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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物理中有一道较为常见的试题,内容是关于不同弹簧制成测力计的量程比较.试题片面地理解弹簧

劲度系数与测力计量程的关系,忽视了其他因素对测力计量程的影响.研究以此例分析弹簧测力计量程的影响因素,

特别对弹簧劲度系数和弹性限度与量程的关系做深入探讨,从而使师生更准确地认识弹簧测力计量程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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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师大版科学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一章[1],有一

道较为常见的关于弹簧测力计的配套练习,试题如

下:

【原题】为了探究“影响弹簧受力后伸长长度的

因素”,某科学兴趣小组做出下列猜想.

猜想1:弹簧伸长长度的大小可能与弹簧的长

度有关.

猜想2:弹簧伸长长度的大小可能与受力的大

小有关.

猜想3:弹簧伸长长度的大小可能与弹簧的材

料有关.

他们选择了甲、乙、丙3根弹簧作为研究对象.

已知弹簧甲和丙是由同种金属丝制成的,弹簧乙是

另一种金属丝制成的,甲和乙原长均为6cm,丙原

长为9cm,其他条件均相同.将弹簧竖直放置,上端固

定,下端挂不同个数的钩码.表1记录了实验数据.

表1 实验数据

弹簧受到的拉力/N 0 1 2 3 4 5 6 7

弹簧的长度/

cm

甲

乙

丙

6.0 6.6 7.2 7.8 8.4 9.0 9.6 10.2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9.0 9.9 10.8 11.7 12.6 13.5 14.4 15.9

  (1)分析表中数据可知:在拉力相同的情况下,

弹簧甲伸长的长度 (填“大于”或“小于”)弹

簧乙伸长的长度.由此可证实猜想 .同时,我

们也可以发现用 (填“甲”或“乙”,下同)制

成的弹簧测力计量程大,用 制成的弹簧测力

计测量的精确度高.
(2)要证实猜想1,需比较 两组弹簧的数

据.

1 弹簧劲度系数与测力计量程

1.1 初析试题

试题第(1)小题中的第3空,很多师生认为答案

是甲.判断理由如下:由表1中甲、乙可知,甲、乙两

根弹簧原长相同,材料不同,受到相同大小的力,甲

弹簧的伸长量更小.再根据弹簧所受的拉力与弹簧

伸长量的关系是F=κΔx 可得,两弹簧的劲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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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κ甲 >κ乙 .则由两种弹簧所制成的弹簧测力

计的量程一定是甲更大.由此类型试题归纳出,受到

相同大小的力伸长量更小的弹簧制成的测力计量程

更大,伸长量更大的弹簧制成的测力计精确度更高.

以上结论看似正确,但细究还存在不小的问题.弹簧

的劲度系数亦称倔强系数,表示弹簧的一种属性,它

的数值与弹簧的材料,弹簧丝的粗细,弹簧圈的直

径,单位长度的匝数及弹簧的原长等因素有关.反映

了弹簧弹性形变的难易程度.越难发生弹性形变是

否就意味着量程越大呢,其实不然.

1.2 劲度系数与量程

我们先来分析同种材料制成的弹簧.有两根相

同的弹簧,每一根弹簧的劲度系数为κ,每一根弹簧

的最大伸长量为x,根据胡克定律F=κΔx,理论上

量程即为κx.假如把这两根相同的弹簧串联,劲度

系数变为0.5κ,每一根弹簧的最大伸长量为一定

值.根据胡克定律F=κΔx可知,则串联后制成的新

的弹簧测力计其量程大小不变,但总的最大伸长量

是原来的两倍,所以测力计的精确度会变高.假如把

这两根相同的弹簧并联,弹簧更不容易被拉伸,劲度

系数κ变大,每一根弹簧的最大伸长量一定,故制成

新弹簧测力计量程会变大,精确度会变低.因此,同

种材料制成的弹簧的量程与弹簧的劲度系数没有绝

对的关系.

回到分析的试题,甲、乙为不同材料制成的弹

簧,表1中只能得出两弹簧的劲度系数差异,不能直

接比较出两弹簧制成的测力计的量程大小.

2 弹簧弹性限度与测力计量程

2.1 弹性限度与量程

弹簧的弹性限度亦称弹性极限.弹簧测力计使

用原理是这样表述的:在弹簧的弹性限度内,弹簧的

伸长量与弹簧所受的拉力成正比.弹簧测力计的量

程和弹簧的弹性限度直接相关,弹簧的弹性限度越

大,则弹簧测力计的量程越大.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很

多的实际因素,如制成测力计弹簧的长度是否合适,

标刻度时,精确度是否合理等等,而这些恰恰是我们

在选择时要考虑弹簧劲度系数是否合适[2].因此笔

者认为真正决定测力计量程的不是弹簧的劲度系

数,而是弹簧的弹性限度,但劲度系数是我们在实际

制作弹簧测力计时不得不考虑的弹簧的一种性能.

为了选择劲度系数合适的弹簧,我们将弹簧的材料,

弹簧丝的粗细,弹簧圈的直径,单位长度的匝数及弹

簧的原长等因素进行综合性参考.题中,甲、乙分别

制成测力计后,之所以不能判断量程大小,就是因为

两种材料的弹性限度无法比较.不能简单由两者的

劲度系数的差异,来模糊的等同于弹性限度差异,进

而得出量程的差异.乙虽然劲度系数更小,但因材

料、粗细等一些因素的差异,有可能其弹性限度更

大.所以笔者认为试题在此问题的比较上存在一些

缺陷.

2.2 再析试题

试题如何改进可以避免这种误比较呢? 从上述

分析的内容中,比较对象可以做一些限定.如制成的

测力计外壳、刻度线分布情况相同,当然也必须在弹

簧的弹性限度内.这种界定比较符合实际应用,材料

的性能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比较,能更准确的进

行比较分析.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个前提条件

下,不同长度、材料、粗细的弹簧都可以通过劲度系

数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量程的大小.
测力计量程的界定根据实际需要,不得不考虑

弹簧的劲度系数,测力计外壳、刻度线只有在规定的

范围内,才可以利用劲度系数差异比较量程大小.如

果缺少这个大前提,那测力计的量程将由弹簧的弹

性限度所决定.劲度系数和弹性限度两个概念的意

义不同,我们在运用时的选择应不同.弹性限度反映

的是弹簧在保持正常弹性下的极限值,劲度系数反

映的是弹簧的伸缩性能.两者结合,根据实际需要,

才能更好地标度合适的量程和分度值,制成合适的

弹簧测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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