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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圆耀猿版同步周测参考答案
一尧单项选择题
员援月 提示院因为函数 赠越 蓸 12 蔀 曾原圆与

赠越- x姨 都是减函数，所以函数 枣（曾）越蓸 12 蔀曾原圆原 x姨 是连续的减函数，又 枣（员）越
员跃园，f（2）越1- 2姨 <0，可得 枣（员）枣（圆）约园，所以函数 枣（曾）
的零点所在区间是（员，圆）援故选 月援圆援阅 提示院由表格可知，方程 曾猿垣曾圆-圆曾-圆越园 的近
似根在（员，员.缘），（员.圆缘，员.缘），（员.猿苑缘，员.缘），（员.猿苑缘，员.源猿苑缘），
（员.源园远 圆缘，员.源猿苑缘）内，又 员.源猿苑缘-员.源园远 圆缘越园.园猿员 圆缘约园.园源，
故方程 曾猿垣曾圆-圆曾-圆越园的一个近似根（精确度 园.园源）可以
为 员.源猿苑缘援故选 阅援

猿援阅 提示院因为 赠越 蓸 员圆 蔀 曾垣员 在（原肄，园）上单调递
减，赠越圆-曾圆在［园，垣肄）上单调递减，且 蓸 员圆 蔀 园垣员越圆原园圆，所
以函数 枣（曾）在 砸上单调递减，因为 枣（圆葬圆-员）跃枣（猿葬垣源），
所以 圆葬圆-员约猿葬垣源，解得原员约a约 5圆 ，即不等式 枣（圆葬圆-员）跃
枣（猿葬垣源）的解集为 蓸-1，5圆 蔀 援故选 阅援

源援月 提示院函数 枣（曾）越 蓸 员圆 蔀 x-1 -造燥早圆曾 的零点个

数，等价于方程 枣（曾）越0，即 蓸 员圆 蔀 x-1 越造燥早圆曾 的根的个
数，等价于函数 赠越 蓸 员圆 蔀 x-1 与 赠越造燥早圆曾的图象交点个
数，作出函数赠越 蓸 员圆 蔀 x-1 与 赠越造燥早圆曾的大致图象（图略），
由图象可知，函数 赠越 蓸 员圆 蔀 x-1 与 赠越造燥早圆曾的图象只有
员个交点，所以函数 枣（曾）越 蓸 员圆 蔀 x-1 -造燥早圆曾有 员个零点援
故选 月援

缘援悦 提示院由题意，得 2.8=v0ln a+3a
a =v0ln4，则 v0=

2.8ln4 = 2.8圆ln2 抑2，所以 v=v0ln a+5a
a =v0ln6=2（ln2+ln3）抑

3.6援故选 悦援远援粤 提示院由 枣（曾垣圆）越枣（曾），得 y=枣（曾）是周期为 圆
的周期函数，函数 早（曾）越枣（曾）-造燥早葬 x 至少有 远 个零点
等价于函数 赠越枣（曾）与 早（曾）越造燥早葬 x 的图象至少有 远个
交点援淤当 葬跃员 时，作出函数 赠越枣（曾）与 早（曾）越造燥早葬 x 的
图象（图略），由图象，可得 早（缘）越造燥早葬缘约员，则 葬跃缘援于当 园约葬约员时，作出函数 赠越枣（曾）与 早（曾）越造燥早葬 x 的
图象（图略），由图象，可得 早（-缘）越造燥早葬缘逸-员，即 园约葬臆员5 援综上，葬的取值范围是 蓸0，15 蓡胰（缘，垣肄）援故选 粤援

苑援悦 提示院设 贼越枣（曾），则由 早（曾）越［枣（曾）］圆-葬枣（曾）垣员，
可设 澡（贼）越贼圆-葬贼垣员，作出 枣（曾）图象（图略），由图可知当
贼约-员时，贼越枣（曾）有且仅有 员 个解；当 贼越-员 或 贼跃圆 时，贼越
枣（曾）有 圆个解；当-员约贼臆圆时，贼越枣（曾）有 猿个解.令 澡（贼）越园，即 贼圆-葬贼垣员越园，因为函数 早（曾）有 远个零点，故只需 贼圆-

葬贼垣员越园在（-员，圆］内有两个实根，所以
驻=a2-4>0，
h（-1）=1+a+1>0，
h（2）=4-2a+1逸0，
-1< a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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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2<a臆 52 ，即 葬的取值范围是 蓸2，52 蓡 援故选 悦援
愿援月 提示院当 曾逸园时，枣（曾）越曾圆-曾越 蓸x- 员圆 蔀 圆- 员4 ，其

对称轴为直线 曾越 员圆 援作出函数 枣（曾）的图象（图略），不
妨设 曾员约曾圆约园约曾猿约曾源，因为方程 枣（曾）越葬有四个不同的根
曾员，曾圆，曾猿，曾源，则- ln（-x1）越- ln（-x2），且 曾猿垣曾源越圆伊 员圆 ，所
以-造灶（-曾员）越造灶（-曾圆），则 曾员曾圆越员，曾猿垣曾源越员跃圆 x3x4姨 ，即 园约
曾猿曾源约 员4 ，所以 曾员曾圆曾猿曾源的取值范围为 蓸0，员4 蔀 援故选 月援

二尧多项选择题怨援粤阅 提示院因为函数 枣（曾）的图象在 砸上是一条
不间断的曲线，且 枣（-圆）越 员e2 跃园，枣（-员）越 员e -员约园，枣（园）越
-员约园，枣（员）越藻-猿约园，枣（圆）越藻圆-源跃园，所以 枣（-圆）枣（-员）约园，
枣（员）枣（圆）约园，由函数零点存在性定理可知，区间（-圆，-员）
和（员，圆）内含 枣（曾）的零点援故选 粤阅援员园援月阅 提示院当 曾约员时，枣（曾）越源·猿曾-员-员单调递增，
则 枣（曾）沂（-员，猿），当 曾逸员时，枣（曾）越猿（曾圆-源曾垣猿）越猿（曾-圆）圆-猿，则 枣（曾）在［员，圆）上单调递减，在［圆，垣肄）上单调递增，
所以 枣（曾）皂蚤灶越枣（圆）越-猿，枣（曾）的单调递增区间为（-肄，员）和
［圆，垣肄），故 粤 错误，月 正确；若 枣（曾）在（-圆，皂）上单调
递增，则 皂臆员，即 皂的最大值为 员，故 悦错误；函数 赠越源·猿曾-员-员 在（-肄，员）上有 1 个零点，函数 赠越猿（曾圆-源曾垣猿）
在［员，垣肄）上有两个零点，分别为 员和 猿，故 阅正确援故
选 月阅援

员员援月阅 提示院令 早（曾）越枣（曾）-曾，由 f（x）为 R上的奇
函数，得 早（曾）为 R 上的奇函数，即（园，园）为其对称中
心，因为 枣（圆-曾）垣枣（圆垣曾）越源，所以 枣（圆-曾）-（圆-曾）垣枣（圆垣曾）-
（圆垣曾）越园，即 早（圆-曾）垣早（圆垣曾）越园，则 早（曾）关于点（圆，园）对
称，所以 早（-曾）=-早（曾+4），又 早（-曾）=-早（曾），所以 早（曾）=
早（曾+4），早（曾）的最小正周期 栽越源，又 曾沂［园，圆］时，早（曾）越
f（曾）-x=圆曾-曾圆，最大值为 早（员）越员，由对称性知 早（曾）皂蚤灶越-员，方程 枣（曾）越曾垣造早曾 的根的个数等价于函数 赠越造早曾 与
赠越早（曾）图象的交点个数，结合图象，因为 造早怨约员，所以当0<曾臆员园 时，共有 缘 个交点，当 曾跃员园 时，造早曾跃员，造早曾跃
早（曾），没有交点，所以共 缘个交点，故 月正确；早（圆园圆猿）越
枣（圆园圆猿）-圆园圆猿越早（-员）越-早（员）越-员，所以 枣（圆园圆猿）越圆园圆圆，故粤错误；若 枣（曾）越曾垣遭，即 f（曾）-x=早（曾）=b 有解，则-1臆遭臆1，故 悦 错误；若 枣（曾）约曾垣遭，即 f（曾）-x=早（曾）<b 无实数
解，则 遭臆早（曾）皂蚤灶越-员，故 阅正确援故选 月阅援员圆援月悦阅 提示院作出 赠越枣（曾）的图象（图略），因为
关于 曾的方程 枣（曾）越葬（葬沂砸）有四个实数解 曾员，曾圆，曾猿，曾源
且 曾员约曾圆约曾猿约曾源，所以 园约葬臆员，因为 赠越曾圆垣2曾垣员 的对称轴
为直线 曾越-员，所以 曾员垣曾圆越-圆援又 造燥早圆曾猿 越 造燥早圆曾4 ，所以
造燥早圆曾猿垣造燥早圆曾源越园，则 曾猿曾源越员，即 曾源越 员x3

，由 造燥早圆曾猿 臆员，得 员圆 臆
曾猿约员，所以（曾员垣曾圆）（曾猿-曾源）越-圆 蓸曾猿- 员

x3 蔀，因为 赠越-圆 蓸曾- 员
x 蔀

在 蓘 员圆 ，1 蔀上单调递减，所以 y沂（0，3］，即（曾员垣曾圆）（曾猿-曾源）
的取值范围为（园，猿］援故选 月悦阅援

三尧填空题
员猿援-员或 源 提示院令 y=0，即 log3（ x2-3x姨 -1）=0，

得 x2-3x姨 -1=1，解得 曾越-员或 源援
员源援 蓸 3圆 ，2 蔀 提示院设 枣（曾）越 3

x 原曾圆垣员，则 枣（员）越猿跃园，
枣（圆）越原 3圆 约园，取区间（员，圆）的中点为 3圆 ，枣 蓸 3圆 蔀 越 34 跃园，
所以可确定 曾园所在的区间为 蓸 3圆 ，2 蔀 援员缘援猿 提示院由题意，知 晕（贼）越晕园藻 -园.猿贼，当 晕（贼）臆
缘园豫·晕园越 1圆 晕园时，藻-园.猿贼臆 1圆 ，即原园.猿贼臆造灶 1圆 越原造灶圆抑原园.远怨猿，
所以 贼逸圆.猿员，又 贼沂在，所以 贼皂蚤灶越猿，即经过 猿天后，该事
件的热搜度将降到初始的 缘园豫以下援

员远援［园，垣肄） 提示院当 曾跃员 时，枣（曾）越 曾藻造灶曾 ，枣 忆（曾）越
造灶曾原员藻（造灶曾）圆 援当 员约曾约藻 时，枣 忆（曾）约园，枣（曾）单调递减，当 曾跃藻
时，枣 忆（曾）跃园，枣（曾）单调递增，故 曾越藻 时，枣（曾）皂蚤灶越枣（藻）越员；
当 曾臆员 时，枣（曾）越曾猿原猿曾垣葬，枣 忆（曾）越猿曾圆原猿，当 曾约原员 时，
枣 忆（曾）跃园，枣（曾）单调递增，当原员约曾约员 时，枣 忆（曾）约园，枣（曾）单
调递减，所以当 曾越原员时，枣（曾）有极大值 枣（原员）越圆垣葬，当
曾越员时，枣（员）越原圆垣葬，作出 枣（曾）的大致图象（图略），由题
意，得［枣（曾）］圆原（贼垣圆）枣（曾）垣圆贼越园，即［枣（曾）原圆］［枣（曾）原贼］越园
有 苑个不同的实根.当 枣（曾）越圆有三个根，枣（曾）越贼有四个
实根时，则 圆垣葬越圆或原圆垣葬跃圆，得 葬越园 或 葬跃源；当 枣（曾）越圆
有四个根，枣（曾）越贼有三个实根时，则原圆垣葬臆圆<圆垣葬，得园约葬臆源.综上，葬逸园，即实数 葬的取值范围是［园，垣肄）援

四尧解答题
员苑援（员）解院由题意，得 员4 越葬-圆= 员

a2 ，解得 葬越圆援
（圆）解院由（员）得，枣（曾）越圆曾，该函数在 蓘- 12 ，1 蓡上单调

递增，所以 f（x）min=f 蓸- 员圆 蔀越圆原 12 越 2姨2 援
（猿）证明院早（曾）越枣（曾）+曾越圆曾垣曾，易知 早（曾）在 砸 上单

调递增，又 早（园）越员跃园，早（-员）越原 12 约园，由函数零点存在
性定理，知 早（曾）在区间（-员，园）内存在零点援

员愿援解院（员）因为一次喷洒 源个单位的去污剂，所以
空气中释放的去污剂浓度为 枣（曾）越 4 蓸1+ x8 蔀，0<x臆4，

36
x+2 ，4<x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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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园约曾臆源时，源 蓸1+ x8 蔀逸源，解得 曾逸园，则 园约曾臆源；当
源约曾臆员园时，36

x+2 逸源，解得 曾臆苑，则 源约曾臆苑援综上，曾 的
取值范围为（园，苑］援所以一次投放 源 个单位的去污剂，
有效去污时间可达 苑天援
（圆）设从第一次喷洒起，经 曾（远约曾臆员园）天，浓度为

早（曾）越圆伊 9
x+2 垣葬蓸1+ x-68 蔀越 18

x+2 垣 a（x+2）8 逸圆 18
x+2·a（x+2）8姨 越

圆 9a4姨 越猿 a姨 逸源，即 葬逸 169 ，又 葬沂［员，源］，所以 169 臆
葬臆源，当且仅当 18

x+2 越 a（x+2）8 ，即 曾垣圆越怨时，等号成立,此
时 曾越苑沂（远，员园］，所以 葬的最小值为 169 援

员怨援 解院（员）枣（曾）越糟燥泽曾糟燥泽 蓸x+仔6 蔀越糟燥泽曾 蓸 3姨2 糟燥泽曾-
12 泽蚤灶曾 蔀越 3姨2 糟燥泽圆曾- 12 泽蚤灶曾糟燥泽曾越 3姨2 ·cos2x+12 - 14·

泽蚤灶圆曾越 3姨4 糟燥泽圆曾- 14 泽蚤灶圆曾垣 3姨4 越 12 糟燥泽 蓸 2x+ 仔6 蔀 垣
3姨4 ，所以 枣（曾）的最小正周期 栽越 2仔2 越仔援由 圆噪仔-仔臆

圆曾垣 仔6 臆圆噪仔，噪沂在，解得 噪仔- 7仔12 臆曾臆噪仔- 仔12 ，噪沂
在，又 曾沂［园，仔］，所以当 噪越员 时，5仔12 臆曾臆 11仔12 ，所以

函数 枣（曾）在［园，仔］上的单调递增区间为 蓘 5仔12 ，11仔12 蓡 援
（圆）因为 曾沂 蓘-仔2 ，0 蓡，所以 圆曾垣仔6 沂 蓘 - 5仔6 ，仔6 蓡，

又方程 枣（曾）越贼在 蓘-仔2 ，0 蓡上有两个不同的实数根，等
价于 y=枣（曾）的图象与直线 y=t 在 蓘 -仔2 ，0 蓡上有两个交
点，所以 3姨2 臆糟燥泽 蓸2x+仔6 蔀约员， 3姨2 臆 12 糟燥泽 蓸2x+仔6 蔀垣

3姨4 约 12 垣 3姨4 ，所以 3姨2 臆贼约 12 垣 3姨4 ，即实数 贼

的取值范围为 蓘 3姨2 ，12 垣 3姨4 蔀 援
圆园援解院（员）由 枣（曾）越源曾-葬·圆曾垣圆，令 贼越圆曾（贼跃园），则 早（贼）越

贼圆-葬贼垣圆（贼跃园），当 葬越猿 时，早（贼）越贼圆-猿贼垣圆，令 早（贼）跃园，解得
贼约员或 贼跃圆，则 圆曾约员或 圆曾跃圆，解得 曾约园或 曾跃员，所以原不
等式的解集为｛曾 曾约园或 曾跃员｝援
（圆）结合（1），因为函数 贼越圆曾在 砸上单调递增，所以

函数 枣（曾）在（园，垣肄）上存在两个零点等价于函数 早（贼）
在（员，垣肄）存在两个零点，因为 早（贼）越贼圆-葬贼垣圆开口向上，
对称轴为直线 贼越 a2 ，所以

驻=a2-8>0，
a2 >1，

g（1）=1-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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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圆 2姨 约

葬约猿，所以实数 葬的取值范围为（圆 2姨 ，猿）援圆员援解院（员）若 a<0，则 f（a）=lg（-a）=1，解得 a=-10；
若 a逸0，则 f（a）= ea-2 =1，解得 a=0 或 ln3.故 a的值
为 0或-10或 ln3.
（圆）由题可知 f（x）= lg（-x），x<0，-ex+2，0臆x<ln2，ex-2，x逸ln2，嗓
当 x<0时，枣（曾）单调递减，且 枣（曾）沂R；当 0臆x<ln2

时，枣（曾）单调递减，且 枣（曾）沂（0，1］；当 x逸ln2 时，枣（曾）
单调递增，且 枣（曾）沂［0，+肄）.作出 枣（曾）的图象（图略）.

令 t=f（曾），则关于 x的方程［f（x）］2+mf（x）+2m+1=0恰有 5个实数根等价于关于 t的方程 t2+mt+2m+1=0
有 2个不相等的实数根，设两个实根分别为 t1，t2.

不妨设 t1>t2，则 t2=0，0<t1臆1，嗓 或 t1>1，0<t2臆1，嗓 令 h（t）=贼圆+
m贼+2m+1，若 t1>1，0<t2<1，则 h（0）>0，

h（1）<0，
驻>0，嗓 即

2m+1>0，3m+2<0，
m2-8m-4>0，嗓

解集为茵；若 t1>1，t2=1，则 h（0）>0，
h（1）=0，
驻>0，嗓 即

2m+1>0，3m+2=0，
m2-8m-4>0，嗓 解

集为茵；若 t2=0，0<t1臆1，则 h（0）=0，
h（1）逸0，
驻>0，嗓 即

2m+1=0，3m+2逸0，
m2-8m-4>0，嗓

解得 皂越- 员圆 .所以实数 皂的取值范围是 - 员圆嗓 瑟 .
圆圆援解院（员） 枣（曾）-g（曾） 越 曾+ 员4曾 -1 ，员4 臆曾臆 34 ，

设 h（曾）越曾+ 员4曾 -1，员4 臆曾臆 34 ，则 h忆（曾）越 4曾2-员4曾2 ，所以

当 x沂 员4 ，员2 蔀蓘 时，h忆（曾）<0，h（x）单调递减，当 x沂
员2 ，34 蓡时，h忆（曾）>0，蓸 h（曾）单调递增，所以 h（x）的最小

值是 h 员2蓸 蔀 =0，又 h 员4蓸 蔀 = 员4 ，h 34蓸 蔀 = 112 ，所以
枣（曾）-g（曾）臆 14 <1，所以在区间 员4 ，34蓘 蓡上，f（曾）可被

g（曾）替代.
（圆）由题意，得 f（曾）-g（曾）越 sinx -ln（a+cos2x）臆

1对任意 曾沂R恒成立，即 ln（a+1-sin2x）- sinx 臆1
对任意 曾沂R 恒成立，令 sinx =t，则 t沂［0，1］，则

ln（a+1-t2）-t 臆1 对 任 意 t 沂［0，1］ 恒 成 立 ，即ln（a+1-t2）-lnet 臆1对任意 t沂［0，1］恒成立，所以
ln a+1-t2

et 臆1 对任意 t沂［0，1］恒成立，即 e -1臆
a+1-t2

et 臆e 对 任 意 t 沂［0，1］ 恒 成 立 ， 所 以

a逸et-1+t2-1，
a臆et+1+t2-1嗓 对任意 t沂［0，1］恒成立，设 s（t）=et-1+t2-

1，该函数在［0，1］上为增函数，则 s（t）max=s（1）=1，所以
a逸1；设 渍（t）=et+1+t2-1，该函数在［0，1］上也是增函数，
则 渍（t）min=渍（0）=e-1，所以 a臆e-1.

综上，实数 a的取值范围是［1，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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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单项选择题
员援悦 提示院由题意，得 韵孕 越 5姨 ，所以 糟燥泽琢越-1

5姨 =- 5姨5 援故选 悦援
圆援阅 提示院 因为 贼葬灶琢越圆，所以 泽蚤灶圆琢垣泽蚤灶琢糟燥泽琢越泽蚤灶圆琢垣泽蚤灶琢糟燥泽琢泽蚤灶圆琢垣糟燥泽2琢 越 tan圆琢垣tan琢tan圆琢垣1 越 65 援故选 阅援
猿援月 提示院 因为 琢 是第二象限角，泽蚤灶 蓸琢垣 3仔2 蔀越

45 ，即-糟燥泽琢越 45 ，可得 糟燥泽琢越- 45 ，则 糟燥泽 蓸琢垣 3仔2 蔀越
泽蚤灶琢越 1-糟燥泽2琢姨 越 35 援故选 月援

源援悦 提示院设外弧长为 造员，外弧半径为 则员，内弧长
为 造圆，内弧半径为 则圆，该扇面所在扇形的圆心角为 琢=2仔3 ，因为扇形的弧长为 造越琢则，由题意，得 l1=24，l2=10，
所以 则员越 造员

琢 越36仔 ，则圆越 造2
琢 越15仔，因为扇形的面积 杂越 12 造则，所

以该扇面画的面积 杂越 12 造员 则员原 12 造圆则圆越 12 伊圆源伊 36仔 - 12 伊
员园伊15仔 越 357仔 抑员员怨.故选 悦援

缘援月 提示院糟燥泽 蓸 7仔2 +琢蔀越糟燥泽蓸 3仔2 +琢蔀越泽蚤灶琢越 47，因为
贼葬灶琢约园，所以 糟燥泽琢越- 1-蓸 47 蔀 2姨 越- 33姨7 ，所以 糟燥泽（仔原琢）垣
泽蚤灶 蓸 仔2 原琢 蔀·贼葬灶琢越原糟燥泽琢垣泽蚤灶琢越 4+ 33姨7 援故选 月援

远援粤 提示院泽蚤灶 蓸2琢- 仔6 蔀越泽蚤灶 蓸2琢- 2仔3 + 仔2 蔀越糟燥泽 蓸2琢-
2仔3 蔀越员原2泽蚤灶圆 蓸琢- 仔3 蔀 援当 泽蚤灶 蓸琢- 仔3 蔀越 3姨3 时，泽蚤灶 蓸2琢-
仔6 蔀越员原圆伊 蓸 3姨3 蔀 圆越 13 ，充分性成立援当 泽蚤灶 蓸2琢- 仔6 蔀越
13 时，员原2泽蚤灶圆 蓸琢- 仔3 蔀越 13 ，解得 泽蚤灶 蓸琢- 仔3 蔀越依 3姨3 ，必

要性不成立，则“泽蚤灶 蓸琢- 仔3 蔀越 3姨3 ”是“泽蚤灶 蓸2琢- 仔6 蔀 越
13 ”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援故选 粤援

苑援悦 提示院由 糟燥泽琢垣糟燥泽茁越 12 ，泽蚤灶琢垣泽蚤灶茁越 13 ，两式
分别平方，得 糟燥泽圆琢垣圆糟燥泽琢糟燥泽茁垣糟燥泽圆茁越 14 ， 淤

泽蚤灶圆琢-圆泽蚤灶琢泽蚤灶茁垣泽蚤灶圆茁越 19 ， 于
由淤垣于，得 圆垣圆糟燥泽琢糟燥泽茁-圆泽蚤灶琢泽蚤灶茁越 1336，即 圆垣

圆糟燥泽（琢垣茁）越1336，得 糟燥泽（琢+茁）越原5972 援故选 悦援
愿援悦 提示院由 泽蚤灶琢越圆泽蚤灶茁，糟燥泽琢越 12 糟燥泽茁，得 泽蚤灶2琢垣

糟燥泽2琢越源泽蚤灶圆茁垣 14 糟燥泽圆茁越员，又 源泽蚤灶圆茁垣 14 糟燥泽圆茁越 154 泽蚤灶圆茁垣
14 泽蚤灶圆茁垣 14 糟燥泽圆茁越员，则 泽蚤灶圆茁越 15 ，又 琢，茁 均为锐角，所

以 泽蚤灶茁 越 5姨5 ，糟燥泽茁 越 2 5姨5 ，泽蚤灶琢 越 2 5姨5 ，糟燥泽琢 越
5姨5 ，所以 泽蚤灶（琢原茁）越泽蚤灶琢糟燥泽茁原糟燥泽琢泽蚤灶茁越 2 5姨5 伊

2 5姨5 原 5姨5 伊 5姨5 越 35 援故选 悦援
怨援阅 提示院因为 枣（曾）越葬贼葬灶（仔原曾）垣遭糟燥泽 蓸 曾垣 仔2 蔀 垣

圆园圆猿越-葬贼葬灶曾-遭泽蚤灶曾垣圆园圆猿，所以 枣（皂）垣枣（-皂）越-葬贼葬灶皂-
遭泽蚤灶皂垣圆园圆猿垣葬贼葬灶皂垣遭泽蚤灶皂垣圆园圆猿越源园源远，又 枣（皂）越圆园圆员，
所以 枣（-皂）越圆园圆缘援故选 阅援

员园援悦 提示院因为 泽蚤灶琢泽蚤灶 蓸 仔3 -琢 蔀 越 泽蚤灶琢泽蚤灶 蓘 仔2 -
蓸琢+ 仔6 蔀 蓡越 泽蚤灶琢糟燥泽 蓸琢+ 仔6 蔀越猿糟燥泽琢泽蚤灶 蓸琢+ 仔6 蔀，所以贼葬灶琢越

猿贼葬灶蓸琢+ 仔6 蔀，则 贼葬灶琢=3伊 tan琢+tan 仔6
1-tan琢tan 仔6

= 3tan琢+ 3姨
1- 3姨3 tan琢

，所

以 贼葬灶圆琢 垣圆 3姨 贼葬灶琢 垣猿 越园，解得 贼葬灶琢 越原 3姨 ，所以

贼葬灶 蓸 琢 + 仔6 蔀 越原 3姨3 ， 所 以 cos 蓸 2琢 + 仔3 蔀 =
cos2 蓸琢+ 仔6 蔀-sin2 蓸琢+ 仔6 蔀
cos2 蓸琢+ 仔6 蔀+sin2 蓸琢+ 仔6 蔀 = 1-贼葬灶圆 蓸琢+ 仔6 蔀

1+贼葬灶圆 蓸琢+ 仔6 蔀 = 12 援故选 悦援
员员援悦 提示 院 因为 葬越（员 原 3姨 贼葬灶圆园毅）泽蚤灶愿园毅 越

cos20毅- 3姨 sin20毅cos20毅 ·泽蚤灶愿园毅越 2蓸 12 cos20毅- 3姨2 sin20毅 蔀
cos20毅 ·

糟燥泽员园毅越 2sin10毅cos10毅cos20毅 越 sin20毅cos20毅 越贼葬灶圆园毅，遭越泽蚤灶源园毅泽蚤灶员员园毅-泽蚤灶圆园毅泽蚤灶员猿园毅越泽蚤灶源园毅糟燥泽圆园毅-泽蚤灶圆园毅糟燥泽源园毅越泽蚤灶（源园毅-圆园毅）越
泽蚤灶圆园毅，c= 2tan15毅1-tan215毅 越贼葬灶猿园毅，又 泽蚤灶圆园毅约贼葬灶圆园毅约贼葬灶猿园毅，
所以 遭约葬约糟援故选 悦援

员圆援阅 提示院因为 贼葬灶（仔垣兹）- 1tan（2仔-兹）越 103 ，所
以 贼葬灶兹- 1tan（-兹）越103 ，即 贼葬灶兹垣 1tan兹 越 103 ，所以 猿贼葬灶圆兹-

员园贼葬灶兹垣猿越园，所以 贼葬灶兹越 13 或 贼葬灶兹越猿，因为 兹沂 蓸 仔4 ，仔2 蔀，
所以 贼葬灶兹跃员，所以 贼葬灶兹越猿，所以 2姨 泽蚤灶 蓸 圆兹垣 仔4 蔀 垣圆·
糟燥泽圆（原兹）越 2姨 蓸泽蚤灶圆兹糟燥泽 仔4 垣糟燥泽圆兹泽蚤灶 仔4 蔀垣圆糟燥泽圆兹越泽蚤灶圆兹垣
糟燥泽圆兹 垣圆糟燥泽圆兹 越2sin兹cos兹 +3cos2兹 -sin2兹 = 2sin兹cos兹sin圆兹+cos2兹 +
3cos2兹-sin2兹sin圆兹+cos2兹 越 2tan兹+3-tan2兹tan圆兹+1 越 2伊3+3-99+1 越园援故选 阅援
二尧多项选择题
员猿援粤月 提示院对于 粤，由原 5仔6 的终边在第三象限，

得原 5仔6 是第三象限角，故 粤正确；对于 月，设扇形的半
径为 则，则 仔2·则越仔，所以 则越圆，扇形面积 杂越 12 伊 仔2 伊圆圆越仔，
故 月 正确；对于 悦，孕到原点的距离为 （-3m）2+（4m）2姨 =
5 m ，当 皂跃园时，糟燥泽琢越原 35 ，当 皂约园时，糟燥泽琢越 35 ，故 悦
错误；对于 阅，琢越猿园毅是锐角，但 圆琢越远园毅不是钝角，故 阅
错误援故选 粤月援员源援粤月阅提示院对于 粤，糟燥泽愿圆毅泽蚤灶缘圆毅原泽蚤灶愿圆毅糟燥泽缘圆毅越
泽蚤灶（缘圆毅原愿圆毅）越泽蚤灶（原猿园毅）越原 12 ，故 粤正确；对于 月，
泽蚤灶员缘毅泽蚤灶猿园毅泽蚤灶苑缘毅越泽蚤灶员缘毅泽蚤灶猿园毅糟燥泽员缘毅越 12 泽蚤灶圆猿园毅越 18 ，
故 月 正确；对于 悦， tan48毅+tan72毅1-tan48毅tan72毅 =tan（48毅 +72毅）=
tan120毅=- 3姨 ，故 悦 错误；对于 阅，糟燥泽圆员缘毅原泽蚤灶圆员缘毅越
糟燥泽猿园毅越 3姨2 ，故 阅正确援故选 粤月阅援

员缘援粤月 提示院因为 泽蚤灶琢原糟燥泽琢越 75，所以 员原圆 泽蚤灶琢糟燥泽琢越
4925，则 sin琢cos琢=- 1225，又 琢沂（园，仔），所以 泽蚤灶琢跃园，糟燥泽琢约
园，所以（泽蚤灶琢垣糟燥泽琢）圆越员垣圆泽蚤灶琢糟燥泽琢越员原 2425越 125，所以
泽蚤灶琢垣糟燥泽琢越依 15 ，所以 泽蚤灶琢垣糟燥泽琢垣泽蚤灶圆琢越泽蚤灶琢垣糟燥泽琢垣
圆泽蚤灶琢糟燥泽琢越 15 原 2425越-1925或 泽蚤灶琢垣糟燥泽琢垣泽蚤灶圆琢越泽蚤灶琢垣糟燥泽琢垣
圆泽蚤灶琢糟燥泽琢越原 15 原2425越原2925 援故选 粤月援

员远援月阅 提示院因为 泽蚤灶兹垣糟燥泽兹越 15 ，淤
所以（泽蚤灶兹垣糟燥泽兹）圆越员垣圆泽蚤灶兹糟燥泽兹越 125，则 圆泽蚤灶兹糟燥泽兹越

原2425，因为 兹沂（园，仔），所以 泽蚤灶兹跃园，糟燥泽兹约园，所以 兹沂 蓸 仔2 ，
仔 蔀，所以（泽蚤灶兹原糟燥泽兹）圆越员原圆泽蚤灶兹糟燥泽兹越4925，所以 泽蚤灶兹原糟燥泽兹越
75 于，故 粤错误；联立淤于，得 泽蚤灶兹越 45 ，糟燥泽兹越原 35 ，故
月正确；所以 tan兹= sin兹糟燥泽兹 =- 43 ，故 悦 错误；sin4兹-cos4兹=
（sin2兹-cos2兹）（sin2兹+cos2兹）= 725，故 阅正确援故选 月阅援

员苑援月阅 提示院因为 泽蚤灶琢越 13 ，且 园约琢约仔2 约茁约仔，所
以 糟燥泽琢越 1-sin2琢姨 越 2 2姨3 ，仔2 约琢垣茁约 3仔2 ，糟燥泽茁约园，因
为 糟燥泽（琢垣茁）越原 2 2姨3 ，所以 泽蚤灶（琢垣茁）越依 1-cos2（琢垣茁）姨 越
依 13 ，所以 糟燥泽茁越糟燥泽［（琢垣茁）-琢］越糟燥泽琢糟燥泽（琢垣茁）垣泽蚤灶琢泽蚤灶（琢垣
茁）越 2 2姨3 伊 蓸原 2 2姨3 蔀垣 13 伊 蓸依 13 蔀越- 79 或-员（舍去），
则 sin（琢垣茁）= 13 ，故 A 错误，月 正确；所以 糟燥泽圆茁越
圆糟燥泽圆茁-员越 1781，故 悦 错误；所以 泽蚤灶茁 越 1-cos2茁姨 越
4 2姨9 ，可得 泽蚤灶（琢-茁）越泽蚤灶琢糟燥泽茁-糟燥泽琢泽蚤灶茁越 13 伊 蓸- 79 蔀原
2 2姨3 伊 4 2姨9 越原2327，故 阅正确援故选 月阅援

员愿援粤月阅 提示院对于 粤，因为 茁均为锐角，所以 茁垣仔6 沂 蓸0，2仔3 蔀，因为 糟燥泽 蓸茁垣 仔6 蔀越 2姨2 ，所以 茁垣 仔6 越 仔4 ，
所以 茁越 仔12，故 粤 正确；对于 月，因为 泽蚤灶 蓸琢垣茁垣 5仔4 蔀 越
泽蚤灶 蓸琢垣 仔12垣 5仔4 蔀越泽蚤灶 蓸琢垣 4仔3 蔀越-泽蚤灶 蓸琢垣 仔3 蔀越- 2 2姨5 ，所

以 泽蚤灶 蓸琢垣 仔3 蔀越 2 2姨5 ，故 月 正确；对于悦，因为 琢为锐

角，所以 琢垣 仔3 沂 蓸 仔3 ，5仔6 蔀，又 sin 蓸琢垣 仔3 蔀= 2 2姨5 ，所以

糟燥泽 蓸琢垣 仔3 蔀越依 17姨5 ，故 悦 错误；对于 阅，泽蚤灶［圆（琢垣茁）］越
泽蚤灶 蓸2琢垣 仔6 蔀越-糟燥泽 蓸圆琢+ 仔6 + 仔2 蔀越-糟燥泽 蓘圆 蓸琢垣 仔3 蔀 蓡越圆泽蚤灶圆 蓸琢垣
仔3 蔀-员越圆伊 825-员越- 925，故 阅正确援故选 粤月阅援
三尧填空题
员怨援 59 提示院因为 sin 蓸琢-仔4 蔀越 2姨2 sin琢- 2姨2 ·

cos琢越 2姨3 ，所以 sin琢-cos琢越 23 ，两边平方，可得
sin2琢+cos2琢-2sin琢cos琢越1-sin2琢越 49 ，则 sin2琢越 59 援

圆园援 2姨3 提示院因为 f（琢）越 sin（仔-琢）cos（仔+琢）
cos 蓸 3仔2 -琢 蔀 越

sin琢（-cos琢）-sin琢 =糟燥泽琢，又 泽蚤灶 蓸琢垣 仔3 蔀越 2姨3 ，则 枣 蓸 仔6 -琢 蔀越
糟燥泽 蓸 仔6 -琢 蔀越泽蚤灶 蓘 仔2 -蓸 仔6 -琢 蔀 蓡越泽蚤灶 蓸琢+ 仔3 蔀越 2姨3 援

圆员援-仔4 提示院由 琢沂 蓸 仔4 ，仔2 蔀，得 2琢沂 蓸 仔2 ，仔 蔀，
因为 cos2琢=- 10姨10 ，所以 sin2琢越 3 10姨10 援易知 琢-茁沂
蓸 3仔4 ，3仔2 蔀，因为 sin（琢-茁）= 5姨5 ，所以 cos（琢-茁）越- 2 5姨5 ，

所以 cos（琢+茁）越c燥泽［圆琢-（琢-茁）］越糟燥泽圆琢糟燥泽（琢-茁）垣
泽蚤灶圆琢泽蚤灶（琢-茁）越- 10姨10 伊 蓸- 2 5姨5 蔀 3 10姨10 伊 5姨5 越

2姨2 ，又 琢+茁沂 蓸- 3仔4 ，0 蔀，所以 琢+茁越-仔4 援
圆圆援 27 提示院 由 泽蚤灶（琢垣茁）越 67 ，得 泽蚤灶琢糟燥泽茁垣

糟燥泽琢泽蚤灶茁越 67 ，淤，因为 贼葬灶琢越圆贼葬灶茁，即 泽蚤灶琢cos琢 = 2泽蚤灶茁cos茁 ，则
泽蚤灶琢糟燥泽茁越圆糟燥泽琢泽蚤灶茁，于，由淤于，得 糟燥泽琢泽蚤灶茁越 27 ，
泽蚤灶琢糟燥泽茁越 47 ，所以 泽蚤灶（琢-茁）越泽蚤灶琢糟燥泽茁-糟燥泽琢泽蚤灶茁越 27 援

四尧解答题
圆猿援解院（员）因为 泽蚤灶兹=- 5姨5 ，且 兹沂 蓸- 仔2 ，0 蔀，所

以 cos兹= 1-sin2兹姨 = 2 5姨5 ，则 tan兹= 泽蚤灶兹cos兹 =- 12 ，所以
2泽蚤灶兹+3cos兹3sin兹-2cos兹 = 2tan兹+33tan兹-2 = 2伊 蓸- 12 蔀+3

3伊 蓸- 12 蔀-2 =- 47 援

（圆）原式= -cos兹·泽蚤灶兹·（-tan兹）-tan兹·sin兹 =-cos兹=- 2 5姨5 援

圆源援解院（员）f（琢）= 泽蚤灶（琢+2仔）sin 蓸 仔2 +琢 蔀
cos（-琢）tan（仔+琢） = sin琢糟燥泽琢糟燥泽琢tan琢 =

糟燥泽琢援
（圆）因为 f（琢）= 3姨3 ，所以 糟燥泽琢越 3姨3 ，且 琢为锐

角，所以 泽蚤灶琢越 6姨3 ，tan琢越 2姨 ，则 sin2琢+ 2姨 泽蚤灶琢cos琢-

cos2琢+ 2tan琢 = 23 + 2姨 伊 6姨3 伊 3姨3 - 13 + 2
2姨 =1+ 2姨 援

（猿）由 f（琢）f 蓸 琢垣 仔2 蔀 =- 25 ，得 糟燥泽琢cos 蓸 琢垣 仔2 蔀 =
-糟燥泽琢sin琢=- 25 ，则 糟燥泽琢泽蚤灶琢= 25 ，所以（糟燥泽琢-泽蚤灶琢）2=1-
2糟燥泽琢泽蚤灶琢= 15 ，因为 仔4 约琢约 仔2 ，所以 糟燥泽琢-泽蚤灶琢约园，则
f（琢）+f 蓸琢垣 仔2 蔀=糟燥泽琢+cos 蓸琢垣 仔2 蔀=糟燥泽琢-泽蚤灶琢=- 5姨5 援

25援解 院（1）因为 a越 蓸 cos 4仔3 ，sin（仔+琢 蔀 越 蓸 - 12 ，
-sin琢），b越（-1，1-2cos琢），又 a椅b，所以- 12（1-2cos琢）-
sin琢越0，则 sin琢-cos琢越- 12 ，两边平方，得 1-sin2琢= 14 ，则
sin2琢越 34 援
（2）由（1）知 sin琢-cos琢越- 12 ，sin2琢越 34 ，又 琢沂（-仔，

0），所以 琢沂 蓸-仔，-仔2 蔀，则 sin琢+cos琢越- （sin琢+cos琢）2姨 越

- 1+2sin琢cos琢姨 越- 7姨2 ，联立
sin琢-cos琢=- 12 ，
sin琢+cos琢=- 7姨2 ，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解得 sin琢越- 7姨 +14 ，cos琢越 1- 7姨4 ，则 tan琢越 sin琢cos琢 越
4+ 7姨3 援

26援 解院（员）枣（曾）越泽蚤灶 蓸 圆棕曾-仔6 蔀 -源泽蚤灶圆棕曾垣圆越 3姨2 ·

泽蚤灶圆棕曾- 12 糟燥泽圆棕曾垣圆糟燥泽圆棕曾越 3姨 泽蚤灶 蓸圆棕曾+仔3 蔀 （棕跃园），
因为 f（x）的图象与 曾轴相邻两个交点间的距离为仔2 ，所
以 栽越 2仔2棕 越仔，则 棕越员，所以 枣（曾）越 3姨 泽蚤灶 蓸 圆曾+ 仔3 蔀，由
圆曾垣 仔3 越 仔2 +噪仔（噪沂在），得 曾越 仔12 + k仔2 （噪沂在），所以函
数 枣（曾）图象的对称轴为 曾越 仔12 + k仔2 （噪沂在）援
（圆）因为 曾沂 蓘- 仔6 ，仔2 蓡，所以 圆曾垣 仔3 沂 蓘 0，4仔3 蓡，

所以当 曾沂 蓘-仔6 ，仔12 蓡时，圆曾垣仔3 沂 蓘园，仔2 蓡，枣（曾）为增函

数；当 曾沂 蓘 仔12 ，仔2 蓡时，圆曾垣仔3 沂 蓘 仔2 ，4仔3 蓡，枣（曾）为减函

数援所以 f（x）在 蓘-仔6 ，仔12 蓡上单调递增，在 蓘 仔12 ，仔2 蓡上
单调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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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单项选择题

员援月 提示 院因为 lim驻x 寅 0
枣（员 原 猿驻曾）原 枣（员）驻x = - 3·

lim驻x寅0
枣（员原猿驻曾）原枣（员）-3驻x =-3枣忆（员）=2，所以 枣忆（员）越原 23 援故选月援
圆援阅 提示院因为 泽（贼）越 12 贼圆-远贼，所以 泽忆（贼）越贼-远，又

贼越贼园时，该物体的瞬时速度为 圆皂/泽，所以 贼园-远越圆，解得
贼园越愿援故选 阅援

猿援阅 提示院由图象，得 枣（曾）在［员，缘］上单调递减，
在（缘，垣肄）上单调递增，所以 枣 忆（圆）约园，枣 忆（猿）约园，枣 忆（远）跃
园援故选 阅援

源援粤 提示院由 枣（曾）越藻曾-造灶曾，得 枣（曾）的定义域为（园，
垣肄），枣忆（曾）越藻原 1

x（曾跃园），令 枣 忆（曾）约园，得 园约曾约 1e ，所以函
数 枣（曾）的单调递减区间是 蓸园，1e 蔀 援故选 粤援

缘援粤 提示院因为 枣（-曾）垣枣（曾）垣圆糟燥泽曾越园，所以 枣（-曾）越
-枣（曾）-圆糟燥泽曾，令 早（曾）越枣（曾）垣糟燥泽曾，则 早（-曾）越枣（-曾）垣糟燥泽（-曾）越
-枣（曾）-圆糟燥泽曾垣糟燥泽曾越-枣（曾）-糟燥泽曾越-早（曾），所以 早（曾）在 砸
上为奇函数，又当 曾逸园时，枣 忆（曾）跃泽蚤灶曾，所以当 曾逸园
时，早忆（曾）越枣 忆（曾）-泽蚤灶曾跃园，所以 早（曾）在［园，垣肄）上单调递
增，又 早（曾）在 砸上为奇函数，所以 早（曾）在 砸上单调递
增，又 枣（曾）垣圆糟燥泽曾跃枣（仔-曾），所以 枣（曾）垣糟燥泽曾跃枣（仔-曾）-
糟燥泽曾，又 枣（仔-曾）-糟燥泽曾越枣（仔-曾）垣糟燥泽（仔-曾），所以 早（曾）跃早（仔-
曾），又 早（曾）在 砸上单调递增，所以 曾跃仔-曾，解得 曾跃 仔2 ，
即原不等式的解集为 蓸 仔2 ，+肄 蔀 援故选 粤援

远援阅 提示院由 早（曾）越 12 曾圆原圆葬造灶曾原圆曾，知 早忆（曾）越曾-
2a
x -圆，因为 早（曾）在（园，垣肄）上单调递增，所以 早忆（曾）逸
园，即 圆葬臆曾圆-圆曾在（园，垣肄）上恒成立.设 枣（曾）越曾圆-圆曾越（曾-
员）圆-员，曾沂（园，垣肄），所以 枣（曾）皂蚤灶越枣（员）越-员，所以 圆葬臆-员，
则 葬臆- 12 ，即实数 葬的取值范围为蓸-肄，- 12 蓡 援故选 阅援

苑援悦 提示院设 枣（曾）越 xlnx（曾跃员），枣 忆（曾）越 lnx-1
（lnx）2，则

当 曾沂（员，藻）时，枣 忆（曾）约园，枣（曾）单调递减；当 曾沂（藻，垣肄）
时，枣 忆（曾）跃园，枣（曾）单调递增，a=2 e姨 = e姨

ln e姨 =f（ e姨 ），

枣（圆）越遭越 2ln2 越 42ln2 越 4ln4 越枣（源），c= e2
4-ln4 =

e2
2

ln e2
2

=f 蓸 e2
2 蔀，

因为 员约 e姨 约圆约藻约 e2
2 约源，所以 枣（ e姨 ）跃枣（圆）越枣（源）跃

枣 蓸 e2
2 蔀，即 糟约遭约葬援故选 悦援
愿援悦 提示院因为函数 枣（曾）与 早（曾）的图象上恰有两

对关于 曾轴对称的点，所以-枣（曾）越早（曾），即-葬曾垣曾造灶曾越藻曾-
员有两解，所以 a= xlnx-ex+1

x 有两个实数解，等价于直

线 y=a与 y= xlnx-ex+1
x 的图象有两个交点 .令 h（x）=

xlnx-ex+1
x ，则 h忆（x）=（ex-1）（1-x）

x2 ，所以当 曾沂（园，员）
时，澡忆（曾）跃园，澡（曾）单调递增；当 曾沂（员，垣肄）时，澡忆（曾）约园，
澡（曾）单调递减，所以 澡（曾）在 曾越员处取得极大值 澡（员）越
员-藻，且当 曾寅园时，澡（曾）寅-肄，当 曾寅垣肄时，澡（曾）寅-肄，
所以 澡（曾）的值域为（-肄，1-e］，则实数 葬的取值范围为
（-肄，员-藻），故选 悦援

二尧多项选择题
9援粤阅 提示院对于 粤，赠越曾猿造灶曾的导数 赠忆越猿曾圆造灶曾垣曾圆，

故 粤正确；对于 月，赠越 2x-1
x+1 的导数 赠忆越 2（x+1）-（2x-1）

（x+1）2 越
3

（x+1）2，故 月错误；对于 悦，赠越泽蚤灶圆曾的导数 赠忆越圆糟燥泽圆曾，
故 悦 错误；对于 阅，赠越 1

x 的导数 赠忆越原 1
x2 ，故 阅正确援故

选 粤阅援
员0援月阅 提示院因为 曾圆枣 忆（曾）垣曾枣（曾）越造灶曾，所以 曾枣 忆（曾）垣

枣（曾）越 lnx
x ，设 早（曾）越曾枣（曾），则 早忆（曾）越枣（曾）垣曾枣 忆（曾）越 lnx

x ，

令 早忆（曾）跃园，解得 曾跃员，令 早忆（曾）约园，解得 园约曾约员，所以函
数 早（曾）越曾枣（曾）在（园，员）上单调递减，在（员，垣肄）上单调
递增，故 粤错误，月正确；早（曾）在 曾越员处取得极小值 早（员）越
枣（员）越 12 ，故 悦错误，阅正确援故选 月阅援

员1援粤悦 提示院设 早（曾）越 f（x）+x2
x ，因为 曾枣 忆（曾）+x2<

枣（曾），早忆（曾）越 x枣 忆（x）-枣（x）+x2
x2 约园，所以 早（曾）在（园，垣肄）上

单调递减，所以 早（员）跃早（圆）跃早（猿），即 f（1）+12
1 跃 f（2）+22

2 跃
f（3）+32

3 ，圆枣（员）跃枣（圆）垣圆，猿枣（员）跃枣（猿）垣远跃枣（猿）垣猿援故选 粤悦援
员2援月悦阅 提示院对于 粤，枣 忆（曾）越圆（曾垣员），枣 义（曾）越圆屹

园，根据拐点定义可知，赠越枣（曾）没有拐点，故 A错误；对
于 月，枣 忆（曾）越猿曾圆垣源曾垣猿，枣 义（曾）越远曾垣源，令 枣 义（曾）越园，解得曾越
原 23 ，当 曾沂 蓸原肄，原 23 蔀时，枣义（曾）约园，当 曾沂 蓸原 23 ，+肄 蔀时，
枣 义（曾）跃园，则 蓸 原 23 ，f 蓸 原 23 蔀 蔀为 赠越枣（曾）的拐点，故 B 正
确；对于 悦，枣 忆（曾）越（曾垣员）藻曾，枣 义（曾）越（曾垣圆）藻曾，令 枣 义（曾）越园，解得
曾越-圆，当 曾沂（-肄，-圆）时，枣义（曾）约园，当 曾沂（-圆，垣肄）时，枣义（曾）跃
园，则（-圆，枣（-圆））为 赠越枣（曾）的拐点，故 C 正确；对于 阅，
枣忆（曾）越 1

x 垣圆曾垣糟燥泽曾，枣 义（曾）越原 1
x2 垣圆原泽蚤灶曾=（2-sinx）x2-1

x2 ，令

g（x）=（2-sinx）x2-1（x>0），g忆（x）=x（4-2sinx-xcosx），当x沂蓸0，仔2 蔀时，-2sinx>-2，-xcosx>- 仔2 ，则 g忆（x）>0，当 x沂
蓸 仔2 ，仔 蔀时，-2sinx>-2，-xcosx>0，则 g忆（x）>0，所以 g（x）在

（0，仔）上单调递增.当 x沂（仔，垣肄）时，2-sinx>1，（2-sinx）x2>
仔2，则 g（x）>仔2-1>0，又 g蓸 仔6 蔀<0，g 蓸 仔2 蔀>0，所以 g（x）=0
在（0，垣肄）上有唯一解.又 枣 义（曾）在（园，垣肄）是连续不断
的，所以 枣 义（曾）=0 在（园，垣肄）有唯一解，故 赠越枣（曾）存在
拐点援故选 月悦阅援

三尧填空题

员猿援 猿仔源 提示院因为 造蚤皂驻x寅0
枣（圆垣驻曾）原枣（圆原驻曾）驻曾 越原圆，

所以 造蚤皂驻x寅0
枣（圆垣驻曾）原枣（圆）垣枣（圆）原枣（圆原驻曾）驻曾 越圆枣 忆（2）越原圆，则

枣 忆（2）越原员，所以曲线 枣（曾）在点（圆，枣（圆））处切线的斜率
为原员，即切线的倾斜角为 猿仔源 援

员源援 曾-赠垣猿越园 提示院 由 赠越藻曾垣圆糟燥泽曾，得 赠忆越藻曾-
圆泽蚤灶曾，则 赠忆 x=0越员，所以该曲线在点（园，猿）处的切线方程
为 赠-猿越员伊（曾-园），即 曾-赠垣猿越园援

员缘援（造灶圆，垣肄） 提示院 因为 枣 忆（曾）-枣（曾）越藻圆曾，所以
枣 忆（曾）-枣（曾）ex 越藻曾，所以 蓘 枣（曾）ex 蓡 忆越藻曾，所以 枣（曾）ex 越藻曾垣糟，糟沂
砸，所以 枣（曾）越藻曾（藻曾垣糟），所以 枣（园）越员垣糟越圆，所以 糟越员，所
以 枣（曾）越藻曾（藻曾垣员），因为 枣（曾）跃远，所以 藻曾（藻曾垣员）跃远，所以
（藻曾）圆垣藻曾-远跃园，解得 藻曾跃圆，则 曾跃造灶圆，所以不等式 枣（曾）跃远
的解集为（造灶圆，垣肄）援

员远援 蓘 苑怨 ，垣肄 蔀 提示院因为函数 澡（曾）越造灶曾原 员圆 葬曾圆垣
圆曾在（园，猿）上存在单调递减区间，所以 澡忆（曾）越 员

曾 原葬曾垣
圆臆园在（园，猿）上有解，即 葬逸 员

曾圆 垣 圆
曾 在（园，猿）上有解，令

怎越 员
曾 ，枣（怎）越怎（怎垣圆），则 u> 员3 ，所以 葬逸枣（怎）在 蓸 员猿 ，垣肄 蔀

上有解，因为 枣（怎）在 蓸 员3 ，垣肄 蔀上单调递增，所以葬逸
枣（怎）min=枣 蓸 员猿 蔀 越 苑怨 ，即实数 葬的取值范围为 蓘 苑怨 ，垣肄 蔀 援

四尧解答题
员苑援解院（员）赠忆越圆（圆曾垣猿）·（圆曾垣猿）忆越源（圆曾垣猿）越愿曾垣员圆援
（圆）赠忆越猿（员-猿曾）圆·（员-猿曾）忆越-怨（员-猿曾）圆援
（猿）赠忆越圆藻圆曾援
（源）由 赠越造灶 员

x 越-造灶曾，得 赠忆越- 员
x 援

员愿援解院（员）由 枣（曾）越曾猿-曾圆垣曾垣圆，得 枣 忆（曾）越猿曾圆-圆曾垣员，
则 枣（园）越圆，枣 忆（园）越员，则曲线 枣（曾）在点（园，枣（园））处的切线
方程为 赠-圆越员伊（曾-园），即 曾-赠垣圆越园援
（圆）设切点为（皂，灶），可得 灶越皂猿-皂圆垣皂垣圆，枣 忆（曾）越

猿曾圆-圆曾垣员，则切线的斜率为 猿皂圆-圆皂垣员，切线的方程为
赠-（皂猿-皂圆垣皂垣圆）越（猿皂圆-圆皂垣员）（曾-皂），由切线经过点

（员，猿），可得 猿-（皂猿-皂圆垣皂垣圆）越（猿皂圆-圆皂垣员）（员-皂），即
皂（皂-员）圆越园，解得 皂越园或 皂越员，则切线的方程为 赠-圆越曾
或 赠-猿越圆（曾-员），即 赠越曾垣圆或 赠越圆曾垣员援

员怨援解院（员）因为 枣（曾）越藻曾垣曾糟燥泽曾，所以 枣 忆（曾）越藻曾垣糟燥泽曾-
曾泽蚤灶曾，所以 枣（园）越员，枣 忆（园）越圆，所以 枣（曾）在 曾越园处的切线
方程为 赠-员越圆（曾-园），即 圆曾-赠垣员越园援
（圆）由（员）知 枣 忆（曾）越藻曾垣糟燥泽曾-曾泽蚤灶曾，因为 泽蚤灶曾，糟燥泽曾沂

［-员，员］，所以当 曾沂［园，垣肄）时，藻曾-藻曾垣（糟燥泽曾垣员）-曾（泽蚤灶曾-
员）逸园，即 枣 忆（曾）逸藻曾-曾-员援令 早（曾）越藻曾-曾-员，则 早忆（曾）越藻曾-
员逸园（曾逸园），所以 早（曾）在［园，垣肄）上单调递增，所以 早（曾）逸
早（园）越园，所以 枣忆（曾）逸藻曾-曾-员逸园，且等号不恒成立，所以
枣（曾）在［园，垣肄）上单调递增援

圆园援解院（员）葬越员远时，枣（曾）越 员猿 曾猿垣 员远
曾 ，枣 忆（曾）越曾圆原 员远

曾圆 越
曾源原员远
曾圆 =（x+2）（x-2）（x2+4）

x2 ，令 枣 忆（曾）跃园，解得 曾跃圆 或
曾约原圆，故 枣（曾）的单调递增区间是（原肄，原圆），（圆，垣肄）援
（圆）因为 早（曾）越枣（曾）原 圆猿 曾圆越 员猿 曾猿垣 葬

曾 原 圆猿 曾圆 在（园，
垣肄）上单调递增，所以 早忆（曾）越曾圆原 源猿 曾原 葬

曾圆 逸园在（园，垣肄）
上恒成立，即 葬臆曾源原 源猿 曾猿在（0，垣肄）上恒成立，所以葬臆
蓸曾源原 源猿 曾猿蔀皂蚤灶.令 澡（曾）越曾源原 源猿 曾猿（曾跃园），则 澡忆（曾）越源曾圆（曾原员），令
澡忆（曾）跃园，得 曾跃员，令 澡忆（曾）约园，得 园约曾约员，故 澡（曾）在（园，员）
上单调递减，在（员，垣肄）上单调递增，所以 澡（曾）皂蚤灶越澡（员）越
原 员猿 ，所以 a臆原 员猿 ，即实数 葬的取值范围是 蓸原肄，原 员猿 蓡 援

圆员援解院（员）当 葬越员 时，枣（曾）越曾垣 圆
曾 垣造灶曾，曾跃园，所以

枣 忆（曾）越员原 圆
曾圆 垣 员

曾 ，所以 枣（员）越猿，枣 忆（员）越园，所以曲线 赠越
枣（曾）在点（员，枣（员））处的切线方程为 赠越猿援
（圆）因为函数 枣（曾）越曾垣 圆葬圆

曾 垣葬造灶曾（葬沂砸），所以当

葬逸园时，由 曾沂［藻，垣肄），得 枣（曾）跃园 恒成立，故曲线 赠越
枣（曾）在 曾 轴的上方，符合题意 .当 葬约园 时，枣 忆（曾）越
（曾原a）（曾垣圆葬）

曾圆 ，令 枣 忆（曾）越园，得 曾越原圆葬或 曾越葬（舍去），所
以当 曾沂（园，原圆葬）时，枣 忆（曾）约园，枣（曾）单调递减，当 曾沂
（原圆葬，垣肄）时，枣忆（曾）跃园，枣（曾）单调递增，当原圆葬臆藻，即原 藻圆 臆
葬约园时，所以 枣（曾）在［藻，垣肄）上单调递增，则 枣（曾）逸枣（藻）越
圆藻 蓸 葬垣 藻源 蔀 圆垣 苑愿 藻跃园，故曲线 赠越枣（曾）在 曾 轴的上方 .当
原圆葬跃藻，即 葬约原 藻圆 时，枣（曾）在［藻，原圆葬）上单调递减，在
（原圆葬，垣肄）上单调递增，则 枣（曾）逸枣（原圆葬）越原猿葬垣葬造灶（原圆葬），
因为当 曾沂［藻，垣肄）时，曲线 赠越枣（曾）在 曾 轴的上方，所
以原猿葬垣葬造灶（原圆葬）跃园，解得 葬跃原藻猿圆 ，所以原藻猿圆 约葬约原 藻圆 援

综上，实数 葬的取值范围为 蓸原 藻猿圆 ，垣肄 蔀 援
圆圆援解院（员）函数 枣（曾）的定义域为（园，垣肄），枣 忆（曾）越

1
x 原 a

x圆 越 x-a
x圆 .当 葬臆园 时，枣 忆（曾）跃园，函数 枣（曾）单调递

增；当 葬跃园 时，令 枣 忆（曾）跃园，可得 曾跃葬，令 枣 忆（曾）约园，可得
园约曾约葬，此时函数 枣（曾）在（葬，垣肄）上单调递增，在（园，葬）
上单调递减援

综上，当 葬臆园 时，枣（曾）在（园，垣肄）上单调递增；当
a>0时，枣（曾）在（园，a）上单调递减，在（a，+肄）上单调递增.
（圆）由题意，得 早忆（曾）= 2xlnx-a-x2

x圆 ，则 早忆（曾园）越园，即
圆曾园造灶曾园原葬原曾园圆越园，淤

由 早（曾园）越-圆，可得 曾园（造灶曾园）圆原曾园圆垣圆曾园垣葬越园，于
联立淤于，消去 葬，可得（造灶曾园）圆+2ln曾园-圆曾园垣2越园援 盂
令 贼（曾）越（造灶曾）圆垣圆造灶曾-圆曾垣圆，
则 t忆（曾）越 2lnx

x + 2
x -2= 2（lnx+1-x）

x .
令 澡（曾）越造灶曾垣员-曾，则 澡忆（曾）越 1-x

x ，令 澡忆（曾）越园，可
得 曾越员，当 曾沂（园，员）时，澡忆（曾）跃园，澡（曾）单调递增，当 曾沂
（员，垣肄）时，澡忆（曾）约园，澡（曾）单调递减，所以 澡（曾）臆澡（员）越
园，造灶曾垣员-曾臆园，即 贼忆（曾）臆园，所以 贼（曾）在（园，垣肄）上单调
递减，又 贼（员）越园，所以方程盂有唯一解，且 曾园越员，代入
淤，可得 葬越-员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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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单项选择题员援月 提示院枣 忆（曾）越（曾-糟）圆垣圆曾（曾-糟），由 枣 忆（圆）越（圆-
糟）圆垣圆伊圆（圆-糟）越园，解得 糟越远 或 糟越圆援经检验，当 糟越圆 时，
函数 枣（曾）在 x=2处取得极小值，不符合题意，所以 糟越远援
故选 月援圆援粤 提示院因为当 曾越园时，函数 枣（曾）越葬藻曾垣遭曾取得
极小值 员，所以 枣（园）越葬越员，且 枣 忆（0）=0，又 枣 忆（曾）越葬藻曾垣遭，
所以 枣 忆（园）越葬垣遭越园，得 遭越-员，所以 枣 忆（曾）越藻曾-员，则 枣 忆（员）越藻-员援故选粤援猿援悦 提示院由题意，得 枣 忆（曾）越猿曾圆垣葬，因为函数 枣（曾）
在 曾越员处取得极小值，所以 枣 忆（员）越猿垣葬越园，解得 葬越-猿，
此时 f（曾）=x3-3x，枣 忆（曾）越猿曾圆-猿越猿（曾垣员）（曾-员），当 曾约-员或
曾跃员时，枣忆（曾）跃园，当-员约曾约员，时 枣 忆（曾）约园，所以 枣（曾）在（-肄，-员），（员，垣肄）上单调递增，在（-员，员）上单调递减，所以
枣（曾）在 曾越员处取得极小值 枣（员）越-圆援故选 悦援

源援悦 提示院由函数 早（曾）越曾·枣 忆（曾）的图象，得当 曾沂
（-肄，-圆）时，枣 忆（曾）约园，枣（曾）单调递减；当 曾沂（-圆，园）时，
枣 忆（曾）跃园，枣（曾）单调递增；当 曾沂（园，员）时，枣 忆（曾）跃园，枣（曾）单
调递增；当 曾沂（员，垣肄）时，枣 忆（曾）约园，枣（曾）单调递减 援又
枣 忆（-圆）越枣 忆（员）越园，所以 枣（曾）有两个极值点，枣（-圆）为 枣（曾）
的极小值，枣（员）为 枣（曾）的极大值援故选 悦援5援粤 提示院由 枣（曾）越葬造灶曾-曾，曾沂（藻，垣肄），得 枣 忆（曾）越
a
x -员越 -（x-a）

x ，曾跃藻援当 葬臆藻时，枣 忆（曾）约园，枣（曾）在（藻，垣肄）
上单调递减，无最值 援当 葬跃藻时，若 曾沂（藻，葬），枣 忆（曾）跃园，
枣（曾）单调递增；若 曾沂（葬，垣肄），枣 忆（曾）约园，枣（曾）单调递减，
所以 枣（曾）在（藻，垣肄）内有最大值，所以实数 葬的取值范
围是（藻，垣肄），故选粤援6援月 提示院由 曾藻葬曾垣造灶曾垣造灶藻葬曾约员，得 曾藻葬曾垣造灶曾藻葬曾约员.令
枣（曾）越曾垣造灶曾，曾沂（园，垣肄），上述不等式等价于 枣（曾藻葬曾）约
枣（员）越员，易知 枣（曾）在（园，垣肄）上单调递增，所以 曾藻葬曾约员，
即 葬约 员

x 造灶 员
x 在（园，垣肄）上恒成立 援令 贼越 员

x 沂（园，垣肄），
令 早（贼）越贼造灶贼，则 早忆（贼）越员垣造灶贼，当 园约贼约 员e 时，早忆（贼）约园，早（贼）

单调递减，当 贼跃 员e 时，早忆（贼）跃园，早（贼）单调递增，所以 赠越
员
x 造灶 员x 在（园，藻）上单调递减，在（藻，垣肄）上单调递增，所
以当 x=e时，ymin=- 员e ，所以 葬约原 员e 援故选 月援

苑援阅 提示院埚曾园沂（园，垣肄），使得 f（曾0）逸0，即 2x0-
kex0（2x0+1）逸0，即 噪臆 2x0ex0（2x0+1）越 员

ex0 蓸员- 员2x0+1 蔀成立.
令 早（曾）越 员ex 蓸员- 员2x+1 蔀，曾跃园，则 早忆（曾）越- 2（2x-1）（x+1）ex（2x+1）2 ，所

以当 园约曾约 12 时，早忆（曾）跃园，早（曾）单调递增；当 曾跃 12 时，
早忆（曾）约园，早（曾）单调递减.所以 早（曾）臆早蓸 员2 蔀越 员

2 e姨 ，所

以 噪臆 员
2 e姨 ，即 k 的最大值是 员

2 e姨 援故选 阅援
愿援悦 提示院对任意的 曾员沂（园，圆），存在 曾圆沂［员，圆］，

使 早（曾员）逸枣（曾圆），转化为 早（曾）皂蚤灶逸枣（曾）皂蚤灶援当 曾沂（园，圆）时，
早忆（曾）越 员x - 34x2 - 员4 越 4x-3-x2

4x2 越 -（x-1）（x-3）4x2 ，由 早忆（曾）越园，
得 曾越员，由 早忆（曾）跃园，得 员约曾约圆，由 早忆（曾）约园，得 园约曾约员，所
以 早（曾）在（园，员）上单调递减，在（员，圆）上单调递增，所
以当 曾越员 时，早（曾）取得极小值也是最小值，早（曾）皂蚤灶越
早（员）越- 员2 援当 曾沂［员，圆］时，枣（曾）越曾圆-圆贼曾垣员越（曾-贼）圆垣员-贼圆，
二次函数 枣（x）的图象开口向上，对称轴为直线 曾越贼.淤当 贼约员 时，枣（曾）在［员，圆］上单调递增，枣（曾）皂蚤灶越枣（员）越圆-
圆贼，所以 圆-圆贼臆- 员2 ，解得 贼逸 54 ，此时无解；于当 贼跃圆时，
枣（曾）在［员，圆］上单调递减，枣（曾）皂蚤灶越枣（圆）越缘-源贼，所以 缘-
源贼臆- 员2 ，解得 贼逸 118 ，此时 贼跃圆；盂当 员臆贼臆圆 时，当
曾越贼时，枣（曾）皂蚤灶越枣（贼）越员-贼圆，所以 员-贼圆臆- 员2 ，解得 贼逸

6姨2 或 贼臆- 6姨2 ，此时 6姨2 臆贼臆圆援综上，实数 贼的

取值范围是 蓘 6姨2 ，垣肄 蔀 援故选 悦援
二尧多项选择题怨援月悦阅 提示院由 枣（曾）越曾圆造灶曾，曾沂（园，垣肄），得 枣 忆（曾）越

圆曾 蓸 造灶曾垣 员圆 蔀，令 枣 忆（曾）越圆曾 蓸 造灶曾垣 员圆 蔀越园，解得 曾越 员
e姨 ，当

曾沂 蓸园， 员
e姨 蔀时，枣 忆（曾）约园，枣（曾）单调递减；当曾沂 蓸 员

e姨 ，

垣肄 蔀时，枣 忆（曾）跃园，枣（曾）单调递增援所以 曾越 员
e姨 时，函数

枣（曾）取得极小值，也是最小值，枣蓸 员
e姨 蔀越- 员圆e ，当 曾寅园时，

枣（曾）寅园，当 曾越员时，枣（员）越园，当 曾寅+肄时，枣（曾）寅+肄援故选月悦阅援

员园援粤悦阅 提示院由 枣（曾）越 员
x 原员垣造灶曾，得 枣 忆（曾）越原 员

x2 垣
员
x 越 x-1

x2 ，则 枣（曾）在 曾越员处的切线的斜率为 枣忆（员）越园，又
枣（员）越园，则 枣（曾）在 曾越员处的切线方程为 赠-园越园（曾-员），即
赠越园，所以 枣（曾）在 曾越员 处的切线为 曾 轴，故 粤 正确；当园约曾约员 时，枣 忆（曾）约园，当 曾跃员时，枣忆（曾）跃园，则 枣（曾）在（园，员）
上单调递减，在（员，垣肄）上单调递增，故 月错误；由此可
得 曾越员为 枣（曾）的极小值点，故 悦 正确；因为 枣（曾）在（园，垣肄）上只有一个极小值点，所以函数 枣（曾）的极小值也
是最小值，最小值为 枣（员）越园，故 阅正确，故选 粤悦阅援员员援粤月悦 提示院由题意，得 枣 忆（曾）越猿曾圆-猿，令 枣 忆（曾）越园，解得 曾越依员，所以当 曾沂（-肄，-员）胰（员，垣肄）时 枣 忆（曾）跃园，当 曾沂（-员，员）时 枣 忆（曾）约园，所以 曾越员为 枣（曾）的极小值
点，曾越-员为 枣（曾）的极大值点，因为 枣（曾）在（葬，远-葬圆）上有
最小值，所以 枣（曾）的极小值点必在区间（葬，远-葬圆）内，即
实数 葬满足 葬约员约远-葬圆，且 枣（葬）越葬猿-猿葬逸枣（员）越-圆.由 葬约员约
远-葬圆，解得- 5姨 约葬约员，由 葬猿-猿葬逸枣（员）越-圆，即 葬猿-猿葬垣圆逸园，则 葬猿-员-猿（葬-员）逸园，即（葬-员）（葬圆垣葬-圆）逸园，所以
（葬-员）圆（葬垣圆）逸园，解得 葬逸-圆，所以实数 葬的取值范围
是［-圆，员）援故选 粤月悦援

员圆援悦阅 提示院 因为不等式 mex-1+ lnme 逸 lnxe 在

（皂，垣肄）上恒成立，所以 藻曾逸 1
m ln x

m ，即 曾藻曾逸 x
m ln x

m ，

即 曾藻曾逸造灶 x
m·藻

ln x
m在（m，+肄）上恒成立援由 曾跃皂跃园，得 x

m 跃
员，造灶 x

m 跃园援令 f（曾）越曾藻曾，则 f忆（曾）越（曾垣员）藻曾跃园，故 f（曾）在

（园，垣肄）上单调递增，原不等式等价于 f（曾）逸f蓸造灶 x
m 蔀，等

价于 曾逸造灶 x
m ，即 藻曾逸 x

m ，所以皂逸 xex 援令 云（曾）越 xex ，曾跃园，则
云忆（曾）越 1-xex ，所以 云（曾）在（园，员）上单调递增，在（员，垣肄）
上单调递减，因为 曾跃皂跃园，所以当 园约皂约员 时，云（曾）在
（皂，员）上单调递增，在（员，垣肄）上单调递减，故 云（曾）臆
云（员）越 1e ，要使得原不等式成立，则 1e 臆皂约员援当 皂逸员
时，云（曾）在（皂，垣肄）上单调递减，云（曾）约云（员）越 1e ，符合题
意援综上，皂的取值范围为 蓘 1e ，垣肄 蔀 援故选 悦阅援

三尧填空题员猿援园 提示院依题意，枣 忆（曾）越曾（糟燥泽曾-远），令 枣 忆（曾）越园，解得 曾越园，经检验，符合题意，所以函数 枣（曾）的极值
点为 园援员源援员 提示院因为 枣（曾）越曾圆-葬曾-造灶曾，所以 枣 忆（曾）越圆曾原
葬原 员

x ，因为函数 枣（曾）在 曾越员 处取得极值，所以 枣 忆（员）越
1-葬越园，解得 葬越员援

员缘援 蓸圆造灶圆-源，- 52 蔀 提示院令 早（曾）越 12 曾圆-猿曾垣圆造灶曾，
曾沂（园，垣肄），则 早忆（曾）越曾-猿垣 2

x 越 x2-3x+2
x =（x-1）（x-2）

x ，

所以当 曾跃圆或 园约曾约员时，早忆（曾）跃园，早（曾）单调递增，当 员约
曾约圆时，早忆（曾）约园，早（曾）单调递减，故 早（曾）极大值越早（员）越- 5圆 ，
早（曾）极小值越早（圆）越圆造灶圆-源，且 x寅0 时，早（曾）寅-肄，x寅+肄
时，早（曾）寅+肄援因为 枣（曾）越 员圆 曾圆原猿曾垣圆造灶曾原皂有三个零点，
即函数 早（曾）越 员圆 曾圆-猿曾垣圆造灶曾的图象与直线 赠越皂有 猿个
交点，所以 圆造灶圆-源约皂约- 5圆 援

员远援猿 提示院枣 忆（曾）=1+ 1
x ，因为 枣 忆（曾）> 噪造灶（曾垣员）垣员

对任意 曾跃园 恒成立，所以 噪约（曾垣员）［造灶（曾垣员）垣员］
曾 在（0，

+肄）上恒成立.令 曾垣员越贼，则 t沂（员垣肄），即 k< tlnt+t
t-1 对任

意 贼>员 恒成立 援令 云（贼）越 tlnt+t
t-1 （t>1），云忆（贼）= -lnt+t-2(t-1)2 ，

令 早（贼）越-造灶贼垣贼-圆，则 g忆（贼）= t-1
t >0，早（贼）单调递增，又

早（猿）越员-造灶猿约园，早（源）越圆-造灶源跃园，埚t园沂（猿，源），使 F忆（曾）=0，即-lnt0+t0-2=0，则 lnt0=t0-2，当 曾沂（员，t园），早（t）约园，则
云忆（贼）约园，云（贼）单调递减，当 t沂（t园，垣肄），早（t）>园，则 云忆（贼）跃
园，云（贼）单调递增，所以 F（贼）min=F(t0)= t0lnt0+t0

t0-1 ，又 造灶t园越t园-
圆，所以 云（t园）越t园，则 k<t0沂（猿，源），所以整数 k 的最大值
为 猿援

四尧解答题员苑援解：（员）因为 枣（曾）的定义域为 砸，且 枣 忆（曾）越怨曾圆-怨越怨（曾垣员）（曾-员），令 枣 忆（曾）约园，可得-员约曾约员，所以函数 赠越
枣（曾）的单调递减区间为（-员，员）援
（圆）由（1）知，令 枣 忆（曾）跃园，可得 曾约-员或 曾跃员，则 枣（曾）

的单调递增区间为（-肄，-员），（员，垣肄），所以当 曾沂（原员，员）
时，枣（曾）单调递减，当 曾沂（员，猿）时，枣（曾）单调递增，且 f（1）=-1，枣（原员）越员员，枣（猿）越缘怨，所以函数 枣（曾）在［-员，猿］上的最
大值为 缘怨，最小值为-员援

员愿援（员）解院因为 枣（曾）越葬造灶曾垣 圆
曾姨 （曾跃员），所以 枣 忆（曾）越

葬
曾 原 员

曾 曾姨 越 葬 曾姨 原员
曾 曾姨 .要使 枣（曾）在区间（员，垣肄）上不

单调，则 枣忆（曾）越园在（员，垣肄）上有解，即 葬越 1
曾姨 在（员，垣肄）

上有解，所以 0<a<1，所以实数 葬的取值范围是（园，员）援
（圆）证明院当 葬越员时，要证 枣（曾）约 曾圆

圆 原曾垣猿，即证 早（曾）越
造灶曾 垣 圆

曾姨 原 曾圆
圆 垣曾 原猿 约园.则 早忆（曾）越 曾姨 原员

曾 曾姨 原（曾 原员）越
（ 曾姨 原员）（员原曾圆原曾 曾姨 ）

曾 曾姨 ，因为 曾跃员，所以 曾姨 原员跃园，员原曾圆原
曾 曾姨 约园，所以 早忆（曾）约园，则 早（曾）在（员，垣肄）上单调递
减，所以 早（曾）约早（员）越原 员圆 约园援故 枣（曾）约 曾圆

2 原曾垣猿援
员怨援解院（员）当 葬越-远 时，枣（曾）越曾圆-远造灶（曾垣圆），枣 忆（曾）越

圆曾- 6
x+2 越 2x2+4x-6

x+2 越 2（x+3）（x-1）
x+2 ，则当 曾沂（园，员）时，

枣 忆（曾）约园，枣（曾）单调递减，当 曾沂（员，源）时，枣忆（曾）跃园，枣（曾）单
调递增，又 枣（园）越-远造灶圆，枣（员）越员-远造灶猿，枣（源）越员远-远造灶远，所
以 赠越枣（曾）在 曾沂［园，源］上的最大值为 员远-远造灶远，最小值
为 员-远造灶猿援
（圆）由题意，得 曾员，曾圆是 枣 忆（曾）越园的两根，枣 忆（曾）越圆曾垣

a
x+2 越 2x2+4x+a

x+2 ，令 枣 忆（曾）越园，则 葬越-圆曾圆-源曾（曾跃-圆）有两
个不同的实根.设 澡（曾）越-圆曾圆-源曾（曾跃-圆），当 曾沂（-圆，-员）
时，澡（曾）单调递增，当 曾沂（-员，垣肄）时，澡（曾）单调递减，
且 曾寅-圆时，澡（曾）寅0，澡（-员）越圆，曾寅垣肄时，澡（曾）寅-肄，
又函数 y=h（x）的图象与直线 y=a有两个交点，所以实
数 葬的取值范围是（0，圆）援

圆园援解院（员）由 枣（曾）越葬曾-圆造灶曾垣圆，得 枣 忆（曾）越葬- 2
x ，因为

枣（曾）在 曾越员处取得极值，所以 枣 忆（员）越葬-圆越园，解得 葬越圆，
经检验，葬越圆符合题意，所以 葬越圆援
（圆）由 枣（曾）越葬曾-圆造灶曾垣圆=0，得 葬越 2lnx-2

x 援令 云（曾）越
2lnx-2

x ，则 枣（曾）有两个零点等价于 y=F（曾）的图象与

直线 y=a有两个交点，云忆（曾）越 2（2-lnx）
x2 ，当 曾沂（园，藻圆）

时，云忆（曾）跃园，当 曾沂（藻圆，垣肄）时，云忆（曾）约园，所以 云（曾）在
（园，藻圆）上单调递增，在（藻圆，垣肄）上单调递减，则 云（曾）皂葬曾越
云（藻圆）越 2e2 ，当 曾寅垣肄时，F（曾）寅园，当 曾寅园时，F（曾）寅-肄，
所以 园约葬约 2e2 ，即 葬的取值范围为 蓸园，2e2 蔀 援

圆员援解院（员）枣（曾）的定义域为（园，垣肄），枣 忆（曾）越-2+ 1
x =

1-2x
x ，当 园约曾约 12 时，枣 忆（曾）跃园，当 曾跃 12 时，枣 忆（曾）约园，所

以 枣（曾）的单调递增区间为 蓸 园，12 蔀，单调递减区间为
蓸 12 ，垣肄 蔀，所以 枣（曾）的极大值点是 曾越 12 ，无极小值点援
（圆）设 澡（曾）越枣（曾）-早（曾）越-圆曾垣造灶曾-曾藻曾垣猿曾垣皂越造灶曾垣曾-

曾藻曾垣皂，曾沂（园，垣肄），则 澡忆（曾）越 1
x 垣员原（曾垣员）藻曾越（曾垣员）蓸 1

x 原
藻曾 蔀 援令 贼（曾）越 1

x 原藻曾，曾沂（园，垣肄），易知 贼（曾）越 1
x 原藻曾在（园，

垣肄）上单调递减援又 贼 蓸 12 蔀越圆原 e姨 跃园，贼（员）越员-藻约园，所
以埚曾园沂 蓸 12 ，1 蔀，使得 贼（曾0）越 1

x0
-e x0 =0，即 1

x0
=e x0，则

ln 1
x0

=lnex0，即-造灶曾园越曾园援所以当 园约曾约曾园时，贼（曾）跃园，澡忆（曾）跃
园，则 澡（曾）单调递增；当 曾跃曾园时，贼（曾）约园，澡忆（曾）约园，则 澡（曾）
单调递减，因为 f（x）臆g（x）恒成立，等价于 h（x）臆0恒
成立，所以 h（x）max臆0，即 澡（曾）max=澡（曾0）=lnx0+x0-x0e x0 +
m=-1+皂臆0，解得 皂臆员，即实数 皂的取值范围是（-肄，员］援圆圆援解院（员）由已知得当 葬越员时，枣 忆（曾）越圆曾藻曾垣曾圆藻曾垣圆曾垣源越（曾藻曾垣圆）（曾垣圆），令 早（曾）越曾藻曾垣圆，则 早忆（曾）越（曾垣员）藻曾，当
曾约原员 时，早忆（曾）约园，当 曾跃原员时，早忆（曾）跃园，所以函数 早（曾）
在（原肄，原员）上单调递减，在（原员，垣肄）上单调递增，所以
早（曾）皂蚤灶越早（原员）越- 员藻 垣圆跃园，故 早（曾）越曾藻曾垣圆跃园，所以当 曾约原圆
时，枣 忆（曾）约园，当 曾跃原圆 时，枣 忆（曾）跃园，所以函数 枣（曾）在
（原肄，原圆）上单调递减，在（原圆，垣肄）上单调递增，所以
枣（曾）皂蚤灶越枣（原圆）越源藻原圆原源.
（圆）枣 忆（曾）越（曾藻曾垣圆葬）（曾垣圆），令 澡（曾）越曾藻曾垣圆葬（曾跃园）.淤当 葬逸园时，澡（曾）越曾藻曾垣圆葬跃园，又 曾垣圆跃园，故 枣 忆（曾）越（曾藻曾垣圆葬）（曾垣圆）跃园，此时 枣（曾）在（园，垣肄）上单调递增，枣（曾）无极

值；于当 葬约园时，澡忆（曾）越（曾垣员）藻曾跃园，澡（曾）在（园，垣肄）上单
调递增，又 澡（园）越圆葬约园，澡（原圆葬）越原圆葬（藻 原圆葬原员）跃园，所以
澡（曾）越曾藻曾垣圆葬在（园，垣肄）上存在唯一零点，设为 曾园（曾园跃园），所以当 曾沂（园，曾园）时，澡（曾）约园，枣 忆（曾）约园，枣（曾）单调递
减，当 曾沂（曾园，垣肄）时，澡（曾）跃园，枣 忆（曾）跃园，枣（曾）单调递增，
所以当 葬约园 时，函数 枣（曾）在（园，垣肄）上存在极值点曾园.

综上，实数 葬的取值范围为（原肄，园）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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