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
gh/i(1)* $%0j

!!+%【解析】当#y$时，#C1"1i!故选<6

"!.%【解析】根据题意设 ""
%
#
，由于点（i!（，&ii）在此函数图象上，）%"i!（，

&ii"Cii，）""
Cii
#

，故选:6

#!-%【解析】当%yi时，函数""
%
#的图象位于第一

、三象限，函数""#%#4&的图象

经过第一、二、四象限；当 %1i 时，函数 ""
%
#的图象位于第二

、四象限，函数

""#%#4&的图象经过第一、二、三象限，故选j6

$!+% 【解析 】 由题意可设 .
,
0
，0( ) ， -

p
0
，0( ) ， 则 …#.-4 " C

&
.-· ". "

C
&

,
0
#p
0( ) ·0"&，）,#p"r!故选<6

%!-%【解析】一元二次方程#&（&#4C） &4,& "i 可化为#0#&#0#4,&#&"i!…,（i，
）&"（#0） &#r，（#0），（,&#&）"or4$&,&#or"$&,&yi，）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
数根!故选j6

&!-%【解析】…木条的长为#尺，横着比门框宽 &尺，竖着比门框高 C!（尺，）门框
的长为（##C!（）尺，宽为（##&）尺，）可列方程为（##&） &4（##C!（） & "#&，故选j6

'!+%【解析】…-<).4，4/).-，）(./4"(.<-"8i=!…(."(.，）#.4/-

#.-<，）
.4
.-

"4/
-<

，(.4/"(.-<，）.4·-<".-·4/，(.4/"(.-<"(.-44

(4-<，故j、;选项不符合题意!…(.4-"(4-<4(<"8i=4(4-<，）(.4-#

(4-<"8i=!…(-4<与(4-<不一定相等，）(.4-#(-4<"8i=不一定成
立，故<选项符合题意!…(<"8i=，）.-y.<，即./4/-y.444<，故:选项不符
合题意!故选<6

(!.%【解析】…).J..B"CJ$，）).J).B"CJr!…四边形 .-4/和四边形 .B-B4B/B
是以点)为位似中心的位似图形，）四边形 .-4/-四边形 .B-B4B/B，.-"

.B-B，）#.)--#.B)-B，）
.-
.B-B

").
).B

"C
r
，）

…四边形.-4/

…四边形.B-B4B/B

" C
r( )

&

"C
Co

!…四边形

.-4/的面积是 $，）四边形.B-B4B/B的面积是 $，Co"r0，故选:6
)!.%【解析】如图，设最低位置时的球心为 /，过 .作 .4))/于 4!?@#).4
中，)."（i 厘米，(.)4"ri=L&"&i=，）)4").·HO】&i="（iHO】&i=，）4/"
)/#)4"（（i#（iHO】&i=）厘米!故选:6

（第 8题图） %% （第 Ci题图）

!*!-%【解析】连接-2，如图!…4<是斜边.-上的中线，<2).-，）.<"-<，）<2
是.-的垂直平分线，…#.2<"…#-2<"（，）.2"-2，…#.2-"Ci，）(2-."(.!



……#.2-"
C
&
.2·-4"Ci，-4"r，）.2"（"-2!在 ?@#-42中，-4"r，-2"（，

）42" （&#r槡
& "$!…4<".<"-<"C

&
.-，）(."(2-."(.4<!又…(-4."

8i="(-<2，）(4-2"8i=#(-24"8i=#&(.，(4<2"8i=#(-<4"8i=#

&(.，）(4<2"(2-4，）】MN(4<2"】MN(2-4"42
-2

"$
（
，故选j6

!!!r%【解析】…斜坡的坡度 P" 槡C J$，）-4J.4" 槡C J$!….4" 槡& $米，）-4"

&米，）.-" .4&4-4槡
& " （ 槡& $） &4&槡

& "r（米），故答案为 r!

!"!（ 槡C（i $4（ii）%【解析】如图，过点 -作 -<)./于
点 <，作 -2)4/于点 2，则四边形 2/<-为矩
形，） /<"2-， /2"-<!在 ?@#-24中， -4"
$ii >，(4-2"oi=，则 42"-4·】MN(4-2"$ii，

槡$
&

" 槡C（i $（>）!设 -<"（#>!…斜坡 .-的坡比为

（JC&，）.<"C&#>!由勾股定理得.-& "-<&4.<&，即 C $ii& "（（#） &4（C&#） &，解
得#"Cii（负值舍去），）-<"（ii >，则 /2"-<"（ii >，）4/"424/2"

（ 槡C（i $4（ii）>，故答案为（ 槡C（i $4（ii）!
!#!$%【解析】…四边形 .-4/是平行四边形，）./"-4，./"-4!….2"&2/，

）.2"&
$
./"&

$
-4，/2"C

$
./"C

$
-4!….2"-4，）#.<2-#4<-，）

<2
<-

"

.2
4-

，即
<2
&

" &
$
，）<2" r

$
!…/2"-4，）#C2/-#C-4，）

C2
C-

"/2
4-

，即

C2

C24
r
$
4&

"C
$
，）C2"（

$
，）<C"<24C2"r

$
4（

$
"$!故答案为 $!

!$!$i&（C4#） & "（i$%【解析】…第一个月新建了 $i& 个充电桩，该市新建智能充电
桩个数的月平均增长率为#，）第二个月新建了 $i&（C4#）个充电桩，）第三个月
新建了 $i&（C4#） & 个充电桩!…第三个月新建了 （i$个充电桩，）$i&（C4#） & "

（i$，故答案为 $i&（C4#） & "（i$!
!%!Ci%【解析】如图，过，向 #轴、"轴作垂线，垂足分
别为;，），）易得(-，）"(-.)!…，点在双曲线

""
r
#上

，）设 ， 0，
r
0( ) ，代入 ""#&#4p得

r
0

"

#&04p，）0（p#&0）"r!…一次函数 ""#&#4p（p

为常数）的图象与 #轴、"轴分别交于点 .，-，）令

#"i，则 ""p，）-（ i，p），令 ""i，则 #"p
&
，

）.
p
&
，i( ) ，）)."

p
&
，)-"p!…，0，

r
0( ) ，）)）"r

0
，);"0，）.;"p

&
#0，

，）"0!…易得，）").，）#，）--#.)-，）
-）
-)

"，）
).

，）
-）
，）

")-
).

"&，）-）"

&），，同理可得 ，;"&.;，）.，" .;&4，;槡
& "槡（ .;，-，" -）&4），槡

& "

槡（，），）.，·-，"（.;·，）"（
p
&
#0( ) ，0!…0（p#&0）"r，）.，·-，"Ci!故

答案为 Ci!

!&!直角三角形%【解析】…（&】MN .#C） &4 HO】-#
C
&槡

"i，）&】MN .#C"i，HO】-#

C
&
"i，）】MN ."

C
&
，HO】-"C

&
，）(."$i=，(-"oi=，）(4"8i=，）#.-4是直



角三角形!

!'!""
C
r#

%【解析】连接)-!…四边形).-4为矩形，且点-的坐标为（r，C），）.-"

)4"C，)."-4"r!由旋转的性质得 )-B")-，.B-B".-"C，).B")."r!

…(4)/"(-B).B，(.B"()4/"8i=，）#4)/-#.B)-B，）
)4
).B

"4/
.B-B

，即

C
r
"4/

C
，解得4/"C

r
，）/

C
r
，C( ) ，）经过点 /的反比例函数图象的表达式是

""
C
r#

，故答案为""
C
r#

!

!(!槡& （ %【解析】作 ;，).-于点 ，，如图!在 ?@#.4-

中，由勾股定理得 .-" .4&4-4槡
& " Ci&4（槡

& "

槡（ （!设.）长为#，则-）"槡（ （##!…@FN(）.;"）;
.;

"

C
&
，）.;"&）;，）.）" .;&4;）槡

& "槡（）;，））;"槡（
（
.）"槡（

（
#，.;"&）;"

槡& （
（

#!同理，在?@#.;，中，可得;，"槡（
（
.;"&

（
#，.，"&;，"r

（
#!…)为-）中

点，）-)"C
&
-）"槡（ （##

&
，）.)".-#-)"槡（ （4#

&
，）)，".)#.，"槡（ （4#

&
#r

（
#"

槡&（ （#$#
Ci

!在?@#);，中，由勾股定理得);& ")，&4;，&，即 );& " 槡&（ （#$#
Ci( )

&

4

&
（
#( )

&

" C
Cii

（&（#&# 槡C（i （#4$ C&（）"
C
r
（#& # 槡o （#4C&（）"

C
r
（## 槡$ （ ） & 4&i，

）当#"槡$ （时，);& 取得最小值 &i，）);长的最小值为 槡& （!故答案为 槡& （!

!)!【解】（C）…#&4&#"C，）#&4&#4C"&，）（#4C） & "&，）#4C"槡&或#4C"#槡&，解得

#C "#C4槡&，#& "#C#槡&!

（&）r#（&#4C）"$（&#4C），r#（&#4C）#$（&#4C）"i，（r##$）（&#4C）"i，）r##$"

i或 &#4C"i，解得#C "
$
r
，#& "#

C
&
!

"*!【解】根据题意得%4&（i 且 &"（#&%） &#r（%4&） （%#C），i，解得 %%& 且 %（

#&!…关于#的方程（%4&）#&#&%#4%#C"i 的两个实数根为 】，"，）】4""
&%
%4&

!

…】& ""&，）】""或】"#"!当】""时，&"（#&%） &#r（%4&）（%#C）"i，解得%"&；

当】"#"时，】4""
&%
%4&

"i，解得%"i!综上所述，%的值为 i或 &!

"!!【解】（C）…点.（0，&）在反比例函数""
%
#
（%yi，#yi）的图象上，）%"&0，）""

&0
#
!…点-在反比例函数""

%
#
（%yi，#yi）的图象上，点-的横坐标是 r，过点-

作-4)#轴于点4，）""
&0
r

"C
&
0，）-4"C

&
0!故答案为

C
&
0!

（&）…"
C
&
，C
&
0，（r#0）"#C

r
0&40（i101r）!

（$）由 …"#
C
r
0&40"#C

r
（0#&） &4C，）当0"&时，#.-4的面积 …最大，）当

#.-4的面积 …最大时，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为""
r
#
!



""!【解】（C）…反比例函数""
&
#的图象与一次函数

""%#4p的图象交于点 .，-，点

.，-的横坐标分别为 C，#&，）.（C，&），-（#&，#C）!把 .，-的坐标代入 ""%#4p

得
%4p"&，

#&%4p"#C，， 解得
%"C，

p"C，， ）一次函数的表达式为""#4C!

（&）#&1#1i!由图象可知，当#&1#1i时，"1#C!

（$）…一次函数""#4C，）/（#C，i）!….（C，&），）…#)/."
C
&
，&，C"C，）…#-/，"

C
&
…#)/."

C
&
!作，;)#轴于;，-）)#轴于）!设点，的坐标为 #，

&
#( ) ，其中#1

i，）);"##，，;"#&
#
!当，在直线.-的下方时，如图（C），则 …#-/，"…梯形-）;，4

…#;/，#…#-/）"
C
&
， C#

&
#( ) ，（&4#）4

C
&
，（###C），#&

#( ) #C
&
，（&#C），C"

C
&
，解

得#"#槡& （正值已舍去），），（#槡&，#槡& ）!当 ，在直线 .-的上方时，如图

（&），则 …#-/，"…梯形-）;，4…#-/）#…#，/;"
C
&
， C#

&
#( ) ，（###&）4

C
&
，（&#C），C#

C
&
，（###C）， #&

#( ) "C
&
，解得 #"#C#槡$ （正值已舍去），），（#C#槡$，C#

槡$）!综上，点，的坐标为（#槡&，#槡&）或（#C#槡$，C#槡$）!

图（C） %% 图（&）

"#!（C） 【证明】…四边形 .-4/是菱形，）(.-("(4-(，.-"-4，.-"4/!在

#.-(和#4-(中，
.-"4-，
(.-("(4-(，
-("-(，， ）#.-('#4-(（ KjK），）(-.("

(-4(!… .-"4/， ） (-.("(;， ） (-4("(;!… (4(）"(;(4，

）#4(）-#;(4，）
4(
;(

"(）
4(

!

（&）【解】…(;"0，）;"o，）(）"&!由（C）知，
4(
;(

"(）
4(

，）
4(
0

"&
4(

，）4("r!

由（C）知，#.-('#4-(，）.("4("r，）.）".(4(）"r4&"o!在 ?@#4(）

中，4）" 4(&#(）槡
& " Co#槡 r "槡& $!设-）"#，则.-"-4"-）44）"#4槡& $!在

?@#.-）中，.-& ".）&4-）&，即（#4槡& $ ） & "o&4#&，解得 #" 槡& $，即 -）" 槡& $，
）-）"4）!….）)-4，）易得#.-4是等边三角形!又…四边形 .-4/是菱
形，）.4)-/，）-/"&.）"C&!

"$!【解】（C）C iii#o0#（Ci#C33"&r（（人）!故 ,的值为 &r（!
（&）"最适合的统计图是扇形统计图，故答案为扇形统计图!

#市民偶尔执行“荷式开门法”的人数最多，故抽取的市民中 <类别人数占比最

大!其所在扇形对应圆心角的度数为
（Ci
C iii

，$oi="C0$!o=!



（$）&i，
C33
C iii

"$!（r（万人）"$（ rii（人），

）估计该市活动前从不执行“荷式开门法”的总人数是 $（ rii人!
（r）小明分析数据的方法不合理，理由如下：

宣传活动后从不执行“荷式开门法”所占百分比为
C30

08o43i&4&&r4C30
，CiiE"

0!8E，

宣传活动前从不执行“荷式开门法”所占百分比为
C33
C iii

，CiiE"C3!3E，

而 0!8E1C3!3E，因此公益团队开展的宣传活动有效果!



，h/i(C)* \k0j

!!-%【解析】根据题图得%yi，p1i，）%p1i!…&"C&#r%pyi，）方程有两个不相等
的实数根!故选j6

"!+%【解析】如图，过点 ，作 ，Q)-<于点 Q!…#.-<为直角
三角形，）(.<-"8i=!…，Q)-<，）(，Q2"8i=，），Q"

.<，）#-Q，-#-<.，）
，Q
.<

"-Q
-<

"-，
-.

!…，为 .-的中点，

）
，Q
.<

"-Q
-<

"C
&
!根据题意可得(<2C"(2C>"8i=，）-<"

C/，）(，2Q"(2(C!在#，2Q和#2(C中，(，2Q"(2(C，(，Q2"(2C("

8i=，）#，2Q-#2(C，）
2Q
(C

"，Q
2C

!设 2C"C>"<>"<2",，.>"-<"p，则 (C"

C
&
,，.<"p#,!…

，Q
.<

"-Q
-<

"C
&
，），Q"C

&
（p#,），<Q"C

&
p，）2Q"<Q#<2"C

&
p#

,!…
2Q
(C

"，Q
2C

，）

C
&
p#,

C
&
,

"

C
&
（p#,）

,
，）p"$,!在 ?@#.-<中，.<"p#,，-<"p，由勾

股定理得 .-" （p#,） &4p槡
& " （$,#,） &4（$,）槡

& "槡C$ ,，）
.-
<2

"槡C$,
,

"

槡C$，故选<6
#!+%【解析】因为抽查了 &i名学生的视力，数据在 r!0（2（!C（ 这一小组的频数为

0，所以该校八年级学生视力在 r!0（2（!C（范围内的人数有 （ii，
0
&i

"&ii（人）!故

选<6
$!+%【解析】"…四边形 .-4/为正方形，<2"./，）易得四边形 .<2/为矩形，

(.4/"r（=，(C24"8i=，）<2"./"4/，#42C为等腰直角三角形，）C2"
24!…<C"<2#C2，/2"4/#24，）<C"/2，故"正确!#…#42C为等腰直角三

角形，>为4C的中点，）2>"4>，(C2>"C
& (C24"r（="(>4/!在#<>2和

#/>4中，
<2"4/，
(<2>"(/4>，
2>"4>，， ） #<>2' #/>4（ KjK ）， ） (><2"(>/4，

）(.<>4(./>"(.<24(><24(./2#(>/4"(.<24(./2"C0i=，故#正
确!）…/21<2，(/2<"8i=，）(2</1r（=，）(2</（(C2>，）2>与 /<不

平行，故）错误!，…
.<
.-

"&
$
，）.<"&-<!…#42C为等腰直角三角形，>为 4C

的中点，）2>"C>，(2>C"8i=，）(<C>"(2>C4(>2C"8i=4(>2C"

(>2/!在#<C>和#/2>中，
<C"/2，
(<C>"(>2/，
C>"2>，， ） #<C>' #/2>（ KjK），

）(<>C"(/>2，<>"/>，）(/><"(<>C4(/>C"

(/>24(/>C"(2>C"8i=，）#<>/为等腰直角三角
形!过>点作 >）)4/于 ）点，如图所示!设 >）"#，则
42"&#，） /2"&24"r#，）/）"（#，4/"o#，） />"



槡&o#，则 …#/>4"
C
&
，>），/4"C

&
·#·o#"$#&，…#</>"

C
&
，/>& "C

&
，（ 槡&o#）

& "

C$#&，）
…#/>4

…#</>

"$#&

C$#&
"$
C$

，故，正确!故其中结论正确的有 $个!故选<6

%!
$
r
%【解析】如图，根据题意得 .-"（ 米，-4"

r米，）.4" .-&#-4槡
& "$ 米，）

.4
-4

"$
r
，即此山

坡的坡度为
$
r
!故答案为

$
r
!

&!"#）%【解析】…(."(.，(.</"(-，）根据“两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相似”可证#./<-#.4-，故"满足题意；…(."(.，(./<"(4，）根据“两
角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相似”可证#./<-#.4-，故#满足题意；…(."

(.，./·.-".<·.4，）./J.4".<J.-，）根据“两边成比例且夹角相等的两
个三角形相似”可证#./<-#.4-，故）满足题意；…./J.4"/<J-4，而
(./<与(4不一定相等，）无法证明#./<与#.4-相似，故，不满足题意，综
上可得"#）符合题意!故答案为"#）!

'!槡
（ （
&

%【解析】如图，过点 <作 <>)./，交 /.延长线于

>，）(>"8i=!在正方形 .-4/中，.-"-4"4/"./，
(-./"(-"(-4/"(./4"8i=，）(&4($ "8i=，
(>"(-4/!…/<)/C，）(</C"8i=，）(&4(C "

8i=，）(C"($，）#/<>-#/C4，）
<>
C4

"/>
/4

!…
C4
-C

"

C
&
，）设C4"#（#yi），则-C"&#，/4"-4"$#，）

<>
#

"/>
$#

，）/>"$<>!….4是正

方形.-4/对角线，）(/.4"r（=，）(<.>"(/.4"r（=，）(><."r（=，

）<>">.!….<"（，）<>&4>.& ".<& "&（，）<>">."槡
（ &
&

，）/>" 槡C（ &
&

，）-4"

4/"./"/>#>." 槡（ &!由
C4
-C

"C
& 得

C4"C
$
-4" 槡（ &

$
，）/C" 4/&4C4槡

& "

槡Ci （
$

!在正方形.-4/中，./"-4，）#./2-#4C2，）
/2
C2

"./
4C

"-4
4C

"$，）/2"

$C2，）/2"$
r
/C"槡（ （

&
，故答案为 槡（ （

&
!

(!【解】（C）….（C，o）是反比例函数 ""
%
#
（#yi）的图象上的点，）%"C，o"o，）反

比例函数的表达式为""
o
#
!

（&）把-（$，0）代入""
o
#
，得0"o

$
"&，）-（$，&）!设，点的坐标为（#，i）!…线

段.-的垂直平分线交#轴于点 ，，），."，-，）（##C） &4o& "（##$） &4&&，解得
#"#o，）点，的坐标为（#o，i）!

)!【解】（C）根据表中数据可知，A+"$i，）A"
$i
+
，）平均速度A（千米H时）关于骑行时

间+（时）的函数表达式为A"
$i
+
!

（&）骑行爱好者不能在上午 8：Ci之前到达上海蟠龙天地，理由：…从上午 0：$i到

上午 8：Ci，骑行者用时 ri 分钟，即
&
$ 小时

，当 +"
&
$ 时

，A"
$i
&
$

"r（!…平均速度不



超过 ri千米H时，）这位骑行爱好者不能在上午 8：Ci之前到达上海蟠龙天地!

（$）…+"
$i
A
，）当 i!0%+%C!o时，i!0%

$i
A%C!o，解得 C0!3（%A%$3!（，）平均速

度A的取值范围为 C0!3（%A%$3!（!
!*!【证明】（C）…/C)-4，(."(-"8i=，）(-C/"(/C4"8i="(."(-，）四
边形.-C/是矩形，）.-"/C，）-")C!…点 ）是 .-的中点，点 )是 /C的中

点，））-"C
&
.-"C

&
/C")C，）四边形 )C-）是平行四边形，））;"-4，

）(2;）"(C4/!…）2)4/，）(）2;"8i="(/C4，）#;）2-#4/C!

（&）连接<;，如图!…点)是/C的中点，）)/"C
&
/C，即

)/
/C

"C
&
!由 （ C）得#;）2-#4/C，四边形 .-C/是矩

形，);"4C，）
）2
/C

"）;
/4

，/C".-"Ci，
/;
/4

")/
/C

"C
&
，

(.）;"(-"8i=，）点 ;是 4/的中点，）;).-!…(4</"8i=，）;<"
C
&
/4，即

;<
/4

"C
&
!由垂线段最短可得）;%;<，当且仅当点<与点）重合时，等

号成立，）
）;
/4%

;<
/4

"C
&
，）

）2
/C%

C
&
!…/C"Ci，））2%（，即）2的最大值是 （!



，h/i(M)* lm0j

!!-%【解析】如图!延长 <.交 #轴于点 C，过点 2作 2>)#
轴于点 >!….-"#轴，.<)4/，.-"4/，）.C)#轴!
….))./，）(/.<4().C"8i=!….<)4/，）(/.<4

(/"8i=， ） (/"().C!在 #/.<和 #.)C中，
(/<."(.C)"8i=，
(/"().C，
./").，， ）#/.<'#.)C（jjK），）/<"

.C，.<")C!…四边形.-4/是菱形，/<"r4<，）./"4/"（
r
/<，设 /<"r,，则

./")."（,，）)C".<" ./&#/<槡
& " （（,） &#（r,）槡

& "$,，）<C".<4.C"

3,，）<（ $,，3,）!…反比例函数 ""
%
#
（#yi）的图象经过点 <，）%"&C,&!

….C)C>，2>)C>，.2).C，）四边形 .C>2为矩形，）>2".C"r,!…点 2在

反比例函数 ""
%
#
（#yi）的图象上，）#"

&C,&

r,
"&C

r
,，）2

&C
r
,，r,( ) ，）)>"

&C
r
,，）C>")>#)C"8

r
,!……#)<2"…#)<C4…梯形<C>2#…#)2>，…#<)2"

CC
0
，）

C
&
，)C，

<C4
C
&
（<C42>），C>#

C
&
)>，>2"CC

0
，）

C
&
，$,，3,4

C
&
，（3,4r,），

8
r
,#

C
&
，

&C,& "CC
0
，解得 ,& "C

8
，）%"&C,& "&C，

C
8
"3
$
，故选j6

"!+%【解析】…#&##"4r"& "r，）#& 4r"& "#"4r，）R"#& 4#"4r"& "&#"4r!…（#""

r#"4（#&4r"&#r）"（#4&"） &#r，#r，当且仅当 #"#&"，即 #"# 槡& Ci
（

，""槡
Ci
（ 或

#" 槡& Ci
（

，""#槡
Ci
（ 时等号成立!）#"的最小值为#r

（
，）R"#&4#"4r"& "&#"4r

的最小值为
C&
（
，即0"C&

（
!…$#""r#"#（#&4r"&#r）"r#（##&"） &%r，当且仅当#"

&"，即#"槡
& o
$

，""槡
o
$ 或

#"# 槡& o
$

，""#槡
o
$ 时等号成立

!）#"的最大值为
r
$
，）R"

#&4#"4r"& "&#"4r的最大值为
&i
$
，即）"&i

$
!））40"&i

$
4C&

（
"C$o
C（

!

#!,%【解析】…#.-4为等边三角形，#.-/为等腰直角三角形，(-./"8i=，
）(-.4"oi=，.4".-"./，(./-"(.-/"r（=，）(4./"C（i=，）(./4"

C（=，故"正确!….<)-/，即(.</"8i=，）(/.<"r（=，）(.2C"(./44

(/.<"oi=，(2.C"r（=，）(.C2"3（=!由(.2C（(.C2知 .2（.C，故#错
误!记.>与4/的交点为，，由.>)4/且(.2C"oi=知(2.，"$i=，则(-.>"

(./4"C（=!在 #./2和 #-.>中， …
(./2"(-.>，
/.".-，
(/.2"(.->"r（=，， ） #./2'

#-.>（jKj），）/2".>，故）正确!…(.2C"(4-C"oi=，(.C2"(4C-，
）#.2C-#4-C，故，正确!在 ?@#.，2中，设 ，2"#，则 .2"&#， .，"

.2&#，2槡
& "槡$ #，设 <2",!…#./2'#-.>，）->".2"&#!#.-<中，

…(.<-"8i=，(.-<"r（=，）-<".<".24<2",4&#，）<>"-<#->",4&##



&#",!…(.，2"(.<>"8i=，(2.，"(>.<，）#，.2-#<.>，）
，2
<>

".，
.<

，即

#
,
"槡$#
,4&#

，整理，得 &#& "（槡$ #C） ,#，由 #（i 得 &#"（槡$ #C） ,，即 .2"（槡$ #

C）<2，故(正确!故选;6
$!,%【解析】…四边形.-4/是矩形，-4"&.-，）.-"4/，./"-4，）./"&4/!设

4C"#，>C""!…#.>/'#42-，#.-<'#4/C，且这四个三角形均为直角三角
形，）(.>/"(/C4"(./4"8i=，）(/.>4(./>"(./>4(4/C"8i=，

）(4/C"(/.>，）#./>-#/4C，）
/>
4C

".>
/C

"./
4/

"&，）/>"&#，）/C"&#4

"，.>"r#4&"，<>"$#4&"!…(4>C"】，(4/C""，@FN ""@FN& 】，）
#

&#4"
"#&

"&
，即

&#&4#"""&，）"& ##"#&#& "i，）（"#&#） （"4#）"i!…"4#（i，）""&#，）/C"

r#，/4"槡C3#，<>"$#4&""3#，）./" 槡& C3 #，）
…矩形<2C>

…矩形.-4/

" 3#，&#

槡C3#， 槡& C3#
"

3
C3

，故选;6

%!
&（
r
%【解析】作 .）)，/于 ），4;)，.于 ;，）(.）/"(4;-"8i=!…./"

-4，(./4"(.-4，）#.）/'#4;-（jjK），）.）"4;，;-"/）!…(.，）"

(4，;，(，;4"(，）."8i=，.）"4;，）#，4;'#，.）（jjK），），;"，）!

…@FN(./4".）
）/

"r
$
，）令 .）"r#，）/"$#，）4;".）"r#，;-"）/"$#!

…，-"$4/"$，
CC
r
"$$
r
，），;"，-4-;"$$

r
4$#，），）"，;"$$

r
4$#!…）4"）/#

4/"$##
CC
r
，），4"，）4）4"o#4

CC
&
!…，4& "，;& 44;&，） o#4

CC
&( )

&

"

$#4
$$
r( )

&

4（ r#） &，）Co#& 4&r##（（ "i，）#"（
r 或

#"#CC
r

（舍）!…./"

.）&4）/槡
& "（#，）./"（，

（
r
"&（
r
!故答案为

&（
r
!

&!
C
0
%【解析】过点 2作 2;).4于点 ;，过点 /作 /）).4于点 ）!…四边形

.-4/是平行四边形，）./"-4，./"-4，）(/.4"(.4-"oi=，）(./）"

$i=，）.）"C
&
./!…

.4
-4

"（
r
，）设 .4"（0，则 -4"r0，）./"-4"r0，）.）"

&0，/）"槡$.）"槡& $0!设 <2"1，则 /2"&1，）/<"槡$ 1，）<）" /<&#/）槡
& "

$1&#C&0槡
& !…/<)C2，）(/<）4(.<C"(/<）4(2<;"8i=!…2;)<4，

）(2<;4(<2;"8i=，）(<2;"(/<）!…(2;<"(<）/"8i=，）#<2;-

#/<），）
<;
<2

"/）
/<

，
2;
2<

"）<
/<

，）
<;
1

" 槡& $0

槡$1
，
2;
1

" $1&#C&0槡
&

槡$1
，）<;"&0，2;"

1&#r0槡
& ，） 4;"4.#<;#）<#.）"（0#&0# $1&#C&0槡

& #&0"0#

$1&#C&0槡
& ，4）"4.#.）"$0!…2;).4，/）).4，）2;"/），）#42;-

#4/），）
2;
/）

"4;
4）

，）
1&#r0槡

&

槡& $0
"0# $1&#C&0槡

&

$0
，）&31& "CC&0&，）4;"0#

$1&#C&0槡
& "C

$
0!…#42;-#4/），）

42
4/

"4;
4）

"

C
$
0

$0
"C
8
，）

42
/2

"C
0
!



'!（C）【证明】如图（C），过点 /作 /2)-4，交 .-于点 2，则(-/<4(2/<"8i=!

…/<)./，）(2/<4(./2"8i=，）(-/<"(./2!…(-.4"8i=，(.-4"

r（=，）(4"r（=!…）;".4，）(<-/"C0i=#(4"C$（=!…(2-/"r（=，/2)
-4，）(-2/"r（=，）-/"/2，(.2/"C$（=，）(<-/"(.2/!在#-/<和

#2/.中，
(<-/"(.2/，

-/"/2，

(-/<"(./2，
， ）#-/<'#2/.（jKj），）./"/<!

图（C） %% 图（&）

【解】（&）/<"槡$./，理由：如图（&），过点/作/C)-4，交.-于点C，则(-/<4

(C/<"8i=!…/<)./，）(C/<4(./C"8i=，）(-/<"(./C!…(-.4"

8i=，(.-4"$i=，）(4"oi=!…）;".4，）(<-/"C0i=#(4"C&i=!…(.-4"

$i=，/C)-4，）(-C/"oi=，）(.C/"C&i=，）(<-/"(.C/，）#-/<-

#C/.，）
./
/<

"/C
-/

!在?@#-/C中，
/C
-/

"@FN $i="槡
$
$
，）/<"槡$./!

（$）./"/<·@FN 】!如图 （ &），由 （ &）知(-/<"(./C!….4"）;，）易得

(<-/"8i=4】!又…(.C/"8i=4】，）(<-/"(.C/，）#<-/-#.C/，

）
./
/<

"/C
-/

!在?@#-/C中，
/C
-/

"@FN 】，则
./
/<

"@FN 】，）./"/<·@FN 】!

(!【解】 （ C）/C<"/&2，证明：…4C/C"4&/&，）(.4C/C "(.2/&!又…(.4-"

8i=，4/是斜边上的中线，）/4"/."/-，即 4C/C "4&/& "-/& "./C，）

(.4C/C "(.，）(.2/& "(.，）./& "/&2!同理，-/C "/C<!又…./C "-/&，

）./& "-/C，）/C<"/&2!

（&）…在?@#.-4中，.4"0，-4"o，）由勾股定理，得 .-"Ci，即 ./C "-/& "

4C/C "4&/& "（!又…/&/C "#，）/C<"-/C "/&2"./& "（##，）4&2"4C<"#!…在

#-4&/& 中，4& 到-/& 的距离就是#.-4的.-边上的高，为
&r
（
，）#-4&/& 的面

积为
C
&
，（，

&r
（
"C&!设#-</C 的-/C 边上的高为 5!…4C/C"4&/&，）#-4&/&-

#-</C，）
（5
&r

"（
##
（

，）5"
&r（（##）

&（
，）#-</C 的面积为

C
&
，-/C，5"

C
&
，（（##），

&r（（##）
&（

"C&
&（

（ （ ##） &!…(4C 4(4& "8i=，(4C "(4&2，，）(2，4& "8i=!

又…(-4&/& "(-，）易得】MN(，4&2"】MN -"r
（
，HO】(，4&2"HO】-"$

（
，），4& "

$
（
#，，2"r

（
#!）#4&2，的面积为

o
&（

#&，故重叠部分面积"#-4&/& 的面积#

#-</C 的面积##4&2，的面积，）""#
C0
&（

#&4&r
（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