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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园地的诞生

九十年代的第一春
,

在
《
现代物理知识

》
的科

普园地里
,

冒出了一块充满生机的绿地—
中学

园地
 

我们希望大家能喜欢她
、

支持她
、

爱护她
 

我国制定的中学物理教学大纲中规定
,

要重

视物理基础知识在瑰代科技中的应用 ! 并提出要

以学生能够接受的形式适当介绍现代科技的重要

成果和近代物理学的一些重要观点
·

⋯⋯ 为了满

足青年朋友的强烈惑翅欲馨并向广大物理老师提
供一块教学参考资料的场所

‘

中学园地在大家的

热情关怀和支持下诞生了
 

这一期
,

我们向大家

介绍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的一篇讲话
,

希望

您能从中受到一些启迪
 

另外
,

晓真编写的巧解

题不知对您有否帮助∀

我们热烈欢迎广大科技工作者
,

大
、

中学物理

老师和同学们能来信
、

来稿
 ’

一起来培植这块绿

色的 园地
 

让中学园地百花盛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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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巧解物理题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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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乙为加速运动 , 甲为匀速 , 因此当 / 乙 0 1 ,

时
,

二

者距离在增大 � 当 ∋ 乙 2 ∋ 甲 时 ,

二者距离又渐减小
,

−33 当

1乙 “ ∋ 甲 时 , 二物相遇最远
+

∋ 乙 , 1 甲

即 − 乙  ” ∋ 甲 , #
+

# 4 丫 5 二 #
+

弓�

⋯ , 二 一# ∃秒 %
,

3 二 3 甲 一 ) 乙 6 。
+

4 、 、。一 李又 。
+

# 3 火 , 护 ∗ ∀
+

, ∃来 %
+

一 ∀

答3 甲
、

乙两物 ∀# 秒后再次相遇
,

离 出发点 .7 米
,

此前 比秒

时二者相距最远为 ∀
+

, 米
+

以上解法已很简单明了
,

但换个解法更简明3

解法二 图解法3

∋ ∀

一刀

,泣++.8‘9, ++:, +:;一乃

备之沪客尧穴多丫丫诀�
� �呀之丫灸多巍

中学物理是一门较难的课程 ,

特别是解物理题更使许多

学生叫苦不迭
+

本文介绍一些较难物理习题的巧妙 而简 捷

的解法
, 以提高同学们学 习物理的兴趣和信心

+

每一道题都

请你自己先解
, 然后再来对招我的解法

,

如果你比我还巧妙简

单 , 请你一定告诉我
, 那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

分析求解物理题
,

一般来说有五个步骤3

.
+

找出显含和隐含的物理最及各种条件做为已知
+

∀
+

根据有关的物理规律 ∃定律
、

定理
、

公式等%找 出上 述物

理显之间的关系
, 分析时画辅助图是好方法

+

<
+

利用相关的数学知识将上述关系表达为相应的数学方

程式
+

=
+

准确而简捷地进行运算求解
+

4
+

验算 3注意 3对不对先看单位
, 若求出的结果单位不 对 ,

肯定算错了
+

求解物理题需要丰富的物理知识和数学知识
+

反过来 ,

又大大加深了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
+

由于物理量 的相互

关系错踪复杂
,

物理公式繁多
, 解题有解析法和作图法等多

条渠道 , 因此当你找不准解题的思路时几乎无从下手
,

常常一

题多种解法而繁易相差悬殊
、

求解不要满足于解得出
, 还要

力求解得巧妙
,

这正是培养独立思考和钻研精神的好机会
+

例
+

甲物以 4# 厘 米>秒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
,

遇到乙物

时 ,

乙物开始同方向以 , 厘米 >秒
,

的加速度做匀加速直线运

动
+

求到两物再次相遇时所用的时间 ? 离第一次相遇点多远 ?

再次相遇前两物何时相距最远 ? 距离是多少 ?

犷甲

图 ;

已知 3 ∋ 甲 ‘ 4 # 厘米 >秒
− 乙 , 4 厘米 >秒

’

求 3  人 。 “ ? &人 刀 二 ? 5 ‘ ? & 二 ?

解 � 设甲
、

乙两物在≅ 点第一次相遇
,

在 Α 点再次相遇
+

解法一 解析法 3

设甲
、

乙两物 3 ≅ 。
秒后再次相遇于 Α 点 ,

二者通过路程应

图 ∀

将甲
、

乙两物的运动在 / 一  图线上表示出
+

在 5
一  
图

中 , 由于速度和相应的时间坐标所包围的面积即表示路程
, 阴

影区为二者共同部份 , 显然当图中两小对顶弓角形相等时的

伙 。 即为所求
+

∋ 一 3 图线的斜率表示加速度

黔
,

奋
乃刀

 ≅ , 6 ∀ 。∃秒

相 等为 &人 Α +

1 甲
‘通 , 一

专
· 乙‘
“
。 ,

& , , ∗ ∋ 甲 又  滩 ) 二 . # ∃米 %
,

从图上还很容易判断出
, 显然在 ; 处两个图线的面积差

最大
, 即为二者再次相遇前相距最远处 3 ∃图上可看出此时

∋ 甲 二 犷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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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它的电阻应该缓慢地向零趋近
 

表 %是他们发表的部分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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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

昂纳斯寄希望于

比铂和金更纯的水银
+

水银是当时能够达到最高纯度

的金属
,

因为采用连续蒸馏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

昂纳斯的水银管如图 龙
+

这是一组 Ε 形毛细管
,

内径只有 . > ∀ # 毫米
,

反复提纯过的水银在真空状态下

注人管中
,

水银降温后即凝固形成金属线
+

最难处理

的问题是如何妨止玻璃管在温度变化时破裂
,

于是就

精心设计了贮存水银样品的 Φ 形管
+

从图 . 可见
,
在

#
+

# ##

也
。

图 ; 水银管

Ε 形管上端设有贮 液 器
,

以适应水银体积的 变 化
+

在电阻两头设 有 四 个 端

点
,

分别为电流接头和电

位接头
,

电位接头又由铂

丝引出
+

. Γ . . 年 = 月的一天
,

昂纳斯让他的助手霍尔斯

特 ∃ Η
·

Ι ϑ ;)  
% 进行这项

实验
+

水银样品浸于氦恒

温槽中
,

恒定电流流经样

品
+

测量电位接头引出的

电位差
+

出乎他们 的 预

料
,

当温度降至氦的沸点

∃ =
+

∀ Κ % 以下时
,

电位差突

然降到了零
+

会不会是线路中出现了短路? 在查找短

路原因的过程中
,

霍尔斯特发现当温度回升到 斗Κ 以上

时
,

短路立即消失
+

再度降温
,

仍出现短路现象
+

即使

重接线路也无济于事
+

于是他立即向昂纳斯报告
+

昂

纳斯起先也不相信
,

自己又多次重复这个实验
,

终于认

识到这正是电阻消失的真正效应
+

昂纳斯在 .Γ .. 年 = 月 ∀Λ 日宣布了这一发现
+

此

时他还没有看出这一现象的普遍意义
,

仅仅当成是有

关水银的特殊现象
+

.. 月 ∀4 日他作了
《

水银电阻消

失速度的突变
》
的报告

,
明确地给出了水银电阻 ∃与常

= 3 ## = 3 .# =
, 。 ∀ # =

#

<# =
, +

耳亏 压
,

图 ∀ 水银电阻突降为零

报告中说 3

“测量表明
,

从氢的融点直到氦的沸点附近
,
曲线

呈现出电阻下降速度通常表现的那种逐渐 降 低 的 现

象
+

⋯⋯在略高于与略低于沸 点处
,

即从 斗
+

” Κ 到

=
+

∀ .Κ 之间也可清楚看出电阻有同徉的逐渐变化的趋

势
+

但是在 斗,

∀ . Κ 与 斗
+

.Γ Κ 之间
,

电阻却减小得极

快
,

并在 斗
+

. Γ Κ 处完全消失
。 ”

在 .Γ .∀ 一 . Γ .< 年间
,

昂纳斯又发现了锡 ∃ ) Δ % 在

<
+

Λ Κ 电阻突降为零的现象
,

随后发现铅也有类 似 效

应
,

转变 Μ温度估计为 Ν Κ 〔后来证实为 Ο
+

∀ Κ %
+

及Γ .<

年
,

昂纳斯宣称
,

这些材料在低温下 “进入了一种新的

状态
,

这种状态具有特殊的电学性质
+

” 超导一词就 链

昂纳斯命名的
。

昂纳斯进而研究杂质对超导的影响
,

出乎他的 戳

料
,

在水银中加杂质并不影响超导现象的出现
+

看来
,

昂纳斯为了试验最纯的金属
,

选用了水银
,

却偶然地发

现了并不只是属于纯水银的一种普遍现象—
超导电

性
+

然而
,

对于昂纳斯来说
,

这一发现并非完全偶然
,

因为第一
,

他首先实现了氦的液化
,

而且直到二十年

代
,

全世界只有他独家生产液氦 � 第二
,

他所在的低淞

研究所有大规模的液氢生产设备
,

可以保证维持氦恒

温器的低温状态 � 第三
,

他明确地认定要探索低温下物

质的各种特性
,

特别是电阻的变化
。

所以超导电性的

发现对于昂纳斯来说
,

又是必然的
+

昂纳斯因对低温下物质性质的研究
,

特别是液氦

的制备获 . Γ .< 年诺贝尔物理奖
+

他是继洛仑兹
、

塞女

和范德瓦尔斯之后荣获这一最高科学荣誉的第四位荷

兰物理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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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以上两种解法
, 图解法更简明直观

, 但需对 1 一  
叫

线有透彻的 了解
,

方能得心应手
+

∃晓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