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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年高考试题研究丛书·2013决战高考：高考物理易错的60个问题》考点源于考纲，寓于教材
，直击高考重点、热点之难点。
栏目设置紧扣主题，易错点分类剖析，思想方法技巧归纳和自主纠错提升练习，三得既稳既具完备的
功能，又环环相扣成有机的整体，聚焦于完全解决高考易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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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考点十 电磁感应 易错点分类剖析 易错点40楞次定律的应用 应用楞次定律判断感应
电流的方向或者确定导体的运动方向，是楞次定律的两个基本应用，也是高考考查的重点，这类题目
多以选择题为主，属于基础性问题。
对于这类问题，一是要明确应用楞次定律判断感应电流方向的步骤，即“一原二感三螺旋”；二是要
把握解决楞次定律问题的两个方向，即从阻碍磁通量变化的角度（增反减同）或者从阻碍相对运动的
角度（来拒去留）来思考。
 例1 （2011·上海高考）如图10—1所示，磁场垂直于纸面，磁感应强度在竖直方向均匀分布，水平方
向非均匀分布。
一铜制圆环用丝线悬挂于O点，将圆环拉至位置a后无初速度释放，在圆环从a摆向b的过程中（ ） A.
感应电流方向先逆时针后顺时针再逆时针 B.感应电流方向一直是逆时针 C.安培力方向始终与速度方向
相反 D.安培力方向始终沿水平方向 解析 圆环从位置a无初速度释放至圆环右侧刚到达两磁场分界线的
过程中，穿过圆环的磁场方向向里且增强，由楞次定律知，圆环中感应电流方向为逆时针方向；圆环
从圆环右侧到达两磁场的分界线至丝线与磁场分界线重合的过程中，穿过圆环的合磁场的方向垂直纸
面向里且减弱，由楞次定律知，圆环中感应电流的方向为顺时针方向；固环从丝线与分界线重合至圆
环左侧刚到达磁场分界线的过程中，穿过圆环的合磁场的方向垂直纸面向外且增强，由楞次定律知，
圆环中感应电流方向为顺时针方向；圆环经过磁场分界线之后，穿过圆环的磁场垂直纸面向外且减弱
，由楞次定律知，感应电流方向为逆时针方向，选项A正确。
因为磁场在竖直方向分布均匀，圆环受到的竖直方向的安培力抵消，而磁场在水平方向非均匀分布，
所以安培力方向始终沿水平方向，选项D正确。
 答案： AD 误区警示：解答本题时，往往只分析圆环在左右两侧磁场中运动时穿过其磁通量的变化情
况，而忽略分析圆环穿过磁场分界线的过程中，通过圆环的磁场的变化情况，从而导致出错。
因此，分析本题时要分段研究圆环的运动情况。
 （2008·上海高考）如图10—2所示，老师做了一个物理小实验让学生观察：一轻质横杆两侧各固定
一金属环，横杆可绕中心点自由转动，老师拿一条形磁铁插向其中一个小环，后又取出插向另一个小
环，同学们看到的现象是（ ） A.磁铁插向左环，横杆发生转动 B.磁铁插向右环，横杆发生转动 C.无
论磁铁插向左环还是右环，横杆都不发生转动 D.无论磁铁插向左环还是右环，横杆都发生转动 解析 
左环没有闭合，在磁铁插入过程中，没有感应电流产生，故横杆不发生转动。
右环闭合，在磁铁插入过程中，有感应电流产生，横杆将发生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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