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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亲爱的同学

欢迎你"我们的小伙伴"
你现在拿在手中的是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年#&与国家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年版#&"为你们提供的初中阶段六册数学教科书中的第五本"
这本书与你前两年学过的数学教科书一样"从你所熟悉的情境入手"展开一些最基本的'

丰富多彩的数学内容"并穿插一些阅读材料"设置一些让你思考'实践与自主探索的栏目"不同
层次的习题"应用性'探索性和开放性的各种形式的问题及综合与实践等"都将为你提供充分
展示聪明才智与数学能力的机会"

现在"请你打开这本书"与我们一起继续在奇妙的数学世界漫游"探索发现更多'更具魅力
的数学奥秘"

前面我们学过的有理式!整式和分式#"式子中只含有加'减'乘'除及乘方运算"你将要接
触到的!二次根式""则还要涉及开平方运算"它与算术平方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将带你
进入一个新的天地"你的认识会得到进一步深化"

我们已经认识了方程"多次与各种方程打交道"并用来解决过不少实际问题"现实生活中"
还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例如"怎样设计小区绿地的形状( 如何计算人口的年增长率( 这
些往往要涉及!一元二次方程""它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用工具"学习它"你的见识会进一步
增长"你的本领也将大大提高"

你知道古埃及人是如何测量金字塔高度的吗( !图形的相似"将告诉你这个奥秘"你的周
围世界有许许多多相似的图形"它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特征( 如何判定两个图形相似呢( 学习
了这一章"你就会揭开其中的奥秘"就会对相似及相似图形的面貌特征有更深刻的理解"相似
与轴对称'平移'旋转一样"也是图形之间的一种基本变换"已经学过的全等就是相似的一个特
例"你将进一步有机结合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提高数学思维能力"

!解直角三角形"一章将与你一起探索'发现'认识直角三角形的有关性质以及边与角之间
所存在的关系"即锐角三角函数"在这里"我们还将一起运用这些重要的结论"解决与直角三角
形有关的许多度量问题"你将学到许多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最后"!随机事件的概率"这一章将在你认识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通过大量重
复的试验"运用数据分析进一步理解随机事件概率的数学本质"学会运用简单的方法计算随机
事件的概率"更好地用数学语言表述自己的见解"

我们相信"这本书一定能帮助你继续在丰富多彩的数学世界漫游'探索"充分发挥你的想
象力与创造力"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数学世界继续欢迎你"为你探索数学的奥秘"打开一道道神秘的大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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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根式

21"1 !二次根式

在第 ## 章我们学习了平方根和算术平方根的意义!

引进了一个记号槡!"

回顾

当 !是正数时!槡! 表示 ! 的算术平方根!即正数 !
的正的平方根"

当 !是零时!槡! 等于 $!它表示零的平方根!也叫做
零的算术平方根"

当 !是负数时!槡! 没有意义"

概括

槡! "!!$#表示非负数 !的算术平方根!也就是说!

槡! "! ! $# 是一个非负数!它的平方等于 !!即有$
"##槡! ! $ "! ! $#%
"%# "槡! # % #! "! ! $#"

形如 槡! "! ! $#的式子叫做二次根式"

注意

在槡! 中!!的取值必须满足 ! ! $!即二次根式的被
开方数必须是非负数"

!!"例 $是怎样的实数时!二次根式 $%槡 # 有意义&

!!"分析 要使二次根式有意义!被开方数必须是
非负数"

!!"解 被开方数$%# ! $!即$! #"

所以!当$! # 时!二次根式 $%槡 # 有意义"

!!槡!表示什么&
! 应满足什么条
件& !



第!"章!二次根式!#""""

思考

!槡
%
等于什么&

我们不妨取 !的一些值!如 %' &%' '' &' 等!分别

计算对应的 !槡
%
的值!看看有什么规律$

%槡
% #槡( #%%

"%%#槡
% #槡( #%%

'槡
% #槡) #'%

"%'#槡
% #槡) #'%

((

概括

当 ! ! $ 时! !槡
% #!%

当 ! &$ 时! !槡
% #%!"

这是二次根式的又一重要性质"如果二次根式的被
开方数是一个完全平方数!运用这个性质!可以将它)开
方*出来!从而达到化简的目的"

练!习

!"计算!

!!!!!!!!!!!!!!!!!!!!!!!!!!!"## "槡*# %$!!!!!!!"%# "槡)# %$ "'# 槡*# $!! "(# 槡#$$"
#"$是怎样的实数时%下列二次根式有意义&

"## $'槡 ' $ !! "%# %$%槡 + $ "'# #
槡$$ !! "(# +

#槡%$"

$""槡!# %
与 !槡

%
是一样的吗& 说说你的理由%并与同学交流"

!!这里 !的取值
有没有限制& 取 !
的一些值!分别计

算 !槡
%
的值"从中

你能发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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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是怎样的实数时!下列二次根式有意义&

"## $'槡 # % !!"%# '$%槡 % % ! "'# '
%$'槡 # % !! "(# #

' %%槡 $"

#"计算$

"## "槡,# %%!! "%#" !%
槡' # %

% "'# (
槡) %!! "(# )!槡

( "

$"已知 % &$&'!化简$ "$%%#槡
% '($%' ("

蚂蚁和大象一样重吗

!!你一定听过蚂蚁和大象进行举重比赛的故事吧' 蚂蚁能举起比它的体重重

许多的火柴棒%而大象举起的却是比自己体重轻许多的一截圆木%结果蚂蚁获得

了举重冠军'

我们这里谈论的话题是! 蚂蚁和大象一样重吗& 我们知道%即使是最大的

蚂蚁与最小的大象%它们的重量也明显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但是下面的(推导)

却让我们大吃一惊! 蚂蚁和大象一样重'&

设蚂蚁的重量为$克%大象的重量为)克%它们的重量和为 %!克%即

$')#%!"

两边同乘以"$&)#%得

"$')#"$%)# #%!"$%)#%

即 $% %)% #%!$%%!)"

可变形为 $% %%!$#)% %%!)"

!!两边都加上 !%%得 "$%!# % #")%!# %"



第!"章!二次根式!%""""

!!于是 "$%!#槡
% # ")%!#槡

% %

得 $%! #)%!%

所以 $#)"

这里竟然得出了(蚂蚁和大象一样重)的结论%岂不荒唐' 那么问题究竟出

在哪里呢& 亲爱的同学%你能找出来吗&

21"2 !二次根式的乘除

!!!"二次根式的乘法

计算$

"##槡( *槡%+ 与 ( *槡 %+ %

"%# 槡#- *槡) 与 #- *槡 )"

思考

槡% *槡' 与 % *槡 ' 呢&

从计算的结果我们发现$

槡% *槡' # % *槡 '"

这是什么道理呢&

!!观察计算的结果!你
能发现什么&

!!用计算器分别计
算一下!看看两者是否
相等"你能说出道理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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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据积的乘方法则!有

"槡% *槡' # % #"槡% # % *"槡' # % #% *'!

并且 槡% *槡' +$!

所以槡% *槡' 是 % *' 的算术平方根!即

槡% *槡' # % *槡 '"

一般地!有

#################$
$##################

#

槡!+槡,#槡!,"! ! $! ,! $#"

这就是说!两个算术平方根的积!等于它们被开方数
的积的算术平方根"

注意!在上式中!!',都表示非负数"在本章中!如果
没有特别说明!字母都表示正数"

!!"例 ! 计算$

"##槡, *槡- % !!!!!"%# #
槡%

*槡'%"

!!"解 "##槡, *槡- # , *槡 - #槡(%"

"%# #
槡%

*槡'% # #
% *
槡

'% #槡#- #("

!!#"积的算术平方根

上面得到的等式 槡!+槡,#槡!,"!!$! ,!$#!也
可以写成

#################$
$##################

#

槡!,#槡!+槡,"! ! $! ,! $#"

这就是说!积的算术平方根!等于各因式算术平方根
的积"

利用这个性质可以进行二次根式的化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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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化简槡#%!使被开方数不含完全平方的因数"

!!"解 槡#% # %% *槡 '

# %槡
% *槡'

#%槡'"
这里!被开方数 #% #%% *'!含有完全平方的因数

%%!通常可根据积的算术平方根的性质!并利用 !槡
% #

!"! ! $#!将这个因数)开方*出来"

计算下列各式!并将所得的结果化简$

"## ' *槡 - % !!!!!!!!"%#槡++槡#+"

!!$"二次根式的除法

讨论

两个二次根式相除!怎样进行运算呢& 商的算术平
方根又等于什么& 试参考上面的研究!和同伴讨论!提出
你的见解"

概括

一般地!有
#################$

$
$##################

#
#

槡!

槡,
#!!!!"! ! $! ,+$#"

这就是说!两个算术平方根的商!等于 !
!!!!"

!!这里为什
么要求 ! ! $!
,+$&



(""""!第!"章!二次根式

!!"例 $ 计算$

"## 槡#+

槡'
%!!!!!!!!"%# 槡%(

槡-
"

!!"解 "## 槡#+

槡'
# #+
槡' #槡+"

"%# 槡%(

槡-
# %(
槡- #槡( #%"

题"%#也可先将分子化简为 %槡-!从而容易算得结果"

第 , 页)概括*中的等式!也可以写成
##################$

$
$###################

#
#

! !
槡, #!!!!"! ! $! ,+$#"

这就是说!商的算术平方根!等于!!!!!!!"
利用这个性质可以进行二次根式的化简"

!!"例 % 化简
#

槡%
!使分母中不含二次根式!并且被开

方数中不含分母"

!!"解 #

槡%
# #
槡%

# # *%
% *槡 % # %

%槡% #槡%
%槡
%
#槡%% "

这里!二次根式 #
槡%
的被开方数中含有分母!通常

可利用分数"或分式#的基本性质将分母)配*成完全平
方!再)开方*出来"

按照例 % 和例 ( 的要求!化简后的二次根式被开方
数中不含分母!并且被开方数中所有因数"或因式#的幂
的指数都小于 %!像这样的二次根式称为最简二次根式"

二次根式的除法!要化去分母中的根号!只要将分
子'分母同乘以一个恰当的二次根式就可以了"如例 (!

将分子'分母同乘以槡% !得

#

槡%
# # *槡%

槡% *槡%
# 槡%

"槡% # %
#槡%% "

!!通常将这种
化简过程称为分

母有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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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化简!

"## 槡%, $!! "%# 槡%$$ $

"'# #

槡'
$!! "(# %

槡+ "

#"计算!

"## 槡%# *槡'+ $ !! "%# 槡*

槡%$
"

$"现有一张边长为 # .的正方形彩纸%欲从中剪下一个面积为其一半的正方形%问

剪下的正方形边长是多少& "结果先用最简二次根式表示%再算出近似值%精确到

$"$# .#

!!习题!""!

!"化简$

"## 槡%+$ %!! "%# 槡+( %

"'# #(

槡,
%!! "(# +

槡- "

#"计算$

"## 槡#* *槡'$ % !! "%# 槡' * %
槡,+

%

"'# 槡($

槡)*
% !! "(# 槡%$ %#

槡+
"

$"某液晶显示屏的对角线长为 '- /.!其长与宽之比为(0'"试求该液晶显示屏的
长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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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二次根式的加减

计算$

"## '槡' %%槡' % !!!"%# '槡! %%槡! '(槡!"

概括

与整式中同类项相类似!我们把像 '槡! ' &%槡!与

(槡!这样的几个二次根式!称为同类二次根式"'槡'与

&%槡'也是同类二次根式"
二次根式的加减!与整式的加减相类似!关键是将同

类二次根式合并"

!!"例 ! 计算$ '槡% '槡' %%槡% %'槡'"

!!"解 '槡% '槡' %%槡% %'槡'

! #"'槡% %%槡% # '"槡' %'槡' #
! #槡% %%槡'"

思考

计算$槡* '槡#* '槡#%"

!!"分析 先将各二次根式化简$

槡* # ( *槡 % #槡( *槡% #%槡% !

槡#* #!!!!!!!!!!!!

槡#% #!!!!!!!!!!!"

!!联想整式加
减运算中的合并

同类项!你会做吗&

!!这里三个 )加
数*中有同类二次
根式吗& 将它们化
简以后看一看!再
完成本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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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槡* '槡#* '槡#%

#%槡% '!!!! '!!!!
#!!!!!!!!"

二次根式相加减!先把各个二次根式化简!再将同类
二次根式合并"

!!"例 # 计算$

"## 槡%, %槡#% '槡(+ % !"%# %+
槡% '槡'% %槡#*"

!!"解 "## 槡%, %槡#% '槡(+

#'槡' %%槡' ''槡+

#槡' ''槡+ "

"%# %+
槡% '槡'% %槡#*

# +
% 槡% '(槡% %'槡%

# +
% '( %( )' 槡%

# ,
% 槡%"

!!"例 $ 计算$

"## "槡% '## "槡% %##% !!!!"%# "槡% %## %"

!!"解 "## "槡% '## "槡% %##

#"槡% # % %#%

#% %#
##"

"%# "槡% %## %

1"槡% #
% %%+槡%+# '#%

1' %%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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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计算!

"## %槡' %槡' ''槡'
( $ !!!!!!!!"%# +槡' %' 槡,+"

#"计算!

"## "槡' '槡% #"槡' %槡% #$ !!!!!"%# "槡' %槡% #
%"

!!习题!""#

!"计算$

"## '槡+ %槡% '槡+ %(槡% %

"%# %槡,+ %'槡%, '槡#% %

"'# 槡,% '槡#* %'槡%
% %

"(# % %
槡' &' '
槡% 2槡%("

#"计算$

"## "# '槡' #"# %槡' #%
"%# "槡' '槡% #

%%

"'# "%槡+ %'#"'槡+ '%#%

"(# "'槡% %%# %"
$"用一根铁丝做成一个正方形!使它恰好能嵌入一个直径为 %$ /.的圆中"如图#!
求这根铁丝的长度""精确到 $"# /.#

"第 ' 题#



第!"章!二次根式!*#"""

!!一! 知识结构

%&&二次根式的意义 &&&

''''
二次根式的性质

%&&

(

''''''''

二次根式的化简

%&&

)
''''

二次根式的运算

二! 要点

#"理解符号槡!的意义是研究二次根式的关键"槡!表示非负数 !
的算术平方根!即有$

"##槡! ! $ "! ! $#%

"%# "槡! # % #! "! ! $#"
要注意二次根式中字母的取值范围$ 被开方数必须是非负数"
%"二次根式的化简是进行二次根式运算的重要手段!二次根式的

化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如果被开方数中含有完全平方的因数"或因式#!可利用积的

算术平方根的性质!将它们)开方*出来%
"%# 如果被开方数中含有分母!通常可利用分数"或分式#的基本

性质将分母)配*成完全平方!再将它们)开方*出来"
化简的关键点是要把被开方数中的完全平方因数"或因式# )开

方*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二次根式的性质) !槡
% #! "!! $# *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二次根式的运算!主要研究二次根式的乘除和加减"
"## 二次根式的乘除!只需将被开方数进行乘除!其依据是$

槡!+槡,#槡!,"! ! $! ,! $#%

槡!

槡,
# !
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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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根式的加减类似于整式的加减!关键是合并同类二次根
式"通常应先将各个二次根式化简"化为最简二次根式#!再把同类二
次根式合并"

二次根式运算的结果应尽可能化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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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

!"计算$
!!!!!!!!!!!!!!!!!!"## 槡+ *槡% % !! "%# 槡+ *槡#$ %

"'# 槡#(

槡'+
% !! "(# 槡+% '%槡#' %

"+# + 槡%(
% %' %
槡' % !! "-# " 槡#% '+槡* # *槡' %

",# 槡#% %槡-

槡'
% !! "*# 槡'

% '槡%( )'
槡'
% %槡%( )'

"

#"$取何值时!下列各二次根式有意义&

"## '$%槡 ( % !! "%# % '%
'槡
$"

$"$是怎样的实数时! "$%%#"' %$槡 # # $%槡 %+ '槡 %$&

%"如图!边长为 * 米的正方形大厅!地面由大小完全相同的黑'白正方形方砖相间
铺成"求每块方砖的边长""精确到 $"$# 米#

"第 ( 题#

B 组

&"要使 !槡
% '! #$! !的取值范围是!!!!"

'"要使 ! %槡 ' % '槡 %! 有意义! !的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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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 "$%%#槡
% #" $%槡 % # %! $的取值范围是!!!!"

)"实数 !',在数轴上的位置如图所示!化简$ "! '##槡
% ' ",%##槡

% % "! %,#槡
%"

"第 * 题#

C 组

*"化简$ #

槡% '#
' #

槡' '槡%
'( ' #

槡) '槡*
""提示$由 "槡% '##"槡% %## ##!得

#

槡% '#
#槡% %#"将 #

槡' '槡%
! (! #

槡) '槡*
作类似的变形#

!+"#) 世纪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其作品,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中
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叫巴霍姆的人到草原上去购买土地!卖地的酋长出了一个非常奇怪
的地价)每天# $$$卢布*!意思是谁出 # $$$ 卢布!只要他日出时从规定地点出
发!日落前返回出发点!所走过的路线圈起的土地就全部归他"如果日落前不能
回到出发点!那么他就得不到半点土地!白出# $$$卢布"
!!巴霍姆觉得这个条件对自己有利!便付了 # $$$ 卢布"第二天天刚亮!他就
连忙在草原上大步向前走去"他走了 #$ 俄里"# 俄里*#"$-- * 千米#后!向左
拐弯!走了许久!再向左拐弯!又走了 % 俄里!这时他发现天色不早!而自己离出
发点还足有 #+ 俄里的路程!于是只得改变方向!径直朝出发点奔去((最后!
他总算如期赶到了出发点!却因过度劳累!口吐鲜血而死"
!!请你算一算!巴霍姆这一天走了多少俄里& 他走过的路线围成的土地面积
有多大& "结果保留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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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一元二次方程

问题"

绿苑小区在规划设计时!准备在两幢楼房之间!设置
一块面积为 )$$ 平方米的矩形绿地!并且长比宽多 #$
米!那么绿地的长和宽各为多少&

!!"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可以运用方程解决实际

问题"
设绿地的宽为$米!不难列出方程

$"$'#$# #)$$!

整理得

$% '#$$%)$$ #$" "##

问题!

学校图书馆去年年底有图书 + 万册!预计到明年年
底增加到 ,"% 万册"求这两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分析 设这两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已知去年年底的图书数是 + 万册!则今年年底的图

书数是 +"# '$#万册"
同样!明年年底的图书数又是今年年底图书数的

"# '$#倍!即 +"# '$#"# '$# #+"# '$# %"万册#"
可列得方程

+"# '$# % #,"%!

整理可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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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问题 # 和问题 % 分别归结为解方程"##和"%#"显
然!这两个方程都不是一元一次方程"那么这两个方程
与一元一次方程的区别在哪里& 它们又有什么共同特
点呢&

概括

上述两个整式方程中都只含有一个未知数!并且未
知数的最高次数是 %!这样的方程叫做一元二次方程
"34567589/:34589;< =98> ;<:4<?<;=<#"一元二次方程的
一般形式是

!$% ',$'-#$ "!' ,' -是已知数! ! + $#!

其中 !' ,' -分别叫做二次项系数'一次项系数和常
数项"!

练!习

!!将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化为一般形式%并指出方程的二次项系数*一次项系数和

常数项!

"## '$% %$#%$

"%# ,$%' #%$%$

"'# $"%$%## %'$"$%%# #$$

"(# %$"$%## #'"$'+# %("

!!请分别指出问题 #
和问题 % 中两个方程
的二次项系数'一次
项系数和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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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关于$的方程.$% %'$#$% %.$'% 是一元二次方程!.应满足什么条件&

#"已知关于$的一元二次方程".%%#$% ''$'.% %( #$ 有一个根是 $!求 .
的值"!

$"根据题意!列出方程$"不必求解#
学校中心大草坪上准备建两个同样大小的圆形花坛!要求使花坛的面积是余下草
坪面积的一半"已知草坪是长和宽分别为 *$米和 -$米的矩形!求花坛的半径"

22"2 !一元二次方程的
解法

!!!"直接开平方法和因式分解法

解下列方程$
"## $% #(% !!!!!!!"%# $% %# #$"

概括

对于题"##!有这样的解法$

方程 $% #(!

意味着$是 ( 的平方根!所以

$#/槡( !

!!你是怎样
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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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这里得到了方程的两个根!通常也表示成

$# #%! $% #%%"

这种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叫做直接开平方法"
对于题"%#!有这样的解法$
将方程左边用平方差公式分解因式!得

"$%##"$'## #$!

必有

$%# #$ 或$'# #$"

分别解这两个一元一次方程!得

$# ##! $% #%#"

这种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叫做因式分解法"

思考

"## 方程$% #( 能否用因式分解法来解&要用因式
分解法解!首先应将方程化成什么形式&

"%# 方程$% %# #$能否用直接开平方法来解&要用
直接开平方法解!首先应将方程化成什么形式&

试用两种方法解方程$

$% %)$$ #$"

!!"例 !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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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移项!得

$% #%"

直接开平方!得

$#/槡%"

即 $# #槡% ! $% #%槡%"

"%# 移项!得

#-$% #%+"

方程两边都除以 #-!得

$% #%+
#-"

直接开平方!得

$#/+
( "

即 $# # +
( ! $% #%+

( "

!!"例 # 解下列方程$
"## '$% '%$#$% !!!!!!"%# $% #'$"

!!"解 "## 方程左边分解因式!得

$"'$'%# #$"

所以 $#$ 或 '$'% #$"

得 $# #$! $% #%%
' "

"%# 移项!得

$% %'$#$"

方程左边分解因式!得

$"$%'# #$"

!!还有其他解
法吗& !



第!!章!一元二次方程!!#"""

所以 $#$ 或$%' #$"

得 $# #$! $% #'"

什么时候两数的积为零

!!!谈谈因式分解法解方程的依据

!!用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时!我们先将左边化为两个一次因
式的乘积!右边是 $的形式!如)试一试*中的 "$%##"$'## #$%然后
由乘积等于零!得到两个因式中至少有一个等于零!从而将一元二次方
程)降次*!转化为两个一元一次方程$$%# #$和$'# #$来解"

这里方程变形的依据!实际上还是关于等式的性质$两数乘积等
于零!必须且只需其中至少有一个乘数等于零"也就是说!当且仅当
! #$ 或,#$ 时!!,#$"证明如下$

设 !' ,是两个实数!如果 ! #$或,#$!因为零乘以任何数都等
于零!所以 !,#$%

反过来!如果 !,#$!那么必有 ! #$或,#$"我们不难用反证法
证明这个结论"事实上!假设结论不成立!即 !+ $且,+ $!这时必有
!,+ $!与已知 !,#$ 矛盾!所以假设不成立!即 ! #$ 或,#$"

练!习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 $% %%$#$$ "+# "0%%#"0'## #$$ !! "-# $"$'## %+$#$"

!!"例 $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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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两个方程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变形!化为

"!!!!# % #! "! ! $#

的形式!用直接开平方法求解"

!!"解 "## 原方程可以变形为

"$'## % #("

直接开平方!得

$'# #/%"

所以 $# ##! $% #%'"

"%# 原方程可以变形为

!!!!!!!!!!"

直接开平方!得
!!!!!!!!!!"

所以 $# #!!!!! $% #!!!!"

小张和小林一起解方程

$"'$'%# %-"'$'%# #$"

小张将方程左边分解因式!得

"'$'%#"$%-# #$!

所以 '$'% #$ 或$%- #$"

得 $# #%%
' ! $% #-"

小林的解法是这样的$

移项!得 $"'$'%# #-"'$'%#!

!!你是这样解
的吗& 还有没有
其他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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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两边都除以"'$2%#!得

$#-"

小林说$)我的方法多简便.*可另一个根$#%%
' 哪

里去了&小林的解法对吗&你能解开这个谜吗&

练!习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配方法

!!"例 % 解方程$ $% '%$#+"

思考

要用直接开平方法求解!首先希望能将方程化为

"!!!!# % #!

的形式"那么!怎么实现呢&
为此!通常设法在方程两边同时加上一个适当的数!

使左边配成一个含有未知数的完全平方式"右边是一个
常数#"那么!本题中!要把$% '%$#+的左边配成完全平
方式!这个)适当的数*是什么呢&

!!"解 原方程两边都加上 #!得

$% '%$'# #-!

即 "$'## % #-"

!!回想两数和
的平方公式!有

! !% '%!,',%

#"! ',# %!

从中能得到什么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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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开平方!得

$'# #/槡-"

所以 $#%# /槡- !

即 $# #%# '槡- ! $% #%# %槡-"

概括

这里的解法!是通过方程的简单变形!将左边配成一
个含有未知数的完全平方式!右边是一个非负常数!从而
可以直接开平方求解"这种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叫做
配方法"

!!"例 & 用配方法解方程$
"## $% %($'# #$% !"%# ($% %#%$%# #$"

!!"解 "## 原方程可化为

$% %($#%#"

配方"两边同时加上 (#!得

$% %%+$+% '%% #%# '%%!

即 "$%%# % #'"

直接开平方!得$%% #/槡' !

所以 $# #% '槡' ! $% #% %槡'"

"%# 移项!得 ($% %#%$##"

两边同除以 (!得$% %'$# #
( "

配方!得

$% %%+$+ '( )%
' '( )%

%

# #
( ' '( )%

%

!

即 $%'( )%

%

##$
( "

!!左边配上什么数
能成为完全平方&

! $% %%+$+% '!
%

#"$%! # %"

!!这里应该怎样配
方& 回顾例 ( 和例 +
题"# #的解答!归纳
一下$配方时!方程两
边加上的数是如何确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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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开平方!得! $%'
% #/ 槡#$% !

所以 $# # '
% ' 槡#$% ! $% # '

% % 槡#$% "

思考

题"%#中!注意到 ($% #"%$# %! 方程移项后可以
写成

"%$# % %%+%$+' ##!

可以怎样配方& 试一试!并完成解答"

练!习

!"填空%将左边的多项式配成完全平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配方法解下列方程!

"## $% '*$%% #$$ !!"%# $% %+$%- #$"

用配方法解关于$的方程

$% '1$'2#$ "1% %(2! $#"

思考

如何用配方法解方程 '$% '%$%' #$&

!!这里的二次项系
数不等于 #!怎么办&
请尝试做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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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法

探索

我们来解一般形式的一元二次方程

!$% ',$'-#$ "! + $#"

因为 ! + $!方程两边都除以 !!得

$% ',
!$'-

! #$"

移项!得 $% ',
!$#%-

!"

配方!得!! $% '%+$+ ,
%! ' ,

%( )!
%

# ,
%( )!

%

%-
! !

即 $',
%( )!

%

#,% %(!-
(!% "

因为 !+$!所以(!% +$"当,% %(!-!$时!直接开
平方!得

$',
%! #/ ,% %(槡 !-

%! "

所以 $#%,
%! / ,% %(槡 !-

%! !

即 $# #%,' ,% %(槡 !-
%! ! $% #%,% ,% %(槡 !-

%! "

由以上研究!得到了一元二次方程 !$% ',$'-#$
的求根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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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槡 !-
%! ",% %(!-! $#"

将一元二次方程中系数 !' ,' -的值!直接代入
这个公式!就可以求得方程的根"这种解一元二次方
程的方法叫做公式法"

!!"例 '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 ($% '($'#$ ## %*$"

!!"解 "## ! #%! ,##! -#%-!
,% %(!-##% %( *% *"%-#

## '(* #()!

所以! $#%,/ ,% %(槡 !-
%!

#%# /槡()
% *% #%# /,

( !

即 $# # '
% ! $% #%%"

"%# 将方程化为一般形式!得

$% '($%% #$"

因为 ,% %(!-#%(!

所以 $#%( /槡%(
% #%% /槡- !

即 $# #%% '槡- ! $% #%% %槡-"

"'# 因为 ,% %(!-#%+-!

所以 $#%"%(# /槡%+-
% *+ #( /#-

#$ #% /*
+ !

即 $# #%! $% #%-
+ "

!! 这里为什么

强调,% %(!-!$&

如果,% %(!-&$!
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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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得

($% '#%$') #$"

因为 ,% %(!-#$!

所以 $#%#% /$
* !

即 $# #$% #%'
% "

练!习

用公式法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 "(# '$"$%'# #%"$%##"$'##"

思考

根据你学习的体会小结一下$ 解一元二次方程有
哪几种方法& 通常你是如何选用的& 和同学交流
一下"

应用

现在我们来解决 %%"# 节中的问题 #$

$"$'#$# #)$$!

$% '#$$%)$$ #$!

$#%+ /+ 槡', !

$# #%+ '+ 槡', ! $% #%+ %+ 槡',"

!!这里,% &(!-1$!
方程有两个相等的

实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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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是所列方程的根!但负数根 $% 不符合题意!
应舍去"取

$#%+ '+ 槡', * %+"(!

$'#$ * '+"(!

符合题意!因此绿地的宽约为 %+"( 米!长约为 '+"( 米"

!!%"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回忆

我们在用配方法推导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的过

程中!得到

$',
%( )!

%

#,% %(!-
(!% " ",#

只有当,% %(!-! $ 时!才能直接开平方!得

$',
%! #/ ,% %(!-

(!槡 % "

也就是说!只有当一元二次方程 !$% ',$'-#$ "!+$#
的系数 !' ,' -满足条件,% %(!-! $ 时才有实数根"因
此!我们可以根据一元二次方程的系数直接判定根的
情况"!

!!"分析 观察方程 ",# !我们发现有如下三种
情况$

"## 当,% %(!-+$ 时!方程",#的右边是一个正
数!它有两个不相等的平方根!因此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
实数根$

$# #%,' ,% %(槡 !-
%! ! $% #%,% ,% %(槡 !-

%! %

!!如果,% %(!-&$!
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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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 时!方程",#的右边是 $!因此
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 #$% #%,
%!%

"'# 当,% %(!-&$ 时!方程",#的右边是一个负

数!而对于任何实数 $!方程左边 $2,
%( )!

%

!$!因此方程

没有实数根"

概括

这里的,% %(!-叫做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通
常用符号)!*,

来表示!用它可以直接判断一元二次方程
!$% ',$'-#$ "! + $# 的实数根的情况$

当!+$ 时!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当!#$ 时!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当!&$ 时!方程没有实数根"

!!"例 ( 不解方程!判断下列方程的根的情况$

"## '$% #+$%%% !!"%# ($% %%$'#
( #$%

"'# (")% '## %)#$"

!!"解 "## 原方程可变形为 '$% %+$'% #$"
因为!#"%+# % %( *' *% #%+ %%( ## +$!所

以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 因为!1 !!

所以方程!!!!!!!!"
"'# 原方程可变形为 !"
因为!1 !!

所以方程!!!!!!!!"

,, )!*是希腊字母!读作 6:@85A

!!计算判别式
时!方程必须化为
一元二次方程的

一般形式"

!!请写出以下
两道小题的解答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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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不解方程%判断下列方程的根的情况!

"## '$% '+$#($ !!!!!!"%# %$&$% &% 1$$

"'# (")% %)# '# #$$ "(# %"$'## % #+$"

#"小明告诉同学%他发现了判断一类方程有无实数根的简易方法!若一元二次方程

!$% ',$'-#$ "!+ $# 的系数 !* -异号"即两数为一正一负#%那么这个方程一

定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他的说法是否正确& 为什么&

已知关于$的方程 %$% %"' '(3#$'%3% '3#$"
"## 当3取何值时!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 当3取何值时!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 当3取何值时!方程没有实数根&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

求出一元二次方程$% ''$%( #$的两根$# 和$%!

计算$# '$% 和 $#+$% 的值"它们与方程的系数有什么
关系&!

方程$% ''$%( #$的两根为$# ##! $% #%(!于
是$# '$% #%'! $#+$% #%("我们发现$这个方程的二
次项系数为 #!它的两根之和&' 等于一次项系数 ' 的相
反数!两根之积等于常数项&("

对于任何一个二次项系数为 # 的一元二次方程!是
否都有这样的结果呢&

!!换几个一元二次
方程!再试试!结果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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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我们来考察方程$% '1$'2#$"1% %(2! $#"
由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得到方程的两根分

别为

$# # %1' 1% %(槡 2
% ! $% # %1% 1% %(槡 2

% "

所以

$# '$% # %1' 1% %(槡 2
% ' %1% 1% %(槡 2

% #%1!

$#+$% # %1' 1% %(槡 2
% + %1% 1% %(槡 2

%

#"%1# % %"1% %(2#
( #2"

概括

二次项系数为 # 的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
设一元二次方程 $% '1$'2#$ 的两根为 $#' $%!

那么!

$# '$% #%1! $#+$% #2"

!!"例 ) 不解方程!求出方程的两根之和与两根之积$
"## $% ''$%+ #$% !"%# %$% %'$%+ #$"

!!"解 "## 设两根为$#' $%!由上述二次项系数为
# 的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可得

$# '$% #%'! $#+$% #%+"

"%# 方程两边同除以 %!得

$% %'
% $%+

% #$"

!!先将方程化
为二次项系数为

#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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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两根为$#' $%!可得

$# '$% #% %'( )%
# '

% ! $#+$% #%+
% "

!!"例 * 试探索一元二次方程 !$% ',$'-#$
"! + $! ,% %(!-! $# 的根与系数的关系"

!!"解 方程两边同除以 !!得

$% ',
!$'-

! #$"

由二次项系数为 # 的一元二次方程根与系数的关
系!可得

$# '$% #%,
! ! $#+$% # -

!"

这就是一般情形下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

系!前面概括的结论是它的特例"二次项系数为 ##"利用
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直接写出例 * 中题"%#的答案$

$# '$% #% %'( )%
# '

% ! $#+$% #%+
% #%+

% "

练!习

!"试由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直接推导方程 !$% ',$'-#$ "!+ $# 的根与系

数的关系"

#"不解方程%判断下列方程是否有实数根"如果有实数根的话%求出方程的两根之和

与两根之积!

"## $% '($%' #$$ !!!!!!!!"%# '$% %($#$$

"'# #
% $'( )# %

#$$ "(# $% 2'$
% 1#

' "

$"试解答下列问题%并和同学讨论一下%有哪些不同的解法!

"## 已知关于$的方程$% '.$'%4 #$ 的两个根是 # 和&'%求.和 4的值$

"%# 已知关于$的方程$% '.$%%$ #$ 的一个根是 &(%求它的另一个根和 .

的值"!

!!由例 *中题"%#
的解法!你能得到
怎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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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满足下列要求的$的所有值$
"## '$% %- 的值等于 %#%
"%# '$% %- 的值与$%% 的值相等"

%"用适当的方法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 '"槡' '##$#$% !! "(# $"$%-# #%"$%*#%

"+# "$'##"$%## #%槡%$% !! "-# $"$'*# ##-%
",# "$'%#"$%+# ##% !! "*# "%$'## % #%"%$'##"

&"已知51%$% 2,$&#!61-$2%!当$为何值时!516&
'"已知两个连续奇数的积是 %++!求这两个奇数"
("不解方程!判断下列方程的根的情况$

"## '$% #($'%% "%# %"$'%# % %"* %$# #$%

"'# $% '' %%槡'$#$% "(# "%)%'# % '"')%%# % #$"
)"当3取何值时!关于$的方程$% %"%3'##$'3% #%没有实数根& 当3取何值
时!这个方程有实数根&

*"求证$对于任何实数.!关于$的方程$% %%.$'%.%% #$总有两个不相等的
实数根"

!+"不解方程!求下列方程的两根之和与两根之积$
"## "$'##"$%%# #%% "%# '$% ',$#-"

!!"解答下列问题!并考虑有哪些不同的解法$
"## 已知关于$的方程$% %1$'2#$ 的两个根是 $ 和 %'!求1和2的值%
"%# 已知关于$的方程$% %-$'1% %%1'+ #$的一个根是 %!求它的另一个

根和1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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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学之父”韦达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最早由法国数

学家韦达"BAC9D8:% #+($ #-$'#发现%习惯上也称作

(韦达定理)"韦达定理更一般地揭示了一元 4 次方程

的根与系数的关系%一元二次方程是其特例"

韦达是 #- 世纪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被尊称

为(代数学之父)"他是第一个引进系统的代数符号%

并对方程论做了改进的数学家"

韦达出生于法国东部的普瓦图%年轻时学习法律

并当过律师"后来从事政治活动%当过议会的议员"韦达把数学当作一种业余爱

好%绝大多数闲暇时间都用来研究数学%写出了许多关于三角学*代数学和几何

学的著作%并自己出资印刷和发行"

韦达最著名的著作是+分析方法入门,%对符号代数学的发展有不少贡献"

韦达是第一个在数学中有意识地*系统地使用字母的人%他不仅用字母来表示已

知数*未知数及其乘幂%而且还用来表示一般的系数%带来了代数学理论研究的

重大进步"当时%他用辅音字母表示已知量%用元音字母表示未知量"#-', 年%笛

卡儿对韦达这种使用字母的方法做了改进%用$* )* 7等表示未知量%用 !* ,* -

等表示已知量%成为现今的习惯用法"

韦达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的思想由笛卡儿继承%发展成为解析几何学"

韦达对方程论的贡献是在+论方程的识别与订正,一书中系统阐述并改良了三*

四次方程的解法%指出了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

下面是关于韦达的两则轶闻!

当时欧洲的数学家流行相互提出难题%向同行挑战的学术交流方式"比利时

的数学家罗芒乌斯"E;.5<4F% #+-# #-#+#于 #+)' 年提出一个需要解 (+ 次方

程的问题向各国数学家挑战%相传比利时的大使曾向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夸口说!

法国还没有一个数学家能解答这一问题"国王便召来了韦达%结果韦达仅用几分

钟就求出了方程的两个根%之后又求出了除负数之外的 %# 个根"反过来%韦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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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出数学问题向罗芒乌斯挑战"后来%当罗芒乌斯得知韦达的天才解法后%长

途跋涉前往法国拜访韦达%从此他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还有一个传说%在当时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中%法国军队对于西班牙的军事

动态总是了如指掌%总能先发制人%最终打败了西班牙"西班牙的国王菲力普二

世对法国人在战争中的(未卜先知)十分恼火%但又无法理解%以至向教皇控告

说!法国在对付他的国家时使用了(巫术)"其实这也是韦达的功劳%他成功地破

译了西班牙的军事密码%为祖国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22"3 !实践与探索

问题"

学校生物小组有一块长 '% .'宽 %$ .的矩形试验
田!为了管理方便!准备沿平行于两边的方向纵'横各开
辟一条等宽的小道"要使种植面积为 +($ .%!小道的宽应
是多少&

!!"分析 问题中没有明确小道在试验田中的位置!试
作出图 %%"'"#!不难发现小道的占地面积与位置无关"设
小道宽为$.!则两条小道的面积分别为 '%$.%

和 %$$.%!
其中重叠部分小正方形的面积为$% .%!根据题意!得

'% *%$ %'%$%%$$'$% #+($"

图!!"#"*
!

图!!"#"!

!!请完成本题
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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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想把小道平移到两边!如图 %%"'"% 所示!小
道所占面积是否保持不变& 在这样的设想下!所列方程
是否符合题目要求& 处理问题是否方便些&

在应用一元二次方程解决实际问题时!与应用一
元一次方程一样!要注意分析题意!抓住等量关系!列
出方程!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来解决"求得方程
的根之后!要注意检验是否符合题意!最后得到实际问
题的解答"

问题!

某药品经过两次降价!每瓶零售价由 +- 元降为
'#"+ 元"已知两次降价的百分率相同!求每次降价的百
分率"

!!"分析 若每次降价的百分率为$!则第一次降价后
的零售价为原来的"# %$#倍!即+-"# %$#元!第二次降
价后的零售价为 +-"# %$# 元的"# %$# 倍"

!!"解 设每次降价的百分率为$!根据题意!得

+-"# %$# % #'#"+"

解这个方程!得

$# #$"%+! $% ##",+"

因为降价的百分率不可能大于 #!所以$% ##",+
不符合题意"经检验!$# $"%+ # %+G 符合本题

要求"
答$ 每次降价的百分率为 %+G"

!!这与讨论
增长率问题中

的数量关系是

否相似& 有什
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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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第 # 题#

!"学生会准备举办一次摄影展览%在每张长和宽分别

为 #* 厘米和 #% 厘米的矩形相片周围镶上一圈等宽

的彩纸"经试验%彩纸面积为相片面积的 %
' 时较美

观%求所镶彩纸的宽""精确到 $"# 厘米#!

#"以初速度8$竖直上抛的物体的高度 9和时间0满足关

系式 9 #8$0%
#
% :0%":为重力加速度%: * #$ 米 ;秒%#"爆竹在地面点燃后以初速

度8$ #%$ 米 ;秒上升%经过多少时间爆竹离地 #+ 米&

$"某工厂 # 月份的产值是 +$ $$$ 元%' 月份的产值达到 -$ $$$ 元%这两个月的产值

平均月增长的百分率是多少& "精确到 $"#G#

%"据某初级中学对毕业班学生三年来参加市级以上各项活动获奖情况的统计%七年

级时有 (* 人次获奖%之后逐年增加%到九年级毕业时累计共有 #*' 人次获奖"求

这两年中获奖人次的平均年增长率"

!!试研究下列问题!与你的同伴交流'讨论!并完成问
题的解答"

问题#

小明把一张边长为 #$ /.的正方形硬纸板的四周各
剪去一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再折叠成一个无盖的长方
体盒子!如图 %%"'"'"

!!!
图!!,#,#

"## 如果要求长方体的底面积为 *#/.%!那么剪去
的正方形边长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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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下表列出的长方体底面积的数据要求!
那么剪去的正方形边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折叠成的长
方体的侧面积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折叠成的长方体

底面积"/.%#
*# -( () '- %+ #- ) (

剪去的正方形

边长"/.#

折叠成的长方体

侧面积"/.%#

探索

在你观察到的变化中!你感到折叠而成的长方体的
侧面积会不会有最大的情况& 先在上面的表格中记录下
你得到的数据!再以剪去的正方形的边长为自变量!折叠
成的长方体侧面积为它的函数!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
出相应的点"看看与你的感觉是否一致"

问题$

某工厂计划在两年后实现产值翻一番!那么这两年
中产值的平均年增长率应为多少&

!!"分析 翻一番!即为原产值的% 倍"若设原产值为#
个单位!那么两年后的产值就是 % 个单位"

探索

如果调整计划!两年后的产值为原产值的 #"+ 倍'
#"% 倍((那么两年中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应调整为
多少&

又如果第二年的增长率为第一年的 %倍!那么第一年
的增长率为多少时!可以实现两年后产值翻一番&



$!"""!第!!章!一元二次方程

练!习

"第 # 题#

!"某花生种植基地原有花生品种每公顷

产量为 ' $$$ 千克%出油率为 ++G"改

用新品种之后%每公顷收获的花生可加

工得到花生油 % $%+ 千克"已知新品种

花生的每公顷产量和出油率都比原有

品种有所增加%其中出油率增加是每公

顷产量增长率的一半%求两者的增长

率""精确到#G#

#"某商店准备进一种季节性小家电%每台进价为 ($ 元"经市场预测%销售定价为 +%

元时%可售出 #*$ 台$销售定价每增加"或降低## 元%销售量将减少"或增多##$

台"商店若希望获利 % $$$ 元%则应进货多少台& 销售定价为多少&

"## 本题如何设未知数较适宜& 需要列出哪些相关量的代数式&

"%# 所列方程的解是否都符合题意& 如何解释&

"'# 请你为商店估算一下%若要获得最大利润%则应进货多少台& 销售定价为

多少&

$"某市人均居住面积为 #("- 平方米%计划在两年后达到 #* 平方米"在预计每年住

房面积的增长率时%还应考虑人口的变化因素等"请你把问题补充完整%再给出

解答"!

!!习题!!"#

"第 # 题#

!"如图!学校课外生物小组的试验园地是长 '+ 米'宽 %$
米的矩形!为便于管理!现要在中间开辟一横两纵共
三条等宽的小道!要使种植面积为 -$$ 平方米!求小道
的宽""精确到 $"# 米#

#"某商店 % 月份的营业额为 +$ 万元!' 月份下降了
'$G!( 月份比 ' 月份有所增长!+ 月份的增长率又比
( 月份的增长率增加了 + 个百分点"即 + 月份的增长率要比 ( 月份的增长率多
+<#!营业额达到 (*"' 万元"问 (' + 两月的营业额增长率各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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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题#

$"学校准备在图书馆后面的场地边建一个面积为 +$ 平方米的矩形自行车棚"一边
利用图书馆的后墙!并利用已有总长为 %+ 米的铁围栏"请你设计!如何搭建较
合适&

%"一块长 '$ 米'宽 %$ 米的矩形操场!现要将它的面积增加一倍!但不改变操场的
长'宽之比!问长和宽应各增加多少米& "精确到 $"# 米#

&"水果店花 # +$$ 元进了一批水果!按 +$G的利
润定价!无人购买"决定打折出售!但仍无人购
买!结果又一次打折后才售完"经结算!这批水
果共盈利 +$$ 元"若两次打折的折扣相同!问每
次打几折& "精确到 $"# 折#

'"为了绿化学校附近的荒山!某校九年级学生已
连续三年春季上山植树!至今已成活了 % $$$
棵"已知这些学生在七年级时植树 ($$ 棵!若平
均成活率为 )+G!求这些学生后两年植树数的
平均年增长率""精确到 #G#

!!一! 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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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点
#"本章我们研究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从

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
首先通过简单的实例!学习了两种基本的方法$直接开平方法和

因式分解法!其基本思想是)降次*'转化!将一个二次方程化归为两个
一次方程来求解"对于一些简单的二次方程!可以运用这两种方法
求解"

接着我们学习了一种重要的方法///配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是通
过变形!将方程的左边配成一个含有未知数的一次式的完全平方"右
边是一个非负常数#!从而转化为用直接开平方法求解"配方法在以后
的学习中还有许多应用!例如下学期将要学习的二次函数"第 %- 章#!
通过配方可以使函数的表达式变得更加清楚!便于研究"

最后!用配方法解一般形式的一元二次方程 !$% ',$'-#$ ",% %

(!-! $#!得到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 $# %,/ ,% %(槡 !-
%! "它

提供了解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而简便的方法"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是由方程的系数确定的!求根公式最直接地

表明了这一事实"此外!求根公式的推导过程!还揭示了一元二次方程
根的判别式以及根与系数的关系"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有三种情况$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有两个相
等的实数根%没有实数根"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 %(!-#!能
对此作出有效的判断"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给出了有关方程根的对称式的
十分美妙的结果"

'"应用一元二次方程解决实际问题!也像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那
样!要注重分析实际问题中的等量关系!列出方程%得到方程的根以
后!必须注意检验其是否符合题意!特别是一元二次方程通常有两个
实数根!更应引起重视!注意检验!决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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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

"第 * 题#

"第 ) 题#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 %'0% #$"
#"已知关于$的方程$% %'$'3#$"

"## 当3为何值时!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 当3为何值时!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 当3为何值时!方程没有实数根&

$"不解方程!求下列方程的两根之和与两根之积$
"## %$% '+$%# #$% "%# "$'%# % #%"$% ''#"

%"已知5#%$% ',$%#!6#($'#!分别求出满足下列条件的$的值$
"## 5与6的值互为相反数%!! "%# 5的值比6的值大 '"

&"已知关于$的方程"%$%.#".$'## #"'$'##".$%##有一个根是 $!求它
的另一个根和.的值"

'"已知三个连续奇数的平方和是 ',#!求这三个奇数"
("要在某正方形广场靠墙的一边开辟一条宽 ( 米的绿
化带!使余下部分的面积为 #$$ 平方米!求原正方形
广场的边长""精确到 $"# 米#

)"村里准备修一条灌溉渠!其横截面是面积为 #"- 平
方米的等腰梯形!它的上底比渠深多 % 米!下底比渠
深多 $"( 米"求灌溉渠横截面上'下底边的长和灌溉
渠的深度"

*"如图!某海关缉私艇在点 =处发现在正北方向 '$
海里的5处有一艘可疑船只!测得它正以-$海里;时
的速度向正东方向航行!随即调整方向!以 ,+海里;时
的速度准备在 6处拦截"问经过多少时间能
赶上&



$&"""!第!!章!一元二次方程

B 组

!+"解下列方程$

"## ("$%%# % %"'$%## % #$% !!"%# "%$%## % ''"%$%## '% #$%

"'# $% '+ #%槡+$% !! "(# 槡'$
% %$%%槡' #$"

!!"已知$##是一元二次方程"! %%#$% '"!% %'#$%! '# #$的一个根!求 !的值"

!#"已知关于$的方程 %$% %($''2#$的一个根是 # %槡% !求它的另一个根和2
的值"

!$"已知关于$的方程".%##$% %".%%#$%%.#$!它总是二次方程吗& 试求
出它的解"

!%"已知代数式$% %+$',!先用配方法说明!不论$取何值!这个代数式的值总是
正数%再求出当$取何值时!这个代数式的值最小!最小值是多少&

!&"学校原有一块面积为 # +$$ 平方米的矩形场地!现结合环境整治!将场地的一
边增加 + 米!另一边减少 + 米!结果场地的面积增加了 #$G"求现在场地的长
和宽"

C 组

!'"解方程$

"## "$% %$# % %+"$% %$# '- #$% !!!!!"%# $'#
$%

% %$%

$'# ##"

!("证明$对于任何实数.!关于$的方程"$%##"$%%# #.%
总有两个不相等的

实数根"

!)"已知)+ $!且 '$% %%$)%*)% #$!求$
)的值"

!*"已知关于$的方程.$% %"%.%##$'.%% #$"
"## 当.取何值时!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 当.取何值时!方程有实数根&

#+"某产品每件的生产成本为 +$ 元!原定销售价为 -+ 元"经市场预测!从现在开始
的第一个季度销售价将下降 #$G!第二个季度又将回升 (G"若要使半年以后
的销售总利润不变!如果你作为决策者!将采取什么措施& 请将本题补充完整
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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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成比例线段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很多形状相同'大小不一定
相同的图形!例如下面两张照片!右边的照片是由左边的
照片放大得来的"尽管它们大小不同!但形状相同"

我们把这种具有相同形状的图形称为相似图形

"F9.9@57H9I47:F#"
同一底片扩印出来的不同尺寸的照片是相似图形"

放电影时胶片上的图像和它映射到屏幕上的图像!也是
彼此相似的"

为了研究相似图形!先研究与其密切相关的成比例
线段"

!!!"成比例线段

由图 %'"#"# 的格点图可知! 56
5>6>#!!!!!

6?
6>?>#!!!!"!

这样
56
5>6>与

6?
6>?>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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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概括

对于给定的四条线段 !' ,' -' @!如果其中两条线段

的长度之比等于另外两条线段的长度之比!如 !
, # -

@
! !"或 ! 0,#-0@#!那么!这四条线段叫做成比例线段!
简称比例线段"J7;J;789;<5@F:I.:<8F#"此时也称这四条
线段成比例"!

!!"例 ! 判断下列线段 !' ,' -'@ 是否是成比例
线段$!

"## ! #(! ,#*! -#+! @ ##$%

"%# ! #%! ,#% 槡#+ ! -#槡+ ! @ #+槡'"

!!"解 "## K !
,# (

* # #
% !-@ # +

#$ # #
% !

L !
,# -

@ !

L 线段 !' ,' -' @是成比例线段"

"%# K !
-# %

槡+
#%槡+

+ !,@ #% 槡#+
+槡'

#%槡+
+ !

L !
-#,

@ !

L 这四条线段是成比例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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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比例线段!我们有下面的结论$

如果
!
" #$

% !那么 !% #"$&

如果 !% #"$!那么 !
" # $

%&!

以上结论称为比例的基本性质"

!!"例 # 已知
!
,# -

@ !求证$

"## ! ',
, #-'@

@ % "%# !
! %,# -

-%@"! + ,#"

!!"证明 "## K !
,# -

@ !

等式两边同加上 #!得

!
,'# # -

@ '#!

L ! ',
, #-'@

@ "

"%# K !
,# -

@ !

L !@ #,-!
等式两边同减去 !-!得

!@ %!-#,-%!-!

L !-%!@ #!-%,-!
L !"-%@# #-"! %,#"

由 ! + ,!且 !
,# -

@ !知 -+ @!从而 ! %,+ $!且

-%@ + $!上式两边同除以"! %,#"-%@#!得

!
! %,# -

-%@"

!!请试着证明
这两个结论"这两
个命题间有什么

关系&

根据比例的基本

性质!由 !
,#-

@ !你还

可以得到其他哪些类

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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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判断下列线段 !* ,* -* @是否是成比例线段!
"## ! #% /.% ,#( /.% -#' .% @ #- .$
"%# ! #$"*% ,#'% -#$"-(% @ #%"("

#"已知线段 !* ,* -满足关系式 !
, # ,

-%且,#(%那么 !-1!!!!"

$"已知 !
, # '

% %那么! ',
, * !

! %,各等于多少&

%""## 根据图示求线段比!5??A*
5?
?6*

?A
A6$

"第 ( 题#

"%# 试指出图中所有成比例的线段"

!!#"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翻开我们的作业本!每一页都是由一些间距相等的
平行线组成的"如图 %'"#"%!在作业本上任意画一条直
线.与相邻的三条平行线交于5' 6' ?三点!得到两条
线段56' 6?!那么可以发现所得的这两条线段相等!即
56#6?"如图 %'"#"'!再任意画一条直线 4 与这组平
行线相交!得到两条线段 AB和 BC!我们同样可以发现
所得的这两条线段相等!即AB#BC"

图!#"*"!
!!!

图!#"*"#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56
6?#AB

BC"

现在让我们观察一般的情况"

!!试用学过的知
识说明 56 #6?!
A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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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作业本上不相邻的三条平行线!任意画两条直线.' 4与它们相
交"如果 .' 4 这两条直线平行"如图 %'"#"(#!观察并思考这时所得的
5A' A6' CB' B?这四条线段的长度有什么关系%如果.' 4 这两条直线
不平行"如图 %'"#"+#!你再观察一下!也可以量一量!算一算!看看它们
是否存在类似的关系"

图!#"*"$
!!!!!

图!#"*"%

!!我们可以发现!当两条直线与一组平行线相交时!所

截得的线段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5A
A6#CB

B?"这就是如

下的基本事实$
两条直线被一组平行线所截!所得的对应线段成比

例""简称"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思考

如图 %'"#"-!当图 %'"#"+ 中的点5与点C重合时!
就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特殊情形"此时!5A' A6' 5B' B?
这四条线段之间会有怎样的关系呢&

如图 %'"#"-!在-56?中! AB. 6?!过点5作AB
的平行线!那么根据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的基本事实!可

以得到
5A
A6#5B

B?!再根据比例的有关性质!就有 5A
56#

5B
5?和

A6
56#B?

5?等结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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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如图 %'"#",!当图 %'"#"+ 中的直线.' 4相交于第
二条平行线上某点时!是否也有类似的成比例线段呢&

由此!即有如下结论$
平行于三角形一边的直线截其他两边$或两边的延

长线%!所得的对应线段成比例"

图!#"*"(

在图 %'"#"* 中! AB.5C.6?!根据上面的结论!试
找出图中成比例的线段!与你的同伴比一比!看谁找得快!
找得多"

!!"例 $ 如图%'"#")!D# .D% .D'! 56#(! AB#'!
BC#-"求6?的长"

!!"解 K D# . D% . D'!

L 56
6?#AB

BC"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K 56#(! AB#'! BC#-!

L (
6?1'

- !

L 6?#*"

!!"例 % 如图 %'"#"#$!B为/56?A的边?A延长线
上的一点!连结 6B!交 5?于点 =!交 5A于点 C"求证$
6=
C= #B=

6="

图!#"*"'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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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K 5C. 6?!

L 6=
C= #?=

5="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K 56. ?B!

L B=
6=#?=

5="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L 6=
C= #B=

6="

线段的等分

将某件物品等分是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事情"例如将一根绳子
平均分成五段!从数学上看!就是将一条线段五等分"

你知道下面这个简单的方法吗& 如图 #!将这根绳子放在你的练
习本上!使它恰好跨过六条横线"现在!你看到这根绳子被分成了相
等的五小段"

如果你没有练习本!那也没有关系"让我们按照上面的想法!用
三角尺完成等分线段这件事情"

图 #
!!!

图 %

如图 %!过线段56的一个端点5任意画一条射线5E!在5E上依
次取五段相等的线段55#' 5#5%' 5%5'' 5'5(' 5(5+!连结65+!再分别
过点5#' 5%' 5'' 5( 画 65+ 的平行线!这些平行线就恰好将线段 56
平均分成五等份"

你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想想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的基本事
实!你就会明白了"!

现在!你会画了吗& 请你再试试看!将一条线段 , 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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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如图% 5A. 6B. ?C%直线D#* D% 与这三条平行线分别交于点 5* 6* ?和点 A*
B* C"!
"## 已知56#6?#(% AB#+%求BC的长$
"%# 已知56#+% 6?#-% AB#,%求BC的长"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5A.6B.?C%直线D#* D% 与这三条平行线分别交于点5* 6* ?和点A* B*
C% 56#(% 6?#'% AC#)"求BC的长"

!!习题!#""

"第 , 题#

!"在比例尺为 #0+ $$$ $$$ 的地图上!量得甲'乙两地的距离是 %+ 厘米!则两地间
的实际距离是多少&

#"判断下列长度的各组线段是否是成比例线段$
"## %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 #"+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 #"#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 #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小明的学校里有两种规格的国旗!一种规格的国旗长 %** /.'宽 #)% /.%另一种规
格的国旗长 #(( /.'宽 )- /."请问这两种规格的国旗的长与宽的比有什么关系&

%"已知 !
,# -

@"求证$ ,

槡!@
# 槡!@

- "!' ,' -' @ +$#"

&"已知 ! %,
, # '

+ "求 !
,的值"

'"已知 !
,# -

@ ",/@ + $#"求证$ ! '-
! %-#,'@

,%@"

("如图! D# . D% . D'!两条直线与这三条平行线分别交于点5'

6' ?和点A' B' C"已知56
6?# '

% !求AB
AC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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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的黄金分割

连女神维纳斯的雕像上

也都烙有)$"-#**的印记

黄 金 分 割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数学家欧多克索斯

"M46;N4F%约前 ($* 年 前 '++ 年#发现! 将一条

线段56分割成长*短两条线段 5E*E6%若短段

与长段的长度之比等于长段的长度与全长之比%

即
E6
5E#5E

56"此时线段5E叫做线段E6* 56的比

例中项#%则可得出这一比值等于 $"-#*-"这种

分割称为黄金分割%这个比值称为黄金比%点 E

叫做线段56的黄金分割点"

为什么人们会关注黄金分割呢& 那是因为人们
认为这个分割点是分割线段时最优美*最令人赏心
悦目的点"

自古希腊以来%黄金分割就被视为最美丽的几
何学比率%并广泛地用于建造神殿和雕刻中"但在比
古希腊还早两千多年所建的金字塔中%它就已被采
用了"文明古国埃及的金字塔%形似方锥%大小各异"
但这些金字塔的高与底面边长的比值都接近于

$"-#*"不仅在建筑和艺术中%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黄
金分割也处处可见"如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站在黄金
分割点上%台下的观众看上去感觉最好"有人发现%
人的肚脐高度和人体总高度的比值接近于黄金比"
就连普通树叶的宽与长之比%蝴蝶身长与双翅展开
后的长度之比也都接近于 $"-#*"还有黄金矩形*黄金三角形"顶角为 '-O的等腰
三角形#等"五角星中更是充满了黄金分割"

去发现大千世界中奇妙无比的黄金分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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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帕特农神庙$ 包含黄金矩形的建筑
物!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

23"2 !相似图形

我们已经知道!两个形状相同"大小可以不同#的平
面图形称为相似图形"相似图形有什么主要性质& 又如
何判断两个图形相似与否呢& 本节对第一个问题做一些
初步的探索!进而针对一类较为简单的平面图形///多
边形!用数学语言给出相似形的定义!从而我们就有准确
的方法判断两个多边形相似与否了"

图!#,!,*

图 %'"%"# 是大小不同的两张地图!
当然!它们是相似的图形"设在大地图中
有5' 6' ?三地!在小地图中相应的三
地记为5>' 6>' ?>!试用刻度尺量一量两
张地图中5"5>#与6"6>#两地之间的图
上距离和6"6>#与?"?>#两地之间的图
上距离!用量角器量一量 056?和
05>6>?>的大小"

56#!!!! /.!6?#!!!! /.%
5>6>#!!!! /.!6>?>#!!!! /.%
056?#!!!!O!05>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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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得到056?105>6>?>"但是!两张地图中
56和5>6>'6?和 6>?>的长度都是不相等的!那么它们
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小地图是由大地图缩小得来的!我
们能感到线段5>6>' 6>?>的长度与线段 56'6?的长度
相比!都)同样程度*地缩小了"计算可得

56
5>6>#!!!!! 6?

6>?>#!!!!"

我们能发现
56
5>6># 6?

6>?>!即56' 5>6>' 6?' 6>?>这

四条线段是成比例线段"
实际上!上面两张相似的图形中的对应线段都是成

比例的!对应角都是相等的"
这样的结论对一般的相似多边形是否成立呢&

探索

图 %'"%"% 中两个四边形是相似图形!仔细观察这两
个图形!它们的对应边之间是否有以上关系呢& 对应角
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图!#,!,!

再看图 %'"%"' 中两个相似的五边形!是否与你观察
图 %'"%"% 所得到的结果一样&

图!#,!,#

!!再算算 5?
5>?>!

你发现了什么&

!!如果在这两张地

图中
56
5>6>+

6?
6>?>!那么

会出现什么情况&

!!为了验证你的
猜测是否正确!可以
用刻度尺和量角器

量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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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由此可以得到相似多边形的性质$
相似多边形的对应边成比例!对应角相等&
实际上!对应边成比例和对应角相等这两个特征足

以刻画多边形的相似了"也就是说!在数学上我们可以给
出相似多边形如下的定义$

两个边数相同的多边形!如果各边对应成比例!各角
对应相等!就称这两个多边形相似"

!!"例 在图 %'"%"( 所示的两个相似四边形中!求
边$的长度和角"的大小"

图!#,!,$

!!"分析 利用相似多边形的性质和多边形的内角和

公式就可以得到所需结果!在利用相似多边形的性质时!
必须分清对应边和对应角"

!!"解 K 两个四边形相似!

L #*
#% # $

#*!

L $#%,"
根据对应角相等!可得

"#'-$O%",,O'*'O'##-O#
#*(O"

思考

两个三角形一定是相似图形吗& 两个等腰三角形
呢& 两个等边三角形呢&

!!这个定义是我
们判断两个多边形

是否 相 似 的 准 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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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下图是两个等边三角形%它们相似吗& 试找出图形中的成比例线段%并用比例式表示"

"第 # 题#

#"如图所示的两个多边形相似吗& 说说你的理由"

"第 % 题#

!!习题!#"!

"第 % 题#

!"所有的矩形都相似吗& 所有的正方形呢&
#"如图所示的两个矩形是否相似&
$"在本册教科书最后所附的格点图中分别画出两个
相似的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

%"把一张长为 #$ /.'宽为 - /.的矩形图片用复印机
放大!其中长放大为 '$ /.!那么新图片的面积是原
来的多少倍&

&"将一张矩形纸片56?A沿一组对边5A和6?的中点连线BC对折!对折后所得
矩形恰好与原矩形相似"求原矩形纸片的长与宽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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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相似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

在相似多边形中!最简单的就是相似三角形"F9.9@57
8795<I@:F#!它们是对应边成比例'对应角相等的三角形"

相似用符号 )

书书书

!* 来表示!读作 )相似于*"如图
%'"'"# 所示的两个三角形中!

56
5>6># 6?

6>?># ?5
?>5>!

05#05>!06#06>!0?#0?>"

图!#,#,*

此时-56?与-5>6>?>相似!记作

-56?

书书书

!-5>6>?>!

读作$-56?相似于-5>6>?>"
如果记

56
5>6># 6?

6>?># ?5
?>5>#3!

那么!这个比值 3就表示这两个相似三角形
的相似比"

当31# 时!两个相似三角形有什么特点&

!!这里!将对应顶
点写在对应的位置

上!这样可以比较容
易地找到相似三角形

!!的对应边和对应角"

!!全等三角形是
相似三角形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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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如图 %'"'"%!在-56?中!A为边56上的
任一点!作AB. 6?!交边5?于点B!用刻度尺
和量角器量一量!看看-5AB与-56?的边角
之间有什么关系!进而判断这两个三角形是否
相似"!

!!显然05AB#056?!05BA#05?6! 05#05"

又由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的基本事实!可推得5A
561

5B
5?!通过度量!还可以发现AB

6?15A
56! 因而有 -5AB

书书书

!

-56?"
我们可以用演绎推理证明这一结论"

已知$如图%'"'"'!AB.6?!并分别交56' 5?于点
A' B"

求证$-5AB

书书书

!-56?"

!!"证明 K AB. 6?!
L 05AB#06! 05BA#0?!

5A
A6#5B

B?"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L 5A
56#5B

5?"

过点A作5?的平行线交6?于点C!

L C?
6C#A5

6A"平行线分线段成比例#!

L C?
6?#5A

56"

L C?
6?#5A

56#5B
5?"

!!如果取点A
为边 56的中点!
那 么 可 以 发 现

-5AB和-56?的

相似比为3# #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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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B. 6?! AC. 5?!
L 四边形AC?B是平行四边形!
L AB#C?"

L AB
6?#5A

56#5B
5?"

又K 05AB#06! 05BA#0?! 05#05!
L -5AB

书书书

!-56?"相似三角形的定义#"

思考

如图 %'"'"(! AB. 6?! -5BA与-56?是否还是
相似的&

由此!可以得出下面常用的结论$
平行于三角形一边的直线!和其他两边$或两边的

延长线%相交所构成的三角形与原三角形相似"

!!"例 ! 如图 %'"'"+!在-56?中!点A是边56的
三等分点!AB. 6?! AB#+"求6?的长"

!!"解 K AB. 6?!
L -5AB

书书书

!-56?"平行于三角形一边的直线!和
其他两边相交所构成的三角形和原三角形相似#!

L AB
6?#5A

56# #
' !

L 6?#'AB##+"

练!习

"第 # 题#

!"如图%正方形56?A的边长为 #%点 =为对角线的交点%

试指出图中的相似三角形"

#"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三边长分别是 +*#% 和 #'%与其相似

的三角形的最长边长是 ')%那么较大三角形的周长是

多少& 较小三角形与较大三角形周长的比是多少&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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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在-56?中%点A是边56的四等分点%AB.5?% AC.6?% 5?1*% 6?1#%"

求四边形AB?C的周长"

"第 ' 题#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

我们现在判定两个三角形是否相似!必须要知道它
们的对应边是否成比例!对应角是否相等"那么是否存在
判定两个三角形相似的简便方法呢&

回顾

你还记得八年级上学期学习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时!
曾就边与角分类考察的几种不同情况吗& 它们是$两边
一角!两角一边!三角!三边"从这几种情况出发!我们得
到了一些重要的判定三角形全等的方法"

那么!对于相似三角形的判定!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分
类与判定方法呢&

让我们先从最常见的三角尺开始"
观察你和同伴的直角三角尺!同样角度 " '$O与

-$O!或 (+O与 (+O#的三角尺看起来是相似的"这样从
直观来看!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分别与另一个三角形
的三个角对应相等时!它们就)应该*相似了"确实是
这样吗&

!!我们在判定
两个三角形全等

时!使用了哪些
方法& 判定三角
形相似是否有类

似的方法&



第!#章!图形的相似!&%"""

探索

如图 %'"'"-!任意画两个三角形"可以画在教科书
最后所附的格点图上#!使其三对角分别对应相等"用刻
度尺量一量两个三角形的对应边!看看这两个三角形的
边是否对应成比例"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图!#,#,&

我们可以发现!此时它们的边对应成比例!于是这两
个三角形相似"

而根据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 #*$O!我们知道!如果
两个三角形有两对角分别对应相等!那么第三对角也一
定对应相等"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判定两个三角形相似的一个较
简便的方法!即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理 !,两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
角形相似&

已知$如图 %'"'",!在-56?和-5#6#?#中!05#
05#! 06#06#"

求证$-56?

书书书

!-5#6#?#"

图!#,#,'

!!
,"证明 在边56或它的延长线上截取5A15#6#!

过点A作6?的平行线交5?于点B!则

!!和其他同学
比较一下!你们的
结论都相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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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B

书书书

!-56?"
K AB. 6?!
L 05AB#06"
在-5AB与-5#6#?# 中!
K 05#05#! 05AB#06#06#! 5A#5#6#!
L -5AB

书书书

!-5#6#?#"
L -56?

书书书

!-5#6#?#"

思考

如果两个三角形仅有一对角是对应相等的!那么它
们是否一定相似&

!!"例 # 如图 %'"'"*!在E8-56?和E8-5>6>?>中!
0?与 0?>都是直角!05 #05>"求证$-56?

书书书

!

-5>6>?>"!

!!"证明 K 0?#0?>#)$O!

05#05>!

L -56?

书书书

!-5>6>?>"两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相似#"
!!此例告诉我们!两个直角三角形!若有一对锐角对应
相等!则它们一定相似"

!!"例 $ 如图 %'"'")!在-56?中! AB. 6?!BC.
56"求证$-5AB

书书书

!-BC?"

图!#,#,)

!!证明过程隐含
着全等变换的过

程$将-5#6#?# 全

等变换到-5AB"

!!观察你的两把
不一样的三角尺!
就可以得出结论"

图!#,#,(

!!此时!把直角
算在内!实际上有
两对角对应相等"

在例 ' 中!如果点
A恰好是边 56的中
点!那么点 B是边 5?
的中点吗& 此时!AB
和 6?有什么关系&
-5AB与-BC?又有
什么特殊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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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K AB. 6?!
L 05AB#06! 05BA#0?"
又 K BC. 56!
L 0BC?#06!
L 05AB#0BC?!
L -5AB

书书书

! -BC?"两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相似#"!

练!习

!"如图%AF. BG. CH. 6?%找出图中所有的相似三角形"

"第 # 题#
!!!!

"第 % 题#

#"找出图中所有的相似三角形%并说明理由"

探索

观察图 %'"'"#$!如果有一点 B在边 5?上移动!
那么点 B在什么位置时能使-5AB与-56?相似呢&

图中-5AB与-56?的一组对应边5A与56的长

度的比值为
#
' "将点B由点5开始在5?上移动!可以发现

当5B# #
' 5?时!-5AB与-56?似乎相似"此时5A

56#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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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

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与另一个三角形的两条

边对应成比例!并且夹角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下面我们来证明上述猜想"
已知$如图 %'"'"##!在-56?和-5#6#?#中!05#

05#!
56
5#6#

# 5?
5#?#

"

求证$-56?

书书书

!-5#6#?#"

图!#,#,**

!!
,"证明 在边56或它的延长线上截取5A15#6#!

过点A作6?的平行线交5?于点B!则
-5AB

书书书

!-56?!

L 56
5A#5?

5B"

K 56
5#6#

# 5?
5#?#

! 5A#5#6#!

L 5B#5#?#"
在-5AB和-5#6#?# 中!
K 5A#5#6#! 05#05#! 5B#5#?#!
L -5AB

书书书

!-5#6#?#"
L -56?

书书书

!-5#6#?#"
这样我们又有了一种判定两个三角形相似的方

法!即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理 #,两边成比例且夹角相等

的两个三角形相似&

!! 如果相等的角

不是成比例的两边

的夹角!那么这两个
三角形还相似吗&
!!画一画!看看是
否不一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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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证明图 %'"'"#% 中的-5B6和-CB?相似"

图!#,#,*!

!!"证明 K 5B
CB#+(

'- ##"+!

6B
?B#(+

'$ ##"+!

L 5B
CB#6B

?B"

又K 05B6#0CB?!
L -5B6

书书书

!-CB?"两边成比例且夹角相等的两个
三角形相似#"

探索

如果两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对应成比例!那么这两个
三角形相似吗&

图!#,#,*#

在如图 %'"'"#' 所示的方格图中任画一个三
角形!再画出第二个三角形!使它的三边长都是原
来三角形三边长的相同倍数"画完之后!用量角器
度量并比较两个三角形对应角的大小!你得出了
什么结论& 你同伴的结论和你的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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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即有如下
定理$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理 $,三边成比例的两个三角
形相似&
!!类似于前两个判定定理的证明!我们也可以证明这
个判定定理"

!!"例 & 在-56?和-5>6>?>中!56#- /.!6?#
* /.!5?##$ /.!5>6>##* /.!6>?>#%( /.!5>?>#
'$ /."试证明-56?与-5>6>?>相似"

!!"证明 K 56
5>6># -

#* # #
' !

! 6?
6>?># *

%( # #
' !

! 5?
5>?>##$

'$ # #
' !

L 56
5>6># 6?

6>?># 5?
5>?>!

L -56?

书书书

! -5>6>?>"三边成比例的两个三角形
相似#"!

练!习

!"依据下列各组条件%说明-56?和-5>6>?>是否相似!

"## 56##$ /.%6?#* /.%5?##- /.%5>6>##- /.%6>?>##%"* /.%5>?>#

%+"- /.$

"%# 05#*$O%0?#-$O%05>#*$O%06>#($O$

"'# 05#($O%56#*%5?##+%05>#($O%5>6>##-%5>?>#'$"

#"在第 # 题的题"'#中%若已知6?#!%06#"%你能求出6>?>的长与06>*0?>的

大小吗& 写出你的计算过程"

$"在图 %'"'"#$ 中%点B在边5?上移动%除了教科书上提出的-5AB之外%你还能

找到另外的-5AB与原三角形相似吗& 若能%请求出此时5B的长度"

!!试试看!写出
这个判定定理的

证明过程"

!!它们的相似
比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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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三角形的性质

两个三角形相似!除了对应边成比例'对应角相等之
外!还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结论"例如!在图 %'"'"#( 中!
-56?和-5>6>?>是两个相似三角形!相似比为3!其中
5A' 5>A>分别为6?' 6>?>边上的高!那么5A' 5>A>之间
有什么关系&

图!#,#,*$

-56A和-5>6>A>都是直角三角形!且06#06>!
因为有两个角对应相等!所以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因此

5A
5>A># 56

5>6>#3"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相似三角形对应边上的高的比等于相似比"

由
5A
5>A># 6?

6>?>#3!可得

I-56?

I-5>6>?>
#

#
% 5A+6?

#
% 5>A>+6>?>

# 5A
5>A>+

6?
6>?>

#3%"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相似三角形面积的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

相似三角形面

积的比与相似比有

什么关系&

!!相似多边形也
有同样的结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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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如图 %'"'"#+!-56?和-5>6>?>相似!5A'5>A>分
别为对应边上的中线!6B'6>B>分别为对应角的平分线!
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有与对应边上的高类似的关系& 这两
个三角形的周长又有什么关系呢&

图!#,#,*%

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相似三角形对应角的平分线之比等于相似比"
相似三角形对应边上的中线之比等于相似比"
相似三角形的周长之比等于相似比"

练!习

"第 ' 题#

!"如果两个三角形相似%相似比为'0+%那么对应角的平分线的比等于多少&

#"相似三角形对应边的比为$"(%那么相似比为!!!!%

对应边上的中线的比为!!!!%周长的比为!!!!%

面积的比为!!!!"

$"如图%在正方形方格图上有-5#6#?# 和-5%6%?%%这两

个三角形相似吗& 如果相似%请给出证明%并求出

-5#6#?# 和-5%6%?% 的面积比"

!!%"相似三角形的应用

人们从很早开始!就懂得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有关性
质来计算那些不能直接测量的物体高度和两地距离"

!!请你试着证
明这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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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古代一位数学家想出了一种测量金字塔高

度的方法$ 如图%'"'"#-!为了测量金字塔的高度=6!先竖
一根已知长度的木棒=>6>!比较木棒的影长5>6>与金字塔
的影长56!即可近似算出金字塔的高度=6"如果=>6>##
米!5>6>#%米!56#%,(米!求金字塔的高度=6"

图!#,#,*&

!!"解 K 太阳光线是平行光线!

L 0=56#0=>5>6>"

K 056=#05>6>=>#)$O!

L -=56

书书书

!-=>5>6>"两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

L =6
=>6># 56

5>6>!

L =6#56*=>6>
5>6> #%,( *#

% ##',"米#"

!!答$金字塔的高度=6为 #', 米"

!!"例 ( 如图 %'"'"#,!为了估算河的宽度!我们可以
在河的对岸选定一个目标作为点5!再在河的这一边选定
点6和?!使5616?!然后!再选定点B!使B?16?!用
视线确定6?和5B的交点A"此时如果测得6A###*米!
A?#-#米!B?#+$米!求河的宽度56""精确到$"#米#

图!#,#,*'

!!金字塔的影长56
为露在外面的影长5?
与金字塔底边的一半

?6的长度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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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K 05A6#0BA?!

! 056A#0B?A#)$O!

L -56A

书书书

!-B?A"两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相似#!!

L 56
B?#6A

?A!

解得!!!! 56#6A*B?
?A

###* *+$
-# * )-","米#"

答$ 河的宽度56约为 )-", 米"
以上例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利用相似三角形进行

测量的方法"

!!"例 ) 如图 %'"'"#*!已知A'B分别是-56?的边
56'5?上的点!且05AB#0?"求证$ 5A+56#5B+5?"

!!"证明 K 05AB#0?!05#05!
L -5AB

书书书

! -5?6"两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相似#!!

L 5A
5?#5B

56!

L 5A+56#5B+5?"

练!习

"第 % 题#

!"在同一时刻%物体的高度与它在阳光下的影长成

正比"在某一时刻%有人测得一高为 #"* 米的竹

竿的影长为 ' 米%某一高楼的影长为 -$ 米%那么

这幢高楼的高度是多少米&

#"如图% 在 -56?中%AB. 6?%6?#-% 梯形

A6?B的面积是-5AB面积的 ' 倍"求 AB

的长"!

!!利用相似三角
形!可以证明几条线
段之间的乘积关系"

图!#,#,*(



第!#章!图形的相似!'%"""

$"如图%停车场的栏杆的短臂长为 #"%+ .%长臂长为 #-"+ .%当短臂端点下降

$"*+ .时%长臂端点升高多少& "栏杆的宽度忽略不计#

!
"第 ' 题#

!!习题!#"#

"第 # 题#

!"判断下面各组中的两个三角形是否相似!如果相似!请写出证明过程$
"## 如图"##!06#05AB!-56?与-5AB%
"%# 如图"%#!0B#0?!-5AB与-56?"

#"已知-56?的三边长分别为 -'*'#$!和-56?相似的-5>6>?>的最长边长为
'$"求-5>6>?>的另两条边的长'周长以及最大角的大小"

$"使用三角尺画一个三角形!其中两个角分别为 -$O与 (+O!再画一个与它相似的
三角形"

%"依据下列各组条件!判断-56?和-5>6>?>是否相似!如果相似!请给出证明$
"## 05#,$O!06#(-O!05>#,$O!0?>#-(O%
"%# 56##$厘米!6?##%厘米!5?##+厘米!5>6>##+$厘米!6>?>##*$厘

米!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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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题#

! "'# 06#'+O!6?##$!6?上的高5A#,!06>#'+O!6>?>#+!6>?>上的高
5>A>#'"+"

&"在两个等腰三角形56?和5>6>?>中!05'05>分别是顶角"试分别依据下列条
件!判断-56?和-5>6>?>是否相似!如果相似!请写出证明过程$
"## 05#05>%
"%# 06#06>"或0?#0?>#"

'"网球比赛时!发球往往是制胜的关键"如图!小明在打网球时!使球恰好能打过
网!假设球沿直线前进而且落在离网 ( 米的位置上!求球拍击球的高度 9""精确
到 $"$# 米#

("如图!B是矩形 56?A的边 ?6上的一点!5C1AB于点 C!561'! 5A1%!
?B1#"证明-5CA

书书书

!-A?B!并计算点5至直线AB的距离""精确到 $"##

"第 , 题#

)"如图是用 #% 个相似的直角三角形组成的图案!请你也用相似三角形设计出一个
或两个美丽的图案"

"第 *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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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中位线

在 %'"' 节中!我们曾得到如下结论$
如图 %'"("#! 在 -56?中!AB. 6?!则 -5AB

书书书

!

-56?"

在推理过程中!我们由AB.6?推得5A
5615B

5?1AB
6?"

那么当点 A是 56的中点时!利用该比例式容易推知点

B也是5?的中点!并且AB1#
% 6?"

现在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已知点 A'B分别是 56
与5?的中点!那么是否可以推出AB.6?& AB与6?之
间又存在怎样的数量关系呢&

猜想

如图 %'"("%!在-56?中!点A' B分别是56与5?
的中点"根据画出的图形!可以猜想$

AB. 6?!且AB# #
% 6?"

对此!我们可以用演绎推理给出证明"

!!"证明 在-56?中!
K 点A' B分别是56与5?的中点!

L 5A
56#5B

5?# #
% "

K 05#05!
L -5AB

书书书

!-56?!
L 05AB#056?!

AB
6?#5A

56# #
% !

L AB. 6?!且AB# #
% 6?"

!
"图!#,$,*

!!画画看!你
能有什么猜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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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我们把连结三角形两边中点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

中位线!并且有$
三角形的中位线平行于第三边!并且等于第三边的

一半&

!!"例 ! 求证$三角形的一条中位线与第三边上的中
线互相平分"

已知$ 如图 %'"("'!在 -56?中!5A#A6!6B#
B?!5C#C?"

求证$ 5B'AC互相平分"

!!"证明 连结AB'BC"

K 5A#A6!6B#B?!

L AB. 5?"三角形的中位线平行于第三边!并且
等于第三边的一半#"

同理可得BC. 65"
L 四边形5ABC是平行四边形"
L 5B'AC互相平分"!

!!"例 # 如图 %'"("(!在-56?中!A'B分别是边6?'

56的中点!5A'?B相交于点F"求证$FB?B#FA
5A##

'"

!!"证明 连结BA"
K A'B分别是边6?'56的中点!

L AB. 5?! AB
5?# #

% "三角形的中位线平行于第

三边!并且等于第三边的一半#!
L -5?F

书书书

!-ABF!

L FB
F?#FA

F5#AB
5?# #

% !

L FB
?B#FA

5A# #
' "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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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如果在图 %'"("( 中取5?的中点C!假设6C与5A

相交于点 F>!如图 %'"("+! 那么我们同理可得F>A
5A #

F>C
6C # #

' !所以FA
5A#F>A

5A ##
' !即两图中的点F与点F>

是重合的"
于是!我们有以下结论$
三角形三条边上的中线交于一点!这个点就是三角

形的重心!重心与一边中点的连线的长是对应中线

长的
#
' "

练!习

!"如图%在-56?中%A*B*C分别为边 6?*5?*56的中点%5A*6B*?C相交于点 =%

56#-%6?##$%5?#*"试求出线段AB*=5*=C的长及0BAC的大小""结果保

留根号#

"第 # 题#

#"求证! 顺次连结四边形各边的中点所得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习题!#"$

!"三角形的周长为 +- /.!则它的三条中位线组成的三角形的周长是!!!!/."
#"如图!矩形56?A的对角线 5?'6A相交于点 =!B'C'F'G分别为 =5'=?'=6'

=A的中点"求证$ 四边形BFCG是矩形"

图!#,$,%

!!数学上的)重
心* 与物理上的
)重心*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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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题#
!!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在四边形56?A中!5A#6?!E是对角线6A的中点!J是A?的中点!K是
56的中点"求证$0EJK#0EKJ"

%"如图!5A#6C! AB.CF.6?! JK是-56?的中位线"求证$AB2CF1%JK"

23"5 !位似图形

相似与轴对称'平移'旋转一样!也是图形之间的基本
变换!它可以将一个图形放大或缩小!并保持形状不变"

下面介绍一种特殊的画相似多边形的方法"
现在要把多边形56?AB放大到 #"+ 倍!也就是使所

得的多边形与原多边形的相似比为 #"+"如图 %'"+"#!我
们可以按下列步骤画出所需的多边形$

#"任取一点=%
%"以点=为端点作射线=5'=6'=?'=A和=B%
'"分别在射线 =5'=6'=?'=A和 =B上取点 5>'

6>'?>'A>和B>!使=5>0=5#=6>0=6#=?>0=?#=A>0
=A#=B>0=B##"+%

("顺次连结点5>'6>'?>'A>和 B>!就得到所要画的
多边形5>6>?>A>B>"

探索

用刻度尺和量角器量一量!看看上面的两个多边形
是否相似&

图!#,%,*



书书书

第!"章!图形的相似!!"###

你能否用演绎推理说明其中的理由!

如图 "#!$!%"两个图形的对应点"与"## $与$## %

与%#$$的连线都交于一点&"并且&"#
&"'&$#

&$'&%#
&%'

$ '("这两个图形叫做位似图形%&'(')&*)+,-+./0*1&"
点&叫做位似中心%&'(')&*)+,,*2)*0&!

利用位似的方法"可以把一个多边形放大或缩小!
要画四边形"$%)的位似图形"还可以如图 "#!$!"

那样操作'任取一点 &"作直线 &"#&$#&%#&)"在点 &
的另一侧取点 "##$##%##)#" 使 &"#3&" '&$#3
&$'&%#3&%'&)#3&)'""这样就可以得到放大
到 " 倍的四边形"#$#%#)#!

图$%&'&$

实际上"如图 "#!$!# 所示"如果把位似中心取在多
边形内"那么也可以把一个多边形放大或缩小"而且比较
简便!

图$%&'&%

练!习

任意画一个五边形!再把它放大到原来的 # 倍!

!!
试试看"写

出演绎推理的

整个过程!

!!想想看"还可
以把位似中心取

在哪里!



!$###!第!"章!图形的相似

!!习题!"!#

!"任选一种方法"按下列相似比画出一个三角形的位似图形!

%%& 相似比为 %
" (!!!!!!!!!%"& 相似比为 "!$!

#"如图"已知格点三角形&"$"请在方格图中画出另一格点三角形"使其与原三角
形关于点&成位似关系"并说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比!%在方格图中"以格点为顶
点的三角形叫做格点三角形&

%第 " 题&

数学与艺术的美妙结合——分形

!!雪花是什么形状呢" 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 将正三角形的每边三等分!再以其

居中的那一条线段为底边!向外作等边三角形!这样得到一个六角形!然后将六角形

的每边三等分!重复上述的作法!如图 %所示!如此继续下去!就得到了雪花曲线!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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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雪花曲线的每一部分经过放大都可以与它的整体形状相似!这种现象叫自

相似!只要有足够细的笔!这种自相似的过程就可以继续表现下去!

观察图 " 中的图形!这也是通过等边三角形绘制的另一幅自相似图形!

图 # 是五边形的一幅自相似图形!

图 #
!!!!!

图 4

!!自然界中其实存在很多自相似现象!如图 4 所示的树木的生长!又如雪花的

形成!土地干旱形成的地面裂纹等!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数学分支来研究像

雪花这样的自相似图形!这就是 "5 世纪 65 年代由美国数学家芒德布罗特

$789:2;*<=0')! %>"4 "5%5%创立的分形几何!

如图 $!通过计算机可以把简单的图形设计成美丽无比的分形图案!人们称

之为分形艺术!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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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图形与坐标

!!!"用坐标确定位置

回顾

在八年级学习函数及其图象时"我们曾经建立平面
直角坐标系"用一对有序实数表示平面上点的位置!那么
如何用坐标来表示一个物体的位置呢!

不少问题中"物体的大小往往可以忽略"因而可以用
点来表示"从而可以用坐标确定物体所在的位置!

某中学夏令营举行野外拉练活动"老师交给大家一
张地图"如图 "#!@!% 所示"地图上画了一个平面直角坐
标系作为定向标记"并给出了四座农舍的坐标' %%" "&#
% A#" $&#%4" $&#%5" #&!

图$%&)&"

目的地位于连结第一座与第三座农舍的直线和连

结第二座与第四座农舍的直线的交点处!利用平面直角
坐标系"同学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请你在图中画出目
的地的位置!



第!"章!图形的相似!!'###

图 "#!@!" 是某乡镇的示意图"试在图中建立适当的
平面直角坐标系"用坐标表示各地的位置!

图$%&)&$

有了平面直角坐标系"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平面
上确定一个点的位置"进而可以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现
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的许多应用' 如用经度
和纬度来表示某次台风中心所处的位置"或表示某次强
烈地震的震中位置等!

思考

我们已经知道"可以用一对有序实数表示平面上点
的位置"从而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

如下的地震信息告诉我们这一地震中心所处的位

置是北纬 ##!"B#东经 >@!@B!
!!!!!!!!!!!!!!!!!!!!!!!!!!!"

"
"
"
"
"
"
"
"!!!!!!!!!!!!!!!!!!!!!!!!!!!!

!
!
!
!
!
!
!
!!!"5%5 年 4 月 %4 日 6 时 4> 分%北京时间&"在我国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了*C6!% 地震%简称玉树
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最新测定结果"玉树地
震震中位置为 ##!"BD" >@8@BE"震源深度约 %4 F("位
于玉树城区西北约 44 F(处!

由此信息"你能发现其他表示该地震中心位置的方法吗!

!!你和你的同伴
在图 "#!@!" 中建
立的平面直角坐标

系的位置是一样的

吗! 选定的坐标单
位是一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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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该地震中心位置还表示为该地城区

西北约 44 F(处!也就是说"可以用)角度%方向&#距离*
这两个量刻画物体的位置"这种方式在军事和地理中较
为常用!

小明去某地考察环境污染问题"并且他事先知道下面的信息'
)悠悠日用化工品厂*在他现在所在地的北偏东 #5B的方向"距离此

处 # 千米的地方(
)明天调味品厂*在他现在所在地的北偏西 4$B的方向"距离此处 "!4

千米的地方(
)#"% 号水库*在他现在所在地的南偏东 "6B的方向"距离此处 %!% 千

米的地方!
根据这些信息"试在图 "#!@!# 中画出表示各处位置的示意图!

!!在图 "#!@!#
中帮助小明完成

这张示意图!

图$%&)&%

思考

现在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表示平面上一个点的位

置"那么如何确定一个平面图形的位置呢! 由点与图形
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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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所有的平面图形都可以看成是点的集合"
因此可以通过确定有关点的位置%坐标&"进而确定一个
平面图形的位置!

图 "#!@!4 是一个边长为 $ 的正方形"试建立适当的
平面直角坐标系"写出它的顶点坐标!

图$%&)&(

对于如图 "#!@!4 所示的正方形"一旦确定了四个顶
点的坐标"便可完全确定该正方形的位置!

练!习

!"小燕在某市公园的门口看到这个公园的平面示意图如图所示!试借助刻度尺&量

角器解决下面的问题!

%第 % 题&

$%% 建立适当的平面直角坐标系!用坐标表示假山&游戏车&马戏城的位置!

$"% 填空#

九曲桥在假山的北偏东!!!!度的方向上!到假山的距离约为!!!!米'

喷泉在假山的北偏西!!!度的方向上!到假山的距离约为!!!米!

!!你和你同
伴的方法是否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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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在菱形"$%)中!两条对角线"%& $)的长分别为 G 和 @!试建立适当的平面

直角坐标系!写出它的四个顶点的坐标!

%第 " 题&

!!#"图形的变换与坐标

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一个图形经过变换之
后"该图形上各点的坐标会如何变化呢!

!!#例 ! 在图 "#!@!$中"$"&$沿+轴向右平移 # 个
单位之后"得到$"#&#$#!三个顶点的坐标有什么变化!

图$%&)&'

!!#解 $"&$的三个顶点的坐标分别是

"%"" 4&" &%5" 5&" $%4" 5&!

平移之后的$"#&#$#对应的顶点坐标分别是

"#%$" 4&" &#%#" 5&" $#%6" 5&!

沿+轴向右平移 # 个单位之后"三个顶点的纵坐标
都没有改变"而横坐标都增加了 #!

!!比较相应顶
点的坐标"你发现
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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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如图 "#!@!@"$"$%的三个顶点的坐标分
别为% A#" 4&# % A4" #&和% A%" #&!将$"$%沿,轴向
下平移 # 个单位得到$"#$#%#"然后再将$"#$#%#沿+轴
向右平移 4 个单位得到$"-$-%-!试写出现在三个顶点
的坐标"看看发生了什么变化!

!!#解 $"$%的三个顶点的坐标分别是

"%.#" 4&" $%.4" #&" %%.%" #&!

沿,轴向下平移 # 个单位之后的$"#$#%#对应的顶
点坐标分别是

"#%.#" %&" $#%.4" 5&" %#%.%" 5&!

!!!

###图$%&)&)

沿+轴向右平移 4 个单位之后的$"-$-%-对应的顶
点坐标分别是

"-%%" %&" $-%5" 5&" %-%#" 5&!

经过两次平移之后"三角形三个顶点的横坐标都增
加了 4"纵坐标都减少了 #!

我们还可以把这两次平移看作是$"$%沿$$-方向
平移一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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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在图 "#!@!6 中"$"&$关于 +轴的轴对称图形是
$"#&$"它们对应顶点的坐标有什么变化!

图$%&)&*

请在图 "#!@!G 中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一个平行
四边形"写出它的四个顶点的坐标"然后画出这个平行四
边形关于,轴的对称图形"写出对称图形四个顶点的坐
标"观察对应顶点的坐标有什么变化!

图$%&)&!

!!你找到对
应顶点坐标的

变化规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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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如图 "#!@!>"将$"&$缩小后得到$%&)"你能求
出它们的相似比吗!

图$%&)&+

探索

如图 "#!@!%5"已知矩形"$%)四个顶点的坐标分别
是"%5" 5&# $%#" 5&# %%#" "&# )%5" "&"将这四个顶点
的坐标同时扩大到原来的 "倍后得到一组新坐标"画出新
坐标对应的点所确定的图形"看看新的图形和原图形之间
有什么关系!

图$%&)&",

!!$"&$的
顶点坐标发生

了什么变化!

!!你能说明理
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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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我们看到"当一个几何图形经过某种变换改变位置或
大小后"图形上各点的坐标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节所
运用的那些变换引起的点的坐标的变化可以归纳成下表!

变换后点的坐标变换前点的坐标

图形变换 关于

+轴
对称

关于

,轴
对称

关于

原点

对称

沿+轴
向右平移

/个单位

沿,轴
向上平移

0个单位

图形以原点

为位似中心

缩放(倍

%+" ,& %+" A,& %+H/" ,&

!!反过来"按上表的方式之一同时改变一个几何图形
上各点的坐标"就使该图形产生相应的变换"改变它的位
置或大小!

练!习

!"矩形"$%)的顶点坐标分别为$%! 4%& $$! 4%& $$! %%& $%! %%!请写出该矩形关

于,轴对称的对称图形"#$#%#)#的顶点坐标!

#"$"$%的顶点坐标分别为$5! 5%& $5! 4%& $#! 5%!将$"$%沿+轴向左平移 " 个

单位!得到$"#$#%#'然后再沿,轴向下平移 # 个单位!得到$"-$-%-!试分别写出

$"#$#%#与$"-$-%-的三个顶点的坐标!

$"如图!已知正方形&"$%的边长为 4!请写出各个顶点的坐标!如果将它们的坐标

同时缩小一半!得到一组新坐标!画出新坐标所对应的点!并把它们连结起来!得

到一个新的图形!试说出它的名称!你能说明其中的道理吗"

%第 # 题&

!!请补充完整
表格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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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已知下列各点的坐标"在如图所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正确标出这些点"并把它
们依次连结起来"观察得到的图形"你觉得它像什么!
%5" "&"%5" 5&"%%" #&"%"" #&"%#" "&"%#" 5&"%%" A%&"%"" A%&"%%" A#&"
%5" A%&"% A%" A#&"% A"" A%&"% A%" A%&"% A#" 5&"% A#" "&"% A"" #&"
% A%" #&"%5" 5&!

%第 % 题&

#!将图中的$&"$分别作下列变换"画出相应的图形"指出三个顶点的坐标所发
生的变化'
%%& 沿,轴正方向平移 " 个单位(
%"& 关于,轴对称(
%#& 以点&为位似中心"放大到原来的 " 倍(
%4& 沿,轴向下平移 " 个单位"再沿+轴向左平移 # 个单位!

%第 "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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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结构

相似多边形的对应边成比例"对应角相等(
对应边成比例"对应角相等的两个多边形
是相似多边形

%%%
相似多边形

&
%%

位似图形

相似
'''''(''''

图形
(''''''''' 相似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和

%%%

判定方法

&

%%%%

图形的变换与坐标
坐标表示

'''''''''''''(''''''''''''

''
%%%

物体的位置

''

%%%

三角形中位线

'' 三角形重心

二! 要点
%?本章介绍了比例的基本性质#成比例线段的概念"探索发现了平

行线分线段成比例的基本事实"它是证明相似三角形判定定理的基础!
"?对于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理"仍然采用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相

结合的方法"通过类比#实验操作等合情推理去探索发现"然后再通过
演绎推理进行证明"体现了两种推理方式在解决问题的不同阶段所发
挥的作用!

#?本章介绍了相似三角形的性质'相似三角形对应线段的比等于
相似比"面积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可以解决现
实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本章探索并证明了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今
后我们会发现利用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可以解决许多数学问题!

4?本章还介绍了用平面直角坐标系以及角度%方向&和距离来描
述物体的位置"并运用坐标的方法研究图形的变换"应注意从中体会
数与形之间的关系!

$?与轴对称#平移#旋转一样"相似也是由现实世界广泛存在的某
些现象抽象得到的一种图形变换"同样反映了图形与图形之间的变化
关系!与轴对称#平移#旋转三种变换不同的是"在相似变换下"图形的
形状不变"但大小可能会发生变化!全等变换是相似变换的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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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

%第 4 题&

!!地图上两地间的图上距离为 # 厘米"比例尺是 %3% 555 555"那么两地间的实际
距离是!!!!米!

#!若+.,
%# ' ,

6 "则+1,
, '!!!!!

$!如果在$"$%中"点)#2#3分别为边 $%#"%#"$的中点" "$'$"$%'%""
"%'%#"那么$)23的周长I!!!!"面积I!!!!!

%!在图中右边的方格图中描出左边方格图中所示图形的放大图形!

&!%%& 如图%%&")2)34)$%" ")')3'"3$"那么"2# 24# 4%有什么关系!
%"& 如图%"&" )2) 34) $%" )3'#3$"那么24与4%有什么关系!

%第 $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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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直角三角形都相似吗! 所有的等腰直角三角形都相似吗! 为什么!
(!所有的菱形都相似吗! 所有的正方形都相似吗! 为什么!
)!如果一个 4 米高的旗杆在太阳光下的影长为 @ 米"同它临近的一个建筑物的影
长是 "4 米"那么这个建筑物的高度是多少!

*!如图是小明所在学校的平面示意图"小明可以如何描述他所住的宿舍位置!

%第 > 题&

!+!判断下列各组中的两个三角形是否相似"如果相似"请写出证明过程!
%%& 在$"$%中" *$是直角"*"I#5B(在$"#$#%#中"*$#是直角"*%#I@5B!
%"& 在$"$%中""$'$" $%'6" "%'G(在$"#$#%#中""#%#'%@" $#%#'

%4" "#$#'%5!!
!!!+"$%)与+"#$#%#)#相似""$'$""$的对应边"#$#'@"+"$%)的面积为

%5!求+"#$#%#)#的面积!

B 组

!#!若 +
@ ' ,

4 ' 5
# %+#,#5均不为零&"则 +1#,

#,."5'!!!!!

!$!将下列图形分别分成四小块"使它们的形状#大小完全相同"并且与原图形相
似"应怎样分! %画出大致图形即可&

%第 %#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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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G 题&

!%!请在如图所示的方格图中"先画出两个相似但不全等的格点三角形"再在适当
的位置画上坐标轴"指出这两个相似三角形的顶点坐标之间的关系!

!&!如图"已知*"%$'*%$)'>5B""%'0"%$'/"当$)与 /#0之间满足怎
样的关系式时"$"%$

书书书

!$%$)!

%第 %4 题&
!!!!!

%第 %$ 题&

!'!如图"在$"$%中""$'"%")#2#3分别是"$#$%#%"的中点!求证' 四边形
")23是菱形!

%第 %@ 题&
!!!!!!!

%第 %6 题&

!("如图"比例规是一种画图工具"使用它可以把线段按一定比例伸长或缩短!它是
由长度相等的两脚")和$%交叉构成的!如果把比例规的两脚合上"使螺丝钉
固定在刻度 # 的地方%即同时使&"I#&)" &$I#&%&"然后张开两脚"使"# $
两个尖端分别在线段6的两个端点上"这时%)与"$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三国魏人刘徽"自撰+海岛算经,"专论测高望远!其中有一题"是数学史上有名
的测量问题!今译如下'
如图"要测量海岛上一座山峰"的高度"7"立两
根高三丈的标杆 $%和 )2" 两竿相距 $) '
% 555 步"点)#$#7成一线!从$%退行 %"#步到
3"人目着地观察"""#%#3三点共线(从)2退行
%"6步到点4"从点4看点"""#2#4三点也共线!
试算出山峰的高度"7及点7# $间的距离7$!
%古制中"% 步I@ 尺"% 里 I%G5 丈 I% G55 尺 I
#55 步!结果用里和步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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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组

%第 "% 题&

!*"在J)$"$%中"点8位于直角边"%上"且与点"# %不重合"试过点8作直线
截$"$%"使截得的三角形与原$"$%相似"画出所有可能的图形"并说明
理由!

#+!如图"在$"$%中" "$'G""%'@"$%'%5!线段$%所在直线以每秒 " 个单
位的速度沿与其垂直的方向向上平行移动!记+秒时"该直线在$"$%内的部
分的长度为,!试写出,关于+的函数关系式"并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这一
函数的图象!

%第 "5 题&

#!"如图%%&"先把一张矩形纸片"$%)上下对折"设折痕为*9(如图%"&"再把点
$叠在折痕线上"得到$"$2!过点$向右折纸片"使)# :# "三点仍保持在一
条直线上"得折痕8:!
%%& 求证' $8$2

书书书

!$:"$!
%"& 你认为$8$2和$$"2相似吗! 如果相似"给出证明(如果不相似"请说

明理由!

##"已知线段6"试构造一个直角三角形"使其周长恰好等于线段 6的长"你能画出
多少个符合要求的直角三角形! 想想看"你一定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 !第!#章!解直角三角形

24?1 !测　量

当你走进学校"仰头望着操场旗杆上高高飘扬的五
星红旗时"你也许很想知道"操场旗杆有多高!

你可能会想到利用相似三角形的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图 "4!%!%"站在操场上"请你的同学量出你在太

阳光下的影子长度#旗杆的影子长度"再根据你的身高"
便可以利用相似三角形的知识计算出旗杆的高度!

图$(&"&"

如果就你一个人"又遇上阴天"那怎么办呢! 人们想
到了一种可行的方法"还是利用相似三角形的知识!

如图 "4!%!""站在离旗杆 $2底部 %5 米处的点 )"
目测旗杆的顶部"视线 "$与水平线的夹角*$"%为
#4B"并已知目高")为 %!$ 米!现在若按 %3$55 的比例将
$"$%画在纸上"并记为$"#$#%#"用刻度尺量出纸上
$#%#的长度"便可以算出旗杆的实际高度!

你知道计算的方法吗!

%%& !!! %"&

图$(&"&$

!!你算出来
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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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利用图 "4!%!"%%&中已知的数据就可
以直接计算旗杆的高度"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涉及直角
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这就是本章要探究的内容!

练!习

!"小兵身高 %@5 ,(!他的影子长度是 %55 ,(!如果同时!他朋友的影子比他的影子短

$ ,(!那么他的朋友有多高"

#!小明想知道学校旗杆的高度!他发现旗杆顶端的绳子垂到地面还多出 % 米!当他

把绳子的下端拉开 $ 米后!发现下端刚好接触地面!求旗杆的高度!

!!习题!%!&

!!如图"为测量某建筑物的高度"在离该建筑物底部 #5!5 米处"目测其顶"视线与
水平线的夹角为 45B"目高为 %!$ 米!试利用相似三角形的知识"求出该建筑物
的高度!%精确到 5!% 米&

!
%第 % 题&

#!小强身高 %!4" 米"他想求出校园内旗杆的高度!他从旗杆底部沿着旗杆的影子
走了 "5!"5 米"此时他头顶的投影恰与旗杆顶端的投影重合"这时他距旗杆影子
的末端是 4!%5 米!旗杆的高度是多少! %精确到 5!5% 米&

%第 "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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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在一棵树 %5 米高的$处有两只猴子"一只猴子爬下树走到离树 "5 米的池
塘"处"另一只猴子爬到树顶)后直接跃到"处!距离以直线计算"如果两只猴
子所经过的距离相等"求这棵树的高度!

!

%第 # 题&

24?2 !直角三角形的性质

在研究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之前"我们先来探索
和归纳直角三角形的性质!

我们已经知道'
!!" 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
!#" 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勾股定理"!
下面我们探索直角三角形的其他性质!

探索

如图 "4!"!%"画J)$"$%"并画出斜边"$上的中线
%)"量一量"看看%)与"$有什么关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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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你与你的同伴一定会发现'%)恰好是"$的一半!
下面让我们用演绎推理证明这一猜想!
已知'如图 "4!"!""在 J)$"$%中"*"%$'>5B"

%)是斜边"$上的中线!

求证' %)' %
" "$!

!!#证明 延长%)至点2"使)2'%)"连结"2# $2!

K %)是斜边"$上的中线"
L ")')$!
又K )2'%)"
L 四边形"%$2是平行四边形!
又K *"%$'>5B"
L 四边形"%$2是矩形"
L %2'"$"

L %)' %
" %2' %

" "$!

由此"我们得到直角三角形的又一条性质'
!$" 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线等于斜边的一半!

利用直角三角形的上述性质"可以解决某些与直角
三角形有关的问题!

#例 如图 "4!"!#"在J)$"%$中"*"%$'>5B"

*"'#5B!求证'$%' %
" "$!

!!#证明 作斜边"$上的中线%)"则

%)'%
" "$'")'$)%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线

等于斜边的一半&!
K *"'#5B"
L *$I@5B"
L $%)$是等边三角形!

L $%'$)' %
" "$!

图$(!$!$

图$(!$!%

!!由此可得'在直
角三角形中"如果一
个锐角等于 #5B"那
么它所对的直角边

等于斜边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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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已知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长分别为 % ,(和槡# ,(!求斜边上中线的长!!

#"如图!在"岛周围 "5 海里水域有暗礁!一艘轮船由西向东航行到点&处时!发现"

岛在北偏东 @5B的方向!且与轮船相距 #5槡#海里!该船如果不改变航向!有触暗礁

的危险吗"

!!
%第 " 题&

$"如图是某商店营业大厅自动扶梯的示意图!自动扶梯 "$的倾斜角为 #5B!大厅两

层之间的距离$%为 @ 米!你能算出自动扶梯"$的长吗"

!!
%第 # 题&

!!习题!%!!

%第 " 题&

!"小明沿倾斜角为 #5B的山坡"从山脚步行到山顶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共走了
%"5 (!求山顶的高度!

#"如图所示的人字屋架的设计图关于"2所在直线
成轴对称!其中"$'"%'$ (")是"$的中点"
并且"2# )3都垂直于$%!如果*$"%'%"5B"
那么你能求出图中其他各条线段的长吗!试写出
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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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小明在汽车上看见前面山上有个气象站"仰角为 %$B"当汽车又笔直地向
山的方向行驶 4 千米后"小明看气象站的仰角为 #5B!你能算出这个气象站离地
面的高度吗!

%第 # 题&

24?3 !锐角三角函数

利用前面给出的直角三角形的一些性质"可以解决
某些与直角三角形有关的简单问题!为了更有效地解决
各种测量问题"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直角三角形中边与
角的一些关系!

!!!"锐角三角函数

在 "4!% 节中"我们曾经使用两种方法求出操场旗杆
的高度"其中都出现了两个相似的直角三角形"即

$"$%

书书书

!$"#$#%#!

按 %3$55 的比例"就一定有

$#%#
$% '"#%#

"% ' %
$55"

%
$55就是它们的相似比!

当然也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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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直角三角形"$%可以简记为J)$"$%"
直角*%所对的边"$称为斜边"用;表示"另两条直角边
为*"的对边与邻边"分别用 /#0表示%如图 "4!#!%&!

前面的结论启示我们"在J)$"$%中"只要一个锐角的
大小不变%如*"'#4B&"那么不管这个直角三角形的大小
如何"该锐角的对边与邻边的比值都是一个固定的值!

思考

一般情况下"在J)$"$%中"当锐角*"取其他确定
值时"*"的对边与邻边的比值还会是一个固定值吗!

探索

观察图 "4!#!" 中的 J)$"$%%%#J)$"$"%" 和

J)$"$#%#"易知

J)$"$%%%

书书书

!J)$ !!!

书书书

!J)$ !!!"

所以
$%%%

"%%
'!!! '!!!!

可见"在J)$"$%中"对于锐角*"的每一个确定的
值"其对边与邻边的比值都是唯一确定的!

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对于锐角*"的每一个确定的
值"其对边与斜边#邻边与斜边的比值和对边与邻边的比
值一样也是唯一确定的!

因此"这几个比值都是锐角*"的函数"分别记作
1+2"#,'1"#):2""即

1+2"'*"的对边
斜边

'/
;"

,'1"'*"的邻边
斜边

'0
;"

):2"'*"的对边
*"的邻边

'/
0"

图$(&%&"

图$(&%&$

!!也可以这样理
解'根据直角三角形
相似的判定"包含锐
角*"的直角三角
形均相似"因此"这
些比值分别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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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叫做锐角*"的正弦#余弦#正切"统称为锐角*"
的三角函数!

显然"锐角三角函数值都是正实数"并且

5 <1+2"<%"5 <,'1"<%!

根据三角函数的定义"我们还可以得出

1+2""1,'1""'% !

!!#例 ! 如图 "4!#!#"在 J)$"$%中"*%I>5B"
"%I%$" $%IG!试求出*"的三个三角函数值!

!!#解 ! "$' $%" 1"%槡
" '槡"G> '%6"

1+2"'$%
"$' G

%6"

,'1"'"%
"$'%$

%6"

):2"'$%
"%' G

%$!

练!习

!!如图!在J)$*98中!*9'>5B!则#

*8的对边是!!!!!*8的邻边是!!!!'

**的对边是!!!!!**的邻边是!!!!!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在 J)$)2%中!*2'>5B! %)'%5! )2'@!试求出 *)的三个三角函

数值!!

$!在J)$"$%中!*%'>5B!*"&*$&*%的对边分别为 /&0&;!根据下列所给条件!

分别求出*$的三个三角函数值#

$%% / '#!0'4' !!!!!!!!!$"% / '$!;'%#!

!!你知道这
两个不等式成

立的理由吗!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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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4"在J)$"$%中"*%'>5B"*"'#5B"

则$%' %
" "$" "%'槡#" "$!

从而可得'

1+2 #5B'$%
"$'

%
" "$

"$ ' %
" "

,'1#5B'"%
"$'

槡#
" "$

"$ '槡#" "

):2 #5B'$%
"%'

%
" "$

槡#
" "$

'槡## !

同理可得'

1+2 @5BI槡#" " ,'1@5BI%
" " ):2 @5BI槡#!

在J)$"$%中" *%'>5B" *"'4$B!根据锐角三角函数的定义"
求出*"的三个三角函数值!

!!为了便于记忆"我们把 #5B#4$B#@5B角的各个三角函
数值列表如下'

! 1+2! ,'1! ):2!

#5B %
"

槡#
"

槡#
#

4$B %

@5B 槡#
"

%
" 槡#

!!你知道这些
结论的理由吗!

图$(&%&(

!!请填出空白
处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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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求值' 1+2 #5B-):2 #5B1,'1@5B-):2 @5B!

!!#解 1+2 #5B-):2 #5B1,'1@5B-):2 @5B

' %
" =槡## 1%

" =槡#

'槡#@ 1槡#" '"槡#
# !

练!习

!!用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填空#

槡#
" I!!!! I!!!!'!!!!!!!槡"" I!!!! I!!!!'

% I!!!!' 槡# I!!!!!

#"求下列各式的值#

$%% 1+2"@5B1,'1"@5B'

$"% ",'1@5B1"1+2 #5B14):2 4$B'

$#% ,'1#5B
% 11+2 #5B1 %

):2 @5B!

$"如图!在J)$"$%中!*%I>5B! "$I槡@ ! $%I槡#!求*"的大小!

%第 # 题&

!!#"用计算器求锐角三角函数值

下面我们介绍如何利用计算器求已知锐角的三角

函数值"以及由三角函数值求对应的锐角!
%%& 求已知锐角的三角函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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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求1+2@#B$"#4%-的值!%精确到 5!555 %&

!!#解 先用如下方法将角度单位状态设定为)度*'

CMNOP 菜单 %设置& " %角度单位& % %度&"屏幕显示 !!

再按下列顺序依次按键'

1+2 @ # B $ " B 4 % B '"

显示结果为 5!G>6 G$> 5%"!

所以 1+2@#B$"#4%-, 5!G>6 >!

注意'%设置&是 菜单 的第二功能"启用第二功能"

需先按 CMNOP键8

!!#例 % 求):2%>B%$#的值!%精确到 5!555 %&

!!#解 在角度单位状态为)度*的情况下%屏幕显
示 &"按下列顺序依次按键'

):2 % > B % $ B '"

显示结果为 5!#4> "%$ @## 4!

所以 ):2%>B%$#, 5!#4> "!

%"& 由锐角三角函数值求锐角!

!!#例 & 已知):2+'5!64% 5"求锐角+!%精确到 %#&

!!#解 在角度单位状态为)度*的情况下%屏幕显
示 &"按下列顺序依次按键'

CMNOP ):2 %):2.%& 5 - 6 4 % 5 '"

显示结果为 #@!$#G 44$ 66!

再按键 B "显示结果为 #@B#"#%G!4-!

所以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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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利用计算器求下列三角函数值#$精确到 5!555 %%

$%% 1+2"4B'!!!!!!!!!!!!!$"% ,'1$%B4"#"5-'

$#% ):265B"%#!

#!已知下列锐角!的各三角函数值!利用计算器求锐角!#$精确到 %#%

$%% 1+2!'5!"46 @' !!!!!!!! $"% ,'1!'5!4%6 4'

$#% ):2!'5!%G> 5!

!!习题!%!"

!!在J)$"$%中"*%'>5B" "%'"%""$'">!分别求出*"#*$的三个三角函
数值!!

#!在J)$"$%中"*%'>5B"$%3"%'# 34!求*"的三个三角函数值!
$!求下列各式的值'

%%& 1+2#5B11+2"4$B.%
# ):2"@5B(

%"& %41+2#5B.):2@5B&%):2@5B14,'1@5B槡 &!
%!利用计算器求下式的值'%精确到 5!555 %&

1+2G%B#"#%6-1,'1#GB4##46-!
&!已知):2 "'#!%64 G"利用计算器求锐角*"!%精确到 %#&

24?4 !解直角三角形

我们已经掌握了直角三角形的有关性质以及边角

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都是解决与直角三角形有关的实
际问题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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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如图 "4!4!%"一棵大树在一次强烈的地震
中于离地面 $ 米处折断倒下"树顶落在离树根 %" 米处"
则大树在折断之前高多少!

图$(&(&"

!!#解 利用勾股定理可以求出折断后倒下部分的

长度为

$" 1%"槡
" '%#"

%# 1$ '%G%米&!

答'大树在折断之前高 %G 米!

在例 % 中"我们还可以利用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求出另外两个锐角!像这样"在直角三角形中"由已知元
素求出未知元素的过程"叫做解直角三角形!

!!#例 # 如图 "4!4!""在相距 " 555 米的东#西两座
炮台"#$处同时发现入侵敌舰%"在炮台"处测得敌舰
%在它的南偏东 45B的方向"在炮台 $处测得敌舰 %在
它的正南方!试求敌舰与两炮台的距离!%精确到 % 米&

!!#解 在J)$"$%中"

K *%"$'>5B.*)"%'$5B"

$%
"$'):2*%"$"

L $%'"$-):2*%"$

'" 555 =):2$5B, " #G4%米&!

K "$
"%','1$5B"

!!本题是已知
两直角边"求斜
边!!

图$(&(&$

!!本题是已
知一边#一锐角"
求其他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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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
,'1$5B' " 555

,'1$5B, # %%%%米&!

答' 敌舰与"#$两炮台的距离分别约为 # %%% 米和
" #G4 米!

在解直角三角形的过程中"常会遇到近似计算"除特
别说明外"本教科书中的角度都精确到 %#!

解直角三角形"只有下面两种情况'
%%& 已知两条边(
%"& 已知一条边和一个锐角!

练!习

!!在电线杆离地面 G 米高处向地面拉一条缆绳!缆绳和地面成 $#B6#角!求该缆绳的
长及缆绳地面固定点到电线杆底部的距离!$精确到 5!% 米%

#!海船以 #"!@ 海里>时的速度向正北方向航行!在 "处看灯塔 :在海船的北偏东
#5B处!半小时后航行到$处!发现此时灯塔 :与海船的距离最短!求灯塔 :到 $

处的距离!$画出图形后计算!精确到 5!% 海里%

如图 "4!4!#"在进行测量时"从下向上看"视线与水平线的夹角
叫做仰角(从上往下看"视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叫做俯角!

图$(&(&%

!!根据三角形全
等的判定"由于已知
一个角是直角"所以
在这两种情况下"对
应的直角三角形唯

一确定!因此"可以
求出其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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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如图 "4!4!4"为了测量旗杆的高度$%"在离
旗杆底部%5米的"处"用高 %!$5米的测角仪)"测得旗杆
顶端%的仰角!'$"B!求旗杆$%的高!%精确到5!%米&

!!#解 在J)$%)2中"

K %2')2=):2!!!!!

'"$=):2!
'%5 =):2$"B
, %"!G5"

L $%'$21%2!!!!

')"1%2

,%!$5 1%"!G5
'%4!#%米&!

答' 旗杆$%的高度约为 %4!# 米!

练!习

!!如图!某飞机于空中 "处探测到正下方的地面目标 %!此时飞行高度 "%'% "55

米!从飞机上看地面控制点$的俯角!'%@B#%#!求"处到控制点$的距离!$精

确到 % 米%

%第 % 题&
!!!!!

%第 " 题&

#!两座建筑物)"与%$!其地面距离)%为 $5!4 米!从)"的顶点"测得%$顶部 $

的仰角!'"5B!测得其底部 %的俯角 " '#$B!求这两座建筑物的高!$精确到

5!% 米%!

图$(&(&(

!!仿照例 # 的方
法"求出第 %55 页
图 "4!%!" 中旗杆
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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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路#挖河#开渠和筑坝时"设计图纸上都要注明斜坡的倾斜
程度!

如图 "4!4!$"坡面的铅垂高度%?&和水平长度%6&的比叫做坡面

的坡度%或坡比&"记作@"即@'?
6!

图$(&(&'

坡度通常写成 % 3A的形式"如@'% 3@!
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叫做坡角"记作 !"

有!

@'?
6'):2!!

显然"坡度越大"坡角!就越大"坡面就越陡!

!!#例 % 如图 "4!4!@"一段路基的横断面是梯形"高
为 4!" 米"上底宽为 %"!$% 米"其坡面的坡角分别是 #"B
和 "GB!求路基下底的宽!%精确到 5!% 米&

图$(&(&)

!!#解 作)2-"$" %3-"$"垂足分别为点2# 3!

由题意可知

)2'%3'4!""

23'%)'%"!$%!

在J)$")2中"

K )2
"2'4!"

"2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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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4!"
):2#"B, @!6"!

在J)$$%3中"同理可得

! $3' 4!"
):2"GB, 6!>5!

L "$'"21231$3

,@!6" 1%"!$% 16!>5

,"6!%%米&!

答' 路基下底的宽约为 "6!% 米!

利用解直角三角形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过程是'
%%& 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画出平面图形"转化为解直角

三角形的问题"也就是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
%"& 根据条件的特点"适当选用锐角三角函数"运用直角三角形

的有关性质"解直角三角形(!
%#& 得到数学问题的答案(
%4& 得到实际问题的答案!

练!习

!!如图!一水库大坝的横断面为梯形"$%)!坝顶宽为 @!" 米!坝高为 "#!$ 米!斜坡

"$的坡度@% '% 3#!斜坡%)的坡度@" '% 3"!$!求#

$%% 斜坡"$与坝底")的长度$精确到 5!% 米%'

$"% 斜坡%)的坡角!$精确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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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在J)$"$%中" *%'>5B"由下列条件解直角三角形'

%%& 已知$%'@ 槡%$ " "%'@槡$ "求"$(

%"& 已知$%'"5" "$'"5槡" "求*$(
%#& 已知"$'#5" *"'@5B"求"%(
%4& 已知"%'%$" *"'#5B"求$%!

#!一个公共房屋门前的台阶共高出地面 %!" 米!台阶被拆除后"换成供轮椅行走的
斜坡!根据这个城市的规定"轮椅行走斜坡的倾斜角不得超过 >B!从斜坡的起点
至房屋门的最短的水平距离应该是多少! %精确到 5!% 米&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两幢大楼相距 %%5 米"从甲楼顶部看乙楼顶部的仰角为 "@B!如果甲楼高
#$ 米"那么乙楼的高为多少米! %精确到 % 米&

%!如图"一艘船向东航行"上午 G 时到达 $处"看到有一灯塔在它的北偏东 $>B方
向"距离它 6" 海里的"处(上午 %5 时到达%处"看到灯塔在它的正北方向!求这
艘船航行的速度!%精确到 % 海里>时&

%第 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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葭 生 池 中

!!

今有方池一丈!
葭生其中央!
出水一尺!
引葭赴岸!
适与岸齐!
问# 水深&葭长各几何"

这是我国数学发展史上著名的(葭生池中)问题!它的解法可以由下图
获得!

!!!!

中世纪!印度著名数学家婆什迦罗$7&Q1F:0:! %%%4 %%G$%在其著作中提出
了与(葭生池中)相似的(荷花问题)#

平平湖水清可鉴!荷花半尺出水面!
忽来一阵狂风急!吹倒荷花水中偃!
湖面之上不复见!入秋渔翁始发现!
残花离根二尺远!试问水深尺若干!

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你看!关于直角三角形应用的丰富有趣的数学问题到处可见!你还能找到一

些其他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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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结构

(''

%
%
%
%
%
%
%

直角三角形

'' '''''''''''''%
%
%
%
%
%
%
%
%
%
%
%
%
%''''''''

'''

两个锐角互余

应用
(''

%%%%

解直角三角形

'' ''''''%%%%

斜边上的中线等于斜边的一半

!!!!!!!!!!!!!!"
"!!!!!!!!!!!!!!!

!#5B'' ''''%%%%

角所对的直角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 '''''''''''''''%%%%

勾股定理

边角关系''' 锐角三角函数

二! 要点
%!理解并掌握直角三角形中的边角之间的关系!
"!能应用直角三角形的有关性质与边角关系解决有关的实际

问题!
#!在运用解直角三角形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找到或适当构造

直角三角形%即建立与实际问题相吻合的数学模型&是前提"正确分析
和把握直角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是关键!

4!解直角三角形是解决任意三角形中计算问题的基础!解直角三
角形所需要的条件"可通过对判定直角三角形全等所需要的条件进行
分析得到!这样的思想方法"今后也可用于对解任意三角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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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

!!如图"某菜农修建一个横截面为直角三角形的塑料大棚"棚宽 / '4 ("高0'
# ("长 B '#$ (!求覆盖在顶上的塑料薄膜的面积!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正方形"%)2的面积为 "$ ,("""$'%" ,(" $%'%# ,(!问2# "# $三
点在同一条直线上吗! 为什么!

$!已知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长分别为 @# G!求斜边上的中线的长!
%!求下列各式的值'

%%& ",'1#5B."):24$B( !!%"& 1+2"4$B1,'1"@5B(

%#& 1+2"#5B1,'1"#5B1):2"@5B
):2"#5B

!

&!分别求下列直角三角形中各字母表示的边长!

%第 $ 题&
!!

%第 @ 题&

'!小明放一个线长为 %"$ 米的风筝"他的风筝线%近似地看作直线&与水平地面
构成 #>B角!若小明身高 %!45 米"那么他的风筝有多高! %精确到 %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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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题&

(!在J)$"$%中"*%'>5B" *"'@5B"*"的平分线"*的长为 %$ ,(!求直角
边"%和斜边"$的长!%精确到 5!% ,(&

)!在J)$"$%中" *%'>5B"直角边"%是直角边$%的 " 倍!求*$的三个三角
函数值!

*!如图"在所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8是第一象限的点"其坐标为%@" ,&"且&8

与+轴正半轴的夹角!的正切值为 4
# !求'

%%& ,的值(!!!!!!!!!%"& 角!的正弦值!

%第 > 题&
!!!!!!!

%第 %5 题&

!+!如图"飞机"在地面目标$的正上方 % 555 米处"飞行员测得另一地面目标 %
的俯角为 #5B!求$#%之间的距离!%精确到 5!% 米&

!!!如图"某古代文物被探明埋于点"地面下 "4 米处!由于点"
地面下有煤气管道"考古人员不能垂直向下挖掘"他们被允
许从与点"的距离为 G 米的点 $处挖掘!考古人员应以与
地平面形成多大的角度进行挖掘才能沿最短路线挖到文

物! 他们需要挖多长的距离! %角度精确到 %#"距离精确到
5!% 米&

B 组

!#!如图"一段河坝的断面为梯形 "$%)"试根据图中数据"求出坡角 !和坝底宽
")!%结果保留根号&

%第 %"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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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题&

!$!如图"两座建筑物"$和)%的水平距离$%为 "4 米"从点"测得点)的俯角
!'#5B"测得点%的俯角 " '@5B!求这两座建筑物的高!%精确到 5!% 米&

!%!在J)$"$%中" *"%$'>5B" "$'$" $%'#" %2是斜边"$上的中线"%)
是斜边"$上的高!求)2的长!

C 组

!&!如图"为了测得电视塔的高度"$"在)处用高为 %!" 米的测角仪%)"测得电视
塔顶端"的仰角为 4"B"再向电视塔方向前进 %"5 米"又测得电视塔顶端 "的
仰角为 @%B!求这个电视塔的高度"$!%精确到 % 米&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为了求某条河的宽度"在它的对岸岸边任意取一点""再在河的这边取两
点$#%"使得*"$%'@5B"*"%$'4$B"量得$%的长为 #5 米!
%%& 求河的宽度%即求$"$%中$%边上的高&%精确到 % 米&(
%"& 请再设计两种测量河的宽度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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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题&

!(!$荡秋千%问题
我国明朝数学家程大位写过一本数学著作+直指算法统宗,"其中有一道与荡

秋千有关的数学问题是使用+西江月,词牌写的'

平地秋千未起!踏板一尺离地!
送行二步与人齐!五尺人高曾记!
仕女佳人争■!终朝笑语欢嬉!
良工高士素好奇!算出索长有几"

词写得很优美"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大
意是'

有一架秋千"当它静止时"踏板离地 %
尺"将它往前推进 %5 尺%$ 尺为一步&"秋千
的踏板就和某人一样高"这个人的身高为 $
尺"如果秋千的绳索拉得很直"试问它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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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测量

通过本章的学习"我们知道'物体的高度既可以利用相似三角形
进行间接测量"也可以通过解直角三角形进行间接测量!利用相似三
角形进行间接测量时"我们可以通过按一定的相似比画相似三角形
的方法构造出两个相似三角形"从而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得到问
题的答案(如果阳光明媚"则可以通过测量影子长度的方法间接求出
待测物体的高度!如果利用解直角三角形的方法进行间接测量"有时
则需要除了刻度尺以外的一些特殊的测量工具"如角度测量仪等!

要正确得到测量结果"往往需要几
个人一起合作才能完成!现在请你在校
园内选定某一个物体%如教学楼#旗杆#
大树等&"与你的同学一起讨论如何测量
其高度"并确定如下问题'

%!可以用什么测量方法!
"!每种方法要用到哪些工具!
#!应测量得到哪些有关的数据!
4!如何计算最后的结果!
写出你们的计划"再实际做一做"看

看最后的结果如何!与其他小组比较一
下"看谁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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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在重复试验中观察
不确定现象

!!在)投掷正方体骰子*的游戏中")掷得的点数小于 6*
这件事是必然发生的"每次都发生()掷得的点数是 6*这件
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论掷多少次")点数6*都不会出现!

我们称那些无需通过试验就能够预先确定它们在

每次试验中都一定会发生的事件为必然事件%,*0):+2
*R*2)&"称那些在每次试验中都一定不会发生的事件为
不可能事件%+(S'11+=<**R*2)&"这两种事件在试验中是
否发生都是我们能够预先确定的"所以统称为确定事件!

)可能*发生是指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有时会发生"
有时不会发生"比如")掷得的点数是 "*就是可能发生的
事件"它发生的机会在 @ 万次中约有 % 万次()掷得的点
数是奇数*也是可能发生的事件"它发生的机会在 @ 万
次中约有 # 万次!像这样无法预先确定在一次试验中会
不会发生的事件"我们称它们为随机事件%0:2;'(*R*2)&!

准备三张大小一样的纸片"上面印有不同的图案%如照片#明信片#自
己画的图片等&"把每张纸片都对折"剪成大小一样的两张%如图所示&!
将这六张小纸片有图案的一面朝下"然后混合"让你的同伴随机抽出两张
小纸片!你认为抽出的那两张小纸片正好能成功拼成原图的机会大吗!
猜一猜"大概平均几次里会有一次成功呢!

和你的同伴交流一下试验结果"看看大多数同学在"5次尝试中成功了几
次"你和你的同伴可能会有所发现!%在尝试之前请先设计一张数据记录表&

!!确定事件包
括必然发生的事

件和不可能发生

的事件!

!!随机事件是
可能发生的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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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在这个情境中"请你再举出随机事件两例!
在这个游戏中"你关注的是哪一个随机事件! 在总

的试验次数中"你观察到它成功的次数多还是失败的次
数多! 成功的机会是 $5C吗! 你觉得这个观察结果合
乎情理吗!!

!

练!习

!"下列事件中!哪些是必然事件" 哪些是不可能事件" 哪些是随机事件" 为

什么"

$%% 打开电视机!它正在播广告'

$"% 抛掷 %5 枚硬币!结果是 # 个正面朝上与 G 个反面朝上'

$#% 黑暗中!我从我的一大串钥匙中随便选中一把!用它打开了门'

$4% 投掷一枚普通的正方体骰子!掷得的数不是奇数便是偶数'

$$% 我将一粒种子埋在土里!给它阳光和水分!它会长出小苗!

#"现实生活中!为了强调某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可能会夸张地说(它百分之两

百会发生)!在数学里!有没有(发生的机会是百分之两百)这种说法"!

$"投掷一枚普通的正方体骰子!你同意以下说法吗" 请说明理由#

$%% (掷得的数是奇数)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骰子上不全是奇数!还有偶数'

$"% (掷得的数是奇数)是必然发生的!因为骰子上有奇数'

$#% (掷得的数不会超过 6)是可能发生的!因为骰子上的数没有超过 6 的!!

!!随机事件是否发生"没有人能够预测"这就叫做)随
机性*"但是会不会在捉摸不定的背后"隐藏着某种规律
呢! 比如做拼图片活动时"全班同学基本上是成功少"失
败多!

!!规律是指事物
发展过程中的本质

联系和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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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在重复试验中
观察不确定现象"可以发现它们隐含的规律!表 "$!%!% 记
录了历史上抛掷硬币试验的若干结果!

表 #&,!,!-历史上抛掷硬币试验的若干结果

研!究!者
抛掷硬币

次数%D&
出现正面

次数%A&

出现正面

频率%AD &

德-摩根%T*9'0.:2& " 54G % 5@% 58$%G %

蒲丰%7/--'2& 4 545 " 54G 58$5@ >

费勒%O*<<*0& %5 555 4 >6> 584>6 >

皮尔逊%U*:01'2& %" 555 @ 5%> 58$5% @

皮尔逊 "4 555 %" 5%" 58$55 $

!!一位同学将自己在抛掷硬币时获得的数据填入了
表 "$8%8""并绘制了如图 "$8%8% 所示的折线图8

表 #&,!,#-$出现正面%的频数#频率统计表

抛掷次数 $5 %55 %$5 "55 "$5 #55 #$5 455

出现正面的频数 "@ $# 6" >4 %%@ %4" %@> %>#

出现正面的频率 $"85V $#85V 4G85V 4685V 4@84V 468#V 4G8#V 4G8#V

抛掷次数 4$5 $55 $$5 @55 @$5 655 6$5 G55

出现正面的频数 "%G "4" "@> ">4 #"% #4# #@> #>$

出现正面的频率 4G84V 4G84V 4G8>V 4>85V 4>84V 4>85V 4>8"V 4>84V

!!出现正面的
频率在 5!$ 左右
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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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出现正面%的频率随抛掷次数
变化趋势图

思考

图 "$8%8% 显示"当试验次数比较多的时候")出现正
面*的频率波动明显减小"表现为)风平浪静*"且)出现
正面*的频率在 58$ 附近波动.

如果换成其他试验"是否也能发现类似的规律呢!

试验

与你的同伴合作"做一做抛掷两枚硬币的游戏"
看看当抛掷次数很多以后")出现两个正面*和)出现
一正一反*这两个随机事件的频率是否也会变得稳
定8游戏开始之前"全班先统一一下抛掷硬币的方
法"每人各抛 "5 次"一位同学抛的时候"另一位同
学协助记录试验结果8汇集其他同学的记录"完成
表 "$8%8# 和图 "$8%8" %建议用不同颜色画两条折
线以示区别&8在试验过程中"尽可能地使试验的条
件一致8

!!你 看 到 了 什
么! 重新抛掷 G55
次也能看到类似的

情况吗!

!!在硬币还未抛出
以前"你能否预测每
次抛出的结果! 假如
你已经抛掷了 % 555
次" 你 能 否 预 测 第
% 55%次抛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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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个随机事件的频数#频率统计表

抛掷次数 "5 45 @5 G5 %55 %"5 %45 %@5 %G5 "55

出现两个正面

的频数

出现一正一反

的频数

出现两个正面

的频率

出现一正一反

的频率

抛掷次数 ""5 "45 "@5 "G5 #55 #"5 #45 #@5 #G5 455

出现两个正面

的频数

出现一正一反

的频数

出现两个正面

的频率

出现一正一反

的频率

##图$'8"8$#$出现两个正面%和$出现一正一反%的
频率随抛掷次数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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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在试验中")出现两个正面*的频率稳定在!!V
附近")出现一正一反*的频率稳定在!!V附近8!

"?如果将试验中的硬币换成瓶盖"你觉得频率也会
逐渐稳定吗! 如果是"那么稳定的数值会和第 % 问中的
一致吗!

用试验检验你的猜想8

概括

在前面的试验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每次试验的结
果是随机的"无法预测"但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隐含的
规律逐渐显现"事件发生的频率会稳定到某一个数值附
近8正因为随机现象发生的频率有这样趋于稳定的特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频率估计随机事件在每次试验时发

生的机会的大小8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开展重复试验活动%如同时抛掷两枚硬
币&时"虽然每次收集到的数据%如出现哪两个面&可能会是不同的"
但通过大量的重复试验"就可能从中发现规律%如出现两个正面的频
率稳定在 "$V附近&8

我们可以借助数据分析"认识随机事件发生的规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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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下面是两位同学对抛掷硬币问题的不同说法!你认为有道理吗" 为什么"

$%% 抛掷一枚质量分布均匀的硬币!是(正)是(反)无法预测!全凭运气8因此!抛

掷 % 555 次的话也许只有 "55 次(正)!也许会有 655 次(正)!没有什么规律'

$"% 抛掷一枚质量分布均匀的硬币!(出现正面)和(出现反面)的机会均等8因

此!抛掷 % 555 次的话!一定会有 $55 次(正)!$55 次(反)8

#"某彩票的中奖机会是 %V!买 % 张一定不会中奖吗" 买 %55 张一定会中奖吗" 谈

谈你的看法8

$"收集第 %"@ 页中拼图片的试验数据!检验恰好拼成原图的频率是否随试验次数的

增加而趋于稳定8

!!习题!#'&

!"某校九年级%%&班 45 位同学每 %5 人一组"每人做 %5 次抛掷两枚硬币的试验"想
看看)出现两个正面*的频率是否会逐渐稳定下来"得到了下面 45 个试验结果8

第一组同学的学号 %5% %5" %5# %54 %5$ %5@ %56 %5G %5> %%5

出现两个正面的次数 % " # # # # # @ # #

第二组同学的学号 %%% %%" %%# %%4 %%$ %%@ %%6 %%G %%> %"5

出现两个正面的次数 % % # " # 4 " # # #

第三组同学的学号 %"% %"" %"# %"4 %"$ %"@ %"6 %"G %"> %#5

出现两个正面的次数 % 5 # % # # # " " "

第四组同学的学号 %#% %#" %## %#4 %#$ %#@ %#6 %#G %#> %45

出现两个正面的次数 " " % 4 " 4 # " # #

%%& 学号为 %%# 的同学在 %5 次试验中")出现两个正面*成功了几次! 成功率是
多少! 他是他所在小组同学中成功率最高的人吗!

%"& 学号为 %%@ 和 %#@ 的两位同学在 %5 次试验中的成功率一样吗! 如果他们
两人再分别做 %5 次试验"成功率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吗!

%#& 如何计算一组同学的成功率! 哪一组的成功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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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题&

!!%4& 累计所有同学的试验结果"完成下面的数据统计表"如果把这张表画成相
应的折线图"你会看到什么!

抛掷次数 $5 %55 %$5 "55 "$5 #55 #$5 455

出现两个正面的频数

出现两个正面的频率

#"如图所示是一枚正四面体的骰子"其四个顶点上分别标注了数字 %# "# ## 4"骰
子落地时朝上顶点所标注的数字表示投掷骰子所得的点数8以下是投掷这枚骰
子 "55 次所得点数的记录%$ 个数据为一组&'
!!!%"#%4" %#"#%" #""%%" #4""#" %"%"#"

"4%4#" "#"%%" %#%4%" #"#"4" 4##%4"
#444"" #4%%"" %%4"4" "%%"#" """44"
#"#4"" %44#4" ##4##" ""%4%" "%44%"
###%%" "%4"%" #%""%" #""44" 44#44"
4%4#4" %4"#%" "4"#%" %%%"4" 4%#4""
""4#%" "#44"" ##4%4" %#%%4" %"#%""
%%#""" 4%%"#" 4"#"4" #%%44" %%%#%8

%%& 将数据整理后填入下表8

投掷次数 % $ %5 %$ "5 "$ #5 45 $5 @5 65 G5

出现 % 点
的频数

出现 % 点
的频率

投掷次数 >5 %55 %%5 %"5 %#5 %45 %$5 %@5 %65 %G5 %>5 "55

出现 % 点
的频数

出现 % 点
的频率

%"& 根据表中所填数据绘制)出现 % 点的频率*随投掷次数变化趋势折线图8
%#& 投掷 $ 次和投掷 %5 次后所得频率的差是多少! #5 次和 45 次之间#>5 次和

%55 次之间#%>5 次和 "55 次之间呢! 从中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4& 仿照上面的方法对其他点数出现的频率进行观察"你又发现了什么!
%$& 你能根据以上数据对某一点数出现的机会大小进行估计吗!

$"一副没有大小王的扑克"共 $" 张"抽出一张恰为黑桃的机会有多大! 你能预测
吗! 请用重复试验的方法检验你的猜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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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帮我们画趋势图

!!在前面的活动中!我们常常要根据试验次数和某事件出现的频数计算该事

件出现的频率!并绘制折线图8当试验次数很多时!计算频率和手工绘图都相当

繁琐8此时!就可以请计算机来帮忙8

打开EW,*<!并输入试验次数和某事件出现的频数$图 %%8现在我们需要将

(7# 单元格中的数据)除以(7" 单元格中的数据)所得的商填入 74 单元格中8

先选中74 单元格!在对话框中输入( I)'再单击 7# 单元格!键入(X)!单击 7"

单元格'最后按回车键!计算结果就出现在74 单元格中了$图 "%8

图 %
!

图 "

!!接下来就无需在每次计算时输入公式了!只需将鼠标指针指向74 单元格的

右下角!其形状将变成黑色十字$ H%!按住鼠标左键向右拖拽至 Y4!松开鼠标

后!在选中的单元格中将出现我们希望得到的计算结果8

我们已经知道!选中数据!利用(图表向导)就能绘制统计图!但是如果你接

下去选择了(折线图)!却往往得不到想要的统计图8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软件中!(折线图)的横坐标通常是事先按 %!"!#!*均匀地设定

好的8当我们想根据需要的横坐标&纵坐标画出相应的折线图时!可以在图表类

型中选择(散点图)$图 #&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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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图 4

尝试一下!相信你会不断地发现计算机带给我们的便利!

搅匀对保证公平很重要

!!据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统计学,一书介绍!在越

南战争中!美国政府为了准备足够的兵源!制定了一个(抓阄)的征兵计划!该计

划是将一年中的每一天按时间顺序编为 %

书书书

!#@@ 号!准备 #@@ 个乒乓球!在每个

乒乓球上标一个号码!代表一年中的一天!

抓阄的时候!工作人员将这些乒乓球全部倒入一个大箱子中!从中随机取出

第一个乒乓球!假设它是 #5 号球!那么它代表 % 月 #5 日!于是!所有年满 %G 岁&

生日是 % 月 #5 日的合格青年都将成为第一批被征召的军人!然后!再从大盒子

中随机取出第二个乒乓球!所有年满 %G 岁且生日与这个乒乓球所示号码吻合的

合格青年都将成为第二批应征的军人!依此规则!继续下去!

这种抓阄的方法按理说应该对每个人都公平!但是!当第二天公布了所有抓

阄出来的号码时!统计学家对抓阄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发现有 6# 个

号码位于上半年!有 %%5 个号码位于下半年!和大家期待的(大致各占一半)相

距甚远-

虽然抓阄出来的结果是随机事件!可能不是上半年的号码和下半年的号码

恰好各占一半!会有一些差异!但是!统计学家的计算表明(6# 对 %%5)这样的差

异实在太大了!有理由怀疑这次抓阄征兵过程的公平性!后来才发现!原来这种

不公平是由于在每次抓阄之前没有充分地将乒乓球搅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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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随机事件的概率

!!!"概率及其意义

我们知道"抛掷一枚普通硬币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
)出现正面*或)出现反面*!还发现"当抛掷次数很多时"
)出现正面*%或)出现反面*&的频率会逐渐稳定在 5!$
这个数值附近!实际上"因为硬币质地均匀"所以这两种
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等"各占 $5C的机会!

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叫做该事件的概率

%S0'=:=+<+)Z&8例如"抛掷一枚硬币")出现反面*的概率

为
%
" "可记为8%出现反面& I%

" 8

在上一节的学习中"我们观察到大数次重复试验后"
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会随试验次数增加而呈现出稳定

的趋势"因此人们通常用频率来估计概率8这样做的优点
是能够用很直观的方法解决许多我们目前还不会计算

的概率问题"如拼图片问题8让我们一起回顾已经做过的
几个游戏及其试验结果"并完成表 "$8"8%8

表 #&8#8!-做过的几个游戏及其试验结果

游!戏
关注的

结果

频率

稳定值

所有机会

均等的结果

关注的结果

发生的概率

抛掷一枚硬币 出现正面
58$
左右

出现正面(出现反面 %
"

投掷一枚正四面体骰子 掷得)4*
58"$
左右

掷得数字')%*()"*(
)#*()4*

%
4

投掷一枚正方体骰子 掷得)@*
58%6
左右

从一副没有大小王的扑

克牌中随机地抽一张
抽得黑桃

58"$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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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原来这几个动手试验观察到的频率稳定

值也可以开动脑筋分析出来"当然"最关键的有两点'

%%& 要清楚我们关注的是哪个或哪些结果(

%"& 要清楚所有机会均等的结果8

%%&#%"&两种结果的个数之比就是所关注的结果发

生的概率"如在投掷一枚正方体骰子的游戏中"

8%掷得)@*& ' %
@ !

问题&

掷得)@*的概率等于 %
@表示什么意思!

有同学说'正方体骰子质地均匀"出现各面的结果是

等可能的"而)@*是其中一面"所以出现)@*的概率是 %
@ 8

也有同学说'它表示每 @ 次就有 % 次掷得)@*8

你同意这些说法吗!

请你再做投掷正方体骰子的游戏"一旦掷得)@*"就

算完成了 % 次试验"然后数一数你是投掷了几次才掷得

)@*的8重复这一试验"看看能否发现什么8

小明的试验结果如表 "$8"8" 所示"在 %5 次试验中"

有时很迟才掷得)@*"有时很早就掷得)@*"平均一下的

话"每 $84 次掷得 % 次 )@*8你是平均几次掷得 % 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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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平均投掷骰子几次掷得 ! 次$'%

试!验 每次掷得的点数
投掷

次数

第 % 次试验 4 # 4 $ # % $ " % " " 4 $ # @ %$ 次

第 " 次试验 4 @ " 次

第 # 次试验 " $ " $ $ 4 $ 4 % @ %5 次

第 4 次试验 " 4 @ # 次

第 $ 次试验 $ # $ $ 4 @ @ 次

第 @ 次试验 $ @ " 次

第 6 次试验 $ % " # % % @ 6 次

第 G 次试验 " @ " 次

第 > 次试验 $ @ " 次

第 %5 次试验 $ $ " $ @ $ 次

%5 次试验
的平均值

%%$ 1" 1%5 1# 1@ 1" 16 1" 1" 1$& E%5
'$!4

!!从试验结果看"掷得)@*的概率等于 %
@应该表示' 如

果掷很多很多次的话"那么平均每 @ 次有 % 次掷得)@*8

思考

%8已知掷得)@*的概率等于 %
@ "那么掷得的点数不

是)@*%也就是 %

书书书

!$&的概率等于多少呢! 这个概率值
又表示什么意思!

"8我们知道"掷得)@*的概率等于 %
@ 也表示' 如果

重复投掷骰子很多很多次的话"那么试验中掷得)@*的

频率会逐渐稳定在
%
@附近8这与)平均每 @ 次有 % 次掷得

/@0*一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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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一枚质地均匀的正八面体骰子的八个面上分别标有数字 %& "& #& 4& $& @& 6& G8

投掷这枚骰子!以朝上一面所标的数字为掷得的结果8

$%% 掷得(6)的概率等于多少" 这个数值表示什么意思"

$"% 掷得的数不是(6)的概率等于多少" 这个数值表示什么意思"

$#% 掷得的数小于或等于(@)的概率等于多少" 这个数值表示什么意思"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大数次重复试验"可以
用观察到的频率来估计概率"但其估计值必须在试验
之后才能得到"无法预测8前面我们曾运用分析的方
法得到过一些随机事件的概率"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如
何运用分析的方法在较为简单的问题情境下预测

概率8

!!#例 ! 班级里有 "5 位女同学和 "" 位男同学"班

上每位同学的名字都被分别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放入
一个盒中搅匀8如果老师随机地从盒中取出 % 张纸条"
那么抽到男同学名字的概率大还是抽到女同学名字的

概率大!

!!#分析 全班 4" 位同学的名字被抽到的机会是均等

的"因此所有机会均等的结果有 4" 个"其中我们关注的
结果)抽到男同学的名字*有 "" 个")抽到女同学的名
字*有 "5 个8

!!#解 8%抽到男同学的名字& ' ""
"5 1"" '%%

"%"

8%抽到女同学的名字& ' "5
"5 1"" '%5

"%!

因为
%%
"% F%5

"%"

所以抽到男同学名字的概率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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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8抽到男同学名字的概率是%%
"%表示什么意思!

"88%抽到女同学的名字& 18%抽到男同学的名字& '
%55V吗!如果改变男女同学的人数"这个关系还成立吗!

#8下面两种说法你同意吗! 如果不同意"想一想可
以采用哪些办法来说服这些同学'

%%& 有同学说' 抽到男同学名字的概率应该是 %
" "

因为)抽到男同学的名字*与)抽到女同学的名字*这两
个结果都有可能发生(

%"& 有同学说' 虽然抽到男同学名字的概率略大"
但是"只抽一张纸条的话"概率实际上还是一样大的8

!!#例 # 一个布袋中放着 G 个红球和 %@ 个黑球"这
两种球除了颜色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区别8布袋中的球已
经搅匀8从布袋中任取 % 个球"取出黑球与取出红球的概
率分别是多少!

!!#解 8%取出黑球& ' %@
G 1%@ ' "

# "

8%取出红球& ' G
G 1%@ ' %

# "

所以"取出黑球的概率是 "
# "取出红球的概率是 %

# 8

!!#例 $ 甲袋中放着 "" 个红球和 G 个黑球"乙袋中
放着 "55 个红球#G5 个黑球和 %5 个白球8三种球除了颜
色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区别8两袋中的球都已经各自搅匀8
从袋中任取 % 个球"如果你想取出 % 个黑球"选哪个袋成
功的机会大呢!

思考

小明认为选甲袋好"因为里面的球比较少"容易取到

!!将 8%取出黑球&
与 8%取出红球 & 相
加"你发现什么! 想
一想"这是为什么!

)取出红球*的概
率还可以怎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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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球(小红认为选乙袋好"因为里面的球比较多"成功的
机会也比较大(小丽则认为都一样"因为只摸 % 次"谁也
无法预测会取出什么颜色的球8

你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吗!

!!#解 在甲袋中" 8%取出黑球& ' G
"" 1G ' 4

%$"

在乙袋中" 8%取出黑球& ' G5
"55 1G5 1%5 ' G

">!

因为
G
"> F 4

%$"

所以"选乙袋成功的机会大8

练!习

!!袋中装有大小相同的 # 个绿球&# 个黑球和 @ 个蓝球!从袋中任意摸出 % 个球!分

别求以下各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 摸出的球的颜色为绿色'

$"% 摸出的球的颜色为白色'

$#% 摸出的球的颜色为蓝色'

$4% 摸出的球的颜色为黑色'

$$% 摸出的球的颜色为黑色或绿色'

$@% 摸出的球的颜色为蓝色&黑色或绿色8

!!#"频率与概率

问题!

在第 %">页的重复试验中"我们发现'抛掷两枚硬币"
)出现两个正面*的频率稳定在 "$C附近!怎样运用理论
分析的方法求抛掷两枚硬币时出现两个正面的概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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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从表 "$!"!# 和图 "$!"!% 中可以看出"抛掷
两枚硬币共有 4 个机会均等的结果')出现两正*#)出现
两反*#)出现一正一反*#)出现一反一正*"因此

8%出现两个正面& ' %
4 !

表 #&!#!$

硬币 %!
!硬币 " 正 反

正 正正 反正

反 正反 反反

!!
硬币 %
硬币 "

正

正 反

反

正 反

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分析与重复试验得到的结
论是一致的!

在图 "$!"!% 中"从上至下每条路径就是一个可能的
结果"我们把它称为树状图%)0**;+:.0:(&!

问题"

用力旋转图 "$!"!" 所示的转盘甲和转盘乙的指针"
如果想让指针停在蓝色区域"那么选哪个转盘成功的概
率比较大!

图$'!$!$

%自制转盘所需材料' !!
发夹#笔#转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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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有同学说'转盘乙大"相应地"蓝色区域的面积也
大"所以选转盘乙成功的概率比较大!你同意吗!

"?还有同学说'每个转盘只有两种颜色"指针不是
停在红色区域就是停在蓝色区域"成功的概率都是
$5C"所以随便选哪个转盘都可以!你同意吗!

如果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两个转盘的指针停
在蓝色区域的频率都逐渐稳定下来"那么就容易选择了!

请你和同学一起做重复试验"并将结果填入表
"$!"!4"在图 "$!"!# 中用不同颜色的笔分别画出相应的
两条折线!

表 #&,#,%-两个转盘指针停在蓝色区域的频数#频率统计表

旋 转 次 数 $5 %55 %$5 "55 "$5 #55 #$5 455 4$5

小转盘指针停在蓝

色区域的频数

大转盘指针停在蓝

色区域的频数

小转盘指针停在蓝

色区域的频率

大转盘指针停在蓝

色区域的频率

图$'8$8%#两个转盘指针停在蓝色区域的频率随
试验次数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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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观察两个转盘"我们可以发现'转盘甲中的

蓝色区域所对的圆心角为 >5G"说明它占整个转盘的四
分之一(转盘乙尽管大一些"但蓝色区域所对的圆心角仍
为 >5G"说明它还是占整个转盘的四分之一8你能预测指
针停在蓝色区域的概率吗!

结合重复试验与理论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
8%小转盘指针停在蓝色区域& I!!!!"
8%大转盘指针停在蓝色区域& I!!!!8

思考

%?从重复试验结果中你得出了哪些结论!
"?如果不做试验"你能预言图 "$8"84 所示的转盘

指针停在红色区域的概率吗!

对于这些问题"既可以通过分析用计算的方法预测
概率"也可以通过重复试验用频率来估计概率8

下面让我们看另一类问题8

问题%

将一枚图钉随意向上抛起"求图钉落定后钉尖触地
的概率8

!!#分析 虽然一枚图钉被抛起后落定的结果只有两

种')钉尖朝上*或)钉尖触地*"但由于图钉的形状比较
特殊"我们无法用分析的方法预测8%钉尖朝上&与8%钉
尖触地&的数值8因此"只能让重复试验来帮忙8

通过小组合作"分别记录抛掷 45 次#G5 次#%"5 次#
%@5次#"55 次#"45 次#"G5 次##"5 次##@5 次#455 次#445
次#4G5 次后出现钉尖触地的频数和频率"列出统计表"
绘制折线图8

图$'8$8(



第!$章!随机事件的概率!"('##

!!请根据你们小组的试验结果估计一下钉尖触地的
概率是多少! 和同学进行交流"看看不同小组得出的结
果是否很接近! 为什么!

思考

如果你和同伴使用的图钉形状分别是如图

"$8"8$ 所示的两种"那么这两种图钉钉尖触地的概
率相同吗! 能把你们两个人的试验数据合起来进行
统计吗!

图$'8$8'

从上面的问题可以看出'
%?通过重复试验用频率估计概率"必须要求试验是

在相同条件下进行的&比如"以同样的方式抛掷同一种
图钉(

"?在相同条件下"试验次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
较好的估计值"但不同小组试验所得的估计值也并不一
定相同8

那么"总共要做多少次试验才能认为得出的结果比
较可靠呢!!

表 "$8"8$ 和图 "$8"8@ 是某班同学在抛掷某种图钉
的重复试验后展示的统计表和折线图8

!!把几个小
组的结果合起

来"会怎么样呢!

!!这与你试验的结
果相同吗!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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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钉尖触地的频数#频率表

抛图钉的次数 45 G5 %"5 %@5 "55 "45 "G5 #"5 #@5

频!!数 "5 #6 $5 @> GG %5$ %"$ %4@ %@#

频!!率 $585V 4@8#V 4%86V 4#8%V 4485V 4#8GV 448@V 4$8@V 4$8#V

抛图钉的次数 455 445 4G5 $"5 $@5 @55 @45 @G5 6"5

频!!数 %G# %>@ "%> ""G "4G "@> "G$ #5$ #"G

频!!率 4$8GV 448$V 4$8@V 4#8GV 448#V 448GV 448$V 448>V 4$8@V

抛图钉的次数 6@5 G55 G45 GG5 >"5 >@5 % 555 % 545

频!!数 #46 #@@ #G# 45% 4"% 44$ 4@# 4G%

频!!率 4$86V 4$8GV 4$8@V 4$8@V 4$8GV 4@84V 4@8#V 4@8#V

图$'8$8)#钉尖触地的频率随抛掷次数变化趋势图

!!可以看出"当试验进行到 6"5 次以后"所得频率值就
在 4@V上下浮动"且浮动的幅度不超过 58$V"我们可以
取 4@V作为这个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值"即 8%钉尖触
地&,4@V8当我们只需粗略地知道该事件发生的概率
时"就可以在试验 "55 次后"得到)概率大约是百分之四
十几*的粗略估计8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以把小组内 %5 个成员的试验
数据累加起来"每人做 $5 次"一共做了 $55 次"频率就已
经比较稳定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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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用力旋转如图所示的转盘甲和转盘乙的指针!试用理论分析和重复试验这两种

方法!求两个指针都停在白色区域的概率8

电脑键盘上的字母为何不按字母顺序排列

!!电脑在今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大大提

高了人们学习与工作的效率8当你的指尖敲

打着电脑键盘的时候!不知是否想过# 键盘

上的字母为什么不按字母顺序排列"

我们不妨一起来做一项统计# 先选取

一篇文章$比如附文%!然后统计所用的字

母总数&每个字母出现的频数及频率$见统

计附表%!可以发现电脑键盘上灵活手指管辖的区域中字母出现的频率一般较

高!这样就体现出了不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优越性8

有兴趣的话!你不妨尝试一下!多选几篇类型不同的文章!看看是否有新的

发现"

我们的经验是#重复试验次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与概率真实值更接近的

估计值8这里也一样!多选一些文章试试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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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 '<; (:2 ;+*; :2; <*-)&+11'2 :<')'-('2*Z87/))&*1'2 \:1:-''<+1& Z'/2.

(:2 :2; &*]/+,F<Z1S*2):<<)&*('2*Z1')&:)1''2 &*&:; 2')&+2.<*-)8̂ -,'/01*
\&*2 )&:)&:SS*2*; :<<&+1-0+*2;1<*-)&+(8_&*2 &*\:1]/+)*S''0:2; :<'2*&*
\*2))'1**D:10*;;+2 \&'\:1:F+2; ,<*R*0'<; (:2 :2; '-)*2 &*<S*; S*'S<*\&*2
)&*Z&:; )0'/=<*18 9Z('2*Z&:1-+2+1&*; :2; (Z-0+*2;1&:R*.'2* 1:+; )&*Z'/2.
(:28 _&:)\+<<&:SS*2 )'(*2'\ T'2 )̀\'00Z Z'/2.(:2 :21\*0*;
D:10*;;+28 ER*0Z)&+2.\+<<1''2 =*:<<0+.&):.:+28_:+):2; Z'/ \+<<1''2 -**<
(/,& &:SS+*08P&*Z'/2.(:2 \:1R*0Z.<:;8 [(N.'+2.)'.*)0+,& :.:+2 )&*2
&*:1F*; D:10*;;+28 D'N;+;2 )̀(*:2 )&:) 1:+; )&*'<; (:28 N(*:2))&:)Z'/
\'/<; 1''2 .*)/1*; )'=*+2.S''0:2; )'&:R+2.2'-0+*2;18

统计附表#

字母总数 $>6

食指管辖

的字母
左 J P O a b 7 右 c d M e D 9

出现频数 %> 45 %" %6 $ 4 %@ %4 45 5 @@ %G

出现频率 #8"V @86V "85V "8GV 58GV 586V "86V "8#V @86V 5V %%8%V#85V

中指管辖

的字母
左 E T f 右 N g

出现频数 @@ #6 $ #@ #

出现频率 %%8%V @8"V 58GV @85V 58$V

无名指管

辖的字母
左 _ C h 右 ^ i

出现频数 %G #% 5 $" ">

出现频率 #85V $8"V 5V G86V 48>V

小指管辖

的字母
左 Y [ j 右 U

出现频数 " $$ 5 %"

出现频率 58#V >8"V 5V "8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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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所有机会均等的结果

!!#例 % 抛掷一枚普通硬币 # 次!有人说)连续掷出
三个正面*和)先掷出两个正面"再掷出一个反面*的概
率是一样的!你同意吗!

!!#分析 对于第 % 次抛掷"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正面或
反面(对于第 "# # 次抛掷来说也是这样!而且每次硬币
出现正面或反面的概率都相等!由此"我们可以画出树状
图"如图 "$!"!6 所示!

图$'&$&*

在图 "$!"!6 中"从上至下每一条路径就是一种可能
的结果"而且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相等!

!!#解 抛掷一枚普通硬币 # 次"共有以下 G 种机会
均等的结果'

正正正"正正反"正反正"正反反"
反正正"反正反"反反正"反反反!

8%正正正& '8%正正反& ' %
G "

所以"例题中的说法正确!

该树状图从上到下"列举了所有机会均等的结果"可
以帮助我们分析问题"而且可以避免重复和遗漏"既直观
又条理分明!

! ! )先两个正
面"再一个反面*
就是 )两个正面"
一个反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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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有的同学认为' 抛掷三枚普通硬币"硬币落地后只
可能出现 4 种结果'

%%& 全是正面(!!!!%"& 两正一反(
%#& 两反一正(!!!!%4& 全是反面!
因此这四个事件出现的概率相等!你同意这种说法

吗! 为什么!

问题#

口袋中装有 % 个红球和 " 个白球"搅匀后从中摸出
% 个球"放回搅匀"再摸出第 " 个球"两次摸球就可能出
现 # 种结果'

%%&都是红球(%"&都是白球(%#&一红一白!
这三个事件发生的概率相等吗!

思考

一位同学画出如图 "$!"!G 所示的树状图!

图$'&$&!

从而得到")摸出两个红球*和)摸出两个白球*的概
率相等")摸出一红一白*的概率最大!

他的分析有道理吗! 为什么!

!!!!!
!!本章最后一个
阅读材料介绍了如

何用计算器进行模

拟试验"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试一试!

!!摸出红球与
摸出白球的概率

相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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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把两个白球分别记作白% 和白"!如图 "$!"!>"

用画树状图的方法看看有哪些等可能的结果'

图$'&$&+

从中可以看出"一共有 > 种等可能的结果!在)摸
出两红* #)摸出两白* #)摸出一红一白*这三个事件
中")摸出!!!!*的概率最小"等于!!!!")摸
出!!!!*和 )摸出!!!!*的概率相等"都是
!!!!!!

问题$

投掷两枚普通的正方体骰子"掷得的点数之积有多
少种可能! 点数之积为多少的概率最大"其概率是多少!

我们用表 "$!"!@ 来列举所有可能得到的点数之积!

表 #&!#!'-可能得到的点数之积情况

第 % 枚! !积

!第 " 枚

% " # 4 $ @

% % " # 4 $ @

" " 4 @ G %5 %"

# # @ > %" %$ %G

4 4 G %" %@ "5 "4

$ $ %5 %$ "5 "$ #5

@ @ %" %G "4 #5 #@

!!表中每个单元格里的乘积出现的概率相等"从中可
以看出积为!!!!的概率最大"其概率等于!!!!!

!!这一问题
的树状图不如列

表的结果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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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石头#剪刀#布*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游戏"游戏时"
甲乙双方每次做)石头*#)剪刀*#)布*三种手势中的一
种"规定')石头*胜)剪刀*")剪刀*胜)布*")布*胜)石
头*"同种手势不分胜负!

假定甲乙两人每次都是等可能地做这三种手势"那
么一次比赛时两人做同种手势%即不分胜负&的概率是
多少!

!!#分析 如图 "$!"!%5"画出树状图'

!甲!!!!!! 乙!!!!!!!结!果
!! 石头!! %石头"石头&
石头!! 剪刀!! %石头"剪刀&
!! 布!! %石头"布&
!! !!石头!! %剪刀"石头&
剪刀!! 剪刀!! %剪刀"剪刀&
!! 布!! %剪刀"布&
!! !!石头!! %布"石头&
布!! 剪刀!! %布"剪刀&
!! 布!! %布"布&

图$'&$&",

所有机会均等的结果有 > 种"其中的 # 种111%石
头"石头&#%剪刀"剪刀&#%布"布&是我们关注的结果"

所以8%同种手势& ' #
> ' %

# !

请用列表法分析问题 6"看看所得结论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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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如图!在完全相同的三张白纸片上分别画出边长相等的正方形和正三角形!然后

放在盒子里搅匀!闭上眼睛任取两张!看纸片上的图案能拼成菱形还是能拼成房

子!预测一下拼成房子的概率有多大!

%第 % 题&

#!同时投掷两枚普通的正四面体骰子!求下列事件的概率#

$%% 所得点数之和恰为偶数'

$"% 所得点数之和恰为奇数'

$#% 所得点数之和恰为质数!

$!在九九乘法表的 4$ 个运算结果中随意抽取 % 个!将下列事件的概率从小到大

排序#

$%% 恰为偶数'

$"% 恰为奇数'

$#% 小于 %5'

$4% 大于 %55'

$$% 个位数是 5'

$@% # 的倍数!

!!习题!#!!

!!你同意以下说法吗! 请说明理由'
%%& )从布袋中取出 % 个红球的概率是 >>C*"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肯定会取出

% 个红球"因为概率已经很大了(
%"& )从布袋中取出 % 个红球的概率是 5*"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取出 % 个红球的

可能性很小(



"'(## !第!$章!随机事件的概率

!!%#& 布袋中有红#白#黑三种颜色的球"这些球除了颜色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区
别"因为我对取出 % 个红球没有把握"所以我认为从布袋中取出 % 个红球
的概率是 $5C(

%4& )从布袋中取出 % 个红球的概率只有 5!%C*"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定取
不到红球!

#!班级里有 %$ 位女同学和 "6 位男同学"每位同学的名字都被分别写在一张小纸
条上"放入一个盒中搅匀!
%%& 如果班长闭上眼睛从盒中任意抽出 % 张纸条"那么每位同学的名字被抽中

的概率是多少! 男同学名字被抽中的概率是多少! 女同学名字被抽中的概
率是多少!

%"& 如果班长已经抽出了 @ 张纸条111写有 " 位女同学名字的纸条和 4 位男同
学名字的纸条"他把这 @ 张纸条放在桌上"闭上眼睛在盒中余下的纸条中再
抽第 6 张纸条"那么这时余下的每位同学的名字被抽中的概率是多少! 男
同学名字被抽中的概率是多少! 女同学名字被抽中的概率是多少!

$!在一个布袋里装着白#红#黑三种颜色的小球"它们除了颜色以外没有任何其他
区别"其中有白球 $ 个#红球 # 个#黑球 % 个!袋中的球已经被搅匀!
%%& 闭上眼睛随机地从袋中取出 % 个球"分别求取出的球是白球#红球#黑球的

概率(
%"& 若取出的第 % 个球是红球"将它放在桌上"闭上眼睛从袋中余下的球中再随

机地取出 % 个球"这时"取出白球#红球#黑球的概率分别是多少!
%#& 若取出的第 % 个球是黑球"将它放在桌上"闭上眼睛从袋中余下的球中再随

机地取出 % 个球"这时"取出白球#红球#黑球的概率又分别是多少!
%!在分别写有数字 % 到 "5 的 "5 张小卡片中"随机地抽出 % 张卡片!试求以下事件
发生的概率'
%%& 该卡片上的数字是 $ 的倍数(
%"& 该卡片上的数字不是 $ 的倍数(
%#& 该卡片上的数字是质数(
%4& 该卡片上的数字不是质数!

&!如果连续抛掷四枚普通硬币"那么所有机会均等的结果有几种! 第 % 枚)出现正
面*的概率有多大!

'!有人说')投掷两枚普通的正方体骰子"掷得两个 @ 的概率应是 %
@的一半"也就是

%
%"!*请用画树状图或列表的方法说明为什么这一说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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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三枚硬币' 在第 % 枚的正面贴上红色标签"反面贴上蓝色标签(在第 " 枚的正
面贴上蓝色标签"反面贴上黄色标签(在第 # 枚的正面贴上黄色标签"反面贴上
红色标签!同时抛掷这 # 枚硬币"求硬币落地后出现下列颜色的各个事件的
概率'
%%& 颜色各不相同(!!!%"& 两黄一红(!!!%#& 都是红色(
%4& 两红一蓝( %$& 两黄一蓝!

)"有人在一个不透明的口袋中放入 # 个小球"其中有黑球也有白球"但具体情况不
详!你能通过重复摸球试验%每次搅匀后摸出 % 个"放回后再摸第 " 个"次数可以
不限&"推断这 # 个小球的颜色吗! 说说你的想法"并尝试一下"看看最后的结
果是否与你的推断一致!

*"自制一个转盘"像扇形统计图那样将它的各部分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用理论
分析和重复试验这两种方法"求用力旋转指针后指针正好指向你最喜欢的颜
色区域的概率!

The Birthday Problem

!!N.2'0+2.)&*,'(S<+,:)+'2 '-<*:Sk;:Z1)&*0*:0*#@$ ;:Z1'2 \&+,& :=+0)&;:Z

,:2 ',,/08[('(*2)'-)&'/.&))*<<1/1)&:)+-)&*0*:0*#@@ S*'S<*+2 :0''(

)&*2 +)+1,*0):+2 lS0'=:=+<+)ZI%m)&:):)<*:1)'2*S:+0'-)&*((/1)1&:0*:

=+0)&;:Z8N-)&*2/(=*0'-S*'S<*\*0*0*;/,*; )'#@$ '0#@4 )&*2 \&+<*+)+12')

,*0):+2 )&:):)<*:1)'2*S:+01&:0*:=+0)&;:Z'/0+2)/+)+'2 )*<<1/1)&:))&*

S0'=:=+<+)Z'-)&+1(/1)=*R*0Z,<'1*)'%8N-)&*2/(=*0'-S*'S<*\*0*0*;/,*;

-/0)&*0)&*2 ,<*:0<Z)&*S0'=:=+<+)Z\'/<; 0*;/,*=/)\'/<; 1)+<<0*(:+2 &+.& ;'\2

)'"55 S*'S<*'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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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2'\1):0):))&*')&*0*2; \+)& )\'S*'S<*+2 :0''(8P&*S0'=:=+<+)Z)&:)

)&*Z&:R*)&*1:(*=+0)&;:Z+1<'\:2; +1*:1Z)',:<,/<:)*8 2̂*\:Z'-)&+2F+2.

:='/)+)+1)','21+;*0)&:)'2*'-)&*()*<<1Z'/ &+1=+0)&;:Z8P&*2 Z'/ :1F )&*')&*0

'2*-'0&+1=+0)&;:Z8P&*0*:0*#@$ S'11+=<*:21\*01&*,:2 .+R*=/)'2<Z'2*'-)&*(

\+<<(:),& )&*=+0)&;:Z.+R*2 =Z)&*-+01)S*01'28M*2,*)&*S0'=:=+<+)Z'-)&*

=+0)&;:Z1=*+2.)&*1:(*+1%
#@$ '% .#@4

#@$ , 5!55" 645!

N-)&*0*:0*)&0**'0-'/0S*'S<*+2 :0''( +)+1*:1Z)',:<,/<:)*)&*S0'=:=+<+)Z

)&:):)<*:1))\''-)&*(\'/<; 1&:0*:=+0)&;:Z+10*1S*,)+R*<Z% .#@$ =#@4 =#@#
#@$ =#@$ =#@$,

5!55G "54 :2; % .#@$ =#@4 =#@# =#@"
#@$ =#@$ =#@$ =#@$ , 5!5%@ #$@!

N2 )&*-'<<'\+2.):=<*\*.+R*)&*S0'=:=+<+)Z'-&:R+2.:)<*:1))\'S*'S<*+2

:.0'/S '-D \+)& )&*1:(*=+0)&;:Z\+)& +2,0*:1+2.D8_*1**)&:))&*S0'=:=+<+)Z

n/1)*W,**;158$ \&*2 "# +2;+R+;/:<1:0*S0*1*2). :0*1/<))&:)('1)S*'S<*-+2;

1/0S0+1+2.<Z<'\8

./012!.324560/071789 83/88:6 65;6524264123/<2832
=/;207583>/9 :783!426412452=2?8,

D U0'=:=+<+)Z D U0'=:=+<+)Z D U0'=:=+<+)Z

" 5855" 645 # 5855G "54 4 585%@ #$@

$ 585"6 %#@ @ 58545 4@" 6 585$@ "#@

G 58564 ##$ > 585>4 @"4 %5 58%%@ >4G

%% 58%4% %4% %" 58%@6 5"$ %# 58%>4 4%5

%4 58""# 5%# %$ 58"$" >5% %@ 58"G# @54

%6 58#%$ 55G %G 58#4@ >%% %> 58#6> %%>

"5 584%% 4#G "% 5844# @GG "" 5846$ @>$

"# 58$56 ">6 "4 58$#G #44 "$ 58$@G 655

O'01'(*'2*)*:,&+2.:,<:11'-#5 1)/;*2)1)&*S0'=:=+<+)Z)&:))\''0('0*\+<<

1&:0*:=+0)&;:Z+15865@ #%@ -'045 1)/;*2)158G>% "#" :2; -'0$5 1)/;*2)1

58>65 #64 !

l摘自98_''<-1'2o2HIJ,B/,8JK0/0@6@L,/DB ML/L@NL@;NN(S*0+:<f'<<*.*U0*11有删改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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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拟 试 验

!!之前!我们都是用实物做试验的!如抛硬币&摸小球等等8其实!当我们理解

了做试验的原理!认识到可以用稳定后的频率来估计概率时!也可以(偷懒)一

下!借用计算器或计算机产生随机数的功能!模拟实物试验8比如!对于抛掷硬币

的试验!我们可以用随机产生的(5)& (%)来模拟得到(正面)&(反面)的结果'对

于投掷一枚正方体骰子的试验!我们可以用随机产生的(%)& (")& **& (@)来

模拟掷得的结果8模拟试验的最大好处是节省时间!而且容易自动化8

下面以某计算器模拟投掷骰子为例!说明如何让计

算器产生随机数(%)& (")& **& (@)8在默认的数学模

式下!按键步骤如下#

$%% 按[iUM[/ $J:2<2)% % CMNOP% $!% @ % I!

即可产生一个 %

书书书

!@ 之间的随机整数$最后的半个括号

键 % 也可以不按%'

$"% 接下来每按一次 I键!计算器就产生 %

书书书

!@ 之

间的一个随机整数8

下面请你试一试!用产生随机数的模拟试验方法!解

决一个较难分析预测的中奖概率问题#

某彩票的游戏规则是!你从 %

书书书

!#$ 中选出 6 个号码

组成一组投注号码!中奖号码只有一个!只要你选的 6 个号码中有一个与中奖号

码相同即可获奖!问中奖的概率是多少"

我们只需将上面步骤$#%中的(@)改成(#$)!即可在 %

书书书

!#$ 的范围内任意产

生一个随机整数!作为(第一期)的中奖号码!与你事先写好的号码比较一下!看是

否中奖!如果中奖!就在(中奖)下面做一记号!否则在(没中奖)下面做一记号8然

后!你重新写好一组号码!让计算器再在 %

书书书

!#$ 的范围内任意产生一个随机整数!

作为(第二期)的中奖号码!你依然在(中奖)或(没中奖)下面做一记号8这样一直

重复下去!你就可以凭借模拟试验(中奖)的频率去估计中奖的概率了!如果你希

望估得准一些!可以进行大数次重复试验!直至你觉得频率已经稳定为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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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结构

''

%%%%
概率

'' ''
%%%

理论分析预测概率

''

%%%

画树状图

''
%%%%

列表

重复试验"用频率
''
估计概率

二! 要点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定性地描述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8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用百分数#小数或分数定量地描述概率"概率的大
小能够反映该事件发生的频繁程度8

"?通过重复试验"我们对随机现象有了初步的感受'一方面"随机
事件的发生与否具有随机性"所以每次收集到的数据可能不同(另一
方面"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就可能从中发现规律8即我们可以通过数据
分析来认识随机事件发生的规律8

#?我们可以通过理论分析"用计算的办法预测概率8预测概率的
一个基本功就是要能够分清所有机会均等的结果"并指出其中我们所
关注的结果8画树状图和列表都是运用分析方法预测概率的有效手
段8有些事件发生的概率无法用分析的方法预测或分析起来比较困
难"这时可以用重复试验的办法估计概率8



第!$章!随机事件的概率!"'+##

A 组

!"下列说法正确吗! 请说明理由'
%%& 可能性很大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
%"& 可能性很小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 投掷一枚普通的正方体骰子"结果恰好是)#*是不可能发生的(
%4& 小明的幸运数字是)"*"所以他在投掷正方体骰子时掷出)"*的机会比他

掷出其他数字的机会大(!
%$& 爸爸买彩票又没中奖"我劝他要坚持"因为他从未中过奖"所以他现在中奖

的机会比以前大了!!
#!投掷一枚普通的正方体骰子"将下列事件按照概率从小到大排序'

%%& 点数大于 "( %"& 点数大于 $( %#& 点数小于 6(
%4& 点数大于 @( %$& 点数为 $ 或 #!

$!班级里开展知识竞赛活动"必答题共有 $ 组'"# $# %# )# 2!它们被分别写在
信封内的卡片上"请你随机抽取 % 张进行回答!用理论分析和重复试验这两种
方法求恰好抽中%组题的概率!

%!一次抽奖活动设置了如图所示的翻奖牌"如果你只能在 > 块翻奖牌中选中 % 块
翻牌"试求以下事件的概率'
%%& 得到一架显微镜(!!!!!!!!!!%"& 得到两张球票(
%#& 得到书籍(!! %4& 什么奖励也没有得到(
%$& 得到奖励!

翻奖牌正面
!!!!!!!!!!

一架

显微镜

一套

丛书

谢谢

参与

一张

唱片

两张

球票

一本

小说

一个

随身听

一副

球拍

一套

文具

翻奖牌反面

%第 4 题&



"),## !第!$章!随机事件的概率

&"用力旋转如图所示的甲#乙两个转盘的指针"想一想"哪个转盘的指针停下后指
向绿色的概率比较大! 再用重复试验的方法检验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第 $ 题&

B 组

'"假如你做两组抛掷硬币的试验"每组抛掷 %5 次"你认为两组试验的结果是不可
能一模一样"还是有可能一模一样"还是必然会一模一样! 为什么!

("有的随机事件%如中大奖&很少发生"有的随机事件%如不中奖&则经常发生"请
再举出几个可以用来表示随机事件这种不同发生频率的词汇"来定性地描述
机会的大小!

)"在一个不透明的布袋中装着大小和外形等一模一样的 $ 个红球## 个蓝球和 "
个白球"它们已经在布袋中被搅匀了!请判断下列事件中哪些是不可能事件"
哪些是必然事件"哪些是随机事件"并说明理由!!
%%& 从布袋中任意取出 % 个球"是一个白球(
%"& 从布袋中一次任意取出 $ 个球"全是蓝球(
%#& 从布袋中一次任意取出 $ 个球"只有蓝球和白球"没有红球(
%4& 从布袋中一次任意取出 @ 个球"恰好红#蓝#白三种颜色的球都齐了(
%$& 从布袋中一次任意取出 > 个球"恰好红#蓝#白三种颜色的球都齐了!

*!在一副洗好的 $" 张扑克牌中%没有大小王&"随机地抽出 % 张牌"分别求下列事
件的概率'
%%& 抽出的是 %5( %"& 抽出的是方块 %5(
%#& 抽出的是红桃( %4& 抽出的是黑色的%黑桃或梅花&!

!+!盒子里装有 " 个红球和 " 个黑球"搅匀后从中取出 % 个球"放回搅匀再取出第 "
个球"分别求下列事件的概率'
%%& 取出两个黑球( %"& 取出两个红球(
%#& 取出一红一黑( %4& 取出一红一白!



第!$章!随机事件的概率!")"##

C 组

%第 %% 题&

!!!按现行标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与)其他垃圾*四
类!为了有效地保护环境"要分类投放垃圾!某天"假设小明把垃圾分装在 4 个
袋中随机投放"求他在投放时每袋垃圾都放对位置的概率!

!#!下列问题中"所分成的一些事件发生的机会均等吗! 若不均等"请你设法将它
们重新分类"使之变成发生机会均等的事件!
%%& 抛掷两枚普通硬币时"分成)没有出现正面*#)出现一个正面*和)出现两

个正面*这三个事件(
%"& 投掷两枚普通的正四面体骰子时"分成)掷得的两数之积为奇数*和)掷得

的两数之积为偶数*这两个事件!
!$!在第 %"@ 页 "$!% 节的)做一做*拼图片活动中"我们通过重复试验发现"正好拼
成原图的频率稳定在 5!" 左右!请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解释为什么频率会稳定
在 5!" 附近!

!%!小明有红色#白色#黄色#黑色四件衬衫"又有米色#蓝色两条长裤!如果他最喜
欢的搭配是白色衬衫配蓝色长裤"那么黑暗中他随机拿出衬衫 % 件#长裤 % 条"
正是他最喜欢的搭配的概率是多少! 如果他最不喜欢红色衬衫配蓝色长裤或
者黑色衬衫配蓝色长裤"那么"黑暗中他随机拿出的衬衫与长裤正是他最不喜
欢的搭配的概率又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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骰子与概率

从小到大"我们玩过的许多游戏都会用到骰子"其中常用的是普
通的正方体骰子!你会制作这种骰子吗! 其实"只要在平面上画出正
方体的一种表面展开图"然后在每个正方
形格子里标明点数%如图 %&"最后粘贴起
来就行了!要注意的是"在裁剪的时候别忘
了留出粘贴的位置!和同伴交流一下"可以
画出多少种不同的展开图! 怎样设计粘贴
部位比较合理!

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如果骰子的质量分布是均匀的"那么"抛

掷以后每个点数出现的概率相等"都是 %
@ !现在请你自己动手"做一个

质量分布不均匀的骰子"例如在点数)@*的内侧粘上一粒小石子%如
图 "&!此时"各点数出现的概率会有怎样的变化!

请你的同伴猜一猜"你制作的骰子哪个点数出现的概率最大!
用重复试验来检验你的推断和同伴的猜测!

图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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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华东师大版初中数学教材是最早通过教育部审查的新课标初中数学教材

之一!自 "##$ 年秋季在 % 个国家级实验区投入实验以来"已有分布在 "& 个省#
市#自治区的地市选用过或正在选用本套教材!$# 多年来"实验区的广大师生对
本套教材寄予了厚爱"为它的不断完善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在
实验期间"我们对教材进行了多次修改!在此"我们对多年来给予本套教材关心
的各级领导#广大实验区师生和各位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 "#$" 年前要完成义务教育阶段所有新课标教
材的修订工作!为了确保本套教材修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在 "#$$ 年 ' 月至 % 月
间"我们就本套教材的修订广泛征求了一线教师的意见!"#$$ 年 ( 月在南京召
开了$华东师大版初中数学教材修订研讨会%"来自实验区的 $"# 多名教研员和
骨干教师以及全体编写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就本套教材修订的整体框架
达成了广泛共识!本套教材的修订稿完成后"我们又特邀有关专家和来自教学
一线的教师进行了审稿!参与本册教材审稿的有冯国卫#郭奕津等专家和教师!

尽管我们对修订工作倾注了心血"但现在呈现在广大师生面前的修订教材
肯定还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我们真诚希望广大师生继续关心我们的教
材"对我们的教材不断提出新的宝贵意见!

本册教材修订的撰稿人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继延#李俊#李文革#吴中才#沈加#胡耀华#唐复苏#程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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