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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以例题攻克

物理难点“浮力”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教师 程 亮

化学

溶解度曲线相关问题分析
北京市回民学校教师 张可欣 张召欣

人教版《化学》九年级下册的第九单元

为溶液，其中包括三个课题：课题 1 介绍了

溶液的形成，明确了溶质、溶剂、溶液的概

念，溶解时伴随的吸热、放热现象，以及乳化

现象等；课题 2 则通过对于饱和溶液和不饱

和溶液的学习，引入了“溶解度”的概念；课

题 3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由定性过渡到定

量，基于溶液中溶质的质量分数，来表征溶

液的浓度。在这一单元中，“溶解度”是一个

很关键的核心概念，而表征了物质溶解度随

温度变化的“溶解度曲线”，也是学考中考查

频率较高的内容。

固体的溶解度是指一定温度下，100 g 溶

剂最多溶解的某固体物质的质量。这里需要

注意的有：其一，必须指明温度，没有说明的

默认为常温；其二，溶剂质量必须为 100 g；其

三，“最多溶解”意味着此时溶液必须达到饱

和状态；其四，溶解度是指满足上述条件时，

该固体的质量，因此单位为克。溶解度与密

度、硬度等物理性质一样，是物质的固有属

性，因此根据其义，影响溶解度的因素只有物

质种类和温度。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溶剂质

量并不是影响溶解度的因素，这是由于溶解

度定义中已经规定了溶剂的质量为100 g。

由于某固体的溶解度只受温度的影响，

即温度与溶解度一一对应，因此将温度与溶

解度数据绘制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就得到

了溶解度曲线。从溶解度曲线中，考生可以

得到有关物质溶解度的许多信息。

如图是2022年北京学考第25题中所出现

的硝酸钾和氯化钾的溶解度曲线，从图中我

们可以获得哪些信息呢？

硝酸钾和氯化钾的溶解度曲线

1. 查找某物质在不同温度时的溶解度。

根据溶解度曲线的绘制过程，就可以知道，溶

解度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对应了某一个温

度下物质的溶解度。所以只要从曲线上的某

一点，向横、纵坐标分别作辅助线，就能查找

出该点所对应的温度和溶解度。例如，通过

上图就可以发现，硝酸钾在 t2℃时，溶解度为

110 g。同理，也可以通过绘制辅助线读数，查

找某温度时该物质的溶解度，或该物质达到

某溶解度时的对应温度。

2. 比较不同物质在同一温度时的溶解

度大小。以横坐标中任一温度为起点，做纵

向的辅助线，辅助线与溶解度曲线的交点所

对应的纵坐标读数，即为物质在该温度下的

溶解度。当图中同时呈现多个物质的溶解

度曲线时，利用这一方法，就能得到不同物

质在该温度下的溶解度，并可加以比较。例

如，图中在 t2℃处绘制垂直辅助线，其与两

条曲线的交点分别为 t2℃时，可以得到硝酸

钾和氯化钾的溶解度。由于硝酸钾曲线的

交点在上方，因此表明 t2℃时，硝酸钾的溶

解度大于氯化钾。

利用溶解度曲线，比较不同物质在同一

温度下的溶解度大小时，也会出现某温度下

物质溶解度相同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图中就

体现为曲线交点。从图中可以发现，硝酸钾

与氯化钾的溶解度曲线就存在交点，交点处

即表示在t1℃时，硝酸钾的溶解度与氯化钾的

溶解度相等。

3. 得到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变化的规

律。在溶解度曲线中，考生不仅要关注曲线

上的点，也需要关注曲线的变化趋势。溶解

度曲线的升高与降低，体现了物质的溶解度

随温度变化的情况。如果溶解度曲线呈升高

趋势，则表示该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

升高，绝大多数物质的溶解度曲线都呈现这

一规律。如果溶解度曲线呈下降趋势，则表

示该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这样

的物质比较少，最典型的是氢氧化钙。还有

如氯化钠这样的极少数物质，溶解度曲线几

乎呈水平，这表示该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变

化不明显。

考生在得到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变化的

规律后，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升高温度或降低

温度，对溶液状态的影响。图中所对应的

2022年北京学考第 25题中，就出现了“将 t1℃

时的硝酸钾饱和溶液升温至t2℃，溶质质量不

变”这一选项。根据图像可知，硝酸钾的溶解

度曲线呈上升趋势，意味着硝酸钾的溶解度

随温度升高而升高，t2℃时的溶解度大于 t1℃

时的溶解度。因此将 t1℃时的硝酸钾饱和溶

液升温至 t2℃，由于溶解度增大，溶液由饱和

溶液变为不饱和溶液，不会有固体析出，溶质

质量保持不变，该选项正确。而如果换一种

说法，“将 t2℃时的硝酸钾饱和溶液降温至

t1℃，溶质质量不变”，又是否正确呢？由于

t1℃时的溶解度小于t2℃时的溶解度，将t2℃时

的硝酸钾饱和溶液降温至t1℃，硝酸钾溶液保

持饱和状态。但由于溶解度降低，即相同质

量的溶剂中，最多可溶解的溶质质量减小了，

因此会有固体析出，溶质质量减小，因此上述

说法错误。

4.对比不同物质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的

大小。溶解度曲线的变化趋势体现了物质的

溶解度受温度影响的情况，而对比不同溶解

度曲线变化趋势的大小，可以体现出不同物

质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的大小。例如上图

中，硝酸钾和氯化钾的溶解度曲线均呈上升

趋势，但硝酸钾的溶解度曲线上升趋势更明

显，这表明，相较于氯化钾，硝酸钾的溶解度

受温度影响更大。

对于溶解度曲线的考查包含了诸多内

容，既有与溶解度直接相关的，也有据此衍生

出来的溶液概念、饱和溶液，甚至配制溶液等

问题。在分析相关问题时，需要考生读图精

准，思路清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最终提取

出全面而有效的信息。

“浮力”是初中物理的重点、难点，同时也是初中

学考的高频考点，以 2021 年北京市丰台区“一模”试卷

12 题为例：

小京将电子秤放在水平

桌面上调零，然后将底面积

为S的轻质薄壁溢水杯放在

电子秤上，并将溢水杯中装

满重为G1、密度为ρ的液体；再

用细线系住重为G2的铝块，将

其缓慢浸入溢水杯的液体中

处于静止状态。如图所示。

铝块始终不与溢水杯接触，此时细线对铝块的拉力为F。

则下列四个选项中，判断正确的是

A.铝块浸没在液体中静止时，液体对铝块压力的合

力大小为F - ρgV
B.铝块浸没在液体中静止时与铝块未浸入液体中时

相比，液体对溢水杯底的压强增加了
G2
S

C.铝块浸没在液体中静止时与铝块未浸入液体中时

相比，电子秤示数增加了G2 - F
D.铝块浸没在液体中静止时与铝块未浸入液体中时

相比，若电子秤示数不变，可以验证阿基米德原理

解析：

A：物体浸没在液体中时，液体对铝块所产生的压力

合力大小即为铝块在液体中受到的浮力大小，由称重法

可知：F浮 = G2 - F，因此合力大小为G2 - F。

B：由于溢水杯构造上的特点，放入物体前后，其液面

距离容器底部的高度无变化。根据P = ρ液gh可知，液体对

溢水杯底部的压强无变化。

C：电子秤测量的为上方物体的压力之和：放入铝块

前，电子秤示数：F示 = G杯 + G水；放入铝块后，电子秤示数：

F示

′ = G杯 + G剩水 + F压，此时铝块对液体的压力F压与液体对

铝 块 的 浮 力 F浮 是 一 对 相 互 作 用 力 。 因 此 ，

F示

′ = G杯 + G剩水 + F浮 ，根 据 阿 基 米 德 定 律F浮 = G排 ，此 时

F示

′ = G杯 + G剩水 + G排 = G杯 + G水，因此电子秤示数不变。

D：铝块浸没在水中与未浸没相比，电子秤示数不变，

说明排开液体的重力等于铝块对液体的压力，而铝块对

液体的压力与液体对铝块所产生的压力的合力（即浮力）

是一对相互作用力，因此F浮 = F压 = G排，证明阿基米德定律

是正确的。

拓展：溢水杯工作时，其液面永远与溢水口相平，将

物体放入溢水杯中，浸没水中后的物体所排开的水全部

盛于容器中。此时，液面距离溢水杯底的距离不变，此为

解答溢水杯类型题的一大显著特点。

电子秤测量的是上方所有物体对其压力之和：放入

物 体 ，未 沉 底 时 ：F示 = G杯 + G剩水 + F压 = G杯 + G剩水 + F浮 =
G杯 + G剩水 + G排 = G杯 + G水，此时电子秤示数不变；放入物

体，沉底时：F示 = G杯 + G剩水 + G物 = G杯 + G水 - G排 + G物，此时，
G物 > G排 = F浮 ， 因 此 电 子 秤 示 数 有 变 化 ，
△F示 = G物 - G排 = G物 - F浮 = F支（F支容器对物体的支持力）。

初中学考的考试内容覆盖整个初中阶

段的知识点，其试题难度、类型与“一模”

“二模”相似。“一模”“二模”过后每位考生

都能深入了解自身的学习情况和定位，努

力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进行有针对性地复

习，查缺补漏，有效提高各科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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