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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新课标要求和高考考试说明为纲，结合物理教学的具体情况，精心选制了２５个常考专题。每个专题中的【考情分析】从

宏观角度简述了高考的命题方向和能力要求，针对平常的教学考试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该部分内容的命题概率，让读者一目了然。

【要点概述】以知识小卡片的形式帮助学生温故，为后续解题作好铺垫。【典例精析】栏目中的例题选取的原则是集知识与方法为一

题，让读者在审题中领悟母题的点拨发散之功。审题方面采用了极其巧妙的设计，伴同读题找关键词，引导学生从步步惊心到步步

深入，最大限度地克服学生此方面的弱项。【引申拓展】重在放飞学生的思维，与前面的【方法总结】交相辉映，让学生构建立体框架

的思考方式；【星级训练】选题不多，但是涵盖高中考查的各种方法和技巧。又将练习题巧妙变异成例题的方式为本书精妙创举，匠

心独运。相信本书 “重审题、重方法、重构建、重发散、重回味”之内涵能让你在学习中轻松搞定压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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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匀速直线运动规律的应用

１　　　　

前　　言

圆梦名校是每个学子的梦想，为了梦想，我们看到了“今日疯狂”，有河北军事化管理的高

三学生带书跑操，有湖北“最刻苦高三吊瓶班”……对于这些现象我们暂不作评判，但是９９％

的汗水＋１％的灵感却是大家公认的求学之理，为了学生明日辉煌，广大老师也是竭尽心智，每

个家长默默付出，这些都难用言语表述。我们试想，高三学子超强度的学习能在高一高二的时

候就科学分化一些，整个高中的学业的规划就更加合理、理性。所以针对高考中名校之坎———

压轴题问题，适度地下放到高一高二各个学段中，以减缓高三学生的精力透支。基于这种想

法，我们精选构思，广泛追求，并结合自己教学中的成功经验撰写了《挑战名校压轴题》系列

丛书。

本书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宏观与微观的和谐统一　本书在【考情分析】中，对高考命题的内容和态势简明扼要，叙述

了高考怎么考？考什么？结合当下教学，告诉学生我们怎么做，并用★级的数目标明了该部分

的命题级别，以助学生有的放矢，直面高考。

广义与狭义的辩证关系　广义的压轴题是指高考试卷中的最后一题，既然我们要从高一

高二做起，平常的教学、练习和考试中能够出现的并有“高考味”的试题和题型，都经过我们反

复的筛选与论证，选用的例题和练习顾及到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储备，可谓精选得当，堪称

试题中的“名题”，从有限的名题深入浅出地分析、挖掘，较好地解决了高一、高二与高三高考压

轴题衔接，促进学生自然过渡。

经典与时尚的碰撞交融　经典永恒，本书保留了传统的“先回顾再做题”的流程，又注入了

当下时尚的元素，用题不在多，贵在精，何谓精，从表象上看，每道试题集要点知识和经典方法

于一体，从本质上看，每道试题能给读者更多的思考，力求发挥母题的魅力，起到居高临下的作

用，择机培养学生的模型意识。

审题与解题的过渡升级　审题是解决压轴题的首要步骤，也是关键，本书精心打造，力求

助你读题，构建解题思路，培养严谨思维，逐题躬亲，集腋成裘，压轴题不再高不可攀。解题功

力则水到渠成。

总结与提升的立体构建　“名题”具备更多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所以，总结是必

不可少的，但能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本书的突破点之一。我们用表格、对比等技法

将例题的功效发挥到极致。从外延方面，我们做了一些跟进式的提问，让学生自行思考

探究。

易错与警示的相互弥补　防错是高考学生必备步骤，是很多状元的成功之道。因此我们

采用了【易错警示】和【友情提示】的递进式描述，让学生在以后的练习中真正起到防微杜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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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例题与练习的高效转型　每道练习题都源于名校的大型考试，试题的选取考虑到基础性、

层次性、实用性和前瞻性。“精准做题，能力为上、学生为本”是本书的编写宗旨，试题后面所附

【题后感】属本书独创，此种方式淡化了例题和练习的界限，让学生题题重视，不断反思，在答题

过程中逐步积聚的能量，终将在考试中一举喷发。

全书从单元的命题，试题的选取、过程的讲解环环紧扣，螺旋式上升，试题数理不多，但知

识覆盖面广，当下流行的考查方法亦尽在其中，书中创新性设计均以学生为本，相信同学们在

使用中会得到良好的思维培训。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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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　　场

库仑定律的应用

库仑定律是物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定律，虽然在高考中，围绕库仑定律的考查多半以选择题

形式出现，但是，库仑定律表达式、库仑扭称实验与万有引力定律以及卡文迪许测定引力常量

的扭称实验有很多相似之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些问题更值得我们探究思考。
围绕库仑定律的计算题命题主要表现为平衡类问题、变速度问题，有时还会涉及“整体法”

与“隔离法”的应用。命题指数为★★★☆☆。

１．库仑定律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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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仑定律的表达式：Ｆ＝ｋ
ｑ１ｑ２
ｒ２
，式中ｋ＝９．０×１０９　Ｎ·ｍ２／Ｃ２，叫做静电力常量。

３．库仑定律的适用条件：真空中的点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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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斥力；异种电

荷相互吸引，为引力。

【例１】　如图１－１所示，在真空中同一条直线上的Ａ、Ｂ两点固定有电荷量分别为＋４Ｑ

图１－１

和－Ｑ的点电荷。
（１）将另一个点电荷Ｃ放在该直线上的哪个位置，可以

使它在电场力作用下保持静止？

（２）若要求这三个点电荷都只在电场力作用下保持静

止，那么引入的这个点电荷Ｃ应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电荷量是多大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思路点拨

关键词１：真空中……两点固定……分别为＋４Ｑ和－Ｑ的点电荷→库仑定律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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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２：Ｃ放在何处……保持静止？→以Ｃ为研究对象合力为０。
关键词３：三个点电荷都只在电场力作用下保持静止→每个点电荷受到合力为０。

【【解析】】　（１）由点电荷Ｃ处于静止可知其在Ｂ 点的右侧，且有：ｋ４Ｑｑ
ｒ２Ａ

＝ｋ
Ｑ　ｑ
ｒ２Ｂ
，解得：ｒＡ∶

ｒＢ ＝２∶１，即Ｃ在Ａ　Ｂ 延长线上，且ＡＢ ＝ＢＣ。
（２）Ｃ处的点电荷在电场力作用下平衡了，只要Ａ、Ｂ两个点电荷中的一个处于平衡，另

一个必然也平衡。选Ｂ为研究对象，Ａ和Ｃ对其的库仑力相等，距离又相等，所以ＱＣ ＝ＱＡ ＝
４Ｑ，而且Ｃ必须是正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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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点睛

（１）分析点电荷平衡问题的具体步骤。

① 确定研究对象。如果有几个物体相互作用时，要依据题意，适当选取“整体法”或
“隔离法”。

② 对研究对象进行受力分析，多了个电场力 Ｆ＝
ｋｑ１ｑ２
ｒ（ ）２

，有些点电荷如电子、质

子等可不考虑重力，而尘埃、液滴等一般需考虑重力。

③ 列平衡方程 （Ｆ合 ＝０或Ｆｘ ＝０，Ｆｙ ＝０）。
（２）三个自由点电荷的平衡问题。

① 条件：每个点电荷受到的两个库仑力必须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或两个点电荷在

第三个点电荷处的合场强为零。

② 规律：“三点共线”———三个点电荷分布在同一条直线上；“两同夹异”———正负电

荷相互间隔；“两大夹小”———中间点电荷的电荷量最小；“近小远大”———中间点电荷靠

近电荷量较小的点电荷。

图１－２

【例２】　质量均为ｍ的三个带电小球Ａ、Ｂ、Ｃ放置在

光滑绝缘的水平面上，相邻球间的距离均为Ｌ，Ａ球带电量

ｑＡ ＝＋１０ｑ；Ｂ球带电量ｑＢ＝＋ｑ。若在Ｃ球上加一个水平向

右的恒力Ｆ，如图１－２所示，要使三球能始终保持Ｌ的间距

向右运动，问外力Ｆ为多大？Ｃ球带电性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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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点拨

关键词１：要使三球能始终保持Ｌ的间距向右运动→优先考虑三个电荷为系统利

用“整体法”根据牛顿运动定律列式。
关键词２：Ｃ球带电性质→利用上述的加速度方向判断力的方向进而判断电荷的

电性。

【【解析】】　解析：由于Ａ、Ｂ两球都带正电，它们互相排斥，Ｃ球必须对Ａ、Ｂ都吸引，才能

保证系统向右加速运动，故Ｃ球带负电荷。
以三个球为整体，设系统加速度为ａ，则Ｆ＝３ｍａ①；隔离Ａ、Ｂ，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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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Ａ：
ｋｑＡｑＣ
４Ｌ２

－
ｋｑＡｑＢ
Ｌ２

＝ｍａ②；对Ｂ：
ｋｑＡｑＢ
Ｌ２

＋
ｋｑＢｑＣ
Ｌ２

＝ｍａ③；联立①、②、③得Ｆ＝７０ｋｑ
２

Ｌ２
。

【【答案】】　７０ｋ
ｑ２

Ｌ２
　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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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方法点睛

分析点电荷变速度的要诀是：明确研究对象，受力分析，受力分析时不要忽视静电

力，更不要忽视电荷的电性；根据牛顿运动定律列式，对于物体中物体保持相对静止时，
优先考虑“整体法”解决外力或求解加速度，用“隔离法”求解内力，此时要注意其他电荷

对研究的电荷都有静电力作用。

易错警示

在电荷平分问题中，要注意两带电体的电性。同种电荷接触，直接将总电荷量平分；
异种电荷接触，先中和，再将剩余电荷量平分。所以，在试题中没有明确告知电荷的电性

时，两个完全相同的带电小球接触后电荷等量分配，结果就不是唯一的了。
引申拓展

库仑定律在平衡问题、圆周运动，以及特殊求法中都有应用，如下表所示，希望读者

深思。

“控制变量法”探究库仑定律

以及带电小球三力平衡模型

氢原子中，电子绕核运动，库
仑力提供向心 力，类 比 行 星

运动

“挖去部分”对放在Ｐ处的＋ｑ的

静电力采用“填补法”和“矢量计

算法”

友情提示

（１）库仑力与其他力一样，其合成与分解遵循平行四边形定则。
（２）利用库仑定律处理非对称带电体间作用时，往往用割补的思想等效为对称后再

解答。

１．★★真空中两个静止的点电荷相距１０ｃ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大小为９×１０－４　Ｎ，

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形成一个带电荷量为３×１０－８　Ｃ的点电荷，原来两个点电荷所带电荷量

各为多少？

某同学求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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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根据电荷守恒定律：ｑ１＋ｑ２ ＝３×１０－８　Ｃ＝ａ①；
根据库仑定律：ｑ１ｑ２＝Ｆ·ｒ２／ｋ＝９×１０－４×（１０×１０－２）２／（９×１０９）Ｃ２＝１×１０－１５　Ｃ２ ＝ｂ。

将ｑ２ ＝ｂ／ｑ１ 代入 ① 式得ｑ２１－ａｑ１＋ｂ＝０，解得ｑ１＝
１
２ ａ± ａ２－４槡（ ）ｂ ＝

１
２
（３×１０－８

± ９×１０－１６－４×１０－槡 １５）Ｃ。
根号中的数值小于０，经检查，运算无误。试指出求解过程中的问题并给出正确的解答。

２．★★（莆田一中）如图１－３所示，Ａ、Ｂ是两个带等量同种电荷的小球，Ａ固定在竖直

放置的１０ｃｍ长的绝缘支杆上，Ｂ静止于光滑绝缘的倾角为３０°的斜面上且恰与Ａ等高，若Ｂ

的质量为 槡３０　３ｇ，则Ｂ带电荷量是多少？（取ｇ＝１０ｍ／ｓ２）

图１－３

３．★★★ （上海徐汇区期末）如图１－４所示，质量均为ｍ的三个带电小球Ａ、Ｂ、Ｃ放置

在光滑绝缘的水平面上。已知Ａ与Ｂ 间、Ｂ与Ｃ间和Ｃ与Ａ 间的距离均为Ｌ，Ａ球带电荷量

ＱＡ ＝＋ｑ，Ｂ球带电荷量ＱＢ＝＋ｑ。若在小球Ｃ上加一方向水平向右、大小未知的恒力Ｆ，恰好

图１－４

使Ａ、Ｂ、Ｃ三小球保持相对静止。求：
（１）Ｃ球所带电荷量ＱＣ。
（２）外力Ｆ的大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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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镇江一模）如图１－５所示，水平光滑的绝缘细管中，两相同的带电金属小球

相向运动，当相距Ｌ时，加速度大小均为ａ，已知Ａ球带电荷量为＋ｑ，Ｂ球带电荷量为－３ｑ。
当两球相碰后再次相距为Ｌ时，两球加速度大小为多大？

图１－５

５．★★★★ （成都石室中学月考）如图１－６所示，绝缘水平面上静止着两个质量均为ｍ，
电荷量均为＋Ｑ的物体Ａ 和Ｂ（Ａ、Ｂ均可视为质点），它们之间的距离为ｒ，与水平面间的动

摩擦因数均为μ。求：

图１－６

（１）Ａ受到的静摩擦力。
（２）如果将Ａ的电荷量增至＋４Ｑ，则两物体将开始运动。

当它们的加速度第一次为零时，Ａ、Ｂ同时运动了多远的距离？

６．★★★★（浙江模拟）如图１－７所示，带正电的甲球固定在足够大的光滑绝缘水平面

上的Ａ点，其带电荷量为Ｑ；质量为ｍ、带正电的乙球在水平面上的Ｂ点由静止释放，其带电

荷量为ｑ；Ａ、Ｂ两点间的距离为ｌ０。释放后的乙球除受到甲球的静电力作用外，还受到一个

大小为Ｆ＝ｋ
Ｑ　ｑ
４ｌ２０
（ｋ为静电力常量）、方向指向甲球的恒力作用，两球均可视为点电荷。

图１－７

（１）求乙球在释放瞬间的加速度大小。
（２）求乙球的速度最大时两个电荷间的距离。
（３）请定性地描述乙球在释放后的运动情况（说明速度

的大小及运动方向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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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电场强度

电场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客观存在的物质，电场强度是描述电场力的性质的物理

量，与之有关的公式较多，求解的方法也很多，相关内容在各类考试中也经常出现。命题指数

为★★☆☆☆。

１．定义式Ｅ＝
Ｆ
ｑ
：适用于一切电场，但场强Ｅ与试探电荷的电荷量ｑ及其所受的电场力

Ｆ无关，与试探电荷是否存在无关。

２．决定式Ｅ＝
ｋＱ
ｒ２
：只适用于在真空中点电荷产生的电场，场强Ｅ与场源电荷的电荷量

Ｑ 及研究点到场源电荷的距离ｒ有关。

３．关系式Ｅ＝
Ｕ
ｄ
：只适用于匀强电场，Ｕ 指电场中两点的电势差，ｄ指这两点沿电场线方

向的距离。
说明：（１）电场强度的叠加：电场中某点的电场强度为各个点电荷单独在该点产生的电

场强度的矢量和。
（２）Ｕ ＝Ｅｄ只适于匀强电场的定量计算。在非匀强电场中也可用Ｕ ＝Ｅｄ定性判断电

势差的大小。

图１－８

【例题】　如图１－８所示，正方形四个顶点处分别固定有点

电荷Ａ、Ｂ、Ｃ、Ｄ，四个点电荷的带电量均为ｑ，其中点电荷Ａ、

Ｃ带正电，点电荷Ｂ、Ｄ带负电，试确定过正方形中心Ｏ并与正

方形垂直的直线上到Ｏ 点距离为ｘ 的Ｐ 点处的电场强度的大

小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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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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殏

。

思路点拨

关键词１：电荷处在正方形四个顶点上→电荷所在位置关于中心Ｏ对称；电荷到中

心轴上同一点距离相等。
关键词２：电荷电量相等→四个电荷在中心轴线上产生的场强大小相等。
关键词３：Ｐ点处在中心轴线上→四电荷在中心轴线Ｐ上产生的场强大小相等。
要求Ｐ点场强的大小和方向，先求出各点电荷在Ｐ点产生的场强的大小和方向，再

利用平行四边形定则和矢量的对称性求解。

【【解析】】　四个点电荷各自在Ｐ点的电场强度ＥＡ、ＥＢ、ＥＣ、ＥＤ如图１－９所示，根据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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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ＥＡ、ＥＣ的合场强Ｅ１沿ＯＰ向外，ＥＢ、ＥＤ的合场强Ｅ２沿ＯＰ指向Ｏ，由对称性可知，Ｅ１、Ｅ２

图１－９

大小相等，所以Ｐ点的场强为零。
【【答案】】　场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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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图１－１０

方法点睛

（１）在近年高考中，选择题中经常遇到判断 ＡＢＣＤ四

个选项中电场强度的表达式的正确性，此时可以采用极限

法和量纲分析法。
（２）对于平行板带电体等对称性带电体周围的电场强

度，一般采用微元法将其分割成点电荷求解。
（３）有些问题还要根据题意判断采取对应的方法，如

等效法、对称法等。如图１－１０所示，一半径为Ｒ的圆盘上

均匀分布着电荷量为Ｑ 的电荷，在垂直于圆盘且过圆心ｃ
的轴线上有ａ、ｂ、ｄ三

个点，ａ和ｂ、ｂ和ｃ、ｃ
和ｄ 间的距离均为Ｒ，
在ａ点处有一电荷量

为ｑ（ｑ＞０）的固定点

电荷。如果ｂ点处的

场强为零，则利用对称

性，将圆盘视为点电荷，圆盘在ｂ点处产生的场强Ｅ１与ｑ在

ｂ点处产生的场强Ｅ２大小相等，即：Ｅ１ ＝Ｅ２ ＝ｋｑ
Ｒ２
，进而

得到ｄ点处场强的大小为ｋ
１０ｑ
９Ｒ２

。

易错警示

在近年出现的很多问题中，出现了像本例一样的空间图景，在解答中有些同学不能

很好地将其转换为平面问题致错。
引申拓展

（１）在匀强电场中，求解电场强度要注意以下一些重要结论。
规律１：匀强电场中同一直线上任意线段两端点间的电势差与这两点间的距离

成正。
推论①：匀强电场中任意线段中点的电势等于该线段两端点电势代数和的一半。
推论②：匀强电场中任意三角形重心的电势等于该三角形各顶点电势之代数和的

三分之一。
如图１－１１（ａ）所示，Ｏ为匀强电场中的任一线段Ｍ　Ｎ 的中点，则Ｍ、Ｎ、Ｏ三点间

电势关系为φＯ ＝
φＭ ＋φＮ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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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１

图１－１２

图１－１３

　　如图１－１１（ｂ）所示，Ｏ为匀强电

场中的任意三角形ＡＢＣ 的重心，则

Ａ、Ｂ、Ｃ、Ｏ之间的电势关系为φＯ ＝

φＡ ＋φＢ ＋φＣ
３

。

规律２：匀强电场中任意平行直

线上两点间的电势差与这两点间的距

离成正比。
推论①：匀强电场中任意两条平行直线上距离相等的两点间的电势差相等。
在图１－１２（ａ）中，Ｍ、Ｎ、Ｐ、Ｑ

分别是匀强电场中的两平行直线上

的 四 个 点， 则
ＵＭＮ

ＵＰＱ
＝
ＳＭＮ
ＳＰＱ

或

φＭ －φＮ
φＰ －φＱ

＝
ＳＭＮ
ＳＰＱ

。

如图１－１２（ｂ）所示，Ａ、Ｂ、Ｐ、

Ｑ分别是匀强电场中的两平行直线上的四个点，且线段长ＳＡＢ ＝ＳＰＱ，则ＵＡＢ ＝ＵＰＱ，即

φＡ －φＢ ＝φＰ －φＱ。

推论②：匀强电场中平行四边形的对边两端点的电势差相等。
如图１－１３（ａ）所示，在匀强电场中的平行四边形ＡＢＣＤ中，各点间电势关系有ＵＡＢ ＝

ＵＤＣ，即φＢ－φＣ ＝φＡ －φＤ。

推论③：匀强电场中任意平行

四边形对角线上的两端点电势之和

相等。
如图１－１３（ｂ）所示，φＡ＋φＣ ＝

φＢ ＋φＤ。

友情提示

巧解电场强度的方法有量纲分析法、特殊值法、极限法、对称法、等效法等，在解答

中，有些问题采用这种方法不一定能简单解出，可以另辟蹊径。

图１－１４

１．★★如图１－１４所示，分别在Ａ、Ｂ两点放置点电荷Ｑ１ ＝＋２
×１０－１４　Ｃ和Ｑ２ ＝－２×１０－１４　Ｃ。在ＡＢ 的垂直平分线上有一点Ｃ，且
ＡＢ ＝ＡＣ＝ＢＣ＝６×１０－２　ｍ。

（１）试求Ｃ点的电场强度。
（２）如果将一个电子放置在Ｃ点，它所受的库仑力的大小和方向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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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在电场强度为Ｅ的匀强电场中，取Ｏ点为圆心，ｒ为半径作一圆周，在Ｏ点固定

一电荷量为＋Ｑ的点电荷，ａ、ｂ、ｃ、ｄ为相互垂直的两条直线和圆周的交点。当把一检验电荷

＋ｑ放在ｄ点恰好平衡（如图１－１５所示，不计重力）。问：

图１－１５

（１）匀强电场电场强度Ｅ的大小、方向如何？

（２）检验电荷＋ｑ放在点ｃ时，受力Ｆｃ的大小、方向如何？

（３）检验电荷＋ｑ放在点ｂ时，受力Ｆｂ的大小、方向如何？

３．★★★在一个点电荷Ｑ的电场中，Ｏｘ 坐标轴与它的一条电场线重合，图１－１６（ａ）坐
标轴上Ａ、Ｂ两点的坐标分别为２．０ｍ和５．０ｍ。放在Ａ、Ｂ两点的试探电荷受到的电场力

方向都跟ｘ轴的正方向相同，电场力的大小跟试探电荷的电量关系图像如图１－１６（ｂ）中直线

ａ、ｂ所示，放在Ａ点的电荷带正电，放在Ｂ点的电荷带负电。求：

图１－１６

（１）Ｂ 点的电场强度的大小和

方向。
（２）试判断电荷Ｑ的电性，并说

明理由。
（３）点电荷Ｑ的位置坐标。

４．★★★★在某平面上有一个半径为ｒ的绝缘带电圆环：
（１）若在圆周上等间距地分布ｎ（ｎ≥２）个相同的点电荷，则圆心处的合场强为多少？

（２）若有一半径同样为ｒ，单位长度带电量为ｑ（ｑ＞０）的均匀带电圆环上有一个很小的

图１－１７

缺口Δｌ（且Δｌｒ），如图１－１７所示，则圆心处的场强又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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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５．★★★★匀强电场中的Ａ、Ｂ、Ｃ三点构成一边长为ａ的等边三角形，如图１－１８所

示，场强方向平行于纸面。具有初速度的电子在电场力作用下从Ｂ到Ａ 动能减少Ｅ０，质子在

电场力作用下从Ｃ到Ａ 动能增加Ｅ０，求匀强电场的场强。（不计重力）

图１－１８

６．★★★★★如图１－１９所示，均匀带电圆环的电荷量为Ｑ，半径为Ｒ，圆心为Ｏ，Ｐ为

垂直于圆环平面的对称轴上的一点，ＯＰ ＝Ｌ，试求Ｐ点的场强。

图１－１９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直线运动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问题是每年高考的热点问题，试题有选择题、计算题。带电粒子

可以是单个点电荷，可以是带电体、还可以是双电荷系统，甚至可以出现多电荷问题。题给条

件可以是文字叙述，可以是图像插入，电荷所在场景可以是点电荷电场，也可以是平行板电容

器中的匀强电场。所以，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过程、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场景，能考查学生不同

解题的能力。命题指数为★★★★☆。

１．运动条件：合外力与ｖ共线（ａ、ｖ共线；Δｖ、ｖ共线）。

２．运动性质：合外力为恒力，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合外力为变力，物体做变速直线

运动。

３．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中做直线运动的条件

（１）粒子所受合外力Ｆ合 ＝０，粒子或静止，或做匀速直线运动。
（２）粒子所受合外力Ｆ合 ≠０，且与初速度方向在同一条直线上，带电粒子将做匀加速直

线运动或匀减速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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