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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1.1正数和负数
第 1课时

1.C
2.D
3.解院正数：员圆 ，圆园援员圆，员园援
负数：原猿援员，原苑豫，原员 员苑 ，原缘援愿援
4.（1）25个负数，25个正数；
（2）第 2 020个数是 0.

第 2课时
1.（1）亏损；（2）上升；（3）后退；（4）水

位上升
2.D
3.C
4.-551
5.解院表示在标准的基础上，食品

的净重不低于 145g，不高于 155g.
1.2.1有理数

1.D
2.D
3.B
4.解院正数集合：圆援苑，114 ，缘，员园愿，…嗓 瑟；
负数集合：原圆 园员9，- 35 ，原怨援圆，…嗓 瑟；
整数集合：｛原圆 园员9，园，缘，员园愿，…｝；
分数集合：- 35 ，圆援苑，1 14 ，原怨援圆，…嗓 瑟；
正整数集合：｛缘，员园愿，…｝；
负分数集合：- 35 ，原怨援圆，…嗓 瑟 援
5.解院如图所示：

整数集合 分数集合负数集合

- 34 121 0
2 -8

-7 -1.5-20% 0.38
… … …

45

1.2.2数轴
1.C
2.2或-2
3.A
4.8
5.解院如图所示：

校门口

6050403020100-10-20-30-40-50
CBA（D）

渊第 5题图冤

小明家 书店

3~4版
一尧选择题
1~5.CBACC
6~10.CBBBD
二尧填空题
11.+11
12.5.5
13.右 4
14.不正确 因为非负数包括 0和

正数

15.810
16.1011
17.18或-14
三尧解答题渊一冤
18.解院甲地最高，丙地最低，最高

的地方比最低的地方高 40米.
19.解院正有理数集合：

3，12 ，3.1，2021，…嗓 瑟
负分数集合：｛-2.5，…｝
整数集合：｛3，0，2021，…｝
自然数集合：｛3，0，2021，…｝
20.解院（1）C，B两点间的距离为 4；
（2）B，D两点间的距离是 7.5；
（3）A，B两点间的距离是 3.5.
四尧解答题渊二冤
21.解院（1）点 O，A，B，C 的位置如

图所示：

0
（第 21题图）

C A BO
-5 -4-3 -2 -1 765431 2

（2）由数轴可知小红步行到小明家
所需时间为：（5.5-2）衣5越0.7（小时）；

小刚骑自行车到小明家所需时间
为：7.5衣12越0.625（小时）援

0.625约0.7.
答：两个人不能同时到达小明家，

小刚先到达援
22.解院（1）如下表.

时刻
8
点

10
点

12
点

14
点

16
点

18
点

20
点

22
点

体温

（益） 38.5 38.8 39 39.6 38.3 37.3 36.8 36.6
与正常

人的差

（益）
+2 +2.3 +2.5 +3.1 +1.8 +0.8 +0.3 +0.1

（2）22点时的体温最低 36.6益，比
最高体温低 3益.

23.解院（1）如图所示.

渊第 23题图冤

C

B

A

10，- 18
-4.2

2.1
3，1，-468

-1

（2）原1，原4，原4.2，- 18 .
（3）有，是 2.1.
五尧解答题渊三冤
24.解院（1）因为规定：向上向右走

为正，向下向左走为负，
所以 A寅C记为（+3，+4）；B寅D记

为（+3，-1）.
（2）根据已知可得 A寅B记为：（+1，

+4），B寅C记为（+2，0），C寅D记为（+1，
-1）.

故该蚂蚁走过的路程为 1+4+2+1+
1越9援

圆5.解院（1）由数轴可知 A，B两点相
距 120个单位长度，所以点 M与 A，B
两点的距离 120衣2=60个单位长度，即
点 M所对应的数为 40.
（2）它们的相遇时间是 120衣（6+4）=

12（秒），
即相同时间 Q点运动路程为：12伊

4=48个单位长度，
即从数-20向右运动 48个单位长

度，点 C对应的数为 28.
（3）相遇前：（100+20-20）衣（6-4）=

50（秒），
相遇后：（100+20+20）衣（6-4）=70

（秒）援
故当它们运动 50秒或 70 秒时间

时，两只蚂蚁间的距离为 20 个单位
长度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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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相反数
1.A 2.A 3.B
4.-3 5.1或 5
6.3 1

2
，37，-3.25，-14%.

7.（1）2
3
；（2）- 4

5
；（3）100；

（4）-4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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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4）- 1

8
.

4.D

5.- 员圆 ，- 员7 ，-6，- 413
6. 解院（1）-5伊1=-5；-5伊（-3）=15；-5伊

5=-25；-5伊（-2）=10；1伊（-3）=-3；1伊5=
5；1伊（-2）=-2；（-3）伊5=-15；（-3）伊（-2）=
6；5伊（-2）=-10.

所以最大积 a=15，最小积 b=-25.
（2）因为 a=15，b=-25，
所以原式变为 x-15 + y-25 =0.
所以 x=15，y=25.
所以（x-y）·y=（15-25）伊25=-250援

第 2课时
1.（1）201900；（2）-2 020；（3）-198；

（4）-595.

圆援（员）原圆 园园园；（圆）原 员圆 ；（猿）园；（源）原员愿.
猿援解院（1）小丽的解法较好.理由是

利用了乘法的分配律，减小了计算量.
（2）还有其他的解法：
71 1516 伊（-8）= 72- 116蓸 蔀 伊（-8）=

72伊（-8）- 116 伊（-8）=-576+ 12 =-575 12 援
1.4.2有理数的除法

第 1课时
1.B
2.C
3.D

4.（1）-8；（2）- 14 ；（3）18；（4）30.
5.（1）2；（2）-0.09.

第 2课时
1.（1）17；（2）22；
（3）-5.
2.（1）原0.29；（2）596.96.
3.解院由题意，得
（1+10%）（10伊15+12伊35）15+35 =12.54（元）.

所以这种商品的售价每件不应低
于 12.54元.

4.解院根据题意，得
（-4）伊 3 伊（-2）
=［3衣（-4）-1］伊（-2）
= - 34 -1蓸 蔀 伊（-2）
= - 74蓸 蔀 伊（-2）
=（-2）衣 - 74蓸 蔀-1
=（-2）伊 - 47蓸 蔀-1
= 87 -1
= 17 .

3~4版
一尧选择题
1~5.BDBBD
6~10.CADCA
二尧填空题

11.2，- 29
12.-6
13.0
14.-5
15.-162
16.3
17.10或 64
三尧解答题渊一冤

18.解院（员）（原员）衣（原员园）伊 110 越（原员）伊
- 110蓸 蔀伊 110 越 1100 .
（圆）（原圆源）衣（原圆）衣 原员 员缘蓸 蔀 越（原圆源）伊

原 员圆蓸 蔀伊 原 缘远蓸 蔀越原 原圆源伊 员圆 伊 缘远蓸 蔀越原员园.
19.解院（1）原式=（10伊0.1）伊 13 伊6蓸 蔀=2.
（2）原式=36伊 - 34蓸 蔀 -36伊 59 +36伊

712
=-27-20+21
=-26.
（3）原式=（-5-7+12）伊7 13
=0伊7 13
=0.
20.解院（员）从中取出 圆张卡片，使

这 圆张卡片上数字的和最小，应该取-猿
和-缘，（-猿）垣（-缘）越-愿，即和的最小值
为-愿.故填-猿，-缘，-愿.
（圆）从中取出 圆张卡片，使这 圆张

卡片上数字的差最大，应该取-缘 和
源，源-（-缘）越怨，即差的最大值是 怨，故
填-缘，源，怨.
（猿）从中取出 圆张卡片，使这 圆张

卡片上数字的乘积最大，应该取-猿和
-缘，（-猿）伊（-缘）越员缘，即乘积的最大值为
员缘援故填-猿，-缘，员缘.
（源）从中取出 圆张卡片，使这 圆张

卡片上数字相除的商最小，应该取-缘
和 猿，（-5）衣3=- 53 援即商的最小值为- 53 援
故填-缘，猿，- 53 援

四尧解答题渊二冤
21.解院（1）二，同级运算应从前向

后运算（本题应先计算除法袁后计算乘
法）；三，同号两数相除，结果为正.
（2）原式=（-15）衣 - 256蓸 蔀伊6=-（15）伊

- 625蓸 蔀伊6= 1085 .
22.解（1）淤圆垣苑原（原怨原远）越圆源；于圆伊

（原远）伊（苑原怨）越圆源；盂原远伊（苑原圆原怨）越圆源；榆
原怨伊圆原（原远）伊苑越圆源.
（圆）远原（原员猿垣苑）伊猿越圆源.
23.解院（1）第 1天：（13-6）伊7=49（元），
第 2天：（12-6）伊12=72（元），
第 3天：（11-6）伊15=75（元），
第 4天：（9-6）伊32=96（元），
第 5天：（8-6）伊34=68（元），
则这五天中赚钱最多的是第 4

天，这天赚了 96元钱.
故填 4，96.
（2）49+72+75+96+68=360.
答：新华文具用品店这五天出售

这种钢笔一共赚了 360元钱.
（3）360衣6伊（10伊90%-6）=60伊（9-6）

=180.
答：本次购进的这种钢笔全部售出

后共赚了 180元援
五尧解答题渊三冤
24.解院（1）前后两部分互为倒数.
（2）先计算后一部分比较方便援

14 + 112 - 718 - 136蓸 蔀 衣 136 =
14 + 112 - 718 - 136蓸 蔀伊36=9+3-14-1=-3.
（3）因为前后两部分互为倒数，所

以 136 衣 14 + 112 - 718 - 136蓸 蔀=- 13 .
（4）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原式越- 13 +

（-3）=-3 13 援
25.解院（1）已知 a，b 是有理数，当

ab屹0时：
淤a约0，b约0， a

a + b
b 越-1-1越

-2；于a跃0，b跃0， a
a + b

b 越1+1越2；
盂a，b 异号， a

a + b
b 越0援所以 a

a +
b
b 越依2或 0.
（2）已知 a，b，c 是有理数，当 abc屹

0时：
淤a约0，b约0，c约0， a

a + b
b + c

c 越
-1-1-1越-3；于a跃0，b跃0，c跃0， a

a +
b
b + c

c 越1+1+1越3；盂a，b，c 两负一

正， a
a + b

b + c
c 越-1-1+1越-1；榆a，

b，c 两正一负， a
a + b

b + c
c 越-1+

1+1越1援
所以 a

a + b
b + c

c 越依1或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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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解院A 同学说：-2 021 是
相反数错误，因为-2 021的相反
数是 2 021；B同学说：2 021和-2

021都是相反数错误，因为 2 021和-2
021 是互为相反数；C 同学说：-2 021
是 2 021 的相反数正确；D 同学说：2
021 是-2 021 的相反数正确；E 同学
说：2 021与-2 021互为相反数正确援

1.2.4绝对值
第 1课时

1.B 2.D 3.B
4.A 5. 34 6.B
7.解院（1）有两个，分别是 2 021

和-2 021.
（2）只有 1个，是 0.
（3）不存在.
因为没有绝对值是负数的数，所

以不存在.
第 2课时

员.D
2.C
3.（员）约；（圆）约；（猿）约
4.（员）原猿，原圆，原员；
（圆）园，员，圆，猿；
（猿）原猿，原圆，原员，园，员，圆，猿；
（源）原猿，原源，原缘，原远，原苑
5.解院在数轴上表示略.
猿跃 猿源 跃园跃原员.缘跃原缘 员圆 .
6.解院（员）因为原（垣员）越原员，
原（原圆）越圆，而 圆跃原员，
所以原（原圆）跃原（垣员）.
（圆）因为 原 员圆 越园.缘，原园.源 越园.源.
而 园.缘跃园.源，
所以原园.缘约 原园.源.
即原 员圆 约原园.源.
（猿）因为 原 猿源 越 猿源 ，原 圆猿 越 圆猿 ，而

猿源 跃 圆猿 ，
所以原 猿源 约原 圆猿 .
7.解院如图所示：

（第 7题图）
b-a0a-b

所以-b约a约-a约b援
3~4版

一尧选择题
1~5.悦CD悦悦
6~10.DA月阅月
二尧填空题
11.<

12.依员，依圆，依猿，园；猿
13.葬原猿，园，猿-葬
14.源，缘，-圆
15.表示 葬的点与表示原缘的点之间

的距离

16.圆 园圆员
17.酝或 砸
三尧解答题渊一冤
18.解院在数轴上表示，如图所示.
-3 13

-2.5 -1.5
-2 0 2

1.5 圆.5
3 13-1 1

渊第 18题图冤

从数轴上可以看出-3 13 约-2.5约
-2约-1.5约0约1.5约2约2.5约3 13 援

19.解院（1）因为 - 13 = 13 ，- 12 =
12 ，员3 < 员圆 ，所以- 13 跃- 12 .
（2）+ - 310蓸 蔀 =- 310 ，-（+0.333）=

-0.333.
因为 - 310 = 310 =0.3，-0.333 =

0.333，0.3约0.333，
所以+ - 310蓸 蔀跃-（+0.333）.
（3）- -1011 =-1011= - 12011伊12，
- 14 + 23 =-1112= - 12111伊12 .
因 为 - 12011伊12 = 12011伊12 ，

- 12111伊12 = 12111伊12， 12011伊12 约 12111伊12，
所以- -1011 跃- 14 + 23 .
20.解院（员）若点 粤 和点 悦表示的数

互为相反数，则原点为 月.
（圆）若点 月和点 阅表示的数互为

相反数，则原点为 悦.
（猿）如图所示：

（第 20题图）
O DCBA

四尧解答题渊二冤

21.解院（员）猿 员圆 ；（圆）原源 员5 ；（猿）原缘；
（源）圆；（缘）猿；（远）原猿.

问题：原圆.
规律：一个数符号的改变与它前

面的正号无关，与负号的个数有关，当

负号的个数为奇数时，这个数的符号

改变，正的变为负的，负的变为正的；

当负号的个数为偶数时，这个数的符

号不变.
22.解院（员）悦队、粤队、阅队、耘队、月队.
（圆）如图所示：

（第 22题图）
200100-100 0-200-300

EDC BA
-50 150

（猿）粤 队与 月 队相差 圆园园 分，悦 队
与 耘队相差 源园园分.

圆3.解院（员）第 源件样品的大小最符
合要求援
（圆）因为 +0.1 越园.员约园.员愿，-0.15 越

园.员缘约园.员愿，-0.05 越园.园缘约园.员愿，
所以第 员，圆，源件样品是正品.
因为 0.2 越园.圆，园.员愿约园.圆约园.圆圆，
所以第 猿件样品为次品.
因为 +0.25 越园.圆缘跃园.圆圆，
所以第 缘件样品为废品援
五尧解答题渊三冤
圆4.解院（员）如图所示：

0
（第 24题图）

b -a -ba
BA

（圆）数 遭 与其相反数相距 圆园个单
位长度，则 遭 表示的点与原点的距离
为 圆园衣圆越员园，

所以 遭 表示的数是-员园，-遭 表示的
数是 员园.
（猿）因为-遭 表示的点与原点的距

离为 员园，
而数 葬表示的点与数 遭 的相反数

表示的点相距 缘个单位长度，
所以 葬表示的点与原点的距离为

员园-缘越缘.
所以 葬表示的数是 缘，-葬表示的数

是-缘援
圆5.解院（员）4-（-1）越缘.
（圆）5+2 越苑.
（猿）因为 x+3 越缘，所以 曾越圆或-愿.
（源）因为-猿与 圆两数在数轴上所

对应的两点之间的距离是 缘，
所以使得 x+3 垣 x-2 越缘成立的

整数是-猿和 圆之间的所有整数（包括
-猿和 圆）.

所以这样的整数是-猿，-圆，-员，园，员，圆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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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有理数的加法
第 1课时

员.D
2.D
3.（员）错误，应为 缘远原愿愿越原猿圆；
（圆）错误，应为 猿.圆原源.远越原员.源.
4.（员）圆园；（圆）源；（猿）原远园；（源）原员圆园；

（缘）园；（远）员员圆 .
5.解院如表所示：

-1 4 -3
-2 0 2
3 -4 1
第 2课时

1.B
2.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
3.（1）-4.5；（2）0；（3）1.
4.解院（+120）+（-27.6）+（-5）+（-74）

+（+16.8）+（-31.9）+（+25）=23.3（元）.
答：小丽家这星期末结余 23.3元.

1.3.2有理数的减法
第 1课时

1.B
2.D
3.（1）15；（2）-3.67.
4.（1）淤3；于9；盂9；榆3.
（3）能.
因为点 M，N之间的距离为这两个

点所表示的数的差的绝对值，所以求
数轴上任意两点间的距离可转化为求
这两点在数轴上所表示的数差的绝对
值.

第 2课时
1援粤 2援A
3援-8
4援（员）原远；（圆）园.员；（猿）原员.
5援解院李强同学抽到的四张卡片的

计算结果为：

0- 12 垣 - 32蓸 蔀 -（-缘）垣源越- 12 - 32 垣
缘垣源越苑.

张华同学抽到的四张卡片的计算
结果为：

0 - 76 - -1 13蓸 蔀 -园垣缘越- 76 垣 86 垣
缘越缘 16 .

因为 苑跃缘 16 ，
所以张华为同学们唱歌援

3~4版
一尧选择题
1~5.ABCAB
6~10.BDDCC
二尧填空题
11.-2
12.18-12-9+6，正 18、负 12、负 9、

正 6的和，18减 12减 9加 6
13.310益
14.-8
15. -3
16. 65
17. 圆.缘或 苑.缘
三尧解答题渊一冤
18.解院（员）（猿.员垣源.圆）原（源.圆原员.怨）越苑.猿原

圆.猿越缘.
（圆） - 14蓸 蔀 原 38 垣 916 越 - 14蓸 蔀 垣

- 38蓸 蔀垣 916 越 - 1016蓸 蔀垣 916 越原 116 .
（猿） - 17蓸 蔀 原 - 27蓸 蔀 原员 37 越 - 17蓸 蔀 垣

+ 27蓸 蔀垣 -员 37蓸 蔀越原员 27 .
19. 解 院 原式 越（-3.4）+（-1.6）+

-员 23蓸 蔀+ + 53蓸 蔀（加法交换律）
越［（-3.4）+（-1.6）］+ -123蓸 蔀+ +53蓸 蔀蓘 蓡

（加法结合律）
越（-缘）垣园（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相

加得零）
越-缘（一个数与零相加仍得这个

数）援
故答案为：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

律，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相加得零，一
个数与零相加仍得这个数援

20.解院小明：-源.缘垣猿.圆-员.员垣员.源越
-缘.远垣源.远越-员；

小红：-愿垣圆-（-远）垣（-苑）越-愿垣圆垣远-
苑越-苑.

因为-苑约-员，所以小红获胜援
四尧解答题渊二冤
21. 解 院 原 式 越（-3 -1 +2 -2）+

- 310 - 12 + 35 - 12蓸 蔀=-4+ - 710蓸 蔀=-4 710 .
22.解院（员）纽约时间：怨颐猿园原员猿颐园园垣

圆源颐园园越圆园颐猿园，东京时间：怨颐猿园垣员越员园颐猿园.
（圆）巴黎时间：怨颐猿园原苑颐园园越圆颐猿园，所

以此时巴黎是半夜 圆颐猿园，他这时打电话
不合适.

23.解院（员）（垣远）垣（-猿）垣（垣员园）垣（-愿）垣
（垣员圆）垣（-苑）垣（-员园）

越远-猿垣员园-愿垣员圆-苑-员园越园.
所以王先生最后能回到出发点 员楼.

（圆）王先生走过的路程是 猿伊（ +6 垣
-3 垣 +10 垣 -8 垣 +12 垣 -7 垣
-10 ）

越猿伊（远垣猿垣员园垣愿垣员圆垣苑垣员园）
越猿伊缘远
越员远愿（皂）.
所以他办事时电梯需要耗电 员远愿伊

园.圆越猿猿.远（度）援
五尧解答题渊三冤

圆4.解院（员）2 15蓘 蓡垣［-猿.远］-［-苑］越圆垣
（-源）-（-苑）越圆-源垣苑越缘.

（圆）2 34嗓 瑟-［-圆.源］垣 -6 14嗓 瑟
越圆 34 - 2 34蓘 蓡 -［-圆.源］垣 -6 14蓸 蔀 -

-6 14蓘 蓡
越 114 -圆垣猿- 254 垣苑
越愿- 144
越愿-猿.缘
越源.缘援
25.解院（员）淤1-2+3-4+…+2 019-

2 020=原员伊员 园员园越原员 园员园；
于原员垣猿原缘垣苑原…原圆 园员苑垣圆 园员怨越圆伊

缘园缘越员 园员园.
（圆）-1-2+3+4-5-6+7+8-9-10+11+

12-…-1 021-1 022+1 023+1 024
越（-1-2+3+4）+（-5-6+7+8）+（-9-

10 + 11 + 12）+… +（- 1 021 - 1 022 +
1 023+1 024）越源伊圆缘远越员 园圆源.

所以第 员 园圆源次爬行后蚂蚁所在
位置在原点右侧，对应 员 园圆源.
（猿）小蚂蚁在正半轴爬行的规律

为：第 缘次爬行到表示 员的位置，第 远
次爬行到表示 员垣远越苑的位置；第 怨次
爬行到表示 员的位置，第 员园次爬行到
表示 员垣员园越员员的位置；第 员猿次爬行到
表示 员的位置，第 员源次爬行到表示 员垣
员源越员缘的位置，故小蚂蚁爬行第（源灶垣员）
次均在表示 员 的位置，苑源怨越员愿苑伊源垣员，
故第 苑源怨 次爬行到表示 员 的位置，第
苑缘园次爬行到表示 员垣苑缘园越苑缘员的位置.
故答案为：苑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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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有理数的乘法
第 1课时

1.D
2.6，-6，-6，6，0，0
3.（1）-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