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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时

中考要求

在复习完本单元后，请根据以下的知识网络图对复习内容进行细化复述。

压强

固体压强

液体压强

气体压强

压力和重力的区别 定义和意义 计算公式

液体内部压强的特 计算公式 应用

大气压的存在 大气压的测定 气压与沸点 应用

液体压强与流速

【使用说明】知识网络图是本单元复习内容的概览，它有助于学习者弄清学习内容的层次结构，对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有
清晰的图谱，对提高记忆效果，增强逻辑思维能力是有很大帮助的，建议在完成本单元复习后，使用上述的知识网络
结构图，对复习过的内容再加以复述，从而提升复习效果。

===○基○本○概○念○过○关 =======

 压力

1.定义： 叫压力，压力的方向总是 。

2.压力与重力的区别联系：

①重力的施力物是 ，重力的方向总是 ，压力的施力物是具体情况下的物体，方向总是 。

一般情况下，物体对支持面的压力与物体的重力无关，

②只有在水平放置时，物体对支持面的压力大小上与物体的重力 ，但是它们是两个力，前者的受力物

知识要点 中考要求

压强
理解压强的概念、物理意义，能探究影响压强大小的因素，会进行压强问
题的计算，知道增减压强的方法

液体的压强
了解液体压强产生的原因，能探究液体压强的特点，会用液体压强的计算
公式解决相关问题，知道连通器的原理和应用，会计算液体压强

讲5第
压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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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后者的受力物是 。

 压强

3.定义：物体 受到的压力，叫做压强，定义式： 。压强是用来表示

的物理量。

4.压强的符号是 ，单位是 ，单位的符号是 。

5. 压 强 单 位 的 由 来 ： 1N/m
2
= Pa ， 由 此 可 知 物 体 受 到 500Pa 的 压 强 的 含 义

是 。

6.增大压强的方法有： 和 。

 液体的压强

7.液体的压强是由于液体受到 和具有 而产生的。

8.计算液体压强的公式是： ，由公式可知，液体压强与 和 有关。

===○教○材○实○验○过○关 =======

 探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实验如甲、乙、丙所示

（1）甲、乙、丙实验中，根据观察 来比较压力的作用效果．

（2）通过甲、乙实验能够得到的结论是 。

（3）由实验乙、丙可知：“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受力面积大小”的关系，请举出生活中应用此知识的一个实

例 。

（4）将该小桌和砝码放在如图丁所示的木板上，比较图丙中海绵受到的压强 P 丙和图丁中木板受到的压强 P 丁的大小关

系为 P 丙 P 丁（选填“＞”“＜“或“=”）

【操作点拨】在探究“压力作用效果”的实验中，要熟悉控制变量法和转换法的运用，知道日常生活中增大和减小压强
的方法．压力的作用效果，这里通过接触面的形变程度来反映，也就是把可观察到的现象与抽象的物理量有机地联系
起来了。

 探究“探究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

在探究 “液体压强的特点 ”实验中，进行了如图所示的操作

（1）实 验前，应调整 U 型管压强计，使左右两边玻璃

管中的液面 ．

（2）甲、乙两图是探究液体压强与 的关系．

1.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的力 与受力面垂直 2.①地球 竖直向下 垂直于受力面 ②相等 支持面 物体 3.

单位面积上 P=F/S 压力作用效果 4. P 帕斯卡 Pa 5. 1 1 1平方米的受力面积上受到的压力是 500N

改变物体运动状态 6. 增大压力 减小受力面积 7. 重力 流动性 8. P=ρgh 液体的密度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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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探究液体压强与盛液体的容器形状是否有关，应选择 两图进行对比，结论是：液体压强与盛液体的容

器形状 ．

（4）要探究液体压强与液体密度的关系，应选用 两图进行对比．

（5）在图丙中，固定 U 形管压强计金属盒的橡皮膜在盐水中的深度，使金属盒处于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等方位，

这是为了探究同一深度处，液体向 的压强大小关系．

【操作点拨】实验时压强的大小是通过 U形管中液面的高度差来反映的，所以实验前应先使左右两边玻璃管中的液面相
平，在实验中控制变量法的运用是实验成功的关键。

重、难点讲评

 体会压力与重力的区别

例题 1：如图所示重 G的铁块静止在斜面上，则斜面对铁块的作用力大小为（ ）

A．等于 G B．大于 G C．小于 G D．以上情况都有可能

【思维点拨】一些学生会认为重力越大，压力也越大，分析压力时，最容易混淆受力物和施力物，常常把压力作用点画
在实例物体上而非与之接触的支持面上，通过不同情境中对压力的辨认，有助于深化学生对压力的认识。

 学习比较压强大小的方法

例题 2：如图所示，两手指用力挤压铅笔的两端使它保持静止，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铅笔静止时，两手指对铅笔的压力是相互作用力

B．左边手指受到的压力大于右边手指受到的压力

C．拇指受到的压强小于食指受到的压强

D．实验表明可以通过增大受力面积的方法增大压强

例题 3：小王同学为了探究“放在斜面上的物体对斜面的压力跟斜面倾斜程度的关系”，进行了如图实

验，由实验现象可知，对斜面压强最大的是图 ，压力最大的是图 ，因此得出的探究结论

是 。

【思维点拨】把观察现象与物理量对应起来这又是学生常常缺失的物理能力。例 2中“疼痛程度”表示的是压力作用的

效果，对应的是压强的大小；而在例 3中，压强又与“弯曲程度”对应。在这些例子中，看得见的现象表示了“看不

见的压强”，这种对应的意识也是重要的学法之一。

 计算“固体压力、压强”与“液体压力、压强”的区别

例题 3：如图所示，薄壁容器的底面积为 S，在容器中装入某种液体，液体的重力为 G，

密度为ρ，深度为 h，那么，（1）容器底部受到液体的压强和压力分别是多少？（2）

容器对桌面的压力和压强是多少？

例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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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点拨】 (1)解：某种液体的深度为 h，则 p=ρgh，由
S
FP  可得，容器底部受到液体的压力： gShPSF  (2)解：

容器对桌面的压力 F’=G，压强
S
G

S
FP  对比（1）和(2)可以看出： gShG 

计算“固体压力、压强”是先压力，后压强；液体由于具有流动性，大小不变地传递的是压强，所以计算“液体压力、
压强”问题要先压强后压力。

例题 4：如图所示，A、B、C三个容器中分别装有盐水、清水和酒精，三个容器中

液面相平，容器底部受到液体的压强分别为，则ρA、ρB、ρC（ ）

A．pA＞pB＞pC B．pA＜pB＜pC C．pA=pB=pC D．无法确定

【思维点拨】 由图知，三容器内液体深度：hA=hB=hC，根据 p=ρgh，ρ盐水＞ρ清水＞ρ酒精，
所以 pA＞pB＞pC．

考点回顾

1.两人在相同的沙滩上漫步，留下了深浅不同的脚印，则（ ）

A．两人对沙滩的压力一定相同 B．脚印深的人对沙滩的压强一定大

C．两人对沙滩的压强一定相同 D．脚印浅的人对沙滩的压力一定小

2.如图所示，在水平桌面上放有甲、乙、丙、丁四个底面积均为 0.01m
2
的薄壁空杯，其中甲图为柱形空杯，四个空杯

子对桌面的压强均为 1OOPa．当在其中一个空杯中装入 0.9kg 的水后，水对杯底产生的压强为 900Pa；则这个杯子的形

状可能是图中的（取 g=10N/kg）（ ）

3.如图所示，a、b 两个由不同材料制成的直柱形物体，高 ha＜hb，底面积 Sa＞Sb，若放在同

一水平的沙面上时，它们陷入的深度相同，则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a 的质量一定大于 b 的质量 B．a 的质量一定小于 b 的质量

C．a 的密度一定大于 b 的密度 D．a 的密度一定小于 b 的密度度

4.如图所示，盛有液体甲的薄壁圆柱形容器和均匀圆柱体乙放置在水平地面上，甲和乙的质量

相等．现从容器中抽取部分液体甲，并沿竖直方向切去部分乙后，甲对容器底的压强 p 甲′等

于乙对地面的压强 p乙′，则原先甲对容器底的压强 p甲和乙对地面的压强 p乙的关系是（ ）

A．p 甲可能大于 p 乙 B．p 甲一定大于 p 乙

C．p 甲可能小于 p 乙 D．p 甲一定等于 p 乙

5. 2015 年 3 月 19 日，我国首次用水下机器人在南海 3000m 深的海底插上国旗，若不计海水密度的变化及水的阻力，

机器人在下潜过程中（ ）

A．受到的重力逐渐减小 B．受到海水的浮力逐渐减小

C．受到的浮力大于重力 D．受到海水的压强逐渐增大

6.在如图所示的实例中，利用连通器原理工作的是（ ）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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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图所示，图钉尖的面积是 l0
-7
m
2
，图钉帽的面积是 10

-4
m
2
，墙壁表面能承受的最大压强是 4×

10
6
Pa．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手指必须用大于 0.4N 的压力，图钉尖才能进入墙壁

B．手指必须用大于 400N 的压力，图钉尖才能进入墙壁

C．图钉静止时，手对钉帽的压力大于墙对钉尖的支持力

D．图钉静止时，手对钉帽的压力小于墙对钉尖的支持力

8.利用下列器材，不能完成的实验是（ ）

9.把两端开口的玻璃管的下方用一薄塑料片拖住（塑料片重量不计），放入水面下 12cm 处，然后

向管内缓慢倒入密度为 0.8×103kg/m3 的煤油，当塑料片开始下沉时，煤油在管内的高度是（ ）

A．12.8cm B．9.6cm

C．8cm D．15cm

10.自行车是一种无污染的交通工具，它的结构和使用包含了不少的物理知识，其中为了增大摩擦

的是（ ）

A．轮胎上刻有凹凸不平的花纹 B．在转动部分使用了滚珠轴承

C．给车轴加润滑油 D．车轮做成圆形

11.国家制定载货车辆对地面的压强控制在 7×l05Pa 以内．一辆在水平路面行驶的货车，车与货物总质量是 1.3×

l04kg，车轮与地面接触总面积是 0.13m2．求：

（1）货车对路面的压力是多少？

（2）货车对路面的压强是多少？是否超过标准？（g取 10N/kg）

12.一个水桶的底面积为 500cm2，倒入重 160N 的水，水的深度为 30cm，求水对桶底所产生的压强和压力（g取 10N/kg）。

A.探究压力作用

效果与受力面积

的关系

B.准确地测量液体

压强的大小

C.探究连通器

的特点

D.证明大气压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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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时

===○基○本○概○念○过○关 =======

 大气压强

1.大气对浸在它里面的物体产生的压强叫做 。大气压强是由于大气具有 和 而产生的。

2.著名的 实验证明了大气压的存在； 实验可以测出大气压的大小。

3.1 标准大气压= Pa= 毫米高水银柱产生的压强= 米高水柱产生的压强

4.大气压的值随海拔的增加而 。

5.液体的沸点，在气压减小时 ，气压增大时 。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6.流体：我们把具有 的液体和 统称为流体。

7. 在气体和液体中,流速越大的位置压强越 。

===○教○材○实○验○过○关 =======

 托里拆利实验

做托里拆利实验时，玻璃管在竖直、倾斜放置时的现象如图所示，则此时此地的大气压相当

于 mm 高水银柱所产生的压强（对应压强单位为 mmHg）．某次量血压时测得收缩压为

100mmHg= Pa（g 取 10N/kg，ρ水=1×103kg/m3，ρ水银=13.6×103kg/m3）

【操作点拨】托里拆利实验能测出大气压的值，是利用管内水银柱产生的压强等于大气压强，即 P

大气=P 水银=ρ水银 gh．此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确水银柱的高度是指玻璃管内水银面到水银槽中水银面的
垂直高度。

重、难点讲评

 感知大气压的存在

例题 1：以下哪些现象可以证明大气压的存在？

【思维点拨】空气由于是无色透明的，所以难以进行直接观察，而人类长期生活在大气中，对大气压不会有明显的感受，
需要用转换和推理的方法让学生感知大气压的存在。如：覆杯实验，通过观察纸片不掉落，从而推断出纸片受到向上
的托力与水对纸的压力平衡。其他实验现象也可用二力平衡的条件去解释。

 测定大气压值的几种方法

例题 2：图甲是托里拆利实验装置，图乙是一个“自制气压计”（用

插有细管的橡皮塞塞住装有水的瓶子口，下管口没入水中，通过上管

口向瓶内吹气，水沿管上升到 P 点），P 点与瓶内水面 Q 高度差为 h3，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甲图中的托里拆利实验装置测出当地的大气压是ρ水银gh1

1.大气压 重力 流动性 2.马德堡半球 托里拆利 3.1.03×105 760 10 4.降低 5.沸点降低 沸点升

高 6.流动性 气体 7.小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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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甲图中的托里拆利实验中玻璃管倾斜，管内水银柱竖直高度不变

C．乙图中的自制气压计测出当地当时的大气压是ρ水gh3

D．同时带着两装置登山，会发现 h1会变小，h3会增大

【思维点拨】 (1)在托里拆利实验中，水银柱的高度差应是垂直高度，当玻璃管倾斜后，管内水银柱长度会变大，但水银
柱的竖直高度不变，即玻璃管倾斜不会影响实验的结果 (2)因为自制气压计用瓶盖封严了瓶口，与外界气压不通，P
点与瓶内水面Q高度差为 h3，ρ水 gh3可以表示是瓶内密闭气体的压强 （3）大气压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因此带着两
装置登山，甲图中 h1会变小，乙图“自制气压计”登山后，瓶外气压减小，瓶内气压不变，因此瓶内管子水面上升，
h3会增大

例题 3：用如图所示装置粗略测量大气压的值．把吸盘用力压在玻璃上排出吸盘内的

空气，吸盘压在玻璃上的面积为 4×10-4m2．轻轻向挂在吸盘下的小桶内加沙子．吸盘

刚好脱落时，测出吸盘、小桶和沙子的总质量为.2kg．则大气对吸盘的压力为 N

（g取 10N/kg），大气压的测量值为 Pa．若吸盘内的空气不能完全排出，则

大气压的测量值比实际值偏 。

【思维点拨】 使吸盘脱落的总重力恰好等于大气对吸盘的压力，用这一压力除以吸盘与玻璃的接触面积，就可以求出此

时的大气压强值了．解：大气对吸盘的压力 F=G=mg=3.2kg×10N/kg=32N；根据公式 Pa
m

N
S
FP 4

24 108
104
32




 

 气压与沸点的关系

例题 4：如图为“研究水的沸点与水面气压的关系”的实验装置．当注射器活塞向左

推动时，正在沸腾的水将 （填：“继续”或“不再”）沸腾，这个现象表明

有关．

【思维点拨】使用注射器向正在沸腾的水面上打气，水面上方的气体增多，气体压强增大，根据沸点和气压的关系可知，

水的沸点升高，水的温度低于水的沸点，所以不会沸腾．

 生活中的“流速与气压“问题

例题 5：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在无风的天气，汽车在马路上快速驶过以后，马路两边的树叶会随

风飘动，如图所示，汽车向左行驶，马路两边的树叶会沿着 A、B、C 哪一

个方向飘动（ ）

A．向 A方向飘动 B．向 B方向飘动

C．向 C方向飘动 D．条件不足，无法判断

【思维点拨】 知道汽车经过时，汽车带动空气的流动使马路中央空气 流动的速度加快
是解决此题的关键，快速行驶的汽车使得马路中间的空气流速大，空 气压强小；马路
两边的空气流速小，压强大．所以两边的气压大于马路中央的气压，树叶向马路中央运动。

例题 6：当火车驶过时，人站在安全线以内，即使与火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也非常危险，以下现象不能

用解释此现象的规律解释的是（ ）

A．风沿着窗外的墙面吹过时，窗口悬挂的窗帘会飘向窗外

B．用吸管吧饮料吸进嘴里

C．大风会把不牢固的屋顶掀翻

D．护航编队各船只多采用前后行驶而非并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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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点拨】 火车进站时会使火车附近的空气流速加快，气体的流速快压强小，所以火车附近的气压小，而远处的气压
大，在安全线内的乘客，会被强大的气压差形成的推力推向火车，对安全构成威胁；A、风沿着窗外的墙面吹过时，外
侧空气流速大，压强小，屋内空气流速小，压强大，所以窗帘在较大的压力作用下压向窗外，故 A正确；B、用吸管吧
饮料是利用大气压的作用吸进嘴里的，故 B错误；C、大风会把不牢固的屋顶掀翻，即屋顶上面的空气流速大，压强小，
而屋内空气流速小，压强大，所以使得屋顶在较大压强差的作用下被掀翻，故 C正确；D、若两船靠得比较近且并排
前进，两船之间的水流通道变窄，流速变大，压强变小，小于两船外侧的压强，便形成向内的压强差，容易发生撞船
事故，故D正确；

考点回顾

1.下列现象或实例与大气压无关的是（ ）

A．人用吸管吸饮料 B．飞机获得向上的升力

C．活塞式抽水机抽水 D．高原地区水沸点低于 100℃

2.央视“大风车”栏目常介绍科普知识，其中介绍了“天气预报瓶”的创意新品（如图所示），A为

玻璃管与大气相通，B 为密闭的玻璃球，A与 B 下部连通，内装有红墨水．小科仿制了一个，发现比

较灵验，当 A 管液面明显上升时，往往转为阴雨天气．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A 管液面上升时，显示大气压增大

B．A 管和 B球液面相平时，瓶内气压等于外界大气压

C．“天气预报瓶”利用天气与大气压的关系进行预报

D．B 球内装有较多红墨水，可减小瓶内温度变化造成的干扰

3.（2014•齐齐哈尔）塑料吸盘是家庭常用的小工具，小明做了如图的实验，在实验中吸盘都保持静

止，但所挂钩码已是吸盘所能提起的最大重物，你认为正确的是（ ）

A．甲图中如果将塑料吸盘戳个小孔，吸盘仍能吸在墙面上

B．甲图中大气对吸盘的压力等于钩码的重力

C．利用乙图的实验可以粗略测量大气压强的值

D．利用乙图的实验在海拔更高的地区仍能提起该重物

4.下列实验中，第一次测出了大气压强大小的是（ ）

A．托里拆利实验 B．马德堡半球实验 C．帕斯卡实验 D．伽利略理想实验

5.如图所示是测量大气压强的装置，玻璃管长约 1m，槽内装有水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此装置是一个连通器

B．第一次利用此装置测出大气压强的科学家是帕斯卡

C．玻璃管竖直放置时测出的大气压强一定为 76 厘米汞柱高

D．将此装置从山脚移到山顶，管内外汞液面高度差减小

6.学过“压强”的知识后，某同学设计制作了如图所示装置来抽水，当活塞上升到管口 S 后再继续上升，

将发生的现象是（ ）

A．水从管口 S 不断流出 B．水面随活塞继续上升

C．水面将下降 D．上述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7.如图，水平桌面上并排靠近放置两个相同的小木块，当用细管沿水平方向对着木块间的狭缝中间快速吹气时（ ）

A．两木块都不受摩擦力

B．两木块受到的摩擦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同

C．两木块受到的摩擦力大小不等，方向相同

D．两木块受到的摩擦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8.小刚买了一瓶果酱，可是怎么也拧不开玻璃瓶上的铁皮盖．爸爸让小刚用螺丝刀沿瓶盖的

边轻轻撬了几下，再一拧瓶盖就打开了．这主要是因为（ ）

A．增大瓶盖的直径，减小瓶盖侧壁对瓶的压力

B．减小瓶内外气体的压力差

C．减小瓶盖与瓶口的接触面积

D．由于撬了盖的一边，而增大了盖的另一边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