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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03 平面图形的初步认识（考点清单，9 个考点清单+23

种题型解读）

【清单 01 线段、射线、直线】

1．    直线，射线与线段的区别与联系

类别

\名

称

直线 射线 线段

图形

表示

方法

①    两个大写字母②    

一个小写字母

两个大写字母，表示端点

的字母在前

①    表示两端点的两个大写

字母；②    一个小写字母

端点

个数
无 1 个 2 个

延伸

性
向两方延伸 向一方延伸 不可延伸

性质 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度数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

作图

叙述
过 A、B 作直线 AB 以 A 为端点作射线 AB 连接 AB

2． 基本性质

（1）直线的性质：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2）线段的性质：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要点诠释：

①本知识点可用来解释很多生活中的现象． 如：要在墙上固定一个木条，只要两个钉子就

可以了，因为如果把木条看作一条直线，那么两点可确定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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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连接两点间的线段的长度，叫做两点间的距离．

3．画一条线段等于已知线段

（1）度量法：可用直尺先量出线段的长度，再画一条等于这个长度的线段．

（2）用尺规作图法：用圆规在射线 AC 上截取 AB=ａ，如下图：

4．线段的比较与运算

（1）线段的比较： 

  比较两条线段的长短，常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度量法；一种是叠合法．

（2）线段的和与差：

如下图，有 AB+BC=AC，或 AC=a+b；AD=AB-BD．

（3）线段的中点：

把一条线段分成两条相等线段的点，叫做线段的中点．如下图，有：
1
2

AM MB AB= =

要点诠释：

①线段中点的等价表述：如上图，点 M 在线段上，且有
1
2

AM AB= ，则点 M 为线段 AB 的

中点．

②除线段的中点（即二等分点）外，类似的还有线段的三等分点、四等分点等．如下图，

点 M，N，P 均为线段 AB 的四等分点．

【清单 02 角】

（1）用三个字母表示角时，表示顶点的字母必须写在另两个字母的中间．如∠AOB；

（2）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角还可以用它的顶点字母来表示．如∠A；

（3）角可以用希腊字母来表示，一般地，用希腊字母表示一个角时，需在角内靠近顶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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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上弧线．如∠α；

（4）角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一般地，用一个数字表示一个角时，需在角内靠近顶点处

画上弧线．如∠1．

角也可以看成是一条射线绕着它的一个端点旋转到另一个位置所成的图形．

1．角的度量

（1）角的定义：有公共端点的两条射线组成的图形叫做角，这个公共端点是角的顶点，这

两条射线是角的两条边；此外，角也可以看作由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旋转而形成的图形．

（2）角的表示方法：角通常有三种表示方法：一是用三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二是用角的

顶点的一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三是用一个小写希腊字母或一个数字表示．例如下图：

要点诠释：

①角的两种定义是从不同角度对角进行的定义；

②当一个角的顶点有多个角的时候，不能用顶点的一个大写字母来表示．（3）角度制及角

度的换算

1 周角=360°，1 平角=180°，1°=60′，1′=60″，以度、分、秒为单位的角的度量制，叫做角度

制．

要点诠释：

①度、分、秒的换算是 60 进制，与时间中的小时分钟秒的换算相同．

②度分秒之间的转化方法：由度化为度分秒的形式（即从高级单位向低级单位转化）时用

乘法逐级进行；由度分秒的形式化成度（即低级单位向高级单位转化）时用除法逐级进行．

③同种形式相加减：度加（减）度，分加（减）分，秒加（减）秒；超 60 进一，减一

成 60．

（4）角的分类

∠β 锐角 直角 钝角 平角 周角

范围 0＜∠β＜90° ∠β=90° 90°＜∠β＜180° ∠β=180° ∠β=360°

（5）画一个角等于已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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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助三角尺能画出 15°的倍数的角，在 0～180°之间共能画出 11 个角．

（2）借助量角器能画出给定度数的角．

（3）用尺规作图法．

2．角的比较与运算

（1）角的比较方法： ①度量法；②叠合法．

（2）角的平分线：

从一个角的顶点出发，把这个角分成相等的两个角的射线，叫做这个角的平分线，例如：如

下图，因为 OC 是∠AOB 的平分线，所以∠1=∠2=
1
2

∠AOB，或∠AOB=2∠1=2∠2．

类似地，还有角的三等分线等．

【清单 03 余角、补角、对顶角】

余角：如果两个角的和是一个直角，那么这两个角互为余角．

补角：如果两个角的和是一个平角，那么这两个角互为补角． 

  1．互余、互补是指两个角之间的一种关系．

  2．互余、互补是指数量关系，与两个角的位置没有关系．

余角补角

（1）若∠1+∠2=90°，则∠1 与∠2 互为余角．其中∠1 是∠2 的余角，∠2 是∠1 的余角．

（2）若∠1+∠2=180°，则∠1 与∠2 互为补角．其中∠1 是∠2 的补角，∠2 是∠1 的补角．

（3）结论： 同角（或等角）的余角相等；同角（或等角）的补角相等．

要点诠释：

①余角（或补角）是两个角的关系，是成对出现的，单独一个角不能称其为余角（或补

角）．

②一个角的余角（或补角）可以不止一个，但是它们的度数是相同的．

③只考虑数量关系，与位置无关．

④“等角是相等的几个角”，而“同角是同一个角” ．

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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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北、正南方向为基准，描述物体运动的方向，这种表示方向的角叫做方位角．

要点诠释：

（1）方位角还可以看成是将正北或正南的射线旋转一定角度而形成的．所以在应用中一要

确定其始边是正北还是正南．二要确定其旋转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三要确定旋转角度的大

小．

（2）北偏东 45 °通常叫做东北方向，北偏西 45 °通常叫做西北方向，南偏东 45 °通常叫做

东南方向，南偏西 45 °通常叫做西南方向．

（3）方位角在航行、测绘等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对顶角

对顶角是两个角之间的一种位置关系．两条直线相交时会产生一个交点，并产生以这个交点

为顶点的四个角．称其中不相邻的两个角互为对顶角．或者说，其中的一个角是另一个的对

顶角．

对顶角满足下列定理：两直线相交，对顶角相等．

【清单 04 平行】

1、定义：同一平面内的两条直线的位置有两种：平行或相交．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

条直线叫做平行线．

定义中的三个要点：（1）在同一平面内；（2）不相交，即没有公共点；（3）两条直线，而不

是线段或射线．

2、平行公理：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这条直线平行．

3、平行公理的推论：如果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线平行，那么这两条直线也互相平行．

【清单 05 垂直】

1．垂直的定义：如图，直线 a、b 相交成的四个角中有一个角是直角（通常标上直角标记），

则直线 a 与直线 b 互相垂直，记作 a⊥b 或者 b⊥a，交点 O 就是垂足．其中 a 是 b 的垂线，b

也是 a 的垂线．垂线是直线，且相对于另一条直线而言．

2．垂直定义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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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定：若直线 AB 和 CD 相交，交点为 O，∠BOC＝90°，则

AB⊥CD．这个推理过程可表示为：

∵ ∠BOC＝90°，

∴ AB⊥CD． （垂直的判定）．

（2）性质：若两条直线 AB⊥CD，垂足为点 O，则

∠AOC＝∠AOD＝∠BOC＝∠BOD＝90°，

这个推理过程可表示为：

∵ AB⊥CD

∴ ∠BOC＝90°（垂直的定义）．

【清单 06 三线八角】

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的概念

“三线八角”模型

如图，直线 AB、CD 与直线 EF 相交（或者说两条直线 AB、CD 被第三条直线 EF 所截），

构成八个角，简称为“三线八角”，如图 1．

要点诠释：

（1）    两条直线 AB，CD 与同一条直线 EF 相交．

（2）    “三线八角”中的每个角是由截线与一条被截线相交而成．

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的定义

在“三线八角”中，如上图 1，

（3）    同位角：像∠1 与∠5，这两个角分别在直线 AB、CD 的同一方，并且都在直线 EF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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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侧，具有这种位置关系的一对角叫做同位角．

（4）    内错角：像∠3 与∠5，这两个角都在直线 AB、CD 之间，并且在直线 EF 的两侧，像

这样的一对角叫做内错角．

（5）    同旁内角：像∠3 和∠6 都在直线 AB、CD 之间，并且在直线 EF 的同一旁，像这样

的一对角叫做同旁内角．

要点诠释：

（1）    “三线八角”是指上面四个角中的一个角与下面四个角中的一个角之间的关系，显然

是没有公共顶点的两个角．

（2）    “三线八角”中共有 4 对同位角，2 对内错角，2 对同旁内角．

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位置特征及形状特征

角的名

称
位置特征

基本图形（去掉多余的

线）
图形结构特征

同位角
在两条被截直线同方，在截线同

侧

形如字母“F”（或倒

形）

内错角
在两条被截线之间，在截线两侧

（交错）

形如字母“Z”（或反

置）

同旁内

角
在两条被截线之内，在截线同侧 形如字母“U”

要点诠释：

巧妙识别三线八角的两种方法：

（3）    巧记口诀来识别：一看三线，二找截线，三查位置来分辨．

（4）    借助方位来识别

根据这三种角的位置关系，我们可以在图形中标出方位，判断时依方位来识别，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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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07 平行公理】

   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直线平行，那么这两条直线也平行．

   简述：平行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平行．

【清单 08 平行线的判定与性质】

判定定理 性质定理

条件 结论 条件 结论

同位角相等 两直线平行 两直线平行 同位角相等

内错角相等 两直线平行 两直线平行 内错角相等

同旁内角互补 两直线平行 两直线平行 同旁内角互补

【清单 09 多边形的相关概念】

多边形

（1）多边形概念：在平面内，由一些线段首位顺次相接组成的图形叫做多边形．

（2）正多边形概念：各个角都相等，各条边都相等的多边形叫做正多边形

多边形的对角线

 n 边形一个顶点的对角线数： n-3；n 边形的对角线总数： 
n-3
2

n（ ）

截角问题

n 边形截去一个角后得到 n/n-1/n-2 边形

【考点题型一 直线、射线、线段的相关概念】

【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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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①过两点只能画一条直线；②过两点只能画一条射线；③以两个点为端点只能画一条线段．

A．1 个 B．2 个 C．3 个 D．0 个

【变式 1-1】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射线PA和射线 AP 是同一条射线 B．直线OA的长度是7cm  

C．直线 ab cd， 相交于点 M D．线段 AB 与射线BA在同一条直线上

【变式 1-2】

3．如图， , ,A B C 是直线 l 上的三个点．

（1）图中共有       条线段；

（2）图中以点 B 为端点的射线有       条，分别是       ；

（3）直线 l 还可以表示为       ．

【变式 1-3】

4．如图，直线 ,PA PB和线段 AB 将平面分成五个区域（不包含边界），若线段 PQ与线段 AB

有公共点，则点Q落在的区域是      （填写区域的序号）．

【变式 1-4】

5．如图，A，B，C 是同一直线上的三个点．图中有几条射线？在不增加字母的情况下，能

表示出的射线共几条？是哪几条？

【考点题型二 直线、射线、线段的数量问题】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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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直线 AB 上有一点 C，直线 AB 外有一点 D，则 A、B、C、D 四点确定的直线有（    ）

A．2 条 B．3 条 C．4 条 D．5 条

【变式 2-1】

7．从A 市到 B 市，乘坐火车共经过 5 个车站（不包括A ，B 两种），买车票的价格因为起点

和终点不同有很多种，从A 市到 B 市的任意两个车站的车票价格最多有（    ）

A．7 种 B．14 种 C．21 种 D．28 种

【变式 2-2】

8．将线段 AB 延长至点 C，再将线段 AB 反向延长至点 D，则该图中共有        条线段．

【变式 2-3】

9．如图，有下列结论：①以 C 为端点的射线共有 4 条；②射线BD和射线DB是同一条射

线；③直线BC 和直线BD是同一条直线；④射线 AB AC AD， ， 的端点相同．其中正确的结

论是         （填序号）．

【变式 2-4】

10．如图：

(1)图中有几条直线？

(2)图中有几条射线？能用图中字母表示的射线有几条？写出可以用字母表示的射线；

(3)图中有几条线段？有哪些线段可用图中字母表示？

(4)如果一条直线上标注了 n 个点，那么有几条射线？

【考点题型三 直线相交的个数问题】

【例 3】

11．观察图形，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1）直线BA和直线 AB 是同一条直线；

（2）线段BD和线段DB是两条不同的线段；

（3）射线 AC 和射线 AD 是同一条射线；

（4）三条直线两两相交时，一定有三个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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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个 B．2 个 C．3 个 D．4 个

【变式 3-1】

12．小红在“趣味数学”社团活动中探究了直线交点个数的问题．现有 7 条不同的直线 nl

（ 1,2,3,4,5,6,7n = ），其中 1l ， 2l 互相平行， 3l ， 4l ， 5l 三条直线交于一点，则他探究这 7 条

直线的交点个数最多是（    ）

A．17 个 B．18 个 C．19 个 D．21 个

【变式 3-2】

13．如图，① 2条直线相交，最多1个交点；② 3条直线相交最多有3个交点；③ 4条直线

相交最多有6 个交点，那么10条直线相交最多有      个交点．

【变式 3-3】

14．一平面内，3 条直线两两相交，最多有 3 个交点；4 条直线两两相交，最多有 6 个交点；

5 条直线两两相交，最多有 10 个交点；…；那么，10 条直线两两相交，最多有     个交点．

【变式 3-4】

15．【观察发现】如图，我们通过观察后可以发现：两条直线相交，最多有 1 个交点；三条

直线相交，最多有 3 个交点；那么四条直线相交，最多有______个交点；n 条直线相交，最

多有______个交点（用含 n 的代数式表示）；

【实践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同样存在数学规律型问题，请你类比上述规律探究，计算：某校

七年级举办篮球比赛，第一轮要求每两班之间比赛一场，若七年级共有 16 个班，则这一轮

共要进行多少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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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题型四 尺规作线段】

【例 4】

16．已知线段 a，b ， c．小明利用尺规作图画出线段 AB ，则线段 AB =（   ）

A． 2a b c+ - B．3a c- C．3a b c+ - D． 2 1.5a c-

【变式 4-1】

17．已知：线段 a，b．

求作：线段 AB ，使得 2AB a b= + ．

小明给出了四个步骤：①在射线 AM 上画线段 AP a= ；

②则线段 2AB a b= + ．

③在射线PM 上画线段PQ b QB b= =， ；

④画射线 AM ；

你认为正确的顺序是（    ）．

A．①②③④ B．④③①② C．④①③② D．④①②③

【变式 4-2】

18．如图，已知线段m ， n ，射线 AM ．如果按如下步骤进行尺规作图：①在射线 AM 上

顺次截取 AD DB m= = ；②在射线 AM 上截取BC n= ，那么 AC 的长为          ．

  

【变式 4-3】

19．尺规作图：作一条线段等于已知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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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线段 AB ，如图

求作：线段CD，使 AB CD= ．

小亮的作法如下：

如图，（1）作射线        ；

（2）以点        为圆心，        长为半径作弧交CE于点        ．

线段CD就是所求作的线段．

【变式 4-4】

20．如图，已知线段 a，b（ a b> ），按要求用尺规作图，不写作法，保留作图痕迹．

(1)求作线段 c，使 c a b= - ；

(2)求作线段 d，使d a b= + ．

【考点题型五 线段的和差】

【例 5】

21．在平面内有三点A ， B ，C ，且 10AB = ， 4BC = ，则 AC 的长度为（    ）

A．14 B．6 C．14 或 6 D．不能确定

【变式 5-1】

22．如图，延长线段 AB 至点 C，使 2BC AB= ，延长线段BA至点 D，使 3AD AB= ，E 是线

段DB的中点，F 是线段 AC 的中点．若 10cmEF = ，则 AB 的长度为（   ）

A．3cm B． 4cm C．5cm D．6cm

【变式 5-2】

23．如图，线段 4cmAB = ，延长线段 AB 到C ，使 1cmBC = ，再反向延长 AB 到D，使 3cm=AD ，

E 是 AD 的中点，F 是CD的中点．则EF 的长为     cm．

【变式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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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如图线段 3cmAB = ，要求尺规作图，在直线 AB 上找一点C ，作 2BC AB= ，则 AC =

_______ cm．

【变式 5-4】

25．如图，将线段 AB 延长到C ，使 2BC AB= ， AB 的中点为D，E ，F 是BC 上的点，且

: 1: 2BE EF = ， : 2 : 5EF FC = ， 60cmAC = ，求DE ，DF 的长．

【考点题型六 线段中点的有关计算】

【例 6】

26．如图，线段 16cmAB = ，点C 为线段 AB 上的一点，点D，E 分别为线段 AC ，BC 的中

点．则线段DE 的长为（   ） cm．

A． 4cm B．8cm  C．10cm  D．12cm  

【变式 6-1】

27．已知线段 6cmAB = ，点 C 是 AB 的中点，点 D 在线段 AB 上且
1
3

CD CB= ，则线段 AD

的长为（    ）

A． 2cm B． 4cm C． 2cm 或3cm D． 2cm 或 4cm

【变式 6-2】

28．如图，一条线段 : : 3 : 2 : 4AB BC CD = ，E，F 分别是线段 ,AB CD 的中点，且

22cmEF = ，则线段BC 的长为         ．

【变式 6-3】

29．如图，点C 在线段 AB 上，D，E 分别是线段 AC ，BC 的中点，若 6AB = ，则DE 的

长为     ．

【变式 6-4】

30．如图，A ， B ，C ，D是直线 l上的四个点，M ， N 分别是 AB ，CD的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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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 2cmMB = ， 1.8cmNC = ， 5cm=BC ，则 AD 的长为___________ cm；

(2)如果 10cmMN = ， 6cmBC = ，则 AD 的长为___________ cm；

(3)如果MN a= ，BC b= ，求 AD 的长，并说明理由．

【考点题型七 线段的动点问题】

【例 7】

31．B 是线段 AD 上一动点，沿 A 至 D 的方向以 2cm/s的速度运动．C 是线段 BD 的中

点． 10cmAD = ．在运动过程中，若线段 AB 的中点为 E．则 EC 的长是（     ）

A． 2cm B．5cm C． 2cm 或5cm D．不能确定

【变式 7-1】

32．如图，线段 24cmAB = ，动点 P 从 A 出发，以 2cm/s的速度沿 AB 运动，M 为 AP 的中

点，N 为BP的中点．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①运动4s后， 2PB AM= ；            

② PM MN+ 的值随着运动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③ 2BM BP- 的值不变；                

④当 6AN PM= 时，运动时间为 2.4s．

  

A．①② B．②③ C．①②③ D．②③④

【变式 7-2】

33．如图，在数轴上剪下 6 个单位长度（从 1- 到 5）的一条线段，并把这条线段沿某点向左

折叠，然后在重叠部分的某处剪一刀得到三条线段，发现这三条线段的长度之比为11 2：：，则

折痕处对应的点表示的数可能是      ．

【变式 7-3】

34．如图， 10AB = ，点 M 是线段 AC 的中点，点 N 是线段 BC 的中点，点 C 是线段 AB 上

一动点，则M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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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7-4】

35．线段 AB＝16，C，D 是线段 AB 上的两个动点（点 C 在点 D 的左侧），且 CD＝2，E 为

BC 的中点．

(1)如图 1，当 AC＝4 时，求 DE 的长．

(2)如图 2，F 为 AD 的中点．点 C，D 在线段 AB 上移动的过程中，线段 EF 的长度是否会发

生变化，若会，请说明理由；若不会，请求出 EF 的长．

【考点题型八 角的相关概念】

【例 8】

36．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两个锐角的和不一定大于直角

B．两个钝角的和不一定大于平角

C．直角都等于90°

D．1 周角=2 平角=4 直角

【变式 8-1】

37．下列关于角的说法中，正确的个数为（  ）

①两条有公共点的射线组成的图形叫做角；②角是由一个端点引出的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

形；③两条射线，它们的端点重合时，可以形成角；④角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有关．

A．0 B．1 C．2 D．3

【变式 8-2】

38．如图， AOBÐ 是直角，则图中的锐角共有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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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8-3】

39．如图，在从同一点出发的七条射线OA OB OC OD OE OF OG、 、 、 、 、 、 组成的图形中，

共有           个锐角．

【变式 8-4】

40．如图，O 为直线 AB 上一点， 50AOCÐ = °，OD 平分 AOCÐ ， 90DOEÐ = °．

(1)求出 BODÐ 的度数；

(2)请通过计算说明OE 是否平分 BOCÐ ；

(3)请你数一数，图中有多少个小于平角的角．

【考点题型九 方向角的相关计算】

【例 9】

41．如图，甲从点 A 出发沿北偏东70°方向走100m到点 B，乙从点 A 出发沿南偏西15°方向

走150m 到点 C，则 BACÐ 的度数是（   ）

A．85° B．160° C．125° D．105°

【变式 9-1】

42．如图，OA的方向是北偏东10°，OB 的方向是西北方向，若 AOC AOBÐ = Ð ，OC 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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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    ）

A．北偏东65° B．北偏东55° C．东偏北15° D．东偏北 25°

【变式 9-2】

43．如图，在灯塔O处观测到轮船A 位于北偏西53°的方向，同时轮船 B 在南偏东 20°的方

向，则 AOBÐ 的度数为           °．

【变式 9-3】

44．如图，OA的方向是北偏东15°，OB 的方向是北偏西 40°．若 AOC AOBÐ Ð= ，则OC

的方向是       ．

【变式 9-4】

45．如图，射线OA的方向是北偏东 20°，射线OB 的方向是北偏西35°，OD 是OB 的反向延

长线，OC 在 AODÐ 的内部，且 AOC AOBÐ = 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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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出射线OC 的方向；

(2)直接写出 DOCÐ 的度数．

【考点题型十 角的单位与角度制】

【例 10】

46．用度、分、秒表示15.21°为（    ）

A．15 12 36¢ ¢¢° B．15 12 23¢ ¢¢° C．15 20 1¢ ¢¢° D．15 21¢°

【变式 10-1】

47． 57.32a °Ð = 用度、分、秒表示 aÐ 为（    ）

A．57 19 12¢° ¢¢ B．57 20 2° ¢ ¢¢ C．57 20 12¢° ¢¢ D．57 21° ¢

【变式 10-2】

48．计算： 20 17 15 30¢ ¢° + ° =       ．

【变式 10-3】

49．计算：

（1） 48 39 67 41¢ ¢° + ° =           ；

（2）90 78 19 40¢ ¢¢° - ° =        ；

（3） 21 17 5¢° ´ =           ；

（4）176 52 3¢° ¸ =         ．

【变式 10-4】

50．计算（ 结果用度、分、秒表示）．

(1)58 49 67 31¢ ¢° + ° ；

(2) 47.6 25 12 36¢ ¢¢° - ° ；

(3)38 45 72.5¢° + °；

(4)  180 58 35 70.3¢° - ° + ° ．

【考点题型十一 三角板中角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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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1】

51．将两块直角三角尺的直角顶点重合为如图的位置，若 25AOCÐ = ° ，则 BODÐ =（    ）

  

A．15° B． 25° C．65° D． 75°

【变式 11-1】

52．将一副直角三角板如图所示放置，使含30°角的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和含 45°角的三角

板的一条直角边重合，则 1Ð 的度数为（   ）

A． 45° B．60° C．75° D．85°

【变式 11-2】

53．如图，将一副直角三角板叠在一起，使直角顶点重合于点O，则 AOB DOCÐ + Ð =         °．

【变式 11-3】

54．将一副三角板如图摆放，若 140BAEÐ = °，则 CADÐ 的度数是          ．

【变式 11-4】

55．如图，将两块三角板的直角顶点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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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出以 C 为顶点的所有相等的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若 148ACBÐ = °，求 DCEÐ 的度数．

(3)猜想： ACBÐ 与 DCEÐ 之间的数量关系为___________．

【考点题型十二 几何图形中角度计算】

【例 12】

56．已知 30AOBÐ = °， 50BOCÐ = °，那么 AOCÐ =（　　）

A． 20° B．80° C． 20°或80° D．30°

【变式 12-1】

57．如图，已知 90AOB CODÐ = Ð = °，若 130AODÐ = °，则 BOCÐ 的度数为（    ）.

A．65° B．50° C． 40° D．35°

【变式 12-2】

58．如图，若 2 ,BOD AOB OCÐ = Ð 是 AODÐ 的平分线，则①
1
3

BOC AOBÐ = Ð ；② DOCÐ

2 BOC= Ð ；③
1
2

COB AOBÐ = Ð ；④ 3COD BOCÐ = Ð ．正确的是     ．(请填写序号)

【变式 12-3】

59．如图， 90AOBÐ = °， 120AOCÐ = °，则 BOCÐ 的度数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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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12-4】

60．如图，已知 : 1: 3AOD BODÐ Ð = ，OC 是 AODÐ 的平分线，若 120AOBÐ = °，求：

(1) CODÐ 的度数；

(2) BOCÐ 的度数．

【考点题型十三 角平分线的相关计算】

【例 13】

61．如图，直线 AB CD、 交于点 O，OE 平分 AODÐ ，若 1 36Ð = °，则 COEÐ 等于（    ）

A．72° B．95° C．108° D．144°

【变式 13-1】

62．如图，直线 AB ，CD相交于点O，射线OM 平分 AOCÐ ， 90NOMÐ = °，若

55CONÐ = °，则 AOMÐ 的度数为（      ）

A． 45° B．35° C．55° D．65°

【变式 13-2】

63．如图， 80AODÐ = °， 30CODÐ = °，OB 平分 AOCÐ ，则 AOBÐ =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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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13-3】

64．如图，已知 AOB aÐ = ， BOC bÐ = ，OM 平分 AOCÐ ，ON 平分 BOCÐ ，则 MONÐ

的度数是   ．

【变式 13-4】

65．如图，已知 140Ð = °MON ， AOCÐ 与 BOCÐ 互余，OC 平分 MOBÐ ．

(1)在图 1 中，若 40AOCÐ = °，则 BOCÐ = _________， NOBÐ = _________；

(2)在图 2 中，设 ,AOC BONa bÐ = Ð = ，请探究 α 与 β 之间的数量关系．

【考点题型十四 余角、补角的相关计算】

【例 14】

66．如图，直线 AB 与CD相交于点 O，射线OE 在 BOCÐ  的内部，且OE CD 于点 O，  

若 40BODÐ = °，则 AOEÐ 的度数为（       ）



试卷第 24 页，共 36 页

A．130° B．140° C． 40° D．50°

【变式 14-1】

67．如图，O 为直线 AB 上一点，OC 平分 AOEÐ ， 90DOEÐ = °，有下列四个结论：①

90AOD BOEÐ + Ð = °；②若 58BOEÐ = ° ，则 61COEÐ = °；③ 2BOE CODÐ = Ð ；④ OD

平分 COAÐ ．其中正确的是（    ）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②③④

【变式 14-2】

68．已知 aÐ 与Ðb 互为补角，并且 aÐ 的 2 倍比Ðb 大30°，则 aÐ =         ．

【变式 14-3】

69．如图， AO OB 于点 , 35O BOCÐ = °，则 AOCÐ 的补角等于      ．

【变式 14-4】

70．如图，直线 AB ，CD相交于点 O，OE 平分 BOCÐ ，OF CD ．

(1)若 50AOFÐ = °，求ÐBOE 的度数；

(2)若 : 1: 4BOD BOEÐ Ð = ，求 AOFÐ 的度数．

【考点题型十五 对顶角与邻补角】

【例 15】

71．如图，取两根木条 a，b ，将它们钉在一起，转到木条b ，当 1Ð 增大 2°时，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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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Ð 增大 2° B． 3Ð 减少 2° C． 4Ð 减少 2° D． 4Ð 减少1°

【变式 15-1】

72．如图，点 O 在直线 AB 上， 22.5AODÐ = °， 45BOCÐ = °，OE 平分 BOCÐ ，则 EOCÐ

的补角是（   ）

A． AOCÐ B． AOEÐ 或 DOBÐ

C． AOEÐ 或 DOBÐ 或 AOC DOEÐ + Ð D．以上都不对

【变式 15-2】

73．如图所示，直线 AB ，CD交于点O，OE AB ，OD 平分ÐBOE ，则 BOCÐ =           ．

【变式 15-3】

74．如图，直线 AB CD， 相交于点 O，OA平分 EOCÐ ， 1 2EOC EODÐ Ð =∶ ∶ ，则 BODÐ 等

于     ．

【变式 15-4】

75．如图，已知直线 AB ，CD相交于点 O， 90BOE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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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 40BODÐ = °，求 COEÐ 的度数；

(2)若
1
3

AOC BOCÐ = Ð ，求 DOEÐ 的度数．

【考点题型十六 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

【例 16】

76．如图，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2Ð 与 4Ð 是同旁内角 B． 3Ð 与 4Ð 是内错角

C． 5Ð 与 6Ð 是同旁内角 D． 1Ð 与 5Ð 是同位角

【变式 16-1】

77．如图，描述同位角、内错角、同旁内角的关系不正确的是（   ）

A． 1Ð 与 4Ð 是同位角 B． 2Ð 与 3Ð 是内错角

C． 3Ð 与 4Ð 是同旁内角 D． 2Ð 与 4Ð 是同旁内角

【变式 16-2】

78．根据图形填空：

（1）若直线ED，BC 被直线 AB 所截，则 1Ð 和    是同位角；

（2）若直线ED，BC 被直线 AF 所截，则 3Ð 和    是内错角；

（3） 1Ð 和 3Ð 是直线 AB ， AF 被直线    所截构成的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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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16-3】

79．如图，从已经标出的五个角中，

（1）直线 AC ，BD被直线ED所截， 1Ð 与        是同位角；

（2）直线 AB ，CD被直线 AC 所截， 1Ð 与        是内错角；

（3）直线 AB ，CD被直线BD所截， 2Ð 与        是同旁内角．

【变式 16-4】

80．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 1Ð 与 2Ð 是同旁内角， 3Ð 与 2Ð 是内错角．

(1)画出示意图；

(2)若 1 3 2, 2 3 3Ð = Ð Ð = Ð ，求 1 2Ð Ð、 的度数．

【考点题型十七 平行公理及其推论】

【例 17】

81．“对于有理数 a，b，c，若 a b= ，b c= ，则 a c= ”，我们称这命题的关系具有“传递性”，

下列命题中，具有“传递性”的是（    ）

A．m，n，l 是直线，若m n∥ ， n lP ，则m l∥

B．m，n，l 是直线，若m n ， n l ，则m l

C．若 1Ð 与 2Ð 互余， 2Ð 与 3Ð 互余，则 1Ð 与 3Ð 互余

D．若 1Ð 与 2Ð 互补， 2Ð 与 3Ð 互补，则 1Ð 与 3Ð 互补

【变式 17-1】

82．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同位角相等．



试卷第 28 页，共 36 页

B．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的垂线段叫做这个点到这条直线的距离．

C．平面内有三条直线 a，b，c，若 a bP ，b cP ，则 a cP ．

D．平面内有三条直线 a，b，c，若 a b
r r

，b c ，则 a c ．

【变式 17-2】

83．有下列说法：①两条不相交的直线是平行线；②过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

平行；③在同一平面内，和第三条直线都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平行；④在同一平面内，不相

交的两条射线必平行．其中，正确的有       个．

【变式 17-3】

84．下列四个说法中：（1）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内错角相等；（2）过直线外一点，有且

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3）一个角的余角一定小于这个角的补角；（4）如果两个角

是对顶角，那么它们一定相等．正确的有          ．

【变式 17-4】

85．作图题

(1)在图①中，过点 P 作 P 到OA的垂线段 PH ，垂足为 H OP，  PH ，（填“ > ”“ < ”或“ = ”），

理由是 

(2)过点 P 作直线PC OA∥ ， PD OA∥ ，则P C D、 、 三点共线，理由是 

【考点题型十八 平行线的判定】

【例 18】

86．如图，点 E 在 CD 延长线上，下列条件中能判定 AB CEP 的是（   ）

A． 5 C=∠ ∠ B． 1 2Ð = Ð C． B CÐ = Ð

D． 180C CABÐ 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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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18-1】

87．如图，下列能判定 AB CD∥ 的条件有（   ）个

（1） 180B BCDÐ + Ð = °；（2） 1 2Ð = Ð ；（3） 3= 4Ð Ð ；（4） 5BÐ = Ð

A．1 B．2 C．3 D．4

【变式 18-2】

88．如图，下列条件中：① 180B BADÐ + Ð = °；② 1 2Ð = Ð ；③ 3 4Ð = Ð ；④ 5BÐ = Ð ，其

中能判定 AB CD∥ 的条件有      （填写序号）

【变式 18-3】

89．如图，在下列四组条件中：① 1 2Ð = Ð ，② 3= 4Ð Ð ，③ 180BAD ABCÐ + Ð = °，④

BAC ACDÐ = Ð ，能判定 AD BC∥ 的是        ．

【变式 18-4】

90．如图，已知 AP 平分 BACÐ ，CP平分 ACDÐ ， 1 2 90Ð + Ð = °．

(1)判断 AB 与CD的位置关系，并说明理由；

(2)若 2 1CDBÐ = Ð ， 32EÐ = °，求 2Ð 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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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题型十九 平行线的性质】

【例 19】

91．如图，已知 AB CD∥ ，BC 是 ABDÐ 的平分线，若 2 64Ð = °，则 3Ð 的度数是（    ）

A．64° B．58° C．32° D．116°

【变式 19-1】

92．如图，直线 1 2 3 , 1 25 , 73l l l ABCÐ = ° Ð = °∥ ∥ ，则 2Ð 的度数为（    ）

A．142° B．140° C．138° D．132°

【变式 19-2】

93．如图，直线 a b∥ ，将一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顶点置于直线 b 上，若 1 24Ð = °，则 2Ð 等于      

度．

【变式 19-3】

94．如图， 72AÐ = °，O是 AB 上一点，直线OD 与 AB 的夹角 85BODÐ = °，要使

OD AC∥ ，直线OD 绕点O逆时针旋转的最小角度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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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19-4】

95．（1）【阅读探究】如图1，已知 AB CD∥ ，E 、F 分别是 AB 、CD上的点，点M 在 AB  、

CD两平行线之间， 45AEMÐ = °， 25CFMÐ = °，求 EMFÐ 的度数．

解：过点M 作 ∥MN AB，

∵ AB CD∥ ，

∴ MN CD∥ ，

∴ 45EMN AEMÐ = Ð = °， 25FMN CFMÐ = Ð = °，

∴ 45 25 70EMF EMN FMNÐ = Ð + Ð = ° + ° = °．

从上面的推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平行线具有“等角转化”的功能，将 AEMÐ 和 CFMÐ “凑”在

一起，得出角之间的关系，使问题得以解决．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图 1 中 AEMÐ 、

EMFÐ 和 CFMÐ 之间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请直接写出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 ．

（2）【方法运用】如图 2，已知 AB CD∥ ，点 E 、 F 分别在直线 AB 、CD上，点M 在 AB 、

CD两平行线之间，求 AEMÐ 、 EMFÐ 和 CFMÐ 之间的数量关系．

（3）【应用拓展】如图3，在图 2的条件下，作 AEMÐ 和 CFMÐ 的平分线EP、FP，交于

点 P （交点 P 在两平行线 AB 、CD之间）若 60EMFÐ = °，求 EPFÐ 的度数．

【考点题型二十 根据平行线的性质探究角的关系】

【例 20】

96．如图， AD BEP ， AC 与BC 相交于点 C，且
11 DAB
n

Ð = Ð ，
12 EBA
n

Ð = Ð ，若

36CÐ = °，则 n 的值为（    ）

  

A．2 B．3 C．4 D．5

【变式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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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如图，如果 AB CD EF∥ ∥ ，那么 A ACD DCE EÐ + Ð + Ð + Ð =（    ）

A．180° B．270° C．360° D．540°

【变式 20-2】

98．小林乘车进入车库时仔细观察了车库门口的 “ 曲臂直杆道闸 ” ，已知𝐴𝐵垂直于水平地面

AE 当车牌被自动识别后，曲臂直杆道闸的BC 段绕点 B 缓慢向上旋转，𝐶𝐷段则一直保持水

平状态上升 （即 𝐶𝐷与 AE 始终平行），在该过程中 ABC BCDÐ + Ð 始终等于         .

【变式 20-3】

99．已知 ABCÐ 与其内部一点 D， 过 D 点作DE BA∥ ， 作DF BC∥ ，则 EDFÐ 与 BÐ 的

数量关系是            ．

【变式 20-4】

100．已知：点 C 是 AOBÐ 的OA边上一点（点 C 不与点 O 重合），点 D 是 AOBÐ 内部一点，

射线CD不与OB 相交．

(1)如图 1， 90 , 120AOB OCDÐ = ° Ð = °，过点O作射线OE ，使得 POE CD．（其中点E在 AOBÐ

内部）．

①依据题意，补全图 1；

②直接写出ÐBOE 的度数．

(2)如图 2，点 F 是射线OB 上一点，且点 F 不与点 O 重合，当  0 180AOB a aÐ = ° < £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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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点 F 作射线FH ，使得FH CD∥ （其中点 H 在 AOBÐ 的外部），用含a 的代数式表示 OCDÐ

与 BFHÐ 的数量关系，并证明．

【考点题型二十一 根据平行线的性质求角的度数】

【例 21】

101．如图，已知 AB CD∥ ， AF 交𝐶𝐷于点E ，且BE AF 于点E ，若 35BEDÐ = °，则 AÐ

的度数是（    ）

A． 45° B．55° C．80° D．90°

【变式 21-1】

102．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传播方向会发生变化．如图，表示水面的直线 AB 与表示水底

的直线CD平行，光线EF 从空气射入水中，改变方向后射到水底G 处，FH 是EF 的延长线，

若 1 42Ð = °， 2 16Ð = °，则 CGFÐ 的度数是（   ）．

A．58° B． 48° C．26° D．32°

【变式 21-2】

103．图，平行于主光轴MN 的光线 AB 和CD经过凹透镜的折射后，折射光线 ,BE DF 的反

向延长线交于主光轴MN 上一点P．若 138 , 162ABE CDFÐ = ° Ð = °，则 EPFÐ 的大小为       ．

【变式 21-3】

104．如图，将一张长方形纸条 ABCD沿EF 折叠，点 C、D 分别折叠至点C¢、 D¢，若

65FEC¢Ð = °，则 EFDÐ 度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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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21-4】

105．如图，已知 AB CD∥ ，BC 平分 ABDÐ ，交 AD 于点E ．

(1)求证： 1 3Ð = Ð ；

(2)若 AD BD 于点D， 28CDAÐ = °，求 3Ð 的度数．

【考点题型二十二 平行线间的距离】

【例 22】

106．如图，直线 1 2l l∥ ，点 A B， 在 1l 上，点C D E， ， 在 2l 上，若 90CAE ADEÐ = Ð = °，则

下列线段的长度是 1l 到 2l 的距离的是（　　）

A． AC B． AE C． AD D． BE

【变式 22-1】

107．已知直线 a，b ， c在同一平面内，且 a b c∥ ∥ ， a与b 之间的距离为 6cm ，b 与 c之

间的距离为 2cm ，则 a与 c之间的距离是（    ）

A． 2cm B． 6cm C． 4cm 或8cm D．8cm

【变式 22-2】

108．在同一平面上，直线 a，b，c 是三条平行直线．如果直线 a 和 b 的距离为 6，直线 b

和 c 的距离为 3，那么直线 a 和 c 的距离为        ．

【变式 22-3】

109．如图， a b∥ ，点 B ，C 在直线 a上，点A 在直线b 上， AB AC ， 6AB = ， 8A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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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C = ，则图中 a与b 之间的距离为      ．

【变式 22-4】

110．如图，直线 // //a b c ， AB a ， AB b ，a 与 b 的距离是 10cm，b 与 c 的距离是 4cm，

求 a 与 c 的距离.

【考点题型二十三 多边形的相关概念】

【例 23】

111．从多边形的一个顶点出发的对角线一共有6 条，则这个多边形是（   ）

A．六边形 B．七边形 C．八边形 D．九边形

【变式 23-1】

112．如果从一个多边形的一个顶点出发作它的对角线，最多能将多边形分成 2020 个三角形，

那么这个多边形是（    ）

A．2019 边形 B．2020 边形 C．2021 边形 D．2022 边形

【变式 23-2】

113．过某个多边形的一个顶点可以引出 6 条对角线，这些对角线将这个多边形分成        

个三角形．

【变式 23-3】

114．若过 n 边形的一个顶点有七条对角线，m 边形没有对角线，则 m n- + =          

【变式 23-4】

115．某中学七年级数学课外兴趣小组在探究：“ n 边形  3n > 共有多少条对角线”这一问题

时，设计了如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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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形的边数 4 5 6 … n

从多边形一个顶点出发可引起的对角线条数 1 2 3 … __

多边形对角线的总条数 2 5 9 … __

(1)请在表格中的横线上填上相应的结果；

(2)求十二边形总共有多少条对角线；

(3)过多边形的一个顶点的所有对角线条数与这些对角线分多边形所得的三角形个数的和可

能为 2016 吗？若能，请求出这个多边形的边数；若不能，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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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直线、射线、线段的联系与区别等知识点，熟

练掌握直线、射线、线段的定义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解题的关键．

根据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直线、射线、线段的联系与区别等知识点逐项分析判断即可．

【详解】解：①因为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所以过两点只能画一条直线，故说法①正确；

②过两点可以画 2条射线，故说法②错误；

③以两个点为端点只能画一条线段，该说法正确，故说法③正确；

综上，说法正确的有①③，共 2个，

故选：B．

2．D

【分析】根据直线、射线、线段的性质对各选项分析判断后利用排除法．本题主要考查了直

线、射线、线段的特性，是基础题，需熟练掌握．本题考查了直线、射线的定义及表示方法：

直线可用一个小写字母表示，如：直线 l，或用两个大写字母（直线上的）表示，如直线 AB

（或直线 )BA ．射线是直线的一部分，可用一个小写字母表示，如：射线 l；或用两个大写

字母表示，端点在前，如：射线OA．注意：用两个字母表示时，端点的字母放在前边．直

线与射线都是无限长，不能度量．也考查了直线的性质公理．

【详解】解：A、射线PA和射线 AP 不是同一条射线，故本选项说法是错误；

B、直线是无限长的，测量不了长度，故本选项说法是错误；

C、直线不能用两个小写字母表示，故本选项说法是错误；

D、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线段 AB 与射线BA在同一条直线上是正确的．

故选：D．

3．     3     2     射线BC 、射线BA      直线 AB 或直线 AC 或直线BC 或直线BA或

直线CA或直线CB

【分析】此题主要考查了线段、直线、射线，关键是掌握线段的定义．

（1）根据线段概念即可求得答案；

（2）根据射线概念即可求得答案；

（3）根据直线的概念即可求得答案．

【详解】解：（1）图中共有 3 条线段，线段 AB 、线段 AC 、线段BC ；

故答案为：3；

（2）图中以点 B 为端点的射线有 2 条，射线BC 、射线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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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为：2，射线BC 、射线BA；

（3）直线 l 还可以表示为：直线 AB 或直线 AC 或直线BC 或直线BA或直线CA或直线CB ；

故答案为：直线 AB 或直线 AC 或直线BC 或直线BA或直线CA或直线CB ．

4．②

【分析】本题考查线段定义及线段交点问题，数形结合，当点Q落在区域①③④⑤，线段

PQ与线段 AB 没有公共点，当点Q落在区域②时，线段 PQ与线段 AB 有公共点，即可得到

答案，数形结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详解】解：由题意可知，当点Q落在区域②时，线段 PQ与线段 AB 有公共点，如图所示：

故答案为：②．

5．图中有 6 条射线，在不增加字母的情况下，能表示出的射线共 4 条，分别是：射线 AC ，

射线BC ，射线BA，射线CA

【分析】本题考查了射线，根据射线的定义即可求解，熟练掌握射线的定义及表示方法是解

题的关键．

【详解】解：图中有 6 条射线，在不增加字母的情况下，能表示出的射线共 4 条，

分别是：射线 AC 、射线BC 、射线BA、射线CA．

6．C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根据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画出图形即可求解．

【详解】解：如图所示，则 A、B、C、D 四点能确定的直线有四条．

故选：C．

7．C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线段条数问题，根据包括 A、B 在内一共有 7 个站，且每两个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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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都有两种票价，但由于要求从A 市到 B 市，则每两个站之间只有一种票价，据此求解即可．

【详解】解：∵包括 A、B 在内一共有 7 个站，且每两个站之间都有两种票价，

∴从A 市到 B 市的任意两个车站的车票价格最多有
 7 7 1

21
2

´ -
= 种，

故选：C．

8．6

【分析】本题考查了线段的计数问题，根据题意画出图形求解即可．

【详解】解：如图， 

线段有： , , , , ,DA AB BC DB AC DC ，共 6 条．

故答案为：6．

9．③④

【分析】本题考查了直线、射线、线段，熟记概念以及表示方法是解题的关键．

根据直线、射线、线段的定义，对结论分析判断即可得解．

【详解】解：以 C 为端点的射线共有 3 条，故①错误；

因为射线BD和射线DB的端点不同，方向也不同，所以不是同一条射线，故②错误；

直线BC 和直线BD是同一条直线，故③正确；

射线 AB AC AD， ， 的端点相同，都为点 A，故④正确．

综上所述，其中正确的结论是：③④．

故答案为：③④．

10．(1)有 1 条直线

(2)有 8 条射线，能用字母表示的射线有 6 条，分别是射线 AB ，射线BA，射线BC ，射线

CB ，射线CD，射线DC

(3)有 6 条线段，分别是线段 AB ，线段 AC ，线段 AD ，线段BC ，线段BD，线段CD

(4)一条直线上标注了 n 个点时，有 2n条射线

【分析】本题考查的是射线，直线，线段的含义；

（1）根据直线的定义可得答案；

（2）根据每个端点处有 2 条射线，可得射线的总数量，根据射线的表示方法可得有 6 条射

线可表示；

（3）根据线段有两个端点，把线段都表示出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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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每个端点处有 2 条射线，从而额度答案．

【详解】（1）解：图中有 1 条直线；

（2）解：以A ， B ，C ，D为端点的射线共有 8 条，

能用字母表示的射线有 6 条，分别是射线 AB ，射线BA，射线BC ，射线CB ，射线CD，

射线DC ；

（3）解：图中有 6 条线段，分别是线段 AB ，线段 AC ，线段 AD ，线段BC ，线段BD，线

段CD．

（4）解：如果一条直线上标注了 n 个点，以每个点为端点的射线有 2 条，

∴有 2n条射线．

11．B

【分析】本题考查了直线、射线、线段的表示法，直线的交点问题，根据直线、射线、线段

的表示法可判断（1）（2）（3）；根据直线交点可判断（4）．

【详解】解：（1）直线BA和直线 AB 是同一条直线，正确；

（2）线段BD和线段DB是同一条线段，故不正确；

（3）射线 AC 和射线 AD 是同一条射线，正确；

（4）三条直线两两相交时，不一定有三个交点，故不正确，如下图．

故选 B．

12．B

【分析】根据直线两两都相交时，交点的个数最多，画图计算即可．

本题考查了直线的相交，熟练掌握两两相交时，交点个数最多是解题的关键．

【详解】解：根据题意，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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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最多有 18 个交点，

故选 B．

13． 45

【分析】此题考查了图形规律，直线与直线交点问题，根据图形找出规律即可，读懂题意，

找出规律是解题的关键．

【详解】解： 2条直线相交，最多有1个交点，

3条直线相交，最多有3个交点，即1 2 3+ = ，

4条直线相交，最多有6 个交点，即1 2 3 6+ + = ，

5条直线相交，最多有10个交点，即1 2 3 4 10+ + + = ，

L，

10条直线相交，最多有1 2 3 4 7 8 9 45+ + + + + + + =L （个）交点，

故答案为： 45．

14． 45

【分析】此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相交线，关键是此题在相交线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学生的观察、

实验和猜想、归纳能力，掌握从特殊到一般猜想的方法．由已知一平面内，三条直线两两相

交，最多有 3 个交点；4 条直线两两相交，最多有 6 个交点；5 条直线两两相交，最多有 10

个交点总结出：在同一平面内，n 条直线两两相交，则有
 1

2
n n -

个交点，代入即可求解．

【详解】解：∵3 条直线两两相交，最多有 3 个交点；而
2 33 1 2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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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直线两两相交，最多有 6 个交点；而
3 46 1 2 3

2
´

= + + = ，

5 条直线两两相交，最多有 10 个交点；…；而
4 510 1 2 3 4

2
´

= + + + = ，

∴在同一平面内，n 条直线两两相交，则最多有  1
2

n n -
个交点，

∴10 条直线两两相交，交点的个数最多为 
9 10 45

2
´

= ．

故答案为： 45．

15．[观察发现]6，
( 1)

2
n n -

；[实践应用]120 场

【分析】[观察发现]根据题意，结合图形，发现：3 条直线相交最多有 3 个交点，4 条直线

相交最多有 6 个交点，5 条直线相交最多有 10 个交点．而 3=1+2，6=1+2+3，10=1+2+3+4，

故可猜想，n 条直线相交，最多有 1+2+3+…+（n-1）=
1
2

n(n−1)个交点；[实践应用] 把每个

班作为一个点,进行一场比赛就是用线把两个点连接,用此方法即可.

【详解】[观察发现]解：①两条直线相交最多有 1 个交点：1=
2 (2 1)

2
´ -

；

②三条直线相交最多有 3 个交点：3=
3 (3 1)

2
´ -

；

③四条直线相交最多有 6 个交点：6=
4 (4 1)

2
´ -

；…

n 条直线相交最多有
( 1)

2
n n -

个交点．

故答案为：6，
( 1)

2
n n -

．

[实践应用]该类问题符合上述规律，所以可将 n＝16 代入
16 15 120

2
´

= ．

∴这一轮共要进行 120 场比赛．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图形的变化规律，解决本题的关键是要找出图形哪些部分发生了变化，

是按照什么规律变化的，通过分析找到各部分的变化规律后直接利用规律求解．

16．C

【分析】本题主要查了尺规作图—作一条线段等于已知线段．根据作图可得 3AB a b c= + - ，

即可求解．

【详解】解：根据题意得： 3AB a b c= + - ．

故选：C

17．C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了作图-复杂作图，掌握运用尺规画线段的方法是解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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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作射线 AM ，再截取 AP a= ，然后截取PQ b QB b= =， ，则线段 AB 的长为 2+a b．

【详解】解：解如图所示：

④画射线 AM ；

①在射线 AM 上画线段 AP a= ；

③在射线PM 上画线段PQ b QB b= =， ；

②则线段 2AB a b= + ．

所以正确顺序为④①③②．

故选 C．

18． 2m n- 或 2m n+

【分析】根据题意画出几何图形，然后利用两点之间的距离得到 AC ．

【详解】解：如图，当点C 在点 B 的左侧，

2AC AD DB BC m n= + - = - ；

  

当点C 在点 B 的右侧，

2AC AD DB BC m n= + + = + ；

  

综上所述， AC 的长为 2m n- 或 2m n+ ．

故答案为： 2m n- 或 2m n+ ．

【点睛】本题考查作图—基本作图：作一条线段等于已知线段，线段的和差，两点间的距

离．根据题意画出图形是解题的关键．

19．     CE      C     AB      D

【分析】根据尺规作图的要求进行作图即可．

【详解】作法如下：

如图，（1）作射线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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