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年级上册全册全套试卷（Word版 含解析） 
 
一、初二物理 声现象实验易错压轴题（难） 

1．探究声音的特征： 

 

（1）为了探究音调与什么因素有关，小明设计了下面几个实验，如图所示，你认为能够完

成探究目的是_____，通过探究可知：音调是由发声体振动的_____决定的． 

（2）如图所示，将一把钢尺紧按在桌面上，一端伸出桌面适当的长度，拨动钢尺，就可听

到_____（选填“钢尺”或“桌面被拍打”）振动发出的声音，若改用更大的力拨动钢尺，

则听到声音的_____（选填“音调”、  “音色”或“响度”）变大；逐渐增加钢尺伸出桌

面的长度，仔细聆听钢尺振动发出声音后，发现音调逐渐变_____（选填“高”或“低”）

了，观察发现此时钢尺振动慢了，当钢尺伸出桌面超过一定长度时，虽然用同样的力拨动

钢尺，却听不到声音了，这是由于_____． 

【答案】A、B、C    频率（快慢）    钢尺    响度    低    钢尺的振动频率低于 20HZ     

【解析】 

(1)A、硬纸板接触齿数不同的齿轮，振动的频率不同，发出的声音的音调不同，符合题

意；B. 改变钢尺伸出桌边的长度振动的频率不同，发出的声音的音调不同，符合题意；C. 

用塑料尺子在梳子齿上快慢不同的滑动时，梳子齿振动的频率不同，发出的声音的音调不

同，符合题意；D. 改变吹笔帽的力度，振幅不同，响度不同，研究响度跟振幅的关系，不

符合题意；故选 D．通过探究可知：音调是由发声体振动的频率决定的； (2)将一把钢尺紧

紧按在桌面上，一端伸出桌面适当的长度，拨动钢尺，就可听到钢尺振动发出的声音；若

改用更大的力拨动钢尺，钢尺的振幅变大，响度变大；改变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用同样

大小的力拨动其伸出桌面的一端，这样会导致钢尺振动的快慢不同，即发出声音的音调不

同；钢尺伸出桌面超过一定长度，振动得很慢，即钢尺振动的频率小于 20Hz，所以人耳听

不到． 

 

2．王伟同学研究了均匀拉紧的琴弦发音频率与弦长的关系，并记录了实测的数据（如下表

所示）． 

 

分析表格中频率和弦长两行数据可知，均匀拉紧的琴弦发音频率随着弦长变长而________



 

 

（选填“变大”、“不变”或“变小”）；且通过计算可知，琴弦发音频率与弦长的乘积

的大小________（选填“是”或“否”）变化的．估算出他有意留出的空格中应该填写的

数据①应该是________，②应该是________． 

【答案】变小    否    
3

5
l     495      

【解析】 

【分析】 

【详解】 

分析表格中频率和弦长两行数据可知，均匀拉紧的琴弦发音频率随着弦长变长而变小；通

过计算可知，琴弦发音频率与弦长的乘积都是 264L，不发生变化；空格中应该填写的数据

①应该是：
264 3

440 5

L L ，②应该是：

264
495

8

15

L

L


 

 

3．如图所示，小明和小刚用细棉线连接了两个纸杯制成了一个“土电话”。 

 

⑴他们用“土电话”能实现 10m 间的通话，这表明 ___________。且传播速度要 _____填

大于、小于）液体、气体中的速度。 

⑵相距同样远，讲话者以相同的响度讲话，如果改用细金属丝连接“土电话”，则听到的

声音就大些。这一实验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⑶如果用“土电话”时，另一个同学捏住棉线的某一部分，则听的一方就听不到声音了，

这是由于______ 。 

⑷如果在用“土电话”时，线没有拉直而处于松驰状态，则听的一方通过棉线（选填

“能”或“不能”）____________ 听到对方的讲话。 

【答案】  固体能够传声  大于  固体传声的响度与材料有关  振动停止，发声停止  不能 

【解析】⑴他们用“土电话”能实现 10m 间的通话，这表明固体能够传声； 

声音在固体中传播速度最快，有液体中次之，在气体最慢，所以在“土电话”中传播速度

要大于液体、气体中的速度。 

⑵相距同样远，讲话者以相同的响度讲话，改用细金属丝连接“土电话”，听到的声音就

大些。可以说明金属丝的传声效果更好，即固体传声的响度与材料有关。 

⑶如果用“土电话”时，另一个同学捏住棉线的某一部分，则听的一方就听不到声音了，

是因为，声音在“土电话”也以振动的方式传播，捏住棉线时，振动停止，所以就听不到

声音了。 

⑷松弛的线不容易振动，也不能传递声音，所以在用“土电话”时，线没有拉直而处于松



 

 

驰状态，另一方听不到声音。 

 

4．请阅读下面一段短文后，认真思考并回答有关问题.如图所示，小明和小刚用细棉线连

接了两个可乐饮料的纸杯制成了一个“土电话”。 

 

（1）他们用“土电话”能实现 10m 间的通话，这表明________。     

（2）相距同样远，讲话者以相同的响度讲话，如果改用细金属丝连接“土电话”，则听到的

声音的响度就________（选填“大”、“小”）些。     

（3）如果用“土电话”时，另一个同学捏住棉线的某一部分，则听的一方几乎就听不到声音

了，这是由于________。     

（4）某研究小组利用以上两个纸杯和一些长短、粗细不同的琴弦，又进行了探究“音调与

哪些因素有关”的活动。他们选用的琴弦长度、材料在图中已标出（其中琴弦的的直径关

系：a＝c＝d＜b），并且每根琴弦固定在“音箱”上的松紧程度一致。 

① 若他们想研究“音调的高低与琴弦长度”的关系应选择琴弦________选填符号）。 

② 若选择琴弦 a 和 b，则是为了研究音调与琴弦________的关系。 

③ 若有同学选择 c 和 d 进行研究，并推理得出：琴弦长度越长，振动越慢，音调就越低的

结论。该同学探究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________ 。 

④ 两位同学还可以选择琴弦________ （选填符号），研究“琴弦音调高低与材料的关系”。 

【答案】（1）固体能传播声音； 

（2）大； 

（3）捏住线振动停止，发声也停止； 

（4）①a 、d；② 音调的高低与琴弦粗细的关系；③ 没有控制材料相同；④a 、c． 

【解析】 

试题分析：（1）细棉线是固体，能实现通话，说明固体也是传声的一种介质．（2）因为

相距同样远，且说话的响度也相同，但改用金属丝连接土电话，听到的声音大，唯一的原

因肯定就是金属丝的传声性能比棉线的好，听到的声音的响度就大．（3）说话声引起棉线

振动，棉线把这种振动由近及远地传到远方，如果用手捏住棉线的某一部分，则振动就会

停止，也就听不到声音了．（4）① 研究音调高低和琴弦长度的关系，保持材料和粗细相

同．选择 a 和 d．② 选择 a 和 b，材料和长度相同，探究音调高低跟粗细的关系．③ 选择

c 和 d，不能探究音调高低的影响因素，因为琴弦的材料、长度都不相同，无法进行控制变

量．④ 选择 a 和 c，长度和粗细相同，探究音调高低跟材料的关系．故答案为：（1）固体

可以传声 （2）大 （3）捏住线，线停止了振动 （4） a d 粗细 没有控制材料相同 a c 

考点：声音的传播条件；频率及音调的关系． 

 



 

 

5．在学习吉他演奏的过程中，小华发现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他

决定对此进行研究.经过和同学们讨论，提出了以下猜想： 

猜想一：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横截面积有关 

猜想二：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长短有关 

猜想三：琴弦发出声音的音调高低，可能与琴弦的材料有关 

为了验证上述猜想是否正确，他们找到了表中所列 9 种规格的琴弦，因为音调的高低取决

于声源振动的频率，于是小华借来一个能够测量声源振动频率的仪器进行实验. 

（1）为了验证猜想一，应选用编号为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琴弦进行实验. 

（2）为了验证猜想二，应选用编号为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琴弦进行实验. 

（3）表中有的材料规格还没填全，为了验证猜想三，最好填上该项内容.请在表中填上所

缺数据___________.  

 

（4）随着实验的进行，小华又觉得琴弦音调的高低，可能还与琴弦的松紧程度有关，为了

验证这一猜想，必须进行的操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该探究实验采用的物理研究方法是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A    B    C    A    D    F    80，1.02    取任意编号的一种琴弦，调整其松紧程度，用相同

的力拨动琴弦，比较音调的高低     

【解析】 

本题是一道实验探究题，在琴弦的横截面积、长短、材料、松紧程度共同影响发音音调的

情况下，只能用控制变量法来研究问题，即保证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只改变某一条

件，比较引起的实验效果如何变化.如比较材料对音调影响时，要在保证长度、横截面积和

琴弦松紧程度相同的前提下，比较实验效果. 

 

二、初二物理 光现象实验易错压轴题（难） 

6．(1)在“探究光的反射规律”的实验中，小亮进行如图甲所示的实验，让一束光 EO贴着

纸板射到平面镜上，将纸板沿 ON向后折，此时在 NOF面上看不到反射光线，如图乙所

示。此实验现象说明______。在甲图中如果让光线逆着 OF的方向射向镜面，会看到反射

光线沿着 OE方向射出，这表明______； 

 

 (2)如图丙所示是小亮同学“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装置，平面镜成像的原理是

______。在竖立的玻璃板前 A处放一支点燃的蜡烛，可以看到玻璃板的后面出现蜡烛的



 

 

像，拿一支大小和点燃蜡烛相同的蜡烛在玻璃板后面移动，当移动到 A处时，可以看到它

跟像完全重合。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______，经过三次实验后，在白纸上记录像与物的

对应点如图丁所示，用刻度尺分别测出其到玻璃板的距离，并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得出

结论______，用玻璃板代替平面镜的原因是______，便于研究平面镜的成像特点。 

【答案】光反射时，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在同一平面内    光路可逆    光的反射    像

与物的大小相等    物和像的连线与镜面垂直，物体和像到镜面的距离相等    在物体一侧能

看到物体的像，同时还能看到代替物体的另一个物体。     

【解析】 

【分析】 

【详解】 

(1)[1]将纸板沿 ON向后折，此时在 NOF面上看不到反射光线，说明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

法线在同一平面内。 

[2]光从 EO方向射入，然后从 OF的方向射出，那么如果让光线逆着 OF的方向射向镜面，

会看到反射光线沿着 OE方向射出，这表明光的反射现象中光路是可逆的。 

(2)[3]平面镜成像利用的是光的反射。 

[4]由于另一支点燃的蜡烛和 A处蜡烛的像重合，而这支蜡烛是和 A处蜡烛是相同的，那么

A处蜡烛的像和 A处蜡烛大小相等，即像和物的大小相等。 

[5]用刻度尺量出 A和 A、B和 B、C和C到镜面的距离，发现 A和 A、B和 B、C和

C到镜面的距离相同，可得出结论：物和像的连线与镜面垂直，物体和像到镜面的距离相

等 

[6]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为了便于确定像的位置和比较物与像的大小关系，以

及在物体一侧能看到物体的像，同时还能看到代替物体的另一个物体。选用透明的玻璃板

代替平面镜完成实验。 

 

7．在探究树荫下光斑的活动中，小华猜想光斑形状可能与孔的形状、孔的大小和孔到光屏

的距离有关。为了研究孔的大小对光斑形状的影响，她找来平行光源和图 a 所示的四种打

好孔的卡片。 

 

（1）小华在四种卡片中选择了卡片甲。她这样选择的原因是____________。 

（2）让平行光垂直照射在卡片上，调节卡片甲与光屏距离，透过孔的光在光屏上形成一个

与卡片甲三角形孔相同的光斑；再用另一张卡片覆盖在甲上，如图 b，自右侧无孔处开

始，向左缓缓推动乙；起初，观察到光屏上的光斑形状_______，光斑大小________；过一

会儿，观察到光屏上出现圆形的光斑，继续缓缓推动卡片乙使透过平行光的三角形孔变

小，则光屏上的光斑形状________，光斑大小________。 

【答案】在改变孔的大小过程中，孔的形状保持不变    不变    变小    不变    不变     

【解析】 



 

 

【分析】 

（1）根据控制变量的思路，探究孔的大小对光斑形状的影响，必须控制孔的形状不变，只

改变孔的大小。 

（2）小孔较大时，通过孔形成的光斑不是小孔成像现象，而是影子的原因，则光斑形状与

孔的形状有关；小孔较小时，通过孔形成的光斑属于小孔成像现象，光斑形状与孔的形状

无关。 

【详解】 

（1）a 图中卡片甲是三角形，从右侧拦住部分仍是三角形，形状不变，故 A符合要求； 

乙、丙、丁三图中随着卡片移动，孔的形状发生了变化，不符合要求。 

（2）在卡片到地面（孔到光屏）的距离一定时，当孔较大时，在地面上形成的是孔的像，

与影子形成相同，形状与孔的形状相同，当孔小到一定程度时，为小孔成像现象，光斑的

形状与孔的形状无关，所以向左缓缓推动乙；起初，观察到光屏上的光斑形状不变，光斑

变小；孔较小时，光屏上出现光源的像，继续缓缓推动卡片乙使透过平行光的三角形孔变

小，则光屏上的光斑形状不变，光斑大小不变。 

 

8．同学们在做“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时，王成在竖立的玻璃板前 10cm 处放一支

点燃的蜡烛 A，发现在玻璃板的后面出现蜡烛的像，他再取一段同样的点燃蜡烛 B放在像

处，使 B与蜡烛 A的像完全重合（如图所示） 

 

(1)此时蜡烛 B与蜡烛 A的距离_____cm；将 A蜡烛以 5cm/s 的速度匀速远离玻璃板 2s 时，

B蜡烛应与玻璃板相距_____cm 才可能与 A的像完全重合； 

(2)实验中的错误之处是_____； 

(3)纠正错误后某次实验，将光屏竖直放置蜡烛 B的位置，光屏上_____（选填“能”或

“不能”）接收到蜡烛 A的像；若将蜡烛 A远离玻璃板，它的像的大小将_____（填“变

大”、“变小”或“不变”）； 

(4)实验中，看到点燃的蜡烛 A通过玻璃板成两个像，其中距离观察者较远的像是来自于蜡

烛的入射光经过玻璃板_____； 

A．一次反射、一次折射形成的        B．两次反射、一次折射形成的 

C．两次反射、两次折射形成的        D．一次反射、两次折射形成的 

(5)玻璃板太厚不仅会看到蜡烛 A在玻璃板后成两个像，同时也会使我们透过玻璃板看到的

蜡烛 B也不是其真实位置，我们透过玻璃板看到的蜡烛 B到玻璃板比实际位置到玻璃板

_____（选填近/远）。 

【答案】20    20    B蜡烛被点燃了    不能    不变    D    近     

【解析】 

【分析】 

(1)根据像物等距即可确定蜡烛 B与蜡烛 A的距离；利用公式 s vt 可求出蜡烛 A 移动的距



 

 

离，再根据像物等距可判断蜡烛 B 应放置的位置； 

 

(2)当拿着点燃另一支蜡烛，竖立在玻璃板后面移动时，蜡烛的烛焰会晃动，很难与平面镜

前面的蜡烛的烛焰重合，因此后面那个蜡烛还是不点燃更好； 

(3)实像能用光屏承接，虚像不能用光屏承接；根据物体在平面镜中成像特点进行判断：物

体在平面镜中成虚像，物像大小相等，物像连线与镜面垂直，物像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 

(4)玻璃表面比较光滑，而且是透明的，因此光线射到玻璃上，要发生反射和折射，这两种

光现象都可以使蜡烛成像； 

(5)当光线从空气斜射入其它透明介质时，折射角小于入射角；当光线从其它介质斜射入空

气时，则折射角大于入射角。 

【详解】 

(1)[1]据题意可知，王成在竖立的玻璃板前 10cm 处放一支点燃的蜡烛 A，既镜中的像 B距

离镜面的距离也是 10cm，故蜡烛 B与蜡烛 A的距离 20cm； 

[2]将 A蜡烛以 5cm/s 的速度匀速远离玻璃板 2s 时，即运动了 10cm，所以此时蜡烛 A距离

镜面是 20cm，故蜡烛 B蜡烛应与玻璃板相距也是 20cm 时才能与 A重合； 

(2)[3]当把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平面镜前面，然后再点燃另一支蜡烛，竖立在玻璃板后面移

动时，两蜡烛的烛焰会晃动，很难重合，因此 B蜡烛还是不点燃更好，故实验中的错误之

处：B蜡烛被点燃了； 

(3)[4]由于平面镜成的是虚像，既不能成在光屏上，纠正错误后某次实验，将光屏竖直放置

蜡烛 B的位置，光屏上不能接收到蜡烛 A的像； 

[5]若将蜡烛 A远离玻璃板，由于物像大小相等，所以它的像的大小将不变； 

(4)[6]光线射到玻璃上，要发生反射和折射。玻璃有两个表面，前表面直接反射，较亮，所

以其中距离观察者较近的像较亮，距离观察者较远的像较暗；反射是光线到达玻璃板后有

一部分被反射到你的眼睛，所以看到 1 次反射，2 次折射是光到了玻璃板后还有一部分光

透过玻璃板，而光从空气进入玻璃板后会折射，这是第一次，然后又要从玻璃板另一侧出

来，又一次折射，所以 1 次反射，2 次折射； 

(5)[7]我们透过玻璃板看到的蜡烛 B，是蜡烛 B反射的光线从空气射入玻璃，在界面上发生

折射，折射光线向法线靠近，折射小于入射角，眼睛顺着折射光线看去，像在实际物体的

前方，即像靠近玻璃板。 

 

9．如图所示是“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装置，把一支点燃的蜡烛 A放在玻璃板的前

面，再拿另一支外形相同的蜡烛 B竖立着在玻璃板后面移动，直到看上去跟蜡烛 A的像完

全重合，这个位置就是像的位置，在白纸上记下 A和 B的位置。移动点燃的蜡烛，重复做

多次实验。 

 

（1）如果有 5mm 厚和 2mm 厚的两块玻璃板，应选择_________ mm 厚的玻璃板做实验较



 

 

合适。实验中用两段相同的蜡烛是为了比较像和物体的__________的关系。 

（2）通过对实验现象和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平面镜所成的像与物体关于镜面_______。 

（3）移去蜡烛 B，在其位置上竖立光屏，在光屏上________(填“能”或“不能”)承接到蜡烛 A

的像。 

（4）实验过程中同学们体会到：用玻璃板代替平面镜成像虽没有平面镜清晰，但能透过玻

璃板观察到蜡烛___________(填“A”或“B”)，便于确定像的位置，这是本实验成功的关键。 

（5）在探究实验的过程中，若把蜡烛 A放在距玻璃板 30 cm 处，蜡烛 A在玻璃板中所成

的像到玻璃板的距离是______cm；当蜡烛 A远离玻璃板时，它的像的大小将______(填“变

大”“变小”或“不变”)。 

【答案】2    大小    对称    不能    B    30    不变     

【解析】 

【详解】 

(1)[1]玻璃板的选择主要是薄，因为厚的玻璃板两个表面都成像，会产生重影。应选择  

2mm 厚的玻璃板做实验； 

[2] 相同的两个蜡烛是为了比较像和物体的大小关系； 

(2)[3]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是：像与物关于镜面对称； 

(3)[4]平面镜所成像为虚像，不能用光屏承接； 

(4)[5]本实验时，是从点燃蜡烛一侧，观察未点燃蜡烛与点燃蜡烛的像重合，便于确定像的

位置，所以透过玻璃板观察到蜡烛 B； 

(5)[6]平面镜所成的像，像距等于物距。蜡烛 A 放在距玻璃板 30 cm处，像到玻璃板的距离

也是30cm； 

[7]平面镜成像特点之一是像与物等大，无论蜡烛远离还是靠近镜面，像与物大小都相等，

也就是像的大小不变。 

 

10．2016 年 9 月 25 日，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在贵州省平塘县落成，并开始

接收 

来自宇宙深入的电磁波。这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主导建设，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世 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某兴趣小组同学看到报道后想探究“球面射

电望远镜的工作原理”，他们查找资料后发现。经 典射电望远镜的基本原理和光学反射望

远镜相似，投射来的电磁波被一精确镜面反射后，同相 到达公共焦点。用旋转抛物面作镜

面易于实现同相聚焦，因此，射电望远镜天线大多是抛物面。 于是他们联想到抛物面可能

跟凹面镜工作原理相同，并作出以下猜想： 猜想一：抛物面上的反射是否遵从光的反射定

律。 猜想二：平行于主轴的电磁波经抛物面反射后，反射的电磁波是否会聚于一点。 猜想

三：抛物面对电磁波起会聚作用，是否焦距越小，会聚本领越大。 为了探究猜想一，兴趣

小组的同学选用了平面镜、直尺、铅笔、量角器和激光光源进行了如图 甲所示的实验： 



 

 

  

（1）实验时为了让不同方位的同学都能看到光的传播路径，应该选________（填字母）竖

着 放在甲图中的平面镜上，这是因为光在所选物品上发生了________反射。 

A．平面镜    B．凹面镜    C．透明玻璃板    D．硬纸板 

（2）他们用铅笔描出光路，然后用凹面镜代替平面镜，让 ON 正对凹面镜弧面顶点，并保

持 光线 EO 不动，如果出射光线与 OF 重合，就说明猜想一是_____（填“正确”或“不正

确”）． 为了探究猜想二，他们找到如图乙的小型卫星电视接收器，准备按丙图完成实

验。 

（3）他们将平行光源正对抛物面，然后将一小纸板在抛物面前来回移动直到纸板上出现 

最小最亮的光斑，这一光斑其实就是凹面镜的焦点，所以抛物面对平行光也有_____作用

（选 填“会聚”或“发散”）。 

（4）通过（3）的探究他们明白，在射电望远镜中，如果接收电磁信号，真正的信号接收

天线 就放在抛物面的________________处。 

（5）巨大的反射面把遥远星体发来的微弱的光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比较亮的像。把照相底

板 放在成像的位置上，就可以把那些暗淡的恒星的像照下来。人们利用这种天文望远镜已

经看到 距地球一百亿光年远的恒星（一光年就是光一年通过的距离）．根据这段话判断凹

面镜在本题 中成_____________像（“实”“虚”）。 

【答案】D    漫    正确    会聚    焦点    实     

【解析】 

【详解】 

(1)能从不同方位看到光线，是因为光在光屏上发生了漫反射，四个选项中只有硬纸板能发

生漫反射，实验时让光贴着硬纸板入射，纸板前不同方位的同学都能看到光的传播路径。 

(2)用凹面镜代替平面镜，让 ON正对凹面镜弧面顶点，并保持光线 EO不动，利用的是控

制变量法，如果出射光线与 OF重合，就说明抛物面上的反射也遵从光的反射定律，即说

明猜想一是正确的； 

(3)将平行光源正对抛物面，然后将一小纸板在抛物面前来回移动直到纸板上出现最小最亮

的光斑，这一光斑其实就是凹面镜的焦点，所以抛物面对平行光有会聚作用； 

(4)射电望远镜工作时，把天体投射来的电磁波通过接收器的反射，汇集到望远镜焦点，从

而获取宇宙相关信息。 

(5)实像是实际光线会聚而成的，虚像是实际光线的反向延长线会聚形成的。根据“巨大的

反射面把遥远星体发来的微弱的光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比较亮的像”可知，这个像是实际

光线会聚而成的，由此可判断凹面镜在本题中成实像。 

故答案为：D；漫；正确；会聚；焦点；实。 

 

三、初二物理 物态变化实验易错压轴题（难） 



 

．在“探究固体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的实验中，试验装置如图甲，试管内装有适量

的碎冰，请回答下列问题： 

（1）图甲时应按 （选填“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顺序进行。 

（2）开始加热后某一时刻温度计的示数如图乙，其示数为_____℃。 

（3）如图丙为加热过程中记录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在标准大气压下）可知冰是

_____（选填“晶体”或“非晶体”），图中 BC段物质处于_____（选填“固态”、“液

态”或“固液共存态”）。 

（拓展）同学们继续实验，试管中的水_____（填“能”或“不能”）沸腾，原因是

_____：接着，同学们又把温度计移到烧杯中，“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发现在同

一实验室里，不同小组测得的水的沸点不同，有同学猜想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各组用的

温度计有偏差，请你设想一个简单方法检验这种猜想是否正确。方法_____。 

 

【答案】自下而上    ﹣4    晶体    固液共存态    不能    不能继续吸热    将三支温度计一齐放

进同一杯沸腾的水中（继续加热），观察三支温度计的读数是否一致     

【解析】 

【详解】 

（1）酒精灯需用外焰加热，所以要放好酒精灯，再固定铁圈的高度；而温度计的玻璃泡要

全部浸没到液体中，但不能碰到容器壁和容器底，所以先放好烧杯后，再调节温度计的高

度，所以组装实验器材时，应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 

（2）该温度计的分度值是 1℃，液柱在 0以下，是零下，所以此时的示数是﹣4℃； 

（3）由图知，该物质在熔化过程中吸热，温度保持不变，所以该物质为晶体；图中 BC段

是晶体的熔化过程，处于固液共存状态； 

【拓展】 

试管中的冰完全熔化后，若持续加热，杯中水达到沸点后能沸腾且温度保持不变，试管中

水从杯中水吸热升温，当温度升高到沸点时，与杯中水温度相同，不能继续吸热，所以不

能沸腾。要 验证温度计是否准确，可以将三支温度计一齐放进同一杯沸腾的水中（继续加

热），观察三支温度计的读数是否一致。 

 

12．某小组在“观察水的沸腾”实验中： 



 

图(a) 中甲、乙、丙三种读温度计的方式正确的是____； 

(2)图(b) 安装实验器材时，应按照____（选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顺序进

行； 

(3)加热过程中温度计示数上升的速度____（选填“先慢后快”“先快后慢”或“不

变”）．为说明水沸腾过程中是否需要吸热，接下来的操作应____，观察水是否继续沸

腾； 

(4)爱米和米多分别利用质量相等的水按图(b) 装置同时在同一实验室进行实验，正确操

作，却得出了如图(c) 所示的两个不同的图线，原因可能是________． 

【答案】乙    自下而上    先快后慢    停止加热（移开酒精灯）    酒精灯的火焰不同     

【解析】 

【分析】 

（1）使用温度计测量液体温度时，正确的方法是：①测量前估计被测物体的温度，选择合

适的温度计，明确温度计的量程和分度值；②测量时温度计的玻璃泡要全部浸入被测液体

中； 不要碰到容器底或容器壁；③温度计玻璃泡浸入被测液体后要稍候一会儿，待温度计

的示数稳定后再读数；④读数时玻璃泡要继续留在被测液体中，视线与温度计中的液柱上

表面相平； 

（2）实验时，需用酒精灯的外焰加热，所以要调整好铁圈的高度，然后根据温度计的使用

规则固定好其位置； 

（3）当水温逐渐升高时，对外热量散失加快，温度升高变慢；根据水沸腾的条件进行分

析：达到沸点并要继续吸热． 

（4）在装置相同的情况下，质量相同，水升温快慢，与吸收热量的快慢有关． 

【详解】 

（1）读取温度计示数时，视线与温度计中的液柱上表面相平，不能仰视或俯视，所以正确

的是乙； 

（2）酒精灯需用外焰加热，先要放好酒精灯，再固定铁圈的高度，所以安装实验器材时，

应按照自下而上顺序进行； 

（3）随着加热的进行，水温越来越高，水对外的热量散失加快，在吸收速度相等的情况

下，水温升高变慢，即加热过程中温度计示数上升的速度先快后慢； 

撤去酒精灯后，水不能吸热，所以水停止沸腾，这说明水沸腾时要吸收热量； 

（4）小明和小红分别利用质量相等的水按图（b）装置同时进行实验，正确操作，却得出

了如图（c）所示的两个不同的图线，加热时间长短不同，说明水吸收热量的快慢不同，原

因可能是酒精灯火焰大小不同． 



 

 

．如图甲是探究“水的沸腾”的实验装置．当水温上升到 90℃时，每隔 1min 记录一次

温度计的示数，直到水沸腾 5min 后停止记录． 

（1）图乙中，表示水在沸腾时的现象是其中的_____图． 

（2）根据实验数据，作出了水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如图丙所示．由图象可知，在当

时条件下，水的沸点是_____℃． 

（3）水在沸腾过程中，需要_____热量，温度_____． 

（4）水沸腾时，杯口附近出现大量“白气”，是水蒸气遇冷_____形成的． 

（5）实验结束后，同学们在交流时，发现各组测出的水的沸点大多数都小于 100℃，说明

当时的大气压_____（选填“高于”、“低于”或“等于”）1个标准大气压． 

（6）有两组同学选用的实验装置相同，但水开始沸腾的时刻不同，他们绘制的沸腾图象如

图丁所示：a、b 两种图象不同的原因是水的_____不同． 

【答案】A    98    吸收    不变    液化    低于    质量     

【解析】 

(1)由图乙可知，A中气泡在上升过程中逐渐变大，是沸腾时的现象；B中气泡在上升过程

中体积逐渐减小，是沸腾前的现象； (2)从图丙可知，水在沸腾过程中温度保持 98℃不

变，所以此时水的沸点为 98  (3)水沸腾时，不断吸收热量，温度保持不变； (4)白气是

高温水蒸气遇冷形成的小水珠，是液化现象．（5）水的沸点随气压的降低而降低，故当时

的大气压低于 1 个标准大气压．（6）由图像可知，由于水的质量不同，从开始加热到沸腾

所需的时间不同． 

点睛：分析图像不同的原因是本实验的难点，熟练掌握实验过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4．物理兴趣小组进行“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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