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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Ｐ６）
１．轴截面分别是圆、矩形、等腰三角形、等腰梯形．
２．可能有．
３．不是棱台．因为侧棱延长线没有交于一点．
【习题１－１Ａ组】（Ｐ６）
１．不一定．
２．设长方体的对角线长为ｌ，长、宽、高分别为ａ，ｂ，ｃ，

则ｌ＝ ａ２＋ｂ２＋ｃ槡
２，即对角线的平方等于从一个

顶点出发的三条棱长的平方和．

第２题图

３．球—乒乓球、圆柱—水桶、圆
锥—漏斗、圆台—台灯罩、棱

柱—方砖、棱锥—金字塔、棱

台—桥墩等．
【习题１－１Ｂ组】（Ｐ６）
１．提示：底面为正方形．
２．如图所示，两个截面为 Ａ′ＢＣ，
Ａ′Ｂ′Ｃ，三个三棱锥分别为
Ａ′－ＡＢＣ，Ａ′－ＢＢ′Ｃ和Ｃ－Ａ′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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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Ｐ１２）
１．正方形的直观图如图（１）所示．

（１）
正三角形的直观图如图（２）所示．

（２）
第１题图

２．长方体的直观图如图所示（比例尺为１∶２）．

第２题图

　　　

第３题图
３．圆柱的直观图如图所示．
【习题１－２Ａ组】（Ｐ１２）
１．略．水平放置的平行四边形的直观图如图所示．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正四棱锥的直观图如图所示（比例尺为１∶２）．
３．正三棱柱的直观图如图所示（比例尺为１∶２）．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４．正四棱台的直观图如图所示（比例尺为１∶２）．
【习题１－２Ｂ组】（Ｐ１２）
观察校园内的建筑，如各个教学楼、大门、公寓楼、雕

塑等，选择其中之一画出其直观图．
如学校内的一个雕塑的底座［如图（１）所示］，它是
由几个四棱柱构成的组合体，其直观图［如图（２）
所示］．

（１）

　　

（２）
习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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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图

【思考交流】（Ｐ１８）
从奖杯的三视图可以看出，奖杯底座

是一个棱台，底座的上面是一个长方

体，奖杯的最上部放着一个球．根据
以上分析，画出奖杯的实物图，如图

所示．

【特别提示】对常见的几何体（柱、锥、台、球）的三视

图要非常熟悉，牢记它们的特征，如旋转体的左视图

与主视图是相同的，它们的俯视图为圆或圆环．

【练习】（Ｐ１６）
１．（１）主视图错误；（２）主视图与俯视图都正确；
（３）主视图与俯视图都正确．它们正确的三视图如
图所示：

第１题图

２．（１）如图所示．

（１）

（２）如图所示．

（２）
第２题图

【练习】（Ｐ１８）
１．实物图如图所示．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主视图正确，俯视图和左视图有错，正确画法如图
所示．

【习题１－３Ａ组】（Ｐ１８）
１．（１）—Ｂ；（２）—Ｃ；（３）—Ｄ；（４）—Ａ．
２．如图所示．

第２题图
３．主视图正确，俯视图和左视图有错，正确画法如图
所示．

第３题图
４．图（１）的三视图如图（１），图（２）的三视图如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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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第４题图

５．图（２）的三视图如图（１）所示，图（３）的三视图如
图（２），图（４）的三视图如图（３）．

（１）

（２）

（３）
第５题图

６．（１）三视图如图（１）所示．

（１）

（２）三视图如图（２）所示．

（２）
第６题图

７．物体的实物图如图所示．

第７题图
【习题１－３Ｂ组】（Ｐ２１）
１．如图（１）的水杯的三视图如图所示．

第１题图
２．三视图如图所示．

第２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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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思考】（Ｐ２３）
１．直线ＡＢ与直线 Ａ１Ｄ１，直线 ＡＢ与直线 Ｂ１Ｃ１，直线
ＡＢ与直线ＤＤ１，直线 ＡＤ与直线 ＢＢ１，直线 Ａ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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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ＣＣ１等．
２．教室中东西方向的日光灯所在的直线与讲桌面南
北方向的边缘所在的直线是异面直线．
【思考交流】（Ｐ２４）
１．推论１：经过一条直线和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
个平面．
已知：直线ｌ和点Ａ，点Ａ在直线ｌ外．
求证：过直线ｌ与点Ａ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第１题图

证明：如图，在直线ｌ上任
取两点Ｂ、Ｃ，显然 Ａ、Ｂ、Ｃ
三点不共线．由公理 ２
知，Ａ、Ｂ、Ｃ三点确定一个
唯一的平面α，并且点Ａ和直线ｌ都在平面α内．

第２题图

２．推论２：经过两条相交直
线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已知：直线 ｌ１交直线 ｌ２
于点Ｐ．
求证：过直线ｌ１与ｌ２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证明：如图，在直线 ｌ１上取不同于点 Ｐ的任一点
Ｍ，则点Ｍ在直线ｌ２外（否则 ｌ１与 ｌ２重合）．由推
论１知，过点Ｍ和直线ｌ２有且只有一个平面α．
∵点Ｐ在ｌ２上，ｌ２α，∴点Ｐ在平面α内．
又点Ｍ在平面α内，点Ｐ在直线ｌ１上，点 Ｍ在直
线ｌ１上，∴ｌ１α．
∴过直线ｌ１、ｌ２有且只有一个平面α．

３．推论３：经过两条平行直线，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已知：直线ｌ１∥ｌ２．
求证：经过ｌ１、ｌ２有且只有一个平面．
证明：由两直线平行的定义：当两条直线在同一平

面内且不相交时，叫作两条平行直线，∴两条平行
直线ｌ１和ｌ２必在某个平面α内．即过两条平行直
线有一个平面．
如果过ｌ１和ｌ２还有另一个平面 β，那么在 ｌ１上任
取一点Ａ，它一定在β内，这样过点Ａ和直线ｌ２就
有两个平面α和β，这与推论１矛盾．∴过两条平
行线ｌ１和ｌ２的平面只有一个．

【练习】（Ｐ２３）

第１题图

１．解：如图所示．点 Ａ在直线 ｂ上，
但不在直线 ａ上，点 Ａ在平面 α
内，但不在平面β内，直线ａ与ｂ
是相交直线．

２．黑板所在的平面与讲台所在的
平面相交，黑板边缘所在的直线

在黑板面内，不在讲台面内，黑

板上某个字某一点不在黑板外边缘所在的直

线上．
【练习１】（Ｐ２４）
１．解：其理论依据是不共线的三点确定一个平面．
２．１　３．１
４．解：最多能做 ４个等边三角形．该图形为正四面
体，有４个顶点，６条边，４个面．

【练习２】（Ｐ２６）
１．Ｂ　２．Ｂ
３．证明：由于ＡＡ′∥ＢＢ′，ＢＢ′∥ＣＣ′，∴ＡＡ′∥ＣＣ′．
∵ＡＡ′＝ＢＢ′，ＢＢ′＝ＣＣ′，∴ＡＡ′＝ＣＣ′．
∴四边形ＡＡ′Ｃ′Ｃ是平行四边形．
∴ＡＣ＝Ａ′Ｃ′．同理ＡＢ＝Ａ′Ｂ′，ＢＣ＝Ｂ′Ｃ′．
∴△ＡＢＣ △Ａ′Ｂ′Ｃ′．

【习题１－４Ａ组】（Ｐ２６）
１．解：不一定．过空间不共线的三点才能确定一个
平面．

２．解：Ｏ在直线 ＭＮ上，因为 Ｍ、Ｎ、Ｏ都是平面 ＡＢＣ
与平面α的公共点．

３．解：（１）表示１个几何体，是被挡住了３个面的三
棱柱；（２）表示１个几何体，是被挡住了２个面的
三棱柱．

４．解：与直线 ＡＢ异面的直线为：Ａ１Ｄ１、Ｂ１Ｃ１、ＤＤ１、
ＣＣ１；
与直线 Ｂ１Ｃ异面的直线为：Ａ１Ｄ１、Ｄ１Ｄ、ＤＡ、ＡＡ１、
ＡＢ、Ｄ１Ｃ１；
与直线 ＢＤ１异面的直线为：Ａ１Ｂ１、Ｂ１Ｃ１、ＡＤ、ＤＣ、
ＡＡ、ＣＣ１．

５．证明：由正方体性质易证，ＢＥ＝Ｄ１Ｆ．
在平面 ＡＢＢ１Ａ１内，取 Ｂ１Ｂ上一点 Ｍ，使 ＡＥ＝
Ｂ１Ｍ．连接Ａ１Ｍ．
∴Ａ１Ｍ∥ＢＥ．而易证Ａ１Ｍ∥Ｄ１Ｆ，∴ＢＥ∥Ｄ１Ｆ．
又∵ＢＥ＝Ｄ１Ｆ，∴四边形ＥＢＦＤ１是平行四边形．

【习题１－４Ｂ组】（Ｐ２７）
１．１或３；２或８．
２．证明：由题意知，Ｅ、Ｆ为ＡＢ、ＢＣ的中点，

∴ＥＦ瓛 １２ＡＣ．

∵ＤＨ＝１３ＡＤ，ＤＧ＝
１
３ＤＣ，

∴ＨＧ∥ＡＣ，ＨＧ＝１３ＡＣ．

∴ＥＦ∥ＨＧ，且ＥＦ≠ＨＧ．
∴四边形ＥＦＧＨ是梯形．
∴ＥＨ与ＦＧ必相交，设交点为Ｐ．
∴Ｐ∈ＥＨ，Ｐ∈ＦＧ．
又∵ＥＨ平面ＡＢＤ，∴Ｐ∈平面ＡＢＤ．

$



∵ＦＧ平面ＢＣＤ，∴Ｐ∈平面ＢＣＤ．
∴Ｐ在平面ＡＢＤ与平面ＢＣＤ的交线上．
∵平面ＡＢＤ∩平面ＢＣＤ＝ＢＤ，∴Ｐ∈Ｂ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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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Ｐ３１）
１．（１）灯管所在直线与地面平行；（２）天花板所在平
面与地面平行．

２．无数　无数
３．证明：取ＤＥ的中点Ｎ，连接ＦＮ，ＭＮ，ＡＮ．
易证四边形ＡＢＭＮ是平行四边形，
从而ＡＮ∥ＢＭ．
又四边形ＭＦＮＤ是平行四边形，
所以ＦＮ∥ＭＤ．ＡＮ∩ＦＮ＝Ｎ，ＢＭ∩ＭＤ＝Ｄ，
所以平面ＡＦＮ∥平面ＭＢＤ．
因为ＡＦ平面ＡＦＮ，所以ＡＦ∥平面ＭＢＤ．

４．（１）由ＢＤ∥Ｂ′Ｄ′，可得Ｂ′Ｄ′∥ＰＱ，
所以Ｂ′Ｄ′∥平面ＰＱＲ．
（２）同理可得ＡＢ′∥平面ＰＱＲ，
所以平面ＡＢ′Ｄ′∥平面ＰＱＲ．
（３）平面ＰＱＲ与平面ＤＤ′Ｂ′Ｂ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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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交流】（Ｐ３３）

思考图

（１）ｃ∥ａ．
证明如下：∵α∥β，γ∩α＝ａ，
γ∩β＝ｂ，∴ ａ∥ ｂ．又 ｃ∥ ｂ，
∴ｃ∥ａ．
（２）ｃ∥α．
证明如下：如图所示．∵α∥β，∴α，β没有公共点．又
ｃβ，∴ｃ与α没有公共点，∴ｃ∥α．

【练习１】（Ｐ３２）
１．ａ与ｂ不一定平行．因为由线面平行性质定理可
知，可以过ａ作一平面 β与 α交于 ｃ，则 ａ∥ｃ．若
ｂ∥ｃ，则ｂ∥ａ；若ｂ与ｃ相交，则ｂ与ａ异面．

２．Ｄ
【练习２】（Ｐ３３）
１．（１）错；（２）错；（３）错；（４）错．
２．Ｄ
３．３个平面互相平行；３个平面相交于同一条直线或
３个平面中有两个平面平行，另一个平面与它们

相交．
【习题１－５Ａ组】（Ｐ３４）
１．（１）能作无数个；（２）只能作１个或０个．
２．Ｃ　３．Ｂ

４．当ＣＰＣＢ＝
ＣＲ
ＣＣ′，即ＰＲ∥ＢＣ′时，有ＰＲ∥平面ＡＢ′Ｄ′．

第５题图

５．（１）不正确．
如图所示，设 α∩β＝ｌ，则在
α内与ｌ平行的直线可以有
无数条ａ１，ａ２，…，ａｎ，它们是
一 组 平 行 线，这 时 ａ１，
ａ２，…，ａｎ与平面 β都平行，
但此时平面α与β不平行．
（２）正确．
因为平面α内的所有直线与平面 β都平行，“所
有”意味着“无一例外”，取α内相交的两条直线ａ
和ｂ，这时α内有两条相交直线ａ和ｂ平行于平面
β，所以α∥β．

６．证明：∵ＰＤＰＡ＝
ＰＥ
ＰＢ，∴ＤＥ∥ＡＢ．

又∵ＤＥ平面ＡＢＣ，∴ＤＥ∥平面ＡＢＣ．
同理ＥＦ∥平面ＡＢＣ．
又∵ＤＥ∩ＥＦ＝Ｅ，∴平面ＤＥＦ∥平面ＡＢＣ．

７．解：（１）连接ＡＣ．

∵Ｍ，Ｎ分别是ＣＤ和ＡＤ的中点，∴ＭＮ瓛 １２ＡＣ．

∵ＡＢＣＤ－Ａ′Ｂ′Ｃ′Ｄ′为长方体，∴ＡＣＣ′Ａ′是矩形，

∴Ａ′Ｃ′瓛ＡＣ，∴ＭＮ瓛 １２Ａ′Ｃ′，

∴四边形ＭＮＡ′Ｃ′是梯形．
在△Ａ′ＡＮ和△Ｃ′ＣＭ中，∵∠Ａ′ＡＮ＝∠Ｃ′ＣＭ＝

９０°，ＡＡ′＝ＣＣ′＝２ａ，ＡＮ＝ＣＭ＝１２ａ，

∴△Ａ′ＡＮ △Ｃ′ＣＭ，∴Ａ′Ｎ＝Ｃ′Ｍ．
∴四边形ＭＮＡ′Ｃ′是等腰梯形．

（２）由Ａ′Ｃ′ 槡＝２ａ，ＭＮ＝槡
２
２ａ，Ａ′Ｎ＝Ｃ′Ｍ＝

槡１７
２ ａ，

得梯形高ｈ＝槡６６４ ａ，

∴Ｓ梯形ＭＮＡ′Ｃ′＝
１
２ 槡２ａ＋槡

２
２( )ａ槡６６４ ａ＝３８槡３３ａ２．

【习题１－５Ｂ组】（Ｐ３４）
１．证明：如图所示，连接ＡＭ，ＡＮ并延长交 ＢＣ，ＣＤ于
Ｐ，Ｑ，连接ＰＱ．
∵Ｍ，Ｎ分别是△ＡＢＣ和△ＡＣＤ的重心，

∴ＡＭＭＰ＝
２
１＝
ＡＮ
ＮＱ，∴ＰＱ∥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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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Ｑ平面ＢＣＤ，ＭＮ平面ＢＣＤ，
∴ＭＮ∥平面ＢＣＤ．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Ｂ′Ｃ′∥平面 ＡＣ，平面 Ｂ′Ｃ经过 Ｂ′Ｃ′
和平面ＡＣ交于ＢＣ，∴Ｂ′Ｃ′∥ＢＣ．
经过点Ｍ，在平面ＡＣ内画线段ＥＦ∥ＢＣ，根据平行
线的传递性有ＥＦ∥Ｂ′Ｃ′．
连接Ｂ′Ｅ和 Ｃ′Ｆ，则 Ｂ′Ｅ，Ｃ′Ｆ和 ＥＦ就是所要画
的线．

第３题图

３．证明：如图所示，在四边形
ＡＢＣＤ内，作ＭＧ′∥ＡＢ交ＢＣ
于Ｇ′；
在ＡＢＥＦ内，
作ＮＨ∥ＡＢ交ＢＥ于Ｈ；
连接Ｇ′Ｈ．
∵ＭＧ′∥ＡＢ，ＮＨ∥ＡＢ，
∴ＭＧ′∥ＮＨ．
又∵四边形ＡＢＣＤ，ＡＢＥＦ为全等的正方形，
∴ＡＣ＝ＢＦ．
∵ＡＭ＝ＦＮ，∴ＣＭ＝ＢＮ，
∴Ｒｔ△ＣＭＧ′ Ｒｔ△ＢＮＨ，∴ＭＧ′＝ＮＨ．
∴ＭＧ′瓛ＮＨ．∴四边形ＭＮＨＧ′为平行四边形．
∴ＭＮ∥Ｇ′Ｈ．
又∵ＭＮ平面ＣＢＥ，Ｇ′Ｈ平面ＣＢＥ，
∴ＭＮ∥平面ＣＢＥ．

5'*L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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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交流】（Ｐ３８）
有３组互相垂直的平面，即平面ＰＡＢ⊥平面ＡＢＣ，平
面ＰＡＣ⊥平面ＡＢＣ，平面ＰＢＣ⊥平面ＰＡＢ．

【练习１】（Ｐ３６）
１．竖直的墙角棱线与地面垂直．
２．（１）不正确．理由略．（２）正确．理由略．（３）正确．
理由略．

３．无数个．
【练习２】（Ｐ３８）
１．解：教室的前墙和天花板所在的平面垂直，黑板与
地面所在的平面垂直等．

２．解：如图所示．

第２题图
３．解：（１）如图（１），∠ＡＯＡ１为二面角 Ａ１－ＢＤ－Ａ的
平面角．
依据：依次连接ＡＣ、ＢＤ，交点为Ｏ，则ＡＣ⊥ＢＤ．
因为Ａ１Ｄ＝Ａ１Ｂ，Ｏ为ＢＤ中点，所以Ａ１Ｏ⊥ＢＤ．
所以∠ＡＯＡ１为二面角Ａ１－ＢＤ－Ａ的平面角．

第３题图
（２）如图（２），∠ＡＯＣ为二面角Ａ－ＢＤ－Ｃ的平面角．
依据：取ＢＤ中点Ｏ，因为ＡＢ＝ＡＤ，所以ＡＯ⊥ＢＤ．
又ＢＣ＝ＣＤ，所以ＣＯ⊥ＢＤ．
因此∠ＡＯＣ即为二面角Ａ－ＢＤ－Ｃ的平面角．

第４题图

４．解：平面 ＢＢ１Ｄ１Ｄ⊥ 平面
ＢＡ１Ｃ１，如图所示．
理由：∵四边形 Ａ１Ｂ１Ｃ１Ｄ１
为正方形，

∴Ａ１Ｃ１⊥Ｂ１Ｄ１．
又ＢＢ１⊥平面Ａ１Ｂ１Ｃ１Ｄ１，
∴ＢＢ１⊥Ａ１Ｃ１．
∴Ａ１Ｃ１⊥平面ＢＢ１Ｄ１Ｄ．
又Ａ１Ｃ１平面ＢＡ１Ｃ１，
∴平面ＢＡ１Ｃ１⊥平面ＢＢ１Ｄ１Ｄ．

'"#*L6AB>JK

【思考交流】（Ｐ４０）
提示：有１３组互相垂直的平面，正方体的六个面每
相邻两个面都垂直共有１２组，另外一组是面 ＡＡ′Ｃ
与面ＢＣ′Ｄ．

&



【练习】（Ｐ４０）

第１题图

１．相等．
如图所示，ＡＢ为线段，ＡＢ∩
α＝Ｃ，ＡＣ＝ＢＣ，设 Ｐ为 α内任
一点，连接ＰＡ、ＰＢ，
∵ＡＢ⊥平面α，
∴ＡＣ⊥ＰＣ，ＢＣ⊥ＰＣ．
∴∠ＡＣＰ＝∠ＢＣＰ＝９０°．
又∵ＰＣ＝ＰＣ，∴△ＡＣＰ △ＢＣＰ．∴ＡＰ＝ＢＰ．

２．证明：∵Ｏ为△ＡＢＣ的垂心，∴ＯＣ⊥ＡＢ．
又∵ＳＯ⊥平面ＡＢＣ，∴ＳＯ⊥ＡＢ．
∵ＳＯ∩ＣＯ＝Ｏ，∴ＡＢ⊥平面ＳＯＣ．
又∵ＡＢ平面ＳＡＢ，∴平面ＳＡＢ⊥平面ＳＯＣ．

３．ＭＮ⊥ＢＣ，ＭＮ⊥ＡＢ，ＭＮ⊥ＤＣ，ＭＮ⊥ＡＤ，ＭＮ⊥Ａ′Ｂ′，
ＭＮ⊥Ｂ′Ｃ′，ＭＮ⊥Ｃ′Ｄ′，ＭＮ⊥Ｄ′Ａ′．
ＭＮ⊥平面ＡＢＣＤ，ＭＮ⊥平面Ａ′Ｂ′Ｃ′Ｄ′．

【习题１－６Ａ组】（Ｐ４１）
１．不一定，在空间中不成立．
２．Ｃ　３．Ｄ

４．
ｍ⊥ＡＣ
ｍ⊥ＢＣ
ＡＣ∩ＢＣ＝

}
Ｃ

ｍ⊥平面ＡＢＣ
ＡＢ平面 }ＡＢＣ

ｍ⊥ＡＢ．

５．垂直．
∵ＡＣ＝ＰＡ，Ｄ为ＰＣ的中点，∴ＡＤ⊥ＰＣ．
同理ＢＤ⊥ＰＣ．又ＡＤ∩ＢＤ＝Ｄ，∴ＰＣ⊥平面ＡＢＤ．

６．（１）垂直．
∵ＡＢ⊥平面ＢＢ′Ｃ′Ｃ，而Ｂ′Ｃ平面ＢＢ′Ｃ′Ｃ，
∴ＡＢ⊥Ｂ′Ｃ．
又∵ＢＣＣ′Ｂ′为正方形，∴ＢＣ′⊥Ｂ′Ｃ．
而ＡＢ∩ＢＣ′＝Ｂ，∴Ｂ′Ｃ⊥平面ＡＢＣ′Ｄ′．
（２）垂直．
∵Ｂ′Ｃ平面ＢＣＣ′Ｂ′，
又由（１）知Ｂ′Ｃ⊥平面ＡＢＣ′Ｄ′，
∴平面ＢＣＣ′Ｂ′⊥平面ＡＢＣ′Ｄ′．
（３）垂直．
由（１）知Ｂ′Ｃ⊥平面ＡＢＣ′Ｄ′，且Ｂ′Ｃ平面Ａ′Ｂ′ＣＤ，
∴面Ａ′Ｂ′ＣＤ⊥面ＡＢＣ′Ｄ′．

第７题图

７．证明：连接ＡＥ．
∵ＡＰ＝ＡＢ，Ｅ为ＰＢ的中心，
∴ＡＥ⊥ＰＢ．
∵ＰＡ⊥面ＡＢＣＤ，∴ＰＡ⊥ＢＣ．
又面ＡＢＣＤ为矩形，∴ＢＣ⊥ＡＢ．
∵ＰＡ∩ＡＢ＝Ａ，
∴ＢＣ⊥平面ＰＡＢ．

又ＡＥ平面ＰＡＢ，∴ＢＣ⊥ＡＥ．
又ＢＣ∩ＰＢ＝Ｂ，ＢＣ，ＰＢ面ＰＢＣ，
∴ＡＥ⊥面ＰＢＣ．
又∵ＰＣＰＢＣ，∴ＡＥ⊥ＰＣ．

【习题１－６Ｂ组】（Ｐ４１）

第１题图

１．如图，已知公路与塔底 Ｂ都
在水平面上，在道边取一点

Ｃ，使ＢＣ与道边所成的水平
角等于９０°，再在道边上取一
点Ｄ，使∠ＣＤＢ等于 ４５°，测
得ＣＤ的距离为ｂｍ．
∵ＡＢ⊥平面ＢＣＤ，∴ＡＢ⊥ＣＤ．
又∵ＣＤ⊥ＢＣ，∴ＣＤ⊥平面ＡＢＣ．∴ＣＤ⊥ＡＣ．
∴ＡＣ的长度就是塔顶与道路的距离．
∵∠ＣＤＢ＝４５°，ＣＤ⊥ＢＣ，ＣＤ＝ｂｍ．∴ＢＣ＝ｂｍ．
在 Ｒｔ△ＡＢＣ中，ＡＢ＝２４ｍ，ＡＣ２ ＝ＡＢ２ ＋ＢＣ２ ＝
２４２＋ｂ２，

∴塔顶与道路的距离是 ２４２＋ｂ槡
２ｍ．

２．证明：（１）∵ＰＡ⊥ＰＢ，ＰＡ⊥ＰＣ，∴ＰＡ⊥平面ＰＢＣ．
又∵ＢＣ平面ＰＢＣ，∴ＰＡ⊥ＢＣ．
又∵ＰＨ⊥平面ＡＢＣ，ＢＣ平面ＡＢＣ，∴ＰＨ⊥ＢＣ．
∴ＢＣ⊥平面ＰＡＨ，又ＡＨ平面ＰＡＨ，
∴ＢＣ⊥ＡＨ，同理ＢＨ⊥ＡＣ，ＣＨ⊥ＡＢ，
∴Ｈ为△ＡＢＣ的垂心．
（２）由勾股定理可得 ＰＡ２ ＋ＰＢ２ ＝ＡＢ２，ＰＢ２ ＋
ＰＣ２＝ＢＣ２，ＰＡ２＋ＰＣ２＝ＡＣ２，
∴ＡＢ２＋ＡＣ２＝ＢＣ２＋２ＰＡ２，即ＡＢ２＋ＡＣ２＞ＢＣ２．
同理ＡＢ２＋ＢＣ２＞ＡＣ２，ＢＣ２＋ＡＣ２＞ＡＢ２，

第３题图

故由余弦定理可得，△ＡＢＣ
为锐角三角形．

３．证明：如图，在直线 ｂ上任取
一点 Ａ，在 平 面 α内 作
ＡＢ⊥ｂ．
∵α⊥β，∴ＡＢ⊥β．
∵ａ⊥β，∴ａ∥ＡＢ．

∵ＡＢα，ａα，∴ａ∥α．

5(*12-.,>4M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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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交流】（Ｐ４４）
提示：根据前面学习的有关圆柱、圆锥、圆台的侧面

积计算公式知：圆柱、圆锥、圆台的侧面积公式之间

'



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１）
将圆柱、圆锥、圆台进一步推广到直棱柱、正棱椎、正

棱台，则有直棱柱、正棱锥、正棱台的侧面积公式之

间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２）
再进一步类比得到柱、锥、台体的体积之间的关系，

如图（３）所示．

（３）
思考图

【练习】（Ｐ４５）

１．解：Ｓ表 ＝６×
１
２×ａ

２×ｓｉｎ６０°×２＋６ａｈ＝６ａｈ＋

槡３３ａ
２．

２．解：设从长方体一个顶点出发的三条棱长为 ｘ，ｙ，

ｚ，则
ｘｙ＝６，
ｙｚ＝８，
ｘｚ＝１２

{
，

解得

ｘ＝３，
ｙ＝２，
ｚ＝４

{
．

所以对角线长为 ２２＋３２＋４槡
２
槡＝ ２９．

３．解：设斜高为ｈ′，高为ｈ，

则

１
２（４×３＋４×６）ｈ′＝３

２＋６２，

ｈ′２＝ｈ２＋ １
２（６－３[ ]）２{ ，

解得

ｈ＝２，

ｈ′＝５２{ ．

４．解：一个圆锥形零件的表面积为 Ｓ＝πｒ２＋πｒｌ＝

π( )５２
２

＋π( )５２ ×５＝１８．７５π（ｃｍ２）．加工处理

费为１８．７５π×０．１５×１０００≈８８３１．２５（元）．
("#*PQ

、
PR

、
PSNTQ

、
TR

、
TS>,M

【练习】（Ｐ４６）
１．Ｖ水箱 ＝Ｓ·ｈ＝１０×１０×５＝５００．

２．扇形弧长为 １４×４４π＝１１π．

所作圆锥筒的底面周长２πｒ＝１１π，
解得ｒ＝５．５（ｃｍ）．

所以圆锥的高ｈ＝ ２２２－５．５槡
２≈２１．３（ｃｍ）．

Ｖ圆锥 ＝
１
３π×５．５

２×２１．３≈６．７×１０２（ｃｍ３）．

("$*U>V4MN,M

【练习】（Ｐ４８）

１．Ｖ＝７π３≈７．３３（ｍ
３）．

２．（１）Ｓ地球 ＝４πＲ
２＝４π×６３７０２≈５．１０×１０８（ｋｍ２）．

Ｖ地球 ＝
４
３πＲ

３＝４３π×６３７０
３≈１．０８×１０１２（ｋｍ３）．

（２）火星的直径是地球的一半，火星的体积是地球

的
１
８．

【习题１－７Ａ组】（Ｐ４８）
１．Ｖ圆柱 ∶Ｖ圆锥 ∶Ｖ球 ＝３∶１∶２．

２．约２．８３倍（槡２２倍）．
３．４８ｃｍ３．

４．正方体的对角线长： ４２＋４２＋４槡
２

槡＝４ ３，∴球的

半径Ｒ 槡＝２ ３．∴ Ｖ＝４３πＲ
３ ＝４３π（ 槡２ ３）

３ ＝

槡３２３π（ｃｍ
３）．

５．Ｂ

６．１６．

７．设 ＢＣ＝７ｔ，ＡＢ＝２４ｔ，则 ＡＣ＝ ＡＢ２＋ＢＣ槡
２＝２５ｔ．

(



∵ＳＡＣＣ１Ａ１＝５０，∴２５ｔ·ＡＡ′＝５０，∴ＡＡ′＝
２
ｔ．

∴ Ｓ侧 ＝２（７ｔ＋２４ｔ）·
２
ｔ＝１２４．

８．由题意可得 ＭＣ＝３，ＡＣ＝６，

则ＢＣ＝ ＡＣ２－ＡＢ槡
２＝ ６２－４槡

２
槡＝２５，

∴ Ｖ锥体 ＝
１
３Ｓｈ＝

１
３ 槡×４×２５×４＝３２３槡５（ｃｍ

３）．

第９题图

９．已知：如图所示，斜
棱柱 ＡＣ′的侧棱长
是 ｌ，直截面 ＨＫＬＭＮ
的周长是ｃ１．
求证：Ｓ斜棱柱侧 ＝ｃ１ｌ．
证明：延长侧棱 ＡＡ′
到 Ｈ′，使 Ａ′Ｈ′＝
ＡＨ．设过 Ｈ′平行于
直截面 ＨＫＬＭＮ的
平面，与各侧棱的延

长线交于 Ｋ′，Ｌ′，Ｍ′，Ｎ′．这样，就得到一个以斜棱
柱的直截面为底，侧棱长为高的直棱柱 ＨＬ′．
∵底面 Ｈ′Ｌ′∥底面 ＨＬ，它们的公垂线段
ＨＨ′＝ＫＫ′＝ＬＬ′＝ＭＭ′＝ＮＮ′＝ＡＡ′＝ｌ，
∴ 斜棱柱 ＡＣ的各侧面的面积与直棱柱 ＨＬ′中对
应的侧面积相等．
∴ Ｓ斜棱柱侧 ＝Ｓ直棱柱侧 ＝ｃ１·ＨＨ′，即 Ｓ斜棱柱侧 ＝ｃ１ｌ．

１０．斜高 ｈ′＝ ２．１２－１．３槡
２≈１．６５（ｍ），

Ｓ＝１２×４×２．６×１．６５≈８．６（ｍ
２）

【习题１－７Ｂ组】（Ｐ４９）

１．（１）如图所示，ｒ１０＝
ｈ
１５，∴ｒ＝

２
３ｈ，

则Ｖ水 ＝
１
３Ｓｈ＝

１
３πｒ

２ｈ＝４２７πｈ
３（ｃｍ３）．

（２）由题意有 ４２７πｈ
３＝１２

１
３π×１０

２( )×１５，

解得ｈ≈１１．９１（ｃｍ）．

第１题图

　　　　

第２题图

２．（１）设所求的圆柱的底面半径为 ｒ，如图所示，则

有
ｒ
２＝
６－ｘ
６ ，即 ｒ＝２－

ｘ
３．

Ｓ圆柱侧 ＝２πｒｘ＝２π ２－
ｘ( )３ ｘ＝４πｘ－２３πｘ２．

（２）可知当 ｘ＝－ ４π

２ －２π( )３
＝３时，这个二次函数

有最大值，最大值为６π．
即当圆柱的高为 ３ｃｍ时，它的侧面积最大为
６πｃｍ２．

３．连接 ＥＢ，ＥＣ．
∵平面 ＦＢＣ⊥平面 ＡＢＣＤ，ＦＨ⊥ＢＣ，
∴ＦＨ⊥平面 ＡＢＣＤ．
又∵ＥＦ∥ＡＢ，∴ＥＦ∥平面 ＡＢＣＤ，
ＦＨ为四棱锥 Ｅ－ＡＢＣＤ的高；
∵ ＡＢ⊥ＢＣ，平面 ＦＢＣ⊥平面 ＡＢＣＤ，
∴ ＡＢ⊥平面ＢＣＦ，∴ ＥＦ⊥平面ＢＣＦ．

∴ Ｖ＝ＶＥ－ＡＢＣＤ ＋ＶＥ－ＢＣＦ ＝
１
３Ｓ四边形ＡＢＣＤ·ＦＨ＋

１
３Ｓ△ＢＣＦ·ＥＦ＝

１
３×３

２×２＋１３×
１
２( )×３×２ ×

３
２＝
１５
２．

第４题图

４．如图所示，沿侧棱 ＡＢ，ＢＣ，
ＢＤ剪开，得到正三棱锥的
侧面展开图，则 ＢＢ１的长
为△ＢＥＦ的周长的最小
值．由平面几何知识可证
△ＡＢＥ △ＡＢ１Ｆ，于 是
ＡＥ＝ＡＦ，又 ＡＣ＝ＡＤ，故
ＥＦ∥ＣＤ．
∵ ∠ＢＣＥ＝∠ＡＣＤ，∠ＢＥＣ＝∠ＡＤＣ，

∴△ＢＣＥ △ＡＣＤ，∴ＢＣＡＣ＝
ＥＣ
ＣＤ，

∴ＣＥ＝ａ２，ＢＥ＝Ｂ１Ｆ＝ａ，ＡＥ＝２ａ－
ａ
２＝
３ａ
２，

由 ＥＦ∥ＣＤ有ＥＦＣＤ＝
ＡＥ
ＡＣ，∴

ＥＦ
ａ＝

３ａ
２
２ａ，ＥＦ＝

３
４ａ，

∴ＢＢ１＝ＢＥ＋ＥＦ＋Ｂ１Ｆ＝ａ＋
３
４ａ＋ａ＝

１１
４ａ．

∴△ＢＥＦ的周长的最小值为 １１４ａ，此时 ＡＥ＝ＡＦ＝

３
２ａ，即Ｅ、Ｆ分别在 ＡＣ、ＡＤ的四等分点处．

【复习题—Ａ组】（Ｐ５４）
１．（１）如图①所示．

)



① ②
第１题图

（２）如图②所示．
２．提示：注意三视图的“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
原则．

３．如图所示（比例尺为１∶２）．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４．直观图（比例尺１∶３）如图所示．
５．切２刀，最多能切出４块；切３刀，最
多能切出８块．

６．Ｄ
７．只有（１）（３）正确，理由略．

８．（１）正确．过ａ作平面γ交平面α于ｃ，则ａ∥ｃ，又
ａ∥ｂ，所以 ｂ∥ｃ，所以 ｂ∥ α．（２）正确．平行的传
递性．（３）正确．（４）正确．

９．四边形 ＥＦＧＨ是等腰梯形．
１０．证明：（１）
ＢＢ１⊥ＡＢ

ＢＢ１⊥ＢＣ

ＡＢ，ＢＣ平面 ＡＡ１Ｃ１Ｃ

ＡＢ∩ＢＣ＝
}

Ｂ

ＢＢ１⊥平面 ＡＡ１Ｃ１Ｃ

ＡＣ平面 ＡＡ１Ｃ１ }Ｃ 

ＢＢ１⊥ＡＣ．
∵ ＡＢＣＤ是正方形，∴ＡＣ⊥ＢＤ．
∴ＡＣ⊥平面 Ｂ１Ｄ１ＤＢ．
（２）ＡＣ⊥平面ＢＤ１

ＢＤ１平面ＢＤ}
１

ＡＣ⊥ＢＤ１

同理可证 ＡＢ１⊥平面 ＢＣＤ１Ａ１
ＢＤ１平面 ＢＣＤ１Ａ }

１

ＡＢ１⊥ＢＤ１

ＡＣ，ＡＢ１平面 ＡＢ１Ｃ

ＡＣ∩ＡＢ１＝












Ａ



ＢＤ１⊥平面 ＡＣＢ１．
１１．（１）易证△ＡＢ１Ｄ１为等边三角形，其边长等于２，

所以△ＡＢ１Ｄ１的面积为槡３．

（２）三棱锥 Ａ－Ａ１Ｂ１Ｄ１的体积为
１
３Ｓ△Ａ１Ｂ１Ｄ１·

ＡＡ１＝槡
２
３．

１２．若以 ２０ｃｍ的直角边为旋转轴，

则Ｖ＝１３π·１５
２·２０＝１５００π（ｃｍ３）．

若以１５ｃｍ的直角边为旋转轴，

则Ｖ＝１３π·２０
２·１５＝２０００π（ｃｍ３）．

１３．设上底面边长为ｘｃｍ，下底面边长为 ｙｃｍ，由题

意得

１
２（４ｘ＋４ｙ）·１２＝７２０，

１３２＝１２２＋ １
２（ｙ－ｘ[ ]）２{ ，

即
ｙ＋ｘ＝３０，
ｙ－ｘ＝１０{ ，

解得
ｙ＝２０，
ｘ＝１０{ ．

则上底面边长为 １０ｃｍ，下底面边长为 ２０ｃｍ．
１４．球的表面积最小．
【复习题—Ｂ组】（Ｐ５５）
１．（１）如图①所示．

①

　　

②
第１题图

（２）如图②所示．

第２题图

２．其实物草图如图所示．
３．证明：过 Ｍ作 ＭＱ∥ＡＢ交
ＣＢ于 Ｑ，过 Ｎ作 ＮＰ∥ＥＦ
交ＢＥ于Ｐ，则ＭＱ∥ＡＢ∥ＮＰ．
∵ＡＭ ∶ＦＮ＝ＡＣ∶ＢＦ，

∴ＡＭＡＣ＝
ＦＮ
ＢＦ，∴

ＣＭ
ＡＣ＝

ＢＮ
ＢＦ．

又∵ＣＭＡＣ＝
ＭＱ
ＡＢ，
ＰＮ
ＥＦ＝

ＢＮ
ＢＦ，∴

ＭＱ
ＡＢ＝

ＰＮ
ＥＦ．

∵ＡＢ＝ＥＦ，∴ＭＱ＝ＰＮ．
∴四边形ＭＮＰＱ为平行四边形，∴ＭＮ∥Ｐ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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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Ｑ平面ＣＢＥ，∴ＭＮ∥平面ＣＢＥ．

第４题图

４．证明：如图所示，连接
ＡＣ和ＢＤ交于点Ｏ．
∵四边形 ＡＢＣＤ是平
行四边形，

∴ＡＯ＝ＣＯ．
连接 ＯＱ，则 ＯＱ在平
面ＢＤＱ内，且ＯＱ是△ＡＰＣ的中位线，∴ＰＣ∥ＯＱ．
∵ＰＣ在平面ＢＤＱ外，∴ＰＣ∥平面ＢＤＱ．

５．过切点作球和正方体的截面，则圆为正方形的内
切圆．
设球的半径为Ｒ，由题意得２Ｒ＝２，所以Ｒ＝１．

则Ｓ＝４πＲ２＝４π，Ｖ＝４３πＲ
３＝４３π．

【复习题—Ｃ组】（Ｐ５６）
１．证明：（１）取 ＡＣ中点 Ｎ，连接 ＭＮ，ＢＮ．
∵ △ＡＢＣ为正三角形，∴ＢＮ⊥ＡＣ．
∵ ＥＣ⊥平面ＡＢＣ，ＢＤ⊥平面 ＡＢＣ，
∴ ＥＣ∥ＢＤ，ＥＣ⊥ＢＮ．
又 ∵Ｍ为 ＡＥ中点，ＥＣ＝２ＢＤ，∴ＭＮ瓛ＢＤ．
∴四边形ＭＮＢＤ是平行四边形．
由ＢＮ⊥ＡＣ，ＥＣ⊥ＢＮ，得ＢＮ⊥平面ＡＥＣ，
∴ＤＭ⊥平面ＡＥＣ．
则ＤＭ⊥ＡＥ．∵Ｍ为ＡＥ的中点，

第２题图

∴ＡＤ＝ＤＥ．
（２）∵ＤＭ⊥平面ＡＥＣ，ＤＭ平
面ＢＤＭ，
∴平面ＢＤＭ⊥平面ＥＣＡ．
（３）∵ＤＭ⊥平面ＡＥＣ，ＤＭ平
面 ＡＤＥ，∴平面 ＤＥＡ⊥平面
ＥＣＡ．

２．实物如图所示，三视图分别为正方形，圆和三
角形．

'W)*%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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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交流】（Ｐ６１）
提示：（１）当０°≤α＜９０°时，倾斜角越大，直线的斜
率也越大．
（２）当９０°＜α＜１８０°时，倾斜角越大，直线的斜率也
越大．

【练习】（Ｐ６３）

第１题图

１．建立如图所示的平面直角坐标
系，则 ＡＢ所在直线经过（１，
０），（０，１）．
２．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一点和一
个方向”确定一条直线的例子

很多，例如，在修路时，要确定

路的边沿，就是先确定一个点，再由一个方向画出

路的边沿这条线．
３．由题图得各点坐标分别为Ｏ（０，０），Ｂ（１，２），Ｃ（１，
４），Ｄ（１，－２），

∴ｋＯＢ＝
２－０
１－０＝２，ｋＯＣ＝

４－０
１－０＝４，ｋＯＤ＝

－２－０
１－０＝－２，

∴直线ＯＢ，ＯＣ，ＯＤ的斜率分别为２，４，－２．

４．直线 ｌ１，ｌ２，ｌ３，ｌ４，ｌ５的斜率分别为 ｋ１＝
１－５
－２－４＝

２
３，ｋ２ ＝

５－１
２－１＝４，ｋ３ ＝

６－０
－４－０＝－

３
２，ｋ４ ＝

５－３
－１－４＝－

２
５，ｋ５＝

６－６
１＋４＝０．

５．（１）ＥＦ，ＦＧ，ＧＨ，ＥＨ的斜率分别为 ｋＥＦ＝０，ｋＦＧ＝
４－０
７－６＝４，ｋＧＨ＝

８－４
４－７＝－

４
３，ｋＥＨ＝

８－０
４－０＝２．

（２）ｋＥＧ＝
４－０
７－０＝

４
７，ｋＦＨ＝

８－０
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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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１】（Ｐ６５）

①

１．（１）点斜式方程为 ｙ－３＝ｘ－
１，即ｘ－ｙ＋２＝０，如图①所示；
（２）直线方程为 ｙ＝１，如图②
所示；

（３）直线方程为 ｘ＝－２，如图
③所示．

②

　　　

③
第１题图

２．斜截式方程为ｙ＝槡３２ｘ－２．

３．（１）ｋ＝０＋３０＋２＝
３
２，∴直线ＡＢ的点斜式方程为ｙ－

!!



０＝３２（ｘ－０），即ｙ＝
３
２ｘ，如图（１）所示；

（１）

　　

（２）
第３题图

（２）ｋ＝－１－１０－２ ＝１，∴直线 ＣＤ的点斜式方程为

ｙ＋１＝ｘ，如图（２）所示．
【练习２】（Ｐ６７）

１．（１）ｙ－２ｘ＋３＝
－３－２
０＋３，整理得５ｘ＋３ｙ＋９＝０；

（２）ｙ－４ｘ－０＝
０－４
４－０，整理得ｘ＋ｙ－４＝０；

（３）ｙ－２ｘ－３＝
０－２
０－３，整理得２ｘ－３ｙ＝０；

（４）点 Ｇ和点 Ｈ的横坐标相同，纵坐标不同，因
此，直线ＧＨ⊥ｘ轴，∴直线ＧＨ的方程为ｘ＝２．

２．直线ＡＢ的方程为５ｘ－４ｙ－１９＝０；
直线ＢＣ的方程为３ｘ＋８ｙ－１＝０；
直线ＡＣ的方程为ｘ－６ｙ＋１７＝０．

３．ｙ－５＝－２（ｘ＋４），即２ｘ＋ｙ＋３＝０．

４．ｋ＝ｔａｎ６０° 槡＝３，∴ｙ－（－１） 槡＝３（ｘ－０），整理得

槡３ｘ－ｙ－１＝０．

５．直线 ｘ－２ｙ＝０的斜率为 １２，故所求直线的斜率

ｋ＝１２，所求直线的方程为ｘ－２ｙ＋４＝０．

６．直线ｙ 槡＝３ｘ＋１的斜率为槡３，倾斜角为６０°，因此，

所求直线的倾斜角为３０°，则 ｋ＝ｔａｎ３０°＝槡３３，因

此，所求直线的方程为槡３ｘ－３ｙ－１８＝０．

７．由两点式得直线 ＭＮ的方程为 ｙ－（－１）ｘ－２ ＝

４－（－１）
－３－２，

整理得ｘ＋ｙ－１＝０．
∵点Ｐ（３，ｍ）在直线ｘ＋ｙ－１＝０上，
∴３＋ｍ－１＝０，即ｍ＝－２．

８．因为Ａ、Ｂ两点的横坐标相同，纵坐标不同，因此，
所求直线的方程为ｘ＝２．

９．∵直线ａｘ＋ｍｙ＋２ａ＝０过点（１， 槡－３），

∴将ｘ＝１，ｙ 槡＝－３代入ａｘ＋ｍｙ＋２ａ＝０，

得ａ 槡－３ｍ＋２ａ＝０，即３ａ 槡－３ｍ＝０，则ｍ 槡＝３ａ．
∵ａ≠０，∴ｍ≠０，则直线 ａｘ＋ｍｙ＋２ａ＝０的斜率

为－ａｍ＝－
ａ

槡３ａ
＝－槡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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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Ｐ７０）

１．（１）ｋ１＝
３
６＝

１
２，ｋ２＝

１
２，∵ｋ１＝ｋ２，∴两直线平行；

（２）ｋ１＝１，ｋ２＝－
４
４＝－１，∵ｋ１ｋ２＝－１，∴两直线垂直；

（３）ｋ１＝－
５
２，ｋ２＝－

２
５，∴两直线既不平行，又不

垂直；

（４）ｋ１ 槡＝ ２，ｋ２＝－槡
２
２，∵ｋ１ｋ２ 槡＝ ２× －槡２( )２ ＝

－１，∴两直线垂直；
（５）∵ｘ＝２与 ｘ轴垂直，ｘ＝－５也与 ｘ轴垂直，
∴两直线平行；
（６）∵ｘ＝２与ｘ轴垂直，ｙ＝－５与ｘ轴平行，∴两
直线垂直．

２．（１）ｋ１＝－３，∵两直线平行，∴ｋ２＝ｋ１＝－３，∴所求
直线方程为ｙ－２＝－３（ｘ－１），即３ｘ＋ｙ－５＝０；
（２）ｋ１＝１，∵两直线垂直，∴ｋ２＝－１，∴所求直线
方程为ｙ－２＝－（ｘ－１），即ｘ＋ｙ－３＝０．

!"%*`a6Y>de

【问题与思考】（Ｐ７２）
当ｋ＝－２时，三条直线 ｌ１：ｘ＋ｙ－１＝０，ｌ２：ｘ＋ｙ－
３
２＝０，ｌ３：ｘ＋ｙ－５＝０，这三条直线的斜率为 ｋ１＝

ｋ２＝ｋ３＝－１且－１≠－
３
２≠－５，故三条直线平行．

【练习】（Ｐ７２）

１．（１）
ｘ－ｙ＝５，
２ｘ＋７＝０{ ，

解得

ｘ＝－７２，

ｙ＝－１７２
{ ．

∴ｌ１与ｌ２的交点坐标为 －７２，－
１７( )２ ．

（２）
ｙ＝１２ｘ＋２，

ｙ＝３ｘ＋７{
，

解得
ｘ＝－２，
ｙ＝１{ ．

!"



∴ｌ１与ｌ２的交点坐标为（－２，１）．

２．（１）ｋ１＝
３
２，ｋ２＝－７，ｋ１≠ｋ２，∴ｌ１与ｌ２相交．

３ｘ－２ｙ＝７，
７ｘ＋ｙ＝１{ ，

解得

ｘ＝９１７，

ｙ＝－４６１７
{ ．

∴交点坐标为 ９
１７，－

４６( )１７．
（２）ｋ１＝

１
３，ｋ２＝

１
３，且

５
６≠

１
３，∴ｌ１与ｌ２平行．

（３）ｋ１ 槡＝１－２，ｋ２ 槡＝１＋２，ｋ１·ｋ２＝－１，

∴ｌ１⊥ｌ２，
（槡２－１）ｘ＋ｙ＝３，

ｘ＋（ 槡１－２）ｙ＝２{ ，
解得

ｘ＝ 槡４＋５２
４ ，

ｙ＝ 槡６＋２
４

{ ．

∴ｌ１与ｌ２交点坐标为 槡４＋５２
４ ， 槡６＋２(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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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思考】（Ｐ７３）
①如果以Ｂ为坐标原点，以 ＢＣ所在直线为 ｘ轴，建
立直角坐标系，则Ｂ（０，０），可设 Ｃ（ｃ，０），Ｄ（ｄ，０），
Ａ（ａ，ｈ），利用两点间的距离公式并结合“｜ＡＢ｜２＝
｜ＡＤ｜２＋｜ＢＤ｜·｜ＤＣ｜”可得 ｃ＝２ａ，即 Ａ点在 ＢＣ上
的射影为ＢＣ的中点，故Ａ为ＢＣ的垂直平分线上的
点，所以有｜ＡＢ｜＝｜ＡＣ｜，所以△ＡＢＣ为等腰三角形．
②如果以ＢＣ所在直线为 ｘ轴，以 ＢＣ的中垂线为 ｙ
轴，建立直角坐标系，则可设 Ｂ（ｂ，０），Ｃ（－ｂ，０），
Ｄ（ｄ，０），Ａ（ａ，ｈ），利用两点间的距离公式并结合
“｜ＡＢ｜２＝｜ＡＤ｜２＋｜ＢＤ｜·｜ＤＣ｜”可得 ａ＝０，于是得
点Ａ在ＢＣ的中垂线上，故｜ＡＢ｜＝｜ＡＣ｜，所以△ＡＢＣ
为等腰三角形．

【练习１】（Ｐ７４）

１．（１）｜ＡＢ｜＝ （２＋３）２＋（０－０）槡
２＝５；

（２）｜ＣＤ｜＝ （－５－２）２＋（１－１）槡
２＝７；

（３）｜ＥＦ｜＝ 槡２－槡
３( )２
２

＋ －槡３２ 槡( )＋２槡
２

＝２－槡６２．

２．｜ＡＢ｜＝ （０－ｘ）２＋（１０＋５）槡
２＝ ｘ２槡 ＋２２５＝１７，

∴ｘ２＋２２５＝１７２，解得ｘ＝±８．
【练习２】（Ｐ７６）

１．（１）ｄ＝｜３×０－２×０＋４｜
３２＋（－２）槡

２
＝ ４

槡１３
＝ 槡４ １３
１３ ；

（２）ｄ＝槡｜３×（－１） 槡－２－３｜

（槡３）
２＋（－１）槡

２
＝ 槡２＋２３

２ 槡＝１＋３；

（３）ｄ＝｜２－（－３）｜
１＋（－１）槡

２
＝５

槡２
＝ 槡５２２．

２．（１）在３ｘ－２ｙ－１＝０上取一点 ０，－( )１２ ，则

ｄ＝
３×０－２× －( )１２ ＋６

３２＋（－２）槡
２

＝ ７

槡１３
＝ 槡７ １３
１３ ，

即两平行线间的距离为 槡７ １３
１３ ．

（２）在ｘ＋２ｙ＝０上取一点（０，０），则

ｄ＝｜２×０＋４×０－７｜
２２＋４槡

２
＝ ７

槡２０
＝ 槡７５１０，

即两平行线间的距离为 槡７５
１０．

【习题２－１Ａ组】（Ｐ７６）

１．ｋ＝ 槡 槡３３－３
－１－１ 槡＝－３．

２．ｋ＝２－０２－０＝１，由 ｔａｎα＝１（０°≤α＜１８０°）知

α＝４５°．

３．由ｋ＝４－ｍｍ＋２＝１，解得ｍ＝１．

４．若２ａ＝４ｂ，即 ａ＝２ｂ，则 Ｐ１（４ｂ，３ｂ），Ｐ２（４ｂ，１２ｂ），
直线Ｐ１Ｐ２与ｘ轴垂直，此直线的斜率不存在；

若２ａ≠４ｂ，即ａ≠２ｂ，则ｋ＝６ａ－３ｂ４ｂ－２ａ＝
３（２ａ－ｂ）
２（２ｂ－ａ）．

５．（１）ｋ＝－１２，∴所求直线方程为ｙ－２＝－
１
２（ｘ＋

１），即ｘ＋２ｙ－３＝０；

（２）ｋ１＝－
１
２，∴ｋ２＝２，所求直线方程为ｙ－１＝

２（ｘ－４），即２ｘ－ｙ－７＝０；

（３）ｋＭＮ＝
－３－２
－２－１＝

５
３，ｋ＝－

３
５，∴过 Ｃ点的直线

方程为ｙ－３＝－３５（ｘ－１），即３ｘ＋５ｙ－１８＝０；

（４）ｙ＝２；（５）ｘ＝４．

６．（１）由
ｘ＋２ｙ－５＝０，
３ｘ－ｙ－１＝０{ ，

得
ｘ＝１，
ｙ＝２{ ．

∵ｋ＝５，∴所求直线方程为ｙ－２＝５（ｘ－１），
即５ｘ－ｙ－３＝０．

（２）由
２ｘ＋ｙ－８＝０，
ｘ－２ｙ＋１＝０{ ，

得
ｘ＝３，
ｙ＝２{ ．

∵ｋ１＝
６
８＝

３
４，∴ｋ２＝－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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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求直线方程为 ｙ－２＝－４３（ｘ－３），即４ｘ＋

３ｙ－１８＝０．
７．根据题意可知三条直线共点，可知 ｋ≠１且 ｋ≠
１
ｋ，即ｋ≠±１．

由
ｙ＝ｋｘ＋３，
ｙ＝ｘ{ ，

得ｘ＝ｙ＝ ３１－ｋ，代入ｙ＝
１
ｋｘ－５得

３
１－ｋ＝

１
ｋ·

３
１－ｋ－５，解得ｋ＝

３
５．

∴ｋ＝３５．

８．由
２ｘ－３ｙ－３＝０，
ｘ＋ｙ＋２＝０{ ，

得

ｘ＝－３５，

ｙ＝－７５
{ ．

由题意得 ｋ＝

－３，∴所求直线的方程为 ｙ＋７５＝－３ｘ＋( )３５ ，
即１５ｘ＋５ｙ＋１６＝０．

９．由２ｘ－ｙ＋４＝０，令 ｙ＝０得 ｘ＝－２，即直线２ｘ－
ｙ＋４＝０与ｘ轴交于点（－２，０），
又∵ｋ＝－３，∴所求直线方程为 ｙ－０＝－３（ｘ＋
２），即３ｘ＋ｙ＋６＝０．
１０．三条直线共有两个不同的交点，由ｋ１＝－１，ｋ２＝

－２３可知，直线ｘ＋ｙ－１＝０和２ｘ＋３ｙ－５＝０有

一个交点，所以，第三条直线只能与前两条直线

之一平行．
若ｘ＋ｙ－１＝０与ｘ－ａｙ＋８＝０平行，则ａ＝－１；

若２ｘ＋３ｙ－５＝０与ｘ－ａｙ＋８＝０平行，则ａ＝－３２．

１１．（１）｜ＡＢ｜＝｜ｘ２－ｘ１｜＝｜－１－８｜＝９，｜ＢＡ｜＝
｜ｘ１－ｘ２｜＝９；
（２）｜ＡＢ｜＝｜ｘ２－ｘ１｜＝｜０＋４｜＝４，｜ＢＡ｜＝｜ｘ１－
ｘ２｜＝４；
（３）｜ＡＢ｜＝｜ｘ２－ｘ１｜＝｜（ａ－２ｂ）－（２ａ－ｂ）｜＝
｜－ａ－ｂ｜＝｜ａ＋ｂ｜，｜ＢＡ｜＝｜ｘ１－ｘ２｜＝｜（２ａ－
ｂ）－（ａ－２ｂ）｜＝｜ａ＋ｂ｜．

１２．｜ＡＢ｜＝ （－２＋７）２＋（３－２０）槡
２
槡＝ ３１４，

｜ＢＣ｜＝ （０＋２）２＋（－１－３）槡
２
槡 槡＝ ２０＝２５，

｜ＣＡ｜＝ （－７－０）２＋（２０＋１）槡
２

槡＝７ １０．
１３．设 Ｍ 点 的 坐 标 为 （０，ｙ），｜ＭＮ ｜＝

（６－０）２＋（８－ｙ）槡
２＝１０，解得 ｙ＝０或 ｙ＝１６．

∴点Ｍ的坐标为（０，０）或（０，１６）．
【习题２－１Ｂ组】（Ｐ７７）

１．∵｜ＡＢ 槡｜＝６，｜ＢＣ 槡｜＝３，

∴｜ＡＣ｜＝ ｜ＡＢ｜２＋｜ＢＣ｜槡
２
槡＝ ６＋３＝３，

∵｜ＢＤ｜＝｜ＡＣ｜，∴｜ＢＤ｜＝３，

∴Ｂ －３２，( )０，Ｄ ３
２，( )０．

设Ａ点的坐标为（ｘ，ｙ）（ｘ＞０，ｙ＞０），则

｜ＡＤ｜＝ ｘ－( )３２
２

＋ｙ槡
２
槡＝３， ①

｜ＡＯ｜＝ ｘ２＋ｙ槡
２＝１２｜ＡＣ｜＝

３
２， ②

由①②联立，解得
ｘ＝１２，

ｙ 槡＝２
{

．
即Ａ １

２，槡( )２，

由Ｃ点与Ａ点关于原点对称得Ｃ －１２， 槡( )－２，

由以上可知，矩形各顶点的坐标为 Ａ １
２，槡( )２，

(Ｂ －３２， )０ ，Ｃ －１２， 槡( )－２，Ｄ ３
２，( )０．

２．证明：取ＣＡ所在的直线为ｘ轴，ＣＢ所在的直线为
ｙ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如图所示，设Ａ（ｂ，０），

第２题图

Ｂ（０，ａ），则 Ｓ△ＡＣＢ ＝
１
２ａｂ，∴Ｓ△ＰＡＢ＝Ｓ△ＰＢＣ ＝

Ｓ△ＰＣＡ＝
１
３Ｓ△ＡＣＢ＝

１
６ａｂ，

设 Ｐ（ｘ，ｙ），则 Ｓ△ＰＢＣ ＝
１
２｜ＢＣ｜· ｘ＝

１
２ａｘ＝

１
６ａｂ，∴ｘ＝

ｂ
３，

∵Ｓ△ＰＣＡ＝
１
２｜ＣＡ｜·ｙ＝

１
２ｂｙ＝

１
６ａｂ，∴ｙ＝

ａ
３，

∴点Ｐ的坐标为 ｂ
３，
ａ( )３ ．

∴｜ＰＡ｜２ ＋｜ＰＢ｜２ ＝ ｂ－ｂ( )３
２

＋ ０－ａ( )３
２

＋

０－ｂ( )３
２

＋ ａ－ａ( )３
２

＝５９（ａ
２＋ｂ２），

又∵｜ＰＣ｜２＝ ｂ
３( )－０２

＋ ａ
３( )－０２

＝１９（ａ
２＋ｂ２），

∴｜ＰＡ｜２＋｜ＰＢ｜２＝５｜ＰＣ｜２．

5#*TC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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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Ｐ７９）
１．（１）ｘ２＋ｙ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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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ＰＣ｜＝ （１＋２）２＋（５－６）槡
２
槡＝ １０，

∴圆的方程为（ｘ－６）２＋（ｙ＋２）２＝１０；
（３）ＡＢ中点坐标为（１，２），即圆心为（１，２），

｜ＡＢ｜＝ （５＋１）２＋（２－０）槡
２
槡＝ ４０，

∴圆的方程为（ｘ－１）２＋（ｙ－２）２＝１０．

２．（１）原点；（２）半径为 槡２２，圆心为（１，－２）的圆；
（３）半径为１，圆心为（０，０），且位于ｘ轴上方的半
圆（包括与ｘ轴的两交点）．

#"#*T>(mZ[

【练习】（Ｐ８０）
１．（１）设圆心为（ａ，ｂ），

∵ａ＝－－６２ ＝３，ｂ＝０，∴圆心为（３，０），

半径ｒ＝１２ （－６）槡
２＝３，半径为３．

（２）圆心为（ａ，ｂ），方程可化为 ｘ２＋ｙ２＋２ｘ－４ｙ＋
７
３＝０，∴ａ＝－

Ｄ
２ ＝－１，ｂ＝－

Ｅ
２ ＝２，ｒ＝

１
２ Ｄ２＋Ｅ２－４槡 Ｆ＝１２ ４＋１６－２８槡 ３＝

槡２６
３．∴半

径为 槡２６
３，圆心为（－１，２）．

（３）设圆心为（ａ，ｃ），ａ＝０，ｃ＝－２ｂ２＝－ｂ，半径ｒ＝

１
２ ４ｂ槡

２＝｜ｂ｜，∴圆心为（０，－ｂ），半径为｜ｂ｜．

（４）设圆心为（ｃ，ｄ），ｃ＝－２ａ２＝－ａ，ｄ＝０，半径ｒ＝

１
２ ４ａ２＋４ｂ槡

２＝ ａ２＋ｂ槡
２，∴圆心为（－ａ，０），半

径为 ａ２＋ｂ槡
２．

２．设圆心为Ｍ（ａ，ｂ），弦ＡＢ的中点为Ｄ，则Ｄ（２，１），

ｋＡＢ＝
４＋２
１－３＝－３，∴ｋＭＤ＝

ｂ－１
ａ－２＝

１
３， ①

由题意｜ＭＤ 槡｜＝ １０，即（ａ－２）２＋（ｂ－１）２＝１０，

②

由①②得
ａ＝－１，
ｂ＝０{ ，

或
ａ＝５，
ｂ＝２{ ．

半径ｒ＝ （５－１）２＋（２－４）槡
２
槡＝ ２０，

∴圆的方程为（ｘ＋１）２＋ｙ２＝２０或（ｘ－５）２＋（ｙ－
２）２＝２０．

#"$*6Y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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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１】（Ｐ８３）

１．圆心为（３，－５），半径为６，ｄ＝｜４×３＋３×５－２｜
４２＋（－３）槡

２
＝

５＜６，∴直线与圆相交．

２．由题意得｜３×１－３ｍ－７｜
３２＋（－ｍ）槡

２
＝１６５，

∴３１ｍ２－６００ｍ＋１９０４＝０，解得ｍ＝４或ｍ＝４７６３１．

#"$"#*TCT>bcAB

【问题与思考】（Ｐ８４）
例７、例８还能用代数法来解，解答过程如下：
例７　解：圆Ｃ１：ｘ

２＋ｙ２＝１， ①
圆Ｃ２：（ｘ－１）

２＋（ｙ－１）２＝４， ②
①－②，得２ｘ＋２ｙ＋１＝０． ③

由③得ｙ＝－１－２ｘ２ ．

把上式代入①，并整理，得８ｘ２＋４ｘ－３＝０． ④
方程④的判别式Δ＝４２－４×８×（－３）＝１１２＞０，
所以方程④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根 ｘ１，ｘ２，把 ｘ１，ｘ２分
别代入方程③，得ｙ１，ｙ２．
因此圆Ｃ１与圆Ｃ２有两个不同的公共点 Ａ（ｘ１，ｙ１），
Ｂ（ｘ２，ｙ２），即两圆相交．
例８　解：圆Ｃ１：ｘ

２＋ｙ２＋２ｘ－６ｙ－２６＝０， ①
圆Ｃ２：ｘ

２＋ｙ２－４ｘ＋２ｙ＋４＝０， ②
①－②得３ｘ－４ｙ－１５＝０， ③

由③得ｘ＝４３ｙ＋５．

把上式代入②得２５ｙ２＋９０ｙ＋８１＝０．
方程④的判别式Δ＝９０２－４×２５×８１＝０． ④
所以方程④有两个相等的实根，由①②组成的方程
组有两组相同的实数解，故两圆相切．

【练习２】（Ｐ８５）
（１）由已知得
圆Ｃ１：（ｘ＋１）

２＋（ｙ－３）２＝３６，圆心 Ｃ１（－１，３），半
径ｒ１＝６，圆Ｃ２：（ｘ－２）

２＋（ｙ＋１）２＝９，圆心 Ｃ２（２，

－１），半径ｒ２＝３，｜Ｃ１Ｃ２｜＝ ３２＋４槡
２＝５，∴３＝｜ｒ１－

ｒ２｜＜ｄ＝５＜ｒ１＋ｒ２＝９，∴两圆相交．

（２）圆 Ｃ１：圆心 Ｃ１（－２，２），ｒ１ 槡＝ １３，圆 Ｃ２：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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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４，－２），ｒ２ 槡＝ １３，圆心距 ｄ＝ ６２＋４槡
２
槡＝ ５２＝

槡２１３，∵ｄ＝ｒ１＋ｒ２，∴两圆外切．
（３）圆Ｃ１：圆心 Ｃ１（０，０），ｒ１＝３，圆 Ｃ２：圆心 Ｃ２（２，

０），ｒ２＝１，圆心距 ｄ＝ ２槡
２＝２，∵ｄ＝ｒ１－ｒ２，∴两圆

内切．
【习题２－２Ａ组】（Ｐ８５）

①

１．（１）如图①所示．设圆心 Ｐ（ａ，
０），ＣＤ的中点为Ｍ，则Ｍ的坐标

(为 －１＋１
２ ，

１＋３)２ ，即Ｍ（０，２）．

由题意ＭＰ⊥ＣＤ，

∴－２ａ·
３－１
２ ＝－１，得ａ＝２，

∴圆心 坐 标 Ｐ（２，０），半 径 ｒ＝｜ＰＣ｜＝

（２＋１）２槡 槡＋１＝ １０，
故所求圆的方程为（ｘ－２）２＋ｙ２＝１０．
（２）如图②所示．

由
３ｘ－２ｙ－１２＝０，
ｘ＋３ｙ＋７＝０{ ，

可得
ｘ＝２，
ｙ＝－３{ ．

∴Ｄ（２，－３），

∴半径ｒ＝ （２＋１）２＋（－３－１）槡
２＝５，

∴圆的方程为（ｘ＋１）２＋（ｙ－１）２＝２５．

②

　　

③
第１题图

（３）如图③所示．设圆心 Ｍ（ｘ，２ｘ－３），由｜ＭＢ｜＝

｜ＭＡ｜， 可 得 （ｘ－３）２＋（２ｘ－３＋２）槡
２ ＝

（ｘ－５）２＋（２ｘ－３－２）槡
２，

∴ｘ＝２，２ｘ－３＝１，∴圆心 Ｍ（２，１），半径 ｒ＝

｜ＭＡ｜＝ （２－５）２＋（１－２）槡
２
槡＝ １０，

∴圆的方程为（ｘ－２）２＋（ｙ－１）２＝１０．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设圆心Ｍ（０，ｂ），其中
由已知得 Ａ（０，５），由｜ＭＢ｜＝

｜ＭＡ｜可得 （－４）２＋（－ｂ）槡
２＝

０＋（ｂ－５）槡
２．

∴ｂ＝９１０，∴圆心 Ｍ ０，９( )１０，
半径ｒ＝５－９１０＝

４１
１０，∴它的外

接圆的方程为ｘ２＋ ｙ－９( )１０
２

＝１６８１１００．

若Ａ（０，－５），同理可得该三角形的外接圆方程为

ｘ２＋ ｙ＋９( )１０
２

＝１６８１１００．

３．设三角形的外接圆方程为ｘ２＋ｙ２＋Ｄｘ＋Ｅｙ＋Ｆ＝０，

由
ｘ－ｙ－９＝０，
ｘ＋２ｙ＝０{ ，

得Ａ（６，－３）；

由
ｘ＋２ｙ＝０，
３ｘ－ｙ－７＝０{ ，

得Ｂ（２，－１）；

由
３ｘ－ｙ－７＝０，
ｘ－ｙ－９＝０{ ，

得Ｃ（－１，－１０）．

由题意有

３６＋９＋６Ｄ－３Ｅ＋Ｆ＝０，
４＋１＋２Ｄ－Ｅ＋Ｆ＝０，
１＋１００－Ｄ－１０Ｅ＋Ｆ＝０

{
，

解得Ｄ＝－４，Ｅ＝１２，Ｆ＝１５．
∴三角形外接圆的方程为 ｘ２＋ｙ２－４ｘ＋１２ｙ＋
１５＝０．
４．（１）相切　（２）相离　（３）相交
５．（１）如图①所示．　（２）如图②所示．　（３）如图③
所示．

①

　　　

②

③
第５题图

６．已知圆圆心为（２，０），半径ｒ＝１０，直线可化为４ｘ－

３ｙ－５０＝０．圆心到直线的距离 ｄ＝｜２×４－５０｜
４２＋３槡

２
＝

４２
５，∵ｒ＞ｄ，∴直线与圆相交．

【习题２－２Ｂ组】（Ｐ８６）
１．已知圆圆心为（０，０），半径为２．
圆心到直线ｘ－ｍｙ＋２＝０的距离

ｄ＝ ｜２｜
１＋ｍ槡

２
＝ ２
ｍ２槡 ＋１

．

当ｒ＝ｄ，即２＝ ２
ｍ２槡 ＋１

，

即ｍ＝０时直线与圆相切；

当ｒ＞ｄ，即２＞ ２
ｍ２槡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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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ｍ≠０时，直线与圆相交；

当ｒ＜ｄ，即２＜ ２
ｍ２槡 ＋１

不成立．

∴当ｍ＝０时，直线与圆相切；当 ｍ≠０时，直线与
圆相交．

２．若直线与圆相切，则有｜ｒ｜＝２，又ｒ＞０，∴ｒ＝２；

第３题图

若直线与圆相离，则有｜ｒ｜＜２，
又ｒ＞０，∴０＜ｒ＜２；
若直线与圆相交，则有｜ｒ｜＞２，
又ｒ＞０，∴ｒ＞２．

３．如图所示．
圆Ｃ１：圆心Ｃ１（０，２），半径ｒ１＝３，
圆Ｃ２：圆心Ｃ２（１，１），半径ｒ２＝１，
圆 心 距： ｜ Ｃ１Ｃ２ ｜ ＝

１２＋（２－１）槡
２
槡＝２．

∵｜Ｃ１Ｃ２｜＜ｒ１－ｒ２，∴圆Ｃ１与圆Ｃ２内含．
5$*;<6^f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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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交流】（Ｐ８７）
解答都可通过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来确定空间物体的

位置，即将空间物体的位置用空间中点的坐标来表示．

【练习】（Ｐ９０）
１．如图①所示，Ａ（１，０，０），Ａ′（１，０，１），Ｂ（１，１，０），
Ｂ′（１，１，１），Ｃ（０，１，０），Ｃ′（０，１，１），Ｄ（０，０，０），
Ｄ′（０，０，１）；

①

　　

②
如图②所示，Ａ（０，０，－１），Ａ′（０，０，０），Ｂ（０，１，
－１），Ｂ′（０，１，０），Ｃ（－１，１，－１），Ｃ′（－１，１，０），
Ｄ（－１，０，－１），Ｄ′（－１，０，０）；

③
第１题图

如图③所示，
Ａ（１，０，－１），Ａ′（１，０，０），
Ｂ（１，１，－１），Ｂ′（１，１，０），
Ｃ（０，１，－１），Ｃ′（０，１，０），
Ｄ（０，０，－１），Ｄ′（０，０，０）．

２．提示：点Ａ在 ｙＯｚ平面上，
点 Ｂ在 ｚ轴上，点 Ｃ与 ｘ
轴的正半轴在 ｙＯｚ平面的

异侧，点Ｄ在ｘ轴上，点Ｅ与ｘ轴正半轴在ｙＯｚ平
面的同侧．

３．自点Ｍ（－４，－２，３），向 ｘＯｙ坐标平面引垂线，垂
足Ｍ１（－４，－２，０）；
向ｙＯｚ坐标平面引垂线，垂足Ｍ２（０，－２，３）；
向ｚＯｘ坐标平面引垂线，垂足Ｍ３（－４，０，３）；
向ｘ轴引垂线，垂足Ｍ４（－４，０，０）；
向ｙ轴引垂线，垂足Ｍ５（０，－２，０）；
向ｚ轴引垂线，垂足Ｍ６（０，０，３）．

４．Ｍ（１，－２，３）关于 ｘＯｙ坐标平面对称的点 Ｍ１（１，
－２，－３）；
关于ｙＯｚ坐标平面对称的点Ｍ２（－１，－２，３）；
关于ｚＯｘ坐标平面对称的点Ｍ３（１，２，３）；
关于ｘ轴对称的点Ｍ４（１，２，－３）；
关于ｙ轴对称的点Ｍ５（－１，－２，－３）；
关于ｚ轴对称的点Ｍ６（－１，２，３）；
关于原点对称的点Ｍ７（－１，２，－３）．

５．如图所示，Ｍ（４，３，－５）到 ｘ轴距离为 ｄ１ ＝

３２＋（－５）槡
２

槡＝ ３４；到 ｙ轴 距 离 为 ｄ２ ＝

４２＋（－５）槡
２

槡＝ ４１；到 ｚ轴 距 离 为 ｄ３ ＝

４２＋３槡
２＝５；到ｘＯｙ平面的距离 ｄ４＝｜－５｜＝５；

到ｙＯｚ平面的距离 ｄ５ ＝４；到 ｚＯｘ平面的距离
ｄ６＝３．

第５题图
６．以Ｏ为坐标原点，ＯＡ所在直线为 ｚ轴，过 Ｏ点向
东的方向为ｙ轴，向南的方向为 ｘ轴，建立右手空
间直角坐标系，则Ａ（０，０，８），Ｂ（－２，５，３），Ｃ（０，
１３，１），Ｄ（－６，１２，３），Ｅ（－６，１６，－３）．

$"$*;<`e<>ijDk

【问题与思考】（Ｐ９１）
如图所示，由于 ＢＤ＝ＡＣ′，故也可测量线段 ＢＤ的
长度．

思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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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给一块砖，可先量出长 ａ，宽 ｂ，高 ｃ，则 ＡＣ′＝

ａ２＋ｂ２＋ｃ槡
２．

【练习】（Ｐ９３）

｜ＰＱ ｜＝ （１＋１）２＋（２－０）２＋（－２＋１）槡
２ ＝

槡４＋４＋１＝３．
【习题２－３Ａ组】（Ｐ９３）
１．如图（１）所示，Ａ（ｂ，０，－ｃ），Ａ１（ｂ，０，０），Ｂ（ｂ，ａ，
－ｃ），Ｂ１（ｂ，ａ，０），Ｃ（０，ａ，－ｃ），Ｃ１（０，ａ，０），Ｄ（０，
０，－ｃ），Ｄ１（０，０，０）．

（１）

　　　　　

（２）
如图（２）所示，Ａ（ｂ，０，０），Ａ１（ｂ，０，ｃ），Ｂ（ｂ，ａ，０），
Ｂ１（ｂ，ａ，ｃ），Ｃ（０，ａ，０），Ｃ１（０，ａ，ｃ），Ｄ（０，０，０），
Ｄ１（０，０，ｃ）．
如图（３）所示，Ａ（０，０，０），Ａ１（０，０，ｃ），Ｂ（－ａ，０，
０），Ｂ１（－ａ，０，ｃ），Ｃ（－ａ，－ｂ，０），Ｃ１（－ａ，－ｂ，
ｃ），Ｄ（０，－ｂ，０），Ｄ１（０，－ｂ，ｃ）．

（３）

　　　　　

（４）
第１题图

如图（４）所示，Ａ（０，０，－ｃ），Ａ１（０，０，０），Ｂ（－ａ，０，
－ｃ），Ｂ１（－ａ，０，０），Ｃ（－ａ，－ｂ，－ｃ），Ｃ１（－ａ，
－ｂ，０），Ｄ（０，－ｂ，－ｃ），Ｄ１（０，－ｂ，０）．

２．提示：分析各点在空间中的位置．
３．Ｐ（３，－２，１）关于坐标平面 ｘＯｙ对称的点 Ｐ１（３，
－２，－１）；
关于平面ｙＯｚ对称的点Ｐ２（－３，－２，１）；
关于平面ｚＯｘ对称的点Ｐ３（３，２，１）；
关于ｘ轴对称的点Ｐ４（３，２，－１）；
关于ｙ轴对称的点Ｐ５（－３，－２，－１）；
关于ｚ轴对称的点Ｐ６（－３，２，１）；
关于原点对称的点Ｐ７（－３，２，－１）．

４．Ｎ（３，－２，－４）到原点的距离 ３２＋（－２）２＋（－４）槡
２＝

槡２９；

到ｘ轴距离 （－２）２＋（－４）槡
２
槡 槡＝ ２０＝２５；

到ｙ轴距离 ３２＋（－４）槡
２
槡＝ ２５＝５；

到ｚ轴距离 ３２＋（－２）槡
２
槡＝ １３；

到ｘＯｙ坐标平面距离为｜－４｜＝４；
到ｙＯｚ坐标平面距离为３；
到ｚＯｘ坐标平面距离为｜－２｜＝２．

５．｜ＡＢ｜＝ （－３＋４）２＋（２－３）２＋（－４－１）槡
２ ＝

槡 槡２７＝３３．

６．证明：｜ＡＢ｜＝ （－１－２）２＋（２＋２）２＋（３－３）槡
２＝５，

｜ＡＣ｜＝ －１－( )１２
２

＋ ２－( )５２
２

＋（３－３）槡
２ ＝

槡１０
２ ，

｜ＢＣ｜＝ ２－( )１２
２

＋ －２－( )５２
２

＋（３－３）槡
２ ＝

槡３ １０
２ ，

∵｜ＡＣ｜２＋｜ＢＣ｜２＝１０４＋
９０
４＝２５＝｜ＡＢ｜

２，

∴△ＡＢＣ为直角三角形．

第７题图

７．如图所示，以 Ｃ为坐标
原点，ＣＤ所在直线为 ｚ
轴，ＣＢ所在直线为 ｘ轴
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
则由题意知Ｃ（０，０，０），
Ｄ（０，０，５），Ｂ（３，０，０），
Ａ（３，－４，０）．

∴｜ＡＤ｜＝ ３２＋４２＋５槡
２

槡＝５２（ｍ）．
答：点Ａ与塔顶Ｄ的距离ＡＤ为 槡５２ｍ．

【习题２－３Ｂ组】（Ｐ９３）

证明：｜ＡＢ｜＝ （２＋１）２＋（３＋２）２＋（－１－１）槡
２
槡＝ ３８，

｜ＡＣ｜＝ 槡１＋ ３７
２( )＋１

２

＋（１＋２）２＋（０－１）槡
２

＝ 槡３７＋３( )２

２

＋３２槡 ＋１，

｜ＢＣ｜＝ ２－ 槡１＋ ３７( )２

２

＋（３－１）２＋（－１）槡
２

＝ 槡３－ ３７( )２

２

＋２２槡 ＋１，

∵ ｜ＡＣ｜２ ＋｜ＢＣ｜２ ＝ 槡３＋ ３７( )２

２

＋３２ ＋１＋

!(



槡３－ ３７( )２

２

＋２２＋１＝３
２＋３７
２ ＋３２＋１＋２２＋１＝３８＝

｜ＡＢ｜２，∴△ＡＢＣ是以ＡＢ为斜边的直角三角形．
【复习题二Ａ组】（Ｐ９７）
１．由点Ａ（１，２）在直线ｙ＝２ｘ＋ｂ上可得ｂ＝０，∴ｙ＝２ｘ．
∵Ｂ（３，ｍ）也在直线ｙ＝２ｘ上，
∴ｍ＝６．∴Ｂ（３，６）．

∴｜ＡＢ｜＝ （３－１）２＋（６－２）槡
２

槡＝２５．

２．∵Ａ、Ｂ、Ｃ共线，∴ｋＢＣ＝ｋＡＣ，即
ａ＋４－３
０－１ ＝０－３ａ－１，解

得ａ＝±２．∵ａ∈Ｎ，∴ａ＝２．
３．（１）当ｍ＝３时，α＝９０°，斜率不存在；（２）当ｍ≠３

时，ｋＡＢ＝
ｍ－１
３－ｍ．

４．∵α＝３０°，∴ｋｌ１＝
槡３
３，∵ｌ２⊥ｌ１，∴ｋｌ２·ｋｌ１＝－１．

∴ｋｌ２ 槡＝－３．
５．ａｘ＋３ｍｙ＋２ａ＝ａ（ｘ＋２）＋３ｍｙ＝０，∵ｍ≠０，∴该
直线恒过（－２，０），由两点式可得该直线的方程为

ｘ＋３ｙ＋２＝０，∴该直线的斜率为－１３．

第６题图

６．∵α＝４５°，∴ｋ＝１，由点斜
式得直线的方程为ｘ－ｙ＋
５＝０．直线如图所示．
７．（１）当 ａ＝－１时，ｋｌ１ ＝
１
２，ｋｌ２不存在，∴ｌ１不垂直

于 ｌ２，∴ａ≠ －１；（２）当
ａ＝０时，ｋｌ１＝０，ｋｌ２不存在，

∴ｌ１⊥ｌ２；（３）当 ａ≠ －１且 ａ≠０时，ｋｌ１＝－
ａ
２，

ｋｌ２＝－
１

ａ（ａ＋１），∵ｌ１⊥ｌ２，∴ｋｌ１·ｋｌ２ ＝－１，即

－ａ２· － １
ａ（ａ＋１[ ]） ＝－１，

∴ａ＝－３２．

综上所述知ａ＝０或ａ＝－３２．

８．设直线的方程为ｙ＝－４３ｘ＋ｂ（ｂ≠０）．

当ｘ＝０时，ｙ＝ｂ；当ｙ＝０时，ｘ＝３４ｂ．

由题意得｜ｂ｜＋ ３
４ｂ＋ ｂ２＋ ３

４( )ｂ槡
２

＝９，

即
７
４ｂ＋

５
４ｂ＝９，｜ｂ｜＝３．

当ｂ＞０时，ｂ＝３；当ｂ＜０时，ｂ＝－３．
∴直线的方程为４ｘ＋３ｙ＋９＝０或４ｘ＋３ｙ－９＝０．

９．ｘ－２ｙ＝０．
１０．２ｘ＋３ｙ＋１０＝０．
１１．６ｘ－５ｙ＋７＝０．

１２．由
３ｘ＋２ｙ－６＝０，
３ｘ＋２ｍｙ＋１８＝０{ ，

得

ｘ＝２－ ８１－ｍ，

ｙ＝１２１－ｍ
{ ．

代入３ｍｘ＋

２ｙ＋１２＝０得３ｍ ２－ ８
１－( )ｍ ＋ ２４１－ｍ＋１２＝０，解

得ｍ＝－６．
１３．设所求直线方程为７ｘ＋２４ｙ＋ｍ＝０．

则由题意
｜－５－ｍ｜
７２＋２４槡

２
＝３，

∴｜ｍ＋５｜＝７５，解得ｍ＝－８０或ｍ＝７０．
故所求直线方程为 ７ｘ＋２４ｙ＋７０＝０或 ７ｘ＋
２４ｙ－８０＝０．

１４．圆ｘ２＋ｙ２＝４的圆心为（０，０），半径为２．

圆心（０，０）到直线槡３ｘ＋ｙ 槡－２３＝０的距离 ｄ＝

槡｜－２３｜

槡３＋１
槡＝３＜２，故直线槡３ｘ＋ｙ 槡－２３＝０与圆

ｘ２＋ｙ２＝４相交．
１５．解法一：设这个圆的方程为 ｘ２＋ｙ２－２ｘ＋１０ｙ－
２４＋λ（ｘ２＋ｙ２＋２ｘ＋２ｙ－８）＝０．

∴圆心为 １－λ
１＋λ

，－５＋λ１＋( )λ代入ｘ＋ｙ＝０，得λ＝－２，
∴圆心（－３，３），ｒ２＝Ｄ

２＋Ｅ２－４Ｆ
４ ＝１０，

∴圆的方程为（ｘ＋３）２＋（ｙ－３）２＝１０．

解法二：解方程组
ｘ２＋ｙ２－２ｘ＋１０ｙ－２４＝０，
ｘ２＋ｙ２＋２ｘ＋２ｙ－８＝０{ ，

得

ｘ＝－４，
ｙ＝０{ ，

或
ｘ＝０，
ｙ＝２{ ．

设圆心为（ａ，－ａ），半径为ｒ，

则
（－４－ａ）２＋ａ２＝ｒ２，
（－ａ）２＋（２＋ａ）２＝ｒ２{ ，

解之得ａ＝－３，ｒ 槡＝ １０，
∴所求圆的方程为（ｘ＋３）２＋（ｙ－３）２＝１０．

１６．（１）ｋＡＣ＝－
３
２，ＡＣ边上的高所在直线方程为

２ｘ－３ｙ＋１４＝０；
（２）ｘ－２ｙ－４＝０．

１７．｜ＡＢ｜＝ （２－１）２＋（０＋３）２＋（４－０）槡
２
槡＝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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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题二Ｂ组】（Ｐ９７）
１．∵Ａ、Ｂ、Ｃ三点共线，∴ｋＡＢ＝ｋＡＣ＝ｋＢＣ，

即
５＋３
４＋２ａ＝

５－ａ
４－１＝

ａ＋３
１＋２ａ，∴ａ＝２或ａ＝１．

２．证明：设直线为ｙ＝ｋｘ＋ｂ（ｂ≠０），
则ｙ１＝ｋｘ１＋ｂ，ｙ２＝ｋｘ２＋ｂ，

｜Ｐ１Ｐ２｜＝ （ｘ１－ｘ２）
２＋（ｙ１－ｙ２）槡

２

＝ （ｘ１－ｘ２）
２＋（ｋｘ１－ｋｘ２）槡

２

＝｜ｘ１－ｘ２｜· １＋ｋ槡
２

＝ １＋ｋ槡
２ （ｘ１－ｘ２）槡

２

＝ １＋ｋ槡
２· （ｘ１＋ｘ２）

２－４ｘ１ｘ槡 ２．
３．Ｍ（２，３）关于ｘ轴对称的点为Ｍ′（２，－３），故反射

光线所在直线由Ｍ′（２，－３）和Ｎ（１，０），得ｙ＋３０＋３＝

ｘ－２
１－２，即 ３ｘ＋ｙ－３＝０，故为反射光线所在直线

方程．

４．（１）当ａ＝１２时，ｋｌ１不存在，ｋｌ２≠０，∴ｌ１不垂直于

ｌ２．∴ａ≠
１
２；

（２）当ａ＝－５时，ｋｌ１≠０，ｋｌ２不存在，∴ａ≠－５；

（３）当ａ≠ １２且ａ≠ －５时，∵ｌ１⊥ｌ２，∴ｋｌ１·ｋｌ２＝

－１，即ａ－３２ａ－１·
－（２ａ＋１）
ａ＋５ ＝－１，解得ａ＝１７．

综上可得ａ＝１７．

５．设圆心（ｘ，－２ｘ）．由题意得ｄ＝ｒ，即｜ｘ－２ｘ－１｜

槡２
＝

（ｘ－０）２＋（－２ｘ＋１）槡
２，解得 ｘ＝１或 ｘ＝１９，

∴圆心（１，－２）或 １
９，－( )２９ ，此时圆的半径分别

为槡２和 槡５２
９，∴适合题意的圆的方程为（ｘ－１）

２＋

（ｙ＋２）２＝２或 ｘ－( )１９
２

＋ ｙ＋( )２９
２

＝５０８１．

６．设ｌ的方程为 ｘａ＋
ｙ
ｂ＝１，

由题意得

｜ａ｜＝｜ｂ｜，
１
２｜ａ｜·｜ｂ｜＝１８{ ．

解得
｜ａ｜＝６，
｜ｂ｜＝６{ ．

∴直线ｌ的方程为ｘ＋ｙ＋６＝０或 ｘ＋ｙ－６＝０或
ｘ－ｙ＋６＝０或ｘ－ｙ－６＝０．

７．设Ｑ（ｘ，ｙ）（ｘ∈［０，３０］，ｙ∈［０，２０］）．

由截距式得ＥＦ的方程为 ｘ３０＋
ｙ
２０＝１，

即２ｘ＋３ｙ＝６０．
则｜ＱＲ｜＝１００－ｘ，｜ＰＱ｜＝８０－ｙ．
∴Ｓ矩形ＰＱＲＣ＝（１００－ｘ）·（８０－ｙ）＝（１００－ｘ）·

８０－２０＋２ｘ( )３ ＝－２ｘ
２

３＋
２０
３ｘ＋６０００（０≤ｘ≤３０）．

当ｘ＝５时，Ｓｍａｘ＝６０１６
２
３，此时ｙ＝

５０
３．

∴当ＱＲ为９５ｍ，ＰＱ为１９０３ ｍ时，草坪占地面积最

大为６０１６２３ｍ
２．

８．Ｎ（ａ，ｂ，ｃ）关于坐标平面 ｙＯｚ对称点的坐标为
（－ａ，ｂ，ｃ）．

【复习题二Ｃ组】（Ｐ９８）
１．设圆心Ｏ（ｘ，ｙ）．

由题意得｜ｙ｜＝ ｘ＋１２ ，代入 ｘ－( )３２
２

＋ｙ２＝２，

得ｘ＝１２，∴ｙ＝±１．

∴所求圆的方程为 ｘ－( )１２
２

＋（ｙ－１）２＝１或

ｘ－( )１２
２

＋（ｙ＋１）２＝１．

２．（１）当ｌ∥ＡＢ时，∵ｋＡＢ 槡＝３，∴ｋｌ 槡＝３，则设 ｌ的方

程为ｙ 槡＝３ｘ＋ｂ，则ｄ＝槡
｜３＋ｂ｜
２ ＝１，∴ｂ 槡＝２－３或

ｂ 槡＝－２－３，∴ｌ的方程为ｙ 槡＝３ｘ 槡＋２－３时或ｙ＝

槡３ｘ 槡－２－３；

（２）当ｌ过 ＡＢ中点 Ｍ（２，槡３）时，设直线方程 ｙ－

槡３＝ｋ（ｘ－２），即ｋｘ－ｙ－２ｋ 槡＋３＝０，由Ａ（１，０）到

直线距离为 １，得｜ｋ－２ｋ 槡＋３｜
１＋ｋ槡

２
＝１，解得 ｋ＝槡３３，

∴方程为ｘ 槡－３ｙ＋１＝０；
（３）当直线ｌ斜率不存在时，直线方程为 ｘ＝２，符

合题意．综上所述，直线 ｌ的方程为 ｙ 槡＝３ｘ＋２－

槡３或ｙ 槡＝３ｘ 槡－２－３或ｘ 槡－３ｙ＋１＝０或ｘ＝２．
３．证明：∵ｘ＋ｙ＝３，∴（ｘ＋５）＋（ｙ－２）＝６，
∴［（ｘ＋５）＋（ｙ－２）］２＝３６，
∴（ｘ＋５）２＋（ｙ－２）２＝３６－２（ｘ＋５）（ｙ－２）≥

３６－２×［（ｘ＋５）＋（ｙ－２）］
２

４ ＝１８，

即（ｘ＋５）２＋（ｙ－２）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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