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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约请了上海教材主编
和一些著名中学的资深教师推出《辅导与训练》丛书，涉及数学、

物理、化学等出版社的优势学科．这套丛书在使用过程中，经多次
修订改版，一直以“辅导得当、训练有素”而深受广大师生的青睐，

已经成为上海市场的品牌教辅．
本世纪初，为适应上海“二期课改”的需要，我社根据新课标

教材，又推出了《新教材辅导与训练》丛书，同样受到读者好评．现
在，我社在总结各版优点的基础上，根据课程标准和中、高考要
求，再对本套丛书进行修订，旨在帮助学生理解“二期课改”教材、

及时消化所学的知识内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相关的重点、难
点），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增长自学能力，提高学科素质．

《新高考新思路辅导与训练　物理（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

是以《上海市中学物理课程标准》和课标调整方案，结合上海最新
高考改革方案和现行教材为依据编写，内容紧密围绕“新高考”，

专为高二年级学生精心设计编写的．本书在整体上以章节为单位
进行编写，并将《物理拓展型课程》的内容融入每个章节，节名加
“Ｔ”以示区分．每节由课前预习、要点归纳、疑难分析、实验指导、

基础训练、拓展提高等栏目组成．
课前预习：涉及最基本的概念、公式，方便学生预习．
要点归纳：叙述本节学习的要点知识，方便学生归纳、复习．
疑难分析：根据教学需要对本节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比较详尽

的分析，并精选典型例题，细致讲解，旨在将疑难问题的解决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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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细无声”的境地，让学生通过研读例题做到举一反三，提高
解题能力．

实验指导：对本节中的实验原理、方法、操作要求、数据处理
和注意事项等的介绍，帮助学生理解实验内容，提高实验能力．

基础训练：针对本课时的教学内容，为每个知识点或思想方
法编写基础性题目．在习题的内容、数量上都以精选为标准，力图
使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基础知识，使有关教学内容得以巩固
和落实．

拓展提高：在落实基础的前提下，挑选一些贴近学生实际要
求的题目，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拓展学习视界，提高解题技
巧，挑战思维能力．

本书还设有本章测试和期末测试，可以进一步帮助学生巩固
所学知识，收到自我检查的效果．

本书由王肇铭主编，由任浩，邓志文编写，王肇铭统稿．本书
的编写老师均在教学第一线，他们把握教学内容的标准，了解教
学节奏的舒缓，特别知道学生的需求．

为初、高中师生提供适用而又有指导意义的辅导书，是我们
一贯的心愿，也是当前教学的需要．对于我们所作的努力和尝试，
诚挚地期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４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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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内能　能量守恒定律

Ａ．物 体 的 内 能

１．０℃的冰和０℃的水进行比较，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０℃的冰的分子平均动能较大
（Ｂ）０℃的水的分子平均动能较大
（Ｃ）０℃的冰与０℃的水的分子平均动能一样大
（Ｄ）由于冰和水的状态不同，所以无法比较

２．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物体的温度越高，所含热量越多
（Ｂ）物体的内能越大，分子的平均动能越大
（Ｃ）物体的温度不变时，其内能就不变
（Ｄ）物体的温度不变时，内能可能减少

３．下列过程通过热传递方式导致改变物体内能的是（　　）．
（Ａ）冬天搓手 （Ｂ）古人钻木取火
（Ｃ）用火炉把水烧开 （Ｄ）用打气筒打气，车胎内气体温度升高

　图　７１

４．固定的水平汽缸内由活塞Ｂ封闭着一定量的气体，气体分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假设汽缸壁的导热性能很好，环
境的温度保持不变．若用外力Ｆ将活塞Ｂ 缓慢地向右拉动，如
图７１所示，则在拉动活塞的过程中，下列关于汽缸内气体的
结论正确的是（　　）．　
（Ａ）气体对外做功，气体内能不变 （Ｂ）气体对外做功，气体内能减小
（Ｃ）外界对气体做功，气体内能不变 （Ｄ）气体对外界吸热，气体压强增大

１．分子动能

分子做无规则运动，故分子具有动能；物体内大量分子无规则运动跟温度有关，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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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运动又叫做热运动．
２．分子势能
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力，由分子间相对位置决定的势能．
３．物体内能
内能是物体内部具有的能量，它包括物体内所有分子动能和势能．
４．改变物体内能的两种方式：做功和热传递．

１．怎样理解分子动能？
（１）分子平均动能是指物体内所有分子动能的平均值．
（２）温度是组成物体内的分子平均动能的客观表现，对个别分子而言，温度是没有意

义的．组成物体的分子动能越大，物体的温度也就越高；反之则越小．物体温度相同时，说
明分子平均动能相同（温度不是分子平均速率的标志）．

（３）因为分子热运动不可能停止，故分子动能永不为零．
（４）物体分子总动能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分子的平均动能（即物体温度），二是物体

所含的分子数．
２．怎样理解分子势能？
（１）在分子间距小于平衡距离ｒ０时，分子间表现为相互排斥；在分子间距大于平衡距

离ｒ０时，分子间表现为相互吸引；在分子间距恰为平衡距离ｒ０时，分子间无相互作用．
（２）分子间作用力做正功时，相应分子势能减少；分子间作用力做负功时，相应分子

势能增加．
（３）决定分子势能的宏观量是物体的体积．
例１　关于物体的内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不同物体，温度相等，内能也相等
（Ｂ）要使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增大，外界必须向气体传热
（Ｃ）做功和热传递过程都能改变物体的内能，但两种过程的本质不同
（Ｄ）１ｇ０℃的水与１ｇ０℃的冰内能相等
分析与解答　温度相等，只是说明分子的平均动能相等，而不同的物体，分子数一

般是不同的，因而所有分子热运动的动能也就不会相同，所有分子的势能一般也不会相
同，故由物体内所有分子热运动的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决定的内能也就不会相同，选
项（Ａ）错误．

气体分子的平均动能增大的宏观标志是物体的温度升高．想要达到此目的，可以是由
外界向气体传热，也可以是外界对物体做功，选项（Ｂ）错误．

做功过程是内能与其他形式的能量相互转化的过程，而热传递过程则是物体之间内
能转移的过程，两者确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选项（Ｃ）正确．
１ｇ０℃的水与１ｇ０℃的冰，温度相同说明它们的分子平均动能是相等的，而且它们

的分子数也相等，故它们的分子动能总和相等．但在冰熔化为水的过程中需要从外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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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这些能量将转化成分子之间的势能．由此可知，１ｇ０℃的水所具有的分子总势能要
大于１ｇ０℃的冰所具有的分子总势能．所以，１ｇ０℃的水所具有的内能要大于１ｇ０℃
的冰所具有的内能，选项（Ｄ）错误．

说明　在本题中，综合了与分子动能、分子势能、内能、内能的变化等各方面的相关知识，通过分析

本题，既加深了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也训练了对物理现象的分析能力．

３．物体的内能和物体的机械能有什么不同？
（１）物体的内能是对大量分子而言的，是一个统计量，物体的机械能则无统计意义．
（２）在任何时候物体都具有内能，而物体的机械能却可以为零．
４．物体的内能和热量有什么不同？
（１）内能是状态量，同一物体在不同的状态下可以有不同的内能；而热量则是一个过

程量，它表示在热传递的过程中被转移掉的能量．
（２）如果没有热传递的过程，也就没有热量的问题，但此时物体的内能仍然是一定存

在的．
５．怎样理解物体内能的改变？
（１）做功改变内能的过程是一个将其他形式的能与内能之间相互交换的过程，而热

传递的过程则是物体之间内能迁移的过程．无论是做功还是热传递，它们在改变物体内能
这一点上是等效的．

（２）在无热传递时，外界对物体做的功等于物体内能的增加量，物体对外界做的功
（即外界对物体做负功）等于物体内能的减少量．

在无做功过程时，物体吸收的热量等于物体内能的增加量，而物体对外界放出的热量
等于物体内能的减少量．

如同时存在做功和热传递这两个过程，此时物体内能的改变量等于外界对物体做的
功和外界对物体传递的热量的代数和．

举例来说，如果外界对一个物体做了１０Ｊ的功，同时物体向外界放出１５Ｊ的热量，则
物体内能改变量为１０Ｊ＋（－１５）Ｊ＝－５Ｊ，即物体内能减少了５Ｊ．

　图　７２

例２　如图７２所示，一绝热光滑容器放在水平光滑的桌面
上．容器内一个光滑轻质活塞被插销插住，将空间一分为二，左半
边为真空，右半边有一定质量的气体．不计气体分子间的相互作
用力，当把插销拔掉后，容器还会静止吗？容器内气体温度会怎
样变化？

分析与解答　插销拔掉之前气体处在右半边，此时容器整体的质量中心的位置应在
中间偏右处．插销拔掉之后，气体将分布在容器的整个空间中，此时容器整体的质量中心
的位置应回到中间处．在这个气体重新分布的过程中，整个系统在水平方向上不受外力，
由力学知识可知，容器系统的质量中心将保持原有的静止状态不变．所以，容器将会向右
移动一定的距离，以保证在该过程结束后，新的质量中心位置与开始时的质量中心位置
重合．

从拔掉插销到气体分布在容器的整个空间的过程中，气体一直是向真空中膨胀，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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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膨胀过程中，气体并不向外界做功，又因为容器是绝热的，所以，也不存在与外界的热交
换问题．由此可知，在这一过程中气体的内能不会发生改变．所以，气体的温度也就不会发
生改变．

说明　本例说明，并不是气体膨胀就一定会对外做功．此外，由于不计分子间相互作用力，故不必考

虑分子势能的变化．由此可得出气体内能不变的结论．

例３　用手不断地在同一地方反复弯折细铁丝，铁丝被折断时，断口很烫手，这说明
（　　）．

（Ａ）铁丝不从外界吸收热量，温度也能升高
（Ｂ）对物体做功，也能使物体内能增加
（Ｃ）做功和热传递是等效的
（Ｄ）机械功可以转化成热量，铁丝吸收了热量，温度升高
分析与解答　反复弯折细铁丝的过程就是一个外力对铁丝做功的过程，这将使铁丝

的内能增加，内能增加的宏观表现就是铁丝的温度升高．这里并没有涉及热传递的过程，
故选项（Ａ）、（Ｂ）正确．

选项（Ｃ）是错误的，做功和热传递仅在改变物体的内能这一点上才是等效的，其他则
并不相同．例如，做功时会发生能的转化，而热传递时发生的则是能的转移．

选项（Ｄ）也是错误的，做功转化的是能，在这里转化的是内能，而不是一个作为过程
量的热量．这句话一开始就错了．

说明　内能和热量是两个很容易混淆的量，清楚两者的区别是很必要的．

例４　水平飞来的子弹击中静止在光滑水平面上的木块，进入的深度为２ｃｍ，木块相
对水平面移动了１ｃｍ，若木块对子弹的阻力恒定，则产生的热能和子弹损失的动能之比为
（　　）．

（Ａ）１∶１　　　　　 （Ｂ）２∶３　　　　　
（Ｃ）１∶２　　　　　 （Ｄ）１∶３
分析与解答　阻力Ｆｆ对子弹做的功　Ｗ ＝Ｆｆ（ｌ＋ｄ），Ｗ ＝ΔＥｋ．
因摩擦而转化为内能　Ｑ＝Ｆｆｄ．

所以，Ｑ
ΔＥｋ＝

Ｆｆｄ
Ｆｆ（ｌ＋ｄ）＝

ｄ
ｌ＋ｄ＝

２
３．
显然，选项（Ｂ）正确．

说明　根据做功和能量转化的关系可求出子弹动能的改变量，这里的位移是子弹相对地面的位移；

而转化为内能部分的位移，则应该是子弹相对于木块的位移，这一点是不能搞错的．

一、单选题

１．气体内能是所有气体分子热运动动能和势能的总和，其大小与气体的状态有关，分子
热运动的平均动能与分子势能分别取决于气体的（　　）．
（Ａ）温度和体积 （Ｂ）体积和压强
（Ｃ）温度和压强 （Ｄ）压强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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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１００℃的沸水和１００℃的水蒸气相比，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１００℃的沸水和水蒸气分子的平均动能不一样
（Ｂ）１００℃的沸水和水蒸气分子的平均势能一样
（Ｃ）１００℃的沸水的内能可能小于１００℃的水蒸气
（Ｄ）１００℃的沸水的内能不可能与１００℃的水蒸气的内能一样

３．一物块在一粗糙水平面上滑行，因为摩擦阻力，它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小，在它减速的
过程中，（　　）．
（Ａ）机械能和内能都减少 （Ｂ）机械能减少，内能却增加
（Ｃ）机械能和内能都增加 （Ｄ）物块的机械能和内能总量保持不变

４．密闭有空气的薄塑料瓶因降温而变扁，此过程中瓶内空气（不计分子势能）（　　）．
（Ａ）内能增加，放出热量 （Ｂ）内能减少，吸收热量
（Ｃ）内能增加，对外界做功 （Ｄ）内能减少，外界对其做功

　图　７３

５．某点火器如图７３所示，用牛角做套筒，木质推
杆前端粘着艾绒，猛推推杆，可点燃艾绒．在筒
内封闭的气体被推杆压缩的过程中（　　）．
（Ａ）气体温度升高，压强不变
（Ｂ）气体温度降低，压强变大
（Ｃ）气体对外界做正功，气体内能增加
（Ｄ）外界对气体做正功，气体内能增加

６．图７４中，能正确反映分子间作用力Ｆ和分子势能Ｅｐ随分子间距离ｒ变化关系的是
（　　）．

　图　７４
二、填空题

７．温度升高时，物体分子的热运动将　　　　，分子的平均动能将　　　　．
８．冬天人们常用嘴往手上呵气，使手感到暖和，是用　　　　的方法来　　　　手的
内能．

９．在相同温度时，氧气分子的平均速率要比氢气分子的平均速率　　　　，而氧气分子
的平均动能与氢气分子的平均动能相比较，应是　　　　．

１０．某一团气体膨胀时对外界做了２２×１０３Ｊ的功，同时又从外界吸收了４２×１０３Ｊ的热
量，则这团气体在这个过程中内能改变的情况是　　　　　．



６　　　　

三、分析与计算题

　图　７５

１１．如图７５所示，原静止的箱子质量为６０ｋｇ，箱子与水平地面
间的动摩擦因数μ＝０１，水平拉力Ｆ＝８０Ｎ．问箱子前进ｓ＝
１０ｍ的过程中有多少机械能转化为了内能？此刻箱子动能
为多大？（ｇ取１０ｍ／ｓ２）

　
　
　
　

１２．一根质量为１５ｋｇ，温度为８００℃的被烧红的铁钉，温度降到４０℃的过程中内能改变
多少？［铁钉的体积不变，ｃ铁 ＝０４６×１０３Ｊ／（ｋｇ·℃）］

　
　
　
　

１３．食物在人体内要先转化为葡萄糖，再转化为水和二氧化碳．已知１ｍｏｌ的葡萄糖转化

时产生的能量为Ｅ＝２８０×１０６Ｊ．问：一个ｍ＝６０ｋｇ的短跑运动员起跑时在１６ｓ
时

间内冲出１ｍ远，这一起跑的瞬间会消耗掉多少葡萄糖？

　
　
　
　



７　　　　

Ｂ．能的转化和能量守恒定律

１．机械座钟发条断裂后，其钟摆摆角会越来越小，这说明（　　）．
（Ａ）能量正在消失
（Ｂ）动能正转化为势能
（Ｃ）势能正转化为动能
（Ｄ）总能量守恒，减少的机械能转化为了内能

２．下列各物体在所经历的过程中，有关内能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在光滑斜面上由静止释放而下滑的物体的内能增加
（Ｂ）水平飞行并射穿木块的子弹的内能不变
（Ｃ）迅速、反复弯曲铁丝的弯曲处会变热是由于做功而使物体内能增加
（Ｄ）用酒精灯将烧杯中的水加热的过程是通过做功改变水的内能

３．说出下列过程中能量之间的转化关系．
（１）水力发电：　　　　　　　　　　　　　．
（２）电动机工作：　　　　　　　　　　　　．
（３）用电炉烧水：　　　　　　　　　　　　．
（４）电灯发光：　　　　　　　　　　　　　．

　图　７６

（５）火力发电：　　　　　　　　　　　　　．
４．如图７６所示，小型无动力过山车在光滑的轨道上安全运行．当
它通过圆形轨道部分的最高点时，速度是１５ｍ／ｓ．已知圆形轨
道半径是５ｍ，则过山车至少从　　　　ｍ高处开始下滑．（ｇ取

１０ｍ／ｓ２）

１．能的形式
（１）自然界中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能，如机械能、内能、电能、磁能、化学能、核能等．
（２）每一种运动形式对应着一种能的形式，如机械运动对应着机械能，分子的热运动

对应着物体的内能等．
２．能的转化
（１）各种形式的能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２）能量在转化过程中是守恒的．
３．能量守恒定律
能量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



８　　　　

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其总量不变．
４．“永动机”不可能制成
企图制造出永动机，也就是企图凭空创生出能量来，这是违反能量守恒定律的，所以

任何永动机都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

１．怎样理解“做功能改变物体的内能”中提到的功？
（１）这里提到的功，可以是机械功，也可以是电功或者其他形式的功．
（２）这里提到的功，是专门指导致物体内能改变的那部分功．例如，物体下落时重力

做功中的一部分是用来增加物体的动能的，这一部分功并不是用来增加物体的内能的．另
一部分重力功在克服摩擦力时才转化为物体的内能．
２．物块在粗糙水平面上滑行，某同学认为：“摩擦力对水平面做正功，水平面的内能

增加；摩擦力对物块做负功，物块内能减少，所以物块和水平面系统的总内能保持不变．”
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

这种说法不对．改变物体内能的那部分功的正负规定方法与机械功的正负规定方法
不同．在这里，规定外界对物体做的功为正，而物体对外界做的功为负．无论是水平面还是
物块，摩擦力做的功都是外界对物体做功，都为正，都可以使内能增加，且增加的内能应该
是物块和水平面这一系统所共有的．

　图　７７

例１　如图７７所示，两个相同的封闭容器Ａ、Ｂ，Ａ装满
水，Ｂ只装一部分．现在使它们以相同的初速度向右滑动．由于
地面的摩擦作用，Ａ、Ｂ经过一段距离停下后，发现Ａ运动的距
离比Ｂ大一些，请你从能量守恒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

分析与解答　由牛顿定律和运动学原理，可求得容器的加
速度为

ａ＝Ｆｍ ＝
Ｆｆ
ｍ ＝

μｍｇ
ｍ ＝μｇ．

由上式可知，虽然两个容器的质量不同，但是在水平面上运动时的加速度与质量无
关，应该有ａＡ ＝ａＢ ＝μｇ．

又知两者初速度相同，即ｖ０Ａ ＝ｖ０Ｂ，由位移公式ｓ＝ｖ
２
０

２ａ
可知，上述两容器尽管质量不

一样，但它们的位移应该是一样的．
题目告诉我们，实际情况是Ｂ的位移要比Ａ的位移要小，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能量角度看：Ａ、Ｂ在减速过程中，地面的摩擦力对它们做负功，动能应该全部或大

部分转化为地面和容器之间摩擦产生的内能．由于Ｂ容器没有装满水，所以运动过程中
容器中的水会晃动，水与水之间、水与容器之间发生碰撞摩擦都会消耗一些机械能（转化
为内能）；而装满水的Ａ容器没有这些情况．因此Ｂ在运动过程中，摩擦力对它做的负功
较少，位移也相对较短．



９　　　　

说明　本题无法通过详细的计算来证明两者的位移确实是不一样的，但从能的转化和守恒这一客

观规律去分析这一过程，就可以又快又正确地得出结论．

　图　７８

例２　有一用光滑活塞密闭的氧气的气缸，整个装置与外界没有能量
交换，在活塞上放一重物Ｍ，如图７８所示．现在让重物Ｍ 自由下落．在下
落的过程中，氧气的内能将（　　）．

（Ａ）不变 （Ｂ）增大
（Ｃ）减小 （Ｄ）先增大后减小
分析与解答　重物和活塞一起自由下落的同时，气缸内的气体被压

缩，这一过程是外界对气体做功的过程．因为整个装置与外界没有能量交换，也就是没有
热传递的过程．所以在下落过程中，外界对气体做功的结果，必然会使气体的内能增大．所
以，选项（Ｂ）正确．

说明　在这一过程中，大气压力和重物、活塞的重力一起对气缸内的气体做功，在整个能量转化的

过程中，能量的整体还是保持不变的．

例３　瀑布从１０ｍ高处下落，如果下落过程中重力做功的４０％是用来提高水的内
能，则水的温度可升高多少？［水的比热容为ｃ＝４２００Ｊ／（ｋｇ·℃）］

分析与解答　重力做的功为Ｗ ＝ｍ水ｇｈ．
转化为内能的部分为４０％Ｗ ＝Ｑ吸，即４０％ｍ水ｇｈ＝ｃ水ｍ水Δｔ水．
由此可求出水升高的温度为

Δｔ水 ＝０．４ｍ水ｇｈｃ水ｍ水 ＝０．４×９．８×１０４．２×１０３
℃＝０．００９３℃．

说明　本题涉及的仍然是机械能与内能之间的转化和守恒的关系．在求解内能的增量时，采用了力

学和热学综合的方法．

　图　７９

例４　有人设计了如图７９所示的“浮力永动机”．永动机的传动绳上均匀
地固定了许多密度小于水的小球，容器底部的管道内径与小球直径相等，并为
光滑配合．设计者认为，左边容器里的小球受到浮力的作用向上运动，管道中的
小球也将被带着向上运动，一旦这个小球要上升离开管道，其下的一个小球就
会进入管道而不使水漏出，因此永动机将永不休止地顺时针转动．你认为该“浮
力永动机”能否实现永动？为什么？

分析与解答　由能量守恒定律可知是不可能的．在此装置中容器最下部的
球所受水的压力大，并大于容器中其他球的所受的浮力之和，故无法自动向上
运动．

说明　永动机的要害并不完全地在于“永动”，而是在于试图以少量的起始能量，甚至不要起始能量
来无中生有地创生出源源不断的、更多的能量来．这完全是违背能量守恒定律这一客观规律的，因而也
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

一、单选题

１．小梅同学将能量的转化及常见的例子连线如下，其中出现了错误的是（　　）．



１０　　　

（Ａ）机械能转化为内能———用磨刀石磨刀
（Ｂ）内能转化为机械能———暖水瓶瓶盖蹦起
（Ｃ）电能转化为内能———电炉工作
（Ｄ）势能转化为动能———向上运动的乒乓球

２．下列关于物体内能变化情况的各种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吸热的物体，其内能一定增加
（Ｂ）体积膨胀的物体，其内能一定减少
（Ｃ）放热的物体，其内能一定减少
（Ｄ）绝热压缩的物体，其内能一定增加

　图　７１０

３．水平传送带以速度ｖ匀速传动，一质量为ｍ的小木块Ａ
由静止轻放在传送带上，若小木块与传送带间的动摩擦
因数为μ，如图７１０所示，当小木块与传送带相对静止
时，转化为内能的能量为（　　）．

（Ａ）ｍｖ２ （Ｂ）２ｍｖ２ （Ｃ）１４ｍｖ
２ （Ｄ）１２ｍｖ

２

二、填空题

４．在摩擦生热的现象中，　　　　能转化为　　　　能，如克服摩擦做了１００Ｊ的功，就
有　　　　Ｊ的　　　　能转化为　　　　能．

５．能以多种形式存在于自然界，每一种形式的能对应于一种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对应的
是　　　　；分子热运动对应的是　　　　；跟其他运动形式对应的还有　　　　　、

　　　　　、　　　　　、　　　　　等．各种形式的能是可以互相　　　　　的．
６．在墙壁与外界无热传递的封闭房间里，夏天为了降低温度，同时打开电冰箱和电风
扇，电器工作较长时间后，房内的气温将　　　　，这是因为 　

　．
７．Ａ、Ｂ两球完全相同，分别浸没在水和汞的同一深度．Ａ、Ｂ用同一种特殊材料制作，
当温度稍微升高时，球的体积就明显增大．如果水和汞的初温及缓慢升高后的末温都
相同，且两球热膨胀后体积也相等，两球也不上升，则　　　　球吸收的热量多．

三、分析与计算题

８．喇叭发出的声波是空气振动形成的，它具有能量．追根溯源，声波的能量是从哪里来
的？又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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