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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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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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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前数学教育囿于应试，使得原本生动有趣的教学活动，变得枯燥无味，负担奇重，苦

了学生，难了教师。如何改变这种困境，成了数学教改必须解决的问题。

经过多年上海二期课改教学探索与试验，我们深感要走出这一困境，应在以下３方面

下功夫。

（１）抓住“知识与语言的教学，构建数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意象”是理解、运用概

念的重要途径、强化数学语言形态（自然语言、符号语言、图像语言）的“互译”（互相转化）

是促进左、右脑协调发展的极佳训练，也是落实三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的必

由之路。

（２）注意数学思想方法（思维的导航器）的概括、提炼和科学学习方法（学会学习）的

指导是提高学习质量与效率的根本教育，也是学生终身受益的教育。

（３）既教书又育人是中华教育的传统。中国的数学教育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本

书设立了“知识结构”、“本节解读”、“要点点拨”、“例题精讲”等板块，激发学生浓厚的兴趣和

对科学规律的好奇心、探究欲，为提高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创造条件。

此次应编写《初中数学教材全解与精练》系列丛书之机，乘上海二期教改的东风，大胆

进行了尝试，希望为教育助学类图书的编纂，吹入一点新风；为学生走出“题海”，放飞思维

任意翱翔；为提高全民数学素养，建立创新型国家作出奉献！

参加本书策划的有杨正家等，由杨正家担任主编，参加本书编撰的还有陈伟、陈泳、戴

寅秋、金燕萍、经敏、孔晓洪、娄子庆、倪丽、王雪花、奚琼、严惠、钟俊、周二建、周晓凌等多

位上海市名校骨干教师。

限于水平，错失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以利重印时改正。

本书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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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相 似 三 角 形

第一节　相　似　形

§２４．１　放缩与相似形

【要点点拨】

图形的放缩运动：图形的放大或缩小，称为图形的放缩运动。

相似形：图形经过放缩运动后得到的图形和原图形形状相同。形状相同的图形称为相似形。

相似形与全等形：相似的图形不一定全等，全等的图形一定相似。

相似形的性质：如果两个多边形是相似形，那么这两个多边形的内角对应相等，边的长度对应成比例。

相似形的判定：如果两个多边形的内角对应相等，边的长度对应成比例，那么这两个多边形是相似形。

【例题精析】

例１　判断题

（１）两个等边三角形一定是相似图形。

（２）两个正方形一定是相似图形。

（３）两个等腰直角三角形一定是相似图形。

（４）两个菱形一定是相似图形。

（５）两个矩形一定是相似图形。

（６）两个图形全等也可以说这两个图形是相似的。

解：（１）是正确的，因为两个等边三角形对应边的长度成比例，对应角相等。同理：（２）、（３）都是正确的。

（４）是错误的，因为两个菱形的内角不一定对应相等。（５）是错误的，因为两个矩形的长和宽不一定对应成比

例。（６）是正确的。因为全等图形的对应边的长度比值都是１，对应角相等。

注意：判别两个图形相似要注意它们的内角对应相等、边的长度对应成比例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另外

还要注意两个全等的图形必然相似，而两个相似的图形不一定全等。

　例２图

例２　如图所示，△犃１犅１犆１是△犃犅犆通过放大后得到的图形。这

两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分别有怎样的大小关系？三条边的长度的比值

间有怎样的大小关系？

解：由题意，这两个图形是相似的，∠犃１与∠犃、∠犅１与∠犅、∠犆１

与∠犆对应相等，这两个三角形的边的长度对应成比例。

小结：本题是根据图形放缩运动的含义，图形经过放缩运动后得到

的图形与原来的图形相似。

例３　四边长分别是２厘米，３厘米，４厘米，５厘米的四边形与四边

长分别是１６厘米，１２厘米，２０厘米，８厘米的四边形一定相似吗？为

什么？

解：虽然２∶３∶４∶５＝８∶１２∶１６∶２０，这两个四边形的边长对应成比例，但它们的内角不一定对应相等，

所以它们不一定是相似的。

小结：除了多边形的边长对应成比例，还需要内角对应相等才能判别两个多边形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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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４图

例４　在方格图中，画出和四边形犃犅犆犇相似的一个相似图形。

提示：可选择对应边长度的比为１∶２，画出符合要求的图形。

小结：本题要先结合方格图的大小选择适合的相似比，然后再根据图形的放缩

画图。

例５　如图所示，四边形犃犅犆犇与四边形犃′犅′犆′犇′是相似的图形。点犃与点

犃′、点犅与点犅′、点犆与点犆′、点犇与点犇′分别是对应顶点，已知犃犅 ＝３．３，

犆犇＝２．４，犃′犅′＝２．２，犅′犆′＝２，∠犅′＝７０°，∠犆＝１１０°，∠犇＝９０°，求边犅犆、

犆′犇′的长和∠犃的度数。

　例５图

解：因为四边形犃犅犆犇与四边形犃′犅′犆′犇′是相似的图形，点

犃与点犃′、点犅与点犅′、点犆与点犆′、点犇与点犇′分别是对应

顶点，

所以∠犅＝∠犅′，
犃′犅′

犃犅
＝
犅′犆′

犅犆
＝
犆′犇′

犆犇
（两个相似多边形

的对应角相等，对应边的长度成比例）。

由∠犅′＝７０°，犃犅＝３．３，犆犇＝２．４，犃′犅′＝２．２，犅′犆′＝２，

得∠犅＝７０°，
２．２

３．３
＝
２

犅犆
＝
犆′犇′

２．４
，

解得　犅犆＝３，犆′犇′＝１．６。

在四边形犃犅犆犇中，∠犃＋∠犅＋∠犆＋∠犇＝３６０°，

由∠犅＝７０°，∠犆＝１１０°，∠犇＝９０°，

得　∠犃＝３６０°－（∠犅＋∠犆＋∠犇）＝３６０°－（７０°＋１１０°＋９０°）＝９０°。

小结：通过本例题得出“相似图形的对应角相等、对应边成比例”。注意根据对应顶点确定对应边。学会

寻找对应角和对应边。

例６　某两地的实际距离是５千米，画在地图上的图距与实际距离之比是１∶１０００００，那么这两地在地

图上的图距是多少厘米？

解：设两地在地图上的距离是狓厘米，由题意：
狓

５０００００
＝

１

１０００００
，解得：狓＝５。答：这两地在地图上

的图距是５厘米。

小结：本题根据比例尺＝
图距

实际距离
来列方程，另外注意单位的换算。可用同样的方法试试下面的变式

训练：在同一张地图上用尺测量得甲地距学校的距离是２厘米，乙地到学校的距离是５厘米，而实际上，乙地

与学校的实际距离是１０千米，求甲地与学校的实际距离。

例７　如图所示，已知：△犃犅犆与△犇犈犉中，∠犃＝∠犇＝９０°，犃犅＝２，犃犆＝２槡３，犇犈＝
３

２
，∠犈＝

　例７图

６０°。则△犃犅犆与△犇犈犉相似吗？为什么？

解：因为∠犃＝９０°，犃犅＝２，犃犆＝２槡３，

所以犅犆＝２，∠犆＝３０°，∠犅＝６０°。

因为∠犇＝９０°，∠犈＝６０°，犇犈＝
３

２
，

所以∠犉＝３０°，犈犉＝３，犇犈＝
３槡３

２
。

所以∠犃＝∠犇，∠犅＝∠犈，∠犆＝∠犉，

犃犅

犇犈
＝
犃犆

犇犉
＝
犅犆

犈犉
，

所以△犃犅犆与△犇犈犉相似。

小结：多边形的边长对应成比例，内角对应相等两个条件都成立才能判别两个多边形是相似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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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８　一张长方形纸片对折后所得的长方形与原长方形是相似形，则原长方形的长与宽的比是多少？

解：设原长方形的长与宽分别为犪、犫（犪≠犫），由题意，显然这个长方形是沿着长边的垂直平分线对折得

到新的长方形。由于两个长方形相似，则
犪

犫
＝
犫

犪

２

，化简得犪＝槡２犫。

所以，原长方形的长与宽的比是槡２∶１。

小结：本次要注意原长方形的对折必然是沿着长边的中垂线对折，否则若沿着短边的对折，得到的长方

形与原长方形的长与宽不可能成比例。

第二节　比 例 线 段

§２４．２　比 例 线 段

【要点点拨】

１．两条线段的比：两条线段长度的比叫做两条线段的比。

２．比例线段：在四条线段中，如果其中两条线段的比等于另外两条线段的比，那么这四条线段称做成比

例线段，简称比例线段。

３．比例线段的其他性质：

（１）反比性质：如果
犪

犫
＝
犮

犱
，那么

犫

犪
＝
犱

犮
。

（２）比例的更比性质：如果
犪

犫
＝
犮

犱
，那么

犪

犮
＝
犫

犱
。

（３）比例的合比性质：如果
犪

犫
＝
犮

犱
，那么

犪＋犫

犫
＝
犮＋犱

犱
。

如果
犪

犫
＝
犮

犱
，那么

犪－犫

犫
＝
犮－犱

犱
。

（４）比例的等比性质：如果
犪

犫
＝
犮

犱
，那么

犪＋犮

犫＋犱
＝
犪

犫
。

（５）等比性质的推广：如果
犪

犫
＝
犮

犱
＝…

犿

狀
，那么

犪＋犮＋…＋犿

犫＋犱＋…＋狀
＝
犪

犫
。

说明：对于其他的同类量，也有与比例线段一样的比例性质。但在实数范围内，要注意分母不为零。

黄金分割：如果点犘把线段犃犅分割成犃犘和犅犘（犃犘＞犅犘）两段，其中犃犘是犃犅和犅犘的比例中

项，那么称这种分割为黄金分割，点犘称为线段犃犅的黄金分割点。

【例题精析】

例１　已知犪、犫、犮、犱是四条线段，它们的长度如下，试判断它们是不是成比例线段？

（１）犪＝０．１厘米，犫＝０．８厘米，犮＝０．０２厘米，犱＝４厘米；

（２）犪＝１
１

７
厘米，犫＝４毫米，犮＝４０厘米，犱＝３

１

２
厘米。

解：（１）因为犪∶犮＝０．１∶０．０２＝５∶１，犱∶犫＝４∶０．８＝５∶１，

所以犪∶犮＝犱∶犫，

所以犪、犫、犮、犱是比例线段。

另解：因为犪、犫、犮、犱中最长和最短的线段分别是线段犱、犮，而犮犱＝０．０８＝犪犫，



第二十四章　相似三角形
●６　　　　

初
中
数
学
教
材
全
解
与
精
练
·
九
年
级

所以犪∶犮＝犱∶犫，

所以犪、犫、犮、犱是比例线段。

（２）犫＝４毫米＝０．４厘米，

因为犪、犫、犮、犱中最长和最短的线段分别是线段犮、犫，而犫犮＝１６≠犪犱，

所以犪、犫、犮、犱不是比例线段。

小结：要判断四条线段是否成比例，可以先判断其中两条线段的比是否为另外两条线段的比，但是这种

方法比较麻烦，要分析多次才能得出结论。而如果用犪∶犫＝犮∶犱（等比式）的另一种形式犪犱＝犫犮（等积式），

只需判断四条线段中最长的线段与最短的线段长度之积是否等于另两条线段之积，可以极大地简化判断推

理的过程。

例２　已知犪、犫、犮、犱是比例线段，其中犪＝６厘米，犫＝８厘米，犮＝２４厘米，则线段犱的长度是多少？

解：因为犪、犫、犮、犱是比例线段，

所以犪犱＝犫犮或者犫犱＝犪犮或者犮犱＝犪犫。

又因为犪＝６厘米，犫＝８厘米，犮＝２４厘米，

所以犱＝３２厘米或者犱＝１８厘米或者犱＝２厘米。

小结：用犪∶犫＝犮∶犱（等比式）的另一种形式犪犱＝犫犮（等积式），更容易做到对本题讨论时不重复不遗漏。

例３　如图所示，已知：
犃犇

犇犅
＝
犃犈

犈犆
。求证：（１）

犃犇

犃犅
＝
犃犈

犃犆
；（２）

犅犇

犃犅
＝
犈犆

犃犆
。

　例３图

证明：（１）因为
犃犇

犇犅
＝
犃犈

犈犆
，

所以
犃犇

犃犇＋犇犅
＝

犃犈

犃犈＋犈犆
（合比性质），

即　
犃犇

犃犅
＝
犃犈

犃犆
。

（２）因为
犃犇

犇犅
＝
犃犈

犈犆
，

所以
犇犅

犃犇
＝
犈犆

犃犈
，

所以
犅犇

犃犇＋犇犅
＝

犈犆

犃犈＋犈犆
（合比性质），

即　
犅犇

犃犅
＝
犈犆

犃犆
。

小结：本题是比例合比性质的运用，也可以运用设犽法来证明。

例４　已知：
狓

３
＝
狔

４
＝
狕

５
，且狓＋狔＋狕＝６，求狓、狔、狕的值。

解：因为
狓

３
＝
狔

４
＝
狕

５
，

所以
狓

３
＝
狔

４
＝
狕

５
＝
狓＋狔＋狕

１２
。

　例５图

因为狓＋狔＋狕＝６，

所以狓＝
３

２
，狔＝２，狕＝２．５。

小结：本题是比例等比性质的运用，也可以运用设犽法来求解。

例５　如图所示，在Ｒｔ△犃犅犆中，犆犇是斜边犃犅上的高。请找出一组比例

线段，并说明理由。

解：因为△犃犅犆是直角三角形且犆犇是斜边犃犅上的高，

所以
１

２
犃犆·犅犆＝犛△犃犅犆 ＝

１

２
犃犅·犆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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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５变式图

因为犃犆·犅犆＝犃犅·犆犇即犃犆∶犃犅＝犆犇∶犅犆，

所以犃犆、犅犆、犃犅、犆犇是比例线段。

小结：根据比例基本性质，要判断四条线段是否成比例，只要看其中两条线

段的乘积是否等于另两条线段的乘积，而已知条件中有三角形的高，我们通常

可以把三角形的面积公式联系起来。

变式：如图所示，在△犃犅犆中，犆犇⊥犃犅，犇犈⊥犃犆，请找出一组比例线

段，并说明理由。

例６　如图所示，在△犃犅犆中，犇、犈分别是边犃犅、犃犆上的点，且
犃犇

犅犇
＝
犃犈

犈犆
，

　例６图

（１）你能说明
犅犇

犃犅
＝
犈犆

犃犆
吗？

（２）若犃犅＝１２，犃犈＝６，犈犆＝４，求出犅犇的长。

（３）若
犃犇

犃犅
＝
犃犈

犃犆
＝
犇犈

犅犆
＝
３

５
，且△犃犅犆的周长为３０，求出△犃犇犈的周长。

解：（１）因为
犃犇

犅犇
＝
犃犈

犈犆
，

所以
犃犇＋犅犇

犅犇
＝
犃犈＋犈犆

犈犆
，

所以
犃犅

犅犇
＝
犃犆

犈犆
，

所以
犅犇

犃犅
＝
犈犆

犃犆
。

（２）因为犃犅＝１２，犃犈＝６，犈犆＝４，

所以
犅犇

１２
＝

４

４＋６
，

所以犅犇＝４．８。

（３）因为
犃犇

犃犅
＝
犃犈

犃犆
＝
犇犈

犅犆
＝
３

５
，

所以
犃犇

犃犅
＝
犃犈

犃犆
＝
犇犈

犅犆
＝
犃犇＋犃犈＋犇犈

犃犅＋犃犆＋犅犆
＝
３

５
。

又因为△犃犅犆的周长为３０，

所以
犃犇＋犃犈＋犇犈

３０
＝
３

５
。

所以△犃犇犈的周长为１８。

小结：本题需要灵活运用根据比例性质中的合比定理和等比定理。

例７　如图所示，已知线段犃犅＝６，点犆为线段犃犅的黄金分割点（犃犆＞犅犆），求下列各式的值：

　例７图

（１）犃犆－犅犆；　　　　　　　（２）
犅犆

犃犆
。

解：（１）因为点犆为线段犃犅的黄金分割点（犃犆＞犅犆），且犃犅＝６，

所以犃犆＝
槡５－１

２
犃犅＝

槡５－１

２
×６＝３槡５－３，

犅犆＝６－犃犆＝６－（３槡５－３）＝９－３槡５，

所以犃犆－犅犆＝６槡５－１２。

（２）
犅犆

犃犆
＝
９－３槡５

３槡５－３
＝
槡５－１

２
。

小结：本题考查的是黄金分割点的有关知识，我们要熟练掌握黄金分割点的定义以及黄金分割点分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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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成的比。另外，第（２）小题也可以不用第（１）小题的结论，而直接通过黄金分割点的定义得出
犅犆

犃犆
＝

犃犆

犃犅
＝
槡５－１

２
。

例８　如图所示，线段犃犅＝２，点犆是犃犅的黄金分割点（犃犆＜犅犆），点犇在线段犃犅上，且犃犇
２
＝

犅犇·犃犅，求：
犆犇

犃犆
的值。

　例８图

解：因为点犇在犃犅上，且犃犇２＝犅犇·犃犅，

所以点犇是线段犃犇的黄金分割点，且犃犇＞犅犇，

所以犃犇＝
槡５－１

２
犃犅＝槡５－１。

因为点犆是犃犅的黄金分割点（犃犆＜犅犆），

犃犆＝
３－槡５

２
犃犅＝３－槡５，

所以犆犇＝犃犇－犃犆＝２槡５－４，

所以
犆犇

犃犆
＝
２槡５－４

３－槡５
＝
槡５－１

２
。

小结：本题的条件中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点犇是线段犃犇的黄金分割点，而是需要我们通过黄金分割点

的定义得出这个结论。另外，本题的条件犃犅＝２其实完全可以不用给出，我们也能得到这题的答案，请聪明

的读者自己思考解题过程。

§２４．３　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

【知识结构】

１．比例的性质。

２．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性质定理及推论。

３．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

４．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判定定理及推论。

【要点点拨】

１．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性质定理：平行于三角形一边的直线截其他两边所在的直线，截得的对应线段

成比例。

２．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性质定理推论：平行于三角形一边的直线截其他两边所在的直线，截得的三角

形的三边与原三角形的三边对应成比例。

３．三角形的重心：三角形三条中线的交点。

４．三角形的重心性质：三角形的重心到一个顶点的距离，等于它到这个顶点对边中点的距离的两倍。

５．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判定定理：如果一条直线截三角形的两边所得的对应线段成比例，那么这条直

线平行于三角形的第三边。

６．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判定定理推论：如果一条直线截三角形两边的延长线（这两边的延长线在第三

边的同侧）所得的对应线段成比例，那么这条直线平行于三角形的第三边。

７．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两条直线被三条平行的直线所截，截得的对应线段成比例。

８．两条直线被第三条平行的直线所截，如果在一条直线上截得的线段相等，那么在另一条直线上截得的

线段也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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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精析】

例１　如图所示，犃犅∥犈犉∥犇犆，犃犅＝３厘米，犇犆＝４厘米，求犈犉的长。

　例１图

解：因为犃犅∥犈犉，犈犉∥犆犇，

所以
犈犉

犃犅
＝
犉犆

犅犆
，犈犉

犆犇
＝
犅犉

犅犆
，

所以
犈犉

犃犅
＋
犈犉

犆犇
＝
犉犆

犅犆
＋
犅犉

犅犆
＝１。

因为犃犅＝３厘米，犇犆＝４厘米，

所以
犈犉

３
＋
犈犉

４
＝１，

所以犈犉＝
１２

７
（厘米）。

小结：图中的线段犈犉分别是两个三角形中一边的平行线，因此利用这两个三角形公共的线段作为中间

量进行求解。本题的解决主要运用了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的性质定理。

例２　如图所示，梯形犃犅犆犇，犃犇∥犅犆，犃犆，犅犇相交于点犗，犅犈∥犆犇，与犆犃的延长线相交于点

　例２图

犈。求证：犗犆２＝犗犈·犗犃。

解：因为犃犇∥犅犆，犈犅∥犆犇，

所以
犗犇

犗犅
＝
犗犃

犗犆
，犗犇

犗犅
＝
犗犆

犗犈
，

所以
犗犃

犗犆
＝
犗犆

犗犈
，

所以犗犆
２
＝犗犈·犗犃。

小结：此题求证的线段犗犆、犗犈、犗犃与两个８字形有关，因此寻找两个８

字形中的共用线段来求解。本题的解决主要运用了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的性质定理推论。

例３　如图所示，在平行四边形中，点犈为边犅犆上一点，联结犃犈并延长犃犈交犇犆的延长线于点犕，交

犅犇于点犌，过点犌作犌犉∥犅犆交犇犆于点犉，求证：
犇犉

犉犆
＝
犇犕

犆犇
。

　例３图

解：因为犌犉∥犅犆，

所以
犇犉

犉犆
＝
犇犌

犅犌
。

因为四边形犃犅犆犇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犃犇∥犅犆，犃犇＝犅犆，

所以
犇犌

犅犌
＝
犃犇

犅犈
，

所以
犇犉

犉犆
＝
犃犇

犅犈
。

因为犅犆∥犃犇，

所以
犇犕

犕犆
＝
犃犇

犈犆
，

所以
犇犕

犆犇
＝
犃犇

犅犈
，

所以
犇犉

犉犆
＝
犇犕

犆犇
。

小结：本题主要利用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的性质定理、推论的综合运用。要注意找到几个基本图形“犃”

字形、“８”字形之间的联系。

例４　如图所示，已知犪∥犫∥犮，犃犅＝１．８，犅犆＝２．６，犇犉＝３，求犈犉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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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４图

解：已知犪∥犫∥犮，

所以
犃犅

犅犆
＝
犇犈

犈犉
，

所以
１．８

２．６
＝
３－犈犉

犈犉
，

所以犈犉＝
３９

２２
。

小结：本题利用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列方程进行求解。

例５　如图所示，犈、犉、犌、犎分别是四边形犃犅犆犇各边上的点，且犃犎·犇犌＝犎犇·犆犌，犃犈·犅犉＝

犈犅·犆犉，联结犉犎、犈犌交于点犐。

　例５图

求证：犎犐·犈犐＝犌犐·犉犐。

解：联结犎犌、犃犆、犈犉，

因为犃犎·犇犌＝犎犇·犆犌，

所以
犃犎

犎犇
＝
犆犌

犇犌
，

所以犎犌∥犃犆。

同理得犈犉∥犃犆，

所以犎犌∥犈犉，

所以
犎犐

犐犉
＝
犌犐

犈犐
，

所以犎犐·犈犐＝犌犐·犐犉。

小结：证明线段的乘积问题可先转化为比例，再利用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及判定定理进行证明。

　例６图

例６　如图所示，已知矩形犃犅犆犇 的对角线相交于点犗，犕、犖分别是犗犇、

犗犆上异于犗、犆、犇的点。

（１）请你在下列条件：①犇犕＝犆犖，②犗犕＝犗犖，③犕犖 是△犗犆犇的中位

线，④犕犖 ∥犃犅中任选一个添加条件（或添加一个你认为更满意的其他条件），使

四边形犃犅犖犕 为等腰梯形，你添加的条件是　　　　；

（２）添加条件后，请证明四边形犃犅犖犕 是等腰梯形。

分析：（１）从４个条件中任选一个即可，可以添加的条件为①；

（２）先根据ＳＡＳ证明△犃犕犇≌△犅犆犖，所以可得犃犕＝犅犖，由矩形的对角

线相等且平分，可得犗犇＝犗犆即犗犕 ＝犗犖，从而知
犗犕

犗犇
＝
犗犖

犗犆
，根据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所以犕犖 ∥

犆犇∥犃犅，且犕犖 ≠犃犅，即四边形犃犅犖犕 是等腰梯形。

解：（１）添加条件是①犇犕 ＝犆犖；

（２）证明：因为犃犇＝犅犆，∠犃犇犕 ＝∠犅犆犖，犇犕 ＝犆犖，

所以△犃犕犇≌△犅犆犖，

所以犃犕 ＝犅犖，由犗犇＝犗犆知犗犕 ＝犗犖，

所以
犗犕

犗犇
＝
犗犖

犗犆
，

　例７图１

所以犕犖 ∥犆犇∥犃犅，且犕犖 ≠犃犅。

所以四边形犃犅犖犕 是等腰梯形。

小结：本题是对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判定定理的运用。

例７　如图所示，已知：犃犅犆犇的对角线交于点犗，点犘是直线犅犇上

任意一点（异于犅、犗、犇三点），过犘点作平行于犃犆的直线，交直线犃犇 于

犈，交直线犃犅于犉。

（１）若点犘在线段犅犇上（如图所示），试说明：犃犆＝犘犈＋犘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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