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全集与补集



1.了解全集的概念.

2.理解给定集合的一个子集的补集的含义,会求给定集合的子集

的补集.重视补集思想在解题中的应用.

3.能使用Venn图和数轴表达集合的关系和进行集合的运算,体会

直观图示对理解抽象集合的作用.



1.全集

(1)定义:在研究某些集合的时候,这些集合往往是某个给定集合
的子集,这个给定的集合叫作全集.全集含有我们所要研究的这些
集合的全部元素.

(2)符号表示:全集通常记作U .

(3)图示:用Venn图表示全集U,如图.



2.补集 



【做一做1】 已知全集U={1,2,3,4,5,6,7},集合A={3,4,5}, 

B={1,3,6},则∁UA=　　　　　　,∁UB=　　　　　. 

答案:{1,2,6,7}　{2,4,5,7}

【做一做2】 若集合U=R,A={x|x>1},B={x|x≤0,或x>3},则∁UA=　　　　　
,∁UB=　　　　　. 

答案:{x|x≤1}　{x|0<x≤3}



题型一 题型二 题型三 题型四

题型一    求补集的简单运算

【例1】 已知A={0,1,2},∁UA={-3,-2,-1},∁UB={-3,-2,0},求集合B.

分析:先结合条件,利用补集的性质求出全集U,再由补集的定义

求集合B.

解:∵A={0,1,2},∁UA={-3,-2,-1},

∴U=A∪(∁UA)={-3,-2,-1,0,1,2}.

又∁UB={-3,-2,0},

∴B={-1,1,2}.

反思在进行补集的简单运算时,应首先明确全集,而利用

A∪(∁UA)=U求全集U是利用定义解题的常规性思维模式,故进行补

集运算时,要紧扣补集的定义及补集的性质.



题型一 题型二 题型三 题型四



题型一 题型二 题型三 题型四

题型二   交集、并集、补集的综合运算

【例2】 已知全集U={x|-5≤x≤3},A={x|-5≤x<-1},B={x|-1≤x<1},求∁UA,∁UB,(∁UA)∩(∁UB).

分析:由于U,A,B中元素是连续型的,所求问题是集合间的交集、

并集、补集运算,故考虑借助数轴求解.

解:将集合U,A,B分别表示在数轴上,如图,

则∁UA={x|-1≤x≤3};∁UB={x|-5≤x<-1,或1≤x≤3};

(方法一)(∁UA)∩(∁UB)={x|1≤x≤3}.

(方法二)∵A∪B={x|-5≤x<1},

∴(∁UA)∩(∁UB)=∁U(A∪B)={x|1≤x≤3}.

反思求解不等式表示的数集间的运算时,一般要借助数轴,此方法

的特点是简单直观,同时要注意各个端点的画法及取到与否.



题型一 题型二 题型三 题型四

【变式训练2】 本例条件不变,求B∩(∁UA),(∁UA)∪(∁UB).

解:B∩(∁UA)={x|-1≤x<1}∩{x|-1≤x≤3}={x|-1≤x<1}.

∵A∩B=⌀,∴(∁UA)∪(∁UB)=∁U(A∩B)=∁U⌀=U={x|-5≤x≤3}.



题型一 题型二 题型三 题型四

题型三  集合运算中的参数问题

【例3】 已知集合A={x|-1≤x≤2},B={x|x2-(2m+1)x+2m<0}.

(2)若A∪B=A,求实数m的取值范围;

(3)若(∁
R
A)∩B中只有一个整数,求实数m的取值范围.

(2)由A∪B=A⇔B⊆A,对m的取值进行讨论,求解.

(3)先求∁
R
A,再类似第(2)题的解答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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