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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思想在两种题型中的应用

通用的解题思路：

解决这类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观察一归纳一猜想一证明(验证)，具体做法是:①认

真观察所给的一组数、式、图等，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②分析概括所给数式图

的特征，归纳它们的共性和蕴含的变化规律，猜想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③结

合问题所给的材料查是证明或验证结论的正确性。

题型一：数式规律中的猜想归纳思想

1 (2024•马鞍山一模)观察以下等式：

第 1个等式：1× 1+ 3
2
- 2
2
= 1，

第 2个等式：
1
2
× 4+ 6

3
- 2
3
= 1，

第 3个等式：
1
3
× 9+ 9

4
- 2
4
= 1，

第 4个等式：
1
4
× 16+ 12

5
- 2
5
= 1，

.....．

按照以上规律，解决下列问题：

(1)写出第 5个等式：　
1
5
× 25+ 15

6
- 2
6
= 1　；

(2)写出你猜想的第n个等式： (用含n的等式表示)，并证明．

【分析】(1)根据前 4个等式的规律求解此题；

(2)根据前 5个等式归纳出此题规律进行求解．

【解答】解：(1) ∵第 1个等式：1× 1+ 3
2
- 2
2
= 1× 1

2× 3× 1
1+ 1 = 1，

第 2个等式：
1
2
× 4× 6

3
- 2
3
= 1
2
× 2

2+3× 2
2+ 1 - 2

2+ 1 = 1，

第 3个等式：
1
3
× 9+ 9

4
- 2
4
= 1
3
× 3

2+3× 3
3+ 1 - 2

3+ 1 = 1，

第 4个等式：
1
4
× 16+ 12

5
- 2
5
= 1
4
× 4

2+3× 4
4+ 1 - 2

4+ 1 = 1，

∴第 5个等式：
1
5
× 5

2+3× 5
5+ 1 - 2

5
= 1
5
× 25+ 15

6
- 2
5
= 1，

故答案为：
1
5
× 25+ 15

6
- 2
5
= 1；

(2)由题意得，

第 1个等式：1× 1+ 3
2
- 2
2
= 1× 1

2× 3× 1
1+ 1 = 1，

第 2个等式：
1
2
× 4× 6

3
- 2
3
= 1
2
× 2

2+3× 2
2+ 1 - 2

2+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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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个等式：
1
3
× 9+ 9

4
- 2
4
= 1
3
× 3

2+3× 3
3+ 1 - 2

3+ 1 = 1，

第 4个等式：
1
4
× 16+ 12

5
- 2
5
= 1
4
× 4

2+3× 4
4+ 1 - 2

4+ 1 = 1，

⋯⋯，

∴第n个等式：
1
n
× n

2+3n
n+ 1 -

2
n+ 1 = 1．

故答案为：
1
n
× n

2+3n
n+ 1 -

2
n+ 1 = 1．

【点评】此题考查了算式规律的归纳能力，关键是能准确理解题意，并通过观察、计算、归纳进行求解．

2 (2024•包河区一模)观察下列等式：

a1= 1
1× 2× 3 +

1
2
= 2
1× 3；

a2= 1
2× 3× 4 +

1
3
= 3
2× 4；

a3= 1
3× 4× 5 +

1
4
= 4
3× 5；

⋯

(1)猜想并写出第 6个等式 a6=　
1

6× 7× 8 +
1
7
= 7
6× 8 ． ；

(2)猜想并写出第n个等式 an= ；

(3)证明 (2)中你猜想的正确性．

【分析】(1)根据所给的等式的形式进行求解即可；

(2)分析所给的等式的形式，进行总结即可；

(3)把 (2)中的左边进行整理，从而可求证．

【解答】解：(1)由题意得：第 6个等式 a6= 1
6× 7× 8 +

1
7
= 7
6× 8．

故答案为：
1

6× 7× 8 +
1
7
= 7
6× 8；

(2)由题意得：第 n个等式 an= 1
n(n+ 1) (n+ 2)

+ 1
n+ 1 =

n+ 1
n(n+ 2)

．

故答案为：
1

n(n+ 1) (n+ 2)
+ 1
n+ 1 =

n+ 1
n(n+ 2)

；

(3) (2)中的等式左边= 1
n(n+ 1) (n+ 2)

+ n(n+ 2)
n(n+ 1) (n+ 2)

= 1+n2+2n
n(n+ 1) (n+ 2)

= (n+ 1)2

n(n+ 1) (n+ 2)

= n+ 1
n(n+ 2)

=右边．

故猜想成立．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数字的变化规律，解答的关键是由所给的等式总结出存在的规律．

3 (2024•嘉善县一模)观察下面的等式： 1+ 1
3
= 2 1

3
， 2+ 1

4
= 3 1

4
， 3+ 1

5
= 4 1

5
，

4+ 1
6
= 5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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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出 2023+ 1
2025

的结果；

(2)按照上面的规律归纳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用含n的等式表示，n为正整数)
(3)试运用相关知识，推理说明你所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

【分析】(1)由上述等式得， n+ 1
n+ 2 = (n+ 1)

1
n+ 2 ，所以 2023+ 1

2025
= 2024 1

2025
；

(2)观察上面的等式可得， n+ 1
n+ 2 = (n+ 1)

1
n+ 2；

(3)计算 n+ 1
n+ 2 是否等于 (n+ 1) 1

n+ 2．

【解答】解：(1)由上述等式得， 2023+ 1
2025

= 2024 1
2025

；

(2) n+ 1
n+ 2 = (n+ 1)

1
n+ 2；

(3) n+ 1
n+ 2 =

n2+2n+ 1
n+ 2 = (n+ 1)2

n+ 2 = (n+ 1) 1
n+ 2．

【点评】本题考查了算术平方根，关键是从等式中找到规律．

4 (2024•新乐市一模)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快乐数字，我们把自己出生的年份减去组成这个年份的数字

之和，所得的差就是我们自己的快乐数字．比如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出生于 1910年，他的快乐数字是

1910- (1+ 9+ 1+ 0) = 1899．
(1)某人出生于 1949年，他的快乐数字是 1926 ；

(2)你再举几个例子并观察，这些快乐数字都能被 整除，请你用所学知识说明你的猜想．

(3)请你重新对快乐数字定义，并写出一个你找到的规律 (直接写出结果，不用证明)．
【分析】(1)根据快乐数字的定义即可解决问题．

(2)按要求举几个例子，并发现规律即可解决问题．

(3)根据 (2)中发现的规律，进行重新定义即可．

【解答】解：(1)由题知，

1949- (1+ 9+ 4+ 9) = 1926，
即他的快乐数字是 1926．

故答案为：1926．

(2)例如：1986，1995，

1986- (1+ 9+ 8+ 6) = 1962，
1995- (1+ 9+ 9+ 5) = 1971，
观察发现，这些快乐数字都能被 9整除．

证明如下，

令这个四位数为：1000a+ 100b+ 10c+ d，(a≠ 0)，
则 1000a+ 100b+ 10c+ d- (a+ b+ c+ d)
= 999a+ 99b+ 9c
= 9(111a+ 11b+ c)，
故此代数式是 9的倍数，

所以猜想是正确的．

(3)定义如下，

若一个四位数的千位数字与十位数字相等，个位数字与百位数字相等，则称这个数为“快乐数字”．

发现的规律是，

“快乐数字”能被 101整除． (答案不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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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查数字变化的规律，理解题中“快乐数字”的定义是解题的关键．

5 (2024•长安区一模)某班数学小组在研究个位数字为 5的两位数的平方的规律时，得到了下列等式：

第 1个等式：152= 15× 15= 225= (1× 2) × 100+ 25；
第 2个等式：252= 25× 25= 625= (2× 3) × 100+ 25；
第 3个等式：352= 35× 35= 1225= (3× 4) × 100+ 25；
⋯
按照以上规律，解决下列问题：

(1)填空：752= 75× 75= 5625 = ；

(2)已知 1≤ x≤ 9且n为整数，猜想第n个等式 (用含n的等式表示)，并证明．

【分析】(1)计算 75× 75= 5625，根据上述等式得 5625= (7× 8) × 100+ 25；
(2)根据上述等式，得出规律 (10n+ 5)2=n(n+ 1) × 100+ 25，(1≤n≤ 9，且n为整数)，再证明即可．

【解答】解：(1)5625；
(7× 8) × 100+ 25；
(2) (10n+ 5)2=n(n+ 1) × 100+ 25，(1≤n≤ 9，且n为整数)
证明：(10n+ 5)2= 100n2+100n+ 25
= (n2+n) × 100+ 25
=n(n+ 1) × 100+ 25，
∴猜测的算式正确．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数字的变化规律和列代数式，从题目中找出数字与等式的变化规律是解题的关键．

6 (2024•庐江县一模)观察下列等式：

第 1个等式：
3
1
- 2
3
= 3

2+12
3
+ a；

第 2个等式：
4
2
- 2
4
= 4

2+22
8
+ a；

第 3个等式：
5
3
- 2
5
= 5

2+32
15

+ a；

第 4个等式：
6
4
- 2
6
= 6

2+42
24

+ a；

⋯
按照以上规律，解决下列问题：

(1)各等式都成立时，a=　-1　；

(2)在 (1)的条件下，写出你猜想的第n个等式 (用含n的式子表示)，并证明．

【分析】(1)根据所给等式，求出 a得值即可解决问题．

(2)观察所给等式发现规律即可解决问题．

【解答】解：(1)由题知，

因为
3
1
- 2
3
= 3

2+12
3
+ a，

解得 a=-1，
所以 a的值为-1．
故答案为：-1．

(2)因为第 1个等式：
3
1
- 2
3
= 3

2+12
3
- 1；

第 2个等式：
4
2
- 2
4
= 4

2+22
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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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个等式：
5
3
- 2
5
= 5

2+32
15

- 1；

第 4个等式：
6
4
- 2
6
= 6

2+42
24

- 1；

⋯，

观察所给等式各部分的变化规律可知，

第n个等式：
n+ 2
n
- 2
n+ 2 =

(n+ 2)2+n2

n(n+ 2)
- 1；

证明如下，

左边= (n+ 2)
2-2n

n(n+ 2)
= n

2+2n+ 4
n2+2n

；

右边= n
2+4n+ 4+n2- (n2+2n)

n2+2n
= n

2+2n+ 4
n2+2n

；

左边=右边，

所以此等式成立．

【点评】本题考查数字变化的规律，能根据所给等式发现各部分的变化规律进而得出第 n的等式是解题的

关键．

7 (2023•利辛县模拟)观察下列等式：

第①个等式：12+22= 32-22，
第②个等式：22+32= 72-62，
第③个等式：32+42= 132-122，
第④个等式：42+52= 212-202，
⋯
根据上述规律解决下列问题：

(1)写出第⑤个等式；

(2)写出你猜想的第?个等式 (用含n的式子表示)，并证明．

【分析】(1)根据等式的计算规律分析即可；

(2)利用等式的计算规律写出猜想，再运用平方差公式计算证明．

【解答】解：(1)第⑤个等式为：52+62= 312-302；
(2)第?个等式 (用含n的式子表示)为：n2+ (n+ 1)2=[n(n+ 1) + 1]2-[n(n+ 1)]2，
证明：左边=n2+ (n2+2n+ 1) = 2n2+2n+ 1，
右边=[n(n+ 1) + 1+n(n+ 1)] ⋅ [n(n+ 1) + 1-[n(n+ 1)]= 2n2+2n+ 1，
∵左边=右边，

∴n2+ (n+ 1)2=[n(n+ 1) + 1]2-[n(n+ 1)]2．
【点评】本题考查了数字规律的探究，熟练掌握平方差公式的应用是解答本题的关键．

8 (2023•全椒县三模)观察下列等式：

第 1个等式：
22

1
- 1- 2= 1；

第 2个等式：
32

2
- 2- 2= 1

2
；

第 3个等式：
42

3
- 3- 2= 1

3
；

第 4个等式：
52

4
- 4- 2=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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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个等式：
62

5
- 5- 2= 1

5
；

⋯；

按照以上规律，解决下列问题

(1)写出第 6个等式：　
72

6
- 6- 2= 1

6
　；

(2)写出你猜想的第n个等式 (用含n的式子表示)，并验证其正确性．

【分析】(1)根据前 5个等式规律写出第 6个等式；

(2)根据前 5个等式猜想出第 n个等式并验证．

【解答】解：(1) ∵第 1个等式：
22

1
- 1- 2= 1；

第 2个等式：
32

2
- 2- 2= 1

2
；

第 3个等式：
42

3
- 3- 2= 1

3
；

第 4个等式：
52

4
- 4- 2= 1

4
；

第 5个等式：
62

5
- 5- 2= 1

5
，

可得第 6个等式为：
72

6
- 6- 2= 1

6
，

故答案为：
72

6
- 6- 2= 1

6
；

(2)由题意可猜想得，第 n个等式为：
(n+ 1)2

n
-n- 2= 1

n
，

证明：∵ (n+ 1)
2

n
-n- 2

= n
2+2n+ 1
n

- n(n+ 2)
n

= n
2+2n+ 1-n2-2n

n

= 1
n
，

∴第n个等式为：
(n+ 1)2

n
-n- 2= 1

n
．

【点评】此题考查了算式规律的归纳能力，关键是能准确理解题意，并通过观察、计算、归纳进行求解．

9 (2023•夏邑县校级三模)设 a5


是一个两位数，其中 a是十位上的数字 (1≤ a≤ 9)．例如：当 a= 4
时，a5


表示的两位数是 45．

(1)尝试：

①当 a= 1 时，152= 225= 1× 2× 100+ 25；
②当 a= 2 时，252= 625= 2× 3× 100+ 25；
③当 a= 3时，352= 1225= 3× 4× 100+ 25；
④当 a= 4时，452= 2025=　 4× 5× 100+ 25　．

(2)归纳：a5
2与 100a(a+ 1) + 25有怎样的大小关系？试说明理由．

(3)运用：若 a5
2与 100a的和为 6325，求 a的值．

【分析】(1)根据规律直接得出结论即可；

(2)根据 a5
2= (10a+ 5) (10a+ 5) = 100a2+100a+ 25= 100a(a+ 1) + 25即可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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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题意列出方程求解即可．

【解答】解：(1)①当 a= 1 时，152= 225= 1× 2× 100+ 25；
②当 a= 2 时，252= 625= 2× 3× 100+ 25；
③当 a= 3时，352= 1225= 3× 4× 100+ 25；
∴③当 a= 4时，352= 2025= 4× 5× 100+ 25，
故答案为：4× 5× 100+ 25；

(2)a5
2= 100a(a+ 1) + 25，理由如下：

a5
2= (10a+ 5) (10a+ 5)
= 100a2+100a+ 25
= 100a(a+ 1) + 25；

(3)由题知，a5
2-100a= 6325，

即 100a2+100a+ 25- 100a= 6325，
解得 a= 75或-7(舍去)，
∴ a的值为 7．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数字的变化规律，根据数字的变化规律得出 a5
2= 100a(a+ 1) + 25的结论是解题的关

键．

10 (2023•凤台县校级三模)观察等式：

第 1个等式：
3
2× 4 -

1
3
= 1
2× 3× 4；

第 2个等式：
4
3× 5 -

1
4
= 1
3× 4× 5；

第 3个等式：
5
4× 6 -

1
5
= 1
4× 5× 6；

⋯
根据以上等式的规律，解答下列问题：

(1)直接写出第 5个等式：　
7
6× 8 -

1
7
= 1
6× 7× 8 　；

(2)猜想并写出第n个等式，证明你所猜想的正确性．

【分析】先分别找出分子分母的规律，再猜想出等式，并证明即可．

【解答】解：(1)先得到第一个分数的分子分母分别为 7，6× 8，
第二个分数的分子分母分别为 1，7，

第三个分数的分子分母分别为 1，6× 7× 8，

故得：
7
6× 8 -

1
7
= 1
6× 7× 8．

(2)第n个等式：
n+ 2

(n+ 1) (n+ 3)
- 1
n+ 2 =

1
(n+ 1) (n+ 2) (n+ 3)

证 明 ：∵ 左 边 = (n+ 2)2

(n+ 1) (n+ 2) (n+ 3)
- (n+ 1) (n+ 3)
(n+ 1) (n+ 2) (n+ 3)

= (n2+4n+ 4) - (n2+4n+ 3)
(n+ 1) (n+ 2) (n+ 3)

=

1
(n+ 1) (n+ 2) (n+ 3)

=右边，

∴得证．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学生找出分子分母的规律，再猜想出等式的能力，用分式运算证明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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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3•萧县三模)观察下列等式：第 1个等式：1+ 1- 1
5
= 32

1× 5；

第 2个等式：1+ 1
2
- 1
6
= 42

2× 6；

第 3个等式：1+ 1
3
- 1
7
= 52

3× 7；

⋯
按照以上规律，解决下列问题：

(1)写出第 4个等式：　 1+ 1
4
- 1
8
= 62

4× 8 　；

(2)写出你猜想的第n个等式 (用含n的等式表示)，并证明．

【分析】(1)根据题目中的三个等式各部分的变化规律，可解决问题．

(2)根据此等式各部分的变化规律，可归纳猜想出第 n个等式．将所得等式的左边通分，与右边相等，则可

得出此等式成立..

【解答】解：(1)由题知，

第 4个等式为：1+ 1
4
- 1
8
= 62

4× 8．

故答案为：1- 1
4
- 1
8
= 62

4× 8；

(2)猜想第n个等式为：1+ 1
n
- 1
n+ 4 =

(n+ 2)2

n(n+ 4)
．

证明：左边= n(n+ 4)
n(n+ 4)

+ n+ 4
n(n+ 4)

- n
n(n+ 4)

= n
2+4n+ 4
n(n+ 4)

= (n+ 2)
2

n(n+ 4)
=右边，

所以此等式成立．

【点评】本题考查了数式变化规律的归纳猜想问题，抓住等式中各部分的变化规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2 (2023•无为市四模)观察下列等式：

第 1个等式：: 1
1
- 1
1× 2 =

1
2
；

第 2个等式：
1
2
- 1
2× 3 =

1
3
；

第 3个等式：
1
3
- 1
3× 4 =

1
4
；

第 4个等式：
1
4
- 1
4× 5 =

1
5
；

⋯⋯
按照以上规律，解决下列问题：

(1)写出第 5个等式：　
1
5
- 1
5× 6 =

1
6
　．

(2)写出你猜想的第n个等式 (用含n的式子表示)，并证明．

【分析】(1)根据所给的等式的形式进行求解即可；

(2)利用所给的规律进行求解即可．

【解答】解：(1)按照以上规律，第 5个等式为：
1
5
- 1
5× 6 =

1
6
；

故答案为：
1
5
- 1
5× 6 =

1
6
；

(2)按照以上规律，第 n个等式为：
1
n
- 1
n(n+ 1)

= 1
n+ 1．证明如下：

等式左边= 1
n
- 1
n(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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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1
n(n+ 1)

- 1
n(n+ 1)

= n
n(n+ 1)

= 1
n+ 1，

等式右边= 1
n+ 1，

∵等式左边=等式右边，

∴等式成立．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分式的加减法，数字的变化规律，解题的关键是读懂题意，找到已知等式的规律．

13 (2023•思明区模拟)“歌唱家在家唱歌”“蜜蜂酿蜂蜜”这两句话从左往右读和从右往左读，结果完

全相同．文学上把这样的现象称为“回文”，数学上也有类似的“回文数”，比如 252，7887，34143．小明在

计算两位数减法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有些等式从左往右读的结果和从右往左读的结果一样，如：65- 38=
83- 56；91- 37= 73- 19；54- 36= 63- 45．数学上把这类等式叫做“减法回文等式”．

(1)①观察以上等式，请你再写出一个“减法回文等式”；

②请归纳“减法回文等式”的被减数 ab

(十位数字为 a，个位数字为 b)与减数 cd


应满足的条件，并证明．

(2)两个两位数相乘，是否也存在“乘法回文等式”？如果存在，请你直接写出“乘法回文等式”的因数 xy


与

因数mn


应满足的条件．

【分析】(1)①根据题意写出一个“减法回文等式“即可；

②由已知“减法回文等式”的定义证明即可；

(2)类似“减法回文等式”定义得到“乘法回文等式”，再根据“乘法回文等式”定义证明即可．

【解答】解：(1)①观察已知等式，再写出一个“减法回文等式”可以是 81- 72= 27- 18(答案不唯一)；

②归纳“减法回文等式”的被减数 ab

(十位数字为 a，个位数字为 6)与减数 cd


应满足的条件是 a- c= d-

b，证明如下：

∵ ab

- cd

= dc

- ba

，即 10a+ b- (10c+ d) = 10d+ c- (10b+ a)，

整理，得：11(a- c) = 11(d- b)，
∴ a- c= d- b；

(2)两个两位数相乘，也存在“乘法回文等式“，“乘法回文等式“的因数 xy


与因数应mn


满足的条件是 xm


= yn，理由如下：

∵ xy×mn=nm× xyx，

即 (10x+ y) (10m+n) = (10n+m) (10y+ x)，
整理，得：

99xm= 99yn，
∴ xm= yn．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整式的加减，注意发现数字之间的联系，找出运算的规律解决问题．

14 (2023•武安市三模)某数学兴趣小组研究如下等式：38× 32= 1216，53× 57= 3021，71× 79=
5609，84× 86= 7224．观察发现以上等式均是“十位数字相同，个位数字之和是 10的两个两位数相乘，且

积有一定的规律”．

(1)根据上述的运算规律，直接写出结果：58× 52= 3016 ；752= ；

(2)设其中一个数的十位数字为 a，个位数字为 b(a> 0,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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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请用含 a，b的等式表示这个运算规律，并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证明；

②上述等式中，分别将左边两个乘数的十位和个位数字调换位置，得到新的两个两位数相乘 (如:38× 32调
换为 83× 23)．若记新的两个两位数的乘积为m，①中的运算结果为n，求证：m-n能被 99整除．

【分析】(1)根据上述的运算规律计算，即可求解；

(2)①根据题意可得这两个两位数分别为 10a+ b，10a+ 10- b，从而得到这个运算规律为 (10a+ b) (10a+
10- b) = 100a(a+ 1) + b(10- b)，然后分别计算等式的左右两边，即可求解；

②由①得：n= 100a2+100a+ 10b- b2，可得新的两个两位数分别为 10b+ a，10(10- b) + a，进而得到m=
(10b+ a) [10(10- b) + a]，然后计算出m-n，即可解答．

【解答】(1)解：根据题意得：58× 52= (5× 6) × 100+ 8× 2= 3016，752= (7× 8) × 100+ 5× 5= 5625；
故答案为：3016；5625；

(2)①解：∵其中一个数的十位数字为 a，个位数字为 b(a,b> 0)，
∴另一个数的十位数字为 a，个位数字为 10- b，
∴这两个两位数分别为 10a+ b，10a+ 10- b，
根据题意得：这个运算规律为 (10a+ b) (10a+ 10- b) = 100a(a+ 1) + b(10- b)，
证明：左边= 100a2+10ab+ 100a+ 10b- 10ab- b2= 100a2+100a+ 10b- b2，
右边= 100a2+100a+ 10b- b2，
∴左边=右边；

②证明：由①得：n= 100a2+100a+ 10b- b2，
∵分别将左边两个乘数的十位和个位调换位置，得到新的两个两位数相乘，

∴新的两个两位数分别为 10b+ a，10(10- b) + a，
∴m= (10b+ a) [10(10- b) + a]
= (10b+ a) (100- 10b+ a)
= 1000b- 100b2+100a+ a2，
∴m-n= (1000b- 100b2+100a+ a2) - (100a2+100a+ 10b- b2)
=-99a2-99b2+990b
=-99(a2+b2-10b)，
∵ a，b为正整数，

∴ a2+b2-10b为整数，

∴m-n能被 99整除．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整式的混合运算，因式分解的应用，明确题意，准确得到规律是解题的关键．

15 (2024•安徽模拟)【观察】观察下列式子：

① 1× 4+ 2= 2× 3；
② 2× 5+ 2= 3× 4；
③ 3× 6+ 2= 4× 5；
④ 4× 7+ 2= 5× 6；
【猜想】根据上述式子猜想式子⑥：6× 9+ 2= 7 × ；

【发现】用含n的式子表示出第n个式子： ；

【应用】利用你发现的规律计算：
2021× 2024+ 2
2022× 2025+ 2．

【分析】猜想：根据上述四个式子猜想第六个式子即可；

发现：根据上述式子得出一般规律，即 n× (n+ 3) + 2= (n+ 1) × (n+ 2)；
应用：根据发现的规律计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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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猜想：⑥：6× 9+ 2= 7× 8，
故答案为：7，8；

发现：第n个式子：n× (n+ 3) + 2= (n+ 1) × (n+ 2)，
故答案为：n× (n+ 3) + 2= (n+ 1) × (n+ 2)；

应用：原式= 2022× 2023
2023× 2024 =

1011
1012

．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数字的变化规律，有理数的混合运算和列代数式，熟练掌握上述知识点是解题的关

键．

16 (2024•芜湖二模)如图被称为“杨辉三角”或“贾宪三角”．其规律是：从第 3行起，每行两端的数都

是“1”，其余各数都等于该数“两肩”上的数之和．图中两平行线之间的一列数：1，3，6，10，15，⋯⋯，我们

把第 1个数记为 a1，第 2个数记为 a2，第 3个数记为 a3，⋯⋯，第n个数记为 an．

(1)根据这列数的规律，a8= 36 ，an= ；

(2)这列数中有 66这个数吗？如果有，求n；如果没有，请说明理由．

【分析】(1)根据题意，可以得出规律：第 n个数记为 an= 1+ 2+ 3+ 4+⋯+n=
n(n+ 1)
2

，再求 a8即可；

(2)设 66= n(n+ 1)
2

，求解即可．

【解答】解：(1)根据题意可知：

a1= 1；
a2= 1+ 2= 3；
a3= 1+ 2+ 3= 6；
a4= 1+ 2+ 3+ 4= 10；
⋯，

第n个数记为 an= 1+ 2+ 3+ 4+⋯+n=
n(n+ 1)
2

，

∴ a8= 8× 92 = 36；

故答案为：36；
n(n+ 1)
2

．

(2)设 66= n(n+ 1)
2

，

解得：n= 11，
∴这列数中有 66这个数，n= 11．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数字的变化规律，从题目中找出数字间的变化规律是解题的关键．

17 (2024•池州二模)观察下列式子：

第 1个等式：132= 10× (10× 1+ 6) × 1+ 9；
第 2个等式：232= 10× (10× 2+ 6)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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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个等式：332= 10× (10× 3+ 6) × 3+ 9；
⋯⋯
(1)请写出第 4个等式：　 432= 10× (10× 4+ 6) × 4+ 9　；

(2)设一个两位数表示为 10a+ 3，根据上述规律，请写出 (10a+ 3)2的一般性规律，并予以证明．

【分析】(1)根据前 3个等式的规律，即可写出答案；

(2)根据前 3个等式的运算过程，即可得出一般性规律，再进行证明即可．

【解答】解：(1)432= 10× (10× 4+ 6) × 4+ 9，
故答案为：432= 10× (10× 4+ 6) × 4+ 9；
(2)一般性规律：(10a+ 3)2= 10a× (10a+ 6) + 9．
证明：∵等式左边= (10a+ 3)2= 100a2+60a+ 9，
等式右边= 10a× (10a+ 6) + 9= 100a2+60a+ 9，
∴等式左边=等式右边，即 (10a+ 3)2= 10a× (10a+ 6) + 9．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数字的变化规律和有理数的混合运算，找出等式的变化规律是解题的关键．

18 (2024•庐江县校级模拟)观察下列等式：

第 1个等式：
1
1
- 1
1
= 0
1× 1；

第 2个等式：
1
3
- 1
4
= 1
4× 3；

第 3个等式：
1
5
- 1
9
= 22

9× 5；

第 4个等式：
1
7
- 1
16
= 32

16× 7；⋯⋯

(1)请你按照上述等式规律写出第 5个等式；

(2)根据上述等式规律写出第n个等式；

(3)证明 (2)中你所写等式的正确性．

【分析】(1)根据前几个等式，可得第 5个等式：
1
9
- 1
25
= 42

25× 9；

(2)第n个等式：
1

2n- 1 -
1
n2
= (n- 1)2

n2(2n- 1)
；

(3)证明等式左边等于等式右边即可．

【解答】解：(1) 1
9
- 1
25
= 42

25× 9；

(2) 1
2n- 1 -

1
n2
= (n- 1)2

n2(2n- 1)
；

(3) ∵左边= 1
2n- 1 -

1
n2
= n

2- (2n- 1)
n2(2n- 1)

= n
2-2n+ 1
n2(2n- 1)

= (n- 1)2

n2(2n- 1)
=右边，

∴等式成立．

【点评】本题考查的是数字的变化规律，从题目中找出数字的变化规律是解题的关键．

19 (2024•沅江市一模)设 a1= 32-12，a2= 52-32，a3= 72-52⋯，容易知道 a1= 8，a2= 16，a3= 24，如果一

个数能表示为 8的倍数，我们就说它能被 8整除，所以 a1，a2，a3都能被 8整除．

(1)试探究 an是否能被 8整除，并用文字语言表达出你的结论．

(2)若一个数的算术平方根是一个自然数，则称这个数是“完全平方数”，试找出 a1，a2，a3⋯ an这一系列数

中从小到大排列的前 4个完全平方数，并说出当n满足什么条件时，an为完全平方数．

【分析】(1)由题意，an是相邻俩奇数 2n+ 1、2n- 1的平方差，化简结果是 8的倍数，可整除；



13

(2)由 an= 8n找到前四个完全平方数，从下标 2、8、18、32可知它们是一个完全平方数的 2倍．

【解答】解：(1)由题意得：

an= (2n+ 1)2- (2n- 1)2

= 4n2+4n+ 1- (4n2-4n+ 1)
= 8n
∴ an能被 8整除．

(2)由 (1)知 an= 8n，
当n= 2时，a2= 16= 42,是完全平方数；

当n= 8时，a8= 64= 82,是完全平方数；

当n= 18时，a18= 144= 122,是完全平方数；

当n= 32时，a32= 256= 162,是完全平方数．

这一系列数中从小到大排列的前 4个完全平方数依次为：16、64、144、256．

由 a2、a8、a18、a32四个完全平方数可知 n= 2×m2，

所以n为一个完全平方数两倍时，an是完全平方数．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了数字的变化规律，利用代数式来表示一般规律，利用已总结的规律进一步探索、发

现、归纳得出下一步结论是本题难点．

20 (2023•新华区校级二模)【发现】如果一个整数的个位数字能被 5整除，那么这个整数就能被 5整

除．

【验证】如：∵ 345= 100× 3+ 10× 4+ 5，
又∵ 100和 10都能被 5整除，5能被 5整除，

∴ 100× 3+ 10× 4+ 5能被 5整除，

即：345能被 5整除．

(1)请你照着上面的例子验证 343不能被 5整除；

(2)把一个千位是 a、百位是 b、十位是 c、个位是 d的四位数记为 abcd


．请照例说明：只有 d等于 5或 0时，

四位数 abcd


才能被 5整除．

【迁移】(3)设 abc


是一个三位数，请证明；当 a+ b+ c的和能被 3整除时，abc


能被 3整除．

【分析】(1)仿照所给的例子进行求解即可；

(2)仿照所给的例子进行求解即可；

【迁移】仿照所给的例子进行求解即可．

【解答】证明：(1) ∵ 343= 100× 3+ 10× 4+ 3，
100和 10都能被 5整除，3不能被 5整除，

∴ 100× 3+ 10× 4+ 3不能被 5整除，

即 343不能被 5整除；

(2) ∵ abcd


= 1000a+ 100b+ 10c+ d，
1000和 100和 10都能被 5整除，

∴当 d能被 5整除时，1000a+ 100b+ 10c+ d能被 5整除；

∴只有 d等于 5或 0时，四位数 abcd


才能被 5整除．

【迁移】证明：∵ abc

= 100a+ 10b+ c，

= (99+ 1)a+ (9+ 1)b+ c
= (99a+ 9b) + (a+ b+ c)
= 3(33a+ 3b) + (a+ b+ c)，
∵ 3(33a+ 3b)能被 3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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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a+ b+ c”能被 3整除，则 abc


能被 3整除．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整式的加减，列代数式，掌握相应的运算法则是解本题的关键．

题型二：图案规律中的猜想归纳思想

21 (2023•枣庄) (1)观察分析：在一次数学综合实践活动中，老师向同学们展示了图①，图②，图③三幅

图形，请你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观察图中阴影部分构成的图案，写出三个图案都具有的两个共同特征：

轴对称图形 ， ；

(2)动手操作：请在图④中设计一个新的图案，使其满足你在 (1)中发现的共同特征．

【分析】(1)观察图形可得出结论．

(2)根据发现的规律直接画出图形即可．

【解答】解：(1)观察图形可知：三个图形都为轴对称图形且面积相等，

故答案为：轴对称图形，面积相等．

(2)如图：(答案不唯一)
【点评】本题考查了轴对称的知识，利用轴对称进行图形的变换是解题的关键．

22 (2024•肥西县一模)用同样规格的黑白两种颜色的正方形，拼如图的方式拼图，请根据图中的信息

完成下列的问题：

(1)在图②中用了 8 块白色正方形，在图③中用了 块白色正方形；

(2)按如图的规律继续铺下去，那么第n个图形要用 块白色正方形；

(3)如果有足够多的黑色正方形，能不能恰好用完 2024块白色正方形，拼出具有以上规律的图形？如果可

以请说明它是第几个图形；如果不能，说明你的理由．

【分析】(1)观察如图可直接得出答案；

(2)认真观察题目中给出的图形，结合问题 (1)，通过分析，即可找到规律，得出答案；

(3)根据问题 (2)中总结的规律，列出算式 3n+ 2= 2024，如果结果是整数，则能够拼出具有以上规律的图

形，否则，不能．

【解答】解：(1)观察如图可以发现，图②中用了 8 块白色正方形，在图③中用了 11 块白色正方形；

故答案为：8，11；

(2)在图①中，需要白色正方形的块数为 3× 1+ 2= 5；
在图②中，需要白色正方形的块数为 3× 2+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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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③中，需要白色正方形的块数为 3× 3+ 2= 11；
由此可以发现，第几个图形，需要白色正方形的块数就等于 3乘以几，然后加 2．

所以，按如图的规律继续铺下去，那么第 n个图形要用 (3n+ 2)块白色正方形；

故答案为：(3n+ 2)；
(3)能恰好用完 2024块白色正方形，理由如下：

假设第n个图形恰好能用完 2021块白色正方形，则 3n+ 2= 2024，
解得：n= 674，
即第 674个图形中恰好用完 2024块白色正方形．

【点评】此题主要考查了列代数式这个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是根据题目中给出的图

形，通过分析、思考，总结出图形变化的规律．

23 (2024•镜湖区校级一模)将一些相同的“☆”按如图所示摆放，观察其规律并回答下列问题：

(1)图 6中的“☆”的个数有 35 个；

(2)图n中的“☆”的个数有 个；

(3)图 n中的“☆”的个数可能是 100个吗；如果能，求出 n的值；如果不能，试用一元二次方程的相关知识说

明理由．

【分析】(1)图 1中的“☆”的个数有 12-1+ 5= 5个，图 2中的“☆”的个数有 22-2+ 5= 7个，图 3中的“☆”

的个数有 32-3+ 5= 11个，图 4中的“☆”的个数有 42-4+ 5= 17个，由此得到规律求解即可；

(2)根据 (1)所求即可得到答案；

(3)令n2-n+ 5= 100，解方程求出 n的值，看n是否是正整数即可得到答案．

【解答】解：(1)图 1中的“☆”的个数有 12-1+ 5= 5个，

图 2中的“☆”的个数有 22-2+ 5= 7个，

图 3中的“☆”的个数有 32-3+ 5= 11个，

图 4中的“☆”的个数有 42-4+ 5= 17个，

⋯⋯
∴可以得到规律，图 n中的“☆”的个数有 (n2-n+ 5)个，

∴图 6中的“☆”的个数有 62-6+ 5= 35个，

故答案为：35；

(2)由 (1)得图n中的“☆”的个数有 (n2-n+ 5)个，

故答案为：(n2-n+ 5)；

(3)图n中的“☆”的个数不可能是 100个，理由如下：

令n2-n+ 5= 100，则n2-n- 95= 0，

解得n= 1± 12-4× 1× (-95)
2

= 1± 381
2

，

又∵n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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