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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第一单元　集　　合

犘４　１．（１）∈　∈　

（２）∈　　　　　∈　∈　

（３）∈　

（４）　∈

（５）∈　

（６）

（７）０或１

２．（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３．（１）｛－槡３，槡３｝

（２）｛４，５，６，７，８，９｝

（３）｛ｍ，ａ，ｔ，ｈ，ｅ，ｉ，ｃ，ｓ｝

（４）｛（０，０），（１，０），（２，０），（０，１），（１，１），（２，１）｝

４．（１）｛狓狘狓＝２槡２或狓＝－２槡２｝

（２）狓狓＞－
５

３｛ ｝
（３）｛狓狘狓＝２狀，狀∈犖

＋｝

５．列举法｛（１，１）｝　描述法｛（狓，狔）狘狓＝１，狔＝１｝

６．是　狓
２
－狓＝２　得狓＝２（舍）或狓＝－１　∴狓＝－１

犘６　１．（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２．子集：，｛１｝，｛２｝，｛３｝，｛１，２｝，｛１，３｝，｛２，３｝，｛１，２，３｝

真子集：，｛１｝，｛２｝，｛３｝，｛１，２｝，｛１，３｝，｛２，３｝

非空真子集：｛１｝，｛２｝，｛３｝，｛１，２｝，｛１，３｝，｛２，３｝

３．（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１）犃犅　（２）犃犅　（３）犅犃

５．狓２＝３或狓
２
＝狓

狓＝±槡３或狓＝０或１（舍）

∴狓＝０或狓＝±槡３

６．瓓犕＝｛１，２｝，犕＝｛１，３｝，犕＝｛１，４｝

犕＝｛１，２，３｝，犕＝｛１，２，４｝，犕＝｛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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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犕＝｛１，２，３，４｝

７．

犪≥２

８．犅＝｛－１，１｝　∵犃犅　∴－１∈犃或１∈犃

①－１∈犃　－犽＝１　犽＝－１　②１∈犃　犽＝１

∴犽＝－１或１

犘８　一、１．Ｄ

２．Ｄ

３．Ｂ

二、１．犃∩犅＝｛５，８｝

犃∪犅＝｛３，４，５，６，７，８｝

２．犃∩犅＝｛狓狘狓是某幼师具有书法和钢琴等级考核合格证书的学生｝

犃∪犅＝｛狓狘狓是某幼师具有书法或钢琴等级考核合格证书的学生｝

３．犃＝｛５，－１｝，犅＝｛－１，１｝

犃∩犅＝｛－１｝，犃∪犅＝｛－１，１，５｝

４．犃∩犅＝｛狓狘３＜狓＜６｝

犃∪犅＝｛狓狘狓＞０｝

５．解
狔＝１－狓

狔＝２狓－２
烅
烄

烆
得
狓＝１

狔＝０
烅
烄

烆

∴犃∩犅＝｛（狓，狔）狘狓＝１，狔＝０｝

犘１０　１．犝＝｛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瓓犝犃＝｛４，５，６，７，８｝

瓓犝犅＝｛１，２，７，８｝

２．瓓犝犃＝｛狓狘狓＝２犽＋１，犽∈犣｝

瓓犝犅＝｛狓狘狓＝２犽，犽∈犣｝

３．瓓犝犃＝｛狓狘狓是非直角三角形｝

４．犅∩犆＝｛狓狘狓是正方形｝

瓓犝犃＝｛狓狘狓是梯形｝

５．犝＝｛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犅＝｛２，３，５，７｝

６．狓２－２＝狓　狓
２
－狓－２＝０　（狓－２）（狓＋１）＝０　狓＝２（舍）或狓＝－１

∴犝＝｛１，２，－１｝，犃＝｛１，－１｝

∴ 瓓犝犃＝｛２｝

７．（１）犃∪犅＝｛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２）犃∩犅＝｛４，５｝

（３）瓓犝犃∪瓓犝犅＝｛１，２，３，６，７，８，９，１０｝

（４）瓓犝犃∩瓓犝犅＝｛９，１０｝

８．犃∪犅＝｛狓狘２＜狓＜１０｝

瓓犚（犃∪犅）＝｛狓狘狓≤２或狓≥１０｝

犃∩犅＝｛狓狘３≤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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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瓓犚（犃∩犅）＝｛狓狘狓＜３或狓≥７｝

瓓犚犃＝｛狓狘狓＜３或狓≥７｝

（瓓犚犃）∩犅＝｛狓狘２＜狓＜３或７≤狓＜１０｝

瓓犚犅＝｛狓狘狓≤２或狓≥１０｝

犃∪（瓓犚犅）＝｛狓狘狓≤２或３≤狓＜７或狓≥１０｝

第一单元　集合复习参考题犘１２—犘１３

１．Ｃ　２．Ｄ　３．Ｃ　４．Ａ　５．Ｃ

６．（１）犃∩犅＝｛狓狘狓是正方形｝

（２）犃∪犅＝｛狓狘狓是菱形｝

（３）犅∩犆＝｛狓狘狓是平行四边形｝

（４）犃∪犆＝｛狓狘狓是矩形｝

７．（１） 　（２） 　（３）

８．

犃∪犅＝犚

犃∩犅＝｛狓狘１＜狓＜３｝

９．
犪２＝１

犪犫＝４
烅
烄

烆
或
犪２＝４

犪犫＝１
烅
烄

烆

犪＝１

犫＝４
烅
烄

烆
或
犪＝－１

犫＝－４
烅
烄

烆
或

犪＝２

犫＝
１

２

烅

烄

烆

或

犪＝－２

犫＝－
１

２

烅

烄

烆

１０．３狓＋１＝１６或狓
２
＝１６

狓＝５或狓＝±４

∴狓＝５或狓＝４或狓＝－４

１１．（１）犃∩＝，犃∪＝犃

（２）犃∩犚＝犃，犃∪犚＝犚

（３）瓓犝犃＝｛狓狘狓＞６｝

（４）犃∪瓓犝犃＝犚，犃∩瓓犝犃＝

１２．犝＝｛狓狘－１２＜狓＜１２｝

犃＝｛狓狘－１０≤狓≤－１｝

犅＝｛狓狘－４≤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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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犃∪犅＝｛狓狘－１０≤狓≤４｝

犃∩犅＝｛狓狘－４≤狓≤－１｝

犃 ∩瓓犝犅＝｛狓狘－１０≤狓≤－１｝∩｛狓狘－１２＜狓＜－４或４＜狓＜１２｝＝｛狓狘－１０≤狓＜－４｝

瓓犝犃∪瓓犝犅＝｛狓狘－１２＜狓≤－１０或４＜狓＜１２｝

１３．１－２犪＝９　犪＝－４

１４．犪＞０　Δ＝４－４犪＝０　犪＝１

１５．
３２－３狆＋１５＝０

３２＋１５＋９＝０
烅
烄

烆

狆＝８

狇＝－２４
烅
烄

烆

１６．犅犃　犃＝｛１，２｝　１∈犅　１－犪＋２＝０　犪＝３

２∈犅　４－２犪＋２＝０　犪＝３

１７．

犪≥８

１８．解：设有狓位同学语文、数学双优，则

狓≤５ ①

８＋５－狓≤１０ ②
烅
烄

烆

由①知　解集犕＝｛０，１，２，３，４，５｝

由②知　解集犖＝｛狓狘狓≥３，狓∈犖｝

∴犕 ∩犖＝｛３，４，５｝

∴ 语文、数学双优的同学人数最少３位，最多５位．

第二单元　不 等 式

犘２０　１．（１）｛狓狘－２＜狓＜３｝

（２）｛狓狘０＜狓＜２｝

（３）｛狓狘狓≥１或狓≤－１｝

（４）｛狓狘－１≤狓≤１｝

２．（１）狓 １＜狓＜
３

２｛ ｝
（２）狓 －１＜狓＜

４

３｛ ｝
（３）

（４）
１

３｛ ｝
３．（１）｛狓 ３－槡６９

２
≤狓≤

３＋槡６９

２ ｝
（２）

（３）狓狓＞
－３＋槡１３

２
或狓＜

－３－槡１３

２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４）｛狓狘狓＞２＋ 槡３２或狓＜２－ 槡３２｝

４．（１）｛狓狘狓＝－２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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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狓狘－２＜狓＜７｝

（３）｛狓狘狓＞７或狓＜－２｝

５．（１）狓２－３狓＋２＞０

（狓－１）（狓－２）＞０

狓＞２或狓＜１

∴ 定义域为｛狓狘狓＞２或狓＜１｝

（２）１２＋狓－狓２≥０

狓２－狓－１２≤０

（狓＋３）（狓－４）≤０

－３≤狓≤４

∴ 定义域为｛狓狘－３≤狓≤４｝

６．解：设底面矩形的宽为狓ｃｍ（狓＞０）

则长为（狓＋１０）ｃｍ

∴犞＝（狓＋１０）狓×２０≥４０００

解得　狓≥１０或狓≤－２０

∵狓＞０

∴狓≥１０

∴ 底面矩形的宽至少为１０ｃｍ．

７．犃＝｛狓狘－２＜狓＜－１｝

犅＝｛狓狘狓≥３或狓≤１｝

（１）犃∩犅＝｛狓狘－２＜狓≤１｝

（２）犃∪犅＝｛狓狘狓≥３或狓≤１｝

（３）瓓犝（犃∩犅）＝｛狓狘狓≤－２或狓＞１｝

（４）瓓犝犃＝｛狓狘狓≤－２或狓≥－１｝

瓓犝犅＝｛狓狘１＜狓＜３｝

（瓓犝犃）∪（瓓犝犅）＝｛狓狘狓≤－２或狓≥－１｝

犘２３　１．（１）
２狓＋１＞３狓－６ ①

３（狓＋１）＜５狓－７ ②
烅
烄

烆

由①　狓＜７

由②　狓＞５

∴ 原不等式组的解集为｛狓狘５＜狓＜７｝

（２）
３狓＋２＞２（狓－１） ①

４狓－３≤２狓－２ ②
烅
烄

烆

由①　狓＞－４

由②　狓≤
１

２

∴ 原不等式组的解集为 狓 －４＜狓≤
１

２｛ ｝

（３）

－２狓－１

３
＜１ ①

３狓－１

２
＞狓＋

３

２
②

烅

烄

烆

由①　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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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由②　狓＞４

∴狓＞４

∴ 原不等式组的解集为｛狓狘狓＞４｝

（４）

狓

２
＞
狓＋１

５
①

２狓－１

５
＞
狓＋１

２
②

烅

烄

烆

由①　狓＞
２

３
　由②　狓＜－７　∴狓不存在

∴ 原不等式组的解集为．

２．（１）－１≤２狓＋１≤１

－４≤２狓≤－２

－２≤狓≤－１

∴ 原不等式的解集为｛狓狘－２≤狓≤－１｝

（２）６狓－１＞２或６狓－１＜－２

狓＞
１

２
或狓＜－

１

６

∴ 原不等式的解集为狓狓＞
１

２
或狓＜－

１

６｛ ｝
（３）－１３≤８－３狓≤１３

－２１≤－３狓≤５

－
５

３
≤狓≤７

∴ 原不等式的解集为 狓 －
５

３
≤狓≤７｛ ｝

（４）４狓＋
１

６
≥３或４狓＋

１

６
≤－３

狓≥
１７

２４
或狓≤－

１９

２４

∴ 原不等式的解集为 狓狓≥
１７

２４
或狓≤－

１９

２４｛ ｝
３．（１）

狘３狓＋４狘≤６ ①

狘３狓＋４狘≥１ ②
｛
由①　－

１０

３
≤狓≤

２

３

由②　狓≥－１或狓≤－
５

３

∴ 原不等式的解集为 狓 －１≤狓≤
２

３
或－

１０

３
≤狓≤－

５

３｛ ｝
（２）－（２狓＋１）＜３狓－４＜２狓＋１

３狓－４＜２狓＋１ ①

３狓－４＞－（２狓＋１） ②
｛
由①　狓＜５

由②　狓＞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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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５
＜狓＜５

∴ 原不等式的解集为 狓
３

５
＜狓＜５｛ ｝

犘２５　１．（１）　（２）

２．（１）
狓２－狓－２＜４ ①

狓２－狓－２＞０ ②
烅
烄

烆

由①　－２＜狓＜３

由②　狓＞２或狓＜－１

∴２＜狓＜３或－２＜狓＜－１

∴ 原不等式解集为｛狓狘２＜狓＜３或－２＜狓＜－１｝

（２）
狓２－５狓－６＜２狓 ①

狓２－５狓－６＞－２ ②
烅
烄

烆

由①　
７－槡７３

２
＜狓＜

７＋槡７３

２

由②　狓＞
５＋槡４１

２
或狓＜

５－槡４１

２

∴
５＋槡４１

２
＜狓＜

７＋槡７３

２
或
７－槡７３

２
＜狓＜

５－槡４１

２

∴ 原不等式的解集为｛狓 ５＋槡４１

２
＜狓＜

７＋槡７３

２
或
７－槡７３

２
＜狓＜

５－槡４１

２ ｝
３．（１）

４狓２－１０狓－３＜３ ①

４狓２－１０狓－３＞－３ ②
烅
烄

烆

由①　４狓
２
－１０狓－６＜０

－
１

２
＜狓＜３

由②　狓＞
５

２
或狓＜０

∴－
１

２
＜狓＜０或

５

２
＜狓＜３

∴ 原不等式解集为 狓 －
１

２
＜狓＜０或

５

２
＜狓＜３｛ ｝

（２）５狓－狓２＞６或５狓－狓
２
＜－６

狓２－５狓＋６＜０或狓
２
－５狓－６＞０

２＜狓＜３或狓＞６或狓＜－１

∴ 原不等式解集为 狓狘２＜狓＜３或狓＞６或狓＜－１｛ ｝

４．解：
１

狓
－狓＞０

１－狓
２

狓
＞０

狓（狓２－１）＜０

狓（狓＋１）（狓－１）＜０

∴ 原不等式解集为｛狓狘狓＜－１或０＜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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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解：要使函数有意义，则

狓２＋狓－１２≥０ ①

４９－狓
２
≥０ ②

烅
烄

烆

由①　狓≥３或狓≤－４

由②　－７≤狓≤７

∴３≤狓≤７或－７≤狓≤－４

∴ 函数的定义域为｛狓狘３≤狓≤７或－７≤狓≤－４｝

犘２８　１．证明：
犪＋犫

２（ ）
２

－
犪２＋犫

２

２

＝
犪２＋犫

２
＋２犪犫

４
－
犪２＋犫

２

２

＝
犪２＋犫

２
＋２犪犫－２犪

２
－２犫

２

４

＝
－（犪２－２犪犫＋犫２）

４

＝－
（犪－犫）２

４

∵（犪－犫）２≥０　∴－
（犪－犫）４

４
≤０

∴
犪＋犫

２（ ）
２

≤
犪２＋犫

２

２

２．证明：∵犪＞０，犫＞０，犪≠犫

∴犪＋犫＞２槡犪犫

∴
２槡犪犫

犪＋犫
＜１

∴
２犪犫

犪＋犫
＜槡犪犫

３．证明：（１）∵狓＞０，狔＞０

∴狓＋
１

狓
≥２ 狓·

１

狓槡 ＝２

当且仅当狓＝
１

狓
即狓＝１时取“＝”

（２）∵狓＞０，狔＞０

∴
狔

狓
＋
狓

狔
≥２

狔

狓
·
狓

狔槡 ＝２

当且仅当
狓

狔
＝
狔

狓
即狓＝狔时取“＝”

４．∵狓≠０

∴狓２＞０

∴狓２＋
８１

狓２
≥２ 狓２·

８１

狓２槡 ＝２×９＝１８

当且仅当狓２＝
８１

狓２
即狓＝±３时，狓２＋

８１

狓２
最小，最小值是１８．



参 考 答 案　　　　
９　　　　

５．∵狓＞０　∴３狓＋
４

狓
≥２ ３狓·

４

狓槡 ＝ 槡４３

∴２－３狓－
４

狓
＝２－ ３狓＋

４

狓（ ）≤２－ 槡４３

当且仅当３狓＝
４

狓
即狓＝

２

３
槡３时，２－３狓－

４

狓
有最大值，最大值为２－ 槡４３

６．

犛＝狓·
犔－狓

２
＝
１

２
狓·（犔－狓）

∵狓＞０，犔－狓＞０

∴狓·（犔－狓）≤
（狓＋犔－狓）２

２
＝
犔２

２

当且仅当狓＝犔－狓即狓＝
犔

２
时，犛ｍａｘ＝

犔２

４

７．解：设污水池的宽为狓ｍ，则长为
２００

狓
ｍ

总造价为狔元，则

狔＝
２００

狓
×２＋２狓（ ）×４００＋２狓×２４８＋２００×８０

＝
１６００００

狓
＋１２９６狓＋１６０００

∵狓＞０

∴狔≥２
１６００００

狓
×１２９６槡 狓＋１６０００＝１４４００＋１６０００

＝３０４００

当且仅当
１６００００

狓
＝１２９６狓即狓＝

１００

９
时，狔ｍｉｎ＝３０４００

第二单元　不等式复习参考题犘２９—犘３１

１．∵狘犪狘≥０　∴狘狓－２狘＞－１恒成立

∴ 选Ｄ

２．∵０＜犪＜１　∴
１

犪
＞１

∴犪＜狓＜
１

犪

∴ 选Ａ

３．（１－狓）（４狓－３）≤０（狓－１）（４狓－３）≥０狓≥１或狓＜
３

４
且４狓－３≠０

∴ 选Ｃ　



　　　参 考 答 案
１０　　　

４．Ａ

５．（１）２狓＋３≥５或２狓＋３≤－５

２狓≥２或 ２狓≤－８

狓≥１或 狓≤－４

∴ 解集为｛狓狘狓≥１或狓≤－４｝

（２）－２＜５－３狓＜２

－７＜－３狓＜－３

１＜狓＜
７

３

∴ 解集为 狓 １＜狓＜
７

３｛

６．（１）（狓－４）（狓＋６）≤０

－６≤狓≤４

∴ 解集为｛狓狘－６≤狓≤４｝

（２）狓２－４狓＋５＝（狓－２）２＋１≥１

∴ 解集为

（３）（狓－２）（２狓＋３）＞０

狓＞２或狓＜－
３

２

∴ 解集为 狓狓＞２或狓＜－
３

２｛ ｝
（４）（２狓＋１）２≥０

∴２狓＋１≠０时（２狓＋１）
２
＞０

∴狓≠－
１

２

∴ 解集为 狓狓≠－
１

２｛ ｝
７．（１）狓２－狓－２＞０

（狓－２）（狓＋１）＞０

狓＞２或狓＜－１

∴ 定义域为｛狓狘狓＞２或狓＜－１｝

（２）
狓－４

狓＋４
≥０

（狓－４）（狓＋４）≥０且狓＋４≠０

∴狓≥４或狓＜－４

∴ 定义域为｛狓狘狓≥４或狓＜－４｝

８．（１）
狘狓－３狘＜５ ①

狘狓－３狘＞１ ②
烅
烄

烆



参 考 答 案　　　　
１１　　　

由①得　－２＜狓＜８

由②得　狓－３＞１或狓－３＜－１

狓＞４或狓＜２

解集为｛狓狘－２＜狓＜２或４＜狓＜８｝

（２）－６＜狓
２
－３狓－４＜６

狓２－３狓－１０＜０ ①

狓２－３狓＋２＞０ ②
烅
烄

烆

由①得　－２＜狓＜５

由②得　狓＞２或狓＜１

解集为｛狓狘－２＜狓＜１或２＜狓＜５｝

９．解：设售价上涨狓元，获得的利润狔元

狔＝（５０＋狓－４０）（５０－狓）＝－（狓－２０）２＋９００≤９００

当狓＝２０时，狔ｍａｘ＝９００元

此时该商品的最佳售价为７０元，利润最大为９００元

１０．解：设该植物种在山区高度为狓米

则１８≤２２－（０．５５×狓）÷１００≤２０

４０００

１１
≤狓≤

８０００

１１

∴ 该植物种在高度是
４０００

１１
米至

８０００

１１
米之间的山上为宜

１１．犽狓２－（犽－８）狓＋１＞０

①犽＞０，Δ＜０

Δ＝［－（犽－８）］２－４犽＜０

∴４＜犽＜１６

②犽＝０，狓＞－
１

８
舍

综上４＜犽＜１６

１２．狔＝（狓＋２）＋
１６

狓＋２
－２

∵狓＞－２

∴狓＋２＞０

∴狔≥２ （狓＋２）·
１６

狓＋２槡 －２＝６

当且仅当狓＋２＝
１６

狓＋２
即狓＝２时狔ｍｉｎ＝６

１３．（１）
狘２狓－５狘＜７ ①

狘２狓－５狘＞２ ②
烅
烄

烆



　　　参 考 答 案
１２　　　

由①得　－１＜狓＜６

由②得　狓＞
７

２
或狓＜

３

２

解集为 狓 －１＜狓＜
３

２
或
７

２
＜狓＜６｛ ｝

（２）狓２－３狓＞４或狓
２
－３狓＜－４

狓２－３狓－４＞０或狓
２
－３狓＋４＜０

（狓－４）（狓＋１）＞０

狓＞４或狓＜－１

解集为｛狓狘狓＞４或狓＜－１｝

１４．∵狓＞０，狔＞０

∴２狓＋狔≥２ ２狓·槡 狔＝ 槡２２· 狓槡狔＝４

当且仅当２狓＝狔即狓＝１，狔＝２时２狓＋狔有最小值４

１５．ｌｇ狓＋ｌｇ狔＝ｌｇ（狓狔）＝２　∴狓狔＝１００

１

狓
＋
１

狔
≥２

１

狓
·
１

狔槡 ＝２
１

狓狔槡 ＝２×
１

１０
＝
１

５

当且仅当
１

狓
＝
１

狔
即狓＝狔＝１０时，

１

狓
＋
１

狔
有最小值

１

５

１６．解：狔＝３－ ３狓＋
１

狓（ ）
∵狓＞０

∴３狓＋
１

狓
≥２ ３狓·

１

狓槡 ＝ 槡２３

当且仅当３狓＝
１

狓
即狓＝

槡３

３
时狔ｍａｘ＝３－ 槡２３

狔≤３－ 槡２３

１７．解：①犪＞１时，
３

４
＞犪舍去

②０＜犪＜１时，
３

４
＜犪

∴０＜犪＜
３

４

综上０＜犪＜
３

４

１８．解：原不等式变形为
３狓２－４狓－２３

狓２－９
－２＞０

３狓２－４狓－２３－２（狓２－９）

狓２－９
＞０

狓２－４狓－５

狓２－９
＞０



参 考 答 案　　　　
１３　　　

（狓２－４狓－５）（狓２－９）＞０

（狓－５）（狓＋１）（狓＋３）（狓－３）＞０

∴ 原不等式的解集为｛狓狘狓＜－３或－１＜狓＜３或狓＞５｝

第三单元　函　　数

犲狓３ １（犘３７）

解：１．

２．（１）是；（２）不是，因为２×５＝１０不在犅之中．

３．（１）４狓＋７≠０

狓≠－
７

４

∴ 定义域为 狓狓≠－
７

４｛ ｝
（２）

１－狓≥０

狓＋３≥０
烅
烄

烆
　∴－３≤狓≤１

∴ 此函数的定义域为｛狓狘－３≤狓≤１｝

４．（１）是，因为两函数的定义域，对应法则和值域（函数三要素）均相同．

（２）不是，因为犳（狓）＝１的定义域为犚，而犵（狓）＝狓°的定义域为｛狓狘狓≠０｝．

５．犳（０）＝０－０２＝０，犳（１）＝１－１２＝０，犳
１

２（ ）＝１２－
１

２（ ）
２

＝
１

４
，犳（狀＋１）－犳（狀）＝［（狀＋１）－

（狀＋１）２］－（狀－狀２）＝－２狀．

６．（１）∵犳（１）＝１２＋１＝２，犳（２）＝２２＋２＝６，犳（３）＝３２＋３＝９，∴ 值域为｛２，６，９｝．

（２）∵犳（狓）＝（狓－１）２－１≥－１，∴ 此函数的值域为｛狓狘狓≥－１｝．

（３）∵犳（１）＝１＋１＝２，犳（２）＝２＋１＝３，∴ 此函数的值域为｛狔狘２＜狔≤３｝．

犲狓３ ２（犘３９）

解：１．观图可知：矩形的另一边长为 ５０２－狓槡 ２

∴狔＝狓 ２５００－狓槡 ２
　（０＜狓＜５０）

２．狔＝
狓＋３， 狓≥－３

－狓－３，狓＜－３．
烅
烄

烆



　　　参 考 答 案
１４　　　

∴ 图像为

３．（１）与Ｄ，（２）与Ａ，（３）与Ｂ吻合得最好．

图像Ｃ可描述为：不明去上学，出发后担心迟到快速行进，后发现时间充足，降速行进．

（此题答案不唯一）

犲狓３ ３（犘４４）

解：１．如图所示：

函数的单调递增区间：［８：０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１８：００］；

函数的单调递减区间：［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２．证：任取狓１，狓２∈（０，＋∞）且狓１＜狓２　则狓１－狓２＜０，狓１＋狓２＞０

∵犳（狓１）－犳（狓２）＝（狓２１－１）－（狓２２－１）＝（狓１－狓２）（狓１＋狓２）＜０

∴犳（狓１）＜犳（狓２）

∴ 函数犳（狓）＝狓２－１在（０，＋∞）上是增函数．

３．证：任取狓１，狓２∈（－∞，０）且狓１＜狓２，则狓１－狓２＜０，狓１·狓２＞０

∵犳（狓１）－犳（狓２）＝－
１

狓１
－ －

１

狓２（ ）＝ １狓２ －
１

狓１
＝
狓１－狓２

狓１狓２
＜０

∴犳（狓１）＜犳（狓２）

∴ 函数犳（狓）＝－
１

狓
在（－∞，０）上是增函数．

４．证：任取狓１，狓２∈犚，且狓１＜狓２，则狓２－狓１＞０

∵犳（狓１）－犳（狓２）＝（－２狓１＋１）－（－２狓２＋１）＝２（狓２－狓１）＞０

∴犳（狓１）＞犳（狓２）

∴ 函数犳（狓）＝－２狓＋１在犚上是单调减函数．

５．图像（略），最小值．

６．解：∵犳（狓）＝－狓２＋２狓＝－（狓－１）２＋１且１∈［０；１０］

∴犳ｍａｘ（狓）＝１，此时狓＝１；犳ｍｉｎ（狓）＝－８０，此时狓＝１０．

练习（犘４７）

１．

（１）

　

（２）



参 考 答 案　　　　
１５　　　

２．（１）∵狔＝狓２－１的定义域为犚，关于原点对称，且犳（－狓）＝（－狓）２－１＝狓２－１＝犳（狓）

∴狔＝狓
２
－１在犚上是偶函数．

（２）∵狔＝狓３－３狓的定义域为犚，关于原点对称，且犳（－狓）＝（－狓）３－３（－狓）＝－狓３＋３狓＝

－（狓３－３狓）＝－犳（狓）

∴狔＝狓
３
－３狓在犚上是奇函数．

（３）∵犳（１）＝０，犳（－１）＝４

∴犳（１）≠犳（－１）且犳（１）≠－犳（－１）

∴狔＝狓
２
－２狓＋１在犚上是非奇非偶函数．

（４）∵狔＝
狓４－１

狓２
的定义域为（－∞，０）∪（０，＋∞），关于原点对称且犳（－狓）＝

（－狓）４－１

（－狓）２
＝

狓４－１

狓２
＝犳（狓）

∴狔＝
狓４－１

狓２
在（－∞，０）∪（０，＋∞）上是偶函数．

复习参考题

犃组犘４８

１．略

２．解：（１）是　（２）是　（３）是

３．解：

（１）

狔＝
０，狓＜１

狓，狓≥１．
｛

　

（２）

犌（狓）＝
－狓２＋２狓，狓＜２

狓２－２狓， 狓≥２
｛

４．解：（１）３狓＋５≥０

狓≥－
５

３

∴ 此函数的定义域为 －
５

３
，＋∞［ ）．

（２）
狓＋１≥０

狓＋２≠０
烅
烄

烆
　∴狓≥－１

∴ 此函数的定义域为［－１，＋∞）．

（３）３－２狓＞０

狓＜
３

２

∴ 此函数的定义域为 －∞，
３

２（ ）．
（４）

狓－１≥０

狓－４≠０
烅
烄

烆
　∴狓≥１且狓≠４



　　　参 考 答 案
１６　　　

∴ 此函数的定义域为［１，４）∪（４，＋∞）．

５．证明：（１）∵犳（－狓）＝
１＋（－狓）２

１－（－狓）２
＝
１＋狓

２

１－狓
２
＝犳（狓）

∴犳（－狓）＝犳（狓）．

（２）犳
１

狓（ ）＝
１＋

１

狓（ ）
２

１－
１

狓（ ）
２
＝

狓２＋１

狓２

狓２－１

狓２

＝
狓２＋１

狓２－１
＝－

１＋狓
２

１－狓
２
＝－犳（狓）

∴犳
１

狓（ ）＝－犳（狓）．
６．解：（１）犳（犪＋１）＝

１－（犪＋１）

１＋（犪＋１）
＝
－犪

犪＋２
＝－

犪

犪＋２
．

（２）犳（犪）＋１＝
１－犪

１＋犪
＋１＝

１－犪＋（１＋犪）

１＋犪
＝

２

犪＋１
．

７．解：当２狓＋３＝－１时，狓＝－２；当２狓＋３＝２时，狓＝－
１

２
；当２狓＋３＝５时，狓＝１；当２狓＋３＝８时，

狓＝
５

２
．

∴ 此时，函数的定义域为 －２，－
１

２
，１，

５

２｛ ｝．
８．解：（１）狔＝犳（狓）在 －∞，

１

２（ ］上是增函数，狔＝犳（狓）在 １

２
，＋∞［ ）上是减函数．

（２）狔＝－槡狓 在［０，＋∞）上是减函数．

犅组犘４９

１．解：设 槡狓＋１＝狋，则狓＝（狋－１）２

犳（狋）＝［（狋－１）２］２＋２（狋－１）２－３＝狋４－４狋３＋８狋２－８狋

∴犳（狓）＝狓４－４狓３＋８狓２－８狓．

２．解：∵狔＝
狓４－５

犪狓５＋犫狓
２
＋犮

为奇函数且狓４－５为偶函数

∴犪狓５＋犫狓
２
＋犮为奇函数

∴犫＝犮＝０

∴狔＝
狓４－５

犪狓５

把（１，－４）代入得，－４＝
－４

犪
　∴犪＝１

∴犪２＋犫
２
＋犮

２
＝１

第四单元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练习（犘５６）

１．解：犪
１

５ ＝
５

槡犪，犪
３

４ ＝
４

犪槡 ３，犪－
３

５ ＝
１
５

犪槡 ３

，犪－
２

３ ＝
１
３

犪槡 ２
．



参 考 答 案　　　　
１７　　　

２．解：（１）
３

狓槡 ２
＝狓

２

３，（２）
４
（犪＋犫）槡 ３

＝（犪＋犫）
３

４，（３）
３

犿２＋狀槡 ２
＝（犿２＋狀２）

１

３，（４）
５

狔槡
３
＝狔

３

５．

３．解：（１）２５
１

２ ＝（５２）
１

２ ＝５；（２）２７
２

３ ＝（３３）
２

３ ＝３
２
＝９；（３）４９－

３

２ ＝７
２× －

３

２（ ）＝７－３＝
１

３４３
；

（４）
２５

４（ ）
－
３

２

＝
２

５（ ）
－２

（ ）
－
３

２

＝
８

１２５
．

４．解：

（１）原式＝犪
１

２
＋
１

４
－
３

８ ＝犪
３

８ 　（２）原式＝（狓
１

２）６·（狔－
１

３）６＝狓３狔－２＝
狓３

狔
２

练习（犘５９）

１．解：列表

狓 －２ －１ ０ １ ２

３狓
１

９

１

３
１ ３ ９

１

３（ ）
狓

９ ３ １
１

３

１

９

２．解：（１）狓≠０

∴ 定义域为｛狓狘狓≠０｝．

（２）狓－１≥０

狓≥１

∴ 定义域为［１，＋∞）．

（３）定义域为犚．

（４）２－狓≠０

狓≠２

定义域为（－∞，２）∪（２，＋∞）．

３．解：狔＝１．０５狓

观图可知，大约经过６年．

４．解：（１）考察狔＝３狓

∵３＞１

∴狔＝３
狓 在犚上是增函数

∵０．８＞０．７

∴３０．８＞３
０．７

（２）考察狔＝０．７５狓

∵０＜０．７５＜１

∴狔＝０．７５
狓 在犚上是减函数

∵－０．１＜０．１

∴０．７５－０．１＞０．７５
０．１

（３）考察狔＝１．０１狓

∵１．０１＞１

∴狔＝１．０１
狓 在犚上是增函数

∵２．７＜３．５



　　　参 考 答 案
１８　　　

∴１．０１２．７＜１．０１
３．５

（４）考察狔＝０．９９狓

∵０＜０．９９＜１

∴狔＝０．９９
狓 在犚上是减函数

∵３．３＜４．５

∴０．９９３．３＞０．９９
４．５

５．解：（１）犿＜狀；（２）犿＜狀；（３）犿＞狀；（４）犿＞狀．

６．解：（１）狔＝１０×１．０１２狓

（２）当狓＝５时狔＝１０．６

（３）设１０×犪１０≤１５

犪１０≤
３

２

犪≤１．０４

犪－１≤０．０４

答：年增长率应控制在４％以内．

练习（犘６２）

解：１．（１）３＝ｌｏｇ２８；（２）ｌｏｇ２３２＝５；（３）ｌｏｇ２
１

２
＝－１；（４）ｌｏｇ２７

１

３
＝－

１

３
．

２．（１）３２＝９；（２）５３＝１２５；（３）２－２＝
１

４
；（４）３－４＝

１

８１
．

３．（１）２；（２）－４；（３）２；（４）－２；（５）４；（６）－４．

４．（１）１；（２）０；（３）２；（４）２．

练习（犘６４）

解：１．（１）ｌｇ狓＋ｌｇ狔＋ｌｇ狕　（２）ｌｇ狓＋２ｌｇ狔－ｌｇ狕　（３）ｌｇ狓＋３ｌｇ狔－
１

２
ｌｇ狕

（４）
１

２
ｌｇ狓－２ｌｇ狔－ｌｇ狕

２．（１）７　（２）４　（３）－５　（４）
２

３

３．（１）原式＝ｌｏｇ２
６

３
＝ｌｏｇ２２＝１；（２）原式＝ｌｇ５＋ｌｇ２＝ｌｇ１０＝１；

（３）原式＝ｌｏｇ５３×
１

３（ ）＝ｌｏｇ５１＝０；（４）原式＝ｌｏｇ３ ５１５＝ｌｏｇ３３－１＝－１．

练习（犘６７）

解：１．相同点：

定义域为（０，＋∞），值域为犚，且过（１，０）．

不同点：

狔＝ｌｏｇ３狓在（０，＋∞）上是增函数，

狔＝ｌｏｇ１
３
狓在（０，＋∞）上是减函数．

２．（１）∵１－狓＞０



参 考 答 案　　　　
１９　　　

∴狓＜１

∴ 定义域为（－∞，１）．

（２）
狓＞０

ｌｏｇ２狓≠０
烅
烄

烆

∴
狓＞０

狓≠１
烅
烄

烆

∴ 定义域为｛狓狘狓＞０且狓≠１｝．

（３）
１

３－狓
＞０

１－３狓＞０

狓＜
１

３

∴ 定义域为 －∞，
１

３（ ）．
（４）∵ｌｏｇ３狓≥０

∴狓≥１

∴ 定义域为［１，＋∞）．

３．（１）考察狔＝ｌｏｇ１０狓

∵１０＞１

∴狔＝ｌｏｇ１０狓在（０，＋∞）上是增函数

∵６＜８

∴ｌｏｇ１０６＜ｌｏｇ１０８．

（２）考察狔＝ｌｏｇ０．５狓

∵０＜０．５＜１

∴狔＝ｌｏｇ０．５狓在（０，＋∞）上是减函数

∵６＞４

∴ｌｏｇ０．５６＜ｌｏｇ０．５４．

（３）考察狔＝ｌｏｇ２
３
狓

∵０＜
２

３
＜１

∴ｌｏｇ２
３
狓在（０，＋∞）上是减函数

∵０．５＜０．６

∴ｌｏｇ２
３
０．５＞ｌｏｇ２

３
０．６．

（４）考察狔＝ｌｏｇ１．５狓

∵１．５＞１

∴狔＝ｌｏｇ１．５狓在（０，＋∞）上是增函数

∵１．６＞１．４

∴ｌｏｇ１．５１．６＞ｌｏｇ１．５１．４

复习参考题（犘６９）

犃组

１．Ｄ　２．Ｂ　３．Ｄ　４．Ａ　５．Ｃ　６．Ａ　７．Ｄ



　　　参 考 答 案
２０　　　

８．解：（１）ｌｏｇ犪１＝０；（２）ｌｏｇ犪犪＝１；（３）ｌｏｇ犪犖＝３；（４）ｌｏｇ犪犕＝
２

３
．

９．解：（１）犪犫＝犕；（２）犪
３

５ ＝
５

犪槡 ３；（３）犪６＝６４；（４）犪５＝狓狔．

１０．解：原式＝（１－ｌｇ５）３＋３ｌｇ２ｌｇ５＋（ｌｇ５）３

＝１－３ｌｇ５＋３（ｌｇ５）２－（ｌｇ５）３＋３ｌｇ２ｌｇ５＋（ｌｇ５）３

＝１－３ｌｇ５＋３ｌｇ５（ｌｇ２＋ｌｇ５）

＝１

１１．解：（１）４＋３狓＞０

狓＞－
４

３

∴ 定义域为 －
４

３
，＋∞（ ）．

（２）４狓－１６≥０

狓≥２

∴ 定义域为［２，＋∞）．

１２．解：（１）ｌｇ６＝ｌｇ２＋ｌｇ３＝０．３０１０＋０．４７７１＝０．７７８１

（２）ｌｇ４＝２ｌｇ２＝２×０．３０１０＝０．６０２０

（３）ｌｇ１２＝２ｌｇ２＋ｌｇ３＝０．６０２０＋０．４７７１＝１．０７９１

（４）ｌｇ
３

２
＝ｌｇ３－ｌｇ２＝０．４７７１－０．３０１０＝０．１７６１

犅组

１３．解：（１）
５

２（ ）
０．９

＞
５

２（ ）
０．６

　（２）
５

６（ ）
－０．２

＞
５

６（ ）
０．３

（３）１．００１１．７＜１．００１
１．８
　（４）０．９９３．３＞０．９９

４．４

１４．解：（１）３狓＋１＝－２狓

狓＝－
１

５

（２）ｃａｓｅ１：当犪＞１时

３狓＋１＞－２狓

狓＞－
１

５

ｃａｓｅ２：当０＜犪＜１时

３狓＋１＜－２狓

狓＜－
１

５

１５．解：狔＝犪（１＋狉）狓

当犪＝１０００，狉＝２．２５％时

狔＝１１１８

答：５期后，本利和约为１１１８元．

１６．解：ｌｏｇ２３＝犿，ｌｏｇ２５＝狀，

ｌｏｇ２４５０＝ｌｏｇ２２＋２ｌｏｇ２３＋２ｌｏｇ２５＝１＋２犿＋２狀

１７．解：（１）ｌｏｇ５７．８＜ｌｏｇ５７．９；（２）ｌｏｇ０．３３＜ｌｏｇ０．３２；（３）ｌｎ０．３２＜０＜ｌｇ２

１８．解：设２０１２年的ＧＤＰ为犪，经过狓年后，总产值为狔，则



参 考 答 案　　　　
２１　　　

狔＝犪（１＋７％）狓

４犪＝犪（１＋７％）狓

狓≈２０

答：约２０年后，我国ＧＤＰ在２０１２年的基础上翻两番．

犆组

１９．解：∵狔＝犪
狓 恒过（０，１）

∴ 当２狓＋犫＝０时，犪
２狓＋犫
＝１

此时犪
２狓＋犫
＋１＝２

∴狔＝犪
２狓＋犫
＋１恒过（１，２）

∴２×１＋犫＝０

∴犫＝－２

２０．解：设狋＝２
狓

∵０≤狓≤２

∴１≤２
狓
≤４

∴狔＝
１

２
狋
２
－犪狋－

犪
２

２
＋１，狋∈［１，４］

狔＝
１

２
（狋－犪）

２
＋１

１°当犪≤１时

狔ｍｉｎ＝狔（１）＝
犪
２

２
－犪＋

３

２
，狔ｍａｘ＝狔（４）＝

犪
２

２
－４犪＋９

２°当１≤犪≤２．５时

狔ｍｉｎ＝狔（犪）＝１，狔ｍａｘ＝狔（４）＝
犪
２

２
－４犪＋９

３°当２．５≤犪≤４时

狔ｍａｘ＝狔（１）＝
犪
２

２
－犪＋

３

２
，狔ｍｉｎ＝狔（犪）＝１

４°当犪≥４时

狔ｍａｘ＝狔（１）＝
犪
２

２
－犪＋

３

２
，狔ｍｉｎ＝狔（４）＝

犪
２

２
－４犪＋９．

２１．解：∵犳（狓）＝２＋ｌｏｇ３狓

∴［犳（狓）］
２
＋犳（狓

２）＝（ｌｏｇ３狓）
２
＋６ｌｏｇ３狓＋６

∵狓∈［１，９］

∴ｌｏｇ３狓∈［０，２］

设ｌｏｇ３狓＝狋，则狋∈［０，２］

且犉（狋）＝（狋＋３）
２
－３

∴犉ｍａｘ
（狋）＝犉（２）＝２２，犉ｍｉｎ

（狋）＝犉（０）＝６．

第五单元　数　　列

练习（犘７４）

一、选择题

１．Ｄ　２．Ｃ



　　　参 考 答 案
２２　　　

二、填空题

１．
１

２５
；　２．９；　３．５，－５，５，－５，５；

４． 狀 １ ２ … ５ … １９ … 狀

犪狀 ２ ６ … ３０ … ３８０ … 狀（狀＋１）

５．（１）８、６４；（２）１．３６；（３）－
１

３
、－
１

７
；（４）槡３、槡６．

６．（１）
１

２
、３、１３、５３、２１３；（２）－

１

４
、５、
４

５
、－
１

４
、５．

三、解答题

解：１．前５项为１，２，３，５，８；犛５＝１＋２＋３＋５＋８＝１９．

２．前３项为３，４，３．

∵犪狀＝－狀
２
＋４狀＝－（狀－２）２＋４

∴ ｛犪狀｝中的第２项最大，为４．

练习（犘７９）

１．（１）是；（２）否；（３）否；（４）是；（５）否；（６）是．

２．（１）０；（２） 槡２２－１；（３）２４，１７．

３．解：（１）
１００＋１８０

２
＝１４０

∴ 等差中项为１４０．

（２）
－２＋６

２
＝２

∴ 等差中项为２．

４．解：（１）犪１０＝２＋９×３＝３１；　　（２）２１＝３＋（狀－１）×２，∴狀＝１０；

（３）２７＝１２＋５犱，∴犱＝３；　　（４）８＝犪１＋７× －
１

３（ ），∴犪１＝３１３ ．
５．解：（１）∵犪１＝３，犱＝４　∴犪狀＝４狀－１　∴犪４＝１５，犪１０＝３９．

（２）∵犪１＝１０，犱＝－２　∴犪狀＝－２狀＋１２　∴犪２０＝－２８．

（３）∵犪１＝２，犱＝７　∴犪狀＝７狀－５　∵１００＝７狀－５，狀＝１５，∴１００是此数列的第１５项．

６．解：是，此数列的首项为０，公差为２．８犿．

７．解：∵ 此数列｛犪狀｝为等差数列且犪１＝１５，犱＝２．

∴犪狀＝２狀＋１３

当狀＝１０时

犪１０＝３３

答：通项公式为犪狀＝２狀＋１３，第１０排能坐３３人．

８．解：（１）均成立，因为若狊＋狋＝狆＋狇，狊，狋，狆，狇∈犖，则犪狊＋犪狋＝犪狆＋犪狇．

（２）均成立，（同上）．

练习（犘８１）

１．解：（１）犛狀＝
５＋９５

２
×１０

＝５００



参 考 答 案　　　　
２３　　　

（２）犛狀＝１００×５０＋
５０×４９

２
×（－２）

＝５０００－２４５０

＝２５５０

（３）狀＝
３２－１４．５

０．７
＋１＝２６

∴犛２６＝
１４．５＋３２

２
×２６

＝６０４．５

２．解：等差数列通项公式

犪狀＝６－狀

犛狀＝
５＋（６－狀）

２
×狀＝－３０

∴狀＝１５

３．解：狀＝
８１－１３

２
＋１＝３５

犛３５＝
１３＋８１

２
×３５

＝１６４５

４．解：由题意可知，此等差数列犪１＝３８，犱＝２，狀＝２０

∴犛２０＝３８×２０＋
２０×１９

２
×２＝１１４０

答：此剧场共设置了１１４０个座位．

５．解：设此多边形的边数为狀

１５８＝４４狀＋
狀（狀－１）

２
×（－３）

狀＝４

答：此多边形为四边形．

６．解：设此数列的首项为犪１，公差为犱．

犪１＋５犱＝５

２犪１＋９犱＝５
烅
烄

烆
　∴

犪１＝－２０

犱＝５
烅
烄

烆

∴犛９＝９犪５＝９×（５－５）＝０

答：此数列前９项的和为０．

７．解：∵犪１＝１，犪２０＝５８且犱＝３

∴犛２０＝
１＋５８

２
×２０＝５９０

答：此数列前２０项的和为５９０．

（等比数列）练习（犘８４）

１．解：（１）否；（２）是；（３）是；（４）否．

２．解：（１）
１

３
；（２） 槡± １５；（３）

３

２
，
９

４
．

３．解：（１）等差数列；（２）等比数列；（３）既是等差，又是等比数列．



　　　参 考 答 案
２４　　　

４．解：（１）狇＝
６

２
＝３，犪５＝５４×３＝１６２，犪狀＝２×３狀－１；

（２）狇＝

１４

３

７
＝
２

３
，犪５＝

５６

２７
×
２

３
＝
１１２

８１
，犪狀＝７×

２

３（ ）
狀－１

；

（３）狇＝
－０．０９

０．３
＝－０．３，犪５＝－０．００８１×（－０．３）＝０．００２４３，犪狀＝（－１）狀＋１·０．３狀；

（４）狇＝
５犮＋１

５
＝５

犮，犪５＝５３犮＋１·５犮＝５４犮＋１，犪狀＝５犮狀－犮＋１．

５．解：犪３＝
５

２
÷
２

５
＝
２５

４
，犪２＝

２５

４
÷
２

５
＝
１２５

８
，犪１＝

１２５

８
×
５

２
＝
６２５

１６

∴ 此等比数列的前３项为
６２５

１６
，
１２５

８
，
２５

４
．

６．解：是，公比为
１

狇
．

７．解：（１）是，新数列｛犪２犽－１｝的首项为犪１，公比为狇２．

（２）是，新数列｛犮犪狀｝的首项为犮犪１，公比为狇．

８．解：（１）｛２狀｝的首项为２，公比为２；

（２）
１０狀

４｛ ｝的首项是５２，公比为１０．
９．解：（１）设此数列的首项为犪１，则

犪１ －
１

３（ ）
８

＝
４

９

∴犪１＝２９１６

即此数列的首项为２９１６．

（２）解：设此数列的首项和公比分别为犪１与狇

犪１狇＝１０

犪１狇
２
＝２０

烅
烄

烆
　∴

犪１＝５

狇＝２
烅
烄

烆

∴犪４＝犪１狇
２·狇＝４０

∴ 它的第１，４项分别为５与４０．

练习（犘８７）

１．解：（１）狇＝３，犛狀＝
１－２１８７×３

１－３
＝３２８０；

（２）狇＝－
１

２
，犛狀＝

１－ －
１

５１２（ ）× －
１

２（ ）
１－ －

１

２（ ）
＝ １－

１

１０２４（ ）×２３＝
１０２３

１０２４
×
２

３
＝
３４１

５１２
．

２．解：（１）犛狀＝
３（１－２６）

１－２
＝１８９　（２）犛５＝

－１１－ －
１

３（ ）
５

（ ）
１＋

１

３

＝－
２４４

２４３
×
３

４
＝－

６１

８１



参 考 答 案　　　　
２５　　　

３．解：（１）

犪１１－
１

２５（ ）
１－

１

２

＝３
５

８
　∴犪１＝

５８

３１
，犪５＝

５８

３１
×
１

２（ ）
４

＝
２９

２４８

（２）
２（１－狇３）

１－狇
＝２６　∴狇＝－４或３　∴

狇＝－４

犪３＝３２
烅
烄

烆
　
狇＝３

犪３＝１８
烅
烄

烆

（３）

犪１狇
２
＝
３

２

犪１（１－狇３）

１－狇
＝４
１

２

烅

烄

烆

　∴

犪１＝６

狇＝－
１

２

烅

烄

烆

　
犪１＝

３

２

狇＝１

烅

烄

烆

４．解：由等比数列的性质可知犛５，犛１０－犛５，犛１５－犛１０成等比数列

∴（犛１０－犛５）２＝犛５·（犛１５－犛１０）

４０２＝１０×（犛１５－５０）

∴犛１５＝２１０

答：此数列前１５项的和为２１０．

５．解：由题意可知：第１０次着地时的路程为

犛＝１００＋２５０＋２５＋１００×
１

２３
＋…＋１００×

１

２９（ ）

＝１００＋２×

５０１－
１

２９（ ）
１－

１

２

＝２９９
３９

６４

答：当球第１０次着地时，经过的路程共是２９９
３９

６４
米．

复习参考题（犘８９）

犃组

１．Ｂ　２．Ａ　３．Ｃ

４．３２，５．２２，６．３狀槡 －１，７．１７，８． 槡±３３，９．０．

１０．解：（１）犪狀＝
２狀－１

狀２
　（２）犪狀＝

２狀

（２狀－１）（２狀＋１）
　（３）犪狀＝１０狀＋１　（４）犪狀＝（－１）狀＋１

２狀

３狀
．

１１．解：（１）犪７＝犪４·狇３＝２７×（－３）３＝－７２９，（２）
犪１狇＝１８

犪１狇
３
＝８

烅
烄

烆
　∴

犪１＝２７

狇＝
２

３

烅

烄

烆

或

犪１＝－２７

狇＝－
２

３
．

烅

烄

烆

（３）狇３＝
２

３
　∴狇＝

３

槡１８

３
，犪９＝犪５狇４＝４×

３

槡１８

３

烄

烆

烌

烎

４

＝
８
３

槡１８

９
．

（４）
犪１（狇４－１）＝１５

犪１（狇３－狇）＝６
烅
烄

烆
　∴

犪１＝１

狇＝２
烅
烄

烆
　∴犪３＝４．

１２．解：犛＝５０００＋５５００＋６０００＋６５００＋７０００＋７５００＋８０００＝６５００×７＝４５５００（米）

答：７天一共将跑４５５００米．



　　　参 考 答 案
２６　　　

犅组

１３．（１） 　　　　（２）

（３）

１４．解：此数列的公比为
１

２
，且犪３＝

３

８
，

∴犪３＋犪４＋犪５＋犪６＋犪７＝
３

８
１＋

１

２
＋
１

４
＋
１

８
＋
１

１６（ ）＝３８ ２－
１

１６（ ）＝３８×
３１

１６
＝
９３

１２８

１５．解：（１）犛狀＝
１＋３狀－２

２
×狀＝

３狀２－狀

２
　∴犛狀＝

３狀２－狀

２

（２）犪１＝犛１＝８，犪２＝犛２－犛１＝２６－８＝１８，犪３＝犛３－犛２＝２８，犪狀＝１０狀－２．

１６．解：设三个数为５－犱，５，５＋犱，则

８２＝（６－犱）（１４＋犱）

∴犱＝２　犱＝－１０（舍）

∴ 三个数为３，５，７．

１７．解：观图可知第狀个三角形边长为１×
１

２狀

∴ 第１０个三角形边长为
１

１０２４
．

１８．解：犪狀＝犛狀－犛狀－１＝狀
２
＋
１

２
狀－ （狀－１）２＋

１

２
（狀－１）［ ］＝２狀－１２

∴ 首项犪１＝
３

２
，公差犱＝２．

１９．解：犪４＋犫４＋（犛４－犫４）＝３７

犪１＋３犱＋４犪１＋６犱＝３７

∵犪１＝２　∴犱＝３

∴１１＋犫４＝２７

∴犫４＝１６

∴狇＝２

∴犪狀＝３狀－１，犫狀＝２狀．

２０．解：（１）观图可知，第１００行为１＋２＋…＋９９＋１００＋９９＋…＋２＋１

因此第１００行是１９９个数的和，这个和为１００００．

（２）第狀行的和为１＋２＋…＋（狀－１）＋狀＋（狀－１）＋…＋２＋１＝ ［１＋（狀－１）］（狀－１）＋狀＝狀２

第六单元　三 角 函 数

犘９４练习

１、２．略．



参 考 答 案　　　　
２７　　　

３．答：不一定相等．举例：３０°角与３９０°角终边相同．

４．解：（１）４２０°角是第一象限角；

（２）－７５°角是第四象限角；

（３）８５５°角是第二象限角；

（４）－５１０°角是第三象限角．

５．解：（１）－５４°１８′＝３０５°４２′－３６０°

所以与－５４°１８′角终边相同的角是３０５°４２′，它是第四象限角；

（２）３９５°８′＝３５°８′＋３６０°

所以与３９５°１８′角终边相同的角是３５°８′，它是第一象限角；

（３）－１１９０°３０′＝２４９°３０′－４×３６０°

所以与－１１９０°３０′角终边相同的角是２４９°３０′，它是第三象限角；

（４）１５６３°＝１２３°＋４×３６０°

所以与１５６３°角终边相同的角是１２３°，它是第二象限角．

６．（１）与４５°角终边相同的所有角构成的集合是｛α狘α＝４５°＋犽·３６０°，犽∈犣｝；

（２）与－３０°角终边相同的所有角构成的集合是｛α狘α＝－３０°＋犽·３６０°，犽∈犣｝；

（３）与１３０３°１８′角终边相同的所有角构成的集合是｛α狘α＝１３０３°１８′＋犽·３６０°，犽∈犣｝；

（４）与－２２５°角终边相同的所有角构成的集合是｛α狘α＝－２２５°＋犽·３６０°，犽∈犣｝．

犘９６练习

犘４　１．（１）
π

１５
；（２）

５π

１２
；（３）－

３π

４
；（４）－

４π

３
；（５）

５π

３
；（６）

π

８
．

２．（１）１５°；（２）－２４０°；（３）５４°；（４）－３６°；（５）－２１６０°；（６）１５０°．

３．（１）
槡３

２
；（２）

槡３

３
；（３）０．３６；（４）０．８４．

４．略

５．解：狘α狘＝
犾

狉
＝
１４４

１２０
＝１．２．　１．２＝１．２×

１８０°

π
＝
２１６°

π

答：这条弧所对的圆心角弧度数为１．２，度数为
２１６°

π
或弧度数－１．２，度数为－

２１６°

π
．

６．略

犘９９练习

１．ｓｉｎα＝
４

５
，ｃｏｓα＝－

３

５
，ｔａｎα＝－

４

３
．

２． α ０° ９０° １８０° ２７０° ３６０°

α弧度 ０
π

２
π

３π

２
２π

ｓｉｎα ０ １ ０ －１ ０

ｃｏｓα １ ０ －１ ０ １

ｔａｎα ０ 不存在 ０ 不存在 ０

３．｛狓狘狓≠π＋２犽π，犽∈犣｝



　　　参 考 答 案
２８　　　

４．（１）０；（２）
３

２
．

犘１０１练习

１．略

２．（１）ｃｏｓ
１６π

５
＜０；（２）ｓｉｎ－

４π

３（ ）＞０；（３）ｔａｎ５５６°＞０．
３．（１）０．８７；（２）槡３；（３）

１

２
．

４．Ｃ

５．（１）
π

４
＋犽π，犽∈犣；（２）

３π

４
＋犽π，犽∈犣．

６． 槡±２３

７．角α终边在第一象限时，它的三角函数值全是正数，任何一个象限内的角的三角函数值不会全是负数．

犘１０３练习

１．ｓｉｎα＝－
３

５
，ｔａｎα＝

３

４

２．当α为第三象限角时，ｃｏｓα＝－
槡３

２
，ｔａｎα＝

槡３

３
；

当α为第四象限角时，ｃｏｓα＝
槡３

２
，ｔａｎα＝－

槡３

３

３．（１）ｓｉｎα；（２）１．

４．略

犘１０７练习

１．（１）－
槡３

３
；（２）－

１

２
；（３）０．

２．（１）
１

２
；（２）－

槡３

３
；（３）－

槡３

２
．

３．（１）ｃｏｓ２α；（２）ｓｉｎ２α．

４．略

５．（１）－
槡３

２
；（２）

槡２

２
；（３）ｔａｎ（－１５９０°）＝

槡３

３
．

６．（１）－
１

ｃｏｓα
；（２）ｃｏｓα．

犘１１２练习

１．略

２．（１）
１

２
；（２）ｓｉｎ４０°；（３）ｔａｎ３θ．

３．
６３

６５



参 考 答 案　　　　
２９　　　

４．Ｄ

５．略

犘１１３练习

１．（１）
槡 槡６－２

４
；（２）－

槡 槡６＋２

４
．

２．略

３．
４

３

犘１１５练习

１．（１）
槡２

２
；（２）

槡３

２
；（３）１；（４）

３

４
．

２．（１）ｃｏｓ２α；（２）ｔａｎ２θ．

３．略

犘１１９练习

１．Ｂ

２．略

３．当狓＝－
π

２
＋２犽π，犽∈犣时，狔ｍｉｎ＝－２

使函数取得最小值的狓的集合是 狓狓＝－
π

２
＋２犽π，犽∈犣｛ ｝

４．略

５．单调增区间 －
３π

４
＋２犽π，

π

４
＋２犽π［ ］，犽∈犣

犘１２１练习

１．略

２．略

３．（１）ｃｏｓ
１５π

８
＞ｃｏｓ

１４π

９
；（２）ｃｏｓ５１５°＞ｃｏｓ５３０°．

４．ｃｏｓ５２°＜ｃｏｓ３６°＜ｃｏｓ２４°＜ｃｏｓ１２°

５．０，
２

５［ ］

犘１２３练习

１．略

２．狓狓≠
犽π

３
＋
π

６
，犽∈犣｛ ｝

３．（１）ｔａｎ１３８°＜ｔａｎ１４３°　（２）ｔａｎ－
１３π

４（ ）＞ｔａｎ－１７π５（ ）



　　　参 考 答 案
３０　　　

犘１２５练习

１．（１）
５π

３
；（２）

７π

６
；（３）α＝４５°或２２５°．

２．（１）狓＝
π

６
＋２犽π，犽∈犣；（２）狓＝

７π

４
＋２犽π，犽∈犣．

３．（１）狓狓＝
２π

３
＋２犽π或

４π

３
＋２犽π，犽∈犣｛ ｝；

（２）狓狓＝－
π

２
＋２犽π，犽∈犣｛ ｝．

４．（１）犃＝６０°；（２）犃＝１５０°；（３）犃＝３０°．

犘１２６练习

１．（１）
１１π

６
；（２）－

槡２２

３
；（３）－

槡３

３
；（４）

２π

３
或
５π

３
；（５）１；（６）

π

２
＋２犽π，犽∈犣，２；

（７）｛狓狘狓≠π＋２犽π，犽∈犣｝；（８）
３

１１
；（９）

２４

２５
；（１０）８ｃｍ；

（１１）狓狓≠犽π＋
３π

４
，且狓≠犽π＋

π

２
，犽∈犣｛ ｝；

（１２）－
π

３０
、－
２π

５
；（１３）α

π

２
＋２犽π＜α＜π＋２犽π，犽∈犣｛ ｝；（１４）４．

２．（１）Ｂ；（２）Ｃ；（３）－
１７

１５
；（４）Ｃ；（５）Ｃ；（６）Ａ；（７）Ｄ；（８）Ｂ；（９）Ｄ；（１０）Ｄ

３．解：∵ｓｉｎα＝２ｃｏｓα

∴ｔａｎα＝２

∴α为第一或第三象限角

∵ｓｉｎ２α＋ｃｏｓ
２
α＝１

∴５ｃｏｓ２α＝１

∴ｃｏｓ狓＝±
槡５

５

① 当α为第一象限角时

ｃｏｓα＝
槡５

５
　ｓｉｎα＝

槡２５

５
　ｔａｎα＝２

② 当α为第三象限角时ｃｏｓα＝－
槡５

５
，ｓｉｎα＝－

槡２５

５

ｔａｎα＝２

４．解：ｃｏｓα＝
１

１＋狓槡 ２
＝
１

３

１＋狓
２
＝９

狓＝± 槡２２

∵α为第四象限角

∴狓＜０

∴狓＝－ 槡２２



参 考 答 案　　　　
３１　　　

５．（１）－
槡２

２
；（２） 槡－３；（３）－

槡２

２
．

６．（１）ｓｉｎ３．４５＜０；（２）ｃｏｓ（－３．４５）＜０．

７．解：∵ｓｉｎ（π＋α）＝－
１

２

∴－ｓｉｎα＝－
１

２

∴ｓｉｎα＝
１

２

当α为第一象限角时，ｃｏｓα＝
槡３

２
，ｔａｎα＝

槡３

３

（１）ｃｏｓ（５π－α）＝－ｃｏｓα＝－
槡３

２

（２）ｔａｎ（α－３π）＝ｔａｎα＝
槡３

３

当α为第二象限角时，ｃｏｓα＝－
槡３

２
，ｔａｎα＝－

槡３

３

（１）ｃｏｓ（５π－α）＝
槡３

２

（２）ｔａｎ（α－３π）＝－
槡３

３

８．［２犽π，２犽π＋π］，犽∈犣

９．（１）ｃｏｓ
π

５
＜ｃｏｓ

π

１０
；（２）ｓｉｎ５７°＜ｓｉｎ１２２°；（３）ｔａｎ３＜ｔａｎ４．

１０．
槡３

８

１１．
１７

２５

１２．
１

７

１３．（１）
槡３

２
；（２）－ｓｉｎ狓；（３）

１

２
；（４）

１

ｔａｎ８０°
．

１４．略

１５．１

１６．当狓＝
π

４
－２犽π，犽∈犣时狔ｍａｘ＝槡２

１７．狓＝
７π

６
＋２犽π或

１１π

６
＋２犽π，犽∈犣

犅组

１８．
－５６

６５

１９．ｓｉｎ犆＝
６３

６５



　　　参 考 答 案
３２　　　

２０．槡３

２１．
ｓｉｎ２α

１＋ｃｏｓ２α
＝ｔａｎα

２２．证明略

２３．证明略

２４．（１）
槡３

２
；（２）－

槡３＋１

２
．

犆组

２５．１３５°

２６．ｓｉｎ３α＝３ｓｉｎα－４ｓｉｎ３α

ｃｏｓ３α＝４ｃｏｓ３α－３ｃｏｓα

２７．
ｓｉｎ２０°

８

２８．狓狓＝－
π

６
＋２犽π，或

７π

６
＋２犽π，或

π

２
＋２犽π，犽∈犣｛ ｝

第七单元　排 列 与 组 合

犘１３５　１．（１）犖＝５＋２＋３＝１０（种）

（２）犖＝５×２×３＝３０（种）

２．犖＝２０×１０＝２００（个）

３．犖＝３×４×５＝６０（项）

４．犖＝１０
４（个）

５．犖＝５×４＝２０（种）

６．（１）犖＝３＋２＝５（种）

（２）犖＝３×２＝６（种）

犘１４１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２１，２３，２４，３１，３２，３４，４１，４２，４３

（２）犪犫，犪犮，犪犱，犪犲，犫犪，犫犮，犫犱，犫犲，犮犪，犮犫，犮犱，犮犲，犱犪，犱犫，犱犲，犱犲，犲犪，犲犫，犲犮，犲犱

２．犖＝犃
２
３＝３×２＝６（种）

３．犖＝犃
４
４＝４×３×２×１＝２４（个）

４．（１）３２７６０　（２）７２０　（３）１６２４　（４）６４　（５）３

５．２　６　２４　１２０　５０４０　４０３２０

６．（１）证：右边＝
（狀＋１）·狀！

狀＋１
＝狀！＝左边

∴ 等式成立

（２）证：左边＝犃８８－犃８８＋犃７７＝犃７７＝右边

∴ 等式成立

７．
（狀－５）（狀－６）犃５狀－犃５狀

犃５狀
＝８９即（狀－５）（狀－６）－１＝８９

狀２－１１狀－６０＝０　狀＝１５或－４（舍）

∴狀＝１５



参 考 答 案　　　　
３３　　　

８．犖＝犃
３
４＝４×３×２＝２４（种）

９．犖＝犃
６
６＝７２０（种）

１０．（１）犖＝５×６×６＝１８０（个）

（２）犖＝犃１５·犃２５＝５×５×４＝１００（个）

（３）犖＝犃２５＋犃１４犃１４＝２０＋１６＝３６（个）

犘１４６　１．（１）组合　（２）排列　（３）组合　（４）排列

２．（１）犪犫，犪犮，犪犱，犪犲，犫犮，犫犱，犱犲，犮犱，犮犲，犱犲

（２）犪犫犮，犪犫犱，犪犫犲　犪犮犱　犪犮犲　犪犱犲　犫犮犱　犫犮犲　犫犱犲　犮犱犲

３．（１）１２０　（２）７１　（３）８５　（４）３２　（５）
狀２－７狀＋１２

２０

４．犖＝犆
２
４＝
４×３

２
＝６（个）

５．犖＝犆
３
６＝
６×５×４

６
＝２０（种）

６．（１）犖＝犆２１０＝
１０×９

２
＝４５（条）

（２）犖＝犆３１０＝
１０×９×８

６
＝１２０（个）

７．犖＝犆
１
４＋犆

２
４＋犆

３
４＋犆

４
４＝４＋６＋４＋１＝１５（种）

８．犖＝犆
２
７＋犆

２
６＋犆

２
４＝２１＋１５＋６＝４２（场）

犘１４９　１．（１）４９５０　（２）１７１６　（３）３１　（４）０

２．（１）证明：左边＝犆犿－１狀 ＋犆
犿
狀 ＝犆

犿
狀＋１＝右边

∴ 等式成立

（２）证明：左边＝犆４８＋犆５８＝犆５９＝右边

∴ 等式成立

３．（１）Ｃ　（２）Ｄ

４．（１）犖＝犆３８＝５６（个）

（２）犖＝犆４１０＝２１０（个）

５．（１）犖＝犆３７＝
７×６×５

６
＝３５（种）

（２）犖＝犆４７＝犆３７＝３５（种）

６．（１）犖＝犆３４０（种）

（２）犖＝犆１２犆４４０（种）

（３）犖＝犆５４０（种）

（４）犖＝犆５４２－犆５４０（种）

７．犖＝犆
３
５犆

２
４·犃５５＝１０×６×１２０＝７２００

犘１５１　１．（１）犿狀　（２）３或７　（３）４８０　（４）５２５

２．（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３．（１）Ｄ　（２）Ａ

４．
（狀－３）（狀－４）犃３狀＋（狀－３）犃３狀

犃３狀
＝４　（狀－３）（狀－４）＋（狀－３）＝４　狀＝５或１（舍）

∴狀＝５



　　　参 考 答 案
３４　　　

５．（１）１１４０　（２）
狀３－狀

２
　（３）１０５０　（４）２１

６．（１）证：右边＝犆犿－１狀 ＋（犆犿狀－１＋犆
犿－１
狀－１）

＝犆
犿－１
狀 ＋犆

犿
狀

＝犆
犿
狀＋１＝右边

∴ 等式成立

（２）证：左边＝（犆犿＋１狀 ＋犆犿狀）＋（犆犿－１狀 ＋犆犿狀）

＝犆犿＋１狀＋１＋犆
犿
狀＋１

＝犆犿＋１狀＋２＝右边

∴ 等式成立

７．（１）犖＝犆１４犆１４＝１６（个）

（２）犖＝１６÷２＝８（个）

８．犖＝犃
４
４＝４×３×２×１＝２４（种）

９．犖＝１＋犃
１
３＋犃

２
３＋犃

３
３＝１＋３＋６＋６＝１６（个）

１０．犖＝犃
１
３＋犃

２
３＋犃

３
３＝３＋６＋６＝１５（种）

１１．（１）犖＝犆３８＝
８×７×６

６
＝５６（个）

（２）犖＝犆１５＋犆２５＋犆３５＋犆４５＝５＋１０＋１０＋５＝３０（个）

１２．（１）犖＝犆３１９８（种）

（２）犖＝犆１２犆４１９８（种）

（３）犖＝犆５１９８（种）

（４）犖＝犆５２００－犆５１９８（种）／犖＝犆１２犆４１９８＋犆３１９８（种）

１３．（１）犖＝犃６６＝７２０（种）

（２）犖＝犃２２犃４４＝２×２４＝４８（种）

（３）犖＝犃６６·犃２２＝７２０×２＝１４４０（种）

（４）犖＝犃５５·犃２６＝１２０×６×５＝３６００（种）

１４．（１）犖＝犃１３犃２３＝３×３×２＝１８（个）

（２）犖＝３×４×４＝４８（个）

（３）犖＝犃２３＋犃１２犃１２＝６＋４＝１０（个）

（４）犖＝犃２３＝６（个）

１５．（１）
犿！（５－犿）！

５！
－
犿！（６－犿）！

６！
＝
７·犿！（７－犿）！

１０·７！

６（５－犿）！－（６－犿）！＝
（７－犿）！

１０

６－（６－犿）＝
（７－犿）（６－犿）

１０

犿２－２３犿＋４２＝０

（犿－２１）（犿－２）＝０

犿＝２１（舍）或犿＝２

∴犆２８＝
８×７

２
＝２８

（２）
狀！

２（犿－１）！（狀－犿＋１）！
＝

狀！

３犿！（狀－犿）！
＝

狀！

４（犿＋１）！（狀－犿－１）！



参 考 答 案　　　　
３５　　　

２（狀－犿＋１）＝３犿

３（狀－犿）＝４（犿＋１）
烅
烄

烆
　∴

犿＝１４

狀＝３４
烅
烄

烆

１６．犖＝犆
２
５犃

４
４＝
５×４

２
×２４＝２４０（种）

１７．犖＝犃
３
３犃

２
２×３＝６×２×３＝３６（种）

１８．犖＝犃
５
５犃

２
２＋犃

１
４犃

２
２犃

４
４＋犃

２
４犃

２
２犃

３
３

＝１２０×２＋４×２×２４＋１２×２×６

＝２４０＋１９２＋１４４

＝５７６（种）

１９．犖＝
犆２６犆

２
４犆

２
２

犃３３
＝
１５×６

６
＝１５

第八单元　概 率 与 统 计

犘１５６　１．略

２．（１）随机事件　（２）必然事件　（３）不可能事件　（４）随机事件　（５）必然事件

３．Ｄ

４．不正确

５．不一定

６．（１）０．０９，０．０８，０．０９６，０．０９４，０．１，０．１０２４，０．１００４，０．１００３４，０．００９９５４８

（２）０．１

７．５００次

犘１５９　１．Ｃ

２．
１

２７

３．（１）（白，黑），（白，白），（黑，白），（黑，黑）

（２）２种

（３）
１

２

４．（１）
２０

４３
　（２）

１８

４３
　（３）

２０

４３

５．（１）
２

３
　（２）１２，１３，２１，２３，３１，３２，

１

６

６．（１）
１

１０５
　（２）

１

１０

７．（１）
７

２５
　（２）

９３

１００

８．
５

３６

９．（１）
２

２７
　（２）

１３

５４
　（３）

１

５４

１０．（１）
犆３３

犆３９
＝
１

８４
　（２）

犆２３犆
１
６

犆３９
＝
３

１４
　（３）

３

犆３９
＝
１

２８



　　　参 考 答 案
３６　　　

１１．（１）
犆１０９０

犆１０１００
　（２）

犆７９０犆
３
１０

犆１０１００

犘１６３　１．（１）对立　（２）互斥不对立　（３）不互斥

２．Ｄ

３．（３）

４．１－
犆２４

犆２９
＝
５

６

５．（１）０．５５　（２）０．２５

６．（１）０．９８　（２）０．０２

７．（１）０．７８　（２）０．２２

８．０．３

９．１－
犆３１６

犆３２０
＝
２９

５７

１０．
犆２５×２

犃２５
＋
犆３５×１

犃２５
＋
１

犃２５
＝
３１

１２０

犘１６６　１．
１

３
　
２

３
　不独立

２．０．９６×０．９７＝０．９３１２

３．（１）０．０６　（２）０．５６　（３）０．９４

４．０．００７

５．０．０７２９

６．（１）０．１×０．２×０．１５＝０．００３

（２）１－０．００３＝０．９９７

７．１－０．４
２
＝０．８４

８．（１）
５

８
　（２）

５×４＋３×５

８×７
＝
５

８

犘１６８　１．犆
３
５

１

２（ ）
３

·
１

２（ ）
２

＝
５

１６

２．犆５１０　０．９５
５
　０．０５

５
　

３．０．０６４　０．２８８　０．２１６

４．（１）犆３１００．６３·０．４７≈０．０４２

（２）１－０．４１０≈０．９９９９

５．犘４（１）＝犆１４０．０４×０．９６３

犘４（２）＝犆２４０．０４２×０．９６２

犘４（０）＋犘４（１）＝０．９６４＋犆１４０．０４×０．９６３

６．（１）犘３（１）＝犆１３０．０１×０．９９２＝

（２）１－犘３（０）＝１－０．９９３＝

７．（１）犘１０（８）＝犆８１００．９５８×０．０５２

（３）犘１０（８）＋犘１０（９）＋犘１０（１０）＝

犘１７０　１．Ｃ

２．（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３）

１

２

３．略



参 考 答 案　　　　
３７　　　

犘１７２　１．３　２０

２．Ｂ

３．略

犘１７３　１．Ｃ

２．Ａ

３．Ｃ

４．
狀

犖

５．系统抽样　相等

６．２

７．略

８．略

９．１０

１０．一年级：２００×
４

１０
＝８０

二年级：２００×
３

１０
＝６０

三年级：２００×
２

１０
＝４０

四年级：２００×
１

１０
＝２０

犘１７７　１．略

２．Ｄ

３．（３）５２００

４．（３）０．６５　（４）０．３５

犘１７９　１．Ｄ　２．Ｄ　３．Ｄ　４．Ａ　５．Ｂ　６．
１

８２５

７．（１）
６

７
　（２）

１３

１４

８．０．９４　９．１０，６，４　１０．略　１１．
８

４５
，
７

１５
　１２．１５　１３．１－

犆２５

犆２９
＝
１３

１８

１４．（１）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１２
　（２）

１

３
×
３

４
＋
２

３
×
１

４
＝
５

１２
　（３）１－

２

３
×
３

４
＝
１

２

１５．
３

１０
　１６．略　１７．１－

犃４３６５

３６５４
　１８．犆

２
３

３

５（ ）
２

×
３

５
×
３

５
＝
１６２

６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