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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我們知道，在直線上規定了原點、正方向與單位長度，就構

成了數軸。在數軸上，每一個點都能用一個實數來表示，這個實

數叫做這個點在數軸上的座標。那麼，用什麼方法表示平面內點

的位置呢？ 
  要在一塊矩形板上鑽一個孔，只要給出孔的中心到板之左邊

的距離 30 mm 與到下邊的距離 20 mm (圖 14-1)，孔心 M 的位置

就確定了。可見，用兩個實數就可以表示平面內點的位置。 
 
 
 
 
 
 
 
 
 

 
 
 
 
 
 
 
  在平面內畫兩條互相垂直而且有公共原點 O 的數軸 xx′與
yy′ (圖 14-2)。 xx′通常畫成水平的，叫做 x 軸或橫軸，取向右的

方向為正方向； yy′通常畫成鉛直的，叫做 y 軸或縱軸，取向上

的方向為正方向。兩條數軸上的單位長度一般取相同的。x 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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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軸統稱座標軸，O 叫做座標原點。這樣，在平面內有公共原點

而且互相垂直的兩條數軸，就構成了平面直角座標系，在本書中

簡稱座標系。建立了座標系的平面，叫做座標平面。 
  x 軸與 y 軸把座標平面分成四個部分 xOy、 yOx′、 x Oy′ ′、
y Ox′ ，依次叫做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與第四象限。象

限以兩軸為界線，x 軸、y 軸上的點不在任一象限內。 
  在平面內建立了直角座標系以後，對於平面內的任意一點，

都有一對有序實數與它對應。例如，對於點 M (圖 14-3)，經過點

M 畫 x 軸的垂線，垂足為 1M ，點 1M 在 x 軸上的座標是 3；再經

過點 M 畫 y 軸的垂線，垂足為 2M ，點 2M 在 y 軸上的座標是 2。
這樣，點 M 就有一對座標 3、2 與它對應。我們把 3 叫做點 M 的

橫座標、2 叫做點 M 的縱座標，

合起來叫做點 M 在平面內的座

標，記作 M(3, 2)，其中橫座標

規定寫在縱座標的前面，中間

用逗號隔開。這就是說，點 M
在平面內的座標是一對有序實

數(叫做一個有序實數對)。在圖

14-3 中，點 N 的座標是(2, 3)，
記作 N(2, 3)。從圖中我們可以

看到，M 與 N 是座標平面內不

同的兩個點，與它們對應的(3, 2)
與(2, 3)是兩對不同的有序實

數，因此它們具有不同的座標。 

  想一想，在圖 14-3 裡點 P 與點 Q 的座標各是什麼。 

  反過來，對於任意一對有序實數，在座標平面內都有一個確

定的點與它對應，這個點在平面內的座標就是這一對有序實數。

例如，給出有序實數對( 3− , 2− )，我們就可以經過 x 軸上座標為

3− 的點畫 x 軸之垂線，經過 y 軸上座標為 2− 的點畫 y 軸之垂線，

這兩條線的交點 A 就是與有序實數對( 3− , 2− )對應的點(圖

圖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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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同樣，與有序實

數對(3, 2)、(2.5, 1− )、
( 2− , 0)、(0, 0)對應的點

分別是 B、C、D、O。 
  從上面我們看到：對

於座標平面內任意一點

M，都有一對有序實數 
(x, y)與它對應；反過

來，對於任意一對有序實

數(x, y)，在座標平面內

部都有一點 M 與它對

應。因此座標平面內所有

的點與所有有序實數對

之間是一一對應的。 
 
 
  
 
 
 
 
 

 
 
 
 
 
 
 
 
 
 
 
 

圖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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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寫出圖中 A、B、C、 
D、E、F、G、H、 
O 各點的座標。 

2. 在直角座標系中描出 
下列各點：  
A(3, 6)、B( 1.5− , 3.5)、 
C( 4− , 1− )、D(2, 3− )、 
E(3, 0)、F( 2− , 0)、 
G(0, 5)、H(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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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題) 

66−

6−

6
7
8

7−

A 

E 

D 

C 

B 

H 

G 

F 



 - 174 -

【 1】 在座標平面內， 
   (1) x 軸上的點之縱座標有什麼特點？ 
   (2) y 軸上的點之橫座標有什麼特點？ 

 (1) 如圖 14-5，在 x 軸上任取一點 P。經過點 P 畫 y 軸 
的垂線，垂足是原點 O(0, 0)。點 O 在 y 軸上的座標

都是 0，所以點 P 的縱座標是 0。這就是說，x 軸上

的點之縱座標都是 0。 
   (2) 同理可知，y 軸上的點之橫座標都是 0。 
 
 
 
 
 
 
 
 
 
  
 

【 2】 如圖 14-6，已知正方形 ABCD 的邊長等於 4，求四個頂

點的座標。 
 
 
 
 
 
 
 
 
 
 

 四個頂點的座標分別為 
A(0, 0)、B(4, 0)、C(4, 4)、D(0, 4)。 

圖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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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寫出例 2 正方形各邊中點的座標。 
2. 已知正方形的邊長等於 4，對角線的交點在原點，邊與座標

軸平行，求它的各頂點之座標。 
3. 已知點 P 的座標是(5, 3− )，分別寫出點 P 關於 x 軸、y 軸與

原點對稱的點之座標。 
4. 以點(3, 0)為圓心，以 5 為半徑畫一圓，寫出圓與座標軸交點

的座標。 

 
14.2   

  在座標平面內，我們用點的座標表示點之位置。現在來研究

怎樣用兩點的座標來表示這兩點間的距離。 

1. 同一數軸上兩點間的距離 

  圖 14-7 是一條數軸，數軸上的點 A、B、C、D 的座標分別

是 7、2、 3− 、 7− 。我們來看一看數軸上任意兩點間的距離(也就

是連結這兩點的線段之長度)能不能用這兩點的座標來表示。 
 
 
 
 
 
  由圖 14-7 可以看出，線段 BA、OA、OB 之間有 BA=OA OB−
的關係。因為 OA=7、OB=2，所以 7 2BA = − 。但 7、2 分別是點

A、B 在數軸上的座標，這就是說，線段 BA 的長度等於點 A 的座

標減去點 B 的座標。我們知道，7 2 | 7 2 | | 2 7 |− = − = − ，所以利用

絕對值符號，我們可以說，線段 AB 的長度(也就是點 A 與 B 之間

的距離)等於 A、B 兩點的座標之差的絕對值。類似地， 
2 3 | 2 ( 3) | | ( 3) 2 |
7 3 | ( 7) ( 3) | | ( 3) ( 7) |

CB OB CO
DC DO CO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14-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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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數軸上任意兩點間的距離，等於這兩點的座標之差

的絕對值。也就是說，如果數軸上 A、B 兩點的座標分別為 Ax 、

Bx ，那麼 A、B 兩點間的距離公式為 

| |= −B AAB x x  
 
 
 
 
 
 
 
 
 
 
 
 
 
 
 
 
 
 
 
 
 
 
 
 
 
 
2. 平面內任意兩點間的距離 

  設 1P ( 1x , 1y )、 2P ( 2x , 2y )是座標平面內的任意兩點(圖 14-8)，
從點 1P 、 2P 分別畫 x 軸的垂線 1 1PM 、 2 2P M ，與 x 軸分別交於點

  
   

1. 在(1)到(6)各圖(數軸上每一格等於一個單位長度)中，就線段

AB 填寫下表： 
 
 
 
 
 
 
 
 
 
 
 
 圖號 Ax  Bx  −B Ax x  AB 的長度  
 (1)      
 (2)      
 (3)      
 (4)      
 (5) 2 5−  7−  7  
 (6)      
2. 已知數軸上的點 A、B、C、D 的座標分別是 5− 、7、 2− 、3，

求點 A 與 B、B 與 C、C 與 D、C 與 A 之間的距離？ 

O 
(1) 
A B O

(2)
A B 

A 
(3) 

B O O
(4)

B A 

B 
(5) 

O A A
(6)

B O 

(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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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 ( 1x , 0)、 2M ( 2x , 0)。再從點 1P 、

2P 分別畫 y 軸的垂線 1 1PN 、 2 2P N ，

與 y 軸分別交於點 1N (0, 1y )、

2N (0, 2y )。直線 1 1PN 與 2 2P M 相交

於點 Q。 
  因為△ 1 2PQP 是直角三角形，

根據勾股定理，得 
   2 2 2

1 2 1 2= +PP PQ QP  
  ∵ 1 1 2 2 1| |= = −PQ M M x x  
   2 1 2 2 1| |= = −QP N N y y  
  ∴ 2 2 2 2 2

1 2 2 1 2 1 2 1 2 1| | | | ( ) ( )= − + − = − + −PP x x y y x x y y  
  由此得到 P1 ( x1 , y1 )、 P2 ( x2 , y2 )兩點間的距離公式： 

( ) ( )P P x x y y= − + −2 2
1 2 2 1 2 1  

【 1】 求兩點 1P ( 3− , 5)、 2P (1, 2)間的距離。 

 1 3= −x 、 1 5=y ； 2 1=x 、 2 2=y 。 
   代入兩點間的距離公式，得 

2 2 2 2
1 2 [1 ( 3)] (2 5) 4 ( 3) 5= − − + − = + − =PP  

【 2】 在圖 14-9 給出的零件圖上(如果沒有特別註明，本書中

零件圖上的尺寸都是 mm)，選擇如圖 14-10 所示的座標

系，分別求孔心 A、B 及 B、C 間的距離(精確到 0.01 mm)。 

圖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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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心的座標是 A(0, 0)、B(28, 26)、C(48, 15− )。 
   將點的座標代入兩點間之距離公式，得 

2 2

2 2

(28 0) (26 0) 1460 38.21

(48 28) ( 15 26) 2081 45.62

= − + − = ≈

= − + − − = ≈

AB

BC
      

即孔心 A、B 間的距離約是 38.21 mm，B、C 間的距離

約是 45.62 mm。 
 

 

 

 

 

 

 

 

 

 

 

 

 

 

 

 

 

 

 
  

 
    

 

1. 描出橫座標 x 分別等於 4− 、 3− 、 2− 、 1− 、0、1、2、3、4，
縱座標 y 由方程 2=y x 決定的各點，並且用光滑曲線把各點依

序連結起來。 

  
   

1. 求下列兩點間的距離： 
(1)  1P ( 1− , 0)、 2P (2, 0)；   (2)  1P (0, 6)、 2P (0, 2− )； 
(3)  A( 2− , 0)、B( 4− , 3)； (4)  A(2, 5− )、C(2, 3)； 
(5)  M( 3− , 8)、N( 1− , 2− )； (6)  O(0, 0)、P(2, 3− )。 

2. 如圖，已知零件圖上孔心的座標為 
A( 20− , 50)、B(40, 0)、C( 40− , 0)， 
求每兩孔中心間的距離 (精確到 
0.01 mm)。 

3. 甲船在某港口東 50 km、北 30 km 
處，乙船在同一港口東 17 km、 
南 26 km 處。選擇座標系求甲、 
乙兩船間的距離。 

y 

x B

A 

C 

(第 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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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圖， 8=OA 、 6=OB ，求點 A、
B 的座標。 

3. (1) 點 P(x, y)在第一象限內，x、
y 應取什麼符號？ 

(2) 點 Q(x, y)在第三象限內，x、
y 應取什麼符號？ 

4. 在第一象限內兩條座標軸夾角平分線上的點，它們的橫座標

與縱座標之間有什麼關係？在第二象限內呢？ 

5. 一個菱形每邊的長是 5，一條對角線的長是 6，取兩條對角線

所在的直線作為座標軸，求四個頂點的座標(有兩種情況)。 

6. 寫出點 P(a, b)關於座標軸及原點的對稱點之座標。 

7. 已知數軸上兩點 A、B 的座標 Ax 、 Bx 取下列各值，求 A、B 間

的距離。 
(1) 8=Ax 、 6=Bx ；   (2) 2=Ax 、 1= −Bx ； 

 (3) 3= −Ax 、 0=Bx ；  (4) 0=Ax 、 8= −Bx 。 
8. 在下列各題中，分別以 A、B、C 三點為頂點畫三角形，求三

角形各邊的長，並判別所畫出的三角形中哪些是等腰三角

形，那些是等邊三角形，哪些是直角三角形。 
(1) A( 3− , 0)、B(3, 0)、C(0,3 3 )；     
(2) A( 4− , 3)、B(2, 5− )、C(0, 6)； 

 (3) A(5, 1)、B(2, 2− )、C(2.5, 0.5)； 
(4) A(3, 0)、B(6, 4)、C( 1− , 3)。 

9. 在製造如圖所示的零件時，需要知

道三個孔心間的距離。現已知三個

孔心座標為 A( 10− , 30)、B(30, 0)、
C( 40− , 0)，求孔心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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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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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1. 常量與變量 

  看下面的例子： 
  (1) 火車以 60 km/小時的速度行駛，它走過的路程 s (km)與
時間 t (小時)之間的關係是 60=s t 。 
  (2) 一個圓的面積 A (cm2)與它的半徑 r (cm)之間的關係是

2π=A r 。 

  可以看出：在例(1)中，利用公式 60=s t 計算火車在不同的時

間內所走過之路程時，t、s 可以取不同的數值，而速度的數值保

持不變；在例(2)中，利用公式 2π=A r 計算不同半徑的圓之面積

時，r、A 可以取不同的數值，而π 的數值保持不變。 
  在某一過程中可以取不同數值的量，叫做變量，如上面例子

中的 t 小時、s 公里、r cm、A cm2。在過程中保持同一數值的量

或數，叫做常量或常數，如上例中的 60 km/小時是常量，π 是常

數。常量與變量是對某一過程來說的，是相對的。在例(1)中速度

是常量，路程與時間都是變量；如果在同一時間內，研究路程與

速度之間的對應關係，那麼時間是常量，路程與速度是變量。 
 

2. 函數 

  在上面的例(1)中，時間 t的值可以在非負實數(即正實數與零)
的範圍內任意選取，對於 t 的每一個確定之值，路程 s 都有唯一

確定的值與它對應，如： 

t (小時) 1 1.5 2 2.5 3 … 
s (km) 60 90 120 150 180 … 

  同樣，在例(2)中，半徑 r 的值可以在正實數範圍內任意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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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半徑 r 的每一個確定之值，圓面積 A 都有唯一確定的值與它

對應。 
  這種變量之間的對應關係，在工農業生產與科學實驗中大量

存在。除了例(1)、例(2)以外，又如： 
  (3) 某水庫的存水量 Q 與水深 h (指 深處的水深)之間的對

應關係，經過測量如下表所示： 

水深 h (m) 0 5 10 15 20 25 30 35 
存水量 Q (萬 m3) 0 20 40 90 160 275 437.5 650

  有了這張表後，水深 h 的值可以在表內第一行各值中任意選

取，對於 h 的每一個確定之值，存水量 Q 都有唯一確定的值與它

對應。例如： 20h = (m)時， 160Q = (萬 m3)； 30h = (m)時，

437.5Q = (萬 m3)。 
 (4) 圖 14-11 是某氣象站用自動溫度記錄儀描下的表示某一

天氣溫變化情況的曲線。 
 
 
 
 
 
 
 
 
 
 
 
  圖 14-11 形象地反映了變量 T 與 t 之間的對應關係。有了這

幅圖後，時間 t 的值可以在 0 到 24 之範圍內任意選取，對於時間

t 的每一個確定之值，氣溫 T 都有唯一確定的值與它對應。例如：

4t = (時)時， 1.8T = ( C° )； 14t = (時)時， 11.8T = ( C° )。 
  設在某變化過程中有兩個變量 x、y，如果對於 x 在某一範圍

內的每一個確定之值，y 都有唯一確定的值與它對應，那麼就說

y 是 x 的函數，x 叫做自變量。例如，路程 s 是時間 t 的函數，圓

0 2 4 6 8 1012 1416182022 2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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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1 

t (時) 

T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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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A 是半徑 r 的函數，存水量 Q 是水深 h 的函數，氣溫 T 是時

間 t 的函數。 
  我們看到，60t與 2rπ 都是含一個字母的代數式。一般地說，

含一個字母的代數式之值，是由這個字母所取的值確定的；這個

字母的值，只要不使代數式與實際問題失去意義，可以任意選

取。對於這個字母的每一個確定之值，代數式都有唯一確定的值

與它對應。因此，每一個含一個字母的代數式都是這個字母的函

數。例如， 2x − 是 x 的函數， 2

1
1 u−

是 u 的函數，
2

1
5t −
是 t 的

函數，等等。  
【 1】 求下列函數中自變量 x 的取值範圍： 
   (1) 2 3y x= + ；   (2) 23y x= − ； 

   (3) 1
1

y
x

=
−

；   (4) 2y x= − 。 

(1) x 取任意實數，2 3x + 都有意義。因此 x 的取值範圍

是全體實數。 
 (2) x 取任意實數， 23x− 都有意義。因此 x 的取值範圍

是全體實數。 

 (3) 1x = 時，
1

1x −
沒有意義； 1x ≠ 時，

1
1x −
都有意義。

因此 x 的取值範圍是所有不等於 1 的實數。 
 (4) 2x < 時， 2x − 沒有意義； 2x ≥ 時， 2x − 都有

意義。因此 x 的取值範圍是所有大於或等於 2 的實

數，即 2x ≥ 。 

注意：在函數 2A rπ= 中，如果僅從代數式考慮， 2rπ 中字母 r 的
取值範圍可以是全體實數，但從實際問題考慮， 2rπ 中的

r 表示圓的半徑，那麼它的取值範圍就只能是大於零的實

數，即 0r > 。所以遇到實際問題時，確定函數的自變量取

值範圍，必須使實際問題也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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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例 1 中，求當 2x = 時函數 y 的對應值。 

分析： 例 1 中的函數當 2x = 時都有意義，只要用 2 代替式中的

x，就可得到 y 的對應值。 
 (1) 2 2 3 7y = × + = ；   

   (2) 23 2 12y = − × = − ； 

   (3) 1 1
2 1

y = =
−

；   

   (4) 2 2 0y = − = 。 
 
  對於自變量在取值範圍內的一個確定之值，例如 x a= ，函數

有唯一確定的對應值。這個對應值，我們叫做當 x a= 時的函數之

值，簡稱函數值。如例 2，就是求當 2x = 時的函數值。 
 
  
    

1. (口答) 在下面的等式裡，有哪些變量、常量或常數？ 
  (1)   等速運動公式 s vt= ，這裡 v 表示速度、t 表示時間、s 
 表示在時間 t 內所走的路程； 

  (2)  球體積公式 34
3

V rπ= ，這裡 r 表示球的半徑、V 表示半 

 徑是 r 的球之體積； 
  (3)  正 n 邊形的內角α 與邊數 n 之間的對應關係： 

( 2)180n
n

α − °
= 。 

2. 求下列函數中自變量 x 的取值範圍： 

(1) 1
2

xy −
= ； (2) 3

4
y

x
=

−
； 

(3) 5y x= − − ； (4) 2

1
2

y
x x

=
− −

。 

3. 在第 2 題中求當 9x = 、 30x = 的函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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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表示函數的方法， 常用的有以下三種。 

  1. 解析法 就是用等式來表達一個變量是另一個變量的

函數。這個等式叫做函數的解析表達式(或函數關係式)，簡稱解

析式，例如 60s t= 、 2A rπ= 、 2y x= − 、 34
3

V rπ= 、 2

1
1

s
u

=
−

、

2

1
5

z
t

=
−

等等。 

  2. 列表法 就是列出表格來表示一個變量是另一個變量

的函數。如第 14.3 節例(3)中的水庫存水量與水深的對照表，以

及平方表、平方根表、對數表等數學用表，都是用列表法來表示

函數的。 
  3. 圖形法 把自變量 x 的一個值與函數 y 之對應值分別作

為點的橫座標與縱座標，可以在直角座標系內描出一個點，所有

這些點的集合，叫做這個函數的圖形。圖形法就是用圖形來表示

一個變量是另一個變量的函數。如第 14.3 節例(4)中的氣溫隨時

間之變化圖。 

  知道函數的解析式，要畫函數的圖形，一般分為列表、描點、

連線三個步驟，即先列出自變量與函數的一些對應值，用這些對

應值為座標，描出圖形上的一些點，然後用一條或幾條平滑曲線

(包括直線)，按照自變量由小到大的順序，把所描的點連結起來。

這種畫函數圖形的方法叫做描點法。顯然，用描點法所畫的圖形

一般是近似的、部分的，要使畫出的圖形更精確，需要描出圖形

上更多的點。 
 

【 1】 畫出函數 31
8

y x= 的圖形。 

 1. 列表。在 x 的取值範圍內取一些值，算出 y 的對應

值，列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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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4−  3−  2− 1−  0 1 2 3 4 …

31
8

y x=  … 8−  3.38− 1− 0.13− 0 0.13 1 3.38 8 …

 2. 描點。根據表裡這些對應值，

在座標系內描點。 

 3. 連線。用平滑曲線，按自變量

由小到大的順序，把所描的點連結

起來，就是函數 31
8

y x= 的圖形(圖

14-12)。 
 
 
 
 
 
 
 
 
 
 
 
 
 
 
 
 
 
 
 
 
 
 
 

x 

圖 14-12 

O 

y 

  
   

1. 用解析式表示下列函數： 
   (1) 如果每升高 100 m，氣溫就下降 0.6 C° ，求氣溫降低數

T ( C° )與高度增加數 h (km)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2) 某工廠現有煤 1500 T，求這些煤能用的天數 y 與這家工 

廠每天平均用煤的 T 數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2. 根據某水庫的水深-庫容曲線圖，填寫下表： 
 水深(m) 5 10 15 20 25  
 庫容(萬 m3)       
 
 
 
 
 
 
 
 
3. 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 

(1) y x= ； (2) 1y x= + 。 

0 5 10 15 20 25 3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第 2 題) 
水深 (m) 

庫容 (萬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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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下列程序寫出 y 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1)  

(2)  

2. 求下列函數中自變量 x 的取值範圍： 

(1) 23 5 3y x x= − + ；  (2) 2 1
2

xy
x
+

=
−

； 

 (3) 2

1
6

xy
x x

+
=

− −
；   (4) 2

3
4 9

xy
x

=
−

； 

(5) 2 5y x= − ；   (6) 2y x x= + + ； 

 (7) 2

2
5 6

xy
x x

+
=

+ +
。    

3. 已知函數 2 3 4y x x= − + ，填表： 

x 2−  1−  0 1 
11
2

2 3 4 

y         

4. 已知函數
2 1

2
xy

x
+

=
−

，求當 3x = 、 4− 、0、 1
2

− 、 2 時的函數

值。當 2 3x a= + 時，y 等於多少？ 

5. 已知函數 22 5 3y x x= − + ，求當 0x = 、2 時的函數值。x 取什

麼值時函數值為 0？ 

6. 一個銅球在 0 C° 時的體積是 1000 cm3，加熱後溫度每增加

1 C° ，體積增加 0.051 cm3。用解析式表示體積 V 是溫度 T 的

函數，並根據列出的解析式計算銅球加熱到 200 C° 時的體積。 

輸入 x 3× 1− 輸出 y 

輸入 x 2− 3× 1+ 輸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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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解析式將等腰三角形頂角的度數 y，表示為底角的度數 x 之

函數，並求自變量 x 的取值範圍。 

8. 已知 x、y 滿足下列等式，用 x 的代數式表示 y： 
(1) 2 4 12x y+ = ；   (2) 15xy = ； 

 (3) ( 2)( 3) 6x y− + = − ；  (4) 3 2
4 3

yx
y
+

=
−

； 

(5) 2 4y x=  ( 0y ≥ )；   (6) 2 0
3

y x− = 。 

9. 已知函數 y ax b= + (a、b 都是常數)，並且當 1x = 時 7y = ，當

2x = 時 16y = 。確定 a、b 的值： 

10. 測得某一彈簧的長度 y 與懸掛的重量 x 有下面的一組對應值： 
x (kg) 0 1 2 3 4 5 6 7 8 

y (cm) 12 12.5 13 13.5 14 14.5 15 15.5 16 
假定 y 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是 y ax b= + (a、b 都是常數)，
利用表中任意兩對對應值來確定 a、b 的值，再用表中其它數

據來進行檢驗。 

11. 下表示某天一晝夜間溫度變化的紀錄： 
時間

(時)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溫度

( C° ) 2− 3−  4−  0 4 7 9 10 8.5 7 3.5 1 1−

根據這個表，畫出反應這一晝夜間溫度變化情況的曲線。 

12. 下圖是某個地區某月中的日平均溫度變化之圖形，根據這個 
 圖形說明： 
(1) 這個月中 高與 低的日平均溫度各是多少； 
(2) 這個月中日平均溫度變化的幅度是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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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 
(1) 4y x= ；     (2) 3 1y x= + ； 

 (3) 22y x= − ；    (4) 22 1y x= − 。 
 
 

 
 

 
14.5   

1. 正比例函數 

  看下面的例子： 
  (1) 在一塊地裡施用肥料，每公畝用肥料 1.5 kg。那麼所需

這種肥料的總量 y (kg)與這塊地的面積 x (公畝)之間的函數關係

式是 
1.5y x= 。 

  (2) 銅的比重是 8.9 g/cm3，銅的重量 W (g)與體積 V (cm3)之
間的函數關係式是 

8.9W V= 。 

(第 12 題) 

10 14 18
0

2 
4 

6 
8 12 16 20

22
24

2 
4 
6 
8 

10 
12 
14 

時間 (日) 

溫度( C° ) 

16 
18 
20 

26
2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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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中的變量 y 與變量 x 的相應值之比例 y
x
是一個常數(等

於 1.5)。同樣，例(2)中的 W 與 V 之間也有這種性質。在算術中，

我們把具有這種性質的兩個量叫做正比例。在這裡，我們把

1.5y x= 、 8.9W V= 這樣的函數都叫做正比例函數。 

  一般地，函數 y kx= (k 是一個不等於零的常數，無論正或負)
叫做正比例函數(這時我們說 y 與 x 成正比例)，常數 k 叫做變量 y
與 x 之間的比例係數。在算術中，k 只能取正數，現在我們把它

推廣到也可以取負數。確定了比例係數 k，就可以確定一個正比

例函數。 
【 1】 圓的周長 C 與圓的半徑 r 之間成正比例。已知 2r = (單

位：cm。下同)時， 12.56C = 。 
   (1) 求周長 C 與半徑 r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2) 求半徑為 3.5 的圓之周長。 

(1) 因為 C 與 r 成正比例，所以 
C kr= 。 

   把 2r = 、 12.56C = 代入，得 
12.56 2

6.28
k

k
=
=

 

   ∴ 6.28C r=  
  (2) 3.5r = 時， 

6.28 3.5 21.98C = × = 。 
 

2. 正比例函數的圖形 

  我們來畫函數 2y x= 的圖形。 
  在 x 的取值範圍內取一些值，算出 y 的對應值，列表如下： 

x … 2−  1−  0 1 2 … 

y … 4−  2−  0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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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表裡各組對應值作為點的座標，描出各個點，並且把它們

依序連結起來。可以看到函數 2y x= 的圖形是經過 O(0, 0)、A(1, 2)
這兩點的一條直線(圖 14-13)。 
 
 
 
 
 
 
 
 
 
 
 
 
 
  同樣可以知道， 3y x= − 的圖形是經過 O(0, 0)、B(1, 3− )這兩

點的一條直線(圖 14-14)。 
  一般地，正比例函數 y kx= 的圖形是經過 O(0, 0)、A(1, k)這
兩點的一條直線。我們以後把正比例函數 y kx= 的圖形叫做直線

y kx= 。 
  由於直線的位置可以由直線上之任意兩點唯一確定，我們在

以後畫正比例函數 y kx= 的圖形時，可以不用描點法，只要選取

兩點連成直線就行了。我們通常取 O(0, 0)、A(1, k)這兩點。 
 
【 2】 在同一平面直角座標系內，分別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 

2y x= 、 y x= 、
1
2

y x= 。 

因 O(0, 0)、A(1, 2)是直線 2y x= 上的點，故過這兩點畫

一條直線，即得函數 2y x= 的圖形。同理，過 O(0, 0)、

B(1, 1)的直線是函數 y x= 的圖形；過 O(0, 0)、C(1, 1
2

)

1 
O 

y 

x 
2 1

2
3
4

1−
2−
3−
4−

1−2−

圖 14-13 

2y x=

1
O 

y 

x 
21

2
3
4

1−
2−
3−
4−

1−2−

圖 14-14 

3y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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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線是函數
1
2

y x= 的圖形(圖 14-15)。 

          
 
 
 
 
 
 
 
 
 
 
【 3】 在同一平面直角座標系內，分別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 

3y x= − 、 y x= − 、
1
4

y x= − 。 

過 O(0, 0)、A(1, 3− )兩點畫一條直線，即得函數 3y x= −  
  的圖形。過 O(0, 0)、B(2, 2− ) 兩點畫一條直線，即得函

數 y x= − 的圖形。同理，過 O(0, 0)、C(4, 1− )的直線是

函數
1
4

y x= − 的圖形(圖 14-16)。 

  由圖 14-15 與圖 14-16，我們可以看出，正比例函數 =y kx 有

下列性質： 
  當 > 0k 時，它的圖形在第一、三象限內，y 隨著 x 的增大而

增大；當 < 0k 時，它的圖形在第二、四象限內，y 隨著 x 的增大

而減小。 
 
  
   

1. (口答) 下列函數(其中 x 是自變量)中，哪些是正比例函數？

哪些不是？為什麼？ 

(1) 8y x= − ； (2) 8y
x
−

= ； (3) 28y x= ； (4) 8 1y x= + 。

 

圖 14-15 

O 

y 

x 

B 

C 

A 

2y x=
y x=

1
2

y x=

圖 14-16 

O 

y 

x 
B 

C 
A 

3y x= −
y x= −

1
4

y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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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圓的面積 A 是不是半徑 r 的正比例函數？ 
3. 已知變量 y 與 x 成正比例，並且 2x = 時， 15y = ，求 y 與 x

之間的比例係數，並寫出 y 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4. 在同一座標系內，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 

2
3

y x= 、
2
3

y x= − 、
3
2

y x= 、
3
2

y x= − 。 

 
 
14.6   

  看下面的例子： 
  (1) 矩形的面積是 12 cm2，這時底 y (cm)與高 x (cm)之間的

函數關係式是 
12y
x

= 。 

  (2) 走 25 km 的路程，所需時間 t (小時)與平均速度 v (km/
小時)之間的函數關係式是 

25t
v

= 。 

  例(1)中的兩個變量 y 與 x 之積是一個常數(等於 12)。同樣，

例(2)中的兩個變量 t 與 v 之間也有這種性質。在算術中，我們說

具有這種性質的兩個量成反比例。在這裡，我們把
12y
x

= 、
25t
v

=

這樣的函數都叫做反比例函數。 

  一般地，函數
ky
x

= (k 是一個不等於零的常數，無論正或負)

叫做反比例函數(這時我們說 y 與 x 成反比例)。在算術中，k 只能

取正數，現在我們把它推廣到也可以取負數。確定了 k 的值，就

可以確定一個反比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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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已知圓柱體積不變，且當它的高 12.5h = cm 時，底面積

20S = cm2。 
(1) 求 S 與 h 的函數關係式； 
(2) 求當高 5h = cm 時的底面積 S。 
(1) 圓柱體積不變時，它的底面積 S 與高 h 成反比例，

所以 
kS
h

= 。 

   把 12.5h = 、 20S = 代入，得 

20
12.5
250

k

k

=

=
 

答：所求的函數關係式是
250S
h

=  

  (2) 當 5h = cm 時， 
250 250 50

5
S

h
= = = (cm2) 

答：高是 5 cm 時，底面積是 50 cm2 

2. 反比例函數的圖形 

【 2】 畫出反比例函數
6y
x

= 與
6y
x

= − 的圖形。 

第一個函數的自變量 x 之取值範圍是所有非零實數。在 
 這個範圍內選取 x 的一些值，算出 y 的對應值，列表如

下： 
x …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

y … 1−  1.2−  1.5− 2− 3− 6− 6 3 2 1.5 1.2 1 …

 用表裡各組對應值作為點的座標，描出各個點。依序連

結第一象限內的各點並延長，得到圖形的一個分支；接

著順次連結第三象限內的各點並延長，得到圖形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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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分支。將這兩個分支合起來，就是函數
6y
x

= 的圖形

(圖 14-17)。 

  用同樣的方法，可以畫出
6y
x

= − 的圖形(圖 14-18)。 

 
 
 
 
 
 
 
 
 
 
 
   

  反比例函數
ky
x

=  ( 0k ≠ )的圖形叫做雙曲線。 

  由圖 14-17 與圖 14-18，我們可以看出，反比例函數 =
ky
x
有

下列性質： 
 (1) 當 > 0k 時，函數圖形的兩個分支分別位於第一、三象限

內，在每一個象限內，y 隨著 x 的增大而減小；當 < 0k
時，兩個分支分別位在第二、四象限內，在每一個象限

內，y 隨著 x 的增大而增大。 
 (2) 兩個分支都無限接近但永遠不能達到 x 軸與 y 軸。 
 
  
   

1. (口答) 下列各小題中的兩個變量是否成反比例？為什麼？ 
   (1) 時間不變時，勻速運動所走的路程與運動的速度； 
   (2) 路程不變時，勻速運動所需的時間與運動的速度。 

 

6y
x

=

x

y 

O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圖 14-17 

6y
x

= −

x

y

O 1 2 3 4 5 6 

圖 14-18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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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知變量 y 與 x 成反比例，並且當 3x = 時， 7y = 。求： 
   (1) y 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2) 當
12
3

x = 時 y 的值； 

   (3) 當 3y = 時 x 的值。 

3. 在同一座標系內，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 
5y
x

= 、
5y
x
−

= 。 

 
 

  

 
    

 

1. 下列各小題中的兩個變量哪些成正比例？哪些成反比例？哪

些既不成正比例也不成反比例？ 
(1) 三角形的底邊不變時，它的面積與這個底邊上的高； 
(2) 三角形的面積不變時，它的底邊與這個底邊上的高； 

 (3) 重量不變時，物體的體積與密度； 
 (4) 體積不變時，物體的重量與密度； 

(5) 某人的年齡與體重； 
(6) 除數不變時，被除數與商； 

 (7) 被除數不變時，除數與商； 
 (8) 3x + 與 x； 
 (9) 18xy = 中的 y 與 x； 
 (10) 18x y÷ = 中的 y 與 x。 

2. 已知 y 與 x 成正比例，且 8x = 時 6y = 。分別求 3x = 與 9x = −
時 y 的值。 

3. 已知 y 與 2x 成正比例，且 2x = 時 16y = 。求： 
(1) 4x = − 時 y 的值；    
(2) 64y = 時 x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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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同一座標系內，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 
3
4

y x= 、
5
2

y x= − 、 2.5y x= 、 0.6y x= − 。 

5. 已知 a 與 2b 成反比例，且 4b = 時 5a = 。求
4
5

b = 時 a 的值。 

6. 設矩形的面積是 24 cm2，長是 x cm。 
(1) 求它的寬 y；    
(2) 把這個矩形的寬表示為長的函數，寫出自變量的取值範

圍，並畫出它的圖形。 
7. 在同一座標系內，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 

1xy = 、 1xy = − 、 2 0xy − = 、 2 0xy + = 。 

8. 已知 1 2y y y= + ， 1y 與 x成正比例， 2y 與 2x 成反比例，並且 2x =
與 3x = 時，y 的值都等於 19。求 y 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9. 已知 1 2y y y= + ， 1y 與 x 成正比例， 2y 與 x 成反比例，並且 1x =
時 4y = ， 2x = 時 5y = 。求 4x = 時 y 的值。 

 
 

 
 

 
14.7   

  看下面的例子： 
  (1) 汽車離開 A 站 4 km 後，以 40 km/小時的平均速度前進

了 t 小時，那麼汽車離開 A 站的距離 s (km)與時間 t (小時)之間的

函數關係式是 
40 4s t= + 。 

  (2) 挖土機開始工作時，油箱中有油 40 kg。如果每小時耗

油 6 kg，那麼油箱中的餘油量 Q (kg)與它工作的時間 t (小時)之間

的函數關係式是 
40 6 6 40Q t 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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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函數關係式都具有 y kx b= + ( 0k ≠ )的形式。 
  函數 y kx b= + 叫做 x 的一次函數，這裡 x 是自變量，k、b 都

是常數，且 0k ≠ 。 
  如果 0b = ，一次函數 y kx b= + 就成為 y kx= ，這就是正比例

函數。所以正比例函數是一次函數的特殊情形。 

【 】 汽車從 A 站經 B 站以勻速 0v km/分鐘開往 C 站。已知離

開 B 站 9 分鐘時，汽車離 A 站 10 km，又行駛一刻鐘，

離A站20 km。如果再行駛半小時，汽車離A站多少km？ 
設 A、B 兩站之間的距離為 0s km。離開 B 站 t 分鐘時，

汽車離 A 站 s 公里。於是由物理學可知 
0 0s v t s= + 。 

  把 9t = 、 10s = 及 24t = 、 20s = 分別代入上式，得 

0 0

0 0

10 9
20 24

v s
v s

= +⎧
⎨ = +⎩

 

這是一個以 0v 、 0s 為未知數的二元一次方程組。解這個

方程組，得 0
2
3

v = 、 0 4s = 。 

  ∴ 2 4
3

s t= +  

當 54t = 時，
2 54 4 40
3

s = × + = (km)。 

答：離開 B 站 54 分鐘時，汽車離 A 站 40 km。 

  在上例中，我們先確定 s 與 t 的函數關係式為 0 0s v t s= + 的形

式，其中 0v、 0s 是未知的係數，然後根據條件「 9t = 時 10s = 、 24t =

時 20s = 」，求出未知係數 0
2
3

v = 、 0 4s = 。像這樣，先設某些未

知的係數，然後根據所給的條件來確定這些未知係數之方法是待

定係數法。待定係數法是數學中常用的一種方法，我們在以前曾

經多次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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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3y − 與 x 成正比例，且 2x = 時 7y = 。 
   (1) 寫出 y 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2) 計算 4x = 時 y 的值； 
   (3) 計算 4y = 時 x 的值。 

 
14.8   

  我們來畫函數
2 4
3

y x= + 的圖形，並且把它同直線
2
3

y x= 相

比較。 
  在 x 的取值範圍內列出這兩個函數的對應值表： 

x … 2−  1−  0 1 2 …

2
3

y x=  … 4
3

−  2
3

−  0 
2
3

 4
3

 …

2 4
3

y x= +  … 4 4
3

− +
2 4
3

− + 4 
2 4
3
+  4 4

3
+ …

  它們的圖形如圖 14-19 所示。 
 
 
 
 
 
 
 
 
 
 
 
 
 

圖 14-19 

O 

y 

x 
321 

2−
1−

2
3

y x=

2 4
3

y x= +

4−
3−

2− 1−4− 3−6− 5− 4 5

3
2
1

4
5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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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對於 x 的每一個值，函數
2 4
3

y x= + 的值都比函

數
2
3

y x= 的值多 4 個單位，因此，把直線
2
3

y x= 向上平行移動 4

個單位，就可以得到函數
2 4
3

y x= + 的圖形。由此可見，一次函

數
2 4
3

y x= + 的圖形是經過點(0, 4)且平行於直線
2
3

y x= 的一條

直線。 

  一般地，一次函數 y kx b= + 的圖形是經過點(0, b)且平行於直

線 y kx= 的一條直線。因此，我們以後把一次函數 y kx b= + 的圖

形叫做直線 y kx b= + 。 
  直線 y kx b= + 與 y 軸相交於點 B(0, b)，b 叫做直線 y kx b= +
在 y 軸上的截距，簡稱截距。 

  一次函數 = +y kx b有下列性質： 
  當 > 0k 時，y 隨 x 的增大而增大；當 < 0k 時，y 隨 x 的增大

而減小。 

  由於直線的位置可以由直線上的任意兩點唯一確定，所以要

畫 y kx b= + 的圖形，只要先確定這條直線上的任意兩點，然後過

這兩點畫一條直線就行了。 
 

【 1】 畫出直線
1 2
2

y x= + 。 

取 0x = ，得 2y = ； 
 取 0y = ，得 4x = − 。 

經過點 A(0, 2)與點

B( 4− , 0)畫直線，它就

是 所 求 的 直 線 ( 圖
14-20)。 圖 14-20 

O 

y 

x 

1 2
2

y x=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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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根彈簧的原長是 12 cm，它掛的重量不能超過 15 kg，

且每掛重 1 kg 就伸長
1
2

cm。寫出掛重後彈簧長度 y (cm)

與掛重 x (kg)之間的函數關係式，並畫出它的圖形。 

分析： 因為彈簧每掛重 1 kg 就伸長
1
2

cm，所以掛重 x kg 就伸

長
1
2

x cm。又因為彈簧的原長是 12 cm，所以掛重 x kg

後的長是
1 12
2

x⎛ ⎞+⎜ ⎟
⎝ ⎠

cm。 

y 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為 
1 12
2

y x= +  ( 0 15x≤ ≤ )。 

(括號中的不等式0 15x≤ ≤ 表示 x 的取值範圍。) 

   下面畫
1 12
2

y x= +  ( 0 15x≤ ≤ )的圖形。 

   取 0x = ，得 12y = ；取 15x = ，得
119
2

y = 。 

描出點 A(0, 12)與點 B(15, 119
2

)，然後連成線段 AB(想一

想為什麼不畫直線 )，這條線段就是所求的圖形(圖
14-21)。 

 
 
 
 
 
 
 
 
 
 

y 

x 
(kg) 

(cm) 

5 
10 
15 

20 

5 10 15 20 

圖 14-21 

O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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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同一座標系內，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並且把它們與直線

1
3

y x= 相比較。 

(1) 1 4
3

y x= + ； (2) 1 2
3

y x= − 。 

2. (1) 已知一次函數 2y kx= + 在 5x = 時的值為 4，求 k； 
   (2) 已知直線 2y kx= + 經過點 P(5, 4)，畫出這條直線。 

 
 

  

 
    

 

1. 已知當壓力不變時，氣體的體積與溫度之間的函數關係式是

0 00.0037tV V V t= + ，其中 tV 是氣體在 Ct ° 時的體積， 0V 是在

0 C° 時的體積。現在有一定量的氣體，壓力不變，在0 C° 時

的體積是 100 L。求： 
(1) 溫度是30 C° 時氣體的體積； 
(2) 溫度是多少時氣體的體積是 101 L。 

2. 已知 y P z= + ，這裡 P 是一個常數，z 與 x 成正比例，且 2x =
時 1y = 、 3x = 時 1y = − 。 
(1) 寫出 y 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2) 計算 0x = 時 y 的值； 
(3) 計算 0y = 時 x 的值。 

3. 已知 y b+ 與 x a+ (其中 a、b 是常數)成正比例，求證 y 是 x 的

一次函數。如果 3x = 時 5y = 、 2x = 時 2y = ，把 y 表示成 x
的函數。 

4. 根據實驗知道，酒精的體積與溫度之間的關係在一定範圍內

接近於一次函數。現在測得一定量的酒精在 0 C° 時的體積是

5.250 L，在 40 C° 時的體積是 5.481 L。計算這些酒精在10 C°
與30 C° 時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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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聲音在空氣裡的傳播速度 v (m/秒)與溫度 t ( C° )的函數關係式

是 331 0.6v t= + 。畫出函數的圖形，並根據圖形求當 5 Ct = − °
與 15 Ct = ° 時的聲音的傳播速度。 

6. (1) 已知一次函數 y kx b= + 在 4x = − 時的值為 9，在 6x = 時

   的值為 3，求 k 與 b； 
(2) 已知直線 y kx b= + 經過點( 4− , 9)與點(6, 3)，求 k 與 b，

並畫出這條直線。 
7. (1) 在同一座標系內，畫出下列直線： 

2 3y x= + 、 2 3y x= − 、 3y x= − + 、 3y x= − − 。 
(2) 這四條直線是不是圍成一個平行四邊形，為什麼？ 

8. (1) 在同一座標系內，畫出函數 3 2y x= − 與 2 3y x= + 的圖 
   形； 
(2) 根據這兩個圖形，求 x 等於什麼值時，函數 3 2y x= − 與

2 3y x= + 有相同的值； 
(3) 用圖形法求方程6 3 4 7x x+ = − 的解。 

9. 已知 y kx b= + 的圖形上之點在下列範圍內，分別畫出它的圖

形之大致位置，並指出 k 與 b 的符號。 
(1) 在第一、二、三象限內；    
(2) 在第一、二、四象限內； 
(3) 在第一、三、四象限內； 
(4) 在第二、三、四象限內。 

10. 畫出函數 3 12y x= + 的圖形。利用圖形： 

(1) 求當 2x = − 、 1− 、
1
2
時 y 的值；    

(2) 求當 3y = 、9、 3− 時對應的 x 值； 
(3) 求圖形與座標軸的兩個交點之座標及交點間的距離； 
(4) 求方程3 12 0x + = 的解； 
(5) 求不等式3 12 0x + > 的解集； 
(6) 如果 y 的取值範圍為 6 6y− ≤ ≤ ，求 x 的取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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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看下面的例子： 
  (1) 正方形的邊長是 x (cm)，則它的面積 y 與邊長 x 之間的

函數關係式是 
2y x= (cm2)。 

  (2) 工廠第一個月電視機的產量為 50 (台)，第三個月的產量

y (台)與月平均增長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是 
250(1 )y x= + ， 

即 
250 100 50y x x= + + 。 

  上面兩個函數關係式中，自變量 x 的 高次數是 2。我們把

形如 2y ax bx c= + + (其中 a、b、c 是常數，且 0a ≠ )的函數叫做二

次函數。 
 
  
    

1. 矩形木板長 a cm、寬 b cm。如果長、寬各鋸去 x cm，求加

工後木板的面積 y (cm2)與 x (cm)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2. 設圓柱的高 h (cm)是常量，寫出圓柱的體積 V (cm3)與底面積

周長 C (cm)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14.10  = 2y ax  

  我們先研究特殊的二次函數之圖形與性質，然後再研究一般

的二次函數之圖形與性質。 
 
【 1】 畫出函數 2y x= 與 2y x= − 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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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 的取值範圍內列出函數之對應值表：  

x … 2−
11
2

−  1−
1
2

− 0 
1
2

1 
11
2

 2 …

2y x=  … 4 
12
4

 1
1
4

0 
1
4

1 
12
4

 4 …

用表裡各組對應值作為點的座標，進行描點，然後用平

滑曲線把它們依序連結起來，就得到函數 2y x= 的圖形

(圖 14-22)。 
 
 
 
 
 
 
 
 
 
 
 
 
  用同樣方法，可以畫出函數 2y x= − 的圖形(圖 14-23)。 
 

【 2】 畫出函數 21
2

y x= 與 22y x= 的圖形。 

先畫函數 21
2

y x= 的圖形。在 x 的取值範圍內列出函數

之對應值表：  

x … 4− 3−  2− 1− 0 1 2 3 4 …

2y x=  … 8 
14
2

 2
1
2

0 
1
2

2 
14
2

 8 …

圖 14-22 

O 

y 

x 

2y x=

圖 14-23 

O 

y 

x 

2y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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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裡各組對應值作為點

的座標，進行描點，然後用

平滑曲線把它們依序連結

起來，就得到函數 21
2

y x=

的圖形(圖 14-24)。 

用同樣的方法，可以畫出函

數 22y x= 的圖形。我們把

它畫在圖 14-24所示的座標

系內。 
 
  函數 2y ax= 的圖形形如物體拋射時所經過的路線，我們把它

叫做拋物線。這條拋物線關於 y 軸對稱，y 軸叫做拋物線的對稱

軸。對稱軸與拋物線的交點叫做拋物線的頂點，這條拋物線的頂

點是原點。 
 
  從圖 14-22、14-23、14-24 可以看出，二次函數 = 2y ax 有下

列性質： 
  (1) 拋物線 = 2y ax 的頂點是原點，對稱軸是 y 軸。 
  (2) 當 > 0a 時，拋物線 = 2y ax 在 x 軸的上方(頂點在 x 軸 
   上)，它的開口向上，並且向上無限延伸； 
   當 < 0a 時，拋物線 = 2y ax 在 x 軸的下方(頂點在 x 軸 
   上)，它的開口向下，並且向下無限延伸。 
  (3) 當 > 0a 時，在對稱軸的左側，y 隨著 x 的增大而減小；

 在對稱軸的右側，y 隨著 x 的增大而增大；函數 y 當 = 0x
 時的值最小。 
 當 < 0a 時，在對稱軸的左側，y 隨著 x 的增大而增大；

在對稱軸的右側，y 隨著 x 的增大而減小；函數 y 當 = 0x
時的值最大。 

 
 

圖 14-24 

O 

y 

x 

22y x=

21
2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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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同一座標系內，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並比較它們的位置

關係： 

(1) 22
3

y x= ； (2) 22
3

y x= − 。 

2. 圓面積公式為 2A rπ= ，其中 r 為圓的半徑，A 為圓的面積，

π 取 3.14。 
   (1) 求 3r = 、5、2.5 (cm)時圓的面積； 
   (2) 畫出函數 2A rπ= ( 0 8r< ≤ )的圖形； 
   (3) 根據圖形，求面積 20A = 、40、60 (cm2)時圓的半徑。 

 
14.11  = + +2y ax bx c  

【 1】 在同一座標系內，畫出函數 
2

2

2

1
2
1 ( 3)
2
1 ( 3) 2
2

y x

y x

y x

=

= +

= + −

 

  的圖形。 
在 x 的取值範圍內列出這幾個函數之對應值表：  

x … 6−  5− 4− 3− 2− 1− 0 1 2 3 …

21
2

y x=     …
14
2

2 
1
2

0
1
2

 2 
14
2
…

21 ( 3)
2

y x= +  … 14
2

 2
1
2

0
1
2

2
14
2

 …   

21 ( 3) 2
2

y x= + − … 12
2

 0
11
2

− 2−
11
2

− 0
1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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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描點法畫出它們的圖形(圖 14-25)。 
 
 
 
 
 
 
 
 
 
 
 
 
 

  從圖中可以看出，把函數 21
2

y x= 的圖形向左平移 3 個單位

後，就得到函數 21 ( 3)
2

y x= + 的圖形；再把函數 21 ( 3)
2

y x= + 的圖

形向下平移 2 個單位，就得到函數 21 ( 3) 2
2

y x= + − 的圖形。由於

2 21 1 5( 3) 2 3
2 2 2

x x x+ − = + + ，這也就是 21 53
2 2

y x x= + + 的圖形。 

  由此可知，函數 21 53
2 2

y x x= + + 的圖形與函數 21
2

y x= 的圖

形形狀是一樣的，只是位置不同。容易知道，函數 21 53
2 2

y x x= + +  

21 ( 3) 2
2

x= + − 當 3x = − 時的值 小， 小值是 2− ，因此拋物線

21 53
2 2

y x x= + + 的頂點是( 3− , 2− )，對稱軸是經過點( 3− , 2− )且與

y 軸平行的直線 3x = − 。2 
                                                 
2 「直線 3x = − 」的意思是：這條直線是由橫座標為 3− 的一切點所構成的。

它平行於 y 軸。「直線 x h= 」的意思也是這樣。 

圖 14-25 

O 

y 

x 

21
2

y x=

21 ( 3)
2

y x= +

21 ( 3) 2
2

y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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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函數 2y ax bx c= + + 的圖形與函數 2y ax= 的圖形之

形狀是一樣的，只是位置不同。由於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42

y ax bx c
b ca x x
a a

b cb ba x x
a aa a

ac bba x
a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所以它的圖形可以通過平行移動 2y ax= 的圖形：當 0
2
b
a
> 時，向

左移動
2
b
a
個單位；當 0

2
b
a
< 時，向右移動

2
b
a
個單位；而當

24 0
4

ac b
a
−

> 時，向上移動
24

4
ac b

a
−

個單位；當
24 0

4
ac b

a
−

< 時，向

下移動
24

4
ac b

a
−

個單位。因此，函數 2y ax bx c= + + 的圖形是一

條拋物線，它的頂點是
24,

2 4
b ac b
a a

⎛ ⎞−
−⎜ ⎟
⎝ ⎠

，對稱軸是平行於 y 軸的

直線
2
bx
a

= − 。當 0a > 時，拋物線 2y ax bx c= + + 的開口向上，

它的頂點是 低點。因此，當 0a > 且
2
bx
a

= − 時，函數 y 有 小

值，即 
24

4
ac by

a
−

=小值 ； 

當 0a < 時，拋物線 2y ax bx c= + + 的開口向下，它的頂點是 高

點。因此，當 0a < 且
2
bx
a

= − 時，函數 y 有 大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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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4

ac by
a
−

=大值 。 

  綜上所述，二次函數 = + +2y ax bx c 有下列性質： 

  (1) 拋物線 = + +2y ax bx c 的頂點是 ,
⎛ ⎞−
−⎜ ⎟
⎝ ⎠

24
2 4
b ac b
a a

，對稱 

   軸是直線 = −
2
bx
a
。 

  (2) 當 > 0a 時，拋物線的開口向上，並且向上無限延伸； 
   當 < 0a 時，拋物線的開口向下，並且向下無限延伸。 
  (3) 當 > 0a 時，在對稱軸的左側，y 隨著 x 的增大而減小；

 在對稱軸的右側，y 隨著 x 的增大而增大；函數 y 當

 = −
2
bx
a
時有最小值

− 24
4

ac b
a

。 

 當 < 0a 時，在對稱軸的左側，y 隨著 x 的增大而增大；

在對稱軸的右側，y 隨著 x 的增大而減小；函數 y 當

= −
2
bx
a
時有最大值

− 24
4

ac b
a

。 

 

【 2】 求拋物線 21 53
2 2

y x x= − − − 的對稱軸與頂點座標，並畫

圖。 

在函數 21 53
2 2

y x x= − − − 中，
1
2

a = − 、 3b = − 、
5
2

c = − ，

所以

3
2
b
a

− = −
24 2

4
ac b

a
−

=

也可以將 21 53
2 2

x x− − − 配方，得 

2 2 21 1 1( 6 5) [( 3) 4] ( 3) 2
2 2 2

y x x x x=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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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拋物線 21 53
2 2

y x x= − − − 的對稱軸是 3x = − ，頂

點座標是( 3− , 2)。 
在 x 的取值範圍內，根據函數的對稱性，列出函數的對

應值表：  

x … 6−  5− 4− 3− 2− 1−  0 …

y … 12
2

−  0 
11
2

2 
11
2

0 
12
2

−  …

用描點法畫出它的圖形(圖 14-26)。 
 
 
 
 
 
 
 
 
 
 
 
【 3】 求二次函數 22 8 1y x x= − + 的 大值或 小值。 

2 2 22 8 1 2( 4 4) 8 1 2( 2) 7y x x x x x= − + = − + − + = − − ， 
 因為 2 0a = > ，所以 y 有 小值。當 2x = 時，

7y = −小值

  
    

1. 用配方法把下列函數化成 2( )y a x h k= + + 的形式，並指出它

們的圖形之開口方向、頂點與對稱軸(不用畫圖)： 
(1) 2 2 3y x x= − − ； (2) 2 6 10y x x= + + ； 
(3) 22 3 4y x x= − + ； (4) 22 5 7y x x= − − + ； 

(5) 23 2y x x= + ； (6) 25 2 3
2

y x x= − − 。 

圖 14-26 

O 

y 

x 

21 53
2 2

y x x= − − −

3x = −

2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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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形： 
(1) 2 2y x x= − − ； (2) 21 3y x= − ； 

(3) 22 8 8y x x= − + − ； (4) 21 53
2 2

y x x= + + 。 

3. (1) 求函數 22( 3)y x= − 在 1x = 、2、2.5、2.9、3、3.1、3.5、
    4、5 時的值。這些值中哪一個 小？函數的 小值是什 
    麼？ 
(2) 求函數 24 ( 2)y x= − + 在 5x = − 、 4− 、 3− 、 2− 、 1− 、0、

    1 時的值。這些值中哪一個 大？函數的 大值是什麼？

4. 求下列函數的 大值或 小值： 
(1) 2 2 4y x x= − + ； (2) 2 3y x x= − + ； 
(3) 21 2S t t= − − ； (4) 22 4 5u V V= + − ； 
(5) 23 4V t t= − + ； (6) (8 )y x x= − ； 
(7) 2100 5h t= − ； (8) ( 2)(2 1)y x x= − + 。 

 
  

 
    

 

1. (1) 設流速是 a m/分，求每小時流過水管的水量 V (m3)與水

   管直徑 D (m)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2) 正方形的邊長是 3，若邊長增加 x，則面積增加 y，求 y

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2. 畫出函數 2y x= 的圖形，並根據圖形求： 
(1) 2x = 、2.4、 1.7− 時 y 的值(精確到 0.1)；    
(2) 21.2x = 、 2( 2.3)− 時 y 的值(精確到 0.1)； 
(3) 2y = 、5.8 時 x 的值(精確到 0.1)； 
(4) 3y = 、 8 時 x 的值(精確到 0.1)。 

3. 已知 x 的一個二次函數在 0x = 時的值是 4，在 1x = 時的值是

3，在 2x = 時的值是 6。求這個二次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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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知拋物線 2y ax bx c= + + 經過 A(0, 1)、B(1, 3)、C( 1− , 1)三
點，確定 a、b、c 的值並畫出這條拋物線。 

5. 已知函數 21
4

y x= 、 23 2
2

y x= − + 、 2 1
2

y x x= + 、 23 4 1y x x= − +  

(1) 分別畫出每個函數的圖形。 
(2) 分別指出每個圖形的對稱軸、頂點的座標以及開口方

向。 
(3) 從圖形上觀察 x 取哪些值時，函數值 
 (i) 大於零； (ii) 小於零； (iii) 等於零。 
  

 

 
 

 
14.12   

  我們已經學習了一元一次不等式，現在來學習一元一次不等

式組。 
  幾個一元一次不等式所組成的不等式組叫做一元一次不等

式組，所有這些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集之公共部分叫做這個一元

一次不等式組的解集。 
 
【 1】 解不等式組 

2 1 1
8 4 1

x x
x x
− > +⎧

⎨ + < −⎩
 

不等式 2 1 1x x− > + 的解集是 2x > 。 
   不等式 8 4 1x x+ < − 的解集是 3x > 。 
   所以這個不等式組的解集是 3x > 。 

把這個不等式組的解集在數軸上表示出來，如圖 14-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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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解不等式組 

5 2 3( 1)
1 31 7
2 2

x x

x x

− > +⎧
⎪
⎨

− ≤ −⎪⎩

 

不等式5 2 3( 1)x x− > + 的解集是
12
2

x > 。 

   不等式
1 31 7
2 2

x x− ≤ − 的解集是 4x ≤ 。 

   所以這個不等式組的解集是
12 4
2

x< ≤ 。 

把這個不等式組的解集在數軸上表示出來，如圖 14-28
所示。 

 
【 3】 解不等式組 

2 3 5
3 2 4

x
x
+ <⎧

⎨ − >⎩
 

不等式 2 3 5x + < 的解集是 1x < 。 
   不等式3 2 4x − > 的解集是 2x > 。 

由此可知，兩個不等式的解集沒有公共部分，也就是

說，沒有一個數能夠使得兩個不等式同時成立。這時，

我們說不等式組的解集是空集。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兩個一元一次不等式所組成的不等

式組之解集有以下四種情形。 
 

x 
2 3 

圖 14-27 

x 

4 

圖 14-28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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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a b< ，那麼： 

  1. 不等式組 
x a
x b
>⎧

⎨ >⎩
 

的解集是 x b> (圖 14-29)； 
 
 
 
 
 
 

  2. 不等式組 
x a
x b
<⎧

⎨ <⎩
 

的解集是 x a< (圖 14-30)； 

  3. 不等式組 
x a
x b
>⎧

⎨ <⎩
 

的解集是 a x b< < (圖 14-31)； 
 
 
 
 
 

  4. 不等式組 
x a
x b
<⎧

⎨ >⎩
 

的解集是空集。 
 
 

x 
a b 

圖 14-31

x 
a b 

圖 14-29 圖 14-30 

x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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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下列不等式組，並把不是空集的解集在數軸上表示出來：

(1) 
4

2
x
x
> −⎧

⎨ <⎩
 (2) 

5
3

x
x
> −⎧

⎨ > −⎩
 (3) 

7
1

x
x
<⎧

⎨ < −⎩
 

(4) 
0
3

x
x
<⎧

⎨ >⎩
 (5) 

2 1 0
4 0
x

x
− >⎧

⎨ − >⎩
 (6) 

3 0
4 7 0

x
x
− <⎧

⎨ + >⎩
 

 
14.13  | |<x a | | >x a  ( > 0a )  

  我們來求 | |x a< 、 | |x a>  ( 0a > ) 型不等式的解集。 
  例如，解不等式 | | 2x < 。 
  由絕對值的意義可知， | | 2x < 可化成下面兩個不等式組： 

       
0
2

x
x
≥⎧

⎨ <⎩
      (1)  

及 

       
0
2

x
x
<⎧

⎨− <⎩
      (2)  

  不等式組(1)的解集是0 2x≤ < 。 
  不等式組(2)的解集是 2 0x− < < 。 
  所以 | | 2x < 的解集是 2 2x− < < (圖 14-32)。 
  從圖 14-32 可以看出，表示 | | 2x < 的解集之線段(除去端點)，
就是數軸上與原點距離小於 2 的點之集合。 
 
 
 
 
  又如，解不等式 | | 3x > 。 
  這個不等式可化成下面兩個不等式組： 

       
0
3

x
x
≥⎧

⎨ >⎩
      (1)  

圖 14-32 

x 
2 O 2−

圖 14-33 

x 
3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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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0
3

x
x
<⎧

⎨− >⎩
      (2)  

  不等式組(1)的解集是 3x > 。 
  不等式組(2)的解集是 3x < − 。 
  因此， | | 3x > 的解集是 3x > 或 3x < − (圖 14-33)。 
  從圖 14-33 可以看出，表示 | | 3x > 的解集之兩條射線(除去端

點)，就是數軸上與原點距離大於 3 的點之集合。 

  一般地來說，不等式 | |x a< ( 0a > )的解集是 a x a− < < (圖
14-34)，不等式 | |x a> ( 0a > )的解集是 x a> 或 x a< − (圖 14-35)。 
 
 
 
 
 
【 1】 解不等式 | 3 | 8x < 。 

由原不等式可得 
8 3 8x− < < 。 

   各除以 3，得 
2 22 2
3 3

x− < <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2 22 2
3 3

x− < < 。 

 
【 2】 解不等式 | 5 | 8x − < 。 

由原不等式可得 
8 5 8x− < − < 。 

   各加上 3，得 
3 13x− < <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3 13x− < < 。 

圖 14-34 

x 
a O a−

圖 14-35 

x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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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解不等式 | 9 | 86x + ≤ 。 

由原不等式可得 
86 9 86x− ≤ + ≤ 。 

   各減去 9，得 
95 77x− ≤ ≤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95 77x− ≤ ≤ 。 
 
【 4】 解不等式 | 3 | 5x − > 。 

由原不等式可得 
3 5x − > 或 3 5x − < − 。 

   也就是 
8x > 或 2x < −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8x > 或 2x < − 。 
 
【 5】 解不等式 | 6 | 53x + ≥ 。 

由原不等式可得 
6 53x + ≥ 或 6 53x + ≤ − 。 

   也就是 
47x ≥ 或 59x ≤ −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47x ≥ 或 59x ≤ − 。 
 
  
    

1. 解下列不等式，並把不是空集的解集在數軸上表示出來： 
(1) | | 4x < ； (2) | | 4x > 。 

2. 解下列不等式： 

(1) | 4 | 9x + > ； (2) 11
24

x ≤+ ； 

(3) | 2 | 3x− ≥ ； (4) 12
33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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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含有一個未知數並且未知數之 高次數是二次的不等式叫

做一元二次不等式，它的一般形式是 
2 0ax bx c+ + > 或 2 0ax bx c+ + <  ( 0a ≠ )。 

  下面利用二次函數的圖形來討論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例如，對於二次函數 2 6y x x= − − ，我們來求 
  (1) x 取哪些值時， 0y = ； 
  (2) x 取哪些值時， 0y > ； 
  (3) x 取哪些值時， 0y < 。 
  畫出拋物線 2 6y x x= − − 的圖形，如圖 14-36 所示，它與 x
軸相交於兩點( 2− , 0)與(3, 0)，這兩點將 x 軸分成三段。從圖 14-36
可以看出： 
  (1) 當 2x = − ，或 3x = 時，

0y = ； 
  (2) 當 2x < − ，或 3x > 時，

0y > ； 
  (3) 當 2 3x− < < 時， 0y < 。 
  這就是說，拋物線 2 6y x x= − −
與 x 軸有兩個交點，即方程 2x x−  

6 0− = 有兩個不相等的實根(相異

實根) 1 2x = − 、 2 3x = 。在這個情況

下，不等式 
2 6 0x x− − >  

的解集是 
2x < − ，或 3x > ； 

而不等式 
2 6 0x x− − <  

的解集則是 
2 3x− < < 。 

6−

x 

y 

O 3 2−

0y >0y >

0y <

2 6y x x= − −

圖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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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地，對於二次函數 2y ax bx c= + + (a >0)，設 2 4b acΔ = − 。 
 1. 如果 0Δ > ，此時拋物線 2y ax bx c= + + 與 x 軸的兩個交

點(圖 14-37)，即方程 2 0ax bx c+ + = 有兩個相異實根

1x 、 2x ( 1 2x x< )。那麼，不等式 2 0ax bx c+ + > 的解集是 

1x x< ，或 2x x> ； 
   而不等式 2 0ax bx c+ + < 的解集是 

1 2x x x< < 。 
 
 
 
 
 
 
 
 
 
 2. 如果 0Δ = ，此時拋物線 2y ax bx c= + + 與 x 軸只有一個

交點(圖 14-38)，即方程 2 0ax bx c+ + = 有兩個相等的實

根 1 2 2
bx x
a

= = − 。那麼，不等式 2 0ax bx c+ + > 的解集是

所有不等於
2
b
a

− 的實數，而不等式 2 0ax bx c+ + < 的解

集則是空集。 
 3. 如果 0Δ < ，此時拋物線

2y ax bx c= + + 與 x 軸沒有

交點 (圖 14-39)，即方程
2 0ax bx c+ + = 無實根。那

麼，不等式 2 0ax bx c+ + > 的

解集是全體實數，而不等式
2 0ax bx c+ + < 的解集則是

空集。 

2x
x 

y 

O 1x
0y >0y >

0y <

圖 14-37 

x 

y 

O 1 2x x=

0y >0y >

圖 14-38 

x 

y 

O 
0y >

圖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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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項係數是負數(即 0a < )的不等式，可以先化成二次項係

數是正數的不等式，再求它的解集。 
 
【 1】 解不等式 ( 4)( 1) 0x x+ − < 。 

如果將 ( 4)( 1)x x+ − 展開，它是一個二次項係數為正數的

二次函數。因為方程 ( 4)( 1) 0x x+ − = 的根是 

1 4x = − 、 2 1x = ， 
   所以不等式的解集是 

4 1x− < < 。 
 
【 2】 解不等式 22 3 2 0x x− − > 。 

因為 2 4 0b acΔ = − > ，方程 22 3 2 0x x− − = 的根是 

1
1
2

x = − 、 2 2x = ， 

   所以不等式的解集是 
1
2

x < − 或 2x > 。 

 
【 3】 解不等式 23 6 2x x− + > 。 

兩邊都乘以 1− ，移項，得 
23 6 2 0x x− + < 。 

  因為 0Δ > ，方程 23 6 2 0x x− + = 的解是 

1
31

3
x = − 、 2

31
3

x = +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3 31 1

3 3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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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解不等式 24 4 1 0x x− + > 。 
 因為 0Δ = ，方程 24 4 1 0x x− + = 有兩個相等的實根 

1 2
1
2

x x= =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所有不等於
1
2
的實數。 

【 5】 解不等式 2 2 3 0x x− + − > 。 

兩邊都乘以 1− ，得 
2 2 3 0x x− + < 。 

  因為 0Δ < ，所以方程 2 2 3 0x x− + = 無實根，即不等式
2 2 3 0x x− + < 的解集是空集。故可以得知原不等式

2 2 3 0x x− + − > 的解集是空集。 
 
【 6】 m 是什麼實數的時候，方程 2 ( 2) 4 0x m x− + + = 有實根？ 

這個方程的判別式是 
2 2[ ( 2)] 4 1 4 4 12m m m− + − × × = + − 。 

  我們知道：判別式大於或等於零的時候，原方程有實

根；判別式小於零的時候，原方程沒有實根。 
   由 2 4 12 0m m+ − = ，得 2m = 或 6m = − ； 
   由 2 4 12 0m m+ − > ，得 6m < − 或 2m > 。 
   由此可知，當 6m ≤ − 或 2m ≥ 時，原方程有實根。 
 
  
    

1. 解下列不等式： 
(1) ( 2)( 3) 0x x+ − > ； (2) ( 2) 0x x − < ； 
(3) 23 7 2 0x x− + < ； (4) 24 4 1 0x x+ + < ； 
(5) 26 2 0x x− − + ≤ ； (6) ( 1) (2 3) 2x x x x− < − + ； 

(7) 2 10 6 1x x+ ≥ + ； (8) 2 1 14 5 0
3 3

x 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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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 是什麼實數時，函數 2 4 1y x x= − + 的值： 
(1) 等於零？ (2) 是正數？ (3) 是負數？ 

3. x 是什麼實數時， 2 12x x+ − 有意義？ 

4. k 是什麼實數時，方程 
2 2 11 (3 )x x k x+ − = −  

   有實數根？ 
 

  

 
    

 

1. 解下列不等式組： 

(1) 
5 6 4

15 9 10 4
x x

x x
+ >⎧

⎨ − < −⎩
；  (2) 

3( 2) 4
1 2 1

3

x x
x x

− − ≥⎧
⎪
+⎨

> −⎪⎩

； 

 (3) 

1
2 5

2 1 1
5 2

x x

x x

+⎧ <⎪⎪
⎨ − +⎪ <
⎪⎩

；   (4) 
2 0
4 0
6 0

x
x
x

+ >⎧
⎪ − >⎨
⎪ − <⎩

。 

2. 解下列不等式： 

(1) 1 7
3

x ≥ ；    (2) 22|10 |
7

x < ； 

 (3) | 6 | 0.001x − < ；   (4) 3 | 8 |x≤ − 。 

3. 解下列不等式： 
(1) 24 4 15x x− > ；   (2) 214 4x x− ≥ ； 

 (3) ( 2) (3 ) 1x x x x+ < − + 。 

4. x 是什麼實數時，下列函數的值大於零？等於零？小於零？ 
(1) 225y x= − ；    (2) 2 14 45y x x= − + ； 

 (3) 2 6 10y x x= + + ；   (4) 2 4 4y x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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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求下列函數中自變量 x 的取值範圍： 

(1) 1
2

y
x

=
−

；    (2) 2 4y x= − ； 

 (3) 2 2y x x= + − ；  (4) 2 2 1y x x= − + − 。 

6. (1) m 是什麼實數時，方程 
2 22( 1) 3 11x m x m+ − + =  

  有不相等的實根？ 
 (2) m ( 0m ≠ )是什麼實數時，方程 

2 (1 ) 0mx m x m− − + =  
  有實根？ 

7. 證明對於任何實數 k，方程 
2 ( 1) 0x k x k− + + =  

有實根？ 

8. k 是什麼實數時，方程組 
2 2 16x y
x y k

⎧ + =
⎨

− =⎩
 

有實數解？ 
 

 

 
 

  
 
  一、本章主要內容是直角座標系與兩點間距離公式、函數的

概念與函數的表示法、正比例函數、反比例函數、一次函數與二

次函數的圖形與性質、以及一元一次不等式組、一元二次不等式

的解法。 
  二、利用平面直角座標系，可以由一對有序實數確定平面內

一點的位置。在座標平面內，點與它的座標成一一對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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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 )P x y 、 2 2 2( , )P x y 是座標平面內的任意兩點，那麼 1P、 2P 之間

的距離可用公式 
2 2

1 2 2 1 2 1( ) ( )PP x x y y= − + −  
來計算。 
  三、客觀世界中，無論什麼事物的運動都採取兩種狀態，相

對地靜止的狀態與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常量與變量，就是這兩種

狀態在數量上的某種反應。常量與變量是相對的，是對某一變化

過程而言的。在一定條件下，它們可以向其反面轉化。 
  四、變量在變化過程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繫的。函數

反映了變量之間的某種聯繫。函數的本質就是兩個變量之間的一

種對應關係。表示函數的方法， 常用的是解析法、列表法、圖

形法三種。 
  五、一次函數 y kx b= + ( 0k ≠ )是 簡單的函數。當 0b = 時，

一次函數就是正比例函數 y kx= 。它們的圖形與性質如下： 

 
 
 
 
 
 
 
 

  六、反比例函數
ky
x

= ( 0k ≠ )的圖形是雙曲線。 

  七、二次函數 2y ax bx c= + + ( 0a ≠ )的圖形是以
2
bx
a

= − 為對

稱軸，以
24,

2 4
b ac b
a a

⎛ ⎞−
−⎜ ⎟
⎝ ⎠

為頂點的拋物線。如果 0a > ( 0a < )，

一次函數 y kx b= + ( 0k ≠ ) 
0b = (正比例函數 y kx= ) 0b ≠  

0k >  0k <  0k >  0k <  
    

O 0b >

0b <
O 

0b >

0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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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2
bx
a

< − 時，y 隨 x 增大而減小(增大)；當
2
bx
a

= − 時，y 取

小(大)值
24

4
ac b

a
−

；當
2
bx
a

> − 時，y 隨 x 增大而增大 (減小)。 

  八、二次函數、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二次不等式的主要結論

與三者之間的密切聯繫，如下表所示： 
 
 
 
 
 
 
 
 
 
 
 
 
 
 
 
 
 
 
 
 
 
 

判別式 
2 4b acΔ = −  

0Δ >  0Δ =  0Δ <  

二次函數 
2y ax bx c= + +  

( 0a > )的圖形 
   

一元二次方程 
2 0ax bx c+ + =  

( 0a ≠ )的根 

有兩相異實根 
2

1, 2
4

2
b b acx

a
− ± −

=

( 1 2x x< ) 

有兩相等實根 

1 2 2
bx x
a

= = −  沒有實根

2 0ax bx c+ + >  
( 0a > ) 1x x< 或 2x x>  

所有不等於

2
b
a

− 的實數 全體實數

一

元

二

次

不

等

式

的

解

集 

2 0ax bx c+ + <  
( 0a > ) 1 2x x x< <  空集 空集 

 

2x
x 

y 

O 1x

x 

y 

O 1 2x x=
x 

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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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元一次不等式組的解集是這個不等式組中所有不等式

的解集之公共部分。 
  十、當 0a > 時， | |x a< 的解集是 a x a− < < ； | |x a> 的解集

是 x a> ，或 x a< − 。 
 
 

  

  

1. 在座標平面內， 
(1) 位於第一象限的點之橫座標是什麼符號？縱座標是什麼

符號？ 
(2) 位於第四象限的點之橫座標是什麼符號？縱座標是什麼

符號？ 
(3) 橫座標為負數、縱座標為正數的點位於哪一象限？ 
(4) 橫座標、縱座標都是負數的點位於哪一象限？ 

2. 以 1P (0, 2)、 2P (8, 4− )、 3P (5, 8− )、 4P ( 3− , 2− )四個點為頂點的

四邊形是不是平行四邊形？是不是矩形？在座標平面內畫出

這個四邊形。 

3. 已知圓錐的體積公式是 21
3

V r hπ= ，這裡 V 是圓錐的體積、r

是它的底面圓半徑、h 是它的高。 
(1) 在 r 是常量時，V 與 h 之間是什麼對應關係？      
(2) 在 h 是常量時，V 與底面積 A( 2rπ= )之間是什麼對應關

係？ 
(3) 在 V 是常量時，A 與 h 之間是什麼對應關係？ 
(4) 在 V 是常量時，r 與 h 之間是否成反比例，為什麼？ 
(5) 畫出 1r = 時 V 隨著 h 變化的圖形。   
(6) 畫出 6V = 時 A 隨著 h 變化的圖形。 

4. 設從管口流出的水量 Q(L)與時間 t (秒)之間的函數關係式是

Q kt= ，這裡 k 是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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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 與 t 之間是什麼對應關係？  
(2) 已知 5 秒鐘內管口流出的水量是 120 L，求比例係數 k； 
(3) 根據第(2)小題中求出的比例係數，求 8.5 秒鐘管口流出的

水量； 
(4) 根據第(2)小題中求出的比例係數，求管口流出 320 L 水

所需要的時間。 

5. (1) 如果 x 與 y 成正比例，y 與 z 成正比例，那麼 x 與 z 之間

是什麼對應關係？ 
(2) 如果 x 與 y 成反比例，y 與 z 成反比例，那麼 x 與 z 之間

是什麼對應關係？ 
(3) 如果 x 與 y 成正比例，y 與 z 成反比例，那麼 x 與 z 之間

是什麼對應關係？ 

6. 已知兩個函數 1 1 1y k x b= + 、 2 2 2y k x b= + 。 
(1) 如果 1 2k k= 、 1 2b b≠ ，那麼這兩個函數的圖形之間有什麼

關係？ 
(2) 如果 1 2k k≠ 、 1 2b b= ，那麼這兩個函數的圖形之間有什麼

關係？ 
(3) 如果 1 2k k= 、 1 2b b= ，那麼這兩個函數的圖形之間有什麼

關係？ 

7. 點( 1x , 1y )、( 2x , 2y )的座標滿足一次函數關係式 y kx b= + ，求

這個一次函數。 

8. 已知函數 3 15y x= − 。 
(1) 畫出這個函數的圖形。 
(2) 從圖形上觀察當 x 取什麼值時，函數的值 
  (i)  大於零；  (ii)  小於零； (iii)  等於零。 
  由此能發現一次函數與一元一次方程及一元一次不等式

三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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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利用 2 3y x= − 的圖形，在圖上表示： 
(1) 當 2y = 時 x 的值；  
(2) 當 0x < 時 y 的取值範圍； 
(3) 當 3y > 時 x 的取值範圍； 
(4) 當 5y < 時 x 的取值範圍。 

10. 求經過 A(0, 1)、B( 1− , 1)、C(1, 1− )三點且對稱軸平行於 y 軸

的拋物線，並求其頂點座標與對稱軸。 

11. 已知對稱軸平行於 y 軸的拋物線之頂點在點(2, 3)，且拋物線

經過點(3, 1)，求這條拋物線。 

12. 求下列函數的 大或 小值，並說明這時自變量取什麼值。 
(1) 22 5y x= + ；       (2) 2( 3) 2y x= − − ； 
(3) 2y ax bx= −  (要討論)；  (4) ( )( )y a x b x= + − 。 

13. 解關於 x 的不等式 ax b cx d+ > + (要討論)。 

14. 解下列不等式組： 

(1) 
1 21 2

2 3
( 1) ( 3)( 3)

x x

x x x x

+ +⎧ − ≤ −⎪
⎨
⎪ − ≥ + −⎩

  (2) 
3 4 2

5 3 4 1
7 2 6 3

x x
x x

x x

+ < +⎧
⎪ − < −⎨
⎪ + > +⎩

 

15. 解下列關於 x 的不等式(要討論)： 
(1) | |x a b− < ；       (2) | |x a b− > 。 

16. 求不等式組 
2 2( 1) ( 1)( 1)

1 2 3( 9)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的整數解。 

17. 解不等式 20 2 4x x<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