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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因其固有的高度抽象性而难教、难学,本书充分运用网络画板辅助教学技术,
着力于让静态图形动态化、繁杂表述可视化、抽象思维形象化,使“形”与“数”可以自由转换,
让“可见形式”与“抽象形式”能够直接产生联系。为师生交流、生生交流、人机交流搭建平

台,为学习和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
本书旨在帮助广大学生不断培养数学思维,并持续建构数学思维体系。学生通过网络

画板“数—形”转换的学习,透过现象看本质,掌握数学的内在规律,形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

世界、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的理性思维。本书将信息技术与数学课程

深度融合,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设计生动的教学活动,促进数学教学方式方法的创

新。本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创设了合理的信息化学习环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
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

本书主要内容为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的动态解析,众所周知,解析几何的特点是代数问

题几何化、几何问题代数化,让数的精准和图的直观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所用。立体几何

的特点是“立体”,即三维,对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要求很高,学生学起来很困难,难在数形不

能自由转换,难在从二维平面感知三维图像。基于网络画板的动态解析可以很好解决上述

问题,本书以日常教与学中的难点为主要内容,以网络画板为工具,结合编者近30年的一线

教学经历,从几万道试题中精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例题和习题,匠心打造每一个动画作品

和解析,为广大高中数学教师课堂教学信息化提供有效参考,为广大高中学子攀登数学高峰

提供“登山杖”,为广大科研工作者研究数学教学提供灵动视界,是广大高校数学专业师范学

生走上工作岗位值得研修的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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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与圆是解析几何知识的基础,也是进一步研究圆锥曲线的基础,它们渗透到平面解

析几何的各个部分,是解决解析几何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也是高考必考内容之一。高考考

查的重点是直线与圆的方程、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圆与圆的位置关系等内容,既有考查基

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数学思想方法的容易题和中等难度题,又有考查综合分析和解决问

题能力的较难题和难题。许多试题设计精巧,富有创意,导向性强。

1.1 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

例1 直线l经过A(2,1),B(1,m2)(m∈R),那么直线l 的倾斜角α 的取值范围

是 。

【解析】

直线l的斜率存在且k=
m2-1
1-2 =1-m2≤1,又直线的倾斜角为α,则有tanα≤1,即

tanα<0或0≤tanα≤1。

根据在 0,
π
2




  与 π
2
,π  上的正切函数图像,可得

π
2<α<π

或0≤α≤
π
4
,即α的取值范

围是 0,
π
4




 


 ∪ π
2
,π  。

编号:
 

246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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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1.1、图1.1.2所示,拖动点B 或变量m 的滑杆改变m
的值,观察直线倾斜角的变化,考察倾斜角的取值范围。

图 1.1.1
  

图 1.1.2

直线倾斜角的取值范围是[0,π),而这个区间不是正切函数的单调区间,因此根据斜率

求倾斜角的范围时,要分 0,
π
2




  与 π
2
,π  两种情况讨论。当α∈ 0,

π
2




  时,斜率k∈[0,

+∞);
 

当α=
π
2

时,斜率不存在;
 

当α∈ π
2
,π  时,斜率k∈(-∞,0)。借助正切函数图像

观察,更加直观形象。
例2 已知A(-2,3),B(3,2),过点P(0,-2)的直线l与线段AB 有公共点,则直线l

的斜率的取值范围为 。

【解析】
方法1:

 

如图1.1.3所示,直线l与线段AB 有公共点,则直线l的倾斜角应介于PA,

PB 的倾斜角之间。

图 1.1.3

当直线的倾斜角小于直角时,k≥kPB;
  

当直线的倾斜角大

于直角时,k≤kPA。

所以直线l的斜率的取值范围是 -∞,-
5
2 


 ∪ 4
3
,+∞



  。
方法2:

 

设直线l:
 

kx-y-2=0,则A(-2,3),B(3,2)在
该直线两侧或其中一点在直线上,所以(-2k-3-2)(3k-2-
2)≤0。

故直线l的斜率的取值范围是 -∞,-
5
2 


 ∪ 4
3
,+∞



  。

编号:
 

246966,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1.4所示;
 

拖动点C 在线段AB 上运动,改变l的位置,
如图1.1.5所示,观察直线倾斜角的变化,考察倾斜角的取值范围;

 

点击按钮 ,显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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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PA,PB 及其倾斜角,如图1.1.6所示;
 

再次拖动点C 在线段AB 上运动,领会直线l的

倾斜角与直线PA,PB 倾斜角间的关系,如图1.1.7所示。

图 1.1.4
  

图 1.1.5

图 1.1.6
  

图 1.1.7

求过定点的直线斜率的取值范围,可直接求过端点的直线的斜率,数形结合写出范围,
但容易将范围写反。此外,还可以用线性规划中不等式的几何意义,列不等式求解,避免

出错。

1.2 直线的方程

例1 过点P(1,2)作直线l,若点A(2,3),B(4,-5)到它的距离相等,则直线l的方程

是 。

【解析】

方法1:
 

若A,B 位于直线l的同侧,则直线l∥AB,kAB=
3+5
2-4=

8
-2=-4

,直线l为

4x+y-6=0。
若A,B 两点位于直线l的异侧,则l必经过线段AB 的中点(3,-1)。
故直线l的方程为3x+2y-7=0。

方法2:
 

设直线l的方程为y-2=k(x-1),即kx-y+2-k=0,则
|2k-3+2-k|

k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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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5+2-k|

k2+1
,化简得k-1=3k+7或k-1+3k+7=0,解得k=-4或k=-

3
2
。

故直线l的方程为4x+y-6=0或3x+2y-7=0。

编号:
 

247999,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2.1所示,图中 M 为直线l上一点,d1,d2 分别表示点

A,B 到直线l的距离;
 

拖动点M 运动或变量k 的滑杆改变k 的值,如图1.2.2~图1.2.4
所示,观察点A,B 到直线l的距离d1,d2 的变化,探究d1=d2 的条件。

图 1.2.1
  

图 1.2.2

图 1.2.3
  

图 1.2.4

点斜式:
 

已知直线过点(x0,y0),斜率为k,则直线方程为y-y0=k(x-x0),它不包

括垂直于x 轴的直线;
 

斜截式:
 

已知直线在y 轴上的截距b,则直线方程为y=kx+b,它不

包括垂直于x 轴的直线。
例2 已知在Rt△ABC 中,∠ACB=90°,BC=3,AC=4,P 是AB 上的点,求点P 到

AC,BC 的距离乘积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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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如图1.2.5所示,以CB 所在的直线为x 轴,CA 所在的直线为y 轴,建立平面直角坐

标系。

图 1.2.5

点P(x,y)在直线AB 上,满足
x
3+

y
4=1

(x>0,y>0)。

点P 到AC,BC 的距离分别是|PN|,|PM|,则|PN||PM|=
xy。

因为1=
x
3+

y
4≥2

xy
12
,所以xy≤3,当且仅当x=

3
2
,y=2

时取等号。
故点P 到AC,BC 的距离乘积的最大值是3。

编号:
 

248007,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2.6所示;
 

拖动点P 在线段AB 上运动,如图1.2.7所

示,观察|PM||PN|的变化,探究|PM||PN|取得最大值的条件。

图 1.2.6
  

图 1.2.7

截距式:
 

已知直线在x 轴和y 轴上的截距分别为a,b,则直线方程为x
a+

y
b=1

,它不

包括垂直于坐标轴的直线和过原点的直线。求直线方程时,若采用截距式,应注意分类讨

论,判断截距是否为零。如果截距相等或互为相反数或绝对值相等或有倍数关系时,要考虑

截距可能为零。
例3 过点(2,1)且在两坐标轴截距相等的直线方程是 。

【解析】
当截距为0时,所求直线方程是x-2y=0;

 

当截距不为0时,斜率为-1,所求直线方

程是x+y-3=0。
所以所求的直线的方程为x-2y=0或x+y-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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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48008,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2.8所示;
 

拖动点A 在x 轴上运动,如图1.2.9所示,观
察直线l的横截距、纵截距变化,探究截距相等的条件。

图 1.2.8
  

图 1.2.9

横截距是直线和x 轴交点的横坐标,纵截距是直线与y 轴交点的纵坐标。注意截距是

一个数,可正可负,也可为零,而距离也是一个数,它只能非负。本题最易漏掉截距为0,即
直线过原点的情况。

1.3 距离公式

例 1 求 函 数 f (x,y)= x2+y2 + (x-1)2+y2 + x2+(y-1)2 +

(x-1)2+(y-1)2的最小值。

【解析】
如图1.3.1所示,f(x,y)表示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动点P(x,y)到定点A(0,0),

B(1,0),C(0,1),D(1,1)的距离之和。

图 1.3.1

而|PA|+|PD|≥|AD|,当且仅当点P 在线段AD 上时等

号成立。|PB|+|PC|≥|BC|,当且仅当点P 在线段BC 上时

等号成立。

所以|PA|+|PB|+|PC|+|PD|≥|AD|+|BC|=22,
当且仅当点P 为AD 与BC 的交点时等号成立。

故f(x,y)的最小值为22,此时点P 的坐标为 1
2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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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5398,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3.2所示,拖动点P 运动,观察|PA|+|PD|,|PB|+
|PC|值的变化,领会|PA|+|PD|,|PB|+|PC|及|PA|+|PB|+|PC|+|PD|取得最

小值的条件,如图1.3.3~图1.3.5所示。

图 1.3.2
  

图 1.3.3

图 1.3.4
  

图 1.3.5

此题若用纯代数知识求解,则比较麻烦,但联想到利用两点间的距离公式,就会茅塞

顿开。
例2 若直线m 被两平行线l1:

 

x-y+1=0与l2:
 

x-y+3=0所截得的线段的长为

22,则m 的倾斜角可以是 。

【解析】

两平行线间的距离d=
|3-1|
1+1

= 2,易知直线 m 与l1 的夹角为30°,l2 的倾斜角为

45°,所以直线m 的倾斜角等于30°+45°=75°或45°-30°=15°。
故m 的倾斜角可以是75°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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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5367,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3.6所示;
 

拖动点P 运动,如图1.3.7~图1.3.9所示,
探究直线m 的倾斜角与直线l1 的夹角间的关系,领会[解析]中直线m 的倾斜角等于30°+
45°=75°或45°-30°=15°。

图 1.3.6
  

图 1.3.7

图 1.3.8
  

图 1.3.9

两平行直线l1:
 

Ax+By+C1=0与l2:
 

Ax+By+C2=0(C1≠C2)间的距离d=
|C2-C1|

A2+B2
,一般两平行线间距离也可以转化为点到直线的距离。

例3 在平面直角坐标平面内的点P(a,b)到直线y=x 和x+y=2的距离之和为

22,求a2+b2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解析】
分别以直线y=x 和x+y=2为坐标轴,那么点P(a,b)到直线y=x 和x+y=2的

距离之和为22,即到两个坐标轴距离之和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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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得到点P 在一个正方形的边上,到原点最远是32,最近是1。
故a2+b2 的最大值为18,最小值为1。

编号:
 

248605,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3.10所示,点击按钮 ,坐标平面绕原点逆时针旋

转90°,如图1.3.11所示;
 

点击按钮 ,建立新坐标系x'Oy',如图1.3.12所示;
 

拖动

点P 运动,考察点P 到两新坐标轴距离之和;
 

点击按钮 ,拖动点P 运动,随着点P
的运动跟踪其轨迹,如图1.3.13所示。

图 1.3.10 图 1.3.11

图 1.3.12 图 1.3.13

利用绝对值的几何意义,把|x|+|y|=22理解为点(x,y)到两坐标轴的距离之和为

22。
例4 曲线C 上的点到直线l的距离的最小值称为曲线C 到直线l的距离,已知曲线

C1:
 

y=x2+a 到直线l:
 

y=x 的距离等于曲线C2:
 

x2+(y+4)2=2到直线l:
 

y=x 的

距离,则实数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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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C2 的圆心为(0,-4),圆心到直线l:
 

y=x 的距离为d=
|0-(-4)|

2
=22,故曲线C2

到直线l:
 

y=x 的距离为d'=d- 2= 2。

设M(x,y)是曲线C1 上任一点,则y=x2+a,点M 到直线l:
 

y=x 的距离为
|x-y|
2

=

|x-x2-a|
2

=
- x-

1
2  2-a+14
2

。

当x=
1
2

时,点 M 到直线l:
 

y=x 的距离最近为
-a+

1
4

2
= 2,解得a=-

7
4

或

a=
9
4
。

当a=-
7
4

时,直线与C1 相交,不合题意。

故a=
9
4
。

编号:
 

252332,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3.14所示,拖动点A 或变量a 的滑杆改变a 的值,体会

曲线C 与直线l距离的意义;
 

点击按钮 ,显示与直线l平行且距离为 2的直线,如

图1.3.15所示的红色虚直线;
 

探究红色虚直线与曲线C 相切的条件,理解a=-
7
4

时,不

合题意的原因。

图 1.3.14
  

图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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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P(x0,y0)到直线l:
 

Ax+By+C=0的距离d=
|Ax0+By0+C|

A2+B2
,运用点到直线

的距离公式时,直线的方程一定要写成一般式。

1.4 对称问题

例1 如图1.4.1所示,已知A(4,0),B(0,4),从点P(2,0)射出的光线经直线AB 反

射后再射 到 直 线 OB 上,最 后 经 直 线 OB 反 射 后 回 到 P 点,则 光 线 所 经 过 的 路 程

为 。

图 1.4.1

【解析】
点P 关于y 轴的对称点P1(-2,0),设点P 关于直线AB:

 

x+
y-4=0的对称点P2(a,b)。

由

b-0
a-2

·(-1)=-1

a+2
2 +

b+0
2 -4=0












解得
a=4
 
b=2 ,所以|P1P2|=2 10。

  故光线所经过的路程为2 10。

编号:
 

250013,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4.2所示,拖动点N 在y 轴上运动,观察α,β,γ,δ大小

变化,考察α=β,γ=δ的条件;
 

点击按钮 ,使点N 移动到满足条件的位置;
 

点击按钮

,显示辅助线,如图1.4.3所示。

图 1.4.2 图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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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光的反射有关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与直线相交的对称问题,求解中利用光的反射性

质,转化为对称直线问题。

图 1.4.4

例2 已知点A(-3,8),B(2,2),点P 是x 轴上的点,求

|PA|+|PB|的最小值。

【解析】
如图1.4.4所示,在x 轴上任取一点P,作B(2,2)关于x

轴的对称点B1(2,-2),则|PB|=|PB1|。
连接 PB1,PA,PB,连接 AB1 交x 轴于P1,则|PA|+

|PB|=|PA|+|PB1|≥|AB1|。

当P 移到与P1重合时,取到最小值|AB1|= (-3-2)2+(8+2)2= 25+100=55。

故|PA|+|PB|的最小值是55。

编号:
 

250020,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4.5所示,拖动点P 在x 轴上运动,观察|PA|,|PB|的

变化,考察|PA|+|PB|取最小值时点P 的位置;
 

点击按钮 ,显示辅助线,如图1.4.6
所示;

 

点击按钮 ,点P 移动到|PA|+|PB|最小时的位置,如图1.4.7所示。

图 1.4.5 图 1.4.6

图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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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对称将同侧的点转化为异侧的两点,利用“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求得最值,解决此

类问题首先要判定两点在直线“同侧”还是“异侧”,然后利用“异侧和最小,同侧差最大”
求解。

1.5 圆的方程

例1 过点P(1,2)总能作出两条直线和圆x2+y2+kx+2y+k2-15=0相切,求实

数k的取值范围。

【解析】
易知点P(1,2)在圆x2+y2+kx+2y+k2-15=0的外部,所以12+22+k×1+2×

2+k2-15>0,解得k<-3或k>2。
由方程x2+y2+kx+2y+k2-15=0表示圆得k2+22-4(k2-15)>0,即3k2<64,

解得-
83
3 <k<

83
3
。

综上,实数k 的取值范围是 -
83
3
,-3  ∪ 2,833  。

编号:
 

251805,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5.1所示;
 

拖动变量k 的滑杆改变变量k 的值,如
图1.5.2~图1.5.4所示,理解方程x2+y2+kx+2y+k2-15=0表示圆的条件,探究点

P 在圆外时,实数k的取值范围。

图 1.5.1
  

图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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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图 1.5.4

x2+y2+Dx+Ey+F=0表 示 圆 的 充 要 条 件 是 D2+E2-4F>0,圆 心 为

-
D
2
,-

E
2  ,半径为1

2 D2+E2-4F;
 

二元二次方程Ax2+Bxy+Cy2+Dx+Ey+F=0

表示圆⇔A=C≠0,且B=0,D2+E2-4AF>0。
例2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以点(1,0)为圆心且与直线mx-y-2m-1=0(m∈R)相

切的所有圆中,求半径最大的圆。

【解析】

方法1:
 

设圆的半径为r,根据直线与圆相切的关系得r=
|m+1|

1+m2
=

m2+2m+1
m2+1

=

1+
2m

m2+1
。

当m<0时,1+
2m

m2+1
<1,故1+

2m
m2+1

无最大值;
  

当 m=0时,r=1;
  

当 m>0时,

m2+1≥2m(当且仅当m=1时取等号)。

所以r≤ 1+1= 2,即rmax= 2。

故所求圆的方程为(x-1)2+y2=2。
方法2:

 

设A(1,0),由mx-y-2m-1=0得 m(x-2)-(y+1)=0,则直线过定点

P(2,-1),即该方程表示所有过定点P 的直线系方程。

当直线与AP 垂直时,所求圆的半径最大,此时半径为|AP|= (2-1)2+(-1-0)2=2。
故所求圆的方程为(x-1)2+y2=2。

编号:
 

255464,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5.5所示,拖动点M 或变量m 的滑杆改变m 的值,考察

直线的特征,探究圆的半径即|AB|与|AP|的大小关系,如图1.5.6所示,理解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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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 图 1.5.6

例3 若对于给定的正实数k,函数y=
k
x

的图像上总存在点C,使得以C 为圆心、1为

半径的圆上有两个不同的点到O 的距离为2,求正实数k的取值范围。
【解析】

根据题意得|OC|<1+2=3,设C x,
k
x  。

因为|OC|= x2+
k2

x2
≥ 2k,所以 2k<3,即0<k<

9
2
。

故正数k 的取值范围为 0,
9
2  。

编号:
 

251796,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5.7所示,拖动变量k的滑杆改变变量k的值,再拖动点

C 在y=
k
x

的图像上运动,如图1.5.8、图1.5.9所示,探究两圆有两个公共点的条件。

图 1.5.7
  

图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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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

圆是到定点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即若|PO|=r(r>0)或x2+y2=r2,则动点P
的轨迹是圆。

例4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A,B 分别是x 轴和y 轴上的动点,若以AB 为直径的圆C
与直线2x+y-4=0相切,则圆C 面积的最小值为(  )。

                              
A.

 4
5π B.

 3
4π

C.
  

(6-25)π D.
 5
4π

【解析】
由题意可知以线段AB 为直径的圆C 过原点O,要使圆C 的面积最小,只需圆C 的半

径或直径最小。
又圆C 与直线2x+y-4=0相切,由平面几何知识可知圆的直径的最小值为点O 到

直线2x+y-4=0的距离,此时2r=
4
5
,得r=

2
5
。

圆C 的面积的最小值S=πr2=
4
5π
,故选A。

编号:
 

255447,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5.10所示;
 

拖动点C 运动,考察圆半径的变化,如
图1.5.11、图1.5.12所示;

 

拖动点C 到线段OD 上,如图1.5.13所示,探究圆的半径与点

C 在其他位置时半径大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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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0
  

图 1.5.11

图 1.5.12
  

图 1.5.13

1.6 直线与圆

例1 由直线y=x-1上的一点向圆C:
 

x2+y2-6x+8=0引切线,则切线长的最小

值为(  )。

                              A.
 

1 B.
 

2

C.
 

3 D.
 

2

【解析】
在直线y=x-1上取一点P,过P 向圆引切线,设切点为A,连接CA。
在Rt△PAC 中,|CA|=r=1,要使|PA|最小,则|PC|应最小。

又当PC 与直线垂直时,|PC|最小,其最小值为
|3-0-1|

2
= 2。

则|PA|的最小值为 (2)2-12=1,故选A。

编号:
 

26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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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6.1所示,粉红色及紫色实线为过点P 的圆C 的切线,
拖动点P 在直线l上运动,考察PA 长度的变化,如图1.6.2、图1.6.3所示;

 

点击按钮

,显示辅助线,如图1.6.4所示,拖动点P 在直线l上运动,探究PA 长度取最小值时

点P 的位置。

图 1.6.1
  

图 1.6.2

图 1.6.3
  

图 1.6.4

例2 已知直线l:
 

mx+y+3m- 3=0与圆x2+y2=12交于A,B 两点,过A,B 分

别作l的垂线与x 轴交于C,D 两点。若|AB|=23,则|CD|= 。

【解析】

由题意可知直线l过定点(-3,3),该定点在圆x2+y2=12上,不妨设点A(-3,3)。

由于|AB|=23,r=23,所以圆心到直线AB 的距离d= (23)2-(3)2=3。

又由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可得d=
|3m- 3|

m2+1
=3,解得m=-

3
3
,所以直线l的斜率

图 1.6.5

k=-m=
3
3
,即直线l的倾斜角为30°。

如图1.6.5所 示,过 点 C 作 CH ⊥BD,垂 足 为 H,则

|CH|=23。

在Rt△CHD 中,∠HCD=30°,故|CD|=
23
cos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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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1826,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6.6所示,拖动变量 m 的滑杆改变变量m 的值,如
图1.6.7所示,考察线段AB,CD,CH 长度间关系。

图 1.6.6
  

图 1.6.7

例3 已知圆C:
 

(x-1)2+(y-2)2=2和点P(x0,0),若圆C 上存在两点A,B 使得

∠APB=
π
3
,则实数x0 的取值范围是(  )。

                              A.
 

[-3,1] B.
 

[-1,3] C.
 

[-2,3] D.
 

[-2,4]

【解析】

由题意得,该圆的圆心C(1,2),半径r= 2,如图1.6.8所示,当PA 和PB 与圆C 相

切时,∠APB 最大。

图 1.6.8

要使圆C 上存在两点A,B,使得∠APB=
π
3
,则π
6≤∠APC<

π
2
,所以

2

sin
π
2

<|PC|≤

2

sin
π
6

,即 2< (x0-1)
2+(0-2)2≤22。

解得-1≤x0≤3,故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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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57808,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6.9所示,拖动点A、点B 在圆C 上运动,考察∠APB
大小变化,探究∠APB 取最大值时,直线PA,PB 与圆C 的位置关系;

 

点击按钮 ,显示

过点P 的圆C 的切线PA',PB',如图1.6.10所示,体会∠APB 与∠A'PB'的大小关系;
 

再次点击按钮 ,显示过圆心与切点、圆心与点P 的连线,如图1.6.11所示。

图 1.6.9
  

图 1.6.10

图 1.6.11

例4 若圆x2+y2-4x-4y-10=0上至少有三个不同点到直线l:
 

ax+y=0的距

离为22,则a 的取值范围是(  )。
                              A.

 

[2- 3,1] B.
 

[-2- 3,-2+ 3]

C.
 3
3
,3





 




 D.

 

[0,+∞)

【解析】
圆x2+y2-4x-4y-10=0可化为(x-2)2+(y-2)2=18,则圆心坐标为(2,2),半

径为32。
圆x2+y2-4x-4y-10=0上至少有三个不同点到直线l:

 

ax+y=0的距离为

22,可得圆心到直线l:
 

ax+y=0的距离d≤32-22= 2,即
|2a+2|

a2+1
≤ 2,则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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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1≤0,解得a∈[-2- 3,-2+ 3]。
故选B。

编号:
 

251870,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6.12所示,红色实线是直线l:
 

ax+y=0,两条虚线到

直线l的距离为22,拖动点M 或变量a 的滑杆改变a 的值,考察两虚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探究两虚线与圆有3个公共点(如图1.6.13、图1.6.14所示),4个公共点(如图1.6.15所

示)时实数a 的取值。

图 1.6.12
  

图 1.6.13

图 1.6.14
  

图 1.6.15

例5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xOy 中,已知A(0,a),B(3,a+4),若圆x2+y2=9上有且

仅有四个不同的点M,使得△ABM 的面积为5,则实数a 的取值范围是 。
【解析】

AB 的斜率k=
a+4-a
3-0 =

4
3
,|AB|= (3-0)2+(a+4-a)2= 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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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ABM 的高为h,因为△ABM 的面积为5,所以S=
1
2|AB|h=

1
2×5h=5

,即h=2。

直线AB 的方程为y-a=
4
3x
,即4x-3y+3a=0。

若圆x2+y2=9上有且仅有四个不同的点 M,则圆心O 到直线4x-3y+3a=0的距

离d=
|3a|

42+(-3)2
=
|3a|
5
,应该满足d<R-h=3-2=1,即

|3a|
5 <1。

由|3a|<5得-
5
3<a<

5
3
,故实数a 的取值范围为 -

5
3
,5
3  。

编号:
 

251854,

扫描二维码,打开课件,如图1.6.16所示,图中d 为原点到直线AB 的距离;
 

虚线为距

直线AB 距离为2的直线,两虚线均与圆相交时,交点M1,M2,M3,M4 到直线AB 距离为2,
则△MiAB(i=1,2,3,4)的面积为5;

 

拖动点A 在y 轴上运动或拖动变量a 的滑杆改变a
的值,如图1.6.17~图1.6.19所示,探究两条虚线都与圆相交的条件,领会为什么原点到

直线AB 的距离d<1。

图 1.6.16
  

图 1.6.17

图 1.6.18
  

图 1.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