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 高二物理知
识点总结(通用13篇)

答谢词要注意语言简洁、真挚感人，能够传达出自己的真实
感受。写答谢词时，可以多次修改和润色，使得自己的感谢
表达更加精准和感人。下面是一些充满诚意的答谢词范文，
希望能够给大家写作提供一些启示和灵感。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一

1、了解常见的静电现象。

2、静电的产生

（1）摩擦起电：用丝绸摩擦的玻璃棒带正电，用毛皮摩擦的
橡皮棒带负电。

（2）接触起电：

（3）感应起电：

3、同种电荷相斥，异种电荷相吸。

1、物质的原子结构：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组成，原子由带正
电的原子核以及环绕原子核运动的带负电的电子组成的。而
原子核又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质子带正电、中子不带电。
在一般情况下，物体内部的原子中电子的数目等于质子的数
目，整个物体不带电，呈电中性。

2、电荷守恒定律：任何孤立系统的电荷总数保持不变。在一
个系统的内部，电荷可以从一个物体传到另一个物体。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系统的总的电荷时不改变的。



3、用物质的原子结构和电荷守恒定律分析静电现象

（1）分析摩擦起电

（2）分析接触起电

（3）分析感应起电

4、物体带电的本质：电荷发生转移的过程，电荷并没有产生
或消失。

例题分析：

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

a.摩擦起电和静电感应都是使物体的正负电荷分开，而总电
荷量并未变化

b.用毛皮摩擦过的硬橡胶棒带负电，是摩擦过程中硬橡胶棒
上的正电荷转移到了毛皮上

c.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带正电荷是摩擦过程中玻璃棒得到
了正电荷

d.物体不带电，表明物体中没有电荷

2、如图8-5所示，把一个不带电的枕型导体靠近带正电的小
球，由于静电感应，在a，b端分别出现负、正电荷，则以下说
法正确的是：（c）

a.闭合k1，有电子从枕型导体流向地

b.闭合k2，有电子从枕型导体流向地



c.闭合k1，有电子从地流向枕型导体

d.闭合k2，没有电子通过k2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二

一、能源的分类

(1)可再生能源(举例水能、风能、生物能、潮汐能、太阳
能);

(2)非可再生能源(举例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和核
能)。

二、资源开发条件

1、资源状况——煤炭资源丰富，开采条件好

(1)储量丰富

(2)分布范围广，40%的土地下都有煤田分布

(3)煤种齐全，十大煤种都有分布

(4)煤质优良，低灰、低硫、低磷、发热量高

(5)开采条件好，多为中厚煤层，埋藏浅

2、市场——广阔

(1)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使我国对能源的需求进一步增
加;

(2)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



3、交通条件——位置适中，交通比较便利

北中南三条运煤铁路分别是大秦线、神黄线、焦日线。

三、能源基地建设

1、扩大煤炭开采量

2、提高晋煤外运能力，以铁路为主，公路为辅

3、加强煤炭的加工转换：一是建设坑口电站，变输煤为输
电;二是发展炼焦业。

四、能源的综合利用

1、存在的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低下、生态环境
问题严重

3、能源综合利用的结果：

(1)山西省产业结构由以煤炭开采业为主的单一结构转变为以
能源、冶金、化工、建材为主的多元结构。

(2)原料工业逐步超过采掘工业而占到主体地位。

(3)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五、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1、提高煤的利用技术：推动以洁净煤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
的发展。

2、调整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生态环境问
题根源所在：



(1)对原有重化工业进行调整，使产品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方
向发展;

(2)大力发展农业、轻纺工业、高技术产业和旅游业。

3、“三废”的治理：

(1)废渣：回收再利用

(2)废气：消烟除尘，营造防风林带

(3)废水：沉淀净化

第二节河流的综合开发——以美国田纳西河流域为例

一、流域开发的自然背景——决定了河流的利用方式和流域
的开发方向

1、河流概况：密西西比河的二级支流，发源阿巴拉契亚山西
坡，在肯塔基市注入俄亥俄河。

2、开发注意：

(1)山地：河流的发源地，保护好植被生态

(2)河谷平原：人类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是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点

(3)河流：流域中开发利用的主要部分，注意水资源的合理分
配和水质的保护

3、自然背景：

(1)地形：多山，起伏大，水力资源丰富，河流航运作用十分
突出;



(2)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富，冬末春初降水多，夏秋降水
相对较少;

(3)水文：支流众多，水量丰富，河流落差大，水量不稳定;

(4)矿产：煤铁铜等丰富。

二、流域的早期开发及其后果

1、18世纪下半叶：农业发达，人口较少，对自然环境影响不
大。

2、19世纪后期：人口激增，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带来土
地退化;植被破坏;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

3、20世纪30年代初：田纳西河流域成为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
一。

三、流域的综合开发

1、开发的核心：河流的梯级开发——修建水坝。

2、水坝的功能：防洪、灌溉、航运、发电、旅游、养殖等。

3、开发项目：防洪、航运、发电、提高水质、旅游、土地利
用。

4、成效：根治了洪灾，农林牧渔业、工业、旅游业得到迅速
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的统一。

5、田纳西河两岸形成“工业走廊”的原因：大规模的水电和
核电使田纳西河流域成为全国的电力供应基地;流域内炼铝、
化学等高耗能工业的发展。



高二物理知识点精选整合

一、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
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做状态为止。

1、只有当物体所受合外力为零时，物体才能处于静止或匀速
直线运动状态;

2、力是该变物体速度的原因;

3、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物体的速度不变，其运动
状态就不变)

4、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

二、惯性：物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的性质叫惯性。

1、一切物体都有惯性;

2、惯性的大小由物体的质量决定;

3、惯性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改变难易的物理量;

三、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跟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
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跟物体所受合外力的方
向相同。

1、数学表达式：a=f合/m;

2、加速度随力的产生而产生、变化而变化、消失而消失;

3、当物体所受力的方向和运动方向一致时，物体加速;当物
体所受力的方向和运动方向相反时，物体减速。

4、力的单位牛顿的定义：使质量为1kg的物体产生1m/s2加



速度的力，叫1n;

四、牛顿第三定律：物体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总是等大、反
向、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的;

1、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同时产生、同时变化、同时消失;

2、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与平衡力的根本区别是作用力和反作用
力作用在两个相互作用的物体上，平衡力作用在同一物体上。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三

一、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
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做状态为
止。

1、只有当物体所受合外力为零时，物体才能处于静止或匀速
直线运动状态；

2、力是该变物体速度的原因；

3、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物体的速度不变，其运动
状态就不变）

4、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

二、惯性：物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的性质叫惯性。

1、一切物体都有惯性；

2、惯性的大小由物体的质量决定；

3、惯性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改变难易的物理量；



三、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跟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
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跟物体所受合外力的方
向相同。

1、数学表达式：a=f合/m;

2、加速度随力的产生而产生、变化而变化、消失而消失；

3、当物体所受力的方向和运动方向一致时，物体加速；当物
体所受力的方向和运动方向相反时，物体减速。

4、力的单位牛顿的定义：使质量为1kg的物体产生1m/s2加
速度的力，叫1n;

四、牛顿第三定律：物体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总是等大、反
向、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的；

1、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同时产生、同时变化、同时消失；

2、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与平衡力的根本区别是作用力和反作用
力作用在两个相互作用的物体上，平衡力作用在同一物体上。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四

1.库仑定律电荷力，万有引力引场力，好像是孪生兄弟，kqq
与r平方比。

2.电荷周围有电场，f比q定义场强。kq比r2点电荷，u比d是匀
强电场。

电场强度是矢量，正电荷受力定方向。描绘电场用场线，疏
密表示弱和强。

场能性质是电势，场线方向电势降。场力做功是qu，动能定理



不能忘。

4.电场中有等势面，与它垂直画场线。方向由高指向低，面
密线密是特点。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五

等势面：

(1)定义：电势相等的点构成的面。

(2)特点：

1等势面上各点电势相等，在等势面上移动电荷，电场力不做
功。

2等势面与电场线垂直

3两等势面不相交



4等势面的密集程度表示场强的大小：疏弱密强。

5画等势面时，相邻等势面间的电势差相等。

(3)判断电场线上两点间的电势差的大小：靠近场源(场强大)
的两间的电势差大于远离场源(场强小)相等距离两点间的电
势差。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六

两个力合成时，以表示这两个力的线段为邻边作平行四边形，
这两个邻边之间的对角线就代表合力的大小和方向。以下是
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知识点。

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称做力。

施力物体同时也是受力物体，受力物体同时也是施力物体。

按力的性质分，常见的力有重力、弹力、摩擦力。

物体与物体之间存在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万有引力、电磁相
互作用、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

平行四边行定则：两个力合成时，以表示这两个力的'线段为
邻边作平行四边形，这两个邻边之间的对角线就表示合力的
大小和方向。

力的分解是力的合成的逆运算。

合力可以等于分力，也可以小于或大于分力。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七

万有引力定律是艾萨克·牛顿在1687年于《自然哲学的数学



原理》上发表的。以下是万有引力知识点。

注:

（1）天体运动所需的向心力由万有引力提供，f向=f万；

（2）应用万有引力定律可估算天体的质量密度等；

（3）地球同步卫星只能运行于赤道上空，运行周期和地球自
转周期相同；

（4）卫星轨道半径变小时，势能变小、动能变大、速度变大、
周期变小（一同三反）；

（5）地球卫星的最大环绕速度和最小发射速度均为7.9km/s。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八

高二物理力学知识点总结

1、本专题知识点及基本技能要求

(1)力的本质

(2)重力、物体的重心

(3)弹力、胡克定律

(4)摩擦力

(5)物体受力情况分析

1、力的本质：(参看例1、2、3)



(1)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脱离物体的力是不存在的，对应一个力，有受力物体同时
有施力物体。找不到施力物体的力是无中生有。(例如：脱离
枪筒的子弹所谓向前的冲力，沿光滑平面匀速向前运动的小
球受到的向前运动的力等)

(2)力作用的相互性决定了力总是成对出现：

※甲乙两物体相互作用，甲受到乙施予的作用力的同时，甲
给乙一个反作用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分别作用在两个物体上，它们总是同种性质的力。(例如：
图中n与n 均属弹力，均属静摩擦力)

(3)力使物体发生形变，力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速度大小或
速度方向改变)使物体获得加速度。

※这里的力指的是合外力。合外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而
不是产生运动的原因。对于力的作用效果的理解，结合上定
律就更明确了。

(4)力是矢量。

※矢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标量只有大小。

力的作用效果决定于它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三要素)。大
小和方向有一个不确定作用效果就无法确定，这就是既有大
小又有方向的物理含意。

(5)常见的力：根据性质命名的力有重力、弹力、摩擦力;根
据作用效果命名的力有拉力、下滑力、支持力、阻力、动力
等。

2、重力，物体的重心(参看练习题)



(1)重力是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产生的力;

(3)重力的方向永远竖直向下(与水平面垂直，而不是与支持
面垂直);

(4)物体的重心。

物体各部分重力合力的作用点为物体的重心(不一定在物体
上)。重心位置取决于质量分布和形状，质量分布均匀的物体，
重心在物体的几何对称中心。

确定重心的方法：悬吊法，支持法。

3、弹力、胡克定律：(参看例)

(1)弹力是物体接触伴随形变而产生的力。

※弹力是接触力

弹力产生的条件：接触(并发生形变)，有挤压或拉伸作用。

常见的弹力：拉力，绳子的张力，压力，支持力;

(2)弹力的大小与形变程度相关。形变程度越重，弹力越大。

(3)弹力的方向：弹力的方向与施力物体形变方向相反(是施
力物体恢复形变的方向)，与接触面垂直。

准确分析图中a物体受到的支持力(弹力)，结论：两物体接触
发生形变，面面接触弹力垂直面(图1—1)，点面接触垂直
面(图1—2、1—3)，接触面是曲面，弹力则垂直于过接触点
的切面(图1—4)。

(4)胡克定律：



内容：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与弹簧伸长(或压缩)的长
度成正比。

数学表达式：f=kx (x长度改变量：)

4、摩擦力

(1)摩擦力发生在相互接触且挤压有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
的物体之间。

发生相对运动，阻碍相对运动的摩擦力称为滑动摩擦力。有
相对运动的趋势，阻碍相对运动趋势的摩擦力称为静摩擦力。

※摩擦力是接触力

摩擦力产生的条件：接触、挤压，有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
势存在。(含盖了产生弹力的条件)

(2)摩擦力的方向：总是与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方向相反，
与接触面相切。

※判断相对运动方向，或相对运动趋势方向是确定摩擦力方
向的关键。当根据摩擦力产生的条件，确定存在摩擦力时，
以此力的施力物体为参照物，判断受力物体相对运动(或相对
运动趋势)方向，摩擦力方向与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方
向相反，从而找到摩擦力的方向：(见例)

物块a放在小车b上，置于水平面上：

a、没加任何力：a、b处于静平衡状态，由于a、b受重力作用，a
与b接触，车轮与地面接触，并均有挤压，但无相对运动，也
没相对运动趋势存在，无摩擦力产生。

b、a物体上加一个水平力，ab处于静止状态。分析a，由于受到



力的作用，以b为参照物，a相对b有向右的趋势，所以受到与
趋势相反的静摩擦。

根据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关系，小车b受到水平a拖予的静摩擦
力。小车b受到水平向右的静摩力的作用，相对地面有向右的.
运动趋势势，但没动，受到地面施予的与运动趋势方向相反
的静摩擦力(结论：)。

c、a物体受到水平向右的力f作用，a、b相对静止，一起沿水平
向右加速运动：

分析a物体：仍受到一个拉力f和b施予的静摩擦力。()。

分析b物体：受到a施予的的反作用力的同时，ab相对地面向右
运动，地面给b物体一个向左的滑动摩擦力。(据题意：)

(3)摩擦力的大小

滑动摩擦力，为正压力

静摩擦力是一组值，其中有一个最大值，称为最大静摩擦(使
物体开始运动时的静摩擦力)。不能用来计算，只能根据作用
力、反作用力的关系，平衡条件或牛顿二定律求解。

※滑动摩擦力的大小只与正压力、滑动摩擦系数有关，而与
接触面的大小无关。

5、物体受力情况分析：

(1)物体受力情况分析的依据主要是力的概念，从研究对象所
处的处所着手，明确它与周围哪些物体发生作用，运用各种
力产生的条件，做出判断。结合运动状态，依据牛顿运动定
律和物体平衡的条件进而确定力之间的数量关系。



(2)分析受力时，只找研究对象受到的力，它施于其它物体的
力，在分析其它物体受力时再考虑。

(3)合力和分力不能重复地列为物体所受的力。

(4)受力分析的步骤：先重力，再找弹力，再摩擦力，最后其
它力：象磁场力，电场力。

(5)养成作图的习惯，要检查受力图中所有的力的施力物体是
否存在，特别要检查受力分析的结果，是否满足题目给定的
条件(平衡状态，沿各方向合力应为零)避免缺力或多力。

6、力的平衡

平衡条件

平衡状态：物体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统称平衡状
态。

一组平衡力：若干个力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物体处于平衡
状态。我们称这若干力为一组平衡力。

互为平衡的力：一组平衡力中的任意一个力是其余所有力的
平衡力。

※一个物体沿水平面做匀速直线运动。我们说这个物体处于
动平衡状态。

(1)如果它受到两个力的作用：这两个力是互为平衡的力。它
们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2)如果它受到七个力的作用：这七个力是一组平衡力、其中
任意一个力是其余六个力的平衡力。

(3)如果它受到n个力的作用：这n个力是一组平衡力，其中任



意一个力是其余(n-1 )个力的平衡力。

7、共点力平衡的条件及推论

共点力平衡的条件：

(1)一个物体受若干个力的作用处于平衡状态。这若干个力是
一组平衡力，合力为零，沿任何方向的合力均为零。其中的
任意一个力与其余所有力的合力平衡。(即这个力与其余所有
力的合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2)受三个力作用物体处于平衡状态，其中的某个力必定与另
两个力的合力等值反向。

(3)一个物体受到几个力的作用而处于平衡状态，这几个力的
合力一定为零。其中的一个力必定与余下的(n-1)个力的合力
等值反向，撤去这个力，余下的(n-1)个的合力失去平衡力。
物体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获得加速度。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九

1.速度：匀变速直线运动中速度和时间的关系：vt=v0+at

(1)作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等于初速度
和末速度的平均；

(2)物体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等于平均速度，等于初速度和末
速度的平均；

2.位移：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和时间的关系：s=v0t+1/2at2

注意：当物体作加速运动时a取正值，当物体作减速运动时a
取负值；



3.推论：2as=vt2-v02

5.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前1秒，前2秒，……位移
和时间的关系是：位移之比等于时间的平方比；第1秒、第2
秒……的位移与时间的关系是：位移之比等于奇数比。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十

1、平衡位置：机械振动的中心位置;

2、机械振动的位移：以平衡位置为起点振动物体所在位置为
终点的有向线段;

3、回复力：使振动物体回到平衡位置的力;

(1)回复力的方向始终指向平衡位置;

(2)回复力不是一重特殊性质的力，而是物体所受外力的合
力;

4、机械振动的特点：

(1)往复性;

(2)周期性;

(1)回复力的大小与位移成正比;

(2)回复力的方向与位移的方向相反;

(3)计算公式：f=-kx;

如：音叉、摆钟、单摆、弹簧振子;



例1：从a至o,从o至a/,是一次全振动吗?

例2：振动物体从a/,出发，试说出它的一次全振动过程;

1、振幅用a表示;

2、回复力f大=ka;

3、物体完成一次全振动的路程为4a;

4、振幅是表示物体振动强弱的物理量;振幅越大，振动越强，
能量越大;

1、t=t/n (t表示所用的总时间，n表示完成全振动的次数)

2、振动物体从平衡位置到最远点，从最远点到平衡为置所用
的时间相等，等于t/4;

1、f=n/t;

2、f=1/t;

3、固有频率：由物体自身性质决定的频率;

1、若从平衡位置开始计时，其图像为正弦曲线;

2、若从最远点开始计时，其图像为余弦曲线;

3、简谐运动图像的作用：

(1)确定简谐运动的周期、频率、振幅;

(2)确定任一时刻振动物体的位移;



(4)判断某一时刻振动物体的运动方向：质点必然向相邻的后
一时刻所在位置运动

1、当单摆的摆角很小(小于5度)时，所作的运动是简谐运动;

2、单摆的周期公式：t=2π(l/g)1/2

1、产生机械波的条件：

(1)有波源;

(2)有介质;

3、波在传播时，各质点所作的运动形式：在波的传播过程中，
各质点只在平衡位置两侧作往复运动，并不随波的前进而前
移。

4、波的'作用：

(1)传播能量;

(2)传播信息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十一

首先、要将教材通读一遍，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知道定理
定律的适用条件，注意事项，这些都做到了之后，要把公式、
概念背的滚瓜烂熟，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背的时候眼
看、口念、手抄，让各个感官都收到刺激，以多种方式作用
于大脑,这样记得快、牢。考试时用错公式是最冤枉、最徒劳
无益的。

第二、多做题。物理题的每种类型都有典型代表的题。费点
力气搞清楚它，再多做几道相似的题，把解题思路记住，就



行了。

第三，做过的题要有印象，做题后要归纳总结记忆。经常找
出来平时做过的练习册看一看，尤其是做错的题以及当时没
做上的题。对于练习册，自己做题的时候最好用一种颜色的
笔，而在上课老师讲练习册的时候，换用另外一种颜色的
笔(比如红色的笔)将做错的题目改正，老师解题的过程、思
路记下。这样方便以后看题。

第四、掌握了各种典型题目的解决方法之后，还要加强练习，
达到熟练的程度，很多同学平时能做出的题但是在考试的时
候却做不出来了，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不够熟练。

第五，物理题复杂、灵活，虽然已做了不少题，考试时肯定
还有大量是“不认识”的。做题得逐步缩小范围最终确定，
只要做到循序渐进、思路清晰，切忌烦躁，或是没头苍蝇般
乱撞，想起什么写什么。对于确实没有思路的题，先暂时放
下，做别的题目。当别的题目都做完后，如果有时间再看看
刚才没做上来的题目，或许这是你已经有了解题的思路。

最后是物理实验，要把器材、目的、原理、操作、计算、结
论全记住，自己动手有助于记忆。老师强调的注意事项、常
见错误原因及排除方法等等往往是考试热点，务必掌握牢靠。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十二

(1)分子动能：做热运动的分子具有动能，在热现象的研究中，
单个分子的`动能是无研究意义的，重要的是分子热运动的平
均动能。温度是物体分子热运动的平均动能的标志。

(2)分子势能：分子间具有由它们的相对位置决定的势能，叫
做分子势能。分子势能随着物体的体积变化而变化。分子间
的作用表现为引力时，分子势能随着分子间的距离增大而增
大。分子间的作用表现为斥力时，分子势能随着分子间距离



增大而减小。对实际气体来说，体积增大，分子势能增加；
体积缩小，分子势能减小。

(3)物体的内能：物体里所有的分子的动能和势能的总和叫做
物体的内能。任何物体都有内能，物体的内能跟物体的温度
和体积有关。

(4)物体的内能和机械能有着本质的区别。物体具有内能的同
时可以具有机械能，也可以不具有机械能。

高二物理必备知识点篇十三

1.定义：电流流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平方、导体的电
阻和通电时间成正比。

2.意义：电流通过导体时所产生的电热。

3.适用条件：任何电路。

二、电阻定律

1.电阻定律：在一定温度下，导体的电阻与导体本身的长度
成正比，跟导体的横截面积成反比。

2.意义：电阻的决定式，提供了一种测电阻率的方法。

3.适用条件：适用于粗细均匀的金属导体和浓度均与的电解
液。

三、欧姆定律

1.欧姆定律：导体中电流i跟导体两端的电压u成正比，跟它
的电阻r成反比。



2.意义：电流的决定式，提供了一种测电阻的方法。

3.适用条件：金属、电解液(对气体不适用)。适用于纯电阻
电路。

四、库伦定律

五、电阻率

1.意义：电阻率是反映导体材料导电性能的物理量。材料导
电性能的好坏用电阻率p表示，电阻率越小，导电性能越好，
电阻率越大，表明在相同长度，相同横截面积的情况下，导
体电阻就越大。

2.决定因素：由材料的种类和温度决定，与材料的长短、粗
细无关。一般常用合金的电阻率大于组成它的纯金属的电阻
率。

3.与温度的关系：各种材料的电阻率都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金属的电阻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可用于制造电阻温度计);
半导体和电介质的电阻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半导体的电阻
率随温度的变化较大，可用于制造热敏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