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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章 二次根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考数学备考过程是数学思想方法的汇集过程。因此，熟悉考纲

要求，掌握高考动向，探究备考策略，分析知识交汇，强化高频考点训练，对备考起着关键作用。为

了帮助高三学生科学、高效地进行二轮复习，达到夯实基础，提升综合能力的目标，编写了《2015届
高考数学（理）二轮复习》一书，以供考生选用。

本书共设计了十个专题，每个专题设有高考内容要求；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高考动向及高考

预测等栏目。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栏目的设置旨在夯实基础，强化高频考点；高考动向及高考预测

栏目的设置旨在让学生更好地掌握高考命题趋势，查漏补缺。本书以教材为主线，以章节为单元，

偏重于基本知识的掌握，知识要点与常用结论的梳理，同时，以历年高考题为模本，便于同学们掌

握基本技能基本方法，防止大家就题做题，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简单重复复习，不求深度思

考；片面追求解题技巧，眼高手低，简单题不想做或做得不规范，难题又做不出来或怕做的状况。本

书适合考生备考心理，符合学生实际，有利于考生“四基”能力的培养，有如下亮点：

高考预测 结合2015年考纲要求、近几年高考新课表卷命题趋势及学生一轮复习中的质疑，
对2015年高考数学（理科）进行了科学预测。
锦囊妙语 本书选取典型最新高考真题并及时归纳总结，帮助考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思维

的灵活性，做到做一题，懂一法，会一类，通一片。

精选试题 本书以历年高考真题及教材典型试题的嫁接、整合题为主，突出主干内容，体现数

学思想方法，注重知识交汇，体现综合应用，重视数学概念，体现数学工具性，并能恰好做到回归教

材，返璞归真。

疑难汇集 “错题集”是高考备考过程中针对学生“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现象的教学策略。

本书本着夯实基础的原则，汇集了考生在一轮复习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分析了考生存在问题

的根源。

祝愿每位考生梦想成真，走进自己理想的高等学府。恳请师生在使用过程中多提宝贵意见，以

便更加完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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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选择题的解法

　 　 一、 把脉高考

新课标数学试卷ꎬ选择题共 １２ 道ꎬ满分 ６０ 分.选择题所考查的知识面很广ꎬ不仅要求

考生有正确的分辨能力ꎬ还要有较快的解题速度ꎬ为此ꎬ需要掌握解答选择题的一些技巧.
选择题属基础题ꎬ解题的原则是“小题巧解ꎬ小题不能大做” .解题的基本策略是充分地利

用题干和选择支两方面条件所提供的信息作出判断.先定性后定量ꎬ先特殊后推理ꎻ先间

接后直解ꎬ先排除后求解ꎬ这样才能达到准确、迅速.当然ꎬ选择题的解法同样注重通性通

法的考查ꎬ需要我们认真审题、先易后难、大胆猜想、小心验证.本专题的设置旨在第一轮

复习后唤起学生对 ６０ 个高频考点的回顾与反思.

　 　 二、 解题策略

(一)直接法

直接法是解答选择题最常用的基本方法ꎬ低档选择题可用此法迅速求解.直接法适用

的范围很广ꎬ只要运算正确必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提高直接法解选择题的能力ꎬ准确把握

知识点的交汇与整合ꎬ细致拆分考点ꎬ强化基础.

例 １　 已知全集为Ｒꎬ集合 Ａ＝ ｘ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ｘ

≤１{ } ꎬＢ＝{ｘ ｜ｘ２－６ｘ＋８≤０}ꎬ则 Ａ∩∁ ＲＢ＝(　 　 ) .

Ａ. {ｘ ｜ ｘ≤０} Ｂ. {ｘ ｜ ２≤ｘ≤４}
Ｃ. {ｘ ｜ ０≤ｘ<２ 或 ｘ>４} Ｄ. {ｘ ｜ ０<ｘ≤２ 或 ｘ≥４}
例 ２　 设 ｆ(ｘ)在( －∞ ꎬ＋∞ )上是奇函数 ｆ( ｘ＋２)＝ － ｆ( ｘ)ꎬ当 ０≤ｘ≤１ 时ꎬｆ( ｘ) ＝ ｘꎬ

则ｆ(７.５)＝ (　 　 ) .
Ａ. ０.５ Ｂ. －０.５ Ｃ. １.５ Ｄ. －１.５
(二)特例法

就是运用满足题设条件的某些特殊数值、特殊位置、特殊关系、特殊图形、特殊数列、
特殊函数等对各选择支进行检验或推理ꎬ利用问题在某一特殊情况下不真ꎬ则它在一般情

况下也不真的原理ꎬ由此判明选项真伪的方法.用特例法解选择题时ꎬ特例取得越简单、越
１



特殊越好.
１. 特殊值.

例 ３　 ａ>ｂ>１ꎬＰ＝ ｌｇａｌｇｂ ꎬＱ＝ １
２
(ｌｇａ＋ｌｇｂ)ꎬＲ＝ ｌｇ ａ＋ｂ

２
æ

è
ç

ö

ø
÷ ꎬ则(　 　 ) .

Ａ. Ｒ<Ｐ<Ｑ Ｂ. Ｐ<Ｑ<Ｒ Ｃ. Ｑ<Ｐ<Ｒ Ｄ. Ｐ<Ｒ<Ｑ
２. 特殊函数.
例 ４　 定义在 Ｒ 上的奇函数 ｆ(ｘ)为减函数ꎬ设 ａ＋ｂ≤０ꎬ给出下列不等式:
①ｆ(ａ)ｆ(－ａ)≤０ꎻ②ｆ(ｂ)ｆ(－ｂ)≥０ꎻ③ｆ(ａ) ＋ｆ(ｂ)≤ｆ( －ａ) ＋ｆ( －ｂ)ꎻ④ｆ(ａ) ＋ｆ(ｂ)

≥ｆ(－ａ)＋ｆ(－ｂ) .其中正确的不等式序号是(　 　 ) .
Ａ. ①②④ Ｂ. ①④ Ｃ. ②④ Ｄ. ①③
３. 特殊数列.
例 ５　 已知等差数列{ａｎ}满足 ａ１＋ａ２＋＋ａ１０１ ＝ ０ꎬ则有(　 　 ) .
Ａ. ａ１＋ａ１０１>０ Ｂ. ａ２＋ａ１０２<０ Ｃ. ａ３＋ａ９９ ＝ ０ Ｄ. ａ５１ ＝ ５１
４. 特殊位置.
例 ６　 向高为 Ｈ 的水瓶中注水ꎬ注满为止ꎬ如果注水量 Ｖ 与水深 ｈ 的

函数关系的图象如右图所示ꎬ那么水瓶的形状是(　 　 ) .

Ａ
　 　 　

Ｂ
　 　 　

Ｃ
　 　 　

Ｄ

５. 特殊点.
例 ７ 　 直三棱柱 ＡＢＣ—Ａ′Ｂ′Ｃ′的体积为 ＶꎬＰ、Ｑ 分别为侧棱 ＡＡ′、ＣＣ′上的点ꎬ且

ＡＰ＝Ｃ′Ｑꎬ则四棱锥 Ｂ—ＡＰＱＣ 的体积是(　 　 ) .

Ａ. １
２
Ｖ Ｂ. １

３
Ｖ Ｃ. １

４
Ｖ Ｄ. １

５
Ｖ

６. 特殊方程.

例 ８　 双曲线 ｂ２ｘ２－ａ２ｙ２ ＝ ａ２ｂ２(ａ>ｂ>０)的渐近线夹角为 αꎬ离心率为 ｅꎬ则 ｃｏｓ α
２
等

于(　 　 ) .

Ａ. ｅ Ｂ. ｅ２ Ｃ. １
ｅ

Ｄ. １
ｅ２

(三)图象法

就是利用函数图象或数学结果的几何意义ꎬ将数的问题(如解方程、解不等式、求最

值、求取值范围等)与某些图形结合起来ꎬ利用图象的直观性ꎬ再辅以简单计算ꎬ确定正确

答案的方法.这种解法贯穿数形结合思想ꎬ每年高考均有很多选择题(也有填空题、解答

题)都可以用数形结合思想解决ꎬ既简捷又快速.

例 ９　 关于 ｘ 的方程 １－ｘ２ ＝ ｋｘ＋２ 有唯一解ꎬ则实数 ｋ 的取值范围是(　 　 ) .
２



Ａ. ｋ＝ ± ３ Ｂ. ｋ<－２ 或 ｋ>２

Ｃ. －２<ｋ<２ Ｄ. ｋ<－２ 或 ｋ>２ 或 ｋ＝ ± ３
(四)验证法(代入法)
就是将选择支中给出的答案或其特殊值代入题干ꎬ逐一去验证是否满足题设条件ꎬ然

后选择符合题设条件的选择支的一种方法.在运用验证法解题时ꎬ若能据题意确定代入顺

序ꎬ则能较大提高解题速度.

例 １０　 数列{ａｎ}满足 ａ１ ＝ １ꎬａ２ ＝
２
３
ꎬ且 １

ａｎ－１

＋ １
ａｎ＋１

＝ ２
ａｎ

(ｎ≥２)ꎬ则 ａｎ 等于(　 　 ) .

Ａ. ２
ｎ＋１

Ｂ. ２
３

æ

è
ç

ö

ø
÷

ｎ－１

Ｃ. ２
３

æ

è
ç

ö

ø
÷

ｎ

Ｄ. ２
ｎ＋２

(五)筛选法(也叫排除法、淘汰法)
就是充分运用选择题中有且仅有一个正确答案的特征ꎬ从选择支入手ꎬ根据题设条件

与各选择支的关系ꎬ通过分析、推理、计算、判断ꎬ对选择支进行筛选ꎬ将其中与题设相矛盾

的干扰支逐一排除ꎬ从而获得正确结论的方法.

例 １１　 函数 ｙ＝ ｌｇ ｜ ｘ ｜
ｘ

的图象大致是(　 　 ) .

Ａ
　 　

Ｂ
　 　

Ｃ
　 　

Ｄ
(六)分析法

就是对有关概念全面、正确、深刻地理解或对有关信息提取、分析和加工后而作出判

断和选择的方法.
１. 特征分析法.
根据题目所提供的信息ꎬ如数值特征、结构特征、位置特征等ꎬ进行快速推理ꎬ迅速作

出判断的方法ꎬ称为特征分析法.

例 １２　 已知 ｓｉｎθ＝ｍ
－３

ｍ＋５
ꎬｃｏｓθ＝ ４－２ｍ

ｍ＋５
π
２
<θ<πæ

è
ç

ö

ø
÷ ꎬ则 ｔａｎ θ

２
等于 (　 　 ) .

Ａ. ｍ
－３

９－ｍ
Ｂ. ｍ－３

９－ｍ
Ｃ. １

３
Ｄ. ５

２. 逻辑分析法.
通过对四个选择支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分析ꎬ达到否定谬误支ꎬ选出正确支的方法ꎬ称

为逻辑分析法.首先ꎬ若 Ａ 真⇒Ｂ 真ꎬ则 Ａ 必排出ꎬ否则与“有且仅有一个正确结论”相矛

盾.其次ꎬ 若选项 Ａ⇔Ｂꎬ则 ＡꎬＢ 均假.第三ꎬ若选项 ＡꎬＢ 成矛盾关系ꎬ则必有一真ꎬ可否定

选项 ＣꎬＤ.

例 １３ 　 当 ｘ∈[ － ４ꎬ０] 时ꎬ ａ ＋ －ｘ２－４ｘ ≤ ４
３
ｘ ＋ １ 恒成立ꎬ则 ａ 的一个可能取值

是(　 　 ) .
３



Ａ. ５ Ｂ. ５
３

Ｃ. － ５
３

Ｄ. －５

例 １４　 若 ｃ>１ꎬａ＝ ｃ － ｃ－１ꎬｂ＝ ｃ＋１ － ｃ .则下列结论中正确的是(　 　 ) .
Ａ. ａ>ｂ Ｂ. ａ＝ ｂ Ｃ. ａ<ｂ Ｄ. ａ≤ｂ
(七)估算法

就是一种粗略的计算方法ꎬ即对有关数值作扩大或缩小ꎬ从而对运算结果确定出一个

范围或作出一个估计的方法.
例 １５　 用数字 １ꎬ２ꎬ３ꎬ４ꎬ５ 可以组成没有重复数字ꎬ并且比 ２００００ 大的五位偶数共

有(　 　 ) .
Ａ. ４８ 个 Ｂ. ３６ 个 Ｃ. ２４ 个 Ｄ. １８ 个

(八)逆向思维法

正难则反ꎬ当问题从正面考虑比较困难时ꎬ采用逆向思维的方法ꎬ考虑其逆否命题来

作出判断的方法称为逆向思维法.
例 １６　 若正棱锥的底面边长与侧棱长相等ꎬ则该棱锥一定不是(　 　 ) .
Ａ. 三棱锥 Ｂ. 四棱锥 Ｃ. 五棱锥 Ｄ. 六棱锥

(九)极限法

从有限到无限ꎬ从近似到精确ꎬ应用极限思想解决问题ꎬ可以避开抽象、复杂的运算ꎬ
降低难度ꎬ优化解题过程.

例 １７　 对∀θ∈ ０ꎬ
π
２

æ

è
ç

ö

ø
÷ ꎬ都有(　 　 ) .

Ａ. ｓｉｎ(ｓｉｎθ)<ｃｏｓθ<ｃｏｓ(ｃｏｓθ) Ｂ. ｓｉｎ(ｓｉｎθ)>ｃｏｓθ>ｃｏｓ(ｃｏｓθ)
Ｃ. ｓｉｎ(ｃｏｓθ)<ｃｏｓθ<ｃｏｓ(ｓｉｎθ) Ｄ. ｓｉｎ(ｃｏｓθ)<ｃｏｓ(ｓｉｎθ)<ｃｏｓθ
(十)割补法

“能割善补”是解决几何问题的常用方法ꎬ通过巧妙割补ꎬ将不规则的图形转化为规则

图形ꎬ这样可以使问题简化ꎬ从而缩短解题时间.

例 １８　 一个四面体的所有棱长都是 ２ꎬ四个顶点在同一球面上ꎬ则此球的表面积

为(　 　 ) .

Ａ. ３π Ｂ. ４π Ｃ. ３ ３π Ｄ. ６π

　 　 三、 高频考点汇集

１. 设常数 ａ∈Ｒꎬ集合 Ａ＝{ｘ ｜ (ｘ－１)(ｘ－ａ)≥０}ꎬＢ＝{ｘ ｜ ｘ≥ａ－１}ꎬ若 Ａ∪Ｂ ＝Ｒꎬ则 ａ 的

取值范围为(　 　 ) .
Ａ. (－∞ ꎬ２) Ｂ. (－∞ ꎬ２] Ｃ. (２ꎬ＋∞ ) Ｄ. [２ꎬ＋∞ )

２. 设复数 ｚ＝ １＋ｉ
１－ｉ

＋(１－ｉ) ２ꎬ则(１＋ｚ) ７ 的展开式(按 ｚ 的升幂排列)的第 ５ 项是(　 　 ) .

Ａ. ３５ Ｂ. －３５ｉ Ｃ. －２１ Ｄ. ２１ｉ
３. 下列有关命题的说法中ꎬ正确的是(　 　 ) .
Ａ. 设 ｐ、ｑ 为简单命题ꎬ若“ｐ∨ｑ 为真命题”ꎬ则“ ｐ∧ ｑ 为真命题”

４



Ｂ. “ｘ>１”是“ｘ２＋ｘ－２>０”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Ｃ. 命题“∃ｘ∈Ｒꎬ使得 ｘ２＋ｘ＋１<０”的否定是“∀ｘ∈Ｒꎬ都有 ｘ２＋ｘ＋１>０”
Ｄ. 命题“若 α>βꎬ则 ｔａｎα>ｔａｎβ”的逆命题为真命题

４. 设正实数 ｘꎬｙꎬｚ 满足 ｘ２－３ｘｙ＋４ｙ２－ｚ ＝ ０ꎬ则当
ｘｙ
ｚ
取得最大值时ꎬ ２

ｘ
＋ １
ｙ
－ ２
ｚ
的最大值

为(　 　 ) .

Ａ. ０ Ｂ. １ Ｃ. ９
４

Ｄ. ３

５. 已知 ａ＝ ５ｌｏｇ２３.４ꎬｂ＝ ５ｌｏｇ４３.６ꎬｃ＝ １
５

æ

è
ç

ö

ø
÷

ｌｏｇ３０.３

ꎬ则(　 　 ) .

Ａ. ａ>ｂ>ｃ Ｂ. ｂ>ａ>ｃ Ｃ. ａ>ｃ>ｂ Ｄ. ｃ>ａ>ｂ
６. 已知定义在 Ｒ 上的奇函数 ｆ(ｘ)满足 ｆ( ｘ－４)＝ －ｆ( ｘ)ꎬ且 ｘ∈[０ꎬ２]时ꎬｆ( ｘ)＝ ｌｏｇ２

(ｘ＋１)ꎬ甲ꎬ乙ꎬ丙ꎬ丁四位同学有下列结论:甲:ｆ(３)＝ １ꎻ乙:函数 ｆ( ｘ)在[ －６ꎬ－２]上是

增函数ꎻ丙:函数 ｆ(ｘ)关于直线 ｘ＝ ４ 对称ꎻ丁:若 ｍ∈(０ꎬ１)ꎬ则关于 ｘ 的方程 ｆ(ｘ) －ｍ＝ ０
在[ －８ꎬ８]上所有根之和为－８ꎬ其中正确的是( 　 　 ) .

Ａ. 甲ꎬ乙ꎬ丁 Ｂ. 乙ꎬ丙 Ｃ. 甲ꎬ乙ꎬ丙 Ｄ. 甲ꎬ丁
７. 若曲线 ｙ ＝ ｘ－

１
２ 在点 ａꎬａ－

１
２( ) 处的切线与两个坐标围成的三角形的面积为 １８ꎬ

则ａ＝(　 　 ) .
Ａ. ６４ Ｂ. ３２ Ｂ. １６ Ｄ. ８
８. 设 ｆ(ｘ)＝ ｅｘ＋ｘ－２ꎬｇ(ｘ)＝ ｌｎｘ＋ｘ２－３ꎬ若实数 ａꎬｂ 满足 ｆ(ａ)＝ ０ꎬｇ(ｂ)＝ ０ꎬ则(　 　 ) .
Ａ. ０<ｇ(ａ)<ｆ(ｂ) Ｂ. ｆ(ｂ)<ｇ(ａ)<０
Ｃ. ｆ(ｂ)<０<ｇ(ａ) Ｄ. ｇ(ａ)<０<ｆ(ｂ)

９. 在△ＡＢＣ 中ꎬｃｏｓ２ Ａ
２
＝ ｂ＋ｃ

２ｃ
ꎬ则△ＡＢＣ 的形状为(　 　 ) .

Ａ. 直角三角形 Ｂ. 等腰三角形或直角三角形

Ｃ. 正三角形 Ｄ. 等腰直角三角形

１０. 已知函数 ｙ＝ ｓｉｎ(ωｘ＋φ) ω>０ꎬ ｜φ ｜ <
π
２

æ

è
ç

ö

ø
÷ 的部分图象如图所示ꎬ则(　 　 ) .

Ａ. ω＝ １　 φ＝ π
６

Ｂ. ω＝ １　 φ＝ －π
６

Ｃ. ω＝ ２　 φ＝ π
６

Ｄ. ω＝ ２　 φ＝ －π
６

１１. 设等差数列{ａｎ}前 ｎ 项和为 Ｓｎ .若 ａ１ ＝ －１１ꎬａ４－ａ６ ＝ －６ꎬ则当 Ｓｎ 取最小值时ꎬｎ 等

于(　 　 ) .
Ａ. ６ Ｂ. ７ Ｃ. ８ Ｄ. ９

５



１２. 对任意等比数列{ａｎ}ꎬ下列说法一定正确的是(　 　 ) .
Ａ. ａ１ꎬａ３ꎬａ９ 成等比数列 Ｂ. ａ２ꎬａ３ꎬａ６ 成等比数列

Ｃ. ａ２ꎬａ４ꎬａ８ 成等比数列 Ｄ. ａ３ꎬａ６ꎬａ９ 成等比数列

１３. 已知函数 ｆ(ｘ)＝
ｘ２＋１ꎬｘ>０ꎬ
ｃｏｓｘꎬｘ≤０ꎬ{ 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

Ａ. ｆ(ｘ)是偶函数 Ｂ. ｆ(ｘ)是增函数

Ｃ. ｆ(ｘ)是周期函数 Ｄ. ｆ(ｘ)的值域为[－１ꎬ＋∞ )

１４. 已知实数 ｘꎬｙ 满足

２ｘ＋ｙ－２≥０
ｘ－２ｙ＋４≥０
３ｘ－ｙ－３≤０

ì

î

í

ï
ï

ïï

ꎬ所表示的平面区域为 Ｍ.若函数 ｙ ＝ ｋ(ｘ＋１)＋１ 的

图象经过区域 Ｍꎬ则实数 ｋ 的取值范围是(　 　 ) .

Ａ. [３ꎬ５] Ｂ. [－１ꎬ１] Ｃ. [－１ꎬ３] Ｄ. － １
２
ꎬ１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５. 已知 ａꎬｂ 是单位向量ꎬａｂ ＝ ０.若向量 ｃ 满足 ｜ ｃ－ａ－ｂ ｜ ＝ １ꎬ则 ｜ ｃ ｜ 的取值范围

是(　 　 ) .

Ａ. [ ２ －１ꎬ ２ ＋１] Ｂ. [ ２ －１ꎬ ２ ＋２] Ｃ. [１ꎬ ２ ＋１] Ｄ. [１ꎬ ２ ＋２]

１６. 在边长为 １ 的正三角形 ＡＢＣ 中ꎬ设ＢＣ→＝ ２ ＢＤ→ꎬＣＡ→＝ ３ ＣＥ→ꎬ则ＡＤ→ＢＥ→＝(　 　 ) .

Ａ. １
４

Ｂ. － １
４

Ｃ. ３
４

Ｄ. － ３
４

１７. 如图所示ꎬ在四边形 ＡＢＣＤ 中ꎬＡＤ∥ＢＣꎬＡＤ ＝ ＡＢꎬ∠ＢＣＤ ＝ ４５°ꎬ∠ＢＡＤ ＝ ９０°ꎬ将
△ＡＢＤ 沿 ＢＤ 折起ꎬ使平面 ＡＢＤ⊥平面 ＢＣＤꎬ构成三棱锥 Ａ － ＢＣＤꎬ下列命题正确的

是(　 　 ) .
Ａ. 平面 ＡＢＤ⊥平面 ＡＢＣ
Ｂ. 平面 ＡＤＣ⊥平面 ＢＤＣ
Ｃ. 平面 ＡＢＣ⊥平面 ＢＤＣ
Ｄ. 平面 ＡＤＣ⊥平面 ＡＢＣ
１８. 已知三棱柱 ＡＢＣ －Ａ１Ｂ１Ｃ１ 的 ６ 个顶点都在球 Ｏ 的球面上ꎬ若 ＡＢ ＝ ３ꎬＡＣ ＝ ４ꎬ

ＡＢ⊥ＡＣꎬＡＡ１ ＝ １２ꎬ则球 Ｏ 的半径为(　 　 ) .

Ａ. ３ １７
２

Ｂ. ２ １０ Ｃ. １３
２

Ｄ. ３ １０

１９. 某几何体的三视图如图所示ꎬ则该几何体的体积

为(　 　 ) .
Ａ. １６＋８π
Ｂ. ８＋８π
Ｃ. １６＋１６π
Ｄ. ８＋１６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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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设抛物线 ｙ２ ＝ ８ｘ 的焦点为 Ｆꎬ准线为 ｌꎬＰ 为抛物线上一点ꎬＰＡ⊥ｌꎬＡ 为垂足. 如果

直线 ＡＦ 的斜率为－ ３ꎬ那么 ｜ＰＦ ｜ ＝ (　 　 ) .

Ａ. ４ ３ Ｂ. ８ Ｃ. ８ ３ Ｄ. １６
２１. 已知圆 Ｃ１:(ｘ－２) ２＋(ｙ－３) ２ ＝ １ꎬ圆 Ｃ２:(ｘ－３) ２＋(ｙ－４) ２ ＝ ９ꎬＭꎬＮ 分别是圆 Ｃ１ꎬＣ２

上的动点ꎬＰ 为 ｘ 轴上的动点ꎬ则 ｜ＰＭ ｜ ＋ ｜ＰＮ ｜的最小值为(　 　 ) .

Ａ. ５ ２ －４ Ｂ. １７ －１ Ｃ. ６－２ ２ Ｄ. １７

２２. 如图ꎬＦ１ꎬＦ２ 是椭圆 Ｃ１:
ｘ２

４
＋ｙ２ ＝ １ 与双曲线 Ｃ２ 的公共焦点ꎬＡꎬＢ 分别是 Ｃ１ꎬＣ２ 在第

二、四象限的公共点.若四边形 ＡＦ１ＢＦ２ 为矩形ꎬ则 Ｃ２ 的离心率是(　 　 ) .

Ａ. ２ Ｂ. ３ Ｃ. ３
２

Ｄ. ６
２

２３. 设双曲线的—个焦点为 Ｆꎻ虚轴的—个端点为 Ｂꎬ如果直线 ＦＢ 与该双曲线的一条

渐近线垂直ꎬ那么此双曲线的离心率为(　 　 ) .

Ａ. ２ Ｂ. ３ Ｃ. ３ ＋１
２

Ｄ. ５ ＋１
２

２４. 某赛季ꎬ甲、乙两名篮球运动员都参加了 １１ 场比赛ꎬ他
们每场比赛得分情况的茎叶图如图ꎬ则甲、乙两名运动员的中位

数分别是(　 　 ) .
Ａ. １９ꎬ１３ Ｂ. １３ꎬ１９

Ｃ. ２０ꎬ１８ Ｄ. １８ꎬ２０
２５. 已知回归直线斜率的估计值为 １.２３ꎬ样本点的中心为点(４ꎬ５)ꎬ则回归直线的方程

为(　 　 ) .
Ａ. ｙ^＝ １.２３ｘ＋４ Ｂ. ｙ^＝ １.２３ｘ＋５

Ｃ. ｙ^＝ １.２３ｘ＋０.０８ Ｄ. ｙ^＝ １.２３ｘ＋１.２３

２６. 函数 ｆ(ｘ)＝ ｘ２－ｘ－２ꎬｘ∈[－５ꎬ５]ꎬ那么任意取一点 ｘ０∈[－５ꎬ５]ꎬ使 ｆ(ｘ０)≤０ 的概

率为(　 　 ) .

Ａ. ２
３

Ｂ. １
５

Ｃ. １
１０

Ｄ. ３
１０

２７. 从 ２０ 名男同学ꎬ１０ 名女同学中任选 ３ 名参加体能测试ꎬ则选到的 ３ 名同学中既有

男同学又有女同学的概率为(　 　 ) .

Ａ. ９
２９

Ｂ. １０
２９

Ｃ. １９
２９

Ｄ. ２０
２９

７



２８. 口袋里放有大小相等的两个红球和一个白球ꎬ有放回地每次摸取一个球ꎬ定义数

列{ａｎ}:ａｎ ＝
－１ꎬ第 ｎ 次摸取红球

１ꎬ第 ｎ 次摸取白球{ ꎬ如果 Ｓｎ 为数列{ａｎ}的前 ｎ 项和ꎬ那么 Ｓ７ ＝ ３ 的概率

为(　 　 ) .

Ａ. Ｃ５
７

１
３

æ

è
ç

ö

ø
÷

２

 ２
３

æ

è
ç

ö

ø
÷

５

Ｂ. Ｃ２
７

２
３

æ

è
ç

ö

ø
÷

２

 １
３

æ

è
ç

ö

ø
÷

５

Ｃ. Ｃ５
７

１
３

æ

è
ç

ö

ø
÷

２

 １
３

æ

è
ç

ö

ø
÷

５

Ｄ. Ｃ３
７

１
３

æ

è
ç

ö

ø
÷

２

 ２
３

æ

è
ç

ö

ø
÷

５

２９. 如图(１)是某县参加 ２０１４ 年高考的学生身高条形统计图ꎬ从左到右的各条形表示

的学生人数依次记为 Ａ１ꎬＡ２ꎬꎬＡ１０[如 Ａ２ 表示身高(单位:ｃｍ)在[１５０ꎬ１５５)内的学生人

数] . 图(２)是统计图(１)中身高在一定范围内学生人数的一个算法流程图. 现要统计身高

在 １６０~１８０ ｃｍ(含 １６０ ｃｍꎬ不含 １８０ ｃｍ)的学生人数ꎬ那么在流程图中的判断框内应填写

的条件是(　 　 ) .

(１)
　 　 　

(２)

Ａ. ｉ<６ Ｂ. ｉ<７ Ｃ. ｉ<８ Ｄ. ｉ<９
３０. 设两个正态分布 Ｎ(μ１ꎬσ２

１)(σ１>０)和 Ｎ(μ２ꎬσ２
２)(σ２>０)的密度函数图象如图所示.

则有(　 　 ) .

Ａ. μ１<μ２ꎬσ１<σ２ Ｂ. μ１<μ２ꎬσ１>σ２

Ｃ. μ１>μ２ꎬσ１<σ２ Ｄ. μ１>μ２ꎬσ１>σ２

３１. 某学校随机抽取 ２０ 个班ꎬ调查各班中有网上购物经历的人数ꎬ所得数据的茎叶图

如图所示.以组距为 ５ 将数据分组成[０ꎬ５)ꎬ[５ꎬ１０)[３０ꎬ３５)ꎬ[３５ꎬ４０)时ꎬ所作的频率分布

８



直方图是(　 　 ) .

0
1
2
3

7 3
7 6 4 4 3 0
7 5 5 4 3 2 0
8 5 4 3 0

Ａ Ｂ

Ｃ Ｄ
３２. 观察下列各等式:
１＝ １　 　 　 　 　 　 １３ ＝ １
１＋２＝ ３　 　 　 　 　 １３＋２３ ＝ ９
１＋２＋３＝ ６　 　 　 　 　 １３＋２３＋３３ ＝ ３６
１＋２＋３＋４＝ １０　 　 　 　 　 １３＋２３＋３３＋４３ ＝ １００
１＋２＋３＋４＋５＝ １５　 　 　 　 　 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 ＝ ２２５
可以推测当 ｎ∈Ｎ∗时ꎬ有:１３＋２３＋＋ｎ３ ＝(　 　 ) .

Ａ. ｎ(ｎ
＋１)
２

Ｂ. (ｎ
＋１)(ｎ＋２)

２

Ｃ. ｎ
２(ｎ＋１) ２

４
Ｄ. (ｎ

＋１) ２(ｎ＋２) ２

４

３３. 直线 ｌ 的参数方程是
ｘ＝ １＋２ｔ
ｙ＝ ２－ｔ{ ( ｔ∈Ｒ)ꎬ则 ｌ 的方向向量 ｄ 可以是(　 　 ) .

Ａ. (１ꎬ２) Ｂ. (２ꎬ１) Ｃ. (－２ꎬ１) Ｄ. (１ꎬ－２)
３４. 极坐标系中ꎬ方程 ρ＝ａｓｉｎθ(ａ>０)的图形是(　 　 ) .

Ａ
　 　

Ｂ
　 　

Ｃ
　 　

Ｄ

９



专题二
数学思想与方法

　 　 一、 把脉高考

«新课程标准»强调“四基七能、五思十法” .“四基”是指: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

想方法、基本活动经验ꎻ“七能”是指:基本运算能力、推理论证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抽象概

括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应用意识、创新意识ꎻ“五思”是指:函数与方程思想、数形结合思

想、划归转化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建模思想.“十法”是指:常用的定义法、配方法、待定系

数法、换元法、数形结合法、参数法、数学归纳法、反证法、赋值法、等价转化法.

　 　 二、 数学思想

(一) 函数与方程的思想

１. 已知 ｆ(ｘ)是偶函数ꎬ当 ｘ≥０ 时ꎬｆ(ｘ)＝
ｃｏｓπｘꎬｘ∈[０ꎬ

１
２
]

２ｘ－１ꎬｘ∈(
１
２
ꎬ＋¥)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则不等式 ｆ(ｘ－１)≤ １
２
的

解集为(　 　 ) .

Ａ. [ １
４
ꎬ ２
３
]∪[ ４

３
ꎬ ７
４
] Ｂ. [－ ３

４
ꎬ－ １

３
]∪[ １

４
ꎬ ２
３
]

Ｃ. [ １
３
ꎬ ３
４
]∪[ ４

３
ꎬ ７
４
] Ｄ. [－ ３

４
ꎬ－ １

３
]∪[ １

３
ꎬ ３
４
]

２. 若函数 ｆ(ｘ)＝ ３ａｘ＋１－２ａ 在区间( －１ꎬ１)上存在一个零点ꎬ则实数 ａ 的取值范围

是(　 　 ) .

Ａ. －１ꎬ
１
５

æ

è
ç

ö

ø
÷ Ｂ. １

５
ꎬ＋∞æ

è
ç

ö

ø
÷

Ｃ. (－∞ ꎬ－１)∪ １
５
ꎬ＋∞æ

è
ç

ö

ø
÷ Ｄ. (－∞ ꎬ－１)

３. 若不等式 ｘ２＋ａｘ＋１０ 对于一切 ｘ∈ ０ꎬ
１
２

æ

è
ç

ù

û
ú
ú 成立ꎬ则实数 ａ 的最小值是(　 　 ) .

Ａ. ０ Ｂ. －２ Ｃ. － ５
２

Ｄ. －３

０１



４. 若函数 ｆ(ｘ)＝ ｘ３－３ｘ＋ａ 有三个不同的零点ꎬ则实数 ａ 的取值范围是　 　 　 　 .
５. 设函数 ｆ(ｘ)＝ ｌｎｘ－ａｘꎬｇ(ｘ)＝ ｅｘ－ａｘꎬ其中 ａ 为实数.若 ｆ(ｘ)在(１ꎬ＋∞ )上是单调减函

数ꎬ且 ｇ(ｘ)在(１ꎬ＋∞ )上有最小值ꎬ则 ａ 的取值范围是　 　 　 　 .
(二) 数形结合思想

６. 点 Ｐ 为抛物线 ｘ２ ＝ ４ｙ 上一动点ꎬ若定点 Ａ(－２ꎬ７)ꎬ则点 Ｐ 到焦点 Ｆ 与点 Ａ 的距离

之和的最小值为　 　 　 　 .

７. 已知函数 ｙ＝ ４ｓｉｎ ２ｘ＋
π
６

æ

è
ç

ö

ø
÷ ꎬ(ｘ∈[０ꎬ７π

６
])的图象与直线 ｙ＝ｍ 有三个交点ꎬ且交点的

横坐标分别为 ｘ１ꎬｘ２ꎬｘ３(ｘ１<ｘ２<ｘ３)ꎬ那么 ｘ１＋２ｘ２＋ｘ３ 等于(　 　 ) .

Ａ. ５π
３

Ｂ. ４π
３

Ｃ. ３π
４

Ｄ. ３π
２

８. 已知函数 ｆ(ｘ)＝
ｘ２＋４ｘꎬｘ≥０

４ｘ－ｘ２ꎬｘ<０{ ꎬ若 ｆ(２－ａ２)>ｆ(ａ)ꎬ则实数 ａ 的取值范围是(　 　 ) .

Ａ. (－∞ ꎬ－１)∪(２ꎬ＋∞ ) Ｂ. (－１ꎬ２)
Ｃ. (－２ꎬ１) Ｄ. (－∞ ꎬ－２)∪(１ꎬ＋∞ )

９. 函数 ｆ(θ)＝ ｓｉｎθ
２ ＋ｃｏｓθ

的值域为　 　 　 　 .

１０. 设点 Ｐ 在曲线 ｙ＝ １
２
ｅｘ 上ꎬ点 Ｑ 在曲线 ｙ＝ ｌｎ(２ｘ)上ꎬ则 ｜ＰＱ ｜的最小值为(　 　 ) .

Ａ. １－ｌｎ２ Ｂ. ２ (１－ｌｎ２) Ｃ. １＋ｌｎ２ Ｄ. ２ (１＋ｌｎ２)
(三) 分类讨论思想

１１. 正三棱柱的侧面展开图是边长分别为 ６ 和 ４ 的矩形ꎬ则它的体积为(　 　 ) .

Ａ. ８
９

３ Ｂ. ４ ３ Ｃ. ２
９

３ Ｄ. ４ ３或 ８
３

３

１２. 集合 Ａ＝{ｘ ｜ ｜ ｘ ｜≤４ꎬｘ∈Ｒ}ꎬＢ＝{ｘ ｜ ｜ ｘ－３ ｜ <ａꎬｘ∈Ｒ}ꎬ若 Ａ⊇Ｂꎬ那么 ａ 的取值范围

是(　 　 ) .
Ａ. ０≤ａ≤１ Ｂ. ａ≤１ Ｃ. ａ<１ Ｄ. ０<ａ<１
１３. 设函数 ｆ(ｘ)＝ ａｘ２－２ｘ＋２ꎬ对于满足 １<ｘ<４ 的一切 ｘ 值都有 ｆ(ｘ)>０ꎬ则实数 ａ 的取

值范围是　 　 　 　 .
１４. 已知等差数列{ａｎ}的前３项和为６ꎬ前８项和为－４.设 ｂｎ ＝(４－ａｎ)ｑｎ

－１(ｑ≠０ꎬｎ∈Ｎ∗)ꎬ则
数列{ｂｎ}的前 ｎ 项和 Ｓｎ ＝ 　 　 　 　 .

１５. 过点(－１ꎬ６)与圆 ｘ２＋ｙ２＋６ｘ－４ｙ＋９＝ ０ 相切的直线方程是　 　 　 　 　 　 　 　 .
(四) 化归转化思想

１６. 设函数 ｆ(ｘ)＝ ｘ３＋ｘꎬｘ∈Ｒꎬ若当 ０≤θ<π
２
时ꎬｆ(ｍｓｉｎθ)＋ｆ(１－ｍ)>０ 恒成立ꎬ则实数ｍ

的取值范围是(　 　 ) .

Ａ. (０ꎬ１) Ｂ. (－∞ ꎬ０) Ｃ. －∞ ꎬ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Ｄ. (－∞ ꎬ１)

１７. 点 Ａ(ａꎬ１)与 Ｂ( － １ꎬａ)位于直线 ｘ ＋ ｙ ＋ １ ＝ ０ 的两侧的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

１１



是(　 　 ) .
Ａ. －２<ａ<０ Ｂ. ａ>０ Ｃ. －２<ａ<－１ Ｄ. １<ａ<２
１８. 已知命题 ｐ:∃ｘ０∈Ｒꎬｘ２

０ ＋２ａｘ０ ＋ａ≤０ꎬ若命题 ｐ 是假命题ꎬ则实数 ａ 的取值范围

是　 　 　 .
１９. 关于 ｘ 的二次方程 ｘ２＋(ｍ－１)ｘ＋１＝ ０ 在区间[０ꎬ２]上有解ꎬ则实数 ｍ 的取值范围

是　 　 　 　 .

２０. 若 ａ>１ꎬ设函数 ｆ(ｘ)＝ ａｘ＋ｘ－４ 的零点为 ｍꎬｇ(ｘ)＝ ｌｏｇａｘ＋ｘ－４ 的零点为 ｎꎬ则 １
ｍ

＋ １
ｎ

的取值范围是 　 　 　 　 .

　 　 三、 数学方法

(一) 配方法

１. 若 ｘ>－１ꎬ则 ｆ(ｘ)＝ ｘ２＋２ｘ＋ １
ｘ＋１

的最小值为　 　 　 　 .

２. 设 Ｆ１ 和 Ｆ２ 为双曲线
ｘ２

４
－ｙ２ ＝ １ 的两个焦点ꎬ点 Ｐ 在双曲线上且满足∠Ｆ１ＰＦ２ ＝ ９０°ꎬ

则△Ｆ１ＰＦ２ 的面积是　 　 　 　 .
(二) 换元法

３. 函数 ｆ(ｘ)＝ ２ｃｏｓ２ｘ＋ｓｉｎｘ－１ꎬ则函数 ｆ(ｘ)的取值范围是　 　 　 　 .
４. 已知函数 ｆ(２ｘ＋１)＝ ｅ２ｘꎬ则函数 ｆ(ｘ)在点 Ｐ(１ꎬｆ(１) )处的切线方程式是　 　 　 　 .
(三) 待定系数法

５. 与双曲线 ｘ２－ｙ
２

４
＝ １ 有共同的渐近线ꎬ且过点(２ꎬ２)的双曲线的方程是　 　 　 　 .

６. 在△ＡＢＣ 中ꎬＢＤ→ ＝ １
２
ＢＣ→ꎬＡＥ→ ＝ １

３
ＡＣ→ꎬＦ 是 ＡＤ 与 ＢＥ 的交点ꎬ若ＣＦ→ ＝ ｘ ＡＢ→＋ｙ ＡＣ→ꎬ则

ｘ＋ｙ＝ 　 　 　 　 .
(四) 定义法

７. 设向量ＭＰ→ꎬＯＭ→ꎬＡＴ→分别是 ４６°角的正弦线、余弦线和正切线ꎬ则(　 　 ) .

Ａ. ｜ＭＰ→ ｜ < ｜ＯＭ→ ｜ < ｜ＡＴ→ ｜ Ｂ. ｜ＯＭ→ ｜ < ｜ＭＰ→ ｜ < ｜ＡＴ→ ｜

Ｃ. ｜ＡＴ→ ｜ < ｜ＯＭ→ ｜ < ｜ＭＰ→ ｜ Ｄ. ｜ＯＭ→ ｜ < ｜ＡＴ→ ｜ < ｜ＭＰ→ ｜
８. 过抛物线焦点 Ｆ 的直线与抛物线相交于 ＡꎬＢ 两点ꎬ若 ＡꎬＢ 在抛物线准线上的射影

分别为 Ａ１ꎬＢ１ꎬ则∠Ａ１ＦＢ１ 等于　 　 　 　 .
(五) 数学归纳法

９. 数列{ａｎ}中ꎬ已知 ａ１ ＝ １ꎬ当 ｎ≥２ 时 ａｎ ＝ ａｎ－１＋２ｎ－１ꎬ依次计算 ａ２ꎬａ３ꎬａ４ 后ꎬ猜想 ａｎ

的表达式是　 　 　 　 .

１０. 已知函数 ｆ(ｘ)＝ ｘ２

ｘ２＋１
ꎬ则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ｆ １

３
æ

è
ç

ö

ø
÷ ＋ｆ １

４
æ

è
ç

ö

ø
÷ ＝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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