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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高中物理竞赛中经常应用的“近似法”进行了分类,归纳为代数近似法和几何近似法,并用这两种方

法对第34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预赛的压轴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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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中物理竞赛中经常出现要近似处理的试

题,特别是在证明简谐运动中经常出现.由于很多学

生不熟悉“代数近似”的公式,不能灵活应用“小量

近似”,从而不能突破问题的瓶颈,致使问题无法正

确求解.近似处理通常有代数近似和几何近似这两

种方法,本文以第34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预赛第

16题为例谈谈代数近似法和几何近似法在具体问

题中的应用.
【题目】如图1所示,两劲度系数均为κ的同样

的轻弹性绳的上端固定在一水平面上,下端悬挂一

质量为m 的小物块.平衡时,轻弹性绳与水平面的

夹角为α0,弹性绳长度为l0.现将小物块向下拉一段

微小的距离后从静止释放.
(1)证明小物块做简谐振动;
(2)若κ=0.50N/m,m=50g,α0=30°,l0=2.0

m,重力加速度g=9.8m/s2,求小物块做简谐振动

的周期T;
(3)当小物块下拉的距离为0.010m时,写出此

后该小物块相对于平衡位置的偏离随时间变化的方

程.已知:当x≪1时, 1
1+x≈1-x,1+x ≈1+

1
2x .

图1 题图

方法1:代数近似法

解:(1)取小物块的平衡位置为原点O,y轴的

正方向竖直向下,如图2所示.

图2 方法1分析图

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

  ma=mg-2κ(l-L)sinα (1)

式中a为物块的加速度,L为弹性绳的原长,l和α分

别为物块离开平衡位置的位移为y时弹性绳的长度

和弹性绳与水平面的夹角.
由几何关系得

 l= d2+(l0sinα0+y)2 (2)

  sinα=l0sinα0+y
l

(3)

    d=l0cosα0 (4)

式(4)代入式(2)展开,化简得

l= l20cos2α0+l20sin2α0+y2+2l0ysinα0
由于y是小量,y2 是二阶小量,可略去.得

l= l20+2l0ysinα0 =l0 1+2yl0
sinα0

当x≪1时, 1+x ≈1+12x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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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0+ysinα0 (5)

将式(5)代入式(3),得

sinα=l0sinα0+y
l0+ysinα0

当x≪1时, 1
1+x≈1-x,化简得

l0sinα=l0sinα0+y-ysin2α0-y2
l0
sinα0

忽略y2 项,得

l0sinα=l0sinα0+ycos2α0
即

  sinα=sinα0+y
l0
cos2α0 (6)

当小物块处在平衡位置时有

mg=2κ(l0-L)sinα0
即

    L=l0- mg
2κsinα0

(7)

式(5)、(6)、(7)代入式(1),消去l,L,sinα,得

ma=mg-

2κysin2α0+mg
2κ +y2

l0
sinα0cos2α0+mgycos2α0

2κl0sinα
æ

è
ç

ö

ø
÷

0

略去y2 项

ma=- 2κsin2α0+mgcos2α0
l0sinα

æ

è
ç

ö

ø
÷

0
y

由简谐运动的特征方程知F回 =-Ky,所以

K=2κsin2α0+mgcos2α0
l0sinα0

因此,当y很小时,小物块做简谐运动.
(2)小物块做简谐运动的周期为

 T=2π m
K = 2π

2κ
msin

2α0+g
l0
cos2α0
sinα0

(8)

将题给数据代入式(8)得T=1.8s.
(3)因将小物块拉开距离y0=0.010m时从静

止松手,故小物块做简谐振动的振幅A=0.010m.
初始时,小物块速度为零,小物块位于最大位移

处,其初相位为

      φ0=0 (9)

圆频率为

ω0=2πT =3.5rad/s

故在国际单位制中,小物块做简谐振动的方程

为

y=0.010cos(3.5t)

方法2:几何近似法

解:(1)如图3所示,过O作OC⊥AO′,交AO′
于点C,因y极小,所以 ∠OAC 极小,所以 ∠AOC≈
90°,即 ∠COO′≈α0,则有

l=l0+ysinα0

sinα=l0sinα0+y
l =l0sinα0+y

l0+ysinα0

图3 方法2分析图

当小物块处在平衡位置时有

mg=2κ(l0-L)sinα0

即 L=l0- mg
2κsinα0

取竖直向下为正方向,当物块离开平衡位置一

微小位移y时,则回复力

F回 =mg-2κ(l-L)sinα
将l,sinα,L代入上式得

F回 = mgysinα0- 1
sinα

æ

è
ç

ö

ø
÷

0

é

ë
êê -

2κl0ysin2α0-2κy2sinα
ù

û
ú
ú0

1
l0+ysinα0

分子中忽略y2 项,分母中忽略y项,得

F回 =-
mgycos

2α0
sinα

æ

è
ç

ö

ø
÷

0
+2κl0ysin2α0

l0 =

- 2κsin2α0+mg
l0
cos2α0
sinα

æ

è
ç

ö

ø
÷

0
y=-Ky

所以小物块做简谐运动.
(2)、(3)问同上.
此题方法1用代数近似法,过程比较繁难,对学

生的数学能力要求较高,一般学生不容易推导出简

谐运动的特征方程F回 =-Ky,但用几何近似法则

省去了大量的代数推导,只用到最基本的小量近似

就可得到简谐运动特征方程.所以,对这类问题,我

们应优先考虑几何近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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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解第34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第二题

杨祖华
(贵阳市第一中学  贵州 贵阳  550081)

(收稿日期:2017 09 26)

摘 要:利用圆锥曲线的特性以及开普勒第二定律等知识巧妙地求解了第34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理论

考试的第二题,总结了抛物线的特性及开普勒第二定律在天体运动中应用的技巧.
关键词:天体运动  圆锥曲线  开普勒第二定律

  【题目】(第34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理论

考试第二题)(以下简称“复赛考试第二题”)星体

P(行星或彗星)绕太阳运动的轨迹为圆锥曲线r=
k

1+εcosθ
,式中r是P 到太阳S 的距离,θ是矢径

SP 相对于极轴SA 的夹角(以逆时针方向为正),k=
L2

GMm2,L是P 相对于太阳的角动量,G=6.67×

10-11m3·kg-1·s-2,为引力常量,M ≈1.99×1030

kg,为太阳的质量,ε= 1+ 2EL2

G2M2m3,为偏心率,m

和E 分别为P 的质量和机械能.假设有一颗彗星绕

太阳运动的轨道为抛物线,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轨道

可近似为圆,两轨道相交于C,D 两点,如图1所示.
已知地球轨道半径Re≈1.49×1011m,彗星轨道近

日点A 到太阳的距离为地球轨道半径的三分之一,
不考虑地球和彗星之间的相互影响.求:

(1)彗星先后两次穿过地球轨道所用的时间;
(2)彗星经过C,D 两点时速度的大小.
已知积分公式

∫xdx
x+a

=23 x+( )a
3
2 -2ax+( )a

1
2 +C

式中的C是任意常数.

图1 题图

主办方给的标准答案的解题思路是根据系统的

能量关系,导出彗星运动的速度表达式,进而利用速

度的微商定义式v=drdt
变形为dt=drv

后通过定积分

求出运动时间.然而,抛物线具有一些比较容易掌握

的特性,利用这些特性和开普勒第二定律来解决这

个问题会显得十分简单.
解:(1)由题意可知,彗星的轨迹方程为

     r=

2Re

3
1+cosθ

(1)

如图2所示,彗星运动到地球轨道的C点时有

      r=Re (2)

      θ+φ=π (3)

    AE=13Re+rcosφ (4)

     CD=2rsinφ (5)

图2 彗星运动到C点分析图

抛物线的弓形CDA 的面积S1 为

    S1=23AE·CD (6)

△CDS 的面积S2 为

    S2=12CD
·rcosφ (7)

在C→D过程中,彗星与太阳连线扫过面积S为

     S=S1-S2 (8)
令彗星在近日点A 的速度为vA,由开普勒第二

定律可知,彗星与太阳的连线在单位时间间隔内扫

过的面积S′为

    S′=12SA
·v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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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先后两次经过地球轨道所用的时间为

       t=S
S′

(10)

因为彗星运动的轨迹是抛物线,所以彗星与太阳

构成的系统机械能守恒且为零.彗星在近日点A有

  12mv2
A+ -GMm

Re

æ

è

ç
ç

ö

ø

÷
÷

3
=0 (11)

由式(1)~ (11)可得

    t=20327
R3
e

GM
(12)

由式(12)代入数据计算得

    t=6.40×106s (13)
(2)彗星在C 点的速率等于在D 点的速率,由

机械能守恒且为零可得

  12mv2
C + -GMm

R
æ

è
ç

ö

ø
÷

e
=0 (14)

即得

   vC =vD = 2GM
Re

(15)

由式(15)代入数据计算得

  vC =vD =4.22×104m/s (16)
上文中的式(1)和式(6)是利用圆锥曲线的特

性直接写出的,式(9)是利用开普勒第二定律考虑

极短时间间隔内的情况写出来的,其他的式子属于

基本的几何、物理或能量关系式.下面,我们介绍本

题涉及到的圆锥曲线的特性和式(9)的来源.

1 圆锥曲线的极坐标方程

式子r( )θ = k
1+εcosθ

称为圆锥曲线的极坐标

方程,式中的k等于通径长的一半,对于抛物线也等

于顶点到焦点距离的2倍[式(1)利用到了这一点],

对于椭圆或双曲线也等于b2
a
;式中的ε称为偏心率

或离心率,对于抛物线,ε=1[式(1)利用到了这一

点],对于椭圆,ε=c
a <1,对于双曲线ε=c

a >1.

2 抛物线与坐标轴围成图形的面积公式

如图3所示,抛物线的方程为y=kx2k>( )0 ,
抛物线与x 轴及平行于y 轴的辅助线围成的图形

Ox1Q 的面积为

  SOx1Q=∫
x1

0
ydx=13x1y1 (17)

则抛物线与y轴及平行于x 轴的辅助线围成的图形

Oy1Q 的面积为

   SOy1Q=
2
3x1y1 (18)

图3 抛物线

只要从抛物线的顶点算起,式(1)和式(2)对任

意形式的抛物线均适用[式(16)利用到了式(2)的

结论].

3 行星与太阳连线扫过面积的变化率

在近日点(或远日点),行星运动的速度v垂直

于矢径r,在行星运动到近日点时的一小段时间Δt
内,考虑Δt→0的微小过程内,行星运动的位移等

于vΔt且仍然垂直于矢径r,该微小过程中行星与太

阳连线扫过的面积为rvΔ( )t
2

,即得该过程中行星与

太阳连线扫过的面积对时间的变化率为rv
2
,这即是

单位时间内行星与太阳连线扫过的面积,式(9)利

用了这个结果.
总之,对于天体运动的问题,若是抛物线轨道,

需要计算某过程中运动的时间,则可以利用上文中

的式(18)、开普勒第二定律及其他关系式联立求解,
其中,在写面积对时间的变化率时,考虑从近日点或

远日点处着手会比较容易,这时可以直接得出面积

的变化率等于rv
2
,这种方法相对利用积分的方式较

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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