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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是一个 大的 球，时时

着光和 。 然到 地球表 的光和 是其 总

量的 22 分之一，这 是地球上光和 的 要来

。有 阳光，我们才能 的 ， 才

得 、生机 然 有 的 度，生命才得

以生 和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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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天，由于 ， 大学 关 。 的

（ 年） 到 。在 后的两年中， 出了一系 要的

科学发现和创 ， 发 分、 生万有 力定律的初 想 、发

望 等，其中之一是揭开了阳光 的 密。 么，这个 密是什么

来， 用三 太阳光分成不同 的光（ 光）， 着 用 一个

光 起来， 成了一 光。这 是 ， 发现“ ”的阳

光 不是一种 的光，它实 上是由 、 、 、

、 、 、 等多种 的光 合而成的。

太阳光 三 分解成各种不同的 光（图

- - ），这 光的排 光 （ ）

阳每天 ，你 意 阳光的

？ 的 阳，或 要

的 阳， 上 是 的，所以有

的 阳 阳如 的说 。 着 阳不

断 ，它的 成 ，中

后阳光 ， 乎无 。 外，我们在 学时 经知道， 的

图1 1 1 是阳光的 作。那么，阳光到 是 么 的呢？

.思考.思考

太 光 （ 或 较 强 的 灯 光 ） 通 过 形 成 一 束 光

从 一 到 三 上 ， 在 一 放 一 。 可 从 上 观 察

到                 。

图1-1-1 

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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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光 分解成 光的现象

（ ）。

为什么三 能够 光分解成各种 的

光 光 中 一种 的光 有自 的 长， 光 长最长， 光 长最 。

光从一种 质 一种 质时要发生 ，光 过三 后要 的

方 。但是，不同 的光的 程度 长不同而不同， 光 最

大， 光 最 。 程度由 到大的 是：

、 、 、 、 、 、
大

这样， 光 的各种 光 过三 后

程度各不相同， 光便 分解成 光。

现在 以解 是如何 成的了。 来

在 后的空中 着 的球 水 。太阳光

到 水 上便 生 和 ， 阳光分解成七

（图 - - ）。很多 水 同时 阳光 、

而 的眼 里， 会看到一

的 。

图1-1-3 光的光

图1-1-4 分 光的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1.“人造”

天，在学校操 上，你口中 水， 对

着太 中 水，或用家用 水（ ）

中 水，你会看到 中出现了一道 。

2.“水 ”

我们用水做一个“ ”，将太 光

分解成色光。 备一块 形小平面 和一个

小 。 里 2～3 cm 的水， 水 放到

有 光 入的 。将平面 在 的

边上，并用透明 固定。 起 ，只 部很 的一束光

照 到 子上。调 子的 度并 动水 直到 的 （

）出现在 上或 上（图1-1-5）。在 的表面上 明

，所以可将一 纸用 或 子固定到 上或 上，

现在上面。

图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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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示的太阳光光 实 上仅仅是其 见光部分。在光 有

，在光 有 。 和 不能

起 的视 。

能 、 。适 度的 照 能 和

等，但过 的 照 却对 体有 。太阳光中的 在透过大气 时有

相 一部分 大气 中的 ，这使 其 。

以由 的 光源 生。 照 到 光

时会使其发出 光。这种现象 用于 ，如面 的 民 中

有 光图 ，在验 机发出的 照 下 看到 图 。大部分 的 眼

为什么 的天 总是 色的，而 的 使 层成为

烧 的 ？

太 光 经过地球的大气层 能到 地面。大气中的“微 ”使

光 面 分 地发 ，这种现象 做 ，如图1-1- 所 。

长 的 、 、 光容 ，在地球上A点 A点这时是 天 的

人看到这些 光，天 色。 光不容 ，所以能通

过较 的大气一直行进，直到 到 层时发生 到 B点 B点这时是

。所以B点的人 看到 、 、 色的 。而由于没有大气来

光 或 外 ， 在 球上， 看不见 天， 看不

到 ， 了 的太 ， 周都是 的。

图1-1-6 和 的

太
阳
光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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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特别 感。 上，一 点 的 ，对 来 如光

， 以 它 。 上 用此现象来 。

由英国科学 于 年发现。 将太阳光用三 分解开，

在各种不同 的 位置上 置了温度计，发现温度计在光照下

高。 是 温度计 到 光以 的部分时，温度 上 ， 因此 定太

阳光 中，在 光的 定存在看不见的光 ，这 是 。

有两个主要特点：有热 、 透 的能力 。

如 用 的 广 用于生 、生 的各个方面，如

以 用 的热 物， 高温 ， 视 ，

设 ， 机、计 机的 通 ， 的

，各种 用电 的 ， 的 感

， 前的感 ，透视望 等。值 一

提的是， 的热 对 体 有 作用

（图 - - ）。在 照 下， 的机体组织温

度 高， ， ，物质 谢

，组织 力及 生能力提高。 图1-1-7 线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的 ，或 网 、 查 相关资

料，了解 的灯与普通照明 灯有哪些不同之处。

2. 制作分解太 光的装置。用纸 盖一 光盘（C 盘或

盘）的光 面的大部分，用 或 水将纸与光盘固定。 太

光照 到 出的光盘边 上，将光 到离光盘10 cm 的一

纸上，并适当调 纸和光盘的 。观察并记录现象，或用照相机

。与同学交流你的观察和记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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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对

材料与用具 、 、 色石 灯各一 （或光的三原色合成

）， 纸、 纸、 纸（各种颜色） 干 。

步骤：（实验需在 中进行）

后分别开 、 、 三种颜色的灯， 其照 到各种颜色的

纸上，观察纸的颜色并记录在下面的表格中。

.思考.思考

讨论：我们看到的 纸的颜色是纸对光的 形成的。不同颜色

的纸对不同颜色的光的 有什么差别？

阳光 的 是多么 图

1 2 1 。然 你可知道， 的

是阳光 给 的， 本 不

光。在光 ， 不 光的物体因

光 为我们所 。那么，为 么不

光的物体 有不同的 呢？为 么

是 的， 是 的， 是

的， 是 的呢？

图1-2-1 的

光照 到 个物体上时，一部分光 物体 ，从而使 能看见它，

不同的物体对 光的 情 不同，因此 现出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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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现在 到 的 题上。 物 中存在着 素（ 素和

胡 素等）。由于不同种 的 内 素的种 、 例及 度不同，

对光的 和 情 不同，因此 现出不同的 。 的 内

有 素，但内部充 了 气 ，这 气 对光的 使 看起来是 的。

的

材料与用具：光的三原色合成 ， （ ）或 色 。

步骤：（实验需在光 较 的环境进行）

1. 将光的三原色合成

的三个光源 色 或 。

2. 后分别开 三 灯的

源，观察 上 形光 的颜色

（图1-2-2）。

3. 同时开 两 灯，观察

上的两个 形光 的颜色，注

意观察两个光 交 处的颜色。

交 灯的组合， 上面步 。

4. 同时开 三 灯，观察 上的两个 形光 的颜色，注意观察

两两光 交 处的颜色，及中间三 灯 出的 色光 交 处的颜色。

5. 同时开 两 灯，观察两个光 交 处的颜色，然后将其中一

灯调 一些（ 不能调 ，可在一 灯的前面 几层透明 料

以 其透过的光的 度），观察交 处的颜色的变化，交 灯的

组合， 上面步 。

：上面观察到的现象对你有什么 发？三种光的不同强度的

组合是否有可能组合出各种颜色？

图1-2-2 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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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

画 用 出各种 ，其 理和上面

的 光的 合有 不同。用 、 、 三种

按一定 例 合，能 出各种不同的 来。

因此， 、 、 三种 为 的三

（图 - - ）。

种 的 ，在阳光照 下， 了

它相同 的 光以 ， 一 其 的

光， 以其 不是由一种 光的 成的。

例如， 了 光， 光和

光，同时 其 光。这 的 光（ 光、 光和 光） 合在一

起，使 现 。 两种 合时，其 现的 为： 光 两种

分别 相 的 光之后， 的光 后 合而成的 。

光有多种 ，但 发现用 、 、 三种 光 以 合出各种不

同的 ，因此 、 、 三种 光 为 光的三 （图 - - ）。

电视机和计 机、 机的 是 用 光的 合 出各种 来的。

上有很多 的 子，分别能透 出 、 、 三种 的光。 的

电路 个 的光的 度。用 大 观 示 ，能 地看到 上

、 、 的 光点（图 - - ）。

图1-2-3 光的三 图1-2-4 图 的 生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外小制作活动：用 盘实现光的 合。

步骤：

（1） 两个直 约10 cm的 纸板 盘。 盘分成相等的三部

图1-2-5 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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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将一个 盘的三部分分别用 成 、 和 三种颜色（色光的三原

色）；将 一个 盘分别 成 、 、 三种颜色（颜料的三原色）。

（2）在 盘的 心两 小心地各 一个 ，两个 相距约2 cm。

（3）用约1 m长的 过两个 ， 的两 系在一起，使

盘两边的 的长度相等。两手各

的一 ，请别人 将 盘

动许多圈。

（4）通过 紧和放 子使

盘交 在两个 快 （图

1-2- ）。观察 盘快 时 现什么颜色。

（5）改变三种颜色的面积大小比 ， 上面步 ，观察 盘

现的颜色有什么变化。

如有条件 可以 纸板 盘安装在小 机上使其快 ，这样

效果会更好。和同学相 交流比较，看看 做的颜色 盘效果好。

图1-2-6 动的

在 的 ，人们总是 的阳光，许多动物 要 用阳光

图1－ －1 。 动物 于不能保持 的体 ， 气 时

更需要 阳 。 阳的动物 体， 保持 的 体与光

，以获 量多的 量。你知道这 做 有 么道理 ？

图1-3-1 动物 光的

展开 热量 会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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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对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表

材料与用具：一 灯（使用 0～100 灯 ）， 纸、 纸

各一 。

步骤：将 纸 、 纸 并 放 在 灯 下 （ 灯 与 纸 距 离 2 0 c m

）照 2～5分 ；关 灯， 即用手分别 两 纸，发

现      （ 纸/ 纸） 度较 。

讨论：为什么两 纸的 度不一样？

光在 表面 在 表面 多， 。 种 的 和

在太阳光照 下 会变 ，这使 它 能 更多的阳光。有机会

以 一 不同的 ，在阳光下 一 时间，然后 它 到

上， 一 最热， 最 。

分

花的组 ，尤其是花 ，一 比较 ，容 到 。自

然界中 、 、 色的花较多，这是植物与环境相适应，长期进化的

结果。 、 、 色的花能 大部分相应的色光，所以不至于因

吸收过多的热量而 。由于 色物体几 可以吸收全部的光， 色

的花在自然界中 分 少 就不 为 ，而 、 自然 为

花中 了。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活动可作为 外活动来进行）

用的材料：三只 料 ， 、 、 色 料，一支 度

计和一些水。

： 试验一下不同颜色的表面对光的吸收 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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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只 表面 成 色，一只 成 色， 下一只 成 色，每只

内注入等量的水，并 放在 光下 三个小时（在 天 下时间可

些）后，测量 中水的 度。然后考虑形 和其他因素，改进设

计，制作一个效果较好的“太 能热水 ”，与同学交流，比比 的

热水 效果好。

太阳的 大能量是以光和热（ ）的 传 地球的。 能量以

热的 从高温物体 到 温物体或从物体的高温部分 到 温部分的过

程 热传 。事实上太阳 地球 热量， 是热传 的一种方 。 使在

身 ， 时 发生着多种 的热传 现象。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图1-3-2描 了一些传 热量的现象或事物。请分别 出各图所

描 的事物中热量的传 ，想一想它们传 热量的 是否相

同。你能否根 传 热量的 将 种 、分类？

箱

热气气

（ ） （ ）

水

（ ） （ ）

（ ）

图1-3-2 种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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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 的例子 知，热量传 有多种 ，但 通过 种 ，热量

是从温度较高的物体传 温度较 的物体或从物体的高温部分传 温部分。

以根据热量传 方 的特点 它 分为三种 ：热传

（ ）、对 （ ）和热 （ ）。

热传 ：热量从物体的高温部分传到 温部分或通过 从一个物体传到

一个物体的过程，例如，图 - - 、 - - 的情 。热传 是 体中热传

的主要方 。

对 ： 体或气体中较热部分和较 部分之间通过循环 动使温度 于

一致的过程，例如，图 - - 的情 。对 是 体和气体中热传 的主要方

，对 现象在气体中 在 体中更容 发生。

热 ：物体因自身具有较高的温度而 发 能量的过程，例如，图

- - 、 - - 的情 。物体温度 高，热 。热 是 传热

的主要方 ，如太阳的能量 是以热 的 传 地球的。

热传 的三种方 有时是同时 的，如 气 置， 存在对 、热传

（靠空气）， 存在热 。在气体或 体中，热传 和对 同时发生。

在生 中 有这样的体会，不 在热 里，一会 会变

很 ，而 不 。由于相同的 因，一 用 具中的 、

等 有一个 或 。这 事实 不同材质的物体传 热量的本领是不

同的。 通过实验来 较一下 与 的 热本领。

.思考.思考
本

目的：比较玻璃与 的 热

。

材料与用具：长 和 相

同的玻璃棒、 棒各一根 约20 cm

长 ，酒精灯，火 ， 架 ，

子， 。

步骤：

1. 将玻璃棒和 棒的一 分别 在 架 上，注意两根棒不要

。

图1-3-3 比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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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两根棒上等间隔地滴几滴 ，并用 火 。

3. 点 酒精灯，同时加热棒的 一 ，如图1-3-3所 。观察哪

一根棒上的火 下来。

： 请将你所看到的现象记录下来。

讨论：火 为什么会 下来？哪根棒上的火 下来？这

说明了什么？

结论：                        。

的 热性能 较 ，是热的不 体； 的 热性能 好，是热的

体。物质的 热性能差别很大， 一 是热的 体，如 、 、

等；而 、 材、 、 和空气 是热的不 体。 的 间

里存有大量的空气， 热性能差，因此 作为 温材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你注意到生活中还有哪些现象与物质的 热性能有关？请试着做

出科学的解 。

有时热传 可以为我们所用，而有时我们 要 计地

它发生。我们常用的热水 就是根 热传 的原理设计的。 盖

了 内外 气对流的发生。热水 的内 为 层结 ，两层之间

成 ，以 内与外界的热传 。 还 上 的

层使热 在 上发生 ，从而 外界发出热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我们人体时 都在和周围环境进行着热传 ，请说出与三种热

传 相关的 子，并作出解 。

2. 在天气 热的 天，应该 色 还是 色 ？为什么？

3. 天，常常可看到有些装 的 上盖着棉 ，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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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一 ，你很 得 ，但 你想要

一 不那么 。这是为 么呢？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目的： 究不同物质的吸热 与哪些主要因素相关。

：物质在吸收热量的过 中，其吸收热量的多少与物质

的种类、物质的多少、 度的 以及 的多少等因素有关。

： ，要 定吸收热量与上述因素是否有关，然后进

一步研究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比较 的问题， 及的变量比较多。因此，要特别注

意在实验中，每次都只改变一个影响因素，同时 制其他因素保 不

变，这样 能 清吸热多少与这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 次更改

变化的因素，直到找出吸热多少与每一个影响因素的关系为 。为

起见，我们选三种物质（水、食用 、干 的 ）进行实验。

照上面的想法，实验可分以下几个过 ：

1. 各取三种物质，质量相等，使吸收的热量相同，分别测量三种

物质的初 、 度并计 其变化值。

2. 各取三种物质，质量相等，初 、 度相同，比较吸收热

量的多少（测量加热时间）。

3. 取同一种物质，分成质量相等的两 ，初 度不同，吸收热

量相同，分别测量它们的 度。

4. 取同一种物质，分成质量不等的两 ，初 度相同，吸收热

量相同，分别测量它们的 度。

：吸收热量的多少可由加热时间的长 来 制。对于质量一

定的 种物质，初 度一定， 度 加热时间增加（ 即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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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热量增加）而增加，这是 然的，所以上面没有 列出。

材料与用具：水、食用 、 各200 g ，三只相同的烧杯，

三 相同的酒精灯，三支 度计，天平， ，计时 可以用手表、

表等 。

： 上面 个过 进行实验，将结果分别记录在下面的

个表中。由于 实验内容较多，可采取小组之间分 合作的 进

行，每个小组只进行部分实验， 后交流、共 数 。

的 用

物质的质量

吸热的时间

加热前的 度

加热后的 度

的 度

的 用

物质的质量

吸热的时间

加热前的 度

加热后的 度

的 度

： ：

的 用

物质的质量

吸热的时间

加热前的 度

加热后的 度

的 度

的 用

物质的质量

吸热的时间

加热前的 度

加热后的 度

的 度

： ：

与讨论：物质在吸收热量的过 中，其吸收的热量的多少与

哪些因素有关？

结 ： 。

科学 过大量的 究 ：

由同种物质组成的物体，质量一定时，它 的热量仅与 高的温度

有关，而与物体 来温度的高 关。

由同种物质组成的物体， 高相同温度时， 的热量与物体的质量

有关，质量大的物体 的热量多。

质量相等的不同种物质， 同样多的热量， 高的温度一 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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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种物质有一定的 热本领；不同的物质 热本领不同。

为了准 物质的 热本领，科学 用一个物理量 热容来表示这种

性质的不同。 千 的 种物质温度 高或 或 出的热量 这

种物质的 热容 。 热容的符号是c， 位是 千

。如 用m表示物体的质量， t表示物体 高或 的温度，Q表示物体

或 出的热量， 么物质的 热容 表示为

Q
m tc

热容是物质的一种热学性质， 种物质 有一定的 热容。 千 的

水，温度 高或 ， 或 出的热量为 。因此，水的 热容为

千 ， 千 度。

以 各种物质的 热容。下面的 出了一 见物质的 热容。

几种常见物质的比热容 ：×103 （ ）

水 4.2 0.

酒精 2.43 干 土 0. 4

2.1 玻璃 0. 4

1. 0.

2.35 、 0.4

水 0.14 石 2.1～2.

2.1 0.3

土 0. 2 0.13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1. 选一种物质，从表中查到它的比热容， 地 出来，并说

明这个数值的 义。

2. 上面的表格，从中体会各种物质吸热 的 。它们有

规律吗？

3. 试 用表格中的数 解 生活中的一些有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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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关于 热容的定义， 以用实验来 量物质的 热容。

来考虑这样的情 ，将较热的 较 的水中。 水 出

热量，水 热量，直到 和水的温度相同，热传 。 如不考虑热

量 ， 热量仅在 和水之间 ， 水 的热量等于 出的热量。

设 出的热量为Q ，水 的热量为Q ， Q Q 。

设 的质量为m ，初温为t ， 热容为c ；水的质量为m ，初温为t ，
热容为c ， 和水的共同 温为t 。 由 热容的定义 知：

出的热量 的 热容 的质量 的温度

Q1=c1×m1×（t1-t3）。

水 的热量 水的 热容 水的质量 水 高的温度
Q2=c2×m2×（t3-t2）。

由于Q Q ， 以，

c m （t -t ）
m （t -t ）c

这样，在实验中，分别 出 和水的质量m 、m ；水 高的温度（t -t ）和

的温度（t -t ）； 根据水的 热容c （千 ），

上面的 以计 出 的 热容c 。

如 知物体的 热容和物体 高或 的温度， 计 物体 或

出的热量。

： 学 的 为 ， 水 ，如 使用

时需将 的水 热到 ， 热这 水需要 多 能量

解：水的密度为ρ 千 ， 中水的 质量为：

m ρV 千

千

水的 热容为c （千 ）

水 的热量为

 Q c m （t -t ）
（千 ） 千 （ - ）

： 热 里的水需要 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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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一杯水 一些之后，它的比热容变不变？为什么？

2. 一根 成三段，使它们 不同的 度，哪段 的比

热容 大？哪段 的比热容 小？

3. 水的比热容比干 土大，这是不是意 着水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比干 土多？

4. 请 一 2 g的水 度 10 ，需要吸收多少热量。

5. ， 边的 差大还是内陆的 差大？请说明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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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命活动和物质 动 需要能量。地球上

的 生物所 的能量 或间 地来自 阳。

物生长 阳， 有 阳，地球上 不可能有 态

的生命 ， 然 不 作为 能生物

的人 。阳光 是 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来 ，

为植物和动物的生命活动提供 的 度。我们

天使用的能 ， 阳能和 能 与阳光有关， 大

多数 如 、 是动植物和 生物

的 体 在地 经长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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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命活动和物质 动 需要能量。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所

的能量 或间 地来自 阳的能量。

太阳 一 到地球表面的能量 大。 太阳光到 地球大气

时，大部分透过大气 到 地面。其中的一部分 化为热能，使地面

适 的温度。 以，在太阳下 以看到 眼的阳光，感 到阳光的 热。

在阳光下， 物 着光合作用，将光能 化为化学能 在 等有机

物中，最终 和动物 用。 以 有了阳光，各种生物 以生存和 。

此 ， 天使用的 大多 化 （如 、 等） 是长期 在地

下的 时 动 物的 体变化而成的。

太阳照 成地球大气 不 ， 差使空气 动 成了 。

以 用 动发电机发电等。

太阳能 成海 和地面水分 发， 发的水分 成 水， 以 用

在地 较高地区的 成的水 来发电。

图2-1-1 的图2 1 1 的

（光合作用）

化学能

太阳能

太阳能

化学能
机 能

热能

热的

热能
能

机 能

电能

（ ）机 能

（电 ）

（电解、充电）化学能

海

热能
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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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获 阳能 其 成 学能， 在有机物

中。这些有机物有些 植物自 ，有些 动物获得，成为动物的

能量来 。我们所 的 物 或间 地来自 植物。 植物

的光合作用对人 和 个生物 有非同 常的意义。

太阳不 地 地球表面发 着光和热，这其中 着 大的能量。这

贵的“ 物”是如何 在地球上 充分 用的

物在 长的 化过程中， 成了有 于 、 用太阳能的 态和

。例如， 物的 子 是相互间错开生长， 部分 图 - - ，使

光面 到最大。

在热 ， 水多、气温高，四 如 ， 物种 十分 。在这里，

光照成为各种 物生存 的主要因素。长 高的 物能 更充足的阳光，

的地表 物 通过各种 光 或 用光合作用以 的方

养，以此 自身的生长。在热 的 ， 合欢 长到 多 ， 国

版 的望天 （图 - - ）一 长到五六十 。

图2-2-2 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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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长期 化过程中，由于 不同光照

的 ， 成了不同的生态适 。

阳生 物在 光下 能健 生长，在 和

光 下 生长发育不 。例如， 、 、 、

、 以及一 的 作物。 生 物 能生长在光

照较 的 地方（图 - - ）。例如， 下的 本

物， 用 物中的 参、 参、 参、三七、

， 中的 、 等。

图2-2-3 生的

和 生的 植物

.思考.思考

1. 你是否 过 ， 中都有哪些类 的植物？这些植物在

间 列上有什么样的特征？这种 列特征与 得 光中的能量有何种

关系？

2. 生活在 区的同学或 的同学可能会注意到：在 的

与 ，或 在 上与 中， 生长着不同的植物。你想

过这是为什么吗？

地球表面的太阳光分 是不 的，不同地区的光照 度、光照时间的长

， 光质的 有差 ，因此适合生长的 物 各不相同。不仅如

此，长在不同地方的同种 物，由于 光照等 因 ， 会在生长 上出

现很大的差 。

了解 物对光照 度的生态适 性，在 、 生 上有 要的实

意义。

光照时间的长 对植物的开花时期有直 影响。有些植物需要较

长时间的 照 能开花，如果光照不 ，花 就 以形成。我们称这

些植物为长 照植物。 如小麦、 、 、萝卜、 花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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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植物起源于 度的 长

，所以多在 开花。 外有些植物需

要较 时间的 照 能开花，如果 照时间

长，植物 只长 ，不开花， （图

2-2-4）、 花、棉花都 照植物。

这些植物在 或 开花。根 这个原

理，人们可以通过 制 照时间，使花

前或 开花。
图2-2-4 植物

科学 究 物通过光合作用（ ） 有机物。在

物体内，光合作用 的有机物以 等 存在。 以分别

和 有 光合作用的 子里有 有 ，看看光合作用是不是 的 生

了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照

目的：证明在光照条件下 中

合成了淀 。

材料与用具： 栽天 （或其

他大 植物）、 纸、 形 、大烧

杯、小烧杯（或大试管）、试管 、

酒精、三脚架、石棉网、酒精灯、火

、玻璃棒、吸水纸、培养 （或

板）、 液、滴管、清水。

步骤：

1. 将 栽的天 （或其他 片较大的 植物）在 处放置

2～ 天。

2. 用 纸 一片 片的半边两面 起来，如图2-2-5。

图2-2-5 的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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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 到 光下。几个小时之后 下 片， 上面的 纸。

4. 如图2-2- ， 片放在小烧杯里，加入一定量的酒精（应能

使 片全部浸在酒精中）； 小烧杯放入盛水的大烧杯中； 大烧杯

放在石棉网上用酒精灯加热。（注意： 不可以 放酒精的杯子直

在火上加热。）

5. 杯中 片的颜色会   ，而酒精的颜色会   ，注意观

察，直到颜色 不再有明 的改变时 加热。

注：酒精会溶解 片 中的 素，使 片 色，颜色变 ，

后面进行颜色变化的观察。

. 如图2-2- ，用玻璃棒小心地 出 片，用水 ；用吸水纸

吸 多 的水。

. 将 子平 在培养 中（或 板上） 面上滴加一些

液，并注意观察 片的颜色变化；放置一会 ，用清水 片上

留的 液。此时 片上原来用 纸包着的部 为  色，而没有用

纸包着的部 为  色。

图2-2-6 

（ ） （ ） （ ）

：这个实验 用了 溶液 到淀 会生成 色物质的特

性。实验结果表明， 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必 /不必 ）有光

的照 ，而 片通过光合作用   （能/不能）制造出淀 。

讨论：

1. 为什么要 实验用的植物在 处 放置2～3天？

2. 为什么用不透光的 纸 片的一部分 盖起来？没 盖的

部分在 实验中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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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 以看出， 光照 的部分 现出 ，用

盖未 照光的部分未 出 。 通过大量 的 实验，最终 实

物在有光照的 下能 等有机物。

大 或来到 的 中时，会感到空气 新，这

是因为 物通过光合作用，在合成 等有机物的同时， 出 气。

知 物的 能在光照的 下为自 生 “ 物”，

出 气。但它 到 以什么为“生 ” 这 “ ”主要是来自土壤

如 是这样的话，地球上 年生长 么多的 物，土壤是不是 要变

来 了 有 物仅仅 在水中 能 生长，这 样解

年， 科学 海 特（ ，

） 了一个 的“ 实验”。

特推 ，“所有植

物都是由水生出的”。他 道：

“我取一个瓦 ，其中盛上 经

在 中干 过的土200 （1

0.453 ），用雨水 ，然后

栽种上 5 的 ；5 之后，

于长成 ， 1 3 （1

0.02 35 ）有 。我用雨水

或蒸馏水（需要时就用） 这个瓦 ，瓦 是很大的，固定在地上。

为了使 的 不至于与土 合，我 瓦 的边 用有许多 的

板盖起来。我没有 计 个 天 的 量。 后，我又

瓦 中的土加以干 ，发现与原来的200 只差大约2 。所以，1 4

的木 、 皮、 根只能是由水产生的。”他的结论有一部分是

的，但 人 分 的是， 特 了一个 要条件， 就是

这 同时还吸收着环境中的 气并 在 光下，因此他当时对

于植物生长原因的解 并不完全 。

图2-2-7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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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 特， 有 多科学 了大量的实验 究光合作用，终于

物主要是 用阳光、水和空气中的二 化 来生 有机物和 气的。

科学 用 多种方 了光合作用是由 中的 体 成的

（图 - - ）， 体中 有能 太阳能的 素。例如，科学 （

， ） 物的 子 过 子， 成 有大量 体的

子 。然后， 它 在光照和 的 下 对 实验， 开了

的 体同样具有光合作用的能力， 是 ，光合作用是在 中的 体里

成的， 体是 物光合作用的 。

二 化 水 气光照

体

图2-2-8 体 光 的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在光合作用中 色植物的    吸收    能，并 用它

将    和    化为    和    。

2. 结合自己的生活实 ，总结一下光合作用的意义。

通过光合作用， 物不仅为自身 了“ 物”， 为动物和 提

供了 物和 气，它是地球上最大的“有机物生 ”。 物的光合作

用在现 大气的 成，以及生物 中 和二 化 量的 中起着极其 要

的作用。

光合作用的实质 是 物 靠 体， 用太阳能 水和二 化

变成 气和 等有机物，同时 光能 变成了化学能， 在有机物中。

切面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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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用的 多能源，如 、 、天然气等 物 是 样 成和 存

的

天我们使用的许多能 是以 形 在地 的 阳能。

这 是在地球长 的 中，在一 、一 地 、

一 ，经 长的地质时 形成的。与人 的 相比，

其形成非常 ，与其他 相比， 生 度很 ，或 乎不能

生。它们是 的？ 用来 ， 的供需 如何？我们

合理 用它们？

在几 至几 前，地球上的陆地、 和 中，生长

着大量 的植物，后来这些植物 了， 的植物不 积 ，在

的分解作用下，变成了 色或 色的 。由于地 变动，

在了地下，和 气隔绝的 在 、 作用下，经过

长的 ，变成了 。

在 时 ，许多 水的 和 、 中，生活着大量动

植物，这些生物 后， 着 一起沉积在 边或 ，经过 长

时期的 变， 形成了有机 。在与外界 气隔绝的 下，由

于地层的 、 和 的作用，有机 中的 、 、 、 等

分离出来，而 、 成分 度集中，并 化成液态 滴。在地

下水的流动或 作用下，分 的 滴 岩层的 流动和集中，

后在 好的 环境下形成 。

、 和天然气是 在地下的 、 的 性 物质，因此 为

“ 物 ”。它 有什么特点 一是 在地下后 成 需的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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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年时间 变而来， 以 “化 ”；二是能量 量高，

千 化 的 化合物 其 要多。而 化合物在 时，

子和 子与空气中的 子 合， 成二 化 与水，在这一过程中会以

光和热的 出能量。因此，它 成了极 的能源。例如， 生

的热量，是 相同质量的 生热量的 ；而 和天然气

生的热量，是 相同质量的 生的热量的 。自 后， 和

天然气一直 广 使用。

成为 使用的能源。据 计，全 的 量 为 万

， 探 的 量 为 万 ，其中有开 价值的 为 万 。按

年 的 年开 量 计 ，大 供开 多年。 较 的

， 以 天开 ； 较 的，需要开

和 。 的 用， 成了 革命的兴

起， 了现 文 的发展。但是 开 和

， 来了水土 和大气 等 题，需

要 大力气 理。

地球上 探 的 量 为 ，

按现在的 水 ， 供开 年。 大

多 于地下 中的 或 的

中。由于 于地下，需要一定的

来探 。 了 ，现在科学 用

的 来 ，其 理是

时间的多 决于 过的物质是 态的

是 态的 。从 中开 出来的

成分 ，很 直 使用，需要提 （图

- - ）。 生 中的 多 是 提

物的 。 广 用于 生 、国

设、 通 等方面，同时它 是 要的化

， 为“ 的 ”。

由于 和 的 成需要 年的时间，而 对它 的使用 度却

大于它 的 成 度， 的化 会 用 。为 将来的

机，如何更合理地使用现有的化 ，成为 在 面前的 要课题。

图2-3-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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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为什么化石 料比其他 料 烧时产生的热量更多？

2. 为了 约能源，你能做什么？请调查家庭能源使用 ，想想

减少能 的 法。

在一天 中，地球 到的太阳能，相 于全 一年 的 能量

的 。而且太阳能不会 起 ，在 十 年里是用之不 的， 以，太

阳是 的“能源之 ”。

太阳发光 年，不过 起来，太阳 是 到了它的中年期。太阳

发光的 密是什么 科学 究表 ，太阳是一个 大、 热的气体球，在太

阳的内部， 时 在 着 变 ， 是 个 子在高温、高

下， 变成 个 子 ，这个过程使太阳 出大量的光和热。

目前，太阳能不 能 全 化 。 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时间

题，太阳能 能在 天的 天 ， 在 天和 里 使用 用能源。

二是 题， 地球 天 到的太阳能很多，但 分 ，要想 足

够的能量， 在一个较大的 内 。

样 用太阳能 太阳能的方 之一是使用

会 太阳能。传统的太阳 用会 的太阳能来 物；太阳能发电 用会

的太阳能 热水箱中的水，用水 生的水 气来发电（图 - - ）。

一种 是使用太阳能电 （图 - - ）。太阳能电 是由 体材

成的，它能使太阳能直 化为电能。由于太阳能电 的生 成本较高，使

它的 用 到很大 ，目前主要 用于 、 机和太阳能 上。

与 和 不同， 能 是 在使用 中不

物的能 ， 阳能 是 能 中重要的一 。开 和 用 阳

能，对于 人 的能 ， 对生态环境的 和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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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你家有太 能热水 吗？请说出它的 作原理。

2. 你能和同学一起设计并制作 太 能加热 吗？试试看。

图2-4-1 图 图2-4-2 

在生 中， 用太阳能 供热：在 上安 太阳能 热 ，

将太阳能 变为热能， 水 太阳能 热 后 热， 内供 ；

或者在 上安 太阳能电 ，将太阳能 变为电能，供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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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光从一种 质 一种 质时，会发生 现象；对同样的 质情

，不同 的光 时 的角度不同。 光 最大， 光 最 。

阳光是由从 到 多种 的光 合而成的。 以用三 将太阳光

分解成各种不同的 光。

光 三 分解 成的 光的排 光 ， 光 分解成 光的

现象 。

太阳光光 的 见光部分之 有不 见的部分，光 有

， 有 。 和 不能 起 的视 。

不同的物体对 光的 、 和透过的情 不同，因此 现出不同

的 。不透 体的 是由它 的 光决定的。

物体表面的 ，对光的 多， 。

热从高温物体 到 温物体或从物体的高温部分 到 温部分的过程

热传 。热传 的 有三种：热传 、对 和热 。不同物质的热传 性

能是不同的。 根据 热性能的不同， 物质分为热的 体和热的不 体。

不同的物质 热的本领不同。物理上用 热容来表示物质的 热本

领，它的定义是： 千 的 种物质温度 高或 或 出的热量

这种物质的 热容。它的 位是 千 。

太阳的能量是 大的， 对太阳能的 用 分为两 ：一 是

直 太阳能，以热的 以 用； 一 是间 用， 太阳能 化

为电能、化学能等来 以 用。

在 长的 化过程中， 物 成了有 于 太阳能的 态和 ，

光照 的不同会 物的分 和生 。

物通过光合作用，在 体中 用太阳光能量 水和二 化 变

成有机物（ 等） 出 气。光合作用不仅 足了 物的 养需求，

为其 动物提供了 物和 气。

了 能， 使用的能量大多 来自太阳。太阳能是用不 的 洁

能源。

、 、天然气 于不 生能源， 合理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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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不 空气，但 要 一 分 无

我们 不着空气，但 要 起 一

可以 到空气的 动。 天 上

和，这是因为 有 好的保 空气的 能，空气

上的 外 。 ，一

在 中， 一 进 后 紧 ， 中的

还在 ， 中的 经 。因此我们知道

需要空气。

空气中有 么？为 么人需要 空气？空气有

么 质？ 这些 质，我们能做些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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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对空气成分的认识 历了 长的时期。 长期 空气看作是 一

成分的物质，后来，科学 过 究认识到空气 不是 物，而是由多种成

分组成的 合物。

你可以 一个 实验 到空气的 在。用

口 在 口 口的中 ，

紧 ，使 口不 气。如图 1 1所示，

中 水，你 到 么 ？为 么

这 的 ？ 口 有 么 水 来？

实验我们可以认 到， 口 的空气

水 来。

空气是无 、无气 的气体，那么空气的

成是 的，它有 些 质呢？
图3-1-1 图

分

很 以前人们发现，在 的 里放进 烧的 和老鼠，直

到 时 里还有 的气体，但是老鼠会 而 。这说明

的气体 不支 烧， 不 吸。这种气体 称为“ 质

气”，它绝大部分是 气。

1 4 ，法 化学家 瓦 （A  L  L 1 43～1 4

）用定量的 法研究了 气的成分。他 少量 放在 的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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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12天后，发现有一些 色的 变成了 色的 ，同时容

里 气的体积大约减少了1/5。 瓦 生成的 色 收集起来，

放在 一个容 中再加热，又得到了 和 气，而 所得 气的体积

好等于 容 里减少的 气的体积。 瓦 还研究了 的4/5体

积气体的性质，发现这些气体是“不能 生 ”的 气。由此，

瓦 一次明 出 气是由 气和 气组成的。

后来，其他科学家研究证明，这4/5体积的气体 了 气以外，还

有一些其他成分。

图3-1-2 分的部分

洁 的空气是由 气、 气、二 化 、 有气体等组成的，其中

气 空气体 的 ， 气 ，二 化 ， 有气体

，其 气体和 质 （图 - - ）。在通 情 下，空气中各种

成分的 值 相对 定。

图3-1-3 中 分 （体 分 ） 图

“ 方的气 ， 方的气 ； 天的气 ， 天的

气 ”，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或地区，空气中的水 气 量不同。空气

过于 或 会使 感到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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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思考

材料与用具： 、水、集气 、 烧 、酒精灯、火 、橡皮

塞、 管、 水 、烧杯。

步骤：

1. 实验装置如图3-1-4所 ，在 烧

内装 ，在酒精灯火 上点 后

入集气 内，塞紧橡皮塞，观察现象。

2. 待集气 到 后， 管 入

盛水的烧杯中， 开 水 ，观察现象。

讨论：

1. 在集气 中 烧， 了什么气体？

2. 并没有全部 烧，说明了什么？

3. 进入集气 中的水大约 集气 体积的1/5，这说明了什么？

中

中

图3-1-4 图

在通 情 下， 气是 、 气 的气体，密度 空气 大。水中 以

溶解很 量的 气，水中的生物 是 靠这 气生存的。

空气中二 化 的 量很 ，但它却是 生存不 的物质。 有二

化 ， 物 通过光合作用 养 和 气。

在通 情 下，二 化 是 、 气 的气体，密度 空气大。 态的

二 化 “ ”， 气化时 环境中的热量，使 环境的温

度 ， 用于 、 剂等。二 化 气体能溶于水，

是二 化 溶于水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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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思考

在一支试管中 入一些 清石 水，用一根

玻璃管 其中 气。（注意： 气的时间不要太

长）你能观察到石 水发生什么变化？

化 的这一性质有何作用？

图3-1-5 图

出的气体中 有二 化 。二 化 能使 水变 ，这是

二 化 水发生化学 的 。 水中 有 化 （

），它与二 化 生成的 是 。

二 化 化 水

用这一性质 以 验 种气体是 有二 化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中

在一个小烧杯中 入一些 清石 水， 置于 气中一两天，会

发现石 水的表面出现一层“ ”。这层“ ”是如何产生的？

说明了什么？结合前面学习的内容，解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与同学交流、讨论，看看还能想出哪些证明 气中有 化 的

法。

了 供 之 ，空气中的各个组分 具有 多 要作用。

空气中 量最多的 气在生 和生 中有广 的用 。 气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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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 物质发生化学 ， 用作 气。 素是 物生长 需的 养

素。 气 以用于 ， 有 物 以直 气。

对

是植物的 要营养 素，动植物生长都需要吸收 的养料。

如果 少 ，植物就会长得 小， 子发 ，果实很小。 然 气中

有大量的 气，但不能 多数生物吸收，因此需要 气中的 气

变成 的化合物， 能作为动植物的养料。在自然界，大 、

等 科植物的根部都有根 （图3-1- ），它是由生活在土壤中的根

入到根内形成的。根 能 气中的 气 变成 化合物，

所以，种植这些植物时不需施用或只需施用少量 肥。 外， 可以

通过化学 法以自然界中的 气为原料生产各种 肥（图3-1- ）。

图3-1-6 根 图3-1-7 

有气体一 不 其 物质发生 ， 作“ 性气体”。但在一定

下，它 能 物质发生化学 。在生 和科学 究方面 有气体

有不 用 。

. . .. . .

有气体在通 时，会发出有色的光。 光 色的 灯（图

3-1- ）就是 用这种性质制成的。 如，灯管里充入 气，通 时

发出 色光；充入 气，通 时发出 色光；充入 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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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出 光。 灯 出的 光，在 气中的透 很强，可以 透

浓 ，常 用作 、 的 灯等。 灯通 时能发出比 光灯

强上 的强光，可用于 、体 、 机 的照明。 气 度很

小， 比 气 大，不能 烧，用它来充填

（图3-1- ）和气球，比使用 气安全

可 得多。此外， 0%的 气和20%的 气

的 合物， 上可用作 。

图3-1-8 光 的 图3-1-9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气主要由哪些气体组成？试分别举 说明它们的用 。

2. 化 有哪些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有哪些主要用 ？这些

用 和 化 的性质之间有什么 系？

3. 人们对 气组成的认识过 经 了 长而 的过 ，这对你

有何 ？

空气是我们 最多的物质之一， 是一 重要的自然 。

空气的 质，有 于我们更好地 究和 用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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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图3-2-2所 ，在 玻璃管中滴入几

滴水，使 部分有一小段水 ，用橡皮塞塞

紧 烧 ，用手 烧 一会 ，观察水 的

动。

2. 水 中装入约2/3体积的热水，

盖好 盖，用 水 水 使其 ，观

察 水 会出现什么变化。

用 将两只相同的大 料 （其中一

只的 口装有自行 进气 ）固定在一根约

0.5 m长木条的两 。如图3-2-1所 ，用

起木条，调 的 置，使木条保 平

，然后将 固定。放下木条，用气 通过

进气 一只 料 中 气。关紧进气 ，再

起木条，观察木条会 哪边 。

我们观察到                      。

这说明                        。

讨论：在这个实验中，为什么 要使木条保 平 ？

你还有哪些 法能证明 气有质量？

图3-2-1 图

.思考.思考

空气的密度较 。在 ， 时，空气的密度 是 - 。

空气的体 很大时，质量 会很大，一间 的 间里空气的质量大 有

，相 于一个成年 的质量。

图

.思考.思考

图3-2-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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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有热 的性质，空气的热 体和 体物质要 多。

大量实验 ，气体 有 的热 的性质。气体的热 在现

中 有广 的 用。 观 过电 箱的 作情 电 箱的 机为什么会

自动 动 它是由 在电 箱里的自动温度 置 的，这个 置

用了气体热 的性质。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1.  你还能举出哪些能说明 气热 的 子？

2. 在化学实验中，需要检验一些实验装置的气 性，常常采用这

样的 法：如图3-2-3所 ， 好实

验装置，用手 或用酒精灯 加热

大试管，如果 边 管口处有气

出，而 开手或 加热后有一小段

水 管上 ，说明装置的气 性

好。你能用 气热 的性质解 这

样检验气 性的原理吗？
图3-2-3 性 图

.思考.思考

如图3-2-4所 ，用两个相同的大 注 分

别 入等量的 气和水。用橡皮塞将 ，用

推活塞，直到推不动为 （注意不要使橡皮塞

）。 气和水 后的体积相同吗？

： 气的原体积       ， 后

的体积       。

图3-2-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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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不但 体 变 ，而且很容 。在上面的实验中，两个

的容 相同，其中一个 气后 变 了。 气 是充 更多的空气， 空

气容 。通过上面的实验， 以看出空气的 性要 水 。

自 气， 是 用了空气的 性。 的空气 以

作。 用的 水 ， 用的 ， 是 用 空气的力量将

水或 出来。

到 ， 着 面 的 是 动的空气。 开 间的 和

， 会感到空气的 动。这 事实表 ，空气有容 动的性质。想一

想， 有 据能 空气容 动

空气为什么会 动 用什么 能使静 的空气 动起来 在 热的

天， 子使空气 动； 热 以使空气 动。空气 热后 ，体

大，密度 。与 的 空气相 ，热空气变 了， 的热空气 会上

， 的 空气 了热空气 来的位置，于是空气 会 动起来。自然

中的 是 动的空气。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气有哪些主要性质？你如何证明这些性质？

2. 请说出人们在生产、生活中 用 气的性质的一些实 。

水的原体积       ， 后的体积       。

讨论：在这个实验中，为什么要用两个相同的注 ？为什么要

入等体积的 气和水？如果只有一个注 ，你如何做这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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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在空气中 是由于 气发生了化学 ， 么，在 的 气中

物质的 是 样的

说到 ，我们 想到 ， 是物质 时 生的一 。

能 人 ，它在人 的 上 起 非常关 的作用。但是，有

的时 给人 来 。

使 了“ ”的时

图3-3-1 的

..

中

在教师的 下完成下面的实验，观察并记录现象。

材料与用具：木 、 、 、三个集 气的集气 、火

、酒精灯、 、 烧 。

1. 在 气中点 用 的木 后，放入集 气的集气

中，如图3-3-2。

2. 成 ， 系上火 ，用 ，点

的火 ，待火 即将 时，将它们 入集 气的集气

中。集气 少量 子或加少量水，以 应生成的固体物质

在 ， 使集气 ，如图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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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化学性质 较 ， 多物质 会与 气发生化学 。

与 气发生化学 ：

气 二 化

与 气发生化学 ：

气 四 化三

与 气发生化学 ：

气 二 化 水

这种物质 化合的 化 。

点

点

点

是 气的一个 要性质。由于物质在 中 在空气中 更

， 以 到更高的温度，因此 上的 多 需要用到 气，高新

3. 点 的 放在 烧 中， 入集 气的集气 中，如图

3-3-4。

木 烧

烧

烧

图3-3-4 中图3-3-2 中 图3-3-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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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和科学 究 要用到有 气参 的 。

供 是 气的 一个 要用 ，一切生物
需要 气来 生命 动。在一 情 下，

需要 空气， 但在特 情 下需要供 气。例
如，对不能 的 者和在 或 的
下 作的 ，需要提供 气。

气有着十分广 的用 ， 生 中如何
的 气

气是空气的主要成分之一， 上 用分
态空气的方 气。 将空气 化，
二 化 和水 气，然后在 温下 ，使空气

化。然后 温度 发 态空气，使 点较 的 态 气 发出来， 下
的是 点较高的 态 气。 态 气一 存在 里，以便 和使用。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试举 说明物质在 气中和 气中的 烧有什么差别。

2. 气有哪些主要的用 ？ 业上通常是如何 得 气的？

是可 物与 气 生的 光、 的 的 学 。

可 物能 在空气中 ，是因为空气中有 气。然 是不是 要有

气 在，物质 可以 呢？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材料与用具：酒精灯、棉花球、 、火 、小木条、 块、

酒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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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 分别 着 有酒精和水的棉花球，放在酒精灯火

上加热，如图3-4-1，观察实验现象。两个棉花球都能 烧吗？为

什么？

2. 用 分别 着小木条和 块，放在酒精灯火 上加热，

如图3-4-2，观察实验现象。小木条和 块哪一个 烧起来？为

什么？

两组实验中分别产生不同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你能总结出 烧的

条件吗？

图3-4-1 分 和 的 图3-4-2 分 和

物质 需要同时具 三个 ： 物质具有 性； 物与 气

； 物 到 需要的最 温度（着 点）。在上面的实验 中，

有 的 球 在 上立 起来，而 有水的 球 在

上不能 ，这是因为水不具有 性。在实验 中，因为使

需的温度 使 需的温度 ， 以 起来。

.思考.思考

你见过的 烧的事 ，或 查 、 网上有关 烧的

描述和 道，将你 集到的 填入下表，与同学们交流、讨论。

的 讨论

木 在 气中 烧
这些 烧的 有哪些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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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 物要在有 气存在的环境中 能 。 时， 气

充足或不充足， 物 的情 是不一样的。

.思考.思考

点 ，用 板 火 ，观察

板下 的变化。思考下面的问题。

木 在 气和在 气中 烧的 有

什么不同，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在

液化气 、 等 上都有可调 大小的

气进口，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图3-4-3 的

气充足时， 物 较 ， 出热量较多； 气不充足时，

物 较 ， 出热量较 。 这样的 物，在 气充足时 生成二

化 ，在 气不充足时 生成一 化 。

气（充足） 二 化

气（不充足） 一 化

点

点

一 化 是无色、无气 的有 气体。一 化 吸入人体后能

液里 中的 结合，使 失 的 能，

人体就会因此而中 。人吸入少量的一 化 就会感到 ，吸入较

多量的一 化 就可能 。 料的不完全 烧、 气、

气 都会增加 气中一 化 的 量。

化 没有 性，但当 气中的 化 过 常 量

时，对人体会产生有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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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用各种不同 的历史过程中， 有 不 全 的情

存在。用 时， 内 ， ；用 时，

中 。这样的 不仅 成 的 ， 环境 来 。 在生

中 到过 的现象 使是使用天然气 水 ， 想想 什么

以使 到更充分的 用。

如图3-4-4所 ，将点 的 放在一小 面 ，用纸

，用 气管 中 一下气，观察发生了什么现象。

请你描述观察到的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你还能说出其他类

的 现象吗？

.思考.思考

图3-4-4 图3-4-5 物

的 的

1 感到气 、 、心

4.5 感到气 、 、

使人 不清， 吸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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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 到 、高温或 时，极 发生 或 。为了

的生命 安全，在生 、 、使用和 存 物时，一定要

遵 有关规定，决不 章 作。 存 物的 或 、 、面

、化 、 的 内， 要 材， ， 要有

的安全标志（图 - - ）。

可 性气体在 气中 到一

定浓度时， 到明火就会发生

。人们 可 性气体在 气中

容 的体积分数 围称

为该气体的 。

气 4～5

5～15

一 化 12.5～ 4

和 是 的 化 ，但 不是 有的 化 和

样 ， 有 化 很 ， 不 ，这种 化

化。

图3-4-6 种

物 物质

种

性物质 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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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 来了 和温 ， 的生 ，

文 时期。但是如 一 ， 会 来 。 么 如何

图3-4-7 的

1. 在学校、 、 等 共 所一 有哪些 设施？生活中

你使用过哪些 火的 法？ 集到的 在下表中。

干 火

2. 结合 烧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与同学讨论上述 设施和 火

法 火的原理，并 这些 法进行分类。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物质 需要三个 ， 要 其中一个 ， 以 。 主要

有三 方 ：

物质在 化的过程中 会 生热量。如 、 、 等 不

，空气不 通，致使因 生物发 等 化 生的热量不能及时 ，会

使物质的温度 高， 温度 到物质的着 点时， 会发生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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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物 ，与 源 。如 着 时， 会在 区

通过 设置 区，使 与 区 ， 。如 是

、 化气着 ， 关 气 ，切 物的来源。

将 物和空气 开。二 化 的 理 是 用 出的

大量二 化 在 物表面 成二 化 气体 ，从而 物和空气。如

在实验 里， 到 面上 起着 ， 立 用 盖 。

使用大量的 却剂（如水）使 物温度 到着 点以下。

到 时不要 ，要 着 对。如 很 ，根据起 的 因，

以自 用适 的方 将 。如 较大， 立 电话“ ”

求 。 自 在 区时，要 静地根据具体情 ， 相 的 自

。如用 或 ， 下身子 或 地面 出 区，到

等。

..

请你观察一下，家里有哪些地 或物 需要注意 火？人们在平

时生活中应该注意哪些 火事项？ 你 集的 理出来，制作成

“家庭 火小 ”或 ， 家人和同学们 。

注意 的 注意

酒精

家用

气、液化气

火 、 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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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结合物质 烧的条件说明完全 烧与不完全 烧、 与

化的区别，并各举一 。

2. 用 或天然气做 料时，可能会有一 化 生成，为什么？怎

样 能减少一 化 的生成？

3. 有些 所，如面 、化 等，进入 区都会 不 许

的 ，为什么？

1 试结合物质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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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时每 要 ，空气质量 到每个人

的 和生活。你经常 本地 的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 些 ？你 其中

的 义 ？空气中有 些 要 物？分

用 些 来 量？有 些 要来 ？你知道这些

物对人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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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一 阳光 口 进 时，你 地 空气中有无数

的 在不断 动， 道我们 生活在这些 物 的

之中 ？

身 的空气 不是洁 的。空气中存在着大量的 物，在阳光的直

照 下， 更容 观 到它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中

目的：学习用 的 法收集 气中的 物；通过使用不同的

进行观察，初步了解 气中 物的种类。

材料与用具：载玻片、 、盖玻片、 纸、放大 、 微 。

步骤：

1.  如图4-1-1，在载玻片的一

面 上一 层 ， 可能

其表面光 。将 有 的一面

上，在要观测的地 平放一天，这样

可以 地收集到 气中的 物。

2. 放置一段时间后，在载玻片下面 一 纸，用 观察载

玻片上有什么变化：载玻片变得            ，这说

明                     。

3. 在 有 的地 盖上盖玻片，分别用放大 和 微 观

图4-1-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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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在玻璃片上的 物，观察到的结

果    （一样/不一样）；它们的主

要差别是            。

结 与 ：实 验 结 果 表 明 ， 在

我们周围看上 分 的 气

中   （有/没有）大量的 物。

我们的观察水平是    （ /不

）观察 的影响的。

讨论：

1. 你有什么更好的 法 和观察 气中的 物？请与同学和

老师交流、讨论你的 法，使它更加完善，然后和同组的同学一起做

一做，看看效果如何。

2. 用 观察时，为什么要在载玻片下面 纸？

3. 为什么在使用 微 观察之前，一定要 在 有 的地

盖上盖玻片？

4. 你还能举出一些 子，说明观察 的发 会影响人类的观察

水平和对世界的认识吗？

图4-1-2 的 物

中

据科学 的 究，在空气中的 物里， 了 、 等， 存在大量

的 、个体较 的 ，以及 、 等 生物。

由于 生物个体太 ， 使是在 下， 个的 生物 是很 观 到

的。但 生物在适 的 下 很 ， 以 用这一点来观 和分 空

气中的 生物。

.思考.思考

中

1. 生活中我们会有这样的经验： 放 了的水果会 ； 天，

过 的 容 变 ； 开包装后 置的 会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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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图4-1-3 ， 一小块 、 或 薯等放在 里用蒸 蒸

30分 ，目的是           。

它们放在潮 的环境里，每天观察2～3次。不 ，就会发

现    上面长出了        ，而 来     ，它

们可能是      。如图4-1-3 。

3. 观察：用 从每个 点上 取一点 ，分别放在载玻片

上，加一滴 水，盖上盖玻片，放在 微 下观察。你会发现每个

点中都有许多形态相 的微生物，因为它们的 是由原来 气中的

种微生物个体 而来的。如图4-1-3c、 。

讨论：

1. 蒸 是常用的 法，你能举出一些应用这种 法

的 子吗？

2. 在观察期间，为什么要保 环境的潮 呢？

空气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生物。据有关 ：在 地面 万 的高空

发现有 等 生物存在。 么， 生物的存在对 的健 有 有

（ ） （ ）

（ ）
（ ）

图4-1-3 中的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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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在 上，长期以来人们 认为许多小生 是自然界 时自动产

生的。为了 这种看法的 ，法 科学家 在1 0 做了一

个实验：他将一个 的 在火上 成“ ”形，将有机液（如

、 等）放进 加热 。经过加热 的有机液放置几天后并

没有变质。但是将 的长 ，有机液很快就变质了。原来，

气中 在大量 的小 。由于 是 的， 的小

了，有机液 微生物 ，因而不会变质； 长 后， 的

小 就能进入有机液里， 微生物大量 ，使有机液变质。

据 ，在 市上空的 空气中 多

上 万 。 便在看上 一 不 的 通 里，

空气中 会有 万到 十万个 （

）。而空气中的这 物及 生物等会

来 ， 会 和电子 的生 来

的 。

中

图4-1-4 的 生

中

1. 不同的气 条件、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时间， 气中

物和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会有所不同， 至差别很大。在教 、

园、马路边、 、 院和 等地 ，到 哪里、什么时间（或

什么气 条件下） 气中 物 少呢？请你推测一下。

2. 你能设计一些 科学可 、又 的 法来验证自己的看法

吗？选 几个地点和适 的时间，比较这些地 气中 物的多少。

3. 与同学们交流、讨论、分析 气中 在 物可能产生的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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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的教 和 的 里，空气中 么多的

物是从 来的 ， 会从 的土地、 、 路或 地上 起

大量 土、 ， 它 高高地 起，在空气中 。而这 土、 上

能 着 生物、 或 。在 或 天气里， 的 以

着大量的 过大地， 它 到 千千 以 的地方。

此以 ，天空中的 在 时， 会 不 的 生物和 生

； 会 在身上的 ； 会 上 的 、 和

。 本身 是空气中 质的 要来源。一 情 下 分 会

发 十万 以在 密的 共 ，空气质量 较差。

在进 不同 实验数 量的对 实验时， 可能地

能 实验结果的其他因素，保证 地进 对 实验。 如，如

果要 量同一地 、不同时间空气中 物和 生物的多 ，在不

同时间进 量实验时， 要使得地 、 量 、气 外 其他

因素 可能一 ， ，对 实验 可能是 不 的。

路 来 ，

教 和 里 多，

空气里的 物

是最多的

是 的地方

有 的 ， 有

一个 ， 一定不会

有多 物。

里 ， 不着

， 后 的空气

最 。 内的空气什么

时 物最

样 能 这 想对不

对 最好的方 然 是动

实验。但 样 能 在不

同地方、不同时间和不同气 下

的观 是 的

要好好想一想， 实验方

和 中 有会 观 的

因素 地 以 ，使它

能一样 。对，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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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的 图4-1-6 

在一 情 下，空气中存在一定 量的 物不会 地 的健

，大多 生物 不会 起 。但 空气中的 物过多时， 会感到

眼 和 的 激 ； 能 致一 的过 。而

发生时，空气中有大量的致 ， 力较差的 后 有 能 传 上

。

为什么即使是用干 的容 直 还没有 地的 花，看上

非常 的 化后的水 并不清 ，有时 至相当 ？

为什么即使是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中

我 中 每天 要 空气质量的 和 ，许多

相 开 本地空气质量 的 ，为人们提供环境 息。在

这些 和 时，你 其中 的意 ？你想进一

有关的知 ？

空气质量 有 内容 ，这 和 主要 物是

什么；其次， 了它 的 程度， 程度表示为空气 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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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的主要 物有什么 它 来自 里 对 会 生什么

物：指 在空气中， 直 为 （

）的 体或 体 ，它 不 在 力作用下 到地面。

的组成十分 ，会 来源不同有很大差 。 排 是 要的 为来源，

地面 是一 部分来源。空气中 的量 了环境空气质量的

好 程度。

二 化 ：主要来自 、 ，特别是 。二 化 大气

后，会变成 ， 成 ；二 化 成 物， 它的直 于

时，会 体 部，对 有直 作用。

二 化 ：主要来源是 、 等 的 。二 化 的 度

，会 成全球气温上 、 化、海 面上 、水 等。

一 化 ： 不 全 生。它是一种有 气体。 市大气环

境中的一 化 主要来源于 和机动 排气。全 年 为排 的一 化

量有 ，其中一 以上来自 气。

化物： 化物主要是一 化 和二 化 ，主要来自

气、 力发电 和其 源。 化物是 成光化学 的 要 物。

：空气中的 是一 物在 光照 下，发生化学 生

成的二次 物。目前 多国 将 度作为光化学 的 要指标

来实 。光化学 有很 的 化性和 激性，会 能见度， 动

物， 会 体健 ， 其会 起 系统 。

空气 指 表示了 程度，不同级别的空气质量 对健 的 如

何

状
况

的 的

0～50
51～100

（ ）
（ ）

可 常活动

101～150
151～200

轻微
（ -1 ）

轻度
（ -2 ）

感人 有轻度加
，健 人 出现

心 和 吸系统
应减少体

和 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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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气 指 ， 以在 的空气 情 出现前提 ，

特别是 对空气 感的 ，如 有 或 系统 的 ，在

要时 。

201～300
中度
（ ）

心 和
加 ， 动
，健 人 中普

出现

老 人和心 、
应 留在

内，并减少体 活动

300
度

（ ）

健 人 动
，有明 强 ，

前出现 些

老 人和 应当留
在 内，避 体

，一 人 应避
外活动

， 全称为 c  m （ 物）。总 物和

可吸入 物是我们较为 的两种大气 物。总 物 称

为 100，即直 小于和等于100 m的 物；可吸入 物又称为

10， 直 大于2. 5 m、等于或小于10 m，可以进入人的 吸系

统的 物。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 2.5这种说法。这是怎样的 标？对我们有

什么意义呢？ 2.5是 大气中直 小于或等于2.5 m的 物，

称为可入 物。它的直 还不到人的 发 的1/20。它主要

来自化石 料的 烧（如机动 气、 ）、 发性有机物等。由

于 小，富 大量的有 、有 物质，在大气中的 留时间长、

距离 ，因而它对人体健 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人体吸

入后会直 进入支气管，干 部的气体交 ， 至进入 液，成为

和 的载体，为 吸道传 的传 推 。

2011 1 1 ，中 环保部发 的 环境 气 10和 2.5的测

定 量法 次对 2.5的测定进行了规 。2011 12 30 ，环保部

常 会议 议并原 通过了 环境 气质量标 ，增设了 2.5平

浓度 值和 小时平 浓度 值，同时收紧了 10、 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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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浓度 值。 照环保部发 的时间表，2012 ， 、长

三 、 三 等 点区 以及直 和 会 要 开 对 2.5

和 的 测；2013 在113个环境保护 点 和环境 开

测；2015 在所有地 以上 开 测；201 全 统一 行

的 气质量标 ，并 会 测结果。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在收集、分析 气质量周 和主要大气环境问题的

上， 出 行动起来，改善我们周围的 气质量 的 ， 初中

生、小学生作 解和 传， 他们为 进 气质量的改善规 自己

的行为。

2. 在家居环境中会不会有 气 ？ 观察 内 气 有哪

些来源，并考虑一下它会对人们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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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和植物 离不开空气，能进 是生

物体的基本 之一。在 中，动物体

生 么 的 ？我们 知道 实 生 这些

？植物是 的？和动物的 有 么不

同？植物的光合作用和 作用 对 个生物

生 么 的 ？

    



65

人如果 分 不 有生命 。我们为 么一 要

呢？你或许 说 使我们获得 气， 。 事

实到 是不是这 呢？

直 看到 的空气在身体内发生了 变化， 在一个

设 的 面， 切地知 里面 发生的事一样。但是通过对

出的气体和 的气体成分有什么不同， 以间 地 知 的空气在身

体内发生了 变化，这 是 的“ 箱实验”。科学 用这种

的实验 过 多 要的发现。

在前面的学习中 知 要想 验 气、二 化 之 的 、

气 气体的存在和 量，最好的方 是根据它 特有的性质来 。

如： 气能 ，二 化 会使 的 水变 ，等等。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中

目的：学习 水集气法操作；通过检测和分析，认识吸入与 出

气体中 气 量的变化。

材料与用具：集气 、水 和水、 玻璃管、火 、小木条、

玻璃片、 。

步骤：

1. 在两只集气 上分别标明1和2的 样。 照图5-1-1所 ，

在水 中加入一定量的水；在1 集气 内 水，然后用 玻璃片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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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它 着放入水 中；再移开 玻璃片并将 玻璃管 入

集气 中。

2. 用 子吸气，用 出的气体通过 玻璃管 入集气 内。

集气 内的水面 地   了。因为气体的 度比水   ，所以

水面以上的地 一定是    了。

化学家 这种 法 做“ 水集气法”，这是一种常用的收集气

体的 法。

3. 当气体 集气 内的水几 全部 出时，用 玻璃片 集气

的口，然后 它从水 中取出，并翻 过来 放在实验 上。

4. 2 集气 口 上放置，盖上 玻璃片。 中是    。

5. 点 两根小木条，分别放入1 和2 集气 注意管口 玻璃

片 开的 度和小木条放入的 度 。观察它们的 烧 。小木条

在   1 /2 集气 中 烧得比较 ， 烧的时间 相对较长。

结 与 ：

这个实验是根 气的    性质来进行的，结果表明： 出

的气体比吸入的 气 有更    （多/少）的 气。

讨论：

1. 收集在 的1 集气 上部的气体是经过 吸后由 出

的，里面还有 气吗？

2. 在实验中，2 集气 的作用是什么？

3. 在实验中，两根小木条为什么应 量一样？为什么要将小木条

到集气 中下部？

4. 如果在实 条件下 少集气 、玻璃管、水 等实验用 ，你

可以用什么来 这些 完成实验？与同学讨论，看看还能设计什

么样的 以检测吸入和 出的气体的差别。

图5-1-1 图

号 号

号

号号 号
排水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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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实验中 以观 到， 号 中 的 变 ， 号

中的 ，这 在 号 里， 出的气体中 气 量 了。

同样 以 用二 化 能使 的 水变 等性质，通过与上面

的对 分 ， 出的气体 的空气 有更多的二 化 。

了 气和二 化 量的变化 ， 出的气体与 的空气 有 不

同 通过下面的观 与分 ， 或 能体验到。在生 中 要 观

和分 ， 以发现 多值 探 的 题， 自 出它 的 。

.思考.思考

下面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的两个现象：

1. 在 的 ，人们常常用 气 的 手。

2. 在 玻璃前，人们常常 玻璃表面 气。

与讨论：

1. 关于 出的气体和吸入的 气的差 ，你能从分析上面两个现

象中得出什么看法？

2. 你还能列举出更多的生活中的事 来证明自己的看法吗？

3. 许多 下 根 观察到的现象就得出结论是不 的，还需

要通过更 的实验 进一步证明。你能设计一组实验，使用相当

的 料和用 验证自己的看法吗？将你的实验 与同学和老师

讨论，使 更加完善。

但是靠这种 较 的

实验， 准 地 知

种气体变化的量 。
是 ，

的因素 多 ，但

以有个大体的 值 。

是 。

看来 出的气体

的空气 的 气

了 ，而二 化 和

水 却多了 ， 且变

更 温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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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中的有关 据是科学 通过多次 定 出的。它表 一 情 下

出的气体与 的空气中 种主要组成成分 例的变化。 出的气

体 的空气更 和温 ，是因为 的身体里本来 是 而温

的，这很好理解。但 在身体里的 气到 里 了 大量的二 化 是从

里来的

来 物中的有机物 的能量要 化为 体温的热能和身体 需要的

其 的能， 要在 内 分解， 时一样，这个过程

要有 气参与。有机物会 分解成二 化 和水，其中的能量 出来

化，而二 化 和部分水 着 气的过程排出体 。

这个 在 有生物 中 的有机物分解的过程 是 作用

（ ），动物的 为 作用提供 气 排出二 化 ，它是动物

和 用有机物中能量的 要 ，因此 大多 动物和 一样需要不

地 。

如同学 到的， 出的气体 的空气中 有更多的二 化

和更 的 气，而且更 和温 。但这 变化到 有多大 仅仅通过这

样 的实验和一 的观 分 是不 能 出准 的。

的空气

二 化

（ ）

二 化

（ ）

有气体

（ ）

有气体

（ ）

气

（ ）
气

（ ）

水 （不定量） 水 （不定量）

气

（ ）

气

（ ）

出的气体

图5-1-2 的 的 体 分比较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我们不 地 吸，是因为通过 吸我们可以 得 体所需要

的       ， 出 体里产生的        。

2. 你能用 意图的 表 吸和 吸作用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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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两个保 里装上等数量的种子： 中是 发的种子，

中是 后 的种子。在 子里面装上 度计，盖紧 盖， 取

度计的数值。

2. 放置一天以后，再 取 度计上的数值，发现 中的

度    （ / /不变）， 中的 度    （ / /

不变）。

动物 获 生命活动需要的 气， 在 的 与 物

中的有机物 的能量 来， 体的需要，那么植物呢？光

合作用中所生成的 有机物 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量呢？植物

是不是 动物一 需要不断地进 呢？

1 在两个保

.思考.思考

图5-2-1 
（ ） （ ） （ ） （ ）

通过实验 以发现， 着 发种子的 中的温度 高了， 中的温度不

变。科学 通过大量的 实验 了种子 发的过程中有热量 生。这其实是

种子中有机物 ， 出了其中 的能量，这 能量一部分用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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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思考

.思考.思考

1. 在两个玻璃 中装上等数量的种子： 中是 发的种子，

中是 后 的种子， 上 盖后放置一天。

2. 一天以后，将一 烧的 分别放入 、 两个 中，观察

在 中 烧的 。

： 在两个 中 烧的 相同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 中的气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子 发， 一部分 化成热量 出来，因此，密 中的温度 高了。

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种子 发的过程中，而且发生在 物的 有生命

动中，发生在 物的 个 中。

观 发现，如 中 一 的 ， 的 会立 ，

但 中的 却不会 ，这 中 有足够 的 气。

科学 通过大量 的实验 了这 气是在 作用的过程中 了。

1. 在两个玻璃 中装上等数量的种子： 中是 发的种子，

中是 后 的种子， 上 盖后放置一天。

2. 一天以后，将 塞 成如图5-2-2 所 （在取 塞的过 中

要用 玻璃片盖紧 口，以 保 内气体不会 出），从 处

内 入清水，将水 出来的气体通入 清的石 水，观察石 水 清

度的变化（图5-2-2 ）。

结 ： 中的气体会使 清的石 水 ， 中的气体会

使 清的石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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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 以观 到， 中的气体会使 的 水变 ，这是二

化 的特性之一，因此 以 ， 物在 的过程中 生了二 化 。

科学 发现， 了二 化 以 ， 物在 的时 会 生水。

图5-2-2 植物 生

（ ） （ ） 的 水

物通过光合作用 有机物，这 有机物有的参与 物体的组成，

如参与 物的 各 的 成等；有的作为提供能量的 养物质 存在

物体内， 且通过生物之间的 关系，传 到了其 动物体内。

是动物 是 物， 要通过 作用来 用这 有机物中 的

能量。

作用是在生物的 中 的一 要的化学 ，它能在有 气参

与的 下，将生物体内的有机物 化分解， 有机物 化成二 化 和

水， 出其中的能量，这 能量一部分用于 生物 各种生命 动，

一部分 化成热量， 温动物的体温或 在空气中。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有机物 气 二 化 水 能量

1. “植物 要 吸”，植物的 吸会 的有机物，产生热

量。你能用这个原理来解 农业生产和农产 、保 中的一些现

象或做法吗？

2. 的几个实验中， 了 发的种子之外，总要用 的种子

做一组相同处理的实验，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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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英国科学 里 特 （ ， ） 了

一个 的实验。

中

动植物每天 在 空气中的 气，你有 有想 有一天 气

？在我们的 常生活中，每天 生大量的 ，

量 效 生。那么，自然 是 持

的？

1 1 ，普里 特 做了这样的实验。如图5-3-1，他 一支点

的小 和一只小 鼠放到 的玻璃 里， 不 就 了，

小 鼠很快 了。但是，在 光下，当他 一 和一支点

的 共同放到 的玻璃 里时， 能 长时间地活着，

没有 。同样， 一 和一只小 鼠共同放到 的玻璃 里

时， 和小 鼠 都能 长时间 常地活着。这使他想到，动物的

吸在不 气，植物 可能充当 气 化 的 色。经过

实验，他得出结论说：“这么多动物的 吸使 气不 ，还有

许多植物和动物的 作用，至少部分地为植物的 造所补 。”

图5-3-1 的



73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然 时 不 空气的组成成分，对 气和二 化 有

什么 的认识，但 然 注意到动物的 和 会使空气变“ ”，而

物能使“ ”的空气 到“更新”； 注意到了 不 更新空气，动

物 能生存。这 是 ， 认识到生物 中 对生物是 要

的，会直 到它 的生存和生长， 且十分关注这种 的 题。

下面是 学校环保小组关于生态 面的实验的结果 ：

3个烧 分别标记为 、 、c，各放入等量清水，并在 中放入

两条小 ； 中放入一些水 ；c 中放入两条小 和一些水 （小

和水 与放入 、 的一样）。然后塞上塞子，再用橡皮

口（图5-3-2）。每天进行观察。

图5-3-2 图

（ ） （ ） （ ）

一段时间之后， 中的小 了； 中的水 了；而c

中的小 在 的水 间 动， 现一 生机 的 象。

下面是 一所学校的科学小组对该实验做出的分析：

1. 该实验用事实 我们证明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无法 在

一个完全 的 间里长时间 活。而两 以适当的比 生活在同一

个 间中， 可以在较长时间内 常的生活 态。

设计和进 实验很重要，善于对实验的结果 对 人或他

人所进 实验的 做 科学的、 的分析同 很重要。

在进 分析时一 要以 提供的事实为 ，同时要 意结合自

的生活经验、常 和 学 的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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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 气和二 化 量的 对于动 物的生存是 关 要的。在生

物 中，动物和 物的 和 的 等 气，生成二 化 ；

物通过光合作用 二 化 ，生成 气，这对 生物 中的 - 有

一定的作用。

2. 动物和植物共同生活在同一个 间里的时 ，动物 吸产生的

化 好是植物的光合作用的主要原料，而植物的光合作用又

好可以生成动物生 所必需的 气，就这样， 间中的 气在较

长的时间里 了一定水平上的平 ，从而使动物和植物都得以生 。

生物 中的 - 对 、动物和 物 是 关 要的。空气中 气的

量下 或二 化 的 量上 会对 和动物 生不 的 ， 时

起 ；而二 化 量过 会 物的生长。

在 常 下， 气约 气总体积的21%，当 气 量明 下

时，人就会产生 、 等不适感，而当 气的 量下 到

气总体积的 ～ %时，人 和动物 会 、 ， 至 ； 化

在 气中的 常 量为约 气总体积的0.03%，当它的 量 过1%

时，人和动物就会出现 、气 ；当 量 过 %时， 至会使人

吸 ， 时会 。对植物而言， 化 是它们进行光合

作用的主要原料。 化 会 影响植物的生长和 农作物

的产量。在栽种 度过大和 间较小、 气流通较差的 料大 中，

由于 化 不 而 来的影响 更加 出。

物在 生物 中的 - 方面起着 要的作用。据 ，目

前在地球上，动 物 和 的 气为 天 多 ，

多 万 。如 按这样的 度，整个大气 中的 气在大 年里

便将 全部 。 是由于 物的光合作用 使生物 中的 - 成分组

成能够大体上 。据 计，地球上 有的 物 年 的二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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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物对生物 中 - 的 作用 是有一定 度的。

着 社会的发展， 气的 和二 化 的生成 度 在 长，而

和 地却 大面 地 。 面 由于二 化 等气体的 多而 致全球

温度上 等一系 的 机。

认识了光合作用和生物 中的 - 等知识， 以 用有关的

理为生 和生 务。 如：在 上，特别是大 种中 的“空中 ”

是在 一定的温度和光照的 下，提高空气中二 化 的 量来有 地

作物的 量。通过这种 ，有 种 提高 以上的 量。而

的“立体生态 ” 是对这 理和生态学的更为全面、 的 用。

图5-3-3 生物 中的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生物圈中的 - 平 的是什么？

2. 想一想影响生物圈中 - 平 的 要因素有哪些，并结合实

说一说为了更好地 - 平 ，自己能 做哪些事。

3. 用上面所学过的 识 解 生活或生产中的 一个现象，或设

计解 一个实 问题的 ，并就此 一 小论 。如果可能，

好通过实验 检验一下自己的解 或 是否 。

。 或 地 天能 的二 化 ， 出

的 气， 足 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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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空气是 合物，洁 的空气是由 气、 气、二 化 及 有气体等

组成的。

空气对 的生 、生 有 要作用。

气化学性质 ，能 多物质发生化学 。

物质 需要同时具 三个 ：物质具有 性， 物与 气

，使 物 到 需要的最 温度。

和 是一种 的 化 ，有 化 很 ，

不 ， 化。

物质 需要三个 ， 要 其中一个 ， 以 。

身 的空气 不是洁 的。空气中存在着大量的 物，有

、 生物等。

空气质量 和 提供了环境 ， 主要 物及用空气

指 表示的 程度。

有的生物 能 ， 作用是在生物的 中 的一

要的化学 ，它能在有 气参与的 下，将生物体内的有机物 化分

解， 有机物 化成二 化 和水， 出其中的能量，这 能量一部分用

于 生物 各种生命 动，一部分 化成热量 温动物的体温或

在空气中。

光合作用和 作用在 地球大气中的 - 方面发 了 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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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活动的许多方 离不开水。很 以 ，

人们 开 对水的认 。你知道水的形态有 些

？ 生这些 需要 么 ？水是 么 成

的？它有 些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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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中的水 以多 形态 图 1 1 在， 、

、大 中的水以 态 在 、 以 态 在 大气中 在气态

的水， 可以 结成 ， 生 水。那么它们 自在 么

在呢？

.思考.思考

将 块 后放入烧杯中，用酒精灯加热（图

-1-2），观察烧杯中发生的变化。

在加热的过 中，烧杯中的 块     ；再

加热，可以观察到烧杯中的水     ，并

来 少，说明水变成了     。

图6-1-1 的 种形态

物体 现的 体（ ）、 体（ ）和气体（ ） 态统 为物

态。上面实验表 ， 以变成水，水 以变成水 气。这 在一定

图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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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材料与用具： 架 及其 、烧杯、

表、 度计（ m m ）、酒精灯、石棉网、

水。

步骤：

 如图 -1-3所 ，在烧杯中装入适量

水， 度计 在 上， 度计的感 玻璃

处于水的中心 置，注意不要 烧杯 。

2. 用酒精灯加热烧杯，每分 取一次 度

计的 数，直至水 。将测量结果记入表格。
图6-1-3 的

时间/m

度/

下，物质存在的 态 以发生变化。物质由一种 态变为 一种 态的过程

为物态变化。

上面 看到了 热后变成了水， 由 态变成了 态。 物质从

态 变成 态的过程 化， 体 化成 体时的温度 点。

如 将水 温， 水 到一定温度时便会 生 （ ）现象。

体 时的温度 点。

大 知 ， 的 会变 ， 好的 中 的水不久会变 。水到

里 了 来，水变成了水 气。这 现象表 水在 有 时 会变成气

体，这种现象 发（ ）。 体变成气体的过程 化。

以 化 和 发两种过程。

3. 观察水在 时发生的现象，并观察水 后 度是否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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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时间为 ， 度为 ，用表格中的数 在图 -1-4中

制出 化过 和 过 的 度 时间 。

通过实验， 知水在 时 ， 水的 点为 。

如 热 量其温度变化， 以观 到 在 时 化。因

此， 的 点为 。

如 上面的过程 过来，使水 气的温度 ，会出现什么现象

.思考.思考

将半烧杯水烧开，用一块 砖

出的水蒸气，看一看 砖表面有什么现象发

生，如图 -1-5。 一 砖，它的 度有

变化吗？

图6-1-5 

水 气 变成水 的过程 化。例如： 里 开水的时 ， 水
开时 看到 有 的 出， 是从 中 出的气态水到 后，因温
度变 而 成的 水 ； 天 见的大 ， 是因为 间气温 后，空
气中的水 气 出的 水 。注意它 是 在空气中的 态水，而
不是气态水。

水 却到 时会 ，这个过程 是 过程。 体 时的温度
点。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 点和 点。
水 热时， 能量，温度 高。水 的能量是 提供的。观

实验 据和 ，会发现水的温度到 点和 点时，有一 时间温度
不变，而 在 提供能量，这 化和 化的过程是 能量（
热）的过程。而水 在 化以及水在 时，会对 出能量（ 热）。

图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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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质在 体 态时分子排 密， 以密度大，在气体 态时分子排

间 较大，密度最 。而水 很特 ，水在 到 之间时不是热 ，

而是 热 。这样，水在温度 到 的过程中，体 ，密度 大；从

温到 ，体 ，密度 。因此水在 时密度最大， 后密

度 而 ， 天 水 的 在 面， 以生 在 下的 水中。

由于水的这种特 性质，使 水变成 后体 大 。在 国 方的

，一定要 的水 好， 会 。如 中有水，水

时体 生的力量有时 以 开。

水的 化有 和 发两种 。水 在地面上，一会 了；

在 ， 会变 。这 是 发现象。水分子在不 地 动，其中一 能

量大的分子在 体表面时，会 其 分子的 力而 表面 空气。

注意在上 例子中 有 过程发生。 发 以在任何温度下发生。 因素

会 发的 度

图6-1-6 的

温度太 ， 有

足够的能量 。

面 充 水的分子

（空气不 通，靠

体的空气中有大量

水分子）。

出 太 （ 体表

面 ）， 不

能同时 。

高温下， 能 到

足够的能量 。

见

面，

了

出 大了，大

以同时 。

温度 发 空气 动 发 表面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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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1 0 ， 法 师

（1 4 ～1 12 ）发明了 活塞

蒸 机。1 05 ， 师 可

（1 3～1 2 ）对蒸 机做了改进。

在此 上，瓦特 1 3 ～1 1 从

1 5 开 ， 不 地改进蒸 机，

使它成了效 ，可用于一切动

机 的 能原动机，而瓦特 人

认为通用蒸 机的发明人。

蒸 机是人类在学会使用火之后

一项 时 的 要发明，它使人类在传

统的人 、 和水 之外 得了一种

强大而 的动 ， 大地推动了

业、采 业、机 制造业 至 个 业的发 ，而1 世 20

以后蒸 动 列 的 营又 来了 业的 。

图6-1-7 动

从生 中 知 ， 热会 化， 会 。实 上， 了上面

的水，其 物质 着温度的变化， 以在 体、 体和气体之间 化。有

的 体 热后 以直 变为气体，这个过程 华。有的气体 以直 变为

体，这个过程 华， 华过程中 出热量。使用久了的 的 上会有

一 物质（ ）， 在 中的 球会 ，这 是 华过程。

和 方 天出现的“ ”是 华现象。

材料与用具： 架 及其 、烧杯、两支试管、 度计、酒精灯、石

棉网、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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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如图 -1- 所 ，在烧杯中装入适量

水， 后用 和 做实验，一支试管中加入

， 一支试管中加入 ，试管下部处于烧杯

里的水中。

2. 用酒精灯加热烧杯，每分 取一次

度计的 数。观察试管中 或 的变化，注意

何时 或 开 化，何时 化完 。全部

化后再 加热一段时间。将测量结果记入表

格。

的

的

3. 以时间为 ， 度为 ，用表格中的数 分别 制出 和

化过 的 度 时间 。

图6-1-9

讨论： 和 在 化前、 化中和 化后各 段 度变化有什

么特点？根 得到的实验数 、图 ，你能 出什么结论？

从上面实验 看到， 和海 化过程中温度的变化规律不同。有

体在 化过程中 不 热，温度却 不变，例如海 、 和各种 ，

这 体有 定的 化温度， 体；有 体在 化过程中， 要不 地

热，温度 不 地上 ， 有 定的 化温度，例如 、 、 、

，这 体 体。 体 化时的温度 点。 体 有 点。

体和 体 化时温度的变化 分别如图 - - 、 示。

体 时 有 定的温度（图 - - ），这个温度 点。同一

种物质的 点和它的 点相同。 体 有 定的 点（图 - - ）。

图6-1-8 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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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0 固态水 -3

535 32 固态 - 5

1515 232 固态酒精 -11

11 0.5 固态 -210

10 3 4 固态 -21

10 4 0 固态 -25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根 图 -1- ，结合 常生活中的经验，试着总结一下：

（1）影响蒸发快 的因素有哪几个？它们分别怎样加快蒸发 度？

（2）我们用 度表 气中水分 量的多少。 度大，说明 气

中的水分多。 气的 度对蒸发 度有影响吗？请与同学、家长或老

师讨论，举出有说 的 子。

图6-1-10

图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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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 下列现象同相应的物态变化 起来：

烧开水时 的“ 气” 化

干 化

天 上的  固

里 的气  液化

水 成火  

感到  

3. 一 下，水的 固点是　　　　， 的 点是　　　　，

水 合物的 度是　　　　。

水是我们 常生活中最常 的物质之一，不仅 中 着

的水，地层、大气以 动植物体 有大量的水。在很 以 ，

人们认为水是 成物质的基本 之一。 如，我 学说认为

物是 、 、水、 、土 基本 成的， 的 多

提 物质是 水、 、土、气 素 成的， 。那么，水是

不是 成 物的基本 呢？水还能分 为更 的 ？

图6-2-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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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以前认为水是 成物质的一种基本 素，不 分，而 过长期

的实践和科学 究 ，事实 如此。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分

1. 水 解 的 中注入水（为了增强水的

性，需在水中加入少量的 或 化 溶

液）， 开两 玻璃管的活塞，调 的 度使

两 玻璃管中充 水。 分别与直流 源的

通，观察两 表面和两 玻璃管内液面有

什么变化。

2. 将一根点 的火 液面下 较多的玻璃

管的 处， 开活塞，观察发生的现象。

3. 将一根 火星的木条 液面下 较少的玻

璃管的 处， 开活塞，观察发生的现象。

在上一 的学习中，我们对水的三态变化有了 的了解。下

面，请你通过观察来描述一下水的颜色、 态， 用你所学过的 识

概括一下水的物理性质。

水的物理性质

颜色：              ；

气 ：              ；

道：              ；

固点（1.01 105 ）： ；

点（1.01 105 ）： 。

外，在4 时水的 度 大，为1 g cm-3。水结 时体积

，所以 的 度小于水的 度，能 在水面上。

在上一 的

.思考.思考

图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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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发现，通电之后，两个电极上 生气 ，气 在两个 的上部

。生成较多的 种气体 以 ， 生 ；生成较 的 种气体

以使 的 ，通过前面的学习 知 它是 气。

在 气中点 的 气，观察火

的颜色，并在火 上 一只 而干 的

烧杯（图 -2-3），观察烧杯内 上有什

么现象。

通过上 实验 实，水 不是组成 万物的一种基本材 。 么物质

究 是由什么组成的

实验中， 的 气在空气里 ， 生 ，与电解 到的

性气体 时的现象相同。 上 有水 ， 气与空气中的 气

生成了水。

水 气 气
通电

点
气 气 水

过不 的 究和探 ，科学 发现 上的物质 是由 多种 素组

成的。例如水（ ）由 素和 素组成， 气由 素组成， 气由

素组成。 素是组成物质的基本成分。

的

到目前为 ，在自然 中发现的 素共有 种， 合成的 素有

种。不同的 素在不同的环境或物质中 量不同，如在地 中 素的 量最

多，其 素的 量由高到 次是 、 、 、 （图 - - ）；在海 中，

量最多的是 ，其次是 （图 - - ），这两种 素 质量的 。

图6-2-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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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 中的 分

人体由数 种 素组成。大量而多见的 素有 、 、 、 、

、 、 、 、 、 、 （图 -2- ）。前 种是组成 质、

、 水化合物和 的主要成分， 是 成生物体的 素。

其他几种为 成 、 、 经、 液、 体和各种体液、分

液以及 发、 等的必需成分。这11种 素 是 体的“建 ”

料，又能调 生理机能，称为常量 素。

其 的 素称为微量 素或 微量 素，它们在人体内 量很

少，总量不 体 的 分之 。

人体内 有20多种非常 要的必需的微量 素，如 、 、 、

、 等。 是 的组成成分之一，一 质量的

0.34 为 。 对人体内的 有着特 的作用， 会影响人的生长

发 。 称为 的 素， 有 的有机分子能 和 老

等。 的主要 能是 与 素的 成。经常 丰富的 、

等 产 ，可以 大。 是人体中的一种必需微量

素，主要分 在 、 、 和 发中。

人体中的各种 素都发 着各不相同、不可 的 要作用，

种 素的 量过 或 过 ，都会 影响人体的健 。

图6-2-6 体中的 分

图6-2-5 中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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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为了便于书写和 ，全 用统一的符号来表示各种 素，这 符

号 是 素符号。 一 素用什么符号来表示，由它的 文 来决定。例

如 素用 表示， 素用 表示。书写 素符号时 注意：

（ ）由一个 表示的 素符号要大写，例如 ， ；

（ ）由两个 表示的 素符号，第一个 要大写，第二个 要 写。

C

g

A

C

C

C

Ag
g

名

知 ， 合物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组成的。 物 由一种

物质组成。自然 和生 中的物质 大部分 是 合物。例如， 到的

海水、 水、 水、 水、自来水等， 有各种各样的 质， 于 合物。

在科学 究中， 以 物为 究对象，例如，实验 用的 水为

物。 么，同样 是 物，水、 气、 气 有什么区别

知 ， 气是由 素组成的， 气是由 素组成的， 这样

由一种 素组成的 物 为 质， 如 （ ）、 （ ）、 （ ）、

气（ ）等 是 质。而水是由 素和 素两种 素组成的， 这样由两

种或两种以上 素组成的 物 为化合物， 如二 化 （ ）、 化

（ ）、 （ ）等 是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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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在实验 里可以 用 解水的 法制取少量 气。请你查找资

料，了解 业、 用 气的制取 法。

2. 气、 气都是无色的气体，想一想用什么 法可以区分这两

种气体？

3. 自己制作一些 素 片， 片中的 包括： 素 称、

素 、 有该 素的主要物质，以及其他你所感 的内容（如

该 素的发现 、 素 称的由来及主要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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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 水可以 一 量的 ，但

一 量， 的 不能 。同 一

水还能 么？能 多 ？ 水的多 ，

的数量还与 么有关？ 水、 水、 水中

多 物质， 无用或有 的 质，提

有用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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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后， 体 ， “ ”了 其实，

有“ ”。 是由极 的 成的， 水中，

到水中， 看不到 体的存在，而水 由此变 了。 在水中“

”的过程 ， 成 的 在水的作用下分 到了水中。

这样 成物质的 地分 到 一种物质中的过程， 物质的溶

解。 有各种 ，是由于其中溶解了不同 的物质。

中

进 ，我们 到 口

的 ，你想 这些 为 么

有不同的 道 ？这些 道是 么来

的？ 我们 做一个 实验。

1 ， 一

量水。 一 中 一

， ， 体不 ，水

。

2 中 一 ， 体不 ，水

。

中 许 体 ， 体

不 ，水 成 。

这些 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 到的 。你能 其中的 因 ？

图7-1-1 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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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1. 在烧杯中加入适量水，再 入一些

，充分搅拌后静置（图 -1-2），观察现象。

2. 充分搅拌后的 水，上半部分和下半

部分一样 吗？

3. 取充分搅拌后的 溶液，静置

一段时间，观察杯中液体的颜色是否会发生

变化。 图7-1-2 的 物

将 水中， 后静置， 会 在 部。 溶解在水中，

整 水 是一样 的。水中溶解了高 变成 ，充分 后，溶

，静置 不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 成 和高 的

到水中，这种分 是 一的、 定的。同样， 成 的 在水中的分

是 一的、 定的。

或 这样，溶解在水中 成的 一的、 定的 合物 溶

（ ）。溶 以是 的， 以是有 的，但它 是 透

的， 出其中任意的一部分 较，它 的组成 全相同。

溶 由溶质和溶剂两部分组成， 溶解的物质 溶质，如 、 等；

溶解其 物质的物质 溶剂，如水。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1. 列举几种你 的溶液，说出其中

的溶质和溶 。

2. 生活在水里，它 吸的 气是从

哪里来的？ 开 水 ， 料中会 出许多

小气 ，这是为什么？

图7-1-3 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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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质 以是 体， 以是 体或气体，如 两种 体互相溶解时，一

量较多的一种作为溶剂，较 的一种作为溶质。如 一种是水，一 认为

水是溶剂。

很多物质 以作为溶剂。水是 用的溶剂，

水溶 有着广 的用 。 生 在水里，它

的是溶解在水中的 气； 水等 中 出的

气 ，是这 中溶解的二 化 气体；

上用的 注 和生理 水等， 是按照

一定要求 成的水溶 ；土壤中的养分 水溶

解后， 能 物 和 用；在实验 或化

生 中， 将 物 成溶 ，等等。

图7-1-4 的

无土栽培 物

水是一种非常好的溶 ， 水以外， 、酒精等 可做溶 。

同一种溶质在不同的溶 中的溶解能 不同。 如， 几

不溶于水，在酒精中的溶解能 比较强，生活中常用的 酒就是

溶解在酒精里形成的。 不溶于水，因此 在家 上的 不 水

， 在建 上的 不 雨 ；而 可以溶解于 等有机溶

中，因此可以用有机溶 调和 。

你还 道生活中的哪些物质可以做溶 ？

图7-1-5 

的

图7-1-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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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体、 体、气体能够溶解在水中 成溶 。

但是 有 多物质是不能溶解于水的，例如 土和

，将它 和水 合在一起后，静置一 时间，它

会 到 部， 为 物。 物 是不能溶解于水

的，将 物 和水 合在一起，用力 ， 会以

的 分 到水中，静置一 时间， 新 上水

面。以上这 物质，它 与水 成的 合物和溶 不

同， 为 。其中， 土和 与水 成的 合物

是 体 在 体里， ； 与水的

合物是 分 在 体里， 。

通过前面的实验 知 ， 在水中不能溶解，而 、 等 以

溶解在水里。 么， 有 物质 以溶解在水中

中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取4支试管，各加入5 mL水，分别 其中加入少量 、

少量 、1 mL酒精、1 mL植物 ， 后静置。

讨论：以上物质加入水中 后，从外观上看有何区别，静置后

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请你 试解 观察到的现象。

图7-1-7 植物

为了 地表示溶 里溶质 量的多 ， 溶 分为 溶 和

溶 。溶 ，同样质量的溶 中 有的溶质 多。 有生 验，

的 水 ， 是 水中溶解的溶质（ ）更多。

用 溶 和 溶 能 地表示溶 中 有溶质的多 ，在实 的生

和生 中， 需要准 知 溶 的组成。在 一种特定的溶 时，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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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 溶质和多 水，要事 过计 能符合需要。例如 上用的生理

水的 度一定要准 ，如 过 或过 ， 会 起生命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1. 将10 g食盐和 0 g水 合，配制成 化 溶液。你可以用哪些

法 表 该溶液的组成呢？如果从该溶液中取出10 mL溶液，又如何

表 它的组成呢？

2. 有同学认为以下几种 法可以表 上述 化 溶液的组成，

请你 价它们的 点：（1）该溶液是由10 g食盐和 0 g水组成的；

（2） 0 g该溶液中 有10 g食盐；（3）食盐的质量 该溶液总质量的

1/ ；（4）食盐的质量 该溶液总质量的12.5 。

3. 你在生活中见过哪些表 溶液组成的 法？ 用生理盐水的浓

度为0. %，你明 它的 义吗？

在生 、生 以及科 中， 用溶质的质量分 来表示溶 的组成，溶质

的质量分 （ ）是溶质质量与溶 质量之 （ 用 分

表示）， 以用下 计 ：

溶质质量
溶 质量

溶质质量分

溶 质量 溶质质量 溶剂质量

用溶质质量分 表示溶 的组成 便，根据计 以 有关计

，在生 生 实 中 用广 。

： 用生理 水是溶质质量分 为 的 化 溶 。现在要

生理 水，需要 化 和水的质量各是多

解：
溶质质量
溶 质量

溶质质量分

以，溶质质量 溶 质量 溶质质量分

溶剂（水）质量 溶 质量 溶质质量

： 生理 水需要 化 和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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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 有溶质质量分数为3 %的浓盐 ， 度为1.1 g cm-3。做

实验需要溶质质量分数为10%的 盐 100 g。请你设计 ，配制该

溶液。

材料与用具：3 %浓盐 、蒸馏水、烧杯、玻璃棒、量 。

步骤：

1. 计 100 g10%的 盐 中溶质和溶 的质量。

溶质    g；

溶     g。

2. 根 前后溶质的质量不变，计 所需浓盐 的质量和体积。

所需浓盐     g，体积为    mL。

3. 计 时要加入水的质量。

要加入    g（体积为     mL）水进行 。（水的

度为1g cm-3）

4. 用量 量取所需体积的浓盐 ， 入大烧杯中。

5. 用量 量取所需体积的水， 入大烧杯中，充分搅拌。

. 配制好的溶液 移入 、干 的试 中， 上 有试

称和溶质质量分数的标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列举一些你 道的 常生产或生活中的溶液，说出其中的溶质

和溶 。

2. 实验 中的浓 的质量分数是 %，现在要配制20%的 溶

液200 g，需要 %的浓 和水各多少 ？

3. 用生理盐水的质量分数是0. %，如果要配制100 g这种盐水，

请你 述配制的 法和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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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水的时 ，如 想 水更 一点， 会 水中 更多的

。 容 溶解于水，但是 在一 水里 以 量溶解 一个

实验。

水是一 很好的 ， 的学 ，我们一起 物质

于水的 ， 些物质能 于水，学 成的表示方 。

那么，物质在水中的 有 有 度呢？它们的 能 有 么不同？

物质的 能 如何度量和表示呢？还有许多 在我们 ，

我们 续 的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1. 在一支试管里加入20 mL水， 地 其中加入 ，边加边

，待加入的 溶解完全后再 其中 加。

2. 再取一支试管，用食盐 上述实验。

3. 上述两支试管中加适量的水， 。

你观察到什么现象？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问题？

在一定量水中 的 或 到一定的量时，在 部 以看

到它 的 体， 使过 长时间， 体 不 溶解。 是 ，在一定量

的水里， 和 不能 量地溶解。

多其 能溶于水的物质 是如此，溶质在溶剂中的溶解是有 度的。

溶 中的溶质 到一定的量时，溶 不能 溶解 溶质了， 这样

的溶 这种溶质的 和溶 ； 能 溶解 溶质的溶 ， 这种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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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不 和溶 。例如在上面的实验里， 能 溶解的时 ， 里

的溶 是 的不 和溶 ； 不能 溶解时， 里的溶 是 的

和溶 了。如 和溶 中 溶剂， 和溶 变为不 和溶 ，这

时 以 溶解溶质。

对

多数物质在水中的溶解的量是有 的，即可以得到该溶质的饱和

溶液。但是还有一些溶质是可以与水以 意比 溶的， 如 意体

积的酒精和 意体积的水 合都可形成溶液。 水之外，还有一些其

他的溶 和 些溶质可以 意比 溶，对于这样的溶液，就没有饱

和与不饱和的区分了。

生 中 有这样的 验， 在热水中 水中溶解 。 么，温度

了对溶质的溶解 度有 ，对溶质的溶解能力会有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中

：

1. 在盛有10 mL水的试管中 加入

体，边加边 ，直至试管中 少量 体不再溶解时

为 。

2. 将试管浸 在 0 的热水中加热，观察

体的溶解过 。

3. 在加热的同时， 试管中 加入少量

体，并用玻璃棒轻轻搅拌，观察实验现象。
图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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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试管从热水中取出，浸入 水中 ，观察试管中的变化。

讨论：

1 .  在 实 验 1 里 ， 还 能 溶 解 时 ， 试 管 里 的 溶 液

是     溶液；当 不再溶解，试管中有固体 时，试管

里的溶液是      溶液。

2. 在实验2中，水 加热， 溶解了。溶液又能 溶解

，说明 度 ， 的溶解能      增大/减小 ，在

一定量的水中 溶解的量     （增多/减少）。

3. 后，观察到试管中     ，这是因为     。

从上面的实验 以看出，温度 高时， 来 和的 溶 变

不 和了， 来不能溶解的 体 能 溶解。 在改变温度的情

下，溶质在 种溶剂中的溶解能力会发生变化。

，温度对溶质在水中溶解能力的 因溶质的不同而不同。大多

体物质在水中溶解时， 着温度的 高，溶解能力 大。一 物质在水中的溶

解能力 温度的 变化不大，如 化 。 有极 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能力

温度的 高而 ，如 。

对

气体的溶解能 着 度的 而减小，

着 强的增大而增大。在 常生活中，常可以看到

这些现象：加热 水，在 之前，水中出现了许

多小气 ； 天，盛有自来水的杯子内 一层

气 。这是由于 度 ， 气在水中溶解能 减

小的 。当 开 水 盖时，常常有大量气

出，这是由于 强减小， 化 的溶解能 减小

而造成的。
图7-2-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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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知 温度对物质的溶解能力有 。 么，相同温度下，不同物

质在水中的溶解能力相同

：

1. 在盛有10 mL水的两支试管中，分别加入2 g食盐和2 g ，

后静置，观察现象。

2. 分 分别 两支试管中加入等量的少许食盐和 ，直到

种固体不再溶解。 和食盐的溶解能 有差 吗？

讨论：在实验1中，我们看到食盐和 完全溶解了，你可以

哪种物质的溶解能 更强吗？通过实验2，你发现哪种物质在水中的溶

解能 更强？为什么？

溶 到 和 态时， 不能 溶解 种溶质了， 到 和时溶解溶

质的量， 了溶质的溶解能力。 用“溶解度”来定量 物质的溶解

能力。在一定温度下， 态物质在 溶剂中 到 和 态时 溶解的质

量， 这种物质在这种溶剂中的溶解度。如 不指 溶剂，通 的溶解

度是指物质在水里的溶解度。例如，在 时， 水中溶解 化

到 和， 化 在 时在水中的溶解度是 。

各种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不同。通 在 温（ ）时溶解度在

以上的 溶物质，溶解度大于 、 于 的 溶物质，溶解度 于

、大于 的 溶物质，溶解度 于 的 溶物质。

事实上， 对不溶于水的物质是不存在的， 习 上 溶物质 为

“不溶”物质。

溶 溶 溶 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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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种物质在不同的温度下，在水中的溶解度 不同。用实验方 以 定

各种物质在不同温度时的溶解度。

0 10 20 30 40 50 0 0 0 0 100

溶
13.3 20. 31. 45. 3. 5.5 110 13 1 202 24

化 2 .4 33.3 3 .2 41. 45. 50.4 55.2 0.2 5. 1.3 .3

化 35. 35. 3 .0 3 .3 3 . 3 .0 3 .3 3 . 3 .4 3 .0 3 .

根据实验 定的溶解度 值， 以

用 标表示温度，用 标表示物质的溶

解度， 溶解度 。在溶解度 上，

以 出物质在不同温度时的溶解度；从

的 ， 以方便地看出物质溶解度 温

度变化的 。

图是科学实验中 用的方 ， 用的有直 图、 图等等，例

如溶解度 ，太阳高度、气温 变化 。从 上 以直观地 究对

象的变化 ，便于 对实验 据 分 ， 出规律； ， 出的图

以作为 一 究或其 究的 具。

图7-2-3 种物 的 线

溶
解
度

化

化

温度

图7-2-4 的 线

温度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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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化 在20 时在水中的溶解度是3 g。你能计 出20 时 化

饱和溶液中 化 的质量分数吗？讨论一下溶解度和质量分数有什

么关系。

如果用100 g水配制一定 度下 物质的饱和溶液， ：

溶质质量 溶解度

溶液质量 溶解度 100 g

溶质质量
溶液质量

溶解度
溶解度 100

×100% ×100%饱和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

你 一次来到 的时 ，那

的 水一 你 ，但如果你 一

水的 ， 水又 又 又 。

你一 有 水为 么又 又 又

？ 水中究竟 有 么物质？它们有 么

用 ？我们如何得到这些有用的物质？ 图7-3-1 的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同学认为：浓溶液一定是饱和溶液， 溶液一定是不饱和

溶液。 同学认为：饱和溶液一定是浓溶液，不饱和溶液一定是 溶

液。你认为 、 两同学的观点是否 ？

2. 想一想，用什么 法可以使 饱和的 溶液变成饱和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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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海水中溶解了大量的气体物质和各种 。目前发现的天然 素有 多

种，其中 大 在海水中 到。海水中 素的 量是不同的，有的 ，有

的 其 。 、 、 、 、 、 、 、 、 和 等是海水中的主要

素。

海水有 ，是因为海水中 有 化 （ ）。 化 由 素和

素组成，它 是 体不 的物质， 是 要的 。

海水的 主要来自 化 ， 化 由 素和 素组成。 在海水

中的 量仅次于 和 ， 量 为 × 。 不仅大量用于 、

和 机 ， 以用于 以及 的提 。

中

是植物生长发 所必需的一种 要 素，它 是

人类的又一种 物。 是一种 的 原料，可以生产许多

。 如，大家 的 水就是 与 的有机化合物。地球上

以上的 在大 中， 还有“ 素”的 称。 是

能量的 料，1 g 可 用的能量相当于2 250 质 。 水中

有的 资源约相当于陆地总 量的2 000 。“能源 ” 是用于

制造 的 要原料， 水中 总 量约为2.5×1011 。

了上述 形成 业规 生产的各种化学 素外，人类 在 来

多地 取和 用其他 素。

中

中

海水中 有大量的 ， 海水里 有 ，如 海水中

有的 提 出来 盖在大 上，足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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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1：食盐不 是 要的调 ， 是人体 常生理活动所必

不可少的物质。 科学家统计，一个健 成 人每天要从各种 食中

入10 g 的盐分。这些盐分能 人体 液的 透 ， 进 液

的 环，保 的 常进行。 液中盐 的形成就和盐有关，

盐 不 有 化的作用，而 有 作用，它能 食物进入

里的 。但是每人每天 入食盐的量 不能太多，否 会影响

健 。

食盐还是 的化学 业原料， 碱、烧碱、肥 、精 石 、

盐 等的生产都要用到食盐。可以说，在化学 业中， 是用到 和

的产 ，绝大多数都源于 盐。所以说盐不 是人类生活的必需

，而 是化学 业之 。

资料2：我 是 水 盐产量 多的 家， 是盐 面积 大的

家。2010 ，全 原盐 总产量约 00 ，其中 盐产量约2 00

。我 有盐 3 . 。每 生产的 盐， 应着全 一半人口

的食用盐和 0%的 业用盐，还有100 原盐出口。 外，在天然盐

或盐 开采出的 盐或岩盐的主要成分 是 化 ，我 盐的

量 很丰富。

资料 食盐

国 用海水生 的历史 久，从福 发 出土的 时期的 物中

有 具， 在 时， 地 用海水 。 国海 长 多

里，海 ，有大量土地 以开 为 （图 - - ），气 适于 ，

特别是 海、 海 ， 量 ， 发量大，生 极为方便。

图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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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水中提 ，最 通的是 用太阳 发 海水 。海水

的 理是 发溶剂 水 ，通过 溶 （海水）中溶剂的量使溶 到 和，

溶质（ ） 出。

盐的 天 是由 列 的一块块盐 组成的，盐 的

置一 主要分 水 、蒸发 和结 三部分。盐 的周围有 ，

以 和 水浸入。 一面的 上有 入 水的 道和

。蒸发 和结 分许多区，用小 隔开。

盐时， 用 潮或用 和 取 水到 水 ，待 水

清后，使它 次流经蒸发 各区，经过 、 ， 水 蒸发浓

， 水中的食盐浓度 来 ， 到一定浓度后， 入结

蒸发浓 ，直至 到饱和析出食盐 体。分离食盐 体后所得到的

液 做 ，将它综合 用，可以制得一系列 产 。其过 表

如下：

水 水 蒸发 结
液

食盐 化

产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由于 水 盐是在盐 中进行的，食盐中会 有一些 等

质，因此我们 直 制的食盐称做 盐。 盐需要经过 化处理，

能作为我们食用的盐。为了 盐，你 道有哪些 法可以将

吗？

有这样的生 验： 后， 以用 （图 - - ）将

与水分开； 之后， 以用 将 中的 。这是因为

上有 多 ，水 以从 下，而 大，不能通过； 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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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这 ，因此 以将 和

分开。

以溶于水 到 一、 定的溶 ，而 不

溶于水，在实验 里， 用 实现 溶 与 的分

， 溶 以从 的 通过，而 不能通过，

这个分 的过程 为过 。
图7-3-3 

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过 后得到的是 不溶性 质的 化 溶液，如何由溶液得到

食盐呢？

以 用海水 的 理，将溶剂 发 ，使溶质从溶 中 出。实

验 用于 发的 是 发 ，它是用 土等 而成的 ， 以直

热。

..

目的：

1. 初步学会溶解、过 和蒸发等 操作 能。

2. 了解 实验 物质的原理、 法以及流 ，并能 用于其他

物质的 。

材料与用具：

烧杯、玻璃棒、蒸发 、酒精灯、 、 、量 （10 mL）、

架 （ 圈）、 纸、 刀、火 ； 盐、水。

步骤：

1. 溶解

用量 量取10 mL水 入烧杯里。用 取一 盐加入水中，用

玻璃棒搅拌，完全溶解后 着再加入 盐，边加边用玻璃棒搅拌，一

直加到 盐不再溶解时为 。观察食盐水是否 。

讨论：这样配制的食盐水是饱和溶液，想一想，为什么要配成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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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溶液？

2. 过

（1）取一 形 纸， 图 -3-4所 后放入 ，用水

，使 纸紧 着 内 ，中间不要留有气 。

注意： 纸的边 应 于 的上 ，如果 出，用 刀 部

分 纸。

图7-3-4 

（2） 图 -3-5所 进行过 ，过 完 后，

观察 纸上的 物及 液的颜色。如果 液

，应该再过 一次。

操作 ：玻璃棒起到 流的作用，应 在

纸的三层处，不要太用 ，以 纸。 内

溶液不要 过 纸的边 ，否 质会 溶液

纸和 之间的 流下。 的下 应 在烧杯

上，使 液 烧杯 流下， 液 出；

的下 出口不要 到 液。

3. 蒸发

得到的 清 液 入蒸发 。 蒸发 放在 架 的 圈上，

用酒精灯加热，同时用玻璃棒不 搅拌 液（图 -3- ）。等到蒸发

中出现较多量固体时， 加热， 用蒸发 的

热使 液蒸干。

操作 ：使用酒精灯时应该用酒精灯的外

加热，还应注意： 不要 着的酒精灯里 加酒

精； 不要用酒精灯 一 酒精灯； 用完酒

精灯后，必 用灯 盖 ，不能用 ； 一

酒精灯， 出的酒精在 上 烧时，不要 ，

应 用 盖。

图7-3-5 

图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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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食盐是生产、生活中常见的物质，有 的用 。

（ ） 水中 有较多的 化 ，用 水 盐可以 得食盐，请说

出 水 盐 的原理。

（2） 水 盐制得的食盐中 有 等不溶性的 质，如何将

等 以制得较 的食盐？

2. 在 盐 的实验中，要多次用到玻璃棒。请说出使用玻璃棒

的步 以及玻璃棒的作用。

4. 用玻璃棒 固体 移到纸上， 收到教师 定的容 里。比较

前后食盐的 态， 价 的效果。

讨论：在进行过 和蒸发时应注意哪几点？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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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球是 知的 一有生命的 球，

这 球的表 1 。最 的生

命 生在 水中。

的 、 的 、 的 水

持着生命体的 和 。水是生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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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分

研究 出，各种主要组

在人体中所 的 量比为：

35%～40%， 50%～55%， 液

%～ %。各种组 中所 水分约为：

水 2%， 水22%， 液 水

0%；成 人体内的水分约 体 的

0%。

讨论：

1. 你的体 是多少 g？根 上面

的资料，你的 体里应 有

　　　　 g，       g， 液      g。

2. 你 体内的 、 和 液中所 的水分分别约是      g、

       g和       g。

3. 你 体内水分的总量约是       g？ 你体 的      。

如你的体重是 0 ， 你 计自

体 所 的水能 多 空 呢 每

0 ？是 0 、 0 还是 0 ？如

果我 你 不多有100 你 相 ？

身体里的
水相 于

的水。

图8 1 1

图8-1-2 体 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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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的身体和地球一样是一个“充 水的 ”。 天通过

水、 不 体内 充水分，而通过 、出 及排 、排便等 不

排出水分。据 ，一 成年 天 排 ，通过 和出 各

水分 。水在体内以 循环等 不 地 动着， 养物质 到

全身 一个 ， 它 生的 物 。 以，水对于 身体的

健 是 要的。 生 ：为了 健 ， 天 充水分 。

其是在 热的 ，更要注意及时 水和适 充因大量出 的 分。

各种生物体内 有一定量的水分。不同种 的生物，由于身体 和

生 环境的不同，体内 水分的多 不同。例如，水 的 水量 到

以上；而同一生物体的不同部分，由于其 能等方面的差 ，其 水量

很不相同。

，水是一种 好的溶剂。从本质上 ，生命 动 是各种不同的化

学变化。生物体内的水溶解有很多物质，这 物质在体内的变化， 有在溶

态下 能够很好地 。例如， 作用发生时，有机物在 质中静静地

“ ”， 化为水和二 化 ，同时 出能量；生物体将从 环境中

的 机物或其 有机物 化成自身的有机物，供生长、发育和 动等生命

动过程 用。 开水溶 ，这 变化很 。

其次，水是体内物质 的 好 体。如 将物质 作 物，水 是

物的 。水能将溶解于水中的物质 到生物体全身各 。例如， 物不能

直 从土壤中 养分， 有 这 养分 水溶解后， 能 根 ；这 物

质 到 物体内后， 水 到各 。

第三，水是 多生命 动的 。例如， 知的光合作用， 是用水

和二 化 为 ，在光的作用下合成有机物的过程。

以 生物的生命 动 不开水。

多 科学 认为，生命是在水中 育的，水是生命的 和 。后来生

命的 动 从水里 展到了 地，但是 多生物的生 和 为 不开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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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生命过程中的 个 要环 ，例如，生 、 体的发育等，更 不开水。

知的 、 、 、 生 在水里；海 、海 和 等大 的

动物 生 在水中（图 - - ）； 、 等两 动物的生 和 体发育

在水中 ；有 生的动物，如 、 子的 ， 生 在水中。

海

海

图8-1-3 种生活 中的动物

物 是这样。 知 有 多种 物生 在水里，如海 、 等

物； 生的 物和 物的生 动 不开水。 子 物中有生

在水中的 ； 的根在水里， 却 在水面； （ ）的根和 生

在水下的 土中， 和 却 出水面，在水面上开 实。

图8-1-4 种生活 中的植物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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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面的 分 是不 的，有的地方是 、有的地方是 ，

有的地方却是 的 。在不同 中分 的动物种 是不一样的。

分 下面的 ， 能 到 生物分 的主要因素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根 ，各种食 原料的 水量为： 物 %～14%，

类 %～15%，薯类 %～ %， 类 0%～ %，水果类 2%～ 0%，

类 0%～ 3%， 类 4%～ 5%， 类 2%～ %， 类 1%～ %，

类 3%～ 2%。请采用各种学过的或你自己 造的作图 法， 可能形

象、 地表 出这些食 原料的 水量。

分

地球上的水 生物 存了一个 地大 多的生 空间。从生物的 量

来看，水中的生物要 地上的生物多 多。

植

250

250 50 原

300 00

500 1400

2000 2250 热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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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合它们的 能想一想，为什么作为 类种子的 子和作为

物果实的 的 水量 于 子（或 类、 物 的 子）

呢？

3. 长 和 气 相 ，植 类 不同。长 生长着

的 ，而 形成 原植 。这是为什么？ 

对

统计 一 米 到结实的一生中，大 要 20

的水，大 如 表所示

生长期中总吸水量 204.22 g 100%

作为组成成分的水 1. 2 g 0. 2% 

生理过 的水 0.25 g 0.12%

  202.10 g . %

上 表 不完 ，其中植物 的 大 分水分 在表 中给

，你知道这 分水用来 么 ？

根 的水分 有大 物 用了，而大 的水 通过

作用 发到空中了。 这样大规 的 作用的意义是什么

作用的 要意义之一是为 物体 温，使它不 热的太阳光 。

事实上 是这样 看看下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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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1. 照在 片上的 光有10～15%会 出 ，大约5%会透过

片 失 ，光合作用还会用 一些，但绝大部分 然是 片吸

收了。

2. 如果这些光 化生成的热不能 及时、有效地 发 ， 片的

度将平 每分 20～30 。

3. 在 热的 ，一 大的 每天通过蒸 作用 失到周

围的水可多 几 。而这些水变为水蒸气时所 的热是非常

人的，可以使大约 质量的水

讨论：

根 上面的资料讨论蒸 作用对植物生 的 要性，并解 为什

么在 ， 里的气 会比外面 好几度呢？

根据 究， 中 以上的热量 是靠 作用 发 的。看来，

作用对于 物 生存而不 ，的 起

着极其 要的作用。同时， 物的 作用

来了 和 ， 天，一 较大的 通过 作用

天 空中 发大量的水分， 直 一 水

以， 物的 具有 空气 度的作用。 以 ，

等于为 的地球 安 “ 空 ”。

此 ， 着水 气在 作用中 开 面， 物

体内的水分不 地 上 充，从而 成一种对水提

的力量， 了根对水的 ， 了溶解于水中

的 机 在 物体内的 （图 - - ）。 图8-2-1 

根 的

表

物的 作用到 发生在 里 通过一个 的实验来看一看

。相 能设计出 而 有 力的实验方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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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目的： 究蒸 作用主要发生在植物的哪个（些）部 。

：植物的蒸 作用主要发生在 片上。

：对用小 料 包起来 片和不包起来的植物进行观

察，比较两 通过蒸 作用 周围 发水分的 。

：

备下列实验 料和用 ：两 种相同、大小和 片个数相

的植物（ 好 子面积较大而片数较少），多个小 料 ，两个大

料 以及 、 刀。

步骤 ：

1. 分别在两只花 上标明1 和2 的 样。

2. 1 中植物的每片 子 上小 料 ，并在 下 小

料 用 紧。

3. 用两个大 料 分别 1 和2 中的植物 个 起来，在

的下部用 子 紧（图 -2-2）。

4. 两 植物 水后（注意：水量要一样），一起放到 光下

照 ，并不 进行观察。

：

着时间的 长，发现包在2 植物外面的大 料 里　　　　

（没变化/变得 的），并 　　（有/无）明 的水滴生成；包

在1 植物外面的大 料 里　　　　（没变化/变得 的），

并 　　（有/无）明 的水滴生成；而直 包在 片外面的小 料

里　                          （记录下观察到的现象）。

图8-2-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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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思考

结 ：

实验结果与假设　　　　（一 /不大一 /不一 ），说明假设

　　　　（ /需要 /应推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植物的蒸

作用主要发生在　　　　　　　　。

讨论：

1. 如果完全 测，我们可以 出蒸 作用主要发生在植物

的根、 、 或其他 何一个部 的假设。但科学的假设不是

测，而是以相关的事实、 和自己的经验、 识为 ，经过认

思考后 出的。你认为，我们 出“蒸 作用主要发生在 片上”这

一假设有哪些主要 呢？

2. 实验中为什么不用大 料 花 一起包进 ？

3. 你能根 这个假设制 出与上面不同的实验 吗？

物的 作用的 主要发生在 上， 较 的 物的 以

一定的水分，而 质化了的 基本上不参与 作用了。

物在 作用中 的水 气是 样从 里 出 的 能通过

出 来 热， 于 上分 着 多 和 ； 物 通过气 水

气。在前面的学习中， 了解关于气 的一 知识，现在， 用

观 一下，了解气 的 。

分

取一片 或 ，用 子 下 的上表皮和下表皮，分别

制成 时装片，放在 微 下观察。

观察到的现象记录如下：

1. 的上表皮结             （较 /较 ），           （有/无）

大量的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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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2. 的下表皮结             （较 /较 ），           （有/无）

大量的小 。

3. 小 是由两个           形的结 围成的。

4. 用10（物 ）×10（目 ）或10×5放大 数观察3个 ，记

录每个 中“小 ”的个数，计 平 值，每个 中平 有      个

小 。

讨论：

1. 的上、下表皮的结 有什么区别？

2. 通过观察，再结合前面的 究实验，现在你认为水蒸气主要是

通过什么 失的呢？

一 物的气 由两个 的 成（图 - - ）。气 主要分

在 的下表 。 物体内的水 气 是从这 气 出 的。

1. 俗语说“大 下好 ”，请说明其中的道理。

2. 地区 雨量比较多，这是为什么？

3. 移栽植物的时 ，适当 一些 片有 于 移栽植物的成

活，其主要目的是什么？

图8-2-3 的

气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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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些常见植物的 的上、下表皮中气 数（每平 平 个数）： 

植
101 21

4 15
马铃薯 51 1 1

12 1 0
25 3
0 311

（1）从上表可见，一 植物 的气 分 是                　  。

这种特点对植物的意义是   　　　　                    　　　 。

（2） 水植物的气 分 是　　　　　，这是因为　　　　

　　　　　　。

（3）根 你的推测，上述植物中， 适于生活在干 环境中的是

　　　　　　 ，理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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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物质 以 现为 态、 态、气态三种 态，三种 态之间的变化过程
有 化和 、 化和 化、 华和 华，在这 过程中 有能量 发生。

物质由 如分子 成。 用 物质的 态，解 态间
的变化。

体 分为 体和 体， 体 化和 时有 定的温度，这个温
度 为 点（ 点）， 体 化时 有 点。

水是由 素和 素组成的，在通电时水能分解成 气和 气。
水有气态、 态、 态三种 态。
到目前为 ，在自然 中发现的 素有 多种。 以用 素符号表示

各种 素。
有 物质是 质，有 物质是化合物。

或 这样，溶解在水中 成的 一的、 定的 合物 溶 。
溶 由溶质和溶剂两部分组成， 溶解的物质 溶质。

水是一种 好的溶剂， 水以 ， 、 等 溶剂。
体 在 体 成的是 ； 分 到 体里 成的

是 。
在一定温度下， 态物质在 溶剂里 到 和 态时 溶解的质

量， 这种物质在这种溶剂里的溶解度。
溶 中的溶质 到一定的量时，溶 不能 溶解溶质了，

这样的溶 这种溶质的 和溶 ； 能 溶解溶质的溶 ，
这种溶质的不 和溶 。

在生 、生 以及科 中， 用溶质的质量分 来表示溶 的组成，
溶质的质量分 是溶质质量与溶 质量之 （ 用 分 表示）。

初 学会 一定溶质质量分 溶 的方 。
水是生物体的 要组成成分， 是生命 动 以 的环境。

物通过 作用有 地 温，从而不 热的阳光 。 物通过
作用在 物体内 成对水的提 力，有 于对水分和 机 的 用。

物通过 作用参与自然 的水循环， 起到改 部气 的作用。
作用主要发生在 物的 上，水 气主要 表面的气

。大多 物的气 主要分 在 的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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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和 的人， 常 一 的土

方 来的 ， 不自 地亲 的土地，为

么人们对 的土如此 ？

土壤 是 地气 、地形、水 自然

要素长 综合作用的 物， 有 的

物土中生 ，它又 着 动的 ， 着

土 有的 。

于土壤的形成 和 不同，自然 的土壤

是多 多 的，它们 有不同的质地结 、 质和

。我 地 ，自然 ， 生

，土壤 多 多 。分 的自然土壤有

地 的 土、 地 的 土、 方地 的 壤、

陆地 的 土和 上的 土 。它们有

些 质呢？ 么 的土壤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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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中 道 土 ，是地之 生物 。 土 中的

，表示土地 中间的 ，表示植物。土 的 意义和形

，表 土与植物的 关系。 壤 的本来意义 是土，是经

作后 的 土 。 土 和 壤 结合起来， 成土

壤一 ，说 土壤不但是自然 物， 是人 的 物。

土壤是由 变而来的。 同土壤 成

有关的 ， 化的 成土

质。成土 质是土壤 成的基本 ，它的成分和特

与土壤性质有密切关系。

是 样变成成土 质的

图9-1-1 的 和

.思考.思考

目的： 岩 化过 。

材料与用具：水、玻璃 、 料

、 种、石 、 、 盘、石 石

块、玻璃杯。

步骤：

1. 水和 度变化对 岩 化的

作用。

将盛 水的玻璃 盖好，用纸 包起来，放入 一 ，

图9-1-2 生 中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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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 中， 是在温度、水、 及生物的作用下 解，成为成土

质的。

轻轻取出，观察玻璃 的变化（小心 的玻璃 片）。玻璃 发生

　　　　。再将玻璃 用 料 包好放入热水中，玻璃 　　　　。

2. 植物对 岩 化的作用。

种放在石 上，再盖上几层 纸 。一周后，石 　　　　。

3. 液对 岩 化的加 作用。

水和 入 盘，在 合溶液中浸入石 石块，并用玻璃杯将

盘 ，两天后，观察现象。

成土 质的 成，仅仅是土壤 成的第一 。 成土 质中出现生物 动

时， 开 了成土过程。

最初在 质中出现的 生物和 等 物，不需要有机物 养 ，仅仅

靠 质中的水分、空气和 物养分 能 生命 动。有 生物能 大气中

的 定下来， 成土壤的养分，组成自 的机体。 过这 生物的长年

动， 改 了 质中的 养 。大量 生物 后， 体 在 质中，从

而 了土中的 有机物。 后， 等 物（如 ）、地 和 等动物开

， 质中 养物质 多，从而为高等 物和动物的生命 动创 了

要的 。

高等 物的生命 动能力很 ，它 以通

过发 的根系，有 地从地下 自身需

要的养分， 物质变成有机物。这 物

后，它 的 体 过 生物分解，一部分 化

为 有机物，一部分 化成 或 的

质（有机物 时 生的物质）。 质具

有改 质 ， 土壤 存和供 物生长

需要的水分、养分、空气和热量的能力。成土

质 这样在生物 动参与下，变成具有 力的土壤（图 - - ）。

图9-1-3 生物 土壤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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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自然 成是一个极其 的过程。 成 的天然土壤，大 需

要 历 年的有机物 过程。

地 （图 -1-4）的生 非常 强。在岩石表面、 、 和

地区， 至在大 的 上它都能生长。地 由 和 类组成。

吸收水分和无机盐的 很大，而 类有 体，它以 吸收的

水分、无机盐和 气中的 化 为原料，进行光合作用，制成养料，

与 共 。这就是地 有 强生 的 。

地 还能分 性物质，将岩石 成 ， 放的 质又能

将 固结在一起，使它们不容 。地 后，它的 体和

的岩石，就成了 质的土壤。

所以，地 人们 为“ ”。

图9-1-4 

土地是 地的表 部分。它的主体由 、 化物（成土 质）和土

壤 成。

、成土 质与土壤的根本区别在于有 有 力。

作使土壤的自然 发生了 大改变。最 的 作土壤，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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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培育。但是，如 作不 ，会使土壤 力下 ，因此，

注意对土壤的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你的家 在哪里？请你在地图上找到家 的 置。

2. 你的家 分 着哪些土壤类 ？请你到 外采集土壤标 考察

一下。

土壤标 记 格

样 标    采样    采样 期   时间   

地点    天气     土壤样 颜色     

采集环境：

地表的 盖   如：无植 、 （ 10 cm）、长 （ 10 cm）

层的 盖   （如：开 、30 m内有些 ）

土壤中的 体 为土 ，它的主要成分是 物质。土 按 大

分成 级别， 一级内，土壤的成分和性质具有一致性。土壤中大 的

组合 例（相对 量）， 为土壤质地。 土壤质地分为三大 ：

土、壤土和 土。

以直 用 感来区别土壤的质地： 土的 最大， 的 土不

能 成 ， 上 ；壤土的 次之， 的壤土 以 成 ； 土的

为 么说 土 ？为 么 方 壤是 ？这些 与土壤

的质地、结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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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 的 土 以 成 ， 感 。

图9-2-1 土 壤土 土的 比
的 图 比 的

壤土 0 002 0 05土 0 05 2 00 土 0 002

.思考.思考

目的： 讨土壤中 大小与其沉 度的关系。

材料与用具：土壤样 、水、500 mL烧杯两只、500 mL量 一

个、滴管、 微 、载玻片、盖玻片、 纸。

步骤：

1. 取土壤样 50 g，放入烧杯里。

2. 在烧杯中加入约300 mL水，搅拌 ，然后 入量 中。

3. 静置2分 ，观察沉入量 的土 大小。

4. 将上层没有沉 的 液 入 一个烧杯中。静置24小时后，

观察沉 土 的大小。

5. 用滴管从烧杯里吸取少量的 液，滴在载玻片上，盖上盖玻

片，放在 微 下观察土 的大小。

（步 1～4可以在上 前一天由同学们自己完成）

讨论：

比较三次观察土 大小的 ， 讨土壤 的大小与沉

度的关系。

土壤的质地对 物生长 要。 土、 土 种更有 于 物生长

要 这个 题，这需要 一 了解土壤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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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各种 的排 或相互 的 ， 为土壤 。土壤

对土壤中水、 、气、热的 ， 生物 动及 作性能的 很大。

土壤 以分为 （如 、 、 、 、 等

）和 两大 。 （图 - - ）是 土壤的 要标志，

而 的土壤对土壤中水、 、气、热的 能力差，是 改 的

土壤。

的 成与什么有关 与土壤质地、 质的 量等多方面因素

有关。

为什么有 的土壤是 土壤 这是因为 内部 较 ， 多

的 是水分和养分的“ ”和“供 ”； 之间有较大的 ，便

于透气、排水、 温和 水分 发。

因此，具有 的土壤， 表面

通气性 ， 生物 动 ，便于有机

物分解； 内部水分多、空气 ，有

机物分解 ， 于 存，从而 了

和供 关系。 ， 之间空

较大， 于 作， 于 物根系 展。

以，有 的土壤是优质土壤。 图9-2-2 土的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在 外采集土壤样 ，观察土壤表层颜色与质地，它是否

土、 土？干 的土壤和潮 的土壤有什么不同？

2. 什么结 的土壤肥沃？为什么？你能设计 实验加以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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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用具：3种土壤（ 土、壤土、 土）、天平、烘 或微

、 、干 。

步骤：

1. 采集 土、壤土和 土土样。

2. 用天平称量3种土壤样 的质量并记录。

3. 将3种土样放入烘 （或微 、 ）中烘干一段时间。

4. 取出土样，放入干 中 至 ，分别称量其质量，并

记录。

5. 将土样放入烘 中 烘干，如此 烘干、 、称量，直

至 （即前后两次称量的质量不变）。

. 计 每种土壤样 的 水量（土壤 水量 样土 样土烘

干 ）。

. 2、3、4、5、 步 两次。

. 计 3种土壤的平 水量。

土壤的平 水量 分数 （3个土样 水量之和/3个土样总

量）×100%。

土壤的质地和结 对植物生长有重要的 作用， 体 的

因素是土壤的 水量和空气 水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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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水分 于不 的 动中。如 有充足的水源 ，土壤中 存的

水分一部分下渗，一部分水 动。 中 后， 有水分 出时，土壤

的水分 于 和 态。这时，土壤的 水量 土壤最大 水量，此时的土

壤 水量 分 是通 的土壤 水能力。

自然 的土壤 有一定的水分。土壤 质 之间存在着间 ，水分

以 存在这 间 中。

想一想，是 间 大的土壤 水能力 ， 是 间 的土壤 水能

力

称量（或计 ）
次数

1 2 3 1 2 3 1 2 3

烘干前质量

烘干后质量

水量

平 水量

.思考.思考

材料与用具：水、几根内

不同的 玻璃管、水 。

步骤：

在 水 内 注 入 一 定 量 的

水， 几根内 不同的 玻璃

管 直 入水中。观察各管内

的液面 度（图 -3-1）。

（我们会看到，水 里的

水在 玻璃管里上 了，这种现象 现象）

结果表明：内 大的玻璃管，液面 度 　　　　（ / ），

内 小的玻璃管，液面 度 　　　　（ / ）。

图9-3-1 细

质地不同的土壤， 直 不同， 是 以将这 看成一个个

根据上面的观 动， 能不能 设，土壤 大， 水能力

；土壤 ， 水能力 动 个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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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讨土壤 水能 与土壤 的关系。

材料与用具：土壤样 、 、 、烧杯、 、水、量杯。

步骤：

1. 取土壤样 1 g， ，烘干。

2. 用 土，将 面上的土样A 放置。再用 通过

的土样，将 面上的土样B 放置。通过 的土样C

放置。

3. 如图 -3-2，将三个相同的 料 ，再用

。 体积相同、 不同的A、B、C三种土样分别放入三个 料

中，并 它们分别 置在三个烧杯上。

4. 各量取50 mL水，同时 入三个 料 。

5. 当烧杯里的水面 定后，观察哪个烧杯里的水比较多，想一想

为什么？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图9-3-2 分

实验 ：土壤 大， 水能力 ；土壤 ， 水能力

。此 ，土壤 水能力的 到土壤 的大 、 以及 通性等因

素的 。

土壤 表面的水 称为“吸 水”。由于土 吸 水分子的能

很强，所以植物无法 用这一部分水。当水分充 土壤“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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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1. . 5.1
壤土 . 1 .1 11.3

土 14. 22. .

后， 能在土壤内移动，从而 植物 用。当水分 ，土壤“

管”内水 变 到不能 植物 用时，植物开 。这时，土壤内

留的水量处于 点。

土壤的 大 不同，透气性 不同。 土的 最大，土 间的空

最大，空气很容 从空 中 或 出； 土的 最 ，空 最 ，空气

不 出，透气性差；壤土的 大 中，透气性适中。

农 充分 后，土壤 完全 水 。一部分水在 作用下

下 ，补 地下水。其 留在土壤中能 植物 用的水量， 间

水量。土壤的有效 水量，等于 间 水量减 点土壤 水量。

土：以 为主， ，透水通气，但保水保肥性差，土 变

化快，适 种花生、薯类、 子等。 土在我 主要分 在 、

、 、内 和 、 、 地区。

壤土：这种土壤 适中，土质 ，透水通气，耕作 ，保

肥性能较好，是质地 好的土壤。壤土在我 分 围很 ， 土

原、 平原、 平原、长 中下 平原、 三 及

地 都有分 ，适 多种作物生长。

土：又称 。土性紧实，透水透气性差， 结性强，有机质分

解 。前期肥 不 发 ，但后期肥 充 。这种土壤适 种植水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你 计肥沃土壤由哪些成分组成？它们各 分比为多少？你

能 图表 吗？

2. 观察家里花 中的土壤 和植物长势， 试分析它们的相

关系，并 出种植植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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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在不同土壤中的同一品 的 球 ， 可能是 ， 可能是

，还可能是 ，你知道是土壤的 方 的 球 的

不同 ？

图9 4 1 的

土壤的 性是土壤物理化学特性的一个 要方面，它会 到 物的生

长 。上 两 球 的 不同是由土壤的 性不同而 起的， 性土

壤会使 为 ，而 性土壤 使 为 。在 中，土壤的 性与土壤

力及 作物生长关系十分密切。大多 作物适 在中性或 中性的土壤

里生长， 有 物适 生长在 性或 性的土壤中，因此种 作物要因地

，使地 其力。

图9 4 2 植物 的土壤中生

生 中性

中性的土壤中（ 6 8）

生 性的

土壤中（ 8 9）

生 性的

土壤中（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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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么如何 量土壤的 性 在 量 性时通 会用到 指示剂和

。

溶 和 溶 是 在实验 中 用到的 指示剂，它

能与 溶 或 溶 起作用，从而 示出不同的 ，因此 以用来 溶

的 性。 溶 到 溶 变为 ， 到 溶 变为 。

溶 到 溶 不变 ， 到 溶 变为 。

300多 前， 轻的科学家 义 （  

B  1 2 ～1 1 ）在化学实验中 盐 时，不小

心将少许 液 到 花上，为 花上的 液，

他 花放到水里，一会 发现 颜色变 了。他

又取了当时 的几种 的 溶液， 花 分

别放入这些 中，结果发现现象完全相同，

都变为 色。由此他推 ，包括盐 在内的各种 都

能使 变为 色。他想，以后只要 花 放进溶液，看它

是不是变 色，就可 别这种溶液是不是 。后来，他又采集各种植

物做试验，并制成水或酒精的浸液，用来检验溶液是 还是碱。

义 发现，从石 中 取的 色浸液， 能使它变 色，碱能使它

变 色，这就是石 溶液， 义 它称作 碱 。后来， 着科学

的进步和发 ，许多 相 科学家们所发现。

图9 4 3 

1. 下几 球花的花 （或 花、 花、

花等其他花 的花 ），放在研钵里 ，然后

加入少量蒸馏水 研 成 。

2. 将得到的 液分成三 ，分别加入到三支

试管中。 图9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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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别 三支试管中滴加几滴 盐 、蒸馏水、 化 溶

液，观察三支试管中溶液的颜色有何不同。

想一想： 球花 液在 性、碱性和中性的环境中各 什么

颜色？是否可以用这种溶液检验物质的 碱性？

盐酸是一种常见的酸，它呈酸性；氢氧化钠则是一种常见的碱，

它的溶液呈碱性；水呈中性。

在生 和科 中， 需要 定和

溶 的 性的 ， 溶 的

度。溶 的 度 用 来表示，

的 通 在 之间。使用 溶

能用来 溶 的 性，而

用 （图 - - ） 以 便地 定出溶 的 。 到不同

度的溶 示不同的 。 定时， 溶 在 上，然后

的 和标准 对照， 以知 溶 的 （图 - - ）。

一 情 下， 时溶 中性； 时溶 性， ，溶

的 性 ； 时溶 性， 大，溶 的 性 。

..

目的：学会用 碱 以及 试纸测定溶液的 碱性。

材料与用具： 、 盐 、 化 溶液、食 、石

图9 4 5 

图9 4 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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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食盐溶液、 溶液、石 溶液、 溶液、 试纸、表面 、

玻璃棒、 滴管。

步骤：

1. 试管中加入适量待测溶液，再滴入几滴 碱 （石 溶

液或 溶液），观察溶液的颜色。

2. 取一 试纸，放在表面 上。

3. 用玻璃棒 取待测溶液， 在 试纸上；或用 滴管吸取待

测溶液滴在 试纸上。

4. 将试纸的颜色和标 比色 对照， 出溶液的 。

：

溶液
溶液

的
溶液

的

讨论：

1. 的溶液有：        ，它们     性；

2. 的溶液有：        ，它们     性；

3. 的溶液有：        ，它们     性。

了用 ，在科 和生 中

用更 密的 计来 定溶

的 ， 会用到 方便的

计（图 - - ）。在实验 中，

以用 传感 来 定溶 的 ，

实验探究 动。
图9 4 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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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学会用 试纸测定土壤的 碱性。

材料与用具：土壤、蒸馏水、 、烧杯、玻璃棒、 试纸。

步骤：

1. 取一些土壤（ 可以取种植 球花花 里的土壤），放入小烧

杯中，加适量蒸馏水，用玻璃棒搅拌。

2. 静置，用 试纸测定上层清液的 。

讨论：测得该土壤样 是 性还是 碱性？土壤的 碱性对

球花的花色有何影响？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我 土壤的 碱度 围一 在 4.0～ .0，根 土壤 不同，

大体上 分为以下几个类 ：

强 性土壤  4.5 碱性土壤 .5～ .5

强 性土壤 4.5～5.5 强碱性土壤 .5～ .5

性土壤 5.5～ .5 强碱性土壤  .5

中性土壤 .5～ .5

从总体来看，我 土壤 现 碱。 地区的 壤，

一 小于5.5， 于 性或强 性土壤；长 中下 的水 土， 一

在 .5～ .5，是中性土壤； 和 的石 质土壤， 在 .0～ .5之

间，是碱性土壤； 地区和 的部分地区的盐碱土， 很大，少

数地区可 .5以上， 强碱性土壤。上述 的产生与岩性、气 、

水量、地下水 、 等因素有关。

化 有 性、 性之分，如过 和 是 性 ，在 性土壤

中 用 较好， 用在 性土壤里，不仅 ， 能使土壤 一

化。相 ， 等 性 ， 用在 性土壤中能发 最大 ，

以改 土壤， 一 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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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调 土壤的 来人 调 球花的颜色。一 在土

中拌入0.1 ，或施用少许明 水使土壤为 性， 可以 用施

肥的 来 土壤的 性，使 球花开出 色花。为保 色，

可在土壤中施用石 。

土壤中有长 、 英、 、 、角 等，以及由它 化而成的高

、 、水 和 、 、 化物等 物。它 不仅是 物 物质

养的主要来源，而且对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和水分、养分的 有着十分

要的作用。

在化学科学中， 的 （ ），

过的 （ ）、 化 （ ）等化合物， 中 用的

（ ） 于 。 见的 有： （ ）、 （ ，

）、 （ ， ）、 （ ， ）等。

有极 量土壤中的 物质能溶解在土壤水分中，它 为 溶性 ，

主要有 化物、 和 等。 将土壤中 溶性 的 量 土壤

量，土壤中 量 过土壤质量的 时， 会 物的生长。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中

材料与用具：干 的土壤、蒸馏水、烧杯、玻璃棒、 、

纸、 架 、 圈、蒸发 、酒精灯、火 。

步骤：

. 在烧杯中加入一些干 的土壤，加适量蒸馏水充分搅拌，静

置片 后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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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液 移至蒸发 中，用酒精灯加热，同时用玻璃棒不 搅

拌。等到蒸发 中 少量液体后， 加热， 用 热蒸干 液。

3. 观察蒸发 的 部是否有固体析出。

讨论：土壤中 有可溶性盐吗？

土壤有机物对土壤的 成和 力水 有 要 ，是 定土壤 程度

的主要指标。

世界上的物质有几 种，其中有机物 发现的物质的绝大部

分。有机物是 成人和所有生 体以及我们 常生活中 、 、用所

及的许多物质的 。 如， 、淀 、 、 素、

质、天然气、酒精等。“有机”一 的 义 就是“来自生 体”

的意思，通常人们 这类 的化合物 做有机化合物，

称有机物。有机物中 有 素外，还可能 有 、 、 、 、

、 等 素。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目的：测定土壤中有机物的 量，并初步学习一些定量测定的

法。

材料与用具：干 的土壤、天平、 、 、酒精灯、玻

璃棒、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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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用天平称量 的质量。

2. 中 加约10 g干 的土壤，称量

土壤和 的总质量。

3. 充分加热 中的土壤，并不 搅拌，

至土壤 热后 加热。（通过加热可以使土壤

中的有机物分解而 ）

4. 待 和土壤完全 后，再次称量

和土壤的总质量。

5. 将称量数 记入下表，并进行数 处理。

的 的 的

加热前

加热后 同上

差值 ——

土壤有机物 量 （加热前后土壤质量的差值 加热前土壤的质量）

×100

讨论：你测定的土壤中有机物的 量是多少？测定值与实 值一

定完全一 吗？采用哪些 法可以 实验结果的 性。

：

在土壤有机物 量 的实验中，我们 用 生 和科学中常用的

一 方 量实验的方 。进 量实验的 的是为 得到 个物

理量 的数 。在 量实验中，实验所得数 与实 数 间总 在

一 的 ，这 为实验 。如在本实验中，用天 量时的 、

土壤是 对 、 时有机物是 完 分 对实验结

果的 成 。想一想，在本实验中 如何 ？

图9-4-8 土壤

土壤生物 土壤动物和土壤 生物等。土壤动物种 多，如 、

、 、 等。各种动物在土壤中 动，能 和土壤上下 物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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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度，提高通气 。土壤 生物（ ）是土壤有机质 化的主

要 担者。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根 活动所选 土样的来源，在 上填 “家 ”“学校”的

样）

结合前面学过的 识，对 一块土壤的土质、土壤结 、 碱

性、 盐量、 水能 、土壤肥 以及适合种植什么植物、需要如何

改 等问题 开调查、测试和讨论。

1. 制定调查 ，包括调查时间、地点、项目等。

2. 选 观察、实验的内容。查 考资料，制 实验 ， 制

观察记录表格。

3. 实施调查活动，进行观察、实验并做好记录。

4. 分析实验结果， 调查 。

土壤是 来的，它在 度、水、 生物的作用 形

成。这个 持续时间很长，土壤 成层 结 ，一些有机物

生成 质，使土壤 得 。 么是土壤层？它是 的？ 土壤的

是 么？

土壤 面是指地表到成土 质之间的 直 面， 以用来观 不同 土

壤的发育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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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观 土壤 面最好 在 ，开 路出现的路 、修 水 程

出来的自然 面 是观 土壤 面的好地方。如 有这种 面， 要在

定的地点开 土壤 面。

材料与用具：土 、剖面刀、标

、挖土 。

步骤：

1. 选 适合的地点：

（1）安全 适合挖掘。

（2）有自然植 或有 表性植 盖。

（3） 建 施 等人为因素的干 。

（4）光 充 。

2. 剖面规格：

土 一 长 2 m ， 1 m 如 图

-5-1。

注意事项：观察面应 ，以 于观测， 度以看清土壤发 特

征为 。观察完 应 填土 ， 填时要 填 土和心土，然后填表

土，以 原有的土壤层次结 ，影响植物生长。

3. 剖面观察与记录：

1 根 颜色、结 等 于分 的形态特征 将土壤分层。

2 用 从地表 下量取各层 度（ 为cm），并分别 数

记录下来。

3 出土壤剖面分层 意图。

4 观察记录各土层的特点：颜色、质地、结 、 紧度、 度

和植物根系的发 。

5 在地形图上标出观察点 置。

学习下面“ 的土壤层次结 ”有关内容，结合这些 识，

查 改你的观察与记录。 

图9-5-1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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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 成过程中，由于物质的 和

化，会 成一系 组成、性质、 态 不同的

次。自上而下， 土壤一 分为 、

质 、 溶 、 和 质 图 - - 。

： 主要由 物的

和动物 体 成，在 生物作用下

， 质 化。

质 ： 质是土壤的 要成分。

质 是指有机物与 物质 密 合 成

的 或 物质，对土壤 力 很大。

质 的土质 ，透气性好， 水能力 ， 力水 高。

溶 ：在水作用下，土壤中的 溶性 机物溶解 下 。与

质 相 ， 溶 土质较 密， 养成分较 。

：来自 溶 的 溶性 分，在这里和 土物质一起 、

， 成质地 ，不 透水、透气的 。

质 ： 土 ，它 是 有 过成土作用 的 。

的自然土壤 面分为以上五 ，但是 看到的土壤 面 不

。例如，华 的土壤 面 分为四 ，而长江 域的 壤 分为三 。

讨论：

与下 的 土壤层次结 进行对比，说出你观察的土层有什么

特点，分析一下它与 土壤的主要差 。你认为产生差 的主要原

因是什么？

图9-5-2 的 土

质

溶

质

力，是指土壤能不 供 和 物生长过程中 需要的水分、

养分、空气、热量的能力。在 物和土壤之间，水是传 养分的 体， 此以

，大气对土壤中的空气和热量 有 作用。

地球上各个地区的土壤有很大差 。 么，在这 不同 的土壤中，什

么样的土壤最 一 来，土壤 。因为 质是



146

的， ，标志着 质的 量 高。 此以 ，

土壤 具有较 的水、 、气、热 能力，以不

足 物生长发育的各种需要。

土之 以 ，主要因为它有 的 质 。

这 度一 在 ，有的 以上， 质

量 各种土壤之 ； 质 大部分具有 ，土质

多 ； 土质地较 ， 部透水性差， 以 水分

和养分 下 ；土壤 中性，适于多种作物生长；从 面

看， 质主要 在土壤表 图 - - 。因此， 土是

最 的自然土壤。

么， 作土壤的标志是什么 民将这 土壤的特 为：“

， 热， 。” ，是指土壤能自然 力；

热，是指土壤能自然 温度； ，是指土壤能自然

水分。此 ， 度适中 是 作土壤的 要 。

作土壤表 有 的 作 ，能够 存养分；下面有质地致密的 土

，使养分不致过多 。 土壤的 作 较 ， 有 ，

质地适中， 好， 渗水， 通气，能够 水分， 不 。水

作 度一 在 ，质地 ， 水后不 成 ，通气性较好。

图9-5-3 土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结合你所挖掘和观察的土壤剖面，请举 说明人类活动对土壤

的影响。

2. 请教农科 的 ，了解当地土壤的结 以及各种主要营养

成分的大体 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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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活动在土壤的形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土壤作为许多生物生活的场所，给生物的生命活动提

供必要的支持。土壤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

所以人们常说土壤是生命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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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土壤中生活着大量的生物。你或许不知道，每立方米的土壤中的生

物个体数竟然可以同地球上的人口总数相比。

土壤中的生物物种 ，从最 的 有 整 的 、

生物到 开 物和 动物，一 全。土壤中生物的 量 十分

大，有 于 究、开发和 用， 以 土壤是一个 的生物种质 。土

壤中的生物对于 生物 中各种物质的循环和 具有 要的意义。

中

目的：通过对土壤中生物的调查，认识土壤中有丰富多样的生

物，是个生物大世界。

步骤：

1. 在校园里找一块土壤，观察地表各种植物和动物。看看你能

找到多少种类（注意：采集土壤中的生物进行观察时，一定要注意安

全。有一些生活在土壤中的动物比较危险，如蝎子、蜈蚣等，见图10-

1-1）。

子
图10-1-1 一些比较危险的土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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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2 土壤中生活的部分动物

2. 有条件的话，挖掘土壤，观察表土中有哪些生物。

3. 将找到的生物填入调查表格内。

4. 描述这些土壤（包括地表和表土）生物的形态特征。

讨论：

1. 你在上面的调查中所看到的各种生物是如何与自己的生活环境

相适应的？

2. 地表和土层内的生物形态有很大的不同，你能不能大体总结出

地表和土层内的生物之间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它们各自又有什么共同

特点？

3. 在上面调查中，是否还有我们没有观察到的生物种类？

与土壤有关的动物的大 差 很大， 的用 眼 以分 ，如 、

等；大的如 等。动物主要分 在 物之间、 、 下面、

地下 中和地面的 水 ， 有一 生在其 生物体上。它 靠 物、

生物或其 动物为生，而它 的 便和 体 成为土壤中有机物的来源，

了土壤的 力。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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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目的：通过对鼠妇的形态及习性的观察，初步了解它生活在地表

（石块下）的生物习性与其生活环境

间的关系。

步骤：

1. 在校园或家庭庭院的隐蔽处，

翻开石块或砖瓦，常常可以看到鼠妇

（俗称“潮虫”，图10-1-3）。观

察、记录鼠妇的生活环境。

2. 观察并记录鼠妇的形态。

3. 观察鼠妇的生活习性——避光性：

如图10-1-4，将鼠妇放到一个不透光的钵中，用木板盖好。过一

段时间后掀开木板，将会看到鼠妇            。

用木板将盛放鼠妇的钵口盖上一半，过一段时间后观察，我们将

会看到鼠妇                              。

图10-1-3 鼠妇

图10-1-4 鼠妇的避光性

结论：鼠妇是一种生活在              环境中的动物。它有           强

光的习性。

土壤动物的 动 有 于 土壤的 。例如在土壤中不 的

，一 土壤中的有机物，一 排出 便，使土壤变 和 。这

有 于 成 水分的 ， 到了通气的 。据统计，在一 土

地上， 的 土量 年 。其 动物如 、 、 、 等 具

有这种能力。

然，土壤动物中 有 多有 的种 。例如 以 根为 ，对 物的

性极大，它 能够传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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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 生物的大本 。土壤中的 生物大多 生生 ，以分解土壤

表 的 为 。土壤中

的 生物有 、 、

、 等 。

用 是一 以 用的

。 见的 用 有 、

、 、 等。 用

的 养 、 ，是

。在 用 时，

要特别注意区别 （图 -

- ）。现在 用 培养方 大量生 用 。

是 见的 ，用 眼 以看到。 见的 有 （图 -

- ）、根 （图 - - ）、 、 等。在 子 上 以发现

，它能 生一种 素的物质，是 、 的极有 的 物。

多生长在 的 生和生 上，如玉 。有的 以 生一种

素的物质，是一种极 的致 物质。

中

图10-1-5 香菇（左）和毒蝇伞（右）

图10-1-7 根霉图10-1-6 青霉

更 和更 的一 生物是 （ ）、 和 。

是 十分 的 生物。 然它 一 有在高 下 能

观 到，但是与 的生 和健 密切相关。在 下， 看到 大

体 以分为以下三种 态，如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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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与 不同的是具有不规

的分 。 在土壤中分 广 ，据

统计， 土壤中 有 的生 万

个，多时 千万个，其中 的 量最

大， 量的 。 以 生多种

生素。 究者从土壤中 、培育出生 高的

种 ， 实现 化大量生 素、土 素、

素、四环素等 生素。这 生素广 地 用于

。 ， 以 用于生 生素、 、 水 理等。

， 有用电子 能观 到。 有 整的

， 有 传物质和由 质 成的 。它 有

生在动物、 物和 的 中 能表现出生命

现象。

土壤中最 见的 是 物 。 的 物

是 。 到它的 时，

会 现出 样的 。 生在动物 中

的 动物 。 生在 体内的

体（图 - - ）。

球
图10-1-8 细菌的三种形态

图10-1-9 放线菌

图10-1-10 噬菌体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土壤中生活着许多生物，请就你看到的列举出几种。

2. 蚯蚓是营土壤穴居的动物，通常不到地面上来。但是大雨过

后，我们常常能在路面上看到爬行的蚯蚓，这是为什么呢？

3 土壤中的微生物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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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地上的 物，根 是 到土壤中。 将 物从土壤中 出后，它将会

而 。 知 ， 物通过根从土壤中 水分。 知 ，土壤的

程度 着 作物的生长。 么，根从土壤中 了什么

陆地上的植物生长在土壤中，似乎是

天经地义的事。离开土壤，植物还能不能

生长呢？

图10－2－1所示为无土栽培的植物。

无土栽培可以不需要土壤，那么，土壤对

于植物来说，究竟有何意义呢？
图10-2-1 无土栽培的植物

中

中

目的：证明根从土壤中吸收的无机盐对于植物生长是必需的。

材料与用具：健壮的小麦或其他植物的幼苗、蒸馏水、土壤浸出

液、酒精灯、烧杯、试管、三脚架、石棉网、载玻片、滴管、棉花。

步骤：

1. 制备土壤浸出液。取肥沃土壤100 g，置于烧杯中，加100 mL水

并充分搅拌（边加热边搅拌效果更好）；静置一段时间，待土壤沉淀后

小心吸取上层液体，即为土壤浸出液。（此项可由教师在实验前做好）

2. 取两支试管，分别标记为A、B。在A试管中注入蒸馏水，在B试

管中注入土壤浸出液。选两株大小相同的健壮小麦幼苗，用棉花固定根

部，移至试管中培养。

3. 取几滴蒸馏水和几滴土壤浸出液分别滴在载玻片A、B上，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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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石棉网上用火烘干。观察两片载玻片上出现的现象：

A                                       。 B                                       。

4. 约两星期后观察两株幼苗的长势和颜色：A株                       ，

B株                       。

实验结果表明：A、B两株幼苗长势       （有/无）差别，推测原因

是                    。经进一步实验，发现A、B两片载玻片      （有/无）

差别。检验出土壤浸出液中有                  ，由此可得出结论：根从土

壤中吸收了营养物质，这种营养物质是无机盐。

注意：

1. 包裹幼苗的棉花不能裹得太紧。

2. 试管中液面应和棉花间保留约1 cm距离（想一想，为什么？）。

3. 在两个星期里，每隔1天，取出幼苗，用玻璃棒搅动试管中的

溶液和水；每隔2～3天需补充一次水和土壤浸出液。

讨论：

1. 这个实验中装有蒸馏水的A试管和A载玻片起什么作用？

2. 制备土壤浸出液时，为什么要将水和土壤充分搅拌？

3. 为什么要用棉花而不是橡皮塞固定幼苗？

4. 加热时，石棉网起什么作用？

通过大量的实验 ： 物的生长需要 机 ，根 溶解在水中的 机

。由于土壤中 有水， 机 溶解在水中， 成土壤溶 。生长在土壤中的

物， 需要的 机 是从土壤溶 中 来的。

在 物内 发现的 素有 多种，其中有一 是 需的。 物 种

需的 素 不能 地生长、开 、 。要知 种 机 在 物生长中的

作用，在实验 里 用的方 是“ 素培养”， 在实验 下，为 物

养 时， 种 素，然后观 物在 养 下的生长情 。 出现

种 ， 知这种 素对 物生长的 。

对

目的：

1. 要研究的问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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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思路是 　　　　　　　　　　　　　　　　　        。

3. 实验分以下几步：

（1）　　　　　　　　　　 （2）　　　　　　　　　　

（3）　　　　　　　　　　 （4）　　　　　　　　　　

（与小组同学或老师交流，听取别人的建议，尤其是老师强调的

注意事项。将实验设计完善后再动手做）

4. 观察记录。（自己设计观察项目）

溶液

植
株
状
况

5天后

10天后

20天后

30天后

活动结束后，与其他组进行对照，大家的结果相同吗？大多数小

组的结果是怎样的？如果有部分不同，请做分项统计。由于实验时间

很长，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对实验造成影响，和小组同学讨论一下，都

有哪些因素呢？想一想，在实验操作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哪些需

要改进的？

在科学实验中我们要不断获得经验，改进设计才能使实验方案和操

作越来越完善，最终得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每次实验后的总结分析是最

重要的。此外，有些实验持续的时间很长，更需要认真、严谨、坚持不

懈的态度，这些科学品质是做好实验的基本保证。

土壤中 机 时， 充 的 机 以 物的 生长，

这 。 生 上需要量最大的是 、 、 的 ，如 、

素（ ）、过 （ ）、 、 （ ）等。

不能一 而 ，因为不同的土地、不同的 物对各 机 的需要

量是不同的；各种 机 的生理 能 不一样， 对各种作物的 培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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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对

目的：

1. 练习使用天平称量物质的质量。

2. 通过分析称量结果，认识盐溶液对植物的影响。

材料与用具：萝卜或马铃薯、食盐、清水、托盘天平、烧杯、解

剖刀。

步骤：

1. 取三只200 mL烧杯，分别标记为A、B、C。在A中注入清水

150 mL；B中注入0.5%盐水溶液150 mL；C中注入饱和食盐溶液150 mL。

2. 从一个萝卜中切下三块同样大小，体积约为1 cm×1 cm×4 cm

的萝卜条。在天平上称量，用解剖刀适当削切，直至三块萝卜质量相

等。此时它们的质量是        g 。

3. 将三块萝卜条分别放入A、B、C三只烧杯中。

4. 约1小时后，分别取出三块萝卜条，用手轻轻掰一掰，感觉有

什么不同？ A               B               C              。

5. 用吸水纸吸干萝卜条表面的水，在天平上称量它们的质量：

A     g；B     g；C     g。结果表明：A萝卜条质量         （增加/减少）

了    g，原因是         。B萝卜条质量         （增加/减少）了     g，原因

是         。C萝卜条质量         （增加/减少）了     g，原因是             。

讨论：

1. 通过上面的实验，你认为植物吸水或失水与周围盐溶液的浓度

有无关系？请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这种关系。

同， 以 根据具体情 合理 。例如， 培以 实 为主要 对

象的 作物时，要多 一 ，以 ； 培根 作物（如

、 ）时， 多 ， ； 培 作物时，

，使 大。

是不是 多 好 里养的 ，一次 太多 会 “ ”，

这是为什么 在现实生 中， 看到在 地和 地区， 物 。

么， 地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壤 为什么不适于 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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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2. 从A、B、C三块萝卜条质量变化的大小上，我们还可以找出什

么规律？

3. 盐碱地上并非绝对没有植物，你能举出几种植物吗？试分析一

下它们为什么能在盐碱地上生长？

种和 时 考虑对土地 源的 。 是为了 充土中的不足

成分，但 不合理 而会 起土壤 和土壤质量下 。长期 种 一种

的作物会 成土壤 养 素的不 。“ 作”是 国劳动 民在长期劳动实

践中 的宝贵 验，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在一 土地上 种不同

作物， 有 于 物的生长， 有 于对土壤 源的 。在 中，以

、 便以及 副 下 等有机物为基本 ， 化 理后 成的生

物 具有 成本、 、 的优 性。

1. 传统农业生产在土地上种植农作物，是因为植物的根从土壤中

吸收（  ）

Ａ. 水和无机盐 Ｂ. 有机物

Ｃ. 水和有机物 Ｄ. 植物所需的所有营养

2. 在农业生产中施肥时，应该（  ）

Ａ. 完全施用化肥

Ｂ. 完全施用农家肥，不施用化肥

Ｃ. 以施用化肥为主，配合施用农家肥  

Ｄ. 以施用农家肥料为主，配合施用见效快的化肥

3. 农民中流传的谚语说“粪大水勤，不用问人”“有收无收在于

水，多收少收在于肥”，你认为这两种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4. 假如无土栽培得到普及，土地和土壤是不是可以退出农业生产

之外，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考虑爱护耕地保护土地资源了呢？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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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与阳光、空气、水同是自然环境的要素，但土壤又与它们不同。

土壤在陆地表层，与其他要素联系紧密，又与生命活动息息相关，它不仅

是一个要素，更是一个有机系统，是一个自然综合体。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概括前面的学习内容，与同学一起讨论：为什么说土壤是陆地表

层的自然综合体？它与地球上的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有怎

样的关系？

、大气 、水 和生物 的物质在 地表 互相渗透、互相 、

互相 、互相 存， 成了由 、 、气三态物质组成的“土壤 ”。

土壤中的 物质主要来自 ，溶解后 以源源不 地 物提供 、

、 、 等 需的 养 素和 、 、 等 量 素。

土壤中的空气来自大气 ，通过大气与土壤之间的气体 ， 土壤生物

提供 气和 作用 。同时，通过 电的作用 能起到 作用， 大气

中的 气 化成土壤中的 物质。

土壤中的水来自水 ，它 不仅是生物体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是各种土

壤过程最 的参与者。

土壤中的动 物和 生物是生物 的 要组成部分，通过它 的生命 动

成了土壤有机质， 以 体 存在土壤中，成为土壤 力的物质基础，

从而使土壤和 等 土壤物质区分开来。土壤的这 特 ，是其 地

理 不具 的。

来自太阳的光热 ，是 动自然环境发展、变化的动力。

在太阳 的作用下，土壤内部同时 着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

部环境 土壤 光、热、气、水，土壤内部的 物分解及 生物和根 的

作用，使土壤质地、 、 次发生变化； 一个过程是： 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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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体分解，土壤动物 ， 生物分解各种动物 体， 质和 物

养分 存在土 中，供土壤生物 使用。这两个过程 是 着 变化或

或 、或 或 地 ，参与变化的任何因素发生变动， 会 起整个土壤系

统的性 发生变动。特别是 对土壤要素的不合理 对土壤的 更

，例如：在高温多 的 地区， 大气大量排 二 化 ，改变了大气成

分， 致 发生，使土壤和地表水体 化， 物；内 部的

，由于 大面 ，改变了地表 ，致使土壤 化、大面 ；在历

史上， 有过不合理的排 ，改变了土壤中的水分 态，从而 致

土地大面 化；在 市的 化过程中， 目 种国 贵 ，改变

了地表的 ，与本地土壤动物、 生物种 不相 ，从而 致土壤

能 ； 意 土壤 ，改变土壤成分，致使土壤 化。这样，不

仅 了土壤 能，最终 通过 物 ， 了 自 。

由此 见，土壤的各个要素互相联系、互相 、互相 ， 成了一个

有机系统。从 种意义上 ，土壤 以 看作是“有生命的”，需要 更多

的 和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为什么说，土壤是一个自然综合体？

2. 土壤对人类的价值是什么？如何保护土壤？



160

本

土地是 地的表 部分，它的主体由 、成土 质和土壤 成。

地表面由 物质、有机质、水分和空气组成，具有一定 力、能够

生长 物的 表 土壤。土壤是 生 的物质基础。

同土壤 成有关的 ，在自然 中， 是在温

度、水、 及生物的作用下 解，成为成土 质的。 成土 质中出现生

物 动时， 开 了成土过程。

土壤的质地和 土壤的温度、水分、透气性及养分供 的情 。

的土壤 面分为五 ，它是土壤自然 成的历史 。

土壤有机物是 物生长 需的，而 质多 是土壤 力的主要

指标。

土壤中生 着大量的生物，是一个 的种质 。生 在地表和土

中的生物，身体的 态和 与它 的生 环境相适 。

土壤中的动物和 生物与 的生 有密切关系。

土壤 物提供水分和 机 。 物 靠根从土壤中 水和 机 。

土壤中的一 机 通过多种 到 的 充。 要时

的方 来 充 物生长 需的 机 等养分。

不同的土壤适合种 不同的 物。

土壤 在 、水 、大气 和生物 相互 密 的地 ，它是

自然和 综合 的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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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本书部分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spectrum 光

dispersion

infrared

ultraviolet

conduction 传

convection 对

radiation

specifi c heat capacity 热容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

respiration 作用

water 水

solid 体

liquid 体

gas 气体

boiling

thermometer 温度计

evaporation 发

nitrogen 气

oxygen 气

carbon dioxide 二 化

volume 体

solution 溶

mass fraction of solute 溶质质量分

soil 土壤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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