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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位教师，能够倾心于教学，能够跟上教育教学发展的时代潮流，就是一位

优秀的教师；一所学校，能够培养一群优秀教师，能够注重教学成果的总结，能

够着手资源库的建设，方是一所合格的学校。

现在，来自于一所合格学校的一群优秀教师的教学成果展现在了我们面

前———伊金霍洛旗高级中学“亮剑系列校本教材”正式出版了。

事情，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书籍，是一套很值得关注的书籍。

伊金霍洛旗高级中学还不是一所知名的学校，但这所中学却有着众多的优

秀教师。这些教师，年富力强，具有高级职称，拥有着众多荣誉。他们有着丰富

的教学经历，有着丰厚的教学素养。他们桃李满天下，培养了进入清华、北大、

浙大等名牌大学深造的佼佼学子。更为可贵的是，这些教师为了“全面推进教

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从天南地北汇聚到了鄂尔多斯高原，在这里，他们风采各

异的教学风格交汇在了一起，历经锤炼的教学思维链接了起来，打开了高考备

考一个独特的视角，完成了“亮剑系列校本教材”的撰写工作，为本校晋升示范
高中奠定了理论基础。

高考的沿革较为曲折，全国统一考试起始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６６年取消了高考，

１９７７年又恢复了高考，前后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中，它改

变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改变着普通家庭的命运。高考具有着鲜明的特色，有它
自身的嬗变规律。高考肩负着为民族选拔人才的重任，所以要有难度。一个时

期，为了区分度，高考试题有些僵化，试题难度一再抬高，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尤

其是“３＋２”时期），试题的难度一度到了最高点。这种偏激的做法迫使辅导高

考的教师绞尽脑汁，想要创造破解高考的神话。一方面广大考生苦不堪言，一

方面培养了许多只会做难题的书呆子。于是高考从形式到内容有了诸多的变
革，教材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考从“知识立意”阶段过渡到了“知识立

意与能力立意并存”的阶段，终于走上了正轨。

于是，高考试题便有了这样两类：一类是以所学过的知识做载体命题；另一

类就是在试卷中创设一个新的理论知识点做载体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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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编著的这套系列丛书突出了“三维目标”在设题中的指

导作用，紧扣高考知识考点，联通知识板块，着力引导考生领悟“知识立意”。同

时，我们在本书的例题和习题中大量列举了新的理论知识点做载体的命题，力

图强化考生对“能力立意”试题的领悟能力，这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一大亮点。

当前，“教改的最高境界是课程改革”的先进理念已深入人心，我们的“亮

剑”系列校本教材正是“国家课程校本化”大树结出的一串硕果。我们努力探索

高考规律，力争打造精品书籍，希望能给广大教学同仁提供借鉴，更想为莘莘学

子应考开辟一条坦途。

“亮剑”系列丛书初付梓，必有许多疏漏之处，望教学同仁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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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的编者都是高中一线优秀教师，辅导高三毕业班学生多年。在指导高三学生复习

和高考备考过程中，特别是实施新课标高考以来，他们在深刻把握命题思想，做到系统性、有

针对性地指导学生有效复习，提高学生应考能力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在此基础

上，有了编成此书的想法。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山东、广东、海南、宁夏四省区高中实施新课程标准教材，２００７年是使

用新课程标准教材的省区第一次高考。到目前为止，使用新课程标准教材高考已经进行了

８年，有的是自主命题，有的是使用全国新课标卷。不管使用哪种试卷，我们都不难发现，高

考命题是有依据、有方向、有规律和有特点的。

新课标高考物理有以下特点：

（１）由于受题量的限制，重点考查的都是物理主干知识。

（２）在考查知识的同时，把考查能力放在首要位置，特别加强了对数学能力的考查。

（３）注重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考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学科内综合。

（４）关注考查实验探究和实验设计能力。

（５）关注 “过程和方法”，考查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

（６）关注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命题。

高中物理总复习是高中物理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的重要过

程。根据新课标高考特点合理安排复习，才能更有利于学生认知结构的优化和能力的培养，

才能更有利于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培养。高三复习中，我们发现研究高考题、让学生

反复做历年高考题、成套练高考题、重组做高考题对提高学生能力和考试成绩能起到很好的

作用。在高考试题中才能体会到命题老师的命题思想，在结合《考试大纲》的说明和研究历

年高考试题的基础上才能看出高考试题的命题特点及变化方向。尤其在专题复习的时候，

重点以新课标高考试题为依托，紧扣考点，合理分块，注重方法和技巧的点拨，分析独到，这

也正是我们编成此书和读者分享的理由吧！

本书针对新课标高考考试大纲要求，共设有２０个专题，每个专题分为考点分析、例题、

典型习题三部分，习题后附详细答案。其中１６个专题为高考知识点专题，３个为方法类专

题，１个为总结性专题。每个专题的考点分析主要针对高考的常考知识点进行总结分析，凸

显“解题思维依据”和“解题方法技巧”；例题大多选用典型高考试题，重点分析解题思路，优

化解题过程，规范解题步骤；典型习题大多为近３～５年高考试题精选，也保留少数较早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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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试题。方法类专题针对高考中出现的数学方法做了归类总结，还对审题答题规范以及

计算题规范做了总结。

在编成此书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怀和关注，特别是张义武校长，给我们提出了很

多宝贵建议，在这一并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乏不当之处敬请广大师生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５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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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１　直线运动规律及其应用

１．１　考 点 分 析

人们对物理现象的认识是从运动开始的，新课标人教版物理课本把运动的描述和直线
运动放在了课本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考试大纲中直线运动有３个考
点，其中有２个为Ⅱ类考点。纵观新课标下的高考试题，“直线运动规律及其应用”该专题可
以单独命题，也可以与其他知识联系综合命题。本专题内容常与机械能、动能定理、电磁学
等主观性较强的综合问题相联系，主要考查考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值得我
们关注和重视。

１．１．１　匀变速直线运动基本规律

１．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公式
速度公式 ｖ＝ｖ０＋ａｔ

位移公式 ｘ＝ｖ０ｔ＋１２ａｔ
２

速度位移公式 ｖ２－ｖ２０＝２ａｘ

平均速度公式 ｖ＝ｘｔ　
或　ｖ＝

ｖ０＋ｖ
２

说明：公式ｖ＝ｘｖ
适用于一切运动；其他公式只适用于匀变速直线运动。

２．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两个重要结论
（１）任意相邻相等时间内的位移之差相等，即Δｘ＝ｘ２－ｘ１＝ｘ３－ｘ２＝…＝ａＴ２，可以推

导出ｘｍ－ｘｎ＝（ｍ－ｎ）ａＴ２。
（２）某段时间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等于该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即ｖｔ／２＝ｖ。

３．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的理解
（１）矢量性：在匀变速直线运动中，一般规定初速度ｖ０ 的方向为正方向（但不绝对，也

可规定为负方向），凡与正方向相同的矢量为正值，相反的矢量为负值，这样就把公式中的矢
量运算转换成了代数运算。物体做匀减速直线运动，减速为零后再反向运动，如果整个过程
加速度恒定，则可对整个过程直接应用矢量式。

（２）可逆性：由于物体运动条件的不同，对于匀减速直线运动解题时可进行逆向转换。

例题１　（２０１１新课标卷）甲乙两辆汽车都从静止出发做加速直线运动，加速度方向一

１



直不变。在第一段时间间隔内，两辆汽车的加速度大小不变，汽车乙的加速度大小是甲的两
倍；在接下来的相同时间间隔内，汽车甲的加速度大小增加为原来的两倍，汽车乙的加速度
大小减小为原来的一半。求甲乙两车各自在这两段时间间隔内走过的总路程之比。

解析：设汽车甲在第一段时间间隔末（时间ｔ０）的速度为ｖ，第一段时间间隔内行驶的路
程为ｓ１，加速度为ａ，在第二段时间间隔内行驶的路程为ｓ２。由运动学公式得

ｖ＝ａｔ０ ①

ｓ１＝１２ａｔ
２
０ ②

ｓ２＝ｖｔ０＋１２
（２ａ）ｔ２０ ③

设乙车在时间ｔ０ 的速度为ｖ′，在第一、二段时间间隔内行驶的路程分别为ｓ′１、ｓ′２。同
样有

ｖ′＝（２ａ）ｔ０ ④

ｓ′１ ＝ １２
（２ａ）ｔ２０ ⑤

ｓ′２ ＝ｖ′ｔ０＋１２ａｔ
２
０ ⑥

设甲、乙两车行驶的总路程分别为ｓ、ｓ′，则有

ｓ＝ｓ１＋ｓ２ ⑦
ｓ′＝ｓ′１＋ｓ′２ ⑧

联立以上各式解得，甲、乙两车各自行驶的总路程之比为

ｓ
ｓ′＝

５
７ ⑨

１．１．２　图像法

１．常考图像ｘ－ｔ图像与ｖ—ｔ图像的比较（见表１－１）
表１－１

ｘ－ｔ图像 ｖ—ｔ图像

图像内容

点 表示某时刻质点所处的位置 表示某时刻质点的速度

面积 ——— 图线与横轴所围的面积表示该段时间内质点通过的位移

图线的斜率 表示质点运动的速度 表示质点运动的加速度

图线纵截距 表示质点的初始位置 表示质点的初速度

图线的交点 表示两质点相遇的时刻和位置 表示两质点在此时刻速度相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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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图像法解题注意事项
（１）ｘ、ｖ轴上的正、负只能描述同一直线上的两个方向，故只能描述直线运动。
（２）ｖ—ｔ图线与横轴所围的面积表示该段时间内质点通过的位移。若此面积在时间轴

的上方，表示这段时间内的位移方向为“正”；若此面积在时间轴的下方，表示这段时间内的
位移方向为“负”。

（３）解题时首先要看好所给图像是ｘ—ｔ图像还是ｖ—ｔ图像，然后再确定图像斜率所表
示的物理意义。

例题２　多选（２０１３四川卷）甲、乙两物体在ｔ＝０时刻经过同一位置沿ｘ轴运动，其
ｖ—ｔ图像如图１－１所示，则（　　）。

图１－１

Ａ．甲、乙在ｔ＝０ｓ到ｔ＝１ｓ之间沿同一
方向运动

Ｂ．乙在ｔ＝０ｓ到ｔ＝７ｓ之间的位移为零
Ｃ．甲在ｔ＝０ｓ到ｔ＝４ｓ之间做往复运动
Ｄ．甲、乙在ｔ＝６ｓ时的加速度方向相同
答案：ＢＤ
解析：由ｖ—ｔ图像知，０～１ｓ甲始终是

正方向运动，乙是先负方向运动，后又正方向
运动，选项 Ａ错误；根据乙图线所构成的ｘ
轴上下图形面积，正负之和为０，选项Ｂ正确；甲在０～４ｓ阶段一直在向正方向运动，选项Ｃ
错误；在ｔ＝６ｓ时刻，甲乙图线上的斜率都为负，所以加速度方向相同，选项Ｄ正确。

１．１．３　直线运动中的追及、相遇与行车安全问题

１．追及相遇问题基础知识回顾
讨论追及、相遇问题，其实质就是分析讨论两物体在相同时间内能否到达相同的空间位

置问题。
（１）两个关系：即时间关系和位移关系，这两个关系可以通过画草图得到。
（２）一个条件：即二者速度相等，它往往是物体能否追上、追不上或二者相距最远、最近

的临界条件，也是分析判断的突破口。

２．追及、相遇问题的关键字眼
分析追及、相遇类问题时，要注意抓住题目中的关键字眼，充分挖掘题目中的隐含条件，

如“刚好”“恰好”“最多”“至少”等，往往都对应一个临界状态，满足相应的临界条件。而速度
相等往往是临界条件，也往往会成为解题的突破口。以两物体运动的位移关系、时间关系、
速度关系建立方程是解答追及、相遇问题的基本思路。

３．常用解法：图像法等
例题３　甲、乙两汽车沿同一平直公路同向匀速行驶，甲车在前，乙车在后，它们行驶的

速度均为ｖ０＝１６ｍ／ｓ。已知甲车紧急刹车时加速度的大小为ａ１＝３ｍ／ｓ２，乙车紧急刹车时
加速度的大小为ａ２＝４ｍ／ｓ２，乙车司机的反应时间为Δｔ＝０．５ｓ（即乙车司机看到甲车开始
刹车后０．５ｓ才开始刹车），求为保证两车在紧急刹车过程中不相撞，甲、乙两车行驶过程中
至少应保持多大距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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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设甲车刹车后经时间ｔ甲、乙两车速度相等，则

ｖ０－ａ１ｔ＝ｖ０－ａ２（ｔ－Δｔ）
代入数据得ｔ＝２ｓ。

在这段时间内，甲、乙走过的位移分别为ｘ甲、ｘ乙，则

ｘ甲＝ｖ０ｔ－１２ａ１ｔ
２＝２６ｍ

ｘ乙＝ｖ０Δｔ＋ｖ０（ｔ－Δｔ）－１２ａ２
（ｔ－Δｔ）２＝２７．５ｍ

Δｘ＝ｘ甲－ｘ乙＝１．５ｍ
即甲、乙两车行驶过程中至少应保持１．５ｍ的距离。

　　　　　　　　　　　　　　　　　　　　　　　　　　　

１．２　典 型 习 题

１．（２０１３广东卷）某航母跑道长为２００ｍ，飞机在航母上滑行的最大加速度为６ｍ／ｓ２，
起飞需要的最低速度为５０ｍ／ｓ。那么，飞机在滑行前，需要借助弹射系统获得的最小初速
度为（　　）。

Ａ．５ｍ／ｓ　　　　　　Ｂ．１０ｍ／ｓ　　　　　　Ｃ．１５ｍ／ｓ　　　 Ｄ．２０ｍ／ｓ
２．（２０１１安徽卷）一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通过一段位移Δｘ所用的时间为ｔ１，紧接

着通过下一段位移Δｘ所用时间为ｔ２。则物体运动的加速度为（　　）。

Ａ．２Δｘ
（ｔ１－ｔ２）

ｔ１ｔ２（ｔ１＋ｔ２）　　Ｂ．
Δｘ（ｔ１－ｔ２）
ｔ１ｔ２（ｔ１＋ｔ２）　　 Ｃ．２Δｘ

（ｔ１＋ｔ２）
ｔ１ｔ２（ｔ１－ｔ２）　　Ｄ．

Δｘ（ｔ１＋ｔ２）
ｔ１ｔ２（ｔ１－ｔ２）

３．（２０１１天津卷）质点做直线运动的位移ｘ与时间ｔ的关系为ｘ ＝５ｔ＋ｔ２（各物理量
均采用国际单位制单位），则该质点（　　）。

Ａ．第１ｓ内的位移是５ｍ
Ｂ．前２ｓ内的平均速度是６ｍ／ｓ
Ｃ．任意相邻１ｓ内的位移差都是１ｍ
Ｄ．任意１ｓ内的速度增量都是２ｍ／ｓ
４．（２０１３新课标Ⅰ卷）如图１－２所示，直线ａ和曲线ｂ分别是在平直公路上行驶的汽

车，ａ和ｂ的位置一时间（ｘ－ｔ）图线，由图可知（　　）。

Ａ．在时刻ｔ１，ａ车追上ｂ车

Ｂ．在时刻ｔ２，ａ、ｂ两车运动方向相反

Ｃ．在ｔ１ 到ｔ２ 这段时间内，ｂ车的速率先减少后增大

Ｄ．在ｔ１ 到ｔ２ 这段时间内，ｂ车的速率一直比ａ车大

５．（２００９全国卷Ⅱ）两物体甲和乙在同一直线上运动，它们在０～０．４ｓ时间内的ｖ－ｔ
图像如图１－３所示。若仅在两物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则物体甲与乙的质量之比和图中时
间ｔ１ 分别为（　　）。

Ａ．１３
和０．３０ｓ Ｂ．３和０．３０ｓ Ｃ．１３

和０．２８ｓ Ｄ．３和０．２８ｓ

４

物　　理



图１－２

　　　

图１－３

６．多选（２００９广东卷）某物体运动的速度图像如图１－４所示，根据图像可知（　　）。

Ａ．０～２ｓ内的加速度为１ｍ／ｓ２

Ｂ．０～５ｓ内的位移为１０ｍ
Ｃ．第１ｓ末与第３ｓ末的速度方向相同

Ｄ．第１ｓ末与第５ｓ末加速度方向相同

７．多选（２００９海南卷）甲乙两车在一平直道路上同向运动，其ｖ—ｔ图像如图１－５所示，图
中△ＯＰＱ和△ＯＱＴ的面积分别为ｓ１ 和ｓ２（ｓ２＞ｓ１）。初始时，甲车在乙车前方ｓ０ 处，则（　　）。

Ａ．若ｓ０＝ｓ１＋ｓ２，两车不会相遇 Ｂ．若ｓ０＜ｓ１，两车相遇２次

Ｃ．若ｓ０＝ｓ１，两车相遇１次 Ｄ．若ｓ０＝ｓ２，两车相遇１次

图１－４

　　

图１－５

８．多选 （２０１１海南卷）一物体自ｔ＝０时开始做直线运动，其速度图线如图１－６所示。
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Ａ．在０～６ｓ内，物体离出发点最远为３０ｍ
Ｂ．在０～６ｓ内，物体经过的路程为４０ｍ
Ｃ．在０～４ｓ内，物体的平均速率为７．５ｍ／ｓ
Ｄ．在５～６ｓ内，物体所受的合外力做负功

９．多选（２０１３大纲卷）将甲乙两小球先后以同样的速度在距地面不同高度处竖直向上
抛出，抛出时间间隔为２ｓ，它们运动的ｖ—ｔ图像分别如图１－７中直线甲、乙所示，则（　　）。

Ａ．ｔ＝２ｓ时，两球的高度差一定为４０ｍ
Ｂ．ｔ＝４ｓ时，两球相对于各自抛出点的位移相等

Ｃ．两球从抛出至落地到地面所用的时间间隔相等

Ｄ．甲球从抛出至达到最高点的时间间隔与乙球的相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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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图１－７

１０．多选（２０１１新课标卷）一质点开始时做匀速直线运动，从某时刻起受到一恒力作
用。此后，该质点的动能可能（　　）。

Ａ．一直增大

Ｂ．先逐渐减小至零，再逐渐增大

Ｃ．先逐渐增大至某一最大值，再逐渐减小

Ｄ．先逐渐减小至某一非零的最小值，再逐渐增大

１１．多选 （２０１３新课标Ⅰ卷）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歼１５”舰载机在“辽宁号”航空母舰上着
舰成功。图１－８（ａ）为利用阻拦系统让舰载机在飞行甲板上快速停止的原理示意图。飞机着
舰并成功钩住阻拦索后，飞机的动力系统立即关闭，阻拦系统通过阻拦索对飞机施加作用
力，使飞机在甲板上短距离滑行后停止，某次降落。以飞机着舰为计时零点，飞机在ｔ＝０．４ｓ
时恰好钩住阻拦索中间位置，其着舰到停止的速度—时间图线如图１－８（ｂ）所示。假如无阻
拦索，飞机从着舰到停止需要的滑行距离约为１　０００ｍ。已知航母始终静止，重力加速度的
大小为ｇ，则（　　 ）。

图１－８

Ａ．从着舰到停止，飞机在甲板上滑行的距离约为无阻拦索时的１／１０
Ｂ．在０．４～２．５ｓ时间内，阻拦索的张力几乎不随时间变化

Ｃ．在滑行过程中，飞行员所承受的加速度大小会超过２．５　ｇ
Ｄ．在０．４～２．５ｓ时间内，阻拦系统对飞机做功的功率几乎不变

１２．（２０１３大纲卷）一客运列车匀速行驶，其车轮在铁轨间的接缝处会产生周期性撞
击。坐在该客车中的某旅客测得从第１次到第１６次撞击声之间的时间间隔为１０．０ｓ。在
相邻的平行车道上有一列货车，当该旅客经过货车车尾时，货车恰好从静止开始以恒定加速
度沿客车行进方向运动。该旅客在此后的２０．０ｓ内，看到恰好有３０节货车车厢被他连续
超过。已知每根铁轨的长度为２５．０ｍ，每节货车车厢的长度为１６．０ｍ，货车车厢间距忽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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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求：
（１）客车运行速度的大小；
（２）货车运行加速度的大小。

１３．（２０１０新课标卷）短跑名将博尔特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了１００ｍ和２００ｍ短跑项目
的新世界纪录，他的成绩分别是９．６９ｓ和ｌ９．３０ｓ。假定他在１００ｍ比赛时从发令到起跑的
反应时间是０．１５ｓ，起跑后做匀加速运动，达到最大速率后做匀速运动。２００ｍ比赛时，反
应时间及起跑后加速阶段的加速度和加速时间与１００ｍ比赛时相同，但由于弯道和体力等
因素的影响，以后的平均速率只有跑１００ｍ时最大速率的９６％。求：

（１）加速所用时间和达到的最大速率；
（２）起跑后做匀加速运动的加速度（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１４．（２０１３四川理综卷）近来，我国多个城市开始重点治理“中国式过马路”行为。每年
全国由于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引发的交通事故上万起，死亡上千人。只有科学设置交通
管制，人人遵守交通规则，才能保证行人的生命安全。

如图１－９所示，停车线ＡＢ与前方斑马线边界ＣＤ 间的距离为２３ｍ。质量８ｔ、车长７ｍ
的卡车以５４ｋｍ／ｈ的速度向北匀速行驶，当车前端刚驶过停车线ＡＢ时，该车前方的机动车
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成黄灯。

图１－９

（１）若此时前方Ｃ处人行横道路边等待的行人就抢先过马路，卡车司机发现行人，立即
制动，卡车受到的阻力为３×１０４　Ｎ。求卡车的制动距离；

（２）若人人遵守交通规则，该车将不受影响地驶过前方斑马线边界ＣＤ。为确保行人安
全，Ｄ处人行横道信号灯应该在南北向机动车信号灯变黄灯后至少多久变为绿灯？

１５．（２０１３新课标Ⅰ卷）水平桌面上有两个玩具车Ａ 和Ｂ，两者用一轻质细橡皮筋相
连，在橡皮筋上有一红色标记Ｒ。在初始时橡皮筋处于拉直状态，Ａ、Ｂ和Ｒ 分别位于直角
坐标系中的（０，２１）、（０，－１）和（０，０）点。已知Ａ从静止开始沿ｙ轴正向做加速度大小为ａ
的匀加速运动，Ｂ平行于ｘ轴朝ｘ轴正向匀速运动。在两车此后运动的过程中，标记Ｒ在
某时刻通过点（１，１）。假定橡皮筋的伸长是均匀的，求Ｂ运动速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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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２　牛顿第二定律的应用

２．１　考 点 分 析

众所周知，物理学科是以运动为研究内容的。大致可分为３个步骤。
首先是描述质点的运动，即说清楚质点的位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规

律，这就是运动学。
第二是搞清楚质点运动规律的决定因素：质点自身的情况，如质量、电量等；质点的初始

运动情况，如初速度、初位置等；质点的受力情况。对于一个确定的质点而言就是初始情况
和受力情况。这就是动力学，就是本专题的研究内容。

第三就是设计轨道，让质点按照我们的意图运动，从而为人类服务。
这一专题在考试大纲中有７个考点，其中有３个Ⅱ类要求考点，是高考的常考点和必考

点，在选择题和计算题中都会出现。

２．１．１　加速度为零即共点力作用下的平衡问题

共点力作用下物体的平衡这一知识点在高考中出现的概率是相当大的，有时出在选择
题中进行专门考查，有时寓于力学综合大题中作为一个点或一个状态进行考查。根据多年
来对高考的分析，基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分析。

１．基本概念

（１）平衡状态
ａ＝０；

ｖ不变｛ 。
（２）条件：Ｆ合＝０。

（３）具体表现为
静止；
匀速直线运动｛ 。

２．正交分析法
（１）对质点进行受力分析。
（２）建立直角坐标系。原则只有一个，即方便性原则，那就是让更多的力在轴上。
（３）把不在轴上的力分解到轴上去。
构建直角三角形，根据题意找到一个锐角（题目中一定会给出一个相关的锐角）。
（４）在两坐标轴上分别列平衡方程

Ｆｘ１＋Ｆｘ２＋…＋Ｆｘｎ＝０
Ｆｙ１＋Ｆｙ２＋ …＋Ｆｙｎ＝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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