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2
说明：

1. 表示 对时间的一阶导数， 表示 对时间的二阶导数。
2. 粗体字母表示矢量。

2-4
解:

取微元 ，有：

其中 ,为绳子的线密度。积分得：

2-6
解：

(1) 
有:

(2) 
有： ，方向垂直于半径向下。

2-8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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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绳与垂直于面的方向分解，有：

(2) 
即 时。令 ，有：

代入得：

2-10
解：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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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由功能原理，得：

由运动方程求对时间求一阶导数，得：

联立代入 ，得：

2-14
解：
有两颗中子星的速度等大反向，设大小为 。由能量守恒，得：

代入得：

2-15
解：
由功能关系，得：

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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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解：
由能量守恒，有：

解得：

2-17
最远位移有 ，即 。由能量守恒有：

排除 的解，解得：

则系统弹性势能：

2-20
解：

动量定理

积分法
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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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0 v = 0

Fx = μmgx +  kx
2
1 2

x = 0

x = 2  

k

F − μmg

E  =pk  kx =
2
1 2 2  

k

(F − μmg)2

I = mv  −2 mv  =1 −mωRi − mωRj

2



代入冲量定义

2-22
解：

子弹穿过第一个木块的过程，由冲量定理：

子弹穿过第二个木块的过程，由冲量定理：

解得：

2-23
解：

联立解得：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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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取船的原速方向为正方向。对三艘船分别使用动量守恒(其中b代表前船，m代表中船，a代表后船)：

解得：

2-28
解：

设B点后的链条长度为 ，链条线密度为 ，有：

作变换：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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