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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版专题检测题参考答案
一尧选择题
1.D 2.B 3.A 4.B 5.B 6.D 7.D 8.A
9.C 10.A 11.C
12.B
提示院f（x）=asin2x+bcos2x= a2+b2姨 sin（2x+

渍），其中 tan渍= b
a .因为 f（x）臆 f 仔6蓸 蔀 ，所以 x=

仔6 是函数 f（x）的图象的一条对称轴，所以 仔3 +

渍 = 仔2 +k仔（k沂Z），即 渍 = 仔6 +k仔（k沂Z），又

f 仔2蓸 蔀 >0，所以 渍 的取值可以是- 5仔6 ，所以

f（x）= a2+b2姨 ·sin 2x- 5仔6蓸 蔀，由 2k仔- 仔2 臆2x-
5仔6 臆2k仔+ 仔2（k沂Z），得 k仔+ 仔6 臆x臆k仔+
2仔3 （k沂Z），故选 B.
二尧填空题

员猿援- 19 14.- 97 15.2
16.淤盂榆
提示院由题意知，cos兹= x

r ，sin兹= y
r ，所以

f（兹）= x-y
r =cos兹-sin兹= 2姨 cos 兹+ 仔4蓸 蔀 .因为

-1臆cos 兹+ 仔4蓸 蔀臆1，所以 f（兹）沂［- 2姨 ， 2姨 ］，

淤正确；当兹=0 时，f（兹）= 2姨 cos 仔4 =1，所以
f（兹）的图象不关于原点对称，于错误；当兹= 3仔4
时，f（兹）= 2姨 cos仔=- 2姨 ，所以 f（兹）的图象关

于直线兹= 3仔4 对称，盂正确；f（兹）是周期函数，T=
2仔，榆正确；令 2k仔臆兹+ 仔4 臆2k仔+仔（噪沂在），得
2k仔- 仔4 臆兹臆2k仔+ 3仔4（噪沂在），虞错误.

三尧解答题

17 .解 院（1）cos 仔6 +琢蓸 蔀·cos 仔3 - 琢蓸 蔀 =
cos 仔6 +琢蓸 蔀·sin 仔6 +琢蓸 蔀= 12 sin 2琢+ 仔3蓸 蔀=- 14 ，
即sin 2琢+ 仔3蓸 蔀=- 12 . 因为 琢沂 仔3 ，仔2蓸 蔀，所以
2琢+ 仔3 沂 仔，4仔3蓸 蔀，所以cos 2琢+ 仔3蓸 蔀=- 3姨2 .
所以 sin2琢=sin 2琢+ 仔3 - 仔3蓸 蔀=sin 2琢+ 仔3蓸 蔀cos 仔3 -
cos 2琢+ 仔3蓸 蔀 sin 仔3 = - 12蓸 蔀 伊 12 - - 3姨2蓸 蔀 伊

3姨2 = 12 .
（2）由（1），知sin2琢= 12 ，又2琢沂 2仔3 ，仔蓸 蔀，

所以 cos2琢=- 3姨2 . 故 tan琢- 1tan琢 = sin琢cos琢 -

cos琢sin琢 = sin2琢-cos2琢sin琢cos琢 = -2cos2琢sin2琢 =-2伊 - 3姨212
=

2 3姨 .
员愿 .解院（员）因为 早（曾）越 2姨 糟燥泽 曾垣 仔源蓸 蔀 越

糟燥泽曾原泽蚤灶曾，所以 云（曾）越（糟燥泽曾垣泽蚤灶曾）（糟燥泽曾原泽蚤灶曾）垣
（糟燥泽曾 垣泽蚤灶曾）圆越 2姨 泽蚤灶 圆曾垣仔源蓸 蔀 垣员，所以函数
云（曾）的最小正周期 栽越 圆仔圆 越仔.又由 圆噪仔- 仔2 臆
圆曾垣 仔源 臆圆噪仔垣 仔圆（噪沂在），得 噪仔原 猿仔愿 臆曾臆噪仔垣
仔愿（噪沂在），所以函数 云（曾）的单调递增区间为

噪仔原 猿仔愿 ，噪仔垣仔愿蓘 蓡（噪沂在）援
（圆）由题意知 糟燥泽曾垣泽蚤灶曾越圆（糟燥泽曾原泽蚤灶曾），所以

贼葬灶曾越 员猿 ，所以 员垣泽蚤灶圆曾糟燥泽圆曾原泽蚤灶曾糟燥泽曾 越 糟燥泽
圆曾垣圆泽蚤灶圆曾糟燥泽圆曾原泽蚤灶曾糟燥泽曾 越

员垣圆贼葬灶圆曾员原贼葬灶曾 越 员员远 .
19 .解 院（1）因为 f（x）= cos 2x - 仔3蓸 蔀 +

2sin x- 仔4蓸 蔀 sin x+ 仔4蓸 蔀 = 12 cos2x+ 3姨2 sin2x+
（sinx-cosx）（sinx+cosx）= 12 cos2x+ 3姨2 sin2x-
cos2x=sin 2x- 仔6蓸 蔀，所以最小正周期T= 2仔2 =仔.
由2x- 仔6 = 仔2 +k仔，k沂Z，得x= 仔3 + k仔2 ，k沂Z，所

以f（x）图象的对称轴方程为x= 仔3 + k仔2 ，k沂Z.
（2）因为 x沂 - 仔6 ，仔2蓘 蓡 ，所以 2x - 仔6 沂

- 仔2 ，5仔6蓘 蓡，所以当2x- 仔6 = 仔2 ，即 x= 仔3 时，
［f（x）］max =1；当 2x - 仔6 =- 仔2 ，即 x =- 仔6 时，
［f（x）］min=-1.

20.解院（1）f（x）=sin棕x+sin 蓸棕x- 仔2 蔀 =sin棕x-

cos棕x .当 棕 = 12 时，f（x）= sin x2 - cos x2 =
2姨 sin 蓸 x2 -仔4 蔀，而-1臆sin 蓸 x2 -仔4 蔀臆1，所以

f（x）的最大值为 2姨 ，此时 x2 - 仔4 = 仔2 +2k仔，
k沂Z，即 x= 3仔2 +4k仔，k沂Z，所以 f（x）取最大值

时，相应的 x的集合为 x x= 3仔2 +4k仔，k沂Z嗓 瑟 .
（2）依题意 f 仔8蓸 蔀= 2姨 sin 蓸 棕仔8 - 仔4 蔀 =0，

即 棕仔8 - 仔4 =k仔，k沂Z，整理，得 棕=8k+2，k沂Z，

又 0<棕<10，所以 0<8k+2<10，所以- 14 <k<1，而
k沂Z，所以 k =0，棕=2，所以 f（x）= 2姨 sin 蓸 2x-

仔4 蔀，所以 f（x）的最小周期为 仔.
圆员 .解 院（员）枣（曾）越皂·灶 越 泽蚤灶圆 曾 垣 仔源蓸 蔀 原
猿姨 糟燥泽 曾垣 仔源蓸 蔀 糟燥泽 曾- 仔源蓸 蔀 越 员圆 （员 垣泽蚤灶圆曾）原
猿姨圆 糟燥泽圆曾越泽蚤灶 圆曾原仔猿蓸 蔀垣 员圆 ，由 泽蚤灶 圆曾原仔猿蓸 蔀越园，

得 圆曾原仔猿 越噪仔，噪沂在，即 曾越 员圆 噪仔垣仔远 ，噪沂在援所以
枣（曾）图象的对称中心的坐标为 员圆 噪仔垣仔远 ，员圆蓸 蔀，
噪沂在援
（圆）令 澡（曾）越枣（曾）原 员圆 ，
则 澡（曾）越泽蚤灶 圆曾原仔猿蓸 蔀，所以 早（曾）越澡 曾垣仔猿蓸 蔀越

泽蚤灶 圆 曾垣仔猿蓸 蔀原仔猿蓘 蓡越泽蚤灶 圆曾垣仔猿蓸 蔀 .
列表：

2x+仔猿 0 仔2 仔 3仔2 2仔

x -仔远 仔12 仔3 7仔12 5仔6
g（曾） 0 1 0 -1 0
描点、连线得函数 赠越早（曾）在 原仔远 ，缘仔远蓘 蓡上

的图象，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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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1

-1

-仔6 仔6 仔3 仔2 2仔3 5仔6 仔仔12 7仔12

渊第 21题图冤
22.解院（1）根据对称性得出最大值点的横坐

标为 仔12，所以 T4 = 仔12 - -仔6蓸 蔀，所以T=仔.因为T=
2仔
棕 ，所以棕=2.因为A - 仔6 ，0蓸 蔀在函数图象上，
所以sin - 仔3 +渍蓸 蔀=0，所以- 仔3 +渍=k仔，k沂Z，所

以渍=k仔+ 仔3 ，k沂Z，又0<渍< 仔2 ，所以渍= 仔3 .故可
得函数 f（x）的解析式为 f（x）=sin 2x+ 仔3蓸 蔀 .由
2k仔+ 仔2 臆2x+ 仔3 臆2k仔+ 3仔2 ，k沂Z，得k仔+ 仔12臆
x臆 7仔12 +k仔，k沂Z，所以函数f（x）的单调递减区

间为 k仔+ 仔12，k仔+ 7仔12蓘 蓡，k沂Z.
（2）由题意可得g（x）=f x+ 仔12蓸 蔀 =sin 蓘 2 蓸 x+

仔12 蔀+ 仔3 蓡=sin 2x+ 仔2蓸 蔀=cos2x.因为g（琢）=cos2琢=
13 ，琢沂 - 仔4 ，0蓸 蔀，所以2琢沂 - 仔2 ，0蓸 蔀，可得

［0，1］上单调递减，所以2渍（1）<渍（0），即 t>3-
e2 >1，符合题意.于当t臆0时，渍忆（x）逸0，渍（x）在

［0，1］上单调递增，所以 2渍（0）<渍（1），即 t<3-
2e<0，符合题意 .盂当0<t<1时，若x沂［0，t］，则
渍忆（x）臆0，则渍（x）在［0，t］上单调递减；若 x沂［t，
1］，则渍忆（x）逸0，渍（x）在［t，1］上单调递增.所以
2渍（t）<max｛渍（0），渍（1）｝，
即2·t+1et <max 1，3-te嗓 瑟 .（*）
由（1）知，函数g（t）=2·t+1et 在［0，1］上单调

递减，

故 4e 臆2·t+1et 臆2，而 2e < 3-te < 3e ，所以不
等式（*）无解.
综上所述，t的取值范围为（-肄，3-2e）胰

3- e2 ，+肄蓸 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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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版专题检测题参考答案
一尧选择题
员~6援ABBA月B 苑~12援月A月BB月
二尧填空题

13.2 14.圆原 猿姨 15.5
员远.蓸 14 ，78 蔀
提示院因为 猿泽蚤灶悦越圆泽蚤灶月，所以 猿粤月越圆粤悦，所

以 粤悦越 猿圆 粤月援又因为点 耘，云分别是 粤悦，粤月的

中点，所以 粤耘越 员圆 粤悦，粤云越 员圆 粤月援在吟粤月耘中，

由余弦定理，得 月耘圆越粤月圆垣粤耘圆原圆粤月·粤耘糟燥泽粤 越
粤月圆垣 蓸 猿源 粤月 蔀 圆原圆粤月伊 猿源 粤月伊糟燥泽粤 越 圆缘员远 粤月圆原
猿圆 粤月圆糟燥泽粤 援在吟粤悦云中，由余弦定理，得 悦云圆越
粤云圆垣粤悦圆原圆粤云·粤悦糟燥泽粤越 蓸 员圆 粤月 蔀 圆垣 蓸 猿圆 粤月 蔀 圆原圆伊
1圆 粤月伊 猿圆 粤月伊糟燥泽粤 越 5圆 粤月圆原 猿圆 粤月圆糟燥泽粤 . 所以

月耘
悦云 越

圆缘员远 粤月圆原猿圆 粤月圆糟燥泽粤5圆 粤月圆原猿圆 粤月圆糟燥泽粤姨 = 员原 员缘源园原圆源糟燥泽粤姨 .

因为 粤沂（园，仔），所以 糟燥泽粤沂（原员，员），所以
员缘源园原圆源糟燥泽粤 沂 蓸 员缘远源 ，员缘员远 蔀 ，所 以 月耘

悦云 越

员原 员缘源园原圆源糟燥泽粤姨 沂 蓸 员源 ，苑愿 蔀 .
F

A

B
C

E

渊第 16题图冤
三尧解答题
17.解院（1）在吟DAC中，由余弦定理，得

cos蚁CAD = AD2+AC2-DC2
2AD·AC = 1+7-4

2伊1伊 7姨 =
2 7姨7 援
（圆）因为蚁月粤阅为四边形 ABCD的内角，

所以 sin蚁BAD>0且 泽蚤灶蚁CAD跃园，
所以sin蚁BAD= 1-cos2蚁BAD姨 = 3 21姨14 ，

sin蚁CAD= 1-cos2蚁CAD姨 = 21姨7 ，

则 sin蚁月粤C=sin（蚁月粤阅-蚁CAD）
=sin蚁月粤阅cos蚁CAD-sin蚁CADcos蚁月粤阅

越 3 21姨14 伊 2 7姨7 - 21姨7 伊 - 7姨14蓸 蔀
= 3 3姨7 + 3姨14 = 3姨2 .
在吟ABC中，由正弦定理，得

BC= ACsin蚁BACsin蚁CBA = 7姨 伊 3姨2
21姨6

=3援

18.解院（员）皂·灶越圆泽蚤灶 粤圆 原 圆糟燥泽圆 月垣悦圆 原员蓸 蔀 越
圆泽蚤灶 粤圆 原糟燥泽（月垣悦）援因为 粤 垣月垣悦越仔，所以 月垣悦越
仔原粤，于是 皂·灶越圆泽蚤灶粤圆 垣糟燥泽粤越原圆泽蚤灶圆粤圆 垣圆泽蚤灶粤圆 垣
员越原圆 泽蚤灶 粤圆 原 员圆蓸 蔀 圆垣 猿圆 援因为 粤圆 沂 园，仔圆蓸 蔀，所以
当且仅当 泽蚤灶粤圆 越 员圆 ，即 粤越仔猿 时，皂·灶取得最大
值 猿圆 援故 皂·灶取得最大值时，粤越仔猿 援
（圆）设角 粤，月，悦所对的边长分别为 葬，遭，糟，

由余弦定理，得 遭圆垣糟圆原葬圆越圆遭糟糟燥泽粤，即 遭糟垣源越遭圆垣
糟圆逸圆遭糟，所以 遭糟臆源，当且仅当 遭越糟越圆时取等号援
又 杂吟粤月悦越 员圆 遭糟泽蚤灶粤越 猿姨源 遭糟臆 猿姨 ，当且仅当

葬越遭越糟越圆时，吟粤月悦的面积最大，最大值为 猿姨 援
员怨.（员）证明院因为 葬原遭 越 圆姨 ，所以（葬原

遭）圆越圆，即 葬圆原圆葬·遭垣遭圆越圆，因为 葬圆越糟燥泽圆琢垣泽蚤灶圆琢越员，
遭圆越糟燥泽圆茁垣泽蚤灶圆茁越员，所以 葬·遭越园，所以 葬彝遭.
（圆）解院因为 葬垣遭越（糟燥泽琢垣糟燥泽茁，泽蚤灶琢垣泽蚤灶茁）越

（园，1），所以 糟燥泽琢垣糟燥泽茁越园，淤泽蚤灶琢垣泽蚤灶茁越员，于嗓
由淤2+于2，得 cos（茁-琢）=- 员圆 .因为 园约琢约茁约

仔，所以 园约茁原琢约仔，所以 茁原琢越 圆仔猿 ，即 茁越琢垣
圆仔猿 ，代入于得 泽蚤灶琢垣泽蚤灶 蓸 琢垣 圆仔猿 蔀 越员，整理得
12 泽蚤灶琢垣 3姨2 糟燥泽琢越员，即 泽蚤灶 蓸琢垣 仔猿 蔀越员.因为 园约
琢约仔，所以 仔猿 约琢垣 仔猿 约 4仔猿 ，所以 琢垣 仔猿 越 仔2 ，所
以 琢越仔6 ，茁越琢垣 2仔猿 越 5仔6 .

圆园.解院设在吟粤月悦中，角 粤，月，悦所对的边
分别为 葬，遭，糟，则由已知得，葬越 猿姨 援
（员）由正弦定理及已知，得 遭 越葬· 泽蚤灶月泽蚤灶A 越
圆姨 .由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得 悦越 缘仔员圆 ，所以

杂吟粤月悦越 员圆 葬遭泽蚤灶悦越 员圆 伊 猿姨 伊 圆姨 伊泽蚤灶 缘仔员圆 .而
泽蚤灶 缘仔员圆 越泽蚤灶 蓸 仔远 垣仔源 蔀越泽蚤灶 仔远 糟燥泽仔源 垣糟燥泽 仔远 泽蚤灶 仔源 越
圆姨 + 6姨源 ，所以 杂吟粤月悦越 3+ 3姨源 ，即新型工业

园的面积为 3+ 3姨源 平方千米援
（圆）杂吟粤月悦越 员圆 遭糟泽蚤灶粤 越 3姨源 遭糟 .由余弦定理

得 葬圆越遭圆垣糟圆原圆遭糟糟燥泽粤越遭圆垣糟圆原遭糟逸遭糟，所以 遭糟臆猿，
所以 杂吟粤月悦越 3姨源 遭糟臆 3 3姨源 ，当且仅当 遭越糟越

3姨 时取等号援 所以 杂吟粤月悦的最大值为 3 3姨源 ，

则新型工业园的最大面积为 3 3姨源 平方千米援
圆员援解院（员）由 葬糟燥泽粤 越遭糟燥泽月 及正弦定理，可

得 泽蚤灶粤糟燥泽粤 越泽蚤灶月糟燥泽月，即 泽蚤灶圆粤 越泽蚤灶圆月，又 粤沂
（园，仔），月沂（园，仔），所以 粤 越月 或 粤 垣月越 仔2 援因为
悦越 仔猿 ，所以 粤垣月越 圆仔猿 ，与 粤垣月越 仔2 矛盾，所以
粤越月，所以 月越仔猿 援
（圆）由题设，在 砸贼 吟孕酝月 中，PM =PB·

sin 蚁PBM 越2sin琢；在 砸贼 吟孕N月 中 ，孕N 越PB·

sin蚁PBN越孕月·泽蚤灶 仔猿 原蚁孕月粤蓸 蔀 越圆泽蚤灶 仔猿 原琢蓸 蔀，
琢沂 园，仔猿蓸 蔀，所以 孕酝垣孕晕越圆泽蚤灶琢垣圆泽蚤灶 仔猿 原琢蓸 蔀 越
泽蚤灶琢垣 猿姨 糟燥泽琢越圆泽蚤灶 琢垣仔猿蓸 蔀 援 因为 琢沂 园，仔猿蓸 蔀，
所以 琢垣仔猿 沂 仔猿 ，圆仔猿蓸 蔀，故当 琢垣 仔猿 越仔圆 ，即 琢越
仔远 时，孕酝垣孕晕取得最大值 圆援
圆圆援解院（员）由已知得 枣（曾）越葬·遭越 噪泽蚤灶 曾猿 ，糟燥泽圆 曾猿蓸 蔀·

糟燥泽 曾猿 ，原噪蓸 蔀越噪泽蚤灶 曾猿 糟燥泽 曾猿 原噪糟燥泽圆 曾猿 越 员圆 噪泽蚤灶 圆曾猿 原
噪·

员垣糟燥泽 圆曾猿圆 越 噪圆 泽蚤灶 圆曾猿 原糟燥泽 圆曾猿蓸 蔀 原 噪圆 越
圆姨 噪圆 蓸 圆姨圆 泽蚤灶 圆曾猿 原 圆姨圆 糟燥泽 圆曾猿 蔀 原 噪圆 越
圆姨 噪圆 泽蚤灶 圆曾猿 原仔源蓸 蔀原 噪圆 援因为 曾沂砸，噪跃园，所以

枣（曾）的最大值为 圆姨 原员圆 噪越 圆姨 原员圆 ，所以 噪越员援
（圆）由（员）知，枣（曾）越 圆姨圆 泽蚤灶 圆曾猿 原仔源蓸 蔀 原

员圆 ，所以 枣（粤）越 圆姨圆 泽蚤灶 圆粤猿 原仔源蓸 蔀 原 员圆 越园，化
简，得 泽蚤灶 圆粤猿 原仔源蓸 蔀 越 圆姨圆 援因为 仔圆 约粤 约仔，所
以 仔员圆 约 圆粤猿 原 仔源 约 缘仔员圆 ，则 圆粤猿 原 仔源 越 仔源 ，解得

粤 越 猿仔源 援因为 糟燥泽粤 越 原 圆姨圆 越 遭圆 垣 糟圆 原 葬圆圆遭糟 越
遭圆垣糟圆原源园圆遭糟 ，所以 遭圆垣糟圆垣 圆姨 遭糟 越源园，则 遭圆垣糟圆垣
圆姨 遭糟越源园逸圆遭糟垣 圆姨 遭糟，所以 遭糟臆 源园

圆垣 圆姨 越

圆园（圆原 圆姨 ），则粤月·粤悦 越 粤月 粤悦 糟燥泽 猿仔源 越
原 圆姨圆 遭糟逸圆园（员原 圆姨 ），所以粤月·粤悦的最小

值为 圆园（员原 圆姨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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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in2琢 =- 2 2姨3 ，所 以 g 琢+ 仔6蓸 蔀 =
cos 2琢+ 仔3蓸 蔀=cos2琢cos 仔3 -sin2琢sin 仔3 = 13 伊 12 -

- 2 2姨3蓸 蔀伊 3姨2 = 1+2 6姨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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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版专题检测题参考答案
一尧选择题
1~6.BCCBDB 7~12.BACBCD
二尧填空题

13. 16
14. 13姨
15.3
16.淤于榆虞
提示院对于淤，由图可得 A 1D椅B1C，A 1B椅

D1C，所以平面 A 1BD椅平面 CB1D1，故淤正确；对
于于，因为 A 1-ABD为正四面体，故 AA 1彝BD，
所以 BB1彝BD，则四边形BDD1B1为正方形，故于
正确；对于盂，A 1-BDD1B1是正四棱锥，所有棱
长均相等，A 到平面 BDD1B1的距离等于 A 1到
平面 BDD1B1的距离，等于 A 1到 BDD1B1中心的

距离，为 2姨2 a，故盂错误；对于榆，三棱锥 C1-
A 1BD为正三棱锥，对棱互相垂直，则 A 1在平面
BDC1上的射影为吟BDC1的垂心，故榆正确；对
于虞，A 1-ABD占整体的 16 ，A 1-BDD1B1占整体

的 13 ，BDC-B1D1C1占整体的
12 ，故虞正确.

三尧解答题
17.证明院（1）因为底面 ABCD是菱形，所以

AC彝BD.
因为 AC彝PD，PD疑BD=D，所以 AC彝平面

PBD.
（2）由（1），可知 AC彝BD.因为平面 PAC彝

平面 ABCD，平面 PAC疑平面 ABCD=AC，BD奂
平面ABCD，所以BD彝平面 PAC.
因为 PO奂平面 PAC，所以 BD彝PO.
因为底面 ABCD是菱形，所以 BO=DO，所

以 PB=PD.
18.证明院（1）由题意知，E为 B1C的中点，又

D为 AB1的中点，所以 DE椅AC.
又因为 DE埭平面 AA 1C1C，AC奂平面

AA 1C1C，
所以DE椅平面 AA 1C1C.
（2）因为三棱柱 ABC-A 1B1C1是直三棱柱，

所以 CC1彝平面 ABC. 因为 AC奂平面 ABC，所
以 AC彝CC1.
又因为 AC彝BC，CC1奂平面 BCC1B1，BC奂

平面 BCC1B1，BC疑CC1 =C，所以 AC彝平面
BCC1B1.
又因为 BC1奂平面 BCC1B1，所以 BC1彝AC.
因为 BC=CC1，所以矩形 BCC1B1是正方形，

所以 BC1彝B1C.
因为 AC，B1C奂平面 B1AC，AC疑B1C=C，所

以 BC1彝平面 B1AC.
又因为 AB1奂平面 B1AC，所以 BC1彝AB1.
员怨.（员）证明院因为平面 粤月悦阅彝平面 粤月耘，

平面 粤月悦阅疑平面 粤月耘越粤月，月悦彝粤月，月悦奂平
面 粤月悦阅，所以 月悦彝平面 粤月耘.

因为 粤耘奂平面 粤月耘，所以 月悦彝粤耘.因为点

耘在以 粤月为直径的半圆上，所以 粤耘彝月耘.
因为 月耘疑月悦越月，月悦，月耘奂平面 月悦耘，
所以 粤耘彝平面 月悦耘.
因为 悦耘奂平面 月悦耘，所以 粤耘彝悦耘.
（圆）淤证明院 由题意知，平面 粤月耘疑平面

悦耘阅越耘云. 因为 粤月椅悦阅，粤月埭平面 悦耘阅，悦阅奂
平面 悦耘阅，所以 粤月椅平面 悦耘阅.

因为 粤月奂平面 粤月耘，平面 粤月耘疑平面
悦耘阅越耘云，所以 粤月椅耘云.

于解院如图，取 粤月 中点 韵，耘云的中点 韵忆，
连接 韵云，韵韵忆.

在 砸贼吟韵韵忆云中，韵云越员，韵忆云越 员圆 ，
所以 韵韵忆越 猿姨圆 .
因为 月悦彝平面 粤月耘，粤阅椅月悦，
所以 粤阅彝平面 粤月耘，

所以 灾 耘原粤阅云越灾阅原粤耘云越 员猿 杂吟粤耘云·粤阅越 员猿 伊 员圆 耘云·

韵韵忆·粤阅越 猿姨员圆 援

F
A B

CD

E
（第 19题图）

O

O忆
圆园.（员）证明院因为 酝粤彝平面 粤月悦阅，孕阅椅

酝粤，所以 孕阅彝平面 粤月悦阅.
又因为 月悦奂平面 粤月悦阅，所以 孕阅彝月悦.因

为四边形 粤月悦阅为正方形，所以 月悦彝阅悦.又因
为 孕阅疑阅悦越阅，所以 月悦彝平面 孕阅悦.

在吟孕月悦中，因为 郧，云分别为 孕月，孕悦的中
点，所以 郧云椅月悦援所以 郧云彝平面 孕阅悦.

又因为 郧云奂平面 耘云郧，所以平面 耘云郧彝平
面 孕阅悦.
（圆）解院因为 孕阅彝平面 粤月悦阅，四边形 粤月悦阅

为正方形，不妨设 酝粤 越1，则 孕阅越粤阅越圆，所以
灾 孕原粤月悦阅越 员3 杂粤月悦阅·孕阅越 员3 伊源伊圆越 愿3 援

因为 酝粤彝平面 粤月悦阅，粤月奂平面 粤月悦阅，
所以 酝粤彝粤月.又因为四边形 粤月悦阅为正方形，
所以 粤阅彝粤月.又因为 粤阅疑酝粤 越粤，所以 粤月彝
平面 酝粤阅孕.

因为 酝粤椅孕阅，所以 S吟AMP= 员2 AM·AD=1，
所以 灾 孕原酝粤月越灾月原孕粤酝越 员3 杂吟孕粤酝·粤月越 员3 伊1伊圆越 圆3 .

所以 灾 孕原酝粤月 颐灾 孕原粤月悦阅越员 颐源.
21.解院（1）总有 BF彝CM.理由如下：
取BC的中点O，连接AO，
由俯视图，可知AO彝平面BCDE，
又CD奂平面BCDE，
所以AO彝CD.
又CD彝BC，AO疑BC =O，所以CD彝平面

ABC，所以CD彝BF.
因为F是AC的中点，AB=BC，所以BF彝AC.
又AC疑CD=C，所以 BF彝平面 ACD.
又 CM奂平面 ACD，所以 BF彝CM.

（2）由（1）可知，AO彝平面BCDE，S吟CDE= 12·
CD·BC=2.

在正吟ABC中，AO= 3姨 ，

所以V A -CDE = 13 S吟CDE·AO = 13 伊2 伊 3姨 =

2 3姨3 .
在Rt吟ABE中，AE= 5姨 .在直角梯形BCDE

中，DE= 5姨 .
在Rt吟ACD中，AD=2 2姨 .
故 S吟ADE = 12·AD· DE2- 12 AD蓸 蔀 2姨 = 12 伊

2 2姨 伊 3姨 = 6姨 .
设三棱锥C-ADE的高为h，则V C-ADE= 13 伊

6姨 ·h= 6姨3 h.
由V A-CDE=V C-ADE，可得

2 3姨3 = 6姨3 h，解得

h= 2姨 .
故三棱锥C-ADE的高为 2姨 .
22.（1）证明院因为侧棱 DD1彝底面 ABCD，

AB奂底面ABCD，
所以DD1彝AB.在梯形 ABCD中，因为 AD=

2，BC=DC=1，所以 AB=BD= 2姨 ，

所以 AB2+BD2=AD2，所以 BD彝AB.
又 BD疑DD1=D，所以 AB彝平面 BDD1B1，
又 B1E奂平面 BDD1B1，所以 B1E彝AB.

DA B
C

E

D1A 1
B1 C1

F

（第 22题图）

（2）解院如图，连接 BF，由（1）知，直线 AF在
平面 BDD1B1内的射影为直线 BF，

所以蚁AFB是直线 AF与平面 BDD1B1所成
的角.

在矩形 BDD1B1中，B1E= 3姨 ，

在 Rt吟B1D1E中，cos蚁B1ED1= 3姨3 .
BF= BB21 + B1E3蓸 蔀 2-2BB1·

B1E3 ·cos蚁BB1E姨
= 4+ 13 -2伊2伊 3姨3 伊 3姨3姨 = 3姨 .
所以在 Rt吟ABF 中，AF = AB2+BF2姨 =

5姨 ，

所以直线 AF与平面 BDD1B1所成角的正弦

值为 sin蚁AFB= AB
AF = 2姨

5姨 = 10姨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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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版专题检测题参考答案
一尧选择题
员.C 圆.月 猿.悦 4.C 5.C 6.A
苑.阅 愿.D 怨.A 员园.D 员员.粤
员圆.粤
提示院枣（曾）越 曾藻曾 越 曾藻曾，曾逸园，

原曾藻曾，曾约园，嗓 当 曾逸园 时，
枣 忆（曾）越藻曾垣曾藻曾逸园 恒成立，所以函数 枣（曾）在［园，
垣肄）上为增函数；当 曾约园 时，枣 忆（曾）越原藻曾原曾藻曾越
原藻曾（曾 垣1），由 枣 忆（曾）越0，得 曾 越原员，当 曾沂（原肄，
原员）时，枣 忆（曾）越 原藻曾（曾垣员）跃园，函数 枣（曾）为增函数，
当 曾沂（原员，园）时，枣 忆（曾）越原藻曾（曾垣员）约0，函数枣（曾）为
减函数，所以函数 枣（曾）越 曾藻曾 在（原肄，园）上的最

大值为 枣（原员）越 原（原员）藻原1越 员藻 .要使方程［枣（曾）］圆垣
贼枣（曾）垣员越园（贼沂砸）有四个不同的实数根，令 枣（曾）越
皂，则方程 皂圆垣贼皂垣员越园应有两个不同的实根，且
一个根在 蓸 园，员藻 蔀内，一个根在 蓸 员藻 ，垣肄 蔀内.令
早（皂）越皂圆垣贼皂垣员，因为 早（园）越员跃园，则只需 早 员藻蓸 蔀约
园，即 员藻蓸 蔀 圆垣 贼藻 垣员约园，解得 贼约原 藻圆垣员藻 ，所以使得

方程［枣（曾）］圆垣贼枣（曾）垣员越园（贼沂砸）有四个不同的实
数根的 贼的取值范围为 蓸原肄，- 藻圆垣员藻 蔀 援

二尧填空题
员猿.-1 14.2 15.4
员远.于榆
提示院因为函数 枣（曾）对其定义域内的任意

曾员，曾圆，当 枣（曾员）越枣（曾圆）时总有 曾员越曾圆，则称 枣（曾）为紧
密函数，所以紧密函数 枣（曾）的自变量与函数值
是一一映射，单调函数一定是紧密函数，但紧密

函数不一定是单调的，故淤错误；枣（曾）越
曾圆垣圆曾垣葬

曾 （曾跃园）可化为 枣（曾）越x+ 葬
曾 +2（曾跃园），所

以 枣（曾）（曾跃园）在 葬约园时是单调递增函数，故一定
是紧密函数，故于正确；函数 枣（曾）越 造燥早猿曾，曾逸圆，圆原曾，曾约圆嗓
不是一一映射，所以该函数不是紧密函数，故盂
错误；若函数 枣（曾）为定义域内的紧密函数，曾员屹
曾圆，则 枣（曾员）屹枣（曾圆），故榆正确；函数 枣（曾）越曾猿是
紧密函数且在定义域内存在导数，则其导函数

枣 忆（曾）越猿曾圆在定义域内的值可以为零，故虞错误援
三尧解答题

员7援解院（1）依题意，得 1+x逸0，
1-x逸0嗓 圯-1臆x臆1，

t2=2+2 1-x2姨 （t逸0）圯t沂［ 2姨 ，2］.
故 1-x2姨 = 12 t2-1，所以 m（t）=a 12 t2-1蓸 蔀-

t= 12 at2-t-a，t沂［ 2姨 ，2］.
（2）关于 t的二次函数 m（t）= 12 at2-t-a（a>

0）的图象为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对称轴为直线
t= 1

a .
当 1

a 臆 2姨 ，即 a逸 2姨2 时，［f（x）］min=
m（ 2姨 ）=- 2姨 ；

当 2姨 < 1
a <2，即 12 <a< 2姨2 时，

［f（x）］min=m 1
a蓸 蔀=- 12a -a；

当 1
a 逸2，即 0<a臆 12 时，［f（x）］min=m（2）=

a-2.

所以 g（a）=
- 2姨 ，a逸 2姨2 ，

- 12a -a，12 <a< 2姨2 ，

a-2，0<a臆 12 .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8.解 院（1）由题意，知 g（f（1））=g（-3）=
-3+1=-2.
（2）令 f（x）=t，则原方程化为 g（t）=a，易知

方程 f（x）=t在 t沂（-肄，1）内有 2 个不同的解，
则原方程有 4个解等价于函数 y=g（t）（t<1）与
y=a的图象有 2个不同的交点.作出函数 y=g（t）

（t<1）的图象，由图象可知，当 1臆a< 54 时，函数
y=g（t）（t<1）与 y=a有 2个不同的交点，即所求 a

的取值范围是 蓘1，54 蔀 .

（第 18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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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怨援解 院（员）当 葬越 员圆 时，枣（曾）越曾（藻曾 原员）原
员圆 曾圆，枣 忆（曾）越藻曾原员垣曾藻曾原曾越（藻曾原员）（曾垣1）援当 曾沂
（原肄，原员）时，枣 忆（曾）跃0；当 曾沂（原员，0）时，枣 忆（曾）约0；
当 曾沂（0，垣肄）时，枣 忆（曾）跃园援故 枣（曾）的单调递增
区间是（原肄，原员），（园，垣肄），单调递减区间是
（原员，0）援

（圆）枣（曾）越曾（藻曾原员原葬曾）援令 早（曾）越藻曾原员原葬曾，则
早忆（曾）越藻曾原葬，若 葬臆员，则当 曾沂（园，垣肄）时，早忆（曾）跃
园，早（曾）为增函数，而 早（园）越园，从而当 曾逸园时，早（曾）
逸园，即 枣（曾）逸园援若 葬跃员，则当 曾沂（园，造灶葬）时，
早忆（x）约园，早（曾）为减函数，而 早（园）越园，从而当 曾沂
（园，造灶葬）时，早（曾）约园，即 枣（曾）约园，不合题意援

综上，葬的取值范围为（原肄，员］援
圆园.解 院（员）当 葬逸园 时，枣 忆（曾）越藻曾垣圆葬跃园，

枣（曾）在 砸上单调递增；当 葬约园时，令 藻曾垣圆葬越园，得
曾 越造灶（原圆葬），所 以 当 曾沂（原肄，造灶（原圆葬））时 ，
枣 忆（曾）约园，函数 枣（曾）单调递减；当 曾沂（造灶（原圆葬），
垣肄）时，枣 忆（曾）跃园，函数 枣（曾）单调递增援
（圆）由（员）可知，当 葬逸园时，函数 枣（曾）越藻曾垣

圆葬曾跃园在［员，垣肄）上恒成立，不符合题意；当 葬约园
时，当 曾沂（-肄，造灶（原圆葬））时，枣 忆（曾）约园，函数 枣（曾）
单调递减，当 曾沂（造灶（原圆葬），垣肄）时，枣 忆（曾）跃园，函
数 枣（曾）单调递增，淤当 造灶（原圆葬）臆员，即原 藻圆 臆葬约
园 时，枣（曾）最小值为 枣（员）越圆葬垣藻援解 圆葬垣藻越园，得
葬越原 藻圆 ，符合题意援

于当 造灶（原圆葬）跃员，即 葬约原 藻圆 时，枣（曾）的最小
值为 枣（造灶（原圆葬））越原圆葬 垣圆葬造灶（原圆葬），解 原圆葬 垣
圆葬造灶（原圆葬）越园，得 葬 越原 藻圆 ，不 符 合 题 意 援

综上，葬越原 藻圆 .
（猿）构建新函数 早（曾）越藻曾原藻原曾垣圆葬曾，早忆（曾）越藻曾垣

藻原曾垣圆葬.淤当 圆葬逸原圆，即 葬逸原员 时，因为 藻曾垣藻原曾逸
圆，所以 早忆（曾）逸园（当且仅当 a越-1袁曾越园时袁早忆渊曾冤越
园），所以 早（曾）在 砸上单调递增，又 早（园）越园，所
以，当 葬逸原员时，对于任意 曾逸园都有 早（曾）逸园；

于当 葬约原员时，解 藻曾垣藻原曾垣圆葬约园，即（藻曾）圆垣圆葬藻曾垣员约园，
得原葬原 葬圆原员姨 约藻曾约原葬垣 葬圆原员姨 ，其中 园约原葬原
葬圆原员姨 约员，原葬垣 葬圆原员姨 跃员，所以 造灶（原葬原 葬圆原员姨 ）约

曾约造灶（原葬垣 葬圆原员姨 ），且 造灶（原葬原 葬圆原员姨 ）约园，造灶（原葬垣
葬圆原员姨 ）跃园，所以 早（曾）在（园，造灶（原葬垣 葬圆原员姨 ）上

单调递减，又 早（园）越园，所以存在 曾园沂（园，造灶（原葬垣
葬圆原员姨 ）），使 早（曾园）约园，不符合题意援
综上，葬的取值范围为［原员，垣肄）援
21.（1）解院由 f（x）=（x-1）3-ax-b，得 f 忆（x）=

3（x-1）2-a.
下面分两种情况讨论：

淤当 a臆0时，有 f 忆（x）=3（x-1）2-a逸0恒成
立，所以 f（x）的单调递增区间为（-肄，+肄）援
于当 a>0时，令 f 忆（x）=0，
解得 x=1+ 3a姨3 ，或 x=1- 3a姨3 援
当 x变化时，f 忆（x），f（x）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x
蓸-肄袁1-

3a姨3 蔀
1-
3a姨3
蓸1- 3a姨3 袁

1+ 3a姨3 蔀
1+
3a姨3

蓸1+
3a姨3 袁

+肄蔀
f忆渊x冤 + 0 - 0 +

f渊x冤
单调

递增
极大值

单调

递减
极小值

单调

递增

所以 f（x）的单调递减区间为 蓸1- 3a姨3 ，1+
3a姨3 蔀，单调递增区间为 蓸-肄，1- 3a姨3 蔀，蓸1+
3a姨3 ，+肄蔀 援
（2）证明院因为 f（x）存在极值点，所以由（1）

知 a>0，且 x0屹1，由题意，得 f忆（x0）=3（x0-1）2-a=0，
即（x0-1）2= a3 .
进而 f（x0）=（x0-1）3-ax0-b=- 2a3 x0- a3 -b.

又 f（3-2x0）=（2-2x0）3-a（3-2x0）-b= 8a3 （1-
x0）+2ax0-3a-b=- 2a3 x0- a3 -b=f（x0），且 3-2x0屹
x0，由题意及（1）知，存在唯一实数满足 f（x1）=
f（x0），且 x1屹x0，因此 x1=3-2x0，所以 x1+2x0=3.

22.解院（1）函数 f（x）的定义域为 R，f 忆（x）=
- xex .当 x<0时，f 忆（x）>0；当x>0时，f 忆（x）<0，所以
f（x）在（-肄，0）上单调递增，在（0，+肄）上单调递
减.因此，f（x）在x=0处取得极大值，也是最大值，
最大值为f（0）=1.
（2）由 题 意 ，存 在 x1，x2 沂［0，1］，使 得

2渍（x1）<渍（x2）成立，即 2［渍（x）］min<［渍（x）］max.因
为渍（x）=xf（x）+tf 忆（x）+ 1ex = x2+（1-t）x+1ex ，x沂
［0，1］， 所 以 渍忆 （x） = -x2+（1+t）x-tex =
-（x-1）（x-t）ex . 淤当t逸1时，渍忆（x）臆0，渍（x）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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