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04 物态变化 

【考点分析】

章节 考点 考试题型 难易度 

物态 

变化 

温度、温度计 选择题、填空题、实验题 ★ 

熔化和凝固、汽化和液化、升华和凝华 选择题、填空题、实验题 ★★ 

【知识点总结+例题讲解】

一、温度： 

1.定义：温度表示物体的冷热程度。 

       （温度相同，物体的冷热程度就相同；例如 0℃的冰和 0℃的水，一样冷） 

2.符号： 

（1）摄氏温标（常用）：t 

（2）热力学温度：T 

3.单位： 

（1）摄氏温标（常用单位）：摄氏度（℃） 

（2）热力学温度：开尔文（K） 

4.摄氏温标： 

（1）规定：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为 0度，沸水的温度为 100度，它们之间分成 100

等份，每一等份叫 1摄氏度。 

（2）读数：某地气温-3℃；读作：零下 3摄氏度或负 3摄氏度。 

（3）换算关系：T=t + 273.15（无需掌握） 

5.测量：温度计（常用液体温度计） 

（1）构造：下有玻璃泡，里盛水银、煤油、酒精等液体； 

内有粗细均匀的细玻璃管，在外面的玻璃管上均匀地刻有刻度。 

（2）原理：利用液体的热胀冷缩进行工作。 

（3）使用： 

①使用前：观察它的量程，判断是否适合待测物体的温度； 

并认清温度计的分度值，以便准确读数。 

②使用时：温度计的玻璃泡全部浸入被测液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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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数时玻璃泡要继续留在被测液体中，视线与温度计中液柱的上表面相平。 

【例题 1】以下是常见的温度值，其中合理的是（     ） 

A.教室里的室温约为 50℃           B.冰箱保鲜室中矿泉水的温度约为-5℃ 

C.洗澡时淋浴水温约为 70℃         D.健康成年人的腋下体温约为 37℃ 

【答案】D 

【解析】A.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在 23℃左右，考场内的气温感觉舒适，在 23℃左右；不符合实际。 



 
 

 
 
 
 

B.水的凝固点在 0℃左右，冰箱内保鲜室中矿泉水的温度应该高于 0℃，在 4℃左右；不符合实际。 

C.人的体温在 37℃左右，洗澡水的温度应该略高于体温，不可能达到 70℃；不符合实际。 

D.正常情况下，人的体温在 37℃左右，变化幅度很小；符合实际。 

【变式 1】关于物体的冷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0℃的冰比 0℃的水冷                          B．一壶 10℃的水比一杯 10℃的水热 

C．零下 10℃的铁块比零下 10℃的木块冷           D．100℃的沸水与 100℃的铁块一样热 

【答案】D 

【解析】解：物体的冷热程度跟物体的温度有关，跟物体的种类、状态无关，只要温度相同，冷热程

度相同，故 ABC选项错误，D选项正确。 

故选：D。 

【例题 2】如图所示，用温度计测定一杯热水温度，在温度计的四种使用方法中正确的是（  ） 

 

 

 

 

 

 

【答案】D 

【解析】解：A、温度计的玻璃泡碰到了容器底；故 A 错误； 

B、温度计的玻璃泡碰到了容器壁；故 B错误； 

C、温度计的玻璃泡没有浸入被测液体中；故 C错误； 

D、温度计的玻璃泡全部浸入被测液体中，并且没有碰到容器底和容器壁，视线与液柱上表面相平，

故 D正确。 

故选：D。 

【变式 2】南极的最低气温可达-88.3℃，科考队员要测量南极的气温，应选用（     ） 

（几种物质的熔点：酒精-117℃，水银-39℃，煤油-30℃，冰 0℃） 

A.体温计        B.煤油温度计       C.酒精温度计       D.水银温度计 

【答案】C 

【解析】酒精的熔点是 117℃，水银的熔点是 39℃，煤油的熔点是 30℃，冰的熔点是 0℃，由于同

种液体的熔点和凝固点相等，所以，酒精的凝固点是 117℃，水银的凝固点是 39℃，煤油的凝固点

是 30℃，冰的凝固点是 0℃，南极的最低气温可达-88.3℃，水银、煤油、冰在-88.3℃时都已经凝

固，不能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性质进行工作，所以体温计、煤油温度计、水银温度计都无法工作。

酒精在-88.3℃时还是液体，能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性质进行工作。 

故选 C。 

二、熔化和凝固： 

1.熔化： 



 
 

 
 
 
 

（1）定义：物质从 固态 变成 液态 的过程叫熔化。 

（2）特点：吸收热量；（从高温物体那里吸收热量） 

（3）晶体： 

①概念：熔化时，温度不变的物质； 

②常见晶体：所有金属、海波、冰、石英水晶等；  

③熔化特点：熔化时，吸热，温度不变，固液共存，内能增加； 

 

 

 

 

 

 

 

（4）非晶体： 

①概念：熔化时，温度不断升高的物质； 

②常见非晶体：松香、石蜡、玻璃、沥青、蜂蜡等； 

③熔化特点：熔化时，吸热，温度不断上升，先变软后变稀，内能增加； 

（5）熔点：晶体熔化时的温度。（非晶体是没有熔点的） 

（6）晶体熔化的条件： 

① 达到熔点 ；     ② 继续吸热 。 

（7）常见融化现象：冰融化成水、蜡烛燃烧时滴泪、铸造金属构件将金属熔化成液态； 

2.凝固： 

（1）定义：物质从 液态 变成 固态 的过程叫凝固。 

（2）特点：放出热量；（被低温物体吸收走热量） 

（3）凝固点：晶体熔化时的温度；（同种物质的熔点、凝固点相同） 

（4）晶体凝固的条件： 

① 达到凝固点 ；      ② 继续放热 。 

（5）常见凝固现象：河面结冰。 

【例题 3】民间艺人制作：“糖画”时，先将糖        化为糖浆，再用勺舀起糖浆在光滑的石板

上绘制出蝴蝶、鱼等图案，等石板上的糖浆      （选填“吸收”或“放出”）热量后就       （填

物态变化名称）成了如图所示的栩栩如生的“糖画”。 

 

 

 

 

【答案】熔化；放出；凝固。 



 
 

 
 
 
 

【解析】让白糖变成糖浆，即由固态变为液态，故是熔化；在石板上蘸上糖浆，等糖浆放出热量凝

固成固态，这样就做好了糖画。 

【变式 3】如图所示，在东北严寒的冬季将一杯水高高抛起，便可形成一幅奇妙的泼水成“雪”景象，

泼水成“雪”的过程中发生的物态变化是      ，此过程需要     热量。（选填“吸收”或“放

出”） 

 

 

 

 

【答案】凝固；放出。 

【解析】解：东北严寒的冬天温度很低，泼出去的水瞬间变成冰，形成“雪”，这是凝固过程，凝固

放出热量。 

故答案为：凝固；放出。 

【例题 4】如图是“探究某物质熔化和凝固规律”的实验图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该物质凝固点低于 45℃                 B．在 BC段，该物质没有吸热所以温度不变 

C．在 t＝2min时，该物质处于固态          D．EF段物质吸收了热量 

【答案】C 

【解析】解：A、由图知，该物质凝固时对应的温度是 45℃，则该物质的凝固点为 45℃，故 A错误。 

B、该物质在 BC 段，即从 3min 开始熔化，到 6min 熔化结束，晶体熔化过程吸热温度保持不变，故

B 错误。 

C、由图知，有一段时间内物质吸热但温度不变，所以该物质是晶体，从 3min开始熔化，到 6min结

束，故在 t＝2min时，该物质处于固态，故 C正确。 

D、在 EF段，该物质处于凝固阶段，不断放热，但温度不变，故 D错误。 

故选：C。 

【变式 4】如图所示，是锡的熔化和凝固的图象，根据图象回答： 

 

 

 

 

 



 
 

 
 
 
 

 

（1）锡的熔点是        ，凝固点是       。 

（2）在 BC段，锡处于         态；在 DE段，锡处于     态。 

（3）锡的熔化用了    min，它熔化过程中要    热，但温度       。 

（4）锡从 10min到 12min这段时间间隔内处于              态。 

【答案】（1）230℃；230℃；（2）固液共存；液；（3）4；吸；不变；（4）固液共存。 

【解析】解：（1）由图可知锡在 230℃时开始熔化，且温度保持不变，所以熔点为：230℃，同种晶

体的熔点和凝固点相等，即凝固点也是 230℃。 

（2）在 BC段，锡处于熔点温度下，所以处于固液共存状态；在 DE段，锡处于降温过程中，所以处

于液态。 

（3）由图可知锡从 3分钟开始熔化，到 7分钟熔化完成，所以锡的熔化用了 4min，它熔化过程中要

吸热，但温度不变。 

（4）锡从 10min到 12min这段时间间隔内，处于凝固过程，所以为固液共存状态。 

故答案为：（1）230℃；230℃；（2）固液共存；液；（3）4；吸；不变；（4）固液共存。 

三、汽化和液化： 

1.汽化： 

（1）定义：物质从 液态 变为 气态 的过程叫汽化。 

（2）特点：吸热； 

（3）分类：①  蒸发  ；        ②  沸腾  ； 

（4）蒸发：液体在 任何 温度下都能发生的，并且只在液体表面发生的汽化现象叫蒸发。 

①蒸发影响因素： 

a.液体的温度；     b.液体的表面积；     c.液体表面空气的流动。 

②作用：蒸发吸热（吸外界或自身的热量），具有致冷作用。 

（5）沸腾：在 一定 温度下，在液体内部和表面同时发生的剧烈的汽化现象。 

     ①沸点：液体沸腾时的温度； 

     ②沸腾条件：a.  达到沸点  ；    b.  继续吸热  ； 

③沸腾特点：吸收热量，但温度保持不变； 

④沸点与气压的关系：一切液体的沸点都是气压减小时降低，气压增大时升高。 

（6）常见汽化现象：衣服晾干。 

2.液化： 

（1）定义：物质从 气态 变为 液态 的过程叫液化。 

（2）特点：放热； 

（3）液化方法：（好处：体积缩小便于运输和储存） 

①降低温度； 

②压缩体积； 

（4）常见液化现象：雾、露、白汽、水汽等； 



 
 

 
 
 
 

【例题 5】水的物态变化使自然界有了雨、露、雾、霜、雪等千姿百态的奇观，如图所示。下列描述

的几种现象中，通过汽化形成的是（  ） 

 

 

 

 

A．植物上的“露珠消失”            B．春天来了“冰雪消融” 

C．严寒天气“泼水成冰”            D．冬天树木上的“雾凇” 

【答案】A 

【解析】解：A.植物上的露珠消失，是因为露珠吸热汽化变成了水蒸气。故 A正确。 

B.冰雪消融是固态的冰吸热熔化变为液态的水。故 B错误。 

C.泼水成冰是液态的水凝固变成了冰。故 C错误。 

D.雾凇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形成的。故 D错误。 

故选：A。 

【练习 5】下列物态变化中，属于液化的是（  ） 

 

 

 

A．湿手烘干       B．冰雪消融         C．深秋凝霜        D．露珠的形成 

【答案】D 

【解析】解：A、湿手烘干，是手上的水吸热汽化成为水蒸气，故 A不符合题意； 

B、冰雪消融，是固态的冰吸热熔化成水，故 B不符合题意； 

C、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形成的冰晶，故 C不符合题意； 

D、露珠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的，故 D符合题意。 

故选：D。 

【例题 6】冬天骑行摩托车时，头盔的镜片上很容易形成“雾气”，这是由于人呼出的水蒸气遇到冷

的镜片发生了     现象，此时应该打开透气孔，风便从透气孔快速进入，增加了“雾气”的     ，

可以有效防止雾气产生而阻碍视线。夏天镜片上几乎不会起雾，是因为镜片和水蒸气的相对温度

较        。（填“高”或“低”） 

【答案】液化；蒸发；低。 

【解析】（1）冬天骑行摩托车时，头盔的镜片上很容易形成雾气，这是由于镜片的温度低，呼出的

水蒸气温度高，水蒸气遇到冷的镜片发生液化形成小水珠，附着在镜面上； 

（2）打开透气孔，风便从透气孔快速进入，加快了小水珠的蒸发，可以有效防止雾气的产生；夏天

由于温度较高，镜片和水蒸气的相对温度较小，故不会出现雾气。 

【变式 6】青藏铁路路基两旁各插有一排碗口粗细、高约 2米的铁棒（如图所示），我们叫它热棒。

热棒在路基下还埋有 5 米深，整个棒体是中空的，里面灌有液氨。热棒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当路基



 
 

 
 
 
 

温度上升时，液态氨受热发生     ，上升到热棒的上端，通过散热片将热量传导给空气，气态氨

由此冷却     变成了液态氨，又沉入了棒底。这样，热棒就相当于一个天然“制冷机”。（填物

态变化名称） 

 

 

 

 

【答案】汽化；液化。 

【解析】当路基温度上升时，液态氨吸收热量，由液态变为气态，这是一种汽化现象； 

气态氨上升过程中受冷，由气态变为了液态，这是液化现象。 

【例题 7】液体沸腾条件：温度升到沸点且能继续     热。如图所示，水沸腾后把烧瓶从火焰拿

开，水会      沸腾；迅速塞上瓶塞，把烧瓶倒置并向瓶底浇     （填“冷水”、“沸水”），

烧瓶中的水会再次沸腾。 

 

 

 

 

 

【答案】吸；停止；冷水。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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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水的温度高于沸点，所以可以继续沸腾。 

【变式 7】如图所示，将 A、B 两个杯子放入水槽中，A 杯倒扣入水中，B 杯内有水，然后对水槽加

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不能沸腾，B能沸腾 

B．A能沸腾，B不能沸腾 

C．A能沸腾，B也能沸腾 

D．A不能沸腾，B也不能沸腾 

【答案】D 

【解析】解：A中水汽化成水蒸气，水蒸气增多，气压增大，水的沸点升高，水温不能达到沸点，所

以 A杯中水不能沸腾； B杯中水温能达到沸点，但不能继续吸热，所以 B杯中水不能沸腾，故 D正

确。 

故选：D。 

四、升华和凝华： 

1.升华： 



 
 

 
 
 
 

（1）定义：物质从 固态 直接变成 气态 的过程。 

（2）特点：吸热； 

（3）易升华的物质有：碘、冰、干冰、樟脑、钨。 

（4）常见升华现象：冰冻的衣服晾干了、樟脑丸慢慢变小、白炽灯泡灯丝变细、干冰快速消失等。 

2.凝华： 

（1）定义：物质从 气态 直接变成 固态 的过程。 

（2）特点：放热； 

（3）常见凝华现象：霜、雾凇、冰花等； 

【例题 8】用雪堆成的大雪人，即使气温在 0℃以下，时间长了雪人也会逐渐变矮，这主要是由于

（    ） 

A.整个雪人同时逐渐熔化           B.整个雪人同时逐渐升华 

C.雪人底部因熔点降低而熔化       D.雪人底部因温度升高而熔化 

【答案】B 

【解析】A.晶体熔化的条件是，温度达到熔点且继续吸热；气温在 0℃以下，达不到雪熔化的温度

（熔点），故雪人不会熔化；故 A错误。 

B.气温在 0℃以下，雪人会逐渐变矮，是由于固态的雪人直接升华为水蒸气所致；故 B正确。 

C.雪人的熔点是一个不变的温度，不会因雪人的不同位置而变化；故 C错误。 

D.雪人的温度与当时的气温很接近，底部的温度也一样，不会升高，更不会熔化；故 D错误。 

故选 B。 

【变式 8】2022 年 2 月 4 日冬奥会在北京开幕。滑冰比赛时，为了消除冰刀滑行造成的划痕，常需

进行“补冰”。“补冰”时，工作人员在冰面上浇水，并向浇水处喷撒干冰（固态二氧化碳）。“补

冰”时干冰和水发生的主要物态变化分别是（  ） 

A．升华，凝华 B．汽化，凝华 C．升华，凝固 D．汽化，凝固 

【答案】C 

【解析】解：“补冰”时，工作人员在冰面上浇水，并向浇水处喷撒干冰（固态二氧化碳），固态二

氧化碳会吸热迅速的升华变为二氧化碳气体，使水放热凝固成冰。 

故选：C。 

【例题 9】自然界中的云、雨、雪、雾、露、霜等现象，都是水的物态变化形成的。下图描述的物理

现象正确的是（  ） 

 

 

 

 

A.“飘渺的雾”是汽化现象         B.“轻柔的雪”是凝固现象 

C.“凝重的霜”是凝华现象         D.“晶莹的露”是熔化现象 

【答案】C 



 
 

 
 
 
 

【解析】A.雾是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形成的，是液化现象，故 A错误。 

B.雪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形成的小冰晶，是凝华现象，故 B错误。 

C.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凝华形成的小冰晶，是凝华现象，故 C正确。 

D.露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形成的，是液化现象；故 D错误。 

【变式 9】下列现象中，属于凝华的是（  ） 

A．雾凇形成       B．浓雾消散       C．冰雪消融       D．湖水结冰 

【答案】A 

【解析】解：A、雾凇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的小冰晶，属于凝华现象，故 A符合题意； 

B、浓雾消散，小水滴由液态变为气态，是汽化现象，故 B不符合题意； 

C、冰雪消融，冰雪由固态变成液态，属于熔化现象，故 C不符合题意； 

D、湖水结冰，水由液态变为固态，属于凝固现象，故 D不符合题意。 

故选：A。 

【例题 10】用久的白炽灯泡灯丝变细、玻璃泡壁发黑，钨丝发生的物态变化是（  ） 

A.凝固                         B.升华 

C.凝华                         D.先升华后凝华 

【答案】D 

【解析】用久的灯泡灯丝变细，是由于钨丝在高温状态下发生了升华现象，变成了钨蒸气；灯泡发

黑，是由于灯泡内的钨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灯泡内壁，发生了凝华现象，形成的固态钨附着在内壁

上，故 ABC不符合题意，D符合题意。 

【变式 10】在海韵城的谜海新派海鲜餐厅中，为了保证海鲜的新鲜，会在餐盘中间放置一个装满干

冰的杯子，在海鲜餐盘上有大量的白雾，因为干冰     成气态（填物态变化名称），    （选

填：“吸收”或“放出”）了大量的热，使得空气中的水蒸气     成小水珠（填物态变化名称）。 

 

 

 

 

【答案】升华；吸收；液化。 

【解析】解：为了保证海鲜的新鲜，会在餐盘中间放置一个装满干冰的杯子，在海鲜餐盘上有大量

的白雾，因为干冰升华吸收热量，使气温降低，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为小水滴。 

故答案为：升华；吸收；液化。 

跟踪训练 

1．将 0℃的冰水混合物装入一个水杯，再将水杯拿到﹣20℃的室外，过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杯中的冰

多了一些（杯中仍有水），那么此时杯中冰水混合物的温度（  ） 

A．略高于 0℃ B．略低于 0℃ 

C．仍然是 0℃ D．以上都有可能 



 
 

 
 
 
 

【答案】C 

【解析】解：将 0℃的冰水混合物装入一个水杯，再将水杯拿到﹣20℃的室外，水向周围放出热量，

凝固为冰，但温度保持 0℃不变。 

故选：C。 

2．铝的熔点为 660℃，则温度等于 660℃的铝，其状态为（  ） 

A．固态 B．液态 

C．固液共存态 D．以上情况均有可能 

【答案】D 

【解析】解：铝是晶体，在熔点 660℃时，铝可能处于固态、固液共存态、液态，故 D正确，ABC错

误。 

故选：D。 

3．把一盆 0℃的水放到﹣5℃的房间里，在水完全结成冰之前，这盆冰水的温度（  ） 

A．等于﹣5℃ B．等于 0℃ 

C．介于 0～﹣5℃之间 D．无法确定 

【答案】B 

【解析】解：在 1个标准大气压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是 0℃，在水完全结成冰之前，这盆冰水的温度

是 0℃。 

故选：B。 

4．在一个与外界隔热的容器内，盛有一些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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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B．容器内只有 0℃的水，水的质量不变 

C．容器内只有 0℃的水，水的质量减小 

D．容器内只有 0℃以下的冰，水全部被抽走 

【答案】A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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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水放热而凝固为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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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故 A正确，BCD错误。 

故选：A。 

5．自然现象中蕴含着丰富的物理知识，图中属于凝固的是（  ） 

 

 

 

 

A．冰雪消融         B．露珠形成             C．滴水成冰           D．雾凇结枝 



 
 

 
 
 
 

【答案】C 

【解析】解：A、冰雪消融是从固态变成液态，属于熔化现象，故 A错误； 

B、露的形成是从气态变成液态，属于液化现象，故 B 错误； 

C、冰的形成是从液态变成固态，属于凝固现象，需要放热，故 C正确； 

D、雾凇的形成是从气态直接变成固态，属于凝华现象，故 D错误； 

故选：C。 

6．如图所示的自然现象中，属于汽化现象的是（  ） 

 

 

 

 

A．冰雪融化         B．滴水成冰        C．浓雾消散           D．气凝结霜 

【答案】C 

【解析】解：A、冰雪融化是物质由固态变成液态，是熔化现象，故 A不符合题意； 

B、滴水成冰是水由液态变成固态，是凝固现象，故 B 不符合题意； 

C、浓雾消散小水滴汽化后，形成水蒸气散在空气中，是汽化现象，故 C符合题意； 

D、气凝结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直接变成固态小晶体，是凝华现象，故 D不符合题意。 

故选：C。 

7．下列物态变化，属于升华的是（  ） 

 

 

 

 

A．冰花的形成        B．霜的形成       C．露珠的形成        D．干冰变小 

【答案】D  

【解析】解：A、冰花是水蒸气由气态直接变成了固态，属于凝华现象，故 A错误； 

B、霜是水蒸气由气态直接变成了固态，属于凝华现象，故 B错误； 

C、露珠是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的，故 C错误； 

D、干冰变小，固态直接气态，属于升华现象，故 D正确。 

故选：D。 

8．在图描述的四个物态变化中，属于凝华的是（  ） 

 

 

 

 

A．将回收的铁块化成铁水                    B．阿姨擦过的地面很快变干 



 
 

 
 
 
 

C．刚出锅的馒头冒出的“白气”              D．寒冬，边防军人睫毛上出现的白霜 

【答案】D 

【解析】解：A、铁块化成铁水，由固态变成液态，是熔化现象，故 A错误； 

B、地面上的水变干，由液态变成气态，是汽化现象，故 B错误； 

C、馒头冒白气，是水蒸气遇冷液化现象，故 C错误； 

D、睫毛上的白霜，是水蒸气由气态直接变成固态，是凝华现象，故 D正确。 

故选：D。 

9．如图所示，生活中常把盛水的碗放在锅里的水中蒸食物，当锅里的水沸腾以后，碗中的水（  ） 

A．稍后也沸腾了 

B．温度高于沸点，立马沸腾 

C．同时沸腾 

D．温度达到沸点，不会沸腾 

【答案】D 

【解析】解：如图所示，生活中常把盛水的碗放在锅里的水中蒸食物，当锅里的水沸腾以后，碗中

的水温度达到沸点，但不会沸腾。因为液体沸腾有两个必要条件：（1）达到沸点，（2）继续吸热，

当锅里的水沸腾以后达到了沸点，碗中的水温度也达到沸点，但没有温度差了，不能继续吸热了，

因此不会沸腾。 

故选：D。 

10．喝上一杯由妈妈自制的热乎乎的奶茶，你戴的眼镜镜片变模糊了。关于这种现象，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热奶茶中的水先汽化，后在镜片上液化成小水珠 

B．空气液化成小水珠附着在镜片上 

C．水蒸气液化成小水珠的过程要吸收热量 

D．水蒸气凝华成小水珠附着在镜片上 

【答案】A 

【解析】解：A、热奶茶中的的水蒸气遇到冷的镜片时会发生液化形成大量的小水珠附着在镜片上，

所以眼镜变模糊了，故 A正确； 

BD、空气的水蒸气遇到冷的镜片液化成小水珠附着在镜片上，故 BD错误； 

C、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珠，此过程放出热量，故 C 错误。 

故选：A。 

11．在研究海波熔化实验时，根据海波的温度变化与加热情况，已绘出如图所示的图形，由此可看

出： 

 

 

 

 



 
 

 
 
 
 

 

（1）海波的熔点是     ℃； 

（2）海波整个熔化过程加热了   分钟； 

（3）第 3分钟末，海波是属于     态；第 5分钟末，海波是属于      态；第 7分钟末，

海波是属于      态； 

（4）图中 BC段是海波的      过程，此时海波要        ，但温度      。 

【答案】（1）50。（2）4。（3）固；固液共存；液。（4）熔化；吸收热量；不变。 

【解析】解：（1）固态的海波从 20℃开始加热，加热 3min（从 0min﹣3min），温度达到 50℃时温

度保持不变，故该温度即是海波的熔点。 

（2）海波从 3min开始熔化，到第 7min完全熔化完了；海波熔化过程经历了 4min（从 3min﹣7min）。 

（3）刚开始熔化时，即第 3 分钟末海波还是固态；在熔化过程中，即第 5分钟末海波处于固液共存

状态；当熔化结束即第 7min 末，海波处于液态。 

（4）BC段是海波的熔化过程，是固液共存；此过程吸收热量，但温度保持 50℃不变。 

故答案为：（1）50。（2）4。（3）固；固液共存；液。（4）熔化；吸收热量；不变。 

12．如图所示，用注射器给沸腾的水打气加压瞬间，可以看见，水     （选填“能”或“不能”）

继续沸腾，这说明：气压增大，水的沸点      （选填“降低”或“升高”或“不变”）。 

 

 

 

 

【答案】不能；升高。 

【解析】解：当用注射器给正在沸腾的水打气加压时，瓶内气压增大，水的沸点升高，瓶内的水不

再沸腾。这说明：气压增大，水的沸点也升高。 

故答案为：不能；升高。 

真题过关 

一、选择题（共 15小题）： 

1．（2022•遵义）游泳时为了谨防抽筋现象，最适宜的水温是（  ） 

A．10℃ B．20℃ C．28℃ D．40℃ 

【答案】C 

【解析】解：适合游泳的水温有很多，一般室内游泳池的水温在 26～28℃，而儿童池和残疾人池的

水温则略高一些，所以下水前应试试水温，最适宜的水温约为 28℃。 

故选：C。 

2．（2022•安顺）下列关于物态变化的描述正确的是（  ） 

A．杯中热水冒出的“白气”是汽化现象 

B．美丽的“雾凇”是凝固现象 



 
 

 
 
 
 

C．湿衣服在太阳下被晒干是液化现象 

D．樟脑丸放一段时间后变小是升华现象 

【答案】D 

【解析】解：A．“白气”是水蒸气液化形成的小水滴，是液化现象，故 A错误； 

B．“雾凇”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凝华形成的小冰晶，是凝华现象，故 B错误； 

C．湿衣服在太阳下被晒干是水汽化成为了水蒸气，是汽化现象，故 C错误； 

D．樟脑丸放一段时间后变小是从固态直接变为了气态，是升华现象，故 D正确。 

故选：D。 

3．（2022•呼和浩特）炎炎夏日，暑热难耐。红霞同学从冰柜里拿出一块冰，放在盘子里。一会儿，

冰变成了一盘水，又过一段时间，发现水干了。在这两个过程中，涉及的两个物态变化，以及对

应的吸、放热情况，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熔化吸热和凝固放热 B．汽化吸热和液化放热 

C．熔化吸热和汽化吸热 D．熔化放热和汽化放热 

【答案】C 

【解析】解：冰块，一会儿变成了水，是熔化过程，熔化吸热；再过一段时间水干了，是水发生了汽

化（蒸发）现象，汽化吸热。 

故选：C。 

4．（2022•鄂尔多斯）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盛会。下列关于冬奥会涉及的

物理知识描述正确的是（  ） 

A．工作人员从户外刚进入餐厅时眼镜变模糊了，这是由水蒸气液化导致的 

B．场馆内用到的冰块是由水蒸气凝固形成的 

C．滑雪场气温比较低是因为雪在形成时吸收热量 

D．清洗完的运动服，结冰后变干的过程中放出热量 

【答案】A 

【解析】解：A、工作人员从户外刚进入餐厅时，室内的水蒸气遇到冷的镜片时会发生液化形成大量

的小水珠，所以眼镜变模糊了，故 A正确； 

B、场馆内用到的冰块是由水凝固形成的，故 B错误； 

C、雪都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形成的小冰晶，是凝华现象，凝华放热，故 C 错误； 

D、清洗完的运动服，结冰后变干的过程，是固态冰直接变为了气态水蒸气，是升华现象，升华过程

需要吸热，故 D错误。 

故选：A。 

5．（2022•张家界）下列是小李同学在劳动实践活动中采取的系列措施，其中为了减缓蒸发的是（  ） 

①使用酒精灯加热，不使用时盖上灯帽 

②植树时剪掉多余的枝叶 

③把洗过的衣服晾晒在通风处 

④培育玉米苗时盖上地膜 



 
 

 
 
 
 

⑤将收割的小麦摊开晾晒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②④ 

【答案】D 

【解析】解：①酒精灯不用时盖上灯帽，控制了液体的表面积，同时避免了空气流动的影响，可减

缓蒸发； 

②植树时剪除大量枝叶，可减小枝叶蒸腾作用的表面积，从而可减缓蒸发； 

③将洗过的衣服晾在通风处，加快了液体表面空气的流动速度，可加快蒸发； 

④利用地膜培育玉米苗，控制了液体的表面积，同时避免了空气流动的影响，可减缓蒸发； 

⑤将收割的小麦摊开晾晒，增大了液体的蒸发面积，同时加快了液体表面空气的流动速度，可加快

蒸发。 

综上所述，各措施中为了减缓蒸发的是①②④。 

故选：D。 

6．（2022•淄博）水是人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水通过吸热、放热在固态、液态、气态三种状态间

转化，如图所示。已知甲是水，则（  ） 

A．乙是冰 

B．丙是水蒸气 

C．由丙到甲的过程放热 

D．由丙到甲是熔化过程 

【答案】D 

【解析】解：由甲是水，由甲转变成乙要吸热可知，乙是气体，可推导出丙是固体。 

故 A、B错误；从丙到甲是熔化过程，要吸热，故 C错误，D正确。 

故选：D。 

7．（2022•东营）谚语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十月打了霜，来年粮满仓”，如图甲，霜的形成是凝华现象，需要吸热 

B．“大雾不过晌，过晌听雨响”，如图乙，雾的形成是汽化现象，需要放热 

C．“草上露水凝，天气一定晴”，如图丙，露的形成是液化现象，需要放热 

D．“大雪河封住，冬至不行船”，如图丁，冰的形成是凝固现象，需要吸热 

【答案】C 

【解析】解：A、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形成固态的小冰晶，凝华过程需要放热，故 A 错误； 

BC、雾和露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的小液滴，液化过程需要放热，故 B错误，C正确； 

D、物体由液态变成固态的过程叫凝固，冰是水凝固形成的，凝固过程需要放热，故 D错误。 

故选：C。 



 
 

 
 
 
 

8．（2022•湘西州）如图所示，下列四个物态变化的实例中，属于熔化的是（  ） 

 

 

 

 

A．山间云海的形成    B．树枝上雾凇的形成    C．初春冰雪消融    D．流水冻成冰凌 

【答案】C 

【解析】解：A、山间云海的形成是水蒸气液化成小水珠，不合题意； 

B、树枝上形成“雾凇”是水蒸气直接凝华形成的，不合题意； 

C、冰雪化成水，是固态变为液态，是熔化现象，符合题意； 

D、流水冻成冰凌是液态变为固态，是凝固形成的，不合题意。 

故选：C。 

9．（2022•襄阳）如图所示物态变化的实例中，属于凝固的是（  ） 

 

 

 

 

A．湖水结冰        B．叶尖上形成露珠      C．冰雪消融       D．草叶上形成白霜 

【答案】A 

【解析】解：A、湖水结冰，由液态变成固态，属于凝固现象，故 A正确； 

B、露珠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的小水滴，属于液化现象，故 B错误； 

C、冰雪消融，由固态变成液态，属于熔化现象，故 C 错误； 

D、草叶上形成白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的小冰晶，属于凝华现象，故 D 错误。 

故选：A。 

10．（2022•沈阳）如图所示，炎热的夏季，小雨向盛有常温饮料的杯中加入一些小冰块，一段时间

后冰块变小，同时观察到杯的外壁出现一些小水珠，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杯中冰块的内能为零 

B．杯中饮料含有的热量减少 

C．杯外壁小水珠的形成需要吸收热量 

D．杯外壁小水珠是水蒸气液化形成的 

【答案】D 

【解析】解：A、任何温度下物体都有内能，所以杯中冰块的内能不为零，故 A错误； 

B、热量为过程量，不能说饮料含有热量，故 B错误； 

C、杯外壁小水珠是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形成的，需要放出热量，故 C错误； 

D、杯外壁小水珠是空气中水蒸气液化形成的，故 D正确。 

故选：D。 



 
 

 
 
 
 

 

 

 

 

11．（2022•辽宁）用酒精消毒时，酒精沾在手上会迅速汽化。下列现象中的物态变化与其相同的是

（  ） 

 

 

 

 

A．壶口“白气”      B．浓雾消散          C．露珠形成           D．冰雕变小 

【答案】B 

【解析】解：酒精是液体，酒精擦在身上，变成了气体，物质由液态变成气态，是汽化过程； 

A、冒“白气”是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的小水珠，故 A 错误； 

B、浓雾消散是由液态变成气态的过程，是汽化现象，故 B正确； 

C、露珠形成是由气态变成液态的过程，是液化现象，故 C错误； 

D、冰雪消融是冰熔化为液态的水，是熔化过程，故 D 错误。 

故选：B。 

12．（2022•黑龙江）如图所示的物态变化过程中，发生凝华现象的是（  ） 

 

 

 

 

A．初春，冰雪消融       B．盛夏，骄阳散雾    C．深秋，铁网挂霜   D．寒冬，冻衣变干 

【答案】C 

【解析】解：A、冰雪消融属于熔化，故 A错误； 

B、骄阳散雾液态的小水滴吸热变为水蒸气，属于汽化，故 B错误； 

C、深秋，铁网挂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变成小冰晶，属于凝华，故 C正确； 

D、寒冬，冻衣变干是冰直接变成水蒸气，属于升华，故 D错误。 

故选：C。 

13．（2022•哈尔滨）冰城哈尔滨风景优美，引人入胜。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太阳岛花草上的露珠是液化形成的 

B．严冬，音乐公园的雪人变小是升华现象 



 
 

 
 
 
 

C．冰雪大世界的冰雕用的冰是汽化形成的 

D．植物园树枝上的霜是凝华形成的 

【答案】C 

【解析】A、露珠是水蒸气遇冷液化而成的小水珠，故 A正确。 

B、雪人变小是固态冰吸热变成水蒸气了，是升华，故 B正确。 

C、冰雕用的冰是水蒸气凝华而成的，故 C错误。 

D、霜是水蒸气凝华而成的，故 D正确。 

故选：C。 

14．（2022•娄底）图甲是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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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变化图象。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安装图甲所示的器材时，应按 ABC的先后顺序进行安装 

B．实验中，需要观察试管内物质的状态，并记录温度和加热时间 

C．由图乙可知，该物质的熔点为 90℃ 

D．该物质属于非晶体 

【答案】B 

【解析】解：A、需要用酒精灯的外焰加热，组装仪器的顺序为自下而上，故 A错误； 

B、实验中，需要观察试管内物质的状态，记录温度和加热时间，故 B正确； 

CD、由图像可知，该物质从第 10min～20min之间一直吸收热量，温度不变，所以该物质的熔点（凝

固点）是 80℃，故该物质是晶体，故 CD错误。 

故选 B。 

15．（2022•常德）将某物质加热，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如图所示。关于该物质，下列说法中正

确的是（  ） 

A．质量相同的该物质 d点的内能跟 c点一样大  

B．50℃时该物质可能处于液态  

C．该物质是晶体，熔点为 80℃  

D．用该物质制成的液体温度计能测量沸水的温度 

【答案】B 

【解析】解：A、物质的质量不变，在加热的过程中，吸收热量，内能变大，所以 d点的内能跟 c点

不同，故 A错误； 



 
 

 
 
 
 

BC、由图象知，该物质在 ab段时，吸收热量，温度保持 50℃不变，b点后物质的温度升高，所以 ab

段为熔化过程，该物质为晶体，且熔点为 50℃；50℃时该物质可能处于液态，可能处于固态，也可

能处于固液共存态，故 B正确，C错误； 

D、该物质在 cd 段吸收热量，温度不变，为沸腾过程，沸点为 80℃，要低于标准气压下水的沸点，

所以用该物质制成的液体温度计不能测量沸水的温度，故 D错误。 

故选：B。 

二、填空题（共 5小题）： 

16．（2022•张家界）北京冬奥会赛道上的雪是利用造雪机将液态的水粉碎成雾状的小水滴，当小水

滴遇到寒冷的外部空气   成小冰晶。自然降雪是水蒸气在寒冷的高空急剧降温，从而   成

微小的冰晶，这些冰晶聚集起来变成雪花飘落大地。（填写物态变化名称） 

【答案】凝固；凝华。 

【解析】解：人工造雪是液体变成固体，是凝固现象；自然降雪是水蒸气直接变成固体，是凝华现

象。 

故答案为：凝固；凝华。 

17．（2022•枣庄）小刚同学在探究某种物质熔化特点的实验中，根据实验数据画出了该物质熔化过

程中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由图象可知，该物质是     （选填“晶体”或“非晶体”），其

熔点是    ℃，在熔化过程中温度     ；在加热 6min时，该物质处于      （选填“固

态”、“液态”或“固液共存态”）。 

 

 

 

 

 

【答案】晶体；80；不变；固液共存态。 

【解析】解：由图象可知，该物质在熔化过程中（BC 段）吸收热量，温度保持 80℃不变，则该物质

为晶体，这个不变的温度叫做熔点，即该物质的熔点是 80℃； 

在熔化过程中，虽然该物质的温度保持不变，但要继续吸收热量，所以其内能变大；在加热 6min时，

该物质处于固液共存态。 

故答案为：晶体；80；不变；固液共存态。 

18．（2022•无锡）在做“观察水的沸腾”实验中，测量温度时，温度计的玻璃泡应       在水

中。当观察到水中有大量气泡产生，温度计的示数保持不变，如图所示，说明水正在沸腾，沸点

是    ℃。为验证水沸腾时需要吸热，接下来的操作是：                           。 

 

 

【答案】浸没；99；撤掉酒精灯，观察烧杯内的水能否继续沸腾。 

【解析】解：（1）温度计测量液体温度时，玻璃泡要浸没在液体中； 



 
 

 
 
 
 

（2）零刻度在温度计的下方，液柱远离零刻度，是零上，每一个大格代表 10℃，每一个小格代表

1℃，示数为 99℃，因此水的沸点是 99℃； 

（3）要想证明水沸腾时需要吸热，则接下来的操作是撤掉酒精灯，观察水是否仍然沸腾。 

故答案为：浸没；99；撤掉酒精灯，观察烧杯内的水能否继续沸腾。 

19．（2022•十堰）2022年 6月 4日，长征二号 F遥十四运载火箭开始加注燃料推进剂，于 6月 5日

圆满完成神舟十四号发射任务。运载火箭燃料推进剂选择密度小、热值     的气体燃料，采

用           和压缩体积的方法使气体燃料液化。神舟飞船进入太空后，利用太阳能电池板

供电，太阳能属于      （填“可再生”或“不可再生”）能源。 

【答案】大；降低温度；可再生。 

【解析】解：火箭采用液态氢作为火箭的燃料，原因是液态氢具有密度小、热值大，完全燃烧相同

质量的液态氢和其它燃料相比，液态氢可以释放出更多的热量。 

火箭中的燃料和氧化剂是液态的，它是通过采用降低温度和压缩体积的方法使气体燃料液化； 

太阳能可以从自然界源源不断获得，属于可再生能源。 

故答案为：大；降低温度；可再生。 

20．（2022•浙江）2022年 3月，我国最大推力的氢氧发动机在北京完成首次试车。氢氧发动机为火

箭腾飞提供“硬核”动力，结构简图如图。 

 

 

 

 

 

 

 

（1）为便于运输和储存，通常采用降温和压缩体积的方式将氢气和氧气      （填物态变化

名称）后分别储存于火箭的液氢贮箱和液氧贮箱。 

（2）燃料燃烧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使发动机对火箭持续做功，直至上升到特定轨道，该过程中

能量的转化是                                           。 

【答案】（1）液化；（2）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解析】解：（1）为方便运输和储存，通常采用降温和压缩体积的方式将氢气和氧气液化后分别储

存于火箭的液氢贮箱和液氧贮箱； 

（2）燃料在燃烧的过程中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使发动机对火箭持续做功，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故答案为：（1）液化；（2）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