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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习 课

 开心预习梳理,轻松搞定基础。

物
态
变
化

物
态

固体有一定的    和    
液体有一定的    ,没有一定的    
气体没有一定的    和

ì

î

í

ïï

ïï     

温
度

定义:表示物体的    

规定
将    的温度规定为0·
将标准气压下    的温度规定为{ 100·

温度计

原理:根据液体的    性质工作的

使用前:要观察    和    

使用中

玻璃泡完全浸入待测液体,不碰    
待示数    后再读数

读数时要    在液体中,视线与液柱上表面

ì

î

í

ï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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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态
转
化

熔化和凝固

固体分为:    和    ,前者有一定的    
晶体熔化条件:(1)达到    (2)不断    ;
晶体熔化特点:继续    但温度    (图象中有    

ì

î

í

ïï

ïï )

汽化

蒸发:    温度下均可进

沸腾
条件:达到    ;继续    
特点:继续    但温度{

ì

î

í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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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的两种方法:    和    
升华和凝华: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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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难疑点,一网打尽。

1.物质通常是以三种形态存在,即固态,例如    、液态,例如     、和    
态,例如    .各状态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2.某市气象台播音员说:“本市今天的最低气温是零下6度”,小雯同学表

示播音员说的不完整,您认为正确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本市今天的最低

气温是    ”.
3.2011年春季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罕见的旱灾.进入夏季以来,气

温的升高加剧了旱情,这是因为气温的升高    (填“增加”或“减
小”)水的蒸发.为了节约用水,果农们利用了滴灌的方法给果树浇水,
如图,把水滴入果树下的土里,这是利用    (填“增加”或“减小”)
水在地面的表面积来减少水的蒸发.

4.铁匠师傅打铁时,将烧红的铁块放入冷水中,会听到“嗤”的一声,同时看到水面上冒出

一股“白气”,在此过程中,水先后发生的物态变化是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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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下列现象的产生,需要吸热的是(  ).
A.夏天,输水管外出现小水珠

B.严冬,玻璃窗内壁结了一层冰花

C.擦在皮肤上的酒精马上干了

D.早晨,室外大雾迷漫

6.下列对各种气象形成原因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雾是地面的冰块升华而形成的

B.石头上的霜是水滴放热凝固而形成的

C.荷叶上的露珠是空气中的水蒸气放热液化而形成的

D.雪是雨水汽化而形成的

7.夏天,小明到小丽家去玩,小丽从冰箱里拿出饮料倒入纸杯里请小明喝.不一会,小明发

现纸杯壁上有一些小水珠.
(1)纸杯壁上出现小水珠的现象属于哪种物态变化:    ;
(2)请简单解释这个现象形成的原因:    .
(3)下面事例与(1)中属同种现象的是    .(填字母代号)

A.加在饮料中的冰块化成水

B.夏天,揭开冰棒纸后看见冰棒冒“白气”

C.寒冷的冬天,冰冻的衣服会变干

D.夏天的清晨,河面上会出现雾气

8.雪糕是大家都喜爱吃的冷饮.夏天当我们吃雪糕时撕下包装纸会发

现冒“白气”,实际上“白气”是雪糕周围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

    (填物态变化名称)而形成的.根据你的观察,雪糕冒出的

“白气”符合实际的是如图中的    .
9.为什么能用铁锅来熔化锡块,而不能用锡锅来熔化铁块呢?

 源于教材,宽于教材,举一反三显身手。

10.以下温度中最接近23℃的是(  ).
A.让人感觉温暖而舒适的房间温度

B.宿迁市冬季最冷的室外温度

C.健康成年人的体温

D.冰水混合物的温度

11.0℃的水与0℃的冰混合,不可能发生的是(  ).
A.水不可能结冰 B.冰不可能会熔化

C.冰和水的质量可能都保持不变 D.冰会向水放热

1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水银凝固点-39℃)(  ).
A.冰熔化时,吸热,温度不断上升

B.液态蜡凝固时,放热,温度保持不变



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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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冬天,冰冻的湿衣服也能晾干

D.某同学用水银温度计测出北方冬季最低温度为-52.3℃
13.(多选)下列几种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给冰加热,冰的温度可能不变

B.把5℃的水放入0℃的房间,水将会结冰

C.冰棒周围的“白气”,是冰升华形成的水蒸气

D.冬天户外的水管容易冻裂,是由于水结成冰后体积变大的缘故

14.热现象在一年四季中随处可见,下列有关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春天的早晨经常出现大雾,这是汽化现象

B.夏天揭开冰棒包装后会看到冰棒冒“白汽”,这是凝华现象

C.秋天的早晨花草上出现小的露珠,这是液化现象

D.初冬的早晨地面上会出现白色的霜,这是凝固现象

15.“夏天吃冰棒感到凉快”和“夏天人站在通风处感到凉快”.这两种“凉快”形成的原因是

什么?

16.炎热的夏天,发现中暑患者后,你可采取哪些与物理知识有关的方法来抢救,原理是

什么?

17.压缩式电冰箱是利用制冷剂在制冷系统中的周期性物态变化来循环制冷的,一种电冰

箱的一般构造如图.上层为速冻室(冷源),下层为冷藏室,它分为上、中、下三格.现在

有一批鲜鱼、肉、蔬菜、水果,把这批食物放在冷藏室的格子中储藏,怎样做最科学? 为

什么这样放置保鲜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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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左右等

9.熔点 熔化 10.B 11.B
12.(1)晶体 (2)80℃ 固

(3)如图所示

13.是 6
14.A、C、D [提示]据晶体与非晶体的熔化特点选择.
15.(1)试管不接触烧杯底 试管中装有晶体的部分

完全浸没在水中

(2)0 (3)弱

三 汽化和液化

1.汽化 洒 在 地 上 的 水 变 干 液 化 夏 天 早 晨

的露珠

2.蒸发 沸腾 降低温度 压缩体积 吸热 放热

3.表面 任何 表面和内部 沸点

4.(1)液体的温度 (2)液体的表面积 (3)液面上方

空气流动速度

5.C 6.液体温度

7.杀虫剂喷出后,罐内的液体迅速汽化,汽化吸热,故
罐体变凉

8.汽化 液化 9.B 10.B
11.小李 水沸腾时吸热但温度保持不变

12.蒸发(或汽化) 吸收

13.
蒸 发 沸 腾

相同点 都属于汽化现象,都要吸热

不

同

点

发生部位 只在液体表面进行
在液体表面和内部

同时进行

剧烈程度 缓慢、平静地汽化 剧烈地汽化

温度条件
在任何温度下

均可发生

达到一定温度

(沸点)时才能发生

温度变化
自身及周围物体的温度

降低,有致冷作用

温度不变

(等于沸点)

影响快慢

的因素

液体温度越高,表面

积越大,液面上方空

气流动越快,蒸发越快

加热越猛烈,

沸腾越剧烈

14.C 15.A

16.(1)25
(2)温度高时放热多,温度低时放热少或者刚开始

时温度下降的快,后来温度下降的慢

17.D 18.C、D
19.蒸发 一水多用,改喷灌为滴灌

20.B 21.D 22.B
23.扇扇子时气流加快,使汗液蒸发加快,从而加快了

蒸发时从身体吸热,所以感到凉快.
24.D

四 升华和凝华

1.固态 气态 吸热 冰冻的衣服变干

2.气态 固态 放热 冬天早晨室外物体上霜的

形成

3.凝华 内 4.升华 凝华 液化

5.C 6.B 7.C 8.D 9.C
10.凝华 放热 11.D
12.温度降低 凝华 雪熔化吸热

13.液化 凝华

14.电冰箱门口附近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

珠 杯中的热水蒸发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珠

 灯丝钨受热升华成钨蒸气遇冷凝华在灯管上

五 生活和技术中的物态变化

1.熔化 凝华 液化 凝华

2.增大气压提高沸点 熔点 爆炸

3.蒸发器 压缩机 冷凝器 压缩体积 放热 
吸热

4.液化 熔化 汽化 水蒸气液化

5.升华 蒸发 6.D 7.D 8.C
9.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 水在油膜下方不易蒸

发 普通开水蒸发时带走一部分热量,而浮有原油

的沸汤不易蒸发

10.(1)④、⑤、②、③
(2)把注射器活塞往内推增加气压 测量水沸腾

时的温度

(3)气体加压沸腾时,若气压过大,瓶塞易被冲出.
如果瓶塞太紧,还会使烧瓶爆裂,造成仪器损坏或

伤人的危险

11.升华 凝华 液化 12.升华 吸收 凝华

13.A、C [提示]冰柱是水滴凝固形成的

复 习 课

体积 形状 体积 形状 体积 形状 冷热程度 
冰水混合物 沸水 热胀冷缩 量程 分度值 容器

底和壁 稳定 留 相平 晶体 非晶体 熔点 没

有 熔点 吸热 吸热 保持不变 水平段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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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 吸热 吸热 保持不变 降低温度 压缩体积

 液态

1.铁块 水 气 空气

2.零下6摄氏度

3.增加 减小 4.汽化 液化

5.C 6.C
7.(1)液化 (2)由于空气中热的水蒸气遇到冷的纸

杯壁放热液化成小水珠 (3)B、D
8.液化 乙

9.因为铁的熔点远远高于锡,在锡块熔化时,铁锅不

会熔化;若把铁块放到锡锅里加热,没有达到铁的

熔点锡锅就开始熔化,所以铁块不能放到锡锅中加

热熔化.
10.A 11.D 12.C 13.A、D 14.C
15.吃冰棒凉快是冰棒熔化时吸收了热量,人站在通

风处感到凉快是因为站在通风处,加快了人体表

面汗液的蒸发,蒸发时吸收人体较多的热.
16.(1)将患者移至通风处,用湿毛巾或酒精擦拭患

者,用扇子扇,促进皮肤表面液体蒸发降温;
(2)用冰块冷敷患者,用冰熔化吸热来降低患者体

表的温度.
17.科学的储藏方法是上层放鲜鱼和肉,中层放水果,

下层放蔬菜.因为电冰箱的冷源在最上层,冷藏

室内上面的空气遇冷温度降低,密度增大而下沉.
因此冷藏室上层的温度最低,中层次之,下层最

高.从食物的含水结构、耐寒能力和食用情况来

考虑,这样放置效果最好.

走进中考前沿

1.A
2.增大酒精上方空气流动的速度,加快酒精的蒸发;

蒸发吸热温度降低.
3.吸收 凝华

4.蒸发吸热(或蒸发致冷)

5.B 6.C
7.升华 凝华 放出

8.(1)受热均匀 (2)B 42 (3)吸收 不变 固液

共存 (4)升高

9.(1)热胀冷缩 (2)97 (3)不变 液化

10.(2)温度 表面附近空气流动

(3)表面附近空气流动的快慢

(4)有关 (5)控制变量

第一章达标测试卷

1.液化 降低铁板的温度 冰熔化吸热

2.液化 汽化

3.热胀冷缩 甲 乙 酒精 其沸点小于水的沸点

4.凝华 吸收 凝固

5.凝固 放 不变 水凝固放热

6.液化 凝华 熔化

7.升华 液化

8.C 9.C 10.A 11.B 12.B 13.D 14.B 
15.C
16.A (1)温度计玻璃泡碰到了容器壁 (2)读数时

视线没有与液面相平

17.图略 0℃ 7 液态 水

18.(1)难 (2)秒表(或钟等) 水 状态 (3)丙 
盐水的凝固点低于0℃

19.(1)温度计的玻璃泡碰到了容器的底部

(2)94 不变 (3)火焰太小

(4)水蒸气遇冷放热液化成小水珠

(5)吸热 保持不变

20.因为小明妈妈的手上沾有水,在接触到从冰箱里

刚刚拿出的冻肉时,会凝固成冰,所以出现了“沾
手”的现象.

21.(1)蒸发吸热带走周围空气的温度 (2)日照时间

22.(1)与冷空气相遇,降低了暖湿气流的温度,暖湿

气流中的水蒸气才会液化成小水珠

(2)天空中必须有暖湿气流(或大量的水蒸气)

23.(1)用树叶、树枝遮盖住菜苗,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使菜苗温度不致于太高,减少菜苗水分的蒸发

(2)用树叶、树枝遮盖住菜苗,使菜苗表面空气流

动减慢,减少菜苗水分的蒸发

(3)洒水后,水蒸发吸热,从而降低环境温度,减少

菜苗水分蒸发.(写出两条即可)

24.水凝固放热,使橘子温度不致降得太低

第二章 物质世界的尺度、质量和密度

一 物体的尺度及其测量

1.米 千米 分米 厘米 毫米 微米 纳米

2.钢直尺 卷尺 游标卡尺 千分尺 三角尺

3.测量值 真实值 避免 避免 多次测量求平

均值

4.立方米 立方分米 立方厘米 升 毫升

5.D
6.(1)量程 分度值 另外清晰的整数刻度

(2)带刻度 待测 紧贴待测物体

(3)垂直 分度值的下一位

7.(1)7.8×103 7.8
(2)1.38×103 1.38×104 1.38×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