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单 02 实数（20 个考点梳理+题型解读+提升训练）

               

【清单 01】平方根

1.算术平方根的定义

如果一个正数 的平方等于 ，即 ,那么这个正数 叫做 的算术平方根（规定 0 的算术平方根

还是 0）； 的算术平方根记作 ，读作“ 的算术平方根”， 叫做被开方数. 

注意：当式子 有意义时， 一定表示一个非负数，即 ≥0， ≥0.

2.平方根的定义

　  如果 ，那么 叫做 的平方根.求一个数 的平方根的运算，叫做开平方.平方与开平方互为

逆运算.  ( ≥0)的平方根的符号表达为 ，其中 是 的算术平方根. 

x a 2x a= x a

a a a a

a a a a

2x a= x a a

a a ( 0)a a± ³ a a



3.平方根的性质

               

4.平方根小数点位数移动规律

被开方数的小数点向右或者向左移动 2位，它的算术平方根的小数点就相应地向右或者向左移动 1

位.例如： ， ， ， .

【清单 02】无理数

有限小数和无限循环小数都称为有理数.无限不循环小数又叫无理数.

注意：（1）无理数的特征：无理数的小数部分位数无限.无理数的小数部分不循环，不能表示成分数的形式

（2）常见的无理数有三种形式：①含π类.②看似循环而实质不循环的数，如：1.313113111…….③带有

根号的数，但根号下的数字开方开不尽，如 5 .

【清单 03】立方根的定义

1.定义：如果一个数的立方等于 a ，那么这个数叫做 a 的立方根或三次方根.这就是说，如果
3x a= ，那么

x 叫做 a 的立方根.求一个数的立方根的运算，叫做开立方.

注意：一个数 a 的立方根，用 3 a 表示，其中 a 是被开方数，3是根指数. 开立方和立方互为逆运算.

2.立方根的特征

立方根的特征：正数的立方根是正数，负数的立方根是负数，0的立方根是 0.

注意：任何数都有立方根，一个数的立方根有且只有一个，并且它的符号与这个非零数的

符号相同. 两个互为相反数的数的立方根也互为相反数.

3.立方根的性质

3 3a a- = -      
3 3a a=               3

3 a a=

注意：第一个公式可以将求负数的立方根的问题转化为求正数的立方根的问题.

4.立方根小数点位数移动规律

被开方数的小数点向右或者向左移动 3 位，它的立方根的小数点就相应地向右或者向

左移动 1位.例如， 3 0.000 216 0.06＝ ， 3 0. 216 0.6＝ ， 3  216 6＝ ， 3 216000 60＝ .

2

0
| | 0 0

0

a a
a a a

a a

>ì
ï= = =í
ï- <î

   
2

0a a a= ³

62500 250= 625 25= 6.25 2.5= 0.0625 0.25=



【清单 04】实数

有理数和无理数统称为实数.

1.实数的分类

按定义分：

   实数
ì
í
î

有理数：有限小数或无限循环小数

无理数：无限不循环小数

按与 0的大小关系分：

   实数 0

ì ì
íï
îï

ï
í
ï ìï íï îî

正有理数
正数

正无理数

负有理数
负数

负无理数

 2.实数与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

数轴上的任何一个点都对应一个实数，反之任何一个实数都能在数轴上找到一个点与之对应

3.实数运算

（1）注意：有理数关于绝对值、相反数的意义同样适用于实数。 

（2）运算法则：先算乘方开方，再算乘除，最后算加减；如果有括号，先算括号里面的。

【清单 05】二次根式

1. 二次根式的概念

一般地，我们把形如  )0aa ³（ 的式子的式子叫做二次根式， ”“ 称为  称为二次根号．如

3
21.0,3 ， 都是二次根式。               

2.二次根式有无意义的条件  

条件 字母表示

二次根式有意义
被开方数为非负数

0aa ³有意义

二次根式无意义
被开方数为负数

0aa ＜无意义 



3.二次根式的性质

(1) )0aa ³（ 有最小值，为 0

(2) )0aaa
2

³= （）（

【清单 06】 二次根式的乘除法法则

1.二次根式的乘法法则： )0,0(abba ³³= ba

（二次根式相乘，把被开方数相乘，根指数不变）

2.二次根式的乘法法则的推广

（1） )0,0,0aabccba ³³³= cb（

（2） )0,0bddba ³³= dbacc （ ，即当二次根式前面有系数时，可类比单项式乘单项式的法则

进行计算，即将系数之积作为系数，被开方数之积作为被开方数。

3.二次根式的乘法法则的逆用

)0,0(aab ³³= bab （二次根式的乘法法则的逆用实为积的算数平方根的性质）

4.二次根式的乘法法则的逆用的推广

)0,0,0,0acbaabcd ³³³³= dcbd（

4.二次根式的除法法则

)0,0(a
³³= ba

b
a

b
（二次根式相除，把被开方数相除，根指数不变）

5.二次根式的除法法则的推广

)0,0,0(a ³³³= cbacbacb

【清单 07】最简二次根式

1.最简二次根式的概念

（1）被开方数不含分母

（2）被开方数中不含能开方开得尽得因数或因式



2.分母有理化

分母有理化：当分母含有根式时，依据分式的基本性质化去分母中的根号。

方法：根据分式的基本性质，将分子和分母都乘上分母的“有理化因式”，化去分母中的根号。

【清单 08】 同类二次根式

1. 同类二次根式概念：化简后被开方数相同的二次根式叫做同类二次根式。

2. 合并同类二次根式的方法：把根号外的因数（式）相加，根指数和被开方数不变，合并的依据式

乘法分配律，如 )0()(m ³= aanmana

【清单 09】 二次根式的加减

1. 二次根式加减法则：先将二次根式化成最简二次根式，再将被开方数相同的二次根式进行合并。

2. 二次根式加减运算的步骤：

①化：将各个二次根式化成最简二次根式；

②找：找出化简后被开方数相同的二次根式；

③合：合并被开方数相同的二次根式——将”系数”相加作为和的系数，根指数与被开方数保持不变。

【清单 10】二次根式的混合运算

  二次根式的混合运算顺序与整式的混合运算顺序一样：先乘方，再乘除，最后加减，有括号的先算括

号里面的（或先去掉括号）

【考点题型一】平方根

【典例 1】 81的平方根是（    ）

A． 3 B．− 3 C． ± 3 D． ± 9

【答案】C

【分析】先计算 81 = 9，再计算 ± 9 =± 3，解答即可．

本题考查了算术平方根，平方根的计算，熟练掌握定义是解题的关键．

【详解】解：∵ 81 = 9，

∴ ± 9 =± 3，

故选 C．

【变式 1-1】16 的平方根是（   ）



A．4 B．−4 C．16 D． ± 4

【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求一个数的平方根．熟练掌握平方根的意义是解题关键．

根据平方根的定义进行解答即可．

【详解】解：16 的平方根是 ± 4，

故选：D．

【变式 1-2】|−25|的平方根为（    ）

A．5 B．−5 C．25 D．5 或−5

【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求绝对值，平方根．熟练掌握会求一个数的绝对值和平方根是解题的关键．

先求出|−25| = 25，再求 25 的平方根即可．

【详解】解：|−25| = 25，则|−25|的平方根为 5 或−5．

故选：D．

【变式 1-3】实数 9的平方根为（     ）

A．3 B．−3 C． ± 3 D． ± 3

【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平方根，先得到 9 = 3，再求3的平方根即可．

【详解】 9 = 3，

∴3的平方根为 ± 3，

故选：D．

【考点题型二】算术平方根

【典例 2】4 的算术平方根是（        ）

A． ± 2 B．2 C． 2 D．16

【答案】B

【分析】题考查算术平方根，理解算术平方根的意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详解】解：4 的算术平方根是 2，

故选 B．



【变式 2-1】 16
81
的算术平方根的倒数是（   ）

A． ± 3
2 B．3

2 C．9
4 D．

4
9

【答案】B

【分析】本题考查求一个数的算术平方根，倒数，先化简，再求算术平方根，然后根据乘积为 1 的两

个数互为倒数，求解即可．

【详解】解：
16
81

= 4
9的算术平方根为

2
3，

2
3的倒数为

3
2；

故选 B．

【变式 2-2】数 25的算术平方根是(   )

A． ± 5 B．±5 C． 5 D．5

【答案】C

【分析】根据算术平方根的性质解答即可.

【详解】解：∵ 25＝5，

∴数 25的算术平方根是 5，

故选 C．

【点睛】审清题意是解题的关键一步，如本题是求 25的算术平方根而不是求 25 的算术平方根.

【考点题型三】非负数的性质:算术平方根

【典例 3】若(𝑥−2)2 + 𝑦 + 5 + |𝑧 + 1| = 0，则𝑥𝑦𝑧的值是（   ）

A．10 B．−10 C．3 D．−3

【答案】A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绝对值、平方、算术平方根的非负性，熟练掌握绝对值、平方、算术平方根

的非负性是解题的关键．

根据绝对值、平方、二算术平方根的非负性，可得𝑥 = 2,𝑦 = −5,𝑧 = −1，再代入，即可求解．

【详解】解：(𝑥−2)2 + 𝑦 + 5 + |𝑧 + 1| = 0，

∵ (𝑥−2)2 ≥ 0， 𝑦 + 5 ≥ 0，|𝑧 + 1| ≥ 0，

∴ 𝑥−2 = 0，𝑦 + 5 = 0，𝑧 + 1 = 0，

解得：𝑥 = 2,𝑦 = −5,𝑧 = −1，

∴ 𝑥𝑦𝑧 = 2 × (−5) × (−1) = 10，



故选：A．

【变式 3-1】若(𝑎−1)2 + 𝑏−2 = 0，则(𝑎−𝑏)2023 = （    ）

A．1 B．−1 C．0 D．2022

【答案】B

【分析】本题考查了非负数的性质，代数式求值，由非负数的性质可得𝑎−1 = 0，𝑏−2 = 0，即得

𝑎 = 1，𝑏 = 2，再代入代数式计算即可求解，掌握非负数的性质是解题的关键．

【详解】解：∵(𝑎−1)2 + 𝑏−2 = 0，

∴𝑎−1 = 0，𝑏−2 = 0，

∴𝑎 = 1，𝑏 = 2，

∴(𝑎−𝑏)2023 = (1−2)2023 = −1，

故选：B．

【变式 3-2】已知 x，y 为实数，且 𝑥−1 +3(𝑦−2)2 = 0 ， 则𝑥𝑦的值为            

【答案】2

【分析】本题考查了算术平方根的非负性以及已知字母的值求式子的值，正确掌握相关性质内容是解

题的关键．先由 𝑥−1 +3(𝑦−2)2 = 0，得出𝑥 = 1，𝑦 = 2，再代入𝑥𝑦进行计算，即可作答．

【详解】解：∵ 𝑥−1 +3(𝑦−2)2 = 0

∴ 𝑥−1 = 0，3(𝑦−2)2 = 0

∴𝑥 = 1，𝑦 = 2

∴𝑥𝑦 = 1 × 2 = 2

故答案为：2

【变式 3-3】若(2𝑎 + 6)2 + 𝑏−4 = 0，求(𝑎 + 𝑏)2021的值 =        ．

【答案】1

【分析】本题考查了非负数的性质、求代数式的值，根据非负数的性质求出𝑎 = −3，𝑏 = 4，代入计算

即可得出答案．

【详解】解：∵(2𝑎 + 6)2 + 𝑏−4 = 0，(2𝑎 + 6)2 ≥ 0， 𝑏−4 ≥ 0，

∴2𝑎 + 6 = 0，𝑏−4 = 0，

解得：𝑎 = −3，𝑏 = 4，

∴(𝑎 + 𝑏)2021 = (−3 + 4)2021 = 1，

故答案为：1．



【考点题型四】立方根

【典例 4】− 8
27的立方根是（    ）

A．−2
3 B．2

3 C．−3
2 D．

3
2

【答案】A

【分析】此题考查了立方根的求解能力，关键是能准确理解并运用该知识进行正确地求解．运用立方

根的定义进行求解．

【详解】解： ∵ − 2
3

3
= − 8

27，

∴  − 8
27的立方根是−2

3，

故选：A

【变式 4-1】计算：3 −64的值是        ．

【答案】−4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求解一个数的立方根，掌握立方根的定义是解本题的关键．

根据立方根的定义求解即可．

【详解】解：∵(−4)3 = −64，

∴3 −64 = −4．

故答案为：−4．

【变式 4-2】已知𝑥−2的立方根是−2，则𝑥 =         ．

【答案】−6

【分析】本题考查了立方根的定义，熟练掌握知识点是解题的关键．

由题意得，𝑥−2 = (−2)3，解方程即可．

【详解】解：由题意得，𝑥−2 = (−2)3，

解得：𝑥 = −6，

故答案为：−6．

【变式 4-3】若(𝑥−1)3 +27 = 0，则 𝑥 =            ．

【答案】−2

【分析】本题考查了立方根的定义，根据立方根的定义和题意得(𝑥−1)3 = −27，进行计算即可得；掌

握立方根的定义的定义是解题的关键．

【详解】解：(𝑥−1)3 +27 = 0



(𝑥−1)3 = −27，

𝑥−1 = 3 −27

𝑥−1 = −3，

𝑥 = −2，

故答案为：−2．

【考点题型五】平方根与立方根综合

【典例 5】已知2𝑎−7的算术平方根是3，𝑏−9的立方根为−2．

(1)求𝑎，𝑏的值．

(2)求3𝑎 + 𝑏的平方根．

【答案】(1)𝑎 = 8，𝑏 = 1

(2) ± 5

【分析】（1）根据算术平方根和立方根的定义即可求出𝑎、𝑏的值；

（2）根据（1）中的结果求出3𝑎 + 𝑏的值，再根据平方根的定义即可求解；

本题考查了算术平方根、立方根、平方根，掌握算术平方根、立方根及平方根的定义是解题的关键．

【详解】（1）解：∵2𝑎−7的算术平方根是3，

∴2𝑎−7 = 9，

∴𝑎 = 8，

∵𝑏−9的立方根为−2，

∴𝑏−9 = −8，

∴𝑏 = 1；

（2）解：∵𝑎 = 8，𝑏 = 1，

∴3𝑎 + 𝑏 = 3 × 8 + 1 = 25，

∴3𝑎 + 𝑏的平方根为 ± 5．

【变式 5-1】已知𝑥−2的立方根是−2，则𝑥 + 31的算术平方根是（    ）.

A．8 B．6 C．7 D．5

【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了立方根、算术平方根，根据立方根的定义可得𝑥−2 = −8，得到𝑥 = −6，进而得到

𝑥 + 31 = 25，再根据算术平方根的定义即可求解，掌握立方根和算术平方根的定义是解题的关键．

【详解】解：∵𝑥−2的立方根是−2，



∴𝑥−2 = −8，

∴𝑥 = −6，

∴𝑥 + 31 = −6 + 31 = 25，

∴𝑥 + 31的算术平方根是5，

故选：D．

【变式 5-2】求下列各式中的𝑥的值：

(1)2𝑥3 = 16；

(2)2(2𝑥−1)2−50 = 0；

【答案】(1)𝑥 = 2

(2)𝑥 = 3或𝑥 = −2

【分析】本题考查利用平方根和立方根解方程：

（1）根据立方根的定义，解方程即可；

（2）利用平方根的定义，解方程即可．

【详解】（1）解：2𝑥3 = 16，

∴𝑥3 = 8，

∴𝑥 = 3 8 = 2；

（2）2(2𝑥−1)2−50 = 0，

∴2(2𝑥−1)2 = 50，

∴(2𝑥−1)2 = 25，

∴2𝑥−1 = 5或2𝑥−1 = −5，

∴𝑥 = 3或𝑥 = −2．

【考点题型六】无理数

【典例 6】实数0.3，22
7 ， 7，

𝜋
2，0.131131113⋯（相邻两个3之间 1 的个数依次加1），其中无理数有

（   ）

A．2个 B．3个 C．4个 D．5个

【答案】B

【分析】本题考查了无理数的定义，根据无理数的三种形式：①开方开不尽的数，②无限不循环小



数，③含有𝜋的数，结合所给数据进行判断即可，解题的关键是掌握无理数的几种形式．

【详解】0.3是有理数，不符合题意；

22
7 是分数，属于有理数，不符合题意；

7是无理数，符合题意；

𝜋
2是无理数，符合题意；

0.131131113⋯（相邻两个3之间 1 的个数依次加1）是无理数，符合题意；

∴无理数有3个，

故选：B．

【变式 6-1】下列实数中是无理数的是（   ）

A．
35
3 B．3.14 C． 5 D．38

【答案】C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无理数的定义，其中初中范围内学习的无理数有：𝜋,2𝜋等；开不尽方的数；以

及像0.101001000100001…等有这样规律的数．

无理数就是无限不循环小数，理解无理数的概念，一定要同时理解有理数的概念，有理数是整数与分

数的统称，即有限小数和无限循环小数是有理数，而无限不循环小数是无理数，由此即可判断选项．

【详解】解：A、
35
3 是分数，属于有理数，故此选项不符合题意；

B、3.14是小数，属于有理数，故此选项不符合题意；

C、 5是无理数，故此选项符合题意；

D、38 是整数，属于有理数，故此选项不符合题意；

故选：C．

【变式 6-2】在实数− 5，3.14，0，
𝜋
2，

22
7 ，− 9，0.1616616661…（两个 1 之间依次多一个 6）中，

无理数的个数是（   ）

A．5 B．4 C．3 D．2

【答案】C

【分析】本题考查了无理数，熟练掌握无理数的定义是解题的关键．

无限不循环小数叫做无理数，根据无理数的定义进行判断即可．

【详解】解：在实数− 5，3.14，0，
𝜋
2，

22
7 ，− 9，0.1616616661…（两个 1 之间依次多一个 6）中，



− 5，
𝜋
2，0.1616616661…（两个 1 之间依次多一个 6）是无理数，共 3 个，

故选：C．

【变式 6-3】在实数−2.236，3，22
7 ， 2，π，4，无理数的个数是（    ）

A．2 个 B．3 个 C．4 个 D．5 个

【答案】A

【分析】本题考查了无理数的定义，熟知并运用无理数是无限不循环小数是解答本题的关键．直接利

用无理数的定义：无理数是无限不循环小数，分析即可得到答案．

【详解】解∶在实数−2.236，3，22
7 ， 2，π，4，无理数有 2，π，共 2 个，

故选∶A．

【考点题型七】实数

【典例 7】有下列四个论断：①−1
3是有理数；② 2

2
是分数；③2.3131131113…（两个3之间依次增加

一个1）是无理数；④𝜋是无理数．其中正确的有（   ）

A．4个 B．3个 C．2个 D．1个

【答案】B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有理数，无理数，根据有理数与无理数的定义一一判断即可．

【详解】解：①−1
3是有理数， 正确，

② 2
2
是分数，错误， 2

2
是无理数．

③2.3131131113…（两个3之间依次增加一个1）是无理数，正确，

④𝜋是无理数，正确，

综上：①③④正确，

故选：B

【变式 7-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正实数和负实数统称实数 B．正数、0和负数统称有理数

C．带根号的数和负数统称实数 D．无理数和有理数统称实数

【答案】D

【分析】此题主要考查实数的定义和分类，解题的关键是熟知实数的定义．根据实数的定义判断即

可．



【详解】解：A、正实数和负实数统称实数，错误，0 也是实数，故不符合题意；

B、正数、0 和负数统称有理数，错误，正数、0 和负数统称实数，故不符合题意；

C、带根号的数和分数统称实数，错误，故不符合题意；

D、无理数和有理数统称实数，正确，故符合题意；

故选：D．

【变式 7-2】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无限循环小数是有理数 B．实数和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

C．有理数和无理数统称为实数 D．实数是由正实数和负实数组成

【答案】D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实数的分类，实数与数轴的关系，根据实数的分类，实数与数轴的关系，逐

项判断即可求解．熟练掌握有理数和无理数统称为实数，实数和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是解题的关键．

【详解】解：A．无限循环小数是有理数，说法正确，故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B．实数和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说法正确，故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C．有理数和无理数统称为实数，说法正确，故该选项不符合题意；

D．实数是由正实数、零和负实数组成，原说法错误，故该选项符合题意；

故选：D．

【变式 7-3】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无理数的相反数还是无理数 B．无限不循环小数是无理数

C．正数、负数统称有理数 D．实数与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

【答案】C

【分析】本题考查了无理数、实数的分类、相反数的定义，根据无理数、实数的分类、相反数的定义

逐项判断即可得出答案，熟练掌握以上知识点是解此题的关键．

【详解】解：A、无理数的相反数还是无理数，故原说法正确，不符合题意；

B、无限不循环小数是无理数，故原说法正确，不符合题意；

C、正有理数、0、负有理数统称有理数，故原说法错误，符合题意；

D、实数与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故原说法正确，不符合题意；

故选：C．

【考点题型八】实数的性质

【典例 8】− 3的相反数是   ；− 2的绝对值是   ； 5−2的相反数是   ．



【答案】     3     2     2− 5/− 5 +2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求一个数的相反数和绝对值，只有符号不同的两个数互为相反数，正数和 0

的绝对值是它本身，负数的绝对值是它的相反数，据此求解即可．

【详解】解：− 3的相反数是 3；− 2的绝对值是|− 2| = 2； 5−2的相反数是2− 5；

故答案为： 3； 2；2− 5．

【变式 8-1】在−3.14，𝜋，4，−5中，绝对值最小的数是（    ）

A．−3.14 B．𝜋 C．4 D．−5

【答案】A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实数比较大小，绝对值的意义，根据正数和 0 的绝对值是它本身，负数的绝

对值是它的相反数求出四个数的绝对值，再比较大小即可得到答案．

【详解】解：|−3.14| = 3.14 < |𝜋| = 𝜋 < |4| = 4 < |−5| = 5，

故选：A．

【变式 8-2】3 −27的相反数是     ， 3−2的绝对值是      ．

【答案】     3     2− 3

【分析】本题考查了实数的性质，主要利用了相反数的定义，绝度值的性质，根据立方根的定义求出

3 −27是解题的关键．先根据立方根的定义求出3 −27，再根据相反数定义，绝对值的性质解答．

【详解】

解：3 −27 = −3，| 3−2| = 2− 3，

所以，3 −27相反数是3， 3−2的绝对值是2− 3．

故答案为：3，2− 3．

【变式 8-3】 3的相反数是      ；|𝜋−3| =       ．

【答案】     − 3     𝜋−3/−3 + π

【分析】本题考查实数的性质，根据相反数与绝对值的定义求解即可．

【详解】 3的相反数是− 3；

∵𝜋−3 > 0，

∴|𝜋−3| = 𝜋−3；

故答案为：− 3，𝜋−3．

【考点题型九】实数与数轴



【典例 9】如图，数轴上 A，B 两点对应的实数分别是 1 和 3，若点 A 与点 C 到点 B 的距离相等，则

点 C 所对应的实数为（    ）

    

A．2 3−1 B．1 + 3 C．2 + 3 D．2 3 +1

【答案】A

【分析】本题考查的是实数与数轴，根据题意求出𝐵𝐶的长，确定点 C 对应的实数．

【详解】解：∵A、B 两点所对应的实数分别是 1 和 3，

∴𝐴𝐵 = 3−1，

∵𝐴𝐵 = 𝐵𝐶，

∴𝐵𝐶 = 3−1，

∴𝑂𝐶 = 3 + 3−1 = 2 3−1，

∴点 C 对应的实数是2 3−1，

故选：A．

【变式 9-1】已知数 a、b、c 在数轴上的位置如图所示，化简|𝑎 + 𝑏|−|𝑐−𝑏|的结果是（　　）

A．𝑎 + 𝑐 B．𝑐−𝑎 C．−𝑎−𝑐 D．𝑎 + 2𝑏−𝑐

【答案】A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实数与数轴， 根据数轴可得𝑎 + 𝑏 > 0，𝑐−𝑏 < 0，据此化简绝对值即可．

【详解】解：由数轴可知𝑐 < 𝑎 < 0 < 𝑏，|𝑎| < |𝑏|，

∴𝑎 + 𝑏 > 0，𝑐−𝑏 < 0，

∴|𝑎 + 𝑏|−|𝑐−𝑏| = 𝑎 + 𝑏 + (𝑐−𝑏) = 𝑎 + 𝑏 + 𝑐−𝑏 = 𝑎 + 𝑐，

故选：A．

【变式 9-2】如图，正方形𝑂𝐴𝐵𝐶的边长为1，𝑂𝐴在数轴上，以原点𝑂为圆心，对角线𝑂𝐵的长为半径画

弧，交正半轴于一点，则这个点表示的实数是（    ）

A．1 B．1.5 C． 3 D． 2

【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了实数与数轴，勾股定理，利用勾股定理求出𝑂𝐵即求解，掌握勾股定理的应用是解

题的关键．

【详解】解：∵四边形𝑂𝐴𝐵𝐶为正方形，

∴𝑂𝐴 = 𝐴𝐵 = 1，∠𝑂𝐴𝐵 = 90°，

∴𝑂𝐵 = 12 + 12 = 2，

∴这个点表示的实数是 2，

故选：D．

【变式 9-3】如图，数轴上，下列各数是无理数且表示的点在线段𝐴𝐵上的是（   ）

A．0 B．2 −9 C． 2−1 D．π

【答案】C

【分析】本题考查了实数与数轴、无理数的估算，熟练掌握以上知识是解题的关键．

先根据数轴可得在线段𝐴𝐵上的点，所表示的无理数的取值范围为大于− 2且小于 2，再根据无理数的

估算逐项判断即可得．

【详解】解：由数轴可知，在线段𝐴𝐵上的点所表示的无理数的取值范围为大于− 2且小于 2．

A、0是有理数，则此项不符题意；

B、2 −9中的−9 < 0，故该数不存在，则此项不符合题意；

C、 2−1是无理数，且− 2 < 2−1 < 2，则此项符合题意；

D、π是无理数，但π ≈ 3.14 > 2 ≈ 1.414，则此项不符题意；

故选：C．

【考点题型十】实数大小比较

【典例 10】比较大小： 3−2   − 3
2
．

【答案】 >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实数的大小比较，熟练掌握实数的大小比较法则是解题的关键．根据实数的

运算及不等式的性质求解即可．

【详解】解： ∵ 27 > 16，

∴ 3 3 > 4，



∴ 2 3−4 > − 3，

∴ 3−2 > − 3
2
，

故答案为： >

【变式 10-1】若𝑎 = 32，𝑏 = |− 2|，𝑐 = −3 (−2)3，则𝑎、𝑏、𝑐的大小关系是（    ）

A．𝑎 > 𝑐 > 𝑏 B．𝑐 > 𝑎 > 𝑏 C．𝑏 > 𝑎 > 𝑐 D．𝑐 > 𝑏 > 𝑎

【答案】A

【分析】先对题目中的二次根式化简，比较大小即可．

本题考查了二次根式的化简及估算，绝对值，比较实数大小．

【详解】解：由题可得𝑎 = 32 = 3，𝑏 = |− 2| = 2，𝑐 = −3 (−2)3 = −(−2) = 2，

由3 > 2 > 2，

故选 A．

【变式 10-2】在3，3
2，−2，− 3这四个数中，最小的数是（    ）

A．3 B．3
2 C．− 3 D．−2

【答案】D

【分析】本题考查了实数的大小比较、无理数的估算、求一个数的绝对值，先估算出1 < 3 < 2，再根

据正数都大于 0，负数都小于 0，正数大于一切负数，两个负数进行比较，绝对值大的反而小，即可得

出答案．

【详解】解：|−2| = 2，|− 3| = 3，

∵1 < 3 < 4，

∴ 1 < 3 < 4，即1 < 3 < 2，

∴−2 < − 3 < 3
2 < 2，

∴在3，3
2，−2，− 3这四个数中，最小的数是−2，

故选：D．

【变式 10-3】比较下列各数的大小：（填“＞”、“＜”、“＝”）

(1) 7−1
3

　　
2
3；

(2)−2 　　− 5．

【答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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