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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样的数学基础，一样的学习时间，也一样的 

用功，但高考结果却分数差距较大，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你想知道吗?其实，高考说起来很神秘 ． 

但想起来也就那么回事，不就是解二十几个题吗?解 

好了，分数就高；解差 了，分数 自然就低．这些地球 

人都知道，问题是：如何解好?关键是考前复习．你 

听过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题不同”的说法 

吗? “花相似”如何理解?它告诉我们：特殊考点与 

重要技能是年年非考不可的．如果我们能用较少的题 

对这些必考内容进行有效覆盖．而我们又对这些题都 

能熟练掌握 ，那么。会 “解差”吗?下面就按这个思 

路，让我们来看看解析几何可能如何考? 
一

、 结合解几的基础内容．考查直线、圆等基础 

知识与基本技能 

直线与圆是解析几何的基础内容，围绕这一内容 

设计的选择题与填空题相当多．此类题往往具有交汇 

性、灵活性，虽然难度不大，但涉及的基本方法与基 

本技能绝不单纯． 

例 1I已知圆 + ：1和直线y=2a+b交于A，曰两 

点 ，且 OA，OB与 轴正向所成的角分别为 ，则 

sin + = 

豳 由{y，=2x，+b ’ 5x2+46 +(b2-1)：0，设A， 
【 ‘+v =1 

B两点坐标分别为A(cosc~，sina)，B(cos~，si )， 

那么

cosa+co 一

等，又sina=2cosa+bslnot=zcosa+o， 那么
咖 ⋯  宣，又⋯ 。。 

得 sin(c~ I9)=sinacosfl+c0s si =(2cosa+b)co~+COSOL 

(2eo~+6)=4c。s㈣ +6(c。s +c0q3)=4·等 +6．(一 ) 

臆评i本题是一道填空题，涉及直线与圆的位置关 

系、三角函数的定义，求解时，既要用到解几的常规 

二、结合基本量之间的关系，考查某一参数的范 

圆锥曲线方程 中的 a,b，c、离心率、渐近线方程 

等都是基本量，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些 

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要我们深入分析、透彻理解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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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便迎刃而解．看看 201 1年浙江、天津、福建卷都在 

此处设计了试题． 

匿 已知椭圆 鲁=1(0<6<1)的左焦点为F， 
左、右顶点分别为A、c，上顶点为 日．过 F、 、c作 

O尸，其中圆心 P的坐标为 m，n)．当 m+n>0时，椭圆 

离心率的范围为— —

．  

匾碉设F、B、C的坐标分别为(一c，o)，(o，6)，(1，o)， 

则 、 c的中垂线分另u为 ： ，y一争=}。一争)， 

联立方程组．得 

1__c 
— _ ， 

= 

26 

于是m+n=旱 + ；}>0，即b-bc+b 一c>o (1+6) 
二 二 O 

(b-c)>O~b>c，从而 62>c 即有 a2~2c2，．‘．e2< ，又 P> 

0，．·．0<e< ． 

1点{平l本题是基本量之间的基本关系，首先通过 

焦点、顶点设出坐标．然后 ，产生圆心坐标，进一步 

得到b>c，由此产生离心率的范围． 

三、结合几何性质。考查圆锥曲线的离心率 

离心率是圆锥曲线的重要特征量 ，看看历年高考 

试题，在离心率上 “作文章”的有多少?也许不看不知 

道，看了吓一跳．为什么它如此倍受命题人的青睐呢? 

它除了牵动着圆锥曲线方程中a,b，c的之间的关系以外， 

它还可以直接解释椭圆的扁平及双曲线的开口的大小． 

如下图，以AB为直径的圆有一内接梯形 

ABCD，且AB∥CD．若双曲线c 以A、曰为焦点，且过 

c、D两点。则当梯形的周长最大时，双曲线的离心 

率为 

析l lC= ，作 

CE LAB于点 E，则 BC= 

2Rsin0．EB=BCcos(90。一 = 

2Rsin20． CD=2R一4Rsin20， 

梯形的周长： 

Z--AB+2BC+CD=2R+ 

sin0+2R一4Rsin~=-4R(sin 一})。+5R． 
当 sin = 1

， 即 =30。时，z有最大值 5R，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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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AC=X／3-R，。=争 c—BC)=}( 一1) ， 
e= =X／3+1． 

a 

l点翻 本考查求离心率，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周 

长最大时，如何产生周长?何时周长最大?显然，除 

了要有圆锥曲线的基础知识之外．还要具有应用数学 

基础知识求解问题的能力． 

四、结合定义。考查圆锥曲线中的数形结合思想 

圆锥曲线的定义是圆锥曲线的基础，也是圆锥曲 

线基本技能与基本方法的生长点．看看我们的教材． 

在例题、练习、习题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题都与定义 

有关．无论高考命题的指导思想是 “以能力立意”，还 

是 “源于教材，而高于教材”，圆锥曲线的定义，都 

必将受到命题人的特别关注． 

渔基 已知点Q是圆 +1)2+， 64上动点 (圆心 

为 M)，点Ⅳ (1，o)，若线段 QN的中垂线 MQ交于点 P 

(1)求动点P的轨迹 E的方程． 

(2)已知 (1，O)，B(2，2)，T是轨迹 E上的一动点， 

求I I+I J的最大值． 

(3)在动点 P的轨迹上是否存在点 ．使 

， — ， 成等差数列?若存在，求出 ’ ’ 肭寸 。姒川 自 亍伍，小山 

1TM l与1 I值；若不存在，说明理由． 

豳蚓 (1)由线段QN的中垂线交MQ于点P，得 

lPN I=IPQ I， 

那么lPM PN I=l朋 l+l明 I=8>lMN I， 

所以动点P的轨迹是以 N、Q为焦点，以8为长 

轴长的椭圆． 

即 2e=2，2 8 c=l，a=4，得 b2=16—1=15． 

故P的轨迹方程为季-_+-}广_=1． 
10 l3 

(2)易知A为椭圆的右焦点，设左焦点为 ，由 

aZ=16知f 『_8，因此I 馏 『-8+I馏 I— 

I l问题转化为 “求椭圆上一点到E 两点距离之 

差的最大值”：如 

图，连E 并延 

长交椭圆与 点． 

此时，l馏 I 
一 1 I最大，其 

值 为、／ 面 

Y J L 

— 、

＼  

／  2，2 

＼／  o ’： 
＼  ／  

— —  ，  

=  
， 故JTA f+JTB J的最大值为8+ ． 

(3)假设存在点 满足题设，由鲁+鲁：1， 
可知l I+ITN I=8，IMN 1=2，结合 丌= + 

， ~-I TM l=8· 

． 。． f I l+1 77v I=8， f I TM l=4+2N／2， 由i 
I TM ：8 I I l：4—2 或 

fITM l=4—2、／ ， 

驯 I=4+2、／ ． 

由于3≤l TM 1≤5且 3≤I TM 1≤5， 

而4—2、／2<3．4+2x／2>5。 - 

故点 不存在． 

匾虱 本题以2-1教材P49A组第7题 (1-1教 

材 P42A组第 7题)为原形进行改编、深化 ，第一问 

直接考查椭圆定义的应用、第二问建立在定义的基础 

上考查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第三问建立在定义的基 

础上考查方程思想及分析判断的能力． 

五、结合实际应用问题。考查圆锥曲线的基础知 

识与应用技能 

实际应用问题以前是函数、数列的 “特产”．近 

年范围有所改变，有向解几 “蔓延”的趋势．再加上． 

解几中确实存在着诸多实际应用的因素，它与现实生 

活中很多现象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神七的运 

行轨道、郭晶晶跳水的空中曲线、双曲线型冷却塔等． 

1例 某热 

推进节能减排 

术改造项 目 “： 

水系统”采用． 

冷却塔 (如右 

使得冷却器中． 

水在其中冷却 

而实现热电系{ 

(1)冷却 

的一部分绕其 

面，要求它的 

上 121半径为 13 nl，下 El半径为 20 1TI，且双曲线的离 

心率为_= ，试求冷却塔的高应当设计为多少? 

(2)该项目首次需投入资金4000万元，每年节 

能后可增加收入 600万元．投入使用后第一年的维护 

费用为 30万元，以后逐年递增20万元．为使年平均 

节能减排收益达到最大值，多少年后报废该套冷却塔 

系统比较适合? 

幽 (1)如图，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设双曲线 

方程为 一 ：1(。>0，6>0)．由题意可知 ，。=12， 

e= = = ，解得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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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b2=c 一 = 

(4-X／'~-)z_12 =400， 

．

·

． 双 曲线方程 

为音 一 - 
将 x=13代入 ． 

解得l I： ．将 

0⋯ ： l3． ＼ ‘‘⋯⋯1 
12 f 

O I I 
20 { 

=20代入，解得1y 1： ． 
j 

所以，冷却塔的高为孕+ ： m． 

(2)n年后的年平均减排收益为： 

6o 【3 卜4000 _10
n2+580n-4000 

／Z n 

一 1o + )+580~<一10×2、／n．—40—0+580：180，当且 
fL 、 |L 

仅当n：．400~ll n：20时等号成立
，
即 20年后报废该 

n  

套冷却塔系统比较适合． 

1点评 本题可能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的，这 

是建立在 2-1教材 P58页例 3(1—1教材 P50页例 

4)为原形进行改编的．它将数列、不等式等尽收其 

中，试题不难，但却是难得的好题． 

六、结合创新。考查圆锥曲线中的探索性问题 

以解几的主干知识为依托，命制新背景、新定 

义、新运算、新性质等的创新题型，考查考生创新能 

力与创新意识，考查考生捕捉信息与处理信息的能 

力．近年湖南考查新定义，广东、陕西、山东考探索 

性问题．这些都是对创新应用的考查． 

堕 QO’过定点A(0 )(P>0)，圆心0 在抛物线 2= 

2py上运动．MN为圆0 在 轴上所截得的弦． 

(1) 当 0 点 

运动时，IMN I是 

否有变化?并证明 

你的结论 ； 

(2)当 l 0 l 

是 IOM I与 1 ON 1 
的等差中项时，试 D 盯、—一，N i 

判断抛物线 C的准线与圆0 的位置关系，并说明理由． 

避 (1)设0 yo)，则x~=2pydYo>IO)，则OO 的 

半径I O A I=、／ ，fi)O 的方程为 一0) +(y— 

y0) +(y ) ． 

令y=0，并把*~=2pro代入得x2-2xox+x~-p2=O， 

解得 l=Xo--p，X2 0 ，所以lMN l= 2 I=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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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JMN J是不变化，其为定值 ． 

(2)不妨设 M(xo-p，O)，N(xo+p，0)． 

由题2，l I：J OM l+『ON I，得2p=I I+ 

lxo+p l，所以 ≤ o≤p． 

0 到抛物线准线 一牛的距离d y0+牛= ， 二 ZD 

(3O 的半径I o I=、／ 、／ +(等 ) 
：  一

4
． 

‘

．’r> 瓤 +和4> +p2) <÷p ， 

又 ≤p <÷p (p>o)，所以r>d，即GO 与抛物 

线的准线总相交． 

遽 本题两问的结论都具有探索性，但难度不 

大，只要抓住圆锥曲线的常规运算技能与技巧都能较 

好地完成本题求解． 

七、结合多种圆锥曲线。考查圆锥曲线常规技能 

的应用 

多种圆锥曲线联合进行设计试题是广东近年高考 

命题的一大特色，2007年是圆与椭圆、2008年椭圆 

与抛物线 、2009年圆与抛物线 、2010年双曲线与椭 

圆、2011年圆与双曲线 ，看看从新课标实施 以来哪 
一 年考题是单独考查某一种曲线?因此，注重多种圆 

锥曲线联合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 

幽 已知双曲线G的中心在原点，它的渐近线 

与圆 一10x+20=0相切．过点 P(一4，0)作斜率为____1 

的直线l，使得l和 G交于A，B两点，和Y轴交于点 

C，并且点P在线段AB上，又满足I l·l船 I= 

lPC I ． 

(1)求双曲线 G的方程； 

(2)椭圆 s的中心在原点 ，它的短轴是 G的实 

轴．如果 s中垂直于1的平行弦的中点的轨迹恰好是 G 

的渐近线截在 S内的部分．求椭圆 S的方程． 

图围(1)设双曲线G的渐近线的方程为y ，则 

由已知可得__J— v 
， 所以 ：± ，即双曲线 G 

、／ 1 

的渐近线的方程为y= 1 ． 

设双曲线G的方程为 z ：m_由{y } 4)， 
／x~-4yz=_m 

3x2-8 一16 lm：0，则 + 庐— ，  ̂庐一 (★)． 

·

． l l·I船 I=lPc l ， A，日，c共线且P在线段 

离 20t2年第4瑚 



数学有数 

AB上 ． 

．

·

． ， A) 口 = ， c) ，整理得：4 慨 + 口+32= 

O，将(★)代入上式可解得 m=28． 

所以，双曲线的方程为著一手=1· 

(2)由题可设椭圆S的方程为：奇 =1(n> 
2、／丁)．下面我们来求ms中垂直于f的平行弦中点的 

轨迹．设弦的两个端点分别为 )，Ⅳ ：，y2)，MN的 

中点为P(xo,yo)．则 鬟 ：’ + 鲁唔 
盟口 ：0

． 

由于 一4， +x2=2x。，y,+y~=2yo，所以簧一 l— ， Z 

：0， 

所以，垂直于f的平行弦中点的轨迹为直线奇 
一
4y
，_ =0截在椭圆S内的部分． 

又由于这个轨迹恰好是 G的渐近线截在 S内的 

部分，所以 } 1，即a2=56，椭圆S的方程为 

28 砉 · 
匾翻本题建立在圆、椭圆与双曲线的基础上进 

行设计，求解时用到 了圆锥曲线中很多基础知识与基 

本技能，如：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通过渐近线方程 

设双曲线方程、将线段的长度关系转化为坐标关系、 

韦达定理、点差法等，虽然难度不大．但从知识点的 

覆盖上看是一道好题． 

八、结合函数、不等式、导数、数列考查圆锥曲 

线基本技能的灵活应用 

在广东命题的历史上，曾有过将圆锥曲线问题置 

于函数、导数、不等式之中，求解中不仅要拥有解几 

的基础知识与常规技能，还要熟练运用导数、函数、 

不等式．想想今年这种设计会不会再现，我们还是从 

“宁可信其有”的角度去作好准备吧! 

豳 已知一列椭圆 ： +告=l(0<6 <1，n=1，2， 
⋯ )若椭圆C上有一点 P ，使 P 到直线 f ： = 

—

当 的距离d 是1只 I与IP．G l的等差中项，其 、／l-6 ‘ 。 ’ ’ 

中 、G 分别是 的左、右焦点． 

(I)试证 ：b ≤ ≥1)； 

(Ⅱ)取 b = 

． 并用 
n+2 ’ ‘⋯ 

s 表示 Ap G 

的 面积 ，试证 ： 

Js1<．s2且 ．s <．s 

≥3)． 

I 

f 

L  

＼ 0 G“} r ～ 
＼ ／ ＼

～  ／  

(I)由题设及椭圆的定义，得2d =lPn I 

+1只Gn I_2 =1·设点只的坐标为 )，得 {三 

≤ 丰 ≤-j 2≤ 、／1_I6： 、／1_I6： 
1M'~-b．2<1， 

从而对任意 ≥I，6 ≤ ． 

(II)设 G c ，0)，则 c =1一b：，由 (I)得 ： 

—  一 1即％=一1—1
， 那么 (1 )：(1 )【l一( 、／

l_I6： Cn 、 一  一 cn 

一
1)2】，即 ：一X／(1-c1)(2c,'1)

一

， 

因此 ×2c ·y．=X／—(1-c2．)(—2c．-1)， 

由 ，：—_三 坌兰 ， 令 ，：0， 得。 ： 
X／(1-c2．)(2c．-1) 

(负数舍去)；由于 在c ∈(}， ) 

时为增函数；在 。 e( ，1)时为减函数． 

由题意 ，取 6 =— 2X／~  3
一

，
则 c =、／T二 = n+ l 

十Z n+Z 

是 增数 列 ，又知 cz= 3<—l+ x／i3-即 c
，，c2 e( ， 

)，于是 Js，< ．又 c = 4>—1+ X／]3-
， 即 ≥3 

时，c ∈( ，1)于是，可得 <s肿。 ≥3)． 

髓 本题涉及椭圆的定义、椭圆的几何性质、 

导函数在函数 中的应用及数列的基础知识等，在求解 

过程中有一点必须提出，也就是引入右焦点的坐标． 

利用半焦距进行运算，这是本题求解中的一大运算策 

略，离开这一点可能本题的第二问就无法解答． 

圆锥 曲线在高考中的命题通常是 “一大--4,”． 

今年到底如何?试题是否按我们的设想进行设计，我 

们将拭 目以待． 

(作者单位 ：中山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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