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年北京市第五⼗六中学初三上学期数学期中试卷 
⼀、选择题（本⼤题共10⼩题，每⼩题只有唯⼀正确答案．每⼩题2分，共20分） 

1．抛物线� 的对称轴是（   ）． 

A．直线�  B．直线�  C．直线�  D．直线�  

【答案】C 

【解析】对称轴为� ，即� ． 
 

2．如图，在� 中，� ，� ，� ，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 

A．�  B．�  C．�  D．�  

【答案】C 

【解析】由图可知，� ，� ，� ． 

3．将抛物线� 的图象向左平移� 个单位，再向下平移� 个单位,得到的抛物线是（   ）． 

A．�  B．�  C．�  D．�  

【答案】A 

【解析】将抛物线� 的图象向左平移� 个单位，得到� ，

再向下平移� 个单位,得到� ． 
 

4．如图， � 是平⾏四边形 � 的边 � 上的点， � ，连结 � 并延长交 � 于 � ， � ，则
� 的长为（   ）． 

A．�  B．�  C．�  D．�  

【答案】C 

【解析】∵四边形� 是平⾏四边形， 

∴� ， 

∴ ， 

∴ ． 

5．3c458ffb3edc4a0194299244e486655f如图，在边长为1的⼩正⽅形组成的⽹格中，△ABC的三个顶点

均在格点上，则tan∠ABC的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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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①� ；②� ；③� ；④� ． 

8aac49074e023206014e439afa347105

6．若关于 的⼆次函数 的图象与x轴仅有⼀个公共点，则k的取值范围是 

A．�        B．�      C．�       D．�  
【答案】D 

【解析】若� ，则� 或� 为负数，即� 为⾮正数． 

7．如图，⼩东⽤长为 � 的⽵竿做测量⼯具测量学校旗杆的⾼度，移动⽵竿，使⽵

竿、旗杆顶端的影⼦恰好落在地⾯的同⼀点．此时，⽵竿与这⼀点相距 � 、与

旗杆相距� ，则旗杆的⾼为（   ）． 

A．�  B．�  C．�  D．�  

【答案】A 

【解析】根据相似的⽐例性质可知： 

旗杆⾼� 需满⾜：� ， 

∴! ． 
 

8．如图，已知� ，� ，现得到下列结论： 

①� ；②� ；③� ；④� ． 
其中正确的⽐例式的个数有（   ）． 

A．� 个 B．� 个 C．� 个 D．� 个 

【答案】B 

【解析】∵ ! ， � ，

∴� ，� ，� ，

∴� ，� ，� ，� ，

∵四边形� 是平⾏四边形，

∴� ，� ，

∴� ，� ，� ，� ，

故正确的只有� 个． 
 

9．右图为⼆次函数� 的图象，下列各式中： 

①� ，②� ，③� ，④� ，⑤� ． 

正确的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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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④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③⑤

【答案】D 

【解析】⼆次函数� 开⼜向上，且经过点� ，� ， 

∴! ，� ，� ， 

故正确的有①③⑤． 

10．8aac50a750ebde0e0150f05788410b4d在同⼀直⾓坐标系中，函数 和函数

� （� 是常数，且� ）的图象可能是（   ）． 
• •

  

【答案】A 

【解析】当� 时，� ，解得� ． 

⼆、填空题（每题3分，共18分．请将答案写在题⽬的横线上） 

11．若函数� 是⼆次函数，则 � __________． 

【答案】�  

【解析】当函数� 是⼆次函数，� ，∴� ． 

12．� ，� ，� ，则� __________． 

【答案】�  

【解析】在� 中，，� ，∴! ． 

13．若⼆次函数� � 的图象经过原点，则� 的值是__________． 

【答案】�  

【解析】⼆次函数过原点� ，则� ，故� ． 

14．如图， � 交 � 的延长线于 � ，交 � 的延长线于 � ， � ， �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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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答案】�  

【解析】∵ ! ， 

∴ ，� ， 

∴ ， 

∴ ， 

∵ ，� ， � ， 

∴ ， 

∴ ． 

15．已知� 中，斜边� ，� ，则� __________． 

【答案】�  

【解析】� ． 

16．⼆次函数 � 的图象如图所⽰，点 � 位于坐标原点，点 � ， � ， � ，……， � 在 � 轴的正半

轴上，点 � ， � ， � ，… …， � 在⼆次函数 � 位于第⼀象限的图象上，若 � ，

� ， � ，…， � 都为等边三⾓形，则 � 的边

长__________，� 的边长� __________． 

【答案】� ；�  

【解析】作� 轴� ，� 轴于� ，� 轴于� ． 

设等边� 、� 、� 中，� ，� ，� ． 

①等边� 中，� ，所以� ， 

代⼊解析式得：� ， 

解得� （舍去）或� ， 

于是等边� 的边长为� ； 

②等边� 中，� ，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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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坐标为� ，代⼊解析式得：� ， 

解得� （舍去）或� ， 

于是等边� 的边长为� ； 

③等边� 中，� ，所以� ， 

! 点坐标为� ，代⼊解析式得：� ， 

解得� （舍去）或� ， 

于是等边� 的边长为� ； 

于是� 的边长为� ． 

三、解答题（本题共72分） 

17．计算：� ． 

【答案】�  

【解析】原式� ． 

18．若⼆次函数� 的图象最⾼点为� 经过� 两点，求此⼆次函数的解析式． 

【答案】�  

【解析】图象过点� 、� ，对称轴为� ， 

∴! ，� ， 

∴! ，� ，� ， 

∴此⼆次函数的解析式为� ． 

19．ff80808149990d4b0149db5d38037363如图, 在4 × 4的正⽅形⽹格中, △ABC和

△DEF的顶点都在边长为1的⼩正⽅形的顶点上.

(1) 填空:  ∠ABC = __________°, BC = __________; 

(2) 判断△ABC与△DEF是否相似,  并证明你的结论．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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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原式� ． 

20．已知⼆次函数的解析式是� ． 

@（1）⽤配⽅法将� 化成� 的形式． 
• • •

【答案】�  

【解析】� ． 

@（2）在直⾓坐标系中，⽤五点法画出它的图象． 

【答案】 

  
【解析】见答案． 

@（3）利⽤图象求当� 为何值时，函数值� ． 

【答案】�  

【解析】令� ，即� ， 

解得� ． 

21．已知：如图，在 � 中， � ， � ， � ．求：

� 的值． 

【答案】�  

【解析】作� 于� ，如图，

∵ � ，

∴� ，

在� 中，� ，� ，

3 1 4 3 3 2 3 3= − + − = +

2 2 3y x x= − −

2 2 3y x x= − − ( )2 y a x h k= − +

2( 1) 4y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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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D AC⊥ D

120BAC∠ = °

60BAD∠ = °

Rt ABD̗ 30ABD∠ = ° 10AB =



∴� ，� ，

∴� ，

在� 中，� ，

∴� ． 

22．已知：如图，河旁有⼀座⼩⼭，从⼭顶 � 处测得河对岸点 � 的俯⾓为 � ，测得岸边点 � 的俯⾓为

� ，又知河宽 � 为 � ．现需从⼭顶 � 到河对岸点 � 拉⼀条笔直的缆绳 � ，求⼭的⾼度及缆绳

� 的长（答案可带根号）． 

【答案】缆绳� 的长为� ⽶． 

【解析】过点� 作� 于� ，设� ， 

则� ，� ， 

在� 中， 

! ， 

! ， 

在� 中，∵ ! ， 

∴! ， 

又∵ ! ， 

∴! ，即� ， 

解之得：� ， 

答：缆绳� 的长为� ⽶． 

23．如图， � 中， � ， � ， � ， � ， � ，

� ，求线段� 、� 的长． 

【答案】� ，� ． 

【解析】∵ ! ，� ， 

∴四边形� 是平⾏四边形， 

∴! ，� ， 

∵ ! ，� ，∴! ， 

设� ， 

∵ ! ，� ， 

1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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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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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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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即� ， 

解得� ，即� ． 

又∵ ! ，∴! ， 

∴! ． 

24．已知：如图，在 � 中， � ， � 于 � ，若 � ， � ，求 � 、 � 、

� ． 

【答案】� ，� ，� ． 

【解析】∵在� 中，� ，� ， 

∴! ， 

∴! ，� ， 

∴! ， 

∴! ， 

∴! ， 

∴! ， 

在� 中，� ， 

在� 中，� ． 

25．抛物线� ． 

@（1）求证⽆论� 为何值这条抛物线都与� 轴⾄少有⼀个交点． 

【答案】证明见解析． 

【解析】� ， 
∴⽆论� 为何值这条抛物线都与� 轴⾄少有⼀个交点． 

@（2）求它与� 轴交点坐标� 、� 和与� 轴的交点� 的坐标．（⽤含� 的代数式表⽰点坐标） 

【答案】� ，� ，� ． 

【解析】令� ，� ， 

可得：� ，� ，� ， 

∴! ，� ，� ． 

@（3）� ，求抛物线的解析式． 

【答案】抛物线的解析式为� 或� ． 

【解析】� ， 

AEF ABC FDC�
�

̗
̗ ̗

EF AE
DC DF

=
12

24 18
x
=

16x = 16EF =

AEF FDC�̗
̗ AF AE

FC 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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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ABC̗ 90ACB∠ = ° CD AB⊥ D 2AD = 8DB = AC BC

CD

2 5AC = 4 5BC = 4CD =

Rt ABC̗ 90ACB∠ = ° CD AB⊥

90ADC BDC∠ =∠ = °

90A ACD∠ +∠ = ° 90ACD BCD∠ +∠ = °

A BCD∠ =∠

ACD CBD�̗
̗

: :AD CD CD BD=

2 8 4CD AD BD= ⋅ = × =

Rt ACD̗ 2 2 2 5AC AD CD= + =

Rt BCD̗ 2 2 4 5BC CD BD= + =

2 ( 1)y x m x m= − + − +

m x

2 2( 1) 4 ( 1) 0m m mΔ = − + = + ≥

m x

x A B y C m

( ,0)A m ( 1,0)B − (0, )C m

0y = 0x =

1x m= 2 1x = − y m=

( ,0)A m ( 1,0)B − (0, )C m

3ABCS =̗

2 4 3y x x= − − − 2 2y x x= − + +

1 ( 1) 3
2ABCS m m= + ⋅ =̗



解得：� 或� ， 

∴抛物线的解析式为� 或� ． 

26．已知，如图，在菱形 � 中， � 于点 � ， � ，

� ． 

@（1）求菱形的边长． 

【答案】�  

【解析】∵在菱形 � 中， � 于点 � ， � ，

� ， 

∴! ， 

∴设� ，� ， 

∴! ， 

解得：� （负数舍去）， 

∴! ，� ， 

即菱形的边长为� ． 

@（2）求菱形的⾯积． 

【答案】�  

【解析】∵ ! ，� ， 

∴菱形的⾯积为：� ． 

27．如图①， � ， � ， � ，将 � 绕点 � 顺时针旋转得 � ，设旋转的⾓

度是� ． 

  

@（1）如图②，当� __________（⽤含� 的代数式表⽰）时，点� 恰好落在� 的延长线上． 

【答案】�  

【解析】∵ ! ， 

3m = − 2m =

2 4 3y x x= − − − 2 2y x x= − + +

ABCD AE BC⊥ E 12BE =

5sin
13

D =

13

ABCD AE BC⊥ E 12BE =

5sin
13

D =

5sin sin
13

D B= =

5AE x= 13AB x=

2 2 212 (5 ) (13 )x x+ =

1x = ±

13AB = 5AE =

13

65

13AB BC= = 5AE =

13 5 65× =

ABC̗ 90ACB∠ = ° ABC α∠ = ABC̗ A AB Cʹ ʹ̗

β

β = α Bʹ CA

90β α= ° +

ABC α∠ =



∴! ， 

∴! ． 

@（2）如图③，连结 � 、 � ， � 的延长线交斜边 � 于点 � ，交 � 于点 � ．请写出图中两对
相似三⾓形__________，__________（不含全等三⾓形，⽤现有字母表⽰）． 

【答案】①! ，②! ． 

【解析】证明①：∵ ! 绕点� 顺时针旋转⾓� 得到� ， 

∴! ，� ，� ， 

∴!  

∴! ； 

证明②：∵ ! 绕点 � 顺时针旋转⾓� 得到� ， 

∴! ，� ，� ， 

∴! ， 

又� ， 

∴! ． 

28．如图所⽰，已知抛物线� 与� 轴交于� 、� 两点，与� 轴交于点� ． 

@（1）求� 、� 、� 三点的坐标． 

【答案】� ，� ，� ． 

【解析】令� ，得� ，得� ， 

令� ，� ， 

∴! ，� ，� ． 

@（2）过点� 作� 交抛物线于点� ，求四边形� 的⾯积． 

【答案】�  

【解析】∵ ! ， 

∴! ， 

∵ ! ， 

∴! ， 

过点� 作� 轴于� ，则� 为等腰直⾓三⾓形， 

令� ，则� ， 

∴! ， 

∵点� 在抛物线� 上， 

∴! ， 

90BAC α∠ = ° −

90β α= ° +

BBʹ CCʹ CCʹ AB E BBʹ F

ABB ACCʹ ʹ�̗
̗

ACE FBE�̗
̗

ABC̗ A β AB Cʹ ʹ̗

CAC BAB β∠ ʹ =∠ ʹ = AC AC= ʹ AB AB= ʹ

'
'

AC AC
AB AB

=

ABB ACCʹ ʹ�̗
̗

ABC̗ A β AB Cʹ ʹ̗

CAC BAB β∠ ʹ =∠ ʹ = AC AC= ʹ AB AB= ʹ

180
2

ACC ABB β° −
∠ ʹ =∠ ʹ =

AEC FEB∠ =∠

ACE FBE�̗
̗

2 1y x= − x A B y C

A B C

( 1,0)A − (1,0)B (0, 1)C −

0y = 2 1 0x − = 1x = ±

0x = 1y = −

( 1,0)A − (1,0)B (0, 1)C −

A AP CB� P ACBP

4

1OA OB OC= = =

 45BAC ACO BCO∠ =∠ =∠ = °

AP CB�

 45PAB∠ = °

P PE x⊥ E APE̗

OE a= 1PE a= +

( , 1)P a a +

P
2 1y x= −

21 1a a+ = −



解得� ，� （不合题意，舍） 

∴! ， 

∴四边形� 的⾯积� ． 

29．如图，在直⾓坐标系中， � 为坐标原点，⼆次函数 � 的图象与 � 轴的正半轴交于点 � ，

与 � 轴的正半轴交于点 � ，且 � ．设此⼆次函数图象的顶点为

� ． 

@（1）求这个⼆次函数的解析式． 

【答案】�  

【解析】令� ，则� ，故� 点为� ，即� ， 

∵ ! ， 

∴ ，即� 点为� ， 

∴� ，解得� ， 

∴⼆次函数的解析式为� ． 

@（2）将 � 绕点 � 顺时针旋转 � 后，点 � 落到点 � 的位置．将上述⼆次函数图象沿 � 轴向上

或向下平移后经过点� ．请直接写出点� 的坐标和平移后所得图象的函数解析式． 

【答案】� ，� ． 

【解析】见答案． 

@（3）设（2）中平移后所得⼆次函数图象与 � 轴的交点为 � ，顶点为 � ．点 � 在平移后的⼆次函数

图象上，且满⾜� 的⾯积是� ⾯积的� 倍，求点� 的坐标． 

【答案】点� 的坐标为� 或� ． 

【解析】令� ，则� ，即点� 的坐标为� ， 

令� ，则� ，即点� 的坐标为� ． 

⽽点� 的坐标为� ， 

∴ ，� ， 

∴ ， 

解得：� 或� ， 

∴ 或� ， 

即点� 的坐标为� 或� ．

1 2a = 2 1a = −

3PE =

ACBP
1 1 1 12 1 2 3 4
2 2 2 2

S AB OC AB PE= ⋅ + ⋅ = × × + × × =

O 2 2y x mx= + + x A
y B : 1: 2OA OB =

D

2 3 2y x x= − +

0x = 2y = B (2,0) 2OB =

: 1: 2OA OB =

1OA = A (1,0)

1 2 0m+ + = 3m = −

2 3 2y x x= − +

OAB� A 90° B C y

C C

(3,1)C 2 3 1y x x= − +

y 1B 1D P

1PBB� 1PDD� 2 P

P (1, 1)− (3,1)

0x = 1y = 1B (0,1)

3
2

x =
5
4

y = −
1D

3 5( , )
2 4
−

1D
3 1( , )
2 4
−

1

1 1
2 2

P
PBB P

x
S x= ⋅ ⋅ =̗ 1

| 3 2 |1 3| | 1
2 2 4DD

P
PP

x
S x

−
= ⋅ − ⋅ =�

| 3 2 |2
2 4
P Px x−
= ⋅

1Px = 3

1Py = − 1

P (1, 1)−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