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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三角函数的解题中,ω的最值、取

值范围问题是高考题、模拟题中常见的题型,此类题

型的背景一般有与三角函数的单调性相关、与对称

性相关、与函数零点相关、与三角函数性质综合相关

等,求解时需要综合运用三角函数的图象及性质.本

文分类例析三角函数中ω的取值范围问题问题求解

的一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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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单调性相关

例1 (2012·新课标理9)已知ω >0,函数

f(x)=sin(ωx+
π
4

)在(π
2

,π)上单调递减,则ω 的

取值范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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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1 因为π
2<x<π,ω>0,所以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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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4

<ωx+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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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为函数f(x)=sin(ωx+

π
4
)在(π

2
,π)上单调递减,所以(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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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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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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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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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π
2 +2kπ],k∈Z,

所以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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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得

ω ≥
1
2+4k

ω ≤
5
4+2k












(k∈Z),因为ω >0,

所以k=0,所以1
2 ≤ω ≤

5
4
,故选A.

解法2 令π
2+2kπ≤ωx+

π
4≤

3π
2+2kπ(k

∈Z)得π
4ω+

2kπ
ω ≤x ≤

5π
4ω+

2kπ
ω
(k∈Z),所以

函数f(x)=sin(ωx+
π
4
)的单调递减区间为[π

4ω+

2kπ
ω
,5π
4ω+

2kπ
ω
](k∈Z),因为函数f(x)=sin(ωx

+
π
4
)在(π

2
,π)上单调递减,所以(π

2
,π)⊆ [

π
4ω +

2kπ
ω
,5π
4ω+

2kπ
ω
](k∈Z),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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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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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

解得

ω ≥
1
2+4k

ω ≤
5
4+2k












(k∈Z),因为ω>0,所以k

=0,所以1
2 ≤ω ≤

5
4
,故选A.

评析  本题是与三角函数的单调性相关的ω

的取值范围问题,求解策略一是令u=ωx+φ,研究

已知单调性背景下函数y=sinu 的定义域D,利用

D 是函数y=sinu 单调区间的子集,求得ω 的取值

范围;求解另一策略是直接研究函数y=sin(ωx+

φ)的单调区间E,利用已知单调性的区间是E 的子

集,求得ω 的取值范围.

2 与对称性相关

例2 (2020· 四 川 资 阳)已 知 函 数 f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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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ωx+
π
4

)(ω >0)的图象在[0,π4
]内有且仅有

一条对称轴,则实数ω 的取值范围是(  )

A.0,5     B.0,5  

C.1,5      D.1,5  

解法1 因为令u=ωx+
π
4
,因为x∈[0,

π
4
],

所以u∈[
π
4
,π
4ω+

π
4
],因为函数f x  =sin(ωx

+
π
4
)(ω>0,x∈[0,

π
4
])图象有且仅有一条对称

轴,即y=sinu(u∈[
π
4
,π
4ω+

π
4
])图象有且仅有

一条对称轴,所以π
2 ≤

π
4ω+

π
4 <

3π
2
,解得1≤ω

<5,故选C.

解法2 由ωx+
π
4=

π
2+kπ(k∈Z)得x=

π
4ω+

kπ
ω
(k∈Z)为函数f x  =sin(ωx+

π
4
)(ω>

0)的对称轴,因为x∈[0,
π
4
],所以π

4ω+
kπ
ω ⊆[0,

π
4
](k∈Z),即

π
4ω+

kπ
ω ≥0

π
4ω+

kπ
ω ≤

π
4











(k∈Z),解得 -
1
4

≤k≤
ω
4-

1
4
(k∈Z),因为函数f x  的图象在

[0,π4
]内有且仅有一条对称轴,所以k=0,所以

0≤
ω
4-

1
4

1>
ω
4-

1
4












,解得1≤ω <5,故选C.

解法3 因为函数f x  =sin(ωx+
π
4
)(ω >

0,x ∈ [0,
π
4
])图象有且仅有一条对称轴,所以2π

ω

=T >
π
4-0,所以0<ω<8,排除B、D,当ω=

1
2

时,f x  =sin(
1
2x+

π
4
),由x ∈ [0,

π
4
],得(1

2x

+
π
4
)∈ [

π
4
,3π
8
],此时没有对称轴,排除 A,故

选C.

评析  本题是与对称性相关的ω 的取值范围

问题,求解策略一是令u=ωx +φ,研究函数y=

sinu 的定义域D,结合函数y=sinu 的图象建立不

等式,求得ω的取值范围;求解策略二是直接研究函

数y=sin(ωx+φ)的对称性,利用对称轴与函数的

定义域的关系建立不等式,求得ω的取值范围;求解

策略三是分析周期的范围,利用特值法、排除法得出

答案.

3 与函数零点相关

例3 (2021·上海市模拟)已知函数f x  =

3sinωx+cosωx ω >0  在 0,π  上有两个零点,

则ω 的取值范围为 .

解法1 因 为 f(x)= 3sinωx +cosωx =

2sin(ωx+
π
6
),因为x ∈ [0,π],所以ωx +

π
6 ∈

[π
6
,ωx+

π
6
],因为f(x)在[0,π]上有两个零点,

所以y=sinu 在[π
6
,ωx+

π
6
]上有两个零点,所以

2π≤ωπ+
π
6<3π

,解得11
6 ≤ω<

17
6
,所以ω 的取

值范围为[11
6
,17
6
).故答案为:[11

6
,17
6
).

解法2 因 为 f(x)= 3sinωx +cosωx =

2sin(ωx+
π
6
),令ωx+

π
6=kπ(k∈Z),得x=

kπ
ω

-
π
6ω
(k∈Z),因为f(x)在[0,π]上有两个零点,

所以

kπ
ω -

π
6ω ≥0

kπ
ω -

π
6ω ≤π












(k ∈Z),解得1
6 ≤k ≤ω +

1
6
(k∈Z),所以k=1,2且当k≥3时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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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ω+
1
6 ≥2

ω+
1
6 <3












,解得11
6≤ω<

17
6
,所以ω的取值

范围为[11
6
,17
6
).故答案为:[11

6
,17
6
).

评析  本题是与函数零点相关的ω 的取值范

围问题,求解策略一是令u=ωx+φ,研究函数y=

sinu的零点,结合函数y=sinu的图象建立不等式,

求得ω 的取值范围;求解策略二是直接研究函数y

=sin(ωx+φ)的零点,利用零点与函数的定义域的

关系建立不等式,求得ω 的取值范围.

4 与三角函数性质综合相关

例4 (2021·山西太原模拟)(多选题)已知函

数f(x)=sin(ωx+φ)ω >0,|φ|<
π
2  的图象

关 于 x =-
π
3

对 称, 且 f
π
6  =0,f(x)在

π
3

,11π
24




 


 上单调递增,则ω 的可能取值是(  )

A.1    B.3    C.5    D.7

解析  由于函数f(x)=sin(ωx+φ)

ω >0,|φ|<
π
2  的图象关于x=-

π
3

对称,则

-
π
3ω+φ=k1π+

π
2
,k1 ∈Z  ①,

由于f
π
6  =0,所以π

6ω+φ=k2π(k∈Z)②,

②-① 得:

π
2ω= k2-k1  π-

π
2
,所以ω=2k2-k1  -

1k1-k2 ∈Z  , 故 ω 为 奇 数, 且 f(x)在

π
3
,11π
24




 


 上单调递增,所以T
2=

π
ω ≥

11π
24 -

π
3
,解

得0<ω ≤8.

当k2-k1=1,2,3,4,故ω 的取值为:1,3,5,7,

当ω=1时,可以求得f(x)=sin(x -
π
6
),x ∈

π
3
,11π
24




 


 时,x-
π
6∈

[π
6
,7π
24
]⊆[-

π
2
,π
2
],满足

条件;当ω=3时,因为 φ <
π
2
,所以不满足条件;

当 ω = 5 时,f(x)= sin(5x +
π
6
),x ∈

π
3
,11π
24




 


 时,5x+
π
6∈

[11π
6
,59π
24
]⊆[

3π
2
,5π
2
],满

足条件;当ω=7时,f(x)=sin(7x-
π
6
),7x-

π
6

∈ [
13π
6
,73π
24
],既有增区间,又有减区间,所以不满

足条件;所 以 满 足 条 件 的 ω 的 取 值 为 1,5,故

选:AC.

评析  解决三角函数中已知单调区间求参数

ω 范围时,首先要有已知的单调区间是函数f(x)=

Asin(ωx+φ)单调区间的子集的意识,然后明确正

弦、余弦函数的单调区间长度不会超过半个周期(正

切函数的单调区间长度不会超过一个周期)这一事

实最终准确求得参数范围,数形结合能给解题带来

比较清晰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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