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四　压强和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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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考点一　压力 

近8年本省中考没有单纯针对压力内容命题,个别出现考题是将压力知识结合其它知识点一

起考查,如年第8题、年第7题结合大气压强知识、压强定义式考查压力大小计算。考试说

明没有对压力作明确要求。

1.压力

(  1  )定义:　垂直　作用在物体表面上力叫压力,压力是因为施力物体发生弹性形变对与其

接触物体产生力,压力也是弹力。 
(  2  )方向:指向受力物体并　垂直　于受压物体表面。 
(  3  )作用点:受力物体表面(  作图时也可画在物体中心  )。

(  4  )大小:当物体静止在水平面上时,重物对水平面压力大小与本身重力大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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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2.压力示意图 

3.作用效果:受到压力物体会发生　形变　。 
4.影响压力作用效果原因

(  1  )与压力大小相关: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力越　大　,压力效果越显著。 
(  2  )与受压面积大小相关:压力一定时,受压面积越　小　,压力效果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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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典例1　如图所表示,作出物体对墙面压力。 

【解析】压力作用点在受压物体表面,方向与受压物体表面垂直,作图时可标出垂直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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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1.(  ·淮南二模  )如图,一个烧杯静止在粗糙斜面上,烧杯内有一小球悬浮于水中,请画出烧杯

对斜面压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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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考点二　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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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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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典例2　在杂技演出中,总重为600 N人站立在六个鸡蛋上,鸡蛋放在泡沫板凹槽内,泡沫板

凹槽增大了鸡蛋　　　　,从而减小压强来保护鸡蛋。假如脚与鸡蛋总接触面积约为

1.2×10-3 m2,此时脚对鸡蛋压强为　　　　Pa。 

【答案】 受力面积　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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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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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2.在如图所表示实例中,为了增大压强是 (  A  )

【解析】菜刀刀刃做得很薄,是在压力一定时,经过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A项符合题意

;滑板做得宽大、铁轨下铺枕木、书包带加宽,均是在压力一定时,经过增大受力面积来减

小压强。 第11页



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考点三　液体压强 

高频考点,本省中考常在填空题考查液体压强计算。考试说明要求能推导出液体压强计

算公式,并能利用关系式p=ρgh进行简单计算(  含对其变形式应用  )。

1.液体内部压强特点

(  1  )产生原因:液体受到　重　力且含有　流动性　。 
(  2  )液体内部压强规律:

①液体内部向　各个方向　都有压强。 
②同种液体、同一深度向各个方向压强　都相等　。 
③液体压强随深度增大而增大,同种液体,深度越深,压强越大。

④液体压强还跟液体　密度　相关,深度相同时,液体密度大压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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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2.液体压强大小

(  1  )液体压强公式:　p=ρgh　,计算时各物理量单位均应取国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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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3.连通器

(  1  )定义:上端开口、下端连通容器叫做连通器。

(  2  )原理:连通器内同种液体　静止　时,连通器内与大气相通各

个液面是　相平　。 
(  3  )应用:茶壶口与壶身组成连通器、锅炉水位计与锅炉内容器

组成连通器、乳牛自动喂水器、排水管U形“反水湾”、船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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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典例3　(  ·江苏连云港  )如图所表示,关于液体中a、b、c、d四点压强说法中正确是 (  　　  

)

A.d点压强最大 B.c点压强最大

C.b点压强最大 D.a点压强最大

【解析】由图可知,a、c两点深度相同,b、d两点深度相同,但盐水密度大于纯净水密度,依

据公式p=ρgh可知,a点压强大于c点压强;b点压强大于d点压强;又因为b点深度大于a点深

度,所以b点压强最大,C项正确。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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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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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典例4　(  ·湖南邵阳  )年5月30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世界最深
处马里亚纳海沟下潜,最深潜深6699 m,获取到深海岩石、沉积物

及近底海水样品,以供科学研究。“蛟龙号”在6600 m深处受到海水

压强是　　　　Pa(  海水密度取1×103 kg/m3,g取10 N/kg  )。 
【解析】“蛟龙号”受到海水压强p=ρ海水gh=1×103 kg/m3×10 
N/kg×6600 m=6.6×107 Pa。

【答案】 6.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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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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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考点四　大气压强 

近8年本省中考在年第8题、年第12题、年第16题考查了大气压相关知识。考

试说明要求知道一个标准大气压大小,能利用大气压知识说明一些相关实际问

题,如气压与沸点,生活中利用大气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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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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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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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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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典例5　(  ·辽宁锦州  )关于托里拆利试验,下面说法中正确是 (  　　  )

A.玻璃管内径越大,管内和管外水银面高度差越小

B.往水银槽内多倒些水银,管内和管外水银面高度差增大

C.玻璃管倾斜,管内和管外水银面高度差不变

D.玻璃管内水银柱上方进入一些空气,管内和管外水银面高度差不变

【解析】玻璃管内径大小不会影响水银柱高度,A项错误;往水银槽内多倒些

水银,不会影响水银柱高度,B项错误;水银柱高度是指竖直高度,玻璃管倾斜

会使长度增加,但高度不变,C项正确;玻璃管顶部进入空气,产生一定压强,会

使水银柱高度减小,D项错误。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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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4.到云南旅游北方游客在当地就餐时,经常会感觉米饭夹生或不熟,

是因为当地海拔较高,气压较　低　(  选填“高”或“低”  ),使水沸点　
降低　(  选填“升高”或“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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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考点五　流体压强 

近8年本省中考没有出现相关考题。考试说明没有明确要求。

1.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在气体和液体中,流速越大位置,压强越小。

2.飞机升力:如图所表示,飞机机翼横截面上表面弯曲,下表面较平,飞机前行时,机翼上方空

气流速较大,压强较小;下方空气流速较小,压强较大,上下表面存在压强差,进而产生压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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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典例6　(  ·长春  )以下实例中,不能用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解释是 (  　　  

)

A.飞机机翼取得升力

B.用活塞式抽水机抽水

C.火车站站台设置安全线

D.两船并列航行时要保持安全距离

【解析】活塞式抽水机抽水利用是大气压,B项符合题意。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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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六 考点七 考点八

5.我国完成了速度超出400 km/h高铁交会试验,两列高速运行列车

交会过程中,产生“强吸力”原因是两车之间空气 (  C  )

A.流速大,压强大 B.流速小,压强小

C.流速大,压强小 D.流速小,压强大

【解析】两列高速运行列车交会过程中,两列列车之间空气流动速

度很大,压强小,列车外侧压强不变,列车外侧受到压强大于内侧受

到压强,两列列车之间产生“强吸力”,C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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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六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七 考点八

考点六　浮力 

高频考点,中考中对浮力考查常结合二力平衡计算浮力大小、物体排开液体体积、物体密

度等。预测年中考极有可能在填空题中考查上述内容。

1.定义:浸在液体中物体受到　向上　力,这个力叫做浮力。 
2.方向:竖直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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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六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七 考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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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表示,一薄壁圆柱形容器盛有水,用弹簧测力计竖直吊着重为G=10 N实心物

块浸在水中,物块处于静止状态,与物块未浸入水中相比较,以下说法正确是 (  　　  )

A.物块受到浮力等于10 N

B.水对容器底部压力增加量等于10 N

C.水对容器底部压力保持不变

D.容器对水平地面压力增加量小于10 N

【解析】由图可知,物块处于静止状态时弹簧测力计示数不为零,物块受到浮力小于

10 N,A项错误;依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关系知物块对水压力也小于10 N,故水对

容器底部压力增加量也小于10 N,容器对水平地面压力增加量也小于10 N,B、C项错

误,D项正确。

【答案】 D

考点六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七 考点八

典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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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六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七 考点八

6.两个物体分别挂在弹簧测力计上,将它们同时浸没到水中,发觉两个弹簧测

力计示数不为零,但减小值相同。由此能够判断 (  B  )

A.两个物体一定处于液体中相同深度

B.两物体所受浮力相同

C.在水中时,弹簧测力计示数是相同

D.在空气中,弹簧测力计示数是相同

【解析】因为物体都浸没在水中,所以F浮=G-F',即两物体受到浮力相同,B项

正确;由两物体受浮力相同可知,两物体所排开液体体积相同,而浸没水中物体

受到浮力与所处深度无关,A项错误;仅知道物体受浮力大小关系,依据F浮=G-

F'不能确定物体在空气中弹簧测力计示数、浸没水中后弹簧测力计示数大小

关系,C、D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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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六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七 考点八

考点七　阿基米德原理 

高频考点(  年第22题、年第22题、年第10题、年第9题、年第10题  ),考试说明要求能准确

表述阿基米德原理,能利用公式F浮=ρ液gV排进行简单计算。

影响浮力大小原因

由阿基米德原理可知浮力大小是由物体所排开液体(  气体  )重力决定,那么浮力大小与

物体排开液体(  气体  )体积、液体(  气体  )密度相关,而与物体本身体积、形状、密度及浸

入液体深度都无关。 第32页



考点六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七 考点八

典例8　老师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烧杯、一个弹簧测力计和一根细线,要求测量小石块密度。

小强将小石块挂在弹簧测力计下端,示数如图甲所表示,再将小石块浸没在水中,示数如图乙所

表示,则小石块浸没在水中时受到浮力为　　　　N,小石块密度为　　　　g/cm3(  已知水密

度为1.0×103 kg/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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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六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七 考点八

【答案】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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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六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七 考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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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六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四 考点五 考点七 考点八

典例9　 

 (  ·合肥包河区一模  )如图所表示,将一个生鸡蛋放入盛有清水烧

杯中,然后逐步向水里添加食盐并轻轻搅动,观察发生试验现象。

图中能大致反应鸡蛋所受浮力大小F浮与液体密度ρ液关系图像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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