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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亲爱的同学

亲爱的小伙伴"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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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

这是你初中阶段学习的最后一本数学教科书!它与你学过的前五本数学教科书一样"从你

所熟悉的情境入手"呈现一些最基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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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为你提供了充分展示聪明才智与数学能力的机会!

现在"请你翻开这本书"与我们一起继续漫游这奇妙的数学世界"去探索发现更多'更具魅

力的数学奥秘!

给你一定的材料"怎样设计一个矩形花圃"使它的面积最大( 一个物体从空中下落时"它

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你知道它下落的距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吗( 这些问题都可

以在)二次函数*中得到解决!在这里"你将尝试解决许多这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你的能力又变

强了"你将成为解决问题的能手!

!圆"是一切平面图形中最完美'最谐调匀称的图形!你瞧+ 从各个方向看"它都是对称的"

无论处于哪个位置"它都具有相同的形状!古今中外的许多建筑'装饰品等都有圆形的痕迹!进

入圆的世界"去感受它的魅力吧+

我们已经学习了许多统计与概率的知识"那么如何既有效又简洁地对某些问题做出有意

义的判断与决策呢( !样本与总体"将告诉你如何使用科学的抽样调查方法"利用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数据分析"对总体的特征作出较为可靠的估计!这是你今后可能会经常用到的一种通

过样本估计总体的方法"它会为你有效地作出某些决策提供帮助!怎么样( 亲自试试看+

我们相信"初中这三年"通过在丰富多彩的数学世界里漫游与探索"你一定结识了许多好

朋友"你的聪明才智与数学能力也一定有了充分的长进!

无论你走到哪里"数学世界将一如既往地欢迎你"为你打开更多神秘的大门"带你探索更

多的数学奥秘!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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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26.1 !二次函数

问题!

用总长为 "# $的围栏材料!一面靠墙!围成一个矩
形花圃!怎样围才能使花圃的面积最大"

我们先列举一些不同的围法!观察矩形花圃的面积
是怎样变化的!如图 "%!&!&!设围成的矩形花圃为
"#$%!靠墙的一边为 "%!垂直于墙面的两边分别为 "#
和%$!给出矩形一边"#的长的一些值 ## &"#&&#$!
可以求出#$的长!从而可得矩形的面积!试将计算结果
填入下表的空白处%

"#的长#$$ & " ' ( ) % * + ,

#$的长#$$ &"

面积#$"$ (+

!!从所填的表格中!你能发现什么" 能作出怎样的
猜想"

!分析 我们看到!对于一边"#的长的每一个确定
值 ## &"#&&#$!矩形的面积有唯一确定的值与它对
应!也就是说!面积是一边 "#的长的函数!问题就归结
为%当"#的长取何值时!矩形面积的值最大" 为此!我
们先求出这个函数关系式!

设"#的长为 '$!矩形的面积为 ($"!(是 '的函
数!试写出这个函数关系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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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
#
#
#""""""""""""""""""""""""""""

"
"

"

!

问题"

某商店将每件进价为 + 元的某种商品按每件 &# 元
出售!一天可售出 &## 件!该店想通过降低售价&增加销
售量的办法来提高利润!经过市场调查!发现这种商品每
件每降价 #!& 元!每天的销售量可增加 &# 件!将这种商
品的售价降低多少时!其每天的销售利润最大"

!分析 在这个问题中!销售商品的利润与其降价的
数量有关!设每件商品降价'元 ## $ '$ "$!销售该商
品每天的利润为(元!则 (是 '的函数!问题就归结为%
当'为何值时!函数取得最大值" 为此!我们先求出这个
函数关系式!

试写出这个函数关系式!
"""""""""""""""""""""""""""#

#
#
#""""""""""""""""""""""""""""

"
"

"

!

由上面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
问题 & 中的函数关系式为

()'#"# *"'$! ## &'&&#$!

即 ()*"'" +"#'! ## &'&&#$!

问题 " 中的函数关系式为

!()#&# *'*+$#&## +&##'$! ## $ '$ "$!

即 ()*&##'" +&##'+"##! ## $ '$ "$!

探索

观察所得的两个函数关系式!它们有什么共同特点"

!!销售利润 -#售
价.进价$ /销售量!

!! 为什么要限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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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概括

形如(),'" +-'+.#,& -& .是常数!, % #$ 的函
数叫做二次函数#012342567819756:9$!

练!习

!"已知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长的和为 &# 7$!

!&" 当它的一条直角边的长为 (!) 7$时#求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 设这个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的长为'7$#面积为 / 7$"#求 / 与 '之间的

函数关系式!

#"已知正方体的棱长为'7$#表面积为 / 7$"#体积为07$'!

!&" 分别写出 /与'% 0与'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 这两个函数中#哪个是'的二次函数&

!!习题"#!!

#第 ( 题$

!"设圆柱的高为 % 7$!底面半径为17$!底面周长为$7$!体积为07$'!
#&$ 分别写出$与1& 0与1& 0与$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 这三个函数中!哪些是二次函数"

#"正方形的边长为 (!当边长增加'时!面积增加(!求(与'之间的函数关系式!这
个函数是二次函数吗"

$"已知二次函数(),'" +.!当')" 时!()('当')*& 时!()*'!求 ,& .
的值!

%"一条隧道的截面如图所示!它的上部是一个半圆!
下部是一个矩形!矩形的一边长为 "!) $!求%
#&$ 隧道截面的面积 /#$"$与上部半圆的半径

1#$$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 当上部半圆的半径为 " $时的截面面积#精

确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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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26.2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回顾

上一节所提出的两个问题!都归结为有关二次函数
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类问题!需要研究二次函数的性质!

在研究一次函数时!曾借助图象了解了一次函数的
性质!对二次函数的研究!我们也从图象入手!

!!!"二次函数!&"## 的图象与性质

我们知道!一次函数的图象是一条直线!那么!二次
函数的图象是什么" 它有什么特点" 反映了二次函数的
哪些性质"

让我们先来研究最简单的二次函数(),'" 的图象
与性质!

!例 ! 画出二次函数()'" 的图象!

!解 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描点!然
后用光滑的曲线顺次连结各点! 得
到函数()'" 的图象!如图 "%!"!&
所示!

这样的曲线通常叫做抛物线

#;242<:=2$!它是轴对称图形!(轴是
它的对称轴!抛物线与它的对称轴
的交点叫做抛物线的顶点#>?45?@$!

!!这个函数的
图象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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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 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与()*'"

的

图象!观察并比较这两个函数的图象!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
区别"

#"$ 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与(-."'" 的图
象!观察并比较这两个函数的图象!你能发现什么"

#'$ 将所画的四个函数的图象作比较!你又能发现什么"

概括

函数(),'"#, % #$ 的图象是一条抛物线!它关于
(轴对称!顶点坐标是##! #$!

观察(-'" 与(-"'" 的图象!可以看出%
若 , 2#!抛物线(),'" 开口向上!在对称轴的左

边!曲线自左向右下降'在对称轴的右边!曲线自左向右
上升!顶点是抛物线上位置最低的点!

图象的这些特点表明!函数(),'"#, 2#$ 具有这
样的性质%当'&#时!函数值(随'的增大而减小'当'2
#时!函数值(随'的增大而增大'当')# 时!函数()
,'" 取得最小值!最小值()#!

思考

观察函数(-.'" 与 (-."'" 的图象!试作出类似
的概括!即思考%若 , A#!抛物线(-,'" 有什么特点" 它
反映了函数(-,'"#, A#$具有哪些性质"

将你思考的结果填在下面方框内!并与同伴交流!

!!图象的这些
特点反映了函数

的什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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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练!习

!"画出下列函数的图象'

!&" ()''"$ !!!!!!!!!!!!"" ()*&
' '"!

#"根据上题所画的函数图象填空'

!&" 抛物线(-''" 的对称轴是!!!!#顶点坐标是!!!!#当'!!!!时#

抛物线上的点都在'轴的上方$

!"" 抛物线(-.&
' '" 的开口向!!!!#除顶点外#抛物线上的点都在 '轴的

!!!!方#它的顶点是抛物线上的最!!!!点!

$"不画图象#说出抛物线(-.('" 和(-&
( '" 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设圆的半径为1#面积为 /!

!&" 试写出 /与1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 画出这个函数的图象!

!!#"二次函数!&"## '$# '%的图象与性质

我们已经研究了二次函数(),'"#,%#$ 的图象和
性质!现在我们来研究一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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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问题!

试研究二次函数() &
" '" *"'+' 的图象!

!分析 将函数关系式配方!得

() &
" #'*"$ " +&!

我们设法寻求它与函数()&
" '"的联系!为此!先看

几个简单的例子!

!例 # 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
"'

"
与() &

" '" +& 的图象!

!解 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描点&连线!画出这两个函数的图象!如图"%!"!"所示!

图!#!!!!

!!这个二次函数的
关系式比 (),'" 复

杂些!它与 () &
" '"

之间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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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探索

当自变量'取同一数值时!这两个函数的函数值之
间有什么关系" 反映在图象上!相应的两个点之间的位
置又有什么关系"

观察这两个函数的图象!分别说出它们的开口方向&
对称轴和顶点坐标!它们有哪些是相同的" 又有哪些
不同"

概括

当自变量'取同一数值时!函数()&
" '" +&的值都

比函数 () &
" '" 的值大 &!反映在图象上!函数 ()

&
" '" +& 的图象上的每一点都在函数()&

" '" 的图象上

相应点的上方 & 个单位!

函数()&
" '" +&的图象可以看成是将函数()&

" '"

的图象向上平移 & 个单位得到的!这两个函数图象的开
口方向相同!对称轴相同!但顶点坐标不同!函数 ()
&
" '" +& 的图象的顶点坐标是##! &$!

据此!可以由函数 (-&
" '" 的性质!得到函数 (-

&
" '" B& 的一些性质%

当 '!!!!时!函数值 (随 '的增大而减小'当
'!!!!时!函数值 (随 '的增大而增大'当 '
!!!!时!函数取得最!!!!值!最!!!!值
(-!!!!!

!!请思考!并完
成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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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先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 '" *"与函数()&

" '"

的图象!再作比较!指出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函数()&
" '" *"的图象可以

看成是由函数() &
" '" 的图象经过怎样的平移得到的"试说出它的开口

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并讨论这个函数的性质!

思考

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 '" B" 的

图象与函数(-.&
' '" 的图象有什么关系" 你能说出函

数(-.&
' '" B"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吗" 这个函数有哪些性质"

练!习

!"已知函数()*&
' '" 和()*&

' '" *"!

!&" 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它们的图象$

!"" 说出各个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试说明'通过怎样的平移#可以由抛物线(-.&
' '" 得到抛物线(-.&

' '" ."& 如

果要得到抛物线 (-.&
' '" B(#应将抛物线(-.&

' '" 作怎样的平移& 试说出函

数(-.&
' '" B(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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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试说出函数(-,'" B3!,% 3是常数#,%#"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

标#并填写下表'

(),'" +3

开口方向 对称轴 顶点坐标

, 2#

, &#

!!!例 $ 在如图 "%!"!' 所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画出函数() &
" '" 和() &

" #'*"$ "
的图象!

!解 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描点&连线!画出这两个函数的图象!

图!#!!!%

!!请你自己
画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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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探索

根据所画出的图象!说出这两个函数的图象的开口
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并填写下表%

开口方向 对称轴 顶点坐标

() &
" '"

() &
" #'*"$ "

!!这两个函数的图象之间有什么关系"

概括

函数()&
" #'*"$ "

与()&
" '"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

相同!但对称轴和顶点坐标不同!

函数() &
" #'*"$ "

的图象可以看作是将函数()

&
" '" 的图象向右平移 " 个单位得到的!它的对称轴是直

线')"!顶点坐标是#"! #$!

据此!可以由函数 () &
" '" 的性质!得到函数 ()

&
" #'*"$ "

的性质%

当'!!!!时!函数值(随'的增大而减小'当'
!!!!时!函数值(随'的增大而增大'当'!!!!
时!函数取得最! ! ! !值!最! ! ! !值 (-
!!!!!

!!它们有哪些
相同点" 有哪些
不同点"

!!请思考!并完成
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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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 #'+&$ "

与函数()&
" '"

的图象!比较它们的联系和区别!说出函数() &
" #'+&$ "

的图象可以看

成是由函数() &
" '" 的图象经过怎样的平移得到的!

由此讨论函数() &
" #'+&$ "

的性质!

思考

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 #'B"$ "

的图象与函数(-.&
' '" 的图象有什么关系" 试说出函

数(-.&
' #'B"$ "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

标!并讨论这个函数的性质!

练!习

!"已知函数() &
' '"# () &

' !'+'" "
和() &

' !'*'" "!

!&" 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它们的图象$

!"" 说出各个函数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 讨论各个函数的性质!

#"试说明'分别通过怎样的平移#可以由抛物线() &
' '"得到抛物线() &

' !'+'" "

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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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出函数(-,!'.4" "!,% 4 是常数#,%#"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

坐标#并填写下表'

(),!'*4" "

开口方向 对称轴 顶点坐标

, 2#

, &#

在本节例 " 及例 ' 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研究第 + 页

的问题 &!即研究函数(-&
" #'."$ " B& 的图象和性质!

!分析 我们已经知道函数()&
" #'*"$ "

的图象与

函数() &
" '" 的图象之间的关系!也容易知道函数 ()

&
" #'*"$ " +&的图象与函数()&

" #'*"$ "
的图象之间

的关系!

由此可以得到函数(-&
" #'."$ " B& 的图象与函数

(-&
" '" 的图象之间的关系!

#&$ 填写下表%

!!
() &

" '"

的图象

向右平移

" &''''
个单位

() &
" #'*"$ "

的图象

向!!平移
& &'''''
个单位

() &
" #'*"$ " +&

的图象

开口方向 向上

对称轴 (轴

顶点坐标 ##! #$

!!回顾本节例
"!你能发现它们
之间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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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 从上表中!你能找到函数()&
" #'*"$ " +&的

图象与函数() &
" '" 的图象之间的关系吗"在图 "%!"!'

中!画出函数() &
" #'*"$ " +& 的图象!

#'$ 进一步!你能发现函数()&
" #'*"$ " +&有哪

些性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第 && 页图 "%!"!' 中!再画出函数()&
" #'*"$ " *"的图象!

并将它与函数() &
" #'*"$ "

的图象作比较!

#"$ 试说出函数()*&
' #'*&$ " +"的图象与函数()*&

' '" 的图

象之间的关系!由此进一步说明函数()*&
' #'*&$ " +"的图象的开口方

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将你的发现
填在方框内!并与
同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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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已知函数() &
" '"# () &

" !'+"" " +" 和() &
" !'+"" " *'!

!&" 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这三个函数的图象$

!"" 分别说出这三个函数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 试讨论函数(-&
" !'B"" " .' 的性质!

#"试说明'分别通过怎样的平移#可以由抛物线(-&
" '" 得到抛物线(-&

" !'B""" B"

和抛物线(-&
" !'."" " .'& 如果要得到抛物线 (-&

" !'B"" " .%#那么应该将

抛物线(-&
" '" 作怎样的平移&

$"试说出函数(-,!'.4" " B3!,% 4% 3是常数#,%#"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

和顶点坐标#并填写下表'

(),!'*4" " +3

开口方向 对称轴 顶点坐标

, 2#

, &#

%"不画出图象#直接说出函数(-.''" .%'B+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提示'将 *''" *%'++ 配方#把函数关系式化为(),!'*4" " +3的形式"

!例 % 画出函数()*&
" '" +'*)

" 的图象!并说明

这个函数具有哪些性质!

!分析 因为 *&
" '" +'*)

" )*&
" #'*&$ " *"!

所以函数即为

()*&
" #'*&$ " *"!

因此这个函数的图象开口向下!对称轴为直线')&!顶
点坐标为#&! *"$!

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容易画出它的图象!

!! 先配方!将
函数关系式化为

(-,#'.4$ " B3
的形式!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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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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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解 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画出的图象如图 "%!"!( 所示!

图!#!!!&

由图象可知!这个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当'&&时!函数值(随'的增大而增大'当'2&时!

函数值(随'的增大而减小'当')& 时!函数取得最大
值!最大值()*"!

#&$ 试按照上面的方法!画出函数(-&
" '" .('B&# 的图象!由图象

你能发现这个函数具有哪些性质"
#"$ 通过配方!说出函数(-."'" B+'.+ 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

轴和顶点坐标!这个函数有最大值还是最小值" 这个值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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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对于任意一个二次函数(),'" +-'+.#,%#$!如
何确定它的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你能
把结果写出来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练!习

!"说出下列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配方#写出下列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 ()"'" +('$ !"" ()*"'" *''$

!'" ()*''" +%'**$ !(" () &
" '" *('+)!

$"先确定下列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再描点画出图象'

!&" ()*"!'*&" " +($ !"" (-&
" !'B"" " .)$

!'" ()*&
' '" *"'+&$ !(" ()'" *('+*!

!!回顾本节例 (
的研究过程!从中
可得到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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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现在让我们应用二次函数的有关知识去解决 "%!&
节中提出的两个问题!

问题 !(实际上是需要求出自变量 '为何值时!二
次函数

()*"'" +"#'!## &'&&#$

取得最大值!
将这个函数关系式配方!得

()*"#'*)$ " +)#!

显然!这个函数的图象开口向下!顶点坐标是
#)! )#$!这就是说!当'))时!函数取得最大值!最大
值())#!

这时! "#))#$$! #$)"# *"')&##$$!
因此!当围成的花圃与墙垂直的一边长 ) $!与墙平

行的一边长 &# $时!花圃的面积最大!最大面积为 )# $"!
问题 #(实际上是需要求出自变量 '为何值时!二

次函数

()*&##'" +&##'+"##!## $ '$ "$

取得最大值!
请同学们自己完成这个问题的解答!

!例 ) 用长为 % $的铝合金型材做一个形状如图
"%!"!) 所示的矩形窗框!窗框的高与宽各为多少时!它
的透光面积最大" 最大透光面积是多少" #铝合金型材
宽度不计$

!解 设矩形窗框的宽为'$!则高为% *''
" $!这

里应有'2#!且% *''
" 2#!故 # &'&"!

矩形窗框的透光面积(与'之间的函数关系式是

!! 试从函数表

达式来说明% 当
')) 时! 函数取
得最大值的道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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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 *''
" !

即 ()*'
" '" +''!

配方得 ()*'
" #'*&$ " +'

" !

所以当')& 时!函数取得最大值!最大值()&!)!

')& 满足 # &'&"!这时 % *''
" )&!)!

因此!所做矩形窗框的宽为 & $&高为 &!) $时!它
的透光面积最大!最大面积是 &!) $"!

#&$ 如图 "%!"!%!要搭建一个矩形的自行车棚!一
边靠墙!另外三边围栏材料的总长为 %# $!怎样围才能
使车棚的面积最大"

#"$ 在#&$中!如果可利用的墙壁长为 ") $!怎样围
才能使车棚的面积最大"

题#"$与题#&$的解答完全相同吗" 试比较并作出
正确的解答!和同学交流!

练!习

!"求下列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 ()'" *''+($ !!!!!!!!!!"" ()& *"'*'"$

!'" ()*'" *"槡*'+'
" $ !(" ()&## *)'"$

!)" ()*%'" +&"'$ !%" ()*'
" '" *('+&!

#"有一根长为 (# 7$的铁丝#把它弯成一个矩形框!当矩形框的长%宽各是多少时#

矩形的面积最大& 最大面积是多少&

$"已知两个正数的和是 %##它们的积最大是多少& !提示'设其中的一个正数为 '#

将它们的积表示为'的函数"

!!先分析问
题中的数量关系!
列出函数关系式!
再研究所得的函

数!解决问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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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求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问题"

如图!某建筑物的屋顶设计成横截面为抛物线形
#曲线"5#$的薄壳屋顶!它的拱宽 "#为 ( $!拱高 $5
为 #!+ $!施工前要先制造建筑模板!怎样画出模板的轮
廓线呢"

!分析 为了画出符合要求的模板!通常要先建立适
当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再写出函数表达式!然后根据这个
函数表达式画出图形!

如图 "%!"!*!以点 5为原点!以 "#的垂直平分
线为 (轴!以 & $为单位长度!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这时!屋顶的横截面所成抛物线的顶点在原点!对称
轴是 (轴!开口向下!所以可设抛物线对应的二次函
数表达式为

(),'"#, &#$! #&$

因为"#与(轴相交于点$!所以$#)"#
" )" $!又

因为$5)#!+ $!所以点#的坐标为#"! *#!+$!
因为点#在抛物线上!将它的坐标代入#&$!得

*#!+ ), 6""!

所以 , )*#!"!

因此!函数表达式是()*#!"'"!
根据这个函数表达式!容易画出模板的轮廓线!

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时!往往需要根据某些条件求
出函数表达式!

图!#!!!(

!!请你自己画
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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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一个二次函数的图象经过点##! &$!它的顶
点坐标为#+! ,$!求这个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分析 因为这个二次函数的图象的顶点坐标为

#+! ,$!因此!可以设函数表达式为

(),#'*+$ " +,!

根据它的图象经过点##! &$!容易确定 ,的值!

!例 + 一个二次函数的图象经过##! &$& #"! ($&
#'! &#$三点!求这个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解 设所求二次函数的表达式为(-,'" B-'B.!
由这个函数的图象经过点##! &$!可得 .-&!又由于其
图象经过#"! ($& #'! &#$两点!可得

(, +"-+& )(!
,, +'-+& )&#{ !

解这个方程组!得

, ) '
" ! -)*'

" !

因此!所求二次函数的表达式为()'
" '" *'

" '+&!

待定系数法

根据一定的条件求某些函数的表达式!常运用待定系数法!回顾
一下本节的问题 " 和例 %&例 * 以及八年级下册第 &* 章相关例题的分
析和解答!我们是怎样做的呢"

用待定系数法求函数表达式!通常分三步%
第一步!根据已知函数的特征#种类$!写出适当的形式!其中含

有待定系数!例如%

!!图象顶点坐
标为 #4! 3$ 的二
次函数表达式有

怎样的形式"

!!请完成本例
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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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二次函数!!%"""

! 如果要求一次函数的表达式!通常设其形式为()3'+-#3%
#$!其中3& -是待定系数'

! 如果要求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通常设其形式为()3
'#3%

#$!其中3是待定系数'
! 如果要求二次函数的表达式!通常设其形式为(),'" +-'+.

#, % #$!其中 ,& -& .是待定系数'
! 如果要求二次函数的表达式!并且还知道其图象的顶点坐标
为#4! 3$!通常设其形式为(),#'*4$ " +3#,%#$!其中 ,
是待定系数!

第二步!根据其他已知条件!求出待定系数的值!例如已知函数
的一对或几对对应值#或函数的图象过某一个或几个已知点$!可以
将对应值#或图象上点的坐标$代入设定的形式!得到关于待定系数
的方程或方程组!解之便可得到待定系数的值!

第三步!将求得的待定系数的值!代入设定的形式!便得所求的
函数表达式!

待定系数法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方法!不仅用于求函数表达式!而
且在许多数学领域都有十分重要的应用!

练!习

!"求图象为下列抛物线的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 抛物线的顶点在原点#且抛物线经过点!"# +"$

!"" 抛物线的顶点坐标为! .&# .""#且抛物线经过点!&# &#"$

!'" 抛物线经过三点'!## .""# !&# #"# !"# '"!

#"已知抛物线(),'" +-'+.经过三点'!*&# *&"# !## *""# !&# &"!

!&" 求这条抛物线所对应的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 写出它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 这个函数有最大值还是最小值& 这个值是多少&

$"将抛物线(-.&
" '" .'B' 向下平移 & 个单位#再向右平移 ( 个单位#求所得抛物

线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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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对下列各小题!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所列两个二次函数的图象%

#&$ () &
' '" +" 与() &

' '" *''

#"$ ()*&
" #'+'$ "

与()*&
" #'*&$ "'

#'$ ()*'#'*"$ "
与()*'#'*"$ " +&'

#($ ()*#'+'$ " *& 与()*#'+'$ " +"!
#"写出下列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列抛物线有最高点还是最低点" 写出这些点的坐标%

#&$ ()('" *('+&' #"$ ()*('" *,'
#'$ ()*('" +''' #($ ()''" *)'+%!

%"求图象为下列抛物线的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 抛物线的顶点在原点!且抛物线经过点#'! ."*$'
#"$ 抛物线的顶点坐标为#&! ."$!且抛物线经过点#"! '$'
#'$ 抛物线经过三点%# .&! "$! ##! &$! #"! .*$!

)"有一个截面的边缘为抛物线的拱形桥洞!桥洞壁离水面的最大高度为 ( $!跨度
为&# $!把截面图形放在如图所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 求这条抛物线所对应的函数表达式!
#"$ 如图!在对称轴右边 & $的点7处!对应的桥洞壁离水面的高是多少"

!
#第 )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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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生活中的抛物线

你可能在生活中或在电视里看到过广场中的喷水池!如图 &"#那随着音乐

声此起彼伏的水线#一会儿高高跃起#一会儿盘旋而下#令人心旷神怡(

你注意过吗& 那水线的形状与你所知道的二次函数的图象)))抛物线是多

么地相似(

有一种镜面是由抛物线绕对称轴旋转而形成的!如图 ""#它可以将某一点

!称为抛物线的焦点#如图 ' 中的点8"发出的光变成一束平行光线!你看到的探

照灯就运用了这个原理#把光线照得远远的#这样人们就可以清楚地进行观察#

给军事和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图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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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橡皮泥做一个圆锥#用刀沿着与其倾斜程度相一致的方向切下去#就

可以得到抛物线!如图 ("!若改变切的方向#你就会得到双曲线%椭圆或圆

!如图 )"!在以后的学习中#你将会认识这些 *圆锥曲线+ #并理解其中的

道理!

图 (
!!

图 )

26.3 !实践与探索

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与二次函数及其图象有
关的问题!请与同伴共同研究!尝试解决下面的
问题!

问题!

某公园要建造一个圆形的喷水池!在水池中央垂直
于水面竖一根柱子!在柱子的顶端 "处安装一个喷头向
外喷水!柱子在水面以上部分的高度为 &!") $!水流在各
个方向上沿形状相同的抛物线路径落下!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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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根据设计图纸已知%在图 "%!'!&#"$所示的平面直
角坐标系中!水流喷出的高度(#$$与水平距离'#$$之

间的函数关系式是()*'" +"'+)
( !

#&$ 喷出的水流距水平面的最大高度是多少"
#"$ 如果不计其他因素!为使水不溅落在水池外!那

么水池的半径至少为多少时!才能使喷出的水流都落在
水池内"

问题"

一个涵洞的截面边缘是抛物线!如图 "%!'!" 所示!
现测得当水面宽"#)&!% $时!涵洞顶点与水面的距离
为 "!( $!这时!离开水面 &!) $处!涵洞宽9%是多少"
是否会超过 & $"

!分析 根据已知条件!要求涵洞的宽9%!只要求出
8%的长度即可!即在图 "%!'!" 所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
中!求出点%的横坐标!

因为点%在涵洞截面的抛物线上!又由已知条件可
得到点%的纵坐标!所以利用抛物线所对应的函数表达
式可以进一步算出点%的横坐标!

图!#!%!!

!!为什么"

!!你会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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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如图#一个横截面为抛物线形的隧道底部宽 &" $%高 % $!车辆双向通行#规定车

辆必须在中心线两侧%距离道路边缘 " $

的范围内行驶#并保持车辆顶部与隧道有不

少于
&
' $的空隙!你能否根据这些要求#建

立适当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应用已有的函数

知识#确定通过隧道车辆的高度限制&

问题$

画出函数()'" *'*'
( 的图象!根据图象回答下列

问题%
#&$ 图象与'轴交点的坐标是什么"
#"$ 当 '取何值时! ()#"这里 '的取值与方程

'" *'*'
( )# 有什么关系"

#'$ 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

根据上述问题 ' 画出的图象!继续回答下列问题%
#&$ 当'取何值时! (&#"当'取何值时!(2#"
#"$ 试用含有'的不等式来描述问题#&$!

练!习

!"画出函数()'" *"'*&的图象#利用图象求方程'" *"'*& )#的根!!精确到#!&"

#"试画出适当的函数图象#利用图象解方程'" ) &
" '+'!

!!通过解答以上
问题!想一想%二次
函数与一元二次方

程&一元二次不等
式有什么联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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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育才中学九年级#'$班的学生在上节课的练习中出

现了争论%解方程 '" -&
" 'B' 时!几乎所有学生都是将

方程化为'" .&
" '.' -#!画出函数(-'" .&

" '.' 的图

象!观察它与'轴的交点!得出方程的根!唯独小刘没有将

方程移项!而是分别画出了函数(-'" 和(-&
" 'B' 的图

象!如图 "%!'!'!认为它们的交点"& #的横坐标.'
"和

" 就是原方程的根!

图!#!%!%

对于小刘提出的解法!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图!#!%!&

利用图 "%!'!(!运用小刘的方法求下
列方程的根!并检验小刘的方法是否合理%

#&$ '" +'*& )##精确到 #!&$'
#"$ "'" *''*" )#!

!!你对这两种解
法有什么看法" 请
与你的同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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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如图!一个运动员推铅球!铅球在点 "处出手!出手时铅球离地面的高度约为
&!% $!铅球在点#处落地!铅球在运动员前 ( $处#即 5$-($达到最高点!最
高点离地面的高度为 '!" $!已知铅球经过的路线是抛物线!试利用图示的平面
直角坐标系算出这个运动员的成绩!#精确到 #!& $$

#第 & 题$

#"某商店开始时!将每件进价为 + 元的某种商品按每件 &# 元出售!每天可售出 &##
件!店方想采用提高售价的办法来增加利润!经试验!发现这种商品每件每提价
& 元!每天的销售量就会减少 &# 件!
#&$ 写出出售该商品每天所得的利润 (#元$与售价 '#元:件$之间的函数关

系式!
#"$ 每件售价定为多少元!才能使每天所得的利润最大"

$"利用函数的图象求下列方程的根%
#&$ '" +'*&" )#'
#"$ "'" *'*' )#!

%"利用函数的图象求下列方程组的解%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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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结构

实
际
问
题

二
次
函

&'' '''
(((

数

&''

)
((

''(((
(((

二次函数的图象

''二次函数的性质

&''
((((''''''''''''''''''''''''

*
((

((( &''

二次函数的应用

二! 要点
&C二次函数是反映现实世界运动变化规律&揭示变量间数量关系

的又一种常见的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时!要注意分析变量之间的
对应关系!列出函数关系式!善于运用二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C研究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我们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从简
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首先研究最简单的二次函数(),'"

#, % #$ 的图象与性质!在此基础上!接着研究形如 (),'" +3!
(),#'*4$ "

以及(),#'*4$ " +3的函数!研究时!始终抓住它们的
图象与函数(),'"#, % #$ 图象之间的联系!

对于一般形式的二次函数(),'" +-'+.#, % #$!常利用配方
法!将它化为(),#'*4$ " +3#4& 3为常数$ 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表
达式!清楚地刻画了二次函数图象的特征#开口方向&对称轴&顶点坐
标$!反映了二次函数的性质!要注意在研究具体实例的过程中!体验
和理解这种化归#化未知为已知!变复杂为简单$的思想方法!

'C二次函数的图象是研究二次函数性质的重要工具!观察并认识
二次函数图象的特征#开口方向&对称轴&顶点坐标$!由此发现和探索
二次函数的一些性质!如%何时函数值随自变量的增大而增大#或减
小$" 何时函数取得最大#或最小$值" 学习和研究二次函数!要善于
运用图象!领会和运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包括利用二次函数的图
象认识一元二次方程与一元二次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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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

!"填写下表%

抛物线 开口方向 对称轴 顶点坐标

()* '
( '"

()"'" * &
(

()*&!)#'+($ "

()'" *"'+&

()*'" *('+,

() &
' '" *"'+"

#"画出下列函数的图象!并根据图象写出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 ()& *''"' !!!!!!!!!!#"$ ()'" *('+)'
#'$ ()'" *%'' #($ ()*''" +%'*&!

$"通过配方!写出下列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
#&$ ()'" *"'*(' #"$ ()& +%'*'"'

#'$ ()*'" +('' #($ () &
( '" *'+(!

%"已知函数()"'" *''*"!解答下列问题%
#&$ 画出函数的图象'
#"$ 观察图象!说出'取哪些值时!函数的值为 #!

)"填空%
#&$ 抛物线(-'" .''B" 与(轴的交点坐标是!!!!!与'轴的交点坐标是

!!!!'
#"$ 抛物线()*"'" +)'*'与(轴的交点坐标是!!!!!与'轴的交点坐

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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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抛物线(-,'" B'B" 经过点# .&! #$!求 , 的值!并写出这条抛物线的顶
点坐标!

+"求图象为下列抛物线的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 抛物线经过#"! #$& ##! ."$和# ."! '$三点'
#"$ 抛物线的顶点坐标是#%! .($!且抛物线经过点#(! ."$!

B 组

,"已知二次函数()#'*"$ " *&!解答下列问题%
#&$ 先确定其图象的开口方向&对称轴和顶点坐标!再画出图象!
#"$ 观察图象确定%'取什么值时! !()#'"(2#'#(&#!

-"将抛物线(-''" 经过怎样的平移可以得到下列函数的图象"

#&$ ()''" *槡"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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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下面的表格%

' # & "

,'" &

,'" B-'B. ' '

#&$ 求 ,& -& .的值!并在表内的空格中填上正确的数'
#"$ 设(),'" +-'+.!求这个二次函数的图象的对称轴与顶点坐标!

!!"若抛物线(-'" .'." 经过点"#'! ,$和点##-! #$!求点"& #的坐标!
!#"行驶中的汽车刹车后!由于惯性还会继续向前滑行一段距离!这段距离称为

*刹车距离+!某车的刹车距离;#$$与车速'#D$EF$之间有如下的函数关系%
;)#!#&'+#!##"'"!现该车在限速 &"# D$EF的高速公路上出了交通事故!事
后测得其刹车距离为 ')!& $!请推测刹车前!汽车是否超速"

!$"已知二次函数的图象满足下列条件!求它的函数表达式%
#&$ 经过原点和点# .&! '$!对称轴为直线')('
#"$ 经过点#&! &$& #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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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组

!%"如图!有一个横截面边缘为抛物线的水泥门洞!门洞内的地面宽度为 + $!两侧
距地面 ( $高处各有一盏灯!两灯间的水平距离为 % $!求这个门洞的高度!
#精确到 #!& $$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一位篮球运动员在距离篮圈中心水平距离 ( $处跳起投篮!球沿一条抛
物线运动!当球运动的水平距离为 "!) $时!达到最大高度 '!) $!然后准确落
入篮框内!已知篮圈中心距离地面高度为 '!#) $!试解答下列问题%
#&$ 建立图中所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求抛物线所对应的函数表达式!
#"$ 这次跳投时!球出手处离地面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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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圆的认识

!!!"圆的基本元素

我们已经学会将收集到的数据用扇形统计图加以

描述!图 "*!&!& 就是反映某学校学生上学方式的扇形统
计图!

图!(!$!$

我们是先用圆规画出一个圆!再将圆划分成一个个
扇形来制作扇形统计图的!

图 "*!&!" 中!线段 5"& 5#& 5$都是圆的半径!通
过圆心5的线段"$为直径!这个以点5为圆心的圆叫
做*圆5+!记作*+5+!

图!(!$!!

线段 "#& #$& "$都是+5中的弦#7F:43$!曲线
#$& #"$都是+5中的弧!分别记为

)

#$&

)

#"$!其中像弧
#$这样小于半圆周的圆弧叫做劣弧#$69:4247$!像弧
#"$这样大于半圆周的圆弧叫做优弧#$2G:4247$!劣弧

!!圆的位置由
圆心确定!圆的大
小由半径的长度

确定!半径相等的
两个圆称为等圆!

!!你知道优弧与
劣弧的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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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符号*,+和弧两端的字母表示!如前面的

)

#$!读作
*弧#$+'优弧用符号*,+和三个字母表示!如前面的)

#"$!读作*弧#"$+!
-"5#& -#5$就是我们已知道的圆心角#7?9542=

29H=?$!圆心5是这些圆心角的顶点!

练!习

!"根据下列条件作圆'

!&" 以定点5为圆心#作半径等于 " 7$的圆$

!"" 以定点5为圆心作圆#使其过另一个定点<$

!'" 先任作一条线段"##再作半径为 &
" "#的圆!

#"比较下图中的三条弧#先估计它们所在圆的半径的大小关系#再用圆规验证你的

结论是否正确!

#第 " 题$

!!#"圆的对称性

我们已探索发现圆是一个旋转对称图形!无论绕圆
心旋转多少度!它都能与自身重合!对称中心即为其
圆心!

将图 "*!&!' 中的扇形"5##着色部分$绕点5逆时
针旋转某个角度!画出旋转之后的图形!比较前后两个图
形!你能发现什么"

!!在同圆或等
圆中!能够互相重
合的弧叫做等弧!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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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扇形 "5#旋转到扇形 "=5#=的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在旋转过程中 !-"5#)-"=5#=!

)

"#))

"=#=! "#)"=#=!
由于圆心角-"5##或弧 "#!或弦 "#$确定了扇形

"5#的大小!所以!在同一个圆中!如果圆心角相等!那
么它们所对的弧相等!所对的弦相等!

同样!也可以得到%
在同一个圆中!如果弧相等!那么它们所对的圆心角

相等!所对的弦相等!
在同一个圆中!如果弦相等!那么它们所对的圆心角

相等!所对的弧相等!

!例 ! 如图 "*!&!)!在+5中!

)

"$)

)

#%! -& )
()I!求-" 的大小!

!解 J

)

"$)

)

#%!
K

)

"$*

)

#$)

)

#%*

)

#$!
K

)

"#)

)

$%!
K-" )-& )()I#在同一个圆中!如果弧相等!那

么它们所对的圆心角相等$!

我们已探索发现%
圆是轴对称图形!它的任意一条直径所在的直线都

是它的对称轴!
由此我们可以如图 "*!&!% 那样!十分简捷地将一个

圆 " 等分&( 等分&+ 等分!

图!(!$!#

图!(!$!&

图!(!$!'

!!试试看!你
还可以将圆多少

等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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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如图#在+5中# )"#) )"$# -#)*#I!求-$的大小!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是直径# )#$) )$%) )%9# -#5$)(#I!求-"59的大小!

如图 "*!&!*!如果在圆形纸片上任意画一条垂直于
直径$%的弦"#!垂足为点<!再将纸片沿着直径$%对
折!分别比较"<与#<&

)

"$与

)

#$!你能发现什么结论"

你一定能发现!对折后!"<与#<&

)

"$与

)

#$分别重合!
即它们都是相等的!我们可以用演绎推理证明这一结论!

已知%在+5中!$%是直径!"#是弦! "#. $%!垂
足为点<!

求证%"<)#<!

)

"$)

)

#$!

)

"%)

)

#%!

!证明 连结 $"& $#& 5"& 5#! 则 5")5#!即
/"5#是等腰三角形!

J $%. "#!
K "<)#<!
又J $<)$<!
K L5/"<$

书书书

!L5/#<$!
K "$)#$!
K

)

"$-

)

#$#在同一个圆中!如果弦相等!那么它们
所对的弧相等$!

由此易得

)

"%)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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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
0垂径定理!垂直于弦的直径平分这条弦!并且平

分这条弦所对的两条弧!
类似于上面的证明!我们还可以得到%
平分弦"不是直径#的直径垂直于这条弦!并且平分

这条弦所对的两条弧$
平分弧的直径垂直平分这条弧所对的弦!

练!习

!"在+5中#弦"#的长为 "( 7$#圆心5到弦"#的距离!弦心距"为 ) 7$!求+5的

半径!

#"如图#"#是+5的弦#半径5$."#于点%#且"#-+ 7$# 5$-) 7$!求%$的长!

#第 " 题$

!!$"圆周角

如图 "*!&!+#"$所示的两条射线所成的角叫做圆周
角#29H=?:876471$8?4?97?$!

图!(!$!)

!!你能说明其
中的理由吗"

!!你能说出圆
周角与其他角的

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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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中的两条射线所成的角都
不是圆周角!圆周角的顶点在圆上!它的两边与圆相交!

思考

如图 "*!&!,!线段"#是+5的直径!点$是+5上
的任意一点#除点 "& #外$!那么!-"$#就是直径 "#
所对的圆周角!想想看!-"$#会是怎样的角"

我们可以看到! 5" )5# )5$! 所以/"5$&
/#5$都是等腰三角形!因而

-5"$)-5$"! -5#$)-5$#!

又因为! -5"$+-5#$+-"$#)&+#I!

所以! -"$#)-5$"+-5$#)&+#I
" ),#I!

因此!不管点 $在+5上何处 #除点 "& #外$!
-"$#总等于 ,#I!即%

半圆或直径所对的圆周角都相等!都等于-.I"直角#!

那么对于一般的弧所对的圆周角!又有什么规律呢"
如图 "*!&!&#!-"$#& -"%#都是弧"#所对的圆周

角!-"5#是弧"#所对的圆心角!这几个角有什么关系"

#&$ 分别量一量图 "*!&!&# 中弧 "#所对的两个圆
周角的度数!比较一下!再变动点$在圆周上的位置!看
看圆周角的度数有没有变化!你发现其中有什么规律吗"

#"$ 分别量出图 "*!&!&# 中弧 "#所对的圆周角和
圆心角的度数!比较一下!你发现什么"

我们可以发现!圆周角的度数没有变化!并且圆周角
的度数恰好为同弧所对的圆心角的度数的一半!

图!(!$!*

图!(!$!$+

!!和同学交流
一下!是不是都
有相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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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操作可以猜想%在同一个圆中!一条弧所对的
任意一个圆周角的大小都等于该弧所对的圆心角的一半!

为了证明这个猜想!如图 "*!&!&& 所示!可将圆对
折!使折痕经过圆心5和圆周角的顶点$!这时可能出现
三种情况%#&$折痕是圆周角的一条边'#"$折痕在圆周
角的内部'#'$折痕在圆周角的外部!

图!(!$!$$"

接下来!我们分别就这三种情况证明这一猜想!
已知%在+5中!

)

"#所对的圆周角是-"$#!所对的
圆心角是-"5#!

求证% -"$#) &
" -"5#!

!证明 #&$ 圆心在-"$#的边$#上!
J 5")5$!
K -5"$)-"$#!
J -"5#是/5"$的外角!
K -"5#)-"$#+-5"$)"-"$#!

K -"$#) &
" -"5#!

#"$ 圆心在-"$#的内部!
作直径$%!利用#&$的结论!有

-& ) &
" -"5%! -" ) &

" -#5%!

K -"$#)-& +-" ) &
" #-"5%+-#5%$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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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心在-"$#的外部!#略$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圆周角定理!在同圆或等圆中!同弧或等弧所对的

圆周角相等!都等于该弧所对的圆心角的一半$相等的圆
周角所对的弧相等!

由圆周角定理!可以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 ! ( ,#I的圆周角所对的弦是直径!#如图

"*!&!&"$

图!(!$!$!

!!如果一个圆经过一个多边形的各个顶点!这个圆
就叫做这个多边形的外接圆#76471$7647=?$!这个多边形
叫做这个圆的内接多边形#69M746<?3 ;:=NH:9$!对于圆内
接四边形!有另一个推论%

推论 #(圆内接四边形的对角互补!#如图 "*!&!&'$

图!(!$!$%

思考

图 "*!&!&( 是一个圆形零件!你能找到它的圆心位
置吗" 你有什么简捷的办法"

!!试试看!写
出情况 #'$的证
明过程!

!!你能说出这两个
推论的证明过程吗"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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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如图 "*!&!&)!"#是+5的直径! -")
+#I!求-"#$的大小!

!解 J "#是+5的直径!
K -"$#),#I#直径所对的圆周角等于 ,#I$!
K -"#$)&+#I*-"*-"$#

)&+#I*+#I*,#I)&#I!

!例 $ 试分别求出图 "*!&!&% 中-'的大小!

图!(!$!$#

!解 #&$ J 同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
K -')%#I!
#"$ 连结#8!
J 同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
K -"#8)-%)"#I! -8#$)-9)'#I!
K -')-"#8+-8#$))#I!

练!习

#第 & 题$

!"试找出图中所有相等的圆周角!
#"在圆中#一条弧所对的圆心角和圆周角分别为 !"'B

&##"I和!)'.'#"I#求这条弧所对的圆心角和圆周角的
大小!

$"使用曲尺检验工件的凹面#成半圆时为合格!如图所示的
三种情况中#哪种是合格的& 哪种是不合格的& 为什么&

#第 ' 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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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如图!"#& "$& #$都是+5的弦!且-$"#--$#"!求证%-$5"--$5#!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 $%& 98都是+5的直径!且-& --" --'!弦"$& 9#& %8是否相
等" 如果相等!请给出证明!

$"如图!+5的直径 "#垂直于弦 $%!垂足为点 9!8为 "#上一点! -$8% )
&##I!求-$89与-%89的大小!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是+5的直径!"$& $%& %9& 98& 8#都是+5的弦!且 "$-$%-
%9-98-8#!求-"5$与-$58的大小!

)"如图!"#是+5的直径!如果-$5"--%5#-%#I!那么与线段 5"相等的线

段是!!!!!!'与

)

"$相等的弧是!!!!!!!!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是+5的圆周角! -")(#I!求-5#$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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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

)

$9!求证%"#)"$!

#第 * 题$
!!!!!!

#第 , 题$

,"试证明%平分弦#不是直径$的直径垂直于这条弦!并且平分这条弦所对的两条弧!
-"如图!圆中两条弦"#& $%相交于点9!且"#)$%!求证%9#)9$!

!."圆内接四边形"#$%中!-"& -#& -$的度数的比是 "O'O%!求该四边形各内
角的大小!

27.2 !与圆有关的位置关系

!!!"点与圆的位置关系

你玩过飞镖吗" 它的靶子是由一些圆组成的!你知
道击中靶子上不同位置的成绩是如何计算的吗"

这其中体现了平面内点与圆的位置关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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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大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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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圆是由所有与定点#圆心$的距离等
于定长#半径$的点组成的平面图形!如图 "*!"!&!可知

点<在+5上1 5<)1'
点<在+5内1 5<&1'
点<在+5外1 5<21!

图!(!!!$

圆上的点有无数多个!那么多少个点就可以确定一
个圆呢"

如图 "*!"!"!画出过点"的圆!

图!(!!!!
!!

图!(!!!%

如图 "*!"!'!画出过两点"& #的圆!

思考

经过三点一定能画出一个圆吗" 如果能!那么如何
找出这个圆的圆心呢"

如图 "*!"!(!如果 "& #& $三点不在同一条直线
上!那么过"& #两点的圆的圆心必在线段 "#的垂直

!!1是*等价
于+的记号!表示
左&右两端可以
互相推出!

!!过一点!可以画
多少个圆"

!!过两点!可以画多
少个圆" 圆心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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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线上!而过 #& $两点的圆的圆心必在线段 #$的
垂直平分线上!此时!这两条垂直平分线一定相交!且只
有一个交点!设交点为5!则5")5#)5$!于是!以点
5为圆心&5"为半径画圆!便可画出经过"& #& $三点的
圆!即有%

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确定一个圆!

图!(!!!&

也就是说!经过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可以画一个圆!并
且只能画一个圆!经过三角形三个顶点的圆就是这个三
角形的外接圆!三角形外接圆的圆心叫做这个三角形的
外心#76471$7?95?4$!这个三角形叫做这个圆的内接三
角形#69M746<?3 54629H=?$!三角形的外心就是三角形三
条边的垂直平分线的交点!

练!习

!"任意画一个三角形#然后作出这个三角形的外接圆!

#"随意画出四个点#其中任何三点都不在同一条直线上#是否一定可以画出一个圆

经过这四点& 请举例说明!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大家也许看过日出!如图 "*!"!) 所示的照片中!如
果我们把太阳看作一个圆!那么太阳在升起的过程中!和
地平线会有怎样的位置关系"

!!如果"& #& $
三点在同一条直

线上!能画出经过
这三点的圆吗"

!!一个三角
形的外接圆是

唯一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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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上画一条直线!把硬币的边缘看作圆!在纸上移
动硬币!你能发现直线与圆的公共点个数的变化情况吗"
如果直线与圆有公共点!那么公共点的个数最少有几个"
最多有几个"

我们可以看到!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有如图 "*!"!%
所示的三种!

图!(!!!#

如果一条直线与一个圆没有公共点!那么就说这条
直线与这个圆相离!如图 "*!"!%#&$所示!

如果一条直线与一个圆只有一个公共点!那么就说
这条直线与这个圆相切!如图 "*!"!%#"$所示!此时这条
直线叫做圆的切线#529H?95=69?$!这个公共点叫做切点!

如果一条直线与一个圆有两个公共点!那么就说这
条直线与这个圆相交!如图 "*!"!%#'$所示!此时这条直
线叫做圆的割线!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只有相离&相切和相交三种!
如果+5的半径为1!圆心5到直线>的距离为 ?!利

用 ?与1之间的关系即可判断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依据直线与圆相离&相切和相交的定义!由图 "*!"!%

容易看出%
直线>与+5相离1 ? 21'
直线>与+5相切1 ? )1'
直线>与+5相交1 ? &1!

!!由此可知%直线
>与+5有公共点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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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如图 "*!"!*!在L5/"#$中!-"$#),#I!
"$)+! #$)%!以点 $为圆心!分别以下面给出的 1
为半径作圆!试问所作的圆与斜边 "#所在的直线分别
有怎样的位置关系" 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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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作斜边"#上的高$%!
在L5/"#$中!

"#) "$" +#$槡
"

) +" +%槡
"

)&#!

由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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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

)+ 6%
&#

)(!+!

即点$到直线"#的距离 ? )(!+!
#&$ 当1)( 时!? 21!因此+$与"#相离'
#"$ 当1)(!+ 时!? )1!因此+$与"#相切'
#'$ 当1)) 时!? &1!因此+$与"#相交!

练!习

!"圆的半径为 ) 7$#当圆心到直线>的距离为下列数值时#直线>和圆分别有几个公

共点& 它们与圆有怎样的位置关系&

!&" ( 7$$!!"" ) 7$$!!'" % 7$!

#"已知圆的直径为 &# 7$#直线>和圆只有一个公共点!求圆心到直线>的距离!

$"如果+5的直径为 &# 7$#圆心5到直线 "#的距离为 &# 7$#那么+5与直线 "#

有怎样的位置关系&

图!(!!!(

!!当1)+& ,时!
+$和线段"#有几
个公共点"

华
东
师
大
版
电
子
教
材



第!#章!圆!'$"""

!!$"切线

下雨天!当你转动雨伞!你会发现雨伞上的水珠顺着
伞面的边缘飞出!仔细观察一下!水珠是顺着什么样的方
向飞出的"

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直线与圆相切的情况!

图!(!!!)

如图 "*!"!+!画一个圆5及半径5"!经过+5
的半径5"的外端点"画一条直线>垂直于这条半
径!这条直线与圆有几个公共点"

从图 "*!"!+ 可以看出!对直线>上除点"外的任一
点<!必有5<25"!即点<位于圆外!从而可知直线与
圆只有一个公共点!所以直线>是圆的切线!由此可得下
面判定切线的方法%

切线的判定定理!经过圆的半径的外端且垂直于
这条半径的直线是圆的切线!

如图 "*!"!,!如果直线 >是+5的切线!点 "为切
点!那么半径5"与>垂直吗"

图!(!!!*

!!雨伞上的水珠就
是沿着切线方向向外

飞出的!

!!你能说出过
圆上任意一点画

圆的切线的方法

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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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5的切线!圆心5到直线>的距离等于半
径!所以半径5"就是圆心5到直线>的垂线段!即 >.
5"!因此得到%

切线的性质定理!圆的切线垂直于经过切点的半径!

!例 # 如图 "*!"!&#!直线"#经过+5上的点"!且
"#)5"! -5#")()I!求证%直线"#是+5的切线!

!证明 J "#)5"! -5#")()I!
K -"5#)-5#")()I!
K -5"#),#I!
又J点"在圆上!
K 直线"#是+5的切线#切线的判定定理$!

练!习

!"试判断下列命题是否正确#若正确#请给出证明$若不正确#请举例说明!

!&" 垂直于圆的半径的直线一定是这个圆的切线$

!"" 过圆的半径外端的直线一定是这个圆的切线!

#"如图# "#是+5的直径#-#)-$"%!求证'"$是+5的切线!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线段"#经过圆心5#交+5于点 "% $# "%为+5的弦#连结 #%#-#"%-

-#-'#I#直线#%是+5的切线吗& 如果是#请给出证明!

%"在+5上任取一点"#过点"用三角尺画出+5的一条切线!

如图 "*!"!&&! <"& <#为+5的两条切线!点"& #
为切点!

我们把圆的切线上某一点与切点之间的线段的长叫

做这点到圆的切线长!如图 "*!"!&&!线段<"& <#的长就
是点<到+5的切线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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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在纸上画出如图 "*!"!&& 的图形!沿着直线<5将纸
对折!由于直线<5经过圆心5!所以<5是圆的一条对称
轴!两半圆重合!<"与<#& -"<5与-#<5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发现%
<")<#! -"<5)-#<5!
即有%
0切线长定理!过圆外一点所画的圆的两条切线!

它们的切线长相等!这一点和圆心的连线平分这两条切
线的夹角!

我们可以用演绎推理证明这一结论!
已知%如图 "*!"!&"! <"& <#是+5的两条切线!切

点分别为"& #!
求证% <")<#! -"<5)-#<5!

!证明 连结5"和5#!
J <"切+5于点"!
K 5". <"!
同理可得5#. <#!
J 5")5#!

5<)5<!
K L5/5"<

书书书

!L5/5#<!
K <")<#! -"<5)-#<5!

对于*切线长定理+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根据实
例!由特殊到一般!运用动态的变换方法!通过合情推理!发现图形的
性质'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证明这一性质!这两种推理相辅相成!都是
研究图形性质的有效工具!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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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是一张三角形铁皮!如何在它上面截
取一个面积最大的圆形铁皮"

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这样一个圆!它与三角形的三条
边都相切!那么这样的圆存在吗" 如果存在!我们又如何
把它画出来呢"

如图 "*!"!&(!在/"#$中!如果有一个圆与 "#&
"$& #$都相切!那么该圆的圆心到这三边的距离都等于
半径!如何找到这个圆心呢"

图!(!!!$&

因为与/"#$的边"#& "$都相切的圆的圆心到边
"#& "$的距离相等!所以圆心一定在-#"$的平分线
上!同理!和边"#& #$都相切的圆的圆心一定在-"#$
的平分线上!设这两条角平分线的交点为@!则该点到三
边的距离都相等!因此以点@为圆心&该点到"#的距离
为半径作圆!+@必与/"#$的三条边都相切!因为点 @
是唯一的!所以+@也是唯一的!

与三角形各边都相切的圆叫做这个三角形的内切

圆#69M746<?3 7647=?$!三角形的内切圆的圆心叫做这个三
角形的内心#697?95?4$!这个三角形叫做这个圆的外切三
角形#?@5?492==N529H?9554629H=?$!三角形的内心就是三角
形三条角平分线的交点!

图!(!!!$%

!!一个三角
形的内切圆是

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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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第 & 题$

!"如图# +5是/"#$的内切圆#与 "#% #$% $"

分别相切于点%% 9% 8# -%59)&"#I# -958)

&)#I!求/"#$的三个内角的大小!

#"/"#$的内切圆+5与 "#% #$% $"分别相切

于点%% 9% 8#且"#)) 7$##$), 7$#$")

% 7$!求"%% #9和$8的长!

$"任意画一个三角形#然后作出它的内切圆!

!!习题"&!"

#第 ( 题$

!"已知+5的半径为 &# 7$!根据下列点<到圆心的距离!判断点 <与圆的位置
关系!并说明理由%
#&$ + 7$'!!!!!!#"$ &# 7$'!!!!!!#'$ &" 7$!

#"已知线段"#-% 7$!
#&$ 画半径为 ( 7$的圆!使它经过"& #两点!这样的圆能画几个"
#"$ 画半径为 ' 7$的圆!使它经过"& #两点!这样的圆能画几个"
#'$ 画半径为 " 7$的圆!使它经过"& #两点!这样的圆能画几个"

$"分别画一个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再画出它们的外接圆!观察
并叙述各个外心与它们所对应的三角形的位置关系!

%"如图所示的图形主要是用圆规画出的!请你试着用圆规画出它们!

)"已知圆的直径为 "# 7$!根据下列圆心到直线>的距离!分别判断直线>与圆有
几个公共点!并说明理由%
#&$ + 7$'!!!!!!#"$ &# 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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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长为>!内切圆的半径为1!求该三角形的面积 /!
+"如图!以点5为圆心的两个同心圆中!大圆的弦 "#是小圆的切线!点 <为切
点!求证% "<)#<!

#第 * 题$
!!!!!!

#第 , 题$

,"/"#$的面积为 ( 7$"!周长为 &# 7$!求该三角形的内切圆的半径!
-"如图!<"& <#是+5的切线!"& #为切点!"$是+5的直径!-#"$)"#I!求

-<的大小!
!."试用多种方法找出如图所示的破残轮片的圆心位置!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 "#为+5的直径!如果圆上点%恰使-"%$)-#!直线$%与+5相
切吗"若相切!请给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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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与圆的位置关系

!!小时候#你玩过吹泡泡吗& 那一定十分好玩吧( 五颜六色#大大小小#随风

飘荡#就如下面的照片一样#真是令人难忘(

!

看( 照片上的泡泡图形都可看成我们所熟悉的圆!

有的像一对好朋友互相交在一起的#叫做*相交+$有的分离两处遥遥相望

的#叫做*外离+$有的像大哥哥为保护小弟弟将它含在里面的#叫做*内含+$有

的恰好哥俩同一个圆心的#叫做*同心圆+$还有的两圆若即若离#只有一点粘连

的#则称为*相切+#相切又有*外切+和*内切+两种情况!

相交
!!

外离
!!

内含

同心圆
!!

外切
!!

内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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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与两圆位置关系有关的情景#如下列图形所示!

!! !!
看到这里#你不免会想#那该如何区分这几种不同的情况呢&

从图形来看#你应该发现它们之间公共点的个数不一样吧'有的没有#有的只

有一个#最多的有两个!我们再用经过两圆圆心的一条直线将它们串起来#你是否

能发现两圆圆心的距离!简称为圆心距"?与两圆半径1&% 1"!1& 21""之间的关系&

离得最远的*外离+#明显有 ? 21& +1"#那么其他情况呢& 画一画#你就清楚了!

请你再回过头去观察那幅吹泡泡照片#相信你一定会有新的感觉和新的发现!

你看#变化无穷的万千世界充满着数学美#数与形组成的数学世界给我们带

来了快乐(

27.3 !圆中的计算问题

问题

如图 "*!'!& 是圆弧形状的铁轨示意图!其中铁轨的
半径为 &## $!圆心角为 ,#I!你能求出这段铁轨的长度
吗" #精确到 #!#& $$

我们容易看出这段铁轨是圆周长的
&
( !所以!铁轨的

长度>) " 6$6&##
( ))#$2 &)*!#+#$$!

如果圆心角是任意的角度!如何计算它所对的弧长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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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图 "*!'!" 中各圆心角所对的弧长分别是圆周长的
几分之几"

"""图!(!%!!

探索

#&$ 圆心角是 &+#I!占整个周角的&+#
'%#!因此它所对

的弧长是圆周长的!!!!'

#"$ 圆心角是 ,#I!占整个周角的 ,#
'%#!因此它所对

的弧长是圆周长的!!!!'
#'$ 圆心角是 ()I!占整个周角的!!!!!因此它

所对的弧长是圆周长的!!!!'
#($ 圆心角是 &I!占整个周角的!!!!!因此它

所对的弧长是圆周长的!!!!'
#)$ 圆心角是 AI!占整个周角的!!!!!因此它

所对的弧长是圆周长的!!!!!

如果弧长为>!圆心角的度数为 A!圆的半径为 1!那
么!弧长为

>) A
'%#)"$1)A$1

&+#!

因此弧长的计算公式为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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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扇形是由组成圆心角的两条半径和圆心
角所对的弧围成的图形!

如图 "*!'!'!将组成扇形的一条半径绕着圆心旋
转!可以发现!扇形的面积与组成扇形的弧所对的圆心角
的大小有关!圆心角越大!扇形的面积也越大!怎样计算
圆心角为 AI的扇形面积呢"

我们知道!如果设圆的面积为 /!半径为1!那么圆面
积的计算公式为 / )$1"!半径为1的扇形的面积与相同
半径的圆的面积有没有关系呢"

思考

如图 "*!'!( 所示的各扇形面积分别是圆面积的几
分之几"

图!(!%!&

探索

#&$ 圆心角是 &+#I!占整个周角的&+#
'%#!因此圆心角是

&+#I的扇形面积是圆面积的!!!!'
#"$ 圆心角是 ,#I!占整个周角的!!!!!因此圆

心角是 ,#I的扇形面积是圆面积的!!!!'
#'$ 圆心角是 ()I!占整个周角的!!!!!因此圆

心角是 ()I的扇形面积是圆面积的!!!!'
#($ 圆心角是 &I!占整个周角的!!!!!因此圆

心角是 &I的扇形面积是圆面积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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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心角是 !##占整个周角的!!!!#因此圆
心角是 !#的扇形面积是圆面积的!!!!"

如果设圆心角是 !#的扇形面积为 ##圆的半径为 $#
那么扇形的面积为

# % !
$%&$!$'

% (
' &!!$

()& &$

% (
' '$"

因此#扇形面积的计算公式为

# %!!$'

$%& 或 # % (
' '$"

!例 ! 如图 '*"$""#圆心角为 %&#的扇形的半径为
(& +,"求这个扇形的面积和周长"!精确到 &"&( +,'

和

&"&( +,"

!解 因为 ! %%&# $%(& +,#所以扇形的面积为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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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形的周长为

'%'$(!!$
()&!!!!

%'& (%& &!&(&
()&

%'& ((&!
$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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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已知圆弧所在圆的半径为 "& +,!所对的圆心角为 %&#"求该圆弧的长度""精确到

&"&( +,#

#"填空$

"(# 如果扇形的圆心角是 '$&#!那么这个扇形的面积与它所在圆的面积之比值是

!!!!%

"'# 扇形的面积是它所在圆的面积的 '
$ !这个扇形的圆心角的大小是!!!!#%

"$# 扇形的面积是 #!它的半径是$!这个扇形的弧长是!!!!"

我们知道圆锥是由一个底面和一个侧面围成的#如
图 '*"$"%"我们把圆锥底面圆周上任意一点与圆锥顶点
的连线叫做圆锥的母线#连结顶点与底面圆心的线段叫
做圆锥的高"

图$%"&"!

如图 '*"$"*#沿着圆锥的母线#把圆锥的侧面展开#
得到一个扇形#这个扇形的弧长等于圆锥底面的周长#而
扇形的半径等于圆锥的母线的长"

图$%"&"%

!!圆锥的侧
面展开图是一

个扇形"

想一想

底面半径为$%高
为 ) 的圆柱的侧面展
开图是什么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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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一个圆锥的侧面展开图是一个圆心角为

('&#%弧长为 '&!的扇形"试求该圆锥底面的半径及它的
母线的长"

!解 设该圆锥底面的半径为$#母线的长为 *"
则

'!$%'&!#
可得

$%(&"
又

'&!%('& &!&*
()& #

可得

* %$&"

练!习

!"一个圆柱形水池的底面半径为 - ,!池深为 ("' ,"在池的内壁与底面抹上水泥!

抹水泥部分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精确到 &"&( ,'#

#"已知一个圆锥的底面半径为 ' +,!母线长为 " +,!那么它的侧面展开图是一个圆

心角为多少的扇形& 试画出它的示意图"

!!习题!""#

!"钟面上分针的长为 " +,#经过 '& ,./#分针在钟面上扫过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
米& !精确到 &"&( +,'"

#"火车机车上主动轮的直径为 ("' ,#如果主动轮每分钟转 -&& 圈#那么火车每小
时行多少千米& !精确到 &"( 0,"

$"将一个边长为 *的正方形纸片卷起来#恰好可以围住一个圆柱的侧面'又在这个
正方形纸片上剪下最大的一个扇形#卷起来#恰好可以围住一个圆锥的侧面"那
么该圆柱与圆锥两者的底面半径之比为多少& !结果保留!"

%"如果两个扇形的圆心角相等#大扇形的半径是小扇形半径的 ' 倍#那么大扇形的
面积是小扇形面积的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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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对大地的测量

!!公元前 '-& 年前后!在希腊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当馆长的埃拉托色尼

"123456478/86#注意到在夏至的中午!阳光可以直射到位于亚历山大附近的小镇

塞恩"9:8/8#的一口枯井的井底!直立的物体没有影子!也就是说太阳正好悬挂

在塞恩城的正上方"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想知道亚历山大城是否也是相同的情

况!结果他发现在同一天'同一时间亚历山大城地面上的物体都有一段很短的

影子!阳光是斜射进亚历山大城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埃拉托色尼判

定!这是因为地面是弯曲的"他测得有关数据!证实了他的推测!而且求得了地

球圆周的长度"

他是如何测量的呢& 如图所示!由于太阳距离地球很远!从太阳射来的光线

可以看作平行线"假设光线与亚历山大城和地心的连线所成的角为#(!塞恩与

亚历山大两地和地心的连线的夹角为#'"#' 是一个圆心角#!#( 和#' 有什

么关系呢& 如果#( 的度数和两地间的距离

)

+,的长度都是可以测量的!这样再

利用圆的有关知识!地球圆周的长度就可以大致算出来了"

你能说说具体的计算方法吗&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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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正多边形和圆

我们已经知道#各条边相等%各个角也相等的多边形
是正多边形"等边三角形是正三角形#正方形是正四边
形"正多边形都是轴对称图形#在日常生活和美术设计中
都很常见"

分别画出图 '*"-"( 中各正多边形的对称轴"看看能发现什么结果&

图$%"(""

以正五边形为例#如图 '*"-"'#我们发现正五边形
有五条对称轴#而且这些对称轴都交于一点-"根据轴对
称的性质#我们知道这些对称轴是正五边形各边的垂直
平分线#因而点 -到正五边形各个顶点的距离相等#记
为."那么以点-为圆心%.为半径的圆就过正五边形的
各个顶点#它是该正五边形的外接圆!如图 '*"-"$""

图$%"("$
!!

图$%"("&

另外#这些对称轴也是正五边形各内角的平分线#根
据角平分线的性质#点 -到各边的距离都相等#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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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点 -为圆心%$为半径的圆就与正五边形的各条
边都相切#它是正五边形的内切圆!如图 '*"-"$""

如图 '*"-"- 和图 '*"-""#其他正多边形也有类似
的结论"

图$%"("(
!!

图$%"("'

由此我们得到(
任何正多边形都有一个外接圆和一个内切圆"
这两个圆有公共的圆心#称其为正多边形的中心"外

接圆的半径叫做正多边形的半径#内切圆的半径叫做正
多边形的边心距"正多边形每一条边所对的外接圆的圆
心角都相等#叫做正多边形的中心角"

如图 '*"-"%#在$-中#

)

+,%

)

,/%
)

/0%
)

01%

)

1+#
那么弦 +,% ,/% /0% 01% 1+之间有什么关系&#+%
#,% #/% #0% #1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在同一个圆中#等弧对等弦#因此+,%,/%/0%
01%1+#而根据圆周角定理#有 #+%#,%#/%
#0%#1#因此五边形+,/01是正五边形"

这样我们就得到下面正多边形和圆的关系(
把圆分成 !!! ;'"等份#依次连结各分点所得的多

边形是这个圆的一个内接正 !边形"

!例 利用尺规作图#作出已知圆的内接正方形和

内接正六边形"

!解 内接正方形的作法(

!(" 用直尺任作圆的一条直径+/'
!'" 作与直径+/垂直的直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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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次连结所得的圆上四点#则四边形 +,/0即
为所求作的正方形#如图 '*"-"*"

内接正六边形的作法(
!(" 用直尺任作圆的一条直径+0'
!'" 以点+为圆心%-+为半径作圆#与$-交于点,%2'
!$" 以点0为圆心%-0为半径作圆#与$-交于点

/% 1'
!-" 顺次连结所得的圆上六点#则六边形 +,/012

即为所求作的正六边形#如图 '*"-")"

如图 '*"-"<#从圆上某一点开始#依次以圆的半径
长为半径作圆#也可作出圆的内接正六边形"

图$%"(")

练!习

!"举例说明各边相等的多边形不一定是正多边形"

#"举例说明各角相等的多边形不一定是正多边形"

$"正 !边形共有多少条对称轴&

!!习题!""$

!"使用量角器画出圆的内接正九边形"
#"试用尺规作图#作出圆的内接正十二边形"
$"如果正 !边形的中心角等于 '-##求这个正多边形的边数"

图$%"("%

图$%"("*

!!想一想#为
什么这两种方法

作出来的图形都

是正六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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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周率 π

!!你还记得圆周率!吗&
小时候!你可能滚过圆铁环"当你将圆铁环在地上滚动一周后!圆铁环在地

上滚动的痕迹有多长呢& 现在你知道!这就是圆铁环的周长/%'!."你还知道

圆的面积 # %!.'"
这里的!是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是我们已认识的圆周率!它是一个常数!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圆!周长与直径的比值都是一样的!都等于圆周率!"
对于圆周率!!我国古代数学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东汉初年的数学著作(周

髀算经)里!已经载有*周三径一+!称之为*古率+"也就是说!直径为 ( 的圆!它
的周长约等于 $"西汉末年!刘歆将圆周率 !定为 $"("- *"东汉时的张衡求得!

的两个值!一个是<'
'< =$"(*' -(,!另一个是槡(&"$"(%' '"直到三国时代!刘徽创

立了割圆术!得到 $"(-( &'- >!>$"(-' *&-"在刘徽之后重新推算圆周率!而作
出卓越贡献的是南朝的祖冲之!他推算出 $"(-( "<' % >!>$"(-( "<' *!是世界上
第一个将圆周率!精确到 *位小数的人"祖冲之还用了两个近似于!的分数值!

一个是
''
* =$"(

-
-' )"*

-
!这个数比 !大 &"&&( ',!称为约率%另一个是$""

(($ =

$"(-( "<' <,!这个数就相当接近于!了!比!只大 &"&&& &&& ',!称为密率"
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用圆的内接正多边形和外切正多边形逼近圆

周!得到了

$"(-& )-", %''$
*( 3!3''

* %$"(-' )"*,"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计算圆周率 !
的精确值的工作突飞猛进!'& 世纪 "& 年代达到千位以
上!%&年代则达到 "&万位!*&年代的最高纪录是达到 (&&
万位!)&年代达到 (亿位!(<<<年达到 ' &%(亿位"而到了
'&&'年!人们运用超级计算机!竟达到了 (' -((亿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人们所知道的圆周率
!的精确值数字位数会越算越多"实际上!它的小数部分
永远不会结束!也永远不会循环!它的确是一个无限不
循环小数!也就是无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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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Draw These Patterns

9./+83/+.8/44.,86 ?5,86 73@8 A88/ B68? 45 +5@82

642B+4B286C D78 ?5,8 6B2E3+8 .65E48/ ?.@.?8? ./45 673F86

+5,F568? 5E+5/@8GF5H:I5/6J.47 8KB3H6.?863/? 8KB3H3/IH86C

D7868F5H:I5/632828IBH32F5H:I5/6 J7.+7 8G7.A.4478,564

28EH8+4.5/ 3/? 25434.5/ 6:,,842:E52478.2/B,A825E6.?86C

L28IBH32F5H:I5/ J.47 6.G6.?86.6+3HH8? 328IBH3278G3I5/CM8IBH3278G3I5/6

328836:45A8?23J/ A:B6./I478+5,F36686,8475? 3/? A8+3B68478.2/.+8I85,842.+

F25F824.86328J.?8H:B68? ./ F34482/ ?86.I/ 3/? 5478236F8+465E3246C

N/ 478E5HH5J./IJ8J.HH675J+8243./ F34482/6?86.I/8? A368? 5/ 328IBH32

78G3I5/CO23J./I47868F34482/6J.HH78HF :5B .,F25@8:5B2?23J./I60.HHC

P84B6A8I./ J.47 328IBH3278G3I5/C

(!9843F3.25E+5,F36686453A5B4
- +,3F324CO23J3+.2+H8C

'!O5/54+73/I8478+5,F36686CQB4
478F5./43/:J78285/ 478+.2+H8C
R3083,320 H.0847.6C

$!R3083/54782,320 H.0847.6CCC -!S5./ 478F5./4645?23J478
78G3I5/C

!!CCC478/ +322:5/ 25B/? 478+.2+H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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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8E5HH5J./I?86.I/6328A368? 5/ 328IBH3278G3I5/CT68478+5,F36686

,8475? 4578HF :5B ?23J65,85E478,CD78/ +5H52:5B2?23J./I63/? .E:5B H.08

:5B +3/ +75568:5B25J/ +5H526C

T68+5,F3668645,308BF ?86.I/65E:5B25J/C

"素材取自4/#56789:8;$<R+U23JV.HH和 #56=!;8$*>;,99?@ W3,A2.?I8

T/.@826.4:Q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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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结构

%%

&
&
&
&
&
&
&

圆

圆的基本
%% %%

&&&
性 质

弧%%% 弦与圆心角

%%&&&
圆周角及其与同弧上圆心角的关系

%% 圆的对称性

与圆有关

的位置关%% %%&&
系

%%

&&
点与圆的位置关系

%%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 %%&&圆的切线

%%

&&
切 线

%%

&
&
&
&
&

切线长

%%&&&
圆中的计算

%% 正多边形和圆

二! 要点
(X本章利用圆的对称性#探索得出了圆的一些基本性质(在同圆

或等圆的弧%弦与圆心角中#只要有一组量相等#那么另外两组量也分
别相等'同弧或等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都等于该弧所对的圆心角的
一半'垂直于弦的直径一定平分弦以及弦所对的两条弧"

'X通过图形的运动#研究了点与圆%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并得出
这些位置关系与圆的半径以及点与圆心%直线与圆心的距离有关"

$X在了解了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了(圆的
切线垂直于经过切点的半径'经过半径的外端且垂直于这条半径的直
线是圆的切线'从圆外一点引圆的两条切线#它们的切线长相等"

-X本章还利用圆的知识解决了和圆有关的一些计算问题#研究了
正多边形和圆之间有趣的关系"

"X本章对于圆与相关图形的探索与研究#依然采用了合情推理与
演绎推理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动态的变换方法#探索发现一些有意义
的猜想#然后经过演绎推理#加以验证"这是整个初中阶段自始至终采
用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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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

!"生活中有许多由圆组成的图案#请你用圆规等作图工具设计一个美丽的图案"
#"如图#试列举出$+中的一条直径%两条半径%三条弦%三段弧%三个圆周角和三
个圆心角"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在$-中#+,是$-的直径##+-/%($&##则#0%!!!!#"
%"如图# +,是 $-的直径#,/% /0% 0+是 $-的弦#且 ,/%/0 %0+#则

#,-0%!!!!#"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 +,是 $-的直径# 弦 /0' +,#

)

,/ % ( +,#

)

+0 % - +,# 那么)

,0%!!!!+,#

)

+/%!!!!+,# $-的周长为!!!!+,"
'"$-的半径为$#某直线与该圆有公共点#且与圆心的距离为 A#则!!!""

LXA %$ YXA 3$ WXA B$ OXA ( $
("小张要给一个圆锥模型贴上保护膜"他用半径为 '& +,%圆心角为 (&)C的扇形
薄膜片恰好贴满了这个圆锥的侧面#那么他还要用半径为多少厘米的圆形薄
膜片才能刚好贴满圆锥的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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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是$-的直径#$-的半径为 %"" +,#弦+/的长为 " +,"求弦,/的长"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 #+/,%#/0,%%&## +/%' +,"求)+,/的周长"
!+"直线6+% 6,是$-的两条切线#+% ,分别为切点#且#+6,%('&## $-的半
径为 - +,"求切线长6+"!结果保留根号"

!!"有一个边长为 % +,的正六边形#若要剪一张圆形纸片完全盖住这个图形#求这
个圆形纸片的最小半径"

B 组

!第 (' 题"

!#"如图#$=是)+,/的内切圆#与+,% ,/% /+分别
相切于点0% 1% 2# #012%"&#"求#+的大小"

!$"如图#在 )+,/中#+0% ,0分别平分 #,+/和
#+,/#延长 +0交 )+,/的外接圆于点 1#连结
,1"求证(,1%01"

!%"如图#$-是)+,/的外接圆##+/-=$&#"求#,
的大小"

!第 ($ 题"
!!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 $=为)+,/的内切圆#+,%<# ,/%)# /+%(&#点0% 1分别为+,%
+/上的点#且01为$=的切线"求)+01的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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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题"

!'"如图#$-的内接正五边形+,/01的对角线+0与,1相
交于点5"
!(" 写出图中所有的等腰三角形!不添加其他线段"'
!'" 求证( ,5' %,1$51"

C 组

!第 (< 题!(""

!("如图#已知$-(与$-'相交于点+% ,#过点,作/0'+,#分别交$-(和$-'

于点/% 0#过点,任作一条直线分别交$-( 和$-' 于点1% 2"求证(
!(" +/% +0分别是$-( 和$-' 的直径'
!'" +1与+2的比值是一个常数"

!第 (* 题"
!!!!!!

!第 () 题"

!)"如图# +,是半圆的直径#+/是一条弦#0是

)

+/的中点#01' +,于点1#交+/
于点2# 0,交+/于点7"求证(+2%27"

!*"!(" 根据图中数据#分别求出图中#D的大小"

!'" 根据题!("的计算过程与结果#猜想下图中所标的两角大小的计算方法#并说
明理由"!!

!第 (<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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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滚动中的数学

你一定知道#将一枚硬币沿着直线滚动一圈#那么它所滚过的距
离正好是它的外沿的圆周长"也就是说#一个半径为 $的硬币在一段
长度为其圆周长 '!$的直线轨道上滚动#那么恰好可以滚动一圈"

如果将两枚同样大小的硬币放在桌上#固定其中一个#而另一个
沿着其边缘滚动一周#这时滚动的硬币滚动了多少圈呢& 似乎也是
一圈& 你不妨动手实验一下"你可能会发现此时实际上滚动了两圈"
嗨) 怎么不一样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仔细想想#就清楚了"原来那个滚动的硬币的圆
心移动的路径长是 -!$#而沿着直线滚动时圆心移动的路径长还是'!$"

现在请你与你的同伴一起#重复以上实验#并尝试做一些新的实
验#看看这里隐含着什么样的数学规律"

(X将一个半径为$的硬币分别在一段总长度为 '!$的下列轨道
上滚动(

!(" 一条直线段'
!'" 由两条直线段组成#其夹角为!'
!$" 一个多边形'
!-" 一个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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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将轨道改为下列情形(
!(" 一个半径为 '$的圆形'
!'" 由 * 个半径均为$的圆形连贯而成的图形'
!$" 由 % 个半径均为$的圆形相拼而成的图形"

试一试#你一定会找出其中的数学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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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抽样调查的意义

!!!"普查和抽样调查

你能回答下面的问题吗&
!(" 你们班级每个学生的家庭各有多少人& 平均每

个家庭有多少人&
!'" '&(& 年#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有多少人&
!$" 今年#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有多少人&
第 ( 个问题容易回答#我们只要调查全班每一个

学生#将结果填入表 ')"("(#就可计算得到所要的
结果"

表 #)"!"!,班级学生家庭人口数统计表!一"

姓!名 * 人口

总数
平均数

家!庭
人口数

*

!!或者完成表 ')"("'#也可计算得到问题的答案"

表 #)"!"#,班级学生家庭人口数统计表!二"

家!庭
人口数

( ' $ - " % *
人口

总数
平均数

家庭

数目

!!像这样的全面调查叫做普查"
第 ' 个问题稍难一些#因为要调查的家庭数太多了"

不过#利用 '&(&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们还是
能够回答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744F(ZZ
JJJC64346CI5@C+/"上#能够查到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大陆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 -&( "(* $$&

!!为特定目的
而对所有考察对

象作的全面调查

叫做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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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家庭户人口为 ( '-- %&) $<" 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
人口为 $"(& 人",

第 $ 个问题最难回答#因为全国人口普查的工作量
极大#我国一般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进
行一次全国 ([人口的抽样调查"所谓全国 ([人口的抽
样调查是指从全国总人口中抽取 ([#然后对这部分人
进行的调查"我们没有今年的现成数据#只能在 '&(& 年
数据的基础上#再结合近几年来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
人口数在下降这一事实#估计一个答案了"

我们 把 所 要 考 察 的 对 象 的 全 体 叫 做 总 体

!F5FBH34.5/"#把组成总体的每一个考察对象叫做个体
!./?.@.?B3H""从总体中取出的一部分个体叫做这个总体
的一个样本!63,FH8""一个样本包含的个体的数量叫做
这个样本的容量!63,FH86.\8""

例如人口普查中#当考察我国人口年龄构成时#总体
就是所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常住人口的年龄#个体就是符合这一条件的每一
个公民的年龄#符合这一条件的所有北京市公民的年龄
就是一个样本"

普查是通过调查总体的方式来收集数据的#抽样调
查是通过调查样本的方式来收集数据的"

练!习

下列调查中哪些是用普查方式!哪些是用抽样调查方式来收集数据的&

"(# 为了解你所在班级的每个同学所穿鞋子的尺码情况!对全班同学作调查%

"'# 为了解你们学校九年级同学所穿鞋子的尺码情况!对你所在班级的全体同学作

调查%

"$# 为了解你所在班级的同学每天的睡眠时间!在班上每个小组中各选取 ' 名同学

作调查%

"-# 为了解你所在班级的同学每天的睡眠时间!选取班级中学号为偶数的所有同学

作调查"

!!为特定目的
而对部分考察对

象作的调查叫做

抽样调查"

!!了解家庭
成员人数对哪

些部门或单位

的决策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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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选择样本合适吗

思考

-中国中学生报. 曾在网站 ! 744F(ZZJJJC++FFIC
+5,C+/"上就+你对老师讲课时/拖堂0现象的态度,进
行了调查#'&&( 年 (( 月 (< 日网上显示的调查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请问(对此结果#为什么要声明+网上调查结果不具
普遍代表性#仅供参考,&

!例 ! 老师布置给每个小组一个任务(用抽样调查

的方法估计全班学生的平均身高"坐在教室最后面的小
胖为了争速度#立即就近对他周围的 $ 位同学作调查#计
算出他们 - 个人的平均身高后#就举手向老师示意已经
完成任务了"他这样选择样本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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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因为小胖他们 - 人坐在教室最后面#所以他
们身高的平均数就会大于整个班级学生身高的平均数#
这样#样本就不具有代表性了"

!例 # 在投掷正方体骰子时#同学甲说(+%# %#
%# *啊) 真的是 %) 你只要一直想某个数#就会掷出那
个数",

同学乙说(+不对#我发现我越是想要某个数就越得
不到这个数#倒是不想它反而会掷出那个数",

这两位同学的说法正确吗&

!分析 这两位同学的说法都不正确"因为几次经验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例 $ 小强的自行车失窃了#他想知道所在地区每
个家庭平均发生过几次自行车失窃事件"为此#他和同学
一起#调查了全校每个学生所在家庭发生过自行车失窃
事件的次数"

!分析 这样抽样调查是不合适的"虽然他们调查的
人数很多#但是因为排除了所在地区那些没有中学生的
家庭#所以他们的调查结果不能推广到所在地区的所有
家庭"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开展调查之前#要仔细检查总体
中的每个个体是否都有可能成为调查对象"

练!习

判断下面这几个抽样调查选取样本的方法是否合适!并说明理由$

"(# 某手表厂想要了解 %

书书书

!(( 岁少年儿童戴手表的比例!周末来到一家业余艺术学

校!对在那里学习的 '&& 名学生进行调查%

"'# 为调查一个省的环境污染情况!调查该省省会城市的环境污染情况"

!!你要调查的
对象在总体中必

须有代表性"

!!你的样本容量要
足够大"

!!仅仅增加调查
人数不一定能够提

高调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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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 744F(ZZJJJC\7ACI5@C+/"报
道#'&(( 年 - 月我国 -* 个城市的平均空气污染指数!LQN"排序如下(

#+!! 年 % 月我国 %( 个城市的平均空气污染指数!-./"

城市

平均

空气

污染

指数

平均空气

质量状况
城市

平均

空气

污染

指数

平均空

气质量

状况

城市

平均

空气

污染

指数

平均空

气质量

状况

兰州 ($' 轻微污染 杭州 )' 良 广州 *( 良

西安 <* 良 济南 )( 良 南通 %< 良

乌鲁木齐 <* 良 南昌 *< 良 大连 %* 良

北京 <% 良 福州 *< 良 汕头 %* 良

银川 <- 良 哈尔滨 ** 良 长沙 %% 良

合肥 <- 良 长春 ** 良 南宁 %" 良

西宁 <$ 良 苏州 ** 良 烟台 %- 良

温州 <' 良 厦门 ** 良 深圳 %& 良

天津 <( 良 沈阳 *% 良 秦皇岛 "< 良

呼和浩特 <( 良 上海 *% 良 昆明 ") 良

郑州 )< 良 成都 *% 良 北海 "- 良

南京 )) 良 桂林 *" 良 珠海 "& 优

武汉 )% 良 青岛 *- 良 湛江 -- 优

宁波 )" 良 重庆 *$ 良 海口 -$ 优

连云港 )- 良 石家庄 *' 良 拉萨 -( 优

太原 )$ 良 贵阳 *'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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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查询上述网站#完成以下研究任务(
(X你认为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情况是+轻微污染,吗& 兰州%

西安和乌鲁木齐是我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吗& 为什么&
'X选择几个你们班同学共同关心的城市#了解它们近来的空气质量

变化情况#并从降水量%周边污染等方面寻找空气质量变化的原因"!在环
境保护部网站可以直接链接至各省环保厅!局"网站"

$X我国大陆 - 个直辖市和 '* 个省会城市都已经包括在这 -* 个城市
中了#另外还加入了 (% 个城市#请在中国地图上标出这些城市#你认为表
中这 -* 个城市空气质量级别的比例情况能够反映当月全国各地空气质
量级别的比例情况吗& 为什么&

API 与 AQI

!!打开电视!你可能会看到如图那样的画

面$空气宝宝在微笑C你也一定会感到高兴和

愉快!可以外出活动了.

那是某地 '&(- 年 ' 月 '% 日的实时空气

质量状况!显示当时的空气质量指数"L]N#为

"$!级别为二级///良C

你知道什么是 L]N吗& 它和第 )' 页所

显示的LQN有什么不同& 这些数据对人们来说有怎样的提示作用呢&

LQN!即空气污染指数"L.2Q5HHB4.5/ N/?8G#!是根据近地面几种主要的空气

污染物浓度以及它们的持续时间来确定的!每天发布一次C计入空气污染指数

的污染物项目主要有二氧化硫"9 '̂#'氮氧化物"以 _̂ ' 计#和可吸入颗粒物

"QR(&#C根据LQN的数值可将空气质量划分为五个级别!LQN的数值越大!级别

越高!代表空气污染的状况越严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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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即空气质量指数"L.2]B3H.4:N/?8G#!是 '&(' 年我国新修订的(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所采用的技术指标!反映的空气质量状况比 LQN更为全面!每小时

发布一次C它将臭氧" $̂#'一氧化碳"Ŵ #和细颗粒物"QR'C"#这些项目也纳入

计算范围!其中QR'C"就是灰霾的主因C根据 L]N的数值!空气质量划分成六个

级别与相应的类别!分别用不同的颜色加以表示$优"绿色#'良"黄色#'轻度污

染"橙色#'中度污染"红色#'重度污染"紫色#'严重污染"褐红色#C

L]N
数值

L]N
级别

L]N类别
及表示颜色

对健康影响情况 建议采取的措施

&

书书书

!"& 一级 优 绿色
空气质量令人满意#
基本无空气污染

各类 人 群 可 正 常

活动

"(

书书书

!(&& 二级 良 黄色

空气质量可接受#但
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

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

康有较弱影响

极少数异常敏感人

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

书书书

!("& 三级 轻度污染 橙色

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

加剧#健康人群出现
刺激症状

儿童%老年人及心脏
病%呼吸系统疾病患
者应减少长时间%高
强度的户外锻炼

("(

书书书

!'&& 四级 中度污染 红色

进一步加剧易感人群

症状#可能对健康人
群心脏%呼吸系统有
影响

儿童%老年人及心脏
病%呼吸系统疾病患
者避免长时间%高强
度的户外锻炼#一般
人群适量减少户外

运动

'&(

书书书

!$&& 五级 重度污染 紫色

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

状显著加剧#运动耐
受力降低#健康人群
普遍出现症状

儿童%老年人和心脏
病%肺病患者应停留
在室内#停止户外运
动#一般人群减少户
外运动

;$&& 六级 严重污染 褐红色

健康人群运动耐受力

降低#有明显强烈症
状#提前出现某些
疾病

儿童%老年人和病人
应当停留在室内#避
免体力消耗#一般人
群应避免户外活动

!!根据安排!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将分期实施"'&(' 年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已率先实施!并按新标准要求开展监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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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工作% '&($ 年!(($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开始实施%'&("

年!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将开始实施%'&(% 年 ( 月 ( 日起!将在全国实施新标准"

L]N采用的标准更严'污染物指标更多'发布频次更高!其评价结果也更加

接近公众的真实感受"

!!习题!%"&

!"下列调查中哪些是用普查的方式#哪些是用抽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数据的&
!(" 为了解你所在班级的每个同学周末!星期五%星期六"晚上的睡眠时间#对

全班同学作调查'
!'" 为了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教育成就进行横向比较#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

!N1L"于 (<<< 年对 $) 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八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两个
科目作了测试调查!DNR99"'

!$" 为了解某商品促销广告中所称中奖率的真实性#某人买了 (&& 件该商品#调
查其中奖率"

#"请指出下列抽样调查的总体和样本(
!(" 为了解某种家用空调工作 ( 7 的用电量#调查 (& 台该种空调每台工作 ( 7

的用电量'
!'" 为了解一本 $&& 页的书稿大约共有多少字#从中随机地选定一页作调查#数

一数该页的字数"
$"请指出下列哪些调查不适合作普查而适合作抽样调查(

!(" 了解夏季冷饮市场上冰淇淋的质量情况'
!'" 审查书稿有哪些科学性错误'
!$" 研究父母与孩子交流的时间量与孩子性格之间是否有联系'
!-" 了解一个打字训练班学员的训练成绩是否都达到了预定训练目标"

%"请指出下列哪些调查的样本缺乏代表性(
!(" 在大学生中调查我国青年业余时间娱乐的主要方式'
!'" 在公园里调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 调查一个班级里学号为 $ 的倍数的学生#以了解学生对班主任老师某项新

举措的意见和建议'
!-" 某环保网站对+支持商店使用环保购物袋的程度,进行在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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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客人#平时活泼好动的小丽在客人面前却表现得特别安
静"小丽这一天的表现有代表性吗& 如果这位客人以小丽这天的表现来评价小
丽的性格的话#是否合理&

'"'&(- 年 ' 月 (" 日某市的空气质量指数!L]N"为 -'<#达到了严重污染的级别"能
否据此判断('&(- 年该市的空气污染严重& 要了解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情况#
你认为怎样选取样本比较合适&

28.2 !用样本估计总体

妈妈为了知道饼熟了没有#从刚出锅的饼上切下一小
块尝尝#如果这一小块饼熟了#那么可以估计整张饼也熟了"

环境监测中心为了解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情况#会
在这个城市中分散地选定几个点#从这些地点采集数据#
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估计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农科站为了解农田中某种病虫害的灾情#会随机地选
定几块地#仔细检查这几块地的虫卵数#然后估计一公顷
农田大约平均有多少虫卵#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病虫害"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为了解某些情况或得到某些结
论#有时不适宜作普查#而需要作抽样调查"我们知道#样
本要有代表性#没有偏向#这样的抽样调查才能较好地反
映总体的情况"那么#如何进行抽样才比较科学呢&

!!!"简单随机抽样

要使样本具有代表性#不偏向总体中的某些个体#有
一个对每个个体都公平的办法#那就是用抽签的办法决定
哪些个体进入样本"统计学家称这种理想的抽样方法为简
单随机抽样!6.,FH823/?5,63,FH./I""

具体来说#先将每个个体编号#然后将写有这些编号
的纸条全部放入一个盒子#搅拌均匀"再用抽签的办法#抽
出一个编号#那个编号的个体就被选入样本"

!!请再举出一
些需要抽样调查

的例子"

华
东
师
大
版
电
子
教
材



第!#章!样本与总体!*%###

现在我们就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来选取一些样本"假
设总体是某年级 $&&名学生的考试成绩#已经把它们按照
学号顺序排列如下(!每行有 '&个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动&

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三个样本#每个样本含有
" 个个体#这里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样本的选取#请继续完
成第二个和第三个样本的选取"

第一个样本(

抽到的编号!学号" ((( '"- (%* <- '*%

成绩 )& )% %% <( %*

!!第二个样本(

抽到的编号!学号"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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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样本(

抽到的编号!学号"

成绩

!!从以上的抽样过程可以看到#抽样之前#我们不
能预测到哪些个体会被抽中#因此抽样结果具有随
机性"

!!#"简单随机抽样调查可靠吗

让我们仍以这 $&& 名学生的考试成绩为例#考察一
下抽样调查的结果是否与总体的情况相一致"

首先对总体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已知数据#按照 (&
分的距离将成绩分段#统计每个分数段学生出现的频数#
填入表 ')"'"("

表 #)"#"!,$++ 名学生考试成绩频数分布表

成绩段
$<""

书书书

!
-<""

-<""

书书书

!
"<""

"<""

书书书

!
%<""

%<""

书书书

!
*<""

*<""

书书书

!
)<""

)<""

书书书

!
(&&

频数 ( < %' )" <% -*

!!根据上表绘制直方图#如图 ')"'"("

图$*"$""#&++名学生考试成绩频数分布直方图

从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 分到 )<"" 分这个分
数段的学生数最多#<& 分以上的学生数较少#不及格的
学生数最少"

!!你明白刚才的
抽样方法为什么是

一种随机抽样了吗&

!!这就是频数
分布表"

!!这就是频数分
布直方图"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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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原始数据可以算出总体的平均数和方差分别

约为 *)"( 和 ((%"$"
活动 ( 中#我们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已经得到了

第一个样本#这 " 个随机数!学号"是 (((% '"-% (%*%
<-% '*%#对应的成绩依次是 )&% )%% %%% <(% %*#图
')"'"' 是这个样本的频数分布直方图%平均数和方差"
图 ')"'"$ 是根据小明取到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样本数据
得到的频数分布直方图%平均数和方差"

图$*"$"$#'名学生考试成绩频数分布直方图

########图$*"$"&#'名学生考试成绩频数分布直方图

再选取一些含有 " 名学生的样本#继续作同样的分
析#我们发现#不同样本的平均数和方差往往差异较大"
可能是因为样本太小了吧#让我们再用大一些的样本试
一试#比如每个样本含有 (& 个个体"

我们继续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得到第一个样本"重
复上述步骤#再取第二个样本"图 ')"'"- 是根据小明取
到的两个样本数据得到的频数分布直方图%平均数和
方差"

!!这三张图与图
')"'"( 相像吗& 样
本的平均数和方差

与总体的接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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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名学生考试成绩频数分布直方图

再选取一些含有 (& 名学生的样本#继续作同样的分
析#我们发现此时不同样本的平均数和方差似乎比较接
近总体的平均数和方差"看来用大一些的样本来估计总
体会比较可靠一点"让我们再用更大一些的样本试一试#
比如每个样本含有 -& 个个体"图 ')"'"" 是根据小明取
到的两个样本数据得到的频数分布直方图%平均数和
方差"

图$*"$"'#(+名学生考试成绩频数分布直方图

再选取一些含有 -& 名学生的样本#继续作同样的分
析#我们发现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样本的平均数和方差
有接近于总体的平均数和方差的趋势"你从自己选取的
样本中是否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上述活动告诉我们(由简单随机抽样获得样本容量
较大的样本#可以用样本平均数%样本方差估计总体平均
数和总体方差"

!!大样本使我
们更容易认识总

体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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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分看全体

一个鱼缸里有多少条鱼#容易数出来"可是#怎样知道一个池塘
里有多少条鱼呢&

一个办法是将池塘里的鱼统统捞出来#逐条清点#但这样做不太
现实#那么能否找到其他办法呢&

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抽样调查"先从池塘的各个地方捞
出一部分鱼#例如捞出 $&& 条#在每条鱼身上做个标记#再全部放回池
塘"过几天后第二次从池塘中捞出一部分鱼#例如捞出 (&& 条#检查这
(&&条鱼中有几条是曾经被捞出做过标记的"假如检查发现当中有 '&
条是做过标记的#那么根据下列的近似关系(

池塘中有标记的鱼的数目

池塘中鱼的数目
"第二次捞出的鱼中有标记的鱼的数目

第二次捞出的鱼的数目
#

就可以估计出池塘里鱼的数目" (&& &$&&
'& %( "&& 条"

因为抽样调查方法只考察总体中的一部分个体#所以它具有调
查范围小及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的优点"但它可能不如普查得到的
调查结果精确#得到的只是估计值#而且这个估计值是否接近实际情
况还取决于样本的大小以及它是否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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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判断下面这几个抽样调查选取样本的方法是否合适#并说明理由(
!(" 一家食品厂为了解其产品的质量情况#在其生产流水线上每隔 (&& 包选取

一包检查其质量'
!'" 为调查全校学生对购买正版书籍%唱片和软件的态度#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

在全校所有班级中抽取 ) 个班级#调查这 ) 个班级所有学生对购买正版书
籍%唱片和软件的支持率"

#"'&($ 年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 %' 位!包括 < 位外籍院士"#他们当年的岁数统计
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根据以上数据绘制相应的频数分布表和频数分布直方图"
$"某班 -" 名学生的体重记录如下(!单位(0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分别选取含有 % 名学生体重的两个样本%含有 (" 名学
生体重的两个样本以及含有 $& 名学生体重的两个样本#分别计算这六个样本中
学生体重的平均数和方差#最后把它们与全班学生体重的平均数和方差作比
较#你认为随机抽样方法可靠吗& 样本容量较大时#由样本得到的估计值是否
往往与总体的实际值更接近&

%"假如你想通过抽样调查了解有多少初中阶段的学生能够说出父母亲的生日#你
认为如何抽样好&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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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谈 收 视 率

!!在看电视越来越成为人们业余生活重头戏的今天!收视率这个词对于我们

已不算陌生"商家都希望能在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中插播自己产品的广告!电视

台也想通过收视率的调查获取改进节目的有效信息"

收视率能够给调查者带来哪些信息呢& 电视台可以通过调查估计播出的节

目有多少观众在看!哪些观众在看!看了多长时间等等!这可以为编排节目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而商家可能更关心哪些电视节目的观众是自己产品的主要销售对

象"例如!某个电视节目的观众中少年儿童占 )"[!成人只占 ("[!那么!生产儿童

食品的商家肯定比生产洗发水的厂家更希望在这个时段插播自己商品的广告"

虽然收视率有许多利用价值!但调查起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如果某地

区有 % *'& &&& 户家庭!要调查该地区的收视率!应如何进行& 在我们和统计打

等距抽样流程图

调查地区内总户数为 % *'& &&& 户#
从 ( 到 % *'& &&& 给每户编号

间距=总户数 预̀计调查样本容量

% *'& &&& E( '&& %" %&&

通过抽签或利用计算器#随机产生一
个不大于 " %&& 的正整数#作为起始值

从起始值开始累加间距 " %&&#
就得到中选的样本户编号

了不少交道之后!你一定会说!收视率很难

通过普查获得!当然抽样调查是更实际的方

法"怎样选取有很好代表性的调查样本& 怎

样开展调查& 怎样对收视信息进行记录&

现行的抽样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

样'等距抽样"见右图#等等!调查方法则有

问卷留置'仪器记录'访问员面访'电话访问

等多种!收视信息记录的方法可以用回忆

法'日记法和人员测量仪法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统计方法的完

善!各种各样的调查数据越来越多地受到

决策者的青睐!这里介绍的收视率调查只

是其中一种"相信你在学了更多的统计知

识之后!也会将数据作为分析决策的重要

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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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借助调查做决策

!!!"借助调查做决策

!例 ! 人们常说+吸烟有害,#这一般是指吸烟有
害于人类的健康#那么#香烟对其他动植物的生长是否也
不利呢& 上海市闵行中学的师生做过一个+香烟浸出液
浓度对于种子萌芽的影响,的实验#他们选用绿豆和赤
豆各 "& 粒作为种子的代表#观察在清水以及三种不同浓
度的香烟浸出液中它们每天出芽的数目"实验数据如表
')"$"( 所示"

表 #)"$"!,绿豆和赤豆种子出芽情况记录表

种子

出
芽
数
目

!!! 浓度

时间!!!
清水

香烟

浸出液一

香烟

浸出液二

香烟

浸出液三

绿豆
第一天 -* 粒 $* 粒 '* 粒 (' 粒

第二天 "& 粒 -* 粒 -) 粒 -% 粒

赤豆

第一天 ( 粒 & 粒 ( 粒 & 粒

第二天 '$ 粒 (% 粒 (& 粒 (( 粒

第三天 -- 粒 '* 粒 '& 粒 () 粒

第四天 -% 粒 $% 粒 $* 粒 $$ 粒

!!!香烟浸出液一(' 支香烟浸于 '&& ,H水'香烟浸出液二($
支香烟浸于 '&& ,H水'香烟浸出液三(- 支香烟浸于 '&& ,H水"

据此#你估计香烟浸出液浓度对绿豆和赤豆种子
的出芽率有怎样的影响& 如果再重复这个实验#实验
数据是否可能与表 ')"$"( 所示的不一致& 为了一般
地研究+香烟浸出液浓度对于种子萌芽的影响,#是否
需要选取一些其他种子做类似的实验& 如果有兴趣#
请动手做一做#再与同学一起讨论你们各自获得的数
据和结论"

华
东
师
大
版
电
子
教
材



第!#章!样本与总体!)'###

!例 # 一家冷饮厂在电视里做广告#说他们厂生产

的雪糕在小木棍上印有四种图案#集齐四根印有不同图
案的小木棍就能够拼成一幅图#凭此可以在指定的商店
领取一份奖品"假设该厂准备的印有四种图案的小木棍
一样多#而且每支雪糕中夹入印有哪种图案的小木棍也
完全是随机的#那么#平均要买多少支雪糕才能得奖呢&

!分析 如果幸运#也许买 - 支就能够得奖#但也有

可能要买 '& 多支才得奖"那么平均要买多少支才能得
奖呢&

在四张同样的小纸条上分别写上 (% '% $% -#代表印
有这四种图案的小木棍#随机抽出 ( 张#记录下每次抽到
的数字#直到四个数字都出现#就算完成了一次游戏#即
集齐了四根印有不同图案的小木棍"记录下本次游戏中
抽签的总次数#它代表本次中奖共买了多少支雪糕"表
')"$"' 是小明 (& 次游戏的数据记录"

表 #)"$"#,每次游戏抽出数字的记录表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三

次

第四

次

第五

次

第六

次

第七

次

第八

次

第九

次

第十

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 % 支 ) 支 " 支 * 支 % 支 (& 支 % 支 * 支 ) 支

!!因为

" &( (% &- (* &' () &' ((& &(
(& %%"<!支"#

所以小明认为大约平均买 * 支雪糕才能得奖"

!!为什么说是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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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重复试验的结果具有随机性"如果你的结果与小明
的不同#你有何建议&

练!习

!!爸爸妈妈计划在周末带小明去旅游!但有两个条件$首先!希望天气适宜%其次!游览

的地方最好离居住地近一些"下图是小明在报纸上查询到的周末部分旅游区天气预报"

此外!小明还通过上网查询列车时刻表!获得了各旅游区与自己居住地之间的

里程如下$"单位$0,#

大连 ' '""!青岛 ( $"<!泰山 )<&!洛阳 ( (''!黄山 %*-!杭州 '&(!武夷山 %$(!厦

门 ( $<"!桂林 ( %-"!湛江 ' ')&"

"(# 请你帮小明分析一下!哪个旅游景点是最佳选择&

"'# 如果你要在本周末旅游!那么基于路程和天气两方面的原因!你将怎样查询

数据做出决策呢& 和同学交流一下你的决策过程"

!例 $ 表 ')"$"$ 中的数据来自 '&(& 年-中国统计
年鉴.#请根据表中提供的数据回答下面的问题(

!(" 我国人口中#男性的预期寿命和女性相比谁更长&
!'" '&&& 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和 (<<& 年相比有什

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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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大陆各地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单位(岁

地区
(<<& 年预期寿命 '&&& 年预期寿命

男 女 男 女

北!京 *("&* *-"<$ *-"$$ *)"&(

天!津 *("&$ *$"*$ *$"$( *%"%$

河!北 %)"-* *'""$ *&"%) *-""*

山!西 %*"$$ *&"<$ %<"<% *$""*

内蒙古 %-"-* %*"'' %)"'< *("*<

辽!宁 %)"*' *("<- *(""( *""$%

吉!林 %%"%" %<"-< *("$) *""&-

黑龙江 %""" %)"*$ *&"$< *-"%%

上!海 *'"** **"&' *%"'' )&"&-

江!苏 %<"'% *$""* *("%< *%"'$

浙!江 %<"%% *-"'- *'"" **"'(

安!徽 %*"*" *("$% *&"() *$""<

福!建 %%"-< *&"<$ *&"$ *""&*

江!西 %-")* %*"-< %)"$* %<"$'

山!东 %)"%- *'"%* *("* *%"'%

河!南 %*"<% *'""" %<"%* *$"-(

湖!北 %"""( %<"'$ %<"$( *$"&'

湖!南 %""-( %)"* %<"&" *'"-*

广!东 %<"*( *""-$ *&"*< *""<$

广!西 %*"(* *&"$- %<"&* *$"*"

海!南 %%"<$ *$"') *&"%% *""'%

四!川 %""&% %*"* %<"'" *$"$<

贵!州 %$"&- %""%$ %-""- %*""*

云!南 %'"&) %-"<) %-"'- %%")<

西!藏 "*"%- %(""* %'""' %%"("

陕!西 %%"'$ %)"*< %)"<' *("$

甘!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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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 年预期寿命 '&&& 年预期寿命

男 女 男 女

青!海 "<"'< %("<% %-""" %*"*

宁!夏 %""<" %)"&" %)"*( *(")-

新!疆 %("<" %$"'% %""<) %<"(-

重!庆 %<")- *$")<

!!!分析 如果用平均数作为一组数据的代表#计算可
得((<<& 年中国男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 %% 岁#而
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 *& 岁''&&& 年中国男性
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 *& 岁#而女性人口的平均预
期寿命约为 *$ 岁"因此#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长一
些"同时#'&&& 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比 (<<& 年长
一些"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利用统计图使数据变得更加
直观"图 ')"$"( 是根据 (<<& 年中国各地区人口平均预
期寿命绘制的"横轴刻度表示男性预期寿命#纵轴刻度则
表示女性预期寿命#不同的点代表不同的地区"

图$*"&""#"))+年中国各地区男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通过这种由
离散的点所组成

的统计图#即散点
图#往往可以直观
地看出两组数据

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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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X根据表 ')"$"$#找一找#图 ')"$"( 中哪个点代表
(<<& 年北京的男性%女性平均预期寿命&

'X图中的点大多数都落在一条直线附近的狭长带
形区域内#这条直线的意义是什么&

$X如果某地区 (<<& 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 %- 岁#
请你根据图 ')"$"( 推断该地区的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大
约为多少岁&

-X如果在图 ')"$"( 中用不同颜色增加 '&&& 年的数
据点#想一想#新增数据点和原有数据点之间会有怎样的位
置关系& 在图上标出'&&& 年的数据点#检验一下你的猜想"

请每位同学分别测量自己的身高和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中指指尖之

间的距离#并解决以下问题(
!(" 仿照表 ')"$"$ 设计一张统计表#记录来自全班同学的数据"
!'" 根据数据表绘制散点图"
!$" 观察图表#你有哪些发现&
!-" 如果已知一个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中指指尖之间的距离#你

能估计出他的身高吗&

!!#"容易误导读者的统计图

简洁的统计表和形象的统计图可以在决策过程中

帮助我们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最小值和最大值是
什么#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快慢程度如何#等等"

不过#形象的统计图如果画得不规范也会给人留下
不真实的印象"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几种容易误导读
者的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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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一则广告说(据调查#使用本厂牙膏可以使蛀牙率减
少 '&[#并以图 ')"$"' 示意其调查得到的数据"

图$*"&"$

你觉得这样的统计图会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

!分析 我们注意到如图 ')"$"' 所示的条形图的纵
轴是从 $&[开始的#这样使左边条形的高度等于右边条
形的高度的两倍#从而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使用该厂牙
膏会使蛀牙率减少一半"

问题!

有许多人认为鹌鹑蛋比鸡蛋更有营养#是不是这
样呢&

检测发现#每 (&& I鹌鹑蛋和鸡蛋的可食部分中各
种维生素 Y的含量分别为(维生素 Y( 约 &"() ,I和
&"(" ,I'维生素Y' 约 &"*< ,I和 &"$( ,I'维生素Y% 约

&"&' ,I和 &"(' ,I"
厂商甲用两幅直方图比较两种蛋的各种维生素 Y

的含量#如图 ')"$"$"
厂商乙用一幅直方图比较两种蛋的各种维生素 Y

的含量#如图 ')"$"-"

华
东
师
大
版
电
子
教
材



第!#章!样本与总体!"+"##

###图$*"&"&

图$*"&"(

!分析 厂商甲的两幅图纵轴上的单位长度不同#容
易引起误解'厂商乙的统计图是恰当的"

通过检测发现#每 (&& I鹌鹑蛋和鸡蛋的可食部分中各种营养成
分的大致含量如下表所示(

营养成分 鹌鹑蛋 鸡蛋 营养成分 鹌鹑蛋 鸡蛋

蛋白质 ($"( I (-") I 维生素L $&& 国际单位 (--& 国际单位

脂肪 (( I (("% I 维生素Y( &"() ,I &"(" ,I

糖类 &"- I &"" I 维生素Y' &"*< ,I &"$( ,I

钙 %- ,I "" ,I 烟酸 &"(" ,I &"( ,I

磷 ''% ,I '(& ,I 维生素Y% &"&' ,I &"(' ,I

铁 $"%" ,I '"* ,I

!!另外#在人体所需的氨基酸的含量上#鹌鹑蛋所含的赖氨酸比鸡
蛋高#而鸡蛋所含的异亮氨酸%亮氨酸%蛋氨酸%苯丙氨酸%苏氨酸等
则比鹌鹑蛋高"

由此可见#鹌鹑蛋和鸡蛋的营养价值在总体上是相当的"

!!鸡蛋的
各种维生素

Y的含量比
鹌鹑蛋高吗&

!!哪个图的效
果好& 它好在哪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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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丁丁是集邮爱好者#'&(& 年时#她收藏的邮票有 (&&
张''&(( 年时#她收藏的邮票已经有 '&& 张了"她用图
')"$"" 来表示自己的收藏成果#这样的描述合适吗&

图$*"&"'#丁丁的邮票数量

从高度看#图 ')"$"" 中第二个正方体确实是第一个
正方体的 ' 倍'但从体积上看#却是 '$

倍"这样就会使读
者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 '&(( 年丁丁收藏的邮票比
'&(& 年多了很多"所以这样的统计图不合适"

!!习题!%"#

!"请在报纸%杂志上找一些统计图#判别它们是否规范"
#"期末考试前#老师想了解一下同学们的学习情况#组织了一次测试#满分 (& 分"

+% ,两班的成绩如图所示!例如(+班中成绩为 % 分的同学有 % 名#,班中成绩
为 % 分的同学有 ' 名""你觉得从测验成绩中老师可以得出哪些结论&

!第 ' 题"

!!你能帮丁丁
画一幅恰当的统

计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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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的是某地三种长途电话业务的收费办法#如果某人某日 '(a-" 之前必须
要拨打一个 "分钟左右的内地长途电话#请为他推荐一个最经济的服务"如果他要
拨打的是一个 $&分钟左右的内地长途电话#你还推荐这种服务吗& 为什么&

业务种类 内地长途话费 时段

+ &"&$ 元F% 秒b市话费 全天

, &"$& 元F分b市话费 全天

/

&"&% 元F% 秒 工作日 *(&&

书书书

!'&(&&

&"&- 元F% 秒 每日 '&(&&

书书书

!''(&&

&"&$ 元F% 秒 每日 ''(&&

书书书

!次日 *(&&

&"&- 元F% 秒
双休日及国定假日

*(&&

书书书

!'&(&&

!!!市话收费标准为(首次 $ 分钟 &"'& 元#以后每增加 ( 分钟话费增加 &"(& 元"

%"近年来#由于乱砍滥伐#我国长江%黄河流域植被遭到破坏#土地沙化严重#洪涝
灾害时有发生"某地区为积极响应和支持 +保护母亲河,的倡议#建造了长
(&& 0,%宽 &"" 0,的防护林"有关部门为统计这一防护林共有多少棵树#从中选
出 (& 块防护林!每块长 ( 0,%宽 &"" 0,"进行统计#每块防护林的树木数量如
下(!单位(棵"

%" (&&# %$ '&&# %- %&&# %- *&&# %* $&&#
%$ $&&# %" (&&# %% %&&# %' )&&# %" "&&"

请你根据以上数据估算这一防护林总共约有多少棵树"!结果保留到万棵"

!第 - 题"

&"下表数据来自 '&(& 年-中国统计年鉴.#给出了我国不同年份的人均水果产量
!单位(0I""请用恰当的统计图表示这组数据#并据此估计 '&(& 年我国人均水
果产量"

年份 '&&- '&&" '&&% '&&* '&&) '&&<

产量 (() ('- ($& ($) (-" ("$

华
东
师
大
版
电
子
教
材



"+(## !第!#章!样本与总体

!!一! 知识结构

基于调查
%%

&&&&
的决策

%%

&&&&

普查

%% %%
&&&抽样调查

%% %%%%%%&&&
简单随机抽样

用样本估
%%&&& 计总体

考虑样本的容量% %%
&&&%% 代表性

二! 要点
(X当我们所要考察的对象多得数不胜数的时候#当我们的考察会

给考察对象带来损伤破坏的时候#当我们的考察经费和时间都非常有
限的时候#抽样调查方法就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了"简单随机抽样方
法是一种很重要的数学方法#它使每个个体都有相等的机会被选入
样本"

'X通过本章的学习#我们体会到抽样调查是一种可以信赖的方
法#并看到当样本足够大且有较好的代表性时#样本的平均数%方差
与总体的平均数%方差可以很接近"所以#我们可以用样本估计
总体"

$X我们感受到数据分析对于决策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在进行决策
的过程中积极开动脑筋#让学过的知识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同时#我
们还了解到有些不规范的统计图容易误导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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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

!第 - 题"

!"下面哪些考察适合用普查#哪些适合用抽样调查&
!(" 要考察一片试验田里某种大麦的穗长情况'
!'" 要考察一个班级中的学生对建立班级生物角的看法'
!$" 要考察人们保护海洋的意识"

#"下面抽样调查中的取样合适吗&
!(" 为了考察+%,是否是最难掷出的一个数#小华投掷了 % 次正方体骰子'
!'" 某班的学号是按照先女同学后男同学的顺序排列的#老师想了解学生对举

办骑自行车郊游的意见#她请学号最靠前的 '& 位学生发表意见"
$"一厂家在某城市几家经销本厂产品的大商场进行调查#得知本厂产品的销售量
占这几个大商场同类产品销售量的 "&["据此#该厂家在广告中宣传说(他们
的产品在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量中占 "&["请你根据所学的统计知识#判断该
宣传中的数据是否可靠#为什么&

%"如图表示的是某班同学衣服上口袋的数目"

!(" 从图中是否能够得出以下信息&
!3" 有 - 个人的衣服上恰有 - 个口袋'
!A" 有 ( 个人的衣服上恰有 ) 个口袋'
!+" 有 $ 个人的衣服上恰有 " 个口袋"

!'" 根据上图填写下面的频数分布表#并绘制频数分布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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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袋数目D ( ( D3$ $ ( D3" " ( D3* * ( D3< D* <

频数记录

频!!数

&"全校有 $ 个年级#每个年级有 - 个班#全校共有 "%* 名学生"在下述情况中如何
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分别选取样本&
!(" 在全校所有年级中随机地抽取 ( 个年级'
!'" 在全校所有班级中随机地抽取 $ 个班级'
!$" 在全校 "%* 名学生中随机地抽取 %- 名学生"

B 组

'"你认为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的样本#其平均数是否可能等于总体的平均
数& 你相信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得到的结果吗& 为什么&

("利用你收集到的男女同学的身高和体重的数据#在男同学的身高和体重以及女
同学的身高和体重这四组数据中挑选一组#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含有 '"

名%-& 名%%" 名同学的三个样本#计算这三个样本的平均数和方差#再与总体的
平均数和方差作对比#看看大一些的样本的平均数和方差是否往往与总体的比
较接近"

)"总厂要评估各个分厂的生产效率#并据此来评定职工奖金"下表给出了甲%乙两
个分厂的产量情况(

甲分厂 乙分厂

产量!只" 工人数!人" 产量!只" 工人数!人"

新车间 *&& &&& (-& %&& &&& (&&

老车间 ('& &&& %& '(& &&& (&&

!(" 你认为哪个分厂的生产效率更高& 为什么&
!'" 甲分厂的负责人说(+我分厂工人数与乙分厂相同#总产量比乙分厂高#应

该率先提高我分厂工人的奖金",你同意他的说法吗& 为什么&

华
东
师
大
版
电
子
教
材



第!#章!样本与总体!"+%##

C 组

!第 < 题"

*"某公司为了说明其劳资双方的利益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画出了如图所示的统
计图"说说你看了这幅图后有什么想法"如果已知该公司共有 " 位股东和 (&&
名员工#你会如何分析劳资双方的收入&

!+"专家提醒#目前我国儿童与青少年的健康存在着五个必须重视的问题(营养不
良和肥胖%近视%龋齿%贫血以及心理卫生"你认为这是用普查还是抽样调查得
到的结果& 设计一份调查问卷和一种抽样调查方案#了解你们学校的学生是否
普遍存在这五个健康问题#并指出其严重程度"

华
东
师
大
版
电
子
教
材



"+*## !第!#章!样本与总体

改进我们的课桌椅

走进学校#看到每个教室里课桌椅
的规格都一样#十分美观"然而有些同
学却感觉课桌椅需要改进#他们说(从
小学到现在#我们都长大了#长高了#书
包里的书也越来越多了#可是课桌椅却
没有改变"小小的课桌哪里容得下厚厚
的书包& 要是嫌地上脏#就只能把书包
放在椅子上#这样坐着多不舒服)

你们班的课桌椅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课桌椅不合适的主要原因
是什么呢& 有必要改进现有的课桌椅设计吗& 目前市场上有符合你
们需求的课桌椅吗&

让我们一起运用已经掌握的各种知识#尝试解决身边的问题吧)
(X调查同学们对正在使用的课桌椅的感觉(上课坐着的时候#感

觉是否舒服& 当需要和后排同学讨论时#是否方便& 这些感觉是否
与同学们的身高%体重等因素有关&

'X上网或到有关部门查询有关课桌椅的市场情况和一些设计标准"
$X调查同学们喜欢怎样的课桌椅#有什么好的设计想法#尤其是

在照顾学生身高%增大储藏空间%不影响课间活动空间%方便看书写
字等方面有什么好点子"

'&&& 年 ) 月在全国青少年技术创新大赛中#一位来自湖南的同
学发明制作的+学生保健多用课桌椅,在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大赛一等奖#他还被授予+高士其青少年发明奖,%+长江小小发
明家奖,#并被推荐参加全国青少年+发明创新之星,电视大奖赛和国
际科学及工程大奖赛#该项发明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

怎么样& 让我们也来试一试) 通过调查#大家一定也会有不少
很好的想法"

建议大家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以+改进我们的课桌椅,为主题
写一篇有说服力的短文#向有关单位就如何改进课桌椅的设计提出
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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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男同学身高#体重数据表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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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学身高#体重数据表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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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学身高#体重数据表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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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女同学身高#体重数据表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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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学身高#体重数据表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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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学身高#体重数据表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学号
身高

!+,"
体重

!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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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实验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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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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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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加%胡耀华%唐复苏%程靖"

华
东
师
大
版
电
子
教
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