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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二项式定理就是(a＋b)n＝C０
nan＋C１

nan－１

b１＋＋Ck
nan－kbk＋＋Cn

nbn(n∈N∗ )．我们把这个

公式右边的多项式叫做(a＋b)n 的二项展开式,把展

开式中各项的系数 Ck
n(k＝０,１,２,,n)叫做二项式

系数,把展开式中的第r＋１项 Ck
nan－kbk 叫做二项式

展开式的通项,用Tk＋１＝Ck
nan－kbk 表示．不难发现,二

项展开式有如下特点:

１)展开式中共有(n＋１)项;

２)a 的指数从n 逐项递减到０,是降幂排列,b的

指数从０逐项递增到n,是升幂排列;

３)各项的次数和等于n．
厘清二项式定理及其特点后,我们应该学会应用

定理．那么如何用好这个定理呢?

１　正用

所谓正用就是直接求二项式展开式．求形式简单

的二项展开式时可直接由二项式定理展开,展开时注

意二项展开式的特点:前一个字母是降幂,后一个字

母是升幂,形如(a－b)n 的展开式中会出现正负间隔

的情况．对较繁杂的式子可先化简再用二项式定理展

开．此外,正用二项式定理,还能求二项展开式中特定

的项,如常数项、系数最大的项、有理项等．

例１　(１)在(x－
２
x

)７ 的展开式中,１
x

的系数是

(　　)．
A．３５　　B．－３５　　C．５６０　　D．－５６０
(２)已知(１＋x)７＋k(x２＋x＋１)３＝a０＋a１x＋

a２x２＋＋a７x７,且a２ ＋２a３ ＋３a４ ＋４a５ ＋５a６ ＋
６a７＝－９,则k＝ ．

(１)二项式(x－
２
x

)７ 展开式的通项公式为

Cr
７x７－r(－

２
x

)r＝(－２)rCr
７x７－２r．令７－２r＝－１,

解得r＝４,所以(x－
２
x

)７ 的展开式中１
x

的系数为

(－２)４×C４
７＝１６×３５＝５６０,故选C．

(２)由二项式定理得(１＋x)７ 的通项为 Cr
７xr,又

k(x２ ＋x＋１)３ ＝k[x２ ＋ (x＋１)]３,则其通项为

kCm
３ (x＋１)mx６－２m,即

k[x２＋(x＋１)]３＝k[C０
３x６＋C１

３(x＋１)x４＋

C２
３(x＋１)２x２＋C３

３(x＋１)３]＝

k(x６＋３x５＋６x４＋７x３＋６x２＋３x＋１),

所以a２＝C２
７＋６k,a３＝C３

７＋７k,a４＝C４
７＋６k,a５＝

C５
７＋３k,a６＝C６

７＋k,a７＝C７
７,代入a２＋２a３＋３a４＋

４a５＋５a６＋６a７＝－９,化简可得５５k＝－３３０,解得

k＝－６．
在各级各类考试中,正用二项式定理的题型

一般是求二项展开式中的特定项,一般采用

通项法:１)求展开式中的特定项可依据条件写出第

r＋１项,再由特定项的特点求出r值即可．２)已知展开

式的某项,求特定项的系数,可由某项得出参数的值,

再由通项写出第r＋１项,由特定项得出r值,最后求

出特定项的系数．

２　逆用

逆用二项式定理可将多项式化简,对于这类问题

的求解,要熟悉公式的特点、项数、各项幂指数的规律

以及各项的系数．逆用二项式定理时,如果项的系数是

正负相间的,则是(a－b)n 的形式．

例２　(１)已知 C０
n ＋２C１

n ＋２２C２
n ＋２３C３

n ＋＋

２nCn
n＝７２９(n∈N∗ ),则 C１

n＋C２
n＋C３

n＋＋Cn
n 的值

为 ．
(２)计算:１－２C１

１０＋４C２
１０－８C３

１０＋－２９C９
１０＋

２１０＝ ．
(１)因 为 C０

n ＋２C１
n ＋２２C２

n ＋２３C３
n ＋  ＋

２nCn
n＝(１＋２)n＝３n,所以３n＝７２９,解得n＝

６,则

C１
n＋C２

n＋C３
n＋＋Cn

n＝
(C０

６＋C１
６＋C２

６＋C３
６＋＋C６

６)－C０
６＝

２６－C０
６＝６４－１＝６３．

(２)１－２C１
１０＋４C２

１０－８C３
１０＋－２９C９

１０＋２１０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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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０
１０(－１)１０×２０＋C１

１０(－１)９×２１＋C２
１０(－１)８×２２＋＋

C９
１０(－１)１×２９＋C１０

１０(－１)０×２１０＝(－１＋２)１０＝１．
逆用二项式定理的关键是将所给出的多项

式看成二项式展开式．

３　活用

灵活运用二项式定理,就是对于看似与二项式定

理无关的问题,通过创造条件使之与二项式产生联

系,从而利用二项式定理来解决,如利用二项式定理

求近似值,证明整除关系、证明整数不等式或与组合

数有关的恒等式等．

例３　某同学在一个物理问题计算过程中遇到

了对数据０９８１０的处理,经过思考,他决定采用精确

到００１的近似值,则这个近似值是 ．
由二项式定理得０９８１０＝(１－００２)１０≈１－
C１

１０×００２＋C２
１０×００２２＝０８＋００１８≈０８２．

应根据精确度确定留下展开式的前几项,一
般来说,留下的项数越多,计算结果越精确．

例４　已知Sn ＝２n ＋C１
n２n－１＋C２

n２n－２ ＋＋

Cn－１
n ２＋１(n∈N,n≥１)．求证:当n 为偶数时,Sn －

４n－１能被６４整除．
证明　Sn＝２n＋C１

n２n－１＋C２
n２n－２＋＋Cn－１

n ２＋

１＝(２＋１)n＝３n,因为n 为偶数,设n＝２k(k∈N,k≥
１),所以当k≥２时,有

Sn－４n－１＝９k－８k－１＝(８＋１)k－８k－１＝
(C０

k８k－２＋C１
k８k－３＋＋Ck－２

k )８２． ①
当k＝１时,９k－８k－１＝０,显然Sn－４n－１能被

６４整除．当k≥２时,式①能被６４整除,所以n 为偶数

时,Sn－４n－１能被６４整除．
证明整除性的关键是用二项式展开式表示

被除式,并使得每一项都具有整除性．

例５　(多选题)下列关系式成立的是(　　)．

A．∑
n

k＝０
２kCk

n ＝３n(n ∈N∗ )

B．２C０
２n＋C１

２n＋２C２
２n＋C３

２n ＋＋C２n－１
２n ＋２C２n

２n ＝
３２２n－１(n∈N∗ )

C．２＜(１＋
１
n

)n＜３(n∈N∗ )

D．C１
n１２＋C２

n２２＋＋Cn
nn２＝n(n＋１)２n－２

对于 A,因为３n ＝(１＋２)n ＝C０
n２０＋C１

n２１＋

C２
n２２＋＋Cn

n２n ＝∑
n

k＝０
２kCk

n,故 A正确．

对于 B,原式左边 ＝ (C０
２n ＋C１

２n ＋  ＋C２n
２n)＋

(C０
２n＋C２

２n＋＋C２n
２n)＝２２n＋２２n－１＝２２n－１(２＋１)＝３

２２n－１＝右边,故B正确．
对于C,有

(１＋
１
n

)n ＝１＋C１
n

１
n ＋C２

n
１
n２ ＋＋Cn

n
１
nn ＝

１＋１＋C２
n

１
n２ ＋＋Cn

n
１
nn

, ①

由式①知(１＋
１
n

)n＞２．另一方面,由于

(１＋
１
n

)n ＝１＋１＋
１×(n－１)

２! n ＋

１×(n－１)×(n－２)
３! n２ ＋＋

１×(n－１)×(n－２)××２×１
n! nn－１ ＜

１＋１＋
１

２! ＋
１

３! ＋＋
１

n! ＜

１＋１＋
１
２＋

１
２２ ＋＋

１
２n－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３,

故C正确．
对于D,因为

Ck
nk２＝Ck

n[k(k－１)＋k]＝k(k－１)Ck
n＋kCk

n＝
k(k－１)n!
k! (n－k)!＋k n!

k! (n－k)!＝

n(n－１)Ck－２
n－２＋nCk－１

n－１(k≥２),

原式左边＝
C１

n＋[n(n－１)C０
n－２＋nC１

n－１]＋[n(n－１)C１
n－２＋

nC２
n－１]＋＋[n(n－１)Cn－２

n－２＋nCn－１
n－１]＝

n＋n(n－１)(C０
n－２＋C１

n－２＋＋Cn－２
n－２)＋

n(C１
n－１＋C２

n－１＋＋Cn－１
n－１)＝n＋n(n－１)２n－２＋

n(２n－１－１)＝n(n＋１)２n－２＝右边,

故D正确．
综上,选 ABCD．

应用二项式定理证明等式或不等式,没有固

定的解题模式,解题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有时既要正用二项式定理,又要逆用二

项式定理．不等式的证明还可能用到放缩法,但无论采

用何种方法,利用二项式定理化简是解题的关键．
综上,二项定理看似简单,但它的应用却“不简

单”,只要我们学会二项式定理的正用、逆用和活用,

那么攻克二项式问题必然是“不在话下”．
(完)

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