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讲 共点力的平衡与受力分析



什么是共点力？

F1
F2

如果一个物体受多个力作用，这些力

都作用在物体上的同一点，或者虽不作用

在同一点上，但它们的作用线相交于同一

点，这几个力叫做共点力。



平衡状态

想一想：速度
等于０与静止
是一回事吗？

静止

匀速直线运动

平衡条件

二力平衡条件

多个共点力的平衡条件

如果物体受到多个共点力作用处于平衡状态，则其
中任意一个力一定与其余的力的合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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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如图所示，某人静躺在椅子上，椅子的靠背与水平面之间有固定倾斜角 θ。若此人

所受重力为 G，则椅子各部分对他的作用力的合力大小为(  ) 

 

A．G      B．Gsinθ          C．Gcosθ           D．Gtanθ 

答案：A



【答案】B

【解析】原来平衡时，N个力的合力为零，其余N-1个力的合力与F1等大反

向。当F1逐渐减小时，物体所受的合力逐渐增大，与F1反向，选B。

【例2】N个共点力作用在一个质点上，使质点处于平衡状态。当

其中的某个力F1逐渐减小其余的力都保持不变时，物体所受的合

力（ ）

A．逐渐增大，与F1同向 B．逐渐增大，与F1反向

C．逐渐减小，与F1同向 D．逐渐减小，与F1反向



【解析】多个共点力的平衡可转化为二力平衡问题处理，故选项A、B

说法正确。撤去其中的两个力或三个力，剩余的力有可能合力仍为零

（即撤去的这些力合力可能为零），则C项说法错误，D说法正确。

【答案】C

【例3】共点的五个力平衡，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其中四个力的合力与另外的第五个力一定等大反向

B．其中三个力的合力与其余的另外两个力的合力一定等大反向

C．若撤去其中的两个力后，且其余力不变，则物体一定不平衡

D．若撤去其中的三个力后，且其余力不变，则物体可能仍保持平衡



受力分析
【例4】物块P被竖直弹簧支撑着夹在地面和倾斜的天花板MN之间，则P可

能受到几个力的作用（ ）

A. 重力、支持力

B. 重力、支持力、压力

C. 重力、支持力、摩擦力

D. 重力、支持力、压力、摩擦力

【注】①接触不一定有弹力（可用假设法）；

②摩擦力是被动力，它依存于压力。

【答案】AD



【例5】滑块A沿着斜面B匀速下滑，斜面B始终在水平地面上保持静止。

试分析A、B的受力。

 

【注】由于A匀速运动，故B不受地面的静摩擦力。如果A是加速下

滑或减速下滑，那么B一定受地面的静摩擦力。



①明确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可以是单个物体或物体系（整体）。

【总结】受力分析一般应遵循如下思路：

④检查：防止多画力、漏画力、画错力。

③正确画出受力示意图：对不同对象的受力图要用隔离法分别画出，

对于可视为质点的物体，可将各力的作用点平移至该点。

②按顺序分析物体的受力：一般按重力、弹力、摩擦力、电场力、

磁场力等顺序分析。



①只分析研究对象所受到的力，不分析研究对象对其它物体的施力。

⑥如果有一个力是否存在或者力的方向难以确定，可用假设法分析。

⑤不要错误地认为作用在其他物体上的力可以通过“力的传递”作用在研

究对象上。

④合力与分力不能同时作为物体的受力画出。

③每当分析一个力时，都应找到它的施力物体。

②只分析物体所受到的性质力，不要把“效果力”与“性质力”重复分析。

受力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⑦在分析多个物体的受力时，有时根据力的相互性检查作用力和反

作用力是否有遗漏情况。

⑩有些力，如空气的浮力、空气的阻力等是否需要考虑，需要因情况而

定。一般不做特别说明时，不考虑空气浮力、空气阻力等。

⑨在分析整个系统受外力时，注意区分内力和外力，内力不画在整体的

受力图上。

⑧在检查分析受力时，一般根据接触力和非接触力进行检查，先围绕对

象一周检查接触力（弹力和摩擦力），再检查非接触力（重力、电力、

磁力）。



【例6】物块A、B放在物块C上，其中B和C受到一对大小相等、方向

相反的水平力F的作用，但三个物块均保持静止不动。分析三个物块各

自的受力情况。

B受四个力：重力、支持力、拉力、摩擦力；
【注】整体分析可知，

C不受地面的静摩擦力。

A受两个力：重力、支持力；

C受六个力，见右图：



【例7】四块砖完全相同（重均为mg），夹在两夹板之间保持静止，试分析每一块

砖受摩擦力的情况。 【解析】（1）根据对称性可知：1、2号的受力与3、4号砖的受力

情况完全对称，只需分析一半即可。

（2）根据整体法与隔离法，采用如下顺序：

① 1号砖左侧面（整体法）：竖直向上2mg；

② 1号砖右侧面（隔离法）：竖直向下mg；

③ 2号砖左侧面（相互性）：竖直向上mg；

④ 2号砖右侧面（隔离法）：不受摩擦力。（或分析1和2整体）
【注】也可以根据

受力的对称性得到2、

3号砖块接触面处无

摩擦力（否则破坏

对称性）。



【例 10】（2013 华一自招）如图所示，GA=10N，GB=20N，现用一水平向右的力 F 作用于

物体 A 上，使 A 向右匀速滑动，则弹簧秤的示数为         N，拉力 F 为        N。（已

知物体 A、B 间 B 和地面间的摩擦因数均为 =0.2  ，其余摩擦不计） 

 

【解析】（先用隔离法分别画出 A、B 的受力图） 

设弹簧秤的示数为 T，先分析 B 物体的受力，有水平方向三力平衡 

    ( ) 8 NA A BT G G G = + + =  

再分析 A 物体的受力，得到 

2 18NAF T G= + =   

【例 8】



【点评】在受力分析时，只要不是轻质物体，都会分析重力。只要看到

接触面，都会考虑弹力和摩擦力，因为这两种力是接触力。分析弹力时，

要切记“接触“仅仅是产生弹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而摩擦力

又依存于弹力。上面的几道例题中，受力分析的难点都在摩擦力上，特

别是对静摩擦力有无和方向问题的分析，有时不好把握，这需要我们综

合多方面的信息和策略进行综合判断。比如我们可以综合用“假设法”、

“整体分析法”、“对称性”等，再结合物体的运动状态进行分析。在涉及

到对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物体运动“整体分析法”时，所取的“整体”，

可以是“小集体”或“大集体”，读者可以结合例7反复进行体会。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