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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要有高尚的情操，就要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德。 １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５．１　相交线

５．１．１　相交线

　预 习 热 身

１．相交线

在同一平面内，（不重合的）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有

　　　　和平行，如果两条直线只有　　　　个公

共点，那么这两条直线叫做相交线．

２．邻补角

有一条公共边，而且另一边互为　　　　的两个角

叫做互为邻补角．
【注意】邻补角是具有特殊位置关系的两个互补的角．

３．对顶角
（１）定义：如果两个角有一个公共　　　　，并且一

个角的两边分别是另一个角的两边的　　　，

那么这两个角叫做对顶角．
（２）性质：对顶角　　　　．

【注意】对顶角是两条直线相交构成的，是成对出现的．

　思考与探究

【问题】七年级（２）班的小明同学利用量角器就可以把

一个破损的扇形零件所缺损的圆心角的度量出

来，如图５－１－１所示，想一想这是什么道理？

图５－１－１

图５－１－２

【例】　如图５－１－２，直线

ＡＢ、ＣＤ、ＥＦ 相交于点Ｏ，∠ＢＯＤ

＝２８°，∠ＤＯＥ＝７０°．
（１）找出图中共有几对对顶

角，分别表示出来；

（２）写出∠ＢＯＤ 的补角，并求

∠ＢＯＤ的补角的度数；

（３）求∠ＢＯＥ的对顶角的度数．


　　（１）因为两条直线相交就出现两对对顶角，所以

共出现６对对顶角；（２）找∠ＢＯＤ 的补角，要注意考

虑全面，依照直线ＣＤ 看及依照直线ＡＢ 看分别是

什么，求补角的大小应依照互补的概念，即两个角的

和是平角；（３）要求出∠ＢＯＥ的对顶角的大小，应先

求出∠ＢＯＥ的大小，从图中可以看出∠ＢＯＥ是两个

已知角的和




























．

　　【答案】　（１）图中共有６对对顶角．
它们 分 别 是：∠ＡＯＣ 与 ∠ＢＯＤ；∠ＣＯＢ 与

∠ＤＯＡ；∠ＣＯＦ与∠ＤＯＥ；∠ＣＯＥ与∠ＤＯＦ；∠ＡＯＥ
与∠ＢＯＦ；∠ＡＯＦ与∠ＢＯＥ．

（２）由图可知∠ＤＯＢ 的补角有∠ＡＯＤ、∠ＣＯＢ，

它们都是１５２°．
（３）∠ＢＯＥ＝∠ＢＯＤ＋∠ＤＯＥ＝２８°＋７０°＝９８°．
由对顶角相等可得到它的对顶角是９８°．

一、选择题

１．下列关于对顶角的说法错误的是 （　　）

Ａ．对顶角一定相等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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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相等的角不一定是对顶角



七年级（下）　数学

２　　　　 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
　　　　　　　 　

Ｃ．对顶角的两边互为反向延长线

Ｄ．若两个相等的角有公共顶点，则这两个角互为对

顶角

２．如图所示四个图形中，∠１与∠２互为对顶角的图

形是 （　　）

３．∠１的对顶角是∠２，∠２的邻补角是∠３，若∠３＝

７５°，则∠１的度数是 （　　）

Ａ．７５° Ｂ．１０５°

Ｃ．７５°或１０５° Ｄ．９０°
二、填空题

图５－１－３

４．如图５－１－３所示，ＢＥ，ＣＦ相交

于点Ｏ，ＯＡ，ＯＤ是射线，其中构成

对顶角的角有　　　　　　　　

　　．（写出一对即可）

三、解答题

５．已知，如图５－１－４所示，∠ＡＯＣ＝３５°，∠ＣＯＦ＝

８０°，求∠ＡＯＤ和∠ＤＯＦ的度数．

图５－１－４

素 能 提 升

一、选择题

１．三条直线两两相交于同一点时，对顶角有ｍ 对；交
于不同三点时，对顶角有ｎ对，则ｍ与ｎ的关系是

（　　）

Ａ．ｍ＝ｎ　 Ｂ．ｍ＞ｎ

Ｃ．ｍ＜ｎ　 Ｄ．ｍ＋ｎ＝１０

图５－１－５

２．如图５－１－５所示，三条直线

ＡＢ、ＣＤ、ＥＦ 相交于点Ｏ，则∠１
的邻补角有 （　　）

Ａ．１个 Ｂ．２个

Ｃ．３个 Ｄ．４个

二、填空题

３．如图５－１－６所示，直线ＡＢ、ＣＤ、ＥＦ两两相交，若

∠１＝３０°，∠２＝６０°，则 ∠３＝ ，∠４＝
，∠５＝ ，∠６＝ ．

４．如图５－１－７所示，一棵小树生长时与地面所成的

∠１＝８０°，它的根深入泥土，如果根和小树在同一条

直线上，那么∠２等于　　　　．

图５－１－６

　　
图５－１－７

创 新 探 究

５．观察下列图形（图５－１－８），寻找对顶角（不含平角）

图５－１－８

（１）如图５－１－８①，图中共有　　　对对顶角；

（２）如图５－１－８②，图中共有　　　对对顶角；

（３）如图５－１－８③，图中共有　　　对对顶角；

（４）研究（１）～（３）小题中直线条数与对顶角对数的

关系，若有ｎ条直线相交于一点，则可形成　　

　　对对顶角；

（５）若有１８０条直线相交于一点，则可形成 　
对对顶角．

图５－１－９

（２０１３·南京模拟）如图５－１

－９，Ｏ 是 直 线ｌ 上 一 点，

∠ＡＯＢ＝１００°，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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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 ３　　　　

５．１．２　垂线

　预 习 热 身

１．互相垂直

当两条直线相交所成的四个角中，有一个角是

　　　　时，就说这两条直线互相垂直．

２．垂线
（１）定义：两条直线　　　　，其中的一条直线叫做

另一条直线的垂线，它们的交点叫做　　　　．
（２）性质：①过一点有且　　　　　　与已知直线

垂直；

②连接直线外一点与直线上各点的所有线段

中，　　　　最短，简单地说成：　　　　最短．
（３）画法：画一条线段或射线的垂线，就是画它们

　　　　的垂线．
【注意】（１）在平面内，作已知直线的垂线可以作无数

条，但是过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有且只有一条；（２）

过一点作已知线段或射线的垂线，就是作它们所在直

线的垂线．

３．点到直线的距离

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的 　
的长度，叫做点到直线的距离．

　思考与探究

【问题】如图５－１－１０，固定木条ａ，转动木条ｂ．当ｂ的

位置变化时，ａ、ｂ所成的角α也会发生变化，α能为

９０°吗？这时ａ与ｂ的位置关系如何呢？试说明

理由．

图５－１－１０

【例】　如图５－１－１１所示，一辆汽车在直线形公

路ＡＢ上由Ａ 向Ｂ 行驶，Ｍ、Ｎ 分别是位于公路两侧

的村庄，设汽车行驶到点Ｐ的位置时，距离村庄Ｍ 最

近，行驶到点Ｑ的位置时，距离村庄Ｎ 最近，请在图中

公路ＡＢ上分别画出Ｐ、Ｑ两点的位置．

图５－１－１１

　　
图５－１－１２

【解】　如图５－１－１２所示．
【点拨】　连接直线外一点与直线上各点的所有

线段中，垂线段最短．

一、选择题

１．过一点画一条线段的垂线，垂足在 （　　）

Ａ．线段上 Ｂ．线段的端点上

Ｃ．线段的延长线上 Ｄ．以上都有可能

２．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Ａ．经过一点能作一条直线和已知直线垂直

Ｂ．一条直线可以有无数条垂线

Ｃ．过射线的端点与该射线垂直的直线只有一条

Ｄ．过直线外一点可作两条直线与该直线垂直

图５－１－１３

３．如图５－１－１３所示，Ｃ是ＡＢ 外

一点，ＣＤ⊥ＡＢ于Ｄ，则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　　）

Ａ．线段ＡＣ、ＣＤ、ＣＢ中，ＣＤ最短

Ｂ．线段ＣＢ 的长是点Ｃ 到直线

ＡＢ 的距离

Ｃ．线段ＣＡ是点Ｃ到直线ＡＢ 的距离

Ｄ．以上说法都不对

４．点Ｐ为直线ｌ外一点，点Ａ、Ｂ、Ｃ为ｌ上三点，ＰＡ＝

３ｃｍ，ＰＢ＝４ｃｍ，ＰＣ＝５ｃｍ，则点Ｐ到直线ｌ的距

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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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下）　数学

４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Ａ．等于３ｃｍ　 Ｂ．等于４ｃｍ

Ｃ．小于３ｃｍ　 Ｄ．小于或等于３ｃｍ
二、填空题

图５－１－１４

５．如图５－１－１４，ＯＡ⊥ＯＢ，ＯＣ

⊥ＯＤ，若 ∠ＡＯＣ＝１３５°，则

∠ＢＯＤ＝　　　　．

６．在直角三角形ＡＢＣ中，∠Ｃ＝

９０°，ＡＣ＋ＢＣ＞ＡＢ 的依据是

　　　　　　　　　　　，ＡＢ＞ＢＣ的依据是 　

　　　　．
三、解答题

７．如图５－１－１５所示，ＯＢ⊥ＯＡ，直线ＣＤ 过点Ｏ，且

∠ＤＯＢ＝１００°，求∠ＡＯＣ的度数．

图５－１－１５

素 能 提 升

一、选择题

１．如图５－１－１６所示，在斜坡ＯＡ 上放着一个集装

箱，则这个集装箱的棱ＣＤ （　　）

Ａ．与坡面ＯＡ垂直

Ｂ．与地面水平线ＯＢ垂直

Ｃ．与ＯＡ、ＯＢ都垂直

Ｄ．以上说法都不对

图５－１－１６

　　　
图５－１－１７

２．如图５－１－１７，斜靠在墙上的木条上面用绳子挂一

块砖，那么这根绳子ＣＤ与 （　　）

Ａ．水平线ＯＢ垂直

Ｂ．木条ＯＡ垂直

Ｃ．砖头的一条棱ＥＦ垂直

Ｄ．以上都不对

二、填空题

３．如图５－１－１８，若ＯＥ⊥ＡＢ，∠２比∠１大７０°，则

∠ＡＯＣ＝ ，∠ＢＯＣ＝ ．

图５－１－１８

　　　
图５－１－１９

４．如图５－１－１９，ＡＣ⊥ＢＣ，ＣＤ⊥ＡＢ，垂足分别为Ｃ、

Ｄ，已知ＢＣ＝８，ＣＤ＝４．８，ＢＤ＝６．４，ＡＤ＝３．６，ＡＣ

＝６，那么点Ｃ到ＡＢ 的距离是　　　　，点Ａ 到

ＢＣ的距离是　　　　，点Ｂ 到ＣＤ 的距离是　　

　　，Ａ、Ｂ两点的距离是　　　　．

创 新 探 究

５．如图５－１－２０，在△ＡＢＣ中，∠ＡＣＢ是钝角．
（１）用三角板画出点Ａ到ＢＣ的垂线段；

（２）点Ｃ到ＡＢ 的距离是多少？（精确到０．１ｃｍ）

图５－１－２０

（２０１３·太原模拟）过点Ｐ 作线段ＡＢ 的垂线段的画

法正确的 （　　）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檺



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５　　　　

５．１．３　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预 习 热 身

图５－１－２１

如图５－１－２１所示，在两条直线
（ＡＢ、ＣＤ）被第三条直线（ＥＦ）所截形

成的八个角中．
（１）同位角：在截线（ＥＦ）的　　　，在

被截两直线（ＡＢ、ＣＤ）的　　　　
的两个角（如∠１和∠５）叫做同

位角．
（２）在截线（ＥＦ）　　　　，在被截两直线（ＡＢ、ＣＤ）

　　　　的两个角（如∠３和∠５）叫做内错角．
（３）在截线（ＥＦ）的　　　　，在被截两直线（ＡＢ、ＣＤ）

　　　　的两个角（如∠３和∠６）叫做同旁内角．

　思考与探究

【问题】你能分别指出如图５－１－２２所示的∠１和

∠Ｂ，∠２和∠３，∠２和∠４分别是什么关系的

角吗？

图５－１－２２

图５－１－２３

【例】　右图５－１－２３中所标出

的∠１，∠２，∠３，∠４，∠５中，哪两个

角是同位角？哪两个角是内错角？

哪两个角是同旁内角？

【解】　同位角有∠１和∠２，∠３
和∠５；

内错角有∠１和∠３，∠２和∠５；

同旁内角有∠１和∠４，∠４和∠５．

【点拨】　首先确定哪两条直线被哪一条直线所

截，然后再根据内错角、同位角、同旁内角的位置特

征，来确定角之间的关系．

一、选择题

１．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在直线同一侧的角叫同位角

Ｂ．在直线两侧的角叫内错角

Ｃ．在直线同一侧的角叫同旁内角

Ｄ．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是由３条直线确定的

２．如图５－１－２４所示，三角形ＡＢＣ的两边ＡＢ、ＡＣ
被直线ＭＮ 所截，下列判断错误的是 （　　）

Ａ．∠１、∠２是同旁内角

Ｂ．∠３、∠４是内错角

Ｃ．∠５、∠６是同位角

Ｄ．∠４、∠２是同旁内角

图５－１－２４

　　
图５－１－２５

３．如图５－１－２５所示，ＡＢ、ＣＤ 被ＥＦ、ＥＧ 所截，在

∠１至∠６这６个角中，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的

对数分别是 （　　）

Ａ．８，１２，８ Ｂ．４，２，８

Ｃ．４，２，４ Ｄ．１２，１２，８
二、填空题

图５－１－２６

４．如图５－１－２６所示，∠Ｂ 和∠１是

两条直线　　　　和　　　　被直

线　　　　所截得的一对　　　　
角；∠２和∠４是两条直线　　　　
和　　　　被直线　　　　所截得

的一对　　　　角；∠ＡＣＢ和∠３是两条直线　　

　　和　　　　被第三条直线　　　　所截得到

的一对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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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下）　数学

６　　　　 生活真像一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纯，就不会这样可口！
　　　　　　　 　

三、解答题

５．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１是∠２的同旁内

角，∠３是∠２的内错角．
（１）画出示意图；

（２）若∠１＝３∠２，∠２＝３∠３，求∠１、∠２的度数．

素 能 提 升

一、选择题

１．如图５－１－２７所示，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Ａ．∠１和∠２是同旁内角

Ｂ．∠１与∠ＡＣＥ是内错角

Ｃ．∠Ｂ与∠４是同位角

Ｄ．∠３与∠１不是内错角

２．在图５－１－２８中，能与∠１构成同位角的有 （　　）

Ａ．１个 Ｂ．２个

Ｃ．３个 Ｄ．４个

图５－１－２７

　　
图５－１－２８

二、填空题

３．如图５－１－２９所示，

图５－１－２９

（１）∠１与　　　　是直线ａ、ｂ
被直线ｃ所截形成的同位

角，∠２与　　　　是直线

ａ、ｂ被直线ｃ所截形成的内

错角，∠３与　　　　是直

线ａ、ｂ被直线ｃ所截形成的

同旁内角；

（２）∠１与　　　　是直线ｃ、ｄ被直线ｂ所截形成

的同位角，∠４与　　　　是直线ｃ、ｄ被直线ｂ

所截形成的内错角，∠３与　　　　是直线ｃ、ｄ
被直线ｂ所截形成的同旁内角；

（３）∠９与∠１３是直线　　　　、　　　　被直线

　　　　所截形成的　　　　，∠９与∠１５是

直线　　　　、　　　　被直线　　　　所截

形成的　　　　，∠９与∠１４是直线　　　　、

　　　　被直线　　　　所截形成的　　　　．
三、解答题

４．如图５－１－３０所示，ＯＡ⊥ＯＢ，ＯＣ⊥ＯＤ，ＯＥ是ＯＤ
的反向延长线．
（１）说明：∠ＡＯＣ＝∠ＢＯＤ；

（２）若∠ＢＯＤ＝３２°，求∠ＡＯＥ的度数．

图５－１－３０

创 新 探 究

５．ＯＣ把∠ＡＯＢ分成两部分且有下面两个等式成立：

①∠ＡＯＣ＝１３
直角＋１３∠ＢＯＣ

；②∠ＢＯＣ＝１３
平角

－１３∠ＡＯＣ．

问：（１）ＯＡ与ＯＢ 的位置关系怎样？

（２）ＯＣ是否为∠ＡＯＢ的平分线？并写出判断理由．

图５－１－３１

（２０１３·广西模拟）如图５－１－３１，

与∠Ｂ是同旁内角的有 （　　）

Ａ．１个 Ｂ．２个

Ｃ．３个 Ｄ．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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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充满着欢乐与斗争精神的人们，永远带着欢乐，欢迎雷霆与阳光。 ７　　　　

５．２　平行线及其判定

５．２．１　平行线

　预 习 热 身

１．平行线
（１）定义：在同一平面内，　　　　的两条直线叫做

平行线．

（２）表示：如图 ，ＡＢ 平行于ＣＤ，可表示

为　　　　．

２．同一平面内，不重合的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有两种：（１）　　　　；（２）　　　　．

３．平行公理及推论
（１）平行公理：经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　　　　
与这条直线平行．

（２）平行公理的推论：如果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

线平行，那么这两条直线也　　　　，即如果ａ

∥ｂ，ｂ∥ｃ，则　　　　．
【注意】要注意两直线平行的条件“在同一平面内”．

　思考与探究

【问题１】工人师傅在铺设电缆时，为了检验三条电缆

线是否平行，工人师傅只检查了其中两条电缆线

是否与第三条电缆线平行，你认为这种做法正确

吗？请作出合理解释？

【问题２】如图５－２－１所示，已知直线ＡＢ∥ＥＦ，直线

ＣＤ与ＡＢ 相交于点Ｐ．试问直线ＣＤ 会与ＥＦ 相

交吗？会与ＥＦ平行吗？为什么？

图５－２－１

【例１】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只有相交、

平行两种

Ｂ．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线段互相平行

Ｃ．不相交的两条直线是平行线

Ｄ．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射线互相平行


　　两条线段或两条射线平行，是指它们所在的直

线平行，而两条线段或射线不相交，则不能保证它们

所在的直线不相交，故Ｂ、Ｄ错误；平行线一定是在

一个平面内，在正六面体中，很容易找到既不相交叉

不平行的直线，故Ｃ错误；根据平行线的意义，易知

Ａ正确，故选
























Ａ．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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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下）　数学

８　　　　 当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
　　　　　　　 　

　　【例２】　完成下列推理：

（１）如图５－２－２所示，已知ＡＢ∥ＥＦ，ＡＢ∥ＣＤ．
则　　　　∥　　　　（　　　　）．

（２）如图５－２－３所示，已知ＭＮ⊥ＡＢ于Ｍ，ＣＤ

⊥ＡＢ于Ｄ．因为 ＭＮ⊥ＡＢ于Ｍ，ＣＤ⊥ＡＢ 于Ｄ（已

知），所以∠ＮＭＢ＝　　　　＝　　　　（　　　　）．

图５－２－２

　
图５－２－３


　　平行公理及其推论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依据．这

两个问题都可依据平行公理及其推论完成推理

过程














．

　　【答案】　（１）ＣＤ　ＥＦ　平行公理推论
（２）∠ＣＤＢ　９０°　垂直定义

一、选择题

１．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两条直线不平行就相交

Ｂ．在同一平面内，两条直线没有公共点，那么这两

条直线平行

Ｃ．铁路的轨道线是不平行的

Ｄ．在同一平面内的两条直线或射线不平行就相交

２．下列结论中正确的个数有 （　　）

①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线段必平行；

②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必平行；

③在同一平面内，不平行的两条线段必相交；

④在同一平面内，不平行的两条直线必相交

Ａ．１个 Ｂ．２个 Ｃ．３个 Ｄ．４个

３．下列４个图形中的∠１和∠２不是同位角的是 （　　）

４．若ａ∥ｂ，ｂ∥ｃ，则ａ与ｃ的位置关系是 （　　）

Ａ．ａ∥ｃ　 Ｂ．ａ⊥ｃ

Ｃ．ａ、ｃ相交 Ｄ．不能确定

二、填空题

５．在同一平面内，不重合的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有两

种：（１）　　　　；（２）　　　　．

６．已知直线ＡＢ 及外一点Ｐ，若过点Ｐ 画一直线与

ＡＢ 平行，那么这样的直线有　　　　条．
三、解答题

７．如图５－２－４所示，ＡＢ∥ＤＣ，在ＡＤ 上取一点Ｅ，

过Ｅ画ＥＦ∥ＡＢ交ＢＣ 于Ｆ，试说明ＥＦ与ＤＣ 的

位置关系，并解释原因．

图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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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９　　　　

素 能 提 升

一、选择题

１．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Ａ．三条直线中一定有两条直线平行

Ｂ．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线相交，那么它们一定

平行

Ｃ．如果直线ｌ１∥ｌ２，ｌ２∥ｌ３，…，ｌｎ－１∥ｌｎ，那么ｌ１∥ｌｎ
Ｄ．若直线ｌ１⊥ｌ２，ｌ３⊥ｌ２，则ｌ１⊥ｌ３
二、填空题

２．直线ｌ同侧有Ａ、Ｂ、Ｃ三点，如果Ａ、Ｂ两点确定的

直线ｌ１ 与Ｂ、Ｃ两点确定的直线ｌ２ 都与直线ｌ平行，

则Ａ、Ｂ、Ｃ三点的位置关系是　　　　　，其理论

依据是 　．
三、解答题

３．如图５－２－５所示，直线ＡＢ、ＣＤ是一条河的两岸，

并且ＡＢ∥ＣＤ，点Ｅ为直线ＡＢ、ＣＤ外一点，现想过

点Ｅ作岸ＣＤ 的平行线，只需过点Ｅ作岸ＡＢ 的平

行线即可，其理由是什么？

图５－２－５

创 新 探 究

４．平行公理的推论可推广到空间中，如图５－２－６所

示，由于ＡＢ∥ＣＤ，ＡＢ∥ＧＨ，所以ＧＨ∥ＣＤ，同样

可证得ＡＢ∥ＥＦ，也就是长方体的四条竖棱都互相

平行．
（１）你能找出图中与ＢＣ平行的线段吗？

（２）线段ＢＧ与线段ＣＦ 平行吗？

图５－２－６

１．（２０１３·柳州模拟）三条直线ａ，ｂ，ｃ，若ａ∥ｃ，ｂ∥ｃ，

则ａ与ｂ的位置关系是 （　　）

Ａ．ａ⊥ｂ　 Ｂ．ａ∥ｂ

Ｃ．ａ⊥ｂ或ａ∥ｂ　 Ｄ．无法确定

２．（２０１３·浙江模拟）读下列语句并作图形．
（１）直线ａ，ｂ，ｃ是三条平行直线，直线ｍ 分别与直

线ａ，ｂ，ｃ相交于点Ａ、Ｂ、Ｃ，且直线ｎ与直线ｍ
平行；

（２）直线ａ，ｂ互相垂直，Ｏ是直线ａ，ｂ外一点，直线

ｍ，ｎ过点Ｏ，且平行于ａ，ｎ平行于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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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下）　数学

１０　　　 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正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５．２．２　平行线的判定

　预 习 热 身

判定两条直线平行的方法：

（１）同位角　　　　，两直线平行；

（２）内错角　　　　，两直线平行；

（３）同旁内角　　　　，两直线平行；

（４）同一平面内，垂直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平行．
【注意】判定两条直线平行的方法还有平行线的定义

和平行公理的推论．

　思考与探究

【问题】如图５－２－７，已知∠１与∠３互余，∠２与∠３
的余角互补，那么直线ｌ１、ｌ２ 平行吗？为什么？

图５－２－７

图５－２－８

【例】　如图５－２－８，已知∠Ｂ＝

∠Ｃ，Ｂ、Ａ、Ｄ三点在一条直线上，∠ＤＡＣ

＝∠Ｂ＋∠Ｃ，ＡＥ 是∠ＤＡＣ 的平分线，

试证明：ＡＥ∥ＢＣ．


　　如何判定ＡＥ∥ＢＣ？这就需要证明∠１＝∠Ｂ
或∠２＝∠Ｃ










．

　　【答案】　证法一：因为∠ＤＡＣ＝∠Ｂ＋∠Ｃ，∠Ｂ

＝∠Ｃ（已知），

所以∠ＤＡＣ＝２∠Ｂ．
又因为ＡＥ是∠ＤＡＣ的平分线（已知），

所以∠ＤＡＣ＝２∠１（角平分线定义），

所以∠Ｂ＝∠１（等量代换），

所以ＡＥ∥ＢＣ（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证法二：因为∠ＤＡＣ＝∠Ｂ＋∠Ｃ，∠Ｂ＝∠Ｃ（已

知），

所以∠ＤＡＣ＝２∠Ｃ．
又因为ＡＥ是∠ＤＡＣ的平分线（已知），

所以∠ＤＡＣ＝２∠２（角平分线定义），

所以∠Ｃ＝∠２（等量代换），

所以ＡＥ∥ＢＣ（内错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点拨】　两种方法分别从同位角和内错角这两

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这两条直线平行，方法虽不同，

但实质是相同的，思路是相似的．

一、选择题

１．ａ、ｂ、ｃ为互不重合的三条直线，则下列推理中正确

的是 （　　）

Ａ．因为ａ∥ｂ，ｂ∥ｃ，所以ｄ∥ｃ

Ｂ．因为ａ∥ｄ，ｂ∥ｃ，所以ｄ∥ｃ

Ｃ．因为ａ∥ｄ，ｂ∥ｄ，所以ａ∥ｂ

Ｄ．因为ａ∥ｄ，ａ∥ｂ，所以ｃ∥ｄ

图５－２－９

２．根据图５－２－９所示，下列推理判

断错误的是 （　　）

Ａ．因为∠１＝∠２，所以ｃ∥ｄ

Ｂ．因为∠３＝∠４，所以ｃ∥ｄ

Ｃ．因为∠１＝∠３，所以ｃ∥ｄ

Ｄ．因为∠２＝∠３，所以ａ∥ｂ

３．下列四个图形中，若∠１＝∠２，能够判定ＡＢ∥ＣＤ
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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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交线与平行线

　　　
你必须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以诚相报。 １１　　　

二、填空题

４．如图５－２－１０所示，两条直线ａ，ｂ被第三条直线ｃ
所截，∠１＝５０°，要想使ａ∥ｂ，那么∠２＝　　　　．

图５－２－１０

　　　
图５－２－１１

５．如图５－２－１１所示，ＢＥ平分∠ＡＢＣ，交ＡＣ于Ｅ，

若∠１＝∠２，ＤＥ与ＢＣ的位置关系是　　　　．
三、解答题

６．如图５－２－１２所示，∠１＝∠３，∠１＝∠２，那么ＤＥ
与ＢＣ有怎样的位置关系？为什么？

图５－２－１２

素 能 提 升

一、选择题

图５－２－１３

１．如图５－２－１３，以下四个结论：①
若∠１＝∠２，则ＡＢ∥ＣＤ；②若∠１

＝∠２，则 ＡＤ∥ＢＣ；③ 若 ∠３＝

∠４，则ＡＢ∥ＣＤ；④若∠３＝∠４，

则ＡＤ∥ＢＣ，其中正确的是 （　　）

Ａ．①与② Ｂ．③与④
Ｃ．①与④ Ｄ．②与③
二、填空题

图５－２－１４

２．如图５－２－１４所示，修建高速公

路时需要开凿山洞，为节省时间，

需在山的两面Ａ、Ｂ同时开工，在Ａ
处测得山洞的走向是北偏东７５°，

那么在Ｂ 处应按 方向开

工，才能使山洞准确接通．

三、解答题

３．如图５－２－１５所示，∠ＡＢＣ＝∠ＡＣＢ，ＢＤ 平分

∠ＡＢＣ，ＣＥ 平分∠ＡＣＢ，∠ＤＢＦ＝∠Ｆ，问ＣＥ 与

ＤＦ 的关系？试说明理由．

图５－２－１５

创 新 探 究

４．（１）如图５－２－１６①，若∠Ｂ＋∠Ｄ＝∠ＢＥＤ，试猜

想ＡＢ与ＣＤ 的关系并说明理由．

图５－２－１６

（２）如图５－２－１６②要想得到ＡＢ∥ＣＤ，则∠１、

∠２、∠３之间应满足怎样的关系呢？请探索．

１．（２０１３·上海模拟）如图５－２－１７，ｌ∥ｍ，∠１＝

１１５°，∠２＝９５°，则∠３＝ （　　）

Ａ．１２０° Ｂ．１３０° Ｃ．１４０° Ｄ．１５０°

２．（２０１３·广州模拟）如图５－２－１８，已知∠１＝∠２＝

∠３＝６２°，则∠４＝　　　　．

图５－２－１７

　　　
图５－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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