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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 " # $ % & ' ( ) !*

答案 + , + - . - . - - .

!!!""#
$
#
%!"!&或#&%!#!Co%!$!py&

!%!#&y#$y#C%!&!rii%!'!$%!(!o

!)!【解】（C）设"与#的函数关系式为""
%
#
（%（i）!

（C分）……………………………………………
…图象经过点（#$，#C），）%"#C，（#$）"$，

）"与#的函数关系式为""
$
#
! （$分）………

（&）将""#r代入""
$
#
，得#"#

$
r
，

）当""#r时，#"#
$
r
! （（分）…………………

"*!【解】（C）…）（i，&），，("#轴，
），点的纵坐标是 &! （C分）…………………

把""&代入""
o
#得

#"$，

）点，的坐标是（$，&）! （&分）………………
（&）…）（i，&），）)）"&!…#，)(的面积为

0，）
C
&
，，(，&"0， （$分）………………………

解得，("0! （r分）……………………………
…点，的坐标是（$，&），），）"$，）(）"0#$"

（，）(点的坐标是（#（，&）! （（分）……………

把(点的坐标代入""
%
#
（#1i）得%"#Ci!

（o分）……………………………………………
"!!【解】（C）由题意可得 *"C&i+，是正比例函数!

（&分）……………………………………………

（&）由题意可得""
&i
#
，是反比例函数，比例系数

是 &i! （r分）……………………………………

（$）由题意可得 ""
C iii,

#
，是反比例函数，比例

系数是 C iii,! （o分）…………………………

""!【解】（C）…反比例函数 ""
%#&
#的图象分别位于

第二、四象限，）%#&1i，）%1&! （$分）………

CC题2C0题每题 $分!

!"!（C）求出%值后，要正

确写出"与 #的函数

关系式，否则扣 C分!

，$!（C）得到 ，点的纵坐

标得 C分!

，$!（&）得到 (点坐标得
C分!

，!!判断是否为正比例函

数或反比例函数是关

键得分点!



（&）…反比例函数""
%#&
#的图象分别位于第二

、

四象限，）当#1i时，"随#的增大而增大!

…#r1#C1i，）"C1"&! （3分）…………………

"#!【解】（C）把-（C&，&i）代入""
%
#中得

%"C&，&i"&ri! （&分）…………………………

（&）设./所在直线的表达式为 ""0#41（0（
i）!把（i，Ci），（&，&i）代入""0#41中得
Ci"1，

&i"&041，， 解得
0"（，

1"Ci，，
）./所在直线的表达式为""（#4Ci!

（r分）……………………………………………

当""C（时，C（"（#4Ci，解得#"C!

在""
&ri
#中

，令""C（，则 C（"
&ri
#

，

解得#"Co， （o分）……………………………

Co#C"C（（5）6

答：恒温系统在一天内保持大棚内温度不低于
C（ 7的时间有 C（ 56 （0分）……………………

"$6【解】（C）答案为#（C! （&分）…………………

理由：…""
#

##C
，）要使函数表达式有意义，则分

母不为 i，）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是#（C!

（&）答案为#&，
$
&
! （（分）………………………

当""
&
$ 时

，
#

##C
"&
$
，解得#"#&，

经检验，#"#&是原方程的解，即 ,"#&；

当#"$时，""
$

$#C
"$
&
，即p"

$
&
!

（$）如图所示：

（3分）……………………………………………

（r）由图象可知，当 #1C 时，"随 #的增大而减

小（答案不唯一）! （0分）………………………

"%!【解】（C）…""
%
#的图象经过

/（#&，#$），

）%"#&，（#$）"o，

）反比例函数表达式为""
o
#
! （&分）………

（&）…-的纵坐标为#C，

，，!（&）根据反比例函数

图象所在的象限得到

其 增 减 性 是 关 键

得分点!

，）!（ &） 要考虑不同阶

段， 不 能 缺 少 情

况，否则不得分!

，&!（&）正确写出 , 的值

得 & 分，正确写出 p

的值得 C分!

，&!（$）根据描点法正确

作出图象， 否则不

得分!

，'!（C）求出 %值未写反

比例函数表达式扣

C分!



）-（#o，#C）! （$分）……………………………
…点.，/关于原点对称，
）点.（&，$）! （r分）……………………………

设直线.-的函数表达式为 ""0#41，将 .（&，

$），-（#o，#C）代入，得
&041"$，
#o041"#C，，

解得
0"C

&
，

1"&，， （（分）……………………………

）直线.-的函数表达式为""
C
&
#4&，

）点2（i，&）， （o分）……………………………

）…#.-)"…#)2-4…#.)2"
C
&
，&，o4

C
&
，&，&"0，

）…#4/，"
C
&
…#.-)"r! （0分）…………………

设#4/，的边4/上的高为 5!…点/的坐标为

（#&，#$），则
C
&
，&5"r!

）5"r! （8分）…………………………………

设点，（（，+），）9+4$9"r，

解得+"C或+"#3! （Ci分）……………………

将""C代入""
o
#得

#"o，将 ""#3 代入 ""
o
#

得#"#
o
3
，）点，的坐标为（o，C）或 #o

3
，#3( ) !

（C&分）………………………………………
"&!【解】（C）由题意可知 .（&，$），将 .点坐标代入

""
%
#中

，得 $"
%
&
， （C分）………………………

）%"o， （&分）…………………………………

）反比例函数表达式为""
o
#
（#yi）! （$分）…

（&）i1#1&或#yr! （3分）………………………
…/（r，i），）4点的横坐标为 r!

由图象可知，不等式 0#4p#
%
#
1i（#yi）的解集

是 i1#1&或#yr!

（$）把#"r代入""
o
#
，得""

$
&
，）4( r， $

& ) !
（8分）……………………………………………

……#.)-"…#4)/"
C
&
，o"$，

…梯形.-/4"
C
&
，( $

&
4$ ) ，&"8

&
， （C&分）………

）…#).4"…#.)-4…梯形.-/4#…#4)/"…梯形.-/4"
8
&
!

（Cr分）…………………………………………

，'!（ &） 0， 1 均求出得
C分!

，'!（ & ） +值有两种情
况，若未写全则会
扣分!

，(!（&）写出 i1#1& 得
& 分，写出 #yr 得
&分，解集写不全，得
不到全分!

，(!（$）利用“割补法”计
算三角形的面积，要
保证面积相等，否则
不得分!



!6+%【解析】

选项 分析 判断

j、: 自变量的次数是 C，不符合反比例函数的定义 错误
; 自变量的次数是 &，不符合反比例函数的定义 错误
< 自变量的次数是#C，符合反比例函数的定义 正确

故选<6

，"#$ %&'()*+,

形如""
%
#
（%为常数，%（i）的函数称为反比例函数!

"6,%【解析】…当#"C时，""#$，）
%
C
"#$，解得%"#$，）这个函数的表达式是""

#$
#
!故选;6

#6+%【解析】

$!-%【解析】…阻力，阻力臂"动力，动力臂，已知阻力和阻力臂分别是 C &ii =和
i6（ >，）动力 2（=）关于动力臂 7（>）的函数表达式为 C &ii，i6（"27，则 2"
oii
7
（7yi），是反比例函数，j选项符合6故选j6

%6.%【解析】

选项 分析 结论

j …%"oyi，）图象分别位于第一、三象限，故此选项正确 不符合题意

; 当#"r时，""
$
&
，即图象必经过点 ( r， $

& ) ，故此选项正确 不符合题意

< 图象不可能与坐标轴相交，故此选项正确 不符合题意

:
…%yi，）在每个象限内，"随#的增大而减小，故此选项不
正确

符合题意

故选:6

&6-%【解析】…反比例函数 ""
&
#的图象与正比例函数

""&#的图象的一个交点

为（C，&），）另一个交点与点（C，&）关于原点对称，则另一个交点是（#C，#&）!故
选j6

'6.%【解析】

选项 分析 判断

j 由图象知，电流8（j）随电阻9（（）的增大而减小 ，

;
设反比例函数表达式为 8"

:
9
（9yi）!把（C Cii，i!&）代入得

:"C Cii，i!&"&&i，则8"
&&i
9

（9yi）
，

< 把9"（（i （代入8"
&&i
9得

，8"i!r j ，

: 当电阻9，C Cii （时，电流8的范围为 i j18%i!& j &

故选:6



(!-%【解析】如图，因为反比例函数表达式为 ""
&
#
，所以其函数图象分别位于第

一、三象限，且在每个象限内"随#的增大而减小!当#C1"1i时，对应的图象在第
三象限，且#的取值范围是#1#&!当 i1"%&时，对应的图象在第一象限，且#的取
值范围是#，C!所以#的取值范围是#，C或#1#&!

)!-%【解析】分两种情况讨论："当 %yi 时，""%#4C 的图象与 "轴的交点在正半
轴，过第一、二、三象限，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分别位于第一、三象限；#当 %1i 时，
""%#4C的图象与"轴的交点在正半轴，过第一、二、四象限，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分
别位于第二、四象限!故选j6

!*6.%【解析】如图，分别过点 .，-作 #轴的垂线，垂足分别为 ），;!….（$，r），

）)）"$，.）"r，）)." )）&4.）槡
& "（!…四边形 ).-4是菱形，）).".-"

-4"4)"（，.-")4，）.）"-;"r，）?@#.)）'?@#-4;（AB），）)）"4;"

$，）);"（4$"0，）-（0，r）!…点 -（0，r）在反比例函数 ""
%
#
（#yi）的图象

上，）%"0，r"$&!故选:6

!!6""#
$
#
%【解析】反比例函数""

$
#的图象关于

"轴对称的函数图象的表达式为

""#
$
#
!故答案为""#

$
#
!

!"!&或#&%【解析】

!#!Co%【解析】

!$!py&%【解析】…函数""&#的图象经过第一、三象限，而函数""
&#p
#的图象与

""

&#的图象没有交点，）函数 ""
&#p
#的图象分别位于第二

、四象限，）&#p1i，即

py&，故答案为py&!

!%!#&y#$y#C%【解析】…反比例函数 ""
r
#中

，%"ryi，）函数图象的两个分支分别

位于第一、三象限，在每一象限内 "随 #的增大而减小!又…#C1i，$yi，（yi，
）点.在第三象限，点-，4在第一象限，）#C1i，#&yi，#$yi!…$1（，）#&y#$y
i，）#&y#$y#C!

!&!rii%【解析】设函数表达式为 ""
%
#
（#yi）!由题意得 （ii"

%
i!&

，解得 %"Cii，

）""
Cii
#

（#yi）!将#"i!&（代入得，""
Cii
i!&（

"rii!

!'!$%【解析】…#).-的顶点.，-分别在反比例函数""
%
#
（#yi）和""

8
#
（#yi）



的图象上，且.-"#轴，）设 -( p， 8
p) ，则 .( %p

8
，
8
p) !…#).-的面积为 $，

）…#).-"$"
C
&
.-·"-"

C
&
，( p#%p

8 ) ，8
p
，解得%"$!

!(!o%【解析】设 )."r,!….)"&.-，）.-"&,，
）)-".-4)."o,，则-（o,，i）!在正方形 .-<2

中，.-"-<"&,，…(为 -<中点，）-("C
&
.-"

,，） (（ o,， ,）!…四边形 ).4/是正方形，
）4（r,，r,）!…，在 4/上，），点纵坐标为

r,!…，在反比例函数 ""
%
#
（%yi）的图象上，

），点横坐标为
%
r,

，），
%
r,

，r,( ) !…(;)）"8i=，，）)#轴于点），(;)"轴于

点;，设(;与 ，）交于点 >，如图，）四边形 )）>;是矩形，）;>"%
r,

，）>"

,，）…矩形)）>;";>，）>"%
r,

，,"
$
&
，则%"o，故答案为 o!

!)!【思路分析】（C）设反比例函数关系式为""
%
#
（%（i），将点（#$，#C）代入即可求

解!（&）把""#r代入所得关系式，即可求解!

"*!【思路分析】（C）求出，点的纵坐标，再代入函数""
o
#中

，即可求出答案；

（&）根据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求出，(的长，则可求出 ）(的长，从而得到点 (的
坐标，即可求出答案!

"!!【思路分析】根据题意列式，并根据正比例函数和反比例函数的定义解答即可!
""!【思路分析】（C）根据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即可得出%#&1i，即可求出答案!

（&）根据反比例函数的性质解答即可!
"#!【思路分析】（C）直接将点-的坐标代入即可!

（&）观察图象可知，三段函数图象上都有"，C（的点，而且.-段是恒温阶段，""
&i，所以计算另外两段当""C（时对应的#值即可得出结论!

"$!【思路分析】（C）由分母不能为 i即可得出结论!

（&）令""
&
$
，解方程求出#的值即为 ,；把#"$代入""

#
##C求出

"的值即为p!

（$）用描点法画出函数图象!
（r）根据函数的图象得出性质（答案不唯一）!

"%!【思路分析】（C）把点/的坐标代入函数表达式计算即可!
（&）先确定.，-，2的坐标，求得 …#.)-，得到 …#4/，!设点 ，（（，+），根据题意得9+4
$9"r，求解再代入函数表达式计算即可解答!

"&!【思路分析】（C）由题意确定出.的坐标，然后将 .的坐标代入反比例函数表达
式中求出%的值，即可求得反比例函数表达式!
（&）先求得点4的横坐标，然后根据图象即可求得解集!
（$）根据反比例函数的比例系数 %的几何意义得到 …#.)-"…#4)/"$，再计算出

…梯形.-/4"
8
&
，然后利用 …#).4"…#.)-4…梯形.-/4#…#4)/"…梯形.-/4进行计算即可!



， 0 #* +,-.

!!-%【解析】…在反比例函数 ""
%#C
#的图象的每一支上

，"都随 #的增大而减

小，）%#Cyi，则 %yC!…整式 #& #%#4r 是一个完全平方式，）#%"Cr，解得 %"

Cr，）%"r，）该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为""
$
#
，故选j6

"!【解】（C）设"C "
,
#
（,（i），"& "p（##&） （p（i），则 ""

,
#
#p（##&）!根据题意得

,
$
#p（$#&）"（，

,
C
#p（C#&）"#C，， 解得

,"$，
p"#r，， 所以"关于#的函数关系式为""

$
#
4r（##&）!

（&）把#"#C代入""
$
#
4r（##&），得""#$4r，（#C#&）"#C（!

#!-%【解析】…四边形 .-4/为平行四边形，点 .的坐标为（$，i），点 -的坐标
为（i，r），点 4的坐标为（,，p），）点 /的坐标为（$4,#i，i4p#r），即（$4,，p#

r）!…点4，/在反比例函数""
%
#的图象上

，）,p"%，（$4,）（p#r）"%，）$p#r,"

C&!又…,4p"3!（，）,"C!（，p"o，）%",p"8!故选j6

$!,%【解析】…点 .（#C，"C），-（&，"&），4（$，"$）在反比例函数 ""#r
#的图象上

，

）"C "r，"& "#&，"$ "#
r
$
，）"Cy"$y"&!

%!1&%【解析】

&!【解】（C）….（C，o）在反比例函数"& "
0
#的图象上

，）0"C，o"o，）反比例函数的

表达式为"& "
o
#
!…点-的纵坐标为#&，）-（#$，#&）!把.，-两点的坐标分别代

入"C "%#4p，得
%4p"o，
#$%4p"#&，， 解得

%"&，
p"r，， ）一次函数的表达式为"C "&#4r!

（&）由函数图象可知，"Cy"& 时，#$1#1i或#yC!故答案为#$1#1i或#yC!
（$）…一次函数的表达式为"C "&#4r，）一次函数的图象与 #轴的交点 /的坐标

为（#&，i）!…#.-4的面积为 Co，）…#.4/4…#-4/"
C
&
4/·（o4&）"Co，）4/"r!

…4为#轴正半轴上一点，）点4的坐标为（&，i）!

'!【解】设点/的坐标为 ( 0， %
0 ) （0yi）!（C）…点 /是 ).的中点，）点 .的坐标

为 ( &0， &%0 ) ，）)-"&0，.-"&%
0
!…#).-的面积为 o，）

C
&

，&0，&%
0

"o，

）%"$!

（&）由（C）可知，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为""
$
#
（#yi）!…点4是.-和反比例函数

图象的交点，）点4的纵坐标为
$
&0

，）.4"o
0
#$
&0

"8
&0

!由.4")-，得
8
&0

"&0，解

得0"$
& 或

0"#$
&
（舍去），）点.的坐标为（$，r）!



(!+%【解析】…，4"&，），点的纵坐标为 &!把""&代入""
C
&
#4C得 #"&，），点

坐标为（&，&）!把，（&，&）代入""
%
#
（#yi）得 &"

%
&
，解得 %"r，故 %的值为 r!故

选<6

)6【解】（C）设C"
%
o
（%（i，oyi）!由题意知 &ii"

%
$i

，）%"o iii，即C"
o iii
o

（oyi）!

（&）当C"（ii DEF时，o"
o iii
（ii

"C&（>B），）气体的体积应不少于 C& >B6



），/0(1)* 23456789:;<=>

!6.%【解析】

"!,%【解析】点.，-均在反比例函数 ""
8
#
（#yi）的图象上，且 .4)#轴，-/)#

轴，则 …C "
8
&
，…& "

8
&
，故 …C "…&!故选;!

#!.% 【解析】连接 ).，如图!….-)"轴，） …#).-"

…#，.-"&!……#).-"
C
&

9%9，）
C
&
9%9"&，而 %1i，）%"

#r!故选:!

$!【解】设直线-4的表达式为"",#4p（,（i），则
p"#&，
i"r,4p，， 解得

p"#&，

,"
C
&
，， ）直线-4

的表达式为""
C
&
##&!当""#C时，#"&，），（&，#C）!又……#)）("

$
&
，%yi，，(""

轴交#轴于点），）(）)#轴，）%"$，）反比例函数表达式为 ""
$
#
!又…，(""

轴，）点(的横坐标为 &，）( &，
$
&( ) !

%!+%【解析】j选项，根据反比例函数中比例系数 %的几何
意义知，阴影部分面积和为 $；;选项，根据反比例函数中
比例系数 %的几何意义知，阴影部分面积和为 $；<选
项，如图所示，作），)#轴于点，，作;()#轴于点 (，根
据反比例函数中比例系数 %的几何意义可得阴影部分面

积为 …#)），4…梯形），(;#…#;)("
$
&
4C

&
，（C4$），&#

$
&
"r；:选项，根据），;两点的

坐标以及三角形面积公式得阴影部分面积为
C
&
，C，o"$!综上，选项 <的图形阴

影部分面积最大6故选<!

&!+%【解析】连接 .-!….，-是函数 ""
C
#的图象上关于原点

)对称的任意两

点，且.4平行于 "轴，-/平行于 "轴，）…#.)4"…#-)/"
C
&
!设 .点坐标为（#，

"），则-点坐标为（##，#"），则 )4")/"#，）…#.)/"…#.)4"
C
&
，…#-)4"…#-)/"

C
&
，）…"…#.)/4…#.)44…#-)44…#-)/"

C
&
，r"&!

'!o%【解析】设 .点坐标为 ( 0， p
0 ) ，则 -点坐标为 ( #0，#p

0 ) ，）4点坐标为

( 0，#p
0 ) ，）.4"&p

0
，-4"&0，）#.-4的面积为

C
&
.4·-4"C

&
·

&p
0

·&0"

C&，）p"o!

(!-%【解析】…，.)#轴于点 .，交 4& 于点 -，）…#，)."
C
&

9%9，…#-)."
C
&
，0"r!

…#，)-的面积为 r，）…#，)-"
C
&
9%9#r"r!…%yi，）%"Co!



)!.%【解析】

!*!+%【解析】如图，延长，.，，-分别交#轴，"轴于点4，/，连接).，)-，设点.的

横坐标为#，则点.的纵坐标为
C
#
，点，的纵坐标为

r
#
，），."，4#.4"r

#
#C

#
"

$
#
!…点-在反比例函数""

C
#的图象上

，点-的纵坐标为
r
#
，）点 -的横坐标

为
C
r
#，即-/"C

r
#，），-"，/#-/"##

C
r
#"

$
r
#，）…#，.-"

C
&
，.·，-"C

&
，$

#
，

$
r
#"

8
0
!

（第 Ci题图） %%% （第 CC题图） %%% （第 C&题图）

!!!（%【解析】过点.作 ./)-4于点 /，设 -4与 #轴交于点 <，如图，则 ./"+!

…直线#"+（+yi）与反比例函数""
%
#
（#yi），""

#C
#
（#yi）的图象分别交于 -，4

两点，）-( +， %
+) ，4( +，#C+) !…+yi，%yi，）-<"%

+
，4<"C

+
，）-4"-<44<"

%4C
+
!…#.-4的面积为 $，）

C
&
-4·./"$，）

C
&
，%

4C
+
·+"$，）%"（!

!"!#r%【解析】如图，连接)-，过点-作-<)"轴于点 <，过点 4作 42)"轴于点
2，则(-<，"(42，"8i=!…点 ，是 -4的中点，）4，"-，!又…(4，2"

(-，<，）#-<，'#42，，）…#-<，"…#42，，）…#)-4"…#)424…#42，4…#)-，"…#)424

…#-<，4…#)-，"…#)424…#)<-"
C
&
…*).-4!……*).-4"Ci，）…#)424…#)<-"（!…-<)"

轴，42)"轴，）…#)42"
9%9
&

"#%
&
，…#)<-"

9o9
&

"$，）#%
&
4$"（，）%"#r!



， " " 0 #?@AB，(;，)

题号 ! " # $ % & ' ( ) !*

答案 . - - , + , , , - .

!!!#1#&或 i1#1$%!"!#$%!#!
$
&
%

!$!C（答案不唯一）%!%!#r%!&!#&%
!'!$%%%C&%

!(!
0
$

!)!【解】…反比例函数 ""
&0#C
# 的图象分别在第

一、三象限，）&0#Cyi， （$分）…………………

解得0y
C
&
! （（分）……………………………

"*!【解】（C）…点 .的坐标为（i，&），点 -的坐标
为（i，#$），）.-"&#（#$）"（!…四边形 .-4/

为正方形，）./).-，./".-"（，）/（（，&），

故答案为（（，&）! （$分）………………………
（&）由（C）可得 4（ （，#$）!…反比例函数 ""

%
#
（%（i）的图象经过点4，）#$"

%
（
，

解得%"#C（， （（分）……………………………

）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为""#
C（
#
! （o分）……

"!!【解】（C）根据已知条件得轮船上的货物总量为
$i，0"&ri（吨），

）A与+的函数关系式为A"
&ri
+
! （$分）………

（&）…A"
&ri
+
，）+"

&ri
A
! （r分）…………………

…i1+%（，）i1
&ri
A%（，解得A，r0!

答：平均每天至少要卸货 r0吨! （3分）………
""!【解】（C）当p"$时，直线""$##$与坐标轴交点
的坐标为.（C，i），-（i，#$）! （C分）…………
…#.)-'#.4/，）4/")-，.)".4，
）点/的坐标为（&，$）! （&分）………………

…点/在双曲线""
%
#
（#yi）上，

）%"&，$"o! （$分）……………………………
（&） 直线 ""$##p与坐标轴交点的坐标为

.( p
$
，i ) ，-（i，#p）!…#.)-'#.4/，

!!!只 答 一 种 情 况 不
得分!

!"!根据所在象限列出关
于 0 的 不 等 式 得

$分!

，$!（C）求出 /点坐标得
$分!

，!!（&）不要漏掉 +yi，否
则答题不规范!

，，!正确求出点 /的坐
标并代入求解是关键

得分点!



）4/")-，.)".4， （（分）……………………

）点/的坐标为 ( &
$
p，p) ! （o分）……………

…点/在双曲线""
%
#
（#yi）上，）%"

&
$
p·p"

&
$
p&!即%与p的数量关系为%"

&
$
p&! （0分）…

"#!【解】（C）将（C，r）代入"& "
0
#得

0"r，）反比例

函数表达式为"& "
r
#
! （C分）…………………

将#"#& 代入 "& "
r
#得

"& "#&，）点 -的坐标

为（#&，#&）!将（C，r），（#&，#&）代入 "C "%#4

p，得
r"%4p，
#&"#&%4p，， 解得

%"&，
p"&，，

）一次函数表达式为"C "&#4&! （&分）………

图象如图（C）：

%% （$分）………
（&）设直线 .-与 #轴交点为 4，将 ""i 代入
"C "&#4&得#"#C，）直线 .-与 #轴交点 4的

坐标为（#C，i）!设点/坐标为（1，i），如图（&），

则 …#.-/"…#.4/4…#-4/ "C
&

4/·".4
C
&

4/·

9"-9"
C
&
，9#C#19，r4

C
&
，9#C#19，&"$9#C#

19"o，）#C#1"&或#C#1"#&，
解得 1"#$或 1"C! （（分）……………………
）点/坐标为（#$，i）或（C，i）! （o分）………

，）!（C）根据一次函数图
象的画法画出图象是

关键得分点!

，）!（ &） 根据面积的和
差， 将 …#.-/ 分 为

…#.4/ 和 …#-4/ 是关

键得分点!

，）!（&）因为不知道点 /
在点 4左侧还是右
侧，所以要考虑两种
情况求得 1 的值，若
只考虑一种情况，则
只得一半的分值!



（$）#%#&或 i1#%C! （0分）…………………

"$!（C）【解】…反比例函数""
%
#
（#yi）的图象经过

点.（&，r），）r"
%
&
，）%"0， （C分）…………

）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为""
0
#
（#yi）!

（&分）……………………………………………

（&） 【解】如图所示，射线 )/即为(.)-的

平分线!

%%%% （（分）…………

（$）【证明】如图，…)/为(.)-的平分线，

）(.)-"&(.)/"&(/)-! （o分）…………

…直线7垂直平分线段).，）)4".4，

）(.)/"().4， （3分）………………………

）(.)-"&().4! （0分）……………………

"%!【解】 （ C） …一次函数 ""##4（ 的图象过点
.（C，0），）0"#C4（"r， （C分）………………

）.（C，r）!

…反比例函数 ""
%
#
（%（i）的图象过点 .（C，

r），）%"C，r"r，）反比例函数表达式为 ""

r
#
（#yi）! （$分）………………………………

（&）…一次函数 ""##4（ 的图象与 #轴交于点
/，令""##4（中""i，则#"（，

）点/的坐标为（（，i）! （r分）………………

由（C）知，0"r，）-（r，C）!…-4)#轴于 4，

）4（r，i），）…#-4/"
C
&
4/·-4"C

&
，（（#r），

C"
C
&
! （o分）……………………………………

（$）作点-关于 #轴的对称点 -B，连接 .-B交 #

轴于点，，如图所示!

…点-，-B关于#轴对称，），-"，-B，

），-4，."，-B4，.".-B，

，&!（&）尺规作图要保留

作图痕迹， 否则不

得分!

"%!（$）作辅助线找到点
， 的 位 置 是 关 键

得分点!



）此时，.4，-的值最小! （0分）………………

…-（r，C），）-B（r，#C）!

设.-B所在直线的表达式为"",#4p!

将点.（C，r），-B（r，#C）代入"",#4p中，

得
,4p"r，

r,4p"#C，， 解得

,"#
（
$
，

p"
C3
$
，










）.-B所在直线的

表达式为""#
（
$
#4

C3
$
! （8分）………………

令""i，得#"
C3
（
，）点，的坐标为 ( C3（ ，i ) !

（Ci分）…………………………………………

"&!【解】（C）不是，r! （&分）………………………

…（&4$），&（&，$，）点 4（ &，$）不是“美好

点”!…点 /（r，p）是第一象限内的一个“美好

点”，）&，（r4p）"rp，解得p"r!

（&）"C0! （$分）……………………………………

…<（0，o）（0yi）是“美好点”，）&，（04o）"o0，解

得0"$，）<（$，o）!

将<（$，o）代入""
%
#
，得%"C0!

#…2（ &，1）在双曲线 ""
%
#上

，） 1 "C0
&

"8，）

2（&，8）!设 <，2所在直线的表达式为 "",#4pB，

）
&,4pB"8，

$,4pB"o，， 解得
,"#$，

pB"C（，， ）<，2所在直线的表达

式为""#$#4C（! （r分）……………………………

设直线 <2与 #轴交于点 C，当 ""i 时，#$#4C（"

i，解得#"（，）C（（，i），

）…#<)2"…#2)C#…#<)C"
C
&
，（，8#

C
&
，（，o"

C（
&
!

（（分）………………………………………………

（$）"…点 ，（#，"）是第一象限内的“美好点”，）

&（#4"）"#"，化简得""
&#
##&

" r
##&

4&!

（o分）………………………………………………

…点，在第一象限，）

#yi，

&#
##&

yi，

##&（i，










解得#y&，）"关于#

的函数表达式为""
r

##&
4&（#y&）! （3分）……………

#""
r
#
! （0分）……………………………………

，(!（ C）写出 “不是”得

C 分； 写 出 “ r ” 得

C分!

，(!（&）"填空题不需要

写解题过程!

，(!（$）"根据“美好点”

的定义得到 "关于 #

的函数表达式!

，(!（ $） #）先画出草

图，再根据图象逐一

判断!



画出草图如图所示：

% （8分）………

该图象可由""
r
#的图象向右平移

& 个单位长

度，再向上平移 &个单位长度得到!

）j;6 （CC分）…………………………………

图象与经过点（&，&）且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没

有交点，故j正确，符合题意6由图象可知，"随

着#的增大而减小，故 ;正确，符合题意，<错

误，不符合题意6当 #"Ci 时，""
（
&
，）图象经过

点 ( Ci， （
& ) ，故:错误，不符合题意6

，对于图象上任意一点 （#，"），代数式 （ & #

#）·（"#&）为定值! （C&分）……………………

…""
r

##&
4&，

）（&##）（"#&）"（&##） ( r
##&

4&#& ) "#r，

）对于图象上任意一点 （#，"），代数式 （ & #

#）·（"#&）是定值，定值为#r! （Cr分）………

，(!（ $） ，先回答代数

式（&##）·（"#&）为

定 值， 否 则 不 得

全分!

!!.%【解析】依题意可知%"#&1i，则函数图象位于第二、四象限!故选:6

"6-%【解析】对于""
C
#
（#yi），其图象位于第一象限；对于 ""#

C
#
（#1i），其图象

位于第二象限，故所在坐标系的原点是点）!故选j6

#6-%【解析】…%1i，）反比例函数""
%
#图象的两个分支分别位于第二

、四象限，且

在每个象限内，"随#的增大而增大，结合图象可知"&y"Cy"$!故选j6

，"-. /0%&'()*12&3()456*78

比较函数值的大小时，在同一分支上的点可以通过比较其横坐标的大小来判

断函数值的大小，不在同一分支上的点，依据其分支所处的象限来进行函数

值大小的比较6



$6,%【解析】

图象 分析 结论

第一个 阴影部分面积为 $ 符合题意

第二个 阴影部分面积为
C
&
，$"C!（ 不符合题意

第三个 阴影部分面积为 &，
C
&
，$"$ 符合题意

第四个 阴影部分面积为 &，$"o 不符合题意

故选;6

%6+%【解析】

选项 分析 结论

j
由图象可知，当 #的值增大时，"的值随之减小，故 j

正确
不符合题意

; 题图中的曲线是反比例函数图象的一支，故;正确 不符合题意

<
由图象可知，当 #"i!$ 时，"的值大于 $ii，故 <不

正确
符合题意

:
对于每一个镜片焦距#，都有唯一的近视眼镜的度数"

与它对应，故:正确
不符合题意

故选<6

&6,%【解析】设 ./与 "轴交于点 ，!…正方形 .-4/的顶点 .，/分别在函数 ""

#$
#
（#1i）和 ""

o
#
（#yi）的图象上，点 -，4在 #轴上，）…矩形.-)，"9#$9"$，

…矩形/4)，"9o9"o，）…正方形.-4/"…矩形.-)，4…矩形/4)，"$4o"8，）正方形的边长为 $，即

4/"$，）"/"$!将"/"$代入""
o
#
，得 $"

o
#
，解得#"&，）/（&，$）!

'!,%【解析】

选项 分析 结论

j

…点.（$，1#&）是反比例函数 ""
%
#
（%（i）图象上的

一点，）%"$（1#&），且 1#&（i!若点 4（1#&，1）在反

比例函数 ""
%
#
（%（i）的图象上，则 1（1#&）"$（1#

&）!…1#&（i，）1"$，）%"$，（$#&）"$，点4的坐标

为（C，$），）点4可能在反比例函数""
%
#的图象上

不符合题意

;
当 1"i时，直线 -4与 #轴重合，）其与反比例函数

""
%
#的图象没有交点

符合题意

< …%（i，即 $（1#&）（i，）1#&（i，即 1（& 不符合题意

:
当 1#&yi，即 1y&时，%yi，反比例函数""

%
#图象的两

个分支分别位于第一、三象限，在每个分支上"随#的
增大而减小

不符合题意

故选;6



(6,%【解析】函数""
C

##C
#$ 的图象可以由函数 ""

C
#的图象先向右平移

C 个单

位，再向下平移 $个单位得到，）易知函数 ""
C

##C
#$ 的图象不会与直线 #"C，

""#$相交!
)!-%【解析】设点 4的坐标为 （ 1，i）!…-是 .4的中点，） …#.-)"…#-4)"8!

……#)-4"
C
&
，)4，"-"

C
&
1，"-"8，）"-"

C0
1
，代入""

%
#中

，得#-"
1%
C0

，）点-的坐

标为 ( 1%
C0

，
C0
1 ) !……#.)4"…#.)-4…#-)4"848"C0"

C
&
)4·".，）"."

$o
1
，代入 ""

%
#中

，得#."
1%
$o

，）点 .的坐标为 ( 1%
$o

，
$o
1 ) !…-为 .4的中点，）

#.4#4

&
"#-，

）&#-"#.4#4，）
1%
$o

41"
1%
C0

，&，）$1%"$o1，）%"C&!

!*!.%【解析】作 /<)#轴于 <，如图!…点 .的坐标
为（i，r），）)."r!…将#.)-绕点.逆时针旋转 oi=
得到#./4，点 4刚好在 #轴上，）.-".4，./"
.)，)-"4/!….-".4，.))-4，）)-")4，）)4"
4/!…(.)4"(./4"8i=，.4".4，）?@#.)4'
?@#./4（AB），）().4"(/.4!…()./"oi=，

）().4"(/.4"$i=，）)4"C
&
.4，(.4)"(.4/"oi=，）由勾股定理得

)4"槡r $
$

，(/4<"C0i=#oi=#oi="oi=，）4/"槡r $
$

，(4/<"$i=，）4<"C
&
4/"

槡& $
$

，）/<"&，)<")444<"槡r $
$

4槡& $
$

" 槡& $，）/（ 槡& $，&）!…点 /在反比例函

数""
%
#的图象上

，）%"槡& $，&"槡r $!故选:!

!!!#1#&或 i1#1$%【解析】…一次函数""%C#4p与反比例函数""
%&
#在同一平面直

角坐标系中的图象的交点的横坐标是#&和 $，）关于#的不等式
%&
#
y%C#4p的解

集是#1#&或 i1#1$，故答案为#1#&或 i1#1$!
!"!#$%【解析】

BMIm plentPicFEd@#

反比例函数""%##C
中，自变量#的次数为#C，比例系数%不能等于 i!

!#!
$
&
%【解析】把点（&，C）代入正比例函数 "C "%C#，得 C"&%C，解得 %C "

C
&
!…%C

和%& 互为倒数，）%& "&，）正比例函数表达式为 "C "
C
&
#，反比例函数表达式为

"& "
&
#
!…"""C#"&，）""

C
&
##

&
#
，）当 #"#C 时，""

C
&
，（#C）#

&
#C

"#C
&
4&"

$
&
!故答案为

$
&
!

!$!C（答案不唯一）%【解析】



!%!#r%【解析】…直线 ""##4$ 与 "轴交于点 .，）.（i，$），即 )."$!….)"

$-)，）)-"C，）点4的横坐标为#C!…点4在直线""##4$上，）点4的坐标

为（#C，r），）%"#C，r"#r，故答案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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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求出909的值后，要根据图象所在象限确定0的值!

!'!$%%%C&%【解析】如图，作出#.-4关于直线 #"C 的对称图形为#.B-B4B!

….（#&，$），-（#&，C），4（#C，C），）.B（r，$），-B（r，C），4B（$，C）!当反比例函数

""
%
#图象经过点

.B时，%"r，$"C&!当反比例函数""
%
#图象经过点

4B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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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分析】根据反比例函数的性质列出关于0的不等式，解不等式得到答案!

"*!【思路分析】（C）先求出正方形边长，即可得 /的坐标；（&）由（C）可得 4的坐

标，把4的坐标代入""
%
#
（%（i），求出%值，即可得反比例函数表达式!

"!!【关键点拨】本题考查反比例函数的应用，解答该类问题的关键是确定两个变量

之间的函数关系式，进一步根据题意求解!

""!【思路分析】（C）首先求出直线 ""$##p与坐标轴交点的坐标，然后由#.)-'

#.4/得到4/")-，.)".4，即可求出点/坐标，由点/在双曲线""
%
#
（#yi）

上求出%的值!（&）先求出直线 ""$##p与坐标轴交点的坐标为 .( p
$
，i ) ，

-（i，#p），再根据#.)-'#.4/得到4/")-，.)".4，即可求出点 /坐标，把

点/坐标代入反比例函数表达式即可求出%和p之间的关系!

"#!【思路分析】（C）由点.坐标可得反比例函数表达式，从而可求得点-坐标，进而

求解!（&）设直线与 #轴交点为 4，由直线表达式可得点 4坐标，设点 /坐标



为（1，i），由 …#.-/"…#.4/4…#-4/求解!（$）根据直线与双曲线的交点坐标求解!

"$!【思路分析】（C）将点.坐标代入表达式可求%的值，从而得出反比例函数表达式!

（&）利用尺规作图的方法作图!

（$）由角平分线的定义可得(.)-"&(.)/"&(/)-，由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

质可得)4".4，再结合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即可求解!

"%!【思路分析】（C）把点.的坐标代入直线表达式求出0的值，确定.点坐标，再将

点.的坐标代入反比例函数表达式即可求解!（&）根据直线.-的表达式求出点
/的坐标，利用三角形面积公式即可求出#-4/的面积!（$）作点 -关于 #轴的

对称点-B，连接.-B交#轴于点，，此时，.4，-的值最小，根据点-的坐标得出

点-B的坐标，根据点 .，-B的坐标，利用待定系数法求出 .-B所在直线的表达

式，进而求出点，的坐标!

"&!【思路分析】（C）直接根据“美好点”的定义可以判断点4是不是“美好点”；根据
“美好点”的定义得到 &，（r4p）"rp，进行计算即可得到p的值!

（&）"根据“美好点”的定义求出 0的值，得到 <的坐标，将点 <坐标代入反比

例函数表达式，进行计算即可得到答案!

#先由"得出点 2的坐标，再用待定系数法求出 <，2所在直线的表达式，设
<，2所在直线与 #轴交于点 C，令 ""i，求出点 C的坐标，最后根据 …#<)2"

…#2)C#…#<)C进行计算即可!

（$）"根据“美好点”的定义可得 &（#4"）"#"，化简整理即可得到答案!#描点、

连线即可得到图象，观察图象可知，该图象可由函数""
r
#的图象平移得到

!）根

据#中所画草图逐一判断即可得到答案!，将 ""
r

##&
4& 代入（&##）·（"#&）进

行计算即可得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