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4.3 物 态 变 化(一）
说明:全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班级：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得分：_________________

一、填空题(共 20 分,每空 1 分)

1.温度是表示物体 的物理量,温度计是根据液体 的性质制成的。

2.质量相同的 0 ℃的冰比 0 ℃的水冷却效果好,这是因为冰 (填物态变化名称)时要吸收热量,此过程

中冰的温度 (选填“升高”“降低”或“保持不变”)。

3.春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回南”天气,墙壁上挂满水珠,这是 (填物态变化名称)现象。该过程要

(选“吸热”或“放热”)。

4.夏天把一块冰放在饮料中,一段时间后冰块减小,这是 现象;且发现饮料杯外表面出现一层水珠,这是

现象(填物态变化名称)

5.我国北方地区冬天气温降到-20 ℃,河流湖泊表面覆盖着一层厚的冰。此时冰表面的温度是 ℃,与水接触

的冰下表面的温度为 ℃。

6．今年初，许多城市出现了雾霾天气，雾霾中的霾主要是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大量

吸入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而雾则是由大气中的水蒸气经________而形成的；太阳出来后，雾会慢慢散去，

是因为空气中的小水珠发生了________．(填物态变化名称)

7.小军把酒精反复涂抹在温度计的玻璃泡上，用扇子去扇，他发现温度计的读数变______(填“大”或“小”)，

这是因为酒精在________时要吸热造成的．。

8. 烈日下,狗总是尽可能地伸长舌头并快速喘气,这是因为狗身上没有汗腺。狗尽可能地伸长舌头,可以增大唾

液表面积,快速喘气可以加快唾液表面的 ,这些都可以使唾液蒸发加快,而蒸发 (选填“吸收”

或“放出”)热量,从而使狗感到凉快些。

9. 图甲是某物质熔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根据图象中的信息可以知道第 6 min 时,该物质处于

(选填“固”“液”或“固液共存”)态。图乙是酒精沸腾时的图象,由图象信息可以知道,酒精温度计 (选

填“能”或“不能”)用来测水沸腾时的温度。

第 9 题图

10.在温度为 0 ℃的室内,有一杯久置的水,水面上浮着一层碎冰块。此时水的温度 (选填“高于”“低

于”或“等于”)0 ℃;如果把一块冰扔到杯中,过一会儿,这块冰的体积 (选填“会”或“不会”)减小。

二、选择题(共 26分,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第11~16小题,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每小题 3 分;第 17、18 小题为不定项选择,每小题有一个或几个正确答案,每小题 4分,全部选择正确得 4 分,选

择正确但不全得 1分,不选、多选或错选得 0 分)

11.下列有关物态变化说法正确的是 ( )

A.人游泳后从水中出来感觉冷,属于升华现象

B.水在蒸发时放出热量

C.固体在熔化时温度保持不变

D.用高压锅做饭时,锅内的水能加热到 100 ℃以上

12.下列现象中不会出现的现象是( )

A.夏天打开冰箱门时，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饮料罐外壁会“出汗”

B.夏天，冷气开的很强的出租车车窗外侧玻璃上“出汗”

C.水的温度达到 102℃仍不能沸腾

D.冬天，小明从温暖的室内走到寒冷的室外，眼镜出现水雾

13.下列事例中，能使蒸发变慢的措施是( )

A．用电热吹风机将头发吹干 B．农业灌溉中用管道输水代替沟渠输水



C．将湿衣服晾到向阳、通风的地方 D．用扫帚把洒在地面上的水向周围扫开

14.星期天,小芳在家煮饺子,当水烧开准备下饺子时,她觉得锅里的水放少了点,于是又往锅里加了一大碗水(水

量比锅里的少),将水再次烧开。下列能反映整个烧水过程中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是( )

15.甲、乙两盆水中都有冰块,甲盆里的冰少,乙盆里的冰多,两盆里的冰都不熔化,则( )

A.甲盆水的温度比乙盆的高 B.甲盆水的温度比乙盆的低

C.甲盆水的温度等于乙盆的温度 D.不能判断两盆水的温度高低

16.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的实验装置,关于这个实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实验中在烧杯口盖硬纸板,主要作用是减少热量损失

B.为了尽快观察到沸腾现象,烧杯中的水越多越好

C.不管是南昌还是西藏的同学,测出的水的沸点都是相同的

D.水沸腾时冒出的大量“白气”,是水汽化成的水蒸气

17.根据表中所列的几种物质在 1 标准大气压下的熔点和沸点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物 质 名

称

水银 酒精 氢 铅 铁

熔点/℃ -38.8 -117 -259 328 1300

沸点/℃ 357 78.5 -253 -1740 2750

A.在 1 标准大气压下-260℃的氢是固态 B.可以使用酒精温度计测 1 标准大气压时沸水的温度

C.铅块掉入铁水中不会熔化 D.水银温度计在气温为零下 40℃的地方不能使用

18.如图所示是甲、乙、丙、丁四种固体的熔化或凝固图象,由此图象可以判断( )

A.丙、丁是晶体,甲、乙是非晶体 B.乙、丁是非晶体,甲、丙是晶体

C.乙、丁是非晶体,甲的熔点比丙的低 D.丁是凝固图象,甲的熔点比丙的高

三、简答与计算题(共 26 分,第 19 小题 5 分,第 20 小题 6 分,第 21 小题 7 分,第 22 小题 8 分)

19.在标准大气压下，把正在熔化的冰块拿到温度为 0℃的房间里，冰块能不能继续熔化？为什么？。

20.如图,晚餐时妈妈蒸了肉饼汤,小明伸手想把汤端出锅,爸爸却说他这样做会被烫伤,要用水将手淋湿后再端

汤,请问爸爸的说法正确吗?为什么?



21.物理学是一门十分有趣的科学，课堂上老师让同学们观察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如图所示：水沸腾后把烧

瓶从火焰上拿开，水会停止沸腾；迅速塞上瓶塞，把烧瓶倒置并向瓶底浇冷水，则烧瓶中的水会发生什么现象？

并解释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22.小明家有支温度计，把它插在冰水混合物中时温度为 4℃，插在沸水中时温度为 94℃，当读数为 40℃时，

实际温度为多少？若用它来测温度为 60℃的热水，它的示数为多少？

四、实验与探究题(共 28 分,每小题 7 分)

23.亲爱的同学,请你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决下列问题。

(1)使用温度计时,首先要对待测物体进行估温,再选择适当 的温度计进行测量,这样不会损坏温度计。

如图甲所示是小宇同学练习用温度计测水温的情景,其中操作正确的是 (填序号),测完水温后,

若将该温度计取出,一段时间后,其读数将 (选填“变大”“变小”“不变”或“无法确定变化情况”)。

甲 乙

(2)如图乙所示的是小宇家的温度计,其分度值为 ℃,此时的温度是 ℃。

(3) 如图丙所示,体温计的示数是 ℃。该温度值 (选填“高于”“低于”或“等于”)人体的正

常体温。

24.在“探究固体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的实验中,实验装置如图甲所示。

(1)图甲组装器材应按 (选填“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顺序。将装有固体的试管放在烧杯内

的水中加热,这种加热方法叫做 ,优点是 。

(2)实验中点燃和熄灭酒精灯的正确方法是 。(填序号)



(3)该固体熔化过程中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如图乙,由此可知该固体是 (选填“晶体”或“非晶体”),

它在熔化过程中的温度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4)BC 段该物质处于 (选填“固”“液”或“固液共存”)态。

25.如图所示,在做“观察水的沸腾”的实验时,甲、乙、丙三组同学分别从图 A、B 所示的两套器材中任选一套

来完成实验。(实验室已准备多套图 A、B 所示的装置)。

(1)为了尽快完成实验,他们应该选择的是图 (选填“A”或“B”)所示的装置。实验前,烧杯中装的水的

温度如中间温度计所示,则开始的温度是 ℃。

(2)乙、丙两组同学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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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所示,得到

a、b 两种不同图象的原因是 (选填“水量”“水的初温”或“酒精灯火焰”)不同。

(3)小菲观察到沸腾前和沸腾时水中气泡上升过程中的两种情况,如图 D、E 所示,则图 是水沸腾前的情

况。水沸腾时,烧杯中不停地冒出“白气”,这些“白气”实际上是 (选填“小冰晶”“小水滴”或“水

蒸气”)。

(4)小菲记录的数据如表,其中第 min 的数据是错误的。

时间/mi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

温度/℃ 92 93 94 97 96 97 98 99 99 99 99 …

(5)去掉错误数据后,请在下图中画出温度-时间图象。

26.炎热的夏天,南昌市气温在 30 ℃以上,市民们“酷暑难耐”。往室内地面上洒水、打开窗户通风、尽量穿短

衣短裤等避暑手段纷纷登场。这些措施为什么可以使人感觉到凉爽?小林同学准备了滴管、水、两块玻璃片、吹

风机(有加热和不加热两挡),请你加入进来一起探究蒸发快慢与哪些因素有关。

(1)小林用滴管把两滴水分别滴在两块玻璃片上,并将其中一滴水摊开,把它们放在室内,观察蒸发情况,这是探

究蒸发快慢与 的关系;

(2)如果要探究蒸发快慢与液体表面空气流动快慢的关系,应该 然后用吹风机

(不加热挡) ,观察蒸发情况;

(3)为了探究蒸发快慢与温度的关系,小林用滴管把两滴水分别滴在两块玻璃片上,然后用吹风机(加热挡)去吹

其中一滴水,观察蒸发情况,这样做是 的,原因是 ;

(4)该实验将水滴在玻璃片上而不滴在木板上,这是为了 ;

(5)发烧病人使用酒精擦拭身体降温比用水擦拭的效果更好;一滴油和一滴水掉在玻璃桌面上,水很快就不见了,

而油还在,由此,你的猜想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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