘颗粒的玻璃锤，发现玻璃锤内没有出现液态碘就直接出现紫色

碘蒸气，这是碘发生了现象（填写物态变化名词）；

（2）已知酒精灯火焰的温度约为 400℃，一标准大气下碘的熔点为 113.6℃，碘的沸点为

184.3℃，甲图直接用酒精灯火焰加热玻璃锤，乙图用沸水加热玻璃锤。图所示方案更合理，

理由是这个方案可以防止碘发生现象（填物态变化名词）。

22．小莎用如图所示的装置探究海波和石蜡的熔化规律时，分别用水浴法对海波和石蜡进行

加热，直到它们完全变为液态后温度继续升高一段时间，记录的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请根

据表中的实验数据回答下列问题：

  

时间/mi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海波的温度/℃ 40 43 45 47 48 48 48 48 48 48 49 52 55

石蜡的温度/℃ 43 46 49 52 55 57 59 61 63 65 67 69 71

（1）在海波和石蜡这两种物质中，属于晶体的是；

（2）在第（1）问中所确定出的晶体物质的熔点是℃；

（3）海波被加热到第 10min 时，它处于（选填“固”或“液”）态；

（4）实验过程中采用“水浴法”对试管内的物质加热目的是。

23．实验小组的同学们在加热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对甲、乙、丙、丁四个试管中的物质

的熔化过程进行研究，根据记录的实验数据，在同一坐标纸上画出四种物质的温度随加热时

间变化的情况如下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试管中的物质是非晶体；试管和中的物质可能是

同一种物质（均选填“甲”“乙”“丙”或“丁”）。

题组七物态变化实图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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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将浸有少量酒精的棉花裹在温度计的玻璃泡上，画出温度计示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的大

致图像如图所示。若在该实验的过程中，用风扇对酒精棉吹风，下列最能合理反映此时温度

计示数变化的图像是（  ）

A． B．

C． D．

25．在研究水的沸腾实验中，下列相关说法正确的是（　　）

  

    
A．图甲中，加盖子是为了减慢水的沸腾，开小孔是为了防止沸点变大

B．图乙中读数方法会导致测量结果偏小

C．图丙中 A 是沸腾时气泡的变化情况，B 中沸腾前气泡上升时变小是因为空气遇冷液化

D．图丁中，若 a、b 是同种物质，则图像不同的原因有初温不同和质量不同

26．如图所示，图甲是探究物质熔化和凝固现象的实验装置，图乙是根据实验数据绘制的温

度随时间变化图像。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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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实验只需图甲所示的器材就可顺利完成实验

B．图甲中，为了准确记录物质温度，温度计玻璃泡要接触试管底部

C．该物质的熔点为 80℃
D．该物质为非晶体

27．小明利用如图甲所示的装置探究固体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往烧杯中加适量的水，将

温度计插入试管后，待温度升至 50℃左右开始，每隔大约 1min 记录一次温度，温度随时间

变化的图像如图乙所示，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酒精燃烧时，将化学能转化为内能

B．除甲图中器材外，还需要的测量工具有天平和停表

C．当温度为 80℃时，物质可能是固态、液态或固液共存状态

D．该晶体熔化过程持续大约 15min，熔化过程中，温度不变、内能增大

28．图甲是观察某物质熔化和凝固的实验装置，图乙是根据实验绘制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

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实验中用到的测量仪器有温度计和秒表

B．该物质 5﹣10min 时是固液共存状态

C．通过水浴法加热，有助于更好观察实验现象

D．该物质是晶体，它的凝固点是 45℃

题组八物态变化实表格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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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在研究某物质熔化过程中温度的变化规律时，小明持续加热该物质，认真规范的完成实

验，记录的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则下列四个选项中，判断正确的是（　　）

加热时间/ mi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温度/℃ 40 42 44 46 48 48 48 48 48 50 53 56

A．该物质属于非晶体 B．该物质的熔点为 48℃
C．该物质在熔化过程中不需要吸热 D．该物质在 42℃时，处于固液共存态

30．根据下表给出的信息，所得结论正确的是（　　）

液态氧沸点 液态氮沸点 液态氢沸点 固态氮熔点 固态氧熔点 固态氢熔点

183 ℃ 196 ℃ 253 ℃ 210 ℃ 218 ℃ 259 ℃

A．﹣215℃时，氧是液态，氢是气态，氮是固态

B．沸点低的物质熔点也低

C．采用空气降温液化的办法，首先分离出来的是氢

D．因为这三种物质的沸点、熔点都极低，因此它们极易沸腾、凝固

31．下表为几种物质在标准大气压下的熔点和沸点，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物质 固态氮 固态氧 固态酒精 固态水银

熔点/℃ ﹣210 ﹣218 ﹣117 ﹣39

物质 液态氮 液态氧 液态酒精 液态水银

沸点/℃ ﹣196 ﹣183 78 357

A．在﹣190℃时氮是液态

B．将氮和氧放在﹣200℃的环境中一段时间后，慢慢提高环境的温度，氮气会比氧气更

快分离出来

C．在标准大气压下，可以用酒精温度计测量沸水的温度

D．将液态氮置于 25℃的环境中，液态氮会不断吸热，温度不断上升

32．如表是部分金属的熔点和沸点，根据表中数据可知，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物质 水银 钨 金 铁 铅

熔点/℃ 39 3410 1064 1525 328

沸点/℃ 357 5900 2500 2750 1740

A．表中几种金属的沸点都可以用水银温度计测量

B．人们常说“真金不怕火来炼”，所以黄金掉入铁水中也不会熔化

C．灯泡里灯丝用钨制成，是因为钨的沸点高

D．在铁锅中可以将铅熔化

33．根据图表所提供的数据（标准大气压下），以下判断正确的是（　　）

物质 熔点 沸点/℃

酒精 ﹣117 78

水银 ﹣39 357

铅 328 1740

铁 1535 2750

A．80℃的酒精是液态

B．用酒精做温度计的测温液体可以测量我国全国各地的气温

C．﹣39℃的水银吸热，温度一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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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铅掉入铁水中不会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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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物态变化

题组猜想 内容

题组一 温度与温度计

题组二 判断物态变化及其现象

题组三 物态变化的应用

题组四 物态变化有关的吸热、放热问题

题组五 水循环、水资源危机

题组六 物态变化实验题

题组七 物态变化图像题

题组八 物态变化表格题

1．下列温度值最接近实际的是（　　）

A．健康成年人的体温约是39℃

B．让人感觉温暖而舒适的室内温度约是 23℃

C．人洗澡淋浴的适宜温度约是70℃

D．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盐水的凝固点是100℃

【答案】B

【解析】A．健康成年人的体温约是 36~37℃，故 A 不符合题意；

B．让人感觉温暖而舒适的室内温度为 23℃左右，故 B 符合题意；

C．人洗澡淋浴的适宜温度约是 40℃，故 C 不符合题意；

D．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盐水的凝固点小于 0℃，故 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2．实验室的液体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的规律制成的。如图所示，温度计的读数是℃。

题组一温度与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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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热胀冷缩     -22

【解析】[1]大部分液体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实验室的液体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

规律制成的。

[2]如图，温度计的分度值为 1℃，读数越往下越大，因此应读零下，读数为-22℃。

3．如图：操作中正确的是图。其他操作错误的原因分别是（1）；（2）；

  

【答案】     丁     甲乙：温度计的玻璃泡碰到了烧杯壁和底     丙：温度计的玻璃泡

没有浸没在液体中

【解析】[1][2][3]根据温度计的使用方法可知，温度计的玻璃泡全部浸入被测液体中（即与

待测物体充分接触），不要碰到容器底或容器壁；温度计玻璃泡浸入被测液体中稍候一会儿，

待温度计的示数稳定后再读数等。故操作中正确的是图丁；甲乙两图错误为：温度计的玻璃

泡碰到了烧杯壁和底；丙图错误为：温度计的玻璃泡没有浸没在液体中。

4．“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梵净山主峰时而薄雾缭绕，时而雾散峰青。此现象主

要包含下列哪两种物态变化（　　）

A．熔化和凝华 B．液化和汽化

C．汽化和熔化 D．凝固和升华

【答案】B

【解析】薄雾是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形成的小水珠；雾散是因为小水珠汽化成了水蒸气。

故选 B。

5．下列景色形成过程中的物态变化，属于液化的是（　　）

A．鹅塘明梅村山顶树上挂的冰柱

B．钟山十里画廊荷叶上晶莹的露珠

题组二判断物态变化及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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