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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很多战士和家长们，想进一步了解崔爱功主编的《军考突破》的特点，下面做简要介绍。

这是极具原创特色的一套备考用书，注重实用性、系统性和指导性，选用该书必将给战士们备

考带来很大帮助。本书与其它同类资料的明显区别，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在介绍每个知识点或考点时，不照搬、不复制、不拼凑，而是各科教师用心结合实

际的军考教学实践，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去编排、讲解。这种符合逻辑、便于自学的科学讲解方

式，贯穿始终，小到定义公式，大到题型与方法，为战士们进行高效复习指明了方向。 

第二，紧跟在每个考点后面的例题示范与演练，首先是选取最简易的考点运用（往往是直

接运用，这样便于理解），然后才是增加例题难度与广度（这样便于拓宽、加深）。另外，我们

把近 6~10 年来的军考真题，逐一融进对应考点的后面，且配以详解和点评，既作为对应考点的

例题，又提示了其重要性和考察方式。 

第三，每章后面有“突破训练题组”，里面每道题都是精心设计的军考常考题型，题目由小

到大、难度从低到高，不光是练习，也极具考试的针对性。 

崔爱功主编的《军考突破》，是北京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呈现给全国考生的一套代表性作品，

它融入了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多年来对军考教学的深刻体会，以及反复认真地推敲斟酌。由于

多数士兵考生文化课基础薄弱，这套资料也全面弥补了《军考教材》在讲解上的局限，会帮助

不同层次的考生去高效复习与提高。 

我们对本丛书进行了系统的编、审、校工作，但是由于内容多、学科面广，难免出现个别

疏漏之处，我们真诚欢迎广大士兵考生来电指出，帮助改进。 

作为全国最早、专业研究军考的教学团队，一直以来，被很多人关注、模仿甚至抄袭着，

但是我们相信，只要真正投入精力去用心教学和用心编写，就会始终处于领先位置。始于“教

学”、成于“教育”，中国军考教育需要这样的人；我们这个团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教

育这个方向而继续努力！ 

崔爱功 

  



说 明 

为了便于战士们自学，本丛书为所有考点或知识点进行了系统编号，下面进行简要说明。 

一、书中凡是属于知识点或考点的内容，均有灰色底纹（图片与表格除外）。 

二、每个知识点或考点都对应一个编号（语文除外），一般采用“三级编号”形式，特殊情

况下采用“四级编号”形式。例如，“2-5-6”为三级编号，含义是对应科目的《军考突破》中

“第二章、第五节的第六个考点”。再如，“2-1-3-6”为四级编号，含义是对应科目的《军考突

破》中“第二章、第一节、第三个考点下的第六个知识”。 

三、为了便于战士们及时查找和弥补自己的知识漏洞，我们在多数题目的“点评”内容里，

也加入了该题所涉及知识点或考点的编号。 

北京崔爱功军考教育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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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考复习指导 

源自“北京崔爱功军考教育”多年来培训战士的成功方案总结 
作者：崔爱功 

一、军考备考，越早越好。 

备考时间是参加部队考学的一个重要竞争力，不多阐述。 

二、突破障碍，建立根基。 

这是一个万事万物通用的哲理。战士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能搭建好完整的

知识系统，所以才会衍生出种种难题。在身边无师的情况下，自通是困难的，所以战士们需要

一种如同教师授课那样的好资料，“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已经帮战士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目前，比其他教材教辅在考点、例题、训练题等方面，讲解得更有效、更细致透彻、更明

确考点、更利于自学的，就是《崔爱功军考突破》，这是每位战士必备的军考复习资料。 

三、知错必改，改至必会。 

首先，你要认识到只有建立了正确的学习方案，才会有效率可言；然后，你要落实到每次

的学习过程中，才能加大成功的筹码。从一开始，就培养好习惯，这是我们在多年来进行一对

一辅导战士的过程中不断验证的实用方法，希望大家不论用哪一本书学习，都要严格遵循下面

的操作方法。 

（1）任何学习的过程，都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基于量变、促成质变”。 

（2）准备一支黑笔，一支红笔，一支铅笔（橡皮），一个能每天装在衣袋的日常记录本，多

个做题本与改错本。 

①黑笔用来做题，以及标注已经会做、且无需进行第二遍的题。自己做过的每道题，必须

留下痕迹。比如，对于例题，做完后如果正确，可以在题干上打个对勾；对于选择题、填空题，

做完后如果正确，要写上答案；对于解答题，做完后如果正确，要留下过程或者打勾；等等。 

②红笔用来标注错误，以及做记号。凡是自己学不懂的知识点，一律用红笔打问号（解决

后，勾掉问号）；凡是第一次做错的题，一律用红笔改正（有需要时，写明出错原因）；凡是不

会做的题，一律用红笔在题号上画个圈。 

③铅笔用来作图，橡皮用来擦改，这是考试要求，且不伤原图。 

④日常记录本用来把发现的问题及时记下，而后解决（解决后，勾掉）。在刻苦学习的整个

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或大或小的问题，此时不记，过后则忘。 

⑤做题本用来书写解题过程、默写背记内容。战士们参加的考试，都是考查反映在卷面上

的功夫，所以必须勤动笔，学习往往是看无效、动笔有效。 

⑥改错本用来改正那些自认为重要的错题，要写过程。运用改错本，日积月累，既能稳步

提高能力，又利于归纳总结。 



（3）所有标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自己心知肚明。那些已经学会的，再做就是浪费时

间；那些有错误、有疑问的，不尽快想办法解决就是隐患。在日后复习时，哪些不需再做、哪

些需重做、甚至哪些需反复做，要做到一目了然。 

其实，上面所说的也是一个人做事的规划问题。所以，有的人进步慢，有的人进步快。进

步慢的人，重要因素就是反复做无用功，不得法则慢；进步快的人，重要因素就是一步一个脚

印，得法则快。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上面这些方式给学习带来了麻烦，这些才是正确

有效的极佳方式，必将为你节省大量的宝贵时间！ 

四、明确方案，各科击破。 

（1）理科的复习方案： 

①首先要突破知识障碍，明确考查方向，为进行系统训练建立根基。我们出版发行的《崔

爱功军考突破》，帮战士们解决了自学的难题。 

②抓住那些考试原题，方法就是争取全做会。多年来，《军考教材》上面的某些题目，就是

在给战士们送分，白送的分一定要拿到手；但要注意，真正的竞争差距不在那几道题上。我们

编写的《军考教材详解》，帮战士们解决了教材答案过程不详尽的难题（提供免费下载）。 

③系统训练，天道酬勤，能者居上。军考选拔的是那些能力拔尖的人才，那些人的能力是

靠练出来的。我们出版发行的多种配套基础、模拟、真题详解汇编等针对性资料，帮战士们解

决了材料不足的难题。 

④熟记理科的所有公式，且要达到能够运用的水平。有些公式无需理解，背下来会用就可

以；有些公式必须理解，不理解就不会用。 

⑤复习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具体方法，详见各科复习指导。 

（2）文科的复习方案： 

①突破知识障碍方面，与理科同。 

②抓住考试原题方面，与理科同。 

③系统训练方面，与理科同。 

④学习文科的一个难题就是背记。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好自我监督、自我检查；另

一方面要下足功夫，看了不行你就读，读了不行你就写。总之，该背的就要背下来。 

⑤复习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军政等的具体方法，详见各科复习指导。 

五、无路可走，唯有努力！ 

非凡的成就，全靠最平凡的劳动酿成。参加军考，就不要心存侥幸、懒散安逸，更不要心

存走关系、考场作弊等幻想，这些都会害了你；相反，你必须勤奋刻苦、不遗余力，就算咬破

牙也要坚持下去，考试最终靠自己。 

人生在世，勇敢一些，豁达一些，既要建立必胜的信心，又要具备不怕失败的勇气，这样

的你，必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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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力  物体的平衡 

第一章  力  物体的平衡 

复习方向指导： 
本章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力的概念，明确掌握力的定义；二是掌握力的运算，

主要是力的合成与分解；三是力的平衡及应用．该部分是物理学中力的基础内容，对其内容的

掌握，直接影响对整体系统知识的学习，从近年军考的趋势看，考查概念的问题，或是一些简

单的计算问题，时常出现在这一部分知识中． 

复习要求： 
1．理解力的概念与力的作用效果，重力、弹力、摩擦力的特征，万有引力定律． 

2．掌握物体的受力分析，能正确画出物体的受力图． 

3．掌握合力与分力的关系，掌握平行四边形定则，会利用该定则进行力的合成与分解． 

4．掌握共点力、平衡状态的概念．能够利用平衡条件解决实际问题． 

本章 2007 年-2017 年真题涉及的考点 

考点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力的概念  填空 选择 填空  填空      

合成、分解        选择 选择  选择 

力的平衡    选择 填空 选择     选择 

说明：以上是历年考试所涉及的知识点以及考试题型的统计，表格只是对过去考试内容的

统计，不要作为以后考试题目必然性的推断依据．在今后的讲解中，重点考查过的内容称为“考

点”，没有重点考查过的内容称为“知识点”，以后不再说明． 

第一节  重力  弹力  摩擦力 

1-1-1  ◆知识点  力的概念 
1．力的定义：力是物体和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2．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是“牛顿”，简称“牛”，用“N”表示． 
3．力的分类： 
（1）按性质区分：重力、弹力、摩擦力、电场力、磁场力、分子力等． 
（2）按效果区分：压力、支持力、动力、阻力、向心力、回复力等． 
4．力的性质： 
（1）物质性：力不能脱离开物体而独立存在．没有“施力物体”或“受力物体”的力是不

存在的． 
（2）相互性：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施力（受力）物体同时也是受力（施力）物体． 
（3）矢量性：力是矢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 
5．力的作用效果： 
（1）使物体发生形变． 
（2）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想一想 

- 1 - 



★ 军考突破·物理分册 

物体受到力的作用，一定发生形变吗？运动状态一定改变吗？ 
提示：物体受到力的作用一定发生形变，但运动状态不一定改变，若物体只受到一对平衡

力的作用，则其运动状态不发生变化． 

例 1  关于力的作用规律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只有相互接触的物体间才有力的作用 
B．物体受到力的作用，运动状态一定改变 
C．施力物体一定受力的作用 
D．竖直向上抛出的物体，物体竖直上升，是因为竖直方向受到升力的作用 
【详解】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施力物体同时一定是受力物体，一定受到力的作用，所以

C 正确；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不一定互相接触，如电磁力，所以 A 错；若物体受到的合外力为

零则其运动状态不变，所以 B 错；对竖直上抛的物体进行受力分析知“升力”无施力物体，所

以升力不存在，因此 D 错．故选 C． 
【点评】考查对力的理解，因为它贯穿物理学的始终，一定要准确把握（详见《军考突破》

中 1-1-1）． 

1-1-2  ◆考点  重力 
1．重力的定义：由于地球对物体的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叫重力． 
2．重力的大小：G mg= ，m 为物体的质量， 9.8N/kgg = 为常量． 
注意：g 的大小随着在地球纬度和高度的不同有所变化，纬度越高 g 值越大；高度越高 g 值

越小；为了计算方便很多问题中注明取 10N/kg． 
3．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 
特别提醒： 
（1）重力方向“竖直向下”不能认为是“垂直向下”，因为平面不同，其垂直向下的方向也

不同． 
（2）重力的大小、方向不受其他力的作用而改变，也不因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4．重心：因为物体各个部分都受重力作用，可认为重力作用集中到一点，这一点就是重心． 
（1）特点：重心的位置与物体的形状及质量分布有关，重心不一定在物体上，更不一定在

物体的几何中心． 
（2）确定方法： 
①质量分布均匀的规则物体，重心在其几何中心； 
②对于形状不规则或者质量分布不均匀的薄板，重心可用悬挂法确定． 

例 1  以下关于重心及重力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一个物体放于水中称量时弹簧秤的示数小于物体在空气中称量时弹簧秤的示数，因此，

物体在水中的重力小于在空气中的重力 
B．据G mg= 可知，两个物体相比较，质量较大的物体的重力一定较大 
C．物体放于水平面上时，重力方向垂直于水平面向下，当物体静止于斜面上时，其重力垂

直于斜面向下 
D．物体的形状改变后，其重心位置可能改变 
【详解】物体的重力只与物体质量和当地的重力加速度有关，故 A 错；物体质量大，但所在

位置 g 小，重力不一定大，故 B 错；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故 C 错；重心的位置与物体的

形状有关．当物体形状改变时，重心的位置可能改变，D 正确．故选 D． 
【点评】考查对重心和重力的理解，属基础内容，理解到位答案是现成的（详见《军考突破》

中 1-1-2）． 
例 2  （2009 军考真题）下列关于重力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只有静止的物体才受到重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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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物体本身就有重力，所以重力没有施力物体 
C．重力是由于地球对物体的吸引而产生的 
D．物体静止时受到的重力最大，运动时受到的重力较小 
【详解】重力是由于地球对物体的吸引而产生的，重力的施力物体是地球，地表附近的一切

物体都要受到重力作用．静止和运动时物体受的重力是一样的．故选 C． 
【点评】本题涉及重力的产生原因、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重点考查重力的产生原因（详见

《军考突破》中 1-1-2）． 

1-1-3  ◆考点  弹力 
1．弹力的定义：物体发生弹性形变时，由于要恢复原状而产生的对阻碍它恢复原状的物体

的作用力． 
2．弹力产生的条件：两物体接触；发生弹性形变． 
3．弹力的方向：因为弹力是由于发生弹性形变后要恢复原状而产生的，所以弹力作用在使

其发生形变的物体上，指向其恢复原状的方向．其具体情况如下： 
（1）轻绳的拉力沿绳指向绳收缩的方向． 
（2）支点与平面、平面与平面接触处的弹力垂直于平面（若是曲面则垂直于接触处的切平

面）指向被压或被支持的物体． 
（3）弹簧的弹力方向：总是沿中心轴线指向变回原长的方向． 
（4）杆的弹力方向要依照平衡条件或牛顿运动定律等判定，方向可能沿杆，也可能不沿杆． 
4．弹力的大小： 
（1）弹簧类弹力在弹性限度内遵从胡克定律，其公式为 F kx= （其中 k 为劲度系数，x 为形

变量）． 
（2）非弹簧类弹力大小应由平衡条件或动力学规律求得． 

例 1  关于弹力的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通常所说的压力、支持力和绳的拉力都是弹力 
B．轻绳、轻杆上产生的弹力的方向总是在沿着绳、杆的直线上 
C．两物体相互接触，可能有弹力产生 
D．压力和支持力的方向总是垂直于接触面的 
【详解】通常说的压力、支持力及绳的拉力都是弹力，且压力和支持力的方向总是垂直接触

面，故 A、D 正确；而绳的弹力沿绳方向，杆的弹力方向不一定沿杆，例如下图静止情况弹性

杆对小球的弹力应平衡重力，所以方向竖直向上，故 B 错；两物体互相接触，仅是可能产生弹

力，故 C 正确．故选 B． 

G

F弹

.
 

【点评】考查杆产生弹力方向的确定，不断总结平时遇到的情况，积累起来，以后可以直接

应用（详见《军考突破》中 1-1-3）． 
例 2  在半球形光滑容器内，放置一细杆，如图所示，细杆与容器的接触点分别为 A、B 两

点，则容器上 A、B 两点对细杆的作用力方向分别为（    ） 

A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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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均竖直向上 B．均指向球心 
C．A 点处指向球心 O，B 点处竖直向上 D．A 点处指向球心 O，B 点处垂直于细杆 
【详解】A 点处应为杆端点与一曲面接触点，支持力的方向应垂直于该点的切面，故支持力

应过 A 点和 O 点斜向上．而 B 点应为容器边缘点与杆平面接触，支持力应垂直于杆所在平面向

上，画出弹力的示意图如下图所示，所以 D 选项正确．故选 D． 

A

BO

FNA
FNB

.

 
【点评】考查曲面、支点处弹力方向的确定，完成该题后，可以把本题的解题思想应用到以

后的类似问题中（详见《军考突破》中 1-1-3）． 
例 3  （2002 军考真题）物体因形变而产生的弹力，它的方向（    ） 
A．总是与使物体发生形变的外力方向相同 B．总是与形变方向相同 

C．总是与形变方向相反 D．总是与形变方向垂直 

【详解】由于弹力是因为发生弹性形变后要恢复原来的形状而产生的，所以弹力的方向总是

与形变方向相反．故选 C． 
【点评】掌握弹力产生的原因是解答该题的必备知识（详见《军考突破》中 1-1-3）． 

1-1-4  ◆考点  静摩擦力 
1．定义：相互接触且相对静止的两物体间，具有相对运动趋势时产生的阻碍相对运动趋势

的力叫静摩擦力． 
2．产生条件： 
（1）相互接触且有压力（即存在相互挤压的弹力）． 
（2）接触面粗糙． 
（3）两物体间有相对运动趋势． 
3．大小：静摩擦力的大小是个不确定值，在压力确定时它存在一个最大值 Fm，在最大值之

内，根据情况的需要，接触面提供在最大值之内的静摩擦力，也就是说静摩擦力的取值范围应

该在 m0 F F≤ ≤ 之间． 
4．方向：静摩擦力的方向沿接触面的切线方向，且与物体相对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 
想一想： 
是不是只有静止的物体才可能受到静摩擦力的作用？ 
提示：静摩擦力产生于相对静止的物体间，运动的物体只要相对静止，同样可以受静摩擦

力的作用． 

例 1  如图所示人静止在粗糙的斜面上，分析人的受力，画出受力图． 

 
【详解】人静止在粗糙的斜面上，分析人的受力应该有：重力 G，方向竖直向下；支持力 F支

，

方向垂直于斜面向上；静摩擦力 F静
，方向沿斜面向上．受力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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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支 F静

 
【点评】本题分析斜面上静止物体的受力情况，较为简单，但在今后的学习中却有广泛的应

用（详见《军考突破》中 1-1-2、1-1-3、1-1-4）． 
例 2  （2003 军考真题）如图所示，甲乙两物体叠放在水平桌面上，甲受一个向右的水平

力的作用，乙受一个向左的水平力作用，两个力大小均为 F，两个物体保持静止状态．则甲、乙

之间的摩擦力和乙与桌面之间的摩擦力分别为（    ） 

甲

乙 FF

 
A．0，F B．F ，0 C．2F，F D．F，2F 
【详解】对甲分析：水平方向受力如下图，甲受力平衡，所以外力 F 与摩擦力 f 大小相等． 

甲
F

f  
把甲和乙看成一个整体，整体水平方向受力如下图所示，由于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已经处于平衡，所以地面对乙不会再有摩擦力的作用．故选 B． 

F F甲

乙
.

 
【点评】考查物体的受力分析，但却渗透了整体法和隔离法的解题思想．通过灵活选取研究

对象，使研究的问题变得简单化（详见《军考突破》中 1-1-4）． 

例 3  如图所示，在水平力 F 作用下，质量为 m1的木块 A 和质量为 m2的木块 B 静止紧靠

在竖直的墙面上，两木块接触面与墙面平行．则 A 受到 B 的摩擦力（    ） 

A B F

 
A．大小与 F 成正比，方向向下 B．大小与 F 成正比，方向向上 
C．大小等于 m2g，方向向上 D．大小等于 m2g，方向向下 
【详解】对 B 由竖直方向受力平衡得，A 对 B 的摩擦力与 B 的重力平衡，故其大小等于 m2g，

方向向上．由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得，B 对 A 的摩擦力大小等于 B 的重力 m2g，方向竖直向

下，所以答案 D 正确．故选 D． 
【点评】本题涉及受力分析与力的平衡，区分滑动摩擦力和静摩擦力的具体求解方法，是找

到解题思路的根本（详见《军考突破》中 1-1-4）． 

1-1-5  ◆考点  滑动摩擦力 
1．定义：两相互接触的物体，发生相对滑动时，产生的阻碍相对运动的力叫滑动摩擦力． 
2．产生条件： 
（1）相互接触且有挤压（即存在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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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触面粗糙． 
（3）两物体间有相对运动． 
3．计算公式及影响因素： 
（1）公式： f NF Fµ= ．其中 Ff表示滑动摩擦力，μ 表示动摩擦因数，FN表示接触面的正压

力． 
（2）影响因素：接触面间的正压力；两接触面间的粗糙程度． 
注意：动摩擦因数 μ的大小与两接触面的材料和粗糙程度有关，μ是两个力的比值，是一个

没有单位的数，一般小于 1． 
4．方向：滑动摩擦力的方向总是沿接触面的切线方向，且与物体的相对运动方向相反． 
想一想：两物体的接触面处若存在弹力，是否一定同时存在摩擦力，反之，若存在摩擦力，

是否一定同时存在弹力？ 
提示：弹力是摩擦力的产生条件之一，因此有摩擦力时一定有弹力，反之不一定成立，即

有弹力不一定有摩擦力． 

例 1  （2012 军考真题）如图所示，重 30 N 的物块沿水平面运动，物块与水平面间的滑动

摩擦因数为 0.1，物块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大小为       N． 
v

 
【详解】物体与水平面间的摩擦力属于滑动摩擦力，由于是在水平面上，所以压力大小等于

物体受到的重力．根据滑动摩擦力公式 f NF Fµ= 代入数据得 0.1 30N 3NfF = × = ．故填：3． 
【点评】考查滑动摩擦力的计算，问题单一且简单（详见《军考突破》中 1-1-5）． 
例 2  （2017 军考真题）公安干警训练中借助绳索上攀和下滑．某干警匀速上攀时受到了

摩擦力为 1f ，匀速下滑时受到的摩擦力为 2f ，则（    ） 
A． 1f 方向向下， 2f 方向向下 B． 1f 方向向下， 2f 方向向上 
C． 1f 方向向上， 2f 方向向下 D． 1f 方向向上， 2f 方向向上 
【详解】干警在上攀和下滑过程中受力为摩擦力和竖直向下的重力，由于匀速，则二力平衡，

说明摩擦力的方向与重力方向相反．故选 D． 
【点评】考查摩擦力（详见《军考突破》中 1-1-5）． 
例 3  在水平台面上放一物体，物体与平台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μ，现用一水平推力 F 把物体

推向台边，如下图所示，物体在台边翻倒以前的过程中，台面对物体的摩擦力（    ） 
F

 
A．逐渐减少到零 B．保持不变 

C．先增大后不变 D．先增大后减小 

【详解】因为滑动摩擦力只与正压力和动摩擦因数有关，与接触面积，相对速度均无关，翻

倒以前物体对平台的压力不变，所以滑动摩擦力大小不变．故选 B． 
【点评】考查对滑动摩擦力的理解，弄清楚滑动摩擦力与相对速度和接触面积无关，是排除

易错点的关键（详见《军考突破》中 1-1-5）． 
例 4  （2003 军考真题）关于摩擦力，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同 
B．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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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的方向相同 
D．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的方向相反 
【详解】滑动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的相对运动方向相反，静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的相对运动

趋势方向相反，所以 D 正确． 
【点评】本题涉及摩擦力方向的判定．重点考查对摩擦力方向规律性的理解（详见《军考突

破》中 1-1-5）． 

例 5  （2010 军考真题）质量 1kgm = 的物体静止在水平面上，物体与水平面间的动摩擦因

数 0.2µ = ．当用 1 1NF = 的水平力拉物体时，物体仍保持静止，它受到的摩擦力大小为       N；

当用 2 3NF = 的水平力拉物体使之加速运动时，它受到的摩擦力大小为       N（ 10N/kgg = ）． 
【详解】滑动时的滑动摩擦力为 2NF mgµ= = ，所以用 1N 时仍平衡，摩擦力为 1N，当用

3N 的拉力时，开始滑动，摩擦力为滑动摩擦力 2N．故填：1；2． 
【点评】摩擦力分为滑动摩擦力和静摩擦力，其大小的确定方法为： 
（1）在确定摩擦力的大小之前，首先分析物体所处的状态，分清摩擦力的性质是静摩擦力

还是滑动摩擦力． 
（2）滑动摩擦力由 NF Fµ= 公式计算，最关键的是对接触面正压力 NF 的分析（详见《军考

突破》中 1-1-4、1-1-5）． 

第二节  力的合成与分解 

1-2-1  ◆考点  关于合成与分解的基础知识 
1．合力与分力：如果几个力同时作用时产生的效果与某一个力单独作用时的效果相同，则

这一个力为那几个力的合力，那几个力为这一个力的分力． 
2．共点力：几个力都作用在物体的同一点，或者它们的作用线交于一点． 
3．力的合成：求几个力的合力的过程． 
4．平行四边形定则：求互成角度的两共点力的合力，可以用表示这两个力的线段为邻边作

平行四边形，这两个相邻边之间的对角线就表示合力的大小和方向． 
想一想： 
（1）合力一定大于分力吗？ 
（2）作用在不同物体上的力能进行合成吗？ 
提示： 
（1）合力可能大于分力，也可能小于分力，还可能等于分力，合力与分力的大小关系如同

三角形的两条邻边的长短关系，可大可小可相等． 
（2）只有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的力才能进行合成．例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不能合成的，

或者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合力为零是错误的，因为找不到一个力把这样两个力替换下来． 
5．合力取值范围的分析 
（1）合力 F 与两分力 F1、F2夹角 θ 间的关系：F1和 F2大小一定情况下，θ 越大，F 越小，

θ越小，F 越大． 
（2）合力大小范围： 1 2 1 2| |F F F F F− +≤ ≤| | ． 

例 1  （2014 军考真题）有两个共点力，大小分别是 6N 和 10N，则它们合力的大小可能是

（    ） 
A．0N B．3N C．14N D．18N 
【详解】两个共点力合力的最大值为 6 10 N 16N+ =（ ） ；最小为 10 6 N 4N− =（ ） ，14N 在此范

围内，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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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考查力的合成知识（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 
例 2  两个共点力的大小均为 8N，如果要使这两个力的合力大小也是 8N，则这两个共点力

间的夹角应为（    ） 
A．30  B． 60  C． 90  D．120  
【详解】根据平行四边形定则画出的两个共点力及其合力组成一个特殊平行四边形——菱形，

且对角线（合力）又把它分为两个等边三角形，由几何知识可确定两共点力的夹角为120．故

选 D． 
【点评】本题涉及力的合成中形成特殊菱形的情况，其特点是两分力相等，夹角为120时，

合力的大小等于分力的大小（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 

1-2-2  ◆考点  共点力合成常用的方法 
1．作图法：以两个分力为邻边，做平行四边形，对角线就是两力的合力，量出合力的大小，

确定合力的方向即得到合力，方法步骤： 
（1）从力的作用点起，按同一标度作出两力 F1和 F2的图示． 
（2）以表示 F1和 F2的线段为邻边作平行四边形，画出过作用点的对角线，如下图： 

F

F1

F2

α

 
（3）量出对角线长度，按比例计算出合力大小，量出对角线与某一力的夹角确定合力的方

向． 
2．解析法：以几何学为基础，画出力的合成图，通过已知边角求出未知的边角，即得到力

的大小和方向．以下是合力计算的几种特殊情况： 
（1）相互垂直的两个力的合成如下图甲： 

可以通过边角关系（如 sinθ 、 cosθ 、 tanθ 、 cotθ ），勾股定理等数学关系求得． 
（2）夹角为 θ的大小相同的两个力的合成，如下图乙： 

作出力的平行四边形为菱形，由图可知 12 cos
2

F F
θ

= ，方向与 F1夹角为
2
θ
． 

FF1

F2
甲

θ

F

F1

F2
乙

θ

 
（3）其他在画出力的合成图后出现直角三角形的情况，即在直角三角形中讨论问题． 

例 1  在电线杆的两侧常用钢丝绳把它固定在地上（如下图所示）．如果钢丝绳与水平地面

的夹角 60A B∠ = ∠ = ，每根钢丝绳的拉力都是 300N，求两根钢丝绳作用在电线杆上的合力． 

O

A B60 60
 

【详解】由图可知，两根钢丝绳的拉力 F1、F2之间的夹角为 60，可根据平行四边形定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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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图法和解三角形求出电线杆受到钢丝绳的合力． 

F

F1 F2

30

O

 
先画出力的平行四边形如图所示，由于对称，得到的是菱形．连接两对角线垂直且平分，

则有 1 cos30
2
F F= ． 

所以合力 1
32 cos30 2 300 N 520N

2
F F= = × × ≈ ． 

【点评】考查由分力计算合力的能力，归纳其方法就是由力的合成法则画出平行四边形，把

力学问题转化为几何问题求解即可得到结果（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1-2-2）． 
例 2  （2017 军考真题）如图所示，用三段轻质细绳吊起一水桶，使其处于静止状态，其

中细绳 OA 沿水平方向，则三段绳中的张力（    ） 

A

B

O

C

 
A．细绳 OA 中张力最大 B．细绳 OB 中张力最大 

C．细绳 OC 中张力最大 D．细绳 OA、OB、OC 中张力一样大 

【详解】受力分析如下图所示， cosOA OBF F θ= ， sinOC OBF F θ= ．故选 B． 
FOB

FOC

FOA θ

 
【点评】考查受力分析（详见《军考突破》中 1-2-4）． 
例 3  一个重为 G 的均匀光滑小球搁在光滑的竖直墙和木板之间，如图所示，当θ 缓慢发生

变化（ 0 90 

 ）时，下面几种说法正确的是（    ） 

.θ
 

A．当θ 增大时，小球对木板的正压力增加 
B．当θ 增大时，墙对小球的弹力增加 
C．当θ 变化时，木板对小球的弹力不可能小于小球的重量 
D．当θ 变化时，小球对墙的正压力不可能超过小球的重量 

【详解】以球为研究对象受力情况如下图所示，力 2 sin
mgF
θ

= ， 1 tan
mgF
θ

= ，当θ 缓慢增大时，

F1、F2都变小，故 A、B 错；由于 sin 1θ ≤ ，所以板对小球的弹力大于或等于小球的重量，C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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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tanθ可以大于 1 也可以小于 1，所以关系不定，D 错．故选 C． 

.
F1

F2

mg

θ

 
【点评】本题涉及受力分析、力的合成与分解、力的平衡．重点考查了应用力的平衡解决动

态变化的问题（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1-2-2）． 
例  如图所示，质量为1kg的小球被一根水平的细绳拴住静止在倾角为30°的光滑斜面上，

则斜面受到小球的压力大小为（g 取 10m/s2）（    ） 

m

30
 

A．10N  B．10 2 N C． 10 3
3

N  D．
20 3

3
N 

【详解】小球受竖直向下的重力 G、水平向右的拉力 F、垂直于斜面向上的支持力 N 三个力

作用，如图所示． 

m

mg

F
N

30
 

则
20 3 N

3cos30
mgN = =



，由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得，球对斜面的压力为
20 3 N

3
．故

选 D． 
【点评】本题涉及受力分析与力的合成与分解．重点考查画出受力图后应用数学知识求解物

理问题的能力（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1-2-2）． 

1-2-3  ◆考点  力的分解 
1．力的分解：求一个力的分力的过程叫力的分解，力的分解与力的合成互为逆运算．遵从

平行四边形定则． 
2．把一个合力分解为两个分力，如果不加其他限制，可分解为无数组解，一般有意义的分

解是按力的作用效果分解，具体做法如下： 
（1）根据力的实际作用效果确定两个实际分力的方向； 
（2）再根据两个实际分力方向画出平行四边形； 
（3）最后由平行四边形知识求出两分力的大小和方向． 
3．在求解合力时，经常使用正交分解法，其主要做法如下． 
（1）把一个力分解为互相垂直的两个分力，特别是物体受多个力作用时，把物体受到的各

力都分解到互相垂直的两个方向（x 轴、y 轴）上去，然后求各力在 x 轴和 y 轴上的分力的合力

Fx和 Fy． 

（2）将 Fx、Fy再合成得到最终的合力 2 2
x yF F F= + ． 

特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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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实际问题中进行力的分解时，有实际意义的分解方法是按力的实际作用效果进行分

解，其他的分解方法都是为了解题方便而使用的． 
（2）不论是力的合成还是力的分解，其基本方法是，首先画出力的合成或分解图，而后即

把力学问题转化为几何问题，由几何关系求解即可得到结果． 

例 1  （2011 军考真题）质量为 m 的滑块在倾角为θ的固定粗糙斜面上自由下滑时，恰好

做匀速直线运动，若空气阻力忽略不计，滑块所受斜面支持力大小为       ；摩擦力大小

为       ．（重力加速度为 g） 
【详解】匀速下滑时摩擦力等于重力沿斜面的分力，即 sinf mg θ= ，支持力等于重力沿垂

直于斜面的分力，即 cosNF mg θ= ．故填：mgcosθ；mgsinθ． 
【点评】本题涉及受力分析、力的合成与分解及平衡问题．重点考查平衡状态下力的关系确

定（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1-2-3）． 
例 2  （2015 军考真题）如图所示，某工人正在修理草坪，推力 F 与水平方向成α角，割草

机沿水平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则割草机所受阻力的大小为（    ） 

A．Fsinα B．Fcosα C．
sin

F
α

 D．
cos

F
α

 

α
F

 
【详解】受力分析如图所示，由于匀速运动，合力为零，所以阻力 cosf F α= ．故选 B． 

mg

f
F

α

N

 
【点评】考查受力分析与力的分解（详见《军考突破》中 1-2-4、1-2-3）． 
例 3  第 30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伦敦举办，请解答与奥运会有关的物理学问题（取重力加

速度 210m/sg = ）．举重运动员在抓举比赛中，为了减少杠铃上升的高度和发力，抓杠铃的两手

间要有较大距离．某运动员成功抓举杠铃时，测得两手臂间的夹角为120，运动员质量 75kg，
举起的杠铃为 125kg，示意图如图所示，求该运动员每只手臂对杠铃的作用力大小． 

 
【详解】设运动员一只手臂对杠铃的作用力大小为 F，两手臂间的夹角为： 2 120θ =   
对杠铃由平衡条件得： 2 cosF m gθ =

杠
 

代入数据得： 1250NF =  
【点评】本题涉及受力分析、受力平衡、力的合成与分解等知识，找出合力与分力的关系，

利用数学知识确定最后结果是这类题的基本方法（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1-2-3）． 
例 4  把一个力沿着该力方向两侧且都与该力成30角的两个不同方向分解，则两个分力与

该力大小间的关系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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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两个分力大小都为该力大小的
3

2
倍 B．两个分力大小都为该力大小的

3
3

倍 

C．两个分力大小都为该力大小的
1
3
倍 D．以上答案都不对 

【详解】在力的分解中合力与分力满足平行四边形定则，以合力 F合
为对角线，以分力 1F 、 2F

为邻边做平行四边形如图所示，则可知 1 cos30
2

F
F ° = 合 ，所以 1 3

3
F
F

=
合

．故选 B． 

F1

F2

F合

30
30

 
【点评】本题涉及力的合成与分解中平行四边形的画法以及根据边角关系求某个力的大

小．重点考查了合力与分力间的关系（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1-2-3）． 

1-2-4  ◆知识点  物体的受力分析 
1．受力分析：把物体（研究对象）在给定的物理情境中所受到的其他物体对它的力找出来，

并画好力的示意图． 
2．受力分析的步骤： 
（1）确定研究对象：把要研究的对象从周围环境中隔离出来，选取的研究对象要有利于问

题的处理，可以是单个物体或物体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几个物体组成的系统，即物体系，应视

具体问题而定； 
（2）受力分析顺序：按照先重力、再弹力、再摩擦力最后其他力的顺序对物体进行受力分

析，并画出物体的受力示意图，防止漏力； 
（3）检查受力情况：可以在分析各力的过程中，找一找它的施力物体，没有施力物体的力

是不存在的，防止添力． 

例 1  画出下列物体的受力图 

O

静止时O点受力情况 光滑小球的受力情况 光滑三角形斜劈的受力

（1） （2） （3）  
【详解】三物体的受力情况如下图所示． 

O

静止时O点受力情况 光滑小球的受力情况 光滑三角形斜劈的受力

（1） （2） （3）

F1
F2

F3 G G

F1 F1F2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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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 点受力情况为三段绳子沿绳子的拉力 1F 、 2F 、 3F ． 
（2）光滑球的受力情况为：球的重力 G，斜面的支持力 1F ，竖直挡板的弹力 2F 三个力． 
（3）光滑斜劈的受力为：重力 G，竖直墙的支持力 1F ，球的支持力 2F ． 
【点评】以上为常见的几种情况下，物体的受力情况分析，平时的情况多积累，可使以后的

分析能力得到提升（详见《军考突破》中 1-2-4）． 
例 2  如图所示，A、B、C 三个物体叠放在水平桌面上，在 A 物体的上面再加一个竖直向

下的力 F，则 C 物体受到的竖直方向上的力共有       个． 
F

A
B
C

 
【详解】对物体 C 进行受力分析，应受：重力、地面的支持力和 B 对 C 的压力 3 个力．故

填：3． 
【点评】考查物体的受力分析，较为基础（详见《军考突破》中 1-2-4）． 

第三节  共点力作用下物体的平衡 

1-3-1  ◆考点  关于平衡的基础知识 
1．平衡状态 
（1）静止：物体的速度和加速度都等于零的状态． 
（2）匀速直线运动：物体的加速度为零，速度不为零且保持不变的状态． 
2．平衡条件 
（1）物体所受合外力为零： =0F合

． 
（2）若采用正交分解法，则平衡条件表示为： 0xF = ； 0yF = ． 

例 1  （2005 军考真题）如下图所示，弹簧秤和细绳质量忽略，不计一切摩擦，物体重 5NG = ，

弹簧秤 A 和 B 的读数分别为（    ） 

G G G

A B

 
A．5N，0N B．5N，5N C．5N，10N D．10N，5N 
【详解】两个弹簧测力计都处于平衡状态，其拉力都等于一个物体的重力．所以两个弹簧测

力计的示数都为 5N．故选 B． 
【点评】本题涉及受力分析与力的平衡．重点考查平衡状态下的受力分析（详见《军考突破》

中 1-3-1）． 
例 2  如图所示，物体 M 在斜向右下方的推力 F 作用下，在水平地面上恰好做匀速运动，

则物体 M 受到的合力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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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

 
A．竖直向下  B．竖直向上  C．斜向下  D．0 
【详解】物体 M 受四个力作用，由于做匀速运动，处于平衡状态，由此可断定合力为零．故

选 D． 
【点评】发现匀速运动，说明合外力为零，以上为本题的解题要点（详见《军考突破》中 1-2-2、

1-3-1）． 

1-3-2  ◆考点  平衡条件的应用 
1．物体平衡的相关推论 
（1）二力平衡：如果物体在两个共点力的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这两个力必定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2）三力平衡：如果物体在三个共点力的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其中任意两个力的合力一

定与第三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3）多力平衡：如果物体受多个力作用处于平衡，其中任何一个力与其余力的合力大小相

等，方向相反． 
（4）三力汇交原理： 
如果一个物体受到三个非平行力作用而平衡，这三个力的作用线必定在同一平面内，而且

必相交于一点． 
想一想： 
（1）竖直上抛的物体上升到最高点时，其速度为零，此时物体处于平衡状态吗？ 
（2）单摆在摆动时，其最低点为平衡位置，摆球在平衡位置处于平衡状态吗？ 
提示： 
（1）物体的速度虽等于零，但是其加速度不为零．不能说处于平衡状态． 
（2）摆球虽在平衡位置，但在该位置仍有向心加速度，故摆球不处于平衡状态． 

例 1  （2010 军考真题）如图所示，用等大的力 F 沿不同方向分别作用于静止在水平面上

的同一物体，则物体对水平面压力最小的是（    ） 

F
F

F

F

A B C D   
【详解】受力分析与分解图如下图所示，由平衡可分别得出 A、B、C、D 四种情况下物体对

水平面的压力分别为 AN G F= + ； sinBN G F α= + ； sinCN G F α= − ； DN G= ． 

F

A

G

N

FD

G

N

f

F

C

G

N

f α

F

B

G

N

f
α

 
故选 C． 
【点评】本题涉及受力分析以及力的合成与分解．重点考查受力分析以及合成与分解的计算

（详见《军考突破》中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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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2012 军考真题）如图所示，固定粗糙斜面上有一物块，受到平行于斜面向上的推

力 F 的作用，物块处于静止状态．现将推力 F 增大，物块仍静止，则推力增大后（    ） 

F

 
A．物块受到的摩擦力一定增大 
B．物块受到的合外力一定增大 
C．物块受到的推力与支持力的合力一定增大 
D．物块受到的摩擦力与支持力的合力一定增大 
【详解】在沿斜面的方向上物体受到沿斜面向下的重力的分力和向上的推力，当推力小于重

力沿斜面向下的分力时摩擦力向上，当推力增大时摩擦力减小，当推力等于重力沿斜面向下的

分力时摩擦力为零，当推力大于重力沿斜面向下的分力时摩擦力向下且随推力的增大而增大，A
选项错误；物体一直处于平衡状态所受合外力为零，B 选项错误；支持力等于重力垂直于斜面

的分力是不变的，推力 F 增大，两个力的合力增大，故 C 选项正确；摩擦力大小变化不确定的，

它和支持力的合力也是不确定的，D 选项错误．故选 C． 
【点评】考查了力的合成与分解，物体的平衡，动态变化中各力的关系等问题，特别是 F 的

动态变化过程分析，增加了该题的难度（详见《军考突破》中 1-3-1、1-3-2）． 
例 3  如图所示，一质量为 M 的热空气球在匀速下降，若气球所受浮力 F 始终保持不变，气

球在运动过程中所受阻力仅与速率有关，重力加速度为 g．现欲使该气球以同样速率匀速上升，

则需从气球吊篮中减少的质量为（    ） 

 

A． 2 FM
g

−（ ） B． 2FM
g

−  C． 2 FM
g

−  D．0 

【详解】设减少的质量为 Δm，kv 为空气阻力，F 为浮力．匀速下降时由平衡条件可知：

Mg F kv= + ，匀速上升时由平衡条件可知： Mg mg kv F− ∆ + = ． 

解得 2 Fm M
g

∆ = −（ ）．故选 A． 

【点评】考查受力分析、力的平衡以及应用数学知识解物理问题的能力，其解方程的能力要

求较高（详见《军考突破》中 1-3-1、1-3-2）． 
例 4  如图所示两物体 M、m 用跨过光滑定滑轮的轻绳相连，m 放在水平面上，M 重 20N，

M、m 均处于静止状态，OA、OB 与水平面的夹角分别为30、 60，求： 
（1）OA、OB 对 M 的拉力大小； 
（2）m 受到水平面的静摩擦力的大小和方向． 

m

M

A B
O

 
【详解】（1）M 受到三个力的作用处于静止状态：重力 GM，绳的拉力 TOA、TOB，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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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A B
O

Mg

TOBTOA

 
由图可知 TOA、TOB分别与竖直方向成 60和 30． 
对 M 在水平方向上 sin 60 sin 30OA OBT T=   
在竖直方向上 cos 60 cos30OA OBT T Mg+ =   

解得 10NOAT = ； 10 3NOBT =  
（2）分析 m，因 OA OBT T< ，m 相对水平面有向右运动的趋势，则 m 受到的静摩擦力方向向

左，大小为 10 3 10 N 7.32NOB OAf T T= − = =（ - ） ． 
【点评】本题涉及受力分析、力的合成与分解、力的平衡等知识，特别是分别对两个物体应

用平衡关系，增加了本题的难度（详见《军考突破》中 1-2-2、1-2-3、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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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突破★训练题组〗 

一、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关于重力，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重力就是物体对支持面的压力 B．在同一地点质量大的物体重力大 
C．重力的作用点重心，一定在物体上 D．重力的方向是垂直于支持面向下 

2．两个力作用在同一物体上，它们的大小分别为15N 和 24N ，则它们的合力可能是（    ） 
A． 40N  B． 5N  C．8N  D．10N  

3．关于弹力和摩擦力正确的是（    ） 

A．有弹力一定有摩擦力 B．有摩擦力一定有弹力 
C．滑动摩擦力与相对速度有关 D．静摩擦力与压力成正比 

4．关于合力与分力，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合力的大小一定大于每个分力的大小 
B．合力的大小至少大于其中的一个分力 
C．合力的大小可以比两个分力都大，也可以比两个分力都小 
D．合力不可能与其中的一个分力大小相等 

5．某物体在两个共点力的作用下处于静止状态．若把其中一个大小为 F 的力方向沿顺时针方向

转过 90，而保持其大小不变，另一个力保持不变，则此时物体所受的合力大小为（    ） 
A．F B． 2F C．2F D．0 

6．在倾角 30θ =  的斜面上放一物体，物体刚好匀速下滑，则物体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 

A．
1
2

 B． 3
2

 C． 3
3

 D．1  

7．一物体悬挂在弹簧秤上时，其示数为 80N，放在动摩擦因数为 0.2 的水平地面上，用水平力

拉物体匀速运动，其拉力大小应为（    ） 
A．1.6N B．16 N C．80 N D．160 N 

二、填空题，将满足题意的答案，填在题中的横线上． 
8．如图所示，质量为 m 的物体，静止在粗糙的斜面上，斜面的倾角为 θ，斜面对物体的支持力

为       ，摩擦力为       ． 

m
θ

 
9．物体放在光滑的水平面上，在大小为 40N 的水平力 Q 的作用下由西向东运动．现用 F1、F2

两水平共点力等效代替 Q 的作用，已知 F1方向东偏北 30°，此时 F2的大小不能小于       ． 
10．如图所示，物体放在光滑斜面上，物体所受力的个数为       ，分别为              ． 

 
11．如图所示，一质量为 m 的木块靠在粗糙竖直的墙上，木块与墙壁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μ，受

到水平力 F 的作用，若木块静止，则受到的静摩擦力大小等于       ．若木块沿墙壁下滑

时，木块受滑动摩擦力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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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2．如图所示，在一细绳 C 点系一重物 P，细绳两端 A、B 分别固定在墙上，使得 AC 保持水平，

BC 与水平方向成30 角，已知细绳最大只能承受 200N 的拉力，那么，C 点悬挂的重物的重

力最多为         N，这时细绳的        段即将断裂． 

A

B

C

P

30

 

三、论述、计算题，解答应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方程式和重要的演算步骤． 
13．如图所示，两物体的质量分别为 m 和 M，两物体间，m 与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均为 μ．求：

要把 m 拉出至少用多大的力？ 

FM
m

 
14．如图所示，某同学在地面上拉着一个质量为 30kgm = 的箱子匀速前进，已知拉力 1 50NF = ，

与水平面夹角为 45θ = （取重力加速度 210m/sg = ），求： 

（1）箱子与地面的摩擦力； 
（2）地面对箱子的支持力 FN； 
（3）地面与箱子间的动摩擦因数． 

θ

 

〖能力突破★训练题组〗 

一、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如图所示，物体 M 静止于倾斜放置的木板上，当倾角 θ由很小缓慢增大到某一值的过程中，

木块始终保持静止，则斜面对物体的支持力 FN和摩擦力 Ff的变化情况是（    ） 

θ

M

 
A．FN、Ff都增大 B．FN、Ff都减小 
C．FN增大，Ff减小 D．FN减小，Ff增大 

2．F1、F2是力 F 的两个分力．若 10NF = ，则下列不可能是 F 的两个分力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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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10NF = ； 2 10NF =  B． 1 20NF = ； 2 20NF =  
C． 1 2NF = ； 2 6NF =  D． 1 20NF = ； 2 30NF =  

3．下列哪一组力的合力可能为 8N（    ） 
A．1N、2N B．3N、4N C．5N、6N D．1N、10N 

4．关于动摩擦因数 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两物体间没有摩擦力产生说明两物体间的动摩擦因数 0µ =  

B．增大两物体的接触面积，则两物体间的动摩擦因数增大 
C．增大两物体间的正压力，则两物体间的动摩擦因数增大 
D．两物体的材料一定，两物体间的动摩擦因数决定于两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5．如下图所示，是一种测定风作用力的仪器原理图．它能自动随着风的转向而转动，使风总从

图示方向水平吹向小球 P，P 是质量为 m 的金属球，固定在一细长而轻的钢性金属丝下端，

能绕悬挂点 O 在竖直平面内无摩擦地转动，无风时金属丝自然下垂，有风时金属丝将偏离竖

直方向一定角度 θ，角 θ大小与风力大小有关，下列关于风力 F与 θ的关系式正确的是（    ） 

O

θ

P
m

风力

 

A． sinF mg θ=  B． cosF mg θ=  C． tanF mg θ=  D．
cos
mgF
θ

=  

二、填空题，将满足题意的答案，填在题中的横线上． 
6．把一个质量均匀边长为 a 的正方体，绕一个边翻倒，重心最大的升高量是       ． 
7．如图所示，一轻质三角形框架 B 处悬挂一定滑轮（质量可忽略不计）．一体重为 500N 的人利

用跨过定滑轮的轻绳匀速提起一重为 300N 的物体．此时人对地面的压力是       ，斜杆

BC 所受的力为       ，横杆 AB 所受的力为       ． 

A B

C

30

 
8．如图所示，一个质量为 m 的物体 A，在力 F 的作用下，沿水平面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力 F

与水平面的夹角为θ ，则物体 A 所受力的个数为       ．（画出受力图） 

A

F

θ

 
9．如图所示，质量为 1kg 的小球被一根水平的细绳拴住静止在倾角为 30°的光滑斜面上，则细

绳对小球的拉力大小为       （g 取 10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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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0º  

三、论述、计算题解答应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方程式和重要的演算步骤． 
10．一个铁球所受的重力为 50N，置于两光滑平面 AB、AC 之间，AB 平面竖直放置，AC 平面

与竖直方向成 θ角，已知平面 AC 对球的弹力大小 100NACF = ，求： 
（1）铁球对平面 AB 的压力大小； 
（2）平面 AC 与竖直方向所成的 θ角是多大． 

A

B

C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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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突破★训练题组〗答案 

1.【答案】B 
【详解】重力是物体的重力，应作用在物体上，A 错；由公式G mg= 得，质量大重力大，B
对；重心不一定在物体上，C 错；重力方向竖直向下，D 错． 
【点评】考查重力的概念，正确理解重力是基础（详见《军考突破》中 1-1-2、1-1-3）． 

2.【答案】D 

【详解】在分力大小确定之后，其合力的大小受两个力的夹角的影响，两力同向时合力最大

为 1 2 39NF F+ = ，两力反向时合力最小为 2 1 9NF F− = ，所以合力的大小范围为 9N 39NF≤ ≤ ． 
【点评】本题涉及力的合成中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分析和计算，重点考查了出现最大值和最小

值的情况（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 
3.【答案】B 

【详解】在压紧的面上才可能有摩擦，故 A 错 B 对；滑动摩擦力与相对速度无关，C 错；静

摩擦力根据需要由接触面提供，D 错． 
【点评】考查关于弹力和摩擦力的基础知识，较为简单（详见《军考突破》中 1-1-3、1-1-4、
1-1-5）． 

4.【答案】C 
【详解】两个共点力的合力大小满足这样的关系， 1 2 1 2| |F F F F F− +≤ ≤ ，即合力的大小可能

比其中的一个分力大或小或相等，也可能比两个分力都大或小或相等． 
【点评】考查合力与分力的大小关系，熟记这一关系的结论，对这类题目有指导作用（详见

《军考突破》中 1-2-1）． 
5.【答案】B 

【详解】因为原来处于平衡状态，故合外力为零，另一个力大小也为 F，若把其中一个力 F
的方向沿顺时针方向转过 90°，而另一个力大小不变，合力应为大小相等的两个互相垂直的

力的合力． 2 2 2F F F F= + =合 ． 
【点评】考查力的合成的计算，解读题意，理解两分力之间的夹角关系，求出合力并不复杂

（详见《军考突破》中 1-2-1、1-2-2）． 
6.【答案】C 

【详解】匀速下滑说明物体受力平衡，由平衡条件得 sin 30 cos30mg mgµ=  ，解得动摩擦因

数为
sin 30 3

3cos30
µ = =





． 

【点评】考查力的平衡的简单应用（详见《军考突破》中 1-3-2）． 
7.【答案】B 

【详解】悬挂由平衡得 80Nmg = 匀速拉动说明物体受力平衡，由平衡条件得 16NF mgµ= = ． 
【点评】考查力的平衡的简单应用（详见《军考突破》中 1-3-2）． 

8.【答案】mgcosθ；mgsinθ 
【详解】由垂直于斜面方向受力平衡得 cosF mg θ=支 ．沿斜面方向由受力平衡得 sinF mg θ=

摩 ． 
【点评】本题对沿斜面匀速下滑的物体分方向应用平衡关系，可分别求出摩擦力和支持力（详

见《军考突破》中 1-2-3）． 
9.【答案】20N 

【详解】用 F1、F2两个共点力等效代替 Q 的作用，即 F1、F2的合力为 Q，由平行四边形定则

知，当 F1⊥F2时，F2有最小值，且 F2的最小值为 2 min
1sin 30 40 N=20N
2

F Q= = × ． 

【点评】考查力的分解运算中最小值的分析与计算，由点到直线的距离以垂线为最短思考结

- 21 - 



★ 军考突破·物理分册 

果（详见《军考突破》中 1-2-3）． 
10.【答案】3 个；重力、绳子的拉力和斜面的支持力 

【详解】以物体为研究对象，受力情况如下图所示，分别为重力 G，斜面支持力 F1，绳子拉

力 F2三个力作用． 
F1

F2

G  
【点评】考查对常见情况的受力分析，对类似问题要熟练掌握（详见《军考突破》中 1-2-4）． 

11.【答案】mg；μF 
【详解】木块静止时，受力平衡，竖直方向始终只受重力和静摩擦力，且二力等大反向，故

静摩擦力为 mg；若木块沿墙壁下滑时，木块受滑动摩擦力应为动摩擦因数乘以压力即 μF． 
【点评】考查滑动摩擦力和静摩擦力的求解方法，熟练掌握指导以后解题（详见《军考突破》

中 1-1-4、1-1-5、1-2-1）．  
12.【答案】100；BC 

【详解】C 点受力如下图，由平衡条件知， tan 60 3AF G G= = ， 2
sin 30B

GF G= =


 

A

B

C

P

30

FB
FA

G
 

由于绳子最大承受力是 200N，所以 200NBF = 时 G 最大为 100N，这时细绳 CB段即将断裂． 
【点评】考查力的平衡的简单应用（详见《军考突破》中 1-3-2）． 

13.【详解】M 与 m 间的摩擦力为 1F Mgµ= ，m 与地之间的摩擦力为 2F M m gµ= +（ ） ，所以要

拉出 m，由平衡关系得 1 2 2F F F M m gµ= + = +（ ） ． 
【点评】考查由力的平衡列方程而后求解未知量的能力，其难点在于列平衡关系时不要丢掉

力（详见《军考突破》中 1-1-5、1-3-1）． 
14.【详解】 

（1）对箱子进行受力分析，如图所示： 
FN

F1

f

mg  
由平衡方程得： 1 cos 45F f=  

所以 25 2Nf =  

（2）地面对箱子的支持力 1 sin 45 300 25 2 NNF mg F= − = − （ ）  

（3）由 Nf Fµ= 得：
25 2 2 0.13

300 25 2 12 2N

f
F

µ = = = =
− −

 

【点评】本题通过分解斜向上的力，应用水平方向的受力平衡和竖直方向的受力平衡列方程

得到结果（详见《军考突破》中 1-1-5、1-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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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突破★训练题组〗答案 

1.【答案】D 

【详解】木板倾角较小时，物体相对木板静止且处于平衡状态，由平衡条件得： 
支持力 cosNF Mg θ= ，摩擦力 sinfF Mg θ= ，所以，在 θ 逐渐增大过程中，FN 减小， fF 增

大． 
【点评】本题通过平衡关系列方程，可以找到关于逐渐变化的力与其他物理量的关系，从而

发现变化规律（详见《军考突破》中 1-1-3、1-1-4、1-3-1）． 
2.【答案】C 

【详解】考查合力和分力之间的关系．合力 F 和两个分力 F1、F2之间的关系为： 
1 2 1 2| |F F F F F− +≤ ≤ ，由此考虑则应选 C． 

【点评】考查分力和合力的关系，掌握此关系可以知道一类题的解析（详见《军考突破》中

1-2-3）． 
3.【答案】C 
【详解】由合力的范围为 1 2 1 2| |F F F F F− +≤ ≤ 判断，C 项可能． 
【点评】考查合力与分力的关系，其思路具有独到的特点（详见《军考突破》中 1-2-2）． 

4．【答案】D 
【详解】两物体间的动摩擦因数由两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和两物体的材料决定． 
【点评】考查对动摩擦因数的理解（详见《军考突破》中 1-1-5）． 

5．【答案】C 
【详解】金属球受三个力作用处于平衡状态，即受到水平方向的风施加的作用力 F、绳的拉力

T 和重力 mg 的作用，根据平衡条件得 tanF mg θ= ． 
【点评】本题思路为：受力分析、确定平衡（合外力为零）、找出各力的关系式、求解未知量

（详见《军考突破》中 1-2-4、1-3-2）． 

6．【答案】
1 2 1
2

a−（ ）  

【详解】翻倒过程重心离地的最大高度为对角线的二分之一，即
2

2
a ，而最初的高度在边长

的二分之一，故重心最大升高量为
1 2 1
2

a−（ ） ． 

【点评】解答本题应首先明确翻倒过程重心的变化，而后结合几何知识可以计算出结果（详

见《军考突破》中 1-1-2）． 
7.【答案】 200N ； 400 3N ； 200 3N  

【详解】先以人为研究对象，人受三个力的作用，重力 G、地面对人的支持力 FN和绳子的拉

力 FT．由平衡方程可得 N TF F G+ = ，解得 200NNF = ，即人对地面的压力为 200N ． 
以 B 点为研究对象，其受力情况如图所示．将绳子的拉力 F 分解为两个力：一个分力是对

AB 杆的拉力 FAB；另一个分力是对 BC 杆的压力 FBC． 2 600NF G= = ，由题意及受力分解图

可知． 

FBC F

FAB

30

 

tan 30 200 3NABF F= = ， 400 3N
cos30BC

F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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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考查力的平衡、合成与分解等内容，由平衡关系和平行四边形定则确定力的关系是

个难点（详见《军考突破》中 1-2-2、1-3-2）． 
8.【答案】4 个力；图见解析 

【详解】物体沿水平面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所以处于平衡状态，压力是一定存在的，所以

受力情况为：重力 G，支持力 FN，外力 F，摩擦力 Ff 共 4 个力．受力图如下： 

A

FFN

G

Ff θ

 
【点评】考查物体的受力分析，对常见物体的受力情况分析熟悉加记忆效果不错（详见《军

考突破》中 1-2-4）． 

9.【答案】
10 3 N

3
 

【详解】小球受竖直向下的重力 G、水平向右的拉力 F、垂直于斜面向上的支持力 N 三个力

作用，如图所示： 

m

30º
G

F

N

 

则
10 3tan 30 N

3
F mg= = ． 

【点评】考查力的分解的有关计算，结合力的平衡关系可以得到结果（详见《军考突破》中

1-2-2、1-3-2）． 
10.【详解】（1）铁球受力情况如图所示： 

A

B

C
θ

G

FAB

FAC

 
2 2 50 3NAB ACF F G= − =  

由牛顿第三定律得：铁球对 AB 平面的压力大小为50 3N  

（2）由几何关系知
1sin
2AC

G
F

θ = = ，可得 30θ =   

【点评】考查力的合成与力的平衡，由平衡找等量关系、由几何关系找等量关系是解题的关

键（详见《军考突破》中 1-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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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物体的运动 

复习方向指导： 
本章要学习的内容有：一是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及其应用；二是平抛运动；三是圆周运动．掌

握公式表达和图象表达是两个重点．该部分属于物理中运动学的基础内容，对其内容的掌握，

直接影响对整体系统知识的学习，从近年军考的趋势看，考查概念的问题和一些简单的计算问

题，时常出现在这一部分知识中． 

复习要求： 
1．理解运动学量的意义（时间、位移、速度、加速度），掌握匀速直线运动的公式及应用． 

2．理解变速运动的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理解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加速度；掌握匀变速直线

运动的公式及应用． 

3．理解运动的位移—时间图象；速度—时间图象的意义，学会应用图象解决实际问题． 

4．平抛运动． 

5．匀速圆周运动，线速度和角速度，周期，圆周运动的向心加速度． 

本章 2007 年-2017 年真题涉及的考点 

内容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运动的基本量  选择        选择  

运动学公式  填空      填空 选择

填空 
 填空 

运动学图象   选择 填空    选择    

追击相遇问题            

平抛运动     选择 选择     选择 

圆周运动      填空     选择 

第一节  运动的基础知识 

2-1-1  ◆考点  关于运动的基本概念 
1．参考系：为了研究物体的运动而选作不动的物体．参考系可以任意选取．通常以地面或

相对于地面不动的物体为参考系来研究物体的运动． 
2．质点：用来代替物体的有质量而没有形状和大小的点．它是一个理想化的物理模型． 
特别提醒 
（1）物体能否看成质点，不是以物体的大小为依据的，体积大的物体有时可以看作质点，

体积小的物体有时不能看成质点． 
（2）同一物体，有时可看成质点，有时不能，物体能否视为质点，要看物体本身的大小和

形状对所研究问题的影响能否忽略． 

例 1  下列物体，可视为质点的是（    ） 
A．研究“神舟十号”飞船的轨道高度 B．研究地球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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