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本物理教材（八年级下册）- 133 -

8.1 认识压强

与教材不同之处

更详细分析了压力大小与重力的关系；更巧妙地引入了压强概念。

什么是压力

物体间由于相互挤压而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作压力，可用 F 表示。

如图 8-1-1，一个水杯放在水平桌面上，水杯对桌面产生的力叫做压力。

水杯之所以会对桌面产生压力，是因为水杯受到重力作用需要沿竖直向下方向向下落，

但水平桌面阻挡了水杯的下落，阻止水杯下落的桌面必然给予水杯向上的力，根据力的作用

是相互的，水杯也必然对桌面施加向下的压力。所以说，水杯对桌面的压力来自重力。

图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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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的压力都来自重力，压力也可以来自其他的外力，比如，墙壁受到钉

子的压力来自人对钉子施加的力，氢气球对天花的压力来自氢气球受到的浮力，天花板

受到拖把的压力来自人对拖把的举力……如图 8-1-2。这些力都与重力无关，但也会产生

压力。

压力的方向

物理学上规定，压力的方向总是垂直于受压表面并指向受压表面。

在图 8-1-1 中，水杯对水平桌面的压力的方向是垂直于水平桌面并指向桌面，即竖

直向下。也就是说，此时压力的方向与重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知道，重力的方向只有一个：竖直向下。那么，压力的方向是不是也是唯一的

呢？

答案是否定的。压力的方向不仅有竖直向下，也可以是其他的方向。如图 8-1-2 中，

铁锤对铁钉的压力的方向是水平向左；氢气球对天花板的压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上。

图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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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大小

如图 8-1-1 所示，水杯对水平桌面的压力的大小等于多少？

水杯对水平桌面的压力与水杯的重力大小相等。

压力大小与重力大小为什么会相等呢？

我们以水杯为研究对象，我们发现水杯受到两个力，水杯受到的重力和桌面对水杯

的支持力。由于水杯静止，处于平衡状态，所以这两个力是一对平衡力，它们的大小相

等。

又由于水杯对桌面的压力与桌面对水杯的支持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所以，压力与

支持力的大小相等。

因此，水杯对桌面的压力与水杯的重力大小相等。

于是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要分析压力大小时，需要先分析支持力的大小。

如图 8-1-3 所示，一个重力 G 的物体放在水平地面上，受到一个竖直向上的绳的拉

力 F，此时物体并没有离开地面，试分析此时的物体对水平地面的压力是多少？

首先，我们要根据力的平衡条件分析出支持力大小是多少。

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此物体共受到三个力：重力 G、地面的支持力 F 支、绳的拉力

F。根据力的平衡条件，它们的大小为：

支FFG 

然后，我们再根据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分析出压力的大小是多少。

图 8-1-3



校本物理教材（八年级下册）- 136 -

由于支持力与物体对地面的压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所以，物体对地面的压力大小

应等于重力大小与拉力大小的差，表达式如下：

FGFF  支压

什么是压力的作用效果

我们已知知道力能使物体发生形变。所以，一个物体如果发生形变，一定是受到力

的作用。所以，一个物体在压力的作用下，也会发生形变。

我们将受压物体发生的形变称为压力的作用效果。

比如，如图 8-1-4 中杯子就对海绵有压力，海绵发生了凹陷现象，这种形变就是一

种压力的作用效果。

如果海绵凹陷得程度越深，我们就称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如果海绵凹陷程度不

是很深，我们称：压力的作用效果不明显。所以，受压物体的形变程度是可以反映压力

的作用效果是否明显程度的。

生活中还有很多现象反映压力的作用效果的。

比如，路面开裂，这是汽车对路面的压力产生的“压力的作用效果”。胡萝卜被切

断， 这是菜刀对胡萝卜的压力产生的“压力的作用效果”。墙面被打了一个洞，这是

钉子对墙面的压力产生的“压力的作用效果”。手指被扎破了，这是针对手指皮肤的压

图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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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产生的“压力的作用效果”。肩被书包带勒得痛，这是书包带对肩的压力产生的“压

力的作用效果”。

压力的作用效果明显程度与什么因素有关的猜想

压力的作用效果明显程度可能有与什么因素有关呢？

在图 8-1-4 中， 杯子的重量越重时，即杯子对海绵的压力越大，海绵的凹陷程度会

变大。这说明，压力的作用效果是否明显可能与压力大小有关，压力越大，压力的作用

效果越明显。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菜刀的刀刃越锋利，用同样的力切土豆，土豆更容易切开。土

豆更容易被切开，这是一种压力的作用效果更明显的表现。

显然，此时压力的作用效果变得明显与压力大小无关，而是与刀刃的是否锋利有关。

而刀刃的锋利程度，在物理上称为受力面积，所以，刀刃越锋利，受力面积越小。又比

如，钉子对墙壁的受力面积是指钉子的钉尖处。

所以，压力的作用效果的明显程度可能还与受力面积的大小有关。

看来，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与什么因素有关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前期准备

由于我们猜想影响压力的作用效果程度的因素可能与压力大小、受力面积有关，一

共有两个影响因素，所以，我们需要采用控制变量法来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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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当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压力大小的关系时，受力面积要保持一定；当探究压

力作用效果与受力面积的关系时，压力大小要保持一定。

研究对象我选择小方桌或长方体重物，这两个物体有个共同点——有利于改变受力

面积。比如小方桌，正放时受力面积大，倒放时受力面积小；长方体重物，平放时受力

面积大，侧放时受力面积小，竖放时受力面积更小。

如何改变压力，我们可以添加或减小砝码的数量。

用什么物体来显示压力的作用效果的明显程度，我们可以采用水沙坑，橡皮泥或海

绵块。它们都是易变形的物体，都是可以通过凹陷程度来显示压力的作用效果的明显程

度。然后，橡皮泥进行了一次实验后，要恢复原状比较困难，不利于进行多次实验。海

绵块是最理想的显示压力的作用效果的明显程度的器材。另外，为了准确知道海绵的凹

陷深度，我们最好借助刻度尺进行测量，实验器材如图 8-1-5。

进行实验并得到结论

我们按照图 8-1-7 中的甲、乙两图进行实验，我们发现，当小方桌对海绵的压力变

大时，海绵的凹陷程度更明显，这说明，当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力越大，压力的作用效

果越明显。

图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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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图 8-1-7 中的乙、丙两图进行实验，我们发现，此时海绵受到的压力不变时，

受力面积变小的，海绵的凹陷程度更明显。这说明，压力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力

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所以，比较压力的作用效果的不同，不能光看压力大小，还要看受力面积的大小。

于是，我们比较压力作用效果有两种方法：

相同受力面积比压力；受力面积相同，压力大的，产生的压力作用效果将更明显；

相同压力比受力面积；压力大小相同时，受力面积小的，产生的压力作用效果将更

明显。

比较压力的作用效果的第三种方法

如图 8-1-8 中，货车与小轿车对路面的压力不同（车的总重不同），车轮对地面的

图 8-1-7

甲 丙乙

图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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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面积也不相同（车轮的个数不同），受压物体是不易变形的路面（肉眼真的很难直

接看出路面发生的形变程度），我们如何比较货车与小汽车的压力作用效果呢？

我们发现，如果将压力大小与受力面积大小进行比值计算，这个比值等于单位面积

上受到的压力的大小，公式如下：

受力面积

压力
单位受力面积上的压力 

我们发现，这个比值（即单位受力面积上压力）越大，产生的压力作用效果越明显。

这就是我们比较压力作用效果的第三种方法：比值法。

为什么比值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会更明显呢？

其实，这个等式本质上与相同的受力面积比压力大小的方法是相同的。也就是说，

比值法，其实是将不同压力和受力面积的情况转变为相同受力面积比压力的方法。

压强概念及单位

于是，物理学上，将压力大小与受力面积的比值称为压强，用 p 表示。

根据定义，压强的公式为：

S
Fp 

其中，p代表压强，F 代表压力，S 代表受力面积。

由于力的国际制单位是牛【N】，受力面积的国际制单位是平方米【m2】，则压强

是国际制单位是牛每平方米，符号为：N/m2。为了纪念法国物理学家与数学家帕斯卡，

将压强的国际制单位又称为帕斯卡，简称为帕，符号为：Pa。

1 Pa=1 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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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a相当一张报纸对折后放在水平桌面上时产生的压强。

压强公式的应用

例题：图 8-1-9 中，一位中学生，他的质量为 50kg，双脚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400cm2，

则他对地面的压强是多少？当他走路时，他对地面的压强是否会发生改变？（g=10N/kg）

已知：中学生对地面的压力 F=G=mg=50kg×10N/kg=500N

受力面积 S=400cm2=0.04m2

求：中学生对地面的压强 p

解：

Pa
m
N

S
Fp 4

2 1025.1
04.0
500



根据压强公式可知，当压力 F 一定时，压强 p 与受力面积成反比。当人走路

时，压力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双脚交替接触地面，受力面积 S 是原来面积的一

半，所以，压强将增大一倍，是 2.5×104Pa。

图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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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学生对地面的压强是 1.25×104Pa，当他走路时，压强变大。

压强与压力的区别是什么

【剖析：压强与压力的区别是什么，压强与压力的作用效果的区别是什么？】

压力是一种力，压强是一个比值。压力有方向且有大小、有作用点，而压强只有大小。

压力决定“物体是否发生形变”，是产生形变的原因；压强负责衡量“形变的程度大

小”。

压强与压力的作用效果的区别

压强与压力的作用效果不是一回事。

压力的作用效果是一种效果，是力作用以后产生的后果。

而压强是一个比值，是压力与受力面积的比值，或者说，它是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

的大小。

两者的联系是：压强的大小恰好能反映出压力的作用效果。

即，压强大的，所反映的压力作用效果越明显；压强小的，所反映的压力作用效果越

不明显。

增大压强的方法和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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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压强的方法有哪些呢？

最常用的办法——增大压力，比如打木桩时，我们往往需要大力抡打。

增大的压强的方法还有一个也许是更巧的方法——减小受力面积。

比如，菜刀磨得锋利，其实就是减小了受力面积。根据压强公式 p=F/S 可知，压力 F

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产生的压强越大。所以，刀越锋利，施加同样的压力，菜被切开的

深度会更深，甚至被切开。钉子、破窗锤等都是利用减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

增小压强的方法和举例

有时候，我们不想压强过大，以避免对承压表面产生损坏。

我们减小压强的方法与增大压强的方法相反，即通过减小压力和增大受力面积来实现。

图 8-1-1

图 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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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0 中的挖掘机的履带，可增大挖掘机与地面之间的受力面积，在压力一定时，

可大大减小压强，从而避免挖掘机陷入松软的土壤中。

如图 8-1-11 中，大型货车总是装有数量众多的车轮，可大大增加货车与路面之间的

受力面积，从而在压力一定时，可大大减小压强，从而减小对路面的损坏。

铁轨铺在枕木上，相比铁轨直接铺在地面时受力面积更大，地面受到的压强会大大减

小，从而当列车在铁轨上通过时，避免铁轨陷入地里。

自行车的坐垫总是做的宽大，这也是通过增大受力面积，减小压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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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压力是如何产生的？

压力有的来自重力，压力也可以来自其他的外力。

2、压力的方向

压力的方向总是垂直于受压表面并指向受压表面。。

3、压力的作用效果与什么因素有关？

当压力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当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力

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4、压强是表示什么的？

将压力大小与受力面积的比值叫做压强，压强是用来表示压力的作用效果。

5、什么是受力面积？

有挤压的接触部分的面积我们称为受力面积

6、增大压强或减小压强的方法

增大压强通过增大压力或减小受力面积的方法来实现；减小压强则通过减小压力或

增大受力面积的方法来实现。

1、两物体放在水平地面上，质量之比为 2：3，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之比为 4：3，则它们

对地面的压强之比为( )

A 9：8 B 1：2 C 2:1 D 8:9

2、如图所示，实心的均匀正方体 A、B 放置水平地面上，物体 A 受到 的

重力均为 10N，A 的边长为 10cm，物体 B的边长为 20cm，B 对 A的压强 为 3×

10
5
Pa。求：（1）B 对 A 的压力；（2）A对水平地面的压强。

3、小华的妈妈在超市买了很多食品，她用塑料袋提着回家，没走多远就

感到手被 勒得很痛．请你用学过的物理知识，给她提一个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