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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 

在以下现象中，属于扩散现象的是（  ） 

A.热水和冷水混合后变成温水 B.同学们读书声往四周传播 

C.水壶烧水时产生的“白气” D.水果店内扑鼻而来的水果香味 

【答案】D 

【解析】 

由于分子运动，不同的物质在相互接触时，彼此进入对方的现象，叫

做扩散。 

A．冷水和热水混合属于同种物质，故 A不符合题意； 

B．声音在空气中传播，传递是一种能量，不是分子热运动，故 B不

符合题意； 

C．“白气”是液化成的小水珠，不属于分子运动，故 C不符合题意； 

D．水果的香气是水果的芳香分子刺激鼻子里的嗅觉细胞产生的， 是

芳香分子无规则运动到水果店空间的结果，是扩散现象，故 D符合题

意。 



故选 D。 

 

 

 

选择题 

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带负电，说明摩擦过程中橡胶棒（  ） 

A.得到负电荷 B.失去负电荷 C.得到正电荷 D.失去正电荷 

【答案】A 

【解析】 

在摩擦过程中，对电荷束缚能力强的，得到电子带负电；对电荷束缚

能力弱的，在摩擦过程中失去电子带正电；因为摩擦起电的实质是原

子核外电子的转移，且电子带负电，又因为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带负

电，所以摩擦过程中橡胶棒得到电子（负电荷）。 

故选 A。 

 

 

 

选择题 

如图所示，小明用自制温度计测一杯液体温度，选择了不同的玻璃管

和相同的玻璃瓶装同种液体，下列说法正确助是（  ） 



 

A.利用了玻璃瓶可以热胀冷缩的原理 

B.同一玻璃瓶，玻璃管越细，分度值越小 

C.温度计读数与瓶内玻璃管长度有关 

D.玻璃管顶部没有密封，不能测量液体温度 

【答案】B 

【解析】 

A．自制温度计也是利用了液体的热胀冷缩原理，故 A不符合题意； 

B．升高相同的温度，液体体积膨胀相同，如果温度计内径越细，上

升的高度越高，就可以把两个整刻度间的长度进行更多的等分，即分

度值越小（分度值小意味着可以得到更精确的读数），故 B符合题意； 

C．温度计的读数是根据液体热胀冷缩上升的高度决定的，刻度应该

是划在瓶外部分的玻璃管上，跟瓶内玻璃管的长短无关，故 C不符合

题意； 

D．玻璃管顶部不需要密封，因为液体的热胀冷缩率受外界压强变化

的影响很小，不需要严格与外界隔绝，故 D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选择题 

水是生命之源，我们应该珍惜每一滴水。下列关于水在三态之间转化

过程中所对应的吸放热情况，标注都正确的是 

A.  B.  

C.  D.  

【答案】C 

【解析】 

水由液态水变成水蒸气叫汽化，汽化需要吸热；冰变成水叫熔化，熔

化需要吸热；水蒸气变成冰叫凝华，凝华放热；故选 C。 

 

 

 

选择题 

小明将两个表面光滑的铅柱相互紧压，发现两者粘在一起，由此得出

分子间存在引力．小华认为此实验不能排除是大气压把两个铅柱压在

一起．下列实验中，能帮助小华释疑的是（ ） 



 

A.  B.  C.  D.  

   

【答案】D 

【解析】将两个表面光滑的铅柱相互紧压，发现两者粘在一起，由此

得出分子间存在引力；挂一个或两个钩码时，改变的是对铅柱的拉力

大小，可以探究两铅柱之间的引力大小，故 AB错误；铅柱略错开时，

改变了铅柱之间的接触面积，可以探究引力的大小与接触面积之间的

关系，故 C错误；将两个粘在一起的铅柱置于真空罩内，铅柱不分开，

可以表明不是大气压的作用使两铅柱粘在一起的，故D正确，故选D。 

 

 

 

选择题 

如图所示，把一个底部封闭的薄壁金属管固定在支座上，管中装一些

酒精，然后用塞子塞紧管口。把一根橡皮条缠在管子上并迅速来回拉

动，很快会观察到塞子被顶出，且在管口上方有大量“白气”产生，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塞子被顶出后，酒精蒸气的内能增加 

B.来回拉动橡皮条的过程中，金属管的内能减少 

C.来回拉动橡皮条的过程中，将机械能转化成内能 

D.管口上方的“白气”是水蒸气液化而出的小水珠 

【答案】C 

【解析】 

A．塞子被顶出过程中，酒精蒸气对外做功，酒精蒸气的内能减小，

故 A错误； 

BC．来回拉动橡皮条的过程中，将机械能转化为内能，金属管的内能

增加，故 B错误，C正确； 

D．木塞弹出时，内能减小，温度降低，周围空气中的水蒸气液化成

小水珠，形成“白气”，故 D错误。 

故选 C。 

 

 

 

选择题 

在标准大气压下，关于水和冰的说法不正确是（  ） 

A.水的沸点是 100℃ B.冰的熔点是 0℃ 

C.水的热值是 4.2×103J/kg D.冰的比热容是 2.1×103J/（kg·℃） 



【答案】C 

【解析】 

A．在标准大气下，水的沸点就是 100℃，故 A正确，不符合题意； 

B．在标准大气下，冰的熔点就是 0℃，故 B正确，不符合题意； 

C．水无法燃烧，不是燃料，所以水是没有热值的，故 C符合题意； 

D．在标准大气下，冰的比热容为 2.1×103J/（kg·℃），故 D正确，不符

合题意。 

故选 C。 

 

 

 

选择题 

质量和初温都相等的铜块和铝块，吸收相同热量后，再相互接触（c

铝>c铜），则（  ） 

A.没有温度差，所以不会发生热传递 B.没有内能差，所以不会发生热

传递 

C.会发生热传递，热量由铜块传递给铝块 D.会发生热传递，热量由铝

块传递给铜块 

【答案】C 

【解析】 

因为铝的比热容大，所以依据 可以判断：吸收相等热量

时，比热容越大，温度升高的越少；所以吸收相等热量后，铝块的温



度低于铜块的温度，而热量是由高温物体自发地向低温物体传递的，

所以此时两者接触时，热量从铜块传到铝块。 

故选 C。 

 

 

 

选择题 

图甲为探究冰熔化特点的实验装置，图乙为观察“碘锤”中物态变化实

验装置。已知标准 大气压下，冰和碘的熔点分别是 0℃和 113.5℃。对

比两实验有以下判断： 

（1）冰和碘都经历了固态变为液态的过程； 

（2）冰和碘在物态变化过程中都需要吸收热量.这两个判断 

 

A. 只有（1）正确 B. 只有（2）正确 

C. 都正确 D. 都错误 

【答案】B 

【解析】 

冰的熔点是 0℃，加热水时，冰吸热熔化，碘的熔点是 113.5℃，而水

的沸点是 100℃，故水全部汽化以前，碘的温度不能达到熔点，不会

熔化，会发生升华，由固态变为气态； 冰熔化吸热，碘升华吸热，



故（1）说法错误，（2）正确。 

 

 

 

选择题 

科学家发明了一款单缸六冲程内燃机，它每一个工作循环的前四个冲

程与单缸四冲程内燃机相同，在第四冲程结束后，立即向汽缸内喷水，

水在高温汽缸内迅速汽化成高温、高压水蒸气，推动活塞再次做功，

如图是四冲程内燃机的四个冲程示意图，则六冲程发动机个工作循环

的正确顺序为（  ） 

 

A.甲、丁、乙、丙、乙、丙 B.甲、丁、乙、丁、乙、丙 

C.甲、丁、乙、丙、甲、丙 D.甲、丁、乙、丁、甲、丙 

【答案】A 

【解析】 

甲图中进气门打开，排气门关闭，活塞向下运动，是吸气冲程；乙图

中两个气门都关闭，活塞向下运动，是做功冲程；丙图中进气门关闭，

排气门打开，活塞向上运动，是排气冲程；丁图中两个气门都关闭，

活塞向上运动，是压缩冲程。六冲程发动机在四冲程之后多了一个做



所以先吸气（甲），再压缩（丁），接着做功（乙），

排气（丙），再做功（乙），最后排气（丙）。故 符合题意，BCD不

符合题意。 

故选 A。 

 

 

 

实验题 

小丽做“探究水的沸腾”实验，实验装置如图所示 

 

(1)图中的水是__________的现象； （“沸腾前”、“沸腾时”、“沸腾结

束”）指出小丽实验中的一处错误_________； 

(2)小明协助小丽纠正实验错误后，用表格记录了测量水温随加热时间

变化情况的数据。 

时间/min 

0 

1 

2 

3 



 

5 

6 

7 

8 

9 

/℃ 

92 

94 

96 

97 

98 

98 

95 

98 

98 

98 

① 分析表格中的数据，发现第________ min 时的数据是错误的； 

② 根据记录的数据在图中描点，并用平滑的曲线画出水沸腾过程中

的“水温—时间”图象；（_______） 



③ _______℃，它低于 100℃的原因可能是

__________； 

④ 实验中，带孔纸盖的作用是：______________ 。 

【答案】沸腾时 温度计的玻璃泡接触了容器底；读数时没有与刻度

线水平 6  98 大气压没能

达到标准大气压 减少热量散失，减少沸腾所需时间   

【解析】 

(1)[1][2]水在沸腾时，杯内水的温度是均匀的，所以气泡是越往上越

大，甲图是水沸腾时的情况；在使用温度计时，玻璃泡不能碰到容器

壁或容器底，实验中的玻璃泡碰到容器壁了；读数时，视线应该与刻

度水平。 

(2)[3]分析表中数据在第 4min 时，水的温度就已经是 98°C了，达到

沸腾，可知第 6min 的 95°C是错误的。 

[4]利用描点法将表中的数据一一在“水温-时间”图像描出来，然后用

一条光滑的曲线将这些点连接起来，如图所示（注意错误的数据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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