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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解析几何运算的七种策略 

众所周知，解析几何是用代数方法解决几 

何问题．关于这类题往往思路清晰，容易人手， 

但运算量大，答对困难．所以在解题中，注意减 

少运算量，则成为迅速、正确解题的关键．为此 

本文介绍减少运算量的方法和技巧，供 2009年 

考生参考． 、 
一

、运用定义，铺路搭桥 

高考解析几何题常与定义融为一体，如果 

能深刻理解定义，灵活运用定义，可为解题铺路 

搭桥，将使问题回归原始面目，避免繁杂运算， 

往往会出奇制胜． 

例 1 设动点 P到点 (一1，0)，Ⅳ(1，O) 

的距离之差为 2m，到 轴、Y轴的距离之比为 

2，求 m的取值范围． 

解析：由题意知，点 P不在坐标轴上，根据 

P到点 (一1，0)、N(1，0)距离之差为2m，则 

0<2 l m I<I MN I，即0<l m I<1． 

把m视作常数，则点P的轨迹是以 、J7v为 

焦点，实轴长为2 I m I的双曲线(顶点除外)， 

轨迹方程为 

一 — _L  =1()，≠0)．1 m2 
一

，7l2 一 ＼J 。 ／’ 

由点 P到 轴、y轴距离之比为2，得 

=2,／ =4 ， 

代入双曲线方程可得 

：
：  霉2>0． =—— ————．=— > ． 1

— 5m 

因为0<I m l<l，所以1—5m2>0． 

匾 

从而得m的取值范围是(～警，o)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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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而不求。巧用坐标 

待解题目涉及曲线交点时，可设出交点坐 

标，使坐标参加运算，但不求坐标，为解题创造 

条件，可以简化运算． 

例2 求证：椭圆美+ ：1与双曲线 
一 15y2=15相交成直角(在交点处的切线互相 

垂直)． 

证明：设椭圆 +等 

=1与双曲线 一y2=1 

的交点为 P(x。，Yo)． 

由砉2+亟9： 2一 

，得萼
Y

=  ．

o 

V 

‘ 

／ ＼／ X 

图 1 

又过交点P(xo，y0)的椭圆的切线方程为 

筹+ =1，即其斜率后，=一芸 
过交点P(x。，yo)的双曲线的切线方程为 

百X,oX—Yo)，=1
，其斜率 ：= 

(一 )( )_- 3( x2
，
~ 

3 125 ． 

一T ×—3— 一l。 

所以两曲线在交点 P处的切线互相垂直． 

三、设而不求，整体处理 

待解题 目中有中点弦的条件，常设出端点 

的坐标，代入方程，然后两式相减，利用中点坐 

标代换，整体处理，为解题开辟新途径，可简化 

运算． 



 

例 3 给定的双曲线 一y =1，过点 

8(1，1)能否作直线 m，使 m 与所给双曲线交 

于两点Q．、Q ，_EB为Q Q 的中点?这样的直线 

m如果存在，求出它的方程；如果不存在，说明 

理 由． 

解析：假设存在直线 m，与双曲线的交点 

’为Q1( l，Y1)，Q2( 2，y2)，则 

2
l —

Y
_

，)
L l

， 2

2
一 争=1． 

两式相减，得 

2( 1+戈2)( 1一 2)=(Yl+y2)(Y1一Y2)． 

(水) 

又 粤 ：1， 学 ：1， 
即 1+ =2，Yl+Y2=2，(：lc)式化为 

2( 1一 2)=Yl一 ， 

从而 = =2． 

所以直线 m的方程为Y一1=2( 一1)， 

即 Y=2x一1． 

fY =2x一1， 

但曲 譬_1’ 
可得 2 一4 +3=O． 

△=(一4) 一4×2×3=一8<0，方程无 

实数解． 

可知直线 Y=2x一1与双曲线不相交，所 

以假设不成立．故题设中的直线 m不存在． 、 

点评：在研究直线与圆锥曲线有关的问题 

时，应注意对判别式的讨论 ， 

四、数形结合，巧用平几知识 

有些题目，若用常规方法求解，则运算很 

繁；若以数思形，数形结合，用平面几何定理，则 

可化繁为简，从而简化运算． 

例4 已知P为椭圆 +告=1上的任意 口 D 
一

点，F 为焦点，求证：以PF2为直径的圆 

和以长轴为直径的圆相 内切． ’ 

分析：若用常规方法证明，需建立以 为 

直径的圆的方程，应先求圆心和半径，因而需建 

立直线P 的方程，运算很繁．若设出圆心和半 

径，用平面几何定理证明，则可大大简化运算． 

证明：如图2，设以 

为直径的圆的圆心 

为0。，半径为 r，由椭圆 

的定义知 

I PFl l+I P l； 

2a，l PF1 I+2r =2a， 

● ‘ 

图 2 

I PF1 I=2a一2r=2(口一r)． 

连O01，则O0 是 △F P 的中位线．由三 

角形中位线性质，得 
1 

l D0l I=÷I PFl I=口一r， 

故两圆相内切． 

五、运用补集．间接求解 

有些解析几何问题，从正面处理较难，常需 

分类讨论，运算量大，又易出错．如运用补集思 

想，考虑其反面，可达到化繁为简的目的． 

例5 已知三条抛物线Y= +4ax一4a 

+3，Y= 2+(口一1) +口2，Y= 2+2ax一2a 

中至少有一条与 轴有交点，试求实数 8的取 

值范围． 

分析：本题若分恰有一条抛物线，恰有二条 

抛物线、恰有三条抛物线与 轴有交点的三类 

七种情况加以讨论，过程十分繁琐．相反，三条 

抛物线都不与 轴相交，只要解不等式组： ‘ 

rAl=16a +4(4a一3)<0， 

{△2=(口一1) 一4a <0， 
l L
△， =4口2+8口 <0 

一  

3
< 。 < 

1
， 一 < 0 < ， 

÷或口<一1， 
一 2 < 口 < 0 

一  < 口 < 1． 一 < 口 <一 · 

排除三条抛物线都不与 轴相交的情况 

则原题成立．取其在R上的补集，可得原命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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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时实数。的取值范围是口≤一号或口≥一1． 
点评：待解命题是“至少”、“至多”或“否 

定”形式的，常用补集法． 

六、巧建坐标系。简化运算 

例6 如图3，直线 Z 

和 Z2相 交于点 ，Zl上 Z2， 

点 N∈Z。，以A、 为端点的 

曲线段 C上任意点到 Z 的 

距 离与到点 Ⅳ 的距 离相 

等．若 △AMN为锐角三角 

形，l A I= ／̂／17，l AⅣI 

，2 B

．  

fl ／ 
M 0 N 】 

● 

图 3 

=3，I ⅣI=6，求曲线段 C的方程． 

解析：如图3，以 Z 为 轴，MN的垂直平分 

线为 Y轴建立直角坐标系．依题意知： 

曲线段 C是以点 J7v为焦点，以 f2为准线的 

抛物线的一段，其中A， 分别为端点．设曲线段 

C的方程为 

● 赵寿锋 李 洁 

2
= 2p (p>0)( A≤ ≤ 口，Y>0)，P 

： I MN I． 

所以M(一号，o)，Ⅳ(等，o)． 

由I AM I= ，I AN I=3，得 

+号) + =l 7- 

【( 一号) + =9． 

解得『p
ix _=41’

，

或fp
ix __ 2． =̂ ， ^ = ． 

因为 AAMN是锐角三角形，所以 > ． 

故取P=4， =1．由点B在曲线C上，得 

= I BN I一导=6—2=4． 

综上得曲线段C的方程为 

Y =8x(1≤ ≤4，Y>O)． 

解排列组合综合问题的常见策略 

排列组合综合问题具有题型多、方法活、 

技巧强、易出错等特点．学生在学习中往往觉得 

没有头绪，一些方法掌握起来也有相当大的难 

度．事实上，解决这类问题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和 

方法可以遵循的． 
一

、加法原理 ． 

其实质是分类讨论，要求分类依据要不重 

不漏．在排列组合问题中，关键是做到不漏，要 

求学生思维要缜密． 

例 1 四面体四个顶点及各棱中点共十个 

点，现任取三点，可确定平面——个． 

思路展现：可分类如下：四面体的面及中截 

面：4+4=8个 ；截面为平行四边形的平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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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每棱与对棱中点确定平面：6个；每面内的 

中位线与该面所对的顶点确定的平面：3 X 4= 

12个．故共可确定8+3+6+12=29个平面． 

温情提示：本题分类较多，易于丢落情况， 

学生要充分进行发散思维． 

例 2 车间有 11名工人，5名男钳工，4名 

女车工，另有两名老师傅既能当车工又能当钳 

工．现要选派4名钳工，4名车工修理一台机器， 

有 种不同的选派方法． 

思路展现：[方法1]：按“多面手”老师傅 

分类： 

(I)老师傅都不入选： c=：=5； 

(2)老师傅都人选且都当钳工：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