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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小结与复习 

命制人：鲁媛媛  审核人：周国祥 

知识网络 

 

热身训练 

1.直线𝑥 − √3𝑦 + 𝑎 = 0, 𝑎 ∈ 𝑅的倾斜角为(    ) 

A. 
𝜋

6
 B. 

𝜋

3
 C. 

2𝜋

3
 D. 

5𝜋

6
 

2.设直线𝑙1，𝑙2方程分别为𝑙1：𝑥 − 2𝑦 + 3 = 0，𝑙2：4𝑥 − 𝑎𝑦 + 8 = 0，当𝑙1 ⊥ 𝑙2时，

𝑎 =          ；当𝑙1// 𝑙2时，𝑙1，𝑙2间的距离为          ． 

 

3.已知直线𝑘𝑥 − 𝑦 − 𝑘 + √3 = 0过定点 A，直线2𝑘𝑥 − 𝑦 − 8𝑘 = 0过定点 B，则直线 AB的倾斜角为

(    ) 

A. 
5𝜋

6
 B. 

2𝜋

3
 C. 

𝜋

3
 D. 

𝜋

6
 

4.若𝜃是直线 l的倾斜角，且sin𝜃 + cos𝜃 =
√5

5
，则 l的斜率为(    ) 

A. −
1

2
 B. −

1

2
或−2 C. 

1

2
或 2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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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究 

例 1、直线 l过点 P(1,4)，分别交 x轴的正半轴和 y轴的正半轴于 A，B两点，O为坐标原点. 

（1）当|OA|＋|OB|最小时，求 l的方程．      （2）若|PA|·|PB|最小，求 l的方程． 

 

 

 

 

 

 

 

 

例 2、已知三直线𝑙1：2𝑥 − 𝑦 + 𝑎 = 0(𝑎 > 0)，𝑙2：−4𝑥 + 2𝑦 + 1 = 0和𝑙3：𝑥 + 𝑦 − 1 = 0且𝑙1与𝑙2的距离

是
7

10
√5 ．    (1)求 a的值； 

(2)能否找到一点 P，使 P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①𝑃是第一象限的点； 

②𝑃点到𝑙1的距离是 P到𝑙2的距离的
1

2
； 

③𝑃点到𝑙1的距离与 P点到𝑙3的距离之比是√2:√5．若能，求 P点坐标；若不能，说明理由． 

 

 

 

 

 

 

 

 

 

例 3、如图所示，已知▵ 𝐴𝐵𝐶是以 AB为底边的等腰三角形，点𝐴(1,4)，𝐵(3,2)，点 C 在直线：𝑥 − 2𝑦 +

6 = 0上． 

(1)求 AB边上的高 CE所在直线的方程； 

(2)设直线 CD与 y轴交于点𝐷(0,3)，求▵ 𝐴𝐶𝐷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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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当 0<a<2时，直线 l1:ax-2y=2a-4与 l2:2x+a
2
y=2a

2
+4和两坐标轴围成一个四边形，问 a取何值时，

这个四边形的面积最小，并求这个最小值。 

  

 

 

 

 

 

 

 

 

 

 

 

课堂反馈 

1.已知过点𝐴(−2,𝑚)和点𝐵(𝑚, 4)的直线为𝑙1，𝑙2: 2𝑥 + 𝑦 − 1 = 0，𝑙3: 𝑥 + ny + 1 = 0.若𝑙1//𝑙2，𝑙2 ⊥ 𝑙3，则

实数𝑚+ 𝑛的值为(    ) 

A. −10 B. −2 C. 0 D. 8 

2.已知 A，B两点分别在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2𝑥 − 𝑦 = 0和𝑥 + 𝑎𝑦 = 0上，且 AB线段的中点为𝑃 (0,
10

𝑎
)，

则线段 AB的长为(   ) 

A. 11 B. 10 C. 9 D. 8 

3.过点 A(1,2)且与原点距离最大的直线方程是:           

4．已知点 ， ， ，若点 是线段 AB上的一点，则直线 CM的斜率的

取值范围是:          

5．若动点 ),(),( 2211 yxByxA 、 分别在直线 1l ： 07 =−+ yx 和 2l ： 05 =−+ yx 上移动，则 AB 中点M

到原点距离的最小值为:          

6.与点 A(1,2)距离为 1,且与点 B(3,1)距离为 2的直线有______条. 

7．点 A（1，3），B（5，－2），点 P在 x轴上使|AP|－|BP|最大，则 P的坐标为          

)2,1(−A )2,2( −B )3,0(C ),( baM )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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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已知函数 的定义域为 ，且 . 设点 是函数图象上的任意一点，过点

分别作直线 和 轴的垂线，垂足分别为 ． 

 （1）求 的值； 

（2）问： 是否为定值？若是，则求出该定值，若不是，则说明理由； 

（3）设 为原点，若四边形 面积为 1+ 2   求 P 点的坐标 

 

x

a
xxf +=)(

),0( + 2

2
2)2( +=f

P

P xy = y N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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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MP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