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分子的角度理解水的沸腾

水是生命之源，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用水洗衣做饭，可以说我们对水是最

熟悉不过了，但我们对水的微观世界又了解多少呢？水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有什么关联

呢？下面让我们从分子的角度去观察水的微观世界。

我们通常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生活。水加热后温度就升高了，水烧开后就会

产生大量水蒸气，还可以顶起水壶盖。但这些宏观现象在微观世界中又是怎样一幅图像呢？

水的温度是什么？水蒸气为什么可以产生压力？水是由水分子组成的，一滴水中都含有大量

的水分子。这些水分子就像小球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不在相互碰撞，它们运动得越快，就

意味着温度越高；当热水和冷水混合后，运动快的水分子就和运动慢的水分子相互碰撞直至

运动速度不相上下，就成温水了。温度就是用来衡量分子运动的平均快慢程度。当水烧开后，

就有大量的水变成水蒸气；由于水蒸气的温度高，水分子运动地快，就会不断的撞击水壶盖

产生压力。因此，气体压力其实就是分子不断撞击容器壁所产生的合力。

水通常以三种状态存在，即固态、液态和气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冰、液态水和水蒸气。

这三种状态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有时可以共存。比如将一杯水放在干燥的房间中，由于水分

子在不停地运动，一些运动快的水分子就会跑到空气中去，过一段时间后空气中的水分子也

变多了，其中运动慢的水分子又会回到水杯中，这样就达成了液态水和水蒸气之间的蒸发凝

结平衡。在平衡时，水蒸气就会产生水蒸气压。当水升温时，水分子的运动也会随之加快，

就会有更多的水分子跑到空气中，水蒸气的含量增多，产生的水蒸气压就会增大。水温升到

沸点后，水就可以沸腾了。人人都知道水的沸点是 100℃，但这种说法准确吗？水的沸点其

实并不固定，还与大气压力有关系。水的沸点和大气压力能有什么关系？乍眼一看，很难理

解，不过从分子的角度就容易理解了。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水的沸腾是一种什么现象，在微观世界中又是怎样一幅图像。水的沸

腾是指水受热超过其饱和温度时，在液体内部和表面同时发生剧烈汽化的现象。剧烈汽化就

是指在短时间内有大量的水变成水蒸气，这一点是如何实现的呢？当水温升高后，水分子的

运动加快，会有更多的水变成水蒸气，但生成的水蒸气由于受到大气压力较难扩散出去，致

使水不能源源不断地转变成水蒸气。当温度升高到一定值后，水蒸气压就会大于大气压力，

水蒸气就可以将水表面的空气排开使更多的水变成水蒸气，使整个汽化过程畅通无阻。所以

当大气压力降低时，将大气排开所需的水蒸气的压力也就降低了，相应的沸点也就降低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高原上水的沸点比较低，不容易将食物煮熟。高原上的大气压力低，在较



低的温度下水蒸气的压力就可以克服大气压力了，使水的沸点降低。用高压锅煮饭就相当于

提高大气压力，使水的沸点升至 100℃以上，可以将食物更快地煮熟。

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沸腾现象中就蕴藏着化学动力学的知识，一个化学反应的速率主要由

慢反应的速率来控制，就像一根粗水管和一根细水管相连时，当水流量很大时流速就主要由

细水管的流速决定了。水的沸腾包括水的汽化和水的扩散两个过程。当水可以很快地汽化时，

水的扩散就成了影响水沸腾与否的关键因素了。温度越高，水蒸气压越大，水蒸气的扩散越

容易进行；大气压力越低，水蒸气的扩散也越容易进行。因此，水的沸腾就与温度和大气压

力有关了。那么水的汽化受阻时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就是水的过热现象了！在烧水的过

程中，我们会发现水烧开后，气泡一般都在从锅底或锅边缘形成，而很少会在水中形成。这

是因为锅底和锅边缘在微观上是非常粗糙的，可以为水的汽化提供界面。当水非常纯净，盛

水的容器也很光滑时，没有杂质和粗糙的表面为水汽化提供界面时，水的汽化就很难进行，

使水处于过热状态，达到沸点都不沸腾，但稍微扰动下过热水或加入一点杂质就可以使水爆

沸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