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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无法从无尽的模拟题海中脱身,

那么刷精选的高考真题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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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前  言

  如果说高考是一场马拉松比赛,那么真题

就是领跑员“兔子”。跟着“兔子”不迷路,跟着

“兔子”跑得快,要想在高考这场马拉松比赛中

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你就得抓住这些“兔子”。
  

你好,“兔子全刷”欢迎你!
  

诚然,“兔子全刷”里全是“兔子”,但不是

说我们建议你只抓“兔子”,平时模拟题就全然

不顾。高中数学的学习,刷题非常必要,高三

阶段的复习更是一个反复练习的过程,这个过

程中提高能力是关键,不必刻意追求刷的是什

么题。刷题就好比吃饭,模拟题是饭,真题是

菜,你若长期只吃饭不吃菜,会营养不良;
 

只

吃菜不吃饭,更会大脑退化。答案你已知晓,

要均衡搭配。此时,你可能会问:
 

“那为什么

还出‘真题全刷’呢?”
  

此刻,估计你也能自答了。因为“兔子”是

高考这场马拉松比赛的领跑员,它很重要。既

然很重要,那就有必要研究它,如果通过研究

这些“兔子”能从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那么一

方面要抓的“兔子”数量少了,可以节省考生的

时间;
 

另一方面“兔子”配速更精准了,在它的

带动下你更有可能突破,从而跑出更好成绩。
  

言归正传,2024数学“真题全刷”有哪些

特点呢?
  

第一,很全。高考数学真题万余道,年份

跨度四十余载,但本书选材时穷尽了这万余

题,并成功从中精选出了各个板块极具代表性

的那些。书中经常会出现相似度特别高的相

邻题,然而这些题都是高考真实考过的,通过

这些题的题源年份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于

排列在一起的同年份同题号的真题,书中标出

了文理,以示区分。而且,书中的题型很全,基

本考虑到了各个考点各种可能出现的考查

形式。
  

第二,很新。高考数学真题没有新旧之

分,但随着高考不断改革,很多题型和考点发

生了较大变化,例如2003年,导数开始应用在

函数问题中,向量法引入到立体几何中等。考

虑到这些改革和变化,尤其是新高考的题型,

2024数学“真题全刷”中绝大多数是2000年

之后的真题,还涵盖了2023年高考数学真题,

而且,对历年真题的选取规则做了优化并全部

重新甄选,可以看到书中所选的真题发生较大

变化,新选入的真题也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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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贴心。在《基础2000题》*和《艺考

1500题》书中开始刷题前,会有预备知识部

分。预备知识大多是初中知识,但可能有些同

学已经遗忘或本就没掌握好,而这些知识却都

是隐藏在高考数学中容易被忽视的小知识点,

且是很多题目的解题关键所在。所以,非常有

必要在开始刷题前,先把这些重要的预备知识

巩固好。预备知识里的题目均节选于历年高

考真题,但它们没有被列入全书真题的排序

中。如果考生基础尚可,预备知识可直接跳

过。考生在刷题过程中,若涉及这部分知识点

而解题受阻时,可随时返回查看。
 

第四,分类。2024数学“真题全刷”除了

在真题选取上做了重大革新外,在真题分类上

也大下功夫。以《基础2000题》为例,其不再

需要涂色,大部分章节已按常见题型在每节中

进一步做了分类,并给出了各类题型的解题方

法,涉及的重要公式也有证明。配合每节开篇

详细的核心笔记,这种分类(章→节→类型)能

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各类高考题型,透彻理解和

掌握各种解题方法,并得到有针对性的充分

训练。

第五,通用。2024数学“真题全刷”新高

考地区适用,文理科地区也适用,书中在有新

高考地区或文理科地区不需要掌握的章节或

单个题中均已标出,方便选择使用。编者对文

理科题目的差异性有较深理解,对各地区是否

需要掌握有较准考量。例如《基础2000题》中

的【1706】和【1707】,看 似 题 目 很 相 近,但

【1707】为理科题和新高考题,而所需列举量较

小的【1706】为文科题。

第六,详解。2024数学“真题全刷”的答

案详解更为翔实,比如“立体几何”一章的解析

做到了题题有图。一方面,详解保持了规范

性,促进同学们养成良好的规范答题习惯,而

在复杂题的解析中会增加一些承上启下的解

题点拨(用


标注),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

以然,“一路东风送到底”。另一方面,为了丰

富解题方法的多样性,详解中尽可能地增加了

一题多解,引导同学们从多个角度来理解。而

为了照顾文科生在立体几何解题方法中的特

殊性,更是单独整理出一节“文科专用”,方便

文科生集中掌握,促进临场发挥。

第七,视频。2024数学“真题全刷”给全

部真题都配了免费视频讲解,目的是让考生能

通过文字解析和视频讲解短时间内自己解决

问题,然后更多的回归课堂,形成正反馈。这

些免费视频由“真题全刷”编委会中的诸位教

师亲自录制,在B站(哔哩哔哩)平台中搜“清

华大学出版社高考室”即可找到(封底有二维

码,扫码即可观看)。视频不是照本宣科式地

念解析,更多的是解题思路和解题技巧的讲

解,以及更多解题方法的呈现。

第八,在线刷题。2024“真题全刷”除纸质

书外,还配套研发了在线刷题系统,购买正版

图书即可全权使用。在“清优辅考”公众号里,

点击“在线刷题”菜单栏即可前往。在线刷题

系统有错题统计功能,方便错题收集。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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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行文简洁,本书中以《基础2000题》《决胜800题》《艺考1500题》作为《2024新高考数学真题全刷:
 

基础2000题》《2024新高考数学真题

全刷:
 

决胜800题》《2024新高考数学真题全刷:
 

艺考1500题》的简称使用。



       前言

线刷题能节省备考时间,提高复习效率。

另外,2024数学“真题全刷”采用了大字

号,做题更护眼。
  

高中数学课本上的内容都看懂了,课本上

例题也能自己完成后,考生即可开始使用
 

“真

题全刷”。《基础2000题》重视基础,目的是让

考生能查漏补缺;
 

建议考生刷两遍以上,第一

遍刷完后,将错题整理出来,第二遍刷的时候

以这些错题为主。如果你有冲击高考数学

120分以上的需求,建议配套使用《决胜800

题》,该书是布满高难度题、高技巧题的修炼

场。《艺考1500题》则为艺考生量身打造,而

刷《基础2000题》仍感觉困难的普通考生,也

可尝试使用《艺考1500题》。

同时,为满足广大教师的需求,本系列书

中特别增加了一本《教师用书》。
  

“真题全刷”一贯不变的初衷是:
 

如果你

不能从无尽的模拟题海中脱身,那么刷有限的

精选真题是不错的选择。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期待“真题全刷”
 

有朝一日能成为你学习

高中数学时的案头书。衷心希望“真题全刷”

能给予广大考生切实的帮助,愿所有考生都能

考上心仪的大学。
  

高考有你,一路有我,清华大学出版社与

你在一起。若你有关于“真题全刷”的建议和

意见,可在微信公众号“清优辅考”上直接留

言,也可加入高考 QQ 交流群:
 

488277383,

我们非常期待!

编 者

2023年6月

清优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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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书 前8面 为 蓝 色 防 伪 页。

单翻起一面,透过光可以看到

清 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水印。

学累了,翻翻这里调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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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在高考数学中占比大,有直接考查和间接考查,通常有2~3道题,总分值为10~15分,
以选择题和填空题的形式出现,且其难度并不确定。本章收录的是基础题和中档题。函数思想贯

穿数学始终,要能理解和掌握函数及其思想,可进一步促进其他模块的学习与进步。

对勾函数:f(x)=ax+
b
x
(a>0,b>0):

 

定义域:(-∞,0)∪(0,+∞);

值域:(-∞,-2 ab)∪(2 ab,+∞);

单调性:递增区间为 -∞,-
b
a  和 b

a
,+∞  ; 

递减区间为 -
b
a
,0  和0,b

a  ;
极值:f极大值 -

b
a  =-2 ab,f极小值

b
a  =2 ab;

奇偶性:奇函数;
渐近线:x=0和y=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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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题散点图

让我们用数学的思想来备战高考数学,如统计中的散点图可展示出数据的分布和聚合情况,
甚至可以得到趋势线公式。大道至简,请在刷题后完成属于你的本章刷题散点图,直接用你刷题

的黑笔在题号上标出即可,做对画√,做错画×。
完成后,根据题号的分布和聚合情况,合理安排你的二刷甚至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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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函数

2.1 计  算

  指数运算公式:
 

(1)
 

am ·an=am+n;
 

(2)am ÷an=

am-n;
 

(3)
 

(am)n=amn;
 

(4)am ·bm =

(ab)m;
 

(5)
 

a-n =
1
an
;

 

(6)a
1
n = na;

 

(7)
 

a
m
n=

n
am ;

 

(8)
 

a-
m
n=

1
n
am
。

对数运算公式(a,M,N 均为正数,a≠1):
 

(1)logaM + logaN = logaMN;
 

(2)logaM-logaN=loga
M
N
;

 

(3)alogaN =

N;
 

(4)logaM
m = mlogaM,loganM =

1
nlogaM=logaM

1
n,loganMm=

m
nlogaM

。

类型一:
 

指数对数综合运算

方法:
 

熟悉各个公式顺向与逆向,根据具

体结构使用合适公式计算就行。

【67】(2015·四川·12· )

 lg0.01+log216的值是 。

【68】(2016·上海· )

 若log2(x+1)=3,则x= 。

【69】(2014·陕西·12· )

 已知4a=2,lgx=a,则x= 。

【70】(2022·浙江·7· )

 已知2a=5,log83=b,则4
a-3b=(  )。

A.
 

25  B.
 

5  C.
 25
9  D.

 5
3

【71】(2012·上海· )

 方程4x-2x+1-3=0的解为 。

【72】(2015·上海·8· )

 方程log2(9
x-1-5)=log2(3

x-1-2)+2

的解为 。

【73】(2013·浙江·3· )

 已知x,y 为正实数,则(  )。

A.
 

2lgx+lgy=2lgx+2lgy  

B.
 

2lg(x+y)=2lgx·2lgy

C.
 

2lgx·lgy=2lgx+2lgy

D.
 

2lg(xy)=2lgx·2lgy

【74】(2010·四川·3· )

 2log510+log50.25=(  )。

A.
 

0 B.
 

1 C.
 

2 D.
 

4

【75】(2015·安徽·11· )

 计算:
 

lg
5
2+2lg2-

1
2  -1= 。

【76】(2014·安徽·11· )

 16
81  -

3
4

+log3
5
4+log3

4
5=

。

【77】(2011·四川·13· )

 计算:
 

lg
1
4-lg25  ÷100-1

2= 。

类型二:
 

换底公式

方法:
 

熟悉换底公式及其变形,根据代数

特征合理使用公式。

换底 公 式:
 

logaN =
logbN
logba

⇔
logbN
logaN

=

logba⇔logba·logaN=logbN。

特例:
 

logab=
1
log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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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与瓦砾为伍那就好好磨砺自己,让自己成为美玉。(推荐人:
 

@咸魚饭(广西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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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logab·logbc·…·logyz=logaz;
 

logaN=
logbN
logba

=
logcN
logca

⇔logba·logcN =

logbN·logca。

【78】(2020·新课标全国一·8· )

 设alog34=2,则4
-a=(  )。

A.
 1
16 B.

 1
9 C.

 1
8 D.

 1
6

【79】(2012·安徽·3· )

 log29×log34=(  )。

A.
 1
4 B.

 1
2 C.

 

2 D.
 

4

【80】(2013·陕西·3· )

 设a,b,c均为不等于1的正实数,则下列

等式中恒成立的是(  )。

A.
 

logab·logcb=logca

B.
 

logab·logca=logcb

C.
 

loga(bc)=logab·logac

D.
 

loga(b+c)=logab+logac
【81】(2014·四川·7· )

 已知b>0,log5b=a,lgb=c,5
d=10,则下

列等式一定成立的是(  )。

A.
 

d=ac B.
 

a=cd

C.
 

c=ad D.
 

d=a+c
【82】(2021·天津·7· )

 若2a=5b=10,则
1
a+

1
b=

(  )。

A.
 

-1 B.
 

lg7

C.
 

1 D.
 

log710
【83】(2010·辽宁·10· )

 设 2a =5b =m,且
1
a+

1
b=2

,则 m =

(  )。

A.
 

10 B.
 

10 C.
 

20 D.
 

100

2.2 函数的定义域

  定义域的求法:
 

(通常需要从函数解析

式结构入手,以保证解析式有意义)

(1)
 

若f(x)是整式,则x∈R;
 

(2)
 

若f(x)是分式,即f(x)=
1

g(x)
,

则g(x)≠0;
 

(3)
 

若f(x)是奇次根式,即f(x)=
2n-1g(x)(其中n∈N*),则g(x)∈R;

 

若f(x)是 偶 次 根 式,即 f(x)=
2ng(x)(其中n∈N*),则g(x)≥0;

 

(4)
 

若f(x)=x0,则x≠0;
 

若f(x)=

0x,则x>0;
 

(5)
 

若f(x)=logax(其中a>0,且

a≠1),则x>0。

类型一:
 

具象型函数

方法:
 

观察判断函数整体结构与局部结构,

写出相应不等式,而后解不等式取交集即可。

【84】(2022·北京·11· )

 函 数 f (x)=
1
x + 1-x 的 定 义 域

是 。

【85】(2015·重庆·3· )

 函数f(x)=log2(x
2+2x-3)的定义域

是(  )。

A.
 

[-3,1]

B.
 

(-3,1)

C.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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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相信胜利就像山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哪怕是粉身碎骨。
(推荐人:

 

@魏子翔(山东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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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函数

D.
 

(-∞,-3)∪(1,+∞)

【86】(2019·江苏·4· )

 函 数 y = 7+6x-x2 的 定 义 域

是 。

【87】(2018·江苏·5· )

 函 数 f (x)= log2x-1 的 定 义 域

为 。

【88】(2004·重庆·1· )

 函 数 y = log1
2
(3x-2)的 定 义 域

是(  )。

A.
 

[1,+∞) B.
 2
3
,+∞  

C.
 2
3
,1





 




 D.

 2
3
,1 





【89】(2022·上海春季·13· )

 下列函数定义域为R的是(  )。

A.
 

y=x-
1
2  B.

 

y=x-1

C.
 

y=x
1
3  D.

 

y=x
1
2

【90】(2013·山东·5· )

 函数f(x)= 1-2x +
1

x+3
的定义域

为(  )。

A.
 

(-3,0]

B.
 

(-3,1]

C.
 

(-∞,-3)∪(-3,0]

D.
 

(-∞,-3)∪(-3,1]

【91】(2020·北京·11· )

 函 数 f (x)=
1

x+1+lnx
的 定 义 域

为 。

【92】(2004·湖南·1· )

 函数y=lg1-
1
x  的定义域为(  )。

A.
 

{x|x<0} B.
 

{x|x>1}

C.
 

{x|0<x<1} D.
 

{x|x<0或x>1}

【93】(2013·重庆·3· )

 函数y=
1

log2(x-2)
的定义域为(  )。

A.
 

(-∞,2)

B.
 

(2,+∞)

C.
 

(2,3)∪(3,+∞)

D.
 

(2,4)∪(4,+∞)

【94】(2014·山东·3· )

 函 数 f(x)=
1

(log2x)
2-1

的 定 义 域

为(  )。

A.
 

0,
1
2  

B.
 

(2,+∞)

C.
 

0,
1
2  ∪(2,+∞)

D.
 

0,
1
2 



 ∪[2,+∞)

【95】(2015·湖北·6· )

 函数f(x)= 4-|x|+lg
x2-5x+6

x-3
的

定义域为(  )。

A.
 

(2,3) B.
 

(2,4]

C.
 

(2,3)∪(3,4] D.
 

(-1,3)∪(3,6]

【96】(2009·江西·2· )

 函 数 y =
ln(x+1)

-x2-3x+4
的 定 义 域

是 。

【97】(2005·湖北·13· )

 函 数 y =
x-2
x-3lg 4-x 的 定 义 域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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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少年,不要成为他人的附庸,你不是别人的陪跑者,你是自己的勇士。(推荐人:
 

@唐乾泽(河
北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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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008·安徽·13· )

 函数y=
x-2 -1
log2(x-1)

的定义域是 。

类型二:
 

抽象型函数

方法:
 

在同一对应法则f 之下,所有代数

式的范围相同(具有相同意义)。

【99】(2013·大纲·4· )

 已知函数f(x)的定义域为(-1,0),则函

数f(2x+1)的定义域为(  )。

A.
 

(-1,1)    B.
 

-1,-
1
2  

C.
 

(-1,0)    D.
 1
2
,1  

【100】(2008·江西·3· )

 若函数f(x)的定义域是[0,2],则函数

g(x)=
f(2x)
x-1

的定义域是(  )。

A.
 

[0,1]    B.
 

[0,1)

C.
 

[0,1)∪(1,4]    D.
 

(0,1)

【101】(2006·湖北4· )

 设f(x)=lg
2+x
2-x

,则f
x
2  +f 2

x  的定

义域为(  )。

A.
 

(-4,0)∪(0,4) 
 

B.
 

(-4,-1)∪(1,4)

C.
 

(-2,-1)∪(1,2)  
 

D.
 

(-4,-2)∪(2,4)

2.3 分段函数与函数计算

  1.
 

求分段函数值首先需要确定所求函

数值对应的自变量的所属区间,然后代入该

段表达式求值。

2.
 

给定函数值求变量问题,先考虑每

一段函数的函数值,若能判断所给函数值所

属函数,则直接构建方程解方程即可;
 

若无

法确定所给函数值的所属函数,则分类讨论

变量所属区间并代入相应函数解析式进而

解方程,再判断所求解是否满足假设前提,

满足保留,不满足则舍去。

类型一:
 

求函数值

方法:
 

(1)
 

确定所求值的自变量的所属区

间,然后按该段表达式求值;
 

(2)
 

由内到外,内层的y 充当外层的x。

【102】(2015·新课标全国二·5· )

 设函数

f(x)=
1+log2(2-x), x<1,
 
2x-1, x≥1,









则f(-2)+f(log212)=(  )。

A.
 

3 B.
 

6 C.
 

9 D.
 

12
【103】(2015·陕西·4· )

 设 f(x)=
1- x , x≥0,
 
2x, x<0,







 则

f(f(-2))=(  )。

A.
 

-1 B.
 1
4 C.

 1
2 D.

 3
2

【104】(2012·江西·3· )

 设 函 数 f (x)=
x2+1, x≤1,
 
lgx, x>1, 则

f[f(10)]=(  )。

A.
 

lg101 
 

 B.
 

2 
 

 C.
 

1 
 

 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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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并不可怕,怕的是你不敢在受伤后勇敢地站起来,继续向前奔跑! (推荐人:
 

@追梦赶路人(江西鹰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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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函数

【105】(2012·陕西·11· )

 设 函 数 f(x)=
x, x≥0,
 

 

1
2  x, x<0,












则

f[f(-4)]= 。

类型二:
 

由函数值求参数

方法:
 

对于参数引起的变量不确定需要

对变量所属区间一一讨论。

【106】(2021·浙江·12· )

 已 知 a ∈ R, 函 数 f (x ) =

x2-4, x>2,
 
|x-3|+a, x≤2。 

 

若f(f(6))=3,

则a= 。

【107】(2015·山东·10· )

 设 函 数 f (x)=
3x-b, x<1,
 
2x, x≥1, 若

ff
5
6    =4,则b=(  )。

A.
 

1 B.
 7
8 C.

 3
4 D.

 1
2

【108】(2015·新课标全国一·10· )

 已知函数

f(x)=
2x-1-2, x≤1,
 
-log2(x+1), x>1,









且f(a)=-3,则f(6-a)=(  )。

A.
 

-
7
4 B.

 

-
5
4 C.

 

-
3
4 D.

 

-
1
4

【109】(2017·山东·9· )

 设f(x)=
x, 0<x<1,
 
2(x-1),x≥1,







 若f(a)=

f(a+1),则f
1
a  =(  )。

A.
 

2 B.
 

4 C.
 

6 D.
 

8
【110】(2011·江苏·11· )

 已 知 实 数 a ≠ 0,函 数 f(x)=

2x+a, x<1,
 
-x-2a, x≥1, 

 

若f(1-a)=f(1+

a),则a 的值为 。

2.4 函数的单调性

  1.
 

函数单调性的判断方法:
 

(1)
 

图像法:
 

分段函数单调性用图像法

更直观;
 

(2)
 

性质法:
 

初等函数模型直接使用函

数性质判断即可;
 

(3)
 

复合法:
 

复合函数单调性的判断专

属,首先要分清内外层函数,再分别找出内

外层函数的极值点(外层函数极值点要和内

层函数相等求解转为内层变量),其次在数

轴上把内层极值点和通过外层极值点转化

而来的所有数标识出来,接着判断每一段区

间上内层的单调性,还要判断在相应区间上

内层的值域,再说明内层函数产生的范围使

得外层函数具备怎样的单调性,最后再使用

“同增异减”来复合判断函数的单调性;
 

(4)
 

求导法:
 

通过对函数求导,在定义

域上解得导数为正的区间即为函数的递增

区间,导 数 为 负 的 区 间 即 为 函 数 的 递 减

区间。

2.
 

单调性的四则运算:
 

增+增=增;
 

减+减=减;
 

增-减=增;
 

减-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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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脚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努力才会有回报,当你付出努力时没有得到回报,那么就说明你的努力还不够。(推荐

人:
 

@繁惑(广东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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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一:
 

性质法判断单调性

方法:
 

熟识所学初等函数的性质。

【111】(2021·新课标全国甲·4· )

 下列函数是增函数的是(  )。

A.
 

f(x)=-x B.
 

f(x)=
2
3  x

C.
 

f(x)=x2 D.
 

f(x)=3x
【112】(2019·北京·3· )

 下列函数中,在区间(0,+∞)上单调递增

的是(  )。

A.
 

y=x
1
2   

 

B.
 

y=2-x

C.
 

y=log1
2

x    D.
 

y=
1
x

【113】(2014·北京·2· )

 下列函数中,在(0,+∞)上是增函数的

是(  )。

A.
 

y= x+1   
 

B.
 

y=(x-1)2

C.
 

f(x)=2-x   
 

D.
 

y=log0.5(x+1)

【114】(2010·北京·6· )

 给定函数:
 

①y=x
1
2;

 

②y=log1
2
(x+1);

 

③y= x-1 ;
 

④y=2x+1,其中在区间

(0,1)上单调递减的函数序号是(  )。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①④
类型二:

 

复合法判断复合函数单调性

方法:
 

分清内外层函数,确定内层函数单

调性并对其产生的范围判断外层函数单调性,

进而使用“同增异减”进行判断。

【115】(2014·天津·4· )

 函数f(x)=log1
2
(x2-4)的单调递增区间

是(  )。

A.
 

(0,+∞) B.
 

(-∞,0)

C.
 

(2,+∞) D.
 

(-∞,-2)

【116】(2017·新课标全国二·8· )

 函数f(x)=ln(x2-2x-8)的单调递增

区间是(  )。

A.
 

(-∞,-2) B.
 

(-∞,1)

C.
 

(1,+∞) D.
 

(4,+∞)

【117】(2023·新高考全国一·4· )

 设函数f(x)=2x(x-a)在区间(0,1)上单

调递减,则a 的取值范围是(  )。

A.
 

(-∞,-2]  B.
 

[-2,0)

C.
 

(0,2]  D.
 

[2,+∞)

【118】(2023·新课标全国甲·11· )

 已 知 函 数 f(x)=e-(x-1)
2。记 a=

f 2
2  ,b=f 3

2  ,c=f 6
2  ,则(  )。

A.
 

b>c>a B.
 

b>a>c

C.
 

c>b>a D.
 

c>a>b

类型三:
 

函数单调性的应用

方法:
 

熟识函数单调性的定义及其变形。

(1)
 

对任意的x1≠x2,且x1,x2∈D,则:
 

若
f(x2)-f(x1)

x2-x1
<0 或 [f (x2)-

f(x1)](x2-x1)<0,则f(x)在 D 上单调

递减;
 

若
f(x2)-f(x1)

x2-x1
>0 或 [f (x2)-

f(x1)](x2-x1)>0,则f(x)在 D 上单调

递增。

(2)
 

如 果 f(x)在 D 上 单 调 递 增,若

f(x1)>f(x2),则x1>x2 且x1,x2∈D;
 

如果f(x)在D 上单调递减,若f(x1)>

f(x2),则x1<x2 且x1,x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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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抱着功利心去提升自我! (推荐人:
 

@卤盐酸籽(山西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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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函数

【119】(2009·福建·5· )

 下 列 函 数 中,满 足“对 任 意 的 x1,x2∈
(0,+∞),当x1<x2 时,都有f(x1)>

f(x2)”的是(  )。

A.
 

f(x)=
1
x   

 

B.
 

f(x)=(x-1)2

C.
 

f(x)=ex    D.
 

f(x)=ln(x+1)

【120】(2009·陕西·10· )

 定义在R上的函数f(x)满足:
 

对任意的

x1 ≠x2,且 x1,x2 ∈ [0,+ ∞),有

f(x2)-f(x1)
x2-x1

<0,则(  )。

A.
 

f(3)<f(2)<f(4)

B.
 

f(1)<f(2)<f(3) 

C.
 

f(2)<f(1)<f(3)

D.
 

f(3)<f(1)<f(0)

【121】(2008·辽宁·9· )

 已知函数f(x)是定义在区间[0,+∞)上

的增函数,则满足f(2x-1)<f
1
3  的x

的取值范围是(  )。

A.
 1
3
,2
3      

B.
 1
3
,2
3





  

C.
 1
2
,2
3      

D.
 1
2
,2
3





  

【122】(2007·福建·7· )

 已知函数f(x)为定义在 R上的减函数,

则满足 f
1
x  >f(1)的 x 的 取 值 范 围

是(  )。

A.
 

(-∞,1)   
 

B.
 

(1,+∞)

C.
 

(-∞,0)∪(0,1)   
 

D.
 

(-∞,0)∪(1,+∞)

【123】(2015·山东·14· )

 已知函数f(x)=ax+b(a>0,a≠1)的定

义域 和 值 域 都 是[-1,0],则 a+b=
。

【124】(2006·北京·5· )

 已知f(x)=
(3a-1)x+4a, x≤1,
 
logax, x>1 是

(-∞,+∞)上的减函数,那么a 的取值范

围是(  )。

A.
 

(0,1)   
 

B.
 

0,
1
3  

C.
 1
7
,1
3





      

D.
 1
7
,1





  
【125】(2022·浙江·14· )

 已知函数f(x)=
-x2+2, x≤1,

x+
1
x-1

, x>1,









 则

ff
1
2    = ;

  

若当x∈[a,b]时,

1≤f (x)≤3,则 b -a 的 最 大 值

是 。

2.5 指对幂比较大小

  1.
 

观察代数式结构归纳出函数,结合

函数单调性进一步比较大小。

2.
 

寻求中间量过度比较大小:
 

(1)
 

比较a,b 大小可先判断a,b 和0
之间的大小关系;

 

(2)
 

若a>0,b>0,则接着判断a,b和

1的大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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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去争取。(推荐人:
 

@王若琳(山东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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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若0<a<1,0<b<1,则可以继续

选择
1
2
,2
3
,3
4
,…这类数字进一步判断。

类型一:
 

构造函数比较大小

方法:
 

观察并调整代数结构归纳函数,使

用函数单调性比较大小。

【126】(2011·重庆·6· )

 设a=log1
3

1
2
,b=log1

3

2
3
,c=log3

4
3
,则a,

b,c的大小关系是(  )。

A.
 

a<b<c B.
 

c<b<a

C.
 

b<a<c D.
 

b<c<a
【127】(2015·山东·3· )

 设a=0.60.6,b=0.61.5,c=1.50.6,则a,

b,c的大小关系是(  )。

A.
 

a<b<c B.
 

a<c<b

C.
 

b<a<c D.
 

b<c<a

【128】(2016·新课标全国三·6· )

 已知a=2
4
3,b=4

2
5,c=25

1
3,则(  )。

A.
 

b<a<c B.
 

a<b<c

C.
 

b<c<a D.
 

c<a<b

【129】(2016·新课标全国一·8· )

 若a>b>0,0<c<1,则(  )。

A.
 

logac<logbc   
 

B.
 

logca<logcb

C.
 

ac<bc    D.
 

ca>cb

【130】(2023·天津·3· )

 若a=1.010.5,b=1.010.6,c=0.60.5,则

a,b,c的大小关系为(  )。

A.
 

c>a>b B.
 

c>b>a

C.
 

a>b>c D.
 

b>a>c

【131】(2005·全国三·6· )

 若a=
ln2
2
,b=
ln3
3
,c=
ln5
5
,则(  )。

A.
 

a<b<c   
 

B.
 

b<c<a

C.
 

b<a<c    D.
 

c<a<b
类型二:

 

简单寻求中间量+函数单调性比较大小

方法:
 

(1)
 

观察并调整代数结构归纳函

数,使用函数单调性比较大小;
 

(2)
 

寻求中间量过渡比较大小,诸如0,1,

2,…。

【132】(2019·新课标全国一·3· )

 已 知 a=log20.2,b=2
0.2,c=0.20.3,

则(  )。

A.
 

a<b<c B.
 

a<c<b

C.
 

c<a<b D.
 

b<c<a
【133】(2012·天津4· )

 已知a=21.2,b=20.8,c=2log52,则a,b,

c的大小关系为(  )。

A.
 

c<b<a   
 

B.
 

c<a<b

C.
 

b<a<c    D.
 

b<c<a
【134】(2020·天津·6· )

 设a=30.7,b= 1
3  -0.8,c=log0.70.8,则

a,b,c的大小关系为(  )。

A.
 

a<b<c B.
 

b<a<c

C.
 

b<c<a D.
 

c<a<b
【135】(2006·天津·4· )

 设P=log23,Q=log32,R=log2(log32),

则(  )。

A.
 

R<Q<P B.
 

P<R<Q

C.
 

Q<R<P D.
 

R<P<Q
【136】(2018·天津·5· )

 已知a=log2e,b=ln2,c=log1
2

1
3
,则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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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要在乌云周围寻找浪漫的微光活下去,记住,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即使丢失怒骂鲜衣。(推荐人:
 

@建安(河南

商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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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的大小关系为(  )。

A.
 

a>b>c B.
 

b>a>c

C.
 

c>b>a D.
 

c>a>b
【137】(2014·安徽·5· )

 设 a =log37,b =21.1,c =0.83.1,

则(  )。

A.
 

b<a<c B.
 

c<a<b

C.
 

c<b<a D.
 

a<c<b
【138】(2007·天津·4· )

 设a=log1
2
3,b= 13  0.2,c=21

3,则(  )。

A.
 

a<b<c B.
 

c<b<a

C.
 

c<a<b D.
 

b<a<c
【139】(2018·天津·5· )

 已知a=log3
7
2
,b= 1

4  
1
3

,c=log1
3

1
5
,则

a,b,c的大小关系为(  )。

A.
 

a>b>c B.
 

b>a>c

C.
 

c>b>a D.
 

c>a>b
类型三:

 

估值过渡量比较大小

方法:
 

寻求中间量过渡比较大小,诸如0,

1
3
,1
2
,2
3
,3
4
,1,…,要求能把中间两个写成指

数或者对数形式,比如
1
2=log22

1
2=2log2

1
2。

【140】(2014·天津·4· )

 设a=log2π,b=log1
2
π,c=π-2,则(  )。

A.
 

a>b>c B.
 

b>a>c

C.
 

a>c>b D.
 

c>b>a
【141】(2019·天津·5· )

 已知a=log27,b=log38,c=0.3
0.3,则a,

b,c的大小关系为(  )。

A.
 

c<b<a B.
 

a<b<c

C.
 

b<c<a D.
 

c<a<b

【142】(2021·新高考全国二·7· )

 若a=log52,b=log83,c=
1
2
,则(  )。

A.
 

c<b<a B.
 

b<a<c

C.
 

a<c<b D.
 

a<b<c
【143】(2020·新课标全国三·10· )

 设a=log32,b=log53,c=
2
3
,则(  )。

A.
 

a<c<b B.
 

a<b<c

C.
 

b<c<a D.
 

c<a<b
【144】(2019·天津·6· )

 已知a=log52,b=log0.50.2,c=0.5
0.2,则

a,b,c的大小关系为(  )。

A.
 

a<c<b B.
 

a<b<c

C.
 

b<c<a D.
 

c<a<b
【145】(2013·新课标全国二·8· )

 设 a =log32,b =log52,c =log23,

则(  )。

A.
 

a>c>b   
 

B.
 

b>c>a

C.
 

c>a>b    D.
 

c>b>a
【146】(2011·天津·7· )

 若a=5log23.4,b=5log43.6,c= 1
5  log30.3,

则(  )。

A.
 

a>b>c   
 

B.
 

b>a>c

C.
 

a>c>b    D.
 

c>a>b

2.6 函数的奇偶性

  1.
 

函数的奇偶性定义

一般地,图像关于原点对称的函数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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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杜荀鹤《小松》(推荐人:
 

@天天开心(江西赣州))



奇函数。在奇函数f(x)中,f(x)和f(-x)

的绝对值相等,符号相反,即f(-x)=-f(x)

 变形f(-x)+f(x)=0或f(-x)
f(x)

=-1 。
图像关于y 轴对称的函数叫作偶函数。

在偶函数f(x)中,f(x)和f(-x)相等,即

f(-x)=f(x) 变形f(-x)-f(x)=0

或f(-x)
f(x)

=1 。偶 函 数 满 足 f(x)=

f(|x|)=f(-x)。

判断奇偶对称的前提是判断定义域是

否关于原点对称。若定义域关于原点不对

称,则函数非奇非偶;
 

定义域包含0的奇函

数必过原点。

2.
 

常见函数奇偶的判断(假设以下所

有函数定义域都关于原点对称)

y=xn(n 为奇数) 奇函数;
 

y=xn(n 为偶数) 偶函数;
 

y=sinkx(k≠0) 奇函数;
 

y=coskx(k≠0) 偶函数;
 

y=tankx(k≠0) 奇函数;
 

y=ax+a-x(a>0且a≠1) 偶函数;
 

y=ax-a-x 和y=a-x-ax
 

(a>0且

a≠1) 奇函数;
 

y=
ax±1
ax∓1

(a>0且a≠1)和y=
1±ax

1∓ax

(a>0且a≠1) 奇函数;
 

y=loga
b±cx
b∓cx

(b≠0,c≠0)和 y=

loga(1+b2x2±bx)(a>0且a≠1,b≠0)

 奇函数;
 

  y=ln(eax+1)-
ax
2 

偶函数。

3.
 

函数奇偶的运算

奇函数±奇函数=奇函数;
 

偶函数±偶函数=偶函数;
 

奇函数×奇函数=偶函数;
 

奇函数×偶函数=奇函数;
 

偶函数×偶函数=偶函数;
 

奇函数±偶函数=非奇非偶函数。

类型一:
 

函数奇偶性的判断

方法:
 

(1)
 

先判断函数的定义域,定义域

关于原点对称是判断函数奇偶性的先决条件;
 

(2)
 

f(-x)=-f(x)(奇函数),f(-x)=

f(x)(偶函数),也可使用奇偶的变形判断,如

f(-x)+f(x)=0(奇 函 数),f(-x)-

f(x)=0(偶函数);
 

(3)
 

记忆常见初等函数模型掌握其性质,

并结 合 奇 偶 四 则 运 算,也 可 快 速 判 断 出 奇

偶性。

【147】(2012·广东·4· )

 下列函数为偶函数的是(  )。

A.
 

y=sinx B.
 

y=x3

C.
 

y=ex D.
 

y=ln x2+1
【148】(2015·福建·3· )

 下列函数为奇函数的是(  )。

A.
 

y= x B.
 

y=|sinx|

C.
 

y=cosx D.
 

y=ex-e-x

【149】(2015·北京·3· )

 下列函数中为偶函数的是(  )。

A.
 

y=x2sinx B.
 

y=x2cosx

C.
 

y=|lnx| D.
 

y=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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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太阳很温暖,那些要分开的朋友,也都在分开之后才知道有多珍贵! 茫茫人海相遇即是缘,朋友一场也是缘分,一起努

力考上梦想大学,加油哦! (推荐人:
 

@宇哥哥(河南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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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函数

【150】(2015·广东·3· )

 下列函数中,既不是奇函数,也不是偶函数

的是(  )。

A.
 

y=x+sin2x B.
 

y=x2-cosx

C.
 

y=2x+
1
2x

D.
 

y=x2+sinx

【151】(2015·广东·3· )

 下列函数中,既不是奇函数,也不是偶函数

的是(  )。

A.
 

y= 1+x2 B.
 

y=x+
1
x

C.
 

y=2x+
1
2x

D.
 

y=x+ex

【152】(2010·广东·3· )

 若函数f(x)=3x+3-x 与g(x)=3x-

3-x 的定义域均为R,则(  )。

A.
 

f(x)为偶函数,g(x)为奇函数

B.
 

f(x)与g(x)均为奇函数

C.
 

f(x)为奇函数,g(x)为偶函数

D.
 

f(x)与g(x)均为偶函数

【153】(2022·北京·4· )

 已知函数f(x)=
1

1+2x
,则对任意的实数

x,有(  )。

A.
 

f(-x)+f(x)=0

B.
 

f(-x)-f(x)=0

C.
 

f(-x)+f(x)=1

D.
 

f(-x)-f(x)=
1
3

【154】(2009·全国二·3· )

 函数y=log2
2-x
2+x

的图像(  )。

A.
 

关于原点对称

B.
 

关于直线y=-x 对称

C.
 

关于y 轴对称

D.
 

关于直线y=x 对称

类型二:
 

由奇偶性求参数

方法:
 

(1)
 

若f(x)具有奇偶性,则其定义

域必然关于原点对称,且其图像特征也是关于

原点或是y 轴对称的。可以使用定义域的对称

求参数,或是使用特殊点,比如零点也是对称的。

(2)
 

可以通过
 

f(-x)=-f(x)或f(-x)=

f(x)形成方程,使用待定系数法求解参数。

(3)
 

可以结合奇偶四则运算剥离含参函

数并确定其奇偶,再使用(1)或(2)。

【155】(2012·重庆·12· )

 若f(x)=(x+a)(x-4)是偶函数,则实

数a= 。

【156】(2011·辽宁·6· )

 若函数f(x)=
x

(2x+1)(x-a)
为奇函数,

则a=(  )。

A.
 1
2 B.

 2
3 C.

 3
4 D.

 

1

【157】(2023·新课标全国·甲·13· )

 若y=(x-1)2+ax+sinx+
π
2  为偶函

数,则a= 。

【158】(2006·全国一·13· )

 已知函数f(x)=a-
1

2x+1
。若f(x)为

奇函数,则a= 。

【159】(2015·山东·8· )

 若 函 数 f(x)=
2x+1
2x-a

是 奇 函 数,则 使

f(x)>3成立的x 的取值范围为(  )。

A.
 

(-∞,-1) B.
 

(-1,0)

C.
 

(0,1)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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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别人打败,只有自己可以被自己打败。(推荐人:
 

@童鑫鑫(安徽淮南))



【160】(2023·新课标全国乙·4· )

 已 知 f(x)=
xex

eax-1
是 偶 函 数,则a=

(  )。

A.
 

-2  B.
 

-1  C.
 

1  D.
 

2
【161】(2010·江苏·5· )

 设函数f(x)=x(ex+ae-x)(x∈R)是偶

函数,则实数a= 。

【162】(2021·新高考全国一·13· )

 已知函数f(x)=x3(a2x-2-x)(x∈R)

是偶函数,则实数a= 。

【163】(2023·新高考全国二·4· )

 若f(x)=(x+a)ln
2x-1
2x+1

为偶函数,则

a=(  )。

A.
 

-1  B.
 

0  C.
 1
2  D.

 

1

【164】(2015·新课标全国一·13· )

 若函数f(x)=xln(x+ a+x2)是偶函

数,则实数a= 。

【165】(2014·湖南·15· )

 若f(x)=ln(e3x+1)+ax 是偶函数,则实

数a= 。

类型三:
 

利用奇偶性求函数解析式与函数值

方法:
 

(1)
 

设所求区间量,根据对称性通过

所设变量表示对称区间变量,代入对称区间变量

所在解析式,再结合奇偶性化简得所求解析式;
 

(2)
 

利用对称性求得所求变量对称量函

数值,再由对称性求得所求变量函数值;
 

(3)
 

结合平移知识可以把具有中心对称

或者轴对称的函数问题转化为具有奇偶性的

函数进行求解;
 

或者通过调整函数结构转为

利用函数奇偶性求解问题。

【166】(2019·新课标全国二·6· )

 设f(x)为奇函数,且当x≥0时,f(x)=

ex-1,则当x<0时,f(x)=(  )。

A.
 

e-x-1 B.
 

e-x+1

C.
 

-e-x-1 D.
 

-e-x+1
【167】(2017·新课标全国二·14· )

 已知函数f(x)是定义在 R上的奇函数,

当x∈(-∞,0)时,f(x)=2x3+x2,则

f(2)= 。

【168】(2019·新课标全国二·14· )

 已知f(x)是奇函数,且当x<0时,f(x)=

-eax。若
 

f(ln2)=8,则a= 。

【169】(2021·新课标全国乙·4· )

 设函数f(x)=
1-x
1+x

,则下列函数中为奇

函数的是(  )。

A.
 

f(x-1)-1 B.
 

f(x-1)+1

C.
 

f(x+1)-1 D.
 

f(x+1)+1
【170】(2011·广东·12· )

 设函数f(x)=x3cosx+1,若f(a)=11,

则f(-a)= 。

【171】(2013·湖南·4· )

 已知f(x)是奇函数,g(x)是偶函数,且

f(-1)+g(1)=2,f(1)+g(-1)=4,则

g(1)等于(  )。

A.
 

4 B.
 

3 C.
 

2 D.
 

1
【172】(2011·湖北·3· )

 若定义在 R 上的偶函数f(x)和奇函数

g(x)满足f(x)+g(x)=ex,则g(x)=
(  )。

A.
 

ex-e-x B.
 1
2
(ex+e-x)

C.
 1
2
(e-x-ex) D.

 1
2
(ex-e-x)






























































































05

珍惜这些忙碌且充实的日子吧,这会成为你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推荐人:
 

@君峰(甘肃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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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008·安徽·11· )

 若函数f(x),g(x)分别是R上的奇函数、

偶函数,且 满 足 f(x)-g(x)=ex,则

有(  )。

A.
 

f(2)<f(3)<g(0)

B.
 

g(0)<f(3)<f(2)

C.
 

f(2)<g(0)<f(3)

D.
 

g(0)<f(2)<f(3)

【174】(2023·新高考全国一·11· )

 (多选题)已知函数f(x)的定义域为 R,

f(xy)=y2f(x)+x2f(y),则(  )。

A.
 

f(0)=0

B.
 

f(1)=0

C.
 

f(x)是偶函数

D.
 

x=0为f(x)的极小值点

2.7
 
 

函数的对称性与周期性

及其应用

  函数的对称性

函数的奇偶性是函数特殊的对称性,偶
函数关于y 轴对称,奇函数关于原点对称,

若将具有奇偶性的函数进行上下左右平移,

虽然有可能不具有奇偶性,但其对称中心和

对称轴依然保留,依然具有对称性。函数的

对称中心和对称轴的判断还需结合平移伸

缩综合判断,其中涉及常数分离、先局部后

整体等方法。
(1)

 

若函数 f(x)满足 f(a+x)=

f(b-x)恒 成 立,则
 

f(x)的 对 称 轴 是

x=
a+b
2
。

  (2)
 

若函数f(x)满足f(a+x)=

-f(b-x)恒成立,则
 

f(x)的对称中心

a+b
2
,0  。
(3)

 

若函数f(x)满足f(a+x)=c-

f(b-x)恒成立,则
 

f(x)的对称中心为

a+b
2
,c
2  。

函数的周期性

1.
 

定义:
 

一般地,对于函数f(x),如果

存在非零实数 T,对任意的 x∈D,都有

f(x+T)=f(x),则f(x)为周期函数,T
为这个函数的周期。

2.
 

常见函数周期的判断

(1)
 

若函数 f(x)满足 f(x+a)+

f(x+b)=c(a,b,c 为 常 数),则 T =

2|a-b|。

特例:
 

①
 

若函数f(x)满足 f(x+

a)=-f(x),则T=2|a|;
 

②
 

若 函 数 f(x)满 足 f(x+a)=

-f(x)+c,则T=2|a|。

(2)
 

若函数 f(x)满足 f(x+a)·

f(x+b)=c(a,b,c为常数),则T=2|a-b|。

特例:
 

①
 

若函数f(x)满足 f(x+

a)=
1

f(x)
(a 为常数),则T=2|a|;

 

②
 

若 函 数 f(x)满 足 f(x+a)=

-
1

f(x)
(a 为常数),则T=2|a|。

(3)
 

若函数f(x)的图像关于点(a,0)

和点(b,0)对称,则f(x)是周期函数,T=

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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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不能三年做不好一件事吧,总不能让父母失望吧。(推荐人:
 

@小孙同学(山东济宁))



  (4)
 

若函数f(x)的图像关于直线x=

a 和直线x=b 对称,则f(x)是周期函数,

T=2|a-b|。

(5)
 

若函数f(x)的图像关于点(a,0)

和直线x=b 对称,则f(x)是周期函数,

T=4|a-b|。

类型一:
 

求函数值

方法:
 

(1)
 

判断函数的周期性,核心笔记

里给出了常见函数的周期判断;
 

(2)
 

利用周期性将所求变量调整至已知

解析式的区间上,进而代入求解即可。

【175】(2019·上海·6· )

 已知函数f(x)周期为1,且当0<x≤1

时,f(x)=-log2x,则f
3
2  = 。

【176】(2014·四川·13· )

 设f(x)是定义在R上的周期为2的函数,

当 x∈ [- 1,1) 时,f(x) =

-4x2+2, -1≤x<0,

x, 0≤x<1, 则 f
3
2  =

。

【177】(2018·江苏·9· )

 函数f(x)满足f(x+4)=f(x)(x∈R),

且 在 区 间 (- 2,2]上,f (x)=

cos
πx
2
, 0<x≤2,

x+
1
2
, -2<x≤0,













则f(f(15))的

值为 。

类型二:
 

判断周期性并求函数值

方法:
 

判断函数的周期性,并由变量间的

函数值关系确定已知函数值和未知函数值间

的关系。

【178】(2021·新课标全国甲·12· )

 设f(x)是定义域为R的奇函数,且f(1+

x)=f (-x)。若 f -
1
3  = 13,则

f
5
3  =(  )。

A.
 

-
5
3 B.

 

-
1
3 C.

 1
3 D.

 5
3

【179】(2008·四川·9· )

 函数f(x)满足f(x)·f(x+2)=13,若

f(1)=2,则f(99)=(  )。

A.
 

13 B.
 

2 C.
 13
2 D.

 2
13

【180】(2006·安徽·15· )

 函数 f(x)对 于 任 意 实 数 x 满 足 条 件

f(x+2)=
1

f(x)
,若 f (1)= -5,则

f(f(5))= 。

【181】(2006·山东·5· )

 已知 定 义 在 R 上 的 奇 函 数 f(x)满 足

f(x+2)= -f (x),则 f (6)的 值

为(  )。

A.
 

-1   B.
 

0   C.
 

1   D.
 

2
类型三:

 

周期性和奇偶性综合问题求函数值

方法:
 

(1)
 

利用周期性和奇偶性将所求变

量调整至已知解析式的区间上,进而代入求解

即可;
 

(2)
 

结合定义深度理解周期定义并求周

期,能利用两条对称轴、两个对称中心或一个

对称中心与一条对称轴求周期。

【182】(2012·浙江·16· )

 设函数f(x)是定义在R上的周期为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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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 加油。(推荐人:
 

@庾烛(河南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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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函数,当x∈[0,1]时,f(x)=x+1,则

f
3
2  = 。

【183】(2011·大纲·10· )

 设f(x)是周期为2的奇函数,当0≤x≤1

时,f(x)=2x(1-x),则 f -
5
2  =

(  )。

A.
 

-
1
2 B.

 

-
1
4 C.

 1
4 D.

 1
2

【184】(2008·湖北·6· )

 已知f(x)在 R 上是奇函数,且f(x+

4)=f(x),当x∈(0,2)时,f(x)=2x2,

则f(7)=(  )。

A.
 

-2 B.
 

2 C.
 

-98 D.
 

98
【185】(2010·安徽·4· )

 若f(x)是R上周期为5的奇函数,且满足

f(1)=1,f(2)=2,则 f(3)-f(4)=
(  )。

A.
 

-1        B.
 

1      C.
 

-2     D.
 

2
【186】(2016·四川·14· )

 若函数f(x)是定义R上的周期为2的奇

函数,当 0<x<1 时,f(x)=4x,则

f -
5
2  +f(2)= 。

【187】(2014·安徽·14· )

 若函数f(x)(x∈R)是 周 期 为4的 奇

函数,且在[0,2]上的解析式为

f(x)=
x(1-x), 0≤x≤1,
 
sinπx, 1<x≤2, 

则f
29
4  +f416  = 。

【188】(2014·新课标全国二·15· )

 已知偶函数f(x)的图像关于直线x=2

对称,若f(3)=3,则f(-1)= 。

【189】(2017·山东·14· )

 已知f(x)是定义在 R 上的偶函数,且

f(x+4)=f(x-2)。若当x∈[-3,0]

时,f(x)=6-x,则f(919)= 。

【190】(2018·新课标全国二·11· )

 已知f(x)是定义域为(-∞,+∞)的奇函

数,满足f(1-x)=f(1+x)。若f(1)=

2,则f(1)+f(2)+…+f(50)=(  )。

A.
 

-50 B.
 

0 C.
 

2 D.
 

50
【191】(2012·山东·8· )

 定义在R上的函数f(x)满足f(x+6)=

f(x),当 -3≤x < -1 时,f(x)=

-(x+2)2,当-1≤x<3时,f(x)=x,则

f(1)+f(2)+f(3)+…+f(2012)=
(  )。

A.
 

335        B.
 

338      C.
 

1678     D.
 

2012

2.8 函数性质的综合问题

  1.
 

熟识初等函数的性质且能在多项式

函数中逐块判断单调性与奇偶性,并对多项

式函数的单调性与奇偶性做进一步判断。

2.
 

奇函数关于原点对称的两个区间单

调性一致,偶函数关于原点对称的两个区间

单调性相反。

类型一:
 

单调性综合类问题

方法:
 

(1)
 

熟识初等函数的单调性且要结

合单调性四则运算进一步判断多项式函数单

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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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祝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熠熠生辉。(推荐人:
 

@小凯不想长大(安徽铜陵))



(2)
 

复合函数单调性的判断要领是“同增

异减”。

【192】(2016·北京·5· )

 已知x,y∈R,且x>y>0,则(  )。

A.
 1
x-

1
y
>0

B.
 

sinx-siny>0

C.
 1
2  x- 12  y<0

D.
 

lnx+lny>0
【193】(2019·新课标全国二·6· )

 若a>b,则(  )。

A.
 

ln(a-b)>0 B.
 

3a<3b

C.
 

a3-b3>0 D.
 

|a|>|b|
【194】(2020·新课标全国二·11· )

 若2x-2y<3-x-3-y,则(  )。

A.
 

ln(y-x+1)>0 B.
 

ln(y-x+1)<0

C.
 

ln|x-y|>0 D.
 

ln|x-y|<0
【195】(2019·北京·13· )

 设函数f(x)=ex+ae-x(a 为常数)。若

f(x)为奇函数,则a= ;
 

若f(x)

是 R 上 的 增 函 数,则 a 的 取 值 范 围

是 。

类型二:
 

单调性与奇偶性的综合判断

方法:
 

(1)
 

熟识初等函数的单调性且要结

合单调性四则运算进一步判断多项式函数的

单调性;
 

(2)
 

熟识初等函数的奇偶性且要结合奇偶

性四则运算进一步判断多项式函数的奇偶性。

【196】(2012·陕西·2· )

 下列函数中,既是奇函数又是增函数的

是(  )。

A.
 

y=x+1    B.
 

y=-x3

C.
 

y=
1
x    

 

D.
 

y=x|x|

【197】(2020·新课标全国二·10· )

 设函数f(x)=x3-
1
x3
,则f(x)(  )。

A.
 

是奇函数,且在(0,+∞)上单调递增

B.
 

是奇函数,且在(0,+∞)上单调递减
 

C.
 

是偶函数,且在(0,+∞)上单调递增

D.
 

是偶函数,且在(0,+∞)上单调递减

【198】(2015·湖南·5· )

 设函数f(x)=ln(1+x)-ln(1-x),则

f(x)是(  )。

A.
 

奇函数,且在(0,1)上是增函数

B.
 

奇函数,且在(0,1)上是减函数
 

C.
 

偶函数,且在(0,1)上是增函数

D.
 

偶函数,且在(0,1)上是减函数

【199】(2020·新课标全国二·9· )

 设函数f(x)=ln2x+1 -ln2x-1 ,则

f(x)(  )。

A.
 

是偶函数,且在 1
2
,+∞  上是增函数

B.
 

是奇函数,且在 -
1
2
,1
2  上是减函数

 

C.
 

是偶函数,且在 -∞,-
1
2  上是增函数

D.
 

是奇函数,且在 -∞,-
1
2  上是减函数

类型三:
 

函数与不等式

方法:
 

结合单调性与奇偶性能将函数值

间的不等关系转为自变量间的不等关系。

【200】(2017·新课标全国一·5· )

 函数f(x)在(-∞,+∞)上单调递减,且

为奇函数。若f(1)=-1,则满足-1≤

f(x-2)≤1的x 的取值范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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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很累,但是你已经坚持到现在了,不是吗? 再坚持一下,前方就是曙光! (推荐人:
 

@唐振兴(江苏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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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2] B.
 

[-1,1]

C.
 

[0,4] D.
 

[1,3]

【201】(2010·新课标全国·9· )

 设偶函数f(x)满足f(x)=2x-4(x≥
0),则 x fx-2  >0  =(  )。

A.
 

x x<-2或x>4  
B.

 

x x<0或x>4  
C.

 

x x<0或x>6  
D.

 

x x<-2或x>2  
【202】(2005·重庆·3· )

 若函数f(x)是定义在 R上的偶函数,在

(-∞,0]上是减函数,且f(2)=0,则使得

f(x)<0的x 的取值范围是(  )。

A.
 

(-∞,2)

B.
 

(2,+∞)

C.
 

(-∞,-2)∪(2,+∞)

D.
 

(-2,2)

【203】(2014·新课标全国二·15· )

 已知偶函数f(x)在[0,+∞)上单调递减,

f(2)=0。若f(x-1)>0,则x 的取值范

围是 。

【204】(2016·天津·6· )

 已知f(x)是定义在 R上的偶函数,且在

区间(-∞,0)上单调递增。若实数a 满足

f(2a-1 )>f(- 2),则a 的取值范围是

(  )。

A.
 

-∞,
1
2    B. 

-∞,
1
2  ∪ 32,+∞  

C.
 1
2
,3
2    D.

 3
2
,+∞  

【205】(2008·全国一·9· )

 设奇函数f(x)在(0,+∞)上为增函数,且

f(1)=0,则不等式f(x)-f(-x)
x <0的

解集为(  )。

A.
 

(-1,0)∪(1,+∞)    

B.
 

(-∞,-1)∪(0,1)

C.
 

(-∞,-1)∪(1,+∞)    
 

D.
 

(-1,0)∪(0,1)

【206】(2020·新高考全国一·8· )

 若定义在R上奇函数f(x)在(-∞,0)上

单调递减,且f(2)=0,则满足xf(x-

1)≥0的x 的取值范围是(  )。

A.
 

[-1,1]∪[3,+∞)    

B.
 

[-3,-1]∪[0,1]

C.
 

[-1,0]∪[1,+∞)    
 

D.
 

[-1,0]∪[1,3]

2.9 函数的图像

  一、
 

初等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1.
 

幂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幂函数 y=x y=x2 y=x3 y=x
1
2  y=x-1

定义域 R R R [0,+∞) x≠0

值域 R [0,+∞) R [0,+∞) y≠0

奇偶性 奇 偶 奇 非奇非偶 奇

单调性

(x>0)
单调递增 单调递增 单调递增 单调递增 单调递减

公共点 (1,1)

幂函数y=xα 在第一象限的重要结论:

(1)
 

恒过点(1,1);
 

(2)
 

当x∈(0,1)时,α 越大,函数值越

小;
 

当x∈(1,+∞)时,α越大,函数值越大;
 

(3)
 

在直线x=1的右侧,图像由上至

下对应的指数α由大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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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不想做,就在床上懒着。但心里的某个地方,还在想着毫无进展的工作,急得不得了。这样的话,起来干活不就得了,
却又不想起来。纵容我的人是我,紧逼我的人还是我。———山本文绪(推荐人:

 

@走进她的世界(河南焦作))



  (4)
 

在y 轴和直线x=1之间,图像由

上至下对应的指数α由小到大。

2.
 

指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函 数 y=ax(a>0,且a≠1)
0<a<1 a>1

图 像

定义域 R
值域 (0,+∞)

性质
过定点(0,1)

减函数 增函数

3.
 

对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函数
y=logax

 

(a>0,且a≠1)

a>1 0<a<1

图像

定义域 (0,+∞)
值域 R

性质

过定点(1,0)
当x>1时,y>0;

 

当0<x<1时,y<0
当x>1时,y<0;

 

当0<x<1时,y>0
在(0,+∞)内单调递增 在(0,+∞)内单调递减

二、
 

函数图像的变换与对称

(1)
 

平移变换

  (2)
 

对称变换

①
 

y=f(x)和y=-f(x)关于x 轴

对称;
 

②
 

y=f(x)和y=f(-x)关于y 轴

对称;
 

③
 

y=f(x)和y=-f(-x)关于原点

对称;
 

④
 

y=ax
 

(a>0且a≠1)和y=logax

关于直线y=x 对称。

(3)
 

翻折变换

①
 

y=f(x)
保留x 轴及上方图像

将x 轴下方图像翻折上去→y=

|f(x)|;
 

②
 

y=f(x)
保留y 轴及右边图像,并作其

关于y 轴对称的图像 →

y=f(|x|)。

(4)
 

伸缩变换

①
 

y=f(x)

a>1,横坐标缩短为原来的
1
a

倍,纵坐标不变

0<a<1,横坐标伸长为原来的
1
a

倍,纵坐标不变
→

y=f(ax);
 

②
 

y=f(x)

a>1,纵坐标伸长为原来的a 倍,横坐标不变

0<a<1,纵坐标缩短为原来的a 倍,横坐标不变→

y=af(x)。

类型一:
 

初等函数的图像综合判断

方法:
 

熟识初等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并加

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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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推荐人:
 

@李世栋(山西吕梁))



  第2章 函数

【207】(2011·陕西·4· )

 函数y=x
1
3

 

的图像是(  )。

A.
 

 
 B.

 

C.
 

D.
 

【208】(2004·湖北·5· )

 若函数y=ax+b-1(a>0,且a≠1)的

图像经过第二、第三、第四象限,则一定

有(  )。

A.
 

0<a<1且b>0  
 

B.
 

a>1且b>0

C.
 

0<a<1且b<0  
 

D.
 

a>1且b<0
【209】(2012·四川·5· )

 函数y=ax-
1
a
(a>0,且a≠1)的图像可

能是(  )。

A.
 

 
 B.

 

C.
 

D.
 

【210】(2010·四川·2· )

 函数y=log2x
 

的图像大致是(  )。

A.
 

 
 B.

 

C.
 

D.
 

【211】(2014·福建·8· )

 若函数y=logax(a>0,且a≠1)的图像如

下图所示,则下列函数正确的是(  )。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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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很苦,但每个人都在认真地生活。(推荐人:
 

@星星(河北石家庄))



【212】(2014·山东·6· )

 已知函数y=loga(x+c)(a,c为常数,其

中a>0,且a≠1)的图像如图所示,则下列

结论成立的是(  )。

A.
 

a>1,c>1

B.
 

a>1,0<c<1

C.
 

0<a<1,c>1

D.
 

0<a<1,0<c<1
【213】(2008·山东·12· )

 已知函数y=loga(2
x+b-1)(其中a>0,

且a≠1)的图像如图所示,则a,b 满足的

关系是(  )。

A.
 

0<a-1<b<1

B.
 

0<b<a-1<1

C.
 

0<b-1<a<1

D.
 

0<a-1<b-1<1
 

【214】(2014·浙江·8· )

 在同一坐标系中,函数f(x)=xa(x>0),

g(x)=logax 的图像可能是(  )。

 
A.  

  
B.  

 
C. 

 

 
  

D.  

【215】(2019·浙江·6· )

 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函数y=
1
ax
,y=

loga x+
1
2  (a>0,且a≠1)的 图 像 可 能

是(  )。

 
A.  

 
B.  

  

 
C.  

 
D.  

  
【216】(2012·四川·4· )

 为了得到函数y=2x-3-1的图像,只需把

函数y=2x 上所有点(  )。

A.
 

向右平移3个单位长度,再向下平移1
个单位长度

B.
 

向左平移3个单位长度,再向下平移1
个单位长度

C.
 

向右平移3个单位长度,再向上平移1
个单位长度

D.
 

向左平移3个单位长度,再向上平移1
个单位长度

【217】(2011·重庆·5· )

 下列区间中,函数f(x)=|ln(2-x)|在其

上为增函数的是(  )。

A.
 

(-∞,1] B.
 

-1,
4
3





 






C.
 

0,
3
2





  D.

 

[1,2)

类型二:
 

函数的图像综合判断

方法:
 

(1)判断函数的定义域、单调性、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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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努力再努力,现在的奋斗,都是为了迎接那一封令人羡慕的通知书! (推荐人:
 

@荳芽(海南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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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函数

偶性、对称性以及零点等特殊点;
 

(2)
 

对比多个图像的不同之处进行判断。

【218】(2022·新课标全国乙·8· )

 如图所示是下列四个函数中的某个函数在

区间 [-3,3]的 大 致 图 像,则 该 函 数

是(  )。

A.
 -x3+3x

x2+1

B.
 

y=
x3-x
x2+1

C.
 

y=
2xcosx
x2+1

D.
 

y=
2sinx
x2+1

【219】(2022·新课标全国甲·5· )

 函数y=(3x-3-x)cosx 在区间





 -

π
2
,π
2







的图像大致为(  )。

A.
 

 
 B.

 

C.
 

D.
 

【220】(2015·浙江·5· )

 函数f(x)= x-
1
x  cosx(-π≤x≤π且

x≠0)的图像可能为(  )。

A.
 

 
 B.

 

C.
 

D.
 

【221】(2023·天津·4 )

 函数f(x)的图像如图所示,则f(x)的解

析式可能为(  )。

A.
 5(ex-e-x)

x2+2
B.

 5sinx
x2+1

C.
 5(e2+e-x)

x2+2
D.

 5cosx
x2+1

【222】(2019·新课标全国一·5· )

 函数f(x)=
sinx+x
cosx+x2

在[-π,π]上的

图像大致为(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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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歌曲《鱼米》(推荐人:
 

@萝卜(河南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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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223】(2020·天津·3· )

 函数y=
4x

x2+1
的图像大致为(  )。

A.
 

 
 B.

 

C.
 

D.
 

【224】(2018·新课标全国二·3· )

 函数f(x)=
ex-e-x

x2
的图像大致为(  )。

A.
 

 
 B.

 

C.
 

D.
 

【225】(2019·新课标全国三·7· )

 函数y=
2x3

2x+2-x
在[-6,6]上的图像大

致为(  )。

A.
 

 
 B.

 

C.
 

D.
 

【226】(2017·新课标全国三·7· )

 函数y=1+x+
sinx
x2

的部分图像大致

为(  )。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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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泥沼时,不要囿于自身的情绪,抬头看看天吧。长风破浪会有时,你要等。(推荐人:
 

@学习使我快乐(陕西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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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章 函数

【227】(2018·新课标全国三·7· )

 函 数 y= -x4+x2+2 的 图 像 大 致

为(  )。

A.
 

 
 B.

 

C.
 

D.
 

【228】(2016·新课标全国一·7· )

 函数y=2x2-e|x|在[-2,2]上的图像大

致为(  )。

A.
 

 

B.
 

 

C.
 

D.
 

 

2.10  函数与方程

  1.
 

函数零点与方程的根的转化

方程f(x)=0有实数根⇔函数y=

f(x)有零点⇔函数y=f(x)的图像与x
轴有交点。

2.
 

零点存在定理

如果函数y=f(x)在区间[a,b]上的

图像 是 连 续 不 断 的 一 条 曲 线,并 且 有

f(a)·f(b)<0,那么函数y=f(x)在区

间(a,b)内有零点,即至少存在一个c∈(a,

b),使得f(c)=0,这个c也是方程f(x)=

0的根。

注意:
 

应用零点存在定理说明零点唯

一存在的时候函数y=f(x)在[a,b]上应

满足连续且单调,且有f(a)·f(b)<0,那

么函数在(a,b)上存在唯一的c∈(a,b),使

得f(c)=0,这个c也是方程f(x)=0的唯

一根。

类型一:
 

利用零点存在定理判断零点所在区间

方法:
 

判断函数y=f(x)在区间[a,b]

上连续且单调以及f(a)·f(b)<0,那么函

数y=f(x)在区间(a,b)上有唯一零点。

【229】(2010·天津·2· )

 函数f(x)=2x+3x 的零点所在的一个区

间是(  )。

A.
 

(-2,-1) B.
 

(-1,0)

C.
 

(0,1) 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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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前方,不知结果,但我一直都在路上。(推荐人:
 

@清阳丹漪(江西抚州))



【230】(2014·上海春季·19· )

 设x0为函数f(x)=2x+x-2的零点,则

x0∈(  )。

A.
 

(-2,-1)    
 

B.
 

(-1,0)

C.
 

(0,1)      
 

D.
 

(1,2)

【231】(2010·天津·4· )

 函数f(x)=ex+x-2的零点所在的一个

区间是(  )。

A.
 

(-2,-1)    
 

B.
 

(-1,0)

C.
 

(0,1)      
 

D.
 

(1,2)

【232】(2011·新课标全国·10· )

 在下列区间中,函数f(x)=ex+4x-3的

零点所在的区间为(  )。

A.
 

-
1
4
,0  B.

 

0,
1
4  

C.
 1
4
,1
2  D.

 1
2
,3
4  

【233】(2007·山东·11· )

 设函数y=x3 与y=
1
2  x-2 的图像的交

点为(x0,y0),则x0所在区间是(  )。

A.
 

(0,1)    
 

B.
 

(1,2)

C.
 

(2,3)      
 

D.
 

(3,4)

【234】(2014·北京·6· )

 已知函数f(x)=
6
x-log2x

,在下列区间

内,包含f(x)零点的区间是(  )。

A.
 

(0,1)    
 

B.
 

(1,2)

C.
 

(2,4)      
 

D.
 

(4,+∞)

【235】(2013·重庆·6· )

 若a<b<c,则函数f(x)=(x-a)(x-

b)+(x-b)(x-c)+(x-c)(x-a)的两

个零点分别位于区间(  )。

A.
 

(a,b)和(b,c)内

B.
 

(-∞,a)和(a,b)内

C.
 

(b,c)和(c,+∞)内

D.
 

(-∞,a)和(c,+∞)内

类型二:
 

判断零点个数

方法:
 

(1)
 

初等函数或是由初等函数组合

而成的简单函数画图数零点;
 

(2)
 

将零点问题转为直线和曲线相交问

题,画图数交点;
 

(3)
 

令函数等于0,将零点个数问题转化

为方程的根的个数问题。

【236】(2012·北京·5· )

 函数 f(x)=x
1
2 - 1

2  x 的 零 点 个 数

为(  )。

A.
 

0 B.
 

1 C.
 

2 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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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一跃惊凡世,金榜题名六月时。(推荐人:
 

@青霜罗雪(重庆巫溪))



  第2章 函数

【237】(2013·湖南·6· )

 函数f(x)=lnx 的图像与函数g(x)=

x2-4x+4的图像的交点个数为(  )。

A.
 

0 B.
 

1 C.
 

2 D.
 

3

【238】(2013·湖南5· )

 函数f(x)=2lnx 的图像与g(x)=x2-

4x+5的图像的交点个数为(  )。

A.
 

3    B.
 

2     C.
 

1      D.
 

0

【239】(2011·陕西·6· )

 方程|x|=cosx 在(-∞,+∞)内(  )。

A.
 

没有根
 

B.
 

有且仅有一个根

C.
 

有且仅有两个根 D.
 

有无穷多个根

【240】(2013·天津·7· )

 已知函数f(x)=2x log0.5x -1的零点

个数为(  )。

A.
 

1    B.
 

2     C.
 

3      D.
 

4

【241】(2015·江苏·13· )

 已 知 函 数 f (x)=|lnx|,g (x)=

0, 0<x≤1,
 
|x2-4|-2, x>1, 则方程|f(x)+

g(x)|=1实根的个数为 。

【242】(2012·湖北·9· )

 函数f(x)=xcosx2 在区间[0,4]上的零

点个数为(  )。

A.
 

4    B.
 

5     C.
 

6      D.
 

7

【243】(2014·福建·15· )

 函数f(x)=
x2-2, x≤0,
 
2x-6+lnx, x>0 的零

点个数是 。

类型三:
 

由零点个数求解参数

方法:
 

(1)
 

半参数分离:
 

将函数零点问题

转化为曲线和绕定点旋转的直线相交问题;
 

或转化为曲线和斜率为定值且在y 轴截距不

定的相交问题,注意借助导数计算临界状态

相切。

(2)
 

全参数分离:
 

将函数零点问题转化为

曲线和水平直线相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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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不是我们最后的终点,好好加油,夏日的暖风一定会吹向我们心仪的大学! (推荐人:
 

@王媛(河北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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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015·湖南·14· )

 若函数f(x)=|2x-2|-b 有两个零点,

则实数b的取值范围是 。

【245】(2004·湖南·16· )

 若直线y=2a 与函数y= ax-1 (a>0
且a≠1)的图像有两个公共点,则a 的取

值范围是 。

【246】(2011·北京·13· )

 已知函数f(x)=

2
x
, x≥2,

 
(x-1)3, x<2,











若关

于x 的方程f(x)=k有两个不同的实根,

则数k的取值范围是 。

【247】(2019·天津·8· )

 已知函数f(x)=
2 x, 0≤x≤1,
 
1
x
, x>1,












若关

于x 的方程f(x)=-
1
4x+a

(a∈R)恰有

两个 互 异 的 实 数 解,则 a 的 取 值 范 围

为(  )。

A.
 5
4
,9
4





 




 B.

 5
4
,9
4 





C.
 5
4
,9
4 



 ∪{1} D.

 5
4
,9
4





 




 ∪{1}

【248】(2011·辽宁·16· )

 已知函数f(x)=ex-2x+a 有零点,则a
的取值范围是 。

【249】(2015·湖南·15· )

 已知函数f(x)=
x3, x≤a,
 
x2, x>a,







 若存在实

数b,使得函数g(x)=f(x)-b有两个零

点,则a 的取值范围是 。

【250】(2018·浙江·15· )

 已知λ∈R,函数f(x)=
x-4, x≥λ,
 
x2-4x+3,x<λ, 

 

当λ=2 时,不 等 式 f(x)<0的 解 集

是 ,若函数f(x)恰有2个零点,

则λ的取值范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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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太阳照常升起。(推荐人:
 

@得已人间风月(山东临沂))



全书真题免费视频讲解

B站(哔哩哔哩)
 

       
微信公众号



真。故选A。

1.13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57】A。

提示:
 

方法一(定义法):
 p⇒r
r/⇒p ,r⇒s,s⇒q,则

p⇒q
q/⇒p 。

方法二(集合法):
 

P⫋R,R⊆S,S⊆Q,则P⫋Q,故p 是q
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故选A。

【58】B。
提示:

 

设p 为“便宜”,q为“好货”,依据题意,p⇒q 等价

于其逆否命题q⇒p,即“不便宜”是“好货”的必要条件。
故选B。

【59】A。

提示:
 q⇒p
p/⇒q ⇔

p⇒q
q/⇒p ,即p 是q 的充分不必要条

件。故选A。
【60】A。

提示:
 

令p:
 

“四边形ABCD 是菱形”,q:
 

“AC⊥BD”。由

菱形性质可知p⇒q,但由菱形定义“对角线相互垂直的平

行四边形”得p/⇐q。如图所示,对角

线AC⊥BD,但四边形 ABCD 不是

菱形,故p 是q 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故选A。

【61】A。
提示:

 

命题p:
 

x2-x-20=(x+4)(x-5)>0⇒x<-4
或 x >5,即 x ∈ -∞,-4  ∪ 5,+∞  ;

 

命 题 q:
 

1-x2

x -2<0
,此不等式含有分母、绝对值,要去分母就需分

类讨论:
 

①当|x|-2>0时,1-x2<0⇒x∈(-∞,-2)∪
(2,+∞);

 

②当|x|-2<0时,1-x2>0⇒x∈(-1,1),即
x∈(-∞,-2)∪(-1,1)∪(2,+∞)。可见,集合P⫋Q,
故命题p 是q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故选A。

【62】B。
提示:

 

a·c=b·c⇒(a-b)·c=0⇒(由于a,b,c是非零

向量,此时需分类讨论)当a-b=0时,a=b;
 

当a-b≠0
时,(a-b)⊥c。

a=b⇒a-b=0⇒(a-b)·c=0,即“a·c=b·c”/⇒“a=
b”,“a=b”⇒“a·c=b·c”,故选B。
注意:

 

不可在a·c=b·c两边同时除以c,我们没有学向

量的除法哦!

【63】A。
提示:

 

令p:
 

“函数f(x)在[0,1]上单调递增”,q:
 

“函数

f(x)在[0,1]上的最大值为f(1)”,由函数单调性定义可

知p⇒q。如图所示,此时满足最大值为f(1),但f(x)在

0,1  上不是单调递增,即p/⇒q,故p 是q 的充分不必要

条件。故选A。

【64】D。
提示:

 

线面垂直的判定定理。故选D。
【65】B。

提示:
 

理解“a
a
”的含义,即此向量为单位向量,模为1。

题中
a
a =

b
b
,两向量相等除了大小(模)相等,还需方

向相同。故选B。
【66】D。

提 示:
 

A = x|-1<x<1  ,当 a = 1 时,B =
x|b-1<x<b+1  ,要 使 A∩B ≠ ⌀,以 下 三 种 情 况

均可。

①
 

b-1<-1<b+1<1⇒-2<b<0。

②
 

-1≤b-1<b+1≤1⇒b=0。

③
 

-1<b-1<1<b+1⇒0<b<2。

综上所述,b∈(-2,2),即找(-2,2)的子集即可。故选D。

第2章 函  数

2.1 计算

类型一:
 

指数对数综合运算

【67】2。
提示:

 

lg0.01=lg10-2=-2,而log216=log22
4=4,则原






























































































6 答案详解



式=-2+4=2。
【68】7。

提示:
 

因为log28=3,所以log2(x+1)=3=log28,即x+
1=8,解得x=7。

或由a
logaN

=N 得2
log2(x+1)=x+1=23,解得x=7。

【69】 10。

提示:
 

由4a=22a=2可得2a=1,所以a=
1
2
。又lgx=

a=
1
2=lg10

1
2,进而可得x=10

1
2= 10。

或是通过lgx=a 可得10lgx=10a=10
1
2,得x=10

1
2 =

10。
【70】C。

提示:
  

因为2a=5,log83=b,所以4a=(2a)2=25,8b=

23b=(43b)
1
2=3,则4a-3b=

4a

43b
=
25
32
=
25
9
。故选C。

【71】x=log23。

提示:
 

通过观察得4x-2x+1-3=(2x)2-2·2x-3=
(2x-3)(2x+1)=0,因为2x+1>0,故2x-3=0,即2x=
3,两边取对数得x=log23。

【72】2。
提示:

 

由题意知log2(3
x-1-2)+2=log2(3

x-1-2)+

log24=log2[4(3
x-1-2)]=log2(9

x-1-5),即4(3x-1-

2)= (32)x-1 -5= (3x-1)2 -5,则 4(3x-1 -2)=
(3x-1)2-5⇔(3x-1)2-4·3x-1+3=(3x-1-1)(3x-1-
3)=0,所以3x-1-1=0或3x-1-3=0,解得x=1或

x=2。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么? 那你还是太年轻了,指数为正还

记得吗? 当x=1时,3x-1-2<0,9x-1-5<0不合题意,
而x=2是可以满足3x-1-2>0,9x-1-5>0的,故x=2。

【73】D。
提示:

 

由am·an=am+n 和logaM+logaN=logaMN 可得

2lgx·2lgy=2lgx+lgy=2lg(xy)。故选D。
【74】C。

提示:
 

同底对数相加没问题,但系数不一致,那就从调整系

数开始,盘题……

2log510+log50.25=2log510+log50.5
2=2log510+

2log50.5=2[log5(10×0.5)]=2log55=2,也 可 以

2log510+log50.25=log510
2+log50.25=log5(10

2×
0.25)=log525=2。故选C。
不论是哪种方法操作都要保持系数一致和底数一致。

【75】-1。

提示:
 

通过观察lg
5
2+2lg2

是同底对数相加没问题,但系

数不一样,那就调整系数一致,lg
5
2+2lg2=lg

5
2+lg2

2=

lg
5
2×2

2  =lg10=1,而 1
2  -1=(2-1)-1=2,进而原

式=1-2=-1。

【76】
27
8
。

提 示:
 16
81  -

3
4
= 2

3  4  
-34
= 2

3  -3 = 278,而

log3
5
4+log3

4
5 =log3

5
4×

4
5  =log31=0,所 以 原

式=
27
8
。

【77】-20。

提示:
 

由观察得lg
1
4

与lg25底数系数相同,直接上公式

logaM-logaN =loga
M
N
,得lg

1
4 -lg25=lg

1
100=

lg10-2=-2,而100
-12 =10

2× -12  =10-1= 110,则 原

式=-2÷
1
10=-20

。

类型二:
 

换底公式

【78】B。

提示:
 

由alog34=2可得a=
2
log34

=
2

log32
2=

2
2log32

=

1
log32

=log23 此处使用了logab=
1
logba  ,所 以 4-a =

2-2a=(2a)-2=(2
log23)-2=3-2=

1
9
。故选B。

【79】D。
提示:

 

log29×log34=log23
2×log32

2=2log23×2log32=
4log23×log32=4。故选D。
或由logba·logcN =logbN ·logca 得log29×log34=
log24×log39=2×2=4。

【80】B。
提示:

 

这道题考查的是换底公式的变形,也就是说我们不

仅要对每一个公式熟悉,也要对其变形熟悉。

logab=
logcb
logca

⇔logcalogab=logcb。故选B。

【81】B。
提示:

 

由5d=10取对数得d=log510。此时通过观察得

c,a真数相同,而真数相同的对数作比可以使用换底公式

的变 形,故 由logaN =
logbN
logba

⇔
logbN
logaN

=logba 得
a
c =

log5b
lgb =log510=d,即a=cd。故选B。

或由log5b=a 得5a=b,又5d=10,lgb=c,故(5d)c=

10lgb=b,即5dc=b=5a,故a=cd。
【82】C。

提示:
 

由题意知2a=5b=10,取对数得a=log210,b=

log510,那么
1
a =

1
log210

=lg2,
1
b =

1
log510

=lg5,则
1
a +

1
b=lg2+lg5=lg10=1

。故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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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A。
提示:

 

由题意知2a=5b=m,取 对 数 得a=log2m,b=

log5m,m>0,那 么
1
a =

1
log2m

=logm2,
1
b =

1
log5m

=

logm5,则
1
a +

1
b =logm2+logm5=logm10=2,所 以

logm10=logmm
2,或由a

logaN
=N 得m

logm10=m2=10,所

以m2=10,故m= 10。故选A。

2.2 函数的定义域

类型一:
 

具象型函数

【84】(-∞,0)∪(0,1]。

提示:
  

由题意知
x≠0,

1-x≥0, 所以x∈(-∞,0)∪(0,1]。

【85】D。
提示:

 

又是一个对数哦,真数为正走起,得x2+2x-3=
(x+3)(x-1)>0,解得x>1或x<-3,即x∈(-∞,-3)∪
(1,+∞)。故选D。

【86】[-1,7]。
提示:

 

这是一个二次根式,则只需7+6x-x2≥0,即x2-
6x-7=(x+1)(x-7)≤0。解得-1≤x≤7,即x∈[-1,7]。

【87】[2,+∞)。
提示:

 

观察可得这依然是个二次根式,则只需log2x-1≥
0,即log2x≥1=log22,则x≥2,但结束了吗? 必然没有,我
们不能忘记对数自带真数为正的光环,即x>0,得x∈
[2,+∞)。
解到这里虽然通过真数为正对答案没影响,但我们仍需要考

虑,或许下一次就影响了呢。
【88】D。

提示:
 

又是一个二次根式,则需log1
2

(3x-2)≥0=log1
2
1,还

有真数3x-2>0哦!

因为0<
1
2<1

,所以解对数不等式要注意变号,即0<3x-

2≤1,解得
2
3<x≤1

,即x∈ 2
3
,1  。故选D。

【89】C。

提示:
  

A:
  

y=x
-12=

1
x
,其定义域为(0,+∞)。

B:
  

y=x-1=
1
x
,其定义域为(-∞,0)∪(0,+∞)。

D:
  

y=x
1
2= x,其定义域为[0,+∞)。

C:
  

y=x
1
3=3x,其定义域为R。故选C。

【90】A。
提示:

 

这道题既出现了偶次根式又出现了分式,则1-2x≥
0,x+3>0,解得-3<x≤0,即x∈(-3,0]。故选A。

【91】(0,+∞)。
提示:

 

由分式分母不为0可得x+1≠0,再由真数为正得

x>0,解得x>0,故x∈(0,+∞)。

【92】D。

提示:
 

由真数为正和分母不为0得1-
1
x >0

,x≠0,解得

x>1或x<0,即x∈(-∞,0)∪(1,+∞)。故选D。
【93】C。

提示:
 

由分式分母不为0和真数为正可得log2(x-2)≠0=
log21,x-2>0,解得x>2且x-2≠1,即x>2且x≠3,故

x∈(2,3)∪(3,+∞)。故选C。
【94】C。

提示:
 

由 分 母 不 为 0、偶 次 根 式 非 负 及 真 数 为 正 得

(log2x)
2-1=(log2x+1)(log2x-1)>0,x>0,解(log2x+

1)(log2x-1)>0得log2x>1或log2x<-1,即x>2或x<
1
2
。又x>0,所以0<x<

1
2

或x>2,即x∈ 0,
1
2  ∪

(2,+∞)。故选C。
【95】C。

提示:
 

由偶次根式非负得4-|x|≥0,由真数为正和分母不

为0得
x2-5x+6

x-3 =
(x-3)(x-2)

x-3 =x-2>0,x-3≠0。

分别解得-4≤x≤4,x>2,x≠3,取交集得2<x<3或3<
x≤4,即x∈(2,3)∪(3,4]。故选C。

【96】(-1,1)。
提示:

 

由偶次根式非负和分母不为0得-x2-3x+4>0,即

x2+3x-4=(x+4)(x-1)<0,解得-4<x<1。
再由真数为正得x+1>0,即x>-1,取交集得-1<x<1,
即x∈(-1,1)。

【97】[2,3)∪(3,4)。
提示:

 

由偶次根式非负和真数为正得x-2≥0,4-x>0,解
得2≤x<4。再由分母不为0,得x-3≠0。取交集得2≤
x<3或3<x<4,即x∈[2,3)∪(3,4)。

【98】
 

[3,+∞)。
提示:

 

由偶次根式非负得 x-2 -1≥0,解得x≥3或x≤
1。再由分母不为0和真数为正得log2(x-1)≠0=log21,

x-1>0,解得x≠2且x>1。取交集得x≥3,即x∈
[3,+∞)。

类型二:
 

抽象型函数

【99】B。
提示:

 

遵循在同一对应法则f 之下,所有代数式范围相同可

得-1<2x+1<0,解得x∈ -1,-
1
2  。故选B。

要注意前后x的区别,前后都是同一个字母来表示,但不代

表它们是一样的,好比叫同一个名字的若干人彼此是不一

样的。
【100】B。

提示:
 

遵循在同一对应法则f 之下,所有代数式范围相同可

得0≤2x≤2,解得0≤x≤1。再由分母x-1≠0得x≠1,取
交集得0≤x<1,即x∈[0,1)。故选B。

【101】B。

提示:
 

对于f(x)=lg
2+x
2-x

,由真数为正和分母不为0得






























































































8 答案详解



2+x
2-x>0

,2-x≠0,解得-2<x<2。遵循在同一对应法则

f 之下,所有代数式范围相同可得-2<
x
2<2

,-2<
2
x <

2,解得-4<x<-1或1<x<4。故选B。

2.3 分段函数与函数计算

类型一:
 

求函数值

【102】C。
提示:

 

f(-2)=1+log2(2+2)=1+2=3,而1=log22<

log212,所以f(log212)=2
log212-1=2

log212-log22=2
log26=6,

则f(-2)+f(log212)=9。故选C。
【103】C。

提示:
 

对于这一类复合求值问题我们的手法是从内到外求

值。f(-2)=2-2=
1
4
,则f[f(-2)]=f

1
4  =1-

1
4 =

1
2
。故选C。

【104】B。
提示:

 

求函数值问题是由内到外,先求f(10)=lg10=1,则

f[f(10)]=f(1)=12+1=2。故选B。
【105】4。

提示:
 

同上题,先求f(-4),f(-4)=
1
2  -4=24=16,则

f[f(-4)]=f(16)= 16=4。
类型二:

 

由函数值求参数

【106】
 

2。

提示:
 

因 为 6>2,所 以 f(6)=(6)
2-4=2,那 么

f[f(- 6)]=f(2)= 2-3 +a=a+1=3,解得a=2。
【107】D。

提示:
 

由题意知f
5
6  =3×56-b=52-b,这道题不同于

上一道题,因为不确定
5
2-b

属于哪一段定义域,所以需要

分类讨论了。

①
 

当
5
2-b<1

,即3
2<b

时,f f
5
6    =f

5
2-b  =

3× 5
2-b  -b=152-4b=4,解得b=

7
8

不满足
3
2<b

,故

舍去。

②
 

当
5
2-b≥1

,即b≤
3
2

时,f f
5
6    =f

5
2-b  =

2
5
2-b=4=22,即

5
2-b=2

,解得b=
1
2

满足b≤
3
2
。

综上,b=
1
2
。故选D。

【108】A。
提示:

 

虽然f(a)=-3,但a 不确定,所以依然需要分类

讨论。

①
 

当a≤1时,f(a)=2a-1-2=-3,即2a-1=-1,显然没

有解。

②
 

当a>1时,f(a)=-log2(a+1)=-3,即log2(a+1)=
3=log28⇒a+1=8,则a=7满足a>1。

综上a=7。所以f(6-a)=f(6-7)=f(-1)=2-1-1-

2=-
7
4
。故选A。

【109】C。
提示:

 

此题比较有意思,通过对两个函数进行判断可知均为

增函数,也就是说a和a+1不可能同属一个区间,因为单调

函数一一对应,所以有0<a<1≤a+1,故f(a)= a,

f(a+1)=2(a+1-1)=2a,所以由f(a)=f(a+1)得

a=2a,解得a=
1
4
,于是f

1
a  =f(4)=2(4-1)=6。

故选C。

【110】
 

-
3
4
。

提示:
 

同上一道题,两个函数均是单调函数,但不同于上一

道题的地方是因为a的正负不定导致了两个变量大小不确

定,故而需要分类讨论:
 

①
 

当a>0时,1-a<1<1+a,则f(1-a)=2(1-a)+

a=-(1+a)-2a=f(1+a),解得a=-
3
2
,不满足a>0,

故舍去。

②
 

当a<0时,1+a<1<1-a,则f(1+a)=2(1+a)+

a=-(1-a)-2a=f(1-a),解得a=-
3
4
,满足a<0,故

a=-
3
4
。

2.4 函数的单调性

类型一:
 

性质法判断单调性

【111】D。
提示:

 

A:
 

正比例函数,函数单调递减,故A错误。

B:
 

指数函数,因为底数
2
3∈

(0,1),所以函数单调递减,故B

错误。

C:
 

这是二次函数也是幂函数,不是单调函数,故C错误。

D:
 

f(x)=3x=x
1
3是幂函数,指数

1
3∈

(0,1),函数单调递

增,故D正确。故选D。
【112】A。

提示:
 

A:
 

y=x
1
2,因为指数

1
2∈

(0,1),所以y=x
1
2 在(0,

+∞)上单调递增,故A正确。

B:
 

y=2-x=
1
2  x

,因为底数
1
2∈

(0,1),所以y=2-x 在

(0,+∞)上单调递减,故B错误。

C:
 

y=log1
2
x,因为底数

1
2∈

(0,1),所以y=log1
2
x 在(0,

+∞)上单调递减,故C错误。

D:
 

y=
1
x

是反比例函数也是幂函数,在(0,+∞)上单调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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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故D错误。故选A。
【113】A。

提示:
 

B:
 

y=(x-1)2 是二次函数,其图像开口朝上,对称轴

x=1,当x∈(0,1)时,函数单调递减,当x∈(1,+∞)时,函
数单调递增,故B错误。

C:
 

f(x)=2-x=
1
2  x

是指数函数,底数
1
2∈

(0,1),所以

函数在(0,+∞)上单调递减,故C错误。

D:
 

y=log0.5(x+1)是把指数函数y=log0.5x向左平移了一

个单位的函数,而底数
1
2∈

(0,1),所以y=log0.5x 在(0,

+∞)上单调递减,故y=log0.5(x+1)也在(0,+∞)上单调

递减,故D错误。

A:
 

y= x+1=(x+1)
1
2是把函数y=x

1
2向左平移了一个

单位的函数,而指数
1
2∈

(0,+∞),所以y=x
1
2在(0,+∞)

上单调递增,故y= x+1=(x+1)
1
2也在(0,+∞)上单调

递增,故A正确。故选A。
【114】B。

提示:
 

由前几题可知:
 

①y=x
1
2 在区间(0,1)上单调递增;

 

②y=log1
2

(x+1)在 区 间(0,1)上 单 调 递 减;
 

③y=

x-1 =
x-1, x≥1,
 
1-x, x<1 在区间(0,1)上单调递减;

 

④y=

2x+1 在区间(0,1)上单调递增。所以,在区间(0,1)上单调

递减的函数序号是②③。故选B。
类型二:

 

复合法判断复合函数单调性

【115】D。
提示:

 

由题意知x2-4>0,即x∈(-∞,-2)∪(2,+∞)。
内层函数t=x2-4在x∈(-∞,-2)上单调递减,在x∈
(2,+∞)上单调递增且t=x2-4∈(0,+∞)。而外层函数

y=log1
2
t在t∈(0,+∞)上单调递减,结合复合函数“同增

异减”可得f(x)=log1
2

(x2-4)在x∈(-∞,-2)上单调递

增,在x∈(2,+∞)上单调递减。故选D。
【116】D。

提示:
 

方法一:
 

x2-2x-8>0,即x∈(-∞,-2)∪(4,

+∞)。内层函数t=x2-2x-8在x∈(-∞,-2)上单调

递减,在x∈(4,+∞)上单调递增且t=x2-2x-8∈(0,

+∞)。而外层函数y=lnt在t∈(0,+∞)上单调递增,结
合复合函数“同增异减”可得f(x)=ln(x2-2x-8)在x∈
(-∞,-2)上单调递减,在x∈(4,+∞)上单调递增。故

选D。
方法二:

 

本题也可由外到内判断,因为外层函数单调递增,
求原函数的单调递增区间,可结合同增异减即求内层函数在

定义域上的递增区间。x∈(-∞,-2)∪(4,+∞),且内层

函数t=x2-2x-8在x∈(4,+∞)上单调递增。故选D。
【117】D。

提示:
 

这是一道复合函数含参单调性问题,注意分清内外

层,令t=x(x-a),则y=2t 在 R 上单调递增,而y=
2x(x-a)在(0,1)单调递减,根据“同增异减”可得t=x(x-a)

在(0,1)单调递减,所以
a
2≥1

,即a∈[2,+∞)。故选D。

【118】A。
提示:

 

因为f(x)满足f(2-x)=f(x),所以对称轴为

x=1。

(因为y=e-x
2

是偶函数,将其向右平移1个单位可得


f(x)=e-
(x-1)2,故f(x)关于x=1对称。


)

令t=-(x-1)2,其在(-∞,1)上单调递增,在(1,+∞)上
单调递减,而y=et 在R上单调递增,故f(x)在(-∞,1)上
单调递增,在(1,+∞)上单调递减。

又
2
2<

3
2 <1<

6
2
,而f 6

2  =f 2-
6
2  ,且 2

2 <2-

6
2<

3
2<1

,所以f 2
2  <f 2-

6
2  =f 6

2  <f 3
2  ,

即b>c>a。故选A。
类型三:

 

函数单调性的应用

【119】A。
提示:

 

结合函数单调性定义可得让我们寻找在(0,+∞)上
是减函数的选项。

A:
 

f(x)=
1
x

是反比例函数也是幂函数,在(0,+∞)上单调

递减,故A正确。

B:
 

y=(x-1)2 是二次函数,其图像开口朝上,对称轴x=
1,当x∈(0,1)时,函数单调递减,当x∈(1,+∞)时,函数单

调递增;
 

故B错误。

C:
 

f(x)=ex 是指数函数,其中e≈2.71828…,所以底数e∈
(1,+∞),因此f(x)=ex 在(0,+∞)上单调递增,故C
错误。

D:
 

f(x)=ln(x+1)是把f(x)=lnx 向左平移一个单位得

到的函数,而f(x)=lnx是对数函数,且底数e∈(1,+∞),
所以f(x)=lnx 是(0,+∞)上的增函数,因此f(x)=
ln(x+1)也是(0,+∞)上的增函数,故D错误。故选A。

【120】D。
提示:

 

由题可得f(x)在[0,+∞)上单调递减,所以f(3)<
f(1)<f(0)。故选D。

【121】D。

提示:
 

由题意知2x-1<
1
3

且0≤2x-1(此题限定了定义

域,所以必须考虑变量在定义域上),解得x∈ 1
2
,2
3  。故

选D。
【122】D。

提示:
 

由题意得
1
x<1

,x≠0,即
1-x
x <0⇔x(1-x)<0,解

得x∈(-∞,0)∪(1,+∞)。故选D。

【123】-
3
2
。

提示:
 

因为底数a不确定,所以函数单调性不明确,故此题






























































































01 答案详解



需要分类讨论。

①
 

当a>1时,f(x)=ax+b 在[-1,0]上单调递增,则

f(-1)=-1,f(0)=0,即
1
a +b=-1

,1+b=0,解得b=

-1,a∈∅(舍去)。

②
 

当0<a<1时,f(x)=ax+b在[-1,0]上单调递减,则

f(-1)=0,f(0)=-1,即
1
a +b=0

,1+b=-1,解得b=

-2,a=
1
2
,且满足0<a<1。故a+b=

1
2-2=-

3
2
。

【124】C。
提示:

 

这是个分段函数为背景的问题,f(x)在(-∞,+∞)
上单调递减,则首先得这两个函数单调递减,即3a-1<0,

0<a<1,解得0<a<
1
3
,算到这里结束了吗? 那必然没有,

年轻人要沉住气,虽然有一样的选项,但不一定是正确的,为
什么呢?
因为函数在(-∞,+∞)上连续递减,也就是说从图像角度

看,每一个右侧点必须低于左侧点,那么如何控制呢? 只需

要在断点处进行考虑,只需要断点左侧函数在断点处的函数

值不小 于 断 点 右 侧 函 数 在 断 点 处 的 函 数 值 即 可,所 以

[(3a-1)x+4a]x=1≥(logax)x=1,即7a-1≥0,再和前面

的0<a<
1
3

取交集得a∈ 1
7
,1
3  。故选C。

【125】
37
28
;

 

3+ 3。

提示:
 

f f
1
2    =f 7

4  =74+47-1=3728。
当x<0时,f(x)单调递增;

 

当0<x<1时,f(x)单调递减;
 

当x>1时,f(x)单调递增。

令f(x)=3,解得x=2+ 3,令f(x)=1,解得x=±1,所

以b=2+ 3,-1≤a≤1,因此2+ 3-1≤b-a≤2+ 3-
(-1),即1+ 3≤b-a≤3+ 3,所以(b-a)max=3+ 3。

2.5 指对幂比较大小

类型一:
 

构造函数比较大小

【126】B。

提示:
 

由 题 意 知 a=log1
3

1
2 =log3-12

-1=log32,b=

log1
3

2
3=log3-1

3
2  -1=log3 32,c=log3 43,而函数y=

log3x在(0,+∞)上单调递增,又4
3<

3
2<2

,故log3
4
3<

log3
3
2<log32

,即c<b<a。故选B。

【127】C。
提示:

 

通过观察a,b,构造函数y=0.6x,其在 R上单调递

减,故a=0.60.6>0.61.5=b,继续观察代数式的特征,这里

我们不仅要观察底数的共同点,而且要观察指数的共同点。
通过对指数的观察我们发现a,c的指数相同,这里可以构造

函数y=x0.6,且 其 在(0,+∞)上 单 调 递 增,所 以a=

0.60.6<1.50.6=c,综上可得b<a<c。故选C。
【128】A。

提示:
 

观察可得,a与b通过结构变形可使底数一致,进而构

造函数比较大小,即b=4
2
5=2

4
5<2

4
3=a(y=2x 在R上单

调递增),而c=25
1
3=5

2
3,看着有些糟心,跟a 与b有点不

搭,真的不搭吗? 睁大钛合金眼再看看,底数不能一致,那就

观察下指数有没有一致的可能,a=2
4
3=(22)

2
3=(4)

2
3,这

样就可以和c=25
1
3=5

2
3 愉快地比较大小了。通过观察构

造函数y=x
2
3,其在(0,+∞)上单调递增。进而有c=

25
1
3=5

2
3>4

2
3=2

4
3=a,所以b<a<c。故选A。

【129】B。
提示:

 

A:
 

通过观察不等号两边的式子可知真数相同而底数

不同,怎么构造呢? 换底公式还记得吗?

通过换底公式可得logac=
1
logca

,logbc=
1
logcb

,通过观察两个

代数式的特征可以构造函数y=
1
logcx

,内层对数函数t=

logcx在(0,+∞)上单调递减,且当x∈(0,1)时,t>0,当

x∈(1,+∞)时,t<0,而外层y=
1
t

在(-∞,0)∪(0,+∞)

上单调递减,结合“同增异减”得y=
1
logcx

在x∈(0,1)上单

调递增,在x∈(1,+∞)上单调递增。若a>b>0不一定能

得到logac=
1
logca

>
1
logcb

=logbc,因为函数不连续;
 

若a>

1>b,则 有logac=
1
logca

<0<
1
logcb

=logbc,故 A不 一 定

正确。

B:
 

观察构造函数y=logcx,其在(0,+∞)上单调递减,所以

logca<logcb,故B正确。

C:
 

观察构造函数y=xc,其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

ac>bc,故C错误。

D:
 

观察构造函数y=cx,其在R上单调递减,所以ca<cb,
故D错误。故选B。
选项A的函数构造还是有些困难,即便构造出来还得考虑

函数是否连续,考试的时候可以先行跳过A,先判断B,C,D。
若B,C,D判断出了那就不用管A了,若B,C,D都错了,反
过来说A就正确了。

【130】D。
提示:

 

类比观察a与b,构造函数y=1.01x,其在R上单调

递增,故1.010=1<1.010.5<1.010.6,而y=0.6x 在R上单

调递减,则0.60.5<1=0.60,所以b>a>c。故选D。
【131】D。

提示:
 

由题意知a=
ln2
2 =ln2

1
2,b=

ln3
3 =ln3

1
3,c=

ln5
5 =

ln5
1
5,归纳构造函数y=lnx在(0,+∞)上单调递增,接着需

要比较2
1
2,3

1
3,5

1
5的大小,先比较2

1
2 和3

1
3 的大小,通过观






























































































11第2章 函数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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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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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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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 



察两个指数分母最小公倍数是6,进一步构造函数y=x6,

其在(0,+∞)上单调递增,又8=(2
1
2)6<(3

1
3)6=9,所以

2
1
2<3

1
3。同理可得5

1
5<2

1
2<3

1
3,所以c=

ln5
5=ln5

1
5<a=

ln2
2=ln2

1
2<b=

ln3
3=ln3

1
3。故选D。

类型二:
 

简单寻求中间量+函数单调性比较大小

【132】B。
提示:

 

因为y=log2x 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a=
log20.2<log21=0。
显然b>0,c>0(指数函数值域为正),那么我们只需要比较

b,c大小就好了,又y=2x 在R上单调递增,所以b=20.2>
20=1,而y=0.2x 在 R上单调递减,所以0<c=0.20.3<
0.20=1。
综上a<c<b。故选B。

【133】A。
提示:

 

观察a,b发现底数相同,构造函数y=2x,其在(0,

+∞)上单调递增,则a=21.2>20.8=b>20=1。又y=
log5x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c=2log52=log52

2=
log54<log55=1,则a>b>c。故选A。

【134】D。

提示:
 

因为y=3x 在 R上单调递增,所以b= 1
3  -0.8=

30.8>30.7=a>30=1,而y=log0.7x 在(0,+∞)上单调递

减,所以c=log0.70.8<log0.70.7=1,则c<a<b。故选D。

指数比较大小通常先比较和1的关系,因为a0=1(其中a≠
0),而对数间的比较需要考虑给真数赋值为底数或者1再和

自身比较大小。
【135】A。

提示:
 

因为y=log3x和y=log2x 在(0,+∞)上单调递增,
所以0<Q=log32<log33=1,则R=log2(log32)<log21<
0,P=log23>log22=1,故R<Q<P。故选A。

【136】D。

提示:
 

观察发现a=log2e,c=log1
2

1
3=log23

底数相同,构

造函数y=log2x,其在(0,+∞)上单调递增。而2<e<3,
所以1=log22<a=log2e<log23=c。又y=lnx在(0,+∞)
上单调递增,所以b=ln2<lne=1,则b<a<c。故选D。

【137】B。
提示:

 

这组数有些头疼,两两之间没共性,那么我们只能对

各自估范围了。因为y=log3x 在(0,+∞)上单调递增,所

以1=log33<a=log37<log39=2。因为y=2x 在R上单调

递增,所以2=21<b=21.1<22=4。因为y=0.8x 在 R上

单调递减,所以0<c=0.83.1<0.80=1。所以,c<a<b。
故选B。

【138】A。
提示:

 

这还是一道需要各自估范围的大小比较的题。
因为y=log1

2
x 在(0,+∞)上单调递减,所以a=log1

2
3<

log1
2
1=0。很显然b和c都大于0,因为指数函数值域为正。

但是又不能一眼看出各自大小,同样需要结合函数单调性各

自估范围。因为y=
1
3  x

在R上单调递减,所以0<b=

1
3  0.2< 1

3  0=1。因为y=2x 在 R上单调递增,所以

1=20<c=2
1
3。所以,a<0<b<1<c。故选A。

【139】D。

提示:
 

c=log1
3

1
5=log35

,所以a,c的底数相同,构造函数

y=log3x,其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c=log1
3

1
5=

log35>log3
7
2=a>log33=1

。又y=
1
4  x

在 R上单调

递减,所以0<b= 1
4  

1
3
< 1
4  0=1。

综上,0<b<1<a<c,即b<a<c。故选D。
类型三:

 

估值过渡量比较大小

【140】C。
提示:

 

直面看两两没有共性,那就各自估范围。
因为y=log2x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1=log22<a=
log2π<log24=2。因为y=log1

2
x 在(0,+∞)上单调递减,

所以b=log1
2
π<log1

2
1=0。因为y=πx 在 R上单调递增,

所以0<c=π-2<π0=1。所以,b<0<c<1<a<2,即b<
c<a。故选C。

【141】A。
提示:

 

两两没有共性,各自估范围。
因为y=log2x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2=log24<a=
log27<log28=3。因为y=log3x 在(0,+∞)上单调递增,

所以1=log33<b=log38<log39=2。因为y=0.3x 在R上

单调递减,所以0<c=0.30.3<0.30=1。所以,0<c<1<
b<2<a<3。故选A。

【142】C。

提示:
 

继续各自估范围。但是这个题中有个
1
2
,这就有意思

了,我们肯定需要把c=
1
2

化成可以和a,b比较大小的形

式,c=
1
2=log55

1
2=log5 5=log88

1
2=log8 8。

因为y=log5x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0=log51<a=

log52=log5 4<log5 5=
1
2
。

因为y=log8x 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b=log83=

log8 9>log8 8=
1
2
。因此,a<

1
2=c<b

。故选C。

【143】A。

提示:
 

这道题与上一道题是同一个类型,给出的
2
3

是个过渡

变量,毕竟a,b没法直接比较大小,所以我们需要将c=
2
3






























































































21 答案详解



写成能和a,b比较大小的形式,c=
2
3=log33

2
3=log55

2
3。

但这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3
2
3和2,5

2
3 和3也是不可以直接

比较大小。怎么办? 继续上函数,通过观察发现给每组三次

方后利于计算并进一步比较大小。因为y=x3 在(0,+∞)

上单调递增,且(3
2
3)3=9>8=23,(5

2
3)3=25<27=33,

3
2
3>2,5

2
3<3,所以a=log32<log33

2
3=c=

2
3=log55

2
3<

log53=b,即a<c<b。故选A。
【144】A。

提示:
 

这道题跟上一题一样两两无共性,我们继续对每一个

数估范围。因为y=log5x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0=
log51<a=log52<log55=1。因为y=log0.5x在(0,+∞)上

单调递减,所以1=log0.50.5<b=log0.50.2。因为y=0.5x

在R上单调递减,所以c=0.50.2<0.50=1。估到这里我们

不难判断出b最大,就是a和c有些尴尬,那我们需要更精

确的估值,既然a∈(0,1),c∈(0,1),那么我们就取区间中点

1
2
,这里我们需要能把

1
2

化成可以与a 和c比较的形式。

1
2=log55

1
2=log5 5=0.5

1,很显然
1
2=log5 5>log5 4=

log52=a,而0.5
1<0.50.2=c,所以0<a<0.5<c<1<b。

故选A。
【145】C。

提示:
 

三个数没有共性无法构造函数故需要各自估值了。
因为y=log3x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0=log31<a=
log32<log33=1。因为y=log5x 在(0,+∞)上单调递增,
所以0=log51<b=log52<log55=1。有点尴尬,a,b都属于

区间(0,1),那怎么办呢? 取区间中点
1
2

再和a,b比较。

而
1
2=log33

1
2=log3 3=log35

1
2=log3 5,且 5> 4=2>

3,所以0=log51<b=log52<log5 5=
1
2 =log3 3<

log32=a<log33=1。又因为y=log2x 在(0,+∞)上单调

递增,所以c=log23>log22=1,则0<b<
1
2<a<1<c

,即

b<a<c。故选C。
【146】C。

提示:
 

因为c= 1
5  log30.3=5-log30.3=5log3

10
3,此时a,b,c

三个数的底数相同,那么可以构造函数y=5x,且在(0,

+∞)上单 调 递 增,那 么 只 需 要 比 较 三 个 指 数log23.4,

log43.6,log3
10
3

的大小。这三个指数没有明显共性,不太好

直接比较大小,那就各自估值。因为y=log2x 在(0,+∞)
上单调递增,所以1=log22<log23.4<log24=2。因为y=
log4x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log43.6<log44=1。因

为y=log3x 在(0,+∞)上 单 调 递 增,所 以1=log33<

log3
10
3<log39=2

。

嗯,这……log23.4,log3
10
3

都在区间(1,2)内那怎么办? 前

面有讲,我们继续取区间中点
3
2
。

而
3
2 =log22

3
2 =log33

3
2,2

3
2 =2 2≈2.828<3.4,3

3
2 =

33≈5.196>3.333=
10
3
,所 以log3

10
3 <log33

3
2 =

3
2 =

log22
3
2<log23.4,因此log43.6<1<log3

10
3<

3
2<log23.4

,

所以a=5
log23.4>c= 1

5  log30.3>b=5log43.6,即a>c>b。

故选C。

2.6 函数的奇偶性

类型一:
 

函数奇偶性的判断

【147】D。
提示:

 

通过分析,这四个函数的定义域都是 R,满足定义域

关于原点对称,都可以判断奇偶。

A:
 

f(-x)=sin(-x)=-sinx=-f(x),奇函数。

B:
 

f(-x)=(-x)3=-x3=-f(x),奇函数。

C:
 

f(-x)=e-x≠-ex=-f(x),且f(-x)=e-x≠ex=
f(x),非奇非偶。

D:
 

f(-x)=ln 1+(-x)2=ln 1+x2=f(x),偶函数。
故选D。
我们应该且必须记住初等函数的性质,用它们判断起奇偶性

更快更便捷。
选项A是正弦函数奇函数,选项B是奇次幂函数也是奇函

数,选项C是指数函数非奇非偶,而选项D是含有偶次幂函

数必然是偶函数。
【148】D。

提示:
 

通过判断定义域选项A定义域为[0,+∞),关于原点

不对称,余下定义域都是R,则选项A非奇非偶。

B:
 

f(-x)= sin(-x)= sinx =f(x),偶函数。

C:
 

f(-x)=cos(-x)=cosx=f(x),偶函数。

D:
 

f(-x)=e-x-ex=-(ex-e-x)=-f(x),奇函数。
故选D。
核心笔记已经给大家整理出了常见函数的奇偶性结论,善记

且积累这些常见结论,可以快捷选出结论。
【149】B。

提示:
 

通过分析这四个函数的定义域,选项C定义域为

(0,+∞),关于原点不对称,非奇非偶,余下定义域都是R。

A:
 

f(-x)=(-x)2sin(-x)=-x2sinx=-f(x),奇
函数。

B:
 

f(-x)=(-x)2cos(-x)=x2cosx=f(x),偶函数。

D:
 

f(-x)=2-
(-x)=2x≠2-x=f(-x),同时f(-x)=

e-x≠ex=f(x),非奇非偶。故选B。
对于选项D,这是个指数函数,非奇非偶。再次温馨提醒同

学们加强基础知识记忆和注重平时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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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D。
提示:

 

通过分析可得这四个函数的定义域都是R,满足定义

域关于原点对称,都可以判断奇偶。

A:
 

f(-x)=(-x)+sin(-2x)=-(x+sin2x)=-f(x),
奇函数。

B:
 

f(-x)=(-x)2-cos(-x)=x2-cosx=f(x),偶
函数。

C:
 

f(-x)=2-x+
1
2-x

=
1
2x
+2x=f(x),偶函数。

A,B,C均不符合选项,那么D自然是正确的。
选项 D我们继续研究下,选项 D:

 

f(-x)≠-f(x),且

f(-x)≠f(x)。
再单独看多项式中的每一项,y=x2 是偶函数,y=sinx 是

奇函数,而奇函数±偶函数=非奇非偶函数,那么我们可以

用多元化手法进行奇偶性判断。故选D。
【151】D。

提示:
 

通过判断可知这四个函数定义域都关于原点对称。

A:
 

f(-x)= 1+(-x)2= 1+x2=f(x),偶函数。
或者通过观察自变量是偶次方,互为相反数的两个变量函数

值一样,也是偶函数。

B:
 

f(-x)=
1
-x+

(-x)=- 1
x+x  =-f(x),奇函数。

或y=x,y=
1
x

一个正比例函数,一个反比例函数,都是奇

函数,其和是奇函数。

C:
 

f(-x)=2-x+
1
2-x

=
1
2x
+2x=f(x),偶函数。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结论:
 

g(x)=f(x)+f(-x)是偶函数,
因为g(-x)=g(x)。

A,B,C均不符合选项,那么D自然是正确的。
选项 D我们继续研究下,选项 D:

 

f(-x)≠-f(x),且

f(-x)≠f(x)。
再单独看多项式中的每一项,y=x 是奇函数,y=ex 是非奇

非偶函数,其和必然是非奇非偶函数。故选D。
【152】A。

提示:
 

通过观察可知两个函数定义域都是R,定义域关于原

点对称。
而f(-x)=3-x+3-

(-x)=3-x+3x=f(x),偶函数;
 

或通

过观察可得f(x)=t(x)+t(-x),(其中t(x)=3x 或

t(x)=3-x),上一题我们已经总结了这条结论,在定义域对

称的前提下这种函数是偶函数。

g(-x)=3-x -3-(-x)=3-x -3x =-(3x -3-x)=
-g(x),奇函数;

 

或通过观察可得g(x)=t(x)-t(-x),
(其中t(x)=3x),且满足g(-x)=-g(x),在定义域对称

的前提下这种函数是奇函数。故选A。
【153】C。

提示:
  

f(-x)=
1

1+2-x
=
2x

2x+1
,f(x)+f(-x)=

1
2x+1

+
2x

2x+1
=
2x+1
2x+1

=1。故选C。

【154】A。
提示:

 

通过观察选项可得这依然是判断函数的对称性问题,
而对称性的特殊性就是判断函数的奇偶性。
先求定义域得-2<x<2。其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而

f(-x)=log2
2-(-x)
2+(-x)=log2

2+x
2-x=log2

2-x
2+x  -1=

-log2
2-x
2+x=-f

(x),或者f(-x)+f(x)=log2
2-x
2+x+

log2
2+x
2-x=log2

2-x
2+x

·2+x
2-x  =0,所以f(x)是奇函数。

故选A。

这里我 们 依 然 可 以 总 结 结 论:
 

若y=loga
b+cx
b-cx

或y=

loga
b-cx
b+cx

,则其为奇函数。这条结论在核心笔记中有体现。

这里简证下y=loga
b+cx
b-cx

是奇函数:
 

通过判断定义域是关于原点对称的,f(-x)=loga
b-cx
b+cx

,

f(x)=loga
b+cx
b-cx

,则 f(-x)+f(x)=loga
b-cx
b+cx+

loga
b+cx
b-cx=loga

b-cx
b+cx

·b+cx
b-cx  =loga1=0,即 y =

loga
b+cx
b-cx

是奇函数。

类型二:
 

由奇偶性求参数

【155】4。
提示:

 

方法一:
 

使用对称性来解决,偶函数的零点也是关于

y轴对称的,通过计算得-a 和4是函数的两个零点,遵循

对称性,则他俩互为相反数,故a=4。
方法 二:

 

使 用 待 定 系 数 法:
 

f(x)=(x+a)(x-4),

f(-x)=(-x+a)(-x-4)=(x-a)(x+4),通过类比同

类项系数或是作差为0都可得a=4。
方法三:

 

通过观察这是二次函数,二次函数为偶函数,其对

称轴x=
4-a
2 =0,依然可得a=4。

【156】A。
提示:

 

由题意知此函数是奇函数,那么定义域必然是对称

的。而此题定义域是x≠-
1
2
,x≠a,定义域对称能取的数

是成双成对,不能取的数也是成双成对。故-
1
2+a=0

,则

a=
1
2
。故选A。

【157】2。

提示:
 

y=(x-1)2+ax+sinx+
π
2  =(x-1)2+ax+

cosx=x2+(a-2)x+1+cosx,因为y=x2+1+cosx 是偶

函数,故y=(a-2)x必是偶函数,则须a-2=0,即a=2。

【158】
1
2
。

提示:
 

方法一:
 

由题意知定义域为 R,且是奇函数,则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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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即a=
1
2
。

方法二:
 

可以使用f(-x)=-f(x)待定系数法解a,也可

取特值由f(-1)+f(1)=0解得a=
1
2
。

方法三:
 

可以使用上一题总结的结论y=
-1

ax+1
+
1
2

是奇函

数,比对可得a=
1
2
。

【159】C。
提示:

 

由题意知函数定义域对称且x≠log2a,定义域要保持

对称,只能是log2a=0,解得a=1,所以f(x)=
2x+1
2x-1

。或者

通过f(-x)=-f(x)使用待定系数法也可求得a=1,再或

者取特值x=1,由f(-1)+f(1)=0解方程也可得a=1。

那么f(x)>3,即
2x+1
2x-1

>3⇔
2·2x-4
2x-1

<0⇔(2x-2)(2x-

1)<0⇔1<2x<2,解得x∈(0,1)。故选C。
【160】D。

提示:
 

方 法 一:
 

因 为 f(x)
 

是 偶 函 数,所 以 f(-x)=
-xe-x

e-ax-1
=

-xex

e(2-a)x-e2x
=

xex

e2x-e(2-a)x
=

xex

eax-1
=f(x),即

e2x-e(2-a)x=eax-1,由待定系数法可得2x=ax,(2-a)x=
0,所以a=2。故选D。
方法 二:

 

取 特 值,因 为 f(x)
 

是 偶 函 数,所 以 f(1)-

f(-1)=
e

ea-1
-
-e-1

e-a-1
=
e

ea-1
-
-ea-1

1-ea
=
e-ea-1

ea-1
=0,

则e-ea-1=0,即a-1=1,解得a=2。故选D。
【161】

 

-1。
提示:

 

因为f(x)=x(ex+ae-x),其中y=x 是奇函数,根
据奇偶性四则运算得y=ex+ae-x 是奇函数。
根据前面所学以及核心笔记奇偶模型可知a=-1,或者利

用(定义域对称且包含0)奇函数恒过原点,即y=ex+
ae-x 过原点,计算可得a=-1。

【162】1。
提示:

 

因为f(x)=x3(a2x-2-x),其中y=x3 是奇函

数,根据奇偶性四则运算得y=a2x-2-x 是奇函数。
根据前面所学以及核心笔记奇偶模型可知a=1,或者利用

(定义域对称且包含0)奇函数恒过原点,即y=a2x-2-x

过原点,计算可得a=1。
【163】B。

提示:
 

通过观察可得这是个代数式乘积,分割进行判断,令

g(x)=ln
2x-1
2x+1 x> 12 或 x<-

1
2 ,且 g(-x)=

ln
-2x-1
-2x+1=ln

2x+1
2x-1=ln

2x-1
2x+1  -1=-ln2x-12x+1=

-g(x),即g(x)是奇函数(这个模型核心笔记中有收录

哦)。结合奇偶的运算,可得y=x+a 是奇函数,即-x+
a=-(x+a),解得a=0。故选B。

【164】1。
提示:

 

做到这里有没有发现这几个题是同一种操作哦。同

样的乘积函数,通过剥离奇函数y=x 可得y=ln(x+

a+x2)是奇函数,根据核心笔记奇偶模型可得a=1。
或者利用(定义域对称且包含0)奇函数恒过原点,即y=

ln(x+ a+x2)过原点,计算可得a=1。

这里我们可以简证y=loga( 1+b
2x2±bx)是奇函数。

不妨取y=loga(1+b
2x2+bx)来证明。

简证:
 

易得x∈R,且f(-x)+f(x)=loga(1+b
2x2-

bx)+loga( 1+b
2x2+bx)=loga[( 1+b

2x2-bx)·

(1+b2x2+bx)]=loga1=0。

【165】-
3
2
。

提示:
 

由题意知f(x)-f(-x)=0,即f(x)=[ln(e3x+

1)+ax]-[ln(e-3x +1)-ax]=ln
e3x+1
e-3x+1

+2ax=

ln
e3x(e3x+1)
e3x+1

+2ax=3x+2ax=0,故2a+3=0,即

a=-
3
2
。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
 

y=ln(eax+1)-
ax
2

是偶

函数。这条核心笔记也有哦! 简证如下:
 

f(x)-f(-x)= ln(eax+1)-
ax
2  - ln(e-ax+1)+

ax
2 =ln e

ax+1
e-ax+1

-ax=ln
eax(eax+1)
eax+1

-ax=ax-

ax=0。
类型三:

 

利用奇偶性求函数解析式与函数值

【166】D。
提示:

 

方法一:
 

设x<0,则-x>0,则f(-x)=e-x-1,
所以f(x)=-f(-x)=-(e-x-1)=-e-x+1。
方法二:

 

可以取特值检验。取x=1,则f(1)=-f(-1)=
e-1,即f(-1)=1-e,经检验只有D满足。故选D。

【167】12。
提示:

 

方法一:
 

求f(2),但没有(0,+∞)的解析式,那怎么

办呢? 利 用 奇 偶 性。由 题 意 知 f(x)是 奇 函 数,所 以

f(2)=-f(-2)=-[2(-2)3+(-2)2]=12。
方法二:

 

可以先由奇偶性求得(0,+∞)的解析式,再求

f(2)。设x>0,则 -x<0,则 f(-x)=2(-x)3+
(-x)2=-2x3+x2,所以f(x)=-f(-x)=-(-2x3+
x2)=2x3-x2,故f(2)=2×23-22=12。

【168】-3。
提示:

 

方法一:
 

由题意知f(ln2)=8,则f(-ln2)=-8,即

f(-ln2)=-8=-ea
(-ln2)=-2-a,即2-a=8=23,则

a=-3。
方法二:

 

可以先由奇偶性求得(0,+∞)的解析式,再表示

出f(ln2),进而求解关于a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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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x>0,则-x<0,则f(-x)=-e-ax,所以f(x)=
-f(-x)=-(-e-ax)=e-ax,故 f(ln2)=e-aln2=
2-a=8=23,即a=-3。

【169】B。

提示:
 

由题意知f(x)=
1-x
1+x=

2-(x+1)
1+x =

2
1+x-1

,这

个函数结构看着是不是似曾相识?

如果还认不出,那么我们再看一下y=
2
x
,是不是就对眼

了? 这是反比例函数,是奇函数!

我们将其向左平移1个单位可得y=
2
1+x

,再向下平移1

个单位可得f(x)=
2
1+x-1

,故f(x)=
1-x
1+x

的对称中心

是(-1,-1)。那么我们只要把f(x)=
1-x
1+x

向右移动1

个单位和向上移动1个单位,对称中心又会变为(0,0),

y=
2
x

是奇函数,将f(x)=
1-x
1+x

向右移动1个单位和向

上移动1个单位得y=f(x-1)+1。故选B。
【170】-9。

提示:
 

方法一:
 

通过对函数解析式分析知y=x3 是奇函

数,而y=cosx 是偶函数,则g(x)=f(x)-1=x3cosx 是

奇函数,且g(a)=f(a)-1=10,则g(-a)=-[g(a)]=
-[f(a)-1]=-10,即f(-a)-1=-10,则f(-a)=-9。
方法二:

 

y=x3cosx 是奇函数,而f(x)=x3cosx+1是由

y=x3cosx 向 上 平 移 一 个 单 位 而 得 的,故 f(x)=
x3cosx+1 的 函 数 图 像 关 于 (0,1)中 心 对 称,则

f(a)+f(-a)
2 =1,解得f(-a)=-9。

【171】B。
提示:

 

由题意知f(-1)+f(1)=0,g(-1)=g(1),所以

f(-1)+g(1)=g(1)-f(1)=2,f(1)+g(-1)=
f(1)+g(1)=4,联立解方程组得g(1)=3。故选B。

【172】D。
提示:

 

由题意知f(-x)=f(x),g(-x)=-g(x),且

f(x)+g(x)=ex,利用奇偶性构建第二个方程f(-x)+
g(-x)=f(x)-g(x)=e-x,联立解方程组得g(x)=
ex-e-x

2
。故选D。

【173】D。
提示:

 

由题意知f(-x)=-f(x),g(-x)=g(x),且

f(x)-g(x)=ex,利用奇偶性构建第二个方程f(-x)+
g(-x)=-f(x)+g(x)=e-x,联立解方程组得f(x)=
ex-e-x

2
,g(x)=-

ex+e-x

2
。

通过观察结合单调性四则运算可判断f(x)在 R上单调递

增,故-1=g(0)<0=f(0)<f(2)<f(3),即g(0)<
f(2)<f(3)。故选D。

【174】ABC。
提示:

 

抽象函数求函数值问题可以考虑通过赋值来判断。

令x=y=0,可得f(0)=0,故A正确。令x=y=1,可得

f(1)=0,故B正确。
判断奇偶需要知道f(x)与f(-x)的关系,在原式基础上

通过赋值构造出f(x)与f(-x),进而判断奇偶,令y=
-1,可得 f(-x)=f(x)+x2f(-1),这 里 继 续 求

f(-1),继续赋值,令x=y=-1,则0=f(1)=f(-1)+
f(-1),即f(-1)=0,进而有f(-x)=f(x),即f(x)是
偶函数,故C正确。在满足选项ABC和条件的前提下f(x)
可以是常函数,即f(x)=0,显然没有极值点,因此D错误。
故选ABC。

2.7 函数的对称性与周期性及其应用

类型一:
 

求函数值

【175】1。

提示:
 

由 题 意 知 f (x +1)=f (x),则 f
3
2  =

f
1
2+1  =f 1

2  ,所以f
3
2  =f 1

2  =-log2 12=1。
【176】1。

提示:
 

由 题 意 知 f (x +2)=f (x),则 f
3
2  =

f -
1
2+2  =f -

1
2  ,所 以 f

3
2  =f -

1
2  =

-4 -
1
2  2+2=1。

【177】
2
2
。

提示:
 

因为f(x+4)=f(x),所以f(15)=f(-1+4×

4)=f(-1)= -1+
1
2 =

1
2
,故f(f(15))=f

1
2  =

cos
π
4=

2
2
。

类型二:
 

判断周期性并求函数值

【178】C。

提示:
 

由题意知f(x+1)=f(-x)=-f(x),那么f(x+

2)= -f(x+1)=f(x),所 以 T=2,故 f
5
3  =

f -
1
3+2  =f -

1
3  =13。故选C。

【179】C。

提示:
 

由题意知f(x+2)·f(x)=13,则f(x+2)=
13

f(x)
,所以f(x+4)=

13
f(x+2)

=
13
13

f(x)

=f(x),故T=

4,则f(99)=f(-1+4×25)=f(-1)。
尴尬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f(-1)是多少。
通过观察f(x+2)·f(x)=13,可知差为2的两个变量的

函数的值之积为13,而1-(-1)=2,故f(1)·f(-1)=

13,所以f(-1)=
13

f(1)
=
13
2
。故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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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1
5
。

提示:
 

由 题 意 知 f(x+2)=
1

f(x)
,所 以 f(x+4)=

1
f(x+2)

=
1
1

f(x)

=f(x),故T=4,则f(5)=f(1+4)=

f(1)=-5,即f(f(5))=f(-5)=f(-1-4)=f(-1)。
尴尬同上题,f(-1)并未直接给出来,怎么办?

继续观察条件f(x+2)=
1

f(x)
,可得差为2的两个变量的

函数值互为倒数,所以f(f(5))=f(-1)=
1

f(1)
=-

1
5
。

【181】B。
提示:

 

由题意知f(x+2)=-f(x),那么f(x+4)=
-f(x+2)=f(x),所以 T=4,故f(6)=f(2+4)=
f(2)。
莫名地再次尴尬,因为题目并没有直接给出f(2)。
只能再次观察条件f(x+2)=-f(x),通过观察得自变量

差为2时因变量的函数值互为相反数,则f(2)=-f(0),
且f(x)为 奇 函 数,故 f(0)=0,所 以 f(6)=f(2)=
-f(0)=0。故选B。

类型三:
 

周期性和奇偶性综合问题求函数值

【182】
3
2
。

提示:
 

由 题 意 知 f (x +2)=f (x),则 f
3
2  =

f -
1
2+2  =f -

1
2  ,且f(x)为偶函数,则f

3
2  =

f -
1
2  =f 1

2  =12+1=32。
【183】A。

提示:
 

由 题 意 知 f(x+2)=f(x),则 f -
5
2  =

f -
1
2-2  =f -

1
2  ,且f(x)为奇函数,则f -

5
2  =

f -
1
2  =-f

1
2  =- 2×

1
2× 1-

1
2    =- 12。

故选A。
【184】A。

提示:
 

由题意知f(x+4)=f(x),则f(7)=f(-1+8)=
f(-1),且f(x)为奇函数。
则f(7)=f(-1)=-f(1)=-2。故选A。

【185】A。
提示:

 

由题意知f(x+5)=f(x),且f(x)是奇函数,所以

f(3)=f(-2+5)=f(-2)=-f(2)=-2,f(4)=
f(-1+5)=f(-1)=-f(1)=-1,于是f(3)-(4)=
-2-(-1)=-1。故选A。

【186】-2。

提示:
 

由 题 意 知 f(x+2)=f(x),则 f -
5
2  =

f -
1
2-2  =f -

1
2  ,f(2)=f(0),且f(x)为奇函

数,则f -
5
2  =f -

1
2  =-f

1
2  =-(4

1
2)=-2,

f(2)=f(0)=0,所以f -
5
2  +f(2)=-2+0=-2。

【187】
5
16
。

提示:
 

由 题 意 知 f (x +4)=f (x),则 f
29
4  =

f -
3
4+8  =f -

3
4  ,f 41

6  = f -
7
6+8  =

f -
7
6  ,且f(x)为 奇 函 数,所 以 f

29
4  +f

41
6  =

f -
3
4  + f -

7
6  = - f

3
4  +f 7

6    =
- 3

4 1-
3
4    +sin76π  =516。

【188】3。
提示:

 

由题意知f(x)是偶函数,即对称轴为x=0,且x=
2是对称轴,故周期是两条对称轴距离的2,倍,即 T=
22-0 =4,那么f(-1)=f(-1+4)=f(3)=3。

【189】6。
提示:

 

方法一:
 

由题意将x+2带入f(x+4)=f(x-2),
得f(x+6)=f(x),周期的定义告诉了我们函数值相等时

自变量的差为定值,那么这个差就是周期,故T=6。
所以,f(919)=f(1+6×153)=f(1),又f(x)是偶函数,
所以f(1)=f(-1),于是f(919)=f(1)=f(-1)=
6-(-1)=6。
方法二:

 

也可以利用两条对称轴距离的2倍的绝对值为周

期。因为f(x)是偶函数,所以f(x-2)=f(2-x),则

f(x+4)=f(2-x),对称轴为x=
(x+4)+(2-x)

2 =3,

而偶函数本身对称轴为x=0,故T=2 3-0 =6。两条

对称轴距离的2倍的绝对值是周期,但不一定是最小正周

期,除非它俩相邻。
所以f(919)=f(1+6×153)=f(1),又f(x)是偶函数,
则f(1)=f(-1),于 是 f(919)=f(1)=f(-1)=
6-(-1)=6。

【190】C。
提示:

 

方法一:
 

由题意知f(x)是奇函数,故f(1-x)=
-f(x-1),所以f(x+1)=-f(x-1),即f(x+2)=
-f(x),所以f(x+4)=-f(x+2)=f(x),于是T=4。
而f(1)=2,f(2)=f(1+1)=f(1-1)=f(0)=0,

f(3)=f(-1+4)=f(-1)=-f(1)=-2,f(4)=
f(0)=0,则f(1)+f(2)+f(3)+f(4)=0,那么f(1)+
f(2)+…+f(50)=12[f(1)+f(2)+f(3)+f(4)]+
f(1)+f(2)=2。故选C。
方法二:

 

也可以利用对称中心和对称轴距离的4倍的绝对

值为周期。因 为 f(x-2)=f(2-x),对 称 轴 为 x=
(1+x)+(1-x)

2 =1,而奇函数本身对称中心为(0,0),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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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1-0 =4。对称中心和对称轴距离的4倍的绝对

值是周期,但不一定是最小正周期,除非它俩相邻。
而f(1)=2,f(2)=f(1+1)=f(1-1)=f(0)=0,

f(3)=f(-1+4)=f(-1)=-f(1)=-2,f(4)=
f(0)=0,也 即 f(1)+f(2)+f(3)+f(4)=0,那 么

f(1)+f(2)+…+f(50)=12[f(1)+f(2)+f(3)+
f(4)]+f(1)+f(2)=2。故选C。

【191】B。
提示:

 

由题意知f(x+6)=f(x),即T=6。
而f(1)=1,f(2)=2,f(3)=f(-3+6)=f(-3)=-1,

f(4)=f(-2+6)=f(-2)=0,f(5)=f(-1+6)=
f(-1)=-1,f(6)=f(0)=0,所 以 f(1)+f(2)+
f(3)+f(4)+f(5)+f(6)=1,则f(1)+f(2)+f(3)+
…+f(2012)=335[f(1)+f(2)+f(3)+f(4)+f(5)+
f(6)]+f(1)+f(2)=338。
故选B。

2.8 函数性质的综合问题

类型一:
 

单调性综合类问题

【192】C。

提示:
 

A:
 

通过类比归纳构造函数y=
1
x
,其在(0,+∞)上

单调递减,又x>y>0,所以
1
x <

1
y
,即1

x -
1
y
<0,所以

A错误。

B:
 

归纳构造函数y=sinx,但其在(0,+∞)上不单调,故B
不一定正确。

C:
 

归纳构造函数y=
1
2  x

,且在 R上单调递减,又x>

y>0,则
1
2  x

< 1
2  y

,即 1
2  x

- 1
2  y

<0,故 C

正确。

D:
 

lnx+lny>0,即lnx>-lny=ln
1
y
。归纳构造函数

y=lnx,其在(0,+∞)上单调递增,而x>y>0,故不一定

能得到x>
1
y
,所以D不一定正确。

综上,故选C。
【193】C。

提示:
 

A:
 

ln(a-b)>0=ln1,由于y=lnx 在(0,+∞)上单

调递增,因此a-b>1,而a>b是a-b>1的必要不充分

条件,故A错误。

B:
 

归纳构造函数y=3x,且在 R上单调递增,又a>b,则

3a>3b,故B错误。

C:
 

归纳构造函数y=x3,且在 R上单调递增,又a>b,则

a3>b3,即a3-b3>0,故C正确。

D:
 

归纳构造函数y=|x|=
x, x≥0,
 
-x, x<0, 其在(-∞,0)

上单调递减,在[0,+∞)上单调递增,函数不单调,且a,

b和0的大小不确定,故D不一定正确。

综上,故选C。
【194】A。

提示:
 

由题意知2x-2y<3-x-3-y,即2x-3-x<2y-
3-y,类比观察可构造函数f(x)=2x-3-x。
而y=2x,y=-3-x 均为 R上的增函数,故f(x)=2x-
3-x 为 R 上 的 增 函 数。因 为2x -3-x <2y -3-y,即

f(x)<f(y),所以x<y。于是y-x>0,但y-x 和1的

大小并不明确,故C,D不一定正确。
但是y-x+1>1,且y=lnx 在(0,+∞)上单调递增,所以

ln(y-x+1)>ln1=0。故选A。
【195】-1,(-∞,0]。

提示:
 

由题意知函数定义域为 R,且f(x)是奇函数,所以

满足f(0)=0,即a+1=0,则a=-1。
或者由f(-x)=-f(x)使用待定系数法同样可求得

a=-1;
 

或者取特值f(-1)+f(1)=0解方程得a=-1,
再或者使用奇偶性这一节核心笔记结论y=ax-a-x 是

奇函数类比系数也可得a=-1。

由题意知f(x)=ex+ae-x=ex+
a
ex
,这是个复合函数问

题,设t=ex,其在R上单调递增,则y=t+
a
t
。

①
 

若a=0,则f(x)=ex 在R上单调递增满足题意。

②
 

若a<0,则 y=ex,y=
a
ex

均 在 R 上 单 调 递 增,则

f(x)=ex+ae-x=ex+
a
ex

在R上单调递增满足题意。

③
 

若a>0,内层函数t=ex 在 R上单调递增,而外层函数

y=t+
a
t

在(0,a)上单调递减,在(a,+∞)上单调递

增,外层不单调,故复合出来的函数必然不是单调函数,不
合题意。
综上,a≤0,即a∈(-∞,0]。

类型二:
 

单调性与奇偶性的综合判断

【196】D。
提示:

 

这个题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挨个

分析每个选项是否同时满足两个性质;
 

第二,优先判断

奇偶,从满足的选项中再淘满足单调性的选项;
 

第 三,
优先判断单调性,再从满足的选项中淘出满足奇偶性的

选项。

A:
 

此函数是增函数,但不是奇函数。

B:
 

此函数是奇函数,但不是递增函数。

C:
 

此函数是奇函数,但不是增函数。

D:
 

y=x|x|=
x2, x≥0,

-x2, x<0, 此函数是奇函数,也是增函

数。故选D。
【197】A。

提示:
 

由题意知y=x3,y=-
1
x3

都是奇函数,且均为增函

数,故f(x)=x3-
1
x3

既是奇函数,又是增函数。故选A。






























































































81 答案详解



【198】A。
提示:

 

由题意可得定义域x∈(-1,1),且y=ln(1+x),

y=-ln(1-x)均为增函数,故f(x)=ln(1+x)-ln(1-
x)是增函数,直接排除B,D。

f(x)=ln
1+x
1-x

,而f(-x)=ln
1-x
1+x=ln

1+x
1-x  -1=

-ln
1+x
1-x=-f

(x),所以f(x)是奇函数。故选A。

或常见函数模型记忆积累快速看出f(x)=ln
1+x
1-x

是奇函

数,这个函数模型在奇偶性这一节的核心笔记里有。
【199】D。

提 示:
 

由 题 意 可 得 定 义 域 为 x ∈ -∞,-
1
2  ∪

-
1
2
,1
2  ∪ 1

2
,+∞  ,故

f(x)=ln2x+1 -ln2x-1 =ln 2x+12x-1

=
ln
2x+1
2x-1

, x∈ -∞,-
1
2  ∪ 1

2
,+∞  ,

 

ln -
2x+1
2x-1  , x∈ -

1
2
,1
2  。











C:
 

当x∈ -∞,-
1
2  时,令t=

2x+1
2x-1=

(2x-1)+2
2x-1 =

2
2x-1+1

,则该函数单调递减,且t∈(0,1),而y=lnt在

t∈(0,1)上单调递增,内外变化不一致,故f(x)在x∈

-∞,-
1
2  单调递减,故C错误。

B:
 

当x∈ -
1
2
,1
2  时,t=-

2x+1
2x-1=-

(2x-1)+2
2x-1 =

-2
2x-1-1

,则该函数单调递增,且t∈(0,+∞),而y=lnt

在t∈(0,+∞)上单调递增,内外变化一致,故f(x)在x∈

-
1
2
,1
2  单调递增,故B错误。

A:
 

x∈ 1
2
,+∞  时,令 t=

2x+1
2x-1=

(2x-1)+2
2x-1 =

2
2x-1+1

,则该函数单调递减,且t∈(1,+∞),而y=lnt

在t∈(1,+∞)上单调递增,内外变化不一致,故f(x)在

x∈ 1
2
,+∞  单调递减,故A错误。

通过单调性顺利排除掉 A,B,C,那么对于D,我们验证一

下其奇偶性。

因为f(x)=ln 2x+1 -ln 2x-1 =ln 2x+12x-1
,且定

义域 关 于 原 点 对 称,而 f (-x)=ln -2x+1
-2x-1 =

ln 2x-12x+1 =ln 2x+1
2x-1  -1 =-ln 2x+12x-1 =-f(x),

所以f(x)是奇函数。

故选D。
类型三:

 

函数与不等式

【200】D。
提示:

 

由题意知f(x)是奇函数,故f(-1)=-f(1)=1,
那么-1≤f(x-2)≤1,即f(1)≤f(x-2)≤f(-1)。又

因为f(x)在(-∞,+∞)上单调递减,所以-1≤x-2≤
1,即x∈[1,3]。故选D。

【201】B。
提示:

 

由题意得f(x)在[0,+∞)上单调递增,且f(2)=
0。因为f(x)是偶函数,故f(x)在(-∞,0)上单调递减,

f(-2)=f(2)=0,那么f(x-2)>0只需x-2<-2或

2<x-2,解得x<0或x>4。故选B。
【202】D。

提示:
 

由题意知f(x)是偶函数,故f(-2)=f(2)=0,又

f(x)在(-∞,0]上是减函数,那么f(x)在(0,+∞)上是

增函数,所以f(x)<0,则需x∈(-2,2)。故选D。
【203】(-1,3)。

提示:
 

由题意知f(x)是偶函数,故f(-2)=f(2)=0,又

f(x)在[0,+∞)上是减函数,那么f(x)在(-∞,0)上是

增函数,所以f(x-1)>0,则需-2<x-1<2,即x∈
(-1,3)。

【204】C。

提示:
 

由题意知f(x)是偶函数,故f(- 2)=f(2),又

f(x)在(-∞,0)上是增函数,那么f(x)在[0,+∞)上是

减函数。因 为 f(2 a-1 )>f(- 2),那 么 - 2<

2 a-1 < 2,又- 2<0<2 a-1 恒成立。

故只 需 2 a-1 < 2=2
1
2,即 a-1 <

1
2
,解 得 a∈

1
2
,3
2  。故选C。

【205】D。
提示:

 

f(x)是奇函数,故f(-1)=f(1)=0,且f(x)在
(0,+∞)上单调递增,那么f(x)在(-∞,0)上也单调递

增。而f(x)-f(-x)=2f(x),当x∈(-∞,-1)∪
(0,1)时,f(x)<0;

 

当x∈(-1,0)∪(1,+∞)时,f(x)>

0,故f(x)-f(-x)
x <0⇔f(x)

x <0,即
x<0,

f(x)>0 或

x>0,

f(x)<0, 则
x<0,

-1<x<0 或
x>0,

0<x<1, 化 简 可 得 x ∈

(-1,0)∪(0,1)。故选D。
【206】D。

提示:
 

由题意知f(x)是奇函数,故f(-2)=f(2)=0,且

f(x)在(-∞,0)上单调递减,那么f(x)在(0,+∞)上也

单调递减。所以,当x∈(-∞,-2)∪(0,2)时,f(x)>0;
 

当x∈(-2,0)∪(2,+∞)时,f(x)<0。

而xf(x-1)≥0,则
x≥0,

f(x-1)≥0 或
x≤0,

f(x-1)≤0, 即

0≤x,

0≤x-1≤2 或
x≤0,

-2≤x-1≤0, 化 简 得 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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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故选D。

2.9 函数的图像

类型一:
 

初等函数的图像综合判断

【207】B。

提示:
 

该函数是幂函数,y=x
1
3=3x,定义域为 R,且满足

f(-x)=-f(x),是奇函数。同时指数大于0,故该函数

在R上单调递增,而0<
1
3<1

,所以该函数增幅缓慢。当

x∈(0,1)时,x<3x,而当x∈(1,+∞)时,x>3x。故

选B。
【208】C。

提示:
 

根据题意我们可以大致画出该函数图像,由图像判

断相关系数特征。

单调性与底数a有关,所以0<a<1,且该函数图像与y 轴

交于y 轴负半轴,所以a0+b-1<0,即b<0。
故选C。

【209】D。
提示:

 

底数不确定的话我们需要分类讨论:
 

①
 

当0<a<1时,1
a >1

,则a0-
1
a =1-

1
a <0

,此时函

数递减,且与y 轴交于y 轴负半轴,D正确。

②
 

当a>1时,0<
1
a<1

,则1>a0-
1
a =1-

1
a >0

,此时

函数递增,且与y 轴交于y 轴正半轴,其交点在0和1之

间,故A,B错误。故选D。
【210】C。

提示:
 

对数函数定义域为(0,+∞),其图像在y 轴右侧,底
数大于1,函数单调递增,恒过(1,0)。故选C。

【211】B。
提示:

 

对函数图像分析其单调递增,故1<a,且函数过

(3,1),即loga3=1,解得a=3。

A:
 

y=3-x=
1
3  x

单调递减,错误。

B:
 

y=x3,其为增函数,且指数大于1,增幅较大,正确。

C:
 

y=-x3,其为减函数,错误。

D:
 

y=log3(-x),其图像与y=log3x 的图像关于y 轴对

称,故其在(-∞,0)上单调递减,错误。
综上,故选B。

【212】D。
提示:

 

通过观察函数图像得其单调递减,故0<a<1。又

与x 轴交于正半轴,且y=loga(x+c)是由y=logax 向左

平移c个单位得到的,所以0<c<1。故选D。

【213】A。
提示:

 

这是个复合函数,函数是单调递增的,且内层函数单

调递增,故外层函数必然单调递增,所以1<a。
通过观察可得-1<yx=0<0,即logaa

-1=-1<logab<

0=loga1,则0<a
-1<b<1。故选A。

【214】D。
提示:

 

结合幂函数以及对数函数的性质综合判断。

A:
 

无论是对数函数还是幂函数都不可能过(0,1),故 A
错误。

B:
 

过(1,0)的图像是对数函数,其单调递减,故0<a<1,
那么另一条就是幂函数的图像,其不仅递增,且其增幅比较

大,故1<a。而两个函数得到a的范围不一致,故B错误。

C:
 

过(1,0)的图像是对数函数,其单调递增,故1<a,那么

另一条同样是幂函数的图像,其虽然递增,但其增幅比较

小,故0<a<1。而两个函数得到a 的范围不一致,故C
错误。

D:
 

过(1,0)的图像依然是对数函数,其单调递减,故0<
a<1,那么另一条同样是幂函数的图像,其不仅递增,且其

增幅比较小,故0<a<1。而两个函数得到a 的范围一致,
故D正确。故选D。

【215】D。
提示:

 

结合指数函数以及对数函数的性质综合判断。

指数函数y=
1
ax 与x 轴无交点,与x 轴有交点的是y=

loga x+
1
2  的函数图像。

A:
 

y=
1
ax 单调递增,故a∈(0,1),虽然y=loga x+12 

单调性满足题意,但是y=loga x+
1
2  是由y=logax 向

左平移
1
2

的单位而来的,那么其与x 轴的交点必在0和1

之间,故A错误。

B:
 

y=
1
ax 单调递增,故a∈(0,1),而y=loga x+

1
2  单

调递增,得a∈(1,+∞)。两个函数得到a的范围不一致,
故B错误。

C:
 

y =
1
ax 单 调 递 减,故 a∈ (1,+ ∞),此 时 y =

loga x+
1
2  单调性满足题意,但是y=loga x+

1
2  是

由y=logax 向左平移
1
2

的单位而来的,那么其与x 轴的

交点必在0和1之间,故C错误。

D:
 

y=
1
ax 单调递增,故a∈(0,1),此时y=loga x+

1
2  

 

单调性满足题意,又y=loga x+
1
2  是由y=logax 向左

平移
1
2

的单位而来的,那么其与x 轴的交点必在0和1之

间,也满足题意,故D正确。故选D。






























































































02 答案详解



【216】A。
提示:

 

结合平移变换原则“左加右减”“上加下减”,将y=
2x 向右平移3个单位可得y=2x-3,再将y=2x-3 向下平

移1个单位可得y=2x-3-1。故选A。
【217】D。

提示:
 

这道题可以结合着平移、对称和翻折去处理。

y=ln(-x)与y=lnx的图像关于y轴对称,将y=ln(-x)
向右移2个单位可得y=ln[-(x-2)]=ln(2-x)的图

像,再将y=ln[-(x-2)]=ln(2-x)在x 轴下方的图像

关于x 轴翻折可得y= ln(2-x) 。其图像大致如下:
 

通过图像可得该函数在[1,2)上单调递增。故选D。
类型二:

 

函数的图像综合判断

【218】A。
提示:

  

B:
  

当x=1时,y=0,显然和图像不符,故排除B。

C:
  

当x>0时,2xcosx
x2+1

≤
2x

x2+1
=

2

x+
1
x

≤1,因此C不满足。

D:
  

由图像可知当x=3时,y<0,而D不满足,因此排除D。
故选A。

【219】A。
提示:

  

结合选项来看需要 判 断 函 数 的 奇 偶 性 以 及 函 数

正负。
令f(x)=(3x-3-x)cosx,因为f(-x)=(3-x-3x)·

cos(-x)=-(3x-3-x)cosx=-f(x),所以 f(x)=
(3x-3-x)cosx 是奇函数(或者通过奇偶性的乘积来判断,

y=3x-3-x 是奇函数,y=cosx 是偶函数,所以通过奇函

数乘偶函数为奇函数同样可判断f(x)=(3x-3-x)cosx

是奇函数),可排除选项 B,D。又当x∈ 0,
π
2  时,y=

3x-3-x 单调递增,故y=3x-3-x>30-30=0,y=
cosx>0,所以f(x)=(3x-3-x)cosx>0。故选A。

【220】D。

提示:
 

通过分析y= x-
1
x  cosx 可得y=x-

1
x

是奇函

数,而y=cosx 是偶函数,故y= x-
1
x  cosx 是奇函数,

因此排除A,B。对比C,D,发现它们的不同之处在函数值

的正负,只需要研究(0,π]即可。当x=π时,y=
1
π-π<

0。于是排除了C,故选D。
【221】D。

提示:
 

首先通过判断对称性可得f(x)是偶函数,而选项

A,B是奇函数,所以可以排除A,B。

对于选项 C,因为ex+e-x>0,x2+2>0,即∀x∈R,

ex+e-x

x2+2
>0恒成立,所以排除C。故选D。

【222】D。

提示:
 

通过分析y=
sinx+x
cosx+x2

可得y=x 是奇函数,y=

cosx 是偶函数,y=sinx 是奇函数,y=x2 是偶函数,则

y=sinx+x 是奇函数,y=cosx+x2 是偶函数,故y=
sinx+x
cosx+x2

是奇函数。因此排除A。

对比B,C,D,发现它们的不同之处在函数值的正负,只需

要研究(0,π]即可。当x∈ 0,
π
2  时,y>0,于是排除了

C。接着对比B,D,发现f(π)不同,而f(π)=
π

π2-1
>0。

继续排除了B,故选D。
【223】A。

提示:
 

方法一:
 

通过对y=
4x

x2+1
分析,该函数定义域为R,

y=4x 是奇函数,y=x2+1是偶函数,故y=
4x

x2+1
是奇

函数,故排除C,D。
那么对比 A,B,发现它俩函数值正负有区别,只需研究

(0,+∞)上的图像即可。当x>0时,4x>0,x2+1>0,故

y=
4x

x2+1
>0(x>0),故B错误,A正确。故选A。

方法二:
 

分析y=
4x

x2+1
得该函数定义域为 R,y=4x 是奇

函数,y=x2+1是偶函数,故y=
4x

x2+1
是奇函数,故排除

C,D。
那么对比A,B,发现它俩单调性不一致,我们可以从单调

性的角度判断,y=
4x

x2+1
=

4

x+
1
x

,这是个复合函数,且是

奇函数,所以我们只需要判断其在(0,+∞)上单调性即可。

令t=x+
1
x
,其在(0,1)上单调递减,在(1,+∞)上单调递

增,且t=x+
1
x>0

,而y=
4
t

在(0,+∞)上单调递减,故

y=
4x

x2+1
在(0,1)上单调递增,在(1,+∞)上单调递减。A

满足,故选A。
【224】B。

提示:
 

分析f(x)=
ex-e-x

x2
得该函数定义域为 R,y=

ex-e-x 是奇函数,y=x2 是偶函数,故f(x)=
ex-e-x

x2

是奇函数,故排除A。
那么对比B,C,D,发现它们函数值正负有区别且f(1)处有

不同。奇函数我们只需要判断在(0,+∞)上的性质即可。






























































































12第2章 函数



通过分析,y=ex-e-x 在(0,+∞)上单调递增,那么ex-

e-x>0,x2>0,故f(x)=
ex-e-x

x2
>0(x>0),进一步排

除D。
观察B,C,我们发现两个图像的f(1)有区别,而f(1)=

e-
1
e>2

,B满足,C不满足。故选B。

【225】B。

提示:
 

通过对y=
2x3

2x+2-x
分析,该函数定义域为 R,y=

2x3 是奇函数,y=2x+2-x 是偶函数,故y=
2x3

2x+2-x
是

奇函数,故排除C。
那么对比A,B,D,发现它们函数值正负有区别以及yx=4

有区别。当x∈(0,6]时,2x3>0,2x+2-x>0,故y=
2x3

2x+2-x
>0,故D错误。

进一步观察 A,B,我们发现两个图像的f(4)有区别,而

f(4)=
128

16+
1
16

≈7.97,B满足,A不满足。

故选B。
【226】D。

提示:
 

方法一:
 

通过分析y=1+x+
sinx
x2

可得y=x 是奇

函数,y=sinx 是奇函数,y=x2 是偶函数,则y=
sinx
x2

是

奇函数,y=x+
sinx
x2

是奇函数。而y=1+x+
sinx
x2

是将

y=x+
sinx
x2

向上平移一个单位得到的,故y=1+x+
sinx
x2

的图像关于(0,1)成中心对称,通过观察只有 D满足,故
选D。
方法二:

 

通过观察四个图像函数值正负有区别,当x∈

0,
π
2  时,y>0,所以排除A,C。

接着对比 B,D,发 现 当 x→+∞时,图 像 有 出 入,而 当

x→+∞时,y→+∞,所以继续排除B。故选D。
【227】D。

提示:
 

通过观察这四个图像发现yx=0 有区别,而yx=0=
2>1,所以排除A,B。
而C,D的不同在于有没有函数值大于yx=0,而y

x=12
=

2+
3
16>yx=0,所以接着排除了C。故选D。

【228】D。
提示:

 

通过观察四个图像可得yx=2 有出入,而1>yx=2=

8-e2≈0.7>0,故排除B。
再观察 A,C,D,发 现 区 别 在 yx=0 是 不 是 最 小 值,而

yx=0=-1,yx=12
=
1
2- e

≈-1.1<-1,所以排除C。

最后看A,D,区别在于极小值,当x>0时,f(x)=2x2-

ex,f'(x)=4x-ex,f'(0)=-1<0,f'
1
2  =2- e>0。

设极小值为x0,则x0∈ 0,
1
2  ,更靠近0。故选D。

2.10 函数与方程

类型一:
 

利用零点存在定理判断零点所在区间

【229】B。
提示:

 

方法一:
 

通过分析f(x)=2x+3x 可得y=2x,y=
3x 都是单调递增的,故f(x)=2x+3x 单调递增。
再结合选项找点说明函数值正负,f(0)=1>0,找到正函

数值了,自然需要找负函数值了,函数单调递增,接着往小

于0的方向找,f(-1)=-2.5<0。因为函数在(-1,0)
上单调递增且f(0)·f(-1)<0,所以零点在区间(-1,0)
上。故选B。
方法二:

 

可以数形结合将 函 数 的 零 点 转 为 曲 线 的 交 点

问题。
令f(x)=2x+3x=0,得2x=-3x,画出函数y=2x 和

y=-3x 的图像判断交点所在区间。

观察图像可得两条函数曲线的交点在y 轴左侧,那么零点

所在区间是负区间,排除C,D。
经计算可得,当 x=0时,2x >-3x,而 当 x=-1时,

2x<-3x,则零点所属区间为(-1,0)。故选B。
【230】C。

提示:
 

方法一:
 

通过分析f(x)=2x+x-2可得y=2x,

y=x-2都是单调递增的,故f(x)=2x+x-2单调递

增。再结合选项找点说明函数值正负,f(0)=-1<0,找
到负函数值了,自然需要找正函数值了,函数单调递增,接
着往大于0的方向找,f(1)=1>0。因为函数在(0,1)上
单调递增且f(0)·f(1)<0,所以零点在区间(0,1)上。故

选C。
方法二:

 

可以数形结合将函数的零点转为曲线的交点问

题。令f(x)=2x+x-2=0,得2x=-x+2,画出函数

y=2x 和y=-x+2的图像判断交点所在区间。

观察图像可得两条函数曲线的交点在y 轴右侧,那么零点

所在区间是正区间,排除A,B。
经计算可得,当 x=0时,2x<-x+2,而当 x=1时,






























































































22 答案详解



2x>-x+2。则零点所属区间为(0,1)。故选C。
【231】C。

提示:
 

方法一:
 

通过分析f(x)=ex+x-2可得y=ex,

y=x-2都是单调递增的,故f(x)=2x+x-2单调递

增。再结合选项找点说明函数值正负,f(0)=-1<0,找
到负函数值了,自然需要找正函数值了,函数单调递增,接
着往大于0的方向找,f(1)=e-1>0。因为函数在(0,1)
上单调递增且f(0)·f(1)<0,所以零点在区间(0,1)上。
故选C。
方法二:

 

可以数形结合将函数的零点转为曲线的交点问

题。令f(x)=ex+x-2=0,得ex=-x+2,画出函数

y=ex 和y=-x+2的图像判断交点所在区间。

观察图像可得两条函数曲线的交点在y 轴右侧,那么零点

所在区间是正区间,排除A,B。
经计算可得,当 x=0时,ex<-x+2,而 当 x=1时,

ex>-x+2。则零点所属区间为(0,1)。故选C。
【232】C。

提示:
 

方法一:
 

通过分析f(x)=ex+4x-3可得y=ex,

y=4x-3都是单调递增的,故f(x)=ex+4x-3单调递

增。再结合选项找点说明函数值正负,f(0)=-2<0,找
到负函数值了,自然需要找正函数值了,函数单调递增,接

着往大于0的方向找,f
1
4  =4e-2<0。又是负函数

值,继续向右找,f
1
2  =e-1>0。

因为函数在 1
4
,1
2  上单调递增且f

1
4  ·f

1
2  <0,

所以零点在区间 1
4
,1
2  上。故选C。

方法二:
 

可以数形结合将函数的零点转为曲线的交点问

题。令f(x)=ex+4x-3=0,得ex=-4x+3,画出函数

y=ex 和y=-4x+3的图像判断交点所在区间。

观察图像可得两条函数曲线的交点在y 轴右侧,那么零点

所在区间是正区间,排除A。

经计算可得,当x=
1
4

时,ex<-4x+3;
 

当x=
1
2

时,

ex>-4x+3,则零点所属区间为 1
4
,1
2  。

故选C。
【233】B。

提示:
 

数形结合判断交点问题。画出函数y=x3 和y=
1
2  x-2

的图像判断交点所在区间。

观察图像可得两条函数曲线的交点在y 轴右侧,那么零点

所在区间是正区间。

经计算可得,当x=1时,x3< 1
2  x-2

;
 

当x=2时,x3>

1
2  x-2

,则零点所属区间为(1,2)。

故选B。
【234】C。

提示:
 

可以数形结合将函数的零点转为曲线的交点问题。

令f(x)=
6
x-log2x=0

,得6
x=log2x

。

画出函数y=
6
x

和y=log2x 的图像判断交点所在区间。

观察图像可得两条函数曲线的交点在y 轴右侧,那么零点

所在区间是正区间。

经计算可得,当x=2时,6
x >log2x;

 

当x=4时,6
x <

log2x,则零点所属区间为(2,4)。故选C。
【235】A。

提示:
 

通过对函数f(x)=(x-a)(x-b)+(x-b)(x-
c)+(x-c)(x-a)分析,这是个二次函数,且开口向上。
又a<b<c,f(a)=(a-b)(a-c)>0,f(b)=(b-c)(b-
a)<0,f(c)=(c-a)(c-b)>0,由零点存在定理,函数的

两个零点分别位于区间(a,b)和(b,c)上。故选A。
类型二:

 

判断零点个数

【236】B。

提示:
 

方法一:
 

通过分析f(x)=x
1
2 - 1

2  x
可得y=

x
1
2,y=-

1
2  x

都 是 单 调 递 增 的,故 f(x)=x
1
2 -

1
2  x

单 调 递 增。再 结 合 选 项 找 点 说 明 函 数 值 正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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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0,找到负函数值了,自然需要找正函数值了,

函数单调递增,接着往大于0的方向找,f(1)=
1
2>0

。因

为函数在 1
4
,1
2  上单调递增且f

1
4  ·f

1
2  <0,所

以函数f(x)=x
1
2 - 1

2  x
在 1
4
,1
2  上有唯一零点。

故选B。

方法二:
 

可以数形结合将函数的零点转为曲线的交点问

题。令f(x)=x
1
2- 1

2  x
=0,得x

1
2= 1

2  x
。

画出函数y=x
1
2和y=

1
2  x

的图像判断交点个数。

观察图像可得两条函数曲线有一个交点。故选B。

【237】C。

提示:
 

数形结合判断交点个数问题。画出函数f(x)=lnx
和g(x)=x2-4x+4=(x-2)2 的图像判断交点个数。

观察图像可得两条函数曲线有2个交点。故选C。

【238】B。

提示:
 

数形结合判断交点个数问题。画出函数f(x)=

2lnx 和g(x)=x2-4x+5的图像判断交点个数。

这个图像并不是直接画出来就可以的,它俩到底有没有交

点还需要一点小计算。

f(2)=2ln2=ln4>1=g(2),观察图像可得两条函数曲线

有2个交点。故选B。
【239】C。

提示:
 

通过对|x|=cosx 观察得y=|x|与y=cosx 都是

偶函数,那么方程|x|=cosx 的根的个数问题我们可转化

为函数y=|x|的图像和函数y=cosx 的图像的交点个数

问题,那就画图数交点个数。

由图知两条曲线有2个交点,即方程|x|=cosx 有2个根。
故选C。

【240】B。
提示:

 

函数f(x)=2x log0.5x -1的零点个数问题我们

转为方程2x log0.5x -1=0的根的个数问题。对方程

2x log0.5x -1=0变形得 log0.5x = 1
2  x

,则问题接

着转为函数y= log0.5x 的图像与函数y=
1
2  x

的

图像的交点个数问题,那就画图数交点。

由 图 知 两 条 曲 线 有 2 个 交 点,即 函 数 f(x)=
2x log0.5x -1有两个零点。故选B。

【241】4。
提示:

 

方程 f(x)+g(x) =1的根为f(x)+g(x)=1
和f(x)+g(x)=-1的根,即为f(x)=1-g(x)和

f(x)=-1-g(x)的根,分别画出y=f(x)= lnx ,

y=1-g(x)=
1, 0<x≤1,
 
3- x2-4 , x>1, 

y=-1-g(x)=
-1, 0<x≤1,
 
1- x2-4 , x>1 的图像。

通过观察图像可得y=f(x)与y=1-g(x)的函数图像有

2个交点,同时y=f(x)与y=-1-g(x)的图像也有2个

交点,故 f(x)+g(x) =1的根有4个。
【242】C。

提示:
 

这个函数图像并不容易画出来,那怎么办呢? 好在

这个函数并不复杂,可以直接令f(x)=xcosx2=0,转为

求解方程的根,而方程的根即为该函数零点个数。
由f(x)=xcosx2=0可得x=0或cosx2=0,解得x=0,






























































































42 答案详解



π
2
, 3π
2
, 5π
2
, 7π
2
, 9π
2
,该方程共有6个根,即该

函数有6个零点。故选C。
【243】2。

提示:
 

将函数的零点转为方程的根的个数问题,通过计算

或是使用零点存在定理得零点个数。

当x≤0时,令f(x)=0,即x2-2=0,解得x=- 2;
 

当

x>0时,令f(x)=0,即2x-6+lnx=0,这是一个超越方

程,遇到不可解方程问题,我们进一步考虑使用零点存在定

理说明零点的存在与否。

分析f(x)=2x-6+lnx 可得y=2x-6与y=lnx 都是

增函数,故f(x)=2x-6+lnx 在(0,+∞)上单调递增。

而f(1)=-4<0,f(3)=ln3>0,则存在x0∈(1,3),使得

f(x0)=0,故f(x)在(0,+∞)上有唯一零点。

综上,f(x)有2个零点。

类型三:
 

由零点个数求解参数

【244】(0,2)。

提示:
 

函 数 f(x)= 2x-2 -b 有 两 个 零 点,即 y=
2x-2 和y=b的图像有2个交点。

进一步通过画图判断b的范围。

由图像可得y= 2x-2 和y=b的图像要有2个交点,则
需0<b<2,故b∈(0,2)。

【245】 0,
1
2  。

提示:
 

画图判断a的范围,对于底数的不确定分类讨论。

通过分析图像可得:
 

当a>1时,y=2a与y= ax-1 有一个交点;
 

当0<a<1时,y=2a与y= ax-1 要有两个交点,则需

0<2a<1,即0<a<
1
2
。

综上,a∈ 0,
1
2  。

【246】(0,1)。

提示:
 

方程f(x)=k有两个不同的实根,即函数y=f(x)
与y=k的图像有两个交点。

那就画图判断k的取值范围。

通过分析图像可得函数y=f(x)与y=k的图像要有两个

交点,则需0<k<1,即k∈(0,1)。
【247】D。

提示:
 

方程f(x)=-
1
4x+a 有两个实数解,即函数y=

f(x)+
1
4x=

2 x+
1
4x, 0≤x≤1,

 
1
x+

1
4x, x>1











与y=a的图像有

两个交点,那就画图判断k的取值范围。

通过分析图像可得函数y=f(x)+
1
4x 与y=a的图像要

有两个交点,则需
5
4≤k≤

9
4

或k=1,即k∈ 5
4
,9
4  ∪

{1}。故选D。

【248】(-∞,2ln2-2]。

提示:
 

方法一:
 

函数f(x)=ex-2x+a 的零点转为函数

g(x)=ex 与y=2x-a的图像的交点,临界状态时相切。

而g'(x)=ex,设切点P(t,et),令g'(t)=2解得t=ln2,

将P(ln2,2)代入y=2x-a 解得a=2ln2-2,即相切时直

线在y 轴上的截距为2-2ln2。而g(x)=ex 与y=2x-a
有交点则需直线在y 轴上的截距-a≥2-2ln2,化简得

a≤2ln2-2,故a∈(-∞,2ln2-2]。

方法二:
 

函数f(x)=ex-2x+a的零点转为函数g(x)=

ex-2x 与y=-a的图像的交点,而g(x)的单调性是看不

出来的,那就求导吧! g'(x)=ex-2。

当x∈(-∞,ln2)时,g'(x)<0,g(x)单调递减;
 

当x∈
(ln2,+∞)时,g'(x)>0,g(x)单调递增,且g(ln2)=2-

2ln2。g(x)的图像大致如图所示,所以f(x)=ex-2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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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零点,则需-a≥2-2ln2,即化简得a≤2ln2-2,故a∈
(-∞,2ln2-2]。

【249】(-∞,0)∪(1,+∞)。
提示:

 

g(x)=f(x)-b 有两个零点,即函数y=f(x)与

y=-b的图像有两个交点。
通过画图以及f(x)有两个零点判断a的范围。
通过平移直线x=a来说明零点个数:

 

①
 

当a<0时,y=f(x)在(-∞,a]上单调递增,在(a,0)
上单调递减,在(0,+∞)上单调递增,此时存在0<b<a2,
函数y=f(x)与y=-b的图像有两个交点。即g(x)=
f(x)-b有两个零点。

②
 

当0≤a≤1时,y=f(x)在 R上单调递增,不存在b∈
R,使得即g(x)=f(x)-b有两个零点。

③
 

当1<a时,两个函数在x=a 处函数值不相等,即存在

a2<b≤a3,函数y=f(x)与y=-b的图像有两个交点,
即g(x)=f(x)-b有两个零点。
综上,a∈(-∞,0)∪(1,+∞)。

【250】(1,4),(1,3]∪(4,+∞)。
提示:

 

将函数的零点转为方程的根的个数问题,通过计算

得零点个数。
当λ=2时,若x≥2,令f(x)<0,即x-4<0,解得2≤
x<4;

 

若x<2,令f(x)<0,即x2-4x+3<0,解得1<
x<2,故当λ=2时,由f(x)<0解得x∈(1,4)。
通过画图以及f(x)有两个零点判断λ的范围,通过平移直

线x=λ来说明零点个数。

①
 

当λ≤1时,抛物线0零点,直线1个,共1个,不合

题意;
 

②
 

当1<λ≤3时,抛物线1个零点,直线1个,共2个;
 

③
 

当3<λ≤4时,抛物线2个零点,直线1个,共3个;
 

④
 

当4<λ时,抛物线2个零点,直线0个,共2个。
综上,若f(x)有两个零点,则λ∈(1,3]∪(4,+∞)。

第3章 导  数

3.1 计算

【251】e。

提示:
 

对f(x)=exlnx 求导可得f'(x)=exlnx+ex
1
x=

ex lnx+
1
x  ,则f'(1)=e。

【252】3。
提示:

 

对f(x)=(2x+1)ex 求导可得f'(x)=2ex +
(2x+1)ex=ex(2x+3),则f'(0)=3。总结出一个常见小

结论:
 

若g(x)=exf(x),则g'(x)=ex[f(x)+f'(x)]。
【253】B。

提示:
 

方法一:
 

对f(x)=ax4+bx2+c求导可得f'(x)=
4ax3+2bx,则f'(1)=4a+2b=2。

f'(-1)=-4a-2b=-(4a+2b)=-2。故选B。
方法二:

 

若f(x)是偶函数,则f'(x)是奇函数。
简证:

 

f(x)是偶函数,即f(-x)=f(x),对等式两边求导

可得-f'(-x)=f'(x),即f'(-x)=-f'(x)。
同样地,若f(x)是奇函数,则f'(x)是偶函数。
因为f(x)=ax4+bx2+c是偶函数,故f'(x)是奇函数,
则f'(-1)=-f'(1)=-2。

【254】B。
提示:

 

对f(x)=xlnx 求 导 可 得f'(x)=lnx+1,而

f'(x0)=lnx0+1=2,解方程得x0=e。故选B。
【255】3。

提示:
 

对f(x)=axlnx 求导可得f'(x)=a(lnx+1),而

f'(1)=a=3,故a=3。
【256】D。

提示:
 

方法一:
 

多项式展开求导,y=(x+1)2(x-1)=
x3+x2-x-1,得y'=3x2+2x-1,则y'x=1=4。故

选D。
方法二:

 

使 用 四 则 运 算 求 导,y'=2(x+1)(x-1)+
(x+1)2=3x2+2x-1,则y'x=1=4。故选D。

【257】1。

提示:
 

对f(x)=
ex

x+a
求导可得f'(x)=

ex(x+a-1)
(x+a)2

,而

f'(1)=
ae

(1+a)2
=
e
4
,解方程得a=1。

【258】1。

提示:
 

对 f(x)=f'
π
4  cosx+sinx 求 导 得f'(x)=

-f'
π
4  sinx+cosx,则 f'

π
4  =-f'

π
4  sin π4 +

cos
π
4
,解得f'

π
4  = 2-1,则f(x)=(2-1)cosx+






























































































62 答案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