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考数学《函数的基本性质》例题解析 

 

 

◆ 题型一：函数图像的共存问题  

 

先由一个图像，判断出相应参数的范围；再由参数的范围，判断另一

个图像是否成立。 

 

 

【例 1】如果二次函数 的图像如图所示，那么一次函数 的图像大致是（    ） 

  

A．  B． C．  D．  

【答案】C 

【分析】根据二次函数的图像，确定 a，c的符号，然后根据一次函数性质确定图像的分布即可． 

【详解】∵抛物线的开口向下， 



∴a＜0； 

∵抛物线交于 y轴正半轴， 

∴c＞0， 

∴ 的图像分布在第一，第二，第四象限， 

故选 C． 

【点睛】本题考查了二次函数的图像，一次函数的图像，熟练掌握二次函数的图像与各系数之间的关系，

一次函数中 k，b与图像分布之间的关系是解题的关键． 

 

 

 

1．（2022·广东深圳·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校考三模）二次函数 与一次函数 在同

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图像可能是（    ） 

A．  B． C． D．  

【答案】A 

【分析】逐一分析每个选项图像与函数解析式中的系数的关系，结论一致的就是正确的，结论不一致的就

是错误的，从而可得答案． 

【详解】解：选项 A中的一次函数  抛物线中的图像开口向下，顶点坐标为  ，则  

对称轴是直线 故符合题意， 

选项 B中的一次函数  抛物线中的图像开口向下，顶点坐标为  ，则 但是对称轴

不是直线   故不符合题意， 

选项 C中的一次函数  抛物线中的图像开口向上，顶点坐标为  ，则  故不符合

题意， 



选项 D中的一次函数  抛物线中的图像开口向上，顶点坐标为  ，则 对称轴不是

直线   故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点睛】本题考查的是一次函数与二次函数的图像共存的问题，掌握“结合一次函数与二次函数的系数与图

像的关系进行分析”是解本题的关键． 

2．（2022·青海西宁·统考二模）已知二次函数 的图像如图所示，则一次函数 的图像

和反比例函 的图像在同一坐标系中大致是（    ） 

  

A．  B．  C． D．  

【答案】C 

【分析】先根据二次函数的图像开口向下和对称轴可知 b＜0，由抛物线交 y的正半轴，可知 c＞0，由当 x=1

时，y＜0，可知 a+b+c＜0，然后利用排除法即可得出正确答案． 

【详解】∵二次函数的图像开口向下， 

∴a＜0， 

∵- ＜0， 

∴b＜0， 

∵抛物线与 y轴相交于正半轴， 

∴c＞0， 

∴直线 y=bx+c经过一、二、四象限， 

由图像可知，当 x=1时，y＜0， 

∴a+b+c＜0， 



∴反比例函数 的图像必在二、四象限， 

故 A、B、D 错误，C 正确； 

故选：C． 

【点睛】本题考查的是二次函数的图像与系数的关系，反比例函数及一次函数的性质，熟知以上知识是解

答此题的关键． 

3．（2022·西藏·统考中考真题）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y＝ax+b 与 （其中 a，b 是常数，ab≠0）

的大致图像是（  ） 

A．  B．  C．  D．  

【答案】A 

【分析】根据 a，b的取值分类讨论即可． 

【详解】解：若 a＜0，b＜0， 

则 y＝ax+b 经过二、三、四象限，反比例函数 （ab≠0）位于一、三象限，故 A选项符合题意； 

若 a＜0，b＞0， 

则 y＝ax+b 经过一、二、四象限，反比例函数 （ab≠0）位于二、四象限，故 B选项不符合题意； 

若 a＞0，b＞0， 

则 y＝ax+b 经过一、二、三象限，反比例函数 （ab≠0）位于一、三象限，故 C选项不符合题意； 

若 a＞0，b＜0， 

则 y＝ax+b 经过一、三、四象限，反比例函数数 （ab≠0）位于二、四象限，故 D 选项不符合题意． 

故选：A． 

【点睛】此题考查的是反比例函数和一次函数的图像及性质，掌握系数 a，b与反比例函数和一次函数的图

像的关系是解决此题的关键． 

4．（2022·四川德阳·统考中考真题）一次函数 与反比例函数 在同一坐标系中的大致图像是

（    ） 



A．  B．  C．  D．  

【答案】B 

【分析】A选项可以根据一次函数与 y轴交点判断，其他选项根据图像判断 a的符号，看一次函数和反比例

函数判断出 a 的符号是否一致； 

【详解】一次函数与 y 轴交点为（0，1），A选项中一次函数与 y轴交于负半轴，故错误； 

B 选项中，根据一次函数 y随 x增大而减小可判断 a<0，反比例函数过一、三象限，则-a>0，即 a<0，两者

一致，故 B选项正确； 

C 选项中，根据一次函数 y随 x增大而增大可判断 a>0，反比例函数过一、三象限，则-a>0，即 a<0，两者

矛盾，故 C选项错误； 

D 选项中，根据一次函数 y随 x增大而减小可判断 a<0，反比例函数过二、四象限，则-a<0，即 a>0，两者

矛盾，故 D选项错误； 

故选：B． 

【点睛】本题考查了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图像共存问题，解决此类题目要熟练掌握一次函数、反比例函

数图像与系数的关系． 

5．（2020·青海·统考中考真题）若 ，则正比例函数 与反比例函数 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的大致图像可能是（    ） 

A．  B．  C．  D．  

【答案】B 

【分析】由 ，得 异号，若图像中得到的 异号则成立，否则不成立． 

【详解】A. 由图像可知： ，故 A错误； 

B. 由图像可知： ，故 B正确； 

C. 由图像可知： ，但正比例函数图像未过原点，故 C 错误； 



D. 由图像可知： ，故 D错误； 

故选：B． 

【点睛】本题考查了根据已知参数的取值范围确定函数的大致图像的问题，熟知参数对于函数图像的影响

是解题的关键． 

6．（2022·广东·模拟预测）如果二次函数 的图像如图所示，那么一次函数 的图像大致是

（    ） 

  

A．  B．  

C．  D．  

【答案】C 

【分析】根据二次函数的图像，确定 a，c的符号，然后根据一次函数性质确定图像的分布即可． 

【详解】∵抛物线的开口向下， 

∴a＜0； 

∵抛物线交于 y轴正半轴， 

∴c＞0， 

∴ 的图像分布在第一，第二，第四象限， 

故选 C． 

【点睛】本题考查了二次函数的图像，一次函数的图像，熟练掌握二次函数的图像与各系数之间的关系，

一次函数中 k，b与图像分布之间的关系是解题的关键． 



7．（2022·山东济南·统考三模）函数 与 在同一坐标系内的图像可能是（    ） 

A．  B．  C．

 D．  

【答案】C 

【分析】分别讨论 和 时，一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的性质及图像特征，即可得到答案． 

【详解】解：若 ，则 ，一次函数单调递减且过点（0，-5），所以一次函数的图像单调递减，过二、

三、四象限；反比例函数图像在一、三象限，此时没有选项的图像符合要求． 

若 ，则 ，一次函数单调递增且过点（0，-5），所以一次函数的图像单调递增，过一、三、四象

限；反比例函数在二、四象限，此时选项 C符合要求． 

故选：C． 

【点睛】本题考查一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和性质；熟练掌握相关知识是解题的关键． 

8．（2022·山东泰安·统考二模）二次函数 y=ax2+bx+c（a≠0）的图像如图所示，则一次函数 y=ax+b 和反比例

函数 y= （c≠0）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中的图像可能是（  ） 

  



A．  B．  

C．  D．  

【答案】A 

【分析】根据二次函数 （a≠0）的图像开口向上，得出 a＞0，与 y轴交点在 y轴的负半轴，

得出 c＜0，利用对称轴 ＞0，得出 b＜0，然后对照四个选项中的图像判定即可． 

【详解】解：因为二次函数 的图像开口向上，得出 a＞0，与 y 轴交点在 y轴的负半轴，得出

c＜0，利用对称轴 ＞0，得出 b＜0， 

所以一次函数 y=ax+b 经过一、三、四象限，反比例函数 经过二、四象限． 

故选：A．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了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一次函数的图像以及二次函数的图像等知识点，根据二次函

数图像得到 a＞0、b＜0、c＜0是解题的关键． 

9．（2020·河北唐山·统考一模）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垂直于 x 轴的直线分别交抛物线 y＝x2（x≥0）

和抛物线 y＝ x2（x≥0）于点 A 和点 B，过点 A 作 AC∥x 轴交抛物线 y＝ x2 于点 C，过点 B 作 BD∥x 轴

交抛物线 y＝x2 于点 D，则 的值为（  ） 

  



A．  B．  C．  D．  

【答案】C 

【分析】设 A（m，m2），则 B（m， m2），根据题意得出 C（2m，m2），D（ m， m2），即可求得 BD＝m﹣

m＝ m，AC＝2m﹣m＝m，从而求得 ＝ ． 

【详解】设 A（m，m2），则 B（m， m2）， 

∵AC∥x 轴交抛物线 y＝ x2 于点 C，BD∥x 轴交抛物线 y＝x2 于点 D， 

∴C（2m，m2），D（ m， m2）， 

∴BD＝m﹣ m＝ m，AC＝2m﹣m＝m， 

. 

故选 C． 

【点睛】本题考查了二次函数图像上点的坐标特征.根据特征表示出 A、B、C、D点的坐标是解题的关键． 

10．（2022·山东德州·统考二模）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函数 与 的图像大致是

（    ） 

A．  B．  

C．  D．  



【答案】B 

【分析】根据 k＞0，k＜0，结合两个函数的图像及其性质分类讨论． 

【详解】解：分两种情况讨论： 

①当 k＞0时，反比例函数 y=  (k≠0)在一、三象限，而二次函数 y=-x2-k 开口向下，与 y轴交点在原点

下方，都不符． 

②当 k＜0时，反比例函数 y=  (k≠0)在二、四象限，而二次函数 y=-x2-k 开口向下，与 y轴交点在原点

上方，B符合． 

故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图像大致是 B． 

故选：B．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二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的图像的性质，掌握二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的图像的性

质是解题的关键． 

11．（2022·山东菏泽·统考中考真题）根据如图所示的二次函数 的图像，判断反比例函数

与一次函数 的图像大致是（    ） 

  

A．  B．  C．  D．  

【答案】A 

【分析】先根据二次函数的图像，确定 a、b、c 的符号，再根据 a、b、c的符号判断反比例函数 y 与一

次函数 y＝bx+c 的图像经过的象限即可． 

【详解】解：由二次函数图像可知 a＞0，c＜0， 

由对称轴 x 0，可知 b＜0， 



所以反比例函数 y 的图像在一、三象限， 

一次函数 y＝bx+c 经过二、三、四象限． 

故选：A．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二次函数图像的性质、一次函数的图像的性质、反比例函数图像的性质，关键在于

通过二次函数图像推出 a、b、c 的取值范围． 

12．（2022·黑龙江绥化·统考中考真题）已知二次函数 的部分函数图像如图所示，则一次函数

与反比例函数 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图像大致是（    ） 

  

A．  B．  

C．  D．  

【答案】B 

【分析】根据 的函数图像可知， ， ，即可确定一次函数图像，根据 时，

，即可判断反比例函数图像，即可求解． 



【详解】解：∵二次函数 的图像开口向上，则 ，与 轴存在 2个交点，则 ， 

∴一次函数 图像经过一、二、三象限， 

二次函数 的图像，当 时， ， 

反比例函数 图像经过一、三象限 

结合选项，一次函数 与反比例函数 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图像大致是 B

选项 

故选 B 

【点睛】本题考查了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掌握二次函数的图像与系数的关系

是解题的关键． 

13．（2022·贵州黔东南·统考中考真题）若二次函数 的图像如图所示，则一次函数

与反比例函数 在同一坐标系内的大致图像为（    ） 

  

A．  B．  C．  D．  

【答案】C 

【分析】根据二次函数的图像确定 a，b，c的正负，即可确定一次函数 所经过的象限和反比例函

数 所在的象限． 



【详解】解：∵二次函数 的图像开口向上，对称轴在 y轴左边，与 y 轴的交点在 y轴

负半轴， 

∴a>0， ，c<0， 

∴b>0，-c>0， 

∴一次函数 的图像经过第一、二、三象限，反比例函数 的图像在第一，三象限，选项 C 符

合题意． 

故选：C 

【点睛】本题考查二次函数图像与系数的关系，一次函数图像与系数的关系，反比例函数图像与系数的关

系，熟练并灵活运用这些知识是解题关键． 

 

◆ 题型二：函数的基本性质 

 

【例 2】己知二次函数 ，关于该函数在 的取值范围内，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有最大值 5，有最小值  B．有最大值 0，有最小值  

C．有最大值 4，有最小值  D．有最大值 4，有最小值 0 

【答案】A 

【分析】根据题目中的函数解析式和二次函数的性质，可以得到该函数的对称轴和开口方向，然后根据

，即可得到相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从而可以解答本题． 

【详解】解：∵ ， 

∴二次函数图像的对称轴为： ，抛物线开口向下， 

∴在 的取值范围内，当 时，函数取最大值 ， 

当 时，函数取最小值 ， 

故选 A． 

【点睛】本题考查了二次函数的最值问题，解题的关键是熟练掌握二次函数图像的性质． 



 

1．（2018·四川广安·统考中考模拟）已知一次函数 不经过第三象限，则 的取值范围是（    ） 

A．  B．  C．  D．  

【答案】D 

【分析】根据一次函数的图像与 k、b的关系列不等式组求解即可． 

【详解】解：∵一次函数 的图像不经过第三象限， 

∴ ， ， 

∴ ， 

故选：D．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一次函数图像在坐标平面内的位置与 k、b 的关系．解答本题注意理解：k＞0 时，直

线必经过一、三象限；k＜0时，直线必经过二、四象限；b＞0时，直线与 y 轴正半轴相交；b＝0时，直线

过原点；b＜0时，直线与 y轴负半轴相交． 

2．（2021·湖南·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校考一模）已知一次函数 的图像不

经过第三象限，则 的取值范围是（    ） 

A．  B．  C．  D．  

【答案】D 

【分析】先根据一次函数的图像与系数的关系列出关于 m的不等式组，求出 m的取值范围即可． 

【详解】解：∵直线 的图像不经过第三象限， 

∴ ， 

∴ ． 

故选：D． 

【点睛】此题考查的是一次函数的图像与系数的关系，熟知一次函数 y=kx+b（k≠0）中图像图像不经过第

三象限的意思为：函数的图像在一、二、四象限是解答此题的关键． 

3．（2022·浙江绍兴·模拟预测）己知二次函数 ，关于该函数在 的取值范围内，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有最大值 5，有最小值  B．有最大值 0，有最小值  

C．有最大值 4，有最小值  D．有最大值 4，有最小值 0 

【答案】A 

【分析】根据题目中的函数解析式和二次函数的性质，可以得到该函数的对称轴和开口方向，然后根据

，即可得到相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从而可以解答本题． 

【详解】解：∵ ， 

∴二次函数图像的对称轴为： ，抛物线开口向下， 

∴在 的取值范围内，当 时，函数取最大值 ， 

当 时，函数取最小值 ， 

故选 A． 

【点睛】本题考查了二次函数的最值问题，解题的关键是熟练掌握二次函数图像的性质． 

4．（2022·辽宁阜新·统考中考真题）下列关于二次函数 的图像和性质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A．点 在函数图像上 B．开口方向向上 

C．对称轴是直线  D．与直线 有两个交点 

【答案】D 

【分析】A、把 x＝0代入 y＝3（x+1）（2﹣x），求函数值再与点的纵坐标进行比较；B、化简二次函数：y

＝﹣3x2+3x+6，根据 a 的取值判断开口方向；C、根据对称轴公式计算；D、把函数的问题转化为一元二次

方程的问题，根据判别式的取值来判断． 

【详解】解：A、把 x＝0代入 y＝3（x+1）（2﹣x）， 

得 y＝6≠2， 

∴A错误； 

B、化简二次函数：y＝﹣3x2+3x+6， 

∵a＝﹣3＜0， 

∴二次函数的图像开口方向向下， 

∴B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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