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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３年是湖南省实施新课程高考的第４年。４年来，湖南高考数学试题以高等学校人才选

拔要求和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为依据，按照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大纲》和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制定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湖南卷）考试说明》的

各项要求，并充分考虑湖南中学数学教学和高校招生的实际进行命制。

新课程高考湖南数学科试题的命制特点是：注重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注意在知

识网络的交汇处设计试题，强调通性通法；深化能力立意，重视对思维能力、应用意识及创新

意识的考查；充分考虑文、理科考生的不同学习要求；试卷难度设置合理，区分功能较强。

为使广大高中数学教师和考生综合了解新课程高考以来数学试题特点，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组织命题专家、高考评卷教师和中学骨干教师撰写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指导用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高考湖南卷试题分析　数学 （理科）》。

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新课程高考湖南数学卷的风格与特色；第二部分是试题分

析，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也是与往年试题分析体例不同之处，本部分共分１３章，每章包括

高考考查的主要内容 （或主要特点）、４年试题分类分析 （含考查目的、命题意图、解题思路、

解析、典型失误、难度等内容）、相关链接及相关链接试题分析四部分，其中相关链接部分汇

集了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的大部分高考试题。

值得说明的是：１．因统计工具的影响，某些年份的填空题没有呈现难度；２．为使考生对

试题内涵有更深刻理解，对某些年份的解答题撰写了命题意图；３．由于新课程高考后 《考试

大纲》对某些内容的考查要求有变化，所以本书对相关链接部分的少数高考试题进行了改编。

本书力图通过对４年高考试题的分析与研究，帮助师生更深入地了解试题命制特点，掌握

高考考点，进而制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教学与复习备考策略。

由于编写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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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新课标湖南数学卷的风格与特色

　　２０１３年是湖南省实施新课程高考后的第４年．４年来，湖南高考数学试题都是按照《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和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湖南卷）考试说明》的各项要求，并充分考虑湖南中学数学教学和高校招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命制

的．２０１０年的试题实现了由新课程前的命题到新课程后命题的平稳过渡，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试题继

续保持了２０１０年试题的风格和特色，并有新的发展．

４年来，数学试题的命制注重处理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知识与能力的关系

掌握数学知识是形成数学能力的基础，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并不意味着要削弱

对知识的考查，而应是在考查知识的同时重视能力的考查，或者说，考查数学知识和考查数学能

力并重．

数学诸能力之间的关系

高考数学试题要求较全面地考查各种重要的数学能力，如运算求解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抽

象概括能力、推理求证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应用意识、创新意识等，但应突出考查思维能力与创

新意识．

数学与现实的关系

高考数学试题不能仅限于考查课本知识，还应考查考生对现实问题的数学理解，考查考生的

数学应用意识．

文、理科之间的关系

由于文、理科考生的学习内容和要求有区别，在数学能力的表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对

文、理科高考数学试题的设计应该是“异”大于“同”，这里的“异”包括试题所涉及的数学内容的区

别，考查同一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的不同，侧重考查的能力不同以及容易题、中等难度题、难题分值

比例的差异等方面．

在处理好上述四个方面的关系的同时，新课标高考湖南数学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主

要体现为：

一、坚持“四个注重”

１．注重教材在命题中的作用

教材是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的载体，又是教学的依据，理应成为高考试题的重要来源．４

年来，试卷中的部分试题是以课本例题、习题、阅读材料为素材，通过变形、延伸或拓展来命制的．

如第３３页第２题，第６４页第２题，第１０８页第８题等都是由教材中的例、习题改编而来．这样做

００１



的目的在于引导师生回归教材，重视基础．

２．注重对主干知识的考查

４年来，高考数学试题对支撑学科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的考查都保持较高比例，并达到必要

的深度，构成试卷的主体．如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试卷对函数（包括方程、导数、不等式）内容的考查分

值分别为３１，３９，３５，４０分，保持了较高的比例．

３．注重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考查

４年来，在高考数学试题设计中，对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包括函数与方程、数形结合、分类

与整合、化归与转化、特殊与一般、有限与无限、或然与必然等思想方法）的考查贯穿于整卷之中，

既注重了全面，又突出了重点，使试题处处有“思想”，并且体现出层次性．

４．注重在知识网络交汇点命题

从学科整体意义的高度设计思维价值高的试题，注重知识的交叉、渗透和综合，以检验考生

能否形成一个有序的网络化知识体系．如第１１页第１０题，将指数函数的图象与性质、函数的零

点、余弦定理、常用逻辑用语等知识融为一体；第１６页第１２题，将函数、导数、不等式、数列等知

识有机结合；第３８页第７题，将三角函数的图象与性质、导函数、定积分与几何概型等知识一并

考查；第６９页第７题，将直线、圆、抛物线、向量以及不等式等知识自然融合．这些试题需要考生

在不同的知识之间进行转换、衔接，综合性较强，内涵丰富．

二、深化能力立意，突出对创新意识和思维能力的考查

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是高考试题改革的重点．４年来，高考数学试卷深化能力立

意，突出了对创新意识和思维能力的考查．

创新能力是现代社会对人才要求的核心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现代基础教育的目的

之一．就目前的高考考试方式和高中生的认知水平而言，在高考试题中真正考查创新能力比较困

难，但通过信息的合理配置和情境的精心设计来考查创新意识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４年来，高考数学试卷对创新意识和思维能力的考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考查考生独立学习的能力

命题时设计了一些考生以前没有学习过，但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数学概念、符号的试题，如

第１３７页第４题，引入新定义“Ｌ路径”，第１４３页第１题，引入新数列｛（ａｎ）＊｝，第１４３页第２题，

引入新定义、新符号Ｉ（ｎ），第１４４页第３题，引入新概念“Ｃ变换”，要求考生通过阅读，正确理解

符号语言、文字语言或图形语言，并能作进一步的运算、分析、推理来解决问题，主要目的是测试

考生通过独立学习理解新信息、获取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２．考查考生在新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新情境的问题能测试出考生在新环境中的迁移能力．４年来，高考数学试题考查的主干内容

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同一内容的考查上，每年的试题都有新的面貌和内涵．如与函数、导数、不等

式相关的试题，所涉及的函数模型都是一种初等函数或几种初等函数组合而成的函数．由于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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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和所研究问题的不同，导致求导的繁简程度和解决问题所用到的知识、方法不同，从而有效

区分不同层次的考生．

３．考查考生探究问题的能力

新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倡导积极主动，勇于探索的学习方式”．４年来，高考数学试

卷对探究能力的考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放性设问，如第１９页第１３题、第２１页第１４

题、第４９页第４题、第７０页第８题、第８７页第５题的第（Ⅱ）问均采用“是否存在……，使……”

的设问方式，要求考生进行逆向思维，探索使结论成立的充分条件，从而考查考生的探究能力；二

是考查考生在观察、试验、归纳、猜想、证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发现力及探索力，如第１４３页第１题，

要求考生先试验求得（（ａ１）＊）＊＝１，（（ａ２）＊）＊＝４，（（ａ３）＊）＊＝９，再归纳、猜想得（（ａｎ）＊）＊＝ｎ２，

最后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４．多考一点想，少考一点算

４年来，高考数学试题适当淡化对烦琐运算的考查，强调对思维容量和思维水平的考查，力

求体现“多考一点想，少考一点算”的命题风格．如第６０页第４题，虽然采用代数法能求出｜ｃ－

ａ－ｂ｜的最大值，但若在运算的某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正确结果，实际上，向量

具有数和形的双重内涵，如果考生不是从“数”的角度考虑，而是从“形”的角度思考，则只要画出

示意图便可作答，可见能否正确使用数学思想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衡量思维水平高低的一

个方面；第１４３页第２题中的文字语言较少，以数学符号语言为主，要求考生读懂并理解题中的

数学符号，并能把它们翻译成数学关系，从而进行研究和判断，可见这里考查的是对符号的阅读、

理解及抽象思维；第７０页第８题第（Ⅱ）问中的第（ⅱ）问，如何寻找到合理、简捷的运算途径是考

查的重点，考生选择何种方法体现出思维水平的差异；第４７页第３题第（Ⅱ）问重点考查考生的

推理论证能力，证明“充分性”对考生的思维能力要求更高；第４６页第２题第（２）问，由于题设中

有（－１）ｎ，所以直觉上想到应对ｎ分奇数、偶数，从而将Ｓ１＋Ｓ２＋…＋Ｓ１００分成两部分分别求和，

而对每一部分求和，均可通过计算ａ１，ａ２，ａ３，ａ４ 的值求得Ｓ１，Ｓ２，Ｓ３，Ｓ４，从而大胆猜想数列

｛Ｓ２ｎ－１｝是公比为１４
的等比数列，｛Ｓ２ｎ｝是各项为０的常数列，这里综合考查了直觉思维、特殊与一

般的数学思想及合情推理能力，这种思维缩短了思维过程，提高了思维质量，是科学思维的标志．

高考对思维能力的考查能区分出不同层次的考生，能力较弱的考生需花费较长时间去推理和计

算，能力较强的考生则通过画图、取特殊值验证或发现规律等多种方法就能迅速获解．不同的思

考方法、不同的运算途径体现出思维能力上的差异，这正是高考需突出考查的一个方面．

三、重视数学与现实问题的联系，注重应用意识的考查

注重对应用意识的考查，是落实《课程标准》中“发展学生的应用意识”理念的需要．４年来，

高考数学试卷设计了“双应用解答题”，一道与概率、统计内容相关，另一道与传统的内容相关．

就目前的高考和学生的认知水平而言，要求考生在短时间内面对现实问题完成数学建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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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是不切实际的，适宜的要求是只需考生对所提供的理想化的信息资料进行数学化处理，形

成简单的数学模型，并加以解决即可，这是属于数学应用意识层次的问题．因此，４年来，高考应

用题的功能定位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试题选择的素材贴近生活实际、富有时代气

息、背景公平．下以第１３１页第１题进行说明．

从试题考查的内容分析，本题主要涉及以下知识点：①圆、椭圆的定义及方程；②直线和椭

圆、圆的位置关系；③两平行直线间的距离公式；④等比数列的前ｎ项和公式．试题将解析几何的

内容和方法与数列知识相交汇，体现了“从学科的整体高度上设计试题”的思路．

从建模的角度分析，考生只要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并了解圆、椭圆的定义，就容易求出

考察区域边界曲线的方程．

从试题解决过程中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分析，解决第（Ⅰ）问时，需要考生根据题设所提供

的文字语言，联想到它们所表示的图形，并画出图形，再根据图形写出方程．这种由“数”到“形”，

再从“形”到“数”的转化过程，体现了数形结合的思想．解决第（Ⅱ）问时，需要将“冰川边界线移动

到考察区域所需的最短时间”的问题转化为“直线分别和椭圆、圆相切”的问题，体现了分类与整

合、化归与转化的思想．

从试题依托的素材及陈述的方式分析，本题背景公平，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易懂，并基本保持

了原有生活化的陈述．另外，已建好的坐标系和作好的图形，降低了该题的难度，体现了对考生的

人文关怀．

从试题体现的教育价值分析，本题联系温室气体排放这一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引导考生用

数学眼光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

四、充分区别文、理科考生不同的学习要求

由于文科和理科考生所学数学内容不完全相同，教学要求也不一样，为更合理地反映文科、

理科考生的上述差异，设计试题时对文科考生侧重考查运算和简单的逻辑推理能力，对理科考生

侧重考查抽象思维和综合运用数学知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４年来，湖南高考数学文、

理科试卷中完全相同的试题数量较少，即使其他一些与理科试题中考查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科试

题，也与理科试题在考查的目标、方式、能力层次上有差异．

五、控制试卷难度，注重区分功能

４年来，高考数学试卷通过保持一定比例的基础题，分散设置把关点，调控试题的运算量、思

维量，运用考生熟悉的语言和表述方式叙述试题，注意文、理科试卷差异等措施合理控制试卷的

难度．在各类题型试题的难易度设置方面，尽量做到平缓上升，注重试题的区分度．４年的高考数

学试卷难度均达到了《考试说明》中对难度提出的要求：“理科数学整卷难度控制在０．５～０．５５比

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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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试题分析

一、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

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知识是掌握和使用数学语言的基础．高考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集合与常

用逻辑用语知识进行考查：

①考查它们各自本身的基础知识，如集合间的基本关系，集合的基本运算，命题的四种形式

及关系，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的理解与判定，逻辑联结词“或”、“且”、“非”的含义以及全称量词与

存在量词的使用等；

②将它们作为工具，与函数、不等式、线性规划等知识结合考查．
【４年试题】

集合

１．（２０１０年）已知集合Ｍ＝｛１，２，３｝，Ｎ＝｛２，３，４｝，则 （　　）

Ａ．ＭＮ　　　　　Ｂ．ＮＭ　　　　　Ｃ．Ｍ∩Ｎ＝｛２，３｝　　　Ｄ．Ｍ∪Ｎ＝｛１，４｝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子集的定义及集合的交、并运算等基础知识．
解析　由子集的定义知，Ａ，Ｂ选项都不正确；由集合的交、并运算得，Ｍ∪Ｎ＝｛１，２，３，４｝，

Ｍ∩Ｎ＝｛２，３｝．
答案　Ｃ
难度　０．９７３

２．（２０１２年）设集合Ｍ＝｛－１，０，１｝，Ｎ＝｛ｘ｜ｘ２≤ｘ｝，则Ｍ∩Ｎ＝ （　　）

Ａ．｛０｝ Ｂ．｛０，１｝ Ｃ．｛－１，１｝ Ｄ．｛－１，０，１｝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集合的交集运算及简单的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等基础知识．
解析　由ｘ２≤ｘ解得０≤ｘ≤１，所以Ｎ＝｛ｘ｜０≤ｘ≤１｝．又Ｍ＝｛－１，０，１｝，所以Ｍ∩Ｎ＝｛０，１｝．
答案　Ｂ
难度　０．８９１

常用逻辑用语

３．（２０１２年）命题“若α＝π４
，则ｔａｎα＝１”的逆否命题是 （　　）

Ａ．若α≠π４
，则ｔａｎα≠１ Ｂ．若α＝π４

，则ｔａｎα≠１

Ｃ．若ｔａｎα≠１，则α≠π４ Ｄ．若ｔａｎα≠１，则α＝π４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命题的基础知识．

解析　由原命题的逆否命题的定义知，命题“若α＝π４
，则ｔａｎα＝１”的逆否命题是“若ｔａｎ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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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则α≠π４
”．

答案　Ｃ
难度　０．８９４

４．（２０１１年）设集合Ｍ＝｛１，２｝，Ｎ＝｛ａ２｝，则“ａ＝１”是“ＮＭ”的 （　　）

Ａ．充分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不充分条件

Ｃ．充分必要条件 Ｄ．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集合与常用逻辑用语的基础知识．
解析　当ａ＝１时，Ｎ＝｛１｝，则ＮＭ；当ＮＭ 时，有ａ２＝１，或ａ２＝２．从而ａ＝±１，或ａ＝

槡± ２．所以“ａ＝１”是“ＮＭ”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答案　Ａ
难度　０．８４０

５．（２０１０年）下列命题中的假命题是 （　　）

Ａ．ｘ∈Ｒ，２ｘ－１＞０ Ｂ．ｘ∈Ｎ＊，（ｘ－１）２＞０

Ｃ．ｘ∈Ｒ，ｌｇ　ｘ＜１ Ｄ．ｘ∈Ｒ，ｔａｎ　ｘ＝２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对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的理解，同时考查一些常见初等函数的基

本性质．
解析　由指数函数、对数函数、正切函数的性质和全称量词、存在量词的意义知，选项Ａ，Ｃ，

Ｄ正确；对于选项Ｂ，若取ｘ＝１，则（ｘ－１）２＝０，故Ｂ不正确．
答案　Ｂ
难度　０．７８９
【相关链接】

１．（２００４年）设集合Ｕ＝｛（ｘ，ｙ）｜ｘ∈Ｒ，ｙ∈Ｒ｝，Ａ＝｛（ｘ，ｙ）｜２ｘ－ｙ＋ｍ＞０｝，Ｂ＝｛（ｘ，ｙ）｜
ｘ＋ｙ－ｎ≤０｝，那么点Ｐ（２，３）∈Ａ∩（瓓ＵＢ）的充要条件是 （　　）

Ａ．ｍ＞－１，ｎ＜５　 　Ｂ．ｍ＜－１，ｎ＜５　 　Ｃ．ｍ＞－１，ｎ＞５　 　 Ｄ．ｍ＜－１，ｎ＞５

２．（２００５年改编）集合Ａ＝｛ｘ｜ｘ２＜１｝，Ｂ＝｛ｘ｜｜ｘ－ｂ｜＜ａ｝．若“ａ＝１”是“Ａ∩Ｂ≠”的充分

条件，则ｂ的范围可以是 （　　）

Ａ．－２≤ｂ＜０ Ｂ．０＜ｂ≤２ Ｃ．－３＜ｂ＜－１ Ｄ．－１≤ｂ＜２

３．（２００６年）“ａ＝１”是“函数ｆ（ｘ）＝｜ｘ－ａ｜在区间［１，＋∞）上为增函数”的 （　　）

Ａ．充分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不充分条件

Ｃ．充要条件 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４．（２００７年）设Ｍ，Ｎ 是两个集合，则“Ｍ∪Ｎ≠”是“Ｍ∩Ｎ≠”的 （　　）

Ａ．充分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不充分条件

Ｃ．充分必要条件 Ｄ．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５．（２００８年）“｜ｘ－１｜＜２成立”是“ｘ（ｘ－３）＜０成立”的 （　　）

Ａ．充分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不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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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充分必要条件 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６．（２００９年）某班共３０人，其中１５人喜爱篮球运动，１０人喜爱乒乓球运动，８人对这两项运

动都不喜爱，则喜爱篮球运动但不喜爱乒乓球运动的人数为　　　　．
【相关链接试题分析】

１．解析　Ｐ（２，３）∈Ａ∩（瓓ＵＢ）即Ｐ（２，３）∈Ａ且Ｐ（２，３）∈瓓ＵＢ．

因为Ｐ（２，３）∈Ａ２×２－３＋ｍ＞０ｍ＞－１，Ｐ（２，３）∈瓓ＵＢ２＋３－ｎ＞０ｎ＜５．
所以，Ｐ（２，３）∈Ａ∩（瓓ＵＢ）的充要条件是ｍ＞－１，ｎ＜５．
答案　Ａ

难度　０．７５１

２．解析　依题意，由“ａ＝１”有“Ａ∩Ｂ≠”．

而Ａ＝｛ｘ｜－１＜ｘ＜１｝，Ｂ＝｛ｘ｜ｂ－ａ＜ｘ＜ｂ＋ａ｝＝｛ｘ｜ｂ－１＜ｘ＜ｂ＋１｝，则
ｂ－１＜１，

ｂ＋１＞－１
烅
烄

烆 ．

即－２＜ｂ＜２．
故ｂ的范围可以是集合｛ｘ｜－２＜ｂ＜２｝的任一子集．
答案　Ｄ

难度　０．６６７

第３题图

３．解析　函数ｆ（ｘ）＝｜ｘ－ａ｜的图象如图所示．
易知，“ａ＝１”“函数ｆ（ｘ）＝｜ｘ－ａ｜在区间［１，＋∞）上为增函数”成

立，“函数ｆ（ｘ）＝｜ｘ－ａ｜在区间［１，＋∞）上为增函数”／“ａ＝１”．所以，“ａ＝

１”是“函数ｆ（ｘ）＝｜ｘ－ａ｜在区间［１，＋∞）上为增函数”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答案　Ａ

难度　０．８０５

第４题图

４．解析　如图所示．由Ｍ∪Ｎ≠推不出Ｍ∩Ｎ≠，而Ｍ∩Ｎ≠

Ｍ≠且Ｎ≠Ｍ∪Ｎ≠，所以“Ｍ∪Ｎ≠”是“Ｍ∩Ｎ≠”的必要不

充分条件．

答案　Ｂ

难度　０．８８４

５．解析　由｜ｘ－１｜＜２解得－１＜ｘ＜３；由ｘ（ｘ－３）＜０解得０＜ｘ＜３．
由－１＜ｘ＜３不能推出０＜ｘ＜３，而由０＜ｘ＜３能推出－１＜ｘ＜３．所以“｜ｘ－１｜＜２成立”是

“ｘ（ｘ－３）＜０成立”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答案　Ｂ

难度　０．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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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题图

　　６．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集合的概念和集合的交、并、补运算等基础

知识．
解析　设Ｉ表示某班全部人的集合，Ａ 表示其中喜爱篮球运动的人的集

合，Ｂ表示喜爱乒乓球运动的人的集合．依题意，画出韦恩图，集合Ａ中的阴影

部分表示喜爱篮球运动但不喜爱乒乓球运动的人的集合．易知人数为

１５－（１５＋８＋１０－３０）＝１２．
答案　１２
难度　０．７９８

二、函数、导数、不等式

函数、导数、不等式知识是高中数学的重点内容．函数思想方法贯穿于整个高中数学课程的

始终，不等式在数学的各个分支中都有广泛的应用．而导数是研究函数的性质及不等式的重要工

具．高考主要从六个方面对函数、导数、不等式进行考查：

①基本初等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②不等式的性质、解简单不等式、基本不等式的应用；

③用图解法求解线性规划问题；

④导数及其运算；

⑤定积分的基本计算；

⑥函数、导数、不等式等知识的综合运用．
【４年试题】

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图１

１．（２０１３年）函数ｆ（ｘ）＝２ｌｎ　ｘ的图象与函数ｇ（ｘ）＝ｘ２－４ｘ＋５的

图象的交点个数为 （　　）

Ａ．３ Ｂ．２

Ｃ．１ Ｄ．０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对数函数、二次函数的图象．
解析　由ｇ（ｘ）＝ｘ２－４ｘ＋５＝（ｘ－２）２＋１知，ｇ（ｘ）的图象是顶点

坐标为（２，１），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且ｆ（２）＝２ｌｎ　２＝ｌｎ　４＞１＝ｇ（２），如图１所示．ｆ（ｘ）的图象与

ｇ（ｘ）的图象有两个交点．
答案　Ｂ
难度　０．７８２

２．（２０１０年）用ｍｉｎ｛ａ，ｂ｝表示ａ，ｂ两数中的较小值．若函数ｆ（ｘ）＝ｍｉｎ｛｜ｘ｜，｜ｘ＋ｔ｜｝的图象

关于直线ｘ＝－１２
对称，则ｔ的值为 （　　）

Ａ．－２ Ｂ．２ Ｃ．－１ 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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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绝对值函数的图象及数形结合的思想．

解析　由于函数ｆ（ｘ）的图象关于直线ｘ＝－１２
对称，ｆ（０）＝０，所以ｆ（－１）＝｜－１＋ｔ｜＝０．

故ｔ＝１．
答案　Ｄ
难度　０．６６０

３．（２０１１年）设直线ｘ＝ｔ与函数ｆ（ｘ）＝ｘ２，ｇ（ｘ）＝ｌｎ　ｘ的图象分别交于点Ｍ，Ｎ，则当｜ＭＮ｜达

到最小时ｔ的值为 （　　）

Ａ．１ Ｂ．１２ Ｃ．槡５２ Ｄ．槡２２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二次函数、对数函数的图象及运用导数的知识求函数的最值．
解析　依题意，｜ＭＮ｜＝ｆ（ｔ）－ｇ（ｔ）＝ｔ２－ｌｎ　ｔ．

设ｈ（ｔ）＝ｔ２－ｌｎ　ｔ，则ｈ′（ｔ）＝２ｔ－１ｔ＝
２ｔ２－１
ｔ ．令ｈ′（ｔ）＝０，得ｔ　＝槡２２．

当ｔ∈ ０，槡２（ ）２ 时，ｈ′（ｔ）＜０，ｈ（ｔ）单调递减；

当ｔ∈ 槡２
２
，＋∞（ ）时，ｈ′（ｔ）＞０，ｈ（ｔ）单调递增．

所以当ｔ　＝槡２２时，ｈ（ｔ）取最小值ｈ
槡２（ ）２ ＝１２＋

１
２ｌｎ２．

故当｜ＭＮ｜达到最小时ｔ的值为槡２２．

答案　Ｄ
难度　０．６２３

４．（２０１２年）已知两条直线ｌ１：ｙ＝ｍ 和ｌ２：ｙ＝ ８
２ｍ＋１

（ｍ＞０），ｌ１ 与函数ｙ＝｜ｌｏｇ２ｘ｜的图象

从左至右相交于点Ａ，Ｂ，ｌ２ 与函数ｙ＝｜ｌｏｇ２ｘ｜的图象从左至右相交于点Ｃ，Ｄ．记线段ＡＣ和ＢＤ

在ｘ轴上的投影长度分别为ａ，ｂ．当ｍ变化时，ｂａ
的最小值为 （　　）

槡 槡Ａ．１６　２ Ｂ．８　２ Ｃ．８
３
槡４ Ｄ．４

３
槡４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函数的图象，指、对数式的转化，基本不等式及数形结合的思想和

运算求解能力．
解析　设Ａ，Ｂ，Ｃ，Ｄ四点的横坐标分别为ｘ１，ｘ２，ｘ３，ｘ４，由题意得－ｌｏｇ２ｘ１＝ｍ，ｌｏｇ２ｘ２＝

ｍ．于是ｘ１＝２－ｍ，ｘ２＝２ｍ，ｘ１＝１ｘ２．
记ｎ＝ ８

２ｍ＋１
，同理可得ｘ３＝２－ｎ，ｘ４＝２ｎ，且ｘ３＝１ｘ４．

由ａ＝｜ｘ３－ｘ１｜，ｂ＝｜ｘ４－ｘ２｜得

ｂ
ａ＝

｜ｘ４－ｘ２｜
｜ｘ３－ｘ１｜＝

｜ｘ４－ｘ２｜
１
ｘ４－

１
ｘ２

＝ｘ２ｘ４＝２ｍ＋ｎ＝２ｍ＋
８

２　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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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ｍ＋ ８
２ｍ＋１＝ ｍ＋（ ）１２ ＋ ４

ｍ＋１２

－１２≥２　 ｍ＋（ ）１２ · ４

ｍ＋槡 １
２

－１２＝
７
２
，当且仅当ｍ＋

１
２＝２

，即ｍ＝３２
时等号成立．

故ｂ
ａ
的最小值为２

７
２ 槡＝８　２．

答案　Ｂ

难度　０．２９１

线性规划

５．（２０１３年）若变量ｘ，ｙ满足约束条件
ｙ≤２ｘ，

ｘ＋ｙ≤１，

ｙ≥－１
烅

烄

烆 ，

则ｘ＋２ｙ的最大值是 （　　）

Ａ．－５２ Ｂ．０ Ｃ．５３ Ｄ．５２

图２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线性规划的基础知识．

解析　根据约束条件画出可行域，如图２所示．ｚ＝ｘ＋２ｙ

在直线ｙ＝２ｘ与ｘ＋ｙ＝１的交点Ｃ １
３
，（ ）２３ 处取得最大值５

３．

答案　Ｃ

难度　０．８９３

６．（２０１１年）设ｍ＞１，在约束条件
ｙ≥ｘ，

ｙ≤ｍｘ，

ｘ＋ｙ≤

烅

烄

烆 １

下，目标函数ｚ＝ｘ＋ｍｙ的最大值小于２，则ｍ

的取值范围为 （　　）

Ａ．（１， 槡１＋ ２） Ｂ．（ 槡１＋ ２，＋∞）

Ｃ．（１，３） Ｄ．（３，＋∞）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线性规划及一元二次不等式的基础知识．

图３

解析　如图３，由于ｍ＞１，故ｚ＝ｘ＋ｍｙ的最大值

在直线ｙ＝ｍｘ与ｘ＋ｙ＝１的交点Ａ １
ｍ＋１

，ｍ
ｍ（ ）＋１

处

达到．此时ｚｍａｘ＝ｍ
２＋１
ｍ＋１．

由题意，ｍ
２＋１
ｍ＋１＜２

，解得，

槡１－ ２＜ｍ＜ 槡１＋ ２．故ｍ的取值范围为（１， 槡１＋ ２）．

答案　Ａ

难度　０．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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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积分

７．（２０１３年）若∫
Ｔ

０
ｘ２ｄｘ＝９，则常数Ｔ的值为　　　　．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定积分的基本计算．

解析　因为∫
Ｔ

０
ｘ２ｄｘ＝１３Ｔ

３，所以１
３Ｔ

３＝９．解得Ｔ＝３．

答案　３

难度　０．８９６

８．（２０１０年）∫
４

２

１
ｘｄｘ

等于 （　　）

Ａ．－２ｌｎ　２ Ｂ．２ｌｎ　２ Ｃ．－ｌｎ　２ Ｄ．ｌｎ　２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定积分的基本计算．

解析　∫
４

２

１
ｘｄｘ＝ｌｎ　ｘ

４

２
＝ｌｎ　４－ｌｎ　２＝ｌｎ　２．

答案　Ｄ

难度　０．７９３

９．（２０１１年）由直线ｘ＝－π３
，ｘ＝π３

，ｙ＝０与曲线ｙ＝ｃｏｓ　ｘ所围成的封闭图形的面积为

（　　）

Ａ．１２ Ｂ．１ Ｃ．槡３２ 槡Ｄ．３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定积分的几何意义与基本计算．

解析　由定积分的几何意义知，所求封闭图形的面积为函数ｙ＝ｃｏｓ　ｘ在区间 －π３
，π［ ］３ 上

的定积分．于是

∫
π
３

－π３
ｃｏｓ　ｘｄｘ＝ｓｉｎ　ｘ

π
３

－π３
＝ｓｉｎπ３－ｓｉｎ －

π（ ）３ 槡＝ ３．

答案　Ｄ

难度　０．７６２

函数、导数、不等式及其综合运用

１０．（２０１３年）设函数ｆ（ｘ）＝ａｘ＋ｂｘ－ｃｘ，其中ｃ＞ａ＞０，ｃ＞ｂ＞０．
（１）记集合Ｍ＝｛（ａ，ｂ，ｃ）｜ａ，ｂ，ｃ不能构成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长，且ａ＝ｂ｝，则（ａ，ｂ，ｃ）∈Ｍ

所对应的ｆ（ｘ）的零点的取值集合为　　　　；

（２）若ａ，ｂ，ｃ是△ＡＢＣ的三条边长，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写出所有正确结论的

序号）

①ｘ∈（－∞，１），ｆ（ｘ）＞０；

②ｘ∈Ｒ，使ａｘ，ｂｘ，ｃｘ 不能构成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长；

③若△ＡＢＣ为钝角三角形，则ｘ∈（１，２），使ｆ（ｘ）＝０．

０１１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综合运用指数函数的图象与性质、函数的零点、余弦定理、常用逻

辑用语等基础知识以及分类与整合的数学思想解决问题的能力．

解析　（１）当ｘ≤０时，由ｃ＞ａ＞０，ｃ＞ｂ＞０知，ｆ（ｘ）＝ａｘ＋ｂｘ－ｃｘ＞０．故ｆ（ｘ）的零点ｘ＞０．

由题意知，ｃ≥ａ＋ｂ，而ａ＝ｂ，所以ｃ≥２ａ．设ｆ（ｘ）＝０，即ｃｘ＝２ａｘ，从而有２＝ ｃ（ ）ａ
ｘ

≥２ｘ．解

得ｘ≤１．故ｆ（ｘ）的零点的取值集合为｛ｘ｜０＜ｘ≤１｝．

（２）由题意有，ｆ（１）＝ａ＋ｂ－ｃ＞０．当０＜ｘ＜１时，由０＜ａｃ＜１
，０＜ｂｃ＜１

有

ｆ（ｘ）＝ｃｘ ａ（ ）ｃ
ｘ

＋ ｂ（ ）ｃ
ｘ［ ］－１ ＞ｃｘ ａｃ＋

ｂ
ｃ（ ）－１ ＞０．

而由（１）知，当ｘ≤０时，ｆ（ｘ）＞０．所以①正确．

由于函数ｆ（ｘ）的图象连续不断，故ｔ＞１，使 ａ（ ）ｃ
ｔ

＋ ｂ（ ）ｃ
ｔ

＜１，即ｆ（ｔ）＜０．又ｆ（１）＞０，由

函数零点的存在性定理知，１＜ｘ０＜ｔ满足ｆ（ｘ０）＝０．即ａｘ０＋ｂｘ０＝ｃｘ０．此时ａｘ０，ｂｘ０，ｃｘ０不能构

成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长．故②正确．

由题意有，ｆ（１）＞０．又由于△ＡＢＣ为钝角三角形，由余弦定理知，ａ２＋ｂ２＜ｃ２．即 ａ（ ）ｃ
２

＋

ｂ（ ）ｃ
２

＜１．

故当ｘ≥２时，

ｆ（ｘ）＝ｃｘ ａ（ ）ｃ
ｘ

＋ ｂ（ ）ｃ
ｘ［ ］－１ ≤ｃｘ ａ（ ）ｃ

２

＋ ｂ（ ）ｃ
２［ ］－１ ＜０．

由函数零点的存在性定理知，当△ＡＢＣ为钝角三角形时，必ｘ∈（１，２），使ｆ（ｘ）＝０．故③
正确．

答案　（１）｛ｘ｜０＜ｘ≤１｝　（２）①②③
难度　０．０７２

１１．（２０１０年）已知函数ｆ（ｘ）＝ｘ２＋ｂｘ＋ｃ（ｂ，ｃ∈Ｒ），对任意的ｘ∈Ｒ，恒有ｆ′（ｘ）≤ｆ（ｘ）．

（Ⅰ）证明：当ｘ≥０时，ｆ（ｘ）≤（ｘ＋ｃ）２；

（Ⅱ）若对满足题设条件的任意ｂ，ｃ，不等式

ｆ（ｃ）－ｆ（ｂ）≤Ｍ（ｃ２－ｂ２）

恒成立，求Ｍ 的最小值．

考查目的　本题主要考查函数、导数、不等式等基础知识及推理论证能力．

命题意图　本题在命制之初定位于将二次函数与不等式结合的较难题，拟考查二次函数的

一些基本性质，证明不等式的一些基本方法以及处理含参问题的一般方法．提出的初稿是：

已知函数ｆ（ｘ）＝ｘ２＋ｂｘ＋ｃ（ｂ，ｃ∈Ｒ），对任意的ｘ∈Ｒ，恒有

｜ｆ′（ｘ）｜≤ｆ（ｘ）．

证明：（Ⅰ）ｃ≥１；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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