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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讲　电场力的性质

——划重点之高二期中期末复习精细讲义

考点 1 三种起电方式

考点 2 库仑定律的理解和运用

考点 3 电场强度的理解和计算

考点 4 电场线的理解及应用

考点 5 静电防止与利用

考点 1：三种起电方式

1.摩擦起电

（1）定义∶很多物体都会由于摩擦而带电，这种方式为摩擦起电.

（2）本质∶当两个不同物体互相摩擦时，由于不同物体的原子核对核外电子的束

缚能力不同，束缚能力强的物体在摩擦过程中得到电子带负电，束缚能力弱的物体在摩

擦过程中失去电子带正电.

2.接触起电

（1）产生∶由于带电物体所带的同种电荷之间会相互排斥，如果和另一个导体接

触，带电体上的部分电荷就会转移到这个导体上，使这个导体也带上同种电荷.

（2）本质∶自由电荷（电子）在带电体与导体之间发生转移.

（1）电荷量分配原则（两个完全相同的金属球）

①带同种电荷（电荷量分别为 Q1 和 Q2），接触后平分原来所带电荷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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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带异种电荷（电荷量分别为Q1和-Q2），接触后先中和再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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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接触起电时，两个完全相同的金属球相互接触电荷量分配情况简单，但不同的物

体接触后电荷量分配情况复杂，大多靠实验才能确定.

3.静电感应与感应起电

（1）静电感应：把带电体移近不带电的导体，导体的电荷分布会发生变化的现象.

感应起电的对象一定是金属导体。

（2）感应起电：利用静电感应原理使导体带电的过程.

（3）规律：近端感应异种电荷，远端感应同种电荷.

关于静电感应中导体接地问题，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如图甲所示，当带正电的带电体 C 靠近不带电的导体 A、B 时，如果导体不接地，

由于静电感应现象，靠近 C 的 A 带负电，远离 C 的 B 带等量的正电.

②如图乙所示，当 B 接地时，在导线的连接下，导体 A、 B 和大地组成了一个大

导体，这时近端为 A，而远端为大地由于静电感应，A 带负电，而 B 原来感应出的正电

荷被从大地流来的负电荷（即电子，这里要注意，并非正电荷流入了大地）中和了.

③如图丙所示，如果是 A 接地，导体 A、B 和大地还是组成一个大导体.新的导体

仍然是 A 离带电体 C 最近，大地离 C 最远.由于静电感应，A 仍然带负电.

④如果②③两种情况不是接地，而是改为用手触摸 A 或 B，则结果相同.

【典例 1】塑料板甲和有机玻璃板乙都有绝缘手柄，相互摩擦之后能够带上等量的异种

电荷。验电器最上边是空心金属球，甲和乙能够被放进空心金属球内。某同学把互相摩

擦过的甲和乙伸入球内，甲、乙不接触且都不与金属球接触，若该同学希望验电器箔片

出现张开、闭合、再张开的现象，以下哪种操作能够帮他把希望变成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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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仅甲或者乙伸入球内 B．甲、乙先后伸入球内

C．甲、乙同时伸入球内，然后甲或乙撤出 D．甲、乙先后伸入球内，然后甲或

乙撤出

【答案】D

【详解】A．仅甲或者乙伸入球内后，由于静电感应，验电器箔片一直张开，故 A 错误;

B．甲、乙先后伸入球内，验电器箔片先张开、后闭合，故 B 错误;

C．甲、乙同时伸入球内，感应电荷为零，验电器箔片不动，甲撤出后箔片张开，故 C

错误；

D．甲、乙先后伸入球内，验电器箔片先张开再闭合，乙撤出后箔片又张开，故 D 正确。

故选 D。

【典例 2】已知电子的电荷量为𝑒 = −1.60 × 10−19C，A、B 两个完全相同的金属小球分

别带有电荷量为𝑄A = +3.2 × 10−9C、𝑄B = +1.6 × 10−9C，让两个小球接触，在接触过

程中（　　）

A．球 B 向球𝐴转移了2.5 × 109个电子 B．球 B 向球𝐴转移了5 × 109个电子

C．球𝐴向球 B 转移了2.5 × 109个电子 D．球𝐴向球 B 转移了5 × 109个电子

【答案】B

【详解】两小球接触过程中，电量先中和，后平分，接触后小球的带电量为

𝑄 =
𝑄A + 𝑄B

2 = +2.4 × 10−9C

可知球 B 向球𝐴转移的电子数量为

𝑛 =
𝑄−𝑄B

|𝑒| = 5 × 109个

故选 B。

【典例 3】如图所示，不带电的枕形导体的 A、B 两端各连有一对金箔，当带正电小球 C

靠近 A 端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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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端聚集负电荷，A 端的金箔张开

B．B 端聚集负电荷，B 端的金箔张开

C．用手触摸枕形导体后，移走 C，导体带上正电荷

D．用手触摸枕形导体后，移走 C，导体依然不带电

【答案】A

【详解】AB．当枕形导体的 A 端靠近一带正电导体 C 时，由于静电感应，A 端感应带

负电，B 端因为失去部分电子而带正电，所以 A 端金箔和 B 端金箔都张开，故 A 正确，

B 错误；

CD．用手触摸枕形导体后，大地上电子跑到导体上，移走 C，枕形导体带负电，故 CD

错误。

故选 A。

【典例 4】用金属箔做成一个不带电的圆环，放在干燥的绝缘桌面上。小明同学用绝缘

材料做的笔套与头发摩擦后，将笔套自上向下慢慢靠近圆环，当距离约为 0.5cm 时圆环

被吸引到笔套上，如图所示。对上述现象的判断与分析，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摩擦使笔套带电

B．笔套靠近圆环时，圆环上、下部感应出异号电荷

C．笔套碰到圆环后，笔套所带的电荷立刻被全部中和

D．圆环被吸引到笔套的过程中，圆环所受静电力的合力大于圆环的重力

【答案】C

【详解】A．笔套与头发摩擦后，摩擦使笔套带电，故 A 正确，不符合题意；

B．带电的笔套靠近圆环时，圆环上端感应出与笔套异号电荷，则下端感应电荷与笔套

同号，故 B 正确，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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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圆环中的总电荷为零，不能中和笔套所带电荷，笔套碰到圆环后，笔套和圆环将带

同种电荷，故 C 错误,符合题意；

D．当圆环被吸引到笔套上，是因为圆环所受静电力的合力大于圆环的重力，产生了加

速度，故 D 正确，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典例 5】绝缘泡沫板上安装有一绝缘支架，支架一端通过丝线悬吊着一个金属球。现

通过接触使金属球带上一定量的负电，然后在小球下方（带上绝缘手套）不断叠放原本

不带电的金属硬币，硬币始终未和小球接触，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丝线上的拉力保持不变

B．丝线上的拉力会不断减小

C．最上方的硬币会带正电

D．用不带绝缘手套的手触摸硬币，上方硬币所带电荷会消失

【答案】C

【详解】ABC．根据感应起电原理可知，最上方的硬币会带正电，硬币与小球相互吸引，

丝线拉力变大，故 AB 错误，C 正确；

D．用不带绝缘手套的手触摸硬币，最上方硬币的始终带正电，故 D 错误。

故选 C。

考点 2：库仑定律的理解和运用

1．元电荷、点电荷

(1)元电荷：指最小的电荷量 e＝1.60×10－19 C，所有带电体的电荷量都是元电荷的

整数倍．

(2)点电荷：代表带电体的有一定电荷量的点，忽略带电体的大小和形状的理想化

模型．

2．电荷守恒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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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电荷既不会创生，也不会消灭，它只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或者

从物体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在转移过程中，电荷的总量保持不变．

3．库仑定律

(1)内容：真空中两个静止点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与它们的电荷量的乘积成正比，

与它们的距离的二次方成反比，作用力的方向在它们的连线上．

(2)表达式：F＝k
q1q2

r2
，式中 k＝9.0×109 N·m2/C2，叫做静电力常量．

(3)适用条件：真空中的点电荷（库仑定律适用于真空环境，干燥空气中也基本适

用;适用于静止的点电荷，低速运动的点电荷也基本适用）．

①在空气中，两个点电荷的作用力近似等于真空中的情况，可以直接应用公式；

②当两个带电体的间距远大于本身的大小时，可以把带电体看成点电荷．

(4)库仑力的方向：由相互作用的两个带电体决定，且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

相互吸引．

①对于两个均匀带电绝缘球体，可以将其视为电荷集中于球心的点电荷，r 为两球

心之间的距离．

②对于两个半径较大的带电金属球，要考虑其表面电荷的分布状况. 例如两球球心

间距离为 3r，不是远远大于 r，不能把两球当成点电荷处理．

③不能根据公式错误地推论：当 r→0 时，F→∞.其实，在这样的条件下，两个带电

体已经不能再看成点电荷了．

④在用库仑定律公式进行计算时，无论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均代入电量的绝对值

计算库仑力的大小．

⑤两个点电荷间相互作用的库仑力满足牛顿第三定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⑥库仑力存在极大值，由公式 F＝k
q1q2

r2
可以看出，在两带电体的间距及电量之和

一定的条件下，当 q1＝q2时，F 最大．

4.库仑力的叠加

（1）两个点电荷间的作用力不会因第三个点电荷的存在而改变.

（2）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点电荷对某一个点电荷的作用力等于各点电荷单独对其作

用力的矢量和，如图所示.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5.“三个自由点电荷平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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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条件
每个点电荷受到另外两个点电荷的合力为零或每个点电荷处于另外

两个点电荷产生的合场强为零的位置

平衡规律

6.库仑力作用下的平衡问题和动力学问题

解决库仑力作用

下平衡问题的方

法步骤

库仑力作用下平衡问题的分析方法与纯力学平衡问题的分析方

法是相同的，只是在原来受力的基础上多了电场力．具体步骤如下：

解决与电场力有

关的动力学问题

的一般思路：

【典例 6】对于库仑定律，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凡计算两个电荷间的作用力，都可以使用公式𝐹 = 𝑘
𝑞1𝑞2

𝑟2

B．相互作用的两个点电荷，不论它们的电荷量是否相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库仑

力大小一定相等

C．由𝐹 = 𝑘
𝑞1𝑞2

𝑟2 可知，两个带电小球距离非常近时，库仑力变得无穷大

D．若两个点电荷的电荷量各减为原来的一半，彼此间的距离减半，则它们之间的库

仑力大小减为原来的二分之一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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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A．公式𝐹 = 𝑘
𝑞1𝑞2

𝑟2 适用于真空中的点电荷，当两电荷之间的距离较小时，电荷

不能够看为点电荷，此时公式不成立，故 A 错误；

B．两个点电荷之间的库仑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则不论它们的电荷量是否相等，它们

之间相互作用的库仑力大小一定相等，故 B 正确；

C．公式𝐹 = 𝑘
𝑞1𝑞2

𝑟2 适用于真空中的点电荷，当两电荷之间的距离较小时，电荷不能够看

为点电荷，此时公式不成立，即两个带电小球距离非常近时，不能够认为库仑力变得无

穷大，故 C 错误；

D．根据库仑定律有

𝐹 = 𝑘
𝑞1𝑞2

𝑟2

可知，若两个点电荷的电荷量各减为原来的一半，彼此间的距离减半，则它们之间的库

仑力大小不变，故 D 错误。

故选 B。

【典例 7】两个完全相同的金属小球 A、B 带电量均为+Q（均可看作点电荷），分别固

定在间距为 r 的两处时，两球间静电力的大小为 F，现让另一带电量为−1
2𝑄的相同的金

属小球 C 先后与 A，B 接触，再将 A、B 间的距离变为原来的
1
2，之后移走 C，此时 A、

B 间静电力的大小为（　　）

A．
5

16𝐹 B．5
8𝐹 C．9

4𝐹 D．
9
8𝐹

【答案】B

【详解】根据库仑定律可得

𝐹 = 𝑘
𝑄𝑄
𝑟2 = 𝑘

𝑄2

𝑟2

金属小球 C 与 A 接触，再分开，A、C 带电荷量均为

𝑄A = 𝑄C =
𝑄 + (− 1

2 𝑄)
2 =

𝑄
4

金属小球 C 与 B 接触，再分开，B、C 带电荷量均为

𝑄B = 𝑄C′ =
𝑄 + 1

4 𝑄
2 =

5𝑄
8

所以 A、B 间静电力的大小为

𝐹AB = 𝑘
𝑄A𝑄B

( 𝑟
2 )

2 = 4𝑘
1
4 𝑄 ⋅ 5

8 𝑄
𝑟2 =

5𝑘𝑄2

8𝑟2 =
5
8 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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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B。

【典例 8】如图所示，半径均为 r 的两个金属球，其球心相距为 3r，现使两球带上等量

的同种电荷，电荷量都为 q，设静电力常量为 k。则对两球间的静电力 F 的判断正确的

是（　　）

A．𝐹 = 𝑘𝑞2

𝑟2 B．𝐹 = 𝑘𝑞2

9𝑟2 C．𝑘𝑞2

9𝑟2 < 𝐹 < 𝑘𝑞2

𝑟2 D．𝐹 < 𝑘𝑞2

9𝑟2

【答案】D

【详解】带同种电荷的两金属球，由于同种电荷相互排斥，所带电量集中在两球的外侧，

两带电金属球等效的点电荷间距离大于 3r，故由库仑定律可知，库仑力一定小于距离是

3r 时的库仑力，即

𝐹 < 𝑘
𝑞2

9𝑟2

故选 D。

【典例 9】如图所示，光滑绝缘圆弧形轨道竖直放置。质量均为𝑀，带电量均为 +𝑞的

A、B 两小球分别处于圆心等高处和圆弧最低点。B 球受到水平向左外力𝐹的作用，使

A、B 均处于静止状态。由于 A 球缓慢漏电，导致其高度缓慢降低，B 球仍保持静止状

态。A 球下降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A、B 两球之间的电场力变大 B．A 球所受的支持力大小不变

C．B 球所受外力𝐹不变 D．B 球所受的支持力变大

【答案】B

【详解】AB．A 球下降过程中，对 A 球进行受力分析，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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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似三角形可得

𝑀𝑔
𝑅 =

𝑁A

𝑅 =
𝐹AB

AB

由于𝑅不变，𝑀𝑔不变，AB 距离减小，则 A、B 两球之间的电场力变小，A 球所受的支

持力大小不变，故 A 错误，B 正确；

CD．在 A 球下降过程中，以 A、B 为整体，设 A 球所受的支持力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

𝜃，根据受力平衡可得

𝐹 = 𝑁Asin𝜃，𝑁B + 𝑁Acos𝜃 = 2𝑀𝑔

由于𝑁A大小不变，𝜃逐渐减小，则 B 球所受外力𝐹逐渐减小，B 球所受的支持力逐渐减

小，故 CD 错误。

故选 B。

【典例 10】如图，真空中有三个点电荷固定在同一直线上，电荷量分别为𝑄1、𝑄2和𝑄3,𝑃

点和三个点电荷的连线与点电荷所在直线的夹角分别为60°、90°、和30°。若位于𝑃点的

某负点电荷在这三个电荷的静电力作用下平衡，𝑞 > 0，则三个点电荷的电荷量可能为

（    ）

A．𝑄1 = 2𝑞,𝑄2 = 3𝑞,𝑄3 = 2 3𝑞 B．𝑄1 = −2𝑞,𝑄2 = − 2𝑞,𝑄3 = −2 3𝑞

C．𝑄1 = −2𝑞,𝑄2 = 3𝑞,𝑄3 = −2 3𝑞 D．𝑄1 = 2𝑞,𝑄2 = − 2𝑞,𝑄3 = 2 3𝑞

【答案】C

【详解】AB．负点电荷在𝑃点能平衡，说明这三个电荷在𝑃点合场强为零，若三个点电

荷均为正或均为负，则根据电场强度的叠加法则可知，𝑃点的场强不可能为零，故 AB

错误；

CD．设𝑄1、𝑄2间的距离为𝑟，则根据几何关系可得

𝑃𝑄1 = 2𝑟，𝑃𝑄2 = 3𝑟，𝑃𝑄3 = 2 3𝑟

若在𝑃点产生的合场强为零，则𝑄2产生的电场应与𝑄1、𝑄3产生的合电场大小相等、方向

相反，则𝑄1、𝑄3为同种电荷，𝑄2与𝑄1、𝑄3电性不同，根据矢量三角形与几何三角形相

似，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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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

𝑘𝑄1
(2𝑟)2

3
=

𝑘𝑄2
( 3𝑟)2

2 =

𝑘𝑄3
(2 3𝑟)2

1

可得数值大小关系

𝑄1

2 =
𝑄2

3
=

𝑄3

2 3

故 C 正确，D 错误。

故选 C。

【典例 11】如图，在真空中用两根同样长的绝缘细线，把两个带同种电荷的可视为质

点的小球 A、B 悬挂在一点。两小球的质量分别为 mA、mB，带电量不相等，两球所受

静电力分别为 FA、FB。两小球静止时，细线与竖直方向的偏角相等。则（　　）

A．𝑚A > 𝑚B

B．𝑚A < 𝑚B 

C．𝐹A = 𝐹B 

D．𝐹A > 𝐹B 

【答案】C

【详解】CD．根据库仑定律，两小球之间的静电力为

𝐹A = 𝐹B = 𝑘
𝑞A𝑞B

𝑙2

故 D 错误，C 正确；

AB．分别对两小球受力分析，都受三个力：重力、拉力和静电力，则

𝐺 = 𝑚𝑔 =
𝐹静

tan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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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两小球细线与竖直方向的偏角𝛼相等，结合 CD 选项，可知

𝑚A = 𝑚B

故 AB 错误。

故选 C。

【典例 12】（多选）如图所示，在光滑绝缘水平地面上沿一直线有三个带电小球 A、B、

C（可视为质点），质量均为 m。A、B 两球均带正电，电荷量分别为 3q 和 q，A、B 之

间距离为 L，B、C 之间距离为 2L，为保证三球间距不发生变化，将一水平向右的恒力

F 作用于 C 球，使三球一起向右匀加速直线运动，已知静电力常量为 k，则（　　）

A．C 球带正电 B．C 球带负电

C．恒力 F 的大小为60𝑘𝑞2

𝐿2 D．C 球电荷量的大小为 72q

【答案】BD

【详解】AB．三球一起向右匀加速直线运动，可知 A、B 球受到的库仑力水平向右，

则 C 球带负电，故 A 错误，B 正确；

D．对 A 球，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𝑘
3𝑞 ⋅ 𝑞C

(3𝐿)2 −𝑘
3𝑞 ⋅ 𝑞

𝐿2 = 𝑚𝑎

对 B 球，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𝑘
𝑞 ⋅ 𝑞C

(2𝐿)2 + 𝑘
3𝑞 ⋅ 𝑞

𝐿2 = 𝑚𝑎

解得

𝑞C = 72𝑞，𝑎 = 21𝑘𝑞2

𝑚𝐿2

故 D 正确；

C．以三个小球为整体，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𝐹 = 3𝑚𝑎 = 63𝑘
𝑞2

𝐿2

故 C 错误。

故选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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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3：电场强度的理解和计算

1.电场

(1)定义：存在于电荷周围，能传递电荷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物质．

(2)基本性质：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力的作用．

2.电场强度

(1)定义：放入电场中某点的电荷受到的电场力 F 与它的电荷量 q 的比值．

(2)定义式：E＝
F
q

.单位：N/C 或 V/m.

(3)矢量性：规定正电荷在电场中某点受电场力的方向为该点电场强度的方向．

3.三个场强公式的比较

表达式比较 E＝
F
q

E＝k
Q
r2

E＝
U
d

公式意义 电场强度定义式
真空中点电荷的电场强

度决定式

匀强电场中 E 与 U 的关

系式

适用条件 一切电场 ①真空；②点电荷 匀强电场

决定因素
由电场本身决定，与检

验电荷 q 无关

由场源电荷 Q 和场源电

荷到该点的距离 r 共同

决定

由电场本身决定，d 为两

点沿场强方向的距离

4.电场的叠加

(1)叠加原理：多个电荷在空间某处产生的电场为各电荷在该处所产生的电场场强的

矢量和．

(2)运算法则：平行四边形定则，如图所示．

求电场强度的特殊方法

对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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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带电体电荷分布具有对称性，或带电体产生的电场具有对称性的

特点求合场强的方法。一般选合场强为零的点，先利用点电荷在该点

的场强计算公式 E＝k
Q
r2
求出点电荷的场强，再利用合场强为零确定不

规则平面或导体在该点的场强，然后即可通过对称的方法找到所求位

置的场强。

补偿法

对于残缺不全的球体或规则物体，可以先补上原来模型中的同种电荷，

补上的量要满足题干要求，然后再补上等量的异种电荷，保证正负电

荷相互抵消，对原模型没有产生影响。计算时即可把等量同种电荷先

计算，再把补上的异种电荷单独计算。

极限法

物理中体现极限思维的常用方法有极限法。极限法是把某个物理量推

向极端，从而做出科学的推理分析，给出判断或导出一般结论．极限

思维法在进行某些物理过程分析时，具有独特作用，使问题化难为易，

化繁为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微元法
可将带电圆环、带电平面等分成许多微元电荷，每个微元电荷可看成

点电荷，再利用公式和电场强度叠加原理求出合电场强度

【典例 13】对电场强度的理解，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若移走电场中 P 点的试探电荷，则 P 点的电场强度变为 0

B．匀强电场中电场强度处处相同，所以任何电荷在匀强电场中受力都相同

C．电场强度公式𝐸 =
𝐹
𝑞表明，电场强度的大小与试探电荷的电荷量 q 成反比，若 q

减半，则该处的电场强度变为原来的 2 倍

D．点电荷的电场强度公式𝐸 = 𝑘𝑄
𝑟2表明，点电荷周围某点电场强度的大小，与该点到

场源电荷距离 r 的二次方成反比，在 r 减半的位置上，电场强度变为 r 处的 4 倍

【答案】D

【详解】A．电场强度由电场本身决定，与放不放试探电荷无关，在电场中的 P 点不放

试探电荷，P 点的电场强度不为零，故 A 错误；

B．电荷在电场中所受电场力𝐹 = 𝑞𝐸，电荷电场中所受电场力与 q、E 有关，匀强电场

中的电场强度处处相同，电荷的电荷量 q 不同，电荷在其中受力不同，故 B 错误；

C．公式𝐸 =
𝐹
𝑞是电场强度的定义式，电场强度由电场本身决定，电场中某点的电场强度

的大小与试探电荷所带的电荷量大小无关，故 C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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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公式𝐸 = 𝑘𝑄
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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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空中点电荷电场强度的决定式，则点电荷周围某点电场强度的大小，与该点到场源

电荷距离 r 的二次方成反比，在 r 减半的位置上，电场强度变为原来的 4 倍，故 D 正确。

故选 D。

【典例 14】直角坐标系 xOy 中，M、N 两点位于 x 轴上，G、H 两点坐标如图。M、N

两点各固定在一负点电荷，一电量为 Q 的正点电荷置于 O 点时，G 点处的电场强度恰

好为零，静电力常量用 k 表示，若将该正点电荷移动到 G 点，则 H 点处场强的大小和

方向分别为（　　）

A．
3𝑘𝑄
4𝑎2，沿𝑦轴负向 B．3𝑘𝑄

4𝑎2，沿𝑥轴正向

C．5𝑘𝑄
4𝑎2，沿 y 轴正向 D．

5𝑘𝑄
4𝑎2，沿𝑥轴正向

【答案】A

【详解】正点电荷置于 O 点时，G 点处的电场强度恰好为零，则作为对称点的 H 点处

的电场强度也为零，正点电荷在 H 点的场强大小

𝐸1 =
𝑘𝑄
𝑎2

方向沿 y 轴正向。由于 H 点处的电场强度为零，则两个负点电荷在 H 点的合场强大小

𝐸2 = 𝐸1 =
𝑘𝑄
𝑎2

方向沿 y 轴负向。当正点电荷移到 G 点后，正点电荷在 H 点的场强大小

𝐸3 =
𝑘𝑄

(2𝑎)2 =
𝑘𝑄
4𝑎2 =

𝐸1

4

方向沿 y 轴正向，两个负点电荷在 H 点的合场强大小为𝐸2，方向沿 y 轴负向，因此 H

点处场强的大小为

𝐸4 = 𝐸2−𝐸3 =
3𝑘𝑄
4𝑎2

方向沿 y 轴负向。故选 A。

【典例 15】如图所示，在正方形的四个顶点 ABCD 固定四个电荷量大小相等的点电荷，

K、L、M、N 分别为正方形四条边的中点，O 为正方形的中心。已知 A 点处的点电荷为

正电荷，L 处场强方向垂直于 BC 向右，K 点的场强方向沿 KB 方向指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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