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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讲 数字特性法
一、整除判定及余数基本法则

1.能被 2、4、8、5、25、125 整除的数的数字特性

能被 2（或 5）整除的数，末一位数字能被 2（或 5）整除；

能被 4（或 25）整除的数，末两位数字能被 4（或 25）整除；

能被 8（或 125）整除的数，末三位数字能被 8（或 125）整除；

一个数被 2（或 5）除得的余数，就是其末一位数字被 2（或 5）除得的余数；

一个数被 4（或 25）除得的余数，就是其末两位数字被 4（或 25）除得的余数；

一个数被 8（或 125）除得的余数，就是其末三位数字被 8（或 125）除得的余数。

2.能被 3、9整除的数的数字特性

能被 3（或 9）整除的数，各位数字和能被 3（或 9）整除。

一个数被 3（或 9）除得的余数，就是其各位相加后被 3（或 9）除得的余数。

在判断 3或 9的倍数的时候，有以下几点非常重要的原则：

1) 判断一个数是不是 9 的倍数，可以用这个数字的各位之和来判断；

2) 判断一些数加起来是不是 9的倍数的时候，可以将这些数的各位数字加起来进行判断，

比如判断 23+13 是不是 9的倍数，直接判断 2+3+1+3 就可以了；

3) 如果式子中有减法，可以将每个数用其各位数字之和来代替，再进行计算，比如说判

断 25-13 是不是 9 的倍数，就等同于判断 7-4 是不是 9的倍数；

4) 判断一个数除以 9的余数是多少，也可以按照以上原则来进行；

5) 判断一个数是不是 3的倍数，或者除以 3的余数是多少，也可以按照上面原则来进行；

6) 只有判断 3或者 9的倍数（余数）时，才能将一个数的各位数字相加，而判断其他倍

数时，不能做这样的操作，所以当一个题出现“各位数字之和”这样的描述时，往往与 3

或者 9 的倍数（余数）相关。

3.能被 6 整除的数的数字特性

能被 6整除的数，就是能被 3整除的偶数。

4. 7/11/13 整除判定基本法则

一个数是 7/11/13 的倍数，当且仅当其末三位数，与剩下的数之差为 7/11/13 的倍数。

【例】12047 末三位“047”与“12”差“35”能被 7整除；12047 能被 7整除

35 不能被 11，13 整除，则 12047 也不能被 11，13 整除。

5.余数基本原则

两数之和的余数与余数的和同余；两数之差的余数与余数的差同余

两数之积的余数与余数的积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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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5÷7 余数是 1,18÷7 余数是 4

15+18=33，33÷7=4……5，余数与（1+4) ÷7 的余数相同

18-15=3，3÷7=0……3余数与（4-1) ÷7 的余数相同

15×18=270，270÷7=38……4，余数与 1×4÷7的余数相同

二、数的整除性质

性质 1:传递性。a 能被 b整除，b 能被 c 整除→a能被 c 整除。

【例 1】42 能被 14 整除，14 能被 7整除，42 能被 7整除。

性质 2:可加减性。如果 a能被 c整除,b 能被 c 整除则 a+b、a-b 均能被 c整除。

【例 2】18 能被 3整除，9能被 3整除，18+9=27，18-9=9，也都能被 3整除。

性质 3:如果 a能被 c整除，m为任意整数，则 a•m 也能被 c整除。

【例 3】39 能被 13 整除，15 为整数，39×15 也能被 13 整除。

性质 4:如果 a能被 b整除，a能被 c整除，且 b 和 c 互质，则 a 能被 b•c 整除。

【例 4】162 能被 2整除，也能被 9整除，且 2和 9互质，162 能被 9×2=18 整除。

性质 5:如果 a•b 能被 c整除，且 a和 c 互质，则 b 能被 c整除。

【例 5】2×9=18 能被 3整除，2与 3互质， 9能被 3整除。

题型一、直接倍数

1. 下列四个数都是六位数，X是比 10 小的自然数，Y是零，一定能同时被 2、3、5整

除的数是多少？（ ）

A.XXXYXX B.XYXYXY C.XYYXYY D.XYYXYX

2. 一张旧发票上写有 72 瓶饮料，总价为 x67.9y 元，由于两头的数字模糊不清，分别

用 x,y 表示，每瓶饮料的单价也看不清了，那么 x=( )。

A. 1 B. 2 C. 3 D. 4

3. 某单位招录了 10 名新员工，按其应聘成绩排名 1到 10，并用 10 个连续的四位自

然数依次作为他们的工号。凑巧的是每个人的工号都能被他们的成绩排名整除，问排名第

三的员工工号所有数字之和可能是多少？（ ）

A.9 B.12 C.15 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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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某公司三名销售人员 2011 年的销售业绩如下：甲的销售额是乙和丙销售额的 1.5

倍，甲和乙的销售额是丙的销售额的5倍，已知乙的销售额是56万元，则甲的销售额是（ ）

万元。

A.140 B.144 C.98 D.112

5. 某商场促销，晚上八点以后全场商品在原来折扣基础上再打 9.5 折，付款时满 400

元再减 1OO 元，已知某鞋柜全场 8.5 折，某人晚上九点多去该鞋柜买了一双鞋，花了 384.5

元，问这双鞋的原价为多少钱?（ ）

A．550 B．600 C．650 D．700

6. 某种汉堡包每个成本 4.5 元，售价 10.5 元，当天卖不完的汉堡包即不再出售。在

过去十天里，餐厅每天都会准备 200 个汉堡包，其中有六天正好卖完，四天各剩余 25 个，

问这十天该餐厅卖汉堡包共赚了多少元?（ ）

A.10850 B.10950 C.11050 D.11350

7. 高校的科研经费按来源分为纵向科研经费和横向科研经费，某高校机械学院 2015

年前 4个月的纵向科研经费和横向科研经费的数字从小到大排列为 20、26、27、28、31、

38、44 和 50 万元。如果前 4个月纵向科研经费是前 3个月横向科研经费的 2倍，则该校

机械学院 2015 年第 4个月的横向科研经费是多少万元？（ ）

A.26 B.27 C.28 D.31

8. 某店一共进货 6桶油，分别为 15、16、18、19、20、31 千克，上午卖出 2桶，下

午卖出 3桶，下午卖的重量正好是上午的 2倍。那么，剩下的一桶油重多少千克? ( )

A.15 B.16 C.18 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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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某汽车厂商生产甲、乙、丙三种车型，其中乙型产量的 3倍与丙型产量的 6倍之和

等于甲型产量的 4倍，甲型产量与乙型产量的 2倍之和等于丙型产量的 7倍。则甲、乙、

丙三型产量之比为（ ）。

A.5：4：3 B.4：3：2 C.4：2：1 D.3：2：1

题型二、因子倍数

10. 一单位组织员工乘车去泰山，要求每辆车上的员工数相等。起初每辆车 22 人，

结果有一人无法上车；如果开走一辆车，那么所有的旅行者正好能平均乘到其余各辆车上。

已知每辆最多乘坐 32 人，请问单位有多少人去了泰山？( )

A.269 B.352 C.478 D.529

11. 某单位组织职工参加团体操表演，表演的前半段队形为中间一组 5人，其他人

按每 8人一组围在外圈；后半段队形变为中间一组 8人，其他人按每 5人一组围在外圈。

该单位职工人数为 150 人，则最多可有多少人参加?

A.149 B.148 C.138 D.133

12. 某制衣厂接受一批服装订货任务，按计划天数进行生产，如果每天平均生产 20

套服装，就比订货任务少生产 100 套；如果每天生产 23 套服装，就可超过订货任务 20 套。

那么，这批服装的订货任务是多少套?（ ）

A．760 B．1120 C．900 D．850

13. 王明抄写一份报告，如果每分钟抄写 30 个字，则用若干小时可以抄完。当抄

完
2
5
时，将工作效率提高 40%，结果比原计划提前半小时完成。问这份报告共有多少字？

A.6025 B.7200 C.7250 D.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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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三、比例倍数

如果 a∶b=m∶n（m，n 互质），则 a占 m份，a是 m的倍数；b占 n份，b是 n的倍数。

48:28=12:7 48 占 12 份，每份是 4，48 是 12 的倍数；

28 占 7 份，每份 4，28 是 7 的倍数

如果 a =
n
m

b（m，n 互质），则 a是 m的倍数； b是 n的倍数。

48=
12
7
×28 ， 48 是 12 的倍数；28 是 7 的倍数

如果 a∶b=m∶n（m，n 互质），则 a±b占 m±n份，a±b应该是 m±n的倍数。

48:28=12:7， 48±28 占 12±7份，48±28 是 12±7的倍数。

14. 甲、乙两辆车分别从 P、Q两地同时出发，相向而行。相遇时，甲车比乙车多

行驶 36 千米，乙车所行驶路程为甲车所行驶路程的
4
7
，则 P、Q两地相距（ ）千米。

A.72 B.96 C.112 D.132

15. 某公司去年有员工 830 人，今年男员工人数比去年减少 6%，女员工人数比去年

增加 5%，员工总数比去年增加 3人，问今年男员工有多少人? ( )

A.329 B.350 C.371 D.504

16. 两个派出所某月内共受理案件 160 起，其中甲派出所受理的案件中有 17%的刑

事案件，所以乙派出所受理的案件中有 20%是刑事案件，问乙派出所在这个月中共受理多

少起非刑事案件？（ ）

A.48 B.60 C.72 D.96

17. 某企业共有职工 100 多人，其中，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人数之比为 4：5，

而研发与非研发人员的人数之比为 3：5，已知生产人员不能同时担任研发人员，则该企业

不在生产和研发两类岗位上的职工有多少人？（ ）

A.20 B.30 C.24 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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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某企业原有职工 110 人，其中技术人员是非技术人员的 10 倍。今年招聘后，

两类人员的人数之比未变，且现有职工中技术人员比非技术人员多 153 人。问今年新招非

技术人员多少名？（ ）

A.7 B.8 C.9 D.10

19. 甲、乙、丙、丁四人为地震灾区捐款，甲捐款数是另外三人捐款总数的一半，

乙捐款数是另外三人捐款总数的
1
3
，丙捐款数是另外三人捐款总数的

1
4
，丁捐款 169 元。问

四人一共捐了多少钱？（ ）

A.780 元 B.890 元 C.1183 元 D.2083 元

20. 某超市购入每瓶 200 毫升和 500 毫升两种规格的沐浴露各若干箱，200 毫升沐

浴露每箱 20 瓶，500 毫升沐浴露每箱 12 瓶，定价分别为 14 元/瓶和 25 元/瓶。货品卖完

后，发现两种规格沐浴露销售收入相同，那么这批沐浴露中，200 毫升的最少有几箱？（ ）

A.3 B.8 C.10 D.15

题型四：公倍数与公约数

1．在整数范围内，如果满足M/N＝P，则称“N能整除M”或“M能被N整除”。此时，M

为N的倍数，N为M的因数(也称N是M的约数)。

2．能同时整除一组数中的每一个数的数，称为这组数的公因数（公约数）；能同时被

一组数中每一个数整除的数，称为这组数的公倍数。

求取方法：

1．两个数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求取方法

一股采用短除法，即用共同的质因数连续去除，直到所得的商

互质为止。把共同的质因数连乘起来，就是这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

把共同的质因数和各自独有的质因数连乘起来，就是这两个数的最

小公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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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求24、36的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

24、36的最大公约数为其共同质因数的乘积，即2×2×3=12；24、36的最小公倍数为

其共同质因数及独有质因数的乘积，即(2×2×3)×(2×3)＝72。

2．三个数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的求取方法

求取三个数的最大公约数时，短除到三个数没有共同的因数(除1外)，然后把所有共同

的质因数连乘起来。

求取三个数的最小公倍数时，短除到三

个数两两互质，然后把共同的质因数和各自

独有的质因数连乘起来。

如：求24、36、90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小

公倍数。

24、36、90的最大公约数为2×3=6

24、36、90的最小公倍数为2×3×2×3

×2×1×5=360。

（1）如果a、b互质,a和b的最大公约数是1，最小公倍数是a•b。

如:4和5互质， 最大公约数为1，最小公倍数为4×5=20。

（2）如果a是b的倍数，则a和b的最大公约数是b，最小公倍数是a。

如:10是5的倍数，最大公约数为5，最小公倍数为10。

（3）a、b是任意的两个正整数，则a和b的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的乘积等于a•b。

如:4和6的最大公约数是2，最小公倍数是12，2×12=24=4×6。

分数的最大公约数=
分子的最大公约数

分母的最小公倍数
分数的最小公倍数=

分子的最小公倍数

分母的最大公约数

21. 有一种红砖，长 24 厘米、宽 12 厘米、高 5厘米，问至少用多少块这种砖才能

拼成一个实心的正方体?( )

A.600 块 B.1200 块 C.1800 块 D.2400 块

22.有一种长方形小纸板，长为 29 毫米，宽为 11 毫米。现在用同样大小的这种小纸板拼合

成一个正方形，问最少要多少块这样的小纸板? ( )

A.197 块 B.192 块 C.319 块 D.299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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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两种药分别重
25
6
千克、

15
8
千克，将这两种药分别平均分成若干份，并且两种

药每份的重量也是相等的，那么请问至少分成了多少份? （ ）

A.9 B.19 C.29 D.39

24. 某化学生产厂商生产甲、乙、丙三种试剂，其中:甲试剂每瓶重
2
15
克，乙试剂每

瓶重
4
21
克，丙试剂每瓶重

8
35
克。现在需要分别购买这三种试剂若干瓶，使得最后购买得到的

三种试剂的总重量相等，那么至少需要购买这三种试剂共多少瓶? （ ）

A.197 B.137 C.97 D.67

五、综合特性

（一）奇偶运算基本法则

偶数:能被 2整除的数是偶数，0也是偶数； 奇数:不能被 2整除的数是奇数。

两个整数在进行加法、减法、乘法运算时，奇偶性的运算规律如下：

加减规律 乘法规律

同奇同偶则为偶，一奇一偶则为奇 乘数有偶则为偶，乘数无偶则为奇

偶数±奇数=奇数 偶数×奇数=偶数

奇数±奇数=偶数 奇数×奇数=奇数

偶数±偶数=偶数 偶数×偶数=偶数

推论

①任意两个数的和如果是奇数，那么差也是奇数；如果和是偶数，那么差也是偶数。

②任意两个数的和或差是奇数，则两数奇偶相反；和或差是偶数，则两数奇偶相同。

③奇数个奇数的和=奇数；偶数个奇数的和=偶数

25. 某次测验有 50 道判断题，每做对一题得 3分，不做或做错一题倒扣 1分，某

学生共得 82 分，问答对题数和答错题数（包括不做）相差多少？

A.33 B.39 C.17 D.16

奇偶特性在解不定方程中的应用

“一个方程，两个未知数”就是不定方程，形如 ax+by=c (约去 a、b、c 的最大公约数，

至最简形式）。其中，未知数 x、y，以及 a、b、c 均为整数，通过题中其他限制条件以及选

项，就可以确定未知数的取值，实现“在一个方程中解出两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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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不定方程中 a，b，c 是已知的，所以可以根据奇数与偶数的运算性质判断的奇

偶性以缩小解的范围（结合尾数特性，余数特性）。

判断规则如下表：

ax+by=c

已知条件 结论

a、b、c 均为奇数 x、y 中一个是奇数，一个是偶数

A. 10 12 B. 14 18
C. 13 14 D. 16 18

a、b 为奇数，c 为偶数 x、y 都是奇数或者 x、y 都是偶数

A. 11 12 B. 15 18
C. 13 15 D. 17 18

或者

A. 10 13 B. 15 18
C. 12 14 D. 17 18

a 为奇数、b 为偶数、c 为奇数 x 为奇数，y 不能确定奇偶性

A. 11 13 B. 14 15
C. 12 14 D. 16 17

a 为奇数、b 为偶数、c 为偶数 x 为偶数，y 不能确定奇偶性

A. 11 14 B. 13 18
C. 12 14 D. 15 18

ax+by=c 
�� = � − ��
�� = � − ��

26. 装某种产品的盒子有大、小两种，大盒每盒能装 11 个，小盒每盒能装 8个，

要把 89 个产品装入盒内，要求每个盒子都恰好装满，需要大、小盒子各多少个？（ ）

A.3 7 B.4 6 C.4 5 D.6 3

（二）数的质合性

1.定义

质数:只能被 1和其本身整除的正整数。如:17 只能被 1和 17 整除，则 17 是质数。

合数:除了 1和其本身，还可以被其他整数整除的正整数。如:6 除了能被 1和 6整除

以外，还能被 2和 3整除，则 6是合数。

互质:除了 l以外，不能同时被其他整数整除的两个正整数互质。如:2 和 9 除了 1以

外，不能同时被其他整数整除，则 2和 9互质。

2.性质

1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2是唯一的一个偶质数。

20 以内的质数有:2、3、5、7、11、13、17、19。

考试中对数的质合性的考查往往与数的奇偶性、整除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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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一个质数的 3倍与另一个质数的 2倍之和等于 20，那么这两个质数的和是

( )。

A.9 B.8 C.7 D.6

28. 某村村民经过集体投票民主选举村干部，5位村干部候选人中得票最高者将当

选。经统计，本次选举有效选票一共 395 票，且当选者的得票数比其他 4位候选人的平均

得票数要多 60 票，则这名当选者一共获得（ ）票。

A.62 B.67 C.122 D.127

29. 某地劳动部门租用甲、乙两个教室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两教室均有 5排座

位，甲教室每排可坐 10 人，乙教室每排可坐 9人。两教室当月共举办该培训 27 次，每次

培训均座无虚席，当月培训 1290 人次。问甲教室当月共举办了多少次这项培训?( )

A.8 B.10 C.12 D.15

30. 一群大学生进行分组活动，要求每组人数相同，若每组 22 人，则多出一人未

分进组，若少分一组，则恰好每组人数一样多，已知每组人数最多只能 32 人，则该群学生

总人数是（ ）。

A.441 B.529 C.536 D.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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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倍数关系的扩展－和差倍原理（年龄问题）

1.两人的年龄差不变。

2.同时都增加同一自然数量。

（一）年龄问题用差倍问题解答时，要抓住“差不变”这个关键，因为大、小两人的

年龄不管“几年前”或，“几年后”，这两个年龄的差总是不变的，然后用“年龄差÷年

龄的倍数差”算出作为当时的一倍数的年龄，再算出当时的几倍数年龄，最后算出现在两

人的年龄各是几岁。

1.小红今年比妈妈小 24 岁，妈妈年龄正好是小红的 3倍，小红和妈妈今年各是几岁？

分析：小红今年比妈妈小 24 岁，妈妈年龄正好是小红的 3倍，妈妈年龄比小红大（3

－1）倍。可用“年龄差除以倍数差”求出小红的年龄，再求出妈妈年龄。

解：24÷（3－1）＝12（岁）——小红

12×3＝36（岁） ——妈妈

2.小明的爸爸今年 40 岁，小明 8岁，问几年后爸爸的年龄是小明的 3倍？

分析：小明的爸爸今年 40 岁，小明 8岁，今年两人相差（40－8）岁，几年以后，爸

爸和小明增加了同样的岁数，两人的年龄还是相差（40－8）岁，这是解答这类问题的关键，

这时爸爸的年龄是小明的３倍，两人相差（3－1〕倍，可用差倍问题的解法求出几年后小

明的年龄，最后求出经过了几年爸爸的年龄才是小明的３倍。

解：（40－8）÷（3－1）＝16（岁）——几年后小明的年龄

16－8＝8（年）——几年后爸爸的年龄是小明的３倍

（二）当年龄问题用和倍问题解答时，要先算出两人的年龄和，然后用“年龄和÷年

龄的倍数和”，求出当时两人的年龄，最后算出现在两人的年龄各是几岁。

１.小玲和爷爷今年的年龄和是 78 岁，爷爷的年龄是小玲的 5倍，两人今年各是几岁？

分析：78 岁是小玲和爷爷的年龄和，（1+5）倍是小玲和爷爷年龄的倍数和，可用“两

人的年龄和÷两人的倍数和”求出今年小玲的年龄，再用乘法求出今年爷爷的年龄。

解： 78÷（1+5）＝13（岁）——小玲

13×5＝65（岁）——爷爷

２.三年前父子的年龄和是 49 岁，现在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 4倍，问父亲和儿子现在

各是多少岁？

分析：现在父亲的年龄是儿的子 4倍，两人的年龄和是（1+4）倍，三年前父子的年龄

和是 49 岁，那么可推想得到现在父子的年龄和是（49+3×2）岁，可用和倍问题的解法求

出现在父、子的年龄各是几岁。

解：（49＋3×2）÷（1+4）＝11（岁）——儿子

11×4＝44（岁）——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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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年龄问题用和差问题解答时，要先算出两人的年龄和，确定两人的年龄差，

用“（年龄和+年龄差）÷2”或“（年龄和－年龄差）÷2”求出当时的两人的年龄，最

后算出两人现在的年龄各是几岁。

核心提示

如果已知两个数的和与差，那么这两个数应该分别为和与差相加的一半、相减的一半。

这个结论非常重要，方便我们口算很多题目。

数学形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扩展：
船速+水速 = 顺水速

船速 −水速 = 逆水速
→

船速 = 顺水速+逆水速

�

水速 = 顺水速−逆水速

�

１.小刚今年 9岁，小英今年 13 岁，当两人的年龄和是 40 岁时，两人各是多少岁？

分析：小刚今年比小英小（13－9）岁。当两人的年龄和是 40 岁时，他们的年龄差人

仍是（13—9）岁。可用和差问题的方法求出当两人年龄和是 40 岁时，两人分别是几岁。

解：[40+（13-9）]÷2＝22（岁） 小英的年龄

40-22＝18（岁） 小刚的年龄

２.父亲比母亲大 2岁，父亲比大儿子大 28 岁，比小儿子大 35 岁，当大儿子和小儿子

的年龄和是 15 岁时，母亲应是多少岁？

分析：根据题意要求“当大儿子和小儿子的年龄和是 15 岁时，母亲是多少岁”，由爸

爸比大儿子大 28 岁，爸爸比小儿子大 35 岁，可得大儿子比小儿子大（35—28）岁，可用

和差问题的方法求出儿子的年龄，再求父亲的年龄，最后求母亲的年龄。

解： [15+（35-28）]÷２＝11（岁）——大儿子的年龄

11+28＝39（岁）——父亲的年龄；

39—２＝37（岁）——母亲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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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阶乘数表

定义：n的阶乘写做n!,n!=1×2×3×4×…×（n-1）×n

常用幂次表

平方数

底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方 1 4 9 16 25 36 49 64 81 100

底数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平方 121 144 169 196 225 256 289 324 361 400

底数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平方 441 484 529 576 625 676 729 784 841 900

平方 31 32 33

底数 961 1024 1089

立方数
底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立方 1 8 27 64 125 216 343 512 729 1000 1331

多次方

次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3 3 9 27 81 243 729

4 4 16 64 256 1024

5 5 25 125 625 3125

6 6 36 216 1296 7776

数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阶乘 1 2 6 24 120 720 5040 40320 362880 36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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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计算技巧

（一）错位相加/减

A×9型速算技巧：A×9=A×10-A A×99 型速算技巧：A×99=A×100-A

A×11 型速算技巧：A×11=A×10+A A×101 型速算技巧：A×101=A×100+A

（二）乘/除以 5、25、125的速算技巧

A×5型速算技巧：A×5=10A÷2； A÷5 型速算技巧：A÷5=0.1A×2

A×25 型速算技巧：A×25=100A÷4 A÷25 型速算技巧：A÷25=0.01A×4

A×125 型速算技巧：A×125=1000A÷8 A÷125 型速算技巧：A÷125=0.001A×8

（三）“多位特殊数 ”及其对应分数
1
2
=0.5=50%
1
3
=0.3333=33.33% 2

3
=0.6667=66.67%

1
4
=0.25=25% 2

4
=0.5=50% 3

4
=0.75=75%

1
5
=0.2=20% 2

5
=0.4=40% 3

5
=0.6=60% 4

5
=0.8=80%

1
6
=0.1667=16.67% 2

6
=1
3
=0.3333=33.33% 3

6
=1
2
=0.5=50%

4
6
=2
3
=0.6667=66.67% 5

6
=0.8333=83.33%

1
7
=0.142857=14.2857% 2

7
=0.285714=28.5714%

3
7
=0.428571=42.8571% 4

7
=0.571428=57.1428%

5
7
=0.714285=71.4285% 6

7
=0.857142=85.7142%

1
8
=0.125=12.5% 2

8
=1
4
=0.25=25.0% 3

8
=0.375=37.5% 4

8
=1
2
=0.5=50%

5
8
=0.625=62.5% 6

8
=3
4
=0.75=75% 7

8
=0.875=87.5%

1
9
=0.1111=11.11% 2

9
=0.2222=22.22% 3

9
=1
3
=0.3333=33.33% 4

9
=0.4444=4 4.44%

5
9
=0.5556=55.56% 6

9
=2
3
=0.6667=66.67% 7

9
=0.7778=77.78% 8

9
=0.8889=88.89%

1
11
=0.0909=9.09% 2

11
=0.1818=18.18% 3

11
=0.2727=27.27% 4

11
=0.3636=36.36%

5
11
=0.4545=45.45% 6

11
=0.5454=54.54% 7

11
=0.6363=63.63% 8

11
=0.7272=72.72%

9
11
=0.8181=81.81% 10

11
=0.9090=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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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练习：

强化练习一

第一行为被除数，第一列为除数，请在中间空白处填写其余数。

3736 9483 3847 4837 847 784 8739 889 6735 1203

4

8

3

9

在表格的左下部分填入对应两个数字的最大公约数，在表格的右上部分填入对应两个

数字的最小公倍数。

强化练习二

20 24 28 30 35 40 42 48 56 60 72 80 96

20

24

28

30

35

40

42

48

56

60

72

80

96

强化练习三

在下表最下一行，填写每列对应三个数字的最小公倍数。

数字一 8 9 8 14 72 54 42 21 108 150 4.8 9
4

数字二 10 15 9 35 15 27 70 63 144 324 3.2 63
20

数字三 12 20 12 60 40 96 105 168 180 120 21.8 35
6

最小公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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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从 0,1,2,4,7 五个数中选出三个组成三位数，其中能被 3整除的最大数和能被 5整

除的最小数之差为？（ ）

A. 618 B. 621 C. 649 D. 729

2. 甲、乙、丙、丁四人共做零件 325 个。如果甲多做 10 个，乙少做 5个，丙做的个

数乘以 2，丁做的个数除以 3，那么四个人做的零件数恰好相等。丁做了多少个?（ ）

A．180 B．158 C．175 D．164

3. 有 8 只盒子装着圆珠笔、钢笔、铅笔和水彩笔，并且每只盒内都放有同一种笔。8

只盒子所装笔的支数分别为 17 支、23 支、33 支、36 支、38 支、42 支、49 支、51 支。在

这些笔中，圆珠笔的支数是钢笔支数的 2倍，钢笔支数是铅笔支数的 1/3，只有 l只盒里

放的是水彩笔。这盒水彩笔共有多少支? （ ）

A.23 B.38 C.42 D.49

4. 我国粮食总产量，新中国成立前的 1936 年是 8488 万吨，1949 年比 1936 年多 2830

万吨，1989 年比 1949 年的 3倍还多 6801 万吨。1989 年我国粮食产量是多少万吨?（ ）

A.42875 万吨 B.40755 万吨 C.37625 万吨 D.39875 万吨

5. 水果店运来的西瓜个数是哈密瓜个数的 4倍，如果每天卖 130 个西瓜和 36 个哈密

瓜，那么哈密瓜卖完后还剩下 70 个西瓜。该店共运来西瓜和哈密瓜多少个? （ ）

A.225 B.720 C.790 D.900

6. A、B、C 三件衬衫的总价格为 520 元，若分别按 9.5 折、9折、8.75 折出售，总价

格为 474 元，A、B两件衬衫的价格比为 5∶4。A、B、C三件衬衫的价格分别是多少元?（ ）

A．250，200、70 B．200、160、160

C．150、120、250 D．100、80、340

7. 有货物 270 件，用乙型车若干，可刚好装完：用甲型车，可比用乙型车少出车 1辆，

且尚可再装 30 件。已知甲型车每辆比乙型车多装 15 件，甲型车每辆可装货多少件？（ ）

A. 40 B．45 C. 50 D. 60

8. 请问 1000!(1000 的阶乘)末尾一共有多少个连续的“O”? ( )

A.249 B.200 C.240 D.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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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平在骑旋转木马时说：“在我前面骑木马的人数的
1
3
，加上在我后面骑木马的人

数的
3
4
，正好是所有骑木马的小朋友的总人数。”请问，一共有多少小朋友在骑旋转木马?

（ ）

A.11 B.12 C.13 D.14

10. 甲、乙两仓库存货吨数比为 4:3，如果由甲库中取出 8吨放到乙库中，则甲、

乙两仓库存货吨数比为 4:5。两仓库原存货总吨数是多少? ( )

A.94 B.87 C.76 D.63

11. 甲、乙两人共有 260 本书，其中甲的书有 13%是专业书，乙的书有 12.5%是专

业书，问甲有多少非专业书？（ ）

A. 75 B. 87 C. 174 D. 67

12. 配置黑火药用的原料是火硝、硫磺和木炭。火硝的质量是硫磺和木炭的 3倍，

硫磺只占原料总量的 1/10 ，要配置这种黑火药 320 千克，需要木炭多少千克?( )

A.48 B.60 C.64 D.96

13. 某人共收集邮票若干张，其中
1
4
是 2007 年以前的国内外发行的邮票，

1
8
是 2008

年国内发行的，
1
19
是 2009 年国内发行的，此外尚有不足 100 张的国外邮票。则该人共有

( )张邮票。

A.87 B.127 C.152 D.239

14. 一本书，小明已看了 130 页，剩下的准备 8天看完。如果每天看的页数相等，

3天看的页数恰好是全书的
5
22
，这本书共有( )页。

A.324 B.330 C.429 D.457

15. 一块镍铝合金重 500 克，放于水中称减少质量 32 克，已知镍在水中减轻
1
19
，铝

在水中减轻
1
10
，则这块合金中镍铝的质量分别是( )。

A.380 克；120 克 B.360 克；140 克

C.340 克；160 克 D.320 克；180 克

16. 如右图，求算式的“积”是多少? ( )

A.27666 B.35066 C.90666 D.235666



王文兵 19

17. 四个相邻质数的积为 17017，它们的和为？（ ）

A. 48 B. 51 C. 61 D. 73

18. 甲、乙、丙三人打靶，每人打了 3枪，三个人各自中靶的环数之积都是 60。按

个人中靶的总环数由高到低排好，依次为甲、乙、丙，则靶上 4环的那一枪是谁打的? (环

数是不超过 10 的正整数)( )

A.甲 B.乙 C.丙 D.无法判断

19. 张大伯卖白菜，开始定价是每千克 5角钱，一点都卖不出去，后来每千克降低

了几分钱，全部白菜很快卖了出去，一共收入 22.26 元，则每千克降低了几分钱?（ ）

A．3 B．4 C．6 D．8

20. 有 8 个盒子分别装有 17 个、24 个、29 个、33 个、35 个、36 个、38 个和 44

个乒乓球，小赵取走一盒，其余各盒被小钱、小孙、小李取走，已知小钱和小孙取走的乒

乓球个数相同，并且都是小李取走的两倍，则小钱取走的各个盒子中的乒乓球可能是( )。

A.17 个，44 个 B.24 个，38 个

C.24 个，29 个，36 个 D.24 个，29 个，35 个

21. 下列可以分解为三个不同质数相乘的三位数是( )。

A.100 B.102 C.104 D.125

22. 有一食品店某天购进了 6箱食品，分别装着饼干和面包，重量分别为 8、9、16、

20、22、27 公斤。该店当天只卖出一箱面包，在剩下的 5箱中饼干的重量是面包的两倍，

则当天食品店购进了( )公斤面包。

A.44 B.45 C.50 D.52

23. 一个长方形的周长是 40，它的边长分别是一个质数和合数，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最大是多少平方厘米?( )

A.36 B.75 C.99 D.100

24. 甲班与乙班同学同时从学校出发去某公园，甲班步行的速度是每小时 4千米，

乙班步行的速度是每小时 3千米。学校有一辆汽车，它的速度是每小时 48 千米，这辆汽车

恰好能坐一个班的学生。为了使这两班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那么，甲班学生与乙班

学生需要步行的距离之比是（ ）。

A.15:11 B.17:22 C.19:24 D.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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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甲、乙两种商品的价格比是 3：5，如果它们的价格分别下降 50 元，它们的价

格比是 4：7，这两种商品原来的价格各为（ ）。

A.300 元，500 元 B.375 元，625 元

C.450 元，750 元 D.525 元，875 元

26. 哥哥和弟弟各有若干本书，如果哥哥给弟弟 4本，两人的书一样多，如果弟弟

给哥哥 2本，哥哥的书是弟弟的 4倍，哥哥和弟弟一共有( )本书。

A.20 B.9 C.17 D.28

27. 小李某月请了连续 5天的年假，这 5天的日期数字相乘为 7893600，问他最后

一天年假的日期是（ ）。

A.25 日 B.26 日 C.27 日 D.28 日

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B

【解析】能被 3整除的最大整数应满足百位和十位的数字尽可能的大，并且与个位数

字之和为 3的倍数，因此组成的能被 3整除的最大整数为 741。同理，组成的能被 5整除

的最小数为 120，故二者之差为 621。

2. 【答案】Ａ。

【解析】丁做的个数除以 3，说明丁做的个数必定是３的整数倍。

3. 【答案】D。

【解析】假设钢笔共有 n支，那么圆珠笔为 2n 支，而铅笔为 3n 支，这三种笔的总数

6n 肯定是 6的倍数。8盒笔的总数为 17+23+33+36+38+42+49+51=289，289 除以 6余 1，那

么去除钢笔、圆珠笔、铅笔这三种笔的总和(6 的倍数)，得到的水彩笔的总和也应该满足

“除以 6余 1”的条件，结合选项，选择 D。

4. 【答案】B。

【解析一】1989 年我国粮食产量为:(8488+2830)×3+6801，其末两位数字为“55”。。

[注一]尾数特性。

【解析二】“(8488+2830)×3+6801”明显含有 3因子，所以选择 B。

[注二]因子特性。

5. 【答案】D。

【解析】水果店每天卖出 130+36=166 个瓜，然后剩下了 70 个瓜，说明该店运来的西

瓜和哈密瓜总数应该有“166n+70”的形式，其尾数不可能为 5，排除 A选项。后三个选项

尾数都是“0”，于是我们猜测 n=5，代入得到:166×5+70=900，所以选择 D。

6. 【答案】Ｂ。

【解析】8.75 折＝
7
8
，说明Ｃ衬衫的原价应该是８的整数倍，只有Ｂ满足。

7.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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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题目条件可以知道，如果货物是 300 吨的话（270+30=300），用甲型车

刚好可以装完。因此可以知道每辆甲型车的装载量只能是 50 或者 60。（因为 40 和 45 都

不是 300 的约数。）

代入检验：50-15=35，而 35 不是 270 的约数，因此 50 不是答案。

8. 【答案】A。

【解析】N！尾数一共有：
�
5
+
�
25
+
�
125

+
�
625

+……(取整)

[点睛]本题可以直接这样计算=1000/5+1000/25+1000/125+1000/625=

200+40+8+1=249

9. 【答案】C。

【解析】其他人的总数是 3、4的倍数，是 12 人，加上小平共 13 人。

10. 【答案】D

【解析】甲、乙丙仓库房、存货之比为 4:3，总存货应该是 7的倍数，选择 D。

11. 【答案】B。

12. 【答案】A。

【解析】火硝:(硫磺+木炭)=3: 1，那么火硝占 3份，硫磺和木炭占 1份，总共是 4份

320 克，因此每份就是 80 克，硫磺和木炭占 1份即总共 80 克，而硫磺占总量 320 克的 1/10

即 32 克，得到木炭占 80-32=48(克)。

13. 【答案】C。

【解析】很明显，答案应该是 4的倍数，选择 C。

14. 【答案】B。

【解析】根据“3天看的页数恰好是全书的
5
22
可知，全书页数一定是 22 的倍数。

15. 【答案】A。

【解析】镍在水中减轻
1
19
，那么镍的质量应该是 19 的倍数，选择 A。

16. 【答案】A。

【解析】两个乘数分别低于 1000 和 30，其乘积肯定低于 30000，故选择 A。

17. 【答案】A。

【解析】四个相邻质数（奇数），和一定为偶数。

17017＝17×1001，而1001恰好能被11整除，故17017可分解为17×11×91＝17×11×

13×7，和为48。

18. 【答案】C。

【解析】根据“三个人各自中靶的环数之积都是60”，将60进行因数分解，有60=2×2

×3×5。由于环数是不超过10的正整数，则打中4环的人中靶的环数只能为4、3、5，总环

数为12，另外两个人中靶的环数只能为2、5、6和2、3、10或1、6、10，总环数分别为13、

15、17。所以无论另外两个人中靶的环数是何种情况，打中4环的人的总环数排名都是第3

名，应为丙。因此，选C。

19.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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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答案】D。

【解析】小钱取走的乒乓球是小李的 2倍，肯定是偶数，排除 A、C。如果 B是正确答

案，说明小钱取走了 24+38=62(个)，则小李应取走 31 个，显然 31 个是无法取走的，故排

除 B，选择 D。

21. 【答案】B。

【解析】直接代入验证即可，100 和 104 都是 4的倍数，分解质因数会出现两个 2因

子，排除，而 125 里有多个 5因子，也排除。102=2×3×17，选择 B。

22. 【答案】D。

【解析】由“剩下的 5箱中饼干的重量是面包的两倍”，说明剩下的饼干和面包的重量

和应该是 3的倍数，而 6箱食品的总重量 8+9+16+20+22+27=102 为 3 的倍数，根据整除性

质 2，卖出的一箱面包重量也为 3的倍数，则重量只能是 9或 27 公斤。

若卖出面包重量为 9公斤，则剩下的面包重量为(102-9)÷3=31 公斤，题干数据不能

凑出 31，排除。

若卖出面包重量为27公斤，则剩下的面包重量为(102-27)÷3=25公斤，正好有25=9+16

满足条件，则面包总重量为 27+25=52 公斤。

23. 【答案】C。

【解析】由长方形的周长为 40，那么它的长与宽之和是 40÷2=20。

将 20 表示成一个质数和一个合数的和，有三种情况:2+18、5+15、11+9。

易知该长方形的最大面积是 9×ll=99。

24. 【答案】A。

【解析】甲班同学步行速度比乙班快，故甲班相对乙班应该步行距离更远，所以选择A。

[注释]大小特性。

25. 【答案】C

【解析】下降 50 元，后两者价格比为 4：7，说明乙商品价格减 50 后是 7的倍数，只

有 C项满足。

26. 【答案】A

[解析]如果弟弟给哥哥 2本，哥哥是弟弟的 4倍，此时如果弟弟是 1份，那么哥哥是

4份，两人总和是 5份，所以答案是 5的倍数，选择 A。

27. 【答案】B

[解析]我们研究数字 7893600，是 3的倍数，但不是 9的倍数。直接代入选项，A为

21×22×23×24×25，含 9因子；C为 23×24×25×26×27，含 9 因子；D为 24×25×26

×27×28，含 9因子。直接排除这三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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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讲 代入排除法

课前导学

“代入排除法”结合题干与选项双向判断，是处理行测“客观单选题”最为行之有效

的方法，还可以利用数字的基本特性来完成，特别是对倍数的判断。

应用原则：如果从题目到选项计算出正确答案比较困难，而从选项到题目反推去验证

题目中的条件比较容易，一般使用代入法（题目所给条件较多）。

应用范围：多位数问题、不定方程问题、同余问题、年龄问题、周期问题、复杂行程

问题、和差倍比问题（和倍问题，差倍问题，和差问题，比例问题）、分段计算问题、做对

做错问题、鸡兔问题、极值问题等等。

1.小王的旅行箱密码为3位数，且三个数字全是非0的偶数，而且这个三位数恰好是小

王今年年龄的平方数。则小王今年（ ）岁。

A.17 B.20 C.22 D.34

【解析】这是一道多位数问题，采用直接代入法。A项17的平方不满足三个数字都是偶

数的情况，B项20的平方不满足“非0”的情况，D项34的平方为四位数，所以选择C。

2.某市场运来苹果、香蕉、柚子和梨四种水果，其中苹果和柚子共30吨，香蕉、 柚子

和梨共50吨。柚子占水果总数的
1
4
。一共运来水果多少吨？（ ）

A. 56吨 B. 64吨 C. 80吨 D. 120吨

【解析】这是一道比例问题，采用直接代入法。根据“苹果和柚子共30吨，香蕉、柚

子和梨共50吨”易知这四种水果的总量小于80吨，可直接排除C、D项；将A、B项分别代入

题干，易知A项不成立，选择B。

3.甲、乙两仓库各放集装箱若干个，第一天从甲仓库移出和乙仓库集装箱总数同样多

的集装箱到乙仓库，第二天从乙仓库移出和甲仓库集装箱总数同样多的集装箱到甲仓库，

如此循环，则到第四天后，甲、乙两仓库集装箱总数都是 48 个。问甲仓库原来有多少个集

装箱？（ ）

A.33 B. 36 C. 60 D.63

【解析】根据题意知甲、乙两仓库共有 96 个集装箱，第一天从甲仓库移出和乙仓库同

样多的集装箱，所以甲的数量一定大于乙，排除 A、B项。将 C选项代入验证，明显不满足

条件，故选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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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型体育竞赛开幕式需要列队，共 10 排。导演安排演员总数的一半多一个在第一排，

安排剩下演员人数的一半多一个在第 2排……依次类推。如果在第 10 排恰好将演员排完，

那么参与排队列的演员共有（ ）名。

A.2000 B.2008 C.2012 D.2046

答案：D。[解析]代入 A，第一次剩下 2000-1000-1=999，剩下的是一个奇数，不满足

第二排还要一半的要求，排除；代入 B，第一次剩下 2008-1004-1=1003，也不满足，排除；

代入 C，第一次剩下 2012-1006-1=1005，同样不满足，排除。

5. 10 年前爸爸的年龄是他女儿的 7倍，15 年后爸爸的年龄是他女儿的 2倍，请问女儿

今年的年龄是多少? （ ）

A.14 岁 B.15 岁 C.16 岁 D.17 岁

【解析】这一道年龄问题，采用直接代入法。1+1+1+1 布局，居中代入。

代入 B项，女儿今年 15 岁，10 年前为 5岁，则爸爸 10 年前是 35 岁，现在是 45 岁。

15 年后爸爸为 60 岁，女儿是 30 岁，正好是 2倍。

6. 已知赵先生的年龄是钱先生年龄的 2倍，钱先生比孙先生小 7岁，三位先生的年龄

之和是小于 70 的素数，且素数的各位数字之和为 13，那么，赵、钱、孙三位先生的年龄

分别为（ ）。

A.30 岁，15 岁，22 岁 B.36 岁，18 岁，13 岁

C.28 岁，14 岁，25 岁 D.14 岁，7 岁，46 岁

[解析]根据“钱先生比孙先生小 7岁”，只有第一项符合。

7.两根同样长的蜡烛，点完粗蜡烛要 3小时，点完细蜡烛要 1小时。同时点燃两根蜡

烛，一段时间后同时熄灭，发现粗蜡烛的长度是细蜡烛的 3倍。问两根蜡烛燃烧了多长时

间？（ ）

A. 30 分钟 B. 35 分钟 C. 40 分钟 D. 45 分钟

【解析】假设两根蜡烛原长都为 1，那么熄灭的时候粗蜡烛的长度应该低于 1，故而细

蜡烛的长度应该低于
1
3
，燃烧的长度要高于

2
3
，那么燃烧的时间也应该高于

2
3
小时，结合选项，

选择 D。

本题还可以使用其他方法，但直接代入是最直接的方法，不需要经过复杂的思考过程。

另外，B、C选项代入时，不需要重新计算，直接在 A选项的基础上，余数分别加 1和 2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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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某工人的步行速度为每小时5公里，如果他先步行上班路程的
1
10
，然后乘上速度为

每小时25公里的汽车，最后再步行1公里刚好到厂，那么他可以比完全步行上班早二小时到

厂。问他的上班路程有多少公里？( )

A.15 B.16 C.14 D.12

2. 成大妈早上8点从A镇乘坐时速16千米的乡村客车出发去C镇赶集，途径B镇在亲戚家

吃饭，歇息了1个小时，接着从B镇换成时速40千米的公路客车去C镇，下午3点到达C镇，已

知A、C两镇相距180千米，问A、B两镇距离？（ ）

A.40 B.50 C.70 D.80

3. 一个五位数，左边三位数是右边两位数的5倍，如果把右边的两位数移到前面，则

所得新的五位数要比原来的五位数的2倍还多75，则原五位数是多少？（ ）

A.12525 B.13527 C.17535 D.22545

4. 小明和小华计算甲、乙两个不同自然数的积（这两个自然数都比1大）。小明把较大

的数字的个位数错看成了一个更大的数字，其计算结果为144，小华却把乘号看成了加号，

其计算结果为28。问两个数的差为（ ）。

A.16 B.12 C.8 D.4

提示:如果已知两个数的和与差，那么这两个数应该分别为和与差相加的一半、相减的

一半。这个结论非常重要，方便我们口算很多题目。数学形式为：
� + � = �
� − � = �→

� = �+�
2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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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儿孙女的平均年龄是10岁，孙儿年龄的平方减去孙女年龄的平方所得的数值，正

好是爷爷出生年份的后两位，爷爷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问孙儿、孙女的年龄差是多少岁？

A.2 B.4 C.6 D.8

6. 小李的弟弟比小李小 2岁，小王的哥哥比小王大 2岁、比小李大 5岁。1994 年，

小李的弟弟和小王的年龄之和为 15。问 2014 年小李与小王的年龄分别为多少岁?

A.25,32 B.27,30 C.30,27 D.32,25

7. 一支有 100 多人的旅行团乘坐汽车，如果每辆车都乘坐 29 人，结果剩下 4人；如

果增加一辆车，则所有游客正好平均分到各辆车上，问此时每辆车乘坐了多少人？

A.23 B.24 C.26 D.28

8. 某汽车厂商生产甲、乙、丙三种车型，其中乙型产量的3倍与丙型产量的6倍之和等

于甲型产量的4倍，甲型产量与乙型产量的2倍之和等于丙型产量7倍。则甲、乙、丙三型产

量之比为( )

A. 5∶4∶3 B. 4∶3∶2 C. 4∶2∶1 D. 3∶2∶1

9. 某市出租汽车的车费计算方式如下：路程在 3公里以内(含 3公里)为 8.00 元；达

到 3公里后，每增加 1公里收 1.40 元；达到 8公里以后，每增加 1公里收 2.10 元，增加

不足 1公里按四舍五入计算。某乘客乘坐该种出租车交了 44.4 元车费，则此乘客乘该出租

车行驶的路程为多少公里?

A.22 公里 B.24 公里 C.26 公里 D.29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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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两同学需托运行李。托运收费标准为10公斤以下6元/公斤，超出10公斤部分每

公斤收费标准略低一些。已知甲乙两人托运费分别为109.5元、78元，甲的行李比乙重了50%。

那么，超出10公斤部分每公斤收费标准比10公斤以内的低了多少元?（ ）

A.1.5元 B.2.5元 C.3.5元 D.4.5元

11. 某零件加工厂按照工人完成的合格零件和不合格零件支付工资，工人每做出一

个合格零件能得到工资10元，每做一个不合格零件将被扣除5元，已知某人一天共做了12

个零件，得工资90元，那么他在这一天做了多少个不合格零件？（ ）

A.2 B.3 C.4 D.6

12. 某人搬运2000只易碎物品，每只运费为3角。如果损坏一只不但不给运费，还

要赔偿5角，结果共得560元，问他损坏了多少只?（ ）

A.80只 B.70只 C.60只 D.50只

13. 三个运动员跨台阶，台阶总数在100-150之间，第一位运动员每次跨3级台阶，

最后一步还剩2级台阶。第二位运动员每次跨4级，最后一步还剩3级台阶。第三位运动员每

次跨5级台阶，最后一步还剩4级台阶。问这些台阶总共有（ ）级？

A.119 B.121 C.129 D.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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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精选真题：

1. 一个三位数，各位上的数的和是 15，百位上的数与个位上的数的差是 5,如颠倒百

位与个位上的数的位置，则所成的新数是原数的 3倍少 39。求这个三位数？( )

A.196 B.148 C.267 D.429

2. 从若干围棋子中拿走 15 枚白棋子后，黑子与白子的个数之比为 2：1；再拿走 45

枚黑棋子后，黑子与白子的个数比为 1:5，则开始时黑棋子、白棋子各有（ ）枚。

A.50,45 B.50,40 C.60,45 D.60,50

3. 某个三位数的数值是其各位数字之和的 23 倍。这个三位数为（ ）。

A.702 B.306 C.207 D.203

4. 一个小于 80 的自然数与 3的和是 5的倍数，与 3的差是 6的倍数，这个自然数最

大是多少？ ( )

A.32 B.47 C.57 D.72

5. 两个数各加 2的比为 3:2，两个数各减 4的比为 2:1，问这两个数各是多少?（ ）

A.16，10 B.14，12 C.16，8 D.18，10

6. 一个袋子里放着各种颜色的小球，其中红色球占 1/4，后来又往袋子里放了 10 个

红球，这时红球占总数的 2/3，问原来袋子里有多少个球? （ ）

A.8 B.12 C.16 D.20

7. 三个连续自然数的积是其和的 21 倍，则这三个数中最小的是( )。

A.3 B.4 C.7 D.12

8. 经技术改进，A、B 两城间列车的运行速度由 150 千米／时提升到 250 千米／时，

行车时间因此缩短了 48 分钟，则 A、B两城间的距离为（ ）。

A. 291千米 B.300千米 C.310千米 D.320千米

9. 今年小花年龄的 3倍与小红年龄的 5倍相等。10 年后小花的年龄的 4倍与小红年

龄的 5倍相等，则小花今年的年龄是多少岁？ （ ）

A.12 B.6 C.8 D.10

10. 甲乙两个小朋友各有一袋糖，每袋糖不到 20 粒。如果甲给乙一定数量的糖后，

甲的糖就是乙的糖粒数的 2倍；如果乙给甲同样数量的糖后，甲的糖就是乙的糖粒数的 3

倍。那么甲乙两个小朋友共有多少粒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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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B.24 C.36 D.48

11. 甲、乙各有钱若干元，甲拿出 1/3 给乙后，乙再拿出总数的 1/5 给甲，这时他

们各有 160 元。问甲、乙原来各有多少钱？( )

A.120 200 B.150 170 C.180 140 D.210 110

12. 某中介服务机构根据服务项目所涉及的金额按一定比例收取服务费，具体标准

如下：1万元(含)以下收取 50 元；1万元以上，5万元(含)以下的部分收取 3％；5万元以

上，10 万元(含)以下的部分收取 2％。(如，某一服务项目所涉及金额为 5万元时，应收取

服务费 1250 元)现有一服务项目所涉及金额为 10 万元，那么，所收取的服务费应为多少

元?( )

A.2250 元 B.2500 元 C.2750 元 D.3000 元

13. 韩信故乡淮安民间流传着一则故事—“韩信点兵”。有一次，韩信率 1500 名将

士与楚军交战，战后检点人数，他命将士 3人一排，结果多出 2名；命将士 5人一排，结

果多出 3名；命将士 7人一排，结果又多出 2名，用兵如神的韩信立刻知道尚有将士人数。

已知尚有将士人数是下列四个数字中的一个，则该数字是（ ）。

A.868 B.998 C.1073 D.1298

14. 赵先生 34 岁，钱女士 30 岁。一天他们碰上了赵先生的三个邻居，钱女士问起

了他们的年龄，赵先生说:他们三人的年龄各不相同，三人的年龄之积是 2450，三人的年

龄之和是我俩年龄之和。问三个邻居中年龄最大的是多少岁? （ ）

A.42 B.45 C.49 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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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C。

2. 【答案】B。

3. 【答案】C。

【解析】直接将选项代入，很明显:702≠23×9，306≠23×9，207=23×9，203≠23

×5。所以选择C。

[注释]典型的多位数问题。判断的时候可以使用尾数法以提高效率。

4. 【答案】C。

【解析】

5. 【答案】A。

【解析】直接代入，发现A满足条件。

[注释]典型的和差倍比问题。

6. 【答案】A。

【解析】直接代入，发现A满足条件。

[注释]典型的和差倍比问题。

7. 【答案】C。

【解析】这三个自然数的积是 21 的倍数，肯定包括因子 3和 7，明显排除 A、B。将 C

代入，如果这三个数是 7、8、9，那么 7×8×9÷(7+8+9)=21，满足条件，选择 C。

8. 【答案】B。

【解析】直接代入验证即可，但根据题干速度和选项数字，我们应该优先选择最简单

的数字，即 B选项的 300 千米，300÷150=2（小时），300÷250=1.2（小时），两者相差 0.8

小时，正好是 48 分钟，选择 B。

9. 【答案】D。

【解析】解法一：列方程，设小花为X，小红为Y。那么3X=5Y；4（X+10）=5（Y+10）,

解得小花年龄为10。

解法二，直接代入法，唯有D项合适。

10. 【答案】B。

【解析】假设甲、乙原有糖数分别为x，y粒，他们交换的糖的数量为n粒，则:

x − n = (y + n) × 2
x + n = (y − n) × 3→

x = 17n
y = 7n

因此x是17的倍数，又x不到20，那么x=17，故而n=1，y=7，所以x+y=24(粒)。

11. 【答案】C。

12. 【答案】A。

【解析】0～1万元的部分，收取 50 元；1～5万元的部分，收取 40000 3％=1200 元；

5～10 万元的部分，收取 50000 2％=1000 元，a+b+c=50+1200+1000=2250 元，故选 A。

13. 【答案】C。

【解析】直接代入：只有 1073 满足“除以 3余 2，除以 5余 3，除以 7余 2”，选择 C。



王文兵 31

14. 【答案】C。

【解析】假设这三人年龄从大至小分别为 x，y、z岁，则:

x + y + z = 34 + 30 = 64
x × y × z = 2450

明显 2450 不是 3 的倍数，所以年龄当中不应该有 3 的倍数存在，排除 A、B。如果 C

正确，即最大年龄 x=49，那么我们有(注意 y>x):

y + z = 64 − 49 = 15
y × z = 2450 ÷ 49 = 50→

y = 10
z = 5

明显满足条件，所以选择 C。

[注释]运用代入法进行求解时，只要有一个答案完全满足条件，那么就肯定是正确答

案而不再需要去代入其他的选项。事实上，如果将 D 代入，将得到两个相等的根:y=z=7，

与条件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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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 讲 赋值与比例假设法
设特殊值为1

1.某农场有36台收割机，要收割完所有的麦子需要14天时间。现收割了7天后增加4台

收割机，并通过技术改造使每台机器的效率提升5%。问收割完所有的麦子还需要几天？

A.3 B.4 C.5 D.6

【解析】设原来每台收割机每天的工作效率为1，则工作总量为36×14×1，剩下的36

×7×1由36+4=40台收割机完成，改造后每台收割机效率为1.05，故剩下需要的时间为（36

×7×1)÷(40×1.05) =6天，故答案选D。

设特殊值为100

2.某水果店销售一批水果，按原价出售，利润率为25%。后来按原价的九折销售，结果

每天的销量比降价前增加了1.5倍。则打折后每天销售这批水果的利润比打折前增加了

（ ）。

A.15% B.20% C.25% D.30%

【解析】设水果每斤成本为100，原价为125，利润为125-100=25。对于一斤水果打折

后每斤价格变为125×0.9=112.5，销量变为2.5，利润为2.5×(112.5-100)=2.5×12.5=25

×1.25。因此利润增加了 25%。

设特殊值为份数

3.受原材料涨价影响，某产品的总成本比之前上涨了
1
15
，而原材料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

重提高了 2.5个百分点。问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多少？

A. 1
12

B. 1
11

C. 1
10

D.1
9

【解析】设产品的原总成本为 15，则现在总成本为 15×(1+ 1
15
)=16，原材料涨幅为 1。

设涨价前原材料占总成本比重为 x，则原材料价格为 15x。涨价后占总成本的比重为（x+2.5%)，

原材料价格为 16×(x+ 2.5%)。因此，16×（x+2.5%)=15x+1，解得 x=0.6，涨价前原材料价格为

15×0.6=9。因此原材料价格上涨
1
9
，选 D。

设特殊值为公倍数

4.A、B两条流水线每小时均能装配1辆汽车。A流水线每装配3辆汽车要用1小时维护，B

流水线每装配4辆汽车要用1.5小时维护。问两条流水线同时开始工作，装配200辆汽车需用

多少个小时？

A.134 B.135 C.136 D.137

【解析】根据题意，A流水线4小时装配3辆汽车，B流水线5.5小时装配4辆汽车，因此

每44小时（44是4和5.5的最小公倍数，是为了便于分析和计算）A流水线装配汽车33辆，B



王文兵 33

流水线装配32 辆，（32+33)×3=195辆，耗时44×3=132小时。佘下五辆车分给两个流水线，

最快需要3小时完成。因此共需要132+3=135小时。

应用原则：当题目中没有涉及某个具体量的大小，并且这个具体量的大小并不影响最

终结果的时候，运用赋值思想，将这个量设为某一个利于计算的数值，从而简化计算——

特值法。

应用范围：一般在工程、混合配比、加权平均、流水行船、往返行程、几何、经济利

润、和差倍比（和倍问题，差倍问题，和差问题，比例问题）等问题中使用赋值思想。

1.如图所示，梯形 ABCD, AD//BC, DE⊥BC,现在假设 AD,BC 的

长度都减少 10％，DE 的长度增加 10%，则新梯形的面积与原梯形的

面积相比，会怎样变化？（ ）

A.不变 B.减少1% C.增加10% D.减少10%

2.某单位组建兴趣小组，每人选择一项参加，羽毛球组人数是乒乓球组人数的 2倍，

足球组人数是篮球组人数的 3倍，乒乓球组人数的 4倍与其他 3个组的人数的和相等。则

羽毛球组人数等于（ ）。

A.足球组人数与篮球组人数之和 B.乒乓球组人数与足球组人数之和

C.足球组人数的 1.5 倍 D.篮球组人数的 3倍

3.现需要购买 A、B两种调料加工成一种新调料，两种调料的单价分别为 20 元/千克、

30 元/千克。假设购买这两种调料所花费的钱数额一样，则由 A、B两种调料混合后的新调

料每千克的成本是（ ）。

A. 23 元 B. 24 元 C. 25 元 D. 26 元

4.某大学生从学校骑车至某小区，学校与该小区仅相隔一个山坡。从学校直接上坡，

再下坡即到达该小区。已知下坡速度是上坡速度的 2.5 倍，下坡所花时间是上坡时间的一

半。若返回时的上下坡速度仍保持不变，则从小区返回学校花费时间与学校到小区花费时

间之比为（ ）。

A.11：10 B.10：11 C.12：11 D.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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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赋值法时，大家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样的量可以随便设，什么样的量不行？总的来

说，当某类量的大小在题目中无关紧要时，便可以随便设为一个方便计算的数字，这样的

量一般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这类量在题目中没有提及具体数字大小；

2.这类量也不能通过其他有具体数字大小的量计算得到。

譬如在行程问题中，我想假设某人的速度为 1，那么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题目中没有提及任何速度的具体数字大小；

2.题目中也没有同时提及路程和时间的具体数字大小，因为知道了这两类量，就可以

计算出速度的具体大小。

当题目中只有路程或者只有时间有具体大小时，我们假设速度为 1或者其他数字，就

不会影响结果。同理，在经济利润问题中，如果题目中只有单价的具体数字大小，没有件

数和总价的具体数字大小，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件数为 1，或者假设总价为 1，但不能同时做

这两件事情。

5.甲、乙、丙、丁四人共同投资一个项目，已知甲的投资额比乙、丙二人的投资额之

和高 20%，丙的投资额是丁的 60%，总投资额比项目的资金需求高
1
3
。后来丁因故临时撤资，

剩下三人的投资额之和比项目的资金需求低
1
12
，则乙的投资额是项目资金需求的（ ）。

A.
1
6

B.
1
5

C.
1
4

D.
1
3

比例假设法

从赋值法可知，当题目中某个未知量不影响最终结果时，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可以将

其设为某个特殊的值，从而简化计算。

然而在有些题目中，虽然我们非常希望假设其中某个量为一个方便计算的数值，但随

意假设可能会跟题干当中的某些已知数字矛盾，这时我们就可以使用“比例假设法”进行

扩充变形。

扩充变形：如果假设的数字与已知条件矛盾，我们可以通过矛盾双方之间的倍数关系，

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即可。

1.某市针对虚假促销的专项检查中，发现某商场将一套茶具加价4成后再打8折出售，

实际售价比原价还高 24 元。问这套茶具的原价是多少元？（ ）

A.100 B.150 C.200 D.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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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价 加价后 打折后 差价

假设量

实际量

2.某有色金属公司四种主要有色金属总产量的
1
5
为铝，

1
3
为铜，镍的产量是铜和铝产量

之和的
1
4
，而铅的产量比铝多 600 吨。问该公司镍的产量为多少吨？（ ）

A.600 B.800 C.1000 D.1200

总量 铝 铜 镍 铅 铅-铝

假设量

实际量

3.某技校安排本届所有毕业生分别去甲、乙、丙 3个不同的工厂实习。去甲厂实习的

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 32%，去乙厂实习的毕业生比去甲厂实习的少 6人，且占毕业生总

数的 24%。问去丙厂实习的人数比去甲厂实习的人数（ ）。

A.少 9 人 B.多 9 人 C.少 6 人 D.多 6 人

总数 甲 乙 丙 甲-乙 丙-甲

假设量

实际量

【注意】“赋值法”的关键是题目当中某一类量的大小时不确定的，从头到尾不涉及这

一类量的大小。而“比例假设法”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某一类量”的大小其实是确定的，

但这一类量在题干中只出现了 1次。譬如本题中的人数，题干当中出现了“少 6人”这样

一个条件，说明各种人数实际上并不是可以随意假定的。在使用“比例假设法”的时候，

有两个关键点一定要注意：（1）像“少 6人”这样的条件，不能用于推导假设量，只能用

于和假设量进行倍数比较；（2）像“人数”这样的条件，题干中只能出现一次，譬如这里

的“少 6人”，一旦出现了两个“人数”的条件，“比例假设法”是不能使用的。

4.甲、乙和丙共同投资一个项目并约定按投资额分配收益。甲初期投资额占初期总投

资额的
1
3
，乙的初期投资额是丙的 2倍。最终甲获得的收益比丙多 2万元。则乙应得的收益

为多少万元？（ ）

A.6 B.7 C.8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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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甲 乙 丙 甲-丙

假设量

实际量

本题假设了投资额，但题干中有涉及投资额的具体数字，即：甲-丙=2 万元，所以这

个 2万元肯定会跟我们的假设量有矛盾冲突。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这个“2万元”只

能用来最后确定“假设值与实际值的比例或者倍数”，绝对不能用来做其他的计算，希望大

家牢记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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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某影院有四个演播大厅，A厅可容纳人数占影院可容纳总人数的
4
13
， B厅的容量是A

厅的
5
6
。C厅可容纳人数是A厅、B厅总和的

4
11
，D厅比C厅可多容纳40人。按照规定，一部影片

最多只能在三个演播厅同时上映。这个影院每次最多有多少观众能同时观看一部影片？

A. 1080 B. 1200 C. 1240 D. 1560

2. 王处长从东北捎来一袋苹果分给甲乙两个科室的人员，每人可分得6个，如果只分

给甲科，每人可分得10个。问如果只分给乙科，每人可分得多少个？( )

A.8个 B.12个 C.15个 D.16个

3. 小红去买过冬的蔬菜，她带的钱可以买10斤萝卜或50斤白菜，如果小红买了6斤萝

卜，剩下的钱全用来买白菜，可以买几斤白菜?( )

A．12斤 B．15斤 C．20斤 D．24斤

4. 电影票10元一张，降价后观众增加一倍，收入增加1/5，则一张票降价多少元？（ ）

A．8 B．6 C．4 D．2

5. 两家售货亭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商品。一星期后，甲售货亭把售价降低了20%，再过

一星期又提高了40%；乙售货亭只在两星期后提价20%。这时两家售货亭的售价相比？（ ）

A.甲比乙低 B.甲比乙高 C.甲、乙相同 D.无法比较

6. 一个长方体的长和宽分别增加20％、50％，而高减少50％，那么其体积如何变

化?( )

A．增加10％ B．减少10％ C.增长20％ D．减少20％

7. 某班学生中，3/4的女生和3/5的男生是共青团员，若女生团员人数是男生团员人数

的5/6，则该班女生人数与男生人数的比为( )。

A．2：3 B．3：2 C.4：5 D．5：6

8. 某服装店老板去采购一批商品，其所带的钱如果只买某种进口上衣可买120件，如

果只买某种普通上衣则可买180件。现在知道，最后该老板买的进口上衣和普通上衣的数量

相同，问他最多可以各买多少件？（ ）

A. 70件 B. 72件 C. 74件 D. 75件

9. 某商店以每件6元的进价买回一批商品，售价为每件8.4元，当卖了这批商品的
3
4
时，

不仅收回了购买这批商品所付的款项，而且还获得利润90元，这批商品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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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00 件 B. 400 件 C. 300 件 D. 600 件

10. 甲、乙两辆清洁车执行东、西城间的公路清扫任务。甲车单独清扫需要6小时，

乙车单独清扫需要9小时，两车同时从东、西城相向开出，相遇时甲车比乙车多清扫15千米。

问东、西两城相距多少千米？（ ）

A.60 千米 B.75 千米 C.90 千米 D.135 千米

11. 一个产品生产线分为a、b、ｃ三段，每个人每小时分别完成10、5、6件， 现

在总人数为71人，要使得完成的件数最大，71人的安排分别是（ ）。

A. 14:28:29 B. 15:31:25 C. 16:32:23 D. 17: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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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C。

【解析】不妨设四个演播大厅总人数有 39 份，则 A厅有 12 份， B厅有 10 份， C厅

有 8份，因此 D厅有 9份，比 C厅多 1份，所以 1份为 40 人，最多的三厅应该为 A、B、D

厅，共 31 份，其总人数为 31×40=1240（人），答案选 C。

2. 【答案】C。

【解析】10和6的公倍数是30。代入后可以得知甲乙两科室共有5个人，进而求出乙科

室有2个人，那么乙科室分得15个。

3. 【答案】C。

【解析】假设小红带了 100 元，易知萝卜 10/斤，白菜 2元/斤。小红带了 6斤萝

卜花了 60 元，剩下 40 元可以买 20 斤白菜。

4. 【答案】C。

【解析】假设原有观众 100 人，那么原来的收入为 10×100=1000 元，降价后观众

增加一倍变为 200 人，收入增长
1
5
变为 1000+1000×1

5
=1200元，那么票价为 1200÷200=6

元，即降价 4元。

5. 【答案】A。

【解析】取100作中间数求解。

6. 【答案】B。

【解析】假设这个长方体的长、宽、高都为 10，体积为 1000。变化之后长、宽、

高分别为 12、15、5，体积为 900，较之前减少了 10%。

7. 【答案】A。

【解析】因为女生团员人数是男生团员人数的
5
6
，可设女生、男生团员人数分别为

15 人，18 人（注意到前面
3
4
和

3
5
两个分数，加入因子 3以避免分数），由题干第一句话易知

女生总人数为 15÷3
4
=20人，男生总人数为 18÷3

5
=30人，那么女生与男生人数之比为 2:3。

8. 【答案】B。

【解析】假设带了 360 元，那么进口上衣和普通上衣价格分别是 3元、2元，那么可

以各 买 360÷（3+2）=72（件）。

9. 【答案】C

【解析】假设这批商品有 100 件，成本为 6×100=600（元）。只卖出了 75 件时，收入

为 8.4×75=630（元），获利 630-600=30（元）。实际获利 90 元，所以实际值是假设值的 3

倍，这批商品共有 a300 个，选择 C。

10. 【答案】B

【解析】假设两城相距 18 千米，甲速度为 18÷6=3（千米/时），乙速度为 18÷9=2（千

米/时），相遇时间为 18÷（2+3）=3.6（小时），两车分别走了 10.8 千米、7.2 千米，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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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千米。而实际甲车比乙车多清扫了 15 千米，是假设值的 15÷3.6=25
6
倍，说明两城相距

18×25
6

（千米），选择 B。

11. 【答案】B

【解析】如果要完成30件产品，三个生产线恰好分别需要3、6、5个人，这样总数是14

人。而实际人数为71人，我们知道70是14的5倍，所以如果安排70个人，三个生产线应该分

别安排3、6、5的5倍，即15、30、25个人，剩下1个人安排在哪里都无所谓了，选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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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 讲 其他基本解题方法

一、十字交叉法(比例划线法)

“十字交叉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方程的形式，凡是符合下图左边方程的形式，都可

以用右边的“十字交叉”的形式来简化：

Aa+Bb=（A+B）r→
�
�
=
r−b
a−r

→→
�
�
=
r−b
a−r

以上问题称为“加权平均问题”，一般不用列方程而采用“十字交叉法”来求解。

“十字交叉法”适用范围：一个集合为总体，只有 2个不同的分量，第 1个分量取值

为 a，另一部分取值为 b,平均值为 c。求取值为 a的个体与取值为 b 的个体的比例。

1.重量分别为 A与 B的溶液，其浓度分别为 a与 b，混合后浓度为 r。

2.数量分别为 A与 B的人口，分别增长 a与 b，总体增长率为 r。

3.A 个男生平均分为 a,B 个女生平均分为 b，总体平均分为 r。

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十字交叉法，并且不知道得到的比例是哪两个量的比例，

这时，可以列出上面形式的式子来判断。当然这是平时就要积累的，如果考场之上无法判

断的话，就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直接列方程更快更准确。

十字相乘法使用时要注意几点：

第一点：用来解决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

第二点：得出的比例关系是基期的比例关系。

第三点：总均值放中央，对角线上，大数减小数，结果放对角线上。

1. 要将浓度分别为 20%和 5%的 A、B 两种食盐水混合配成浓度为 15%的食盐水 900

克。问 5%的食盐水需要多少克？

A.250 B.285 C.300 D.325

【解析】利用十字交叉法求出两种溶液的质量比。

因此两种溶液的质量比为 10:5=2:1，900克混合后的食盐水中，5%的食盐水占到

900× 1
2+1

=300克，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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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某单位共有职工 72 人，年底考核平均分数为 85 分，根据考核分数，90 分以上

的职工评为优秀职工，已知优秀职工的平均分数为 92 分，其他职工的平均分数是 80 分，

问优秀职工的人数是多少？（ ）

A.12 B.24 C.30 D.42

核心提示

当我们使用“十字交叉法”的时候，有一个技巧非常重要，那就是当我们计算得到比

例之后，应该如何算得最后的实际数值。

譬如上例中，我们得到比例为 5：7，然后就需要跟原题中的实际数字去对照：如果原

题中告诉我们优秀员工是 15 个，正好是 5的 3倍，那么就把 5：7这个比例的分子、分母

同时乘以 3，得到 15：21；如果原题中告诉我们其他员工是 56 个，正好是 7的 8倍，那么

就把 5：7这个比例的分子、分母同时乘以 8，得到 40：56；而事实上，原题给的是这两者

之和为 72，5：7 这个比例分子、分母之和为 12，是 72 的六分之一，所以应该把 5：7这

个比例的分子、分母同时乘以 6，得到 30：42，这两个数字分别就是这两部分的实际数字。

3. 某单位为全体员工进行体检，平均体重是 57.5 公斤。其中，男员工的平均体重是

62.5 公斤，女员工的平均体重是 55.5 公斤。则该单位的男、女员工人数比为（ ）。

A.2：5 B.2：7 C.7：2 D.5：2

4. 某高校艺术学院分音乐系和美术系两个系别，已知学院男生人数占总人数的 30%，

且音乐系男女生人数之比为 1：3，美术系男女生人数之比为 2：3，问音乐系和美术系的总

人数之比为多少？（ ）

A.5：2 B.5：1 C.3：1 D.2：1

“十字交叉法”本质上是一种“加权平均问题”。两部分各自的增长率对最后的合成

增长率都有影响，各自影响的大小，由其本身值的大小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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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比为 3:7，城市人口增长 5%，农村人口增长 6%，

那么整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应该在 5%和 6%之间。城市人口占 3份，农村人口占 7份，那么

城市、农村对最终合成增长率的影响力之比为 3:7，即这个合成增长率与 5%、6%的距离之

比应该是 7:3，即 5.7%。这样的结果是比较容易口算得出的，但要注意这个比例对应的是

增长之前的比例，而不是增长之后的比例。

5. 甲、乙两个相同的杯子中分别装满了浓度为 20%和 30%的两种溶液。将甲杯中倒出

一半溶液，用乙杯中的溶液将甲杯加满混合，然后再将已经加满的甲杯中的溶液全部倒入

一杯清水中且未溢出，溶液浓度变为 20%。若该溶液密度与水完全相同，问原甲杯中溶液

的质量是这杯清水质量的多少倍？（ ）

A.3 B.4 C.5 D.6

6. 面包房购买一包售价为 15 元/千克的白糖，取其中的一部分加水溶解形成浓度为

20%的糖水 12 千克，然后将剩余的白糖全部加入后溶解，糖水浓度变为 25%，问购买白糖

花了多少元钱？（ ）

A.45 B.48 C.36 D.42

整体打折的问题，在理清售价、原定价和打折情况三者之间的关系后，可直接套用打

折的定义。但当遇到商品分批次打折，且打折力度不同的情况时，若仍套用定义，则需要

大量的数据计算。此时可以利用计算加权平均数的十字交叉法快速求解。

示例：一批商品，一部分打 a折，剩余的部分打 b折，总体相对于原价打 c折。

解读：应用十字交叉法，把部分打折与整体打折对应好，可求出打折力度不同的物品

之间的数量比。

在很多题目中，由于打折前两种物品的价格相同，所以“两种打折力度不同的物品总

价比”就是它的数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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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某市制定了峰谷分时电价方案，峰时电价为原电价的 110%，谷时电价为原电价的

八折，小静家六月用电 400 度，其中峰时用电 210 度，谷时用电 190 度，实行峰谷分时电

价调整方案后小静家用电成本为调整前的多少？（ ）

A.95.75% B.87.25% C.90.5% D.85.5%

8. 学校体育部采购一批足球和篮球，足球和篮球的定价分别为每个 80 元和 100 元。

由于购买数量较多，商店分别给予足球 25%、篮球 20%的折扣，结果共少付了 22%。问购买

的足球与篮球的数量之比是多少？

A.4：5 B.5：6 C.6：5 D.5：4

9. 甲、乙两种商品原来单价和为 100 元，因市场变化，甲商品降价 10%，乙商品提价

40%，调价后两商品单价和比原来的单价和提高 20%，则乙商品提价后多少元？

A.40 B.60 C.36 D.84

10. 2023 年，某省第二产业增长 8.92%。其中，工业增长 9.70%，建筑业增长 3.39%。

请问 2022 年该省建筑业占第二产业的比重为多少? ( )

A.11.7% B.12.4% C.13.1% D.14.3%

11. 2023 年，某省第二产业增长 8.92%。其中，工业增长 9.70%，建筑业增长 3.39%。

请问 2023 年该省建筑业占第二产业的比重为多少? ( )

A.11.7% B.12.4% C.13.1% D.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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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极端思维法

当试题当中出现了“至多”“至少”“最多”“最少”“ 最大”“最小” “最快”“最慢”

“最高”“最低”等字样时，我们通常需要考虑“极限思维法”。这种方法需要分析题意，

构造出满足题意要求的最极端的情形。

12.现有 21 本故事书要分给 5个人阅读，如果每个人得到的数量均不相同，那么

得到故事书数量最多的人至少可以得到（ ）本。

A.5 B.7 C.9 D.11

第 1 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4名 第 5名

13.有 100 人参加五项活动，参加人数最多的活动的人数不超过参加人数最少活动

人数的两倍，问参加人数最少的活动最少有多少人参加？（ ） 
A.10 B.11 C.12 D.13

第 1 项 第 2项 第 3项 第 4项 第 5项

14.某班级共有 50 名学生，某次考试后发现，所考的三门课程得分优秀率分别为

10%、20%和 16%，三门课程不及格率分别为 12%、18%和 10%，问如果在该班任选一名学生，

至少有一门课程得分优秀且至少有一门课程不及格的最大概率为多少？（ ）

A.20% B.16% C.46% D.40%

完全构造：

人数比例 10% 10% 8% 8% 4%

优秀科目 一 二 三 三 一

不及格科目 二 三 一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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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个班里有 30 名学生，有 12 人会跳拉丁舞，有 8人会跳肚皮舞，有 10 人会

跳芭蕾舞。问至多有几人会跳两种舞蹈？（ ）

A.12 人 B.14 人 C.15 人 D.16 人

16.阅览室有 100 本杂志。小赵借阅过其中 75 本，小王借阅过 70 本，小刘借阅过

60 本，则三人共同借阅过的杂志最少有（ ）本。

A.5 B.10 C.15 D.30

题目：总数为 M个，其中满足条件 A的有 a个，满足条件 B的有 b个，满足条件 C的

有 c个，

问：同时满足 A，B，C这三个条件的数目至少有多少？

答案：把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减去总数的 2 倍即可：a+b+c-2×M

如果题目设定四个条件，就把这四个数字加起来，减去总数的 3倍。依此类推。

【例 1】车库停了 100 辆车，有 75 张是大众，有 70 张是黑色的，有 60 辆是自动档。

请问黑色大众自动档汽车最少有几辆？

【例 2】一个班 45 个同学，英语优秀的有 38 个，数学优秀的有 32 个，语文优秀的有

29 个，物理优秀的 42 个，同时四门课程都优秀的至少有几个？

三、调和平均数

在数学做题中，我们一般会接触到“算术平均数”a=
�1+�2
2

，偶尔也会碰到“几何平均

数”a= �1�2。还有一类平均数在数学运算当中出现率很高，就是“调和平均数”�=2�1�2
�1+�2

。

题型一：等距离平均速度

17. 某人开车从 A镇前往 B镇，在前一半路程中，以每小时 60 千米的速度前进；

而在后一半的路程中，以每小时 40 千米的速度前进。则此人从 A镇到达 B镇的平均速度是

每小时多少公里？（ ）

A.50 B.55 C.48 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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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距离平均速度核心公式： （其中�1和�2分别代表前后两次速度）。

18. 一辆汽车从 A地到 B地的速度为每小时 30 千米，返回时速度为每小时 20千米，

则它的平均速度为多少千米/时？( )

A.24 千米／时 B.24.5 千米／时 C.25 千米／时 D.25.5 千米/时

19. 一人骑车从 M地到 N地速度为每小时 10 千米，到达 N地后，立刻接到通知返

回 M地。为了使其往返于两地之间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 12 千米，则其骑车返回 M地的速度

应为多少？( )

A. 14 千米／小时 B. 15 千米／小时 C. 16 千米／小时 D. 18 千米/小时

20. 从甲地到乙地 111 千米，其中有
1
4
是平路，

1
2
是上坡路，

1
4
下坡路。假定一辆车在

平路的速度是 20 千米/小时，上坡的速度是 15 千米/小时，下坡的速度是 30 千米/小时。

则该车由甲地到乙地往返一趟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千米/小时？

A.19 B.20 C.21 D.22

在来回上下坡问题当中，去的上坡一定是回的下坡，去的下坡一定是回的上坡。

因此，来回一趟走的上坡与下坡距离一定是对半平分。

21. 小明从 A地出发，需要先走一段平路，再爬一段上坡路才能到达 B地，到达 B

地后，他停留一小时后按原路返回 A地。小明走平地的速度为 5
1
3
千米/小时，上坡速度为 4

千米/小时，下坡速度为 8千米/小时。小明从出发到返回共用 7小时，则 A、B两地的距离

为（ ）千米。

A.32 B.12 C.15 D.16

题型二：等价钱平均价格

22. 商店购进甲、乙两种不同的糖所用的钱数相等，已知甲种糖每千克 10 元，乙

种糖每千克 15 元。如果把这两种糖混在一起做成什锦糖，那么这种什锦糖每千克的成本是

多少元？（ ）

A.10 B.11 C.12 D.13



王文兵 48

等价钱平均价格核心公式： （其中�1和�2分别代表之前两种商品的价格）

23. 现需要购买 A、B两种调料加工成一种新调料，两种调料的单价分别为 20 元/

千克、30 元/千克。假设购买这两种调料所花费的钱数额一样，则由 A、B两种调料混合后

的新调料每千克的成本是（ ）。

A. 23 元 B. 24 元 C. 25 元 D. 26 元

题型三：等溶质增减溶剂

24. 某盐溶液的浓度为 20%，加入水后，溶液的浓度变为 15%，如果再加入同样多

的水，则溶液的浓度变为（ ）。

A.13% B.12.5% C.12% D.10%

等溶质增减溶剂核心公式： （其中�1、�2、�3分别代表连续变化的浓度）。

25. 一个容器盛有一定量盐水，第一次加入适量水后，容器内盐水浓度为 3%，第二

次再加入同样多水后，容器内盐水浓度为2%，则第三次加入同样多的水后盐水浓度为（ ）。

A.0.5% B.1% C.1.2% D.1.5%

26. 浓度为 15%的盐水若干克，加入一些水后浓度变为 10%，再加入同样多的水后，

浓度为多少？（ ）

A.9% B.7.5% C.6% D.4.5%

题型四：等时间间隔发车

27. 某人沿电车线路匀速行走，每 30 分钟有一辆电车从后面追上，每 20 分钟有一

辆电车迎面开来，假设两个起点站的发车间隔是相同的，求这个发车间隔（ ）。

A.23 分钟 B.24 分钟 C.25 分钟 D.26 分钟

发车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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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五：前后轮消耗模型

28. 有一辆自行车，前轮和后轮都是新的，并且可以互换，轮胎在前轮位置可以行

驶 6000 千米，在后轮位置可以行驶 4000 千米，问使用两个新轮胎，这辆自行车最多可以

行驶多远？（ ）

A.4250 B.4800 C.4000 D.4750

前后轮消耗模型核心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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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

1. 在环保知识竞赛中，男选手的平均得分为 80 分，女选手的平均得分为 65 分，全部

选手的平均得分为 72 分。已知全部选手人数在 35 到 50 之间，则全部选手人数为（ ）。

A.48 B.45 C.43 D.40

2. 某浇水装置可根据天气阴晴调节浇水量，晴天浇水量为阴雨天的 2.5 倍。灌满该装

置的水箱后，在连续晴天的情况下可为植物自动浇水 18 天。小李 6月 1日 00：00 灌满水

箱后，7月 1日 00：00 正好用完。问 6月有多少个阴雨天？（ ）

A.10 B.16 C.18 D.20

3. 烧杯中装了 100 克浓度为 10%的盐水。每次向该烧杯中加入不超过 14 克浓度为 50%

的盐水，问最少加多少次之后，烧杯中的盐水浓度能达到 25%？（假设烧杯中盐水不会溢

出）（ ）

A.6 B.5 C.4 D.3

4. 某公交线路从起点到终点共 25 个站点，每天早上 6点分别从起点站和终点站同时

开出首班车，晚上 10 点开出末班车，每班车发车时间间隔 10 分钟。假设每辆车从一个站

点行驶到下一个站点所需时间均为 5分钟，则该线路至少需要配备（ ）辆车。

A.24 B.13 C.12 D.26

5. 某次知识竞赛的决赛有 3人参加，规则为 12 道题每题由 1人以抢答方式答题，正

确得 10 分，错误扣 8分，如果最后所有人得分都是正分，且回答问题最多的人是得分最少

的人，那么前两名之间的分差最多为多少分？（ ）

A.8 B.12 C.20 D.40

6. 黑母鸡下 1个蛋歇 2天，白母鸡下一个蛋歇 1天，两只鸡共下 10 个蛋最少需要多

少天？（ ）

A.10 B.11 C.12 D.13

7. 公司举办的内部业务知识竞赛有若干人参加，所有参赛者获得的名次之和为 300，

且所有人没有并列名次。其中，销售部门、售后服务部门和技术部门参赛者获得的名次平

均数分别为 11.3、10.4 和 9.2，问其他部门获得的名次最高为多少？（ ）

A.16 B.18 C.20 D.21

8. 一个 20 人的班级举行百分制测验，平均分为 79 分，所有人得分都是整数且任意两

人得分不同。班级前 5名的平均分正好是 16 到 20 名平均分的 2倍。则班级第 6名和第 15

名之间的分差最大为多少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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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 B.37 C.40 D.43

9. 在一次抽奖活动中，要把 18 个奖品分成数量不等的 4份各自放进不同的抽奖箱。

则一个抽奖箱最多可以放（ ）个奖品。

A.6 B.8 C.12 D.15

10. 假设 7个相异正整数的平均数是 14，中位数是 18，则此 7个正整数中最大数

最大是多少？（ ）

A.58 B.44 C.35 D.26

11. 某连锁企业在 10 个城市共有 100 家专卖店，每个城市的专卖店数量都不同。

如果专卖店数量排名第 5多的城市有 12 家专卖店，那么专卖店数量排名最后的城市，最多

有几家专卖店？（ ）

A.2 B.3 C.4 D.5

12. 植树节到来之际，120 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分成人数不等且每组不少于 10

人的六个小组，每人只能参加一个小组，则参加人数第二多的组最多有（ ）人。

A.34 B.35 C.36 D.37

13. 甲、乙两厂生产同一种汽车，甲厂每月产量保持不变，乙厂每月产量翻番。已

知第 1个月甲、乙两厂共生产 88 辆汽车，第 2个月甲、乙两厂共生产 96 辆汽车，那么乙

厂每月产量第一次超过甲厂是在第（ ）个月。

A.4 B.5 C.6 D.7

14. 餐厅需要使用 9升食用油，现在库房里库存有 15 桶 5 升装的，3桶 2升装的，

8桶 1升装的。问库房有多少种发货方式，能保证正好发出餐厅需要的 9升食用油？（ ）

A.4 B.5 C.6 D.7 

15. 某人要从 A市经 B市到 C市，从 A市到 B市的列车从早上 8点起每 30 分钟一

班，全程行驶一小时；从 B市到 C市的列车从早上 9点起每 40 分钟一班，全程行驶 1小时

30 分钟；在 B市火车站换乘需用时 15 分钟。如果他想在出发当天中午 12 点前到达 C市，

问他有几种不同的乘车方式？（ ）

A.3 B.2 C.5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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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1. B [简析]运用十字交叉法：

男女比例为 7：8，说明总人数是 15 的倍数，只有 45 满足。

2. D

[简析]设阴雨天浇水量为 2，晴天浇水量为 5，则水总量为：5×18=90，那么 6月平均

每天浇水量为：90÷30=3，运用十字交叉法：

阴雨天：晴天=2：1=20：10，即 6月有 20 个阴雨天。

3. B

[简析]运用“十字交叉法”：

25%
15%

=
5
3
=
100�
60�

，

至少要加 60 克，每次最多 14 克，则至少 5次。

4. A

[简析]从起点到终点共 25 个站点，24 段路，一辆车行驶完全程所需时间为 24×5=120

分钟，说明早上 6点之后 120 分钟的时候，对面的第一趟车才能到达，在这之前，必须发

出 120÷10=12 辆车，所以至少需要 12×2 =24 辆车。

5. D

[简析]题目要求“前两名之间的分差”尽可能大，那么我们构造第 1名尽可能多，第

2名尽可能少。第 1名最多能回答 5道题目（因为第 1名不是回答问题最多的人），那么最

多全对得 50 分，第 3名回答问题最多，那只能是回答了 6道题目，而第 2名只回答了 1

道题目，又要求分数为正，所以这 1题应该是答对的，得 10 分。所以前两名分差为 50-10=40

（分），已经是选项当中最大的数字，直接选这个。

6. B

[简析]既然问“最少”需要多少天，那么我们构造两只鸡第一天就生蛋的情形：

天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黑母鸡 ○ ○ ○ ○ ○

白母鸡 ○ ○ ○ ○ ○ ○

显然，第 11 天的时候一共下蛋 10 个。

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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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设总共有 n人参加竞赛，名次从 1到 n，相加为
�（n+1）

2
=300，解得 n=24，总共

有 24 人。销售部门的名次平均数为 11.3，但其名次总和肯定是整数，所以人数一定是 10

的倍数。同理售后部门、技术部门的人数必须是 5的倍数，否则其名次总和就不是整数。

根据总人数 24 这个条件，这三个部分的人数只能分别为 10、5、5 人，其他部门还有 4人，

其名次总和为：300-10×11.3-5×10.4-5×9.2 =89。要使其他部门之中最高名次者尽可能

的高，剩下 3人名次要尽可能低，也就是最后三名，所以答案为：89-22-23-24=20。

8. D

[简析]要想第 6名和第 15 名之间的分差尽可能的大，那么前 5名和最后 5名之间的差

距也要尽可能的大，并且前 5名分数尽量挨着，给第 6名留出上升的空间，后 5名分数也

尽量挨着，给第 15 名留出下降的空间。前 5名最多能是 100、99、98、97、96，平均分为

98，那么后 5名平均分为 49，5 个数就应该是 47、48、49、50、51。于是第 6名最多可以

上升到 95 分，第 15 名最多可以下降到 52 分，相差 43 分。

9. C

[简析]既然要求一个箱子放的奖品个数足够多，那么其他的就尽可能少，其余三个箱

子分别放 1、2、3个，这样第四个箱子就可以放 12 个。

10. C

[简析]假设最大数字为 x，它要尽可能的大，其佘的数字就要尽可能的小，构造如下：

第 1个 第 2 个 第 3个 第 4个 第 5 个 第 6个 第 7个

x 20 19 18 3 2 1

x+20+19+18+3+2+1=14×7=98，得到：x=35。

11. C

[简析]设排名最后的城市专卖店数量为 x，若要 x最大，则其他要最小，列表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6 15 14 13 12 x+4 x+3 x+2 x+1 x

进而可以得到：16+15+14+13+12+（x+4）+（x+3）+（x+2）+（x+l）+x = 100，解得

x=4。

12. C

[简析]我们假设第二多的组有 n个人，要想这个组的人尽可能多，那么其他五个组的

人就要尽可能少，第一多的组至少有（n+1）人，最后四组最少分别有 10、11、12、13 人，

所以：n+1+n+13+12+11+10=120，解得 n=36.5，所以最多是 36 人。

13. B

[简析]第 2个月比第 1个月多生产 96-88=8（辆），进而可得乙第 1个月的产量为 8，

甲为 80，那么乙各月产量分别为 8、16、32、64、128，所以第 5个月时，乙超过甲。

14. C

[简析]四个选项数字都很小，我们直接枚举，如下表所示：

5 升（共 15 桶） 2升（共 3桶） 1升（共 8桶）

1 2 0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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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0 3 3

0 2 5

0 1 7

15. D

[简析]四个选项都是非常小的数字，我们枚举每种乘车方式即可：

1.早上 8：00 列车 A→B，9：00 到达，9：40 列车 B→C，ll：10 到达；

2.早上 8：00 列车 A→B，9：00 到达，10：20 列车 B→C，ll：50 到达；

3.早上 8：30 列车 A→B，9：30 到达，10：20 列车 B→C，ll：50 到达；

4.早上 9：00 列车 A→B，10：00 到达，10：20 列车 B→C，ll：50 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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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 讲 方程及经济利润问题

课前导学

1.某商品2月份价格较1月份上涨了20%，由于政府调控政策的出台，3月份该商品价格

又降了20%，问该商品3月份的价格与1月份的价格相比（ ）。

A.涨高了 B.持平 C.降低了 D.不能确定

【解析】设该产品1月份的价格为1，则2月份的价格为l×(l+20%)=1.2，三月份的价格

为1.2×(l- 20%)=0.96＜1，与1月份相比降低了。

2.两超市分别用3000元购进草莓。甲超市将草莓按大小分类包装销售，其中大草莓400

千克，以高于进价1倍的价格销售，剩下的小草莓以高于进价10%的价格销售。乙超市按甲

超市大、小两种草莓售价的平均值定价直接销售。两超市将草莓全部售完，其中甲超市获

利2100元(不 计其他成本），则乙超市获利多少元？

A.1950 元 B.1800 元 C.1650元 D.1500元

【解析】设草莓的进价为x，则甲、乙超市均进草莓（3000÷x)千克，根据题意可知，

甲超市大草莓售价2x、小草莓售价1.1x，乙超市所有草莓均售价(2x+1.1x)÷2=1.55x。则

乙的盈利额为（1.55x-x)×(3000÷x)=0.55×3000=1650，选择 C。

3.某超市用2500元购进一批鸡蛋，销售过程中损耗鸡蛋10千克。已知超市每千克鸡蛋

的售价比进价高1元，全部售完后共赚440元，则共购进这批鸡蛋（ ）千克。

A.460 B.500 C.590 D.610

【解析】设购进x千克鸡蛋，则进价为
2500
�
，售价为

2500
�

+ 1。实际销售x-10千克，总

销售额为（
2500
�
+1）×（x-10）；成本为2500元。

根据利润=售价-成本，（
2500
�
+1）×（x-10）-2500=440，解得x=500。

4.一批玩具，比进价高200%销售，一段时间后，六一儿童节促销，玩具按定价6折销售，

打折后这批玩具价格比进价高百分之（ ）。

A.20 B.40 C.60 D.80

【解析】设进价为100，则打折前的售价为100×(l+200%)=300，打折后的售价为300

×0.6=180，比进价高（180-100)÷100=80%。

5.某消防器材销售中心购进一批进价为4000元/台的消防泵，卖出的起始原价为 5500

元/台，折价销售后的利润率为则此消防泵约按（ ）折销售。

A.6 B.7 C.7.6 D.8

【解析】折价后的售价为4000×(1+5%) =4200元，折扣率为
4200
5500

=76%，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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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程问题

(一)基本思路：

1.A经过一系列变化，变成B A±×÷a=B

2.A,B经过变化，就一样了 A±×÷a=B±×÷b

3.A比B多b% A=B(1+b%) B=
�

1+b%

4.A比B多b A-b=B A=B+b A-B=b

（二）应用范围

数学运算的大部分题型，都可以使用“方程法”来解答。其中，“盈亏问题”、“鸡

兔同笼问题”和“和差倍比问题”一般都应该使用“方程法”；除此之外，“经济利润问

题”、“浓度问题”、“年龄问题”、“行程问题”、“等差数列”、“平均数问题”、

“容斥问题”、“工程问题”等题型当中的相当一部分试题也需要利用方程来求解。

（三）解方程

解方程的过程就是对方程进行化简、做等价变形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方程的个数应

该等于未知数的个数。当方程中存在多个未知数时，尽量消去无关未知数，保留相关的未

知数；当方程中有小数或分数时，应首先考虑两边乘以同一个数将其化为整数。

1.用白铁皮做罐头盒，每张铁皮可制 16 个盒身或 43 个盒底，一个盒身与两个盒底配

成一套罐头盒。现有 150 张白铁皮，则应用（ ）张来制盒身，余下的制盒底，可以正好

全部制成整套的罐头盒。

A.86 B.78 C.64 D.54

1.设未知数的技巧

设未知数是列方程的第一步，未知数设定的优化程度决定了解方程的速度。为了便于

列方程和解方程，在某些情况下，不一定要直接设所求量。

（1）利用题干中的比例关系设未知数，如两个量的比例为 m：n，则可以设这两个量

分别为 mx 和 nx，这样设未知数，可以减少未知数的个数，并且规避分数的出现，进而减

少计算量。

2.右图为某公园花展的规划图。其中，正方形面积的
3
4
是玫瑰花展

区，圆形面积的
6
7
是郁金香花展区，且郁金香花展区比玫瑰花展区多占地

450 平方米。那么，水池占地（ ）平方米。

A.100 B.150 C.225 D.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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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单位原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 62.5%。现又有 2名职工评

上中级职称，之后该单位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7
11
,则该单位原来有多少名

职称在中级以下的职工？（ ）

A.68 B.66 C.64 D.60

4. 某抗洪指挥部的所有人员中，有
2
3
的人在前线指挥抢险。由于汛情紧急，又增派 6

人前往，此时在前线指挥抢险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75%。如该抗洪指挥部需要保留至少 10%

的人员在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最多还能再派多少人去前线？（ ）

A.8 B.9 C.10 D.11

（2）当题干中有两个或更多个未知数时，根据各未知数之间的关系，采用取中间量的

方法，减少未知数的个数。由于一次方程中未知数的个数通常与方程的个数相等。因此减

少未知数的个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计算量。

5. 假设空气质量可按良好、轻度污染和重度污染三类划分。一环境监测单位在某段时

间对 63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空气质量良好城市数是重度污染城市数

的 3倍还多 3个，轻度污染城市数是重度污染城市数的 2倍。那么，空气质量良好的城市

个数是（ ）。

A.33 B.31 C.23 D.27

6. 甲、乙、丙、丁共有 48 本书，若在他们原有基础上做如下变动：甲增加 3本，乙

减少 3本，丙增加到原来的 3倍，丁减少为原来的
1
3
，此时四人的书一样多，则原有书本最

多的人有（ ）本书。

A.18 B.24 C.27 D.36

2.解方程组的技巧

方程组由多个方程组成，并含有多个未知数，在解方程组时要将其转化为一元一次方

程。解方程组通常采用代入消元法求出单个未知数的解。在不需要求出方程组所有未知数

的解时，可以把方程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加减运算，即整体代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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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买 3支签字笔，7支圆珠笔，1支铅笔，共花 32 元钱；乙买同样的 4支签字笔，

10 支圆珠笔，1支铅笔，共花 43 元，如同样的签字笔、圆珠笔、铅笔各买 1支，共用多少

钱？

A．21 B.11 C.10 D.17

2.小张、小李、小王三人到商场购买办公用品，小张购买 1个计算器，3个订书机，

7包打印纸共需要 316 元，小李购买 1个计算器，4个订书机，10 包打印纸共需要 362 元。

小王购买了 1个计算器，1个订书机，1包打印纸共需要？（ ）

A.224 元 B.242 元 C.124 元 D.142 元

3.甲、乙、丙练习投篮，一共投了 150 次，共有 64 次没投进。已知甲和乙一共投进

48 次，乙和丙一共投进 69 次，乙投进多少次？（ ）

A.28 B.31 C.30 D.33

4. 某校初一年级共有三个班，甲班与乙班人数之和为 98，甲班与丙班人数之和为 106，

乙班与丙班人数之和为 108，则乙班人数为多少人? （ ）

A.48 B.50 C.58 D.60

5. 某火车站有一、二、三号三个售票窗口，某天一号以外的窗口卖出了 746 张票，二

号以外的窗口卖出了 726 张票，三号以外的窗口卖出了 700 张票。问当天该站共售车票多

少张？（ ）

A.1086 B.988 C.986 D.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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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问题

解决利润问题的关键是找出进价、成本、定价、售价、折扣、单件收入、总收入、单

件利润、总利润、利润率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成本就是进价（此时不考虑运费等其他

因素）。

概念 含义 示例 相关公式

进价 商品买进的价格 商家以每件100元买入某商品

定价
商家根据进价定出的商品

出售价格
商家决定以每件150元卖出某商品

售价 商品实际的出售价格 商家实际以每件120元卖出某商品

折扣 售价与定价之比 120÷150=0.8，即该商品打了八折 折扣=
售价

定价

收入
所有商品出售所得（包含

成本）

收入=售价×数量

利润 售价（收入）与成本的差 每件商品商家赚了120-100=20元
利润=售价-成本

利润=收入-成本

总利润 所有商品利润之和
总利润=单件利润

×商品数量

利润率 利润占成本的百分比 利润率为 20÷100=20% 利润率=
利润

成本

（一）基础利润问题

利润问题主要研究售价、成本、利润（或利润率）这三量之间的关系。

1.成本、利润率、打折

售价指商品卖出的价格；成本在一般情况下就是进价；利润是售价与成本的差；利润

率就是利润与成本的比值；打折是售价与原价（定价）的比值。

1.两超市分别用 3000 元购进草莓。甲超市将草莓按大小分类包装销售，其中大草莓

400 千克，以高于进价 1倍的价格销售，剩下的小草莓以高于进价 10%的价格销售。乙超市

按甲超市大、小两种草莓售价的平均值定价直接销售。两超市将草莓全部售完，其中甲超

市获利 2100 元（不计其他成本），则乙超市获利多少元？

A.1950 元 B.1800 元 C.1650 元 D.1500 元

2.某超市用 2500 元购进一批鸡蛋，销售过程中损耗鸡蛋 10 千克。已知超市每千克鸡

蛋的售价比进价高 1元，全部售完后共赚 440 元，则共购进这批鸡蛋( )千克。

A.460 B.500 C.590 D.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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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某超市以每公斤 7元的价格购入水果 200 公斤，并以每公斤 10 元的价格售出 150

公斤，剩下可出售的水果按 8折甩卖一空。经计算，销售本批水果共获利 300 元。问这批

水果的折损率是多少？

A.12.5% B.15% C.7.5% D.10%  

4. 服装店买进一批童装，按每套获利 50%定价卖出这批童装的 80%后，按定价的八折

将剩下的童装全部卖出，总利润比预期减少了 390 元。问服装店买进这批童装花了多少元？

A.5500 B.6000 C.6500 D.7000

5.某公司推出的新产品预计每天销售 5万件，每件定价为 40 元，利润为产品定价的

30%。公司为了打开市场推出九折促销活动，并且以每天 10 万元的费用为产品和促销活动

做广告宣传。问销量至少要达到预计销量的多少倍以上，每天的盈利才能超过促销活动之

前？

A.1.75 B.2.25 C.2.75 D.3.25

2.销售数量和售价反向变化问题

价格上涨，销量就会减少；价格下跌，销量就会增加，即销售数量与价格反向变化。

在行测考试中，研究这类规律的问题，一般有两种考查方式:

(1)通过价格、销量反向变化前后的利润对比，求成本、售价等；

(2)求总利润最高时的售价或总利润的最大值。(一般使用代入法)

6. 将进货单价为 90 元的某商品按 100 元出售时，能卖出 500 个，已知这种商品如果

每个涨价 1元，其销售量就会减少 10 个，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售价应定为 ( )

A.110 元 B.120 元 C.130 元 D.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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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先生向商店订购某种商品 80 件，每件定价 100 元。张先生向商店经理说：“如果

你肯减价，每减 1元，我就多订购 4件。“商店经理算了一下，他如果减价 5% ，那么由于

张先生多订购，仍可获得与原来一样的利润。这种商品的成本是多少? ( )

A.75 元 B.80 元 C.70 元 D.85 元

(二)利润问题拓展

1.促销形式的比较

促销的手段有很多种，除了打折，也有送返券的形式。多种促销方式有时可以叠加，

有时不能叠加，需要视题干条件而定。

示例：一件商品原价 1000 元，打 8折再让利 50 元，两种促销方式可以叠加，则只需

付出（1000×0.8-50）元即可买到该商品。

示例：商场有两种活动，活动一：全场打八折；活动二 ：满 200 元减 50 元。只能选

其中一种活动，如果一件商品 300 元，则至少需要多少钱能买到该商品？

解读：两种方式不能叠加，则需分别算出参加两种活动后该商品的最终售价，再加以

比较，选择较低者。参加活动一，应付 300×0.8=240 元；参加活动二，应付 300-50=250

元。则应选择参加活动一。

当多种促销方式不叠加时，至于哪种促销形式更划算，可以把它们都统一成折扣率来

比较打折力度。如果是同一商品，则只需要比较单价。

8. 某商场在进行“满百省”活动，满 100 省 10，满 200 省 30，满 300 省 50。大于 400

的消费只能折算为等同于几个 100、200、300 的加和。已知一位顾客买某款衬衫 1件支付

了 175 元，那么买 3件这样的衬衫最少需要（ ）

A.445 元 B.475 元 C.505 元 D.515 元

9. 某商场举行周年让利活动，单件商品满 300 减 180 元，满 200 减 100 元，满 100 减

40 元；若不参加活动则打 5.5 折。小王买了价值 360 元、220 元、150 元的商品各一件，

最少需要多少元钱？

A.360 B.382.5 C.401.5 D.410



王文兵 62

小结：

命题人出题，为了增加题目的难度及思考时间的长度，题目就要“绕圈”。

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我们具备“由此及彼”的能力，就是由命题人给出的这个条件

迅速无意识的想到这个条件的另一面。

示例：题目如果给平均值，一定要求和；题目给和，要通过平均值求解。

某工厂的一个生产小组，当每个工人都在岗位工作，9小时可以完成一项生产任务。

如果交换工人甲和乙的岗位，其他人不变，可提前 1小时完成任务

电费使用费用为：标准以内 0.5 元/度，超标后按照 80%收费。

动车过桥要 35 秒，轿车过桥时间是动车的 3倍。

教室里总人数是 45 人，其中女生 28 人。

投篮 150 次，其中 66 次没投进

我国有 14.17 亿人，其中男性占 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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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共有 20 个玩具交给小王手工制作完成。规定，制作的玩具每合格一个得 5元，不

合格一个扣 2元，未完成的不得也不扣。最后小王共收到 56 元，那么他制作的玩具中，不

合格的共有( )个。

A.2 B.3 C.5 D.7

2. 某高校有 A、B两个食堂，开学第一天 A食堂就餐人数为 8000，但其中 20%在第二

天流失到 B食堂就餐，同时，第一天在 B食堂就餐者有 30%于第二天流失到 A食堂，如果

第二天两食堂就餐人数相同，则第一天 B食堂人数为（ ）。

A.10000 B.11000 C.12000 D.13000

3. 某鞋业公司的旅游鞋加工车间要完成一出口订单，如果每天加工 50 双，要比原计

划晚 3天完成；如果每天加工 60 双，要比原计划提前 2天完成。这一订单共需加工（ ）

双旅游鞋。

A.1200 B.1300 C.1400 D.1500

4. 有一本畅销书，今年每册书的成本比去年增加了 10%，因此每册书的利润下降了 20%，

但是今年的销售比去年增加了 70%，则今年销售该畅销书的总利润比去年增加了( )

A.36% B.25% C.20% D.15%

5. 王明把 3000 元钱存入银行，年利率 2.1%，每年取出后再次存入，这样三年后一共

能取出多少元钱? ( )

A.3189 B.3193 C.3245 D.3500

6. 三个单位共有 180 人，甲、乙两个单位人数之和比丙单位多 20 人，甲单位比乙单

位少 2人，则甲单位的人数为（ ）。

A. 48 人 B. 49 人 C. 50 人 D. 51 人

7. 一名工人加工一批产品，他每加工出一件正品，得报酬 0.75 元，每加工出一 件次

品，罚款 1.50 元。这天他加工的正品是次品的 7倍，得报酬 11.25 元。那么他这天加工出

多少件次品？（ ）

A.13 B.7 C.3 D.1

8. 一个图书馆里有科技书和文学书两种类型，首先拿走 25 本科技书，剩下的文学书

占剩下书的
4
7
，又拿走 42 本文学书，剩下的科技书占所剩书的

5
7
，问：最开始文学书占总共

书的几分 之几？（ ）

A.
3
7

B.
6
13

C.
1
3

D.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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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甲、乙两个乡村阅览室，甲阅览室科技类书籍数量的
1
5
相当于乙阅览室该类书籍的

1
4
,

甲阅览室文化类书籍数量的
2
3
相当于乙阅览室该类书籍的

1
6
,甲阅览室科技类和文化类书籍

的总量比乙阅览室两类书籍的总量多 1000 本，甲阅览室科技类书籍和文化类书籍的比例为

20:1，问甲阅览 室有多少本科技类书籍？（ ）

A. 15000 B. 16000 C. 18000 D. 20000

10. 某月刊每期定价 5元。某单位一部分人订半年，另一部分人订全年，共需订 费

480 元；如果订半年的改订全年，订全年的改订半年，那么共需 420 元。共有多少人订了

这份期刊？（ ）

A.25 B.20 C.15 D.10

11. 三位专家为 10 幅作品投票，每位专家分别都投出了 5票，并且每幅作品都有

专家投票。如果三位专家都投票的作品列为 A等，两位专家投票的列为 B等，仅有一位专

家投票的作品列 为 C等，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A 等和 B等共 6幅 B. B 等和 C等共 7幅

C.A 等最多有 5幅 D. A 等比 C等少 5幅

12. 某公司的工资制度规定：8小时工作时间内工资为 20 元/小时，加班费为 30 元

/小时，每月加班时间超过 20 小时，超过部分为 40 元/小时，某职工 3月份 22 个工作日全

勤，税前工资 为 4800 元，问其 3月份工作时间共多少小时？（ ）

A. 213 B. 219 C. 228 D. 240

13. 甲、乙两种商品成本共 2000 元，商品甲按 50％的利润定价，商品乙按 40％的

利润定价，后来打折销售，两种商品都按定价的 80％出售，结果仍可得利润 300 元，甲种

商品的成本是（ ）。

A. 700元 B. 750元 C. 800元 D. 850元

14. 某停车场按以下办法收取停车费：每 4小时收 5元，不足 4小时按 5元收， 每

晚超过零时加收 5元并且每天上午 8点重新开始计时。某天下午 15 时小王将车停入该停车

场，取车时缴纳停车费 65 元，小王停车时间 t的范围为（ ）。

A. 41<t≤44小时 B. 44<t≤48小时 C. 32<t≤36小时 D. 37<t≤41小时

15. 某市规定，出租车合乘部分的车费向每位乘客收取显示费用的 60％，燃 油附

加费由合乘客人平摊。现有从同一地方出发的三位客人合乘，分别在 D、E、F点下车，显

示的费用分别 为 10 元、20 元、40 元，那么在这样的合乘中，司机的营利比正常（三位客

人是一起的，只是分别在上述三个地方下车）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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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元 B. 10元 C. 12元 D. 15元

16. 某商店花 10000 进了一批商品，按期望获得相当于进价 25％的利润来定价。结

果只销售了商品总量的 30％。为尽快完成资金周转，商店决定打折销售，这样卖完全部商

品后，亏本 1000 元。问商店是按定价打几折销售的？（ ）

A. 九折 B. 七五折 C. 六折 D. 四八折

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A。

【解析】设合格的有 x个，不合格的有 y个。则 5x-2y=56，x、y<20。

5x=56+2y，5x 的尾数为 O或 5，56+2y 是偶数，其尾数只能为 0。结合选项可知 y=2 或

7。

当 y=2 时，x=12，共完成 x+y=12+2=14 个，符合题意；

当 y=7 时，x=14 ，x+y>20，不符题意，排除。

2. 【答案】C。

【解析】假设第一天 B食堂就餐人数为 x人，则:

8000-8000×20%+30%x=(8000+x)÷2，解得:x=12000。

3. 【答案】D。

【解析】设这一订单共需加工旅游鞋 x双，则:
x
50
-

x
60
=5→x=1500

4. 【答案】A。

【解析】采用特值法，将利润具体化。

设去年每本书的利润为 1，总销量为 1，则总利润为 1×1=1。今年的利润为 1-20%=0.8，

总销量为 1+70%=1.7，总利润为 0.8×1.7=1.36，则今年的总利润比去年多了 36%。

5. 【答案】B。

【解析】根据公式，一年后，本息和=本金×(l+利率)=3000×(1+2.1%)；

此时存入的本金为 3000×(l+2.1%) ，两年后的本息和=3000×(l+2.1%)×(l+2.1%)；

同理，三年后的本息后=3000×(1+2.1%)×(1+2.1%)×(1+2.1%)≈3193 元。

6. 【答案】B。

【解析】假设三个单位分别 x、y、z 人，则

7. 【答案】C。

【解析】假设次品为 x 件，则 0.75×7x-1.5×x=11.25，两边同时乘以 4，得到 15x=45，x=3。

8. 【答案】B。

【解析】【简析】我们假设拿走 25 本科技书后，还剩下 7x 本书，其中文学书有 4x 本，科技书有

3x 本。根据条件有：3x÷(7x-42) =
5
7
,x=15（本），说明拿掉 25 本科技书后文学书、科技书分别有 60、

45 本，那么最开始文学书、科技书分别有 60、70 本，文学书占比为 60÷130=
6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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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答案】D。

【解析】假设甲阅览室有 20x 本科技类书籍、x本文化类书籍。根据条件可知：乙阅

览室的 科技类书籍为 16x，乙阅览室的文化类书籍为 4x。则

(20x+x)-(16x+4x)=1000,x=1000,20x=20000 本。

10. 【答案】D。

【解析】假设 x人订半年，y人订全年，直接把下面两个方程相加：

11. 【答案】D。

【解析】设 A等为 x件，B等为 y件，C等为 z件，则：

12. 【答案】A。

【解析】设 3月份的加班时间为 x小时，则 22×8×20+20×30+40×（x—20）=4800，

x=37，总时间为 22×8+37=213（小时），答案选 A。

13. 【答案】B。

【解析】设甲种商品的成本为 x元，则乙种商品的成本为（2000-x）元，可 得：x×

（1+50％）×80％+（2000-x）×（1+40％）×80％=2000+300，解得 x=750。故选 B项。

14. 【答案】D。

【解析】15 点至第二天 8点，时长为 17 小时，按 4小时计一共应该是 5段，所以总

费用 为 5×5+5=30（元）；第二天 8点至第三天 8点，时长为 24 小时，总共是 6段，总

费用为 6×5+5=35（元），即两 段时间的总费用为 65 元，总时长为 41 小时，因此满足题

意的时间为 37<t≤41 小时，答案选 D。

15. 【答案】B。

【解析】显示 10 元时，收取 3人共 10×60％×3=18（元）；显示 20 元时，收取 2人

共（20-10）×60％×2=12（元）；显示 30 元时，收取 1人共 40-20=20（元），所以总收

入 18+12+20=50（元），多营利 10 元。所以选择 B选项。

16. 【答案】C。

【解析】假设折扣率为x，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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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练习四:解方程（组）

1. 3x+7=13 2. 5x-4=11

3.
5x−2
3

=1 4.
7x+4
5

= 5

5. 2x-1=5-3x 6. 4x-3=6-2x

7. 1.4x-3.2=0.9x-1.7 8. 1.3×（x-1）=x-0.1

9.
x
8
+6=

x
2
+3 10.

x+5
3
− x+2

6
= x

2

11.
x + y = 7
x − y = 5 12.

2x + 3y = 11
2x − 3y = 5

13.
5x + 2y = 7
3x − 2y = 1 14.

5x + 4y = 23
3x − 2y = 5

15.
5x + 2y = 27
3x − 5y = 10 16.

y = 2x+7
5

y = 3x+9
7

17.
y = 3x+2

4
2x − y = 7

18.
y = 2x+5

3
4x − y = 5

19.

2x+1
3

− 3y+4
5

= 1
2x+1
3

+ 3y+4
5

= 5
20.

4x+5
3

+ 2y+6
5

= 5
8x+10
3

− 3y+9
5

= 3

21.

x + 2y + 3z = 14
2x + 3y + z = 11
3x + y + 2z = 11

22.

x + y + z = 8
x − y + z = 6
2x + y − z = 3

23.

z = x − y
2x − 3y + z =− 6
3x + y − 2 = 10

24.

x = 3z − y
y = x+z

2
z = x − y + 2

25.
x+7
4x−5

= 3 26.
2

3x−9
− 1

2x−6
= 1

12

27. 3x − 2 = 2 28.
x+1
3

+ 7− x
5

= 2

29.

6
x
+ 6

y
= 5

8
x
− 9

y
= 1

30.

21
3x+y

− 6
2x−y

= 1
14
3x+y

+ 9
2x−y

= 5

31.
x − 3 + y + 4 = 3
x − 3 − y + 4 = 1

32.
3 x + 2 y = 7
2 x − y = 0

33.求3x+4y=17的正整数解 34. 求5x+3y=23的正整数解

35.求4x+7y=26的正整数解 36. 求3x+8y=17的正整数解

37.若
11x + 5y + 2z = 9
7x + 3y + z = 5 ,求x+y+z 38.若

10x + 4y + 7z = 17
13x + 5y + 9z = 22, 求x+y+z

39.
2
3

3
4

4
5

5
6
x − 6 − 5 − 4 − 3 − 2 = 10 40.

1

3+ 3

2 − 1
1− 5

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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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 讲 盈亏与鸡兔同笼问题
这两类问题是小学奥数当中的经典题型，利用一定的设计和思维，可以进行奇妙的解

答。同时，“列方程，解方程”也是精确、高效的方法。

方程法相对有两个优点：（1）不需要进行方法设计上的思考，只需要进行机械的、固

化的程序化答题；（2）计算不容易出错。

所以大家要踏实地把方程法掌握。

一、盈亏问题

1. 正值毕业季，班长小李组织大家聚餐，费用均摊，结账时，如果每人付 300 元，则

多出 100 元；如果每人付 290 元，小李自己要多付 80 元才刚好，那么，这次活动的人均费

用大约是（ ）元。

A.293 B.296 C.295 D.294

2. 村官小刘负责将村委会购买的一批煤分给村中的困难户，如果给每个困难户分 300

千克煤，则缺 500 千克；如果给每个困难户分 250 千克煤，则剩余 250 千克。为帮助困难

户，村委会购买了多少煤？（ ）

A.5500 千克 B.5000 千克 C.4500 千克 D.4000 千克

[注意]盈亏问题在经典小学奥数中是这样考虑的：假设一开始每个困难户分了 250 千

克煤，那么剩余了 250 千克；后来改成每个困难户分 300 千克煤，相当于每户还要多分配

50 千克 ，那么除了将之前剩余的 250 千克全部分下去之外，还缺少了 500 千克。也就是

说，如果每户还要多分配 50 千克的话，总共需要分配 250+500=750 千克的煤，那么户数

应该就是 750÷50=15（户），进而可以得到煤的总量。所以总结下来，盈亏问题的公式就

是（以本题为例）：户数=盈亏之和÷每户分配量之差=（500+250）÷（300-250）。

如果可以熟练掌握这种思维，用公式确实比方程要快；但如果这种方法掌握不好，特

别容易出错。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使用方程来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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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鸡兔同笼与做对做错问题

是指在应用题中给出了鸡和兔子的总头数和总腿数，求鸡和兔子各有多少只的一类问

题。鸡兔同笼问题在解答过程中用到假设的思路，可以假设都是兔子，这样总腿数就比实

际腿数要多，多出来的腿数就是把鸡当兔子多算的，因此再除以一只鸡比一只兔子少的腿

数就可以求得鸡有多少只。也可以假设成都是鸡，这样就可以求得兔有多少只。

盈亏问题与鸡兔同笼问题基本解题方法：

一般情况下推荐使用“列方程”的方法

基本关系式为：

方法 1：设鸡求兔

（总足数-2×总头数）÷（4-2）=兔头数

总头数-兔头数=鸡头数

方法 2：设兔求鸡

（4×总头数-总足数）÷（4-2）=鸡头数

总头数-鸡头数=兔头数

注：生活中的一些“得失”问题也可以用“假设法”来解答，其关系式为：

方法 1：设得求失

（每件应得×总件数-实得数）÷（每件应得+每件损赔）=损失件数

方法 2：设失求得

（每件损赔×总件数+实得数）÷（每件应得+每件损赔）=所得件数

1. 在同一个笼子中，有鸡和兔两种动物，如果鸡头和兔头共有 50 个，鸡脚和兔脚共

有 134 只，问笼子中有鸡和兔各多少只？（ ）

A．26，24 B. 27，23 C. 33，17 D. 30，20

2. 动物园有一群孔雀和大象，它们共有 48 只眼睛和 56 只脚，该动物园有孔雀和大象

各多少只？（ ）

A. 16，8 B. 18，8 C. 20，4 D. 20，6

3. 某次测验有 50 道判断题，每做对一题得 3分，不做或做错一题倒扣 1分，某学生

共得 82 分，问答对题数和答错题数（包括不做）相差多少？（ ）

A.33 B.39 C.17 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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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某零件加工厂按照工人完成的合格零件和不合格零件支付工资，工人每做出一个合

格零件能得到工资 10 元，每做一个不合格零件将被扣除 5元，已知某人一天共做了 12 个

零件，得工资 90 元，那么他在这一天做了多少个不合格零件？ （ ）

A.2 B.3 C.4 D.6

5. 某人搬运 2000 只易碎物品，每只运费为 3角。如果损坏一只不但不给运费，还要

赔偿 5角，结果共得 560 元，问他损坏了多少只?（ ）

A.80 只 B.70 只 C.60 只 D.50 只

6. 甲、乙、丙 3名同学参加数学竞赛，共 10 道题，答对一道得 10 分，答错一道扣 3

分，如果这 3名同学都回答了所有的题，甲得了 87 分，乙得了 74 分，丙得了 9分，那么

三人一共答对了多少道题?（ ）

A.18 B.20 C.23 D.26

7. 蜘蛛有 8条腿，蜻蜓有 6条腿和 2对翅膀，蝉有 6条腿和 l对翅膀，现在这三种小

虫共 18 只，有 118 条腿和 18 对翅膀，蜘蛛、蜻蜓、蝉各几只?( )

A.5、5、8 B.5、5、7 C.6、7、5 D.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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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1. 【答案】C。

【解析】此题可通过设立二元一次方程组求解，但这不是简便方法，简便方法求解如

下：假设 50 个头都是兔头，由于每只兔有 4只脚，则 50 个头对应 200 只脚，而实际上有

134 只脚，则多算了 66 只脚，而每只鸡有 2只脚，则每只鸡多算了 2只脚，则鸡的只数为：

66÷2＝33（只），于是兔的只数为：50－33＝17（只），从而选 C。

2. 【答案】C。

【解析】它们有 48 只眼睛也就是有 24 个只大象和孔雀，假设 24 只都是大象，由于每

只大象有 4只脚，则应该有 96 只脚，但实际只有 56，少了 40 只脚，这是由于每只孔雀只

有 2只脚，从而孔雀有 40÷2＝20（只），大象有 24－20＝4（只），故选 C。

【注】设总头数为 a，足数是 b，则 b/2-a 是兔数，a-(b/2-a)是鸡数。

或 鸡数=（4×头总数-总足数）/2 兔数=总数-鸡数

或 兔数=（总足数-2×头总数）/2 鸡数=总数-兔数

3. 【答案】D。

【解析】【解析】方法一：假设全部都做对，能得到 50×3=150 分，实际少得 150-80=68

分，又知道不做或做错倒扣一分，实际上是扣了 4分，是答错了 68÷4=17 题。相差（50-17）

-17=16 题。故选 D。

方法二：设答对了 x道，则 3x-（50-x）=82，解得 x=33 道，则答错了 50-33=17 道，

故答对题数和答错题数相差 33-17=16 道。故选 D。

4. 【答案】A。

【解析】方法一：假设 12 个零件都合格，则可以得到 12×10=120 元，实际只得到 90

元，这少得的 120-90=30 元都是因为有不合格产品造成的。又知道一个不合格零件比一个

合格零件少 10+5=15 元，那么不合格的零件有 30÷15=2 个。故选 A。

方法二：方程法。设不合格的零件有 x个，则合格的零件有 12-x 个，根据题意列方程

得：10（12-x）-5x=90。解方程可得 x=2 个。故选 A。

5. 【答案】D。【解析】如果物品都没有损坏，他应得 600 元钱。他每损坏一只就要减

少 0.3+0.5=0.8 元收入，那么他损坏的数量为（600-560)÷0.8=50 只。故选 D。

6. 【答案】B。

【解析】甲得了 87 分，若 10 题都做对，应得 l0×l0=l00 分，实际少得 100-87=13 分，

每做错一道题少得 10+3=13 分，所以甲做错 13÷13=1 道题；同理，乙做错(100-74)÷13=2

道题，丙做错(100-9)÷13=7 道题；三人一共答对 l0×3-(1+2+7)=20 道题。故选 B。

7. 【答案】A。

【解析】三者同笼，转化为两者同笼。

首先，蜻蜓和蝉都是 6 条腿，计算腿的数量时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则兔←→8

条腿的小虫、鸡←→6条腿的小虫。（转化为“两者同笼”）

假设全是 6条腿的小虫，套用设鸡求兔的公式: 兔数=(总脚数-每只鸡脚数×总头

数)÷(每只兔脚数-每只鸡脚数)，可得蜘蛛有(118-6×8)÷(8-6)=5 只，（套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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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蜻蜓和蝉共有 18-5=13 只。

再假设这 13 只都是蝉，套用公式，得蜻蜓有(18-1×13)÷(2-1)=5 只，蝉有 13-5=8

只。

此题答案为 A。

精选习题训练

1.为响应建设“绿色城市”的号召，某社区义务植树 300 棵，由于参加植树的全体党

员植树的积极性高涨，实际工作效率为原来的 1.2 倍，结果提前 20 分钟完成任务，则原来

每小时植树多少棵？（ ）

A.120 B.150 C.135 D.125

2.某社区图书馆清点图书库存，发现拥有人文社科类图书数量是自然科学类图书的 2

倍，比儿童图书多 15 册，拥有的儿童图书是生活应用类图书的，其他类图书 76 册，占所

有图书的，问该社区图书馆拥有自然科学类图书多少册？（ ）

A.32 B.36 C.40 D.48

3.年初，甲、乙两种产品的价格比是 3：5，年末，由于成本上涨，两种产品的价格都

上涨了 9元，价格比变成了 2：3，则年初时乙的价格比甲高出（ ）元。

A.9 B.18 C.27 D.36

4.8 位大学生打算合资创业，在筹资阶段，有 2名同学决定考研而退出，使得剩余同

学每人需要再多筹资 1万元；等到去注册时，又有 2名同学因找到合适工作而退出，那么

剩下的同学每人又得再多筹资几万元？（ ）

A.3 B.4 C.1 D.2

5.某大学音乐系学生在学校礼堂举行音乐会，第一场音乐会前三排位置的座位票价是

每张 10 元，其他座位的票价是每张 6元，全场的营业收入为 2040 元；第二场音乐会第四

排位置的座位票价也被提升到每张 10 元，全场的营业收入为 2120 元。如果两场音乐会都

满座，而且每一排的座位数量也都一样，那么该礼堂一共有（ ）座位。

A.300 个 B.320 个 C.480 个 D.500 个

6.一项工程，甲、乙合作 12 天完成，乙、丙合作 9天完成，丙、丁合作 12 天完成。

如果甲、丁合作，则完成这项工程需要（ ）天。

A.16 B.18 C.24 D.26

7.商店促销某种商品，一次购买不超过 10 件，每件 5元；超过 10 件，超过部分每件

3元。甲、乙两人分别购买此种商品，甲比乙多付 19 元，则甲、乙共买了多少件？（ ）

A.22 B.21 C.20 D.19

8．某班有 56 名学生，每人都参加了 a、b、c、d、e五个兴趣班中的其中一个。已知

有 27 人参加 a兴趣班，参加 b兴趣班的人数第二多，参加兴趣班的人数相同，e兴趣班的

参加人数最少，只有 6人，问参加 6兴趣班的学生有多少个？（ ）

A.7 个 B.8 个 C.9 个 D.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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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分数
11
1000

进行操作，每次分母加 15，分子加 7，问至少经过几次这样的操作能使得

到的分数不小于
1
5
？（ ）

A.46 次 B.47 次 C.48 次 D.49 次

10.一门课程的满分为 100 分，由个人报告成绩与小组报告成绩组成，其中个人报告成

绩占 70%，小组报告成绩占 30%。已知小明的个人报告成绩与同一小组的小欣的个人报告成

绩之比为 7：6，小明该门课程的成绩为 91 分，则小欣的成绩最低为多少分？（ ）

A.78 分 B.79 分 C.81 分 D.82 分

11.某车队运输一批蔬菜。如果每辆汽车运 3500 千克，那么还剩下 5000 千克；如果每

辆汽车运 4000 千克，那么还剩下 500 千克，则该车队有（ ）辆汽车。

A.8 B.9 C.10 D.11

12.旅游团安排住宿，如果有 4个房间每间住 4人，其余房间每间住 5人，空余 2个床

位；若有 4个房间每间住 5人，其余房间每间住 4人，正好住满。该旅游团有多少人？（ ）

 
A.28 B.42 C.44 D.48

13.股民甲和乙分别持有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如果乙将自己的 10000 股转给甲，则此时

甲持有该股票的份额是乙的 3倍；如果甲将自己的 1000 股转给乙，则此时乙持有该股票的

份额比甲多 6倍。那么，甲乙二人共持有（ ）股该公司的股票。

A.6400 B.17600 C.17800 D.28800

14.小王参加电视台的一个智力竞赛节目。节目共有 20 道快速问答，答对一题得 10 分，

答错或不答均倒扣 10 分，每人开始有基础分 100 分。小王最后成绩为 220 分，问他有几道

题没答对？（ ）（假设小王没有不答的题）

A.5 B.6 C.3 D.4

15.某剧场 A、B两间影视厅分别坐有观众 43 人和 37 人，如果把 B厅的人往 A厅调动，

当 A厅满座后，B厅内剩下的人数占 B厅容量的
1
2
；如果将 A厅的人往 B厅调动，当 B厅满

座后，A厅内剩下的人数占 A厅容量的
1
3
。问 B厅能容纳多少人？（ ）

A.56 B.54 C.64 D.60

16.甲、乙两个仓库共有货物 102 吨。如果从甲仓库调出 3吨到乙仓库，那么甲仓库的

货物正好是乙仓库的 2倍。则甲仓库原有货物（ ）吨。

A.31 B.37 C.70 D.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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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详解

1.B [简析]假设原来的效率为 x，20 分钟合
1
3
小时，则：

300
�
-
300
1.2�

=
1
3
→x=150。

2.C [简析]设自然科学类图书数量为 x册，则可得到：

自然 人文 儿童 生活 其他

x 2x 2x-15 3（2x-15） 76

列方程：2+2x+2x-15+3(2x-15)+76=76×6，解得 x=40。

3. B [简析]设年初时甲、乙两种商品的价格为 3x、5x，进而得到（3x+9）：（5x+9）

=2：3，解得 x=9，则年初时价格高出 2x=2×9=18（元）。

4. D [简析]从最开始的 8人到后来的 6人，再到最后的 4人，我们不妨假设总筹资金

额为 24x 万元，那么开始每人需要 3x 万元，2名同学离开之后每人应该筹资 4x 万元，比

原来多 x万元，所以 x=l。最后只剩 4人时每人需筹资 6x 万元，得再多筹 6x-4x=2x=2（万

元）。

5. A [简析]假设礼堂一共有 N排座位，每排座位有 a个，那么：

10 × 3 × � + 6 × N − 3 × a = 2040
10 × 4 × � + 6 × N − 4 × a = 2120。

这个方程组比较特别的是含有 N和 a的乘积项，不再是一个一次方程组。于是，我们

直接令两式做差，消去 Na，得到：4a=80，所以 a=20，代入易得 N =15，所以礼堂一共有

Na=300（个）座位。

6. B [简析]假设工作总量为 36，则甲、乙、丙、丁的工作效率满足：甲+乙=3，乙+

丙=4，丙+丁=3，三个方程包括四个未知数，我们可以令：甲=0，于是：乙=3，丙=1，丁=2，

所以：甲+丁=2，甲、丁合作需要 36÷2=18（天）。

7. B [简析]假设甲比乙多买的商品中，有 x件是 5元/件，有 y件是 3元/件，那么：

5x+3y=19，试值可知，只有 x=2、y=3 这一组解，所以乙应该是 8件，甲为 13 件，总共 21

件。

8. C [简析]设参加b兴趣班的人数为x人，c、d兴趣班的人数为：y人，则27+x+y+y+6=56，

得到 x+2y=23。x 显然是奇数，排除 B、D。代入 A选项，x=7，y=8，不满足条件，也排除。

9. C [简析]设 x次后满足条件，则：
11+7�

1000+15�
≥

1
5
→x≥47.25，所以最少 48 次。

10. C [简析]因为个人报告成绩占 70 分，所以个人成绩在 0—70 分之间，而小组报告

成绩在 0—30 分之间。假设小明和小欣的个人成绩分别为 7x、6x（满足 0≤x≤10），而小

组报告成绩为 y，那么小明的成绩为 7x+y=91，而小欣的成绩应该为 6x+y=（7x+y）-x=91-x

≥91-10=81（分）。

11. B [简析]假设汽车有 x辆，蔬菜有 y千克，则：
� = 3500� + 5000
� = 4000� + 500 →

� = 9
� = 36500。

12. C [简析]假设房间有x间，旅游团有y人，则：
� = 4 × 4 + x − 4 × 5 − 2
� = 4 × 5 + x − 4 × 4 →

� = 10
�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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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 [简析]假设甲持有 x股，乙持有 y股，则
� + 10000 = （y − 10000） × 3

x − 1000 × 7 = y + 1000
→

� = 3200
� = 14400→x+y=17600。

14. D [简析]假设答对 x道题，没答对 y道题，则：
� + � = 20

10� − 10� + 100 = 220→
� = 16
� = 4 。

15. C [简析]设 A、B厅容量分别为 x、y，则：
� + �

2
= 43 + 37

�
3
+ � = 43 + 37

→
� = 48
� = 64。

16.D [简析]设甲、乙仓库分别原有 x、y吨，则：
� + � = 102

� − 3 = （y + 3） × 2→
� = 71
�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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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 讲 溶液问题
课前导学

浓度问题核心公式：

溶液＝溶质+溶剂；浓度＝溶质÷溶液；溶质＝溶液×浓度；溶液＝溶质÷浓度

1.一杯含盐 15%的盐水 200 克，要使盐水含盐 20%，应加盐多少克？（ ）

A.12.5 B.10 C.5.5 D.5

【解析】原溶液中含盐量为（200×15%)克，设应加盐 x克，则加盐后溶质为 200×15%+x，

溶液为 200+x，浓度为 20%。根据核心公式，可列方程(200×l5%+x)÷(200+x)=20%，解得

x=12.5。选择 A。

浓度问题的一般解题思路是：（1）分阶段清理题干中的三量，通过公式逐步求解。（2）

找出溶液变化前后，溶质、溶液、浓度这三量的不变量，再通过不变量列方程求解。

2.现有浓度为 20%的食盐水与浓度为 5%的食盐水各 1000 克，分别倒出若干配成浓度为

15%的食盐水 1200 克。问若将剩下的食盐水全部混合在一起，得到的盐水浓度为（)。

A.10% B.6.25% C.7.5% D.8.75%

【解析】根据题意，食盐水中共有食盐 1000×20%+1000×5%=250 克;200 克 15%的食盐

水中含有食盐 1200×15%=180 克，则剩下的食盐水的浓度为（250-180）÷（1000+1000-1200）

×100%=8.75%，选 D。

3.一容器内有浓度为 30%的糖水，若再加入 30 千克水与 6千克糖，则糖水的浓度变为

25%。问原来糖水中含糖多少千克？

A.15 千克 B.18 千克 C.21 千克 D.24 千克

解析：题目是两种不同溶液混合的问题。设原来糖水中含糖 x千克，则原来糖水质量

是 x÷30%= 10
3
x；混合后的溶液含糖(x+6)千克，糖水质量是

10
3
x+30+6。依题意有:

(x+6)÷10
3
x+30+6=25%,解得 x=18, 选 B。

4.浓度为 15%的盐水若干克，加人一些水后浓度变为 10%，再加人同样多的水后， 浓

度为多少？

A.9% B.7.5% C.6% D.4.5%

解析：假设盐水有 100克，则食盐有 100×l5%=15克，第一次加入 a 克水，则
15

100+a
=10%，

解得 a=50，则所求为
15

100+50+5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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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容器有浓度为 3％的盐水 190 克，乙容器中有浓度为 9％的盐水若干克，从乙容

器中取出 210 克盐水倒入甲容器中，则甲容器中盐水的浓度是多少？（ ）

A. 5.45％ B. 6.15％ C. 7.35％ D. 5.95％

2. 将 1 千克浓度为 X的酒精，与 2千克浓度为 20%的酒精混合后，浓度变为 0.6X。则

X的值为（ ）。

A.50% B.48% C.45% D.40%

3. 将 700 克 14.3％的盐水与 900 克 11.1％的盐水混合后，再加入 200 克盐，蒸发掉

300 克水后，该盐水的浓度为（ ）。

A. 22.2％ B. 24.3％ C. 26.7％ D. 28.6％

4. 有两瓶质量均为 100 克且浓度相同的盐溶液，在一瓶中加入 20 克水，在另一瓶中

加入 50 克浓度为 30%的盐溶液后，它们的浓度仍然相等，则这两瓶盐溶液原来的浓度是

（ ）。

A.36% B.64% C.50% D.60%

5. 瓶子里装有 20%的酒精 1千克，现分别倒入 100 克和 500 克的甲、乙两种酒精，此

时瓶子里的酒精浓度变为 13%。若甲酒精是乙酒精浓度的 3倍，那么甲酒精的浓度是多少？

A.1% B.3% C.5% D.7%

6. 某种鸡尾酒的酒精浓度为 20%，由 A种酒、B种酒和酒精浓度（酒精重量÷酒水总

重量）为 10%的 C 种酒按 1：3：1的比例（重量比）调制成。已知 B种酒的酒精浓度是 A

种酒的一半，则 A种酒的酒精浓度是（ ）。

A.36% B.30% C.24% 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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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甲杯中有浓度为 17％的溶液 400 克，乙杯中有浓度为 23％的溶液 600 克。现在从

甲、乙两杯中取出相同总量的溶液，把从甲杯中取出的倒入乙杯中，把从乙杯中取出的倒

入甲杯中，使甲、乙两杯溶液的浓度相同。问现在两杯溶液的浓度是多少（ ）

A.20％ B.20.6％ C.21.2％ D.21.4％

8. 甲杯中有浓度为 17％的溶液 400 克，乙杯中有浓度为 23％的溶液 600 克。现在从

甲、乙两杯中取出相同总量的溶液，把从甲杯中取出的倒入乙杯中，把从乙杯中取出的倒

入甲杯中，使甲、乙两杯溶液的浓度相同。问取出的量是多少？（ ）

A.200 B.240 C.250 D.260

9. 在某状态下，将 28g 某种溶质放入 99g 水中恰好配成饱和溶液，从中取出 1/4 溶液

加入 4g 溶质和 11g 水，请问此时浓度变为多少？（ ）

A. 21.61％ B. 22.05％ C. 23.53％ D. 24.15％

10. 有两只相同的大桶和一只空杯子，甲桶装牛奶，乙桶装糖水。先从甲桶内取出

一杯牛奶倒入乙桶，再从乙桶中取出一杯糖水和牛奶的混合液倒入甲桶。请问此时甲桶内

的糖水多还是乙桶内的牛奶多？（ ） 
A.无法判定 B.甲桶糖水多 C.乙桶牛奶多 D.一样多

11. 三个容积相同的瓶子里装满了酒精溶液，酒精与水的比分别是 2:1,3:1,4:1。

当把三瓶酒精溶液混合后，酒精与水的比是多少?（ ）

A.133:47 B.131:49 C.33:12 D.3:1

12. 一杯糖水，第一次加入一定量的水后，糖水的含糖百分比变为 60%；第二次又

加入同样多的水，糖水的含糖百分变比为 40%；第三次再加入同样多的水，糖水的含糖百

分比将变为多少？（ ）

A.30% B.25% C.20% 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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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个容器内有若干克盐水。往容器内加入一些水，溶液的浓度变为 3％，再加

入同样多的水，溶液的浓度为 2%，问第三次再加入同样多的水后，溶液的浓度是多少？

A.1.8% B.l.5% C.1% D.0.5%

14. 一种溶液，蒸发一定水后，浓度为 10%；再蒸发同样的水，浓度为 12%；第三

次蒸发同样多的水后，浓度变为多少？（ ）

A.14% B.17% C.16% D.15%

15. 某科学兴趣小组在进行一项科学实验，从装满 100 克浓度为 80%的盐水中倒出

40 克盐水后，再倒入清水将杯倒满，搅拌后再倒出 40 克盐水，然后再倒入清水将杯倒满，

这样反复三次后，杯中盐水的浓度是（ ）。

A.11.52% B.17.28% C.28.8% D.48%

16. 从装满 1000 克浓度为 50％的酒精瓶中倒出 200 克酒精，再倒入蒸馏水将瓶加

满。这样反复三次后，瓶中的酒精浓度是多少?( )

A．22.5％ B．24.4％ C．25.6％ D．27.5％

17. 杯中原有浓度为 18％的盐水溶液 100ml，重复以下操作 2次，加入 100ml 水，

充分混合后，倒出 100m1 溶液，问杯中盐水溶液的浓度变成了多少?( )

A．9％ B．7.5％ C．4.5％ 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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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混合问题核心公式：

1.设盐水瓶中盐水的质量为M，每次操作中先倒出M0克盐水，再倒入M0克清水：

(多次混合问题第一种类型，C0为原浓度，Cn为新浓度)

2.设盐水瓶中盐水的质量为M，每次操作中先倒入M0克清水，再倒出M0克盐水：

(多次混合问题第二种类型，C0为原浓度，Cn为新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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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某体育训练中心，教练员中男占 90%，运动员中男占 80%，在教练员和运动员中男

占 82%，教练员与运动员人数之比是多少？( )

A.2：5 B.1：3 C.1：4 D.1：5

2. 某单位共有员工 25 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28 岁，其中男员工的平均年龄为 30 岁，

女员工的平均年龄为 25 岁，问男员工比女员工的人数多多少？( )

A.3 人 B.4 人 C.5 人 D.6 人

3. 某班一次数学测试，全班平均 91 分，其中男生平均 88 分，女生平均 93 分，则女

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多少倍？( )

A.0.5 B.1 C.1.5 D.2

4. 某超市购进西瓜 1000 个，运输途中碰裂一些，未碰裂的西瓜卖完后，利润率为 40%，

碰裂的西瓜只能降价出售，亏本 60%，最后结算时总的利润率为 32%，碰裂了多少西瓜？( )

A.80 B.75 C.85 D.78

5. 某市现有 70 万人口，如果 5年后城镇人口增加 4%，农村人口增加 5.4％，则全市

人口将增加 4.8%，那么这个市现有城镇人口多少万？（ ）

A.30 B.31.2 C.40 D.41.6

6. 某养鸡场计划购买甲、乙两种小鸡苗共 2000 只进行饲养，已知甲种小鸡苗每只 2

元，乙种小鸡苗每只 3元。相关资料表明：甲、乙两种小鸡苗的成活率分别为 94％和 99％。

若要使这批小鸡苗的成活率不低于 96％，且买小鸡苗的总费用最小，则应选购甲、乙两种

小鸡苗各（ ）。

A.500 只、1500 只 B.800 只、1200 只

C.1100 只、900 只 D.1200 只、800 只

7. 一满杯纯牛奶，喝去 20%后用水加满，再喝去 60%。此时杯中的纯牛奶占杯子容积

的百分数为（ ）。

A.52% B.48% C.42% D.32%

8. 当含盐 30%的 60 千克盐水蒸发为含盐 40%的盐水时，盐水重量为多少千克？（ ）

A.40 B.45 C.50 D.55

9. 将 10 克盐和 200 克浓度为 5%的盐水一起加入一杯水中，可得浓度为 2.5%的盐水，

则原来杯中水的克数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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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70 B.580 C.590 D.600

10. 有 100 克溶液，第一次加入 20 克水，溶液的浓度变成 50％；第二次再加入 80

克浓度为 40％的同种溶液，则溶液的浓度变为多少？（ ）

A. 45％ B. 47％ C. 48％ D. 46％

11. 一容器内有浓度为 30％的糖水，若再加入 30 千克水与 6千克糖。则糖水的浓

度变为 25％。问原来糖水中含糖多少千克？（ ）

A. 15千克 B. 18千克 C. 21千克 D. 24千克

12. 在某温度下，将 27 克某种溶质放入 98 克水中，恰好配成饱和溶液。从中取出
1
5
的溶液，加入 3克溶质和 10 克水，请问此时浓度变为多少？（ ）

A. 21.6％ B. 22.1％ C. 22.5％ D. 23.4％

13. 从装满 1000 克酒精浓度为 52％的酒瓶中倒出 200 克酒，再倒入蒸馏水将瓶加

满，这样反复 3次后，酒瓶中的酒精浓度是多少？（ ）

A. 28.74％ B. 27.68％ C. 26.62％ D. 25.84％

14. 某盐溶液的浓度为 20％，加入水后，溶液的浓度变为 15％，如果再加入同样

多的水，则溶液的浓度变为（ ）

A. 13％ B. 12.5％ C. 12％ D. 10％

15. 将 40 千克浓度 16％的溶液蒸发一部分水，化为 20％的溶液。应蒸发水多少千

克？

A. 8千克 B. 9千克 C. 10千克 D. 11千克

16. 化学实验中，需要使用现有不同浓度的 A、B两种氯化钠溶液配置新的浓度为

15％的氯化钠溶液。已知 A溶液的浓度是 B溶液的 5倍，且若将 50 克 A 溶液与 250 克 B 溶

液混合即能完成配置，那么 A溶液的浓度是（ ）。

A. 45％ B. 40％ C. 35％ D. 30％

17. 瓶中装有浓度为 20％的酒精溶液 1000 克，现在又分别倒入 200 克和 400 克 a

的 A、B 两种酒精溶液，瓶里的溶液浓度变为 15％。已知 A种酒精溶液的浓度是 B种酒精

溶液浓度 的 2倍。那么 A种酒精溶液的浓度是多少？（ ）

A.5％ B.6％ C.8％ 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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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C。

【解析】运用十字交叉法可知教练员与运动员人数的比例为 1：4。

2. 【答案】C。

【解析】运用十字交叉法可知男员工人数与女员工人数的比例为 3：2=15：10，男比

女多 5人。

3. 【答案】C。

【解析】运用十字交叉法可知女生人数与男生人数的比例为 3：2，女生人数是男生人

数的 1.5 倍。

4. 【答案】A。

【解析】运用十字交叉法可知未碰裂的西瓜数与碰裂的西瓜数比例为 92：8=920：80，

故碰裂了 80 个西瓜。

5. 【答案】A。

【解析】运用十字交叉法可知城镇人口数与农村人口数的比例为 3：4=30：40，城镇

人口数 30 万。

6. 【答案】D。

【解析】因为希望总费用尽可能小，那么尽可能使用便宜的甲种小鸡苗，但甲种成活

率较低，所以使用 的比例最好保证两种小鸡苗的总体成活率恰好为 96％。对成活率进行

“+字交叉法”：

，比例为 3:2，结合选项，选择 D。

7. 【答案】D。

8. 【答案】B。

【解析】设最后盐水重量为 x千克，溶质不变，得 60× 30%=x× 40%,x=45。

9. 【答案】C。

【解析】设原有清水 x克，得
10+200×5%
�+10+200

=2.5%,x=590。

10. 【答案】D。

【解析】本题相当于是 120 克 50％的溶液与 80 克 40％的溶液混合，根据公式：浓度=

（120×50％+80×40％）÷（120+80）=46％，选择 D。

11. 【答案】B。

【解析】假设原来糖水中含糖 X千克，那么其糖水总重应该为（X÷0.3）千克，于是

可以得到：（X+6）÷（X÷0.3+30+6）=25％，得到 X=18。

12.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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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很明显，新加入的溶质和水的比例高于原饱和溶液（3:10>27:98），所以得

到的 最终溶液也应该是饱和溶液，其浓度为：27÷（27+98）=21.6％。

13. 【答案】C。

【解析】倒出比例为
1
5
，根据公式，浓度为：52%×（1-

1
5
）

3
=26.624%。

14. 【答案】C。

【解析】假设溶质为 60，最开始溶液为 60÷20％=300，加水后的溶液为 60÷15％=400，

所以 再加同样多的水后溶液应该为 500，故浓度为 60÷500=12％。

15. 【答案】A

【解析】分析题干可知，溶液中不变的是溶质，进而可得蒸发水后剩余溶液质量为

40×16％÷20％=32（千克），因此蒸发了8千克的水。答案选择A。

16. 【答案】A

【解析】设 A溶液的浓度为 x，结合溶液问题基本公式，可得 50x+250× �
5
=(50+250) ×15%，

解得 x=45％。答案选择 A。

17. 【答案】D

【解析】设 A种酒精溶液的浓度为 x，则 B种酒精溶液的浓度为 0.5x，根据溶液问题

基本公式，可得 1000×20％+200x+400×0.5x=（1000+200+400）×15％，解得 x=10％。答

案选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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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 讲 工程问题

课前导学

核心公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量

工作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

工作量÷工作时间=工作效率

结论 1:工作量一定，工作时间与工作效率成反比

结论 2:工作时间相同，工作量与工作效率成正比

结论 3:工作效率相同，工作量与工作时间成正比

1.一项工程，工作效率提高四分之一，完成这项工程的时间将由原来的十小时缩短到

几小时？

A.4 B.8 C.12 D.16

【解析】原来完成这项工程要 10 小时，假设总量为 10，则原来效率为 1。现在效率为

1.25，则时间为 10÷1.25=8小时。

时间与效率成反比，则
原用时

现用时
= 现效率

原效率


10
�
= 1.25

1
。x=8

2.修一条公路，假设每人每天的工作效率相同，计划 180 名工人 1年完成，工作 4 个

月后，因特殊情况，要求提前 2个月完成任务，则需要增加工人多少名？

A.50 B.65 C.70 D.60

【解析】工作 4个月后剩下 12-4=8 个月，提前 2个月完成，即要求 6个月完成。工

作量一定时，工作效率之比等于时间的反比，因此增加工人前后的工作效率比为 6：8=3：

4。增加后的工人数为 180÷3×4=240 人，增加 240-180=60 人，选 D。

3.A、B、C、D 四个工程队修建一条马路，A、B合作可用 8天完成，A、C或 B、D合作

可用 7天完成，问 C、D合作能比 A、B合作提前多少天完成？

A.
16
9

B.
15
8

C.
7
4

D.2

【解析】设工程总量为 56，则效率如下：

A+B=
56
8
=7，A+C=

56
7
=8 或 B+D=

56
7
=8，则 C+D=9

C、D 所需时间=
56
9
天，可以提前：8-

56
9
=

16
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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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技巧

1. 有一只木桶，上方有两个水管，单独打开第一个，20 分钟可装满木桶；单独打开

第二个，10 分钟可装满木桶。木桶底部有一小孔，水可以从孔中流出，一满桶水用 40 分

钟流完。若同时打开两个水管，水从小孔中也同时流出，经过多长时间木桶才能装满水?。

A.10分钟 B.9分钟 C.8分钟 D.12分钟

2. 某项工程若由甲、乙两队合作需 105 天完成，甲、丙两队合作需 60 天，丙、丁两

队合作需 70 天，甲、丁两队合作需 84 天。问这四个工程队的工作效率由低到高的顺序是

什么?

A.乙、丁、甲、丙 B.乙、甲、丙、丁

C.丁、乙、丙、甲 D.乙、丁、丙、甲

各类题型

1.比例关系型

3. 某项工程计划 300 天完工，开工 100 天后，由于施工人员减少，工作效率下降了

20％，问完成该项工程比原计划推迟了多少天？（ ）

A.40 B.50 C.60 D.70

2.多人合作问题

这类问题的解题思路是设工程总量为“1”，找出各自的工作效率，求出工作效率之和。

与单人工作不同的是，工作量对应为合作完成的工作量，工作效率对应为工作效率之和。

根据前面的基本公式，有:

工作总量=t1×效率 1+t2×效率 2+…+tn×效率 n

4. 一项工程，甲一人做完需 30 天，甲、乙合作完成需 18 天，乙、丙合作完成需 15

天，甲、乙、丙三人共同完成该工程需（ ）。

A. 10 天 B. 12 天 C. 8 天 D. 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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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池上装有 A、B两个注水管，单开 A管 40 分钟可以注满整个水池，若两管同时注

水 3.5 分钟，可注满水池的
1
8
，那么单开 B水管需要多少分钟注满水池？（ ）

A.
280
3

B.60 C.
378
5

D.68

6. 一口水井，在不渗水的情况下，甲抽水机用 4小时可将水抽完，乙抽水机用 6小时

可将水抽完。现用甲、乙两台抽水机同时抽水，但由于渗水，结果用了 3小时才将水抽完。

问在渗水的情况下，用乙抽水机单独抽，需几小时抽完？（ ）

A. 12小时 B. 13小时 C. 14小时 D. 15小时

3.混合工作问题

一项工程，甲、乙合作，一段时间后，甲休息了几天，再接着工作。两人一共花了 N

天完成。

解题思路:甲休息了 n天，乙工作了 N天，则乙的工作量=乙的工作效率×N，根据甲工

作量+乙工作量=“1”，甲的工作量=“1”-乙工作量，则甲的工作时间=甲的工作量÷工作

效率。

7. 加工一批零件，甲单独完成需要 24 天，乙单独完成需要 30 天。现在甲乙两人一起

加工这批零件，但甲中途因故离开，最后这批零件从开始到结束共花了 20 天，则甲离开了

（ ）。

A.8 天 B.9 天 C.10 天 D.12 天

8. 某商铺甲乙两组员工利用包装礼品的边角料制作一批花朵装饰门店。甲组单独制作

需要 10 小时，乙组单独制作需要 15 小时，现两组一起做，期间乙组休息了 1小时 40 分，

完成时甲组比乙组多做 300 朵。问这批花有多少朵？

A.600 B.900 C.1350 D.1500

9. 甲、乙两人加工一批零件，由甲单独做需 36 小时，由乙单独做需 27 小时；现由乙

先开始做 6小时，然后甲、乙两人同时做，完成任务时，甲加工的零件个数是 600 个，由

乙加工零件的个数是( )

A.1200 B.1800 C.2000 D.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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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人或多人按同一顺序轮流工作

这类问题的表述一般为：一项工作，甲单独做需要 x小时，乙单独做需要 y小时，丙

单独做需要 z小时，按照甲、乙、丙、甲、乙……的顺序轮流工作，每次 1小时，问完成

工作需要多久?

解题步骤如下:

(1)求出一个循环完成的工作量 x；

(2)求出“1”÷x的整数部分；

(3)求出经过[“1”÷x]整数个循环后的剩余工作量；

(4)利用剩余的工作量求还需要的时间，即可求出总工作时间。

10. 单独完成某项工作，甲需要 16 小时，乙需要 12 小时，如果按照甲、乙、甲、

乙、……的顺序轮流工作，每次 1小时，那么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多长时间? ( )

A.13 小时 40 分钟 B.13 小时 45 分钟 C.13 小时 50 分钟 D.14 小时

11. 某项工作，甲单独做要 18 小时完成，乙要 24 小时完成，丙需要 30 小时才能

完成。现按甲、乙、丙的顺序轮班做，每人工作一小时后换班，问当该项工作完成时，乙

共做了多长时间? ( )

A.8 小时 B.7 小时 44 分 C.7 小时 D.6 小时 48 分

5.合作后工作效率改变

两人或多人合作后，有可能会出现配合不好，各自的工作效率均降低；配合默契，各

自的工作效率均提高。解这类问题时，要注意前后工作效率的变化。尤其需要注意这时的

三量关系变为:合作后总的工作效率×合作时间=合作完成的工作量。

12. 某工厂的一个生产小组，当每个工人都在岗位工作，9小时可以完成一项生产

任务。如果交换工人甲和乙的岗位，其他人不变，可提前 1小时完成任务；如果交换工人

丙和丁的岗位，其他人不变，也可以提前 1小时完成任务。如果同时交换甲和乙，丙和丁

的岗位，其他人不变，可以提前多少小时完成？（ ）

A.1.4 B.1.8 C.2.2 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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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某工程项目，由甲项目公司单独做需 4天才能完成，由乙项目公司单独做需 6天才

能完成，甲、乙、丙三个公司共同做 2天就可完成。现因交工日期在即，需多公司合作，

但甲公司因故退出，则由乙、丙公司合作完成此项目共需多少天? ( )

A.3 B.4 C.5 D.6

2. 同时打开游泳池的 A、B两个进水管，加满水需 1小时 30 分钟，且 A管比 B管多进

水 180 立方米。若单独打开 A管加满水需 2小时 40 分钟。则 B管每分钟进水多少立方米?

（ ）

A.6 B.7 C.8 D.9

3. 蓄水池有一条进水管和一条排水管。要灌满一池水，单开进水管需 5小时；排光一

池水，单开排水管需 3小时。现在池内有半池水，如果按进水，排水，进水，排水……的

顺序轮流各开 1小时。问:多长时间后水池的水刚好排完? ( )

A.7 小时 10 分 B.7 小时 54 分 C.7 小时 50 分 D.8 小时 05 分

4. 有 20 人修筑一条公路，计划 15 天完成。动工 3天后抽出 5人植树，留下的人继续

修路。如果每人工作效率不变，那么修完这段公路实际用多少天? ( )

A.16 B.17 C.18 D.19

5. 一条隧道，甲单独挖要 20 天完成，乙单独挖要 10 天完成，如果甲先挖 1天，然后

乙接甲挖 1天，再由甲接乙挖 1天，…两人如此交替，共用多少天挖完？（ ）

A.14 B.16 C.15 D.13

6. 某项工程项目由甲项目公司单独完成需要15天，由乙项目公司单独完成需要18天，

由丙项目公司单独完成需要 12 天。现因某种原因改为：首先由甲项目公司做 1天，其次由

乙项目公司做 1天，最后由丙项目公司做 1天，然后再由甲项目公司做 1天，…如此循环

往复，则完成该工程项目共需（ ）天。

A.14 1
3

B. 14 2
3

C. 13 1
3

D. 13 2
3

7. 一件工作，甲、乙两人合作 36 天完成，乙、丙两人合作 45 天完成，甲、丙两人合

作要 60 天完成。问三人合作需要多少天完成? ( )

A.18 B.24 C.30 D.33

8. 修一条公路，假定每人每天的工作效率相同，计划 180 名工人 1年完成，工作 4个

月后，因特殊情况，要求提前 2个月完成任务，需要增加工人多少名？（ ）

A.50 B.65 C.70 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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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打印一份稿件，小张 5小时可以打完这份稿件的
1
3
，小李 3小时可以打完这份稿件

的
1
4
，如果两人合打多少小时可以完成？( )

A.6 B.
20
3

C.7 D.
22
3

10. 一项工程，甲乙合作 15 天完成，他们合作若干天后甲队另有任务，甲这时完

成总任务的
1
5
。乙一共做了 16 天完成工程。甲比乙少做几天? ( )

A.3 B.4 C.5 D.6

11. 某工程由小张、小王两人合作刚好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小张的工作效

率提高 20%，那么两人只需用规定时间的
9
10
就可完成工程；如果小王的工作效率降低 25% ，

那么两人就需延迟 2.5 小时完成工程。问规定的时间是多少小时? ( )

A.20 小时 B.24 小时 C.26 小时 D.30 小时

12. 有甲、乙两项工程，张师傅单独完成甲工程需 6天，单独完成乙工程需 30 天，

李师傅单独完成甲工程需 18 天，单独完成乙工程需 24 天，若合作两项工程，最少需要的

天数为( )

A.16 天 B.15 天 C.12 天 D.lO 天

13. 搬运一个仓库的货物，甲需 10 小时，乙需 12 小时，丙需 15 小时。有同样的

仓库 A和 B，甲在 A仓库，乙在 B仓库同时开始搬运货物，丙开始帮甲搬运，中途又转向

帮乙搬运，最后同时搬完两个仓库的货物。丙帮助乙搬运了几小时? ( )

A.3 B.4 C.5 D.6

14. 一批零件，如果第一天甲做，第二天乙做，这样交替轮流做，恰好用整数天数

完成。如果第一天乙做，第二天甲做，这样交替轮流做，做到上次轮流完成时所用的天数

后，还剩 60 个不能完成。已知甲、乙工作效率的比是 5:3。问乙每天做多少个? ( )

A.60 B.70 C.80 D.90

15. 一空水池有甲、乙两根进水管和一根排水管。单开甲管需 5分钟注满水池，单

开乙管需 10 分钟注满水池。如果单开排水管需 6分钟将整池水排尽。某次池中没有水，打

开甲管若干分钟后，发现排水管未关上，随即关上排水管，同时打开乙管，又过了同样长

的时间，水池的
1
4
注了水。如果继续注满水池，前后一共要花多少分钟? ( )

A.3 B.3.5 C.4 D.4.5

16. 一项工程，如果甲先做 5天，那么乙接着做 20 天可以完成；如果甲先做 20

天，那么乙接着做 8天可以完成。如果甲、乙合作，那么多少天可以完成? ( )



王文兵 91

A. 16 1
3

B. 16 2
3

C.13 D. 13 1
3

17. 甲、乙两个工程队修路，最终按工作量分配 8400 元工资。按两队原计划的工

作效率，乙队应获 5040 元。实际上从第 5天开始，甲队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1倍，这样甲队

最终可比原计划多获得 960 元。那么两队原计划完成修路任务要多少天? ( )

A.16 B.14 C.12 D.lO

18. 一件工程甲单独做 50 小时完成，乙单独做 30 小时完成。现在甲先做 1小时，

然后乙做 2小时，再由甲做 3小时，接着乙做 4小时……两人如此交替工作，完成任务共

需多少小时? ( )

A.36 B. 36 2
3

C.31 D.31 1
3

19. 一批工人到甲、乙两个工地进行清理工作，甲工地的工作量是乙工地的工作量

的 1.5 倍。上午去甲工地的人数是去乙工地人数的 3倍，下午这批工人中有
7
12
的人去甲工

地，其他人到乙工地。到傍晚时，甲工地的工作已做完，乙工地的工作还需 4名工人再做

1天。那么这批工人共有多少名? ( )

A.38 B.44 C.40 D.36

20. 一项工程，工作效率提高四分之一，完成这项工程的时间将由原来的十小时缩

短到几小时?（ ）

A.4 B.8 C.12 D.16

21. 甲、乙合作一件工程，由于配合得好，甲的工作效率比单独做时提高
1
10
，乙的

工作效率比单独做时提高
1
5
。甲、乙两人合作 6小时，完成全部工作的

2
5
。第二天乙又单独

做了 6小时，还留下这件工程的
13
30
尚未完成。如果这件工作始终由甲一人单独来做，需要

多少小时?( )

A.32 B.33 C.34 D.35

22. 有一项工程，若由甲、乙单独做，分别需要 12 天和 18 天完成。若两人合作，

因配合不默契，甲的工作效率比原来降低
1
3
。乙的工作效率比原来降低

1
4
，现在要求 11 天完

成该工程，问两人至少需要合作多少天? ( )

A.3 B.4 C.5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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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B。

【解析】由题意可知甲的工作效率为
1
4
，甲、乙、丙的工作效率和为

1
2
，从而乙和丙的

工作效率之和为
1
2
-
1
4
=
1
4
，所以乙、丙完成项目共需 4天。

2. 【答案】B。

【解析】先将工作时间化为分钟，1小时 30 分钟=90 分钟，2小时 40 分钟=160 分钟。

由题意可知 A管比 B管每分钟多进水 180+90=2 立方米，设 B管每分钟进水 x立方米，则 A

管每分钟进水(x+2)立方米，根据两次加水情况，有 90×(x+x+2)=160×(x+2)，解得 x=7。

3. 【答案】B。

【解析】设水池容量为 1，则原有水
1
2
。

进水、排水交替进行，相当于轮流工作问题。

一个循环中的排水量为
1
3
− 1

5
= 2

15
；

1
2
÷ 2

15
的整数部分为 3,说明 3个循环.即 6小时后，水池还剩

1
2
− 2

15
× 3 = 1

10
的水。

再过 1小时,进水，水池里的水为
1
10
+ 1

5
= 3

10
。

把这些水排完需要
3
10
÷ 1

3
= 9

10
小时，所以共需 6+1+

9
10
=7 9

10
小时=7 小时 54 分。

4. 【答案】D。

【解析】设每人每天干活 1个单位，则工作总量为 20×15=300 个单位，动工 3天，完

成 20×3=60 个单位，还剩 300-60=240 个单位，抽出 5个人后，每天能完成(20-5)个单位，

则剩余的工作还需 240÷(20-5)=16 天，所以一共用了 16+3=19 天。

快解:设每人每天干活 1个单位，题意可以理解为 15 人干活需要干满 20 天。因为有 5

个人另干了 3天，即相当于 15 个人干了一天的活，所以 15 人只需干活 20-1=19 天。

5. 【答案】A。

6. 【答案】B。

【解析】设工程总量为 180，则甲、乙、丙的效率分别为 12、10、15，合作 1轮可完

成的工作量为 12+10+15=37，合作 4轮（12 天）可完成的工作量为 148，剩余 32，不足一

轮。甲工作一天后还剩 32-12=20，乙再工作一天后还剩 20-10=10，此时丙还需要 10÷15=
2
3

（天）。所以总共需要 12+1+1+
2
3
=14 2

3
（天），选择 B。

7. 【答案】C。

【解析】设工作量为 1，依题意，有

甲+乙=
1
36

①

甲+丙=
1
60

②

乙+丙=
1
45

③

(式子中甲、乙、丙代表其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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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可得 2(甲+乙+丙)=
1
15
，所以，甲+乙+丙=, 30，即甲、乙、丙的工作效率之

和为
1
30
。即甲、乙、丙合作需要 30 天。

8. 【答案】D。

【解析】假设 1个工人每月工作量为 1，那么总工作量为 1×180×12，4 个月可以完

成 1×180×4，还剩 1×180×8 的工作量，本来还有 8个月，但要求 6个月内完成，每个

月需要完成 1×180×8÷6=240，则需要 240 名工人，比原来增加 60 名。选择 D。

9. 【答案】B。

【解析】两人合作完成工程，先找出两人的工作效率之和。

小张每小时完成全部稿件的
1
3
÷ 5 = 1

15

小李每小时完成全部稿件的
1
4
÷ 3 = 1

12
工作效率和为

1
15
+ 1

12
=
3
20

所以两人合作需要 1÷
3
20
= 20

3
小时。

10. 【答案】B。

【解析】总任务看作已知量，设为 1。

甲完成
1
5
→乙完成 1-

1
5
=
4
5

乙工作时间=16 天→ 乙的工作效率=
4
5
÷16=

1
20

甲、乙工作效率之和=
1
15

甲的工作效率=
1
15
-
1
20
=
1
60

则甲工作了
1
5
÷

1
60
=12 天，甲比乙少做 16-12=4 天。

11. 【答案】A。

【解析】假设小张效率是 a，小王是 b。小张效率提高 20%，前后工作时间比是 9:10。

总工作量一定，工作时间与工作效率之和成反比，因此总工作效率之比为 10：9。即

(a+b):[(1+20%)a+b]=10:9，可得 0.8=b。

小王效率降低 25% ，前后总工作效率之比为

(a+b):(a+0.75b)=(a+O.8a):(a+0.75×O.8a)=9:8，则前后时间之比为 8:9，差 1份对应 2.5

小时，所以规定时间是 2.5×8=20 小时。

12. 【答案】A。

【解析】分析题意可知，张师傅做甲工程的效率较高，李师傅做乙工程的效率较高，

因此李师傅做乙工程，张师傅先用 6天完成甲工程，之后与李师傅一同完成乙工程，这样

所需的天数放少。

李师傅 6天完成乙工程 6×
1
24
=
1
4
,余下的张师傅与李师傅一起合作需要

(l-
1
4
)÷(

1
30
+
1
24
)=10 天，即完成两项工程最少需要 6+10=16 天。

13.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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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题干说的是同时搬完，因此可整体考虑，搬完两个仓库的工作量为 2，甲、

乙、丙搬完两个仓库共用 2÷(
1
10
+ 1

12
+
1
15
)=8 小时。在这 8小时中，乙完成了

1
12
×8=

2
3
的工作

量，剩余
1
3
的工作量由丙帮乙完成，即丙帮乙搬运了

1
3
÷ 1

15
=5 小时。

14. 【答案】D。

【解析】依题意，“甲乙”轮流方式完成时所用的天数为奇数，否则不论“甲乙”还是

“乙甲”，两种轮流方式所用天数必定相同。两种轮流方式的情况可表示如下:

甲乙，甲乙……甲乙，︱︱甲

乙甲，乙甲……乙甲，︱︱乙剩 60 个

虚线左边做的天数为偶数，从虚线右边可看出，剩下的 60 个零件是甲、乙工作效率之

差。

因此乙每天做的个数为:60+(5-3)×3=90 个。

15. 【答案】C。

【解析】设水池的容量为 1。则甲、乙每分钟分别注入
1
5
、

1
10
，排水管每分钟排水

1
6
。设

排水管打开的时间为 x分钟.则有(
1
5
-
1
6
)x+(

1
5
+
1
10
)x=

1
4
，解得 x=

3
4
。

注满水池，还需要(1-
1
4
)÷(

1
5
+
1
10
)=

10
4
分钟。则前后一共花了

3
4
×2+

10
4
=4 分钟。

16. 【答案】D。

【解析】题干没有直接给出工作效率，为求出甲、乙的工作效率，我们先画出示意图:

从图可看出，甲 15 天的工作量和乙 12 天的工作量相等，即甲 5天的工作量等于乙 4

天的工作最。于是可用“乙工作 4天”等量替换题中“甲工作 5天”这一条件，通过此替

换可知乙单独做这一工程需要 20+4=24 天完成，即乙的工作效率是
1
24
。同理可得，甲单独

做需要 30 天，那么甲、乙合作完成这一工程需要的时间为 1÷(
1
24
+
1
30
)=13 1

3
天。

17. 【答案】C。

【解析】开始时甲队拿到 8400-5040=3360 元，甲、乙的工资比等于甲、乙的工作效率

之比，即为 3360:5040=2:3；甲提高工效后，甲、乙总的工资即工效比为

(3360+960):(5040-960)=18:17。设甲开始时的工效为“2”，那么乙的工效为“3”，则提高

工效后甲的工效为 2×(1+1)=4。设甲在提高工效后还需 x天才能完成任务，有

(2×4+4x):(3×4+3x)=18:17，化简为 216+54x=136+68x，解得 x=
40
7
。工程总量为

(2+3)×4+(4+3)×
40
7
=60，所以原计划 60÷(2+3)=12 天完成。

18. 【答案】B。

【解析】按同一顺序轮流工作问题，不同的是每换一次，工作时间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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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题意，可知总时间介于 30 和 50 小时之间 设甲乙一时了 x次，则一共有

1+2+3+…+x=
（1+x）x

2
，由 30<

（1+x）x
2

<50，可知 x≥8，即甲乙各做了超过 4次。

设甲、乙各做四次.完成的工作量分别为
1+3+5+7

50
=
16
50
，

2+4+6+8
30

=
20
30
，

此时剩下的工作量为 1-(
16
50
+ 20

30
)=

1
75
。还需甲做

1
75
÷ 1

50
=
2
3
小时，所以共需

(1+3+5+7)+(2+4+6+8)+
2
3
=36 2

3
小时。

19. 【答案】D。

【解析】设甲工地的工作量为 1.5，则乙工地的工作量为 1。

甲 乙

上午 3
1+3

=
3
4

1
1+3

=
3
4

下午 7
12 1-

7
12
=
5
12

于是甲工地一整天平均用了这批工人的(
3
4
+ 7

12
)÷2=

2
3
,乙工地一整天平均用了这批工

人的 1-
2
3
=
1
3
。这批工人的

2
3
完成了 1.5 的工作量，那么这批工人的

1
3
完成 1.5÷2=0.75 的工作

量，于是乙工地还剩下 1-0.75=0.25 的工作量，这 0.25 的工作量需要 4人工作 1天。而甲、

乙工地的工作总量为 1.5+1=2.5，那么需 2.5÷0.25×4=40 人工作 l天。所以原来这批工

人共有 40-4=36 人。

20. 【答案】B。

【解析】此题题目要求后来的时间，需找出工作量、后来的工作效率。设原来的工作

效率为 1,则提高后效率为 1+1/4=5/4。

工程不变，即工作量一定。根据结论 1“工作量一定时，工作时间与工作效率成反比”

可知，工程的时间将变为原来的 4/5，完成这项工程的时间将由原来的 10 小时缩短为 lO

×4/5=8 小时。

21. 【答案】B。

【解析】要求甲单独做需要多少时间，已知工作总量为 1，则需求出甲的工作效率。

甲、乙两人合作 6小时，完成全部工作的
2
5
→甲乙合作后的效率和为

2
5
÷6=

1
15
；

乙单独工作 6小时，完成 1-
2
5
-
13
30
→乙的工作效率为(1-

2
5
-
13
30
)÷6=

1
36
，则合作后的乙的工

作效率为
1
36
×(1+

1
5
)=

1
30
。

甲的工作效率是(
1
15
-
1
30
)÷(1+

1
10
)=

1
33
,所以单独由甲做需要 1÷

1
33
=33 小时。

22. 【答案】D。

【解析】总天数一定，要使两人合做的天数在总天数中占的尽量少，只能由工作效率

较高的甲单独做一部分，甲、乙两人合做每天可完成工程的
1
12
×(1-

1
3
)+

1
18
×(1-

1
4
)=

7
72
。

若 11 天全部由甲独做，11 天后未完成 1-
1
12
×11=

1
12
工作量。每合作一天可多做

7
72
− 1

12
=

1
72
的工作量，因此差的

1
12
工作量至少需要合作

1

12
÷ 1

72
=6 天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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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 讲 行程问题

课前导学

行程问题是一类研究三量关系的经典题型，其变化类型很多，但无论是“一个物体的

运动”还是 “两个物体的运动”；不管是“相向运动”、“同向运动”，还是“相背运动”，

反映的数量关系都是围绕路程、速度和时间这三个量的。

行程问题的核心公式为路程=速度×时间，当然这三个量必须是相互对应的。在简单行

程问题中，通常不涉及复杂的运动过程或数据关系，可直接根据核心公式求解。

1.一辆汽车从 A 地开到 B 地需要一个小时，返回时速度为每小时 75公里，比去时节约

了 20分钟，问 AB两地相距多少公里？

A.30 B.50 C.60 D.75

【解析】根据路程=速度×时间来求解。

时间：返回时用了 60-20=40分钟=2
3
小时。速度：75公里/小时。

所以 AB两地相距 75×2
3
=50公里。

2.某人要到 60 千米外的农场去，开始他以 5千米/小时的速度步行，后来有辆速度 18

千米/小时的拖拉机把他送到了农场，总共用了 5.5 小时，问他步行了多远？（ ）

A. 15 千米 B. 20 千米 C.25 千米 D.30 千米

【解析】复杂行程问题，采用代入法。A为正确答案。

3.小王步行的速度比跑步慢 50%，跑步的速度比骑车慢 50%。如果他骑车从 A城去 B
城，再步行返回 A城共需要 2小时。问小王跑步从 A城到 B城需要多少分钟？

A.45 B.48 C.56 D.60
【解析】路程相等，时间比等于速度的反比。因此，小王从 A地到 B地，步行时间是

跑步时间的 2倍， 跑步时间是骑车时间的 2倍。设从 A地到 B地骑车时间为 t，则跑步时

间为 2t，步行时间为 4t，由题意可得，t+4t=2，t=0.4小时，则跑步时间 2t=0.8小时=48分
钟。

4.A、B 两山村之间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相距 60 千米。邮递员骑车从 A村到 B 村，

用了 3.5 小时；再沿原路返回，用了 4.5 小时。已知上坡时邮递员车速是 12 千米/小时，

则下坡时邮递员的车速是（ ）千米/小时。

A.10 B.12 C.14 D.20

【解析】回来时的上坡是去时的下坡，下坡是去时的上坡。因此对往返的全程来说，

上、下坡的路程均为 60 千米。全程总用时 3.5+4.5=8 小时，其中上坡用时 60÷12=5 小时，

下坡用时 8-5=3 小时。故下坡速度为 60÷3=20 千米/小时，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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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乙两辆清洁车执行东、西城间的公路清扫任务。甲车单独清扫需要 6小时，乙 车

单独清扫需要 9小时，两车同时从东、西城相向开出，相遇时甲车比乙车多清扫 15千米。

问东、西两城相距多少千米？

A.60 B.75 C.90 D.135

【解析】同一时间内甲车每小时走全程的
1
6
，乙车每小时走全程的

1
9
。时间一定，路程

与速度成正比，甲、乙走的路程比为 9:6=3:2。相遇路程为甲、乙各自走的路程和。设总路

程为 5份，甲走了 3 份，乙走了 2份，甲比乙多走 1 份，这一份是 15千米。故总路程为

15×5=75千米，选 B。

6.小张和小王同时骑摩托车从 A 地向 B 地出发，小张的车速是每小时 40公里，小王的

车速是每小时 48公里。小王到达 B地后立即向回返，又骑了 15 分钟后与小张相遇。那么

A地与 B 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公里？

A.144 B.136 C.132 D.128

【解析】根据时间一定，路程与速度成正比可知，小王与小张路程比为 48:40=6:5。由

下图所示，小王到达 B 地后往回骑了
15
60
×48=12 公里，则小王比小张多走 12×2=24公里。设

小张走的路程为 x，则小王为 x+24；�+24
�

=6
5
，解得 x=120。所以 AB距离为 120+12=132公里，

选 C。

7.一对父子在操场上跑步晨练，儿子跑三步的时间父亲跑两步，父亲跑一步的距离是

儿子一步的两倍，儿子跑出 100 步后父亲开始追，当父亲追上儿子时，儿子共跑了多少步？

A.200 B.300 C.400 D.500

【解析】儿子和父亲的速度之比为
1
2
×3
2
=3
4
。设儿子的速度为 3，则父亲的速度为 4。父

亲追上儿子需要的时间为 100÷(4-3)=100，则儿子共跑了 100×3+100=400 步。

8.A 和 B 两个码头分别位于一条河的上下游，甲船从 A码头到 B码头需要 4天，从 B

码头返回 A码头需要 6天，乙船在静水中的速度是甲船的一半。问：乙船从 B码头到 A码

头需要 ( )天。

A.6 B.7 C.12 D.16

【解析】甲船从 A码头到 B码头所花时间少于从 B码头返回 A码头，说明从 A码头到

B码头为顺水，从 B码头到 A码头为逆水。设 A、B距离为 24，则甲船速为（
24
4
+
24
6
）÷2=5，

乙船速为
5
2
；水速为（

24
4
− 24

6
）÷2=1。乙船从 B到 A在逆水中航行的速度为

5
2
-1=

3
2
，24÷

3
2
=16，

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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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距离＝速度×时间

(二)火车过桥洞计算公式：时间＝（火车长度＋桥洞长度）÷火车速度

(三)比例原则

行程基本比例：
乙

甲

乙

甲

v
v

S
S



1.时间相同，则路程与速度成正比；2.速度相同，则路程与时间成正比；

3.路程相同，则时间与速度成反比。

1. 某快速反应部队运送救灾物资到灾区。飞机原计划每分钟飞行12千米，由于灾情危

急，飞行速度提高到每分钟15千米，结果比原计划提前30分钟到达灾区，则机场到灾区的

距离是（ ）千米。

A.1600 B.1800 C.2050 D.2250

2. 某公路铁路两用桥，一列动车和一辆轿车均保持匀速行驶，动车过桥只需35秒，而

轿车过桥的时间是动车的3倍，已知该动车的速度是每秒70米，轿车的速度是每秒21米，这

列动车的车身长是（ ）。（轿车车身长忽略不计）

A. 120米 B. 122.5米 C. 240米 D. 245米

3. 游乐场的溜冰滑道如图所示，溜冰车上坡时每分钟行驶

400米，下坡时每分钟行驶600米，已知溜冰车从A点到B点需要3.7

分钟，从B点到A点只需要2.5分钟，则AC比BC长多少米?( )

A.1200 B.1440 C.1600 D.1800

(四)相遇追及、流水行程问题核心公式

1.合成速度=速度1±速度2

速度取和：相遇和背离、顺风、顺水、顺电梯、队头到队尾

相遇基本公式：相遇距离＝（大速度＋小速度）×相遇时间

背离基本公式：背离距离＝（大速度＋小速度）×背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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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取差：追及、逆风、逆水、逆电梯、队尾到队头

追及基本公式：追及距离＝（大速度-小速度）×追及时间

2.流水行船问题基本公式

船速（静水速）+水速＝顺水速；船速（静水速）－水速＝逆水速

船速（静水速）=
顺水速+逆水速

2
；水速=

顺水速−逆水速

2

4. 自动扶梯以匀速自下向上行驶，甲每秒钟向上走1级梯，乙每秒钟向上走2级梯，结

果甲30秒到达梯顶，乙20秒到达梯顶，该扶梯共有（ ）级。

A.40 B.60 C.80 D.100

5. 一条单线铁路全长500千米，每隔25千米有一个车站，甲、乙两列火车同时从两端

出发，甲车每小时行135千米，乙车每小时行驶65千米，为保证快车正点运行，慢车应给快

车让路，为使等候的时间尽量短，乙车应在出发后第（ ）个车站等候甲车通过。

A.5 B.6 C.7 D.10

6. 小胖步行上学，每分钟行72米。一次小胖离家512米后，爸爸发现小胖的文具盒忘

在家中，爸爸带着文具盒，立即骑自行车以每分钟200米的速度去追小胖。问爸爸出发几分

钟后在途中追上小胖?( )

A.2 B.3 C.4 D.5

7. 姐弟俩出游，弟弟先走一步，每分钟走40米，走80米后姐姐去追他。姐姐每分钟走

60 米，姐姐带的小狗每分钟跑150米。小狗追上弟弟又转去找姐姐，碰上姐姐又转去追弟

弟，这样跑来跑去，直到姐弟相遇小狗才停下来。问小狗共跑了多少米?（ ）

A.600 B.800 C.1200 D.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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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红星小学组织学生排成队步行去郊游，每分钟步行60米，队尾的王老师以每分钟步

行150米的速度赶到排头，然后立即返回队尾，共用10分钟。求队伍的长度？( )

A.630米 B.750米 C.900米 D.1500 米

9. 英雄骑马射箭，路遇猛虎，相距50米，适逢箭矢已尽，遂驱汗血宝马逐之，意欲生

擒。今知宝马步幅较猛虎为大，宝马2步值猛虎3步，然猛虎动作较宝马迅捷，宝马奔跑3

步之时猛虎已经狂奔4步，则英雄追上猛虎之时，汗血宝马跑了（ ）米。

A.320 B.360 C.420 D.450

10. 甲、乙二人同时从A地去B地，甲每分钟行60米，乙每分钟行90米，乙到达B地

后立即返回，并与甲相遇。相遇时，甲还需行3分钟才能到达B地，问A，B两地相距多少米？

A.1350 米 B.1080 米 C.900 米 D.720 米

11. 甲、乙二人上午8点同时从东村骑车到西村去，甲每小时比乙多骑6千米，中午

12点甲到达西村后立即返回东村，在距西村15千米处遇到乙。东、西两村相距多远？（ ）

A.30 B.40 C.60 D.80

12. 一艘游轮逆流而行，从A地到B地需6天；顺流而行，从B地到A地需4天。问若不

考虑其他因素，一块塑料漂浮物从B地漂流到A地需要多少天?( )

A.12天 B.16天 C.18天 D.2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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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所需时间= （其中�2和�1分别代表船顺流所需时间和逆流所需时间）

13. AB两城由一条河流相连，轮船匀速前进，从A城到B城需行3天时间，而从B城到

A城需行4天，从B城放一个无动力的木筏，它漂到A城需多少天？( )

A.3天 B.21天 C.24天 D.无法自己漂到

(五)双人运动

1.双人环形运动

第 N次迎面相遇时，路程和为 N个全程（反向运动）

第 N次背后追上时，路程差为 N个全程（同向运动）

2.双人两端往返运动

第 N次迎面相遇时，路程和为 2N-1（奇数列）个全程

第 N次追上相遇时，路程差为 2N-1（奇数列）个全程

14. 甲乙两人从运动场同一起点同时同向出发，甲跑的速度为200米/分钟，乙步行，

当甲第5次超越乙时，乙正好走完第三圈，再过1分钟时，甲在乙前方多少米？（ ）

A.105 B.115 C.120 D.125

15. A大学的小李和B大学的小孙分别从自己学校同时出发，不断往返于A、B两校之

间。现已知小李的速度为85米/分钟，小孙的速度为105米/分钟，且经过12分钟后两人第二

次相遇。问A、B两校相距多少米？（ ）

A.1140 B.980 C.840 D.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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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小张和小王同时骑摩托车从A地向B地出发，小张的车速是每小时40公里，小王车速

是48公里。小王到达B地后立即向回返，又骑了15分钟后与小张相遇。那么A地与B地之间的

距离是多少公里？（ ）

A.142 B.136 C.132 D.128

2. 某轮船计划用15小时从A地到B地，行驶5小时后，由于天气变好，速度加快了25%，

可提前几小时到达?( )

A.4 B.3 C.2 D.1

3. 一只渔船在静水中每小时航行4千米，逆水4小时航行12千米。则顺水时每小时航行

多少千米？( )

A.5 B.6 C7 D.8

4. 上午8时8分，小明骑自行车从家里出发。8分钟后，爸爸骑摩托车去追他，在离家4

千米的地方追上了他，然后爸爸立即回家。到家后又立刻回头去追小明。再追上他的时候，

离家恰是8千米。这时是几时几分？（ ）

A. 8 点 30 分 B. 8 点 32 分 C. 8 点 40 分 D. 8 点 48 分

5. 当甲在60米赛跑中冲过终点线时，比乙领先10米，比丙领先20米。如果乙和丙按原

来的速度继续冲向终点，那么当乙到达终点时将比丙领先多少米？（ ）

A. 15 B. 12 C. 10 D. 20

6. 小王从甲地出发去乙地。前12公里小王每小时步行4公里，后6公里每小时步行3公

里。问小王从甲地到乙地平均每小时步行几公里？（ ）

A. 3.5 B. 3.6 C. 3 D. 4

7. 两个口岸A、B沿河道的距离为360千米。甲船由A到B上行需要10小时，下行由B到A

需要5小时，若乙船由A到B上行需要15小时，那么下行由B到A需要多少小时？（ ）

A. 7 B. 6 C. 5 D. 4

8. 甲以6千米/小时步行从A地往B地，在甲出发90分钟时，乙发现甲落下重要物品，立

即骑自行车以12千米/小时追甲，在11点追上，甲出发为时间为上午（ ）点。

A. 7 B. 8 C. 9 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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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一行人和一骑车人都从A向B地前进，速度分别是行人3.6千米/小时，骑车人为

10.8千米/小时，此时道路旁有列火车也由A地向B地疾驶，火车用22秒超越行人，用26秒超

越骑车人，这列火车车身长度为（ ）米。

A. 232 B. 286 C. 308 D. 1029.6

10. 某环形公路长15千米，甲、乙两人同时同地沿公路骑自行车反向而行，0.5小

时后相 遇，若他们同时同地同向而行，经过3小时后，甲追上乙。问乙的速度是多少？

（ ）

A. 12.5 千米/小时 B. 13.5 千米/小时

C. 15.5 千米/小时 D. 17.5 千米/小时

11. 甲、乙两人在环湖小路上匀速行驶，且绕行方向不变，19时，甲从A点，乙从B

点同 时出发相向而行，19时25分，两人相遇；19时45分，甲到达B点；20点5分，两人再次

相遇。乙环湖一周需要多长时 间？（ ）

A. 72 分钟 B. 81 分钟 C. 90 分钟 D. 100 分钟

12. A和B两个码头分别位于一条河的上下游，甲船从A码头到B码头需要4天，从B码

头 返回A码头需要6天；乙船在静水中速度是甲船的一半。乙船从B码头到A码头需要

（ ）天。

A.6 B.7 C.12 D.16

13. 一只小船从甲港到乙港逆流航行需2小时，水流速度增加一倍后，再从甲港到

乙港逆流航行需3小 时，水流速度增加后，从乙港返回甲港需航行（ ）。

A. 0.5 小时 B. 1 小时 C. 1.2 小时 D. 1.5 小时

14. 一支部队排成长度为800米的队列行军，速度为80米/分钟，在队首通讯员以3

倍于行军的速度跑步到队尾，花1分钟传达首长命令后，立即以同样的速度跑回队首，在其

往返过程中通讯员共花费的时间为（ ）。

A. 7.5 分钟 B. 8 分钟 C. 8.5 分钟 D. 10 分钟

15. 甲、乙两人在长30米的泳池内游泳，甲每分钟游37.5米，乙每分钟游52.5米。

两人同 时分别从泳池的两端出发，触壁后原路返回，如是往返。如果不计转向的时间，则

从出发开始计算的1分50秒内两人 共相遇多少次？（ ）

A. 2 B. 3 C. 4 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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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C。

【解析】假设 A、B两地之间距离为 S，小王到达 B地用时为 t，15 分钟=0.25 小时，

则
� = 48 × �

2� = (40 + 48) × (� + 0.25) 
� = 2.75
� = 132

注：两人相遇时，一共走了 2个全程，这是本题的关键。

2. 【答案】C。

【解析】原速度：新速度=1：（1+25%）=4：5。路程一定，时间与速度成反比。

余下路程实际用时

余下路程计划用时
=

�
15−5

=
4
5

解得 x=8，故变速后实际用时 8小时，可提前 10-8=2 小时到达。

3. 【答案】A。

【解析】船在逆水中的速度是 12÷4=3 千米/小时，根据逆水速度=船速-水速，可知水

速=船速-逆水速度，即 4-3=1 千米/小时。根据顺水速度=船速+水速，则有顺水速度=4+1=5

千米/小时。

4. 【答案】B。

【解析】从爸爸第一次追上小明到第二次追上小明，父子两用的时间是相同的，在这

段时间内：小明从离家 4千米的地方走到离家 8千米的地方，走了 8-4=4 千米。爸爸从离

家 4千米的地方返回家中，再走到离家 8千米的地方，走了 4+8=12 千米。所以，爸爸的速

度是小明速度的 3倍（爸爸速度比小明快 2倍），小明走 4千米用的时间是爸爸的 3倍。

爸爸从家出发第一次追上小明：小明用时比爸爸快 8分钟，所以爸爸的用时是 8/2=4

分钟，小明走 4千米用时是 8+4=12 千米。小明速度为 4/12=1/3（千米/分钟），爸爸的速

度为 4/4=1（千米/分钟）。

自小明出发到第二次被爸爸追上，小明共走了 8千米，用时是 8（1/3）=24 分钟。

上午 8时 8分加上 24 分钟，就是上午 8时 32 分。

5. 【答案】B。

【解析】甲冲过终点线时，乙跑了 50 米，丙跑了 40 米，如果乙和丙按原来的速度继

续冲向终点的话，则丙的速度是乙的速度的
5
4

50
40

 ，故当乙到达终点时丙离终点线还有

60-60×4
5
=12米，故选 B。

6. 【答案】B。

【解析】平均速度＝总路程÷总时间。小王步行的总路程为：12＋6＝18(公里)；前

12 公里小王步行所用时间为：12÷4＝3(小时)，后 6公里小王步行所用时间为：6÷3＝2(小

时)，则小王步行的总时间为 5小时，则小王从甲地步行到乙地的平均速度为：18÷5＝

3.6(公里/小时)，从而选 B。

7. 【答案】B。

【解析】典型的顺逆水问题。甲船上行的速度为：360÷10＝36 千米/小时；甲船下行

的速度为：360÷5＝72 千米/小时；由于 2倍的水流的速度＝船顺流的速度－船逆流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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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故水流的速度为（72－36）÷2＝18 千米/小时。而乙船上行的速度为：360÷15＝24

千米/小时；乙船在静水中的速度为：24＋18＝42 千米/小时，于是乙船下行的速度为：360÷

（42＋18）＝6小时，故选 B。

8. 【答案】B。

【解析】甲出发了 1.5 小时，已经走了 6×1.5=9（千米），所以追及时间为 9÷（12-6）

=1.5（小 时），那么甲一共走了 1.5+1.5=3（小时），说明出发时间是 8点，选择 B。

9. 【答案】B。

【解析】3.6 千米/小时=1 米/秒，10.8 千米/小时=3 米/秒。设火车的速度为 v米/秒，

长度为 s米，则：
� = 22 × (� − 1)
� = 26 × (� − 3) ，求得 v=14，s=286，答案选 B。

10. 【答案】A。

【解析】假设甲、乙速度分别为 u、v，则：
15 = （u + v） × 0.5
15 = (� − �) × 3)

 � = 17.5
� = 12.5

11. 【答案】C。

【解析】假设甲、乙速度分别为 u、v，两人出发时正面的距离是 S1，背面的距离为

S2，那么整圈距 离就应该是 S1+S2。因为出发 25 分钟后，他们相遇：S1=25×（u+v）。从

出发后 45 分钟时，甲从 A点到 达 B点：S1=45×u。两次相遇间隔为 40 分钟：S1+S2=40×

（u+v）。根据前两个方程，我们可以得到：20u=25v，代入 到第三个方程，消掉 u，得到：

S1+S2=90v，说明乙单独一圈需要 90 分钟，选择 C。

12. 【答案】D。

【解析】假设 AB 码头相距 24，设甲船、乙船静水速度分别是 u、
�
2
，水速为 v，所求

时间为 T，根据题意：

24 = 4 × � + �
24 = 6 × � − �
24 = � × �

2
− �


� = 5
� = 1
� = 16

，选择 D。

13. 【答案】B。

【解析】假设两港距离为 6，小船静水速度为 u，原水速为 v，所求时间为 t，则：

6 = 2 × � − �
6 = 3 × � − 2�
6 = � × � + 2�


� = 4
� = 1
� = 1

14. 【答案】C。

【解析】通讯员速度：80×3=240（米/分钟）。总时间为
800

240+80
+1+

800
240−80

=8.5（分钟）。

15. 【答案】B。

【解析】1分 50 秒=
11
6
分。迎面相遇：30×（2N-1）≤路程和=（37.5+52.5）×11

6
，得

N≤3.25，共 3次。追上相遇：30×（2N-1）≤路程差=（52.5-37.5）×11
6
,得到 N≤23

24
，共 0

次。因此，一共相遇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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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讲 牛吃草问题
课前导学

1.牛吃草问题可看成牛追草的过程，草地原有的草就是牛和草之间的距离，牛吃草的

速度>草生长的速度，牛和草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即原有的草不断减少，直到追上即牛把

草吃光为止。

2.如果牛吃草的速度=草生长的速度，那么牛和草之间的距离维持不变，即草永远吃不

完。

3.重要识别特征，当看到“若用12个注水管注水，9小时可注满水池，若用9个注水管，

24小时可注满水，现在用8个注水管注水，那么可用多少小时注满水池？”等类似排比句的

出现时，就是牛吃草问题；

4.因为我们不知道牛吃草的速度，不妨假设每头牛每单位时间吃草的量是“1”，牛的

数量也就是这些牛每单位时间吃草的量。

原有草量=（牛数-草长速度）×时间，注意牛吃草速度“1”及变量X的变化形式。

通用公式：N=（Y-x）×T
1.“N”代表原有存量（比如“原有草量”）；

2.“Y”代表促使原有存量减少的变量（比如“牛数”）；

3.“x”代表存量的自然增长速度（比如“草长速度”）；

4.“T”代表存量完全消失所耗用时间。

真题 1.一片草地长满青草，27 头牛 6天可以吃完，或者 23 头牛 9天可以吃完。若是

21 头牛，要几天才可以吃完？

A.10 B.11 C.12 D.13

【解析】设原有草量为 N，需要 T天吃完，草长速度为 x,则

N=（27-x）×6=(23-x)×9=(21-x)×T
解得：x=15，N=72，T=12

正确答案是：C

1. 有一块牧场，草均匀生长，可供 10 头牛吃 20 天，15 头牛吃 10 天，则它可供多少

头牛吃 4天？（ ）

A.20 B.25 C.30 D.35

2. 某招聘会在入场前若干分钟就开始排队，每分钟来的求职人数一样多，从开始入场

到等候入场的队伍消失，同时开 4个入口需 30 分钟，同时开 5个入口需 20 分钟。如果同

时打开 6个入口，需多少分钟？（ ）

A.8 B.10 C.12 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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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河段中的沉积河沙可供 80 人连续开采 6个月或 60 人连续开采 10 个月。如果要

保证该河段河沙不被开采枯竭，问最多可供多少人进行连续不间断的开采？（假定该河段

河沙沉积的速度相对稳定）（ ）

A. 25 B.30 C.35 D.40

4. 有一块草地，每天草生长的速度相同。现在这片牧草可供 16 头牛吃 20 天，或者供

80 只羊 12 天。如果一头牛一天的吃草量相当于 4只羊一天的吃草量，那么这片草地可供

10 头牛和 60 只羊一起吃多少天？（ ）

A.6 天 B.8 天 C.12 天 D.15 天

5. 天气变冷，牧场上草以每天均匀速度减少。经计算，牧场草可供 20 头牛吃 5天，

或者 16 头牛吃 6天。那么可供 11 头牛吃几天？（ ）

A.12 B.10 C.8 D.6

6. 有一水池，在某次大雨后灌满了一池水，水在池底以均匀的速度渗入深层地下水。

如果想把水池的水抽干，8台抽水机需要 3小时，5台抽水机需要 4小时。如果想在 6小时

之内抽干水，至少需要多少台抽水机？（ ）

A.4 B.3 C.2 D.1

7. 在春运高峰时，某客运中心售票大厅站满等待买票的旅客，为保证售票大厅的旅客

安全，大厅入口处旅客排队以等速度进入大厅按次序等待买票，买好票的旅客及时离开大

厅。按照这种安排，如果开 10 个售票窗口，5小时可使大厅内所有旅客买到票；如果开 12

个售票窗口，3小时可使大厅内所有旅客买到票，假设每个窗口售票速度相同。由于售票

大厅入口处旅客速度增加到原速度的 1.5 倍，为了在 2小时内使大厅中所有旅客买到票，

按这样的安排至少应开售票窗口数为多少个？（ ）

A.15 B.16 C.18 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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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个水库在年降水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维持全市 12 万人 20 年的用水量。在该市

新迁入 3万人之后，该水库只够维持 15 年的用水量。市政府号召节约用水，希望能将水库

的使用寿命提高到 30 年。那么，该市市民平均需要节约多少比例的水才能实现政府制定的

目标？（ ）

A.3/5 B.2/5 C.1/3 D.1/4

9. 有一口很深的水井，连续不断涌出泉水。使用 17 台抽水机来抽水，30 分钟可以将

水井抽干。若使用 19 台抽水机，则 24 分钟就可以将水井抽干。现在有若干台抽水机在抽

水，6分钟后，撤走 4台抽水机，再过 2分钟后，水井被抽干。那么原来有抽水机多少台？

（ ）

A. 25 B.30 C.35 D.40

10. 有一块牧场长满草，每天牧草匀速生长，可供 9头牛吃 12 天，8头牛吃 16 天，

现在一开始只有 4头牛，从第 7天起又增加了若干头牛，再过 6天吃完所有的草，请问增

加了几头牛？（ ）

A. 4 B. 6 C. 8 D. 10

11. 有三块草地，面积分别为 5、6和 8公顷。草地上的草一样厚，而且长得一样

快，第一块草地可供 11 头牛吃 10 天，第二块草地可供 12 头牛吃 14 天。问：第三块草地

可供 19 头牛吃多少天？( )

A.6 B.7 C.8 D.9

提示：如果草场有面积区别，如“M头牛吃 W亩草”时，Y用 代入，此时 Y代

表单位面积上的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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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一只船发现漏水时，已经进了一些水，水匀速进入船内，如果 10 人舀水，3小时

舀完；如 5人舀水，8小时舀完。如果要求 2小时舀完，要安排多少人舀水？（ ）

A.11 B.12 C.13 D.14

2. 一只船发现漏水时，已经进了一些水，水匀速进入船内。如果 4个成人与 8个少年

舀水，需要 舀 8小时；如果 7个成人与 6个少年舀水，需要舀 6小时。假设 1个成人的舀

水速度相当于 2个少年的舀水速度，请问 10 个成人与 16 个少年需要舀水多少小时才能把

水舀干净？（ ）

A. 4 B. 3 C. 2 D. 1

3. 假设某地森林资源的增长速度是一定的，且不受到自然灾害等影响，那么若每年开

采 110 万立方米，则可采 90 年，若每年开采 90 万立方米则可开采 210 年。为了使这片森

林可持续开发，则每年最多开采多少万立方米？（ ）

A.30 B.50 C.60 D.75

4. 有一个蓄水池装有 9根水管，其中一根为进水管，其余 8根为相同的出水管，进水

管以均匀的速度不停地向这个蓄水池注水。后来有人想打开出水管，使池内的水全部排光

（池内已注入了一些水）；如果把 8根出水管全部打开，需 3小时把池内的水全部排完；

如果仅打开 5根出水管，需 6个小时把池内的水全部排光。问要想在 4.5 小时内把池内的

水全部排光，需同时打开几个出水管？（ ）

A.5 B.6 C.7 D.8

5. 某超市的收银台平均每小时有 30 名顾客前来排队付款，每一个收银台每小时能应

付 20 名顾客付款。某天某时刻，超市如果只开设两个收银台，付款开始 1小时就没有顾客

排队了，问如果当时开设三个收银台，则付款开始多少分钟就没有顾客排队了？（ ）

A.20 B.30 C.40 D.50

6. 有一个灌溉用的中转水池，一直开着进水管往里灌水，一段时间后水池便满了。此

时如果用 2台抽水机排水，则用 40 分钟能排完；如果用 4台同样的抽水机排水，则用 16

分钟排完。请问：水池每分钟的进水量相当于水池总量的（ ）。

A.
1
36

B.
1
64

C.
1
72

D.
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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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D。

【解析】根据核心公式可得：N=（10-x）3=（5-x）8=（Y-x）2

X=2,N=24,y=14

2. 【答案】B。

【解析】根据核心公式可得：N=（8-x）8=（10-x）6=（Y-x）T

X=2,N=48,T=3

3. 【答案】D。

【解析】根据核心公式可得：N=(110-x)90=(90-x)210

X=75,N=3150

4. 【答案】B。

【解析】根据核心公式可得：N=（8-x）3=（5-x）6=（Y-x）4.5

X=2,N=18,Y=6

5. 【答案】A。

【解析】根据核心公式可得：N=（2×20-30）1=（3×20-30）T

N=80,T=
1
3

6. 【答案】B。

【解析】根据核心公式可得：N=（2-x）40=（4-x）16

X=
2
3
,N=

160
3
,

�
�

=
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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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讲 容斥原理

课前导学

容斥原理又称排容原理，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计数时，排斥掉重复计算的部分，保证最

后的数据结果无遗漏且无重复。解决容斥原理最好的方法是利用文氏图，清楚地分辨数据

之间的关系。

一、两个集合的容斥原理

（一）标准型两集合容斥原理

如果被计数的事物有 A、B两类，那么，先把 A、B两个

集合的元素个数相加，发现既是 A类又是 B 类的部分重复计

算了一次，要减去。如图：A∪B表示 A与 B的并集（圆所覆

盖的总面积）；A∩B 表示 A与 B的交集(阴影部分)

圆所覆盖面积=两圆面积和-重叠部分面积

A∪B=A+B-A∩B=总-外

外—不是 A也不是 B，即都不是

例 1.某科研单位共有 68 名科研人员，其中 45 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30 人具有高级职

称，12 人兼而有之。没有高级职称也没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是多少人？

A.13 B.10 C.8 D.5

【解析】根据二集合容斥原理，具有硕士学历或高级职称的有 45+30-12=63 人，则既

没有高级职称也没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有 68-63=5 人。

可转换成：

1. 现有 50 名学生都做物理、化学实验，如果物理实验做正确的有 40 人，化学实验做

正确的有 31 人，两种实验都做错的有 4人，则两种实验都做对的有多少人？（ ）

A.27 人 B.25 人 C.19 人 D.10 人

2. 一个俱乐部，会下象棋的有 69 人，会下围棋的有 58 人，两种棋都不会下的有 12

人，两种棋都会下的有 30 人，问这个俱乐部一共有多少人？（ ）

A.109 人 B.115 人 C.127 人 D.139 人

3. 某班有 50 位同学参加期末考试，结果英文不及格的有 15 人，数学不及格的有 19

人，英文和数学都及格的有 21 人。那么英文和数学都不及格的有（ ）人？

A.4 B.5 C.13 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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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某单位派 60 名运动员参加运动会开幕式，他们着装白色或黑色上衣，黑色或蓝色

裤子。其中有 12 人穿白上衣蓝裤子，有 34 人穿黑裤子，29 人穿黑上衣，那么穿黑上衣黑

裤子的有多少人？（ ）

A.12 B.14 C.15 D.29

（二）图示标数型两集合容斥原理

如果题目涉及“只满足条件 A的数目”或者“只满足条件 B的数目”，那么标准公式无

法解答，一般选用“两集合图示标数”来完成答题。

标数时由中间往外标。

5. 一批游客中每人都去了 A、B两个景点中至少一个。只去了 A的游客和没去 A的游

客数量相当，且两者之和是两个景点都去了的人数的 3倍。则只去一个景点的人数占游客

总人数的比重为（ ）

A.
2
3

B.
3
4

C.
4
5

D.
5
6

A、B 两个景点中至少一个—即不存在一个景点都不去，且“没去 A”等同于“只去了 B”。

设两个景点都去的为 X，则“只去 A”和“没去 A”的人数之和为 3X，因为两者相等，

所以各为 1.5X。

6. 工厂组织职工参加周末公益活动，有 80％的职工报名参加。其中报名参加周六活

动的人数与报名参加周日活动的人数比为 2:1，两天的活动都报名参加的人数为只报名参

加周日活动的人 数的50％。问未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是只报名参加周六活动的人数的（ ）。

A. 20％ B. 30％ C. 40％ D. 50％

两天都参加的为 X，则只周日的为 2X，则参加周日的总数为 3X，参加周六与参加周日

的为 2：1，则参加周六的为 6X，则只参加周六的为 5X。

共有：5X+X+2X=8X 参加活动，占总数 80%。

则都没参加为 20%，即 2X。 2X：5x=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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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个集合的容斥原理

（一）标准型三集合容斥原理

如果被计数的事物有 A、B、C三类,如下图所示，A+B+C 后，灰色部分被重复计算一次，

黑色部分被重复计算两次。减去两两的交集 A∩B、B∩C、C∩A后，被重复计算的浅色部分

被去掉，但是黑色部分又被多减了 1次。所以最后还要再加上 A、B、C的交集 A∩B∩C。

圆所覆盖面积=三圆面积和-每两个圆重叠的+三个圆重叠的

如图所示，灰色部分 A∩B-A∩B∩C、B∩C-A∩B∩C、C∩A-A∩B∩C 都被重复计算了 1

次，黑色部分 A∩B∩C 被重复计算了 2次，因此总数 A∪B∪C=A+B+C-(A∩B-A∩B∩C)-(B

∩C-A∩B∩C)-(C∩A-A∩B∩C)-2A∩B∩C=A+B+C-A∩B-B∩C-C∩A+A∩B∩C。即得到:

标准公式：A∪B∪C=A+B+C-A∩B-B∩C-C∩A+A∩B∩C=总-外

7. 如图所示：A、B、C分别是面积为 60、170、150 的三张不同形状的卡

片，它们部分重叠放在一起盖在桌面上，总共盖住的面积为 280，且 A与 B、B

与 C、C与 A重叠部分的面积分别是 22、60、35.问阴影部分的面积是多少？（ ）

A.15 B.16 C.17 D.18

8. 某公司招聘员工，按规定每人至多可投考两个职位，结果共 42 人报名，甲、乙、

丙三个职位报名人数分别是 22 人、16 人、25 人，其中同时报甲、乙职位的人数为 8人，

同时报甲、丙职位的人数为 6人，那么同时报乙、丙职位的人数为（ ）。

A.7 人 B.8 人 C.5 人 D.6 人

（二）图示标数型三集合容斥原理

如果题目涉及“只满足条件 A、B的数目”，不能直接代入标准公式时，一般选用“三

集合图示标数”来作答。

1. 特别注意“满足某条件”和“仅满足某条件”的区分；

2. 特别注意有没有“三个条件都不满足”的情形；

3. 标数时，注意由中间向外围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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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次运动会上，18 名游泳运动员中，有 8名参加了仰泳，有 10 名参加了蛙泳，有

12 名参加了自由泳，有 4名既参加仰泳又参加蛙泳，有 6名既参加蛙泳又参加自由泳，有

5名既参加仰泳又参加自由泳，有 2名三个项目都参加，这 18 名游泳运动员中，只参加 1

个项目的人有多少？（ ）

A.5 名 B.6 名 C.7 名 D.4 名

10. 某工作组有 12 名外国人，其中 6人会说英语，5人会说法语，5人会说西班牙

语；有 3人既会说英语又会说法语，有 2人既会说法语又会说西班牙语，有 2人既会说西

班牙语又会说英语；有 1人这三种语言都会说。则只会说一种语言的人比一种语言都不会

说的人多( )。

A.1 人 B.2 人 C.3 人 D.5 人

11. 对某单位的 100 名员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喜欢看球赛和电影、戏剧。其

中 58 人喜欢看球赛，38 人喜欢看戏剧，52 人喜欢看电影，既喜欢看球赛又喜欢看戏剧的

有 18 人，既喜欢看电影又喜欢看戏剧的有 16 人，三种都喜欢看的有 12 人，则只喜欢看

电影的有多少人？（ ）

A.22 人 B.28 人 C.30 人 D.36 人

（三）整体重复型三集合容斥原理

在三集合的题型中，假设满足三个条件元素数量分别为 A、B、C，

而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之一的元素的总量为 W（就是 A∪B∪C）。其中：

只满足一个条件的元素数量为 x（三个白色区域之和），只满足两个条

件的元素数量为 y（三个灰色区域之和—重叠 1次）,三个条件都满足

的元素数量为 z（黑色区域-重叠 2次），根据右图可以得到下面两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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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W（A∪B∪C）=x+y+z=总-外

A+B+C=1×x+2×y+3×z
从图中很明显可以看出，x和 y都分别包含 3个部分，是这 3个部分的总和。因此，

当题目关心的是这些的总和，而不是各个单独部分数值时，往往就应该用这两个公式。

12. 某调查公司对甲、乙、丙三部电影的收看情况向 125 人进行调查，有 89 人看

过甲片，有 47 人看过乙片，有 63 人看过丙片，其中有 24 人三部电影全看过，20 人一部

也没有看过，则只看过其中两部电影的人数是（ ）。

A.69 B.65 C.57 D.46

13. 某市对 52 种建筑防水卷材产品进行质量抽检，其中有 8种产品的低温柔度不

合格，10 种产品的可溶物含量不达标，9种产品的接缝剪切性能不合格，同时两项不合格

的有 7种，有 1种产品这三项都不合格。则三项全部合格的建筑防水卷材产品有多少种？

（ ）

A.37 B.36 C.35 D.34

14. 某高校对一些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准备参加注册会计师

考试的有 63 人，准备参加英语六级考试的有 89 人，准备参加计算机考试的有 47 人，三种

考试都准备参加的有 24 人，准备选择两种考试都参加的有 46 人，不参加其中任何一种考

试的有 15 人。问接受调查的学生共有多少人？( )

A.120 B.144 C.177 D.192

15. 某班 39 名同学参加短跑、跳远、投掷三项体育比赛，人数分别为 23 人，18 人，

21 人，其中三项全部参加的有 5人，有 3人仅参加跳远比赛，有 9人仅参加投掷比赛，那

么仅参加短跑比赛的有多少人？（ ）

A.7 B.8 C.9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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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某班对 50 名学生进行体检，有 20 人近视，12 人超重，4人既近视又超重，该班 有

多少人既不近视又不超重？（ ）

A. 22 人 B. 24 人 C. 26 人 D. 28 人

2. 有 70 名学生参加数学、语文考试，数学考试得 60 分以上的有 56 人，语文考试 得

60 分以上的有 62 人，都不及格的有 4人，则两门考试都得 60 分以上的有多少人？（ ）

A. 50 B.51 C.52 D.53

3. 某科研单位共有 68 名科研人员，其中 45 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30 人具有高级职

称，12 人兼而有之。没有高级职称也没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是多少人？（ ）

A.13 B.10 C.8 D.5

4. 某部门共 82 人，其中男性 62 人，本省籍 42 人，不是本省籍的女性 11 人，则本省

籍的男性人数有（ ）。

A.33 B.21 C.22 D.23

5. 外语学校有英语、法语、日语教师共 27 人，其中只能教英语的有 8人，只能教日

语的有 6人，能教英、日语的有 5人，能教法、日语的有 3人，能教英、法语的有 4人，

三种都能教的有 2人，则只能教法语的有( )。

A.4 人 B.5 人 C.6 人 D.7 人

6. 88 名学生参加运动会，参加游泳比赛的有 23 人，参加田径比赛的有 33 人，参加

球类比赛的有 54 人，既参加游泳比赛又参加田径比赛的有 5人，既参加田径比赛又参加球

类比赛的有 16 人。已知每名学生最多可参加两项比赛，问只参加田径比赛的有多少人？

（ ）

A. 20 B.17 C.15 D.12

7. 五年级一班共有 55 个学生，在暑假期间都参加了特长培训班，35 人参加书法班，

28 人参加美术班，31 人参加舞蹈班，其中以上三种特长培训班都参加的有 6人，则有（ ）

人只参加了一种特长培训班。

A. 45 B.33 C.29 D.22

8. 某乡镇对集贸市场 36 种食品进行检查，发现超过保质期的 7种，防腐添加剂不合

格的 9种，产品外包装标识不规范的 6种。其中，两项同时不合格的 5种，三项同时不合

格的 2种。问三项全 部合格的食品有多少种？（ ）

A.14 B.21 C.23 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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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A。

【解析】设 x为所求，代入公式：20+12-4=50-x，解得 x=22，选择 A。

2. 【答案】C。

【解析】设 x为所求，代入公式：56+62-x=70-4，解得 x=52，选择 C。

3. 【答案】D。

【解析】设所求为 x，根据公式有 45+30-12=68-x,x=5 ，选择 D。

4. 【答案】A。

【解析】代入公式：62+42-x=82-11，x=33。

5. 【答案】B。

【解析】“由中间向外围”进行数据标记，简单加减运算，如下图所示：

6. 【答案】D。

【解析】我们把条件代入到下面的图中，很明显答案是：33-5-16=12（人），选择 D。

7. 【答案】D。

【解析】代入公式： ，选择 D。

8. 【答案】C。

【解析】代入公式： ，至少一项不合格的有 13 种，

因此三项全部合格的产品有 36-13=23（种），答案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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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讲 抽屉原理

课前导学

抽屉原理题型标志：题干通常会出现“至少……，才能保证……”字样。

抽屉原理 1：将多于 n件的物品任意放到 n 个抽屉中，那么至少有一个抽屉中的物品

件数不少于 2。(至少有 2件物品在同一个抽屉)

抽屉原理 2：将多于 m×n件的物品任意放到 n个抽屉中，那么至少有一个抽屉中的物

品的件数不少于 m+1。(至少有 m+1 件物品在同一个抽屉)

例 1.把 4 件物品放在 3个抽屉里，要想任一个抽屉中的物品数最少，只能平均放，每

个抽屉先放 1件，这样就剩下 4-3=1 件，这件物品无论放在哪个抽屉，都会有一个抽屉里

有 2件。

例 2.将 5 件物品放到 3个抽屉里，要想保证任一个抽屉的物品最少，只能每个抽屉放

一件，有 5件物品，放了 3件，还剩 5-3×1=2 件，这两件只能分别放入两个抽屉中，这样

物品最多的抽屉中也只有 2件物品。

例 3.将 6 件物品放到 3个抽屉里，平均分配放，则每个抽屉放 2件，全部放完，则物

品最多的抽屉中也只有 2件物品。

即当物品数比抽屉数多时，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有 2件物品。

例 4.将 10 件物品放到 3个抽屉里呢?

同样，按照前面的思路，要想保证任一个抽屉的物品数都最少，那么只能先平均放。

10÷3=3……1，则先每个抽屉放 3件，还剩余 1O-3×3=1 件，随便放入一个抽屉中，

则这个抽屉中的物品数为 3+1=4 件。

例 5. 将 22 件物品放到 5个抽屉里呢?

22÷5=4……2，则先每个抽屉放 4件，还剩余 22-4×5=2 件，分别放入两个抽屉中，

则这两个抽屉中的物品数为 4+1=5 件。

即如果物体数大于抽屉数的 m 倍，那么至少有一个抽屉中的物品数不少于 m+1。

因此抽屉原理 2可与下面的公式结合使用:

物品÷抽屉=商……余数

考虑余数情况:①余数=1，结论:至少有(商+1)个苹果在同一个抽屉里

②余数=x(1<x<(n-l)) , 结论:至少有(商+1)个苹果在同一个抽屉里

③余数=0， 结论:至少有(商)个苹果在同一个抽屉里

考虑最差(最不利)情况

1. 在一个口袋里有 10 个黑球，6个白球，4个红球，至少取出几个球才能保证其中有

白球？（ ）

A.14 B.15 C.17 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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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副扑克牌有四种花色，每种花色各有 13 张，现在从中任意抽牌。问最少抽几张

牌，才能保证有 4 张牌是同一种花色的?（ ）

A.12 B.13 C.15 D.16

3. 一副扑克（共 54 张），至少从中摸出多少张牌才能确保至少有 6张牌的花色相同？

（ ）

A.21 B.22 C.23 D.24

4. 有 300 名求职者参加高端人才专场招聘会，其中软件设计类、市场营销类、财务管

理类和人力资源管理类分别有 100、80、70 和 50 人。问至少有多少人找到工作，才能保证

一定有 70 名找到工作的人专业相同？（ ）

A.71 B.119 C.258 D.277

5. 调研人员在一次市场调查活动中收回了 435 份调查问卷，其中 80%的调查问卷上填

写了被调查者的手机号码。那么调研人员至少需要从这些调查表中随机抽出多少份，才能

保证一定能找到两个手机号码后两位相同的被调查者？（ ）

A.101 B.175 C.188 D.200

6. 有红、黄、绿三种颜色的袜子各 6双，装在一个黑色布袋里，从袋子里任意取出袜

子来，为确保至少有 2双袜子不同颜色，则至少要取出的袜子只数是？（ ）

A.15 只 B.13 只 C.12 只 D.10 只

7. 有红、黄、绿三种颜色的手套各 6双，装在一个黑色布袋里，从袋子里任意取出手

套来，为确保至少有 2双手套不同颜色，则至少要取出的手套只数是？（ ）

A.20 只 B.25 只 C.27 只 D.3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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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黑色布袋中装有红、黄、蓝三种颜色的袜子各三只，如果问上眼睛从布袋中拿袜子，

保证拿到两双(每双颜色要相同)袜子，那么至少得拿多少只?（ ）

A.5 B.6 C.7 D.8

2. 一只袋子里装有 44 只玻璃球，其中白色的 2只，红色的 3只，绿色的 4只，黄色

的 5只，棕色的 6只，黑色的 7只，蓝色的 8只，透明的 9只。如果每次从中取球一个，

那么要得到 2只同色的球，最多要取几次？（ ）

A.2 B.8 C.9 D.11

3. 10 个足球队之间共赛了 11 场，赛得最多的球队至少赛了几场? （ ）

A.3 B.4 C.6 D.5

4. 某区要从 10 位候选人中投票选举人大代表，现规定每位选举人必须从这 10 位中任

选两位投票，问至少要有多少位选举人参加投票，才能保证有不少于 10 位选举人投了相同

两位候选人的票? ( )

A.308 B.406 C.451 D.516

5. 某学校 1999 名学生去游故宫、景山和北海三地，规定每人至少去一处，至多去两

地游览，那么至少有多少人游的地方相同? ( )

A.35 B.186 C.247 D.334

6. 将 104 张桌子分别放到 14 个办公室，每个人办公室至少放一张桌子，不管怎样分

至少有几个办公室的桌子数是一样多? ( )

A.2 B.3 C.7 D.10

7. 一只鱼缸有很多条鱼，共有五个品种，问至少捞出多少条鱼，才能保证有五条相同

品种的鱼？（ ）

A.10 B.11 C.20 D.21

8. 一个口袋中有 50 个编上号码的相同的小球，其中编号为 1、2、3、4、5的各有 10

个。取出多少小球，才能保证其中至少有 4个号码相同的小球? （ ）

A.20 个 B.25 个 C.16 个 D.3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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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B。

【解析】求取物品的件数，可从最差情况考虑。

两双颜色相同，最差情况是把一种颜色的袜子全部都拿出来，另外两种颜色都只拿出

一只，再拿出来一只必然会与先前拿出来的配成一双，即一共拿出 3+2+1=6 只。

2. 【答案】C。

3. 【答案】A。

【解析】求同一抽屉中最多的物品数，利用抽屉原理解题。

因为每场球赛有 2个球队参加，所以 11 场球赛共有 11×2=22 队次参加，把 10 个足球

队看成 10 个抽屉，由于 22÷10=2……2(n=1O，m=2，根据抽屉原理 2，赛得最多的球队至

少赛了 2+1=3 场比赛。

4. 【答案】B。

【解析】考查利用排列组合知识构造抽屉。

从 10 位候选人中选 2人共有C102 =45 种不同的选法，每种不同的选法即是一个抽屉。要

保证有不少于 10 位选举人投了相同两位候选人的票，由抽屉原理 2知，至少要有

45×(10-1)+1=406 位选举人投票。

5. 【答案】D。

【解析】考查利用排列组合知识构造抽屉。

根据题意，学生游玩一处的情况有C31=3 种，游玩两处的情况也有C32=3 种，共 6种情况，

即共有 6个抽屉。1999÷6=333……1，根据抽屉原理 2，故至少有 m+l=333+1=334 人游的

地方相同。

6. 【答案】A。

【解析】求至少有几个办公室桌子数一样，即求有几个抽屉中物品一样多。可从任意

的办公室桌子不同构造抽屉。若要让办公室中桌子数不同，可以每个办公室分别为 l、2、

3、4、…、13、14 张，那么 14 个房间需要(1+14)×14÷2=105 张，因此只能有一个办公室

中桌子数减少 105-104=1 张，故最少有 2个办公室的桌子数是一样的。

7. 【答案】D。

【解析】题目要求：有五条相同品种的鱼。最不利情形：每个品种都只捞出 4条，一

共 5×4=20 条件。答案：20+1-21

8. 【答案】C。

【解析】要求取多少球→求取物品的件数，考虑最差情况。

要保证至少有 4个号码相同，最差的情况: 1、2、3、4，5 每个号码各取了 3个，这

时再取一个，一定有一个号码有 4个，所以一共要取 5×3+1=16 个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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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讲 平均数和等差数列问题

一、平均数

平均数=总和÷个数 总和=平均数×个数。

①平均数介于一组数据的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

②n个数据的平均数要增加 x，则总和需要增加 nx。

1. 甲、乙、丙、丁四人做纸花，已知甲、乙、丙三人平均每人做了 37 朵，乙、丙、

丁三人平均每人做了 39 朵，已知丁做了 41 朵，问甲做了多少朵？( )

A.34 朵 B.35 朵 C.36 朵 D.37 朵

2. A、B、C、D、E 五个人在一次满分为 100 分的考试中，得分都是大于 91 的互不相

同的整数。如果 A、B、C的平均分为 95 分，B、C、D的平均分为 94 分，A是第一名，E是

第三名得 96 分。则 D的得分是？( )

A.96 分 B.98 分 C.97 分 D.99 分

3. 一个房间里有 10 个人，平均年龄是 27 岁。另一个房间里有 15 个人，平均年龄是

37 岁。两个房间的人合在一起，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

A.30 B.31 C.32 D.33

4. 一串数字共 15 个，前 10 个的平均数是 23，后 10 个的平均数是 35，中间 5个的平

均数是 26，这 15 个数字的平均数是多少? （ ）

A.33 B.31.5 C.30 D.29

5. 某成衣厂对 9名缝纫工进行技术评比，9名工人的得分恰好成等差数列，9人的平

均得分是 86 分，前 5名工人的得分之和是 460 分，那么前 7名工人的得分之和是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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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2 B.623 C.627 D.631

6. 小王参加了五门百分制的测验，每门成绩都是整数。其中语文 94 分，数学的得 分

最高，外语的得分等于语文和物理的平均分，物理的得分等于五门的平均分，化学的得分

比外语多 2分， 并且是五门中第二高的得分。问小王的物理考了多少分？（ ）

A. 94 B.95 C.96 D.97

7. 今年某高校机械学院、材料学院和经管学院获得拨款的平均额是 550 万，材料 学

院、经管学院和外语学院获得拨款的平均额是 630 万，机械学院和外语学院获得拨款的平

均额是 670 万，则 机械学院获得的拨款额是多少万元？（ ）

A. 430 B. 450 C. 520 D. 550

二、等差数列

从第二项起，每一项与前一项之差为一个常数(固定不变的数)，这样的数列称为等差

数列，这个常数就称为公差，记为 d。

[示例]2、5、8、11、14、17、20、…，从第二项起，每一项-前一项=3，公差 d=3。

①通项公式:末项=首项+(项数-1)×公差，即 an=a1+(n-1)×d。

第 N项=第 M 项+（N-M）×公差

[例一]已知首项 a1=2，公差 d=3，因为第 2项与首项，差一个公差；第 3项与首项差 2

个公差，…第 n项与首项差 n-l 个公差，所以 an=a1+(n-1)×d=2+(n-l)×3=3n-1

由上述分析过程，还可以得到:an-am=(n-m)×d。

②项数公式:项数=(末项-首项)÷公差+1，即 n=（an-a1）÷d+1。

1-


公差

首项末项
项数 首项=末项-(项数-1)×公差

[例二]找数列 4、7、10、13、……、40、43、46 的项数。

首先，这是一个公差为 3的等差数列，所以其项数为(46-4)÷3+1=15 项。

③求和公式:和=(首项+末项)×项数÷2，即 Sn=(a1+an)×n÷2 。

和=
（首项+末项）×项数

�
=中位数×项数=平均数×项数

Sn=
（��+��）×�

�
=na1+

�
�
n(n-l)d

④中项公式：中位数=
和

项数
和=中位数×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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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对称公式:am+an=ai+aj，其中 m+n=i+j。

8. 某剧院有 25 排座位，后一排比前一排多 2个座位，最后一排有 70 个座位。这个剧

院共有多少个座位？（ ）

A.1104 B.1150 C.1170 D.1280

9. 一次展览会上展出一套由宝石串联制成的工艺品，如下图所示，若按照这种规律依

次增加一定数量的宝石，则第 10 件工艺品的宝石为（ ）颗。

A.229 B.231 C.268 D.245

10. 编号为 1-9 的 9 个盒子里共放有 351 粒糖，已知每个盒子都比前一个盒子里多

同样数量的糖。如果 1号盒子里放 11 粒糖，那么后面的盒子比它前一个盒子里多放几粒糖?

（ ）

A.7 B.8 C.9 D.lO

11. 10 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 205，那么其中最小的自然数是多少？（ ）

A.15 B.16 C.17 D.18

12. 1992 是 24 个连续偶数的和，问这 24 个连续偶数中最大的一个是几？( )

A.84 B.106 C.108 D.130

13. 已知有若干连续的奇数：1、3、5、7、9、11、13…所有奇数的和减去该列奇

第一件 第二件 第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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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中的某个奇数得到 608，则被减去的奇数为（ ）。

A.15 B.17 C.19 D.21

14. 某志愿者小组外出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小组成员排成一列进行报数点名，除小

李外，其他志愿者所报数字之和减去小李所报数字，恰好等于 100。问小李是第几位，该

志愿者小组共有多少人？（ ）

A.10 位，16 人 B.10 位，15 人 C.12 位，15 人 D.12 位，16 人

15. 某车间从 3月 2日开始每天调入一人，已知每人每天生产 1件产品，该车间从

3月 1日至 3月 21 日共生产 840 件产品，该车间原有工人多少名? ( )

A．20 B．30 C．35 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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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甲、乙两个数的和是 218，如果再加上一个数丙，这时三个数的平均数比甲、乙两

数的平均数多 5，那么数丙是（ ）。

A.140 B.130 C.124 D.127

2. 在一次法律知识竞赛中，甲机关 20 人参加，平均 80 分，乙机关 30 人参加，平均

70 分，问两个机关参加竞赛的人总平均分是多少分? （ ）

A.76 B.75 C.74 D.73

3. 有四个数，去掉最大的数，其余三个数的平均数是 41；去掉最小的数，其余三个

数的平均数 是 60；最大数与最小数的和是 95。那么这四个数的平均数是多少？（ ）

A. 49.75 B. 51.25 C. 53.75 D. 54.75

4. 某班一次期末数学考试成绩，平均分为 95.5 分，后来发现小林的成绩是 97 分 误

写成 79 分。再次计算后，该班平均成绩是 95.95 分。则该班人数是（ ）。

A. 30 人 B. 40 人 C. 50 人 D. 60 人

5. A、B、C、D、E 五个人做蛋糕。已知 A、B、C平均做 21 个，B、C、D平均做 19 个，

D、E平 均做 22 个，其中 E比 D多做 2个，则 A做了多少个？（ ）

A. 25 B.26 C.27 D.28

6. 某学校组织活动进行队列训练，学生们组成一个 25 排的队列，后一排均比前一 排

多 4个人，最后一排有 125 个学生。则这个队列一共有（ ）个学生。

A. 1925 B. 1875 C. 2010 D. 1765

7. 有一堆粗细均匀的原木，最上面一层有六根，每向下一层增长一根，共堆了 25 层，

这堆原木共有多少根？（ ）

A. 175 B. 200 C. 375 D. 450

8. 小李用几天时间看完了一本 400 页的书，第一天看 30 页，然后每天比前一天多 看

20 页。在小李看书这几天的前半段时间（按整天计算），小李一共看了（ ）页。

A. 130 B. 150 C. 170 D. 190

9. 某部队组织新兵从甲地到乙地进行长途拉练。去的时候第一天走 25 千米，以后 每

天都比前一天多走 5千米，结果最后一天只走 25 千米便到达了目的地。回程时，第一天走

35 千米，以后还 是每天比前一天多走 5千米，结果最后一天只走 30 千米便回到出发地。

则甲、乙两地相距（ ）千米。

A. 175 B. 200 C. 225 D. 250

10. 100 份编号为 1—100 的文件，交给 10 名文秘进行录入工作，第一个文秘拿走

了 编号为 1的文件，往后每个人都按编号顺序拿走一定数量的文件，且后边每一个人总是

比前一个多拿两份， 第 10 个人拿走的文件编号之和比第 5个人拿到的文件编号之和大多

少？（ ）

A. 1282 B. 1346 C. 1458 D.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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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C。

【解析】甲、乙平均为 218÷2=109，三数平均为 109+5=114，三数总和为 114×3=342，

丙应该为 342-218=124。

2. 【答案】C。【解析】总平均分=总成绩÷总人数=(20×80+30×70)÷(20+30)=74 分。

3. 【答案】A。

【解析】设四个数字为 a，b，c，d，其中 a最大 d最小，则 有：b+c+d=41×3=123，

a+b+c=60×3=180，a+d=95，三式相加可得 a+b+c+d=199，平均数应略小于 50，选择 A。

4. 【答案】B。

【解析】假设其他同学的部分为 A，班上有 N名同学，则：

5. 【答案】C。

【解析】

6. 【答案】A。

【解析】根据变形的项数公式：首项=125-24×4=29，再根据求和公式：总和=（29+125）

×25÷2=1925， 选择 A。

7. 【答案】D。

【解析】根据变形的项数公式：末项=6+24×1=30，再根据求和公式：总和=（6+30）

×25÷2=450，选择 D。

8. 【答案】B。

【解析】直接列出每天看书的页数：400=30+50+70+90+110+50，所以小李共花了 6天

读完这本书， 因此前半段时间看了 30+50+70=150（页），答案选 B。

9. 【答案】B。

【解析】根据题意，去时一共走了（25+25+30+35+40+45+…）千米，回来时一共走

（30+35+40+45+50+…）千米，这两个数字必须是相等的。通过比较，我们消去相同项，只

有当第一个数列 加到 45，第二个数列加到 50 时，这两个数列求和是相等的，此时每个数

列之和为 200，也即甲、乙两地相距 200 千米，选择 B。

10. 【答案】D。

【解析】这 10 名文秘分别拿了 1、3、5、7…份文件，是一个奇数数列，说明前 N个

人共拿了 N2 份文件。

前 4个人拿了 16 份，前 5个人拿了 25 份，说明第 5个人拿了第 17、18、19、…、24、

25 份文件；同理，前 9个人 拿了 81 份，前 10 个人拿了 100 份，说明第 10 个人拿了第 82、

83、84、…、99、100 份文件。前者相加为（17+25）×9÷2=189，后者相加为（82+100）

×19÷2=1729，两个数相差 1540，选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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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讲 年龄问题
年龄问题是指研究两人或者多人之间的年龄变化和关系的问题。行测考试中常常涉及

两人或者多人年龄之间的倍数关系。

常见考查方式:今年小宁 8岁，妈妈 32 岁，那么再过多少年妈妈的岁数是小明的 2倍?

年龄问题原则:

①任何两人年龄差不变；

②两人年龄之间的倍数关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小的；

③每过一年，所有的人都长了一岁。

上例中，今年小宁比妈妈小 32-8=24 岁，那么小宁与妈妈的年龄差永远为 24 岁。

当小宁从 8岁长到 12 岁时，妈妈也长 4岁，变为 32+4=36 岁。两人年龄的倍数由 32

÷8=4 倍，变化到 36÷12=3 倍。

一、如何解年龄问题

解决年龄问题的关键在于“年龄差不变”。一般说来解决年龄问题需要从表示年龄间关

系的条件入手理解数量关系，必要时可借助线段图和表格进行分析。主要的思考方式如下:

(1)分析年龄关系时，如果能得出数量关系为“差倍”、“和倍”或“和差”，可对应利

用“差倍”、“和倍”或“和差”问题数量关系列式解题。

由上例可知，两人的年龄差为 24 岁

妈妈年龄是小宁的 2倍时，妈妈年龄-小宁=24 岁 差倍问题

由差倍问题公式可得，小宁年龄为 24÷(2-1)=24 岁，即小宁 24 岁时，妈妈的年龄等

于小宁的 2倍，因此再过 24-8=16 年。

(2)因为行测考试中，数学运算均为选择题，对于表述直接的年龄问题，没有解题思路，

或者计算比较繁琐时，可采用代入排除法。

1. 姐姐今年 13 岁，弟弟今年 9岁，当姐弟俩岁数和是 40 岁时，姐姐多少岁? （ ）

A.22 B.34 C.36 D.43

1.多人之间的年龄问题

多人之间的年龄问题在行测考试中出现的频率略有增加，它主要考查多个人之间的年

龄关系变化。解决此类题目的重点为规律③:每过一年，所有的人都长了一岁。

2. 父亲与两个儿子的年龄和为 84 岁，12 年后父亲的年龄等于两个儿子的年龄之和，

请问父亲现在多少岁? （ ）

A.24 B.36 C.48 D.60

3. 哥哥现在的年龄是弟弟当年年龄的 3倍，哥哥当年的年龄与弟弟现在的年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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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与弟弟现在年龄的和是 30 岁。问哥哥现在多少岁？（ ）

A.15 B.16 C.18 D.19

4. 爸爸、哥哥、妹妹 3个人，现在年龄和为 64 岁。当爸爸是哥哥年龄 3倍时，妹妹

是 9岁，当哥哥是妹妹年龄 2倍时，爸爸 34 岁。现在爸爸的年龄是（ ）岁。

A.34 B.39 C.40 D.42

2.三等分结论

甲、乙两人年龄不等，已知当甲像乙现在这么大时，乙 m岁；当乙像甲现在这么大时，

甲 n岁(n>m)， 问甲、乙现在的年龄。

对于此类题目，利用三等分结论可以直接求解:

三等分结论:若甲像乙现在那么大时，乙 m岁，乙像甲现在那么大时，甲 n岁(n>m)，

那么甲比乙大 岁，甲现在为 岁,乙现在为 岁。

甲对乙说：“当我的岁数是你现在的岁数时，你才 5岁。”乙对甲说：“当我的岁数是你

现在的岁数时，你将 50 岁。”那么，甲现在( )岁，乙现在( )岁。

5. 哥哥对弟弟说:“当我在你现在的年龄时，你才 7岁”。弟弟对哥哥说：“当我长到

你现在的年龄时，你已 22 岁了”，问弟弟现在多少岁? （ ）

A.12 B.15 C.17 D.19

6. 甲对乙说：当我的岁数是你现在岁数时，你才 4岁。乙对甲说：当我的岁数到你现

在岁数时，你将有 67 岁。甲乙现在各有？（ ）

A.45岁，26岁 B.46岁，25岁 C.47岁，24岁 D.48岁，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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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龄推理题

常见的特殊情况为：经过了 N年，所有人增长的岁数和不是 N的倍数，这说明 N年前

有人没有出生，从而可直接求出该人的年龄。

7. 小芬家由小芬和她的父母组成，小芬的父亲比母亲大 4岁，今年全家年龄的和是

72 岁，10 年前这一家全家年龄的和是 44 岁。今年父亲多少岁? （ ）

A.33 B.34 C.35 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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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 父亲今年 44 岁，儿子今年 16 岁，当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年龄的 8倍时，父子的年

龄和是多少? （ ）

A.36 B.54 C.99 D.162

2. 兄弟俩今年的年龄之和是 35 岁，当哥哥像弟弟现在这样大时，弟弟的年龄恰好是

哥哥年龄的一半，则哥哥今年年龄为( )岁。

A.20 B.21 C.23 D.22

3. 小华今年 8岁，他和爸爸、妈妈三人年龄之和为 81 岁。若干年后，三人平均年龄

是 34 岁。到那时，小华的年龄是( )岁。

A.14 B.15 C.16 D.17

4. 5 年前甲的年龄是乙的三倍，10 年前甲的年龄是丙的一半，若用 y表示丙当前的年

龄，下列哪一项能表示乙的当前年龄?（ ）

A
y
6
+5 B.

5y
3
+10 C.

y−10
3

D.3y-5

5. 哥哥 5年后的年龄与弟弟 3年前的年龄和是 29 岁，弟弟现在的年龄是两人年龄差

的 4倍。哥哥今年几岁? （ ）

A.lO B.12 C.15 D.18

6. 当哥哥的年龄是弟弟现在的年龄时，哥哥的年龄是弟弟年龄的 3倍，当弟弟的年龄

是哥哥现在的年龄时，他们两人的年龄和是 48 岁，弟弟现在多少岁? （ ）

A.12 B.ll C.1O D.9

7. 在一个家庭里，现在所有成员的年龄之和为 73 岁。家庭成员中有父亲、母亲、一

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父亲比母亲大 3岁，女儿比儿子大 2岁。四年前家庭所有人的年龄总

和是 58 岁，现在儿子多少岁? （ ）

A.3 B.4 C.5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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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真题练习参考答案

1. 【答案】A。

【解析】抓住年龄差不变的核心，利用差倍关系求解。

父子年龄差为 44-16=28，当父亲年龄是儿子年龄 8倍时，也即年龄差是儿子年龄的 7

倍。此时儿子年龄为 28÷7=4 岁，父亲的年龄为 4×8=32 岁，二者年龄和为 4+32=36 岁。

2. 【答案】B。

【解析】设弟弟当时的年龄为 x，则哥哥当时的年龄为 2x，年龄差为 x。

弟弟今年年龄为 2x，则哥哥今年年龄为 3x，则 2x+3x=35，解得 x=7 岁，因此哥哥今

年 3×7=21 岁。

3. 【答案】B。

【解析】三人平均年龄 34 岁时，三人年龄和为 34×3=102 岁，比小华 8岁时的年龄总

和多了 102-81=21 岁，每人都长了 21÷3=7 岁，即过了 7年。所以小华的年龄为 8+7=15 岁。

4. 【答案】A。

【解析】涉及三个人的年龄关系，比较复杂，为便于分析，可将年龄关系列成表格。

5. 【答案】C。

【解析】由“哥哥 5年后的年龄与弟弟 3年前的年龄和是 29 岁”可知，哥哥和弟弟现

在的年龄和为 29+3-5=27 岁。设两人的年龄差为 x， 则弟弟现在的年龄为 4x，哥哥现在的

年龄为 4x+x=5x，两人的年龄和为 4x+5x=9x=27，解得 x=3，所以哥哥今年为 15 岁。

另解，由第二个条件可知哥哥的年龄应是 5的倍数，排除 B、D。代入可知 A不符合题

意，所以选 C。

6. 【答案】A。

【解析】用实线段分别表示弟弟和哥哥现在的年龄，两条实线段的长度之差表示年龄

差。

假设“当哥哥的年龄是弟弟现在的年龄时，哥哥的年龄是弟弟年龄的 3倍”时弟弟的

年龄为 1份，则弟弟现在的年龄是 3份，哥哥现在的年龄是 5份，哥哥和弟弟的年龄差是

2份。那么“当弟弟的年龄是哥哥现在的年龄时”，哥哥的年龄是 5+2=7 份，那么两人的年

龄和是 7+5=12 份，即每一份为 48÷12=4 岁。所以弟弟现在的年龄是 4×3=12 岁。

7.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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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四个人经过 4年，年龄和应该增加 4×4=16 岁，但是实际上只增加了 73-58=15

岁，说明有一个人的年龄没增加，这只能说明四年前儿子还没出生，因此现在儿子应该 3

岁，选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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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讲 和定最值问题

课前导学

已知若干个整数的和并给出其他限制条件，然后要求确定其中某个数的最大值或最小

值，这类问题被称为和定最值问题。和定最值有多种不同的类型，解答的关键点如下：

1.要求最大值，则要使其他量尽可能的小；要求最小值，则要使其他量尽可能的大。

2.当数据可以相等时，要注意考虑“数据相等”这一极端情况。

3.当数据要求互不相等时，要注意考虑“数据按连续整数分配”这一极端情况。

求最大量的最大值：5个互不相同的正整数和为 75，中位数是 18，则其中最大数的最

大值可能是多少？

【解析】要令最大数尽可能大，则另外 4个数尽可能小。因为 5个数各不相同，中位

数 18 即第三大数，所以这 4个数为 1、2、18、19 时，它们的和最小，最大数的最大值可

能为 75-(1+2+18+19)=35。

求最大量的最小值：现有 21 朵鲜花分给 5人，若每个人分得的鲜花数各不相同，则分

得鲜花最多的人至少分得几朵鲜花？

【解析】解题思路：让各个分量尽可能的“均等”且保持大的量仍大、小的量仍小。

要令分得最多的人鲜花数最少，那么其他 4个人分得的鲜花数尽可能多且尽量接近最

多的那个人。21÷5=4……1，5个人分得 2、3、4、5、6朵，因为每个人分得的鲜花数各

不相同，剩余 1朵分给鲜花最多的人，则最多的人至少分得 6+1=7 朵。

求最小量的最小值：6个数的和为 48，已知各个数各不相同，且最大的数是 11，则最

小数最少可能是多少？

【解析】解题思路：让其他值尽量大,要令最小数尽可能小，则其他 5个数要尽可能大。

因为 6个数各不相同，且最大的数是 11，所以 5 个数为 11、10、9、8、7 时，它们的和最

大，最小数的最小值可能是 48-(11+10+9+8+7)=3。

求中间量的最大值：有 21 朵鲜花分给 5人，若每个人分得的鲜花数各不相同，则分得

鲜花第三多的人最多分得几朵鲜花？

【解析】解题思路：让前面的值尽可能“均等”，后面的值尽量小。

要使第三多的人分得鲜花最多，则鲜花数最少的 2个人应尽可能少，分别为 1朵、2

朵。其余3个人的鲜花数量差距尽可能小，这3个人的鲜花总数为21-(1+2)=18朵，18÷3=6，

前 3个人的鲜花数分别为 7、6、5朵，第三多的人最多分得 5朵。

求中间量的最小值：有 21 朵鲜花分给 5人，若每个人分得的鲜花数各不相同，且最多

不能超过 7朵，则分得鲜花第三多的人最少分得几朵鲜花？

【解析】解题思路：让前面的值尽量大，后面的值尽可能“均等”。

要使第三多的人分得鲜花最少，则鲜花最多的 2个人应尽可能多，且不超过 7朵，分

别为 7朵、6朵。其余 3个人的鲜花数量差距尽可能小，这 3个人的鲜花总数为 21-(7+6)=8

朵，8÷3=2……2，后 3个人分得 3、2、1朵。因为每个人分得的鲜花数各不相同，剩余 2

朵分给第三多、第四多的人，则第三多的人最少分得 4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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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增强职工的锻炼意识，某单位举行了踢毽子比赛，比赛时长为 1分钟，参加比赛

的职工平均每人踢了 76 个。已知每人至少踢了 70 个，并且其中有一人踢了 88 个，如果不

把该职工计算在内，那么平均每人踢了 74 个。则踢得最快的职工最多踢了多少个？

A.88 B.90 C.92 D.94

2. 某城市 9月平均气温为 28.5 度，如当月最热日和最冷日的平均气温相差不超过 10

度，则该月平均气温在 30 度及以上的日子最多有多少天？

A.21 B.26 C.25 D.24

3. 现有 26 株树苗，要分植于 5片绿地上，若使每片绿地上分得的树苗数各不同，则

分得树苗最多的绿地至少可以分得几株树苗？

A.8 B.7 C.6 D.5

4. 某单位 2011 年招聘了 65 名毕业生，拟分配到该单位的 7个不同部门。假设行政

部门分得的毕业生人数比其他部门都多，问行政部门分得的毕业生人数至少为多少名？

A.10 B.11 C.12 D.13

5. 某单位举行趣味体育比赛，共组织了甲、乙、丙、丁 4个队。比赛共 5项，每项第

一名得 3分，第二名得 2分，第三名得 1分，第四名不得分。已知甲队获得了 3次第一名，

乙队获得了 3 次第二名，那么得分最少的队的分数不可能超过多少分？

A.5 B.6 C.7 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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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某连锁企业在 10 个城市共有 100 家专卖店，每个城市的专卖店数量都不同。如果

专卖店数量排名第 5多的城市有 12 家专卖店，那么专卖店数量排名最后的城市，最多有几

家专卖店？

A.2 B.3 C.4 D.5

7. 8 名学生参加某项竞赛，共得 131 分。已知每人得分各不相词，且最高是 21 分，则

最低分最少可能是多少？

A.1 B.2 C.3 D.5

8. 100 人参加 7项活动，已知每个人只参加一项活动，而且每项活动参加的人数都不

一样。那么，参加人数第四多的活动最多有几人参加？

A.22 B.21 C.24 D.23

9. 一学生在期末考试中 6门课成绩的平均分是 92.5 分，且 6门课的成绩是互不相同

的整数，最高分是 99 分，最低分是 76 分，则按分数从高到低居第三的那门课至少得分为：

A.93 B.95 C.96 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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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参考答案与解析

1. 【解析】设参加比赛的职工人数为 x，根据题意列方程 76x-88=74×(x-1)，解得

x=7 人，所有职工总共踢了 76×7=532 个。题目要求最快的职工最多踢了多少个，那么其

他职工应尽可能少踢。已知每名职工至少踢了 70 个，那么除去踢得最多的和踢了 88 个的，

其余职工都应当踢了 70 个，所以踢得最快的职工最多踢了 532-88-70×(7-2)=94 个。

2. 【解析】本月各天的温度和为 28.5×30=855 度，要使平均气温在 30 度及以上的日

子最多，则应使最热日的温度尽量低，为 30 度，最冷日的温度尽量低，又已知最热日和最

冷日的平均气温差不超过 10 度，所以最冷日的最低温度为 20 度。设该月平均气温在 30

度及其以上的日子最多有 x天，则 x应满足 30x+20×(30-x)≤855，解得 x≤25.5。所以最

多有 25 天。

3. 【解析】要令树苗最多的绿地分得树苗最少，则另外四片的数量应尽可能大且尽量

接近最多的绿地。 26÷5=5……1，这五片绿地分别得到 3、4、5、6、7株树苗，因为每片

绿地上的树苗数不同，剩余 1株树苗分给最多的绿地，有 7+1=8 株，选 A。

4. 【解析】要使分得毕业生人数最多的行政部门人数最少，则其余部门人数尽可能多，

即各部门人数尽量接近（可以相等）。65÷7=9……2，平均每部门人数至少为 9人，则剩余

2人分给行政部门有 9+2=11 人。

5. 【解析】总分为（3+2+1）×5=30 分。已知甲至少得 3×3=9 分，因为四队平均积

分是 30÷4=7.5，所以甲肯定不是得分最少的队。其余三队得分至多为 30-9=21，没说各队

得分不同，则得分最少的队至多为 21÷3=7 分。

6. 【解析】若想使排名最后的数量最多，则其他专卖店数量尽可能少。因为每个城市

的专卖店数量都不同，第 5名为 12 家，则第 4、第 3、第 2、第 1名分别为 13、14、15、

16 家，则前五名的总数量为 14×5=70 家，后五名的总数量为 100-70=30 家。求最小值的

最大情况，让所有的值尽可能接近，成等差数列，可求得第 8名为 30÷5=6，则第 6到第

10 名分别为 8、7、6、5、4家。即排名最后的最多有 4家。

7. 【解析】要想最低分尽可能地低，则其他 7人分数应尽可能地高。已知每人得分各

不相同且最高是 21 分，则其他 7人的分数为 21+20+19+18+17+16+15=126 分，最低分为

131-126=5 分。

8. 【解析】把这 7项活动分为 2组，（1-4 项）、（5-7 项）。要让第 4项人数最多，则

（5-7 项）尽量少，最少为 1+2+3=6 人，（1-4 项）最多有 100-6=94 人。94÷4=23.5，当前

四项的活动有 25、24、23、22 人参加时，第四多的活动人数最多为 22 人。

9. 【解析】分数从高到低排列，第 2〜5 门分数之和为 92.5×6-99-76=380，要令第 3

门成绩尽量小，则第 2门成绩尽可能大，为 98 分。于是第 3〜5 门总成绩为 380-98=282

分。总分一定，要令第 3门尽量小，则 3、4、5门的成绩呈等差数列。可知第 4门成绩为

平均数 282÷3=94 分，第 3门课至少为 9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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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真题练习

1.254 个志愿者来自不同的单位，任意两个单位的志愿者人数之和不少于 20 人，且任

意两个单位的志愿者人数不同，问这些志愿者所属的单位数最多有几个？

A.17 B.15 C.14 D.12

2.8 个人比赛国际象棋，约定每两人之间都要比赛一局，胜者得 2分，平局得 1分，

负的不得分。在进行了若干局比赛之后，发现每个人的分数都不一样。问最多还有几局比

赛没比？

A.3 B.7 C.10 D.14

3.电视台要播放一部 30 集电视连续剧，如果要求每天安排播出的集数互不相等，该电

视剧最多可以播（ ）。

A.7 天 B.8 天 C.9 天 D.10 天

4. 五人的体重之和是 423 斤，他们的体重都是整数，并且各不相同。则体重最轻的人，

最重可能重（ ）。

A.80 斤 B.82 斤 C.84 斤 D.86 斤

5.10 个箱子总重 100 公斤，且重量排在前三位的箱子总重不超过重量排在后三位的箱

子总重的 1.5 倍。问最重的箱子重量最多是多少公斤？

15

200
A.

23

500
B.

C.20 D.25

6.一次数学考试满分为 100 分，某班前六名同学的平均分为 95 分，排名第六的同学得

86 分，假如每个人得分是互不相同的整数，那么排名第三的同学最少得多少分？

A.94 B.97 C.95 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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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练习参考答案与解析

1.【答案】B。 解析：这组数据的总和为 254，当单位志愿者人数为等差数列的时候

满足“任意两个单位志愿者人数不同”且离散性最差，这时单位数最多。任意两个单位志

愿者人数之和不少于 20 人限定了最少的两个单位人数之和不少于 20，为 10、11。

10+11+12+…+24=255，因此取 9、11、12、13…24 时恰好满足，最多有 15 个单位。

2.【答案】D。 解析：8个人中每两人之间比赛一局，共可比赛 28C2
8  场，每场比赛

2分，共计 28×2= 56 分。要使未比赛的场数尽可能多，则已比赛的场数应尽可能少，即 8

个人现有的分数之和尽可能小，且每个人的分数不一样。显然最小为 0、1、2、3、4、5、

6、7，即现有总分最小为 0+1+2+3+4+5+6+7=28 分。最多还需比赛(56-28)÷2=14 场。

3.【答案】A。 解析：每天播出集数尽可能少，且集数尽量接近。每天播出集数构成

从 1开始的自然 数列。易知 1+2+…+6=21，最后一天播出 30-21=9 集。最多可播 7天。

4.【答案】B。 解析：这五人体重的中位数是 423÷5=84.6，则当他们的体重尽量接

近时体重最轻的人有最大体重。五人体重呈 82、83、84、85、89 分布。

5.【答案】B。 解析：要使最重的箱子重量尽可能大，其余箱子重量应尽可能小，最

极端情况为其余九个箱子重量都相等。设排在后九位的箱子的重量均为 x，可知排在第一

位的箱子的重量为 1.5×3x-2x=2.5x，因此 9x+2.5x=100，解得 23

200
x

,最重的箱子的重

量为 23

500

23

200
5.2 

。

6.【答案】D。 解析：把前六名的得分分为 3组， 名2-1  名5-3  名6第 。要令第 3

名的得分最少，则 名2-1 要尽量多，可知 1-2 名最多得 100+99=199 分。 名5-3 总分最

少为 95×6-86-199=285 分。285÷3=95，三人得分为 96、95、94 时为等差数列，离散性最

差。总分一定，离散性越差，最高分越低， 因此排名第三的同学最少得 9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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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讲 排列组合与概率问题

一、排列组合问题

（一）加法原理与乘法原理

加法原理:完成一件事，共有 n类方案，在第 1类方案中有 ml种不同的方法，在第 2

类方案中有 m2种不同的方法……在第 n类方案中有 mn种不同的方法，那么完成这件事共有

(ml+m2+… +��)种不同的方法。

[例一]从 A地到 B地，坐火车有 3种方法，坐汽车有 5种方法，坐飞机有 2种方法，

那么从 A地到 B地共有多少种方法?

从 A地到 B地有坐火车、汽车和飞机三类方案，因此从 A地到 B地共有 3+5+2=10 种方

法。

乘法原理:完成一件事，需要 n个步骤，在第 1个步骤中有 ml种不同的方法，在第 2

个步骤中有 m2种不同的方法……在第 n个步骤中有 mn种不同方法，那么完成这件事共有

ml×m2×… ×mn种不同方法。

[例二]从 A地到 B地坐飞机需要在 C地转机，已知从 A地到 C地有 4种方法，从 C地

到 B地有 3种方法，那么，从 A地到 B地共有多少种方法?

从 A地到 B地，需要分两个步骤完成，第一步从 A地到 C地，第二步从 C地到 B地，

因此从 A地到 B地共有 4×3=12 种方法。

小结:分类用加法原理，分步用乘法原理。

（二）基本概念

排列:从 n个不同元素中任取 m个元素按照一定的顺序排成一列，叫做从 n个元素中取

出 m个元素的一个排列。所有不同排列的个数，称为从 n个不同元素中取出 m个元素的排

列数，一般我们记作Anm。
Anm=n×(n-1)×…×(n-m+1) 。

[例三]从 10 个孩子中选出 4个孩子排成一行，有多少种排法?

第一步，从 10 个孩子中选出 1个排在第一位，共有 10 种排法；

第二步，从剩下的 9个孩子中选出 1排在第二位，共有 9种排法；

第三步，从剩下的 8个孩子中选出 1个排在第三位，共有 8种排法；

第四步，从剩下的 7个孩子中选出 1个排在第四位，共有 7种排法。

根据乘法原理，共有 10×9×8×7 种，也即A104 种排法。

全排列:当 n个不同元素全部取出按照一定的顺序排成一列时，叫做 n个不同元素的一

个全排列。

此时，全排列数Anm=n×(n-1)×…×3×2×1=n!。

组合:从 n个不同元素中任取 m 个元素拼成一组，叫做从 n个元素取出 m个元素的一

个组合。所有不同组合的个数，称为 n个不同元素取出 m个组合的组合数，一般我们记作Cnm。

��� =
���

���
=

� �−� ….(�−�+�)
�!

=
�!

�! �−� !
=���−� 其中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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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 从 10 个孩子中选出 4个孩子组成一组，有多少种选法?

组成一组，即不需要考虑这 4个孩子的顺序，是一个组合问题，因此共有C104 种选法。

上面两个示例的区别是，“排成一列”需要考虑这 4个孩子的顺序，“组成一组”不需

要考虑他们的顺序。实际上，第一个例子也就相当于在第二个例子的基础上，再将这 4个

孩子排成一列，则根据乘法原理，A104 =C104 ·A44。
所以，排列与组合的关系:Anm =Cnm·Amm。
小结:考虑顺序用排列，不考虑顺序用组合。

（三）基本解题策略

1.合理分类策略

当题干描述的情况相对复杂，又不能很快找到突破口时，应深入分析，针对不同的情

况，进行合理分类，将复杂过程转化为简单的情况进行计算。

需要注意的是:①类与类之间必须互斥(互不相容)；②分类涵盖所有情况。

1. 某班同学要订 A、B、C、D四种学习报，每人至少订一种，最多订四种，那么每个

同学有多少种不同的订报方式?（ ）

A.10 B.12 C.15 D.18

2.准确分步策略

当题干描述的问题不能一步计算时，应针对题干所给问题，进行准确分步，将问题分

解为多个步骤来进行计算。

需要注意的是:①步与步之间互相独立(不相互影响)；②步与步之间保持连续性。

2. 要求厨师从 12 种主料中挑选出 2种、从 13 种配料中挑选出 3种来烹饪某道菜肴，

烹饪的方式共有 7种，那么该厨师最多可以做出多少道不一样的菜肴?（ ）

A.131204 B.132132 C.130468 D.133456

在行测考试中，有时还需要将“分步”和“分类”有机结合，可以是“类”中有“步”，

也可以是“步”中有“类”。

3.先组后排策略

当排列问题和组合问题相混合时，应该先通过组合问题将需要排列的元素选择出来，

然后再进行排列。

3. 班上从 7名男生和 5名女生中选出 3男 2女去参加五个竞赛，每个竞赛参加一人。

有多少种选法? （ ）

A.120 B.600 C.1440 D.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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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用方法

1.捆绑法

在排列问题中，如果题中要求两个或多个元素“相邻”时，可将这几个元素捆绑在一

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

4. 6 个人站成一排，要求甲、乙必须相邻，那么有多少种不同的排法? （ ）

A.280 B.120 C.240 D.360

2.插空法

在排列问题中，如果题中要求两个或多个元素“不相邻”时，可先将其余无限制的 n

个元素进行排列，再将不相邻的元素插入无限制元素之间及两端所形成的(n+1)个“空”中。

如果所有元素完全相同，即为组合问题，则不需要进行排列，只需要将不相邻的元素

插入空中即可。

5. 6 人站成一排，要求甲、乙必须不相邻，有多少种不同的排法? （ ）

A.240 B.480 C.360 D.720

6. 某城新修建的一条道路上有 12 盏路灯，为了节省用电而又不影响正常的照明，可

以熄灭其中三盏灯，但两端的灯不能熄灭，也不能熄灭相邻的两盏灯，那么熄灯的方法共

有多少种? （ ）

A. C83 B. A83 C. C93 D. C113

3.隔板法

如果题中要求将 n个相同元素分成 m组，且每组“至少一个”元素时，可用(m-l)个“挡

板”插入这 n个元素之间形成的(n-1)个”空”中，将元素隔成 m组，此时有Cn−1m−1种情况。

7. 将 10 台相同的电脑分配给 5个村，每村至少一台，那么有多少种不同的分配方法?

（ ）

A.126 B.320 C.3024 D.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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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南阳中学有语文教师 8名、数学教师 7名、英语教师 5名和体育教师 2名。现要从

以上四科教师中各选出 1名教师去参加培训，问共有几种不同的选法？（ ）

A. 96 B. 124 C. 382 D. 560

9. 从甲地到乙地每天有直达班车 4班，从甲地到丙地每天有直达班车 5班，从丙 地

到乙地每天有直达班车 3班，则从甲地到乙地共有（ ）不同的乘车法。

A. 12 种 B. 19 种 C. 32 种 D. 60 种

分类讨论型

10. 某单位有职工 15 人，其中业务人员 9人。现要从整个单位选出 3人参加培训，

要求其中业务人员的人数不能少于非业务人员的人数。问有多少种不同的选人方法？（ ）

A. 156 B. 216 C. 240 D. 300

11. 甲、乙两个科室各有 4名职员，且都是男女各半。现从两个科室中选出 4人参

加 培训，要求女职员比重不得低于一半，且每个科室至少选一人。问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法？

（ ）

A.67 B.63 C.53 D. 51

分步计算型

12. 某科室共有 8人，现在需要抽出两个 2人的小组到不同的下级单位检查工作，

问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安排方案？（ ）

A. 210 B. 260 C. 420 D. 840

13. 一次会议某单位邀请了 10 名专家，该单位预定了 10 个房间，其中一层 5间、

二层 5间。已知邀请专家中 4人要求住二层、3人要求住一层、其余 3人住任一层均可。

那么要满足他们的住房要求且每人 1间，有多少种不同的安排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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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200 B.7200 C.450 D.75

14. 张明去玩具商店给儿子买玩具，他准备挑选四个玩具枪中的一个，三种球类中

的一类，五种积铁中的两种，若不考虑挑选次序，问可以有几种选择方法？（ ）

A.120 B.130 C.140 D.150

15. 小张在下周有 3项工作要完成，如果每天只做一项工作，每项工作可以安排在

周一到周五这 5天中的任何一天，问共有多少种安排方法？（ ）

A.10 B.20 C.60 D.120

16. 某办公室共有 7个科员，2个副主任，现安排 1个副主任带领 4个科员外出考

察，不同的安排方案共有（ ）种。

A.70 B.210 C.212 D.420

二、错位排列问题

错位排列问题：有n封信和n个信封，则每封信都不装在自己的信封里，可能的方法的

种数计作Dn,则：D1＝ ，D2＝ ，D3＝ ，D4＝ ，D5＝ ，D6＝

17. 甲、乙、丙、丁四个人站成一排，已知：甲不站在第一位，乙不站在第二位，

丙不站在第三位，丁不站在第四位，则所有可能的站法数为多少种？（ ）

A.9 B.44 C.265 D.256

18. 小明给住在五个国家的五位朋友分别写一封信，这些信都装错了信封的情况共

有多少种?( )

A．32 B．44 C．64 D．120

19. 五个瓶子都贴了标签，其中恰好贴错了三个，则错的可能情况共有多少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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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B.10 C.12 D.20

20. 幼儿园某小班有 7名小朋友，上课铃响慌乱中迅速回到座位上，结果只有 3名

小朋友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之上，请问这样的情况一共有多少种?( )

A.315 B.350 C.385 D.420

三、概率问题

概率，是一个在 0到 1之间的实数，是对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度量。随机事件概

率的计算首先应确定该随机事件的概率模型。

概率问题核心公式

1.单独概论=
满足条件的情况数

总的情况数

2.某条件成立概率＝1-该条件不成立的概率

3.分步概率＝满足条件的每个步骤概率之积

4.总的概率＝满足条件的各种情况概率之和

5.条件概率：“A成立”时“B成立”的概率＝A、B同时成立的概率÷A成立的概率

在行测考试中常见的几种概率模型有以下三种:

1.普通概率

将所有情况分成 n个等可能的情形事件 A包括了其中的 m个情形那么称事件 A发生的

概率为 P（A）=
m
n
。

假设事件 B为“事件 A没有发生”，则事件 B的对立面为“事件 A 一定会发生”，即

P(A)+P(B)=1,故 P(A)=1-P(B)。

例题 1.将一个硬币掷两次，恰好有一次正面朝上且有一次反面朝上的概率是多少?

（ ）

A.
1
2

B.
1
3

C.
1
4

D.
2
3

解析：每次掷币、正面朝上或反而朝上的可能性相等。硬币投掷两次一共可能的情况

有 4种，分别为：（正、正）、（正，反），（反、正）、（反、反），其中有一次为正

且有一次为反的情况有 2种，所以其概率为
2
4
=
1
2
。

另解，全部情况的概率为 1，同时为正面和同时反面的概率均为
1
2
×

1
2
=
1
4
，则一正一反的

概率为 1-2×
1
4
=
1
2

此题答案为 A。

2.条件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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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A在另外一个事件 B已经发生条件下的发生概率。条件概率表示为 P(A｜B)，读

作“在 B条件下 A发生的概率”。

P(A｜B)=
P（AB）
P(B)

，其中 P(AB) 为 AB 同时发生的概率，P(B)为 B 发生的概率。

例题 2.小孙的口袋里有四颗糖，一颗巧克力味的，一颗果味的，两颗牛奶味的。小孙

任意从口袋里取出两颗糖，他看了看后说，其中一颗是牛奶味的。问小孙取出的另一颗糖

也是牛奶味的可能性(概率)是多少? （ ）

A.
1
3

B.
1
4

C.
1
5

D.
1
6

解析:题目要求在其中一颗是牛奶味的前提下求另一颗糖也是牛奶味的概率，因此本题

为条件概率问题。

事件 B(已经发生的条件):一颗是牛奶糖；

事件 A:另一颗糖是牛奶糖；

事件 AB: 两颗糖都是牛奶糖。

从四颗糖中取出两颗，有C42=6 种情况，其中一颗是牛奶味的情况有C42-1=5 种(减去的

这 1 种，是取出的两颗糖一颗是巧克力味，一颗是果味这种情况)，则 P(B)=
5
6
；

两颗糖都是牛奶糖的情况有 1种，则 P(AB)=
1
6
。

P(A｜B)=
P（AB）
P(B)

=
1
5

此题答案为 C。

另解，此题也将事件 B“一颗是牛奶糖”发生的情况看成是 5种等可能的情形，事件

AB 发生的情形包含了其中的 1种情形，则根据普通事件概率可知，所求概率为
1
5
。

3.多次试验概率

如果在一次试验中事件 A发生的概率为 p，在 n次独立重复试验中，事件 A发生 k次

的概率 P(k)= Cnkp
k
(1-p)

n-k
。

[示例]某人进行一次射击练习，已知其每次射中靶心的概率是 80%，求此人 5次射击

中有 4次命中的概率。

已知 5次射击有 4次命中，先选出具体哪 4次命中，选取的方法有C54种；每次命中的

概率是 80%，剩下一次没有命中，概率为(1-80%)，

根据乘法原理，所求概率为C54（80%)
4
(1-80%)=40.96%。

例题 3.某斯诺克比赛的规则是 11 局 6 胜制。甲、乙两位球手对阵，在每局比赛中，

甲、乙获胜的概率分别是 60%和 40%，若前 3局甲已经连胜 3局，问甲在第 11 局才取得比

赛胜利的概率大约是多少? （ ）

A.0.02 B.0.03 C.0.05 D.0.06

解析:在每局比赛中，甲获胜的概率不变，因此甲在 n局比赛中获胜 k次的概率为多次

试验概率。

甲在第 11 局比赛才取得比赛胜利，说明甲在接下来的 7局比赛中获胜 2局，且在最后

一局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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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次试验概率的计算公式，甲在接下来的 7局比赛中获胜 2局的概率:

P（k=2）=C72（60%)
2
(1-60%)

5
； 甲最后一局获胜的概率为 60%，根据乘法原理，所求

概率为 P(k=2)×60%≈0.05。

此题答案为 C。

21. 某商场为招揽顾客，推出转盘投资活动。如图所示，两个数字转盘上的指针都

可以转动，且可以保证指针转到盘面上的任一数字的机会都是相等的。顾客只要同时转动

两个转盘，当盘面停下后，指针所指的数相乘为奇数即可以获得商场提供的奖品，则顾客

获奖的概率是（ ）。

A.1/4 B.1/3 C.1/2 D.2/3

22. 某人四级考试通过的概率为 0.4，他准备考三次，则能通过的概率是（ ）。

A.0.216 B.0.064 C.0.784 D.0.4

23. 乒乓球比赛的规则是五局三胜制。甲、乙两球员的胜率分别是 60％与 40%。在

一次比赛中，若甲先连胜了前两局，则甲最后获胜的胜率是？（ ）

A.为60% B.在81%—85％之间

C.在86%—90％之间 D.在91％以上

24. 盒中有 4个白球 6个红球，无放回地每次抽取 1个，则第二次取到白球的概率

是？（ ）

A.2/15 B.4/15 C.2/5 D.3/5

25. 有一个摆地摊的摊主，他拿出 3个白球，3个黑球，放在一个袋子里，让人们

摸球中奖。只需 2元就可以从袋子里摸 3个球，如果摸到的 3个球都是白球，可得 10 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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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那么中奖的概率是多少?如果一天有 300 人摸奖，估计摊主能赚走多少元?( )

A．1/40，350 B.1/20，450 C.1/30，420 D．1/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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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1. 【答案】C。

【解析】每个同学所订报纸的数量和种类各不相同，数量包括一种、二种、三种、四

种这四种情况。因此，可以很方便按照数量进行分类:

①订一种时有C41=4 种；②订两种时有C42=6 种；

③订三种时有C43=4 种；④订四种时有C44=1 种。

根据加法原理，订报方式共有 4+6+4+1=15 种。

快解:此题也可分步考虑。对于每一种报纸都有订和不订两种情况，根据乘法原理，共

有 2
4
种订报方式，减去每种报纸都不订这一种情况，则所求为 2

4
-1=15 种。此题答案为 C。

2. 【答案】B。

【解析】解析:烹饪某道菜肴需要挑选主料、配料、烹饪方式三个步骤:

第一步，从 12 种主料中挑选 2种，共有C122 种方式；

第二步，从 13 种配料中挑选 3种，共有C133 种方式；

第三步，从 7种烹饪方式中挑选一种，共有C71种方式。

根据乘法原理，不一样的菜肴共有C122 ×C133 ×C71种。由于选项尾数各不相同，故可以

利用尾数确定结果。C122 的尾数是 6，C133 的尾数是 6，C71=7，6×6×7 的尾数是 2，只有 B

项符合。此题答案为 B。

3. 【答案】D。

【解析】解析:此题既涉及排列问题(参加五个不同的竞赛)，又涉及组合问题(从 12 名

学生中选出 5名) ，应该先组后排。

首先从 7名男生和 5名女生中选出 3男 2女参加比赛，这是组合问题，有C73C52种选法；

再让这 5名学生分别参加五个竞赛，即进行全排列，有A55种选法；

因此一共有C73C52A55=42000 种。

4. 【答案】C。

【解析】要求“甲、乙必须相邻”，则可将甲、乙“捆绑”在一起，看作一个人参与排

列，共有A55=120 种。再考虑甲、乙两人本身的顺序(即甲在乙的左边还是右边)，有A22=2
种。所以共有 120×2=240 种。

5. 【答案】B。

【解析】要求“甲、乙必须不相邻”，可以先将除甲、乙外其他 4人进行全排列有A44=24
种；再将甲、乙插到 4人之间和两端形成的 5个空中，有A52=20 种。

由乘法原理，不同的排法共有 24×20=480 种。

6. 【答案】A。

【解析】共有 12 盏灯，两端的两盏不能熄灭，考虑中间 10 盏灯，由“不能熄灭相邻

的两盏灯”可知，被熄灭的 3盏灯互不相邻，因此，题目可以转化为“10 盏路灯排成一排，

要求被熄灭的 3盏灯互不相邻，有多少种熄灯的方法? ”

可使用插空法。由于这里的灯完全相同，所以不需要进行排列，只需将要熄灭的 3盏

灯插入剩下的 7盏与两端形成的 8个空中，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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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C83=56 种熄灯的方法。

此题答案为 A。

7. 【答案】A。

【解析】解析: 10 台电脑并成一排，中间形成 9个空，在这 9个空中任意插入 4个板，

就把这 10 台电脑分成了 5部分，每一种插法就对应一种分配方法，故有C94=126 种分法。

8. 【答案】D。

【解析】乘法原理，各选 1 名的选法有 8×7×5×2=560 种，选择 D。

9. 【答案】B。

【解析】根据基本的加法原理和乘法原理，一共有：4+5×3=19（种）方法，选择 B。

10. 【答案】D。

【解析】单位共有业务人员 9人，非业务人员 6人。要求 3个人中业务人员不少于非

业务人员，那么只有下面两种情况：

（1）3个业务人员+0 个非业务人员，共有 ：�93=84（种）选法；

（2）2个业务人员+1 个非业务人员，共有�92×�61=216（种）选法；

综上，一共应该有 300 种选人方法，选择 D。

11. 【答案】D。

【解析】满足“女职员比重不得低于一半”共有 3种情形：

（1）4女 0男，只有唯一的 1种选法；

（2）3女 1男，�43×�41 =16（种）选法；

（3）2女 2男，�42×�42 =36（种）选法，其中 2种选法只从一个科室中挑选，还剩 34

种。

综上，一共有 1+16+34=51（种）选法。

12. 【答案】C。【解析】首先，抽调 1个 2人小组到第一个单位，有�82种选法。然

后，再选出另 1个 2人小组到另一个单位，有�62种选法。到两个不同的单位，有 2种方案。

根据乘法原理：共有 2�82×�62 =420（种），选择 C。

13. 【答案】A。

【解析】我们分三步来安排：

（1）先安排 4人住二层，�54=120；（2）再安排 3人住一层，�53=60；（3）最后安排

剩下 3人，�33=6； 乘法原理，三个数字相乘，得到 43200，选择 A。

14. 【答案】A。

【解析】根据乘法原理共有 4×3×�52 =120（种）选法。所以选择 A选项。

15. 【答案】C。

【解析】排列问题，五天中挑三天来做工作，这 3天与顺序有关。所以�53=60
16.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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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乘法原理共有�21 × �74=70（种）。所以选择 A选项。

17. 【答案】A。

18. 【答案】B。

19. 【答案】D。

【解析】先从五个瓶子中选出三个瓶子，共有�53=10 种方法；然后对这三个瓶子

进行错位排列共有D2=2 种方法。因此，所有可能的方法数为 10×2=20 种。

20. 【答案】A。

【解析】先从 7名小朋友中选出 4名小朋友，共有�74=35 种方法；然后对这 4名小朋

友进行错位排列共有�4=9 种方法。因此，所有可能的方法数为 35×9=315 种方法。

快解：�4=9，所以正确答案是 9的倍数。

21. 【答案】B。

【解析】相乘为奇数的情况需要两个转盘均为奇数。第一个转盘转到奇数的概率为
2
3
，

第二个转盘转到奇数的概率为
1
2
，分步相乘得到

1
3
，选择 B。

22. 【答案】C。

【解析】解一：他通过考试一共有三种情况：①考一次以能通过的概率为 0.4；②考

第二次才能通过的概率为 0.6×0.4=0.24；③考第三次才能通过的概率为

0.6×0.6×0.4=0.144，因此考三次能通过的概率为 0.4+0.24+0.144=0.784

解二：逆向分析，他不能通过的概率是 0.6×0.6×0.6=0.216，那么通过的概率是

1-0.216=0.784。

23. 【答案】D。

【解析】乙如果要获胜，则乙后三场都要获胜（五局三胜制），其概率为 40%×40%×

40%＝6.4%，因此，甲获胜的概率为 1-6.4%＝93.6%，选择 D。

24. 【答案】C。

【解析】第一次抽到红球、第二次抽到白球的概率为（6/10）×（4/9）＝4/15；

第一次抽到白球、第二次抽到白球的概率为（4/10）×（3/9）＝2/15；

综上，第二次抽到白球的概率为4/15+2/15＝2/5

25. 【答案】B。

【解析】摸出三个球的总情况数为 C6

3
＝20 种，都是白球的可能性只有 1种，因此摸到

白球的概率为 1/20。300 人摸奖，平均中奖的人数 300×（1/20）＝15(人)，估计摊主能

赚走 2×300-15×10＝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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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讲 比赛计数问题
要点提示：

N 支队伍的比赛所需场次

淘汰赛：淘汰赛中，每局淘汰 1个人/队；

仅需决出冠、亚军： N-1 场 需决出第1、2、3、4名： N 场

循环赛：

N人进行循环赛，每人需要和其它人进行一场比赛，所以每人需要进行 N-1 场比赛；

由于每场比赛都是 2个人共同进行，所以总场次应该为

单循环（任意两个队打一场比赛）： ��2 =
�×（N−1）

2

双循环（任意两个队打两场比赛）：2��2 =N×（N-1）

涉及到胜负以及积分的比赛问题，往往需要利用“构造法”来解答。

注：默认的循环赛应该为“单循环赛”。

1. 有 64 位羽毛球运动员在进行冠军争夺赛，通过比赛，将从中产生一名冠军。这次

比赛实行捉对淘汰制。在一轮比赛全部结束后，失败者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而胜利者再

次抽签，参加下一轮的比赛。问一共要进行多少场比赛才能最终产生冠军?( )

A.32 B.63 C.64 D.128

2. 9 个队在 9个场地进行循环赛，平均每个球场举行几场？（ ）

A.7 B.6 C.5 D.4

3. 某足球赛决赛，共有 24 个队参加，它们先分成六个小组进行循环赛，决出 16 强，

这 16 个队按照确定的程序进行淘汰赛，最后决出冠、亚军和第三、四名。总共需要安排多

少场比赛？（ ）

A.48 B.51 C.52 D.54

4. 十支球队打联赛，每两支球队都需要进行主、客两场比赛，请问一共需要打多少场

比赛？（ ）

A.90 B.95 C.98 D.99

5. 100 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乒乓球单打淘汰赛，要产生男、女冠军各一名，则要安排单

打赛多少场？（ ）

A.90 B.95 C.98 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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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及解析

1. 【答案】B。

【解析】根据公式，64 名运动员进行淘汰赛，需要进行 63 场比赛产生冠军。

2. 【答案】D。

解一：9个队进行循环赛需要打�92=
9×8）
2

=36 场，每个球场举行 36÷9=4（场）；

解二：想象这 9个场地分别是 9个队伍的主场，由于每个队伍需要进行 8场比赛，一

半主场一半客场，因此需要在自家主场进行 4场比赛。

3. 【答案】C。

【解析】24 个队分成 6个小组，每个小组 4个队：6×�42=6×6=36

16 个队进行淘汰赛（决出前 4名）：16 场 。

共 52 场。

4. 【答案】A。

【解析】双循环：2�102 =90（场）。

5.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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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讲 几何问题
一、几何公式法

几何问题一般涉及几何图形的边长、周长、面积、表面积、体积、角度等相关变量，

其中最基础的一类题型，就是关于规则基本图形（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扇形、

球形、柱形、锥形等）的直接计算问题。这类题型我们一般直接利用公式进行求解，这是

整个几何问题的基础。

●题型一：几何长度

几何周长核心公式

正方形的周长C正方形 = 4a ；长方形周长C长方形= 2（a+b）；

圆形周长C圆 = 2πr; 扇形周长C扇形=
�
360

×2πr+2r。

1. 长方形 ABCD 从图示的位置开始沿着 AP 每秒转动 90 度（无滑动情况），已知 AB=4

厘米，BC=3 厘米，当长方形的右端到达距离 A为 46 厘米的位置时是（ ）秒后。

A.11 B.12

C.13 D.14

●题型二：角度长度

平面图形角度与长度重要性质

1.在直角三角形中（见图一），斜边是“30°角所对的直角边”长度的 2倍，另外一条

直角边是“30°角所对的直角边”长度的 3倍；

2.在等腰直角三角形中（见图二），斜边是直角边长度的 2倍；

3.对于一个三角形（见图三），外角等于与其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即θ = α +β；

4.对于一个三角形（见图四），等边对等角，即：AB=AC⇒ ∠B=∠C；

5.正 N 边形的内角之和为（N—2）×180°，单个内角为 180 -
360°
�

, 譬如正四、五、

六、八边形的单个内角分别为 90°、108°、120°、135°。



王文兵 155

2. 科技馆为某机器人编制一段程序，如果机器人在平地上按照图中所示的步骤行走，

那么该机器人所走的总路程为多少米？

A.20 米 B.15 米

C.12 米 D.10 米

3. 文化广场举行放风筝比赛，老年组老王、老侯、老黄三位选手同场竞技，评委测量

各人放出的风筝线长分别为 60 米、50 米、40 米，风筝线与地平面所成角分别为
π
6
、

π
4
、

π
3
，

假设风筝线看做是拉直的，则三位选手放风筝最高的是（ ）。

A.老王 B.老侯 C.老黄 D.不能确定

4. 游乐场的摩天轮半径为 10 米，匀速旋转一周需要 2分钟。小浩坐在最底部的轿厢

（距离地面 0.1 米），当摩天轮启动旋转 40 秒时小浩距离地面的高度是多少米？（ ）

A.15 B.12.1 C.ll D.15.1

5. 小张在路上匀速行走，观测到前方垂直悬挂的一条彩色灯带，其底部和顶部的仰角

分别为 60°和 75°。他沿直线继续往前走，5秒后恰好走到灯带的正下方。若小张行走的

速度为 3.6 千米/小时，那么这条灯带长（ ）。

A.5 米 B.10 米

C.18 米 D.36 米 



王文兵 156

6. 老王围着边长为 50 米的正六边形的草地跑步，他从某个角点出发，按顺时针方向

跑了 500 米，距出发点直线距离多少米？（ ）

A.50 2 B.50 3

C.25（ 2+1） D.50（ 3-1）

●题型三：几何面积

几何面积核心公式：

正方形面积�正方形=�2；菱形（包括正方形）面积等于对角线乘积的一半；

长方形面积�长方形=ab；平行四边形面积�平行四边形=ah；

梯形面积�梯形=
1
2
（a+b）h；正方体表面积=6�2 ；长方体表面积=2ab+2bc+2ac；

圆形面积�圆=π�2；扇形面积�扇形=
�
360

π�2=半径×弧长÷2；球表面积=4π�2=π�2

三角形面积�三角形=
1
2
ah=

1
2
absinC；等边三角形的边长为 a，那么其面积为

�
�
��；

7. 若将一个长为 8厘米、宽为 6厘米的长方形盖在一个圆上，两个图形重叠部分的面

积占圆的三分之二，占长方形面积的一半。则这个圆的面积为多少平方厘米？（ ）

A.64 B.24 C.48 D.36

8. 如图所示，8块同样大小的长方形钢板拼成了一块大的长方形钢板，已知大长方形

钢板周长为 112 厘米，那么大长方形钢板的面积是（ ）平方厘米。

A.432 B.588

C.768 D.945

9. 右图中间阴影部分为长方形。它的四周是四个正方形，这四个正方形的周长和是

320 厘米，面积和是 1700 平方厘米，则阴影部分的面积是（ ）平方厘米。

A.375 B.400

C.425 D.430



王文兵 157

●题型四：几何体积

几何体积核心公式：

正方体体积=�3；长方体体积= abc；球体积=
4
3
��3；

棱柱体积=Sh；圆柱体积=Sh=��2h ；

棱锥体积=
1
3
Sh ；圆锥体积=

1
3
Sh =

1
3
��2h；

正四面体的边长为 a，那么其体积为
2

12
�3

10. 某蓄水池为长方体，其长是宽的 2倍，高为 3米。如果用每分钟可抽水 1立方米的

抽水机抽水，10 小时可以将满池水抽空。则该蓄水池的宽是多少米？（ ）

A.5 B.10 C.15 D.20

11. 甲、乙两个圆柱体容器的底面积之比为 2：3，容器中的水深分别为 10 厘米和 5厘

米。现将甲容器中的水倒一半在乙容器中，则此时两个容器中的水深之比为（ ）。

A.2 ：3 B.3 ：4 C.2 ：5 D.3 ：5

二、割补平移法

在数学运算题型当中，还有相当多的几何图形是“不规范”的，或者是利用公式求解

较为麻烦的，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利用“割补平移”的方法来求解。

●题型一：分割求解型

核心提示：将一个整体图形分割为多个部分，利用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来求解。

12.如图所示，在一个边长为 8米的正方形与一个直径为 8米的半圆形组成的花坛中，

阴影部分栽种了新引进的郁金香，则郁金香的栽种面积为（ ）平方米。

A.4+4π B.4+8π

C.8+8π D.16+8π

●题型二：嵌套求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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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两个规则图形存在“包含”关系的时候，“大规则图形”挖去“小规则图

形”所剩下的形状往往是不规则的，其面积必然是两个规则图形的面积差。我们称这一类

几何题型为“嵌套求补型”。

13.有一周长为 100 米的长方形花园，在花园外围沿花园建一条等宽的环路，路的面积

为 600 平方米，则路的宽度为（ ）米。

A.3 或 4 B.5 C.8 D.10 或 15

14. 下图是由三个边长分别为 4、6、x的正方形所组成的图形，直线 AB 将它分成

面积相等的两部分，则 x的值是（ ）。

A.3 或 5 B.2 或 4

C.1 或 3 D.1 或 6

 ●题型三：平移补齐型

15.如右图所示，有一块长 100 米、宽 30 米的长方形空地需要铺草皮，空地中间预留

一条宽 2米的走道铺设水泥板。已知草皮每平方米 50 元，水泥板每平方米 40 元，草皮和

水泥板均可以切割拼装。购买铺完这块空地所需的水泥板和草皮共需花费（ ）元。

A.147440 B.147400

C.146860 D.146820

●题型四：立体切割型

16.沿一个平面将长、宽和高分别为 8、5和 3厘米的长方体切割为两部分，问两部分

的表面积之和最大是多少平方厘米？（ ） 
A.206 B.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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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8+16 34 D.158+10 73

17. 将一个棱长为整数的正方体零件切掉一个角，截面是面积为 100 3的三角形。问其

棱长最小为多少？（ ）

A.15 B.10

C.8 D.6

18. 一个长方体木块恰好能切割成三个正方体木块，三个正方体木块表面积之和比原来

的长方体木块的表面积增加了 64 平方厘米。则长方体木块的体积为（ ）立方厘米。

A.128 B.192 C.256 D.512

三、几何特性
特性一：等比放缩

一个几何图形，若其尺度变为原来的 m倍，则：

1.所有对应角度不发生改变； 2.所有对应长度变为原来的 m倍；

3.所有对应面积变为原来的��倍； 4.所有对应体积变为原来的��倍。

19.正六面体的表面积增加 96%，则棱长增加多少？（ ）

A.20% B.30% C.40% D.50%

特性二：相似比例

相似三角形有以下两条判定法则（也是其重要性质）：

1.三个角分别相等； 2.三条边成比例。

下图显示了常见的两类相似三角形出现的形式，只要 AB 与 CD 平行，那么△OAB 与△

OCD 就是相似三角形，其对应角都是相等的。如果△OCD 有一条边是△OAB 所对应边的 a倍，

那么另外两条边也应该是其对应边的 a倍，并且前者面积是后者面积的��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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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三：面积比例

两个三角形，如果高相等，那么其面积之比就等于其底边长之比。以前三图（图二和

图三是梯形）为例，△ABC 与△ABD 的高是相等的，那么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之比，在图一

中就是 BC 与 BD 之比，在图二中就是 BC 与 AD 之比，在图三中就是 1：1。

连接任意一个四边形各边中点（见图四），所得的四边形叫作中点四边形，不管原四边

形的形状怎样改变，中点四边形的形状始终是平行四边形，并且其面积是原四边形的一半。

20.如图，在梯形 ABCD 中，AB 与 CD 平行，O为 AC 与 BD 的交点，CO= 2AO，则梯形 ABCD

与三角形 AOB 的面积之比为（ ）。

A.6 ：1 B.7 ：1

C.8 ：1 D.9 ：1

21. 小王近期正在装修新房，他计划将长 8米、宽 6米的客厅按右图所示分别在各边中

点连线形成的四边形内铺设不同花色的瓷砖，则需要为最里侧的四边形铺设多少平方米的

瓷砖？（ ）

A.3 B.6

C.12 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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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块种植花卉的矩形土地如图所示，AD 边长是 AB 的 2 倍，E为 CD 边的中点，甲、

乙、丙、丁、戊区域分别种植白花、红花、黄花、紫花、白花。问种植白花的面积占矩形

土地面积的（ ）。

A.
3
4

B.
2
3

C.
7
12

D.
1
2

特性四:几何最值

1.平面图形中，若周长一定，越接近于圆，面积越大；

2.平面图形中，若面积一定，越接近于圆，周长越小；

3.立体图形中，若表面积一定，越接近于球，体积越大；

4.立体图形中，若体积一定，越接近于球，表面积越小。

特性五：三边关系 
三角形三边关系：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特性六：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 + �� = ��（其中 a,b 为直角边，c为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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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参考答案及解析

1. B。[解析]最初始的状态下，长方形的右端距离 A为 4厘米，即 AB 的长度。当这个

距离变成 46 厘米的时候，说明这个长方形需要向右移动 46-4= 42 （厘米）。因为长方形

的长和宽分别为 4厘米、3厘米，所以每 2秒这个长方形向右移动 4+3= 7（厘米），那么移

动 42 厘米需要的时间为 42÷7×2=12（秒）。

2. A。[解析]机器人每走 1米后右转 18 度，回到原点的时候，其路径应该为一正多边

形，并且其内角应该为（180-18）度，而正 n边形的内角和应该为（n-2）×180 度，除以

n得到正 n边形每个内角的度数:（180-360/n）度，所以我们得到：180- 360/n=180-18，

则 n=360/18=20,是一个正二十边形，边长为 1米，所以周长为 20 米。即该机器人所走的

总路程为 20 米。

本题也可以理解为：每次右转 18 度，转了 20 次后正好转了一圈 360 度，回到原点。

3. B。[解析]
π
6
、

π
4
、

π
3
分别为 30°、45°、60°（π在这里是弧度。弧长/半径=弧度。

比如：一个半径为 r的圆,它的周长是 2πr,那么这个圆得弧度就是 2πr/r=2π, 所以对

应一个 360°的圆弧度是 2π,也就是说弧度和度数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比例就是π

=180°）

如下图所示：

图 1：30°角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一半，所以风筝高为 30 米；

图 2：斜边是直角边的 2倍，所以风筝高为 50÷ 2 = 25 2≈35.4（米）；

图 3：斜边是 40 米，所以与 60º角相邻的直角边是 20 米，那么风筝高是 20 3≈34.6

（米）；

所以风筝最高的是第二位选手，即老侯。

牢记： 2≈1.414， 3≈1.732。或者在比较根式大小时，同时平方消掉根号再比较即

可。

4. D。[解析]我们分多步来完成本题：

1 如图所示，O点是摩天轮的圆心，因为半径为 10 米，而最底部 S距离地面为 0.1

米，所以 O点离地面的高度应该是 10.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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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天轮旋转一周需要 2分钟，合 120 秒，所以当摩天轮启动旋转 40 秒之后，小浩

应该从 S点出发，转到了 40÷120 =
1
3
圈的地方，如图中 P点所示，那么∠POS 就应该是

1
3

个圆周角，即 120 度。

3 们作一条过圆心的水平线，如图中虚线所示，过 P点作这条水平虚线的垂线，垂足

为 Q，那么∠POQ 应该是 30 度，那么 PQ 应该是 OP 的一半，即 5米。

4 据上一步，P点的垂直高度比圆心 O点高 5米，那么小浩此时所在的 P点距离地面

的高度应该是 10.1+5 =15.1（米）。

5. B。[解析]如图所示，小张从 A点走到了 B点，CD 代表彩色灯带。从 A点仰望灯带，

C、D两点的仰角分别为 75°和 60°，那么说明图中∠DAB=60°，∠DAC=15°。小张的速

度 3.6 千米/小时=1 米/秒，从 A点到 B点恰好 5秒，所以可知 AB = 5 米。在直角△ABD 中，

∠ADB=30°，那么 AD 的长应该是 AB 长的两倍，即 AD=10 米。∠ADB 是∠ADC 的一个外角，

所以∠ADB=∠DAC +∠C，进而可得∠C=15°，与∠DAC 相等，所以△ADC 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则 CD=AD=10 米。

6. B。[解析]如图所示，假设老王从 A点出发按顺时针方向跑步。因为正六边形的边

长为 50 米，则老王跑 500 米（恰好 10 个边长）后，他的位置应在 C点，则所求距离为线

段 AC 的长度。过 B点作 BD 丄 AC。因为正六边形的内角为 120°，那么在直角△ABD 中，

∠BAD=30°，所以 BD 的长应该是 AB 长的一半，即 25 米，而 AD 的长应该是 BD 长的 3倍，

即 25 3米，所以 AC=50 3米。

7. D。[解析]长方形的面积为8×6=48（平方厘米），那么重叠部分面积应该是48×
1
2
=24

（平方厘米），所以圆的面积应该为 24÷
2
3
=36（平方厘米）。

8. C。[解析]据图分析可知，这个大长方形的宽，既等于小长方形宽的 3倍，也等于

小长方形长的 2倍，所以可以假设大长方形的宽为 6a 厘米，那么小长方形的长和宽应该分

别为 3a 厘米、2a 厘米，进而算得大长方形的长为：3a+2a+3a=8a（厘米）。所以，大长方

形的周长为：（8a+6a）×2 = 112，解得 a =4，所以大长方形的面积为：8a×6a=768（平

方厘米）。

9. A。[解析]设阴影长方形的长和宽分别为 x，y厘米，那么：

4� + 4� + 4� + 4� = 320
�2 + �2 + �2 + �2 = 1700 ⇒

� + � = 40
�2 + �2 = 850 ⇒ xy = (�+�)2−(�2+�2)

2
=375

10. B。[解析]换算时间：10 小时为 600 分钟，每分钟可抽水 1立方米，所以这个蓄水

池的体积应该是 600 立方米，假设其宽为 a米，那么其长应该是 2a 米，则有 a×2a×3 = 600，

解得 a=10。

11. D。[解析]甲容器的水深为 10 厘米，倒出一半之后水深为 5厘米。假设甲、乙容器

的底面积分别为 2a、3a 平方厘米，再设乙容器中水的高度增加了 x厘米，根据体积相等可

知：2a×5 = 3a×x,得到 x=
10
3
，所以乙容器中现在的水深为 5+

10
3
=
25
3
（厘米），那么此时两

个容器中的水深之比应该为：5:
25
3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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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解析]阴影部分的面积=半圆面积+正方形面积-空白部分面积。空白部分为不规

则的图形，但经过半圆的中点和正方形底边的中点作一条垂线，可将空白部分的不规则图

形分割为一个直角三角形和一个直角梯形，如右图所示。所以阴影部分面积=半圆面积+正

方形面积-直角三角形面积-直角梯形面积=0.5×π×42+82-0.5×4×12-0.5×（4 + 12）

×4=8+8π（平方米）。

13. B。[解析]如下图所示，假设花园的长、宽分别为 x、y米，环路的宽为 a米，则有：

2 × x + y = 100
x + 2a y + 2a − xy = 600 ⇒

x + y = 50
�� + 2� � + � + 4�2 − xy = 600

⇒ �2+25a-150=0⇒ a+ 30 a − 5 = 0 ⇒ a = 5

提示：环路本身不是规则图形，但环路的面积恰好是上图中大、小长方形面积的差值。

因为环路的宽为 a米，所以长方形的长、宽分别比小长方形的长、宽多 2a 米。这个方程组

两个方程有三个未知数，但可以将第一个方程的 x+y=50 直接代入第二个方程，得到一个只

含 a的一元二次方程。

14. B。[解析]我们以 AB 为对角线将原图形补成一个完整的大长方形（如下图所示），

对角线 AB 将这个大长方形分成了两个完全相同的部分，再结合题意，AB 将原来的图形也

分成了面积相等的两个部分，所以图中补齐的两个部分（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小长方形）应

该面积相等，即：4×（6-4）=x×（6-x），解得 x=2 或者 x=4 。

[提示]根据对称性可知，如果 x=4，那么原图形肯定是对称的，也肯定满足题干条件。

15. A。[解析]如图所示，我们可以将这条 1米宽的水泥板路，分割成五小段，然后将

竖直方向的小段平移到最右侧，水平方向的小段平移到最下侧，于是剩下的铺草皮的区域

就成了 一个较小的长方形。整个长方形面积为：100×30=3000（平方米），草皮部分所占

面积为（100-2）×（30-2）=2744（平方米），所以水泥板走道面积为 3000- 2744=256（平

方米），所以整个花费应该为：2744×50+256×40=147440（平方米）。

[提示]解析中的计算是“中规中矩”的计算，需要的时间比较久，我们完全可以算得

更快一些。根据上图最后一个，竖直部分的水泥板走道面积为 2×100=200（平方米），水

平部分的水泥板走道面积为 2×（30-2）=56（平方米），所以水泥板走道总面积为 256 平

方米。假如全部都是草皮，造价为 50×100×30=150000（元），每平方米水泥板比草皮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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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10 元，那么 256 平方米的水泥板应该可以便宜 2560 元，所以实际造价为

150000-2560=147440（元）。显然，这样的计算方式，计算小了很多。

16. C。[解析]切割后得到的两部分，其表面积之和，应该等于原来的长方体表面积加

上两个切面的面积，所以要使切面尽可能地大，那么我们要沿着一个“对角面”来切。

而“对角面”有三种不同的选择，以 8为—条边，并以 3和 5所在的面的对角线为另

外一条边，这样得到的“对角面”面积是最大的，其面积为： 32 + 52 × 8 = 8 34。由此

可以算得，两部分表面积之和为：2×（3×5 + 5× 8 + 8×3 + 8 34= 158 + 16 34。
[提示]不同的对角面，其面积和周长是不一样的，大家需要牢记这个结论：以最长边

为一条边，两条较短边所在面的对角线为另外一条边，得到的对角面的面积和周长都是最

大的；以最短边为一条边，两条边长边所在面的对角线为另外一条边，得到的对角面的面

积和周长都是最小的。其实本题算得对角面面积含有 34的时候，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

17. A。[解析]假设正方体的棱长为 a,因为这个角的截面三角形面积是确定的，要想 a

尽可能小，那么就这个截面就应该尽可能大，如右图所示就是正方体一个角截面最大的情

况。因为正方体的棱长为“那么截面三角形每条边长都应该是所以其面积应该是

3
4
×（ 2a）

2
= 100 3，得到 a=10 2≈14.14，所以棱长最小为 15。

18. B。[解析]假设切割后的小正方体棱长为 a，那么原来长方体的长、宽、高应该分

别为 3a、a、a，其表面积应该为 2×（3a×a+a×3a+a×a）=14�2，三个小正方体的表面积

之和为：3×6×a×a =18�2,所以：18�2-14�2=64，得到 a=4，所以长方体的体积为：3a×a

×a=192(立方厘米）。

[提示]原长方体切割成三个正方体，需要切两刀，每一刀都产生两个切面，所以一共

增加了四个切面，每个切面面积应该是 64÷4=16（平方厘米），所以切面最长应该是 4厘

米。

19. C。[解析]表面积变为原来 1.96 倍，则棱长为原来的 1.96 =1.4 倍，增加了 40%。

20. D。[解析]设△ABO 的面积为 1，因为 AB//CD，则△ABO 和△CDO 是相似的，后者尺

寸是前者的 2倍，所以△CDO 的面积是 4。△OBC 和△ABO 高相同，所以面积比是底边长之

比，那么△OBC 的面积是 2，同理△ADO 的面积也是 2，进而知道整个梯形的面积为 9，所

求面积之比为 9：1。

21. B。[解析]每一次中点连线，得到的四边形面积为原来的
1
2
，则最里侧的四边形面积

应该是最外面四边形面积的
1
8
，所以面积为：8×6×

1
8
= 6（平方米）。

22. C。[解析]赋值丙的面积为 1，因为甲和丙是相似三角形，并且 AB 是 DE 的两倍，

所以得到两个结论：①甲的面积为 4；②甲和丙的另外两对对应边也是 2倍关系。我们再

看丙和丁，两者高相等，底边是 2倍关系（由上面结论②得到），所以丁的面积应该是 2；

同理，乙的面积也是 2。再看戌，戌和“丙+丁”是等底等高的关系，所以戊的面积为 3。

于是，我们发现矩形土地总面积应该是 1+4+2+2+3=12，种植白花的面积为 4+3=7，占比为
7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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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强化练习答案
强化练习一答案

强化练习二答案

强化练习三答案

强化练习四答案

1. x=2 2. x=3 3.x=1 4.x=3 5.x=1.2

6. x=1.5 7.x=3 8.x=4 9.x=8 10. x=4

11.
x = 6
y = 1 12.

x = 4
y = 1 13.

x = 1
y = 1 14.

x = 3
y = 2 15.

x = 5
y = 1

16.
x = 4
y = 3 17.

x = 6
y = 5 18.

x = 2
y = 3 19.

x = 4
y = 2 20.

x = 1
y = 2

21.
x = 1
y = 2
z = 3

22.
x = 3
y = 1
z = 4

23.
x = 2
y = 3
z =− 1

24.
x = 5
y = 4
z = 3

25.x=2

26.x=5 27.x=2 28.x=4 29.
x = 2
y = 3 30.

x = 2
y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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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x = 7
y =− 3 32.

x = 1
y = 4 33.

x = 3
y = 2 34.

x = 4
y = 1,

x = 1
y = 6 35.

x = 3
y = 2

36.
x = 3
y = 1 37.x+y+z=3 38. x+y+z=2 39.x=60 40.x=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