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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B. C. D.

答 案

解 析

已知集合 ， ，则 （　　）．

A

集合 ，

，

则 ．

故选 ．

添加空白纠错+试题篮

M = {x|0 ⩽ x ⩽ 6} N = {x| ⩽ 32}2x M ∪ N =

(−∞, 6] (−∞, 5] [0, 6] [0, 5]

M = {x|0 ⩽ x ⩽ 6}

N = {x| ⩽ 32} = {x|x ⩽ 5}2x

M ∪N = {x|x ⩽ 6} = (−∞, 6]

A

2.

A. B.

C. D.

答 案

解 析

已知函数 ，则 在点 处的切线方程为（　　）．

C

根据题意，函数 ，则 ，

又由 ，则 ，则切线的斜率 ，

故 在点 处的切线方程为 ，即 ，

故选 ．

f(x) = + 2 sinxex f(x) (0,f(0))

x + y− 1 = 0 x + y+ 1 = 0

3x − y+ 1 = 0 3x − y− 1 = 0

f(x) = + 2 sinxex f(0) = + 2 sin 0 = 1e0

(x) = + 2 cosxf ′ ex (0) = + 2 cos 0 = 3f ′ e0 k = 3

f(x) (0, f0)) y− 1 = 3(x− 0) 3x− y+ 1 = 0

C

3.

A. B. C. D.

答 案

解 析

《九章算术》中，将底面是直角三角形的直三棱柱称之为“堑堵”．已知某“堑堵”的三视图如图所示，俯视图中间的实线

平分矩形的面积，则该“堑堵”的侧面积为（  ）．

C

由三视图可得：该几何体是一个以主视图为底面的三棱柱，

底面为等腰直角三角形，如图所示：

且底面周长为： ，

故棱柱的侧面积为： ．

故选： ．

2 4 + 2 2√ 4 + 4 2√ 4 + 6 2√

2 + 2 × = 2 + 2 ×2√ 2√

S = 2 × (2 + 2 ) = 4 + 42√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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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B. C. D.

答 案

解 析

设不等式组 表示的平面区域为 ，点 是平面区域内的动点，直线 上存在区域 内的

点，则 的取值范围是（　　）．

D

作出不等式组对应的平面区域，

直线 过定点 ，

由图象可知当直线 经过点 时，直线斜率最大，当经过点 时，直线斜率最小，

由 ，解得 ，此时 ，

由 ，解得 ，此时 ，

故 的取值范围是 ，

故选 ．

⎧
⎩⎨
x − y ⩽ 0
x + y ⩽ 4
x ⩾ 1

M P (x,y) l : y = k(x − 2) M

k

(−∞, −3] [−1, +∞) [−3, −1] (−∞, −1]

y = k(x+ 2) D(2, 0)

l A B

{ x− y = 0
x = y = 4

A(2, 2) k → −∞

{ x = 1
x− y = 0

B(1, 1) k = − = −1
1

1 − 2

k (−∞, −1]

D

5.

A. 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B. 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C. 充要条件 D. 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

答 案

解 析

已知实数 ，则“ ”是“ ”成立的（  ）．

A

由 可知，当 时可以推出 ，

反之当 时，不防令 ，则不能推出 ，

所以“ ”是“ ”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a,b ∈ R ab ⩾ 2 + ⩾ 4a2 b2

+ ⩾ 2aba2 b2 ab ⩾ 2 + ⩾ 2aba2 b2

+ ⩾ 4a2 b2 a = −3, b = 1 ab ⩾ 2

ab ⩾ 2 + ⩾ 4a2 b2

6.

A. 与 有关，且与 有关 B. 与 有关，但与 无关

C. 与 无关，但与 有关 D. 与 无关，且与 无关

答 案

解 析

若函数 ，在区间 上的最大值为 ，最小值为 ，则 的值（　　）．

B

设 ，则 ，

∴ ，

设函数 在 处取的最大值，在 处取的最小值， ， ，且 ，

∴ ， ，

∴

，

∴与 有关，但与 无关，

故选 ．

f(x) = x + a sinx + bcos2 [0, ]π
2

M m M − m

a b a b

a b a b

sinx = t 0 ⩽ t ⩽ 1

f(t) = 1 − +at+ b = − +at+ b+ 1t2 t2

f(t) = − +at+ b+ 1t2 t1 t2 0 ⩽ ⩽ 1t1 0 ⩽ ⩽ 1t2 ≠t1 t2

M = f( ) = − +a + b+ 1t1 t1
2 t1 m = f( ) = − +a + b+ 1t2 t2

2 t2

M −m = +a + b+ 1 + −a − b− 1t1
2 t1 t2

2 t2

= ( − ) +a( − )t1
2 t2

2 t1 t2

a b

B

7. 设随机变量的分布列为下表所示且 ，则 （  ）．Eξ = 1.6 a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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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答 案

解 析

C

由题意可得： ，

所以可得 ①，

又因为 ，

所以可得 ②，

由①②解得 ， ，

∴ ．

故选 ．

ξ 0 1 2 3

p 0.1 a b 0.1

0.2 0.1 −0.2 −0.4

0.1 +a+ b+ 0.1 = 1

a+ b = 0.8

Eξ = 0 × 0.1 + 1 ×a+ 2 × b+ 3 × 0.1 = 1.6

a+ 2b = 1.3

a = 0.3 b = 0.5

a− b = −0.2

C

8.

A. B. C. D.

答 案

解 析

设 ，点 为双曲线 的左顶点，线段 交双曲线一条渐近线于 点，且满足

，则该双曲线的离心率为（　　）．

D

， ，

∴直线 的方程为 ，

∵抛物线的一条渐近线方程为 ，

由 ，解得 ， ，

∴ ，

∴ ， ，

由余弦定理可得 ，

整理可得 ，

即 ，

故选 ．

A(0,b) B C : − = 1(a > 0,b > 0)
x2

a2

y2

b2
AB C

cos ∠OCB =
3

5
5√

2
3√

5

3
5√

A(0, b) B(−a, 0)

AB y = x+ b
b

a

y = − x
b

a

⎧
⎩⎨
⎪⎪
⎪⎪

y = − x
b

a

y = x+ b
b

a

x = −
a

2
y =

b

2

C(− , )a

2

b

2

|OC| = =+
a2

4

b2

4

− −−−−−−√ c

2
|BC| =

c

2

= + − 2 × × ×a2 c2

4

c2

4

c

2

c

2

3

5

5 =a2 c2

e = =
c

a
5√

D

9.

A.

B.

C.

D.

答 案

解 析

已知函数 ，则下列关于函数 的零点个数的判断正确的是（　　）．

当 时，有 个零点；当 时，有 个零点

当 时，有 个零点；当 时，有 个零点

无论 为何值，均有 个零点

无论 为何值，均有 个零点

C

令 得，

或 ，

解得， 或 ；

f(x) = { − 2(x ⩽ 0)ex

lnx(x > 0)
y = f[f(kx) + 1] + 1(k ≠ 0)

k > 0 3 k < 0 4

k > 0 4 k < 0 3

k 3

k 4

f[f(kx) + 1] + 1(k ≠ 0)

{ f (kx) + 1 ⩽ 0

− 2 + 1 = 0ef(kx)+1 { f (kx) + 1 > 0
ln[f (kx) + 1] + 1 = 0

f(kx) + 1 = 0 f(kx) + 1 =
1

e

学生版  教师版  答案版 编辑

https://jiaoshi.izhikang.com/sixtteacher/newjsp/tiku/preview/index.html
https://jiaoshi.izhikang.com/sixtteacher/newjsp/tiku/preview/index.html
https://jiaoshi.izhikang.com/sixtteacher/newjsp/tiku/preview/index.html
https://jiaoshi.izhikang.com/sixtteacher/newjsp/tiku/preview/index.html


目录

选择题：每题4分,共40分

填空题：每题6分,共36分

解答题 ：共5小题，共74分

填空题：每题6分,共36分

jia
osh

i.i
zh

ik
an

g.c
om

 2
01

9/
03

/0
1

/0
1

由 得，

或 ；

即 或 ；

由 得，

或 ；

即 ，（无解）或 ；

综上所述， 或 或 ；

故无论 为何值，均有 个解；

故选 ．

f(kx) + 1 = 0

{ kx ⩽ 0

− 2 + 1 = 0ekx
{ kx > 0

ln(kx) = −1

x = 0 kx =
1

e

f(kx) + 1 =
1

e

{kx ⩽ 0

− 2 + 1 =ekx
1

e

{kx > 0

ln(kx) + 1 =
1

e

= 1 +ekx
1

e
kx = e −11

e

x = 0 kx =
1

e
kx = e −11

e

k 3

C

10.

A. B. C. D.

答 案

解 析

设点 是棱长为 的正方体 的棱 的中点，点 在面 所在的平面内，若平面 分别与

平面 和平面 所成的锐二面角相等，则点 到点 的最短距离是（  ）．

A

如图，

过点 作 的平行线交 于点 、交 于点 ，连接 ，

则 是平面 与平面 的交线， 是平面 与平面 的交线．

与 平行，交 于点 ，过点 作 垂直 于点 ，

则有， 与平面 垂直，

所以， 与 垂直，即角 是平面 与平面 的夹角的平面角，

且 ，

与 平行交 于点 ，过点 作 垂直 于点 ，

同上有： ，且有 ，又因为 ，故 ，

而 ，故 ，

而四边形 一定是平行四边形，故它还是菱形，即点 一定是 的中点，

点 到点 的最短距离是点 到直线 的距离，

以 为原点， 为 轴， 为 轴， 为 轴，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

， ， ，

， ，

∴点 到点 的最短距离：

．

故选： ．

M 2 ABCD− A1B1C1D1 AD P BCC1B1 PMD1

ABCD BCC1B1 P C1

2 5√

5
2√

2
1

6√

3

P MD1 BC Q B1C1 E MQ

PN PMD1 BCC1B1 MN PMD1 ABCD

EF BB1 BC F F FG MQ G

MQ EFG

EG MQ EGF PMD1 ABCD

sin ∠EGF =
EF

EG

MN CD BC N N NH EQ H

sin ∠MHN =
MN

MH
∠EGF = ∠MHN EF = MN = AB EG = MH

2 = EG×MQ = MH ×EQS△ABC MQ = EQ

EQMD1 E B1C1

P C1 C1 BE

A AB x AD y AA1 z

E (2, 1, 2) B (2, 0, 0) (2, 2, 2)C1

= (0, 1, 2)BE
−→−

= (0, 2, 2)BC1
− →−

P C1

d = ⋅ = 2 × =
∣

∣
∣BC1
− →− ∣

∣
∣ 1 −

⎛
⎝
⎜⎜⎜⎜

⋅
∣

∣
∣BE
−→−

BC1
− →− ∣

∣
∣

⋅
∣

∣
∣BE
−→− ∣

∣
∣

∣

∣
∣BC1
− →− ∣

∣
∣

⎞
⎠
⎟⎟⎟⎟

2− −−−−−−−−−−−−−−−−

⎷

 2√ 1 −( )6

×5√ 8√

2− −−−−−−−−−−−−−√ 2 5√

5

A

11.

1．答 案

设 ，若复数 （ 为虚数单位）的实部和虚部相等，则             ，             ．a ∈ R
a + i

1 + i
i a = | | =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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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 析 复数 ，

由于复数 （ 为虚数单位）的实部和虚部相等，

则 ，

解得 ，

则 ，

则| ，

故答案为： ， ．

2√

2

= =
a+ i

1 + i

(a+ i) (1 − i)

(1 + i) (1 − i)

a+ 1 + (1 −a) i

2

a+ i

1 + i
i

a+ 1 = 1 −a

a = 0

z = − i
1

2

1

2

| | = =z̄̄ +( )1

2

2
(− )

1

2

2− −−−−−−−−−−−−√ 2√

2

0
2√

2

12.

1．

2．

答 案

解 析

已知 ，若 ， ，则 的值为            ， 的值为            ．

由二项式定理结合题意可得：

，①，

，②，

① ②可得 ，解得 ，代入①可得 ．

故答案为： ， ．

= + x + + ⋯ +(1 + ax)n a0 a1 a2x
2 anx

n = 4a1 = 7a2 a n

1

2

8

= a = na = 4a1 Cn−1
n

= = = 7a2 Cn−2
n a2 n (n− 1)

2
a2

÷2 =
n

n− 1

8

7
n = 8 a =

1

2
1

2
8

13.

1．

2．

答 案

解 析

在 中，若 ， ， ， ，则             ；             ．

由余弦定理可得： ，

∴ ，化为 ，解得 ．

．

∵ ，

∴ ．

在 中，由余弦定理可得：

，

解得 ．

故答案为： ， ．

△ABC ∠A = 120∘ AB = 1 BC = 13−−√ =BD
−→− 1

2
DC
−→−

AC = AD =

3

7√

3

= + − 2bc cosAa2 b2 c2

= + − 2b cos( )13
−−

√
2

b2 12 120
∘

+ b− 12 = 0b2 b = 3

cosB = = =
+ −a2 c2 b2

2ac

13 + 1 − 9

2 13
−−

√

5 13
−−

√

26

=BD
−→− 1

2
DC
−→−

BD = BC =
1

3

13
−−

√

3

△ABC

A = A +B − 2AB ⋅BD cosB = 1 + − 2 × 1 × × =D2 B2 D2 ( )
13
−−

√

3

2
13
−−

√

3

5 13
−−

√

26

7

9

AD =
7√

3

3
7√

3

14.

1．

2．

答 案

解 析

若等差数列 的首项为 ，公差为 ，关于 的不等式 的解集为 ，则             ，使

数列 的前 项和 最大的正整数 的值是            ．

关于 的不等式 的解集为 ，

∴ ， ， ，

解得 ， ， ．

，

令 ，解得 ，因此使数列 的前 项和 最大的正整数 的值是 ．

{ }an a1 d x + ( − )x + c ⩾ 0
d

2
x2 a1

d

2
[0, 10] c =

{ }an n Sn n

0

5

x +( − ) x+ c ⩾ 0
d

2
x2 a1

d

2
[0, 10]

< 0
d

2
0 + 10 = −

−a1
d
2

d
2

0 × 10 =
c

d
2

d < 0 c = 0 = − a1
9d

2

= + (n− 1)d = − + (n− 1)d = d(n− )an a1
9d

2

11

2

⩾ 0an n ⩽
11

2
{ }an n Sn 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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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为： ， ．0 5

15.

答 案

解 析

某学校在一天上午的 节课中，安排语文、数学、英语三门文化课和音乐、美术两门艺术课各 节，且相邻两节文化课之间

最多安排 节艺术课．则不同的排课方法共有            种（用数字作答）．

根据题意，相邻两节文化课之间最多间隔 节艺术课的排法分 类讨论：

（ ）语文、数学、英语三门文化课之间没有艺术课，

可把 节文化课捆绑在一起与 门艺术课全排列，排法种数为 种；

（ ）语文、数学、英语三门文化课全排列，之间产生 个空，

有两门之间插 节艺术课，另两门文化课相邻，排法种数为 种；

（ ）语文、数学、英语三门文化课每两门之间插 节艺术课，排法种数为 种，

则不同的排课方法共有 种；

故答案为： ．

5 1

1

96

1 3

1

3 2 = 36A3
3A3

3

2 3

1 = 48A3
3C1

2A1
2A1

2

3 1 = 12A3
3A2

2

36 + 48 + 12 = 96

96

16.

答 案

解 析

已知平面向量 ， ，满足 ，且 ，记 的最小值为 ．则

的取值范围是            ．

∵平面向量 ， ，满足，

∴设 ， ， ，

∵ ，

∴

，

化简，得 ，

记 的最小值为 ．

，

∵ 的起点是 ，终点是以 为圆心，

以 为半径的圆上的点，

∴ 取值范围是 ，即 ，

，

∴

，

∴ 的取值范围是 ．

故答案为： ．

a ⃗ b ⃗ |=| = ⋅ = 2∣
∣a ⃗ b ⃗ ∣

∣ a ⃗ b ⃗ ( − ) ⋅ ( − ) = 0a ⃗ c ⃗ b ⃗ c ⃗ f (λ) = λ + +∣
∣ a ⃗ b ⃗ c ⃗ ∣∣ M ( )c ⃗ 

M ( )c ⃗ 

[2 − 1, 2 + 1]3√ 3√

a⃗ b ⃗ 

= (1, )a⃗ 3√ = (2, 0)b ⃗ = (x, y)c ⃗ 

( − ) ⋅ ( − ) = 0a⃗ c ⃗ b ⃗ c ⃗ 

( − ) ⋅ ( − ) = (1 −x, − y) ⋅ (2 −x, −y)a⃗ c ⃗ b ⃗ c ⃗ 3√

= (1 −x)(2 −x) − ( − y)y = 03√

+ = 1(x− )3

2

2 (y− )3√

2

2

f (λ) = λ + +∣
∣ a⃗ b ⃗ c ⃗ ∣

∣ M ( )c ⃗ 

f(λ) = |λ + + | ⩽ |λ + | + | |a⃗ b ⃗ c ⃗ a⃗ b ⃗ c ⃗ 

c ⃗ O ( , )3

2

3√

2

1

| |c ⃗ −1, + 1
⎡
⎣ +( )

3

2

2
( )

3√

2

2− −−−−−−−−−−√ ⎤
⎦ [ − 1, + 1]3√ 3√

λ + = (λ, λ) + (2, 0) = (λ + 2, λ)a⃗ b ⃗ 3√ 3√

|λ + |a⃗ b ⃗ 

= +(λ + 2)2 ( λ)3√
2− −−−−−−−−−−−−−

√

= = ⩾4 + 4λ + 4λ2− −−−−−−−−−√ + 3(2λ + 1)2
− −−−−−−−−−√ 3√

M ( )c ⃗ [2 − 1, 2 + 1]3√ 3√

[2 − 1, 2 + 1]3√ 3√

17.

答 案

已知 ， ，且 ，则 的最小值是            ．x y > 0 x + y+ + =
1

x

1

2y

19

4
−

3

x

7

16y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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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析 ， ，且 ，

两边同加 ，

可得 ，

由 ，

，

可得 ，

即有 ，

即 ，

当且仅当 ， 时，取得等号，

则 的最小值为 ．

故答案为： ．

x y > 0 x+ y+ + =
1

x

1

2y

19

4

−
3

x

7

16y

(x+ )+(y+ ) = + −
4

x

1

16y

19

4

3

x

7

16y

x+ ⩾ 2 = 4
4

x
x ⋅

4

x

− −−−√
y+ ⩾ 2 =

1

16y
y ⋅

1

16y

− −−−−−√ 1

2

(x+ )+(y+ ) ⩾ 4 + =
4

x

1

16y

1

2

9

2

+ − ⩾
19

4

3

x

7

16y

9

2

− ⩾ −
3

x

7

16y

1

4

x = 2 y =
1

4

−
3

x

7

16y
−

1

4

−
1

4

18.

（1） 求 的最小正周期．

答 案

解 析

（2） 若 在 上恒成立，求 的取值范围．

答 案

解 析

已知函数 ．

．

函数

，

∴ 的最小正周期为 ．

．

根据 在 上恒成立，

可得 在 上的最小值大于或等于 ．

由 ，可得 ，

∴ ， ，

∴ ，即 ．

f(x) = 2 sinx cosx − 2 x + 1cos2

f(x)

T = = π
2π

2

f(x) = 2 sinxcosx− 2 x+ 1 = sin 2x− cos 2x3√ cos2 3√

= 2( sin 2x− cos 2x) = 2 sin(2x− )3√

2

1

2

π

6

f(x) T = = π
2π

2

f(x) ⩾ m x ∈ [0, ]π
2

m

m ⩽ −1

f(x) ⩾ m x ∈ [0, ]π
2

f(x) [0, ]π
2

m

x ∈ [0, ]π
2

2x− ∈ [− , ]π

6

π

6

5π

6

sin(2x− ) ∈ [− , 1]π

6

1

2
f(x) ∈ [−1, 2]

−1 ⩾ m m ⩽ −1

19.

（1） 在线段 上是否存在一点 ，使平面 平面 ？

请证明你的结论．

答 案

解 析

如图， 中， ， ， 为线段 上一点，且 ，让 绕直线 翻折到

且使 ．

证明见解析．

在线段 上存在中点 ，使平面 平面 ．

证明如下：

取 中点为 ，由题意知 ，

又因为 ，所以 平面 ，

△ABC AB = AC = 2 ∠BAC = 120∘ D BC DC = BC
2

5
△ADC AD

△ADC ′ A ⊥BCC ′

BC E AE ⊥C ′ ABC

BC E AE ⊥C ′ ABC

BC E AE⊥BC

A ⊥BCC ′ BC⊥ A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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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直线 与平面 所成的角．

答 案

解 析

因为 在平面 内，

所以平面 平面 ．

．

在平面 中，过 作 交 于点 ，

连接 ．

由（ ）知， 平面 ，

所以 为直线 与平面 所成的角．

由 ， ， ，

，

， ， ， ，

所以 ， ，所以 ，

所以 ，所以 ，

故直线 与平面 所成的角为 ．

BD ABC

AE ⊥C ′ ABC

DC ′ ABC

60∘

A EC ′ C ′ H⊥AEC ′ AE H

HD

1 H⊥C ′ ABC

∠ DHC ′ DC ′ ABC

AB = AC = A = 2C ′ BC = 2 3√ AE = 1

cos ∠AE = = = −C ′ A +E −AE2 C ′2 C ′2

2AE ⋅EC ′

1 + − 4
9

5

2 × 1 ×
3 5√

5

5√

5

DC =
4 3√

5
ED =

3√

5
E =C ′ 3 5√

5
cos ∠AE = −C ′ 5√

5

cos ∠HE =C ′ 5√

5
sin ∠HE =C ′ 2 5√

5
H =C ′ 6

5

sin ∠HD = =C ′ HC ′

DC ′
3√

2
∠HD = 60C ′ ∘

DC ′ ABC 60∘

20.

（1） 若 ，求函数 的单调区间．

答 案

解 析

（2） 当 时，求函数 在 上的最大值 ．

答 案

解 析

设函数 （其中 ）．

函数 的单调增区间为 和 ，单调减区间为 ．

当 时， ，

令 ，

解得 ， ，

所以 ， 随 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极大值 极小值

所以函数 的单调增区间为 和 ，单调减区间为 ．

函数 在 上的最大值 ．

， ， ．

， ，解得 ， ，

令 ， ， ，

所以 在 上是减函数，

∴ ，

∴ ．

即 ．

所以 ， 随 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f(x) = (x − 1) − kex x2 k ∈ R

k = 1 f(x)

f(x) (−∞, 0) (ln 2, +∞) (0, ln 2)

k = 1 f(x) = (x− 1) −ex x2

(x) = + (x− 1) − 2x = x( − 2)f ′ ex ex ex (x) = 0f ′

= 0x1 = ln 2 > 0x2

(x)f ′ f(x) x

x (−∞, 0) 0 (0, ln 2) ln 2 (ln 2, +∞)

(x)f ′ + 0 − 0 +

f(x) ↗ ↘ ↗

f(x) (−∞, 0) (ln 2, +∞) (0, ln 2)

k ∈ ( , 1)1

2
f(x) [0,k] M

f(x) [0, k] M = f(k) = (k− 1) −ek k3

f(x) = (x− 1) −kex x2 x ∈ [0, k] k ∈ ( , 1]1

2

(x) = x − 2kx = x( − 2k)f ′ ex ex (x) = 0f ′ = 0x1 = ln(2k)x2

φ(k) = k− ln(2k) k ∈ ( , 1]1

2
(k) = 1 − = ⩽ 0φ′ 1

k

k− 1

k

φ(k) ( , 1]
1

2

φ(1) ⩽ φ(k) < φ( )1

2

1 − ln 2 ⩽ φ(k) < < k
1

2

0 < ln(2k) < k

(x)f ′ f(x) x

x (0, ln(2k)) ln(2k) (ln(2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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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值

，

，

∵ ，

∴ ．

对任意的 ， 的图象恒在 下方，

所以 ，

所以 ，即 ，

所以函数 在 上的最大值 ．

(x)f ′ − 0 +

f(x) ↘ ↗

f(0) = −1

f(k) − f(0)

= (k− 1) − − f(0)ek k3

= (k− 1) − + 1ek k3

= (k− 1) − ( − 1)ek k3

= (k− 1) − (k− 1)( +k+ 1)ek k2

= (k− 1)[ − ( +k+ 1)]ek k2

k ∈ ( , 1]
1

2

k− 1 ⩽ 0

k ∈ ( , 1]1

2
y = ek y = +k+ 1k2

− ( +k+ 1) ⩽ 0ek k2

f(k) − f(0) ⩾ 0 f(k) ⩾ f(0)

f(x) [0, k] M = f(k) = (k− 1) −ek k3

21.

（1） 求椭圆 的方程．

答 案

解 析

（2） 用 ， 分别表示 和 的面积，求 的最大值．

答 案

解 析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中，椭圆 的右焦点 ，过 且垂直于 轴的弦长为 ，直线 与圆

相切，且与椭圆 交于 ， 两点， 为椭圆的右顶点．

．

由已知 ， ，

又 ，解得 ， ．

∴椭圆 的方程为： ．

．

当 斜率不存在时， ，得 ．

当 斜率存在时，设为直线为 ，

由 与圆 相切，得 ，

联立 ，得 ，

设 ， ，

则 ， ．

．

到直线的距离 ，

．

将 式代入得 ，令 ．

∴ ．

综上， 的最大值为 ．

xOy C : + = 1(a > b > 0)
x2

a2

y2

b2
F (1, 0) F x 3 l

+ = 1(x − 1)2 y2 C A B Q

C

+ = 1
x2

4

y2

3

c = 1 = 3
2b2

a

= +a2 b2 c2 a = 2 b = 3√

C + = 1
x2

4

y2

3

S1 S2 △ABF △ABQ ⋅S1 S2

6

l AB = 2 3√ ⋅ = 6S1 S2

l y = kx+m

l + = 1(x− 1)2 y2 + 2km = 1 ⋯ (∗)m2

{y = kx+m

+ = 1x2
4

y2

3

(3 + 4 ) + 8kmx+ 4 − 12 = 0k2 x2 m2

A( , )x1 y1 B( , )x2 y2

+ =x1 x2
−8km

3 + 4k2
=x1x2

4 − 12m2

3 + 4k2

|AB| = | − | = 41 + k2− −−−−√ x1 x2 3√ 1 + k2− −−−−√ 3 − + 4m2 k2− −−−−−−−−−√

3 + 4k2

Q d =
|2k+m|

1 + k2− −−−−√

⋅ = |AB| × 1 × |AB| ×dS1 S2
1

2

1

2

= 12 1 + k2− −−−−√
(3 − + 4 ) |2k+m|m2 k2

(3 + 4 )k2 2

(∗) ⋅ = 6S1 S2 ( )
+ 1m2

+ + 1m4 m2

2

t = + 1 ∈ (1, +∞)m2

⋅ = 6 = 6 < 6S1 S2 ( )
+ 1m2

+ + 1m4 m2

2

( )
1

t+ − 11
t

2

⋅S1 S2 6

22.

（1） 若 ，求 的取值范围．

已知数列 满足 ， ，其中常数 ．{ }an = c + 1 − can+1 a2
n n ∈ N

∗ c ∈ (0, 2]

⩾a2 a1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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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答 案

解 析

（2） 若 ，求证：对于任意的 ，均有 ．

答 案

解 析

（3） 当常数 时，设 ，若存在实数 使得 恒成立，求 的取值范围．

答 案

解 析

，或 ．

，或 ．

由已知得， 时， ，

，

∵ ，

∴ ．

若 ，则 ，则 ，或 ．

若 ，则 ，则 ，或 ．

证明见解析．

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

当 时， ，

假设 时， ，

那么当 时， ，

∵ ，

∴ ，

∴ ，

即当 时，命题成立，

∴对于任意的 ，均有 ；

．

当 时，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时，

的那个 时， 成立，

假设 时， 时成立，

则当 时， ，

∴ 时命题也成立，

∴对于任意的 ，有 ；

∴ ；

易知不存在实数 使得 恒成立；

当 时，由（ ）知 ；

若存在 则对 ，

则 ，

对任意 ， ，

而对 ，则不存在 ，否则将推出 矛盾，

∵ ，

∴ ，

∴ ，

∴ ，

∴

，

∵ ，

∴ ，

∵ ，

∴ ，

⩽ 1a1 ⩾ − 1a1
1

c

⩾ 1a1 ⩽ − 1a1
1

c

n = 1 = c + 1 − ca2 a2
1

c + 1 − c ⩾ ⇔ [c − (1 − c)]( − 1) ⩾ 0a2
1 a1 a1 a1

c > 0

[ −( − 1)] ( − 1) ⩾ 0a1
1

c
a1

c ∈ (0, )1

2
− 1 > 1

1

c
⩽ 1a1 ⩾ − 1a1

1

c

c ∈ [ , 2)1

2
− 1 ⩽ 1

1

c
⩾ 1a1 ⩽ − 1a1

1

c

∈ [−1, 1]a1 n ∈ N
∗ ∈ [−1, 1]an

∈ [−1, 1]an

n = 1 ∈ [−1, 1]an

n = k ∈ [−1, 1]ak

n = k+ 1 1 − ∈ [−1, 1]ak
2

c ∈ (0, 2]

c(1 − ) ∈ [0, 2]a2
k

= c + 1 − c = 1 − c(1 − ) ∈ [−1, 1]ak+1 k2 a2
k

n = k+ 1

n ∈ N
∗ ∈ [−1, 1]an

c = 2 = ⋯Tn 2na1a2 an A | | < ATn a1

∈ (−1, 1)a1

| | ⩾ 1a1 | | ⩾ 1an

n = 1 | | ⩾ 1a1

n = k | | ⩾ 1ak

n = k+ 1 = 2 − 1 ⩾ 2| − 1 =⩾ 2| | − | | = | | ⩾ 1ak+1 ak
2 ak|2 ak ak ak

n = k+ 1

n ∈ N
∗ | | ⩾ 1an

| | = ⋅ | | ⋅ | | ⋯ | | ⩾Tn 2n a1 a2 an 2n

A | | < ATn

| | < 1a1 2 ∈ [−1, 1]an

= 0an0 n ⩾ n0

= ⋯ ⋯ = 0Tn a1a2 an0 an

A > 0 < ATn

n < n0 = ±1an a = 1an0

= 2 − 1an+1 a2
n

= 4 − 2 + 1a2
n+1 a4

n a2
n

− 1 = 4 − 2 + 1a2
n+1 a4

n a2
n

4 =a4
n

− 1a2
n+1

− 1a2
n

= ⋯ = 4 ⋅ 4 ⋯ 4T 2
n 2na1a2 an)2 a2

1 a2
2 a2

n

= ⋅ =π
n

k=1

− 1a2
k

− 1a2
k

− 1a2
n+1

− 1a2
1

∈ [−1, 1]a2
n+1

1 − ∈ [0, 1]a2
n+1

1 − > 0a2
1

⩽Tn
1

1 −a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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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存在实数 使得 恒成立，则 的取值范围 ．

综上所述， ．

A | | < ATn a1 (−1, 1)

∈ (−1, 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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