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压强（考点解读）（解析版）

   

1、压强的定义及计算

（1）压强：压力的作用效果，数值上等于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

（2）压强公式：
S

p F
 ；

（3）压强 p的单位是帕斯卡（简称为帕），符号是 Pa。

2、减小或者增大压强的方法及其应用

减小压强方法：

（1）压力一定，增大受力面积；

（2）受力面积一定，减小压力；

（3）同时减小压力，增大受力面积．

应用：①载重卡车装有许多的车轮；②房屋建在较大的地基上；③书包带做得较宽。

增大压强方法：

（1）压力一定，减小受力面积；

（2）受力面积一定，增大压力；

（3）同时增大压力，减小受力面积．

应用：①速滑运动员的冰鞋装有冰刀；②投向靶盘的飞镖；③用力刹车。

3、压力和重力的区别

（1）压力：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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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力产生的条件：压力是相互接触的物体因相互挤压使物体发生形变时在接触面之间

产生的力。

（3）压力方向：压力的方向与受力物体的表面垂直且指向受压物体。

（4）压力作用点：压力的作用点在受压物体的表面上。

（5）辨析：重力和压力的区别

 重力 压力

定义 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 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

产生原因 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产生 由于物体对物体的挤压而产生

方向 总是竖直向下 垂直于受压面且指向被压物体

作用点 物体的重心 在受压物体的表面上

施力物体 地球 对受力物体产生挤压作用的物体

联系 在通常情况下，静止在水平地面上的物体，其重力等于物体对地面的压力

注意点
压力不一定是由于物体受到重力而引起的；物体由于受到重力的作用，可

以产生压力，但压力的大小不一定等于物体的重力。

（6）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压力和受力面积．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力越大，压力的作

用效果越明显；压力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4、固体压强大小的比较

固体压强的比较：

（1）准确判断压力、受力面积及其变化：固体压强的大小与压力的大小、受力面积有关。

（2）找准产生压强的压力和该压力的受力面积是关键；抓住“谁对谁的压强”，找到压力

的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以及这两个物体的接触面积就可以准确判断压力和受力面积。利用

公式
S

p F
 ，采用控制变量法。

5、探究影响压力的作用效果的因素

【实验目的、原理、方法】

①实验目的：探究压力作用效果与上面因素有关；

②实验原理：
S
FP  ；

③实验方法：控制变量法、转换法。



【实验器材】



小桌子、海绵、砝码。

【器材作用及图像】

①小桌子：实验主体；

②砝码：提供压力；

③海绵：体现压力作用效果。

【实验步骤】

步骤①如图甲，把小桌腿朝下放在泡沫塑料上；观察泡沫塑料被压下的深度；

步骤②如图乙，在桌面上放一个砝码观察泡沫塑料被压下的深度；

步骤③再把小桌翻过来，如图丙，观察泡沫塑料被压下的深度。

【实验结论及应用】

海绵被压下的深度与压力的大小和受力面积的大小有关：

①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力越大，作用效果越明显；

②压力大小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作用效果越明显。

考点 1  压强的定义及计算  

【典例 1-1】“爱物理，爱生活”，对一些生活常识的认知是科学素养的重要方面，下列对

一些生活中的相关物理量估测比较贴近事实的是（　　）

A．一位中学生受到的重力约 60N

B．人骑自行车的速度大约为 5km/h

C．一位中学生正常站立对地面的压强约 1×104Pa

D．托起一张物理试卷的力大约为 2N

【答案】C。

【解答】解：AC、中学生的质量在 50kg 左右，受到的重力大约为 G＝mg＝50kg×10N/kg

＝500N 左右，双脚站立时与水平地面的接触面积在 0.05m2

 典例分析＋变式训练



左右，双脚对水平地面的压强在 p＝ ＝ ＝ ＝1×104Pa 左右，故 A 错误、C

正确；

B、人骑自行车的速度大约为 5m/s，即 18km/h，故 B 错误；

D、托起一张物理试卷的力大约为 0.01N，故 D 错误。

故选：C。

【典例 1-2】一块砖块平放在水面地面上，其对地面压强为 2000 帕，表示砖块对地面每平

方米上的 　压力为 2000 牛　。当砖块由平放变成竖放时，水平地面受到砖块的压力 　

不变　，压强 　变大　（选填“变小”、“不变”或“变大”）。

【答案】压力为 2000 牛；不变；变大。

【解答】解：2000 帕表示 1 米 2 面积上所受的压力为 2000 牛；

一块砖块由平放变成竖放时，水平地面受到砖块的压力等于重力，重力不变，压力不变；

受力面积减小，根据 p＝ 可知，压强变大。

故答案为：压力为 2000 牛；不变；变大。

【变式 1-1】下列是小明对身边物理量的估测，其中符合实际的是（　　）

A．中学生的正常体温约为 38℃

B．全新的 2B 铅笔的长度约为 18cm

C．眨一次眼所用的时间约为 1min

D．正常步行时人对地面的压强约为 500Pa

【答案】B。

【解答】解：A、中学生的正常体温约为 37℃，变化幅度很小，故 A 错误；

B、中学生伸开手掌，大拇指指尖到中指指尖的距离（一拃）大约 15cm，一支全新 2B

铅笔的长度略大于此数值，约为 18cm，故 B 正确；

C、人们常用“眨眼之间”形容时间短，所以眨一次眼睛的时间不到 0.5s，故 C 错误；

D、他的体重大约是 500N，一只鞋的面积大约是 200cm2，则他正常步行时对地面的压强

p＝ ＝ ＝ ＝2.5×104Pa，故 D 错误。

故选：B。

【变式 1-2】两个物体甲和乙通过细绳与轻质弹簧测力计连接在一起，物体甲重 4N，物体

乙重 7N，如图两物体都静止。此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4　N，若乙物体的底面积为

10cm2，则乙对水平桌面的压强为　3000　Pa。



【答案】4；3000。

【解答】解：（1）物体甲受竖直向下的重力 G 甲＝4N，竖直向上的弹簧的拉力 F 而静止，

处于平衡状态，

由平衡条件得，F＝G 甲＝4N，

因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所以，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4N；

（2）物体乙受竖直向下的重力 G 乙＝7N、竖直向上的弹簧的拉力 F＝4N、竖直向上的地

面的支持力 FN 作用而静止，处于平衡状态，

由平衡条件得：G 乙＝F+FN，

则 FN＝G 乙﹣F＝7N﹣4N＝3N，

因乙物体对地面的压力与地面对它的支持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所以，乙物体对地面的压力也是 3N，

乙对水平桌面的压强：

p＝ ＝ ＝3000Pa。

故答案为：4；3000。

考点 2  减小或者增大压强的方法及其应用    

【典例 2-1】如图所示的实例中，为了增大压强的是（　　）

A． 在铁轨下面铺枕木 B． 书包带做得较宽

C． 切鸡蛋的钢丝很细 D． 滑雪板底面积较大

【答案】C。

【解答】解：A



、在铁轨下面铺枕木，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故 A 不合题意；

B、书包带做得较宽，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故 B 不合题意；

C、切鸡蛋的钢丝很细，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故 C 符合题

意；

D、滑雪板底面积较大，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故 D 不合题

意。

故选：C。

【典例 2-2】小区里有小石子铺的路，如图所示，穿着软底鞋或光着脚走在上面可以健身，

它的原理是：脚底对石子压力一定时，脚底与石子的接触面积 　减小　，压强 　增大　，

从而对脚底的刺激增强（均选填“增大”、“不变”或“减小”）。

【答案】减小；增大。

【解答】解：人在路面行走时，人对地面的压力不变，当穿着软底鞋或光着脚走到有小

石子铺成的路面上时，脚底对石子压力没有改变（压力等于人的自身重力），脚与路面

的接触面积变小，从而压强增大，能起到按摩保健的作用。

故答案为：减小；增大。

【变式 2-1】如图所示的日常用品，使用时有利于减小压强的是（　　）

A． 逃生锤的锤头 B． 剥皮器的刀片

C． 锥子的锥尖 D． 图钉的钉帽

【答案】D。



【解答】解：A、逃生锤的锤头很尖，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

故 A 错误；

B、剥皮器的刀片，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故 B 错误；

C、锥子的锥尖，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故 C 错误；

D、图钉的钉帽，是为了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小压强，故 D 正确。

故选：D。

【变式 2-2】甲、乙两图分别是盲道和鞋底的图片，它们上面都有凹凸不平的花纹。盲道上

的花纹是通过减小受力面积，从而 　增大压强　；而鞋底花纹是通过增大接触面粗糙程

度，从而 　增大摩擦力　。

【答案】增大压强；增大摩擦力。

【解答】解：盲道上凸起的圆点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

鞋底花纹是在压力一定时，通过增大接触面粗糙程度，从而增大摩擦力。

故答案为：增大压强；增大摩擦力。

考点 3  压力和重力的区别   

【典例 3-1】如图所示，水平地面上静止叠放着 A、B 两物体，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 物体受到的支持力与 B 物体受到的压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B．A 物体受到的重力与 A 物体受到的支持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C．B 物体在两个力的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

D．B 物体受到的压力就是 A 物体的重力

【答案】A。

【解答】解：A．A 物体受到的支持力与 B 物体受到的压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

用在同一直线上、作用在两一物体上，是一对相互作用力，故 A 正确；

B．A 物体受到的重力与 A 物体受到的支持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

作用在同一物体上，，是一对平衡力，故 B 错误；

C．B 物体此时受到重力，桌面对它的支持力、A 对 B



的压力，在三个力的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故 C 错误；

D．压力和重力的产生原因、施力物体、受力物体都不同，不能说压力就是重力，故 D

错误。

故选：A。

【典例 3-2】物体 A 重力为 10N，如图甲所示，对它施加一个竖直向下的 F＝20N 的作用力，

则水平地面受到的压力为 　30　N；若如图乙所示，水平力 F＝20N 作用在物体 A 上，

竖直墙面受到的压力是 　20　N。

【答案】30；20。

【解答】解：物体 A 重力为 10N，对它施加一个竖直向下的 F＝20N 的作用力，则水平

地面受到的压力为：

F 压 1＝GA+F＝10N+20N＝30N；

若如图乙所示，水平力 F＝20N 作用在物体 A 上，竖直墙面受到的压力为：

F 压 2＝F＝20N。

故答案为：30；20。

【变式 3-1】下列关于压力的描述正确的一项是（　　）

A．压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

B．压力的方向是垂直于受力面并指向受力物体

C．压力的大小就等于物体的重力

D．压力是由于物体的重力产生，所以压力就是重力

【答案】B。

【解答】解：AB．压力的方向是垂直于受力面并指向受力物体，并不一定竖直向下，故

A 错误、B 正确；

CD．重力是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产生的力，压力是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因此压力

和重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力，压力不是重力；压力不一定是由于物体的重力产生，其大

小不一定相等，只有物体放在水平面上，物体对水平面的压力大小才等于重力，故 CD



错误。

故选：B。

【变式 3-2】如图所示，水平地面上有一静止物体重为 20N，则物体对地面压力大小为 　

20N　，压力方向是 　垂直于地面向下　。

【答案】20N；垂直于地面向下。

【解答】解：因为物体放在水平地面上，所以压力的大小与物体的重力大小相等，即 F＝

G＝20N，方向垂直于地面向下。

故答案为：20N；垂直于地面向下。

考点 4  固体压强大小的比较   

【典例 4-1】如图所示，边长分别为 0.2m 和 0.1m 的实心正方体 A、B 放置在水平地面上，

质量均为 8kg。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实心正方体 A、B 的密度之比为 8：1

B．若沿竖直方向分别截去相同厚度，则剩余部分对地面的压强关系为 pA＞pB

C．若沿水平方向分别截去相同质量，则剩余部分对地面的压强关系为 pA＞pB

D．将沿 B 水平方向截取一部分，并将截取部分置于 A 上表面，它们对地面的压强可能

相等

【答案】D。

【解答】解：A、由题意可知：mA＝mB，SA＝4SB，VA＝8VB，

根据 p＝ ＝ ＝ ＝ ，可得：

pB＝4pA，ρB＝8ρA，故 A 错误；

B、若沿竖直方向分别截去相同厚度，根据 p＝ ＝ ＝ ＝ ＝ ＝ρgh，

可知，剩余部分对地面的压强不变，

所以，pB＝4pA，故 B 错误；

C、若沿水平方向分别截去相同质量，假设截去一半质量，



根据 p＝p＝ ＝ ＝ ，A、B 对地面压强均变为原来的一半，

可得：pB＝4pA，故 C 错误；

D、将 B 沿水平方向截取一部分，假设截取部分质量为Δm，并将截取部分置于 A 上表

面，

根据 p＝ ＝ ＝ 得：

它们最终对地面的压强分别为 pB＝ ，pA＝ ，

又因，SA＝4SB，

若 mA+Δm＝4（mB﹣Δm），

即：8kg+Δm＝4（8kg﹣Δm），

Δm＝4.8kg 时，它们对地面的压强相等，

故 D 正确。

故选：D。

【典例 4-2】如图所示，两根手指所受压力大小 　相等　（选填“相等”或“不相等”），

两指面的凹陷程度 　不相同　（选填“相同”或“不相同”），这表明压强大小与 　

受力面积　有关。

【答案】相等；不相同；受力面积。

【解答】解：

（1）铅笔处于静止状态，其受到两手指的压力是一对平衡力，所以两手指对铅笔的压力

大小相等；

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两手指受到铅笔的压力大小也相等。

（2）用手拿着铅笔两端往里压时，两手指受到的压力大小相同，但受力面积不同，指面

的凹陷程度是不同的，笔尖那端的指面凹陷较深，压力的作用效果明显。

这表明：压力相同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压强大小与受力面积有

关。

故答案为：相等；不相同；受力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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