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温度、热量、内能”
概念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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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下 图 曲 线 表 示 人 体 血 液 中 氧 气 和 二 氧 化 碳

含 量 的 变 化 ，其 中 H 为 上 肢 动 脉 。 以 下 推 测 合 理 的

是（ ）

A. I为上肢毛细血管

B. J为上肢毛细血管

C. B曲线代表氧气在血液中的变化

D. A曲线代表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变化

分析：本题考查人体血液循环途径中，体循环物质交换

的相关知识，又结合了折线图，有一定难度，如下图，若H是

上肢动脉，它应处在主动脉后的一个分支，之后连接上肢的

毛细血管，并在此处进行物质交换，那么血液中物质的含量

应在此处发生变化，我们也从折线图中看到在经历I时，A、B

两种物质含量发生了变化，说明I代表上肢毛细血管，那么J

就应该为上肢静脉，最终汇入上腔静脉返回心脏。从而判断

选项A正确，选项B错误。

到此已经完成答题。但此题值得仔细思考之处却在于

A、B物质的身份，如下图，血液在流经体循环的毛细血管时，

要送给组织细胞氧气及营养物质，同时要带走组织细胞产生

的二氧化碳和废物，那么对于血液来说，氧气和营养物质减

少，二氧化碳和废物增多，但由于题干限定了A、B为气体，所

以A代表氧气，B代表二氧化碳。此时可以判断选项C、D均

错误。

面对这样的试题，考生大多有畏难情绪，但只要站在出

题人的角度，试着稍微改动题干情境，就会发现“大逆转”的

剧情，很有乐趣。比如，你如何“写剧本”，让选项 C、D 是正

确的呢？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A就是二氧化碳，在折线

图中表现为减少，B就是氧气，在折线图中表现为增多？ 当

我们把题干中的 H设定为肺动脉的时候，就会发现选项 C、

D变成了正确的说法。

生物学知识虽细碎繁多，但也是千丝万缕连接在一起的

整体，是自然规律。考生在学习过程中要逻辑自洽，死记硬

背无法收获理想学习效果。“磨刀不误砍柴工”，希望考生能

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时间，在日常复习、练习中选择尝试和培

养上述方法和习惯，内化成自己的能力，考出理想成绩。

（续 完）

热学基本概念的理解一直是

高频考点，例如 2018 年北京中考

18 题 B 选项组成物质的大量分子

无规则运动的剧烈程度与温度有

关；C 选项晶体在熔化过程中吸收

热量，温度不变；2019 年北京中考

16 题 B 选项 0℃的水没有内能；

2020 年北京中考的 16 题 A 选项扩

散现象说明分子是运动的；20 题 A

选项硝化棉被点燃，表明筒内气体

的温度升高等。由于温度、热量、

内能等概念易被考生混淆，因此热

学基本概念辨析也是考生的易错

点。希望以下内容能对考生有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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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是表示物体的冷热程度的

物理量，是一个状态量，不存在“传

递”和“转移”等问题。从分子动理

论的观点来看，它跟物体内部分子

的无规则运动情况有关。温度越

高，分子无规则运动的平均速度就

越大，分子运动就越剧烈，温度的变

化影响物体内的分子动能总和。因

此，温度的高低是分子无规则运动

剧烈程度的标志。

内能是物体内所有分子的分子

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与物体的

温度、质量和状态等因素有关。一

般对于同一物体而言，物体的温度

越高，内能越大；内能增减并不只与

吸收或放出热量有关，做功也可以

改变物体的内能。对物体做功，物

体的内能会增加；物体对外做功，物

体的内能会减少。改变物体内能的

方法有热传递和做功两种方法，这

两种方法在改变物体的内能上是等

效的。

热量是表示热传递过程中传

递的能量（内能），是一个过程量。

传 递 能 量 的 结 果 就 是 改 变 了 内

能。吸收热量的物体内能增大，放

出热量的物体内能减小，而不能表

述为“含有热量”。考生之所以会

犯 错 还 与 生 活 中 的 习 惯 表 述 有

关。例如营养学家常说“某食品含

热量过多，不宜多吃”等，这实际上

是不规范的表达方式，准确的科学

语言应该是“某食品所含能量过

多，在消化过程中会放出过多的热

量”。考生要分清生活语言和物理

学准确表述的区别。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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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皮肤划伤后能自然止血，具有止血和促进凝血作

用的是（ ）

A.血浆 B.红细胞 C.白细胞 D.血小板

分析：本题情境简单，考查血细胞的基本功能，选出 D 较

为容易。那么如何做到长时间清楚记忆，不相互混淆呢？除

了新授和复习课中联系相关材料理解记忆之外，建议考生每

次见到类似的题目，都不要只以选对答案为目标，应思考与每

个选项相关联的知识点。

例如，血浆的功能是溶解运输营养、代谢废物及运载血细

胞。考生还可以尝试关联到功能以外的知识点。例如，红细

胞运输氧气，需要氧气与血红蛋白结合（拓展：CO抢先与血红

蛋白结合会造成中毒）；含氧丰富的血液呈现鲜红色，称为动

脉血（拓展：动静脉血的判断依据只看含氧量多少，与营养物

质含量等无关）；红细胞数量若低于正常参考值，则患有贫血。

考生还可以通过回忆情境来带动知识理解、记忆与应

用。例如：白细胞吞噬病菌和异物（拓展：白细胞属于人体免

疫第二道防线，属于非特异性免疫），所以白细胞若高于正常

参考值，很可能有病菌入侵，造成炎症，伴随发热；白细胞是

唯一具有细胞核的血细胞，而细胞核中含有遗传物质，故抽

血做人类“亲子鉴定”时，提取的遗传物质来自于血液中的白

细胞。

在上述由选项延伸出的知识点中，可以看到血细胞数

量异常对应的病症，那么就可以联想到初中阶段所学的疾

病，如维生素缺乏症、激素失调症、传染病、遗传病等。

总结，建议考生不仅要常做以上思维训练，还可以将关联

过程以思维导图的形式表达出来。由一道题、一个选项的点

出发到线再到面，构建小专题式知识框架与网络，最终记住知

识的“形状与联系”而非生硬的文字内容。

（续5月28日第1638期）

【例】血 液 与 组 织 细 胞 之 间 进 行 物 质 交 换 的 场 所

是（ ）

A.心脏 B.动脉 C.静脉 D.毛细血管

分析：本题考查血管分类及功能，正确选项 D。建议考

生从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角度去分析试题：毛细血管壁很

薄，仅由一层上皮细胞构成；管腔狭窄，只允许红细胞单行通

过，血流速度很慢；毛细血管广泛分布于组织细胞间。这些

结构特点使得血液与组织细胞之间能够进行充分且高效的

物质交换。

在人体中，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观念还出现在许多地

方，考生应一并复习思考：小肠绒毛壁、肺泡壁、肾小囊壁都

仅由一层上皮细胞构成，而且都通过数量优势增大表面积，

分别提高了营养物质吸收效率、气体交换效率以及肾小球滤

过作用效率。

四、尝试更换情境，改编试题，培养高阶思维

三、从选项延伸到相关的生命观念

二、从选项延伸到直接关联的知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