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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以上各种变式题的解决均是从函数的 

最值、值域或利用函数图象的角度解决考虑的．事实 

上，说到底仍是从两个集合关系的角度分析问题，当 

我们的学生能够从集合的观点看待有关任意性、存 

在性的问题时，他们能“宏观上站得高，微观上看得 

深”，相信他们不再 困惑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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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图表型应用问题的求解 

广东中山一中高中部 528403 许少华 

图表型应用题是近年高考中经常出现的一类 

新型试题，由于此类题的各种信息都体现在表中或 

图形中，通过对表中或图中信息的合理分析、准确应 

用方能产生结论，而这些信息又往往隐藏在一些杂 

乱的“信息堆”中，要求考生能“吸取精华”，因而有 

一 定的难度，本文例说此类问题的求解方法，希望对 

考生的复习能有所帮助． 

1 抓图象 逐个排查 

针对图象信息设计选项，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 

要你从中选择正确的选项，此类题较简单，求解时重 

在抓图象逐个排查． 

例 1 一般地，家庭用电量(千瓦时)与气温 

(O~C)有一定的关系，下面左、右两图分别表示一年 

l2个月的气温及某家庭在这l2个月的用电量，根据 

这些信息，以下关于家庭用电量与气温间关系叙述 

中，正确的是( ) 

1 2 3 4 5 6 7 8 91011 12 1 2 3 4 5 6 ， ILl 1I 12 

A．气温最高时，用电量最多； 

B．气温最低时，用电量最少； 

c．当气温大于某一值时，用电量随气温增高而 

增加； 

D．当气温小于某一值时，用电量随气温降低而 

增加； 

解析 经比较可发现二月份气温并非最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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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量却较大；一月份气温最低，而用电量却不是最 

小；由此可以排除 A、B；再考查五、六、七、八月份的 

气温逐步升高，而用电量也逐步升高；即知正确答案 

为 C． 

例2 一水池有 2个进水口，1个出水 El，进出 

水速度如图甲、乙所示．某天0点到 6点，该水池的 

蓄水量如图丙所示．(至少打开一个水口) 

给出以下 3个论断： 

① 0点到3点只进水不出水；② 3点到4点不进 

水只出水；③ 4点到6点不进水不出水．则一定能确 

定正确的论断是 

A．① B．①② c．①③ D．①②③ 

解析 从图象可知，0点到3点只进水不出水； 

3点到4点开一个进水与一个出水；4点到6点两个 

进水一个出水；比较上述说法可知答案为 A． 

2 抓表述 深入分析 

题目中给出一个问题，根据这个问题产生几个 

图形，要求从中选出最适合题意的图形，此类题，求 

解的关键要将题目的内容与图形紧密结合起来，抓 

表述深入分析． 

例 3 如下图，圆弧型声波 DFE从坐标原点 0 

向外传播．若 D是 DFE弧与 轴的交点，设 OD ： 

(0≤ ≤口)，圆弧型声波 DFE在传播过程中扫过 



平行四边形 OABC的面积为Y(图中阴影部分)，则 

函数 Y= )的图象大致是( )． 

解析 注意到Y与 的关系存在三个转折点， 

即当“声波 DFE’’过点 C；当“声波 DFE”过点A；当 

“声波 DFE”过点 B；观察四个选项即得答案． 

A B 

C D 

例4 某同学从家到学校，为了不迟到，先是 

跑，跑累了再走余下的路程，设这位同学在途中花的 

时间为t，离学校的路程为 d，下列四个图形中，能反 

映该同学行程的是( ) 

解析 由于 d表示离学校的路程，因此，“从家 

到学校”d的值在慢慢地接近于零，由此，排除 A、C； 

再看“先是跑，跑累了再走余下的路程”，说明“离学 

校的路程”先是快速变小，尔后，再慢慢地接近于 

零；于是，选 D． 

3 抓关系 促成运算 

所有的量及关系完全通过图形体现，包括有用 

的与无用的；对图形中各量及各种关系的分析与筛 

选是正确求解的关键． 

例5 据报道，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受沙漠化 

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下左图表示我国土地沙化总 

面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 

变化情况，由左图的相关信息，可将上述有关年代中我 

国年平均土地沙化面积在右图中图示为： 

260 

257 

253 

250 1950 197o 1990 20o0 

= 0．21(万平方公里)= 

21(百平方公里)，又由 

公里)=25(百平方公里) 

因此，图象如上图所示． 

例6 如图，三棱锥P— 

ABC的高 PO =8，AC=BC 

= 3，／ACB=30。，M、N分别 

在BC和 PO上，且 CM ： ， 

PN=2 ，则下面四个图象中 A 

大致描绘了三棱锥 N—AMC 

的体积 与 的变化关系( 

∈(0，3])的是( ) 

= 0．25(万平方 

A B C IJ 

解析 vN一 。=÷s 们·ⅣD= · · c 
· ACsin 30。·(8—2x)=÷ ·2x(8—2x)≤ 

『 1 ： 1．16：2 
8 【 2 J 8 

当且仅当2x=8—2 ，即 =2∈(0，3]时等 

号取得．故选 A． 

点评 在知识的交汇处设计命题，是最近高考 

的热点．这是一道以立几为背景考查函数、不等式知 

识的选择题．难度不大，但涉及到棱锥体积公式，极 

值定理求最值等基本知识与方法，同时考查了对图 

形语言(函数图象)的阅读理解能力． 

4 抓重点 以纲带 目 

“新题不难，难题不怪”这是高考命题原则．“多 

考怎么想，少考怎么算”，是近几年高考命题改革的 

方向之一．实际问题的一大特点是：信息量大、文字 

叙述较长，有时还会出现很多数据，面对这些信息要 

善于找主要矛盾、抓重点，以纲带目． 

例7 某市用水收费的方法是：水费 =基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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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费 +损耗费．若每月用水量不超过最高限量 

am 时，只付基本费8元和每户每月的定额损耗 c 

元；若用水量超过am 时，除了付同上的基本费和损 

耗费外，超过部分每 i11。付 b元的超额费，已知每户 

每月的定额损耗不超过 5元． 

该市一家庭今年第一季度的用水量和支付的 

费用如下表所示，根据上表中的数据求a,b、C的值． 

月份 用水量(立方米) 水费(元) 

1 9 9 

2 15 l9 

3 22 33 

解析 设用水量为xm ，支付费用为 Y元，则 Y 

： f8+c(0≤ ≤口) ，由于0<c≤5得8 
L8+b( 一a)+C( >a) 

<8+C≤13，因此，第二、三两月的用水量超过最高 

限量，由l8+6( 5一。)+c= 9得：6：2且2口： 
L8+6(22一a)+C=33 

C+19，再分析限量 a，若a<9，由8+2(9一a)+c 

= 9得2a=C+17与2a=C+19矛盾；因此a≥9， 

此时，由8+c=9得 C=1，所以a=10，故a=10， 

b = 2．C = 1． 

点评 本题通过认真分析题意，抓住“超过与 

不超过最高限量的付费方式不同”这一重点，会想 

到用分段函数来表示用水量与费用之间的函数关 

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有了这个发现，求解才 

可以顺利进行． 

例8 某跳水运动员进行 10m跳台跳水训练时， 

身体(看成一点)在空中的运动路线如下左图所示的 
一 条曲线(图中标出的数据为已知条件)，在跳某个规 

定动作时，正常情况下，该运动员在空中的最高处距 

水面10÷ m，入水处距池边的距离为4m，同时，运动 

员在距水面高度为5m以前，必须完成规定的翻腾动 

作，并调整好人水姿势，否则，就会出现失误． 

问：当该运动员调整好人水姿势时，与池边的距 

离恰为3- Tm，他此次跳水会出现失误吗? 

解析 建立如下右图所示的直角坐标系，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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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意设函数解析式为Y=ax +bx+c，最高点的纵 

坐标为 ，且经过点(2，一10)及原点，因此，得 

c = O

童。 
由于抛物线在)，轴的右侧，因而 一 >0，即口， 

口 

6的符号相反故抛物线的方程为y=一2 5 2+ 10
， 

当该运动员调整好人水姿势时，与池边的距离恰为 

3 m，此时， =3 3
— 2 = ， 

由)，=(一 )x了8+了10×詈=一163 
此时，运动员离水面的距离为 10一了16=了14< 

-3m一 ／ ＼ 

f 7"0 

⋯ ＼ Om l 1m 
点评 建立直角坐标系，将二次函数的关系式 

求出来是本题求解的重点，抓住它，问题就可以迎刃 

而解． 

5 抓特征 诱发联想 

特征是题 目的“个性”，是“此类题”区别于“彼 

类题”的标志．抓住特征，诱发联想，可以达到求解 

的目的． 

例 9 某港口的水深Y(米)是时间t(O≤t≤ 

24，单位：小时)的函数，下面是每天时间与水深关 

系表： 

t(小时) 0 3 6 9 12 15 18 21 24 

Y米 l0．O l3．0 9．9 7．O l0．0 13．0 l0．1 7．O l0．0 

(1)选一个函数来近似描述这个港口的水深与 

时间的函数关系． 

3—2 2 一 一 0 

= lI = 

口 6  C 
或 

一6 一 一 m了 o = = = 



 

(2)若船底离海底的距离不少于4．5米时是安 

全的，如果某船的吃水深度(船底与水面的距离)为 

7米，那么该船在一天中那几段时间可以安全地进 

出该港? 

解析 这是一道应1 

用性问题，可用的条件隐， 

藏在数据中；抓住数据特 

征，仔细观察所给数据，可 

以看出水深具有周期性． 

根据表中的数据作出图象(即散点图)，如右图，由图 

象可联想用函数Y=Asin(tox+ )+h来刻划水深与 

时间之间的对应关系． 

(1)设函数 Y=Asin( + )+h从图中数据 

可得出A：3，h：10，T=12， ：0；由 T=绝 ： 

12，得 = ,IT． 

故函数式为 =3sin +10． 

(2)由于某船的吃水深度为7米，又船底离海 

底的距离不少于4．5米时是安全的；因此，该船在一 

天中安全进出该港的水深Y不小于 11．5米，由3sin 

+10≥ 11．5 “ ,rrx≥ l

~2k,tr+詈≤ ≤2k,rr O O O 

+ (后∈z)． 

由于0≤ ≤24，得 1≤ ≤5或 13≤ ≤17． 

故某船一天中在 l点到5点及13点到17点两个 

时间段中都可以安全地进出该港． 

点评 实际应用问题往往比较复杂，抓住特 

点，诱发联想，并结合相关函数是顺利解答的关键． 

本题抓住了呈周期变化的特征，借助三角函数顺利 

完成求解． 

例 10 根据空气质量指数 API(为整数)的不 

同，可将空气质量分级如下表： 

API O ～5O 5l ～ l00 IO1 ～ 150 l5l 一2o0 201 ～250 25l一 300 >30o 

级别 I Ⅱ Ⅲl 1112 Ⅳ Ⅳ2 V 

状况 优 良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中度重污染 重度污染 

⑨ ⑨ ③ ⑧ ⑧ 

对某城市一年 (365 

天)的空气质量进行监 

测，获得的 API数据按照 

区间 [0，50]，(50，100]， 

(100，150]，(150，200]， 

(200，250]，(250，300]进行分组，得到频率分布直 

方图如下图 

(1)求直方图中 的值； 

(2)计算一年中空气质量分别为良和轻微污染 

的天数； 

(3)求该城市某一周至少有 2天的空气质量为 

良或轻微污染的概率． 

(结果用分数表示．已知 5 =78125，2 =128， 

I I + + =
堕

．365 =734- -I-1825 365 1825 1825 9125 9125 ⋯ +一 +一 =一  1n1 = 。 ’ - - 

X 5)． 

解析 (1)由图可知，50 =1一( + + 

+去+ )×5⋯ 一 ×50，解得 = 
1l9 

丽 ； 

(2)365 丽119 ×50+ 2 ×50)=2l9； 

(3)该城市一年中每天空气质量为良或轻微污 

染的概率~ 119 ×50+甭2 ×50= = 3
， 则空 

气质量不为良且不为轻微污染的概率1一÷=÷， 
一 周至少有两天空气质量为良或轻微污染的概率 1 

一 c；( ) ( )。一 ( ) ( ) = 篙． 
点评 本题的特征有二，其一是表 中的 API数 

据区间与对应的污染状况，抓住它，可将污染状况与 

直方图对应起来．其二是提示中给出的一串数据。抓 

住它，可以联想到频率之和为“1”的应用．显然，有 

了这 两点 ，结论 也就 不远 了． 

图表型应用题，是近年出现的新型应用问题．对 

这类题的求解方法探究，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望同行 

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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