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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在 前 面
　　　　犡犻犲狕犪犻狇犻犪狀犿犻犪狀

　　　我们
经常说起，数理不分家，听起来很简单，仔细体

会其中寓意并不简单，本书将为大家展示其中的

奥秘，通过对一串串文字的品读，可使你入境入理，入境顿悟，入理自

明。

　　
《数理交集》 共收集案例８３个，有力

学篇、电学篇、热学篇、

综合篇四个篇章。其中力学篇收集案例５１个，按运动学、动力学、动量

与能量等内容组合；电学篇收集案例１６个，重点是电路分析；热学篇收

集案例６个，以理想气体为研究对象；综合篇收集案例１０个，突出体现

物理就在身边，其中有对 “嫦娥二号”探月卫星的数据分析，有对数学

情境的物理方法研究，有对目前油价问题的讨论，有对戥子的研究报告

等。案例中还涉及一些高考试题的研究与分析。

　　　力
学篇的主旨，彰显对物理情境分析程序的学科特质，即通

过对情境信息的阅读，首先必须明确谁是研究对象；之后

对研究对象进行受力分析和运动状态分析，选择恰当方法或规律公式求

解，如建立直角坐标系、规定正方向、正交分解、等效替代、示意图法

等；对所得结论作出初步判断与论证，明确给出结论。

　　　电
学篇的主旨，侧重对电路结构的分析，巧妙处理整体与局

部的关系，即恰当选择运用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和部分电路



欧姆定律解决问题的时机；对滑动变阻器联入电路后的功能与作用进行

专题分析，如分压电路和限流电路；通过对２０１１年全国高考，理科综合

能力测试中第２３题的研究与分析，进一步阐述电学仪器的设计原理及使

用规则。

　　　热
学篇的主旨，突出以理想气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阿伏伽德

罗常数架起宏观量与微观量的桥梁，采用统计学观点分析

理想气体的状态参量。

　　　综
合篇的主旨，则将 “数理交集”的思维理念更加广义化，

还原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既具有复杂性、综

合性等典型特征，同时又应采用科学有效的分析研究方法，将复杂综合

的实际问题分解为若干个简单问题。目前人类生存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就是能源问题，案例中以国家对油价的调整为素材，引起大家的思考与

关注，学以致用，关注自然、关注生命、关注社会。

　　　每个
案例中，大都由两个栏目构成，即 “物理情境”、

“分析研究”。“物理情境”栏目中通过文字和图像

信息描述物理事件发生发展的时空过程，情境中突出体现一些极端现象，

如临界问题、极值问题等，这些往往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可完美展现

“数理交集”的核心价值。“分析研究”栏目中则是对物理情境研究脉络

的展示，通过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运用物理规律、采用数学手段剖析

事件实质，从而得出相应结论。也有个别案例中，设有 “思维驿站”栏

目，在这里大家可驻足思维、安静思考、沉淀思路、品味方法、升华理

念、思想共振。



　　　阅读
《数理交集》时，一定是随便翻一翻，若干个案例

中一定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与视角，在目录中，

每个案例均有关键词提示，扼要概括案例意图，切记不可从头看到尾，

这将事倍功半。

　　　由于
水平有限，案例中难免有些问题，真诚希望有关

专家与同行指教，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愿

《数理交集》成为大家的好朋友。

作者于２０１１年６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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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情境】
已知 Ｏ、Ａ、Ｂ、Ｃ为同一直线上的四点，Ａ、Ｂ间的距离为 ｌ１，Ｂ、Ｃ间的距离为 ｌ２

一物体自 Ｏ点由静止出发，沿此直线做匀加速运动，依次经过 Ａ、Ｂ、Ｃ 三点  已知物

体通过 ＡＢ段与 ＢＣ段所用的时间相等，求 Ｏ至 Ａ的距离 

［２００８ 年全国高考卷 （Ⅰ）·理科综合能力测试　 第 ２３ 题］

　 【分析研究】

　 ■ 方案一 　 ～～高考参考答案

设物体的加速度为 ａ、到达 Ａ的速度为 ｖ０、通过 ＡＢ段和 ＢＣ段所用的时间均为 ｔ，

　 　 　 　 　 　 则有

ｌ１ ＝ ｖ０ ｔ ＋
１
２ ａｔ

２ （１ － １）

ｌ１ ＋ ｌ２ ＝ ２ｖ０ ｔ ＋２ａｔ
２ （１ － ２）

　 　 　 　 　 　 联立 （１ － １）（１ － ２）式得

ｌ２ － ｌ１ ＝ ａｔ
２ （１ － ３）

３ｌ１ － ｌ２ ＝ ２ｖ０ ｔ （１ － ４）

　 　 　 　 　 　 设 Ｏ至 Ａ的距离为 ｌ，有

ｌ ＝
ｖ２０
２ａ （１ － ５）

　 　 　 　 　 　 联立 （１ － ３）（１ － ４）（１ － ５）式得

ｌ ＝
（３ｌ１ － ｌ２）

２

８（ｌ２ － ｌ１）



温馨提示：（１ － ３）式也可由匀加速直线运动特点 Δｓ ＝ ａＴ ２直接得到 

　 　 　 　 　 　 因 Δｓ ＝ ｌ２ － ｌ１ 　 Ｔ ＝ ｔ　 即有　 ｌ２ － ｌ１ ＝ ａｔ
２

　 ■ 方案二

设物体的加速度为 ａ，行驶 ＯＡ的距离为 ｌ０，行驶 ＯＡ的时间为 ｔ０，通过 ＡＢ段和 ＢＣ

段所用的时间为 ｔ，由匀加速位移规律可得

ｌ０ ＝
１
２ ａｔ

２
０ （２ － １）

ｌ０ ＋ ｌ１ ＝
１
２ ａ（ｔ０ ＋ ｔ）

２ （２ － ２）

ｌ０ ＋ ｌ１ ＋ ｌ２ ＝
１
２ ａ（ｔ０ ＋ ２ｔ）

２ （２ － ３）

利用以上三式得出 ｌ０，推导过程如下

　 　 　 　 　 　 （２ － ２）（２ － １）两式相减得

ｌ１ ＝ ａｔ０ ｔ ＋
１
２ ａｔ

２ （２ － ４）

　 　 　 　 　 　 （２ － ３）（２ － ２）两式相减得

ｌ２ ＝ ａｔ０ ｔ ＋
３
２ ａｔ

２ （２ － ５）

　 　 　 　 　 　 （２ － ５）（２ － ４）两式相减得

ｌ２ － ｌ１ ＝ ａｔ
２ （２ － ６）

　 　 　 　 　 　 联立 （２ － ４）（２ － ５）式得

３ｌ１ － ｌ２ ＝ ２ａｔ０ ｔ （２ － ７）

　 　 　 　 　 　 联立 （２ － １）（２ － ６）（２ － ７）式解得

ｌ０ ＝
（３ｌ１ － ｌ２）

２

８（ｌ２ － ｌ１）

　 　 　 　 　 　 其他代数解法，请同学们自行完成

　 ■ 方案三 　 ～～图解法

分析作图　 据题意，设物体从 Ｏ点开始运动并计时，物体依次经过 Ａ、Ｂ、Ｃ
点的时刻分别是 ａ、ｂ、ｃ 在速度—时间 （ｖ—ｔ）图上，做一条过原点 Ｏ的直线 ＯＭ． 即

·４· ∪·∩　 数理交集　 ∩·∪



可描述物体做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情境  由于物体通过 ＡＢ、ＢＣ 段所用时间相

等，对应图像中即为线段 ａｂ ＝ ｂｃ

过 ａ、ｂ、ｃ三点依次做垂线交于横轴 ｔ，同时三条直线分别交于图线 ＯＭ上 ａ１、ｂ１、

ｃ１ 过 ａ１、ｂ１两点做平行于横轴 ｔ的直线，分别交线段 ｂｂ１于 ｂ２点和交线段 ｃｃ１于 ｃ２点

据题意可知，梯形 ａａ１ｂ１ｂ的面积等于 ＡＢ 段长度 ｌ１、梯形 ｂｂ１ ｃ１ ｃ 的面积等于 ＢＣ 段

长度 ｌ２，设 ＯＡ段长度为 ｌ，即等于三角形 Ｏａａ１的面积

由图可知，Δａ１ｂ１ｂ２≌Δｂ１ｃ１ｃ２，设它们的面积均为 ｌ０ 由图中面积关系得

ｌ２ － ｌ０ ＝ ｌ１ ＋ ｌ０

ｌ０ ＝
１
２ （ｌ２ － ｌ１） （３ － １）

　 ● 解法一

由图可知，ΔＯａａ１∽ΔＯｂｂ１，对应边成比例，有

ｂｂ１
ａａ１
＝ ＯｂＯａ

　 　 　 　 　 　 由比例关系特性可推出

ｂｂ１ － ａａ１
ａａ１

＝ Ｏｂ － ＯａＯａ

　 　 　 　 　 　 由图中线段关系可知

ｂ１ｂ２ ＝ ｂｂ１ － ａａ１ 　 ａｂ ＝ Ｏｂ － Ｏａ

　 　 　 　 　 　 代入上式得

·５·∪·∩　 数理交集　 ∩·∪



Ｏａ ＝
ａａ１·ａｂ
ｂ１ｂ２

（３ － ２）

由三角形面积公式，可得 ΔＯａａ１ 面积为

ｌ ＝ １２ Ｏａ·ａａ１ （３ － ３）

　 　 　 　 　 　 联立 （３ － ２）（３ － ３）式得

ｌ ＝
ａａ２１·ａｂ
２ｂ１ｂ２

　 　 　 　 　 　 上式右边分子、分母同乘 ａｂ得

ｌ ＝
（ａａ１·ａｂ）

２

２ｂ１ｂ２·ａｂ
（３ － ４）

由图可知，ａａ１·ａｂ等于矩形 ａａ１ｂ２ｂ的面积，即有

ａａ１·ａｂ ＝ ｌ１ － ｌ０ （３ － ５）

　 　 　 　 　 　 联立 （３ － １）（３ － ５）式得

ａａ１·ａｂ ＝
１
２ （３ｌ１ － ｌ２） （３ － ６）

同理，由图可知 ｂ１ｂ２·ａｂ ＝ ｂ１ｂ２·ａ１ｂ２，数值上等于 Δａ１ｂ２ｂ１ 面积的二倍

ｂ１ｂ２·ａｂ ＝２ｌ０

　 　 　 　 　 　 将 （３ － １）代入上式得

ｂ１ｂ２·ａｂ ＝ ｌ２ － ｌ１ （３ － ７）

联立 （３ － ６）（３ － ７）（３ － ４）式可解得

ｌ ＝
（３ｌ１ － ｌ２）

２

８（ｌ２ － ｌ１）

　 ● 解法二

由图可知，线段 ｂｂ１ 是梯形 ａａ１ｃ１ｃ的中位线，由面积关系得

ｌ１ ＋ ｌ２ ＝ ｂｂ１ × ２ａｂ

　 　 　 　 　 　 即　 ｂｂ１ ＝
ｌ１ ＋ ｌ２
２ａｂ （３ － ８）

由三角形面积公式，可得三角形 ａ１ｂ１ｂ２ 的面积 ｌ０ 为

·６· ∪·∩　 数理交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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