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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1　温度与温度计

1. 温度：表示物体                                  的物理量。单位：摄氏度，符号

℃。

2. 摄氏温度的规定：把在标准大气压下                                       的温度规定

为0℃，                       的温度规定为100℃。

3. 温度计：根据液体的                                  的规律制成。实验室常用温度

计一

般有水银温度计和酒精温度计。

冷热程度　

冰水混合物　

沸水　

热胀冷缩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1　温度与温度计

4. 温度计的使用方法

①估：估计被测物体的温度，选择合适量程的温度计；

②看：看清温度计的量程和分度值；

③放：测量时，温度计的玻璃泡要全部浸入被测液体中，不能碰到容器壁

或容器底；

④读：待示数稳定后再读数，读数时温度计的玻璃泡要继续留在被测液体

中，视线与温度计中液柱的凹液面最低处                       。

5. 体温计测量范围：35～42℃，分度值：                          。体温计上有缩

口，可以离开人体读数；使用前应用力将细管中的水银柱甩回玻璃泡。

相平　

0.1℃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1　温度与温度计

例1　如图甲所示，小明估测不同状态下水的温度，他感受到热水的温度

和平常洗澡时的温度一样，大约                                                   ℃，为了准

确地描述温度，小明利用温度计对三杯水的温度分别进行了测量，如图乙

所示，根据图乙操作能正确测量出                 水的温度，小明在进行读数

时的场景如图丙所示，其中读数时正确的视线是             ，该温度为              

℃。

40（合理即可）　

热　

②　 35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1　温度与温度计

【变式】体温计是根据液体                                  的规律制成的。体温计离

开人体后，直管内的水银                       （选填“能”或“不能”）自动退

回玻璃泡，所以体温计能离开人体读数。图甲中的体温计示数是                       

℃。实验室温度计读数时玻璃泡                       （选填“能”或“不能”）

离开被测液体，图乙中实验室温度计的读数为                       ℃。

热胀冷缩　

不能　

36.5　

不能　

－10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2　六种物态变化的辨识及吸、放热

物态变化 状态变化 吸、放热情况 生活中常见应用实例

熔化 固态→          态             热 夏天，饮料中加冰块使饮料温度下降

凝固 液态→           态             热
冬天，菜窖里放水利用水凝固放热使窖

内温度不会太低

汽化 液态→           态             热 炎热的夏天，地上洒水会使人感到凉快；

煮饺子时，水沸腾后改用小火

液化 气态→          态              热
冬天，对手哈气，可以使手温暖；通过

压缩体积的方法使气体液化，便于储存

和运输

升华 固态→          态              热 “干冰”可以防止运输过程中食品腐烂

变质；冬天，冰冻的衣服变干

凝华 气态→          态              热 霜、雾凇的形成

液　 吸　

固　 放　

气　 吸　

液　 放　

气　 吸　

固　 放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2　六种物态变化的辨识及吸、放热

例2（2024·长沙）“玉阶生白露”“人迹板桥霜”，关于水蒸气遇冷形

成露和霜的说法正确的是（　D　）

A. 露的形成是汽化 B. 露的形成需要吸热

C. 霜的形成是升华 D. 霜的形成需要放热

D

例3（2022·长沙）铸造青铜器时，工匠将铜料加热化为铜液注入模具，

铜液冷却成型，青铜器铸造初步完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B　）

A. 铜料化为铜液需要放热 B. 铜料化为铜液是熔化

C. 铜液冷却成型需要吸热 D. 铜液冷却成型是凝华

B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2　六种物态变化的辨识及吸、放热

例4　（2023·株洲改编）在试管中放少量固态碘，塞紧塞子后放入热水中。

当固态的碘变为紫色的碘蒸气并充满试管后，将试管从热水中拿出，再放

入凉水中，碘蒸气又会变为固态的碘。在上述实验中，碘经历的过程是

（已知标准大气压下碘的熔点约为114℃，沸点约为184℃）  （　C　）

A. 熔化和凝固 B. 汽化和液化

C. 升华和凝华 D. 熔化和液化

C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3　汽化的两种方式

蒸发 沸腾

相同点 都是                       现象；都要                       热量

不

同

点

发生条件 在任何温度下进行 达到                       ，持续吸热

发生部位 液体                    液体             和            同时进行
剧烈程度 缓慢 剧烈

特点
吸收热量，使液体所在物体表面

的温度降低
吸收热量，但液体的温度不变

汽化　 吸收　

沸点　

表面　 表面　 内部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3　汽化的两种方式

蒸发 沸腾

不

同

点

影响

因素

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有

①液体的                     ；

②液体的                    ；
③液体上方空气的                 

一切液体的沸点都随气体压强的增大

而                       ，随气体压强的减小而                       



表面积　

温度　

流动速度

升高　

降低　

易错警示　冬天口中呼出的“白气”、烧开水时水壶冒出的“白气”不是水蒸气，

而是由水蒸气液化形成的小水珠，需要放出热量。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3　汽化的两种方式

例5 纸燃烧需要达到一定的温度，某实验小组把盛有水的纸盒放在火焰

上烧，做“纸锅烧水”实验（如图所示）。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B　）

A. 纸锅里的水上方冒出“白气”是水蒸气遇冷液化而成的小水珠

B. 纸锅里的水未加热前，水是不会发生汽化现象的

C. 水烧开时纸盒并未燃烧，这是因为水沸腾时温度

      不会再升高，没有达到纸燃烧的温度

D. 纸锅里的水沸腾后温度将保持不变，若撤去酒精

      灯火焰，则水将不会沸腾

B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4　晶体与非晶体

晶体 非晶体

定义 有固定熔化温度的固体 没有固定熔化温度的固体

图像

        

                                  

                                        

   

特性
①有固定的                                  ；
②熔化时温度                                  

①没有固定的熔点；

②熔化时温度                         
常见物质 海波、冰、石英、水晶、明矾、各种金属 松香、玻璃、石蜡等

熔点（凝固点）　

保持不变　 持续升高

晶体和非晶体的特点



专题一  句子的连贯知识点4　晶体与非晶体

例6  如图为“55℃”水杯，将沸水倒入这种杯中摇一摇，便可使水温快速

变为55℃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温度不变，这是因为杯的内壁和外壁间贮存

了一种颗粒。关于这种颗粒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B　）B

A. 水温高于55℃时颗粒一定会升温

B. 这种颗粒是晶体

C. 使沸水降温是利用了颗粒凝固放热的特点

D. 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温度不变一定是该颗粒的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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