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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员约皂原员约员，

原员约圆皂原员约员，

皂原员约圆皂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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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园约皂约员为所求援

第源期
3版 第一章能力测试题

一、选择题

员耀远.DCBCBA； 苑耀员圆.DDDDBC.
提示：

员.月越｛曾渣曾臆园，或曾逸圆｝，亦粤疑月越｛圆，猿｝援
故选阅援

圆.要使函数有意义，则
员原曾逸园，

曾屹园，
嗓 得

曾臆员，

曾屹园，
嗓 即曾臆员且

曾屹园，即函数的定义域为（原肄，园）胰（园，员］，
故选悦援
猿.函数澡越 枣（贼）是关于贼的减函数，故排除悦，阅.一开始，

澡随着时间t的变化而变慢；超过一半时，澡随着时间t的变
化而变快，故对应的图象为月，

故选月援

源.根据题意，粤越｛ 员
圆
，
员
猿
｝，则粤的子集为芰，｛ 员

圆
｝，

｛
员
猿
｝，｛

员
圆
，
员
猿
｝，

若月哿粤，则月是粤的子集，
若月越芰，即方程皂曾原员越园无解，此时皂越园，

若月越｛ 员
圆
｝，即方程皂曾原员越园的解为 员

圆
，此时皂越圆，

若月越｛ 员
猿
｝，即方程皂曾原员越园的解为 员

猿
，此时皂越猿，

若月越｛ 员
圆
，
员
猿
｝，即方程皂曾原员越园有两解，此时皂无解，

综上，可得皂的值组成的集合为｛园，圆，猿｝.
故选悦援
缘.疫 枣（圆）越园，枣（曾原员）跃园，亦 枣（曾原员）跃 枣（圆）.又疫 枣（曾）是偶

函数且在［园，垣肄）上单调递减，亦 枣（渣曾原员渣）跃 枣（圆），亦渣曾原员渣约圆，

亦原圆约曾原员约圆，亦原员约曾约猿，亦曾沂（原员，猿）.
故选月.
6.赠越渣曾原圆渣原圆越圆原曾原圆越原曾（原圆臆曾臆圆），亦赠沂［原圆，圆］，即

函数赠越渣曾原圆渣原圆（原圆臆曾臆圆）的值域为［原圆，圆］，亦酝越晕援
故选粤援

7.利用配方法化简可得赠越 原曾
圆
垣源曾垣圆

摇姨 越 原（曾原圆）
圆
垣远

摇姨 ，

亦园臆赠臆 远摇
姨 .

故选阅援

8.因为当k<0时，反比例函数赠越 噪
曾
在（园，垣肄）上是增

函数，所以葬垣员约园，即葬约原员.
故选阅.

9.疫赠越曾
圆
原圆渣曾渣垣员，亦函数为偶函数.令贼越渣曾渣，亦赠越贼

圆
原圆贼垣员越

（贼原员）
圆
，亦函数在（园，员）上递减，在（员，垣肄）上递增.由偶函

数的对称性可知，函数赠越曾
圆
原圆渣曾渣垣员的减区间为（原肄，原员）和

（园，员）援
故选D援

员园.由题意知赠越曾
圆
原圆曾垣员越园，则曾越员；赠越曾

圆
原圆曾垣员越源，则

曾越原员或曾越猿；赠越曾
圆
原圆曾垣员越员远，则曾越原猿或曾越缘.所以孪生函数的

定义域分别为｛员，原员，原猿｝，｛员，原员，缘｝，｛员，猿，原猿｝，｛员，猿，缘｝，
｛员，原员，猿，原猿｝，｛员，原员，猿，缘｝，｛员，原猿，缘，原员｝，｛员，原猿，缘，猿｝，
｛员，原员，猿，原猿，缘｝，共有怨个，

故选阅援
员员.疫函数 枣（曾）是定义在砸上的奇函数，亦枣（原曾）越原枣（曾），

其图象关于原点对称，在对称区间其单调性相同援对于（员），

枣（原园）越原 枣（园）圯 枣（园）越园，故正确；对于（圆），枣（原圆）越原 枣（圆）圯

枣（圆）越原员，故错；对于（猿），因为奇函数的图象关于原点对

称，所以若 枣（曾）在［员，垣肄）上为减函数，则 枣（曾）在（原肄，

原员］上也为减函数，故错；对于（源），其图象关于原点对称，

枣（曾）在（园，垣肄）上有最小值原皂，则 枣（曾）在（原肄，园）上有最

大值皂，故正确援
故选月援

员圆.疫函数 枣（曾）为奇函数，且在区间（园，垣肄）上单调递

增，亦在区间（原肄，园）上也单调递增援疫 枣（原员）越园，亦 枣（员）越园，

亦当曾约原员时，枣（曾）约园；当原员约曾约园时，枣（曾）跃园；当园约曾约员时，

枣（曾）约园；当曾跃员时，枣（曾）跃园，亦当原员约曾约园，或园约曾约员时，枣
（曾）
曾 约园援

故选悦援
二、填空题

员猿.依圆； 员源.4；

员缘.5； 员远.原苑.
提示：

员猿.由葬
圆
原员越猿，得葬越依圆.

员源.疫函数 枣（曾）越
源原曾，曾逸园，

曾垣源，曾约园，嗓 亦 枣（原源）越原源垣源越园，

枣（枣（原源））越 枣（园）越源原园越源援
故答案为源援

员缘.函数 枣（曾）越曾
圆
原圆葬曾垣遭（葬跃员）的对称轴方程为曾越葬跃员，

所以函数 枣（曾）越曾
圆
原圆葬曾垣遭在［员，葬］上为减函数.又函数 枣（曾）

在［员，葬］上的值域也为［员，葬］，

则
枣（员）越葬，

枣（葬）越员，嗓 即
员原圆葬垣遭越葬淤，

葬
圆
原圆葬

圆
垣遭越员于.

嗓 由淤，得遭越猿葬原员. 代入

于，得葬
圆
原猿葬垣圆越园，解得葬越员（舍），或葬越圆.把葬越圆代入遭越猿葬原员，

得遭越缘.故答案为缘.

员远.由题意可知 枣（原远）越原 枣（远）越原源，枣（原猿）越原 枣（猿）越员，

亦圆 枣（原远）垣 枣（原猿）越原苑.
三、解答题

员苑.解：（员）由 枣（曾）越 曾垣员摇
姨 垣 员

圆原曾摇
姨

，得
曾垣员逸园，

圆原曾跃园，嗓 解

得原员臆曾约圆.

疫早（曾）越曾
圆
垣员逸员，亦粤越｛曾渣原员臆曾约圆｝，月越｛赠渣赠逸员｝.

（圆）由（员），得CU月越｛赠渣赠约员｝，亦粤疑（CU月）越｛曾渣原员臆曾约员｝.

员愿.解：（员）函数的定义域为｛曾渣曾屹园｝，

又枣（原曾）越 员
（原曾）

圆 越
员
曾
圆 越枣（曾），则函数枣（曾）是偶函数.

（圆）当曾跃园时，设园约曾员约曾圆，

则枣（曾员）原枣（曾圆）越
员
曾
圆

员

原 员
曾
圆

圆

越
曾
圆

圆原曾
圆

员

曾
圆

员曾
圆

圆

越
（曾员垣曾圆）（曾圆原曾员）

曾
圆

员曾
圆

圆

，

疫园约曾员约曾圆，

亦园约曾员垣曾圆，曾圆原曾员跃园，

则枣（曾员）原枣（曾圆）越
（曾员垣曾圆）（曾圆原曾员）

曾
圆

员曾
圆

圆

跃园，

则枣（曾员）跃枣（曾圆），

即函数枣（曾）在（园，垣肄）上是减函数援

员怨.解：（员）由员原曾
圆
屹园，得曾屹依员，即 枣（曾）的定义域为｛曾渣

曾屹依员｝.
（圆）枣（曾）为偶函数.疫 枣（曾）的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

且 枣（原曾）越枣（曾），亦枣（曾）为偶函数.

（猿）证明：枣（曾）越 员垣曾
圆

员原曾
圆 越

圆原（员原曾
圆
）

员原曾
圆 越 圆

员原曾
圆 原员，设员约曾员约

曾 圆，则 枣（曾 员）原 枣（曾 圆）越
圆

员原曾
圆
员

原 圆
员原曾

圆
圆

越圆［
曾
圆
员原曾

圆
圆

（员原曾
圆
员）（员原曾

圆
圆）
］越

圆（曾员原曾圆）（曾员垣曾圆）
（员原曾员）（员垣曾员）（员原曾圆）（员垣曾圆）

.疫员约曾 员约曾 圆，亦曾 员原曾 圆约园，员原曾 圆约

园，员原曾员约园，则 枣（曾员）原 枣（曾圆）约园，即 枣（曾员）约 枣（曾圆），则函数 枣（曾）

在（员，垣肄）上是增函数.
圆园.解：（员）疫 枣（曾）是砸上的奇函数，

亦曾越园时，枣（园）越园.设曾约园，则原曾跃园，
而 枣（曾）越原枣（原曾）越原［曾（员原曾）］越曾（曾原员）援

亦 枣（曾）越
原曾（员垣曾），曾跃园，

园， 曾越园，

曾（曾原员），曾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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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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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由（员）知，枣（曾）的图象如
右图所示.

由图象易知 枣（曾）单调递减，

亦 枣（员原皂）垣枣（员原皂
圆
）约园，即 枣（员原皂）约枣（皂

圆
原员），

亦员原皂跃皂
圆
原员，

亦皂
圆
垣皂原圆约园，即（皂原员）（皂垣圆）约园，亦原圆约皂约员援

故原不等式的解集为（原圆，员）.

圆员.解：（员）枣（曾）越 曾
圆
垣圆曾垣缘
曾垣员 越曾垣员垣 源

曾垣员
，设怎越曾垣员，曾沂

［园，猿］，员臆怎臆源，

则赠越怎垣 源怎
，怎沂［员，源］援

由已知性质，得当员臆怎<圆，即园臆曾<员时，枣（曾）单调递

减，所以减区间为［园，员）；

当圆臆怎臆源，即员臆曾臆猿时，枣（曾）单调递增，所以增区

间为［员，猿］.
由 枣（员）越源，枣（园）越 枣（猿）越缘，得 枣（曾）的值域为［源，缘］援
（圆）疫早（曾）越圆曾垣葬为增函数，故早（曾）沂［葬，葬垣远］，曾沂［园，猿］援
由题意，枣（曾）的值域是早（曾）的值域的子集，

亦
葬垣远逸缘，

葬臆源，嗓 亦原员臆葬臆源.

圆圆.解：因为对于任意的正实数曾，赠，都有 枣（曾赠）越枣（曾）垣

枣（赠），所以令曾越赠越员，则 枣（员伊员）越 枣（员）垣 枣（员）越圆 枣（员），所以

枣（员）越园.

（员）令赠越 员曾
，得 枣（曾·员

曾
）越 枣（员）越 枣（曾）垣 枣（ 员

曾
）越园，

所以 枣（ 员
曾
）越原 枣（曾）.

（圆）任取曾员，曾圆沂（园，垣肄），且曾员约曾圆，则
曾圆
曾员
跃员，则 枣（

曾圆
曾员
）约园.

又由（员），知原 枣（曾）越 枣（ 员
曾
），亦 枣（曾圆）原 枣（曾员）越 枣（曾圆）垣

枣（ 员
曾员
）越 枣（

曾圆
曾员
）约园，亦 枣（曾圆）约 枣（曾员），亦 枣（曾）为（园，垣肄）上的减

函数.

（猿）疫 枣（员）越 枣（圆伊 员圆
）越 枣（圆）垣 枣（ 员

圆
）越园，枣（ 员

圆
）越员，

亦 枣（圆）越原员，亦 枣（源）越 枣（圆伊圆）越圆 枣（圆）越原圆，

亦 枣（圆）垣 枣（缘原曾）逸原圆等价于 枣（员园原圆曾）逸 枣（源）.

疫 枣（曾）在（园，垣肄）上为减函数，

亦
员园原圆曾跃园，

员园原圆曾臆源，嗓 解得猿臆曾约缘，

亦原不等式的解集为｛曾渣猿臆曾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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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员.员 集合的含义与表示

员.悦. 2.阅. 3.悦. 4.B.
5.（1）沂；埸；（2）埸；（3）埸；沂.
6.A.

7.（员）｛曾渣曾越 员
圆
灶原员，灶沂晕

*
，且灶臆源｝；

（圆）｛（曾，赠）渣曾垣赠越猿，曾，赠沂晕｝；

（猿）｛曾沂砸渣曾
圆
原员远越园｝；

（源）｛曾沂在渣员园约曾约员园园｝援
员.员.圆 集合间的基本关系

1.月. 2.C. 3.A. 4.C. 5.悦. 6.源.
7.悦芴粤芴月. 愿.B.

员.员.猿 集合的基本运算

员.C. 2.悦. 3.｛猿，缘｝. 4.A. 缘.C. 远.A. 苑.B.

8.｛圆，源｝. 怨.A.

10.解：CRA越｛x|x臆原2或x逸3｝，

由（CR粤）疑月越月，得月哿CR粤，亦皂垣怨臆原圆，或皂逸猿，

亦皂的取值范围是｛皂渣皂臆原员员，或皂逸猿｝援

3版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一）

基础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BBBBDA.
提示：

猿.全集哉越｛园，员，圆，猿，源｝，集合 粤 越｛员，圆，猿｝，月越｛圆，猿，

源｝，亦CU月越（园，员），所以粤疑（CU月）越｛员｝.
故选月.

4.｛x|曾
圆
=1｝=｛-1，1｝，另外三个集合都是｛1｝.

故选B.

远.由题意全集哉越｛员，圆，猿，源，缘，远，苑，愿，怨｝，粤哿哉，月哿

哉，且月疑CU粤越｛员，怨｝，粤疑月越｛圆｝，CU粤疑CU月越｛源，远，愿｝，可画
Venn图如图1，得粤越｛圆，猿，缘，苑｝，月越｛员，圆，怨｝.

故选粤.

U

4 8

6

123，5

7 9BA

图 1
二、填空题

苑.｛远，愿，员园｝；

愿.8.
提示：

苑.图中阴影部分对应的集合为 CB（粤疑月），粤疑月越

｛圆，源｝，故CB（粤疑月）越｛远，愿，员园｝.故填｛远，愿，员园｝.

8.由条件得A胰B=｛-1，0，2｝，所以A胰B的子集有8个援
三、解答题

怨.解：因为圆沂酝，

所以猿曾
圆
垣猿曾原源越圆，或曾

圆
垣曾原源越圆.

当猿曾
圆
垣猿曾原源越圆，即3x

圆
+3x-6=0时，解得曾越原圆，或曾越员.

经检验，可知曾越原圆，曾越员都不满足元素的互异性，所以
舍去；

当曾
圆
垣曾原源越圆，即x

圆
+x-6=0时，解得曾越原猿，或曾越圆.

经检验，可知曾越原猿，曾越圆都符合题意援
所以曾越原猿，或曾越圆.
员园.解：（员）疫酝越｛曾渣曾原猿逸园｝越｛曾渣曾逸猿｝，晕越｛曾渣原员臆曾约源｝，

亦酝疑晕越｛曾渣猿臆曾约源｝，酝胰晕越｛曾渣曾逸原员｝援
（圆）疫全集哉越砸，酝越｛曾渣曾逸猿｝，晕越｛曾渣原员臆曾约源｝，

亦CUN越｛x渣曾逸源，或曾约原员｝，则（CU晕）疑酝越｛曾渣曾逸源｝援

员1.解：集合粤越｛曾渣圆约曾约愿｝，集合月越｛曾渣葬约曾约圆葬原圆｝，
因为月哿粤，
所以当月越芰时，葬逸圆葬原圆，解得葬臆圆；

当月屹芰时，需满足
葬约圆葬原圆，

葬逸圆，

圆葬原圆臆愿，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解得圆约葬臆缘.
综上，实数葬的取值范围是葬臆缘.
员圆.解：（员）疫集合粤越｛曾渣原圆约曾臆圆｝，月越｛曾渣曾跃员｝，

亦粤胰月越｛曾渣曾跃原圆｝.
因为CU月越｛曾渣曾臆员｝，

亦粤疑（CU月）越｛曾渣原2约曾臆员｝.

（圆）疫粤疑悦屹芰，粤越｛曾渣原圆约曾臆圆｝，悦越｛曾渣曾臆糟｝，

亦糟跃原圆.
所以实数糟的取值范围是糟跃原圆援

提升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DCB阅B阅.
提示：

圆.疫粤越｛曾渣曾
圆
垣曾原远越园｝越｛原猿，圆｝，粤胰月越粤，则月哿粤 援

若皂越园，则月越芰，满足要求；若皂屹园，则月越｛曾渣曾越原 员皂
｝，

则皂越 员猿
，或皂越原 员圆 援

综上，皂的取值组成的集合为｛园，员猿
，原 员圆

｝援

故选悦援

猿.由题中的灾藻灶灶图可得阴影部分的元素既属于酝，

又属于孕，但不属于晕，故阴影部分表示的集合为酝疑

孕疑CI晕越酝疑（孕疑CI晕）援
故选月援

源.由已知得孕越｛圆，员，源，远，猿，愿｝，故集合孕的真子集的

个数为圆
远
原员越远猿援

故选D.
缘.满足条件的集合酝至少含有员，圆，猿这猿个数，且是集

合｛员，圆，猿，源，缘，远｝的真子集，所以集合酝越｛员，圆，猿｝或酝越
｛员，圆，猿，源｝或酝越｛员，圆，猿，缘｝或酝越｛员，圆，猿，远｝或酝越｛员，圆，猿，

源，缘｝或酝越｛员，圆，猿，源，远｝或酝越｛员，圆，猿，缘，远｝，共苑个.故选月.
远.两个集合的交集还是一个集合，因为酝，晕是两个

点集，而粤选项是曾，赠的值，月选项是一个点，所以粤，月都不
对；悦选项虽是集合但不是点集，所以悦不对.

故选阅.
二、填空题

苑.4；

8.｛0，圆，3｝.
提示：

7.因为A疑B=｛4｝，所以4沂A，故x越4.

8.酝越｛x|远x
2
-5x+1=0｝=｛ 员

3
，

员
圆
｝，P=｛x|ax=1｝，P哿M，

亦P=芰，P=｛ 员
3
｝或P=｛ 员

圆
｝，亦a=0或a=3或a=2援亦a的取值集

合为｛0，2，3｝援

三、解答题

怨.解：（员）要使粤为空集，方程应无实根，应满足
葬屹园，

驻约园.嗓
解得葬跃 怨愿

为所求.

（圆）当葬越园时，方程为一元一次方程，有一解曾越 圆猿
；

当葬屹园时，方程为一元二次方程，使集合粤只有一个

元素的条件是驻越园，解得葬越 怨愿
，此时曾越 源猿 .

亦葬越园时，粤越｛ 圆
猿
｝；葬越 怨愿

时，粤越｛ 源
猿
｝.

10.解：如图2所示，设只参加赛跑、只参加跳跃、两项

都参加的人数分别为a，b，x.

（x）
（a） （b）
（源）

赛跑 跳跃

根据题意有

a垣x越20，

b垣x越11，

a垣b垣x越30原4.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解得x越5，即两项都参加的有5人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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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圆.员 函数的概念

1.月. 2.D. 3.阅. 4.B. 5.粤. 6.猿垣 圆摇
姨 .

7.D. 8.A. 9.C.

10.（1）［1，2）胰（2，+肄）；（2）（-1，+肄）.

11.悦. 12.月.

员.圆.圆 函数的表示法

1.D. 2.3；2. 3.月. 4.D. 5.C. 6.B. 7.C. 8.B.

答案详解（第1～4期）圆园19年 7月 3日

O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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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原猿，员）. 10.B.
11.略.

1圆 .解：（员）疫 枣（曾）垣圆 枣（ 员
曾
）越曾，将原式中的曾与 员

曾

互换，得 枣（ 员
曾
）垣圆 枣（曾）越 员

曾 .于是得关于 枣（曾）的方程组

枣（曾）垣圆枣（ 员
曾
）越曾，

枣（ 员
曾
）垣圆 枣（曾）越 员曾

，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解得 枣（曾）越 圆猿曾原
曾
猿
（曾屹园）援

（圆）疫 枣（曾）垣圆 枣（原曾）越曾
圆
垣圆曾，将 曾换成原曾，得 枣（原曾）垣

圆 枣（曾）越曾
圆
原圆曾，亦将以上两式消去 枣（原曾），得猿 枣（曾）越曾

圆
原远曾，

亦 枣（曾）越 员猿 曾
圆
原圆曾.

3版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二）

基础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BC月BAC.
提示：

员.淤中当曾跃园时，每一个曾的值对应两个不同的赠值，因

此不是函数图象；于中当曾越曾园时，赠的值有两个，因此不是

函数图象；盂榆中每一个曾的值对应唯一的赠值，因此是函

数图象.
故选月.

圆.选项粤前者的定义域为｛曾渣曾屹猿｝，而后者的定义域

为砸；选项月前者的对应关系为赠越渣曾渣原员而后者为赠越曾原员；选

项阅前者的对应关系为赠越圆曾垣员而后者为赠越圆曾原员援
故选悦援

3.令猿曾垣圆越贼，得到曾越 贼原圆猿
，故 枣（贼）越猿（贼原圆）垣愿越猿贼垣圆，故

枣（曾）越猿曾垣圆援
故选月援

源.疫函数 枣（曾）越渣曾原员渣原员（曾沂｛园，员，圆，猿｝），亦 枣（曾）分别是

园，原员，园，员，则函数 枣（曾）的值域是｛原员，园，员｝援
故选月援

缘.疫 枣（葬）垣 枣（员）越园，亦 枣（葬）越原 枣（员）越原圆，亦圆葬越原圆，或葬垣

员越原圆，解得葬越原员（舍去），或葬越原猿.
故选A.

远.因为函数 枣（曾）的定义域为［园，员］，则园臆圆曾臆员，且

园臆曾垣 员
猿 臆员，即园臆曾臆 员

圆
，且原 员

猿 臆曾臆 圆
猿
，解得园臆曾臆

员
圆
，所以函数 枣（圆曾）垣 枣（曾垣 员猿

）的定义域为［园，员圆
］.

故选悦.
二、填空题

苑. 枣（曾）越原圆曾原猿，或 枣（曾）越圆曾垣员；

愿.［原缘，园］胰［圆，远）；［园，垣肄）.
提示：

苑.由题意，设 枣（曾）越葬曾垣遭（葬屹园），则 枣（枣（曾））越枣（葬曾垣遭）越

葬（葬曾垣遭）垣遭越葬
圆
曾垣葬遭垣遭越源曾垣猿.

亦
葬
圆
越源，

葬遭垣遭越猿，
嗓 解得

葬越原圆，

遭越原猿，嗓 或
葬越圆，

遭越员.嗓
故所求 枣（曾）越原圆曾原猿，或 枣（曾）越圆曾垣员.

8.观察图象可得.
三、解答题

怨.（员）不相等.因为 枣（曾）越 曾
圆
原源

曾原圆 越曾垣圆
（曾屹圆），而早（曾）越曾垣

圆的定义域为砸，所以它们的定义域不同，故不相等.

（圆）相等.因为 枣（曾）越 （曾垣圆）
圆摇姨 越渣曾垣圆渣，它与早（曾）越渣曾垣圆渣

的对应关系、定义域相同，所以它们是相等的.

（猿）不相等.因为枣（曾）越 曾垣员摇
姨 · 曾原员摇

姨 的定义域为｛曾渣曾逸

员｝，早（曾）越 （曾垣员）（曾原员）摇
姨 的定义域为｛曾渣曾臆原员，或曾逸员｝，

两函数的定义域不同，故不相等.

10.解：（员）因为函数 枣（曾）越

枣（曾垣员），原圆约曾约园，

圆曾垣员， 园臆曾约圆，

曾
圆
原员， 曾逸圆，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所以枣（原 猿圆
）越枣（原 猿圆 垣员

）越枣（原 员圆
）越枣（原 员圆 垣员

）越枣（ 员
圆
）越圆.

（圆）当园约葬约圆时，由 枣（葬）越圆葬垣员越源，解得葬越 猿圆
；

当葬逸圆时，由枣（葬）越葬
圆
原员越源，得葬越 缘摇

姨 ，或葬越原 缘摇
姨 （舍去）.

综上，实数葬的值为 猿
圆
，或 缘摇

姨 援

员1.解：（员）当曾逸员时，赠越赠
圆
员越（曾垣圆）

圆
；

当曾约员时，赠越赠圆垣圆越曾
圆
垣圆.

故赠越
（曾垣圆）

圆
，曾逸员，

曾
圆
垣圆，曾约员.

嗓
（圆）当曾逸员时，由（曾垣圆）

圆
越员远，解得曾越圆，或x=原远（舍去）；

当曾约员时，由曾
圆
垣圆越员远，

解得曾越原 员源摇姨 ，或x= 员源摇姨 （舍去）.

故曾越圆，或曾越原 员源摇
姨 .

员2.解：（员）由题意，设 枣（曾）越葬曾
圆
垣遭曾垣糟（葬屹园）.

疫 枣（园）越员，亦糟越员，则 枣（曾）越葬曾
2
垣遭曾垣员.

疫 枣（曾垣员）原 枣（曾）越葬（曾垣员）
圆
垣遭（曾垣员）垣员原葬曾

圆
原遭曾原员越圆葬曾垣葬垣

遭越圆曾，亦圆葬越圆，葬垣遭越园，

亦葬越员，遭越原员，故 枣（曾）越曾
圆
原曾垣员.

（圆）枣（曾）越曾
圆
原曾垣员越（曾原 员圆

）
圆
垣 猿源
，

亦 枣（曾）在［原员，员］上的最大值为猿，最小值为 猿
源
，

即所求值域为［
猿
源
，猿］.

提升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BCBC悦D.
提示：

员.令 员
曾 越贼
，则曾越 员贼

，枣（贼）越

员
贼

员原 员贼

越 员
贼原员
，亦 枣（曾）越 员

曾原员 援

故选月援

圆.注意理解两坐标轴泽，贼的含义，这里泽是指距起点的

距离，不是路程的累加，结合题意可知悦符合.
故选悦.

猿.由图象知，选项粤，阅中定义域不是｛x|-3臆x臆8，x屹

5｝，排除A，D.选项C中，出现一个x对应三个y，所以不是函

数，故排除C.
故选B.

4.要使函数有意义，则
曾原 员圆 屹园，

曾垣圆逸园，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即
曾屹 员

圆
，

曾逸原圆，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即曾逸原圆

且曾屹 员
圆
，即函数的定义域为［原圆，员圆

）胰（ 员
圆
，垣肄）援

故选悦援

缘.由函数 枣（圆曾垣员）的定义域为（原圆，员圆
），得原圆约曾约 员

圆
，

所以原猿约圆曾垣员约圆，从而得函数 枣（曾）的定义域为（原猿，圆）援

故选悦援

远.疫枣：曾寅曾表示把A中的元素曾映射到集合B中仍为曾，

亦A越B援又疫集合A越｛葬
圆
原源葬，原员｝，B越｛遭

圆
原源遭垣员，原圆｝，亦葬

圆
原源葬越原圆，

且遭
圆
原源遭垣员越原员，即葬，遭是方程曾

圆
原源曾垣圆越园的两个根，故葬垣遭越源援

故选阅援

二、填空题

苑. 枣（曾）越圆曾垣 愿猿
，或 枣（曾）越原圆曾原愿；

愿.员愿.

提示：

苑.设 枣（曾）越葬曾垣遭（葬屹园），则 枣（ 枣（曾））越 枣（葬曾垣遭）越葬
圆
曾垣

葬遭垣b越源x+8.

亦
葬
圆
越源，

葬遭垣遭越愿，
嗓 解得

葬越圆，

遭越 愿猿
，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缮设
设
设
设

或
葬越原圆，

遭越原愿.嗓

愿.因为 枣（曾）垣 枣（ 员
曾
）越 曾垣猿

曾垣员 垣

员
曾 垣猿

员
曾 垣员

越 曾垣猿
曾垣员 垣

员垣猿曾
员垣曾 越源，又

枣（员）越圆，则皂垣灶越 枣（员）垣［枣（圆）垣 枣（ 员
圆
）］垣［枣（源）垣 枣（ 员

源
）］垣

［枣（愿）垣 枣（ 员
愿
）］垣［枣（员远）垣 枣（ 员

员远
）］越圆垣员远越员愿.

三、解答题

怨.解：（员）疫函数 枣（曾）越 猿原曾摇
姨 垣 员

曾原圆
，且偶次根号下被

开方式要大于等于园，分母不为园，亦
猿原曾逸园，

曾原圆屹园，嗓 解得曾臆猿，且

曾屹圆，故函数 枣（曾）的定义域为｛曾渣曾臆猿，且曾屹圆｝援

（圆）疫葬约园，枣（曾）越 猿原曾摇
姨 垣 员

曾原圆
，亦 枣（葬）越 猿原葬摇

姨 垣 员
葬原圆
，

枣（葬原员）越 猿原（葬原员）摇
姨 垣 员

（葬原员）原圆 越 源原葬摇
姨 垣 员

葬原猿 .

员园.解：（员）疫 枣（原圆）越员原圆伊（原圆）越缘，

亦 枣（枣（原圆））越 枣（缘）越源原缘
圆
越原圆员.

（圆）当葬沂砸时，葬
圆
垣员逸员跃园，亦 枣（葬

圆
垣员）越源原（葬

圆
垣员）

圆
越原葬

源
原

圆葬
圆
垣猿（葬沂砸）.

（猿）当原源臆曾约园时，枣（曾）越员原圆曾，亦员约 枣（曾）臆怨；

当曾越园时，枣（曾）越圆；

当园约曾约猿时，枣（曾）越源原曾
圆
，亦原缘约 枣（曾）约源.

综上，得当原源臆曾约猿时，函数 枣（曾）的值域是（原缘，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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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猿.员 单调性

员.A. 2.D. 3.B. 4.粤. 5.悦援

6.（1）单调增区间是［原1，垣肄），单调减区间是（原肄，

原1）；

（2）单调增区间是（原肄，a2
］，单调减区间是（

a
2
，垣肄）；

（3）单调增区间是［ 1
2
，垣肄），单调减区间是（原肄，12

）；

（4）单调增区间是（原肄，原2）和（原2，垣肄），无减区间.

答案详解（第1～4期）答案详解（第1～4期）圆园19年 7月 3日 圆园19年 7月 3日

员.猿.员 最大（小）值

员.C. 圆.阅. 猿.悦. 源.月.

缘.原员.

远.员缘；原员.

苑. 枣（曾）皂葬曾越圆，枣（曾）皂蚤灶越
缘
源 .

员.猿.圆 奇偶性

1.B. 2.月. 3.阅.

4.｛曾渣原员约曾约员｝援

5.解：（员）设曾员，曾圆是砸上的任意两个不相等的实数，

且曾员约曾圆，则 枣（曾员）原枣（曾圆）越（原圆曾1+皂）原（原圆曾 圆垣皂）越圆（曾 圆原曾员）援

疫曾员约曾圆，亦曾圆原曾员跃园，亦 枣（曾员）跃 枣（曾圆），亦函数 枣（曾）在砸上是减

函数援
（圆）疫函数 枣（曾）是奇函数，亦对任意曾沂砸，有 枣（原曾）越

原枣（曾），亦圆曾垣皂越原（原圆曾垣皂）援亦皂越园.

6.（原圆，园）胰（圆，缘］.

3版 同步分层能力测试题（三）

基础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BCCCBD.
提示：

员.赠越员是常数函数，所以不具有单调性；赠越原曾
圆
原圆曾原员在

（原肄，原员）上是单调递增函数；赠越员垣曾
圆
在（园，垣肄）上是单调

递增函数援
故选月援

圆.由图象可知此函数的最小值是枣（原圆），最大值是圆援
故选悦援

3.疫若 枣（曾）为增函数，g（曾）为减函数，则 枣（曾）+g（曾）的

增减性不确定.
例如 枣（曾）=x+2为R上的增函数，

当g（曾）=- 1
2 x时，则 枣（曾）+g（曾）= x

2 +2为增函数；

当g（曾）=-3x时，则 枣（曾）+g（曾）=-2x+2为减函数.

亦不能确定 枣（曾）+g（曾）的单调性.
故选悦.

源.所给二次函数的对称轴为曾越猿，且开口向上，故为

先递减再递增.
故选悦.

缘.疫函数 枣（曾）越（皂原员）曾
圆
垣（皂原圆）曾垣（皂

圆
原苑皂垣员圆）为偶函

数，亦 枣（原曾）越 枣（曾），亦（皂原员）曾
圆
原（皂原圆）曾垣（皂

圆
原苑皂垣员圆）越（皂原

员）曾
圆
垣（皂原圆）曾垣（皂

圆
原苑皂垣员圆），亦皂原圆越园，皂越圆援

故选月援

远.画出图象可得函数 枣（曾）在实数集砸上单调递增，故

由 枣（圆原葬
圆
）约 枣（葬），可得圆原葬

圆
约葬，即葬

圆
垣葬原圆跃园，解得葬约原圆，或

葬跃员援故实数葬的取值范围是（原肄，原圆）胰（员，垣肄）援
故选阅援
二、填空题

苑.奇函数；

愿.员.
提示：

苑. 枣（曾）的定义域为｛曾渣曾屹依员｝，其对应的点关于原点

对称，且 枣（原曾）越原枣（曾）.

愿.因为奇函数 枣（曾）越 圆
猿
曾
垣员

原葬的定义域是砸，所以 枣（园）越

圆
猿
园
垣员

原葬越园，解得葬越员援

三、解答题

怨.解：当（员）园臆曾臆圆时，渣曾 渣越曾，枣（曾）越员垣圆曾原曾越员垣曾；

当原员臆曾约园时，渣曾渣越原曾，枣（曾）越员原圆曾原曾越员原猿曾，

亦 枣（曾）越
员垣曾，园臆曾臆圆，

员原猿曾，原员臆曾约园.嗓
（圆）图象如图1.

-1 2O x

y
4
3
2
1

图 1
（猿）由（圆）可知，枣（曾）的单调递减区间为［原员，园），单调

递增区间为［园，圆］，枣（曾）皂葬曾越 枣（原员）越源，枣（曾）皂蚤灶越 枣（园）越员，故

枣（曾）的值域为［员，源］援

员园.解：先作出赠越曾
圆
原远曾垣愿的图象，然后曾轴上方的不

变，曾轴下方的部分关于曾轴对称翻折，得到如图圆的 枣（曾）越

渣曾
圆
原远曾垣愿渣的图象，由图象可知枣（曾）的增区间为［圆，猿］，［源，

垣肄）；减区间为（原肄，圆］，［猿，源］援

1 2 3 4 xO

y

图 2

员员.（员）证明：任取曾员，曾圆沂（园，垣肄），且曾员约曾圆，则曾圆原曾员跃园，

曾员曾圆跃园，

亦 枣（曾圆）原 枣（曾员）越（
员
葬 原

员
曾圆
）原（ 员

葬 原
员
曾员
）越 员

曾员
原 员
曾圆
越
曾圆原曾员
曾员曾圆

跃

园，亦 枣（曾圆）跃 枣（曾员）.

亦 枣（曾）在（园，垣肄）上是单调递增函数.

（圆）解：疫 枣（曾）在［ 员
圆
，圆］上单调递增，

亦 枣（ 员
圆
）越 员圆

，枣（圆）越圆，易得葬越 圆缘 .

12.解：（员）杨涛同学的观点是正确的援
事实上，若枣（曾）是奇函数，且园在定义域砸内，则 枣（园）越园.
但无论葬取何实数，枣（园）越渣葬渣垣员跃园，得 枣（园）屹园.

亦 枣（曾）不可能是奇函数援

（圆）葬越园，此时 枣（曾）越曾
圆
垣渣曾渣垣员.

疫对任意的曾沂砸，均有曾
圆
逸园，渣曾渣逸园，得 枣（曾）逸员，且当

曾越园时，枣（曾）越员，

亦 枣（曾）皂蚤灶越 枣（园）越员援

提升练

一、选择题

员耀远.BD阅AB阅.

提示：

员.由题意可知x越原2是 枣（曾）的对称轴，亦 皂
源 越原圆

，皂越原愿援

故选B.

2.函数 枣（曾）越曾
圆
原圆曾的对称轴为曾越员，开口向上，而且

枣（原员）越猿，函数 枣（曾）越曾
圆
原圆曾在区间［原员，贼］上的最大值为猿，

又 枣（猿）越怨原远越猿，则实数贼的取值范围是（原员，猿］援
故选阅援

猿.因为 枣（葬）原枣（遭）
葬原遭 <园，所以当葬跃遭时，枣（葬）<枣（遭）；当葬约

遭时，枣（葬）>枣（遭）援由减函数定义知，枣（曾）在砸上是减函数援
故选阅.

4.由对称轴曾越员原葬逸源，得葬臆原猿.
故选粤.

5.可得
原 枣（员）垣早（员）越圆，

枣（员）垣早（员）越源，嗓 解得早（员）越猿.

故选月.

远.疫函数 枣（曾）的定义域是实数集，枣（原曾）越原 枣（曾），亦函

数 枣（曾）是奇函数，故淤正确；疫渣 枣（曾）渣越 渣曾渣
渣曾渣垣员 约员

，亦原员约 枣（曾）约

员，故于正确；疫函数 枣（曾）在（园，垣肄）上可化为枣（曾）越员原 员
曾垣员
，

奇函数 枣（曾）在（园，垣肄）上是增函数，亦 枣（曾）在其定义域内

是增函数，故盂正确.故选阅.
二、填空题

苑.园约葬约源；

愿. 枣（原员）约 枣（原 猿圆
）约 枣（ 猿

圆
）.

提示：

苑.构造函数早（曾）越 枣（曾）原员越曾
猿
垣曾，则函数早（曾）是奇函

数，且在砸上单调递增.亦 枣（曾
圆
垣葬）垣 枣（葬曾）跃圆等价于早（曾

圆
垣葬）垣

早（葬曾）跃园，亦曾
圆
垣葬跃原葬曾，亦曾

圆
垣葬曾垣葬跃园，亦驻越葬

圆
原源葬约园，亦园约葬约源援

愿.由函数 枣（曾）越猿曾
圆
垣葬曾垣遭，且 枣（曾原员）是偶函数，可得函

数枣（曾）越猿曾
圆
垣葬曾垣遭的对称轴为曾越原员，函数 枣（曾）在曾越原员时取得

最小值，且函数的开口向上，所以 枣（原员）约 枣（原 猿圆
）约 枣（ 猿

圆
）援

三、解答题

怨.解：（员）由题可得定义域为｛曾渣曾屹园｝，又 枣（曾）越员垣 圆曾
，

亦其值域为｛赠渣赠屹员｝.

（圆）设园约曾员约曾圆，则 枣（曾员）原 枣（曾圆）越（员垣
圆
曾员
）原（员垣 圆

曾圆
）越 圆

曾员
原

圆
曾圆
越
圆（曾圆原曾员）

曾员曾圆
，

疫园约曾员约曾圆，亦曾员曾圆跃园，曾圆原曾员跃园，

亦 枣（曾员）原 枣（曾圆）跃园，即 枣（曾员）跃 枣（曾圆），

亦函数 枣（曾）在（园，垣肄）上为单调递减函数，最大值 枣（圆）越

圆，最小值 枣（愿）越 缘源 .

员园.解：疫 f（x）是定义在（-1，1）上的奇函数，

亦f（0）=0，即a=0.

又疫 f（ 1
2
）= 25

，亦

1
2

b+（ 1
2
）
2
= 25
，即b=1.

亦f（x）= x
1+x

2 .

（员）证明：设曾员，曾圆是（原员，员）上的任意两个实数，且曾员约曾圆，

亦 枣（曾圆）原 枣（曾员）越
曾圆
员垣曾

圆
圆

原
曾员
员垣曾

圆
员

越
（曾圆原曾员）（员原曾员曾圆）

（员垣曾
圆
圆）（员垣曾

圆
员）

.

疫曾员，曾圆沂（原员，员），且曾圆原曾员跃园，员原曾员曾圆跃园，

亦
（曾圆原曾员）（员原曾员曾圆）

（员垣曾
圆
圆）（员垣曾

圆
员）

跃园，

亦 枣（曾圆）跃 枣（曾员），亦 枣（曾）在（原员，员）上单调递增援

（圆）疫 枣（曾）越 曾
员垣曾

圆是（原员，员）上的奇函数且单调递增，

又疫 枣（皂原员）垣 枣（员原圆皂）约园，亦 枣（皂原员）约 枣（圆皂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