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应学生  P50)

物体的

超重和失重

1．视重：当物体挂在弹簧测力计下或

弹簧测力计或台秤的示数

拉力 



2．超重、失重和完全失重比较

超重现象 失重现象 完全失重

概念

物体对支持物的
(或对悬挂物

的拉力) 大于 物
体所受重力的现
象

物体对支持物的
(或对悬挂物

的拉力)小于物体
所受重力的现象

物体对支持物的
(或对悬挂物

的拉力) 等于 零
的现象

产生
条件

物体的加速度方
向竖直向上

物体的加速度方
向 竖直向下 

物体的加速度方
向 竖直向下 ，
大小a＝g



理式
F－mg＝ma 

F＝m(g＋a)

mg－F＝ma 

F＝m(g－a)

mg－F＝ma 

F＝0

状态
加速上升、

下降 
加速下降、

上升 
无阻力的抛体运
动情况



(1) 当物体处于超重和失重状态时，物体受到的重力并没有

变化．所谓“超”和“失”，是指视重，“超”和“失”的大

小取决于物体的质量和物体在竖直方向的加速度．

(2) 物体是处于超重状态还是失重状态，不在于物体向上运

动还是向下 ，而是取决于加速度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或加

速度有竖直方向分量．



(3)完全失重状态不仅仅只限于自由落体 ，只要物体

具有竖直向下的等于g的加速度就处于完全失重状态．例如：

不计空气阻力的各种抛体 ，环绕地球做匀速圆周 的卫

星等，都处于完全失重状态．

在完全失重的状态下，由于重力产生的一切现象都不存在

了．例如，物体对水平支持面没有 ，对竖直悬线没有拉 

力，不能用天平测物体的质量，液柱不产生压强，在液体中的

物体不受浮力等等.



(对应学生  P50)

解决该类问题时，首先明确研究对象的 情况和受力情

况，然后确定加速度方向，最后根据 第二定律求解．



一同学想

时他携带了一个质量为

统，砝码悬挂在力传感器上．

间断，一直到最 停止．在这个过程

力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如下图所示．取重力加速度

根据表格中的数据，求：





(1) 电梯在最初加速阶段的加速度a1与最后 阶段的加速

度a2的大小；

(2)电梯在3.0～13.0 s时段内的速度v的大小；

(3)电梯在19.0 s内上升的高度H.

[尝试解答]  从图象上分析0～3 s砝码受到的拉力大于重

力，处于超重，电梯加速上升；3～13 s拉力等于重力，砝码

处于平衡状态；13～19 s拉力小于重力处于失重．



(1)加速过程 a1＝ ＝
N1－mg 58－50

m 5
m/s2＝1.6 m/s2，减

程 a2＝
mg－N2 50－46

m 5
2 2＝ m/s ＝0.8 m/s .

(2)电梯在 3.0～13.0 s 时段内的速

＝4.8 m/s.

(3)电梯在 19.0 s 内

1

2 1H ＝ a t
2

×0.8



a2＝0.8 m/s2 (2)4.8 m/s[答案] (1)a1＝1.6 m/s2 

(3)69.6 m



高 对超重和失重的考查多为定性分析题，一类是分析

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另一类是台秤上放物体或测力计下悬挂物

体，确定示数的变化．分析这些问题时应注意以下 面思维

误区：

(1)认为超重、失重取决于物体 的速度方向，向上就

超重，向下就失重．

(2)认为物体发生超重、失重时，物体的重力发生了变

化．



(3)对系统的超重、失重考虑不全面，只注意 物体的

受力情况而忽视周围物体的受力情况．



如右图所示，A、B两物体叠放在一起，以相同的初速度

上抛(不计空气阻力)．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A对B的 一定为零 B

．上升过程中A对B的 大于A物体受到的重力 

C．下降过程中A对B的 大于A物体受到的重力

D．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A对B的 等于A物体受到的重

力

[解析] 由于空气阻力不计，两物体只受重力作用，对于

完全失重状态，A对B的 在上升和下降阶段都为零．

[答案] A



1.分清图象的类别，即分清横、纵坐标所代表的物理量

明确其物理意义．

2. 一般情况下要明确图线斜

3. 注意图线中的一纵

坐标的



4. 明确能从图象中获得哪些信息：把图象与具体的题意

、情境结合起来，再结合斜率、特殊点等的物理意义，确定从

图象中反馈出来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解题的突破口或

关键点．

5. 解读图象的另一有效途径是根据图象模拟出相应的物理

情境，把抽象的图象过程转化为具体形象的物理模型，物理模

型能帮助建立清晰的物理图景，起到疏通思路的作用，使物理

问题由难化易、由繁化简．



(2012 调研)如下图(a)所示，木板 ABC 放在光

面上，木板的水平表面 AB 粗糙，光滑表面

为 θ＝37°. 木板右侧与竖直墙壁之间连

传感器受压时，其示数为正值

负值．一个可视为质

程中，传感器记

＝0.6



(1)斜面 BC 的长度；

(2)滑块的质量

； (3) 过



[尝试解答] (1)如下图所示，分析斜面上滑块受力，由牛

顿第二定律得，mgsinθ＝ma1，

解得a1＝6 m/s2.

由传感器记录到的力和时间的关系图象可知，滑块在斜面

上 时间为t1＝1 s，

斜面BC的长度，s＝a1t＝×6×12 m＝3 m.



(2)滑块对斜面 ，N1′＝mgcos θ，

斜面对传感器 F1＝N1′sinθ.

由传感器记录到的力和时间的关系图象可知，

F1＝12 N，联立解得滑块的质量m＝2.5 kg.



(3)滑块滑到 B 点时速度，v1＝a1t1＝6 m/s.

由传感器记录到的力和时间的关系图象可知，滑

木板上滑动的摩擦力 F2＝5 N，时间 t2＝2 s

滑块在水平木板上滑动的加速度

滑块在水平木板上滑

×2×22 m＝8

＝5×

[答案] (1)3 m (2)2.5 kg (3)40 J



解答图象问题的技巧

图象能形象地表达物理规律，鲜明地表示物理量间的关

系．利用函数图象分析物理问题，可使分析过程更巧妙、更灵

活．动力学中常见的图象有v－t图象、x－t图象、F－t图象、 

F－a图象等，解决图象问题的关键在于看清图象的 坐

标所表示的物理量及单位并注意坐标原点是否从零开始，理解

图象的物理意义，能够抓住图象的一些关键点，如斜率、截

距、面积、交点、拐点等，判断物体的 情况或受力情况，

再结合 定律求解．



(2012· 模拟)如右图所示，穿在水平直杆上质量为m

的小球开始时静止．现对小球沿杆方向施加恒力F0，垂直于

杆方向施加竖直向上的力F，且F的大小始终与小球的速度

成正比，即F＝kv(图中未标出)．已知小球与杆间的动摩擦因

数为μ，小球 过程中未从杆上脱落，且F0>μmg.如下图所 

示，关于 中的速度—时间图象正确的是 ( )





[解析] 刚开始 ，加速度 a1＝
F0－μ(mg－kv)

，
m

v 增大时，加速度增大；当速度 v 增大到

度 a2＝
F0－μ(kv－mg)

m
，

减小到 0

[答案] C



(对应学生 P52)

物理建模——传送带模型

几种常见的传送带问题

图示

滑块
可能
的运
动情
况

(1)可能滑
块一直加
速；(2)可
能滑块先
加速后匀
速

(1)v0>v时，可
能一直 ，
也可能先
再匀速； 
(2)v0<v时，可
能一直加速，
也可能先加速
再匀速

(1)传送带较短
时，滑块一直

达到左 
端；(2)传送带
较长时，滑块
还要被传送带
传回右端

(1)可能一直
加速；(2)可
能先加速后
匀速

(1)可能一直
加速；(2)可
能先加速后
匀速；(3)可
能先以a1加
速后以a2加
速



“皮带”问题的判断思路：相对 →摩擦力的方向→

加速度方向→速度变化情况→共速→匀速……受力分析中的

摩擦力突变(大小、方向)发生在v物与v传相同的时刻．

传送带倾斜时，要仔细审题，比较斜面倾角θ与arctanμ的

大小．利用速度—时间图象辅助解答会让过程更加 ．



(2013·宝鸡期末)(14 分)如图所示为某工厂的货物传送装

置，水平 带与一斜面 MP 平滑连接，小物体在此处无碰撞

1

3
能量损失，小物体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μ ＝ 6 . 带运行

的速度为 v0＝5 m/s.在 带上的 N 点将一小物体轻轻地放在

上面，N 点距 带的右端距离为 x＝1.5 m，小物体的质量为 

m＝0.4 kg.设小物体到达斜面最高点 P 时速度恰好为零，斜面

长度 L＝0.6 m，它与 带的夹角为 θ＝30°.( g＝10 m/s2，空气

阻力不计)．求：



(1)小物体 到 带右端时的速度 v 的大小

；

(2)小物体与 带间的动摩

擦 (3)小物体



[思路启迪]   解题时弄清以下问题：

①将小物体轻轻地放在 带上面后， 带对小物体的

滑动摩擦力使小物体加速，需要判断小物体是否一直被加速到

最右端，即小物体在 带上是一直做加速 还是先加速后

随 带做匀速 ？

②小物体冲上斜面后做匀 ，直至速度减为零．



[解题样板] (1)设小物体在斜面上的加速度为a1，对小物

体进行受力分析，由 第二定律得mgsinθ＋

＝ma1

(2分)

因小物体到达斜面最高点P时速度恰好为零，由 学方

程得v2＝

联立解得v＝3 m/s.

(2分)

(1分)



(2) 因为v<v0 ， 所以小物体在 带上一直做匀加速运

动．设加速度为a2，由 第二定律和 学方程得

＝ma2(2分)

v2＝

联立解得μ＝0.3.

(2分)

(1分)

(3)设小物体在 带上 的时间为t，则t＝v/a2

(2分)

小物体与 带的相对路程为Δx＝ ＝3.5 m．

(2分)



[答案] (1)μ1mgcosθ；2a1L

(2)μmg；2a2x (3)v0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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