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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创新问题费析 

■中山市第一中学 许少华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 

达的不竭动力．”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年代里，创新也是 

一 种机遇，学生迎高考，关注创新试题是应该的也是必 

须的．君不见年年高考有新题，岁岁选拔有新招．也正是 

“新题”“新招”才将同学的成绩拉开距离，那么三角中 

会有什么样的新题呢?请看： 

创新点一：入手基础，挖掘概念深层内涵 

豳 l两个质点 ，Ⅳ在单位圆上，都A(1，0)从出发 

且都按逆时针方向运动，质点M每秒走过 弧度，质 

点Ⅳ每秒走过卢弧度(其中O< <7r)，如果两质点都 

在第 14秒时回到A点，并且在第2秒时均位于第二 

象限， 的值为 

逮璺 根据题意14a，14#均为27r的整数倍，故可 

设 14a=2mcr,14／3=2n仃(其中m,rt∈Z)，从而O／= = 

—

rt '／7
一

"

．因为0<a<／3<7r，得0<2 < <27r，又由于两点在第 

2秒时均位于第二象限，从而2 均在第二象限，即 

9T<2a<2fl<仃， 4<01 <手，也就是}< < 

___gtqT<手，得 <m<n< 7，于是m=2，n=3，故 = = 

丁377
，从而 =等+等= ． 
匮 本题是基本概念问题，主要考查终边相同角 

的表示．设计者将这一内容置于两质点的运动之中，求 

解时，要注意理解“两质点都在第 14秒时回到A点” 

所体现出来的数学内容的实质，透过这一实质完成求 

解．可以看 出，此题对这一概念进行 了深层次的挖掘， 

考查十分到位． 

创新点二：水乳胶溶，在向量中寻找落点 

圃 已知向量 =(1，1)，向量 与向量 夹角为 

孚 ，且 · 一1，若向量 与向量 =(1，o)的夹角为 

，向量 =(cosA，2cos )，其中A，C为AABC的内角， 

14 

且 B= 71"
，求In+ l的取值范围． 

圈 设 = ，y)，得 一1及 =1，解得 =(一 

1，o)或 ：(0，一1)．由向量 与向量 =(1，o)的夹角为 ，知 

：(0，一1)，由B： ，得 A+C： ，那么{ + I~=l(cosA， 

2cos2等一1)l2=cos +sin c=1+}cos(2A+})． 

Ca：f：o<a 芋 手<2A+ q'r<孚，得}≤1+ 1 

c。s(24+手)< ，故I + I的取值范围为【 ， 

孽 )． 

匮圆 “因为有了运算，向量的力量无限”，这是教 
材对向量的评价．三角与向量十分亲密，命题人常常将 

三角问题的“落点”放入向量之中．求解者不仅要有熟 

练的三角功底，同样要掌握向量的运算技能．本题很特 

别，三角与向量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也许都说不清哪 

个是重点，但从整个求解过程上看，三角还是 占了上风． 

创新点三：跨科结合，巧用三角物理背景 

l例 对于同一高度(足够高)两个定滑轮A、B，用 
一 条足够长的绳子跨过它们，并在两端分别挂有质量 

为m 、rrt m ≠m2)的物体，另在两个滑轮中间的一段绳 

子的0点处悬挂一物体，已知m-：mz=OB：OA，厶4OB= 

9O。且系统保持平衡 (滑轮半径、绳子质量均忽略不 

计)，则悬挂物体的质量为— — ． 

．  

如图，依题意，我们可以作出受力图，设两绳 

子oA，0 对物体 m的拉力分别为 ， ，物体 m方向 

向下 和 

重力 为 

F由 系 

统平衡 

条件知：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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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LBAO=a，则LABO=90。一 ，根据平行四边形法则， 

得 
f 。 + 。s(手 ， f 。 。i =0， 
I sin( 一 )+Esinot+ = ‘ 。 吣 m 

sinct= L
， 

一  

( 奇) 丽2m]m2， 
cos = zmI zm2 、／m12+m22 

即悬挂物体的质量为— 兰 ：． 
Vml2+m22 

遍 三角是求解问题的工具，这是人们的共识． 
这个工具不仅仅体现在数学上，也体现在其它学科之 

中．跨学科设计综合试题一直倍受高考命题人的关注， 

挖掘与利用三角的物理背景或以物理为栽体设计三角 

问题具有“新鲜感”．本题结合平衡条件产生三角方程 

是求解的重点，合理、准确地利用三角方程是本题转折 

点，稍有疏忽就会 出错． 

创新点四：星光灿烂。多参数的完美统一 

随 已知x,y是三角形的两边， 是同一个三角 
形 的 两 角 ， 且 之 间 满 足 下 列 关 系 

仨 篆 雅 
遵圃由{船m ’平方相加得 2==， 即三角形 

为等腰三角形．此时条件可转化为f si艘+c? ’再平 
方相加得 sin(or— 一1． 

·

‘

0<c~<0r，0<／3<~r，··· ]B一手，eP／3=a+争>手，因此 

卢为顶角，于是2 =仃，结合~--／3=一手，得Or= ，卢= 

3 ‘ 

圜 两个方程，四个未知数，虽然是同一个三角 
形的边与角，但并未指明“角对边”，初看本题很难入 

手，当认清条件后，．-j-~发现消去参数很重要，有了这 
一 步，便得到 了一个并不复杂的三角关系式，从而问题 

很快迎刃而解． ‘ 

创新点五：接轨时代。在探索中产生结论 

圃 在区间(0，手)内是否存在实数对(c，d)，使①sin 
(COSC)-~C；②c0s(si =d；~)c=sind同时成立?若存在，指 

出实数对(c， 可能的数量；若不存在，说明理由． 

l 
一  。 。 ●  ●  _ ’ ‘  _ 。  一  

i酾 甜 、：sinfc0 1 ． E『0． 1． 

任取 2 E【o，等】，且xl<x2，则O<co CO$~fl< ， 

那么 sin(cosx~)<sin(cosx1)，又 1 2，从而sin(cosx1) l> 

sin(cosx2)-x：，epf(x。) 2)，于是函数／ )在区『日1【0， 】单 

调递减，3Lf(O)=sinl>O,f(3仃-)一 <0，故函数 )在区 

间(0， )上与 轴有唯一交点，即存在唯一实数 c使 

sin(cosc)=c成立． 

同理可得在区间(0， )上存在唯一实数d，使 cos 

(sind)--d成立． 

由cos(sind)=d，得 sin[cos(sind)]=sind E(0， )，又因 

为在区间(0， )上存在唯一实数c使 sin(cosc)=c成立， 
I

‘ 

于是 c=sind． 

圈 存在性问题是近年出现的新型试题，在高考 
试卷中也时有出现．2008年理科卷第18题(文卷第20 

题)、2007年理科卷第18题(文卷第 19题)都是存在 

性问题．面对存在性问题，我们可以“假定结论存在”或 

“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进行推理，当出现矛盾时，结论不 

存在；否则，结论存在．本题充分利用了三角函数的单 

调性，紧紧地围绕着单调性促使问题获解． 

创新点六：紧跟课标，从研究中获得结果 

圃已知函数 )满足舯 嚣 ． 
(I)分别写出 E【0，1)时， 弓 )的解析式 )和 

E【1，2)时，y=f(x)的解析式 )；并猜想 ∈ n+1)， 

n>>--1，11,∈Z时，y专舷)的解析式 + )(用 和／7,表示) 

(不必证明)； 

(1I)当 = + ～ ≥一1， Ez)时， 弓 “ ．)， ∈ n+ 

1)，(n≥一1 z)的图像上有点列 A 【戈))和点列 曰 

(斛l +1))，线段A B肿2与线段 4 的交点cl肿J，求 

点c 的坐标( )，b 。 ))； 

(Ⅲ)在前面(I)、(Ⅱ)的基础上，请你提出一个关 

于点列C肿- z )，b ))的问题，并进行研究，写下你研 

究的过程． 

圜 (I E【o，1)时， 一1∈卜1，0)，得 ) 一1) 
+l=sin~r(x一1、+1=1一sin~rx． 

当 ∈[1，2)时， 一1 E[0，1)，得x-2∈【-1，0)， ) 

(x-1)+1=fix-2)+1+1=sincr(x-2)+2=2+sinc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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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凡， +1)，n~>-I，rt∈z时，得 一( +1)∈【一l，o)， 

数 

学 

有 

数 

猜涣0 l )=n+l+(一1) sincrx． 

(Ⅱ)当 =n+ 一时 +l(n+-})=n+1+(一1) sincr(n+ 

})=n，得A 。 +}，n)． 

又 n+1) 0)+n+1=凡+2 ： 一1)= +2，得 B +l(n+1，rt+ 

2)，A l(叶}，n)， l +1，n+2)，此时kA m +2=1， 

。 = ‰ + =4，所以c叶一是平行四边A ， ， 。 

对角线的交点，得 c叶 5
，n+手)． 

(Ⅲ)本小问具有开放性，可提出的问题较多，如： 

1．在(Ⅱ)的条件下，点 +。与 之间具有怎样 

的数量关系? 

答案： 。 、／2． 

2．在(Ⅱ)的条件下，点c叶 与 之间具有怎样 

的位置关系? 

答案：c 与 在直线 +}上． 

圈 本题将三角中的诱导公式与归纳推理联合 
设计试题，具有一定新颖性与较高的抽象性．第三问又 

是结论多样化的开放性问题．可以说与新课标跟得很 

紧，充分体现新课标精神与新课标理念．只要能克服抽 

象性，求解难度会有所下降． 

创新点七：联系实际。从生活中提炼精华 

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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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 15 18 21 24 

Y米 10．O l3．O 9．9 7．O 10．0 l3．0 lO．1 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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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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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出该港? 

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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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O 

7 

0 

16 

根据图像可考虑用函数y=Asin(tox+~P)来刻划水深与时 

间之间的对应关系，从图中数据可得出 =3，h=10， 

12． =0． 

由 =12，得 ~0---- ，故函数式为y=3sin + 
CU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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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勺水深 Y不小于 11．5米 ，由3sin +10≥ 

11．5 n I> 21
- - ~2kcr+ ≤ ~<2kcr ∈z)． 

由于0≤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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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出该港． 

圈 实际应用问题往往比较复杂，根据特点进行 
函数拟合而获得具体函数模型，最后利用这个函数模 

型来解决相应的实际问题是处理实际应用问题的一种 

常见的方法．由于现实生活中呈周期变化的现象很多， 

因而，借助三角函数来处理问题的方法必须掌握． 

创新点八：牵手导数，共谱难题新篇章 

圃 已知函数 )=4xs-3 2COS0+— ，其中 R，0 

． 为参数，且0≤ ≤要． 

(I)当 cos0=0时，判断函数 )是否有极值； 

(Ⅱ)要使函数／ )的极小值大于零，求参数0的取 

值范围； 

(Ⅲ)若对(Ⅱ)中所求的取值范围内的任意参数 

0，函数 )在区间(2a一1， 内都是增函数，求实数a的 

取值范围． 

圈 (I)当cosO=O时，， )=乱，+ ，则 )在(一 ， 

+。。)内是增函数，故无极值． 

(II ∽=12x -6xcosO=6x(2x-cosO)，令／ )=0，得 

1=0 = ．由o≤ ≤ 及(I)，只需考虑 c。s >0的 

情况． 

(一a。，o) O (0，下cos0) cosO (旦 ，+ 

∞ l 

f x) + O 0 

) 极大值 极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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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变化时 )的符号及 的变化晴况如上表· 

因此，函数 )在 ： 处取得极小值 下cos0)= 

一 }c。s30+ 1． 
要使 丁cosO)>o

，必有一 1 c。s +壶>0，可得o< 

c。s ，所以手< <手· 
(III)由(II)知，函数／ )在区间(一*，0)与(—c os—O

，+*) 

内都是增函数． 

由题设 ，函数／ )在(2 1， 内是增函数 ，则 a须满 

足不等艄  2a-

u

l<a, 

咖  
参数 

0E‘ 7"g，争)时，0<c。s <争· 
要使不等式2a-l>~ 1 c。s 关于参数 恒成立

，必 

有 a-l~  - 
， 

综上，解得 ≤0或}≤8<l，所以。的取值范围 
O 

C  

是(一*，0】tO【 ，1) 

露 三角命题常规都是以中档题为主，在试卷中 
的排列也较为靠前．它会不会联络其它内容在难度上 

进行“改革”呢?本题就是典范，它将函数、导数网络其 

中。以综合题的形式与考生见面，既有难度也颇具新 

意： 

好了，关于三角的创新试题就谈这么多．我们知道 

“新”与“旧”是相对的，今天是新题就是明天的旧题．随 

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高考制度的变化，新的试题会不 

断地涌现，它既代表着试题设计的新潮，又代表着未来 

的试题设计方向．欲在当今考试制度下获得胜利，钻研 

创新试题很有必要的． 

责任编校 徐国坚 

(上接第63页)9．下列有关甲处的说法，正确的有 

A．甲村可能面临的地质灾害是滑坡和火山 

B．在甲村地层中能找到大理石矿床 

C．甲村可能有温泉 

D．甲村的地层中不能找到化石 

10．下列地点中可能依次钻探到石油和承压水的 

是 

A．A和 B处 B．B和 A处 

C．甲和 B处 D．A和甲处 

1 1．我国庐山的地质构造属于图 10中的 

A．① 

图 1O 

B．② C．③ D．④ 

圈嘲  

1．C(从题意可以知道，a图中断崖在山顶，无 

瀑布；b图中就是形成瀑布，高度也不过 10米；c图 

中瀑布从 200米左右高度倾泻而下，与试题符合，d 

图中连溪流都没有，所以可排除ABD) 

一2．A(d图中的甲处位于低山丘陵地区的山脊顶 

端，有断崖存在，坡度极大，而我国南方多雨，因此 

甲处在多雨季节极易发生滑坡) 

3．B(等高线愈密集坡度愈大) 

4．c(首先根据纬度计算该地在冬至日正午的太 

阳高度，其次根据测量处两点相对高度计算出两地的 

水平距离) 

5．A(①河段等高线比②河、③河、④河所在河 

段密集，落差大，水流速度快，所以水位上涨最快) 

6．D(沿f和h，就是沿等高线进行选线，坡度 

比较平缓，投资比较少，安全，并且经过的居民点 

多，可以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7．B(褶皱构造的背斜顶部受到张力，常被侵蚀 

成谷地，而向斜由于槽部受挤压，物质坚实，不易被 

侵蚀，反而成为山岭) 

8．A (根据第 7题的解释，可知是由外力和内力 

共同作用的结果) 

9．C(甲处于岩石破碎，易受风化侵蚀作用，可 

以发育成湖泊，形成泉水) 

lO．B(因为B处属于背斜，有良好的储油构造， 

A处是向斜，储藏地下水，可以找到地下水) 

11．D (我国庐山属于断块山，相对上升形成地 

垒，所以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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