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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01  常用逻辑用语 
1、四种命题的真假关系 

①两个命题互为逆否命题，它们具有          的真假性． 
②两个命题为互逆命题或互否命题时，它们的真假性           
例如： ∃t ∈ R  t2--2t-a <0 是假命题， 则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2、充分条件、必要条件与充分必要条件的概念 
若 p⇒q，则 p 是 q 的          条件，q 是 p 的         条件 

p 是 q 的                  条件 p⇒q 且 q⇒ p 

p 是 q 的                  条件 p⇒ q 且 q⇒p 

p 是 q 的                  条件 p⇔q 

p 是 q 的                   条件 p⇒ q 且 q⇒ p 
3、含有一个量词的命题的否定 

 
 
 
 
 

4、真值表中“p 且 q”全真     ，一假           “p 或 q”全假       一真      ．  
5、“或”“且”联结词的否定形式：“p 或 q”的否定是“            ”； 

“p 且 q”的否定是“                ”． 

专题 02  函数与导数 
1． 函数单调性:(1)单调函数的定义 
 

 增函数 减函数 

定义 
一般地，设函数 f(x)的定义域为 I，如果对于定义域 I 内某个区间 D 上的任意两个

自变量的值 x1，x2 

 
当 x1＜x2 时，都有       ，那么就说

函数 f(x)在区间 D 上是增函数 
当 x1＜x2 时，都有        ，那么就说函

数 f(x)在区间 D 上是减函数 
(2)函数单调性的两种等价形式    设任意 x1，x2∈[a，b]且 x1＜x2，那么 

① 𝑓𝑓(𝑥𝑥1)−𝑓𝑓(𝑥𝑥2)
𝑥𝑥1−𝑥𝑥2

       0⇔f(x)在[a，b]上是增函数； 

② 𝑓𝑓(𝑥𝑥1)−𝑓𝑓(𝑥𝑥2)
𝑥𝑥1−𝑥𝑥2

      0⇔f(x)在[a，b]上是减函数． 

③ (x1－x2)[f(x1)－f(x2)]＞0⇔f(x)在[a，b]上是      函数； 
④ (x1－x2)[f(x1)－f(x2)]＜0⇔f(x)在[a，b]上是     函数． 

2. 讨论分段函数的单调性时，除注意各段的单调性外，还要注意          的函数值． 
3.函数的奇偶性 
 

奇偶性 定 义 图象特点 

偶函数 
如果对于函数 f(x)的定义域内任意一个 x，都

有         ， 
那么函数 f(x)是偶函数 

关于    对称 

奇函数 如果对于函数 f(x)的定义域内任意一个 x，都

有           ，那么函数 f(x)是奇函数 关于      对称 

4．函数奇偶性的几个重要结论 

命题 命题的否定 
∀x∈M，p(x)                           

∃x0∈M，p(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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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一个奇函数 f(x)在原点 x=0 处有定义，即 f(0)有意义，那么一定有 f(0)＝      . 
（2）奇函数在两个对称的区间上具有       的单调性；偶函数在两个对称的区间上具有     的单

调性． 
5．有关对称性的结论 
①若函数 y＝f(x＋a)为偶函数，则函数 y＝f(x)关于          对称． 
若函数 y＝f(x＋a)为奇函数，则函数 y＝f(x)关于点        对称． 

②若 f(x)＝f(2a－x)，则函数 f(x)关于            对称； 
若 f(a +x)＝f(a－x)，则函数 f(x)关于           对称. 
若 f(2a +x)＝f(－x)，则函数 f(x)关于           对称. 

③若 f(x)＋f(2a－x)＝0，   则函数 f(x)关于点        对称． 
若 f(x)＋f(2a－x)＝2b，  则函数 f(x)关于点        对称． 

  若 f(a +x)＋f(a－x)＝2b，则函数 f(x)关于点        对称． 
(即括号内和定体现对称性) 

6．函数的周期性   对于函数 y＝f(x)，如果存在一个非零常数 T，使得当 x 取定义域内的任何值时，

都有 f(x＋T)＝f(x)，那么就称函数 y＝f(x)为周期函数，称      为这个函数的周期． 
①若 f(x＋a)＝f(x＋b)，则函数 f(x)的周期为 T＝       .  
②若在定义域内满足 f(x＋a)＝－f(x)，则函数 f(x)的周期为 T＝        
③若在定义域内满足 f(x＋a)＝－f(x)，则函数 f(x)的周期为 T＝        
④若在定义域内满足 f(x＋a)+f(x)=k(k 为常数)函数 f(x)的周期为 T＝          

⑤若在定义域内满足 f(x＋a)＝ 1
𝑓𝑓(𝑥𝑥)，则函数 f(x)的周期为 T＝        

⑥若在定义域内满足 f(x＋a) f(x)=1 函数 f(x)的周期为 T＝       

⑦若在定义域内满足 f(x＋a)＝－
1

𝑓𝑓(𝑥𝑥) (a>0)，则函数 f(x)的周期为 T＝         

⑧若在定义域内满足 f(x＋a) f(x)=k(k 为常数)函数 f(x)的周期为 T＝          
⑨若在定义域内满足 f(x＋a) f(x+b)=k(k 为常数)函数 f(x)的周期为 T＝          
⑩若在定义域内满足 f(x＋a)+f(x+b)=k(k 为常数)函数 f(x)的周期为 T＝          

（即括号内差定体现周期性） 
7.对称性与周期的关系： 
(1)若函数 f(x)的图象关于直线 x＝a 和直线 x＝b 对称，则函数 f(x)的周期为 T＝        ，      
(2)若函数 f(x)的图象关于点(a,0)和点(b,0)对称，则函数 f(x)的周期为 T＝           ， 
(3)若函数 f(x)的图象关于点(a,0)和直线 x＝b 对称，则函数 f(x)的周期为 T＝          
8.掌握一些重要类型的奇偶函数 
(1)函数 f(x)＝ax＋a－x 为      函数，函数 f(x)＝ax－a－x 为     函数； 

(2)函数 f(x)＝
ax－a－x

ax＋a－x
E

A＝A

a2x－1
a2x＋1E

A(a>0 且 a≠1)为    函数； 

(3)函数 f(x)＝loga A

b－x
b＋xE

A为    函数； 

(4)函数 f(x)＝loga(A x2＋1EA±x)为     函数． 
9.一元二次不等式恒成立的条件 
(1)“ax2＋bx＋c＞0(a≠0)恒成立”的充要条件是          . 
(2)“ax2＋bx＋c＜0(a≠0)恒成立”的充要条件是          ． 
(3)a≥f(x)恒成立⇔a≥       ，      a≤f(x)恒成立⇔a≤     . 
(4)a≥f(x)有解⇔a≥          ，     a≤f(x)有解⇔a≤       . 

10.幂函数图象的性质  α<0,  y＝xα 在第一象限内是单调递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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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0,  y＝xα 在第一象限内是单调递     的. 

11、.(1) √𝑎𝑎𝑛𝑛𝑛𝑛 = �
  𝑛𝑛为奇数，

𝑛𝑛为偶数,
(2) (A

n aEA)n＝        (注意 a 必须使 A

n aEA有意义)． 

12．指数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0<a<1 a>1 

图象   

性质 

定义域：           
值域：              
过定点           

当 x>0 时，             ； 
当 x<0 时,               

当 x>0 时，             ； 
当 x<0 时,               

在 R 上是     函数 在 R 上是     函数 
13．对数的性质与运算法则 
(1)对数的性质①alogaN＝    ；②logaaN＝      (a>0，且 a≠1)；③零和负数没有对数． 
(2)对数的运算法则(a>0，且 a≠1，M>0，N>0) 
①loga(M·N)＝       ； 

②loga
M
N＝      

③logaMn＝            (n∈R)． 
(3)对数的重要公式 

①换底公式：logbN＝            a，b 均大于零且不等于 1)； 
②logab＝        

（4）指数式与对数式互化：ax＝N⇔x＝        
（5）对数运算的一些结论： 
①logam𝑏𝑏𝑛𝑛＝           ②logab·logba＝        .③logab·logbc·logcd＝           

14.对数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导 数 

y=logax a>1 0<a<1 

图象  

 
 
              
 

定义域  

值域   

性质 

过点        ，即 x＝    时，y＝       

当 x>1 时，        ； 
当 0<x<1 时，_________. 

当 x>1 时，        ； 
当 0<x<1 时，_________. 

在(0，＋∞)上是   函数 在(0，＋∞)上是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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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函数 y＝f(x)在 x＝x0处的导数 

(1)定义：称函数 y＝f(x)在 x＝x0 处的瞬时变化率𝑙𝑙𝑙𝑙𝑙𝑙 𝑓𝑓(𝑥𝑥0+∆𝑥𝑥)−𝑓𝑓(𝑥𝑥0)
∆𝑥𝑥

＝ limΔx→0 
Δy
Δx为函数 y＝f(x)在 x＝x0 处的

导数，记作 f′(x0)或 y′|x＝x0， 

即 f′(x0)＝ limΔx→0 
Δy
Δx＝ limΔx→0 𝑙𝑙𝑙𝑙

𝑓𝑓(𝑥𝑥0+∆𝑥𝑥)−𝑓𝑓(𝑥𝑥0)
∆𝑥𝑥

. 

 (2)几何意义：函数 f(x)在点 x0 处的导数 f′(x0)的几何意义是在曲线 y＝f(x)上点          处

的            ．相应地，切线方程为                     

2．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原函数 导函数 

f(x)＝c(c 为常数) f ′(x)＝____________ 

f(x)＝xn(n∈Q*) f ′(x)＝____________ 

f(x)＝sin x f ′(x)＝_____________ 

f(x)＝cos x f ′(x)=______________ 

f(x)＝ax (a＞0 且 a≠1) f ′(x)＝_____________ 

f(x)＝ex f ′(x)＝_____________ 

f(x)＝logax (x＞0，a＞0 且 a≠1) f ′(x)＝_____________ 

f(x)＝ln x (x＞0) f ′(x)＝______________ 

3.导数的运算法则 

(1)[f(x)±g(x)]′＝______________________．   

(2)[f(x)·g(x)]′＝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f（x）

g（x）E A′＝_____________________(g(x)≠0)． 

4.(1)含参数的能成立(存在型)问题的解题方法 

①a≥f(x)在 x∈D 上能成立，则 a≥f(x)min；  

②a≤f(x)在 x∈D 上能成立，则 a≤f(x)max. 

(2)含全称、存在量词不等式能成立问题 

①存在 x1∈A，任意 x2∈B 使 f(x1)≥g(x2)成立，则 f(x)max≥g(x)max； 

②任意 x1∈A，存在 x2∈B，使 f(x1)≥g(x2)成立，则 f(x)min≥g(x)min.   

5．常见构造辅助函数的几种类型 

（1）出现 )()( ' xxfxf + , 构造 )(x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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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现 )(-)( ' xxfxf ，构造 )(xF =                

（3）出现 )()( ' xfxf + , 构造 )(xF =                

（4）出现 )(-)( ' xfxf ,  构造 )(xF =                

（5）对于不等式 f ′(x)＋g′(x)＞0，构造函数 F(x)＝                

（6）对于不等式 f ′(x)－g′(x)＞0，构造函数 F(x)＝                

特别地，对于不等式 f ′(x)＞k，构造函数 F(x)＝                

(7)对于不等式 f ′(x)g(x)＋f(x)g′(x)＞0，构造函数 F(x)＝                

(8)对于不等式 f ′(x)g(x)－f(x)g′(x)＞0，构造函数 F(x)＝                

(9)对于不等式 xf ′(x)＋nf(x)＞0，构造函数 F(x)＝               ． 

(10)对于不等式 f ′(x)＋kf(x)＞0，构造函数 F(x)＝               ． 

6．复合函数的导数  复合函数 y＝f(g(x))的导数和函数 y＝f(u)，u＝g(x)的导数间的关系为即 y 对 x 的

导数等于    的导数与       
7.求曲线 y＝f(x)的切线方程 

若已知曲线 y＝f(x)过点 P(x0，y0)，求曲线过点 P 的切线方程． 

(1)当点 P(x0，y0)是切点时，切线方程为                                    

(2)当点 P(x0，y0)不是切点时，可分以下几步完成： 

第一步：设出             第二步：写出                       ； 

第三步：将点 P 的坐标(x0，y0)代入切线方程求出          ； 

第四步：                            可得过点 P(x0，y0)的切线方程． 

8．函数 f(x)在某个区间(a，b)内的单调性与其导数的正负关系 

(1)若 f ′(x)>0，则 f(x)在这个区间上是         的； 

(2)若 f ′(x)<0，则 f(x)在这个区间上是         的； 

(3)若 f ′(x)＝0，则 f(x)在这个区间内是           ． 

9、 f′(x)＞0 与 f(x)为增函数的关系 

f ′(x)＞0 能推出 f(x)为增函数，但反之不一定．如函数 f(x)＝x3 在(－∞，＋∞)上是增函数，但 f ′(x)≥0，

所以 f ′(x)＞0 是 f(x)为增函数的         条件． 

10、利用导数判断函数单调性的一般步骤 

(1)求                    ；(2)在定义域内解不等式                 ； 

(3)根据结果确定 f(x)的单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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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与单调性有关的结论 

(1)可导函数 f(x)在 D 上单调递增(或递减)求参数范围问题，可转化为          (或          )           

问题，再参变分离，转化为求最值问题，要注意“＝”是否取到． 

 

(2)可导函数在某一区间上存在单调递增(或递减)区间，可转化为       (或         )在该区间

上        ，这样就把函数的单调性问题转化成不等式问题． 

(3)若已知 f(x)在区间 I 上的单调性，区间 I 中含有参数时，可先求出 f(x)的单调区间，令 I 是其单调区

间的    ，从而可求出参数的取值范围． 

(4)若已知 f(x)在[𝑎𝑎, 𝑏𝑏]上不单调，可转化为                           ． 

12、对于可导函数 f(x)，f′(x0)＝0 是函数 f(x)在 x＝x0 处有极值的        条件． 

13、若函数 f(x)在开区间(a，b)内只有一个极值点，则相应的极值点一定是函数 

f ′(x)的                   点 

专题 03  三角函数与三角恒等变换 

知识点 1  任意角与弧度制 

1、角的概念 

（1）任意角：①定义：角可以看成平面内一条射线绕着端点从一个位置旋转到另一个位置所成的图形；②分类：

角按旋转方向分为正角、负角和零角． 

（2）象限角：以角的顶点为坐标原点，角的始边为 x 轴正半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这样，角的终边(除端点外)

在第几象限，就说这个角是第几象限角；如果角的终边在坐标轴上，就认为这个角不属于任何一个象限． 

（3）所有与角 α 终边相同的角，构成的角的集合是 S＝{β|β＝k·360°＋α，k∈Z}． 

2、弧度制 

定义 把长度等于半径长的弧所对的圆心角叫做 1 弧度的角，弧度记作 rad 

角 α 的弧度数公式 |α|＝
l
r(弧长用 l 表示) 

角度与弧度的换算 ①1°＝
π

180 rad；②1 rad＝



180

π
° 

弧长公式 弧长 l＝|α|r 

扇形面积公式 S＝
1
2lr＝

1
2|α|r2 

知识点 2  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 正弦 余弦 正切 

定义 

 

设 α 是一个任意角，它的终边与单位圆交于点 P(x，y)，那么 

y叫做 α的正弦，记作 sin α x叫做 α的余弦，记作 cos α y
x叫做 α 的正切，记作 tan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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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象限符号 

Ⅰ ＋ ＋ ＋ 

Ⅱ ＋ － － 

Ⅲ － － ＋ 

Ⅳ － ＋ － 

三角函数线 
 

有向线段 MP 为正弦线 
  

有向线段 OM 为余弦线 
 

有向线段 AT 为正切线 

知识点 3  同角三角函数基本关系式与诱导公式 

1、平方关系：sin2α＋cos2α＝1. 

2、商数关系：
sin α
cos α＝tan α 2＋kπ，k∈Z



α≠

π
. 

3、基本关系式的几种变形 

（1）sin2α＝1－cos2α＝(1＋cos α)(1－cos α)；cos2α＝1－sin2α＝(1＋sin α)(1－sin α)． 

（2）(sin α±cos α)2＝1±2sin αcos α. 

（3）sin α＝tan αcos α



α≠kπ＋

π
2，k∈Z . 

4、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 

公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角 2kπ＋α(k∈Z) π＋α －α π－α π
2－α 

π
2＋α 

正弦 sin α －sin α －sin α sin α cos α cos α 

余弦 cos α －cos α cos α －cos α sin α －sin α 

正切 tan α tan α －tan α －tan α   

口诀 函数名不变，符号看象限 函数名改变，符号看象限 

确定函数名：奇变偶不变。  确定符号：符号看象限（角的象限） 

注意：“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中的奇、偶是指 π/2的奇数倍还是偶数倍， 

变与不变指函数名称的变化。 

知识点 4  三角恒等变换公式 

1、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 

C(α－β) cos(α－β)＝cos αcos β＋sin αsin β 

C(α＋β) cos(α＋β)＝cosαcosβ－sinαsinβ 

S(α－β) 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 

S(α＋β) 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 

T(α－β) 
tan(α－β)＝

tan α－tan β
1＋tan αtan βE

A； 

变形：tan α－tan β＝tan(α－β)(1＋tan αtan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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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α＋β) 
tan(α＋β)＝A

tan α＋tan β
1－tan αtan βE

A； 

变形：tan α＋tan β＝tan(α＋β)(1－tan αtan β) 

【注意】在公式 T(α±β)中 α，β，α±β 都不等于 kπ＋
π
2(k∈Z)，即保证 tan α，tan β，tan(α±β)都有意义． 

2、二倍角公式 

S2α 
sin 2α＝2sin α cos α； 

变形：1＋sin 2α＝(sin α＋cos α)2，1－sin 2α＝(sin α－cos α)2 

C2α 
cos 2α＝cos2α－sin2α＝2cos2α－1＝1－2sin2α； 

变形：cos2α＝
1＋cos 2α

2 ，sin2α＝
1－cos 2α

2  

T2α tan 2α＝
2tan α

1－tan2αE

 

3、辅助角公式 

一般地，函数 f(α)＝asin α＋bcos α(a，b 为常数)可以化为 f(α)＝ a2＋b2sin(α＋φ)



其中tan φ＝

b
a  

或 f(α)＝ a2＋b2cos(α－φ) 



其中tan φ＝

a
b . 

专题 04  解三角形 
一、正弦定理 

（1）正弦定理 

①文字语言：在一个三角形中，各边和它所对角的正弦的比相等. 

②符号语言：在 ABC∆ 中， 若角 A、 B 及C 所对边的边长分别为 a ，b及 c ， 

则有 sin sin sin
a b c

A B C
= =

 

（2）正弦定理的推广及常用变形公式 

在 ABC∆ 中， 若角 A、 B 及C 所对边的边长分别为 a ，b及 c ，其外接圆半径为 R ，则 

①
2

sin sin sin
a b c R

A B C
= = =

 

② sin sina B b A= ； sin sinb C c B= ； sin sina C c A= ； 

③ sin : sin : sin : :A B C a b c=  

④
2

sin sin sin sin sin sin sin sin sin sin sin sin
a b c a b c a b a c b c R

A B C A B C A B A C B C
+ + + + +

= = = = = = =
+ + + + +  

⑤ 2 sina R A= ， 2 sinb R B= ， 2 sinc R C= （可实现边到角的转化） 

⑥
sin

2
aA
R

=
，

sin
2
bB
R

=
，

sin
2
cC
R

=
（可实现角到边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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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余弦定理 

（1）余弦定理 

①文字语言：三角形中任何一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的和减去这两边与它们的夹角的余弦的积的两倍. 

 

②符号语言：在 ABC∆ 中，内角 , ,A B C ，所对的边分别是 , ,a b c ,则： 

2 2 2 2 cosa b c bc A= + − ；    
2 2 2 2 cosb a c ac B= + −       

2 2 2 2 cosc a b ab C= + −  

（2）余弦定理的变形 

2 2 2

cos
2

b c aA
bc

+ −
=

；

2 2 2

cos
2

a c bB
ac

+ −
=

；

2 2 2

cos
2

a b cC
ab

+ −
=

 

三、面积公式 

三角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1 1 1= sin sin sin
2 2 2

S ab C ac B bc A= =
 

专题 05  平面向量 
一、向量的有关概念 

（1）定义：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叫做向量，向量的大小叫做向量的长度（或模）． 

（2）向量的模：向量 AB


的大小，也就是向量 AB


的长度，记作 | |AB


．                   

（3）特殊向量：①零向量：长度为 0的向量，其方向是任意的． 0

与任意向量平行． 

②单位向量：长度等于 1个单位的向量． 

③平行向量：方向相同或相反的非零向量．平行向量又叫共线向量．（同向或者反向） 

④相等向量：长度相等且方向相同的向量．（等大同向） 

⑤相反向量：长度相等且方向相反的向量．（等大反向） 

二、向量的线性运算（向量的加法、减法和数乘运算） 

（1）向量的线性运算 

运算 定义 法则（或几何意义） 运算律 

加法 求两个向量和的运算 

 
首尾相连：三角形法则     

共起点：平行四边形法则 

①交换律 

a b b a+ = +
  

 

②结合律 

( )a b c+ +
  = ( )a b c+ +

 
 

减法 减一个向量等于加上它

的相反向量（转化加法） 

         
三角形法则 

( )a b a b− = + −
  

 

a+b
b

a

a+bb

a

b

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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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乘 求实数λ与向量 a  
的积的运算 

| | | || |a aλ λ=
 

 

向量的数乘： aλ   
当 0λ > 时， aλ  与 a 的方向相同；        

当 0λ < 时，  aλ   与 a的方向相反； 

当 0λ = 时，  0aλ =


 

( ) ( )a aλ µ λµ=
 

 

( )a a aλ µ λ µ+ = +
  

 

( )a b a bλ λ λ+ = +
  

 

注：①向量表达式中的零向量写成 0

，而不能写成 0． 

②两个向量共线要区别与两条直线共线，两个向量共线满足的条件是：两个向量所在直线平行或重合，而在直

线中，两条直线重合与平行是两种不同的关系． 

（2）向量的三角形不等式 

由向量的三角形法则，可以得到 

①当 ,a b
 

不共线时， | | | | | |a b a b+ < +
   

； 

②当 ,a b
 

同向且共线时， , ,a b a b+
   

同向，则 | | | | | |a b a b+ = +
   

； 

③当 ,a b
 

反向且共线时，若 | | | |a b>
 

，则 a b a+
  

与 同向， | | | | | |a b a b+ = −
   

；若 | | | |a b<
 

，则 a b b+
  

与 同向，

| | | | | |a b b a+ = −
   

． 

三、向量共线定理和性质 

（1）共线向量定理 

如果 ( )a b Rλ λ= ∈


，则 / /a b

；反之，如果 / /a b


且 0b ≠

 
，则一定存在唯一的实数λ，使 a bλ=


． 

（2）三点共线定理 

若 A、B、C 三点共线⇔存在唯一的实数λ，使得 AC ABλ=
 

 

⇔存在唯一的实数λ，使得 (1 )OC OA OBλ λ= − +
  

 

⇔存在实数 ,λ µ ，使OC OA OBλ µ= +
  

，其中 1λ µ+ = ，O为平面内任意一点． 

（3）中线向量定理 

在 ABC△ 中，若点 D 是边 BC 的中点，则中线向量
1 (
2

AD AB= +
 

)AC


，反之亦正确． 

四、平面向量的数量积 

（1）平面向量数量积的定义 

已知两个非零向量与 b ，我们把数量 | || | cosθa b 叫做 a 与 b 的数量积（或内积），记作 ⋅a b，即 ⋅a b = | || | cosθa b ． 

规定：零向量与任一向量的数量积为 0．                 

（2）投影向量 

设 a，b 是两个非零向量，如图(1)(2)，OA→表示向量 a，OB→表示向量 b，过点 A 作 OB→所在直线的垂线，垂足为点 A1.

上述由向量 a 得到向量 OA1
→

的变换称为向量 a 向向量 b 投影，向量 OA1
→

称为向量 a 在向量 b 上的投影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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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 a 在向量 b 上的投影向量 OA1
→ =|a|cosθ

b
|b|. 

（3）数量积的运算律 

已知向量 a 、 b 、 c 和实数λ，则：① ⋅ = ⋅a b b a ；  ② ( ) ( ) ( )λ λ λ⋅ ⋅ = ⋅a b = a b a b ；  ③ ( )+ ⋅ ⋅ + ⋅a b c = a c b c ． 

（4）数量积的性质 

设 a 、 b 都是非零向量， e 是与 b 方向相同的单位向量，θ 是 a 与 e 的夹角，则 

① | | cosθ⋅ = ⋅ =e a a e a ．    

② 0⊥ ⇔ ⋅ =a b a b ． 

③当 a 与 b 同向时， | || |⋅ =a b a b ；当 a 与 b 反向时， | || |⋅ = −a b a b ． 

特别地， 2| |⋅ =a a a 或 | |= ⋅a a a ．     

④ cos
| || |

θ ⋅
=

a b
a b

(| || | 0)≠a b ． 

⑤ | | | || |⋅a b a b≤ ． 

【常用结论】 

两个向量 a，b 的夹角为锐角⇔a·b＞0 且 a，b 不共线； 

两个向量 a，b 的夹角为钝角⇔a·b＜0 且 a，b 不共线 

五、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力的分解） 

如果 1 2,e e
 

是同一平面内两个不共线的向量，那么对于这个平面内任一向量 a

，有且只有一对实数 1 2,λ λ ，使

1 1 2 2a e eλ λ= +
  

，称 1 1 2 2e eλ λ+
 

为 1 2,e e
 

的线性组合． 

①其中 1 2,e e
 

叫做表示这一平面内所有向量的基底； 

②平面内任一向量都可以沿两个不共线向量 1 2,e e
 

的方向分解为两个向量的和，并且这种分解是唯一的． 

这说明如果 1 1 2 2a e eλ λ= +
  

且
' '

1 1 2 2a e eλ λ= +
  

，那么 1 1 2 2λ λ λ λ′ ′= , = ． 

③当基底 1 2,e e
 

是两个互相垂直的单位向量时，就建立了平面直角坐标系，因此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实际上是平

面向量坐标表示的基础． 

六、平面向量的坐标表示 

（1）正交分解 

把一个向量分解为两个互相垂直的向量，叫做把向量正交分解． 

（2）平面向量的坐标表示 

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内，分别取与 x 轴、 y 轴方向相同的两个单位向量 i

、 j

作为基底，对于平面上的一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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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a

，由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可知，有且只有一对实数 ,x y ，使得a


= xi yj+
 

．这样，平面内的任一向量a

都可由 ,x y

唯一确定，我们把有序数对 ( , )x y 叫做向量a

的（直角）坐标，记作a


= ( , )x y ，x 叫做a


在 x 轴上的坐标，y 叫做a



在 y 轴上的坐标．把a


= ( , )x y 叫做向量的坐标表示． 

（3）一一对应：向量a


= ( , )x y         
一一对应

向量OA


        
一一对应

点 ( , )A x y ． 

七、平面向量的坐标运算 

（1）向量加、减、数乘的坐标运算 

已知向量 1 1( , )a x y=


， 2 2( , )b x y=


，则，① a b±


1 2 1 2( )x x y y= ± ±， ．② 1 1( , )a x yλ λ λ=


． 

（2）数量积的坐标运算 

已知非零向量 1 1( , )a x y=


， 2 2( , )b x y=


，θ 为向量 a 、 b 的夹角． 

结论 几何表示 坐标表示 

模 | |= ⋅a a a  2 2| x y= +a |  

数量积 | || | cosθ⋅ =a b a b  1 2 1 2x x y y⋅ = +a b  

夹角 cos
| || |

θ ⋅
=

a b
a b

 1 2 1 2
2 2 2 2
1 1 2 2

cos x x y y
x y x y

θ
+

=
+ ⋅ +

 

⊥a b的充要条件 0⋅ =a b  1 2 1 2 0x x y y+ =  

∥a b 的充要条件 λ= ≠ 0（ ）a b b  1 2 2 1 0x y x y− =  

| |⋅a b 与 | || |a b 的关系 
| | | || |⋅ ≤a b a b  

(当且仅当 a b∥ 时等号成立) 
1 2 1 2| |x x y y+ ≤ 2 2 2 2

1 1 2 2x y x y+ ⋅ +  

（3）、设 1 1( , )A x y ， 2 2( , )B x y ，则 AB OB OA= −
  

= 1 2( ,x x− 1 2 )y y− ，即一个向量的坐标等于该向量的有向线段的

终点的坐标减去始点坐标． 2 2
2 1 2 1| | ( ) ( )AB x x y y= − + −



 

 

专题 06  复数 
一、复数的概念及其几何意义 

复数的概念：形如 a+bi（其中 a，b∈R）的数叫作复数， 

通常用 z 表示，即 z=a+bi（a，b∈R），a 称为复数 z 的实部，b 称为复数 z 的虚部。 

 

复数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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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时为纯虚数）（当虚数

；实数
，复数

0).0(
)0(

)(
ab
b

Rbabia
 

注：（1)当且仅当 b=0 时，z 为实数； 

(2)当且仅当 a=b=0 时，z 为实数 0； 

(3)当 b≠0 时，z 为纯虚数。 

（4）当 b=0 时，复数为实数时可以比较大小；当 b≠0 时，复数为虚数不能比较大小。 

复数相等：若两个复数 a+bi 与 c+di(a，b，c，d∈R）相等： 

则它们的实部相等且虚部相等，即 a+bi=c+di ⇒ a=c 且 b=d. 

复数的两种几何意义： 

            .

||||||||)(

2

1

22 ba

biazbiazRbabiazOZ

OZbiaz

baZbiaz

+=

+=+∈+=

↔+=

↔+=

或的模，记作，的模称为复数向量

平面向量）复数（

），（复平面内的点）复数（

 

              注：两个复数一般不能比较大小，但是模可以比较大小。 

复数的四则运算 

复数的加法：（a+bi)+(c+di)=(a+c)+(b+d)i； 

复数的减法：(a+bi)-(c+di)=(a-c)+(b-d)i； 

复数的乘法：(a+bi)(c+di)=（ac-bd)+(ad+bc)i； 

复数的运算律：（1）交换律：z1·z2=z2·z1 

结合律：（z1·z2）·z3=z1·（z2·z3） 

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律：z1·（z2+z3）=z1·z2+z1·z3 

共轭复数：实部相同，虚部相反的复数互为共轭复数   例：a+bi 和 a-bi 

注意：互为共轭复数的两个复数的乘积是实数，等于这个复数（或其共轭复数）模的平方。即 z=a+bi 

(a，b∈R)，则
2222 |||| bazzzz +===⋅ 。 

复数的除法： 

i
dc
bcad

dc
bdac

dicdic
dicbia

dic
bia

dicdic
dic
bia

2222))((
))((

+
−

−
+
+

=
−+
−+

=
+
+

−+
+
+

，即的共轭复数同乘分母时，通常把分子和分母计算

 

专题 07  解析几何 

知识点 1  直线的方程 

1、直线的倾斜角 

（1）定义：当直线 l 与 x 轴相交时，取 x 轴作为基准，x 轴正向与直线 l 向上方向之间所成的角叫做直线 l 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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