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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西汉时期的《淮南万毕术》记载：

“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

则火生。”这是利用冰透镜对日聚焦取

火的最早记载。如图5.1-8所示，假设F

为冰透镜的焦点，请你在图中完成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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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束光通过透镜的光路如图5.1-9所示，哪幅图是正确的？说明你的理由。

答：正确的是甲。
理由：凸透镜使光会聚，凹透镜使光发散。



3 根据入射光线和折射光线，在图5.1-10中的虚线框内画出适当类型的透镜。



4 同种材料制成的甲、乙两个凸透镜的焦距分别为2cm和3cm，如图5.1-11所

示。请在图中画出平行光分别通过它们之后的光线。哪个凸透镜使光偏折

得更显著些？



5  要想利用凸透镜使小灯泡发出的光变成平行光，应该把小灯泡放在凸透镜的什

么位置？试试看。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利用了前面学过的什么知识？

答：要想利用凸透镜使小灯泡发出的光变成平行光，应该把小灯泡放在凸透

镜的焦点处。我们知道平行于主光轴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会会聚到焦点。

根据光路可逆的原理，如果把小灯泡放在焦点上，那么它发出的光线经过凸

透镜折射后就会变成平行于主光轴的平行光。



6  据新闻报道，一辆家用轿车在太阳下“自燃”。调查发现，火灾是由放在

仪表盘上方防滑垫上的瓶装水引发的。瓶装水是怎样引发火灾的？我们在

森林中游玩时应该如何处理没有喝完的瓶装水？

答：瓶装水引发火灾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的水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形成一个凸透

镜的效果。当阳光穿过装有水的透明瓶子时，瓶子会聚光线，将阳光聚焦在

一个小点上。如果这个聚焦的光斑持续照射在易燃物品上，随着温度的不断

升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

    不要随意丢弃未喝完的瓶装水。即使瓶子中还有剩余的水，也应该将其

带走，而不是留在森林中，或倒掉瓶中的水，踩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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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机的镜头相当于一个凸透镜，图5.2-2甲中的树在照相机的胶片

上所成的像有什么特点？

答：照相机的胶片上所成的像是倒立缩小的。



2 凸透镜是很多光学仪器的主要元件。请说出照相机、投影仪所成的像都有哪

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
1.属于光的折射现象；2.成倒立实像

不同点：
照相机：像距小于物距，像缩小
投影仪：像距大于物距，像放大



2 许多博物馆会在较为精巧的文物前放置凸透镜，如图5.2-9所示。通过凸透镜

看到的像是什么样的？像在凸透镜的哪一侧？

答：正立放大的虚像，像和物体在凸透镜同侧。



4 请你说一说，在使用本节“想想做做”中自制的模型照相机时，如果想让像

变大一些，应该怎么操作？

答：景物不变，凸透镜（镜头）靠近景物，

作为光屏的薄膜适当远离透镜。



5 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像，有实像也有虚像。例如，电影幕布上的像是实像，镜

子中的像是虚像。请你再各举出一个生活中能看到的实像和虚像的例子。

答：实像：小孔成像、照相机成像、监控镜头成像……
    虚像：放大镜成像、平静水面中物体倒影、看到水中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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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分别说一说照相机、投影仪、放大镜是如何应用凸透镜成

像的规律工作的。

答：照相机：当u>2f时,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投影仪：当2f>u>f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

    放大镜：当u<f时,成正立、放大的虚像



2 找一个圆柱形的玻璃瓶，里面装入水。把一支笔放在玻璃瓶的一侧，透过

玻璃瓶，可以看到这支笔（图5.3-3）。如果把笔由靠近玻璃瓶的位置向远

处慢慢地移动，你会看到什么现象？实际做一做，验证你的猜想。

答：观察到的现象是：
笔靠近水杯时，开远离像变大；
超过一定距离后笔尖反转，且越远像
越小。



3
某同学用放大镜观赏邮票。如果想让像变得更大一些，他应该怎样做？

答：想让像变得更大一些，

透镜适当远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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