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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07  质量与密度讲和练

1.了解：密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气体密度与温度的关系。

2.会：进行质量单位换算；进行密度的计算；测量物体质量（天平的运用与读数）。

3.理解：质量的概念；密度概念。

4.驾驭：固体和液体密度测量方法。

5.相识：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

1.（2024·湘潭）下列估测值最接近生活实际的是（）。

A．人骑自行车的平均速度约为 0.5m/s；B．中学生的质量约为 200kg；

C．初中物理课本的宽度约为 18cm；    D．日光灯正常工作的电功率约为 1000W

【答案】C。

【解析】A、人步行的速度在 1.1m/s左右，骑自行车的速度在 5m/s左右，故 A不符合实际；

B、中学生的质量在 50kg左右，故 B不符合实际；

C、初中物理课本的宽度约为 18cm，故 C符合实际；

D、日光灯正常工作的电功率在 40W左右，故 D不符合实际。故选 C。

2.（2024·贵港）在今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理化试验技能考试中，某同学在用调整好的托盘天平称一

物体的质量时，在天平的右盘加减砝码过程中，他发觉：当放入质量最小的砝码时，指针偏右；若将这个

砝码取出，指针偏左。则要测出物体的质量，该同学下一步的正确操作是：取出质量最小的砝码，

________。天平平衡时，天平右盘中砝码的质量和游码的位置如图所示，则该物体的质量为________g。

【答案】移动游码；32.6。

【解析】用天平测量质量时，假如发觉放入质量最小的砝码时，指针偏右，而取出这个砝码时，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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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偏左，则说明须要移动游码来使天平获得平衡。因此，下一步的正确操作是：取出质量最小的砝码，

移动游码。由图知，右盘中砝码总质量为 30g，游码所指的位置对应的质量为 2.6g，则该物体的质量为

30g+2.6g=32.6g。

3.（2024·海南）用电子秤、一个玻璃杯和水，可以粗略测量椰子油的密度。先后测出空杯，装满水、

装满油的杯子的质量，数据如下表。杯子两次“装满”，是为了使被测量的油和水_______相同。依据测量

数据计算，椰子油的密度是_______kg/m3。（ρ 水=1.0×103kg/m3）

空杯的质量/g 水和杯的质量/g 油和杯的质量/g

100 300 268

【答案】体积；0.84×103kg/m3。

【解析】用同一杯子分两次装满水和油，是为了使被测量的油和水的体积相同；

由 得杯子的体积为 ，

同理有 ，得 ，

即得油的密度为： 。

4.（2024·衢州）托盘天平是一种精密测量仪器，某试验室天平的配套砝码及横梁标尺如图。

（1）小科发觉砝码盒中的砝码已磨损，用这样的砝码称量物体质量，测量结果将____。

（2）小科视察铭牌时，发觉该天平的最大测量值为 200g，但他认为应为 210g。你认为小科产生这种

错误想法的缘由是____。

（3）小江认为铭牌上最大测量值没有标错，但砝码盒中 10g的砝码是多余的，而小明认为砝码盒中全

部的砝码都是不行缺少的。你认为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并说明理由：____。

【答案】（1）偏大；（2）小科认为砝码的总质量是 205g，标尺的最大刻度是 5g；（3）小明的观点

正确，因为少了 10g砝码，运用其他砝码及游码无法完成某些 200g以内的质量值的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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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1）砝码磨损后，自身质量变小；当测量同一物体的质量时，须要增加砝码或多移动游码，

才能使天平重新平衡，则测量结果大于物体实际质量。

（2）小科视察铭牌时，发觉该天平的最大测量值为 200g，而由图可知砝码的总质量是 205g，标尺的

最大刻度是 5g，所以小科认为该天平的最大测量值应为 210g；即：小科产生这种错误想法的缘由是他认为

砝码的总质量是 205g，标尺的最大刻度是 5g；

（3）当被测物体的质量为 162g时，则须要的砝码有 100g、50g、10g，游码需拨至标尺上的 2g处，假

如少了 10g 的砝码，无法利用其他砝码及游码使天平平衡，无法测得其质量；可知小明的观点正确，因为

少了 10g砝码，运用其他砝码及游码无法完成某些 200g以内的质量值的称量。

故答案为：（1）偏大；（2）小科认为砝码的总质量是 205g，标尺的最大刻度是 5g；（3）小明的观

点正确，因为少了 10g砝码，运用其他砝码及游码无法完成某些 200g以内的质量值的称量。

5.（2024·武威）学完质量和密度后，小明和小军利用托盘天平和量筒测某种油的密度。

（1）他们把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当游码移至零刻度处时，指针偏向分度盘的右侧。这时他们应将平

衡螺母向______（选填“左”或“右”）调，使横梁平衡；

（2）天平平衡后，他们起先测量，测量步骤如下：

A．用天平测出烧杯和剩余油的总质量；

B．将待测油倒入烧杯中，用天平测出烧杯和油的总质量；

C．将烧杯中油的一部分倒入量筒，测出倒出到量筒的这部分油的体积。

请依据以上步骤，写出正确的操作依次：______（填字母代号）；

（3）若在步骤 B中测得烧杯和油的总质量为 55.8g，其余步骤数据如图所示，则倒出到量筒的这部分

油的质量是______g，体积是______cm3。

（4）依据密度的计算公式可以算出，该油的密度是______kg/m3。

【答案】左；BCA；21.4；20；1.07×103。

【解析】（1）指针偏向分度盘的右侧，则应当将平衡螺母向左使横梁平衡；

（2）在测量时，需先测出烧杯和油的总质量，再将烧杯中的一部分油倒入量筒，测出这部分油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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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测出烧杯和剩余油的总质量，所以测量依次为 BCA；

（3）剩余油与烧杯的总质量：m 剩=20g+10g+5g+2.4g=37.4g，

倒入量筒中油的质量：m=m 总-m 剩=55.8g-37.4g=21.4g，

量筒中油的体积：V=20mL=20cm3；

（4）油的密度：ρ= = =1.07g/cm3=1.07×103kg/m3。

故答案为：（1）左；（2）BCA；（3）21.4；20；（4）1.07×103。

6.（2024·邵阳）全国闻名的“油茶之都邵阳县盛产茶油，小华同学为了测量家中茶油的密度，课后

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如下试验：

（1）把天平放在水平台上，将游码移到标尺的零刻度线处，发觉指针静止时如图甲所示，此时应将平

街螺母向（选填“左”或“右”）调整，使天平平衡。

（2）取适量茶油倒入烧杯，用天平测量烧杯和茶汕的总质量，当天平平衡时，放在右盘中的砝码和游

码的位置如图乙所示。然后将烧杯中部分茶油倒入量筒中，再次测出烧杯和剩余茶油的总质量为 27g，则量

筒中茶油的质量是 g。

（3）量筒中茶油的体积如图丙所示，请你计算出茶油的密度是 kg/m3。

【答案】（1）右；（2）36；（3）0.9×103。

【解析】（1）天安静止时指针偏在分度盘中心刻度线左边，依据“左偏右调，右偏左调”的调整规则，

此时应将平衡螺母向右调整。

（2）依据图乙，用砝码总质量加上游码示数，可读出烧杯和茶油的总质量为 63g，减去烧杯和剩余茶

油的总质量 27g，解得倒入量筒中茶油的质量为 36g。

（3）由图丙可读出，量筒中茶油的体积为 40cm3，运用公式 ρ0.9g/cm3＝0.9×103kg/m3，所以茶油密

度为 0.9×103kg/m3。

故答案为：（1）右；（2）36；（3）0.9×103。

7.（2024·益阳）为确定某种矿石的密度，用天平测量出一小块矿石的质量为 35.2g。用量筒测小块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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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体积如图所示，该小块矿石的体积为______cm3。依据测量结果可知，该矿石的密度为

______g/cm3。

【答案】10；3.52。

【解析】（1）矿石的体积：V=V2-V1=40ml-30ml=10ml=10cm3。

（2）矿石的密度： 。

故答案为：10；3.52。

8.（2024·苏州）用不同的方法测量小石块和小瓷杯的密度。

（1）测小石块的密度

①天平放置于______工作台上，将游码移到标尺______处，调整平衡螺母使横梁平衡；

②用此天平测量小石块的质量，右盘所加砝码和游码位置如图甲所示，则小石块的质量为______g。在

量筒内放入适量的水，用细线绑好小石块，缓慢放入水中，如图乙所示，则小石块的密度为______kg/m3；

（2）测小瓷杯的密度

如图丙所示，先在量筒内放入适量的水，液面刻度为 V1；再将小瓷杯浸没于水中，液面刻度为 V2；最终捞

起小瓷杯并将杯中的水倒回量筒，使其浮于水面（水未损失），液面刻度为 V3，小瓷杯密度的表达式ρ 杯

=______（用 V1、V2、V3和ρ 水表示）。试验完毕后发觉小瓷杯内的水未倒干净，则所测结果______（选填“偏

大”、偏小”或“不变”）。

【答案】水平；零刻线；17.4；3.48×103 ；不变。

【解析】（1）天平调平之前，应先放在水平面上，并将游码归零，然后依据指针偏转方向，调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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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母，左偏右旋、右偏左旋。天平分度值是 0.2g，右盘砝码质量是 20g，游码左侧指在标尺上 2g后面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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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格上，所以小石块的质量为 m=10g+5g+2.4g=17.4g；

量筒中原有 30mL水，放入石块后，量筒液面上升到 35mL，因此石块体积 V=35ml-30ml=5ml=5cm3；小石

块的密度为ρ= = =3.48g/cm3=3.48×103kg/m3；

（2）先在量筒内放入适量的水，液面刻度为 V1；再将小瓷杯浸没于水中，液面刻度为 V2；则陶瓷的体

积 V=V2-V1，瓷杯处于漂移时，则 G=F 浮，依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F 浮=G 排；

所以，G=G 排，则瓷杯质量 m=m 排=ρ 水（V3-V1）；所以小瓷杯密度：ρ 瓷= = 。

由小瓷杯密度表达式：ρ 瓷= = 可知，小瓷杯内的水未倒干净，对所测结果没有影响。

故答案为：（1）①水平；零刻线；②17.4；3.48×103；（2） ；不变。

一、质量及其测量

1.物体是由物质组成的，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叫做质量，用“m”表示。

2.国际单位制中质量单位是千克（kg），常用单位还有吨（t）、克（g）、毫克（mg）。

换算关系：1t=1000kg，1kg=1000g，1g=1000mg。

3.质量是物体本身的固有属性。物体的质量不随它的形态、状态、温度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变更而

变更。

4.同种物质，体积越大，其质量也就越大。

5．试验室中，测量质量的常用工具是天平；在生活中，质量的测量还有杆秤、案秤、磅秤、电子秤等

等。

6.用天平测量物体质量时，应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先将游码拨回标尺左端的零刻线处（归零），再

调整平衡螺母，使指针指到分度盘的中心刻度（或左右摇摆幅度相等），表示横梁平衡。

7.用天平测量物体质量时，将物体放在左盘，砝码放在右盘，用镊子加减砝码并调整游码，使天平重

新平衡。

8.用天平测量物体质量时，被测物体的质量=右盘中砝码的总质量+游码在标尺上的指示值。

9.运用天平留意事项：①被测物体的质量不能超过天平的量程；②用镊子加减砝码时要轻拿轻放；③

保持天平清洁、干燥，不能把潮湿的物体和化学药品干脆放在盘上，也不能把砝码弄湿、弄脏，以免锈蚀。

二、密度及其计算

1.某种物体的质量与它的体积之比叫物体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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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密度是物体的特征。油比水轻，说的是油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所以油漂移在水上。

3.密度公式是： 。

4.不同物质，在体积确定时，质量跟密度成正比；不同物质，在质量确定时,体积跟密度成反比。

5.国际单位制中，密度单位是 kg/m3，常用单位还有：g/cm3（ml），1g/cm3=103kg/m3。

6.平常我们所见的瓶装液体体积常常用毫升（ml）表示，1ml =1cm3。1m3=103 l(升)。水的密度

（其物理意义为：体积为 1m3的水，质量为 1.0×103kg，也就是 1t）。

7.不同物质，质量相等时，体积跟密度成反比（ρ 甲>ρ 乙，当甲、乙都是 m时，V 甲<V 乙）。如质量相等

的铜块和铁块，铜块体积小于铁块体积。

8.不同物质，体积相等时，质量跟密度成正比（ρ 甲>ρ 乙，当甲乙两物质体积都是 V时，m 甲>m 乙）。犹

如一个瓶，装满水和装满油相比较，装满水的质量大。

9.气体有充溢空间的特点，比如氧气瓶内氧气用掉一半，质量减小一半，体积不变，则密度减小一半。

三、密度测量

1.测量工具：密度测量的常用工具是量筒（量杯）、天平。用量筒测量固体和液体的体积；用天平测量

物体质量。

（1）量筒的运用：如图（1）所示，运用量筒时应留意以下几个方面：一、首先分清量筒的量程、单

位和分度值（常见量筒单位是 ml，1ml=1cm3，1l=1000ml=10-3m3；图（1）中，量筒量程 100 ml，分度值 2 

ml）；二、量筒运用时应放在水平桌面上；三、当液面是凸面时，视线应与凸液面的顶部保持水平；当液面

是凹面时，视线应与凹液面的底部保持水平，图（2）中，红线表示正确读数的视线方向，此时读数为

7.0ml）。

图（1）图（2）

（2）天平的运用：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

天平的运用及留意

V
m



33 /10 mkg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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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测量时，应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先将游码拨回标尺左端的零刻线处（归零），再调整平衡螺

母，使指针指到分度盘的中心刻度（或左右摇摆幅度相等），表示横梁平衡；将物体放在左盘，砝码放在右

盘，用镊子加减砝码并调整游码，使天平重新平衡；被测物体的质量=右盘中砝码的总质量+游码在标尺上

的指示值。

2.液体密度的测量：液体密度的测量步骤如下：

（1）用天平称出烧杯的质量 m1；

（2）将适量的液体倒入烧杯中，用天平称出烧杯与液体的总质量 m2；

（3）将烧杯中的液体倒入量筒中，读出量筒中液体的体积 V；

（4）计算液体的密度： 。

例如：如图（3）所示，假设空烧杯质量为 22g，天平示数为烧杯和液体的总质量，天平读数为 49.0g，

故液体质量为 27.0g；从量筒中读取液体体积为 30.0ml；那么液体密度为：

图（3）液体密度测量 图（4）固体密度测量

3.固体密度的测量：固体密度的测量步骤如下：

（1）用天平测量固体的质量 m；

（2）在量筒中倒入适量的水，读出水的体积 V1；

（3）用细线拴住固体，轻放浸没在水中，读出固体与水的总体积 V2；

（4）计算固体的密度： 。

例如：图（4）中，固体质量 m为 27.0g；液体体积 V1为 30ml，液体与固体总体积 V2为 40ml；固体密

度： 。

考点一：质量及其测量

V
mm

V
m 12 



33 /109.0/9.0
30

220.49 mkgmlg
ml

gg





12 VV
m




33 /107.2/7.2
300.40

0.27 mkgmlg
mlm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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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2024·潍坊）下列有关物理量的估测，最符合实际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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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室课桌的高度约为 20dm

B．潍坊市夏季高温约为 40℃

C．中学生正常步行的速度约为 1km/h

D．一本初中物理课本的质量约为 2kg

【答案】B。

【解析】A、中学生的身高在 160cm 左右，课桌的高度大约是中学生身高的一半，在 80cm=8dm 左右，

故 A不符合实际；

B、潍坊市夏季气温较高，可以高达 40℃，故 B符合实际；

C、人正常步行的速度在 1.1m/s=1.1×3.6km/h≈4km/h 左右，故 C不符合实际；

D、一个苹果的质量在 200g左右，一本初中物理课本的质量与此差不多，在 200g左右，故 D不符合实

际。故选 B。

【点睛】首先对题目中涉及的物理量有个初步的了解，对于选项中的单位，可依据须要进行相应的换

算或转换，解除与生活实际相差较远的选项，找出符合生活实际的答案。

【趁热打铁】

1．（2024·常德市中考最终一模）下列物体的质量和重力估计正确的是（　　）。

A. 一个中学生的体重大约是 50N；B. 一个苹果的质量大约是 0.15kg；

C. 一只母鸡的重力大约是 1.5N； D. 一个鸡蛋的质量大约是 0.5kg

【答案】B。

【解析】A、一个中学生的质量大约为 50Kg，体重大约是 500N，不符合题意；

B、一个苹果的质量大约是 0.15kg，符合题意；

C、一只母鸡的重力大约是 1.5kg，不符合题意；

D、一个鸡蛋的质量大约是 0.075kg，不符合题意。选 B。

【点睛】解决此题要结合生活常识估测物体的质量 m，物体的重力 G=mg。解决此类问题要知道重力和

质量的关系式，并有确定的生活常识。

2.（2024·益阳）依据你的生活阅历，下列物理量符合实际的是（）。

A．一般状况下，教室内空间高度约为 1.5m

B．人步行的速度约为 1.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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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挤眼的时间约为 2s



10

D．一个苹果的质量约为 1kg

【答案】B。

【解析】A、一层楼的高度在 3m左右，教室内空间的高度与此差不多，在 3m左右。故 A不符合实际；

B、由生活阅历知，人步行的速度约为 1.1m/s，故 B符合实际；

C、一挤眼的时间约为 1s，故 C不符合实际；

D、一个苹果的质量约为 150g=0.15kg，故 D不符合实际。故选 B。

【点睛】首先对题目中涉及的物理量有个初步的了解，对于选项中的单位，可依据须要进行相应的换

算或转换，解除与生活实际相差较远的选项，找出符合生活实际的答案。

3.（2024•枣庄）确定一个物体质量大小的因素是（）。

A．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B．物体的形态；C．物质的状态；D．物体所在的空间位置

【答案】A。

【解析】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叫做质量，由此可见一个物体质量大小确定于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质

量大小与物体的形态、状态、位置都无关。因为当物体的形态、状态、位置发生变更时，物体所含物质的

多少是不会发生变更的，所以质量是不变的。故选 A。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质量概念及其特性的理解和驾驭，属于对基础概念的考查，难度不是很

大。依据质量的概念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4．（2024·岳阳）下列测量仪器运用方法正确的是（）。

A．用刻度尺测量物块的长度 B．用温度计测水的温度

C．用天平测物体的质量 D．读取液体体积

【解答】B。

【解析】A、图中所示刻度尺没有放正，故 A错误；

B、图中温度计玻璃泡全部浸入被测液体中，没有遇到容器底或容器壁运用方法正确，故 B正确；

C、用镊子夹取砝码，用手会腐蚀砝码，故 C错误；

D、量筒读数时视线与凹液面相平，故 D错误。故选 B。

【点睛】（1）在运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长度时，刻度尺要正确放置：刻度尺边缘对齐被测对象，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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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正重合，不能歪斜；尺的刻面必需紧贴被测对象，不能“悬空”；确定刻度尺的分度值，由图可知物

体的端点与刻度尺的零刻度线对齐，物体另一端点所对应刻度尺的示数是物体的长度；（2）在运用温度计

测量液体温度之前，要明确温度计的量程、分度值和零刻度线的位置，被测温度不能超过温度计的量程；

正确的运用方法是：①温度计的玻璃泡要全部浸入被测液体中，不要遇到容器底或容器壁；②温度计玻璃

泡浸入被测液体后要稍候一会儿，待温度计的示数稳定后再读数；③读数时玻璃泡要接着留在被测液体中，

视线与温度计中的液柱上表面相平；（3）用镊子夹取砝码；（4）量筒读数时视线与凹液面相平。

5．（2024·湘潭）用托盘天平测物体质量前，调整横梁平衡时，发觉指针指在如图所示位置这时应当

（）。

A．将左端平衡螺母向右旋进一些；B．将右端平衡螺母向左旋进一些；

C．将右端平衡螺母向右旋出一些；D．将游码向右移动

【答案】B。

【解析】调整天平常发觉指针偏向分度标尺右侧，说明左侧较轻，故应当将左端的平衡螺母向左旋出

一些，或将右端的平衡螺母向左旋进一些。故选 B。

【点睛】天平运用之前调平：游码归零，通过调整平衡螺母使指针指在分度盘中线；留意本题中的“左

端”“右端”“旋出”“旋进”。托盘天平运用前应调整横梁平衡，此时要用平衡螺母来调整，假如指针偏

向分度盘的左侧，则向右调整平衡螺母；指针偏向分度盘的右侧，则向左调整平衡螺母，简记为：“左偏

右移，右偏左移”。

6.（2024·黔南州中考二模）学校食堂为了确保师生健康，厨师把师生用过的餐具进行高温蒸煮消毒，

从把餐具放进冷水直至加热到水沸腾的过程中，关于餐具的下列相关物理量确定没变的是（　　）。

A. 温度；B.体积；C.质量；D.密度

【答案】C。

【解析】从把餐具放进冷水直至加热到水沸腾的过程中，餐具的温度发生了变更，体积和密度也会随

之变更，但它所含物质的多少没变，所以其质量不会变更。故选 C。

【点睛】质量是物质本身的一种特性，它不随温度，形态，状态和位置的变更而变更。随着温度的上

升，餐具由于热胀冷缩，物体的体积会增大，密度会随之减小。本题的关键是把握质量的本质，推断一个

物体的质量是否发生变更，关键是抓住“物质的多少”是否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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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26132140014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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