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

第7章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

第1课时 普查与抽样调查(1)
[要点感知]
1.普查 抽样调查 2.总体 个体 样本 样本容量
[当堂反馈]
1.抽样调查 2.50 3.D 4.D 5.解:总体是:这批灯泡
的使用寿命 个体是:这批灯泡中每个的使用寿命 样本
是:抽取的20只灯泡的使用寿命 样本容量是20
[巩固提升]
6.12000 7.B 8.D 9.C 10.采用抽样调查 总体是
该校八年级400名同学在家中做家务的情况 样本是抽取的
50名学生在家中做家务的情况 11.(1)总体:该种家用空
调工作1小时的用电量 个体:每一台该种家用空调工作
1小时的用电量 样本:10台该种家用空调每台工作1小时
的用电量 样本容量:10 (2)总体:八年级270名学生的视
力情况 个体:每一名八年级学生的视力情况 样本:抽取
的50名学生的视力情况 样本容量:50 12.(1)小龙采取
的是全面调查 (2)小龙采取的方法不合适,因为具有破坏
性 13.不合适,因为小强他们四个人坐在教室最后面,所以
他们的身高平均数一般会大于整个班的身高平均数,这样的
样本就不具有代表性了.

第2课时 普查与抽样调查(2)
[要点感知]
1.抽样调查 2.代表
[当堂反馈]
1.普查 抽样调查 2.8 4 28 3.D 4.D 5.(1)调
查方案:从运来的冬装中抽取4包,再从抽取的每包中抽取
5打,最后从每打中抽取5套.总体是10×10×12=
1200(套)冬装的质量,个体是每一套冬装的质量,样本为
100套冬装的质量.调查方案不唯一 (2)从20个班中各抽
取5名学生,做一个问卷调查,可设计三个选项:A 很满意,
B基本满意,C不满意,通过样本估计该校学生对冬装的满意
程度.
[巩固提升]
6.(1)(2) 7.不合适 8.不合理,因为样本不具代表性 
9.20% 10.B 11.D 12.(1)人们对气球颜色的喜爱情
况 抽样调查 (2)问卷调查表:

你喜欢的气球颜色是什么? (在相应颜色下面画“√”)

红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其他

设计思路:在学校每个班里挑选学号为3的倍数的同学,然
后让这些人填写问卷调查表,然后统计每种颜色所占比例,
即可确定各种颜色气球生产比例. 13.(1)调查的问题是:
在数学、外语、语文3门学科中,你最喜欢学习哪一门学科?
(2)调查的对象是:该校一年级的全体同学; (3)最喜欢学数

学这门学科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为:60
200×100%=30%

;

(4) 语文 外语 数学

人数 50 90 60

占学生总数的百分比 25% 45% 30%

第3课时 统计表、统计图的选用(1)
[要点感知]
1.总体 扇形 2.1
[当堂反馈]
1.108 2.2400 3.D 4.A 5.(1)根据题意得:50×
12%=6(人) (2)360°×10%=36°
[巩固提升]
6.6000 7.(1)16 (2)108 8.C 9.D 10.(1)5 
(2)10% 40 (3)设参加训练之前的人均进球数为x,则
x(1+25%)=5,解得x=4,即参加训练之前的人均进球数
是4.

第4课时 统计表、统计图的选用(2)
[要点感知]
1.扇形统计图 条形统计图 折线统计图 2.条形 扇形

 折线
[当堂反馈]
1.扇形统计图 2.40% 3.C 4.C 5.(1)

身高h/cm 画记 人数 占调查人数的百分比(%)

h≤120 4 25%

120<h≤140 正 8 50%

h>140 4 25%

(2)抽样 (3)条形 扇形
[巩固提升]
6.15 7.①②③ 8.D 9.C 10.(1)调查的学生总数为

20÷20%=100; (2)其他:10%×100=10(名),足球:
100-30-20-10=40(名),补全条形统计图如下:

(第10题(2))

(3)“足球”在扇形统计图中所占圆心角的度数为40
100×

360°=144°; (4)该校爱好“足球”和“排球”的学生大约共有

40+20
100 ×500=300(名).

第5课时 频数和频率
[要点感知]
频数 比值 频率
[当堂反馈]

1.15 2.6 3.B 4.B 5.因为0出现的频数是19,3出

现的频数是14,数据总数是33,所以0出现的频率:19÷33=
19
33
,3出现的频率:14÷33=1433.

故0出现的频数是19,频率

是19
33
;3出现的频数是14,频率是14

33.
[巩固提升]
6.0.3 7.0.4 8.A 9.D 10.B 11.D 12.第三组
的频数为:30×0.1=3,则第四组的频数为:3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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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1)画“正”字略,出现的频数分别是1,2,5,6,4,4,

3,2,5,4; (2)分别是6÷36=16
,3÷36=112

,4÷36=19.

14.(1)m≥10的人数为15,则频率为:15
30=

1
2
; (2)1000×

1
2=500

(人),即1000个18~35岁的青年人中“日均发微博

条数”为A级的人数为500.
第6课时 频数分布表和频数分布直方图

[要点感知]
类别 数量 变化范围 频数
[当堂反馈]
1.10 2.A 3.C 4.B 5.(1)这个班有3+6+9+12+
18=48(人)参加了本次数学调研考试; (2)60.5~70.5分

数段的频数为12,频率为12
48=

1
4=0.25

; (3)本次调查数据

的中位数落在哪个分数段内? 因为一共有48个数,所以本次
调查数据的中位数落在70.5~80.5分数段内.(答案不唯一)
[巩固提升]
6.7 27 7.48 8.D 9.D 10.(1)由题意,得总人数为

18
0.15=120

,x=30120=0.25
,y=1-0.25-0.40-0.15=0.20;

(2)补全条形统计图如图所示:

[第10题(2)]
(3)2000×0.25=500(人). 11.(1)根据频数、频率成正
比例关系可得:12÷(2÷0.04)=12÷50=0.24,50×0.24=
12,频数空格填12,频率空格填0.24,在频数分布直方图中补
画7≤t<8这组,高为12的矩形; (2)在样本中有频率为
(0.24+0.12)的学生的睡眠时间范围为7≤t<9,则该校

500名九年级学生中睡眠时间在此范围内的总人数约为:
500×(0.24+0.12)=180 12.(1)5.0<x≤6.5共有13
个,则频数是13,6.5<x≤8.0共有5个,则频数是5,填表
如下:

分组 画记 频数

2.0<x≤3.5 正正 11
3.5<x≤5.0 正正正 19
5.0<x≤6.5 正正 13
6.5<x≤8.0 正 5
8.0<x≤9.5 2

合计 50
如图:

频数分布直方图  

[第12题(1)]

(2)从直方图可以看出:①居民月均用水量大部分在2.0至

6.5之间;②居民月均用水量在3.5<x≤5.0范围内的最多,
有19户;(答案不唯一,合理即可) (3)要使60%的家庭收
费不受影响,我觉得家庭月均用水量应该定为5吨,因为月均
用水量不超过5吨的有30户,则30÷50=60%.

第7课时 数学活动
1.B 2.C 3.40 4.(1)从表中可以看出w≤50的有

3天,50<w≤100的有5+10=15(天),100<w≤150的有

7+4+1=12(天),所以面积之比为3∶15∶12,即1∶5∶4; 
(2)从表中可以看出样本中空气质量达到良以上,有3+
15=18(天),所以一年约有18÷30×365=219(天); (3)减
少废气的排放;植树造林.(答案不唯一)

第8课时 单元复习课
[当堂反馈]
1.抽样调查 2.④ 3.32 4.400 5.C 6.B 
7.(1)调查的总人数是:30÷0.15=200,则b=32÷200=
0.16,d=1-0.56-0.16-0.15=0.13.故答案是:200,
0.13; (2)360°×0.15=54°,则“武侠小说”对应的圆心角度
数是54°.
[巩固提升]
8.5 9.7 10.扇形 11.C 12.D 13.C 14.B 
15.分析数据可得:在30人中,喜欢打羽毛球即A的有6人,

根据频率的求法得A的频率为:6
30=

1
5. 16.(1)m=70,

n=0.20; (2)频数分布直方图如图所示:

[第15题(2)]
(3)80≤x<90; (4)该校参加本次比赛的3000名学生中
成绩“优”等的约有:3000×0.25=750(人).
17.(1)16807∶5910∶6597∶7434∶2020≈8.3∶2.9∶3.3∶

3.7∶1; (2)北京的绿化率为5042
16807≈0.30

,上海的绿化率

为1478
5910≈0.25

,南京的绿化率为1979
6597≈0.30

,广州的绿化率

为2974
7434≈0.40

,深圳的绿化率为909
2020=0.45.

(3)如图所示:

[第17题(3)]

18.(1)小杰 1.2 (2)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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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题(2)]

(3)中位数所在的时间段是0~1小时/周; (4)该校全体初

二学生中约有320×840=64
(名)同学应适当减少上网的

时间.
第7章单元检测卷

一、选择题

1.B 2.C 3.B 4.D 5.C 6.D 7.C 8.D
二、填空题

9.不具有 10.该中学初二学生的视力情况 25名学生的
视力情况 11.③ 12.1 2 2 13.你最想去哪玩(答案
不唯一) 14.2014 15.4 16.80 17.69.5~79.5 
18.32
三、解答题

19.C方案更精确.A.只在七年级学生中随机抽取150名学
生进行调查,不具有代表性;B.在全校学生中随机抽取150名
学生进行调查,由于男、女生人数不一样多,所以不具有代表
性;C.分别在男生中随机抽取80名,在女生中随机抽取70名
进行调查,这种方案调查的结果更精确.
20.(1)∵喜爱体育的人数是90,占总人数的20%,∴总人数

是 90
20%=450.∵

喜爱娱乐的人数占36%,∴b=450×36%=

162,∴a=450-162-36-90-27=135; (2)∵喜爱动画

的人数是135,∴135450×360°=108°
; (3)∵喜爱新闻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36
450×100%=8%

,∴47500×8%=3800(人).
答:该地区七年级学生中喜爱“新闻”类电视节目的学生约有

3800人. 21.(1)图如下. (2)(4+7+15+12)÷4=
9.5(℃); (3)14时的气温最高,2时的气温最低,这天的温
差:15-4=11(℃).

[第21题(1)]

22.(1)按生日的月份重新分组可得统计表: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

人数 1 4 5 3 3 1 1 3 3 5 3 8

(2)读表可得:10月份出生的学生的频数是5,频率为5
40=

0.125; (3)2月份有4位同学过生日,因此应准备4份礼

物. 23.(1)0.2 (2)

[第23题(2)]

(3)1000×(0.1+0.2)=300(篇) 24.(1)A组的频数是:

10×15=2
;调查样本的容量是:(2+10)÷(1-8%-28%-

40%)=50; (2)C组的频数是:50×40%=20,D组的频数
是:50×28%=14,E组的频数是:50×8%=4,如图:

月信息消费额分组频数直方图  

[第24题(2)]

(3)因为1500×(28%+8%)=540(户),所以全社区月信息
消费额不少于300元的户数是540. 25.(1)3000
(2)

[第25题(2)]

 (3)54

第8章 认识概率

第1课时 确定事件与随机事件
[要点感知]
1.不可能事件 必然事件 随机事件 2.不可能事件 必
然事件
[当堂反馈]
1.随机 2.随机 3.B 4.D 5.(1)不可能事件 
(2)必然事件 (3)随机事件 (4)必然事件 (5)随机事
件 (6)随机事件
[巩固提升]
6.①③ 7.①③ 8.A 9.B 10.(1),(2)可能发生,也
可能不发生,是随机事件. (3)一定不会发生,是不可能事
件. (4)一定发生,是必然事件. 11.(1)随机发生.因为
蓝球和白球个数之和是5,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 (2)随
机发生.因为取出的球大于3个,而袋子里三种球共10个,可
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 (3)不可能发生.因为蓝球少于
5个. 12.小明的说法错误,因为买100张中奖的可能性比
买1张中奖的可能性大;小华的说法错误,这两个事件都是随
机事件,不能因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小就认为是不可能事

件. 13.(1)4×32 =6(场) (2)因为总共有6场比赛,每场

比赛最多可得3分,则6场比赛最多共有3×6=18(分),现
有一队得6分,还剩下12分,则还有可能有2个队同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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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故不能确保该队出线,因此该队出线是一个不确定
事件.

第2课时 可能性的大小
[要点感知]
1.随机事件 2.随机的 可能性
[当堂反馈]
1.白 2.甲 3.A 4.A 5.根据分析可得:

(第5题)

[巩固提升]
6.阴影 7.一 8.①③②④ 9.C 10.B 11.A 
12.“指针落在白色区域内”的可能性从小到大的顺序为:
(1)、(3)、(2). 13.(1)从袋子中任意摸出1个球,可能是
红球,也可能是绿球或白球; (2)因为白球最多,红球最少,
所以摸到白球的可能性最大,摸到红球的可能性最小. 
14.不一样.按摸到白球的可能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为:
1号,2号,3号,4号,5号.

第3课时 频率与概率(1)
[要点感知]
1.概率 1 0 2.稳定性
[当堂反馈]

1.1 2.611 3.D 4.A 5.D
[巩固提升]

6.112 7.8 8.
1
4 9.C 10.C 11.B 12.

(1)填表如下:

转动转盘的次数n 100 150 200 500 800 1000

落在“铅笔”的次数m 68 111 136 345 564 701

落在“铅笔”的频率m
n 0.680.740.680.690.710.70

(2)由表格中数据可得:当n很大时,频率将会接近0.70; 
(3)由(2)得:当n很大时,频率将会接近0.70,即落在“铅
笔”的概率为:0.70,则转动转盘一次,获得可乐的概率是:
0.30. 13.0.5 14.25

第4课时 频率与概率(2)
[要点感知]
常数 很大时 估计值
[当堂反馈]

1.0.95 2.14 3.D 4.B 5.B
[巩固提升]
6.0.6 7.0.8 8.0.95 9.B 10.D 11.(1)64÷20%=
320(人); (2)“体育”兴趣小组人数为320-48-64-32-
64-16=96,“体育”兴趣小组所对应的扇形圆心角的度数为

96
320×360°=108°

; (3)“从该年级中任选一名学生,是参加

科技小组学生”的概率为32
320=

1
10.

第5课时 数学活动

1.15 2.56 3.350 4.10 5.P(80)=112 P(40)=16 

P(20)=14 6.(1)由题意可知,50次摸球试验活动中,出现

红球20次,黄球30次,∴红球所占百分比为20÷50=40%,
黄球所占百分比为30÷50=60%,答:红球占40%,黄球占

60%. (2)由题意可知,50次摸球试验活动中,出现有记号

的球4次,∴总球数为8÷450=100
,∴红球数为100×40%

=40 答:盒中有红球40个.
第6课时 单元复习课

[当堂反馈]

1.④ ③ ①② 2.25 3.D 4.25 5.A 6.D 

7.P(从第一个盒子中摸出1个白球)= 6
4+6=

3
5
,P(从第

二个盒子中摸出1个白球)= 6
6+6=

1
2
,因为3

5>
1
2
,所以

从第一个盒子中摸到白球的可能性大.
[巩固提升]
8.0.9 9.25 10.D 11.C 12.C 13.D 14.(1)因
为班里有18个男生、15个女生,从中任意抽取a人打扫卫
生,“有女生被抽到”是必然事件,所以18<a≤33且a为整
数; (2)因为班里有18个男生、15个女生,从中任意抽取

a人打扫卫生,“女生小丽被抽到”是随机事件,所以a≥1,所
以1≤a<33且a整数. 15.(1)当n很大时,摸到白球的
频率将会接近(0.58+0.64+0.58+0.59+0.605+
0.601)÷6≈0.60; (2)摸到白球的概率是0.60,摸到黑球
的概率是1-0.60=0.40; (3)白球有20×0.60=12(只),
黑球有20-12=8(只); (4)①先从不透明的口袋里摸出

a个白球,都涂上颜色(如黑色),然后放回口袋里,搅拌均
匀;②将搅匀后的球从中随机摸出1个球记下颜色,再把它
放回口袋中,不断大量重复n次,记录摸出黑球频数为b;

③根据用频数估计频率的方法可得出白球数为an
b.

16.(1)如下表:

转动转盘的次数n 100 200 400 500 800 1000

落在“可乐”区域的次数m 60 122 240 298 472 604

落在“可乐”区域的频率m
n 0.60.610.60.5960.590.604

(2)当n很大时,频率将会接近0.6;获得“可乐”的概率约是

0.6; (3)由落在“可乐”区域的频率可以知道落在“车模”
区域的概率是0.4,从而求出其圆心角的度数是360°×0.4=
144°.

第8章单元检测卷
一、选择题

1.A 2.D 3.C 4.C 5.B 6.D 7.D
二、填空题

8.20 9.不可能 10.12 11.大于 12.100 13.6 

14.80 15.27 16.0.22 17.0.1 18.50 12
三、解答题

19.因为共3红、2黄、1绿相等的六部分,所以①指针指向红

色的概率为3
6=

1
2
;②指针指向绿色的概率为1

6
;③指针指

向黄色的概率为2
6=

1
3
;④指针不指向黄色的概率为2

3.
(1)可能性最大的是④,最小的是②; (2)由题意得:②<
③<①<④,故答案为:②<③<①<④. 20.(1)从口袋
一次任意取出5个球,只有蓝球和白球,没有红球,这个事件
可能发生; (2)从口袋一次任意取出6个球,恰好红、蓝、白
三种颜色都有,这个事件可能发生; (3)从上述10个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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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2个红球,2个蓝球和2个白球放在另一个不透明的袋子
里,搅匀,从中任取1个球. 21.(1)因为从中随意摸出1个
球的所有可能的结果总数是5,随意摸出1个球是红球的结
果个数是2,所以从中随意摸出1个球,摸出红球的可能性是

2
5
; (2)设需再加入x个红球.依题意可列:2+x

2+3+x=

1
2
,解得x=1.所以要使从中随意摸出1个球是红球的可能

性为1
2
,袋子中需再加入1个红球. 22.(1)取出1个黑球

的概率P= 4
3+4=

4
7
; (2)∵取出1个白球的概率P=

3+x
7+x+y

,∴ 3+x
7+x+y=

1
4
,∴12+4x=7+x+y,∴y与x的

函数关系式为:y=3x+5. 23.选择第(3)种方法,猜是“3
的倍数”,因为转盘中,奇数与偶数的个数相同,大于10与不
大于10的数的个数也相同,所以(1)与(2)游戏是公平的,转
盘中的数是3的倍数的有7个,不是3的倍数的有5个,所
以猜3的倍数,获胜的机会大. 24.(1)由题意分析可得:
要使他两次数字之和为100,则第二次必须转到95,因为总

共有20个数字,所以他两次数字之和为100的可能性为1
20
;

 (2)由题意分析可得:转到数字35以上就会“爆掉”,共有

13种情况,因为总共有20个数字,所以“爆掉”的可能性为

13
20. 25.合算.因为摸到红球、黄球、蓝球的概率分别是

P1=350
,P2=110

,P3=15.又50×350+30×
1
10+10×

1
5=

8(元)(摸球所获购物券金额的平均数),因为8元>5元,所
以顾客选择摸奖方式是合算的.

第9章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第1课时 图形的旋转
[要点感知]
1.定点 一定 旋转中心 旋转角 2.形状 大小 
3.全等 相等 相等
[当堂反馈]
1.45° 2.50° 3.B 4.A 5.(1)点A (2)90° (3)10cm
[巩固提升]
6.120 7.60 8.50° 9.B 10.A 11.解:由旋转的性
质得:∠EAC=35°,∠D=∠B=40°,所以∠DAE=∠DAC+
∠EAC=55°+35°=90°,所以∠E=90°-∠D=90°-40°=
50°. 12.解:(1)如图所示△A1B1C1即为所求; (2)如图
所示:△A2B1C2,即为所求; (3)线段B1C1 变换到B1C2
的过程中扫过区域的面积为:90π×3

2

360 =94π.

[第12题(1)]

第2课时 中心对称与中心对称图形
[要点感知]
1.180° 另一个图形 中心 2.旋转 平分 3.自身 

4.中心对称图形 中心对称
[当堂反馈]
1.线段、长方形、圆 2.D 3.B 4.D 5.对称点为:A
和D、B 和E、C 和F;相等的线段有AC=DF、AB=DE、
BC=EF;相等的角有:∠ABC=∠DEF,∠ACB=∠DFE,
∠BAC=∠EDF.
[巩固提升]
6.4 7.D 8.B 9.D 10.A 11.解:连接BB',找BB'
中点O或者连接BB'、CC',交点为对称中心O. 12.(1)画
出△ABC关于y轴对称的△A1B1C1,如图所示,此时A1 的
坐标为(-2,2); (2)画出△ABC绕点B 逆时针旋转90°后
得到的△A2B2C2,如图所示,此时A2 的坐标为(4,0); 
(3)画出△A2B2C2关于原点O成中心对称的△A3B3C3,如
图所示,此时A3的坐标为(-4,0).

(第12题)

13.解:(1)所画图形如下所示:△ADE 就是所作的图形.
(2)由(1)知:△ADE≌△BDC,则CD=DE,AE=BC,所以
AE-AC<2CD<AE+AC,即BC-AC<2CD<BC+AC,
所以2<2CD<10,解得:1<CD<5.

[第13题(1)]
第3课时 平行四边形(1)

[要点感知]
1.平行四边形 2.对角线的交点 3.相等 相等 互相
平分
[当堂反馈]
1.20 2.35 3.B 4.6 5.因为在▱ABCD 中,BE∥
CD,所以∠E=∠2.因为CE平分∠BCD,所以∠1=∠2,所
以∠1=∠E,所以BE=BC.又因为BH⊥BC,所以CH=EH
(三线合一).
[巩固提升]
6.44° 7.25° 8.75° 9.C 10.B 11.∵四边形
ABCD是平 行 四 边 形,∴AD∥BC,AD=BC=8cm,
∴∠ADE=∠CED.又 ∵DE 平 分 ∠ADC,∴ ∠CDE=
∠ADE,∴∠CDE=∠CED,∴CD=CE=6cm,∴BE=
AD-CE=2cm. 12.因为四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所以
AD∥BC,AB∥CD,所以∠B+∠C=180°,∠AEB=∠DAE.
因为AE 是∠BAD 的平分线,所以∠BAE=∠DAE,所以
∠BAE=∠AEB,所以AB=BE.因为AE=BE,所以△ABE
是等边三角形,所以∠B=60°,所以∠BCD=120°.所以
▱ABCD各内角的度数分别是:∠B=∠D=60°,∠BAD=
∠C=120°. 13.证明:因为四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所
以AB∥CD,OA=OC,所以∠OAE=∠OCF.在△OAE 和

△OCF中,
∠OAE=∠OCF,
OA=OC,
∠AOE=∠COF, 所以△AOE≌△COF(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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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AE=CF. 14.解:在平行四边形ABCD 中,AD=BC,

∠DAE=∠BCF.在△ADE和△CBF中,
AD=BC,
∠DAE=∠BCF,
AE=CF, 所

以△ADE≌△CBF(SAS),所以DE=BF,同理BE=DF,所
以四边形EBFD是平行四边形,所以∠EBF=∠FDE.

第4课时 平行四边形(2)
[要点感知]
平行 相等 平行且相等
[当堂反馈]
1.5 2.小明 一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
形 3.C 4.C 5.证明:∵AB=DC,∴AC=DB.在

△AEC 和 △DFB 中,
AC=DB,
∠A=∠D,
AE=DF, ∴ △AEC ≌ △DFB

(SAS),∴BF=EC,∠ACE=∠DBF,∴EC∥BF,∴四边形
BFCE是平行四边形.
[巩固提升]
6.BD∥FC(答案不唯一) 7.3 8.D 9.B 10.C 
11.证明:∵BE∥DF,∴∠AFD=∠CEB.∵AE=CF,
∴AE+EF=CF+EF,即AF=CE.∵BE=DF,∴△ADF≌
△CBE,∴AD=CB,∠DAC=∠BCA,∴AD∥CB,∴四边形
ABCD 是平行四边形. 12.(1)解:∵在 Rt△ABC 中,
∠BAC=30°,∴AB=2BC.又∵△ABE是等边三角形,EF⊥
AB,∴AB=2AF,∴AF=BC.在Rt△AFE和Rt△BCA中,
AF=BC,
AE=BA, ∴△AFE≌△BCA(HL),∴AC=EF.(2)证明:

∵△ACD 是 等 边 三 角 形,∴ ∠DAC=60°,AC=AD,
∴∠DAB=∠DAC+∠BAC=90°,∴EF∥AD.∵AC=EF,
AC=AD,∴EF=AD,∴四边形ADFE是平行四边形.

第5课时 平行四边形(3)
[要点感知]
1.互相平分 2.反证法
[当堂反馈]
1.AD=BC(答案不唯一) 2.三角形中有两个内角是直角
 3.D 4.C 5.证明:连接AC,交BD于点O.因为四边形
ABCD是平行四边形,所以OA=OC,OB=OD.因为对角线
BD上的两点M、N 满足BM=DN,所以OB-BM=OD-
DN,即OM=ON,所以四边形AMCN 是平行四边形.
[巩固提升]
6.5 4 7.平行四边形 8.② 9.B 10.证明:(1)连接
AC,交BD于点O.因为四边形ABCD 是平行四边形,所以
AO=CO,BO=DO.因为BE=DF,所以EO=FO,所以四边
形AECF是平行四边形,所以AE∥FC,所以∠1=∠2; 
(2)因为四边形AECF 是平行四边形,所以AF∥CE. 
11.证明:假设等腰三角形的底角不是锐角,即大于或等于
90°.根据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相等,则两个底角之和大于
或等于180°.则该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一定大于180°,这与
三角形的内角和定理相矛盾,故假设不成立.所以等腰三角
形的底角是锐角. 12.解:(1)因为AC,BD 是平行四边形
ABCD 中的对角线,O 是交点,所以OA=OC,OB=OD; 
(2)因为OB=OD,点E、F 分别为BO、DO 的中点,所以
OE=OF.又因为OA=OC,所以四边形AECF 是平行四边
形; (3)结论仍然成立.理由:因为BE=DF,OB=OD,所
以OE=OF.因为OA=OC,所以四边形AECF是平行四边
形.所以结论仍然成立.

第6课时 矩形、菱形、正方形(1)
[要点感知]
1.直角 轴对称 中心对称 2.直角 相等
[当堂反馈]
1.10 5 2.4 3.B 4.B 5.证明:∵CD⊥AB于点D,
BE⊥AB于点B,∴ ∠CDA=∠DBE=90°,∴CD∥BE.又

∵BE=CD,∴ 四边形CDBE为平行四边形.又∵∠DBE=
90°,∴ 四边形CDBE为矩形.
[巩固提升]
6.AF=CE(答案不唯一) 7.(25+2)cm 8.D 9.C 
10.由AE⊥BD,AE平分∠BAO可得出OA=AB,利用矩形
性质可得OA=OB,所以△ABO 为等边三角形,即∠AOB=
60°. 11.证明:因为DF⊥AE于点F,所以∠DFE=90°.在
矩形ABCD中,∠C=90°,所以∠DFE=∠C.在矩形ABCD
中,AD∥BC,所以∠ADE=∠DEC.因为AE=AD,所以
∠ADE=∠AED,所以∠AED=∠DEC.又因为DE是公共
边,所以△DFE≌△DCE(AAS),所以DF=DC.
12.证明:(1)因为四边形ABCD是矩形,M、N 分别是AB、
CD的中点,所以 MN∥BC,所以∠CBN=∠MNB.因为
∠PNB=3∠CBN,所以∠PNM=2∠CBN; (2)解:连接
AN,根据矩形的轴对称性,可知∠PAN=∠CBN.因为
MN∥AD,所 以 ∠PAN= ∠ANM.由 (1)知 ∠PNM=
2∠CBN,所以∠PAN=∠PNA,所以AP=PN.因为AB=
CD=4,M、N 分别为AB、CD的中点,所以DN=2.设AP=
x,则PD=6-x.在Rt△PDN 中,PD2+DN2=PN2,所以

(6-x)2+22=x2,解得x=103.所以AP=103.

第7课时 矩形、菱形、正方形(2)
[要点感知]
1.直角 2.对角线 3.直角
[当堂反馈]
1.AC=BD(答案不唯一) 2.∠DAB=90°(答案不唯一) 
3.D 4.D 5.(1)四边形EFGH 是矩形.证明:∵四边形
ABCD是矩形,∴AO=OC=OB=OD.∵AE=BF=CG=
DH,∴EO=OG=OH=OF,∴四边形EFGH 是矩形.
(2)163cm2
[巩固提升]
6.不合格 7.①⑤ 8.A 9.B 10.证明:S矩形NFGD=
S△ADC-(S△AEF+S△FGC),S矩形EBMF=S△ABC-(S△ANF+S△FCM).易
知,S△ADC =S△ABC,S△ANF =S△AEF,S△FGC =S△FMC,可 得

S矩形NFGD=S矩形EBMF.故 答 案 分 别 为 S△AEF,S△FCM,S△ANF,
S△AEF,S△FGC,S△FMC. 11.证明:(1)因为四边形ABCD是平
行四边形,所以AB∥CD.因为BE∥DF,BE=DF,所以四边
形BFDE是平行四边形.因为DE⊥AB,所以∠DEB=90°,
所以四边形BFDE是矩形; (2)因为四边形ABCD是平行
四边形,所以AB∥DC,所以∠DFA=∠FAB.在Rt△BCF
中,由勾股定理,得BC= FC2+FB2= 32+42=5,所以

AD=BC=DF=5,所以∠DAF=∠DFA,所以∠DAF=
∠FAB,即AF 平分∠DAB. 12.(1)证明:由平移可得

AB∥DE,AB=DE,所以∠B=∠EDC.因为AB=AC,所以

∠B=∠ACD,AC=DE,所以∠EDC=∠ACD.因为DC=
CD,所以△ACD≌△ECD(SAS),所以AD=EC;
(2)解:当点D是BC中点时,四边形ADCE是矩形.理由如
下:因为AB=AC,点D 是BC 中点,所以BD=DC,AD⊥
BC.由平移性质可知四边形ABDE 是平行四边形,所以

AE=BD,AE∥BD,所以AE=DC,AE∥DC,所以四边形

ADCE是平行四边形.因为AD⊥BC,所以四边形ADCE是
矩形. 13.(1)证明:如图,因为MN 交∠ACB的平分线于
点E,交∠ACB的外角平分线于点F,所以∠2=∠5,∠4=
∠6.因为MN∥BC,所以∠1=∠5,∠3=∠6,所以∠1=
∠2,∠3=∠4,所以EO=CO,FO=CO,所以OE=OF;
(2)解:如图,因为∠2=∠5,∠4=∠6,所以∠2+∠4=∠5
+∠6=90°.因为CE=8,CF=6,所以EF= 82+62=10.

又因为OE=OF,所以OC=12EF=5; (3)解:当点O在边

AC上运动到AC 中点时,四边形AECF是矩形.理由:当O
为AC 的中点时,AO=CO,又因为EO=FO,所以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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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F是平行四边形.因为∠ECF=90°,所以平行四边形
AECF是矩形.

(第13题)

第8课时 矩形、菱形、正方形(3)
[要点感知]
1.邻边 轴对称 中心对称 2.相等 垂直
[当堂反馈]

1.24cm2 2.125 3.D 4.B 5.解:菱形周长为20m,则

AB=5m.如图,设交于点O,因为菱形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所以AO=3m,所以BO= AB2-AO2=4m,所以BD=

2BO=8m,故菱形ABCD 的面积为1
2×6×8=24

(m2).综

上可得另一条对角线BD的长为8m,菱形的面积为24m2.

(第5题)

[巩固提升]
6.24 7.50 8.C 9.A 10.D 11.证明:因为四边形
ABCD 是菱形,所以∠EAC=∠FAC.在△ACE 和△ACF

中,
AE=AF,
∠EAC=∠FAC,
AC=AC, 所以△ACE≌△ACF(SAS),所以

CE=CF. 12.(1)证明:∵AE∥BF,∴∠ADB=∠CBD.
又∵∠ABD=∠CBD,∴∠ABD=∠ADB,∴AB=AD.同理
可证AB=BC.∴AD=BC,∴四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
又∵AB=AD,∴四边形ABCD 是菱形.(2)解:∵四边形

ABCD是菱形,BD=6,∴AC⊥BD,OD=12BD=3.在

Rt△AOD中,∠ADO=30°,∴AD=2AO.∵AD2=AO2+
OD2,∴AD=23. 13.(1)证明:在菱形ABCD 中,因为
AB=BC,∠ABC=60°,所以∠ACB=60°.因为E为BC 的中
点,所以AE=EC.因为AE=CF,所以CE=CF,∠EFC=

∠FEC= 12 ∠ACB=30°.易 得,BE 平 分∠ABC,所 以

∠EBC=30°,所以BE=EF; (2)成立 (3)结论成立.证
明如下:过点E作EG∥BC交AB 延长线于点G,如图所示.
因为四边形ABCD 为菱形,所以AB=BC.又因为∠ABC=
60°,所以△ABC是等边三角形,所以AB=AC,∠ACB=60°,
所以∠ECF=60°.又因为EG∥BC,所以∠AGE=∠ABC=
60°.所以△AGE 是等边三角形,所以AG=AE=GE,所以
BG=CE,∠AGE=∠ECF.又因为CF=AE,所以GE=CF,

在△BGE 和△CEF 中,
BG=CE,
∠AGE=∠ECF,
GE=CF, 所以△BGE≌

△ECF(SAS),所以BE=EF.

[第13题(3)]

第9课时 矩形、菱形、正方形(4)
[要点感知]
1.相等 2.互相垂直 3.相等
[当堂反馈]
1.AB=BC(答案不唯一) 2.菱形 3.B 4.A 5.解:在
菱形ABCD 中,BC=CD,∠BCD=∠A=110°.由旋转的性
质知,CE=CF,∠ECF= ∠BCD=110°,∴ ∠BCE=
∠DCF=110°-∠DCE,∴ △BCE ≌ △DCF,∴ ∠F =
∠E=86°.
[巩固提升]
6.AB=CD(答案不唯一) 7.AB=AC(答案不唯一) 
8.A 9.C 10.(1)证明:∵四边形ABCD 是矩形,O 是

BD 的中点,∴AB∥DC,OB=OD,∴∠OBE=∠ODF.又
∵∠BOE=∠DOF,∴△BOE≌△DOF(ASA),∴EO=FO,
∴四边形BEDF是平行四边形; (2)解:当四边形BEDF
是菱形时,设BE=x,则DE=x,AE=6-x.在Rt△ADE中,

DE2=AD2+AE2,∴x2=42+(6-x)2,∴x=133
,∴S菱形BEDF=

BE·AD=133×4=
52
3=

1
2BD·EF=12 42+62·EF,

∴EF=43 13. 11.(1)证明:∵四边形ABCD 是矩形,

∴AB∥DC,AD∥BC,∴ ∠ABD= ∠CDB.∵BE 平 分

∠ABD,DF 平分∠BDC,∴∠EBD=12∠ABD
,∠FDB=

1
2∠BDC

,∴∠EBD=∠FDB,∴BE∥DF.又∵AD∥BC,

∴四边形BEDF是平行四边形; (2)当∠ABE=30°时,四
边形BEDF 是菱形.理由:∵BE 平分∠ABD,∴∠ABD=
2∠ABE=60°,∠EBD=∠ABE=30°.∵四边形ABCD是矩
形,∴∠A=90°,∴∠EDB=90°-∠ABD=30°,∴∠EDB=
∠EBD=30°,∴EB=ED.又∵四边形BEDF是平行四边形,
∴四边形BEDF是菱形. 12.证明:因为四边形ABCD 是
矩形,所以 AO=CO,AD∥BC,所以∠EAO=∠FCO.在

△AOE 和 △COF 中,
∠EAO=∠FCO,
AO=CO,
∠AOE=∠COF, 所 以 △AOE≌

△COF(ASA),所以AE=FC,所以四边形AFCE是平行四边
形.因为直线L垂直平分线段AC,所以平行四边形AFCE是菱
形. 13.(1)证明:因为在△ABC中,D 是边BC 的中点,所
以BD=CD.因为CF∥BE,所以∠CFD=∠BED.在△CFD

和 △BED 中,
∠CFD=∠BED,
∠FDC=∠EDB,
CD=BD, 所 以 △CFD ≌ △BED

(AAS),所以CF=BE,所以四边形BFCE是平行四边形; 
(2)解:当AB=AC时,四边形BECF是菱形.理由如下:因
为AB=AC,D 是边BC 的中点,所以AD⊥BC,所以EF⊥
BC,所以四边形BECF是菱形.

第10课时 矩形、菱形、正方形(5)
[要点感知]
1.相等 直角 相等且互相垂直平分 2.轴对称 中心对
称 3.矩形 菱形
[当堂反馈]
1.45° 2.AC=BD(答案不唯一) 3.D 4.B
5.证明:因为四边形ABCD是正方形,所以AB=BC,∠ABC=

∠C.在△ABM 和△BCP 中,
AB=BC,
∠ABC=∠C,
CP=BM, 所以△ABM≌

△BCP(SAS),所 以 AM=BP,∠BAM= ∠CBP.因 为

∠BAM+∠AMB=90°,所以∠CBP+∠AMB=90°,所以

AM⊥BP.因为将线段AM 绕点M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90°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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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线段MN,所以AM⊥MN,且AM=MN,所以BP=NM,
MN∥BP,所以四边形BMNP是平行四边形.
[巩固提升]
6.②③或①④ 7.B 8.D 9.C 10.B
11.证明:(1)在△ADE和△CDE中,∵AD=CD,EA=EC,
DE=DE,∴△ADE≌△CDE (SSS),∴∠ADE=∠CDE.
∵AD∥BC,∴∠CBD=∠ADB=∠CDB,∴BC=CD=
AD.∵AD∥BC,AD =BC,∴四边形ABCD 是平行四边
形.又AD=CD,∴四边形ABCD 是菱形;(2)∵BE=BC,
∴∠BEC=∠BCE.又∠CBE∶∠BCE=2∶3,设∠CBE=
2x,则∠BEC=∠BCE=3x.在△BCE中,∠CBE+∠BCE+
∠BEC=180°,即2x+3x +3x =180°,解得x=22.5°,
∴∠CBD=45°,∴ ∠ADE = ∠CDE = ∠CBD =45°,
∴∠ADC=90°.又四边形ABCD是菱形,∴四边形ABCD是
正方形. 12.(1)证明:因为四边形ABCD 是正方形,所以

AB=CB,∠ABC=90°.因为AE⊥l于点E,所以∠ABE+
∠BAE=90°,所以∠BAE=∠CBF.在△ABE和△BCF中,
∠BAE=∠CBF,
∠AEB=∠BFC=90°,
AB=CB, 所 以△ABE≌△BCF(AAS); 

(2)解:因为△ABE≌△BCF,∠CBF=65°,所以∠BAE=
65°.又由正方形ABCD得AB∥DC,所以∠AGD=∠BAE=
65°,所以∠AGC=115°. 13.(1)证明:如图1,因为四边形

ABCD和四边形AEFG 为正方形,所以AG=AE,AD=AB,
GF=EF,∠DGF=∠BEF=90°,所以DG=BE.在△DGF和

△BEF中,
DG=BE,
∠DGF=∠BEF,
GF=EF, 所以△DGF≌△BEF(SAS),

所以DF=BF;(2)解:图形(即反例)如图2;
(3)解:点F在正方形ABCD 内.

图1
  

图2

第11课时 三角形的中位线
[要点感知]
1.线段 2.一半
[当堂反馈]
1.1.2 2.5 3.D 4.D 5.解:∵▱ABCD 的周长为

36,∴2(BC+CD)=36,则BC+CD=18.∵四边形ABCD
是平行四边形,对角线 AC,BD 相交于 点 O,BD=12,

∴OD=OB=12BD=6.又∵点E是CD 的中点,∴OE是

△BCD的中位线,DE=CE,∴OE=12BC,∴△DOE的周

长=OD+OE+DE=12BD+12
(BC+CD)=6+9=15,即

△DOE的周长为15.
[巩固提升]
6.40m 7.3 8.1 9.C 10.解:如图,取边BC的中点

G,连接EG、FG.因为E、F分别为AB、CD 的中点,所以EG
是△ABC 的中位线,FG 是△BCD 的中位线,所以EG
1
2AC,FG12BD.又BD=12,AC=16,AC⊥BD,所以

EG=8,FG=6,EG⊥FG,所以在Rt△EGF中,由勾股定理,
得EF= EG2+FG2= 82+62=10,即EF的长度是10.

(第10题)

11.解:在 △AGF 和 △ACF 中,
∠GAF=∠CAF,
AF=AF,
∠AFG=∠AFC, 所 以

△AGF≌△ACF,所以AG=AC=3,GF=CF,则BG=AB-
AG=4-3=1.又因为BE=CE,所以EF是△BCG的中位

线,所以EF=12BG=12. 12.证明:在△ABC 中,因为

BE、CD为中线,所以AD=BD,AE=CE,所以DE∥BC且

DE=12BC.在△OBC 中,因为OF=FB,OG=GC,所以

FG∥BC且FG=12BC.所以DE∥FG,DE=FG.所以四边形

DFGE为平行四边形. 13.(1)因为BC=10,AH=8,所以

S△ABC=12×8×10=40.
因为点D、E、F分别是AB、BC、CA

的中点,所以△BDE、△EFC 的面积都等于△ABC 面积的
1
4
,所以四边形ADEF的面积为40-20=20,故答案为:20;

(2)证明:因为 D、E、F 分别是△ABC 各边的中点,所以
DE∥AC,EF∥AB,所以四边形ADEF是平行四边形,所以
∠DEF=∠DAF.因为AH 是△ABC 的高,所以△ABH、
△ACH 是直角三角形,因为点D、F分别是两直角三角形斜
边AB、AC的中点,所以DH=DA,HF=AF,所以∠DAH=
∠DHA,∠FAH = ∠FHA,所 以 ∠DAH + ∠FAH =
∠FHA+ ∠DHA,即 ∠DAF= ∠DHF,所 以 ∠DEF=
∠DHF.

第12课时 数学活动
1.解:(1)如图①所示;(2)如图②所示.

图①
    

图②

2.(1)如图2所示;(2)如图3所示;(3)如图4所示.

图2
  

图3
  

图4

3.(1)正方形是旋转对称图形,最小旋转角为90°,正六边形
是旋转对称图形,最小旋转角为60°(答案不唯一); 
(2)①如图1所示;②如图2所示(答案不唯一).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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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课时 单元复习课
[当堂反馈]
1.正方形 2.4 3.12或20 4.D 5.D 6.B 7.(1)证
明:因为EF∥AB,BE 平分∠ABP,所以∠PEB=∠ABE,
∠PBE=∠ABE,所以∠PEB=∠PBE,即EP=BP;同理可
证FP=BP,所以EP=FP; (2)解:当点P 运动到边BC
的中点时,四边形BFCE是矩形.理由:因为PC=BP,由(1)
得EP=FP,所 以 四 边 形 CEBF 是 平 行 四 边 形.因 为

∠ABE=∠EBP,∠GBF=∠FBP,所以∠EBP+∠FBP=
∠ABE+∠GBF=90°,所以∠EBF=90°,所以四边形BFCE
是矩形; (3)解:在(2)的基础上,如果矩形BFCE是正方
形,那么EB=FB,那么∠BEF=∠BFE=45°,所以∠PEB=
∠ABE= ∠PBE=45°,所 以 ∠ABE+ ∠PBE=90°,即

∠ABC=90°.
[巩固提升]
8.有两个内角是直角 9.3 10.7 11.3 12.B 
13.A 14.40° 15.(1)证明:∵四边形ABCD 是菱形,
∴∠B=∠D,BC=DC,∵点E,F 分别为AB,AD 的中点,
∴BE=DF,∴△BCE≌△DCF(SAS); (2)解:当AB⊥BC
时,四边形AEOF 是正方形.理由如下:∵E,O,F 分别为

AB,AC,AD中点,∴OE=12BC=12CD=12AB=12AD=

OF=AE=AF,OE∥BC,∴四边形AEOF 是菱形.∵AB⊥
BC,∴OE⊥AB,∴∠AEO=90°,∴四边形AEOF是正方形.
16.(1)所 作 图 形△A1B1C1 如 图 所 示;(2)所 作 图 形
△A2B2C2 如图所示;(3)所作图形△A3B3C3 如图所示;
(4)所作图形△A4B4C4 如图所示.

(第16题)

17.(1)证明:因为四边形ABCD 是菱形,所以CD=CB,

∠ACD=∠ACB.在△DCE和△BCE 中,
DC=CB,
∠DCE=∠BCE,
EC=EC, 所

以△DCE≌△BCE(SAS),所以∠CDE=∠CBE.因为CD∥
AB,所以∠CDE=∠AFD,所以∠EBC=∠AFD;
(2)解:分两种情况:①如图1,当点F在AB 延长线上时,因
为∠EBF为钝角,所以只能是BE=BF,设∠BEF=∠BFE=
x°,可通过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得90°+x°+x°+x°=180°,解
得x=30,所以∠EFB=30°;②如图2,当点F在线段AB 上
时,因为∠EFB 为钝角,所以只能是FE=FB,设∠BEF=
∠EBF=x°,则有∠AFD=2x°,可证得∠AFD=∠FDC=
∠CBE,得x°+2x°=90°,解得x=30,所以∠EFB=120°.综
上,∠EFB=30°或∠EFB=120°.

图1
  

图2

第9章单元检测卷
一、选择题

1.B 2.D 3.A 4.C 5.C 6.A 7.B 8.C
二、填空题

9.3 10.相等且互相平分 11.120 12.一个三角形中有

两个角是直角 13.20 14.22.5° 15.8 16.4 2 

17.2,5,18 18.1+ 32
或11+1132

三、解答题

19.解:(1)在△ABC 中,因为∠B+∠ACB=30°,所以

∠BAC=150°,当△ABC 按逆时针方向旋转一定角度后与

△ADE重合,所以旋转中心为点A,∠BAD 等于旋转角,即
旋转角为150°; (2)因为△ABC绕点A 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150°后与△ADE 重合,所以∠DAE=∠BAC=150°,AB=
AD=4,AC=AE,所以∠BAE=360°-150°-150°=60°.因

为点C为AD 的中点,所以AC=12AD=2,所以AE=2. 

20.证明:因为四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所以AD∥BC,
OA=OC.所以∠EAO=∠FCO,∠AEO=∠CFO.在△AOE

和 △COF 中,
∠EAO=∠FCO,
∠AEO=∠CFO,
AO=CO, 所 以 △AEO ≌ △CFO

(AAS),所以OE=OF. 21.(1)证明:∵四边形ABCD 为
平行四边形,∴AB∥DC,AB=CD,∴∠OEB=∠ODC,又
∵O为BC的中 点,∴BO=CO,在△BOE 和△COD 中,
∠OEB=∠ODC,
∠BOE=∠COD,
BO=CO, ∴△BOE≌△COD(AAS),∴OE=OD,

∴四边形BECD是平行四边形; (2)解:若∠A=50°,则当

∠BOD=100°时,四边形BECD是矩形.理由如下:∵四边形

ABCD是平行四边形,∴∠BCD=∠A=50°,∵∠BOD=
∠BCD+∠ODC,∴∠ODC=100°-50°=50°=∠BCD,
∴OC=OD,∵BO=CO,OD=OE,∴DE=BC,∵四边形

BECD是平行四边形,∴四边形BECD 是矩形;故答案为:
100. 22.(1)证明:因为D、E分别为AB、AC的中点,所以

DE12BC.因为CF=12BC,所以DEFC,即DE=CF; 
(2)解:因为DEFC,所以四边形DEFC是平行四边形,所
以DC=EF.因为D为AB 的中点,等边三角形ABC的边长
是2,所以AD=BD=1,CD⊥AB,BC=2,所以DC=EF=
3. 23.解:(1)画△A'B'C'和△ABC关于点O 成中心对
称的图形如下:

[第23题(1)]

(2)根据题意画图如下:

  

[第23题(2)]
24.(1)证明:因为四边形ABCD 是平行四边形,所以OA=
OC,OB=OD.因为 AF∥CE,所以∠OAF=∠OCE.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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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F 和 △COE 中,
OAF=∠OCE,
OA=OC,
∠AOF=∠COE, 所 以 △AOF≌

△COE(ASA),所以OE=OF,所以四边形AFCE是平行四
边形; (2)平行四边形AFCE能为矩形.理由:因为四边形

AFCE是平行四边形,所以当EF=AC=6时,平行四边形

AFCE为矩形,因为OE=OF,OB=OD,所以BE=CF,所以

2BE+EF=BD,即2BE+6=8,解得:BE=1,所以当BE=1
时,平行四边形AFCE为矩形; (3)平行四边形AFCE不
能为菱形.理由:因为四边形AFCE是平行四边形,且∠AOD=
65°,即AC与BD 不垂直,所以平行四边形AFCE不能为菱
形. 25.(1)证明:∵折叠纸片使点B落在边AD 上的E
处,折痕为PQ,∴点B与点E关于PQ对称,∴PB=PE,BF=
EF,∠BPF=∠EPF,又∵EF∥AB,∴∠BPF=∠EFP,
∴∠EPF=∠EFP,∴EP=EF,∴BP=BF=EF=EP,∴四
边形BFEP 为菱形;(2)解:①∵四边形ABCD 是矩形,
∴BC=AD=5cm,CD=AB=3cm,∠A=∠D=90°,∵点B
与点E 关于PQ 对称,∴CE=BC=5cm,在Rt△CDE 中,

DE= CE2-CD2=4cm,∴AE=AD-DE=5cm-4cm=
1cm;在Rt△APE中,AE=1,AP=3-PB=3-PE,∴EP2=

12+(3-EP)2,解得:EP=53cm
,∴菱形BFEP 的边长为

5
3cm

;②当点Q与点C重合时,如图2:点E离点A 最近,由

①知,此时AE=1cm;当点P与点A 重合时,如图3所示:点
E离点A 最远,此时四边形ABQE 为正方形,AE=AB=
3cm,∴点E在边AD 上移动的最大距离为2cm.

图2
    

图3

期中检测卷
一、选择题

1.C 2.A 3.D 4.C 5.D 6.A 7.B 8.B
二、填空题

9.110 10.252° 11.AB=BC(答案不唯一) 12.45
13.270°-3α 14.4 15.292 16.16 17.4<a<5 
18.6或8
三、解答题

19.(1)从口袋一次任意取出5个球,只有蓝球和白球,没有
红球,这个事件可能发生. (2)从口袋一次任意取出6个
球,恰好红、蓝、白三种颜色都有,这个事件可能发生. 
20.证明:假设三角形的三个内角A、B、C中有两个直角,不
妨设∠A=∠B=90°,则∠A+∠B+∠C=90°+90°+∠C>
180°,这与三角形内角和为180°相矛盾,所以∠A=∠B=90°
不成立;所以一个三角形中不能有两个直角. 21.(1)抽取
的总人数是:48÷0.48=100,则a=100×0.32=32,b=
100×0.10=10.故答案为32,10; (2)甲同学体育成绩应在

B分数段.故答案是:B; (3)体育成绩为优秀的学生人数:
8000×(0.48+0.32)=6400.故答案为6400. 22.证明:
连接EG.因为E、F、G分别是AB、BC、CA 的中点,所以EF
为△ABC的中位线,则EF=12AC(三角形的中位线等于

第三边的一半).又因为AD⊥BC,所以∠ADC=90°,则

DG为Rt△ADC斜边上的中线,所以DG=12AC(直角三

角形斜边上的中线等于斜边的一半).所以DG=EF.同理

DE=FG,又EG=GE,所以△EFG≌△GDE(SSS).所以

∠EDG=∠EFG.

(第22题)

23.(1)140° (2)32 24.解:(1)∵点F,G,H 分别是BC,

BE,CE的中点,∴FH∥BE,FH= 12BE,∴FH=BG,

∠CFH=∠CBG,∵BF=CF,∴ △BGF≌ △FHC, 
(2)连接EF、GH.当四边形EGFH 是正方形时,可得:EF⊥
GH 且EF=GH,∵在△BEC中,点G,H 分别是BE,CE的

中点,∴GH=12BC=12AD=12a,且GH∥BC,∴EF⊥

BC,∵AD∥BC,AB⊥BC,∴AB=EF=GH=12a,∴矩形

ABCD的面积=12AB·AD=12a
·a=12a

2.

25.解:(1)∵AB与AG 关于AE 对称,AE⊥BC,∵四边形

ABCD是平行四边形,∴AD∥BC,∴AE⊥AD,即∠DAE=
90°,∵点F是DE的中点,即AF是Rt△ADE的中线,∴AF=
EF=DF,∵AE与AF 关于AG 对称,∴AE=AF,则AE=
AF=EF,∴△AEF是等边三角形. (2)记AG、EF交点为

H,∵△AEF 是等边三角形,且AE 与AF 关于AG 对称,
∴∠EAG=30°,AG⊥EF,∵AB 与AG 关于AE 对 称,
∴∠BAE=∠GAE=30°,∠AEB=90°,∵AB=2,∴BE=1,

DF=AF=AE= 3,则 EH = 12AE= 3
2
,∴AH =

AE2-EH2=32
,∴S△ADF=12×3×

3
2=
33
4 .

(第25题)

26.(1)证明:因为四边形ABCD 是正方形,所以AB=BC,
∠ABC = ∠PBA = 90°.在 △PBA 和 △FBC 中,
AB=BC,
∠PBA=∠ABC,
BP=BF, 所以△PBA≌△FBC(SAS),所以PA=

FC,∠PAB=∠FCB.因为PA=PE,所以PE=FC.因为

∠PAB+∠APB=90°,所以∠FCB+∠APB=90°.因为
∠EPA=90°,所以∠APB+∠EPA+∠FCP=180°,即
∠EPC+∠PCF=180°,所以EP∥FC,所以四边形PCFE是
平行四边形;(2)解:结论:四边形PCFE是平行四边形,理由
是:因为四边形ABCD 是正方形,所以AB=BC,∠ABC=

∠CBF=90°.在△PBA 和△FBC 中,
AB=BC,
∠PBA=∠ABC,
BP=BF, 所

以△PBA≌△FBC(SAS),所以PA=FC,∠PAB=∠FCB.
因为PA=PE,所以PE=FC,因为∠BAP+∠BPA=90°,所
以∠BAP=∠BPE,所以∠BPE=∠BCF,所以PE∥CF,所
以PCFE 是平行四边形. 27.(1)证明:因为△ABC 和

△DEF是两个边长为10cm的等边三角形,所以AC=DE,
∠ACD=∠FDE=60°,所以AC∥DE,所以四边形ADEC是
平行四边形. (2)解:①当t=4s时,▱ADEC是菱形,此时
点B与D 重合,所以AD=DE,所以▱ADEC是菱形.②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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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四边形ADEC 是矩形,则∠ADE=90°,所以∠ADC=
90°-60°=30°.同理∠DAB=30°=∠ADC,所以BA=BD,
同理FC=EF,所以点F与B 重合,所以t=(10+4)÷1=
14s,所以当t=14s时,四边形ADEC是矩形.

[第27题(2)]

28.解:(1)是;连接EG,FH,因为E,F,G,H 分别是四个正
方形对角线的交点,所以EG与FH 平分、垂直且相等,所以
四边形EFGH 是正方形; (2)能;连接EG,FH,因为E,F,
G,H 分别是四个正方形对角线的交点,所以EG 与FH 平
分,EG=FH,EG⊥FH,所以四边形EFGH 是正方形; 
(3)证明:连接EF、FG、GH、HE、AE、AH、DG、DH,因为四
边形ABCD是平行四边形,所以AB=CD,即以ABCD为边
的正方形的对角线也相等.因为点E、G是上述两个正方形的
对角线的交点,所以AH=DH,易知∠HDG=∠HDA+
∠ADC+∠CDG=90°+∠ADC.因为平行四边形ABCD中,
有∠BAD=180°-∠ADC,所以∠HAE=360°-(∠HAD+
∠BAD+∠BAE)=360°-[45°+(180°-∠ADC)+45°]=
90°+ ∠ADC,所 以 ∠HDG= ∠HAE,所 以 △HDG≌
△HAE,所以HG=HE且∠EHA=∠GHD,同理可证HE=
EF=FG,所以四边形EFGH是菱形.因为点H是正方形的对角
线的交点,所以∠AHD=90°,即∠AHG+∠GHD=90°,所以

∠EHG=90°,所以四边形EFGH是正方形.

[第28题(1)]

 

[第28题(2)]

 

[第28题(3)]

第10章 分式

第1课时 分式
[要点感知]
1.整式 字母 分子 分母 2.无意义 不等于零 
3.不等于零
[当堂反馈]

1.3a
,1
x-1 2.-2 -12 

5
4 3.C 4.C 5.(1)由

4x+1≠0,得x≠-14
,当x≠-14时,它有意义; (2)由

x-1=0得x=1,当x=1时,4x+1=4×1+1≠0.所以当

x=1时,它的值为零.
[巩固提升]
6.≠5 =1 7.x≠2,x≠3且x≠4 8.-1 9.答案不唯

一,如 3
x2-1

,|x|+1
x2-1

, 1
|x|-1等 10.2

n-1

xn  11.D 12.B 

13.B 14.(1)由x(x-1)=0,解得x=0或x=1,(1)当

x=0或x=1时,分式无意义; (2)x≠0且x≠1时,分式有
意义; (3)由题意得,2x+4=0,解得x=-2,则当x=-2
时,分式的值为0. 15.因为当x=3时,分式的值不存在,所
以3+n=0,解得n=-3;因为当x=-1时,分式的值等于

0,所以-2-m=0,解得m=-2,所以原式=
(-2)2+(-3)2
-2+3

=13. 16.解:(1)将a=1,b=-2代入得:(2a-b)÷(a+2b)

=[2-(-2)]÷[1+2×(-2)]=4÷(-3)=-43
; (2)因

为此操作无法进行,所以a+2b=0.将b=4代入得a+8=0,
解得a=-8.

第2课时 分式的基本性质(1)
[要点感知]
不等于0 不变
[当堂反馈]

1.3x-104x+3 2.a≠b 3.D 4.D 5.(1)x4
x2y=

x2
y

是由等

式左边的分式的分子、分母都除以x2得到等式右边的分式;

(2)a-ba =ab-b
2

ab
(b≠0)是由等式左边的分式的分子、分母

都乘以b得到等式右边的分式.
[巩固提升]

6.x
2-2
x+1 7.12x-15y4x+6y  8.5a+10b2a-3b 9.49 10.B

11.A  12.A  13.D 14.(1) 4x-3
-x2+x-3=

4x-3
-(x2-x+3)= -

4x-3
x2-x+3

; (2) 3+x
(x-1)(2-x)=

x+3
-(x-1)(x-2)=-

x+3
(x-1)(x-2). 15.(1)原 式=

10x-2y2
5x+10y2

; (2)原式=-y2-x
x3+y2. 16.(1)根据题意得

- 3
2x-1是真分式.故选 C. (2)m2+3

m+1=
m2-1+4
m+1 =

m2-1
m+1+

4
m+1=m-1+

4
m+1.

第3课时 分式的基本性质(2)
[要点感知]
1.分式的基本性质 公因式 2.公因式 整式
[当堂反馈]

1.2x √ 
1

x+1 -1 √ 2.7z
3

6x2y 
x+3
x+1 3.B 4.B

5.(1)原 式 =x(x+3)(x-9)
(x+1)(x-9)=

x2+3x
x+1

;(2)原 式 =

x2(x-1)-(x-1)
(x-1)2 =

(x-1)(x2-1)
(x-1)2 =

(x-1)(x-1)(x+1)
(x-1)2 =

x+1;(3)原式= xn+3yn

(xn+3yn)(xn-3yn)=
1

xn-3yn;(4)原式=

(x2-3)2
(x2-3)(x2+1)=

x2-3
x2+1.

[巩固提升]

6. 2
x-3 7.310 8. 1

2x-y
(答案不唯一) 9.C 10.C 

11.A 12.D 13.C 14.(1)3a
2b3

-12ab2=-
ab
4
; 

(2)m
2-2m+1
1-m2 =

(m-1)2
(1+m)(1-m)=

(1-m)2
(1+m)(1-m)=

1-m
1+m.

15.10
2001-102003
102002 =10

2001(1-102)
102002 =-9910 =-9.9. 16.由

多项式x2-ax
x-3 的结果是一个整式,多项式4x

2-b
x+1的结果也是

一个整式,得到a=3,b=4,则b-a=4-3=1.
第4课时 分式的基本性质(3)

[要点感知]
1.基本性质 2.最小公倍数 因式分解
[当堂反馈]
1.(a+3)(a-3) -3(a-3) -3(a+3)(a-3) 
2.12x2y3 3.C 4.C 5.(1)因为两个分式分母分别为

4a2b,6b2c,未知数系数的最小公倍数为3×4=12,因为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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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次数为2,2,1,所以最简公分母为12a2b2c,将 3
4a2b

,

1
6b2c

通分可得:9bc
12a2b2c

和 2a2
12a2b2c

; (2)x2-x=x(x-1),

x2-2x+1=(x-1)2,所以最简公分母是x(x-1)2, 1x2-x=

1
x(x-1)=

x-1
x(x-1)2

, -1
x2-2x+1=

-1
(x-1)2=

-x
x(x-1)2.

[巩固提升]

6.6a2b3 7.6y
3

12xy2 
4x2
12xy2 

3y
12xy2 8.- 8a

6

a8-1 9.D 

10.C 11.B 12.B 13.解:(1) 2
x2-x=

2
x(x-1)

,1
x2+x=

1
x(x+1)

,则将两分式进行通分得 到: 2(x+1)
x(x-1)(x+1)和

x-1
x(x-1)(x+1)

; (2)2a2b、4ab2、6ac2未知数系数的最小公

倍数为12,a、b、c的最高次数都是2,则将三分式进行通分得

到:6bc
2

12a2b2c2
、 9ac

2

12a2b2c2
和 10ab2
12a2b2c2

; (3)(x2-1)=(x-

1)(x+1),则它们的公分母是(x-1)(x+1),所以将三分式

进 行 通 分 得 到: x+1
(x+1)(x-1)

、 x-1
(x+1)(x-1) 和

3x
(x+1)(x-1)

; (4)x2-2x=x(x-2),x2-4x+4=(x-

2)2,则它们的公分母是x(x-2)2,所以将两分式进行通分得

到:x2-4
x(x-2)2

和x(x-1)
x(x-2)2. 14.

解:x-3
x2-1=

x-3
(x+1)(x-1)=

x-3.不能进行去分母,3
1-x=

3(x+1)
(x+1)(x-1)=3

(x+1).不

能进行去分母,改正如下:x-3
x2-1=

x-3
(x+1)(x-1)

,3
1-x=

- 3(x+1)
(x+1)(x-1).

第5课时 分式的加减
[要点感知]
1.不变 加减 通分 2.最简分式 整式
[当堂反馈]

1.-3π 1 a+b 2 2.116a 3.D 4.A 5. 1
3x-2y.

[巩固提升]

6. b
a2-b2 7. 3

x-y 8.R1R2
R1+R2 9.12 -

1
2 
10
21

10.A 11.C 12.C 13.C 14.(1)a-2a+1-
2a-3
a+1=

(a-2)-(2a-3)
a+1 =-a+1a+1=-

a-1
a+1

; (2) x
x2-4-

1
2x-4=

2x
2(x2-4)-

x+2
2(x2-4)=

2x-(x+2)
2(x2-4) =

x-2
2(x+2)(x-2)=

1
2(x+2)

; (3) x2
x-1-x-1= x2

x-1-
(x+1)(x-1)

x-1 =

x2-(x2-1)
x-1 = 1

x-1. 15.(1)原式=
(x+1)(x-1)
(x-1)2 +

x(x+2)
(x-1)(x+2)=

x+1
x-1+

x
x-1=

2x+1
x-1. (2)原 式 =

x2-4x+4
x-2 =

(x-2)2
x-2 =x-2. 16.(1)不正确 ① 

(2)不正确,把分母去掉了(应分母不变,把分子相减); 
(3)x-3x2-1-

3
1-x =

x-3
(x+1)(x-1)+

3
x-1 ①  =

x-3
(x+1)(x-1)+

3(x+1)
(x+1)(x-1) ② =

x-3+3(x+1)
(x+1)(x-1) 

③ = 4x
x2-1.

第6课时 分式的乘除(1)
[要点感知]
1.积的分子 2.被除式
[当堂反馈]

1.2ab 
3x2y
2  2.a+22a  3.B 4.B 5.解:(1)原式=

(a+9)(a-9)
(a+3)2

·2(a+3)
-(a-9)

·a+3
a+9=-2

; (2)原式=n+mmn
·

n
m+n=

1
m.

[巩固提升]

6. 2
x+1 7.x+1 8. 1

a-2 9.-x2
y 10.A 11.C 

12.D 13.A 14.C 15.解:(1)原式=-x(x-y)·
xy

x-y=-x
2y; (2)原式=x(x2-2x+4)

(x-2)2
· x-2
x2-2x+4=

x
x-2. 16.415

第7课时 分式的乘除(2)
[要点感知]
1.左到右 2.乘除 加减
[当堂反馈]

1. 1
(a+b)(a-b) 1 2.-

a3b3
8cd6 3.A 4.D 5.

(1)原

式= x
x-1-

x+3
(x+1)(x-1)

· (x+1)
2

x+3 = x
x-1-

x+1
x-1=

- 1
x-1

; (2)原 式 =3-xx-2÷
3-x

(x+2)(x-2)=
3-x
x-2

·

(x+2)(x-2)
3-x =x+2.

[巩固提升]

6.x+2 7.1b 8.x+1x  9.1x 10.-3

11. 4a2
4a2-4a+1 12.B 13.A 14.A 15.D

16.解:(1)原 式= a3
-2b  2÷ -a

2

b  3· b
2 =

a6
4b2 ÷

-a
6

b3  ·b
2=

a6
4b2× -b

3

a6  ·b
2=-

b2
8 

(2)原式=

x(x-2)
x(x-1)÷

3-(x+1)(x-1)
x-1 =-x-2x-1

· x-1
(x-2)(x+2)=-

1
x+2. 

(3)原 式=m+2
m+1

· m(m+1)
(m+2)(m-2)=

m
m-2. 

17.解:原式= 2xx+1-
2(x+2)
(x+1)(x-1)

·(x-1)
2

x+2 = 2xx+1-
2x-2
x+1

=2x-2x+2x+1 = 2
x+1

,∵不等式x≤2的非负整数解是0,1,

2,∵(x+1)(x-1)≠0,x+2≠0,∴x≠±1且x≠-2,∴把

x=0代入 2
x+1=2或把x=2代入 2

x+1=
2
3. 18.解:因为

x*y=x+2y
x-y

,所 以(a*b)×[b*(-a)]=a+2b
a-b ×

b-2a
b+a=

-2a2+2b2-3ab
a2-b2 .

第8课时 分式方程(1)
[要点感知]
1.分母 2.去分母
[当堂反馈]
1.④⑤⑥ 2.(x-1)(x-3) 3.C 4.A 5.(1)解:去
分母,得:(2x+2)(x-2)-x(x+2)=x2-2,解得:x=

-12
,经检验:x=-12是原方程的解. (2)方程两边同乘

(x-3),得:2-x-1=x-3,整理解得:x=2,经检验:x=2
是原方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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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

6.x=2 7.54 8.-1 9.x+n
(n+1)
x =n+(n+1) 

10.D 11.A 12.B 13.C 14.(1)去分母得:x2-

5x+6-3x-9=x2-9,解得:x=34
,经检验x=34是分式方

程的解. (2)原方程即 x+1
(2x+1)(2x-1)=

3
2x+1-

2
2x-1

,

两边同时乘以(2x+1)(2x-1)得:x+1=3(2x-1)-2(2x+
1),x+1=6x-3-4x-2,解得:x=6.经检验:x=6是原分
式方程的解.所以原方程的解是x=6. 15.解:已知x为整

数,且 2
x+3+

2
3-x+

2x+18
x2-9

为整数,求所有符合条件的x的值

.解:原式=2
(x-3)-2(x+3)+2x+18

(x+3)(x-3) = 2(x+3)
(x+3)(x-3)=

2
x-3.∵x为整数,且 2

x-3为整数,∴x-3=±2或x-3=

±1,解得x=1或x=2或x=4或x=5.∴所有符合条件的

x的值为1、2、4、5. 16.解:1-x-1x ÷x2-1
x2+2x=1-

x-1
x
·

x(x+2)
(x+1)(x-1)=-

1
x+1

,令- 1
x+1=2

,变形得:x+1=

-12
,解得:x=-32

,经检验,x=-32代入原式成立,则x=

-32
时,该代数式的值为2. 17.解:不能为0.理由:令代数

式的值为0,则1-xx-2-
1
2-x+2=0

,两边同乘(x-2)得:1-

x+1+2(x-2)=0,解得x=2.经检验x=2是增根,原方程

无解,所以1-xx-2-
1
2-x+2的值不能为0.

第9课时 分式方程(2)
[要点感知]
1.零 零 2.检验
[当堂反馈]

1.x=3 -1 2.=2 3.D 4.D 5.因为2m+xx-3-1=

2
x
,所以(2m+x)x-(x-3)x=2(x-3),所以(2m+3)x=

2(x-3) (1)将x=-2代入,可得:-4m-6=-10,解得

m=1,所以当m 为1时,方程的根为-2. (2)将x=3代
入,可得:6m+9=0,解得m=-1.5;将x=0代入,可得:0=
-6,此时m无解,所以当m=-1.5时,会产生增根.
[巩固提升]
6.无解 7.3 8.a≥1且a≠9 9.D 10.D 11.B 
12.C 13.B 14.解:(1)方程两边同乘2(x-1),得3-

2=6(x-1).解这个方程,得x=76
,检验:当x=76时,

2(x-1)≠0,所以x=76是原方程的根. (2)方程两边同乘

(x-2),得1-x=-1-2(x-2).解这个方程,得x=2.检
验:当x=2时,x-2=2-2=0,所以x=2是增根,原方程无
解. (3)去分母,得3x-(x-3)=2,去括号,得3x-x+

3=2,整理,得2x=-1,解得:x=-12
,经检验,x=-12是

原方程的解. (4)去分母得:x-1+2(x+1)=1,去括号得:
x-1+2x+2=1,移项合并得:3x=0,解得:x=0,经检验x=
0是分式方程的解. 15.去分母得,3(x-k)=2(x-3),去
括号得,3x-3k=2x-6,移项得,3x-2x=3k-6,合并同类
项得,x=3k-6,因为x>0且x≠3,所以3k-6>0且3k-
6≠3,所以k>2且k≠3. 16.解:由原方程,得3-2x+x-
3=ax+12,整理,得(a+1)x=-12.当整式方程无解时,a+
1=0即a=-1,当分式方程无解时:x=3时,a=-5,所以

a=-1或a=-5时,原方程无解.
第10课时 分式方程(3)

[要点感知]
1.检验所列方程的解是否符合题意 2.等量关系
[当堂反馈]

1.60x+8=
45
x 2.400 3.C 4.C 5.解:设小李单独清点

这批图书需要x小时,根据题意得: 1
8+

1
x  ×1.5=12,解

得:x=4.8,经检验x=4.8是原方程的解.答:小李单独清点
这批图书需要4.8小时.
[巩固提升]

6.15 7.18 8.54x+3=
54÷0.9

x  9.C 10.D 11.A 

12.A 13.解:设现在汽车行驶完全路程需x分钟,则公路
建成前汽车行驶完全路程需(x+42)分钟,根据题意得
10.5
x =3×10.5x+42

,解得x=21.经检验,x=21是原方程的解.
答:现在汽车行驶完全路程需21分钟. 14.解:设跳绳的单

价为x元,则排球的单价为3x元,依题意得:750x -9003x=30.
解方程,得x=15.经检验:x=15是原方程的根,且符合题
意.答:跳绳的单价是15元. 15.解:(1)设去年A型车每

辆x 元,那么今年每辆(x+400)元,根据题意得32000x =

32000(1+25%)
x+400

,解得x=1600,经检验,x=1600是方程

的解.答:今年A型车每辆2000元. (2)设今年7月份进A
型车m辆,则B型车(50-m)辆,获得的总利润为y元,根据

题意得50-m≤2m,解得 m≥16 23.∵y=(2000-

1100)m+(2400-1400)(50-m)=-100m+50000,
∴y随m 的增大而减小,∴当m=17时,可以获得最大利润.
答:进货方案是A型车17辆,B型车33辆.

第11课时 数学活动
1.(1)因为两次购买糖果的价格分别是每千克a元和b元
(a≠b),甲每次购买10千克糖果,所以甲两次购买糖果共付
款[10(a+b)]元,因为两次购买糖果的价格分别是每千克
a元和b元(a≠b),乙每次花10元钱购买糖果,所以乙两次

共购 买 10
a+

10
b  千 克 糖 果;故 答 案 为:10(a+b),

10
a+

10
b  ; (2)根据题意得:甲买糖果的平均价格为

10a+10b
20 =a+b

2
(元);乙买糖果的平均价格为 20

10
a+

10
b
=

2ab
a+b

(元),因为a+b
2 -2aba+b=

(a+b)2-4ab
2(a+b) =

(a-b)2
2(a+b)>0

,所

以乙买糖果的平均价格低. 2.解:(1)n
m<

n+1
m+1

(m>n>

0).证明:因为n
m-

n+1
m+1=

n-m
m(m+1)

,又因为m>n>0,所以

n-m
m(m+1)<0

,所以n
m<

n+1
m+1. 

(2)根据(1)的方法,将1换

为k,有n
m<

n+k
m+k

(m>n>0,k>0). (3)设原来的地板面

积和窗户面积分别为x、y,增加面积为a,由(2)的结论,可得
一个真分数,分子、分母增大相同的数,则这个分数整体增

大;则可得:y+ax+a>
y
x
,所以住宅的采光条件变好了.

第12课时 单元复习课
[当堂反馈]

1.1 2. 1
x+1 3.32m 1 

2
ab 

3x2y
2  4.C 5.D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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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去分母得:3+x(x+3)=x2-9,解得:x=-4,检验:把
x=-4代入(x+3)(x-3)≠0,则x=-4是原分式方程
的解.
[巩固提升]
8.-5 9.2 10.1 11.-3 -2 0 1(任意几个即可)

12.x
2+6x+1
2x2-2 13.20 14.D 15.C 16.B 17.B 

18.(1)x取任何实数,x2+1≠0,即x是任意实数,分式都有
意义;当x-1=0时,即x=1,分式的值为零; (2)当2x-

3≠0时,即x≠32
,分式有意义;当3x+1=0且2x-3≠0

时,即x=-13
,分式的值为零; (3)当x+2≠0时,即x≠

-2,分式有意义;当|x|-2=0且x+2≠0时,即x=2,分式
的值为零; (4)当x2+5≠0时,即x是任何实数,分式都有
意义;2≠0,x是任何实数,分式的值都不等于零. 19.a、b
的特征是分母比分子大1;因为a=20072008=1-

1
2008

,b=

2008
2009=1-

1
2009

,所以a<b,所以当分子比分母小1时,分子

(或分 母)越 大 的 数 越 大. 20.解:原 式=a(a+2)
(a-3)2

·

a(a-3)
(a+2)(a-2)=

a2
a2-5a+6 

对于任何的a的值,不是原式

都有意义,当a=3,2,-2,0时原式无意义. 21.解:设甲工
厂每天能加工x件产品,则乙工厂每天加工1.5x件产品.根

据题意,得1200x -12001.5x=10
,解得x=40.经检验,x=40

是原方程的解,并且符合题意.则乙工厂每天加工件数为

1.5x=1.5×40=60. 22.解:设A4薄型纸每页的质量为

x克,则A4厚型纸每页的质量为(x+0.8)克,根据题意,

得:400x+0.8=2×
160
x
,解得:x=3.2,经检验:x=3.2是原分

式方程 的 解,且 符 合 题 意.答:A4薄 型 纸 每 页 的 质 量
为3.2克.

第10章单元检测卷
一、选择题

1.A 2.D 3.C 4.D 5.B 6.A 7.C 8.B
二、填空题

9. 1
x+3

,m-1 10. 3
x-1

(答案不唯一) 11.-2 12.30

13.±2 14.① 15.-5 16.3.5 17.a<8且a≠4 

18. 2nx
(2n-1)x+1

三、解答题

19.选择x2-1为分子,x2+2x+1为分母组成分式,则
x2-1

x2+2x+1=
(x+1)(x-1)
(x+1)2 =x-1

x+1
,当x=0时,上式=

-1
1=-1.

(答案不唯一) 20.(1)A-B= x
x-1-

2x
x2-1=

x(x+1)-2x
(x+1)(x-1)=

x(x-1)
(x+1)(x-1)=

x
x+1

; (2)根据题意得:

x
x-1=

2x
x2-1

,去分母得:x(x+1)=2x,整理得:x(x-1)=

0,解得:x=0或x=1,经检验x=0是原方程的解,x=1是增

根. 21.解:(1)原式=12xy5a
· 1
8x2y=

3
10ax

; (2)原式=
(a+1)(a-1)
(a+2)2

·a+2
a+1=

a-1
a+2

; (3)原式= 12
(m+3)(m-3)-

2(m+3)
(m+3)(m-3)=

12-2(m+3)
(m+3)(m-3) =

-2(m-3)
(m+3)(m-3) =

- 2
m+3

; (4)原 式 = x+2
x(x-2)-

x-1
(x-2)2  · x

x-4=

(x+2)(x-2)-x(x-1)
x(x-2)2

· x
x-4=

x-4
x(x-2)2

· x
x-4=

1
x2-4x+4. 22.原式=

(x-1)2
(x+1)(x-1)×

x(x+1)
x-1 -x=0,

∵原式化简以后的结果中不含有x,∴结果与x的值无关,
∴小明虽然抄错了x的值,但结果也正确. 23.解:(1)设

乙队单独完成这项工程需要x天,根据题意得 1
150×

(30+

15)+1x×15=
1
3
,解得:x=450,经检验x=450是方程的

根, 答:乙队单独完成这项工程需要450天. (2)根据题

意得 1
a+

m
a  ×40=23,∴a=60m+60,∵60>0,∴a随m

的增大增大,∴当m=1时,1a 最大,∴1a=
1
120
,∴ 1120÷

1
450=3.75

(倍).答:乙队的最大工作效率是原来的3.75倍.

24.(1)方程: 1
x-n+2-

1
x-n+1=

1
x-n-1-

1
x-n-2的解

是x=n;(2) 1x+7-
1

x+6=
1

x+4-
1

x+3的解是x=-5. 

25.(1)第n个算式:1n-
1

n+1=
1

n(n+1)
; (2)1n-

1
n+1=

n+1
n(n+1)-

n
n(n+1)=

1
n(n+1)

; (3) 11×2+
1
2×3+

1
3×4+

…+ 1
n(n+1)=1-

1
2+

1
2-

1
3+

1
3-

1
4
…+1n-

1
n+1=

1- 1
n+1=

n
n+1.故答案为:1n-

1
n+1=

1
n(n+1)

;1
n-

1
n+1=

n+1
n(n+1)-

n
n(n+1)=

1
n(n+1)

;n
n+1.

第11章 反比例函数

第1课时 反比例函数
[要点感知]

1.y=k
x k是常数且k≠0 自变量 y x k 2.不等于

0的一切实数
[当堂反馈]

1.②③④⑦ 2.-2 3.B 4.C 5.(1)原式=
-32
x
,比

例系数为-32
; (2)当x=-10时,原式=- 3

2·(-10)=

3
20
; (3)当y=6时,-32x=6

,解得x=-14.
[巩固提升]

6.反比例 7.2 8.y=40000x  200 9.B 10.C 11.B

12.B 13.(1)依题意得S=50h.该函数是S关于h的反比

例函数,比例系数是50; (2)依题意得y=200x .该函数是y
关于x的反比例函数,比例系数是200. 14.解:(1)由题意

得,10xy=100,所以y=10x
(x>0); (2)当x=2cm时,y=

10
2=5

(cm). 15.解:(1)因为y1与(x-1)成正比例,y2与

(x+1)成反比例,所以y1=k1(x-1),y2= k2
x+1

,因为y=

y1+y2,当x=0时,y=-3,当x=1时,y=-1.所以
-3=-k1+k2,

-1=12k2
, 所以k2=-2,k1=1,所以y=x-1- 2

x+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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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x=-12
,y=x-1- 2

x+1=-
1
2-1-

2
-12+1

=-

11
2. 16.(1)当函数y=(5m-3)x2-n+(m+n)是一次函数

时,2-n=1,且5m-3≠0,解得:n=1且m≠35
; (2)当函

数y= (5m -3)x2-n + (m+n)是 正 比 例 函 数 时,
2-n=1,
m+n=0,
5m-3≠0, 解得:n=1,m=-1. (3)当函数y=(5m-3)

x2-n+(m+n)是反比例函数时,
2-n=-1,
m+n=0,
5m-3≠0, 解得:n=3,m=

-3.
第2课时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1)

[要点感知]
1.列表 连线 2.双曲线 一、三 二、四
[当堂反馈]
1.-2 2.二、四 3.C 4.D 5.解:列表得:

x -4 -2 -1 1 2 4

y -1 -2 -4 4 2 1

描点,连线得:

(第5题)

[巩固提升]

6.y=-2x
(答案不唯一) 7.1 8.A 9.D 10.C 11.A

12.解:(1)因为y是x 的反比例函数,所以设y=k
x
(k≠

0),又因为当x=4时,y=3,所以k=xy=4×3=12,所以该

函数解析式为:y=12x
;(2)函数y=12x的图像如图所示:

[第12题(2)]

当2≤x≤3时,4≤y≤6. 13.(1)因为点(-1,-2)在反比

例函数y=k
x 上,所以k=-1×(-2)=2,所以y与x的函

数关系式为y=2x. (2)因为点(2,n)在这个图像上,所以

2n=2,所以n=1. 14.解:(1)设反比例函数解析式为y=
k
x
,将x=-3,y=2代入解析式得:k=-3×2=-6;则反比

例函数解析式为y=-6x
(x≠0); (2)将y=-4代入y=

-6x得:x=32
; (3)因为-2×(-3)=6≠-6,所以点

(-2,-3)不在该函数图像上.
第3课时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2)

[要点感知]
1.减小 增大 2.原点
[当堂反馈]

1.减小 2.a>12 3.D 4.A 5.解:(1)因为反比例

函数y=k
x 的图像经过点A(-3,-2),把x=-3,y=-2

代入解析式可得:k=6,所以解析式为:y=6x
; (2)因为

k=6>0,所以图像在一、三象限,y随x的增大而减小,又因
为0<1<3,所以B(1,m)、C(3,n)两个点在第一象限,所以
m>n.
[巩固提升]
6.(-1,-3) 7.-1 8.y1<y2 9.(-3,-2) 6 
10.A 11.A 12.A 13.D 14.(1)因为反比例函数

y=2x的图像过点A(m,2),所以2=2m
,解得 m=1; 

(2)因为正比例函数y=kx的图像过点A(1,2),所以2=
k×1,解得k=2,所以正比例函数解析式为y=2x; (3)点
B(2,3)不在正比例函数图像上,理由如下:将x=2代入y=
2x,得y=2×2=4≠3,所以点B(2,3)不在正比例函数y=

2x的图像上. 15.解:(1)因为在反比例函数y=m-5
x 图

像的每个分支上,y随x 的增大而增大,所以m-5<0,解
得:m<5; (2)将y=3代入y=-x+1中,得:x=-2,所

以反比例函数y=m-5
x 图像与一次函数y=-x+1图像的

交点坐标为:(-2,3).将点(-2,3)代入y=m-5
x 得:3=

m-5
-2
,解得:m=-1.

第4课时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3)
[要点感知]
1.一 2.|k|
[当堂反馈]

1.-6 2.y=-2x 3.D 4.D 5.解:(1)当x=-2

时,y= 6-2=-3
; (2)当2<y<4时,3

2<x<3
; (3)由

图像可得当-1<x<2且x≠0时,y<-6或y>3.

[第5题(3)]

[巩固提升]
6.3 7.-10 8.x≥1或x<0 9.C 10.B 11.D 

12.C 13.B 14.解:因为S△AOM=12|k|
,而S△AOM=3,

所以1
2|k|=3

,解得k=±6,因为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在第二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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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内,所以k=-6,所以该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y=-6x
(x<

0). 15.解:(1)把点Q(-2,-1)代入y=k2x得:k2=2,则反比

例函数的解析式是y=2x
,把点P(1,m)代入反比例函数的解析

式得:m=2; (2)根据图像可得:y2<y1<y3; (3)根据图像
可得,解集是:-2<x<0或x>1. 16.解:(1)将点A的坐标
代入y=x-1,可得:m=-1-1=-2,将点A(-1,-2)代入反

比例函数y=k
x
,可得:k=-1×(-2)=2,故反比例函数解析式

为:y=2x. (2)将点P的纵坐标y=-1,代入反比例函数关

系式可得:x=-2,将点F的横坐标x=-2代入直线解析式可
得:y=-3,故可得EF=3,CE=OE+OC=2+1=3,故可得

S△CEF=12CE×EF=
9
2.

第5课时 用反比例函数解决问题(1)
[要点感知]
1.待定系数法 2.取值范围
[当堂反馈]

1.h=4πr 2.24b
(b>0) 一 3.C 4.B 5.因为三角形

的面积=边长×这边上高÷2,三角形的面积为15cm2,一边

长为xcm,此边上高为ycm,则y=30x
(x>0);当x=5时,

y=6(cm).
[巩固提升]

6.S=375n
(n为正数) 7.y=300x 2≤x≤103   8.y=96x

(x>0),9.6 9.B 10.A 11.C 12.解:(1)设y=k
x
,

由于点(1,4)在此函数解析式上,那么k=1×4=4,所以y=
4
x
; (2)4÷23=4×

3
2=6

,4
2
=22,4÷2=2,48=

1
2
,

4
42

= 22.

x 2
3 2 1 2 8 2

2

y 6 2 2 4 2 1
2 42

13.解:(1)设函数的解析式是y=k
t
;把点(10,600)代入得

到:600=k
10
,解得:k=6000.则函数的解析式是y=6000t

;

(2)因为每台计算机售价0.7万=7000元,且以后需付的款
为:6000元,所以7000-6000=1000(元).故首付的钱数

为1000元. (3)由题意可得:400=6000t
,解得:t=15.则至

少15个月才能将所有的钱全部还清. 14.解:(1)因为直
角三角形的面积为8cm2,两直角边长分别为xcm和ycm,

所以1
2xy=8

,所以y=16x
; (2)函数图像为:

(第14题(2))

(3)①根据图像,可知当x=2cm时,y=8cm;②x=4cm
时,这个直角三角形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第6课时 用反比例函数解决问题(2)
[要点感知]
函数解析式 反比例函数图象

[当堂反馈]

1.ρ=
9.9
V  2.y=100x  3.C 4.C 5.解:(1)设p=k

S
,

将点(1.5,400)代入,可得400=k
1.5
,解得:k=600.故反比例函数

解析式为:p=600S
(S>0);(2)当p=4000时,S=0.15m2.答:当

压强不超过4000Pa时,木板面积至少0.15m2.
[巩固提升]

6.D 7.y= 1
5x-2 8.y=

300
x 9.C 10.C 11.解:(1)分

情况讨论:①当0≤x≤3时,设线段AB对应的函数表达式为y=

kx+b;把 A(0,10),B(3,4)代 入 得 b=10,
3k+b=4, 解 得:

k=-2,
b=10, ∴y=-2x+10;②当x>3时,设y=m

x
,把(3,4)代入

得:m=3×4=12,∴y=12x
;综上所述:当0≤x≤3时,y=-2x+

10;当x>3时,y=12x
; (2)能;理由如下:令y=12x=1

,则x=

12<15,故能在15天以内不超过最高允许的1.0mg/L. 12.解:

(1)把点A(60,1)代入t=k
v 得k

60=1
,解得:k=60,则反比例函

数的解析式是t=60v
,把点(m,0.5)代入得m=120; (2)把v=

80代入解析式t=6080=
3
4
,则当汽车通过该段路段的时间最少

是3
4h. 13.

解:(1)设加热停止后反比例函数表达式为y=

k1
x
,因为y=k1x过点(12,14),得k1=12×14=168,则y=168x

;当

y=28时,28=168x
,得x=6.设加热过程中一次函数表达式y=

k2x+b,由图像知y=k2x+b过点(0,4)与(6,28),所以

b=4,
6k2+b=28, 解 得 k2=4,

b=4, 所 以 y=4x+4,所 以 y=

4x+4,0≤x≤6,
168
x
, x>6;  (2)当y=12时,由y=4x+4,得x=2.由

y=168x
,得x=14,所以对该材料进行特殊处理所用的时间为

14-2=12(min).
第7课时 数学活动

1.解:(1)设函数关系式为y=k
x
,∵函数图象经过点(10,

2),∴2=k
10
,∴k=20,∴y=20x.∵0<x<16,0<y<8,∴0

<x<8,0<20x<16
,∴52<x<16

; (2)∵y=20x
,∴xy=

20,∴SE=S正=162-2×20=216;(3)当x=6时,y=
20
6=
10
3
,当x=12时,y=2012=

5
3
,∴小矩形的长是6≤x≤

12cm,小矩形宽的范围为5
3≤y≤

10
3cm.2.解:(1)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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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题(1)]

(2)由图像猜测y与x之间的函数关系为反比例函数,所以

设y=k
x
(k≠0),把x=10,y=30代入得:k=300,所以y=

300
x
,将其余各点代入验证均适合,所以y与x的函数关系式

为:y=300x . (3)把y=24代入y=300x 得:x=12.5,所以

当砝码的质量为24g时,活动托盘B 与点O 的距离是

12.5cm. (4)根据反比例函数的增减性,即可得出,随着活
动托盘B与O 点的距离不断减小,砝码的示数会不断增大;
所以应添加砝码.

第8课时 单元复习课
[当堂反馈]
1.k>3 2.y1<y2 3.反 4.B 5.A 6.B 7.C 
8.解:(1)列表得:

x -4 -2 -1 1 2 4

y -1 -2 -4 4 2 1

描点,连线得:

[第8题(1)]

(2)函数y=4x 的图像是轴对称图形,有2条对称轴; 
(3)图像的两个分支成中心对称,对称中心是原点,两对对
称点坐标为(2,2)和(-2,-2)、(1,4)和(-1,-4).
[巩固提升]

9.y=100x
(x>0) 10.y>1或-12≤y<0 11.-1 

12.C 13.D 14.C 15.B 16.D 17.解:(1)把

点A(-3,2)代入y=k
x 得k=-3×2=-6.所以反比例函

数解析式为y=-6x
; (2)因为2×-3=-6,所以点B在

函数图像上. 18.解:(1)因为函数y=(m+1)x|2m|-1是正
比例函数,所以|2m|-1=1,且m+1≠0,解得m=1;即当

m=1时,y是x的正比例函数; (2)因为函数y=(m+1)·
x|2m|-1是反比例函数,所以|2m|-1=-1,且m+1≠0,解得

m=0;即当m=0时,y是x的反比例函数. 19.解:(1)在

Rt△ABC中,∠BCA=90°,AB=5,AC=3,所以BC=4.由

题意点D(2,2),因为BC的中点D 在双曲线y=k
x
(x>0)

上,所以k=2×2=4. (2)设点B(x,4),代入到y=4x得

x=1.则△ABC平移距离为2-1=1. 20.解:(1)根据反
比例函数的图象关于原点对称知,该函数图象的另一支在第
三象限,且m﹣7>0,则m>7;(2)∵点B与点A 关于x轴
对称,若 三 角 形 OAB 的 面 积 为 6,∴S△OAC =3.设

A x,m-7x  ,则x·m-7
x =3,解得m=13. 21.解:(1)因

为矩形ADOG、矩形BEOH、矩形CFOI的面积相等,所以弯

道为反比例函数图像的一部分,设函数解析式为y=k
x
(k≠

0),OG=GH=HI=a,则AG=k
a
,BH=k

2a
,CI=k

3a
,所以

S2=k
2a
·a-k

3a
·a=6,解得k=36,所以S1=k

a
·a-k

2a
·

a=12k=18
,S3=k

3a
·a=k

3=12
; (2)因为k=36,所以

弯道函数解析式为y=36x
,因为T(x,y)是弯道MN 上的任

一点,所以y=36x
; (3)因为MP=2,NQ=3,所以GM=

18,36OQ=3
,解得OQ=12,因为在横坐标、纵坐标都是偶数的

点处种植花木(区域边界上的点除外),所以x=2时,y=18,
可以种8棵;x=4时,y=9,可以种4棵;x=6时,y=6,可以
种2棵;x=8时,y=4.5,可以种2棵;x=10时,y=3.6,可
以种1棵,一共可以种:8+4+2+2+1=17(棵).答:一共能
种植17棵花木.

第11章单元检测卷
一、选择题

1.A 2.A 3.B 4.D 5.C 6.A 7.C 8.C
二、填空题

9.y=-35x
,y=-35x

,y=a+1x
(a≠-1) 10.y=-4x 

11.2 12. -12
,-2   13.反比例 y=60x 14.-3

15.y1<y2<y3 16.2 17.1 18.y=32x-3
三、解答题

19.解:(1)设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是y=k
x
,把x=8,y=

12代入得:k=96.则函数的解析式是:y=96x
; (2)在函数

y=96x中,令x=2和x=3,分别求得y的值是:48和32.因

而如果自变量x的取值范围是2≤x≤3,y的取值范围是

32≤y≤48. 20.解:(1)因为反比例函数图像关于原点对
称,图中反比例函数图像位于第四象限,所以函数图像位于
第二、四象限,则m-5<0,解得m<5,即m 的取值范围是

m<5; (2)由(1)知,函数图像位于第二、四象限.所以在
每一个象限内,函数值y随自变量x增大而增大.①当y1<
y2<0时,x1<x2.②当0<y1<y2,x1<x2. 21.解:(1)由

已知,得-4=k
-1
,k=4,∴y=4x.又∵图象过点M(2,m),

∴m= 42 =2
,∵y=ax+b 图 象 经 过 M、N 两 点,

∴ 2a+b=2
,

-a+b=-4, 解得 a=2,
b=-2, y=2x-2. (2)如图,对于

y=2x-2,y=0时,x=1,∴A(1,0),OA=1,∴S△MON=

S△MOA+S△NOA=12OA·MC+12OA·ND=12×1×2+

1
2×1×4=3.

(3)将点P(4,1)的坐标代入y=4x
,知两边相

等,∴点P在反比例函数图象上. 22.解:(1)将A(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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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y=k2
x
,得k2=-8.∴y=-8x.将(-2,n)代入y=

-8x
,n=4.∴k2=-8,n=4.(2)根据函数图象可知:

-2<x<0或x>4 (3)将A(4,-2),B(-2,4)代入y=
k1x+b,得k1=-1,b=2,∴一次函数的关系式为y=
-x+2,与x轴交于点C(2,0),∴图象沿x轴翻折后,得

A'(4,2),S△A'BC=(4+2)×(4+2)×12-
1
2×4×4-

1
2×

2×2=8.∴△A'BC的面积为8. 23.解:(1)0~4时,风速
平均每小时增加2千米,所以4时风速为8千米/时;4~10
时,风速变为平均每小时增加4千米,10时达到最高风速,为
8+6×4=32(千米/时),10~20时,风速不变,最高风速维持

时间为20-10=10(小时);(2)设y=k
x
,将点(20,32)代

入,得32= k
20
,解 得k=640.所 以 当 x≥20时,风 速

y(小时/千米)与时间x(小时)之间的函数关系为y=640x
; 

(3)因为4时风速为8千米/时,而4小时后,风速变为平均
每小时增加4千米,所以4.5时风速为10千米/时,将y=10

代入y=640x
,得10=640x

,解得x=64,64-4.5=59.5(小

时).故沙尘暴的风速从开始形成过程中的10千米/小时到
最后减弱过程中的10千米/小时,共经过59.5小时. 
24.解:(1)由正方形的面积可得点A的坐标(2,2),代入两
函数表达式可得:k1=1,k2=4.则正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

y1=x;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y2=4x. (2)因为正、反比

例函数图像的另外一个交点是D,且点D 和点A 关于坐标
原点对称,因为点A坐标为(2,2),所以点D坐标为(-2,-
2).即另一个交点的坐标为(-2,-2).(3)因为△ODC是以
点A 横坐标的绝对值为底边,以点D纵坐标的绝对值为高,

所以S△ODC=12×|xA|×|yD|=2. 25.解:(1)设反比例

函数的解析式为y=k
x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经过点A(-4,

-3),∴k=-4×(-3)=12,∴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y=
12
x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经过点B(2m,y1),C(6m,y2),

∴y1=122m=
6
m
,y2=126m=

2
m
,∵y1-y2=4,∴6m-

2
m=4

,

∴m=1; (2)设BD 与x 轴交于点E.∵点B 2m,6m  ,
C 6m,2m  ,过点B、C分别作x轴、y轴的垂线,两垂线相交

于点 D,∴D 2m,2m ,BD= 6m -
2
m=

4
m.∵ △PBD 的 面 积 是 8,

∴12BD·PE=8,∴12
·4

m
·PE=

8,∴PE=4m,∵E(2m,0),点P 在

x轴上,∴点P 坐标为(-2m,0)或
(6m,0).

第12章 二次根式

第1课时 二次根式(1)
[要点感知]
1.被开方数 2.a 3.(1)≥ (2)≥

[当堂反馈]

1.≥-1 2.3 3.C 4.A 5.3,- 16,a3
(a≥0),

x2+1符合二次根式的形式,故是二次根式;34是三次根

式,故不是二次根式; -5,被开方数小于0,无意义,故不
是二次根式.
[巩固提升]
6.x>3 7.m=5 8.5 9.5 10.B 11.D 12.D 

13.(1)x+5≥0且3-2x≥0,解得-5≤x≤32
,∴当-5≤

x≤32时,x+5- 3-2x有意义. (2)2x-1≥0且1-

x>0,解得1
2≤x<1

,∴当1
2≤x<1时, 2x-1

1-x
有意义. 

(3)x-3≥0,3+x≥0,解得x≥3,∴当x≥3时, x-3+

3+x有意义. 14.因为 1
x-3  2为二次根式,所以x

的取值范围是:x-3≠0即x≠3. 15.(1)把x=0,代入二

次根式 9-8x= 9-0=3; (2)把x=12
,代入二次根

式 9-8x= 9-4= 5; (3)把x=-2,代入二次根式

9-8x= 9+16=5. 16.因为 x-2与 2-x有意

义,所以 x-2≥0,
2-x≥0, 解得x=2,所以y=0,所以(2+0)4=16.

17.要使有意义需x-2
2x+1≥0

,则 x-2≥0,
2x+1>0 或 x-2≤0,

2x+1<0, 解

得:x≥2或x<-12
,即当x≥2或x<-12时, x-2

2x+1有

意义.
第2课时 二次根式(2)

[要点感知]
1.a -a 2.≥0
[当堂反馈]
1.5 2.7 3.A 4.D 5.由数轴可得出:2<a<4,所以

|a-2|+ a2-8a+16=a-2+ (a-4)2=a-2+4-
a=2.
[巩固提升]
6.4 7.1-2a 8.2m-10 9.-a-b 10.D 11.A 
12.C 13.D 14.a+ 1+2a+a2=a+ (a+1)2=a+
|a+1|,当a=-2时,原式=-2+|-2+1|=-2+1=
-1;当a=3时,原式=3+|3+1|=3+4=7. 15.因为a、
b、c是△ABC的三边长,所以a+b>c,b+c>a,b+a>c,所
以原式=|a+b+c|-|b+c-a|+|c-b-a|=a+b+c-
(b+c-a)+(b+a-c)=a+b+c-b-c+a+b+a-c=3a+
b-c. 16.由图可知,a<0,c<0,b>0,且|c|<|b|,所以,
a+c<0,c-b<0,a2-|a+c|+ (c-b)2-|-b|=
-a+a+c+b-c-b=0. 17.2x+y=4或2x+y=-4

第3课时 二次根式的乘除(1)
[要点感知]
1. ab ≥ ≥ 2.≥ ≥ 算术平方根
[当堂反馈]
1.6 2.2 3.A 4.A 5.(1)原式= 6×5= 30;
(2)原式= 24=26; (3)原式= 27× 6=33×

6=92. (4)原式= 15×53= 25=5.
[巩固提升]

6.32 7.32 72 8.2 30 9.-ab2 10.D 11.C

12.B 13.C 14.B 15.(1) 180= 3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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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2= 36×2=62; (3)- 118 =-
9
8=

-324
; (4) 214=

9
4=

3
2
; (5) 4.5= 9

2=

32
2
; (6)原式= 144×169= 144× 169=12×13=

156. 16.(1)原式=6× 2
3= 6×23=2

; (2)原式=

27×3=33×3=9; (3)原式= 73
16×16= 73; 

(4)原 式 =2 3a×6ab =2 18a2b =6a 2b. 
17.(1)6× 15× 10= 6×15×10= 900=30;

(2)- 3
4×

8
3×56=-47.

第4课时 二次根式的乘除(2)
[要点感知]
1.因式分解 积 2.开得尽方
[当堂反馈]
1.18 2.2 3.B 4.A 5.(1)原式= 400×3=

203; (2)原式=2x2 2xy; (3)原式=- 1
104=

- 1
10000

; (4)原 式 = (145+24)×(145-24)=

169×121= 169× 121= 132× 112=143.
[巩固提升]

6.4y x 18 7.1 8.19 9.A 10.B 11.A 12.B

13.解:(1)原式= 144×169= 144× 169=12×13=

156; (2)原 式 = - 13 ×15= -5
; (3)原 式 =

-12 322×5=- 12×325=-165
; (4)原式=

32×m2×2n=3|m| 2n; (5)原式=43|xyz|; 

(6)原式= -1009  ×(-169)= 100
9×169=

10
3×13=

130
3 . 14.(1)原式=x 2y3·4y=22xy2; (2)2

23
×

12= 2
23

×2 3=2; (3)原式=-2a 72ab2 =

-12ab 2a; (4)原式= 30×32
8
3 ×

1
2

2
5 =

3
4 30×83×

2
5=

3
4×42=32. 15.(1)因为AB=5,

BC=6,CA=7,所以a=6,b=7,c=5,p=a+b+c2 =9,所以

△ABC的面积S= 9×(9-6)×(9-7)×(9-5)=66.
(2)设边BC上的高为h,则12×6×h=66

,解得h=26.

第5课时 二次根式的乘除(3)
[要点感知]
1.> > 2.取值范围
[当堂反馈]

1.2 2.33 3.A 4.C 5.(1)原式= 144÷ 49=

12÷7=127
; (2)原式=23

22
= 3
2
= 62

; (3)原式=

3
2×6=9=3

; (4)原式= b
5×
20a2
b = 4a2=2|a|.

[巩固提升]

6.(1)210
; (2)42; (3)4x; (4)2; (5)y 2x. 

7. 2x 8.5 21
3  9.2 10.C 11.B 12.C 13.B

14.(1)原式= 9
2 ×

4
9 = 2

; (2)原式= 72
24
=

72
24=3

; (3)原式=33×52× 1
6=15

; (4)原

式=3 8
3 × -18 15  ×2 5

2 =-3×
1
8 ×2×

8
3×15×

5
2=-

3
4 100=-34×10=-

15
2. 15.原式=

|a(b-c)|
c-b

=4
2
=22. 16.原式=x-1

x
·(x+1)(x-1)(x-1)2

·

1
x+1=

1
x
,当x=2时,原式=1

2
= 22.

第6课时 二次根式的乘除(4)
[要点感知]

1. ab
b2
 2. ab

b  3.分母 根号

[当堂反馈]

1.3 2. 30
6  3.B 4.D 5.(1)原式= 18

3= 6
;

(2)原式= 3.6
2.5=

36
25=

6
5
; (3)原式=3×1

3
×1
3
=1.

[巩固提升]

6.63 
2 10
3  7.1 8.22 9.1+3 10.8 11.-255  

12.A 13.D 14.C 15.C 16.(1)原式= 63
;

(2)原式=27
23

= 21
3
; (3)原式= 37

9=
37
9
= 37
3
;

(4)原式=3|b|
2a
=3|b| 2a

2a
; (5)原式=23×

54
4 = 62

;

(6)原式= 1×2
18×2

= 26. 17.(1) 75× 63÷
1
2
=

53× 63× 2=10
; (2)原式=2×6 2

3m×
1
6m×8m

3=

12 8m
9 =8 2m

; (3)原式= 2×34×
1
3  12

2 =
6
2
;

(4)原式= 48×3
6 × 1

18=
24
18=

4
3=

23
3 .

第7课时 二次根式的加减(1)
[要点感知]
1.相同 2.化简
[当堂反馈]
1.(1)5 (2)52 2.5 3.C 4.A 5.(1)原式=
3×23-43=23. (2)原式=45+35-22+42=

75+22. (3)原式=6 10- 10
5 - 10

5 =28 10
5 .

(4)原式= 2a-34 2a+4 2a= 1-34+4  2a=

17
4 2a.
[巩固提升]
6.2 7.32-23 8.- 3 9.-4 10.5 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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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 13.(1)原式=2x+3x-2x=3x; (2)原

式=55+ 63-
6
2+
35
5 =

285
5 - 66

; (3)原式=22+

23-33+ 2=32- 3; (4)原式= 26- 22  -
2
4+6  =26- 22- 24- 6= 6-324 . 14.(1)由

题意得,3x-10=2,2x+y-5=x-3y+11,解得x=4,y=
3; (2)当x=4,y=3时, x2+y2 = 42+32 =5. 

15.23 9x+6 x
4-2x

1
x=

2
3×3x+6× x

2-2x
·

x
x =2x+3x-2x=3x,当x=4时,原式=34=6.

16.如图所示:由题意可得:AB= 18=32(cm),BC=
BE= 12=23(cm),故两个阴影部分面积和为:2(23×
32)=126(cm2),则原来大正方形的面积为:(30+
126)cm2.

(第16题)

第8课时 二次根式的加减(2)
[要点感知]
整式 最简二次根式 同类
[当堂反馈]
1.2 2.6 3.12 4.B 5.(1)原式=(5)2-(6)2=
5-6=-1; (2)原式=2+3-26+26=5; (3)原

式= 48÷3- 1
2×12+26=4- 6+26=4+ 6

; 

(4)原式=32×2-
1
3+2=3-

1
3+2=4

2
3.

[巩固提升]

6.22-2 7.- 22 8.12 9.3 10.2+1 11.10-

45 12.C 13.A 14.C 15.(1)原式=12×22×

6+12×43× 6=23+62
; (2)原式=(5×43-

6×33+4 15)÷ 3=(23+4 15)÷ 3=2+45; 
(3)原式=2-1+3+4-43=8-43; (4)原式=
(2)2-(3-6)2=2-9+2 18=62-7. 16.因为

x2=(2-3)2=7-43,所以原式=(7+43)(7-43)+
(2+3)(2- 3)+ 3=49-48+[22-(3)2]+ 3=1+
(4-3)+3=2+3.

第9课时 数学活动
1.解:因为m=13,n=42,又因为6+7=13,6×7=42,即

(6)2=6,(7)2=7,6× 7= 42,所以 13-2 42=
(6-7)2=7-6. 2.(1)n- n-1; (2)(2-

1)+(3-2)+(4-3)+…+(100- 99)= 100-

1=9; (3) 1
13- 11

=
(13+ 11)

(13- 11)(13+ 11)
=

13+ 11
2

; 1
15- 13

=
(15+ 13)

(15- 13)(15+ 13)
=

15+ 13
2 .∵ 13+ 11

2 < 15+ 13
2

,∴ 1
13- 11

<

1
15- 13

,∴ 13- 11> 15- 13.

第10课时 单元复习课
[当堂反馈]

1.x≤2 2.3 3.n=3 4.45+23+32 5.1 1 
6.C 7.D 8.C 9.B 10.B 11.(1) 10 (2)3
[巩固提升]

12.2 13.-1 14.2 15.-a -ab 16.6× 6
35=

6+635 17.A 18.
4
33 19.B 20.D 21.

(1)23+

2 (2)2 22.由数轴可得:a<0<b,所以a-b<0,|a|-
b2+ (a-b)2- 4a2=-a-b+|a-b|-|2a|=-a-

b-a+b+2a=0. 23.解:(1) 1
4
1
5-

1
6  =15 5

24.

验 证: 1
4
1
5-

1
6  = 1

4×5×6 =
5

4×52×6 =

1
5

5
24
; (2) 1

n
1

n+1-
1

n+2  = 1
n+1

n+1
n(n+2)

(n≥

1且n为整数).
第12章单元检测卷

一、选择题

1.D 2.B 3.A 4.A 5.C 6.B 7.A 8.D
二、填空题

9.x>1 10.23 11.5 12.(1)1 (2)143 13.>

14.33 15.-2a 16.3 17.52 18.12
三、解答题

19.(1)解:原式=22-32+2-1=-1. (2)解:原式=
6+2 15- 15-5=1- 15. 20.(1)原式=(2×3)×
3×12=6×6=36; (2)原式= a(a4+2a2b2+b4)=

a(a2+b2)2=(a2+b2)a; (3)原式= 1×52×4  ×
10
3×

3
7×

7
5 =102

; (4)原 式= a
b
·1
ab
·1
ab=

1
ab3=

ab
ab2 . 21.(1)因为最简二次根式3x-102x+y-5

和 x-3y+11是同类二次根式,所以3x-10=2,2x+y-

5=x-3y+11,即
3x-10=2,
2x+y-5=x-3y+11, 解得:x=4,

y=3. 
(2)因为x、y的平方和为x2+y2=16+9=25,所以x、y平

方和的算术平方根为5. 22.因为43= 48,所以6<

43<7,所以a=43-6,所以a-1<0,所以1-2a+a
2

a-1 +

a2-2a+1
a2-a =

(a-1)2
a-1 +|a-1|a(a-1)=a-1+

-(a-1)
a(a-1)=a-

1-1a=43-6-1-
1

43-6
=43-7-43+648-36=43-

7-133-
1
2=

113
3 -712. 23.解:由题意知:20≤x≤

30,又因为x、y均为整数,所以x-20,30-x均需是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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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平方,所以x-20=1或30-x=1,故x只可以取21或

29,当x=21时,y=4,x+y的值为25;当x=29时,y=4,
x+y的值为33.故x+y的值为25或33. 24.|1-x|-

x2-8x+16=|1-x|-|x-4|=x-1+x-4=2x-5,即
1-x≤0且x-4≤0,所以1≤x≤4,即x的取值范围是1≤

x≤4. 25.解:(1) 1+152+
1
62 =1+

1
5-

1
6=1

1
30
,

1+152+
1
62 = 1+125+

1
36 =

25×36+36+25
25×36 =

312
302=

31
30=1

1
30
; (2) 1+1n2+

1
(n+1)2=1+

1
n-

1
n+1=1+

1
n(n+1).

期末复习专题(一)
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  认识概率

[当堂反馈]
1.必然 2.折线 3.10 4.75个 5.A 6.D 
7.(1)从袋子中任意摸出1个球,可能是红球,也可能是绿
球或白球; (2)因为白球最多,红球最少,所以摸到白球的
可能性最大,摸到红球的可能性最小. 8.解:(1)由题意可
得:0.5小时的人数为:100,所占比例为:20%,所以本次调查
共抽样了500名学生; (2)1.5小时的人数为:500×
24%=120.如图所示:

(第8题(2))

(3)根据题意得:100×0.5+200×1+120×1.5+80×2
100+200+120+80 =

1.18,即该市中小学生一天中阳光体育运动的平均时间约

1小时.
[巩固提升]
9.5 10.13 11 11.C 12.B 13.A 14.D 15.(1)50;
130;16 (2)28 (3)0.26% 16.解:(1)0.95 (2)P(摸

出1个球是黄球)= 5
5+13+22=

1
8. (3)设取出了x个黑

球,则放入了x个黄球,则 5+x
5+13+22=

1
4
,解得x=5.答:取

出了5个黑球. 17.(1)10000÷40000=14
,所以参加一

次这种活动得到的福娃玩具的频率为1
4
; (2)因为试验次

数很大,大数次试验时,频率接近于理论概率,所以估计从袋

中任意摸出1个球,恰好是红球的概率为1
4.设袋中白球有

x个,根据题意得 6
x+6=

1
4
,解得x=18,经检x=18是方程

的解.所以估计袋中白球接近18个. 18.(1)44; 
(2)36°; (3)120×40%=48(分) 答:“图形与几何”应设
计48分. 19.(1)50; 32; (2)如图

(3)由扇形统计图可知,选择“非常了解”“比较了解”的占样
本总人数的比例分别16%、40%,由样本估计总体可知,该校
有1000名学生,估计选择“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人数共约

为1000×(16%+40%)=560. 20.解:(1)564800≈0.71
,

701
1000≈0.70

; (2)如图所示:

(第20题(2))
(3)当转动转盘的次数n很大时,概率将会接近(0.68+0.70+
0.71+0.69+0.71+0.70)÷6≈0.70.故答案为:0.70.
期末复习专题(二) 中心对称图形———平行四边形
[当堂反馈]
1.AB=AD 2.(1)(2)(3) 3.A 4.10 5.A 6.C 
7.(1)当AD 平分∠EAF 时,四边形AEDF 为菱形,因为
DE∥AC,DF∥AB,所以四边形AEDF为平行四边形,所以
∠EAD=∠FDA,因为 AD 平分∠EAF,所以∠EAD=
∠FAD,所以∠FAD=∠FDA,所以AF=DF,所以四边形
AEDF为菱形; (2)当△ABC为直角三角形,∠BAC=90°
时,四边形AEDF为正方形,理由:由(1)知,四边形AEDF
为菱形,因为∠BAC=90°,所以四边形AEDF为正方形.
[巩固提升]
8.三角形三个内角中最多有一个锐角 9.1∶2 10.(-2,
-2)或(-2,2)或(2,6) 11.12 12.42 13.D 14.A
15.(1)证明:因为四边形ABCD是菱形,所以CB=CD,且
∠B=∠D,因为△CEF为等腰三角形,所以CE=CF,因为CE=
CB,CF=CD,所以∠B=∠CEB,∠D=∠CFD,所以∠CEB

=∠CFD,
∠B=∠D,
∠CEB=∠CFD,
CE=CF, 所以△BEC≌△DFC(AAS)

 (2)解:设∠B=x.因为CE=CB,所以∠CEB=∠B=x,
所以∠BCE=180-2x,同理∠FCD=180-2x,因为△CEF
是等边三角形,所以∠ECF=60°,因为ABCD 是菱形,所以
∠B+∠BCD=180°,所以x+2(180-2x)+60°=180°,x=
80°,所以∠B=80°. 16.(1)(2)(3)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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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17.解:(1)由旋转可得,AE=AB,∠AEF=
∠ABC=∠DAB=90°,EF=BC=AD,

∴∠AEB=∠ABE,又∵∠ABE+∠GDE=90°=∠AEB+
∠DEG,∴∠EDG=∠DEG,∴DG=EG,∴FG=AG,又
∵∠DGF=∠EGA,∴△AEG≌Rt△FDG(SAS),∴DF=
AE,又∵AE=AB=CD,∴CD=DF; (2)如图,

当GB=GC时,点G在BC 的垂直平分线上,分两种情况讨
论:①当点G在AD 右侧时,取BC的中点H,连接GH 交
AD 于点M,∵GC=GB,∴GH⊥BC,∴四边形ABHM 是矩

形,∴AM=BH=12AD=12AG,∴GM 垂直平分AD,

∴GD=GA=DA,∴△ADG是等边三角形,∴∠DAG=60°,
∴旋转角α=60°;②当点G在AD 左侧时,同理可得△ADG
是等边 三 角 形,∴∠DAG=60°,∴旋 转 角α=360°-
60°=300°.

18.证明:(1)∵AD∥BC,AE∥DC,∴四边形AECD 是平
行四边形,∵∠BAC=90°,E 是BC 的中点,∴AE=CE=
1
2BC,∴四边形AECD是菱形; (2)过A作AH⊥BC于

点H,∵∠BAC=90°,AB=6,BC=10,∴AC= 102-62=

8,∵S△ABC=12BC·AH=12AB·

AC,∴AH=6×810 =
24
5
,∵点E是BC

的中点,BC=10,四边形AECD 是菱

形,∴CD=CE=5,∵S▱AECD =CE•AH=CD•EF,

∴EF=AH=245. 19.(1)①因为t=1秒,所以BP=

CQ=4×1=4(厘米),因为正方形ABCD 中,边长为10厘
米,所以PC=BE=6厘米,又因为正方形 ABCD,所以
∠B=∠C,所以△BPE≌△CQP.②因为vP≠vQ,所以
BP≠CQ,又因为△BPE≌△CQP,∠B=∠C,则BP=PC,
而BP=4t,CP=10-4t,所以4t=10-4t,所以点P、点Q运

动的时间t=54秒,所以vQ= 65
4
=4.8(厘米/秒).(2)设经

过x秒后点P 与点Q 第一次相遇,由题意,得4.8x-4x=

30,解得x=752秒.所以点P共运动了75
2×4=150

(厘米),所

以点P、点Q在点A 相遇,所以经过75
2

秒点P与点Q 第一次

在点A相遇.
期末复习专题(三) 分式

[当堂反馈]

1.a≠-1 2.32 3.12 4.x
14

y13 
(-1)n+1x2n

y2n-1 5.A

6.B 7.C 8.C 9.A 10.B 11.C 12.根据题意

得:- 2
x-2+

1-x
2-x=3

,去分母得:2+1-x=6-3x,解得:

x=32
,经检验x=32是分式方程的解.

[巩固提升]

13.-1 14.-a-3 0 15.-8 16.a+n
(n+1)
a =2n+

1 17. n
n+1 18.B 19.C 20.C 21.A 22.C 

23.解:原式=x-3x ÷ x2-9
x  = 1

x+3
,当x= 7-3时,原

式= 77. 24.m<6且m≠2 25.(1)A=x2+2x+1
x2-1 -

x
x-1=

(x+1)2
(x+1)(x-1)-

x
x-1=

x+1
x-1-

x
x-1=

1
x-1. 

(2)因为 x-1≥0,
x-3<0, 所以 x≥1,

x<3, 所以1≤x<3,因为x为整

数,所以x=1或x=2.①当x=1时,因为x-1≠0,所以

A= 1
x-1中x≠1,所以当x=1时,A= 1

x-1无意义.②当x=

2时,A= 1
x-1=

1
2-1=1. 26.

根据题意得:x-2x+2-
16

x2-4=

1+ 4
x-2

,去分母得:x2-4x+4-16=x2-4+4x+8,移项

合并得:8x=-16,解得:x=-2,经检验x=-2是增根,分
式方程无解,则不存在这样的实数. 27.设乙种“图书的单

价是每本x元,则甲种图书的单价是每本0.5x元,360
0.5x-

360
x =4,x=90,经检验,x=90是所列方程的解.且当x=90
时,0.5x=45符合题意.答:甲种图书的单价为每本45元,乙
种图书的一单价为每本90元.

期末复习专题(四) 反比例函数
[当堂反馈]
1.-2 2.①② 3.D 4.C 5.D 6.D 7.解:(1)设

反比例函数解析式为y=k
x
,把x=2,y=-3代入得k=2×

(-3)=-6,所以反比例函数解析式为y=-6x
; (2)如图

所示: (3)当x=-2时,y=-6x=3
,所以点P(-2,3)在

反比例函数y=-6x的图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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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 

[第7题(2)]

[巩固提升]

8.y=2x 9.6 10.2 11.C 12.C 13.D 14.A 

15.(1)解:将点B坐标代入函数解析式,得k
3=2

,k=6,∴反比

例函数的解析式为y=6x
; (2)解:由B(3,2),点B与点C关

于原点O对称,得C(-3,-2).由BA⊥x轴于点A,CD⊥x轴于

点D,得A(3,0),D(-3,0).∴S△ACD=12AD·CD= 12×
[3-

(-3)]×│-2│=6.16.(1)解:∵点B的坐标为(2,6),∴m=
2×6=12,∵AC=3,∴点A的纵坐标为3,则点A的横坐标为

12
3=4

,则点A的坐标为:(4,3),由题意得,2k+b=6,
4k+b=3, 解得,

k=-32
,

,b=9 ∴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y=12x
,一次函数的解析

式为:y=-32x+9. 
(2)作BE⊥OC于E,BD⊥y轴于D,

△AOB的面积=四边形BDOE的面积+梯形ABEC的面积-

△ODB的面积-△AOC的面积=2×6+12×
(3+6)×2-

1
2×2×6-

1
2×4×3=9 

(3)由图象知0<x<2或x<4时,

y1<y2 17.解:(1)恒温系统在这天保持大棚温度18℃的时间

为10小时;(2)因为点B(12,18)在双曲线y=k
x 上,所以18=

k
12
,解得:k=216;(3)当x=18时,y=12,所以当x=18时,大棚

内的温度约为12℃.18.解:(1)作CH⊥AB于点H,BD交y
轴于点G,如图,因为S△ABC=12CH·AB,所以1

2
·3·CH=

23,所以CH=433
,因为 AB∥y 轴,所以点B 坐标为

43
3
,3  ;(2)因为△ABC以点B为旋转中心按顺时针方向旋

转90°得到△DBE,所以BD=BA=3,∠DBA=90°,所以BD∥

x轴,因为DG=BD-BG=3-433
,所以D 43

3 -3
,3  ,设反比

例函数解析式y=k
x
,所以k= 43

3 -3  ×3=43-9,所以反

比例函数解析式为y=43-9x .

[第18题(1)]

[第19题(3)]

19.(1)证明:因为点A、B分别在x、y
轴上,点D 在第一象限内,DC⊥x轴,
所 以 ∠AOB= ∠DCA=90°,在 Rt

△AOB和Rt△DCA 中,AO=DC,
AB=DA, 所

以Rt△AOB≌Rt△DCA; (2)解:在
Rt△ACD 中,CD=2,AD= 5,所以

AC= AD2-CD2 =1,所 以 OC=
OA+AC=2+1=3,所以点D 坐标为(3,2),因为点E为
CD的中点,所以点E的坐标为(3,1),所以k=3×1=3; 
(3)解:点G 在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上.理由如下:因为
△BFG和△DCA 关于某点成中心对称,所以△BFG≌
△DCA,所以FG=CA=1,BF=DC=2,∠BFG=∠DCA=
90°,而OB=AC=1,所以OF=OB+BF=1+2=3,所以点
G坐标为(1,3),因为1×3=3,所以G(1,3)在反比例函数

y=3x的图像上.

期末复习专题(五) 二次根式
[当堂反馈]

1. ab
a
、x2-1 2.2 π-3.14 3.2 4.4a 5.B 

6.D 7.B 8.C 9.D 10.(1)433 
(2)54

[巩固提升]
11.12 5  12.a≤2 且 a≠0 13.-2;2 

14. n+ n
n2-1=n

n
n2-1 15.2+3 16.C 17.A 

18.B 19.解:因为m= n-5+ 5-n+1,所以n-5≥0
且5-n≥0,解得n=5,所以m= n-5+ 5-n+1=0+
0+1=1,所以2m-3n=2-15=-13.故2m-3n的值是
-13. 20.(1)x+1=4 3,经检验x=3是原方程的解. 
(2)①解:x-2=3,x-2=9,x=11,经检验x=11是原方

程的解. ②解: 4x2-3x=1-2x,4x2-3x=(1-2x)2,
4x2-3x=1-4x+4x2,x=1,经检验,1≠-1,所以x=1
不是 原 方 程 的 解.故 原 方 程 无 解. 21.由 题 意 得:
( 25-x2- 15-x2)·( 25-x2+ 15-x2)=25-
x2-(15-x2)=10,因为 25-x2- 15-x2=2,所以

25-x2+ 15-x2=5. 22.解:(1)4 1
2 =22

,

1
5 125=5; (2)如图所示

[第22题(2)]

(3)因为△ABC的面积为1,BC=22,所以边BC上的高为

2
2. 23.解:(1)①原式= 9=3.②原式= 225=15.

③原式= 1225=35.④原式= 3969=63. (2)第⑤个

二次根式为 1012-202 =99.(3)第○n 个 二 次 根 式 为

(4n2+1)2-(4n)2. 化 简: (4n2+1)2-(4n)2 =
(4n2-4n+1)(4n2+4n+1)= (2n-1)2(2n+1)2 =

(2n-1)(2n+1). 24.解:(1) 3+22= (2+1)2=

2 + 1;(2) 10+8 3+22 = 10+8(2+1)=
18+82= (2+4)2 =4+ 2; (3) 3-22+
5-26+ 7-2 12+ 9-2 20+ 1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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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3-2)2+ (4-3)2+ (5-4)2+
(6-5)2=2-1+3- 2+ 4- 3+ 5- 4+ 6-
5=6-1.

期末检测卷
一、选择题
1.A 2.B 3.C 4.B 5.D 6.B 7.B 8.B
二、填空题

9.±1 10.-13 11.-5 12.-x 13.普查 14.一、

三 15.12 16.> 17.5 18.a<1且a≠0
三、填空题

19.(1)原式=2×6 2
3m×

1
6m×8m

3=12 8m
9 =8 2m;

 (2)原式=3-1-4+2=0. 20.(1)去分母得:x+1-

3x+3=x+3,移项合并得:3x=1,解得:x=13
,经检验x=

1
3

是分式方程的解; (2)去分母得:x(x+2)-1=x2-4,

解得:x=-32
,经检验x=-32是分式方程的解. 

21.解:由数轴可得:a<0<b,所以a-b<0,|a|- b2+
(a-b)2- 4a2=-a-b+|a-b|-|2a|=-a-b-a+b

+2a=0. 22.(1)4 (2)36 (3)4×85%-0.8-0.3-
0.9-0.7=0.7(万辆) 答:C区共享单车的使用量0.7万辆

各区共享单车投放量及使用量条形统计图

23.(1)将点A(-3,2)代入y=k
x
(k≠0),求得k=-6,即

y=-6x
; (2)因为k=-6<0,所以图像在二、四象限内,

在每一象限内,y随x的增大而增大,因为x1>x2>0>x3,所
以点B、C在第四象限,点D 在第二象限,即y1<0,y2<0,
y3>0,所以y3>y1>y2. 24.(1)证明:∵四边形ABCD是
平行四边形,O 是BD 的中点,∴DE∥BF,BO=DO,
∴∠EDO=∠FBO. 在 △EDO 和 △FBO 中,
∠EDO=∠FBO,
BO=DO,
∠EOD=∠BOF, ∴△EDO≌△FBO,∴OE=OF,∴四边

形BEDF 是平行四边形. (2)作 AM⊥BC 于点 M,
∵∠BAD=135°,AB=32,∴∠ABM=45°,∴AM=BM=
3.又∵BC=AD=6,∴CM=3,∴AC=32,∴△BAC为等

腰直角三角形,∴BO2=AB2+AO2,∴BO=3 10
2
,BD=

3 10.又∵四边形BEDF为菱形,∴BD⊥EF,设BF=x,

∵S△BDF=12
·x·3=12

·OF·3 10,∴x= 10OF.

又∵在△BOF中,OF2+BO2=BF2,∴OF= 10
2
,∴BF=

10· 10
2 =5,∴AE=FC=BC-BF=6-5=1. 25.解:

设原计划每天铺设管道x米.由题意,得720x -7201.2x=2.解

得x=60.经检验,x=60是原方程的解.且符合题意.答:原
计划每天铺设管道60米. 26.解:(1)(p+m)(p-m)+
n=p2-m2+n,因为m= 9-x,n= 72,p= 15,所以原

式=15-(9-x)+ 72=15-10+62=5+62; (2)当

n为斜边时,( 9-x)2+( 15)2=( 72)2,解得:x=
-48,当m为斜边时,(9-x)2=(15)2+(72)2,解得:
x=-78. 27.解:(1)因为AC=BC,CO⊥AB,所以AO=
BO.因为A(-4,0),所以B(4,0),所以P(4,2).把P(4,2)代

入y=m
x 得m=8,所以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y=8x.把

A(-4,0),P(4,2)代入y=kx+b得:0=-4k+b,
2=4k+b, 解得:

k=14
,

b=1. 所以一次函数的解析式:y=14x+1. (2)存在点

D,使四边形BCPD 为菱形.因为AC=BC,所以∠CAB=
∠ABC.因 为 PB⊥x 轴,所 以∠APB+∠CAB=90°,
∠PBC+∠ABC=90°.所以∠APB=∠PBC,所以CP=CB.
由y=-14x+1

,当x=0时,y=1.所以点C(0,1).过点C作

CD平行于x轴,交PB于点E,交反比例函数y=8x的图像

于点D,连接PD、BD.

[第27题(2)]

所以点D纵坐标为1,代入y=8x得x=8.所以点D坐标为

(8,1).因为BP⊥CD,PE=BE=1,CE=DE=4.所以PB与
CD 互相垂直平分,所以四边形BCPD为菱形.所以反比例函
数图像上存在点D,使四边形BCPD为菱形,点D坐标为(8,
1). 28.(1)证明:因为四边形 ABCD 是正方形,所以
∠ABC=∠BAD=90°,AC⊥BD,∠ABO=∠BAO=45°,所
以∠AOB=90°,所以∠AEB+∠AOB=90°+90°=180°,所
以A、O、B、E 四点共圆,因为 OA=OB,所以∠OEB=
∠OEA,即EO平分∠AEB;(2)解:AE+BE= 2OE.理由:
如图1,延长EA 至点F,使AF=BE,连接OF,因为由(1)
知,∠OBE+∠OAE=180°,∠OAE+∠OAF=180°,所以
∠OBE = ∠OAF. 在 △OBE 与 △OAF 中,
OB=OA,
∠OBE=∠OAF,
BE=AF, 所以△OBE≌△OAF(SAS),所以OE=

OF,∠BOE=∠AOF.因 为∠BOE+∠AOE=90°,所 以
∠AOF+∠AOE=90°,所以∠EOF=90°,所以△EOF 是等
腰直角三角形,所以2OE2=EF2,即2OE2=(AE+BE)2,所
以AE+BE=2OE. (3)证明:如图2所示,因为ABCD是
正方形,∠E=∠H=90°,所以 AB=AD.因为∠EAB+
∠DAH=90°,∠EAB+∠ABE=90°,∠ADH+∠DAH=
90°,所以∠EAB=∠HAD,∠ABE=∠DAH.在△ABE 与

△ADH 中,
∠EAB=∠HAD,
AB=AD,
∠ABE=∠DAH, 所 以 △ABE ≌ △ADH

(ASA).同理可得,△ADH≌△DCG,△DCG≌△CBF,所以
CG+FC=BF+BE=AE+AH,所以四边形EFGH 为正
方形.

图2
  

图1

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