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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数学总复习资料 
代数部分 

 

第一章：实数 

基础知识点： 

一、实数的分类： 



































































无限不循环小数
负无理数

正无理数
无理数

数有限小数或无限循环小

负分数

正分数
分数

负整数

零

正整数

整数

有理数

实数  

1、有理数：任何一个有理数总可以写成
q

p
的形式，其中 p、q是

互质的整数，这是有理数的重要特征。 

2、无理数：初中遇到的无理数有三种：开不尽的方根，如 2 、

3 4 ；特定结构的不限环无限小数，如 1.101001000100001……；

特定意义的数，如π、 45sin °等。 

3、判断一个实数的数性不能仅凭表面上的感觉，往往要经过整理

化简后才下结论。 

二、实数中的几个概念 

1、相反数：只有符号不同的两个数叫做互为相反数。 

（1）实数 a 的相反数是 -a； （2）a和 b互为相反数 a+b=0 

2、倒数： 

（1）实数 a（a≠0）的倒数是
a

1
；（2）a和 b 互为倒数 1ab ；

（3）注意 0 没有倒数 

3、绝对值： 

（1）一个数 a 的绝对值有以下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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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数的绝对值是一个非负数，从数轴上看，一个实数的绝对

值，就是数轴上表示这个数的点到原点的距离。 

（3）去掉绝对值符号（化简）必须要对绝对值符号里面的实数进

行数性（正、负）确认，再去掉绝对值符号。 

4、n次方根 

（1）平方根，算术平方根：设 a≥0，称 a 叫 a的平方根， a

叫 a的算术平方根。 

（2）正数的平方根有两个，它们互为相反数；0 的平方根是 0；

负数没有平方根。 

（3）立方根： 3 a 叫实数 a的立方根。 

（4）一个正数有一个正的立方根；0 的立方根是 0；一个负数有

一个负的立方根。 

三、实数与数轴 

1、数轴：规定了原点、正方向、单位长度的直线称为数轴。原点、

正方向、单位长度是数轴的三要素。 

2、数轴上的点和实数的对应关系：数轴上的每一个点都表示一个

实数，而每一个实数都可以用数轴上的唯一的点来表示。实数和

数轴上的点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四、实数大小的比较 

1、在数轴上表示两个数，右边的数总比左边的数大。 

2、正数大于 0；负数小于 0；正数大于一切负数；两个负数绝对

值大的反而小。 

五、实数的运算 

1、加法： 

（1）同号两数相加，取原来的符号，并把它们的绝对值相加； 

（2）异号两数相加，取绝对值大的加数的符号，并用较大的绝对

值减去较小的绝对值。可使用加法交换律、结合律。 

2、减法： 

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 

3、乘法： 

（1）两数相乘，同号取正，异号取负，并把绝对值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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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 个实数相乘，有一个因数为 0，积就为 0；若 n 个非 0 的

实数相乘，积的符号由负因数的个数决定，当负因数有偶数个时，

积为正；当负因数为奇数个时，积为负。 

（3）乘法可使用乘法交换律、乘法结合律、乘法分配律。 

4、除法： 

（1）两数相除，同号得正，异号得负，并把绝对值相除。 

（2）除以一个数等于乘以这个数的倒数。 

（3）0除以任何数都等于 0，0 不能做被除数。 

5、乘方与开方：乘方与开方互为逆运算。 

6、实数的运算顺序：乘方、开方为三级运算，乘、除为二级运算，

加、减是一级运算，如果没有括号，在同一级运算中要从左到右

依次运算，不同级的运算，先算高级的运算再算低级的运算，有

括号的先算括号里的运算。无论何种运算，都要注意先定符号后

运算。 

六、有效数字和科学记数法 

1、科学记数法：设 N＞0，则 N= a× n10 （其中 1≤a＜10，n 为

整数）。 

2、有效数字：一个近似数，从左边第一个不是 0的数，到精确到

的数位为止，所有的数字，叫做这个数的有效数字。精确度的形

式有两种：（1）精确到那一位；（2）保留几个有效数字。 

例题： 

例1、已知实数 a、b在数轴上的对应点的位置如图所示，且 ba  。 

化简： abbaa   

分析：从数轴上 a、b两点的位置可以看到：a＜0，b＞0且 ba   

所以可得： 

解： aabbaa 原式  

例 2、若 333 )
4

3
(,)

4

3
(,)

4

3
(   cba ，比较 a、b、c 的

大小。 

分析： 1)
3

4
( 3  a ； 01

4

3
3

 bb 且







 ；c＞0；所以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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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 

a＜b＜c。 

解：略 

例 3、若 22  ba 与 互为相反数，求 a+b的值 

分析：由绝对值非负特性，可知 02,02  ba ，又由题

意可知： 022  ba  

所以只能是：a–2=0，b+2=0，即 a=2，b= –2 ，所以 a+b=0 

解：略 

例 4、已知 a 与 b互为相反数，c 与 d互为倒数，m的绝对值是 1，

求 2mcd
m

ba



的值。 

解：原式= 0110   

例 5、计算：（1） 19941994 125.08      （2）

22

2

1

2

1









































e
e

e
e

 

解：（1）原式= 11)125.08( 19941994   

（2）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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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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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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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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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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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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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代数部分 

第二章：代数式 

基础知识点： 

一、代数式 

1、代数式：用运算符号把数或表示数的字母连结而成的式子，

叫代数式。单独一个数或者一个字母也是代数式。 

2、代数式的值：用数值代替代数里的字母，计算后得到的结

果叫做代数式的值。 

3、代数式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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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式

分式

多项式

单项式
整式

有理式
代数式  

二、整式的有关概念及运算 

1、概念 

（1）单项式：像 x、7、 yx22 ，这种数与字母的积叫做单项

式。单独一个数或字母也是单项式。 

单项式的次数：一个单项式中，所有字母的指数叫做这个单

项式的次数。 

单项式的系数：单项式中的数字因数叫单项式的系数。 

（2）多项式：几个单项式的和叫做多项式。 

多项式的项：多项式中每一个单项式都叫多项式的项。一个

多项式含有几项，就叫几项式。 

多项式的次数：多项式里，次数最高的项的次数，就是这个

多项式的次数。不含字母的项叫常数项。 

升（降）幂排列：把一个多项式按某一个字母的指数从小（大）

到大（小）的顺序排列起来，叫做把多项式按这个字母升（降）

幂排列。 

（3）同类项：所含字母相同，并且相同字母的指数也分别相

同的项叫做同类项。 

2、运算 

（1）整式的加减： 

合并同类项：把同类项的系数相加，所得结果作为系数，字

母及字母的指数不变。 

    去括号法则：括号前面是“+”号，把括号和它前面的“+”

号去掉，括号里各项都不变；括号前面是“–”号，把括号和它

前面的“–”号去掉，括号里的各项都变号。 

    添括号法则：括号前面是“+”号，括到括号里的各项都不变；

括号前面是“–”号，括到括号里的各项都变号。 

    整式的加减实际上就是合并同类项，在运算时，如果遇到括

号，先去括号，再合并同类项。 

    （2）整式的乘除： 

    幂的运算法则：其中 m、n都是正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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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底数幂相乘： nmnm aaa  ；同底数幂相除： nmnm aaa  ；

幂的乘方： mnnm aa )( 积的乘方： nnn baab )( 。 

    单项式乘以单项式：用它们系数的积作为积的系数，对于相

同的字母，用它们的指数的和作为这个字母的指数；对于只在一

个单项式里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作为积的一个因式。 

    单项式乘以多项式：就是用单项式去乘多项式的每一项，再

把所得的积相加。 

    多项式乘以多项式：先用一个多项式的每一项乘以另一个多

项式的每一项，再把所得的积相加。 

    单项除单项式：把系数，同底数幂分别相除，作为商的因式，

对于只在被除式里含有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作为商的一个因式。 

    多项式除以单项式：把这个多项式的每一项除以这个单项，

再把所得的商相加。 

    乘法公式： 

    平方差公式： 22))(( bababa  ； 

完 全 平 方 公 式 ： 222 2)( bababa  ，

222 2)( bababa   

三、因式分解 

    1、因式分解概念：把一个多项式化成几个整式的积的形式，

叫因式分解。 

    2、常用的因式分解方法： 

    （1）提取公因式法： )( cbammcmbma   

    （2）运用公式法： 

平方差公式： ))((22 bababa  ；完全平方公式：

222 )(2 bababa   

（3）十字相乘法： ))(()(2 bxaxabxbax   

（4）分组分解法：将多项式的项适当分组后能提公因式或运

用公式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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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用求根公式法：若 )0(02  acbxax 的两个根是 1x 、

2x ，则有： 

))(( 21

2 xxxxacbxax   

3、因式分解的一般步骤： 

（1）如果多项式的各项有公因式，那么先提公因式； 

（2）提出公因式或无公因式可提，再考虑可否运用公式或十

字相乘法； 

（3）对二次三项式，应先尝试用十字相乘法分解，不行的再

用求根公式法。 

（4）最后考虑用分组分解法。 

四、分式 

    1、分式定义：形如
B

A
的式子叫分式，其中 A、B 是整式，且

B中含有字母。 

    （1）分式无意义：B=0 时，分式无意义； B≠0 时，分式有

意义。 

    （2）分式的值为 0：A=0，B≠0时，分式的值等于 0。 

    （3）分式的约分：把一个分式的分子与分母的公因式约去叫

做分式的约分。方法是把分子、分母因式分解，再约去公因式。 

    （4）最简分式：一个分式的分子与分母没有公因式时，叫做

最简分式。分式运算的最终结果若是分式，一定要化为最简分式。 

    （5）通分：把几个异分母的分式分别化成与原来分式相等的

同分母分式的过程，叫做分式的通分。 

    （6）最简公分母：各分式的分母所有因式的最高次幂的积。 

    （7）有理式：整式和分式统称有理式。 

    2、分式的基本性质： 

    （ 1 ） )0( 的整式是 



 M

MB

MA

B

A
； （ 2 ）

)0( 的整式是 



 M

MB

MA

B

A
 

    （3）分式的变号法则：分式的分子，分母与分式本身的符号，

改变其中任何两个，分式的值不变。 

    3、分式的运算： 

    （1）加、减：同分母的分式相加减，分母不变，分子相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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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分母的分式相加减，先把它们通分成同分母的分式再相加减。 

    （2）乘：先对各分式的分子、分母因式分解，约分后再分子

乘以分子，分母乘以分母。 

    （3）除：除以一个分式等于乘上它的倒数式。 

    （4）乘方：分式的乘方就是把分子、分母分别乘方。 

五、二次根式 

    1、二次根式的概念：式子 )0( aa 叫做二次根式。 

    （1）最简二次根式：被开方数的因数是整数，因式是整式，

被开方数中不含能开得尽方的因式的二次根式叫最简二次根式。 

    （2）同类二次根式：化为最简二次根式之后，被开方数相同

的二次根式，叫做同类二次根式。 

    （3）分母有理化：把分母中的根号化去叫做分母有理化。 

    （4）有理化因式：把两个含有二次根式的代数式相乘，如果

它们的积不含有二次根式，我们就说这两个代数式互为有理化因

式（常用的有理化因式有： a 与 a ； dcba  与 dcba  ） 

    2、二次根式的性质： 

   （1） )0()( 2  aaa ；（2）









)0(

)0(
2

aa

aa
aa ；（3）

baab  （a≥0，b≥0）；（4） )0,0(  ba
b

a

b

a
 

    3、运算： 

    （1）二次根式的加减：将各二次根式化为最简二次根式后，

合并同类二次根式。 

    （2）二次根式的乘法： abba  （a≥0，b≥0）。 

    （3）二次根式的除法： )0,0(  ba
b

a

b

a
 

    二次根式运算的最终结果如果是根式，要化成最简二次根式。 

例题： 

一、因式分解： 

    1、提公因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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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6)(24 22 xybyxa   

分析：先提公因式，后用平方差公式 

解：略 

 

[规律总结]因式分解本着先提取，后公式等，但应把第一个

因式都分解到不能再分解为止，往往需要对分解后的每一个因式

进行最后的审查，如果还能分解，应继续分解。 

2、十字相乘法： 

例 2、（1） 365 24  xx ；（2） 12)(4)( 2  yxyx  

分析：可看成是 2x 和(x+y)的二次三项式，先用十字相乘法，

初步分解。 

解：略 

 

[规律总结]应用十字相乘法时，注意某一项可是单项的一字

母，也可是某个多项式或整式，有时还需要连续用十字相乘法。 

3、分组分解法： 

例 3、 22 23  xxx  

分析：先分组，第一项和第二项一组，第三、第四项一组，

后提取，再公式。 

解：略 

[规律总结]对多项式适当分组转化成基本方法因式分组，分

组的目的是为了用提公因式，十字相乘法或公式法解题。 

4、求根公式法： 

例 4、 552  xx  

解：略 

二、式的运算 

巧用公式 

    例 5、计算： 22 )
1

1()
1

1(
baba 




  

分析：运用平方差公式因式分解，使分式运算简单化。 

解：略 

[规律总结]抓住三个乘法公式的特征，灵活运用，特别要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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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公式的几种变形，公式的逆用，掌握运用公式的技巧，使运算

简便准确。 

2、化简求值： 

例 6、先化简，再求值： )74()53(5 2222 xyyxxx  ，其

中 x= – 1 y = 21  

解：略 

[规律总结]一定要先化到最简再代入求值，注意去括号的法

则。 

3、分式的计算： 

例 7、化简 )3
3

16
(

62

5








a

aa

a
 

分析：– 3a 可看成
3

92






a

a
 

解：略 

[规律总结]分式计算过程中：（1）除法转化为乘法时，要倒

转分子、分母；（2）注意负号 

4、根式计算 

例 8、已知最简二次根式 12 b 和 b7 是同类二次根式，

求 b的值。 

分析：根据同类二次根式定义可得：2b+1=7–b。 

解：略 

[规律总结]二次根式的性质和运算是中考必考内容，特别是

二次根式的化简、求值及性质的运用是中考的主要考查内容。 

 

 

代数部分 

第三章：方程和方程组 

基础知识点： 

一、方程有关概念 

    1、方程：含有未知数的等式叫做方程。 

    2、方程的解：使方程左右两边的值相等的未知数的值叫方程

的解，含有一个未知数的方程的解也叫做方程的根。 

    3、解方程：求方程的解或方判断方程无解的过程叫做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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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方程的增根：在方程变形时，产生的不适合原方程的根叫

做原方程的增根。 

    二、一元方程 

    1、一元一次方程 

    （1）一元一次方程的标准形式：ax+b=0（其中 x 是未知数，

a、b是已知数，a≠0） 

    （2）一玩一次方程的最简形式：ax=b（其中 x是未知数，a、

b是已知数，a≠0） 

    （3）解一元一次方程的一般步骤：去分母、去括号、移项、

合并同类项和系数化为 1。 

    （4）一元一次方程有唯一的一个解。 

    2、一元二次方程 

    （1）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形式： 02  cbxax （其中 x是

未知数，a、b、c是已知数，a≠0） 

    （2）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 直接开平方法、配方法、公式

法、因式分解法 

    （3）一元二次方程解法的选择顺序是：先特殊后一般，如果

没有要求，一般不用配方法。 

    （4）一元二次方程的根的判别式： acb 42    

    当Δ＞0 时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当Δ=0 时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当Δ< 0 时方程没有实数根，无解； 

    当Δ≥0 时方程有两个实数根 

    （5）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 

    若 21 , xx 是一元二次方程 02  cbxax 的两个根，那么：

a

b
xx  21 ，

a

c
xx  21  

    （6）以两个数 21 , xx 为根的一元二次方程（二次项系数为 1）

是： 0)( 2121

2  xxxxxx   

    三、分式方程 

    （1）定义：分母中含有未知数的方程叫做分式方程。 

    （2）分式方程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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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解法：去分母法，方程两边都乘以最简公分母。 

    特殊方法：换元法。 

    （3）检验方法：一般把求得的未知数的值代入最简公分母，

使最简公分母不为 0 的就是原方程的根；使得最简公分母为 0 的

就是原方程的增根，增根必须舍去，也可以把求得的未知数的值

代入原方程检验。 

    四、方程组 

    1、方程组的解：方程组中各方程的公共解叫做方程组的解。 

    2、解方程组：求方程组的解或判断方程组无解的过程叫做解

方程组 

    3、一次方程组： 

    （1）二元一次方程组： 

    一般形式：








222

111

cybxa

cybxa
（ 212121 ,,,,, ccbbaa 不全为 0） 

    解法：代入消远法和加减消元法 

    解的个数：有唯一的解，或无解，当两个方程相同时有无数

的解。 

    （2）三元一次方程组： 

     解法：代入消元法和加减消元法 

    4、二元二次方程组： 

    （1）定义：由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和一个二元二次方程组成的

方程组以及由两个二元二次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叫做二元二次方程

组。 

    （2）解法：消元，转化为解一元二次方程，或者降次，转化

为二元一次方程组。 

考点与命题趋向分析 

例题： 

    一、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 

    例 1、解下列方程： 

    （ 1 ） 2)3(
2

1 2 x ；（ 2 ） 132 2  xx ；（ 3 ）

22 )2(25)3(4  xx  

分析：（1）用直接开方法解；（2）用公式法；（3）用因式分解法 

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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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总结]如果一元二次方程形如 )0()( 2  nnmx ，就可以用

直接开方法来解；利用公式法可以解任何一个有解的一元二次方

程，运用公式法解一元二次方程时，一定要把方程化成一般形式。 

例 2、解下列方程： 

（1） )(0)23(2 为未知数xbaxax  ；（2） 082 22  aaxx  

分析：（1）先化为一般形式，再用公式法解；（2）直接可以十字

相乘法因式分解后可求解。 

解：略 

[规律总结]对于带字母系数的方程解法和一般的方程没有什么区

别，在用公式法时要注意判断△的正负。 

二、分式方程的解法： 

例 3、解下列方程： 

（2） 1
1

1

1

2
2





 xx

；（2） 5
2

62
2

2







x

x

x

x
 

分析：（1）用去分母的方法；（2）用换元法 

解：略 

[规律总结]一般的分式方程用去分母法来解，一些具有特殊关系

如：有平方关系，倒数关系等的分式方程，可采用换元法来解。 

三、根的判别式及根与系数的关系 

例 4、已知关于 x 的方程： 032)1( 2  ppxxp 有两个相等

的实数根，求 p的值。 

分析：由题意可得 =0，把各系数代入 =0 中就可求出 p，但要

先化为一般形式。 

解：略 

[规律总结]对于根的判别式的三种情况要很熟练，还有要特别留

意二次项系数不能为 0 

例 5、已知 a、b 是方程 0122  xx 的两个根，求下列各式的

值： 

（1） 22 ba  ；（2）
ba

11
  

分析：先算出 a+b 和 ab 的值，再代入把（1）（2）变形后的式子

就可求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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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总结]此类题目都是先算出两根之和和两根之积，再把要求

的式子变形成含有两根之和和两根之积的形式，再代入计算。但

要注意检验一下方程是否有解。 

例 6、求作一个一元二次方程，使它的两个根分别比方程

052  xx 的两个根小 3 

分析：先出求原方程的两根之和 21 xx  和两根之积 21xx 再代入求

出 )2()3( 21  xx 和 )3)(3( 21  xx 的值，所求的方程也就容易

写出来。 

解：略 

[规律总结]此类题目可以先解出第一方程的两个解，但有时这样

又太复杂，用根与系数的关系就比较简单。 

三、方程组 

例 7、解下列方程组： 

（1）








52

332

yx

yx
    ；    （2）















43

52

12

zyx

zyx

zyx

 

分析：（1）用加减消元法消 x 较简单；（2）应该先用加减消元法

消去 y，变成二元一次方程组，较易求解。 

解：略 

[规律总结]加减消元法是最常用的消元方法，消元时那个未知数

的系数最简单就先消那个未知数。 

例 8、解下列方程组： 

（1）








12

7

xy

yx
    ；    （2）











25

04343

22

22

yx

yxyxyx
 

分析：（1）可用代入消远法，也可用根与系数的关系来求解；（2）

要先把第一个方程因式分解化成两个二元一次方程，再与第二个

方程分别组成两个方程组来解。 

解：略 

[规律总结]对于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和一个二元二次方程组成的方

程组一般用代入消元法，对于两个二元二次方程组成的方程组，

一定要先把其中一个方程因式分解化为两个一次方程再和第二个

方程组成两个方程组来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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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部分 

第四章：列方程（组）解应用题 

 

知识点： 

一、列方程（组）解应用题的一般步骤 

    1、审题： 

    2、设未知数； 

    3、找出相等关系，列方程（组）； 

    4、解方程（组）； 

    5、检验，作答； 

    二、列方程（组）解应用题常见类型题及其等量关系； 

    1、工程问题 

    （1）基本工作量的关系：工作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 

    （2）常见的等量关系：甲的工作量+乙的工作量=甲、乙合作

的工作总量 

    （3）注意：工程问题常把总工程看作“1”，水池注水问题属

于工程问题 

    2、行程问题 

    （1）基本量之间的关系：路程=速度×时间 

    （2）常见等量关系： 

    相遇问题：甲走的路程+乙走的路程=全路程 

    追及问题（设甲速度快）： 

    同时不同地：甲的时间=乙的时间；甲走的路程–乙走的路程

=原来甲、乙相距路程 

    同地不同时：甲的时间=乙的时间–时间差；甲的路程=乙的

路程 

    3、水中航行问题： 

顺流速度=船在静水中的速度+水流速度； 

逆流速度=船在静水中的速度–水流速度 

4、增长率问题： 

常见等量关系：增长后的量=原来的量+增长的量；增长的量=

原来的量×（1+增长率）； 

5、数字问题： 

基本量之间的关系：三位数=个位上的数+十位上的数×10+

百位上的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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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方程解应用题的常用方法 

1、译式法：就是将题目中的关键性语言或数量及各数量间的

关系译成代数式，然后根据代数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等量关系。 

2、线示法：就是用同一直线上的线段表示应用题中的数量关

系，然后根据线段长度的内在联系，找出等量关系。 

3、列表法：就是把已知条件和所求的未知量纳入表格，从而

找出各种量之间的关系。 

4、图示法：就是利用图表示题中的数量关系，它可以使量与

量之间的关系更为直观，这种方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题意。 

例题： 

    例 1、甲、乙两组工人合作完成一项工程，合作 5天后，

甲组另有任务，由乙组再单独工作 1 天就可完成，若单独完成这

项工程乙组比甲组多用 2 天，求甲、乙两组单独完成这项工程各

需几天？ 

分析：设工作总量为 1，设甲组单独完成工程需要 x 天，则

乙组完成工程需要(x+2)天，等量关系是甲组 5 天的工作量+乙组

6天的工作量=工作总量 

解：略 

例 2、某部队奉命派甲连跑步前往 90千米外的 A地，1小时

45分后，因任务需要，又增派乙连乘车前往支援，已知乙连比甲

连每小时快 28千米，恰好在全程的
3

1
处追上甲连。求乙连的行进

速度及追上甲连的时间 

分析：设乙连的速度为 v 千米/小时，追上甲连的时间为 t

小时，则甲连的速度为（v–28）千米/小时，这时乙连行了 )
4

7
( t

小时，其等量关系为：甲走的路程=乙走的路程=30 

解：略 

例 3、某工厂原计划在规定期限内生产通讯设备 60台支援抗

洪，由于改进了操作技术；每天生产的台数比原计划多 50%，结

果提前 2 天完成任务，求改进操作技术后每天生产通讯设备多少

台？ 

分析：设原计划每天生产通讯设备 x 台，则改进操作技术后

每天生产 x（1+0.5）台，等量关系为：原计划所用时间–改进技

术后所用时间=2天 

解：略 

例 4、某商厦今年一月份销售额为 60万元，二月份由于种种



师书邦（江苏题库）www.shishubang.com 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平台！ 

17 

 

原因，经营不善，销售额下降 10%，以后经加强管理，又使月销

售额上升，到四月份销售额增加到 96万元，求三、四月份平均每

月增长的百分率是多少？ 

分析：设三、四月份平均每月增长率为 x%，二月份的销售额

为 60（1–10%）万元，三月份的销售额为二月份的（1+x）倍，

四月份的销售额又是三月份的（1+x）倍，所以四月份的销售额为

二月份的（1+x）2倍，等量关系为：四月份销售额为=96万元。 

解：略 

例 5、一年期定期储蓄年利率为 2.25%，所得利息要交纳 20%

的利息税，例如存入一年期 100 元，到期储户纳税后所得到利息

的计算公式为： 

税 后 利 息 =

%)201%(25.2100%20%25.2100%25.2100   

已知某储户存下一笔一年期定期储蓄到期纳税后得到利息是

450元，问该储户存入了多少本金？ 

    分析：设存入 x 元本金，则一年期定期储蓄到期纳税后利息

为 2.25%(1-20%)x元，方程容易得出。 

    例 6、某商场销售一批名牌衬衫，平均每天售出 20件，每件

盈利 40元，为了扩大销售，增加盈利，减少库存，商场决定采取

适当的降低成本措施，经调查发现，如果每件衬衫每降价 1 元，

商场平均每天可多售出 2件。若商场平均每天要盈利 1200元，每

件衬衫应降价多少元？ 

    分析：设每件衬衫应该降价 x元，则每件衬衫的利润为（40-x）

元，平均每天的销售量为（20+2x）件，由关系式： 

总利润=每件的利润×售出商品的叫量，可列出方程 

    解：略 

 

 

代数部分 

第五章：不等式及不等式组 

知识点： 

一、不等式与不等式的性质 

    1、不等式：表示不等关系的式子。（表示不等关系的常用符

号：≠，＜，＞）。 

    2、不等式的性质： 

    （l）不等式的两边都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不等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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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变，如 a＞ b， c为实数a＋c＞b＋c 

（2）不等式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方向

不变，如 a＞b， c＞0ac＞bc。 

（3）不等式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号方向

改变，如 a＞b，c＜0ac＜bc. 

    注：在不等式的两边都乘以（或除以）一个实数时，一定要

养成好的习惯、就是先确定该数的数性（正数，零，负数）再确

定不等号方向是否改变，不能像应用等式的性质那样随便，以防

出错。 

    3、任意两个实数 a，b的大小关系（三种）： 

（1）a – b ＞0  a＞b 

    （2）a – b=0 a=b 

    （3）a–b＜0 a＜b 

    4、（1）a＞b＞0 ba   

    （2）a＞b＞0 22 ba   

    二、不等式（组）的解、解集、解不等式 

    1、能使一个不等式（组）成立的未知数的一个值叫做这个不

等式（组）的一个解。 

    不等式的所有解的集合，叫做这个不等式的解集。 

    不等式组中各个不等式的解集的公共部分叫做不等式组的解

集。 

    2．求不等式（组）的解集的过程叫做解不等式（组）。 

    三、不等式（组）的类型及解法 

    1、一元一次不等式： 

    （l）概念：含有一个未知数并且含未知数的项的次数是一次

的不等式，叫做一元一次不等式。 

    （2）解法：与解一元一次方程类似，但要特别注意当不等式

的两边同乘以（或除以）一个负数时，不等号方向要改变。 

    2、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l）概念：含有相同未知数的几个一元一次不等式所组成的

不等式组，叫做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2）解法：先求出各不等式的解集，再确定解集的公共部分。 

    注：求不等式组的解集一般借助数轴求解较方便。 

例题： 

方法 1：利用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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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判断正误： 

    （1）若 a＞b，c为实数，则 2ac ＞ 2bc ； 

    （2）若 2ac ＞ 2bc ，则 a＞b 

    分析：在（l）中，若 c=0，则 2ac = 2bc ； 在（2）中，因为”

＞”，所以。C≠0，否则应有 2ac = 2bc       故 a＞b 

     解：略 

    ［规律总结］将不等式正确变形的关键是牢记不等式的三条

基本性质，不等式的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含有字母的式子时，要对

字母进行讨论。 

      方法 2：特殊值法 

     例 2、若 a＜b＜0，那么下列各式成立的是（    ） 

      A、
ba

11
     B、ab＜0    C、 1

b

a
    D、 1

b

a
 

    分析：使用直接解法解答常常费时间，又因为答案在一般情

况下成立，当然特殊情况也成立，因此采用特殊值法。 

    解：根据 a＜b＜0的条件，可取 a= –2，b= –l，代入检验，

易知 1
b

a
，所以选 D 

    [规律总结］此种方法常用于解选择题，学生知识有限，不能

直接解答时使用特殊值法，既快，又能找到符合条件的答案。 

      方法 3：类比法 

    例 3、解下列一元一次不等式，并把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1）8–2（x＋2）＜4x–2；（2）
3

1
2

2

1
1







xx
 

    分析：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步骤与解一元一次方程类似，主

要步骤有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同类项，把系数化成 1，

需要注意的是，不等式的两边同时乘以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

号要改变方向。 

    解：略 

    [规律总结］解一元一次不等式与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步骤类似，

但要注意当不等式的两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负数时，不等号的

方向必须改变，类比法解题，使学生容易理解新知识和掌握新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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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4：数形结合法 

    例 4、求不等式组：
















1
3

76

2

1

)3(410)8(2

xx

xx

的非负整数解 

    分析：要求一个不等式组的非负整数解，就应先求出不等式

组的解集，再从解集中找出其中的非负整数解。 

    解：略 

    方法 5：逆向思考法 

    例 5、已知关于 x 的不等式 axa  10)2( 的解集是 x＞3，

求 a的值。 

    分析：因为关于 x的不等式的解集为 x＞3，与原不等式的不

等号同向，所以有 a – 2 >0，即原不等式的解集为
2

10






a

a
x ，

3
2

10






a

a
解此方程求出 a的值。 

    解：略 

    [规律总结]此题先解字母不等式，后着眼已知的解集，探求

成立的条件，此种类型题都采用逆向思考法来解。 

 

 

代数部分 

第六章：函数及其图像 

知识点： 

一、平面直角坐标系 

1、平面内有公共原点且互相垂直的两条数轴，构成平面直角

坐标系。在平面直角坐标系内的点和有序实数对之间建立了—一

对应的关系。 

    2、不同位置点的坐标的特征： 

    （1）各象限内点的坐标有如下特征： 

    点 P（x, y）在第一象限 x ＞0，y＞0； 

    点 P（x, y）在第二象限 x＜0，y＞0； 

    点 P（x, y）在第三象限 x＜0，y＜0； 

    点 P（x, y）在第四象限 x＞0，y＜0。 

    （2）坐标轴上的点有如下特征： 

    点 P（x, y）在 x轴上 y 为 0，x为任意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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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P（x，y）在 y轴上 x 为 0，y为任意实数。 

    3．点 P（x, y）坐标的几何意义： 

   （1）点 P（x, y）到 x轴的距离是| y |； 

   （2）点 P（x, y）到 y袖的距离是| x |； 

   （3）点 P（x, y）到原点的距离是 22 yx   

    4．关于坐标轴、原点对称的点的坐标的特征： 

    （1）点 P（a, b）关于 x轴的对称点是 ),(1 baP  ； 

   （2）点 P（a, b）关于 x轴的对称点是 ),(2 baP  ； 

    （3）点 P（a, b）关于原点的对称点是 ),(3 baP  ； 

    二、函数的概念 

    1、常量和变量：在某一变化过程中可以取不同数值的量叫做

变量；保持数值不变的量叫做常量。 

    2、函数：一般地，设在某一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 x 和 y，

如果对于 x 的每一个值，y 都有唯一的值与它对应，那么就说 x

是自变量，y 是 x的函数。 

   （1）自变量取值范围的确是：  

    ①解析式是只含有一个自变量的整式的函数，自变量取值范

围是全体实数。 

    ②解析式是只含有一个自变量的分式的函数，自变量取值范

围是使分母不为 0的实数。 

    ③解析式是只含有一个自变量的偶次根式的函数，自变量取

值范围是使被开方数非负的实数。 

    注意：在确定函数中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时，如果遇到实际问

题，还必须使实际问题有意义。 

    （2）函数值：给自变量在取值范围内的一个值所求得的函数

的对应值。 

    （3）函数的表示方法：①解析法；②列表法；③图像法 

    （4）由函数的解析式作函数的图像，一般步骤是：①列表；

②描点；③连线 

    三、几种特殊的函数 

    1、一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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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位置与 k，b的关系： 

   （1）k＞0直线向上的方向与 x轴的正方向所形成的夹角为锐

角； 

   （2）k＜0直线向上的方向与 x轴的正方向所形成的夹角为钝

角； 

（3）b＞0直线与 y轴交点在 x轴的上方； 

（4）b＝0直线过原点； 

（5）b＜0直线与 y轴交点在 x轴的下方； 

2、二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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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物线位置与 a，b，c的关系： 

   （1）a决定抛物线的开口方向








开口向下

开口向上

0

0

a

a
 

   （2）c决定抛物线与 y轴交点的位置： 

    c>0图像与 y轴交点在 x 轴上方；c=0图像过原点；c<0

图像与 y 轴交点在 x轴下方； 

   （3）a，b决定抛物线对称轴的位置：a，b 同号，对称轴在 y

轴左侧；b＝0，对称轴是 y轴； a，b异号。对称轴在 y轴右侧； 

3、反比例函数： 

  

   4、正比例函数与反比例函数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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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例1、正比例函数图象与反比例函数图象都经过点P（m，4），

已知点P到x轴的距离是到y轴的距离2倍. 

    ⑴求点P的坐标.； 

    ⑵求正比例函数、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 

    分析：由点P到x轴的距离是到y轴的距离2倍可知：2|m|=4，

易求出点 P 的坐标，再利用待定系数法可求出这正、反比例函数

的解析式。 

    解：略 

    例 2、已知 a，b是常数，且 y+b与 x+a成正比例.求证：y

是 x的一次函数. 

分析：应写出 y+b与 x+a成正比例的表达式，然后判断所得结

果是否符合一次函数定义. 

证明：由已知，有 y+b=k(x+a)，其中 k≠0. 

整理，得 y=kx+(ka－b).   ① 

因为 k≠0且 ka－b是常数，故 y=kx+(ka－b)是 x 的一次函数

式. 

   例 3、填空：如果直线方程 ax+by+c=0 中，a＜0，b＜0且 bc

＜0，则此直线经过第________象限. 

分析：先把 ax+by+c=0化为
b

c
x

b

a
 .因为 a＜0，b＜0，所

以 0,0 
b

a

b

a
，又 bc＜0，即

b

c
＜0，故－

b

c
＞0.相当于在一次函

数 y=kx+l中，k=－
b

a
＜0，l=－

b

c
＞0，此直线与 y 轴的交点(0，

－
b

c
)在 x轴上方.且此直线的向上方向与 x轴正方向所成角是钝

角，所以此直线过第一、二、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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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4、把反比例函数 y=
x

k
与二次函数 y=kx2(k≠0)画在同一个

坐标系里，正确的是(   ). 

答：选(D).这两个函数式中的 k 的正、负号应相同(图 13－110). 

 

 例 5、画出二次函数 y=x2-6x+7的图象，根据图象回答下列

问题： 

（1）当 x=-1，1，3时 y的值是多少？ 

（2）当 y=2时，对应的 x值是多少？ 

（3）当 x＞3时，随 x值的增大 y的值怎样变化？ 

（4）当 x的值由 3增加 1时，对应的 y值增加多少？ 

分析：要画出这个二次函数的图象，首先用配方法把

y=x2-6x+7变形为 y=（x-3）2-2，确定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对称轴、

顶点坐标，然后列表、描点、画图． 

解：图象略． 

 例 6、拖拉机开始工作时，油箱有油 45升，如果每小时耗

油 6升． 

（1）求油箱中的余油量 Q（升）与工作时间 t（时）之间的

函数关系式； 

（2）画出函数的图象． 

答：（1）Q=45-6t． 

（2）图象略．注意：这是实际问题，图象只能由自变量 t

的取值范围 0≤t≤7.5决定是一条线段，而不是直线． 

 

 

代数部分 

第七章：统计初步 

知识点： 

一、总体和样本： 

    在统计时，我们把所要考察的对象的全体叫做总体，其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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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察对象叫做个体。从总体中抽取的一部分个体叫做总体的一

个样本，样本中个体的数目叫做样本容量。 

    二、反映数据集中趋势的特征数 

    1、平均数 

    （1）
nxxxx ,,,, 321  的平均数， )(

1
21 nxxx

n
x     

    （2）加权平均数：如果 n个数据中， 1x 出现 1f 次， 2x 出现 2f

次，……，
kx 出现

kf 次（这里 nfff k  21
），则

)(
1

2211 kk fxfxfx
n

x    

    （3）平均数的简化计算： 

    当一组数据
nxxxx ,,,, 321  中各数据的数值较大，并且都与常

数 a 接近时，设 axaxaxax n  ,,,, 321  的平均数为 'x 则：

axx  ' 。 

    2、中位数：将一组数据接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处在最中间

位置上的数据叫做这组数据的中位数，如果数据的个数为偶数中

位数就是处在中间位置上两个数据的平均数。 

    3、众数：在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据叫做这组数据

的众数。一组数据的众数可能不止一个。 

    三、反映数据波动大小的特征数： 

    1、方差： 

    （ l ）
nxxxx ,,,, 321  的 方 差 ， 

n

xxxxxx
S n

22

2

2

12 )()()( 



 

   （ 2 ） 简 化 计 算 公 式 ：
2

22

2

2

12 x
n

xxx
S n 






（ nxxxx ,,,, 321  为较小的整数时用这个公式要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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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记
nxxxx ,,,, 321  的方差为 2S ，设 a 为常数，

axaxaxax n  ,,,, 321  的方差为 2`S ，则 2S = 2`S 。 

    注：当
nxxxx ,,,, 321  各数据较大而常数 a较接近时，用该法

计算方差较简便。 

    2、标准差：方差（ 2S ）的算术平方根叫做标准差（S）。 

    注：通常由方差求标准差。 

    四、频率分布 

    1、有关概念 

    （1）分组：将一组数据按照统一的标准分成若干组称为分组，

当数据在 100 个以内时，通常分成 5－12组。 

    （2）频数：每个小组内的数据的个数叫做该组的频数。各个

小组的频数之和等于数据总数 n。 

    （3）频率：每个小组的频数与数据总数 n的比值叫做这一小

组的频率，各小组频率之和为 l。 

    （4）频率分布表：将一组数据的分组及各组相应的频数、频

率所列成的表格叫做频率分布表。 

    （5）频率分布直方图：将频率分布表中的结果，绘制成的，

以数据的各分点为横坐标，以频率除以组距为纵坐标的直方图，

叫做频率分布直方图。 

    图中每个小长方形的高等于该组的频率除以组距。 

    每个小长方形的面积等于该组的频率。 

    所有小长方形的面积之和等于各组频率之和等于 1。 

    样本的频率分布反映样本中各数据的个数分别占样本容量 n

的比例的大小，总体分布反映总体中各组数据的个数分别在总体

中所占比例的大小，一般是用样本的频率分布去估计总体的频率

分布。 

    2、研究频率分布的方法；得到一数据的频率分布和方法，通

常是先整理数据，后画出频率分布直方图，其步骤是： 

    （1）计算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2）决定组距与组数；（3）

决定分点；（4）列领率分布表；（5）绘频率分布直方图。 

例题： 

    例 1、某养鱼户搞池塘养鱼，放养鳝鱼苗 20000 尾，其成活

率为 70％，随意捞出 10 尾鱼，称得每尾的重量如下（单位：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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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0．8、0．9、1．2、1．3、0．8、1．l、1．0、1．2、0．8、

0．9 

    根据样本平均数估计这塘鱼的总产量是多少千克？ 

    分析：先算出样本的平均数，以样本平均数乘以 20000，再

乘以 70%。 

解：略 

    ［规律总结］求平均数有三种方法，即当所给数据比较分散

时，一般用平均数的概念来求；著所给数据较大且都在某一数 a

上下波动时，通常采用简化公式；若所给教据重复出现时，通常

采用加权平均数公式来计算。 

    例 2、一次科技知识竞赛，两次学生成绩统计如下 

 

    已经算得两个组的人均分都是 80分，请根据你所学过的统计

知识进一步判断这两个组成绩谁优谁次，并说明理由 

    解：（l）甲组成绩的众数 90 分，乙组成绩的众数为 70 分，

从众数比较看，甲组成绩好些。 

      （2）算得
2

甲S =172， 256
2
乙S  

    所以甲组成绩较乙组波动要小。 

    （3）甲、乙两组成绩的中位数都是 80 分，甲组成绩在中位

数以上的有 33 人，乙组成绩在中位数以上的有 26 人，从这一角

度看甲组的成绩总体要好。 

    （4）从成绩统计表看，甲组成绩高于 80 分的人数为 20 人，

乙组成绩高于 80 分的人数为 24 人，所以，乙组成绩集中在高分

段的人数多，同时，乙组得满分的人数比甲组得满分的人数多 6

人，从这一角度看，乙组的成绩较好。 

    [规律总结］明确方差或标准差是衡量一组数据的波动的大小

的，恰当选用方差的三个计算公式，应抓住三个公式的特征，根

据题中数据的特点选用计算公式。 

    例 3、到从某学校 3600 人中抽出 50 名男生，取得他们的身

高（单位 cm），数据如下：181 181  179  177  177  177  176  

175  175  175  175  174 174 174 174 173 173 173 173  172  

172  172  172  172  171  171  171  170  170  169  l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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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167        167  167  166  l66  l66  166  166  165  

165   165   163  163  162  161  160 158 157 

    1、计算频率，并画出频率分布直方图 

    2、上指出身高在哪一组内的男学生人数所占的比最大 

    3．请估计这些初三男学生身高在 166．5cm 以下的约有多少

人？ 

 
解：1、各组频率依次是：0.08，0.22，0.22，0.36，0.12 

        

    2、从频率分布表（或图）中，可见身高在 171.5—176.5 组

内男学生人数所占的比最大。 

    3 、 这 个 地 方 男 学 生 身 高 166.5 侧 以 下 的 约 为

 )22.008.0(3000 900（人） 

    [规律总结］要掌握获得一组数据的频率分布的五大步骤，掌

握整理数据的步骤和方法。会对数据进行合理的分组。 

 

 

几何部分 

第一章：线段、角、相交线、平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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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一、直线：直线是几何中不加定义的基本概念，直线的两大

特征是“直”和“向两方无限延伸”。 

    二、直线的性质：经过两点有一条直线，并且只有一条直线，

直线的这条性质是以公理的形式给出的，可简述为：过两点有且

只有一条直线，两直线相交，只有一个交点。 

    三、射线： 

1、射线的定义：直线上一点和它们的一旁的部分叫做射线。 

    2．射线的特征：“向一方无限延伸，它有一个端点。” 

    四、线段： 

    1、线段的定义：直线上两点和它之间的部分叫做线段，这两

点叫做线段的端点。 

    2、线段的性质（公理）：所有连接两点的线中，线段最短。 

    五、线段的中点：  

    1、定义如图 1一 1中，点 B把线段 AC分成两条相等的线段，

点 B叫做线段图 1－1AC的中点。 

    2、表示法： 

∵AB＝BC 

∴点 B 为 AC的中点 

    或∵ AB＝ 
2

1
MAC 

    ∴点 B 为 AC的中点，或∵AC＝2AB，∴点 B为 AC的中点 

     反之也成立 

∵点 B 为 AC的中点，∴AB＝BC 

    或∵点 B为 AC的中点， ∴AB= 
2

1
AC 

    或∵点 B为 AC的中点， ∴AC=2BC 

六、角 

    1、角的两种定义：一种是有公共端点的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

形叫做角。要弄清定义中的两个重点①角是由两条射线组成的图

形；②这两条射线必须有一个公共端点。另一种是一条射线绕着

端点从一个位置旋转到另一个位置所形成的图形。可以看

出在起始位置的射线与终止位置的射线就形成了一个角。 

    2．角的平分线定义：一条射线把一个角分成两个相

等的角， 

这条射线叫做这个角的平分线。表示法有三种：如图 1—2 

    （1）∠AOC＝∠B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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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OB＝2∠AOC＝ 2∠COB 

（3）∠AOC＝∠COB=
2

1
∠AOB  

    七、角的度量：度量角的大小，可用“度”作为度量单位。

把一个圆周分成 360 等份，每一份叫做一度的角。1 度=60 分；1

分=60秒。 

    八、角的分类： 

    （1）锐角：小于直角的角叫做锐角 

    （2）直角：平角的一半叫做直角 

    （3）钝角：大于直角而小于平角的角 

    （4）平角：把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顺着一个方向旋转，

当终止位置和起始位置成一直线时，所成的角叫做平角。 

    （5）周角：把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顺着一个方向旋转，

当终边和始边重合时，所成的角叫做周角。 

    （6）周角、平角、直角的关系是： l周角=2平角=4直角=360° 

    九、相关的角： 

    1、对顶角：一个角的两边分别是另一个角的两边的反向延长

线，这两个角叫做对顶角。 

    2、互为补角：如果两个角的和是一个平角，这两个角做互为

补角。 

    3、互为余角：如果两个角的和是一个直角，这两个角叫做互

为余角。 

    4、邻补角：有公共顶点，一条公共边，另两条边互为反向延

长线的两个角做互为邻补角。 

    注意：互余、互补是指两个角的数量关系，与两个角的位置

无关，而互为邻补角则要求两个角有特殊的位置关系。 

    十、角的性质 

    1、对顶角相等。 

    2、同角或等角的余角相等。 

    3、同角或等角的补角相等。 

    十一、相交线 

    1、斜线：两条直线相交不成直角时，其中一条直线叫做另一

条直线的斜线。它们的交点叫做斜足。 

    2、两条直线互相垂直：当两条直线相交所成的四个角中，有

一个角是直角时，就说这两条直线互相垂直。 

    3、垂线：当两条直线互相垂直时，其中的一条直线叫做另一

条直线的垂线，它们的交点叫做垂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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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垂线的性质 

    （l）过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己知直线垂直。 

    （2）直线外一点与直线上各点连结的所有线段中，垂线段最

短。简单说：垂线段最短。 

    十二、距离 

    1、两点的距离：连结两点的线段的长度叫做两点的距离。 

    2、从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的垂线段的长度叫做点到直线的

距离。 

    3、两条平行线的距离：两条直线平行，从一条直线上的任意

一点向另一条直线引垂线，垂线段的长度，叫做两条平行线的距

离。 

    说明：点到直线的距离和平行线的距离实际上是两个特殊点

之间的距离，它们与点到直线的垂线段是分不开的。 

    十三、平行线 

    1、定义：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 

    2、平行公理：经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这条直

线平行。 

    3、平行公理的推论：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直线平行，那

么这两条直线也互相平行。 

    说明：也可以说两条射线或两条线段平行，这实际上是指它

们所在的直线平行。 

    4、平行线的判定： 

    （1）同位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2）内错角相等，两直线平行。 

    （3）同旁内角互补，两直线平行。 

    5、平行线的性质 

    （1）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2）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3）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互补。 

    说明：要证明两条直线平行，用判定公理（或定理）在已知

条件中有两条直线平行时，则应用性质定理。 

    6、如果一个角的两边分别平行于另一个角的两边，那么这两

个角相等或互补。 

    注意：当角的两边平行且方向相同（或相反）时，这两个角

相等。当角的两边平行且一边方向相同另一方向相反时，这两个

角互补。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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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利用特殊“点”和线段的长 

    例 1、已知：如图 1－3，C 是线段 AB的中点，D 是线段 CB 

的中点，BD＝1.2cm。求：AD的长。 

    [思路分析]由 D是 CB中点，DB已知可求出 CB，再由 C点 

是 AB中点可求出 AB长，用 AB减减去 DB可求 AD。 

   解：略 

[规律总结]利用线段的特殊点如“中点”“比例点”求线段的

长的方法是较为简便的解法。 

      方法 2：如何辨别角的个数与线段条数。 

    例 2、如图 1－4在线段 AE 上共有 5个点 A、B、

C、D、E怎样才数出所有线段， 

    [思路分析]本问题如不认真审题会误以为有 4

点恰有 4个空就是 4条线段即 AB、BC、 CD、 ED；而如果从一个

端点出发、再找出另一个端点确定线段，就会发现有 10条线段： 

      即：AB、AC、AD、AE、BC、BD、BE、CD、CE、DE 共 10条。 

     [规律总结]此类型题如果做到不重不漏，最好方法是先从一

个端点出发， 

  再找出另一个端点确定线段。 

    例 3、如图 1一 5指出图形中直 

  线 AB上方角的个数（不含平角） 

    [思路分析]此题有些同学不认真分析误认为就

4个角，其实共有 9个角。即：∠AOC、∠AOD、∠AOE、

∠COD、∠COE、∠COB、∠DOE、∠DOB、∠EOB 共 9

个角。 

     [规律总结]从一个顶点引出多条射线时．为了确定角的个数，

一般按边顺序分类统计，避免既不重复又不遗漏。 

    方法 3：用代数法求角度 

    例 4、已知一个锐角的余角，是这个锐角的补角的
6

1
，求这

个角。 

    [思路分析]本题涉及到的角是锐角同它的余角及补角。根据

互为余角，互为补角的概念，考虑它们在数量上有什么关系？设

锐角为 x，则它的余角为 90 – x 。，它的补角为 180 – x，这

就可以列方程了。 

    解：略 

    [规律总结］有关余角、补角的问题，一般都用代数方法先设

未知数，再依题意列出方程，求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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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4：添加辅助线平移角 

   例 5、已知：如图 l—6，AB∥ED  

  求证：∠B＋∠BCD＋∠D＝360° 

   [思路分析]我们知道只有周角是等于 360°，而图中

又出现了与∠BCD相关的以 C为顶点的周角，若能把∠B、

∠D移到与∠BCD相邻且以C为顶点的位置，即可把∠B、

∠BCD和∠D 三个角组成一分周角，则可推出结论。 

    证时：略 

规律总结]此题虽是三种证法但思想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加辅

助线，平移角达到目的，这种处理方法在几何中常常用到。 

 

几何部分 

第二章：三角形 

知识点： 

    一、关于三角形的一些概念 

    由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三条线段首尾顺次相接所组成的图形

叫做三角形。 

    组成三角形的线段叫三角形的边；相邻两边的公共端点叫三

角形的顶点；相邻两边所组成的角叫三角形的内角，简称三角形

的角。 

    1、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三角形的角平分线是一条线段（顶点与内角平分线和对边交

线间的距离） 

    2、三角形的中线 

    三角形的中线也是一条线段（顶点到对边中点间的距离） 

    3．三角形的高 

    三角形的高线也是一条线段（顶点到对边的距离） 

    注意：三角形的中线和角平分线都在三角形内。 

    如图 2－l， AD、 BE、 CF 都是么 ABC的角平分线，它们都

在△ABC内 

    如图 2－2，AD、BE、CF 都是△ABC 的中线，它们都在△ABC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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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图 2－3，说明高线不一定在 △ABC内， 

   

 

    图 2— 3—（ 1）               图 2— 3—（ 2）                

图 2－3一（3） 

图 2－3—（1），中三条高线都在△ ABC内， 

    图 2－3－（2），中高线 CD在△ABC内，而高线 AC 与 BC是三

角形的边； 

    图 2－3 一（3），中高线 BE 在△ABC内，而高线 AD、CF在△

ABC外。 

    三、三角形三条边的关系 

    三角形三边都不相等，叫不等边三角形；有两条边相等的叫

等腰三角形；三边都相等的则叫等边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中，相等的两条边叫腰，另一边叫底边，腰和底

边的夹角叫底角，两腰的夹角叫项角。 

    三角形接边相等关系来分类： 

    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

三角形底边和腰不相等的等腰
等腰三角形

不等边三角形

三角形  

    用集合表示，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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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论三角形两边的差小于第三边。 

    不符合定理的三条线段，不能组成三角形的三边。 

    例如三条线段长分别为 5，6，1人因为 5＋6＜12，所以这三

条线段，不能作为三角形的三边。 

    三、三角形的内角和 

    定理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和等于 180° 

    由定理可知，三角形的二个角已知，那么第三角可以由定理

求得。 

    如已知△ABC 的两个角为∠A＝90°，∠B＝40°，则∠C＝

180°–90°–40°＝50° 

    由定理可以知道，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中，只可能有一个内角

是直角或钝角。 

    推论 1：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 

    三角形按角分类： 

    












钝角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
斜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三角形  

    用集合表示，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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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形一边与另一边的延长线组成的角，叫三角形的外角。 

    推论 2：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和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 

    推论 3：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大于任何一个和它不相邻的内角。 

    例如图 2—6中 

    ∠1 ＞∠3；∠1=∠3＋∠4；∠5＞∠3＋∠8；∠5

＝∠3＋∠7＋∠8； 

    ∠2＞∠8；∠2＝∠7＋∠8；∠4＞∠9；∠4＝∠9

＋∠10等等。 

    四、全等三角形 

    能够完全重合的两个图形叫全等形。 

    两个全等三角形重合时，互相重合的顶点叫对应顶点，互相

重合的边叫对应边，互相重合的角叫对应角。 

    全等用符号“≌”表示 

    △ABC≌△A `B`C`表示 A 和 A`，  B 和 B`，  C 和 C`是对

应点。 

    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相等；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角相等。 

     

    如图2—7，△ABC≌△A ̀ B`C`，则有A、B、C的对应点A`、B`、

C`；AB、BC、CA的对应边是A`B`、B`C`、C`A`。 

    ∠A，∠B，∠C的对应角是∠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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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B`，BC＝B`C`，CA＝C`A`；∠A＝∠A`，∠ B＝∠B`，

∠C＝∠C` 

    五、全等三角形的判定 

    1、边角边公理：有两边和它们的夹角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全等（可以简写成“边角边”或“SAS”） 

     注意：一定要是两边夹角，而不能是边边角。 

    2、角边角公理：有两角和它们的夹边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全等（可以简写成“角边角“或“ASA”） 

    3、推论有两角和其中一角的对边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

（可以简写成“角角边’域“AAS”） 

    4、边边边公理有三边对应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可以简写

成“边边边”或“SSS”） 

    由边边边公理可知，三角形的重要性质：三角形的稳定性。 

    除了上面的判定定理外，“边边角”或“角角角”都不能保

证两个三角形全等。 

    5、直角三角形全等的判定：斜边、直角边公理有斜边和一条

直角边对应相等的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可以简写成“斜边，直

角边”或“HL”） 

    六、角的平分线 

    定理1、在角的平分线上的点到这个角的两边的距离相等。 

    定理2、一个角的两边的距离相等的点，在这个角的平分线上。 

    由定理1、2可知：角的平分线是到角的两边距离相等的所有

点的集合。 

    可以证明三角形内存在一个点，它到三角形的三边的距离相

等这个点就是三角形的三条角平分线的交点（交于一点） 

    在两个命题中，如果第一个命题的题设是第二个命题的结论，

而第一个命题的结论又是第二个命题的题设，那么这两个命题叫

做互为逆命题，如果把其中的一个做原命题，那么另一个叫它的

逆命题。 

    如果一个定理的逆命题经过证明是真命题，那么它也是一个

定理，这两个定理叫互逆定理，其中一个叫另一个的逆定 

理。 

    例如：“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和“同位角相等，两直

线平行”是互逆定理。 

    一个定理不一定有逆定理，例如定理：“对顶角相等”就没

逆定理，因为“相等的角是对顶角”这是一个假命颗。 

七、基本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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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用直尺和圆规来画图，称为尺规作网＿ 

最基本、最常用的尺规作图．通常称为基本作图，例如做一

条线段等于己知线段。 

1、作一个角等于已知角：作法是使三角形全等（SSS），从

而得到对应角相等； 

2、平分已知角：作法仍是使三角形全等（SSS）．从而得到

对应角相等。 

3、经过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1）若点在已知直线上，

可看作是平分已知角平角；（2）若点在已知直线外，可用类似平

分已知角的方法去做：已知点 C为圆心，适当长为半径作弧交已

知真线于A、B两点，再以A、B为圆心，用相同的长为半径分别作

弧交于D点，连结CD即为所求垂线。 

4、作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也叫中垂线。 

做法的实质仍是全等三角形（SSS）。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作线段的中点。 

八、作图题举例 

重要解决求作三角形的问题 

    1、已知两边一夹角，求作三角形 

．  2、已知底边上的高，求作等腰三角形 

    九、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定理 

    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定理：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简写

成“等边对等角”） 

    推论1：等腰三角形顶角的平分线平分底边并且垂直于底边，

就是说：等腰三角形的顶角的平分线、底边上的中线、底边上的

高互相重合。 

    推论2：等边三角形的各角都相等，并且每一个角都等于60° 

    例如：等腰三角形底边中线上的任一点到两腰的距离相等，

因为等腰三角形底边中线就是顶角的角平分线、而角平分线上的

点到角的两边距离相等n 

    十、等腰三角形的判定 

    定理：如果一个三角形有两个角相，那这两个角所对的两条

边也相等。（简写成“等角对等动”）。 

    推论1：三个角都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推论2：有一个角等于60°的等腰三角形是等边三角形 

    推论3：在直角三角形中，如果一个锐角等于3O°，那么它所

对的直角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师书邦（江苏题库）www.shishubang.com 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平台！ 

40 

 

    十一、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定理：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和这条线段两个端点的距离相

等 

    逆定理：和一条线段两个端点距离相等的点，在这条线段的

垂直平分线上。 

    就是说：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可以看作是和线段两个端点距离

相等的所有点的集合。 

    十二、轴对称和轴对称图形 

    把一个图形沿着某一条直线折叠二如果能够与另一个图形重

合，那么就说这两个图形关于这条直线轴对称，两个图形中的对

应点叫关于这条直线的对称点，这条直线叫对称轴。 

    两个图形关于直线对称也叫轴对称。 

    定理1：关于某条直线对称的两个图形是全等形。 

    定理2：如果两个图形关于某条直线对称，那么对称轴是对应

点连线的垂直平分线。 

    定理3：两个图形关于某条直线对称，如果它们的对应线段或

延长相交。那么交点在对称轴上。 

    逆定理：如果两个图形的对应点连线被一条直线垂直平分，

那么这两个图形关于这条直线对称。 

    如果一个图形沿着一条直线折叠，直线两旁的部分能够互相

重合，那么这个图形叫做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就是对称轴。 

    例如：等腰三角形顶角的分角线就具有上面所述的特点，所

以等腰三角形顶角的分角线是等腰三角形的一条对称轴，而等腰

三角形是轴对称图形。 

    十三、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a、b的平方和等于斜边c的平

方： cba  22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如果三角形的三边长a、b、c有下面关系： 

222 cba   

    那么这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例题： 

    例1、已知：AB、CD相交于点O，AC∥DB，

OC=OD,E、F为AB上两点，且AE=BF.求证：CE=DF 

分析：要证CE=DF，可证△ACE≌△BDF，

但由已知条件直接证不出全等，这时由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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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可先证出△AOC≌△BOD，得出AC=BD，从而证出△ACE≌△BDF. 

证明：略 

例2、已知：如图，AB=CD，BC=DA，E、F是AC上两点，且AE=CF。

求证：BF=DE 

分析：观察图形，BF和DE分别在△CFB和△AED（或△ABF和△

CDE）中，由已知条件不能直接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这时可由

已知条件先证明△ABC≌△CDA,由此得∠1=∠2，从而证出△

CFB≌△AED。 

证明：略 

例3、已知：∠CAE是三角形ABC的外角, ∠1=∠2， AD∥

BC 。 

求证：AB=AC 

证明：略 

 

 

例 4、已知：如图 3－ 89，OE平分∠AOB，EC⊥OA

于 C，ED⊥OB 于 D．求证：（1）OC＝OD；（2）OE垂直

平分 CD． 

分析：证明第（1）题时，利用“等角的余角相等”

可得到∠OEC＝∠OED，再利用角平分线的性质定理得到 

OC＝OD．这样处理，可避免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 

证明：略 

 

 

 

 

 

几何部分 

第三章：四边形 

知识点： 

一、多边形 

    1、多边形：由一些线段首尾顺次连结组成的图形，叫做多边

形。 

    2、多边形的边：组成多边形的各条线段叫做多边形的边。 

    3、多边形的顶点：多边形每相邻两边的公共端点叫做多边形

的顶点。 

    4、多边形的对角线：连结多边形不相邻的两个顶点的线段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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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多边形的对角线。 

    5、多边形的周长：多边形各边的长度和叫做多边形的周长。 

    6、凸多边形：把多边形的任何一条边向两方延长，如果多边

形的其他各边都在延长线所得直线的问旁，这样的多边形叫凸多

边形。 

    说明：一个多边形至少要有三条边，有三条边的叫做三角形；

有四条边的叫做四边形；有几条边的叫做几边形。今后所说的多

边形，如果不特别声明，都是指凸多边形。 

    7、多边形的角：多边形相邻两边所组成的角叫做多边形的内

角，简称多边形的角。 

    8、多边形的外角：多边形的角的一边与另一边的反向延长线

所组成的角叫做多边形的外角。 

    注意：多边形的外角也就是与它有公共顶点的内角的邻补角。 

    9、n边形的对角线共有 )3(
2

1
nn 条。 

    说明：利用上述公式，可以由一个多边形的边数计算出它的

对角线的条数，也可以由一个多边形的对角线的条数求出它的边

数。 

    10、多边形内角和定理：n 边形内角和等于（n－2）180°。 

    11、多边形内角和定理的推论：n边形的外角和等于 360°。 

    说明：多边形的外角和是一个常数（与边数无关），利用它解

决有关计算题比利用多边形内角和公式及对角线求法公式简单。

无论用哪个公式解决有关计算，都要与解方程联系起 

来，掌握计算方法。 

    二、平行四边形 

    1、平行四边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叫做平行四边形。 

    2、平行四边形性质定理 1：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相等。 

    3、平行四边形性质定理 2：平行四边形的对边相等。 

    4、平行四边形性质定理 2推论：夹在平行线间的平行线段相

等。 

    5、平行四边形性质定理 3：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平分。 

    6、平行四边形判定定理 1：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是

平行四边形。 

    7、平行四边形判定定理 2：两组对边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

行四边形。 

    8、平行四边形判定定理 3：对角线互相平分的四边形是平行

四边形。 



师书邦（江苏题库）www.shishubang.com 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平台！ 

43 

 

    9、平行四边形判定定理 4：两组对角分别相等的四边形是平

行四边形。 

    说明：（1）平行四边形的定义、性质和判定是研究特殊平行

四边形的基础。同时又是证明线段相等，角相等或两条直线互相

平行的重要方法。 

    （2）平行四边形的定义即是平行四边形的一个性质，又是平

行四边形的一个判定方法。 

    三、矩形 

    矩形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从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当平行

四边形的一个内角变为 90°时，其它的边、角位置也都随之变化。

因此矩形的性质是在平行四边形的基础上扩充的。 

    1、矩形：有一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叫做短形（通常也叫

做长方形） 

    2、矩形性质定理 1：矩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 

    3．矩形性质定理 2：矩形的对角线相等。 

    4、矩形判定定理 1：有三个角是直角的四边形是矩形。 

    说明：因为四边形的内角和等于 360 度，已知有三个角都是

直角，那么第四个角必定是直角。 

    5、矩形判定定理 2：对角线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矩形。 

    说明：要判定四边形是矩形的方法是： 

    法一：先证明出是平行四边形，再证出有一个直角（这是用

定义证明）     

法二：先证明出是平行四边形，再证出对角线相等（这是判

定定理 1） 

    法三：只需证出三个角都是直角。（这是判定定理 2） 

    四、菱形 

    菱形也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当平行四边形的两个邻边发生

变化时，即当两个邻边相等时，平行四边形变成了菱形。 

    1、菱形：有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叫做菱形。 

    2、菱形的性质 1：菱形的四条边相等。 

    3、菱形的性质 2：菱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并且每一条对角

线平分一组对角。 

    4、菱形判定定理 1：四边都相等的四边形是菱形。 

    5、菱形判定定理 2：对角线互相垂直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 

    说明：要判定四边形是菱形的方法是： 

    法一：先证出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再证出有一组邻边相等。

（这就是定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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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二：先证出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再证出对角线互相垂直。

（这是判定定理 2） 

    法三：只需证出四边都相等。（这是判定定理 1） 

    （五）正方形 

    正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当邻边和内角同时运动时，又

能使平行四边形的一个内角为直角且邻边相等，这样就形成了正

方形。 

    1、正方形：有一组邻边相等并且有一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

形叫做正方形。 

    2、正方形性质定理 1：正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四条边都

相等。 

    3、正方形性质定理 2：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相等，并且互相

垂直平分，每条对角线平分一组对角。 

    4、正方形判定定理互：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的矩形是正方形。 

    5、正方形判定定理 2：两条对角线相等的菱形是正方形。 

    注意：要判定四边形是正方形的方法有 

    方法一：第一步证出有一组邻边相等； 第二步证出有一个角

是直角；第三步证出是平行四边形。（这是用定义证明） 

    方法二：第一步证出对角线互相垂直；第二步证出是矩形。

（这是判定定理 1） 

    方法三：第一步证出对角线相等；第二步证出是菱形。（这是

判定定理 2） 

    六、梯形 

    1、梯形：一组对边平行而另一组对边不平行的四边形叫做梯

形。 

    2、梯形的底：梯形中平行的两边叫做梯形的底（通常把较短

的底叫做上底，较长的边叫做下底） 

    3、梯形的腰：梯形中不平行的两边叫做梯形的腰。 

    4、梯形的高：梯形有两底的距离叫做梯形的高。 

    5、直角梯形：一腰垂直于底的梯形叫做直角梯形。 

    6、等腰梯形：两腰相等的梯形叫做等腰梯形。 

    7、等腰梯形性质定理 1：等腰梯形在同一底上的两个角相等。 

    8、等腰梯形性质定理 2：等腰梯形的两条对角线相等。 

    9、等腰梯形的判定定理 l。：在同一个底上钩两个角相等的

梯形是等腰梯形。 

    10、等腰梯形的判定定理 2：对角线相等的梯形是等腰梯形。 

    研究等腰梯形常用的方法有：化为一个等腰三角形和一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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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四边形；或两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和一矩形；或作对角线的平

行线交下底的延长线于一点；或延长两腰交于一点。 

    七、中位线 

    1、三角形的中位线连结三角形两边中点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

中位线。 

    说明：三角形的中位线与三角形的中线不同。 

    2、梯形的中位线：连结梯形两腰中点的线段叫做梯形中位线。 

    3、三角形中位线定理：三角形的中位线平行于第三边，并且

等于第三边的一半。 

    4、梯形中位线定理：梯形中位线平行于两底，并且等于两底

和的一半。 

八、多边形的面积 

 

说明：多边形的面积常用的求法有： 

 
（1）将任意一个平面图形划分为若干部分再通过求部分的面

积的和，求出原来图形的面积这种方法叫做分割法。如图 3－l，

作六边形的最长的一条对角线，从其它各顶点向这条对角线引垂

线，把六边形分成四个直角三角形和两个直角梯形，计算它们的

面积再相加。 

    （2）将一个平面图形的某一部分割下来移放在另一个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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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从而改变原来图形的形状。利用计算变形后的图形的面

积来求原图形的面积的这种方法。叫做割补法。—— 

    （3）将一个平面图形通过拼补某一图形，使它变为另一个图

形，利用新的图形减去所补充图形的面积，来求出原来图形面积

的这种方法叫做拼凑法。 

    注意：两个图形全等，它们的面积相等。等底等高的三角面

积相等。一个图形的面积等于它的各部分面积的和。 

例题： 

    例 1、如图 41-2，求∠B+∠C+∠D 的度数和。 

   
    例2、一个多边形的每一个外角都等于45°，那么这个多边形

的内角和是多少度。 

   分析：用多边形外角和公式就可以求解。 

 

例 3、已知：如图 43-1，在□ABCD中，AE⊥BC 于 E，AF⊥DC

于 F，∠EAF=60°，BE=2cm，DF=3cm。求□ABCD内角的度数与边

长。 

   

    例 4、如图 45-4，在□ABCD 中，对角线 AC、BD 交于 O点，

EF过 O分别交 BC、AD于点 E、F，且 AE⊥BC，求证：四边形 AECF

是矩形。 

   
例 5、如图 48-3，已知在梯形 ABCD中，AB∥CD，M、N分别

为 CD、AB的中点，且 MN⊥AB。 

求证：梯形 ABCD是等腰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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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8-3 

   例 6、已知：如图 49-2，梯形 ABCD中，AB⊥BC，DE=EC。求证：

AE=EB。 

   

 

几何部分 

第四章：相似形 

知识点： 

一、比例线段 

1、比：选用同一长度单位量得两条线段。a、b 的长度分别

是 m、n，那么就说这两条线段的比是 a：b＝m：n（或
n

m

b

a
 ） 

    2、比的前项，比的后项：两条线段的比 a：b 中。a 叫做比

的前项，b叫做比的后项。 

    说明：求两条线段的比时，对这两条线段要用同一单位长度。 

    3、比例：两个比相等的式子叫做比例，如
d

c

b

a
  

    4、比例外项：在比例
d

c

b

a
 （或 a：b＝c：d）中 a、d叫做

比例外项。 

    5、比例内项：在比例
d

c

b

a
 （或 a：b＝c：d）中 b、c叫做

比例内项。 

    6、第四比例项：在比例
d

c

b

a
 （或 a：b＝c：d）中，d叫 a、

b、c的第四比例项。 

    7、比例中项：如果比例中两个比例内项相等，即比例为
a

b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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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a:b=b:c 时，我们把 b叫做 a和 d的比例中项。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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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条线段叫做成比例线段，简称比例

线段。 

    9、比例的基本性质：如果 a：b＝c：d那么 ad＝bc逆命题也

成立，即如果 ad＝bc，那么 a：b＝c：d 

    10、比例的基本性质推论：如果 a：b=b：d那么 b2=ad，逆定

理是如果 b2=ad 那么 a：b=b：c。说明：两个论是比积相等的式子

叫做等积式。比例的基本性质及推例式与等积式互化的理论依据。 

    11、合比性质：如果
d

c

b

a
 ，那么

d

dc

b

ba 



 

    12．等比性质：如果
n

m

d

c

b

a
  ，（ 0 mdb  ），

那么
b

a

ndb

mca









 

    说明：应用等比性质解题时常采用设已知条件为 k ，这种方

法思路单一，方法简单不易出错。 

    13、黄金分割把一条线段分成两条线段，使较长的线段是原

线段与较小的线段的比例中项，叫做把这条线段黄金分割。 

    说明：把一条线段黄金分割的点，叫做这条线段的黄金分割

点，在线段 AB上截取这条线段的
2

15 
倍得到点 C，则点 C就是

AB的黄金分割点。 

    二、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1、平行线等分线段定理：如果一组平行线在一条直线上截得

的线段相等，那么在其它直线上截得的线段也相等。 

    格式：如果直线 L1∥L2∥L3， AB＝ BC， 

    那么：A1B1＝B1C1，如图 4－l 

说明：由此定理可知推论 1 和推论 2 

    推论 1：经过梯形一腰的中点与底平行的直线必平分另一腰。 

    格式：如果梯形 ABCD，AD∥BC，AE＝EB，EF∥AD，那么 DF=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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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论 2：经过三角形一边的中点与另一边平行的直线必平分

第三边。     

格式，如果△ABC中，D 是 AB 的中点，DE∥BC，那么 AE＝EC，

如图 4—3 

2、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三条平行线截两条直线，所得

的对应线段成比例。 

说明：平行线等分线段定理是平行线分线段成比问定理的特

殊情况。 

 

3．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的推论：平行于三角形一边的直

线截其它两边，所得的对应线段成比例。 

    说明 1：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可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达。

如图 4—4 

    说明 2：图 4－4的三种图形中这些成比例线段的位置关系依

然存在。 

    4、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的判定定理。如果一条直线截三角形

的两边（或两边的延长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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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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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的判定定理：平行于三角形的一边，

并且和其它两边相交的直线，所截得的三角形的三边与原三角形

三边对应成比例。 

    6、线段的内分点：在一条线段上的一个点，将线段分成两条

线段，这个点叫做这条线段的内分点。 

    7、线段的外分点：在一条线段的延长线上的点，有时也叫做

这条线段的外分点。 

    说明：外分点分线段所得的两条线段，也就是这个点分别和

线段的两个端点确定的线段。 

三、相似三角形 

    1、相似三角形：两个对应角相等，对应边成比例的三角形叫

做相似三角形。 

    说明：证两个三角形相似时和证两个三角形全等一样，通常

把表示对应顶点的字母写在对应的位置上，这样便于找出相似三

角形的对应角和对应边。 

    2、相似比：相似三角形对应边的比 k，叫做相似比（或叫做

相似系数）。 

    3、相似三角形的基本定理：平分于三角形一边的直线和其它

两边（或两边的延长线）相交，所构成的三角形与原三角形相似。 

    说明：这个定理反映了相似三角形的存在性，所以有的书把

它叫做相似三角形的存在定理，它是证明三角形相似的判定定理

的理论基础。 

    4、三角形相似的判定定理： 

    （1）判定定理 1：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角与另一个三角形

的两个角对应相等，那么就两个三角形相似。可简单说成：两角

对应相等，两三角形相似。 

    （2）判定定理 2：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和另一个三角形

的两条边对应成比例，并且夹角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可简单说成：两边对应成比例且夹角相等，两三角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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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判定定理 3：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与另一个三角形

的三条边对应成比例，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可简单说成：三

边对应成比例，两三角形相似。 

    （4）直角三角形相似的判定定理如果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和一条直角边与另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一条直角边对应成比

例，那么这两个直角三角形相似。 

    说明：以上四个判定定理不难证明，以下判定三角形相似的

命题是正确的，在解题时，也可以用它们来判定两个三角形的相

似。 

    第一：顶角（或底角）相等的两个等腰三角形相似。 

    第二：腰和底对应成比例的两个等腰三角形相似。 

    第三：有一个锐角相等的两个直角三角形相似。 

    第四：直角三角形被斜边上的高分成的两个直角三角形和原

三角形相似。 

    第五：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两边和其中一边上的中线与另一个

三角形的两边和其中一边上的中线对应成比例，那么这两个三角

形．相似。 

    5、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1）相似三角形性质 1：相似三角形对应高的比、对应中线

的比、对应角平分线的比都等于相似比。 

    （2）相似三角形性质 2：相似三角形周长的比等于相似比。 

    说明：以上两个性质简单记为：相似三角形对应线段的比等

于相似比。 

    （3）相似三角形面积的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 

    说明：两个三角形相似，根据定义可知它们具有对应角相等、

对应边成比例这个性质。 

    6、介绍有特点的两个三角形 

    （1）共边三角形指有一条公共边的两个三角形叫做共边三角

形。 

    （2）共角三角形有一个角相等或互补的两个三角形叫做共角

三角形，如图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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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边共角有一个公共角，而且还有一条公共边的两个三

角形叫做公边共角三角形。 

    说明：具有公边共角的两个三角形相似，则公边的平方等于

叠在一条直线上的两边的乘积：如图 4—7 若△ACD∽△ABC，则

AC2＝AD·AB 

例题： 

    例 1、已知： 的值. 

分析：已知等比条件时常有以下几种求值方法： 

(1)设比值为 k; 

(2)比例的基本性质； 

(3)方程的思想，用其中一个字母表示其他字母. 

解：由 ，得 a:b=2:3,b:c=5:4,即 a:b:c=10:15:12.

设 a=10k,b=15k,c=12k, 则(a+b):(b－c)=25:3. 

例 2  已知：如图 5－126(a)，在梯形 ABCD中，AD∥BC，对角线

交于O点，过O作EF∥BC，分别交AB，DC于E，F.求证：(1)OE=OF;(2)

;(3)若 MN为梯形中位线，求证 AF∥MC. 

 
分析： 

(1)利用比例证明两线段相等的方法. 

cb

bacbba




 :.

45
,

32
求

4532

cbba
 及

EFBCAD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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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若 ,a=c(或 b=d或 a=b)，则 b=d(或 a=c或 c=d)； 

②若 ,则 a=b(只适用于线段，对实数不成立)； 

③若 , ,a=a′,b=b′,c=c′,则 d=d′. 

(2)利用平行线证明比例式及换中间比的方法. 

(3)证明 时，可将其转化为“ ”类型后： 

①化为 直接求出各比值，或可用中间比求出各比值再相

加，证明比值的和为 1； 

②直接通分或移项转化为证明四条线段成比例. 

(4)可用分析法证明第(3)题，并延长两腰将梯形问题转化为三角

形问题. 

延长 BA，CD 交于 S，AF∥MC 

                
∴ AF∥MC 成立. 

(5)用运动的观点将问题进行推广. 

若直线 EF平行移动后不过点 O，分别交 AB，BD，AC，CD 于 E，O1，

O2，F，如图 5－126(b),O1F 

d

c

d

a


a

b

d

a


d

c

d

a


'

'

'

'

d

c

d

a


EFBCAD

211


cba

111


1
b

c

a

c



师书邦（江苏题库）www.shishubang.com 教师备课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平台！ 

54 

 

与 O2F是否相等?为什么? 

(6)其它常用的推广问题的方法有：类比、从特殊到一般等 

例 3  已知：如图 5－127，在ΔABC中，AB=AC，D为 BC中点，DE

⊥AC于 E，F 为 DE中点，BE交 AD于 N，AF交 BE于 M.

求证：AF⊥BE. 

分析： 

 

(1)分解基本图形探求解题思路. 

(2)总结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证明两角相等，进一步证

明两直线位置关系(平行、垂直等) 

的方法，利用ΔADE∽ΔDCE得到  

结合中点定义得到 ,结合∠3=∠C,得到ΔBEC∽ΔAFD，

因此∠1=∠2.进一步可 

得到 AF⊥BE. 

(3)总结证明四条线段成比例的常用方法：①比例的定义；②平行

线分线段成比例定理；③ 

三角形相似的预备定理；④直接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⑤利用

中间比等量代换；⑥利用面 

积关系. 

例 4  已知：如图 5－128，RtΔABC中，∠ACB=90°，CD⊥AB于

D，DE⊥AC于 E，DF⊥BC于 F. 

求证：(1)CD3=AAE·BF·AB；(2)BC2：AC2=CE:EA;(3)BC3:AC3=BF:AE. 

分析： 

 

掌握基本图形“RtΔABC，∠C=90°，CD⊥AB 于 D”中的

常用结论. 

①勾股定理：AC2+BC2=AB2. 

②面积公式：AC·BC=AB·CD. 

③三个比例中项：AC2=AD·AB,BC2=BD·BA,CD2=DA·DB. 

 

⑤  

CF

DE

DC

AD


CE

DF

BC

AD


BD

AD

BC

AC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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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第(1)题： 

∵ CD2=AD·BD, 

∴ CD4=AD2·BD2=(AE·AC)·(BF·BC)=(AE·BF)(AC·BC) 

=(AE·BF)·(AB·CD). 

第(2)题： 

  ∵ ,利用ΔBDF∽ΔDAE，证得

,命题得证. 

第(3)题： 

∵ , 

        ∴ ,∴  

 

 

第五章：解直角三角形 

知识点： 

    一、锐角三角函数：在直角三角形 ABC中，∠C是直角，

如图 5－1 

    1、正弦：把锐角 A的对边与斜边的比叫做∠A的正弦，记作

c

a
A sin  

    2、余弦：把锐角 A的邻边与斜边的比叫做∠A的余弦，记作

c

b
A cos  

    3、正切：把锐角 A的对边与邻边的比叫做∠A的正切，记作

b

a
A tan   

    4、余切：把锐角 A的邻边与对边的比叫做∠A的余切，记作

a

b
A cot  

    说明：由定义可以看出 tanA·cotA＝l（或写成
A

A
cot

1
tan  ） 

    5、锐角三角函数：锐角 A的正弦、余弦、正切、余切都叫做

∠A的锐角三角函数 

AD

BD

ABAD

BABD

AC

BC







2

2

AE

CE

EA

DF

AD

BD


AD

BD

ABAD

ABBD

AC

BC







2

2

ACAE

BCBF

AD

BD

AC

BC






2

2

4

4

AE

BF

AC

BC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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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锐角三角函数都不能取负值。 

    0＜ sinA＜ l； 0＜cosA＜；l 

    6、锐角的正弦和余弦之间的关系任意锐角的正弦值等于它的

余角的余弦值，任意锐角的余弦值等于它的余角的正弦值。 

    即 sinA＝cos（90°一 A）＝cosB；cosA＝sin（90°一 A）

＝sinB 

    7、锐角的正切和余切之间的关系任意锐角的正切值等于它的

余角的余切值，任意锐角的余切值等于它的余角的正切值。 

    即 tanA＝cot（90°一 A）＝cotB；cotA＝tan（90°－A）

＝ tanB 

    说明：式中的 90°一 A = B 。 

    8、三角函数值的变化规律 

    （1）当角度在 0°— 90°间变化时，正弦值（正切值随着

角度的增大（或减小）而增大（或减小） 

    （2）当角度在 0°—90°间变化时，余弦值（余切值）随着

角度的增大（或减小）而减小（或增大）。 

    9、同角三角函数关系公式 

    （1） 1cossin 22  BA ；（2）
A

A
cot

1
tan  ；（3） tanA＝

A

A

cos

sin
     

10．一些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二、解直角三角形 

由直角三角形中，除直角外的已知元素，求出所有未知元素

的过程，叫做解直角三角形。 

若直角三角形 ABC 中，∠C＝90°，那么 A、B、C，a，b，c

中除∠C＝90°外，其余 5个元素之间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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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222 cba  ；（2）∠A十∠B＝90°； 

    （3）
c

a
A sin ；

c

b
A cos ；

b

a
A tan ；

a

b
A cot  

    所以，只要知道其中的 2 个元素（至少有一个是边），就

可以求出其余 3个未知数。 

    例如 Rt△ABC中，∠C＝90°，且∠A＝30°，a＝5， 

    则由： 10
2

1
30sinsin  cA

c

a   

    35
2

3
60sinsin  bB

c

b   

     6090  BBA  

    60,10,35  Bcb  

    三、应用举例 

    是实际问题中的解直角三角形，或者说用解直角三角形的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一杆 AB直立地面，从 D点看杆顶 A，仰角为 60°，

从 C点看杆顶 A，仰角为 30°（如图 5～2）若 CD长为 10

米，求杆 AB 的高。 

解：设 AB＝x 

即
BD

x
60tan ，

BD

x




10
30tan  ， 

即










BD

BDx

103

3
 

xx
3

1
103  ， 3102 x ，∴ 35x  

即杆高约 8．66米，应用题中要注意： 

（1）仰角，俯角见图 5－3 

（2）跨度、中柱：如房屋顶人字架跨度为 AB，见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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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度、燕尾角 

如燕尾槽的深度，见图 5—5 

 

（4）坡度、坡角 

      见图 5 一 6 坡度 i＝7 坡度的垂直高度 h 水平宽度 l ，

）aa
l

h
i 叫坡角(tan  

例题： 

例 1、根据下列条件，解直角三角形． 

 

例 2、在平地上一点 C，测得山顶 A的仰角为 30°，

向山沿直线前进20米到D处，再测得山顶 A的仰角为45°，

求山高 AB． 

分析：此题一方面可引导学生复习仰角、俯角的概念，

同时，可引导学生加以分析： 

如图 6-39，根据题意可得 AB⊥BC，得∠ABC=90°，△ABD 和

△ABC都是直角三角形，且 C、D、B 在同一直线上，由∠ADB=45°，

AB=BD，CD=20 米，可得 BC=20+AB，在 Rt△ABC中，∠C=30°，可

得 AB与 BC之间的关系，因此山高 AB可求．学生在分析此题时遇

到的困难是：在 Rt△ABC中和 Rt△ABD中，都找不出一条已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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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题目中的已知条件 CD=20米又不会用． 

解：略 

例题 3如图 6-40，水库的横截面是梯形，坝顶宽 6m，坝高

23m，斜坡 AB  

坝底宽 AD(精确到 0.1m)． 

分析：坡度问题是解直角三角形的一个重要应用，

学生在解坡度问题时常遇到以下问题： 

1．对坡度概念不理解导致不会运用题目中的坡

度条件； 

2．坡度问题计算量较大，学生易出错； 

3．常需添加辅助线将图形分割成直角三角形和

矩形． 

解：略 

 

 

 

 

 

 

 

 

几何部分 

第六章：圆 

知识点： 

    一、圆 

   1、圆的有关性质 

    在一个平面内，线段 OA绕它固定的一个端点 O旋转一周，另

一个端点 A 随之旋转所形成的图形叫圆，固定的端点 O 叫圆心，

线段 OA叫半径。 

    由圆的意义可知： 

    圆上各点到定点（圆心 O）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都在圆上。 

    就是说：圆是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圆的内部

可以看作是到圆。心的距离小于半径的点的集合。 

    圆的外部可以看作是到圆心的距离大于半径的点的集合。连

结圆上任意两点的线段叫做弦，经过圆心的弦叫直径。圆上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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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间的部分叫圆弧，简称弧。 

    圆的任意一条直径的两个端点分圆成两条弧，每一条弧都叫

半圆，大于半圆的弧叫优弧；小于半圆的弧叫劣弧。由弦及其所

对的弧组成的圆形叫弓形。 

    圆心相同，半径不相等的两个圆叫同心圆。 

    能够重合的两个圆叫等圆。 

    同圆或等圆的半径相等。 

    在同圆或等圆中，能够互相重合的弧叫等弧。 

    二、过三点的圆 

    l、过三点的圆 

    过三点的圆的作法：利用中垂线找圆心 

    定理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个点确定一个圆。 

    经过三角形各顶点的圆叫三角形的外接圆，外接圆的圆心叫

外心，这个三角形叫圆的内接三角形。 

     2、反证法 

    反证法的三个步骤： 

    ①假设命题的结论不成立； 

    ②从这个假设出发，经过推理论证，得出矛盾； 

    ③由矛盾得出假设不正确，从而肯定命题的结论正确。 

    例如：求证三角形中最多只有一个角是钝角。 

    证明：设有两个以上是钝角 

          则两个钝角之和＞180° 

          与三角形内角和等于 180°矛盾。 

∴不可能有二个以上是钝角。 

    即最多只能有一个是钝角。 

   三、垂直于弦的直径 

    圆是轴对称图形，经过圆心的每一条直线都是它的对称轴。 

    垂径定理：垂直于弦的直径平分这条弦，并且平分弦所对的

两条弧。 

    推理 1：平分弦（不是直径）的直径垂直于弦，并且平分弦

所对两条弧。 

    弦的垂直平分线经过圆心，并且平分弦所对的两条弧。 

    平分弦所对的一条弧的直径，垂直平分弦，并且平分弦所对

的另一个条弧。 

    推理 2：圆两条平行弦所夹的弧相等。 

    四、圆心角、弧、弦、弦心距之间的关系 

    圆是以圆心为对称中心的中心对称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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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圆绕圆心旋转任意一个角度，都能够与原来的图形

重合。 

    顶点是圆心的角叫圆心角，从圆心到弦的距离叫弦心距。 

    定理：在同圆或等圆中，相等的圆心角所对的弧相等，所对

的弦相等，所对的弦心距相等。 

    推理：在同圆或等圆中，如果两个圆心角、两条弧、两条弦

或两条弦的弦心距中，有一组量相等，那么它们所对应的其余各

组量都分别相等。 

    五、圆周角 

    顶点在圆上，并且两边都和圆相交的角叫圆周角。 

    推理 1：同弧或等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同圆或等圆中，相

等的圆周角所对的弧也相等。 

    推理 2：半圆（或直径）所对的圆周角是直角；90°的圆周

角所对的弦是直径。 

    推理 3：如果三角形一边上的中线等于这边的一半，那么这

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由于以上的定理、推理，所添加辅助线往往是添加能构成直

径上的圆周角的辅助线。 

    六、圆的内接四边形 

    多边形的所有顶点都在同一个圆上，这个多边形叫圆内接多

边形，这个圆叫这个多边形的外接圆 

    定理：圆的内接四边形的对角互补，并且任何一个外角都等

于它的内对角。 

    例如图 6—1，连 EF 后，可得： 

    ∠DEF＝∠B 

    ∠DEF＋∠A＝180° 

∴∠A＋∠B＝18ry 

∴BC∥DA 

    七、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1、直线和圆有两个公共点时，叫做直线和圆相交，这时直线

叫圆的割线 

    直线和圆有唯一公共点时，叫做直线和圆相切，这时直线叫

圆的切线，唯一的公共点叫切点。 

    直线和圆没有公共点时，叫直线和圆相离。 

    2、若圆的半径为 r，圆心到直线的距离为 d，则： 

    直线和圆相交 d＜r；直线和圆相切 d＝r；直线和圆相

离 d＞r；直线和圆相交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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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图 6－2中，直线与圆 O相割，

有：r＞d 

    图 6－3 中，直线与圆 O相切，r＝d 

    图 6－4 中，直线与圆 O相离，r＜d 

八、切线的判定和性质 

    切线的判定：经过半径的外端并且

垂直于这条半径的直线是圆的切线。 

    切线的性质：圆的切线垂直于经过切点的半径 

推理 1：经过圆心且垂直干切线的直线必经过切点。 

推理 2：经过切点且垂直于切线的直线

必经过圆心。 

    例如图 6－5中，O 为圆心，AC 是切线，

D为切点。 

    ∠B＝90° 

    则有 BC 是切线 

    OD是半径 

    OD⊥AC 

    九、三角形的内切圆 

    要求会作图，使它和己知三角形的各边都相切 

    ∵分角线上的点到角的两边距离相等。 

∴两条分角线的交点就是圆心。 

    这样作出的圆是三角形的内切圆，其圆心叫内心，三角形叫

圆的外切三角形。 

    和多边形各边都相切的圆叫多边形的内切圆，多边形叫圆的

外切多边形。 

    十、切线长定理 

    经过圆外一点可作圆的两条切线。在经过圆外一点的圆的切

线上，这点和切点之间的线段的长，叫这点到圆的切线长。 

    切线长定理从圆外一点引圆的两条切线，它们的切线长相等。

圆心和这一点的连线平分两条切线的夹角，如图 6－6 

    B、C为切点，O为圆心。 

    AB＝AC，∠1＝∠2 

    十一、弦切角 

    顶点在圆上，一边和圆相交，另一边和圆相切

的角叫弦切角。 

    弦切角定理弦切角等于它所央的弧对的圆周角。 

    推理如果两个弦切角所央的弧相等，那么这两个弦切角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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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例如图 6－7，AB为切线， 

则有：∠C＝∠BAE，∠BAE＝∠D 

∴∠C＝∠D 

十二、和圆有关的比例线段 

    相交弦定理：圆内的两条相交弦，被交点分成的两条线段长

的积相等。 

    推理：如果弦与直径垂直相交，那么弦的一半是它分直径所

成的两条线段的比例中项。 

    切割线定理：从圆外一点引圆的切线和割线，切线长是这点

到割线与圆交点的两条线段长的比例中项。 

    推理：从圆外一点引两条割线，这一点到每条割线与圆的交

点的两条线段长的积相等，如图 6－

8，若 F为切点 

    则有：AF2=AH·AC，AG·AB＝AF2 

    EM·MD=BM·MG 

    CN·NH=DN·NE 

    十三、圆和圆的位置关系如图 6

－9 

    若连心线长为 d，两圆的半径分

别为 R，r，则： 

   1、两圆外离 d ＞R＋r； 

   2、两圆外切 d = R＋r； 

   3、两圆相交 R－r＜d＜R＋r（R＞r） 

    4、两圆内切 d = R－r；（R＞r） 

    5、两圆内含 d＜R－r。（R＞r） 

    定理相交两圆的连心线垂直平分丙两圆的公共弦。 

    如图 6－10，O1，O2为圆心， 

则有：AB⊥O1O2，且 AB被 O1O2

平分 

    十四、两圆的公切线 

    和两个圆都相切的直线叫两

圆的公切线，两圆在公切线同旁

时，叫外公切线，在公切线两旁时，叫内公切线，公切线上两个

切点的距离叫公切线的长。 

    如图 6－11，若 A、B、C、D 为切点，则 AB 为内公切线长，

CD为外公切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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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公切线中的重要直角三角形，如图 6－12，OO1A 为直角

三角形。 

    d2=（R－r）2＋e2为外公切线长， 

    又如图 6－13， OO1C为直角三角形。 

    d2＝（R 十 r）2＋ e’2为内公切线长。 

     

    十五、相切在作图中的应用 

    生活、生产中常常需要由一条线（线段或孤）平滑地渡到另

一条线上，通常称为圆弧连接，简称连接，连接时，线段与圆弧，

圆弧与圆弧在连接外相切，如图 6－ 14 

 

    十六、正多边形和圆 

    各边相等，各角也相等的多边形叫正多边形。 

    定理：把圆分成 n（n＞3）等分： 

    （l）依次连结各分点所得的多边形是这个圆的内按正多边形； 

    （2）经过各分点作圆的切线，以相邻切线的交点为顶点的多

边形是这个圆的外切正 n边形。 

    定理：任何正多边形都有一个外接圆和一个内切圆，这两个

圆是同心圆。 

    正多边形的外接（或内切）圆的圆心叫正多边形的中心。外

接圆的半径叫正多边形的半径，内切圆的半径叫正多边形的边心

距。 

    正多边形各边所对的外接圆的圆心角都相等，叫正多边形的

中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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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n边形的每个中心角等于
n

360
 

    正多边形都是轴对称图形，一个正 n 边形共有 n 条对称轴，

每条对称轴都通过正 n边形的中心。 

    若 n 为偶数，则正 n 边形又是中心对称图形，它的中心就是

对称中心。 

    边数相同的正多边形相似，所以周长的比等于边长的比，面

积的比等于边长平方的比。 

    十七、正多边形的有关计算 

    正 n边形的每个内角都等于
n

n 180)2( 
 

    定理：正 n边形的半径和边心距把正 n边形分成 2n个全等的

直角三角形。正多边形的有关计算都归结为解直角三角形的计算。 

    十八、画正多边形 

    1、用量角器等分圆 

    2、用尺规等分圆 

    正三、正六、正八、正四及其倍数（正多边形）。 

    正五边形的近似作法； 

    二十、圆周长、弧长 

    1、圆周长 C＝2πR；2、弧长
180

Rn
L


  

    二十一、圆扇形，弓形的面积 

    l、圆面积： 2RS  ；  

2、扇形面积：一条弧和经过这条弧的端点的两条半径所组成

的图形叫做扇形。 

    在半径为 R 的圆中，圆心角为 n°的扇形面积 S 扇形的计算公

式为：
360

2Rn
S


扇形  

    注意：因为扇形的弧长
180

Rn
L


 。所以扇形的面积公式又可

写为 LRS
2

1
扇形  

    （3）弓形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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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弦及其所对的弧组成的圆形叫做弓形。 

    弓形面积可以在计算扇形面积和三角形面积的基础上求

得。如果弓形的弧是劣弧，则弓形面积等于扇形面积减去三

角形面积。若弓形的弧是优弧，则弓形面积等于扇形面积加

上三角形面积。 

    二十二、圆柱和圆锥的侧面展开图 

    1、圆柱的侧面展开图 

    圆柱可以看作是由一个矩形旋转得到的，如把矩形 ABCD

绕边 AB旋转一周得到的图形是一个圆柱。（图 6一 16） 

    AB 叫圆柱的轴，圆柱侧面上平行轴的线段 CD， 

C’D’，…都叫圆柱的母线。 

    圆柱的母线长都相等，等于圆柱的高。 

    圆柱的两个底面是平行的。 

    圆柱的侧面展开图是一个长方形，如图 6－17，其中 AB=高，

AC=底面圆周长。 

    ∴S 侧面=2πRh 

    圆柱的轴截面是长方形一边长为 h，一边长为 2R 

    R是圆柱底半径，h是圆柱的高。见图 6－8 

     
    （2）圆锥的侧面展开图 

    圆锥可以看作由一个直角三角形旋转得到。 

    如图 6－19，把 Rt△OAS 绕直线 SO 旋

转一周得到的图形就是圆锥。 

    旋转轴 SO叫圆锥的轴，连通过底面圆

的圆心，且垂直底面。 

    连结圆锥顶点和底面圆的任意一点的

SA、SA’、…都叫圆锥的母线，母线长都相

等。 

    圆锥的侧面展开图如图 6一 19是一个

扇形 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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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径是母线长，AB是 2πR。（底面的周长），所以圆锥侧面积

为 S 侧面=πRL 

例题： 

    例 1、如图 7.2-1，AB 是⊙O 的直径，AD⊥CD,BC⊥CD,且

AD+BC=AB， 

1、求证：⊙O与 CD相切； 

2、若 CD=3，求 AD•BC. 

[特色]本题来源于教材，主要考查切线的判定方法及相似三

角形的知识. 

[解答](1)过 O点作 OE⊥CD 于 E. 

          ∵ AD⊥CD，     BC⊥CD，            ∴ AD∥OE

∥BC， 

又∵AO=BO，      ∴DE=CE， 

    ∴ OE=
2

1
(AD+BC).        而 AB=AD+BC， 

∴ OE=OA，  而 OE⊥CD，    ∴⊙O与 CD 相切. 

(2)连结 AE、BE，∵⊙O与 CD相切， 

  ∴ OE⊥CD ， ∠ BAE=∠BEC.    而∠ BAE=∠ OEA，    

∠ OEA+∠ DEA=90  ， 

  ∴∠ DEA+∠BEC=90  .    又∵AD⊥CD，   ∴∠ 

DEA+∠ DAE=90  ， 

∴∠ DAE=∠BEC，          ∴ △AED∽△EBC， 

∴AD•EC=DE•BC，          即 AD•BC=DE•EC= 2

2

1
CD

=
4

9
. 

    例 2、如图 7.1-2.已知，AB为⊙O的直径，D为弦 AC的中点，

BC=6cm,则 OD=     . 

[特色] 以上几道中考题均为直接运用圆的有关性质解题. 

[解答]由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知 OD=
2

1
BC 

    例 3、如图 7.3-1⊙O为△ABC 的内切圆，∠C=90 ,AO的延长

线交 BC于点 D,AC=4,CD=1,则⊙O的半径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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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5

4
     B、

4

5
     C、

4

3
      D、

6

5
 

[特色]本题考查内心的性质. 

[解答] 过点 O 半径 OE,则 OE∥CD,AE∶AC=OE∶CD,设半径为

R,则（4-R）∶4=R∶1,解之得 R=
5

4
,选 A. 

    例 4、圆内接四边形 ABCD，∠A、∠B、∠C的度数的比是 1∶

2∶3，则这个四边形的最大角是      . 

[特色]运用圆内接四边形的性质进行简单计算. 

[解答]设 A=x，则∠B=2x,∠C=3x . ∵∠A+∠C=180  ，     

   ∴x+3x=180  ，    ∴ x=45  . 

∴∠A=45  ，  ∠ B=90  ，    ∠C=135  ，    ∠ D=90  . 

∴ 最大角为 135  . 

例 5、如图 7.5-1，O 1和 O 2 外切于点 C，直线 AB

分别外切⊙O 1于 A，⊙O 2 于 B，⊙O 2 的半径为 1，AB=2 2 ，

则⊙O 1的半径是        .  

[特色]以上各题都是圆与圆的位置关系中常见的基

本题型，着眼于考查学生对两圆的位置关系的理解及运

用. 

[解答] （1）选 B，利用两圆相交，连心线垂直平分公共弦，

再根据勾股定理可求得. 

例 6、将两边长分别为 4cm 和 6cm 的矩形以其一边所在的直

线为轴旋转一周，所得圆柱的表面积为        cm 2 . 

[特色]考查圆柱的表面积的计算，着眼于考查学生思维的全

面性. 

[解答]以边长为 4cm 作母线所得到的圆柱的表面积为 80

2cm ；以边长为 6cm作母线所得到的圆柱的表面积为 120 2cm . 

例 7、如图 7.6-2，正六边形内接于半径为 1的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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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部分的面积是           . 

[特色]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以及基本运算能力. 

[解答] 答案：
4

3

6



.作半径，用扇形的面积减去三角形的

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