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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要求】

1.认真思考，详细作答。

2.任务分散，每天作答。

【作业任务】

1.数学期末考试成绩低于 85 分的，假期作业以教材复习题（P18-21、P70-75、
P104-109、P132-134、P159-161、P190-196）为主，以下练习不做要求。

2.期末成绩大于或等于 85分的，作业为下面 12道题。

要求：

①认真思考，仔细作答，做完后任选其中 8道题进行讲解录视频提交。

②至少对 4位同学的讲解视频进行观看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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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下作业为期末成绩大于或等于 85 分的同学的假期作业。

1．点�和点�，点�均是数轴上的点，给出如下定义：设点�到点�的距离为�1，

点�到点 B的距离为�2，若�1 + �2 = � �1 − �2 ，则称点�为线段��的“�倍关联

点”．

(1)如图，点�所表示的数为−2．

①若线段�� = 6，点�在点�右侧，点�1，�2，�3表示的数分别为−5，1，6，则

点______（填“�1”，“�2”或“�3”）为线段��的“2 倍关联点”；

②若原点�为线段��的“3 倍关联点”，直接写出点�所表示的数；

(2)已知点�为线段��的“�倍关联点”，若点�从数轴上−5 对应的点出发，以每秒

1 个单位长度的速度向右运动，同时点�从数轴上−10 对应的点出发，以每秒 2

个单位长度的速度向右运动，点�从数轴上 20 对应的点出发，以每秒 2 个单位

长度的速度向左运动，设点�运动的时间为�，直接写出当�取何值时�的值最小以

及此时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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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阅读材料：如图，某校的“图书码”共有 7位数字，它是由 6位数字代码和校

验码构成，其结构分别代表“种类代码、出版社代码、书序代码和校验码”．其中，

校验码是用来校验图书码中前 6位数字代码的正确性．它的编制是按照特定的算

法得来的．以此图为例，其算法为：

步骤 1：计算前 6位数字中偶数位数字的和 a，即�=9 + 1 + 3=13；

步骤 2：计算前 6位数字中奇数位数字的和 b，即�=6 + 0 + 2=8；

步骤 3：计算 3�与 b的和 c，即�=3 × 13 + 8=47；

步骤 4：取大于或等于 c且为 10 的整数倍的最小数 d，即�=50；

步骤 5：计算 d与 c的差就是校验码 X，即�=50 − 47=3．

请解答下列问题：

(1)《数学故事》的图书码为 978753�，请分别计算步骤 3中 c的值和校验码 Y

的值；

(2)如图①，某图书码中的一位数字被墨水污染了，设这位数字为 m，求 m；

(3)如图②，某图书码中被墨水污染的两个数字的和是 8，这两个数字从左到右分

别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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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某数学小组用一根质地均匀的木杆和一些等重的小物体做实验，过程如下：

（ⅰ）如图 1，在木杆中间栓绳，将木杆吊起并使其左右平衡，吊绳处为木杆支点，

记为点 O；

（ⅱ）如图 2①，在木杆两端各悬挂一个小物体，木杆左右平衡，支点与木杆右

端挂小物体处的距离为线段��的长，与木杆左端挂小物体处的距离为线段��1

的长；

（ⅲ）如图 2②，木杆右端仍然只悬挂一个小物体，在木杆左端挂的小物体下加

挂一个小物体，然后把两个小物体一起向右移动，直至木杆左右平衡，此时支点

与木杆左边挂小物体处的距离为线段��2的长；

（ⅳ）如图 2③，木杆右端仍然只悬挂一个小物体，在木杆左边挂的两个小物体

下再加挂一个小物体，然后把三个小物体一起向右移动，直至木杆左右平衡，此

时支点与木杆左边挂小物体处的距离为线段��3的长；

……

（ⅴ）继续实验，木杆右端始终只悬挂一个小物体，在木杆左边悬挂 n个小物体，

然后把 n个小物体一起向右移动，直至木杆左右平衡，此时支点与木杆左边挂小

物体处的距离为线段���的长．

依据实验过程和实验数据，解答问题：

上述实验相关数据的记录如下表：

次数

右端挂

小物体

数

支点与右端挂小物体处

的距离（单位：cm）

左边挂

小物体

数

支点与左边挂小物体处

的距离（单位：cm）

1 1 30 1 ��1 = 30

2 1 30 2 ��2 = 15

3 1 30 3 ��3 = 10

…… … … … …

n 1 30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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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__________cm；

(2)小组成员发现，即使改变支点位置，木杆右端悬挂小物体的数量，当木杆左

右平衡时，左右悬挂小物体的数量与支点到左右悬挂小物体处的距离之间的等量

关系不变．设木杆长为�cm，支点在靠近木杆右端的三等分点处，在木杆右端挂

3个小物体，支点左边挂 m个小物体，并使左右平衡，支点到木杆左边挂小物体

处的距离为�cm，把 m，l作为已知数，可以列出关于 x的一元一次方程为

__________；

(3)生活中还有很多问题都符合这个实验所发现的等量关系，例如将相同体积的

水倒入两个底面积不同的圆柱形容器（厚度忽略不计）时，两个容器的水面高度

与两个容器底面积之间的关系．现有 1号，2号两个圆柱形容器，记 1号底面积

为�1cm2，水面高度为ℎ1cm，2号底面积为�2cm2，水面高度为ℎ2cm，已知�1: �2 =

4: 5．

①当这两个容器中水的体积相同时，ℎ1: ℎ2的值为__________；

②这两个容器中都有 720cm3的水，将 1号中的部分水倒入 2号中，当两个容器

的水面高度相同时，求 1号倒入 2号中的水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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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数学人智慧的光芒，永远照耀在对未知的探索道路上，亲爱的同学们，

你能挑战一下自己吗？

阅读理解∶一般地，n个相同因数 a相乘∶� ⋅ � ⋅ �⋯�� � ��� ��
�个

，记为��，如∶2 × 2 × 2 =

23 = 8，此时，3叫做以 2为底的 8的对数，记为log28，（即log28 = 3）．

(1)计算∶log39 = _____；log381 = _____；log3729 =_____．

(2)观察（1）中三数 9、81、729之间满足怎样的关系式？写出log39，log381，

log3729 之间的关系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由（2）的结果，请你归纳出一个一般性的结果∶ log�� + log�� = ________

（� > 0 且� ≠ 1，� > 0, � > 0）；

(4)根据上述结论解决下列问题∶已知log�2 = 0.3，求log�4 和log�8 的值(� > 0

且�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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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规定：如果两个一元一次方程的解之和为 1，我们称这两个方程为“仁爱”

方程，例如： 方程� + 1 = 0 和 2� − 3 = 1 为“仁爱”方程．

(1)方程 4 � − 1 − 2 = 2�和 �
2

+ 1 = � + �+6
2

“仁爱”方程；（填“是”或“不是”）

(2)关于�的一元一次方程 2� − � = 0 和 5� + 3 = 2� + 15 是“仁爱”方程， 求�

的值；

(3)关于�的一元一次方程
2

2023
� + 4 = 3� + �和 17

2024
� + 17 = 0 是“仁爱”方程，

求关于�的一元一次方程
2

2023
� + 1 + 3 = 3� + � + 2 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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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阅读材料：我们把多元方程（组）的正整数解叫做这个方程（组）的“好解”

例如：
� = 1
� = 8 就是方程 3� + � = 11 的一组“好解”；

� = 1
� = 2
� = 3

是方程组

3� + 2� + � = 10
� + � + � = 6 的一组“好解”．

(1)请直接写出方程� + 2� = 7 的所有“好解”；

(2)关于 x，y，k的方程组
� + � + � = 15

� + 5� + 10� = 70 有“好解“吗？若有，请求出对应的“好

解”；若没有，请说明理由；

(3)已知 x，y为方程 33� + 23� = 2019 的“好解”，且� + � = �，求所有 m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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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图，��∥��，点 E为两直线之间的一点．

(1)如图 1，若∠��� = 35°，∠��� = 20°，则∠��� =_______；

(2)如图 2，试说明，∠��� + ∠��� + ∠��� = 360°；

(3)如图 3，若∠���的平分线与∠���的平分线相交于点 F，判断∠���与∠���

的数量关系，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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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已知：如图 1，直线�� ∥ ��，点 E是��、��之间的一点，连接��、��得到

∠���．求证：∠��� = ∠� + ∠�．小冰是这样做的：证明：过点 E作�� ∥ ��，

则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即∠��� = ∠� + ∠�．

请利用材料中的结论，完成下面的问题：

已知：直线�� ∥ ��，直线��分别与��、��交于点 E、F．

(1)如图 2，∠���和∠���的平分线交于点 G．猜想∠�的度数，并证明你的猜想；

(2)如图 3，��1和��2为∠���内满足∠1 = ∠2 的两条线，分别与∠���的平分线

交于点�1和�2．求证：∠��1� + ∠�2 =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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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图，在证明“△ ���的内角和等于 180°”时，延长��到点�，过点�作�� ∥ ��，

得到∠��� = ∠���，∠��� = ∠���．由∠��� = 180°，可得∠��� + ∠��� +

∠��� = 180°．这个证明方法体现的数学思想是（ ）

A．转化思想 B．特殊到一般的思想

C．一般到特殊的思想 D．方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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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已知��∥��，点 M、N分别是��、��上两点，点 G在��、��之间，连接��、

��，若点 P是��下方一点，��平分∠���，��平分∠���．

(1)如图 1，若�� ⊥ ��，求∠��� + ∠���的度数；

(2)如图 2，若∠��� = 30°，求∠��� + ∠���的度数；

(3)如图 3，延长��并与∠���的平分线相交与点 E，当
3
2

∠��� + ∠��� +

∠��� = 120°，求∠���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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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图 1，三亚市某学校大课间的广播操展示让我们充分体会到了一种整体的

图形之美，洋洋和乐乐想从数学角度分析下如何能让班级同学们的广播操做的更

好，他们搜集了标准广播操图片进行讨论，如图 2，为方便研究，定义两手手心

位置分别为�、�两点，两脚脚跟位置分别为�、�两点，定义�、�、�、�平面

内�为定点，将手脚运动看作绕点�进行旋转．

(1)如图 2，�、�、�三点共线，点�、�重合，∠��� = ∠���，则∠��� =______°；

(2)如图 3，�、�、�三点共线，且∠���: ∠��� = 3: 2，��平分∠���，求∠���，

∠���的大小；

(3)第三节腿部运动中，如图 4，洋洋发现，虽然�、�、�三点共线，却不在水平

方向上，且∠���: ∠��� = 3: 2，他经过计算发现，∠��� − 2
3

∠���的值为定值，

请写出这个定值为______；

(4)第四节体侧运动中，如图 5，乐乐发现，两腿左右等距张开，使竖直方向的射

线��平分∠���，且∠��� = 30°，开始运动前�、�、�三点在同一水平线上，��、

��绕点�顺时针旋转，��旋转速度为每秒 50°，��旋转速度为每秒 25°，当��

旋转到与��重合时运动停止（��是竖直方向的一条射线）

①运动停止时，∠��� = ；

②请帮助乐乐写出运动过程中∠���与∠���的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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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已知点 C在线段��上，�� = 2��，点 D、E在直线��上，点 D在点 E的

左侧，

(1)若�� = 18，�� = 8，线段��在线段��上移动，

①如图 1，当 E为��中点时，求��的长；

②当点 C是线段��的三等分点时，求��的长；

(2)若�� = 2��，线段��在直线上移动，且满足关系式
��+��

��
= 3

2
，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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