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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密度等于质量差比体积差为什么 密度=质量/体积-
股识吧

一、密度=质量/体积为什么说密度不受质量和体积的变化而变化

密度是物稍微扯电化学我觉得好理解些。
不同的物体是由不同分子结构组成的，大量的分子组成物体。
因此质量与体积的关系都受到这个分子结构的影响，因此密度是固定不变的

二、老师说：密度=质量/体积。那为什么密度和质量、体积无关
呢？不是说密度=质量/体积吗

密度是由物质本质属性决定的 不是由质量、体积决定的
但是密度的大小可以用质量、体积表示，也就是说密度大小等于质量/体积
你理解么 以后你会接触到很多这样的概念.比如电阻=电压/电流
但是电阻并不是由他们两者决定的.

三、为什么 密度=质量/体积

密度与质量成正比，体积成反比。
密度：某种物质单位体积的质量叫做这种物质的密度。
用ρ表示密度，m表示质量，V表示体积， 计算密度公式是 ρ＝m/V ；
密度单位是千克/米3，(还有：克/厘米3)，1克/厘米3

四、密度： 密度等于质量比体积，当质量一定时，密度与体积
成反比；当体积一定时，密度与质量成正比。这种说

不对，密度是物质本身的性质，与物体的质量、体积无关。
比如水，密度是1g/cm^3，无论一杯还是一桶，密度都一样。
密度只与物体的：种类、物态、温度有关，与质量、体积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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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物理 “ 密度和质量成正比和体积成反比”对吗？为什么？

不对，密度是物质的一种属性 不随着质量的多少改变 也不随体积大小改变
M=ρV只是质量的计算公式。
不是密度的定义。
密度是反映物质特性的物理量，物质的特性是指物质本身具有的而又能相互区别的
一种性质，人们往往感觉密度大的物质“重”，密度小的物质“轻”一些，这里的
“重”和“轻”实质上指的是密度的大小。
质量是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
所含物质减少，所以质量减少。
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它不随质量、体积的改变而改变，同种物质的密度不变。
密度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它只与物质的种类有关，与质量、体积等因素无关，不同
的物质，密度一般是不相同的，同种物质的密度则是相同的 。
密度的公式 ： (ρ表示密度、m表示质量、 V表示体积)
正确理解密度公式时，要注意条件和每个物理量所表示的特殊含义。
从数学的角度看有三种情况： （1）ρ一定时m和V 成正比；
（2）m 一定时，ρ与 V 成反比 ；
（3）V 一定时，ρ与 m 成正比。
结合物理意义，三种情况只有（1）的说法正确，(2)(3) 都是错误的。
因为同种物质的密度是一定的，它不随体积和质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在理解物理
公式时，不可能脱离物理事实，不能单纯地从数学的角度理解物理公式中各量的关
系

六、为什么密度是质量除以体积，而不是体积除以质量？

密度的表达变：单位体积内物体的质量。
当然是用质量除以体积了。
建议你加强对知识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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