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氮比汽化热的测量 
 

一、本实验时序性很强，因此应当充分考虑好实验步骤。与时间无关的量如黄铜柱、量热器内筒等质量测

定，可于实验前期或后期进行。电子天平、秒表等的使用应提前熟悉并能熟练操作，在充分掌握之后，

再进行正式实验。 

二、电子天平的使用：注意是否处于水平状态，了解其基本操作。该仪器要求在电源打开后 20～30 分钟之

后再正式测量为宜，为此应当尽早将其处于通电预热状态。 

三、液氮的操作：千万注意安全，注入保温杯中的量不宜过多。 

四、正确测定 M-t 图：整个测量过程中，时间是连续的，不容间断。 

1. M 是液氮的质量，可以用天平中去皮的方式扣除容器与黄铜柱的质量（也可测量他们的总质量，此时

M 是盛有液氮的保温杯及黄铜样品的总质量）。 

2. ab 段的测量：可以采取液氮质量每减少 0.2g 为一个时间测量点，为此应注意秒表的正确使用，数据不

应少于 10 点。 

3. tb 与 tc 点的测量应当十分仔细，它将会对实验结果有重要影响。 

4. cd 段的测量要求与 ab 段测量相同。 

五、热量 Q1和 Q2 的测量。 

1. θ1 与 tb 有关，是黄铜柱准备投入液氮前黄铜柱的温度； 

2. 黄铜柱投入量热器中的操作应迅速仔细，勿使杯中水溅出而破坏实验； 

3. 仔细观察并正确测定平衡温度 θ3。 

六、数据记录应设计好表格，且数据处理（或最终结果）应当使用 SI 制。 

 

附录一：电子天平的使用 

1：PB602—N 的部分指标： 

可读性：0.01 克 

最大称量：610 克 

2：水平调节：“12”(“6”)  逆（顺）时针调节两只脚。 

“3”(“9”)   顺 (逆) 时针调节左脚，逆(顺)时针调节右脚。 

3：工作状态：通电 20—30 分钟后开始称重。 

4：去皮：揿→O/T←，显示 0.00g 即可。 

 

 



液氮比汽化热数据记录: 

附录二：黄铜与铝的比热(×10
3 焦耳/千克∙o

C) 

温度(
o
C) 5 10 15 20 25 30 

黄铜 0.370 0.370 0.371 0.372 0.373 0.373 

铝 0.890 0.895 0.899 0.903 0.907 0.907 

参数测量: 

m 内筒/g m 棒/g m 铜柱/g m 内筒+水/g m 水/g θ1/℃ θ2/℃ θ3/℃ 

        

C 铝/(J /Kg·℃) C 铜/(J/Kg·℃) 

  

 

测量 m-t 的情况:（质量 m 每下降 0.2g，记录一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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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需回答的问题如下： 

1) 铜柱投入液氮后，引起液氮大量汽化，为什么瓶口不断冒出白雾？请仔细观

察和记录整个过程，并分析其原因。 

2) 本实验过程中，如何测准温度 θ1、θ2、θ3？ 

3) 将铜柱从液氮中取出应迅速投入量热器中，为什么要迅速？而此时用搅拌器

搅拌，为什么不能有水溅出筒外？ 

4) 如果铜柱换成比重相似的塑料可以吗？换其他金属可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