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07 讲 物态变化 （）

一、单选题

1．（2022 秋·陕西渭南·八年级校考竞赛）装水的密闭小瓶放在大烧杯里的水中间，把烧

杯放在电冰箱的冷冻室内，过一段时间取出烧杯，发现烧杯中有一大半的水结成了冰，

此时小瓶中的水（　　）

  

A．只有表面的水结冰 B．都没结冰 C．都已结冰

D．有一半的水结成冰

【答案】B

【详解】烧杯里有一半的水结成了冰是冰水混合物，温度为 0℃。要让小瓶里的水结冰，

小瓶里的水在达到零度后还必须能放出热量，由于小瓶外面的水也是 0℃，小瓶中的水

不能放热，所以不结冰，故 ACD 不符合题意，B 符合题意。

故选 B。

2．（2023·湖南衡阳·九年级湖南省衡南县第一中学校考竞赛）许多房间都有如图所示的

玻璃窗。在闷热的夏天开着空调的甲房间和寒冷的冬天开着暖气的乙房间，玻璃窗上都

会出现“水雾”。下列关于“水雾”是在玻璃窗的哪一面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甲、乙两房间的“水雾”都在内表面

B．甲、乙两房间的“水雾”都在外表面

C．甲房间的“水雾”在外表面，乙房间的“水雾”在内表面

D．甲房间的“水雾”在内表面，乙房间的“水雾”在外表面

【答案】C



【详解】“水雾”是水蒸气遇冷液化的小水珠附着在玻璃上形成的。夏天开着空调的甲房

间温度低，屋外的水蒸气遇冷的玻璃液化而形成，所以在玻璃外面；寒冷的冬天开着暖

气的乙房间温度高，是屋内的水蒸气遇冷的玻璃液化而形成，所以在玻璃内表面，故

ABD 错误，C 正确。

故选 C。

3．（2023 春·湖南衡阳·八年级湖南省衡南县第一中学校联考竞赛）在标准大气压下，把

温度为-8℃的冰块投入盛有 0℃水的密闭隔热容器中，最先出现的现象是（　　）

A．冰块的温度升高且冰变多 B．水的温度降低且水变多

C．冰块的温度升高且冰变少 D．水的温度不变且水量不变

【答案】A

【详解】把温度为-8℃的冰块投入盛有 0℃水的密闭隔热容器中，此时冰与水之间存在

温度差，水释放热量，冰吸收热量，水释放热量会凝固成冰，凝固过程中温度保持不变，

在标准大气压下，水的凝固点为 0℃，所以在水完全凝固为冰之前，水的温度不变，而

冰吸收热量，冰块的温度升高，由于水的凝固，所以冰变多，水量变少，故 A 符合题

意，BC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4．（2023 春·湖北黄石·八年级统考竞赛）市场上有一种指针式寒暑表，如图甲所示，它

是以双金属片做为感温元件，用来控制指针，将铜、铁两种不同金属片铆在一起，如图

乙所示，若用酒精灯加热后，双金属片就向铁片一边弯曲；寒暑表中金属片的一端和一

个可以自由转动的指针相连，当温度变化时双金属片会发生弯曲，带动指针转动指示出

温度；下列有关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两种金属在温度改变时，膨胀的程度不同

B．被测温度越低，双金属片形变越大

C．指针式寒暑表的指针做得比较长，能起到将微小形变放大的作用

D．为了提高指针式寒暑表测温灵敏度，图丙和丁形状中，应将金属片制成图丙形状

【答案】D

【详解】A．由图可得，酒精灯加热后，金属片向一侧弯曲，可得两种金属在温度改变



时，膨胀的程度不同，故 A 说法正确，A 不符合题意；

B．根据热胀冷缩原理，温度越低，金属的收缩程度越大，形变越明显，故 B 说法正确，

B 不符合题意；





C．指针式寒暑表的指针做得比较长，能将微小形变放大，使读数更加准确，故 C 说法

正确，C 不符合题意；

D．指针式寒暑表是利用两种金属的热胀冷缩不同来工作的，金属长度越长，热胀冷缩

的差异更明显，故应将金属片制成丁图，故 D 说法错误，D 符合题意。

故选 D。

5．（2023·山东青岛·九年级校考竞赛）将盛水的烧瓶加热，水沸腾后把烧瓶从火焰上拿

开，并迅速塞上瓶塞，再把烧瓶倒置后向瓶底浇上冷水，如图所示。关于烧瓶内的水，

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一直沸腾，浇上冷水时，水面气压增大，水会停止沸腾

B．先停止沸腾，浇上冷水时，水面气压增大，水会再次沸腾

C．因没有继续加热，浇上冷水时，水的温度降低，不会沸腾

D．先停止沸腾，浇上冷水时，水面气压减小，水会再次沸腾

【答案】D

【详解】盛有水的烧瓶放在火焰上加热，达到沸点，继续吸热，水沸腾，沸腾后把烧瓶

从火焰上拿开，瞬间水的温度还保持在沸点，但无法继续吸收热量，此时停止沸腾；迅

速塞上瓶塞，烧瓶内封住了大量的水蒸气；再把烧瓶倒置后向瓶底浇上冷水，烧瓶内的

水蒸气遇冷的烧瓶壁而液化，烧瓶内的气压减小，沸点降低，同时烧瓶内的水温度降低，

放出热量，放出的热量用来完成水在低沸点时的沸腾，水会再次沸腾。

故选 D。

6．（2022 秋·全国·八年级校联考竞赛）暑假，小江在两只相同的透明烧杯中分别倒入冰

水和热水（如图甲、乙），一会儿发现两只烧杯的杯壁上都出现了小水珠。关于小水珠

出现的位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甲杯：内壁的液面下方；乙杯：内壁的液面上方

B．甲杯：外壁的液面下方；乙杯：内壁的液面上方

C．甲杯：整体的外壁；乙杯：内壁的液面上方



D．甲杯：整体外壁和内壁的液面上方；乙杯：内壁的液面下方

【答案】B

【详解】当杯内温度低，杯外温度高，杯外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的玻璃表面液化成小

水珠，沾在外表面。当杯内温度高，杯外温度低，杯内空气中的水蒸遇冷会液化成小水

珠，附在玻璃内表面。甲杯中放的是冰水，所以杯外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珠附着在

玻璃的外表面的液面下方；乙杯中装的是热水，杯内温度高，杯内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

小水珠附着在玻璃的内表面的液面上方。

故选 B。

【点睛】重点是液化的过程，当水蒸气遇冷液化或凝华时，一定要搞清楚是哪的水蒸气

遇到哪的“冷”而形成，清楚这一点就能明白形成在内表面还是外表面了。

7．（2023 春·江苏苏州·九年级校考竞赛）一刻度均匀但示数不准确的温度计，用它测标

准气压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时为 5℃，测沸水的温度时为 95℃，若用它来测得室内温度

为 32℃，则室内的实际温度约为

A．35℃ B．30℃ C．33℃ D．37℃

【答案】B

【详解】解答：摄氏温度的规定是：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为 100℃，冰水混合物为

0℃，100℃和 0℃之间有 100 等份，每一份代表 1℃．

由题意可知：该温度计下边第五个格的位置代表 0℃，第九十五个格的位置代表 100℃，

即该温度计的 95-5=90 个小格表示 100℃，据此可求出一个格代表的度数：

(100℃-0℃)/(95-5)=10/9℃

当室内温度为 32℃，则室内的实际温度约为 10/9℃╳（32-5）=30℃

故【答案】B

8．（2019·河北·九年级校联考竞赛）小明两次煮鸡蛋，第一次在水开后继续用急火煮，

直到煮熟；第二次在水开后将火焰调小，但仍保持锅中的水沸腾，直到煮熟。两次比较

发现（　　）

A．第一种方法比第二种方法省燃料又省时间

B．第一种方法比第二种方法费燃料但省时间

C．第一种方法比第二种方法省燃料但费时间

D．第一种方法比第二种方法费燃料，两种方法所用时间相近

【答案】D



【详解】水沸腾后，用急火加热，水的温度也不变，也不能缩短煮熟鸡蛋的时间；用小

火煮维持水的沸腾，还能节省燃料，所以利用第二种方法煮鸡蛋能节省燃料，但两次所

用的时间差不多，故 ABC 不符合题意，D 符合题意。

故选 D。

9．（2022 秋·全国·八年级校联考竞赛）在一个与外界隔热的容器内，盛有一些 的水，

如果将容器内的空气迅速抽去，那么发生的现象是（　　）

A．一部分水结成冰，冰和水均为

B．容器内只有 的水，水的质量不变

C．容器内只有 的水，水的质量减小

D．容器内只有 以下的冰，水全部被抽走

【答案】A

【详解】用抽气机迅速抽去容器内的空气，造成容器内气压下降，凝固点升高，水的蒸

发加快，蒸发吸热，即表面的水从内部的水吸热，造成内部的 水放热而凝固为

的冰，但水的快速蒸发造成液面上气压变大，快速蒸发不再继续，因而容器内有一部分

水结成冰，冰和水的温度均为 ，故 A 符合题意，BC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10．（2022 秋·全国·八年级校联考竞赛）科学研究表明，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降温，温度

也只能非常接近-273.15℃，不可能达到。若把-273.15℃定义为 0“开”，上升 1“开”与上

升 1℃是相同的，则用这种新方法表示的“200 开”是（　　）

A．-200℃ B．-73.15℃

C．73.15℃ D．473.15℃

【答案】B

【详解】依据题意，把−273.15℃定义为 0“开”，且每上升 1“开”与上升 1℃是相同的，若

用 T 表示热力学温度，用 t 表示摄氏温度，可得

T=t+273.15℃

则

t＝T−273.15℃=200 开−273.15℃=−73.15℃

故选 B。

11．（2021 秋·广东佛山·九年级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许海初级中学校考竞赛）某种物质

熔化过程中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线如图所示，据图可知，该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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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是晶体，熔点是-30℃ B．熔化前升温比熔化后升温快

C．熔化时间是 6min D．熔化时，与外界不发生热传递

【答案】B

【详解】A．由图可知，2～6 min，该物质在熔化过程中，温度保持 0℃不变，该物质

为晶体，并且熔点为 0℃，故 A 不符合题意；

B．由图可知，升高 30℃，熔化前用的时间少，熔化后用的时间多，所以熔化前升温比

熔化后升温快，故 B 符合题意；

C．熔化时间是

t=6min- 2min=4min

故 C 不符合题意； 

D．熔化时，晶体吸收热量，与外界发生热传递，故 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12．（2021·内蒙古呼伦贝尔·九年级统考竞赛）下列现象形成的过程中，吸收热量的一组

是（）

①春天，冰雪融化汇成溪流    ②夏天，自来水管“出汗”

③秋天，草丛上凝结出露珠    ④冬天，冰冻的衣服晾干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答案】C

【详解】①春天，冰雪融化汇成溪流，这是熔化现象，需要吸热；

②夏天，自来水管“出汗”，这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水管液化成了小水珠，

需要放热；

③秋天，草丛上凝结出露珠，露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的小水珠，需要放热；

④冬天，冰冻的衣服晾干，这是衣服上的冰升华成了水蒸气，需要吸热；

吸收热量的一组是①④，故 C 符合题意，AB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13．（2022 秋·陕西渭南·八年级校考竞赛）下列各组物态变化现象中，都吸热的是（　　）

A．春天冰封的湖面逐渐解冻；家里冰箱中形成冰霜  

B．工人用铁水浇铸成工件；秋天早晨草丛中出现露水

C．夏天剥开包装的冰棍周围冒“白气”；冬天窗玻璃上出现冰花 

D．洒在地面上的水很快就干了；家中衣箱内的樟脑球逐渐变小

【答案】D



【详解】A．春天冰封的湖面逐渐解冻属于熔化，吸热；家里冰箱中形成冰霜属于凝华，

放热，故 A 错误；

B．工人用铁水浇铸成工件属于凝固，放热；秋天早晨草丛中出现露水属于液化，放热，

故 B 错误；

C．夏天剥开包装的冰棍周围冒“白气”属于液化，放热；冬天窗玻璃上出现冰花属于凝

华，放热，故 C 错误；

D．洒在地面上的水很快就干了属于汽化，吸热；家中衣箱内的樟脑球逐渐变小属于升

华，吸热，故 D 正确。

故选 D。

14．（2019·福建宁德·八年级统考竞赛）炎热的夏天，当你走在晒得发烫的柏油路上时，

刚巧来了一辆洒水车，洒湿了路面．这时你会感到更加闷热．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

是（ ）

A．洒水车中的水经过曝晒，内能增加，温度很高

B．洒水后空气的湿度增加，身上的汗较难蒸发

C．地面上的水反射了阳光，使身体得到更多的热量

D．水蒸发时把地面的热带到了人的身上

【答案】B

【详解】炎热的夏天，被晒得发烫的柏油路温度很高，洒上水后，加快了水的蒸发，蒸

发的水蒸气再液化，变成水，自然就要放热，热量都被散发到周围的空气里，使周围空

气湿度增加，减缓了身体一部分汗液蒸发．

故选 B．

二、多选题

15．（2022 秋·全国·八年级校联考竞赛）容器里装有水，将烧杯底朝上压入水中，如图

所示。在标准大气压下对容器底加热。下列结论正确的有（　　）

A．烧杯内的水不能沸腾，烧杯外的水能沸腾

B．烧杯内、外的水都能沸腾

C．烧杯内、外的水温度相等

D．烧杯内的水温高于烧杯外的水温



【答案】AC





【详解】用酒精灯对容器加热时，容器中的水由于吸热温度逐渐升高，达到沸点，烧杯

中的水吸收容器中水的热，温度也会升高，达到沸点；容器中的水温度达到沸点以后，

还在继续吸热，所以会沸腾，不断的有水变成水蒸气散发到空气中；由于容器中的水沸

腾时温度不变，所以烧杯中的水达到沸点时，与外面的温度相同，不能再吸收热量了，

温度也不能继续升高，可是烧杯上面的空气由于温度升高，气压增大，所以烧杯内水的

沸点也升高，因此烧杯内水的温度会低于沸点，不能沸腾。故 AC 正确，BD 错误。

故选 AC。

16．（2022 秋·全国·八年级校联考竞赛）水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水的

三态变化，地球上的水在不停地循环，关于水的三态变化分析正确的是（　　）

A．阳光晒暖了海洋，海水吸热蒸发成为水蒸气上升到空中

B．高空中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滴，相互聚集结成大水滴下降成为雨

C．冬天，水蒸气在寒冷的高空急剧降温凝固成小冰晶，小冰晶聚集变成雪花飘满

大地

D．雪花熔化成水，和其他降水一样，汇入江河，又注入大海

【答案】ABD

【详解】A．阳光晒暖了海洋，海水吸热蒸发从液态成为气态的水蒸气上升到空中，是

汽化现象，故 A 正确；

B．高空中温度高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滴，小水珠相互聚集结成大水滴下降成为雨，

故 B 正确；

C．冬天，水蒸气在寒冷的高空急剧降温凝华成小冰晶，小冰晶聚集变成雪花飘满大地，

故 C 错误；

D．雪花是固态熔化成液态的水，和其他降水一样，汇入江河，又注入大海，故 D 正确。

故选 ABD。

三、填空题

17．（2022 秋·全国·八年级校联考竞赛）实验室常用温度计是根据液体      的规律制成

的；在体温计和实验室温度计中，      可以离开被测物体读数；如图所示温度计的示

数是      ℃。某支温度计刻度均匀，但读数不准确，在测量标准大气压下沸水的温度

时，示数是 90℃，在测一杯热水温度时，其示数与热水的真实温度 60℃恰好相等，若

用此温度计去测量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时，示数是      ℃。



【答案】     热胀冷缩     体温计     34     15

【详解】[1]实验室常用温度计是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原理制成的。

[2]由于体温计的特殊结构，其在离开人体后，只要环境温度不高于人体温度，则水银柱

仍会显示人体温度；而实验室温度计离开被测物体后，因受环境温度影响，示数会发生

变化，所以实验室温度计不可离开被测物体读数。

[3]如图所示的温度计的分度值为 1℃，液柱表面对应在 30℃右侧第 4 格处，所以其示数

为 34℃。

[4]对于刻度均匀而示数不准确的温度计，若将其放入冰水混合物中时示数为 t1，放入沸

水中时示数为 t2，则其分度值为

用其测量实际温度时，若温度计的示数为 t3，则实际温度为

已知在测量标准大气压下沸水的温度时示数是 90℃，则在温度计示数与热水的真实温度

60℃恰好相等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列出

由此解得

18．（2022 秋·全国·八年级校联考竞赛）在一些国家通用的温度标准为“华氏温标”，是

波兰物理学家华伦海特于 1724 年创立的。与我们熟悉的“摄氏温标”不同的是，他把一

定浓度的盐水凝固时的温度定义为 0 华氏度，把纯水凝固时的温度定义为 32 华氏度，

把标准大气压下沸水的温度定义为 212 华氏度，中间作 180 等分，每一份代表 1 华氏度，

用符号°F 表示。根据以上信息，华氏温度 F 与摄氏温度 t 之间的关系式应为        ，

且在        ℃时，华氏温度恰好与摄氏温度数值相同。

【答案】          -40

【详解】[1]假设摄氏温度为 t 时，对应的华氏温度为 F，则有

将题中数据代入，因为纯水凝固时的温度定义为 32 华氏度，则有

①

沸水的温度定义为 212 华氏度，则有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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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①②解得

 ，

则有

 

[2]华氏温度恰好与摄氏温度数值相同，则

则有

解得

即当摄氏温度为-40℃时，华氏温度与摄氏温度数值相同。

19．（2019·湖南长沙·九年级校联考竞赛）小明有一支温度计，虽然它的玻璃管的内径和

刻度都是均匀的，标度却不准确．它在冰水混合物中的读数是﹣0.7℃，在沸水中的读数

是 102.3℃．当它指示的气温是﹣6℃时，实际的温度是     ℃，它在     ℃时误差很小，

可以当作刻度正确的温度计使用？

【答案】     ﹣5.1℃     23.3℃

【详解】[1]实际温度记为 t，温度计的读数记为 t'．按题意，t 和 t'为线性关系，因此

t＝ at'+b ……①

分别把 t'＝﹣0.7℃、t＝0℃和 t'＝102.3℃、t＝100℃代入①，得

解出 a＝ ，b＝ ，再将 a、b 值代入①式得

t＝0.97t'+0.68℃……②

把 t'＝﹣6℃代入②式，得 t＝﹣5.1℃．

[2]令 t'＝t，则②式变为

t＝ t+ ℃

解出 t＝23.3℃．

20．（2022 秋·江西赣州·八年级校联考竞赛）有一支刻度均匀，但读数模糊的温度计，

在标准大气压下，测冰水混合物中的读数在第 5 格处，测沸水的读数为 95 格处。用此

温度计测得某杯液体的温度时读数在 23 格处。则液体的实际温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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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温度是 50℃，读数应该在第      格处。

【答案】     20     50

【详解】[1]在标准大气压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为 0℃，沸水的温度为 100℃，则该温

度计每格表示的温度为

用此温度计测得某杯液体的温度时读数在 23 格处，则液体的温度为

[2]50℃所占用的格数为

读数应该在第

45+5=50

格处。

21．（2022 秋·全国·八年级校联考竞赛）用一支刻度均匀、但读数不准的温度计来测量

某物体的温度时，测量值偏低 2℃，当该物体的温度升高 10℃后，再用温度计来测量物

体的温度时，测量值却偏高了 0.5℃，将该物体的温度继续升高 10℃，此时用温度计来

测量时，测量值将           ℃（填偏高或偏低多少℃），用这个温度计分别来测量标准

大气压下的沸水温度和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时，两者的示数差为           ℃。

【答案】     偏高 3     125

【详解】[1]由题意知，实际温度变化 10℃，温度计的示数变化比原来偏多

0.5℃+2℃=2.5℃

此时为

10℃+2.5℃=12.5℃

所以温度再升高 10℃，温度计的变化仍为 12.5℃，比原来多变化 2.5℃，所以测量值比

原来偏高

0.5℃+2.5℃=3℃

[2]1 标准大气压下沸水的温度和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之间为 100℃，所以温度计的示数之

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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