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运动和力知识归纳总结（九年物理） 

一、运动的描述  

运动是宇宙中普遍的现象。  

机械运动：物体位置的变化叫机械运动。  

参照物：在研究物体运动还是静止时被选作标准的物体(或者说被假定不动的物体)叫

参照物.  

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同一个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取决于所选的参照物。 

二、运动的快慢  

速度：描述物体运动的快慢，速度等于运动物体在单位时间通过的路程。  

公式：     

速度的单位是：m/s；km/h。  

匀速直线运动：快慢不变、沿着直线的运动。这是最简单的机械运动。  

变速运动：物体运动速度是变化的运动。  

平均速度：在变速运动中，用总路程除以所用的时间可得物体在这段路程中的快慢程

度，这就是平均速度。 

三、时间和长度的测量  

时间的测量工具：钟表。秒表（实验室用）  

单位：s   min   h    

长度的测量工具：刻度尺。  

长度单位：m   km dm cm mm μm nm  

刻度尺的正确使用：  

(1).使用前要注意观察它的零刻线、量程和分度值； (2).用刻度尺测量时，尺要沿着

所测长度，不利用磨损的零刻线；(3)厚的刻度尺的刻线要紧贴被测物体。（4）.读数

时视线要与尺面垂直，在精确测量时，要估读到分度值的下一位。 (5). 测量结果由

数字和单位组成。  

误差：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叫误差。  

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尽量减少，而不能消除，常用减少误差的方法是：多次测

量求平均值。 

四、力  

力：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一个物体对别的物体施力

时，也同时受到后者对它的力)。  

力的作用效果：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还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力的单位是：牛顿(N)，1N 大约是你拿起两个鸡蛋所用的力。  

力的三要素是：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它们都能影响力的作用效果。  

力的示意图：用一根带箭头的线段把力的三要素都表示出来就叫力的示意图。 

五、牛顿第一定律  

亚里士多德观点：物体运动需要力来维持。  

伽利略观点：物体的运动不须要力来维持，运动之所以停下来，是因为受到了阻力作

用。  

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在没有收到力的作用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

态。（牛顿第一定律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推理而概括出来的，因而

不能用实验来证明这一定律)。  

惯性：物体保持运动状态不变的性质叫惯性。  

一切物体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惯性；惯性的大小只与质量有关。  



牛顿第一定律也叫做惯性定律。 

六、二力平衡  

平衡力：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处于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是因为物体受到的是

平衡力。  

二力平衡：物体受到两个力作用时，如果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我们就

说这两个力平衡。  

二力平衡的条件：作用在同一物体上的两个力，如果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在同

一直线上，这两个力就彼此平衡。  

○（二力平衡时合力为零）。  

物体在不受力或受到平衡力作用下都会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第十三章 力和机械知识归纳总结（九年物理） 

一、弹力 弹簧测力计  

弹性：物体受力发生形变，不受力时又恢复到原来的形状，物体的这种性质叫弹性。  

塑性：物体受力后不能自动恢复原来的形状，物体的这种性质叫塑性。  

弹力：物体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产生的力。  

弹簧测力计：原理：在弹性限度内，弹簧收受到的拉力越大，它的伸长就越长。（在

弹性限度内，弹簧的伸长跟受到的拉力成正比）  

弹簧测力计的使用：；(1)认清分度值和量程；(2)要检查指针是否指在零刻度，如果

不是，则要调零； (3)轻拉秤钩几次，看每次松手后，指针是否回到零刻度；(4)测量

时力要沿着弹簧的轴线方向，测量力时不能超过弹簧秤的量程。  

二、重力  

万有引力：宇宙间任何两个物体，大到天体，小到灰尘之间，都存在互相吸引的力。  

重力：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  

1、重力的大小叫重量，物体受到的重力跟它的质量成正比。G=mg.  

2、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指向地心）。  

3、重力的作用点（重心）：地球吸引物体的每一个部分，但是，对于整个物体，重

力的作用好像作用在一个点，这个点叫重心。（形状规则、质地均匀的物体的重心在

它的几何中心）  

三、摩擦力  

摩擦力：两个互相接触的物体，当它们做相对运动（或有相对运动的趋势）时，就会

在接触面是产生一种阻碍相对运动的力，这种力就叫摩擦力。  

摩擦力的方向：和物体相对运动的方向相反。  

决定摩擦力（滑动摩擦）大小的因素：【实验原理：二力平衡】1、压力（压力越大，

摩擦力越大）；2、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接触面越粗糙，摩擦力越大）。  

摩擦的分类：1、静摩擦：有相对运动的趋势，没有发生相对的运动。2、动摩擦：（1）

滑动摩擦：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的表面上滑动时产生的摩擦；（2）滚动摩擦：轮

状或球状物体滚动时产生的摩擦，通常情况下，滚动摩擦比滑动摩擦小。  

增大摩擦力方法：使接触面粗糙些和增大压力。  

减小有害摩擦方法：(1)使接触面光滑；（2）减小压力；(3)用滚动代替滑动；(4)使

接触面分开（加润滑油、形成气垫）。  

四、杠杆  

杠杆：一根硬棒，在力的作用下能绕着固定点转动，这根硬棒叫杠杆。  

杠杆的五要素：1、支点：杠杆绕着转动的点；2、动力：作用在杠杆上，使杠杆转动



的力；3、阻力：作用在杠杆上，阻碍杠杆转动的力；4、动力臂：支点到动力作用线

的距离；5、阻力臂：支点到阻力作用线的距离。  

杠杆的平衡条件：F1l1=F2l2.  

三种杠杠杆： (1)省力杠杆：L1>L2,平衡时 F1<F2。特点是省力，但费距离。（如剪

铁剪刀，铡刀，起子）(2)费力杠杆：L1<L2,平衡时 F1>F2。特点是费力，但省距离。

（如钓鱼杠，理发剪刀等） (3)等臂杠杆：L1=L2,平衡时 F1=F2。特点是既不省力，

也不费力。（如：天平） 

五、其他简单机械  

定滑轮特点：（轴固定不动）不省力，但能改变动力的方向。（实质是个等臂杠杆）  

动滑轮特点：省一半力（忽略摩擦和动滑轮重），但不能改变动力方向，要费距离 (实

质是动力臂为阻力臂二倍的杠杆)。.  

滑轮组：1、使用滑轮组时,滑轮组用几段绳子吊着物体，提起物体所用的力就是物重

的几分之一。即 F=G/n（G 为总重，n 为承担重物绳子断数）2、S=nh（n 同上，h 为

重物被提升的高度）。3、奇动（滑轮）、偶定（滑轮）。  

轮轴：由一个轴和一个大轮组成，能绕共同轴线旋转的简单机械；动力作用在轮上省

力，作用在轴上费力。  

斜面：（为了省力）斜面粗糙程度一定，坡度越小，越省力。  

应用：盘山公路、螺旋千斤顶等。 

 

第十四章 压强和浮力知识归纳总结（九年物理） 

一、压强  

压力：垂直压在物体表面的力（1）有的和重力有关；如：水平面：F=G（2）有的和

重力无关。  

压力的作用效果：（实验采用控制变量法）跟压力、受力面积的大小有关。  

压强：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  

压强公式： ，式中 p 单位是：pa，压力 F 单位是：N；受力面积 S 单位是：m2。。  

增大压强方法：(1)S 不变，F 增大；；(2)F 不变，S 减小； (3)同时把 F 增大，S 减

小。  

减小压强方法则相反。 

二、液体的压强  

液体压强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液体受到重力，液体具有流动性。  

液体压强特点：(1)液体对容器底和壁都有压强，(2)液体内部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

(3)液体的压强随深度增加而增大，在同一深度，液体向各个方向的压强相等；(4)不

同液体的压强还跟密度有关系。  

液体压强计算： ，（ρ 是液体密度，单位是 kg/m3；g=9.8n/kg；h 是深度，指液体

自由液面到液体内部某点的竖直距离，单位是 m。）据液体压强公式： ，液体的压

强与液体的密度和深度有关，而与液体的体积和质量等无关。  

连通器：上端开口、下部相连通的容器。  

连通器原理：连通器如果只装一种液体,在液体不流动时，各容器中的液面总保持相

平。  

应用：船闸、、锅炉水位计、茶壶、下水管道。 

三、大气压强  

证明大气压强存在的实验是马德堡半球实验。  

大气压强产生的原因：空气受到重力作用，具有流动性而产生的，  



测定大气压强值的实验是：1、托里拆利实验（最先测出）：实验中玻璃管上方是真

空，管外水银面的上方是大气，是大气压支持管内这段水银柱不落下，大气压的数值

等于这段水银柱产生的压强。2、课堂实验：用吸盘测大气压：（原理：二力平衡 F=

大气压 p=F/s）  

测定大气压的仪器是：气压计。常见气压计有水银气压计和无液（金属盒）气压计。  

标准大气压：把等于 760 毫米水银柱的大气压。1 标准大气压=760 毫米汞柱

=1.013×105pa。  

大气压的变化：和高度、天气等有关；大气压强随高度的增大而减小；在海拔 3000m

以内，大约每升高 10m,大气压减小 100pa。  

○（沸点与气压关系：一切液体的沸点，都是气压减小时降低，气压增大时升高）。  

抽水机是利用大气压把水从低处抽到高处的。在 1 标准大气压下，能支持水柱的高度

约 10.3m 高。 

四、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在气体和液体中，流速越大的位置压强越小。  

飞机的升力：飞机前进时，由于机翼上下不对称，机翼上方空气流速大，压强较小，

下方流速小，压强较大，机翼上下表面存在压强差，这就产生了向上的升力。  

五、浮力  

浮力：浸在液体或气体里的物体，都受到液体或气体对它竖直向上的力，这个力叫浮

力。  

浮力产生的原因：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液体对它的向上和向下的压力差。  

浮力方向总是竖直向上的。  

物体沉浮条件：（开始是浸没在液体中）  

法一：（比浮力与物体重力大小）  

(1)F 浮 < G 下沉；(2)F 浮 > G 上浮（最后漂浮，此时 F 浮=G）  

(3)F 浮 = G 悬浮或漂浮  

法二：（比物体与液体的密度大小）  

(1) >   下沉；(2) <   上浮； (3) =   悬浮。（不会漂浮）  

阿基米德原理：浸入液体里的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等于它排开的液体所受的重力。

（浸没在气体里的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等于它排开气体受到的重力）  

阿基米德原理公式：  

计算浮力方法有：  

(1)称量法：F 浮=G-F ，(G 是物体受到重力，F 是物体浸入液体中弹簧秤的读数)  

(2)压力差法：F 浮=F 向上-F 向下  

(3)阿基米德原理：  

(4)平衡法：F 浮=G 物 (适合漂浮、悬浮)  

六、浮力利用  

(1)轮船：用密度大于水的材料做成空心，使它能排开更多的水。这就是制成轮船的

道理。  

排水量：轮船按照设计要求，满载时排开水的质量。排水量=轮船的总质量  

(2)潜水艇：通过改变自身的重力来实现沉浮。  

(3)气球和飞艇：充入密度小于空气的气体。  

(4）密度计：测量液体密度的仪器，利用物体漂浮在液面的条件工作（F 浮=G），刻

度值上小下大。 

 



第十五章 功和机械能知识归纳总结（九年物理） 

一、功  

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作用在物体上的力，物体在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功的计算：力与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的乘积。W=FS。  

单位：焦耳(J) 1J=1Nm  

功的原理：使用机械时人们所做的功，都不会少于不用机械时所做的功。即：使用任

何机械都不省功。 

二、机械效率  

有用功：为实现人们的目的，对人们有用，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都必须做的功。  

额外功：对人们没用，不得不做的功（通常克服机械的重力和机件之间的摩擦做的功）。  

总功：有用功和额外功的总和。  

计算公式：η=W 有用/W 总  

机械效率小于 1；因为有用功总小于总功。 

三、功率  

功率(P)：单位时间(t)里完成的功(W)，叫功率。  

计算公式： 。单位：P→瓦特（w）  

推导公式：P=Fv。（速度的单位要用 m）  

四、动能和势能  

能量：一个物体能够做功，这个物体就具有能（能量）。能做的功越多，能量就越大。  

动能：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叫动能。  

质量相同的物体，运动速度越大，它的动能就越大；运动速度相同的物体，质量越大，

它的动能就越大；其中，速度对物体的动能影响较大。  

注：对车速限制，防止动能太大。  

势能：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统称为势能。  

重力势能：物体由于被举高而具有的能。  

质量相同的物体，高度越高，重力势能越大；高度相同的物体，质量越大，重力势能

越大。  

弹性势能：物体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具的能。  

物体的弹性形变越大，它的弹性势能就越大。 

五、机械能及其转化  

机械能：动能和势能的统称。  

（机械能=动能+势能）单位是：J  

动能和势能之间可以互相转化的。方式有：动能和重力势能之间可相互转化；动能和

弹性势能之间可相互转化。  

机械能守恒：只有动能和势能的相互住转化，机械能的总和保持不变。  

人造地球卫星绕地球转动，机械能守恒；近地点动能最大，重力势能最小；远地点重

力势能最大，动能最小。近地点向远地点运动，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 

 

第十六章 热和能知识归纳总结（九年物理） 

一、分子热运动  

分子运动论的内容是：（1）物质由分子组成；（2）一切物体的分子都永不停息地做

无规则运动。（3）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和斥力。  

扩散：不同物质相互接触，彼此进入对方现象。  

扩散现象说明：一切物质的分子都在不停地做无规则的运动。  



热运动：分子的运动跟温度有关，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叫热运动。温度越高，分子的热

运动越剧烈。  

分子间的作用力：分子间有引力；引力使固体、液体保持一定的体积。分子间有斥力，

分子间的斥力使分子已离得很近的固体、液体很难进一步被压缩。  

固体、液体压缩时分子间表现为斥力大于引力。  

固体很难拉长是分子间表现为引力大于斥力。 

二、内能  

内能：物体内部所有分子热运动的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叫内能。  

物体的内能与温度和质量有关：物体的温度越高，分子运动速度越快，内能就越大。  

一切物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内能。  

改变物体的内能两种方法：做功和热传递，这两种方法对改变物体的内能是等效的。  

1、热传递：温度不同的物体相互接触，低温的物体温度升高，高温的物体温度降低，

这个过程叫热传递。发生热传递时，高温物体内能减少，低温物体内能增加。  

热量：在热传递过程中，传递的内能的多少叫热量（物体含有多少热量的说法是错误

的）。单位：J。  

2、做功：（1）对物体做功，物体的内能增加；物体对外做功，本身的内能会减少。  

温室效应:太阳把能量辐射到地表，地表受热也会产生辐射，向外传递热量，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阻碍这种辐射，地表的温度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这就是温室效

应。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砍伐森林，加剧了温室效应。  

所有能量的单位都是：焦耳。  

三、比热容  

比热容（c ）：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温度升高（或降低）1℃，吸收（或放出）的热

量叫做这种物质的比热。  

比热容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它不随物质的体积、质量、形状、位置、温度的改变而改

变，只要物质种类和状态相同，比热就相同。  

比热容的单位是：J/(kg•℃)，读作：焦耳每千克摄氏度。  

水的比热容是：C=4.2×103J/(kg•℃)，它表示的物理意义是：每千克的水当温度升高

（或降低）1℃时，吸收（或放出）的热量是 4.2×103 焦耳。  

热量的计算：  

① Q 吸    =cm(t-t0)=cm△t 升（Q 吸是吸收热量，单位是 J；c 是物体比热容，单

位是：J/(kg•℃)；m 是质量；t0 是初始温度；t 是后来的温度。  

② Q 放 =cm(t0-t)=cm△t 降  

四、热机  

热机原理：燃料燃烧把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内能，内能做功又转化成机械能。  

内燃机：燃料在气缸内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的燃气，燃气推动活塞做功。  

常见内燃机：汽油机和柴油机。  

内燃机的四个冲程：1、吸气冲程；2、压缩冲程（机械能转化为内能）；3、做功冲

程内能转化为机械能）；4、排气冲程。  

热值（q ）：1kg 某种燃料完全燃烧放出的热量，叫燃烧的热值。单位是 J/kg 或 J/m3。  

燃料燃烧放出热量计算：Q 放 =qm；  

热值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属性  

热机的效率：用来做有用功的那部分能量和燃料完全燃烧放出的能量之比，叫热机的

效率。的热机的效率是热机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热机的各种损失中，废气带走的能量最多，设法利用废气的能量，是提高燃料利用



率的重要措施。 

五、能量的转化和守恒  

例子：在一定的条件下，各种形式的能量可以相互转化；摩擦生热，机械能转化为内

能；发电机发电，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电动机工作，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植物的光合

作用，光能转化为化学能；燃料燃烧，化学能转化为内能。  

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消灭，也不会创生，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

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而在转化和转移过程中，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 

 

第十七章 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知识归纳总结（九年物理） 

一、 能源家族  

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叫化石能源。  

一次能源：可以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能源。（化石能源、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

核能等）  

二次能源：无法从自然界直接获取，必须通过一次能源的消耗才能得到的能源。（电

能）  

生物质能：由生命物质提供的能量。  

不可再生资源：（化石能源、核能）不可能在短时间从自然界得到补充的能源。  

可再生资源：（水、风、太阳能等）可以在自然界里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二、核能  

核能：原子核分裂或聚合时产生的能量。  

裂变：用中子轰击比较大的原子核，使其发生裂变，变成两个中等大小的原子核，同

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应用：核电、原子弹。  

聚变：质量较小的原子核，在超高温下结合成新的原子核，会释放出更大的核能。  

应用：氢弹。 

三、太阳能  

太阳—巨大的“核能火炉”  

太阳是人类能源的宝库  

太阳能的利用：1、利用集热器加热；2、利用太阳能电池发电。 

四、能源革命  

第一次能源革命：火的利用，柴薪为主要能源。  

第二次能源革命：机械动力代替人类，由柴薪向化石能源转化。  

第三次能源革命：以核能为代表。  

能量转移和能量转化的方向性。 

五、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能源消耗对环境的影响：空气污染和温室效应的加剧。水土流失和沙漠化。  

未来的理想能源：1、必须足够丰富，可以保证长期使用；2、必须足够便宜，使大多

数人用得起；3、技术必须成熟，可以保证大规模使用；4、必须足够安全、清洁，不

污染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