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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考 高达本 物化综合

考前分析

第一部分 答题技巧

满分 150 分，题型：选择题、计算题。

1、选择题（20题，120 分）

认真做！理科综合的选择题一般难度不高，可以尝试认真做。不会做的可以采用排除法，一点都不懂

的可以统一选 C。记住：选择题一定不能留空！

2、计算题（2题，30 分）

计算题会做就认真做，从题目中索取信息，都是初中难度.读过初中的，解决计算题的第一问不是问题。

化学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在试卷选择题前面有数据，直接用就行，记住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前后

各物质总质量、原子个数、原子种类都不变；物理计算题基本都是电路问题，考生记住，“并联电路电

压处处相等，串流电路电流处处相等”。不完全会或完全不会都要装作会，按照会做的答题格式答题，

格式，格式，很重要！字体要工整，尽量答多点。

第二部分 经典例题

1、力的基础部分

【例题】如图 1-6 所示，重量为 G、半径为 R 的小球，用长为 R 的细绳挂在光滑的竖直壁面 4 处，则

细绳的拉力 FT__________，壁面对小球的弹力 FN=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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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解：小球的受力情况如图 1-7 所示. 重力 G 竖直向下，壁面对小球的弹力 FT 水平向右，细绳

的拉力 F 的方向沿绳向上. 这三个力的作用线都通过球心 O，它们是共点力. 小球在共点力 G、 FN 和

FT 作用下平衡. 把拉力 FT 分解为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两个分力：

【例题】如图所示，一个光滑的小球，放在光滑的墙壁和木板之间，当板与墙之间的夹角 a 增大时，

（ ）.

A．墙对小球的弹力减小，板对小球的弹力增大

B．墙对小球的弹力减小，板对小球的弹力减小

C．墙对小球的弹力增大，板对小球的弹力减小

D．墙对小球的弹力增大，板对小球的弹力增大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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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就是要找出它所受到的全部作用力. 通常，在力学问题中物体的质量是不能忽

略的，因此受力分析时首先必须考虑重力. 因为弹力和摩擦力都是相互接触的物体之间的作用力，所以

当物体与其他物体接触时，要考虑弹力和摩擦力. 常见的弹力有细绳的拉力、细杆的拉力或推力、接触

面的支持力或压力. 当接触面不光滑时，还要考虑摩擦力.

2. 在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时必须画出它的受力图，每分析一个力时就在受力图上画岀一个力，分析完

成后受力图也就告成. 在画受力图时，对于已知力要正确地画出它的方向和大小；对于未知力则必须正

确判断它的方向后在受力图上画出. 物体所受的绳子拉力的方向沿着绳子由物体指向绳子. 物体所受

的支持力或压力的方向垂直于接触面由接触面指向物体. 摩擦力的方向沿着接触面的切线方向. 静摩

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滑动摩擦力的方向与相对运动的方向相反.

3. 静摩擦力的作用是克服物体相对运动趋势而使物体保持相对静止，因此静摩擦力的方向与相对运动

趋势的方向相反. 怎样判断物体相对运动趋势的方向呢？为此，应先假设静摩擦力不存在，在这种情形

下物体的平衡被破坏，物体在所有其他力的作用下将发生运动，这个运动方向就是物体相对运动趋势

的方向，静摩擦力与这个方向相反.

4. 本章的基本问题是求物体平衡时所受的未知力的大小. 通常，重力是已知的，绳子的拉力、接触面

的支持力或压力、摩擦力等是未知力. 解这类问题的步骤如下：

（1）确定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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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研究对象进行受力分析，画受力图；

（3）选取平面直角坐标，根据受力图把物体所受的各个力沿坐标方向分解；

（4）根据平衡条件写出平衡方程，当存在滑动摩擦力时还需写出辅助方程 Ff=μFN；

（5）解方程组，由已知力求出未知力.

怎样选取分解力的两个相互垂直的方向呢？如果三个共点力中的两个力是互相垂直的，则就选这两个

力的方向为分解力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两轴的方向，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把第三个力沿两个坐标轴方向

分解就可以了，非常简便；如果三个力相互都不垂直，则可取其中一个力的方向和与它垂直的方向作

为分解力的两个方向，然后把其他两个力在这两个方向上分解.

2、直线运动

【例题】小球做自由落体运动，落地时间是 4s，小球下落过程中后 2s 内通过的位移是（ ）.（取 g=10m/s2. ）

A．40m B．60m

C．20m D．30m

【答案】C

【解析】解：小球做自由落体运动，故用自由落体运动公式来进行计算，S=v0t+1
2
at2,自由落体初速度

为 0，那么把重力加速度带入加速度，求得 2S 内的位移是 20m。

1. 物体的运动按轨迹可以分成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两类. 对于平面曲线运动，可以沿着相互垂直的方向分

解为两个直线运动. 因此，直线运动是运动学的基础，读者必须牢固掌握直线运动的规律.

2. 在解运动学问题时，必须熟练、灵活地运用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三个基本公式：速度公式、位移公式、速

度-位移公式. 事实上，有关自由落体运动、抛体运动的许多公式都是由这三个基本公式推得的. 建议读者

不要硬记运动学的诸多公式，而应在掌握上述三个基本公式的基础上，自行推得其他公式，再进一步记住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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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移、速度、加速度都是矢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 在直线运动中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方向都沿运

动直线，因此用正、负就可以表示它们的方向. 通常，可以取初时刻的运动方向为正方向. 在已知矢量中，

所有与该方向相同的方向都取正值，与此方向相反的方向则取负值. 对于待求的未知矢量，不妨先设它为正

的，如果解得的结果为正值，表明该矢量沿正方向；如果为负值，则表明该矢量的方向与正方向相反.

4. 在运动学的诸多物理量中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描述某一时刻的物理量，称为瞬时量，如速度、加速度

等；另一类是与运动过程中某一段时间有关的物理量称为过程量，如位移、路程、平均速度等. 在求瞬时量

时，必须明确是指哪一时刻的量；在求过程量时，必须弄清楚是指哪一段时间的量.

5. 对于匀减速直线运动，如果取初时刻的运动方向（即初速度的方向）为正方向，则加速度取负值. 由此

可得匀减速直线运动的基本公式. 做匀减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在运动过程中的运动方向可能发生转折. 物体

在转折点的速度为零，位移最大.

6. 在求匀减速直线运动的路程时，必须先判断物体的运动是否经过转折点. 如果经过转折点的话，转折点

把运动分成两个阶段，向前运动阶段和返回的阶段. 前者是末速度为零的匀减速直线运动，后者是初速度为

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 物体运动的总路程是这两个阶段中路程之和. 但是，在求匀减速直线运动的位移时，

不管运动是否发生转折，都可以用位移公式直接求得.

竖直上抛运动是典型的匀减速直线运动，最高点是运动的转折点.

7. 自由落体运动是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它的加速度等于重力加速度 g，方向竖直向下. 因此，

自由落体运动具有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的一切性质.

3、牛顿运动定律

【例题】电梯里放置一个弹簧秤，秤上挂着一个质量为 1kg 的物体. 电梯以 2m/s2 的加速度上升，弹簧秤

的读数是（ ）.

A．9. 8N

B．7. 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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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8N

D．0

【答案】C

【解析】解：重力加速度为 9.8，算出物体的重力为 9.8N，但电梯在往上行走，根据牛顿第一定律，

牛顿第二定律，会造成一个额外的力作用于弹簧秤，即 F=ma，求出此力为 2N，9.8 加上 2，故求得

11.8N。

正确分析物体的受力情况和运动情况是解动力学问题的关键. 对于第一类动力学问题（已知物体的受力情况，

求物体的运动情况），先用牛顿方程求出加速度 a，再应用运动学公式求解物体的运动情况. 对于第二类动

力学问题（已知物体的运动情况，求物体的受力情况），先用运动学公式求出 a，然后再应用牛顿方程求出

待求的未知力. 加速度 a 是联系物体受力情况和运动情况的桥梁，它在解题中起重要作用.

在中学物理中遇到的动力学问题是直线运动或匀速圆周运动. 显然，在直线运动的情形下加速度的方向沿运

动直线，因此物体的合外力也必沿着运动直线的方向. 由此可知，物体所受的各个外力在运动方向上的分力

的代数和等于合外力，各外力在垂直于运动方向上的分力的代数和等于零.

4、曲线运动

当物体运动的初速度与加速度不沿同一直线时，物体做曲线运动. 最简单的曲线运动是平抛运动，匀速圆周

运动也是一种较简单的曲线运动.

平抛运动和圆周运动都是平面运动，平抛运动在竖直平面内运动，圆周运动则在圆周平面内运动. 对于平面

运动，可以按矢量分解的方法，把速度矢量和加速度矢量分别沿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分解. 这种分解实质就

是把一个平面运动视为两个相互垂直的直线运动的合成.

平抛运动可分解为水平方向的匀速直线运动和竖直方向的自由落体运动. 这两个不同方向的运动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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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运动的时间相同，一旦某个方向的运动受阻而停止时，另一个方向的运动也就同时停止，平抛运动的

飞行时间决定于它运动的受阻情况. 如果物体落到地面而终止运动的话，则飞行时间决定于抛出点的高度，

与初速度无关；如果物体因水平方向受阻而终止运动时，则飞行时间决定于初速度％和水平障碍物的距离.

当物体做圆周运动时，可以用与长度有关的量来描述，如线速度、向心加速度等，也可以用与角度有关的

量来描述，如角速度等，必须熟悉它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对于一个绕轴转动的物体，例如在皮带传动装置中

的转轮，轮上各点虽然都做圆周运动，因为它们离圆心的距离不同，所以线速度不同，但是各点的角速度

却相同. 因此，在转动的情形下用角速度描述是更为基本的方法.

对于物体在水平面上做匀速圆周运动的问题，因为加速度的方向沿圆周半径指向圆心，所以通常取半径方

向和垂直半径的方向（即运动方向）作为分解力的两个方向. 物体所受的诸外力沿半径方向的分力的代数和

等于物体所受的合外力，即匀速圆周运动的向心力；由于物体在运动方向没有加速度，因此诸外力沿运动

方向的分力之和为零.

当物体在绳子或轨道的约束下在竖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时，物体所受的重力沿半径方向的分力提供了一部

分的向心力. 当物体运动到圆周的最低点时，绳子的拉力（或轨道的弹力）与重力之差等于向心力.

5、功和能

【计算题】如图 5-10 所示，质量 s=2kg 的物体，自高出水平面 A=1.5m 处的 A 点由静止开始沿粗糙的曲

面滑下，到达 B 点时，速度为 4m/s. 然后，物体又沿粗糙的水平面滑行了 3m 在 C 点停止. 求：

①物体由 A 到 B 时克服摩擦力的功；

②物体与水平面之间的摩擦因数.

【答案】

因此，摩擦力对物体做功为-0.0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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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主要内容基本概念：功，功率，动能，势能，机械能.

基本规律：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律.

基本公式：

2.力的功是用力和位移两个因素来描述力对物体持续作用的物理量. 力的功等于力沿位移方向的分力与位

移的乘积. 当力沿位移方向的分力与位移方向相同时，力做正功，这个力称为动力；当力沿位移方向的分力

与位移方向相反时，力做负功，这种力称为阻力. 动力增加物体的动能，阻力消耗物体的动能.

3.在计算力的功时必须牢记与位移方向垂直的力不做功. 因此，当物体在地面上运动时，地面的支持力不做

功；当物体在轨道上运动时，轨道的弹力不做功；当绳子系着物体做圆周运动时，绳子的拉力也不做功.

4.关于重力的功要记住下面两点：

（1）重力的功与路径无关，只与物体的始、末位置的高度差有关. 当物体的高度下降儿时，重力做正功，

重力的功为 mgh；当物体的高度上升 h 时，重力做负功，重力的功为-mgh，即物体克服重力的功为 mgh.

（2）重力所做的功等于重力势能的改变量. 当物体的高度下降 h 时，重力做正功，重力势能减少了 mgh；

当物体的高度上升 h 时，重力做负功，重力势能增加了 mgh.

5.应用动能定理解题的步骤如下：

（1）按题意确定研究对象；

（2）分析物体的受力与运动情况，弄清楚哪些力是动力，哪些力是阻力；

（3）写出所有动力的功 Wk，写出所有阻力的功 W 阻（注意它为负值），于是可知合外力的总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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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k+W 阻=Wk- | W 阻|

（4）写出物体在运动始、末状态的动能表达式 Ek、Ek0；

（5）用动能定理列出方程 w= Ek-Ek0

按题意确定方程中哪些是已知量，哪些是待求量；

（6）解方程，求出待求量

6.分析物体的受力与运动情况，弄清楚哪些力是动力，哪些力是阻力；应用机械能守恒定律解题时必须满足

机械能守恒的条件：只有重力做功（不考虑弹性势能），其他外力对物体都不做功.常见的机械能守恒情形

有下面三种：

（1）物体在光滑的接触面上运动，除了受重力和接触面的弹力外，不受其他外力作用.在这种情形下，弹力

不做功，只有重力做功，机械能守恒.

（2）物体在细绳或细杆的约束下在竖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细绳（或细杆）的拉力不对物体做功，在不受

其他外力作用时，只有重力做功，机械能守恒.

（3）物体做抛体运动时，忽略空气的阻力，只有重力做功，机械能守恒.

7.应用机械能守恒定律的解题步骤是：

（1）按题意确定研究对象；

（2）分析物体的受力情形和外力对物体做功的情形，如果只有重力做功，则可以用机械能守恒定律解题；

（3）写出物体在始、末状态的机械能 E0 和 E. 通常把重力势能的零点选在物体的始、末位置中较低的位置

上，显然在此位置上物体的机械能就等于它的动能，而在另一个位置上物体的重力势能等于 mgh ，h 是两

个位置的高度差；

（4）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 E=E0，列出方程，按题意确定方程中的已知量和未知量；

（5）解方程，求出待求量.

8. 在物体受恒力作用的情形下，许多动力学问题既可以用牛顿定律和运动学公式求解，也可以用动能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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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在这种情形下，一般说用动能定理解题比直接用牛顿定律解题方便些，因此要优先考虑用动能定理解

题.

对于符合机械能守恒条件的力学问题来说，用机械能守恒定律解题总比用牛顿定律或用动能定理解题方便，

应当首先考虑用机械能守恒定律. 还有一些物理过程，物体所受的力比较复杂，无法直接用牛顿定律解题，

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考虑用动能定理或机械能守恒定律解题.

6、冲量和动量

【例题】两个物体的质量分别为 m₁ 和 m₂ ，其中 m₁ ：m₂ =3：1，当它们的动量相等时，它们动能之

比为，当它们的动能相等时，动量之比为 Ek1：Ek2=__________；当它们的动能相等时，它们的动量之比 p

₁ ：p₂ =__________.

【答案】对于同一个物体来说，动能与动量大小之间有确定的关系

因此

它们的动能之比为

若动量相等，则动能之比为 3：1，若动能相等，则动量之比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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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力的功和力的冲量都是描述力对物体持续作用的物理量，它们都是过程量. 力的功是用力和在力作用下物

体的位移这两个因素来描述力对物体的持续作用，而力的冲量则是用力和力的作用时间这两个因素来描述

力对物体的持续作用.功是标量，冲量是矢量.

2.动能和动量都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的物理量. 它们都是瞬时量. 必须注意动能与动量的区别和联系. 动能

是标量，只有大小，没有方向；动量是矢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 动能决定于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大小，

动量决定于物体的质量以及速度的大小和方向. 对于同一个物体，动能与动量的大小有下面的关系：

3.动量定理与动能定理具有很大的类似性，它们都是表示力的持续作用与物体状态改变的关系，描述了力持

续作用的效果. 动量定理表明力的冲量等于物体动量的改变量，动能定理表明力的功等于物体动能的改变量.

但是，因为冲量和动量都是矢量，所以动量定理既表示了冲量与动量改变量之间的数值关系，又表示了它

们之间的方向关系. 因此，在用动量定理解题时，必须分清力、冲量和动量改变量的方向.

4.当物体做抛体运动时，忽略空气的阻力，物体只受恒力（重力）的作用，重力的冲量是血卽，方向竖直向

下. 因此，做抛体运动的物体在不计阻力的情形下，竖直方向动量的改变等于血即，方向向下，它的水平方

向动量不变.

5.碰撞问题是用动量守恒定律解题的典型例子. 对于弹性碰撞，根据动量守恒和碰撞前后动能相等的关系可

以列出两个方程，联立求解. 对于完全非弹性碰撞，单用动量守恒的方程就可以解题. 对于一维直线碰撞问

题，在写动量守恒的方程之前必须先选一个正方向，沿正方向的已知速度取正值，与正方向相反的已知速

度取负值. 对于未知速度，不妨先设它沿正方向，如果解题后得正值，则表示它的方向确实是沿正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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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解得负值，则表明它的实际方向与假设的方向相反，沿负方向.

7、振动和波

【例题】单摆的摆长是 24. 8cm，在 2min 内做 120 次全振动. 该地区的重力加速度是__________m/s².

【答案】9.78m/s²

【解析】解：单摆的周期公式是

由此得重力加速度为

按题意，单摆的周期为

代入数据得

1.平衡位置和端点是简谐运动过程中的两个特殊位置，它们的特点是：当物体在平衡位置时，位移为零，合

外力为零，加速度为零，速率最大，动能最大，势能为零；当物体在两个端点时，位移最大，合外力最大，

加速度最大，速率为零，动能为零，势能最大.

2.振动图像的横坐标是时间（t），纵坐标是位移（x）. 振动图像表示了物体振动位移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它描述了振动的全过程. 根据振动图像可以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由振动图像直接可以知道振幅 A（位移的最大值）、周期 T，并由 T 知频率 f.

（2）由振动图像可以确定任一时刻物体振动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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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振动图像可以判断某一时刻运动的方向和加速度的方向.

3.一个沿坐标轴 Ox 方向传播的波动，则介质中坐标 x 小的质点先振动，坐标 x 大的质点后振动. 反之，如

果 x 大的质点先振动并小的质点后振动，则表明波动沿 Ox 轴的负方向传播.

4.波形图在外形上与振动图像相似，都是余弦（或正弦）曲线，但意义却不同. 当波动传播时，介质中各点

的运动情况与质点所在的位置和时间这两个因素有关. 在某一确定的时刻，介质中各点离开平衡位置的位移

是确定的，介质中各点的位移与点的位置的关系就用一幅波形图来表示. 因此，波形图的横坐标是各点所在

的位置（x），纵坐标是位移（y）. 显然，一幅波形图是对某一个确定的时刻而言的，不同的时刻具有不同

的波形图.

从波形图可以解决下面几个问题：

（1）由波形图直接可知振幅 A、波长λ

（2）由波形图可知该时刻介质中各质点离开平衡位置的位移.

由波形图可以判断介质中各质点在该时刻的运动方向和加速度方向.

8、静电场

【例题】电场中一部分区域的电场线如图 9-12 所示，由图知 4、8 两点的场强和电势是（ ）.

A．EA>EB，UA>UB

B．EA>EB，UA<UB

C．EA<EB，UA>UB

D．EA<EB，UA<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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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解：由图显见 A 点处的电场线较密集点处的电场线较稀疏，这表明 A 点的场强较大，B 点的场强

较小，排除（C）、（D）. 图中 A、B 是在同一条电场线上的两个点，且电场线方向由 B 指向 A. 因为在同

一条电场线上，沿电场线的方向是电势降落的方向，所以 B 点的电势高，A 点的电势低，选（B）.

1.电荷周围存在电场. 电场的性质用电场强度和电势两个物理量描述. 电场由产生电场的电

荷决定，因此电场中各点的电场强度和电势只与产生电场的电荷有关，而与检验电荷无关.

2.电场强度描述了电场对电荷的作用力的性质，是矢量. 电势描述了电场的能量的性质，是标量. 读者应熟

练地掌握点电荷的场强公式和电场强度的方向，了解点电荷的电势.

3.电场具有叠加性. 电场的叠加性表现在电场强度和电势两方面. 两个点电荷所产生的电场强度为每个点电

荷单独存在时所产生的电场强度的矢量和，两个点电荷所产生的电势为每个点电荷产生的电势的代数和，

在两个点电荷连线上各点的场强等于两个点电荷场强的代数和.

4.电场力与重力性质相同，电场力做功与重力做功具有相同的特点. 电场力对电荷的功与电荷运动的路径无

关，只与电荷的始、末位置有关. 当电场力为动力时，电场力对电荷做功，电场力的功等于电荷电势能的减

小；当电场力为阻力时，电荷克服电场力做功，电荷克服电场力的功等于电荷电势能的增加. 因为电势沿着

电场线的方向降低，所以当正电荷沿电场线方向运动时，电势能减少，电场力对电荷做功；当负电荷沿着

电场线方向运动时，电势能增加，电荷克服电场力做功；当电荷沿垂直于电场线的方向（即在等势面上）

运动时，电势能不变，电场力不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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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容器的电荷量与两极板间的电势差成正比，两者的比值在数值上等于电容器的电容. 电容器的电容是由

电容器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对于给定的电容器，它的电容是确定的，与它带电与否无关.

平板电容器的电容与板的面积 S 成正比，与两板间的距离 d 成反比. 如果在电容器中充满介质，可以增加

电容.

平板电容器中的电场是匀强电场，电场强度与电容、电荷量以及两极板间距离的关系为

6.在静电学中经常出现一些与力学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习题. 最常见的是研究带电粒子在平板电容器中的

运动状态. 当带电粒子静止在电容器中时，它所受的重力、电场力和绳子的拉力（如果用绳子约束带电粒子

的话）平衡，这就是一个力的平衡的静力学问题. 可以用平衡条件解题. 初速度为零的带电粒子在电容器中

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在忽略重力时，带电粒子以平行于电场方向的初速度进入电容器时，做匀变速直线运动；

当带电粒子的初速度垂直于电场方向时，粒子的运动类似于平抛运动.

9、直流电

基本概念：电阻的串联、并联，电流的大小，电流的功、电功率，分压和分流，电源的电动势.

基本规律：电阻定律，欧姆定律，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焦耳定律.

基本公式：

电阻串联 R=R₁ +R₂ +R₃ +…

电阻并联

一段电路欧姆定律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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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的功 Ｗ=IUt

电功率

焦耳定律 Q=I²Rt

2.电阻的连接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是串联和并联两种方式. 读者必须在掌握欧姆定律的基础上，牢

记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性质，根据电阻的连接方式，进一步解决既有串联又有并联的混联电路问题.

最简单，最基本的并联电路是两个电阻 R₁ 、R₂ 的并联，读者必须熟练地掌握它们的性质：

4. 在直流电中大量出现的是闭合电路问题. 解这类题的关键是正确分析外电路中电阻连接的方式，弄清楚

外电路中哪些电阻是串联的，哪些电阻是并联的，哪些又是混联的，然后再用欧姆定律或闭合电路的欧姆

定律解题.

解闭合电路问题的一般步骤是：

（1）根据电路图分析电阻的连接方式，并求出外电路的总电阻；

（2）用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计算总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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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题意，再用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计算各支路的电流、电压、电功率等待求量

10、磁场

【例题】如图 11-6 所示，一个带负电的金属圆环，绕其中心轴匀速转动，放置在环的左面轴线上的小磁针

的指向是（ ）.

A．N 极竖直向上

B．N 极竖直向下

C．N 极水平向左

D．N 极水平向右

【答案】D

【解析】解：当带电的金属圆环绕轴匀速转动时，形成了电流大小恒定的圆形电流，它在周围产生磁场，

使小磁针受磁场力的作用而转动. 小磁针 N 极的指向就是该处磁场的方向.

由图可见，金属环的转动方向从 O’看来是顺时针指向的，因为它带负电，所以圆电流的方向是逆时针指

向的. 根据安培定则，圆电流在轴线上的磁场方向沿 OO’方向. 因此，小磁针的 N 极指向 O’.

1.本章的主要内容

基本概念：磁场，磁感应强度，磁感线，磁通量，磁场力. 基本规律：安培定则，安培定律，左手定则.

基本公式：安培力

F=B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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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流的周围存在磁场，磁场的性质用磁感应强度描述. 磁感应强度由产生磁场的电流决定，与用来检验磁

场的小电流无关. 磁场的方向可以用小磁针来检测. 在磁场中某点放置一个小磁针，小磁针 N 极的指向就是

该点磁场的方向.

3.由电流方向来确定电流所产生的磁场的方向是本章的基本内容之一. 直线电流、环形电流和通电螺线管的

磁场方向都可以用安培定则确定，考生必须熟练地使用这一法则. 必须注意，在直线电流的情形下，伸直的

大拇指沿电流方向，弯曲的四指表示磁场的方向；在环形电流和通电螺线管的情形下，弯曲的四指沿电流

方向，伸直的大拇指表示磁场方向. 两者切勿混淆.

4.在用公式 F=BIl 计算通电直导线所受的磁场力时，必须注意这个公式的适用条件是：通电直导线在匀强磁

场中，并且直导线与磁场垂直. 当直导线与磁场平行时，通电导线不受磁场力作用。

磁场力的方向用左手定则判断. 左手定则表示了磁感应强度 B 的方向、电流 I 的方向与电流所受磁场力 F 的

方向三者之间的关系，由其中任意两个方向可以决定其他一个方向.

5.一根弯曲的通电导线在匀强磁场中所受的磁场力等于由该弯曲导线的始点引向终点通相同电流的直导线

所受的磁场力，这个结论对任何形状的弯曲通电导线都适用.

6.在本章中常遇到判断通电导线之间相互作用力的方向问题. 对这一类问题的解题步骤是，先用安培定则

（即右手螺旋法则）确定电流 1 在电流 2 所在处的磁感应强度们的方向，再用左手定则由 B₁ 、I₂ 的方向

确定磁场 1 对电流 2 的磁场力方向，这就是电流 1 对电流 2 的作用力方向。

同理，先用安培定则确定电流 2 在电流 1 所在处的磁感应强度们的方向，再用左手定则由 B₂ 、I₁ 的方向

确定磁场 2 对电流 1 的磁场力的方向，这就是电流 2 对电流 1 的作用力方向，注意，在同时使用安培定则

和左手定则时要牢记“右磁左力”这四个字，即安培定则用右手确定磁场方向，磁场力则用左手确定方向，

两者切勿用错.

11、电磁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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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如图 12-8 所示，匀强磁场垂直纸面向里，AB 可在导轨上运动. 电流计 G 上显示 R 中有电流，则

可以判断金属棒（ ）.

A．—定加速运动

B．―定减速运动

C．一定匀速运动

D．加速运动、减速运动都有可能

【答案】D

【解析】解：图 12-8 中有两个闭合回路：左边的闭合回路由线圈 C、金属棒 AB 和金属框架构成；右边的

闭合回路由线圈 D、电阻 R 和电流计 G 构成. 线圈 C、D 用铁心耦合. 显然，当 AB 在框架上运动时，AB

切割磁感线，在左边电路中产生了感应电流，在线圈 C 中产生磁场，通过铁心的耦合作用，线圈 D 中也有

磁场. 由于 AB 在匀强磁场中运动，因此 AB 上的感应电动势为

ε=Blv

如果 AB 匀速运动，则感应电动势不随时间变化. 线圈 C 中的感应电流不变，它所产生的磁场不变，因此通

过线圈 D 中的磁场不变，通过线圈 D 的磁通量不变，D 中无感应电动势，无感应电流，可见（C）不正确，

应排除. 由式（1）知，只要 AB 运动的速率变化，AB 上的感应电动势随时间变化，线圈 C 中的感应电流以

及由感应电流而产生的磁场都随时间变化. 通过铁心的耦合作用，线圈 D 中的磁场也随时间变化，即通过 D

的磁通量变化，因此线圈 D 上产生感应电动势，于是有感应电流.

由此可见，只要 AB 做变速运动，不管加速运动还是减速运动，都可以在 D 中产生感应电流. 应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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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主要内容

基本概念：电磁感应现象，感应电动势，感应电流.

基本规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导体切割磁感线时感应电动势的规律，右手定则.

基本公式：

闭合电路的感应电动势

导线切割磁感线时的感应电动势

ε=Blvsinα

2.电磁感应问题基本上只有两大类：一类是导线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的运动而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或感应电

流；另一类是闭合回路中磁通量变化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 确定感应电动势的大小和方向是电磁

感应习题中的首要问题.

3.在中学物理中大量遇到的是一段直导线在匀强磁场中切割磁感线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和感应电流的问题，

因此计算感应电动势的公式非常重要，α为 B 与 v 之间的夹角. 在应用此公式时必须清楚公式的适用条件是

直导线与磁感应强度以及导线的运动速度分别垂直.

4.在磁场和电磁感应中我们学习了三个定则，这三个定则是电磁学中的基本内容，读者必须掌握. 为了便于

读者记住这三个定则，我们把它总结于下表.

5.当导线或导体棒在两根平行的导轨上做切割磁感线的运动时，闭合回路上产生感应电流. 运动的导线相当

于电源，感应电动势是电源的电动势. 导线在运动过程中还要受到磁场力的作用. 因此，这类习题是电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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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磁场力、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和动力学规律的综合性问题. 可见，本章习题的综合性强，几乎可以涉及中

学物理中大部分力学和电磁学的知识. 因此，本章的习题常出现在成人高考的综合性计算题中，读者应重视.

12、几何光学

【例题】光在玻璃中的速度是 1.73×10⁸m/s. 当光从空气射向玻璃时，折射光与反射光垂直，入射角是

（ ） .

A．30°

B．45°

C．60°

D．75°

【答案】Ｃ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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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主要内容基本概念：

光的直线传播，光速，折射率，全反射，临界角，平面镜成像.

基本规律：平面镜成像的规律，反射定律，折射定律.

基本公式：

2.光线在同一种介质中沿直线传播. 光线在两种介质的分界面上产生反射和折射现象，反射现象遵循反射定

律，折射现象遵循折射定律.

3.介质的性质用折射率 n 表征. 光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决定于介质的折射率，临界角和折射角都与介质的折

射率有关. 两种介质相比较时双较大的介质为光密介质，n 较小的介质为光疏介质.

4.产生全反射现象有两个条件：

（1）光必须从光密介质射向光疏介质；

（2）入射角θi 大于临界角θc.

5.平面镜、凹透镜和凸透镜都可以成像. 平面镜是反射光成像，透镜是折射光成像. 对于平面镜，物点发出

的光线经过平面镜反射后，所有反射光线的延长线相交于平面镜内侧的一点上，形成了虚像点. 平面镜成像

的特点是像与物对于平面镜是对称的，像与物的大小相等，它们离镜面的距离相等. 在所有成像情况下，实

像都是倒立的，虚像都是正立的。

13、原子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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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主要内容基本概念：原子的核式结构，玻尔的氢原子模型，三种射线，原子核的组成，核能.

基本规律：氢原子的光谱规律，原子核反应过程中电荷数守恒和核子数守恒的规律.

基本公式：

2.当原子从能量为 En 的定态向另一个能量为 Em 的定态跃迁时，辐射或吸收光子.根据能量守恒可以推知辐

射或吸收光子的能量等于两个定态之间的能量差，于是可以得到跃迁公式. 由跃迁公式知，原子辐射或吸收

光子的频率为

原子辐射或吸收的光波的波长为

3.当氢原子吸收了外来光子的能量后，如果电子能摆脱原子核的束缚成为自由电子的话，则 236 第五篇原

子物理原子的其余部分就成为带正电的离子，这个过程就是原子的电离. 在电离过程中原子需要吸收的能量

称为电离能.

基态氢原子的电离能为

E=-E₁ =13.6eV

激发态氢原子的电离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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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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