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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4 碰撞 碰撞是一类重要的物理现象，在机械加工、强度测试中，处处能够看到碰
撞理论的应用，早在19世纪末，碰撞就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碰撞理论），在微观粒子的研究中
，它的作用更是十分重要：1909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用α粒子
向金属箔上碰撞得到了原子核模型；1914年，德国物理学家弗兰克（Jamcs Franek，1882——1964）和
德国物理学家赫兹（Gustav Hertz，1887—1975）用不同能量的电子轰击水银蒸汽，从碰撞前后的能量
变化中得到了原子能级；1919年卢瑟福用α粒子轰击氮得到了质子：1930—1932年间，用α粒子轰击
铍时，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1891—1974）发现了中子，弄清了原子核的组成，碰
撞理论是研究分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问题的基础理论。
 作为质点系的动量定理（守恒）和功能原理（机械能守恒）的应用例子，本节从机械运动角度来研究
碰撞中的最基本物理问题。
 5.4.1 碰撞的特点 碰撞是指相互接近的物体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明显的相互作用，以至于使彼此速度
发生了变化。
发生碰撞的物体不一定都是直接接触的，比如，机械碰撞是接触的，而带同种电荷粒子的碰撞是不接
触的，碰撞的共同特点为： （1）碰撞期间，物体间相互作用时间很短，但相互作用力很大，因此碰
撞后，物体运动状态发生很大变化。
 （2）碰撞在很短时间内发生和结束，因此可以认为碰撞前后物体位置不发生变化。
 （3）碰撞物体间在碰撞时有相互作用，碰撞后相互作用趋于零，碰撞期间的冲击力是变力，即F△t=
△p中，F是指平均力，在机械运动中，认为碰撞前是开始接触，碰撞期间发生形变，碰撞后相互作用
趋于零，但在微观粒子或带电粒子间这种没有实际接触的碰撞中，所谓接触应该理解为有明显的相互
作用。
 （4）碰撞期间动量守恒，若相互作用的内力远大于外力，可忽略外力的作用而把发生碰撞的物体看
成动量守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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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材:力学(第2版)》系统全面介绍了力学相关知识，《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材:力
学(第2版)》可作为综合性大学与师范院校物理学类专业的教材，亦可作为其他专业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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