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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_E4_B9_A0_E5_A4_A7_c65_104811.htm 机械波是中学物理

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波动问题是教与学的一个难点。由于中

学物理中对波的描述和处理是定性和半定量化的，解决波动

问题时，更多的要借助于波动的特征和波动图象。因此建立

全面而准确的波动过程的物理图景、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波动

的特征，是学习机械波这一块内容时的首要问题。 1、波动

是大量质点振动的集体表现 正因为如此波动规律和振动规律

是互相补充的，例如在应用时经常要根据质点的振动情况来

分析波动情况。对于波动的这一特征要明确两点：（1）、波

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前一质点带动后一质点振动的过程，因

此介质中各质点做的都是受迫振动，它们的振动频率都与波

源的频率相同，也就是波动的频率。（2）、波在传播过程中

实际上传播的是波源的振动能量和振动形式，介质中各质点

只是在自己的平衡位置附近来回振动，质点本身并不随波迁

移。 2、波动的位相关系 沿波的传播方向，先振动的质点依

次带动后振动的质点振动，因此振动质点的位相依次落后。

波动的这一特征，是我们推断波形、波传播方向和质点振动

方向三者相互关系的依据，已知其中两者就可推知第三者。

中学物理中有许多这类问题及判断方法，应注意总结。 3、

波动的平移法则 波一旦形成，就会保持这个确定的形状，以

恒定的速度（波速）整体向前匀速平移，同时也包括波源的

振动状态不变地匀速向外平移。把握这一特征十分重要，我

们可根据某一时刻的波形图，结合匀速运动的位移公式 s = v t



，来确定任一时刻的波形图，以及分析某一质点的振动情况

。 4、波动的周期性 波动的周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时间

上看，每经过一个周期的时间，波形重复出现一次；从空间

上看，沿波传播方向每经过一个波长的距离，波形也重复出

现一次。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经过一个周期 T 的时间，波

传播一个波长λ的距离；波速 v，波长λ和周期 T 的关系为 

。 根据波的这一特征，当波在介质中的传播时间 t 为周期 T 

的整数倍时，波的传播距离也是波长的整数倍，波形与原来

的重合。如果经过的时间 t ，波传播距离 x，不是 T 和λ的整

数倍，即 （其中 n =0、1、2⋯⋯，0＜Δn＜1），则只需将原

波形沿波传播方向平移Δnλ，就可得到下一时刻的波形图，

这就是所谓的“去整留零”。也正因为波动的这种周期性，

使得波动问题经常具有多解性，并成为此类问题的特色。 5

、波动的双向性 波在介质可向各个方向传播，但在波动图象

中波的传播只限于坐标轴的正、负两个方向。当波的传播方

向未知时，要考虑到波的传播方向可能沿正方向、也可能沿

负方向。如上面的问题中将原波形沿相反方向平移（1－Δn

）λ的距离，也可得到同样的波形图。一般地，波沿正、负

两方向传播时，若向正、负方向传播的时间之和等于周期的

整数倍，则沿正、负两方向传播所得到的波形图是相同的。

波动的双向性经常也是形成波动问题多解性的一个原因，应

给予充分考虑。 6、波动的对称性 波源的振动，要带动它周

围与它相邻的各介质质点振动在波动图象中只限于考虑坐标

轴的左右两个方向，因而产生的波要向左、右两个方向传播

。对称性就是指波在介质中向左、右传播时，关于波源对称

的左、右两质点的振动情况完全相同，形成的波形也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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