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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集合
１．１　集合的含义及其表示

练习（Ｐ７）
１．列举法就是将集合的元素一一列举出来．
（１）本集合的元素都必须满足 ｘ＋１＝０，即为该

方程的解．因为只有 ｘ＝－１适合它，所以此集合用
列举法表示为｛－１｝．

（２）本集合是由１２的所有正约数组成的．而１２的
正约数是１，２，３，４，６，１２，故答案应为｛１，２，３，４，６，１２｝．

（３）由于不大于１０的正偶数是２，４，６，８，１０这
五个数，故该集合用列举法表示为｛２，４，６，８，１０｝．

（４）由于不超过５的自然数是０，１，２，３，４，５这６
个数，故答案应为｛０，１，２，３，４，５｝．
２．描述法的关键是把集合元素的专属属性借助语

言或符号描述出来，还要注意形式上的要求：｛ｘ｜ｐ（ｘ）｝．
（１）｛ｘ｜ｘ是奇数｝，也可以写成｛ｘ｜ｘ＝２ｎ＋１，ｎ∈Ｚ｝．
（２）｛ｘ｜ｘ是正偶数｝，也可以写成｛ｘ｜ｘ＝２ｎ，ｎ∈Ｎ｝．
（３）由于不等式 ｘ２＋１≤０的解都是集合的元

素，故该集合用描述法表示为｛ｘ｜ｘ２＋１≤０，ｘ∈Ｒ｝．
（４）｛（ｘ，ｙ）｜（ｘ，ｙ）为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第二象

限的点｝，也可以写成｛（ｘ，ｙ）｜ｘ＜０，ｙ＞０，ｘ，ｙ∈Ｒ｝．
３．（１）∈　　∈　　∈　∈　∈　∈
（２）∈　　（３）∈　　（４）　
４．（１）满足条件０≤ａ＜５的自然数ａ＝０，１，２，３，

４，故该集合用列举法表示为｛０，１，２，３，４｝．
（２）由题意，知ｘ的可能取值为０，１，２，ｙ的可能

取值为０，１，所以（ｘ，ｙ）的取值是（０，０），（０，１），（１，
０），（１，１），（２，０），（２，１），于是该集合用列举法表示
为｛（０，０），（０，１），（１，０），（１，１），（２，０），（２，１）｝．

（３）列举此集合中的元素时要注意元素的“互异
性”，单词中ｍ，ａ，ｔ都出现了两次，但列举时只能出现一
次，所以该集合用列举法表示为｛ｍ，ａ，ｔ，ｈ，ｅ，ｉ，ｃ，ｓ｝．

５．由Ｍ＝Ｎ得
ａ＝１，
ｂ{ ＝２

或
ａ＝２，
ｂ＝１{ ．

所以ａ＝１或２，ｂ＝２或１．
１．２　子集、全集、补集

思考（Ｐ８）
ＡＢ与ＢＡ是可以同时成立的．成立的条件是

Ａ＝Ｂ．
思考（Ｐ９）

Ａ、Ｂ两个集合没有公共元素，且它们的元素合在
一起恰好是集合Ｓ的全部元素．

练习（Ｐ９）
１．（１）集合｛１｝的所有子集为，｛１｝；
（２）集合｛１，２｝的所有子集为，｛１｝，｛２｝，｛１，２｝．
（３）集合｛１，２，３｝的所有子集为，｛１｝，｛２｝，

｛３｝，｛１，２｝，｛１，３｝，｛２，３｝，｛１，２，３｝
２．（１）由Ｕ＝｛０，１，２，３，４，５，６｝，Ａ＝｛０，２，４，６｝，

所以瓓ＵＡ＝｛１，３，５｝；
（２）由Ｕ＝｛０，１，２，３，４，５，６｝，Ａ＝｛０，１，２，３，４，

５，６｝，所以瓓ＵＡ＝；
（３）由Ｕ＝｛０，１，２，３，４，５，６｝，Ａ＝，所以瓓ＵＡ＝

｛０，１，２，３，４，５，６｝＝Ｕ．
３．瓓ＵＡ是由集合Ｕ中不属于 Ａ的元素组成的集

合，它与 Ａ没有公共元素，但瓓ＵＡ中的元素与 Ａ中的
元素合在一起恰好是 Ｕ中的所有元素，也可以理解
为把Ｕ一分为二，一部分是 Ａ，另一部分是瓓ＵＡ．那么
Ｕ中的元素就一定属于也只能属于 Ａ或瓓ＵＡ中的一
个集合．

依照补集的含义，瓓ＵＡ在 Ｕ中的补集（即瓓Ｕ（瓓
ＵＡ））中的元素应是 Ｕ中不属于瓓ＵＡ的元素，显然应是
属于Ａ的元素，所以瓓Ｕ（瓓ＵＡ）＝Ａ．
４．（１）×．“”表示一个集合是另一个集合的子

集，是表示两个集合间的包含关系的，而ａ与｛ａ｝一个是
元素，一个是集合，由于ａ是｛ａ｝中的元素，所以正确的
表示是ａ∈｛ａ｝．

（２）×．“∈”表示元素与集合的从属关系，而两
个集合间的关系应借助“”“”等描述．由于｛ａ｝
是｛ａ，ｂ｝的子集，所以正确的表示是｛ａ｝｛ａ，ｂ｝．

（３）√．两个集合中虽然元素的顺序不同，但由
无序性可知并不影响两集合的关系，利用子集的定

义可判定｛ａ，ｂ｝｛ｂ，ａ｝．事实上，｛ｂ，ａ｝｛ａ，ｂ｝，且
｛ａ，ｂ｝＝｛ｂ，ａ｝．

（４）√．｛－１，１｝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１，０，１｝
中的元素，但｛－１，０，１｝中的元素０却不是｛－１，１｝中
的元素，根据真子集的定义得｛－１，１｝｛－１，０，１｝．

（５）×．空集中没有元素．
（６）×．集合｛０｝中有一个元素０，而空集中没有

!



元素．
（７）√．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
（８）√．空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
５．Ａ是偶数集，Ｂ是奇数集，奇数和偶数合在一

起统称为整数，所以Ａ与Ｂ没有公共元素，但它们的
元素合在一起恰好是 Ｕ的全体元素，于是 Ｕ中的任
一个元素，必定属于且只能属于 Ａ或 Ｂ中的一个集
合，从而瓓ＵＡ＝Ｂ，瓓ＵＢ＝Ａ．

答图１

６．由ＢＡ．
∴ｍ≤－２．

习题１．２（Ｐ１０）
１．ＡＢＣ．
２．（１）由于 －１∈Ｚ，１∈Ｚ，故｛－１，１｝Ｚ，但５

∈Ｚ，且５｛－１，１｝，知｛－１，１｝Ｚ，即ＡＢ．
（２）Ｂ＝｛ｘ｜ｘ２－１＝０｝＝｛－１，１｝，由于 －１∈Ａ，

１∈Ａ，
∴ＢＡ．又０∈Ａ，０Ｂ，∴ＢＡ．
（３）１５的正约数是１，３，５，１５，从而Ｂ＝Ａ．
（４）由０∈Ｎ＝Ｂ，０Ａ．∴ＡＢ．
３．∵Ｕ＝｛ｘ｜ｘ是至少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

形｝＝｛ｘ｜ｘ是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或是两组
对边都平行的四边形｝＝｛ｘ｜ｘ是梯形或平行四边
形｝，∴瓓ＵＡ＝｛ｘ｜ｘ是梯形｝．
４．（１）利用补集的定义得瓓ＵＡ＝｛２，４｝．
（２）由于Ｕ＝Ａ，所以瓓ＵＡ＝．
（３）利用补集的定义得瓓ＵＡ＝｛ｘ｜ｘ＜２｝．
（４）利用补集的定义得瓓ＵＡ＝｛ｘ｜ｘ＜－２或ｘ≥２｝．
５．由于集合中的元素必须满足互异性，

所以
ｘ＋２≠０，
ｘ＋２≠１{ ，

解得ｘ≠－２且ｘ≠－１．

６．Ｂ的所有子集为，｛０｝，｛２｝，｛４｝，｛０，２｝，
｛０，４｝，｛２，４｝，｛０，２，４｝，

Ｃ的所有子集为，｛０｝，｛２｝，｛６｝，｛０，２｝，｛０，
６｝，｛２，６｝，｛０，２，６｝，

又ＡＢ，ＡＣ，
∴Ａ满足的集合有：，｛０｝，｛２｝，｛０，２｝．
７．Ｕ＝Ｒ，Ａ＝｛ｘ｜ｘ＜１｝，得瓓ＵＡ＝｛ｘ｜ｘ≥１｝．

（１）

答图２

　（２）

答图３
故ｍ＜１． 故ｍ≥１．
８．数学家的话是说“网中的鱼虾构成了一个集

合”，进一步说，“水中的鱼虾也可以构成一个集合，

并且网中的鱼虾构成的集合是水中的鱼虾构成的集

合的真子集”．
通过本例，不难发现许多抽象、不易理解的知

识，若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其寓意自然展现出来，

这正是数学的应用之美．
１．３　交集、并集

思考（Ｐ１１）
Ａ∩Ｂ＝Ａ可能成立，成立的条件是ＡＢ；Ａ∩Ｂ＝

可能成立，如Ａ＝｛１，２｝，Ｂ＝｛３，４，５｝
思考（Ｐ１２）

Ａ∪Ｂ＝Ａ可能成立，成立的条件是ＢＡ；Ａ∪瓓ＵＡ＝Ｕ．

练习（Ｐ１３）
１．Ａ＝｛２，４，６｝，Ｂ＝｛－２，０，２，４｝，所以 Ａ∩Ｂ＝

｛２，４｝，Ａ∪Ｂ＝｛－２，０，２，４，６｝．
２．利用子集、交集、并集、补集及空集的相关知识

得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瓓ＵＡ＝
，Ａ∪瓓ＵＡ＝Ｕ．
３．利用交集，并集的运算求解．
（１）Ａ∩Ｂ＝｛－１，０｝，Ａ∪Ｂ＝｛－１，０，１，２，３，４｝．
（２）Ａ∩Ｂ＝｛－１，０，１｝，Ａ∪Ｂ＝｛－１，０，１，２，３｝．
（３）Ａ∩Ｂ＝Ａ，Ａ∪Ｂ＝Ａ．
（４）Ａ∩Ｂ＝，Ａ∪Ｂ＝Ａ．
４．借助数轴可观察出：
（１）Ａ∩Ｂ＝｛０｝，Ａ∪Ｂ＝Ｒ．

答图４
（２）Ａ∩Ｂ＝｛ｘ｜０≤ｘ＜２｝，Ａ∪Ｂ＝Ｒ．

答图５
（３）Ａ∩Ｂ＝｛ｘ｜ｘ＞２｝，Ａ∪Ｂ＝｛ｘ｜ｘ≥０｝．

答图６

５．联立
ｙ＝－４ｘ＋６，
ｙ＝５ｘ－３{ ，

解得
ｘ＝１，
ｙ＝２{ ，

∴Ａ∩Ｂ＝ （ｘ，ｙ） ｙ＝－４ｘ＋６，且ｙ＝５ｘ{ }－３ ＝
｛（ｘ，ｙ）｜ｘ＝１，ｙ＝２｝（或｛（１，２）｝）．
６．Ａ是奇数集，Ｂ是偶数集．
所以Ａ∩Ｂ＝，Ａ∪Ｂ＝Ｚ．

习题１．３（Ｐ１３）
１．解析：

"



∩  Ａ Ｂ ∪  Ａ Ｂ

      Ａ Ｂ

Ａ  Ａ Ａ∩Ｂ Ａ Ａ Ａ Ａ∪Ｂ

Ｂ  Ｂ∩Ａ Ｂ Ｂ Ｂ Ｂ∪Ａ Ｂ

∩  Ａ 瓓ＵＡ ∪  Ａ 瓓ＵＡ

      Ａ 瓓Ｕ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Ｕ

瓓ＵＡ   瓓ＵＡ 瓓ＵＡ 瓓ＵＡ Ｕ 瓓ＵＡ

　　２．利用数轴表示出区间（－１，３］和［２，４）（如答
图７），观察得公共部分为［２，３］，故Ａ∩Ｂ＝［２，３］．

答图７
３．利用数轴表示出区间［０，１］和［－１，０］，如答

图８，得Ａ∪Ｂ＝［－１，１］．

答图８
４．（１）由于Ｂ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Ａ中的元素，

所以ＢＡ成立．
但Ａ中的元素１，３，５，７都不是 Ｂ中的元素，所

以ＡＢ不成立．
（２）由于ＢＡ，所以Ａ∩Ｂ＝Ｂ，Ａ∪Ｂ＝Ａ．
５．因为Ｂ∩Ｃ＝｛１｝，所以Ａ∩（Ｂ∩Ｃ）＝｛１｝，
因为Ａ∪Ｂ＝｛１，２，３，４｝，
所以（Ａ∪Ｂ）∪Ｃ＝｛１，２，３，４，５，６｝．

答图９

６．由答图９可知，Ａ∩Ｂ＝｛ｘ｜ｘ
≤０｝．得ＡＢ．
７．（１）由ＰＡ＝ＰＢ知点 Ｐ满足

条件“到两定点Ａ和Ｂ的距离相等”，故点 Ｐ为线段
ＡＢ的垂直平分线上的点，所以集合｛Ｐ｜ＰＡ＝ＰＢ｝表
示的图形是线段ＡＢ的垂直平分线．

（２）由ＰＯ＝１知点Ｐ到定点Ｏ的距离为定长１，
故点Ｐ在以Ｏ为圆心，１为半径的圆上，所以集合｛Ｐ
｜ＰＯ＝１｝表示的图形为圆．
８．第一次进的货物构成集合Ａ＝｛圆珠笔，钢笔，

铅笔，笔记本，方便面，火腿肠｝，第二次进的货物构

成集合Ｂ＝｛铅笔，方便面，汽水，火腿肠｝．所以两次
进的货构成的集合为 Ａ∪Ｂ＝｛圆珠笔，钢笔，铅笔，
笔记本，方便面，汽水，火腿肠｝．
９．（１）（瓓ＵＡ）∩Ｂ；（２）Ａ∩Ｂ∩Ｃ．
１０．（１）由已知，得Ａ∪Ｂ＝｛１，２，３，４，５｝，

所以瓓Ｕ（Ａ∪Ｂ）＝｛６｝．
因为瓓ＵＡ＝｛１，４，６｝，瓓ＵＢ＝｛２，３，５，６｝．
所以（瓓ＵＡ）∩（瓓ＵＢ）＝｛６｝．
（２）所画阴影如答图１０：

　
瓓Ｕ（Ａ∪Ｂ） （瓓ＵＡ）∩（瓓ＵＢ）

答图１０
（３）我们可以推出一个结论：
（瓓ＵＡ）∩（瓓ＵＢ）＝瓓Ｕ（Ａ∪Ｂ），
另外还有（瓓ＵＡ）∪（瓓ＵＢ）＝瓓Ｕ（Ａ∩Ｂ），
其实，这就是著名的ＤｅＭｏｒｇａｎ定律．
１１．Ａ∩Ｂ＝｛ｘ｜２＜ｘ≤３｝，Ａ∪Ｂ＝｛ｘ｜１≤ｘ＜４｝，

瓓ＵＢ＝｛ｘ｜ｘ≤２或ｘ≥４｝，∴Ａ∪瓓ＵＢ＝｛ｘ｜ｘ≤３或ｘ≥４｝．
１２．当２ｍ－１＝－３，即ｍ＝－１时，Ａ＝｛０，－３｝，

Ｂ＝｛－３，－４｝满足Ａ∩Ｂ＝｛－３｝．
当ｍ－３＝－３时，即ｍ＝０时，Ａ＝｛１，－３｝，Ｂ＝

｛－１，－３｝满足Ａ∩Ｂ＝｛－３｝．
综上所述ｍ＝－１或０．
１３．（１）Ｓ－Ａ＝瓓ＳＡ＝｛高一（１）班全体男同学｝．
（２）所画阴影如答图１１所示：

答图１１（３）Ａ－Ｂ＝｛ｘ｜ｘ∈Ａ，且ｘＢ｝＝，
也就是说属于Ａ但不属于 Ｂ的元素不存在，即

凡是属于Ａ的元素必定属于Ｂ，所以ＡＢ．
复习题（Ｐ１８）
１．用描述法可以表示为｛ｘ｜ｘ是小于 ５的自然

数｝或｛ｘ｜ｘ＜５，且ｘ∈Ｎ｝；
用列举法可以表示为｛０，１，２，３，４｝，
究竟哪种方法最适当要依据需要而确定．
２．（１）Ａ中含－９，－８，…，－１，０，１，…，８，９共１９

个元素，故是有限集．
（２）对ｎ取每一个自然数，都会有唯一的ｘ与之

一一对应．由于ｎ的取值无限，从而ｘ的取值也无限，
所以该集合是无限集．

（３）依题意，满足条件的点Ｐ是线段ＡＢ上的动点，
显然这样的点Ｐ有无穷多个，从而该集合是无限集．
３．等边三角形要求三边全相等，那么它在三角

形范围内的否定就是三边不全相等，所以瓓ＵＡ＝｛ｘ｜ｘ
是三边不全相等的三角形｝．
４．Ａ∩Ｂ＝｛１，２｝，Ａ∪Ｂ＝｛０，１，２，３，４｝．
５．Ａ∩Ｂ＝｛ｘ｜１＜ｘ＜２｝，Ａ∪Ｂ＝Ｒ．

#



６．由题意知４≤ａ，即实数ａ的取值范围是［４，＋∞）．
７．（１）瓓ＵＡ＝（－∞，－１）∪［２，＋∞）．
（２）瓓ＵＡ＝｛ｘ｜ｘ＜－１或ｘ≥２｝∩｛ｘ｜ｘ≤３｝＝｛ｘ｜

ｘ＜－１，或２≤ｘ≤３｝．
（３）瓓ＵＡ＝｛ｘ｜ｘ＜－１或ｘ≥２｝∩｛ｘ｜－２≤ｘ≤２｝

＝｛ｘ｜－２≤ｘ＜－１，或ｘ＝２｝．
（４）∵Ｕ＝Ａ，∴瓓ＵＡ＝．
８．由题意，集合Ａ应满足｛５｝Ａ｛１，３，５｝，
∴Ａ可能是｛５｝，｛１，５｝，｛３，５｝，｛１，３，５｝．
９．由Ａ∪Ｂ＝Ａ得ＢＡ，
∴Ｂ可能是｛１，２｝，｛１，３｝．∴ｘ的值为２或３．
１０．符合题意的情况有以下四种：
（１）Ａ＝｛１，２，３｝，Ｂ＝｛１，２，３，４，５｝，其Ｖｅｎｎ图如答

图１２所示：

　
答图１２ 答图１３

（２）Ａ＝｛１，２，３，５｝，Ｂ＝｛１，２，３，４｝，其Ｖｅｎｎ图如答
图１３所示：

（３）Ａ＝｛１，２，３，４｝，Ｂ＝｛１，２，３，５｝，其Ｖｅｎｎ图如答
图１４所示：

　
答图１４ 答图１５

（４）Ａ＝｛１，２，３，４，５｝，Ｂ＝｛１，２，３｝，其Ｖｅｎｎ图如答
图１５所示：
１１．由题意，数学不优秀的百分率为３０％，语文

不优秀的百分率为２５％．为使上述两门学科都优秀
的百分率最少，则这两门学科不优秀的学生要尽量

不重复，故两门学科都优秀的百分率至少为 １－
（３０％＋２５％）＝４５％．
１２．瓓Ｕ（Ａ∩Ｂ）＝（瓓ＵＡ）∪（瓓ＵＢ），相关 Ｖｅｎｎ图如

答图１６所示．对结论的证明过程如下：
①任取ａ∈瓓Ｕ（Ａ∩Ｂ），则ａＡ∩Ｂ，
所以ａＡ与ａＢ中至少有一个成立，不妨设ａ

Ａ，则ａ∈瓓ＵＡ，于是ａ∈（瓓ＵＡ）∪（瓓ＵＢ）．
所以瓓Ｕ（Ａ∩Ｂ）（瓓ＵＡ）∪（瓓ＵＢ）．
②任取 ａ∈（瓓ＵＡ）∪（瓓ＵＢ），则 ａ∈瓓ＵＡ或 ａ∈

瓓ＵＢ．不妨设ａ∈瓓ＵＡ，则ａＡ，于是ａＡ∩Ｂ，从而ａ∈
瓓Ｕ（Ａ∩Ｂ），所以（瓓ＵＡ）∪（瓓ＵＢ）瓓Ｕ（Ａ∩Ｂ）．

综合①②得瓓Ｕ（Ａ∩Ｂ）＝（瓓ＵＡ）∪（瓓ＵＢ）．

类似的，还有一个公式瓓Ｕ（Ａ∪Ｂ）＝（瓓ＵＡ）∩（瓓ＵＢ），
这两个公式就是著名的集合运算律———ＤｅＭｏｒ

ｇａｎ律．

　
瓓ＵＡ 瓓ＵＢ

　
（瓓ＵＡ）∪（瓓ＵＢ） 瓓Ｕ（Ａ∩Ｂ）

答图１６
１３．（１）能成立．例如Ａ＝｛１，２，３｝，Ｂ＝｛２，３，４｝，
其实只要Ａ∩Ｂ≠就会成立．
（２）能成立．例如Ａ＝｛１，２，３｝，Ｂ＝｛４，５｝，
其实只要Ａ∩Ｂ＝就会成立．
（３）不能成立．因为 Ａ∪Ｂ中的元素至少来自 Ａ

或Ｂ中的一个，如果 ｍ＋ｎ＜ｓ成立，就意味着 Ａ∪Ｂ
中存在Ａ或Ｂ之外的元素，这是不可能的．

答图１７

１４．由题意知，如答图１７：
可知文艺、体育均爱好的

有１０人．
１５．由题意知 Ａ＝｛１，２｝，

Ｂ＝｛ｘ｜ｘ＝ｍ｝．
若ＢＡ，得ｍ＝１或２．
１６．（１）Ｃ×Ｄ＝｛（ａ，１），（ａ，２），（ａ，３）｝．
（２）由Ａ×Ｂ＝｛（１，２），（２，２）｝知１∈Ａ，２∈Ａ，２

∈Ｂ，且Ａ、Ｂ也只有这些元素．∴Ａ＝｛１，２｝，Ｂ＝｛２｝．
（３）对Ａ中每一个元素，Ｂ中都可以提供４个元

素与之分别组成Ａ×Ｂ中的一个元素，
又Ａ中有３个元素，Ｂ中有４个元素．
∴Ａ×Ｂ中就有３×４＝１２个元素．
１７．略．

本章测试（Ｐ１９）
１．｛－１，１｝　【解析】由 ｘ２－１＝０得 ｘ＝±１，所

以Ａ＝｛－１，１｝．
２．｛ｘ｜ｘ＝－２ｎ，ｎ∈Ｎ｝　【解析】由所有偶数组成的

集合为｛ｘ｜ｘ＝２ｎ，ｎ∈Ｚ｝，得Ｍ＝｛ｘ｜ｘ＝－２ｎ，ｎ∈Ｎ｝．
３．②③　【解析】空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

集，故①错误．
４．｛－１，０，１，２，３，４，５，６｝　｛０，１｝　【解析】由交

集、并集定义可知，Ａ∪Ｂ＝｛－１，０，１，２，３，４，５，６｝，Ａ∩
Ｂ＝｛０，１｝．

５．｛ｘ｜ｘ≥１｝　【解析】由 可

$



知瓓ＵＡ＝｛ｘ｜ｘ≥１｝．
６．５　２２　【解析】由２２＋２８－４５＝５人，即同时

爱好围棋、足球的人最少有５人，最多有２２人．
７．Ｃ　【解析】Ｎ＝｛－１，３｝，∴瓓ＭＮ＝｛０，１，２，４，５，

６，７｝．

８．Ｂ　【解析】由 ，知Ｍ∩Ｎ＝

｛ｘ｜０≤ｘ＜１｝．
９．Ｃ　【解析】由Ｍ∩Ｎ＝Ｍ，知ＭＮ，由Ｎ∪Ｐ＝

Ｐ知ＮＰ，所以Ｍ∪Ｐ＝Ｐ．
１０．Ｂ　【解析】由｛１｝Ａ知集合 Ａ中必有１，又

Ａ｛１，２，３｝，所以Ａ＝｛１｝或｛１，２｝或｛１，３｝，所以共
有３个．
１１．ｍ＝０　【解析】由ｍ＝２ｍ得ｍ＝０．
１２．Ａ＝｛１，２，３，４，５｝，Ｂ＝｛０，１，２，３，４，５｝或 Ａ＝

｛０，１，２，３，４，５｝，Ｂ＝｛１，２，３，４，５｝，图略．
【解析】由Ａ∩Ｂ＝｛１，２，３，４，５｝知集合Ａ、Ｂ中必

有１，２，３，４，５，又Ａ∪Ｂ＝｛０，１，２，３，４，５｝，所以０可
以在集合Ａ中也可以在集合 Ｂ中，即 Ａ＝｛０，１，２，３，
４，５｝，Ｂ＝｛１，２，３，４，５｝或Ａ＝｛１，２，３，４，５｝，Ｂ＝｛０，
１，２，３，４，５｝．

１３．｛ｘ｜ｘ＜－１或 ｘ≥２｝　【解析】由 Ａ＝｛ｘ｜－
１≤ｘ≤３｝，Ｂ＝｛ｘ｜ｘ＜２｝，知Ａ∩Ｂ＝｛ｘ｜－１≤ｘ＜２｝，
所以瓓Ｕ（Ａ∩Ｂ）＝｛ｘ｜ｘ＜－１或ｘ≥２｝．

１４．［１，２］　【解析】由ＢＡ可知
１≤ｍ，
ｍ＋２≤４{ ，

解得１≤

ｍ≤２．
１５．由题意知，Ａ＝｛（１，１），（１，２）｝，Ｂ＝｛（１，

１），（２，１）｝，所以Ａ∩Ｂ＝｛（１，１）｝，Ａ∪Ｂ＝｛（１，１），
（１，２），（２，１）｝．

第２章　函数
２．１　函数的概念

２．１．１　函数的概念和图象

思考（Ｐ２８）
不相等．集合Ｐ中的元素是有序数对，所以 Ｐ是

一个有序数对集（即是坐标平面内的一个点集），表

示函数ｙ＝ｆ（ｘ）（ｘ∈Ａ）的图象；而 Ｑ中的元素是数，
所以Ｑ是一个数集，表示函数 ｙ＝ｆ（ｘ）（ｘ∈Ａ）的值
域．
思考（Ｐ２９）

（１）ｆ（ｘ１）＞ｆ（ｘ２）　（２）ｆ（ｘ１）＜ｆ（ｘ２）

练习（Ｐ２６）

答图１８

１．所画“箭头图”如答图
１８所示：

２．（１）０　４０　８０
（２）１．１（（０，１．１］上的任

意一个数都可以）　１．３（（１．１，
１．４］上的任意一个数都可以）

（３）（１）中对应是“单值

对应”；（２）中对应不是“单值对应”．
３．（１）不是　（２）是　（３）不是　（４）是
４．（１）是　（２）是　（３）是　（４）是　（５）不是　

（６）是

５．ｆ（０）＝０－０２＝０，ｆ（１）＝１－１２＝０，ｆ( )１２ ＝

１
２－( )１２

２

＝１４，ｆ（ｎ＋１）－ｆ（ｎ）＝（ｎ＋１）－（ｎ＋

１）２－（ｎ－ｎ２）＝－２ｎ．
６．（１）Ｒ
（２）ｘ２－１≠０，即定义域为｛ｘ∈Ｒ，ｘ≠±１｝．

（３）
２＋ｘ≥０，
１－ｘ≥０{ ，

得－２≤ｘ≤１，即定义域为｛ｘ｜－２≤

ｘ≤１｝．

（４）由题意得
ｘ≠０，
ｘ＋１≥０{ ，

则定义域为｛ｘ｜ｘ≥－１且

ｘ≠０｝．
７．（１）｛２，６，１２｝　（２）［－１，＋∞）　（３）（２，３］

练习（Ｐ３０）
１．相应函数的图象如答图１９所示：

答图１９

%



２．

答图２０

由图可得（１）的值域为｛４，１，０｝；（２）的值域为

［１，４）；（３）的值域为 １
３，( ]１；（４）的值域为（０，＋∞）．

３．（１）２　３　０　（２）ｆ（ｘ１）＜ｆ（ｘ２）．

习题２．１（１）（Ｐ３１）
１．（１）当 ｘ＝０时，ｙ＝－２；当 ｘ＝１时，ｙ＝３；当

ｘ＝５时，ｙ＝２３．

（２）把ｙ＝５ｘ－２化为ｘ＝１５（ｙ＋２），当ｙ＝０时，

ｘ＝２５；当ｙ＝１时，ｘ＝
３
５；当ｙ＝５时，ｘ＝

７
５．

２．根据函数的定义知（１）、（２）、（４）、（５）都是从
集合Ａ到集合 Ｂ的函数．而（３）不是，原因是 Ａ中的
元素３在Ｂ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元素５．
３．（１）定义域为Ｒ，值域为Ｒ；
（２）定义域为Ｒ，值域为Ｒ；
（３）定义域为（－∞，０）∪（０，＋∞），值域为（－∞，

０）∪（０，＋∞）；
（４）定义域为（－∞，０）∪（０，＋∞），值域为（－∞，

１）∪（１，＋∞）；
（５）定义域为Ｒ，值域为（－∞，１］；
（６）定义域为Ｒ，值域为［－１，＋∞）．
图象如答图２１所示：

答图２１
４．因为２０００年的ＧＤＰ约为８９４４２亿元，年均增

长７．８％所以２００４年的ＧＤＰ应为
８９４４２×（１＋７．８％）４≈１２０７８５．９８，
２００５年的ＧＤＰ应为
８９４４２×（１＋７．８％）５≈１３０２０７．２９，
２００６年的ＧＤＰ应为
８９４４２×（１＋７．８％）６≈１４０３６３．４６，
２００７年的ＧＤＰ应为
８９４４２×（１＋７．８％）７≈１５１３１１．８１，
２００８年的ＧＤＰ应为
８９４４２×（１＋７．８％）８≈１６３１１４．１３，
２００９年的ＧＤＰ应为
８９４４２×（１＋７．８％）９≈１７５８３７．０３，
２０１０年的ＧＤＰ应为
８９４４２×（１＋７．８％）１０≈１８９５５２．３２，
把上面计算结果相应填入表内即可．
５．由ｆ（３）＝７３ａ＋ｂ＝７，①
由ｆ（５）＝－１５ａ＋ｂ＝－１．②
综合①②，得ａ＝－４，ｂ＝１９，
∴ｆ（ｘ）＝－４ｘ＋１９，
∴ｆ（０）＝１９，ｆ（１）＝１５．
６．有且只有一个，坐标为（ａ，ａ２＋１）．

７．ｆ（ｔ）－ｇ（ｔ）＝ ｔ
１＋ｔ－

ｔ
１－ｔ＝

ｔ（１－ｔ）－ｔ（１＋ｔ）
１－ｔ２

＝ｔ－ｔ
２－ｔ－ｔ２

１－ｔ２
＝ ２ｔ

２

ｔ２－１
．－２ｇ（ｔ２）＝（－２）· ｔ２

１－ｔ２
＝

２ｔ２

ｔ２－１
．

∴ｆ（ｔ）－ｇ（ｔ）＝－２ｇ（ｔ２）．
８．ｆ（ｆ（１））＝ｆ（２）＝３；ｆ（ｇ（２））＝ｆ（１）＝２；
ｇ（ｆ（３））＝ｇ（４）＝３；ｇ（ｇ（４））＝ｇ（３）＝４．
９．ｇ（ｘ）＝３ｘ－５，ｆ（ｇ（ｘ））＝ｆ（３ｘ－５）＝２（３ｘ－５）

＋３＝６ｘ－７．ｆ（ｘ）＝２ｘ＋３，ｇ（ｆ（ｘ））＝ｇ（２ｘ＋３）＝３
（２ｘ＋３）－５＝６ｘ＋４．
１０．是，该对应完全符合函数的定义．
１１．略．

&



２．１．２　函数的表示方法

练习（Ｐ３５）
１．ｙ＝１８５２ｘ，ｘ＞０

２．ｆ（ｘ）＝
ｘ＋３，ｘ≥－３，
－ｘ－３，ｘ＜－３{ ，

图象如答图２２所示．

答图２２
　

答图２３
３．（１）Ｓ＝ｘ（１５－ｘ）＝－ｘ２＋１５ｘ，ｘ∈（０，１５），图

象如答图２３所示．（２）ｌ＝２ｘ＋２ｘ（ｘ＞０）

４．（１）、（４）
习题２．１（２）（Ｐ３５）
１．设下落的时间为 ｘ，下落的距离为 ｙ，则 ｙ＝

ｋｘ２，当ｘ＝２，ｙ＝４ｋ＝１９．６，解得ｋ＝４．９，则当ｘ＝３时，ｙ
＝ｋｘ２＝４．９×３２＝４４．１（ｍ）．
２．（１）设销售价上涨ｘ元，则售价为１０＋ｘ，销售

个数为（１００－１０ｘ），利润为ｙ，则有ｙ＝（１０＋ｘ）（１００
－１０ｘ）－８（１００－１０ｘ）＝（２＋ｘ）（１００－１０ｘ）＝－
１０ｘ２＋８０ｘ＋２００．

（２）若ｘ＝３时，利润ｙ＝－１０×３２＋８０×３＋２００
＝３５０（元）；
（３）若ｙ＝３６０，即３６０＝－１０ｘ２＋８０ｘ＋２００，
解得ｘ＝４，即销售价上涨了４元．

３．ｙ＝
２２－６ｘ，０≤ｘ≤１１，
－４４，ｘ＞１１{ ．

ｆ（３．５）＝２２－６×３．５＝１（℃），ｆ（１２）＝－４４（℃）．

答图２４

４．ｙ＝１２０×４＋２ｘ×２

×８０＋２×４ｘ×２×８０＝４８０

＋３２０ｘ＋１２８０ｘ （ｘ＞０）．

５．（１）ｆ（ｘ）＝－ｘ２＋ｘ

＋１＝－（ｘ－１２）
２＋５４（－

１≤ｘ≤１），图象如答图 ２４
所示．可得ｆ（ｘ１）＜ｆ（ｘ２）．

（２）不存在．

６．例如ｙ＝
ｘ（ｘ＝１或ｘ＝３），
ｘ＋１（ｘ＝２或ｘ＝４）{ ．

ｙ＝
ｘ＋２（ｘ＝１或ｘ＝３），
ｘ－１（ｘ＝２或ｘ＝４）{ ．

７．ｆ（２）＝２；ｆ（ｆ（－２））＝ｆ［（－２）２］＝ｆ（４）＝４．

答图２５

８．如答图２５所示．
９．Ｄ
１０．① ｆ（ｘ）＝ｘ２

（ｘ∈Ｒ）．

② ｆ（ｘ）＝
１（ｘ＝１），
４（ｘ＝２）{ ．

③ ｆ（ｘ）＝３ｘ－２
（ｘ∈Ｒ）．
１１．（１）Ｃ＝４０００＋

５０ｎ＝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
＝５４０００（元）．
（２）已知 ４８０００

＝４０００＋５０ｎ，解得 ｎ
＝８８０（双）．
（３）Ｐ＝９０ｎ－（４０００＋５０ｎ）＝４０ｎ－４０００，
由Ｐ≥０，得ｎ≥１００，
故每天至少生产１００双皮鞋，才能不亏本．

１２．ｙ＝

１２０，ｘ∈（０，２０］，
２４０，ｘ∈（２０，４０］，
３６０，ｘ∈（４０，６０］，
４８０，ｘ∈（６０，８０］，
６００，ｘ∈（８０，９０］









 ．

图象如答图２６所示．

答图２６
１３．略．

２．２　函数的简单性质
２．２．１　函数的单调性

思考（Ｐ４０）
对于例４中的两个函数．
（１）因为ｘ∈Ｒ，所以函数ｙ＝ｘ２－２ｘ没有最大值．

（２）函数 ｙ＝１ｘ在［１，３］上单调递减，当 ｘ＝１

时，函数有最大值．

练习（Ｐ４０）
１．ｆ（ｘ）＝ｘ２－１在（０，＋∞）上是单调增函数．

'



任取ｘ１，ｘ２，且设ｘ１＞ｘ２＞０，
ｆ（ｘ１）－ｆ（ｘ２）＝ｘ

２
１－１－ｘ

２
２＋１＝（ｘ１＋ｘ２）（ｘ１－

ｘ２）．
∵ｘ１＋ｘ２＞０，ｘ１－ｘ２＞０，
∴ｆ（ｘ１）－ｆ（ｘ２）＞０，即ｆ（ｘ１）＞ｆ（ｘ２）．
∴ｆ（ｘ）＝ｘ２－１在（０，＋∞）上是单调增函数．
２．

答图２７

ｆ（ｘ）在（－∞，－１］上单调递减，在［－１，＋∞）
上单调递增

３．ｆ（ｘ）＝－ｘ２＋２ｘ在（－∞，０）上是单调增函数．
任取ｘ１，ｘ２，且设ｘ１＜ｘ２＜０，则
ｆ（ｘ１）－ｆ（ｘ２）＝－ｘ

２
１＋２ｘ１＋ｘ

２
２－２ｘ２

＝（ｘ２－ｘ１）（ｘ２＋ｘ１）－２（ｘ２－ｘ１）
＝（ｘ２－ｘ１）（ｘ１＋ｘ２－２），
∵ｘ２－ｘ１＞０，ｘ１＋ｘ２－２＜０，
∴ｆ（ｘ１）－ｆ（ｘ２）＜０，即ｆ（ｘ１）＜ｆ（ｘ２）．
∴ｆ（ｘ）＝－ｘ２＋２ｘ在（－∞，０）上是单调增函数．
４．ｆ（ｘ）＝－ｘ２＋２ｘ＝－（ｘ－１）２＋１，ｘ∈［０，１０］，
∴ｆ（ｘ）的图象是以 ｘ＝１为对称轴，开口向下的

一段抛物线．∴ｙｍａｘ＝ｆ（１）＝－１＋２×１＝１，ｙｍｉｎ＝
ｆ（１０）＝－１００＋２０＝－８０．

５．已知ｙ＝１ｘ在（－∞，０）上单调递减，

∴ｙ＝１ｘ在（－２，－１］上也是递减的，

∴ｙｍｉｎ＝
１
－１＝－１，ｙ＝

１
ｘ在（－２，－１］上没有最

大值，但ｙ＜－１２．

６．函数ｆ（ｘ）＝－２ｘ＋１的定义域是 Ｒ．任取 ｘ１，
ｘ２，且设ｘ１＜ｘ２，则ｆ（ｘ１）－ｆ（ｘ２）＝－２ｘ１＋１＋２ｘ２－１＝２
（ｘ２－ｘ１）．

∵ｘ２－ｘ１＞０，∴ｆ（ｘ１）－ｆ（ｘ２）＞０，即ｆ（ｘ１）＞ｆ（ｘ２）．
∴ｆ（ｘ）在定义域上是单调减函数．
７．ｆ（ｘ）的单调增区间：［１，４），［４，６］；

ｇ（ｘ）的单调增区间：［－３２π，０］，［
３
２π，３π］．

８．（１）×；（２）√；（３）√；（４）×．
２．２．２　函数的奇偶性

探究（Ｐ４３）
具有奇偶性的函数，其定义域关于数“０”对称．

练习（Ｐ４３）
１．Ｂ
２．ｆ（ｘ）＝ｘ２＋２ｘ的图象关于直线 ｘ＝－１对称，

但它不是偶函数．
３．图略．（１）由于ｆ（ｘ）是偶函数，所以 ｆ（ｘ）在 ｙ

轴左右两侧的图象关于ｙ轴对称．（２）由于ｆ（ｘ）是奇
函数，所以ｆ（ｘ）在ｙ轴左侧的图象与ｙ轴右侧的图象
关于原点对称．
４．（１）√　（２）×　（３）√　（４）×
５．∵ｆ（ｘ）的定义域为Ｒ，
ｆ（－ｘ）＝（－ｘ）３－（－ｘ）

＝－ｘ３＋ｘ＝－（ｘ３－ｘ）＝－ｆ（ｘ），
∴ｆ（ｘ）＝ｘ３－ｘ在Ｒ上是奇函数．

６．（１）∵ｆ（ｘ）＝ｘ＋１ｘ的定义域为｛ｘ｜ｘ≠０，ｘ∈Ｒ｝，

∴ｆ（－ｘ）＝－ｘ－１ｘ＝－（ｘ＋
１
ｘ）＝－ｆ（ｘ）．

∴ｆ（ｘ）＝ｘ＋１ｘ是奇函数．

（２）∵ｆ（ｘ）＝ｘ
４－１
ｘ２
的定义域为｛ｘ｜ｘ≠０，ｘ∈Ｒ｝，

又ｆ（－ｘ）＝（－ｘ）
４－１

（－ｘ）２
＝ｘ

４－１
ｘ２
＝ｆ（ｘ），

∴ｆ（ｘ）＝ｘ
４－１
ｘ２
是偶函数．

（３）∵ｆ（ｘ）的定义域为Ｒ，
∴ｆ（－ｘ）＝２｜－ｘ｜－３＝ｆ（ｘ），∴ｆ（ｘ）是偶函数．
７．（１）ｆ（ｘ）的定义域为Ｒ，
∴ｆ（－ｘ）＝｜－ｘ＋３｜＋｜－ｘ－３｜＝｜ｘ＋３｜＋

｜ｘ－３｜＝ｆ（ｘ）．
∴ｆ（ｘ）是Ｒ上的偶函数．
（２）ｇ（ｘ）的定义域为Ｒ，
∴ｇ（－ｘ）＝｜－ｘ＋３｜－｜－ｘ－３｜

＝－｜ｘ＋３｜＋｜３－ｘ｜＝－ｇ（ｘ）．
∴ｇ（ｘ）是Ｒ上的奇函数．
习题２．２（Ｐ４４）
１．

函数
ｙ＝ｋｘ＋ｂ ｙ＝ｋｘ

ｋ＞０ ｋ＜０ ｋ＞０ ｋ＜０

单调区间
（－∞，
＋∞）

（－∞，
＋∞）

（－∞，０），
（０，＋∞）

（－∞，０），
（０，＋∞）

单调性 增 减 减 增

　　２．（１）在Ｒ上单调递减；
（２）在（－∞，０），（０，＋∞）上单调递减；

(



（３）在（－∞，０）上单调递减，在（０，＋∞）上单
调递增；

（４）在（－∞，１２）上单调递增，在（
１
２，＋∞）上单

调递减．
３．图象略．
（１）单调增区间（－∞，０］，单调减区间［０，＋

∞）．最大值是１，无最小值．
（２）单调减区间［－１，１］，最大值是 ２，最小值

是－２．
（３）单调增区间Ｒ，无最大值，无最小值；
（４）单调减区间［０，＋∞），最大值为 ０，无最

小值；

（５）单调减区间（－∞，０］，单调增区间［０，＋
∞），最小值为－２，无最大值；

（６）单调增区间（－∞，０），［０，＋∞），无最大值和
最小值．
４．ｙ＝ｆ（ｘ）在定义域Ｒ上是单调减函数，因为ｆ（ａ

＋１）＞ｆ（２ａ），所以ａ＋１＜２ａ，即ａ＞１．
５．（１）ｆ（－ｘ）＝２（－ｘ）２－７＝ｆ（ｘ），ｆ（ｘ）为偶

函数．
（２）ｆ（－ｘ）＝－ｘ３－５ｘ＝－ｆ（ｘ），ｆ（ｘ）为奇函数．
（３）ｆ（－ｘ）＝－５ｘ－３，ｆ（ｘ）既不是奇函数也不是偶

函数．
６．ｆ（－ｘ）＝ｘ２－２｜ｘ｜－１＝ｆ（ｘ），则 ｆ（ｘ）是偶函

数，图象略．

即ｆ（ｘ）＝
ｘ２－２ｘ－１，ｘ≥０，
ｘ２＋２ｘ－１，ｘ＜０{ ，

再判断其奇偶性．

７．（１）任取ｘ１，ｘ２，且设ｘ１＜ｘ２≤０，则
ｆ（ｘ１）－ｆ（ｘ２）＝－２ｘ

２
１＋３＋２ｘ

２
２－３

＝２（ｘ２－ｘ１）（ｘ２＋ｘ１）．
∵ｘ２－ｘ１＞０，ｘ１＋ｘ２＜０，
∴ｆ（ｘ１）－ｆ（ｘ２）＜０，即ｆ（ｘ１）＜ｆ（ｘ２）．
∴ｆ（ｘ）＝－２ｘ２＋３在区间（－∞，０］上是单调增

函数．
（２）任取ｘ１，ｘ２，且设ｘ１＜ｘ２≤０，则
ｆ（ｘ１）－ｆ（ｘ２）＝－ｘ

３
１＋１＋ｘ

３
２－１

＝（ｘ２－ｘ１）（ｘ
２
１＋ｘ１ｘ２＋ｘ

２
２），

∵ｘ２－ｘ１＞０，ｘ
２
１＋ｘ１ｘ２＋ｘ

２
２＞０，

∴ｆ（ｘ１）－ｆ（ｘ２）＞０，即ｆ（ｘ１）＞ｆ（ｘ２）．
∴ｆ（ｘ）＝－ｘ３＋１在区间（－∞，０］上是单调减

函数．
（３）任取ｘ１，ｘ２，且设ｘ１＜ｘ２＜０，则

ｆ（ｘ１）－ｆ（ｘ２）＝２－
３
ｘ１
－２＋３ｘ２

＝３ １
ｘ２
－１ｘ( )

１
＝３·

ｘ１－ｘ２
ｘ１ｘ２

．

∵ｘ１－ｘ２＜０，ｘ１ｘ２＞０，
∴ｆ（ｘ１）－ｆ（ｘ２）＜０，即ｆ（ｘ１）＜ｆ（ｘ２）．
又设ｘ１＞ｘ２＞０，

则ｆ（ｘ１）－ｆ（ｘ２）＝２－
３
ｘ１
－２＋３ｘ２

＝３·
ｘ１－ｘ２
ｘ１ｘ２

，

∵ｘ１－ｘ２＞０，ｘ１ｘ２＞０，
∴ｆ（ｘ１）－ｆ（ｘ２）＞０，即ｆ（ｘ１）＞ｆ（ｘ２）．
∴ｆ（ｘ）在区间（－∞，０）和（０，＋∞）上都是单调增

函数．
８．函数ｆ（ｘ）＝ｘ２＋ｍｘ＋１的定义域是Ｒ．
ｆ（－ｘ）＝（－ｘ）２－ｍｘ＋１＝ｘ２－ｍｘ＋１．
∵ｆ（ｘ）是偶函数，∴ｆ（ｘ）＝ｆ（－ｘ），
即ｘ２＋ｍｘ＋１＝ｘ２－ｍｘ＋１对任意ｘ∈Ｒ都成立，
∴ｍ＝０．
９．令ｈ（ｘ）＝ａｘ３－ｂｘ．易知ｈ（ｘ）为奇函数．
∵ｆ（－２）＝－１，∴ｈ（－２）＝－２．
∴ｈ（２）＝２．∴ｆ（２）＝３．
１０．（１）在（０，１］上任取 ｘ１，ｘ２，且 ｘ１＜ｘ２，则 ｆ

（ｘ１）－ｆ（ｘ２）＝ｘ１＋
１
ｘ１
－ｘ２－

１
ｘ２

＝（ｘ１－ｘ２）１－
１
ｘ１ｘ( )

２
．

∵ｘ１＜ｘ２，∴ｘ１－ｘ２＜０．
又０＜ｘ１＜ｘ２≤１，∴ｘ１ｘ２＜１．

∴１－ １ｘ１ｘ２
＜０．

∴ｆ（ｘ１）－ｆ（ｘ２）＞０．即ｆ（ｘ１）＞ｆ（ｘ２）．
∴ｆ（ｘ）在（０，１］上是单调减函数．
又在 １，＋∞[ ）上任取ｘ１，ｘ２，且ｘ１＜ｘ２，

则ｆ（ｘ１）－ｆ（ｘ２）＝ｘ１＋
１
ｘ１
－ｘ２－

１
ｘ２

＝（ｘ１－ｘ２）１－
１
ｘ１ｘ( )

２
．

∵ｘ１＜ｘ２，∴ｘ１－ｘ２＜０，

又１≤ｘ１＜ｘ２，∴ｘ１ｘ２＞１．∴１－
１
ｘ１ｘ２

＞０．

即ｆ（ｘ１）－ｆ（ｘ２）＜０，∴ｆ（ｘ１）＜ｆ（ｘ２）．
∴ｆ（ｘ）在 １，＋∞[ ）上是单调增函数．
（２）由（１）知，当ｘ＝１时，ｆ（ｘ）有最小值为２，无最

大值．
１１．∵ｆ（ｘ）是Ｒ上的奇函数，
∴－ｆ（ｘ）＝ｆ（－ｘ），且ｆ（０）＝０．
又ｘ＞０时，ｆ（ｘ）＝１，∴设ｘ＜０，则－ｘ＞０，
∴ｆ（－ｘ）＝１．∴ｆ（ｘ）＝－ｆ（－ｘ）＝－１．

∴ｆ（ｘ）＝
１，ｘ＞０，
０，ｘ＝０，
－１，ｘ＜０

{
．

１２．单调增区间（－∞，＋∞），图略．

)



１３．（１）

ｆ（ｘ） ｇ（ｘ） ｆ（ｘ）＋ｇ（ｘ）ｆ（ｘ）·ｇ（ｘ）

单调增函数 单调增函数 单调增函数 不能确定

单调增函数 单调减函数 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

单调减函数 单调减函数 单调减函数 不能确定

单调减函数 单调增函数 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

　　（２）

ｆ（ｘ） ｇ（ｘ） ｆ（ｇ（ｘ））

单调增函数 单调增函数 单调增函数

单调增函数 单调减函数 单调减函数

单调减函数 单调减函数 单调增函数

单调减函数 单调增函数 单调减函数

２．３　映射的概念

思考（Ｐ４７）
函数是特殊的映射，它是两个非空数集之间的

映射．

练习（Ｐ４７）
１．（１）３，５；Ｂ中对应元素是Ａ中元素的２倍加１．
（２）１，２；Ｂ中对应元素是 Ａ中元素与１的差的

一半．
２．（３）是Ａ到Ｂ的映射．
对于（１），Ａ中每个元素在Ｂ中有两个元素与之

对应；

对于（２），Ａ中的元素０在Ｂ中没有元素与之对应．
３．（１）是从Ａ到Ｂ的映射．
（２）是从Ａ到Ｂ的映射．

４．（１）是
（２）不是，可以“一对多”．

５．略．
练习２．３（Ｐ４７）
１．是映射，由映射定义可知．
２．ｆ是映射，ｇ不是映射．
３．是映射．
４．（１）是映射，能　（２）是映射，能
５．Ａ＝｛０，２，３｝
６．（１）ｎｂｕｉｆｎｂｕｊｄｔ　（２）ｉｔｉｓｆｕｎｎｙ
７．略

复习题（Ｐ５２）

１．（１）由３ｘ＋５≥０得定义域为［－５３，＋∞）．

（２）由
ｘ＋１≥０，
ｘ＋２≠{ ０

得定义域为［－１，＋∞）．

（３）由３－２ｘ＞０得定义域为（－∞，３２）．

（４）由
ｘ－１≥０，
ｘ＋４≠{ ０

得定义域为［１，＋∞）．

２．（１）ｘ＝
１＋ｘ（ｘ≥０），
１（ｘ＜０）{ ．

图象如答图２８（１）所示．

答图２８

（２）ｙ＝
ｘ２－ｘ（ｘ２－ｘ≥０），
－（ｘ２－ｘ）（ｘ２－ｘ＜０{ ），

即ｙ＝
（ｘ－１２）

２－１４（ｘ≤０或ｘ≥１），

－（ｘ－１２）
２＋１４（０＜ｘ＜１）

{ ．

其图象如答图２８（２）所示．
３．∵ｆ（ｘ）＝２ｘ＋１，∴ｆ（２ｘ－３）＝２（２ｘ－３）＋１，
∴ｆ（２ｘ－３）＝４ｘ－５（２≤ｘ≤４）．

４．ｙ＝ｘ（２０－２ｘ）２，其中
ｘ＞０，
２０－２ｘ＞０{ ．

∴ｙ与ｘ之间的函数关系式是 ｙ＝４ｘ（ｘ－１０）２，
定义域为｛ｘ｜０＜ｘ＜１０｝．
５．令ｙ＝－１，２，５，８，由 ｙ＝２ｘ＋３可得 ｘ＝－２，

－１２，１，
５
２．所以函数的定义域为｛－２，－

１
２，１，

５
２｝．

答图２９

６．图象如答图２９所示．
ｆ（－２）＝－１，ｆ（１）＝

－１，ｆ（ｆ（２））＝ｆ（８）＝１８８．
７．（１）显然ｇ（ｘ）的定

义域仍为Ｒ，关于原点对称．
∵ｇ（－ｘ）＝ｆ（－ｘ）

＋ｆ（ｘ）＝ｇ（ｘ），∴ｇ（ｘ）是
偶函数．

（２）显然ｈ（ｘ）的定义域仍为Ｒ，关于原点对称．
∵ｈ（－ｘ）＝ｆ（－ｘ）－ｆ（ｘ）
＝－（ｆ（ｘ）－ｆ（－ｘ））
＝－ｈ（ｘ），
∴ｈ（ｘ）为奇函数．

!*



８．由图象可知，ａ＞０时，ｙ＝ａｘ３为增函数；ａ＜０
时，ｙ＝ａｘ３为减函数，下面用定义给出证明：

任取ｘ１，ｘ２∈Ｒ，且设ｘ１＜ｘ２，记ｆ（ｘ）＝ｙ＝ａｘ
３．

则ｆ（ｘ１）－ｆ（ｘ２）＝ａｘ
３
１－ａｘ

３
２＝ａ（ｘ

３
１－ｘ

３
２）

　　＝ａ（ｘ１－ｘ２）（ｘ
２
１＋ｘ

２
２＋ｘ１ｘ２）

　　＝ａ（ｘ１－ｘ２） ｘ１＋
１
２ｘ( )２

２

＋３４ｘ[ ]２２ ，
∵ｘ１＜ｘ２，又ｘ１＋

１
２ｘ２，ｘ２不同时为０，

∴ｘ１－ｘ２＜０，（ｘ１＋
１
２ｘ２）

２＋３４ｘ
２
２＞０．

∴当ａ＞０时，ｆ（ｘ１）－ｆ（ｘ２）＜０，ｆ（ｘ１）＜ｆ（ｘ２），ｆ
（ｘ）为增函数；

当ａ＜０时，ｆ（ｘ１）－ｆ（ｘ２）＞０，ｆ（ｘ１）＞ｆ（ｘ２），ｆ
（ｘ）为减函数．
９．∵ａ＜ｃ＜ｂ且ｆ（ｘ）在［ａ，ｃ］上为单调减函数，
∴对［ａ，ｃ］上任一个ｘ，均有ｆ（ｘ）≥ｆ（ｃ）．
∵函数ｆ（ｘ）在［ｃ，ｂ］上为单调增函数，
∴对区间上任一个ｘ，均有ｆ（ｘ）≥ｆ（ｃ），故在［ａ，

ｂ］上的任一个ｘ，均有ｆ（ｘ）≥ｆ（ｃ），故ｆ（ｘ）在 ｘ＝ｃ时
取得最小值．
１０．∵ｙ＝ｘ２的值域为｛１，４｝，令 ｙ＝１或４，得 ｘ

＝±１或ｘ＝±２．
∴函数定义域为｛１，２｝或｛１，－２｝或｛－１，－２｝

或｛－１，２｝或｛－１，１，２｝或｛－１，１，－２｝或｛－１，２，
－２｝或｛１，２，－２｝或｛－１，１，２，－２｝．
１１．（１）令ｔ＝１＋ｘ，有ｘ＝ｔ－１，则原函数化为ｆ（ｔ）

＝３（ｔ－１）＋２＝３ｔ－１，即函数ｆ（ｘ）＝３ｘ－１，ｘ∈Ｒ．

（２）令ｔ＝２ｘ，有ｘ＝ｔ２，则原函数化为ｆ（ｔ）＝３（
ｔ
２）

２

＋１＝３４ｔ
２＋１，即函数ｆ（ｘ）＝３４ｘ

２＋１，ｘ∈Ｒ．

１２．设 ｘ为 Ａ中任一元素，由题意得 ｆ（ｘ）＝
ｇ（ｘ），即ｘ２＋１＝３ｘ＋５，解得ｘ＝４或ｘ＝－１，

∴集合Ａ可为｛－１，４｝或｛－１｝或｛４｝．
１３．∵ｆ（ｘ）＝ｘ＋１，
∴ｆ（ｆ（ｆ（ｘ）））＝ｆ（ｆ（ｘ＋１））＝ｆ（ｘ＋２）＝ｘ＋３．

猜想：
ｆ（ｆ（ｆ（ｆ（…ｆ（ｘ

       

）…））））

　ｎ个ｆ
＝ｘ＋ｎ（ｎ∈Ｎ）．

１４．（１）函数ｙ＝ｆ（ｘ）与函数ｙ＝ｆ（－ｘ）的图象关
于ｙ轴对称；

（２）①ｙ＝ｆ（－ｘ）与 ｙ＝ｆ（ｘ）的图象关于 ｙ轴对
称．

②函数ｙ＝－ｆ（ｘ）与函数ｙ＝ｆ（ｘ）的图象关于ｘ轴
对称；

③函数ｙ＝ｆ（ｘ）＋１的图象可由函数 ｙ＝ｆ（ｘ）的
图象向上平移１个单位得到；

④函数ｙ＝ｆ（ｘ－２）的图象可由函数 ｙ＝ｆ（ｘ）的
图象向右平移２个单位得到．

图略．
１５．（１）在ｆ（ｘ＋ｙ）＝ｆ（ｘ）＋ｆ（ｙ）中，令ｘ＝ｙ＝０，

得ｆ（０＋０）＝ｆ（０）＋ｆ（０），∴ｆ（０）＝０．
令ｙ＝－ｘ，得ｆ（０）＝ｆ（ｘ）＋ｆ（－ｘ）．
又ｆ（０）＝０，所以ｆ（ｘ）＋ｆ（－ｘ）＝０．
∴ｆ（－ｘ）＝－ｆ（ｘ）．又ｆ（ｘ）的定义域为Ｒ，
∴ｆ（ｘ）是奇函数．
（２）如ｆ（ｘ）＝ｘ，ｆ（ｘ）＝３ｘ．

本章测试（Ｐ５４）

１．｛ｘ｜ｘ≠－１２｝　【解析】由２ｘ＋１≠０，得ｘ≠－
１
２．

２．［０，＋∞）　【解析】由 ２ｘ－１≥０得 ｙ∈［０，
＋∞）．
３．１　【解析】由３≥１得ｆ（３）＝－１，
∴ｆ（ｆ（３））＝ｆ（－１）＝１．
４．［－３，－１］，［１，３］　【解析】由图象可知．
５．０　【解析】由ｆ（－ｘ）＝ｆ（ｘ）得ｍ＝０．

６．（－∞，－４］　【解析】由２≤－ｍ２，得ｍ≤－４．

７．Ｃ　【解析】∵ｆ（ｘ）在［０，２］上单调递增，
∴ｆ（ｘ）ｍｉｎ＝ｆ（０）＝－３，ｆ（ｘ）ｍａｘ＝ｆ（２）＝５．
８．Ｄ　【解析】由ｆ（ｘ）是偶函数，得ｆ（ｘ）在（０，＋

∞）上单调递减，故Ｄ成立．
９．Ｄ　【解析】由２×０－１＝－１，２×１－１＝１，２

×２－１＝３得Ｄ符合题意．
１０．Ａ　【解析】由ｘ＞０，ｆ（ｘ）＝ｘ３＋ｘ＋１，当ｘ＜０时，

－ｘ＞０，得ｆ（－ｘ）＝－ｘ３－ｘ＋１，∴ｆ（ｘ）＝－ｆ（－ｘ）＝ｘ３

＋ｘ－１．
１１．如ｆ（ｘ）＝ｘ２，ｘ∈Ａ；ｆ（ｘ）＝０，ｘ∈Ａ．
１２．Ｓ＝ｘ（２００－４ｘ），０＜ｘ＜５０．
１３．（１）Ｍ＝［１，３］，Ｎ＝［２，＋∞）．
（２）Ｍ∩Ｎ＝［２，３］，Ｍ∪Ｎ＝［１，＋∞）．
１４．对任意的ｘ１，ｘ２∈（０，２），且ｘ１＜ｘ２，有 ｆ（ｘ１）

－ｆ（ｘ２）＝（ｘ１＋
４
ｘ１
）－（ｘ２＋

４
ｘ２
）

＝
（ｘ１－ｘ２）（ｘ１ｘ２－４）

ｘ１ｘ２
．

由０＜ｘ１＜ｘ２＜２，
可得ｘ１－ｘ２＜０，０＜ｘ１ｘ２＜４，
所以ｆ（ｘ１）－ｆ（ｘ２）＞０，即ｆ（ｘ１）＞ｆ（ｘ２），

故ｆ（ｘ）＝ｘ＋４ｘ在区间（０，２）上是减函数．

１５．（１）ｆ（ｘ）＝
－５，ｘ＜－２，
２ｘ－１，ｘ≥－２{ ．

（２）图象略，单调增区间为［－２，＋∞），值域为
［－５，＋∞）．

!!



第３章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函数
３．１　指数函数

３．１．１　分数指数幂

思考（Ｐ６０）

（
ｎ

槡ａ）
ｎ＝ａ，其中ｎ为正奇数时，ａ∈Ｒ；ｎ为正偶数时，

ａ≥０．
ｎ
ａ槡
ｎ＝

ａ，ｎ为正奇数，
｜ａ｜，ｎ为正偶数{ ．

练习（Ｐ６２）

１．（１）５；（２）２３；（３）２；（４）
１
２．

２．（１）槡ａ；（２）
５

槡ａ；（３）
４
ａ槡
３；（４）

５
ａ槡
７；（５） １５

ａ槡
３
；

（６）１
ａ槡
３
．

３．（１）ａ
１
２
；（２）ｘ

２
３
；（３）ａ－

１
３
；（４）ｘ

３
２
；

（５）ｘ２ｙ
３
２
；（６）ｍ

３
２
；（７）（ａ＋ｂ）

２
３
；（８）ｍ－ｎ．

４．（１）５；（２）４；（３）－２３；（４）２
－１＝１２；（５）２５

３
２

＝５３＝１２５；

（６） ２５( )４
－３

２

＝ ( )５２[ ]
２ －３

２

＝( )５２
－３

＝ １

( )５２
３

＝１１２５
８

＝８１２５；

（７）２７
２
３ ＝（３３）

２
３ ＝３２＝９；

（８）槡２３×
３

槡１．５×
６

槡１２＝２·３
１
２ ×( )３２

１
３

×１２
１
６

＝２×３
１
２ ×３

１
３ ×２－

１
３ ×（２２×３）

１
６

＝２×３
１
２ ×３

１
３ ×２－

１
３ ×２

１
３ ×３

１
６

＝２１－
１
３ ＋１

３ ×３
１
２ ＋１

３ ＋１
６

＝２×３＝６．

５．（１）ａ
１
２
·ａ

１
３ ＝ａ

１
２ ＋１

３ ＝ａ
５
６
；

（２）ａ
１
２
·ａ－

１
３ ＝ａ

１
２ －１

３ ＝ａ
１
６
；

（３）ａ
１
２ａ

１
４ａ－

３
８ ＝ａ

１
２ ＋１

４ －３
８ ＝ａ

３
８
；

（４）（ａ
２
３
）

３
４ ＝ａ

１
２
；

（５）（ａ－
３
２
）－

５
２ ＝ａ

１５
４
；

（６）（ｘ
１
２ｙ－

１
３
）６＝ｘ

１
２ ×６·ｙ－

１
３ ×６＝ｘ３·ｙ－２；

（７）（ａ－
２
３ｂ

１
３
）－

３
２ ＝ａｂ－

１
２
；

（８）（ｘ
３
２ｙ）２÷（ｘｙ

２
３
）＝ｘ３ｙ２÷ｘｙ

２
３ ＝ｘ２ｙ（２－

２
３）＝

ｘ２ｙ
４
３．

习题３．１（１）（Ｐ６３）

１．（１）槡１６＝４；（２）
３

槡
１
８＝

１
２；

（３） １０槡
４＝１０

４
２ ＝１００；（４）

５
（－０．１）槡

５＝－０．１；

（５）
６
（ｘ－ｙ）槡

６＝ｘ－ｙ；

（６）
３
－（２ｘ＋ｙ）槡

３＝－（２ｘ＋ｙ）．

２．（１）ａ
２
３
；（２）ａ

３
２
；（３）ａ·ａ

１
２ ＝ａ

３
２

（４）（３槡ａ）
２＝（ａ

１
３
）２＝ａ

２
３
；

（５）３槡ａ·
４

槡ａ＝ａ
１
３
·ａ

１
４ ＝ａ

１
３ ＋１

４ ＝ａ
７
１２
；

（６） 槡槡槡ａ ａ ａ＝ ａ· ａ槡槡
３
２ ＝ ａ·ａ槡

３
４ ＝

ａ槡
７
４ ＝ａ

７
８
；

（７）
３
ａ槡
２· ａ槡

３＝ａ
２
３
·ａ

３
２ ＝ａ

２
３ ＋３

２ ＝ａ
１３
６
；

（８）（３槡ａ）
２· ａｂ槡

３＝ａ
２
３
·ａ

１
２
·ｂ

３
２ ＝ａ

２
３ ＋１

２
·ｂ

３
２ ＝

ａ
７
６ｂ

３
２．

３．（１）３６
１
２ ＝６；（２） １( )２７

２
３

＝ ( )１３[ ]
３ ２

３

＝１９；

（３）（１００００）
１
４ ＝１０；（４） １６( )４９

－１
２

＝７４；

（５）４－
３
２ ＝１８；

（６）６( )１４
３
２

＝ ２５( )４
３
２

＝( )５２
３

＝１２５８．

４．（１）５
１
３ ＝３槡５≈１．７１；（２）３２１

２
３ ＝

３
３２１槡

２≈４６．８８；

（３）２５．８
３
４ ＝

４
２５．８槡

３≈１１．４５；（４）７２３
５
３ ＝

３
７２３槡

５≈５８２４１．２２．

５．（１）ａ
１
３ａ

３
４ａ

７
１２ ＝ａ

５
３
；

（２）ａ
２
３ａ

３
４ ÷ａ

５
６ ＝ａ

２
３ ＋３

４ －５
６ ＝ａ

７
１２
；

（３）（ａ
１
３ａ

３
４
）１２＝（ａ

１
３ ＋３

４
）１２＝ａ

１３
１２ ×１２＝ａ１３；

（４）（ａ
１
３ｂ－

３
４
）１２＝ａ４ｂ－９；

（５）４ａ
２
３ｂ－

１
３ ÷ －２３ａ

－１
３ｂ－( )１

３

＝－６ａ
２
３ ＋１

３ｂ－
１
３ ＋１

３ ＝－６ａ；

（６）２ａ－
１
３ １
２ａ

１
３ －２ａ－( )２

３

＝ａ－
１
３
·ａ

１
３ －４ａ－

１
３
·ａ－

２
３

＝１－４ａ－１＝１－４ａ；

（７）（２ａ
１
２ ＋３ｂ－

１
４
）（２ａ

１
２ －３ｂ－

１
４
）

＝（２ａ
１
２
）２－（３ｂ－

１
４
）２＝４ａ－９ｂ－

１
２
；

（８）（ａ２－２＋ａ－２）÷（ａ２－ａ－２）
＝（ａ－ａ－１）２÷［（ａ＋ａ－１）（ａ－ａ－１）］
＝（ａ－ａ－１）÷（ａ＋ａ－１）

＝ ａ－１( )ａ ÷ ａ＋１( )ａ
!"



＝ａ
２－１
ａ ÷ａ

２＋１
ａ ＝ａ

２－１
ａ２＋１

．

６．（ａ
１
２ －ａ－

１
２
）２＝ａ＋ａ－１－２＝３－２＝１．

∴ａ
１
２ －ａ－

１
２ ＝±１．

ａ
３
２ －ａ－

３
２ ＝（ａ

１
２ －ａ－

１
２
）（ａ＋ａ

１
２．ａ－

１
２ ＋ａ－１）．

而ａ＋ａ－１＝３，ａ
１
２ －ａ－

１
２ ＝±１．

故ａ
３
２ －ａ－

３
２ ＝±４

７．（１） １( )ｘ
１
３

＝１８，故
１
ｘ＝( )１８

３

，∴ｘ＝８３＝５１２．

（２）２ｘ
３
４ －１＝１５，２ｘ

３
４ ＝１６，ｘ

３
４ ＝８．

ｘ＝８
４
３ ＝（２３）

４
３ ＝２４＝１６．∴ｘ＝１６
３．１．２　指数函数

探究（Ｐ６５）
（１）ｘ轴是指数函数ｙ＝ａｘ图象的“渐近线”．
当０＜ａ＜１时，随着 ｘ的增大，函数 ｙ＝ａｘ的图

象越来越趋向于 ｘ轴；当 ａ＞１时，随着 ｘ的减小，函
数ｙ＝ａｘ的图象越来越趋向于ｘ轴．

（２）函数ｙ＝２ｘ与ｙ＝（１２）
ｘ＝２－ｘ的图象关于ｙ

轴对称，一般地，函数ｙ＝ａｘ与ｙ＝ａ－ｘ（ａ＞０，ａ≠１）的图
象关于ｙ轴对称．
思考（Ｐ６７）

当ｈ＞０时，将函数 ｙ＝ａｘ的图象向左平移 ｈ个
单位可得到ｙ＝ａｘ＋ｈ图象．

当ｈ＜０时，将函数ｙ＝ａｘ的图象向右平移｜ｈ｜个
单位可得到ｙ＝ａｘ＋ｈ图象，一般地，函数图象平移变换
时，ｈ＞０时，将ｙ＝ｆ（ｘ）的图象向右平移ｈ个单位以后，
得到ｙ＝ｆ（ｘ－ｈ）的图象；向左平移ｈ个单位以后，得到
ｙ＝ｆ（ｘ＋ｈ）的图象．

练习（Ｐ６７）
１．①⑤是指数函数，由指数函数定义知．
２．（１）在Ｒ上单调递增；（２）在Ｒ上单调递减；
（３）在Ｒ上单调递减；（４）在Ｒ上单调递减．
３．Ｃ
４．（１）考查函数ｙ＝３．１ｘ，３．１＞１，
∴ｙ＝３．１ｘ在Ｒ上单调递增．
∵０．５＜２．３，∴３．１０．５＜３．１２．３；

（２）考查函数ｙ＝( )３２
ｘ

，可知ｙ＝( )３２
ｘ

在Ｒ上

单调递增，又－１．５＞－１．８，∴( )３２
－１．５

＞( )３２
－１．８

；

（３）考查函数 ｙ＝（０．６）ｘ，可知 ｙ＝（０．６）ｘ在 Ｒ
上单调递减，又２＜３，∴０．６２＞０．６３；

（４）考查函数ｙ＝( )２３
ｘ

，可知ｙ＝( )２３
ｘ

在Ｒ上

单调递减，又－０．３＜－０．２４，∴( )２３
－０．３

＞( )２３
－０．２４

；

（５）（０．５）３．２＜１，１．３２．１＞１，∴０．５３．２＜１．３２．１；

（６）２．３－２．５＝ １
２．３２．５

＜１，０．２－０．１＞１，∴２．３－２．５＜

０．２－０．１．
５．（１）由２ｘ＞８＝２３，得ｘ＞３；
（２）由３ｘ＜３－３，得ｘ＜－３；

（３）( )１２
ｘ

槡＞２＝２
１
２ ＝( )１２

－１
２

，得ｘ＜－１２；

（４）５ｘ＜０．２＝１５＝５
－１，得ｘ＜－１．

６．Ａ　【解析】由ｙ＝２－ｘ＝( )１２
ｘ

，故选Ａ．

练习（Ｐ７０）
１．由题意知ｙ＝ａ·（１＋ｂ）ｘ（ｘ∈Ｎ）．
２．由题意知ｙ＝１００００·（０．９）ｘ（ｘ∈Ｎ）．
３．由题意知 ｙ＝１０（１＋７％）ｘ（ｘ∈Ｎ），５年后

还款总额为ｙ＝１０（１＋７％）５≈１４．０３（万元）．
习题３．１（２）（Ｐ７０）
１．由题意知ｙ＝２ｘ，ｘ∈Ｎ．

２．由题意知ｙ＝( )１４
ｘ

（ｘ∈Ｎ），( )１４
ｘ

≤０．０１，

借助计算器得ｘ≥４（ｘ∈Ｎ），即至少漂洗４次．
３．（１）１．７ｍ＜１．７ｍ＋１；（２）０．８－０．１＜０．８－０．２；
（３）０．９ｍ＜０．９ｍ－１；（４）０．６１８１．９＜０．６１８１．８．
４．（１）由２２．１＞２１．９＞１，
０．３２．１＜１得０．３２．１＜２１．９＜２２．１；

（２）由２２．５＞１，( )１２
２．５

＜１，

２．５０＝１得( )１２
２．５

＜２．５０＜２２．５；

（３）由１＞０．８０．８＞０．８０．９，
１．２０．８＞１得０．８０．９＜０．８０．８＜１．２０．８；

（４）由 ( )３２
２
３

＝( )２３
－２

３

，得 ( )３２
２
３

＞( )２３
－１

３

＞１，又（５３）
－２

３ ＜１，故( )５３
－２

３

＜( )２３
－１

３

＜( )３２
２
３

．

５．由指数函数单调性知（１）ｍ＜ｎ；（２）ｍ＞ｎ；
（３）ｍ＞ｎ．
６．由指数函数性质得
（１）０＜ａ＜１；（２）０＜ａ＜１；（３）ａ＞１；（４）ａ＞１

７．（１）由２ｘ 槡＝２＝２
１
２
得ｘ＝１２；

（２）由４ｘ＝８＝４
３
２
得ｘ＝３２；

（３）由指数函数的图象过点（０，１）知方程２ｘ＝３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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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唯一解ｘ＝０．
８．（１）３ｘ＜９＝３２，得ｘ＜２；
（２）２ｘ＞２－３，得ｘ＞－３；

（３）( )１３
ｘ

＝３－ｘ，３槡９＝３
２
３
，又 ( )１３

ｘ

＞３槡９，即３
－ｘ

＞３
２
３
，所以－ｘ＞２３，即ｘ＜－

２
３；

（４）由３ｘ＞７ｘ，得１＞( )７３
ｘ

，得ｘ＜０．

９．（１）由ｆ（ｘ）＝３ｘ得左边 ＝ｆ（ｘ）×ｆ（ｙ）＝３ｘ×
３ｙ＝３ｘ＋ｙ，右边＝ｆ（ｘ＋ｙ）＝３ｘ＋ｙ，∴左边 ＝右边．∴等
式成立．

（２）由ｆ（ｘ）＝３ｘ得左边 ＝ｆ（ｘ）÷ｆ（ｙ）＝ｆ（ｘ）ｆ（ｙ）＝

３ｘ

３ｙ
＝３ｘ－ｙ，右边＝ｆ（ｘ－ｙ）＝３ｘ－ｙ，∴左边＝右边．∴等

式成立．
１０．（１）设经过 ｘ年电子元件产量为 ｙ个，则经

过一年有电子元件ｙ＝ａ（１＋ｐ％），
经过两年有电子元件 ｙ＝ａ（１＋ｐ％）（１＋ｐ％）

＝ａ（１＋ｐ％）２，
经过三年有电子元件ｙ＝ａ（１＋ｐ％）２（１＋ｐ％）＝ａ

（１＋ｐ％）３，
……

经过ｘ年有电子元件ｙ＝ａ（１＋ｐ％）ｘ（１≤ｘ≤ｍ，
且ｘ∈Ｎ）．

（２）设经过ｘ年后，电子元件成本为ｙ元，则 ｙ＝
ａ（１－ｐ％）ｘ（１≤ｘ≤ｍ，且ｘ∈Ｎ）．
１１．由图象可以看出函数 ｙ＝ｋａ－ｘ的图象经过点

（０，８）和（３，１），而坐标应满足函数式ｙ＝ｋａ－ｘ，即
８＝ｋ·ａ０，
１＝ｋ·ａ－３{ ，

解得
ｋ＝８，
ａ＝２{ ．

１２．ｙ＝ａｘ＋ｂ的单调性由ａｘ决定，由图象可知是
增函数，所以 ａ＞１，又当 ｘ＝０时对应点位于 ｘ轴下
方即函数值小于０，所以ａ０＋ｂ＜０，即ｂ＜－１．
１３．∵函数ｆ（ｘ）的定义域是Ｒ，且是奇函数，

∴ｆ（０）＝０，即ａ＋ １
４０＋１

＝０．∴ａ＝－１２．

１４．ｆ（ｘ）＝２
ｘ＋１－２
２ｘ＋１

＝１－ ２
２ｘ＋１

．

任取ｘ１、ｘ２∈（－∞，＋∞），且设ｘ１＜ｘ２，

则 ｆ（ｘ１） －ｆ（ｘ２） ＝
２

２ｘ２ ＋１
－ ２
２ｘ１ ＋１

＝

２（２ｘ１ －２ｘ２）
（２ｘ２ ＋１）（２ｘ１ ＋１）

．

∵ｘ１＜ｘ２，∴２
ｘ１ －２ｘ２ ＜０．

∴ｆ（ｘ１）－ｆ（ｘ２）＜０，即ｆ（ｘ１）＜ｆ（ｘ２）．

∴函数ｆ（ｘ）＝２
ｘ－１
２ｘ＋１

在Ｒ上是增函数．

答图３０

１５．先在坐标系中画出函
数ｙ＝２ｘ的图象，再向上平移
１个单位，取 ｙ轴左侧部分，
再作出关于原点的对称图形，

所得图象就是函数 ｙ＝ｆ（ｘ）
的图象（包括原点），如答图

３０所示．
１６．（１）Ｑ＝Ｑ０ｅ

－０．００２５ｔ，

∵ｕ＝－０．００２５ｔ随 ｔ的
增大而减少，且ｅ＞１，

∴ｅ－０．００２５ｔ的值也随ｔ的增大而减小．
∴随时间ｔ的增加，臭氧的含量减小．

（２）由题意得 １２Ｑ０＝Ｑ０ｅ
－０．００２５ｔ，即ｅ－０．００２５ｔ＝１２．

由计算器计算得 ｔ≈２７７年，所以２７７年以后将
会有一半的臭氧消失．

１７．
ｆ（ｘ１）＋ｆ（ｘ２）

２ ＝２
ｘ１ ＋２ｘ２
２ ＝２ｘ１－１＋２ｘ２－１，

ｆ
ｘ１＋ｘ２( )２

＝２
ｘ１＋ｘ２
２．则

ｆ（ｘ１）＋ｆ（ｘ２）
２ －ｆ

ｘ１＋ｘ２( )２

＝１２·２
ｘ１ ＋１２·２

ｘ２ －２
ｘ１＋ｘ２
２

＝１２·２
ｘ１ －１２·２

ｘ１＋ｘ２
２ ＋１２·２

ｘ２ －１２·２
ｘ１＋ｘ２
２

＝１２·２
ｘ１
２
（２

ｘ１
２ －２

ｘ２
２
）＋１２·２

ｘ２
２
（２

ｘ２
２ －２

ｘ１
２
）

＝１２（２
ｘ１
２ －２

ｘ２
２
）（２

ｘ１
２ －２

ｘ２
２
）

＝１２（２
ｘ１
２ －２

ｘ２
２
）２≥０．

当ｘ１＝ｘ２时，
ｆ（ｘ１）＋ｆ（ｘ２）

２ ＝ｆ
ｘ１＋ｘ２( )２

；

当ｘ１≠ｘ２时，ｆ
ｘ１＋ｘ２( )２

＜
ｆ（ｘ１）＋ｆ（ｘ２）

２ ，

所以
ｆ（ｘ１）＋ｆ（ｘ２）

２ ≥ｆ
ｘ１＋ｘ２( )２

，当且仅当ｘ１＝ｘ２

时取等号．
３．２　对数函数
３．２．１　对数

练习（Ｐ７４）

１．ｌｏｇ１０１００＝２；ｌｏｇ２５５＝
１
２；ｌｏｇ２

１
２＝－１；ｌｏｇ５１＝

０；ｌｏｇ３３＝１；ｌｏｇ１
３３＝－１；ｌｏｇａ１＝０；ｌｏｇａａ＝１．

２．（１）２４＝１６　（２）ｌｏｇ３
１
２７＝－３　（３）５

ａ＝２５

３．（１）ｌｏｇ３２３４＝５　（２）ｌｏｇ２
１
２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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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ｌｏｇ２１０＝ｘ　（４）ｌｏｇ１
５１２＝ｘ

４．（１）
１

槡
( )２

－４

＝４　（２）１０４＝１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４７７１＝ａ　（４）ｅｂ＝１２

５．（１）ｌｏｇ４６４＝３　（２）ｌｏｇ７槡７＝
１
２

（３）ｌｏｇ２
１
８＝－３　（４）ｌｏｇ

１
３９＝－２

（５）ｌｇ１０００＝３　（６）ｌｎ１
ｅ２
＝－２

６．（１）ｌｇ２＝０．３０１０　（２）ｌｇ５＝０．６９９０
（３）ｌｇ１．０７８＝０．０３２６　（４）ｌｇ０．８４＝－０．０７５７

７．（１）ｌｏｇａａ
２＝２；ｌｏｇａａ

５＝５；ｌｏｇａａ
－３＝－３；ｌｏｇａａ

１
５

＝１５．

一般地，ｌｏｇａａ
ｂ＝ｂ．

证明如下：设ａｂ＝Ｎ，则ｂ＝ｌｏｇａＮ，把Ｎ＝ａ
ｂ代入

ｂ＝ｌｏｇａＮ得ｂ＝ｌｏｇａａ
ｂ．

（２）设ａｂ＝Ｎ，则ｂ＝ｌｏｇａＮ，代入ａ
ｂ＝Ｎ得ａｌｏｇａＮ＝Ｎ．

练习（Ｐ７６）
１．（１）ｌｇ（ｘｙ２ｚ３）＝ｌｇｘ＋ｌｇｙ２＋ｌｇｚ３＝ｌｇｘ＋２ｌｇｙ＋

３ｌｇｚ．

（２）ｌｇ槡ｘ
ｙｚ２
＝ｌｇ槡ｘ－ｌｇ（ｙｚ

２）＝１２ｌｇｘ－（ｌｇｙ＋ｌｇｚ
２）

＝１２ｌｇｘ－ｌｇｙ－２ｌｇｚ．

２．（１）ｌｏｇ３（９×２７）＝ｌｏｇ３３
５＝５．

（２）ｌｏｇ１

槡２
（４５×８２）＝ｌｏｇ１

槡２
２１６＝ｌｏｇ１

槡２

１

槡
( )２

－３２

＝－３２．

（３）ｌｇ２５＋ｌｇ４＝ｌｇ（２５×４）＝ｌｇ１００＝２．

（４）ｌｏｇ１
３２７－ｌｏｇ１

３９＝ｌｏｇ１
３３＝ｌｏｇ１

３ ( )１３
－１

＝－１．

３．（１）ｌｇ１８＝ｌｇ（２×３２）＝ｌｇ２＋２ｌｇ３＝１．２５５２
（２）ｌｇ７２＝ｌｇ（８×９）＝３ｌｇ２＋２ｌｇ３＝１．８５７２

（３）ｌｇ３４＝ｌｇ３－２ｌｇ２＝－０．１２４９

（４）ｌｇ１５＝ｌｇ ３
２( )×１０ ＝ｌｇ３２＋１＝ｌｇ３－ｌｇ２

＋１＝１．１７６１．
４．（１）ｌｇ１０８＝ｌｇ（３６×３）＝ｌｇ３６＋ｌｇ３＝ｌｇ６２＋

ｌｇ３＝２ｌｇ６＋ｌｇ３＝２ｌｇ（２×３）＋ｌｇ３＝２（ｌｇ２＋ｌｇ３）
＋ｌｇ３＝３ｌｇ３＋２ｌｇ２＝３ｂ＋２ａ．

（２）ｌｇ１８２５＝ｌｇ１８－ｌｇ２５＝ｌｇ（３
２×２）－ｌｇ５２＝

ｌｇ３２＋ｌｇ２－２ｌｇ５＝２ｌｇ３＋ｌｇ２－２ｌｇ１０２＝２ｌｇ３＋ｌｇ２－

２（ｌｇ１０－ｌｇ２）＝２ｌｇ３＋ｌｇ２－２＋２ｌｇ２＝２ｌｇ３＋３ｌｇ２
－２＝２ｂ＋３ａ－２．

５．（１） 槡 槡ｌｇ２＋ｌｇ５＝ｌｇ（槡１０）＝
１
２ｌｇ１０＝

１
２．

（２）ｌｏｇ３４５－ｌｏｇ３５＝ｌｏｇ３
４５
５＝ｌｏｇ３９＝ｌｏｇ３３

２＝２．

练习（Ｐ７８）

１．（１）ｌｏｇ２５×ｌｏｇ５４＝ｌｏｇ２５×
ｌｏｇ２４
ｌｏｇ２５

＝ｌｏｇ２４＝２．

（２）ｌｏｇ２３×ｌｏｇ３４×ｌｏｇ４５×ｌｏｇ５６×ｌｏｇ６７×ｌｏｇ７８

＝ｌｏｇ２３×
ｌｏｇ２４
ｌｏｇ２３

×
ｌｏｇ２５
ｌｏｇ２４

×
ｌｏｇ２６
ｌｏｇ２５

×
ｌｏｇ２７
ｌｏｇ２６

×
ｌｏｇ２８
ｌｏｇ２７

＝ｌｏｇ２８＝３．

２．右边＝ １
ｌｏｇ３３
ｌｏｇ３４

＝
ｌｏｇ３４
ｌｏｇ３３

＝ｌｏｇ３４＝左边．

３．原式＝ｌｏｇ２５
－２·ｌｏｇ３２

－３·ｌｏｇ５３
－２

＝（－２ｌｏｇ２５）·（－３ｌｏｇ３２）·（－２ｌｏｇ５３）

＝－１２·ｌｏｇ２５·
ｌｏｇ２２
ｌｏｇ２３

·
ｌｏｇ２３
ｌｏｇ２５

＝－１２．

４．（１）原式＝ｌｇ５ｌｇ２＋ｌｇ５≈３．０２０９．

（２）原式＝ｌｇ３．１４ｌｇ５ －ｌｇ３ｌｇ７≈０．１４６４．

（３）原式＝ 槡ｌｇ３
ｌｇ２·

ｌｇ５
ｌｇ３≈１．１６１０．

（４）原式＝ｌｇ２×１ｌｇ３＝
ｌｇ２
ｌｇ３≈０．６３０９．

５．设经过 ｘ年后，我国人口数达到１８亿，依题
意，得１３×（１＋１％）ｘ＝１８

解得ｘ≈３３
即约经过３３年后，我国人口数达到１８亿．

习题３．２（１）（Ｐ７９）

１．（１）ｌｏｇ３９＝２　（２）ｌｏｇ７
１
４９＝－２

（３）ｌｏｇ８３２＝
５
３　（４）ｌｏｇ３２＝ｍ

２．（１）２３＝８　（２）９
１
２ ＝３　（３）４９－

１
２ ＝１７

（４）２２．３２１９＝５　（５）１００．７７８２＝６　（６）ｅ２．３０２６＝１０
３．（１）ｌｏｇ３８１＝ｌｏｇ３３

４＝４

（２）ｌｏｇ４
１
６４＝ｌｏｇ４４

－３＝－３

（３）ｌｏｇ３．４３．４＝１　（４）ｌｏｇ０．４５１＝０
（５）ｌｇ１２５＋ｌｇ８＝ｌｇ（１２５×８）＝ｌｇ１０００＝３

（６）ｌｏｇ２５６－ｌｏｇ２７＝ｌｏｇ２
５６
７＝ｌｏｇ２８＝ｌｏｇ２２

３＝３

４．（１）０．９５４２　（２）１．４８５１　（３）１．５４８０　（４）０．
２３８６

５．（１）ｌｇ５４＝ｌｇ（２×２７）＝ｌｇ２＋３ｌｇ３＝１．７３２３

（２）ｌｇ１．５＝ｌｇ３２＝ｌｇ３－ｌｇ２＝０．１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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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ｌｇ４９＝２ｌｇ
２
３＝２（ｌｇ２－ｌｇ３）＝－０．３５２２

（４）ｌｇ４５＝ｌｇ９０２＝ｌｇ９０－ｌｇ２＝ｌｇ（９×１０）－

ｌｇ２＝２ｌｇ３－ｌｇ２＋１＝１．６５３２

６．（１）原式＝ｌｏｇ２２２３－ｌｏｇ３－２３＝
３
２－

－( )１２ ＝２．

（２）原式＝ｌｇ１６＋ｌｇ５８＝ｌｇ
１６×( )５８ ＝ｌｇ１０＝１．

（３）原式＝（ｌｇ５）２＋ｌｇ１０５×ｌｇ（５×１０）

＝（ｌｇ５）２＋（１－ｌｇ５）（１＋ｌｇ５）
＝（ｌｇ５）２＋１－（ｌｇ５）２＝１．

７．（１）ｌｇ３６＝ｌｇ（４×９）＝２ｌｇ２＋２ｌｇ３＝２ａ＋２ｂ；

（２）ｌｇ１５＝ｌｇ( )３２ ×１０＝ｌｇ３－ｌｇ２＋１＝ｂ－ａ＋１

（３）ｌｇ３５＝ｌｇ
６
１０＝ｌｇ２＋ｌｇ３－１＝ａ＋ｂ－１

（４）ｌｇ１．８＝ｌｇ１８１０＝ｌｇ１８－１＝ｌｇ２＋２ｌｇ３－１＝ａ＋

２ｂ－１
８．设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ｘ，２０００年的ＧＤＰ为ａ，

则２０１０年的ＧＤＰ为２ａ，由题意得ａ（１＋ｘ）１０＝２ａ，即（１
＋ｘ）１０＝２．两边取常用对数得１０ｌｇ（１＋ｘ）＝ｌｇ２，

即ｌｇ（１＋ｘ）＝１１０ｌｇ２＝０．０３０１．

∴１＋ｘ＝１００．０３０１，ｘ＝１００．０３０１－１≈１．０７１８－１≈
０．０７２．

∴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应是７．２％．
９．设ｌｏｇａＭ＝ｐ，ｌｏｇａＮ＝ｑ由对数的定义得 Ｍ＝

ａｐ，Ｎ＝ａｑ，∴ＭＮ＝
ａｐ

ａｑ
＝ａｐ－ｑ．

故ｌｏｇａ
Ｍ
Ｎ＝ｐ－ｑ＝ｌｏｇａＭ－ｌｏｇａＮ．

ｌｏｇａＭｎ＝ｌｏｇａ（ａ
ｐ）ｎ＝ｌｏｇａａ

ｐｎ＝ｐｎ＝ｎｌｏｇａＭ．
１０．设ｌｏｇａＮ＝ｘ，则ａ

ｘ＝Ｎ．
两边取以 ｃ为底的对数，得 ｌｏｇｃａ

ｘ＝ｌｏｇｃＮ，即

ｘｌｏｇｃａ＝ｌｏｇｃＮ，所以ｘ＝
ｌｏｇｃＮ
ｌｏｇｃａ

，即ｌｏｇａＮ＝
ｌｏｇｃＮ
ｌｏｇｃａ

．

１１．（１）右边＝ １
ｌｏｇａａ
ｌｏｇａｂ

＝
ｌｏｇａｂ
ｌｏｇａａ

＝ｌｏｇａｂ＝左边．

（２）ｌｏｇａｎｂ
ｍ＝
ｌｏｇａｂ

ｍ

ｌｏｇａａ
ｎ＝
ｍ
ｎｌｏｇａｂ．

１２．（１）ｌｇ２４＝２ｂ－ａ，ｌｇ１２０＝ｂ＋１．

（２）ｌｇ２４＝２ａ－ｂ＋１，ｌｇ１２０＝３２ａ－
１
２ｂ＋

３
２．

１３．当Ｉ是Ｉ０的１００倍时，
Ｉ
Ｉ０
＝１００．

∴Ｌ＝１０ｌｇＩＩ０
＝１０·ｌｇ１００＝２０（ｄＢ）．

∴当声强Ｉ为规定声强Ｉ０的１００倍时，声强级Ｌ
为２０分贝．

３．２．２　对数函数

思考（Ｐ８２）
函数ｙ＝ｌｏｇａｘ的定义域和值域分别是函数 ｙ＝

ａｘ的值域和定义域．
思考（Ｐ８５）

当ｂ＞０时，将ｙ＝ｌｏｇａｘ向左平移ｂ个单位得到ｙ
＝ｌｏｇａ（ｘ＋ｂ）；当ｂ＜０时，将 ｙ＝ｌｏｇａｘ向右平移｜ｂ｜
个单位得到ｙ＝ｌｏｇａ（ｘ＋ｂ）．

练习（Ｐ８５）

答图３１

１．图象如答图 ３１所
示，两函数的图象关于 ｘ轴
对称．
２．（１）由２ｘ＋１＞０得

ｘ＞－１２，∴函数 ｙ＝ｌｏｇ２

（２ｘ＋１）的定义域为（－
１
２，＋∞），图象如答图 ３２

所示．

答图３２
　　

答图３３

（２）由２ｘ－３＞０得 ｘ＞３２．∴函数 ｙ＝ｌｏｇ０．５（２ｘ

－３）的定义域为（３２，＋∞），如答图３３所示．

（３）由２－ｘ＞０得ｘ＜２．∴函数 ｙ＝ｌｏｇ１
３（２－ｘ）

的定义域为（－∞，２），如答图３４所示．

答图３４
　　

答图３５

（４）由 １
ｘ－１＞０得 ｘ＞１．∴函数 ｙ＝ｌｇ

１
ｘ－１的定

义域为（１，＋∞），如答图３５所示．

!&



３．（１）由２＞１得ｙ＝ｌｏｇ２ｘ在（０，＋∞）上单调递增．

（２）由３５＜１得ｙ＝ｌｏｇ
３
５ｘ在（０，＋∞）上单调递减．

（３）由７＞１得ｙ＝ｌｏｇ７（２ｘ＋１）在（－
１
２，＋∞）上

单调递增．

（４）由１０＞０得ｙ＝ｌｇ（３－２ｘ）在（－∞，３２）上单调

递减．
４．（１）考查函数ｙ＝ｌｏｇ３ｘ，因为３＞１，所以ｙ＝ｌｏｇ３ｘ

在（０，＋∞）上是增函数．又５．４＜５．５，所以 ｌｏｇ３５．４＜
ｌｏｇ３５．５．

（２）考查函数ｙ＝ｌｏｇ１
３ｘ，因为０＜

１
３＜１，所以 ｙ

＝ｌｏｇ１
３ｘ在（０，＋∞）上是减函数，又π＞ｅ，所以ｌｏｇ１

３

π＜ｌｏｇ１
３ｅ．

（３）ｌｇ０．０２＜０，ｌｇ３．１２＞０，所以ｌｇ３．１２＞ｌｇ０．０２．
（４）考查函数ｙ＝ｌｎｘ，因为 ｅ＞１，所以 ｙ＝ｌｎｘ在

（０，＋∞）上是增函数，又０．５５＜０．５６，所以 ｌｎ０．５５＜
ｌｎ０．５６．
５．（１）由原方程得３ｘ＝２ｘ＋１，ｘ＝１．经检验ｘ＝１

是原方程的解．
（２）由原方程得２ｘ＋１＝ｘ２－２，即 ｘ２－２ｘ－３＝

０．解得ｘ＝３或ｘ＝－１，经检验ｘ＝３是原方程的解．

（３）由原方程得 ｘ槡 －１＝ｘ－１，两边平方得ｘ－１
＝（ｘ－１）２．即（ｘ－１）（ｘ－２）＝０，解得 ｘ＝１或ｘ＝２．
经检验ｘ＝２是原方程的解．
习题３．２（２）（Ｐ８７）

答图３６

１．图象如答图３６所示，
两函数的图象关于ｘ轴对称．

性质相同点：（１）都经
过点（１，０）；（２）定义域都是
（０，＋∞）；（３）值域都是Ｒ．

不同点：（１）ｙ＝ｌｏｇ４ｘ是
增函数，ｙ＝ｌｏｇ１

４ｘ是减函数；
（２）ｘ＞１时，ｙ＝ｌｏｇ４ｘ＞０，ｙ＝ｌｏｇ１

４ｘ＜０；ｘ＜１时，
ｙ＝ｌｏｇ４ｘ＜０，ｙ＝ｌｏｇ１

４ｘ＞０；
（３）当ｘ→０时，ｙ＝ｌｏｇ４ｘ的图象向下无限接近 ｙ

轴，ｙ＝ｌｏｇ１
４ｘ的图象向上无限接近ｙ轴．

２．（１）由５ｘ＋２＞０得ｘ＞－２５，

∴函数ｙ＝ｌｏｇ２（５ｘ＋２）的定义域为（－
２
５，＋∞）．

（２）由ｘ－３＞０得ｘ＞３，
∴函数ｌｏｇ１

３（ｘ－３）的定义域为（３，＋∞）

（３）由３ｘ－１＞０，得ｘ＞１３，

∴函数ｙ＝ｌｎ（３ｘ－１）的定义域是 １
３，＋( )∞ ．

（４）由 ２
４ｘ－３＞０得ｘ＞

３
４，

∴函数ｙ＝ｌｏｇ４
２
４ｘ－３的定义域是

３
４，＋( )∞ ．

３．（１）考查函数ｙ＝ｌｏｇ５ｘ，∵５＞１且７．８＜７．９，
∴ｌｏｇ５７．８＜ｌｏｇ５７．９．
（２）考查函数ｙ＝ｌｏｇ０．３ｘ，
∵０＜０．３＜１且３＞２，∴ｌｏｇ０．３３＜ｌｏｇ０．３２．
（３）ｌｎ０．３２＜０，ｌｇ２＞０，∴ｌｎ０．３２＜ｌｇ２．
（４）ｌｏｇ６５＜ｌｏｇ６６＝１，ｌｏｇ７８＞ｌｏｇ７７＝１，∴ｌｏｇ６５＜

ｌｏｇ７８．

４．函数ｙ＝ｌｏｇ０．５（３ｘ－２）的定义域是
２
３，＋( )∞ ．

任取ｘ１，ｘ２∈
２
３，＋( )∞ ，且设ｘ１＜ｘ２．

则ｆ（ｘ２）－ｆ（ｘ１）＝ｌｏｇ０．５（３ｘ２－２）－ｌｏｇ０．５（３ｘ１－

２）＝ｌｏｇ０．５
３ｘ２－２
３ｘ１－２

．

∵ｘ１，ｘ２∈
２
３，＋( )∞ ，且ｘ１＜ｘ２，

∴３ｘ２－２＞３ｘ１－２＞０，∴
３ｘ２－２
３ｘ１－２

＞１．又０＜０．５＜１，

∴ｌｏｇ０．５
３ｘ２－２
３ｘ１－２

＜０，即ｆ（ｘ２）＜ｆ（ｘ１）．

∴函数ｙ＝ｌｏｇ０．５（３ｘ－２）在
２
３，＋( )∞ 上是减函数．

５．（１）原方程可化为３３ｘ＋５＝３３，

∴３ｘ＋５＝３，ｘ＝－２３．

（２）两边取对数得２ｘｌｇ２＝ｌｇ１２，

∴ｘ＝ｌｇ１２２ｌｇ２＝
１
２ｌｏｇ２１２．

（３）由３１－ｘ－２＝０得３１－ｘ＝２，
两边取对数得（１－ｘ）ｌｇ３＝ｌｇ２，

∴ｘ＝１－ｌｇ２ｌｇ３＝１－ｌｏｇ３２．

答图３７

６．图象如答图３７所
示，函数 ｙ＝ｌｏｇ２（ｘ－１）
的图象可看做是由函数

ｙ＝ｌｏｇ２（ｘ＋１）的图象向
右平移２个单位得到的．
７．∵５＞４＝２２，
∴ｌｏｇ２５＞ｌｏｇ２２

２＝２．
∵８＜２５＝５２，∴ｌｏｇ５８＜ｌｏｇ５５

２＝２．
∴ｌｏｇ２５＞ｌｏｇ５８．
８．由图象知函数 ｙ＝ｌｏｇａ（ｘ＋ｂ）的图象经过点

（－２，０）和（０，２），所以有
ｌｏｇａ（ｂ－２）＝０，
ｌｏｇａｂ＝２{ ，

解得

!'



ａ 槡＝３，
ｂ＝３{ ．
９．（１）由ｆ（ｘ）＝ｌｏｇ３ｘ，
得ｆ（ｘ）＋ｆ（ｙ）＝ｌｏｇ３ｘ＋ｌｏｇ３ｙ＝ｌｏｇ３ｘｙ＝ｆ（ｘｙ），
∴等式成立．

（２）ｆ（ｘ）－ｆ（ｙ）＝ｌｏｇ３ｘ－ｌｏｇ３ｙ＝ｌｏｇ３
ｘ
ｙ＝ｆ

( )ｘｙ ，
∴等式成立．
１０．函数ｆ（ｘ）的定义域为（－１，１），

∴ｆ（－ｘ）＝ｌｇ１＋ｘ１－ｘ＝ｌｇ
１－ｘ
１＋( )ｘ

－１

＝－ｌｇ１－ｘ１＋ｘ＝

－ｆ（ｘ）．
∴函数ｆ（ｘ）为奇函数．
１１．由图象知ｃ＞ｄ＞１，１＞ａ＞ｂ，
∴有０＜ｂ＜ａ＜１＜ｄ＜ｃ．
１２．（１）由指数式的关系得１－ｘ＝ｌｏｇ２５，即 ｘ＝１

－ｌｏｇ２５．

（２）原方程等价于５ｘ＝９１０，即ｘ＝ｌｏｇ５
９
１０．

１３．（１）∵５ｘ＋２＞２，
∴两边取以５为底的对数有ｘ＋２＞ｌｏｇ５２，
∴ｘ＞ｌｏｇ５２－２．
（２）∵３３－ｘ＜６，
∴两边取以３为底的对数有３－ｘ＜ｌｏｇ３６，ｘ＞２－

ｌｏｇ３２．
（３）原不等式等价于ｌｏｇ３（ｘ＋２）＞ｌｏｇ３３

３，

∵３＞１，∴ｘ＋２＞３３，即ｘ＞２５．
（４）原不等式等价于ｌｇ（ｘ－１）＜ｌｇ１０，
∵１０＞１，∴０＜ｘ－１＜１０，∴１＜ｘ＜１１．

１４．
ｆ（ｘ１）＋ｆ（ｘ２）

２ ＝
ｌｇｘ１＋ｌｇｘ２
２ ＝ｌｇ ｘ１ｘ槡 ２，

ｆ
ｘ１＋ｘ２( )２

＝ｌｇ
ｘ１＋ｘ２
２ ．

∵
ｘ１＋ｘ２
２ － ｘ１ｘ槡 ２＝

ｘ１－２ ｘ１ｘ槡 ２＋ｘ２
２

＝
（ ｘ槡１－ ｘ槡２）

２

２ ≥０，

（当ｘ１＝ｘ２时取“＝”）

∴
ｘ１＋ｘ２
２ ≥ ｘ１ｘ槡 ２，

∵底数１０＞１，∴ｌｇ
ｘ１＋ｘ２
２ ≥ｌｇ ｘ１ｘ槡 ２．

∴ｆ
ｘ１＋ｘ２( )２ ≥

ｆ（ｘ１）＋ｆ（ｘ２）
２ ，

当ｘ１＝ｘ２时取等号．

３．３　幂函数

思考（Ｐ８８）

函数ｙ＝ｘ３在 Ｒ上是单调增函数；ｙ＝ｘ
１
２
在［０，

＋∞）上是单调增函数；ｙ＝ｘ－２在（－∞，０）上是单调
增函数，在（０，＋∞）上是单调减函数．

练习（Ｐ８９）
１．①②
２．（１）函数ｙ＝ｘ４的定义域是Ｒ，是偶函数．

（２）ｙ＝ｘ
１
４ ＝４槡ｘ的定义域是［０，＋∞），是非奇非偶

函数．

（３）ｙ＝ｘ－３ ＝１
ｘ３
的定义域是（－∞，０）∪（０，

＋∞），是奇函数．

（４）ｙ＝ｘ
２
３ ＝

３
ｘ槡
２的定义域是Ｒ，是偶函数．

３．由ｙ＝ｘα过点（２，槡２）得槡２＝２
α，

∴α＝１２．∴解析式为ｙ＝ｘ
１
２．

答图３８

４．函数ｙ＝ｘ
１
３
的图象如答图

３８所示，在（－∞，＋∞）上是增
函数．
习题３．３（Ｐ９０）
１．（１）定义域是Ｒ．奇函数．

（２）ｙ＝ｘ
５
６ ＝

６
ｘ槡
５的定义域是［０，＋∞）．非奇非

偶函数．

（３）ｙ＝ｘ－
４
５ ＝１５

ｘ槡
４
的定义域是（－∞，０）∪（０，＋∞）．偶

函数．

（４）ｙ＝ｘ－
３
２ ＝ １

ｘ槡
３
的定义域是（０，＋∞）．非奇非偶

函数．

２．（１）考查函数ｙ＝ｘ
１
２
，其在［０，＋∞）上为增函

数，又５．２３＜５．２４，∴５．２３
１
２ ＜５．２４

１
２．

（２）考查函数 ｙ＝ｘ－１，其在（０，＋∞）上为减函
数，又０．２６＜０．２７，∴０．２６－１＞０．２７－１．

（３）考查函数ｙ＝ｘ－
３
２
，其在（０，＋∞）上是减函数．

∵１．４＜１．７，∴１．４－
３
２ ＞１．７－

３
２．

（４）考查函数ｙ＝ｘ３，其在（－∞，＋∞）上为增函数．
∵０．７２＜０．７５，∴０．７２３＜０．７５３．
∴（－０．７２）３＞（－０．７５）３．

３．函数ｙ＝ｘ
２
３ ＝

３
ｘ槡
２，定义域是（－∞，＋∞）且

是偶函数，在（－∞，０］上是减函数，在［０，＋∞）上是
增函数．

!(



４．（１）图象如答图３９所示．图象都经过点（０，
０）、（１，１），且在（０，＋∞）上是增函数．

答图３９
　　

答图４０

（２）图象如答图４０所示．图象都经过（１，１），且
在（０，＋∞）上都是减函数．
５．在［０，＋∞）上取ｘ１，ｘ２，且ｘ１＜ｘ２．

则ｆ（ｘ１）－ｆ（ｘ２）＝ ｘ槡１－ ｘ槡２＝
ｘ１－ｘ２
ｘ槡１＋ ｘ槡２

．

∵０≤ｘ１＜ｘ２，∴ｘ１－ｘ２＜０，
即ｆ（ｘ１）－ｆ（ｘ２）＜０．∴ｆ（ｘ１）＜ｆ（ｘ２）．∴ｆ（ｘ）在

［０，＋∞）上是增函数．
６．设车身长为ａｍ，比例系数为ｋ，由题意知 ｄ＝

ｋｖ２ａ，又车身长为４ｍ，车速为６０ｋｍ／ｈ时，安全车距
为１．４４个车身长，∴１．４４×４＝ｋ×６０２×４．解得 ｋ＝
０．０００４．

∵车距不小于半个车身长，
∴ｄ≥０．５ａ，即０．０００４ａｖ２≥０．５ａ．∴ｖ≥３５．４．
∴安全车距ｄ与车速 ｖ的函数关系式是 ｄ＝０．

０００４ａｖ２（其中ａ为身长，ｖ≥３５．４）．

３．４　函数的应用
３．４．１　函数与方程

思考（Ｐ９３）
不一定成立．例如，对于ｆ（ｘ）＝ｘ２来说，ｘ＝０是

它的一个零点，－１＜０＜１，但是ｆ（－１）·ｆ（１）＜０不
成立．

练习（Ｐ９３）

１．配方，得ｙ＝ ｘ－( )１２
２

－９４．

列表：

ｘ … －１ ０ １
２ １ ２ …

ｙ … ０ －２ －９４ －２ ０ …

答图４１

　　描点作图（如答图 ４１
所示）：

方程ｘ２－ｘ－２＝０的两

根是ｘ１＝－１，ｘ２＝２，

所以函数 ｙ＝ｘ２－ｘ－２
的零点为－１和２．

２．（１）由 ｙ＝２ｘ＋３得

２ｘ＋３＝０，所以ｘ＝－３２．

（２）由ｙ＝ｘ２－４ｘ得ｘ２－４ｘ＝０，所以ｘ＝０或ｘ＝４．

（３）由ｙ＝－３ｘ２－９得－３ｘ２－９＝０，

所以无解，即无零点．

（４）由ｙ＝ｘ２－３ｘ＋２得ｘ２－３ｘ＋２＝０，

所以ｘ＝１或ｘ＝２．

３．ｆ（－１）＝３－１－（－１）２＝１３－１＝－
２
３＜０

ｆ（０）＝３０－（０）２＝１＞０，即ｆ（－１）ｆ（０）＜０．

所以ｆ（ｘ）＝０在［－１，０］上有实数解．

４．（１）证法一：∵Δ＝６２－４×４＝３６－１６＞０，

∴原方程有两个不同的零点．

证法二：设ｆ（ｘ）＝ｘ２＋６ｘ＋４．

∵ｆ（ｘ）的图象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且ｆ（－１）＝
１－６＋４＝－１＜０，

∴ｆ（ｘ）的图象与ｘ轴有两个不同的交点．
∴原方程有两个不同的零点．

５．ｆ（１）＝４×１３＋１－１５＝－１０＜０，

ｆ（２）＝４×２３＋２－１５＝１９＞０，

所以ｆ（１）ｆ（２）＜０．

所以函数ｆ（ｘ）＝４ｘ３＋ｘ－１５在区间［１，２］上有

零点．
练习（Ｐ９６）

１．设ｆ（ｘ）＝ｘ３＋３ｘ－１，

∵ｆ（０）＝－１＜０，ｆ（１）＝３＞０，
∴在区间（０，１）上，

ｘ３＋３ｘ－１＝０有解，设为ｘ１．

ｆ（０）＝－１＜０，ｆ（０．５）＝０．６２５＞０ｘ１∈（０，０．５），

ｆ（０．２５）＜０，ｆ（０．５）＝０．６２５＞０ｘ１∈（０．２５，０．５），

ｆ（０．２５）＜０，ｆ（０．３７５）＞０ｘ１∈（０．２５，０．３７５），

ｆ（０．３１２５）＜０，ｆ（０．３７５）＞０ｘ１∈（０．３１２５，０．
３７５），

ｆ（０．３１２５）＜０，ｆ（０．３４３７５）＞０ｘ１∈（０．３１２５，０．
３４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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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到０．１，所以此方程的近似解为０．３．
２．由函数图象易知 ｌｇｘ＝１－２ｘ，只有唯一的解，

设ｆ（ｘ）＝ｌｇｘ＋２ｘ－１，即ｆ（ｘ）只有唯一的解．
ｆ（０．５）＜０，ｆ（１）＞０，在区间［０．５，１］上，ｌｇｘ＝

１－２ｘ有解，设为ｘ１．
ｆ（０．５）＜０，ｆ（０．７５）＞０ｘ１∈（０．５，０．７５），
ｆ（０．５）＜０，ｆ（０．６２５）＞０ｘ∈（０．５，０．６２５），
ｆ（０．５６２５）＜０，ｆ（０．６２５）＞０ｘ１∈（０．５６２５，０．６２５）
精确到０．１，所以此方程的近似解为０．６．
３．略．
４．解法一：（因式分解法）
２ｘ２－３ｘ＋１＝０，（２ｘ－１）（ｘ－１）＝０，即２ｘ－１＝０或ｘ

－１＝０，

解得ｘ１＝
１
２，ｘ２＝１．

解法二（用二分法的解题思想）

设ｆ（ｘ）＝２ｘ２－３ｘ＋１，则ｆ（０）＝１，ｆ（１）＝０，

ｆ( )１２ ＝２×( )１２
２

－３×１２＋１＝０．

又ｆ（ｘ）＝０至多有两根，∴ｘ１＝
１
２，ｘ２＝１．

５．设ｆ（ｘ）＝ｘ３－２ｘ－１，结合 ｙ＝ｘ３与 ｙ＝２ｘ＋１
的图象，

ｆ（－１）＝－１＋２－１＝０，
ｆ（０）＝－１，ｆ（１）＝１－２－１＝－２，
ｆ（２）＝８－４－１＝３，

ｆ－( )１２ ＝－１８＋１－１＝－
１
８，

ｆ－( )３４ ＝－２７６４＋
３
２－１＝

５
６４，

于是可以判断ｆ（ｘ）＝０有三根：
ｘ１＝－１，ｘ２∈（－０．７５，－０．５），ｘ３∈（１，２）．

下面用二分法求ｘ２，列表如下：

中点 中点函数值及符号 取区间

ｆ（－０．７５）（＋）；
ｆ（－０．５）（－）

（－０．７５，
－０．５）

ｘ１＝
－０．７５－０．５

２
＝－０．６２５

ｆ（－０．６２５）＝
０．００５９（＋）

（－０．６２５，
－０．５）

ｘ２＝
－０．６２５－０．５

２
＝－０．５６２５

ｆ（－０．５６２５）＝
－０．０５３０（－）

（－０．６２５，
－０．５６２５）

∵－０．６２５≈－０．６，－０．５６２５≈－０．６，

∴取ｘ２≈－０．６．
再用二分法求ｘ３，列表如下：

中点
中点函数

值及符号
取区间

ｆ（１）（－）；
ｆ（２）（＋）

（１，２）

ｘ１＝
１＋２
２ ＝１．５

ｆ（１．５）＝
－０．６２５（－）

（１．５，２）

ｘ２＝
１．５＋２
２ ＝１．７５

ｆ（１．７５）＝
０．８５９（＋）

（１．５，１．７５）

ｘ３＝
１．５＋１．７５

２ ＝１．６２５
ｆ（１．６２５）＝
０．０４１（＋）

（１．５，１．６２５）

ｘ４＝
１．５＋１．６２５

２
＝１．５６２５

ｆ（１．５６２５）＝
－０．３１０（－）

（１．５６２５，
１．６２５）

　　∵１．５６２５≈１．６，１．６２５≈１．６，∴取ｘ３≈１．６．
综上，方程ｘ３＝２ｘ＋１的近似解（精确到０．１）是

ｘ１＝－１．０，ｘ２≈－０．６，ｘ３≈１．６．
习题３．４（１）（Ｐ９７）
１．（１）ｆ（１）＝ｌｇ１＋２－５＜０，ｆ（３）＝ｌｇ３＋６－５＞０，
∴ｆ（ｘ）＝ｌｇｘ＋２ｘ－５在（１，３）上存在零点．
（２）ｆ（１）＝２＋１－７＜０，ｆ（２）＝４＋４－７＞０，
∴ｆ（ｘ）＝２ｘ＋ｘ２－７在（１，２）上存在零点．
（３）ｆ（０）＝－１＜０，ｆ（１）＝１＋１－１＞０，
∴ｆ（ｘ）＝ｘ３＋ｘ－１在（０，１）上存在零点．
２．∵Δ＝１２－４×１×１＝－３＜０，
∴方程ｘ２＋ｘ＋１＝０没有实数根．
３．①ｍ＝０时，ｙ＝－６ｘ＋２与 ｘ轴有一个公共

点，符合题意，

②ｍ≠０时，Δ＝０即３６－４ｍ×２＝３６－８ｍ＝０，

∴ｍ＝９２．

综上所述，当ｍ＝０或 ９２时，ｆ（ｘ）的图象与 ｘ轴

有且只有一个公共点．
４．原方程可化为４ｘ２－１２ｘ＋ｋ－３＝０，
Δ＝（１２）２－４×４（ｋ－３）＝１９２－１６ｋ＜０，
即ｋ＞１２．∴ｋ∈（１２，＋∞）．
５．设ｆ（ｘ）＝５ｘ２－７ｘ－１，
∵ｆ（－１）＝５＋７－１＝１１＞０，ｆ（０）＝－１＜０，
∴ｆ（－１）·ｆ（０）＜０．
∴存在ｘ１∈（－１，０），使ｆ（ｘ１）＝０．
∵ｆ（１）＝５－７－１＝－３＜０，
ｆ（２）＝２０－１４－１＝５＞０．

"*



∴ｆ（１）·ｆ（２）＜０．∴存在ｘ２∈（１，２），使ｆ（ｘ２）＝０．
∴方程５ｘ２－７ｘ－１＝０的根一个在区间（－１，０）

上，另一个在区间（１，２）上．
６．令ｆ（ｘ）＝ｘ２－２ｘ－２，设两根为ｘ１、ｘ２．
∵ｆ（－１）＝１＋２－２＝１＞０，ｆ（０）＝－２＜０，
∴ｆ（－１）·ｆ（０）＜０．
∴ｘ１∈（－１，０）．
∵ｆ（２）＝－２＜０，ｆ（３）＝９－６－２＝１＞０，
∴ｆ（２）·ｆ（３）＜０．
∴ｘ２∈（２，３）．
用二分法可求得ｘ１≈－０．７，ｘ２≈２．７．
７．解法一：（因式分解法）
ｘ２－３ｘ－１０＝０，（ｘ＋２）（ｘ－５）＝０，ｘ１＝－２，ｘ２＝５．
解法二：（公式法）

ｘ２－３ｘ－１０＝０，Δ＝９＋４０＝４９，ｘ＝３±７２ ，

∴ｘ１＝－２，ｘ２＝５．

８．函数ｆ（ｘ）＝７ｘ２－（ｍ＋１３）ｘ－ｍ－２

由题得：

ｆ（０）＞０，
ｆ（１）＜０，
ｆ（２）＞０{

，

即

－ｍ－２＞０，
－２ｍ－８＜０，
－３ｍ＞０{ ．

所以－４＜ｍ＜－２．
９．（１）令ｆ（ｘ）＝ｌｇ（２ｘ）＋ｘ－１，结合图象知ｆ（ｘ）

＝０只有唯一解．

∵ｆ( )１２ ＝１２－１＝－
１
２＜０，ｆ（１）＝ｌｇ２＞０，

∴ｆ( )１２ ·ｆ（１）＜０．
∴ｘ∈（０．５，１）．下面用二分法求ｘ：

中点 中点函数值（符号） 取区间

（０．５，１）

０．７５ ｆ（０．７５）＝－０．０７＜０ （０．７５，１）

０．８７５ ｆ（０．８７５）＝０．１１８＞０ （０．７５，０．８７５）

０．８１２５ ｆ（０．８１２５）＝０．０２３＞０ （０．７５，０．８１２５）

　　∵０．７５≈０．８，０．８１２５≈０．８，
∴所求方程近似解为ｘ≈０．８．
（２）令ｆ（ｘ）＝３ｘ－ｘ－４，结合 ｙ＝３ｘ与 ｙ＝ｘ＋４

的图象可知方程３ｘ＝ｘ＋４有两解ｘ１，ｘ２．
∵ｆ（１）＝３－１－４＝－２＜０，ｆ（２）＝９－２－４＝３＞０，
∴存在ｘ１∈（１，２）．

∵ｆ（－４）＝３－４＞０，ｆ（－３）＝３－３，－１＜０
∴存在ｘ２∈（－４，－３）．
下面用二分法求ｘ１，列表如下：

中点 中点函数值（符号） 取区间

（１，２）

１．５
ｆ（１．５）＝
－０．３０（－）

（１．５，２）

１．７５
ｆ（１．７５）＝
１．０９（＋）

（１．５，１．７５）

１．６２５
ｆ（１．６２５）＝
０．３４（＋）

（１．５，１．６２５）

１．５６２５
ｆ（１．５６２５）＝
０．００３（＋）

（１．５，１．５６２５）

１．５３１２５
ｆ（１．５３１２５）＝
－０．１５（－）

（１．５３１２５，１．５６２５）

１．５４６８７５
ｆ（１．５４６８７５）＝
－０．０８（－）

（１．５４６８７５，１．５６２５）

１．５５４６８７５
ｆ（１．５５４６８７５）＝
－０．０４（－）

（１．５５４６８７５，１．５６２５）

　　∵１．５５４６８７５和１．５６２５精确到０．１的近似值均
为１．６，∴ｘ１≈１．６，

再求ｘ２，列表如下：

中点 中点函数值（符号） 取区间

（－４，－３）

－３．５
ｆ（－３．５）＝
－０．４８（－）

（－４，－３．５）

－３．７５
ｆ（－３．７５）＝
－０．２３（－）

（－４，－３．７５）

－３．８７５
ｆ（－３．８７５）＝
－０．１１（－）

（－４，－３．８７５）

－３．９３７５
ｆ（－３．９３７５）＝
－０．０４９（－）

（－４，－３．９３７５）

－３．９６８７５
ｆ（－３．９６８７５）＝
－０．０１８（－）

（－４，－３．９６８７５）

　　∵最后一个区间－３．９６８７５精确到０．１的近似值
为－４．０

∴ｘ２≈－４．０．
综上所述：所求方程３ｘ＝ｘ＋４的近似解为 ｘ１≈

１．６，ｘ２≈－４．０．

１０．由题意知Ｆ（ａ）＝ｆ（ａ）－ｆ（ａ）＋ｆ（ｂ）２ ＝ｆ（ａ）２

－ｆ（ｂ）２ ，Ｆ（ｂ）＝
ｆ（ｂ）
２ －ｆ（ａ）２ ，

Ｆ（ａ）与Ｆ（ｂ）互为相反数，又ｆ（ｘ）是一条不间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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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
所以函数Ｆ（ｘ）在（ａ，ｂ）上有零点．

３．４．２　函数模型及其应用

练习（Ｐ１００）　

１．ｈ＝２６－１４．６０．６ ×１００＝１９００，即山高为１９００ｍ．

２．设慢车行驶时间为 ｔｍｉｎ，则慢车行驶路程 ｓ１

与时间ｔ的函数关系式是ｓ１＝
７．２
１６ｔ，即ｓ１＝０．４５ｔ（０≤

ｔ≤１６）．
快车行驶路程ｓ２与慢车行驶时间 ｔ的函数关系

式是

ｓ２＝
７．２
１０（ｔ－３），即ｓ２＝０．７２（ｔ－３）（３≤ｔ≤１３）．

由ｓ１＝ｓ２解得ｔ＝８，此时ｓ１＝ｓ２＝３．６（ｋｍ），
即两车在慢车开出８ｍｉｎ后相遇，相遇时距始发站３．

６ｋｍ．
３．由Ｓ＝ｆ（ｔ）·ｇ（ｔ）得

Ｓ＝

１
４ｔ( )＋２２ －１３ｔ＋

１０９( )３ （１≤ｔ≤４０，ｔ∈Ｎ）
－ｔ２( )＋５２ －１３ｔ＋

１０９( )３ （４１≤ｔ≤１００，ｔ∈Ｎ）{ ．

即Ｓ＝
－１１２ｔ

２＋７４ｔ＋
２３９８
３ （１≤ｔ≤４０，ｔ∈Ｎ）

１
６ｔ

２－７１２ｔ＋
５６６８
３ （４１≤ｔ≤１００，ｔ∈Ｎ）

{ ．

４．设这两筐椰子原来共有ｘ个，由题意得
３００
ｘ( )＋１（ｘ－１２）－３００＝７８．解得ｘ＝１２０或－３０

（舍去），

即两筐椰子原来共有１２０个．
练习（Ｐ１０４）
１．ｙ＝０．４９８３ｘ＋１．００５８．
２．将年份减去１９８５，再输入Ｅｘｃｅｌ工作表，可得
ｙ＝０．０１４ｘ２＋０．２９ｘ＋８．６．当ｘ＝１５时，ｙ＝１６．１，
即可预测２０００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折合成标

准煤将超过１６．１亿吨．
习题３．４（２）（Ｐ１０４）　
１．ｙ＝ｍ（１＋２０％）ｘ（ｘ∈Ｎ）．

２．ｙ＝１５ｘ＋
３
５ ３－槡 ｘ（０≤ｘ≤３）．

３．（１）ｙ＝１０００（１－１０％）ｘ（ｘ∈Ｎ）

（２）１０００（１－１０％）ｘ＝１０００×１２，

化简，得０．９ｘ＝１２，

即ｘ＝ｌｏｇ０．９
１
２＝

－ｌｇ２
２ｌｇ３－１≈６．６．

４．设ｆ（ｘ）＝ｐｘ２＋ｑｘ＋ｒ（ｐ≠０），ｇ（ｘ）＝ａｂｘ＋ｃ，则
ｐ＋ｑ＋ｒ＝ｆ（１）＝１００００，
４ｐ＋２ｑ＋ｒ＝ｆ（２）＝１２０００，
９ｐ＋３ｑ＋ｒ＝ｆ（３）＝１３０００

{
；

ａｂ＋ｃ＝ｇ（１）＝１００００，
ａｂ２＋ｃ＝ｇ（２）＝１２０００，
ａｂ３＋ｃ＝ｇ（３）＝１３０００

{
．

∴
ｐ＝－５００，
ｑ＝３５００，
ｒ＝７０００

{
；

ａ＝－８０００，
ｂ＝０．５，
ｃ＝１４０００

{
．

∴ｆ（ｘ）＝－５００ｘ２＋３５００ｘ＋７０００，
ｇ（ｘ）＝－８０００·（０．５）ｘ＋１４０００．
经比较用ｙ＝－８０００·（０．５）ｘ＋１４０００作为模拟函

数较好．
５．略．

复习题（Ｐ１１０）

１．（１）２ｘ＞１８＝２
－３，所以ｘ＞－３．

（２）( )１２
ｘ

＞４
１
３ ＝２

２
３ ＝( )１２

－２
３

，所以ｘ＜－２３．

（３）ｌｏｇ２ｘ＜
１
２＝ｌｏｇ２槡２，所以０＜ｘ 槡＜２．

（４）ｌｏｇ１
３ｘ＞２＝ｌｏｇ１

３

１
９，所以０＜ｘ＜

１
９．

２．（１）考查函数ｙ＝ｘ
５
６
，其在（０，＋∞）上为增函数，

又０．３１＜０．３５，∴０．３１
５
６ ＜０．３５

５
６．

（２）考查函数ｙ＝ｘ－
１
３
，其在（０，＋∞）上为减函数，

又槡 槡２＜３，∴ 槡( )２－１
３ ＞ 槡( )３－１

３．

（３）考查函数ｙ＝ｘ１．５，其在（０，＋∞）上为增函数，
又ａ＋１＞ａ，∴（ａ＋１）１．５＞ａ１．５．
（４）考查函数ｙ＝ｘ－

２
３
，其在［２，＋∞）上为减函数，

又２＋ａ≥２，∴（２＋ａ）－
２
３≤２－

２
３．

３．（１）由４＋３ｘ＞０得ｘ＞－４３，∴ｆ（ｘ）的定义域

为 －４３，＋( )∞ ．

（２）由４ｘ－１６≥０，得ｘ≥２，∴ｆ（ｘ）的定义域为［２，
＋∞）．
４．∵顶点为（１，１６），∴设二次函数为 ｙ＝ａ（ｘ－

１）２＋１６，由对称性可求二次函数图象与 ｘ轴的交点
为（－３，０）、（５，０），把其中一个代入ｙ＝ａ（ｘ－１）２＋
１６，得１６ａ＋１６＝０，ａ＝－１．

∴所求二次函数解析式为 ｙ＝－（ｘ－１）２＋１６．
即ｙ＝－ｘ２＋２ｘ＋１５．

""



５．∵ａ－ａ－１＝１，平方得ａ２＋ａ－２＝３．

∴（ａ
３＋ａ－３）（ａ２＋ａ－２－３）

ａ４－ａ－４
＝（ａ

３＋ａ－３）（３－３）
ａ４－ａ－４

＝０．

６．（ｌｇ２）３＋３ｌｇ２·ｌｇ５＋（ｌｇ５）３

＝（ｌｇ２）３＋（ｌｇ５）３＋３ｌｇ２·ｌｇ５
＝（ｌｇ２＋ｌｇ５） （ｌｇ２）２－ｌｇ２·ｌｇ５＋（ｌｇ５）２[ ]） ＋

３ｌｇ２·ｌｇ５
＝（ｌｇ２）２＋２ｌｇ２·ｌｇ５＋（ｌｇ５）２

＝（ｌｇ２＋ｌｇ５）２＝（ｌｇ１０）２＝１．
７．∵ａ＝０．３２＝０．０９，ｂ＝２０．３＞２０＝１且 ｂ＝２０．３

＜２
１
２

槡＝２，ｃ＝ｌｏｇ槡２２＝
ｌｏｇ２２
ｌｏｇ２槡２

＝１１
２

＝２，∴ｃ＞ｂ＞ａ．

８．利用计算器，可列表如下：

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ｙ＝２ｘ ２ ４ ８ １６ ３２ ６４１２８２５６５１２１０２４

ｙ＝ｌｏｇ２ｘ ０ １ １．６ ２ ２．３２．６２．８ ３ ３．２３．３

ｙ＝ｘ２ １ ４ ９ １６ ２５ ３６ ４９ ６４ ８１１００

　　指数函数成倍增长，增长最快，其次是幂函数，
对数函数增长最慢．
９．∵ｆ（ｘ）＝ａｘ＋ｂ过（０，－２）、（２，０）两点，

∴
ａ０＋ｂ＝－２，

ａ２＋ｂ＝０（ａ＞０）{ ．
∴ａ 槡＝３，ｂ＝－３．

１０．２０００ｌｎ１＋Ｍ( )ｍ ＝１２０００，ｌｎ１＋Ｍ( )ｍ ＝６，

１＋Ｍｍ＝ｅ
６，
Ｍ
ｍ＝ｅ

６－１≈４０３．４３－１＝４０２．４３．

故当燃料质量是火箭质量的（ｅ６－１）倍，即约
４０２．４３倍时，火箭的最大速度可达到１２ｋｍ／ｓ．

答图４２

１１．ｙ＝槡ｘ，ｙ＝ ｘ槡 －１，ｙ＝

－ ｘ槡 －１的图象如答图 ４２所

示．把ｙ＝槡ｘ的图象向右平移１

个单位得ｙ＝ ｘ槡 －１的图象，再
作所得图象关于 ｘ轴对称的图

象，得ｙ＝－ ｘ槡 －１的图象．
１２．图象如答图４３所示：
（１）函数ｙ＝ｌｏｇ１

２ｘ＋１的图象可由函数ｙ＝ｌｏｇ１
２ｘ

的图象沿ｙ轴向上平移１个单位得到．

（２）∵函数ｙ＝ｌｏｇ１
２

１
ｘ＝ｌｏｇ

１
２ｘ－１＝－ｌｏｇ１

２ｘ，

∴其图象可由函数ｙ＝ｌｏｇ１
２ｘ的图象作关于ｘ轴

的对称图象得到．

答图４３
　

答图４４

１３．如答图４４．
由图可知，方程ｆ（ｘ）－ｇ（ｘ）＝０的根为１，２．
１４．设ｆ（ｘ）＝３ｔｘ２＋（３－７ｔ）ｘ＋４，则
３ｔ＞０，
ｆ（０）＞０，
ｆ（１）＜０
ｆ（２）

{
＞０

或

３ｔ＜０，
ｆ（０）＜０，
ｆ（１）＞０，
ｆ（２）＜０

{
，

即

ｔ＞０，
４＞０，
－４ｔ＋７＜０，
－２ｔ

{
＋１０＞０

或

ｔ＜０，
４＜０，
－４ｔ＋７＞０，
－２ｔ＋１０＜０

{
，

∴ ７４＜ｔ＜５．∴ｔ的取值范围是
７
４，( )５．

１５．（１）由
１＋ｘ＞０，
１－ｘ{ ＞０

得ｙ＝ｆ（ｘ）＝ｌｇ（１＋ｘ）＋ｌｇ

（１－ｘ）的定义域为（－１，１），它关于原点对称．
∵ｆ（－ｘ）＝ｌｇ（１－ｘ）＋ｌｇ（１＋ｘ）＝ｆ（ｘ），
∴ｆ（ｘ）为偶函数．
ｆ（ｘ）＝ｌｇ（１－ｘ）（１＋ｘ）＝ｌｇ（１－ｘ２），
设ｕ＝１－ｘ２，ｕ∈（０，１］．
∵ｕ＝１－ｘ２在（－１，０］上是增函数，在［０，１）上是

减函数，

而ｙ＝ｌｇｕ在ｕ∈（０，＋∞）上是增函数，
∴ｙ＝ｆ（ｘ）在（－１，０］上增函数，在［０，１）上是减

函数．

（２）设ｙ＝ｆ（ｘ）＝ｌｎ１－ｘ１＋ｘ，

由
１－ｘ
１＋ｘ＞０得（ｘ＋１）（ｘ－１）＜０，即－１＜ｘ＜１，

∴函数的定义域为｛ｘ｜－１＜ｘ＜１｝．

又ｆ（－ｘ）＋ｆ（ｘ）＝ｌｎ１＋ｘ１－ｘ＋ｌｎ
１－ｘ
１＋ｘ

＝ｌｎ（１＋ｘ１－ｘ×
１－ｘ
１＋ｘ）＝ｌｎ１＝０，

∴函数为奇函数．

令ｕ＝１－ｘ１＋ｘ＝－１＋
２
ｘ＋１，可知此函数在定义区间

（－１，１）上为减函数，而函数ｙ＝ｌｎｕ为增函数，

"#



∴函数ｙ＝ｌｎ１－ｘ１＋ｘ在区间（－１，１）上为减函数．

１６．设ｘ＝ａｌｏｇｃｂ，ｙ＝ｂｌｏｇｃａ，对这两个等式的两边取
以 ｃ为底数的对数，得 ｌｏｇｃｘ＝ｌｏｇｃｂｌｏｇｃａ，ｌｏｇｃｙ＝
ｌｏｇｃａｌｏｇｃｂ，

所以ｌｏｇｃｘ＝ｌｏｇｃｙ，即ｘ＝ｙ．所以ａ
ｌｏｇｃｂ＝ｂｌｏｇｃａ．

１７．由题意，ｆ（ｘ）在［０，＋∞）上是增函数，在（－
∞，０］上是减函数，且有ｆ（１）＝ｆ（－１）．

由此ｆ（１）＜ｆ（ｌｇｘ）等价于
ｌｇｘ≥０，
ｆ（１）＜ｆ（ｌｇｘ{ ）

　或
ｌｇｘ＜０，
ｆ（－１）＜ｆ（ｌｇｘ{ ），

即
ｌｇｘ≥０，
１＜ｌｇ{ ｘ

　或
ｌｇｘ＜０，
－１＞ｌｇ{ ｘ

，

∴
ｘ≥１，
ｘ{ ＞１０

　或
０＜ｘ＜１，

０＜ｘ＜１{ １０
，

∴ｘ＞１０或０＜ｘ＜１１０．

∴ｘ的取值范围是（０，１１０）∪（１０，＋∞）．

１８．由于Ａ、Ｂ是过原点Ｏ的直线与函数ｙ＝ｌｏｇ８ｘ
的图象的交点，故可设 Ａ（ｘ１，ｌｏｇ８ｘ１），Ｂ（ｘ２，ｌｏｇ８ｘ２），

且
ｌｏｇ８ｘ１
ｘ１
＝
ｌｏｇ８ｘ２
ｘ２

ｌｏｇ２ｘ１
ｘ１
＝
ｌｏｇ２ｘ２
ｘ２
．

（１）根据题意，Ｃ、Ｄ两点的坐标可以设为 Ｃ（ｘ１，
ｌｏｇ２ｘ１），Ｄ（ｘ２，ｌｏｇ２ｘ２）．

∵
ｌｏｇ２ｘ１
ｘ１
＝
ｌｏｇ２ｘ２
ｘ２
，∴Ｏ、Ｃ、Ｄ三点共线．

（２）当ＢＣ∥ｘ轴时，有ｌｏｇ８ｘ２＝ｌｏｇ２ｘ１，∴ｘ２＝ｘ
３
１，

∴
ｌｏｇ２ｘ１
ｘ１
＝
ｌｏｇ２ｘ

３
１

ｘ３１
，即ｘ２１＝３．又ｘ１＞０，

∴ｘ１ 槡＝３，ｌｏｇ８ｘ１＝
１
２ｌｏｇ８３．

∴点Ａ的坐标为（槡３，
１
２ｌｏｇ８３）．

本章测试（Ｐ１１２）
１．－２　【解析】（－２）５＝－３２．

２．＜　【解析】ｙ＝( )１３
ｘ

是减函数，∴ ( )１３
－１．５

＜（１３）
－１．９．

３． －∞，( )３４ 　【解析】３－４ｘ＞０得ｘ＜３４．
４．１０００×１．０５ｘ

５．２　【解析】当ａ＞１时，ｆ（ｘ）ｍａｘ＝ｆ（１），ｆ（ｘ）ｍｉｎ
＝ｆ（０）即ａ＋１＝３得ａ＝２；
当０＜ａ＜１时，ｆ（ｘ）ｍａｘ＝ｆ（０）＝１，ｆ（ｘ）ｍｉｎ＝

ｆ（１）＝ａ即ａ＋１＝３，ａ＝２但０＜ａ＜１，故不合题意．

６．

答图４５
７．Ｄ　【解析】Ａ在（０，＋∞）上是增函数；Ｂ在

（０，＋∞）上是增函数；Ｃ在（０，＋∞）上是增函数．
８．Ａ　【解析】由ｆ（２）＞ｆ（３）得０＜ａ＜１．
９．Ｂ　【解析】当ｘ＝０时，ｙ有最大值１．
１０．Ｄ　【解析】令１０ｘ＝ｔ则ｘ＝ｌｇｔ，∴ｆ（ｔ）＝ｌｇｔ即ｆ

（５）＝ｌｇ５．

１１．（１）因为 槡ａ＋
１

槡
( )ａ

２

＝９，即ａ＋１ａ＋２＝９，

所以ａ＋ａ－１＝７．
（２）ａ２＋ａ－２＝（ａ＋ａ－１）２－２＝４９－２＝４７．
（３）因为（ａ

１
２ －ａ－

１
２
）２＝ａ＋ａ－１－２＝５，所以ａ

１
２ －

ａ－
１
２

槡＝±５，所以原式＝ ７

槡±５
＝± 槡７５５．

１２．（１）原式 ＝ｌｇ２５＋ｌｇ２（ｌｇ５０＋ｌｇ２）＝ｌｇ２５＋
２ｌｇ２＝ｌｇ１００＝２．

（２）原式＝３＋４＋４＝１１．
１３．（１）函数ｆ（ｘ）＝２ｘ＋ｘ－５在（－∞，＋∞）上

是单调增函数．
（２）因为ｆ（１）＝－２＜０，ｆ（２）＝１＞０，所以ｆ（１）ｆ

（２）＜０，函数ｆ（ｘ）＝２ｘ＋ｘ－５在区间（１，２）上有零
点，故方程２ｘ＋ｘ－５＝０在区间（１，２）上有实数根．
１４．（１）图略．（２）依题意，不妨设 ａ＜ｂ，因为

｜ｌｇａ｜＝｜ｌｇｂ｜，由图象可知０＜ａ＜１，ｂ＞１，所以－ｌｇａ＝
ｌｇｂ，可得ｌｇａ＋ｌｇｂ＝０，即ｌｇａｂ＝０，故ａｂ＝１．

１５．（１）因为 ｆ（ｘ）是奇函数，所以１－ ｍ
５－ｘ＋１

＝

－（１－ ｍ
５ｘ＋１

）对于 ｘ∈Ｒ恒成立，化简后得（ｍ－２）

（５ｘ＋１）＝０，故ｍ－２＝０，即ｍ＝２．
（２）设 ｘ１，ｘ２为任意两个实数，且 ｘ１ ＜ｘ２，则

５ｘ１ ＜５ｘ２．因为ｆ（ｘ１）－ｆ（ｘ２）＜０＝－
２

５ｘ１ ＋１
＋ ２
５ｘ２ ＋１

＝

２（５ｘ１ －５ｘ２）
（５ｘ１ ＋１）（５ｘ２ ＋１）

＜０，所以ｆ（ｘ１）－ｆ（ｘ２）＜０，故ｆ（ｘ）

在Ｒ上为增函数．
（３）因为ｆ（ｘ）是 Ｒ上的增函数，所以 ｘ∈［－１，

２）时，

ｆ（－１）≤ｆ（ｘ）＜ｆ（２）．又因为ｆ（－１）＝－２３，ｆ（２）＝

１２
１３，所以当 ｘ∈ ［－１，２）时，ｆ（ｘ）的 值域 为

－２３，
１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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