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数核电荷数守恒 

经典例题 

He + N →  O +X 4 14 17 

【例1】在核反应方程 2 7 8 
中，X 代表的粒子是（ ） 

238 U 222 Rn 
92 86 

A． 1H B． 2 H C． 0 e D． 1n 1 1 -1 0 

【解析】由在物质发生核反应过程中质量数守恒得，X 是1H 。故该题选 A。 1 

2 238 222 α β 】 U 衰变为  Rn 要经过 m 次 衰变和 n 次 衰变，则 m，n 分别为（ 【例 ） 92 86 

A．4，2 B．2，4 C．4，6 D．16，6 

【解析】由在物质衰变过程中质量数守恒得，m=4，n=2。故该题选 A。 

【例3】已知氘核质量为 2.0136 u，中子质量为 1.0087 u, 3 He 核的质量为 3.0150 u. 2 

（1）写出两个氘核聚变成3 He 的核反应方程. 2 

（2）计算上述核反应中释放的核能. 

（3）若两氘核以相等的动能 0.35 MeV 作对心碰撞即可发生上述核反应，且释放的核能全部转化为机 

械能，则反应中生成的3 He 核和中子的动能各是多少？ 2 

【解析】（1）应用质量数守恒和核电荷数守恒不难写出核反应方程为： 2 H+ 2 H→ 3 He+ 1 n. 1 1 2 0 

（2）由题给条件可求出质量亏损为： 

Δm=2.0136×2-(3.0150+1.0087)u=0.0035 u 

∴释放的核能为 

定义 
 

核反应中质量不守恒，但遵循质量数守恒和核电荷数守恒 
 

应用 
 

核反应方程配平及粒子判断 
 

 
 



 

 

ΔE=Δmc2=931.5×0.0035 MeV=3.26 MeV. 

（3）因为该反应中释放的核能全部转化为机械能--即转化为3 He 核和中子的动能.若设3 He 核和中子 2 2 

的质量分别为 m1、m2，速度分别为 v1、v2,则由动量守恒及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得 

m1v1-m2v2=0 

Ek1+Ek2=2Ek0+ΔE 

解方程组，可得： 

Ek1= 
1
 

4 

Ek2= 
3 
4 

1 
×(2×0.35+3.26) MeV=0.99 MeV 

4 
3 

×(2×0.35+3.26) MeV=2.97 MeV. 
4 

(2Ek0+ΔE)= 

(2Ek0+ΔE)= 

电荷守恒定律 

经典例题 

【例4】三个相同的金属小球 1.2.3.分别置于绝缘支架上，各球之间的距离远大于小球的直径。球 1 的带电 

量为 q，球 2 的带电量为 nq，球 3 不带电且离球 1 和球 2 很远，此时球 1、2 之间作用力的大小为 

F。现使球 3 先与球 2 接触，再与球 1 接触，然后将球 3 移至远处，此时 1、2 之间作用力的大小仍 

为 F，方向不变。由此可知 

A..n=3 B..n=4 C..n=5 D.. n=6 

【答案】D 

定义 
 

电荷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或从

物体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在转移的过程中，电荷总量不变． 

应用 
 

不受外界影响时，两外形完全相同的导体，接触后带电量相等．外形不同的带电

物体接触后，一般所带的电荷量不相等；两带异种电荷的物体相接触，则先发生

正负电荷的中和，若有剩余的电荷，再进行重新分配． 
 

 

  

  

 



 

 

【例5】如图所示，U=10 V，电阻 R1=3 Ω，R2=2 Ω，R3=5 Ω，电容器的电容 C1=4 μF，C2=1 μF，求： 

（1）当 S 闭合时间足够长时，C1 和 C2 所带的电量各是多少？ 

（2）然后把 S 断开，S 断开后通过 R2 的电量是多少？ 

【解析】（1）S 闭合足够长时间后，电路达到稳定，R3 两端电压为 0. 

R2 2 
所以：U  =U = U= ×10 V=4 V C1 R2 

R1 + R2 2 + 3 

Q1=C1UC1=4×10－６×4 C=1.6×10－５C 

UC2=U=10 V 

Q2=C2UC2=1×10－６×10C=1×10－５C 

（2）S 断开后，C1、C2 将通过 R1、R2、R3 放电，至放电结束，通过 R2 的电量 

Q=Q1+Q2=1.6×10－５
＋1×10－５C=2.6×10－５C 

 

  

 



 

 

机械能守恒 

经典例题 

【例6】如图，光滑圆柱被固定在水平平台上，质量为 m1 的小球用轻绳跨过圆 

柱与质量为 m2 的小球相连，最初小球 m1 放在平台上，两边绳竖直， 

两球从静止开始 ，m1 上升，m2 下降，当 m1 上升到最高点时绳子 

突然断了，发现 m 恰能做平抛 ，求 
m2 的值． 1 m 1 

v 2 【解析】恰好做平抛 ，则： m1g = m1  v = gr 
r 

 π  1 (m1 + m2 )v + 2m1 gr 由机械能守恒知： m2 gr1+  = 2 

 2  2 

m 
解得： 

2
 

5 = 
m1 1 + π 

【例7】如图所示，质量分别为 2m 和3m 的两个小球固定在一根直角尺的两端 A 、B ，直角尺的顶点O 处有光

滑的固定转动轴． AO 、 BO 的长分别为2L 和 L ．开始时直角尺的 AO 部分处于水平位置而 B 在O 

的正下方．让该系统由静止开始自由转动，求：（ sin 37°= 0.6 ， sin 53°= 0.8 ） 

定义 
 

在只有重力（或系统内弹力）做功的情形下，物体的重力势能（或弹性势性）和

动能发生相互转化，但总的机械能保持不变．表达式：Ek + Ep = Ek′ + Fp′（要选零势

能参考平面）或ΔEk = ΔEp （不用选零势能参考平面）或ΔEA增 = ΔEB减（不用选零势

能参考平面） 

应用 
 

①只受重力作用：例如在不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的各种抛体 ，自由落体，

竖直球平抛、斜抛等． 

②受其他力，但其他力不做功，只有重力做功． 

③除重力和弹力之外，还有其他力做功，但其他力做功总和为零，物体的机械能

不变，但不守恒． 
 

 

 

 

 

  

 



 

 

（1）当 A 到达最低点时， A 小球的速度大小v ； 

（2） B 球能上升的最大高度 h ； 

（3）开始转动后 B 球可能达到的最大速度v m ． 

【解析】 

A v1/2 A α 
θ 

v1 

⑴ ⑵ ⑶ 

直角尺和两小球组成的系统为对象，由于转动过程不受摩擦和介质阻力，所以该系统的机械能守 

恒。 

（1）过程中A 的重力势能减少，A、B 的动能和B 的重力势能增加，A 的即时速度总是 B 的倍。 

， 

解得 

（2）B 球不可能到达 O 的正上方，它到达最大高度时速度一定为零， 

设该位置比 OA 竖直位置向 了 角。 

， 

此式可化简为 ， 

利用三角 可解得 

（3）B 球速度最大时就是系统动能最大时，而系统动能增大等于系统重力做的功 WG。设 OA 从开 

始转过 角时 B 球速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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