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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MBA 数学考试真题及解析 

 

一、问题求解：第 1〜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下列每题给出的 A、B、C、D、E 五个

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试题要求的。 

1.学科竞赛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比例为 1：3：8，获奖率为 30%，己知 10 人获得 一等奖，则参加

竞赛的人数为（   ）。 

A. 300  B. 400 C. 500 D. 550 E. 600 

 

【答案及分析】 B。本题考查的是比和比例问题，已知总获奖率为 30%，按比例 1：3：8 分配，则一等奖

的获奖率为 30%×
1

1+3+8
=

1

40
，二等奖的获奖率为 30%×

3

1+3+8
=

3

40
，三等奖的获奖率为 30%×

8

1+3+8
=

1

5
，

已知 10 人获得一等奖，按照公式“总数=对应数÷对应比率”，因而参加竞赛的总人数为：10÷
1

40
=400 人。 

 

2 . 为 了解某 公司员 工的 年龄结 构，按 男、女 人数的 比例进 行了随 机检查 ，结果 如下： 

男员工年龄（岁） 23 26 28 30 32 34 36 38 41 

女员工年龄（岁） 23 25 27 27 29 31    

 

根据表中数据估计，该公司男员工的平均年龄与全体员工的平均年龄分别是（单位 :  岁）（   ）。 

A. 32，30 B. 32，29.5   C. 32，27 D. 30，27 E. 29.5，27 

 

【答案及分析】 A。本题考查的是平均数的计算，借助一个中间数，再采用多加少减的方式可以减少计算

量。男员工的平均年龄：先选取 30 为中间数，则平均数为：30+
−7−4−2+0+2+4+6+8+11

9
= 32，同理全体员工

的平均年龄：30+
−7−4−2+0+2+4+6+8+11−7−5−3−3−1+1

15
= 30。 

 

3. 某单位采取分段收费的方式收取网络流量（单位:GB）费用。每月流量 20 （含）以内免 费，流量 20 到

30 （含）的每 GB 收费 1 元，流量 30 到 40 （含）的每 GB 收费 3 元，流量 40 以上的每 GB 收费 5 元。

小王这个月用了 45 GB 的流量，则他应该交费（   ）。 

A. 45 元 B. 65 元 C. 75 元 D. 85 元 E. 1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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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及分析】 B。本题考查的是分段计费问题，尤其要注意的是每段所能得到的最大值应该是区间长度

（而不是区间临界值）乘以相应的费用比例。题中小王用了 45GB，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前面 20 GB 免

费，第二部分：20GB 到 30GB 每 GB 收费 1 元，即（30－20）×1=10 元；第三部分：30GB 到 40GB 每 GB

收费 3 元，即（40－30）×3=30 元；第四部分：40 以上的每 GB 收费 5 元，即（45－40）×5=25 元；因

此共需交费：0＋10＋30＋25=65 元。 

 

4. 如图，圆 O 是三角形的内切圆，若三角形的面积与周长的大小之比为 1 : 2，则圆的面积为（   ）。 

A.π  B.2π C.3π D.4π E.5π 

 

【答案及分析】 A。本题考查的是三角形面积的求法以及内切圆性质问题，

三角形的内切圆到三条边的距离相等等于半径。首先将三角形 ABC 面积采

用分割法分成三个小三角形的面积，连接圆心与各个顶点，即𝑆
∆𝐴𝐵𝐶

=

𝑆
∆𝐴𝑂𝐵

+ 𝑆
∆𝐴𝑂𝐶

+ 𝑆
∆𝐵𝑂𝐶

=
1

2
× AB × r +

1

2
× AC × r +

1

2
× BC × r =

1

2
(AB +

AC + BC)r。由题中已知条件可知r =
2 面积

周长
=1，因此圆的面积为π。可记住一个结论：三角形的面积等于三角

形周长与内切圆半径乘积的一半。 

 

5. 设实数 a,b 满足|𝑎 − 𝑏| = 2， |𝑎
3

− 𝑏
3

| = 26，则𝑎
2

+ 𝑏
2

=（   ）。 

A.30  B.22 C.15 D.13 E.10 

 

【答案及分析】 E。本题考查的是平方公式和三次方公式的应用，熟记常用公式：𝑎
3

− 𝑏
3

= (𝑎 − 𝑏) (𝑎
2

+

𝑎𝑏 + 𝑏
2

)；𝑎
3

+ 𝑏
3

= (𝑎 + 𝑏) (𝑎
2

− 𝑎𝑏 + 𝑏
2

)；(𝑎 − 𝑏)
2

= 𝑎
2

− 2𝑎𝑏 + 𝑏
2
；(𝑎 + 𝑏)

2
= 𝑎

2
+ 2𝑎𝑏 + 𝑏

2
。已知

|𝑎
3

− 𝑏
3

| = 26，|𝑎 − 𝑏| = 2，代入公式：|𝑎
3

− 𝑏
3

| = |𝑎 − 𝑏| |𝑎
2

+ 𝑎𝑏 + 𝑏
2

|，即|𝑎
2

+ 𝑎𝑏 + 𝑏
2

| = 13①，又因

为(𝑎 − 𝑏)
2

= 𝑎
2

− 2𝑎𝑏 + 𝑏
2
②，利用①②消去𝑎𝑏得𝑎

2
+ 𝑏

2
= 10。 

6.有 96 位顾客至少购买了甲、乙、丙三种商品中的一种.经调查，同时购买了甲、乙两种 商品的有 8 位，

同时购买了甲、丙两种商品的有 12 位，同时购买了乙、丙两种商品的有 6 位，同时购买了三种商品的有 2

位，则仅购买一种商品的顾客有（  ）。 

A. 70 位    B. 72 位     C. 74 位     D. 76 位    E. 82 位 

 



                                                                      内部资料，禁止传播 

希赛网——专业的在线教育平台                 客服热线：400-111-9811                             3 / 
10 

【答案及分析】 C。本题考查的是集合问题。题中出现的三类事物甲，乙和丙商品分别为事物 A，B，C，这

三类事物中间有重叠部分，则根据容斥问题的公式，结合右侧文氏图，题目所求部分 = A + B + C − A ∩ B −

A ∩ C − B ∩ C+ 2 × A ∩ B ∩ C。由题意可知，A + B + C = 96，A ∩ B = 8 ， A ∩ C =

12，B ∩ C = 6，A ∩ B ∩ C = 2，因此仅购买一种商品的顾客人数为： 96−8−12 −

6 + 2 × 2 = 74，。 

 

 

7.如图，四边形𝐴
1

𝐵
1

𝐶
1
𝐷

1
是平行四边形，𝐴

2
，𝐵

2
，𝐶

2
，𝐷

2
分别是四边形𝐴

1
𝐵

1
𝐶

1
𝐷

1
的中点，𝐴

3
，𝐵

3
，𝐶

3
，𝐷

3

是四边形𝐴
2

𝐵
2
𝐶

2
𝐷

2
的中点，依次下去，得到四边形序列𝐴

𝑛
𝐵

𝑛
𝐶

𝑛
𝐷

𝑛
(n=1,2,3,…)，设𝐴

𝑛
𝐵

𝑛
𝐶

𝑛
𝐷

𝑛
的面积为𝑆

𝑛
，

且𝑆
1

= 12，则𝑆
1

+ 𝑆
2

+ 𝑆
3

+ ⋯ =（   ）。 

A. 16 B. 20 C. 24 D. 28 E. 30 

 

【答案及分析】 C。本题考查的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和数列的实际应用。 已知四边形𝐴
1
𝐵

1
𝐶

1
𝐷

1
是平行四边

形，𝐴
2
，𝐵

2
，𝐶

2
，𝐷

2
分别是四边形𝐴

1
𝐵

1
𝐶

1
𝐷

1
的中点，则四边形𝐴

𝑛
𝐵

𝑛
𝐶

𝑛
𝐷

𝑛

为平行四边形。且𝑆
1

= 2𝑆
2
（连接𝐴

2
𝐶

2
，可知平行四边形𝐴

1
𝐴

2
𝐶

2
𝐷

1
与三角形

𝐴
2

𝐶
2
𝐷

2
同底等高，因而𝑆

𝐴1𝐴2𝐶2𝐷1
= 2𝑆

𝐴2𝐶2𝐷2
，又因为𝑆

1
= 2𝑆

𝐴1𝐴2𝐶2𝐷1
，𝑆

2
=

2𝑆
𝐴2𝐶2𝐷2

，所以𝑆
1

= 2𝑆
2
），同理可推𝑆

2
= 2𝑆

3
，𝑆

𝑛
=

1

2
𝑆

𝑛−1
。所以{𝑆

𝑛
}为首

项为 12，公比为
1

2
的等比数列，因而本题求的是等比数列前 n 项和𝑇

𝑛
，则𝑇

𝑛
= 𝑆

1
+ 𝑆

2
+ 𝑆

3
+ ⋯ = 12 + 12 ×

1

2
+ 12 × (

1

2
)

2

+ ⋯ = 12 × [1 +
1

2
+ (

1

2
)

2

+ ⋯ + (
1

2
)

𝑛−1

]①（利用错位相减法，等式左右同乘以公比）得到等式：

1

2
𝑇

𝑛
=12 × [

1

2
+ (

1

2
)

2

+ (
1

2
)

3

… + (
1

2
)

𝑛

]②，②－①得：−
1

2
𝑇

𝑛
= 12 × [(

1

2
)

𝑛

− 1]，𝑇
𝑛

= 24 − 24 × (
1

2
)

𝑛

，当 n 无

限大时，(
1

2
)

𝑛

无限趋近于 0，此时𝑇
𝑛

= 24。 

 

8.将 6 张不同的卡片 2 张一组分别装入甲、乙、丙 3 个袋中，若指定的 2 张卡片要在同一组，则不同的装

法有（   ）。 

A. 12 种 B. 18 种 C. 24 种 D. 30 种 E. 36 种 

 

A 

B 

C 

6 

4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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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及分析】 B。本题考查的是排列组合问题。 先分组再排列：指定 2 张卡片看作一组，把此外的 4 张

卡片均分为两组的方法有
𝐶4

2𝐶2
2

𝑃2
2 （与顺序无关，因此除以𝑃2

2）；将分好的三组装入甲、乙、丙，每个袋装一组，

共有𝑃3
3种；所以共有

𝐶4
2𝐶2

2

𝑃2
2 × 𝑃3

3 = 18种。另一种思路：先将指定的两张卡装入一个袋子中，有𝐶3
1种选择，然

后用剩下的两个袋子选卡片（每个袋子选两张），共有𝐶4
2𝐶2

2种，所以共有𝐶3
1𝐶4

2𝐶2
2 = 18 种。 

 

9.甲乙两人进行围棋比赛，约定先胜 2 盘者赢得比赛，己知每盘甲获胜的概率是 0.6，乙获胜的概率是 0.4，

若乙在第一盘获胜，则甲赢得比赛的概率为（  ）。 

A. 0.144   B. 0.288  C. 0.36 D. 0.4 E. 0.6 

 

【答案及分析】 C。本题考查的是概率问题和分步计数原理。 已知乙在第一盘获胜，则接下来两局甲都得

获胜，因而每一局都获胜才能赢得比赛，因此 0.6×0.6=0.36。 

 

10.已知圆𝐶：𝑥2 + (𝑦 − 𝑎)2 = 𝑏，若圆𝐶在点（1,2）处的切线与𝑦轴的交点为（0，3），则𝑎𝑏=（   ）。 

A. －2   B. －1  C. 0   D. 1   E. 2 

 

【答案及分析】 E。本题考查的是圆的方程及圆的切线方程。由圆𝐶：𝑥2 + (𝑦 − 𝑎)2 = 𝑏的标准方程可知：

圆心 C（0，a），半径 r=√𝑏。设A（1,2），B（0,3），由切线的定义可知，圆心与切点连线所在的直线与该

点的切线垂直，即𝐴𝐶 ⊥ 𝐴𝐵。直线𝐴𝐶的斜率𝑘
𝐴𝐶

= 2 − 𝑎，直线𝐴𝐵的斜率𝑘
𝐴𝐵

= −1，由此得出2 − 𝑎=1，𝑎=1。

再因为A（1,2）在圆上，因而代入圆的方程，得到：𝑏=2，所以𝑎𝑏=2。本题需要注意的关键词“在某点处的

切线”暗示该点在圆上，需要将它和“过某点处的切线”区分开。 

 

11.羽毛球队有 4 名男运动员和 3 名女运动员，从中选出两对参加混双比赛，则不同的选择 方式有（    ）。 

A. 9 种 B. 18 种 C. 24 种 D. 36 种 E. 72 种 

 

【答案及分析】 D。本题考查的是排列组合问题。 这类问题可以先挑选，再组合，先选出 2 名男运动员𝐶4
2，

再选出 2 名女运动员𝐶3
2，最后男女配对𝑃2

2，所以不同的选派方式有𝐶4
2𝐶3

2𝑃2
2 = 36 种。还有一种方法：先选

出一男一女，选择的方式有𝐶4
1𝐶3

1，再从剩下的选出一男一女，选择的方式有𝐶3
1𝐶2

1，因为跟顺序无关，所以

需要除以𝑃2
2，因此总共不同的选择方式有

𝐶4
1𝐶3

1𝐶3
1𝐶2

1

𝑃2
2 = 36。（这种方法的理解难度要高，建议掌握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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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从标号为 1 到 10 的 10 张卡片中随机抽取 2 张，它们的标号之和能被 5 整除的概率为 （   ）。 

A. 
1

5
     B. 

1

9
    C. 

2

9
   D. 

2

15
   E. 

7

45
 

 

【答案及分析】 A。本题考查的是概率问题。 先利用组合计算出总事件个数，再找出符合条件的目标事件

个数即可算出概率。总事件个数为：𝐶10
2 = 45，题目中符合条件能被 5 整除的数有 5，10，15。采用枚举法，

和为 5 的有 1 和 4，2 和 3，共 2 种，和为 10 的有 1 和 9，2 和 8，3 和 7，4 和 6，共 4 种，和为 15 的有

5 和 10，6 和 9，7 和 8，共 3 种，因此目标事件个数为 9 种，因此概率为
9

45
=

1

5
。（需要注意总事件是不包

含顺序排列的，因而在枚举的时候也不包含顺序）。 

 

13. 某单位为检查 3 个部门的工作，由这 3 个部门的主任和外聘的 3 名人员组成检查组，分 2 人一组检查

工作，每组有 1 名外聘人员，规定本部门主任不能检查本部门，则不同的安排方式有（  ）。 

A. 6 种  B. 8 种 C. 12 种  D. 18 种 E. 36 种 

 

【答案及分析】 C。本题考查的是排列组合问题。本题采用特殊位置定位法，先确定特殊的人员位置，即先

确定部门主任的位置，即𝐶2
1𝐶1

1𝐶1
1 = 2，3 个部门主任只有 2 种安排方式。3 名外聘人员检查 3 个部门，即配

对为𝑃3
3 = 6，3 名外聘人员共有 6 种安排方式，再采用乘法原理（分步计数原理），符合要求的安排方式共

有：2×6=12（种）。 

 

14.如图，圆柱体的底面半径为 2，高为 3，垂直于底面的平面截圆柱体所得截面为矩形 ABCD，若弦 AB 所

对的圆心角为
𝜋

3
，则截掉部分（较小部分）的体积为（   ）。 

A. π − 3     B. 2π − 6    C. π −
3√3

2
     D. 2π − 3√3    E. π − √3   

 

 

【答案及分析】 D。本题考查的是柱体的体积。通过水平横截面观察，可得知所求柱体的底面为弓形（右图

阴影部分），其面积𝑆阴影 = 𝑆扇形 AOB − 𝑆∆AOB=
𝜋

3

360
× π𝑟2 −

√3

4
𝑟2 =

1

6
× 𝜋 × 22 −

√3

4
× 22 =

2

3
𝜋 − √3。因此体积

V=𝑆阴影ℎ=2π − 3√3。注：等边三角形的面积为
√3

4
𝑎2(𝑎为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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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函数𝑓(𝑥) = 𝑚𝑎𝑥 {𝑥2, −𝑥2 + 8}的最小值为（   ）。 

A. 8     B. 7    C. 6     D. 5    E. 4 

 

【答案及分析】 E。本题考查的是分段函数的最值。首先需要理解题目的含义，先计算出函数𝑦1 = 𝑥2与𝑦2 =

−𝑥2 + 8的交点横坐标，再进行分段。令𝑥2 = −𝑥2 + 8，解得𝑥 = ±2。根据二次函数的图像性质可知，在

(−∞, −2)时，𝑥2 ≥ −𝑥2 + 8，此时𝑓(𝑥) = 𝑥2；在[−2，2]时，−𝑥2 + 8 ≥ 𝑥2，此时𝑓(𝑥) = −𝑥2 + 8；在(2, +∞)

时，𝑥2 ≥ −𝑥2 + 8，此时𝑓(𝑥) = 𝑥2。因此𝑓(𝑥) = {

𝑥2, 𝑥 < −2

−𝑥2 + 8, −2 ≤ 𝑥 ≤ 2

𝑥2, 𝑥 > 2

，由此画出草图，可看出图像呈“W”

型，因而在分界点取得最小值，即𝑥 = ±2时，代入𝑓(𝑥) = 𝑥2或 − 𝑥2 + 8，得𝑓(𝑥) = 4。 

 

二、条件充分性判断：第 16〜25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0分。要求判断每题 给出的条件（1）和条件（2）

能否充分支持题干所陈述的结论。A、B、C、 D、E五个选项为判断结果，请选择一项符合试题要求的判断，

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 

（A）条件（1）充分，但条件（2）不充分. 

（B）条件（2）充分，但条件（1）不充分. 

（C）条件（1）和（2）单独都不充分，但条件（1）和条件（2）联合起来充分.  

（D）条件(1)充分，条件(2)也充分. 

(E)条件(1)和(2)单独都不充分，但条件(1)和条件(2)联合起来也不充分. 

 

16.设𝑥, 𝑦为实数，则|𝑥 + 𝑦| ≤ 2. 

（1）𝑥2 + 𝑦2 ≤ 2。（2）𝑥𝑦 ≤ 2。 

 

【答案及分析】 A。本题考查的是绝对值不等式问题。条件一：(𝑥 + 𝑦)2 ≤ 2(𝑥2 + 𝑦2) ≤ 4，则|𝑥 + 𝑦| ≤ 2。

充分。条件二：𝑥𝑦 ≤ 2，举反例：𝑥 = 2，𝑦 =
1

2
，满足条件，但|𝑥 + 𝑦| > 2。不充分。 

 

17.设{𝑎𝑛}为等差数列，则能确定𝑎1 + 𝑎2 + 𝑎3 + ⋯ + 𝑎9的值。 

（1）已知𝑎1的值。（2）已知𝑎5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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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及分析】 B。本题考查的是等差数列求和问题。对于等差数列求和，记住两个求和公式，𝑆𝑛 =
（𝑎1+𝑎𝑛）

2
×

𝑛或𝑆𝑛 = 𝑎1𝑛 +
𝑛（𝑛−1）

2
𝑑。注意当 n 为奇数时，可利用等差中项公式：𝑎1 + 𝑎𝑛 = 2𝑎𝑛+1

2

，则𝑆𝑛 = 𝑎𝑛+1

2

× 𝑛。

本题中𝑆9 =
（𝑎1+𝑎9）

2
× 9 = 9𝑎5.因而条件二充分，条件一不充分，还需知道公差𝑑。 

 

18.设𝑚，𝑛是正整数，则能确定𝑚 + 𝑛。 

（1）
1

𝑚
+

3

𝑛
= 1。（2）

1

𝑚
+

2

𝑛
= 1 

 

【答案及分析】 D。本题考查的是代数方程求解。方法一：对于条件一，已知
1

𝑚
+

3

𝑛
= 1，化简得3𝑚 + 𝑛 −

𝑚𝑛 = 0，再化成乘积形式（𝑚 − 1）（𝑛 − 3）= 3，则{
𝑚 − 1 = 3
𝑛 − 3 = 1

或{
𝑚 − 1 = 1
𝑛 − 3 = 3

解得{
𝑚 = 4
𝑛 = 4

或{
𝑚 = 2
𝑛 = 6

，因此

𝑚 + 𝑛 = 8。同理，对于条件二，已知
1

𝑚
+

2

𝑛
= 1，化简得2𝑚 + 𝑛 − 𝑚𝑛 = 0，再化成乘积形式（𝑚 − 1）（𝑛 − 2）

= 2，则{
𝑚 − 1 = 1
𝑛 − 2 = 2

或{
𝑚 − 1 = 2
𝑛 − 2 = 1

解得{
𝑚 = 2
𝑛 = 4

或{
𝑚 = 3
𝑛 = 3

，因此𝑚 + 𝑛 = 6。所以条件一、条件二分别都能得出

𝑚 + 𝑛确定的值。方法二：换元法，对于条件一，已知
1

𝑚
+

3

𝑛
= 1，换元𝑚 =

𝑛

𝑛−3
= 1 +

3

𝑛−3
，因为𝑚为正整数，

因此𝑛 − 3 = 1或𝑛 − 3 = 3，即𝑛 = 4，m = 4；或𝑛 = 6，m = 2。则𝑚 + 𝑛 = 8。同理，对于条件二，已知
1

𝑚
+

2

𝑛
= 1，换元𝑚 =

𝑛

𝑛−2
= 1 +

2

𝑛−2
，因为𝑚为正整数，因此𝑛 − 2 = 1或𝑛 − 2 = 2，即𝑛 = 3，m = 3；或𝑛 =

4，m = 2。则𝑚 + 𝑛 = 6。 

 

19.甲、乙、丙三人的年收入成等比数列，则能确定乙的年收入的最大值。 

（1）己知甲、丙两人的年收入之和。 （2）己知甲、丙两人的年收入之积。 

 

【答案及分析】 D。本题考查的是等比数列相关概念公式。设甲、乙、丙的年收入分别为𝑎，𝑏，𝑐，对于条

件一，出现两个正数之和，两个正数之积，求最值，可利用均值不等式的变形，𝑏2 = 𝑎𝑐 ≤ (
𝑎+𝑐

2
)

2
,因此已知

𝑎 + 𝑐，可求出𝑏2的最大值，从而确定乙的年收入的最大值。对于条件二，根据等比中项公式，若𝑎，𝑏，𝑐成

等比数列，则𝑏2 = 𝑎𝑐,因此知道甲、丙两人的年收入之积，即可知道乙的值。但存在歧义，题目中问的最大

值，这里是固定值。 

20.如图，在矩形 ABCD 中，AE=FC。则三角形 AED 与四边形 BCFE 能拼接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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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B=2FC     （2）ED=EF  

 

【答案及分析】 D。本题考查的是全等三角形的定理。延长 EF、BC 交于点 G，只

要能证明∆AED ≅ ∆CGF即可推出题干。 

条件一：
𝐹𝐶

𝐸𝐵
=

1

2
=

𝐺𝐶

𝐺𝐶+𝐵𝐶
，可推出𝐺𝐶 = 𝐵𝐶 = 𝐴𝐷，在直角三角形 AED和 CGF中，有{

𝐴𝐸 = 𝐹𝐶
𝐴𝐷 = 𝐺𝐶

，可推出Rt∆AED ≅

Rt∆CGF（SAS），因而条件充分。 

条件二：ED=EF，可推出< AED =< EDF =< EFD =< CFG，在直角三角形 AED和 CGF中，有{
𝐴𝐸 = 𝐹𝐶

< AED =< CFG
，

可推出Rt∆AED ≅ Rt∆CGF（ASA），因而条件充分。 

 

21.甲购买了若干件 A 玩具、乙购买了若干件 B 玩具送给幼儿园，甲比乙少花了 100 元，则能确定甲购买的

玩具件数。 

(1)甲与乙共购买了 50 件玩具。 (2) A 玩具的价格是 B 玩具的 2 倍。 

 

【答案及分析】 E。本题考查的是销售问题。设甲购买了𝑥件玩具，乙购买了𝑦件玩具。A 玩具的单价为𝑎，

B 玩具的单价为𝑏，由题干知：𝑏𝑦 − 𝑎𝑥 = 100。 

对于条件一：{
𝑏𝑦 − 𝑎𝑥 = 100

𝑥 + 𝑦 = 50
，四个未知量，两个等式，无法确定𝑥的值。 

对于条件二：{
𝑏𝑦 − 𝑎𝑥 = 100

𝑎 = 2𝑏
，四个未知量，两个等式，无法确定𝑥的值。 

对于条件一和条件二的联合：{
𝑏𝑦 − 𝑎𝑥 = 100

𝑥 + 𝑦 = 50
𝑎 = 2𝑏

，四个未知量，三个等式，无法确定𝑥的值。 

 

22.已知点 P（𝑚，0），A（1，3），B（2，1），点（𝑥，𝑦）在三角形 PAB 上，则𝑥 − 𝑦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

为－2 和 1. 

(1)𝑚 ≤ 1。 (2) 𝑚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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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及分析】 C。本题考查的是线性规划问题。设𝑥 − 𝑦 = 𝑏，则𝑦 = 𝑥 − 𝑏。

𝑥 − 𝑦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为𝑦 = 𝑥 − 𝑏截距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因为 A（1，

3），B（2，1）两点坐标分别满足𝑥 − 𝑦 = −2和𝑥 − 𝑦 = 1，即 A（1，3），B（2，

1）为可行域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由下图可知，点 P（𝑚，0）应该在点 C（−2，0）

和点 D（1，0）之间，即−2 ≤ 𝑚 ≤ 1，所以联合充分。 

 

23.如果甲公司的年终奖总额增加 25%，乙公司的年终奖总额减少 10%，两者相等，则能确 定两公司的员工

人数之比。 

(1) 甲公司的人均年终奖与乙公司的相同。 

(2)两公司的员工人数之比与两公司的年终奖总额之比相等。 

 

【答案及分析】 D。本题考查的是比和比例问题以及利润问题。设甲公司员工人数为𝑥人，甲公司员工人数

为𝑦人。甲公司的人均年终奖为𝑎，甲公司的人均年终奖为𝑏，由题干知：𝑎𝑥（1 + 25%） = 𝑏𝑦（1 − 10%）。

即 1.25𝑎𝑥 = 0.9𝑏𝑦 

对于条件一：{
1.25𝑎𝑥 = 0.9𝑏𝑦

𝑎 = 𝑏
，化简为

𝑥

𝑦
=

18

25
，条件充分。 

对于条件二：{
1.25𝑎𝑥 = 0.9𝑏𝑦

𝑥

𝑦
=

𝑎𝑥

𝑏𝑦

，化简为
𝑥

𝑦
=

18

25
，条件充分。 

24.设𝑎，𝑏为实数，则圆𝑥2 + 𝑦2 = 2𝑦与直线𝑥 + 𝑎𝑦 = 𝑏不相交。 

(1) |𝑎 − 𝑏| > √1 + 𝑎2      (2)|𝑎 + 𝑏| > √1 + 𝑎2 

 

【答案及分析】 A。本题考查的是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这类题型常用方法为几何法，将三种位置关系转化

为圆心到直线的距离与半径的比较。圆𝑥2 + 𝑦2 = 2𝑦化为标准方程为：𝑥2 + （𝑦 − 1）
2

= 1，圆心坐标为

（0,1），半径 r为 1。圆与直线不相交，即𝑑 > 𝑟.已知𝑑 =
|𝑎−𝑏|

√1+𝑎2
，则

|𝑎−𝑏|

√1+𝑎2
> 1，即|𝑎 − 𝑏| > √1 + 𝑎2，因此

条件一充分，条件二不充分。 

 

25.设函数𝑓(𝑥) = 𝑥2 + 𝑎𝑥，则𝑓(𝑥)的最小值与𝑓(𝑓(𝑥))的最小值相等。 

(1) 𝑎 ≥ 2      (2)𝑎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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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及分析】D。本题考查的是二次函数求最值的问题。二次函数的最值问题，常和二次项系数有关，二

次项系数大于 0，开口向上，有最小值，二次项系数小于 0，开口向下，有最大值。最值一般在对称轴时取

得，对称轴𝑥 = −
𝑏

2𝑎
(𝑎指的二次项系数，𝑏指的一次项系数)，即当𝑥 = −

𝑎

2
时，𝑓(𝑥)取得最小值𝑓(𝑥)𝑚𝑖𝑛 = −

𝑎2

4
。

 𝑓(𝑓(𝑥)) = 𝑓(𝑥2 + 𝑎𝑥)，采用自变量整体代入法，得：𝑓(𝑥2 + 𝑎𝑥) = (𝑥2 + 𝑎𝑥)2 + 𝑎(𝑥2 + 𝑎𝑥) = (𝑥2 + 𝑎𝑥 +

𝑎

2
)

2
−

𝑎2

4
，要使𝑓(𝑓(𝑥))

𝑚𝑖𝑛
= −

𝑎2

4
，则𝑥2 + 𝑎𝑥 +

𝑎

2
= 0必须有解，利用判别式∆= √𝑏2 − 4𝑎𝑐判断，代入得：

∆= √𝑎2 − 2𝑎 ≥ 0，即𝑎2 − 2𝑎 ≥ 0，𝑎(𝑎 − 2) ≥ 0，解得：𝑎 ≥ 2 或𝑎 ≤ 0。因此条件一和条件二各自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