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在大千世界中，不同物体振动发出不同声

音，绽放出不同的“色彩”。当考生面对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例如敲碗、敲瓜、

敲车轮、敲铁轨、叩诊、使用听诊器等相关问题时，却难以抓住问题本质，造成

丢分。声音都有什么特性呢？这些特性又由什么决定呢？下面详细阐述。

声音有三大特性——音调、响度和音色。

音调表示声音的高低，音调越高，声音听起来越尖细。响度表示声音的

强弱，响度越大，听到的声音就越大。音色反映了不同发声体发出声音的特

有品质。例如，分别用钢琴和小提琴演奏同一首曲子，我们能区分出钢琴和

小提琴，就是因为它们的音色不同。

决定音调高低的因素是频率。频率是物体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周期性变

化的次数，单位是赫兹（Hz），是描述周期运动频繁程度的物理量，频率越高

说明物体振动得越快。物体振动得越快，即振动频率越高，则其声音的音调

也就越高。

甲 乙

图1

人耳能听到的声音的频率范围是20Hz—20000Hz。利用示波器可以发

现：当平扫速度相同时（假设图1甲乙所示横轴对应的每个小格所对应的时

间相同），图1中在相同时间内，甲完成3次振动，乙完成2次振动，则图1甲所

示的声音，振动频率高，所以音调高，对应的波形密；图1乙所示的声音振动

频率低，所以音调低，对应的波形疏。

影响响度大小的因素是振幅，振幅越大，响度越大。在机械振动中，振幅

是物体振动时离开平衡位置最大位移的绝对值，振幅在数值上等于最大位移

的大小。振幅是标量，单位用米或厘米表示。振幅描述了物体振动幅度的大

小和振动的强弱。响度的大小还与接收者距离发声体的远近有关，距离发声

体越远，接收者听到声音的响度越小。用大小不同的力敲击同一个音叉，会

发现：用较大的力敲音叉，振幅大，响度大；用较小的力敲音叉，振幅小，响度

小。利用示波器观察这两次声音的波形（图2甲、乙），当示波器放大倍数相

同时，能明显看出：同一个音叉产生的声音频率是相同的，响度大的声音对应

的波形上下振动变化幅度也大。

图2

甲 乙

声音除了响度和音调两个特征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音色。发

声体的材质和结构以及发声方式的不同，其声音的音色一般也不同。如

图 3 中的波形图：音叉、钢琴、长笛虽然发出声音的频率、振幅相同（也就

是音调、响度相同），但它们的波形不同。正是波形的不同说明了音叉、钢

琴、长笛有着不同的音色。由于每个人的声带及其共鸣器官结构特征不

一样，振动时发出声音的音色就像人的指纹一样，相同的概率很低。这就

是为什么有时光凭声音就可以听出歌唱者是谁，正所谓“听音识人”。

甲 音叉波形 丙 长笛波形

图3

乙 钢琴波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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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溶液的学习中，要学会依据溶解度表或

溶解度曲线解决实际问题。考生想要突破此

类问题，需先明白溶解度曲线的意义，再熟悉

溶解度曲线变化的规律。

一、溶解度曲线的意义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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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以图1为例）

如A、B表示物质N、

M 在 t1℃ 时 的 溶 解

度分别为ag和bg

如C点表示物质M、

N在t2℃时的溶解度

相等，均为cg

如 M 的溶解度随温

度的升高而增大，N

的溶解度随温度的

升高而减小

如D点表示t1℃时N

的不饱和溶液

如 D 点 表 示 t1℃ 时

M的饱和溶液

二、溶解度曲线的变化规律

1.陡升型：大多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随温

度升高而增大，表现在曲线“坡度”比较“陡”，

如硝酸钾。

2.缓升型：少数固体物质的溶解度受温度

的影响较小，表现在曲线“坡度”比较“平”，如

氯化钠。

3.下降型：极少数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升

高而减小，表现在曲线“坡度”下降，如氢氧化

钙。

三、溶解度曲线的应用

①判断某种物质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度。

②比较不同物质在同一温度时溶解度大

小。

③判断物质的溶解度受温度影响变化的

趋势。

④如何通过改变温度和增加溶质将不饱

和溶液变成饱和溶液。

⑤如何通过改变温度或蒸发溶剂，将不饱

和溶液变成饱和溶液或使溶质结晶析出。

⑥确定混合物分离、提纯的方法。

【例】根据下图所示的溶解度曲线，判断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t1℃时，A的溶解度大于B

B.t2℃时，A、B 两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一

定相等

C.t3℃时，将 A、B 的饱和溶液分别蒸发掉

10g水，析出A的质量大

D. 分别将 A、B 在 t1℃的饱和溶液升温至

t3℃，两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都会增大

【答案】C

【解析】
A.t1℃时，A 的溶解度小于 B，该选项说法

不正确；

B.t2℃时，两种物质的溶解度相等，因此饱

和溶液的质量分数相等，如果不都是饱和溶

液，则 A、B 两溶液的溶质质量分数不一定相

等，该选项说法不正确；

C.t3℃时，A 的溶解度大于 B 的溶解度，

因此将 A、B 的饱和溶液分别蒸发掉 10g 水，

析出 A 的质量大，该选项说法正确；

D. 两种物质的溶解度都是随温度的升

高而增大，把 t1℃时 A、B 的饱和溶液升温

至 t3℃ 时 ，两 溶 液 的 溶 质 质 量 分 数 不 变 。

有考生很难理解为什么溶解度已经随温度

升 高 而 增 大 了 ，溶 质 质 量 分 数 却 不 增 大 。

因为没有额外再加入溶质，已达到饱和的

溶液是指恰好饱和，温度升高溶解度随之

增大，但并没有更多溶质可以继续溶解，所

以溶质质量分数依旧不变，该选项说法不

正确。

【总结】溶解度曲线能定量地表示出溶

解 度 变 化 的 规 律 。 从 溶 解 度 曲 线 可 以 看

出：同一溶质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度不同；

同一温度下，不同溶质的溶解度可能相同，

也可能不同；温度对不同物质的溶解度影响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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