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温度是表示物体的       ，是物体分子运动平均动能的          。物体的温度升高，

表明它的分子热运动              增大。 

2．分子势能跟分子         有关，如图所示。  

3．物体内能是                                ，与物体的           

以及                 有关。 

4．改变物体内能的方法有两种：              。 

5．热力学第一定律关系式为                 。注意正负符号。第一类

永动机是         制成的。 

 

： 专题概述。 

1．分子热运动的动能。温度是物体分子热运动平均动能的标志。物体的分子势能。物体的

内能。 

2．做功和热传递是改变内能的二种方式。热量，能量守恒定律。               

3．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永动机的不可能。绝对零度的不可达到。 

4．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环境保护。                                         

 一、物体的内能 

1．物体的内能：物体中所有分子做热运动的分子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叫做物体的内能．也

叫做物体的热力学能． 

2．任何物体都具有内能．因为一切物体都是由不停地做无规则热运动并且相互作用着的分

子所组成． 

3．决定物体内能的因素： 

（1）从宏观上看：物体内能的大小由物体的摩尔数、温度和体积三个因素决定． 

（2）从微观上看：物体内能的大小由组成物体的分子总数，分子热运动的平均动能和分子

间的距离三个因素决定． 

 

 二、热力学第一定律： 

1、改变物体内能的方式有两种：做功和热传递．在一般情况下，物体跟外界同时发生做功

和热传递的过程。 

2、热力学第一定律内容：物体内能的增量△U等于外界对物体做的功 W和物体吸收的热量 Q

的总和. 

Ⅰ.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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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达式：ΔU = W + Q 

4、符号法则：物体内能增加时，ΔU为正，物体内能减少时，ΔU为负；外界对物体做功时，

W为正，物体对外界做功时，W为负；物体吸收热量时，Q为正，物体放出热量时，Q为负． 

5、几种特殊情况： 

（1）．物体与外界没有热交换时（绝热过程）Q=0 

外界对物体做多少功，它的内能就增加多少，反之物体对外界做功多少，它的内能就减少

多少，  

  W = U   

（2）．物体与外界间没有做功时，物体从外界吸收多少热量，它的内能就增加多少；物体向

外界放出多少热量，它的内能就减少多少，  

  Q = U  

（3）．若过程中始、末物体内能不变， U =0， 则 W+Q=0 或 W=-Q 

外界对物体做的功等于物体放出的热量   

6、热力学第一定律是反映机械能与内能的转化和守恒的具体表现形式; 

 

 三、能量守恒定律： 

1、物质的不同运动形式对应不同形式的能，如机械能、内能等； 

2、各种形式的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或转移，在转化或转移过程中，能的总量守恒。 

3、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别的

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别的物体，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其总量不变． 

3、能量守恒定律的历史意义． 

4、能的转化和守恒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违背该定律的永动机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它是没

有条件的。 

5、理解： 

（1）某种形式的能减小，一定存在其他形式的能增加，且减小量和增加量一定相等。 

（2）某个物体的能减小，一定存在其他物体的能量增加，且减小量和增加量一定相等。 

6、第一类永动机： 

（1）、永动机----不需要任何能量而能永远运动的装置。 

（2）、第一类永动机：人们把设想中的不消耗能量的机器叫做第一类永动机． 

（3）、第一类永动机的设想由于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所以不可能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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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题目基本以选择题为主 

题型一： 改变内能的方式 

【例 1】（★★★）金属制成的气缸中装有柴油与空气的混合物，有可能使气缸中柴油达到

燃点的过程是（  ） 

    A．迅速向里推活塞             B．迅速向外拉活塞 

    C．缓慢向里推活塞             D．缓慢向外拉活塞 

 

【答案】A 

【解析】物体内能的改变有两种方式，做功和热传递，而且两者是等效的．迅速向里推活塞，

外界对气体做功，而且没来得及进行充分热交换，内能增加温度升高，如果达到燃点即点燃，

故 A 正确．迅速向外拉活塞气体对外做功，内能减小，温度降低，故 B错．缓慢向里推活塞，

外界对气体做功，但由于缓慢推，可充分进行热交换无法确定温度情况，故 C 错．同理 D

错．  

 

【例 2】（★★★）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中，把浸有乙醚的一小块棉花放在厚玻璃筒内底部，

当很快向下压活塞时，由于被压缩的气体骤然变热，温度升高达到乙醚的燃点，使浸有乙醚

的棉花燃烧起来，此实验的目的是要说明对物体(  ) 

 

A、做功可以增加物体的热量 

B、做功可以改变物体的内能 

C、做功一定会升高物体的温度 

D、做功一定可以使物态发生变化 

 

【答案】B 

【解析】把浸过乙醚的棉花放入玻璃筒内，把活塞迅速压下去，棉花会燃烧，这是因为压

缩筒内空气做功，空气的内能增加，温度升高。 

 

 

Ⅱ.典例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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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二：内能与其他形式的能的区别 

【例 3】（★★★）关于物体内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手感到冷时，搓搓手就会感到暖和些，这是利用做功改变物体的内能 

    B．将物体举高或使它们的速度增大，是利用做功来使物体的内能增大 

    C．阳光照晒衣服，衣服的温度升高，是利用热传递来改变物体的内能 

D．用打气筒打气，简内气体变热，是利用热传递来改变物体的内能 

 

【答案】A C 

【解析】对于本题，要明白做功的方式与条件就可以了 

 

【例 4】（★★★）关于内能和机械能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机械能大的物体内能一定很大             B、物体的机械能损失时内能可能增加 

C、物体的内能损失时机械能必然减少         D、物体的机械能为零而内能不可为零 

 

【答案】BD 

【解析】机械能和内能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能。物体的机械能可为零，但物体的内能不可是零。

物体的机械能损失时内能可能增加。物体的内能损失时机械能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但两者

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答案 B、D正确。 

 

  

题型三：能量守恒定律 

【例 5】（★★★★）如图所示，密闭绝热的具有一定质量的活塞,活塞的上部封闭着气体，

下部为真空，活塞与器壁的摩擦忽略不计，置于真空中的轻弹簧的一端固定于容器的底部。

另一端固定在活塞上，弹簧被压缩后用绳扎紧，此时弹簧的弹性势能为 E
P
 (弹簧处于自然长

度时的弹性势能为零)，现绳突然断开，弹簧推动活塞向上运动，经过多次往复运动后活塞

静止，气体达到平衡态，经过此过程（     ） 

 

A、E
P
全部转换为气体的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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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
一部分转换成活塞的重力势能，其余部分仍为弹簧的弹性势能 

C、E
P
全部转换成活塞的重力势能和气体的内能 

D、E
P
一部分转换成活塞的重力势能，一部分转换为气体的内能，其余部分仍为弹簧的

弹性势能 

 

【答案】D 

【解析】由于气缸和活塞密闭绝热,那么气体与外界就无热交换。活塞与器壁的摩擦忽略不

计，则也没有摩擦生热的问题。最初弹簧的弹性势能比较大，绳突然断开,弹簧推动活塞向

上运动,经过多次往复运动后活塞静止,气体达到平衡态，说明弹簧的长度比断开前长，活塞

上升，重力势能增大。活塞有重力，气体对活塞有向下的压力，所以最终弹簧还是要被压缩，

有弹性势能。弹簧形变量减小，气体体积较小，内能增加。选 D。 

 

【变式训练】（★★★）A、B两装置，均由一支一端封闭，一端开口且带有玻璃泡的管状容

器和水银槽组成，除玻璃泡在管上的位置不同外，其他条件都相同。将两管抽成真空后，开

口向下竖直插入水银槽中（插入过程没有空气进入管内），水银柱上升至图示位置停止。假

设这一过程水银与外界没有热交换，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中水银的内能增量大于 B中水银的内能增量 

B．B中水银的内能增量大于 A中水银的内能增量 

C．A和 B中水银体积保持不变，故内能增量相同 

D．A和 B中水银温度始终相同，故内能增量相同 

 

【答案】B 

【解析】两种情况下气体对水银做功相同，但 A 中水银克服重力做的功多，所以增加的内能

少，B中水银克服重力做功少，所以增加的内能多． 

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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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概念：  

（1）内能----物体内所有分子的动能和势能之和. 

（2）热能----是物体内能的不确切的说法. 

（3）热量----在热传递中用来度量物体内能变化的多少.    

     热量不表示内能的多少,仅表示内能的改变量. 

（4）温度----物体分子平均动能的标志;指示着热传递的方向. 

（5）机械能----物体整体动能与势能的总和. 

 

 

 

 

（10分钟小测试，满分 50 分） 

1．（★★★）如图所示容器，A、B中各有一个可以自由移动的轻活塞（质量不计），活塞下

面是水，上面为大气，大气压恒定。A、B间用带有阀门的管道相连，整个装置与外界隔热。

A 容器的横截面积大于 B 容器的横截面积，开始时 A 的液面高于 B 的液面，开启阀门后，A

中的水逐渐流向 B，直至两边液面相平。在这个过程中〖    〗 

 

A、大气压力对水做功，水的内能增加 

B、水克服大气压力做功，水的内能减小 

C、大气压力对水不做功，水的内能不变 

D、大气压力对水不做功，水的内能增加 

 

【答案】D 

 

2．（★★★）在某密闭隔热的房间内有一电冰箱，现接通电源使电冰箱开始工作，并打开电

冰箱的门，则过段时间后室内的温度将（      ） 

Ⅳ.魔法小测 

Ⅲ.方法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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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降低     B、不变     C、升高        D、无法判断 

【答案】C 

 

3．（★★★）有甲、乙两个物体，已知甲的温度比乙的温度高，则可以肯定（      ） 

  A．甲物体的内能比乙物体的内能多 

  B．甲物体含的热量比乙物体含的热量多 

  C．甲物体分子的平均动能比乙物体分子的平均动能大 

D．如果降低相同的温度，甲比乙放出的热量多 

【答案】C 

 

 

 

4．（★★★）一个物体沿粗糙斜面匀速滑下，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物体机械能不变，内能也不变 

B、物体机械能减小，内能不变 

C、物体机械能减小，内能增大，机械能与内能总量减小 

D、物体机械能减小，内能增大，机械能与内能总量不变 

【答案】D 

 

 

5．（★★★）0℃的冰熔解为 0℃的水，在这个过程中分子的(      ) 

  A．平均动能增大          B．平均动能减小 

  C．平均动能和势能都增大  D．平均动能不变而势能增大 

【答案】D 

 

 

 

6．（★★★★）子弹头射入置于光滑水平面上的木块中，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Ａ．子弹头损失的机械能等于木块内能的增加量 

Ｂ．子弹头损失的机械能等于木块和子弹内能的增加量 

Ｃ．木块的内能改变是由于做功 

Ｄ．木块和子弹组成的系统的总能量守恒 

【答案】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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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还包括木块的动能，故 B 错。 

 

 

7．（★★★★）．图中活塞将气缸分成两气室，气缸、活塞（连同拉杆）是绝热的，且不漏

气，以 E
甲
、E

乙
分别表示甲、乙两气室中气体的内能，则在将拉杆缓慢向外拉

的过程中（    ） 

A．E
甲
不变，E

乙
减小    B．E

甲
增大，E

乙
不变 

C．E
甲
增大，E

乙
减小    D．E

甲
不变，E

乙
减小 

 

【答案】C 

 

 

 

 

 

 

 

 

 

 

 

热力学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 

一、概念规律题组 

1．一个气泡从恒温水槽的底部缓慢向上浮起，(若不计气泡内空气分子势能的变化)则

(  ) 

A ．气泡对外做功，内能不变，同时放热 

B．气泡对外做功，内能不变，同时吸热 

C．气泡内能减少，同时放热 

D．气泡内能不变，不吸热也不放热 

2．一定质量的气体在某一过程中，外界对气体做了 8×104 J的功，气体的内能减少了

1.2×105 J，则下列各式中正确的是(  ) 

A ．W ＝8×104 J，ΔU＝1.2×105 J，Q＝4×104 J 

B．W ＝8×104 J，ΔU＝－1.2×105 J，Q＝－2×10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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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8×104 J，ΔU＝1.2×105 J，Q＝2×104 J 

D ．W ＝－8×104 J，ΔU＝－1.2×105 J，Q＝－4×104 J 

3．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一切涉及热现象的宏观过程都具有方向性 

B．一切不违反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物理过程都是可能实现的 

C．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判断物理过程能否自发进行 

D．一切物理过程都不可能自发地进行 

4．对于一定质量的气体(  ) 

A ．吸热时其内能可以不变 

B．吸热时其内能一定不变 

C．不吸热也不放热时其内能可以减小 

D．不吸热也不放热时其内能一定不变 

二、思想方法题组 

5．下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是(  ) 

A ．某种物质从高温热源吸收 20 kJ的热量，全部转化为机械能，而没有产生其他任何

影响 

B．打开一高压密闭容器，其内气体自发溢出后又自发溢进去，恢复原状 

C．利用其他手段，使低温物体温度更低，高温物体的温度更高 

D．将两瓶不同液体混合，然后它们又自发地各自分开 

 

图 1 

6．如图 1 所示，用绝热活塞把绝热容器隔成容积相同的两部分，先把活塞锁住，将质

量和温度都相同的理想气体氢气和氧气分别充入容器的两部分，然后提起销子，使活塞可以

无摩擦地滑动，当活塞平衡时(  ) 

A ．氢气的温度不变       B．氢气的压强减小 

C．氢气的体积增大       D ．氧气的温度升高 

 

一、热力学第一定律的理解及应用 

1．热力学第一定律不仅反映了做功和热传递这两种方式改变内能的过程是等效的，而

且给出了内能的变化量和做功与热传递之间的定量关系．此定律是标量式，应用时热量的单

位应统一为国际单位制中的焦耳． 

2．对公式ΔU＝Q＋W 符号的规定 

符号 W Q ΔU 

＋ 外界对物体做功 物体吸收热量 内能增加 

－ 物体对外界做功 物体放出热量 内能减少 

 

3.几种特殊情况 

(1)若过程是绝热的，则 Q＝0，W ＝ΔU，外界对物体做的功等于物体内能的增加． 

(2)若过程中不做功，即 W ＝0，则 Q ＝ΔU，物体吸收的热量等于物体内能的增加． 

(3)若过程的始末状态物体的内能不变，即 ΔU＝0，则 W ＋Q ＝0 或 W ＝－Q.外界对物

体做的功等于物体放出的热量． 

特别提示  

上海市高二物理第七章能的转化与能量守恒定律专题 --第9页

上海市高二物理第七章能的转化与能量守恒定律专题 --第9页



1．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时要明确研究的对象是哪个物体或者是哪个热力学系统． 

2．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时，要依照符号法则代入数据．对结果的正、负也同样依

照规则来解释其意义． 

【例 1】 一定质量的气体，在从一个状态变化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中，吸收热量 280 J，

并对外做功 120 J．试问： 

(1)这些气体的内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如果这些气体又返回原来的状态，并放出了 240 J热量，那么在返回的过程中是气体

对外界做功，还是外界对气体做功？做功多少？ 

 

 

 

 

 

[规范思维] 

  

 

  

 

  

 

[针对训练] (2011·福建·28(2))一定量的理想气体在某一过程中，从外界吸收热量

2.5×104 J，气体对外界做功 1.0×104 J，则该理想气体的________．(填选项前的字母) 

A．温度降低，密度增大       B．温度降低，密度减小 

C．温度升高，密度增大       D ．温度升高，密度减小 

二、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理解及应用 

1．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述中，“自发地”、“不产生其他影响”的涵义． 

(1)“自发地”指明了热传递等热力学宏观现象的方向性，不需要借助外界提供能量的

帮助． 

(2)“不产生其他影响”的涵义是发生的热力学宏观过程只在本系统内完成，对周围环

境不产生热力学方面的影响．如吸热、放热、做功等． 

2．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实质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每一种表述，都揭示了大量分子参与宏观过程的方向性，进而使人们

认识到自然界中进行的涉及热现象的宏观过程都具有方向性． 

3．热力学过程方向性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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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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00211103

50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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