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节 汽化和液化 

从液态变成气态的过程叫做汽化，从气态变成液态叫做液化。水变成水蒸气的过程就是

汽化，注意水蒸气是无法用肉眼看见的。汽化的两种方式是沸腾和蒸发。 

1. 沸腾 

沸腾时液体内部和表面同时发生的剧烈汽化现象。 

实验：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 

 

按照上图安装实验仪器，从下到上组装，用酒精灯外焰给水加热至沸腾。加个盖

子可以减少热量损失，有个小孔，是为了平衡内外气压。若实验中加热时间太长，可

能是酒精灯火焰太小，或水的质量过大，或水的初温过低。 

当水温接近 90℃时每个 0.5min 记录一次温度。绘制出温度时间图像。 

 



 

 

水沸腾时，气泡上升变大，因为水蒸气不断增加；沸腾前，气泡上升变小，是水蒸气

遇到上部温度较低的水再次液化，如下图所示。 

 

从实验中可以看出，水的沸腾是一种剧烈的汽化现象。这时形成的大量气泡不断上升、

变大，到水面破裂开来，里面的水蒸气散发到空气中。 

在沸腾的过程中，虽然水的温度保持不变，但酒精灯要持续加热，所以说液体在沸腾的

过程中不断吸热。因此液体沸腾的条件：达到沸点，吸收热量。所以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煮东西的时候，可以先大火加热至水沸腾，后改小火继续加热，保持水的沸腾，但不能

过小，否则单位时间内吸收的热量比散发的热量小，就不能保持沸腾了。 

各种液体沸腾时都有特定的温度，这个温度叫做沸点。不同的液体的沸点不同。 

 

⚫ 不能用酒精温度计测沸水的温度，因为酒精的沸点只有 78℃。 

⚫ 常温常压下，液氮的温度为-196℃。吃“液氮冰激凌”时若液氮接触了口腔，可能

会冻伤，因为液氮沸腾会吸热。 

⚫ 注意：在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 100℃。但是在青藏高原等高海拔地区，气压

较低，水的沸点仅为 84℃-87℃。气压低，沸点低；气压高，沸点高。 



 

 

⚫ 屠呦呦在提取青蒿素时，采用低沸点溶剂乙醚，而不是用水，是为了防止高温情况

下药物被破坏。 

纸锅烧水，纸的着火点约 183℃，酒精灯的火焰温度约 450℃，水的沸点为 100℃，在

水完全消失之前，温度不会超过 100℃，达不到纸的着火点。 

隔水加热水，如图所示，烧杯中的水可以沸腾，试管中的水能达到沸点，但是不能沸腾。 

 

2. 蒸发 

在任何温度下都能发生的汽化现象叫做蒸发。蒸发只能发生在液体表面。 

液体蒸发时会吸热。发烧时，用湿毛巾敷在额头可以降温，用酒精擦拭身体可以

降温。天热时，狗狗常把舌头伸出来，通过蒸发上面的水分来降温。高温天气出汗，

汗液蒸发可以调节体温，如果用风扇吹，会更加凉快。 

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 

⚫ 液体的表面积；晾衣服的时候展开 

⚫ 液体的温度；把刚洗的袜子放在暖气片上 

⚫ 液体表面空气流动速度；风扇吹干刚洗的头发 

3. 液化 

从气态变为液态的过程叫做液化。 

⚫ 露珠的形成就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凝结成小水滴，停留在叶子上。 

⚫ 雾的形成也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凝结成小水滴，悬浮在空气中。 



 

 

⚫ 云也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凝结成小水滴。 

⚫ 北方的冬天，人在户外呼出“白气”，是呼出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凝结成小水

滴。 

⚫ 戴眼镜的人从寒冷的室外进入温暖的室内，镜片会蒙上一层“雾”，是室内的

水蒸气遇到冷镜片凝结成的。 

⚫ 刚从冰箱里拿出的金属总是擦不干，是因为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凝结成

小水滴，直到金属的温度变成室温。 

⚫ 液氮刚倒出来时伴随着大量白雾，是因为周围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成的。 

液化放热 

水蒸气引起的烫伤比开水要更严重，因为水蒸气液化的过程会放热。 

所有的气体在温度降到足够低时都可以液化。在一定的温度下，压缩气体的体积

也可以使气体液化。液化是石油气、打火机、液氧、液氢等都是压缩液化的，体积减

小，便于储存和运输。 

冰箱的原理：冰箱的制冷剂经过很细的毛细管进入冰箱冷冻室的管子，在这里汽

化吸热，使冰箱内温度降低，之后，蒸气又被压缩机压入冷凝器液化并把冰箱内带来

的热量通过冰箱壁上的管子放出。不断循环流动，就可以使冷冻室保持相当低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