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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分析在以下过程中，冰粒、火箭箭体和子弹的内能是在增大还是减小？

机械 能在增大还是减小？  

（1）云中形成的冰粒在下落中，温度渐渐升高变成了雨滴。  

（2）火箭从地面向上发射过程中，火箭外壳和大气摩擦后温度越来越高。 

 （3）子弹击中一块木板，温度升高。 

为了分析每种情况，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内能和机械能的概念。 

• 内能: 是物体的分子、原子或原子核所具有的与温度、状态等有关的

能量，通常与温度升高、相变等相关。 

• 机械能: 是物体由于其位置或其运动状态而具有的能量，主要由势能

和动能构成。 

对于给定的三个例子： 

1) 冰粒在下落中变成雨滴: 

• 内能: 当冰粒温度上升并融化成雨滴时，其内能增加。这是因

为冰粒从固态转变为液态，并吸收了环境的热量。 

• 机械能: 当冰粒下落时，其势能减少，而动能增加。总的机械

能（势能+动能）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是守恒的，但由于存在空气

阻力，实际上动能的增加可能小于势能的减少，导致总机械能

略有减小。 

2) 火箭从地面向上发射: 

• 内能: 由于火箭外壳和大气摩擦导致的温度上升，火箭的内能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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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能: 火箭发射时势能增加，因为它正在离地面越来越远。

然而，由于火箭也消耗燃料产生向上的推力，其动能也在增

加。考虑到大气阻力和燃料的消耗，机械能的净增加值可能小

于它获得的总能量。 

3) 子弹击中木板: 

• 内能: 子弹和木板的温度上升意味着它们的内能增加。 

• 机械能: 当子弹击中木板并停止时，其动能减少到零。但这部

分动能转化为了木板和子弹的内能（主要是热能）。因此，子

弹的机械能减少。 

总结：在每个例子中，当物体的温度上升时，其内能都会增加。而机械能的

变化则取决于物体的位置和速度的变化。 

 

2. 用物体内能改变的方式说明“炙手可热”和“钻木取火”的含义。 

"炙手可热" 和 "钻木取火" 是两个常用于形容不同现象或特性的成语或短

语，但它们都与物体内能的变化有关。 

1. 炙手可热： 

• 含义: 这个成语常用于形容某人或某事物非常热门或受欢迎。 

• 内能的角度: 在物理学的语境下，"炙手可热" 可以用来描述一

个物体的温度很高，因此其内能也高。热量是能量的一种形

式，所以一个高温物体具有较高的内能。 

2. 钻木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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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义: 这个短语常用于描述通过摩擦等手段引发火花，最终导

致火的产生。 

• 内能的角度: 当两块木头相互摩擦时，摩擦力会导致木头的温

度上升，也就是说，木头的内能增加。当温度达到一定程度，

木头的表面可能开始燃烧，进而引发火焰。这个过程是内能

（主要是热能）从一个状态转变为另一个状态（化学能转变为

热能和光能）的例子。 

因此，从内能的变化来看，"炙手可热" 通常涉及到已经具有高内能（通常是

热能）的物体，而 "钻木取火" 涉及到通过摩擦等方式增加物体的内能，从

而达到引发火焰的目的。 

 

3.生活中有时通过加强热传递直接利用内能，有时又通过阻碍热传递防止内能

转 移。请你各举两个实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既利用热传递来实现某些目的，又试图阻碍热传递

来达到其他效果。以下是关于这两种情况的实例： 

加强热传递直接利用内能: 

1. 烹饪：当我们使用炉灶或微波炉来烹饪食物时，我们实际上是通过加

强热传递来将能量（内能）从热源传递到食物中，从而使食物加热甚

至煮熟。 

2. 暖气：在寒冷的天气里，室内加热系统如暖气片或空气加热器通过增

强热传递来给室内空气供热，从而使室内温暖。 

阻碍热传递防止内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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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温瓶或保冷瓶：这些设备的设计原理是减少热传递。多层的真空或

其他隔热材料可以大大减少热量的流失或流入，从而使瓶内的液体保

持较长时间的原始温度。 

2. 隔热材料在房屋中的应用：为了确保室内温度的稳定并减少能量损

失，许多现代建筑都使用了隔热材料。这些材料可以有效地阻止室外

的冷热空气进入室内，同时也阻止室内的冷热空气流失，从而达到节

能的目的。 

这些实例表明，热传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对热

传递的控制和管理对于节能、环境保护和生活舒适度都至关重要。 

 

4.把图钉按在铅笔的一端，手握铅笔使图钉钉帽在粗糙的硬纸板上来回摩擦，

然 后用手感觉图钉温度的变化，并解释这种变化。 

当你手握铅笔并在硬纸板上用图钉的钉帽进行来回摩擦时，你很快就会觉得

图钉变得更加温暖或甚至热。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是摩擦力所导致的能量转

换。 

基本原理： 

当两个物体之间存在相对运动，摩擦力就会产生。摩擦力反对物体之间的相

对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将机械能（这里是手握铅笔施加的运动能）转换为

热能（或称为内能）。这一原理也称为能量守恒。 

实际过程： 

1. 摩擦生热：当图钉的钉帽在粗糙的硬纸板上摩擦，摩擦力起作用，从

而产生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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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量转换：由于摩擦，手握铅笔施加的机械能（动能）逐渐被转换为

图钉和硬纸板的热能。 

3. 热量分布：产生的热量首先会局限在摩擦区域（即图钉的钉帽和硬纸

板的接触区域），然后逐渐通过导热传递到整个图钉结构。 

4. 感观效应：由于图钉材质通常是金属，具有较好的导热性，因此手握

铅笔的人会很快感觉到图钉温度的升高。 

这一实验是研究热力学基础概念如摩擦生热、能量转换以及热传递的一个很

好的方式。它直观地展示了如何通过机械作用（摩擦）将能量从一种形式

（机械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热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