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节 熔化和凝固 

物质常见的三种状态：固态、液态、气态。以水为例，固态叫冰，液态叫水，气态叫水

蒸气。雾状的水是液态的小水滴。 

随着温度的变化，物质会在固、液、气三种状态之间变化。物质各种状态间的变化叫做

物态变化。三种状态间共有六种常见的物态变化。 

1. 熔化和凝固 

物质从固态变成液态的过程叫做熔化；从液态变成固态的过程叫做凝固。 

 

高温下铁熔化变成铁水       冰激凌熔化成液态 

⚫ 冻豆腐化冰后有许多小孔，是豆腐里的水先遇冷凝固成冰，后熔化成水形成的。 

⚫ 3D 打印中，高能激光作用于钛合金粉末，粉末熔化变成液态，定型后再凝固。 

⚫ 焊接电路板时，电络铁把焊锡加热熔化，点到需要焊接的位置再凝固。 

⚫ 民间艺人制作糖画，先将白糖熔化，绘制好图案后再凝固成糖画。 

实验：探究固体熔化时温度的变化规律 

研究海波（硫代硫酸钠，俗称大苏打）和蜡的熔化过程。装置如图所示。 



 

 

 

组装从下到上，调整铁架台高度时，需要点燃酒精灯。温度计使用正确，用水浴法

加热，受热均匀，可以控制温度上升速度，便于观察记录。烧杯中的水面高度要稍高于

试管中物质的高度。水浴法提供的最高温度为 100℃。 

进行实验与收集数据 

将温度计插入试管后，待温度升至 40℃左右开始，每隔 1min 记录一次温度；在海

波或蜡完全熔化后再记录 4-5 次，并把时间和温度填入表格： 

 

分析与论证 

把数据描在温度-时间坐标纸中，用平滑的曲线依次连接起来，得到熔化时温度随时

间变化的图像。海波熔化时的图像如下图所示。 

     

海波                                  蜡 



 

 

从图像可知： 

1) 海波在 AB 段是固态，从 B 点开始熔化，到 C 点全部熔化，BC 段是处于“固

液共存”，后面的 CD 段全是液态，熔化过程的时间为
2 1t t− ，在此期间，温度

保持不变。 

2) 蜡的温度随时间一直在增加，没有明显的熔化过程。 

2. 熔点和凝固点 

有些固体在熔化的过程中，尽管不断吸热，温度却保持不变，有固定的熔化温度，

例如冰、海波、各种金属、食盐、萘等，这类固体叫做晶体，晶体熔化时的温度叫做熔

点。 

有些固体在熔化过程中，只要不断地吸热，温度就不断地上升，没有固定的熔化温

度，例如蜡、松香、玻璃、沥青、橡胶等，这类固体叫做非晶体，非晶体没有固定的熔

点。 

液体凝固形成晶体时也有确定的温度，这个温度叫做凝固点。同一种物质的凝固点

和熔点相同，如下图所示。 

 

非晶体没有确定的凝固点。晶体和非晶体的凝固如下图所示。 

 

如图时某种物质熔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 



 

 

 

从该图我们可以读出一些信息： 

⚫ 有固定的熔化温度，或熔化过程中温度保持不变，可以判断是一种晶体。 

⚫ 它的熔点是 80℃。 

⚫ 从开始熔化到完全熔化，持续的时间大约是 15min。 

⚫ 在 t=5min 时该晶体处于液态。 

⚫ 在 t=15min 时该晶体处于固液共存态。 

⚫ 在 t=30min 时该晶体处于固态。 

下图是几种常见晶体的熔点： 

 

⚫ 用钨丝作为白炽灯的灯丝，是因为其熔点很高，达到 3410℃。 

⚫ 不能用铝锅来熔化金块，是因为熔点低于金，在金块熔化之前就熔化了，应该

使用熔点高于金的材料比如铁来制作熔锅。 

⚫ 某地最低气温是-50℃，能用水银温度计吗？不能，低于-39℃时水银就变成固

态了，可以使用酒精温度计。 



 

 

3. 熔化吸热，凝固放热 

问题：物体吸收热量，温度一定升高吗？放出热量，温度一定降低吗？ 

回答：不一定，晶体在熔化的过程中，不断吸热，但是温度保持不变，在凝固的过程中，

不断放热，温度也保持不变。 

所以晶体熔化的条件是：达到熔点，且继续加热。 

非晶体在熔化和凝固过程中也会吸热和放热，但是温度改变。 

利用： 

⚫ 夏天要喝冰凉的饮料，可以加上几个冰块，冰块的温度更低，在熔化的过程中会吸

收热量，让饮料保持更长时间的低温。 

⚫ 北方冬天会把蔬菜放到地窖里，同时放几桶水，这是利用水结冰时放出热量，使温

度不会太低。 

⚫ 夏日，把冰块放入教室防暑降温，是利用了冰熔化吸收热量。 

⚫ 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是因为雪熔化的过程会吸热。 

⚫ 超市售卖的海鲜周围会铺一层冰，是因为冰块熔化吸热，起到保鲜作用。 

⚫ 深秋，果农会在傍晚给桔子树喷水，晚上外层的水凝固成冰，放出热量，使桔子不

被冻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