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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04 几何图形初步（5 个考点清单+14 种题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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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01】立体图形的认识

1．有些几何图形（如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棱柱、棱锥、球等）的各部分不都在

同一个平面内，这就是立体图形．

2．立体图形分类：除了按照柱体、锥体、球分类，也可以按照围成几何体的面是否有曲面

划分：①有曲面：圆柱、圆锥、球等；②没有曲面：棱柱、棱锥等．

3．棱柱的有关概念及其特征：

①在棱柱中，相邻两个面的交线叫做棱，相邻两个侧面的交线叫做侧棱，棱柱所有侧棱长

都相等，棱柱的上下底面的形状、大小相同，并且都是多边形；棱柱的侧面形状都是平行四

边形．

②棱柱的顶点数、棱数和面数之间的关系：底面多边形的边数 n 确定该棱柱是 n 棱柱，它

有 2n 个顶点，3n 条棱，n 条侧棱，有 n+2 个面，n 个侧面．



试卷第 2 页，共 23 页

【知识点 02】点、线、面、体的关系

①体与体相交成面，面与面相交成线，线与线相交成点．

②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

③点、线、面、体组成几何图形，点、线、面、体的运动组成了多姿多彩的图形世界．

【知识点 03】线段、射线、直线

1．直线，射线与线段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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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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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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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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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AM MN NP PB AB= = = =

【知识点 04】角与角的和差

1．角的定义与换算

（1）角的定义

1．角的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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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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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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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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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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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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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05】余角、补角

1．余角、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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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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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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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题型一】几何体的识别

【例 1】

（23-24 七年级上·贵州贵阳·期末）

1．下列物体的形状类似于圆柱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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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变式 1-1】（23-24 七年级上·辽宁大连·期末）

2．下面几何体中，是圆锥的为（    ）

A． B． C． D．

【变式 1-2】（23-24 七年级上·浙江台州·期末）

3．下列实物中，能抽象成圆柱体的是（    ）

A． B． C． D．

【变式 1-3】（23-24 七年级上·山西大同·期末）

4．下列几何体中，属于棱锥的是（）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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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1-4】（23-24 七年级上·贵州六盘水·期末）

5．下列学习或生活中的物品，它的形状可以近似的看作圆柱体的是（    ）

A． B． C． D．

【考点题型二】立体图形的分类

【例 2】

（23-24 六年级上·山东泰安·期末）

6．下面的几何体中，属于棱柱的有（   ）

A．1 个 B．2 个 C．3 个 D．4 个

【变式 2-1】（23-24 七年级上·湖北孝感·期末）

7．对于几种图形：①三角形；②长方形；③圆；④圆锥；⑤圆柱，其中属于立体图形的

是（   ）

A．①②③ B．③④⑤ C．④⑤ D．③④

【变式 2-2】（22-23 七年级上·湖北随州·期末）

8．下列几何体中，含有曲面的有（    ）

  

A．1 个 B．2 个 C．3 个 D．4 个

【考点题型三】动态认识点、线、面、体

【例 3】

（23-24 七年级上·河南许昌·期末）

9．中国扇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中国有“制扇王国”之称． 如图，打开折扇时，随

着扇骨的移动形成一个扇面，这种现象可以用数学原理解释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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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点动成线 B．线动成面 C．面动成体 D．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变式 3-1】（23-24 七年级上·山东德州·期末）

10．朱自清的《春》一文里，在描写春雨时有“像牛毛，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的语句，这

里用数学的眼光来看其实是把雨滴看成了 ，把雨看成 ，说明  （      ）

A．点；直线；点动成线 B．点；线；点动成线 C．线；面；线动成面

D．线；面；面动成体

【变式 3-2】（23-24 七年级上·安徽阜阳·期末）

11．如图，由所给的平面图形绕虚线旋转一周，可得到的几何体是（   ）

A． B． C． D．

【变式 3-3】（22-23 六年级上·山东东营·期末）

12．小丽跟妈妈到银行办理业务，她发现银行大堂的旋转门内部是由三块宽为 2m、高为 3m

的玻璃隔板组成的．此情此景，让她想起了六年级数学第一章《丰富的图形世界》里的知识，

她提出了以下问题，你能帮她解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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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此旋转门旋转一周，能形成的几何体是______．

(2)这能说明的事实是______（选择正确的一项填入）．

A．点动成线    B．线动成面    C．面动成体

(3)求该旋转门旋转一周形成的几何体的体积．（边框及衔接处忽略不计，结果保留 π）

【变式 3-4】（23-24 七年级上·云南文山·期末）

13．已知长方形的长为 a，宽为 b，将其绕着它的一边所在的直线旋转一周，得到一个立体

图形．

(1)用含 a、b 的代数式表示这个立体几何的体积；（结果保留 π）

(2)若 3cm 4cma b= =， ，求这个几何体的体积．（π取 3）

【考点题型四】直线、射线、线段的相关概念

【例 4】

（23-24 七年级上·天津宁河·期末）

14．下列直线、射线、线段中，能相交的是（    ）

A． B．

C．

D．

【变式 4-1】（23-24 七年级上·河南平顶山·期末）

15．如图，对于图中直线的描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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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图中有直线mB B．图中有直线 An

C．直线Om 与直线On交于点 O D．直线OA与直线 m 交于点 O

【变式 4-2】（23-24 七年级上·福建三明·期末）

16．下列关于作图的语句中，正确的是（    ）

A．画射线 10cmAB = B．画直线 10cmOB =

C．画线段MN ，在线段MN 上任取一点A D．以点M 为端点画射线 AM

【变式 4-3】（23-24 七年级上·河北沧州·期末）

17．如图，下面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点 B 在直线MC 上 B．点A 在直线BC 外

C．点C 在线段MB上 D．点M 在线段BC 上

【变式 4-4】（23-24 七年级上·河南新乡·期末）

18．下列几何图形与相应语言描述相符的是（    ）

  

A．如图 1 所示，点 C 在线段BA上

B．如图 2 所示，射线BC 经过点 A

C．如图 3 所示，直线 a 和直线 b 相交于点 A

D．如图 4 所示，射线CD和线段 AB 没有交点

【考点题型五】线段和直线的基本性质问题

【例 5】

（23-24 七年级上·广东汕头·期末）

19．如图 1，A、B 两个村庄在一条河 l（不计河的宽度）的两侧，现要建一座码头，使它到

A、B 两个村庄的距离之和最小．如图 2，连接 AB，与 l 交于点 C，则 C 点即为所求的码头

的位置，这样做的理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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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经过一点有无数条直线 B．两点确定一条直线

C．两直线相交只有一个交点 D．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变式 5-1】（23-24 七年级上·河南商丘·期末）

20．纸翻花是我国传统的纸制工艺品，它花里有花，花中变花，花姿优美，栩栩如生，深受

儿童的喜爱，转动翻花的花柄平面图形变换成不同的美丽的立体图形，这说明了          ．

【变式 5-2】（23-24 七年级上·河南新乡·期末）

21．如图，经过刨平的木板上的两个点，能弹出一条笔直的墨线，而且只能弹出一条墨线，

能解释这一实际应用的数学知识是        ．

【变式 5-3】（23-24 七年级上·河南郑州·期末）

22．如图，妙妙将一个衣架固定在墙上，她在衣架两端各用一个钉子进行固定．妙妙的操作

可用数学原理解释为     ．

【变式 5-4】（23-24 七年级上·重庆南岸·期末）

23．如图：已知从 A 地到 B 地共有五条路，小红应选择第               路，用数学知识解

释为：                                            ．

  

【变式 5-5】（23-24 七年级上·甘肃庆阳·期末）

24．如图，把弯曲的河道改直，能够缩短航程，理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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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题型六】角的表示方法

【例 6】

（23-24 七年级上·贵州六盘水·期末）

25．下列四个图形中，能用 1Ð ， OÐ ， AOBÐ 三种方法表示同一个角的是（    ）

A． B．

C． D．

【变式 6-1】（23-24 七年级下·山东淄博·期末）

26．下列图中的 1Ð 也可以用 OÐ 表示的是（　　）

A． B． C． D．

【变式 6-2】（23-24 七年级上·贵州安顺·期末）

27．如图，下面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点 P 在直线 m 上 B．直线 m 和 n 相交于点 O

C．∠1 可以表示成 AOBÐ 或 OÐ D．射线OA和射线 AO 表示同一条射线

【变式 6-3】（23-24 七年级上·贵州六盘水·期末）

28．平板电脑支架方便用户在不同位置和角度观看平板电脑，如图是支架侧面的平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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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Ð 还可以表示为（    ）

A． AÐ B． DACÐ C． BACÐ D． ACEÐ

【变式 6-4】（23-24 七年级上·河南商丘·期末）

29．下列四个图中，能用 1, ,AOB OÐ Ð Ð 三种方法表示同一个角的是（    ）

A． B． C． D．

【考点题型七】方位角问题

【例 7】

（24-25 七年级上·全国·期末）

30．如图，点 A 在点 O 的北偏东60°方向上，点 B 在点 O 的南偏西30°方向上，则 AOBÐ

的度数为    ．

【变式 7-1】（22-23 七年级上·吉林长春·期末）

31．如图，OA为北偏东35°方向， 89AOBÐ = °，则OB 的方向为      ．

【变式 7-2】（23-24 六年级下·山东烟台·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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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如图，点A ， B ，O分别表示手绘地图中实践基地、公园、学校的大体位置．经测量

65AOBÐ = °，公园在学校的北偏东 27°方向，则实践基地在学校的      方向．

    

【变式 7-3】（23-24 七年级上·福建泉州·期末）

33．如图，若 60CADÐ = °，在 A 处观察 C 的方位角是北偏东      度．

【考点题型八】钟面角问题

【例 8】

（23-24 六年级下·黑龙江哈尔滨·期末）

34．如图是一个时钟的钟面，此时钟面上的时间是下午 1 点 30 分，时钟的分针与时针所成

的钝角的度数为      度．

【变式 8-1】（23-24 七年级上·福建福州·期末）

35．如图，8 时整，钟表的时针和分针构成的角的度数是         °．

【变式 8-2】（23-24 六年级下·山东东营·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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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钟表上显示的时间是 12 点 20 分，此时时针与分针的夹角的度数是              ．

【变式 8-3】（23-24 七年级上·广东江门·期末）

37．为了弘扬梁赞咏春文化，某中学在 11 月 25 日上午8 : 30 开展“咏春进校园”系列活动之咏

春操比赛活动，则该时刻钟表上时针与分针所夹的角为           度．

【变式 8-4】（23-24 七年级上·江苏宿迁·期末）

38．“好习惯受益终身”，每天早晨 6 点到 7 点之间都是七（1）班优优同学的“经典诵读”时

间，从 6 点起，至少经过          分钟，时针与分针所形成的角度为90°．

【考点题型九】求一个角的余角、补角

【例 9】

（23-24 七年级上·湖北孝感·期末）

39． 48 6 7° ¢ ²的余角是           ，它的补角是           ．

【变式 9-1】（23-24 七年级上·江苏连云港·期末）

40．已知 68 42a ¢Ð = ° ，则 aÐ 的余角为      ．

【变式 9-2】（23-24 七年级上·陕西西安·期末）

41．已知 aÐ 的度数是74 36¢° ，则 aÐ 补角的度数是          ．

【变式 9-3】（23-24 七年级上·河北承德·期末）

42． 30 30A ¢Ð = ° ，则 AÐ 的余角为      °， AÐ 的补角为      °．

【变式 9-4】（23-24 七年级上·湖北襄阳·期末）

43．已知 aÐ 和Ðb 互为补角，并且Ðb 的 2 倍比 aÐ 小30°，则 aÐ =          °.

【考点题型十】三角板中角度计算问题

【例 10】（23-24 七年级上·贵州遵义·期末）

44．将一副三角板按如图方式摆放在一起，且 1Ð 比 2Ð 大 28°，则 2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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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10-1】（23-24 七年级下·河南驻马店·期末）

45．如图所示，将一副三角尺叠放在一起，使它们的直角顶点重合于点 O．若 60BODÐ = °，

则 AOCÐ 的度数为       ．

【变式 10-2】（23-24 七年级上·江苏南通·期末）

46．把一副三角尺按如图所示拼在一起，其中 B，C，D 三点在同一直线上，CM 平分

ACBÐ ，CN 平分 DCEÐ ，则 MCNÐ =       ．

【变式 10-3】（23-24 七年级上·山西大同·期末）

47．把一副三角尺 ABC 与 BDE 按如图所示那样拼在一起，其中 A D B、 、 三点在同直线上，

BM 为 ABCÐ 的平分线，BN 为 CBEÐ 的平分线，则 MBNÐ =              ．

【考点题型十一】尺规作线段或角

【例 11】（23-24 七年级上·甘肃庆阳·期末）

48．如图，平面上有四个点 , , ,A B C D ，读下列语句，并画出符合下列所有要求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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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画射线 AD ，连接BC ，并与射线 AD 相交于点O；

(2)画直线CD．

【变式 11-1】（22-23 六年级下·山东淄博·期末）

49．已知： aÐ ，Ðb ．

  

求作： AOBÐ ，使 3AOBÐ Ðb Ða= - ．

要求：保留画图痕迹，不写画法．

画图：

【变式 11-2】（23-24 七年级上·新疆喀什·期末）

50．如图，在平面上有 A，B，C，D 四点，请按照下列语句画出图形．

(1)画直线 AB ；

(2)画射线BD；

(3)连接 B，C；

(4)线段 AC 和线段DB相交于点 O．

【变式 11-3】（23-24 七年级上·广东佛山·期末）

51．已知线段 m、n（其中m n> ）．

(1)尺规作图：作线段 AC m n= - ，其中 AB m BC n= =， （保留作图痕迹，不用写作法）；

(2)在（1）的条件下，点 M 是 AB 的中点，点 N 是BC 的中点，当 3 1m n= =、 时，求线段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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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

【变式 11-4】（23-24 七年级上·河南郑州·期末）

52．如图，已知 CABÐ ．

(1)请用无刻度的直尺和圆规在线段 AB 的延长线上截取BD AB= ，连接DC （不写作法，保

留作图痕迹）；

(2) ___AC CD AD+ （填“ > ”、“ < ”或“ = ”），依据是_______；

(3)若点E 是射线 AB 上一点，且 10AE = ， 3AB = ，求DE 的长；

(4)在（3）的条件下，若点F 在线段 AE 上，且 2DF = ，请直接写出 BF 的值．

【考点题型十二】与线段及线段中点有关的计算

【例 12】（24-25 七年级上·全国·期末）

53．追本溯源

题（1）来自于课本中的定义，请你完成解答，利用定义完成题（2）．

（1）如图 1，点 M 把线段𝐴𝐵分成相等的两条线段 AM 与MB ，点 M 叫做线段𝐴𝐵的  ，

AM MB= =  𝐴𝐵． 

拓展延伸

（2）如图 2，线段 AC 上依次有 D，B，E 三点，
1
2

AD DB= ，E 是BC 的中点，

1 2
5

BE AC= = ．

①求线段𝐴𝐵的长；

②求线段𝐷𝐸的长．

【变式 12-1】（23-24 六年级下·山东东营·期末）

54．如图，点 M 在线段 AB 上，线段 BM 与 AM 的长度之比为5 : 4，点 N 为线段 AM 的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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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 27cmAB = ，求BN 的长．

(2)在线段 AB 上作出一点 E，满足 3BM EB= ，若EB t= ，请直接写出 AB 的长（用含 t 的代

数式表示）．

【变式 12-2】（23-24 七年级上·湖南娄底·期末）

55．如图．线段 20AB = ，C 是线段 AB 的中点，D是线段BC 的中点．

(1)求线段 AD 的长；

(2)在线段 AB 上有一点E ，
1
5

CE BC= ，求 AE 的长．

【变式 12-3】（23-24 七年级上·河南商丘·期末）

56．如图，点O是线段 AB 上一点，C 、D分别是线段 AO 、BO的中点，当 12AB = 时，求

线段CD的长度．

(1)下面是小丽的解答过程，请你补充完整．

解答过程

因为点C 、D分别是线段 AO 、BO的中点，

所以
1
2

CO AO= ，①

1
2

DO =  　　．②

① + ②得，
1 1
2 2

CO DO AO+ = +  　　
1
2

=  　　=　　．

(2)小丽进行题后反思，提出新的问题：如果点 O 运动到线段 AB 的延长线上，CD的长度是

否会发生变化? 请你画出示意图，并说明理由．

【变式 12-4】（23-24 七年级上·江苏常州·期末）

57．直线 l 上的三个点 A、B、C，若满足
1
2

BC AB= ，则称点 C 是点 A 关于点 B 的“半距

点”．如图 1， 
1
2

BC AB= ，此时点 C 就是点 A 关于点 B 的一个“半距点”．

若 M、N、P 三个点在同一条直线 m 上，且点 P 是点 M 关于点 N 的“半距点”， 8cm=M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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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P =  cm．MP =  cm；

(2)若点 G 也是直线 m 上一点，且点 G 是线段MP 的中点，求线段GN 的长度．

【考点题型十三】与余角、补角有关的计算

【例 13】（23-24 七年级上·云南红河·期末）

58．如图，点 A、O、B 在同一直线上， 70BODÐ = °，OD 平分 BOCÐ ，OF 平分

, 30DOE AOFÐ Ð = ° ．

(1)求 COFÐ 的度数；

(2)判断 AOEÐ 与 AOCÐ 是否互余，并说明理由．

【变式 13-1】（23-24 七年级上·天津津南·期末）

59． AOBÐ 与 CODÐ 互为补角，OE OF、 分别平分 BOCÐ 与 AODÐ （题目中的涉及的角

均指小于平角的角）．

(1)如图 1，当点 B、O、C 三点在一条直线上，

①请找出图中与 BODÐ 相等的一个角，并说明理由；

②若 AOBÐ 的度数比 CODÐ 的度数的一半小36°，求 AOCÐ 的度数．

(2)如图 2，当点 B、O、C 三点不在一条直线上，求∠EOF 的度数．

【变式 13-2】（22-23 七年级上·河南洛阳·期末）

60．如图，已知 140AOBÐ = °， COEÐ 与 DOEÐ 互余，OE 平分 AOD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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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 40COEÐ = °，则 DOEÐ =　　， BODÐ =　　；

(2)设 COE aÐ = ， BOD bÐ = ，请探究a 与 b 之间的数量关系．

【变式 13-3】（23-24 七年级上·河南许昌·期末）

61．如图，点 O 为直线 AB 上一点，将一个直角三角板OMN 的直角顶点放在点 O 处，射线

OC 平分 MOBÐ ．

(1)如图（1），若 18CONÐ = °，则 AOMÐ =  ；

(2)在图（1）中，若 CON aÐ = ，求 AOMÐ 的度数（用含a 的式子表示）；

(3)将图（1）中的直角三角板OMN 绕顶点 O 旋转至图（2）的位置，若边OM 在直线 AB 的

上方，另一边ON 在直线 AB 的下方，试探究 AOMÐ 和 CONÐ 之间的数量关系，并直接写

出你的结论，不必说明理由．

【考点题型十四】与角平分线有关的计算问题

【例 14】（24-25 七年级上·辽宁·期末）

62．如图，已知OC 、OD 是 AOBÐ 内的两条射线，OE 平分 AOCÐ ，OF 平分 BODÐ ．

(1)若 132AOBÐ = °， 22CODÐ = °，求 EOFÐ 的度数；

(2)若 EOF aÐ = ， COD bÐ = ，求 AOBÐ 的度数．（用含a b、 的代数式表示）

【变式 14-1】（23-24 七年级上·河北廊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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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三角尺 ABP 的直角顶点 P 在直线CD上，点 A，B 在直线CD的同侧．

(1)如图①，若 40APCÐ = °，求 BPDÐ 的度数；

(2)如图②，若PM 平分 APCÐ ，PN 平分 BPDÐ ，求 MPNÐ 的度数．

【变式 14-2】（23-24 七年级上·山东济宁·期末）

64．如图 1，直角三角板COD的直角顶点O在直线 AB 上，线段OC ，OD 是三角板的两条

直角边，射线OE 是 AODÐ 的平分线．

  

(1)当 35COEÐ = °时，求 BODÐ 的度数；

(2)当 COE bÐ = °时，求 BODÐ 的度数；（用含 b 的式子表示）；

(3)当三角板绕点O逆时针旋转到图 2 位置时， COE bÐ = °，其它条件不变，求 BODÐ 的度

数（用含 b 的式子表示）．

【变式 14-3】（23-24 七年级上·陕西渭南·期末）

65．【问题背景】已知OC 是 AOBÐ 内部的一条射线，且 3AOB AOCÐ = Ð ．

【问题再现】（1）如图①，若 120AOBÐ = °，OM 平分 AOCÐ ，ON 平分 AOBÐ ，求 MONÐ

的度数；

【问题推广】（2）如图②， 90AOBÐ = °，从点O出发在 BOCÐ 内引射线OD ，满足

BOC AOC CODÐ - Ð = Ð ，若OM 平分 CODÐ ，求 BOMÐ 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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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提升】（3）如图③，在 AOCÐ 的内部作射线OP ，在 BOCÐ 的内部作射线OQ ，若

COPÐ ： 1BOQÐ = ： 2，求 AOPÐ 和ÐCOQ 的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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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分析】此题主要考查几何体的识别，解题的关键是熟知圆柱体的特点．

【详解】解：A 是长方体，B 是圆锥体，C 是球体，D 是圆柱体

故选 D．

2．A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几何体的有关知识，熟练掌握常见几何体的形状是解题的关

键．根据圆锥的定义即可求解．

【详解】A、该图形为圆锥，符合题意；

B、该图形为球体，不符合题意；

C、该图形为圆柱，不符合题意；

D、该图形为长方体，不符合题意；

故选：A．

3．C

【分析】本题考查圆柱体的识别，根据常见几何体的特征逐项判断即可．

【详解】解：A，抽象出来是六棱柱，不合题意；

B，抽象出来是球，不合题意；

C，抽象出来是圆柱，符合题意；

D，抽象出来是圆锥，不合题意；

故选：C．

4．D

【分析】本题考查的是棱锥的识别，掌握棱锥的概念是解题的关键；

根据棱锥的定义：如果一个多面体的一个面是多边形，其余各面是有一个公共顶点的三角形，

那么这个多面体叫做棱锥，再逐一分析各选项即可得到答案；

【详解】解：A、是六棱柱，不符合棱锥的定义，故 A 不符合题意；

B、是圆锥，不符合棱锥的定义，故 B 不符合题意；

C、是长方体，不符合棱锥的定义，故 C 不符合题意；

D、是四棱锥，符合棱锥的定义，故 D 符合题意；

故选：D．

5．A

【分析】本题考查了立体图形的识别，注意几何体的分类，一般分为柱体、锥体和球，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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