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讲 重力、弹力、摩擦力



（1）概念：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叫重力。

mgG =

（3）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即垂直于水平面向下）。

1. 重力

（2）重力的大小：

（4）重力的作用点——重心：物体的各部分所受重力的等效作用点。



【例1】关于重力与重心，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重力就是地球对物体的吸引力
B．同一质量的物体在不同的地方所受的重力总是相同的
C．重力的方向总是指向地心的
D．对于规则形状的物体而言，重心不一定在它的几何中心处

【答案】ABC

【总结】
①由于地球的自转，重力不总是等同于万有引力，也正因为如此，重力的方向也
不能认为总是指向地心的。
②g的大小与地理纬度和高度有关。
③重心的位置与物体的形状和质量分布有关。物体的重心也不一定在物体上，只
有形状规则、质量分布均匀的物体的重心才在其几何中心上。



2. 弹力与胡克定律

（1）弹力的概念：发生弹性形变的物体，由于要恢复原状，对跟它接触的物
体会产生力的作用，这种力叫做弹力。

【例2】如图所示，细绳竖直拉紧，小球和光滑斜面接触，则小球受到的力是（ ）

A.重力、绳的拉力
B. 重力、绳的拉力、斜面的支持力
C. 重力、斜面的支持力
D. 绳的拉力、斜面的支持力

【答案】A

【总结】
（1）直接接触的两物体间不一定有弹力，物体之间还必须有挤压形变。
（2）用“假设法”判断弹力的有无：先假设有弹力，看是否能根据运动和力的
关系（如平衡条件）推出与假设相矛盾的结果，若矛盾，说明弹力不存在。



（2）弹力的方向：与物体形变的方向相反，作用在迫使物体发生形变的另一
个物体上。

①对于面与面、点与面接触类的物体间的支持力或压力，弹力的方向垂直于接触
面。

②对于轻质柔软的细绳对物体的拉力，其方向一定是沿着绳的收缩方向。

对弹力的方向判断，有以下几点经验：



③对于轻质的硬杆对物体的弹力，方向不一定是沿杆方向，具体需要根据其
它的受力与物体的运动的性质来判断。

【例3】如图所示，小车上固定着一根倾角为θ角的硬杆，杆的另一端固定一个质
量为m的球，小车正在水平面上向右匀速运动。则杆对球的作用力大小和方向分
别为（ ）

【答案】C

A. cosmg  ，沿杆向上 

B. 
cos

mg


，竖直向上 

C. mg，竖直向上   

D. mg，沿杆向上 



（3）胡克定律

在弹性限度内，弹力F的大小和弹簧的形变量x（伸长量或压缩量）成正比。即

kxF =

其中k为弹簧的劲度系数，与弹簧的材料、形状、圈数、弹簧丝的粗细等因
素有关，其单位是N/m。

【例4】一根轻质弹簧的劲度系数为500N/m，其两端各受的水平力大小皆为50N。则

A. 弹簧的伸长量为 0.1m     B. 弹簧的伸长量为 0.2m 

C. 弹簧的伸长量为 0        D. 弹簧的伸长量为 0.05m 

【答案】A



【例5】S1和S2分别表示劲度系数为k1和k2的两根弹簧，且k1>k2。a和b表示质

量分别为ma和mb的两个小物体，且ma >mb。现将弹簧与物块按如图所示的方

式悬挂起来，要求两根弹簧的总长度最大，则应使（ ）

A. S1在上，a在上 B. S1在上，b在上

C. S2在上，a在上 D. S2在上，b在上

【答案】D

【解析】本题需要整体分析和隔离分析相结合。先分析a、b整体，确认上面

那根弹簧劲度系数较小，即S2在上（此时与a、b的顺序无关）；再隔离分析，

确认下面那个物体较重，即a在下，b在上。



【例6】将一根均匀的轻质弹簧剪成任意的两段，取其中一段与剪断前相比，劲度系数如何变化？
（ ）
A. 一定变大了 B. 一定变小了
C. 一定不变 D. 可能变大了，也可能变小了

【答案】A

【解析】设想将弹簧的下端挂一重物 m，则 

剪断前：mg kx=      ① 

剪断后，再将其串联起来，如图所示 

隔离上面一段分析（将 k2和 m 视为整体）： 1 1mg k x=      ② 

隔离下面一段分析（将 k1的下端视为天花板）： 2 2mg k x=     ③ 

又由于 1 2x x x= +      ④ 

联立①②③④，得
1 2

mg mg mg

k k k
= + ，即

1 2

1 1 1

k k k
= + 。故 1k k ， 2k k 。 



【例7】如图所示，物块质量为m，与其上表面连接的轻弹簧劲度系数为k1，

与其下表面连接的轻弹簧劲度系数为k2，整个系统在竖直方向处于平衡（此时

弹簧k1处于原长）。若要使下面的弹簧的弹力变为物重的3/4，应将上面那根

弹簧的上端点A提高多少？

【分析】下面弹簧的弹力可以是拉力也可以是压力，即弹

簧既可处于伸长状态也可处于压缩状态。本题要分两种情

况讨论。



（1）当下面的弹簧处于拉伸状态时，设 k1 的形变量为 x1，k2 的形变量为 x2，原来 k2的形变量为 x3，

分析 m 的受力可知 

1 1

3

4
mg mg k x+ = （x1 为伸长量） 

又  2 2

3

4
mg k x=   （x2为伸长量） 

2 3mg k x= （x3 为压缩量） 

所以应将上面那根弹簧的上端提高： 1 2 3

1 2

7 1 1
( )

4
x x x mg

k k
+ + = +  



（2）当下面的弹簧处于压缩状态时，同理可得 

2 2

3

4
mg k x=  （x2为压缩量） 

1 1

3

4
mg mg k x− =  （x1为伸长量） 

2 3mg k x=  （x3为压缩量） 

所以应将上面那根弹簧的上端提高  1 3 2

1 2

1 1 1
( ) ( )

4
x x x mg

k k
+ − = + 。 



3. 摩擦力 

项目 静摩擦力 滑动摩擦力 

概念 

相互接触的物体，当它们具有

相对运动趋势时就会在接触面上

产生一对阻碍相对运动趋势的

力，这种力叫做静摩擦力。 

相互接触的物体，当它们发生相对

运动时就会在接触面上产生一对

阻碍相对运动的力，这种力叫做滑

动摩擦力。 

产生的条件 

两物体接触且相互挤压（即有弹

力）；接触面粗糙；接触面处存在

相对滑动的趋势。 

两物体接触且相互挤压（即有弹

力）；接触面粗糙；接触面处会发

生相对滑动。 

方向 
总是与接触的两物体间的相对运

动趋势的方向相反 

总与接触的两物体间的相对运动

的方向总相反 

大小 

视具体情况而定，但静摩擦力有

一个最大值叫做最大静摩擦力。

即：0 mf f  。 

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物体间的正

压力 N 成正比，即 f N= ，其

中  为动摩擦因数。 

 



【例8】下列关于摩擦力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滑动摩擦力的方向一定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而静摩擦力的方向可

能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同

B．滑动摩擦力总是阻碍物体间的相对运动

C．受静摩擦力作用的物体一定是静止的

D．摩擦力的大小一定与压力的大小成正比

【答案】B



【例9】如图所示，物体A在水平力F的作用下，静止在竖直墙壁上。当水平

力变为2F时，物体A所受摩擦力的大小（ ）

A．为原来的2倍

B．为原来的二分之一

C．和原来一样

D．无法判断

【答案】C

【解析】物体A所受的摩擦力为静摩擦力，它总与重力平衡，增大F只是增大

了最大静摩擦力。



【例10】如图所示，木块放在粗糙的水平桌面上，外力F1、F2沿水平方向作用

在木块上，木块处于静止状态，其中F1=10N，F2=2N。若撤去力F1，则木块受

到的摩擦力是( )

A. 8N，方向向右 B. 8N，方向向左

C. 2N，方向向右 D. 2N，方向向左

【答案】C

【解析】由题意可知，木块与地面间的最大静摩擦力一定不小于8N。撤去F1

后，物块仅在F2作用下不会运动，此时摩擦力仍然为静摩擦力，由二力平衡可

知，C选项正确。

【追问】若撤去的是F2呢？



【总结】 

①不能绝对地说静止的物体受到的摩擦力一定是静摩擦力，运动的物体受到的摩擦力一定是滑

动摩擦力。静摩擦力是两个保持相对静止的物体间的摩擦力，而这两个物体本身并不一定是静止的。

滑动摩擦力是两个相对滑动的物体间的摩擦力，但其中某一个物体可能是不动的。 

②在确定摩擦力大小之前，必须先判明是滑动摩擦还是静摩擦，进而再确定摩擦力的大小。若

是滑动摩擦，可用公式 f N= 来计算；若是静摩擦，则不能用公式 f N= 来计算，只能根据物

体所处的实际状态求解。 

③如果相互接触的两个物体都在运动，那么其中一个物体所受的滑动摩擦力（或静摩擦力）的

方向可能与该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同，也可能相反、也可能垂直或存在任意的夹角。 

④由于静摩擦力与相对运动趋势有关，如何判断有无相对运动趋势往往用“假设法”：假设接触

面光滑，如果发生相对滑动，则存在相对运动趋势，其相对运动的方向即为有摩擦时相对运动趋势

的方向。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