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09 讲 平面直角坐标系（精讲精练）

1. 用有序数对表示物体的位置

2. 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有关概念

3. 画出直角坐标系；根据坐标描出点的位置、由点的位置写出它的坐标

4. 建立适当的直角坐标系，描述物体的位置

5. 对给定的正方形，选择适当的直角坐标系，写出它的顶点坐标

6. 在平面上，用方位角和距离刻画两个物体的相对位置

7. 在直角坐标系中，以坐标轴为对称轴，写出一个已知顶点坐标的多边形的对称图形的顶点

坐标

8. 在直角坐标系中，以坐标轴为对称轴，对称点坐标之间的关系

9. 在直角坐标系中，一个点沿坐标轴方向平移后的坐标与原坐标之间的关系

10.探索简单实例中的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了解常量、变量的意义

11.结合实例，了解函数的概念和三种表示法，能举出函数的实例。

12.能结合图像对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函数关系进行分析。

13.能确定简单实际问题中函数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并会求出函数值。

14.能用适当的函数表示法刻画简单实际问题中变量之间的关系

15.结合对函数关系的分析，能对变量的变化情况进行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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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1：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坐标特征

（1）各象限内点的坐标的符号特征（如图所示）：

（2）坐标轴上点的坐标特征：

①在横轴上⇔y＝0；②在纵轴上⇔x＝0；③原点⇔x＝0，y＝0.

（3）各象限角平分线上点的坐标

     ①第一、三象限角平分线上的点的横、纵坐标相等；

②第二、四象限角平分线上的点的横、纵坐标互为相反数

（4）点 P（a,b）的对称点的坐标特征：

①关于 x 轴对称的点 P1的坐标为(a，－b)；②关于 y 轴对称的点 P2的坐标为(－a，b)；

③关于原点对称的点 P3的坐标为(－a，－b)．

（5）点 M（x,y）平移的坐标特征：        

 M（x,y）  M1(x+a,y)    M2(x+a,y+b)    

（6）与坐标轴平行的线段

与 x 轴平行的线段 AB，A、B 的纵坐标相等；与 y 轴平行的线段 CD，C、D 的横坐标相等

（7）到 y 轴距离=横坐标；到 x 轴距离=纵坐标



 

【例题精析1】 ｛各象限内点的坐标的符号特征★｝对任意实数 x ，点 2( , 2 )P x x x+ 一定不在 (　　 )

A．第一象限 B．第二象限 C．第三象限 D．第四象限

【例题精析2】 ｛坐标轴上点的坐标特征★｝点 ( 1,2 )a a- 在 x 轴上，则 a的值为 　　．

【例题精析3】 ｛坐标轴上点的坐标特征★★｝如果点 ( 3, 1)P m m+ - 在直角坐标系的坐标轴上，则点 P

的坐标为 　　．

【例题精析4】 ｛各象限角平分线上点的坐标★｝若点 (6 , 2)a a- - 在第一、三象限角平分线上，则

a = 　　．

【例题精析5】 ｛各象限角平分线上点的坐标★★｝已知点 P 的坐标为 (3 2 , 9)a a- - ，且点 P 到两坐标轴

的距离相等，则点 P 的坐标为 　　．

【例题精析6】 ｛与坐标轴平行的线段★｝已知线段 4AB = ， / /AB x轴，若点 A坐标为 ( 1,2)- ，且点 B

在第一象限，则 B 点坐标为 　　．

【例题精析7】 ｛与坐标轴平行的线段★★｝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 2,1)A - ， (2,4)B ， ( , )C x y ，

/ /BC y 轴，当线段 AC 最短时，则此时点C 的坐标为 　　．

【例题精析8】 ｛与坐标轴的距离★★｝若点 ( 1,3 5)B m m+ - 到 x 轴的距离与到 y 轴的距离相等，则点 B

的坐标是 (　　 )

A． (4,4)或 (2,2) B． (4,4)或 (2, 2)- C． (2, 2)- D． (4,4)

【对点训练1】 ｛各象限内点的坐标的符号特征★｝若点 ( , )P a b 在第三象限，则 ( , )M ab a- - 应在第  　　

象限．

【对点训练2】 ｛坐标轴上点的坐标特征★｝已知点 ( 2,2 4)P m m+ - 在 y 轴上，则点 P 的坐标

是 　　．

【对点训练3】 ｛各象限角平分线上点的坐标★★｝已知点 (3 5, 3)A a a A+ - 到两坐标轴的距离相等，则

a = 　　．

【对点训练4】 ｛与坐标轴平行的线段★｝已知点 A的坐标是 ( 2,3)A - ，线段 / /AB y 轴，且 4AB = ，则 B

点的坐标是 　　．



【对点训练5】 ｛与坐标轴的距离★★｝已知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有一点 ( 1,2 3)M m m- + ，若点 M 到 x 轴

的距离为 1，则点 M 的坐标为 　　．

【实战经典1】 （2020•黄冈）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若点 ( , )A a b- 在第三象限，则点 ( , )B ab b- 所在的象

限是 (　　 )

A．第一象限 B．第二象限 C．第三象限 D．第四象限

【实战经典2】 （2021•西宁）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 中，点 A的坐标是 (2, 1)- ，若 / /AB y 轴，且

9AB = ，则点 B 的坐标是 　　．

【实战经典3】 （2020•新疆）如图，在 x 轴， y 轴上分别截取OA，OB ，使OA OB= ，再分别以点 A，

B 为圆心，以大于
1
2

AB 长为半径画弧，两弧交于点 P ．若点 P 的坐标为 ( ,2 3)a a - ，则 a的值

为　　．



考点 1.2：坐标系中的几何问题

【拓展训练1】 ｛坐标系中的几何问题★｝如图，在 ABOD 中， A， B 两点的坐标分别为 (1, 2)，

(4,1)，则 ABOD 的面积为　　．

【拓展训练2】 ｛坐标系中的几何问题★★★｝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A的坐标是 (2,4)，点 B

的坐标是 (6,2) ，在 y 轴和 x 轴上分别有两点 P 、 Q，则 A， B ， P ， Q四点组成的四边形的最小周长

为　　．

【拓展训练3】 ｛坐标系中的几何问题★★★｝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A在第一象限， Ae 与 x

轴相切于 B ，与 y 轴交于 (0,1)C ， (0,4)D 两点，则点 A的坐标是　　．



【拓展训练4】 ｛坐标系中的几何问题★★★｝（2016 春•青山区期中）如图，点 ( 1,0)A - ，点 (0,3)B ，点

(2,4)C ，点 (3,0)D ，点 P 是 x 轴上一点，直线 CP 将四边形 ABCD 的面积分成1: 2 两部分，则 P 点坐标

为 　　．

【拓展训练5】 ｛坐标系中的几何问题★★★｝（（2021•湘西州）已知点 ( , )M x y 在第一象限，且 12x y+ = ，

点 (10,0)A 在 x 轴上，当 OMAD 为直角三角形时，点 M 的坐标为 (　　 )

A． (10,2)， (8,4) 或 (6,6) B． (8,4) ， (9,3)或 (5,7)

C． (8,4) ， (9,3)或 (10,2) D． (10,2)， (9,3)或 (7,5)

【拓展训练6】 ｛坐标系-新定义★★★｝（2021•遵义）数经历了从自然数到有理数，到实数，再到复数

的发展过程，数学中把形如 (a bi a+ ，b 为实数）的数叫做复数，用 z a bi= + 表示，任何一个复数 z a bi= +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都可以用有序数对 ( , )Z a b 表示，如： 1 2z i= + 表示为 (1,2)Z ，则 2z i= - 可表示为 (　　

)

A． (2,0)Z B． (2, 1)Z - C． (2,1)Z D． ( 1,2)Z -



考点 2：函数自变量取值范围

（1）常量、变量：在一个变化过程中，数值始终不变的量叫做常量，数值发生变化的量叫做变量．

（2）函数：在一个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 x 和 y，对于 x 的每一个值，y 都有唯一确定的值与其对应，那

么就称 x 是自变量，y 是 x 的函数．函数的表示方法有：列表法、图像法、解析法.

（3）函数自变量的取值范围：一般原则为：整式为全体实数；分式的分母不为零；二次根式的被开方数为

非负数；使实际问题有意义．

 



【例题精析1】 ｛常量、变量★｝快餐店里的快餐每盒 12 元，买 n盒需付 S 元，则其中常量是 　12　，

变量是 　　．

【例题精析2】 ｛常量、变量★｝下列：① 2y x= ；② 2 1y x= + ；③ 2 2 ( 0)y x x= … ；④ ( 0)y x x= ± … ，

具有函数关系（自变量为 )x 的是　　．

【例题精析3】 ｛函数概念★｝下列曲线中，表示 y 是 x 的函数的是 (　　 )

A． B． C． D．

【例题精析4】 ｛函数自变量取值范围★｝函数
1 xy
x
-

= 的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是 (　　 )

A． 1x… 且 0x ¹ B． 0x ¹ C． 1x„ 且 0x ¹ D． 1x„

【例题精析5】 ｛函数关系式★｝如图，三角形 ABC 的高 4AD = ， 8BC = ，点 E 在 BC 边上，连接

AE ．若 BE 的长为 x ，三角形 ACE 的面积为 y ，则 y 与 x 之间的关系式为　　．

【例题精析6】 ｛函数求值★｝（2021 春•沙坪坝区校级期末）根据如图所示的程序计算变量 y 的值，若

输入的 x 值是 2 或 8 时，输出的 y 值相等，则b 等于 　　．



【对点训练1】 ｛常量、变量★｝（2021 春•伍家岗区期末）若改变正方形的边长 x ，则正方形面积 y 随

之改变．在这个问题中，　　是自变量．

【对点训练2】 ｛函数的概念★｝变量 x ， y 有如下关系：① 10x y+ = ；②
5y
x

-
= ；③ | 3 |y x= - ；④

2 8y x= ．其中 y 是 x 的函数的是　　．

【对点训练3】 ｛函数的概念★｝（多选）下列图象中，表示 y 是 x 的函数的有　　．

【对点训练4】 ｛函数关系式★｝从 A地向 B 地打长途，不超过 3 分钟，收费 2.4 元，以后每超过一分钟

加收一元，若通话时间 t 分钟 ( 3)t… ，则付话费 y 元与 t 分钟函数关系式是 (　　 )

A． 0.6( 3)y t t= - … B． 2.4 3( 3)y t t= + …

C． 2.4 3 ( 3)y t t= + … D． 0.6( 3)y t t= + …

【对点训练5】 ｛函数自变量取值范围★｝函数
2

1
xy

x
-

=
+

中的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是 　　．

【实战经典1】 （2021•黄石）函数 01 ( 2)
1

y x
x

= + -
+

的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是 (　　 )

A． 1x -… B． 2x > C． 1x > - 且 2x ¹ D． 1x ¹ - 且 2x ¹

【实战经典2】 （2021•无锡）函数
1

2
y

x
=

-
中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是 (　　 )

A． 2x > B． 2x… C． 2x < D． 2x ¹

【实战经典3】 （2020•陕西）变量 x ， y 的一些对应值如下表：

x ¼ 2- 1- 0 1 2 3 ¼

y ¼ 8- 1- 0 1 8 27 ¼



根据表格中的数据规律，当 5x = - 时， y 的值是 (　　 )

A．75 B． 75- C．125 D． 125-

【实战经典4】 （2021•铜仁市）如图所示：是一个运算程序示意图，若第一次输入 1，则输出的结果

是 　　．



考点 3：函数图像的分析与判断

（1）分析实际问题判断函数图象的方法：

①找起点：结合题干中所给自变量及因变量的取值范围，对应到图象中找对应点；

②找特殊点：即交点或转折点，说明图象在此点处将发生变化；

③判断图象趋势：判断出函数的增减性，图象的倾斜方向.

（2）以几何图形（动点）为背景判断函数图象的方法：

 ①设时间为 t（或线段长为 x），找因变量与 t(或 x)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用含 t(或 x)的式子表示， 再找相

应的函数图象.要注意是否需要分类讨论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例题精析1】 ｛实际问题判断函数图象★★｝（2021•牡丹江）春耕期间，市农资公司连续 8 天调进一

批化肥，并在开始调进化肥的第七天开始销售．若进货期间每天调进化肥的吨数与销售期间每天销售

化肥的吨数都保持不变，这个公司的化肥存量 s （单位：吨）与时间 t （单位：天）之间的函数关系如

图所示，则该公司这次化肥销售活动（从开始进货到销售完毕）所用的时间是 　　天．

【例题精析2】 ｛实际问题判断函数图象★★★｝甲、乙二人约好同时出发，沿同一路线去某博物馆参

加科普活动，如图， x 表示的是行走时间（单位：分）， y 表示的是到甲出发地的距离（单位：米），最

后两人都到达了目的地．根据图中提供的信息，下面有四个结论：①甲、乙二人第一次相遇后，停留

了 10 分钟；②甲先到达目的地；③甲停留 10 分钟之后提高了行走速度；④甲行走的平均速度要比乙

行走的平均速度快．其中正确的是 (　　 )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例题精析3】 ｛实际问题判断函数图象★★★｝小明家、公园、图书馆依次在一条直线上，周末，小

明和妈妈准备去公园放风筝，但是因为小明要先去图书馆还书，所以他们同时从家出发，并约定 2 小

时后在公园碰头．小明先骑自行车匀速前往图书馆，到达图书馆还书后按原路原速返回公园并按照约

定时间准时到达公园，妈妈则匀速步行前往公园，结果迟到半小时．如图是他们离家的距离 ( )y km 与小

明离家时间 ( )x h 的函数图象，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



A．小明骑车的速度是 20 /km h B．小明还书用了18min

C．妈妈步行的速度为 2.4 /km h D．公园距离小明家8km

【例题精析4】 ｛几何图形（动点）为背景判断函数图象★★★｝如图①，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矩形

ABCD 在第一象限，且 / /AB y 轴．直线 :M y x= - 沿 x 轴正方向平移，被矩形 ABCD 截得的线段 EF 的

长度 l 与平移的距离 a之间的函数图象如图②，那么矩形 ABCD 的面积为 (　　 )

A．10 B．12 C．15 D．18

【例题精析5】 ｛几何图形（动点）为背景判断函数图象★★★｝如图 1，在平行四边形 ABCD 中，

60BÐ = °， 2BC AB= ，动点 P 从点 A出发，以每秒 1 个单位的速度沿线段 AB 运动到点 B 停止，同时

动点Q从点 B 出发，以每秒 4 个单位的速度沿折线 B C D- - 运动到点 D 停止．图 2 是点 P 、Q运动时，

BPQD 的面积 S 与运动时间 t 函数关系的图象，则 a的值是 (　　 )

A． 6 3 B．9 3 C．6 D．12



【例题精析6】 ｛几何图形（动点）为背景判断函数图象★★★｝如图①，在正方形 ABCD 中，点 P 从

点 D 出发，沿着 D A® 方向匀速运动，到达点 A后停止运动．点Q从点 D 出发，沿着 D C B A® ® ®

的方向匀速运动，到达点 A后停止运动．已知点 P 的运动速度为 a，图②表示 P 、Q两点同时出发 x

秒后， APQD 的面积 y 与 x 的函数关系，则点Q的运动速度可能是 (　　 )

A．
1
3

a B． 1
2

a C． 2a D．3a

【对点训练1】 ｛实际问题判断函数图象★★★｝甲、乙两车分别从 A， B 两地同时相向匀速行驶．当

乙车到达 A地后，继续保持原速向远离 B 的方向行驶，而甲车到达 B 地后立即掉头，并保持原速与乙

车同向行驶，经过一段时间后两车同时到达C 地．设两车行驶的时间为 x （小时），两车之间的距离为 y

（千米）， y 与 x 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图所示，当甲车到达 B 地时，乙车距离 A地 　100　千米．

【对点训练2】 ｛实际问题判断函数图象★★★｝小重和小庆相约从学校出发沿同一路线到“开心之洲”

玩耍．小重出发 1 分钟后小庆才出发，小重出发 6 分钟后发现自己钱包没有带，于是立即掉头并将速

度提高为原来的两倍跑步回学校，回学校取到钱包后保持跑步的速度立即赶往“开心之洲”，最终比小

庆早 1 分钟到达．小重两次掉头的时间和取钱包的时间忽略不计，小庆全程保持匀速，小重、小庆相

距的路程 y （米 )和小庆出发的时间 t （分 )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图所示，则学校到“开心之洲”的路程为　     

米．



【对点训练3】 ｛实际问题判断函数图象★★★｝如图 1，在某个盛水容器内，有一个小水杯，小水杯内

有部分水，现在匀速持续地向小水杯内注水，注满小水杯后，继续注水，小水杯内水的高度 ( )y cm 和注

水时间 ( )x s 之间的关系满足如图 2 的图象，则至少需要 　　 s 能把小水杯注满．

【对点训练4】 ｛几何图形（动点）为背景判断函数图象★★★｝如图①， ABCD 中， 30AÐ = ° ，点 P

从点 A出发以 2 /cm s 的速度沿折线 A C B® ® 运动，点Q从点 A出发以 v /cm s 的速度沿 AB 运动，

P ，Q两点同时出发，当某一点运动到点 B 时，两点同时停止运动，设运动时间为 ( )x s ， APQD 的面

积为 2( )y cm ， y 关于 x 的函数图象由 1C ， 2C 两段组成，如图②所示，则 sin (B = 　　 )

A．
1
3

B． 2
5

C． 1
4

D．
3
8

【对点训练5】 ｛几何图形（动点）为背景判断函数图象★★★｝（2021•西宁）如图 1，动点 P 从矩形 ABCD

的顶点 A出发，在边 AB ， BC 上沿 A B C® ® 的方向，以1 /cm s 的速度匀速运动到点C ， APCD 的面

积 2( )S cm 随运动时间 ( )t s 变化的函数图象如图 2 所示，则 AB 的长是 (　　 )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1804606714

2007004

https://d.book118.com/71804606714200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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