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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圆锥曲线不仅是高中数学教学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平面几何的 主 要 知 识，圆 锥 曲 线 的 相 关 问 题 解 答

中，通常会使用直线方程的相关知识，因此，教师需注重培养学生具备有效的解题技巧，以提升学生的数学水平。但

是，在对圆锥曲线的相关习题进行解答时，仍会出现较多错误，对其原因分析，就是学生没有充分掌握解题技巧。基

于此，本文主要以高考试题为例，对高中数学中圆锥曲线的解题技巧进行探析，以提高学生解题的正确率。

关键词：高考；高中数学；圆锥曲线；解题技巧；探析

　　近些年圆锥曲线在数学高考试题中的出现方式通

常有两种，即主观 题 与 客 观 题。圆 锥 曲 线 主 要 包 含 抛

物线、椭圆、双曲线，其虽然是平面图形，但解析几何从

圆锥曲线的概念 进 行 理 解 时，就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对

于圆锥曲线而言，其 命 题 首 先 是 围 绕 着 其 概 念 与 性 质

进行的，然后使圆锥曲线和直线的位置关系，将代数作

为基础，对圆与直线的性质进行学习，并从直观的理解

中融入几何的抽象概念。随着对几何性质的探讨逐渐

深入，对高中数学的圆锥曲线试题进行解题，思想上也

会涉及化归思想、数 形 结 合 思 想、函 数 和 方 程 思 想、分

类讨论思想等。由于通过圆锥曲线作为主线试题有很

多变体，因此，在对 高 考 试 题 进 行 处 理 中，不 仅 要 求 综

合应用相关思想方法，而 且 还 要 求 学 生 具 备 相 应 的 计

算能力，以确保学生解题的正确率。

一、存在性问题

所谓的存在性问 题，其 主 要 就 是 对 某 个 或 者 某 些

条件中的点、曲线、直线等几何元素的存在性问题。该

类问题主要是以开放 性 设 问 的 方 式 提 出，如 果 存 在 满

足条件的参数值或者 几 何 元 素，就 需 求 出 这 些 参 数 值

或者几何元素，如果不存在，则需要给出相应的理由进

行说明。该类型问题的求解策略为：首先，需假设符合

条件的参数值或者几 何 元 素，然 后 根 据 相 关 条 件 与 题

目中的已知条件相结 合 实 施 推 理 和 计 算，如 果 没 有 矛

盾，且得到了相关参数值或者几何元素，表明符合条件

的参数值或者几何元 素 存 在；如 果 通 过 推 理 和 计 算 后

出现矛盾，则表明符 合 条 件 的 参 数 值 或 者 几 何 元 素 不

存在，而推理和计算过程也就是说明的理由。

例如，已知椭圆Ｇ 中心处于坐标原点，其长轴在ｘ

轴上，离心率是槡３
２
，两焦点 为Ｆ１和Ｆ２，椭 圆Ｇ 上 一 个

点 至Ｆ１和Ｆ２的距离和是１２。圆Ｃｋ为ｘ２＋ｙ２＋２ｋｘ－
４ｙ－２１＝０（ｋ∈Ｒ）的圆心是点Ａｋ。

（１）求取椭圆Ｇ 方程；
（２）求取△ＡｋＦ１Ｆ２面积；
（３）问是否存在圆Ｃｋ包围椭圆Ｇ？请说明理由。

解：（１）设椭圆Ｇ 方 程 是：ｘ
２

ａ２＋
ｙ２

ｂ２＝１
（ａ＞ｂ＞０），

且半距设为ｃ，

由

２ａ＝１２

ｃ
ａ＝

槡３
２

烅
烄

烆

，可得
ａ＝６

ｃ 槡＝３　３
烅
烄

烆

由上式可知，ｂ２＝ａ２－ｃ２＝９

即椭圆的方程是：ｘ
２

３６＋
ｙ２

９＝１

（２）根 据 圆Ｃｋ的 方 程 式 得，圆 心 的 坐 标 是（－ｋ，

２）

因此，△ＡｋＦ１Ｆ２面 积 为：Ｓ△ＡｋＦ１Ｆ２ ＝
１
２×Ｆ１Ｆ２×２

＝
１
２ 槡 槡×６　３×２＝６　３

（３）如果ｋ≥０，根 据ｘ２＋ｙ２＋２ｋｘ－４ｙ－２１＝０
为６２＋０２＋１２ｋ－０－２１＝１５＋１２ｋ＞０可得点（６，０）在

圆Ｃｋ 外；如果ｋ＜０，根 据ｘ２＋ｙ２＋２ｋｘ－４ｙ－２１＝０
为（－６）２＋０２－１２ｋ－０－２１＝１５－１２ｋ＞０可 得 点

（－６，０）在圆Ｃｋ 外，因此，圆Ｃｋ不能包围椭圆Ｇ。
二、定点、定值问题

圆锥曲线当中的 定 点、定 值 问 题 作 为 高 考 考 查 的

热点，其主要指某些 图 形 面 积、几 何 量 线 段 长 度、直 线

斜率、角的度数等大 小 或 代 数 表 达 式 的 数 值 等 与 试 题

当中的相关参数无关，不 会 因 为 参 数 的 变 化 而 发 生 变

化，而是个确定值。该类型的试题主要是解答题，其解

决的思路主要是从量 变 过 程 寻 求 不 变，也 就 是 先 通 过

变量表示出要求的点或量的坐标，并进行推理计算，导

出的点或量的坐标与其变量无关。该类试题常见类型

有：（１）动 圆 过 定 点 的 问 题；（２）直 线 过 定 点 的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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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求取定值的问题；（４）证 明 定 值 的 问 题。求 解 的 策

略：（１）根据特殊，求 取 定 值，并 证 明 该 值 和 变 量 无 关；
（２）直接进行推理与计算，然后在推理与计算的过程当

中除去变量，以获得定值。

例如，已知动直线ｙ＝ｋ（ｘ＋１）和椭圆Ｃ：
ｘ２

５＋
ｙ２

５
３

＝１相 交 点 为Ａ、Ｂ，已 知 点 Ｍ（－７３，０），求 取ＭＡ→ ·

ＭＢ→ 是定值。
证明：设交点Ａ（ｘ１，ｙ１），Ｂ（ｘ２，ｙ２）

由
ｙ＝ｋ（ｘ＋１）

ｘ２＋３ｙ２＝５｛ ，消去ｙ可 得（１＋３ｋ２）ｘ２＋６ｋ２　ｘ

＋３ｋ２－５＝０

由ｘ１＋ｘ２＝
－６ｋ２

１＋３ｋ２
，ｘ１ｘ２＝

３ｋ２－５
１＋３ｋ２

ＭＡ→ ＝（ｘ１＋７３，ｙ１），ＭＢ→ ＝（ｘ２＋７３，ｙ２）
ＭＡ→ ·ＭＢ→ ＝（ｘ１＋７３）（ｘ２＋７３）＋ｙ１ｙ２＝（１＋

ｋ２）ｘ１ｘ２＋（７３＋ｋ２）（ｘ１＋ｘ２）＋４９９＋ｋ２＝４９
因此，ＭＡ→ ·ＭＢ→ 是定值。
总之，定值问题 主 要 是 在 运 动 与 变 化 过 程 中 找 出

不变量，其基本思路 主 要 是 运 用 参 数 对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进行表示，并证明需解决的问题和参数毫无关系。
三、取值范围的问题

圆锥曲线中常 见 的 问 题 就 是 求 取 范 围 类 的 问 题。
对圆锥曲线的范围问题基本思想就是构建目标函数及

不等关系，依据目标 函 数 与 不 等 式 求 取 范 围，因 此，该

类型的问 题 解 决 难 点 就 是 构 建 目 标 函 数 以 及 不 等 关

系。构建目标函数或者是不等关系的重点就是选择合

适的变量，其原则主 要 是 该 变 量 可 以 表 达 需 解 决 的 问

题，该变量通常是直 线 的 截 距、直 线 的 斜 率、点 的 坐 标

等，需依据问题的 具 体 状 况 进 行 灵 活 处 理。对 参 数 范

围进行求取的方法为：依 据 已 有 条 件 构 建 不 等 式 或 者

等式函数的关系，然后求取参数范围，并根据相关定理

对问题实施深入理解与分析，从而实现有效解题。

例如，椭圆下 顶 点 是Ａ（０，－１），焦 点 在ｘ 轴 上，

如果右焦点至直线ｘ－ｙ 槡＋２　２＝０的距离是３。
（１）求椭圆方程；
（２）假设直线ｙ＝ｋｘ＋ｍ（ｋ≠０）和 椭 圆 交 于 不 同

两点Ｍ，Ｎ，当｜ＡＭ｜＝｜ＡＮ｜时，求 取ｍ 的 具 体 取 值

范围。

解：（１）设 椭 圆 方 程 是：ｘ
２

ａ２＋
ｙ２

ｂ２ ＝１
，且 右 焦 点Ｆ２

（ｃ，０）（ｃ＞０），椭圆下顶点是Ａ（０，－１），因此，ｂ＝１，而

右焦点至直线ｘ－ｙ 槡＋２　２＝０距离为
ｃ 槡－０＋２　２

槡２
＝

３，可得ｃ 槡＝ ２
因此，ａ２＝ｂ２＋ｃ２＝３，椭圆方程是ｘ２／３＋ｙ２＝１。

（３）设Ｐ 是ＭＮ 的 中 点，根 据
ｙ＝ｋｘ＋ｍ
ｘ２

３＋ｙ
２＝１

烅
烄

烆
可 得，

（３ｋ２＋１）ｘ２＋６　ｍｋｘ＋３（ｍ２－１）＝０，

因为，直 线 和 椭 圆 之 间 有 两 个 交 点，Δ＞０，即ｍ２

＜３ｋ２＋１　　　①

所以，ｘｐ＝
ｘＭ＋ｘＮ

２ ＝－
３　ｍｋ
３ｋ２＋１

，而ｙｐ＝ｋｘｐ＋ｍ

＝
ｍ

３ｋ２＋１

所以，ｋＡｐ＝
ｙｐ＋１
ｘｐ

＝－
ｍ＋３ｋ２＋１
３　ｍｋ

，

又因为｜ＡＭ｜＝｜ＡＮ｜，所以，ＡＰ⊥ＭＮ，

且－
ｍ＋３ｋ２＋１
３　ｍｋ

＝－
１
ｋ
，而２　ｍ＝３ｋ２＋１　　　②

将②代入到①中可知２　ｍ＞ｍ２，可知０＜ｍ＜２，

由②可知ｋ２＝
２　ｍ－１
３ ＞０，可得ｍ＞

１
２．

因此，ｍ 的取值范围为（１２，２）。
总之，求范围的 问 题 主 要 是 构 建 求 解 某 变 量 目 标

函数，并以该函数 的 值 域 对 目 标 范 围 进 行 确 定。在 构

建函数中，需按照题目其他的已知条件，将需要运用的

量通过变量进行表示，为了便于运算，构建关系中也可

运用多个变量，只要 结 果 中 多 个 变 量 能 够 归 结 成 单 个

变量即可，另外需注意变量的具体取值范围。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圆锥 曲 线 的 相 关 知 识 结 构 中 通 常 包 含

了多种类型问题，和其他相关知识比较，圆锥曲线的问

题难度通常更大，且 对 学 生 的 数 学 学 习 能 力 及 综 合 素

养有着更高的要 求。因 此，高 中 生 不 仅 需 掌 握 相 关 数

学知识，而且还要对 圆 锥 曲 线 的 相 关 命 题 特 征 进 行 了

解，以此对圆锥曲线 的 相 关 问 题 的 解 题 技 巧 进 行 充 分

掌握，并在高考中占据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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