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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总结词

动量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的一个重要

物理量，表示物体运动时的质量和速

度的乘积。

详细描述

动量是一个矢量，其大小等于物体的

质量与速度的乘积，方向与物体的速

度方向相同。在国际单位制中，动量

的单位是千克·米/秒（kg·m/s）。



总结词
动量的计算公式是 P = mv，其中 P 表示动量，m 表示物体的质量，v 表示物

体的速度。

详细描述
该公式用于计算物体的动量，其中 m 是物体的质量，单位是千克（kg），v 是

物体的速度，单位是米/秒（m/s）。计算出的动量 P 的单位是千克·米/秒

（kg·m/s）。

计算公式



动量具有矢量性，其方向与物体的速度方向相同。

总结词

动量是一个矢量，其大小在数值上等于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方向与物体的速度方向相同。在计算动量时，

需要考虑其方向，遵循矢量的运算法则。在解决物理问题时，正确理解和应用动量的矢量性对于解题至关重要。

详细描述

动量的矢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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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词
动量守恒定律的表述是“一个封闭系统，不受外力或所受外力的矢量和为零时，

系统的总动量保持不变”。

详细描述

动量守恒定律是物理学中的基本定律之一，它描述了一个系统在不受外力作用或

所受外力的矢量和为零时，系统的总动量保持不变的性质。动量是质量和速度的

乘积，表示物体运动的剧烈程度和方向。

表述



理解

要理解动量守恒定律，需要明白动量的概念、系统封闭的条件以及外力的定义和作用。

总结词

首先，要明确动量的概念，即质量与速度的乘积，表示物体运动的剧烈程度和方向。其

次，要明白系统封闭的条件，即系统内的物体之间相互作用，不受外界其他物体的影响

。最后，要理解外力的定义和作用，即系统所受的外力是指来自系统外部的作用力，如

果系统所受外力的矢量和为零，则系统满足动量守恒的条件。

详细描述



总结词
动量守恒的条件是系统不受外力作用或所受外力的矢量和为零。

详细描述
动量守恒定律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即系统必须满足不受外力作用或所受外力的矢量和为零。

如果系统受到外力作用，且外力的矢量和不为零，则系统的动量将发生变化，不满足动量守恒的条件。

因此，在分析动量守恒问题时，需要先判断系统是否满足动量守恒的条件。

动量守恒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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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碰撞过程中，系统内各物体

的动能没有损失，即碰撞前后

系统总动能不变。

定义

碰撞前后系统总动量守恒，即
$sum p_{i} = sum p_{f}$。

动量守恒

碰撞前后系统总能量守恒，即

$sum frac{p_{i}^{2}}{2m} = 

sum frac{p_{f}^{2}}{2m}$。

能量守恒

两个小球在光滑水平面上发生

弹性碰撞，碰撞后两球均按原

方向运动。

实例

弹性碰撞



在碰撞过程中，系统内各物体的动能
有一部分损失，即碰撞前后系统总动
能不守恒。

定义 动量守恒

能量不守恒 实例

碰撞前后系统总动量守恒，即$sum 

p_{i} = sum p_{f}$。

碰撞前后系统总能量不守恒，即
$sum frac{p_{i}^{2}}{2m} neq sum 

frac{p_{f}^{2}}{2m}$。

两个小球在粗糙水平面上发生非弹性
碰撞，碰撞后两球均按原方向运动，
但速度减小。

非弹性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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