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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运动（1）

一．选择题（共 16 小题）

1．2023年 4 月 16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

07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风云三号 07星轨道距地面的高度小于地球同步

卫星轨道距地面高度，若风云三号 07星和地球同步卫星在同一平面内绕地球做匀速圆周

运动，则（ ）

A．风云三号 07星所受地球引力大于地球同步卫星所受地球引力

B．风云三号 07星的角速度大于地球自转的角速度

C．风云三号 07星的线速度小于地球同步卫星的线速度

D．风云三号 07星的发射速度大于 11.2km/s

2．2023年 5 月 10日晚，“天舟六号货运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如图所示，“天舟六号

货运飞船”发射后先在近地圆形轨道 I上运动，到达轨道 a 点时点火变轨进入椭圆轨道

Ⅱ，到达 b点时，再次点火进入圆轨道Ⅲ。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轨道 I上运行的周期大于在轨道Ⅲ上运行的周期

B．“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轨道 I上运行的周期大于在轨道Ⅱ上运行的周期

C．“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轨道 I上经过 a点的加速度小于在轨道Ⅱ上经过 a点的加速

度

D．“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轨道Ⅱ上经过 b点的运行速率小于在轨道Ⅲ上经过 b点的运

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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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射地球同步卫星时，先将卫星发射至近地圆轨道 1，然后经点火，使其沿椭圆轨道 2

运行，最后再次点火，将卫星送入同步圆轨道 3．轨道 1、2 相切于 Q点。轨道 2、3 相

切于 P点（如图），则当卫星分别在 1，2，3，轨道上正常运行时，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卫星在轨道 3上的速率大于在轨道 1上的速率

B．卫星在轨道 3上的角速度大于在轨道 1上的角速度

C．卫星在轨道 1上经过 Q点时的加速度大于它在轨道 2上经过 Q点时的加速度

D．卫星在轨道 2上经过 P点时的加速度等于它在轨道 3上经过 P点时的加速度

4．如图所示，a、b、c是环绕地球圆形轨道上运行的 3颗人造卫星，它们的质量关系是 ma

＝mb＜mc，则（ ）

A．b、c的线速度大小相等，且大于 a的线速度

B．b、c的周期相等，且小于 a的周期

C．b、c的向心加速度大小相等，且大于 a的向心加速度

D．b所需向心力最小

5．已知地球赤道上的物体重力加速度为 g，物体在赤道上随地球自转的向心加速度为 a。若

地球的自转角速度变大，使赤道上物体刚好能“飘”起来（不考虑空气的影响），则地球

的自转角速度应为原来的（ ）

A． B． C． D．

6．如图所示，从地球表面发射一颗卫星，先让其进入椭圆轨道 I运动，A、B分别为椭圆轨

道的近地点和远地点，卫星在远地点 B点火加速变轨后沿圆轨道 II运动．下列说法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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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是（ ）

A．卫星沿轨道 II运动的周期小于沿轨道 I运动的周期

B．卫星在轨道 II上机械能大于在轨道 I上的机械能

C．卫星在轨道 II上 B点的加速度大于在轨道 I上 B点的加速度

D．卫星在轨道 II上 C点的加速度大于在轨道 I上 A点的加速度

7．假设有一载人宇宙飞船在距地面高度为 4200km 的赤道上空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地

球半径约为 6400km，地球同步卫星距地面高度为 36000km，宇宙飞船和地球同步卫星绕

地球同向运动，每当二者相距最近时，宇宙飞船就向同步卫星发射信号，然后再由同步

卫星将信号发送到地面接收站，某时刻二者相距最远，从此刻开始，在一昼夜的时间内，

接收站共接收到信号的次数为（ ）

A．4次 B．6次 C．7次 D．8次

8．地球赤道上有一物体随地球自转，所受的向心力为 F1，向心加速度为 a1，线速度为 v1，

角速度为ω1；绕地球表面附近做圆周运动的人造卫星（高度忽略），所受的向心力为 F2，

向心加速度为 a2，线速度为 v2，角速度为ω2；地球的同步卫星所受的向心力为 F3，向心

加速度为 a3，线速度为 v3，角速度为ω3；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为 g，第一宇宙速度为

v，假设三者质量相等，则（ ）

A．F1＝F2＞F3 B．g＝a2＞a3＞a1

C．v1＝v2＝v＞v3 D．ω1＝ω3＝ω2

9．如图所示，a为地球赤道上的物体，随地球表面一起转动，b为近地轨道卫星，c为同步

轨道卫星，d为高空探测卫星。若 a、b、c、d绕地球转动的方向相同，且均可视为匀速

圆周运动。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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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c、d中，a的加速度最大

B．a、b、c、d中，b的线速度最大

C．a、b、c、d中，c的周期最大

D．a、b、c、d中，d的角速度最大

10．我国的“天眼”是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通过“天眼”观测到的某三星系统可理想

化为如下模型：如图所示，甲、乙、丙是位于同一直线上的离其他恒星较远的三颗恒星，

甲、丙围绕乙在半径为 R的圆轨道上运行，若三颗星质量均为M，万有引力常量为 G，

则（ ）

A．甲星所受合外力为

B．甲星的线速度为

C．甲星的周期

D．甲星的向心加速度为

11．已知某半径为 r0的质量分布均匀的天体，测得它的一个卫星的圆轨道半径为 r，卫星运

行的周期为 T。则在该天体表面第一宇宙速度大小是（ ）

A． B．

C． D．

12．我国将要发射一颗绕月运行的探月卫星“嫦娥 1号”．设该卫星的轨道是圆形的，且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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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球表面．已知月球的质量为地球质量的 ，月球的半径约为地球半径的 ，地球上

的第一宇宙速度约为 7.9km/s，则该探月卫星绕月运行的速率约为（ ）

A．0.4km/s B．1.8km/s C．11km/s D．36km/s

13．截止到 2023年 3月，嫦娥五号探测器已取得多项科研成果。已知地球质量为月球质量

的 k倍，地球半径 R为月球半径的 p 倍，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为 g，则嫦娥五号探测

器在近月圆形轨道的线速度大小约为（ ）

A． B． C． D．

14．某个行星的半径是地球半径的 3倍、其质量是地球质量 36倍，则从该行星表面发射一

个环绕它做圆周运动的卫星，发射速度至少为（已知地球的第一宇宙速度为 v1）（ ）

A．v1 B．12v1 C．4v1 D．2 v1

15．人类探测某个未知星球，若探测器降落到未知星球表面后，从距未知星球表面高度为 h

处由静止释放一物体，测出物体落到未知星球表面的时间为 t。已知未知星球半径为 R，

引力常量为 G，将未知星球视为质量均匀分布的球体，通过以上物理量求得未知星球的

第一宇宙速度为（ ）

A． B． C． D．

16．火星探测器“火星 2020”有了自己的新名字——“毅力号”。它的目标是在 2021年登

陆火星的杰泽罗陨石坑，并尝试将样本从火星上带回地球。已知火星的质量约为地球质

量的 ，火星的半径约为地球半径的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火星与地球的第一宇宙速度之比为 4：3

B．火星与地球的第一宇宙速度之比为 2：3

C．火星上的重力加速度与地球上的重力加速度之比为 4：9

D．以相同轨道半径绕火星的卫星与绕地球的卫星运行速度之比为 1：9

二．多选题（共 4 小题）

（多选）17．2015年 2月，航天飞机在完成对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维修任务后，在 A点从圆

形轨道Ⅰ进入椭圆轨道Ⅱ，B为轨道Ⅱ上的一点，如图所示，关于航天飞机的运动，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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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轨道Ⅱ上经过 A的速度小于经过 B的速度

B．在轨道Ⅱ上 A的速度小于在轨道Ⅰ上 A的速度

C．在轨道Ⅱ上运动的周期小于在轨道Ⅰ上运动的周期

D．在轨道Ⅱ上经过 A的加速度小于在轨道Ⅰ上经过 A的加速度

（多选）18．如图所示，有 A、B 两个行星绕同一恒星 O 做圆周运动，旋转方向相同，A

行星的周期为 T1，B行星的周期为 T2，在某一时刻两行星第一次相遇（即两行星距离最

近），则（ ）

A．经过时间 t＝T2+T1，两行星将第二次相遇

B．经过时间 t＝ ，两行星将第二次相遇

C．经过时间 t＝ • ，两行星第一次相距最远

D．经过时间 t＝ ，两行星第一次相距最远

（多选）19．如图所示，A、B两颗行星绕同一颗恒星做匀速圆周运动，运转方向相同，A

的周期为 T1，B的周期为 T2，在某一时刻，两行星相遇（即两行星相距最近），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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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经过一段时间 t＝T1+T2两行星再次相遇

B．经过一段时间 t＝ 两行星再次相遇

C．经过一段时间 t＝ 两行星再次相遇

D．经过一段时间 t＝ 两行星相距最远

（多选）20．2021年 12月 26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遥三十九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资源一号”06星，该卫星将进一步推进我国陆地资源调查监测卫星业

务系统化应用。若该卫星在距地球表面高度为 h 的轨道上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周期为 T，

地球的半径为 R，引力常量为 G，忽略地球的自转，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该卫星的线速度大小为

B．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大小为

C．地球的第一宇宙速度为

D．地球的平均密度为

三．计算题（共 5 小题）

21．如图所示，A是地球的同步卫星。另一卫星 B的圆形轨道位于赤道平面内，离地面高

度为 h。已知地球半径为 R，地球自转角速度为ωo，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为 g，O为地

球中心。

（1）求卫星 B的运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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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卫星 B绕行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同，某时刻 A、B两卫星相距最近（O、B、

A在同一直线上），则至少经过多长时间，他们再一次相距最近？

22．利用物理模型对问题进行分析，是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

（1）某质量为 m 的行星绕太阳运动的轨迹为椭圆，在近日点速度为 v1，在远日点速度

为 v2。求从近日点到远日点过程中太阳对行星所做的功W。

（2）设行星与恒星的距离为 r，请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 ＝k）及向心力相关知识，

证明恒星对行星的作用力 F与 r的平方成反比。

（3）宇宙中某恒星质量是太阳质量的 2倍，单位时间内向外辐射的能量是太阳的 16倍。

设想地球“流浪”后绕此恒星公转，且在新公转轨道上的温度与“流浪”前一样。地球

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 T1，绕此恒星公转的周期为 T2，求 。

23．设地球是质量分布均匀的半径为 R的球体。已知引力常量 G，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g，

忽略地球自转。

（1）推导地球质量M的表达式。

（2）推导地球第一宇宙速度 v的表达式。

（3）设地球的密度为ρ，靠近地球表面做圆周运动的卫星的周期为 T，证明ρT2＝ 。

24．我国成功了发射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假设“天问一号”贴近火星表面绕其做匀速

圆周运动。已知火星的质量为M，半径为 R，火星自转周期为 T，万有引力常量为 G。

求：

（1）若忽略火星自转影响，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g；

（2）“天问一号”贴近火星表面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线速度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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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发射一颗火星同步卫星，则火星同步卫星距火星的高度 H？

25．电影“流浪地球”中，由于太阳即将毁灭，人类为了生存，给地球装上推进器，“驾驶”

地球逃离太阳系，泊入比邻星轨道，成为这颗恒星的卫星。设地球绕比邻星做圆周运动

的半径为 r，周期为 T，比邻星的半径为 R，引力常量为 G。忽略比邻星的自转，忽略其

他星球对地球的影响。求：

（1）比邻星的质量M；

（2）比邻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大小 g；

（3）比邻星的第一宇宙速度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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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体运动（1）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共 16 小题）

1．2023年 4 月 16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

07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风云三号 07星轨道距地面的高度小于地球同步

卫星轨道距地面高度，若风云三号 07星和地球同步卫星在同一平面内绕地球做匀速圆周

运动，则（ ）

A．风云三号 07星所受地球引力大于地球同步卫星所受地球引力

B．风云三号 07星的角速度大于地球自转的角速度

C．风云三号 07星的线速度小于地球同步卫星的线速度

D．风云三号 07星的发射速度大于 11.2km/s

【分析】A、根据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先比较风云三号 07星运行的周期和地球同步卫星

的周期大小，再和地球自转周期比较判断；

BC、根据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得到解速度和线速度的表达式，从而能比较角速度和线速

度的大小；

D、根据宇宙速度的意义比较发射速度的大小。

【解答】解：A、风云三号 07星和地球同步卫星的质量未知，无法比较其受地球引力的

大小，故 A错误；

B、由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

变形可得：

由此可知轨道半径越小，角速度越大，故风云三号 07星运行的角速度大于地球自转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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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故 B正确；

C、由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

变形得到：

由此可知，轨道半径越小，线速度越大，故 C错误；

D、风云三号 07星绕地球做圆周运动，而第一宇宙速度是最大的环绕速度，是最小的发

射速度，故发射该星的速度满足：7.9km/s＜v＜11.2km/s，故 D错误。

故选：B。

【点评】卫星环绕中心天体做匀速圆周运动，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是解题的核心思想，

涉及运动学参数的比较问题，整理出表达式，从表达式可以得到结论。

2．2023年 5 月 10日晚，“天舟六号货运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如图所示，“天舟六号

货运飞船”发射后先在近地圆形轨道 I上运动，到达轨道 a 点时点火变轨进入椭圆轨道

Ⅱ，到达 b点时，再次点火进入圆轨道Ⅲ。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轨道 I上运行的周期大于在轨道Ⅲ上运行的周期

B．“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轨道 I上运行的周期大于在轨道Ⅱ上运行的周期

C．“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轨道 I上经过 a点的加速度小于在轨道Ⅱ上经过 a点的加速

度

D．“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轨道Ⅱ上经过 b点的运行速率小于在轨道Ⅲ上经过 b点的运

行速率

【分析】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分析三个轨道的周期大小关系；根据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

可知加速度关系；根据离心和近心的原理分析不同轨道在 b的速率。

【解答】解：AB、轨道Ⅰ的半径小于轨道Ⅱ的半长轴，轨道Ⅱ的半长轴又小于轨道Ⅲ的

半径，由开普勒第三定律可知在轨道 I上运行的周期小于在轨道Ⅱ、Ⅲ上运行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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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AB错误；

C、在轨道Ⅰ上经过 a点和在轨道Ⅱ上经过 a点所受万有引力相等，故加速度大小相等，

故 C错误；

D、在轨道Ⅲ上经过 b点做匀速圆周运动，在轨道Ⅱ上经过 b点时做近心运动，故在轨道

Ⅲ上经过 b点的运行速率大于在轨道Ⅱ上经过 b点的运行速率，故 D正确。

故选：D。

【点评】此题考查了人造卫星的相关知识，解题的关键是开普勒三定律和万有引力提供

向心力的灵活运用，注意卫星变轨的原理。

3．发射地球同步卫星时，先将卫星发射至近地圆轨道 1，然后经点火，使其沿椭圆轨道 2

运行，最后再次点火，将卫星送入同步圆轨道 3．轨道 1、2 相切于 Q点。轨道 2、3 相

切于 P点（如图），则当卫星分别在 1，2，3，轨道上正常运行时，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卫星在轨道 3上的速率大于在轨道 1上的速率

B．卫星在轨道 3上的角速度大于在轨道 1上的角速度

C．卫星在轨道 1上经过 Q点时的加速度大于它在轨道 2上经过 Q点时的加速度

D．卫星在轨道 2上经过 P点时的加速度等于它在轨道 3上经过 P点时的加速度

【分析】卫星做圆周运动万有引力提供圆周运动向心力，据此可以分析不同半径上圆周

运动的速度大小、角速度大小和加速度大小。

【解答】解：万星做圆周运动时万有引力提供圆周运动的向心力有：

＝ma

A、因为 知，在轨道 1上卫星的速率大于轨道 3上的速率，故 A错误；

B、因为ω＝ 知，在轨道 1上的角速度大于在轨道 3上的角速度，故 B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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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因为 a＝ 知，在轨道 1上经过 Q点和轨道 2上经过 Q点的加速度大小相等，故 C

错误；

D、因为 a＝ 知，在轨道 2上经过 P点和轨道 3上经过 P点的加速度大小相等，故 D

正确；

故选：D。

【点评】正确掌握万有引力提供圆周运动向心力是解决本题的关键。

4．如图所示，a、b、c是环绕地球圆形轨道上运行的 3颗人造卫星，它们的质量关系是 ma

＝mb＜mc，则（ ）

A．b、c的线速度大小相等，且大于 a的线速度

B．b、c的周期相等，且小于 a的周期

C．b、c的向心加速度大小相等，且大于 a的向心加速度

D．b所需向心力最小

【分析】根据人造卫星的万有引力等于向心力，列式求出线速度、角速度、周期和向心

力的表达式进行讨论即可．

【解答】解：人造卫星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设卫星的质量为

m、轨道半径为 r、地球质量为 M，

A、根据 得：v＝ ，因为 ra＜rb＝rc，所以 va＞vb＝vc，故 A错误；

B、根据 得：T＝ ，因为 ra＜rb＝rc，所以 Ta＜Tb＝Tc，故 B错

误；

C、根据 得：a＝ ，因为 ra＜rb＝rc，所以 aa＞ab＝ac，故 C错误；

D、F＝ ，因为 ra＜rb＝rc，ma＝mb＜mc，所以 b所需向心力最小，故 D正确。



第 14页（共 34页）

故选：D。

【点评】本题关键抓住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先列式求解出线速度、角速度、周期和加

速度的表达式，再进行讨论．

5．已知地球赤道上的物体重力加速度为 g，物体在赤道上随地球自转的向心加速度为 a。若

地球的自转角速度变大，使赤道上物体刚好能“飘”起来（不考虑空气的影响），则地球

的自转角速度应为原来的（ ）

A． B． C． D．

【分析】物体在赤道上随地球自转的向心加速度为 a，根据向心加速度的计算公式列方程；

当物体“飘”起来时，不受地面的支持力，由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根据向心加速度公

式进行分析．

【解答】解：物体在赤道上随地球自转时，有 a＝R

物体随地球自转时，赤道上物体受万有引力和支持力，支持力等于重力，即 F 万﹣mg＝

ma

物体“飘”起来时只受万有引力，故 F 万＝ma′

故 a′＝g+a，即当物体“飘”起来时，物体的加速度为 g+a，则有：g+a＝R

联立解得： ＝ ，故 B正确、ACD错误。

故选：B。

【点评】本题直接根据向心加速度的表达式进行比较，关键要知道物体“飘”起来时的

加速度，熟悉向心加速度公式 a＝ω2r和赤道上物体向心力的来源。

6．如图所示，从地球表面发射一颗卫星，先让其进入椭圆轨道 I运动，A、B分别为椭圆轨

道的近地点和远地点，卫星在远地点 B点火加速变轨后沿圆轨道 II运动．下列说法中正

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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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卫星沿轨道 II运动的周期小于沿轨道 I运动的周期

B．卫星在轨道 II上机械能大于在轨道 I上的机械能

C．卫星在轨道 II上 B点的加速度大于在轨道 I上 B点的加速度

D．卫星在轨道 II上 C点的加速度大于在轨道 I上 A点的加速度

【分析】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绕以太阳为焦点的椭圆轨道运行的所有行星，其椭圆轨

道半长轴的立方与周期的平方之比是一个常数，解决周期的长短；机械能可以根据除万

有引力以外的力做功来判断，其它力所做的功；加速度大小的根据合外力的大小来判断．

【解答】解：A、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绕以太阳为焦点的椭圆轨道运行的所有行星，其

椭圆轨道半长轴的立方与周期的平方之比是一个常数；后来把开普勒第三定律推广，绕

以中心天体为焦点的椭圆轨道运行的所有行星，其椭圆轨道半长轴的立方与周期的平方

之比是一个常数，即 ，由此可得椭圆轨道半长轴的越长的卫星周期也越长，

所以卫星沿轨道 II运动的周期大于沿轨道 I运动的周期，故 A错误。

B、卫星在远地点 B点火加速变轨后沿圆轨道 II运动，因为在 B点点火加速，除万有引

力外的其它力做正功，所以卫星在轨道 II上机械能大于在轨道 I上的机械能，故 B正确。

C、卫星仅受万有引力作用，所以加速度的大小有万有引力的大小决定，卫星无论是在轨

道 II上 B点还是在轨道 I上 B点，它们是同一个点，万有引力相同，

由牛顿第二定律得：F＝ ＝ma；所以卫星在轨道 II上 B点的加速度等于在轨道 I上

B点的加速度，故 C错误。

D、卫星在轨道 II上 C点与在轨道 I上 A点相比，C点离地心的距离 r大，万有引力小，

所以卫星在轨道 II上 C点的加速度小于在轨道 I上 A点的加速度，故 D错误。

故选：B。

【点评】本题考查开普勒定律的应用，当然，也可根据万有引力等于向心力列式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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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假设有一载人宇宙飞船在距地面高度为 4200km 的赤道上空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地

球半径约为 6400km，地球同步卫星距地面高度为 36000km，宇宙飞船和地球同步卫星绕

地球同向运动，每当二者相距最近时，宇宙飞船就向同步卫星发射信号，然后再由同步

卫星将信号发送到地面接收站，某时刻二者相距最远，从此刻开始，在一昼夜的时间内，

接收站共接收到信号的次数为（ ）

A．4次 B．6次 C．7次 D．8次

【分析】地球同步卫星与宇宙飞船均绕地球做圆周运动，则它们的半径的三次方之比与

公转周期的二次方之比相等．当它们从相距最近到相距最远，转动的角度相差（2nπ+π）

（n＝0、1、2、…）．

【解答】解：据开普勒第三定律 （1）

R1＝4200km+6400km R2＝36000km+6400km （2）

可知载人宇宙飞船的运行周期 T1与地球同步卫星的运行周期 T2之比为 ，又已知地球

同步卫星的运行周期为一天即 24h，因而载人宇宙飞船的运行周期 T1＝ h＝3h

由匀速圆周运动的角速度ω＝ ，所以宇宙飞船的角速度为 h﹣1，同步卫星的角速

度为 h﹣1

当两者与太阳的连线是一条直线且位于地球异侧时，相距最远，

此时追击距离为π即一个半圆，追击时间为 。

此后，追击距离变为 2π即一个圆周，同理，追击时间为 。

可以得到 24h内共用时 完成追击 6.5次，即 7次距离最近，因而发射了 7次信号。

故 C正确，ABD错误；

故选：C。

【点评】从相距最近再次相距最近，它们转动的角度相差 360度；当从相距最近到再次

相距最远时，它们转动的角度相差 1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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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地球赤道上有一物体随地球自转，所受的向心力为 F1，向心加速度为 a1，线速度为 v1，

角速度为ω1；绕地球表面附近做圆周运动的人造卫星（高度忽略），所受的向心力为 F2，

向心加速度为 a2，线速度为 v2，角速度为ω2；地球的同步卫星所受的向心力为 F3，向心

加速度为 a3，线速度为 v3，角速度为ω3；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为 g，第一宇宙速度为

v，假设三者质量相等，则（ ）

A．F1＝F2＞F3 B．g＝a2＞a3＞a1

C．v1＝v2＝v＞v3 D．ω1＝ω3＝ω2

【分析】题中涉及三个物体：地球赤道上有一随地球的自转而做圆周运动物体 1、绕地球

表面附近做圆周运动的人造卫星 2、地球同步卫星 3；物体 1与人造卫星 2转动半径相同，

物体 1与同步卫星 3 转动周期相同，人造卫星 2 与同步卫星 3同是卫星，都是万有引力

提供向心力；分三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即可．

【解答】解：A、根据题意三者质量相等，轨道半径 r1＝r2＜r3

物体 1与人造卫星 2 比较，由于赤道上物体受引力和支持力的合力提供向心力，而近地

卫星只受万有引力，故 F1＜F2，故 A错误；

BD、物体 1 和卫星 3 周期相等，则角速度相等，即ω1＝ω3，而加速度 a＝rω2，则 a3＞

a1，卫星 2 和卫星 3 都靠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根据 ＝ma， ，a

＝ ，知轨道半径越大，角速度越小，向心加速度越小，则 a2＞a3，ω2＞ω3．对于近地

卫星，有 ，向心加速度等于表面的重力加速度，即 g＝a2，所以 g＝a2＞a3

＞a1，ω1＝ω3＜ω2，故 B正确，D错误；

C、由 A选项的分析知道向心力 F1＜F2，根据向心力公式 F＝m ，由于 m、R一定，

故 v1＜v2，故 C错误；

故选：B。

【点评】本题关键要将物体 1、人造卫星 2、同步卫星 3分为三组进行分析比较，最后再

综合；一定不能将三个物体当同一种模型分析，否则会使问题复杂化．

9．如图所示，a为地球赤道上的物体，随地球表面一起转动，b为近地轨道卫星，c为同步

轨道卫星，d为高空探测卫星。若 a、b、c、d绕地球转动的方向相同，且均可视为匀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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