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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波动 （1）机械波机械振动在介质（曾用名“媒质”）中的传播过程，叫做机械
波。
例如声波、水波等都是机械波。
 产生机械波的条件，首先要有波源（即发生振动的物体），其次要有能够传播振动的介质，两者不可
缺一。
 在机械波形成的过程中，介质中各个质点都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振动，传播的只是振动这种运动形
式，特别应注意介质本身并不随波发生迁移。
沿波的传播方向，各质点的振动步调是不一致的，靠近波源的质点先振动，远离波源的质点后振动。
 波在传播过程中，通过介质中质点之间弹性力的联系，带动介质中原来静止的质点先后振动起来，这
表明它们相继获得了能量。
所以，在波传播的同时，波源的振动能量也被传递出去，这就是说波是能量传递的一种形式。
 （2）横波、纵波机械波按照质点振动方向与波的传播方向的关系，可分成横波和纵波。
如果质点的振动方向和波动的传播方向相垂直，则这种波称为横波，例如在绳子上传播的波，如图7
—4所示。
 如果质点的振动方向与波的传播方向平行，这种波称为纵波。
例如在弹簧中传播的波（图7—5所示）是纵波，空气中传播的声波也是纵波。
 （3）描写波动的物理量——波长、频率、波速 波长用λ表示，波长是两个相邻的、在振动过程中距
平衡位置的位移始终相等的质点之间的距离。
在横波中，两个相邻的波峰（或波谷）之间的距离也等于一个波长。
 在一个波长的距离内，包含了一个完整波。
 波的周期是波在介质中传播时，前进一个波长的距离所需要的时间，用T表示。
由于一个波长内包含了一个完整波，因此周期也等于介质中前进一个完整波所需要的时间。
频率∫是周期的倒数，即 ∫=I/T 频率等于单位时间内通过传播方向上某点的完整波的数目。
 因为介质中的质点每做一次完全振动时波向前传播了一个波长的距离，所以质点振动的周期就等于波
的周期，质点振动的频率也就等于波的频率。
 波速ν是波在介质中传播的速度，它等于波在介质中单位时间内传播的距离。
波速的大小决定于介质的性质。
同一列波，在不同的介质中传播时，波速不相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3-物理分册-物理化学综合科-第1>>

编辑推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3-物理分册-物理化学综合科-第1>>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