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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沪粤版八年级（下）物理专题六：探究滑轮的作

用

【学习目标】

1、理解定滑轮、动滑轮特点、实质及其作用；

2、理解滑轮组的作用及滑轮组的装配图。

【要点梳理】

要点一、动滑轮和定滑轮

在工作过程中，轴的位置固定不动的滑轮叫做定滑轮；在工作过程中，轴的位置随物体移

动的滑轮叫做动滑轮。

要点诠释：

1、定滑轮：如下图甲所示，我们可把一条直径看成杠杆，圆心就是杠杆的支点，因此，

定滑轮实质是等臂杠杆。

定滑轮的特点是它的转轴（支点）不随货物上下移动。

2、动滑轮，如下图乙所示，特点是它的转动轴会随物体上下移动，它实质是动力臂为阻

力臂 2倍的省力杠杆，它的转动轴是阻力作用点。

3、定滑轮和动滑轮的作用

使用定滑轮虽然不能省力，但可以改变用力方向，给工作带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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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动滑轮可以省力，但要多移动距离。

要点二、滑轮组

把定滑轮和动滑轮组合在一起，构成滑轮组。

要点诠释：

1、特点：既可省力，又可以改变用力方向。但费距离。

2、结论：

在使用滑轮组吊重物时，若动滑轮重和摩擦不计，动滑轮被几股绳子吊起，所用的力就是

物重的几分之一。

如果考虑动滑轮的重力，则有
n

动物 GG
F




要点三、根据要求设计滑轮组

1、根据要求确定动滑轮上绳的段数。

2、根据绳的段数，确定动滑轮的个数：一个动滑轮可拉 2段绳，还能改变用力方向；但也

可以拉三段绳，但就不能改变用力方向了。

设想如果需要 n段绳（n为偶数）那么就需要 n/2 个动滑轮和 n/2 个定滑轮穿绳组装时，

绳的固定端要固定在定滑轮下的挂钩上（这叫做“偶定”），若不改变力的方向，还可少用一

个定滑轮，即 1
2


n
个定滑轮。

如果 n 为奇数，则需要
2
1n
个动滑轮和同样数目的定滑轮，穿绳时，绳的固定端要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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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滑轮上方的挂钩上（这叫做“奇动”），这不能改变用力方向，如果还想改变用力方向，就

应再加一个定滑轮，即
2
1n
个定滑轮。

上述方法叫“奇动偶定”，如下图所示。

【典型例题】

类型一、定滑轮和动滑轮

1、高高的旗杆顶端有个能绕着固定轴心转动的小轮子，站在地面的旗手缓缓向下拉绳子时，

国旗会徐徐上升，关于这个小轮子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这种小轮子我们称为定滑轮

B．这种小轮子实质是等臂杠杆，不能省力

C．使用这种小轮子的目的是为了省距离

D．使用这种小轮子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力的方向

【答案】C

【解析】根据生活经验可知：旗杆顶部小轮子不随国旗的移动而移动，属于定滑轮，定滑

轮实质是等臂杠杆，使用定滑轮只能改变力的方向，而不能省力，也不能省距离；故选项 ABD

正确，选项 C错误，故选：C。

【总结升华】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定滑轮工作特点的了解和掌握，是一道基础题。

举一反三：

【变式】如图是滑轮的两种用法，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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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是动滑轮，使用时不能省力

B．乙是动滑轮，使用时可以省力

C．甲是定滑轮，使用时可以省力

D．乙是定滑轮，使用时不能省力

【答案】B

2、施工中，一工人利用如图所示的滑轮，若沿不同方向将一桶泥沙提到高处（不计摩擦），

那么工人用的拉力是：（ ）

A．F1大 B．F2大 C．F3大 D．一样大

【答案】D

【解析】因为定滑轮相当于一等臂杠杆，只能改变力的方向，而不省力，故定滑轮拉同一

重物 G，沿三个不同方向，用的拉力大小相等。

【总结升华】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定滑轮工作特点的了解和掌握。

举一反三：

【变式】如图所示，通过动滑轮匀速提起重物 G 时，向三个方向拉动的力分别为 F1、F2

（ ）

A．F1最大 B．F2最大 C．不确定 D．一样大

【答案】B

3、如图用一个动滑轮提升重为 20N的物体，当匀速向上拉动时，弹簧秤的示数为 12N，若

不计摩擦，拉力 F 和动滑轮的重力的大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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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拉力 F 为 12N，动滑轮重 4N

B．拉力 F 为 20N，动滑轮重 2N

C．拉力 F 为 20N，动滑轮重 4N

D．拉力 F 为 12N，动滑轮重 2N

【思路点拨】在不计摩擦的情况下，绳子的绕线决定滑轮组的使用效果，有几段绳子承担

动滑轮和物体的重力，拉力就是动滑轮和物体总重的几分之一。

【答案】A

【解析】同一根绳子上的拉力都相等，因此拉力 F 就等于弹簧秤的示数 12N；

重物和动滑轮的总重由 2段绳子承担，则有 2F=G 物+G 轮，G 轮=2F-G 物=2×12N-20N=4N

【总结升华】注意有几段绳子承担动滑轮和物体的重，拉力就是动滑轮和物体总重的几分

之一是在不计摩擦的条件下。

举一反三：

【变式】如下图所示装置，用两个滑轮分别拉同一个物体在水平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物

体重为 60 N，水平面与物体间的摩擦力为 20 N，不考虑其他摩擦，则 F1= N，F2= N。

【答案】20 10

类型二、滑轮组

4、关于使用滑轮组的论述，较全面的是（ ）

A．既可以省力，又可以省距离

B．有时既能省力，又能改变力的方向

C．一定可以省力，但不能改变力的方向

D．一定可以改变力的方向，省力与否要具体分析

【答案】B

【解析】滑轮组是将定滑轮与动滑轮结合在一起，既能省力，又能改变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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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升华】此题主要考查了滑轮组的特点。

5、如图所示，用滑轮组提起物重相等的物体，若忽略动滑轮的重和摩擦时，所用的拉力最

大的是：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作用在绳子末端的拉力大小如何确定。运用隔离法，假想把定滑轮和动

滑轮从中间隔断，再看隔离后，留在动滑轮及货物上相关线头有几个，就是几段绳子吊着重物，

则每段绳子的拉力 F=G/n。（动滑轮重和摩擦力不计）同学们要特别注意第四幅图，根据滑轮

定义此图中两个滑轮均为定滑轮，所以并不省力，拉力 F=G。

【总结升华】根据题意，不考虑滑轮重力及摩擦，理想的滑轮组（不计轮轴间的摩擦和动滑轮

的重力）拉力 F=G/n。

举一反三：

【变式】用图所示的装置先后匀速提升同一物体 G，若不考虑滑轮重力及摩擦，则作用于

绳子自由端的拉力 F1、F2和 F3的大小是

A. F1较大 B. F2较大

C. F3较大 D. F1=F2=F3

【答案】A

6、小明家住二楼，正装修房子，小明站在地面上，用如图所示的器材，请帮他设计一较省

力的方法，把材料送到二楼窗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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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与解析】人在地面上向下用力，且是一个定滑轮和一个动滑轮，故由两根绳子承担

物重，绳子固定在定滑轮上。所以该图为

【总结升华】本题考查了滑轮组的组装，组装滑轮组要按照“奇动偶定”的原则。

举一反三：

【变式】如图所示，用滑轮组提升重物，请在图中画出滑轮组最省力的绕线方式。

【答案】

类型三、综合应用

7、如图所示，物体 A 的重力为 G，不计滑轮重和摩擦。当 F= G 时，才能把物体 A 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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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提起；若 GF
5
2

 ，则重物对地面的压力为 G。

【思路点拨】根据动滑轮的特点：省一半力和物体的受力情况分析。

【答案】
2
1

5
1

【解析】

【总结升华】本题考查了动滑轮的应用、平衡状态的物体的受力分析及相互作用力的应用。

习题精练（1）

1、定滑轮实质是一个 杠杆，所以使用定滑轮不省力。

2、使用定滑轮 力，但能够 力的方向，给工作带来方便。

3、使用时，滑轮的轴随物体（阻力）一起 ，这样的滑轮叫动滑轮，动滑轮实质是一

个 杠杆。

4、使用动滑轮可以 的力，但是要 的距离。

5、在使用滑轮组时，动滑轮和重物（阻力）由几段绳子来承担，那么所需要的拉力就为它

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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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某小组同学研究动滑轮的 使用特点，他们先用弹簧测力计缓慢提起钩码，如图(a)所示，

再分别用重力不同的动滑轮甲、乙、丙(G G G 乙甲 丙)缓慢提起相同钩码，如图(b)、(c)、(d)

所示．请仔细观察图示的操作和弹簧测力计的示数，然后归纳得出结论。

(1)比较图(a)与(b)[(a)与(c)或(a)与(d)]两图可得：________________；

(2)比较图(b)、(c)与(d)三图可得________________。

7、观察图中人们利用简单机械的情景．其中，甲的目的是________，乙的目的是________。

二、选择题

8、（多选）使用最简单的滑轮组将物体提升 1m，拉力需要拉动绳的自由端移动（ ）

A．1m B．2m C．3m D．以上情况都可能

9、下图所示的机械中，一定不省力的是( )

10、小明同学按图所示的方法进行实验探究，分别得到三组数据：F1、F2、F3。下面的几种判

断中正确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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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1＞F2＞F3 B．F1＜F2＜F3 C．F2＞F1＞F3 D．F1＝F2＝F3

11、在水平桌面上放一个 200 N 的物体，物体与桌面间的摩擦力为 40 N，现用如图所示的装置

匀速移动物体，在不计滑轮重力和滑轮间摩擦的情况下，水平拉力 F 是( )

A．200 N B．100 N C．80 N D．20 N

12、如图所示，动滑轮重为 1 N，绳子自由端的拉力为 5N，则重物 G 和弹簧测力计的读数为

( )

A．G 为 4N，弹簧测力计读数为 5 N

B．G 为 9N，弹簧测力计读数为 10 N

C．G 为 10N，弹簧测力计读数为 5N

D．G 为 9N，弹簧测力计读数为 5N

13、下列关于使用滑轮组的优点的论述，较全面的是（ ）

A．一定是省力的，又能改变力的方向

B．一定是省力的，但不能改变力的方向

C．肯定可以改变力的方向，省力与否要具体分析

D．有时既省力，又能改变力的方向，有时可以省力，但不改变力的方向

14、小明用一个滑轮组把重物提起了 0.5 m，绳子的自由端移动了 1.5m，则小明所用的滑轮

组可能是图中的哪一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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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 B．乙 C．丙 D．三个都可以

15、在不计机械自重和摩擦的情况下，用 10 N 的拉力不能刚好提起重 20 N物体的简单机械是

( )

A．一个动滑轮 B．一个定滑轮

C．杠杆 D．一个定滑轮和一个动滑轮组成的滑轮组

三、作图题

16、请你设计一个滑轮组，并画出组装图，具体要求如下：

(1)穿绕滑轮的绳子最大承受力是 800N，需要挂重物的重力是 3300 N(滑轮重及摩擦、绳重不

计)；

(2)所用滑轮的个数最少。

习题精练（2）

一、填空题

1、某小组同学研究动滑轮的 使用特点，他们先用弹簧测力计缓慢提起钩码，如图(a)所示，

再分别用重力不同的动滑轮甲、乙、丙(G G G 乙甲 丙)缓慢提起相同钩码，如图(b)、(c)、(d)

所示．请仔细观察图示的操作和弹簧测力计的示数，然后归纳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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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较图(a)与(b)[(a)与(c)或(a)与(d)]两图可得：________________；

(2)比较图(b)、(c)与(d)三图可得________________。

2、如图所示，用两个完全相同的滑轮，分别以图中的两种方式将重为 G 的物体匀速提升相同

的高度（绳重、摩擦不计），使用 ___________（选填“甲”或“乙”）滑轮可以改变用力方向，

所用拉力 F 甲 ___________（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F 乙。

3、如图所示，物体 A 的重力为 200 N，当通过滑轮用力 F 拉着它在地面上匀速滑动时，它与

地面间的摩擦力为 30 N，不计滑轮重及它与绳子间的摩擦，拉力 F 的大小为________N。

4、下图是用滑轮匀速提起重物的示意图，若重物 G＝200N，则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________N。

(不计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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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中所示滑轮是________滑轮(填“动”或“定”)，若弹簧测力计示数为 150N，滑轮重

30N，则物体重________N(不计摩擦)。

6、如图所示用滑轮组提起重物，若不计摩擦和滑轮的重力，所用拉力是物重的________倍。

如果要把重物提高 1m，绳子自由端向上拉动的距离是________m。

二、选择题

7、如图所示，绳及滑轮重不计，绳与滑轮的摩擦不计。若已知用 F＝30N 的拉力可使物体沿

水平地面匀速运动，那么，下列所求物理量正确的是( )

A．可求物体重为 60 N

B．可求物体重为 90 N

C．可求物体受的摩擦力为 60 N

D．可求物体受的摩擦力为 90 N

8、对图所示的几种简单机械，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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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图所示的装置中 OB 是动力臂

B．使用乙图所示的装置可省一半力

C．丙图所示的装置是一种等臂杠杆

D．丁图所示的汽车驾驶盘也是一种简单机械

9、如图所示是由一个动滑轮和一个定滑轮组成的滑轮组。a、b 为两个弹簧

测力计，不计滑轮重及摩擦。当匀速提升的重物 G＝300N 时，a、b 两弹簧

测力计上的示数应为( )

A．300 N、100 N

B．200 N、100 N

C．300 N、150 N

D．100 N、100 N

10、如图所示，用两个滑轮匀速提起两个物体，甲、乙两个滑轮提起重物的质量相等，不计摩

擦和绳重，若 F1＞F2，则说明了 ( )

A．使用定滑轮比使用动滑轮省力

B．动滑轮的重力大于物体的重力

C．使用动滑轮不省力

D．动滑轮的重力小于物体的重力

11、用下图所示的简单机械，使重量同为 G 的物体都处于静止状态，其中用力最大的是(均不

计摩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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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与作图题

12．小军同学为了探究“使用动滑轮的省力情况”，使用了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

实验前，小军用弹簧测力计测得动滑轮的重力为 1.0N，每个钩码的重力为 0.5N。

实验过程中，小军多次改变动滑轮所挂钩码的数量，分别记下每次所挂钩码的重

力及对应的弹簧测力计示数，并将其填写在预先设计好的记录表中。

分析实验数据可以得出，在忽略摩擦、绳重及实验误差的条件下，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F 与

钩码的重力 G 以及动滑轮的重力 G0的关系为________；在动滑轮的重力大于或等于物体重力

的条件下，使用动滑轮________。

13、图中，一个站在地面上的工人利用滑轮组，省力地将重物提起来，请画出滑轮组的绕线。

14、请根据图所示的情景，仿照示例写出两条有价值的信息。

示例：小明使用的滑轮组中绳子的根数为 6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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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1： 。

信息 2： 。

四、计算题

15、用如图所示的滑轮组匀速提升重物，不计绳重，物体重 100N，动滑轮重 20N，在 10s

内物体被提升了 2m。

求：（1）拉力 F 的大小是多少？

（2）拉力 F 的功率是多少。

习题精练（1）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答案】等臂

【解析】定滑轮的实质是动力臂等于阻力臂的杠杆，属于等臂杠杆，故其动力等于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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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使用定滑轮不省力，但能改变力的方向，故答案为：等臂。

2、【答案】不省 ； 改变

3、【答案】运动 ； 动力臂为阻力臂二倍

4、【答案】省一半 ；多费一倍

5、【答案】几分之一

6、【答案与解析】

(1)(缓慢提起相同重物)使用动滑轮能省力，但不能改变用力方向；

(2)使用动滑轮(缓慢)提起相同重物时，动滑轮的重力越小，所用的拉力越小。

7、【答案】省力 ；改变力的方向

【解析】动滑轮能省力，但不能改变力的方向；定滑轮能改变力的方向，但不省力。

二、选择题

8、【答案】BC

【解析】

（1）由定滑轮绕起，如图甲所示：

由图甲可知，承担物重的绳子的股数：n=2，则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离 s=nh=2×1m=2m，故 B

正确；

（2）由动滑轮绕起，如图乙所示：

由图乙可知，承担物重的绳子的股数：n=3，则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离 s=nh=3×1m=3m，故 C

正确，

故选：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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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答案】A

【解析】选项 A中的滑轮是定滑轮，使用定滑轮不能省力。

10、【答案】D

【解析】向不同方向拉定滑轮时，它的动力臂及阻力臂均为轮的半径。

11、【答案】D

【解析】动滑轮可以省一半的力，而动滑轮克服的是物体与桌面间的摩擦力。

12、【答案】D

【解析】滑轮为动滑轮，两段绳子对动滑轮的拉力相等，弹簧测力计的读数也为 5N；

G G G  总重物 动滑轮
2×5N-1N＝9N。

13、【答案】D

【解析】A、如图所示，滑轮组有三段绳子，力的方向向上，因此可以省力但不能改变力的

方向，故 A 不合题意；B、如图所示，滑轮组有两段绳子，力的方向向下，因此可以省力，同

时能改变力的方向，故 B不合题意；C、图中两个滑轮组一定省力，左图能改变力的方向，但

右图不能改变力的方向，故 C不符合题意；D、左图滑轮组能省力、能改变力的方向；右图滑

轮组能省力，不能改变力的方向，故 D符合题意；故选 D。

14、【答案】A

【解析】使用滑轮组提起重物，凡是与动滑轮相连的绳子均被提起，因此承担重物的绳子

有几股，手移动的距离就是重物移动距离的几倍。图甲重物由 3 段绳子来承担，手移动的距离

是物体移动距离的 3倍。

15、【答案】B

【解析】使用定滑轮不省力，故它不能用 10N的力提起 20N的物体。

三、作图题

16、【答案与解析】承担总重的绳子段数
3300N 4.125
800N

n   ，故需要两个定滑轮和两个动

滑轮组成滑轮组，且绕线起自动滑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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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精练（2）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答案与解析】

(1)(缓慢提起相同重物)使用动滑轮能省力，但不能改变用力方向；

(2)使用动滑轮(缓慢)提起相同重物时，动滑轮的重力越小，所用的拉力越小。

2、【答案】甲；大于

【解析】甲图是一个定滑轮，定滑轮的特点是能够改变力的方向，但是不能省力，绳重、

摩擦不计，因此 F 甲=G；乙图是一个动滑轮，动滑轮重一般都小于物重，动滑轮的特点是能够

省一半力，所以 F 甲＞F 乙。故答案为：甲；大于。

3、【答案】60

【解析】动滑轮拉着物体在地面上匀速运动，此时在水平方向上，滑轮对物体的拉力和物体

与地面间的摩擦力是一对平衡力，故滑轮对物体的拉力等于摩擦力为 30 N，而滑轮对物体的

拉力是拉力 F 的 0.5 倍。

4、【答案】200

5、【答案】动；270

6、【答案】
3
1
；3

二、选择题

7、【答案】C

【解析】物体在水平方向上受到的平衡力是滑轮组的拉力和摩擦力，滑轮组对它的拉力是由

两段绳子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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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答案】D

【解析】甲图误把杠杆的长度当成了力臂；乙图是一个定滑轮，它不省力；丙图是一个动滑

轮，是动力臂为阻力臂二倍的杠杆；丁图所示的汽车驾驶盘是一个轮轴，它也是一种简单机械。

9、【答案】B

【解析】重物由三段绳子承担，故弹簧测力计 b 的示数为
1
3

G  100N，弹簧测力计 a则承担

了两段绳子的力，故为 2×100 N＝200 N。

10、【答案】B

【解析】使用定滑轮时 2F G 物，而用一个动滑轮提起物体所用的力 1 2
G G

F


 动物 ，现 F1

＞F2，即 1F G 物，说明动滑轮重力大于物体的重力。

11、【答案】B

【解析】选项 A 和 B中各是一个杠杆，其中 A 图中的杠杆的动方臂大于阻力臂，是一个省

力杠杆，故 F1＜G；而 B 图中的杠杆是一个费力杠杆，故 F2＞G；选项 C 中是一个定滑轮，定

滑轮不省力，故 F3＝G；选项 D 中是一个动滑轮，可以省一半的力，故 F4＜G。综上所述，F2

最大。

三、实验与作图题

12、【答案】 0
1 ( )
2

F G G  ； 并不省力

【解析】分析实验数据中三个物理量的大小会得出 0
1 ( )
2

F G G  的关系，进而比较 1、

2两次数据和关系式，会发现当动滑轮的重力大于或等于物体重力的条件下，拉力并不小于物

重。

13、【答案】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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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答案与解析】

根据图所示的情景可看到人轻松拉起摩托车和滑轮的个数得出信息：

信息 1：使用滑轮组可以省力，又可以改变力的方向。

信息 2：使用了由三个动滑轮和三个定滑轮组成的滑轮组。

四、计算题

15、【答案与解析】

（1）
动

1 1
( ）= (100 20 ）=60N

2 2
F G G N N  

（2）拉力移动距离：s=2h=2×2m=4m，

拉力的功率
s 60 4

= 24 W
10s

W F N m
P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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