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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5  溫度與熱 

一、溫度：用以表示物體的「冷熱程度」之物理量。 

1. 一般測量溫度高低即採用「溫度計」的「熱漲冷縮原理」；但是必須注意的是：溫度較高的物體

不見得所含有的熱量就比較多。 

2. 溫標：通常以水結冰的溫度（冰點）0℃與沸點 100℃作為制定的標準，而常用溫標有攝氏（℃）

及華氏（℉），如下圖。 

 

 

 

 

 

根據上述圖形可得到以下溫標之間的轉換公式： 

 

 

例 1：若室溫下溫度計讀數為攝氏 25℃，則相當於華氏__________℉ 

例 2：小秉自行設計一支溫度計，放在冰水共存的桶子裡，該溫度計的讀數為 20°X；放在沸水中則

讀數為 160°X，則常溫 25℃下，該溫度計讀數為__________°X 

二、熱量 

1. 「熱量」是能量的一種，物質所含熱的含量；或可將熱量視為「溫度不同的物體間所傳遞熱能

之多寡」。 

2. 對同一物體而言，溫度越高，熱量就越大。 

3. 一般而言，熱量無法直接量測出來，我們不能說 1 公克 1℃的水熱量有 1 卡，也沒有一種儀器可

直接測量出物體的熱量，只能說 1 公克 1℃的水比 1 公克 0℃的水多出 1 卡的熱量。 

4. 熱量的傳播必定是由溫度高的傳向溫度低的，而非熱量多的傳向熱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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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關於「熱量與溫度」的基本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物體含熱量越多，則溫度必定越

高   (B)溫度越高的各種物體，其所含熱量必越多   (C)測量出某物體溫度 100℃時，表示該

物體含有熱量 100 卡   (D)100 公克 1℃的水將比同質量 0℃的水多出 100 卡的熱量。 

例 2：已知 100 公克鐵塊溫度 50℃，投入沸騰的 200 公克水中時，熱量如何傳播？(A)水放熱傳向

鐵塊  (B)鐵塊放熱傳向水中  (C)兩者同時吸熱又放熱  (D)無法比較。 

三、比熱 

1. 比熱的意義：表示每 1 公克的物質，每上升（下降）1℃時，所吸（放出）的熱量。 

2. 比熱的性質： 

(1) 不同的物質有不同的比熱；而即使同一種物質在固態、液態、氣態時比熱也不相同。 

如：Ｓ水≠Ｓ冰≠Ｓ水蒸氣，水的比熱與冰或水蒸氣的比熱均不相同。 

(2) 同一種物質狀態不變時，其比熱固定，與質量大小無關。 

(3) 液體中，水的比熱大，金屬的比熱通常甚小。 

3. 假設質量Ｍ公克的某物質，比熱為Ｓ卡/公克-℃，則溫度上升△Ｔ℃時，吸收的熱量為Ｈ卡。由

前面的推論可知其關係為： 

Ｈ：吸收或放出的熱量      卡：吸熱或放熱過程中，熱能的變化量 

 

 

 

※速記法：溫度、比熱、質量與熱量的關係圖： 

 

 

例 1：已知鐵塊 10 公克從 10℃加熱至 110℃時，需提供__________卡的熱量，則鐵的比熱為

__________卡/公克℃（不計散失的熱量） 

4. 比熱的應用 

Ｍ：質量（公克） 

Ｓ：比熱（卡/公克-℃）溫度上升快慢 

△Ｔ：度（℃）溫度變化 

Ｈ＝Ｍ×Ｓ×△Ｔ 

 
Ｍ質量×Ｓ比熱×△Ｔ溫差 

 

Ｈ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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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質量相同的不同物質，吸收相等的熱量時，比熱大者溫度上升慢（溫差小），比熱小者溫度

上升快（溫差大），即上升的溫度與比熱成「反比」。 

(2) 在加熱或冷卻時，比熱大的物質溫度不易上升或下降；而比熱大的物質溫度上升（或下降）

時所吸收（或放出）的熱量，通常較多。 

(3) Ｈ＝ＭＳ△Ｔ的圖形探討： 

以不同質量的兩銅塊上升溫度（縱座標）

與加熱時間（橫座標）做比較，如右圖： 

 

(4) 對於相同質量的不同物質，比熱大的物質溫度不易升高，也不易下降；比熱小的物質其溫度

升降都比較容易。 

(5) 常見物質的比熱（卡/公克-℃）如表所示： 

 

 

 

例 1：已知鐵的比熱為 0.113 卡/公克-℃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使 1g 的鐵上升 1℃所需的熱量為

0.113 卡  (B)使 1g 的鐵上升 0.113℃所需的熱量為 1 卡  (C)使 0.113g 的鐵上升 1℃所需的熱

量為 1 卡  (D)使 0.113g 的鐵上升 1℃所需的熱量為 0.113 卡。 

例 2：承上題，若提供 1 卡的熱量將可使 1g、25℃的鐵溫度上升__________℃ 

例 3：小雯觀察媽媽在煮魚湯時，先把魚放入水中煮熟後再加入鹽巴，小雯問媽媽原因，媽媽說如

果先放鹽，魚較不易煮熟。請問原因為何？(A)鹽水吸收熱量較水少  (B)鹽水的比熱較水大，

加熱後溫度不易上升  (C)鹽水在水中不斷蒸發後，濃度變大，不易嚐出味道  (D)鹽水度大

於純水，沈澱在鍋底而不易產生對流，故不易煮熟。 

四、熱平衡 

1. 熱量會由「高溫」處傳「低溫」處。（與熱量大小無關） 

物質 水 鐵 鋁 冰 空氣 砂 

比熱 1.0 0.113 0.217 0.55 0.173 0.19 

上
升
溫
度 

加熱時間 

甲銅塊 乙銅塊 

若比熱相同， 

質量：甲＜乙 



CH5---P4 

2. 熱傳播時，熱的轉移將延續到整體溫度相同為止，即達到「熱平衡」，此時「高溫物體放出的熱

量＝低溫物體吸收的熱量+散失的熱量」。 

3. 熱由甲物體傳到乙物體時，表示甲物體溫度較乙物體的溫度「高」，但甲物體所含的熱量不一定

比乙物體所含的熱量多。 

4. 比熱的測定是利用混合法，將溫度不同的物質（比熱分別為Ｓ1、Ｓ2，質量分別為Ｍ1、Ｍ2，初

溫分別為Ｔ1、Ｔ2）接觸或混合後，較高溫的物質放出之熱量必等於較低溫的物質吸收之熱量，

而能達到「熱平衡狀態」（即末溫或平衡時的溫度Ｔ相等時）。依照「高溫物質所放出的熱量＝

低溫物質所吸收的熱量」，若Ｔ1＞Ｔ2（即Ｔ1＞Ｔ＞Ｔ2）時，則可得公式： 

Ｍ1×Ｓ1×（Ｔ1－Ｔ）＝Ｍ2×Ｓ2×（Ｔ－Ｔ2） 

例 1：同質量的 A、B 兩金屬比熱分別為 0.2 卡/g-℃、0.4 卡/g-℃，投入同一杯沸水中一段時間後，

其溫度 T 與時間 t 的關係圖應是哪一種？ 

 

 

 

例 2：右表為各物質的比熱，今在 25℃下取出相同質量的甲、乙、

丙、丁四種金屬加熱至 100℃後，分別投入四個完全相同

的絕熱容器中，容器內均裝有等量且同溫度的冷水，此四

種金屬均不與水發生化學反應，當熱平衡後，此四種金屬所吸收熱量多寡的關係為何？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丁  (C)丙＞丁＞甲＞乙  (D)丁＞丙＞乙＞甲  。 

五、熱的傳播方式 

在未達到熱平衡時，熱量由高溫處傳到低溫處的方式有下列三種： 

1. 傳導：熱經由物體的接觸，從溫度高的地方傳到溫度低的地方。 

(1) 傳導為「固體」主要的傳熱方式。 

(2) 金屬易導熱，非金屬、液體、氣體難導熱；而金屬中以「銀」傳熱最快，「銅」次之。 

物質 甲 乙 丙 丁 

比熱 0.031 0.056 0.093 0.113 

A 

t 

T 

B 

(A) 

B 

t 

T 

A 

(B) 

A 

t 

T 

B 

(C) 

B 

t 

T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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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流：液體或氣體的底部受熱時，下層的部分因為體積膨脹、密度「變小」而向「上方」流動；

上層的部分則因為密度「較大」而向「下方」流動，如此循環受熱的方式叫「對流」。 

(1) 對流為「液體」和「氣體」的主要傳熱方式；空氣如不流動，就不易傳導熱，為最好的隔熱

體。 

(2) 液體加熱應由「底」部，冷卻應由「上」部。 

(3) 對流的具體實例說明： 

(a) 白天時，陸地溫度高於海洋，地面的熱空氣上升，空氣由「海面」吹向「陸地」，故白

天吹海風；晚上時，空氣由「陸地」吹向「海面」，故晚天吹陸風。 

(b) 通常將冷氣機裝置在上方（冷空氣會下降），而將電暖爐放置在下方（熱空氣會上升），

此即對流在日常生活電器用品中的應用。 

3. 輻射：熱量不必藉由「介質」的傳熱方式。 

(1) 太陽的熱經「輻射」傳到地球，這種不需要介質的傳熱方式就是輻射。 

(2) 輻射熱沿直線傳播，傳播的速度與光速相同，若遇障礙即被吸收或反射。 

例 1：關於右圖以酒精燈加熱一杯水的過程中，何者正確？(A)酒精燈提供予水的熱量

恰為水所吸收的熱量  (B)水的內部主要以傳導的方式傳播熱能  (C)熱量傳播

的過程是熱量多的傳遞給熱量少的  (D)熄滅酒精燈後，當水溫等於室溫時，又

再度達到了熱平衡。 

例 2：小牛和父母在餐廳用餐，點了四道菜和清蒸海鮮湯，侍者端上來的是用酒精燈加熱的紙鍋，

小牛一直很擔心紙鍋會燒掉或烤焦，結果紙鍋不但沒燒掉或烤焦，甚至連海鮮的一些腥味也

沒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紙鍋只是媒介，將多數酒精燃燒產生的熱量傳至水和海鮮，故

不會燒毀  (B)紙鍋還可以吸附部分鍋中食物的雜質，故可去除海鮮的腥味  (C)紙鍋較鐵鍋

的比熱小，故傳熱較快，可迅速將海鮮煮熟  (D)當海鮮與湯頭被煮滾時達到熱平衡。 

例 3：小安將兩試管加入等量的水，以甲、乙兩種方式加熱，根據圖中所示，則兩試管內水的主要

熱傳播方式為何？甲：______________、乙：_____________。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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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熱對物質的作用 

1. 關於「熱學」的一些重要名詞： 

(1) 熔化熱：使 1 公克的物質在相同溫度熔化時所吸收的熱量，例如：冰的熔化熱為 80 卡/公克。 

(2) 汽化熱：使 1 公克的物質在相同溫度沸騰時所吸收的熱量，例如：水的汽化熱為 540 卡/公

克。 

(3) 蒸發：在任何溫度下，當液體表面的分子具有足夠能量，便會汽化成氣體分子而脫離液體表

面。 

(4) 熔點（凝固點）：固體熔化為液體時的特定溫度。例如：水在一大氣壓力下的熔點為 0℃。 

(5) 沸點（凝結點）：液體產生劇烈汽化現象（沸騰）時的特定溫度。例如：水在一大氣壓力下

的沸點為 100℃。 

2. 水在自然界中是唯一以三態存在的純物質，空氣中水蒸氣凝結為小水滴，飄浮在高空的稱為雲，

飄浮在地表附近的稱為霧，附著在地表物體上的即為露，若溫度下降至攝氏零度以下，水滴會

凝固為固體，稱為霜。 

3. 關於「水」的現象說明如下圖所示： 

 

 

 

 

 

 

 

 

 

 

昇華(吸熱) 

凝華(放熱) 

熔化(吸熱) 

凝固(放熱) 

汽化(吸熱) 凝結(放熱) 

液態：水 

固態：冰 氣態：水蒸氣 

沒有固定形狀 
有一定的體積 

沒有固定形狀 
沒有固定體積 

有一定的形狀 
有一定的體積 

水的三態性質與變化 

加熱時間 

固體 熔化 

(凝固) 

液體 氣體 

(凝結) 

沸騰(汽化) 

水和水蒸氣 水蒸氣 水 冰和水 冰 

100℃ 

0℃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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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熱使物質產生的各種常見變化，可分兩大類---------物理變化與化學變化： 

(1) 物質的三態變化（屬於吸熱或放熱的物理變化） 

(2) 常見的化學變化： 

(a) 藍色氯化亞鈷粉末或試紙遇水呈現紅色，經過陽光照射或加熱後變成藍色。 

(b) 白色的硫酸銅粉末遇水呈現藍色，經過陽光照射或加熱後又變成白色。 

例 1：下雪和融雪間何時感到最冷？(A)下雪前  (B)下雪時  (C)融雪前  (D)融雪時。 

例 2：燒杯裝滿冰塊，若不考慮水的蒸發，則下列何者錯誤？(A)燒杯外有透明液體產生，是來自

空氣中水的凝結  (B)冰因為吸收水和周圍空氣的熱量而逐漸熔化  (C)冰塊完全熔化後，水

量增加會溢出燒杯  (D)冰塊完全熔化為水後的總質量將不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