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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这样的粗钝的物体从高空由静止落下时，开始时竖直向下的物体的重力P的大小
大于竖直向上的空气阻力，的大小，物体的速度逐渐增大，空气阻力也随之逐渐增大。如果物体下落
距离足够长，空气阻力，的大小最终等于重力P的大小，这时物体的速率不再增加。于是，物体就会
以恒定速率下落，此速率称为终极速率vt。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 当a=0时得终极速率 vt=√2P/CρA 
（2—2—10） 【练习2—2】 2—2—1能源危机逐渐严重，汽油的价格不断上涨，节油成了热点话题。
汽车如何节油，从减少空气阻力的角度谈谈你的观点。查阅有关的资料，看看专家的想法。 2—2—2 
飞机总是逆风昂头起飞，定性讨论飞机升力产生的原因。 2—2—3解释超重现象和失重现象，并举例
说明。 2—3—4快速骑自行车的人为什么使身体尽量向前弯曲？空中跳伞的人为什么要打开截面积足
够大的降落伞？ 2.3牛顿定律的应用 质点动力学所讨论的问题是质点（物体）受力与运动的相互关系
问题。其典型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类：①已知作用于物体上的力，由力学规律来求该物体的运动情况；
②已知物体的运动情况，由力学规律确定作用于物体上的力。本节的目的是通过一些实例，让读者初
步掌握解决动力学问题的基本方法。 应用牛顿运动定律求解力学问题，大致可按下列方法和步骤进行
。 （1）认物体（研究对象） 在实际问题中，一般涉及多个相互作用着的物体，从中选出一个或几个
物体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加以分析，这种分析方法通常叫做隔离体法。 （2）分析力，并画出各隔离
体的示力图 根据研究对象与其他物体的相互作用，分析它的受力情况，画出受力图。 分析物体受力
的方法是：明确研究对象之后，首先分析重力（万有弓I力）。在地球表面附近的物体，受到地球的万
有引力（称为重力），其大小为p——rag，其方向竖直向下；如在远离地面的高空，物体受到的万有
引力大小为F=GmM/r2，其方向指向地心。其次分析研究对象与几个物体接触，判断有无弹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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