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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袭必背·陕西数学

必背１　实数的分类

１．按定义分

实数
有理数

整数{分数
无理数：

{
无限不循环小数

【温馨提示】无理数的常见几种形式：

（１）特定结构的数：如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相邻两个１之间依次多一个０）；

（２）含有根号且开方开不尽的数：如槡２，槡３，
３

槡９等；

（３）π及化简后含π的数：如２π，π３等；

（４）部分三角函数值：如ｓｉｎ６０°，ｃｏｓ４５°，ｔａｎ３０°等．
注意：一个数是否为无理数一定要看其化为最简形式后是否为无限不循环

小数．
２．按性质分

实数

正实数

０{
负实数

【易错警示】０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必背２　相反数、绝对值、倒数

１．相反数
（１）实数ａ的相反数为－ａ，０的相反数为０；

（２）实数ａ、ｂ互为相反数ａ＋ｂ＝０或ａｂ＝－１（ｂ≠０）；

（３）在数轴上，互为相反数的两个数（０除外）位于原点的两侧，且到原点的
距离相等．

２．绝对值

（１）｜ａ｜＝
ａ（ａ＞０）
０（ａ＝０）
－ａ（ａ＜０{

）

，｜ａ｜具有非负性；

（２）绝对值相等的两个数相等或互为相反数，即｜ａ｜＝｜ｂ｜ａ＝ｂ或ａ＝－ｂ；
（３）离原点越远的数的绝对值越大．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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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倒数

（１）非零实数ａ的倒数为１ａ；

（２）ａ、ｂ互为倒数ａｂ＝１；
（３）正数的倒数仍是正数，负数的倒数仍是负数，０没有倒数，倒数等于其本
身的数是±１．

必背３　科学记数法

１．表示形式：ａ×１０ｎ

２．ａ和ｎ的确定
（１）ａ的确定：１≤｜ａ｜＜１０．
（２）ｎ的确定：

①大于１０的数，ｎ是正整数，其值等于原数的整数位数减去１；

②大于０且小于１的数，ｎ是负整数，其绝对值等于原数左起第一个非零数
前所有０的个数（包括小数点前的０）．
【温馨提示】对于含有计数（量）单位的数字用科学记数法表示时，应先把计

数或计量单位前面的数用科学记数法表示，然后与计数或计量单位表示的

数相乘．常考的计数单位有：１千 ＝１０３，１万 ＝１０４，１亿＝１０８；常考的计量单

位有：１ｋｍ＝１０３ｍ，１μｍ＝１０－６ｍ，１ｎｍ＝１０－９ｍ．

必背４　平方根、算术平方根、立方根

１．平方根：±槡ａ（ａ≥０）

实数ａ（ａ≥０）的平方根运算结果有两个，且互为相反数． 槡±０＝０．

２．算术平方根：槡ａ（ａ≥０）

实数ａ（ａ≥０）的算术平方根运算结果只有一个．槡０＝０．

※负数没有算术平方根和平方根．

３．立方根：３槡ａ（ａ为任意实数）

当ａ＞０时，３槡ａ＞０；

当ａ＝０时，３槡ａ＝０；

当ａ＜０时，３槡ａ＜０．
实数ａ的立方根只有一个．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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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背５　二次根式的性质与运算

１．二次根式的性质

（１）槡ａ≥０（ａ≥０），二次根式具有双重非负性；

（２）（槡ａ）
２＝ａ（ａ≥０）；

（３） ａ槡
２＝｜ａ｜＝

ａ（ａ≥０）

－ａ（ａ＜０{ ）
，注意：只有当ａ≥０时， ａ槡

２＝（槡ａ）
２；

（４）槡ａｂ＝槡ａ·槡ｂ（ａ≥０，ｂ≥０）；

（５） ａ
槡ｂ＝

槡

槡

ａ
ｂ
或 ａ÷槡 ｂ＝槡ａ÷槡ｂ（ａ≥０，ｂ＞０）．

２．二次根式的运算

（１）乘法运算：槡ａ·槡ｂ＝ ａ·槡 ｂ（ａ≥０，ｂ≥０）；

（２）除法运算：槡
槡

ａ
ｂ
＝ ａ
槡ｂ或槡ａ÷槡ｂ＝ ａ÷槡 ｂ（ａ≥０，ｂ＞０）．

注意：二次根式运算的最终结果应化为最简二次根式．

３．最简二次根式

（１）被开方数的因数是整数，因式是整式；

（２）被开方数中不含开方开得尽的因数或因式．

４．乘法公式在二次根式运算中的应用

（１）（槡ａ±槡ｂ）
２＝ａ±２槡ａｂ＋ｂ；

（２）（槡ａ＋槡ｂ）（槡ａ－槡ｂ）＝ａ－ｂ．

必背６　实数的大小比较

１．数轴比较法

（１）在数轴上表示的数，左边的数小于右边的数．如图，ｄ＜ｃ＜０＜ｂ＜ａ．

（２）在数轴上，离原点越远的数的绝对值越大．如图，｜ｄ｜＞｜ｂ｜．

２．性质比较法

正数＞０＞负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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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有理数比较大小的“三种情况”：

（１）两数同号
同正：绝对值大的大

同负：{ 绝对值大的反而小

（２）两数异号：正数大于负数

（３）一数与０
正数与０：正数大于０
负数与０：负数小于{ ０

３．差值比较法
（１）ａ－ｂ＞０ａ＞ｂ．
（２）ａ－ｂ＝０ａ＝ｂ．
（３）ａ－ｂ＜０ａ＜ｂ．

必背７　实数运算中常见的运算

１．乘方：ａ·ａ·ａ·…·      ａ
ｎ个ａ

＝ａｎ，正数的任何次幂都是正数；负数的奇次幂为负

数，偶次幂为正数；特别地：（－１）ｎ＝
－１（ｎ为奇数）
１（ｎ为偶数{ ）

；

２．０次幂：ａ０＝１（ａ≠０），计算题中见到０次幂直接在原符号后写１；

３．负整数指数幂：ａ－ｐ＝１
ａｐ
（ａ≠０，ｐ为正整数），特别地ａ－１＝１ａ（ａ≠０）；

４．去绝对值符号：｜ａ－ｂ｜＝
ａ－ｂ（ａ＞ｂ）
０ （ａ＝ｂ）
ｂ－ａ（ａ＜ｂ

{
）

，绝对值符号有括号作用；

５．常考的开方

（１）开平方：槡４＝２，槡 槡８＝２２，槡 槡１２＝２３，槡１６＝４，槡 槡１８＝３２，槡 槡２４＝２６，槡２５＝５；

（２）开立方：３槡８＝２，
３

槡２７＝３，
３

槡－２７＝－３，
３

槡－６４＝－４．
６．特殊角的锐角三角函数值

ｓｉｎ３０°＝１２　 　 ｓｉｎ４５°＝
槡２
２　 　 ｓｉｎ６０°＝

槡３
２

ｃｏｓ３０°＝槡３２ ｃｏｓ４５°＝槡２２ ｃｏｓ６０°＝１２

ｔａｎ３０°＝槡３３ ｔａｎ４５°＝１ ｔａｎ６０° 槡＝３

３０°、４５°、６０°的正弦值和余弦值的分母都是２，分子分别是根号下：１、２、３，３、
２、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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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背８　整式的运算

１．整式的加减：实质是合并同类项．注意熟练掌握去添括号法则：如

ａ＋（ｂ＋ｃ）＝ａ＋ｂ＋ｃ

ａ－（ｂ＋ｃ）＝ａ－ｂ－{ ｃ
，
ａ＋ｂ＋ｃ＝ａ＋（ｂ＋ｃ）

ａ－ｂ－ｃ＝ａ－（ｂ＋ｃ{ ）
．

合并同类项的法则：几个同类项相加，把它们的系数相加，所得的结果

作为系数，字母和字母的指数都不变，如ｍｘｙ２＋ｎｘｙ２＝（ｍ＋ｎ）ｘｙ２．

２．幂的运算（ｍ，ｎ为正整数）

名称 运算法则 公式表示

同底数幂相乘 底数不变，指数相加 ａｍ·ａｎ＝ａｍ＋ｎ（ａ≠０）

同底数幂相除 底数不变，指数相减 ａｍ÷ａｎ＝ａｍ－ｎ（ａ≠０）

幂的乘方 底数不变，指数相乘 （ａｍ）ｎ＝ａｍ×ｎ＝ａｍｎ（ａ≠０）

积的乘方 等于各因数分别乘方的积 （ａｂ）ｎ＝ａｎ·ｂｎ（ａｂ≠０）

３．整式的乘法运算

单项式乘单项式：ｍａ２·ａｂ２＝ｍａ３ｂ２．

单项式乘多项式：ｍ（ａ＋ｂ）＝ｍａ＋ｍｂ．

多项式乘多项式：（ａ＋ｂ）（ａ－ｂ）＝ａ２－ｂ２；（ａ±ｂ）２＝ａ２±２ａｂ＋ｂ２．

４．整式的除法运算

单项式相除：将系数、同底数幂的因式分别相除，作为商的因式，对于只在

被除式中含有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作为商的一个因式，如：ｍａ２ｂ÷ｎａｂ

＝ｍｎａ（ｎ≠０，ａ≠０，ｂ≠０）．

多项式除以单项式：先把这个多项式的每一项除以这个单项式，再把所得

的商相加，如：（ｍａ＋ｍｂ）÷ｍ＝ａ＋ｂ（ｍ≠０）．

必背９　因式分解

１．基本方法

（１）提公因式法：ｍａ＋ｍｂ＋ｍｃ＝ｍ（ａ＋ｂ＋ｃ）．

（２）公式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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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差公式：ａ２－ｂ２＝（ａ＋ｂ）（ａ－ｂ）．

完全平方公式：ａ２＋２ａｂ＋ｂ２＝（ａ＋ｂ）２，

ａ２－２ａｂ＋ｂ２＝（ａ－ｂ）２．

２．因式分解的一般步骤

一提：有公因式，先提公因式；

二套：没有公因式，两项考虑平方差公式，三项考虑完全平方公式；

三检查：检查因式分解是否彻底．

必背１０　分式的运算

１．与分式有关的“三个条件”

（１）分式ＡＢ有意义的条件是：Ｂ≠０；

（２）分式ＡＢ值为０的条件是：Ａ＝０且Ｂ≠０；

（３）使分式ＡＢ÷
Ｄ
Ｃ有意义的条件是：Ｂ≠０、Ｃ≠０、Ｄ≠０．

２．分式的基本性质

（１）分式的分子、分母同乘或除以同一个不等于零的整式，分式的值不变；

（２）符号变化法则：分子、分母与分式本身的符号，改变其中任何两个，分式

的值不变，即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

Ａ
－Ｂ．

３．分式的运算

（１）乘法：ａｂ·
ｃ
ｄ＝
ａｃ
ｂｄ；

（２）除法：ａｂ÷
ｃ
ｄ＝

ａ
ｂ·

ｄ
ｃ＝
ａｄ
ｂｃ；

（３）加减法：

①同分母相加减：ａｂ±
ｃ
ｂ＝
ａ±ｃ
ｂ；

②异分母相加减：ａｂ±
ｃ
ｄ＝
ａｄ
ｂｄ±

ｂｃ
ｂｄ＝

ａｄ±ｂｃ
ｂｄ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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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背１１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１．基本思想：二元一次方程组
消元
→

转化
一元一次方程；

２．两种消元法

消元法 最佳适用情况 具体方法

代入消

元法

方程组中一个方程的常

数项为０或某一个未知
数的系数为１或－１

将一个方程中的一个未知数用含有另一个

未知数的代数式表示出来，代入另一个方

程，化二元一次方程组为一元一次方程求解

加减消

元法

方程组中两个方程同

一未知数的系数相等

或互为相反数

将方程组中某个未知数的系数变为相同

或互为相反数，两个方程相减或相加，化

二元一次方程组为一元一次方程求解

必背１２　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及根的判别式

１．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

解法 适用情况

公式法

对于一元二次方程 ａｘ２ ＋ｂｘ＋ｃ＝０（ａ≠０），求根公式为 ｘ＝

－ｂ± ｂ２－４槡 ａｃ
２ａ （ｂ２－４ａｃ≥０）

注意：（１）要先将一元二次方程化为一般式；（２）确定 ａ、ｂ、ｃ的值

时要注意符号；（３）根的判别式ｂ２－４ａｃ≥０的判断

直接开

平方法

（１）方程缺少一次项时，即ａｘ２＋ｃ＝０（ａ≠０，ａｃ≤０）

（２）形如（ｘ＋ｍ）２＝ｎ（ｎ≥０）的方程
口诀：方程没有一次项，直接开方最理想

因式

分解法

（１）常数项为０，即形如ａｘ２＋ｂｘ＝０（ａ≠０）的方程
（２）方程一边为０，另一边易于分解为两个一次因式的积的形式
注意：方程求解过程中，等式两边不能同时约去含有相同未知数

的因式

配方法
（１）二次项系数化为１后，一次项系数是偶数的一元二次方程
（２）各项的系数较小且便于配方的情况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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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一元二次方程ａｘ２＋ｂｘ＋ｃ＝０（ａ≠０）根的情况
（１）ｂ２－４ａｃ＞０方程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２）ｂ２－４ａｃ＝０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３）ｂ２－４ａｃ≥０方程有两个实数根；
（４）ｂ２－４ａｃ＜０方程没有实数根．
注意：由一元二次方程根的情况确定方程中待定系数的取值范围时，若一元二

次方程的二次项系数含有字母，应注意二次项系数不为０这个隐含条件．

必背１３　分式方程的解法

１．基本思路：分式方程 →
转化
整式方程

求解
→

验根
得解

２．解分式方程的一般步骤

步骤 具体做法 实例演练：
３
ｘ－２＝

ｘ＋１
２－ｘ－１

去分母
方程两边同乘最简公分母，约

去分母，化为整式方程

方程两边同乘（ｘ－２）得
３＝－（ｘ＋１）－（ｘ－２）

求解 求出整式方程的解
去括号得３＝－ｘ－１－ｘ＋２，
移项、合并、系数化为１得ｘ＝－１

验根

把整式方程的解代入最简公分

母，结果为０，是分式方程的增
根，分式方程无解；结果不为

０，是分式方程的根

当ｘ＝－１时，
ｘ－２＝－１－２＝－３≠０，
ｘ＝－１是分式方程的根

３．分式方程无解的两种情况
（１）分式方程化为整式方程后，整式方程无解，所以分式方程无解；
（２）分式方程化为整式方程后，整式方程的解是分式方程的增根，所以分式
方程无解．

必背１４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法

１．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性质１：如果ａ＞ｂ，那么ａ±ｃ＞ｂ±ｃ；

性质２：如果ａ＞ｂ，且ｃ＞０，那么ａｃ＞ｂｃ或ａｃ＞
ｂ
ｃ；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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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３：如果ａ＞ｂ，且ｃ＜０，那么ａｃ＜ｂｃ或ａｃ＜
ｂ
ｃ．

注意：运用不等式的性质３时，不等式的符号一定要变号！
２．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表示

解法：先分别求出各个不等式的解集，再求出解集的公共部分

解
集
的
类
型
及
表
示

类型（ａ＞ｂ） 口诀 解集 在数轴上的表示

ｘ＞ａ
ｘ＞{ ｂ

同大取大 ｘ＞ａ

ｘ＜ａ
ｘ＜{ ｂ

同小取小 ｘ＜ｂ

ｘ≤ａ
ｘ＞{ ｂ

大小小大

中间找
ｂ＜ｘ≤ａ

ｘ＞ａ
ｘ＜{ ｂ

大大小小取不了 无解

【温馨提示】①“≤”“≥”为实心圆点，“＜”“＞”为空心圆圈；

②注意不等式的性质３：若ａ＞ｂ，ｃ＜０，则ａｃ＜ｂｃ（或ａｃ＜
ｂ
ｃ）的运用．

必背１５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的坐标特征

对应关系 坐标平面内的点和有序实数对是一一对应的

各象限内点的坐

标特征

点Ｐ（ｘ，ｙ）在第一象限ｘ＞０且ｙ＞０
点Ｐ（ｘ，ｙ）在第二象限ｘ＜０且ｙ＞０
点Ｐ（ｘ，ｙ）在第三象限ｘ＜０且ｙ＜０
点Ｐ（ｘ，ｙ）在第四象限ｘ＞０且ｙ＜０

坐标轴上点的坐

标特征

点Ｐ（ｘ，ｙ）在ｘ轴上ｙ＝０
点Ｐ（ｘ，ｙ）在ｙ轴上ｘ＝０
点Ｐ（ｘ，ｙ）在原点ｘ＝０且ｙ＝０
注意：坐标轴上的点不属于任何象限

各象限角平分线

上点的坐标特征

第一、三象限角平分线上的点的横坐标与纵坐标相等

第二、四象限角平分线上的点的横坐标与纵坐标互为

相反数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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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平行于坐标轴的直

线上的点的坐标特征

平行于ｘ轴的直线上的点的纵坐标相等
平行于ｙ轴的直线上的点的横坐标相等

对称点的坐标特征

点Ａ（ａ，ｂ）关于ｘ轴的对称点为Ｂ（ａ，－ｂ）
点Ａ（ａ，ｂ）关于ｙ轴的对称点为Ｃ（－ａ，ｂ）
点Ａ（ａ，ｂ）关于原点的对称点为Ｄ（－ａ，－ｂ）
归纳：关于坐标轴对称时，关于谁对称谁不变，关

于原点对称都变号

点平移的坐标特征

（ｘ，ｙ）
向左平移ａ

→
个单位

（ｘ－ａ，ｙ）　　左减

（ｘ，ｙ）
向右平移ａ

→
个单位

（ｘ＋ａ，ｙ）　　右加

（ｘ，ｙ）
向上平移ａ

→
个单位

（ｘ，ｙ＋ａ）　　上加

（ｘ，ｙ）
向下平移ａ

→
个单位

（ｘ，ｙ－ａ）　　下减

必背１６　正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１．正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正比例函数 ｙ＝ｋｘ（ｋ为常数，ｋ≠０）

图象特征 正比例函数的图象是经过原点的一条直线

ｋ决定图象
的增减性

ｋ＞０，ｙ随ｘ的增大而增大 ｋ＜０，ｙ随ｘ的增大而减小

图象

经过象限 第一、三象限 第二、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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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正比例函数图象上的点的坐标特征

（１）若正比例函数ｙ＝ｋｘ图象上的点（除原点外）为（ａ，ｂ），则 ｂａ＝ｋ．

（２）若点Ａ（ｘ１，ｙ１），Ｂ（ｘ２，ｙ２）（ｘ１ｙ１≠０，ｘ２ｙ２≠０）在同一正比例函数 ｙ＝ｋｘ

的图象上，则
ｙ１
ｘ１
＝
ｙ２
ｘ２
＝ｋ．

必背１７　一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１．一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一次函数 ｙ＝ｋｘ＋ｂ（ｋ≠０）（当ｂ＝０时，ｙ＝ｋｘ为正比例函数）

与坐标

轴交点
与ｘ轴交于点（－ｂｋ，０），与ｙ轴交于点（０，ｂ）

ｋ，ｂ符号
ｋ＞０ ｋ＜０

ｂ＞０ ｂ＜０ ｂ＝０ ｂ＞０ ｂ＜０ ｂ＝０

大致图象

经过象限 一、二、三 一、三、四 一、三 一、二、四 二、三、四 二、四

增减性 ｙ随ｘ的增大而增大 ｙ随ｘ的增大而减小

２．一次函数解析式的确定
（１）设出一次函数解析式的一般式ｙ＝ｋｘ＋ｂ（ｋ≠０）；
（２）根据已知两点的坐标或其他条件列出关于待定系数ｋ、ｂ的方程（组）；
（３）解方程（组），求出ｋ、ｂ的值，写出解析式．

３．一次函数图象的平移

平移前 平移方式（ｍ＞０） 平移后 简记

ｙ＝ｋｘ＋ｂ

向左平移ｍ个单位长度 ｙ＝ｋ（ｘ＋ｍ）＋ｂ

向右平移ｍ个单位长度 ｙ＝ｋ（ｘ－ｍ）＋ｂ

向上平移ｍ个单位长度 ｙ＝ｋｘ＋ｂ＋ｍ

向下平移ｍ个单位长度 ｙ＝ｋｘ＋ｂ－ｍ

ｘ左加右减

等号右端整

体上加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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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对于两条直线ｙ＝ｋ１ｘ＋ｂ１和ｙ＝ｋ２ｘ＋ｂ２，则有
（１）ｋ１＝ｋ２且ｂ１≠ｂ２时，两直线平行；
（２）ｋ１≠ｋ２时，两直线相交，若ｂ１＝ｂ２，两直线相交于点（０，ｂ１）；
（３）ｋ１ｋ２＝－１时，两直线垂直．

　 　

必背１８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１．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反比例

函数
ｙ＝ｋｘ（ｋ为常数，ｋ≠０）

ｋ的符号 ｋ＞０ ｋ＜０

图象

所在象限
第一、三象限

（ｘ，ｙ同号）
第二、四象限

（ｘ，ｙ异号）

增减性
在每一个象限内，ｙ随 ｘ的增
大而减小

在每一个象限内，ｙ随ｘ的增
大而增大

对
称
性

中心

对称

关于原点成中心对称．如：双曲线一支上的点 Ｐ（ｘ，ｙ），则关于
原点的对称点Ｐ′（－ｘ，－ｙ）在双曲线另一支上

轴对称 有两条对称轴，分别为直线ｙ＝ｘ和ｙ＝－ｘ

２．双曲线上多个点的纵坐标比较大小
双曲线是两支不同的曲线，而不是连续的曲线，所以比较函数值的大小时，

要注意判断这些点是否在同一象限．
（１）同一象限内，根据函数的增减性来比较：ｋ＞０，ｙ随ｘ的增大而减小；ｋ＜
０，ｙ随ｘ的增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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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不在同一象限时：ｘ轴上方的那一支上的点的纵坐标大，下方的小．解

决这种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是画出草图，标出各点，再比较大小．

如图，若ｘ１＜０＜ｘ２＜ｘ３，则ｙ１＜ｙ３＜ｙ２．

若ｙ２＞ｙ３＞０＞ｙ１，则ｘ１＜ｘ２＜ｘ３．

３．与反比例函数ｋ的几何意义有关的面积计算

　

必背１９　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１．二次函数解析式的确定

已知条件 设解析式 对称轴 待定系数法求解析式

顶点＋其他点坐标
顶点式：

ｙ＝ａ（ｘ－ｈ）２＋ｋ
ｘ＝ｈ

与ｘ轴的两个交点
＋其他点坐标

交点式：ｙ＝
ａ（ｘ－ｘ１）（ｘ－ｘ２）

ｘ＝
ｘ１＋ｘ２
２

任意三个点坐标
一般式：

ｙ＝ａｘ２＋ｂｘ＋ｃ
ｘ＝－ｂ２ａ

设二次函数解析式，

将已知点的坐标代

入，得到关于系数的

方程（组），解方程

（组），得出结果，再

代回所设解析式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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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二次函数ｙ＝ａｘ２＋ｂｘ＋ｃ（ａ、ｂ、ｃ为常数，ａ≠０）

大致图象

ａ＞０ ａ＜０

开口方向 向上 向下

对称轴 ｘ＝－ｂ２ａ

顶点坐标 （－ｂ２ａ，
４ａｃ－ｂ２

４ａ ）

增减性

当ｘ＜－ｂ２ａ时，ｙ随ｘ的增大

而减小；

当ｘ＞－ｂ２ａ时，ｙ随ｘ的增大

而增大

当ｘ＜－ｂ２ａ时，ｙ随 ｘ的增大

而增大；

当ｘ＞－ｂ２ａ时，ｙ随 ｘ的增大

而减小

最值

当ｘ＝－ｂ２ａ时，ｙ有最小值为

４ａｃ－ｂ２

４ａ

当ｘ＝－ｂ２ａ时，ｙ有最大值为

４ａｃ－ｂ２

４ａ

３．二次函数图象与系数ａ，ｂ，ｃ的关系

ａ
决定抛物线的开口方向，

｜ａ｜决定开口大小
ａ＞０，抛物线开口向上；
ａ＜０，抛物线开口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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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ｂ、ａ
决定抛物线对称轴的位置

（对称轴为直线ｘ＝－ｂ２ａ）

ｂ＝０，对称轴为ｙ轴；
ｂ
ａ＞０，对称轴在ｙ轴左侧；

ｂ
ａ＜０，对称轴在ｙ轴右侧

ｃ
决定抛物线与 ｙ轴交点的
位置

ｃ＝０，抛物线过原点；
ｃ＞０，抛物线与ｙ轴交于正半轴；
ｃ＜０，抛物线与ｙ轴交于负半轴

ｂ２－４ａｃ
决定抛物线与 ｘ轴的交点
个数

ｂ２－４ａｃ＝０时，与ｘ轴有唯一的交
点（顶点）；

ｂ２－４ａｃ＞０，与ｘ轴有两个交点；

ｂ２－４ａｃ＜０，与ｘ轴没有交点

４．二次函数图象的平移
（１）平移的方法及步骤

①将二次函数解析式转化为顶点式ｙ＝（ｘ－ｈ）２＋ｋ，确定顶点坐标；

②保持二次函数图象的形状不变，平移其顶点坐标即可．
（２）平移规律

移动方向

（ｍ＞０）
平移前的

顶点坐标
规律

平移后的

顶点坐标

平移后的

解析式

向左平移

ｍ个单位长度

向右平移

ｍ个单位长度

向上平移

ｍ个单位长度

向下平移

ｍ个单位长度

（ｈ，ｋ）

根据点坐标的

平移规律：ｘ左
减右加，ｙ上加
下减，平移顶

点坐标即可

（ｈ－ｍ，ｋ） ｙ＝ａ（ｘ－ｈ＋ｍ）２＋ｋ

（ｈ＋ｍ，ｋ） ｙ＝ａ（ｘ－ｈ－ｍ）２＋ｋ

（ｈ，ｋ＋ｍ） ｙ＝ａ（ｘ－ｈ）２＋ｋ＋ｍ

（ｈ，ｋ－ｍ） ｙ＝ａ（ｘ－ｈ）２＋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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