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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汽化和液化

 1.记住汽化和液化的概念.
2.记住汽化的两种方式和液化的两种方法.
3.记住沸腾过程中吸热和沸腾的特征.
4.明确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

 开心预习梳理,轻松搞定基础。

1.物质由液态变成气态的过程,称为    ;如:    ;从气态变成液态的过程,称
为    .如:    .(举一例)

2.汽化有两种方式分别是    和    ,使气体液化有两种方法分别是    
和    .液体汽化时要    ,气体液化时要    .

3.蒸发是在液体    进行的汽化现象,它在    温度下都能发生.沸腾是在液体

    同时发生的剧烈的汽化现象,液体沸腾时的温度叫    .
4.影响液体蒸发快慢的因素有:(1)    ;(2)    ;(3)    .

 重难疑点,一网打尽。

5.医生在发烧病人身上擦些酒精溶液,可以达到降低体温的效果.他的依据是(  ).
A.酒精熔化时吸热 B.酒精液化时吸热

C.酒精汽化时吸热 D.酒精升华时吸热

6.某同学做“探究蒸发快慢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如图所示,在两

块相通的玻璃片上分别滴上一滴水,观察图中情景可知该同学主

要探究蒸发快慢是否与    有关.
7.刘娟同学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妈妈做家务,她在一次消灭房间里的蚊子时,用的是气雾

杀虫剂.刘娟同学用这种杀虫剂喷洒了一会后,手明显感觉到盛杀虫剂的金属罐变凉

了,她摇了摇金属罐,明显感觉到罐里有液体,她又通过阅读说明书得知这种杀虫剂是

用一种极易挥发的化学原料和药物配制而成的.请你应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释金属罐

变凉的原因:    .
8.“神舟八号”飞船在发射升空时,刚开始在地面上出现了大量“白雾”,仔细看地面上有一

大水池,说明发生了    和    现象.
9.在透明塑料袋中滴入几滴酒精,将袋挤瘪,排尽空气后把口握紧,然后放入80℃以上的

热水中,会发现塑料袋鼓起;从热水中拿出塑料袋,过一会儿塑料袋又瘪了.在此过程中

酒精发生的物态变化是(  ).
A.先液化后汽化 B.先汽化后液化 C.先升化后凝华 D.先凝华后升华

10.在一大杯水中,放一支装有水的玻璃试管,当把杯中水加热至沸腾,那么玻璃试管中的

水发生的现象是(  ).
A.一定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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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定不沸腾

C.玻璃试管中的水,底部沸腾,而顶部不沸腾

D.条件不足,无法判断

11.端午节,小王和小李煮粽子,煮粽子的水烧开后,小王认为要继续将火烧得很旺,使锅

内水剧烈沸腾,这样会很快将粽子煮熟;小李则认为,水沸腾后改用小火,让锅内水微微沸

腾,同样能很快将粽子煮熟;你认为    的想法更合理.你的理由是    .
12.香蕉也能钉钉子? 如图所示,在香蕉上浇上适量的液氮,由

于液氮    (填写物态变化名称)而从香蕉中    
(填“吸收”或“放出”)热量,导致香蕉结构发生变化,坚硬

无比.
13.汽化有两种方式,对比如下表所示,请填入适当的内容.

蒸发沸腾

相同点

不

同

点

发生部位

剧烈程度

温度条件

温度变化

影响因素

 源于教材,宽于教材,举一反三显身手。

14.室内温度为20℃,此时用浸有少量酒精的棉花裹在温度计的玻璃泡上,随着酒精的迅

速蒸发,下图中哪幅图正确反映了温度计读数随时间的变化? (  ).

15.如图所示,烧杯甲内盛有水,试管乙内盛有下表所列的一种液体.在1标准大气压下,
若在烧杯甲底部继续加热,最终发现试管乙内的液体发生沸腾,则试管乙内的液体应

当是(  ).

物质 沸点/℃

酒精 78

水 100

煤油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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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酒精 B.水 C.煤油 D.无法判断

16.小明同学在做完“观察水的沸腾”实验后又进一步探究了沸水自然冷却过程中温度随

时间的变化情况,他将实验数据记录在下表中.小明通过描点画出图示的水温随时间

变化的曲线.

时间/min 0 5 10 15 25 35 45 55 65 70

温度/℃ 100 71 55 45 35 28 26 25 25 25

(1)根据表中的实验数据可推知,小明做上述实验

时的环境温度(即室温)在    ℃左右.
(2)根据图示水温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可知沸水在

自然 冷 却 过 程 中 温 度 随 时 间 变 化 的 特 点 是

    .
17.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夏天,我们看到的冰糕冒“白气”是一种汽化现象

B.盛夏的早晨,枯草上的露是水凝固形成的

C.高压锅是利用液体沸点随液面上方气体压强的增大而降低,使食物容易被煮熟

D.电冰箱是利用致冷物质迅速蒸发吸热,使电冰箱内温度降低

18.(多选)夏天,游泳的人刚从河水中上岸,会感觉到比在水中冷,如果蹲下身子缩成团,
又会觉得比站着暖和些,对上述现象,下列解释中正确的是(  ).
A.蹲着比站着暖和些是因为离水近一些,有利于从水中取得热量

B.上岸后感到冷是因为岸上的气温比水温低

C.上岸后感到冷是因为身上的水蒸发吸热造成的

D.蹲着比站着暖和是因为减慢了蒸发吸热的速度

19.水资源的匮乏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如图所示,是我国新疆地区

的坎儿井内部场景,坎儿井大大减少了水的    (填写物态变

化名称),起到节水作用.结合你自身生活实际,提出一条节水的措

施:    .
20.已知液态氧气、氮气和二氧化碳在标准大气压下的沸点分别是

-138℃、-196℃和-78.5℃.如果在1标准大气压下用降温的方法来分离这些气

体,那么温度下降时,首先液化被分离出来的是(  ).
A.氧气 B.二氧化碳 C.氮气 D.无法分离

21.小红吃雪糕时,看到雪糕周围冒“冷气”,由此她联想到了冬天用开水泡方便面时碗里

冒“热气”的情景.以下是她对“冷气”和“热气”的思考,其中正确的是(  ).
A.“冷气”和“热气”本质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汽化生成的水蒸气

B.“冷气”和“热气”本质是不同的,前者是小水珠,后者是水蒸气

C.“冷气”和“热气”本质是相同的,都是空气液化形成的小水珠

D.“冷气”和“热气”本质是相同的,但水蒸气的来源不同,前者来源于空气中、后者是

由热水汽化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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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中考曾经这么考!

22.(2011·黑龙江哈尔滨)下列物态变化现象中,属于液化现象的是(  ).
A.初春,冰雪消融汇成溪流

B.盛夏,刚从冰箱中拿出的饮料瓶外壁出现水滴

C.金秋,清晨的雾在太阳出来后散去

D.寒冬,晾在室外冰冻的衣服也会干

23.(2011·福建泉州)夏天,扇扇子为什么会感到凉快?

24.(2011·江苏宿迁)在“观察水的沸腾”实验中,四个实验小组测得水的沸点如下表所示:

组别 1 2 3 4

水的沸点/℃ 98.2 98.9 98.5 98.6

对于上述实验数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四个小组实验都失败了,因为水的沸点是100℃
B.只有第2小组数据可以接受,因为他们的数据最接近100℃
C.只有第1小组数据不可以接受,因为他们的数据偏离100℃最大

D.只要实验操作正确,数据真实,上述数据均有效

刚出锅的鸡蛋为什么不烫手
刚从开水里取出的熟鸡蛋,你用手去拿,为什么不觉得很烫手? 过一会儿才感到

很烫手?
这是因为,刚从开水里拿出来的鸡蛋表面还沾着水,水分的蒸发使蛋壳温度降

低,因此手并不感到很烫.不过,这只是很短的一会儿,鸡蛋表面的水分蒸发以后,鸡
蛋就会烫手了.

蒸发是降低温度的好办法.当室温比人体的温度高的时候,人体向外散热主要是

依靠蒸发的办法.人体每小时可以分泌1L以上的汗液,带走的热量大约是580千

卡.也就是说可以使58kg的水温度下降10℃.所以一个人即使在面包炉里,只要不

被直接烫伤也是能待一个短时间的.
人体对周围 温 度 的 感 受 和 空 气 的 湿 度 关 系 很 大.冬 天 虽 然 屋 子 里 的 温 度 在

25℃,脱了衣服仍然感到很冷,而同样的温度如果在夏天的话,会感觉热.这是由于

冬天屋子里的空气十分干燥,身上的汗水蒸发的快.而夏天空气潮湿,蒸发过程缓慢,
所以不觉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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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左右等

9.熔点 熔化 10.B 11.B
12.(1)晶体 (2)80℃ 固

(3)如图所示

13.是 6
14.A、C、D [提示]据晶体与非晶体的熔化特点选择.
15.(1)试管不接触烧杯底 试管中装有晶体的部分

完全浸没在水中

(2)0 (3)弱

三 汽化和液化

1.汽化 洒 在 地 上 的 水 变 干 液 化 夏 天 早 晨

的露珠

2.蒸发 沸腾 降低温度 压缩体积 吸热 放热

3.表面 任何 表面和内部 沸点

4.(1)液体的温度 (2)液体的表面积 (3)液面上方

空气流动速度

5.C 6.液体温度

7.杀虫剂喷出后,罐内的液体迅速汽化,汽化吸热,故
罐体变凉

8.汽化 液化 9.B 10.B
11.小李 水沸腾时吸热但温度保持不变

12.蒸发(或汽化) 吸收

13.
蒸 发 沸 腾

相同点 都属于汽化现象,都要吸热

不

同

点

发生部位 只在液体表面进行
在液体表面和内部

同时进行

剧烈程度 缓慢、平静地汽化 剧烈地汽化

温度条件
在任何温度下

均可发生

达到一定温度

(沸点)时才能发生

温度变化
自身及周围物体的温度

降低,有致冷作用

温度不变

(等于沸点)

影响快慢

的因素

液体温度越高,表面

积越大,液面上方空

气流动越快,蒸发越快

加热越猛烈,

沸腾越剧烈

14.C 15.A

16.(1)25
(2)温度高时放热多,温度低时放热少或者刚开始

时温度下降的快,后来温度下降的慢

17.D 18.C、D
19.蒸发 一水多用,改喷灌为滴灌

20.B 21.D 22.B
23.扇扇子时气流加快,使汗液蒸发加快,从而加快了

蒸发时从身体吸热,所以感到凉快.
24.D

四 升华和凝华

1.固态 气态 吸热 冰冻的衣服变干

2.气态 固态 放热 冬天早晨室外物体上霜的

形成

3.凝华 内 4.升华 凝华 液化

5.C 6.B 7.C 8.D 9.C
10.凝华 放热 11.D
12.温度降低 凝华 雪熔化吸热

13.液化 凝华

14.电冰箱门口附近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

珠 杯中的热水蒸发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珠

 灯丝钨受热升华成钨蒸气遇冷凝华在灯管上

五 生活和技术中的物态变化

1.熔化 凝华 液化 凝华

2.增大气压提高沸点 熔点 爆炸

3.蒸发器 压缩机 冷凝器 压缩体积 放热 
吸热

4.液化 熔化 汽化 水蒸气液化

5.升华 蒸发 6.D 7.D 8.C
9.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 水在油膜下方不易蒸

发 普通开水蒸发时带走一部分热量,而浮有原油

的沸汤不易蒸发

10.(1)④、⑤、②、③
(2)把注射器活塞往内推增加气压 测量水沸腾

时的温度

(3)气体加压沸腾时,若气压过大,瓶塞易被冲出.
如果瓶塞太紧,还会使烧瓶爆裂,造成仪器损坏或

伤人的危险

11.升华 凝华 液化 12.升华 吸收 凝华

13.A、C [提示]冰柱是水滴凝固形成的

复 习 课

体积 形状 体积 形状 体积 形状 冷热程度 
冰水混合物 沸水 热胀冷缩 量程 分度值 容器

底和壁 稳定 留 相平 晶体 非晶体 熔点 没

有 熔点 吸热 吸热 保持不变 水平段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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