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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物理中的追及相遇问题过程复杂,变化多样,经常使学生陷入困境.通过研究大量此类问题,总结

一般的解题步骤与技巧,可以很好地破解追及相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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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及相遇问题是高中物理中的难点问题,同时

也是历年高考中的常见考点.面对各种复杂的运动

情况,学生往往没有头绪,不知从何处入手.部分教

师习惯于归纳总结具体类型以便学生解题,例如:匀

加速追匀速、匀速追匀减速、匀加速追匀减速等等.
然而学生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仅仅记住教师给出的模

型,生搬硬套,一旦题目有变化便难以解答.因此,只

有将所有类型统一起来,归纳出一般的解题思路与

技巧,才能从根本上突破追及相遇问题[1~4].本文根

据笔者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二三四”法来破

解追及相遇问题并举例说明,供广大物理教师参考

与借鉴.

1 “一”个概念先牢记

追及相遇问题的实质是研究两个物体的时空关

系,而其中核心的概念“相遇”是指两个物体在同一

时刻处于同一位置.具体题目中可能会出现某些隐

含字眼,例如“恰好”“刚好”“避免”等等,这些词语

往往意味着“相遇”的发生.此外,值得强调的是在

追及相遇问题中,“刚好相遇”与“刚好不相遇”描述

的是同一种状态,即两物体同一时刻处于同一位置.

2 “两”类图像画仔细

图像对解决物理问题有很大帮助,追及相遇问

题亦是如此.该问题主要涉及两类图像,一是两物体

运动的示意图;二是描述物体运动的物理量之间的

函数关系图(以v t图像为主).将两类图像准确无

误地画出,有助于读懂题目,明确运动过程,为后续

解题做铺垫.

3 “三”条关系来分析

在明确运动过程之后需要分析题目,此时应借

助3条关系:时间关系、位移关系、速度关系.
时间关系是指两个物体各自的运动时间之间的

联系.若同时运动同时停止则t1=t2;若两个物体运

动有先后顺序则t1=t2+t0.
位移关系是指两个物体各自的位移之间的联

系.在确定两物体位移关系时通常借助两物体运动

示意图.此外还要注意两物体是否从同一地点出发,

如不是,还要考虑初始位置之间的位移差.
速度关系是指两个物体各自的速度之间的联

系,是3条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条.当速度相等时,是

两物体间距离最大或最小,恰好追上或恰好追不上,

不相遇、相遇一次或相遇两次,或恰好不相撞的临界

条件.

4 “四”大方法去解题

在完成了审题、析题之后就要进行解题,具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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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方法,分别是:临界法、图像法、函数法和相对运

动法.下面以一道题为例,分别介绍4种方法并展示

运用这4种不同的方法解答,最后加以评析.
【例1】甲车以v1=20m/s的速度在平直公路上

匀速行驶,突然驾驶员发现正前方100m处有另一

辆汽车乙正以v2=10m/s的速度同向匀速行驶,驾

驶员立即制动,假设制动过程中甲车做加速度大小

为a的匀减速直线运动,乙车保持匀速运动,若要使

两车不相撞,a应满足什么条件?

4.1 临界法

临界法在解决物理问题过程中应用广泛,对于

追及相遇问题,临界条件即共速.例如速度大者减速

追赶速度小者匀速,当共速时恰好追上,此时处于临

界状态;又如速度小者加速追赶速度大者,在共速时

两物体间距离最大.此题运用临界法解答如下.
解:设a最小值为a0,此时甲乙两车恰好不相

撞.由临界法可知,当甲乙两车共速时如未相撞,则

将不会相撞.根据速度关系有

v1-at=v2
根据甲、乙两车位移关系有

v1t-12at
2=v2t+s0

其中

s0=100m
以上代入数据可得

a0=0.5m/s2

所以要使两车不相撞

a≥0.5m/s2

评析:临界法是解决追及相遇问题最普遍、最常

用的方法,其思路清晰、逻辑流畅,同时也是最常规

的方法,在教学中应使全体学生掌握.

4.2 图像法

图像法是指根据x t图像和v t图像,利用图

像的斜率、截距、面积的物理意义求解的方法.利用

x t图像求解时,分别作出两个物体的x t图像,如

果两个物体的x t图线相交,则说明两物体相遇;利

用v t图像求解时,注意比较v t图线与时间轴所

围图形的面积与初始距离.此题运用图像法解答

如下.

解:分别作出甲、乙两车的速度 时间图像如图

1所示,即t0 时刻两车恰好不相撞,由题意及v t图

线与t轴所围图形面积的物理意义有

1
2×(v1-v2)t0=s0

代入数据解得

t0=20s
解得

a0=v1-v2
t0 =0.5m/s2

则a≥0.5m/s2.

图1 甲、乙两车的v t图

评析:利用图像将追及和相遇的物理过程清晰、

直观地展示出来,有助于学生理解与分析题目,图像

法解题还可以培养学生作图、识图、用图的能力,提

升数形结合的思维.

4.3 函数法

先求出在任意时刻t两物体间的距离y=f(t),

若对任何t均存在y=f(t)>0,则这两个物体不能

相遇;若存在某个时刻t使得y=f(t)≤0,则这两个

物体能相遇.此题运用函数法解答如下.
解:为使两车不相撞,其位移关系应满足

v1t-12at
2-v2t≤s0

代入数据得到

1
2at

2-10t+100≥0

根据二次函数知识可知,若使函数值大于或等

于零,其顶点的纵坐标必然大于或等于零,因此代入

数据可得

4×12a×100-102

4×12a
≥0

解得

a≥0.5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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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函数法将物理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进行

求解,对学生数学水平有一定要求,且有利于培养学

生数学与物理相结合的思想.

4.4 相对运动法

相对运动法是利用相对运动的知识求解追及相

遇问题,通过选择合适的参考系,简化物理情境,最

终解决问题.在运用此方法时应注意将两物体相对

地面的物理量(位移、速度和加速度)转化为相对的

物理量.此题运用相对运动法解答如下.
解:设a最小值为a0,此时甲、乙两车恰好不相

撞.以乙车为参考系,则甲车的初速度为v0 =10

m/s,以加速大小a0 减速,行驶s0 =100m 后“停

下”,末速度为vt=0.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时间

公式有

v2t -v20=-2a0s0
代入数据解得

a0=0.5m/s2

则

a≥0.5m/s2

评析:相对运动法过程简单,运算量小,但对学

生知识水平要求较高,需在扎实并熟练掌握匀变速

直线运动规律的基础上运用,适用于学有余力的学

生,不做全体要求.
综上所述,掌握“一个概念先牢记、两类图像画

仔细、三条关系来分析、四大方法去解题”的解题步

骤与思路,方能以不变应万变,彻底破解追及和相遇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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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该电路中不能实现.而并联5个灯泡时测得的

只是不同个数的灯泡所对应的离散的功率值中的最

大值.再细究其原因,就会发现这是因为P 与N 的

函数关系P= NRE2

(Nr+R)2
所对应的曲线不是对称的

(图4).

图4 电源输出功率与灯泡个数的关系曲线

物理教学和学习中,有一些重要的知识点被反

复练习,其初衷是为了学生更牢固地掌握这些内容,

但由于习题相似度较高,导致学生有意无意地只记

住了结论而不再关注其中的物理原理.而在大多数

情况下,这种死记结论的做法不仅有效,甚至能够极

大地提高解题速度,这就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学生一

遇到这类题目就形成了条件反射,直接给出解答,久

而久之完全忘记了求解的过程.因此,反复操练的结

果使学生的思维固化,不仅没有起到巩固知识的作

用,甚至还起到了使学生不思究竟的反作用.
由此可见,形成这一不良局面的原因,与题目类

型死板、解答过程固化不无关系.因此,增加题目的

灵活性和多样性可成为打破这一僵局的一个关键

点.电源输出功率极大值问题历来是学生死记二级

结论的一个重灾区,本文所呈现的题目及其拓展在

这方面给出了一次尝试,使得靠死记硬背的结论不

再适用,从而回归到问题的物理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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