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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学物理解题方法中, 图像法以其直观、简单

独树一帜,颇受喜爱。图像法涉及的图线的斜率、图

线与横轴所围的面积,因其具有特定的物理意义, 更

是经常用到。

一、图像中�面积�的物理意义
v- t图像

图  1

  如图1所示,

为一直线运动的

v - t 图像, 从图

像上表明质点的

速度随时间 t 而

变化的情况。我

们计算此直线运

动中位 移的 量

值。从 t 到 t +

�t ,在一段极短的时间 �t 内, v 可视为不变,图中画

有阴影的小面积就等于这段时间内的位移v�t , 这

样,要计算从 t1到 t2这段时间内的位移,我们应把每

一段极短时间内的位移,从 t1到 t 2累加起来,就得!

v�t。如果取 �t 趋近于零, 那么, ! v�t 所趋近的

极限值就等于 v - t 图线下 t1与 t 2两纵坐标之间的

面积。由此可见, 速度对时间的累积 ∀ ∀ ∀ 位移, 等于

速度- 时间图像下的面积。如果面积在横轴上方,

则位移为正,在横轴下方, 则位移为负, 总位移为其

代数和。

F- t 图像

  同理可知,力对时间的累积 ∀ ∀ ∀ 冲量,等于力-

时间图像下的面积。由牛顿第二定律 F= ma 知,

力与加速度成正比,故 F- t 图像与a- t 图像表示

的情况类似,加速度对时间的累积 ∀ ∀ ∀ 速度增量,等

于加速度- 时间图像下的面积。

F- s 图像

力对位移的累积 ∀ ∀ ∀ 功,等于力- 位移图像下的

些简化的模型计算后, 你会发现, 3个面聚集的状态

具有较小的表面积, 即较小的表面能,故而稳定。值

得一提的是,上面讲的都是有条件的, 在一般的尺度

下是能很好地成立的, 可你要是拿一个放大镜去看,

就会发现肥皂泡膜是有厚度的,而我们受力分析的对

象并不存在, 结论也就无从谈起。再进一步放大,我

们更会发现,肥皂水在相连肥皂膜中是不断流动的,

在相连处会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致使相连液柱在极小

范围内不断抖动,没有确定的位置,更谈不上夹角。

可是在普通尺度下, 我们所发现的规律还是能

很好地成立的。这样, 依据它我们就可以�创造�一

些美丽的图形(如图 6) , 细心一点,我们还可以在自

己的吸管下吹出它们。

让我们有关肥皂泡的旅行就用这些美丽的图案

画上句号吧。希望读者在读这篇小文章的同时, 自

己也随手吹几个肥皂泡, 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发现。

而这里我要说的是, 上面讲的,相对于肥皂泡所包含

的内容而言,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可是它们带给了

我们怎样的惊奇, 打开了一片怎样的未知世界。我

们的世界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

图  6

样,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缺少新知, 而是缺少发现

新知的心。

现在, 我们似乎更能深刻体味到开尔芬爵士讲

的那句话: �请吹一个肥皂泡并观察它, 你简直可以

终生对它进行研究而不断从中学到物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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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注意:此处仅指力与位移在同一直线上的情形)。

p- V 图像

  图2表示一气体状态变化的过程。现计算此气体

膨胀(由状态∃到状态%)过程中气体对外界做的功。从

V到 V+ �V,在一个极小的体积变化 �V 内, p 可视为

不变,图2中画有阴影的小面积就等于这个体积变化

图  2

过程中气体对外界

所做的功 p �V。由

状态∃到状态%气体
对外界所做的总功

即为 p - V 图线下

V1与 V2两纵坐标之

间的面积。当气体

压缩时(即由状态%
到状态 ∃) , 上述面

积表示外界对气体所做的功。

二、�面积�的应用

  例 1  棒球质量为 0. 14kg, 用棒击棒球的力随

时间的变化如图 3所示, 设棒被击前后速度增量大

小为 70m/ s, 求力的最大值(打击时不计重力)。

分析:此题考查学生对动量定理的应用, 由于棒

击棒球的力不是恒力,故涉及到变力的冲量, 由前面

分析知道,可应用�面积�概念求解。
解答:棒击棒球的力的冲量 I 等于 F- t 关系图

图 3

线 中 三 角 形

OAB 面 积 的

值。

I = S & OAB

= Fmax t / 2, 动

量的增量 为:

&P= m &v ,

图  4

根据动量

定理: &P = I,

故 Fmax= 2m & v/ t= 245N

例 2  图 4

表示一定质量的

理想气体沿p- V

图像所示的方向

发生变化, 其中

曲线 ADB 是以 p

轴、V 轴为渐近

线 的 双 曲 线

的一 部分 , 则

A .气体由 A 变到B ,一定是吸热的;

B.气体由 B 变到A , 一定是吸热的;

C.气体由 A 变到B 再变到A ,吸热多于放热;

D .气体由 A 变到B 再变到A ,放热多于吸热。

解析:气体由 A 经C 变到B 的过程中, VB> VA ,

气体膨胀, 对外做功。由 T A = TB可知气体内能不

变,对外做功所需能量只能通过吸热补充。同理,由

B 经D 变到A 的等温压缩过程, 一定放热。应选 A。

本题难点在于 C、D 两项中吸热放热量值比

较。由图像中可以看出,气体初末状态 A, B 一定,

但经过路径不同, 对外做功的大小与气体压强 p 及

体积增量 �V 有关。由于压强非均匀变化, 故可用

p- V 图与 p 轴、V 轴所围成的面积大小来定性比较

做功的大小。显然 SACB> SBDA。应选 C。

�面积�法既适用于恒量的累积, 也适用于变量

的累积。鉴于恒量的累积有公式可用,故�面积�法

在解变量累积时方能显示其优越性。

 科苑快讯

探索宇宙大爆炸 ∀ ∀ ∀ 美天文

学家发现重要证据

美国国家宇航局的一颗人

造卫星日前发现了一个有关伽玛射线脉冲形成机制

的重要线索,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天文学家们发现的最

重要的证据之一,它有可能揭示宇宙大爆炸的秘密。

美国国家宇航局的Reuven Ramaty高能太阳分光

镜成像卫星(RHESSI)本来是用于研究太阳耀斑的,然

而2002年 12月6日它在拍摄太阳耀斑照片时竟意外

地在横跨太阳边缘的背景区域捕捉到了一个极强的伽

玛射线脉冲,首次提示出伽玛射线脉冲的偏振现象。

这一发现表明磁场有可能是伽玛射线爆发的背后因

素。

太阳耀斑是太阳大气中的剧烈爆炸, 通常由电

磁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 伽玛射线脉冲则是伽玛射

线的随机爆发,大约每天一次,其亮度约为太阳的百

万万亿倍。以前的观察显示,伽玛射线脉冲有可能

是一些特别的星体, 如超新星, 爆发时产生的,但并

非所有的超新星爆发都能产生伽玛射线脉冲,因此

伽玛射线脉冲的原理一直未能弄清。伽玛射线脉冲

是整个宇宙中最为壮观的爆炸, 因此它对于研究宇

宙的形成具有非凡的意义。此次的发现对于研究伽

玛射线脉冲的形成原理具有重要意义, 这项研究成

果已经发布在5月 22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52#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