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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以导数和方程为工具 ’研究和解决

’

了几类 函数对称中心的 问题 ， 为大家提供 了一种新思路
°

和新方向 ，也希望师生们多钻研 多思考 ， 多总结归纳 增

函数 的对称中心为 强学 习 和研究数学的兴趣 提高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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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锬双元不 等 式 的 证 明 旁 法

福建省泉 州 五中 （ 杨苍洲 參

不等式的证明是高中 数学的一种常见题型 ， 由 于题

型多变 、方法多样 、 技巧性强 ，这类试题往往成为考试的
‘

难点 实际上证明不等式也有规律可循 ， 在证明 不等式
卩证 」￡

时 要依据题设和待证不等式的结构特点 、 内 在联系选择

适当的证明方法 下面我们介绍两种 以导数为工具的证 令 ，只需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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