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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中考的命题理念、考查内容、试卷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通

过对近几年全国各地中考试题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中考命题具有以下特点:

(1)注重对核心知识点的考查;

(2)注重对基础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考查;

(3)注重对学以致用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查。

鉴于此,我社组织全国一线教学名师,凝聚他们多年的教学心血与智慧,依据最新考试说

明及中考命题的方向,编写了这套“重难点题库大全”,充分体现了知识点的精髓,揭示了中考

命题方向。本书中我们提炼的核心知识点在每年中考命题中再现率都在80%以上,可供初中

教师和备考学生参考使用。

【本书编写特点】

1.内容全

覆盖全部考点,涵盖所有题型,并紧扣各版本教学大纲所囊括的知识要点。

2.理念新

依据中考命题规律,根据高频考点对专题整合细分,以专题考点为单位进行编写。

3.训练精

锁定中考考点,精选最新三年真题、模拟题、竞赛题、自主招生题,题组式演练,助你准确把

握中考命题思路,快速提升解题能力,轻松突破解题难关。

4.体例优

题型设置循序渐进,从重点知识运用,到综合能力提升,再到思维拓展加强,难度递进,符

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实现梦想没有捷径,但是有科学的方法,希望学生在使用本书的过程中,用心领会书中的

解题策略,参透每个考点,悟懂每道习题。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使今后修订时不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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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物态变化

考点1 温度与温度计

A 重点知识运用

1.(长泰模拟)为节能环保,国务院规定机关、商场等单位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

(  )。

A.14℃ B.18℃ C.22℃ D.26℃
2.(徐州模拟)“估测”是物理学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下面是小明同学对自己相关物理量的估

测,其中明显不合理的是(  )。

A.正常体温约为39℃ B.体重约为450N
C.步行速度约为5km/h D.脉搏约为70次/分

3.(虹口模拟)人体的正常体温是(  )。

A.27℃ B.32℃ C.37℃ D.42℃
4.关于如图1 1所示的温度计,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C

图1 1

A.它的示数为10℃ B.它的最小分度值为1℃
C.它不能离开被测物体读数 D.它是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规律制成的

5.(贵定县模拟)下列用温度计测液体的温度,方法正确的是(  )。

A. B. C. D.

6.(黄浦模拟)摄氏温标规定,一标准大气压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是(  )。

A.100℃ B.10℃ C.0℃ D.-10℃
7.(衡阳中考)为了预防甲型流感,某校要求学生每天早上用如图1 2所示的体温计测量体

温,这种体温计是根据液体 的规律制成的,图中体温计的读数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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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6 37 8 9 40 1 2 °C

图1 2

8.(台山模拟)小强在用温度计测量烧杯中液体温度时读取了四次数据,每次读数时温度计的

位置如图1 3甲所示,其中正确的是 。图乙是测水时的温度计示数,那么水的温

度是 ℃。

CA B D

30

40

�

* �

图1 3

9.(江西模拟)如图1 4所示的仪器是利用 的原理来工作的,当要对它消毒时,
(选填“能”或“不能”)放入沸水中进行消毒。

图1 4

图1 5

10.(贵州中考)如图1 5所示的装置是在小瓶里装带颜色的水,给小瓶配一个橡皮

塞,橡皮塞上先插进一根细玻璃管,使橡皮塞紧塞住瓶口。请仿照例子,利用这

个实验装置设计一种方案,探究与物理相关的现象,并作出合理解释。
例如,设计:用力捏小瓶,观察细管中水面高度的变化。
解释:力能使物体发生形变。
设计:  。
解释:  。

B 综合能力提升

1.(吴江模拟)下表是l标准大气压下一些物质的熔点和沸点。根据表中的信息,能做测温物质

在我国各个地区测量气温的温度计是(  )。

物质 水 水银 酒精 乙醚

熔点/℃ 0 -39 -117 -114

沸点/℃ 100 357 78 35

A.水温度计 B.水银温度计 C.酒精温度计 D.乙醚温度计

2.(安阳模拟)某同学利用下列测量工具进行测量,其中数据记录不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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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g

0 1 2 3 4 5g

�

C. 2.8NA. 26� B. 107g D. 30mL

20

10

100g
5g

10

20

30

40

50
mL

3.将温度计的玻璃泡放入盛有大量酒精的敞口容器中,这个温度计的示数将(  )。

A.升高直到稳定 B.降低直到稳定

C.先升高后降低直到稳定 D.先降低后升高直到稳定

4.关于体温计和常用温度计的区别,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体温计的玻璃泡与毛细管连接处的管径特别细,且略有弯曲,而常用的液体温度计没有

这一结构

B.使用体温计前需用力甩动,而常用的液体温度计不能甩动

C.使用体温计测量体温时,可离开人体后再读数,常用的液体温度计读数时不能离开被测

物体

D.体温计与常用的液体温度计仅是长短不同而已

5.(呼伦贝尔中考)用同一支温度计分别测量当天正午与晚上的气温,两次温度计的示数如图

1 6甲、乙所示,其中 图是晚上的气温,其示数是 ℃。

10

0

�

10

0

10

0

10

0

�

* �

图1 6

6.(龙江模拟)常用温度计是根据 原理制成的,里面的液体有的用酒精,有的用水银。
已知酒精和水银的熔点和沸点如下表所示,北方漠河地区冬季最低温可达-54℃,测此地

冬季最低气温应选 温度计。(选填“酒精”或“水银”)

熔点/℃ 沸点/℃

酒精 -117 78

水银 -39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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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昆明中考)摄氏温度的规定: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纯净的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定为0℃,水
沸腾时的温度定为100℃。将0~100℃分为100等份,每一等份就是1℃。华氏温度的规

定: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纯净的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定为32℉(℉,读作华氏度),水沸腾时

的温度定为212℉。将32~212℉分为180等份,每一等份就是1℉。则华氏度F 与摄氏度

t之间的关系是F= ℉。人的正常体温大约为 ℃。

8.一支温度计的刻度均匀但不准确,将它放在冰水混合物中,示数为4℃,放在1标准大气压

下的沸水中,示数为94℃,放在教室里的示数为25℃,那么教室的实际温度约是多少?

C 思维拓展加强

1.(遵义中考)如图1 7所示的温度计,下列关于它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C

图1 7

A.该温度计是根据固体热胀冷缩的原理制成的

B.在使用该温度计测量物体温度时,可以离开被测物体读数

C.该温度计的量程是20~100℃
D.该温度计此时的示数为32℃

2.(黄石模拟)“碳纳米管温度计”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小的温度计。研究人员在碳纳米管中充

入液态的金属镓,当温度变化时,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金属镓液柱的变化就能读取温度值。
这种温度计的测量范围是30~490℃,可用于检测电子线路、测定毛细血管的温度等。下列

说法中错误的是(  )。

A.“碳纳米管温度计”是利用液体热胀冷缩的性质制成的

B.碳纳米管的体积在30~490℃的范围内变化很小

C.金属镓的体积在30~490℃的范围内变化可忽略不计

D.金属镓的熔点低于30℃,沸点高于490℃
3.(吴中模拟)在温标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温标。1714年,德国的科学家制成了

水银温度计,建立了华氏温标。这种温标是用水银作为测温介质,以水银在玻璃容器内相

对膨胀来表示温度,把标准大气压下冰的熔点定为32度,水的沸点定为212度,两者之间等

分为180格,每一格称为1华氏度,用℉表示。1742年,瑞典的科学家也用同样的温度计和

同样两个原始分度点,建立了摄氏温标。不同的是摄氏温标把标准大气压下冰的熔点定为

0度,水的沸点定为100度,两者之间等分为100格,每一格称为1摄氏度,用℃表示。下表

提供了几组华氏温度与摄氏温度的对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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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温度tc/℃ 0 5 10 15 20 25 30

华氏温度tF/℉ 32 41 50 59 68 77 86

分析表中的数据,可推知:摄氏温度tc与华氏温度tF的关系式为tc= 。

4.小东做实验时发现一支温度计不准确,把它和标准温度计一同插入水中,发现当实际温度

为2℃时它的示数是2℃,实际温度为82℃时的示数是102℃。仔细观察,它的刻度是匀称

的。
(1)请以t表示任意温度时的示数,以T 表示这时的实际温度,导出用t表示T 的公式;
(2)这支温度计在示数为26℃时,实际温度是多少?
(3)在什么温度时这支温度计的示数等于实际温度?

5.当空调连续运转时,其制冷量恒定。在空调连续运转的情况下,当室外气温为35℃,室内待

一个人时,室内气温保持在25℃;当室内待两个人时,室内气温保持在26℃;则当室外气温

为30℃,室内待三个人时,室内气温保持在多少? 当室内温度与室外温度都保持在30℃时,
室内需要多少个人? 已知人体体温为37℃。

6.小明有一支次品温度计,玻璃管的内径和刻度都很均匀,标度(最小标度1℃)却不准确。用

此温度计测量冰水混合物,示数是5℃;放在一标准大气压的沸水中,温度计示数是95℃。
据此推算:
(1)此温度计的实际分度值是多少?
(2)测得的温度是32℃时,实际温度是多少?
(3)将该温度计放在50℃的水中,其读数为多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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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2 熔化和凝固

A 重点知识运用

1.(陕西模拟)陕西“关中八景”之一的“太白积雪”,整体面积正在呈现减少趋势,究其原因是

由于暖冬气候造成的。下列有关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积雪熔化时需要吸收热量

B.“太白积雪”终年不化是因为太白山较高,气压较低

C.“太白积雪”是水凝固形成的

D.积雪的温度低于零度,内能为零

图1 8

2.(枝江模拟)如图1 8所示,把装有碎冰块的大试管插入装有碎冰块的烧杯中,用
酒精灯对烧杯加热,当烧杯中的冰熔化一半时,试管中的冰(  )。

A.也熔化一半 B.全部熔化

C.一点也不熔化 D.达不到熔点

3.(辽阳中考)在“2014年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小智同学发明了一种“神
奇恒温杯”,他在双层玻璃杯的夹层中封入适量的海波晶体(熔点为48℃)。开水

倒入杯中后,水温会迅速降至48℃左右,人即可饮用,并能较长时间保持水温不

变,这主要是利用(  )。

A.海波汽化吸热、液化放热 B.海波熔化吸热、凝固放热

C.海波升华吸热、凝华放热 D.海波熔化吸热、液化放热

4.(湘乡模拟)把冰水混合物放到一个-2℃的房间里,它将(  )。

A.继续熔化 B.继续凝固

C.既不熔化也不凝固 D.无法判断

5.(安顺中考)在严寒的冬天,需要排尽汽车水箱里的水并注入防冻剂。与水相比,防冻剂不

易冰冻也不易沸腾,这是因为(  )。

A.防冻剂的凝固点比水的凝固点高,沸点比水的沸点低

B.防冻剂的凝固点比水的凝固点高,沸点比水的沸点高

C.防冻剂的凝固点比水的凝固点低,沸点比水的沸点低

D.防冻剂的凝固点比水的凝固点低,沸点比水的沸点高

#�/�

�K/minO
A

B C

D

6 12

48

图1 9

6.(滕州模拟)如图1 9所示是某晶体的熔化图像,从这个图中可

知(  )。

A.CD 段是气体

B.晶体的熔点是48℃
C.BC 段晶体不吸热 
D.6min时晶体已完全熔化

7.(中江模拟)小东将某种固体放在试管中加热,发现这种固体在熔

化过程中温度保持不变,说明这种固体属于 (选填“晶体”或“非晶体”)。当完全熔

化后再加热至液体沸腾,在液体沸腾的过程中继续加热,液体的温度将 (选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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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或“不变”)。

8.寒冷的冬天,在一个玻璃瓶里装满水并拧紧瓶盖,晚上把它放到室外,第二天早上发现瓶里

的水结成了冰,而瓶子破裂了,破裂的原因是 。

9.(苏州中考)小明为探究冰熔化和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在实验室进行了探究实验,根
据测量结果他画出了相关图像,如图1 10(a)(b)所示。

A

O B C

D
E F

�K

�K

#� #�

O

(a) (b) (c)

�

90

100

90

100

图1 10

(1)这两个实验都需要用到的测量仪器是温度计和 。
(2)水沸腾时,温度计的示数如图1 10(c)所示,则水的沸点是 ℃,此时实验室的

大气压 1个标准大气压。(选填“高于”“等于”或“低于”)
(3)在图1 10(a)中,AB 段与CD 段的倾斜程度不同,这是因为 。

10.(罗田模拟)如图1 11所示的是某种物质熔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请你根据图像

回答下列问题:
则:(1)这种物质是晶体还是非晶体? 。判断的依据是: 。
(2)第16min时,这种物质处于 状态。
(3)这种物质的熔点是 。该物质熔化时需要 热量。

#�/�

�K/min
0
20

20 30 40 5010

40
60
80
100

图1 11

B 综合能力提升

1.(雨花模拟)下列关于热现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用久了的白炽灯灯丝因凝华而变细

B.加在饮料中的冰块化为水是放热过程

C.洒在地上的水变干了是放热过程

D.冬天,教室窗户的玻璃内表面经常会“出汗”

2.(杭州中考)下列有关物态变化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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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北中考)下列现象发生的过程中,放出热量的一组是(  )。

① 冰雪消融 ② 积水干涸 ③ 滴水成冰 ④ 霜满枝头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4.(南京中考)下列对生活中一些现象的解释错误的是(  )。

A.用冰袋给高热病人降温,是因为冰熔化吸热

B.用手沾些冷水去拿包子不会太烫,是因为水汽化吸热

C.在寒冷的北方不用水银温度计测量气温,是因为水银的凝固点较低

D.舞台上用干冰能制造白雾,是因为干冰升华吸热使水蒸气液化

5.(吴忠模拟)现代建筑出现一种新设计:在墙面装饰材料中均匀混入小颗粒状的小球,球内

充入一种非晶体材料,当温度升高时,球内材料熔化吸热;当温度降低时,球内材料凝固放

热,使建筑内温度基本保持不变。下列四个图像中,表示球内材料熔化的图像是(  )。

#�/�

�K/min

#�/�

�K/min

#�/�

�K/min

#�/�

�K/min

C.A. B. D.

O O O O

图1 12

6.(襄城模拟)2008年9月16日,经相关部门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三

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英文名:Melamine),其原子结构如图1 12所

示,三聚氰胺性状为纯白色固体,无味,密度为1.573g/cm3(16℃)。常压

熔点为354℃;加热后极易消失,在水中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微溶于

冷水,溶于热水,极微溶于热乙醇,可溶于甲醇、甲醛、乙酸等。由以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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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三聚氰胺属于 (选填“晶体”或“非晶体”),加热消失的原因你认为应是

(填物态变化名称)。

7.(永定模拟)高烧的病人用冰袋降温是利用了 的道理;冬天,北方的菜窖里防止菜

冻坏,常常放几桶水,这是利用了 的道理。

8.(白下模拟)将一个装水的塑料杯,放入冰箱冷冻室中。每隔一个小时观察一次,结冰的情

况如图1 13所示。从上述观察中,你能发现什么? 对于这一发现,你能做出什么解释?

! ! �

��
1�� 2�� 3��

图1 13

C 思维拓展加强

1.(眉山中考)水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水的三态变化,地球上的水在不停地循环,
以下关于水物态变化及人类对水的利用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冬季,湖水在结冰的过程中要吸热,这是凝固过程

B.高空中的水蒸气急剧降温变成小冰晶的过程中要放热,这是凝华过程

C.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类对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

D.我市水资源丰富,不必在技术上优化用水系统

2.(延平自主招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热疗已走进我们的生活,如家里的“热敷”、体育场上

的“蜡浴”。其中“蜡浴”就是将熔化的蜡用刷子刷在肿胀部位,一段时间后,肿胀消失,疼痛

减轻。下列有关“蜡浴”的物态变化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熔化吸热 B.凝固放热

C.凝华放热 D.升华吸热

3.(随州中考)架设两套完全相同的(图1 14甲)加热装置,两套装置的试管中分别装有少量

的相等体积的 M固体和 N固体。它们的加热时间-温度曲线如图1 14乙所示(M 物质

的为实线,N物质的为虚线),在35min内 M物质从固体熔化成了液体,N物质始终是固

体。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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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4

A.这种加热方法一般称为“水浴法”优点是被加热物质受热较均匀,缺点是加热温度一般不

会超过100℃
B.由图乙知,M、N肯定都是晶体

C.由图乙知,M、N肯定都是非晶体

D.由图乙知,M肯定是晶体,N肯定是非晶体

4.(沈阳中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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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甲所示。

A

B C

D E

O

100

�20

#�/�

�K/min

* �

图1 15

(1)试管中装有适量的碎冰,按图1 15甲组装时应将温度计的玻璃泡与碎冰充分接触,但
不要碰到 。
(2)如图1 15乙所示是根据实验记录绘制的冰熔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由图像可

知:BC 段的物质处于 (选填“固态”“液态”或“固液共存态”),物体在B 点时具有的

内能 (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在C 点时的内能。
(3)试管中的冰完全熔化后,若持续加热,在标准大气压下将得到图像中的DE 段,这段时

间内试管中的水 (选填“能”或“不能”)沸腾,是因为 。

5.(扎赉特旗模拟)小阳学习了热学知识后,知道晶体凝固过程会放热,但温度保持不变。由

此引发了他的思考,晶体凝固过程放热的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
(1)他猜想:晶体凝固过程放热的多少可能与晶体的质量有关。你的猜想:  。
(2)小阳根据自己的猜想,进行了如下探究:取不同质量的海波让它们刚好完全熔化,迅速

放入质量相等、初温相同的两烧杯 中(选填“热水”或“冷水”)。如图1 16所示,待
海波刚凝固完毕后,迅速用温度计测出各自烧杯中水的温度,通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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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质量不同的海波在凝固过程中放热的多少。
(3)在探究过程中,小阳发现海波凝固完毕后,温度计示数变化不太显著,请指出造成此现

象的一种可能原因: 。

图1 16

6.穿上棉衣感到暖和,是利用棉衣有效地阻止了人体产生的热向外散发,棉衣自身并不发热,
而法国准备生产的一种夹克,其衣料的纤维中添加了微胶囊,这种胶囊所含的物质在常温

下呈液态,在温度降低时会结晶,人们穿上它,气温较高时感到凉爽,气温较低时倍感温暖,
试说明这种夹克能调节温度的道理。

考点3 汽化和液化

A 重点知识运用

1.(云南模拟)刚从开水中捞出的熟鸡蛋在手中不太烫,待鸡蛋表面的水分干了之后就很烫,
这种现象是因为(  )。

A.鸡蛋的内部温度很高,有热逐渐散发

B.水的温度低,鸡蛋壳的温度高

C.鸡蛋壳未干时,热水蒸发很快,吸收热量,使蛋壳温度不太高

D.鸡蛋壳不善于传热,使手发烫要一段时间

2.(新洲模拟)下列现象中(  )是由于汽化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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