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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ＳＨＵＯＭＩＮＧ 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我 社 曾 出 版 过 由 薛 德 炯、吴 载 耀 根 据 日

本长泽龟之助原著而编译的一套《题解中心》，其中包括《算术辞

典》、《代数学辞典》、《三角法辞典》、《几何学辞典》．当时曾受到广

大读者的欢迎，后 来 曾 重 印 过 数 次．但 是，此《题 解 中 心》原 著 于

１９３５年，距离现在已 有 半 个 世 纪，其 篇 幅 内 容 过 于 浩 繁 庞 杂，有

些内容还不尽确切，现在看来，更不适合我国目前国情．
鉴于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及

有关资料，完全有必要、有可能编纂一套符合目前国家教委颁布

的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及小学数学教学大纲精神的新的数

学辞典．
为此，我社邀请了上海市部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大、中、小

学数学教师陆续编写适合我国目前国情及教学实际需要的算术

辞典、代数学辞典（上、下）、几何学辞典、三角学辞典、平面解析几

何辞典．今后将分别陆续出版．

１９８８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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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ＱＩＡＮＹＡＮ 言

　　“算术”早在我国西汉（公元前２００年～公元８年）时期是数

学书的代用名词，包含当时的全部数学知识和计算技能．随着生

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学知识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现在

“算术”只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讨论非负整数、分数、小数的

记数法和它们在加、减、乘、除、乘方等运算下产生的数的性质、运

算法则，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数学问题．它是数学中最基础、
最初等的部分．

“算术”作为当代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还包括“量与计量”、
“简单几何形体求积”等知识．因此，算术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有

许多专用的名词、术 语，各 种 计 算 法 则，还 有 浩 如 烟 海 的 应 用 问

题．这就需要编纂一部算术分支的工具书，供教师、学生以及数学

爱好者查阅．
在我国也曾编译出版过这类工具书，大多由于年代较早，内

容难免有些陈旧，语言文字也较精邃，不易为现代读者所理解．为

此，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支持下，编写了这部书．
本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算术词语释义，收集了现代

常用的算术专用名词和术语共１００５条，逐条加以解释或说明；第

二部分是算术题解，精选了古今中外名题、趣题和常见的应用问

题，以及有代表性的速算题、智力游戏题等共２６２１题，逐题加以

解答．此外，还选编了算术史料条目，供读者查考．
本书编委：顾汝佐、蒋冲、周玉刚、水康华、汪绳祖、徐彩霞．主

编：顾汝佐、蒋冲．第一部分由蒋冲、徐彩霞编写，第二部分由顾汝

佐、蒋冲、水康华、汪绳祖、黄玉鸣、俞孝武、周家明等编写，第三部



前

　
　
言

　　　　　　

　　　 ２　　　　

分由黄继鲁、徐五光编写，第四、五部分由邹玲丽、徐彩霞编写．最

后由蒋冲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由陈肇曾、鲍茂盛、施介明、郑高

民负责全书的计算核对工作，由夏有霹、许世德、沈永欢负责有关

部分的审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很多专家、小学数学工作者的大

力协助，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编写人员的水平，缺点错误一定很多，尤其是算术题目

甚多，在选编时难免挂一漏万，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

见，使这部书更加完善．

编　者

１９８８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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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修订
ＸＩＵＤＩＮＧＳＨＵＯＭＩＮＧ 说明

　　这本《算术辞 典》于１９８８年 完 稿，１９８９年 出 版，至 今 已 十 年

有余。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数学与数学教育

也起了许多的 变 化。“算 术”是 数 学 的 一 个 分 支，是 数 学 中 最 基

础、最初等的部分，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不论是题目的题材或是

使用的计量单位，较之十年前均有所更新。为了使这本工具书更

具有时代气息，更贴近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数学教育，在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支持下，特组织部分原作者，作了全面的修

改、删减和增补。
在修订中，删减了陈旧、重复的题目共３６８题，修改了题目中

的数据、单位名称等共５８３题，还增补了税收、小学生数学竞赛等

新的内容共４２８题。使它更切合当前读者的需要。
参加本书修订工作的有：顾汝佐、周玉刚、汪绳祖、黄玉鸣、俞

孝武、周家明、周滔等。
限于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指正。

修订者

２００３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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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ＦＡＮＬＩ 例

　　１．条目、题目按学科知识体系的章节分类分组编排．正文前

刊有按类组形式 编 制 的 目 录，正 文 后 附 有 按 笔 划 分 类 的 条 目 索

引，以供检索．
２．题目解答一般是一题一解，部分题目有其他较好解法的，

则一题多解，分别列出．一般先介绍算术解法，再适当介绍方程解

法．本书中已收录题目的结论，在其他题目中应用时，一般不再重

复，只注明“参见第×××题”．
３．对典型题或较复杂的题目，进行分析，提出解题的关键和

思路的分析；另以说明的形式标明有关解题规律的总结．
４．本书附插图５４５幅，分别附于有关题目下面；同一题中有

一幅以上者，分别注明图１、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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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ＭＵＬＵ 录

第一部分　基本概念、公式、法则 １………………………………

　一、数 １……………………………………………………………………

　二、数的应用 ５０……………………………………………………………

　三、数的性质 ６４……………………………………………………………

　四、比和比例 ７１……………………………………………………………

　五、计量 ８１…………………………………………………………………

　六、简单图形 ９６……………………………………………………………

　七、统计图表 １２５…………………………………………………………

　八、现代数学思想 １２９……………………………………………………

　九、其他 １３５………………………………………………………………

第二部分　题解 １３９………………………………………………

　一、数的计算 １３９…………………………………………………………

　　１．整数、小数、分数四则和乘方、开方的式题计算 １３９…………………

　　　（１）只含第一级运算的式题计算 １３９…………………………………

　　　（２）只含第二级运算的式题计算 １４０…………………………………

　　　（３）四则式题计算 １４０…………………………………………………

　　　（４）开平方与开立方 １４４………………………………………………

　　　（５）繁分数化简 １４７……………………………………………………

　　２．运算定律、性质的应用（简便计算） １４９………………………………

　　　（１）加法交换律、结合律的运用 １４９…………………………………

　　　（２）减法运算性质的运用 １５０…………………………………………

　　　（３）乘法交换律、结合律的运用 １５３…………………………………



算

术

辞

典

　　　　　　

　　　 ２　　　　

　　　（４）乘法分配律的运用 １５４……………………………………………

　　　（５）除法运算性质的运用 １５５…………………………………………

　　３．速算法 １５８……………………………………………………………

　　　（１）加减速算法 １５８……………………………………………………

　　　（２）乘法速算法 １７０……………………………………………………

　　　（３）除法速算法 １８９……………………………………………………

　　　（４）乘方速算法 １９０……………………………………………………

　　　（５）验算方法 ２００………………………………………………………

　　４．文字题 ２０７……………………………………………………………

　　　（１）只含第一级运算 ２０７………………………………………………

　　　（２）只含第二级运算 ２０９………………………………………………

　　　（３）和、差、积、商的变化 ２１０…………………………………………

　　　（４）四则混合运算 ２１８…………………………………………………

　　　（５）求两个数的文字题 ２３０……………………………………………

　　　（６）求三个数或三个以上的数 ２３９……………………………………

　　　（７）含平方、开方的问题 ２４１…………………………………………

　　　（８）杂题 ２４４……………………………………………………………

　二、数的应用 ２６６…………………………………………………………

　　１．整数、小数应用题 ２６６…………………………………………………

　　　（１）简单应用题 ２６６……………………………………………………

　　　（２）两步计算应用题 ２６８………………………………………………

　　　（３）三步计算应用题 ２７３………………………………………………

　　　（４）四步或四步以上应用题 ２８３………………………………………

　　２．分数、百分数应用题 ３０１………………………………………………

　　　（１）加减法 ３０１…………………………………………………………

　　　（２）乘法 ３０４……………………………………………………………

　　　（３）除法 ３０５……………………………………………………………

　　　（４）较复杂的应用题 ３１７………………………………………………

　　３．典型应用题 ５４０………………………………………………………

　　　（１）平均数问题 ５４０……………………………………………………

　　　（２）差额平分问题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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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和差问题 ５５２………………………………………………………

　　　（４）和倍问题 ５６１………………………………………………………

　　　（５）差倍问题 ５７１………………………………………………………

　　　（６）归一问题 ５８１………………………………………………………

　　　（７）倍比问题 ５８９………………………………………………………

　　　（８）植树问题 ５９０………………………………………………………

　　　（９）还原问题 ５９７………………………………………………………

　　　（１０）行程问题 ６０５……………………………………………………

　　　（１１）流水问题 ６３０……………………………………………………

　　　（１２）年龄问题 ６３８……………………………………………………

　　　（１３）盈亏问题 ６４６……………………………………………………

　　　（１４）置换问题（又称鸡兔问题） ６６３…………………………………

　　　（１５）方阵问题 ６７５……………………………………………………

　　　（１６）轮替问题 ６７９……………………………………………………

　　　（１７）工程问题 ６８０……………………………………………………

　　　（１８）温度问题 ６９９……………………………………………………

　　　（１９）时计问题 ７０３……………………………………………………

　　　（２０）经差与时差问题 ７０７……………………………………………

　　　（２１）利息问题 ７１０……………………………………………………

　三、数的性质 ７１７…………………………………………………………

　　１．等差数列问题 ７１７……………………………………………………

　　２．约数和倍数 ７２５………………………………………………………

　　３．奇偶数、质数、合数、互质数 ７２８

　　４．分解质因数 ７３３………………………………………………………

　　５．整除特征的应用 ７３８…………………………………………………

　　６．其他有关整除的规律 ７４４……………………………………………

　　７．最大公约数及其应用 ７５０……………………………………………

　　８．最小公倍数及其应用 ７５５……………………………………………

　　９．中国剩余定理问题 ７６９………………………………………………

　四、比和比例 ７７２…………………………………………………………

　　１．正比、反比、比值 ７７２…………………………………………………



算

术

辞

典

　　　　　　

　　　 ４　　　　

　　２．复比 ７７７………………………………………………………………

　　３．连比 ７７９………………………………………………………………

　　４．比例尺 ７８２……………………………………………………………

　　５．比例 ７８４………………………………………………………………

　　６．正比例应用题 ７８６……………………………………………………

　　７．反比例应用题 ７９９……………………………………………………

　　８．复比例应用题 ８１０……………………………………………………

　　９．比例分配应用题 ８１７…………………………………………………

　　１０．连锁比例应用题 ８３１…………………………………………………

　　１１．混合比例应用题 ８３８…………………………………………………

　五、简单几何形体知识 ８５３………………………………………………

　　１．矩形、正方形 ８５３………………………………………………………

　　２．三角形 ８５９……………………………………………………………

　　３．四边形 ８６６……………………………………………………………

　　４．圆、扇形、弓形 ８６９……………………………………………………

　　５．不规则图形、组合图形 ８７６……………………………………………

　　６．长方体、立方体 ８８５……………………………………………………

　　７．柱体 ８８８………………………………………………………………

　　８．锥体、台体、组合体 ８９１………………………………………………

　六、其他 ８９６………………………………………………………………

　　１．数数问题 ８９６…………………………………………………………

　　２．重叠问题 ９０３…………………………………………………………

　　３．染色法 ９０６……………………………………………………………

　　４．抽屉原理 ９０８…………………………………………………………

　　５．图形填数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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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方宫 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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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数学游戏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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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古题 １０１８………………………………………………………………

第三部分　算术史 １０３４……………………………………………

　一、算术简史 １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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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

【数学】 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古时候，人类在

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由于分配实物 的 需 要，获 得 了 数 的 概 念；同 时 也 从 具 有

某些特定形状的物体获得了一些简单几何形体的概念．这样，早在人类文化

的初期，就已积累了一些数学知识．到了１６世纪，包括算术、初等代数、初等

几何和三角的初等数学已 大 体 上 完 备 了．１７世 纪，由 于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推 动

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得了变量的概念，这是数学发展史上的一

个转折点，于是数学不仅研究不变的量和个别的图形，而且开始研究变化中

的量与量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和图 形 间 的 相 互 变 换，从 而 使 运 动 和 辩 证 法

进入了数学．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愈来愈多地要求对自然现象作定量的

研究；还由于数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使 得 数 学 的 研 究 范 围 还 不 断 地 在 扩 大，

内容日益丰富．数学的理论往往具有非常抽象的形式，但它同时也是现实世

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深刻反映，因 此 可 以 广 泛 地 应 用 到 自 然 科 学 和 技

术的各个部门，对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由于

计算技术的发展，数学的这种作用 显 示 得 更 清 楚 了．从 内 容 上 说，现 代 的 数

学在习惯上分成数理 逻 辑、数 论、代 数 学、几 何 学、拓 扑 学、函 数 论、泛 函 分

析、微分方程、概率论、数理统计和计算数学等分支，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边缘

性学科，如运筹学、控制论等．
【算术】 数学中最基础与最初等的部分，是数学的一个分科．算术是讨

论自然数、分数、小数的记数法和 它 们 在 加、减、乘、除、乘 方、开 方 运 算 下 产

生的数的性质、运算法则，以及在日 常 生 活 中 应 用 的 数 学 部 门．算 术 进 一 步

发展成为代数学与数论．
【数】 数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数 的 概 念 是 人 类 在 生 产 和 生 活 的 实 践

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人类历史 发 展 的 最 初 阶 段，由 于 计 量 的 需 要，形 成

了自然数的概念．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只靠自然数表示计量的结果感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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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因而引入了正分数（与正整数合称为“正有理数”）．由于量与量之间的比

值，如正方形对角线和边长的比，有精确表示的必要，引入了无理数．又由于

表示相反意义的量的需要，引入了 负 数．负 数 概 念，我 国 古 代《九 章 算 术》中

已用到，并有了正 负 数 的 加 减 法 法 则，１３世 纪 中，又 有 了 正 负 数 相 乘 的 法

则．欧洲在古代解方程时也已遇到负 数，但 负 数 的 四 则 运 算 到１７世 纪 才 正

式建立．有理数和无理数的全体组成实数．复数是由解二次和三次方程的需

要而引入的，后来由于生产上的应用而得到发展．
【算术数】 自然数、正分数（可化为分数的正小数）统称算术数．
【自然数】 人们在数物体的时候，用来表示物体个数的０、１、２、３、４、…

叫做自然数．
自然数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数 量 的 意 义，即 被 数 的 物 体 有“多 少 个”．

这种用来表示事物数量的自然数，称 为 基 数．另 一 种 是 次 序 的 意 义，即 最 后

被数的物体是“第几个”．用来表示事物次序的自然数，称为序数．与此相应，
自然数的理论有两派学说，一为基数的理论，一为序数的理论．

基数理论把自然数解释为一切等价（或等势）非空有限集合共同特征的

标记．这里讲的等价是指集合间的元素可以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一

切等价有限集合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的元素的个数相同．因此，对自然数作

如下定义：自然数是表示一切非空 有 限 集 合 中 的 元 素 的 个 数，即 基 数．这 种

定义，基本上反映了自然数概念形成 的 历 史 过 程，与 我 们 通 常 所 说 的“自 然

数是表示物体的个数”是一致的．
序数理论是将自然数的一些基本 性 质 抽 象 为 公 理，用 公 理 化 形 式 来 给

自然数下定义．
所谓自然数，是指一个集合 Ｎ 里某些元素之间有一基本关系，称为“直

接后继”（用“′”表示）（通俗地说，比如，５是４的直接后继，４′＝５，５称为４的

后继数），并且集合 Ｎ 满足下列条件：
（１）“０”是自然数；
（２）每个自然数ｎ的后继数ｎ′是自然数；
（３）如果ｂ、ｃ都是自然数ａ 的后继数，那么ｂ＝ｃ；
（４）０不是任何自然数的后继数；
（５）任意关于自然数的命题，如果证明了它对自然数是对的，又假定它

对自然数ｎ为真时，可以证明它对ｎ′也真，那么，命题对所有自然数都真．
序数理论采 用 的 公 理，最 初 是 由 意 大 利 数 学 家 皮 亚 诺（Ｐｅａｎｏ，１８５８—

１９３２）提出的，所以又称皮亚诺公理．
【基数】 见【自然数】．
【序数】 见【自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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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数的单位】 “１”是自然数 的 单 位．任 何 自 然 数 都 是 由 若 干 个“１”
这个自然数的单位组成的．

【自然数的性质】 见【自然数】．
【自然数的分类】 全体 自 然 数 可 以 分 为 三 类：① 自 然 数 的 单 位：１；②

全体素数；③ 全体合数．
【自然数的基本顺序律】 自然数的大小比较，有以下的基本顺序律：
（１）次序的全序性：对于任意两个自然数ａ、ｂ，下面三个关系中，必有且

仅有一个成立：

ａ＝ｂ，ａ＞ｂ，ａ＜ｂ．
（２）相等的自反性：

ａ＝ａ．
（３）相等的对称性：
如果ａ＝ｂ，那么ｂ＝ａ．
（４）相等的传递性：
如果ａ＝ｂ，ｂ＝ｃ，那么ａ＝ｃ．
（５）不等的反对称性：
如果ａ＞ｂ，那么ｂ＜ａ；如果ａ＜ｂ，那么ｂ＞ａ．
（６）不等的传递性：
如果ａ＞ｂ，ｂ＞ｃ，那么ａ＞ｃ；
如果ａ＜ｂ，ｂ＜ｃ，那么ａ＜ｃ．
【零】 自然数是对物体集合计量的结果．如果物体集合是个空集合，比

如书架上一本书也没有，树上一只小鸟也没有，这时，书架上书的集合，树上

小鸟的集合，都是空集合．对空集合 计 量 的 结 果，在 数 学 中 引 入 了 一 个 新 的

数“零”，来表示集合里一个元素也没有这个特征．因此，零是空集合的基数，
记作“０”．

【零的性质】 （１）０是一个数，是最小的自然数．
（２）在十进制记数法中，０起占位的作用．
（３）０是一个偶数．
（４）０是任意自然数的倍数．
（５）任何数与０相加，它的值不变，即

ａ＋０＝０＋ａ＝ａ．
（６）任何数减零，它的值不变，即

ａ－０＝ａ．
（７）相同的两个数相减，差等于０，即

ａ－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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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任何数与０相乘，积等于０，即

ａ×０＝０×ａ＝０．
（９）０被非０的数除，商等于０，即　如果ａ≠０，那么０÷ａ＝０．
（１０）０不能作除数．例如，５÷０，０÷０，这类式子是没有意义的．
随着数学知识的扩充，０的性质也将进一步扩充．例如，当引入负数后，

０是惟一的一个中性数，既 不 是 正 数，也 不 是 负 数；引 入 绝 对 值 的 概 念 后，０
的绝对值等于０，即｜０｜＝０；引 入 指 数 概 念 后，任 何 非０的 数 的０次 幂 等 于

１，即如果ａ≠０，那么ａ０＝１；等等．
【整数】 自然数０，１，２，３，…以及负整数－１，－２，－３，…统称整数．
在小学数学中，由于还没有引进负数概念，对整数的概念不作严密的定

义，通常解释为“自然数是整数”，但不能说成整数就是自然数．
【数列】 按一定次序排列的一 列 数，叫 做 数 列．数 列 中 的 每 一 个 数，叫

做这个数列的一项．其中第一个数 称 为 第 一 项，第 二 个 数 称 为 第 二 项 等 等．
当项数是有限时称为“有限数列”，当 项 数 是 无 限 时 称 为“无 限 数 列”．例 如，

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和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ｎ，…都是无限数列．
【有限数列】 见【数列】．
【无限数列】 见【数列】．
【递增数列】 一个数列里如果 从 第 二 项 起，每 一 项 都 大 于 或 者 等 于 它

前面的一项（ａｎ＋１≥ａｎ），那么这个数列叫做递增数列．例如：

１，２，３，４，…；

π，２π，３π，４π，…
等都是递增数列．

【递减数列】 一个数列里如果 从 第 二 项 起，每 一 项 都 小 于 或 者 等 于 它

前面的一项（ａｎ＋１≤ａｎ），那么这个数列叫做递减数列．例如：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

１．５，１．４２，１．４１５，１．４１４３，…等都是递减数列．
【等差数列】 如果一个数列从 第 二 项 起，每 一 项 与 它 的 前 一 项 的 差 等

于同一个常数，这个数列就叫做等差数列．这个常数叫做等差数列的公差．
例如，数列２，４，６，８，…是等差数列，公差是２．
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是：

ａｎ＝ａ１＋（ｎ－１）ｄ．
其中ａｎ 是第ｎ 项（也叫通项），ａ１ 是首项，ｄ是公差．

【等比数列】 如果一个数列从 第 二 项 起，每 一 项 与 它 的 前 一 项 的 比 都

等于同一个不等于零的常数，这个数列就叫做等比数列．这个常数叫做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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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列的公比．

例如，数列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是等比数列，公比是１
１０．

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是：

ａｎ＝ａ１ｑｎ－１．
其中ａｎ 是第ｎ 项（也叫做通项），ａ１ 是首项，ｑ是公比．

【自然数列】 从自然数０开始，按照它们的顺序依次排列下去，得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
这样依次排列着的全体自然数的集合，叫做自然数列．
【自然数列的性质】 （１）自 然 数 列 是 有 始 的．自 然 数 列 里 最 前 面 的 一

个自然数是“０”，它是自然数列里最小的一个数．
（２）自然数列是有序的．自 然 数 列 里 的 自 然 数 都 是 按 照 由 小 到 大 的 顺

序排列着的，在“０”后 面 的 一 个 自 然 数 是“１”，在“１”后 面 的 一 个 自 然 数 是

“２”，…，这就是说，每个自然数后面都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后继数．
（３）自然数列是无限的．自然数列里不存在最后的数，即自然数列里的

数是无限的．
【数序】 在自然数列中，按照后 面 一 个 自 然 数 比 前 面 一 个 自 然 数 多 一

的顺序排列起来，叫做数序．例如，在自然数列０，１，２，３，４，５，…中，１比０多

一，２比１多一，…．
【计数】 数物体个数的过程，叫做计数或称数数．
【计数单位】 十进 制 的 计 数 单 位 是“个”、“十”、“百”、“千”、“万”、“十

万”、“百万”、“千万”、“亿”等．
【计数原则】 （１）数物 体 个 数 时，只 要 每 个 物 体 都 数 到，并 不 重 复，也

不遗漏，那么，数的结果是惟一的一个数，它与数的次序无关．
（２）数物体个数 时，可 以 用 与 物 体 这 个 集 合 等 价 的 集 合 里 的 物 体（元

素）代替原来要数的物体，然后再数，数的结果不变．
（３）数物体个数时，说出 的 最 后 一 个 数，就 是 数 的 结 果．但 是 数 的 过 程

是无限的，如果再有要数的物体，还能继续数下去．这就是说，自然数可以无

限止地数下去．
计数原则也叫做计数公理．
【计数公理】 见［计数原则］．
【数字】 用来记数的符号，叫 做 数 字．数 字 也 叫 做 数 码．常 见 的 数 字 有

下列几种：（１）中国数字；（２）阿拉伯数字；（３）罗马数字．
【数码】 见［数字］．
【中国数字】 我国习惯上常用的数字．分小写、大写和旧时商业上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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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码三种．小写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等．
大写是零、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亿 等．数 码 是０、｜、

‖、｜｜｜、×、 、⊥、 、 、文、＋等．
【阿拉伯数字】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叫做阿拉伯数字．这是现 在 世

界各国通用的数字，也 是 数 学 中 常 用 的 数 字．这 组 数 字 最 早 起 源 于 印 度，８
世纪前后传到阿拉伯，１２世 纪 由 阿 拉 伯 传 到 欧 洲，欧 洲 人 称 它 为 阿 拉 伯 数

字，以后逐渐推广开来．
【罗马数字】 罗马人创造 的 记 数 符 号．罗 马 数 字 共 有 七 个：Ⅰ表 示１，

Ⅴ表示５，Ⅹ表示１０，表示５０，表示１００，表 示５００，表 示１０００．这 些

数字在位置上不论怎样变化．所表示的数是不变的．这些数字组合表示数目

的规则如下：
（１）一个数字重复几次 就 表 示 这 个 数 字 的 几 倍．例 如，Ⅱ是 一 的 两 倍，

表示２；ⅩⅩⅩ是十的三倍，表示３０；是一千的两倍，表示２０００．
（２）记数的方法是“右 加 左 减”．在 一 个 数 字 的 右 边 附 着 一 个 较 小 的 数

字，表示大数字加小数字的数目；反 过 来，在 一 个 数 字 的 左 边 附 着 一 个 较 小

的数字，就表示大数字减去小数字的数目．例如，Ⅵ表示５加１是６，ⅩⅩⅡ
表示２０加２是２２，ＤＣ表示５００加１００是６００，Ⅳ表示５减去１是４，Ⅸ表示

１０减去１是９，Ⅹ表示５０减去１０是４０．
（３）在数字上面加一 横 线，就 表 示 这 个 数 的 一 千 倍．例 如，ⅩⅡ表 示１２

×１０００是１２０００，Ｃ表 示１００×１０００是１０００００．数 字 上 面 加 两 横 线，就 表 示 这

个数的一百万倍．例如，ＣＬⅩⅤ就表示１６５×１００００００是１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由于罗马数字记数不方便，所以现在已很少使用．
【记数】 也称写数．就是把数 用 书 面 的 形 式 记 录 下 来．也 可 以 说，记 数

就是用符号把计数的结果写下来．
【进位制】 进率是几，就叫做 几 进 位 制．例 如：二 进 位 制、五 进 位 制、八

进位制、十进位制、十二进位制、六十进位制等．
【数的进位制】 数的进位制有：十进位制、二进位制、八进位制、十二进

位制、十六进位制、六十进位制等等．一般地说，ｒ进位制的意义如下：如果ｒ
是大于１的整数，那么以ｒ为基数的ｒ的各次幂（各次幂的系数是小于ｒ而

大于或等于０的整数）的和ａｎｒｎ＋ａｎ－１ｒｎ－１＋…ａ１ｒ１＋ａ０ｒ０ 表示一个ｎ＋１（ｎ
≥０）位的ｒ进制的数，简称ｒ进数．记作：（ａｎａｎ－１ａｎ－２…ａ１ａ０）ｒ．例如，当ｒ＝
２时，就是二进位制．“９”记 成 二 进 制 数 就 是（１００１）２．如 果 写 成 以２为 基 数

的２的各次幂的积的形式，则是１×２３＋０×２２＋０×２１＋１×２０，此处，ｒ＝２，

ａ３＝１，ａ２＝０，ａ１＝０，ａ０＝１．
ｒ进数的四则运算也可 以 像 通 常 十 进 数 的 四 则 运 算 那 样 进 行，计 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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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相同的，但要记住ｒ进制的进退位法则是“逢ｒ进一，退一当ｒ”．
【十进位制记数法】 现今世界 通 用 的 记 数 法 是 十 进 位 制 记 数 法，它 有

三个特点：从进位制来说是十进制，从 书 写 的 原 则 看 是 位 值 原 则，使 用 的 符

号是阿拉伯数字．
十进制记数法用阿拉伯数字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来写数．同一个 数

字由于它在所记的数中的位置不 同，所 表 示 的 数 值 也 不 同．也 就 是，每 一 个

数字除了本身的值外，还有一个“位 置 值”．例 如５５，右 边 的５代 表５个 一，
左边的５代表５个十，这就是所 谓 的 位 值 原 则．应 用 位 值 原 则，各 个 不 同 的

计数单位所占的位置叫做数位．十进位制的计数单位为个、十、百、千、万等，
如１９８６，其中个位６代表六个，十位８代表八十，百位９代表九百，千位１代

表一千，即一千九百八十六．如果某 一 数 位 上 一 个 单 位 也 没 有，就 在 这 个 数

位上写０，如１００１是一千零一．
【十进数】 用十进位制记数法表示的数，叫做十进数．
【二进位制】 依据“逢二进一”的法则，使用０，１两个数字记数，这种记

数法叫做二进制记数法，简称二进 位 制．用 二 进 位 制 记 下 的 数 叫 二 进 数．为

了标 明 是 哪 个 进 位 制 中 的 数，用 （　 　）２ 表 示 二 进 数，以 区 别 十 进

数（　　）１０．
一个十进数化为二进数，用底数２连续去除，反序取余数就是要求的二

进数．
例如，把（１５７）１０换算成二进数．
按照“逢二进一”的法则，用底数２连续去除１５７：

∴　（１５７）１０＝（１００１１１０１）２．
一个二进数化为十进数，将二进数写成底数为２的幂的和的形式，再按

照十进位数的计算法则算出结果，就是该二进数化成的十进数．例如：

　（１００１１１０１）２
＝１×２７＋０×２６＋０×２５＋１

　×２４＋１×２３＋１×２２＋０

　×２１＋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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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０＋０＋１６＋８＋４＋０＋１）１０
＝（１５７）１０．
由于二进数只有两个数码，决定了它的运算法则比较简单．并且由于０

和１可以与开和关、有孔和无孔等建立对应，所以二进制广泛应用于现代电

子计算机中．
【二进数】 见［二进位制］．
【八进位制】 依据“逢八进一”的 法 则，使 用０，１，２，３，４，５，６，７八 个 数

字记数，这种记数法叫做八进制记 数 法，简 称 八 进 位 制．用 八 进 位 制 记 下 的

数叫八进数．
一个十进数化为八进数，用底数８连续去除，反序取余数就是要求的八

进数．
例如，把（４６１）１０化为八进数．

∴　（４６１）１０＝（７１５）８．
反之，任何一个八进数，可以写作 底 数８的 幂 的 和 的 形 式，这 样 可 以 化

为十进数．例如：
（７１５）８ ＝７×８２＋１×８１＋５×８０

＝（４６１）１０．
【八进数】 见［八进位制］．
【六十进位制】 进率是“六十”（即 满 六 十 进 一）的 进 位 制．它 是 巴 比 伦

人创造的．因为地球绕太阳一 周 的 时 间 是３６０天，所 以 把 圆 周 定 为３６０度．
一圆周又恰好等于六 个 半 径 弧，于 是 每 半 径 弧 就 定 为６０度．同 时，又 发 现

６０含有较多因数，如：２，３，４，５，６，１０，１２，１５，…，所 以 便 把６０定 为 一 种 进 位

制度．例如，时 间 单 位 中 小 时、分、秒 之 间 的 进 率 是“六 十”．即１小 时＝６０
分，１分＝６０秒．

【科学记数法】 把一个数记成ａ×１０ｎ 的形式，其中ａ大于或等于１而

小于１０，ｎ比原数的整数位 数 小１．这 种 用１０的 整 数 次 幂 来 表 示 一 个 数 的

记数方法，习惯上叫做科学记数法．例如，６２７０００＝６．２７×１０５．
【数位】 见［十进位制记数法］．
【位值原则】 见［十进位制记数法］．
【个位】 十进数的整数部分的 数 位．在 整 数 的 横 列 中，从 右 向 左 数，第

一位是个位，是整数的最低位．个位的计数单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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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 十进数的整数部分的 数 位．在 整 数 的 横 列 中，从 右 向 左 数，第

二位是十位．十位的计数单位是“十”．
【百位】 十进数的整数部分的 数 位．在 整 数 的 横 列 中，从 右 向 左 数，第

三位是百位．百位的计数单位是“百”．
【千位】 十进数的整数部分的 数 位．在 整 数 的 横 列 中，从 右 向 左 数，第

四位是千位．千位的计数单位是“千”．
【万位】 十进数的整数部分的 数 位．在 整 数 的 横 列 中，从 右 向 左 数，第

五位是万位．万位的计数单位是“万”．
【亿位】 十进数的整数部分的 数 位．在 整 数 的 横 列 中，从 右 向 左 数，第

九位是亿位．亿位的计数单位是“亿”．
【数位顺序表】 按照数位的顺序编制的表，叫做数位顺序表．整数的数

位顺序表的形式如下：

… 亿　　级 万　　级 个　　级 级

…
第
十
二
位

第
十
一
位

第
十
位

第
九
位

第
八
位

第
七
位

第
六
位

第
五
位

第
四
位

第
三
位

第
二
位

第
一
位

位

　
次

…
千
亿
位

百
亿
位

十
亿
位

亿

　
位

千
万
位

百
万
位

十
万
位

万

　
位

千

　
位

百

　
位

十

　
位

个

　
位

名数

称位

… 千
亿

百
亿

十
亿

亿
千
万

百
万

十
万

万 千 百 十 一
单计

位数

【位数】 表示一个数占有数位 的 数 目 叫 做 位 数．含 有 一 个 数 位 的 数 叫

做一位数，最小的一位数是１，最大的一位数是９；含有两个数位的数叫做两

位数，最小的两位数是１０，最大的两位数是９９；含有三个数位的数叫做三位

数，最小的三位数是１００，最大的三位数是９９９；…
一般地，在一个数中，含有几个数 位 的 数 叫 做 几 位 数（其 最 左 端 的 数 字

不是０）．例如，４３０５７这个数占有５个数位，叫做五位数．
【多位数读数法】 口头读数的方法，叫做读数法．
读数的时候，先分级，然后从高位到低位，一级一级地往下读．四位以内

的数，可以顺着位次，从高位读 起，例 如，２５０４读 作 二 千 五 百 零 四；四 位 以 上

的数，先四位分级，然后按照个级的 读 法 去 读，并 在 后 面 加 上“万”字 或“亿”
字．一个数每级的开头或中间有一个“０”，或 者 连 续 有 几 个“０”，都 只 读 一 个

零，末尾所有的０都不读出来．例如：

︸
４６
亿级
︸
４０３０

万级
︸
５４００

个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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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作：四十六亿四千零三十万五千四百．
在位数较多的时候，也可采用另一种读法，即按照数的横列自左至右把

数字依次读出来．例如，４３００３０读作“四三零零三零”．
【多位数写数法】 把一个数用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方法，叫做写数法．
写数的时候，从高位到低位，一 级 一 级 地 往 下 写．哪 个 数 位 上 一 个 计 数

单位也没有，就在 哪 个 数 位 上 写０．例 如，一 千 二 百 六 十 万 零 四 百 零 八，写

作１２６００４０８．
有时，为了读写简便，常把整万或整亿的数写成用“万”或“亿”作单位的

数．例如，４８００００写作４８万．
对于一些较大的数，用“万”或“亿”作 单 位 时，可 以 用 小 数 表 示，或 根 据

需要，取它的近似值．例 如，把３４８０５６０００改 写 成 用“万”作 单 位 的 数，用 小 数

表示则得３４８０５．６万；取它 的 近 似 值 时，把 万 后 面 的 尾 数 四 舍 五 入，约 等 于

３４８０６万；把４０３４９７００００改写成用“亿”作单位的数，用小数表示则得４０．３４９７
亿；取它的近似值时，把亿后面的尾数四舍五入，约等于４０亿．

【数的分级】 在读、写多位数的时候，为了方便，按照我国计数的习惯，
采用四位分级制，即从个位起，每四个数位为一级，个位、十位、百位、千位是

个级，表示的是多少个“一”；万位、十万位、百万位、千万位是万级，表示的是

多少个“万”；亿位、十亿位、百亿位、千亿位是亿级，表示的是多少个“亿”．这

种方法称为数的分级．
【个级】 我国习惯的读数方法，采 用 四 位 分 级，即 从 个 位 起，每 四 个 计

数单位作为一级．个级是第一级，包括“个位、十位、百位、千位”四个数位．
【万级】 按照我国四位分级的读数方法，万级是第二级，包括“万位、十

万位、百万位、千万位”四个数位．
【亿级】 按照我国四位分级的读数方法，亿级是第三级，包括“亿位、十

亿位、百亿位、千亿位”四个数位．
【分节号】 在读写多位数的 时 候，为 了 容 易 辨 认 数 位，按 照 国 际 习 惯，

采用三位分节的方法，即从个位起，每三位为一节，用符号“，”把它们分隔开

来，例如，４，５０４，３８７，４００中间的符号“，”，叫做分节号．
一个数加上分节号，就容易看出 这 个 数 是 几 位 数，最 高 位 是 什 么 位．只

要记住，第一个分节号前面是千位，第 二 个 分 节 号 前 面 是 百 万 位，第 三 个 分

节号前面是十亿位，第四个分节号前面是万亿位，就可以较快地读出数来．
【数的组成】 由几个不同计数单位的和合成一个数，叫做数的组成．例

如，４个百，３个十，５个一组成４３５．１０以内的数，由几个计数单位 都 是１的

和组成．例如，１０是由９与１，８与２，…组成的．
【数的分解】 把一个数分成若干个不同计数单位的和，叫做数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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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５１８可分解成５个百，１个十，８个一的和．１０以内的数，可分解成若干

个计数单位都是１的和，如９可分解成８与１，７与２，…的和．
【分数】 把单位“１”平均分成 若 干 份，表 示 这 样 的 一 份 或 者 几 份 的 数，

叫做分数．例如，１
３

、３
５

、５
３

都是分数．这里所讲的单位“１”，不仅可以表示一

个东西，一个计量单位，也可以表示 一 个 整 体，如 一 丘 田，一 堆 苹 果，一 班 学

生等．

分数的一般形式是ｍ
ｎ

（ｍ、ｎ都是整数，且ｎ≠０），读做ｎ分之ｍ．其中 ｍ

为分子，ｎ为分母，中间的横线叫做分数线．

分数ｍ
ｎ

不仅可以看作把一个单位平均分成ｎ 个等分，表示 ｍ 个这样的

等分；也可以看作是把 ｍ 个单位平均分成ｎ 个等分，表示一个这样的等分．
【分母】 在分数里，表示把单位“１”平 均 分 成 多 少 份 的 数，叫 做 分 数 的

分母．表示取了多少份的数，叫做分数的分子．
【分子】 见［分母］．
【分数线】 分子与分母中间的横线，叫做分数线．
【分数单位】 把单位“１”平均 分 成 若 干 份，表 示 其 中 的 一 份 的 数，叫 做

分数单位．例如，把单位“１”平 均 分 成ｎ 份，表 示 一 份 这 样 的 数，记 作 １
ｎ

；表

示 ｍ 份这样的数，记作ｍ
ｎ ．１ｎ

叫做ｍ
ｎ

的分数单位．

【分数的读法】 读 真 分 数 和 假 分 数 时，先 读 分 母，后 读 分 子．例 如，３
４

读作四分之三．
读带分数时，先读带分数的整数 部 分，再 读 分 数 部 分，并 在 两 者 之 间 加

读“又”字．例如，３２
５

读作三又五分之二．

【分数的写法】 写真分数或假 分 数 时，先 写 分 数 线，再 写 分 母，后 写 分

子．写带分数时，先写带分数的整数部分，后写分数部分．
【分数值】 表示分数大小的值，叫做分数值．
【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在分数中，分子相当于除法中的被除数，分母相

当于除数，分数线相当于除号，分数值相当于除得的商．用 ｍ 表示被除数，ｎ
表示除数，即

ｍ÷ｎ＝ ｍ
ｎ

（ｎ≠０）．

　　但是，分数与除法是有区别的：分数是一个数，而除法是一种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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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的分类】 真分数：分子小于分母；假分

数：分子不小于分母．假分数有时可以用整数与真

分数的和的形式表示，称为带分数．
真分数、假分数与带分数之间的关系，可以用

右面的图表示：
【真分数】 分 子 小 于 分 母 的 分 数，叫 做 真 分

数．例如，３
５

、７
８

都是真分数．

真分数的值小于１，即如果ａ
ｂ

是真分数，那么ａ
ｂ ＜１．

【假分数】 分子大于或等于 分 母 的 分 数，叫 做 假 分 数．例 如，８
５

、４
４

都

是假分数．

假分数的值大于或等于１，即如果ａ
ｂ

是假分数，则ａ
ｂ ≥１．

【带分数】 一个 整 数 与 一 个 分 数 的 和，叫 做 带 分 数．例 如，３＋ ４
５

写 成

３４
５

，读作三又 五 分 之 四．其 中３是 带 分 数 的 整 数 部 分，４
５

是 带 分 数 的 分 数

部分．
【假分数化成带分数或整数】 在 把 假 分 数 化 成 带 分 数 或 者 整 数 时，要

用分母去除分子，能够整除，所得的商就是整数；不能整除，所得的商是带分

数的整数部分，余数是分数部分的分子，分母不变．例如：

１０
５ ＝１０÷５＝２；

７
３ ＝７÷３＝２１

３．

　　【整数化成假分数】 整数可以 化 成 用 任 意 正 整 数 作 分 母 的 假 分 数．化

的方法是用指定的分母作分母，用 分 母 和 整 数 的 乘 积 作 分 子．例 如，把４分

别化成分母为３、５的假分数是

４＝４×３
３ ＝１２

３
；

４＝４×５
５ ＝２０

５．

　　【带分数化成假分数】 带分数化成假分数的方法是用原来的分母作分

母，用分母和整数的乘积再加上原来的分子作分子．例如：

２１
５＝５×２＋１

５ ＝１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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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６＝６×４＋５

６ ＝２９
６．

　　【分数的相等】 如 果 第 一 个 分 数 的 分 子 与 第 二 个 分 数 的 分 母 相 乘 的

积，等于第二个分数的分子与第一 个 分 数 的 分 母 相 乘 的 积，那 么，这 两 个 分

数相等．即

设分数ａ
ｂ

和ｃ
ｄ

，如果ａｄ＝ｃｂ，那么ａ
ｂ ＝ｃ

ｄ ．

例如，分数３
４

和９
１２

，

∵　３×１２＝９×４，

∴　 ３
４ ＝ ９

１２．

　　【分数的不等】 如 果 第 一 个 分 数 的 分 子 与 第 二 个 分 数 的 分 母 相 乘 的

积，大于（或小于）第二个分数的分 子 与 第 一 个 分 数 的 分 母 相 乘 的 积，那 么，
第一个分数就大于（或小于）第二个分数．

设分数ａ
ｂ

和ｃ
ｄ

，如果ａｄ＞ｃｂ，那么ａ
ｂ ＞ｃ

ｄ
；如果ａｄ＜ｃｂ，那么ａ

ｂ ＜ｃ
ｄ ．

例如，比较分数４
７

和６
１１

，５
１２

和８
１５

的大小．

∵　４×１１＞６×７，∴　４
７＞６

１１
；

∵　５×１５＜８×１２，∴　５
１２＜８

１５．

在特殊情况下，有时可以用以下的简便方法比较分数的大小．
（１）同分母的两个分数，分子大的分数较大．

例如，比较５
１２

和７
１２

的大小．

∵　５＜７，　∴　５
１２＜７

１２．

（２）同分子的两个分数，分母小的分数较大．

例如，比较３
４

和３
５

的大小．

∵　４＜５，　∴　３
４＞３

５．

【分数的基本性质】 一个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或除以）相同的

数（零除外），分数的值不变，叫做分数的基本性质．即

（１）ａ
ｂ ＝ａｍ

ｂｍ
（ｍ≠０）；

（２）ａ
ｂ ＝ａ÷ｍ

ｂ÷ｍ
（ｍ≠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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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３
８＝３×４

８×４＝１２
３２

；

１２
２０＝１２÷４

２０÷４＝ ３
５．

　　【分数值的扩大或缩 小】 （１）要 使 一 个 分 数 的 值 扩 大 若 干 倍，须 将 分

子扩大同样的倍数或将分母缩小同样的倍数．
（２）要使一个分数的值 缩 小 若 干 倍，须 将 分 子 缩 小 同 样 的 倍 数 或 将 分

母扩大同样的倍数．
【约分】 把一个非最简分数化 成 和 原 来 分 数 值 相 等 且 分 子、分 母 都 较

小的分数，这个过程叫做分数的约分．简称约分．
约分时，通常都要约成最简分数．
【约分的方法】 约分通常有两种方法：
（１）逐次约分法　把分 数 的 分 子 和 分 母 逐 次 除 以 它 们 的 公 约 数（一 般

不是最大公约数），直至得出最简分数．

例如，把４５
１０５

约分．

　　　　　　　　　　　
（２）一次约分法　把分 数 的 分 子 和 分 母 分 别 除 以 它 们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就得到最简分数．

例如，把１２６
２１６

约分．

∵　１２６与２１６的最大公约数是１８，

∴　１２６
２１６＝１２６÷１８

２１６÷１８＝７
１２．

【可约分数】 分子、分母有公约数（１除外）的分数，叫做可约分数．

例如，６
８

、１２
１５

、２１
３５

都是可约分数．

【最简分数】 分子、分母互质 的 分 数，叫 做 最 简 分 数．最 简 分 数 也 叫 做

既约分数．

例如，３
７

、２
５

是最简分数．

【既约分数】 见［最简分数］．
【一次约分法】 见［约分的方法］．
【逐次约分法】 见［约分的方法］．
【扩分】 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把 分 数 的 分 子 和 分 母 同 乘 以 相 同 的 数

（零除外），叫做扩分．



　
　
　
　
　
　
　
　
　
　
　
　
　
　
第
一
部
分

　
基
本
概
念

公
式

法
则

　

１５　　　 　 　

例如，１
３＝１×４

３×４＝４
１２

；

　　 ２
５＝２×６

５×６＝１２
３０．

【通分】 把几个异分母分数分别化成和原来分数值相等的同分母的分

数，这个过程叫做分数的通分．简称通分．
【通分的方法】 在通分的时候，通 常 用 各 个 分 数 的 分 母 的 最 小 公 倍 数

作公分母．把各个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分别除以各个分数的分母，所得的商分

别叫做各个分母的补因数，把每一个 分 数 的 分 子 和 分 母 分 别 乘 以 它 的 分 母

的补因数，所得的分数就有相同的 分 母，并 且 根 据 分 数 的 基 本 性 质，它 们 和

原来的分数分别相等．

例如，把７
１２

、４
９

、５
６

通分．

∵　１２、９、６的最小公倍数是３６，

∴　７
１２

、４
９

、５
６

的分母的补因数分别是３、４、６，用各分数的分母的补因

数分别去乘各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得

７
１２＝ ７×３

１２×３＝２１
３６

；

４
９ ＝４×４

９×４＝１６
３６

；

５
６ ＝５×６

６×６＝３０
３６．

　　【分数大小的比较】 见［分数的相等］和［分数的不等］．
【公分母】 分数通分后，几个 分 数 的 相 同 分 母 叫 做 公 分 母．通 分 时，通

常用各个分数的分母的最小公倍数作为它们的公分母．
【分数分母的补因数】 见［通分的方法］．
【十进分数】 以１０ｎ（ｎ是 自 然 数）作 分 母 的 分 数 叫 做 十 进 分 数．例 如，

７
１０

，２３
１００

，１７
１０００

等都是十进分数，因此，百分数、千分数都是十进分数的特例．

【普通分数】 分母是任意 自 然 数 的 分 数，叫 做 普 通 分 数．例 如，２
９

、１３
８

都是普通分数．
十进分数也是普通分数，是普通分数的特例．
【繁分数】 一个分数，如果在它的分子或分母中又含有分数，这样的分

数叫做繁分数．

例如，
２
５
４

、５
１
２

、
１－５

６

１＋５
６

都是繁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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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分数化简的方法】 一般把 繁 分 数 的 分 子 和 分 母 分 别 计 算 出 来，再

按分子除以分母的方法进行化简．有 时 也 应 用 分 数 的 基 本 性 质 来 化 简 繁 分

数．例如：

１－ ５
６

１＋ ５
６

＝

１
６
１１
６

＝ １
６ ÷１１

６ ＝ １
１１

；

　　（按分子除以分母的方法进行化简）

１
２

１＋ １
２

＝

１
２
３
２

＝

１
２ ×２

３
２ ×２

＝ １
３．

　　（按分数的基本性质进行化简）
【百分数】 百分数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一种是用它来表示两个数的比，

即“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叫做百分数．”所以百分数又叫

做“百分比”或“百 分 率”．另 一 种 是 把 百 分 数 作 为 分 数 的 一 种 特 殊 形 式，即

“分母是１００的分数，叫做百分数”．
百分数通常不写成 分 数 形 式，而 采 用 符 号“％”来 表 示，“％”叫 做 百 分

号．例如：

９
１００＝９％；２３

１００＝２３％．

　　【百分比】 把两个数量的比值写成 ａ
１００

的 形 式，称 为 百 分 比，也 称 百 分

率．记作ａ％，读作百分之ａ．例如：

３
４ ＝ ７５

１００＝７５％．

　　【百分率】 表示１００份中含有几份的意思．也称“百分数”或“百分比”．
百分率在工农业生产中应用很广．例如：

增长率＝
增长数

原来的基数×１００％；

发芽率＝
发芽种子数

种子总数 ×１００％；

成活率＝
成活棵数
种植棵数×１００％；

出勤率＝
实际出勤人数

应出勤人数 ×１００％；

合格率＝
合格产品数

产品总数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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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粉率＝
面粉千克数
小麦千克数×１００％；

溶液浓度＝
溶质质量
溶液质量×１００％．

上列式子中“×１００％”是表示其结果用百分数表示．
【百分法】 百分数和百分数的有关计算，以往统称为百分法．
【百分号】 见［百分数］．
【分数化百分数】 分 数 化 百 分 数 的 方 法：先 把 分 数 化 成 小 数（除 不 尽

时，一般要求精确到０．００１），再化成百分数．例如：

１
４ ＝０．２５＝２５％；

１
３ ≈０．３３３＝３３．３％．

　　可以化成十进分数的分数化百 分 数 时，也 可 以 把 它 先 化 成 十 进 分 数 再

化成百分数．例如：

１
４ ＝ ２５

１００＝２５％；

１
８ ＝ １２５

１０００＝１２．５％．

　　【百分数化分数】 百分数化分数的方法：把百分数写成分数形式，能约

分的要约成最简分数．例如：

３５％ ＝ ３５
１００＝ ７

２０．

　　【千分数】 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千分之几的数，叫做千分数．千分

数用符号“‰”来表示．例如：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１２０‰；２５

１０００＝２５‰．

　　在日常生 活 中，人 口 的 出 生 率、死 亡 率、增 长 率，常 用 千 分 数 来 表 示．
例如：

人口出生率 ＝
一年内出生人口数

年平均人口数 ×１０００‰；

人口死亡率 ＝
一年内死亡人口数

年平均人口数 ×１０００‰；

人口自然增长率 ＝
一年内出生人口数 － 死亡人口数

年平均人口数 ×１０００‰．

　　【千分号】 表示分母是１０００的 符 号，叫 做 千 分 号．千 分 号 通 常 用“‰”
来表示．

【成数】 在工农 业 生 产 中 常 常 将１０％说 成 一 成，２０％说 成 两 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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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成三成五，其中一成、两成、三成 五 称 为 成 数．例 如，某 生 产 队 今 年 水 稻 亩

产量比去年增产两成，用百分数来表示是２０％ ．
【增长率】 见［百分率］．
【发芽率】 见［百分率］．
【成活率】 见［百分率］．
【出勤率】 见［百分率］．
【合格率】 见［百分率］．
【出粉率】 见［百分率］．
【溶液浓度】 见［百分率］．
【出生率】 见［千分数］．
【死亡率】 见［千分数］．
【自然增长率】 见［千分数］．
【小数】 分母 是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的 分 数，可 以 改 写 成 不 带 分 母 的 形

式，这种形式的数，称为小数．也就 是 不 带 分 母 形 式 的 十 进 分 数，叫 做 小 数．
小数的计数单位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等．

在小数里，圆点“·”叫做小数 点，位 于 个 位 的 右 下 方．作 为 整 数 部 分 与

小数部分分界的符号．小数点左边部分的数叫做小数的整数部分，小数点右

边部分的数叫做小数的小数部分．
整数部分 是 零 的 小 数，叫 做 纯 小 数．纯 小 数 小 于１，如０．４５，０．０７８等；

整数部分不是零的小数，叫做带小 数，或 称 混 小 数．带 小 数 大 于１，如３．３６，

１８．０２等．
【小数点】 见［小数］．
【小数位】 指小数部分的各个数位．小数点右边的小数位，顺次称为十

分位，百分位，千分位，万分位，…或称为小数部分第一位，小数部分第二位，
小数部分第三位，小数 部 分 第 四 位，…我 国 古 代，称 它 为 分、厘、毫、丝、忽、
微、纤、沙、尘、埃、渺、漠等．小数数位与整数数位可列成下面的数位顺序表．

整　数　部　分 小数点 小　数　部　分

数位名称 … 万
位

千
位

百
位

十
位

个
位

·
十
分
位

百
分
位

千
分
位

万
分
位

…

计数单位 … 万 千 百 十 一 　

十
分
之
一

百
分
之
一

千
分
之
一

万
分
之
一

…

【十分位】 小数的数位之一．一个小数的小数部分，从小数点起右边第

一位，叫做十分 位．它 的 计 数 单 位 是 十 分 之 一．例 如４．３２中 的“３”是 在 十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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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
【百分位】 小数的数位之一．一个小数的小数部分，从小数点起右边第

二位，叫做百分位．它的计数单位是百分之一．例 如，４．６５中 的“５”是 在 百 分

位上．
【千分位】 小数的数位之一．一个小数的小数部分，从小数点起右边第

三位，叫做千分位．它的计数单位是千分之一．例如，０．６０７８中的“７”是在 千

分位上．
【万分位】 小数的数位之一．一个小数的小数部分，从小数点起右边第

四位，叫做万分位．它的计数单位是万分之一．例如，４．０４３２中的“２”是在 万

分位上．
【小数的读法】 （１）数字读法：
整数部分按照整数的读法来读（整数部分是“０”的读作零），小数点读作

“点”，小数部分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 读 出 每 个 数 位 上 的 数 字，中 间 的“０”也

要完全读出来．例如，１．３读作一点三；１０４．００４７读作一百零四点零零四七．
（２）分数读法：
分数读法 是 把 小 数 当 作 分 数 来 读．例 如，０．３６ 读 作 百 分 之 三 十 六；

１２．７０４读作十二又千分之七百零四．
【小数的写法】 整数部分按照整 数 的 写 法 来 写（整 数 部 分 是 零 的 写 作

“０”），然后在个位的右下角记上小数点，再依次写出小数部分各个数位上的

数字．例如，三点三零七写作３．３０７．
【纯小数】 见［小数］．
【带小数】 见［小数］．
【混小数】 见［小数］．
【小数的大小比较】 比较几个小数的大小，先看它们的整数部分，整数

部分大的那个小数就大；如果整数部分相同，再看它们的小数部分，十分位上

数字大的那个小数就大；如果十分位上的数字也相同，再看百分位，百分位上

的数字大的那个小数就大…例如，４．５８＞２．９６，５．１＞５．０４５，０．４３＞０．４１５．
【小数的性质】 （１）在 小 数 的 末 尾 添 上 或 去 掉 任 意 个 零，小 数 的 值 不

变．例如，０．２４＝０．２４０＝０．２４０００；３．０４００＝３．０４．但需注意，在近似数里，因

所表示的精确度不同，所以不能任意在小数的末尾添上或去掉零．
（２）把小数点向右移动ｎ 位，小 数 的 值 就 扩 大１０ｎ 倍；反 之，把 小 数 点

向左移动ｎ位，小数的值就缩小１０ｎ 倍．例 如，把２．４５８写 成２４５．８，小 数 点

右移两位，小数的值就扩大１０２＝１００倍；把１０４３．７写 成１．０４３７，小 数 点 左

移三位，小数的值就缩小１０３＝１０００倍．
【小数点位置移动的规律】 见［小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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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小数】 根据十进位制的 记 数 方 法，把 十 进 分 数 改 写 成 不 带 分 母

形式的数，叫做有限小数．也叫做十进小数．例如：

２９
１００＝０．２９；２３

１０＝２．３；

４５
１０００＝０．０４５．

　　有限小数的小数部分的位数是有限的．
【无限小数】 小数部分有无限个不全为零的数字，叫做无限小数．无限

小数包括无限循环小数和无限不循环小数．例如：

１
３ ＝０．３３３… ＝０．３

·
；

π＝３．１４１５９２６５…

　　都叫做无限小数．
【循环小数】 一个无限小数的 各 个 数 位 上 的 数 字，如 果 从 小 数 部 分 的

某一位起，一个数字或者几个数字依照一定的顺序连续不断地重复出现，这

样的无限小数叫做无限循环小数．简称“循环小数”．例如：

２
７＝０．２８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１

３＝０．３３３…．

在循环小数中，小数部分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或几个数字，叫做这个循

环小数的循环节（或称循环周期），例如：

０．３３３…的循环节是“３”，５．２８１３１３…的循环节是“１３”．
循环小数的简便写法是只写出循环小数中的不循环部分和第一个循环

节，并在这个循环节的首末两个数字顶上各记上一个圆点．如果循环节只有

一个数字，就只在这个数字顶上记上一个圆点．这样的点，叫做循环点．例如：

０．３３３… 记作０．３
·
；

０．３０８３０８… 记作０．３
·

０８
·
；

０．２２２１２１… 记作０．２２２
·

１
·

．

　　【循环节】 见［循环小数］．
【循环点】 见［循环小数］．
【循环周期】 见［循环小数］．
【纯循环小数】 在一个循环小 数 中，如 果 循 环 节 从 小 数 点 右 边 第 一 位

就开始，这种循环小数叫做 纯 循 环 小 数．例 如，０．７
·
，１０．８

·

１
·

都 是 纯 循 环 小 数．
包含整数Ａ 及ｎ 个数字的循环节的纯循环小数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

Ａ．ｂ１ｂ２ｂ３…ｂｎｂ１ｂ２ｂ３…ｂ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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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循环小数】 在一个循环小 数 中，如 果 循 环 节 不 是 从 小 数 点 右 边 第

一位开始，而在小数点与循环节之间有着一个或者几个不重复出现的数字，

这种循环小数叫做混循环 小 数．例 如，３．４３４
·

６７
·

是 混 循 环 小 数．如 果 在 循 环

节前有ｋ个数字，而在循环节内有ｎ个 数 字，那 么 混 循 环 小 数 的 一 般 形 式，
可以表示为

Ａ．ｂ１ｂ２ｂ３…ｂｋｂｋ＋１ｂｋ＋２…ｂｋ＋ｎｂｋ＋１ｂｋ＋２…ｂｋ＋ｎ…．

　　【无限循环小数】 ［见循环小数］．
【无限不循环小数】 一个无限小数，从小数部分起各位数字的排列，没

有一定的规律，这样的无限小数，叫做无限不循环小数．例如，圆周率π的小

数形式是３．１４１５９２６５…，它是无限不循环小数．
无限不循环小数是无理数的一种表现形式．

【分数化小数】 对于既约真分数ａ
ｂ

，如果它的分母只含有质因数２，５，

即ｂ＝２ｍ·５ｎ，那么这样的分数可以化成有限小数．

（１）当 ｍ＝ｎ时，分数ａ
ｂ

的分母就成为１０的幂．即

ａ
ｂ ＝ ａ

２ｍ·５ｎ ＝ ａ
１０ｎ．

　　例如，１３
１０００＝ １３

２３×５３＝
１３
１０３＝０．０１３．

（２）当 ｍ＞ｎ时，可以用５ｍ－ｎ乘分数 ａ
２ｍ·５ｎ的分子和分母，即

ａ
ｂ ＝ ａ

２ｍ·５ｎ ＝ ａ·５ｍ－ｎ

２ｍ·５ｎ·５ｍ－ｎ＝
ａ·５ｍ－ｎ

２ｍ·５ｍ ＝ａ·５ｍ－ｎ

１０ｍ ．

　　例如，１３
４０＝ １３

２３×５＝ １３×５２

２３×５×５２＝
３２５
１０３＝０．３２５．

（３）当 ｍ＜ｎ时，可以用２ｎ－ｍ 乘分数 ａ
２ｍ·５ｎ的分子和分母，即

ａ
ｂ ＝ ａ

２ｍ·５ｎ ＝ ａ·２ｎ－ｍ

２ｍ·５ｎ·２ｎ－ｍ

＝ａ·２ｎ－ｍ

２ｎ·５ｎ ＝ａ·２ｎ－ｍ

１０ｎ ．

　　例如，１３
２５０＝ １３

２×５３＝
１３×２２

２×５３×２２＝
５２
１０３＝０．０５２．

对于既约真分数ａ
ｂ

，如 果 它 的 分 母 或 者 不 包 含 质 因 数２，５（也 即 与１０

互质），或者除２和５以外，还包含其他的质因数，那么这样的分数可以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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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小数．

当既约真分数ａ
ｂ

中的 分 母 与１０互 质，这 样 的 分 数 就 可 以 化 成 纯 循 环

小数，循环节内数字的个数，跟数列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各项中，能 被 分 母６

整除的最小的数所含９的个数相同．例如５
７

，因为它的分母７与１０互质，又

因为用分母７去除９，９９，９９９，…，能整除的最小的 数 是９９９９９９，含９的 个 数

是６，所以分数５
７

可以化成纯循环小数，循环节内数字的个 数 是６．实 际 上，

把５
７

化成循环小数是０．７
·

１４２８５
·

．

当既约真分数ａ
ｂ

中的分母不仅含有质因数２，５，而且还含有２和５以外

的质因数，那么这样的分数就可以化成混循环小数．它的不循环部分数字的

个数，跟２和５在分母内的最高乘方的指数相同；循环节内数字的个数，跟数

列９，９９，９９９，…各项中，能被分母内２和５以外的质因数的积所整除的最小

的数所含９的个数相同．例如，５３
４４０＝ ５３

２３×５×１１
，因为这个分数的分母不仅含

有２和５，还含有１１，所以这个分数可以化成混循环小数．不循环部分数字的

个数，跟２和５在分母内的最高乘方的指数相同，即３．因此，不循环部分有三

个数字．因为分母内２和５以外的质因数是１１，它能整除９９，含９的个数是

２，所以循环部分有两个数字．实际上，把５３
４４０

化成循环小数是０．１２０４
·

５
·

．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把分数化为小数，有三种不同情况：
（１）如果分母只含质因数２，５，化得的小数是有限小数；
（２）如果分母不含质因数２，５，化得的小数是纯循环小数；
（３）如果分母既含质因数２，５，又 含２和５以 外 的 质 因 数，化 得 的 小 数

是混循环小数．
但需指出，如果把纯循环小数写成混循环小数，其结果相等．如

０．１
·

８
·

＝０．１８
·

１
·

＝ ２
１１．

　　【分数化成有限小数的条件】 见［分数化小数］．
【分数化成循环小数的条件】 见［分数化小数］．
【分数化成纯循环小数的条件】 见［分数化小数］．
【分数化成混循环小数的条件】 见［分数化小数］．
【有限小数化分数】 把有限小数改写成分母为１０的幂的分数，然后约

简成最简分数．例如：

０．４５＝ ４５
１００＝ 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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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循环小数化分数】 纯循环小数的小数部分，可以化成分数．这个分

数的分子，就是由一个循环节的数字所组成的数；分母的各位数字都是９，９
的个数与一个循环节的数字的个数相同．例如：

０．３
·

＝ ３
９ ＝ １

３
；

０．６
·

２５
·

＝６２５
９９９．

　　【混循环小数化分数】 混循环小数的小数部分，可以化成分数．这个分

数的分子，就是小数点右边第一个数 字 到 第 一 个 循 环 节 的 末 位 数 字 所 组 成

的数，减去小数部分中不循环部分的数字所组成的数所得的差；分母的头几

位数字是９，末几位数字是０，９的 个 数 与 一 个 循 环 节 的 数 字 的 个 数 相 同，０
的个数与不循环部分的数字的个数相同，例如：

０．４６２
·

８
·

＝４６２８－４６
９９００ ＝４５８２

９９００＝２２９１
４９５０．

　　【百分数化小数】 百分数化小数的方法：先把百分号去掉，再把小数点

向左移动两位（位数不够，用０补足）．例如：

１５％ ＝０．１５；７％ ＝０．０７．

　　【小数化百分数】 先把小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两位（位数不够，用０补

足），再在后面添上百分号．例如：

０．６＝６０％．

　　【运算】 依照数学法则，求出一个算式的结果的过程，叫做运算．
【计算】 根据已知数目，通过数学方法求得未知的数，叫做计算．
计算与运算在范围上稍有区别，运 算 必 须 记 数，依 照 四 则、开 方 等 法 则

进行；计算则更广，有时可依照运算，有 时 可 依 照 口 算，在 简 单 的 情 形 下，可

由已知事项，直接求得结果．
【演算】 同运算，并有演习、演草的含意．
【口算】 不借助工具、不用竖式的计算．凡是耳听题目口答结果或看着

题目说出结果，这样的计算方法，都称为口算．口算也叫做“心算”或“暗算”．
【心算】 见［口算］．
【笔算】 通常指在纸上用竖式进行计算，叫做笔算．
【表算】 利用各种“数学用表”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表算．
【估算】 通常根据实际需要，估计数值的范围，称作估算。有时只取高

位上的数值，有时取前两或三位上的数值，有时先确定一个精确度，采用“四

舍五入法”或者“进一法”、“去尾法”进行估算。视所发生事件的具体情况确

定取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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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 根 据 一 定 的 规 律 和 已 有 的 数 据，计 算 出 有 关 的 数 值，叫 做

推算．
【珠算】 运用算盘进行计算 的 方 法，称 为 珠 算．珠 算 由 筹 算 演 变 而 来，

到明代已盛行，后来流传到朝鲜、日 本、越 南 等 东 亚 各 国．珠 算 采 用 口 诀，便

于记忆，算法简捷，计算迅速．
【速算】 数的加、减、乘（包 括 乘 方）、除，有 时 可 以 利 用 数 的 组 成 与 分

解、各种运算定律、性质或它们之间 的 特 殊 关 系，进 行 简 便、迅 速 的 运 算，这

种方法，叫做速算法．速算又叫“简便运算”或“简捷算法”．
【速算法】 见［速算］．
【简便运算】 见［速算］．
【简捷算法】 见［速算］．
【验算】 检查运算结果是否 正 确 的 方 法，叫 做 验 算，验 算 的 方 法 很 多，

如用加法验算减法，用乘法验算除法．
【逆运算】 给出两 个 数ａ与ｂ，通 过 代 数 运 算 得 到 一 个 数ｃ与ａ、ｂ对

应．如果把ａ、ｂ中的一个当作所求，一个当作已知，并把ｃ也当作已知，这时

又可通过一个新的代数运算把ａ、ｂ中 所 求 的 数 求 出 来，这 个 新 的 代 数 运 算

叫做原来代数运算的逆运算．例如，在四则计算中，加法是由已知加数求和，
而减法是由已知和与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就说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乘

法是由已知因数求积，而除法是由已知积与一个因数求另一个因数，就说除

法是乘法的逆运算．
【四则运算】 加、减、乘、除四种运算，统称为四则运算．
【四则混合运算】 在一个算式中，含有加、减、乘、除四种运算中两种以

上方法的运算，叫做四则混合运算．
【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 在四则混合运算中，运算顺序规定如下：
（１）在一个没有括号的算式中，如果只含有同一级运算，则应按照从左

到右的顺序进行运算．
（２）在一个没有括号的算式中，如果既含有第一级运算，又含有第二级

运算，则应先算第二级运算，后算第一级运算．即先算乘、除，后算加、减．
（３）在一个有括号的算式中，则应先做括号内的运算，顺序是先算小括

号里的算式，再算中括号里的算式，最后算大括号里的算式．
在括号中，有时出现括线“———”时，则应首先算括线下的算式．
【三级运算】 在数的运算中，加法与减法称为第一级运算；乘法与除法

称为第二级运算；乘方与开方称为第三级运算．统称三级运算．
【第一级运算】 见［三级运算］．
【第二级运算】 见［三级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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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级运算】 见［三级运算］．
【列式】 根据题中的数量关系和所给的数目，写出算式，叫做列式．
【算式】 在数的计 算 时，按 照 一 种 约 定 的 形 式 进 行，这 种 形 式 叫 做 算

式．例如，在乘法运算中的横式或竖式都是算式．
【式子】 算式有时也称为式子．
【横式】 把一些需要计算的数 横 着 写，并 且 用 运 算 符 号 把 它 们 连 接 起

来，这样的式子，叫做横式．
【竖式】 按照计算法则把一些 需 要 计 算 的 数 竖 着 写，并 用 符 号 表 示 运

算方法，这样的式子，叫做竖式．
【递等式】 在四则混合运算时，按 运 算 顺 序，逐 步 或 逐 级 进 行，每 计 算

一步，写出一个等式，直至求出结果，这样的书写形式，称为递等式．例如：
｛８５－［１２＋（１０－３）×４］｝÷（６２－４７）

＝ ｛８５－［１２＋７×４］｝÷１５
＝ ｛８５－４０｝÷１５
＝４５÷１５
＝３．

　　【四则运算式 的 读 法】 按 照 运 算 顺 序，从 左 到 右 顺 次 地 读，先 算 的 部

分，一般用和、差、积、商表示，其余部 分 用“加、减、乘 以、除 以”等 连 起 来，最

后说明式题运算结果是求什么．在 小 学 阶 段，为 了 保 证 和、差、积、商 的 唯 一

性，在两数 相 减 或 两 数 相 除 时，应 读 作“某 数 减 去（或 除 以）某 数 的 差（或

商）”，而加法、乘法具有交换律，保证了和、积的唯一性，可以读作“某数与某

数的和（或积）”．例如：
（１２＋５）×４

读作“十二与五的和乘以四，积是多少？”
【式题】 只有数字或作为已知 数 的 字 母 用 运 算 符 号 连 接 起 来 的，要 求

计算出结果的式子，叫做式题．
【文字题】 用文字表达数与数之间关系的题目，叫做文字题．文字题也

叫做文字式题．它由数学的名词（包 括 术 语）、数 字 和 问 题 三 个 部 分 组 成．文

字题与应用题的区别在于它不反映具体的事物，具体的量，而应用题则是反

映量与量之间关系的题目．
【运算符号】 表示计算方法 的 符 号，如 四 则 运 算 中 的＋、－、×、÷等，

其中乘号“×”，也可以用“·”表 示，如７·８都 表 示７×８；除 号“÷”也 可 以

用“∶”或“／”表示，如８∶２、８／２都表示８÷２．
【关系符号】 表示数与数、式与式之间的某种关系的特定记号，叫做关

系符号．有大于号、小于号、等于号、约等于号等．例如，大于号“＞”是表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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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关系的一种符号．
【等号】 表示 数 与 数、式 与 式 或 数 与 式 相 等 的 符 号，叫 做 等 号．记 作

“＝”，读作“等于”．如ａ＝ｂ，读作ａ等于ｂ．
【等于】 见［等号］．
【等量的性质】 （１）反射性　即ａ＝ａ；（２）对称性　即若ａ＝ｂ，则ｂ＝

ａ；（３）传递性　即若ａ＝ｂ，ｂ＝ｃ，则ａ＝ｃ．
【不等号】 表示两个数（或式）不 相 等 的 符 号，叫 做 不 等 号．记 作“≠”，

读作“不等于”．如２＋３≠４，读作２加３不等于４．
【不等于】 见［不等号］．
【约等 号】 表 示 两 个 数（或 式）近 似 相 等 的 符 号，叫 做 约 等 号．记 作

“≈”，读作“约等于”．例如，π≈３．１４１６，读作π约等于３．１４１６．
【约等于】 见［约等号］．
【大于】 把两个数（或式）作比较，一个数（或式）比另一个数（或式）大，

称为一个数（或式）大于另一个数（或 式）．如８比６大，记 作“８＞６”，读 作 八

大于六．
【大于号】 表示一个数（或式）比 另 一 个 数（或 式）大 的 符 号，叫 做 大 于

号．记作“＞”．
【大于号的 性 质】 （１）若ａ＞ｂ，ｂ＞ｃ，则ａ＞ｃ（传 递 性）；（２）若ａ＞ｂ，

ｂ＝ｃ，则ａ＞ｃ．
【小于】 把两个数（或式）作比较，一个数（或式）比另一个数（或式）小，

称为一个数（或式）小于另一个数（或式）．如７比１０小，记作７＜１０，读作七

小于十．
【小于号】 表示一个数（或式）比 另 一 个 数（或 式）小 的 符 号，叫 做 小 于

号．记作“＜”．
【不大于号】 表示一个数（或式）小 于 或 等 于 另 一 个 数（或 式）的 符 号，

叫做不大于号．记作“≤”．例如，ａ≤ｂ，表示ａ不大于ｂ，即ａ小于或等于ｂ．
【不小于号】 表示一个数（或式）大 于 或 等 于 另 一 个 数（或 式）的 符 号，

叫做不小于号．记作“≥”．例如，ａ≥ｂ，表示ａ不小于ｂ，即ａ大于或等于ｂ．
【结合符号】 表示把几个数、式或几种运算结合起来的符号，叫做结合

符号．它可以 改 变 算 式 中 的 运 算 顺 序．例 如，括 号（　）、［　］、｛　｝都 是 结 合

符号．
【括号】 用来规定运算顺序的符 号，叫 做 括 号．括 号 也 叫 做“括 弧”．括

号也称结合符号．常见的有

（１）小括号，又称圆括号，记作“（　）”；
（２）中括号，又称方括号，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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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括号，又称花括号，记作“｛　｝”．
此外，还有括线，记作“———”，现在数学中一般不采用括线．
【括弧】 见［括号］．
【大括号】 见［括号］．
【中括号】 见［括号］．
【小括号】 见［括号］．
【括线】 见［括号］．
【等式】 用等号连接的式子，叫做等 式．例 如，５＋７＝１２、ａ＋ｂ＝ｃ等 都

是等式．
【等式的性质】 （１）等式的两边可以互相交换位置，即若ａ＝ｂ，则

　　ｂ＝ａ；
（２）等式的两边加上等式，所得的仍是等式，即若ａ＝ｂ，ｃ＝ｄ，那么

　　ａ＋ｃ＝ｂ＋ｄ；
（３）等式的两边减去等式，所得的仍是等式，即若ａ＝ｂ，ｃ＝ｄ，那么

　　ａ－ｃ＝ｂ－ｄ；
（４）等式的两边乘以同一个数，所得的仍是等式，即若ａ＝ｂ，那么，

　　ａｍ＝ｂｍ；
（５）等式的两边除以同一个不 为 零 的 数，所 得 的 仍 是 等 式．即 若ａ＝ｂ，

那么，ａ
ｍ ＝ｂ

ｍ
（ｍ≠０）．

【不等式】 用不等号连接起来的式子，叫做不等式．例如，４＋５＜１０或

４＋５≠１０，ａ＋ｂ＞ｃ或ａ＋ｂ≠ｃ等都是不等式．
【定义】 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

简要的说明．叫做定义．例如，连接 两 点 的 长，叫 做 这 两 点 间 的 距 离．这 就 是

两点间距离的定义．
定义有两个任务：
（１）把被定义的对象与其他一切对象区别开；
（２）揭示出被定义对象的本质属性．
【定理】 通过一定论据而证明 为 真 实 的 命 题，叫 做 定 理．例 如，对 顶 角

相等，这就是定理．每个定理都包含“条 件”和“结 论”两 个 部 分，条 件 是 已 知

的部分，结论是从条件经过推理而得到的结果．
【定律】 科学上对某种客观规 律 的 概 括，反 映 事 物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发 生

一定变化过程的必然关系．在数学中，具有某种规律性的结论，叫做定律．例

如，加法交换律：ａ＋ｂ＝ｂ＋ａ，这就是定律．
【公理】 人类在实践中反复验 证 过 的，并 且 不 需 要 再 加 证 明 就 被 公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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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叫做公理．例如，经过两点能且只能引一条直线，这就是公理．
【运算法则】 用文字说明数学中某种运算的方法，叫做运算法则．
【公式】 用数学符号或文字表 示 各 个 数 量 之 间 的 关 系 的 式 子．叫 做 公

式．例如，圆面积公式：Ｓ＝πＲ２．
【计数器】 泛指能计数的器件．在 小 学 数 学 中，指 辅 助 学 生 计 数，认 识

数位、进率的教具．分直式计数器和横式计数器两种．
【计算尺】 一种计算工具．形 似 直 尺，由 两 把 有 刻 度 的 尺 构 成．其 中 一

把嵌在另一把尺的中间并能滑动，把两把尺上一定的刻度对准，即能直接得

出运算结果．应用在加、减、乘、除、乘方、开方、三角函数及对数等运算上．也

叫“算尺”．
【计算表】 帮助计算的一种用 表，可 配 合 算 盘 或 其 他 计 算 工 具 同 时 使

用．分专业计算表和普通计算表两种．专业计算表是根据各专业的要求编制

的，如利息表、成本核算表等；普通计算表是数学计算中的一般用表，如乘法

口诀表、平方表等．
【电子计算机】 是一种能自动、高速进行大量计算工作的电子设备．它

能通过对输入数据进行指定的数值运算和逻辑运算来求解各种问题，也能通

过对信息加工来解决各种数据处理问题．当它与一定的机电设备结合时，还

能实现对生产过程的实时控制．因此，电子计算机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文

化教育、科学技术 和 军 事 的 各 个 领 域．目 前，电 子 计 算 机 正 向 更 高 的 运 算 速

度、更强的功能、更高的稳定性以及进一步减小体积和功耗的方向发展．
【电子计算器】 是一种小型的 电 子 计 算 装 置．它 和 电 子 计 算 机 的 区 别

是：电子计算机不仅能对数据进行各种操作，而且还能对其本身所存储的程

序进行修改，即电子计算机能接受、储存、执行和修改其程序；电子计算器通

常只能完成算术运算和少量逻辑操作并显示其结果，但不能修改其程序．因

此，电子计算器可以说是一种只能执行少量指令的计算机．
【算盘】 我国古代人 民 创 造 的 一 种 计 算 工 具，它 分 框、梁、档、珠 四 部

分．算盘周围为木框，内贯直柱，称 为 档；档 中 横 以 梁，梁 上 两 珠，称 为 上 珠，
每珠当作数５；梁下五珠，称为下珠，每珠当作数１．运算时定位后拨珠计算．
算盘各部分名称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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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盘上的记数法】 在算盘上，算珠都靠框，表示没有数．拨珠靠梁，表

示记数．如图所示．

算盘上的数位用档表示，选定一 档 作 为 个 位，向 左 各 档 依 次 为 十 位、百

位、千位、…
【算盘上的拨珠法】 在 算 盘 上 拨 珠 的 方 法，通 常 用 右

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三个手指拨珠．三指按下面的分工协

同动作：
拇指：把下珠向上拨；
食指：把下珠向下拨；
中指：把上珠向上拨和向下拨．
【整数加法】 由于自然数有 基 数 与 序 数 两 种 理 论，所 以，从 理 论 上 讲，

加法定义有两种形式．
（１）在自然数列里的数ａ之 后 再 数 出ｂ 个 数 来，对 应 于 自 然 数 列 的 数

ｃ，ｃ叫做ａ 与ｂ的和，记作

ａ＋ｂ＝ｃ．
其中ａ与ｂ叫做加数，符号“＋”叫做加号，读作“加”．求和的运算叫做加法．
这是用序数理论来定义加法．

如果加数为零时，补充定义

０＋ａ＝ａ，ａ＋０＝ａ，０＋０＝０．
　　（２）设Ａ 与Ｂ 是两个不具有公共元素的有限集合，它们的基数分别是

ａ和ｂ．把集合Ａ 和Ｂ 的元素并在一起，组成一个集合Ｃ，Ｃ 叫做集合Ａ 与Ｂ
的并集．Ｃ 的基数ｃ叫做ａ 与ｂ的和，记作

ａ＋ｂ＝ｃ．
ａ、ｂ都叫做加数．求两个加 数 的 和 的 运 算，叫 做 加 法．这 是 用 基 数 理 论 来 定

义加法．
在小学数学里，一般把加法定义为“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这

个定义实际上是采用基数形式的加法定义．
【被加数】 在加法运算中，第一个 加 数 叫 做 被 加 数．例 如，７＋４＝１１，７

是被加数，４是加数．被加数 与 加 数 也 可 统 称 为 加 数，或 称 被 加 数 为 第 一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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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加数为第二加数．
【加数】 见［整数加法］．
【加号】 见［整数加法］．
【和】 见［整数加法］．
【和的性质】 （１）两 个（非 负）整 数 相 加，总 能 施 行，而 且 和 是 唯 一 存

在的；
（２）两个（非 负）整 数 的 和 必 不 小 于 任 一 加 数，有ａ＋ｂ≥ａ，ａ＋ｂ≥ｂ

成立；
（３）从和中减去一个数，可以用和中任意一个加数减去这个数，再用所

得的差加上另一个加数．即（ａ＋ｂ）－ｃ＝ａ＋（ｂ－ｃ）（ｂ≥ｃ）．
【进位加法】 在十进制整数加 法 计 算 中，如 果 某 个 数 位 上 的 数 的 和 是

两位数（即满十或超十），就把这一位 上 的 十 个 单 位 组 成 和 它 相 邻 的 较 高 位

上的一个单位，加到较高位的和里去，这种含有进位的加法，叫做进位加法．
【凑十法】 在求几个数的和的计算中，把和是十或几十的两个数，或个

位数的和是十的两个或三个数先 相 加 的 方 法，叫 做 凑 十 法．使 用 凑 十 法，可

以较快地算出结果．
【连加法】 在一个 加 法 算 式 里，加 数 的 个 数 多 于 两 个 的 加 法，叫 做 连

加法．
【多位数加法运算法则】 在进 行 多 位 数 加 法 的 时 候，一 般 要 用 竖 式 计

算．用竖式计算加法的法则如下：
（１）相同数位对齐；
（２）从个位加起；
（３）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要向前一位进１．
例如，７８３５＋６１９＝８４５４．

　７８３５
＋　６１９
８４５４

　　【小数加法运算法则】 先把几 个 加 数 的 相 同 数 位 上 的 数 对 齐，也 就 是

把各数的小数点对齐，再按照整数加法运算法则进行计算，最后在所得的结

果里对着加数的小数点的位置记上小数点．
【分数加法运算法则】 同分母 分 数 相 加，把 分 子 相 加，分 母 不 变；异 分

母分数相加，先通分，然后按照同分 母 分 数 相 加 的 方 法 进 行 计 算．带 分 数 相

加时，把它们的整数部分和分数部分分别相加，再把所得的数合并起来．
【加法运算定律】 （１）加 法 交 换 律：两 个 数 相 加，交 换 加 数 的 位 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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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和不变．即

ａ＋ｂ＝ｂ＋ａ．

　　（２）加法结合律：三个数相加，先把前两个数相加，再加上第三个数；或

者先把后两个数相加，再加上第一个数，它们的和不变．即

（ａ＋ｂ）＋ｃ＝ａ＋（ｂ＋ｃ）．

　　【加法交换律】 见［加法运算定律］．
【加法结合律】 见［加法运算定律］．
【和的变化】 （１）如果 一 个 加 数 增 加（或 减 少）一 个 数，另 一 个 加 数 不

变，那么它们的和也增加（或减少）同一个数．即

如果　ａ＋ｂ＝ｃ，
那么　（ａ＋ｄ）＋ｂ＝ｃ＋ｄ，

　　　（ａ－ｄ）＋ｂ＝ｃ－ｄ．
（２）如果一个加数增加一个数，另一个加数减少同一个数，那么它们的

和不变．即

如果　ａ＋ｂ＝ｃ，
那么　（ａ＋ｄ）＋（ｂ－ｄ）＝ｃ．
【珠算加法】 珠算加法要对准数位，从高位算起．
珠算加法的口诀如下表所示．

珠算加法口诀表

不　　进　　位　　的 进　　位　　的

上　几　的

（直加的）
下五去几的

（满五的）
去几进一的

（凑十的）
上几去五进一的

（满十破五的）

一 上 一 一下五去四 一去九进一

二 上 二 二下五去三 二去八进一

三 上 三 三下五去二 三去七进一

四 上 四 四下五去一 四去六进一

五 上 五 　 五去五进一

六 上 六 　 六去四进一 六上一去五进一

七 上 七 　 七去三进一 七上二去五进一

八 上 八 　 八去二进一 八上三去五进一

九 上 九 　 九去一进一 九上四去五进一

【传统的珠算加法练习】 （１）九 盘 清．先 拨 上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再 连 续 加 上

９个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最后得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
（２）三盘清．先拨上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以 后 每 次 看 到 盘 面 上 是 几 就 加 上 几，

连加三次．即第 一 次 加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得２４６９１３５７８；第 二 次 加２４６　９１３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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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４９３８２７１５６；第 三 次 加 ４９３８２７１５６，得 ９８７６５４３１２．最 后 加 一 个 ９，
得９８７６５４　３２１．

（３）打百子．计算１＋２＋３＋…＋９８＋９９＋１００，结果是５０５０．
（４）加６２５．连加１６个６２５，得１００００．
（５）加１６８３５．把３个、６个、９个、１２个１６８２５连加，可以分 别 得 到 一 些

有规律的 数．如３个１６８３５连 加 是５０５０５；６个１６８３５连 加 是１０１０１０；９个

１６８３５连加是１５１５１５；１２个１６８３５连加是２０２０２０．
【整数减法】 设ａ、ｂ是两个（非负）整 数，如 果 存 在 一 个（非 负）整 数ｃ，

能使ｂ＋ｃ＝ａ，那么ｃ叫做ａ、ｂ的差，记作：

ｃ＝ａ－ｂ．
ａ叫做被减数，ｂ叫做减数．符号“－”叫 做 减 号，读 作“减”．求 两 个 数 的 差 的

运算叫做减法．
从减法的意义可知，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
【被减数】 见［整数减法］．
【减数】 见［整数减法］．
【减号】 见［整数减法］．
【差】 见［整数减法］．
【差的性质】 （１）如果两个数的差存在，那么它是唯一的．即如果ａ－ｂ

＝ｃ，那么ｃ是惟一存在的．
（２）某数减去一个数，再加上同一个数，仍得某数．即

（ｃ－ａ）＋ａ＝ｃ．
　　（３）某数加上一个数，再减去同一个数，仍得某数．即

（ｃ＋ａ）－ａ＝ｃ．

　　【退位减法】 在减法运算中，如果某个数位上的被减数小于减数，可以

先把被减数里相邻较高数位上的一个单位，化成这个数位上的十个单位，和

原有的数加在一起，然后再减，这种方法叫做退位减法．
【连减法】 在一个减法算式里，减数的个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减法，

叫做连减法．
【多位数减法运算法则】 在进 行 多 位 数 减 法 的 时 候，一 般 要 用 竖 式 计

算．用竖式计算减法的法则如下：
（１）相同数位对齐；
（２）从个位减起；
（３）被减数哪一位上的数不够减，就从前一位退一作十，加到本位的被

减数上，然后再减．
例如，８９４０－５９７＝８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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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４０
－　５９７
８３４３

　　【小数减法运算法则】 先把被 减 数 与 减 数 的 相 同 数 位 上 的 数 对 齐，也

就是把小数点对齐，再按照整数减法法则计算，最后在所得的结果里对着被

减数与减数的小数点的位置记上小数点．
【分数减法运算法则】 同分母 分 数 相 减，把 分 子 相 减，分 母 不 变；异 分

母分数相减，先通分，然后按照同分 母 分 数 相 减 的 方 法 进 行 计 算．带 分 数 相

减时，把它们的整数部分和分数部 分 分 别 相 减，再 把 所 得 的 数 合 并 起 来；如

果被减数的分数部分小于减数的分数部分时，要从被减数的整数部分取１，

化成假分数，与原来被减数的分数部分加在一起，然后再减．
【减法运算性质】 （１）一 个 数 减 去 两 个 数 的 和，可 以 从 这 个 数 里 依 次

减去和中的各个加数．即

ａ－（ｂ＋ｃ）＝ａ－ｂ－ｃ．

　　（２）一个数减去两个数的差，可以把这个数减去差里的被减数（在可能

的情况下），再加上差里的减数；或者先加上差里的减数，再减去差里的被减

数．即

ａ－（ｂ－ｃ）＝ （ａ－ｂ）＋ｃ（ａ≥ｂ）；或ａ－（ｂ－ｃ）＝ａ＋ｃ－ｂ．

　　（３）几个数的和减去一个数，可以从任何一个加数里减去这个数（在可

能的情况下），再同其余的加数相加．即

（ａ＋ｂ＋ｃ）－ｄ

　 ＝ （ａ－ｄ）＋ｂ＋ｃ　（ａ≥ｄ）

　 ＝ａ＋（ｂ－ｄ）＋ｃ　（ｂ≥ｄ）

　 ＝ａ＋ｂ＋（ｃ－ｄ）　（ｃ≥ｄ）．

　　【差的变化】 （１）如果被减数增加（或减少）一个数，减数不变，那么它

们的差也增加（或减少）同一个数．即

如果　ａ－ｂ＝ｃ，

那么　（ａ＋ｄ）－ｂ＝ｃ＋ｄ；

　　　（ａ－ｄ）－ｂ＝ｃ－ｄ．
（２）如果减数增加（或减少）一个数，被减数不变，那么它们的差反而减

少（或增加）同一个数．即

如果　ａ－ｂ＝ｃ，

那么　ａ－（ｂ＋ｄ）＝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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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ｄ）＝ｃ＋ｄ．
（３）如果被 减 数 和 减 数 都 增 加（或 减 少）同 一 个 数，那 么 它 们 的 差 不

变．即

如果　ａ－ｂ＝ｃ，

那么　（ａ＋ｄ）－（ｂ＋ｄ）＝ｃ；

　　　（ａ－ｄ）－（ｂ－ｄ）＝ｃ．
【加法与减法的关系】 从减法的意义可知加法和减法里的已知数与得

数间的关系：

（１）加法里的一个加数等于和减去另一个加数．如

ａ＋ｘ＝ｂ，ｘ＝ｂ－ａ．

　　（２）减法里的被减数，等于减数加上差．如

ｘ－ａ＝ｂ，ｘ＝ａ＋ｂ．

　　（３）减法里的减数，等于被减数减去差．如

ａ－ｘ＝ｂ，ｘ＝ａ－ｂ．

　　【加法的验算】 检查加法运算是否正确的方法，叫做加法的验算．验算

方法有

（１）利用加法交换律，改变加数的位置后再相加，所得的结果必须与原

计算结果相同，计算才算正确．
（２）用减法验算，把所得的和减去其中的一个加数，必须等于另一个加

数，计算才算正确．
例如，５６＋７５＝１３１．
验算：①７５＋５６＝１３１；②１３１－７５＝５６（或１３１－５６＝７５）．
【减法的验算】 检查减法运算是否正确的方法，叫做减法的验算．验算

方法有：

（１）根据减法定义，用加 法 验 算．把 所 得 的 差 与 减 数 相 加，必 须 等 于 被

减数，计算才算正确．
（２）根据减法定义，用减 法 验 算．把 被 减 数 减 去 所 得 的 差，必 须 等 于 减

数，计算才算正确．
例如，７２－４８＝２４，

验算：①２４＋４８＝７２；

　　 ②７２－２４＝４８．
【珠算减法】 珠算减法要对准数位，从高位算起．
珠算减法的口诀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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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算减法口诀表

不　退　位　的 退　位　的

去几的

（直减的）
上几去五的

（破五的）
退一还几的

（破十的）

一去一 一上四去五 一退一还九

二去二 二上三去五 二退一还八

三去三 三上二去五 三退一还七

四去四 四上一去五 四退一还六

五去五 五退一还五

六去六 六退一还四

七去七 七退一还三

八去八 八退一还二

九去九 九退一还一

【整数乘法】 ｂ个相同加数ａ 的和，叫做ａ与ｂ的积，记作ａ×ｂ．数ａ叫

做被乘数，数ｂ叫做乘数，被乘数 和 乘 数 统 称 为 积 的 因 数．符 号“×”叫 做 乘

号．ａ×ｂ读作“ａ乘以ｂ”或“ｂ乘ａ”．求积的运算叫做乘法．
一般地说，如果ａ＋ａ＋…＋

烐烏 烑
ａ

ｂ个

＝ｃ，

可以记作：ａ×ｂ＝ｃ．
可见，乘法实际上是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的简便运算．
对于整数乘法，尚有下面几条补充定义：

ａ×１＝ａ，ａ×０＝０，０×０＝０．

　　【被乘数】 见［整数乘法］．
【乘数】 见［整数乘法］．
【乘号】 见［整数乘法］．
【因数】 见［整数乘法］．
【积】 见［整数乘法］．
【积的唯一性和存在性】 两个数相乘，积是存在的而且是唯一的．
【乘以】 见［整数乘法］．
【乘】 见［整数乘法］．
【乘法表】 在十进位制里，把 乘 数、被 乘 数 都 是 一 位 数 的 积，依 次 按 乘

数、被乘数的大小顺序列成的一个表，叫做乘法表．乘法表也叫做“九九表”，

或叫做“乘法口诀表”．
【乘法口诀表】 见附录一．
【九九表】 见［乘法口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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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诀】 根据事物的内容要点编写的便于记诵的语句，叫做口诀．如乘

法口诀，珠算加、减法口诀等．
【连乘】 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数连续相乘的运算，叫做连乘．
【多位数乘法运算法则】 （１）把被乘数和乘数的数位对齐；

（２）用乘数每一位上的 数 依 次 去 乘 被 乘 数 的 个 位 数、十 位 数、百 位 数、
…用哪一位上的数去乘，乘得的积的末尾就要和哪一位对齐；

（３）哪一位上乘得的积满几十，就向前一位进几；

（４）把每次乘得的积相加．
例如：４３５×２６＝１１３１０．

　　４３５
×　　２６
２６１０
８７０

１１３１０

　　【小数乘法运算法则】 小数相乘，先按照整数乘法的法则计算，再看因

数中一共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
【分数乘法运算法则】 把两个 分 数 分 子 相 乘 的 积 作 分 子，分 母 相 乘 的

积作分母．即

ａ
ｂ × ｃ

ｄ ＝ａｃ
ｂｄ．

　　分数乘法中有带分数的，通常先把带分数化成假分数，然后再乘．
【乘法运算定律】 （１）乘 法 交 换 律：两 个 数 相 乘，交 换 因 数 的 位 置，它

们的积不变．即

ａ×ｂ＝ｂ×ａ．

　　（２）乘法结合律：三个数相乘，先把前两个数相乘，再与第三个数相乘；

或者先把后两个数相乘，再与第一个数相乘，它们的积不变．即

ａ×ｂ×ｃ＝ （ａ×ｂ）×ｃ＝ａ×（ｂ×ｃ）．

　　（３）乘法对于加法 的 分 配 律（简 称 乘 法 分 配 律）：两 个 数 的 和 与 一 个 数

相乘，可以把两个加数分别与这个 数 相 乘，再 把 两 个 积 相 加，所 得 的 结 果 不

变．即

　ａ×（ｂ＋ｃ）＝ａ×ｂ＋ａ×ｃ；
或（ｂ＋ｃ）×ａ＝ｂ×ａ＋ｃ×ａ．

　　【乘法交换律】 见［乘法运算定律］．
【乘法结合律】 见［乘法运算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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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对于加法的分配律】 见［乘法运算定律］．
【乘法分配律】 见［乘法运算定律］．
【积的位数】 两个数的积的位数，等于被乘数与乘数的位数的和，或比

这个和少１．
【积的变化】 （１）如果 一 个 因 数 扩 大（或 缩 小）若 干 倍，另 一 个 因 数 不

变，那么它们的积也扩大（或缩小）同数倍．即

如果　ａ×ｂ＝ｃ，

那么　（ａ×ｎ）×ｂ＝ｃ×ｎ；

或　　（ａ÷ｎ）×ｂ＝ｃ÷ｎ．
（２）如果一个因数扩大若干倍，另一个因数缩小同数倍，那么它们的积

不变．即

如果　ａ×ｂ＝ｃ，

那么　（ａ×ｎ）×（ｂ÷ｎ）＝ｃ；

或　　（ａ÷ｎ）×（ｂ×ｎ）＝ｃ．
【阶乘】 自然数１到ｎ的连乘积，叫做ｎ的阶乘．用ｎ！表示．例如，

４！＝１×２×３×４＝２４．规定０！＝１．
【珠算乘法】 珠算乘法，按照 运 算 顺 序，分 前 乘 法 和 后 乘 法 两 种．从 被

乘数和乘数的首位乘起的，叫做前乘法；此外，都叫做后乘法．后乘法由于乘

的顺序不同，又分为破头乘、隔 位 乘、留 头 乘、掉 尾 乘 等 几 种．现 以５３４×５４
为例，列表比较如下：

种　类 ５３４×５４的运算步骤 备　　　　注

前

　
乘

　
法

算盘上不布因数，从算盘左起 第 一

档开始运算

后

　
乘

　
法

破
头
乘
和
隔
位
乘

破头乘时，在所布的一个因数 后 要

留出与另 一 个 因 数 相 同 位 数 的 空

位，再进行 计 算．隔 位 乘 留 出 的 空

位要比另一个因数的位数多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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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　类 ５３４×５４的运算步骤 备　　　　注

后

　
乘

　
法

留

　
头

　
乘

布数法同破头乘

掉

　
尾

　
乘

布数法同破头乘

【传统的珠算乘法练习】 （１）滚雪球．先在算盘左边任意布上一个数，
然后乘以２，再乘以３，继续乘以４、５、６、７、８、９，积越乘越大，好像滚雪球．

（２）九位同数．把１２３４５６７９分别乘以９、１８、２７、３６、４５、５４、６３、７２、８１，结

果全是每一位上的数都相同的九位数．
（３）狮子滚绣球．１９５３１２５×５１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凤凰展翅．１６２２５６７９×３５＝５６７８９８７６５．
（５）山上五只虎，山下九三七五．
５５５５５×９３７５＝５２０８２８１２５．
【整数除法】 设ａ、ｂ是两个自然数，如果存在一个自然数ｃ，能 使ｂ×ｃ

＝ａ，那么ｃ叫做ａ 除以ｂ所得的商．记作：

ａ÷ｂ＝ｃ．
其中ａ叫做被除数，ｂ叫做除数．符号“÷”叫做除号．ａ÷ｂ读作“ａ除以ｂ”或

“ｂ除ａ”．求两个数的商的运算叫做除法．
从除法的定义可知，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
在（非负）整数集中，由于引入了数“０”，所以要作如下的补充规定

（１）０÷ａ＝０（ａ≠０）；
（２）０不能作除数．
【被除数】 见［整数除法］．
【除数】 见［整数除法］．
【除】 见［整数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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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 见［整数除法］．
【除号】 见［整数除法］．
【商】 见［整数除法］．
【试商】 在除法计算过程中，除 数 是 两、三 位 数 时，有 时 要 按 照 特 定 的

方法去掉除数的尾数，把除数看作 整 十、整 百 数 去 试 除．如 果 不 能 一 次 得 到

准确数，就要调整商，这个过程叫做试商．
【带余除法】 一个整数除以另 一 个 自 然 数，并 不 是 永 远 可 以 得 到 整 数

的商．如果ａ÷ｂ不能得到整数商，设ａ最多包含ｑ 个ｂ，也就是

ｂｑ＜ａ＜ｂ（ｑ＋１）．
那么，整数ｑ叫做不完全商，ａ与ｂｑ 的差叫做余数．即 被 除 数＝除 数×不 完

全商＋余数，或表示为

ａ＝ｂｑ＋ｒ（０＜ｒ＜ｂ）．
这种除法称为带余除法．带余除法也叫做有余数的除法．

【有余数的除法】 见［带余除法］．
【不完全商】 见［带余除法］．
【余数】 见［带余除法］．
【带余除法的性质】 （１）余数必须小于除数，即在ａ＝ｂｑ＋ｒ中，ｒ＜ｂ．
（２）不完全商与余数都是唯一的．即在ａ＝ｂｑ＋ｒ（ｒ＜ｂ）中，ｑ与ｒ 都 是

唯一的．
【短除法】 在被除数的下边，直接写出商来，而不再一一写出各步的积

以及剩余的除法格式，叫做短除法．它在分解质因数时，经常用到．
例如，把３６０分解质因数．

∴　３６０＝２×２×２×３×３×５．
【等分除法】 把一个数平均分成几份，求一份是多少的问题，通常叫做

等分除法问题．简称等分除法．
例如，把２４平均分成４份，每份是多少？

２４÷４＝６．
这就是说，把２４平均分成４份，每份是６．

【包含除法】 求一个数里含有 几 个 另 一 个 数 的 问 题，叫 做 包 含 除 法 问

题．简称包含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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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２７里含有几个９？

２７÷９＝３．
这就是说，２７里含有３个９．

【连除】 一个数依次除以几个除数的运算，叫做连除．
【多位数除法运算法则】 （１）多 位 数 除 多 位 数，要 从 被 除 数 的 高 位 除

起，看除数有几位，被除数也要看几位，如果前几位的数比除数小，就要比除

数多看一位．
（２）除到被除数的哪一位，就把商写在哪一位的上面．
（３）求出商的最高位以后，除到被除数 的 哪 一 位 不 够 商１，就 在 哪 一 位

上面写０．
（４）每次除得的余数必须比除数小．
例如：９３６１÷２３＝４０７．

【小数除法运算法则】 （１）小 数 除 以 整 数 的 法 则：按 整 数 除 法 法 则 来

除，商的小数点应与被除数的小数点对齐．
（２）一个数除以小数的法则：先看除数有几位小数，就把除数与被除数

的小数点同时向右移动几位，使除数变成整数，然后再按小数除以整数的方

法计算．
【分数除法运算法 则】 把 被 除 数 的 分 子 与 除 数 的 分 母 的 积 做 商 的 分

子，被除数的分母与 除 数 的 分 子 的 积 做 商 的 分 母．即 用 被 除 数 乘 以 除 数 的

倒数．
【倒数】 乘积是１的两个数叫做互为倒数．一般地说．如果ａ≠０，并且

ａ·１
ａ＝１，那么就说ａ与 １

ａ
互为倒数．例如３×１

３＝１，那么３与 １
３

互为倒

数．也可以说，３是１
３

的倒数，１
３

是３的倒数．

【互为倒数】 见［倒数］．
【除法运算性质】 （１）一 个 数 除 以 两 个 数 的 积，可 以 用 一 个 数 依 次 除

以积里的两个因数．即

ａ÷（ｂ×ｃ）＝ａ÷ｂ÷ｃ（ｂｃ｜ａ）．

　　（２）一个数除以两个数的商，可以用一个数先乘以商中的除数，再除以

商中的被除数；或者这个数先除以商中的被除数，再乘以商中的除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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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ｃ）＝（ａ×ｃ）÷ｂ，
或　ａ÷（ｂ÷ｃ）＝（ａ÷ｂ）×ｃ（ｂ｜ａ）．
（３）两个数的积除以一个数，可以用除数先去除积里的任意一个因数，

再将所得的商与另一个因数相乘．即

（ａ×ｂ）÷ｃ＝ （ａ÷ｃ）×ｂ（ｃ｜ａ）．
　　（４）两个数的商除以一个数，可以用商中的被除数先除以这个数，再除

以原来商中的除数．即

（ａ÷ｂ）÷ｃ＝ （ａ÷ｃ）÷ｂ（ｂｃ｜ａ）．
　　（５）若干个数的和除 以 一 个 数，可 以 用 除 数 分 别 去 除 和 里 的 各 个 加 数

（在能整除的情况下），然后把所得的商加起来．即

（ａ１＋ａ２＋ａ３＋…＋ａｎ）÷ｂ

＝ａ１÷ｂ＋ａ２÷ｂ＋ａ３÷ｂ＋…＋ａｎ÷ｂ

　（ｂ｜ａ１，ｂ｜ａ２，ｂ｜ａ３，…，ｂ｜ａｎ，且ｂ≠０）．
　　【商的位数】 商的位数，等于被除数与除数的位数的差，或者比这个差

多１．
【商的性质】 （１）两个整数相除，如果商存在，必定是唯一的．即

如果ａ÷ｂ＝ｑ，那么ｑ是唯一存在的．
（２）某数除以一个数，又乘以同一个数，仍得某数．即

（ａ÷ｂ）×ｂ＝ａ．

　　（３）某数乘以一个数，又除以同一个数，仍得某数．即

（ａ×ｂ）÷ｂ＝ａ．
　　【商的变化】 （１）如果被除数扩大（或缩小）若干倍，除数不变，那么它

们的商也扩大（或缩小）同数倍．即

如果　ａ÷ｂ＝ｑ，
那么　（ａ×ｎ）÷ｂ＝ｑ×ｎ，
或　　（ａ÷ｎ）÷ｂ＝ｑ÷ｎ．
（２）如果除数扩大（或缩小）若干倍，被除数不变，那么它们的商反而缩

小（或扩大）同数倍．即

如果　ａ÷ｂ＝ｑ，
那么　ａ÷（ｂ×ｎ）＝ｑ÷ｎ，
或　　ａ÷（ｂ÷ｎ）＝ｑ×ｎ．
（３）如果被除数和除数都扩大（或缩小）同数倍，那么它们的商不变．即

如果　ａ÷ｂ＝ｑ，
那么　（ａ×ｎ）÷（ｂ×ｎ）＝ｑ，
或　　（ａ÷ｎ）÷（ｂ÷ｎ）＝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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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有余数的除法里，如果被除数和除数都扩大（或缩小）同数倍，
那么不完全商不变，而余数却随着扩大（或缩小）同数倍．即

如果　ａ÷ｂ＝ｑ（余ｒ），
那么　（ａ×ｎ）÷（ｂ×ｎ）＝ｑ（余ｒ×ｎ），
或　　（ａ÷ｎ）÷（ｂ÷ｎ）＝ｑ（余ｒ÷ｎ）．
【乘法与除法的关系】 从除法的意义可知乘法和除法里的已知数与得

数间的关系：
（１）乘法里的一个因数等于积除以另一个因数．如

ａ×ｘ＝ｂ，ｘ＝ｂ÷ａ．

　　（２）除法里的被除数，等于除数乘以商．如

ｘ÷ａ＝ｂ，ｘ＝ａ×ｂ．
　　（３）除法里的除数，等于被除数除以商．如

ａ÷ｘ＝ｂ，ｘ＝ａ÷ｂ．

　　【乘法的验算】 检查乘法运算是否正确的方法，叫做乘法的验算．验算

方法有

（１）利用乘法交换律，改变两因数的位置后再乘，所得的结果必须与原

计算结果相同，计算才算正确．
（２）用除法验算，把所得的积除以一个因数，除得的结果应该等于另一

个因数，计算才算正确．
例如，４２×３７＝１５５４．
验算：①３７×４２＝１５５４；

②１５５４÷４２＝３７．
【除法的验算】 检查除法运算是否正确的方法，叫做除法的验算．验算

方法有：
（１）用乘法验算，根据除 法 定 义，把 所 得 的 商 与 除 数 相 乘，所 得 的 结 果

必须等于被除数，计算才算正确．
（２）用除法验算，根据除 法 的 意 义，用 被 除 数 除 以 所 得 的 商，所 得 的 结

果必须等于除数，计算才算正确．
例如，１２６÷７＝１８．
验算：①７×１８＝１２６；

②１２６÷１８＝７．
【弃九验算法】 利用被９除所 得 余 数 的 性 质，对 四 则 运 算 进 行 检 验 的

一种方法，称为弃九验算法，简称弃九法．
设两个自然数ａ，ｂ，经某种运算（指加、减、乘），所得的结果为ｃ．
检验方法如下：先把ａ，ｂ每一个数各位上的数字分别加起来，减去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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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数后，得到一个一位数ｒａ 和ｒｂ；对ｒａ 与ｒｂ 施 行 某 种 运 算，将 所 得 的 结 果

减去９的倍数后，得到一个一位数ｒａｂ．另外将ｃ的各位上的数字加起来，弃

掉９的倍数后，得到一个一位数ｒｃ．如果ｒａｂ≠ｒｃ，就可以断定，由ａ，ｂ经某种

运算，得 到 的 结 果ｃ必 然 有 误；如 果ｒａｂ＝ｒｃ，那 么 进 行 的 运 算 大 概 就 是 正

确的．
例如，用弃九法检验１９７９＋２３１８＝４２９７．
验算：１９７９：１＋９＋７＋９＝２６，

２６－２×９＝８；

２３１８：２＋３＋１＋８＝１４，

１４－９＝５；
而８＋５＝１３，１３－９＝４；

４２９７：４＋２＋９＋７＝２２，

２２－２×９＝４．
由于弃九后，余数４＝４，所以运算结果大概是正确的．
弃九法只能发现 错 误，不 能 肯 定 计 算 是 正 确 的．如１９７９＋２３１８＝４２９７

是正确运算，但如果误写为１９７９＋２３１８＝４９２７，这显然是错误 的．但 用 弃 九

法验算结果相同．因此由ｒａｂ＝ｒｃ 不能保证运算结果无误．所以弃九法 只 是

给我们提供了验算计算错误的一个较快的方法．
【珠算除法】 珠算除法有归除法和商除法两种．
（１）归除法　归 除 法 用 口 诀 进 行 计 算，有 九 归 口 诀，退 商 口 诀 和 商 九

口诀．
九归口诀共６１句：
一归（用１除）：逢一进一，逢二进二，逢三进三，逢四进四，逢五进五，逢

六进六，逢七进七，逢八进八，逢九进九．
二归（用２除）：逢二进一，逢四进二，逢六进三，逢八进四，二一添作五．
三归（用３除）：逢 三 进 一，逢 六 进 二，逢 九 进 三，三 一 三 余 一，三 二 六

余二．
四归（用４除）：逢四进一，逢 八 进 二，四 二 添 作 五，四 一 二 余 二，四 三 七

余二．
五归（用５除）：逢五进一，五 一 倍 作 二，五 二 倍 作 四，五 三 倍 作 六，五 四

倍作八．
六归（用６除）：逢六进一，逢 十 二 进 二，六 三 添 作 五，六 一 下 加 四，六 二

三余二，六四六余四，六五八余二．
七归（用７除）：逢七进一，逢 十 四 进 二，七 一 下 加 三，七 二 下 加 六，七 三

四余二，七四五余五，七五七余一，七六八余四．



算

术

辞

典

　　　　　　

　　　 ４４　　　

八归（用８除）：逢八进一，八 四 添 作 五，八 一 下 加 二，八 二 下 加 四，八 三

下加六，八五六余二，八六七余四，八七八余六．
九归（用９除）：逢九进一，九 一 下 加 一，九 二 下 加 二，九 三 下 加 三，九 四

下加四，九五下加五，九六下加六，九七下加七，九八下加八．
退商口诀共９句：
无除退一下还一，无除退一下还二，无除退一下还三，无除退一下还四，

无除退一下还五，无除退一下还六，无除退一下还七，无除退一下还八，无除

退一下还九．
商九口诀共９句：
见一无除作九一，见二无除作九二，见三无除作九三，见四无除作九四，

见五无除作九五，见六无除作九六，见七无除作九七，见八无除作九八，见九

无除作九九．
除数是一位数的除 法 叫“单 归”；除 数 是 两 位 或 两 位 以 上 的 除 法 叫“归

除”，除数的首位叫“归”，以下各位 叫“除”．如，除 数 是５３４的 归 除，叫“五 归

三四除”．即用五归口诀求商后，再用３４除．
例如，２８８３６÷５３４＝５４的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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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商除法　商除法是用口算求商的方法来进行计算．
例如，２８８３６÷５３４＝５４的计算过程如下：

【归除法】 见［珠算除法］．
【商除法】 见［珠算除法］．
【乘方】 求相同因数的积的运算，叫做乘方．
ｎ个相同因数ａ 相乘，即ａ·ａ·ａ·…·

烐烏 烑
ａ

ｎ个

，称为ａ的ｎ 次乘方，记作ａｎ．

乘方的结果叫做幂．在ａｎ 中，ａ叫做底数，ｎ叫做指数，ａｎ 叫做幂．
【底数】 见［乘方］．
【指数】 见［乘方］．
【幂】 见［乘方］．
【平方】 指数为２的乘方，叫做平方．也称二次方，用ａ２ 表示．
【二次方】 见［平方］．
【立方】 指数为３的乘方，叫做立方．用ａ３ 表示．

【开方】 求一个数的方根的运算，叫做开方．用符号“槡　”表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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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开平方写作槡ａ；ａ开ｎ 次 方（ｎ≥３）写 作
ｎ
槡ａ，其 中

３
槡ａ，可 以 称 作ａ 开 三 次

方，也可以称作ａ开立方．
开方是乘方的逆运算．
【开平方】 求一个数的平方根 的 运 算，叫 做 把 这 个 数 开 平 方．例 如，求

３６的平方根的运算就叫做把３６开平方．
【开立方】 求一个数的立方根的运算，叫做把这个数开立方．
【ｎ次方根】如果ｘｎ＝ａ（ｎ是大于１的 整 数），那 么，ｘ 叫 做ａ 的ｎ 次 方

根．求ａ的ｎ 次方根的运算，叫做把ａ开ｎ 次 方，ａ叫 做 被 开 方 数，ｎ叫 做 根

指数．
ｎ＝２时，ｘ叫做ａ 的平方根，也叫做二次方根．
ｎ＝３时，ｘ叫做ａ 的立方根，也叫做三次方根．
【开ｎ次方】见［ｎ次方根］．
【被开方数】 见［ｎ次方根］．
【平方根】 如果一个数ｘ的平方等于ａ，这个数ｘ就叫做ａ 的平方根．

正数ａ的平方根有两个，它们互 为 相 反 数．ａ的 平 方 根 记 作±槡ａ．零 的 平 方

根是零．
【立方根】 见［ｎ次方根］．

【算术根】 非负数ａ的正的ｎ 次方根，叫做ａ的ｎ 次算术根，记作
ｎ槡ａ，

其中ａ≥０，ｎ为大于２的整数．

非负数ａ的正的平方根，叫做ａ的算术 平 方 根，记 作槡ａ．例 如，槡９的 算

术平方根是３．
【完全数】 如果一个数等于除 去 它 本 身 以 外 的 一 切 约 数 的 和，那 么 这

个数叫做完全数．例如，数６除去它本身以外的约数有１、２、３，而６＝１＋２＋
３，所以６是一个完全数．

【完全平方数】 如果一个有理数ａ等于另一个有理数ｂ的平方，即ａ＝

ｂ２，那么，有理数ａ叫做完全平方数．例如，２５、９
１６

、０．０４等都是完全平方数．

【整数开平方法则】 （１）把被开方数从右向左每两位用撇号分开．
（２）从左边第一段求得算术平方根的最高位上的数．
（３）从第一段减去最高位上的数的平方，在差的右边移下第二段，作为

第一个余数．
（４）把最高位上的数乘以２０去试除第一个余数，所得的商的整数部分

作为商（如果这个整数部分大于或等于１０，就用９作商）．
（５）把最高位上的数的２０倍与商的和乘以这个商，如果所得的积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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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数时，把商减１再试，直到积小于 或 等 于 余 数 为 止，这 个 商 就 是 算 术 平 方

根的左起第二位上的数．
（６）用同样方法，继续求算术平方根的其他各位上的数．
例如，

【小数开平方法则】 （１）把被开方数的整数部分从小数点起向左每两

位用撇号分开；小数部分从小数点起向右每两位用撇号分开，如位数不够用

零补足．
（２）按整数开平方的法则求出各位上的数．
例　求２５．６的近似平方根（精确到０．０１）．
解

所以２６．５的近似平方根是±５．０６．
注意　最后应比指定的精确位数 多 算 出 一 位，再 把 这 一 位 上 的 数 四 舍

五入．
【准确数】 在对事物进行计数 的 时 候，如 数 出 某 班 学 生 共４０人，这 里

的数４０与班里学生的实际人数完全符合．像这类确切表示某一个量的准确

值的数，叫做准确数．
【近似数】 在计数、度量和计 算 过 程 中，在 多 数 情 况 下，得 到 的 是 与 真

实数值相近而有一些误差的数，如一城市有４５万人，５÷３≈１．６７，这类近似

地表示某一个量的准确值的数，叫做近似数，或叫做近似值．
近似值有不足近似值与过剩近似值两种．
【近似值】 见［近似数］．
【准确商】 见［近似商］．
【近似商】 在除法中，如果不可能或不必要求出商的准确数，只求出商

的一个近似数时，这个数叫做近似商．商 的 准 确 数 叫 做 准 确 商．例 如，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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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３３…，这里的４，４．８，４．８３，４．８３３，…都小于４．８３３…；如果在这些数的

末一位数上加上１，就分别得到５，４．９，４．８４，４．８３４，…它们都大于４．８３３…．
我们把４，４．８，４．８３，４．８３３…分别叫做２９÷６的精确到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
…的不足近似商；把５，４．９，４．８４，４．８３４，…分 别 叫 做２９÷６的 精 确 到１，

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的过剩近似商．
【过剩近似值】 大于准确数的 近 似 数，叫 做 过 剩 近 似 值．例 如３．１５是

π的精确到０．０１的过剩近似值．
【过剩近似商】 见［近似商］．
【不足近似值】 小于准确数的近似数，叫做不足近似值．例如，３．１４是

π的精确到０．０１的不足近似值．
【不足近似商】 见［近似商］．
【近似数的截取方法】 （１）四舍五入法　这是常用的截取近似数的方

法．四舍，就是如果第ｎ＋１位上的数字是４或比４小的数，把原数写到第ｎ
位，而且这个位上的数字保持不变；五入，就是如果第ｎ＋１位上的数字是５
或者比５大的数，把原数写 到 第ｎ位，并 且 在 最 后 一 位 上 加１．例 如 用 四 舍

五入法把π＝３．１４１５９２６５…截取到百分位是３．１４；截取到万分位是３．１４１６．
（２）去尾法　把某一个数多余部分的数字去掉后，保留部分不变．也就

是把原来的数只写到第ｎ位，而 把 以 后 位 上 的 数 字 一 律 舍 去．例 如，把π＝
３．１４１５９２６５…用去尾法截取到千分位时，近似值为３．１４１．这 样 得 到 的 近 似

数是不足近似值．
（３）收尾法　也叫进一法．就是把某一个数多余部分的数字去掉后，在

所保留部分的最后一位数上加１．也就是把原来的数从第ｎ＋１位起的数字

都舍去，把原数写到第ｎ位，并且在第ｎ位上加１．例如把π＝３．１４１５９２６５…

用收尾法截取 到 百 分 位 时，近 似 值 为 ３．１５．这 样 得 到 的 近 似 数 是 过 剩 近

似值．
【四舍五入法】 见［近似数的截取方法］．
【去尾法】 见［近似数的截取方法］．
【收尾法】 见［近似数的截取方法］．
【进一法】 见［近似数的截取方法］．
【近似数的精确度】 用近似数 来 近 似 地 表 示 一 个 量 的 准 确 值，虽 然 允

许有一定限度的误差，但这个误差的限度不能过大，必须保证一定的精确程

度，即精确度．一个近似数对于一个 准 确 数 误 差 的 程 度，叫 做 这 个 近 似 数 的

精确度．例如，３．１４是π的 精 确 到０．０１的 近 似 数，而３．１４２是 π的 精 确 到

０．００１的近似数．一个近似数对于一 个 准 确 数 的 误 差 越 小，这 个 近 似 数 对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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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数的精确度就越高．
【绝对误差】 一个近似数和它 的 准 确 数 的 差 的 绝 对 值，叫 做 这 个 近 似

数的绝对误差．如用ａ表示一个近似数，Ａ 表示它的准确数，那么，近似数ａ
的绝对误差用 Δ表示，就是

Δ＝｜ａ－Ａ｜．

　　绝对误差也称误差．
【误差】 见［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一个近似数的绝 对 误 差 对 于 它 的 准 确 数 所 占 的 百 分 数，

叫做相对误差．用ａ表示近似数，Ａ 表示它的准确数，那么，近似数ａ的相对

误差用δ表示，就是

δ＝ Δ
Ａ ＝｜ａ－Ａ｜

Ａ ×１００％．

　　在准确数不知道的情况下，用绝 对 误 差 对 于 近 似 数ａ所 占 的 百 分 数 作

为这个近似数的相对误差．即

δ＝ Δ
ａ ＝｜ａ－Ａ｜

ａ ×１００％．

　　【近似数的写法】 一 个 近 似 数 一 般 写 成 一 个 带 一 位 整 数 的 小 数 与１０
的正整数次幂的积的形式．带一位整数的小数的末位数字是积的哪一位，这

个近似数就精确到哪一位．例如４．２８×１０４ 表示精确到１００的近似数，它的

有效数字有３个：４、２、８；４．２８０×１０４ 表示 精 确 到１０的 近 似 数，它 的 有 效 数

字有４个：４、２、８、０．
【有效数字】 一个近似数的绝 对 误 差，如 果 不 超 过 它 的 末 位 上 的 半 个

单位，那么这个近似数从左边第一 个 不 是 零 的 数 字 起，到 末 位 数 字 止，所 有

的数字都叫做这个近似数的有效数字．
在一个由四舍五入得到的近似数中，从左边第一个不为零的数字起，到

末位数字止，所有的数字都是这个近似数的有效数字．
例如０．００２５６有三个有效数字：２、５、６；３．２６０×１０８ 有四个有效数字：３、

２、６、０．对于二进制数其定义也相同，例如１０１１．０１，其有效数字是六位．
不能任意将有效数字的末一位或几位舍去，舍去则将影响准确性．
【无效数字】 不能表示物体单位的多少的数字，叫做无效数字．例如近

似数０．００３０８有三个有效数字：３、０、８，最左边的三个０都是无效数字．
【可靠数字】 一个近似数的绝 对 误 差，如 果 不 超 过 它 的 最 末 位 上 的 一

个单位，那么这个近似数从左边第 一 个 不 是 零 的 数 字 起，到 末 位 数 字 止，所

有的数字都叫做这个近似数的可靠数字．例如，用最小刻度是１厘米的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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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根木材长２．０８米，这里可以保证这个长度的绝对误差不超过０．０１米，

因此近似数２．０８有３个可靠数字：２、０、８．
一个近似数的有效数字都可以看作是可靠数字．例如π≈３．１４１６，因为

绝对误差不超过０．００００５，它有五个有效数字；而绝对误差不超过０．００００５，

显然更不会超过０．０００１，这样，在这个近似数里就可以说有五个可靠数字．
但是反过来，一 个 近 似 数 的 可 靠 数 字 却 不 一 定 是 有 效 数 字．例 如ｌ≈

４０．５（±０．１），虽然这个近似数的绝对误差可能不超过０．０５，但是这里并没

有这样肯定，因此就不能说在这个近似数里有三个有效数字．
【近似数加减法法则】 （１）确 定 结 果 精 确 到 哪 一 个 数 位（已 知 数 中 精

确度最低的精确到哪一个数位，结果就精确到这个数位）；

（２）把已知数中超过这个数位的数字四舍五入到这个数位的下一位；

（３）进行计算，并把最后结果的末一位四舍五入．
例如，作近似数的加减计算：

４．５６＋１６．７－０．０４５－８．２４３２

≈４．５６＋１６．７－（０．０５＋８．２４）

＝１２．９７≈１３．０．

　　【近似数乘除法法则】 （１）确 定 结 果 有 多 少 个 有 效 数 字（已 知 数 中 最

少的有多少个有效数字，结果就取同样多个有效数字）；

（２）把已知数中有效数 字 的 个 数 多 的，四 舍 五 入 到 只 比 结 果 中 有 效 数

字的个数多一个；

（３）进行计算（除法要 比 结 果 多 算 出 一 位），并 且 把 算 得 的 数 四 舍 五 入

到应有的有效数字的个数．
例如，作近似数的乘除计算：

８０．４３×１．０５
２４×７．１４６ ．

　　２４只有两个有效数字，因 此，可 以 把 各 数 分 别 四 舍 五 入 到 三 个 有 效 数

字后计算．得出的中间结果仍保留三个有效数字，即比法则规定的多保留一

个．得出最后结果，再四舍五入到两个有效数字．

８０．４３×１．０５
２４×７．１４６ ≈８０．４×１．０５

２４×７．１５ ≈８４．４
１７２ ≈０．４９．

二、数的应用

【应用题】 根据日常生活和生 产 中 的 实 际 问 题，用 文 字 或 语 言 叙 述 出

一些已知数量和未 知 数 量，以 及 它 们 之 间 的 关 系，并 要 求 得 未 知 数 量 的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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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叫做应用题．
应用题可作如下划分

应用题

简单应用题

复合应用题
一般复合应用题｛烅

烄

烆 典型应用题

【数量关系】 在应 用 题 中，数 与 数、量 与 量 之 间 存 在 的 联 系 和 相 依 关

系，叫做数量关系．例如路程、速度、时 间 三 者 之 间 的 数 量 关 系 是：路 程＝速

度×时间．
【等量关系】 一些 量 与 另 一 些 量 之 间 的 相 等 关 系，叫 做 等 量 关 系．例

如，３千克苹果与５千克梨的价格相等，我们就说３千克苹果与５千克梨的

价格之间是等量关系．
【简单应用题】 用一步运算来解答的应用题，叫做简单应用题．
【简单应用题的类型】 （１）求 总 数　已 知 两 个 数，求 它 们 的 总 数 是 多

少的应用题．例如，小明有４本书，小华有７本书，两人共有多少本书？

（２）求剩余　已知两个 数 的 和 及 其 中 的 一 个 部 分 数，求 另 一 个 部 分 数

是多少 的 应 用 题．例 如，小 民 和 小 宏 共 拾 了 １８千 克 废 钢 铁，小 民 拾 了 １２
千克，小宏拾了多少千克？

（３）求两数相差多少　已知大、小两个数，求其相差数的应用题．例如，
一个工厂造 一 种 机 器，原 来 用 钢 铁 ３４２７千 克，由 于 技 术 革 新，现 在 只 用

２７４８千克，比原来少用了多少千克？

（４）求比一个数多几的 数　已 知 小 数 及 其 与 大 数 的 相 差 数，求 大 数 的

应用题．例如，一 年 级 有 女 同 学２３人，男 同 学 比 女 同 学 多２人，男 同 学 有

几人？

（５）求比一个数少几的 数　已 知 大 数 及 其 与 小 数 的 相 差 数，求 小 数 的

应用题．例如，小明和小华做好事，小明做了１８件，小华比小明少做１件，小

华做了多少件？

（６）求几个相同加数的 和　已 知 一 个 数 及 这 个 数 的 个 数，求 这 几 个 相

同加数和的简 便 运 算 的 运 用 题．例 如，小 红 练 习 毛 笔 字，每 天 写１８个 字，

７天共写多少个字？

（７）求把一个数平均分成几份，每份是多少　已知一个数，把它平均分

成几份，求每一份是多少的应用题．例如，学校有３０棵树苗，平均种５行，每

行种几棵？

（８）求一个数包含多少 个 另 一 个 数　已 知 总 数 及 每 份 数，求 在 总 数 里

包含有多少个每份数的应用题．例如，某班有少先队员３６人，如果每个小队

１２人，可以编成几个小队？



算

术

辞

典

　　　　　　

　　　 ５２　　　

（９）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　已知大、小两数，求大数是小数的几

倍的应用题．例如，兄弟两人去割 草，弟 弟 割 了１２千 克，哥 哥 割 了３６千 克．
哥哥割的是弟弟割的多少倍？

（１０）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　已知一个数及另一个数是它的几倍，求

另一个数是多少的应用题　例如，四 年 级 有 少 先 队 员７８人，五 年 级 少 先 队

员的人数是四年级的２倍．五年级有少先队员多少人？

（１１）求一个数的几分之一是多少　已知一个数，求它的几分之一是多

少的应用题．例如，某图书室有４１２本新书，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故事书，儿

童故事书有多少本？

【复合应用题】 在算术应用题 中，通 常 把 需 用 两 步 或 两 步 以 上 运 算 来

解答的应用题，叫做复合应用题．
【复合应用题的解题步 骤】 （１）审 题　弄 清 题 意，找 出 已 知 条 件 和 所

求问题．
在弄清题意时，可以通过摘录条件、图解等辅助办法来帮助理解．
（２）分析　分析应用题 中 已 知 数 量 与 未 知 数 量 之 间 的 相 依 关 系，找 出

解题途径．把 复 合 应 用 题 分 解 成 几 个 相 互 关 联 的 简 单 应 用 题，以 求 逐 步

解答．
（３）解题　拟定解答计划，列出算式，并算出得数．
（４）检查、验算　检查列 式 是 否 合 乎 题 意、计 算 是 否 正 确、使 用 的 单 位

名称是否合理等．
（５）书写答句　写出题目所要求的答案．
【分析法】 分析应用题的一种思考方法．分析，一般是指在思考过程中

把整体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这种 思 考 方 法，是 从 题 中 所 要 求 的 问 题 出 发，
根据数量关系，逐步逆推，直到所找 的 条 件 在 应 用 题 里 都 是 已 知 数 量 为 止．
概括地说，分析法就是由结果去探求使它成立的原因，即“执果索因”．

【综合法】 分析应用题的一种思考方法．综合，一般是指在思考过程中

把对象的各部分联合成一个整体．这 种 思 考 方 法，是 从 已 知 条 件 出 发，根 据

数量关系，逐步推导出应用题所要 解 答 的 问 题 为 止．概 括 地 说，综 合 法 就 是

由原因去推导结果，即“由因导果”．
【图解法】 利用图形（包括线段图、实物图和示意图）来帮助分析、推理

的方法．
【线段图】 用线段来分析应用题中的数量关系，这种图称为线段图．
【分步列式】 在解答较复杂的问题时，按照解答先后次序，分别列出几

个算式解答，叫做分步列式．
【综合式】 在解答较复杂的问题时，根据解题步骤，把几个分步算式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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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一个算式，叫做综合式．例如：
分步算式：　　　　　　　综合式：
（１）２４×３＝７２； ２４×３＋４０÷５
（２）４０÷５＝８； ＝７２＋８
（３）７２＋８＝８０． ＝８０．
【典型应用题】 在应用题中具 有 一 定 的 解 题 规 律，或 者 需 要 用 特 殊 方

法解答的，习惯上称为典型应用题．
【平均数问题】 已知几个大小不等的数，在总和不变的条件下，移多补

少，使它们成为相等的几份，求其中 的 一 份 是 多 少，这 类 应 用 题 叫 做 平 均 数

问题．
解题规律　先求出几个数的总数 和 相 对 应 的 总 份 数，然 后 用 总 数 除 以

总份数．即

总数 ÷ 总份数 ＝ 平均数．
　　例　一工程队前４天每天筑路１２．５千米，后５天每天筑路１３．４千米，
平均每天筑路多少千米？

解　（１２．５×４＋１３．４×５）÷（４＋５）

＝１１７÷９＝１３（千米）．
即这个工程队平均每天筑路１３千米．
【算术平均数】 若干个数相加 的 和，除 以 这 些 数 的 个 数，所 得 的 商，叫

做这几个数的算术平均数．算术平均 数 也 叫 做“算 术 中 数”，简 称“平 均 数”．
用符号珚ｘ 表示．即

珚ｘ＝ａ１＋ａ２＋…＋ａｎ

ｎ ．

　　其中，ａ１、ａ２，…，ａｎ 是给定的数，ｎ是它们的个数．
例如，给定数５６，７２，６３，８４．
它们的算术平均数

珚ｘ＝５６＋７２＋６３＋８４
４ ＝６８３

４．

　　【算术中数】 见［算术平均数］．
【平均数】 见［算术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 如果在ｎ个正数中，数ａ１ 出现ｆ１ 次，数ａ２ 出现ｆ２ 次，

数ａｋ 出现ｆｋ 次（这里，ｆ１＋ｆ２＋…＋ｆｋ＝ｎ），那么，这几个数的平均数为

珚ｘ＝ａ１ｆ１＋ａ２ｆ２＋…＋ａｋｆｋ

ｎ ．

　　这个平均数珚ｘ，叫做ａ１，ａ２，…，ａｋ 的 加 权 平 均 数，其 中ｆ１，ｆ２，…，ｆｋ 叫

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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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有三块地，第一 块４公 顷，平 均 每 公 顷 产 量 为８３５０千 克；第 二 块

３公顷，平均每公顷产 量 为８０５０千 克；第 三 块５公 顷，平 均 每 公 顷 产 量 为

８５８０千克．求这三块地的平均每公顷产量是多少千克？

这里，ａ１＝８３５０，ｆ１＝４；ａ２＝８０５０，ｆ２＝３；ａ３＝８５８０，ｆ３＝５．

珚ｘ＝８３５０×４＋８０５０×３＋８５８０×５
４＋３＋５ ＝８３７０５

６
（千克）．

　　即这三块地的平均每公顷产量是８３７０５
６

千克．

【差额平分问题】 已知大小不 等 的 两 个 数 或 几 个 数，要 使 它 们 变 成 相

等，求需要调整的数，即差额平均数，这类应用题叫做差额平分问题．
解题规律　先求出两个数或几个数的相差数，再进行平均分配，就得到

需要调整的数．
【和差问题】 已知两个数量的 和 与 差，求 这 两 个 数 量 各 是 多 少 的 应 用

题，叫做和差问题．
解题规律　两数的和加上两数的差，正好等于两个大数；两数的和减去

两数的差，正好等于两个小数．因此，
（和＋差）÷２＝大数；
（和－差）÷２＝小数．
例　五年级学生４８人，其中男生比女生多６人，求这个年级男、女学生

人数．
解 （４８＋６）÷２＝２７（人）…（男生）；

（４８－６）÷２＝２１（人）…（女生）．
即这个年级男生有２７人，女生有２１人．
【倍数问题】 和倍问题与差倍 问 题 统 称 倍 数 问 题．已 知 两 个 数 量 的 和

以及它们之间的倍数关系，求这两 个 数 量 的 应 用 题，叫 做 和 倍 问 题；已 知 两

个数量的差以及它 们 之 间 的 倍 数 关 系，求 这 两 个 数 量 的 应 用 题，叫 做 差 倍

问题．
解题规律　根据它们的和（或差）与倍数间的关系，先求出其中一个数，

再求另一个数．
例１　大、小两仓库共储 粮２５６吨．已 知 大 仓 库 的 储 存 量 是 小 仓 库 的３

倍，求大、小两个仓库各储存粮食多少吨？

解　这是和倍问题．因为大仓库 储 粮 是 小 仓 库 的３倍，所 以 大、小 仓 库

储粮的和是小仓库储粮的（３＋１）倍．
２５６÷（３＋１）＝６４（吨）…（小仓库）；

６４×３＝１９２（吨）…（大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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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仓库储存粮食１９２吨，小仓库储存粮食６４吨．
例２　今年，小明爸爸的年龄正好是小明的５倍，已知爸爸比小明大２８

岁，求小明和他爸爸今年各几岁？

解　这是差倍问题．小明爸爸比小 明 大２８岁，相 当 于 小 明 年 龄 的（５－
１）倍．因此，小明的年龄为

２８÷（５－１）＝７（岁）；

　　小明爸爸的年龄为

７×５＝３５（岁）．
　　即小明今年７岁，爸爸今年３５岁．

【和倍问题】 见［倍数问题］．
【差倍问题】 见［倍数问题］．
【归一问题】 在解题时．先要求出一份是多少（即单一量），然后以单一

量为标准，求出所要求的数，这类应用题叫做归一问题．
解题规律　先求出单一量，再根据题目的要求，求出所要求的数．
例１　一个人 骑 自 行 车，２时 行 ２４千 米，用 同 样 的 速 度，５时 行 多 少

千米？

解　① 平均每时行多少千米？２４÷２＝１２（千米）；②５时行多少千米？

１２×５＝６０（千米）．即５时行６０千米．
例２　一个人骑自行车，２时行２４千米，照这样的速度，行７２千米需要

多少时？

解　① 平 均 每 时 行 多 少 千 米？２４÷２＝１２（千 米）；② 行７２千 米 需 几

时？７２÷１２＝６（时）．即行７２千米需要６时．
例１中，在求出一份是多少的 基 础 上，再 求 出 几 份 是 多 少，这 种 归 一 问

题叫做直进归一问题，或叫做正归 一 问 题；例２中，在 求 出 一 份 是 多 少 的 基

础上，再求出有这样的几份，这种归 一 问 题 叫 做 返 回 归 一 问 题，或 叫 做 反 归

一问题．
例３　１５辆汽车３天节约汽油５６．７升．照 这 样 计 算，２５辆 汽 车７天 可

以节约汽油多少升？

解　①１辆汽车１天节约汽油多少升？

５６．７÷１５÷３＝１．２６（升）；

②２５辆汽车７天节约汽油多少升？

１．２６×２５×７＝２２０．５（升）．
即２５辆汽车７天节约汽油２２０．５升．
例３需要两次归一，像这类需要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归一问题，叫做复归

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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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归一问题】 见［归一问题］．
【直进归一问题】 见［归一问题］．
【反归一问题】 见［归一问题］．
【返回归一问题】 见［归一问题］．
【复归一问题】 见［归一问题］．
【倍比问题】 数量关系主要涉及同类量之间成倍数（正整数倍）关系的

应用题，叫做倍比问题．
解题规律　先求出同类量之间的 倍 数 关 系，然 后 利 用 这 个 倍 数 关 系 求

出所要求的量．
例　一台拖拉机３时耕地４公顷．照这样计算，１２时能耕地多少公顷？

解　耕地时间扩大（１２÷３）倍，耕地公顷数也应扩大（１２÷３）倍．因此，

４×（１２÷３）＝１６（公顷）．
　　即１２时能耕地１６公顷．

【植树问题】 有关种树以及 与 种 树 相 似 的 一 种 应 用 题，在 路 长、棵 距、
棵数这三个量之间，已知两个量，要求第三个量，这类应用题叫做植树问题．

解题规律　掌握两方面的数量关系．
（１）路长、棵距、段数之间的关系：

　　　路长＝棵距×段数；

　　　棵距＝路长÷段数；

　　　段数＝路长÷棵距．
（２）段数与棵数之间的关系：
在不封闭的线路上植树，有

　　　两端都种：棵数＝段数＋１；

　　　两端都不种：棵数＝段数－１．
在封闭的线路上植树，有　棵数＝段数．
例　有一条长３６０米的公路，在路的一旁每隔８米种树一棵，共需种树

多少棵？

解　这是在不封闭的线路上种树，棵数应比段数多１，因此

３６０÷８＋１＝４６（棵）．
　　即共需种树４６棵．

【还原问题】 已知某数经四则运算后所得的结果，求某数的应用题，叫

做还原问题．
解题规律　由题目所叙述的逆顺序，进行所述运算的逆运算，即减的用

加，加的用减，乘的用除，除的用乘．
例　某数的２倍与１０的和，除以４以后，再减１，等于１５．求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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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１５＋１）×４－１０］÷２＝２７．
即某数是２７．
【行程问题】 应用题的数量关系如果是由匀速运动中的路程（ｓ）、速度

（ｖ）和时间（ｔ）之间的关系给出的，那么这类应用题叫做行程问题．
解题规律　掌握路程、速度、时间 三 者 之 间 的 数 量 关 系：路 程＝速 度×

时间．
按运动方向，行程问题可以分成三类：
（１）相向运动问题（或称相遇问题）
例１　两 地 相 距１７０千 米，甲、乙 两 辆 汽 车 同 时 从 两 地 相 向 开 出，甲 车

每时行３２千米，乙车每时行３６千米．两车开出后几时相遇？

解　这是相遇问题．相遇时间＝路程÷速度之和．
１７０÷（３２＋３６）＝１７０÷６８＝２．５（时）．

　　即两车开出后２．５时相遇．
（２）同向运动问题（或称追及问题）
例２　敌 我 相 距２４千 米，敌 人 以 每 时６千 米 的 速 度 逃 跑，我 军 以 每 时

９千米的速度追赶．几时后可以追上敌人？

解　这是追及问题．追及时间＝路程÷速度之差．
２４÷（９－６）＝２４÷３＝８（时）．

　　即我军８时可以追上敌人．
（３）背向运动问题

例３　甲、乙两车同时从Ａ 地出发背向而行，甲车每时行３５千米，乙车

每时行３０千米．３时后两车相距多少千米？

解　这是背向运动问题．路程＝速度之和×时间．
（３５＋３０）×３＝６５×３＝１９５（千米）．

　　即３时后两车相距１９５千米．
【相遇问题】 见［行程问题］．
【相向运动问题】 见［行程问题］．
【追及问题】 见［行程问题］．
【同向运动问题】 见［行程问题］．
【背向运动问题】 见［行程问题］．
【速度】 描述物体位置变化的 快 慢 和 方 向 的 物 理 量．物 体 的 位 移 和 所

历时间之比，称为这段时间内的“平 均 速 度”．速 度 是 一 个 矢 量，它 的 方 向 是

位移的方向（直线方向）或沿运动轨 道 的 切 线 方 向（曲 线 方 向）．常 用 单 位 为

米／秒、厘米／秒、千米／时等．
【流水问题】 流水问题也称航行问题，是行程问题的一种特例．这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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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速度比较复杂，首先要弄清楚 船 速 与 水 速：船 速 是 船 本 身 航 行 的 速 度，
也就是船在静水中的速度；水速是水流的速度．然后还要弄清楚顺水速度与

逆水速度，顺水速度是船速与水速 的 和，逆 水 速 度 是 船 速 与 水 速 的 差．再 由

和差问题的关系，进一步得出：
（顺水速度＋逆水速度）÷２＝船速；
（顺水速度－逆水速度）÷２＝水速．
最后，可以利用行程问题中路程、时 间、速 度 三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解 答 这 类

问题．
例　汽船速度每时２１千米，由甲地逆流航行到乙地用８时．已知甲、乙

两地相距１４４千米，此船由乙地顺水返回甲地，需要几时？

解　逆水速度＝１４４÷８＝１８（千米／时），
水　　速＝２１－１８＝３（千米／时），
顺水速度＝２１＋３＝２４（千米／时），
顺水时间＝１４４÷２４＝６（时）．

列成综合式为

１４４÷［２１＋（２１－１４４÷８）］＝６（时）．
即此船由乙地顺水返回甲地需要６时．

【航行问题】 见［流水问题］．
【船速】 见［流水问题］．
【水速】 见［流水问题］．
【年龄问题】 已知两人的年龄，求 若 干 年 前 或 若 干 年 后 两 人 年 龄 之 间

倍数关系的应用题，叫做年龄问题．
解题规律　抓住年龄差是个不变 的 数（常 数），而 倍 数 却 是 每 年 都 在 变

化的这个关键．
例　父亲今年４２岁，儿子今年１５岁．几年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年龄的

４倍？

解　父子年龄差 是４２－１５＝２７岁，父 是 子 的４倍，就 是 说 父 比 子 多

４－１＝３（倍），儿子年龄的３倍是２７岁，所以当父亲年龄是儿子年龄的４倍

时，儿子年龄是２７÷３＝９（岁），现 在 儿 子 年 龄 是 １５岁，应 该 在 １５－９＝
６（年）以前．

１５－（４２－１５）÷（４－１）＝１５－９＝６（年）．
　　即６年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年龄的４倍．

【盈亏问题】 一定人数等分一定物品，每人分得少就有余（盈），每人分

得多就不足（亏），这类问题叫做盈亏问题．也叫做余不足问题或分桃问题．
解题规律　根据盈亏的总差数（即 盈 亏 的 和，在 同 盈 同 亏 时，是 两 盈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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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亏的差），除以两次分物时每人分得的个数之差，即可得到分配人数．
例　小朋友分糖果，每人分５颗，还 剩１４颗；如 果 每 人 分７颗，就 缺４

颗．有多少个小朋友？有多少颗糖？

解　两次分糖时每人颗数之差：７－５＝２（颗）；两种分法盈亏的总差数：

１４＋４＝１８（颗）；所 以 小 朋 友 数 是１８÷２＝９（人）；糖 果 数 是５×９＋１４＝５９
（颗）．即有９个小朋友，５９颗糖．

【余不足问题】 见［盈亏问题］．
【分桃问题】 见［盈亏问题］．
【鸡兔问题】 已知鸡兔的总头数和总足数，求鸡、兔各几只的一类应用

题，叫做鸡兔问题．这类问题也叫做龟鹤问题或置换问题．
解题规律　先假设都是鸡，然后 以 兔 换 鸡；或 者 先 假 设 都 是 兔，然 后 以

鸡换兔．得

（总足数－鸡足数×总头数）÷每头鸡兔足数之差＝兔数；
（兔足数×总头数－总足数）÷每头鸡兔足数之差＝鸡数．
例　鸡兔同笼，共有１２个头，３２条腿，笼中鸡、兔各几只？

解　（３２－２×１２）÷（４－２）＝４（只）……（兔）；
（４×１２－３２）÷（４－２）＝８（只）……（鸡）．

即笼中有鸡８只，兔４只．
【龟鹤问题】 见［鸡兔问题］．
【置换问题】 见［鸡兔问题］．
【方阵问题】 由人或物组成方阵，根 据 总 人（物）数 与 每 边 人（物）数 的

相互关系，已知一个量要求另一个量，这类应用题叫做方阵问题．
解题规律　掌握相互之间的数量关系．
（１）总人数与每边人数的关系：

　　　总人数＝（每边人数）２；

　　　每边人数＝ 槡总人数 ．
（２）外层人数与每边人数的关系：

　　　外层人数＝（每边人数－１）×４；

　　　每边人数＝外层人数÷４＋１．
【轮替问题】 几人合做一项工作，按一定规律相互交换轮替，要求每人

的工作量，这类应用题叫做轮替问题．
解题规律　先求出工作总量，再根据题目的轮替方法，求出每人应负的

工作量．
【连续数问题】 已知几个连续 数 的 和，求 这 几 个 连 续 数 各 是 多 少 的 应

用题，叫做连续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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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规律　总和加上１＋２＋３＋…（加数个数比连续数的个数少１），再

用个数去除，得到最大数，而后逐次减１，就得到各数．
例　五个连续数的和是３１５，求各数．
解　［３１５＋（１＋２＋３＋４）］÷５＝３２５÷５＝６５…（最大数）．
即各数分别是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
【分数问题】 用分数计算来解答的应用题，叫做分数问题．分数问题的

内容很多，基本应用题有：① 求 一 个 数 是 另 一 个 数 的 几 分 之 几；② 求 一 个

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③ 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
【百分数问题】 有关百分数的应用题，叫做百分数问题．百分数问题的

基本类型，与分数问题相同．见［分数问题］．
【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或百分之几）】 分数（百分数）应用

题的基本类型之一．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百分之几），是求它们

之间的倍数关系，用分率（百分率）表示．
解题规律　一个数与另一个数 作 比 较，以 另 一 个 数 为 标 准 量，作 除 数；

与它作比较的数为比较量，作被除数．即

比较量÷标准量＝分率（百分率）．
例　某校共有学生３３０人，其 中 五 年 级 学 生６０人．五 年 级 学 生 人 数 占

全校学生总数的几分之几？

解　６０÷３３０＝６０
３３０＝２

１１．

即五年级学生人数占全校学生总数的２
１１．

【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百分之几）是多少】 分数（百分数）应用题的基

本类型之一．已知一个数，求这个数 的 几 分 之 几（百 分 之 几）是 多 少，是 已 知

标准量，求比较量的问题．
解题规律　标准量×分率（百分率）＝比较量．

例　一班学生有４２人，女生占４
７．这一班有女生多少人？

解　４２×４
７＝２４（人）．

即这一班有女生２４人．
【已知一个数的几 分 之 几（百 分 之 几）是 多 少，求 这 个 数】 分 数（百 分

数）应用题的基本类型之一．已知一 个 数 的 几 分 之 几（百 分 之 几）是 多 少，求

这个数，是已知比较量，求标准量的问题．
解题规律　比较量÷分率（百分率）＝标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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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某校有三好学生６４人．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１６％，全校有学生多

少人？

解　６４÷１６％＝４００（人）．
即全校有学生４００人．
【成数问题】 有关成数计算 的 应 用 题．叫 做 成 数 问 题．一 成＝１０％，三

成＝３０％，二成五＝２５％，三成八＝３８％等 等．成 数 问 题 的 类 型 与 百 分 数 问

题一样，在方法上也常把成数化成百分数然后进行计算，所以解决这些问题

的要点，与百分数问题相同．
【工程问题】 研究工作效率、工 作 时 间 和 工 作 量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的 一

类应用题，叫做工程问题．

解题规律　这类问题的主要数 量 关 系 是 工 作 效 率＝
工作量

工作时间．一 般 把

总工作量看作整体“１”，那么工作效 率 就 是 工 作 时 间 的 倒 数，它 表 示 单 位 时

间内能完成总工作量的几分之几．
例　一件工程，甲单独做需１０天 完 成，乙 单 独 做 需１５天 完 成．两 人 合

做，需几天完成？

解　甲每天完成总工程量的１
１０

，乙每天完成总工程量的 １
１５

，两人合做，

每天完成总工程量的 １
１０＋１（ ）１５ ．

１÷ １
１０＋ １（ ）１５ ＝１÷ １

６ ＝６（天）．

　　即两人合做需６天完成．
【温度问题】 温度计 有 摄 氏 与 华 氏 之 分．摄 氏 温 度 计 的

冰点为０摄氏 度，沸 点 为１００摄 氏 度；华 氏 温 度 计 的 冰 点 为

３２华氏度，沸点为２１２华氏度．如右图．

由此可以看出，１摄氏 度 等 于２１２－３２
１００

华 氏 度，即 ９
５

华 氏

度；１华氏度等于 １００
２１２－３２

摄氏度，即５
９

摄氏度．它们之间可以

进行换算．这种类型的应用题，叫做温度问题．
按照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摄氏温度称为摄氏度，用

符号℃表示．仿照这个规 定，华 氏 温 度 称 为 华 氏 度，用 符 号°Ｆ
表示．

解题规律　已知温度 的 摄 氏 度 数，要 化 成 温 度 的 华 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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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可以用

摄氏度数×９
５＋３２＝华氏度数；

已知温度的华氏度数，要化成温度的摄氏度数，可以用

（华氏度数－３２）×５
９＝摄氏度数．

例　某日最高气温是３０℃，合几华氏度？

解　３０×９
５＋３２＝８６（°Ｆ）．

即３０℃合８６°Ｆ．
【温度】 是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
【冰点】 水的凝固点，即水和冰可以平衡共存的温度．冰点与压强的大

小有关，压强增大，冰点相应降低．在一个大气压下，冰点为零摄氏度（０℃）．
【沸点】 液体沸腾时的温度．因为液体沸腾时，其内部所形成的气泡中

的饱和蒸气压至少必须等于外界压强，气泡才能长大并上升，所以沸点也就

是液体的饱和蒸气压等于外界压强 时 的 温 度．不 同 液 体 在 相 同 压 强 下 沸 点

不同，如在１个大气压下水的沸点为１００℃，水银为３５７℃．同一液体在不同

外界压强下沸点也不同，压强增加，沸 点 升 高．如 水 在２个 大 气 压 下 的 沸 点

为１２０℃．
【平均气温】 空气温度的平均值．因目的不同而有各种平均方法．如在

地面气象观测中，一般以一日内各次定时气温观测值的平均值，为日平均气

温；按候、旬、月和年等的逐日平均气温值的平均值，分别为候、旬、月和年等

的平均气温．
【时计问题】 有关钟表上时针 与 分 针 之 间 的 关 系 的 应 用 题，叫 做 时 计

问题．
解题规律　掌握分钟在钟面上 走 一 圈 是６０分，而 在 同 一 时 间 内，时 针

只走５分，所以分针每分比时针多走１－５
６０＝１１

１２
分．即 分 针 走１分，时 针 只

走１
１２

分．

例　在四点钟到五点钟之间，时针与分针在什么时候相重合？

解　在四点钟时，分针在时针后面５×４＝２０分．分针每走１分，时针只

走１
１２

分．按追及问题解法，时间＝距离÷速度差，得

２０÷ １－ １（ ）１２ ＝２０÷１１
１２＝２１９

１１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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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在４点２１９
１１

分时两针相重合．

【时差问题】 由于地理经度不同，产生时差．根据时差来计算出区时的

应用题，叫做时差问题．
解题规律　计算区时的公式是：

区时 ＝ 已知时刻 ±１小时 × 时区差数．

　　运用此公式计算时要注意：

（１）所求时区在已知时区东边的要加，西边的要减；

（２）计算时区差数时，同向（同为东时区或同为西时区）就以大减小，异

向（有东时区，也有西时区）就相加；

（３）得数小于２４小时，为当日时间；得数大于２４小时，减去２４小时后

为次日时间；得数小于０（即负数），加上２４小时后为前一日时间．
例　当北京在１２点时，伦敦、东京、开罗、纽约各是什么时刻？

解　根据区时系统，伦敦为零时 区，北 京 属 东 八 区，东 八 区 的 区 时 比 零

时区的区时早８时，所以北京１２点，伦 敦 为４点；东 京 位 于 东 经１４０°，属 东

九区，比 北 京 早１时，应 为１３点；开 罗 位 于 东 经３２°，属 东 二 区，比 北 京 晚

６时，应为 ６ 点；纽 约 位 于 西 经 ７４°，属 西 五 区，比 北 京 晚 １３ 时，是 昨 晚

２３点．
【利息】 货款或在银行储蓄所 得 到 的 报 酬，叫 做 利 息．利 息 简 称 利．贷

款或储蓄的金额，叫做本金，简称 本．每 期 利 息 对 本 金 的 百 分 率，叫 做 利 率．
利率通常均以几厘几毫表示．年利率按本金的百分之几表示，月利率按本金

的千分之几表示．
计算利息时，不问期限长短，仅 按 本 金 计 算 利 息，其 所 生 利 息 不 再 加 入

本金重复计算利息的，叫做单利．每 期 利 息 等 于 本 金 乘 以 利 率，若 干 期 的 利

息等于每期利息的若干倍．即有：单 利 息＝本 金×利 率×期 数．如 向 银 行 存

入一年的定期储蓄，存款２００元，按月利率三厘三毫计算，到期利息为：

２００×３．３‰×１２＝７．９２（元）．
如果将所生利息加入本金再计利息，这样利上加利的计算方法，叫做复

利．第ｎ期的本利和为：本金×（１＋利率）ｎ．如借款５０００元，年利率四厘，每

年复利一次，两年后归 还，本 利 和 为：５０００×（１＋４％）２＝５４０８（元），其 利 息

为：５４０８－５０００＝４０８（元）．
【本金】 见［利息］．
【利率】 见［利息］．
【单利】 见［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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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利】 见［利息］．
【汇兑】 本地的付款人，不依靠现金的输送，委托收款人所在地的第三

者，对收款人支付一定金额，以结算 两 地 间 的 债 权 债 务 关 系 的 一 种 方 式，叫

做汇兑．汇兑一般通过银行或邮电 局 进 行．即 由 本 地 的 银 行 或 邮 电 局，收 进

付款人（汇款人）的款项，并收取一 定 的 汇 费，委 托 外 地 的 银 行 或 邮 电 局，付

款给指定的收款人．
【保险】 以集中起来的保险费 建 立 保 险 基 金，用 于 补 偿 因 自 然 灾 害 或

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对 个 人 因 死 亡、伤 残 给 予 补 偿 的 一 种 方 法，
叫做保险．一般可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

【成本】 产品价值一部分的货币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包括生产

过程中所消耗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折扣】 商品按原订价格扣除百分之几出售．如按原价八折出售，即扣

除原价的百分之二十，按原订价格的百分之八十出售．
【单价】 商品的单位价格．
【单位面积产量】 反映土地生 产 能 力 和 农 业 工 作 质 量 的 指 标．指 平 均

每单位土地面积上所收获的农产品数量．通常按各种农作物分别计算．它等

于总收获量（千克）除以播种面积或收获面积（公顷）．
【生产总值】 用货币表现的全部产品的价值．它反映生产单位、生产部

门或整个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总成果．
【物价指数】 也称“商品价格指 数”．反 映 各 个 时 期 商 品 价 格 水 平 变 动

情况的指数．计算公式为：

物价指数 ＝ ｐ１ｑ１

ｐ０ｑ１

×１００％．

　　式中，为总计符号，ｐ１ 为报告 期 的 商 品 价 格，ｐ０ 为 基 期 的 商 品 价 格，

ｑ１ 为报告期的商品销售量．
【复种指数】 一年内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数，叫做复种指数．用

来表示复种程度的高低．

复种指数 ＝
播种面积
耕地面积 ×１００％．

　　例如，耕地面积为２００公顷，一年内播种面积为４５０公顷，则

复种指数 ＝４５０
２００×１００％ ＝２２５％．

三、数的性质

【整除】 整数ａ除以自然数ｂ，得到的商是整数，没有余数，就称ｂ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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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或ａ能被ｂ整除．
一般地说，对于整数ａ和自然数ｂ，如 果 进 行 除 法 运 算ａ÷ｂ，得 商ｑ，余

数为ｒ，就有ａ＝ｂｑ＋ｒ，其中０≤ｒ＜ｂ．当ｒ＝０时，表明ｂ整除ａ，记作ｂ｜ａ；或

ａ被ｂ整除，记作ａｂ．当ｒ≠０时，表明ａ不能被ｂ整除，或ｂ不能整除ａ，记

作ｂａ．
【整除的性质】 设ａ，ｂ，ｃ，…表示整数．
（１）如果ｃ１，ｃ２ 分 别 能 被ａ 整 除，那 么，它 们 的 和 或 差 也 能 被ａ 整 除

（和、差整除性质）．即

若ａ｜ｃ１，ａ｜ｃ２，则ａ｜（ｃ１±ｃ２）［当ａ｜（ｃ１－ｃ２）时，ｃ１≥ｃ２］．
（２）如果ｃ１ 能被ａ整除，ｃ２ 不能被ａ整除，那么，它们的和或差一 定 不

能被ａ整除．即

若ａ｜ｃ１，ａ ｃ２，则ａ （ｃ１±ｃ２）［当ａ （ｃ１－ｃ２）时，ｃ１＞ｃ２］．
（３）如果ａ整除ｂ，ｂ整除ｃ，那么，ａ整除ｃ（整除的传递性）．即

若ａ｜ｂ，ｂ｜ｃ，则ａ｜ｃ．
（４）如果ａ整除ｂ，ｃ是任何整数，那么，ａ整除ｂ 与ｃ 的积（积的整除性

质）．即

若ａ｜ｂ，ｃ是任何整数，则ａ｜ｂｃ．
（５）如果ａ整除ｂ，ｃ是不等于０的任何整数，那么，ａ与ｃ的积整除ｂ与

ｃ的积．即

若ａ｜ｂ，ｃ≠０，则ａｃ｜ｂｃ．
（６）如果ａ与ｃ的积整除ｂ与ｃ的积，那么，ａ整除ｂ．即

若ａｃ｜ｂｃ，则ａ｜ｂ．
【能被一个数整除的数的特 征】 如 果 具 有 某 一 特 征 的 数，都 能 被ａ（ａ

≠０）整除，那么这个特征就叫做能被ａ整除的数的特征．
（１）能被２或５整除的数的特征：这个数的末一位数能被２或５整除．
（２）能被４或２５整除的数的特征：这个数的末两位数字所表示的数能

被４或２５整除．
（３）能被８或１２５整除的 数 的 特 征：这 个 数 的 末 三 位 数 字 所 表 示 的 数

能被８或１２５整除．
（４）能被３或９整 除 的 数 的 特 征：这 个 数 的 各 位 上 的 数 字 之 和 能 被

３或９整除．
（５）能被７、１１、１３整除的 数 的 特 征：这 个 数 的 末 三 位 数 字 所 表 示 的 数

与末三位以前的数字所表示的数的差（以大减小）能被７、１１、１３整除．
其中，能被１１整除的数的特征，还 可 以 用“奇 偶 位 差 法”．即：这 个 数 的

奇数位上数字之和与偶数位上数字之和的差（以大减小）能被１１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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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数】 不能被２整除的 整 数，叫 做 奇 数．如１，３，５，…奇 数 概 念 也 可

扩大到负整数范围．
小学数学中讲的一般是指正奇数．正奇数俗称“单数”．
【单数】 见［奇数］．
【偶数】 能被２整除的整 数，叫 做 偶 数．如０，２，４，６，…偶 数 概 念 也 可

扩大到负整数范围．
小学数学中讲的一般是指正偶数．正偶数俗称“双数”．
【双数】 见［偶数］．
【倍数】 当整数ａ能被自然数ｂ 整 除 时，就 称ａ为ｂ 的 倍 数，ｂ为ａ 的

约数．例如，１０能被５整除，就称１０是５的倍数，５是１０的约数．
【约数】 见［倍数］．
【非倍 数】 当 整 数ａ 不 能 被 自 然 数ｂ 整 除 时，就 说ａ 是ｂ 的 非 倍 数，

ｂ是ａ的非约数．
【非约数】 见［非倍数］．
【倍数的基本性质】 见［整除的性质］．
【质数】 大于１的整数，除了它本身和１以外，不能被其他正整数整除

的，叫做质数．如２，３，５，７，１１，１３，１７等都是质数．质数有无穷多个．质 数 也

称“素数”．
【素数】 见［质数］．
【奇素数】 如果一 个 数 既 是 奇 数，又 是 素 数，那 么 这 个 数 就 叫 做 奇 素

数．在素数中，除了２是偶素数外，其余的素数都是奇素数．
【偶素数】 如果一 个 数 既 是 偶 数，又 是 素 数，那 么 这 个 数 就 叫 做 偶 素

数．在素数中，只有一个２是偶素数，其余的素数都是奇素数．
【合数】 大于１的整数，除了能被它本身和１整除以外，还能被其他正

整数整除的，叫做合数．如整数６，除了 能 被６和１整 除 以 外，还 能 被２和３
整除，所以它是合数．

【质数的判定】 要判断一个自然数是不是质数，一般可以用两种方法：
（１）查表法．
查看质数表（见数表）．例如，要判断１０７和１５３这两个数是不是质 数，

可以查质数表．在表内 按 照 数 的 大 小 顺 序 去 查，可 以 发 现 表 内 有１０７这 个

数，但没有１５３这个数，就是说１０７是质数，１５３不是质数，而是合数．
（２）试除法．
如果没有质数表，可 以 用 试 除 法 来 判 断．就 是 用 由 小 到 大 的 各 个 质 数

２、３、５、７、１１、１３、…去试除，如果一个数能被某个质数整除，那么这个数是合

数；如果一个数除到商比试除的质 数 小，还 未 能 被 试 除 的 质 数 整 除，那 么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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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是质数．例如，判断１９７是不是质数，可以用２、３、５、７、１１、１３、１７等质数

去试除，显然，１９７不是２、３、５、７、１１、１３、１７的倍数，而且１７除１９７所得的商

比１７小，这时就可断定１９７是质数．
【质因数】 一个合数的因数是 质 数，这 样 的 因 数 就 叫 做 这 个 合 数 的 质

因数．质因数也叫做“素因数”或“质约数”．
例如，１５＝３×５，３和５是质数，又是１５的因数，所以３和５都 是１５的

质因数．
可见，质因数具备如下两个条件：
（１）它是某数的因（约）数；
（２）它又是一个质数．
这是，才称这个数是某数的一个质因数．
【素因数】 见［质因数］．
【质约数】 见［质因数］．
【算术基本定理】 算术基本定理也称唯一分解定理．内容是说：
任何一个大于１的自然数，都 可 以 表 示 成 质 数 乘 积 的 形 式，并 且，如 果

不计质因数的次序，那么这种表示法是唯一的．
这个定理指出了任何合数都能唯 一 地 分 解 成 质 因 数 乘 积 的 形 式．如 果

把相同的质因数连乘写成幂的形 式，并 且 由 小 到 大 排 列，那 么，这 样 的 分 解

形式就称为标准分解式．例如，

２５２０＝２３×３２×５×７．

　　算术基本定理是把一个合数分解质因数的理论根据．
【分解质因数】 把一个合数用 质 因 数 连 乘 积 的 形 式 来 表 示，叫 做 分 解

质因数．
例如，把３０分解质因数，得　３０＝２×３×５．
【分解质因数的方法】 分解质因数的方法，通常用短除法．先用一个能

整除这个合数的质数去除，得出的商如果是质数，就把除数和商写成相乘的

形式；得出的商如果是合数，再用一 个 能 整 除 这 个 商 的 质 数 去 除，直 到 得 出

的商是质数为止，然后把各个除数和最后的商写成连乘的形式．
例如，把１４０分解质因数．

　　　　∴　１４０＝２×２×５×７＝２２×５×７．
【公约数】 也称公因数．
设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是ｎ 个整数（ｎ≥２），如果ｄ 是它们中每一个数的约



算

术

辞

典

　　　　　　

　　　 ６８　　　

数，即ｄ｜ａ１，ｄ｜ａ２，ｄ｜ａ３，…，ｄ｜ａｎ，那 么ｄ 就 叫 做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的 一 个 公

约数．
两个或几个数的公约数可能不止一个．例如，

２４的约数集合Ａ＝｛１，２，３，４，６，８，１２，２４｝，共有８个元素；

３６的约数集合Ｂ＝｛１，２，３，４，６，９，１２，１８，３６｝，共有９个元素．
Ａ，Ｂ 两个集合公有的元素恰是Ａ 与Ｂ 的交集，即Ａ∩Ｂ＝｛１，２，３，４，６，

１２｝，可见２４与３６的公约数共有６个．它们是１，２，３，４，６，１２．
显然，几个整数总存在公约数，因 为１就 是 它 们 的 公 约 数．由 于 任 何 一

个自然数的约数的集合都是有限集，所 以 几 个 自 然 数 的 公 约 数 的 集 合 也 是

有限集合．即几个自然数的公约数为有限个，它们中最小的一个是１．
【公因数】 见［公约数］．
【公倍数】 设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是ｎ 个整数（ｎ≥２），如果 ｍ 是这ｎ 个数

的倍数，即ａ１｜ｍ，ａ２｜ｍ，ａ３｜ｍ，…，ａｎ｜ｍ，那么 ｍ 就 叫 做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的

公倍数．
显然，几个数的公倍数就是 这 几 个 数 公 有 的 倍 数．例 如，６与８的 公 倍

数一定既 是６的 倍 数，又 是８的 倍 数．６的 倍 数 集 合 Ｍ＝｛０，６，１２，１８，２４，

３０，３６，４２，４８，…｝．８的倍数集合 Ｎ＝｛０，８，１６，２４，３２，４０，４８，…｝．它 们 的 公

倍数构成 Ｍ 与Ｎ 的交集，即 Ｍ∩Ｎ＝｛０，２４，４８，…｝．６与８的公倍 数 有 无

限多个．一般地说，如果 Ｋ 为整数，２４×Ｋ 的数都是６与８的公倍数．
几个自然数的积一定是这 几 个 自 然 数 的 公 倍 数．０是 任 意 几 个 自 然 数

的公倍数．
【最大公约数】 几个数的所有 公 约 数 中 最 大 的 一 个，叫 做 这 几 个 数 的

最大公约数．也称最大公因数．ａ、ｂ、ｃ三 数 的 最 大 公 约 数，可 以 用（ａ，ｂ，ｃ）表

示．例如，２８，４２，７０的最大公约数是１４，可以表示为

（２８，４２，７０）＝１４．
过去曾用英文字母 Ｇ．Ｃ．Ｄ．表示最大公约数，写成

２８，４２，７０的 Ｇ．Ｃ．Ｄ．＝１４．

　　【最大公因数】 见［最大公约数］．
【最大公约数的求法】 （１）分解质因数法

先把各数分解质因数，再把各数公有的一切质因数连乘起来，所得的积

就是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例如，求２４与３６的最大公约数．

∵　２４＝２３×３，３６＝２２×３２，∴　（２４，３６）＝２２×３＝１２．
（２）检验公约数法（试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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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检验因数或试除找出各数的公约数，用这个公约数去除各数．再用同

法找出各个商的公约数，用这个公 约 数 去 除 各 商．这 样 继 续 下 去，直 到 找 不

出各商的公约数为止．把各次的除数连乘起来，所得的积就是要求的最大公

约数．
例如，求３６，４２，１６８的最大公约数．

　　　　∴　（３６，４２，１６８）＝２×３＝６．
（３）辗转相除法

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时，利用辗转相除法，可以先用两数中的小数去

除大数，然后以所得的余数（若不为零）去除小数，如果得到的第二个余数还

不为零，再以第二个余数去除第一 个 余 数，这 样 继 续 辗 转 相 除，直 到 余 数 是

零为止．那么，最后的一个除数，就是所求的最大公约数．
例如，求１０４，１２０的最大公约数．

　　　　∴　（１０４，１２０）＝８．
说明：

① 以１０４除１２０，商１余１６；② 以１６除１０４，商６余８；③ 以８除１６，
商２余０．

辗转相除法是求两个数的最大公 约 数 的 方 法．如 果 求 几 个 数 的 最 大 公

约数，可以先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再求这个最大公约数与第三个数的最

大公约数．依次下去，直到求出所有数的最大公约数为止．
（４）辗转相减法

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利用辗转相减法，可以先将大数减去小数的任

意倍数，求出它们的差．如果差与小数不等，再以大减小求差，直到出现两数

相等为止．那么，相等的数就是所求的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
例如，求５４０，３８４的最大公约数．

（５４０，３８４）＝ （５４０－３８４，３８４）＝ （１５６，３８４）＝ （１５６，３８４－１５６×２）

＝ （１５６，７２）＝ （１５６－７２×２，７２）

＝ （１２，７２）＝ （１２，７２－１２×５）

＝ （１２，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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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４０，３８４）＝１２．
辗转相减法是求两个数的 最 大 公 约 数 的 方 法．如 果 求ｎ（ｎ≥３）个 数 的

最大公约数，可以不拘次序地挑选 最 方 便 的，从 较 大 的 数 减 去 较 小 的 数．这

样逐次做下去，直到 所 得 的 差 全 部 相 等 为 止．这 个 差 就 是 这 些 数 的 最 大 公

约数．
例如，求１００８，１２６０，８８２，１１３４的最大公约数．

（１００８，１２６０，８８２，１１３４）＝ （１００８－８８２，１２６０－１１３４，８８２，１１３４－８８２）

＝ （１２６，１２６，８８２，２５２）

＝ （１２６，１２６，８８２－１２６×６，２５２－１２６）

＝ （１２６，１２６，１２６，１２６）＝１２６．

　　　　　　∴　（１００８，１２６０，８８２，１１３４）＝１２６．
【最小公倍数】 几个自然数的 公 倍 数 中，除０以 外，最 小 的 一 个，叫 做

这几个自然数的最小公倍数．
如果ａ，ｂ，ｃ为自然数，它们的最小公倍数可以用［ａ，ｂ，ｃ］表 示．例 如，２，

４，６的最小公倍数是１２，可以表示为

［２，４，６］＝１２．
过去曾用英文字母 Ｌ．Ｃ．Ｍ．表示最小公倍数．写成

２，４，６的 Ｌ．Ｃ．Ｍ．＝１２．

　　【最小公倍数的求法】 （１）分解质因数法

先把各数分解质因数，在相同的 质 因 数 中，取 出 指 数 最 大 的，跟 所 有 不

同的质因数连乘起来，就是要求的最小公倍数．
例如，求２８，４２，１０８的最小公倍数．
∵　２８＝２２×７，

４２＝２×３×７，

１０８＝２２×３３．
∴　［２８，４２，１０８］＝２２×３３×７＝７５６．
（２）检验公约数法

找出各数的公约数，用这个公 约 数 去 除 各 数．再 找 出 各 个 商 的 公 约 数，
用这个公约数去除各商，这样继续 下 去，如 果 所 有 各 数（或 商）没 有 公 约 数，
那么，某几个数（或商）有公约数，就 用 这 个 公 约 数 去 除 这 几 个 数（或 商），其

余不被整除的数，把原数写下来．这 样 继 续 下 去，直 到 各 数（或 商）两 两 互 质

为止．最后，把各次的除数连同最后 的 各 个 商 连 乘 起 来，所 得 的 积 就 是 要 求

的最小公倍数．
例如，求１２，１８，２０的最小公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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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８，２０］＝２×２×３×１×３×５＝１８０．
（３）公式法（先求最大公约数法）
由于两个数的乘积等于这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的积，即

ａ×ｂ＝ （ａ，ｂ）×［ａ，ｂ］．

　　∴　［ａ，ｂ］＝ａ×ｂ
（ａ，ｂ）．

例如，求４８，６０的最小公倍数．

［４８，６０］＝ ４８×６０
（４８，６０）＝２８８０

１２ ＝２４０．

　　【辗转相除法】 见［最大公约数的求法］．
【辗转相减法】 见［最大公约数的求法］．
【互质】 两个正整数，除了１以 外，没 有 其 他 公 约 数 时，称 这 两 个 数 为

互质．如４和１５互质．互质也叫做“互素”．互质的两个数，称为“互质数”．
任何两个质数都是互质的．反之，互 质 的 两 个 数 本 身 不 一 定 是 质 数．如

６与７互质，其中６本身不是质数；８与２１互质，８与２１本身都不是质数．
【互素】 见［互质］．
【互质数】 见［互质］．
【两两互质】 两个以上的正整数，如果它们中任意两个数都互为质数，

就叫它们为两两互质，或称两两互素．例如，３，８，１７是两两互质的．
【连续数】 顺次差为１的几个整数，叫做连续数．如１８，１９，２０，２１就是

连续数．顺次差为２的几个奇数，叫做连续奇数．如１３，１５，１７，１９就是连 续

奇数．顺次差为２的几个偶数，叫做连续偶数．如６，８，１０，１２就是连续偶数．
【连续奇数】 见［连续数］．
【连续偶数】 见［连续数］．

四、比和比例

【比】 比，最早是同类量相比．比 较 两 个 同 类 量 之 间 的 倍 数 关 系，叫 做

这两个同类量的比．在单位相同时，两个量的比可以用表示这两个量的数的

比来代替．
在实际中，有同类量相比，也有 不 是 同 类 量 相 比 的，所 以 也 可 以 把 比 说

成是：两个数相除又叫做两个数的比．

ａ与ｂ的比（ｂ≠０），记作ａ∶ｂ或ａ
ｂ

，读作ａ比ｂ．符号“∶”叫做比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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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前面的量ａ叫做比的前项，比号 后 面 的 量ｂ叫 做 比 的 后 项，比 的 结 果（前

项除以后项的商），叫做比值，或叫做比率．
【比号】 见［比］．
【比值】 见［比］．
【比率】 见［比］．
【比的前项】 见［比］．
【比的后项】 见［比］．
【比与除法、分数的关系】 根据比的定义，比的前项相当于除法的被除

数，后项相当于除数，比值相当于商．又根据分数与除法的关系，比的前项相

当于分数的分子，后项相当于分数的分母，比值相当于分数值．即

ａ∶ｂ＝ａ÷ｂ＝ ａ
ｂ

（ｂ≠０）．

　　但比、除法及分数是有本质区 别 的，比 是 指 两 个 量（或 数）的 倍 数 关 系，
除法是一种运算，分数是一个数．

【比的基本性质】 比的前项和后项都乘以（或除以）同一个不等于零的

数，比值不变，这叫做比的基本性质．用式子表示是：

ａ∶ｂ＝（ａｍ）∶（ｂｍ）＝ ａ（ ）ｍ ∶ ｂ（ ）ｍ
或ａ

ｂ ＝ａｍ
ｂｍ＝ａ÷ｍ

ｂ÷ｍ
（ｍ≠０）．

【比的化简】 把一个比化成最 简 单 的 整 数 比（前 项 和 后 项 是 互 质 数），
叫做比的化简．进行比的化简，主要根据比的基本性质：

（１）比的前项和后项有 最 大 公 约 数，就 用 最 大 公 约 数 去 除 比 的 前 项 和

后项．例如

２４∶３２＝ （２４÷８）∶（３２÷８）＝３∶４．

　　（２）如果比的前项和后项中有小数的，可先 把 比 的 前 项 和 后 项 乘 以１０
的若干次方，化成整数比，再把整数比化简．例如：

１．２∶０．４８＝１２０∶４８＝５∶２．
　　（３）比的前项和后项 都 是 分 数，用 它 们 的 分 母 的 最 小 公 倍 数 去 乘 比 的

前项和后项，化成整数比，再把整数比化简．例如：

３
８∶９

２０＝ ３
８ ×（ ）４０ ∶ ９

２０×（ ）４０ ＝１５∶１８＝５∶６．

　　【最简比】 比的前项和后项是互质数的比，叫做最简比．
【正比】 两个互相关联的量（或数），当一个量变化，另一个量也跟着变

化，并 且 它 们 在 变 化 过 程 中 对 应 的 比 值 始 终 相 同，就 说 这 两 个 量 成 正 比．
例如：

１
４ ＝ ３

１２＝ ６
２４＝１５

６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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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比】 如果第一个比的前项 作 为 第 二 个 比 的 后 项，第 一 个 比 的 后 项

作为第二个比的前项，那么，第二个比叫做第一个比的反比．或者，对于一个

比ａ∶ｂ来说，它的前、后两项的倒数的比 １
ａ∶１

ｂ
，叫做它的反比．这是因为

１
ａ∶１

ｂ＝ｂ∶ａ，ｂ∶ａ是ａ∶ｂ的反比．

此外，把一个比的后项作前项，前 项 作 后 项，所 成 的 比 和 原 来 的 比 互 成

反比．例如，３∶２叫做２∶３的反比，２∶３也叫做３∶２的反比．显然，互为反

比的两个比的比值互为倒数．
【连比】 如果甲量与乙量的比是ａ∶ｂ，乙量与丙量的比是ｂ∶ｃ，那么，

表示甲、乙、丙三个量的比可以写作ａ∶ｂ∶ｃ，ａ∶ｂ∶ｃ就叫做甲、乙、丙三个

量的连比．
【连比的求法】 当知道甲与乙的比是ａ∶ｂ，乙与丙的比是ｃ∶ｄ 时，要

求甲、乙、丙三个量的连比，方法是：先把两个比里表示乙的两个数ｂ与ｃ 化

成它们的最小公倍数，然后根据比的基本性质化成这三个量的连比．例如，
甲：乙＝５∶６，乙∶丙＝４∶３，求甲、乙、丙三个量的连比．
解　（６，４）＝１２，

５∶６＝１０∶１２，

４∶３＝１２∶９，
甲、乙、丙三个量的连比即为１０∶１２∶９．
【单比】 两个数量所成的比，叫做单比．例如，２∶３，５∶７都是单比．
【复比】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单 比，把 各 单 比 的 前 项 相 乘 的 积 作 为 前

项，各单比的后项相乘的积作为后 项，这 样 所 得 的 新 比，叫 做 这 几 个 单 比 的

复比．例如，７∶４和６∶１１的复比是（７×６）∶（４×１１）．复比的写法，先将原

来的单比上、下排列，然后用符号“｝”写 在 它 的 右 边，或 用 符 号“｛”写 在 它 的

左边．例如，上面所举的复比，可以写作
７∶４ ｝６∶１１

或
７∶４｛６∶１１

．

复比的值等于各单比的值的连乘积．
【比例尺】 在绘制地图或机械 制 图 时，经 常 需 要 把 实 际 距 离 缩 小 或 放

大一定的倍数，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的比，叫做这张图纸的比例尺．即

图上距离∶实际距离＝比例尺．

或　
图上距离
实际距离＝比例尺．

地图 上 的 比 例 尺 通 常 用 分 子 为 １ 的 分 数 表 示．例 如 １
５００

， １
１０００

，

１
１００００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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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图上距离是实际距离的ｎ分之一，一般记作，１∶ｎ或１
ｎ

（ｎ＞１）；如

果图上距离是实际距离的ｎ倍，一般记作ｎ∶１（ｎ＞１）．
【比例尺的应用】 根据图上 距 离、实 际 距 离、比 例 尺 三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已知其中两个量，要求第三个量，这类实际问题，叫做比例尺的应用．

解题规律　弄清两 个 量 之 间 是 怎 样 相 比 的，再 根 据“图上距离
实际距离 ＝比 例

尺”的关系式，求出未知数．
（１）在测量中，根据地面距离和比例尺，可以求平面图上的距离．

例　上海到北京的铁路长是１４６２千米，用 １
８００００００

的比例尺画地图，图

上距离是多少厘米？

解　设图上距离是ｘ厘米．得

ｘ
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６２＝ １

８００００００
，

８００００００ｘ＝１４６２０００００，ｘ≈１８．３．
　　即图上距离约是１８．３厘米．

（２）在看平面图时，根据平面图上的距离和比例尺，可以求地面上的实

际距离．

例　在比例尺是 １
１０００

的平面图上，量 得 两 点 间 的 距 离 是１０厘 米，求 地

面上的实际长度是多少米？

解　设实际长度是ｘ米．得

０．１
ｘ ＝ １

１０００
，

ｘ＝０．１×１０００，

ｘ＝１００．
　　即地面上的实际长度是１００米．

【图距】 是比 例 尺 问 题 的 专 用 名 词，指 地 图 或 机 械 图 纸 上 两 点 间 的

距离．
【实距】 是比例尺问题的专用 名 词．指 地 面 上 或 机 械 中 某 一 部 分 的 实

际长度．

　　　　　　　　　（千米）

【线段 比 例 尺】 用 线 段 来 表 示 的 比 例

尺．每一段线段长为１厘米，每隔１厘米写上

实际距离的千米数．例如，

即１厘米的线段长表示实际距离１０千米，亦即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的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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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配问题】 把一个总量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这样的问题，
叫做比例分配问题，也叫做“配比问题”．

解题规律　确定被分配的总量与各分量的比．
例　一种混凝土，是 由 水 泥、黄 沙、石 子 搅 拌 而 成 的，它 们 重 量 的 比 是

１∶２∶４，搅拌这种混凝土２１００千克，需用上述原料各多少千克？

解　这是配比问题，把２１００千克混 凝 土 按１∶２∶４的 比 分 配，这 就 要

把２１００千克分成１＋２＋４＝７等分，水泥占１
７

，黄沙占２
７

，石子占４
７

，得

　　　水泥：２１００×１
７＝３００（千克）；

　　　黄沙：２１００×２
７＝６００（千克）；

　　　石子：２１００×４
７＝１２００（千克）．

即需要水泥３００千克，黄沙６００千克，石子１２００千克．
【配比问题】 见［比例分配问题］．
【比例】 如果ａ与ｂ的比 同ｃ 与ｄ 的 比 相 等，那 么 就 说ａ、ｂ、ｃ、ｄ 成 比

例．或者说，相等的两个比组成比例．比例ａ∶ｂ＝ｃ∶ｄ，也可写成ａ
ｂ ＝ｃ

ｄ ．

组成比例ａ∶ｂ＝ｃ∶ｄ的四个数ａ、ｂ、ｃ、ｄ叫做组成比例的数，也叫做比

例的项．其中第一个数与第四个数（即ａ与ｄ）叫做比例的外项，第二个数与

第三个数（即ｂ与ｃ）叫做比例的内项．

若一个比例的两内 项 相 等，则 这 个 内 项 叫 做 两 个 外 项 的 比 例 中 项．例

如，ａ∶ｂ＝ｂ∶ｃ，ｂ就是ａ 与ｃ的比例中项．
【比例的项】 见［比例］．
【比例的内项】 见［比例］．
【比例的外项】 见［比例］．
【比例中项】 见［比例］．
【第四比例项】 在比例ａ∶ｂ＝ｃ∶ｄ中，ｄ叫做ａ、ｂ、ｃ的第四比例项．
【比例数】 组成比例的四个数，叫做比例数．它们的次序按照原来比例

式的顺序．例如，在３∶７＝９∶２１中，３、７、９、２１是比例数．
【比例的基本性质】 在比例中，两个外项的积等于两个内项的积，这叫

做比例的基本性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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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ａ
ｂ ＝ｃ

ｄ
（ａ、ｂ、ｃ、ｄ都不等于零），

那么　ａｄ＝ｂｃ．

证明　用ｂｄ去乘ａ
ｂ ＝ｃ

ｄ
的两边，即

ａ
ｂ ×ｂｄ ＝ ｃ

ｄ ×ｂｄ．

　　所以，ａｄ＝ｂｃ．
从比例的这个基本性质，可以推得

如果两个数的积等于另外两个数的积，那么这四个数成比例．即

如果ａｄ＝ｂｃ，那么ａ
ｂ ＝ｃ

ｄ ．

证明　用ｂｄ去除ａｄ＝ｂｃ的两边，即

ａｄ
ｂｄ ＝ｂｃ

ｂｄ．

　　所以　ａ
ｂ ＝ｃ

ｄ ． ①

我们还可以分别用ｃｄ，ａｂ，ａｃ去除ａｄ＝ｂｃ的两边，得到不同的比例：

　　ａ
ｃ ＝ｂ

ｄ
， ②

　　ｄ
ｂ ＝ｃ

ａ
， ③

　　ｄ
ｃ ＝ｂ

ａ ． ④

如果把①、②、③、④ 四 个 比 例 的 左 右 两 边 对 调，那 么 又 可 得 到 四 个

比例：

　　ｃ
ｄ ＝ａ

ｂ
， ⑤

　　ｂ
ｄ ＝ａ

ｃ
， ⑥

　　ｃ
ａ ＝ｄ

ｂ
， ⑦

　　ｂ
ａ ＝ｄ

ｃ ． ⑧

这就是说，如果两个数的积等于另外两个数的积，那么这四个数就可以

组成八个比 例．这 八 个 比 例 的 形 式 不 同，也 就 是 各 个 数 在 比 例 中 的 位 置

不同．
【比例定理】 （１）反比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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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ａ
ｂ ＝ｃ

ｄ
（ａ、ｂ、ｃ、ｄ都不等于零），

那么ｂ
ａ ＝ｄ

ｃ ．

（２）更比定理

如果ａ
ｂ ＝ｃ

ｄ
（ａ、ｂ、ｃ、ｄ都不等于零），

那么ａ
ｃ ＝ｂ

ｄ
（交换内项），

　　ｄ
ｂ ＝ｃ

ａ
（交换外项）．

（３）合比定理

如果ａ
ｂ ＝ｃ

ｄ
（ａ、ｂ、ｃ、ｄ都不等于零），

那么ａ＋ｂ
ｂ ＝ｃ＋ｄ

ｄ ．

证明　在ａ
ｂ ＝ｃ

ｄ
的两边都加１，即

ａ
ｂ ＋１＝ ｃ

ｄ ＋１．

　　所以ａ＋ｂ
ｂ ＝ｃ＋ｄ

ｄ ．

（４）分比定理

如果ａ
ｂ ＝ｃ

ｄ
（ａ、ｂ、ｃ、ｄ都不等于零），

那么ａ－ｂ
ｂ ＝ｃ－ｄ

ｄ ．

证明　在ａ
ｂ ＝ｃ

ｄ
的两边都减去１，即

ａ
ｂ －１＝ ｃ

ｄ －１．

　　所以　ａ－ｂ
ｂ ＝ｃ－ｄ

ｄ ．

（５）合分比定理

如果ａ
ｂ ＝ｃ

ｄ
（ａ、ｂ、ｃ、ｄ都不等于零），

那么　ａ＋ｂ
ａ－ｂ＝ｃ＋ｄ

ｃ－ｄ．

证明　ａ＋ｂ
ｂ ＝ｃ＋ｄ

ｄ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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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
ｂ ＝ｃ－ｄ

ｄ ． ②

用②的两端分别去除①的两端，得

ａ＋ｂ
ａ－ｂ＝ｃ＋ｄ

ｃ－ｄ．

　　（６）等比定理

如果ａ１

ｂ１
＝ａ２

ｂ２
＝ａ３

ｂ３
＝…＝ａｎ

ｂｎ
（ｂ１＋ｂ２＋……＋ｂｎ≠０），

那么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ｂ１＋ｂ２＋ｂ３＋…＋ｂｎ
＝ａ１

ｂ１
．

证明　设ａ１

ｂ１
＝ｋ，那么

ａ２

ｂ２
＝ｋ，ａ３

ｂ３
＝ｋ，…，ａｎ

ｂｎ
＝ｋ．

　　所以，ａ１＝ｋｂ１，ａ２＝ｋｂ２，ａ３＝ｋｂ３，…，ａｎ＝ｋｂｎ．
把各式的两边分别相加，得

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ｋ（ｂ１＋ｂ２＋ｂ３＋…＋ｂｎ）．

　　∴　
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ｂ１＋ｂ２＋ｂ３＋…＋ｂｎ
＝ｋ．

∴　
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ｂ１＋ｂ２＋ｂ３＋…＋ｂｎ
＝ａ１

ｂ１
．

【反比定理】 见［比例定理］．
【更比定理】 见［比例定理］．
【合比定理】 见［比例定理］．
【分比定理】 见［比例定理］．
【合分比定理】 见［比例定理］．
【等比定理】 见［比例定理］．
【诱导比例】 对于一个已知比例的某些项，施行某些运算，可以得到一

些新的比例，这些新的比例叫做从 已 知 比 例 得 到 的 诱 导 比 例．例 如，反 比 定

理、更比定理、合比定理、分比定理、合分比定理、等比定理等都是诱导比例．
【解比例】 求比例里的一个未知项，叫做解比例．
解比例时，可以根据比例的性质（即 在 一 个 比 例 中，外 项 的 积 等 于 内 项

的积），即

如果ａ
ｂ ＝ｃ

ｄ
，就有ａｄ＝ｂｃ．

从而得到ａ＝ｂｃ
ｄ

，ｄ＝ｂｃ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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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ｄ
ｃ

，ｃ＝ａｄ
ｂ ．

例　３
７＝ｘ

２１．

解　７ｘ＝３×２１，

ｘ＝３×２１
７

，

ｘ＝９．
【成正比例的量】 两 种 相 关 联 的 量，一 种 量 变 化，另 一 种 量 也 随 着 变

化，如果这两种量中相对应的两个数的比值（也就是商）一定，那么这两种量

就叫做成正比例的量．即

ｙ
ｘ ＝ｋ（定值）　 或 　ｙ＝ｋｘ．

　　【正比例关系】 两种成正比例的量的关系，叫做正比例关系．
【成反比例的量】 两 种 相 关 联 的 量，一 种 量 变 化，另 一 种 量 也 随 着 变

化，如果这两种量中相对应的两个数的积一定，那么这两种量就叫做成反比

例的量．即

ｘｙ＝ｋ（定值）　 或 　ｙ＝ ｋ
ｘ ．

　　【反比例关系】 两种成反比例的量的关系，叫做反比例关系．
【比例系数】 有成正（反）比例 关 系 的 两 个 量 的 对 应 值 相 比，它 们 的 比

值是固定不变的，这个比值叫做比例系数．
【单比例】 等号两边都由单比组成的比例式，叫做单比例．
【复比例】 等 号 两 边 至 少 有 一 边 是 由 复 比 组 成 的 比 例 式，叫 做 复 比

例如：

ａ∶ｂ
ｃ∶ ｝ｄ

＝ｅ∶ｆ　 和 　
ａ∶ｂ
ｃ∶ ｝ｄ

＝
ｅ∶ｆ
ｇ∶ｈ｛ ．

都是复比例．
【比例的加法和减法】 由两个或若干个具有比值相等的比例的各对应

项相加或相减所成的复比例，也具有与原来相等的比值．
例如，２４∶８＝１５∶５，比值＝３；１２∶４＝９∶３，比值＝３．通过加减得到复

比例（２４±１２）∶（８±４）＝（１５±９）∶（５±３），即３６∶１２＝２４∶８，比 值＝３；
或１２∶４＝６∶２，比值＝３．

【比例的乘法】 由两个或若干 个 比 例 各 对 应 项 相 乘 所 得 的 复 比 例，它

的比值等于已知各比例比值的积．

例如，５∶２＝１０∶４，比值＝５
２

；６∶３＝２∶１，比 值＝２．通 过 乘 法，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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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比例：
（５×６）∶（２×３）＝（１０×２）∶（４×１），

即　３０∶６＝２０∶４，比值＝５
２×２＝５．

由此可以推知，已知比例的各项自乘所得的复比例，它的比值等于已知

比值自乘以同次方．

例如，５∶２＝１０∶４，比 值＝５
２

，比 例 各 项 自 乘３次 得 到 复 比 例５３∶２３

＝１０３∶４３，即

１２５∶８＝１０００∶６４，

比值 ＝ （ ）５
２

３

＝１２５
８ ．

　　【比例的除法】 一个比例的各项除以另一个比例的各对应项所得的复

比例，它的比值等于两已知比例的比值的商．

例如，５∶２＝１０∶４，比值 ５
２

；６∶３＝２∶１，比 值＝２．通 过 除 法，得 到 复

比例

（５÷６）∶（２÷３）＝（１０÷２）∶（４÷１），

即５
６∶２

３＝５∶４，比值＝５
２÷２＝５

４．

【正比例应用题】 含有成正比例关系的量，并根据正比例的意义、性质

列出比例式来解答的应用题，叫做成正比例关系的应用题．
成正比例关系的应用题，可以根据成正比例的量的性质“一种量任意两

个数值的比等于另一种量对应的两个数值的比”列出比例式解答，也可以根

据正比例关系的表达式“ｙ
ｘ ＝ｋ（一定）”列出比例式解答．

例　一辆汽车３时行１２０千米，用同样的速度，５时行多少千米？

设５时行ｘ千米．
解法一　强调同类量相比，列成比例式是：

３∶５＝１２０∶ｘ，ｘ＝１２０×５
３ ＝２００．

　　解法二　不强调同类量相比，而 是 强 调 两 种 量 对 应 的 两 个 数 的 比 值 一

定，列成比例式是：

１２０
３ ＝ ｘ

５
，ｘ＝１２０×５

３ ＝２００．

　　即５时行２００千米．
【反比例应用题】 含有成反比例关系的量．并根据反比例的意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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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比例式来解答的应用题，叫做成反比例关系的应用题．
成反比例关系的应用题，可以根据成反比例的量的性质“一种量任意两

个数值的比等于另一种量对应的两个数值的反比”列出比例式解答，也可以

根据反比例关系的表达式“ｘｙ＝ｋ（一定）”列出比例式解答．
例　小华看一本书，每天 看６页，２４天 看 完，如 果 每 天 看８页，需 要 多

少天看完？

设ｘ天可以看完．
解法一 根据每天看的页数的两个数值的比等于相对应的需要天数的

两个数值的反比，列成比例式是：

６∶８＝ｘ∶２４，ｘ＝６×２４
８ ＝１８．

　　解法二 根据每天看的页数和 需 要 天 数 相 对 应 的 两 个 数 的 积 一 定，列

成比例式是：

６×２４＝８×ｘ，ｘ＝６×２４
８ ＝１８．

　　即需要１８天看完．
【复比例问题】 计算两个以上的量成比例的应用题，叫做复比例问题．
例　９辆卡车７时运土２２０．５吨．照这样计算，８辆卡车运土１４０吨，需

要几时？用复比例解法如下：

解

　
　

　
９辆 ７时 ２２０．５吨

８辆 ｘ时 １４０ 吨

　反　　　　正　

８∶９
２２０．５∶ ｝１４０

＝７∶ｘ．

ｘ＝９×１４０×７
８×２２０．５ ＝５．

　　即用８辆卡车运土１４０吨，需要５时．

五、计量

【计量】 用一个规定的标准已 知 量 作 单 位，和 同 类 型 的 未 知 量 相 比 较

而加以测定的过程，叫做计量．例如，要量一段布的长度，就要用一把有刻度

的尺来量．有刻度的尺的长度就是一个规定的标准已知量；一段布的长度就

是要测定的同类型的未知量；用尺量这段布的过程就叫做计量．
【计量单位】 用以量度同类量大小的一个标准量称为计量单位．例如，

我们把光在真空中２９９７９２４５８分 之 一 秒 所 经 过 的 行 程 作 为 量 度 长 度 的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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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并称为“米”，这个标准长度就是长度的计量单位．
【计量器具】 凡能用以直接或 间 接 测 出 被 测 对 象 量 值 的 量 具、计 量 仪

器（仪表）和计量装置，统称为计量器具．
【量】 可以定性区别并能定量 确 定 的 现 象 或 物 体 的 属 性 叫 做 量．也 就

是说，事物的“多少、大小、长短、粗细、轻 重、高 低”以 及 时 间 的“快 慢”等，这

些可以进行测定的对象都叫做量．
【量值】 量值是表示一个量的大小的计量单位和数值．例如，米尺上表

示的１米、３厘米、５毫米，温度计上表示的４０摄氏度、１００摄 氏 度，等 等，都

叫做量值．
【量数】 量得的结果用数值表示出来，叫做量数．
【数量】 物体的长、短，大、小，多、少等，都叫做量．量要通过数来表示，

这就叫做数量．例 如，做 一 件 衣 服 要 用 布１．３米，米 表 示 量，１．３表 示 米 的

数，１．３米就是数量．
【主单位】 在国家制定的法定 计 量 单 位 中，尽 管 一 种 物 理 量 有 大 小 若

干个单位，但有独立定义的只有一 个，这 个 单 位 称 为 主 单 位，而 其 余 的 单 位

则以这个单位为基础给予定义．例如，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５日国务院命令中规定

长度的主单位为米，而厘米、毫米等则按米给予定义．
【基本单位】 在一个单位制中 基 本 量 的 主 单 位 称 为 基 本 单 位．它 是 构

成单位制中其他单位的基础．基本量 是 为 确 定 一 个 单 位 制 时 选 定 的 彼 此 独

立的那些量．在国际单位制中是以长度、质量、时间、电流、热力学温度、物质

的量、发光强度这七个量为基本量．
【导出单位】 在选定了基本单位之后，按物理量之间的关系，由基本单

位以相乘、相除的形式构成的单位，称 为 导 出 单 位．例 如：国 际 单 位 制 中，速

度的单位“米／秒”就是由基本单位“米”除以基本单位“秒”构成的．
【辅助单位】 国际上把既可作为基本单位，又可作为导出单位的单位，

单独作为一类，称为辅助单位．在国 际 单 位 制 中，平 面 角 的 单 位 弧 度 和 立 体

角的单位球面度，就是辅助单位．
【衡器】 测定物体质量（人民生 活 和 贸 易 中，质 量 习 惯 称 为 重 量）的 工

具、仪器、如天平、秤等．
【米制】 “国际公制”的简称，也称“公 制”．旧 名“米 突 制”．米 制 是 法 国

在１８世纪末首创的，采用地球子午 线 的 长 度 作 为 标 准，以 通 过 巴 黎 子 午 线

的四千万分之一为长度的基本单位，定名米突（米）．标准米尺用铂铱合金制

成，在０℃时，尺上两端所刻的线 之 间 的 距 离 为１米；质 量 的 基 本 单 位 为 千

克，标准千克的砝码是用铂铱合金制成的圆 柱 体，在 纬 度４５°的 海 平 面 上 的

重量为１千 克；容 量 的 基 本 单 位 为 升，１升 等 于１千 克 的 纯 水 在 标 准 大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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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４℃（密 度 最 大）时 的 体 积．１８７５年，法、德、美、俄 等１７个 国 家 的 代 表 在

巴黎签订米突公约，公 认 米 突 制 为 国 际 通 用 的 计 量 制 度，并 成 立 国 际 计 量

局，制造出铂铱合金原器，作为长度和质量的国际标准．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５日，
我国国务院确定米制为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这种

计量制度的主要优点是标准单位可靠，各基本单位之间联系密切，采用十进

位制，使用方便．现已被国际单位制所代替．
【国际单位制】 国际单位制是 在 米 制 基 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被 称 为 米 制

的现代化形式．由于米制从１９世纪创立以来，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应用过程中，在某些科学技术领域内，出现了多种单位制并用的现象．如，
力学领域内比较常见的就有四种米制的单位制（米、千克、秒制；米、千克力、
秒制；厘米、克、秒制；米、吨、秒制），致 使 各 种 单 位 之 间 的 换 算 非 常 麻 烦，浪

费人 力、物 力 和 时 间．为 了 清 除 多 种 单 位 制 并 用 的 现 象，国 际 计 量 大 会 于

１９６０年通过了一种国际单位制，它的国际简称为ＳＩ，推荐各国采用．国际单

位制以长度单位“米”、质量单位“千克”（公斤）、时间单位“秒”、电流单位“安

培”、热力学温度单位“开尔文”、发光强度单位“坎德拉”和物质的量单位“摩

尔”为基本单位，其他的单位都按照 选 定 的 公 式 由 这 七 个 基 本 单 位 导 出，称

为“导出单位”，从而建立了一种统一的计量单位制．我国已经采用的计量单

位大部分同国际单位制的计量单位是相同的，只有少数不同．
【市制】 以米制为基础，结合我 国 人 民 习 惯 使 用 的 计 量 名 称 而 制 定 的

一种计量制度．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７日，国 务 院 颁 发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计 量 管

理条例（试行）》中规定：“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是米制（即“公制”），逐步采用

国际单位制．目前保留的市制，要逐步改革．……”把米制确定为我国的基本

计量制度．市制的主要单位与米制的换算关系如下：长度单位（市）尺，１（市）
尺＝１／３米；质量（重量）单位（市）斤，１（市）斤＝１／２千克；容量单位（市）升，

１（市）升＝１升．
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７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 单 位

的命令》中指出：我国目前在人民生 活 中 采 用 的 市 制 计 量 单 位，可 以 延 续 使

用到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０年底以前，要完成向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过渡．
【进率】 同类的计量单位之间，一 个 较 高 的 计 量 单 位 里 含 有 较 低 的 计

量单位的倍数，叫做这两个单位间的进率．例如，在米制长度单位中，１米＝
１０分米，１分米＝１０厘米，１厘米＝１０毫米，它们相邻两个单位之间的进率

都是１０．
【换算】 在同一类量中，将某种 计 量 制 度 的 计 量 单 位 的 量 值 按 照 一 定

的比率折合成另一种计量制度的计 量 单 位 的 量 值，叫 做 换 算．这“一 定 的 比

率”叫做换算率．例如，把市制中６０００市 斤 换 算 成 用 米 制 单 位 吨 来 表 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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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１吨＝２０００市斤的比率，６０００市斤＝３吨．
【高级单位】 在同类的连续量 的 几 个 计 量 单 位 中，较 大 的 单 位 叫 高 级

单位，较小的单位叫低级单位．这是两个相对的比较概念．例如，在米制长度

单位米、分米、厘米中，米对分米、厘米来说是高级单位，分米、厘米是低级单

位．如果比较分米与厘米两个单位，分米是高级单位，厘米是低级单位．
【低级单位】 见［高级单位］．
【互化】 在同类量中，把高级单位变为低级单位，或把低级单位变为高

级单位的过程，叫做互化．
【名数】 带有计量单位名称的数，叫做名数．例如，４米、８千克、５时 等

都是名数．
【不名数】 不带计量单位 名 称 的 数，叫 做 不 名 数．例 如，３、５、９等 都 是

不名数．
【名数单位】 名数中所含的单位，叫做名数单位．例如，６千克，“千克”

就是这个名数的单位．
【单名数】 只带有一个计量单位名称的名数，叫做单名数．例如，５米、

４０克、３秒等．
【复名数】 带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 的 同 类 的 计 量 单 位 名 称 的 名 数，叫 做

复名数．例如，３米４厘米、２时１０分等．
【同名数】 计量单位名称 相 同 的 几 个 名 数，叫 做 同 名 数．例 如，５千 米

与６千米的数字虽然不同，但计量单位名称相同，所以它们是同名数．
【异名数】 计量单位名称 不 相 同 的 几 个 名 数，叫 做 异 名 数．例 如，９平

方米与９立方米的数字相同，但计量单位名称不同，所以它们是异名数．
【同类异名数】 种 类 相 同、计 量 单 位 名 称 不 同 的 名 数，叫 做 同 类 异 名

数．例如，４米和３厘米都是 带 有 米 制 长 度 单 位 的 名 数，但 计 量 单 位 名 称 不

同，因此叫同类异名数．
【复名数的化法】 把高级单位的单名数或复名数变为低级单位的单名

数的方法，叫做复名数的化法．计算时，用进率乘以高级单位的数，再加上原

来低级单位的数．例如，把４千克３０克化成以克为单位的数，因为千克和克

之间的进率是１０００，先把１０００乘 以４，再 加 上３０，即１０００×４＋３０＝４０３０，
所以４千克３０克＝４０３０克．

【化法】 见［复名数的化法］．
【复名数的聚法】 把低级单位的单名数变为高级单位的单名数或复名

数的方法，叫做复名数的聚法．计算时，用低级单位的数除以进率，所得的商

就是高级单位的数，余数就是低级单位的数．例如，把２９厘米聚成以分米和

厘 米作单位的复名数，因为分米和厘米之间的进率是１０，把２９除以１０，商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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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９，所以２９厘米＝２分米９厘米．
【聚法】 见［复名数的聚法］．
【货币】 是一切商品的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是价值的一般代表，可

以购买任何商品．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积累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

货币五种职能．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最早的国家之一，至少已有４０００年的历史．
【人民币】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日 成

立了统一的中国人 民 银 行，当 年 发 行 人 民 币，并 尽 速 收 回 或 清 除 各 种 旧 货

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１９５１年４月，人 民 币 成 了 新 中 国 集 中 统 一、
惟一合法的货币．人民币的基本单位是元，辅币单位是角、分．１元＝１０角，１
角＝１０分．

【辅币】 为辅助本位货币而发行的币值小的货币叫做辅币．例如，人民

币元以下的５角、２角、１角、５分、２分、１分都是辅币．
【美元】 简记为 ＵＳ，是美国的货币单位，也叫美金．１美元＝１００美分．

美元是美国的本位货币．
【欧元】 简记为 ＥＵＲ加入欧元后的国家货币．
【英镑】 英国的货币单位．１英 镑＝２０先 令，１先 令＝１２便 士．英 镑 是

英国的本位货币．
【法郎】 法国的货币单位．法郎是法国的本位货币．
【日元】 日本的货币单位．日元是日本的本位货币．
【卢布】 俄罗斯的货币单位．１卢 布＝１００戈 比．卢 布 是 俄 罗 斯 的 本 位

货币．
【马克】 德国的货币单位．马克是德国的本位货币．
【时间】 有起点和终点的一段 时 间 或 指 它 的 某 一 点．以 地 球 自 转 一 周

２４小时为根据．
【时间单位】 测定时间所选定 的 标 准 叫 做 时 间 单 位．一 般 以 地 球 的 自

转和公转为标准，由此定出年、月、日、时、分、秒等单位．
【时刻】 钟表上时针、分针、秒 针 所 指 的 每 一 位 置，表 示 一 天 内 某 一 特

定的时候．如，上午７时３０分开会，这里的７时３０分就是时刻．
【时辰】 旧时的计时单位．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一时辰合现在的

两小时．以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为 名，从 夜

间十一时起算，夜半十一时至一时 是 子 时，夜 一 时 至 三 时 是 丑 时，晨 三 时 至

五时是寅时，余类推．
【时区】 见［标准时区］．
【经度】 是定出地面上某地点位置的要素之一．地球上某地的经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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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地的经线平面（又称子午 面）与 零 度 经 线 平 面（又 称 本 初 子 午 面）的 夹

角．通常用度、分、秒来表示，有时 也 用 时、分、秒 来 表 示．经 度 在 地 理 坐 标 中

起着横坐标的作用．零度经 线 以 东 的 经 度 称 为 东 经，习 惯 上 用“Ｅ”作 代 号；
零度经线以西的经度称为西经，习惯上用“Ｗ”作代号．东经、西经各有１８０°，
东、西 两 条 １８０°经 线 互 相 重 合．我 国 首 都 北 京 的 经 度 是 东 经 １１６°２８′１３″
或７时４５分５２．９秒．

【纬度】 是定出地面上某地点位置的要素之一．地球上某地的纬度，就

是通过该地某点所作的垂直于地面 的 垂 线（即 法 线）与 赤 道 平 面 的 夹 角．通

常用“度、分、秒”来 表 示．纬 度 在 地 理 坐 标 中 起 着 纵 坐 标 的 作 用．赤 道 是 零

度，赤道以北的纬度叫做北 纬，习 惯 上 用“Ｎ”作 代 号；赤 道 以 南 的 纬 度 叫 做

南纬，习惯上用“Ｓ”作代号．南、北纬各有９０°，南极和北极分别是 南 纬９０°和

北纬９０°．
【时差】 真太阳时与平太阳时之差．我们使用平太阳时来表示时刻，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天内的正午１２时（平 太 阳 时），太 阳 并 不 一 定 正 好 在 当

地上中天的时刻．在一年的绝大多 数 日 子，太 阳 上 中 天 的 时 刻，不 是 在 正 午

以前，就是在正午以后，这个差值就 叫 做 时 差．时 差 的 数 值 在 一 年 内 是 逐 日

不同不断变化的，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时差＝真太阳时－平太阳时．每日的

时差数值载于天文年历．它在一年中由－１４．３分变化到１６．４分，并有四次

等于零．时差在一般 日 常 生 活 中 几 乎 不 用 考 虑，但 对 观 测 天 体 却 有 重 要 的

作用．
【标准时】 由于地球由西向 东 自 转，经 度 不 同 的 地 方，时 刻 便 有 差 异．

标准时是指同一标准时区内各地共 同 使 用 的 时 刻，一 般 用 这 个 地 区 的 中 间

一条子午线的时刻做标准．一个国家各地共同使用的时刻，一般以首都所在

地区的标准时为准．我国的标准时（北京时间）就是东八时区的标准时，比以

本初子午线为中线的零时区早八时．
【标准时区】 按经线把地球表面平分为２４个时区．每一区跨１５°，叫做

一个标准时区．以本初子午线为中线的那一区叫做零时区．以东经１５°，３０°，
…，６５°为 中 线 的 时 区 分 别 叫 东 一 时 区、东 二 时 区……东 十 一 时 区．以 西 经

１５°，３０°，…，１６５°为中线的时区分别叫做西一时区、西二时区……西十一时

区．以东经１８０°（也就是西经１８０°）为中线的时区叫做东十二时区，也就是西

十二时区．相邻两个标准时区的标 准 时 相 差１时．如，东 一 时 区 比 零 时 区 早

１时，西一时区比零时区晚１时．
【北京时】 我国通用的一种标准 时，即 以 东 经１２０°子 午 线 为 标 准 的 时

刻，实际上不是北京的地方时，而是 北 京 所 在 的 东 八 时 区 的 区 时．我 国 除 西

藏和新疆采用东经９０°的标准时以外，其他地区都通用北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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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时】 是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本初子午线的时刻为标准

时刻，叫做世界时．也叫格林威治时间．世界时用于电信及科学记录，以便世

界取得一致．从１９６３年起，我国世界时测定的精度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历法】 以年、月、日等计时单位，依一定的法则结合，供计算较长时间

的系统．主要分阳历、阴历和阴阳历 三 种．历 法 是 利 用 天 象 变 化 的 规 律 来 计

算时间，划分季节，判别气候，使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活动都能够适时进行．
【子午线】 通过地面某点的经线，即 该 处 的 子 午 线，也 即“南 北 线”．它

是确定地面直线方向所依据的基本线．
【阳历】 全称“太阳历”，又叫 公 历，是 历 法 的 一 种．阳 历 是 以 地 球 绕 太

阳运行为根据的历法，以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３６５．２４２１９天）为一 年，平

年３６５天，闰年３６６天．一年分为１２个月，大月３１天，小月３０天，平年的二

月是２８天，闰年的二月是２９天．阳 历 又 称 格 列 历，公 元 前４６年，创 始 于 罗

马．１５８２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命人修订，成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

用的一种历法．
【阴历】 全称“太阴历”，是历法的一种．阴历是以月球绕地球运行为根

据的历法，以月球绕地球 一 周 的 时 间（２９．５３０５９天）为 一 月，大 月３０天．小

月２９天，积十二个月为一年．一年３５４天或３５５天．伊斯兰教历就是阴历的

一种．我们通常说的阴历是指我国旧时通用的历法，叫“农历”．
【阴阳历】 历法的一种，是综 合 阴 历、阳 历 两 类 历 法 而 制 定 的．它 以 月

球环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一月，但设置闰月，使一年的平均天数跟太阳年的

天数相符，因此，这种历法与月相相 符 合，也 与 地 球 绕 太 阳 的 周 年 运 动 相 符

合．由于平均每年的天数 比 太 阳 年 约 差１１天，所 以 在１９年 里 设 置７个 闰

月，有闰月的年份全年是３８４天．又根据太阳的位置，把一个太阳年分成２４
个节气，便于从事农业劳动．纪 年 用 天 干 地 支 搭 配，６０年 周 而 复 始．这 种 历

法相传始于夏代，所以又称“夏历”，也叫“农历”或“旧历”．
【夏历】 即“阴阳历”，相传创于夏代，故称“夏历”或“农历”、“旧历”．辛

亥革命后，一般将我国历代颁行的阴阳历叫做“夏历”．
【农历】 即“阴阳历”，是我国采用的一种传统历法，是根据太阳在黄道

上的位置而决定的．将 全 年 划 分 为２４个 节 气，能 指 导 农 事 活 动，因 而 称 为

“农历”．
【节气】 古代人们发现了太阳 和 季 节 气 候 有 密 切 的 联 系，他 们 根 据 日

影长短、昼夜长短，掌握了季节变化规律，并定出了一年划分为２４个节气来

安排农事，进行播种、收获和田间管 理，获 得 农 业 丰 收，积 累 丰 富 经 验，是 我

们祖先创造的一份宝贵的农业气象遗产．
从小寒起，太阳黄经每增加３０°，便 是 另 一 个 节 气．计 有：小 寒、立 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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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１２个 节 气；连 同１２
个中气（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

至），总称２４节气．中国古代的节气，有 时 指 一 段 时 间，例 如，太 阳 黄 经 从０°
增加到１５°这段时间叫做“春分”．现在所用的 节 气 都 是 指 时 刻，即 太 阳 黄 经

等于０°时叫“春分”，等于１５°时叫“清明”，等等．
【闰年】 阳历有闰日（即二月 为２９天）的 年 叫 闰 年．闰 年 有３６６天．农

历有闰月的一年也叫闰年，这年有十三个月，全年有３８３天或３８４天．
通常每四年里有一个闰年，公 历 年 份 是４的 倍 数 的 是 闰 年．例 如，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８年都是闰年．但 公 历 年 份 是 整 百 数 的，必 须 是４００的 倍 数

才是闰年．例如，１９００年不是闰年，而２０００年是闰年．
【闰月】 阴阳历以朔望 月 的 长 度（２９．５３０６日）为 一 个 月 的 平 均 值，全

年１２个月，同回归年（３６５．２４２２日）相差约１０日２１时，故须置闰，即３年闰

１个月，５年闰２个月，１９年闰７个月，每逢闰年所加的一个月叫做闰月．闰

月加在某月之后，就叫做闰某月．例如，闰月加在七月之后，就叫做闰七月．
【闰日】 阳历的平年只有３６５天，和回归年比较，每年相差５时４８分

４６秒，积４年约成一日，加 于 二 月，使 二 月 的 天 数 由２８天 增 加 为２９天，所

加的一天叫做闰日．
【平年】 阳历 中 无 闰 日 或 农 历 中 无 闰 月 的 年 份 叫 做 平 年．阳 历 平 年

３６５天，农历平年３５４天或３５５天．
【年】 计量时间的一种单位．地 球 环 绕 太 阳 公 转 一 周 所 用 的 时 间 叫 做

一年．在天文学上主要分为恒星年、回归年、近点年三种．
【月】 计量时间的一种单位．月 球 环 绕 地 球 旋 转 一 周 所 用 的 时 间 叫 做

一月．在天文学上分为恒星月、会合月、交点月、近点月四种．一年分为１２个

月，阳历大月３１天，小月３０天，二月为２８天，遇闰年则为２９天．农 历 大 月

３０天，小月２９天，三年加一闰月．
【日】 计量时间的一种单位．地 球 自 转 一 周 所 用 的 时 间，即 一 昼 夜，叫

做一日．有恒星日、真太阳日、平太阳日三种．一日为２４小时．
【小时】 计量时间的一种单位．是指某一事物经过的时间．１小时就是

一个平均太阳日的二十四分之一．一日有２４小时，１小时＝６０分．
“时”也可单独或与“分”、“秒”合用表示某一确定的时刻，当已指明上午

或下午，“时”可认为“点”．例如，上午８时３０分上课，可写成上午８点３０分

上课．
【分】 ① 计量时间的一种单位．６０秒 为１分，６０分 为１小 时．② 市 制

中计量长度的一种单位．１０厘为１分，１０分为１寸．③ 地积单位．１０厘为１
分，１０分为１亩．④ 市制中计量质量的单位．旧以１０厘为１分（为市分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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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１０分为１钱．１（市）分＝１／１０（市）钱＝１／２克．⑤ 弧度和角度的计算单

位．６０秒为１分，６０分为１度．⑥ 我国货币的辅助单位．１００分为１元．
【秒】 ① 计量时间的最小单位，用 符 号“ｓ”表 示．６０秒＝１分．② 弧 或

角的计算单位，用符号“（″）”表示．６０秒＝１分．③ 经纬度的计算单位，６０秒

＝１分．
【公历】 现在 国 际 上 通 用 的 历 法，就 是 我 们 所 称 的“阳 历”．一 年３６５

天，分为１２个月：一、三、五、七、八、十、十 二 为 大 月，每 月３１天；四、六、九、
十一为小月，每月３０天；二月２８天．因地球绕太阳一周实际为３６５日５时

４８分４６ 秒，所 以 每 ４００ 年 中 有 ９７ 个 闰 年，闰 年 在 二 月 末 加 一 天，全 年

３６６天．
闰年的计算方法见［闰年］．
【公元】 国际通用的一种纪年方法，也叫公历纪元或基督纪元．相传以

耶稣基督的诞生年为公元元年．由于这种纪年法比较科学，后来被世界上绝

大多数的国家所采用．我国 使 用 公 元 纪 年 法 是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夕，即１９４８
年９月２７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的．

【世纪】 历史上的计年单位．从公元一年起，每经过１００年就叫做一个

世纪．例如，
公元１～１００年是第一世纪；
公元１０１～２００年是第二世纪；
……
公元１９０１～２０００年是第二十世纪．
公元１９８７年就属于２０世纪．
【年代】 由于一个世纪（１００百 年）的 时 间 太 长，人 们 把 一 个 世 纪 分 成

１０个年代，每１０年为一个年代．例如，

１９０１～１９１０年是２０世纪第一个１０年；

１９１１～１９２０年是２０世纪第二个１０年；

１９２１～１９３０年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星期】 ① 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注意观测天体运行的情况，能区别恒

星、行星．他们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 七 个 星 球 的 名 称 来 记 日 期，并

把七天定为一周，周而复始．后来根 据 国 际 习 惯，把 这 样 连 续 排 列 的 七 天 作

为工作、学习等作息日期的 计 算 单 位，叫 做 星 期．星 期 就 是 星 的 日 期．② 跟

“日、一、二、三、四、五、六”连用，表示一个星期中的某一天．
【季度】 以一季为单位时称 季 度．三 个 月 为 一 季 度，一 年 有 四 个 季 度．

１～３月是第一季度；４～６月 是 第 二 季 度；７～９月 是 第 三 季 度；１０～１２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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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
【旬】 十日为一旬，一个月分上、中、下旬．每月１～１０日是上旬；１１～

２０日是中旬；２１～月底是下旬．
【上旬】 见［旬］．
【中旬】 见［旬］．
【下旬】 见［旬］．
【二十四时记 时 法】 从０点 到２４点 的 记 时 法．从 夜 里１２点 开 始 为

０点，接下去是１点、２点、……直 到 中 午１２点，再 接 下 去 是 下 午１点、２点

（就是１３点、１４点）……再到夜里１２点（就是２４点，也就是第二天的０点）．
这种记时法在邮电、交通、广播等部门被广泛采用．

【日历】 记有年、月、日、星 期、节 气、纪 念 日 等 的 本 子 叫 日 历．一 年 一

本，每日一页，逐日揭去．
【光年】 是天文学中计量天体 距 离 的 一 种 单 位．光 在 一 年 内 所 走 过 的

距离叫１光年，约等于９４６０５亿千米．
【正月】 农历中一年的第一个月叫正月．
【元月】 指农历的正月，也指公历一月．
【度量】 计量长短和容量的标准．
【度量单位】 见［计量单位］
【度量衡】 测定物体的长度叫做度；测定物体的体积（容积）叫做量；测

定物体的质量叫做衡．因此，测定物体的长度、体积和质量统称度量衡．
【度】 ① 测定 物 体 的 长 度．② 表 明 物 质 的 有 关 性 质 所 达 到 的 程 度．

如，硬度、热度、浓度、温度、湿度等．③ 弧 或 角 的 计 算 单 位，把 圆 周 分 为３６０
等分所成的弧叫１度弧．１度弧所对 的 圆 心 角 叫１度 角．１度＝６０分．④ 划

分地球经纬度的单位．如，北纬３８度．“度”用符号“（°）”来表示，写在数字的

右上角，３８度可写成３８°．
【长度】 表示物体长短的量叫做长度．
【长度单位】 在测定物体的长 度 或 距 离 时，需 要 选 定 某 一 条 线 段 作 为

标准，以它的长度为１（例如，１厘米、１毫 米、１米 等），这 条 线 段 的 长 度 叫 做

长度单位．
【公里】 千米的俗称，符号ｋｍ．是米制中计量长度的一种单位．１公里

＝１０００米．它与市制长度单位的关系是：１公里＝２市里．
【千米】 符号ｋｍ．是米制中计量长度的一种单位．在计算路程时，１千

米也称１公里．１千米＝１０００米．
【米】 旧称“米突”、“公尺”．符号 ｍ．米制中计量长度的基本单位，约等

于通过巴黎子午线长的四千 万 分 之 一．１９６０年１０月 在 第 十 一 届 国 际 计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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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规定１米等于氪８６在真空中所发射的橙色光波波长

的１６５０７６３．７３倍．
１９８３年 在 第 １７ 届 国 际 计 量 大 会 上，规 定 一 米 是 光 在 真 空 中 在

１／２９９７９２４５８秒的时间间隔内所传 播 的 距 离 的 长 度．１米＝１０分 米．它 与 市

制长度单位的关系是：１米＝３市尺．
【分米】 旧称“公寸”．符号ｄｍ．米制中计量长度的一种单位．１分米＝

１０厘米，１分米＝１／１０米．
【厘米】 旧称“公分”．符号ｃｍ．米制中计量长度的常用单 位．１厘 米＝

１０毫米，１厘米＝１／１００米．
【公分】 ① 厘米的旧称，用ｃｍ 表示．１公分＝１０公厘．② 质量（重量）

单位中，公分即克，常用ｇ表示．
【毫米】 旧称“公厘”．符 号 ｍｍ．是 米 制 中 计 量 长 度 的 常 用 单 位，工 业

机械制造、绘图上多用这个名称．１毫米＝１／１０００米．
【公厘】 ① 毫 米 的 旧 称，常 用 ｍｍ 表 示．② 米 制 中 计 量 地 积 的 一 种

单位．
【微米】 符 号μｍ．是 米 制 中 用 以 计 量 微 小 物 体 长 度 的 一 种 长 度 单

位．１微米＝１／１００００００米．
【市里】 简称“里”．是市制中计量长度的一种单位．１市里＝１５０市丈．

它与米制长度单位的关系是：１市里＝１／２公里（千米）＝５００米．
【里】 见［市里］．
【引】 是古代计量长度的一种 市 制 单 位，现 代 使 用 很 少．１引＝１０丈．

它与米制长度单位的关系是：１千米＝３０引．
【丈】 市丈的简称．是市制中计 量 长 度 的 一 种 单 位．１丈＝１０尺．它 与

米制长度单位的关系是：１千米＝３００丈．
【尺】 ① 市尺的简 称．是 市 制 中 计 量 长 度 的 一 种 基 本 单 位，１尺＝１０

寸．它与米制长度单位的 关 系 是：１尺＝１／３米．② 量 度 长 度 的 器 具．如，米

尺、皮尺、直尺、钢尺、卷尺等．
【寸】 市寸的简称．是市制中计量长度的一种单位．１寸＝１０分．
【海里】 符号ｎｍｉｌｅ旧称“浬”．计量海上距离的一种长度单位．国际公

制１海里＝１８５２米．原指地球 子 午 线 上 纬 度 一 分 的 长 度．由 于 地 球 略 呈 椭

圆形，所以在不同纬度处其一分的长度略有差异．也有用地球平均大圆角度

一分的弧长（１８５３．２５米）的．１９２９年，国际水文地理学会议通过用纬度一分

平均长 度１８５２米 作 为 一 海 里．１９４８年，国 际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会 议 承 认１　８５２
米或６０８０英尺（约合１８５３米）为１海里．

【浬】 见［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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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里】 旧称“哩”．英 制 中 的 一 种 长 度 单 位．１英 里＝５２８０英 尺＝
１７６０码＝１．６０９千米＝３．２１９市里．

【哩】 见［英里］．
【英尺】 旧称“呎”．英制中 的 一 种 长 度 单 位．１英 尺＝１２英 寸，３英 尺

＝１码，１英尺＝０．３０４８米＝０．９１４４市尺．
【呎】 见［英尺］．
【英寸】 旧称“吋”．英制 中 的 一 种 长 度 单 位．１英 寸＝１／１２英 尺，１英

寸＝２．５４厘米＝０．７６２市寸．
【吋】 见［英寸］．
【码】 ① 表示数目的符号．② 表示数目的用具．③ 英制中的一种长度

单位．１英里＝１７６０码，１码＝０．９１４４米＝２．７４３市尺，１码＝３英尺．
【重量】 物体受地球吸引时所 产 生 的 重 力 的 大 小 叫 做 重 量．在 不 同 的

地区，地球的引力也略有不同，因此，同 一 物 体 在 不 同 的 地 区 的 重 量 也 稍 有

差别．
【公吨】 即“吨”．“公吨”是废除的计量单位名称之一．
【吨】 米制中计量质量（重 量）的 一 种 单 位．符 号“ｔ”．１吨＝１０００千 克

（公斤），１吨＝０．９８４２英吨．
【千克】 即“公斤”．符号“ｋｇ”．国 际 单 位 制 的 质 量 单 位，习 惯 上 亦 用 作

重量单位．它等于４摄氏度时一升纯水的质量．１千克＝１／１０００吨．
【公斤】 见［千克］．
【克】 米制中计 量 重 量 和 质 量 的 一 种 单 位．符 号 ｇ．１克＝１／１０００千

克．旧称“公分”，但“公分”是废除的计量单位名称之一．
【厘克】 米 制 中 计 量 质 量 （重 量）的 一 种 单 位．符 号 ｃｇ．１ 厘 克 ＝

１／１０００００千克．旧称“公毫”，但“公毫”是废除的计量单位名称之一．
【毫克】 米 制 中 计 量 质 量 （重 量）的 一 种 单 位．符 号 ｍｇ．１ 毫 克 ＝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千克．旧称“公丝”，但“公丝”是废除的计量单位名称之一．
【担】 市担的简称．是我国市制中计量重量的一种单位．
１（市）担＝１００（市）斤＝５０千克．
【斤】 市斤的简称．是我国市制中 计 量 重 量 的 一 种 单 位．１（市）斤＝１０

（市）两＝１／２千克．旧制１斤＝１６两，因折算麻烦，我国现已废除．
【两】 市两的 简 称．我 国 市 制 中 计 量 重 量 的 一 种 单 位．１（市）两＝１０

（市）钱＝５０克．旧制十六两为一斤．
【钱】 市钱的 简 称．我 国 市 制 中 计 量 重 量 的 一 种 单 位．１（市）钱＝１０

（市）分＝５克．
【磅】 英制中计量 质 量（重 量）的 单 位．１磅＝０．４５３６千 克，１千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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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５磅．２２４０磅为１英吨；２０００磅为１美吨．１磅＝１６盎斯．
【盎斯】 旧称英两或唡．代号ｏｚ．① 英 制 中 计 量 质 量（重 量）的 一 种 单

位．常衡制：１常衡盎斯＝１／１６常衡磅＝２８．３５克．金衡或药衡制：１金、药衡

盎斯＝１／１２ 金、药 衡 磅 ＝３１．１０ 克．② 英 制 中 的 一 种 容 量 单 位．１ 盎 斯

＝１／１６０加仑＝０．０２８４升．
【密度】 物体的质量和其体积 的 比 值，也 就 是 单 位 体 积 内 所 含 的 物 体

的质量．常用单位有克／厘米３、千克／米３ 等．
【容量】 容积的大小叫做容量．
【容量单位】 用来测定物体容 量 多 少 的 单 位 叫 做 容 量 单 位．米 制 的 容

量主单位为升．
【容积】 容器或其他能容纳物质的物体的内部的体积叫做容积．
【容积单位】 度量、测定物体 体 积 的 标 准，叫 做 容 积 单 位．米 制 容 积 的

主单位为立方米，与体积单位、容量单位同．
【升】 ① 旧称“公 升”．符 号 Ｌ，是 米 制 中 计 量 容 量 的 主 单 位．１升＝

１市升．它与米制容积单位的关系是：１升＝１米３．② “市升”的简称．是市制

中计量容量的基本单位．和米制１升的容量相等．１（市）升＝１０（市）合．
【毫升】 符号 ｍｌ，米制中计量容量的一种单位．１毫升＝１／１０００升．它

与米制容积单位的关系是：１毫升＝１／１００００００米３．
【石】 市石的 简 称．是 我 国 市 制 中 计 量 容 量 的 一 种 单 位，现 已 废 除．

１（市）石＝１０（市）斗．它与米制容量单位的关系是：１（市）石＝１００升．
【斗】 市斗的简称，是我国市制 中 计 量 液 体 和 干 散 颗 粒 容 量 的 一 种 单

位．１（市）斗＝１０（市）升．与米制容量单位的关系是：１（市）斗＝１０升．
【合】 市 合 的 简 称，是 我 国 市 制 中 计 量 容 量 的 一 种 单 位．１（市）合

＝１／１０（市）升．
【加仑】 英、美 计 量 液 体 和 干 散 颗 粒 容 量 的 单 位．１加 仑＝８品 脱＝

４夸特．它与米制容量单位的关系是：１英加仑＝４．５４６升；在美国，１液量加

仑＝３．７８５升，１干量加仑＝４．４０５升．
【面积】 物体的表面或平面内一条封闭曲线（或折线）所围成的平面图

形的大小，叫做面积．
【面积单位】 在计算平面或平 面 图 形 的 面 积 时，取 一 个 边 长 等 于 单 位

长度的正方形面积作标准，这个取作标准的正方形叫做单位正方形，它的面

积叫做面积单 位．例 如，边 长 为１厘 米、１米 的 正 方 形 的 面 积 分 别 为 １厘

米２、１米２，它们都是面 积 单 位．常 用 的 市 制 面 积 单 位 有 平 方 丈、平 方 尺、平

方寸等；常用的米制面积单位有平方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等．
【平方公里】 米制面积单位，是国际通用的计量面积的最大单位．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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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２．边 长 为 １ 千 米 的 正 方 形 的 面 积，叫 做 一 平 方 公 里．１ 平 方 公 里

＝１００００００米２．
【平方米】 常用的米制 面 积 单 位．符 号 ｍ２．边 长 为１米 的 正 方 形 的 面

积，叫做一平方米．１米２＝１００分米２．
【平方分米】 米制 面 积 单 位．符 号 ｄｍ２．边 长 为１分 米 的 正 方 形 的 面

积，叫做一平方分米．１分米２＝１００厘米２．
【平方厘米】 米 制 面 积 单 位．符 号ｃｍ２．边 长 为１厘 米 的 正 方 形 的 面

积，叫做一平方厘米．１厘米２＝１００毫米２．
【平方毫米】 米制面 积 单 位．符 号 ｍｍ２．边 长 为１毫 米 的 正 方 形 的 面

积，叫做一平方毫米．
【平方里】 是市制计量面积的 最 大 单 位．边 长 为１里 即１５０丈 的 正 方

形的面积，叫做一平方里．１平方里＝２２５００平方尺．
【平方丈】 常用的市制面积单位．边长为１丈的正方形的面积，叫做一

平方丈．１平方丈＝１００平方尺．
【平方尺】 市制面积 单 位．边 长 为１尺 的 正 方 形 的 面 积，叫 做 一 平 方

尺．１平方尺＝１００平方寸．
【平方寸】 市 制 面 积 单 位．边 长 为 １寸 的 正 方 形 的 面 积，叫 做 一 平

方寸．
【地积】 土地面积的大小叫做地积．
【地积单位】 测定土地面积所选定的面积标准，叫做地积单位．常用的

地积单位：市制有亩、分、厘；米制有公顷、米２ 等．
【公顷】 常用的米制地积 单 位．符 号 ｈｍ２．１公 顷＝１００００米２．它 与 市

制地积单位的关系是：１公顷合１５市亩．
【公亩】 计量土地面积的一种单位．符号ａ．１公亩＝１００米２．它与市制

地积单位的关系是：１公亩合０．１５市亩．
【顷】 公顷的通称．
【亩】 市亩的通称．是市制中计量地积的一种基本单位，它的辅助单位

是分、厘．１亩＝１０分＝１００厘．它与市制面积单位的关系是：１亩＝６０平方

丈．它 与 米 制 面 积 单 位 的 关 系 是：１ 亩 ＝６６６．７ 米２，或 者 是 １ 米２

＝０．００１５亩．
【厘】 市制中计量地积的一种单位．１厘＝１／１００亩．
【英亩】 英制中计量地积的一种单位．
１英亩＝０．４０５公顷＝６．０７０市亩．
【加半向左移三法】 这是把米制平方米数换算成市制亩数的一种简便

算法．例如，一块长方形土地的面积是１４２０米２，把它换算成亩数的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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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半”，即把平方米数 加 上 这 个 数 的 一 半：１４２０＋７１０＝２１３０；“向 左 移 三”，
就是把“加半”后得到的数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三位，把２１３０的小数点向左移

动三位得２．１３．这样得到的数就是亩数，即２亩１分３厘．
“加半向左移三法”便于记忆，计算方便．这个方法的根据是：

∵　１亩＝６０平方丈＝６０００平方尺，

∴　１平方尺＝ １
６０００

亩．

又　∵　１米２＝９平方尺，

∴　１米２＝ １
６０００×９＝０．００１５亩．

所以，要把平方米数（Ｓ）换算成亩数，只要把平方米数乘以０．００１５，即

Ｓ×０．００１５＝Ｓ×１．５×０．００１

＝Ｓ× １＋（ ）１
２ ×０．００１

＝ Ｓ＋ Ｓ（ ）２ ×０．００１．

　　这个式子表明：把平方米数Ｓ 加 上 它 的 一 半Ｓ
２

，再 乘 以０．００１（就 是 把

小数点向左移动三位），就得到亩数．简称“加半向左移三法”．
【体积】 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叫 做 体 积．这 里 的 大 小 是 指 一 个 确 定 的

数，这个数就是在确定的体积单位下，度量物体的体积所得的量数．
【体积单位】 为了度量一个几何体的体积，取一个棱长为单位长度（例

如，１米、１厘米等）的正方体的体积作为标准，这种用来作为度量标准的正方

体叫做单位正方体，它的体积叫做体积单位．例如：一立方米、一立方厘米等．
【立方米】 常用的米制 体 积 单 位．符 号 ｍ３．棱 长 为１米 的 正 方 体 的 体

积，叫做一立方米．１米３＝１０００分米３．
【立方分米】 米制 体 积 单 位．符 号 ｄｍ３．棱 长 为１分 米 的 正 方 体 的 体

积，叫做一立方分米．１分米３＝１０００厘米３．
【立方厘米】 米 制 体 积 单 位．符 号ｃｍ３．棱 长 为１厘 米 的 正 方 体 的 体

积，叫做一立方厘米．１厘米３＝１０００毫米３．
【立方毫米】 米制体 积 单 位．符 号 ｍｍ３．棱 长 为１毫 米 的 正 方 体 的 体

积，叫做一立方毫米．
【立方丈】 市制体积单 位．棱 长 为１丈 的 正 方 体 的 体 积，叫 做 一 立 方

丈．１立方丈＝１０００立方尺．
【立方尺】 市制体积 单 位．棱 长 为１尺 的 正 方 体 的 体 积，叫 做 一 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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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１立方尺＝１０００立方寸．
【立方寸】 市 制 体 积 单 位．棱 长 为 １寸 的 正 方 体 的 体 积，叫 做 一 立

方寸．
【公方】 见［土方］．
【土方】 也叫做“方”或“公方”．在水利工程和建筑工程中，常以土方计

算所需要的沙、石、土或挖出的泥土的体积，用立方米作单位．１方＝１米３．
【方】 见［土方］．
【角度】 角的大小称为角度．角 度 的 单 位 有 多 种，常 见 的 有 六 十 分 制：

周角的三百六十分之一称为一度；一度的六十分之一称为一分；一分的六十

分之一称为一秒．度、分、秒分别用记号“°”、“′”、“″”表示．例如，４５度７分１８
秒记作４５°７′１８″．另一种是弧度制：当圆周上某段圆弧的弧长等于该圆的半

径时，称此圆弧所对的圆心角为“一弧度”或“一弪”．周角等于２π弧度．１弧

度约等于５７°１７′４５″．
【角度单位】 见［角度］．

六、简单图形

【几何图形】 点、线、面、体或 者 它 们 的 集 合，都 叫 做 几 何 图 形，简 称 图

形．它具有如 下 的 性 质：几 何 图 形 可 以 在 空 间 移 动 而 不 改 变 它 的 形 状 和

大小．
图中所示的图形都是几何图形．

【平面图形】 如果一个图形上 所 有 的 点 都 在 同 一 平 面 内，那 么 这 种 图

形叫做平面图形．
如长方形、三角形、圆都是平面图形．

【立体图形】 如果一个图形上 所 有 的 点 不 都 在 同 一 平 面 内，那 么 这 种

图形叫做立体图形．
如长方体、圆柱体、棱锥体都是立体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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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体】 当我们只研究物体 的 形 状 和 大 小，而 不 考 虑 它 的 其 他 性 质

时，就把这个物体叫做几何体，简称为体．
体占有一定的空间，因此，体有长短、宽窄和厚薄．
【面】 体是由面围成的．面有平面，有曲面．例如，长方体是由六个平面

围成的；圆柱体是由一个曲面和两个平面围成的．
面是体的界限．
面只有长短和宽窄，没有厚薄．
【平面】 一条直线 在 空 间 中 沿 着 一 定 方 向（除

开它本身的方向）和其相反方向运动，所成的图形叫

做平面．几何里的平面是无限延展的．
通常画平行四边形 来 表 示 平 面．并 且 用 希 腊 字

母α，β，…来区别不同的平面如右图所示．
【曲面】 在一个面 内 每 次 取 两 点，用 直 线 把 它

们连接起来，如果在 这 许 多 直 线 中 的 某 些 直 线 不 能

全部在这个面内，这个面就是曲面．例如，圆柱面、圆

锥面、球面等都是曲面．
【截面、横截面】 几何截面的简称．工程上称为剖面．用一个平面 和 物

体的各个 侧 面 相 交，所 得 的 各 条 交 线 所 围 成 的 平 面 图 形，叫 做 截 面［图

（１）］．在图中的阴影部 分 就 是 截 面．平 面 在 不 同 位 置 和 物 体 相 交 时，所 得

的截面的大小和形状一般不相同．有 时 说 某 一 物 体 截 面 多 大，常 指 最 大 截

面而言．
如用一个平面和物体的高垂直相交，所得的截面叫做横截面［图（２）］．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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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 面与面相交于线．线有直线，有曲线．例如，长方体相邻的两个面

相交于一条线（长方体的棱），是直线；圆柱体的侧面和一个底面相交于一条

线，是曲线．
线是面的界限．
线只有长短，没有宽窄和厚薄．
【直线】 一点在 平 面 上 或 空 间 中 沿 一 定 方 向 和 其 相 反 方 向 运 动，所

成的轨迹是直线．直线没有端点．它可 以 向 两 方 无 限 延 伸，不 可 以 度 量．经

过两点可 以 作 一 条 直 线，并 且 只 能 作 一 条 直 线．也 就 是：两 点 决 定 一 条

直线．
直线可以用表 示 它 上 面 任 意 两 个 点 的 两 个 大 写 字 母 来 表 示，如 直 线

ＡＢ 或直线ＢＡ；也可以用一个小写字母来表示，如直线ａ．

【曲线】 在平面上或空间中按 一 定 条 件 而 变 动 的 动 点 的 轨 迹，叫 做 曲

线．在曲线上至少有三点不在同一直线上．如图（１）是在平面上画出的曲线，
图（２）是在球面上画出的曲线．

　　　（１）　　　　　　　　　（２）

【射线】 在直线上某一点一旁的部分，叫做射线．这一点叫做射线的端

点，并且以它为界．射 线 可 以 向 一 个 方 向 无 限 延 伸，
不可以度量．

射线通常用表示它的端点和射线 上 任 意 一 点 的 大 写 字 母 来 表 示，表 示

端点的字母写在前面．如图中的射线记作“射线ＯＡ”．
【线段】 直线上任 意 两 点 间 的 部 分，叫 做 线 段．这 两 点 叫 做 线 段 的 端

点，并且以这两个端点为界．线段有长短，可以度量．
线段通常用表示它的两个端点的大写字母表示．如图中的线段， 记作

“线段ＡＢ”或“线段ＢＡ”；也可以用一个 小 写 字

母表示，如“线段ａ”．
在所有连接两点的线中，线段最短．即：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如图）．
【折线】 在 平 面 上，由 不 在 同 一 条 直 线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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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条线段顺次首尾相接组 成 的 图 形，叫 做 折 线．如 图（１）、（２）中 的 ＡＢＣ
ＤＥ、ＡＢＣＤＥＡ 都是折线．图（２）中的起点和终点重合，叫做封闭折线．

　　 　（１）　　　　　　　　　　（２）

【封闭折线】 见［折线］．
【相交直线】 在 平 面 或 空 间 上，如 果 两 条 直 线

有一个公共点，这两条直线就叫做相交直线．这个公

共点叫做交点．如图中 直 线 ＡＢ 和ＣＤ 相 交 于 点Ｏ，

Ｏ 是交点．
【斜线】 两条直 线 相 交 不 成 直 角 时，其 中 的 一

条叫做另一条的斜线．如图中的ＣＤ 是ＡＢ 的 斜 线，

ＡＢ 也是ＣＤ 的斜线．
【垂直和垂线】 两 条 直 线 相 交 成 直 角，这 两 条

直线叫做互相垂直．互相垂直的两条直线，其中的一

条叫做另一条的垂 线．它 们 的 交 点 叫 做 垂 足．如 图，
直线ＡＢ 和ＣＤ 互相垂直，ＡＢ 是ＣＤ 的垂线，ＣＤ 也

是ＡＢ 的垂线，Ｏ 是垂足．
垂直用符号“⊥”来表示．直 线 ＡＢ 和ＣＤ 垂 直，

记作“ＡＢ⊥ＣＤ”，读作“ＡＢ 垂直于ＣＤ”．
【垂足】 见［垂直和垂线］．
【垂线的基本性质】 （１）过 直 线 上 或 直 线 外 的 一 点，有 且 只 有 一 条 直

线和已知直线垂直［图（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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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从直线外一点到这条直线上各点所连的线段

中，垂直线 段 最 短．如 图（２），ＰＣ⊥ＡＢ，ＰＣ 小 于ＰＤ、

ＰＥ、ＰＦ 等线段．
【垂线的长】 从直 线 外 一 点 向 该 直 线 引 垂 线，从

这点到垂足的线段 的 长，叫 做 这 点 到 这 条 直 线 的 垂 线

的长．图中的线段ＰＯ 就是Ｐ 点到直线ｌ的垂线的长．
垂线的长，也叫做点到直线的距离．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垂直于一条线段并且平

分这条线段的直线，叫做这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如

图，直线ＣＤ 垂 直 于 线 段ＡＢ，并 且 平 分 ＡＢ，则 ＣＤ
是ＡＢ 的 垂 直 平 分 线．线 段 的 垂 直 平 分 线 又 叫 做 线

段的中垂线．
【线段的中垂线】 见［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平行线】 在同 一 平 面 内 不 相 交 的 两 条 直 线，

叫做平行线．

　　平行用符号“∥”来 表 示．如 图 中 的 直 线 ＡＢ 和

ＣＤ 平行，记作“ＡＢ∥ＣＤ”，读作“ＡＢ 平行于ＣＤ”．
【平行线的基本 性 质】 过 直 线 外 一 点，有 且 只

有一 条 直 线 和 这 条 直 线 平 行．如 图，Ｐ 是ＡＢ 外 一

点，过Ｐ 点最多只能引一条直线ｌ和ＡＢ 平行．
【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 两条平行线间的公垂

线的长，叫做这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
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处处相等．
【两条线段的比】 用同一长度单位量两条线段

所得量数的比，叫做这两条线段的比．两条线段ａ和

ｂ的比记作“ａ∶ｂ”，或
“ａ”
ｂ ．

两条线段的比和所采用的 长 度 单 位 没 有 关 系．例 如，用１ｄｍ 为 长 度 单

位去度量ａ、ｂ线段，所得量数的比 为 ３
２

，如 果 改 用１ｃｍ 为 长 度 单 位 去 量ａ、

ｂ，那么所得的量数的比为３０
２０＝３

２．

【成比例的线段】 如果两条线 段 的 比 等 于 另 外 两 条 线 段 的 比，这 四 条

线段就叫做成比例的线段．例如，在线段ａ、ｂ、ｃ、ｄ 中，如果ａ
ｂ ＝ｃ

ｄ
，那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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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ａ、ｂ、ｃ、ｄ为成比例的线段．

在比例式ａ
ｂ ＝ｃ

ｄ
中，ａ和ｄ 叫做比例外项，ｂ和ｃ叫做比例内项，ｄ叫做

ａ、ｂ、ｃ的第四比例项．

【线段的比例中项】 在线段ａ、ｂ、ｃ中，如 果ａ
ｂ ＝ｂ

ｃ
，那 么，线 段ｂ叫 做

线段ａ 和ｃ的比例中项．
【点】 线和线相交于点．例如，长 方 体 相 邻 的 两 条 棱 相 交 于 一 点（长 方

体的顶点）．
点是线的界限．
点只有位置，没有大小（即没有长短、宽窄、厚薄），不可分割．
【距离】 几何学的基本概念之 一．对 不 同 对 象 有 不 同 的 规 定．例 如，在

欧几里得空间中，两点间的距离是连接这两点的线段的长；从一点到一直线

或一平面的距离是从这点向直线或 平 面 所 引 的 垂 线 的 长；两 平 行 线 或 平 行

面的距离是指它们间公共垂线的长；在球面上，两点的距离是由这两点所确

定的大圆的劣弧的长．

　　【两点间的距 离】 连 接 两 点 的 线 段 的 长，叫 做

这两点间的距离．如图中线段ＡＢ 的长，就叫做Ａ、Ｂ 两点间的距离．
【点到直线的距离】 见［垂线的长］．
【角】 以一点为公共端点的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叫做角．这个公共

端点叫做角的顶点，这两条射线叫做角的边［图（１）］．
角，也可以看成是由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旋转而成的．如图（２），一条

射线由原来的位置ＯＡ，绕着它 的 端 点 Ｏ 旋 转 到 另 一 位 置ＯＢ，就 形 成 一 个

角．旋转开始时的位置（射 线 ＯＡ）叫 做 角 的 始 边，旋 转 终 止 时 的 位 置（射 线

ＯＢ）叫做角的终边．

　　 　（１）　　　　　　　　　　　（２）

角的大小与此角两边的长短无关，而与角两边的相互位置紧密相关．角

用符号“∠”表示．表示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

（１）用“∠”和三个大写字母来表示．中间的字母表示角的顶点，两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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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字 母 分 别 表 示 角 的 两 边 上 的 任 意 一 点．如 图 （１）中 的 角 可 记 作

“∠ＡＯＢ”或“∠ＢＯＡ”．
（２）用“∠”和 一 个 表 示 角 的 顶 点 的 大 写 字 母 来 表 示．如 图（１）中 的

∠ＡＯＢ，可以记作“∠Ｏ”．在几个角有一公共顶点时［图（３）］，一般不用此法

记角．

　（３）

（３）用“∠”和角的内部靠近顶点的一个数字

或者一个希腊字母来 表 示．如 图（３）中 的∠ＡＯＤ，

∠ＢＯＣ，∠ＡＯＣ 和 ∠ＢＯＤ，可 以 分 别 记 作 ∠１，

∠２，∠α和∠β．
【角的顶点】 见［角］．
【角的边】 见［角］．
【平角】 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沿逆时针方

向旋转，转到和原来的位置构成一条直线时，所得

的角叫做平角．如图中的∠ＡＯＢ 就是一个平角．平角等于１８０°．
平角的两边互为反向延长线．
【周角】 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沿逆时针方向

旋转到终边和始边重合，这时所得的角叫做周角．如

图中的∠ＡＯＢ 就是一个周角．周角等于３６０°．
【直角】 平 角 的 一 半 叫 做 直 角．直 角 可 以 用 符 号

“Ｒｔ∠”表示．图中的∠ＡＯＢ 就是直角．直角等于９０°．
【锐角】 小于直角的角叫做锐角．图中的∠ＡＯＢ 就

是锐角．

０°＜锐角＜９０°．

【钝角】 大于直角而小于平角的角，叫做钝角．
图中的∠ＡＯＢ 就是钝角．

９０°＜钝角＜１８０°．
【优角】 大于平角而小于周角的角，叫做优角．

图中的∠ＡＯＢ 就是优角．

１８０°＜优角＜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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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角】 直角、锐角和钝角统称为劣角．

０°＜劣角＜１８０°．
【余角】 如果两个角的和等于９０°，那么这两个角叫

做互为余角，简 称“互 余”．如 图 中∠１＋∠２＝９０°，那 么

∠１与∠２互 为 余 角．即∠１是∠２的 余 角，∠２也 是∠１
的余角．

【补角】 如果两 个 角 的 和 等 于１８０°，那 么 这 两 个

角叫做 互 为 补 角，简 称 “互 补”．如 图 中 ∠１＋∠２＝
１８０°，那么∠１与∠２互 为 补 角，即∠１是∠２的 补 角，

∠２也是∠１的补角．
【互余】 见［余角］．
【互补】 见［补角］．
【邻角】 在 同 一 平 面 上，如 果 两 个 角 有 一 个 公 共

的顶点和一条公共边，而它们的另一边分别在公共边的

两侧，这样的两个角，叫做互为邻角．如图中∠ＡＯＢ 与

∠ＢＯＣ互为邻角．即∠ＡＯＢ 是∠ＢＯＣ的邻角，∠ＢＯＣ也是∠ＡＯＢ 的邻角．
【邻补角】 如果两个角有一个公共的顶点和一

条公共边，并且这两个角的另一边互为反向延长线，
这样 的 两 个 角，叫 做 互 为 邻 补 角．如 图 中 的∠ＡＯＢ
与∠ＢＯＣ 互 为 邻 补 角．即∠ＡＯＢ 是∠ＢＯＣ 的 邻 补

角，∠ＢＯＣ 也是∠ＡＯＢ 的邻补角．
【对顶角】 一个角的两条边分别是另一个角

的两条边的反向延长线，这两个角叫做对顶角．如

图中直 线 ＡＢ 和ＣＤ 相 交 于Ｏ 点，则 ∠ＡＯＤ 与

∠ＢＯＣ，∠ＡＯＣ 与∠ＢＯＤ 分别是对顶角．
凡对顶角都相等．
【角平分线】 从一 个 角 的 顶 点 出 发 的 一 条 射 线，

如果把这个角分成 两 个 相 等 的 角，这 条 射 线 叫 做 这 个

角的平分线．如图，∠ＡＯＣ＝∠ＣＯＢ，那么，射 线ＯＣ 就

是∠ＡＯＢ 的平分线．
【角度制】 角的度 量 由 于 单 位 的 不 同，分 为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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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度量制度：
（１）角度制　把圆周分成３６０等份，每一份叫做１°的弧．１°的弧所对的

圆心角 叫 做１°的 角．１度 分 为６０分（记 作１°＝６０′），１分 分 为６０秒（记 作

１′＝６０″）．这种用度来度量角的制度，叫做角度制．角 度 制 又 称 为 六 十 分 制，
起源于古代的巴比伦．

（２）弧度制　以在圆上 与 半 径 等 长 的 弧 所 对 的 圆 心 角 为 度 量 单 位，这

个单位就是１弧度．１周角等于２π弧度．弧度制又称为弪制．
（３）百分制　取 直 角 的 百 分 之 一 作 单 位，叫 做 （犱à）．１ 分 为１００

分，１分分为１００秒．此制度是法国创立米突制时提议的，但未得到推行．
（４）密位制　把圆周分成６０００等份，每一份叫做１密位的弧．１密位的

弧所对的圆心角，叫做１密位的角．密位制常在军事上应用．
四种量角制之间的换算：
假设有一个角，用度去量时得度数为 Ｄ，用 去量时得 数为Ｇ，用弪

去量时得弪数为Ｒ，用密位去量时得密位数为 Ｍ．则

Ｄ
６０＝ Ｇ

１００＝２Ｒ
π＝ Ｍ

１５００．

　　用得较多的是角度制和弧度制，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为

１弧度＝１８０°
π ≈５７°１７′４４．８″；

１°＝ π
１８０

弧度≈０．０１７４５３弧度．

【弧度制】 见［角度制］．
【弪制】 见［角度制］．
【百分制】 见［角度制］．
【密位制】 见［角度制］．
【多边形】 封闭折线围成的图形，叫做多边形．组成

一个多 边 形 的 各 条 线 段，叫 做 多 边 形 的 边 （如 图 中 的

ＡＢ，ＢＣ，…，ＥＡ）；各边的端点，叫做多边形的顶点（如图

中的Ａ，Ｂ，…，Ｅ）；连接多边形的不相邻的两个顶点的线

段，叫做多边形的对角线（如图中的 ＡＣ、ＡＤ）．多边形可

以用表示它的各顶点的字母来表示，如图中的多边形，记

作多边形ＡＢＣＤＥ．
一个多边形至少有三条边．按照它们的边数，分别叫做三边形、四边形、

五边形等．三边形通常叫做三角形．
【简单多边形】 周界不自交的 多 边 形，叫 做 简 单 多 边 形．也 就 是 说，这

种多边形不得有下述三种情况：（１）顶点和顶点重合［图（１）］；（２）有三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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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以上的顶点在一 条 边 上［图（２）］；（３）边 和 边 相 交［图（３）］．图（４）、图

（５）中的图形，就是简单多边形．

　 　（１）　　　　　　　　（２）　　　　　　　　（３）

　　（４）　　　 　　　　　（５）

把简单多边形的任意一条边向两 方 延 长，如 果 多 边 形 的 其 他 各 边 都 在

延长所得的直线的同旁，这样的简单 多 边 形 叫 做 凸 多 边 形，如 图（４）中 的 多

边形ＡＢＣＤ 就是凸多边形，否则就叫做凹多边形［图（５）］．
通常所说的多边形，就是指凸多边形．
【凸多边形】 见［简单多边形］．
【凹多边形】 见［简单多边形］．
【正多边形】 对于平面上的一个简单多边形，如果各边相等，各内角也

相等，这样的多边形，叫做正多边形．正 三 角 形、正 方 形、正 五 边 形 都 是 正 多

边形．

【多边形的内角和外角】 多边 形 的 相 邻 两 边 所 组 成 的 角，叫 做 多 边 形

的内角，简称多边形的角．多边形的角的一边与另一边的反向延长线所组成

的角，叫做多边形的外角．在图中，∠ＡＢＣ，∠ＢＣＤ，∠ＣＤＥ，∠ＤＥＡ，∠ＥＡＢ
是五边形的内角；∠１，∠２，∠３，∠４，∠５是五边形的外角．

凸ｎ边形ｎ 个内角的和 等 于（ｎ－２）×１８０°；凸ｎ边 形ｎ 个 外 角 的 和 等

于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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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形的面积计算】 通常可 以 先 把 多 边 形 分 成 若 干 个 三 角 形，然 后

分别计算各三角形的面积，把所得的结果相加，得出多边形的面积．如图，从

Ａ 点作所有的对角线，把 多 边 形 ＡＢＣＤＥＦ 分 成 四 个 三 角 形，多 边 形 ＡＢＣ
ＤＥＦ 的面积＝Ｓ△ＡＢＣ＋Ｓ△ＡＣＤ ＋Ｓ△ＡＤＥ＋Ｓ△ＡＥＦ．

【三角形】 由三条边组成的多 边 形，叫 做 三 角 形．也 称 三 边 形．三 角 形

用符号“△”表示．如图中的三角形ＡＢＣ 可记作“△ＡＢＣ”．

【三边形】 见［三角形］．
【三角形的元素】 一个三角形的边、角、中线、高线、

角平分线、周长、面积 等 都 叫 做 三 角 形 的 元 素．三 角 形 的

边和角叫做三角 形 的 基 本 元 素．如 图 中 的∠Ａ、∠Ｂ、∠Ｃ
和它们的对边ａ、ｂ、ｃ是△ＡＢＣ 的基本元素．

【三角形边与边的关系】 （１）三角形 任 意 两 边 的 和

大于第三边；

　　（２）三角形任意两边的差小于第三边．
在图中，ａ＋ｂ＞ｃ，ｂ＋ｃ＞ａ，ｃ＋ａ＞ｂ；

｜ａ－ｃ｜＜ｂ，｜ｃ－ｂ｜＜ａ，｜ｂ－ａ｜＜ｃ．
【三角形的稳 定 性】 只 要 三 角 形 三 边 的 长 度 确

定，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和大小就完全确定，这个性质叫

做三角形的稳定性．
例如，把三根木条的端点用螺丝钉两两连接起来，

做成一个三角形（如图），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大小固定

不变．
【不等边三角形】 三 边 长 度 不 等 的 三 角 形，叫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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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边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三边中有两边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腰三角形．如图所

示，相等的两边叫做腰，另一边叫做底边，两腰的夹角叫做顶角，腰和底边的

夹角叫做底角．

在等腰三角形中，底角相等，从顶点所作底边上的高是角平分线和中线．
在图中，如果ＡＢ＝ＡＣ，ＡＤ⊥ＢＣ，那么，∠Ｂ＝∠Ｃ，并且∠１＝∠２，ＢＤ＝ＤＣ．

【等边三角形】 三边都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是

等腰三角形的特殊情况，也叫“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见［等边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 各内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叫做锐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叫做直角三角形．夹直角的

两边叫做直角边，直角的对边叫做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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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角三角形】 有一个角是钝角的三角形，叫做钝角三角形．

【斜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合称斜三角形．
【等腰直角 三 角 形】 两 条 直 角 边 相 等 的 直 角 三 角

形，叫 做 等 腰 直 角 三 角 形．如 图，∠ＡＢＣ 为 直 角，ＡＢ＝
ＢＣ，△ＡＢＣ 即为等腰直角三角形．

【三角形的分类】 三角形可以按两种方法分类：
第一，按照边的长度可以分为不等边三角形、等腰三

角形和等边三角形．即

三角形

不等边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烅
烄

烆等边三角形

第二，按照角的大小可以分为 锐 角 三 角 形、直 角 三 角 形 和 钝 角 三 角 形．
锐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合称斜三角形．即

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斜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烅

烄

烆 钝角三角形

【三角形的底和高】 从三角形的任意一个顶点向它的对边或对边的延

长线引垂线，从顶点到垂足间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高．顶点所对的边，叫做

三角形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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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三角形的 三 条 高 交 于 一 点，这 个 交 点 叫 做 三 角 形 的 垂 心．图 中 的

ＡＤ、ＢＥ、ＣＦ 分别是△ＡＢＣ 三条边ＢＣ、ＡＣ、ＡＢ 上的高，它们的交点 Ｈ 就是

△ＡＢＣ 的垂心．
【三角形的垂心】 见［三角形的底和高］．
【三角形的中线】 连接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和它

对边中点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中线．在图中，Ｄ、Ｅ、

Ｆ 分别 是ＢＣ、ＣＡ、ＡＢ 的 中 点；ＡＤ、ＢＥ、ＣＦ 分 别 是

△ＡＢＣ 的ＢＣ、ＣＡ、ＡＢ 边上的中线．
任意三角形的三条 中 线 交 于 一 点，这 个 交 点 叫

做三角形的重 心．图 中 ＡＤ、ＢＥ、ＣＦ 的 交 点Ｇ 就 是

△ＡＢＣ 的重心．
【三角形的重心】 见［三角形的中线］．
【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三角形任意一个内角的

平分线和对边相交，角 的 顶 点 和 交 点 间 的 线 段 叫 做

三角形的角 平 分 线．在 图 中，ＡＤ、ＢＥ、ＣＦ 分 别 平 分

∠Ａ、∠Ｂ、∠Ｃ，交对边于 Ｄ、Ｅ、Ｆ，ＡＤ、ＢＥ、ＣＦ 就 分

别是∠Ａ、∠Ｂ、∠Ｃ 的平分线．
任意三角形的三条 内 角 平 分 线 交 于 一 点，这 个

交点叫做三角形的内心．图中ＡＤ、ＢＥ、ＣＦ 的交点Ｏ
就是△ＡＢＣ 的内心．

内心是内切圆的圆心．
【三角形的内心】 见［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三角形 的 中 位 线】 三 角 形 两 边 中 点 的 连 线

（就是连接三角形 两 边 中 点 的 线 段），叫 做 三 角 形 的

中位线．在 图 中，Ｄ、Ｅ 分 别 是ＡＢ、ＡＣ 的 中 点，则 线

段 ＤＥ 是△ＡＢＣ 的一条中位线．
任意三角形的中位 线 平 行 于 第 三 边，并 且 等 于 第 三 边 长 度 的 一 半．如

图，ＡＤ＝ＤＢ，ＡＥ＝ＥＣ，则 ＤＥ∥ＢＣ，且 ＤＥ＝１
２ＢＣ．

【三角 形 的 内 角 和】 三 角 形 的 三 个 内 角 的 和 等 于 １８０°．如 图，在

△ＡＢＣ 中，把三个角沿 虚 线 折 过 去，正 好 组 成 一 个 平 角．由 此 可 知，∠１＋

∠２＋∠３＝１８０°．
如图中，过△ＡＢＣ 的顶点Ｃ 作 直 线ＡＢ 的 平 行 线 ＭＮ，从 顶 点Ｃ 往 外

延长ＡＣ 和ＢＣ，由Ｂ 往外 延 长ＡＢ．射 线 ＡＦ 和ＣＦ 是 同 方 向，射 线 ＡＢ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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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 是同方向，所以

∠１＝∠６；射线ＢＨ 和ＣＨ 是同方向，射线ＢＡ 和

ＣＭ 是同方向，所以∠３＝∠４；∠２和∠５是 对 顶 角，所

以∠２＝∠５，因 此，∠１＋∠２＋∠３＝∠６＋∠５＋∠４，
但∠６、∠５和∠４组成平角，所以

∠１＋∠２＋∠３＝１８０°．
【三角形的面积计算】 作 三 角 形 ＡＢＣ，从 顶

点Ａ 作ＢＣ 的平行线ＡＥ，从顶点Ｃ 作ＡＢ 的平行

线ＣＥ，则所成的ＡＢＣＥ 为平行 四 边 形，其 面 积 等

于三角形ＡＢＣ 的２倍．因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

它的底和高的乘积，所 以 三 角 形 的 面 积 等 于 它 的

底和高的乘积的一 半．设 三 角 形 的 底、高、面 积 分

别为ａ、ｈ、Ｓ，则Ｓ＝１
２ａｈ．

【勾股定理】 在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

于斜边的平方．如图，在直角三角形ＡＢＣ 中，∠Ｃ＝９０°，则

ＢＣ２＋ＡＣ２ ＝ＡＢ２

　　在我国古代，一般 把 直 角 三 角 形 中 较 短 的 一 条 直 角 边 叫

做“勾”，较长的一条直角边叫 做“股”，斜 边 叫 做“弦”．因 此 我

国将这个定理叫做勾股定理．
　　如图的直角三 角 形 中，分 别 以 两 条 直 角 边 为

边长的两个正方形面积的和等于以斜边为边长的

正方形面积．这说明了勾股定理的几何意义．
在我国最古的算 书《周 髀 算 经》（成 书 于 公 元

前１世纪左右）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定理的特殊

情况“勾三，股四，弦 五”．在 书 的 后 半 部 提 到 勾 股

定理的应用，ｃ＝ ａ２＋ｂ槡 ２ ．
古希腊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证明了这个定理．因此，在国外常常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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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四边形】 由四条边组成的多边形，叫做四边形．

在四边形中，不具有 公 共 顶 点 的 两 条 边，叫 做 对 边．如

图中ＡＢ 和ＣＤ 是 一 组 对 边，ＢＣ 和ＡＤ 是 另 一 组 对

边．具有 公 共 顶 点 的 两 条 边，叫 做 邻 边．如 图 中 ＡＢ 和

ＢＣ 是 邻 边．顶 点 不 在 同 一 条 边 上 的 两 个 角，叫 做 对

角．∠Ａ 和∠Ｃ 是 一 组 对 角，∠Ｂ 和∠Ｄ 是 另 一 组 对

角．顶点 在 同 一 条 边 上 的 两 个 角，叫 做 相 邻 的 角．如

∠Ａ 和∠Ｂ 是相邻的角．两对角顶点的连线，叫做对角

线．ＡＣ 和ＢＤ 是对角线．
【平行四 边 形】 两 组 对 边 分 别 平 行 的 四 边

形，叫做平 行 四 边 形．如 图，ＡＢ∥ＣＤ，ＡＤ∥ＢＣ，

所以四边形ＡＢＣＤ 是平行四边形．平行 四 边 形 用

符号 “”表 示．例 如，平 行 四 边 形 ＡＢＣＤ 记 作

ＡＢＣＤ．
平行四边形的性质是：

（１）对边相等，即ＡＢ＝ＣＤ，ＡＤ＝ＢＣ；

（２）对角相等，即∠Ａ＝∠Ｃ，∠Ｂ＝∠Ｄ；

（３）邻角的和是１８０°，例如，∠Ａ＋∠Ｂ＝∠Ｂ＋∠Ｃ＝１８０°；

（４）对角线互相平分，即ＡＯ＝ＣＯ，ＢＯ＝ＤＯ；

（５）平行四 边 形 是 中 心 对 称 图 形．对 角 线 交 点 Ｏ 是ＡＢＣＤ 的 对 称

中心．
【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 平行 四 边 形 任 意 一 组 对 边 间 的 距 离，叫 做 平

行四边形的高．和高垂直的一边，叫做平行四边形的底．
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一般用ａ和ｈ 表示（如图）．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计 算】 作 平 行 四 边 形 ＡＢＣＤ（如 上 图），引 ＤＦ 垂

直ＢＣ，Ｓ△ＡＢＥ＝Ｓ△ＤＣＦ．将△ＡＢＥ 移至△ＤＣＦ 的 位 置，则 平 行 四 边 形 ＡＢＣＤ
变成矩形ＡＥＦＤ，此矩形 面 积 与 平 行 四 边 形 面 积 相 等．因 矩 形 面 积 等 于 长

和宽的乘积，所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它的底和高的乘积．设平行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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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高、面积分别为ａ、ｈ、Ｓ，则Ｓ＝ａｈ．
【矩形】 有一个角 是 直 角 的 平 行 四 边 形，叫 做 矩

形．矩形通常也 叫 做 长 方 形．图 中 的 四 边 形 ＡＢＣＤ 是

矩形．
矩形除 具 有 平 行 四 边 形 的 性 质 外，还 具 有 下 列

性质：

（１）矩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

（２）矩形的两条对角线相等；

（３）矩形是轴对称图形，也是中心对称图形．
【长方形】 见［矩形］．
【矩形的长和宽】 矩形的任意 一 边 都 可 以 看 作 是 它 的 长，和 长 相 邻 的

一边叫做宽．长和宽一般用ａ和ｂ表示．
【矩形的周长】 矩形四条边的总长度，叫做矩形的周长．矩形的周长等

于它的长和宽的和的２倍．如果用ａ、ｂ分别表示矩形的长和宽，则矩形的周

长Ｃ＝２（ａ＋ｂ）．
【矩形的面积 计 算】 如 图 所 示，宽１米、长５米 的

矩形，其面积为５米２；宽３米、长５米的矩形，其 面 积 为

５×３＝１５，即１５米２．故矩形的面积等于它的长和宽的乘

积．设矩形的长、宽、面积分别为ａ、ｂ、Ｓ，则

Ｓ＝ａｂ．
【正方形】 有一个 角 是 直 角，并 且 有 一 组 邻 边 相 等

的平行四边形，叫 做 正 方 形．图 中 的 四 边 形 ＡＢＣＤ 是 正

方形．
正方形具有平行四边形、矩形、菱形的一切性质，即

（１）对边平行；
（２）四条边都相等；
（３）四个角都是直角；

（４）两条对角线相等，互相垂直平分，并且平分每组对角；

（５）正方形是轴对称图形，也是中心对称图形．
【正方形的周长】 正方形四条边长的和，叫做正方形的周长．正方形的

周长等于它的边长的４倍．如果用ａ表示正方形的边长，则正方形周长

Ｃ＝４ａ．
【正方形的面积计算】 正方形是一种特殊的矩形，其各边相等．故其面

积等于它的一边的平方．设正方形的边长、面积分别为ａ、Ｓ，则Ｓ＝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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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菱形】 有 一 组 邻 边 相 等 的 平 行 四 边 形，

叫做菱形．图中的四边形ＡＢＣＤ 是菱形．
菱形是一种特 殊 的 平 行 四 边 形，除 具 有 平

行四边形的性质外，还具有下列性质：

（１）四 条 边 都 相 等，即 ＡＢ＝ＢＣ＝ＣＤ
＝ＤＡ；

（２）对角 线 互 相 垂 直 平 分，并 且 每 一 条 对

角线平分一组 对 角．即 ＡＣ⊥ＢＤ，ＡＯ＝ＣＯ，ＢＯ＝ＤＯ，ＡＣ 平 分∠Ａ 和∠Ｃ，

ＢＤ 平分∠Ｂ 和∠Ｄ；

（３）菱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对称图形．
【菱形的 面 积 计 算】 作 菱 形 ＡＢＣＤ，过 各

角顶引平 行 于 对 角 线 的 直 线，得 矩 形 ＥＦＧＨ．
而Ｓ△ＡＯＢ＝Ｓ△ＡＥＢ，Ｓ△ＢＯＣ ＝Ｓ△ＢＦＣ，…，故 知 此 菱

形面积等于矩形面积的一半．而矩形的长和宽，

分别等于菱形的两 条 对 角 线，所 以 菱 形 的 面 积

等于它的两条对角 线 乘 积 的 一 半．设 菱 形 的 两

条对角线的长分别为ｅ、ｆ，面积为Ｓ，则

Ｓ＝１
２ｅｆ．

【梯形】 一 组 对 边 平 行，另 一 组 对 边 不

平行 的 四 边 形，叫 做 梯 形．图 中 的 四 边 形

ＡＢＣＤ 是梯 形．平 行 的 两 边 叫 做 梯 形 的 底，

不平行的两边叫 做 梯 形 的 腰，两 底 间 的 距 离

叫做梯形的高．
【直角梯形】 有一 腰 垂 直 于 底 的 梯 形，叫 做 直 角 梯 形．如 图 中 的 梯 形

ＡＢＣＤ 是直角梯形．

　　【等腰梯形】 两腰相等的梯形，叫做等腰梯形．如图的梯形 ＡＢＣＤ 中，

ＡＤ＝ＢＣ，是等腰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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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的底和高】 见［梯形］．
【梯形的腰】 见［梯形］．
【梯形的中位线】 连接梯形两腰中点的线段，叫做梯形的中位线．梯形

的中位线平行于上、下底．并 且 等 于 两 底 和 的 一 半．如 图 ＥＦ 是 梯 形ＡＢＣＤ
的中位线，则

ＥＦ＝１
２

（ＡＢ＋ＤＣ）．

【梯 形 的 面 积 计 算】 作 梯 形 ＡＢＣＤ，过

ＣＤ 的中点Ｏ 引ＥＦ 平 行 于ＡＢ，则Ｓ△ＯＣＦ 等 于

Ｓ△ＯＤＥ，将△ＯＣＦ 移 至 △ＯＤＥ 的 位 置，原 梯 形

ＡＢＣＤ 变 成 平 行 四 边 形 ＡＢＦＥ，而 ＡＥ ＝

１
２

（ＡＤ＋ＢＣ），因平行 四 边 形 面 积 等 于 底 和 高

的乘积，所以梯形面积等于它的上、下两底和的

一半与高的乘积．

设梯形的两底分别为ａ、ｂ，高为ｈ，面积为Ｓ，则Ｓ＝１
２

（ａ＋ｂ）ｈ．如果已

知梯形中位线 ｍ，则可直接得Ｓ＝ｍｈ．
【筝形】 如果四边形中有一条 对 角 线 是 另 一 条 对 角 线 的 垂 直 平 分 线，

这样的四边形，叫做筝形．筝形有凸的［图（１）］和凹的［图（２）］两种．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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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图形】 形状没有一定规律的图形，叫做不规则图形．
【不规则图形的面积计算】

　　（１）　　　　　　　　（２）

（１）割补 法　对 于 有 些 边 线 不

规则的封闭图形，采用割补的办法，

把凸出的地方割 下 来 补 到 凹 陷 的 地

方，使得 割 去 部 分 与 补 进 部 分 的 面

积大致 相 等，组 成 若 干 个 规 则 图 形

［图（１）］．经 割 补 后，先 分 别 计 算 出

这些规 则 图 形 的 面 积，再 将 所 得 的

结果相 加，近 似 地 看 作 所 求 图 形 的

面积．
（２）平行线法　对于狭 长 的 不 规 则 封 闭 图 形，常 用 一 种 等 距 离 的 平 行

线把它分成若干个小块，然后采用以直线代曲线的方法，把每一小块近似地

看作一个规则图形［图（２）］，那么 这 些 小 块 图 形 面 积 的 和，就 近 似 地 看 作 所

求图形的面积．

　 　（３）　　 　　　　　（４）

（３）方格法　对于有些不规则

图形，可以用透 明 方 格 纸 覆 盖 在 这

个图形上，分别 数 出 位 于 图 形 轮 廓

线 内 完 整 格 的 格 数 和 不 完 整 格 的

格数［图（３）］，规 定 不 完 整 格 一 律

以半格计算，则 总 格 数＝完 整 格 数

＋
不完整格数

２
，图形 面 积＝每 小 格

的面积×总格数．显然，格子越小，求得的面积就越精确．
（４）分割法　对于有些 不 规 则 图 形，可 以 把 它 分 割 成 若 干 个 规 则 图 形

［图（４）］，先分别计算出这些规则图形的面积，再将所得的结果相加，得出所

求图形的面积．
【割补法】 见［不规则图形的面积计算］．
【平行线法】 见［不规则图形的面积计算］．
【方格法】 见［不规则图形的面积计算］．
【分割法】 见［不规则图形的面积计算］．
【圆】 当一条线段绕着它固定的一端（图中的点Ｏ）在平面内旋转一周

时，它的另一个端点（图中的点Ａ）所画成的封闭曲线，叫做圆．
圆还可以这样定义：“平面内和一个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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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平面内和一个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

定点叫做圆的圆心（图中的点Ｏ），连接圆心和圆上任意一点的线段，叫

做圆的半径（图中的ＯＡ），过圆心的弦，叫做圆的直径（图中的ＢＣ），圆所 包

围的平面部分，叫做圆面．
圆用符号“⊙”表示，以Ｏ 为圆心的圆，记作“⊙Ｏ”，读作“圆Ｏ”．
【圆心】 见［圆］．
【半径】 见［圆］．
【直径】 见［圆］．
【弦】 连接圆上任意两点的线段，叫做弦．如图中的线段ＡＢ 和ＣＤ，都

是弦．
【弧】 圆上任意两点间的部分，叫做弧．弧用符号“⌒”表示．以 Ａ、Ｂ 为

端点的弧，记作“︵ＡＢ”，读作“弧ＡＢ”．
大于半圆的弧，叫 做 优 弧，如 图 中 的︵ＡｍＢ；小

于半圆的弧，叫 做 劣 弧，如 图 中 的︵ＡｎＢ．没 有 注 明

时，所说的弧，一般是指劣弧．
【半圆】 在一 个 圆 中，任 意 一 条 直 径 的 两 个

端点，把圆分成两 条 相 等 的 弧，其 中 的 每 一 条 弧，
都叫做半圆．

【同心圆】 圆心重合，半径不等的两个圆，叫做

同心圆．如图中的两 个 圆，就 是 同 心 圆．介 于 两 个 同

心圆之间的 部 分，叫 做 圆 环．图 中 的 阴 影 部 分 就 是

圆环．
【圆环】 见［同心圆］．
【圆周率】 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叫做圆周率．

圆周率通常用希腊字母“π”表 示．即 圆 周 率π＝Ｃ
２Ｒ．π是 一 个 无 限 不 循 环 小

数，它的前三十位小数为π＝３．１４１５９２６５３５８９７９３２３８４６２６４３３８３２８０…．
数π是数学中最主 要 的 常 数 之 一，它 的 意 义 已 不 限 于 圆 的 计 算，和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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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三角、级数以至近代的概率统计都有关．

【约率】 是指圆周率π的近似值２２
７．由于２２

７＝３．１４２…，所以误差２２
７－π＜

１
１００

，有三个有效数字，是分母不大于７的所有分数中π的最好有理近似值．

【密率】 是指圆周率π的近 似 值３５５
１１３．由 于３５５

１１３＝３．１４１５９２６…，所 以 它

精确到小数第七位．
【圆周长】 圆周的长度，叫做圆 周 长．如 果 圆 周 长 用Ｃ 表 示，半 径 用Ｒ

表示，直径用ｄ表示，则圆周长Ｃ＝２πＲ 或Ｃ＝πｄ．
【圆面积计算】 圆面的大小，叫做圆面积．圆的面积等于它的半径的平

方与π的乘积．设圆的半径为Ｒ，面积为Ｓ，则Ｓ＝πＲ２．如 果 已 知 直 径 为ｄ，

则Ｓ＝１
４πｄ２．

【圆心角】 顶点在圆心的角，叫做圆心角．如

图中的∠ＡＯＢ，就 是 圆 心 角．圆 心 角 的 度 数 等 于

它所对的弧的度数．
【圆周角】 顶 点 在 圆 上，并 且 两 边 都 和 圆 相

交的角，叫 做 圆 周 角．如 图 中 的∠ＡＣ１Ｂ、∠ＡＣ２Ｂ
都是圆周角．圆周角的度数等于它所对的弧的度数的一半．

【弧长的计算】 因 为３６０°的 圆 心 角 所 对 的 弧 长 就 是 圆 周 长Ｃ＝２πＲ，

所以１°的圆心角所对的弧长是２πＲ
３６０＝πＲ

１８０．这样，我们

就得到在半径为Ｒ 的圆中，ｎ°的圆心角所对的弧长ｌ
的计算公式是：

ｌ＝ｎπＲ
１８０≈０．０１７４５３ｎＲ．　　　　　　　　　

【扇形】 一条弧和经过这条弧的端点的两条半

径所组成的图形，叫做扇形．如图中的阴影部分和没

有阴影的部分，都是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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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角扇形】 圆 心 角 为 直 角 的 扇 形，叫 做 直 角

扇形．如图，在扇形 ＯＡｃＢ 中，圆 心 角 为９０°，称 为 直

角扇形．
【扇形的面积计算】 当 圆 心 角 为３６０°时，所 对

的圆的面积为πＲ２，因此在圆心角为ｎ°时，所对的扇

形面积为圆 面 积 的 ｎ
３６０

，即 扇 形 面 积 等 于 圆 面 积 乘

以 ｎ
３６０

所得 的 积．设 扇 形 的 半 径 为 Ｒ，圆 心 角 的 度 数 为 ｎ，面 积 为 Ｓ，则

Ｓ＝ ｎ
３６０πＲ

２．又因为扇形的弧长ｌ＝ｎπＲ
１８０

，所以也可以用Ｓ＝１
２ｌＲ 求得．

【弓形】 一条弧 和 它 所 对 的 弦 所 组 成 的 图 形，
叫做弓形．如图中的 阴 影 部 分 和 没 有 阴 影 的 部 分 都

是弓形．弓 形 的 弧 的 中 点 到 弦 的 距 离，叫 做 弓 形 的

高．在图 中，Ｃ 为︵ＡＢ的 中 点，ＣＤ⊥ＡＢ，则 ＣＤ 为 弦

ＡＢ 与︵ＡＣＢ组成的弓形的高．
【弓形的高】 见［弓形］．
【弓形的面积计 算】 如 图，如 果 弓 形 的 弧 是 劣

弧，弓形面积等于扇形ＯＡＣＢ 面积 减 去△ＯＡＢ 面 积 所 得 的 差；如 果 弓 形 的

弧是优弧，弓形面积等于扇形ＯＡＤＢ 面积加上△ＯＡＢ 面积所得的和．

【轴对称图形】 如果一个图形沿着一条直线对

折，直线两旁的部分能够互相重合，那么这个图形就

叫做轴对称图形．这 条 直 线 就 是 它 的 对 称 轴．如 图，
等腰三角形ＡＢＣ 是轴对称图形，底边ＢＣ 的垂直平

分线ＡＤ 是它的对称轴．
【对称轴】 见［轴对称图形］．
【中心对称图形】 如果把一个图形绕着一点旋

转１８０°以后，能够和图形原来的位置重合，那么这个图形就叫做中心对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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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这点就是它的对称中心．

如图中 的ＡＢＣＤ 是 中 心 对 称 图 形，对 角 线 交 点 Ｏ 是 对 称 中 心；圆 也

是中心对称图形，圆心Ｏ 是对称中心．
【对称中心】 见［中心对称图形］．
【多面体】 由几个多边形围成的封闭的立体，叫做多面体．围成多面体

的各个多边形，叫做多面体的面．各相邻的面的公共边，叫做多面体的棱．相

交于同一个点的各 面 组 成 一 个 多 面 角．各 多 面 角 的 顶 点，叫 做 多 面 体 的 顶

点．连接不在同一个面内的两个顶点的线段，叫做多面体的对角线．如图（１）

是一个立方体，它 由 六 个 面 组 成，ＡＢ 是 它 的 一 条 棱，Ａ 是 它 的 一 个 顶 点，

Ａ１Ｃ 是它的一条对角线．
多面体至少有四个 面．多 面 体 有 几 个 面，就 称 为 几 面 体，如 四 面 体［图

（２）］、五面体［图（３）］等．

【棱】 见［多面体］．
【侧面积】 立体所有侧面的面积和，叫做侧面积．
【底面积】 立体底面的面积，叫做底面积．
【表面积】 通常指一个立体外 部 各 面 的 面 积 和，叫 做 这 个 立 体 的 表 面

积，也叫做全面积．它包括侧面积和底面积．
【长方体】 底面是矩形的直平 行 六 面 体，叫 做 长 方 体．在 长 方 体 中，交

于一个顶点的三条棱的长，叫做长方体的三度，通常分别称它们为长方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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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宽、高．
【长方体的三度】 见［长方体］．
【长方体的表面积计算】 长方体的表面积等于它的六个表面面积的总

和．设长方体的长、宽、高、表面积分别为ａ、ｂ、ｃ、Ｓ表 ，则Ｓ表 ＝２（ａｂ＋ｂｃ＋ａｃ）．
【长方体的体积计算】 长方体 的 体 积 等 于 它 的 长、宽、高 的 乘 积．设 长

方体的长、宽、高、体积分别为ａ、ｂ、ｃ、Ｖ，则Ｖ＝ａｂｃ．
【立方体】 长、宽、高相等的长方体，叫做立方体．
【立方体的表面积计算】 立方体的表面积等于它的

六个表面面积的总和．立 方 体 的 表 面 是 六 个 相 同 的 正 方

形，设立方体的棱长、表面积分别为ａ、Ｓ表 ，则Ｓ表 ＝６ａ２．
【立方体的体积计算】 立方体的体积等于它的棱长

的立方．设立方体的棱长、体积分别为ａ、Ｖ，则Ｖ＝ａ３．
【圆柱】 以矩形的一边为轴，把矩形旋转３６０°，所得

的几何体，叫做直圆 柱，简 称 圆 柱．这 个 旋 转 矩 形 中 与 轴

相对的一边，叫做圆 柱 的 母 线．圆 柱 上、下 两 个 面 是 两 个

相等的圆面，叫 做 圆 柱 的 底 面；曲 面 部 分 叫 做 圆 柱 的 侧

面；两个底面间的距离，叫做圆柱的高．
【圆柱的侧面积计 算】 把 圆 柱 的 侧 面 展 开，是 一 个

矩形．矩形的长相当于圆柱底面的周长，宽相当于圆柱的

高，所以圆柱的侧面积 等 于 它 的 底 面 的 周 长 和 高 的 乘 积．设 圆 柱 的 底 面 半

径、高、侧面积分别为Ｒ、ｈ、Ｓ侧 ，则Ｓ侧 ＝２πＲｈ．
【圆柱的表面积计算】 圆柱的 侧 面 积 与 两 个 底 面 面 积 的 和，叫 做 圆 柱

的表面积．设圆柱的底面半径、高、表面积分别为Ｒ、ｈ、Ｓ表 ，则

Ｓ表 ＝２πＲｈ＋２πＲ２＝２πＲ（ｈ＋Ｒ）．
【圆柱的体积计算】 圆柱的体 积 等 于 它 的 底 面 面 积 和 高 的 乘 积．设 圆

柱的底面面积、高、体积分别为Ｓ、ｈ、Ｖ，则Ｖ＝Ｓｈ．如果已知圆柱的底面半径

为Ｒ，则Ｖ＝πＲ２ｈ．
【棱柱】 一个多面体，有两个面互相平行，其余每相邻两个面的交线互

相平行，这样的多面体，叫做棱柱．互相平行的两个面，叫做棱柱的底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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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各面叫做棱柱的 侧 面；相 邻 的 两 个 侧 面 的 公 共 边 叫

做棱柱的侧 棱；两 底 面 间 的 公 垂 线 叫 做 棱 柱 的 高．如

图，ＡＢＣＤＥ 和 Ａ１Ｂ１Ｃ１Ｄ１Ｅ１ 是 底 面，ＡＢＢ１Ａ１、

ＢＣＣ１Ｂ１ 等是侧面，Ａ１Ａ、Ｂ１Ｂ 等是侧棱，Ｈ１Ｈ 是高．
侧棱不垂直于底面的棱柱，叫做斜棱柱；侧棱垂直

于底面的棱柱，叫做 直 棱 柱．直 棱 柱 的 侧 棱 和 高 相 等，
侧面都是矩形．

棱柱通常以它的底面的边数来命名．如，底面是三

角形、四边形的棱柱分别叫做三棱柱、四棱柱等．
【角柱】 即棱柱．
【斜棱柱】 见［棱柱］．
【直棱柱】 见［棱柱］．
【棱柱的截面】 用 一 个 平 面 去 截 棱 柱，得 到 的 面

叫做棱柱的截面．因为棱柱的各面都是平面，所以截面

是一个多边形．
和棱柱的底面平行而与各侧棱相交的截面和底面

全等，和棱柱各侧棱相交的两个平行截面是两个全等

的多 边 形．如 图，多 边 形Ａ′Ｂ′Ｃ′Ｄ′Ｅ′全 等 于 多 边 形

Ａ″Ｂ″Ｃ″Ｄ″Ｅ″．
【棱柱的直截面】 和棱柱的各侧棱垂直相交的截

面，叫做棱柱的直 截 面．如 图 中 的 平 面 ＭＮＨＫＬ 就 是

棱柱的直截面．棱柱 的 直 截 面 的 各 边 垂 直 于 棱 柱 的 各

个侧棱．棱柱的各个直截面都是全等的多边形．直棱柱

的直截面是和它的底面全等的多边形．
【棱柱的侧面 积 计 算】 棱 柱 的 所 有 侧 面 的 面 积

和，叫做棱柱的侧面积．棱柱的侧面积等于它的侧棱长

与直截面周长的乘积．设 棱 柱 的 侧 棱 长 是ｌ，直 截 面 的

周长是Ｃ，则Ｓ侧 ＝ｌＣ．
上述棱柱侧面积公 式 适 用 于 一 般 棱 柱，如 果 是 直

棱柱，它的底面就是它的直截面，所以直棱柱的侧面积

就等于它的侧棱长与底面周长的乘积．
【棱柱的表面积计算】 棱柱的表面积等于它的侧面积与两个底面积的

和．设棱柱的表面积、侧面积、底面积分别为Ｓ表 、Ｓ侧 、Ｓ底 ，则

Ｓ表 ＝Ｓ侧 ＋２Ｓ底 ．
【棱柱的体积计算】 棱柱的体 积 等 于 它 的 底 面 积 和 高 的 乘 积．设 棱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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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面积、高、体积分别为Ｓ、ｈ、Ｖ，则Ｖ＝Ｓｈ．
【圆锥】 用直角三 角 形 的 一 条 直 角 边 为 轴，把 直 角

三角形旋转３６０°，所得的几何体叫做直圆锥，简称圆锥．
圆锥的底面是圆；圆 锥 顶 点 到 底 面 的 距 离 叫 做 圆 锥

的高（图中的ＶＯ）；圆 锥 的 顶 点 与 底 面 圆 周 上 任 意 一 点

的连接线段叫做圆锥的母线（图中的ＶＡ）．
【圆锥的底面】 见［圆锥］．
【圆锥的高】 见［圆锥］．
【圆锥的母线】 见［圆锥］．
【圆锥的侧面积计算】 圆锥的侧面积等于它的底面的周长和母线长乘

积的一半．设圆锥的底面半径、母线、侧面积分别为Ｒ、ｌ、Ｓ侧 ，则Ｓ侧 ＝πＲｌ．
【圆锥的表面积 计 算】 圆锥的表面积等于它的侧面积与底 面 积 的 和．

设圆锥的底面半径、母线、表面积分别为Ｒ、ｌ、Ｓ表 ，则

Ｓ表 ＝πＲｌ＋πＲ２＝πＲ（ｌ＋Ｒ）．
【圆锥的体积计算】 圆 锥 的 体 积 等 于 底 面 面 积 和 高 的 乘 积 的 三 分 之

一．设圆锥的底面积、高、体积分别为Ｓ、ｈ、Ｖ，则Ｖ＝１
３Ｓｈ．

如果已知圆锥的底面半径为Ｒ，高为ｈ，则Ｖ＝１
３πＲ２ｈ．

【棱锥】 有一个面 是 多 边 形，其 余 各 面 是 有 一 个

公共顶点的三角形的多面体，叫做棱锥．
在棱锥里，多边形叫做棱锥的底面；有公共顶点的

各个三角形叫做棱 锥 的 侧 面，两 个 相 邻 侧 面 的 公 共 边

叫做棱锥的侧棱；各侧面的公共顶点叫做棱锥的顶点；
顶点到底面的距离叫做棱锥的高．

如果一个棱 锥 的 底 面 是 正 多 边 形，并 且 顶 点 到 底

面的垂线足是底面正多边形的中心，这样的棱锥叫做正

棱锥（如图）．正棱锥的各个侧面是全等的等腰三角形．
各等腰三角形底边上的高相等，叫做正棱锥的斜高（图中的ＳＨ）．

棱锥的底面有三角形、四边形等，分别叫做三棱锥、四棱锥等．
【正棱锥】 见［棱锥］．
【正棱锥的斜高】 见［棱锥］．
【棱锥的侧面积计算】 棱锥的所有侧面面积的和，叫做棱锥的侧面积．

正棱锥的侧面积等于它的底面的周长与斜高乘积的一半．设棱锥的斜高、底

面周长、侧面积分别为ｌ、Ｃ、Ｓ侧 ，则

Ｓ侧 ＝１
２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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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棱锥的侧面积公式不适用于一 般 棱 锥，因 为 一 般 棱 锥 的 各 侧 面 的 斜

高不一定完全相等，求一般棱锥的侧面积，需要把所有侧面三角形的面积分

别求出，然后相加．
【棱锥的表面积计算】 棱 锥 的 表 面 积 等 于 它 的 侧 面 积 与 底 面 面 积 的

和．设棱锥的斜 高、底 面 周 长、侧 面 积、底 面 积、表 面 积 分 别 为ｌ、Ｃ、Ｓ侧 、Ｓ底 、

Ｓ表 ，则

Ｓ表 ＝Ｓ侧 ＋Ｓ底 ＝ １
２ｌＣ＋Ｓ底 ．

　　【棱锥的体积计算】 棱锥的体积等于它的底面面积和高的乘积的三分

之一．设棱锥的高、底面积、体积分别为ｈ、Ｓ、Ｖ，则Ｖ＝１
３Ｓｈ．

【圆台】 用直角梯形的垂直底 边 的 腰 为 轴，把 直 角 梯

形旋转３６０°，所得的几何体叫做圆台．圆台上、下两 个 面 是

两个圆面，叫做圆 台 的 底 面；两 个 底 面 间 的 公 垂 线 叫 做 圆

台的高（图中的 Ｏ１Ｏ）；曲 面 部 分 称 为 侧 面；这 个 旋 转 的 直

角梯形不垂直于底的腰，叫做圆台的母线（图中的Ａ１Ａ）．
【圆台的底面】 见［圆台］．
【圆台的高】 见［圆台］．
【圆台的母线】 见［圆台］．
【圆台的侧面积计算】 圆台的侧面积等于它的两个底面周长的和与母

线的长的乘积的一半．设圆台上、下底面的半径、母线、侧面积分别为Ｒ、Ｒ′、

ｌ、Ｓ侧 ，则

Ｓ侧 ＝１
２

（２πＲ＋２πＲ′）ｌ＝π（Ｒ＋Ｒ′）ｌ．

【圆台的表面积计算】 圆台的表面积等于圆台的侧面积与两个底面面

积的和．设圆台的上、下两个底面的 半 径、母 线、表 面 积 分 别 为Ｒ、Ｒ′、ｌ、Ｓ表 ，
则Ｓ表 ＝π（Ｒｌ＋Ｒ′ｌ＋Ｒ２＋Ｒ′２）．

【圆台的体积计算】 圆台的体 积 等 于 它 的 上、下 底 面 面 积 以 及 它 们 的

比例中项的和再乘以圆台的高的三分之一．设圆台的上、下底面面积、高、体

积分别为Ｓ上 、Ｓ下 、ｈ、Ｖ，则

Ｖ＝１
３ｈ（Ｓ上 ＋Ｓ下 ＋ Ｓ上 Ｓ槡 下 ）．

如果用Ｒ、Ｒ′、ｈ、Ｖ 分别表示圆台的上、下底面的半径、高、体积，则

Ｖ＝１
３πｈ（Ｒ２＋Ｒ′２＋ＲＲ′）．

【棱台】 用一个平行于棱锥的 底 面 的 平 面 去 截 棱 锥，底 面 与 截 面 之 间

的部分，叫做棱台．在棱台中，两个平行的面叫做棱台的底面；其他各面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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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台的侧面；两个相邻侧面的公共边叫做棱台的侧棱；
两个底面之间的公垂线，叫做棱台的高．棱台各个侧棱

的延长线相交于一点．
由正棱锥截成的棱 台 叫 做 正 棱 台．正 棱 台 的 各 个

侧面是全等的等腰梯形，各等腰梯形的高相等，叫做正

棱台的斜高（图中的ＧＨ）．
【正棱台】 见［棱台］．
【正棱台的斜高】 见［棱台］．
【棱台的侧面 积 计 算】 棱 台 的 所 有 侧 面 面 积 的

和，叫做棱台的侧面积．正棱台的侧面积等于它的两个

底面周长的和与斜高乘积的一半．设正棱台上、下底面的周长、斜高、侧面积

分别为Ｃ′、Ｃ、ｌ、Ｓ侧 ，则

Ｓ侧 ＝１
２

（Ｃ′＋Ｃ）ｌ．

正棱台的侧面积公式不适用于一 般 棱 台，因 为 一 般 棱 台 的 各 个 侧 面 的

斜高不一定完全相等．求一般棱台的侧面积，需要把所有侧面梯形的面积分

别求出，然后相加．
【棱台的表面积计算】 棱台的 表 面 积 等 于 它 的 侧 面 积 与 上、下 两 个 底

面面积的和．设正棱台的斜高、上、下 底 面 的 周 长、侧 面 积、上、下 底 面 面 积、
表面积分别为ｌ、Ｃ′、Ｃ、Ｓ侧 、Ｓ上 、Ｓ下 、Ｓ表 ，则

Ｓ表 ＝Ｓ侧 ＋Ｓ上 ＋Ｓ下 ＝１
２ｌ（Ｃ′＋Ｃ）＋Ｓ上 ＋Ｓ下 ．

【棱台的体积计算】 棱台的体 积 等 于 它 的 上、下 底 面 的 面 积 以 及 它 们

的比例中项之和再乘以棱台的高 的 三 分 之 一．设 棱 台 的 上、下 两 底 面 面 积、
高、体积分别为Ｓ上 、Ｓ下 、ｈ、Ｖ，则

Ｖ ＝ １
３ｈ（Ｓ上 ＋Ｓ下 ＋ Ｓ上 Ｓ槡 下 ）．

　　棱台的体积一般还可以用截得棱台的大棱锥的体积减去所截小棱锥的

体积求得．
【球】 以半圆的直径为轴，把半圆旋转３６０°，所成

的曲面叫做球面．球面所围成的几何体叫做球体，简称

球．半圆的圆心叫做球心（图中的Ｏ）；连接球心和球面

上任意一点的线段，叫做球 的 半 径（图 中 的 ＯＡ）；连 接

球面上两点并且经过球心的线段，叫做球的直径（图中

的ＡＢ）．旋转过程中，在各 个 位 置 上 的 半 圆，叫 做 球 面

的母线（子午线）．半圆上的点旋转所成的圆，叫做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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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行圆．被经过球心的截面截得的 圆，叫 做 大 圆；被 不 经 过 球 心 的 截 面 截

得的圆，叫做小圆．
【球面】 见［球］．
【球体】 见［球］．
【球面的面积计算】 球面的面 积 等 于 它 的 大 圆 面 积 的 四 倍．设 球 的 半

径、球面面积分别为Ｒ、Ｓ球 ，则Ｓ球 ＝４πＲ２．
【球的体积计算】 球 的 体 积 等 于 它 的 半 径 与 球 面 面 积 乘 积 的 三 分 之

一．设球的半径、直径、体积分别为Ｒ、ｄ、Ｖ，则

Ｖ ＝ ４
３πＲ３，或 　Ｖ ＝ １

６πｄ３．

　　【拟柱 体】 如 果 一 个 多 面 体 有 两 个 面 互 相 平

行，其他各面是梯形 或 三 角 形，这 些 梯 形 的 上、下 底

边，或者三角形的顶点和底边，分别在平行的两个面

上，这样的多面体叫 做 拟 柱 体（如 图）．在 拟 柱 体 里，
平行的两个面叫做 拟 柱 体 的 底 面；其 他 各 面 叫 做 拟

柱体的侧面；两 个 底 面 间 的 公 垂 线，叫 做 拟 柱 体 的

高．经过高的中点而平行于底面的截面，叫做拟柱体

的中截面（图中的Ｑ０）；相邻两个侧面的交线，叫做拟柱体的侧棱．
【拟柱体的中截面】 见［拟柱体］．
【拟柱体的体积计算】 拟柱体 的 体 积 等 于 它 的 上、下 底 面 的 面 积 以 及

四个中截面面积的和再乘以拟柱体的高的六分之一．设拟柱体的上、下两个

底面和中截面的面积分别是Ｑ１、Ｑ２、Ｑ０，高是ｈ，体积是Ｖ，则

Ｖ＝１
６ｈ（Ｑ１＋Ｑ２＋４Ｑ０）．

【测量】 用仪器来测定地形、天文、水文和物体位置等工作，统称测量．
测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测量，如用尺量绳子的长；另一种是间接测量，如测

量土地的面积，要先测量有关长度，算出面积，再折合成地积．
【测绘】 进行测量并把结果绘制成图，叫做测绘．
【步测】 在对测量的精确度要求不高，或没有测量工具时，用自己的脚

步来测量两地的距离的方法，叫做 步 测．练 习 步 测 时，先 量 出 几 十 米 长 的 一

段距离，用均匀的步子沿着直线走上三、四次，记好每次走的步数，求出一步

的平均长度．然后向一 个 固 定 的 目 标 走 去，暗 记 步 数，求 出 两 地 的 距 离，然

后，应用工具测量，来验证步测准确程度．
【目测】 凭眼力和经验估测 两 地 距 离 的 方 法，叫 做 目 测．练 习 目 测 时，

先确定一段距离，在每隔１０米 的 地 方 分 别 作 出 标 记，看 看１０米、２０米、３０
米……各是多远，并注意观察不同距离的实物能看清楚的程度，然后去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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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指定若干个不同距离进行估计，再用工具测量，来验证目测准确程度．
【铅垂线】 地球重力作用方向的直线，即悬挂重物所形成的直线，叫做

铅垂线．铅垂线也叫做竖直线．
【水平面】 与铅垂线垂直的平面，叫做水平面．
【水平线】 位于水平面内的任何直线都叫做水平线．
【标杆】 测量用的工具，用木杆制成，

上面涂有红 白 相 间 的 油 漆，主 要 用 来 指 示

测量点．
【标尺】 测 量 地 面 或 建 筑 物 的 高 度，

或者标明水 的 深 度 用 的 有 刻 度 的 尺，叫 做

标尺．
【方位角】 从一条水平射线的端点的

指北方向线，顺 时 针 旋 转 到 该 射 线 所 成 的

水平角叫做 该 射 线 的 方 位 角，用 以 表 示 该

射线的方向，它的数值范围是０°～３６０°，如

图中射线ＯＡ 的方位角是１３５°．

七、统计图表

【统计】 汇集同一范围内的若干事物，进行计算比较，以观察分析全体

现象特征，叫做统计．统计有两种方法：列表法，图示法．
【总体】 在统计工作中，所要 考 察 的 对 象 的 全 体，叫 做 总 体．其 中 每 一

个考察的对象，叫做个体．从总体中 取 出 的 一 部 分 个 体，叫 做 总 体 的 一 个 样

本．样本中个体的数目，叫做样本的容量．
【个体】 见［总体］．
【样本】 见［总体］．
【样本的容量】 见［总体］．
【频数】 将样本按一定方法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内的样本个数，叫

做频数．
【频率】 频数与样本容量的比值，叫做这个小组的频率．
【数据】 进行各种统计、计算、科 学 研 究 或 技 术 设 计 等 所 依 据 的 数 值，

叫做数据．
【数据处理】 把收集到的原始材料和数据，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分类

整理，这种方法，叫做数据处理．
【众数】 在总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据，在统计中叫做众数．众数也是

平均数的一种．例如，某厂某时期在市场上出售各种尺寸号码的棉毛衫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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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棉毛衫尺寸号码 销售数量

（厘米） （万件）
８０ ３．２　　　
８５ ６．５
９０ １８．４
９５ ４．３
１００ １．６
１０５ ０．１

其中，９０厘米的棉毛衫销售了１８．４万件，它的销售量最高，因此９０厘米的

棉毛衫号码就是棉毛衫号码的众数．这 种 众 数 对 于 商 品 的 生 产 部 门 和 商 业

部门都是必须了解的．
【中位数】 把调查到的数据按 大 小 次 序 排 列 起 来，中 间 位 置 的 一 个 数

据，在统计中叫做中位数．中位数也 是 平 均 数 的 一 种．如 果 总 体 中 的 数 据 的

个数是奇数时，中间位置的数据就 是 中 位 数；如 果 数 据 的 个 数 是 偶 数 时，一

般把中间的两个数据的算术平均数，作为这些数据的中位数．
【图表】 表示各种情况和注明各种数字的图和表的总称．如示意图、统

计图、统计表等．
【统计表】 把生产和工作中所 遇 到 的 相 互 关 联 的 数 量，按 照 一 定 标 准

加以分类整理，并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制成表格，这种表格，叫做统计

表．它的作用是把数量发生、变化情 况 或 者 相 互 间 的 差 别 情 况，显 著 地 表 示

出来，以便于分析比较．
【统计表的结构】 （１）总标题———统计的内容、名称；
（２）表头———纵目与横目的内容类别；
（３）纵目———表的横行所列举的统计项目，在表的最上方；
（４）横目———表的纵行所列举的统计项目，在表的最左方；
（５）资料来源、制表时间、填表人；
（６）单位———若表内各种数据的单位相同，则填写；若不同，则不填写，

而在表内每栏注明．
【统计表的制作规则】 （１）根 据 统 计 材 料，确 定 制 表 的 目 的 和 表 的 式

样．在决定表式时，对于表格分多少 个 项 目，每 一 项 目 所 占 纸 面 的 地 位 以 及

行间距离等，必须先进行总体设计，务使表格目的明确，眉目清楚，每栏或每

行的大小适度，使表格整洁美观，一目了然．
（２）材料的类别项目要 简 明，重 要 项 目 列 在 前 面，次 要 项 目 列 在 后 面．

如分大小项目的，应该把大项目写在上面，小项目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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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重要项目之间，应用粗线或双线加以区分．
（４）表中各个项目所含内容，不能重复．
（５）表中项目和数字，应 自 左 至 右 横 写．如 遇 特 别 重 要 的 数 字，可 以 用

粗体书写，以使醒目．
（６）总计、平均等项，应列在表的上面或前面．
（７）不论何种表式，最好在表的后面加列“备注”或“附注”一栏，以便于

在必要时，填入不属于其他各项的事实和说明．
（８）表的总标题要简明概括，写在表格的上方中央．
（９）表格的编号（如表１，表２）应写在总标题的一边．
（１０）资料来源与制表时间，应注明．
【单式统计表】 只对某一项目 的 数 量 进 行 统 计 的 表 格，叫 做 单 式 统 计

表，也叫做简单统计表．例如，某学校各年级学生人数统计如下表：

××小学各年级学生人数统计表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年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合计

人数 ９５ １０２ ８８ ９７ １４２ １５１ ６７５

【复式统计表】 统计项目在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统 计 表 格，叫 做 复 式 统

计表，也叫做复合统计表．例如，某厂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完成生产计划情况如

下表：

××厂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完成生产计划情况统计表

２００２年４月

月份
生产情况

一 二 三 合　　计

计划数（吨）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１００ ９１００

完成数（吨） ３１５０ ３１００ ３２４０ ９４９０

完成计划百分数 １０５％ １０３．３％ １０４．５％ １０４．３％

【统计图】 用点、线、面积来表 示 相 互 关 联 的 数 量 关 系 的 图 形，叫 做 统

计图．统计图所表示的数量关系，比较形象直观，明白具体．统计图通常分条

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扇形统计图、象形统计图等．
【统计图的制作规则】 （１）作 图 须 从 左 到 右，根 据 材 料 的 最 高 和 最 低

量，决定篇幅大小．
（２）单位的选择要适当，并在总标题里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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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用彩色绘制时，同类量用同一种颜色表示，主要数量用特别醒目的

颜色表示．
（４）要有总标题，总标题的题目要与图形所反映的内容相符．
（５）注明资料来源与制图时间．
【条形统计图】 用一个单位长 度 表 示 一 定 的 数 量，根 据 数 量 的 多 少 画

成长短相应成比例的直条，并按一 定 的 顺 序 排 列 起 来，这 样 的 统 计 图，叫 做

条形统计图．条形统计图可以清楚地表明各种数量的多少．
制图时要注意其纵、横坐标轴必 须 有 单 位，如 果 比 较 的 量 不 止 一 个，可

以用复式统计图．长短不同的条形 线，表 示 不 同 的 量，可 以 用 不 同 的 颜 色 表

示；直条的宽窄必须一致．例如，

育民小学各年级男女生人数统计图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折线统计图】 以折线的上升或下降来表示统计数量的增减变化情况

的统计图，叫做折线统计图．折线统 计 图 不 仅 可 以 表 示 数 量 的 多 少，而 且 能

够反映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里的发展变化情况．
制图时要注意其纵、横坐标轴必须有单位，用一个单位长度来表示一定

的数量，根据数量的多少描出各点，然后把各点用线段顺次连接起来．例如：

某地区２００２年月平均气温变化情况统计图

２００２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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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统计图】 以一个圆的面 积 表 示 事 物 的 总 体，以 扇 形 面 积 表 示 各

部分占总体的百分数的统计图，叫 做 扇 形 统 计 图．又 叫 做 百 分 比 较 图．扇 形

统计图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出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总体之间的数量关系．
制图时，要先算出各部分扇形圆心角的度数，然后根据需要取适当半径

画圆，用量角器依次按圆心角把圆分成几个扇形，便成了扇形统计图．
例如，民主村２０００年全年收入中，农业收入占７５％，副业收入占２０％，

其他收入占５％．制成扇形统计图．
先算出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三个扇形的圆心角的度数．
农业收入：

３６０°×７５％＝２７０°，
副业收入：

３６０°×２０％＝７２°，
其他收入：

３６０°×５％＝１８°．
用量角器在圆里量出三个扇形的圆心角的度数，就画出扇形统计图．

民主村２０００年收入情况统计图

２００２年３月

【百分比较图】 见［扇形统计图］．

八、现代数学思想

【集合】 是一个不定义的概念．集合可以理解为具有某种属性的一些确

定的对象所组成的全体．集合简称集．通常用大写字母Ａ，Ｂ，Ｃ，…表示集合．
组成集合的每一个 对 象 叫 做 该 集 合 的 元 素，简 称 元．通 常 用 小 写 字 母

ａ，ｂ，ｃ，…表示集合的元素．
如果ａ是集合Ａ 的元素，记作ａ∈Ａ，“∈”读做“属于”．
如果ａ不是集合Ａ 的元素，记作ａＡ，“”读做“不属于”．
对于一个集合来说，一个对象要么 属 于 这 个 集 合（如ａ∈Ａ）；要 么 不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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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个集合（如ａＡ），二者必居其一，且仅居其一．
【元素】 见［集合］．
【集合的表示法】 １．列举法　列出集合的全部元素，并用大括号括起

来．例如，

Ａ＝｛ａ，ｂ，ｃ｝，表示Ａ 是由ａ，ｂ，ｃ三个元素组成的集合．
Ｂ＝｛１，２，３，…，ｎ，…｝，表示Ｂ 是自然数集．
２．描述法　给出集合中所有元素的共同特性．例如：

Ｃ＝｛ａ｜ａ是小于１０的正偶数｝，表示Ｃ＝｛２，４，６，８｝．
Ｄ＝｛ｘ｜２＜ｘ＜１０｝，表示 Ｄ 是由２与１０之间的一切实数组成的集合．
此外，还可以在一个 集 合 的 所 有 元 素 外 画 一 个 圈，直 观 地 表 示 这 个 集

合．这种用来表示集合的图形，叫做韦恩（Ｖｅｎｎ）图．例如，

表示这是由ａ，ｂ，ｃ，ｄ，ｅ五个元素组成的集合．
【集合的分类】 包含有限个元素的集合，叫做有限集合；元素的个数无

限时，叫做无限集合．
两个集合Ａ 与Ｂ 由相同元素所 组 成，即 Ａ 的 每 个 元 素 都 属 于Ｂ，Ｂ 的

每个元素都属于Ａ，就说集合Ａ 与集合Ｂ 相等，记作Ａ＝Ｂ．
如果集合Ａ 的每个元素都属于集合Ｂ，就 说 Ａ 是Ｂ 的 子 集 合，记 作 Ａ

Ｂ，读做“Ａ 包含于Ｂ”，或“Ｂ 包含Ａ”．每一个集合都可以看作是它本身的

子集，即对于任意集合Ａ，有ＡＡ．如果集合Ａ 的每个元素都属于Ｂ，但集

合Ｂ 中至少有一个元素不在集合Ａ 中，就说Ａ 是Ｂ 的真子集，记作ＡＢ．
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叫做空集合，记 作．单 独 一 个 元 素ａ组 成 的 集

合Ｓ，记作Ｓ＝｛ａ｝，或写成ａ∈Ｓ，但不能写成ａＳ，因为ａ本身不是一个集

合，ａ只是Ｓ 的一个元素．
【有限集合】 见［集合的分类］．
【无限集合】 见［集合的分类］．
【子集】 见［集合的分类］．
【空集】 见［集合的分类］．
【集合的运算】 集合的并、交、补、差的运算，统称集合的运算．
１．并集　由集合Ａ 与Ｂ 中的所有元素组 成 的 集 合，叫 做 Ａ 与Ｂ 的 并

集．记作Ａ∪Ｂ，读做Ａ 并Ｂ．
例如，设集合Ａ＝｛１，２，３｝，Ｂ＝｛３，４，５｝，则 Ａ∪Ｂ＝｛１，２，３，４，５｝．在这

里．集合Ａ、Ｂ 有一个共同的元素３，根 据 定 义，Ａ∪Ｂ 的 元 素 是１，２，３，４，５．
用韦恩图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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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交集　由集合Ａ 与Ｂ 的所有共同元素 组 成 的 集 合，叫 做 Ａ 与Ｂ 的

交集．记作Ａ∩Ｂ，读做“Ａ 交Ｂ”．
例如，设集合Ａ＝｛ａ，ｂ，ｃ｝，Ｂ＝｛ｂ，ｃ，ｄ｝，则 Ａ∩Ｂ＝｛ｂ，ｃ｝．用韦 恩 图 表

示为

如果Ａ 与Ｂ 没有公共元素，即它们的交集 是 空 集，就 说 集 合 Ａ 与 集 合

Ｂ 不相交．即Ａ∩Ｂ＝．
３．差集　由属于集合Ａ 但 不 属 于 集 合Ｂ 的 所 有 元 素 组 成 的 集 合，叫

做Ａ 与Ｂ 的差集．记作Ａ＼Ｂ．
例如，设集合Ａ＝｛１，２，３，４｝，集 合 Ｂ＝｛３，４，５，６｝，则 Ａ＼Ｂ＝｛１，２｝，

Ｂ＼Ａ＝｛５，６｝．用韦恩图表示为

４．补集　一个集合可以有几个子集合，这个集合相对于它的子集合来

说，叫做全集合，用Ⅰ表示．如果Ａ 是Ⅰ的 子 集，Ⅰ中 所 有 不 属 于 Ａ 的 元 素

组成的集合，叫做Ａ 的补集（或余集）．记作 珡Ａ，读作“Ａ 补”．即 珡Ａ＝Ⅰ＼Ａ．
例如，设集 合 Ⅰ＝｛１，２，３，４，５，６，７｝，Ａ＝｛１，２，３｝，Ｂ＝｛６，７｝，则

珡Ａ＝｛４，５，６，７｝，珚Ｂ＝｛１，２，３，４，５｝．用韦恩图表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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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集】 见［集合的运算］．
【交集】 见［集合的运算］．
【差集】 见［集合的运算］．
【补集】 见［集合的运算］．
【等价集合】 一一对应关系的两个集合，叫做等价集合．
例如，设Ａ＝｛１，２，３，４｝，Ｂ＝｛ａ，ｂ，ｃ，ｄ｝
建立对应ｆ：１，２，３，４，


ａ，ｂ，ｃ，ｄ．

这个对应ｆ是一一对应，所以集合Ａ 与Ｂ 是等价集合．记作Ａ～Ｂ．
【对应】 对于给定的集合Ａ 与Ｂ，如果存在一个法则ｆ，对于集合Ａ 的

任意一个元素ａ，根据法则ｆ，得到集合Ｂ 中的元素ｂ，那么，就把这个法则ｆ

叫做从Ａ 到Ｂ 的一个对应．记作：ｆ：ａ→ｂ＝ｆ（ａ）（或Ａ→
ｆ

Ｂ）．
【一一对应 关 系】 如 果 集 合 Ａ 与Ｂ 的

元素可以这样配合起 来，使 对 于 集 合 Ａ 中 的

每一个元素 有 另 一 个 集 合Ｂ 中 的 一 个 确 定

的元 素 与 它 对 应，而 且 反 过 来 也 对 应，那 么，
集合Ａ 与Ｂ 的 元 素 的 关 系，称 为 一 一 对 应

关系．
【函数】 如果对于变量ｘ在某一范围内的每一 个 确 定 的 值．变 量ｙ 都

有唯一确定的值和它对应，那 么 就 把ｙ 叫 做ｘ 的 函 数．ｘ 叫 做 自 变 量，ｙ 叫

做因变量．
【常量】 在某个过程中，数值固定不变的量，叫做常量．例 如，半 径 为ｒ

的圆的面积为πｒ２，其中π和２都是常量．
【变量】 在某一过程中，可以取不同数值的量，叫做变量．例如，在研究

某物体作匀速直线运动的过程中，时间和物体运动的距离都是变量．
【概率】 亦称“或然率”、“几率”，概 率 论 的 基 本 概 念．在 社 会 和 自 然 界

中，某一类事件在相同的条件下可能 发 生 也 可 能 不 发 生，这 类 事 件 称 为“随

机事件”．例如，在一批包括５种等级的产品中任取一件，所取得的产品是一

个２等品，就是随机 事 件．又 如，一 只 口 袋 装２只 黑 球，一 只 白 球 和 一 只 红

球，这四只球大小形状、重 量 完 全 一 样，从 袋 内 任 取 一 球，所 取 得 的 球 是 红

球，也是一个随机事件，不同的随机 事 件 发 生 的 可 能 性 的 大 小 是 不 相 同 的，
概率就是用来表示随机事件发生可 能 性 的 大 小 的 一 个 量．很 自 然 地 把 必 然

发生的事件的概率规定为１，并把不 可 能 发 生 的 事 件 的 概 率 规 定 为０，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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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随机事件的概率介于０与１之间 的 一 个 数．如 上 例 中 任 取 一 球 为 白 球 的

概率为１
４

，取红球的概率也为１
４

，而取得黑球的概率则为１
２．

概率愈大表示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愈大．
【随机事件】 【见概率】
【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是研究 思 维 的 形 式 及 其 规 律 的 科 学．学 习 形 式

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思维能力，正确地严密地表达思想．形式逻辑包括概

念，判断，推理，证明或反驳四个内容．
【概念】 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

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加以概括，就成概念．
在逻辑上，把概念所反映的对象 的 本 质 属 性，叫 做 概 念 的 内 涵．具 有 概

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对象，叫做 概 念 的 外 延．例 如，平 行 四 边 形 这 一 概 念

的内涵，包括一切平行四边形所共 有 的 两 个 本 质 属 性：有 四 条 边，两 组 对 边

分别平行．它的外延是 一 般 平 行 四 边 形、矩 形、菱 形、正 方 形 等 一 切 对 象 的

总体．
【概念的内涵】 见［概念］．
【概念的外延】 见［概念］．
【判断】 判断是对思维对象有 所 断 定 的 一 种 思 维 形 式．符 合 事 实 的 判

断就是真的，不符合事实的判断就是错的．
【命题】 表达一个判断的语句，叫做命题．一个命题的正确与否是可以

加以判别的．凡正确 的 命 题 叫 做 真 命 题，如 等 边 三 角 形 的 每 个 内 角 都 等 于

６０°．凡不正确的命题叫做假命题．如平行四边形的对边不相等．
【真命题】 见［命题］．
【假命题】 见［命题］．
【命题的充分必要条件】 （１）充分 条 件　如 果 命 题“若 Ａ 则Ｂ”成 立，

就说Ａ 是Ｂ 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有了条件Ａ，就可以充分保证结论Ｂ 的

成立．
例如，如果ａ＝０，那么ａｂ＝０．在这个命题里，ａ＝０是ａｂ＝０成立的充分

条件．因为只要ａ＝０，不论ｂ是否为零，就足以使ａｂ＝０成立．
应该指出，具备条件Ａ，结 论 Ｂ 一 定 成 立．但 不 具 备 条 件 Ａ，结 论 Ｂ 仍

可能成立．例如，当ｂ＝０时，ａｂ＝０仍可成立．
（２）必要条件　如果命题“若非Ａ 则非Ｂ”成立，就说 Ａ 是Ｂ 的必要条

件．也就是说，要结论Ｂ 成立，必须具备条件Ａ．
例如，“四条边相等”这个条件是“四 边 形 为 正 方 形”这 个 结 论 的 必 要 条

件，因为缺少这个条件时，四边形就不是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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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当条件Ａ 不具备时，结论Ｂ 不 成 立；但 当 条 件 Ａ 具 备 时，结

论Ｂ 也不一定成立．例如，当 四 边 相 等 时，这 个 四 边 形 可 能 是 菱 形，不 一 定

是正方形．
（３）充要条件　如果 Ａ 是Ｂ 的 充 分 条 件，又 是Ｂ 的 必 要 条 件，那 么 Ａ

就是Ｂ 的充分必要条件，简 称 充 要 条 件．例 如，“两 组 对 边 分 别 相 等”是“四

边形为平行四边形”的充要条件．
【充分条件】 见［命题的充分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 见［命题的充分必要条件］．
【充要条件】 见［命题的充分必要条件］．
【推理】 推理是判断与判断之间的一种联系．在数学中，推理就是从一

个或者几个已知的命题，得出一个新的命题的思维过程．推理一般分为演绎

推理和归纳推理．
【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是从一 般 性 的 前 提，推 出 特 殊 性 的 结 论 的 推 理

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
三段论法是演绎推理的一种形式．所谓三段论法，就是从两个已知的命

题得出第三个命题的一种推理方法．前两个命题是前提，通常称第一个命题

为大前提，第二个命题为小前提，最后一个命题是结论．所以，这一个推理包

含两个部分，共三个命题．例如，凡各 个 数 位 上 的 数 字 之 和 是３的 倍 数 的 整

数，一定能被３整除（大前提），而１４２５各位上数字之和是１２，１２是３的倍

数（小前提），所以１４２５能被３整除（结论）．
【三段论法】 见［演绎推理］．
【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是从特 殊 性 的 前 提，推 出 一 般 性 的 结 论 的 推 理

方法．简单地说，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
归纳推理常用的是枚举法，即从某类事物中所观察过的现象，得出这类

所有对象都具有这种现象的推理．例 如，在 求 等 差 数 列 前ｎ项 和 时，先 举 出

几个等式，观察这些等式的共同性质，而后得出公式：

Ｓ＝１
２ｎ（ａ１＋ａｎ）．（ｎ，ａ１，ａｎ 依次是项数、首项、末项）

即　　１＋２＋３＋４＝１０＝１
２×４×（１＋４）；

　１＋２＋３＋４＋５＝１５＝１
２×５×（１＋５）；

　２＋４＋６＋８＝２０＝１
２×４×（２＋８）．

从这些等式可以看出，用项 数 乘 首 项 与 末 项 的 和，再 除 以２，就 得 出 等

差数列的前ｎ项的和．用公式表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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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ａ２＋…＋ａｎ ＝ １
２ｎ（ａ１＋ａｎ）．

　　【证明】 用一个或几个真实判 断 确 定 另 一 判 断 真 实 性 的 思 维 过 程，叫

做证明．也叫做论证．
证明由论题、论据、论证过程组成．在一个证明中，真实性需要确立的命

题，叫做论题；为了证明论题的正确所引用的命题，叫做论据；从论据到论题

的推理过程，叫做论证过程．
论证过程只用到演绎推理的，叫 做 演 绎 论 证；只 用 到 归 纳 推 理 的，叫 做

归纳论证．
论证还可以分为直接论证和间接论证．从正面来论证命题的真实性的，

叫做直接论证．在一个特定条件下，通过否定其他命题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

的，叫做间接论证．常用的间接论证有 反 证 法（或 归 谬 法）与 穷 举 法（或 淘 汰

法）．
反证法是当我们要论证一个论题 的 真 实 性 的 时 候，先 假 定 与 这 个 论 题

的矛盾论题是真的，然后从矛盾论题中推出明显的荒谬结果来，因此否定矛

盾论题，证明原论题是真实的．
穷举法是假定针对某一个问题 而 言，只 有 几 种 可 能 的 情 况，在 论 证 时，

先去论证除论题以外的所有其他各 种 可 能 的 情 况 都 是 虚 假 的，即 把 论 题 以

外的其他各种可能的情况一一淘汰掉，从而得到了论题的真实性．
反驳也是一种论证，它是用一个论证来推翻另一个论证．一般的只要举

出一个与论题相反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论题是不真实的．
【论证】 见［证明］．
【演绎论证】 见［证明］．
【归纳论证】 见［证明］．
【直接论证】 见［证明］．
【间接论证】 见［证明］．
【反证法】 见［证明］．
【归谬法】 见［证明］．
【穷举法】 见［证明］．
【淘汰法】 见［证明］．
【反驳】 见［证明］．

九、其他

【三角板】 绘直线用的工具．为 直 角 三 角 形 的 薄 板．两 块 为 一 副．一 块

的两锐角都是４５度，另一块的两锐角为３０度及６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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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角器】 度量角的大小的工 具．通 常 为 半 圆 形 的 薄 片，也 叫 做“半 圆

仪”．它是把半圆平均分成１８０份，每一份所对的角叫做１度的角．量角器的

刻度由两个半圈组 成，按 逆 时 针 方 向，内 圈 刻 度 由０°到１８０°；外 圈 刻 度 由

１８０°到０°．用量角器量角的时候， 把量角器放在角的一边上面，使量角器的

圆心和角的顶点重合，零度刻度线和角的一边重合，角的另外一边所对的量

角器上的刻度，就是这个角的度数．
【圆规】 画圆用的绘 图 工 具．有 两 股，上 端 铰 接，下 端 可 随 意

分开或合拢，以调整所绘圆 弧 半 径 的 大 小．一 股 末 端 为 针 尖，绘 圆

时插在圆心所在的位置；另一股末端可装入绘铅笔线或墨线的脚，
绕针尖转动此脚，即可绘出圆弧．

【量具】 计量和检验 用 的 器 具 的 简 称．如 在 机 械 制 造 中 计 量

长度的量块、尺和各种比较仪等；检验工作的量规和平尺等．
【量筒】 具有刻 度 的 圆 柱 形 量 器，用 来 量 取 液

体体积．它 的 大 小 视 用 途 而 有 不 同．一 般 用 玻 璃 制

成，供特殊使用者可用塑料制成．另有一种具有刻度

的锥形量器，称为量杯．
【量杯】 见［量筒］．
【游标卡尺】 用来测量机器零件或工件的内外

直径或厚度等的量具，精密度可达０．０２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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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８　　

【千分尺】 利用螺旋原理制成 的 精 密 量 具．测 量 精 度 达０．０１毫 米．也

叫“分厘卡”．

【分厘卡】 见［千分尺］．
【卡钳】 用来测量或比较机件 内 外 直 径 或 两 端 距 离 的 量 具．两 卡 脚 可

以开合，开口的尺寸可用另外的钢尺量出．有外卡和内卡两种．

【秤】 计量物体重量的器具．常用的有杆秤、台秤、天平等．
（１）杆秤　杆秤的秤杆 上 方 和 内 侧 有 刻 度，叫 秤 花．大 秤 花 表 示 斤，小

秤花表示两．秤杆右端有秤钩和两 根 秤 纽，右 手 执 秤 纽 称 物，左 手 移 动 秤 锤

（秤砣）系绳，使秤杆平衡，若执第一 秤 纽 则 看 上 面 的 秤 花，若 执 第 二 秤 纽 则

看内侧的秤花，按秤花测定物体的重量．

（２）台秤　台秤有固定的底座．小型的放在台子上使用（大型的放在地

上）．称物品时，移动秤杆上的“活动秤锤”，使秤杆平衡，称出物品的重量．

（３）天平　用来衡量物体质量（重量）的一种仪器．根据杠杆原理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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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砝码，使天平左右平衡，根据砝码重量来确定物体的重量．

【杆秤】 见［秤］．
【台秤】 见［秤］．
【天平】 见［秤］．
【砝码】 在天平上称量物品时衡定物重的标准．因天平类型不同，所用

砝码的质料和规格也各不同．如分析 天 平 用 的 砝 码，重１克 或 大 于１克 的，
常用黄铜制成；１克以下的，常用铝合金制成，丝状小砝码，常用白金制成．

【罗盘】 也叫“指南针”．指示方位的一种仪器．由有方位刻度的圆盘和

中间装置一根可以水平转动的磁针构成．静止时，大致指南、北方向．
【七巧板】 又称智 慧 板．是 我 国 古 代 的 一 种 拼 板 玩

具，广泛流传于世界 各 国，在 国 外 被 称 为 唐 图，意 即 中 国

的图板．
七巧板是把一块正方形薄板分割成如图所示的七小

块，然后用这七小块 可 以 拼 成 各 种 形 状 的 图 形．例 如，可

以拼成汉字、汉语拼音字母、动物、工具、器具、建筑物等．
【三角形数】 能够表示成三角 形 的 形 状 的 总 数 量 的 自 然 数，叫 做 三 角

形数．如图中的１，３，６，１０，…都是三角形数．

　　　１　 　　１＋２＝３　 　　１＋２＋３＝６　　　１＋２＋３＋４＝１０

【正方形数】 能够表示成正方 形 的 形 状 的 总 数 量 的 自 然 数，叫 做 正 方

形数．如图中的１，４，９，１６，…都是正方形数．
一个正方形数，可以表示成从１到某个奇数的连续奇数相加．例如：

　１　　　 　１＋３＝４　　 　　　　１＋３＋５＝９　　　　　 　１＋３＋５＋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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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图】 将从１到ｎ２ 的自然数排成纵横各有ｎ个数的正方形，使在

同一行、同一列或同一对角线上ｎ个 数 的 和 都 相 等，这 样 布 列 的 方 阵，称 为

ｎ阶纵横图．也称“幻方”．如图为三阶纵横图．

２ ７ ６

９ ５ １

４ ３ ８

【幻方】 见［纵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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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第二部分
题　　解

一、数的计算

１．整数、小数、分数四则和乘方、开方的式题计算

（１）只含第一级运算的式题计算

１．计算：５６４９－３２１７＋１５２９＋３２６４．

　　解　题中只含有第一级运算，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进行计算．

　５６４９－３２１７＋１５２９＋３２６４
＝２４３２＋１５２９＋３２６４
＝３９６１＋３２６４
＝７２２５．

　　２．计算：４．７３５＋１４．９５－２．１２１－３．１２＋０．５１６．

　　解　小数加减法的运算顺序与 整 数 加 减 法 相 同．在 计 算 小 数 加 减 法 的

时候，要注意把小数点对齐．

　４．７３５＋１４．９５－２．１２１－３．１２＋０．５１６
＝１９．６８５－２．１２１－３．１２＋０．５１６
＝１７．５６４－３．１２＋０．５１６
＝１４．４４４＋０．５１６
＝１４．９６．

　　３．计算：２
３＋７

１２－３
１０＋９

２０．

　　解　在计算分数加减法的时候，要先通分，然后分子相加减，分母不变．

　２
３＋７

１２－３
１０＋９

２０

＝４０
６０＋３５

６０－１８
６０＋２７

６０

＝８４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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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２　　

＝１２
５．

　　（２）只含第二级运算的式题计算

４．计算：３７８０÷１０５×７５÷５４．
　　解　题中只含有第二级运算，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进行计算．

　３７８０÷１０５×７５÷５４
＝３６×７５÷５４
＝２７００÷５４
＝５０．

　　５．计算：３３
４×４４

５÷４１
２÷１

１５．

　　解　在计算分数乘除法的时候，先 把 除 法 改 成 乘 法（除 数 的 分 子、分 母

颠倒），然后先约分，再相乘．

　３３
４×４４

５÷４１
２÷１

１５

＝１５
４×２４

５×２
９×１５

＝６０．
　　（３）四则式题计算

① 不含有括号的式题计算

６．计算：５４÷１８＋４１×３．
　　解　题中含有多种运算，在书写递等式时，可以先写出第二级运算的结

果，再写出第一级运算的结果，使递等式简化．
　５４÷１８＋４１×３
＝３＋１２３
＝１２６．

　　７．计算：３１
２×０．７４＋３．６÷１１

２．

　　解１　　３１
２×０．７４＋３．６÷１１

２

＝７
２×７４

１００＋３６
１０×２

３

＝２５９
１００＋２２

５

＝４９９
１００

；

解２　　３１
２×０．７４＋３．６÷１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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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３．５×０．７４＋３．６÷１．５
＝２．５９＋２．４
＝４．９９；

解３　　３１
２×０．７４＋３．６÷１１

２

＝７
２×０．７４＋３．６×２

３
＝２．５９＋２．４
＝４．９９．

说明　式题中有分数，又有小数，解 题 时 可 以 用 分 数 解，也 可 以 用 小 数

解．在乘除法计算中，可以直接相乘除；在加减法计算中，一般能把分数化成

有限小数的，用小数解比较方便，不能化成有限小数的，需用分数解．
８．计算：２５．５×２０－３．１４×８２×２．

　　解　题中既含有第一、第二级 运 算，又 含 有 第 三 级 运 算，先 算 第 三 级 运

算，再算第一、第二级运算．

　２５．５×２０－３．１４×８２×２
＝２５．５×２０－３．１４×６４×２
＝５１０－４０１．９２
＝１０８．０８．

　　② 含有括号（包括括线）的式题计算

９．计算：８６３．２４－（３８．４６＋５．３６）÷２．

　　解　题中含有小括号，先算括号里面的算式．

　８６３．２４－（３８．４６＋５．３６）÷２
＝８６３．２４－４３．８２÷２
＝８６３．２４－２１．９１
＝８４１．３３．

　　１０．计算：１４
７÷ １

５＋２．４÷２（ ）２
３ ．

　　解　在有括号的算式里，括号 里 面 的 运 算 顺 序，仍 按 先 算 第 二 级 运 算，
后算第一级运算进行．

　１４
７÷ １

５＋２．４÷２（ ）２
３

＝１４
７÷ １

５＋０．（ ）９

＝１４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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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７．

　　１１．计算： ２１
４－１（ ）３

５ ×１．６÷ １８２×（ ）１
７ ．

　　解　题中前后有两个小括号，可以同时进行计算．

　 ２１
４－１（ ）３

５ ×１．６÷ １８２×（ ）１
７

＝１３
２０×１．６÷２６

＝１
２５．

　　１２．计算： ８２
５－１０．５×（ ）４

５ ÷ ５．７５＋２１
３＋（ ）１

４ ．

　　解　　 ８２
５－１０．５×（ ）４

５ ÷ ５．７５＋２１
３＋（ ）１

４

＝ ８２
５－８．（ ）４ ÷ ５．７５＋２１

３＋（ ）１
４

＝０÷ ５．７５＋２１
３＋（ ）１

４
＝０．

说明　０乘以或除以任何数的结 果 是０，因 此 当 因 数 或 被 除 数 是０时，
可以不必再算另一个因数或除数的结果．

１３．计算：３８４×［１５０÷（５０－２５）］－４８．

　　解　题中既有小括号，又有中 括 号，先 算 小 括 号 里 面 的，再 算 中 括 号 里

面的．

　３８４×［１５０÷（５０－２５）］－４８
＝３８４×［１５０÷２５］－４８
＝３８４×６－４８
＝２３０４－４８
＝２２５６．

　　１４．计算：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 ］｛ ｝１
６ ．

　　解　题中既有小括号、中括号，又有大括号，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再算

中括号里面的，最后算大括号里面的．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 ］｛ ｝１
６

＝１
３－ １

３－ １
３－［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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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　　 　 　

＝１
３－ １

３－｛ ｝１
６

＝１
３－１

６

＝１
６．

　　１５．计算： １１１１２－ ０．７５＋７（ ）［ ］２０ ÷０．２５＋｛ ｝２
５ ÷１５

７．

　　解　　 １１１１２－ ０．７５＋７（ ）［ ］２０ ÷０．２５＋｛ ｝２
５ ÷１５

７

＝ １１１１２－１．［ ］１ ÷０．２５＋｛ ｝２
５ ÷１５

７

＝ ４９
６０÷０．２５＋｛ ｝２

５ ÷１５
７

＝ ３４
１５＋｛ ｝２

５ ÷１５
７

＝３２
３÷１５

７

＝２５
３６．

１６．计算：

　１８
２５÷ １．１７÷１．３＋８．４× ６

７ × ６－（２．３＋５÷６．２５×７［｛ ）

÷（８×０．０１２５＋６．９ ］） ｝　
　

．

　　解　题中含有括线，要先算括线部分，再按小括号、中括号、大括号的顺

序进行计算．

　１８
２５÷ １．１７÷１．３＋８．４× ６

７ × ６－（２．３＋５÷６．２５×７［｛ ）

　　÷（８×０．０１２５＋６．９ ］） ｝　
　

＝１８
２５÷ １．１７÷１．３＋８．４× ６

７ ×［６－（３．１×７｛ ）

　　÷（８　
　
×０．０１２５＋６．９ ｝）］

＝１８
２５÷｛０．９＋７．２×［６－２１．７÷７］｝

＝１８
２５÷｛０．９＋７．２×２．９｝

＝１８
２５÷｛０．９＋２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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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６　　

＝１８
２５÷２１．７８

＝ ２
３３．

　　（４）开平方与开立方

１７．求７３９６的平方根．
解　因为一位数的平方数是一位 数 或 两 位 数，两 位 数 的 平 方 数 是 三 位

数或四位数，所以四位数７３９６的平方根必定是两位数．
因为８０２＝６４００，９０２＝８１００，所以所求平方根的十位数字应该是８．
设所求平方根的个位数字为ａ，则

７３９６＝ （８０＋ａ）２ ＝８０２＋２×８０×ａ＋ａ２．
　　等式两边同减去８０２，得

７３９６－６４００＝２×８０×ａ＋ａ２．
即

９９６＝８×２０×ａ＋ａ２ ＝ （８×２０＋ａ）ａ．
　　因为８×２０＞ａ，所以，ａ应不大于９９６÷（８×２０）的整数商６．令ａ＝６，

（８×２０＋６）×６＝９９６．
　　因此所求平方根的个位数字为６，７３９６的平方根为８６，

７３９６的平方根可用竖式计算如下：

　　　 　∴　 槡７３９６＝８６．
１８．求５５６９６的平方根．
解

∴　 槡５５６９６＝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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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１９．求２２．２７８４的平方根．
解

∴　 ２２．槡 ２７８４＝４．７２．
２０．求７７８．３６７的平方根（精确到０．１）．
解

∴　 ７７８．槡 ３６７≈２７．９．

２１．求４７４５５２的立方根．
解　４７４５５２是 六 位 数，它 的 立 方 根 应 是 两 位 数．因 为７０３＝３４３０００，

８０３＝５１２０００，所以所求立方根的十位数字是７，设个位数字是ａ，则

４７４５５２＝ （７０＋ａ）３ ＝７０３＋３×７０２×ａ＋３×７０×ａ２＋ａ３．

等式两边同减去７０３，得

４７４５５２－３４３０００＝３×７０２×ａ＋３×７０×ａ２＋ａ３，

即 １３１５５２＝３×７０２×ａ＋３×７０×ａ２＋ａ３

＝ａ（３×７０２＋３×７０×ａ＋ａ２），

其中，３×７０２＞３×７０×ａ＞ａ２．

因此，ａ应不大于１３１５５２÷（３×７０２）的整数商８．令ａ＝８，

８×（３×７０２＋３×７０×８＋８２）＝１３１５５２．

　　由此可知，立方根的个位数字是８，所求立方根是７８．

４７４５５２的立方根可用竖式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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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槡４７４５５２＝７８．

２２．求３４７８．５６的立方根（保留一位小数）．
解

∴　
３
３４７８．槡 ５６≈１５．２．

（５）繁分数化简

２３．化简：
３
５＋１

５

１－１
５

．

解１　运用分数的基本性质进行化简．
３
５＋１

５

１－１
５

＝

３
５＋（ ）１

５ ×５

１－（ ）１
５ ×５

＝３＋１
５－１＝４

４＝１；

　　解２　运用分数除法进行化简．
３
５＋１

５

１－１
５

＝

４
５
４
５

＝４
５÷４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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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　　 　 　

　　２４．化简：
１
４＋１

３

１４
５－１１

３

．

解１

１
４＋１

３

１４
５－１１

３

＝

１
４＋（ ）１

３ ×６０

１４
５－１（ ）１

３ ×６０

＝１５＋２０
１０８－８０＝３５

２８＝１１
４

；

　　解２　　

１
４＋１

３

１４
５－１１

３

＝

７
１２
７
１５

＝７
１２÷７

１５

＝７
１２×１５

７＝１１
４．

说明　繁分数的化简方法，可以运用分数的基本性质，也可运用分数除

法进行计算，化简时可以灵活掌握运用．

２５．化简：
１２
３×１３

４×１５
６

２１
３÷４

１１×４１
６

．

解１　　
１２
３×１３

４×１５
６

２１
３÷４

１１×４１
６

＝

５
３×７

４×１１
６

７
３×１１

４×２５
６

＝

３８５
７２

１９２５
７２

＝３８５
７２× ７２

１９２５＝１
５

；

解２
１２
３×１３

４×１５
６

２１
３÷４

１１×４１
６

＝

５
３×７

４×１１
６

７
３×１１

４×２５
６

＝

５×７×１１
３×４×６

７×１１×２５
３×４×６

＝５×７×１１
３×４×６× ３×４×６

７×１１×２５

＝１
５．

　　２６．化简：
１
４×３．１４×１２０

０．１４×２３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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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运用分数的基本性质，使繁 分 数 的 分 子、分 母 都 成 整 数，然 后 进 行

计算．

　

１
４×３．１４×１２０

０．１４×２３
１０

＝

１
４×３．（ ）１４×１２０ ×４０×１００

０．１４×２３（ ）１０ ×４０×１００

＝１０×３１４×１２０
１４×２３×４

＝２９２８８
１６１．

　　２７．化简： １

２＋ １

３＋１
４

．

解　　 １

２＋ １

３＋１
４

＝ １

２＋１
１３
４

＝ １

２＋４
１３

＝ １

２４
１３

＝１÷２４
１３＝１×１３

３０＝１３
３０．

２８．化简： ３

３＋ １

３＋ １

３＋１
３

．

解　　 ３

３＋ １

３＋ １

３＋１
３

＝ ３

３＋ １

３＋ １

３１
３

＝ ３

３＋ １

３＋３
１０

＝ ３

３＋ １

３３
１０

＝ ３

３＋１０
３３

＝ ３

３１０３３

＝３÷３１０３３＝３×３３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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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　　 　 　

＝９９
１０９．

２９．计算：２－ １

１＋ １

１－１
２

．

解　　２－ １

１＋ １

１－１
２

＝２－ １

１＋１
１
２

＝２－ １
１＋２＝２－１

３＝１２
３．

２．运算定律、性质的应用（简便计算）

（１）加法交换律、结合律的运用

３０．计算：４３７＋５４８＋６３．
解　运用加法交换律：ａ＋ｂ＝ｂ＋ａ，加法结合律

（ａ＋ｂ）＋ｃ＝ａ＋（ｂ＋ｃ），得

　４３７＋５４８＋６３
＝４３７＋６３＋５４８
＝５００＋５４８
＝１０４８．

　　３１．计算：２７＋（４３＋３０＋４５）．
　　解　运用加法结合律

（ａ＋ｂ）＋ｃ＝ａ＋（ｂ＋ｃ），得

　２７＋（４３＋３０＋４５）

＝（２７＋４３）＋３０＋４５
＝７０＋３０＋４５
＝１００＋４５
＝１４５．

　　３２．计算：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解１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１＋１２＋１５）＋（１４＋１６）＋（１３＋１７）

＝３８＋３０＋３０
＝９８；

解２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１＋１７）＋（１２＋１６）＋（１３＋１５）＋１４
＝２８×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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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说明　以上运用运算定律改变 运 算 顺 序，目 的 是“凑 十”，使 运 算 简 便，

这种方法称为“凑十法”．

３３．计算：５．３９＋１２
７＋４．６１＋５

７．

　　解　　５．３９＋１２
７＋４．６１＋５

７

＝（５．３９＋４．６１）＋ １２
７＋（ ）５

７
＝１０＋２
＝１２．

说明　这里运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凑整法”．
（２）减法运算性质的运用

３４．计算：（３５７＋４６８＋３２１）－２５７．
　　解　按（ａ＋ｂ＋ｃ＋ｄ）－ｅ＝ａ＋ｂ＋（ｃ－ｅ）＋ｄ（ｃ＞ｅ）计算，得

　（３５７＋４６８＋３２１）－２５７
＝（３５７－２５７）＋４６８＋３２１
＝１００＋４６８＋３２１
＝８８９．

　　３５．计算：（２１．３５＋１８．６４）－１１．３５．

　　解　　（２１．３５＋１８．６４）－１１．３５
＝（２１．３５－１１．３５）＋１８．６４
＝１０＋１８．６４
＝２８．６４

３６．计算：２５６－７８－１５６．
解　按ａ－ｂ－ｃ＝ａ－ｃ－ｂ计算，得

　２５６－７８－１５６
＝２５６－１５６－７８
＝１００－７８
＝２２．

　　说明　以上几例实际上是“凑十法”或“凑整法”在减法中的运用．
３７．计算：３８６＋（２１４－１７５）．
解　按ａ＋（ｂ－ｃ）＝ａ＋ｂ－ｃ计算，得

　３８６＋（２１４－１７５）

＝３８６＋２１４－１７５
＝６００－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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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　　 　 　

＝４２５．
　　３８．计算：９７６－（６７６＋１８８）．
　　解　按ａ－（ｂ＋ｃ）＝ａ－ｂ－ｃ计算，得

　９７６－（６７６＋１８８）

＝９７６－６７６－１８８
＝３００－１８８
＝１１２．

　　３９．计算：６０２７＋１９８．
解　　６０２７＋１９８

＝６０２７＋（２００－２）

＝６２２７－２
＝６２２５．

说明　加上接近整十、整百的数，可以先加上整十、整百数，然后再加上

多余的数或减去不足的数．
４０．计算：３０２５－２００２．
解　　３０２５－２００２

＝３０２５－（２０００＋２）

＝３０２５－２０００－２
＝１０２５－２
＝１０２３．

说明　减去接近整十、整百的数，可以先减去整十、整百数，然后再减去

多余的数或加上不足的数．
４１．计算：７２３－（５００－２７７）．
解　按ａ－（ｂ－ｃ）＝ａ－ｂ＋ｃ计算，得

　７２３－（５００－２７７）

＝７２３－５００＋２７７
＝７２３＋２７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２．计算：４５５８－９９７．
解　　４５５８－９９７

＝４５５８－（１０００－３）

＝４５５８－１０００＋３
＝３５５８＋３
＝３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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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计算：５８－（１８＋１０＋２７）．
　　解　按ａ－（ｂ＋ｃ＋ｄ）＝ａ－ｂ－ｃ－ｄ计算，得

　５８－（１８＋１０＋２７）

＝５８－１８－１０－２７
＝３．

　　４４．计算：８８－７．５＋１２－４２１
２．

　　解　　８８－７．５＋１２－４２１
２

＝（８８＋１２）－ ７．５＋４２（ ）１
２

＝１００－５０
＝５０．

（３）乘法交换律、结合律的运用

４５．计算：１２５×７×８．
解　运用乘法交换律：ａｂ＝ｂａ，得

　１２５×７×８
＝１２５×８×７
＝１０００×７
＝７０００．

　　４６．计算：２．５×８×４×１．２５．
解　运用乘法结合律：（ａｂ）ｃ＝ａ（ｂｃ），得

　２．５×８×４×１．２５
＝（２．５×４）×（８×１．２５）

＝１０×１０
＝１００．

　　说明　运用乘法交换律、结合律进行简便计算时，主要使两个数相乘的

积能为整十、整百的数．
４７．计算：０．１２５×３２×２５０．
解　　０．１２５×３２×２５０

＝０．１２５×（８×４）×２５０
＝（０．１２５×８）×（４×２５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说明　把题中的一个数分解成两 个 数 或 几 个 数 的 积，然 后 运 用 乘 法 交

换律、结合律进行简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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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　　 　 　

４８．计算：１．２５×７５×６４．
解１　　１２．５×７５×６４

＝１２．５×７５×（８×８）

＝（１２．５×８）×（７５×８）

＝１００×６００
＝６００００；

解２　　１２．５×７５×６４
＝１２．５×（２５×３）×（８×４×２）

＝（１２．５×８）×（２５×４）×（３×２）

＝１００×１００×６
＝６００００．

（４）乘法分配律的运用

４９．计算：（２２２＋３７）×３．
解　运用乘法分配律：（ａ＋ｂ）ｃ＝ａｃ＋ｂｃ，得

　（２２２＋３７）×３
＝２２２×３＋３７×３
＝６６６＋１１１
＝７７７．

　　说明　当两个加数分别与一个数相乘，可以比较方便地得出积时，可以

运用乘法分配律进行简便计算．

５０．计算： １．２５－（ ）３
４ ×８．

解　　 １．２５－（ ）３
４ ×８

＝１．２５×８－３
４×８

＝１０－６
＝４．

５１．计算：２６×９８＋７４×９８．
解　　２６×９８＋７４×９８

＝（２６＋７４）×９８
＝１００×９８
＝９８００．

说明　两个数分别 与 同 一 个 数 相 乘，而 两 个 数 相 加 等 于 整 十、整 百 数

时，可以先将两个数相加，然后再乘以同一个数，计算比较方便．
５２．计算：１０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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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１０２×４５
＝（１００＋２）×４５
＝１００×４５＋２×４５
＝４５００＋９０＝４５９０．

说明　把接近整十、整百的数，分 解 成 两 个 数 的 和，然 后 运 用 乘 法 分 配

律进行简便运算．
５３．计算：２４３×１１．
解　　２４３×１１

＝２４３×（１０＋１）

＝２４３×１０＋２４３
＝２４３０＋２４３
＝２６７３．

５４．计算：９９８×７５．
解　　９９８×７５

＝（１０００－２）×７５
＝１０００×７５－２×７５
＝７５０００－１５０
＝７４８５０．

５５．计算：１０２×１２．０５．
解　　１０２×１２．０５

＝（１００＋２）×１２．０５
＝１００×１２．０５＋２×１２．０５
＝１２０５＋２４．１
＝１２２９．１．

５６．计算：３４．１７×９９９＋３４．１７．
解　　３４．１７×９９９＋３４．１７

＝３４．１７×（９９９＋１）

＝３４１７０．
５７．计算：９９×９９＋９９．
解　　９９×９９＋９９

＝９９×（９９＋１）

＝９９００．

５８．计算：１８１
４×１１４

５－１１４
５×１７１

４．

　　解　　１８１
４×１１４

５－１１４
５×１７１

４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１５７　　 　 　

＝ １８１
４－１７（ ）１

４ ×１１４
５

＝１１４
５．

（５）除法运算性质的运用

５９．计算：４×（６０００÷２４）．
解　按ａ×（ｂ÷ｃ）＝ａ×ｂ÷ｃ计算，得

　４×（６０００÷２４）

＝４×６０００÷２４
＝２４０００÷２４
＝１０００．

　　６０．计算：４２００÷（７×１２）．
解　按ａ÷（ｂ×ｃ）＝ａ÷ｂ÷ｃ

（ｂｃ｜ａ）计算，得

　４２００÷（７×１２）

＝４２００÷７÷１２
＝６００÷１２
＝５０．

　　６１．计算：２２４÷５６．
解　　２２４÷５６

＝２２４÷（７×８）

＝２２４÷７÷８
＝３２÷８
＝４．

６２．计算：３２００÷（８００÷３２）．
解　按ａ÷（ｂ÷ｃ）＝（ａ÷ｂ）×ｃ计算，得

　３２００÷（８００÷３２）

＝３２００÷８００×３２
＝４×３２
＝１２８．

　　６３．计算：（４６×７２×５）÷８．
解　按（ａｂｃ）÷ｎ＝（ａ÷ｎ）ｂｃ（ｎ｜ａ）计算，得

　（４６×７２×５）÷８
＝（４６×５）×（７２÷８）

＝２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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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０．

　　６４．计算：２４２５５÷（３×５×７×１１）．
解　按ｎ÷（ａｂｃ）＝ｎ÷ａ÷ｂ÷ｃ计算，得

　２４２５５÷（３×５×７×１１）

＝２４２５５÷３÷５÷７÷１１
＝８０８５÷５÷７÷１１
＝１６１７÷７÷１
＝２３１÷１１
＝２１．

　　６５．计算：（１４×１５×４８）÷（７×３×１６）．

解１　按（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ｂ１ｂ２ｂ３）＝（ａ１÷ｂ１）×（ａ２÷ｂ２）×（ａ３÷ｂ３）×ａ４

（ｂ１｜ａ１，ｂ２｜ａ２，ｂ３｜ａ３）计算，得

　（１４×１５×４８）÷（７×４×１６）

＝（１４÷７）×（１５÷３）×（４８÷１６）

＝２×５×３

＝３０；

　　解２　　（１４×１５×４８）÷（７×３×１６）

＝１４×１５×４８
７×３×１６

＝３０．
说明　被除数和除数是几个数 的 连 乘 积，改 成 分 数 计 算，可 以 先 约 分，

再相乘，比较简便．

６６．计算：（２４×０．８×３．５）÷（７×４．８×１６×１０）．

　　解１　　（２４×０．８×３．５）÷（７×４．８×１６×１０）

＝（３．５÷７）×（２４÷４．８）×（０．８÷１６）÷１０

＝０．５×５×０．０５×０．１

＝０．０１２５；

解２　　（２４×０．８×３．５）÷（７×４．８×１６×１０）

＝ ２４×０．８×３．５
７×４．８×１６×１０

＝１
８０．

６７．计算：２８７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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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按（ａ－ｂ）÷ｎ＝ａ÷ｎ－ｂ÷ｎ
（ｎ｜ａ，ｎ｜ｂ）计算，得

　２８７１÷２９

＝（２９００－２９）÷２９

＝２９００÷２９－２９÷２９

＝１００－１

＝９９．

　　３．速算法

（１）加减速算法

① 九九法

６８．计算：８６７５４＋９９９９９．
解　可以将８６７５４的末位数字“４”减去１得差３，３作和的末位数字，然

后将“１”调到最高位“８”的左面，即得到两数的和为１８６７５３．
８６７５４＋９９９９９＝１８６７５３．

６９．计算：７９３５０４＋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
解　因为７９３５０４加上两个９９９９９９，所 以 要 从７９３５０４的 末 位 数 字４中

减去 ２，差 作 和 的 末 位，２ 调 到 最 高 位 数 字 的 左 面，即 得 两 数 的 和

为２７９３５０２．
７９３５０４＋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２７９３５０２．

说明　这种方法的依据为

设被加数为ｎ位的多位数Ａ，加数为Ｂ＝１０ｎ－１，其中ｎ为大于或等于

１的整数，根据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可推导出：Ａ＋Ｂ＝Ａ＋１０ｎ－１＝１０ｎ＋Ａ
－１．

等式右边表示：从Ａ 的末位减去１，并将１调到 Ａ 的左边，即得 Ａ 与Ｂ
的和．若加ｋ个Ｂ，就调ｋ到Ａ 的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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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计算：２４６８＋４５０３＋５４９６．
解　２４６８＋４５０３＋５４９６＝１２４６７

说明　题中先把４５０３与５４９６相加得９９９９，这种方法称做配九法．
７１．计算：１２３４５＋３７＋９９６２＋２４６＋９７５３．
解

说明　此题为１２３４５加上２个９９９９，由 于９９９９比１２３４５少 一 位，因 此

１２３４５的末位５减去２，差３作和的末位，２不能调到１２３４５的最高位１的左

面，而是与１相加得３，作为和的最高位．

② 连续法

７２．求１＋２＋３＋４＋…＋９９＋１００的和．
解　这个题目是德国伟大数学家 高 斯 在 小 学 读 书 时，数 学 老 师 出 的 一

道题目，高斯不到两分钟就算出它的结果是５０５０．他运算的方法是：

（１＋１００）×１００
２ ＝５０５０．

　　７３．求１＋２＋３＋…＋３５＋３６的和．
解　　１＋２＋３＋…＋３５＋３６

＝（１＋３６）×３６
２＝６６６．

这是我国古代初学珠算时，有名的练习题“六百六十六”．
说明　上面两题都是求连续数的和，它们的计算方法可以归结为：

（首数 ＋ 末数）×
个数

２ ．

　　７４．求８９５＋８９６＋８９７＋８９８＋８９９＋９００的和．
解　　８９５＋８９６＋８９７＋８９８＋８９９＋９００

＝（８９５＋９００）×６
２

＝５３８５．
７５．求３８８、３９２、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４、４０８、４１２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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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经分析，这里显然不是连续数，但从第二项起后一项与前一项相差

都是４，是一个等差数列，公差是４，项数为７，由等差数列求和公式得：

Ｓ＝
（ａ１＋ａｎ）×ｎ

２

＝
（３８８＋４１２）×７

２ ＝２８００．

　　说明　第７２、７３、７４三题 的 连 续 数 也 是 等 差 数 列，公 差 为１，因 此 求 和

公式就是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

③ 等差中项法

７６．求１７０１＋１７０３＋１７０５＋１７０７＋１７０９的和．
解　　１７０１＋１７０３＋１７０５＋１７０７＋１７０９

＝（１７０５－４）＋（１７０５－２）＋１７０５＋（１７０５＋２）＋（１７０５＋４）

＝１７０５×５＝８５２５．
由此可知，在等差数列里，如果项数是奇数，必有一个中项，则以这个中

项乘以项数，就是这个数列各项的和，即

Ｓ＝ａｍ ×ｎ＝１７０５×５

　↑　
　 中间项

＝８５２５．

　　７７．求１＋２＋３＋４＋５＋…＋１０１的和．
解　中间项是５１，项数是１０１，所以，

　１＋２＋３＋４＋５＋…＋１０１
＝５１×１０１＝５１５１．

　　④ 奇数法

７８．求１＋３＋５＋…＋１１＋１３的和．
解１　用连续法，得

　１＋３＋５＋…＋１１＋１３

＝
（１＋１３）×７

２ ＝４９；

　　解２　项数为７，中间项为第４项的７，用等差中项法得１＋３＋５＋…＋
１１＋１３＝７×７＝４９；

解３　在自然数列里，前ｎ个奇数的和，恰好等于ｎ的平方．即首项为１，

公差为２，项数为ｎ，和为Ｓｎ，则有Ｓｎ＝１＋３＋５＋…＋（２ｎ－１）＝ｎ２．所以，

１＋３＋５＋…＋１１＋１３＝７２ ＝４９．

　　证明　根据等差数列求和公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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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 ＝
［１＋（２ｎ－１）］×ｎ

２

＝２ｎ·ｎ
２ ＝ｎ２．

　　７９．求２９＋３１＋３３＋…＋４７＋４９的和．

解　２９前的奇数是２７，在自 然 数 列 里 是 第２７＋１
２ ＝１４（个）奇 数，４９在

自然数列里是第４９＋１
２ ＝２５（个）奇数．所以，

Ｓ＝２５２－１４２ ＝４２９．
　　８０．求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５＋２０７＋…前２０项的和．

解　２０１前的奇数为１９９，在自然数列里是第１９９＋１
２ ＝１００（个）奇数，而

１００＋２０＝１２０，所以，

Ｓ＝１２０２－１００２ ＝４４００．
　　８１．有瓶若干只，堆砌成三角形（如图），试说出这

堆瓶的只数．
解　观察右图，瓶的只数应该是：１＋２＋３＋…＋８

＋９，中间项是５，项数是９．于是得瓶的只数为：

５×９＝４５（只）．

　　８２．如图所示，试求出图形中小圆的个数．
解　观察右图，圆的个数应该是５＋６＋７＋８＋

９＋１０，于是得圆的个数为

（５＋１０）× ６
２ ＝４５（个）．

　　８３．堆在墙边的是同样 大 小 的 一 堆 空 瓶，不 采 用 数 数 的 方 法 算 出 空 瓶

的只数．

　　　　地面

解　通过观 察，可 知 底 层 瓶 的 只 数

比自下而上的第二层、第三层各多一只，
而比第四层、第 五 层 各 多２只，余 类 推．
由此，可把奇 数 层 的 只 数 与 偶 数 层 的 只

数分别相加，再求出总数．已知底层有空

瓶１７只，共有９层，故得

　（１７＋１６＋１５＋１４＋１３）＋（１６＋１５＋１４＋１３）

＝１５×５＋
（１３＋１６）×４

２
＝７５＋５８＝１３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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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基准数法

８４．求５３＋４８＋５３＋５０＋４６＋５２＋４９＋４７＋５１＋５２的和．
解　这些数的数值相近，可以用基准数法求出它们的和．所谓基准数法

就是在这些数中选定一个适当的数 作 为 基 准 数，然 后 求 出 各 数 与 基 准 数 的

差，并把这些差相加或相减，再加上 基 准 数 乘 以 加 数 的 个 数 的 积，所 得 的 结

果就是所求各数的和．
这种方法的依据是：设Ａ，Ｂ，Ｃ，…，Ｎ．Ｍ 为 基 准 数；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为

加数与基准数的差（有理数）．那么

　　Ａ＋Ｂ＋Ｃ＋…＋
烐烏 烑

Ｎ
共ｎ个

＝（Ｍ＋ａ１）＋（Ｍ＋ａ２）＋（Ｍ＋ａ３）＋…＋（Ｍ＋ａｎ
烐烏 烑

）
共ｎ个

＝Ｍ×ｎ＋（ａ１＋ａ２＋ａ３＋…＋ａｎ烐烏 烑
）

共ｎ个

　　式中（Ｍ×ｎ）是基准数与加数的个数的乘积；（ａ１＋ａ２＋ａ３＋…＋ａｎ）是

各加数与基准数的差的和．
为了计算方便，本题可选用５０作 为 基 准 数，先 求 出 各 加 数 与 基 准 数 的

差并相加，得：３－２＋３＋０－４＋２－１－３＋１＋２＝１．接着计算基准数与加数

的个数的乘积，得５０×１０＝５００，所以各数的和是１＋５００＝５０１．
８５．求下列各数的和．
１０３，９８，１０３，９７，１０５，１０６，９５，９９，１０７，１０１，１００，９４，１０２，９７，１０５，９６，９９，

１０２，１０１，８９．
解　选用１００作为基准数，求出各加数与基准数的差并相加，得

３－２＋３－３＋５＋６－５－１＋７＋１＋０－６＋２－３＋５－４－１＋２＋１－１１
＝－１．
计算基准数与加数的个数的乘积，得１００×２０＝２０００．
所以，上列各数的和是

２０００－１＝１９９９．

　　⑥ 反数法

８６．计算：１４６９５＋１７８４－８９３－９５６４．
解　两个 数 相 加，如 果 和 等 于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等 数 时，这 两 个 数 叫 做

互补，一个数叫做另一个数的补数．如ａ＋ｂ＝１００时，ａ是ｂ的补数，ｂ也是ａ
的补数．因此，９８的补数是２；９８５的补数是１５等等．

将某数改写成它的补数，然后以１放在补数的左端，这样得到的数，叫做

某数的反数．８９３的 补 数 是１０７，８９３的 反 数 是１１０７．同 样 可 得９５６４的 反 数

是１０４３６．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 数 的 反 数，利 用 反 数 可 使 减 法 转 化 为 加

法，从而使得加减运算简化，这就是反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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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６９５＋１７８４－８９３－９５６４
＝１４６９５＋１７８４＋１１０７＋１０４３６
＝６０２２．

＋

１４６９５
１７８４
１１０７

１０４３６
６０２２

　　８７．计算：２４３５８－８４９＋５５６０－７４３６－１０８２．
解　　２４３５８－８４９＋５５６０－７４３６－１０８２

＝２４３５８＋１１５１＋５５６０＋１２５６４＋１８９１８
＝２０５５１．

＋

２４３５８
１１５１
５５６０

１２５６４
１８９１８
２０５５１

　　⑦ 等比求和法

８８．求３、６、１２、２４、４８、９６、１９２、３８４的和．
解　这是一个等比数列，首项是３，后项除以前一项的商都是２，所以公

比是２．可以这样求和：

Ｓ８＝３＋６＋１２＋２４＋４８＋９６＋１９２＋３８４

＝３＋３×２＋３×２２＋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６

　＋３×２７ ①
２×Ｓ８＝３×２＋３×２２＋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６

　＋３×２７＋３×２８ ②
　　②－①，得

２×Ｓ８－Ｓ８ ＝３×２８－３

Ｓ８＝３×（２８－１）
２－１ ＝３×２５５

＝７６５．
　　由此可知，如等比数列的首项为ａ，公比为ｑ，ｎ项的和是Ｓｎ，则

Ｓｎ ＝ａ（ｑｎ－１）
ｑ－１ ．

　　８９．计算：５＋１５＋４５＋１３５＋４０５＋１２１５＋３６４５＋１０９３５＋３２８０５．
解　这是求等比数列的和．等 比 数 列 的 首 项 是５，公 比 是３，项 数 是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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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　　 　 　

根据等比数列求和公式，得

Ｓｎ＝ａ（ｑｎ －１）
ｑ－１ ＝５×（３９－１）

３－１
＝４９２０５．

　　⑧ 一一法

９０．求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的和．
解　ｎ个数相交，如果各 数 是１或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烐烏 烑
１１

ｎ个１

时，则１２３４

…ｎ即为所求的和，例如：

＋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３

　　
＋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３ ４
这类方法叫做加法一一法．它的原理是：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烐烏 烑
１１

ｎ个１

＝ １
９

（９＋９９＋９９９＋…＋９９…
烐烏 烑
９９

ｎ个９

）

＝ １
９

［（１０－１）＋（１０２－１）＋（１０３－１）＋…＋（１０ｎ－１）］

＝ １
９

［１０＋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ｎ－ｎ］

＝ １
９

１０（１０ｎ－１）
１０－１ －［ ］ｎ ．

　　这是根据等比数列求和公式而得，所以，

原式＝１
９

１
９

［１０（１０ｎ－１）］－｛ ｝ｎ

＝１
９

１
９

［１０×９９９…
烐烏 烑

９９
ｎ个９

］－｛ ｝ｎ

＝１
９

｛１０×１１１…
烐烏 烑

１１
ｎ个１

－ｎ｝

＝１２３４５…ｎ．（ｎ最小为１，最大为９）
现在ｎ＝６，故得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２３４５６．

　　９１．求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的和．
解　ｎ１＝９，ｎ２＝３，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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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式＝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２３
＝１２３４５６６６６．

９２．求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的和．
解１　原式＝９×（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９×１２３４５
＝１１１１０５；

解２　原式＝９×（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９×１
９×（１０×１１１１１－５）

＝１１１１０５．
⑨ 堆垛法

９３．求２＋６＋１２＋２０＋３０＋…＋９０的和．
解　原式＝１×２＋２×３＋３×４＋４×５＋５×６＋…＋９×１０．
工厂生产配件，常用堆垛法存放，有的第一层（１×２）个，第二层（２×３）

个，第三层（３×４）个，…；有的第一层１２ 个，第二层２２ 个，第三层３２ 个，第ｎ
层ｎ２ 个．这一类型求和的问题属于堆垛法求和．现在先来研究

１×２＋２×３＋３×４＋…＋ｎ（ｎ＋１）的求和公式．
设ｎ为项数，Ｓｎ 为前ｎ 项的和，μｎ 为第ｎ 项，则

μｎ＝ｎ（ｎ＋１）＝ １
３

［ｎ（ｎ＋１）（ｎ＋２）

　－（ｎ－１）ｎ（ｎ＋１）］．
　　同理，得

μｎ－１＝ （ｎ－１）ｎ＝ １
３

［（ｎ－１）ｎ（ｎ＋１）－（ｎ－２）（ｎ－１）ｎ］，

μｎ－２＝ （ｎ－２）（ｎ－１）＝ １
３

［（ｎ－２）（ｎ－１）ｎ－（ｎ－３）（ｎ－２）（ｎ－１）］，

……

μ２＝２×３＝ １
３

［２×３×４－１×２×３］，

μ１＝１×２＝ １
３

［１×２×３－０×１×２］．

　　各式相加，得　Ｓｎ＝１
３ｎ（ｎ＋１）（ｎ＋２）．

所以，原式＝１
３×９×（９＋１）×（９＋２）＝３３０．

９４．求１１０＋１３２＋１５６＋…＋９３０的和．
解　首项为１０×１１，末项μｎ＝９３０＝３０×３１．首项之前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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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３，３×４，…，９×１０．
∴　原式＝Ｓ３０－Ｓ９

＝１
３×３０×（３０＋１）×（３０＋２）－１

３×９×（９＋１）×（９＋２）

＝９５９０．
９５．求７２＋９０＋１１０＋１３２＋…前１２项的和．
解　首项为８×９，末项的两个因数应比首项两因数分别大１２－１＝１１，

所以，末项为（８＋１１）×（９＋１１），即１９×２０．所以，

７２＋９０＋１１０＋１３２＋…＋１９×２０
＝Ｓ１９－Ｓ７

＝ １
３ ×１９×（１９＋１）×（１９＋２）－ １

３ ×７×（７＋１）×（７＋２）

＝２４９２．
　　９６．求１＋４＋９＋１６＋２５＋…前５０项的和．

解　原式＝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５０２

设数列首ｎ项的和为Ｓｎ，第ｎ项为μｎ

μｎ＝ｎ２ ＝ｎ（ｎ＋１）－ｎ

＝ １
３

［ｎ（ｎ＋１）（ｎ＋２）－（ｎ－１）ｎ（ｎ＋１）］－ｎ．

同理，

μｎ－１＝ （ｎ－１）２ ＝ （ｎ－１）·ｎ－（ｎ－１）

＝ １
３

［（ｎ－１）ｎ（ｎ＋１）－（ｎ－２）（ｎ－１）ｎ］－（ｎ－１），

μｎ－２＝ （ｎ－２）２ ＝ （ｎ－２）（ｎ－１）－（ｎ－２）

＝ １
３

［（ｎ－２）（ｎ－１）·ｎ－（ｎ－３）（ｎ－２）（ｎ－１）］－（ｎ－２），

……

μ２＝２２ ＝２×３－２＝ １
３

［２×３×４－１×２×３］－２，

μ１＝１２ ＝１×２－１＝ １
３

［１×２×３－０×１×２］－１．

各式相加，得

Ｓｎ＝ １
３ｎ（ｎ＋１）（ｎ＋２）－［ｎ＋（ｎ－１）＋（ｎ－２）＋…＋２＋１］

＝ １
３ｎ（ｎ＋１）（ｎ＋２）－ １

２ｎ（ｎ＋１）

＝ １
６ｎ（ｎ＋１）（２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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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原式＝１
６×５０×（５０＋１）×（５０×２＋１）

＝４２９２５．
９７．一个弹积为底面是等 边 三 角 形 的 锥 体，底 面 以 上 各 层 为 底 面 每 边

递次减１所成的各三 角 形，最 上 层 只 有 一 个，底 面 每 边 有１８弹，求 弹 积 的

弹数．
解　设此弹积的层数为ｎ，则

μｎ＝ｎ＋（ｎ－１）＋（ｎ－２）＋…＋１

＝ １
２ｎ（ｎ＋１）．

由此，得

Ｓｎ＝ １
２ ×１×（１＋１）＋ １

２ ×２×（２＋１）＋ １
２ ×３×（３＋１）＋…

　＋ １
２ｎ（ｎ＋１）

＝ １
２

［１×２＋２×３＋３×４＋…＋ｎ（ｎ＋１）］

＝ １
６ｎ（ｎ＋１）（ｎ＋２）．

所以，此弹积的弹数为

１
６ ×１８×（１８＋１）×（１８＋２）＝１１４０．

　　９８．弹积为正三角形垛，共有八层，底面的一边为１２个，问总数多少？

解　假定弹积为锥体，则总数为

Ｓ１２＝ １
６ ×１２×（１２＋１）×（１２＋２）

＝３６４．

　　但这个锥垛只有８层，上部缺了１２－８＝４（层），即

Ｓ４＝１
６×４×（４＋１）×（４＋２）＝２０．

所以，所求的总数为

Ｓ１２－Ｓ４ ＝３６４－２０＝３４４（个）．

　　９９．底层每边有１５个弹的正方形弹积，求弹的总数．
解　Ｓｎ ＝１２＋２２＋３２＋…＋１５２

＝１
６×１５×（１５＋１）（１５×２＋１）

＝１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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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此弹积共有１２４０个弹．
１００．有一个１６层的不完全 正 方 形 弹 积，顶 层 每 边１２个，求 这 弹 积 的

弹数．
解　这个弹积的底层有（１２＋１６－１）＝２７个弹．

Ｓ２７＝ １
６ ×２７×（２７＋１）×（２７×２＋１）

＝６９３０；

Ｓ１１＝ １
６ ×１１×（１１＋１）×（１１×２＋１）

＝５０６；

　　所以，弹的总数为

Ｓ２７－Ｓ１１ ＝６９３０－５０６＝６４２４（个）．
　　１０１．以弹积成１０层的长方形垛，底面的两边各为２０和２５个，求它的

总数．
解　如果底面为长方 形 的 弹 积，长 边 的 弹 数 有ｎ 个，短 边 的 弹 数 有 ｍ

个，其底面以上各层，由底面 的 各 边 逐 次 减１，所 成 的 长 方 形 至 第 一 层 的 短

边只有一个，长边有（ｎ－ｍ＋１）个．
Ｓｎ＝ （ｎ－ｍ＋１）×１＋（ｎ－ｍ＋２）×２＋…

　＋（ｎ－２）（ｍ－２）＋（ｎ－１）（ｍ－１）＋ｎｍ
＝ ［（ｎ－ｍ）＋１］×１＋［（ｎ－ｍ）＋２］×２＋…

　＋［（ｎ－ｍ）＋ｍ－２］（ｍ－２）＋［（ｎ－ｍ）＋ｍ－１］

　（ｍ－１）＋［（ｎ－ｍ）＋ｍ］×ｍ

＝ （ｎ－ｍ）［１＋２＋…＋（ｍ－２）＋（ｍ－１）＋ｍ］＋１２＋２２＋…＋ｍ２

＝ （ｎ－ｍ）·１
２ｍ（ｍ＋１）＋ １

６ｍ（ｍ＋１）（２ｍ＋１）

＝ １
６ｍ（ｍ＋１）（３ｎ－ｍ＋１）．

所以，总数为

　 １
６ ×２０×（２０＋１）×（３×２５－２０＋１）

　－ １
６ ×１０×（１０＋１）×（３×１５－１０＋１）

＝３９２０－６６０
＝３２６０（个）．

　　瑏瑠 分数加减法

１０２．求 １
３＋１

５
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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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两个互质数的倒数相加时，将分母相加所得的和做分子，分母相乘

的积做分母．
１
３ ＋ １

５ ＝３＋５
３×５＝ ８

１５．

　　１０３．求 １
３－１

５
的差．

解　两个互质数的倒数相减时，将分母相减所得的差做分子，分母相乘

所得的积做分母．
１
３ － １

５ ＝５－３
３×５＝ ２

１５．

　　１０４．求 １
３－１

４
的差．

解　两个连续数的倒数相减时，把这两个连续数相乘积的倒数做差数．
１
３－１

４＝ １
３×４＝１

１２．

　　１０５．求 １
２＋１

６＋１
１２＋１

２０＋１
３０＋１

４２＋１
５６

的和．

解　原式＝ １
１×２＋ １

２×３＋ １
３×４＋…＋ １

７×８．

设数列为 １
１×２＋ １

２×３＋ １
３×４＋…＋ １

ｎ（ｎ＋１），第ｎ项为μｎ，

μｎ＝ １
ｎ（ｎ＋１）＝ １

ｎ － １
ｎ＋１

，

μｎ－１＝ １
（ｎ－１）ｎ＝ １

ｎ－１－ １
ｎ

，

μｎ－２＝ １
（ｎ－２）（ｎ－１）＝ １

ｎ－２－ １
ｎ－１

，

……

μ２＝ １
２×３＝ １

２ － １
３

，

μ１＝ １
１×２＝１－ １

２．

各式相加，得

Ｓｎ ＝１－ １
ｎ＋１＝ ｎ

ｎ＋１
，　　　　　　

　　所以，原式＝ ７
７＋１＝７

８．

１０６．求 １
１１０＋ １

１３２＋ １
１５６＋…＋ １

４２０
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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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　　 　 　

解　原式＝ １
１０×１１＋ １

１１×１２＋ １
１２×１３＋…＋ １

２０×２１
＝Ｓ２０－Ｓ９

＝ ２０
２０＋１－ ９

９＋１

＝１１
２１０．

（２）乘法速算法

① 一一法

两个数相乘，如果有两个以 上 的 数 字 是１，可 以 利 用１的 特 性，节 省 乘

法步骤．这种方法叫做“一一法”．
ａ．两位数乘以１１
１０７．求３４×１１的积．
解　设被乘数为Ａ＝１０ｘ＋ｙ，乘数为Ｂ＝１１＝１０＋１．
则有Ａ·Ｂ＝（１０ｘ＋ｙ）（１０＋１）

＝１０（１０ｘ＋ｙ）＋（１０ｘ＋ｙ）

＝１００ｘ＋１０ｙ＋１０ｘ＋ｙ
＝１００ｘ＋１０ｘ＋１０ｙ＋ｙ
＝１００ｘ＋１０（ｘ＋ｙ）＋ｙ．

这说明如果被乘数是一个任意 的 两 位 数，乘 数 是１１时，则 将 被 乘 数 的

两个数字加起来的和插在这两个数字的中间，就得所求的积．这个方法叫做

“插中法”．
所以，３４×１１＝３（３＋４）４＝３７４．
【注意】　上式中的括号与一般 括 号 的 作 用 不 同，只 是 表 示 前 后 两 个 数

字的和插在这两个数字中间的意思，不能相乘．一般计算时，这一步应删去，
直接写成：３４×１１＝３７４．

１０８．求８７×１１的积．
解　因为８＋７＝１５＞１０，所以用５作插中数，进位数用①记在８７的十

位数字上面．

８７×１１＝８（８＋７）７＝８５７
①

＝９５７．
【注意】　一般计算时，中间两步删去，直接写成：８７×１１＝９５７．
１０９．求３４５×１１的积．
解　设被乘数为Ａ＝１００ｘ＋１０ｙ＋ｚ（或更多的位数），乘数为Ｂ＝１０＋１，

则有ＡＢ＝（１００ｘ＋１０ｙ＋ｚ）（１０＋１）

＝１０００ｘ＋１００ｘ＋１００ｙ＋１０ｙ＋１０ｚ＋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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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ｘ＋１００（ｘ＋ｙ）＋１０（ｙ＋ｚ）＋ｚ．
这说明如果被乘数是一个多位 数，乘 数 是１１时，可 将 被 乘 数 的 各 位 数

字，依 次 两 两 相 加，把 它 们 的 和 顺 次 插 在 首 尾 两 个 数 字 之 间，这 就 是 所 求

的积．
所以，３４５×１１＝３（３＋４）（４＋５）５＝３７９５．

１１０．计算：３４５６×２２．
解　　３４５６×２２＝３４５６×２×１１

＝６９１２×１１＝６（６＋９）（９＋１）（１＋２）２＝７６０３２．
１１１．计算：４１３５６２×２２１１．
解

说明　把乘数２２１１分成２２００和１１两段，先４１３５６２×１１得４５４９１８２，
写于第一排；然后 计 算４５４９１８２×２＝９０９８３６４，写 于 第 二 排，较 第 一 排 向 左

移两位；相加得９１４３８５５８２．所以，４１３５６２×２２１１＝９１４３８５５８２．
ｂ．两个十位数字都是１的两位数相乘

１１２．计算：１３×１２．
解　设Ａ＝１０＋ｘ，Ｂ＝１０＋ｙ，

则

Ａ·Ｂ＝（１０＋ｘ）（１０＋ｙ）＝１００＋１０ｘ＋１０ｙ＋ｘｙ
＝１００＋１０（ｘ＋ｙ）＋ｘｙ．

　　这说明当两个十位数字都是１的 两 位 数 相 乘 时，可 将 两 个 个 位 数 字 的

积作得数的个位数字，和作得数的 十 位 数 字，以１作 得 数 的 百 位 数 字．这 种

方法，称为“和积法”．所以，１３×１２＝１（３＋２）（３×２）＝１５６．
【注意】　这里括号的用法与第１０７题相同，在计算时可直接写成：

１３×１２＝１５６．
　　１１３．计算：１７×１６．

解　１７×１６＝１
①

（７＋６
④

）（７×６）＝２７２．
说明　这里的④、①表示在十位数上进４，在百位数上进１，在计算时也

直接写成１７×１６＝２７２．
ｃ．两个个位数字都是１的两位数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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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计算：３１×２１．
解　设Ａ＝１０ｘ＋１，Ｂ＝１０ｙ＋１

则Ａ·Ｂ＝（１０ｘ＋１）（１０ｙ＋１）

＝１００ｘｙ＋１０ｘ＋１０ｙ＋１
＝１００ｘｙ＋１０（ｘ＋ｙ）＋１．

这说明当两个个位数字都是１的 两 位 数 相 乘 时，可 将 两 个 十 位 数 字 相

乘的积作得数的首位数字，和 作 得 数 的 十 位 数 字，１作 个 位 数 字．这 种 方 法

称为“积和法”．
∴　３１×２１＝（３×２）（３＋２）１＝６５１．
１１５．计算：４１×７１．
解　４１×７１＝（４×７）（４＋７）１＝２９１１．
ｄ．两位数乘以１０１
１１６．计算：３４×１０１．
解　设Ａ＝１０ｘ＋ｙ

Ｂ＝１０１＝１００＋１，

　　则Ａ·Ｂ＝（１０ｘ＋ｙ）（１００＋１）

＝１０００ｘ＋１００ｙ＋１０ｘ＋ｙ
＝１００（１０ｘ＋ｙ）＋（１０ｘ＋ｙ）

＝１００Ａ＋Ａ．
这说明任意两位数与１０１相 乘，将 这 个 两 位 数 重 复 写 两 遍，就 得 所 求

的积．
∴　３４×１０１＝３４３４．
ｅ．三位数乘以１０１
１１７．求３８２×１０１的积．
解　设Ａ＝１００ｘ＋１０ｙ＋ｚ，Ｂ＝１００＋１，
则Ａ·Ｂ＝（１００ｘ＋１０ｙ＋ｚ）（１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ｘ＋１０００ｙ＋１００ｚ＋１００ｘ＋１０ｙ＋ｚ
＝１０００（１０ｘ＋ｙ）＋１００（ｘ＋ｚ）＋（１０ｙ＋ｚ）．

这说明一个任意三位数与１０１相乘，可将这个三位数的左边两个数字，
作为积的左边两个数位上的数字；再 将 三 位 数 右 边 的 两 个 数 字 作 为 积 的 右

边两个数位上的数字；然后将三位数 首 末 两 个 数 字 相 加 所 得 的 和 插 在 积 的

中间，即得所求的积．所以

３８２×１０１＝３８…８２

（３＋２）
↓

＝３８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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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８．计算：２３４５×１０１．

解　２３４５×１０１＝２３…………４５

（２＋４）（３＋５）
↓　 　↓

＝２３６８４５．
１１９．计算：４８７３×１０１．

解　４８７３×１０１＝４８…………７３

（４＋７）（８＋３）
↓　 　↓

＝４９２１７３．
【注意】　第１１７～第１１９题括号用法同第１０７题．
ｆ．乘数是（１０ｎ＋１）

１２０．求４３５６２×１０００１的积．
解　设Ａ＝１０００００ａ＋１００００ｂ＋１０００ｃ＋１００ｄ＋１０ｅ＋ｆ，

Ｂ＝１００１＝１０３＋１，

则有Ａ·Ｂ＝１０６ （１００ａ＋１０ｂ＋ｃ）
首三位

＋１０３［１００（ａ＋ｄ）＋１０（ｂ＋ｅ）＋（ｅ＋ｆ）］

＋（１００ｄ＋１０ｅ＋ｆ）
末三位

这说明如果被乘数是多位数，乘数是（１０ｎ＋１）时，可将被乘数左边ｎ位

数字作积的左边ｎ 位数字；右边ｎ位数字作积的右边ｎ 位数字．然后从被乘

数的个位起每隔（ｎ－１）位的两个数 字 之 和 依 次 插 在 积 的 中 间，就 得 到 所 求

的积．所以

４３５６２×１０００１＝４３５６２×（１０４＋１）

＝４３５６（２＋４）３５６２
＝４３５６６３５６２．

　　１２１．求８１２４９２×１０００１的积．
解　８１２４９２×１０００１＝８１２４９２×（１０４＋１）

＝８１２４（８＋９）（１＋２）２４９２
＝８１２５７３２４９２．

【注意】　以（１０ｎ＋１）为乘数时，如果被乘数的位数为ｎ，则 积 就 是 被 乘

数重复写两遍的结果．
１２２．求８６４３×１０００１的积．

解　 ︷８６４３×１０００１＝８６４３
４位

×（１０４＋１）

＝８６４３８６４３．
１２３．计算：２７１６３４×３１０１．
解　　２７１６３４×３１０１＝２７１６３４×（３０００＋１０１）

＝２７１６３４×３０００＋２７１６３４×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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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　　 　 　

　　∴　２７１６３４×３１０１＝８４２３３７０３４．

１２４．计算：（１）３４１×２０２；（２）４９７×３０３；（３）１２３×３００３；（４）１８６１

×３００３．

　　解　（１）　３４１×２０２＝３４１×（１０１×２）

＝（３４１×１０１）×２

＝３４４４１×２

＝６８８８２；

（２）　４９７×３０３＝（４９７×１０１）×３

＝５０１９７×３

＝１５０５９１；

（３）　１２３×３００３＝（１２３×１００１）×３

＝１２３１２３×３＝３６９３６９；

（４）　１８６１×３００３

＝（１８６１×１００１）×３

＝１８６２８６１×３

＝５５８８５８３．

ｇ．乘数是（１０ｎ＋ｘ）

１２５．求３２×１０３，１２３×１００４的积．
解　被乘数是ｎ位的多位数，乘数是１０ｎ＋ｘ（ｘ最小为２，最大为９），可

以将被乘数作得数左边ｎ个数位上的数，将被乘数 的ｘ 倍 作 得 数 右 边ｎ 个

数位上的数．

３２×１０３＝ ３２９６；

３２×３
↓

１２３×１００４＝ １２３４９２．

１２３×４
↓

　　１２６．求４３２１×１００２的积．
解　本题的乘数是（１０ｎ＋ｘ），被乘数的位数大于ｎ，可以将被乘数左边

ｎ个数位上的数作得数左 边ｎ 个 数 位 上 的 数；将 被 乘 数 右 边ｎ个 数 位 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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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ｘ 倍作得数右边ｎ 个数位上的数（满十进位）；然 后 从 被 乘 数 的 个 位 起

依次将各数位上的数字加上与之相隔（ｎ－１）位数字 的ｘ 倍，顺 次 插 在 得 数

左右两边的中间，便得到所求的积．所以，

４３２１×１００２＝４３２（１＋４×２）（３２１×２）＝４３２９６４２．
【注意】　本题至第１３１题括号用法同第１０７题．

ｈ．乘数是（１０ｎｘ＋１）

１２７．计算：２３×４０１．
解　如果被乘数是ｎ位 多 位 数，乘 数 是（１０ｎｘ＋１），可 以 将 被 乘 数 的ｘ

倍，作得数左边ｎ个数位上的数（满十进位）；将被乘数作得数右边ｎ个数位

上的数．
２３×４０１＝（２３×４）２３＝９２２３．

　　１２８．求１２３×３００１，１３４５×３０００１的积．
解　１２３×３００１＝（１２３×３）１２３＝３６９１２３，

１３４５×３０００１＝（１３４５×３）１３４５＝４０３５１３４５．

１２９．求３２４×２０１，４１３１２３×２００１的积．
解　这类题属于乘数为１０ｎｘ＋１，被 乘 数 的 位 数 大 于ｎ，则 以 被 乘 数 左

边ｎ个数位上的数的ｘ 倍，作得数左边ｎ个数位上的数，以被乘数右边ｎ个

数位上的数，作得数右边ｎ个数位上的数．然后从被乘数的个位起依次将各

数位上数字的ｘ倍加上与之相隔（ｎ－１）位的数字，顺 次 插 在 得 数 左 右 两 边

的中间，便得到所求的积．
３２４×２０１＝ （３２×２）（４×２＋３）２４＝６５１２４；

　 　４１３１２３×２００１＝ （４１３×２）（１×２＋４）（２×２＋１）（３×２＋３）１２３

＝８２６６５９１２３．

　　ｉ．乘数是１１１、１１１１
１３０．计算：３４１２×１１１；４５９７２×１１１．
解　一个数乘以１１１，把这 个 数 的 首 位 数 字 与 末 位 数 字 作 为 积 的 首 位

数字与末位数字；首位数字与首位右边一位上数字之和，作为积的首位右边

一位上的数字，个位数字与十位上 数 字 之 和，作 为 积 的 十 位 上 的 数 字；中 间

数字自左至右分别为从首位起接连三个数字之和（满十进位）．所以

３４１２×１１１＝３（３＋４）（３＋４＋１）（４＋１＋２）（１＋２）２

＝３７８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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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　　 　 　

４５９７２×１１１＝４（４＋５）（４＋５＋９）（５＋９＋７）（９＋７＋２）（７＋２）２

＝５１０２８９２，

　　１３１．计算：２４１３×１１１１．
解　一个数乘以１１１１，把这个数的首位数字与末位数字作为积的首位

数字与末位数字；首位数字与首位右边上数字之和，作为积的首位右边一位

上的数字，首位数字与首位右边两位数字之和，作为积的首位右边第二位上

的数字，个位数字与十位上数字之 和，作 为 积 的 十 位 上 的 数 字，个 位、十 位、

百位上数字之和，作为积的百位上的数字；中间数字自左至右分别为从首位

起接连四个数字之和（满十进位）．所以

２４１３×１１１１＝２（２＋４）（２＋４＋１）（２＋４＋１＋３）（４＋１＋３）（１＋３）３

＝２６８０８４３，

　　１３２．计算：（１）２４３１×１１１２；（２）３８５４２×３１１１１．
解　（１）２４３１×１１１２＝２４３１×２＋２４３１×１１１０

　　　　∴　２４３１×１１１２＝２７０３２７２；

（２）３８５４２×３１１１１＝３８５４２×１１１１＋３８５４２×３００００

　　　　∴　３８５４２×３１１１１＝１１９９０８０１６２．

１３３．计算：（１）３１２４×３３３；（２）５４３２１×２２２３．
解　（１）３１２４×３３３＝３１２４×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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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１２４×３３３＝１０４０２９２；
（２）５４３２１×２２２３＝５４３２１×１１１０×２＋５４３２１×３

　　　　∴　５４３２１×２２２３＝１２０７５５５８３．

② 九九法

在乘法中，利用９或９９等关系，以简化乘法步骤的方法，叫做九九法．
ａ．一个数是９９，另一个数是两位数，且两个数字的和为１０的

１３４．计算：８２×９９；６４×９９．
解　设被乘数为Ａ＝１０ｘ＋ｙ，且ｘ＋ｙ＝１０，乘数Ｂ＝９９＝９０＋９．则

Ａ·Ｂ＝ （１０ｘ＋ｙ）（９０＋９）

＝９００ｘ＋９０（ｘ＋ｙ）＋９ｙ
＝９００ｘ＋９００＋９ｙ
＝１００（９ｘ＋９）＋９ｙ
＝１００［９（ｘ＋１）］＋９ｙ．

　　这表明将两个 个 位 数 的 积 作 得 数 的 右 边 两 位（积 是 一 位 数 要 补 零），９
乘（ｘ＋１）是得数的左边部分．

∵　９ｙ＝（１０－１）ｙ＝１０ｙ－ｙ
＝１０ｙ－１０＋１０－ｙ
＝１０（ｙ－１）＋（ｘ＋ｙ）－ｙ
＝１０（ｙ－１）＋ｘ，

所以，ｘ是得数的个位数 字，（ｙ－１）是 得 数 的 十 位 数 字．如 果 把 它 们 的

位置调换，得

１０ｘ＋（ｙ－１）＝１０ｘ＋１０－ｘ－１＝１０（ｘ＋１）－（ｘ＋１）＝９（ｘ＋１）＝得数

的左边部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另一种方法：先写下这个两位数减１的差，后面添上

它的调转数．

　　　　∴　８２×９９＝８１１８．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１７９　　 　 　

解法１

解法２

　　　　６４×９９＝６３３６．
解法１

解法２

ｂ．一个数是９９，另一数为任意两位数

１３５．计算：７６×９９．
解　设被乘数为Ａ＝１０ｘ＋ｙ（ｘ，ｙ为任意数字），乘数，Ｂ＝９９．

则 Ａ·Ｂ＝ （１０ｘ＋ｙ）×９９＝ （１０ｘ＋ｙ）（１００－１）

＝１０００ｘ＋１００ｙ－（１０ｘ＋ｙ）

＝１０００ｘ＋１００ｙ－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ｘ＋ｙ）

＝１００（１０ｘ＋ｙ－１）＋［１００－（１０ｘ＋ｙ）］

＝１００（Ａ－１）＋（１００－Ａ）．
　　这说明当一个数是９９，另 一 数 是 任 意 两 位 数 时，则９９可 以 不 看，将 这

任意两位数减１所得的差作积的左边部分，将这两位数的补数，作积的右边

部分．

　　　　∴　７６×９９＝７５２４．
ｃ．两数都在９０以上，１００以下，个位数字又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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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计算：９７×９３；９６×９４．
解　设被乘数为Ａ＝９０＋ｘ，乘数Ｂ＝９０＋ｙ且ｘ＋ｙ＝１０．

则 Ａ·Ｂ＝ （９０＋ｘ）（９０＋ｙ）

＝ ［９０＋（１０－ｙ）］［９０＋（１０－ｘ）］

＝ （１００－ｙ）（１００－ｘ）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ｘ－１００ｙ＋ｘｙ
＝１００［１００－（ｘ＋ｙ）］＋ｘｙ
＝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ｘｙ
＝９０００＋ｘｙ．

　　由此可知，这类乘法以９０作得 数 的 左 边 部 分，两 个 个 位 数 字 的 积 作 得

数的右边部分．所以，

９７×９３＝９０（７×３）＝９０２１；

９６×９４＝９０（６×４）＝９０２４．
　　ｄ．两个两位数的十位数字都是９的

１３７．计算：９６×９７；９８×９４．
解　设ｘ为被乘数Ａ 的补数，ｙ为乘数Ｂ 的补数，即

Ａ＝１００－ｘ，　Ｂ＝１００－ｙ，
则 Ａ·Ｂ＝ （１００－ｘ）（１００－ｙ）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ｘ－１００ｙ＋ｘｙ
＝１００［１００－（ｘ＋ｙ）］＋ｘｙ．

　　这表明，这类乘 法 是 以 两 个 乘 数 的 补 数 之 和 的 补 数，作 得 数 的 左 边 部

分；两个乘数的补数的积，作得数的右边部分．所以

９６×９７＝１００［１００－（４＋３）］＋４×３＝９３１２；

９８×９４＝１００×［１００－（２＋６）］＋２×６＝９２１２．
　　③ 五五法

在乘法运算中，如果有一个乘数是５，或５的倍数，或５的幂，或被乘数

与乘数的末尾是５的…，都可以 利 用５的 性 质，简 化 乘 法 步 骤，这 种 方 法 叫

做“五五法”．
ａ．折半移位法

１３８．计算：７８１２４×５．

解　设被乘数为Ａ，乘数为Ｂ＝５，则Ａ·Ｂ＝Ａ·５＝Ａ·１０
２＝Ａ

２×１０．

由此可知，两数相乘，如果有 一 个 乘 数 是５，可 将 另 一 个 乘 数 折 半 后 扩

大１０倍，就得到所求的积．所以，

７８１２４×５＝７８１２４
２ ×１０＝３９０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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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ｂ．两数的末尾都是５，去掉５以后的左边部分之和是偶数

１３９．计算：７５×９５；４３５×１１５；３７５×９５．
解　设被乘数Ａ＝１０ｘ＋５，乘数Ｂ＝１０ｙ＋５，且ｘ＋ｙ＝偶数．

则 Ａ·Ｂ＝ （１０ｘ＋５）（１０ｙ＋５）

＝１００ｘｙ＋５０ｘ＋５０ｙ＋２５
＝１００ｘｙ＋５０（ｘ＋ｙ）＋２５

＝１００ｘｙ＋１００×ｘ＋ｙ
２ ＋２５

＝１００ ｘｙ＋ｘ＋ｙ（ ）２ ＋２５．

　　这表明将两数的左边部分相乘，再加上这两部分之和的一半，后面接上

２、５两个数字，就是所求的积．所以，

７５×９５＝１００ ７×９＋７＋９（ ）２ ＋２５＝７１２５；

４３５×１１５＝１００ ４３×１１＋４３＋１１（ ）２ ＋２５＝５００２５；

３７５×９５＝１００ ３７×９＋３７＋９（ ）２ ＋２５＝３５６２５．

　　写成竖式是：

７５
× ９５

７１２５

７×９＋７＋９（ ）２
（５２）

　

４３５
× １１５

５００２５

４３×１１＋４３＋１１（ ）２
（５２）

　

３７５
× ９５

３５６２５

３７×９＋３７＋９（ ）２
（５２）

　

　　ｃ．两数的末尾都是５，去掉５以后的左边部分之和是奇数

１４０．计算：２５×７５；１０１５×３４５；１２３４５×１１５．
解　设被乘数Ａ＝１０ｘ＋５，乘数Ｂ＝１０ｙ＋５，且ｘ＋ｙ＝奇数，

则 Ａ·Ｂ＝ （１０ｘ＋５）（１０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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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ｘｙ＋５０ｘ＋５０ｙ＋２５

＝１００ ｘｙ＋ｘ＋ｙ（ ）２ ＋２５

＝１００ ｘｙ＋ｘ＋ｙ
２ － １

２ ＋（ ）１
２ ＋２５

＝１００ ｘｙ＋ｘ＋ｙ－１（ ）２ ＋１００× １
２ ＋２５

＝１００ ｘｙ＋ｘ＋ｙ－１（ ）２ ＋７５，

　　这表明将两数的左边部分相乘，再加上这两部分之和减去１后的一半，
后面接上７５，就得到所求的积．所以，

２５×７５＝１００× ２×７＋２＋７－１（ ）２ ＋７５＝１８７５；

１０１５×３４５＝１００× １０１×３４＋１０１＋３４－１（ ）２ ＋７５＝３５０１７５；

１２３４５×１１５＝１００× １２３４×１１＋１２３４＋１１－１（ ）２ ＋７５＝１４１９６７５．

写成竖式是：

２５
× ７５

１８７５

２×７＋２＋７－１（ ）２

１０１５
× ３４５

３５０１７５

１０１×３４＋１０１＋３４－１（ ）２

１２３４５
×　 １１５

１４１９６７５

１２３４×１１＋１２３４＋１１－１（ ）２

　　ｄ．有一个乘数是２５
１４１．计算：８７６５４３×２５；５４３２１×１１２５．
解　设被乘数为Ａ，乘数为２５，
则

Ａ·Ｂ＝Ａ·２５＝Ａ·１００
４ ＝１００Ａ×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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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１００Ａ÷４．
　　因此两数相乘，如果一个数是２５时，可在另一个数的末尾加两个０，然

后除以４，所得的商就是两数的积．
８７６５４３×２５＝８７６５４３００÷４

４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０ ０
２ １ ９ １ ３ ５ ７ ５

　　　　　　∴　８６７５４３×２５＝２１９１３５７５．
在计算５４３２１×１１２５时，把１１２５分解成１１００与２５的和．

　　　　∴　５４３２１×１１２５＝６１１１１１２５．
ｅ．有一个乘数是１２５
１４２．计算：６５４８２１×１２５．
解　设被乘数为Ａ，乘数为Ｂ＝１２５．

则
Ａ·Ｂ＝Ａ×１２５＝Ａ×１０００

８ 　　　　　　　

＝１０００Ａ÷８．

　　这表明当两数相乘，有一个乘数是１２５时，可在另一个乘数的末尾加三

个０，然后除以８，所得的商就是两数的积．
６５４８２１×１２５＝６５４８２１０００÷８

８６ ５ ４ ８ ２ １ ０ ０ ０
　 ８ １ ８ ５ ２ ６ ２ ５

　　　　　　∴　６５４８２１×１２５＝８１８５２６２５．
ｆ．有一个乘数是７５
１４３．求９６×７５的积．
解　设被乘数为Ａ，乘数为Ｂ＝７５．

则
Ａ·Ｂ＝Ａ·７５＝Ａ×１００× ３

４

＝Ａ× ３
４ ×１００．

　　这表明两数相乘，当一个乘 数 是７５时，可 将 另 一 个 乘 数 除 以４再 乘 以

３，然后扩大１００倍，所得的结果就是两数的积．

　　　　∴　９６×７５＝９６÷４×３×１００＝７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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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有一个乘数是３７５
１４４．求３７５×２４的积．
解　两数相乘，当一个 乘 数 是３７５时，可 将 另 一 个 乘 数 除 以８再 乘 以

３，然后扩大１０００倍，所得的结果就是两数的积．所以，

３７５×２４＝２４÷８×３×１０００＝９０００．
　　ｈ．两个十位数字都是５的两位数相乘

１４５．求５８×５６，５１×５３的积．
解　设一个乘数为Ａ＝５０＋ｘ，另一个乘数为Ｂ＝５０＋ｙ，

Ａ·Ｂ＝ （５０＋ｘ）（５０＋ｙ）

＝２５００＋５０ｘ＋５０ｙ＋ｘｙ
＝２５００＋５０（ｘ＋ｙ）＋ｘｙ

＝１００ ｘ＋ｙ
２ ＋（ ）２５ ＋ｘｙ．

　　这表明两个两位数相乘，如果十位数字都是５，可将两个个位数字之和

的一半加上２５作积的左边部分，两个个位数字相乘的积作这两个两位数积

的右边部分．所以

５８×５６＝１００× ８＋６
２ ＋（ ）２５ ＋８×６＝３２００＋４８＝３２４８；

５１×５３＝１００× １＋３
２ ＋（ ）２５ ＋１×３＝２７００＋３＝２７０３．

　　④ 余补法

有些数比１０或１００，１０００稍大，从这些数中减去１０或１００，１０００等数，
所得的差叫做这类数的余数．如１０２的余数是２，１００８的余数是８等．

在乘法运算中，利用余数或补数，以简化求积运算步骤的方法，叫做“余

补法”．
ａ．两数右边部分互补．左边部分相同

１４６．计算：６８×６２；１１７×１１３；３２８９×３２１１．
解　设一个乘数为Ａ＝１０ｎｘ＋ｙ，另一个乘数为Ｂ＝１０ｎｘ＋ｚ，且ｙ＋ｚ＝

１０ｎ（ｎ最小为１的整数），则

Ａ·Ｂ＝ （１０ｎｘ＋ｙ）（１０ｎｘ＋ｚ）

＝１０ｎｘ·１０ｎｘ＋１０ｎｚ＋１０ｎｘｙ＋ｙｚ

＝１０２ｎｘ＋１０ｎｘ（ｚ＋ｙ）＋ｙｚ

＝１０２ｎｘ２＋１０２ｎｘ＋ｙｚ

＝１０２ｎｘ（ｘ＋１）＋ｙｚ．
　　这说明这类乘法的计算方法为 先 求 出 左 边 部 分 与 它 的 连 续 数 的 积，作

得数的左边部分；然后求右边部分的积，作得数的右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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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　　 　 　

６８
×６２

４２１６
［６×（６＋１）］（８×２ ）

　　　　　　∴　６８×６２＝４２１６；

１１７
× １１３

１３２２１
［１１×（１１＋１）］（７×３ ）

　　　　　　∴　１１７×１１３＝１３２２１；

３２８９
× ３２１１

１０５６０９７９
［３２×（３２＋１）］（８９×１１ ）

（占四位）

　　　　　　∴　３２８９×３２１１＝１０５６０９７９；

１４７．计算：９９８×９０２；１０３
７×１０４

７
；８．９１×８．０９．

解　９９８×９０２＝９００１９６．

９９８
×９０２

９００１９６
［９×（９＋１）］（９８×２ ）

（占四位）

　　　　１０３
７×１０４

７＝１１０１２４９
；

１０
３
７

×１０
４
７

１１０１２
４９

［１０×（１０＋１）］ ３
７×（ ）


４
７

　　　　８．９１×８．０９＝７２．０８１９．

８．９１
×８．０９
７２．０８１９

［８×（８＋１）］（９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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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８．计算：５７×５３；５６×５４；５８×５２．
解　这类题目属于两个乘数左边都是５，右边部分又互补，只要将右边

部分相乘的积，接在３０后面，就是所求的结果．

５７×５３＝３０００＋７×３＝３０２１；

５６×５４＝３０００＋６×４＝３０２４；

５８×５２＝３０００＋８×２＝３０１６．

　　ｂ．两个位数相同的多位数，右边部分相同，左边部分互补

１４９．计算：７６×３６；８７４×１３４．

解　设一个乘数为Ａ＝１０ｎｘ＋ｚ，另一个乘数为Ｂ＝１０ｎｙ＋ｚ，且ｘ＋ｙ＝

１０ｎ（即互补），则

Ａ·Ｂ＝ （１０ｎｘ＋ｚ）（１０ｎｙ＋ｚ）

＝１０２ｎｘｙ＋１０ｎｘｚ＋１０ｎｙｚ＋ｚ２

＝１０２ｎｘｙ＋１０ｎ（ｘ＋ｙ）ｚ＋ｚ２

＝１０２ｎｘｙ＋１０２ｎｚ＋ｚ２

＝１０２ｎ（ｘｙ＋ｚ）＋ｚ２．

　　这表明这类题目可将左边部分相乘，加上右边一个相同数，作得数的左

边部分；将右边相同部分相乘的积，作 得 数 的 右 边 部 分（两 个 两 位 以 上 的 数

相乘时，要注意右边相同部分的对位）．

７６×３６＝２７３６；

７６
×３６

２７３６
（７×３＋６）（６２ ）

８７４×１３４＝１１７１１６．

８７４
× １３４

１１７１１６
（８７×１３＋４０


）（４２）

　

　　当左边部分比右边部分多一 位 时，左 边 部 分 相 乘 的 积 须 加 上 右 边 相

同部分的１０倍．

１５０．计算：８９９４×１０１４；８１２×２１２；８１０２×２１０２；８９１２×１１１２．
解　８９９４×１０１４＝９１１９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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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　　 　 　

８９９４
× １０１４

９１１９９１６
（８９９×１０１＋４００）（４２ ）

８１２×２１２＝１７２１４４；

８１２
×２１２

１７２１４４
（８×２×１０


＋１２）（１２２）

　
　　当左边部分比右边部分少一位时，左边部分相乘的积须再乘以１０然

后加上右边一个相同部分．
８１０２×２１０２＝１７０３０４０４；

８ １０２
×２ １０２
　１０４０４

１７０２　
（８×２×１００＋１０２）　 （１０２２）←（只占四位 ）

１７０３０４０４ 

　　ｎ＝３　８＋２＝１０　３＋１＝４，ｚ２ 只能占四位．
８９１２×１１１２＝９９１０１４４．

８９１２
× １１１２
９９１０１４４ 　

（８９×１１＋１２
　

） （１２２）
（占四位


）

　　ｎ＝２　８９＋１１＝１０２；２＋２＝４，ｚ２ 应占四位

ｃ．两个略小于１０ｎ 的位数相同的数相乘

１５１．计算：９３×９５；９８９×９６８；

解　设Ａ＝１０ｎ－ｘ，Ｂ＝１０ｎ－ｙ．
（ｘ、ｙ为最小是１，最大是９的整数）

Ａ·Ｂ＝ （１０ｎ－ｘ）（１０ｎ－ｙ）

＝１０２ｎ－１０ｎｘ－１０ｎｙ＋ｘｙ
＝１０ｎ（１０ｎ－ｘ－ｙ）＋ｘｙ
＝１０ｎ（Ａ－ｙ）＋ｘｙ．

同理可证：Ａ·Ｂ＝１０ｎ（Ｂ－ｘ）＋ｘｙ，

Ａ·Ｂ＝１０ｎ（Ａ＋Ｂ－１０ｎ）＋ｘ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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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这类题目可将一个乘数减去另一个乘数的补数，作得数的左

边部分；将两个补数相乘，作得数的右边部分．

９３×９５＝８８２５；

９３
×９５

８８３５
［９３－（１００－９５）］ ［（１００－９３）×（１００－９５ ）］
或［９５－（１００－９３）］　
或（９３＋９５－１０２） 　

　　 ９８９×９６８＝９５７３５２．

　 ９８９………１１
补数

× ９６８………３２
９５７３５２

（９８９－３２）（１１×３２ ）
或（９６８－１１）　

或（９８９＋９６８－１０３）　

　　１５２．计算：９９６×９９３；９８４×９８３；９４８×９６３．
解　９９６×９９３＝９８９０２８；

　 ９９６………４
补数

× ９９３………７
９８９０２８ 

（９９６－７）（４×７ ）

　　因ｎ＝３，１０３×９８９为六位数，所以应在２８之前添个０．

９８４×９８３＝９６７２７２；

　 ９８４………１６
补数

× ９８３………１７
９６７２７２

（９８４－１７）（１６×１７ ）

　　 ９４８×９６３＝９１２９２４．

　９４８………５２
补数

　×９６３………３７
１９２４
９１１ （５２×３７ ）

（９４８－３７）
９１２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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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３．４８×６３的积为四位数，但得数左边部分只能占三位，因此右边

的首位应与左边的末位相加．
⑤ 和差法

将相乘两数变成甲、乙两数的和乘以甲、乙两数的差，然后根据“和差公

式”，以简化乘法步骤，这种方法叫做“和差法”．
１５３．计算：１７×１３；１９×２１；１１３×１０９；１０４×９８；１００００１×９９９９９．
解　１７×１３＝（１５＋２）（１５－２）

＝１５２－２２＝２２５－４
＝２２１；

１９×２１＝（２０－１）（２０＋１）

＝２０２－１＝４００－１
＝３９９；

１１３×１０９＝（１１１＋２）（１１１－２）

＝１１１２－２２＝１２３２１－４
＝１２３１７；

１０４×９８＝（１０１＋３）（１０１－３）

＝１０１２－３２＝１０２０１－９
＝１０１９２；

１００００１×９９９９９＝（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２－１
＝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

⑥ 综合计算

１５４．计算：４６２３×９７１；４８５６×１９９６．
解　９７１＝１００１－３０

４６２３
× ９７１

←４６２７６２３ ４６２３×１００１
－ ←１３８６９０ ４６２３×３０
４４８８９３３

　　 ∴　４６２３×９７１＝４４８８９３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４

４８５６
×１９９６

←９７１２０００ ４８５６×２×１０００
－ ←１９４２４ ４８５６×４
９６９２５７６

　　 ∴　４８５６×１９９６＝９６９２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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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计算：４３２１×９６０１；３５０６×５４９８．
解　９６０１＝１０００１－４００

４３２１
×９６０１

←４３２１４３２１ ４３２１×１０００１
－ ←１７２８４００ ４３２１×４００
４１４８５９２１

　　　　　　∴　４３２１×９６０１＝４１４８５９２１；

　　　　５４９８＝５５００－２，

３５０６
×５４９８

←１９２８３０００ ３５０６×１１÷２×１０００
－　　 ←７０１２ ３５０６×２
１９２７５９８８

　　　　　　∴　３５０６×５４９８＝１９２７５９８８．
（３）除法速算法

五五法　在除法运算中，如果除数是５的幂或５的倍数或末尾有５或５
的幂的，可利用５的特性以简化除法步骤，这类方法，叫做“五五法”．

ａ．除数是５或２５，１２５，…，５ｎ（ｎ为大于或等于１的整数）

１５６．计算：９８７６÷５；８７６５４÷２５；６４÷１２５；１２３４÷６２５．
解　设被除数为Ａ，除数为Ｂ＝５ｎ，

则
Ａ÷Ｂ＝Ａ÷５＝Ａ÷１０

２

＝Ａ× ２
１０＝Ａ×２÷１０．（ｎ＝１）

同理， Ａ÷２５＝Ａ×４÷１００，
或 Ａ÷５２ ＝Ａ×２２÷１０２；

Ａ÷１２５＝Ａ×８÷１０００，
或 Ａ÷５３ ＝Ａ×２３÷１０３；

由此类推，得 Ａ÷５ｎ＝Ａ×２ｎ÷１０ｎ，所以，

９８７６÷５＝９８７６×２÷１０＝１９７５．２；

８７６５４÷２５＝８７６５４×４÷１００＝３５０６．１６；

６４÷１２５＝６４×８÷１０００＝０．５１２；

１２３４÷６２５＝１２３４×１６÷１００００＝１．９７４４．

　　ｂ．除数的个位数字是５
１５７．计算：３８７５６．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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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用２分别乘被除数和除数，然后再除．
３８７５６．２÷３５＝３８７５６．２×２÷（３５×２）

＝７７５１２．４÷７０＝７７５１．２４÷７
＝１１０７．３２．

　　ｃ．除数末二位数为２５或７５
１５８．计算：８４７６５÷２２５；７３５２÷１７５．
解　用４乘被除数和除数，然后再除．

８４７６５÷２２５＝ （８４７６５×４）÷（２２５×４）＝３３９０６０÷９００
＝３３９０．６÷９≈３７６．７３；

７３５２÷１７５＝ （７３５２×４）÷（１７５×４）＝２９４０８÷７００
＝２９４．０８÷７≈４２．０１１．

　　ｄ．除数末三位数为１２５
１５９．求７８９３．７５６４÷５１２５的商．
解　用８分别乘被除数和除数，然后再除．
７８９３．７５６４÷５１２５＝ （７８９３．７５６４×８）÷（５１２５×８）

＝６３１５０．０５１２÷４１０００＝６３．１５００５１２÷４１

≈１．５４０．
　　（４）乘方速算法

① 一一法

ａ．１１，１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ｎ＋１）的平方

１６０．计算：１１２，１０１２，１００１２，１０００１２．
解　（１０ｎ＋１）２＝（１０ｎ）２＋２（１０ｎ）＋１２＝１０ｎ（１０ｎ＋２）＋１．
这个式子表明，１１或１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ｎ＋１）的平方数的首位和末位数

字都是１，正中间一位是２，在“２”与左右两边的“１”之间，各放（ｎ－１）个０．
∴　１１２＝１２１（ｎ＝１）；

１０１２＝１０２０１（ｎ＝２）；

１００１２＝１００２００１（ｎ＝３）；

１０００１２＝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ｎ＝４）．
ｂ．１２，１３，１４，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ｎ＋ｘ）的平方

１６１．求１２，１０２，１００２，１０００２，１３，１０３，１００３，１４，１０４，１００４的

平方数．
解　（１０ｎ＋ｘ）２＝（１０ｎ）２＋２（１０ｎ）ｘ＋ｘ２＝１０ｎ（１０ｎ＋２ｘ）＋ｘ２．
根据上面公式，得

１２２＝１０（１０＋２×２）＋２２＝１４４；

１０２２＝１０２（１０２＋２×２）＋２２＝１０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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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２２＝１０３（１０３＋２×２）＋２２＝１００４００４；

１０００２２＝１０４（１０４＋２×２）＋２２＝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４．
一般地，（１０ｎ＋２）２＝１０…

︸
０

（ｎ－１）个

４０…
︸

０
　　 （ｎ－１）个

４．

１３２＝１０（１０＋２×３）＋３２＝１６９；

１０３２＝１０６０９（ｎ＝２）；

１００３２＝１００６００９（ｎ＝３）．
一般地，（１０ｎ＋３）２＝１００…

︸
０

（ｎ－１）个　
６００…
︸

０
　（ｎ－１）个

９．

１４２＝１０（１０＋２×４）＋４２＝１９６；

１０４２＝１０２（１０２＋２×４）＋４２＝１０８１６；

１００４２＝１０３（１０３＋２×４）＋４２＝１００８０１６．
一般地，（１０ｎ＋４）２＝１００…

︸
０

（ｎ－１）个　
８００…
︸

０
　（ｎ－１）个

１６．

ｃ．２１，３１，４１，２０１，３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１，…，（１０ｎｘ＋１）的平方

１６２．求２１，２０１，２００１，３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４１，４０１，４００１，４０００１的平方数．
解　　（１０ｎｘ＋１）２

＝（１０ｎｘ）２＋２（１０ｎｘ）＋１２

＝１０２ｎｘ２＋１０ｎ·２ｘ＋１
＝１０ｎ（１０ｎｘ＋２）ｘ＋１．

２１２＝１０（１０×２＋２）×２＋１＝４４１；

２０１２＝１０２（１０２×２＋２）×２＋１＝４０４０１；

２００１２＝１０３（１０３×２＋２）×２＋１＝４００４００１．
一般地（１０ｎ×２＋１）２＝４００…

︸
０

（ｎ－１）个　
４００…
︸

０
　（ｎ－１）个

１．

３１２＝１０（１０×３＋２）×３＋１＝９６１；

３０１２＝１０２（１０２×３＋２）×３＋１＝９０６０１；

３００１２＝１０３（１０３×３＋２）×３＋１＝９００６００１．
一般地（１０ｎ×３＋１）２＝９００…

︸
０

（ｎ－１）个　
６００…
︸

０
　（ｎ－１）个

１．

４１２＝１０（１０×４＋２）×４＋１＝１６８１；

４０１２＝１０２（１０２×４＋２）×４＋１＝１６０８０１；

４００１２＝１０３（１０３×４＋２）×４＋１＝１６００８００１；

４０００１２＝１６０００８０００１．
一般地（１０ｎ×４＋１）２＝１６００…

︸
０

（ｎ－１）个　
８００…
︸

０
　（ｎ－１）个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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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由１所组成的多位数的平方

１６３．求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的平方数．
解　设Ａ＝１１１１…

烐烏 烑
１

ｎ个１

，（ｎ最小为１，最大为９）

则

Ａ２＝ （１０ｎ－１＋１０ｎ－２＋１０ｎ－３＋…＋１０＋１）２

＝ （１０ｎ－１）２＋（１０ｎ－２）２＋（１０ｎ－３）２＋…

　＋１０２＋１＋２（１０ｎ－１×１０ｎ－２＋１０ｎ－１×１０ｎ－３＋…

　＋１０２×１０＋１０×１）

＝１０２ｎ－２＋１０２ｎ－４＋１０２ｎ－６＋…＋１０２＋１＋２×１０２ｎ－３＋２×１０２ｎ－４＋…

　＋２×１０３＋２×１０

＝１０２ｎ－２＋２·１０２ｎ－３＋３·１０２ｎ－４＋…

　＋ｎ·１０ｎ－１＋（ｎ－１）·１０ｎ－２＋（ｎ－２）·１０ｎ－３＋…＋２·１０＋１

＝１２３４…（ｎ－１）ｎ（ｎ－１）（ｎ－２） …４３２１．

　　上　表示由１所组成的任意 位 数 的 平 方，等 于 按 自 然 数 的 顺 序 递 增 到

相应位数，再反向递减到１．

■式

所以，１１２＝１２１　（ｎ＝２）；

１１１２＝１２３２１　（ｎ＝３）；

１１１１２＝１２３４３２１　（ｎ＝４）；

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３４５４３２１　（ｎ＝５）；

１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３４５６５４３２１　（ｎ＝６）．
ｅ．底数是１１或１１１，１１１１，…等数的２倍或３倍、４倍…所 组 成 的 数 的

平方 １６４．求２２，２２２，３３３３，５５５５５的平方数．
解 　２２２＝１２１×２２＝４８４；

２２２２＝１２３２１×２２＝４９２８４；

３３３３２＝１２３４３２１×３２＝１１１０８８８９；

５５５５５２ ＝１２３４５４３２１×５２＝１２３４５４３２１×２５
＝１２３４５４３２１００÷４
＝３０８６３５８０２５．

② 三三法

在一个数的乘方中，如果这个数 的 各 位 数 字 有 一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数 字

 式中括号用来表示位置的特定符号，与平常的括号意义不同，也就是说括号

之间不能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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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３的时候，则可 利 用“３”的 特 性，以 简 化 运 算 步 骤，这 类 乘 方，叫 做“三 三

法”．
ａ．各个数位的数字都是３的数的平方

１６５．求３３，３３３，３３３３，３３３３３的平方．
解　一个数的各位数字都是３，且位数有（ｎ＋１）位，则它的平方数必是

１１…０８…８９的 形 式，左 边 有ｎ个“１”，后 面 拖 着 一 个“０”；０后 有ｎ 个“８”，８
后面再拖着一个９．

上述规律可证明如下：

设底数为１０ｎ＋１－１
３

［（ｎ＋１）为底数的位数］，

求证：（１０ｎ＋１－１）２
９ ＝１１…︷１

ｎ个１

０８８…︷８
ｎ个８

９．

证明　右 边 ＝９＋８×１０＋８×１０２＋…＋８×１０ｎ＋１０ｎ＋２＋…＋１０２ｎ

＋１０２ｎ＋１

＝９＋８０（１＋１０＋１０２＋…＋１０ｎ－１）＋１０ｎ＋２（１＋１０＋１０２＋
…＋１０ｎ－１）

＝９＋８０（１０ｎ－１）
１０－１ ＋１０ｎ＋２（１０ｎ－１）

１０－１

＝８１＋８×１０ｎ＋１－８０＋１０２ｎ＋２－１０×１０ｎ＋１

９

＝１０２ｎ＋２－２×１０ｎ＋１＋１
９

＝ １０ｎ＋１－１（ ）３
２

＝左边．
∴　３３２＝１０８９　（ｎ＋１＝２，ｎ＝１）；

３３３２＝１１０８８９　（ｎ＋１＝３，ｎ＝２．所以有两个１，两个８）；

３３３３２＝１１１０８８８９　（ｎ＋１＝４，ｎ＝３）；

３３３３３２＝１１１１０８８８８９　（ｎ＋１＝５，ｎ＝４）．
ｂ．末位数字是２，其他数字都是３
１６６．求３２，３３２，３３３２，３３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２的平方数．
解　如果一个数的末位数字是２，其 他 各 位 的 数 字 都 是３，且 位 数 有

（ｎ＋１）位，则它的平方数必有１１…１０２…２４的形式，左边有ｎ个“１”，后面拖

着一个“０”，０后有ｎ个“２”，后面拖着一个４．
上述规律可证明如下：

设底数为１０ｎ＋１－４
３

［（ｎ＋１）为底数的位数］，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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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　　 　 　

１０ｎ＋１－４（ ）３
２

＝１１…︷１
ｎ个１

０２…︷２
ｎ个２

４．

证明　右 边 ＝４＋２×１０＋２×１０２＋…＋２×１０ｎ＋１０ｎ＋２＋…＋１０２ｎ

＋１０２ｎ＋１

＝４＋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ｎ－１）＋１０ｎ＋２（１＋１０＋

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ｎ－１）

＝４＋２０（１０ｎ－１）
１０－１ ＋１０ｎ＋２（１０ｎ－１）

１０－１

＝３６＋２×１０ｎ＋１－２０＋１０２ｎ＋２－１０×１０ｎ＋１

９

＝１０２ｎ＋２－８×１０ｎ＋１＋１６
９

＝ １０ｎ＋１－４（ ）３
２

＝左边．
∴　３２２＝１０２４　（ｎ＋１＝２，ｎ＝１）；

３３２２＝１１０２２４　（ｎ＋１＝３，ｎ＝２）；

３３３２２＝１１１０２２２４　（ｎ＋１＝４，ｎ＝３）；

３３３３２２＝１１１１０２２２２４　（ｎ＋１＝５，ｎ＝４）；

（３３．３３３２）２＝１１１１．１０２２２２２４，（ｎ＋１＝６，ｎ＝５）．
底数有四位小数，平方数中有８位小数．
ｃ．末位数字是５，左边有ｎ位数字３
１６７．求３５、３３５、３３３５、３．３３３５的平方数．
解　这类数的平方数的形式必是１１…１２２…２５，左 边 有ｎ个１，接 着 是

（ｎ＋１）个２，末位数字是５．

设底数１０ｎ＋１＋５
３

（ｎ为３的个数），则有

１０ｎ＋１＋５（ ）３
２

＝１１…︷１

ｎ个１

２２…︷２
　　　（ｎ＋１）个２

５．

证明　右边＝５＋２×１０＋２×１０２＋…＋２×１０ｎ＋２×１０ｎ＋１＋１０ｎ＋２＋…

　＋１０２ｎ＋１０２ｎ＋１

＝５＋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１０ｎ）＋１０ｎ＋２（１＋１０＋１０２＋…

　＋１０ｎ－１）

＝５＋２０（１０ｎ＋１－１）
１０－１ ＋１０ｎ＋２（１０ｎ－１）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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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０×１０ｎ＋１－２０＋１０２ｎ＋２－１０×１０ｎ＋１

９

＝１０２ｎ＋２＋１０×１０ｎ＋１＋２５
９

＝ １０ｎ＋１＋５（ ）３
２

＝左边．
∴　３５２＝１２２５　（ｎ＝１）；

３３５２＝１１２２２５　（ｎ＝２）；

３３３５２＝１１１２２２２５　（ｎ＝３）；

３．３３３５２＝１１．１１２２２２２５　（底数有４位小数，平方数是８位小数）．
③ 六六法

底数的各位数字中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数字是６．
ａ．底数的各位数字都是６
１６８．求６６，６６６，６６６６，６６６６６的平方数．
解　这类数的平方数必是４４…４３５５…５６的形式．从左向右排列有（ｎ－

１）个４，１个３，（ｎ－１）个５，最后是６．（ｎ为底数的位数，即６的个数）
上述规律可证明如下：

设底数为２×１０ｎ－２
３

（ｎ为最小是２，最大是９的整数），则有

２×１０ｎ－２（ ）３
２

＝４４…︷４

（ｎ－１）个４　

３５５…︷５
　 （ｎ－１）个５

６．

证明　右边＝６＋５×１０＋５×１０２＋…＋５×１０ｎ－１＋３×１０ｎ＋４×１０ｎ＋１

＋４×１０ｎ＋２＋…＋４×１０２ｎ－１

＝６＋５０（１＋１０＋１０２＋…＋１０ｎ－２）＋３×１０ｎ＋４×１０ｎ＋１（１
＋１０＋１０２＋…＋１０ｎ－２）

＝６＋５０（１０ｎ－１－１）
１０－１ ＋３×１０ｎ＋４×１０ｎ＋１（１０ｎ－１－１）

１０－１

＝５４＋５０（１０ｎ－１－１）＋２７×１０ｎ＋４×１０ｎ＋１（１０ｎ－１－１）
９

＝５４＋５×１０ｎ－５０＋２７×１０ｎ＋４×１０２ｎ－４×１０ｎ＋１

９

＝４×１０２ｎ－８×１０ｎ＋４
９

＝ ２×１０ｎ－２（ ）３
２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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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　　 　 　

∴　６６２＝４３５６　（ｎ＝２，所以得数为从左向右依次排列的１个４，１个

３，１个５，１个６）；

６６６２＝４４３５５６　（ｎ＝３，所以得数为从左向右依次排列的２个４，１个３，

２个５，１个６）；

６６６６２＝４４４３５５５６；

６６６６６２＝４４４４３５５５５６．
ｂ．底数的末位是５，其余是ｎ个６
１６９．求６５、６６５、６６６５、６６６６．５的平方数．
解　这类数的平方数必是４４…４２２…２５的形式，即左边有ｎ个数字４，

右边有（ｎ＋１）个数字２，后面拖着一个５．证明如下：

设底数为６６…︷６
ｎ个６

５＝２×１０ｎ＋１－５
３

，则有

２×１０ｎ＋１－５（ ）３
２

＝４４…
︸

４
ｎ个４

２２…
︸

２
　 　（ｎ＋１）个２

５．

证明　右边＝５＋２×１０＋２×１０２＋２×１０３＋…＋２×１０ｎ＋２×１０ｎ＋１＋４
×１０ｎ＋２＋４×１０ｎ＋３＋…＋４×１０２ｎ＋４×１０２ｎ＋１

＝５＋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１０ｎ－１＋１０ｎ）＋４×１０ｎ＋２（１＋１０
＋１０２＋…＋１０ｎ－２＋１０ｎ－１）

＝５＋２０（１０ｎ＋１－１）
１０－１ ＋４×１０ｎ＋２（１０ｎ－１）

１０－１

＝４５＋２０×１０ｎ＋１－２０＋４×１０２ｎ＋２－４×１０ｎ＋２

９

＝４×１０２（ｎ＋１）－２０×１０ｎ＋１＋２５
９

＝ ２×１０ｎ＋１－５（ ）３
２

＝左边．
∴　６５２＝４２２５　［ｎ＝１，所以有１个４，（１＋１）个２，１个５］；

６６５２＝４４２２２５　［ｎ＝２，所以有２个４，（２＋１）个２，１个５］；

６６６５２＝４４４２２２２５；

６６６６．５２＝４４４４２２２２．２５（底数是一位小数，平方数就是两位小数）．
ｃ．底数的末位数字是８，其余是ｎ个６
１７０．求６８、６６８、６６６８、６６６６８的平方数．
解　这类底数的平方数必是４４…

︸
４

ｎ个４

６２２…
︸

２
ｎ个２

４的形式．证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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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底数为６６…︷６
ｎ个６

８＝２×１０ｎ＋１＋４
３

（ｎ为大于或等于１的整数），则

　　　　 ２×１０ｎ＋１＋４（ ）３
２

＝４４…
︸

４
ｎ个４

６２２…
︸

２
ｎ个２

４．

证明　右边＝４＋２×１０＋２×１０２＋２×１０３＋…＋２×１０ｎ＋６×１０ｎ＋１

　＋４×１０ｎ＋２＋４×１０ｎ＋３＋…＋４×１０２ｎ＋４×１０２ｎ＋１

＝４＋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１０ｎ－１）＋６×１０ｎ＋１

　＋４×１０ｎ＋２（１＋１０＋１０２＋…＋１０ｎ－２＋１０ｎ－１）

＝４＋２０（１０ｎ－１）
１０－１ ＋６×１０ｎ＋１＋４×１０ｎ＋２（１０ｎ－１）

１０－１

＝３６＋２０×１０ｎ－２０＋５４×１０ｎ＋１＋４×１０２ｎ＋２－４×１０ｎ＋２

９

＝４×１０２（ｎ＋１）＋１６×１０ｎ＋１＋１６
９

＝ ２×１０ｎ＋１＋４（ ）３
２

＝左边．
∴　６８２＝４６２４（底 数 中 有 一 个６，所 以ｎ＝１，平 方 数 中 有１个４，１个

２）；

６６８２＝４４６２２４（ｎ＝２，平方数中有２个４，２个２）；

６６６８２＝４４４６２２２４；

６６６６８２＝４４４４６２２２２４．

④ 九九法

底数有９这样的数字，利用９的 特 性 以 简 化 乘 方 步 骤 的 方 法，叫 做“九

九法”．
ａ．去一法

１７１．求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的平方数．
解　计算９２，只要把９减去１得８，将８与１并 列 写 成８１，就 是９的 平

方数．这就是“去一法”．计算９９的平方也可用“去一法”．将９９减去１得９８，
作平方数的左边部分，右边部分也应有两位，用０补足就得９８０１，同理，得

９９９２＝９９８００１；

９９９９２＝９９９８０００１；

９９９９９２＝９９９９８００００１；

９９９９９９２＝９９９９９８０００００１．
这个方法的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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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　　 　 　

９９９…
烐烏 烑

９９
ｎ个９

２ ＝（１０ｎ－１）２

＝（１０ｎ）２－２×１０ｎ＋１
＝１０ｎ（１０ｎ－２）＋１

＝９９…︷９
（ｎ－１）个９　 　

８００…︷０
　 　（ｎ－１）个０

１．
ｂ．底数末位数字是５，其余是ｎ个数字９
１７２．求９５，９９５，９９９５，９９９９．５的平方数．

解　这类数的平方数必是９９…︷９
ｎ个９

００…︷０
ｎ个０

２５．证明如下：

设底数为９９…︷９
ｎ个９

５＝１０ｎ＋１－５（ｎ为大于或等于１的整数）
则（１０ｎ＋１－５）２＝９９…

︸
９

ｎ个９

００…
︸

０
ｎ个０

２５

证明　（１０ｎ＋１－５）２ ＝（１０ｎ＋１）２－２×５×１０ｎ＋１＋５２

＝１０ｎ＋１（１０ｎ＋１－２×５）＋２５
＝１０ｎ＋２（１０ｎ－１）＋２５

＝９９…︷９
ｎ个９

００…︷０
ｎ个０

２５．
∴　９５２＝９０２５（底数中有一个９，所以ｎ＝１）；

９９５２＝９９００２５；

９９９５２＝９９９０００２５；

９９９９．５２＝９９９９００００．２５．
ｃ．底数的末位数字是６，其余是ｎ个数字９
１７３．求９６、９９６、９９９６、９９９．９６的平方数．
解　这类数的平方数必是９９…

︸
９

ｎ个９

２００…
︸

０
　 　（ｎ－１）个０

１６．证明如下：

设底数为９９…︷９
ｎ个９

６＝１０ｎ＋１－４（ｎ为大于或等于１的整数），则

（１０ｎ＋１－４）２＝９９…︷９
ｎ个９

２００…︷０
　　 （ｎ－１）个０

１６．
证明　　（１０ｎ＋１－４）２

＝（１０ｎ＋１）２－２×４×１０ｎ＋１＋４２

＝１０ｎ＋１（１０ｎ＋１－８）＋１６

＝９９…︷９
ｎ个９

２００…︷０
　　 （ｎ－１）个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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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９６２＝９２１６（底数中有一个９，所以ｎ＝１，则 得 数 左 边 有 一 个９，后

面拖着一个２，中间没有“０”，右边是１６）；

９９６２＝９９２０１６（ｎ＝２，所以有２个９，１个０）；

９９９６２＝９９９２００１６；

９９９．９６２＝９９９９２０．００１６．
ｄ．底数末位是７，其余是ｎ个数字９
１７４．求９７，９９７，９９９７，９９９９．７的平方数．
解　这类数的平方数必是９９…

︸
９

ｎ个９

４００…
︸

０
ｎ个０

９的形式．它的依据是：

设底数为９９…︷９
ｎ个９

７＝１０ｎ＋１－３（ｎ 为 大 于 或 等 于１的 整 数），则（１０ｎ＋１－

３）２＝９９…︷９
ｎ个９

４００…︷０
ｎ个０

９．
　　　　　　　（１０ｎ＋１－３）２ ＝（１０ｎ＋１）２－２×３×１０ｎ＋１＋３２

＝１０ｎ＋１（１０ｎ＋１－６）＋９

＝９９…︷９
ｎ个９

４００…︷０
ｎ个０

９．
　　所以９７２＝９４０９（底数中有一个９，所以ｎ＝１，因 此９７的 平 方 数 是 由 从

左向右依次排列着的１个９，１个４，１个０和１个９组成）；

９９７２＝９９４００９（ｎ＝２，所以得数中有２个９，２个０）；

９９９７２＝９９９４０００９；

９９９９．７２＝９９９９４０００．０９．
ｅ．底数的末位数字是８，左边有ｎ位数字９
１７５．求９８、９９８、９９９８的平方数．

解　这 类 数 的 平 方 数 是９９…︷９
ｎ个９

６００…︷０
ｎ个０

４的 形 式．其 依 据 是：设 底 数 为

９９…︷９
ｎ个９

８＝１０ｎ＋１－２（ｎ为大于或等于１的整数）．
则：（１０ｎ＋１－２）２ ＝（１０ｎ＋１）２－２×２×１０ｎ＋１＋２２

＝１０ｎ＋１（１０ｎ＋１－４）＋４

＝９９…︷９
ｎ个９

６００…︷０
ｎ个０

４．
　　∴　９８２＝９６０４（ｎ＝１）；

９９８２＝９９６００４（ｎ＝２）；

９９９８２＝９９９６０００４（ｎ＝３）．

⑤ 由已知数的平方求另一数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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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１７６．已知１２２＝１４４，求出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的平方数．
解　因为ｘ２－ｙ２＝（ｘ＋ｙ）（ｘ－ｙ），所以，

ｘ２＝（ｘ＋ｙ）（ｘ－ｙ）＋ｙ２．
因此１３２＝（１３＋１２）（１３－１２）＋１２２＝２５＋１４４＝１６９；

１４２＝（１４＋１３）（１４－１３）＋１３２＝２７＋１６９＝１９６；

１５２＝（１５＋１４）（１５－１４）＋１４２＝２９＋１９６＝２２５；

１６２＝（１６＋１５）（１６－１５）＋１５２＝３１＋２２５＝２５６；

１７２＝（１７＋１６）（１７－１６）＋１６２＝３３＋２５６＝２８９．
１７７．求１８、２３、９８、５２的平方数．
解　１８２＝（１８＋２）（１８－２）＋２２＝２０×１６＋４＝３２４；

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３）＋３２＝２６×２０＋９＝５２９；

９８２＝（９８＋２）（９８－２）＋２２＝１００×９６＋４＝９６０４；

５２２＝（５２＋２）（５２－２）＋２２＝５４×５０＋４＝２７０４．
（５）验算方法

① 弃九法

ａ．判断多位数能否被９整除的方法

１７８．试判断下列各多位数能不能被９整除．

８７６５４３２１；７６５４３２１；６５４３２１．
解　设一个三位数为（１００ｘ＋１０ｙ＋ｚ）．

１００ｘ＋１０ｙ＋ｚ＝（９９＋１）ｘ＋（９＋１）ｙ＋ｚ

＝９９ｘ＋９ｙ＋ｘ＋ｙ＋ｚ

＝９（１１ｘ＋ｙ）＋（ｘ＋ｙ＋ｚ）．
等式两边同除以９，得

　（１００ｘ＋１０ｙ＋ｚ）÷９

＝ （１１ｘ＋ｙ）＋（ｘ＋ｙ＋ｚ）÷９．

　　这个等式表明，三位数的数字和（ｘ＋ｙ＋ｚ）如果能被９整 除，则 等 式 左

边的三位数（１００ｘ＋１０ｙ＋ｚ）也 就 能 被９整 除．而 以９除（ｘ＋ｙ＋ｚ）的 余 数

就是以９除（１００ｘ＋１０ｙ＋ｚ）的余数．四位以上的数可按上法类推．
因为８７６５４３２１的数字和为８＋７＋６＋５＋４＋３＋２＋１＝３６，

而３６÷９＝４，所以，８７６５４３２１能被９整除；

因为７６５４３２１的数字和为７＋６＋５＋４＋３＋２＋１＝２８，

而２８÷９＝３…１，所以７６５４３２１不能被９整除；

因为６５４３２１的数字和为６＋５＋４＋３＋２＋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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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２１÷９＝２…３，所以６５４３２１不能被９整除．

ｂ．求多位数除以９的余数的方法

１７９．求下列各多位数除以９后所得的余数：

１９２６７５４；２５４７８６．

　　解　求以９除某数的余数，可以９除构成某数的数字的和，且其中数字

和满９的部分，都可以略去不计，这个方法，叫做“弃九法”．

１９２６７５４的数字共七个，其中１＋２＋６＝９，５＋４＝９，弃去１，２，６；５，４及

９等六个数字，剩下的数字是７，所以１９２６７５４除以９所得的余数是７；

同理，在２５４７８６中略去数字５，４及２，７不计，从８＋６＝１４中减去９得

５，这个５就是所求的余数．

１８０．求证：４３８５６１是９的倍数．
证明　因为４＋３＋８＋５＋６＋１＝（４＋５）＋（３＋６）＋（８＋１），即各位数

字的和为９的倍数，弃九后为０，所以４３８５６１是９的倍数．

② 加法的验算方法

１８１．用弃九法检验下面的加法计算是否正确．

４ ８ ５ ３ ６ ７
＋ 　 ３ ６ ８ ２ ７

５ ２ ２ １ ９ ４

　　解　用弃九法检验如下：

因为，１４－５＝９，是９的倍数，所以计算结果正确．
说明　（ａ）分别求出两个加数４８５３６７与３６８２７的九余数６和８，６与８

的和为１４；
（ｂ）求出和数５２２１９４的九余数５；
（ｃ）求出１４与５的 差 得９，９是９的 一 倍 数，因 此 这 道 题 的 得 数 正 确

无误．
检验的依据是：
设 Ｎ＝Ｎ１＋Ｎ２；且Ｑ，Ｑ１，Ｑ２ 分别是以９除 Ｎ，Ｎ１ 和 Ｎ２ 所得的商；Ｒ，

Ｒ１，Ｒ２ 分别是各数的“九余数”．
则 Ｎ＝９Ｑ＋Ｒ，Ｎ１＝９Ｑ１＋Ｒ１，Ｎ２＝９Ｑ２＋Ｒ２

∵　Ｎ＝Ｎ１＋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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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　　 　 　

∴　９Ｑ＋Ｒ＝（９Ｑ１＋Ｒ１）＋（９Ｑ２＋Ｒ２），
整理，得（Ｒ１＋Ｒ２）－Ｒ＝９（Ｑ－Ｑ１－Ｑ２）．
这个式子说明两 个 数 相 加 后 的“九 余 数”与 两 个 数 的“九 余 数”之 和 的

差，必是９的倍数．
本题上述验算过程可用斜十字表达如下：

ａ．画一个斜十字（×），把第一加数的“九余数”写在×的左方．

　

６ 　

　
　　ｂ．把第二加数的“九余数”写在×的右方．

　

６ ８

　
　　ｃ．把左、右两边“九余数”相加后的“九余数”，写在×的上方．

５

６ ８

　　ｄ．把两个加数的和的“九 余 数”写 在×的 下 方．如 果 上 下 的 数 字 相 同，
说明计算无误，如果不同，那就错了．

５

６ ８

５
　　１８２．检验下面两题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８７４５６３＋１８７５４＝８９３２１７．

　　解　

　　　　

４

６ ７

３

　

因为４≠３，
　

　

所以计算错误．
１７６５４３＋８５６７４＝２６２２１７．

解　

　　　　

２

８ ３

２

　

因为２＝２，
　

　

所以计算正确．
１８３．检验下题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８１３４６＋２７６３２＋３８５１６＋６７５４９＝２１５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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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遇到连加法，可以写成以下的检验形式：

把各加数的“九余数”相加，再弃９得６，又求出和数的“九余数”也是６，
所以计算无误．

③ 减法的验算方法

１８４．检验下题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１ ７ ６ ５ ４ ３
－ 　 ８ ５ ６ ７ ４

９ ０ ８ ６ ９

　　解　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其验算方法类同于加法验算方法．
两个数相减所得的差数是否正确，看被减数的“九余数”减去减数的“九

余数”所得的差，是否与差数的“九余数”相同，如果相同就说明计算无误，不

同就说明计算有误．

　　　

５

８ ３

５

（１）把被减数１７６５４３的“九余数”８写在×的左方；
（２）把减数８５６７４的“九余数”３写在×的右方；
（３）把两余数的差８－３＝５写在×的上方；
（４）把差数９０８６９的“九余数”５，写在×的下方．
因为上下都是５，所以所得的差数正确无误．
１８５．检验４６０００６４－２００３０００＝２５９７０６４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解

　　　　 　　　

６

１１ ５

６

这题被减数４６０００６４的“九余数”２，小于减数２００３０００的“九余数”５，可

以把被减数的“九余数”２加９，然后减去减数的“九余数”５．这是因为在弃九

时，是把９当０看（即丢了不要），当 然，在 必 要 时，也 可 以 把０当９看（即 增

加９）．因此，把被减数的“九余数”２，加上９得１１，写在×的左方，减数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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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数”５，写在×的右方；左右相减得１１－５＝６，写在×的上方，差数的“九余

数”６，写在×的下方，因上下相同，所以计算无误．
１８６．验算下题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４３８５６７－２４９６７１＝２８８８９６
解

　　　　 　　　

４

６ ２

５
因为×的上、下方数字不同，故知计算错了．
④ 乘法的验算方法

１８７．检验下面两题的积是否正确：

４７×６１＝２８６７；

７４３×３５２＝２５１５３６．
解　乘法的检验方法是：
被乘数的“九余数”乘以乘数的“九余数”，弃九后的余数必与积的“九余

数”相同．否则，这个乘法计算就有错误．证明如下：
设被乘数为Ａ，乘数为Ｂ，积为Ｃ；以９除Ａ、Ｂ、Ｃ 的商是ｑ１，ｑ２，ｑ３；除得

的余数分别为Ｒ１，Ｒ２ 和Ｒ３．
则　Ａ＝９ｑ１＋Ｒ１，

Ｂ＝９ｑ２＋Ｒ２，

Ｃ＝９ｑ３＋Ｒ３．
已知Ａ·Ｂ＝Ｃ，
所以，（９ｑ１＋Ｒ１）（９ｑ２＋Ｒ２）＝９ｑ３＋Ｒ３；
即９（９ｑ１ｑ２＋ｑ１Ｒ２＋ｑ２Ｒ１）＋Ｒ１Ｒ２＝９ｑ３＋Ｒ３；
所以，Ｒ１Ｒ２－Ｒ３＝９（ｑ３－９ｑ１ｑ２－ｑ１Ｒ２－ｑ２Ｒ１）．
上式中，右边为９的倍 数，则 左 边 也 是９的 倍 数．也 就 是 说，（Ｒ１·Ｒ２）

的“九余数”等于Ｒ３．
现在

　　　　 　　　

５

２ ７

５
因为２×７的“九余数”５与积的“九余数”５相等，所以计算正确．
又

　　　 　　　

５

５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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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５×１的九余数５不等于积的九余数４，所以计算有误．
⑤ 除法的验算方法

１８８．验算２５４４÷５３＝４８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解　由于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所以商的验算方法是：
（１）把除数的“九余数”写在×的左方；
（２）把商的“九余数”写在×的右方；
（３）把左右两个数相乘后积的“九余数”写在×的上方；
（４）把被除数的“九余数”写在×的下方．
如果上下相同，说明计算正确，否则就算错了．

　　　

６

８ ３

６

因为×的上、下都是６，所以计算正确．
１８９．验算

　　 　　　

解　这是一道有余数的除法．
设被除数为Ａ，除数为Ｂ，商为Ｑ，余数为Ｒ．ｑ１，ｑ２，ｑ３，ｑ４ 分别为以９除

Ａ、Ｂ、Ｑ、Ｒ 所得的商，ｒ１，ｒ２，ｒ３，ｒ４ 分别为除得的余数．
则　Ａ＝９ｑ１＋ｒ１，

Ｂ＝９ｑ２＋ｒ２，

Ｑ＝９ｑ３＋ｒ３，

Ｒ＝９ｑ４＋ｒ４．
∵　Ａ＝Ｂ·Ｑ＋Ｒ，

∴　９ｑ１＋ｒ１＝（９ｑ２＋ｒ２）（９ｑ３＋ｒ３）＋（９ｑ４＋ｒ４），
即　９ｑ１＋ｒ１＝９（９ｑ２ｑ３＋ｑ２ｒ３＋ｑ３ｒ２＋ｑ４）＋ｒ２ｒ３＋ｒ４，
即　（ｒ２ｒ３＋ｒ４）－ｒ１＝９（ｑ－９ｑ２ｑ３－ｑ２ｒ３－ｑ３ｒ２－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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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　　 　 　

上式的右边为９的倍数，那么 左 边 也 是９的 倍 数，即“九 余 数”为０．所

以（ｒ２ｒ３＋ｒ４）的“九余数”等于ｒ１，否则，除法计算有错误．上式清楚地说明：
除数的“九余数”乘以商的“九余数”，加上余数的“九余数”，再弃九后的

余数，必等于被除数的“九余数”．

　　　

５

４ ４

６

ａ．除数３６４的“九余数”４写 在×的 左 方；商２０２的“九 余 数”４写 在×
的右方．

ｂ．４×４＋７（余数的“九余数”）＝２３，将２３的“九余数”５写在×的上方．
ｃ．将被除数７３８５１的“九余数”６写在×的下方．
因为５≠６，所以计算错误．
⑥ 混合运算的验算方法

１９０．已知 ８１７４６８×１９４２
９９９７ ＝１５８７９９…９２５３，对计算结果进行验算．

解　上式中，设Ａ＝８１７４６８的九余数为７；

Ｂ＝１９４２的九余数为７；

Ｃ＝９９９７的九余数为７；

Ｑ＝１５８７９９的九余数为３；

Ｒ＝９２５３的九余数为１．
因为Ａ·Ｂ＝Ｃ·Ｑ＋Ｒ，而７×７＝４９的九余数４与７×３＋１＝２２的 九

余数４相同，所以计算没有错误．
１９１．检验１２３４－３７×２７＝２３５的计算结果．
解　１２３４的九余数是１；

３７的九余数是１；

２７的九余数是０；

２３５的九余数是１．
左边＝１－１×０＝１，右边＝１，
左边＝右边，因等式两边的九余数运算结果相等，故知计算没有错误．
１９２．对９５×６５＋７３５×３２５

＝６１７５＋２３８８７５
＝２４５０４０进行验算．

解　（１）先验算第一步．
９５的九余数与６５的九余数的积是５×２＝１０，１０的九余数是１；６１７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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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余数是１，所以９５×６５的积计算正确．
（２）７３５与３２５的九余数的积是６×１＝６，２３８８７５的九余数也是６，所以

７３５×３２５也计算正确．
（３）再验算第二步．
６１７５与２３８８７５的九余数的和是１＋６＝７，而２４５０４０的 九 余 数 是６，所

以这道题的加法计算错了．

４．文字题

（１）只含第一级运算

１９３．一个加数是３４０，另一个加数是５６０，和是多少？

解　３４０＋５６０＝９００．
１９４．比１０９９多３２１的数是多少？

解　１０９９＋３２１＝１４２０．
１９５．什么数减去１０７３得９２７？

解　１０７３＋９２７＝２０００．
１９６．一个数比０．９９多０．０１，这个数是多少？

解１　０．９９＋０．０１＝１．
解２　设这个数为ｘ．根据题意，得

ｘ－０．９９＝０．０１．
ｘ＝０．９９＋０．０１．
ｘ＝１．

１９７．比５２
３

大１３
５

的数是多少？

解　５２
３＋１３

５＝７４
１５．

１９８．１０８减去１８，差是多少？

解　１０８－１８＝９０．

１９９．一个数是１０１
２

，另一个数比它小２．７５，另一个数是多少？

解　１０１
２－２．７５＝７．７５．

２００．最大的四位数与最小的五位数相差多少？

解　１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１．
２０１．从４８．２里减去什么数得２５？

解　４８．２－２５＝２３．２．
２０２．两数的和是４９７，一个加数是２９１，求另一个加数．
解　４９７－２９１＝２０６．
２０３．十位数上的１与十分位上的１相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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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　　 　 　

解　１０－０．１＝９．９．
２０４．甲乙两数的和是３２．４７，如果甲数增加１．３，乙数增加２，它们的和

是多少？

解　３２．４７＋１．３＋２＝３５．７７．

２０５．一个数减去１０１
８

与４．５的差还余２２
３

，这个数是多少？

解１　　２２
３＋ １０１

８－４．（ ）５

＝２２
３＋５５

８

＝８７
２４

；

解２　设这个数为ｘ．根据题意，得

ｘ－ １０１
８－４．（ ）５ ＝２２

３．

ｘ＝ １０１
８－４．（ ）５ ＋２２

３．

ｘ＝８７
２４．

２０６．２０５５加上１４７５与８６７的差，和是多少？

解　２０５５＋（１４７５－８６７）＝２６６３．
２０７．７４与２６的和，加上３７５４减去１００的差，和是多少？

解　（７４＋２６）＋（３７５４－１００）＝３７５４．
（２）只含第二级运算

２０８．被乘数是３６０，乘数是３７，积是多少？

解　３６０×３７＝１３３２０．
２０９．一个因数是７２，另一个因数是２．５，它们的积是多少？

解　７２×２．５＝１８０．
２１０．被除数是４８０，除数是０．１６，商是多少？

解　４８０÷０．１６＝３０００．

２１１．两个数的积是１２，一个因数是３３
４

，求另一个因数．

解　１２÷３３
４＝１２×４

１５＝３１
５．

２１２．７２乘以４的积是多少？７２除以４的商是多少？用４除７２，商是多少？

解　７２×４＝２８８；７２÷４＝１８；７２÷４＝１８．
２１３．把７５６分成１８等分，每份是多少？

解　７５６÷１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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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０　　

２１４．６７２里包含有多少个９６？

解　６７２÷９６＝７．
２１５．５个５６连加的和是多少？

解　５６×５＝２８０．
２１６．除数是１２９．６，商是１０．５，求被除数．
解　１２９．６×１０．５＝１３６０．８．
２１７．３５乘以什么数得７００？

解　７００÷３５＝２０．
２１８．一个数是４．２，另一个数是它的５倍，另一个数是多少？

解　４．２×５＝２１．
２１９．１２０是２０的几倍？

解　１２０÷２０＝６．
２２０．３．２扩大８倍是多少？

解　３．２×８＝２５．６．

２２１．某数的４倍是５１
３

，求这个数．

解　５１
３÷４＝１６

３×１
４＝１１

３．

２２２．甲数是６０，乙数是甲数的５０％，乙数是多少？

解　６０×５０％＝３０．
２２３．甲数是４５，是乙数的１５％，乙数是多少？

解　４５÷１５％＝３００．

２２４．３５的２
７

是什么数的１
２

？

解　３５×２
７÷１

２＝２０．

２２５．１５０的２
５

与哪个数的６倍相等？

解１　１５０×２
５÷６＝１０；

解２　设哪个数为ｘ．根据题意，得

１５０×２
５＝６ｘ．

ｘ＝１５０×２
５÷６．

ｘ＝１０．
２２６．最小的三位数与最大的两位数的积是９０的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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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解　１００×９９÷９０＝１１０．

２２７．５０的１２％除３０个１
５

，商是多少？

解　１
５×３０÷（５０×１２％）＝１．

２２８．有一个数，它的１５倍是３，这个数的４５倍是多少？

解１　３÷１５×４５＝９；
解２　３×（４５÷１５）＝９．
２２９．用５０除２５００的商去除２４００除４８００的商，结果是多少？

解　（４８００÷２４００）÷（２５００÷５０）＝０．０４．
（３）和、差、积、商的变化

２３０．两个数相 加，一 个 加 数 增 加８，另 一 个 加 数 也 增 加 ８，和 有 什 么

变化？

解　一个加数增加８，和就增加８；另一个加数也增加８，和就又增加８，
因此和增加了８＋８＝１６．

２３１．两个数相 加，一 个 加 数 减 少８，另 一 个 加 数 也 减 少 ８，和 有 什 么

变化？

解　一个加数减少８，和就减少８；另一个加数也减少８，和就又减少８，
因此和就减少了８＋８＝１６．

２３２．两个数相加，一个加数增加９，另一个加数减少９，和起什么变化？

解　一个加数增加９，和就增加９；另一个加数减少９，和就减少９．和先

增加９，接着又减少９，结果没起什么变化．
２３３．两个数相加，一个加数减少７，另一个加数增加７，和起什么变化？

解　一个加数减少７，和就减少７；另一个加数增加７，和就增加７．和先

减少７，接着又增加７，因此不起什么变化．
２３４．两数相加，如果一个加 数 增 加１８，另 一 个 加 数 减 少１１，它 们 的 和

有什么变化？

解　一个加数增加１８，和就增加１８；另一个加数减少１１，和就减少１１，
所以两数的和最终将增加１８－１１＝７．

２３５．两数相加，如果一加数增加８，要使和不变，那么，另一个加数应有

什么变化？

解　一个加数增加８，和就增加８，现 在 要 使 和 不 变，那 么，另 一 个 加 数

应减少８．

２３６．两数相加，一个加数减少３２
７

，如 果 要 使 和 不 变，那 么，另 一 个 加

数应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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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另一个加数应增加３２
７．

２３７．两数相加，如果一个加 数 增 加８，要 使 和 增 加１４，那 么，另 一 个 加

数应有什么变化？

解　一个加数增加８，和就 增 加８，现 在 要 使 和 增 加１４，那 么 另 一 个 加

数应增加１４－８＝６．
２３８．两数相加，如果一个加 数 增 加８，要 使 和 减 少４，那 么 另 一 个 加 数

应有什么变化？

解　一个加数增加８，和就 增 加８，现 在 要 使 和 减 少４，那 么，另 一 个 加

数应减少８＋４＝１２．
２３９．两数相加，如果一个加数减少８，要使和减少１５，另一个加数应有

什么变化？

解　另一个加数应减少１５－８＝７．
２４０．两数相加，如果一个加数减少１４．２，要使和只减少２．８，另一个加

数应有什么变化？

解　另一个加数应增加１４．２－２．８＝１１．４．
２４１．两数相加，如果一个加数 减 少２．５，要 使 和 增 加１．４，另 一 个 加 数

应有什么变化？

解　另一个加数应增加２．５＋１．４＝３．９．
２４２．两数相减，如果被减数增加８，减数也增加８，差将起什么变化？

解　被减数增加８，差就增加８；减数增加８，差反而减少８．差先增加８，
接着又减少８，因此没起什么变化．

２４３．两数相减，如果被减数减少１２，减数也减少１２，差将起什么变化？

解　被减数减少１２，差就减少１２；减数减少１２，差反而增加１２．差先减

少１２，接着又增加１２，因此没有什么变化．
２４４．两数相减，如果被减数增加８，减数减少８，差将有怎样的变化？

解　被减数增加８，差就增加８；减数减少８，差反而增加８．两数的差先

增加８，接着又增加８，最后共增加８＋８＝１６．
２４５．两数相减，如果被减数减少２．８，减数增加２．８，差将起什么变化？

解　被减数减少２．８，差就减少２．８；减数增加２．８，差反而减少２．８．因

此差减少了２．８＋２．８＝５．６．
２４６．两数相减，如果被减数增加２．５，减数增加２．１，差将起什么变化？

解　被减数增加２．５，差就增加２．５；减数增加２．１，差反而减少２．１．因

此差将增加２．５－２．１＝０．４．
２４７．两数相减，如果被减数增加２．５，减数增加４．９，差将起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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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解　被减数增加２．５，差就增加２．５；减数增加４．９，差反而减少４．９．因

此差减少了４．９－２．５＝２．４．

２４８．两数相减，如果被减数减少４１
２

，减数减少３１
３

，差将有怎么样的

变化？

解　被减数减少４１
２

，差就减少４１
２

；减数减少３１
３

，差反而增加３１
３．

因此，差减少了４１
２－３１

３＝１１
６．

２４９．两数相减，如果被减数增加１８，减数减少３２，差将起什么变化？

解　被减数增加１８，差就增加１８；减数减少３２，差反而增 加３２．因 此，
差将增加１８＋３２＝５０．

２５０．两数相减，如果被减数减少４．６，减数增加８．５，差将起什么变化？

解　被减数减少４．６，差就减少４．６；减数增加８．５，差反而减少８．５．因

此，差将减少４．６＋８．５＝１３．１．
２５１．两数相 减，被 减 数 增 加 ２０．如 果 要 使 差 不 变，减 数 应 有 怎 样 的

变化？

解　被减数增加２０．差就会增加２０，现在要使差不变，那么减数也应增

加２０．
２５２．两数相 减，被 减 数 减 少 １８，如 果 要 使 差 不 变，减 数 应 有 怎 样 的

变化？

解　被减数减少１８，差就减少１８，现在要使差不变，那么减数也应减少１８．
２５３．两数相减，被 减 数 增 加５，如 果 要 使 差 增 加 ８，减 数 应 有 怎 样 的

变化？

解　被减数增加５，差就增加５，现在要使差增加８，那么减数就应减少

　　　　　　　　８－５＝３．
２５４．两数相减，被 减 数 增 加 ３０，如 果 要 使 差 减 少 １２，减 数 应 有 什 么

变化？

解　减数应增加３０＋１２＝４２．
２５５．两数相减，被 减 数 减 少 １６，如 果 要 使 差 减 少 １８，减 数 应 有 什 么

变化？

解　被减数减少１６，差 就 减 少１６，现 在 要 使 差 减 少１８，那 么 减 数 应 增

加　　　１８－１６＝２．
２５６．两数相减，如果 被 减 数 减 少１５．２，要 使 差 增 加２，减 数 应 有 什 么

变化？

解　减数应减少　　１５．２＋２＝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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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两数相减，如果减数增加３０，要使差不变，被减数应有什么变化？

解　减数增加３０，差反而减少３０，现在要使差不变，被减数应增加３０．
２５８．两数相 减，如 果 减 数 减 少 ４８，要 使 差 不 变，被 减 数 应 有 怎 样 的

变化？

解　减数减少４８，差就增加４８，要使差不变，被减数就应减少４８．
２５９．两数相减，如果减数增 加３２，要 使 差 减 少２９，被 减 数 应 有 怎 样 的

变化？

解　减数增加３２，差将减少３２．要使差只减少２９，被减数应增加

３２－２９＝３．
２６０．两数相减，如果减数增加４．７，要 使 差 增 加２．１，被 减 数 应 有 怎 样

的变化？

解　被减数应增加　４．７＋２．１＝６．８．
２６１．两数相减，如 果 减 数 减 少 ４７，要 使 差 增 加 ５０，被 减 数 应 有 什 么

变化？

解　减数减少４７，差将增加４７．要使差增加５０，被减数还应增加

５０－４７＝３．

２６２．两数相 减，减 数 减 少 ４１
４

，要 使 差 增 加 ２３
８

，被 减 数 应 有 什 么

变化？

解　被减数应减少　４１
４－２３

８＝１７
８．

２６３．两数相乘，如果一个因数扩大３倍，另一因数扩大２倍，积有什么

变化？

解　一个因数扩大３倍，积也扩 大３倍；另 一 个 因 数 扩 大２倍，积 也 扩

大２倍．积先扩大３倍，接着又扩大２倍，因此将扩大３×２＝６（倍）．
２６４．两数相乘，如果 一 个 因 数 扩 大３倍，另 一 个 因 数 缩 小３倍，积 将

怎样？

解　积先扩大３倍，然后缩小３倍，因此积没有什么变化．
２６５．两数相乘，如果 一 个 因 数 扩 大４倍，另 一 个 因 数 缩 小８倍，积 将

怎样？

解　积将缩小　８÷４＝２（倍）．
２６６．两数相乘，如果一个因数缩小２倍，另一个因数缩小３倍，积将有

什么变化？

解　积将缩小　２×３＝６（倍）．
２６７．两数相乘，如果一个因数缩小３倍，另一个因数扩大５倍，积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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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什么变化？

解　积将扩大　５÷３＝１２
３

（倍）．

２６８．两数相乘，如果一个因数扩大５倍，要使积不变，另一个因数应有

什么变化？

解　一个因数扩大５倍，积将扩 大５倍，现 在 要 使 积 不 变，那 么 另 一 个

因数应该缩小５倍．
２６９．两数相乘，一个因数缩小３倍，要使积不变，另一个因数应有什么

变化？

解　另一个因数应该扩大３倍．
２７０．两数相乘，一个因数扩大２倍，要使积扩大６倍，另一个因数应该

怎样变化？

解　一个因数扩大２倍，积就扩 大２倍，现 在 要 使 积 扩 大６倍，则 另 一

个因数应扩大　　６÷２＝３（倍）．

２７１．两数相乘，一个因数扩大４倍，如果要使积扩大１１
３

倍，另一个因

数应有什么变化？

解　一个因数扩大４倍，积就扩大４倍．现在只使积扩大１１
３

倍，显然，

另一个因数应该缩小　４÷１１
３＝３（倍）．

２７２．两数相乘，一个因数扩大４倍，如果要使积缩小１１
２

倍，另一个因

数应有什么变化？

解　一个因数扩大４倍，积就扩 大４倍．现 在 要 使 积 缩 小１１
２

倍，另 一

个因数应该缩小　１１
２×４＝６（倍）．

２７３．两数相乘，如果一个因数缩小２倍，现在要使积扩大６倍，那么另

一个因数应有什么变化？

解　另一个因数应当扩大　６×２＝１２（倍）．
２７４．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和除数都扩大３倍，商将起什么变化？

解　被除数扩大３倍，商就扩大３倍；除数扩大３倍，商反而缩小３倍．
因此，商不变．

２７５．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和除数都缩小３倍，商将起什么变化？

解　被除数缩小３倍，商也缩小３倍；除数缩小３倍，商反而扩大３倍．
因此，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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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扩大４倍，除数扩大３倍，商将怎样？

解　被除数扩大４倍，商也扩大４倍；除数扩大３倍，商反而缩小３倍．

商先扩大４倍，后缩小３倍，结果扩大　４÷３＝１１
３

（倍）．

２７７．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扩大３倍，除数扩大４倍，商将怎样？

解　被除数扩大３倍，商也扩大３倍；除数扩大４倍，商反而缩小４倍，

因此商将缩小　４÷３＝１１
３

（倍）．

２７８．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扩大４倍，除数缩小３倍，商将怎样？

解　商将先扩大４倍，后又扩大３倍，因此，扩大

４×３＝１２（倍）．
２７９．两数相 除，如 果 被 除 数 缩 小 ３ 倍，除 数 缩 小 ４ 倍，商 将 有 什 么

变化？

解　被除数缩小３倍，商也缩小３倍．除数缩小４倍，商反而扩大４倍．

因此，商将扩大　４÷３＝１１
３

（倍）．

２８０．两数相 除，如 果 被 除 数 缩 小 ４ 倍，除 数 缩 小 ３ 倍，商 将 有 什 么

变化？

解　被除数缩小４倍，商也缩小４倍．除数缩小３倍，商却扩大３倍．因

此，商将缩小　４÷３＝１１
３

（倍）．

２８１．两数相 除，如 果 被 除 数 缩 小 ４ 倍，除 数 扩 大 ３ 倍，商 将 起 什 么

变化？

解　商将缩小　４×３＝１２（倍）．
２８２．两数相 除，如 果 被 除 数 扩 大 ５ 倍，要 使 商 不 变，除 数 应 有 什 么

变化？

解　除数也应扩大５倍．
２８３．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扩大４倍，要使商扩大８倍，除数应有什么

变化？

解　除数应缩小　８÷４＝２（倍）．
２８４．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扩大２倍，要使商也扩大２倍，除数应有什

么变化？

解　被除数扩大２倍，商就扩大２倍，现 在 要 求 商 只 扩 大２倍，因 此 除

数不变．
２８５．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扩大６倍，要使商扩大２倍，除数应该怎样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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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　　 　 　

解　被除数扩大６倍，商就扩大６倍．现在要求商扩大２倍，因此，除数

应该扩大　６÷２＝３（倍）．

２８６．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扩大１１
２

倍，要使商缩小２倍，除数应该怎

样变化？

解　被除数扩大１１
２

倍，商也扩 大１１
２

倍．现 在 要 使 商 缩 小２倍，除 数

就应该扩大　１１
２×２＝３（倍）．

２８７．两数相 除，如 果 被 除 数 缩 小 ２ 倍，要 使 商 不 变，除 数 应 有 什 么

变化？

解　除数也缩小２倍．
２８８．两数相除，如果 被 除 数 缩 小４倍，要 使 商 也 缩 小４倍，除 数 应 当

怎样？

解　除数不变．
２８９．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缩小２倍，要使商缩小６倍，除数应该怎样

变化？

解　被除数缩小２倍，商也缩小２倍．现 在 要 使 商 缩 小６倍，除 数 应 该

扩大　６÷２＝３（倍）．
２９０．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缩小５倍，要使商缩小２倍，除数应该怎样

变化？

解　被除数缩小５倍，商也缩小５倍．要使商缩小２倍，除数应该缩小

５÷２＝２１
２

（倍）．

２９１．两数相除，如果被除数缩小６倍，要使商扩大２倍，除数应有什么

变化？

解　除数应该缩小　２×６＝１２（倍）．
２９２．两数相除，如果 被 除 数 缩 小３倍，要 使 商 扩 大９倍，除 数 应 怎 样

变化？

解　除数应缩小　３×９＝２７（倍）．
２９３．两数相除，如果 除 数 扩 大２倍，要 使 商 扩 大６倍，被 除 数 应 怎 样

变化？

解　除数扩大２倍，商反而缩小２倍，要使商扩大６倍，被除数应扩大

２×６＝１２（倍）．
２９４．两数 相 除，除 数 扩 大 ５ 倍，要 使 商 缩 小 ２．５ 倍，被 除 数 应 怎 样

变化？

解　除数扩大５倍，商就缩小５倍．现 在 要 使 商 只 缩 小２．５倍，那 么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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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数应扩大　５÷２．５＝２（倍）．
２９５．两数相除，如果 除 数 扩 大５倍，要 使 商 缩 小５倍，被 除 数 应 怎 样

变化？

解　除数扩大５倍，商就缩小５倍，因此被除数不变．
２９６．两数相除，如果 除 数 扩 大２倍，要 使 商 缩 小６倍，被 除 数 应 怎 样

变化？

解　除数扩大２倍，商就缩小２倍．现 在 要 使 商 缩 小６倍，那 么 被 除 数

应当缩小　６÷２＝３（倍）．

２９７．２
９

的分子加上４，要使分数值不变，分母应有什么变化？

解　分数的分子相当于除式中的被除数，分母相当于除式中的除数，分

数值相当于商．２９
的分子加上４，分子 变 成２＋４＝６，相 当 于 原 分 子 的６÷２

＝３（倍），就是被除数扩大了３倍．要使分数值不变，也就是商不变，除数（即

分母）就应扩大３倍，９×３＝２７，这说明分母加上２７－９＝１８，这个分数的分

数值才能不变．
或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分数的分 子 和 分 母 同 乘 以 或 同 除 以 一 个 数（０

除外），分数值不变．２９
的分子２加上４得６，６÷２＝３，表明分子乘以３，要使

分数值不变，分母９也应乘以３，得２７，因此分母加上２７－９＝１８后，分数的

值才不变．
２９８．一个分数的分子不变，分母扩大１０倍后，结果比原来的分数减少

了２７
５０

，求原来的分数．

解　分子不变，分母扩大１０倍，分 数 值 就 缩 小１０倍，即 现 在 的 分 数 值

是原分数值的１
１０．所以，２７

５０
是原分数值的１－１

１０＝９
１０．因此，原分数为

２７
５０÷９

１０＝３
５．

２９９．一个分数的分母不变，分子扩大１０倍，结果比原来的分数增加了

３６
７

，求原来的分数．

解　分母不变，分子扩大１０倍，分数值就扩大１０倍．所以，３６
７

是 原 分

数值的１０－１＝９（倍），因此，原分数为　３６
７÷９＝３

７．

３００．一个分数的分母不变，分子缩小１０倍后，结果比原来的分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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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　　 　 　

了９
３５

，求原来的分数．

解　分母不变，分子缩小１０倍，分 数 值 就 缩 小１０倍，即 为 原 来 分 数 值

的１
１０．所以，９

３５
是原分数值的１－１

１０＝９
１０

，原分数为

９
３５÷９

１０＝２
７．

（４）四则混合运算

３０１．４０５减去１９乘以１４的积，差是多少？

解　４０５－１９×１４＝１３９．
３０２．１２５３０除以７的商加上１５乘以１１０的积，和是多少？

解　１２５３０÷７＋１５×１１０＝３４４０．
３０３．２５．４减去１９．４所得的差，去除１２１２，再乘以２１４，积是多少？

解　１２１２÷（２５．４－１９．４）×２１４＝４３２２８．
３０４．５１５与６０的积减去３９３，再除以３，商是多少？

解　（５１５×６０－３９３）÷３＝１０１６９．
３０５．２８．４１乘以２５．４与４．１８的差，积是多少？

解　２８．４１×（２５．４－４．１８）＝６０２．８６０２．

３０６．２．５除以１
４

所得的商，减去０．０７，差是多少？

解　２．５÷１
４－０．０７＝９．９３．

３０７．甲数是２．７，比乙数多０．７，甲乙两数的积是多少？

解　２．７×（２．７－０．７）＝５．４．

３０８．４．６８除以９
１０

的商，比７．４乘以１３
１０

的积少多少？

解　７．４×１３
１０－４．６８÷９

１０＝４．４２．

３０９．从１．５除３０．１５的商里减去０．１２与０．２５的积，差是多少？

解　３０．１５÷１．５－０．１２×０．２５＝２０．０７．
３１０．２２６８除以８４的商减去５乘以４的积，差是多少？

解　２２６８÷８４－５×４＝７．

３１１．１
４

加上０．７５的和乘以７５８，积是多少？

解　 １
４＋０．（ ）７５ ×７５８＝７５８．

３１２．０．７５减去３
４

的差，再除以６
７３

，商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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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０．７５－（ ）３
４ ÷６

７３＝０．

３１３．６８与２４的和，乘以它们的差，积是多少？

解　（６８＋２４）×（６８－２４）＝４０４８．
３１４．最小的五位数与最大的四位数的和与它们的差相乘的积是多少？

解　（１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１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１９９９９．
３１５．１０以内所有质数连乘的积，加 上 最 大 的 两 位 数，再 减 去 最 小 的 三

位数，结果是几？

解　２×３×５×７＋９９－１００＝２０９．

３１６．３１
８

与３．１２５的差乘以４５
１２

所得的积，加上６．５５，结果是多少？

解　 ３１
８－３．（ ）１２５ ×４５

１２＋６．５５＝６．５５．

３１７．７．２除以９
１０

的商，比５２
５

加上４．６的和少多少？

解　５２
５＋４．６－７．２÷９

１０＝２．

３１８．从２４．８里减去４．８与３．５的积，再除以０．２５，商是多少？

解　（２４．８－４．８×３．５）÷０．２５＝３２．

３１９．１
１２

与１
６

的和去除３个１
３

，商是多少？

解　１
３×３÷ １

１２＋（ ）１
６ ＝４．

３２０．一个小 数 的 小 数 点 向 右 移 动 两 位，结 果 比 原 来 的 小 数 增 加 了

２２１．７６，求原来的小数．
解　２２１．７６÷（１００－１）＝２．２４
３２１．一个小 数 的 小 数 点 向 左 移 动 两 位，结 果 比 原 来 的 小 数 减 少 了

１４６．７１８，求原来的小数．
解１　１４６．７１８相当于小数点移动位置后小数的（１００－１）倍．所以，

１４６．７１８÷（１００－１）×１００＝１４８．２；

　　解２　小数点向左移动两位，小数就缩小１００倍，现在的 小 数 是 原 来 小

数的 １
１００

，１４６．７１８就相当于原来小数的 １－ １（ ）１００ ．所以原来的小数为

１４６．７１８÷ １－ １（ ）１００ ＝１４８．２．

３２２．从１０００里减去３６与１８的积，所得的差再除以３２，得数是多少？

解　（１０００－３６×１８）÷３２＝１１．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２２１　　 　 　

３２３．６．７５减去０．７５除０．１５的商，再加上２２
５

，结果是多少？

解　６．７５－０．１５÷０．７５＋２２
５＝８．９５．

３２４．用１．５与０．８的积去除３．６，所得的商再减去２．１与０．４的和，它

们的差是多少？

解　３．６÷（１．５×０．８）－（２．１＋０．４）＝０．５．
３２５．一个数的１５倍减去这个数的１２．５倍等于１２５．求这个数．
解　１２５÷（１５－１２．５）＝５０．
３２６．１．５加上一个数的１０倍，和是４０．８．求这个数．
解　（４０．８－１．５）÷１０＝３．９３．
３２７．６００的７倍减去４２０除以７的商，差是多少？

解　６００×７－４２０÷７＝４１４０．
３２８．将５４２减去８４的３倍所得的差，与０．２相乘，积是多少？

解　（５４２－８４×３）×０．２＝５８．
３２９．比４５的２８倍少１０６０的数是多少？

解　４５×２８－１０６０＝２００．

３３０．４．６与２
５

的和除它们的差，所得的商再扩大３倍是多少？

解　 ４．６－（ ）２
５ ÷ ４．６＋（ ）２

５ ×３＝２．５２．

３３１．６．８的一半比１．０２的３倍多多少？

解　６．８×１
２－１．０２×３＝０．３４．

３３２．一个数的２
３

是１
４

，这个数的４
５

比０．２８大多少？

解　设这个数为ｘ，所以由这个数的２
３

是１
４

，得２
３ｘ＝１

４．

解方程，得ｘ＝１
４÷２

３＝３
８．

则４
５ｘ－０．２８＝４

５×３
８－０．２８＝０．０２．

３３３．甲数是２
３

，乙数比甲数多它的１
３

，甲数是乙数的百分之几？

解　乙数比甲数多它的１
３

，所以乙数是２
３× １＋（ ）１

３ ＝８
９．

甲数是乙数的２
３÷８

９＝３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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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算式：２
３÷ ２

３× １＋（ ）［ ］１
３ ＝７５％．

３３４．某数的３
５

正好比４８少６，某数是多少？

解１　（４８－６）÷３
５＝７０；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３
５ｘ＋６＝４８，解方程，得ｘ＝７０．

３３５．某数的１
３

加上４．８乘以５
６

的积，和是１４．３，求某数．

解１　 １４．３－４．８×（ ）５
６ ÷１

３＝３０．９；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
３ｘ＋４．８× ５

６ ＝１４．３．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９．
３３６．从２１００里减去２５与４的积，再除以１００的一半，商是多少？

解　（２１００－２５×４）÷ １００×（ ）１
２ ＝４０．

３３７．甲、乙、丙三个数的平均数是２４０．甲数是１３５，乙数是１６５，丙数是

多少？

解　２４０×３－（１３５＋１６５）＝４２０．

３３８．有一个 数，它 的 １
５

比 它 的 １
６

多 ２
３

，求 这 个 数 的 １
４

比 它 的 １
２

少

多少？

解　这个数是２
３÷ １

５－（ ）１
６ ＝２０．所以这个数的１

４
比它的 １

２
少２０×

１
２－（ ）１

４ ＝５．综合算式：

２
３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２ －（ ）１
４ ＝５．

　　３３９．一个数增加它的１
４

后，还比１２０的２
３

少１０，求这个数．

解　比１２０的２
３

少１０的数 是１２０×２
３－１０＝７０，７０相 当 于 这 个 数 的

１＋（ ）１
４

，所以所求的数是７０÷ １＋（ ）１
４ ＝５６．综合算式：

１２０× ２
３ －（ ）１０ ÷ １＋（ ）１

４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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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３４０．５减去３所得的差的１
６

，加上这两个数的积的２
３

，结果是多少？

解　５减去３所 得 的 差 的 １
６

是（５－３）× １
６＝ １

３
；５与３的 积 的 ２

３
是

５×３×２
３＝１０，它们的和是１

３＋１０＝１０１
３．综合算式：

（５－３）× １
６ ＋５×３× ２

３ ＝１０１
３．

　　３４１．一个数的２
５

减去４．２，与它的３
１０

相等，求这个数．

解１　这个数的２
５

减去４．２，与它的３
１０

相等，表示这个数的 ２
５

比这个数

的３
１０

多４．２，所以所求的数是：

４．２÷ ２
５ － ３（ ）１０ ＝４２；

　　解２　设这个数为ｘ．依题意，得２
５ｘ－４．２＝３

１０ｘ．解方程，得　ｘ＝４２．

３４２．一个数的５倍，除以２５，加上２０，再减去１０，等于１２，求这个数．
解１　（１２＋１０－２０）×２５÷５＝１０；
解２　设这个数为ｘ．依题意，得

５ｘ÷２５＋２０－１０＝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０．

３４３．某数的６０％减去７
１５

，与０．８乘以２
３

的积相等，某数是几？

解１　 ０．８×２
３＋７（ ）１５ ÷６０％＝１２

３
；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６０％ｘ－ ７
１５＝０．８× ２

３．

　　解方程，得　ｘ＝１２
３．

３４４．某数加４后的５倍，等于这个数加１８后的３倍，求某数．
解１　某数的５倍与它的３倍的差等于１８的３倍 与４的５倍 的 差．所

以某数为：
（１８×３－４×５）÷（５－３）＝１７；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５（ｘ＋４）＝３（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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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程，得　ｘ＝１７．

３４５．甲数的五分之二是１．２，乙数 是４．５的 五 分 之 三．求 甲、乙 两 数 的

和除以３的商．

解　 １．２÷２
５＋４．５×（ ）３

５ ÷３＝１．９．

３４６．一个数的倒数，加上这个数的一半的倒数，和是１
１２

，求原数．

解１　设一个数为ａ，则 它 的 倒 数 为 １
ａ

；这 个 数 的 一 半 的 倒 数 为 １
ａ
２

＝

２
ａ

，所以一个 数 的 一 半 的 倒 数 必 是 这 个 数 的 倒 数 数 值 的 两 倍，由 此 得 原

数为：

１
１
１２÷（１＋２）

＝３６；

　　解２　设原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
ｘ ＋ １

１
２ｘ

＝ １
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３６．

３４７．一个数的倒数，减去这个数的２倍数的倒数，差是１
１０

，求原数．

解１　这个数的２倍数的倒数是这个数的倒数的１
２．所以原数为

１
１
１０÷ １－（ ）１

２

＝５；

　　解２　设原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
ｘ － １

２ｘ＝ １
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５．

３４８．一个数的２倍数的倒数比这个数的３倍数的倒数大５
１８

，求原数．

解１　这个数的２倍数的 倒 数 相 当 于 这 个 数 倒 数 的 １
２

，这 个 数３倍 数

的倒数相当于这个数倒数的１
３．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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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１
５
１８÷ １

２ －（ ）１
３

＝ ３
５

；

　　解２　设原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
２ｘ－ １

３ｘ＝ ５
１８．

　　解方程，得　ｘ＝３
５．

３４９．三个数的平均数是９，已知第一个数是８，第二个数是第一个数的

１１
９

倍，求第三个数．

解　９×３－８－８×１１
９＝１０１

９．

３５０．有大小两数，已知小数是１２．如果用两数的和去除两数的差，那么

商是２
５．求大数．

解１　已知两数的和除两数的差商是２
５

，由此可知两数的差是和的 ２
５．

因此，从大数 减 去 １２，等 于 大 数 与 １２ 的 和 的 ２
５

，即 等 于 大 数 的 ２
５

加 上

１２×２
５＝２４

５
，所以２４

５＋１２＝８４
５

相当于大数的１－２
５＝３

５
，所求 大 数 应 该 是

８４
５÷３

５＝２８．综合算式：

１２× ２
５ ＋（ ）１２ ÷ １－（ ）２

５ ＝２８；

　　解２　设大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１２
ｘ＋１２＝ ２

５．

　　解方程，得　ｘ＝２８．
３５１．已知被除数、除数、商的和为７３；除数、商、余数的和为１７；现知商

为８，求被除数．
解　因为被除数等于除数与商的 积 加 上 余 数，所 以 除 数 与 商 的 积 加 上

余数再加上除数所得的和，等 于 被 除 数 与 除 数 的 和，应 是７３－８＝６５．而 除

数与余数的和是１７－８＝９，所以除数与商的积是６５－９＝５６，由此可得除数

为５６÷８＝７，所求的被除数为７３－７－８＝５８．
３５２．已知除数、商、余数的和是５１６，而且商是除数的６倍，除数是余数

的６倍，求被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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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除数是余数的６倍，商是除数的６倍，因此商是余数的６×６＝３６
倍，除数、商、余数的和应是余数的６＋３６＋１＝４３倍．于是，可知余数是５１６
÷４３＝１２，除数是１２×６＝７２，商是７２×６＝４３２．所以被除数等于４３２×７２＋
１２＝３１１１６；

解２　设除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６ｘ＋ １
６ｘ＝５１６．

　　解方程，得　ｘ＝７２．
７２×６×７２＋７２÷６＝３１１１６．

所以被除数是３１１１６．
３５３．４２减去某数所得的差，比４２减去某数的２倍的差的２倍多６，求

某数．
　　解１　４２减 去 某 数 所 得 的 差，比４２
减去某数的２倍 的 差 的２倍 多６，就 是

２１减去某数的一半 所 得 的 差 等 于４２减

去某数的２倍 所 得 的 差 再 加 上３，也 就

是２１减去某数的一半所得的差等于４５减 去 某 数 的２倍 所 得 的 差．设 某 数

为ａ，如图所示．某数的１１
２

倍等于４５与２１的差，于是求得某数为

（４５－２１）÷１１
２＝１６．

综合算式：

（４２＋６÷２－４２÷２）÷ ２－（ ）１
２ ＝１６；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４２－ｘ＝２（４２－２ｘ）＋６．
　　解方程，得　ｘ＝１６．

３５４．７０减去某数的差的６倍，等于某数减去５０的差的４倍，求某数．
解１

７０减去某数的差的６倍，等于某数减去５０的差的４倍，就 是４２０减 去

某数的６倍所得的差，等于某数的４倍减去２００所得的差．设某数为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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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某数的１０倍等于４２０与２００的和，所以某数是（４２０＋２００）÷１０＝６２．
综合式：（７０×６＋５０×４）÷（６＋４）＝６２；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６（７０－ｘ）＝４（ｘ－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６２．

３５５．甲数加１８与乙数减１５的结果相等，求乙数比甲数多多少．
解　甲＋１８＝乙－１５，则甲＋１８＋１５＝乙－１５＋１５，即甲＋３３＝乙，所

以乙比甲多３３．
３５６．甲 数 加 上８０，乙 数 减 去４０，则 甲 数 比 乙 数 多１５０，求 甲、乙 两 数

的差．
解　甲数比乙数多１５０时，是因为甲加上８０而乙减去４０，所以 甲 比 乙

实际上只多１５０－８０－４０＝３０，因此两数的差是３０．
３５７．３５５与１１３同加什么数后，一数将是另一数的３倍？

解１　两数同加任何数，它 们 的 差 仍 旧 是３５５－１１３＝２４２．要 使 一 数 是

另一数的３倍，那么２４２应是较小数加上某数后所得和的２倍，即较小数加

上某数后是２４２÷２＝１２１．所以３５５与１１３应该同加１２１－１１３＝８．
综合算式：

（３５５－１１３）÷（３－１）－１１３＝８；

　　解２　设同加数为ｘ．依题意，得

３５５＋ｘ＝３（１１３＋ｘ）．

　　解方程，得　ｘ＝８．
３５８．某数乘以１０，除以１３，所得商加某数，再加８０，得和１０００．求某数．
解１　加８０后得１０００，则 未 加８０前 为１０００－８０＝９２０．９２０是 某 数 的

１０倍的１
１３

再加上 某 数 所 得，因 此 是 某 数 的 １０
１３（ ）＋１ 倍，即２３

１３
倍．所 求 某 数

为９２０÷２３
１３＝５２０．综合算式：

（１０００－８０）÷ １０
１３＋（ ）１ ＝５２０；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０
１３ｘ＋ｘ＋８０＝１０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２０．
３５９．某数加上３０所得的和，与它的７倍减去８０所得的差之间的比为

９∶５，求某数．
解１　因为某数加上３０与它的７倍减去８０的比为９∶５，所以某数的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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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加上３０的７倍与某数的７倍减去８０的比等于（９×７）∶５，即６３∶５．同是

某数的７倍，由于加上３０的７倍变成减去８０引起比的前项与后项相差（６３
－５）份．因此每份是（３０×７＋８０）÷（６３－５）＝５，某数的７倍减去８０后应是

５×５＝２５，所求的某数应是（２５＋８０）÷７＝１５．综合算式：
［（３０×７＋８０）÷（９×７－５）×５＋８０］÷７＝１５；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３０）∶（７ｘ－８０）＝９∶５

　　解比例方程，得　ｘ＝１５．

３６０．已知分数５３
７１

，如果分子、分母同加上 某 一 个 数，分 数 值 变 成 ７
９．求

增加的某数．

解１　５３
７１

的分子、分母加上相同 数 后，它 们 的 差 仍 旧 是７１－５３＝１８．但

７
９

的分子、分母相差９－７＝２，这说明５３
７１

的 分 子、分 母 加 上 相 同 数 后 经 过 约

分才得７
９

，公约数是１８÷２＝９．所 以５３
７１

加 上 相 同 数 未 经 约 分 时 是７×９
９×９＝

６３
８１．６３－５３＝１０（或８１－７１＝１０），所以增加的某数是１０．

综合算式：

７×［（７１－５３）÷（９－７）］－５３＝１０；
或 ９×［（７１－５３）÷（９－７）］－７１＝１０．

　　解２　设增加的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５３＋ｘ
７１＋ｘ＝ ７

９．

　　解方程，得　ｘ＝１０．

３６１．有一个分数，减去１
４

的差，等于它与１
４

的积，求这个分数．

解１　从原分数减去它与１
４

的积，差是１
４

；也就是原分数的 １－（ ）１
４

是

１
４．因此，所求分数是１

４÷ １－（ ）１
４ ＝１

３
；

解２　设这个分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 １
４ ＝ １

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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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２．有一个分数，如果分母加１就成为１
２

；如果分母减１就成为２
３．求

这个分数．

解　分母加１得１
２

，所以分母与１的和是分子的２倍；分母减１得 ２
３

，

所以分母与１的差是分子的１１
２

倍．分母的加与１减１，形成分母与分子的

倍数关系由２倍变为１１
２

倍，所以１＋１＝２是分子的２－１１
２＝１

２
，由 此 可

知分子为２÷１
２＝４，分母为４×２－１＝７，所求分数为４

７．

３６３．分别以７、８、９去除某数，顺次得余数１、２、３，又知所得三个商的和

是５７０，求某数．

解　因为
被除数

除数 ＝商＋
余数
除数

，因 此 以７、８、９分 别 除 某 数 时，所 得 的 三

个商与三个以除数作分母、余数作 分 子 的 分 数 的 和，等 于 某 数 的 １
７

、１
８

、１
９

的和，由此可知某数是

５７０＋ １
７ ＋ ２

８ ＋（ ）３
９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１５０６．

　　３６４．某数被１７除得整数商与余数，商是余数的５倍，已知被除数与商

的和是１８２，求被除数．
解１　因 为 被 除 数 等 于 商 的１７倍 加 余 数，且 商 是 余 数 的５倍，所 以 商

的１７倍，就是余 数 的１７×５＝８５（倍），因 而 被 除 数 是 余 数 的 ８５＋１＝８６
（倍）；又知被除数与商的和是１８２，所以可知余数的８６＋５＝９１（倍）是１８２，
余数是１８２÷９１＝２，于是被除数是２×８６＝１７２；

解２　设被除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１７（１８２－ｘ）＋１８２－ｘ
５ ．

　　解方程，得　ｘ＝１７２．
３６５．１１０１１除以某数得 两 位 数 商，而 且 得 商 的 十 位 上 数 字 时，余 数 是

８４；得商的个位上数字时，余数是５０．求某数．
解　商是两位数，所以商的十位 上 数 字 与 除 数 的 乘 积 的 末 位 相 当 于 被

除数的十位．因为这 时 的 余 数 是８４，所 以 除 数 应 是１１０１－８４＝１０１７的 约

数．同理，因为求得商的个位上数 字 时 的 余 数 是５０，可 知 除 数 又 是８４１－５０
＝７９１的约数．

求１０１７与７９１的最大公约数，得１１３，所以所求的某数是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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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某数除以７，得商８和余数若干．然后在余数上加６再除以７，照这

样进行五次，最后得余数是０．求某数．
解　因为除以７时余数必定小于７，可能是１、２、３、４、５、６，所以余数加６

以后，必定等于７或大于７而小于７的２倍．因此，余数加６后除以７，经过

五次而整除，每次除得的商 必 定 都 是１．由 此 可 知，前 商８加 上 后 商５的 和

乘以７所得的积，就是某数与５次 加 入 的６的 和，所 求 的 数 应 该 是：（８＋５）

×７－６×５＝６１．
３６７．某整数除以２时，得到余数１；然后以５除所得的商，得余数３；再

以６除第二次所 得 的 商，得 余 数４．如 果 某 整 数 除 以２×５×６时，得 余 数

多少？

解　设某数为 Ｎ，除以２时得商Ｐ，则 Ｎ＝Ｐ×２＋１；设Ｐ 被５除时，得

商Ｑ，则Ｐ＝Ｑ×５＋３；设Ｑ 除以６时，得商Ｒ，则Ｑ＝Ｒ×６＋４，所以：

Ｎ＝ （Ｒ×６＋４）×５×２＋３×２＋１
＝Ｒ×６×５×２＋（４×５×２＋３×２＋１）．

　　因此，Ｎ 除以（２×５×６）时所得的余数应该是

４×５×２＋３×２＋１＝４７．
３６８．自１０００减去２６５，加上２６２；再减去２６５，加上２６２；以此类推，试问

减到几次时，不能再减？

解　每次减去２６５，加上２６２，实 际 减 了２６５－２６２＝３；１０００经 过（１０００
－２６５）÷３＝２４５（次）减了以后还剩下２６５，因此在减了２４５＋１＝２４６（次）后

不能再减了．综合算式：
（１０００－２６５）÷（２６５－２６２）＋１＝２４６（次）．

（５）求两个数的文字题

３６９．已知甲、乙两数的和是２４，而且甲数是乙数的４倍，求两数．
解　甲数是乙数的４倍，则甲、乙两数的和２４为乙数的４＋１＝５（倍），

所以乙数是２４÷５＝４．８，甲数是４．８×４＝１９．２．综合算式：

２４÷（４＋１）＝４．８…乙数

４．８×４＝１９．２…甲数

３７０．两数的和是８５２，以小数除大数，得商１１，求两数．
解　以小数除大数得商１１，则大数是小数的１１倍，可知大小两数的和

８５２是小数的１１＋１＝１２（倍）．所 以 小 数 是８５２÷１２＝７１，大 数 是７１×１１
＝７８１．

综合算式：

　　　８５２÷（１１＋１）＝７１…小数

　　　７１×１１＝７８１…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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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３７１．有甲乙两数，甲比乙多３０，乙的２倍比甲多４５，求两数．
解１　甲比乙多３０，即乙 比 甲 少３０，乙 的２倍 即２个 乙，又 比 甲 多４５，

增加了一个乙，相差数从原来的少３０到 多４５，所 以 乙 数 是３０＋４５＝７５；甲

数是７５＋３０＝１０５；
解２　设乙数为ｘ，依题意，得ｘ＋３０＝２ｘ－４５．
解方程，得　ｘ＝７５…乙数，７５＋３０＝１０５…甲数．
３７２．已知大数是小数的３倍，小数的５倍减去大数得差１００，求两数．
解１　小数的５倍减去大数差是１００，就是小数的５倍减去小数的３倍

差是１００，也就是小数的（５－３）倍是１００，所以，小数是１００÷（５－３）＝５０，大

数是５０×３＝１５０；
解２　设小数为ｘ．依题意，得

５ｘ－１００＝３ｘ．
　　解方程，得　ｘ＝５０…小数，５０×３＝１５０…大数．

３７３．两数的和是５６，其中一个数的３倍与另一个数的２倍的和是１４９，
求两数．

解１　一个数的２倍与另一个数的２倍的和是５６×２＝１１２，所 以 其 中

一个数是１４９－１１２＝３７；另一个数是５６－３７＝１９；
解２　设一个数为ｘ，则另一个数为５６－ｘ．依题意，得

３ｘ＋２（５６－ｘ）＝１４９．
　　解方程，得　ｘ＝３７…一个数，５６－３７＝１９…另一个数．

３７４．甲、乙两数的和是１００，如果甲的３倍减去乙的５倍，差是１１６．求

甲、乙两数．
解１　甲 数 的３倍 等 于 乙 数 的５倍 与１１６的 和．由 甲、乙 两 数 的 和 是

１００，可知甲数的３倍与乙数的３倍的和是１００×３＝３００．由此可 知，乙 数 的

８倍与１１６的和等于３００，所以乙数是（３００－１１６）÷８＝２３，甲 数 是１００－２３
＝７７；

解２　设甲数为ｘ，则乙数为１００－ｘ．依题意，得

３ｘ＝５（１００－ｘ）＋１１６．
　　解方程，得　ｘ＝７７…甲数，１００－７７＝２３…乙数．

３７５．有甲、乙两数，甲的５倍减去 乙 的２倍，差 是６５；如 果 将 两 个 倍 数

互换，甲的２倍还比乙的５倍多５．求两数．
解１　甲的５倍等于乙的２倍与６５的和，那么甲的１０倍等于乙的４倍

与１３０的和；又因甲的２倍等于乙 的５倍 与５的 和，则 甲 的１０倍 又 等 于 乙

的２５倍与２５的和；所以乙的４倍与１３０的和等于乙的２５倍与２５的和，由

此可知乙的２５－４＝２１（倍）与２５的和等于１３０，乙的２１倍 等 于１３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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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所以乙数是１０５÷２１＝５；而甲数是（５×２＋６５）÷５＝１５；

解２　从甲的５倍减去乙的２倍，差 是６５，所 以 从 甲 减 去 乙 的 ２
５

时，差

是６５÷５＝１３；又从甲的２倍 减 去 乙 的５倍，差 是５，所 以 从 甲 减 去 乙 的 ５
２

时，差是 ５÷２＝ ５
２．因 此，乙 的 ５

２ － ２
５ ＝２１

１０＝２１
１０

（倍）等 于 １３－ ５
２ ＝

１０１
２

，由此可知乙数为１０１
２÷２１

１０＝５，甲数则为１３＋５×２
５＝１５；

解３　设甲数为ｘ．依题意，得

５ｘ－６５
２ ＝２ｘ－５

５ ．

　　解方程，得　ｘ＝１５…甲数，（１５×５－６５）÷２＝５…乙数．

３７６．有大小两数，大数比小数的４倍 少２７，大 数 的６倍 与 小 数 的７倍

的和是２４１．求两数．
解１　大数比小数的４倍少２７，则大数的６倍 比 小 数 的２４倍 少２７×６

＝１６２，所以大数的６倍等于小数的２４倍减去１６２的差；又大数的６倍与小

数的７倍的和是２４１，所以小数的２４倍减去１６２的差再加上小数的７倍 等

于２４１，即小数的２４＋７＝３１（倍）减去１６２的差等于２４１．因 此 小 数 的３１倍

等于１６２＋２４１＝４０３．由此可知小数是４０３÷３１＝１３，大数则是１３×４－２７＝

２５；

解２　设小数为ｘ，则大数为４ｘ－２７．依题意，得

６（４ｘ－２７）＋７ｘ＝２４１．

　　解方程，得　ｘ＝１３…小数，４ｘ－２７＝４×１３－２７＝２５…大数．

３７７．甲数减去４后，等于乙数的３５７倍；如果甲、乙两数都减去１，那么

甲数是乙数的３９３倍．求甲、乙两数．
解１　由题意可知，从乙数的３９３倍减 去３９３，差 比 甲 数 少１；又 乙 数 的

３５７倍等于甲数减去４，所以，乙数的３５７倍加４－１＝３后，等 于 乙 数 的３９３
倍减３９３．因此，乙 数 是（３９３＋３）÷（３９３－３５７）＝１１，甲 数 是１１×３５７＋４

＝３９３１；

解２　设乙数为ｘ，则甲数为３５７ｘ＋４．依题意，得

３５７ｘ＋４－１＝３９３（ｘ－１）．

　　解方程，得　ｘ＝１１…乙数，

３５７ｘ＋４＝３５７×１１＋４＝３９３１…甲数．

３７８．分４８为大小两数，如果 以６除 大 数 与 以４除 小 数 所 得 的 商 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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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为９，问所分成的两数各是多少？

解１　根据题意，大数的１
６

与小数的１
４

的和等于９，则大数加上小数的

６
４

即１１
２（ ）倍 等于５４；又知大数 与 小 数 的 和 是４８，所 以 小 数 的 １

２
等 于５４

与４８的差，由此可得小数是（５４－４８）÷１
２＝１２，大数是４８－１２＝３６；

解２　设大数为ｘ，则小数为４８－ｘ．依题意，得

ｘ
６ ＋４８－ｘ

４ ＝９．

　　解方程，得　ｘ＝３６…大数，

４８－ｘ＝４８－３６＝１２…小数．
３７９．有甲、乙两数，以甲除乙得商８；如果以甲乘１９２，所得积与乙数自

乘相等．求甲、乙两数．
解１　由题意可知，乙是甲的８倍，所以乙自乘等于甲自乘的８×８＝６４

（倍）．又知乙自乘等于甲的１９２倍，所以甲自乘的６４倍等于甲的１９２倍．由

此可知甲的６４倍等于１９２，甲为１９２÷６４＝３，乙为３×８＝２４；
解２　设甲数为ｘ，则乙数为８ｘ．依题意，得

１９２ｘ＝ （８ｘ）２．

　　解方程，得　ｘ＝３…甲数，

８ｘ＝８×３＝２４…乙数．

３８０．有甲乙两数，甲是乙的６
７．如果从乙中减去６０，甲加上６０，这时乙

是甲的５
８．求两数．

解１　由题意 可 知，甲 是 乙 的 ６
７

，而 且 甲 加 上６０后 的 ５
８

等 于 乙 减 去

６０，所以乙的６
７

的５
８

即１５（ ）２８
加上６０的 ５

８
即３７（ ）１

２
后，比 乙 少６０；因 此，

乙的１－１５
２８

即１３（ ）２８
与６０＋３７１

２
即９７（ ）１

２
相对应．于是，可知

乙是９７１
２÷１３

２８＝２１０，甲是２１０×６
７＝１８０；

解２　从乙中减去６０，甲 加 上６０后 的 和 与 原 来 甲 乙 两 数 的 和 相 同．设

两数的和为单位“１”，原 来 甲 数 占 和 的

６
７

１＋６
７

＝６
１３

，甲 数 加 上６０后 占 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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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５
８

＝８
１３．所 以，６０相 当 于 和 的 ８

１３－６（ ）１３ ．由 此 可 得 两 数 的 和 是６０÷

８
１３－６（ ）１３ ＝３９０．因此

甲数是３９０×６
１３＝１８０，乙数是１８０÷６

７＝２１０；

解３　设乙数为ｘ，则甲数为６
７ｘ．依题意，得

ｘ－６０＝ ５
８

６
７ｘ＋（ ）６０ ．

　　解方程，得　ｘ＝２１０…乙数，

６
７ｘ＝６

７×２１０＝１８０…甲数．

３８１．甲乙 两 数，如 果 以 乙 除 甲 的１０
２７

，可 得 商６，余 数 是 零；如 果 以 乙 除

甲的１７
２７

，可得商１０，余数是７．求两数．

解１　甲的１０
２７

，等于乙的６倍，所 以 甲 等 于 乙 的６÷１０
２７＝１６１

５
（倍）．于

是可知甲的１７
２７

等于乙的１６１
５×１７

２７＝１０１
５

（倍）；又知乙除甲的１７
２７

，得商１０，

余７，所以，乙的１０１
５－１０＝１

５
相当于７．因此

乙数是７÷１
５＝３５，甲数是３５×１６１

５＝５６７；

解２　设甲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０
２７ｘ

６ ＝

１７
２７ｘ－７

１０
，

　　解方程，得　ｘ＝５６７…甲数，
１０
２７ｘ

６ ＝

１０
２７×５６７

６ ＝３５…乙数．

３８２．有Ａ 和Ｂ 两个两位数，Ａ 是Ｂ 的１３
５

倍；而且这两数的和仍旧是

两位数，同时又是３的倍数，问两数各是多少？

解　Ａ 是Ｂ 的１３
５

倍，所以Ａ、Ｂ 的和是Ｂ 的１＋１３
５＝２３

５
（倍）．已知

Ａ、Ｂ 的和是两位数，且是３的倍数，因 此Ｂ 的２３
５

倍 也 是 两 位 数，且 也 是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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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倍数．Ｂ 的２３
５

倍是两位数，就是Ｂ 的１３
５

是两位数．因为１３
５

是既约分 数，

所 以Ｂ 必是５的倍数；同时因为１３不是３的倍数，所以Ｂ 又必是３的倍数．

因此，Ｂ 必是３×５＝１５的倍数．在Ｂ 是１５的倍数以及Ｂ 的２３
５

倍仍是两位

数的条件下考虑，Ｂ 只能是１５或３０，于是与之对应的Ａ 是１５×１３
５＝２４或

３０×１３
５＝４８．

３８３．有三位数和两位数各一个．以三位数作分母，两位数作分子，得到

分数６
６５．又知两位数的个位数字与十位数字的差等于３．求此两数．

解　以三位数作分母，两位数作分子，得到分数 ６
６５

，所以两位数 必 是６

的倍数．６的倍数中是两位数；而且个位数字与十位数字的差等于３的只有

３６，所以所求的两位数是３６，三位数是６５×６＝３９０．
３８４．以某两位数除某三位数，得到的 商 与 余 数 的 比 是３∶２．如 果 化 余

数成为分数商，则 分 子 与 分 母 的 和 等 于３１．而 且 分 子 减 少１后，分 数 等 于

１
５．问两位数和三位数各是多少？

解　从分数的分子减去１后，分母、分子的和是３１－１＝３０．这时分数的

值是１
５

，因为１＋５＝６，３０÷６＝５，所以分子减少１后的分数是１×５
５×５＝５

２５
，分

子减少１之前的分数是６
２５．由此可知所求的两位数是２５．因为商与余数的比

是３∶２，所以商是６×３
２＝９，所求三位数（即被除数）是

９×２５＋６＝２３１．

３８５．两数之比是３５
５６

，它们的最大公约数是２１，求这两数．

解　３５
５６＝５

８
，５
８

是两 数 以 它 们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除 后 所 得 的 两 互 质 数 之

比，所以所求两数分别为５×２１＝１０５及８×２１＝１６８．
３８６．有两个既约分数，它们的和等于１．已知两分数分母的和等于２４，

分子的差等于２，求这两个分数．
解　两既约分数的和等于１，那么它们的分母必定相等，所以两个分数

的分母都是２４÷２＝１２．这样，这 两 个 分 数 分 子 的 和 也 必 是１２，又 知 分 子 的

差是２，所以两分子是（１２＋２）÷２＝７和（１２－２）÷２＝５，所 求 两 分 数 是 ７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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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５
１２．

３８７．有以１为分子的两个 分 数，分 母 都 是 两 位 数 并 且 互 质，两 个 分 母

的十位数字相同，个位数字的和等于１０．如果将这两分数相加，就得到几千

几百几十一分之一百三十，问两分数各是多少？

解　根据题意，两个分数应是 １
１０Ａ＋Ｂ

和 １
１０Ａ＋Ｃ

，且Ｂ＋Ｃ＝１０．因为两

分母互质，且两分数相加后，所得和的分子是１３０，所以（１０Ａ＋Ｃ）＋（１０Ａ＋
Ｂ）＝２０Ａ＋（Ｂ＋Ｃ）＝２０Ａ＋１０＝１３０．由２０Ａ＋１０＝１３０，得 Ａ＝６．又因为两

分数相加后，所得和的分母 是 几 千 几 百 几 十 一，所 以Ｂ、Ｃ 乘 积 的 个 位 数 字

必是１，同时它们的和又是１０，则Ｂ、Ｃ 必 是３和７．因 此 所 求 的 两 分 数 应 是

１
６３

和１
６７．

３８８．有两个数，差是２５，它们和的数字之和是８，而且这两数的和乘以

１０以下的某数，得到的积是２００８．求这两数．
解　１０以下 各 个 数 中，能 整 除２００８的，有１、２、４、８四 个 数．以 这 四 个

数分别除２００８，所得的商可能是所求两数的和．依题意，所求两数和的数字

之和应是８．只有２００８÷８所得的商才符合这个要求，所以两数的和是２００８
÷８＝２５１．已知两数的差是２５，因此所求两数是

（２５１＋２５）÷２＝１３８和（２５１－２５）÷２＝１１３．
３８９．有两个两位数，它们的积比其中的大数的平方小１１．求此两数．
解　设ａ为大数，ｂ为小数．根据题意，ａ２－ａｂ＝ａ（ａ－ｂ）＝１１，所以ａ＝

１１，ａ－ｂ＝１或ａ＝１，ａ－ｂ＝１１．显然后者不合题意，因此，ａ＝１１，ｂ＝１０．
３９０．求在六位数中，能被７８９整除的最大数与最小数．
解　在六位数中，最大的数是９９９９９９，除以７８９，余３３６，所 以 所 求 的 能

被７８９整 除 的 最 大 的 六 位 数 是 ９９９９９９－３３６＝９９９６６３；最 小 的 六 位 数 是

１０００００，除以７８９，余５８６，所以能被７８９整除的最小的六位数应是１０００００－
５８６＋７８９＝１００２０３．

３９１．有甲、乙两数，甲的８倍与乙的５倍的和是１８５；甲的４倍比乙的３
倍多２１．求甲、乙两数．

解１　甲的４倍比乙的３倍多２１，那 么，甲 的８倍 比 乙 的６倍 多４２．已

知甲的８倍与乙的５倍的 和 是１８５，所 以 乙 的６＋５＝１１（倍）是１８５－４２＝
１４３．由此可知乙是１４３÷１１＝１３，甲应是（１３×３＋２１）÷４＝１５；

解２　设甲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８５－８ｘ
５ ＝４ｘ－２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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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　　 　 　

　　解方程，得　ｘ＝１５…甲数

１８５－８ｘ
５ ＝１８５－８×１５

５ ＝１３…乙数．

３９２．有甲、乙两数，它们的和是７０，而且乙数是甲数的３
４．求两数．

解１　乙数是甲数的３
４

，那么，甲、乙两数的和相当于甲数的 １＋（ ）３
４

，

所以甲数是７０÷ １＋（ ）３
４ ＝４０，乙数是４０×３

４＝３０；

解２　设甲数为ｘ．依题意，得

３
４ｘ＝７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４０，７０－ｘ＝７０－４０＝３０．

３９３．有甲、乙两数，它们的差是２１
３

，而且甲数是乙数的３
７

，求两数．

解１　甲数是乙数的３
７

，那 么，甲、乙 两 数 的 差 相 当 于 乙 数 的１－３
７＝

４
７

，所以乙数是２１
３÷４

７＝４１
１２

，甲数是４１
１２×３

７＝１３
４

；

解２　设乙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 ３
７ｘ＝２１

３．

　　解方程，得　ｘ＝４１
１２

，３
７ｘ＝３

７×４１
１２＝１３

４．

３９４．有大、小两数，它们的和是２０；大数的３
４

与小数的２倍的和是２５．

求两数．

解１　大数的３
４

与小数的２倍 的 和 是２５，所 以 大 数 的３倍 与 小 数 的８

倍的和是２５×４＝１００；大小两数的 和 是２０，所 以 大 数 的３倍 与 小 数 的３倍

的和是６０．以大数的３倍与小数的８倍的和减去大小两数和的３倍，所得的

差１００－６０＝４０就 是 小 数 的５倍，因 此 小 数 是４０÷５＝８，大 数 是２０－８
＝１２；

解２　设大数为ｘ，则小数为２０－ｘ．依题意，得

３
４ｘ＋２（２０－ｘ）＝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２０－ｘ＝２０－１２＝８．
３９５．有甲、乙两数，如果以乙除甲与２０的 和，就 得 到 商４；如 果 以 乙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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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８　　

甲减去２５的差，就得到商２
３

，求甲、乙两数．

解１　根据题意，甲与２０的和等于乙的４倍，甲 减 去２５所 得 的 差 相 当

于乙的２
３

，所以２０＋２５＝４５相 当 于 乙 的４－２
３＝３１

３
（倍）．由 此 可 知 乙 数

是４５÷３１
３＝１３１

２
，甲数是１３１

２×４－２０＝３４；

解２　设甲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２０
４ ＝ ｘ－２５

２
３

．

　　解方程，得　ｘ＝３４，（３４＋２０）÷４＝１３１
２．

３９６．分１７００为两部分，第一 部 分 的 四 分 之 三 等 于 第 二 部 分 的 三 分 之

二．问两部分各是多少？

解１　设第一部分为“１”，第二部分相当于第一部分 的 ３
４÷２

３＝９
８

，第

一部分的１＋９
８＝１７

８
是１７００．所以第一部分是１７００÷１７

８＝８００，第二部分是

８００×９
８＝９００；

解２　第一部分的３
４

等于第二部分的２
３

，因此两部分的比是 ２
３∶３

４＝

８∶９．所 以 第 一 部 分 为 　１７００× ８
８＋９＝８００．第 二 部 分 为 　１７００× ９

８＋９
＝９００；

解３　设第一部分为ｘ，则第二部分为１７００－ｘ．依题意，得

３
４ｘ＝ ２

３
（１７０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８００，１７００－ｘ＝１７００－８００＝９００．

３９７．某数的３
４

等于另一数的２
３．已知两数的差是２４，求此两数．

解１　 某 数 相 当 于 另 一 数 的 ２
３ ÷ ３

４ ＝ ８
９

，所 以 另 一 数 是 ２４÷

１－（ ）８
９ ＝２１６，某数是２１６－２４＝１９２；

解２　因为某数×３
４＝另一数×２

３
，所以某数与另一数的比为 ２

３∶３
４

＝８∶９．由此可知，两数的差是９份与８份的差；一份是２４，某数是８份，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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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９　　 　 　

一数是９份．因此，某数为２４×８＝１９２；另一数为２４×９＝２１６；

解３　设某数为ｘ，则另一数为ｘ＋２４．依题意，得３
４ｘ＝２

３
（ｘ＋２４）．

解方程，得　ｘ＝１９２，１９２＋２４＝２１６．
３９８．甲、乙两数的比是３∶４，又 甲 的 一 半 与 乙 减 去３０的 差 的 比 是１２

∶１７，求甲、乙两数．

解１　如果甲数相当于３，那么乙数相当于４，甲的一半相当于 ３
２．设乙

数减去３０的差相当于ｘ，３
２∶ｘ＝１２∶１７，ｘ＝１７

８．由于乙－（乙－３０）＝３０，

所以３０相当于４－１７
８＝１５

８．

设甲数为ｙ．则３０∶ｙ＝１５
８∶３，

ｙ＝４８，即甲数为４８．

同理，设乙数为ｚ，则３０∶ｚ＝１５
８∶４，

ｚ＝６４，即乙数为６４；
解２　设甲数为３ｘ，乙数为４ｘ．依题意，得

３
２ｘ∶（４ｘ－３０）＝１２∶１７．

　　解方程，得　ｘ＝１６．
３ｘ＝３×１６＝４８，４ｘ＝４×１６＝６４．
３９９．已知除数与被除数的和是４０４，除得的商是１３，余数是２６．求被除

数与除数．
解１　４０４－２６＝３７８是除数的１＋１３＝１４（倍），所以除数是３７８÷１４＝

２７，被除数是４０４－２７＝３７７；
解２　设除数为ｘ，则被除数为４０４－ｘ．依题意，得

１３ｘ＋２６＝４０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７，４０４－ｘ＝４０４－２７＝３７７．

（６）求三个数或三个以上的数

４００．有甲、乙、丙三数，它们的和等于１７７．已知甲比乙少２４，乙比丙多

２７，三数各是多少？

解１　甲比乙少２４，就是乙比甲 多２４．１７７＋２４＋２７＝２２８，这 就 是 乙 的

３倍．所以，乙是２２８÷３＝７６，甲是７６－２４＝５２，丙是７６－２７＝４９；
解２　设乙数为ｘ，则甲数为ｘ－２４，丙数为ｘ－２７．依题意，得

ｘ＋ｘ－２４＋ｘ－２７＝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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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程，得　ｘ＝７６．
ｘ－２４＝７６－２４＝５２，ｘ－２７＝７６－２７＝４９．
４０１．有三个数，它们 的 和 是９９５８．甲 的２倍 加１２３４等 于 乙；乙 加３１８

就等于丙的２倍．问三个数各是多少？

解１　甲的２倍加１２３４等于乙，就 是 乙 减 去１２３４等 于 甲 的２倍．乙 加

上３１８等于丙的２倍，就是丙减去３１８等于乙的１
２

，也就是丙减去３１８
２

，再减

去１２３４
２

等于甲．所以９９５８－１２３４－３１８
２ －１２３４

２ ＝７９４８是甲的（１＋２＋１）即４

倍，因此甲是７９４８÷４＝１９８７．乙 是 １９８７×２＋１２３４＝５２０８，丙 是（５２０８＋
３１８）÷２＝２７６３；

解２　设乙数为ｘ，则甲数为ｘ－１２３４
２

，丙数为ｘ＋３１８
２ ．依题意，得

ｘ＋ｘ－１２３４
２ ＋ｘ＋３１８

２ ＝９９５８．

　　解方程，得　ｘ＝５２０８，

ｘ－１２３４
２ ＝５２０８－１２３４

２ ＝１９８７，

ｘ＋３１８
２ ＝５２０８＋３１８

２ ＝２７６３．

　　４０２．甲、乙、丙三数的和是１４，甲 与 乙 的 差 等 于 丙 的２倍，乙 与 丙 的 差

等于丙．求三数．
解１　乙与丙的差等于丙，所以乙等于丙的２倍；甲与乙 的 差 等 于 丙 的

２倍，就是甲与丙 的２倍 的 差 等 于 丙 的２倍，所 以 甲 是 丙 的４倍．因 此 甲、
乙、丙三数的和１４相当于丙的（４＋２＋１）倍．所以丙是１４÷（４＋２＋１）＝２，
乙是２×２＝４，甲是２×４＝８；

解２　设 丙 数 为 ｘ，则 乙 数 为 ｘ＋ｘ＝２ｘ，甲 数 为 ２ｘ＋２ｘ＝４ｘ．依 题

意，得

ｘ＋２ｘ＋４ｘ＝１４．

　　解方程，得　ｘ＝２，

２ｘ＝２×２＝４，４ｘ＝２×４＝８．
４０３．甲、乙、丙三个数，如果以丙除乙就得商３；如果以乙与丙的和除甲

就得商４；如果以乙除甲得到的余数是２４．三个数各是多少？

解　甲是乙与丙的和的４倍，就是甲是乙的４倍与丙的４倍的和，由题

意，乙是丙的３倍，所 以，甲 也 是 乙 的４＋１＝５（倍）与 丙 的４－３＝１（倍）的

和．又据题意，甲是乙的若干倍与２４的和，因此丙是２４．于是，乙是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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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　　 　 　

７２，甲是（２４＋７２）×４＝３８４．
４０４．有甲、乙、丙、丁四个数，甲乙之和为８２，乙丙之和为６１，丙甲之和

为６９，乙丁之和为８８，求此四数．
解　８２＋６１＋６９＝２１２等 于 甲、乙、丙 三 数 之 和 的２倍，因 此 这 三 个 数

的和是２１２÷２＝１０６．所以 甲 是１０６－６１＝４５，乙 是１０６－６９＝３７，丙 是１０６
－８２＝２４．因为乙等于３７，所以丁是８８－３７＝５１．

４０５．有三个数的和是１９０．如 果 第 一 数 加 上 其 他 两 数 和 的 一 半，就 得

１２０；如果第二数加上其他两数和的１
５

，就得９０．求这三个数．

解　１９０是三数的 和．１２０是 第 一 数 与 其 他 两 数 和 的 一 半 的 和，所 以，

１９０－１２０＝７０，是第二数与第三数的和的一半，７０×２＝１４０是第 二、三 两 数

的和．因此，第一数是１９０－１４０＝５０．又因为５０×１
５＝１０是第一数的１

５
，所

以，９０－１０＝８０是第二数与第三数的１
５

的和．如前所述第二、三两数的和是

１４０，第三数的 １－（ ）１
５

是１４０－８０＝６０，因此第三数是６０÷ １－（ ）１
５ ＝７５，

第二数是１４０－７５＝６５．

４０６．三个分数的和是７６
８１

，第一分数等于第二分数的７２％，第二 分 数 等

于第三分数的３
７

，求各分数．

解１　第一分数与第二分数的比为０．７２∶１，第二分数与第三分数的比

为３
７∶１，三分数的比是０．７２×３

７∶３
７∶１＝５４∶７５∶１７５．因此，第一分数

为７６
８１× ５４

５４＋７５＋１７５＝１
６

，第 二 分 数 为７６
８１× ７５

５４＋７５＋１７５＝２５
１０８

，第 三 分 数

为７６
８１× １７５

５４＋７５＋１７５＝１７５
３２４

；

解２　设第二分数为“１”，则第一分数为０．７２，第三分数为７
３

，所以第二

分数为７６
８１÷ ０．７２＋１＋（ ）７

３ ＝２５
１０８

，第 一 分 数 为２５
１０８×７２％＝１

６
，第 三 分 数

为２５
１０８÷３

７＝１７５
３２４

；

解３　设 第 二 分 数 为ｘ，则 第 一 分 数 为７２％ｘ，第 三 分 数 为 ７
３ｘ．依 题

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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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ｘ＋ｘ＋ ７
３ｘ＝７６

８１．

　　解方程，得　ｘ＝２５
１０８

，

７２％ｘ＝７２％× ２５
１０８＝ １

６
，

７
３ｘ＝ ７

３ × ２５
１０８＝１７５

３２４．

　　（７）含平方、开方的问题

４０７．有一个两位数，它的平方根和立方根都是整数，求此数．
解　两位数中是 完 全 立 方 数 的 只 有２７和６４，而２７并 非 是 完 全 平 方

数，所以此数为６４．
４０８．有不为零的某数，它的１４倍等于它的平方与它的差，求某数．
解１　某数的１４倍等于它的平方与它的差，所以某数的 平 方 是 某 数 的

１５倍，因此所求的某数为１５；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４ｘ＝ｘ２－ｘ，

　　解方程，得　ｘ＝０（舍去）或ｘ＝１５．
所以某数为１５．
４０９．不为零的某数的３倍、７０倍与１００倍的和，等于它的一半的平方，

求某数．

解１　某数的（３＋７０＋１００）倍，即１７３倍，等 于 它 的 平 方 的 １
４

，所 以 某

数的１７３×４＝６９２（倍）等于它的平方，因此某数为６９２，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３＋７＋１００）ｘ＝ ｘ（ ）２
２

．

　　解方程，得　ｘ＝０（舍去）或ｘ＝６９２．
所以某数为６９２．
４１０．已知某数 的５倍 与 它 的 平 方 的３倍

的和等于４９２，求某数．
解１　某数 平 方 的３倍 与 它 的５倍 的 和 是

４９２，所以它平方的９倍与它的１５倍的和是４９２
×３＝１４７６．如 图 所 示，设 正 方 形 ＡＢＣＤ 的 一 边

ＡＤ 表示某 数 的３倍，ＤＨ、ＢＥ 都 代 表２．５，那 么

正方形ＡＢＣＤ 的 面 积 代 表 某 数 平 方 的９倍，长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２４３　　 　 　

方形ＤＣＧＨ 和长方形ＢＥＦＣ都表示某数的７．５倍，因此三个面积之和等于

１４７６．加上正方形ＣＦＫＧ，即加２．５２＝６．２５就得到正方形ＡＥＫＨ 的面积．所

以ＡＨ＝ １４７６＋６．槡 ２５＝３８．５，ＡＤ＝３８．５－２．５＝３６，于是求得某数为３６÷３
＝１２；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５ｘ＋３ｘ２ ＝４９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２或ｘ＝－１３２
３

（舍去）．

所以某数为１２．
４１１．某整数的立方比它的平方的４倍大２４９６２７７，求此整数．
解　差为七位数，则所求的整数不小于三位．某数的立方与它平方的４

倍的差，就是某数的平方与较某数少４的数的乘积，因此２４９６２７７必定比某

数的立方小而比某数减２后 的 立 方 大［设 某 数 为ｘ，ｘ２（ｘ－４）＝２４９６２７７，

２４９６２７７＝ｘ２（ｘ－４）＜ｘ３．ｘ２（ｘ－４）＝ｘ３－４ｘ２，（ｘ－２）３＝ｘ３－６ｘ２＋１２ｘ－
８＝ｘ３－４ｘ２－（２ｘ２－１２ｘ＋８）＝ｘ３－４ｘ２－２［（ｘ－３）２－５］．∵　ｘ 为 三 位

数，∴　（ｘ－３）２＞５，（ｘ－３）２－５＞０，∴　ｘ３－４ｘ２＞ｘ３－４ｘ２－２［（ｘ－３）２

－５］，即ｘ２（ｘ－４）＞（ｘ－２）３，因 此，（ｘ－２）３＜２４９６２７７＜ｘ３］，所 以 所 求 某

数 为２４９６２７７的立方根的整数部分加１或２，今求得２４９６２７７的立方根的整

数部分为１３５，因为１３７３－４×１３７２＝２４９６２７７，因此所求整数为１３７．
４１２．两数的和等于４２，差等于１２，求两数的平方差．
解　因为两数的平方差等于两数 的 和 与 差 的 积，所 以 两 数 的 平 方 差 为

４２×１２＝５０４．
４１３．甲、乙两数，如果 甲 数 的 平 方 加９９，就 得５３５００６８；如 果 甲 数 减 去

乙数的立方就得差１１６，求甲、乙两数．

解　５３５００６８减去９９等 于 甲 数 的 平 方，所 以 甲 数 为 槡５３５００６８－９９＝

２３１３；甲数减去１１６等于乙数的立方，所以乙数为
３槡２３１３－１１６＝１３．

４１４．甲、乙两数的差为完全平方数；甲的４倍与乙的１２倍的和是一个

四位数，同时它不仅是完全平方数，而且是完全立方数．试求甲、乙两数．
解　四位数中既是 完 全 平 方 数，又 是 完 全 立 方 数 的 数 只 能 是４６．４６＝

４０９６＝１０２４×４＝９３１×４＋３１×１２＝８４４×４＋６０×１２．且９３１－３１＝９００＝
３０２，８４４－６０＝７８４＝２８２，因此所求的甲、乙两数为９３１和３１或８４４和６０．

４１５．有甲、乙、丙三数，如果 以 它 们 的 和 乘 甲 得 积２７；乘 乙 得 积１８；乘

丙得积３６．求各数．
解１　三 数 的 和，分 别 乘 以 甲、乙、丙 三 数，所 得 积 的 和，等 于 甲 乙 丙 三

数和的平方，所以三数的和是 槡２７＋１８＋３６＝９．因此，甲是２７÷９＝３，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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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２，丙是３６÷９＝４；
解２　按题意三数的和应是２７、１８、３６的公约 数，而 且 和 必 须 大 于 甲 或

乙或丙，因此和应是２７、１８、３６的最大公约数．［２７，１８，３８］＝９，所以三 数 的

和是９．所以甲是２７÷９＝３，乙是１８÷９＝２，丙是３６÷９＝４．
４１６．将３、４、５扩大同一倍数后得到甲、乙、丙三数，已知这三数的积是

４８０，求甲、乙、丙三数各是多少？

解　甲、乙、丙三数的积等于３、４、５的 连 乘 积 乘 以 同 一 倍 数 的 立 方，所

以这同一倍数是
３
４８０÷（３×４×５槡 ）＝２．因此，甲数是３×２＝６，乙数是４×

２＝８，丙数是５×２＝１０．
４１７．有四数，两两互质，如果四数的连乘积是２５２０，试求各数．
解　２５２０＝２３×３２×５×７．２３、３２、５和７两 两 互 质，因 此 所 求 四 个 数 是

８、９、５和７．
４１８．有甲、乙、丙、丁 四 数，已 知 甲、乙 的 积 是７６８，乙、丙 的 积 是４３２，

丙、甲的积是５７６，乙、丁的积是１２７２．问四个数各是多少？

解　甲、乙之积是７６８，乙、丙之积是４３２，所以甲与丙的比是７６８∶４３２，

即１６∶９，得丙是甲的９
１６．已知甲、丙之积是５７６，因此甲是 ５７６÷９槡 １６＝３２，

乙是７６８÷３２＝２４，丙是５７６÷３２＝１８，丁是１２７２÷２４＝５３．
（８）杂题

① 求数

ａ．求某数

４１９．某数除以７，余数为０；如果 除 以５，得 到 的 商 与 前 一 个 相 同，而 余

数为１２．求某数．
解１　由题意可知这个相同商的７倍是某数，商的５倍比某数小１２，所

以某数除以７所得的商的５倍必定比７倍 少１２．因 此，这 个 商 是１２÷（７－
５）＝６．所求的某数应为　７×６＝４２；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
７ ＝ｘ－１２

５ ．

　　解方程得ｘ＝４２．故知某数为４２．
４２０．有一道算题，要计算某数的 平 方 加８，然 后 又 以４除 所 得 的 商．在

计算中，误将平方作２倍计算，结果求得１１．问正确的结果应是多少？

解１　某数为（１１×４－８）÷２＝１８，正确的结果应是（１８２＋８）÷４＝８３；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２ｘ＋８）÷４＝１１，解 方 程，得　ｘ＝１８．故

知某数为１８，正确的结果是（１８２＋８）÷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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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某数加上２１，与乘以２１结果相等，求某数．
解１　某 数 乘 以２１，就 是 某 数 加 上 它 的２０倍；某 数 加 上２１与 乘 以２１

的结果相等，就是加上２１与某数加上它的２０倍相等；因此，某数的２０倍等

于２１，所求某数就是２１÷２０＝１１
２０．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ｘ＋２１＝２１ｘ．解方程，得　ｘ＝１１
２０．故知

某数为１１
２０．

４２２．某数除以它与７８的差，得商７，求某数．
解１　由题意得某数是该数与７８的差的７倍，也就是某数是该 数 的７

倍与７８×７的差，所以某数与７８×７的和等于某数的７倍，因此某数的６倍

等于７８×７，某数为７８×７÷６＝９１；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
ｘ－７８＝７．解方程，得　ｘ＝９１．故 知 某

数为９１．
４２３．某数的３倍加２４，等于它的５倍减６，求某数．
解１　根据题意，某数的５倍 等 于 某 数 的３倍 加（２４＋６）．因 此 某 数 的

５－３＝２（倍）等于（２４＋６），某数为（２４＋６）÷２＝１５；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３ｘ＋２４＝５ｘ－６，解 方 程，得　ｘ＝１５．

故知某数为１５．
４２４．以某数除１００５，误写为除１０５，因此所得的商比应得的商差６０．求

某数．
解１　在 整 数 除 法 中，商 是 被 除 数 中 所 含 除 数 的 个 数．根 据 题 意，１００５

中含某数的 个 数 应 比１０５中 含 某 数 的 个 数 多６０个．所 以１００５－１０５＝９００
中应含某数６０个．所求某数为９００÷６０＝１５；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００５
ｘ －１０５

ｘ ＝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５．故知某数为１５．
４２５．２５的个位上减去某数，十位上加上某数，则得８８，求某数．
解１　在２５的 个 位 上 减 去 某 数，十 位 上 加 上 某 数 等 于 在２５上 加 上 某

数的９倍，某数的９倍应为８８－２５＝６３，因此某数为６３÷９＝７；
解２　由题意知，某数必 小 于１０．２５减 去 某 数 的 差 的 个 位 数 字 应 是８，

因此某数只能是７．通过验证２５－７＝１８，１８＋７０＝８８，所以某数应为７；
解３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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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ｘ＋１０ｘ＝８８．
　　解方程，得　ｘ＝７．故知某数为７．

４２６．某学生以４６７乘某数，得积１９２５８１７．现在知道积中的９与７两数

字是该生做错了的，问正确得数应该是多少？

解　要改正的是末位数字与十万位数字．
１９２５８１７＝４６７×４１２３＋３７６，

１０００００＝４６７×２１４＋６２ ①
∵　３７６＝６２×６＋４，

∴　１９２５８１７＝４６７×４１２３＋６２×６＋４ ②
（１）式两边同乘以６，得

６０００００＝４６７×２１４×６＋６２×６
　　上式两边同加４，得

６００００４＝４６７×２１４×６＋６２×６＋４ ③
　　②式减去③式，得

１３２５８１３＝４６７×（４１２３－２１４×６）．
　　从上式可知，当１９２５８１７的十万位数字和个位数字分别减去６和４后，
所得的数１３２５８１３即为所求的正确得数．

ｂ．求某种数的个数

４２７．在１到１００之间７的倍数有多少个？它们的总和是多少？

解　在１到１００之间是７的倍数的数，最小的是７，最大的是７×１４＝

９８．个数是（９８－７）÷７＋１＝１４（个），总和是７＋９８
２ ×１４＝７３５．

４２８．在２００与４００之 间，是７的 倍 数 的 数 有 多 少 个？它 们 的 总 和 是

多少？

解　因为２００＝７×２９－３，４００＝７×５７＋１，所 以 在２００与４００之 间，７
的倍数中最小的是７×２９＝２０３，最 大 的 是７×５７＝３９９，其 间 是７的 倍 数 的

数共５７－２９＋１＝２９（个），它们的总和是：（２０３＋３９９）×２９÷２＝８７２９．
４２９．９００以内末位为３的整数的总和，与２０００以内末二位为５９的整

数的总和的差是多少？

解　９００以内末位数字为３的整数共９０个，它们的和是３＋１３＋２３＋

…＋９３＋１０３＋…＋８８３＋８９３＝
（３＋８９３）×９０

２ ＝４０３２０；２０００以 内 末 二 位 数

字为５９的 整 数 共２０个，它 们 的 和 是５９＋１５９＋２５９＋…＋１８５９＋１９５９＝
（５９＋１９５９）×２０

２ ＝２０１８０．所以它们的差为　４０３２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４０．

４３０．由同数字组成的数，自１１起到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止．共有几个？

解　由同数字组成的数，两位数中有１１，２２，３３，…，９９，共９个；三 位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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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１１１，２２２，３３３，…，９９９，共９个；…所以，从１１起到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止，同数

字组成的数共９×８＋１＝７３（个）．
４３１．末位数字是７的数，在整数２５４８与５８７３之间共有多少个？

解１　从２５４８到５８７３之间共有５８７３－２５４８＋１＝３３２６（个）整数．末位

数字是７的整数，在１０个连续整数中，只有一个．３３２６÷１０＝３３２…６．这 余

下的六个数是指从５８６８到５８７３的 六 个 数，显 然 其 中 不 含 末 位 数 字 是７的

数，所以在整数２５４８与５８７３之间，末位数字是７的数共有３３２个；
解２　在２５４８与２５４９之间 以 及５８７０与５８７３之 间 不 含 末 位 数 字 是７

的数．从２５５０起到５８６９为止，共 有５８６９－２５５０＋１＝３３２０（个）整 数．每１０
个连续 整 数 中，只 有 一 个 整 数 的 末 位 数 字 是 ７，所 以３３２０个 整 数 中 共 有

３３２０÷１０＝３３２（个）末位数字是７的整数．
４３２．有多少个三 位 数 加 上１２后 能 被５整 除？ 这 些 三 位 数 的 总 和 是

多少？

解　三位数中最小的是１００，最大的是９９９，所以三位 数 共 有９９９－１００
＋１＝９００（个）．加上１２后能被５整 除 的 三 位 数，它 个 位 上 的 数 字 必 是３或

８．这样的三位数，在每十个连续的三位数中共有两个，因此所求三位数的个

数是２×（９００÷１０）＝１８０（个）．
这些三位数的总和是：

１０３＋１０８＋１１３＋１１８＋１２３＋ … ＋９８３＋９８８＋９９３＋９９８＝
（１０３＋９９８）×１８０

２ ＝９９０９０．

４３３．三位数中是１７的奇数倍的数有多少个？

解　在三位数中是１７的奇数倍的数，以１７×７＝１１９为最小，１７×５７＝
９６９为最大，因 此１７乘 以７、９、１３…５５、５７后 所 得 的１７的 奇 数 倍 都 是 三 位

数，所求三位数的个数应是：（５７－７）÷２＋１＝２６（个）．
４３４．有多少个 三 位 数 加 上７后 能 被３整 除？ 这 些 三 位 数 的 总 和 是

多少？

解１　三位数共９００个，加上７后能被３整除的三位数有：

１０１，１０４，１０７，

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６，１１９，

１２２，１２５，１２８，

１３１，１３４，１３７，

１４０，１４３，１４６，１４９，

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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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每３０个连续的三位数 中 符 合 要 求 的 有３＋４＋３＝１０（个）．
所以符合要求的三位数共有

１０×（９００÷３０）＝３００（个）．

　　它们的和是１０１＋１０４＋…＋９９５＋９９８＝
（１０１＋９９８）×３００

２ ＝１６４８５０；

解２　加上７后能被３整除的三位数中最小的是１０１，最大的是９９８，符

合要求的三位数 共 有（９９８－１０１）÷３＋１＝３００（个）．求 它 们 总 和 的 方 法 同

解１．
４３５．四位数中，百位数字是２，末位数字是７的，共有多少个？

解　设千位数字是１时，十位数字可为０，１，２，…，９，适合条件的共１０
个．当千位数字是２、３、４、…、９时也分别有１０个适合条件．因此符合条件的

四位数共有１０×９＝９０（个）．
ｃ．求两位数

４３６．有一个两位数，它的数字的积是６３，求这个两位数．
解　将６３分解成两个都是 一 位 数 的 因 数，只 有 一 组７、９，所 以 所 求 的

两位数是７９或９７．
４３７．有一个两位数，它十位 上 数 字 是 个 位 上 数 字 的３倍．如 果 把 这 个

两位数减去７，那么十位上数字就等于个位上数字．求这个两位数．
解　十位上数字是个位上数字的３倍，个位上数字必小于或等于３．这

样，个位上数字减去７必定不够．当向十位借１时，十位上数字就减少１，而

个位上数字却增加３．由于减７后十位上数字与个位上数字相等，所以原来

十位上数字与个位上数字相差１＋３＝４．由此可知个位上数字为４÷（３－１）

＝２，十位上数字为２×３＝６，所求两位数为６２．
４３８．有一个两位数，它的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大５．如果将这个两位数

在算盘上表示，共需要９颗算珠．问这个两位数是多少？

解　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大５，那 么 个 位 数 字 必 小 于５，而 十 位 数 字 必

大于５．因此在算盘上表示 这 个 两 位 数 的 时 候，须 动 用 上 珠１颗，下 珠（９－
１）颗．由此可知两位数的各位数字之 和 为（９－１）＋５＝１３．从 而 求 得 十 位 数

字为（１３＋５）÷２＝９，个位数字为（１３－５）÷２＝４，所求两位数为９４．
４３９．有一个两位数的偶数，个 位 数 字 与 十 位 数 字 相 同；如 果 这 个 两 位

数减去１２的倍数后，所得差的数字之和为６．求这个两位数．
解　这个两位数是偶数，所以是２的倍数；两位数的十位数字与个位数

字相等，所以又是１１的倍数；从两位数减去１２的倍数，也就是３的倍数后，
所得差的数字之和为６，仍 是３的 倍 数，所 以 这 个 两 位 数 必 定 是３的 倍 数．
因而所求两位数应是２、３、１１的公倍数，而在两位数中，只有２×３×１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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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们的公倍数，所以所求两位数是６６．
ｄ．求三位或三位以上的数

４４０．有一个三位数，它的百位数字与其他两个数位上数字之和的比为

２∶３；又 去 掉 百 位 数 字 后 形 成 的 两 位 数 乘 以 十 位 数 字 得 积２７０．求 这 个 三

位数．
解　将２７０分解成一位数与两位数的 因 数 积：２７０＝３×９０＝５×５４＝６

×４５＝９×３０．显然，其中５×５４符合题意，所以十位数字与个位数字分别为

５和４．设百位数字为ｘ，因 为 百 位 数 字 与 其 他 两 个 数 位 上 数 字 之 和 的 比 为

２∶３，故知ｘ∶（５＋４）＝２∶３，解之得ｘ＝６，所以所求的三位数是６５４．
４４１．有一个是７的倍数的三位数，它 的 百 位 数 字 与 个 位 数 字 分 别 是３

与２，求这个三位数的十位数字．
解　设这个三位数是３０２．３０２除 以７，得 商４３，余１．所 以，所 求 的 三

位数应该是３０２加上比１００小的除以７余７－１＝６的１０的倍数后所得的

和．因为２０÷７＝２…６，９０÷７＝１２…６，所 以，所 求 的 十 位 上 数 字 应 是２
或９．

４４２．有一个四位数，如果乘以９，得 到 的 积 恰 好 是 原 数 的 转 位 数．求 这

个四位数．
解　根据题意，ＡＢＣＤ×９＝ＤＣＢＡ．
而ＡＢＣＤ×９＝ＡＢＣＤ×（１０－１）＝ＡＢＣＤ０－ＡＢＣＤ
∴　ＡＢＣＤ０－ＡＢＣＤ＝ＤＣＢＡ 列成竖式：

ＡＢＣＤ０
－ ＡＢＣＤ

ＤＣＢＡ

　　观察上面竖式可知Ａ＝１；由０－Ｄ＝Ａ，可得Ｄ＝９；又Ｃ－Ｂ＝Ｃ，则Ｂ＝
０；再 Ｄ 退一位后，Ｄ－Ｃ＝Ｂ，即（９－１）－Ｃ＝０，所以Ｃ＝８．因 此，所 求 四 位

数是１０８９．
４４３．有一个四位数，它前面两个数字相同，后面两个数字也相同，且这

个四位数是一个完全平方数．求这个四位数．
解　设 此 四 位 数 为ａａｂｂ．即 １０００ａ＋１００ａ＋１０ｂ＋ｂ＝１１００ａ＋１１ｂ＝

１１（１００ａ＋ｂ），这个数能被１１整除．因 它 又 是 个 完 全 平 方 数，所 以 一 定 能 被

１１２ 整除，于是１１｜（１００ａ＋ｂ），即ａ＋ｂ能 被１１整 除，ａ＋ｂ＝１１．ｂ只 能 是４、

５、６、９，ａ只能是７、６、５、２．由 此 可 配 成７７４４、６６５５、５５６６、２２９９四 个 四 位 数，
但只有７７４４＝８８２，故所求的四位数是７７４４．

４４４．试求四位数中十位数字为８的各数的总和．
解１　所求四位数的总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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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０＋１０８１＋１０８２＋…＋１０８９＋１１８０＋１１８１＋１１８２＋…＋１１８９

　＋１２８０＋１２８１＋…＋１２８９＋…＋９９８０＋９９８１＋９９８２＋…＋９９８９
＝１０８０＋１１８０＋１２８０＋…＋９９８０＋１０８１＋１１８１＋１２８１＋…＋９９８１

　＋…＋１０８９＋１１８９＋１２８９＋…＋９９８９

＝１０８０＋９９８０
２ ×（９９－１０＋１）＋１０８１＋９９８１

２ ×（９９－１０＋１）＋…

　＋１０８９＋９９８９
２ ×（９９－１０＋１）

＝５５３０×９０＋５５３１×９０＋…＋５５３９×９０
＝９０×（５５３０＋５５３１＋…＋５５３９）

＝９０×５５３０＋５５３９
２ ×１０

＝４９８１０５０；
解２　１０８０＋１０８１＋１０８２＋…＋１０８９＋１１８０＋１１８１＋１１８２＋…＋１１８９

　＋１２８０＋１２８１＋１２８２＋…＋１２８９＋…＋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１９８９＋２０８０＋２０８１＋２０８２＋…＋２０８９＋…＋９９８０

　＋９９８１＋９９８２＋…＋９９８９

＝１０８０＋１０８９
２ ×１０＋１１８０＋１１８９

２ ×１０＋１２８０＋１２８９
２ ×１０＋…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２ ×１０＋２０８０＋２０８９

２ ×１０＋…＋９９８０＋９９８９
２ ×１０

＝２１６９×５＋２３６９×５＋２５６９×５＋…＋３９６９×５＋４１６９×５

　＋…＋１９９６９×５

＝５× ２１６９＋１９９６９
２ ×（１０×９［ ］） ＝４９８１０５０．

４４５．有一个四位数，首位数字是１．如果去掉首位数字，将百位、十位数

字都向左移动一位，所得的四位数将是原数的３倍．求这个四位数．
解　当将此四位数按题意变动时，个位数字的位置没有变动．因为所得

四位数是原四位数的３倍，所以个位数字必是０或５．先设个位数字为０．这

样原四位数减去１０００后，所得差 的１０倍，等 于 原 数 的３倍，也 就 是 原 数 的

１０倍与１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的差等于原数的３倍．那 么，１００００应 是 原 数 的７
倍．但１００００不能被７整除，所以个位数字不可能为０，而只能为５．按题意，
原数的百位、十位数字组成的两位数的１０倍与１００５的和的３倍，即此两位

数的３０倍与３０１５的和等于此两位数的１００倍与５的和．因此，两位数的７０
倍等于３０１５－５＝３０１０．于是，求得两位数是３０１０÷７０＝４３．即 所 求 四 位 数

的百位数字是４，十位数字是３．所求四位数应是１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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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６．有一个六位数，它的首位数字移至末位后，所得新数比原数扩大３
倍，求这个六位数．

解１　按题意，这个六位数只是将首位数字移到末位，因此 所 得 新 数 仍

是六位数．六位数３倍后仍旧是六位 数，则 首 位 不 外 是１、２、３三 个 数 字．先

设首位为３，因３×３＝９，则原数 的 万 位 应 该 是９．但９×３＝２７，这 样 原 六 位

数３倍后必成为七位数，与题意不合，所 以 首 位 不 能 是３．又 设 首 位 为２，则

新数的个位为２，由此可知 原 数 的 末 位 为４，新 数 的 十 位 也 为４．因 此，原 数

的十位数字３倍后的末位应为４－１＝３．原 数 的 十 位 数 字 是１．因 为 原 数 的

十位是１，所以新数的百位也是１，并由此推知原数的百位数字应为７，新数

的千位数字也是７．因为７×３＝２１，７－２＝５，所 以 原 数 的 千 位 数 字 为５，新

数的万位数字也是５．同理，由于３×５＝１５，５－１＝４，所 以 原 数 的 万 位 数 字

是８．因此，所求六位数为２８５７１４．
再设原六位数的首位为１，则新数的末位也为１，这个“１”是原数末位数

字扩大３倍后的末位数字，所以原 数 的 末 位 数 字 应 为７．与 前 同 理，因７×３
＝２１，７－２＝５，则十位数字为５，因５×３＝１５，５－１＝４，则百位数字为８；因

８×３＝２４，８－２＝６，则千位数字为２；因２×３＝６，２－０＝２，则万位数字为４．
因此，所求六位数是１４２８５７；

解２　设首位数字为１，１右面的其余五位数字组成的五位数为ｘ，则原

数为（１０００００＋ｘ），新数为（１０ｘ＋１）．
根据题意，得　３（１０００００＋ｘ）＝１０ｘ＋１．解方程，得　ｘ＝４２８５７．
所以所求六位数为１４２８５７．
同理．设首位数字为２，２右面五个数字组成的五位数为ｘ，则

３（２０００００＋ｘ）＝１０ｘ＋２．

　　解方程，得　ｘ＝８５７１４，
所以所求六位数为２８５７１４．
如设首位数字为３，３右面五个数字组成的五位数为ｘ，则

３（３０００００＋ｘ）＝１０ｘ＋３．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８５７１，与题意不合，无解．

如解１所述，所求六位数的首位数字不能大于３，因此，本题只有两解，
即１４２８５７与２８５７１４．

ｅ．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

４４７．甲、乙 两 学 生 同 算 两 数 之 和，甲 得６８５，计 算 正 确；乙 得４６０，计 算

错误．乙所以算错的原因是将其中一个加数末尾的０漏掉了．两个加数各是

多少？

解　因为漏掉的是一个加 数 末 尾 的０，所 以 应 加 的 数 是 实 际 加 上 的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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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０倍，因此学生乙将一个加数末 尾 的０漏 掉，实 际 上 是 少 加 了 实 际 加 上

数的９倍．现在少加上的数等于６８５－４６０＝２２５，因此实际加上的数是２２５
÷９＝２５，而应加的数是２５×１０＝２５０，则另一数为６８５－２５０＝４３５．所以，两

个加数各是４３５与２５０．
４４８．甲、乙两数的差与和的比等于３比４，且 两 数 的 平 方 和 等 于２００，

求甲、乙两数．

解　依题意，得　
甲＋乙
甲－乙＝４

３
，由合比定理，得　 ２甲

甲－乙＝７
３

；由 分 比

定理，得　 ２乙
甲－乙＝１

３．两式相除，得　甲∶乙＝７∶１．由此可知，甲数是乙

数的７倍．所以，２００等于乙的７倍 的 平 方 与 乙 的 平 方 之 和，即 等 于 乙 的 平

方的４９倍与乙的平方之和．因此，乙数为 ２００÷（４９＋１槡 ）＝２；甲数为２×７
＝１４．

４４９．有三个数字，循环更换其顺序，成甲、乙、丙三数，它们的比为

７∶３３∶３４．如每次从三个数字中任 意 选 择 两 个 组 成 两 位 数，则６次 所 得 不

重复的数的总和等于３９６．求三数字．
解　从三个数字中，每次取两个，组 成６个 不 同 的 两 位 数 时，每 个 数 字

都两次为十位数字、两次为个位数字，所以６个两位数之和３９６等于三个数

字的１１×２＝２２（倍）．因此三个数 字 之 和 为３９６÷２２＝１８，又 三 个 数 字 循 环

更换顺序成为甲、乙、丙三数时，每个数字都一次为个位数字、一次为十位数

字、一次为百位数字，所以甲、乙、丙 三 数 之 和 为 三 个 数 字 之 和 的１１１倍，即

１８×１１１＝１９９８．将１９９８按７∶３３∶３４分配即得甲、乙、丙三数．甲数为１９９８

× ７
７＋３３＋３４＝１８９；乙 数 为 １９９８× ３３

７＋３３＋３４＝８９１；丙 数 为 １９９８×

３４
７＋３３＋３４＝９１８．所求三个数字为１、８和９．

ｆ．求和、差、积的末位数字

４５０．求下列各式的末位数字是几：
（１）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５１×５２×５３×５４的和；
（２）４１×４３×４５×４７－３７×３９×４１×４２的差；
（３）从７到８１全部自然数的积；
（４）全部三位数的和．
解　（１）６×７＝４２，末位 数 字 是２；８×９＝７２，末 位 数 字 也 是２；２×２＝

４，所以，前面四个因数的积的末位数字是４．
同理，后面四个因数的积的末位数字也是４（１×２×３×４＝２４）．４＋４＝

８，所以和的末位数字是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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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　　 　 　

（２）被减数的末位数字是５（１×３×５×７＝１０５）减数的末位数字是６（７
×９×１×２＝１２６）．１５－６＝９，所以差的末位数字是９；

（３）因为７×８×９×１０×１１×…×８０×８１中各因数的个位数与整十数

的个位数“０”相乘，所得积的个位数总 是“０”，所 以 从７到８１全 部 自 然 数 的

积的末位数字一定是０．
（４）１～９的和的末位数字是５；

１～１９的和的末位数字是０；

１～２９的和的末位数字是５；

１～３９的和的末位数字是０；
………………

１～９９的和的末位数字是０；

１～１０９的和的末位数字是５；

１～１１９的和的末位数字是０．
可见它们和的末位数在５、０、５、０、…之 间 循 环，当９或９加１后

和的十位数字是奇数时，那么９或１～９的 和 的 末 位 数 字 是５；当９
或９加１后和的十位数字是偶 数 时，那 么９或１～９的 和 的 末 位

数字是０．现在９９９＋１＝１０００，１０００的十位数字是偶数，所以１～９９９的和的

末位数字是０．全部三位数的和是１～９９９的和与１～９９的和的差，而１～９９
的和的末位数字也是０，所以全部三位数的和的末位数字也是０．

或：１～９９９共９９９个数．
　 １～９９共９９个数．
所以，三位数共９９９－９９＝９００（个），最小的 是１００，最 大 的 是９９９．因 此

全部三位数的和为
（１００＋９９９）×９００

２ ＝４９４５５０，末位数字为０．

② 算式填数

ａ．填空框

加减法

４５１．在下面的□里填入适当的数字，使算式成立．

解　（１）如果个位上数 字 相 加 所 得 的 和 是７的 话，那 么 两 个 十 位 上 数

字相加不可能得１９，所以个位上数字相加的和一定是１７．于是，两个个位上

数字分别为８和９；十位上两个数字都应该是９．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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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４　　

（２）四位数减去三位数，差是１，只能是 最 小 的 四 位 数 减 去 最 大 的 三 位

数，即：

４５２．在下面的□中填入适当的数字，使算式成立．

解　（１）从右到左：

２＋（７）＝９，填７；

８＋５＝（１３），填３；向前一位进１；

（３）＋０＋１＝４，填３；

３＋（８）＝１１，填８，向前一位进１；

（６）＋７＋１＝１４，填６，向前一位进１；

１＋１＝（２）．填２；

（２）从右到左：

１４－７＝（７），填７，从前一位退１；

（１０）－１－６＝３，填０，从前一位退１；

７－１－（１）＝５，填１；

（１２）－３＝９，填２，从前一位退１；

１３－１－８＝（４），填４，从前一位退１；

２－１－（１）＝０，填１．
答案为　（１） ６ ３ ３ ８ ２

＋ １ ７ ８ ０ ５ ７
２ ４ １ ４ ３ ９

；

　　　　　　

（２） ２ ３ ２ ７ ０ ４
－ １ ８ ３ １ ６ ７

４ ９ ５ ３ ７
．

乘除法

４５３．在下面的□中填入适当的数字，使算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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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　　 　 　

解　（１）６□×□，得到的积仍是两 位 数，乘 数 个 位 上 的 数 字 只 能 是１．
两次积合并所得和的个位上数字是６，可 知 被 乘 数 个 位 上 数 字 一 定 是６．乘

数十位上的□里的数字与被乘数相 乘 积 仍 是 两 位 数，所 以 乘 数 十 位 上 的 数

字也只能是１．其余各个数字就可以通过计算求得．所以本题答案为：

（２）根据商的十位数 字 与 除 数“□７”相 乘 得“□□５”，可 知 商 的 十 位 上

数字应为５；由此可知，除数十位上数 字 为２；２７×５＝１３５，第 一 次 乘 积 里 的

□□中应填１和３；商的个位数字 与 除 数２７相 乘，积 的 个 位 数 字 是１，由 此

可知商的个位数字是３；２７×３＝８１，８１－８１＝０，所 以 算 式 中 第 一 次 余 数 为

８１；１４□－１３５＝８，得被除数十位上数字是３．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４５４．把下面各题中的“”换成适当的数字，并确定原来被乘数和被除

数的小数点的位置．

解　（１）先把被乘数、乘 数 当 作 三 位 数 加 以 观 察：① 由 于 积 的 个 位 上

的数字是０，因此乘数个位 数 与 被 乘 数 相 乘 的 积 的 个 位 上 的 数 字 应 是“０”；

② 由于乘数是三位数，乘积应由三个部分积组成．但在竖式中，第二部分积

全部略去不写，显然，乘数十 位 上 的 数 字 也 应 是“０”；③ 又 因 为 积 的 十 位 上

的数字是３，可见第一部分积的十位上的数字是“３”；④ 由 于 竖 式 中 积 的 最

高位上的数字是１，可见第三部分积的最高位上的数字是“１”；⑤ 由于乘数、
被乘数百位上数字的乘积等于第三 部 分 积 百 位 上 的 数，现 已 知 第 三 部 分 积

首位上的数字是１，而在整数范围内只有１乘１等于１，所以乘数、被乘数百

位上的数字都应该是“１”．至此，乘法算式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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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６　　

⑥ 继续观察，由于第一部分积的百位上的数字为２，被乘数百位上的数字为

１，因此乘数个位上的数字 不 能 超 过２，又 由 于 乘 数 个 位 上 的 数 字 与５的 乘

积的末位数是０，因此乘数个位上的数字只能是“２”；⑦ 再 考 虑 被 乘 数 十 位

上的数字．因为乘数个位上的数２乘 被 乘 数 个 位 上 的 数５，得１０，向 十 位 上

进１，所以被乘数十位上的数是（３－１）÷２＝１；⑧ 至 此，已 经 知 道 被 乘 数 为

１１５，乘数为１０２，其他各个数字就可 以 通 过 计 算 求 得；⑨ 最 后，确 定 被 乘 数

的小数位数．因为积的小数位数等 于 乘 数、被 乘 数 小 数 位 数 的 和，所 以 本 题

中被乘数的小数位数是２－１＝１（位）．这样，就可以得到本题的答案为

（２）先把除数、被除数分别看作两位数和五位数，商是 四 位 数．① 由 于

除数与商的千位上的数相乘，积的个位是０，因此除数个位上的数及其相应

的商的千位上的数，可能有下面几种情况：

除数个位上的数 ２４５５５５６８

商千位上的数 ５５２４６８５５

又因为除数与商百位上的数字８的乘积是一个两位数，根据上表，除数所有

可能的数是１２、１４、１５、１６、１８，其中只有１２乘以８的积是 两 位 数，其 余 各 数

与８的积都是三位数．所以除数个位上的数字应是“２”，相应地，商的千位上

的数字应是“５”．至此，除式竖式可写成（暂不考虑小数点的位置）：

② 因为除数１２与商千位上的数字５的 乘 积 是６０，所 以 在 其 积 的 十 位 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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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　　 　 　

数字应是“６”．相应地，被 除 数 万 位 上 的 数 字 也 是“６”；③ 因 为 除 数１２与 商

的百位上的数字８的乘积是９６，所以在其积的个位上应是“６”，十位上应是

“９”．相应地，第一次余数的最高位也应是“９”．从而，可以确定被除数的千位

上的数也是“９”．至此，除式的竖式可写成

④ 由于竖式第一次余数中的７是从被除数百位上的数移下来的，所以被除

数百位上的数也是“７”；⑤ 第二次余数最高位是百位，而７－６＝１，所以该位

上应是“１”；⑥ 因为 第 二 次 余 数 的 十 位 上、个 位 上 的 数 字 是 由 被 除 数 十 位

上、个位上的数字移下来的，这说明 由 第 二 次 余 数 的 百 位、十 位 上 的 数 组 成

的两位数除以除数１２不够 商１，因 此 商 的 十 位 上 应 补“０”；⑦ 因 为 除 数１２
与商的个位上的数相乘的积是个三位数，而在０至９这十个整数中，只有９
与１２的积是三位数，所以商的个位 上 的 数 字 应 是“９”．这 样，已 经 知 道 除 数

为１２，商为５８０９，其他各个数字就可以通过计算求得．竖式变成

⑧ 最后，确定被除数小数点的位置．如果除数是整数，那么被除数的小数点

与商的小数点对齐．但因除数是一位小数，变成整数，小数点要向右移一位，
为了使商不变，原来被除数的小数点也向右移了一位．因此，原来被除数的小

数点是在商的小数点的左面一位，即被除数是三位小数６９．７０８．本题答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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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８　　

　　４５５．在下面算式的□中填入适当的数字．

解

由于商的十位上的数字与 除 数 相 乘 的 积 的 末 位 数 字 是１，所 以 商 的 十

位数字与除数的个位数字可能是９与９，或３与７，或７与３．
如商 的 十 位 上 的 数 字 与 除 数 的 个 位 数 字 都 是 ９，则 它 们 的 积 必 大 于

１０００，与题意不合，舍去．
如商的十位上的数字是７，除数 的 个 位 数 字 是３，又 除 数 的 百 位 数 字 定

为１，则商的十位数字与除数的乘积为７９１，余数将大于除数；如商的十位数

字仍是７，除数的个位数字仍是３，又除数的百位数字定为２，则商的十位数

字与除数的乘积为１４９１＞１１００，与 题 意 不 合．因 此 商 的 十 位 数 字 不 能 定 为

７，除数的个位数字不能定为３．
现在，只有最后一种选择，即商的十位数字是３，除数的个位数字是７．

③ 确定商的十位数字是３，除数的个位数字是７后，再来确定除数的百

位数字．如果把它定为１或２，那么，１１ ２－ １的差必大于除数；如果

把除数的百位数字定作４，则４１７×３＞１１ ２．因此，除数的百位数字应为

３．这时，填出的方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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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　　 　 　

④ 现在再来确定商的百位数字．

　　　３１７×３＝９５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３１７×４＝１２６８＜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３１７×５＝１５８５＜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３１７×６＝１９０２＜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３１７×７＝２２１９
所以商的百位数字可能是４或５或６．
当商的百位数字是４时，□□１□－１２６８，无论退位或不退位，都不能使

差的十位数字是１；
同理，当商的百位数字是５时，□□１□－１５８５的差的十位数字 也 不 可

能是１．
因此，商的百位数字只能是６．于是，除式为

⑤ 确定商的个位数字．式中

１１ ２
－ ９５１

１
．

如是退位减法，差的最高位是１；
如是不退位减法，差的最高位是２．
由此可知，商的个位数字应大于或等于４，小于或等于９．
如是４，３１７×４的积的十位数字不等于１；
如是５，３１７×５的积的十位数字也不等于１；
同理，当商的个位数字是６、８、９时，它们与３１７的积的十位数字都不等

于１．只有为７时３１７×７＝２２１９，积的十位数字才是１，所以商的个位数字应

为７．这样，除式的空格可全部填数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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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字母换数

加减法

４５６．在下列竖式中，用字母 代 表 数 字（相 同 的 字 母 代 表 相 同 的 数 字），
求各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

（１）
ＢＣＤＥ

＋ ＢＤＡＥ
ＡＥＣＢＥ

；　　　（２）
ａ５２ｂ

－ ｂ２５ａ
８ｘｍｘ

．

解　（１）由于Ｅ＋Ｅ＝Ｅ，在０至９这十个数字中，只能是０＋０＝０，所

以Ｅ＝０；又因Ｂ＋Ｂ＝ＡＥ，相同的一位数相加，其和一定在２０以内，所以 Ａ
为１，又Ｂ＋Ｂ＝ＡＥ＝１０，即２Ｂ＝１０，所以Ｂ 为５；Ｃ＋Ａ＝Ｂ，即Ｃ＋１＝５，所

以Ｃ＝５－１＝４；Ｄ＋Ｄ＝Ｃ，即２Ｄ＝４，所以 Ｄ＝２．所以，本题答案为：Ａ＝１，

Ｂ＝５，Ｃ＝４，Ｄ＝２，Ｅ＝０．得

５２４０
＋ ５２１０

１０４５０
；

（２）由于ａ－ｂ＝８，在两个一位数相减中，差等于８的，只能是９－１＝８，

８－０＝８，而一个数的最高位不能是０，所 以 只 能 是ａ＝９，ｂ＝１．由 此 可 求 得

ｘ＝１１－９＝２，ｍ＝１１－５＝６．所以本题的答案是：ａ＝９，ｂ＝１，ｘ＝２，ｍ＝６．得

９５２１
－１２５９

８２６２
．

乘除法

４５７．下式中的ａ，ｂ，ｃ各等于几？请填好算式．

解　由乘数十位数字ａ与被乘数相乘的积是三位数可知ａ 不大于３．
设ａ＝１．已知ａ与ｃ相乘得ａ．根 据 一 一 得 一，则ｃ应 为１；与ａ代 表 的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２６１　　 　 　

数 字重复；设ａ＝３．根据一三得三，ｃ应为１．如ｃ＝１，则ｃ与被乘数的积应为

三位数，而算式中它们的积为四位数，所以，ａ不等于３．
设ａ＝２，根据二六十二，得ｃ＝６．已知ｂ与ｃ的积的个位数字为ｂ．根据

二六十二，四六二十四，六六三十六，六八四十八，ｂ可能是２，４，６，８四 个 数

字．而ａ＝２，ｃ＝６，因此ｂ不可能为２或６．
根据题意，得ｂ与被乘数的积应大于１０００．
当ｂ＝４时，２４６×４＝９８４＜１０００；
当ｂ＝８时，２８６×８＝２２８８＞１０００．
所以，ｂ＝８．由此可知，本题答案是：ａ＝２，ｂ＝８，ｃ＝６．列成算式为

４５８．下面除式中十个字母各代表什么数字？

解　根据乘法口诀“五五二十五”和“六六三十六”可推得ｇ可能是５或６．
如ｇ是５，则由ｆ５×ａ＝ｉａ推 得ａ 只 能 是０，但０不 能 作 被 除 数 的 最 高

位，由此得ｇ＝６．
再根据“二六十二”得ａ＝２；“四六二十四”得ａ＝４；“六八四十八”得ａ＝８．
设ａ＝４，又定ｆ＝１，因１６×４＝６４，这样ｉ＝６，但ｇ＝６，有所重复；假使

定ｆ＝２，因２６×４＝１０４，而ｉａ是两位数，与题意不合．所以ａ不可能为４．
设ａ＝８，假使定ｆ＝１，１６×８＝１０８，积 也 是 三 位 数，所 以ａ也 不 可 能 为

８．由此得ａ＝２．
由三位数ｈｈｄ减去两位数ｉａ 所得的差ａｊ也是两位数，得ｈ＝１；
由ｃ－ｇ＝ｈ，即ｃ－６＝１，得ｃ＝７；由ｂ－ｃ＝ｈ，即ｂ－７＝１，得ｂ＝８；由ｈｈ

－ｉ＝ａ，即１１－ｉ＝２，得ｉ＝９；由ｆｇ×ｇ＝ａｃｇ即ｆ６×６＝２７６，得ｆ＝４．现在

ｄ，ｅ，ｊ只能从０、３、５三 个 数 字 中 进 行 选 择．显 然，ｄ 不 能 为０，如ｄ 为０，则

ａｊｅ＝０，与题意不合．如ｄ＝３，则４６×３＜２００．因此ｄ＝５．因为４６×５＝２３０，

ｊ＝３，ｅ＝０．所以，本题答案为　ａ＝２，ｂ＝８，ｃ＝７，ｄ＝５，ｅ＝０，ｆ＝４，ｇ＝６，ｈ
＝１，ｉ＝９，ｊ＝３，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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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数性定数

４５９．填出下面算式中的质数、合数：

质６质

＋ ８质４
１质质质

．

解　第一加数个位上的数字应是３．因为４＋３＝７，７是质数．而４与其

他质数２、５、７分别相加，所得的和或和的个位上数字都不是质数；
第二加数十位上数字应是７，因为６＋７＝１３，１３个 位 上 数 字 是 质 数３．

而６＋２＝８，６＋３＝９，６＋５＝１１，所得的和或和的个位上数字都不是质数；

第一加数百位上的数字应为３．３＋８＋１＝１２，１２的 个 位 上 数 字２是 质

数，而２＋８＋１＝１１，５＋８＋１＝１４，７＋８＋１＝１６，所得的和或和的个位上数

字都不是质数．
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３６３
＋ ８７４

１２３７
．

４６０．下面乘式里的每个符号都是质数，试找出这个算式的答案．


× 





．

解　根据题意式中的符号只能 代 表２，３，５，７四 个 数 字．式 中 两 次 部

分积都是四位数，要找出三位数乘以 一 位 数 的 积 是 四 个 数 字 都 是 质 数 的 四

位数，只有下面四种可能：７７５×３＝２３２５，５５５×５＝２７７５，７５５×５＝３７７５，３２５

×７＝２２７５．由于前面四个乘式中的 被 乘 数 各 不 相 同，所 以 竖 式 中 的 乘 数 只

能是两个数码相同的 两 位 数，即 只 能 是 以 下 四 种 情 况：７７５×３３，５５５×５５，

７５５×５５，３２５×７７，而只有第一种才能使乘积的各个数字全部是质数．所以，

本题的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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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　　 　 　

７７５
× ３３

２３２５
２３２５
２５５７５

．
　

４６１．找出下面乘式的答案：

偶偶奇

× 奇奇

偶奇偶奇

　偶奇奇

奇奇奇奇奇

．
　

解　为了叙述方便，将上式用字母表示成：

ａｂｃ
× ｄｅ

ｆｇｈｉ
　ｊｋｌ
ｍｎｐｑｒ

（１）ａ是偶数，ｄ是奇数，且（ａｂｃ）与ｄ的积是三位数，可知ａ是２、４、６、８
四数之一．ｄ不能为１，因（偶偶奇）与１相乘仍 得（偶 偶 奇），而 式 中 是（偶 奇

奇）．ｄ又不能是５以上的数，如果ｄ≥５，则 与（ａｂｃ）的 乘 积，将 是 四 位 数，因

此ｄ只能是３，且ａ只能是２．
（２）ｅ是奇数，且（２ｂｃ）与ｅ的积是四位数，积的最高位上数字又是 偶 数

（必为２），所以ｅ应为９；
（３）２ｂｃ×３＝ｊｋｌ．ｂ是 偶 数，偶 数 与３的 乘 积 应 为 偶 数，而 现 在ｋ是 奇

数．说明由后一位进了“１”，如果ｃ是３以下的奇数，就不存在进位问题；如

果ｃ是７以上的奇数，就得向前一位进“２”，均不合题意．由此可知ｃ是５．
（４）２ｂ５×９＝ｆｇｈ５，２２５×９＝２０２５，２４５×９＝２２０５，积 的 数 字 在 奇 偶 性

方面与题意不符，因此ｂ不能为２或４．ｂ也不能为６，因为２ｂ５×３＝ｊｋ５．如ｂ
＝６，２６５×３＝７９５．积的三个数字都是奇数也不合题意．如ｂ＝８，则２８５×９
＝２５６５，２８５×３＝８５５，积 的 各 个 数 位 上 的 数 字 的 奇 偶 性 与 题 意 相 符；且

２３６５＋８５５０＝１１１１５，它各个数位上数字的奇偶要求也符合题意．所以 本 题

的答案是：

２８５
× ３９

２５６５
　８５５
１１１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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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其他

４６２．在□里填上 适 当 数 字（等 式 左 面 的 数 字 不 能 重 复 出 现），使 等 式

成立．

９４１５
６ ＝１００．

解　１５
６ ＝１００－９４＝６；在１到９九 个 数 字 中，等 式 的 左 面 已 使 用

过９、４、１、５、６五个数字，要填的空格只能在２、３、７、８四个数字中选择．由于

６ ×６＝１５ ，所以 分 母 的 最 高 位 数 字 只 能 填２；再 根 据３×６＝１８，
所以分母的个位数字是３，分子的个位数字是８，７就作为分子的十位数字．
因此得：

９４１５７８
２６３＝１００．

４６３．在下面的□中，分别填 上 适 当 的 数 字，要 求 每 个 式 子 中 所 填 的 数

字不能重复，所得的分数必须是最简分数．

（１） － 的值最大；

（２） ＋ 的值最小．

解　（１）９８５
６－１０２

７
；

（２）１０５
８＋２３４

９．

４６４．○○○×○○＝○○×○○＝５５６８．
解　算式里共有九个圆圈，试把１到９九个数字分别填进去，组成三个

两位数，一个三位数，并使等式成立．
将５５６８分解质因数，得５５６８＝２×２×２×２×２×２×３×２９通过调 配，

得１７４×３２＝９６×５８＝５５６８．
４６５．下面两个图形算式里每一种图形代表一个数字，试把这些算式解

出来．

（１） ；

（２） ．

解　（１）两位数△的 一 次 幂 仍 是 两 位 数，三 次 幂 是 四 至 六 位 数，所

以，△代表２．在２０～２９之间，２６２＝６７６，所以，代表６，◇代表７；
（２）△已代表２．不能为２．也 不 能 为４，因 为 两 位 数 的 四 次 幂 必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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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５　　 　 　

过四位数．但两位数的三次幂可能是四位数，所以，代表３．
因为，２２３ 是五位数，而１１３＝１３３１符合题意，所以，○代表１．
４６６．将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九 个 数 字，分 别 填 在 下 面 的（　　）中，使

三个算式都成立．
（　　）＋（　　）＝（　　）（一式）；
（　　）－（　　）＝（　　）（二式）；
（　　）×（　　）＝（　　）（三式）．
解　三个算式中，乘法算法有特 殊 要 求，可 以 先 考 虑 它．用１到９九 个

数字只能组成两个被乘数、乘数的积 都 是 一 位 数 的 乘 法 算 式，它 们 是：２×３
＝６，２×４＝８．然后考虑加法算式，它的可能情况用分枝图示意如下：

三

式

２×３＝６，一式

１＋４＝５，剩下的７，８，９不能组成二式．
１＋７＝８，剩下的４，５，９可组成９－５＝４或９－４＝５．
１＋８＝９，剩下的４，５，７不能组成二式．
４＋５＝９，剩下的１，７，８可组成８－７＝１或８－１＝７

烅

烄

烆 ．

２×４＝８，一式

１＋５＝６
１＋６＝７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３＋６＝９

烅

烄

烆 剩下的数不能组成二式

所以，本题有两种解答：
第一种：１＋７＝８，９－５＝４（或９－４＝５），２×３＝６；
第二种：４＋５＝９，８－７＝１（或８－１＝７），２×３＝６．
４６７．从１到１００这１００个自然数中任意取１０个填入下面的括号内，使

等式成立．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解　１＝１＋１
２－１

２＋１
３－１

３＋…＋１
１０－１

烐烏 烑
１０

１８个数

＝ １－（ ）１
２ ＋ １

２－（ ）１
３ ＋ １

３－（ ）１
４ ＋…＋ １

９－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２＋１

６＋１
１２＋１

２０＋１
３０＋１

４２＋１
５６＋１

７２＋１
９０＋１

１０．

所以，选择２、６、１０、１２、２０、３０、４２、５６、７２、９０等十个自然数填入括号，式

子左右两边相等；

或　１＝１
２× １＋ １

３－（ ）１
３ ＋ １

５－（ ）１
５ ＋ １

７－（ ）１
７ ＋ １

９－（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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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１１－１（ ）１１ ＋１＋ １

２－（ ）１
２ ＋ １

４－（ ）１
４ ＋ １

６－（ ）］１
６

＝１
２× １－（ ）１

３ ＋ １
３－（ ）１

５ ＋ １
５－（ ）１

７ ＋ １
７－（ ）［ １

９

　＋ １
９－１（ ）１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２ ＋ １

２－（ ）１
４ ＋ １

４－（ ）１
６ ＋ ］１

６

＝１
２× ２

３＋２
１５＋２

３５＋２
６３＋２

９９＋１
１１＋１

２＋１
４＋１

１２＋［ ］１
６

＝１
３＋１

１５＋１
３５＋１

６３＋１
９９＋１

２２＋１
４＋１

８＋１
２４＋１

１２．

所以，选择３、４、８、１２、１５、２２、２４、３５、６３、９９等 十 个 自 然 数 填 入 括 号，式

子左右两边也相等；

或　１＝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 １

４－（ ）１
４ ＋ １

６－（ ）１
６ ＋ １

８－（ ）［ １
８

　＋ １
１０－１（ ）１０ ＋１＋ １

３－（ ）１
３ ＋ １

５－（ ）１
５ ＋ １

７－（ ）］１
７

＝１
２× １－（ ）１

２ ＋ １
２－（ ）１

４ ＋ １
４－（ ）１

６ ＋ １
６－（ ）［ １

８

　＋ １
８－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１
３ ＋ １

３－（ ）１
５ ＋ １

５－（ ）１
７ ＋ ］１

７

＝１
２× １

２＋１
４＋１

１２＋１
２４＋１

４０＋１
１０＋２

３＋２
１５＋２

３５＋［ ］１
７

＝１
４＋１

８＋１
２４＋１

４８＋１
８０＋１

２０＋１
３＋１

１５＋１
３５＋１

１４．

所以，选择３、４、８、１４、１５、２０、２４、３５、４８、８０等 十 个 自 然 数 填 入 括 号，式

子左右两边也相等．
因此，本题有多解，不一一列举．
４６８．在下式的括号中填入 适 当 的 自 然 数，使 等 式 成 立（所 填 自 然 数 不

能重复）．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解　∵　１
２＝１

３＋１
６

（２×３＝６），

１
３＝１

４＋１
１２

（３×４＝１２），

１
４＝１

５＋１
２０

（４×５＝２０），

１
５＝１

７＋１
３５

（５×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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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７　　 　 　

１
７＝１

８＋１
５６

（７×８＝５６）．

∴　 １
（２）＝

１
（６）＋

１
（８）＋

１
（１２）＋

１
（２０）＋

１
（３５）＋

１
（５６）．

本题也有多解．如

∵　１
３＝１

４＋１
１２

，

１
４＝１

５＋１
２０

，

１
５＝１

６＋１
３０

，

１
６＝１

７＋１
４２

，

１
７＝１

８＋１
５６

，

∴　 １
（３）＝

１
（８）＋

１
（１２）＋

１
（２０）＋

１
（３０）＋

１
（４２）＋

１
（５６）．

二、数的应用

１．整数、小数应用题

（１）简单应用题

① 求和

４６９．光明小学绿化校园，第 一 次 买 来 树 苗３６０棵，第 二 次 又 买 来 树 苗

４２０棵，问两次共买来树苗多少棵？

解　这是合并求和．所以

３６０＋４２０＝７８０（棵）．

　　４７０．勤奋乡原来种棉花１５８．４公顷，今年计划再增加３２．５公顷，勤奋

乡今年种棉花多少公顷？

解　这是添上求和．所以

１５８．４＋３２．５＝１９０．９（公顷）．
　　４７１．王琴做数学题，已 做 好１２题，再 做６题 就 完 成 了．问 王 琴 共 做 几

道数学题？

解　这是逆向求和．所以

１２＋６＝１８（道）．
　　② 求比一个数多几的数

４７２．四（１）班举行智力竞赛，第一小队得４６０分，第二小队比第一小队

多得１１０分．问第二小队得多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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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这是求比４６０多１１０的数．所以

４６０＋１１０＝５７０（分）．
　　４７３．一只小船可载货物１．８吨，它 比 一 只 大 船 少 载 货 物１．９吨．问 一

只大船可载货物多少吨？

解　这是逆向求比一个数多几的数．所以

１．８＋１．９＝３．７（吨）．

　　③ 求剩余

４７４．张敏生承包４．６５公顷 蔬 菜 地，已 经 种 了４．１６公 顷，还 有 多 少 公

顷没有种？

解　这是求剩余数．所以

４．６５－４．１６＝０．４９（公顷）．
　　④ 求比一个数少几的数

４７５．长 江 全 长 ６３００ 千 米，黄 河 比 它 短 ８３６ 千 米．问 黄 河 全 长 多 少

千米？

解　这是求比６３００少８３６的数．所以

６３００－８３６＝５４６４（千米）．

　　４７６．一只圆规价１２．３０元，比一副三角板贵４．８０元．求一副三角板的

单价是多少元？

解　这是逆向求比一个数少几的数．所以

１２．３０－４．８０＝７．５８（元）．

　　⑤ 求两数相差多少

４７７．某项基建工程计划 经 费１０４．５万 元，实 际 用 了１００万 元．问 节 约

经费多少万元？

解　这是求两数相差多少，所以

１０４．５－１００＝４．５（万元）．
　　⑥ 求相同数的和

４７８．汽车每小时行４８千米，５时行多少千米？

解　这是求５个４８是多少．所以

４８×５＝２４０（千米）．
　　⑦ 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

４７９．前方村种经济作物５１公 顷，种 粮 食 作 物 的 面 积 是 经 济 作 物 的３
倍．问种粮食几公顷？

解　这是求５１的３倍是多少．所以

５１×３＝１５３（公顷）．
　　⑧ 等分（把一个数平均分成几份，求一份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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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０．龙城电机厂去年生产电动机３０７２台，平均每月生产多少台？

解　这是求把３０７２被１２等分，每份是多少．所以

３０７２÷１２＝２５６（台）．

　　⑨ 包含（求一个数包含几个另一个数）

４８１．一批粮食３６００包，一辆卡车每次运１２０包，几次可以运完？

解　这是求３６００里包含有几个１２０．所以

３６００÷１２０＝３０（次）．
　　瑏瑠 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

４８２．人工一天可造林４５公顷，植树机一天可造林５４０公顷．植树机造

林的工作效率是人工造林的几倍？

解　这是求５４０是４５的几倍．所以

５４０÷４５＝１２（倍）．
　　瑏瑡 求一倍数

４８３．一支铱金笔价９．５０元，是 一 支 铅 笔 价 钱 的１９倍．问 一 支 铅 笔 价

多少元？

解　这是求９．５的十九分之一是多少．所以

９．５÷１９＝０．５０（元）．
　　（２）两步计算应用题

４８４．一个采煤小组，十月份上半月采煤３４０８吨，下半月比上半月多采

煤６９６吨，问十月份这个小组共采煤多少吨？

解１　先求下半月的采煤量，再求一个月的采煤量．
３４０８＋（６９６＋３４０８）＝７５１２（吨）；

　　解２　求比３４０８的两倍多６９６的数．
３４０８×２＋６９６＝７５１２（吨）．

　　４８５．胜利化肥厂 原 计 划 今 年 生 产 化 肥１２万 吨，上 半 年 已 经 生 产７．２
万吨．如果今年的年产量要比原计划增加２．５万吨，问下半年应该生产多少

万吨？

解　先求今年实际年产量，再求下半年应生产的化肥数．
１２＋２．５－７．２＝７．３（万吨）．

　　４８６．运输队要在三天内为仓库运粮食１５０００包，第一天运了４６００包，
第二天运了５０２０包，第三天还要运多少包？

解１　先求第一天运走后剩下的包数，再求第二天运走后剩下的包数．
１５０００－４６００－５０２０＝５３８０（包）；

　　解２　先求第一、第二天共运走的包数，再求第三天要运的包数．
１５０００－（４６００＋５０２０）＝５３８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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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７．仓 库 运 出 毛 巾７３２箱，运 进８２０箱，现 在 存 有 毛 巾１０２０箱，这 个

仓库原来存有毛巾多少箱？

解１　先求运进８２０箱前所存的箱数，再求运出７３２箱前所存的箱数．
１０２０－８２０＋７３２＝９３２（箱）；

　　解２　先求运进比运出多的箱数，再求原来库存的箱数．
１０２０－（８２０－７３２）＝９３２（箱）．

　　４８８．一台小型拖拉机每小时耕地１．２公顷，５台这样的拖拉机，８时能

耕地多少公顷？

解１　先求５台拖拉机每小时耕地的公顷数，再求５台拖拉机８时耕地

的公顷数．
１．２×５×８＝４８（公顷）；

　　解２　先求每台拖拉机８时耕地的公顷数，再求５台拖拉机８时耕地的

公顷数．
１．２×８×５＝４８（公顷）．

　　４８９．一只猫头鹰一年 能 消 灭１０００只 田 鼠，一 只 田 鼠 一 年 要 损 害１千

克谷物，问５只猫头鹰在一年内能保护多少谷物？

解　先求一只猫头鹰一年能保护 的 谷 物 数，再 求５只 猫 头 鹰 一 年 能 保

护的谷物数．
１×１０００×５＝５０００（千克）．

　　４９０．有一条公路长１８００米，其中一半分给４个小组整修，平均每个小

组要整修多少米？

解　先求４个小组整修的公路长度，再求每个小组整修的公路长度．
１８００÷２÷４＝２２５（米）．

　　４９１．红星厂有一批煤，原计划每天烧５吨，可烧４５天．如果每天烧４．５
吨，这批煤可烧多少天？

解　先求这批煤的吨数，再求可以烧的天数．
５×４５÷４．５＝５０（天）．

　　４９２．三个小组植树．第一 组 植 树 的 棵 数 是 第 二 组 的１．５倍，第 三 组 植

树的棵数是第二组的２．５倍．已知第一组植树６６棵，第三组植树多少棵？

解　先求第二组植树的棵数，再求第三组植树的棵数．
６６÷１．５×２．５＝１１０（棵）．

　　４９３．师傅每小时加工 零 件６０个，徒 弟 每 小 时 加 工 同 样 的 零 件２０个．
徒弟改进技术后，每小时加工的零件数增加到原来的１．５倍，现在师傅每小

时的加工数量是徒弟的几倍？

解　先求徒弟改进技术后每小时 的 加 工 数，再 求 师 傅 的 加 工 数 是 徒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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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　　 　 　

的几倍数．
６０÷（２０×１．５）＝２（倍）．

　　４９４．方泉砖瓦厂的一座砖 窑 有３２室，每 室 有４排，每 排 放２８００块 砖

坯．问一窑能放多少块？

解１　先求每室放的砖坯数，再求３２室放的砖坯数．
２８００×４×３２＝３５８４００（块）；

　　解２　先求３２室共有的排数，再求３２室放的砖坯数．
２８００×（４×３２）＝３５８４００（块）．

　　４９５．修一条公 路，平 均 每 天 修１５０米，修 了１５天，还 有１７５０米 没 有

修．问这条公路长多少米？

解　先求已修的米数，再求公路的长度．
１５０×１５＋１７５０＝４０００（米）．

　　４９６．抄 写１３６００字 的 一 篇 稿 件，平 均 每 时 抄１４００字，抄 写８时 后，这

篇稿件还剩下多少字没有抄？

解　先求已经抄的字数，再求没有抄的字数．
１３６００－１４００×８＝２４００（字）．

　　４９７．做一套小人衣服用 布２．０４米，做 一 套 大 人 衣 服 用 的 布 是 小 人 衣

服用布的２．５倍．现在各做一套，共用布多少米？

解１　先求做一套大人衣服用布的米数，再求各做一套用布的米数．
２．０４＋２．０４×２．５＝７．１４（米）；

　　解２　先求各做一套用 布 的 米 数 是 做 一 套 小 人 衣 服 的 几 倍，再 求 用 布

的米数．
２．０４×（１＋２．５）＝７．１４（米）．

　　４９８．两台拖拉机同耕一块地，第一台每小时耕０．９５公顷，第二台每小

时耕０．８３公顷，３．５时耕完．问这块地共有几公顷？

解１　先分别求出每台 拖 拉 机３．５时 耕 地 的 公 顷 数，再 求 两 台 拖 拉 机

３．５时耕地的公顷数．
０．９５×３．５＋０．８３×３．５＝６．２３（公顷）；

　　解２　先 求 两 台 拖 拉 机 每 小 时 耕 地 的 公 顷 数．再 求３．５时 耕 地 的 公

顷数．
（０．９５＋０．８３）×３．５＝６．２３（公顷）．

　　４９９．立新印染厂过去平均每天印染棉布２１．６万米，改进操作方法后，
平均每天印染３４．５８万米．问现在一个月（按３０天计算）比过去一个月多印

染棉布多少万米？

解１　先分别求出过去 和 现 在 一 个 月 印 染 棉 布 的 米 数，再 求 现 在 比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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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多印染棉布的米数．
３４．５８×３０－２１．６×３０＝３８９．４（万米）；

　　解２　先 求 出 现 在 比 过 去 每 天 多 印 染 的 米 数，再 求 一 个 月 多 印 染 的

米数．
（３４．５８－２１．６）×３０＝３８９．４（万米）．

　　５００．一台手扶拖拉机 上 午 耕 地１．８５公 顷，下 午 耕 地２．１５公 顷．如 果

耕１公顷地需用油８．５千克，那么一天共用油多少千克？

解１　先求上、下午各需用油的千克数，再求一天共用油的千克数．
８．５×１．８５＋８．５×２．１５＝３４（千克）；

　　解２　先求一天耕地的亩数，再求一天共用油的千克数．
８．５×（１．８５＋２．１５）＝３４（千克）．

　　５０１．果园要运梨２８０００千克，已经运出２４０筐，每筐装４２．５千克，还剩

下多少千克没运？

解　先求出已经运出的千克数，再求剩下的千克数．
２８０００－４２．５×２４０＝１７８００（千克）．

　　５０２．华丰农具厂计划２６天制造农具８０００件，结果提前６天就完成了

任务，实际每天制造农具多少件？

解　先求实际所用的天数，再求实际每天制造的件数．
８０００÷（２６－６）＝４００（件）．

　　５０３．某工厂烧煤量由 原 来 每 天１４．４吨，降 低 到１２吨．这 样 经 过 几 天

后，节约的煤还可以再烧一天？

解　先求每天节约的吨数，再求经过几天后节约的煤可以再烧一天．
１２÷（１４．４－１２）＝５（天）．

　　５０４．某矿区去年采煤４４万 吨，今 年 采 煤 量 如 果 加 上３．２万 吨 正 好 是

去年采煤量的２倍．问今年采煤多少万吨？

解　先求去年采煤量的２倍是多少，再求比它少３．２万吨的数．
４４×２－３．２＝８４．８（万吨）．

　　５０５．光明肥皂厂前年月产量是５７５吨，去年的年产量是７２２４吨．问去

年的年产量比前年的年产量增加多少吨？

解　先求出前年的年产量，再求去年的年产量比前年增加的吨数．
７２２４－５７５×１２＝３２４（吨）．

　　５０６．要把９８６０千克蔬菜 送 往 市 场，由 一 辆 汽 车 运 走８０００千 克 后，剩

下的分３辆人力拖车运，平均每辆人力拖车运多少千克？

解　先求出一辆汽车运送后剩下 的 千 克 数，再 求 每 辆 人 力 拖 车 需 运 的

千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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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６０－８０００）÷３＝６２０（千克）．
　　５０７．修筑０．４千米铁路，用枕木５５２根．一条铁路长６６８千米，需用枕

木多少根？

解１　先求每千米需用的枕木数，再求６６８千米需用的枕木数．
５５２÷０．４×６６８＝９２１８４０（根）；

　　解２　先求６６８千米是０．４千米的多少倍，再把５５２扩大相同的倍数．
５５２×（６６８÷０．４）＝９２１８４０（根）．

　　５０８．王师傅原来每天制造２０个零件，改进工具后，每天比原来多做２２
个，工作效率是原来的几倍？

解　先求改进工具后每天制造零件的个数，再求工作效率提高的倍数．
（２０＋２２）÷２０＝２．１（倍）．

　　５０９．一通讯卫星每小时飞行１１０７０千米，一列火车每小时行９０千米，
问通信卫星飞行３０分的路程，这列火车要行多少时？

解　３０分＝０．５时，先求０．５时通信卫星所行的路程，再求这些路程火

车要行的时数．
１１０７０×０．５÷９０＝６１．５（时）．

　　５１０．有两块地，第一块２０公 顷，是 第 二 块 地 的２．５倍．问 两 块 地 一 共

有多少公顷？

解　先求第二块地的公顷数，再求两块地共有的公顷数．
２０＋２０÷２．５＝２８（公顷）．

　　５１１．李师傅上月生产１２０个 零 件，是 原 计 划 数 的１．２倍，他 比 原 计 划

多生产了几个零件？

解　先求原计划生产的零件数，再求比原计划多生产的零件数．
１２０－１２０÷１．２＝２０（个）．

　　５１２．两个装订小 组，第 一 小 组 每 小 时 装 订３００本 书．已 知 第 一 小 组６
时装订的数量，第二小组只要５时就可以完成，问第二小组每小时可以装订

多少本？

解　先求第一小组６时能装订 的 本 数，再 求 第 二 小 组 每 小 时 能 装 订 的

本数．
３００×６÷５＝３６０（本）．

　　５１３．一列火车长２００米，行进速度为每秒１８米，从火车头进山洞口到

全车出洞共需２０秒，求山洞的长．
解　先求２０秒火车行进的路程，再求山洞的长度．

１８×２０－２００＝１６０（米）．
　　５１４．一桶煤油连桶重８千克，用去煤油的一半后，连桶还重４．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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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原有煤油多少千克？

解　先求用去煤油的一半是多少千克，再求原有煤油的千克数．
（８－４．５）×２＝７（千克）．

　　（３）三步计算应用题

５１５．百货店运到白布２００米，比 运 到 的 花 布 多２５米，又 运 到 蓝 布２５０
米．问三种布共运到多少米？

解１　先求运到花布的米数，再求三种布共运到的米数．
２００＋（２００－２５）＋２５０＝６２５（米）；

　　解２　先求运到白布和花布的米数，再求三种布共运到的米数．
２００×２－２５＋２５０＝６２５（米）．

　　５１６．果园中种有桃、杏、李三种果树．桃树比杏树多２００棵，杏树有２２５
棵，李树有３４０棵．问果园中共有果树多少棵？

解１　先求桃树的棵数，再求三种果树共有的棵数．
２２５＋（２２５＋２００）＋３４０＝９９０（棵）；

　　解２　先求桃树、杏树共有的棵数，再求三种果树共有的棵数．
２２５×２＋２００＋３４０＝９９０（棵）．

　　５１７．仓库中有尼龙袜２０００箱，第一次运走７５０箱，第二次比第一次多

运走１００箱．这样，仓库中还有尼龙袜多少箱？

解１　先求第二次运走的箱数，再求两次运走后剩下的箱数．
２０００－７５０－（７５０＋１００）＝４００（箱）；

　　解２　先求两次运走的箱数，再求运走后剩下的箱数．
２０００－（７５０×２＋１００）＝４００（箱）．

　　５１８．西 城 小 学 原 有 学 生１２８０人，去 年 毕 业１５０人，招 收 新 生１８５人，
今年又毕业１８９人，问现在有学生多少人？

解　把原有学生数减去去年毕业的人数，加上招收的新生数，减去今年

的毕业人数，就是现在的学生人数．
１２８０－１５０＋１８５－１８９＝１１２６（人）．

　　５１９．张英去文具店买 文 具．买 钢 笔 一 支，每 支１３．２０元；买 尺 一 把，每

把１．７０元，又买橡皮一块，每块０．８０元．她付出２０元，应该找回多少元？

解１　把 付 出 的２０元，分 别 减 去 买 钢 笔、尺、橡 皮 所 需 的 元 数，就 是 应

找回的元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０．８０＝４．３０（元）；

　　解２　先把应付的元数合并起来，再从付出的元数减去应付的 元 数，就

是应找回的元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０＋０．８０）＝４．３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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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０．老张到文具 商 店 去 购 买 办 公 用 品，买 了１５本 练 习 本，每 本０．７２
元；又买了１５支铅笔，每支０．２７元．他付出票面为２０元的人民币一张，应

找回多少元？

解１　先求买一本练习本和一支铅笔所需的钱，再求买１５本 练 习 本 和

１５支铅笔共需的钱，然后求应找回的钱数．
２０－（０．７２＋０．２７）×１５＝５．１５（元）；

　　解２　设应找回ｘ元．依题意，得

（０．７２＋０．２７）×１５＋ｘ＝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１５，故知应找回５．１５元．

５２１．某城市有东西两山．东山高出地平面４５．２米，山顶上所建的电视

塔高１２４．５米；西山高出地平面３０．６米，山顶上所建的人民大楼高４８米．
问东山上的电视塔比西山上的人民大楼高出地平面多少米？

解　先分别求出电视塔和人民大 楼 各 高 出 地 平 面 多 少 米，再 求 电 视 塔

比人民大楼高多少米．
４５．２＋１２４．５－（３０．６＋４８）＝９１．１（米）．

　　５２２．据调查，５只猫头鹰一个 夏 天 可 以 吃 掉５０００只 田 鼠．按 一 只 田 鼠

糟踏１．５千克粮食计算．问一只猫头鹰一个夏天可以保护多少吨粮食？

解　先求一只猫头鹰一个夏天可 以 保 护 粮 食 的 千 克 数，再 把 千 克 数 折

合成吨数．
１．５×５０００÷５÷１０００＝１．５（吨）．

　　５２３．一块８．５公顷的棉 田，每 公 顷 棉 田 有７５０００棵 棉 花，平 均 每 棵 结

１８个棉桃，如果按７２０个棉桃 收１千 克 皮 棉 计 算，问 这 块 棉 田 可 以 收 皮 棉

多少千克？

解　先求出８．５公顷棉田所结 的 棉 桃 数，再 求 这 些 棉 桃 可 收 的 皮 棉 千

克数．
１８×７５０００×８．５÷７２０＝１５９３７．５（千克）．

　　５２４．农科站试种一种 水 稻 新 品 种，按 穴 距０．１米、行 距０．１５米 插 秧，
问０．３公顷能插多少穴？

解　１公顷＝１００００平方 米．先 求 出 每 穴 秧 所 占 的 平 方 米 数，再 用０．３
公顷所折成的平方米数除以每穴秧所占的平方米数，就得到能插秧的穴数．

１００００×０．３÷（０．１×０．１５）＝２０００００（穴）．
　　５２５．农场根据小麦的 生 长 情 况，决 定 每 公 顷 要 施 氨 水１５０千 克．在 一

片长３００米，宽１２０米的小麦田里，应施氨水多少千克？

解　 先 求 出 这 块 麦 地 的 面 积，再 折 合 成 地 积，然 后 求 出 施 氨 水 的 千

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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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公顷 ＝１００００米２，

１５０×（３０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５４０（千克）．
　　５２６．一种玉米脱粒机２时可脱粒９７２千克，而人工脱粒３时只能脱粒

３６４．５千克．玉米脱粒机的工作效率是人工脱粒的几倍？

解　先分别求出脱粒机和人工脱 粒 每 小 时 的 工 作 量，再 求 出 脱 粒 机 的

工作效率是人工脱粒的几倍．
９７２÷２÷（３６４．５÷３）＝４（倍）．

　　５２７．一头猪一年可以产粪肥２０００千克，每１０００千克粪肥的肥效相当

于２０千克硫酸铵的肥效．如果每千 克 硫 酸 铵 可 以 增 产 粮 食３千 克，问 一 头

猪一年产的粪肥可以增产粮食多少千克？

解　先求出２０００千克粪肥的肥效相当于多少千克硫酸铵的肥效，再求

一头猪一年的粪肥可以增产多少千克粮食．
３×［２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０（千克）．

　　５２８．一个肉类加工厂原计划九月份生产４８０吨羊肉，结果比原计划多

生产了１３．５吨．按１２０只羊出一吨羊肉计算，平均每天屠宰多少只羊？

解１　先求出九月份生产羊肉的吨数，再求需要宰羊的只 数，然 后 求 平

均每天宰羊的只数．
１２０×（４８０＋１３．５）÷３０＝１９７４（只）．

　　解２　设平均每天宰羊ｘ只．依题意，得

３０ｘ＝１２０×（４８０＋１３．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９７４．故知平均每天宰羊１９７４只．
５２９．一个缝纫工厂原来做一套制服用４．４米布，采用新的裁剪方法以

后，每套节省０．４米布．原来做１２００套制服的布，现在可以做多少套？

解１　先求出原来做１２００套制服的用布数，再求出 采 用 新 的 裁 剪 方 法

后每套的用布数，然后求出采用新的裁剪方法后可做制服的套数．
４．４×１２００÷（４．４－０．４）＝１３２０（套）；

　　解２　设现在可以做ｘ套．依题意，得

（４．４－０．４）ｘ＝４．４×１２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３２０．故知现在可以做１３２０套．

５３０．新华印刷厂装订一批学习 材 料，原 计 划 每 天 装 订１．２万 册，１０天

完成．结果提前２天完成，实际每天装订多少万册？

解１　先求出这批学习材料的册数，再求每天需装订的册数．
１．２×１０÷（１０－２）＝１．５（万册）．

　　解２　设实际每天装订ｘ万册．依题意，得

（１０－２）ｘ＝１．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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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程，得　ｘ＝１．５．故知实际每天装订１．５万册．
５３１．建筑工地需黄沙５０吨．用一辆载重４吨的汽车运了５次，余下的

改用一辆载重２．５吨的汽车运，还要运几次？

解１　先求载重４吨的 汽 车 运 了５次 后 余 下 的 黄 沙 吨 数，再 求 用 载 重

２．５吨的汽车需要运的次数．
（５０－４×５）÷２．５＝１２（次）；

　　解２　设还要运ｘ次．依题意，得

２．５ｘ＋４×５＝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故知还要运１２次．

５３２．一辆汽车要运走８９吨货物．上午运３次，每次运走１０．５吨；其余

的下午分５次运完，下午平均每次运多少吨？

解１　先求出上午运走３次后剩下货物的吨数，再求 下 午 运５次，平 均

每次运的吨数．
（８９－１０．５×３）÷５＝１１．５（吨）；

　　解２　设下午平均每次运走ｘ吨．依题意，得

５ｘ＋１０．５×３＝８９．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５．故知下午平均每次运１１．５吨．
５３３．王老师从学校去县 城，要 行６千 米 路．原 计 划 骑 自 行 车，３０分 可

到．后来改为步行，比骑车每分钟少行１２０米．问步行到县城需要多少分？

解１　先求出步行每分钟所行的米数，再求需要用的时间．
６千米 ＝６０００米，

６０００÷（６０００÷３０－１２０）＝７５（分）；

　　解２　设步行到县城要ｘ分．依题意，得

（６０００÷３０－１２０）ｘ＝６０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７５．故知步行到县城要时间７５分．

５３４．甲、乙两人带着相同数额的钱．用他们全部的钱去购买麦乳精，甲

拿１２袋，乙拿９袋．回家后甲补给乙３８．７０元．问麦乳精多少钱一袋？

解１　甲比乙多拿１２－９＝３（袋），多花３８．７×２＝７７．４０（元），由此可求

得每袋麦乳精的价格．
３８．７×２÷（１２－９）＝２５．８（元）；

　　解２　设麦乳精每袋价ｘ元．依题意，得

（１２－９）ｘ＝３８．７０×２．
　　解方程，得　ｘ＝２５．８．故知麦乳精每袋价２５．８０元．

５３５．大明家具店卖出衣橱４８只，床架３２副，营业额达８９６００元．已知

每只衣橱售价１５２０元，问每副床架的售价是多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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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先求出４８只衣橱所需的钱数，再求出３２副 床 架 所 需 的 钱 数，然

后求出每副床架的售价．
（８９６００－１５２０×４８）÷３２＝５２０（元）；

　　解２　设每副床架的售价是ｘ元．依题意，得

１５２０×４８＋３２ｘ＝８９６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２０．故知每副床架的售价是５２０元．

５３６．学校买来４张办公桌 和９把 椅 子，共 用 去５０４元．已 知 一 张 桌 子

的价钱和３把椅子的价钱相等，问每张桌子和每把椅子的价钱各是多少元？

解１　如果把４张桌子调换成３×４＝１２（把）椅子，加上原来的９把，得

１２＋９＝２１（把）椅 子，则 价 钱 不 变，仍 为５０４元，由 此 可 求 得 每 把 椅 子 的 价

钱，然后再求出每张桌子的价钱．
５０４÷（３×４＋９）＝２４（元）… 椅子，

２４×３＝７２（元）… 桌子．

　　解２　设每把椅子价ｘ元，则每张桌子价３ｘ元．依题意，得

４×３ｘ＋９ｘ＝５０４．
　　解方程，得　ｘ＝２４　３ｘ＝３×２４＝７２．故 知 每 把 椅 子 价２４元，每 张 办

公桌价７２元．
５３７．老赵到相距１４６千米的 某 地 开 会，他 步 行 走 了１．５时，火 车 坐 了

２．５时．如果他步行的速度平均每小时４千米，那么火车的平均速度是每小

时多少千米？

解１　先求出坐火车行的路程，再求火车的平均速度．
（１４６－４×１．５）÷２．５＝５６（千米／时）；

　　解２　设火车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ｘ千米．依题意，得

４×１．５＋２．５ｘ＝１４６．
　　解方程，得　ｘ＝５６．故知火车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５６千米．

５３８．甲乙两地相距２１１千米．一 辆 汽 车 从 甲 地 开 往 乙 地，开 始 时 平 均

每小时行３４千米．行了２．５时以 后，速 度 提 高 到 每 小 时 行４２千 米．问 还 要

行几时才能到达乙地．
解１　先求出行了２．５时后剩下的路程，再求还要行几时才能到达．

（２１１－３４×２．５）÷４２＝３（时）；

　　解２　设还要行ｘ时才能到达乙地．依题意，得

３４×２．５＋４２ｘ＝２１１．
　　解方程，得　ｘ＝３．故知还要行３时才能到达乙地．

５３９．一堆 同 样 规 格 的 铁 钉，共 重７６５克．取 出５０只 后，余 下 的 重７５０
克．问这堆铁钉有多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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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先求出每只铁钉的重量，再用总重量除以每只铁钉 的 重 量，就 是

要求铁钉的只数．
７６５÷［（７６５－７５０）÷５０］＝２５５０（只）；

　　解２　设这堆铁钉有ｘ只．依题意，得

７６５
ｘ ＝ ７５０

ｘ－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５５０．故知这堆铁钉有２５５０只．
５４０．省建筑公司第一次买１２箱铁钉，共重４０８千克，第二次买同样的

铁钉４５箱．问这两次买的铁钉共重多少千克？

解１　先求出每箱铁钉的重量，再求两次买的铁钉的总重量．
４０８÷１２×（１２＋４５）＝１９３８（千克）；

　　解２　先求出第二次买的铁钉的重量，再求两次买的铁钉的总重量．
４０８＋４０８÷１２×４５＝１９３８（千克）．

　　５４１．无线电波的速度每秒３０００００千米．从地球发射无线电波到月球，
并从月球上反射回地球共经过２．５６秒．如 果 从 地 球 发 射 一 支 火 箭，速 度 为

每秒１１．２千米，那么火箭到达月球要多长时间？

解　先求出地球到达月球的距离，再求所需的时间．
３０００００×（２．５６÷２）÷１１．２≈３４２８６（秒）

３４２８６秒 ＝９时３１分２６秒．

　　５４２．两个工程队原计划在１４天内修路２８００米，实际第一队平均每天

修１３６米，第二队平均每天修１４４米．这样可提前几天完成任务？

解１　实际每天修１３６＋１４４＝２８０（米），需要２８００÷２８０＝１０（天），计划

天数减去实际天数就是提前的天数．
１４－２８００÷（１３６＋１４４）＝４（天）；

　　解２　设可提前ｘ天完成任务．依题意，得

（１３６＋１４４）×（１４－ｘ）＝２８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４．故知可提前４天完成任务．
５４３．甲厂有某种原料１２０吨，乙厂有同样的原料９６吨．现在甲厂每天

用原料１５吨，乙厂每天用原料９吨，问多少天后两厂剩下的原料相等．
解１　甲厂原有原料 比 乙 厂 多１２０－９６＝２４（吨）．由 于 甲 厂 每 天 用 得

多，乙厂每天用得少，因此它们之间所存原料的差距在逐日缩小，每经一天，
它们之间原料的差距减少１５－９＝６（吨），经过２４÷６＝４（天）后两厂所存原

料之间就不存在差距，亦即两厂剩下的原料相等．列成综合算式是：
（１２０－９６）÷（１５－９）＝４（天）；

　　解２　设ｘ天后两厂剩下的原料相等．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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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５ｘ＝９６－９ｘ．
　　解方程，得　ｘ＝４．故知４天后两厂剩下的原料相等．

５４４．修筑一条铁路，已筑好８２．６千米，剩下的一段比筑好的１．５倍少

１３．８千米，问这条铁路有多少公里？

解１　铁路长是比已经筑好的（１＋１．５）倍少１３．８千米，所以，

８２．６×（１＋１．５）－１３．８＝１９２．７（千米）；

　　解２　先求出剩下一段铁路的长度，再和已经筑好的长度相加，就 是 这

条铁路的长度．
８２．６＋（８２．６×１．５－１３．８）＝１９２．７（千米）；

　　解３　设这条铁路长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８２．６＝８２．６×１．５－１３．８．
　　解方程，得　ｘ＝１９２．７．故知这条铁路长１９２．７千米．

５４５．学校上月节约用水７．５吨，这 月 平 均 每 天 节 约 用 水０．５吨，知 道

每吨水价１．５４元，问 这 月 水 费 比 上 月 多 节 约 多 少 元？（一 个 月 按３０天 计

算）
解１　先求出这月比上月多节约用水的吨数，再求多节约的元数．

１．５４×（０．５×３０－７．５）＝１１．５５（元）；

　　解２　设这月水费比上月多节约ｘ元．依题意，得

１．５４×７．５＋ｘ＝１．５４×０．５×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５５．故知这月水费比上月多节约１１．５５元．

５４６．一辆汽车从甲 地 开 往 乙 地，每 小 时 行２８千 米，预 计４时 可 以 到

达．如果要提早半小时到达．每小时要行多少千米？

解１　先求出甲地开往乙地的路程，除以需要的时间，就是 每 小 时 要 行

的千米数．
２８×４÷（４－０．５）＝３２（千米）．

　　解２　设每小时要行ｘ千米．依题意，得

（４－０．５）ｘ＝２８×４．
　　解方程，得　ｘ＝３２．故知每小时要行３２千米．

５４７．甲、乙两工人各要制 造 某 种 零 件１２０个．甲 每 小 时 生 产１５个，乙

每小时生产１２个．两人同时开始工作，当甲完成全部任务时，乙还有多少个

没有完成？

解１　甲完成任务需１２０÷１５＝８（时），这时乙生产了１２×８＝９６个 零

件，还有１２０－９６＝２４（个）没有完成．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２０－１２×（１２０÷１５）＝２４（个）；

　　解２　设乙还有ｘ个零件没有完成．依题意，得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２８１　　 　 　

ｘ＋１２×（１２０÷１５）＝１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４．故知乙还有２４个没有完成．

５４８．一台抽水机每抽水１００吨，耗 电５千 瓦·时．今 天 这 台 抽 水 机 上

午耗电１８千瓦·时，下 午 耗 电１７千 瓦·时，问 这 台 抽 水 机 今 天 共 抽 水 多

少吨？

解１　每千瓦·时电能抽水１００÷５＝２０（吨），今耗电１８＋１７＝３５（千瓦

·时），可抽水２０×３５＝７００（吨）．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００÷５×（１８＋１７）＝７００（吨）；

　　解２　耗电１８＋１７＝３５（千 瓦·时）是 耗 电５千 瓦·时 的３５÷５＝７
（倍），抽水吨数应同样扩大７倍，１００×７＝７００（吨）．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００×［（１８＋１７）÷５］＝７００（吨）；

　　解３　设这台抽水机今天共抽水ｘ吨．依题意，得

５× ｘ
１００＝１８＋１７．

　　解方程，得　ｘ＝７００．故知这台抽水机今天共抽水７００吨．
５４９．某工人原计划５天生产２１０个零件，改进技术后只用３天就完成

了，平均每天比原计划多生产多少个？

解　先求出改进技术后和原计划 每 天 各 生 产 多 少 个 零 件，再 进 行 比 较

求出相差数．
２１０÷３－２１０÷５＝２８（个）．

　　５５０．一架飞机第一天 飞 行２８８０千 米，第 二 天 飞 行１６２０千 米，它 的 速

度是每小时３６０千米，求第一天比第二天多飞行了几时？

解１　先分别求出第一 天 和 第 二 天 各 飞 行 了 多 少 时，再 进 行 比 较 求 出

相差数．
２８８０÷３６０－１６２０÷３６０＝３．５（时）；

　　解２　先求出第一天比第二天多飞行的千米数，再求出多飞行的时数．
（２８８０－１６２０）÷３６０＝３．５（时）；

　　解３　设第一天比第二天多飞行了ｘ时．依题意，得

３６０ｘ＋１６２０＝２８８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５．故知第一天比第二天多飞行了３．５时．
５５１．大兴电影院原有座位３２排，平 均 每 排 坐３８人；扩 建 后 增 加 到４０

排，平均每排坐４８人．问扩建后可多坐多少人？

解１　先分别求出扩建前、后各坐多少人，再进行比较，求出相差数．
４８×４０－３８×３２＝７０４（人）；

　　解２　设扩建后可多坐ｘ人．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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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３２＋ｘ＝４８×４０．

　　解方程，得　ｘ＝７０４．故知扩建后可多坐７０４人．

５５２．新华小学有一个８５人 的 体 育 队，其 中 乒 乓 球 队 有２４人，田 径 队

人数是乒乓球队的１．５倍，其余的都是体操队员．问体操队有多少人？

解１　先求出田 径 队 的 人 数，再 从 总 数 中 减 去 乒 乓 球 队、田 径 队 的 人

数，就是体操队的人数．

８５－２４－２４×１．５＝２５（人）；

　　解２　先求 出 乒 乓 球 队、田 径 队 共 有 多 少 人，再 从 总 数 中 减 去 这 个 人

数，就是体操队的人数．

８５－２４×（１＋１．５）＝２５（人）；

　　解３　设体操队有ｘ人．依题意，得

ｘ＋２４＋２４×１．５＝８５．

　　解方程，得　ｘ＝２５．故知体操队有２５人．

５５３．有一个工人，原定１０天制造４０００个零件，由于改进工作方法，到

预定日期的前一天，已比预定完成的 产 品 数 量 多 做 了５０个 零 件．他 实 际 平

均每天做几个零件？

解１　实际完成零件４０００＋５０＝４０５０（个），用了１０－１＝９（天），每天完

成４０５０÷９＝４５０（个）．列成综合算式为

（４０００＋５０）÷（１０－１）＝４５０（个）；

　　解２　设实际平均每天做ｘ个零件．依题意，得

（１０－１）ｘ＝４０００＋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５０．故知实际平均每天做４５０个零件．
５５４．新华化肥厂上 午 运 出５车 化 肥，下 午 用 同 样 的 车 辆 运 出４车 化

肥，共运出化肥７２０袋．问这个厂上、下午各运出化肥多少袋？

解１　先求出每车运出的化肥数，再求上、下午各运出的化肥数．
７２０÷（５＋４）×５＝４００（袋）… 上午，

７２０－４００＝３２０（袋）… 下午；

　　解２　设每车运出化肥ｘ袋．依题意，得

（５＋４）ｘ＝７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８０，８０×５＝４００（袋），８０×４＝３２０（袋）．故 知 上 午 运 出

化肥４００袋，下午运出化肥３２０袋．
５５５．一艘轮船用同样的速 度 航 行，第 一 天 航 行 了３８４海 里，第 二 天 航

行了３０４海里，共用了２１．５时．问两天各航行了几时？

解１　先求出轮船每小时航行的海里数，再求出两天各航行的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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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３８４＋３０４）÷２１．５］＝１２（时）… 第一天，

２１．５－１２＝９．５（时）… 第二天；

　　解２　设第一天航行了ｘ时，则第二天航行了（２１．５－ｘ）时．依题意，得

３８４
ｘ ＝ ３０４

２１．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２１．５－ｘ＝２１．５－１２＝９．５．故知第一天航行１２时，
第二天航行９．５时．

５５６．甲、乙 两 个 数，如 果 甲 数 加 上 ３２０，就 等 于 乙 数；如 果 乙 数 加 上

４６０，就等于甲数的３倍．问两个数各是多少？

解１　４６０与３２０的和是甲的（３－１）倍．所以，
（４６０＋３２０）÷（３－１）＝３９０… 甲数，

３９０＋３２０＝７１０… 乙数；

　　解２　设甲数为ｘ，则乙数为ｘ＋３２０．依题意，得

ｘ＋３２０＋４６０＝３ｘ．
　　解方程，得　ｘ＝３９０，ｘ＋３２０＝３９０＋３２０＝７１０．故 知 甲 数 为３９０，乙 数

为７１０．
５５７．买５个凳子和３把椅子共付出８５元；买２个凳子和３把椅子共付

出６１元．问凳子和椅子的单价各是多少元？

解１　第一次比第二次 多 付（８５－６１）元，是 因 为 第 一 次 比 第 二 次 多 买

了（５－２）个凳子．所以，
（８５－６１）÷（５－２）＝８（元）… 凳子，
（６１－８×２）÷３＝１５（元）… 椅子；

　　解２　设凳子每个价ｘ元，则椅子每把价８５－５ｘ
３

元．依题意，得

２ｘ＋３×８５－５ｘ
３ ＝６１．

　　解方程，得　ｘ＝８，８５－５ｘ
３ ＝８５－５×８

３ ＝１５．故 知 凳 子 每 个 价８元，椅

子每把价１５元．
５５８．一所中学买了２个篮球和３个排球，一共用了５９元．一个篮球比

一个排球贵１２元．问篮球和排球的单价各是多少元？

解１　如果将２个篮球调换成２个排球，那么５个排 球 的 总 价 是（５９－
１２×２）元．所以，

（５９－１２×２）÷（２＋３）＝７（元）… 排球，

７＋１２＝１９（元）… 篮球；

　　解２　如果将３个排球调换成３个篮球，那么５个篮球的 总 价 是（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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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元．所以，
（５９＋１２×３）÷（２＋３）＝１９（元）… 篮球，

１９－１２＝７（元）… 排球；

　　解３　设排球的单价是ｘ元，则篮球的单价是（ｘ＋１２）元．依题意，得

２×（ｘ＋１２）＋３ｘ＝５９．
　　解方程，得　ｘ＝７，ｘ＋１２＝７＋１２＝１９．故 知 排 球 的 单 价 是７元，篮 球

的单价是１９元．
（４）四步或四步以上应用题

５５９．少先队员种树，第一天种 了２０棵，第 二 天 比 第 一 天 少 种５棵，第

三天种的是第二天的２倍．问三天共种树多少棵？

解１　先分别求出三天各种树的棵数，再求三天种树棵数的和．
２０＋（２０－５）＋（２０－５）×２＝６５（棵）；

　　解２　第二、三两天种树棵数的和是第二天的１＋２＝３（倍）．即（２０－５）

×３＝４５棵，再与第一天种树棵数相加，即为三天共种树的棵数．
２０＋（２０－５）×（１＋２）＝６５（棵）．

　　５６０．养鱼专业户老李在春季往一口鱼塘放养四种鱼苗，放养的青鱼苗

是５０００尾，比花鲢鱼苗多１５００尾，白 鲢 鱼 苗 比 青 鱼 苗 多５００尾，放 养 的 草

鱼苗是花鲢鱼苗的２倍．问四种鱼苗共放养了多少尾？

解１　先分别求出四种鱼苗各放养的尾数，再求四种鱼苗尾数的和．
　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５０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２
＝２１０００（尾）；

　　解２　放养青鱼苗、白鲢鱼苗的尾数是青鱼苗的２倍 多５００尾，放 养 花

鲢鱼苗、草鱼苗的尾数是花鲢鱼苗的（１＋２）倍，由此，得

　（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１＋２）

＝２１０００（尾）．
　　５６１．春光小学学生乘 车 去 春 游，四 年 级 去７８人，五 年 级 去１４７人，四

年级比五年级少付车费５５．２０元．问两个年级共付车费多少元？

解　少去１４７－７８＝６９（人）．少付５５．２０元，则每人车费为５５．２÷６９＝
０．８０（元），两 个 年 级 共 去 １４７＋７８＝２２５（人），应 付 车 费 ０．８×２２５＝１８０
（元）．列成综合算式为

５５．２÷（１４７－７８）×（１４７＋７８）＝１８０（元）．
　　５６２．光华机械厂加工２１００个零件，开始平均每天加工７５个，６天后改

进了技术，工作效率提高到原来的２倍．问加工这批零件实际用了多少天？

解　６天后还要加工零件２１００－７５×６＝１６５０（个），每天加 工７５×２＝
１５０（个），需１６５０÷１５０＝１１（天）完成，加上先做的６天，得１１＋６＝１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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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成综合算式为

（２１００－７５×６）÷（７５×２）＋６＝１７（天）．

　　５６３．一个化肥厂要生产１０８００吨化肥，原计划２５天完成，实际每天比

原计划多生产１０８吨．问比原计划提前几天完成任务？

解１　实际每天加工１０８００÷２５＋１０８＝５４０（吨），需１０８００÷５４０＝２０
（天）完成，比原计划提前２５－２０＝５（天）完成任务．列成综合算式为

２５－１０８００÷（１０８００÷２５＋１０８）＝５（天）；

　　解２　设比原计划提前ｘ天完成任务．依题意，得

１０８００
２５－ｘ－１０８００

２５ ＝１０８．

　　解方程，得　ｘ＝５．故知比原计划提前５天完成任务．
５６４．新民农场今年计划插秧１００公 顷．如 果 人 工 插 秧，每 天 只 能 插２５

公顷；改用插秧机插秧，每天插秧的 公 顷 数 是 人 工 插 秧 的２倍．问 用 机 器 插

秧可比人工插秧提前几天完成任务？

解　先分别求出人工插秧和机器 插 秧 各 需 用 的 天 数，再 进 行 比 较 求 出

相差数．
１００÷２５－１００÷（２５×２）＝２（天）．

　　５６５．一个服装厂做上衣１５００件，计划每天做１５０件．３天以后，提高了

工作效率，每天做１７５件．问比原计划提早几天完成？

解　原计划需１５００÷１５０＝１０（天）完成，实际上先做３天，后 来 又 做 了

（１５００－１５０×３）÷１７５＝６（天），共用了６＋３＝９（天），提前１０－９＝１（天）完

成了任务．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５００÷１５０－［（１５００－１５０×３）÷１７５＋３］＝１（天）．

　　５６６．李敏每天读１２页书，８天读了一本书的一半．此后，为了在限期内

读完这本书，他开始每天多读４页．问李敏读这本书的限期是多少天？

解１　８天读了１２×８＝９６（页），正 好 是 这 本 书 的 一 半，因 此 剩 下 的 同

样是９６页，每天看１２＋４＝１６（页），需９６÷１６＝６（天）读 完．读 书 期 限 应 是

８＋６＝１４（天）．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２×８÷（１２＋４）＋８＝１４（天）；

　　解２　设读这本书的限期是ｘ天．依题意，得

（１２＋４）（ｘ－８）＝１２×８．

　　解方程，得　ｘ＝１４．故知读这本书的限期是１４天．
５６７．某工厂修建蓄 水 池，挖 出７５吨 土，用 大 小 两 辆 载 重 汽 车 把 土 运

走，每辆车都运８次，还剩１５吨．又 知 小 汽 车 每 次 运３吨，求 大 汽 车 每 次 比

小汽车多运多少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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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小汽车运了３×８＝２４（吨），大汽车应运７５－１５－２４＝３６（吨），运

了８次，每次运３６÷８＝４．５（吨），比 小 汽 车 多 运４．５－３＝１．５（吨）．列 成 综

合算式为

（７５－１５－３×８）÷８－３＝１．５（吨）；

　　解２　设大汽车每次比小汽车多运ｘ吨．依题意，得

８（３＋ｘ）＋３×８＋１５＝７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５．故知大汽车每次比小汽车多运１．５吨．
５６８．为民农机厂有一堆煤，原 来 每 天 烧１．８吨，可 以 烧３０天，技 术 革

新后，这堆煤能多烧６天．问技术革新后每天少烧煤多少吨？

解１　这堆煤有１．８×３０＝５４（吨），技术革 新 后，能 烧３０＋６＝３６（天），
每天烧５４÷３６＝１．５（吨），比 原 来 少 烧１．８－１．５＝０．３（吨）．列 成 综 合 算

式为

１．８－１．８×３０÷（３０＋６）＝０．３（吨）；

　　解２　设技术革新后每天少烧煤ｘ吨．依题意，得

（１．８－ｘ）（３０＋６）＝１．８×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０．３．故知技术革新后每天少烧煤０．３吨．

５６９．少先队员帮助农场摘棉花，第一小队每小时摘１２千克，和第二小

队０．７５时摘的同样多，第三小队每 小 时 摘 的 是 第 二 小 队 的１．４倍．问 三 个

小队每小时共摘多少千克？

解　第二小队每小时摘１２÷０．７５＝１６（千 克），二、三 两 个 小 队 每 小 时

摘１６×（１＋１．４）＝３８．４（千克）．三 个 小 队 共 摘１２＋３８．４＝５０．４（千 克）．列

成综合算式为

１２＋１２÷０．７５×（１＋１．４）＝５０．４（千克）．

　　５７０．把１２５米的铁丝截成 四 段，第 一 段４６．５米，等 于 第 二 段 的３倍，
第三段比第二段多０．５米，求第四段．

解　第二段长４６．５÷３＝１５．５（米），第二、第三两段长度的和是１５．５×
２＋０．５＝３１．５（米），第四段长应是１２５－４６．５－３１．５＝４７（米）．列 成 综 合 算

式为

１２５－４６．５－（４６．５÷３×２＋０．５）＝４７（米）．
　　５７１．一辆汽车从甲地 开 往 乙 地，每 分 钟 行５２５米，预 计４０分 到 达．行

到一半路程时机器 发 生 故 障，用５分 修 理 完 毕，如 果 仍 需 要 在 预 计 时 间 到

达，行驶余下的路程每分的速度必须比原来快多少？

解　余下的路程 是５２５×４０÷２＝１０５００（米），需 要 在４０÷２－５＝１５
（分）到达，每 分 钟 行 １０５００÷１５＝７００（米），比 原 来 加 快 ７００－５２５＝１７５
（米）．列成综合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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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４０÷２÷（４０÷２－５）－５２５＝１７５（米）．
　　５７２．一本书，原计划共印２７０页，每 页 排２４行，每 行 排３０个 字，因 为

要节约纸张，改 为 每 页 排３０行，每 行 印３６字，问 这 本 书 比 原 计 划 减 少 多

少页？

解　这 本 书 有３０×２４×２７０＝１９４４００（字），改 排 后 每 页 印３６×３０＝
１０８０（字），需印１９４４００÷１０８０＝１８０（页），比 原 来 少 印２７０－１８０＝９０（页）．
列成综合算式为

２７０－３０×２４×２７０÷（３６×３０）＝９０（页）．
　　５７３．某地在防洪抢险中，需要突击装土１５６００包，以每小时１５６０包的

速度装了４时后，根据水情，余下 的 土 包 要 在３时 内 装 完．问 现 在 每 小 时 装

包的速度是原来的多少倍？

解１　装了４时后还剩１５６００－１５６０×４＝９３６０（包），每小时装９３６０÷３
＝３１２０（包），是原来的３１２０÷１５６０＝２（倍）．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５６００－１５６０×４）÷３÷１５６０＝２（倍）；

　　解２　按原来的速度需１５６００÷１５６０＝１０（时）装完，装了４时后还余１０
－４＝６（时）的工作量，要 在３时 内 装 完，速 度 是 原 来 的６÷３＝２（倍）．列 成

综合算式为

（１５６００÷１５６０－４）÷３＝２（倍）．
　　５７４．光明造纸厂开展节 煤 工 作，平 均 每 天 节 煤１１００千 克．如 果１１千

克煤可供发电２０千瓦·时，每千瓦·时电可造纸５０千克．问这个厂半个月

（１５天）节约的煤可以造纸多少千克？

解　半个月节煤１１００×１５＝１６５００（千克），可发电２０×（１６５００÷１１）＝
３００００（千瓦·时），造纸５０×３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千克）．列成综合算式为

５０×［２０×（１１００×１５÷１１）］＝１５０００００（千克）．
　　５７５．红旗农场耕一块１２０公顷的地，用甲拖拉机要１５天耕完，用乙拖

拉机要１０天耕完．如果甲、乙两台拖拉机合耕这块地要用多少天耕完？

解　甲拖拉机每天耕地１２０÷１５＝８（公 顷），乙 拖 拉 机 每 天 耕 地１２０÷
１０＝１２（公顷）．两台拖拉机每天耕地８＋１２＝２０（公顷），需１２０÷２０＝６（天）
耕完．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２０÷（１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０）＝６（天）．

　　５７６．机床厂用汽车运煤，第一次 运９车，平 均 每 车 运４吨；第 二 次 运６
车，平均每车运５吨．这批煤烧了３０天后还余１２吨，平均每天烧煤多少吨？

解　两次共运煤４×９＋５×６＝６６（吨），３０天烧煤６６－１２＝５４（吨），平

均每天烧煤５４÷３０＝１．８（吨）．列成综合算式为

（４×９＋５×６－１２）÷３０＝１．８（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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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７．造纸厂生产一批纸，计划每天生产１３．５吨，实际每天比计划多生

产１．５吨，结果提前２．５天完成任务．问实际上用了多少天？

解１　如果实际生产时，在 完 成 了 任 务 后 一 直 继 续 生 产 到 计 划 日 期 为

止，这样，这家造纸厂将增产纸（１３．５＋１．５）×２．５＝３７．５（吨）．这 是 由 于 实

际每天比计划增产１．５吨而形成的．所以实际用的天数是３７．５÷１．５－２．５
＝２２．５（天）．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３．５＋１．５）×２．５÷１．５－２．５＝２２．５（天）；

　　解２　设实际用了ｘ天．依题意，得

１３．５（ｘ＋２．５）＝ （１３．５＋１．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２．５．故知实际上用了２２．５天．
５７８．李刚和王强共集邮４８３张．如果把李刚集邮的张数划去末尾一个

零，那么这个数刚好是王强的２倍．问李刚比王强多集邮多少张？

解１　如果不把李刚集邮张数末尾的一个零划去，那么，李 刚 集 邮 的 张

数应该是王强的２×１０＝２０（倍）．总 数 是 王 强 的２０＋１＝２１（倍），所 以 王 强

集邮４８３÷２１＝２３（张），李刚集邮２３×２０＝４６０（张）．李刚比王强多集邮

４６０－２３＝４３７（张）．列成综合算式为

４８３÷（２×１０＋１）×（２×１０－１）＝４３７（张）；

　　解２　设李刚集邮ｘ张．依题意，得

ｘ
１０＝２（４８３－ｘ）．

　　解方程，得　ｘ＝４６０．故知李刚集邮４６０张，比王强多集邮

４６０－（４８３－４６０）＝４３７（张）．
５７９．一批粮食，用一辆小卡车运，要运３２次，如果用一辆大卡车运，只

要运２４次．已知大卡车比小卡车每次多装２吨．问这批粮食有多少吨？

解　大卡车运２４次比小卡车 运２４次 多 运２×２４＝４８（吨），这 些 粮 食

小卡车要运３２－２４＝８（次），每 次 运４８÷８＝６（吨），３２次 运６×３２＝１９２
（吨）．列成综合算式为

２×２４÷（３２－２４）×３２＝１９２（吨）．

　　５８０．张华从甲地到相距２５千米的乙地开会．他先步行半小时，每时行

５千米；余下的路程乘汽车，汽车每小时比步行快３２．５千米．问张华乘汽车

要行几时？

解　张华步行半小时后，余下２５－５×０．５＝２２．５（千 米），乘 汽 车 用 每

小时５＋３２．５＝３７．５（千米）的速度 前 进．需 行２２．５÷３７．５＝０．６（时）到 达．
列成综合算式为

（２５－５×０．５）÷（５＋３２．５）＝０．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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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１．一艘轮船发生漏水 事 故，立 即 开 动 两 部 抽 水 机 向 外 抽 水．当 时 已

漏进水６００桶．一部抽水机每分钟抽水２０桶，另一部每分钟抽水１６桶，５０
分把水抽完．问每分钟漏进多少桶水？

解　５０分两部抽 水 机 抽 水（２０＋１６）×５０＝１８００（桶），比 原 来 进 水 多

１８００－６００＝１２００（桶）．每分钟漏进水１２００÷５０＝２４（桶）．列成综合算式为

［（２０＋１６）×５０－６００］÷５０＝２４（桶）．

　　５８２．某乡用１０辆大车和１５辆 拖 车 把２４０００千 克 的 粮 食 运 送 到 收 购

站．如果每辆大车比每辆拖车多载９００千克，那么每辆大车和每辆拖车各可

装运多少千克粮食？

解１　如果全部用拖车来装运，则１０＋１５＝２５（辆）拖车能装运２４０００－
９００×１０＝１５０００（千 克）粮 食，每 辆 拖 车 装 运１５０００÷２５＝６００（千 克）．列 成

综合算式为

（２４０００－９００×１０）÷（１０＋１５）＝６００（千克）… 拖车，

６００＋９００＝１５００（千克）… 大车；

　　解２　设每辆拖车装 运 粮 食ｘ 千 克，则 每 辆 大 车 装 运 粮 食（ｘ＋９００）千

克，依题意，得

１０（ｘ＋９００）＋１５ｘ＝２４０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６００，ｘ＋９００＝１５００．故 知 每 辆 大 车 装 运 粮 食１５００千

克，每辆拖车装运粮食６００千克．
５８３．甲掘土机每小时可比 乙 掘 土 机 多 掘 土６米３．现 在 甲 掘 土 机 工 作

２０时，乙掘土机工作１８时，一共掘土１０３２米３．问每台掘土机每小时各可掘

土多少米３？

解１　如果全部用乙掘土机来掘土，则２０＋１８＝３８（时）能掘土１０３２－６
×２０＝９１２（米３），每小时掘土量是９１２÷３８＝２４（米３）．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０３２－６×２０）÷（２０＋１８）＝２４（立方米）… 乙掘土机，

２４＋６＝３０（米３）… 甲掘土机；

　　解２　设乙掘土 机 每 小 时 掘 土ｘ 米３，则 甲 掘 土 机 每 小 时 掘 土（ｘ＋６）
米３．依题意，得

２０（ｘ＋６）＋１８ｘ＝１０３２．
　　解方程，得　ｘ＝２４，ｘ＋６＝２４＋６＝３０．故 知 甲 掘 土 机 每 小 时 掘 土３０
米３，乙掘土机每小时掘土２４米３．

５８４．某工地用两台挖土机挖 地 基．甲 机 先 挖２时，然 后 共 同 挖１８时，
一共挖土１０３２方．已知甲机比乙机 每 小 时 多 挖６方 土，求 甲 机 比 乙 机 一 共

多挖了多少方土？

解１　如果全部用甲机来挖土，则１８×２＋２＝３８（时）挖土１０３２＋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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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０（方），每小时挖土１１４０÷３８＝３０（方），２０时 挖 土３０×２０＝６００（方）；
如果全部用乙机来挖土，则３８时共挖土１０３２－６×２０＝９１２（方），每 小 时 挖

土９１２÷３８＝２４（方），乙 机１８时 挖 土１０３２－６００＝４３２（方）；甲 机 比 乙 机 多

挖土６００－４３２＝１６８（方）．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０３２＋６×１８）÷（１８×２＋２）×（２＋１８）－［１０３２－（１０３２＋６×１８）÷
（１８×２＋２）×（２＋１８）］＝１６８（方）；

　　解２　设甲机比乙机一共多挖土ｘ方．依题意，得

１０３２＋ｘ
２
２０ －

１０３２－ｘ
２
１８ ＝６．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８．故知甲机比乙机一共多挖土１６８方．
５８５．百货公司卖出蓝布和 白 布 共９２５米，卖 出 的 蓝 布 是 白 布 的４倍．

蓝布每米８．６０元，白布每米６．８元．问卖出的蓝布和白布共值多少元？

解　卖出白布９２５÷（４＋１）＝１８５（米），价６．８×１８５＝１２５８（元）；卖 出

蓝布１８５×４＝７４０（米），价８．６×７４０＝６３６４（元），共 值１２５８＋６３６４＝７６２２
（元）．列成综合算式为

６．８×［９２５÷（４＋１）］＋８．６×［９２５÷（４＋１）×４］＝６３６４（元）．

　　５８６．分派甲、乙、丙三个车队共运货物３６０吨．乙队比甲队多运２４吨，
丙队运的吨数是甲、乙两队运的 吨 数 和 的２倍．每 辆 车 每 次 运４吨，每 天 可

以运３次，要用２天运完．问三个队各要出几辆汽车？

解１　［３６０－２４×（１＋２）］吨 是 甲 队 货 运 量 的［１＋１＋（１＋１）×２］倍，
每辆汽车应该运货（４×３×２）吨，所以甲队应该出汽车的辆数为

［３６０－２４×（１＋２）］÷［１＋１＋（１＋１）×２］÷（４×３×２）＝２（辆），

２＋２４÷（４×３×２）＝３（辆）… 乙队，
（２＋３）×２＝１０（辆）… 丙队；

　　解２　每辆车运货４×３×２＝２４（吨），共需３６０÷２４＝１５（辆）车来运，是

甲、乙两队出车数和的１＋２＝３倍，所 以 甲、乙 两 队 共 出 车１５÷３＝５（辆）．
其中乙队比甲队多出２４÷２４＝１（辆），用和差问题的方法解，得甲队需出（５
－１）÷２＝２（辆），乙 队 需 出（５＋１）÷２＝３（辆），丙 队 需 出（２＋３）×２＝１０
（辆）．列成综合算式为

［３６０÷（４×３×２）÷（１＋２）－２４÷（４×３×２）］÷２＝２（辆）… 甲队，
［３６０÷（４×３×２）÷（１＋２）＋２４÷（４×３×２）］÷２＝３（辆）… 乙队，

（２＋３）×２＝１０（辆）… 丙队．

　　５８７．某校买来《爱科 学》杂 志４６０本，分 给 一 至 六 年 级．一 至 四 年 级 每

高一级多分１０本，五、六年级分得 的 本 数 各 是 一 年 级 的２倍．问 五、六 年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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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得多少本？

解１　按题意二年级比 一 年 级 多 分１０本，三 年 级 比 一 年 级 多 分（１０×
２）本，四年级比一年级多分（１０×３）本．从 总 数 里 减 去 各 年 级 多 分 的 本 数 就

是一年级分得本数的（４＋２＋２）倍，把一年级分得的本数乘以２，就是五、六

年级各分得的本数．所以

（４６０－１０－１０×２－１０×３）÷（４＋２＋２）×２＝１００（本）；

　　解２　设五、六年级各分得ｘ本．依题意，得

ｘ＋ｘ＋ ｘ
２ ＋ ｘ

２ ＋（ ）１０ ＋ ｘ
２ ＋１０×（ ）２ ＋ ｘ

２ ＋１０×（ ）３ ＝４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故知五、六年级各分得１００本．
５８８．某校农场计划在５天 内 完 成 春 播 任 务，因 学 生 干 劲 足，每 天 多 播

种０．２８公顷，结果３天就完成了 任 务．问 这 个 校 办 农 场 的 春 播 任 务 是 多 少

公顷？

解１　３天多播种０．２８×３＝０．８４（公顷），这是原计划５－３＝２（天）的

播种任务．每 天 平 均 播 种０．８４÷２＝０．４２（公 顷），５天 播 种０．４２×５＝２．１
（公顷）．列成综合算式为

０．２８×３÷（５－３）×５＝２．１（公顷）；

　　解２　设春播任务是ｘ公顷．依题意，得

ｘ
３ － ｘ

５ ＝０．２８．

　　解方程，得　ｘ＝２．１．故知这个校办农场的春播任务是２．１公顷．
５８９．两筐重量相等的苹果，甲筐卖出１４千克，乙筐卖出３８千克以后，

甲筐余下的重量是乙筐余下重量的３倍．问两筐原各有苹果多少千克？

解１　乙筐比甲筐多卖出３８－１４＝２４千克，是乙筐余下千克数的３－１
＝２（倍），则余下２４÷２＝１２（千克）．乙筐原有１２＋３８＝５０（千克），也是甲筐

原有苹果的重量．列成综合算式为

（３８－１４）÷（３－１）＋３８＝５０（千克）；

　　解２　设两筐原各有苹果ｘ千克．依题意，得

ｘ－１４＝３（ｘ－３８）．

　　解方程，得　ｘ＝５０．故知两筐原各有苹果５０千克．
５９０．一个泥工小组砌一 道 砖 墙，需 要 用 砖２００００块，计 划 用５天 时 间

完工．按计划工作２天后，由于改进了技术，加快了砌砖速度，因此提前１天

完工．问这个泥工小组改进技术后每天的砌砖数比原计划增加多少块？

解１　泥工小组２天完成（２００００÷５×２）块的砌砖 任 务，余 下 的 需（５－
２－１）天完成，所以比原计划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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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２）÷（５－２－１）－２００００÷５＝２０００（块）；

　　解２　设这个泥工小 组 改 进 技 术 后 每 天 的 砌 砖 数 比 原 计 划 增 加ｘ 块．
依题意，得

２００００
５ ＋ｘ＝

２００００×５－２
５

５－２－１ ．

　　解方程，得　ｘ＝２０００．故知这个泥工小 组 改 进 技 术 后 每 天 的 砌 砖 数 比

原计划增加２０００块．
５９１．两个小学生滚铁环，从上桥到下桥甲环旋转了５０圈，乙环旋转了

４０圈，又知乙环的周长比甲环长０．４４米，问这座桥长多少米？

解１　乙环的周长比甲环长０．４４米，乙环 转４０圈 比 甲 环 转４０圈 多 行

（０．４４×４０）米，这就是甲环转（５０－４０）圈所行的距离．所以桥的长度是：

０．４４×４０÷（５０－４０）×５０＝８８（米）；

　　解２　设桥长ｘ米．依题意，得

ｘ
４０－ ｘ

５０＝０．４４．

　　解方程，得　ｘ＝８８．故知这座桥长８８米．
５９２．一个生产小组要 完 成 一 批 零 件 的 加 工 任 务，原 计 划 每 天 加 工８０

个零件，由于改进了加工技术，实际每天能加工９８个，结果提前３天完成任

务，并 比 原 计 划 多 加 工 １２０个．问 这 个 生 产 小 组 实 际 一 共 加 工 了 多 少 个

零件？

解１　如果这个生产小组继续加工，一直到计划完工的日 期 结 束，将 比

加工任务多生产零件９８×３＋１２０＝４１４（个），计划完工的日期应该是４１４÷
（９８－８０）＝２３（天），这 个 小 组 实 际 一 共 加 工 的 零 件 数 是 ９８×（２３－３）＝
１９６０（个）．列成综合算式为

９８×［（９８×３＋１２０）÷（９８－８０）－３］＝１９６０（个）；

　　解２　设实际一共加工了ｘ个零件．依题意，得

ｘ－１２０
８０ － ｘ

９８＝３．

　　解 方 程，得　ｘ＝１９６０．故 知 这 个 生 产 小 组 实 际 一 共 加 工 了 １９６０个

零件．
５９３．建国路小学四、五 年 级 同 学 去 参 观 科 技 展 览，３４６人 排 成 两 路 纵

队，前后两排间隔各相距０．５米．队伍每分走６５米，现在要过一座长８８９米

的桥，问从第一排上桥到最后一排离桥，共需要多少分？

解　队伍共有３４６÷２＝１７３（排），有１７３－１＝１７２（个）间隔，每个间 隔

是０．５米，所以队伍的长度 是０．５×１７２＝８６（米）．从 第 一 排 上 桥 到 最 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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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离桥共行８８９＋８６＝９７５（米）．所以，过桥时间是９７５÷６５＝１５（分）．列成

综合算式为

［８８９＋０．５×（３４６÷２－１）］÷６５＝１５（分）．

　　５９４．有一个两位数，它个 位 上 的 数 字 是 十 位 上 的 数 字 的２倍，个 位 上

的数字与十位 上 的 数 字 交 换 位 置 后，得 到 的 数 比 原 来 大 １８，求 原 来 的 两

位数．
解１　任何一 个 两 位 数 都 可 分 解 成 一 个“整 十 数”与 一 个“个 位 数”的

和．现在，这个两位数的个位上的数 字 是 十 位 上 的 数 字 的２倍，所 以 这 个 两

位数是十位上的数字的１２倍；个位 上 的 数 字 与 十 位 上 的 数 字 交 换 位 置 后，
新的两位数是原来十位上的数字的２１倍．而十位上的数字的２１倍与１２倍

的差是１８．列式计算如下：

１８÷［（２×１０＋１）－（１×１０＋２）］＝２… 十位上的数字，

２×２＝４… 个位上的数字．

　　所以这个两位数是２４；
解２　设十位上的数字是ｘ，则个位上的数字是２ｘ．依题意，得

（１０×２ｘ＋ｘ）－（１０ｘ＋２ｘ）＝１８．

　　解方程，得　ｘ＝２，２ｘ＝２×２＝４．故知这个两位数是２４．
５９５．中型拖拉机的耕地效率是手扶拖拉机的２．５倍，大型拖拉机的耕

地效率是中型拖拉机的２倍．现有一块地，用中型拖拉机来耕，要用６时．如

果改用手扶拖拉机耕一半，再用大型拖拉机耕另一半，一共要用多少时？

解　中型拖拉机耕这块地的一半要６÷２＝３（时）．因为，工作效率×工

作时间＝工作总量，如用手扶拖拉机来耕，工作总量不变，工作效率缩小２．５
倍，那么时间应扩大２．５倍，所以要用３×２．５＝７．５（时）．同理，用大型拖拉

机来耕，要比用中型拖拉机 所 用 的 时 间 缩 小２倍，即３÷２＝１．５（时）．两 数

相加７．５＋１．５＝９（时），就是耕完这块地所需的时间．列成综合算式为

６÷２×２．５＋６÷２÷２＝９（时）．

　　５９６．两 台 脱 粒 机，第 一 台 工 作 １２．５ 天，第 二 台 工 作 １４ 天，共 脱 粒

１０７．６４吨．第一台每天脱粒的数量是第二台的２倍．求两台脱粒机各脱粒多

少吨？

解１　第二台１４天的工作量第一台只要１４÷２＝７（天）就可完成．如果

全部由第一台脱粒，只要１２．５＋７＝１９．５（天）完成，每天脱粒１０７．６４÷１９．５
＝５．５２（吨），１２．５天脱粒５．５２×１２．５＝６９（吨）．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０７．６４÷（１２．５＋１４÷２）×１２．５＝６９（吨）… 第一台，

１０７．６４－６９＝３８．６４（吨）… 第二台；

　　解２　设第一台脱粒ｘ吨，则第二台脱粒（１０７．６４－ｘ）吨．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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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１２．５＝２×１０７．６４－ｘ

１４ ．

　　解方程，得　ｘ＝６９，１０７．６４－ｘ＝１０７．６４－６９＝３８．６４．故 知 第 一 台 脱

粒机脱粒６９吨，第二台脱粒机脱粒３８．６４吨．
５９７．３台手扶拖拉机和２台中型拖拉机一天共耕地１３．５公顷．５台手

扶拖拉机和２台中型拖拉机一天共耕地１６．５公顷，问一台中型拖拉机的耕

作效率是一台手扶拖拉机的多少倍？

解　多了（５－３）台手扶拖拉机一 天 多 耕 地（１６．５－１３．５）公 顷，手 扶 拖

拉机一天能耕（１６．５－１３．５）÷（５－３）＝１．５（公顷），一台中型拖拉机一天能

耕［１３．５－１．５×３］÷２＝４．５（公 顷）．中 型 拖 拉 机 的 耕 作 效 率 是 手 扶 拖 拉 机

的４．５÷１．５＝３（倍）．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３５－（１６５－１３５）÷（５－３）×３］÷２÷［（１６５－１３５）÷（５－３）］＝３（倍）．

　　５９８．两组架线工人一 起 架 设 一 段 电 话 线．第 一 组 每 小 时 架 设９００米，
第二组每小时架设７５０米．两组各从线路的一端架设，结果第一组比第二组

早２时架设到线路的中点．问这段电话线有多长？

解１　第一组每小时比第二组多架设９００－７５０＝１５０（米）．现在两组相

差７５０×２＝１５００（米）．说明工作了１５００÷１５０＝１０（时），所以这段线路的长

度是９００×１０×２＝１８０００（米）．列成综合算式为

９００×［７５０×２÷（９００－７５０）］×２＝１８０００（米）；

　　解２　设线路的长度是ｘ米．依题意，得

ｘ
２

７５０－

ｘ
２

９００ ＝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０００．故知这段线路的长度是１８０００米．
５９９．某科学考察组进行科学考察，要越过一座山．上午八时上山，每小

时行３千米，到达山顶时休息１时．下 山 时 比 上 山 时 每 小 时 多 行２公 里，下

午二时到达山底．全程共行了１９千米．求上山、下山各行了多少千米？

解１　上山、下山共行１２＋２－８－１＝５（时），如果以每小时行３千米计

算，共行３×５＝１５（千米），与全程１９千米相差１９－１５＝４（千米），这是因为

下山速度每小时 增 加２千 米 而 形 成 的．因 此 下 山 所 用 的 时 间 为 ４÷２＝２
（时）；下山行了（３＋２）×２＝１０（千米），上山行了１９－１０＝９（千米）．列成综

合算式为

（３＋２）×｛［１９－３×（１２＋２－８－１）］÷２｝＝１０（千米）… 下山行程，

１９－１０＝９（千米）… 上山行程；

　　解２　设上山行了ｘ公里．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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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３ ＋１９－ｘ

３＋２ ＝１２＋２－８－１．

　　解方程，得　ｘ＝９，１９－ｘ＝１９－９＝１０．故 知 上 山 行 了９千 米，下 山 行

了１０千米．
６００．甲、乙两块地的梨树棵 数 相 等．甲 地 平 均 每 棵 收７５千 克，乙 地 平

均每棵收９０千克．乙地比甲地多收３６０千克．按质量把所收的梨分成三等．
中等的是上等的２倍，比次等的多５２５千克．问三等梨各是多少千克？

解１　每块地梨树的棵数是３６０÷（９０－７５）＝２４（棵），两块地所收梨的

总数是（７５＋９０）×２４＝３９６０千克．以上等梨作为１份，则中等梨 为２份，次

等梨为２份少５２５千克，得上等梨的斤数为（３９６０＋５２５）÷（１＋２＋２）＝８９７
（千克）．列成综合算式为

｛（７５＋９０）×［３６０÷（９０－７５）］＋５２５｝÷（１＋２＋２）＝８９７（千克）… 上等梨，

８９７×２＝１７９４（千克）… 中等梨，

１７９４－５２５＝１２６９（千克）… 次等梨；

　　解２　设上等梨为ｘ千克．依题意，得

ｘ＋２ｘ＋（２ｘ－５２５）＝ （７５＋９０）× ３６０
９０－７５．

　　解方程，得　ｘ＝８９７，２ｘ＝２×８９７＝１７９４，２ｘ－５２５＝２×８９７－５２５＝
１２６９．故知上等梨有８９７千克，中等梨有１７９４千克，次等梨有１２６９千克．

６０１．学校组织参观，参加的 师 生 共７２０人．一 辆 大 客 车 比 一 辆 卡 车 多

载２０人；６辆大客车和８辆卡车载的人数相等．算一算：如果都乘卡车需要

几辆？如果都乘大客车需要几辆？

解１　如果６辆大客车换成６辆卡车，那么就有２０×６＝１２０（人）没 有

车乘．这些没有车乘的师生 将 用８－６＝２（辆）卡 车 供 其 乘 载．因 此，每 辆 卡

车可以乘坐１２０÷２＝６０（人），需要７２０÷６０＝１２（辆）；每辆大客车乘坐６０＋
２０＝８０（人），需要７２０÷８０＝９（辆）．列成综合算式为

７２０÷［２０×６÷（８－６）］＝１２（辆）… 卡车，

７２０÷［２０×６÷（８－６）＋２０］＝９（辆）… 大客车；

　　解２　大客车与卡车每辆乘载人 数 的 比 是８∶６＝４∶３，而 一 辆 大 客 车

比一辆卡车多载２０人，所以每辆大客 车 乘２０×４＝８０（人），每 辆 卡 车 乘２０
×３＝６０（人）．由此可知

７２０÷８０＝９（辆）… 大客车，

７２０÷６０＝１２（辆）… 卡车；

　　解３　设都乘卡车需要ｘ辆．依题意，得

６ ７２０
ｘ ＋（ ）２０ ＝８×７２０

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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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７２０÷（７２０÷１２＋２０）＝９．故 知 都 乘 卡 车 需 要１２
辆，都乘大客车需要９辆．

６０２．甲乙两队同时开凿一条２１６０米长的隧道．甲队从一端起，每天开

凿２０米；乙队从另一端起，每天比甲队多开凿５米．问两队在离中点多远的

地方会合？

解１　两队经２１６０÷（２０×２＋５）＝４８（天）会 合，会 合 时 甲 队 凿 隧 道２０
×４８＝９６０（米），离中点２１６０÷２－９６０＝１２０（米）．列成综合算式为

２１６０÷２－２０×［２１６０÷（２０×２＋５）］＝１２０（米）；

　　解２　两队经２１６０÷（２０×２＋５）＝４８（天）会 合；会 合 时 乙 队 比 甲 队 多

凿５×４８＝２４０（米）；越 过 中 点 的 距 离 应 是２４０÷２＝１２０（米）．列 成 综 合 算

式为

５×［２１６０÷（２０×２＋５）］÷２＝１２０（米）；

　　解３　设在离中点ｘ米处会合．依题意，得

２１６０
２ －ｘ

２０ ＝

２１６０
２ ＋ｘ

２０＋５ ．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故知两队在离中点１２０米的地方会合．
６０３．某百货公司委托运输队包运１０００块玻璃，议定每块运费０．２元，

如损坏一块，要赔偿损失费３．５元．结 果 运 输 队 获 得 运 费１８１．５元，问 损 坏

玻璃多少块？

解１　如果全无损失，应收运费０．２×１０００＝２００（元），现 在 少 收２００－
１８１．５＝１８．５（元）．损坏一块，运 输 队 要 少 收 入３．５＋０．２＝３．７（元）．因 此，
损坏玻璃１８．５÷３．７＝５（块）．列成综合算式为

（０．２×１０００－１８．５）÷（３．５＋０．２）＝５（块）；

　　解２　设损坏玻璃ｘ块．依题意，得

（３．５＋０．２）ｘ＋１８１．５＝０．２×１０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５．故知损坏玻璃５块．
６０４．某小组要装配一批收 音 机，已 经 装 配 好９２５台．以 后 如 果 每 天 比

原来多装配２台．还需要４０天完成，但最后一天要少装配５台．如果仍按照

原来的工作效率装配，就需要再多工作３天，问这个小组一共装配多少台收

音机？

解１　如果仍按原来的工作效率装配，４０天后还有２×４０－５＝７５（台）
没有装配好，需要再做３天，每 天 的 工 作 量 是７５÷３＝２５（台）．这 个 小 组 一

共装配的台数是

２５×（４０＋３）＋９２５＝２００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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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７　　 　 　

列成综合算式为

（２×４０－５）÷３×（４０＋３）＋９２５＝２０００（台）；

　　解２　设这个小组一共装配ｘ台收音机．依题意，得

ｘ－９２５＋５
４０ －ｘ－９２５

４０＋３ ＝２．

　　解方程，得　ｘ＝２０００．故知这个小组一共装配２０００台收音机．
６０５．５米３ 桦木和４米３ 杨木共值１５００元，而３米３ 桦 木 和６米３ 杨 木

共值１４４０元．问两种木材每立方米各值多少元？

解１　后一种情况比 前 一 种 情 况 少５－３＝２（米３）桦 木 而 多６－４＝２
（米３）杨木，总价就低１５００－１４４０＝６０（元），所以每 立 方 米 杨 木 的 售 价 比 每

立方米桦木的售价 低６０÷２＝３０（元）．已 知５米３ 桦 木 和４米３ 杨 木 共 值

１５００元，如将其中的４米３ 杨 木 改 成 桦 木，那 么，５＋４＝９（米３）桦 木 的 总 价

将是１５００＋３０×４＝１６２０（元），由 此 得 每 立 方 米 桦 木 的 售 价 是１６２０÷９＝
１８０（元）．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５００＋（１５００－１４４０）÷（５－３）×４］÷（５＋４）＝１８０（元），

　　每立方米杨木的售价为

１８０－（１５００－１４４０）÷（５－３）＝１５０（元）；

　　解２　用“扩消法”求解．
（５×３）立方米桦木和（４×３）米３ 杨木共值（１５００×３）元 ①
（３×５）米３ 桦木和（６×５）米３ 杨木共值（１４４０×５）元 ②
②式减①式，得３０－１２＝１８（米３），杨 木 共 值７２００－４５００＝２７００（元）．

每立方米为２７００÷１８＝１５０（元）．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４４０×５－１５００×３）÷（６×５－４×３）＝１５０（元）…… 杨木，
（１５００－１５０×４）÷５＝１８０（元）…… 桦木；

　　解３　设每立方米桦木值ｘ元．依题意，得

３ｘ＋６×１５００－５ｘ
４ ＝１４４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０，１５００－５ｘ
４ ＝１５００－５×１８０

４ ＝１５０．故 知 桦 木 每 立

方米１８０元，杨木每立方米１５０元．
６０６．甲仓原来 存 粮３４吨．乙 仓 原 来 存 粮 ４６吨．现 在 甲 仓 每 天 存 入

４吨，乙仓每天存入１０吨，问几天以后，乙仓的存粮是甲仓的２倍？

解１　乙仓原来存粮比甲仓原来存粮的２倍少３４×２－４６＝２２（吨），而

乙仓每天存入数比甲仓的２倍多１０－４×２＝２（吨），所以２２÷２＝１１（天）以

后乙仓的存粮就是甲仓的２倍．列成综合算式为

（３４×２－４６）÷（１０－４×２）＝１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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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２　设ｘ天以后乙仓的存粮是甲仓的２倍．依题意，得

４６＋１０ｘ＝２（３４＋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１．故知１１天后乙仓的存粮是甲仓的２倍．
６０７．甲厂有 煤１８０吨，乙 厂 有 煤１０２吨．如 果 甲 厂 每 天 用 煤１５吨，乙

厂每天用煤９吨，多少天后甲厂剩下的煤是乙厂的２倍？

解１　甲厂原有煤比乙厂的２倍少１０２×２－１８０＝２４（吨），而甲厂每天

用煤数比乙厂的２倍少９×２－１５＝３（吨），所 以２４÷３＝８（天）后 甲 厂 的 煤

是乙厂的２倍．列成综合算式为

（１０２×２－１８０）÷（９×２－１５）＝８（天）；

　　解２　设ｘ天后甲厂剩下的煤是乙厂的２倍．依题意，得

１８０－１５ｘ＝２（１０２－９ｘ）．

　　解方程，得　ｘ＝８．故知８天后甲厂剩下的煤是乙厂的２倍．
６０８．书店共有甲、乙两种 书１００本．甲 种 书 每 本０．６５元，乙 种 书 每 本

０．４３元．又知甲种书的总金额比乙种书多２１．８元．问两种书各有多少本？

解１　如果１００本全部是 乙 种 书，则 总 金 额 是０．４３×１００＝４３（元）．已

知甲种书的总金额比乙种书多２１．８元，那么，（０．４３×１００＋２１．８）元是甲种

书的总金额加上与甲种书同样本数的乙种书的总金额的和．因此，甲种书的

本数为

（０．４３×１００＋２１．８）÷（０．６５＋０．４３）＝６０（本），

　　同理，乙种书的本数为

（０．６５×１００－２１．８）÷（０．６５＋０．４３）＝４０（本）；

　　解２　用面积法解．
甲种书为ｎ１ 本，乙种书为ｎ２ 本．

ｎ１＋ｎ２＝１００本．

ｓ３＝０．４３ｎ２，

ｓ１＋ｓ２＋ｓ３＝０．６５ｎ１，

ｓ１＋ｓ２＝２１．８元．

∵　２（ｓ２＋ｓ３）＋ｓ１ 
转化为

ｓ１＋ｓ２＋（ｓ３

＋ｓ２ ＋ｓ３） （０．４３＋０．６５）ｎ１ 
代入

２１．８

＋０．４３×１００
所以甲种本数为（０．４３×１００＋２１．８）÷（０．４３＋０．６５）＝６０（本），

乙种本数为１００－６０＝４０（本）；

　　解３　设甲种书有ｘ本，则乙种书为（１００－ｘ）本．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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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５ｘ－０．４３（１００－ｘ）＝２１．８．

　　解方程，得　ｘ＝６０，１００－ｘ＝１００－６０＝４０．故 知 甲 种 书 有６０本，乙 种

书有４０本．
６０９．甲、乙两个农民从乡政府到县城，要行４５千米．甲骑马每小时行９

千米，乙 骑 自 行 车 每 时 行１３千 米．几 时 后 甲 剩 下 的 路 程 是 乙 剩 下 路 程 的

３倍？

解１　如果甲骑马的 速 度 和 所 行 的 路 程 都 不 变，而 将 乙 的 速 度 扩 大３
倍，即每小时为（１３×３）千米，所行的路程也扩大３倍，即为（４５×３）千米，于

是问题可改成几时后两人剩下的路程相等．到剩下的路程相等时，乙比甲多

行（４５×３－４５）千米，这是由于乙 每 小 时 比 甲 多 行（１３×３－９）千 米 的 缘 故．
所以这个时间应该为

（４５×３－４５）÷（１３×３－９）＝３（时）；

　　解２　设ｘ时后甲剩下的路程是乙剩下路程的３倍．依题意，得

４５－９ｘ＝３（４５－１３ｘ）．

　　解方程，得　ｘ＝３．故知３时后甲剩下的路程是乙剩下路程的３倍．
６１０．用两台水泵 抽 水，小 水 泵 抽６时，大 水 泵 抽８时，一 共 抽 水３１２

米３．小水泵５时的抽水量等于 大 水 泵２时 的 抽 水 量．问 两 种 水 泵 每 小 时 各

抽水多少立方米？

解１　大水泵２时的抽水量等于小水泵５时的抽水量，那么大水泵８时

的抽水量等于小水泵［５×（８÷２）］时 的 抽 水 量．已 知 小 水 泵 抽６时，大 水 泵

抽８时，一共抽３１２米３，这就是小水泵［６＋５×（８÷２）］时的抽水量．因此小

水泵每小时的抽水量为

３１２÷［６＋５×（８÷２）］＝１２（米３）；

　　大水泵每小时的抽水量为

１２×５÷２＝３０（米３）；

　　解２　设大水泵每小时抽水ｘ米３．依题意，得

８ｘ＋６× ２
５ｘ＝３１２．

　　解 方 程，得　ｘ＝３０，２
５ｘ＝ ２

５ ×３０＝１２．故 知 大 水 泵 每 小 时 抽 水 ３０

米３，小水泵每小时抽水１２米３．
６１１．某工人从家里出发去上班．以每分５０米的速度走了２分后，发觉

这样 走 下 去 就 要 迟 到８分；于 是 他 改 用 每 分６０米 的 速 度 前 进，结 果 早 到

５分．求这个工人上班的路程．
解１　按前一种走法，到 上 班 时 刻 离 工 厂 还 有（５０×８）米．按 后 一 种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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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到工厂后如继续走下去，到上班时 刻 将 超 过 工 厂（６０×５）米．这 个 差 距，
即（５０×８＋６０×５）米是走了２分 后 的 速 度 相 差（６０－５０）米 而 逐 步 形 成 的．
从［（５０×８＋６０×５）÷（６０－５０）］可 得 到 走 了２分 后 离 上 班 时 刻 还 有 几 分，
所以上班的路程为

６０×［（５０×８＋６０×５）÷（６０－５０）－５］＋５０×２＝４０００（米）；

　　解２　设上班的路程为ｘ米．依题意，得

ｘ
５０－ ｘ－５０×２

６０ ＋（ ）２ ＝８＋５，

　　解方程，得　ｘ＝４０００．故知这个工人上班的路程是４０００米．
６１２．一个车工８时完成生 产 定 额，改 进 操 作 技 术 后，每 小 时 比 原 来 多

生产零件５个，因此在６时内比全 日 定 额 多 生 产１６个．求 这 个 车 工 改 进 技

术后，每小时生产零件多少个？

解１　如图所示，（５×６－１６）个相当于原来（８－６）时的 产 量，所 以 改 进

技术后每小时的产量为

（５×６－１６）÷（８－６）＋５＝１２（个）；

　　解２　设现在每小时生产零件ｘ个．依题意，得

６ｘ－８（ｘ－５）＝１６．

　　解方程，得　ｘ＝１２．故知现在每小时生产零件１２个．
６１３．某区中学生举行物理 竞 赛，整 个 竞 赛 分 两 轮 进 行，每 一 个 参 加 竞

赛的学生两轮比赛必须都参加．第一 轮 及 格 的 人 数 比 不 及 格 人 数 的４倍 多

２人，第二轮及格的人数增加了２２人，正好是不及格人数的６倍．问一共有

多少人参加竞赛？

解１　用ａ表示第一轮中 的 及 格 人 数，ｂ表 示 第 一 轮 中 的 不 及 格 人 数，
因为第一轮中，及格的人数比不及格人数的４倍多２人，所以ａ＝４ｂ＋２，变

形，得　ａ－２
４ ＝ｂ．等式两边 同 减 去２２，得ａ－２

４ －２２＝ｂ－２２．式 中 的ｂ－２２

是第二轮中的不及格人数．去分母得

ａ－２－２２×４＝４（ｂ－２２）． ①
根据题意，第二轮中

ａ＋２２＝６（ｂ－２２）．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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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式减去①式，得　２２×４＋２＋２２＝（６－４）（ｂ－２２），即ｂ－２２＝（２２×４＋２

＋２２）÷（６－４）．上式表示第二轮 比 赛 中 不 及 格 的 人 数 为［（２２×４＋２＋２２）

÷（６－４）］人，所以参加竞赛的人数为：

（２２×４＋２＋２２）÷（６－４）×（６＋１）＝３９２（人）；

　　解２　用列表法解．

及　　格 不及格 倍数

第一轮 及格－２ 不及格 ４ ①

第二轮 及格＋２２ （不及格－２２） ６ ②

由② →
转化为 及格＋２２＋２２×６ 不及格 ６ ③ 用 拆 开 法、移 位 法 达 到

标准量统一

③－① ２２＋２２×６＋２ 不及格 （６－４） ④ 不及格为标准量“１”

（２２＋２２×６＋２）÷（６－４）＝７８（人）…不及格人数，

７８×（１＋４）＋２＝３９２（人）…参加竞赛总人数；

解３　用面积法解．
第一次竞赛：“及格的比不及格的４倍多２人 →” Ｓ１ 不及格的占（总数

－２）人的五分之一．

第二次竞赛：“及格人数增加２２人，正好是不及格人数的６倍” →
转化为

Ｓ２，不及格的占总数的（６＋１）分之一．
由图示，得　（２２＋２２×４＋２）占总数的（６＋１）分之二，即（２２＋２２×４＋

２）÷２是总数的七分之一．
所以，总数为　（２２＋２２×４＋２）÷２×７＝３９２（人）；

解４　设一共有ｘ人参加竞赛，则第一轮比赛中不及格人数为ｘ－２
４＋１

人，

及格人数为 ４（ｘ－２）
４＋１［ ］＋２ 人．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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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ｘ－２）
４＋１ ＋２＋２２

ｘ－２
４＋１－２２

＝６．

　　解方程，得　ｘ＝３９２．故知有３９２人参加竞赛．

２．分数、百分数应用题

（１）加减法

６１４．加工一批稻谷，第一台碾 米 机 每 小 时 加 工 这 批 稻 谷 的 １
４

，第 二 台

碾米机每小时加工这批稻谷的１
６．求两台碾米机１时一共可以加工 这 批 稻

谷的几分之几？

解　把两个分数合并起来，用加法计算．所以　１
４＋１

６＝５
１２．

６１５．我国森林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１
１０

，草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１
５

，求森林和草原共占全国总面积的几分之几？

解　１
１０＋１

５＝３
１０．

６１６．有两条绳子，第 一 条 长 ４
５

米，第 二 条 比 第 一 条 短 １
５

米，问 第 二 条

绳子长几米？

解　求比４
５

少１
５

的数，用减法计算．所以，

４
５ － １

５ ＝ ３
５

（米）．

　　６１７．地球绕太阳旋转的 速 度 是 每 秒２９．８千 米，比 火 星 的 旋 转 速 度 多

５７
１０

千米．问火星绕太阳旋转的速度是每秒多少千米？

解　２９．８－５７
１０＝２４．１（千米）．

６１８．有一种新式炉 灶，每 天 烧 煤 ７
２０

吨，比 旧 式 的 节 约 ３
２０

吨，旧 式 炉 灶

每天烧煤多少吨？

解　求比７
２０

多３
２０

的数，用加法计算．所以，

７
２０＋ ３

２０＝ １
２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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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９．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以前，火车乘轮渡过长江，需用２１
１２

时，现在从

大桥上通过只用１
４

时．问现在火车过江比乘轮渡节省多少时？

解　求２１
１２

与１
４

相差多少，用减法计算．所以，

２１
１２－ １

４ ＝１５
６

（时）．

　　６２０．地球表面积的７１
１００

是海洋，剩下的是陆地，求陆地占地球表面积的

几分之几？

解　求剩余数，用减法计算．以地球表面积为１，减去海洋所占面积，就

是陆地所占面积．所以，

１－ ７１
１００＝ ２９

１００．

　　６２１．地球上热带面 积 约 占 全 球 面 积 的 ２
５

，温 带 面 积 约 占 全 球 面 积 的

１
２

，其余是寒带，寒带面积约占全球面积的几分之几？

解　以地球总面积为“１”，减去热带、温带所占面积，就是寒带所占的面

积．所以

１－ ２
５ － １

２ ＝ １
１０．

　　６２２．把３米长的一支竹 竿 插 入 池 塘，露 出 水 面 部 分 长１１
１０

米，在 水 中

部分长１３
１０

米，求在泥中部分长几米？

解　把竹竿的总长度，减去露出水面和在水中部分的长度，就是在泥土

部分的长度．所以

３－１１
１０－１３

１０＝ ３
５

（米）．

　　６２３．一条绳子长９．７米，第一次剪去２３
８

米，比第二次多剪去了 １
２

米．

问剪两次后，还有几米？

解　先求出第二次剪去多少米，再从总米数中减去两次剪去的米数，就

得剩余数．所以

９．７－２３
８ － ２３

８ －（ ）１
２ ＝５．４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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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４．食堂有食盐５６千克，吃去４７．４５千克，又买来５１１
２

千克．问现有

食盐多少千克？

解　 ５６－４７．４５＋５１１
２＝６０．０５（千克）

　　６２５．一项水利工程，第一期完 成 了 全 工 程 的 ３
８

，第 二 期 比 第 一 期 多 完

成了全工程的１
８

，求两期共完成全工程的几分之几？

解　３
８＋ ３

８＋（ ）１
８ ＝７

８．

６２６．红 旗 钢 厂 要 用 船 运２４０吨 煤．第 一 船 运 了８５１
２

吨，第 二 船 运 了

９０３
４

吨，还剩多少吨煤没有运？

解　２４０－８５１
２－９０３

４＝６３３
４

（吨）．

６２７．一捆电线，安装电灯用了２０３
４

米，比 安 装 有 线 广 播 多 用２１
４

米．

这捆电线在安装电灯和有线广播后还剩１１１
２

米．问这捆电线原有多少米？

解　２０３
４－２１

４＋２０３
４＋１１１

２＝５０３
４

（米）．

（２）乘法

６２８．把一条绳子平均分成９段，每段长２２
３

米，求全绳长多少米？

解　用加法计算

２２
３ ＋２２

３ ＋２２
３ ＋２２

３ ＋２２
３ ＋２２

３ ＋２２
３ ＋２２

３ ＋２２
３

＝２４（米）．
　　用乘法计算

２２
３ ×９＝２４（米）．

　　【注意】　分数乘以整数，意义与整数乘法相同，是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

的简便运算，２２
３×９即求９个２２

３
是多少．

６２９．１吨甜菜可以制出４
２５

吨糖，问１２５吨甜菜可以制出多少吨糖？

解　４
２５×１２５＝２０（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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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０．人民粮油店运到花生 油１２
５

吨，运 到 的 豆 油 是 花 生 油 的２１
２

倍，

问运到的豆油是多少吨？

解　求一个数的２１
２

倍是多少，用乘法计算．所以

１２
５ ×２１

２ ＝３１
２

（吨）．

　　６３１．要修一条４８千米的高速公路，已经修了它的７
１０．求修了多少千米？

解　求一个数的７
１０

是多少，用乘法计算，所以

４８× ７
１０＝３３３

５
（千米）．

　　６３２．一 个 机 械 化 养 鸡 场 去 年 养 鸡 ３５０００ 只．今 年 计 划 比 去 年 增 加

８０％．问今年将比去年增加多少只？

解　３５０００×８０％＝２８０００（只）．
６３３．某工人向外地汇款５０元，汇费按１％计算，应付汇费多少元？

解　５０×１％＝０．５（元）．
６３４．某种水稻种籽的发芽率是９２％，问５００千克种籽发芽的有多少千

克？如果每千克种籽按３２０００粒计算，可有多少棵种苗？

解　５００×９２％＝４６０（千克），

３２０００×４６０＝１４７２００００（棵）．

６３５．一辆卡车５天 用 去２４１
２

千 克 汽 油 的 ４
７

，平 均 每 天 用 汽 油 多 少

千克？

解　２４１
２×４

７×１
５＝２４

５
（千克）．

６３６．一块长方形铁板 长３米，宽１１
２

米，截 下 它 的 ２
５

，截 下 了 多 少 平

方米？

解　３×１１
２×２

５＝１４
５

（米２）．

６３７．少先队员种了４８００棵 蓖 麻，平 均 每 棵 收 蓖 麻 籽０．２５千 克，蓖 麻

籽的出油率是４５％．问他们收的蓖麻籽能为国家提供蓖麻油多少千克？

解　０．２５×４８００×４５％＝５４０（千克）．
（３）除法

６３８．光的速度为每秒３０００００千 米．光１秒 钟 通 过 的 距 离 大 约 相 当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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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赤道的７１
２

倍．求地球赤道大约有多少千米？

解　已知一个数的７１
２

倍是多少，求一倍数，用除法计算．所以

３０００００÷７１
２ ＝４００００（千米）．

　　６３９．北方一个城市夏季的一天，最高温度为３２摄氏度，是这一天最低

气温的１３
５

倍．问这一天的最低温度是几摄氏度？

解　３２÷１３
５＝２０（摄氏度）．

６４０．张师傅３
４

时加工零件４２个，求他每小时可以加工零件多少个？

解　已知一个数的３
４

是４２，求这个数，用除法计算．所以，

４２÷ ３
４ ＝５６（个）．

　　６４１．１吨甜菜可以制出４
２５

吨糖，问生产１２０吨糖，需要甜菜多少吨？

解　１２０÷４
２５＝７５０（吨）．

６４２．大豆的出油率是１６％，问要榨油５６吨，需要大豆多少吨？

解　５６÷１６％＝３５０（吨）．

６４３．鱼肝油丸浓的每瓶降价７
２２

后，卖价比原来降低０．３５元；淡的每瓶

降价２
１１

后，卖价比原来降低０．１０元．问这两种鱼肝油丸原价各是多少元？

解　０．３５÷７
２２＝１．１０（元）…浓；

０．１０÷２
１１＝０．５５（元）…淡．

６４４．小明比小刚高１０厘米，而小刚身高则比小明矮１
１５

，两人身高各多

少厘米？

解　１０÷１
１５＝１５０（厘米）…小明；

１５０－１０＝１４０（厘米）…小刚．
６４５．中国纺织厂第一车间有工人４５０人，比第二车间多３０人．第二车

间的人数正好是全厂职工人数的２０％．问这个工厂共有职工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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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７　　 　 　

解　（４５０－３０）÷２０％＝２１００（人）．
６４６．一辆车从甲城开往乙城，每小时行４２千米，行驶２．５时的路程正

好占全程的７５％．求甲城和乙城间的距离．
解　４２×２．５÷７５％＝１４０（千米）．

６４７．一盒 水 果 糖，连 盒 共 重５００克，如 果 吃 去 ２
５

，剩 下 的 糖 连 盒 共 重

３４０克，求原有水果糖的重量？

解　（５００－３４０）÷２
５＝４００（克）．

６４８．用一只木桶装小麦，桶和麦共重１７３
４

千克．如果将麦子取 出 １
３

，

连桶还重１２１
４

千克．问桶中原来装有小麦多少千克？

解　 １７３
４－１２（ ）１

４ ÷１
３＝１６１

２
（千克）．

６４９．有一堆糖，分给幼儿 园 甲 班 的 小 朋 友，如 果 每 人 分６粒，还 少１２

粒；如果糖的总数增加１
９

，每人仍分６粒，则多出６粒．求（１）这 堆 糖 有 多 少

粒？（２）这个班上有多少个小朋友？

解　总数增加１
９

，则糖的粒数相差（１２＋６）粒，所以

（１）（１２＋６）÷１
９＝１６２（粒）；

（２）（１６２＋１２）÷６＝２９（人）或 １６２× １＋（ ）１
９ －［ ］６ ÷６＝２９（人）．

６５０．修路队修一条公 路，第 一 天 修５４０米，第 二 天 比 第 一 天 多 修１２０
米，两天共修了全长的２０％，问这条公路有多长？

解　（５４０×２＋１２０）÷２０％＝６０００（米）．
６５１．有两桶油．甲桶比乙桶多１０千 克．如 果 从 甲 桶 取 出２５％，则 甲 桶

反而比乙桶少５千克，求原来两桶各有油多少千克？

解　甲桶取出２５％，则油的重量相差（１０＋５）千克．所以

（１０＋５）÷２５％＝６０（千克）…甲桶；

６０－１０＝５０（千克）…乙桶．

６５２．甲骑自行车行１千米 需５分，乙 步 行２１
４

千 米 需 半 小 时，问 甲 骑

自行车的速度是乙步行速度的几倍？

解　甲骑车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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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６０＝１２（千米／时），

　　乙步行的速度：

２１
４ ÷ １

２ ＝４１
２

（千米／时）．

　　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倍，用 除 法 计 算．所 以，甲 骑 车 的 速 度 是 乙 步

行速度的１２÷４１
２＝２２

３
（倍）．

综合算式为

１÷ ５（ ）６０ ÷ ２１
４ ÷（ ）１

２ ＝２２
３

（倍）．

　　６５３．化肥厂前月产化 肥４２００吨，上 月 产 化 肥４９００吨，上 月 的 产 量 是

前月产量的几倍？

解　４９００÷４２００＝１１
６

（倍）．

６５４．小明的体重是３６千克，比小红重６千克．问小明的体重是小红的

多少倍？

解　３６÷（３６－６）＝１１
５

（倍）．

６５５．一件工程，甲独做要１２天 完 成，乙 独 做 要８天 完 成，问 乙 的 工 作

效率是甲工作效率的几倍？

解１　设整个工程量为１，则 甲 的 工 作 效 率 为 １
１２

，乙 的 工 作 效 率 为 １
８

，

乙的工作效率是甲的１
８÷１

１２＝１１
２

（倍）；

解２　 设 甲 的 工 作 效 率 为 １，则 工 作 量 为 １×１２，乙 的 工 作 效 率 为

１×１２
８ ．所以　１×１２

８ ÷１＝１１
２

（倍）；

解３　设乙的工作效率为１，则 工 作 量 为１×８，甲 的 工 作 效 率 为１×８
１２ ．

所以

１÷１×８
１２ ＝１１

２
（倍）．

　　６５６．仓库有水泥２４０吨，运走了６０吨，运走的水泥是原有水泥的几分

之几？是余下水泥的几分之几？余下的水泥是原有水泥的几分之几？

解　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用除法计算．所以

运走的水泥是原有水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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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９　　 　 　

６０
２４０＝ １

４
；

　　运走的水泥是余下水泥的

６０
２４０－６０＝ １

３
；

　　余下的水泥是原有水泥的

２４０－６０
２４０ ＝ ３

４．

　　６５７．一种收音机由７２元一台降价到３０元一台，降低了几分之几？原

价是现在价格的几倍？

解　降低了７２－３０
７２ ＝７

１２
；

原价是现价的７２
３０＝２２

５
（倍）．

６５８．甲数的２
３

等于 乙 数 的 ３
４．甲 数 是 乙 数 的 几 分 之 几？乙 数 是 甲 数

的几分之几？

解　甲数是乙数的３
４÷２

３＝９
８

；

乙数是甲数的２
３÷３

４＝８
９．

６５９．五年级学生１８０人，达 到《国 家 体 育 锻 炼 标 准》的 有１０８人，达 标

人数占五年级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几？

解　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 分 之 几，用 除 法 计 算．计 算 时，一 般 先 求

出小数，再化成百分数．所以，

１０８
１８０＝０．６＝６０％．

　　６６０．实验小学三（１）班有男同学２２人，女同学２８人，问男同学和女同

学各占全班人数的百分之几？

解　 ２２
２２＋２８＝０．４４＝４４％…男生；

　　 ２８
２２＋２８＝０．５６＝５６％…女生．

６６１．某校入 学 考 试，报 考 学 生１０００人，其 中 女 生１００人．若 男 女 生 各

录取４５人，则男、女生录取名额 各 占 其 报 考 人 数 的 百 分 之 几？又 女 生 报 考

人数是男生报考人数的百分之几？

解　男生录取名额占报考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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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１０００－１００＝ １

２０＝５％；

　　女生录取名额占报考人数的

４５
１００＝４５％；

　　女生报考人数是男生报考人数的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 １

９ ≈１１．１％．

　　６６２．少先队员制作飞机模型，一中队制作５架，二中队制作４架．问一

中队比二中队多百分之几？二中队比一中队少百分之几？

解　一中队比二中队多

（５－４）÷４＝２５％；

　　　　二中队比一中队少

（５－４）÷５＝２０％．
　　６６３．一公顷森林每天可 以 吸 收１０００千 克 二 氧 化 碳，放 出７３０千 克 氧

气．求吸收的二氧化碳比放出的氧气多几分之几？

解　（１０００－７３０）÷７３０＝２７
７３．

６６４．我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１２％是平原，其中最大的东北平原

面积是３５万平方公里．问东北平原占全国平原总面积的几分之几？

解　 ３５
９６０×１２％＝１７５

５７６．

６６５．一昼夜已经过去了３
４

，余下的时间较过去的时间少几分之几？

解　把一昼夜 时 间 看 作“１”，过 去 ３
４

，余 下 １－（ ）３
４

，余 下 的 时 间 较 过

去的时间少

３
４ － １－（ ）３

４
３
４

＝ ２
３．

　　６６６．妹妹的年龄比姐姐小１
１１

，那么姐姐的年龄比妹妹大几分之几？

解　把姐姐的年龄看作“１”，那么妹妹的年龄是姐姐的１－１
１１＝１０

１１．

姐姐的年龄比妹妹大

１
１１
１０
１１

＝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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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６６７．由水结成冰，体积增加了１
１１

；问当冰融化成水时，减少了冰的体积

的几分之几？

解１　把水的体积看 作“１”，那 么 冰 的 体 积 应 是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１．当 冰 融

化成水时，减少了冰的体积的

１２
１１－１

１２
１１

＝１
１２．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１１－１

１＋ １
１１

＝ １
１２

；

　　解２　冰的体积＝水的体积× １＋１（ ）１１
，

水的体积＝冰的体积÷ １＋１（ ）１１

＝冰的体积×１１
１２

＝冰的体积× １－１（ ）１２ ．

所以冰融化成水，减少了冰的体积的１
１２

；

解３　水结成冰，体积增 加 了 １
１１．假 定 水 的 体 积 为１１份，结 成 冰 后，体

积增加１份，冰的体积就是１２份．冰融化成水，体积减少１份，占冰体积（１２

份）的１
１２

，所以冰融化成水体积减少１
１２．

６６８．我国１９７８年产钢３１６３万 吨，１９７９年 产 钢３４４８万 吨．问１９７９年

比１９７８年增产百分之几？（百分号前面保留整数）
解　（３４４８－３１６３）÷３１６３≈０．０９０＝９％．
６６９．修建一座化肥厂实际投资２８．８万元，比原计划节约了７．２万元，

求节约了百分之几？

解　 ７．２
２８．８＋７．２＝２０％．

６７０．黄河皮鞋厂六月份计划生产皮鞋２０００双，上旬生产了８５０双，中

旬生产了７５０双，问还剩下全月计划的百分之几没有完成？

解　（２０００－８５０－７５０）÷２０００＝２０％．

６７１．修路队修一条公路，已修４．８千米，还剩５１
５

千米没有修．求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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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的百分之几？

解　４．８÷ ４．８＋５（ ）１
５ ＝４８％．

６７２．一项工程，甲工作７日可以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３

，乙工作８日可以完

成全工程的３
４．问甲的工作效率是乙的百分之几？

解　 １
３（ ）÷７ ÷ ３

４（ ）÷８ ≈０．５０８＝５０．８％．

６７３．一个人原来４天完成 一 件 工 作，现 在 只 要３天 就 可 以 完 成．问 他

的工作效率现在比原来提高了百分之几？

解　 １
３－（ ）１

４ ÷１
４≈３３．３％．

６７４．小明看一本１２０页的书，如 果 再 看８页，那 么 看 过 的 页 数 就 相 当

于这本书的２
５．问小明看过的页数占这本书的几分之几？

解　
１２０×２

５－８

１２０ ＝１
３．

６７５．红光衬衫厂四 月 份 生 产 衬 衫４万 件，五 月 份 计 划 比 四 月 份 增 产

４％，结果实际生产数比计划数多１４００件．问这家工厂五月份的实际生产量

比四月份增产百分之几？

解　４００００×４％＋１４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７．５％．

６７６．一个机器 厂 去 年 原 计 划 生 产 ２４００台 机 器，结 果 上 半 年 生 产 了

１３５０台，下半年比上半年多生产１８０台，问全年产量超过原计划百分之几？

解　１３５０×２＋１８０－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０％．

６７７．某工厂两个小组按计划每月共生产零件６８０个，结果第一小组超

额完成本组计划的２０％，第二小组比本组计划多生产零件５４个，这样两个

小组 一 共 比 原 计 划 多 生 产 零 件１１８个．问 第 二 小 组 比 本 组 计 划 超 额 百 分

之几？

解　第 一 小 组 超 额（１１８－５４）个，第 一 小 组 计 划 生 产［（１１８－５４）÷
２０％］个．所以第二小组比本组计划超额

５４
６８０－（１１８－５４）÷２０％ ＝１５％．

　　６７８．要 把５０吨 水 泥 运 往 某 工 地，用５辆 载 重 量３．５吨 的 汽 车 运 了

２次．问剩下的水泥占总数的百分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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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５０－３．５×５×２
５０ ＝３０％．

６７９．生产一批零件，原计划５天完成，由于改进技术，实际上比原计划

提前１天完成，问改进技术后工作效率提高百分之几？

解　

１
５－１－１

５
１
５

＝２５％．

６８０．把含糖量６５％的糖水２１０克和含糖量４５％的糖水２９０克混合后，
得到的糖水含糖量为百分之几？

解　２１０×６５％＋２９０×４５％
２１０＋２９０ ＝５３．４％．

６８１．甲库存粮２５０吨，乙库 存 粮１８０吨．问 甲 库 拿 出 它 的 百 分 之 几 给

乙库，可以使两库存粮的吨数相等？

解　
（２５０－１８０）÷２

２５０ ＝１４％．

６８２．某厂生产的红宝石实 行 降 价．一 级 品 由 原 来 的 每 千 克１１００元 降

到４９０元；二级品由每千克８５０元降到３９０元；三级品由每千克６５０元降到

１９０元．问哪个级别的产品降价的百分比最大？

解　一级品降价　１１００－４９０
１１００ ≈５５．５％；

二级品降价　８５０－３９０
８５０ ≈５４．１％；

三级品降价　６５０－１９０
６５０ ≈７０．８％．

所以三级品降价的百分比最大．
６８３．有大小两桶盐水，大桶装３０千 克 盐 水，其 中 含 有１０％的 盐；小 桶

的盐水含有２千克盐，占小 桶 盐 水 重 量 的８％，若 把 两 桶 盐 水 混 合 在 一 起，
混合后盐水中的盐占有百分之几？（百分数前面保留一位小数）

解　３０×１０％＋２
３０＋２÷８％ ≈９．１％．

６８４．含盐７０％的盐水２千克和含盐６０％的盐水３千克混合后的浓度

是多少？要使其浓度为３２％，应加水多少千克？

解　混合后的浓度为

２×７０％＋３×６０％
２＋３ ＝６４％．

　　加水以后，盐水的重量是（２＋３＋水 的 千 克 数），其 中 含 盐（２＋３＋水 的

千克数）×３２％．由于加的是水，含的盐仍是（２×７０％＋３×６０％）千克．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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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水的千克数）×３２％＝２×７０％＋３×６０％．
所以应加水

（２×７０％＋３×６０％－２×３２％－３×３２％）÷３２％ ＝５（千克）．

　　应加的水还可通过以下的分析得到：
因为加的是水，因此稀释后的盐 水 所 含 的 盐 仍 是（２×７０％＋３×６０％）

千克．即在算式

２×７０％＋３×６０％
２＋３ ＝６４％中分子不 变．现 在 浓 度 从６４％变 为３２％，即

算式中的分数值缩小了２倍．在 分 数 中 分 子 不 变，要 使 分 数 值 缩 小２倍，则

分母必须扩大２倍，即分母应变为（２＋３）×２＝１０．因此求得应加的水是１０
－（２＋３）＝５（千克）．

６８５．某县种子推广站用３００粒玉米种子做发芽试验，结果发芽的种子

有２８８粒，求发芽率．
解　

发芽率 ＝
发芽种子数

种子总数 ×１００％．

２８８
３００×１００％ ＝９６％．

　　６８６．一个面粉厂用４００００千克小麦磨出面粉３４０００千克，求小麦的出

粉率．

解　出粉率＝
面粉斤数
小麦斤数×１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１００％ ＝８５％．

　　６８７．光明配件厂一车 间 日 产 零 件２１００个，合 格 的 产 品 达２０５８个，求

合格率．
解　

合格率 ＝
合格的产品数

产品总数 ×１００％．

２０５８
２１００×１００％ ＝９８％．

　　６８８．一个村有劳动力７５人，有一天出勤７２人，计算这一天的出勤率．
解　

出勤率 ＝
实际出勤人数

应出勤人数 ×１００％．

７２
７５×１００％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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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９．取稻种１８０粒，做发 芽 试 验，三 天 以 后，发 芽 的 种 子 有１１０粒．七

天以后，发芽的种子有１６５粒．求这批稻种的发芽势和发芽率．
解　农作物种子发芽常常是初期（三 至 四 天）比 较 集 中．初 期 集 中 的 发

芽率叫做发芽势．

发芽势：１１０
１８０×１００％≈６１％；

发芽率：１６５
１８０×１００％≈９２％．

６９０．红星小学六年级有学生１１８人，达到国家体锻标准的有７７人，求

达标率．
解　

达标率 ＝
达到体锻标准的人数

总人数 ×１００％．

７７
１１８×１００％ ≈６５．３％．

　　６９１．一次战斗中，三连的大炮共打炮弹８６２发，打中目标的是７５３发，
求命中率．

解　

命中率 ＝
中标炮弹数
发射炮弹数 ×１００％．

７５３
８６２×１００％ ≈８７．４％．

　　６９２．取小麦５００克，烘干后，还有４２８克．计算这种小麦的烘干率和含

水率．
解　

烘干率 ＝
烘干后的重量
烘干前的重量 ×１００％

４２８
５００×１００％ ＝８５．６％；

含水率 ＝
烘干前的重量 － 烘干后的重量

烘干前的重量 ×１００％

５００－４２８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４％．

　　６９３．长征农场有耕地１６０００公顷，去年全年播种三麦８５００公顷，蚕豆

１２００公顷，油菜１０００公顷，紫云英１５００公顷，水稻８４００公顷，棉花３５００公

顷，大豆２０００公顷，蔬菜瓜类２９００公顷，求这个农场去年土地的复种指数．

解　复种指数＝
全年的播种面积

耕地面积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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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００＋１２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８４００＋３５００＋２０００＋２９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１．３％．
　　６９４．红星小学 有 学 生８５０名，上 学 期 有４２名 同 学 患 近 视 眼，求 近 视

率．经过采取防近措施，本学期患近视的同学下降到３０名．问本学期的近视

率比上学期的近视率下降百分之几？

解　上学期的近视率

４２
８５０×１００％ ≈４．９％．

　　本学期的近视率比上学期的近视率下降

４２－３０
８５０ ×１００％ ≈１．４％．

　　６９５．第四职工业余中学 高 中 数 学 班 开 班 初 有 学 员５０名，经 过 一 年 学

习，参加结业考试的有４５名，考试合格，领到结业证书的有４２名．求这个班

的巩固率和结业率．

解　巩固率＝
参加结业考试人数

开班初的人数 ×１００％．

４５
５０×１００％ ＝９０％．

　　结业率＝
考试及格人数

参加结业考试人数×１００％．

４２
４５×１００％ ≈９３．３％．

　　６９６．某区去年查处经 济 犯 罪 案 件８２件，到 年 底 结 案 处 理 的 是５４件．
求结案率．

解　５４
８２×１００％≈６５．９％．

６９７．某县原有人口４５１０００人，１９８４年 出 生６７６５人，死 亡２９７６人．求

这个县１９８４年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解　出生率＝
出生人数
人口总数×１０００‰，

６７６５
４５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５‰；

　　死亡率＝
死亡人数
人口总数×１０００‰，

２９７６
４５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６．６‰；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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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６‰ ＝８．４‰．
　　【注意】　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通常用千分数表示．

６９８．有房子一所，价 值６００００元，按 它 的 ２
３

保 险，每 年 出 保 险 费３８４

元，求保险率．

解　保险率＝
保险费
保险金×１００％，

３８４

６００００× ２
３

×１００％ ＝０．９６％．

　　６９９．２５０名 学 生 参 加 数 学 竞 赛，其 中 ４０％ 是 女 生．女 生 的 及 格 率 是

６０％，男生的及格率是７４％．求这次竞赛的及格率．
解　及格的女生数：

２５０×４０％×６０％ ＝６０（名）；

　　及格的男生数：
（２５０－２５０×４０％）×７４％ ＝１１１（名）；

　　及格率＝
及格人数

参加考试人数×１００％，

６０＋１１１
２５０ ×１００％ ＝６８．４％．

　　７００．光明配件厂生产一批配件，经检验不合格产品有４２个，合格产品

是不合格产品的４９倍．求这批配件的合格率．

解　 ４２×４９
４２＋４２×４９×１００％＝９８％．

也可以这样分析：因为合格产品 是 不 合 格 产 品 的４９倍，所 以 合 格 产 品

占产品总数的 ４９
４９＋１

，即４９
５０

，化成百分数得合格率为９８％．

（４）较复杂的应用题

① 只乘一次的

７０１．物体在月球上的重量等于地球上重量的１
６

，如果一个物体在地球

上是１３８千克，在月球上的重量比地球上轻多少千克？

解　设物体在地球上的重量为“１”，那么在月球上的重量比地球上的重

量轻 １－（ ）１
６ ．

１３８× １－（ ）１
６ ＝１１５（千克）．

　　７０２．某化肥厂五月份计划 生 产 化 肥７５０吨，实 际 产 量 超 过 计 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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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实际生产了多少吨？

解　设五月份计划产量为“１”，那么实际产量是计划产量的（１＋２０％）．
７５０×（１＋２０％）＝９００（吨）．

　　７０３．市一医院六月份烧煤２５吨，七月份烧的煤是六月份的８５％，求两

个月共烧煤多少吨？

解　设六月份烧煤量为“１”，那么七月份烧煤量为８５％，两个月烧煤量

为六月份的（１＋８５％）．
２５×（１＋８５％）＝４６．２５（吨）．

　　７０４．建筑一座化肥厂，原计划投资３６万元，实际投资只相当于原计划

的８０％，求比原计划节约多少万元？

解　３６×（１－８０％）＝７．２（万元）．
７０５．一个农具厂生产一种机器所 用 的 工 时，比 原 来 减 少 了２５％．原 来

用１０４个工时，现在用多少个工时？

解　１０４×（１－２５％）＝７８（个工时）．
７０６．从邮电局汇款到北京，汇率 为１％．现 在 要 汇 款２８０元，那 么 连 汇

费共需付款多少元？

解　汇款×汇率＝汇费；
汇款×（１＋汇率）＝汇款与汇费的总额．
∴　２８０×（１＋１％）＝２８２．８（元）．

７０７．仓库里原有化肥７２００千克，取出３
４

，还剩多少千克？

解　７２００× １－（ ）３
４ ＝１８００（千克）．

７０８．地球表面积大约是５．１亿 平 方 公 里，陆 地 面 积 占２９％，其 余 是 海

洋．问海洋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公里？

解　５．１×（１－２９％）＝３．６２１（亿平方公里）．

７０９．红星化肥厂第一天生产化肥２０．５吨，第二天比第一天多生产３１
２

吨，第三天比第二天多生产１
８．问第三天生产化肥多少吨？

解　 ２０．５＋３（ ）１
２ × １＋（ ）１

８ ＝２７（吨）．

７１０．筑路队修筑一段长４
５

千米的公路，第一天 修 了 它 的 ２
５

，第 二 天 修

了２
５

千米．问这段公路还有几千米没修？

解　４
５× １－（ ）２

５ －２
５＝２

２５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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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某棉花种植专业 户 去 年 种 棉 花４公 顷，平 均 每 公 顷 产 籽 棉２１００
千克．今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和去年 相 同，但 每 公 顷 产 量 比 去 年 增 产 一 成，今

年籽棉的总产量是多少千克？

解　２１００×（１＋１０％）×４＝９２４０（千克）．
７１２．东风农具厂计划一个 月 生 产 小 农 具２０００件，由 于 加 强 了 科 学 管

理，上半月已完成１２００件．如 果 要 求 全 月 的 实 际 产 量 超 过 计 划３０％，下 半

月还要生产多少件？

解　２０００×（１＋３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件）．
７１３．育才小学三年级参加 科 技 小 组 的 有３５人，是 四 年 级 参 加 人 数 的

５
６

，五年级参加科技小组的人数比三年级多４０％．问这三个年级参加科 技

小组的学生共有多少人？

解　３５＋３５÷５
６＋３５×（１＋４０％）＝１２６（人）．

７１４．绿叶服装厂计划一 个 月 生 产 汗 衫４００００件，结 果 上 半 月 完 成 ５
８．

如果下半月完成的与上半月同样多，这个月可以比原计划多生产多少件？

解１　４００００× ５
８（ ）×２－１ ＝１００００（件）；

解２　设这个月可比原计划多生产ｘ件．依题意，得

４００００＋ｘ＝４００００× ５
８ ×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００．
所以，这个月可比原计划多生产１００００件．
７１５．一个收购站计划收购 中 草 药１５００千 克，第 一 次 完 成 收 购 计 划 的

５５％，第二次完成收购计划的６０％．问实际收购中草药比计划多多少千克？

解　１５００×（５５％＋６０％－１）＝２２５（千克）．

７１６．果园里有苹果树和梨树共２６０棵，其中苹果树占 ８
１３

，梨树比 苹 果

树少多少棵？

解　２６０× ８
１３－ １－８（ ）［ ］１３ ＝６０（棵）．

７１７．一个长方形，长９．８分米，宽是长的５
７

，周长是多少？

解　９．８× １＋（ ）５
７ ×２＝３３．６（分米）．

７１８．有一堆煤共４０吨，第 一 次 用 去 其 中 的２５％，第 二 次 用 去 其 中 的

２０％．问第二次比第一次少用多少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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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４０×（２５％－２０％）＝２（吨）．
７１９．零售商店运来两筐苹果，第 一 筐 重５３．５千 克，第 二 筐 重４２．５千

克，仅半天时间就卖出了总数的１１
１２

，还剩下多少千克？

解　（５３．５＋４２．５）× １－１１（ ）１２ ＝８（千克）．

７２０．光明电镀厂五 月 份 用 电２５０００千 瓦·时，六 月 份 比 五 月 份 节 约

１０％．求两个月共用电多少千瓦·时？

解１　２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１－１０％）＝４７５００（千瓦·时）；
解２　２５０００×［１＋（１－１０％）］＝４７５００（千瓦·时）．

７２１．甲、乙两队合修一条４８００米 长 的 公 路，甲 队 修 了 全 路 的 ７
１２

，求 乙

队比甲队少修几米？

解　４８００× ７
１２－ １－７（ ）［ ］１２ ＝８００（米）．

７２２．永久自行车厂共有工人１３１２名，其中３
８

是女工，女工比男工少多

少人？

解　１３１２× １－３
８－（ ）３

８ ＝３２８（人）．

７２３．运输队运送６００００块砖到某建筑工地，第一队运２５％，第二队运

２
５

，其余的由第三队运．问第三队要运多少块？

解　６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２
５ ＝２１０００（块）．

７２４．姐弟两人共储蓄３１５元，姐姐储蓄的钱数占两人储蓄总额 的 ４
７．

后来姐姐因有急 事 取 出 部 分 存 款 后，她 的 钱 数 只 占 两 人 原 来 储 蓄 总 额 的

５
１４．问这时姐弟两人储蓄总数是多少元？

解　弟弟存款数 占 两 人 总 额 的 １－（ ）４
７

，姐 姐 取 出 部 分 存 款 后，两 人

这时的存款数占原来总数的１－４
７＋５

１４
，所以两人这时还有的存款数为

３１５× １－ ４
７ ＋ ５（ ）１４ ＝２４７．５０（元）．

　　７２５．炼铁厂六月份计划炼铁１２００吨，上旬炼了计划数的２
５

，中旬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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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旬多炼了计划数的１
２０

，问下旬还要炼多少吨铁才能完成计划？

解　１２００× １－２
５－ ２

５＋１（ ）［ ］２０ ＝１８０（吨）．

７２６．某采煤队去年采煤６４０００吨，今年的采煤量比去年增加１０％，这

个采煤队去年和今年一共采煤多少吨？

解　６４０００×［１＋（１＋１０％）］＝１３４４００（吨）．

７２７．蔬菜站运来两车萝卜，第一车重１７５０千克，第一车萝卜的 １
７

等于

第二车萝卜的１
５

，如果把 这 两 车 萝 卜 分 装 在１２５个 筐 里，平 均 每 筐 装 多 少

千克？

解　第二车萝卜等于第一车萝卜的 １
７÷（ ）１

５ ．

１７５０× １＋ １
７ ÷（ ）１

５ ÷１２５＝２４（千克）．

　　７２８．仓库里有一批化 肥，第 一 次 取 出３００千 克，第 二 次 比 第 一 次 多 取

出１２．５％，第三次比第二次少取１
１５

，三次所取化肥 正 好 是 总 数 的５％．问 这

批化肥有多少吨？

解　３００×（１＋１２．５％）＝３３７．５（千克），

３３７．５× １－ １（ ）１５ ＝３１５（千克），

（３００＋３３７．５＋３１５）÷５％ ＝１９０５０（千克）．
　　综合算式：

３００＋３００×（１＋１２．５％）＋３００×（１＋１２．５％）× １－ １（ ）［ ］１５ ÷５％

＝１９０５０（千克）＝１９．０５（吨）．

　　７２９．修一条水渠，第一天修了５１
２

米，第二天比第一天多修１
５．第三天

修的是第一天的１３
４

倍．问三天共修多少米？

解　５１
２× １＋ １＋（ ）１

５ ＋１［ ］３
４ ＝２１２９４０

（米）．

７３０．把一根长６米的竹竿插入池里，１
４

露出水面，２
１５

插在泥里．问池水

深多少米？

解　６× １－１
４－２（ ）１５ ＝３７

１０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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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两个筑路队，第一队有１２０人，把第一队人数的２０％调入第二队，

则第二队人 数 的 ２
３

正 好 是 第 一 队 人 数 的 ３
４．原 来 第 二 队 比 第 一 队 少 多

少人？

解１　设第一队原有人数为“１”，则第一队现有人数为１－２０％，于是可

得（１－２０％）×３
４÷２

３
为 第 二 队 现 有 人 数，（１－２０％）×３

４÷２
３－２０％为

第二队原有人数．因此，原来第二队比第一队少

１２０× １－ （１－２０％）× ３
４ ÷ ２

３ －［ ］｛ ｝２０％ ＝３６（人）；

　　解２　从第一队调入第二队的人数为１２０×２０％＝２４（人），那 么，第 二

队现有人数为（１２０－２４）×３
４÷２

３＝１０８（人），原 有 人 数 应 为１０８－２４＝８４

（人），比第一队少１２０－８４＝３６（人）．
综合算式为

１２０－ １２０×（１－２０％）× ３
４ ÷ ２

３ －１２０×［ ］２０％ ＝３６（人）．

　　７３２．张明读一本１３５页的书，第 一 天 读 了 全 书 的 ４
１５

，第 二 天 读 了 余 下

的４
９．问他两天所读的页数比剩下的多几页？

解　第二天读了余下的４
９

，就是这本书的 １－４
１５

４
９（ ）［ ］× ．最 后 剩 下

这本书的 １－４
１５－ １－４（ ）１５ ×［ ］４

９ ．

１３５× ４
１５＋ １－ ４（ ）１５ × ４

９ － １－ ４
１５－ １－ ４（ ）１５ ×［ ］｛ ｝４

９ ＝２５（页）．

　　７３３．书架上有三层书，第一层放１２５本书，第二层比第一层多 １
５

，第三

层又比第二层多１
５．问这个书架共有书多少本？

解　１２５× １＋ １＋（ ）１
５ ＋ １＋（ ）１

５ × １＋（ ）［ ］１
５ ＝４５５（本）．

② 只除一次的

７３４．果园里有梨树１６８棵，梨树比苹果树多１
７

，求苹果树有几棵？

解１　设 苹 果 树 的 棵 数 为“１”，则 梨 树 棵 数 为 它 的 １＋（ ）１
７ ．已 知 苹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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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树棵数的 １＋（ ）１
７

是１６８棵，求苹果树的棵数，用除法计算．所以

１６８÷ １＋（ ）１
７ ＝１４７（棵）；

　　解２　设苹果树有ｘ棵．依题意，得

ｘ× １＋（ ）１
７ ＝１６８．

　　解方程，得　ｘ＝１４７．所以苹果树有１４７棵．

７３５．一个工厂由于采用了 新 工 艺，现 在 每 件 产 品 的 成 本 是３７．４０元，

比原来降低了１５％．求原来每件成本是多少元？

解１　设 原 来 每 件 产 品 的 成 本 为 “１”，则 现 在 每 件 成 本 是 它 的 （１－

１５％）．已知原来成本的（１－１５％）是３７．４０元，求 原 来 成 本，用 除 法 计 算．
所以

３７．４０÷（１－１５％）＝４４（元）；

　　解２　设原来每件成本是ｘ元．依题意，得

ｘ×（１－１５％）＝３７．４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４．所以原来每件成本是４４元．

７３６．某农业科学研究所今年小麦的播种面积是２５．９２公顷，比去年增

加了８％．问去年小麦的播种面积是多少公顷？

解１ ２５．９２÷（１＋８％）＝２４（公顷）．

　　解２　设去年播种小麦ｘ公顷．依题意，得

ｘ×（１＋８％）＝２５．９２．

　　解方程，得　ｘ＝２４．
所以去年小麦的播种面积是２４公顷．

７３７．一个工人制造机器零件，半天完成了定额的６０％，再做１２个就完

成全天任务．问这个工人的全天定额是多少？

解１　１２÷（１－６０％）＝３０（个）．
解２　设这个工人的全天定额是ｘ个零件．依题意，得

ｘ×（１－６０％）＝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３０．
所以这个工人全天的定额是３０个零件．

７３８．荷花 池 农 场 种 甘 蔗 ９０ 公 顷，比 花 生 少 种 １
４

， 求 种 花 生 多 少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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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９０÷ １－（ ）１
４ ＝１２０（公顷）．

７３９．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已行全程的３
８

，还离乙地１０５千米．问

甲、乙两地之间的公路长多少千米？

解　１０５÷ １－（ ）３
８ ＝１６８（千米）．

７４０．一本书共４８０页，已经看过的页数是剩下页数的 ２
３

，还剩下 多 少

页没看？

解１　设剩下的页数为“１”，已 经 看 过 的 是 它 的 ２
３

，总 页 数４８０相 当 于

剩下页数的 １＋（ ）２
３ ．所以

４８０÷ １＋（ ）２
３ ＝２８８（页）；

　　解２　设剩下ｘ页没有看．依题意，得

ｘ＋ ２
３ｘ＝４８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８８．
所以还剩２８８页没有看．

７４１．东光化肥厂三月份生产的化肥量是四月份生产化肥量的４０％．问

四月份比三月份多生产１２０吨，四月份生产化肥多少吨？

解１　设四月份生产的 化 肥 量 为“１”，那 么 三 月 份 生 产 的 是 它 的４０％，

差额１２０吨相当于四月份生产的（１－４０％）．所以

１２０÷（１－４０％）＝２００（吨）；

　　解２　设四月份生产化肥ｘ吨．依题意，得

ｘ－４０％ｘ＝１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００．
所以四月份生产化肥２００吨．

７４２．一个等于５
７

的分数，它的分母与分子的和是１０８，求这个分数．

解１　设分数的分母为“１”，则分子为５
７

，１０８是分母的 １＋（ ）５
７ ．

１０８÷ １＋（ ）５
７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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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６３×５
７＝４５，所以这个分数是４５

６３
；

解２　设分数的分子为ｘ，则分母为１０８－ｘ．依题意，得

ｘ
１０８－ｘ＝ ５

７．

　　解方程，得　ｘ＝４５，１０８－ｘ＝１０８－４５＝６３．

故知所求分数为４５
６３

；

解３　分子与分母的比是５∶７，按比例分配，得

１０８× ５
５＋７＝４５，

１０８× ７
５＋７＝６３．

　　故知所求分数为４５
６３．

７４３．批发部 运 来 一 批 水 果，其 中 梨 子 比 苹 果 多 ２
５

，甘 蔗 比 苹 果 少

２０％，已知甘蔗为３６０千克，问苹果和梨子各有多少千克？

解　３６０÷（１－２０％）＝４５０（千克）…苹果；

４５０× １＋（ ）２
５ ＝６３０（千克）…梨子．

７４４．代人卖出货物，照卖价扣去佣金５％，而卖主得款１６９．４８元，问卖

价是多少？佣金是多少？

解　设卖价为“１”，则１６９．４８元相当于卖价的（１－５％），所以卖价为

１６９．４８÷（１－５％）＝１７８．４０（元）；

　　佣金为

１７８．４０×５％ ＝８．９２（元）．

　　７４５．某种货品从国外进口，按照 货 价 的７５％向 海 关 纳 税．现 在 该 货 连

税共８７５０元，则该货的原价值是多少元？

解　根据货价×税率＝税金，货价×（１＋税率）＝总价．所以，货价＝总

价÷（１＋税率）．
８７５０÷（１＋７５％）＝５０００（元）．

　　７４６．甲、乙、丙三人合作加工一批零件．甲加工的零件占总数的３０％，乙

加工了２７０个，丙加工的零件占总数的２５％．问三个人共加工零件多少个？

解１　２７０÷（１－３０％－２５％）＝６００（个）；
解２　设三人共加工零件ｘ个．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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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ｘ＋２７０＋２５％ｘ＝ｘ．
　　解方程，得　ｘ＝６００．

所以三个人共加工零件６００个．

７４７．一袋水泥，用去 ２
５

，剩下的部分比用去的部分多１０千克，求 这 袋

水泥重多少千克？

解　 １０÷ １－２
５－（ ）２

５ ＝５０（千克）．

　　７４８．某建筑工地有水泥若干 袋，第 一 次 用 去 总 数 的 １
５

，第 二 次 用 去 总

数的１
４

，还剩１６５袋．问工地原有水泥多少袋？

解　１６５÷ １－１
５－（ ）１

４ ＝３００（袋）．

７４９．五年级学生去夏令营 活 动，管 伙 食 的 小 明 到 厨 房 去 领 碗．张 大 伯

问他：“领多少？”他说：“领５５个．”又 问：“多 少 人 吃 饭？”小 明 说：“一 人 用 一

个饭碗，两人用一个菜碗，三人用一个汤碗．”你算一算有多少人吃饭？

解１　根据题意，每人用１个饭碗，１
２

个菜碗，１
３

个汤碗．所以

５５÷ １＋ １
２ ＋（ ）１

３ ＝３０（人）；

　　解２　设有ｘ人吃饭．依题意，得

ｘ＋ ｘ
２ ＋ ｘ

３ ＝５５．

　　解方程，得　ｘ＝３０．
所以有３０人吃饭．

７５０．五年级（１）班，男生人数比全班人数的３
５

少５人，女生人数是全班

人数的１
２．求全班人数．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由 图 知， 全 班 人 数 的

３
５－ １－（ ）［ ］１

２
正好是５人，则全班人

数为：

５÷ ３
５ － １－（ ）［ ］１

２ ＝５０（人）．

　　解２　设全班人数为ｘ人．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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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　　 　 　

３
５ｘ－５＋ ｘ

２ ＝ｘ．

　　解方程，得　ｘ＝５０．
所以全班人数为５０人．

７５１．为了绿化校园，长青小学买了一批树苗，一年级师生领去１
１１

，二年

级师生 领 去 １
９

，已 知 二 年 级 比 一 年 级 多 领 ８棵．问 这 个 学 校 共 买 树 苗 多

少棵？

解　８÷ １
９－１（ ）１１ ＝３９６（棵）．

７５２．甲乙两个工程队合修一 段 公 路，甲 队 每 天 完 成 总 量 的 １
２０

，乙 队 每

天完成３０米，经过８天全部完成．问这段公路长多少米？

解１　设这段公路的长 为“１”，则 两 队 每 天 共 完 成 这 段 公 路 的 １
８

，乙 队

完成这段公路的 １
８－１（ ）２０ ．所以，

３０÷ １
８ － １（ ）２０ ＝４００（米）；

　　解２　完成时乙队共修（３０×８）米，相当于这段公路的 １－１
２０（ ）×８ ．

３０×８÷ １－ １
２０×（ ）８ ＝４００（米）；

　　解３　设这段公路长ｘ米．依题意，得

ｘ
２０×８＋３０×８＝ｘ．

　　解方程，得　ｘ＝４００．
所以这段公路长４００米．
７５３．一桶汽油用去一半，又加进２０千克，这时桶里的汽油正好是原来

汽油的７５％．问这桶汽油原有多少千克？

解１　把这桶油原有的 重 量 看 作“１”，则２０千 克 相 当 于 这 桶 油 原 有 重

量的（７５％－５０％）．所以

２０÷（７５％－５０％）＝８０（千克）；

　　解２　设这桶汽油有ｘ千克．依题意，得

ｘ
２ ＋２０＝７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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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桶油原重８０千克．
７５４．一个街道工厂昨天的出勤率 是９９％，今 天 比 昨 天 多 缺 勤１人，因

此今天的出勤率是９８．５％．问这个厂共有职工多少人？

解　１÷（９９％－９８．５％）＝２００（人）．

７５５．甲、乙两筐苹果，甲筐的个数是乙筐的１
２．如果甲筐增加１０个，那

么甲筐的个数是乙筐的３
４．问两筐原来各有苹果多少个？

解１　１０÷ ３
４－（ ）１

２ ＝４０（个）…乙筐，

４０×１
２＝２０（个）…甲筐；

解２　设乙筐有苹果ｘ个，则甲筐有ｘ
２

个．依题意，得

ｘ
２ ＋１０＝ ３

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４０，ｘ
２＝４０×１

２＝２０．

所以甲筐有苹果２０个，乙筐有苹果４０个．

７５６．一人从东村步行到西村，走了全程的 ２
５

后，离路的终点还 有０．７５

千米．问东西两村间的路程是多少千米？

解１　０．７５÷ １
２－（ ）２

５ ＝７．５（千米）．

解２　设东西两村间的路程是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２ － ２

５ｘ＝０．７５．

　　解方程，得　ｘ＝７．５．
所以，东西两村间的路程是７．５千米．
７５７．小明骑自行车从甲地 到 乙 地，往 返 共 用 去４．５时，去 时 每 小 时 行

１５千米，返回时每小时行１２千米．求甲乙两地间的距离．

解１　小明往返１千米的时间为１
１５＋１

１２＝３
２０

（时），现往返共用４．５时，

所以甲乙两地距离为４．５÷３
２０＝３０（千米）．综合算式为

４．５÷ １
１５＋ １（ ）１２ ＝３０（千米）；

　　解２　因为往返的距离相等，所以往返所用时间与速度成反比 例．即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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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　　 　 　

返的时间之比是１２∶１５＝４∶５．因 此 在４．５时 中，往 用 ４．５× ４（ ）４＋５
时，返

用 ４．５× ５（ ）４＋５
时．由此可得甲乙两地的距离为

１５× ４．５× ４
４＋（ ）５ ＝３０（千米），

或 １２× ４．５× ５
４＋（ ）５ ＝３０（千米）；

　　解３　设甲乙两地间相距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１５＋ ｘ

１２＝４．５．

　　解方程，得　ｘ＝３０．
所以甲乙两地间的距离为３０千米．

７５８．一根铁丝用去２
５

，再用 去８米，这 样 共 用 去 这 根 铁 丝 的 ３
４

还 多１

米．求这根铁丝原长多少米？

解１　依题意可作右图：

如图所示，铁丝全长的 ３
４

与 ２
５

的 差 是

（８－１）米．所以，

（８－１）÷ ３
４ －（ ）２

５ ＝２０（米）；

　　解２　设这根铁丝长ｘ米．依题意，得

２
５ｘ＋８＝ ３

４ｘ＋１．

　　解方程，得　ｘ＝２０．
所以这根铁丝长２０米．
７５９．某职工到邮局去汇款，按规定汇率１％，加上汇款单０．０１元，共付

２０２．０１元．问这位职工汇款多少元？

解１　共付金额 数２０２．０１元，包 括 汇 款、汇 费、汇 款 单 购 买 费 三 部 分．
从中减去购买汇款单的费用０．０１元，剩 下 的 是 汇 款 与 汇 费 的 和，相 当 于 汇

款的（１＋１％）．所以，
（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１＋１％）＝２００（元）；

　　解２　设这位职工汇款ｘ元．依题意，得

ｘ＋１％ｘ＋０．０１＝２０２．０１．

　　解方程，得　ｘ＝２００．
所以某职工汇款２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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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０．新华造纸厂有女职工２００人，男职工人数比全厂职工总数的 ２
５

多

１００人．问全厂共有职工多少人？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女职工２００人与男职工比全厂职 工 总 数 的 ２
５

多 的１００人 之

和，相当于全厂职工总数的 １－（ ）２
５ ．所以，

（２００＋１００）÷ １－（ ）２
５ ＝５００（人）；

　　解２　设全厂共有职工ｘ人．依题意，得

ｘ－２００＝ ２
５ｘ＋１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００．
所以全厂共有职工５００人．

７６１．一批啤 酒，第 一 天 运 走 总 数 的 ２
５

，第 二 天 运 走 的 是 第 一 天 的

３７．５％，第三天又运走９０箱，刚好运完．问这批啤酒共多少箱？

解１　第 一、二 两 天 共 运 走 这 批 啤 酒 的 ２
５×（１＋３７．５％［ ］） ，所 以，这

批啤酒共

９０÷ １－ ２
５ ×（１＋３７．５％［ ］） ＝２００（箱）；

　　解２　设这批啤酒共ｘ箱．依题意，得

ｘ－ ２
５ｘ－ ２

５ｘ×３７．５％ ＝９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００．
所以这批啤酒共２００箱．

７６２．一袋食糖，第一 次 用 去 全 袋 的 １
４

，第 二 次 用 去 余 下 的 １
４

，最 后 剩

下的比两次用去的多１０千克．问这袋食糖原重多少千克？

解１　第二次用去全袋的 １－（ ）１
４ ×１

４．所以，

１０÷ １－ １
４ ＋ １－（ ）１

４ ×［ ］１
４ － １

４ ＋ １－（ ）１
４ ×［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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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８０（千克）；　　　　　　　　　　　　　　　　　　　　　
　　解２　设这袋食糖原重ｘ千克．依题意，得

ｘ－ １
４ｘ－ １

４
ｘ－ ｘ（ ）４ － ｘ

４ ＋ １
４

ｘ－ ｘ（ ）［ ］４ ＝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８０．
所以这袋食糖原重８０千克．
７６３．某小学三、四、五年级学生共种树５７６棵，四年级种树数是五年级

种树数的４
５

，三 年 级 种 树 数 是 四 年 级 种 树 数 的 ３
４

，问 三 个 年 级 各 种 树 多

少棵？

解　以四年级的种树数作为单位“１”．

　５７６÷ １＋１÷ ４
５ ＋（ ）３

４
＝１９２（棵）…… 四年级；

　１９２÷ ４
５

＝２４０（棵）…… 五年级；

　１９２× ３
４

＝１４４（棵）…… 三年级．

　　７６４．三个数的和是１１０１，已知甲数是乙数的３
４

，丙数比乙数多１．三个

数各是多少？

解　以乙数为“１”．假设丙 数 不 比 乙 数 多１，则 三 数 的 和 是（１１０１－１），

其中乙、丙分别是“１”，甲数是３
４．

　（１１０１－１）÷ １＋１＋（ ）３
４

＝４００…… 乙数；

　４００＋１＝４０１…… 丙数；

　４００× ３
４ ＝３００…… 甲数．

　　７６５．有三堆煤，共３６吨．若 从 第 一 堆、第 二 堆 中 各 取 出３吨 送 到 第 三

堆，这时第一堆是第二堆的１
３

，第三堆比第二堆多２
３．问这三堆煤原各有多

少吨？

解　以 第 二 堆 现 有 的 煤 为“１”，则 第 一 堆 是 它 的 １
３

，第 三 堆 是 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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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所以

　３６÷ １＋ ２
３ ＋１＋（ ）１

３
＝１２（吨）．
　１２＋３＝１５（吨）…… 第二堆；

　１２× １
３ ＋３

＝７（吨）…… 第一堆；

　１２× １＋（ ）２
３ －３×２

＝１４（吨）…… 第三堆．

　　７６６．甲、乙、丙 三 个 村 分 到 一 批 化 肥，甲 村 得 ３
５

，乙 村 得 ２
１５

，丙 村 比 乙

村多６００千克．问这批化肥共多少千克？

解１　６００÷ １－３
５－２

１５－２（ ）１５ ＝４５００（千克）；

解２　设这批化肥共ｘ千克．依题意，得

３
５ｘ＋ ２

１５ｘ＋ ２
１５ｘ＋（ ）６００ ＝ｘ．

　　解方程，得　ｘ＝４５００．
所以这批化肥共４５００千克．

７６７．饲养场养鸭２４００只，是鸡只数 的 ３
５

，又 比 鹅 的 只 数 多 ７
８．问 这 个

饲养场共养鸡、鸭、鹅多少只？

解　２４００＋２４００÷３
５＋２４００÷ １＋（ ）７

８ ＝７６８０（只）．

７６８．小吴家里买了 一 张 桌 子 和４只 凳 子，每 只 凳 子 的 价 格 是 桌 子 的

１
６

，一共用去５２０元．问桌子和凳子的单价各是多少？

解　　５２０÷ １＋１
６（ ）×４

＝３１２（元）……桌子；

　３１２×１
６

＝５２（元）……凳子．

７６９．一块铜和银的 合 金 重３３０克，其 中 铜 的 重 量 比 银 的 重 量 的 １
７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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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１０克．问这块合金中银和铜各重多少克？

解１　　（３３０＋１０）÷ １＋（ ）１
７

＝２９７１
２

（克）……银，

　３３０－２９７１
２＝３２１

２
（克），

或　２９７１
２×１

７－１０＝３２１
２

（克）……铜；

解２　设这块合金中含银ｘ克，则含铜（３３０－ｘ）克．依题意，得

ｘ
７ －１０＝３３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９７１
２

，３３０－ｘ＝３３０－２９７１
２＝３２１

２．

所以这块合金中含银２９７１
２

克，含铜３２１
２

克．

７７０．甲、乙两队共２５０人，甲 队 减 少 １
９

后，比 乙 队 还 多５人．问 两 队 各

多少人？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如果乙队的 人 数 与 甲 队 人 数 减 少 １
９

后 就 相 等，则 两 队 应 有

（２５０＋５）人．将甲队人数看作“１”，乙队人数就是甲队的 １－（ ）１
９ ．（２５０＋５）

人为甲队人数的 １＋ １－（ ）［ ］１
９

倍．所以

　（２５０＋５）÷ １＋ １－（ ）［ ］１
９

＝１３５（人）…… 甲队，

　２５０－１３５＝１１５（人），

　１３５× １－（ ）１
９ －５

＝１１５（人）…… 乙队；

　　解２　设甲队有ｘ人，则乙队有（２５０－ｘ）人．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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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ｘ
９ ＝２５０－ｘ＋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３５，

２５０－ｘ＝２５０－１３５＝１１５．

　　所以甲队有１３５人，乙队有１１５人．
７７１．有一根不到４米 长 的 竹 竿，从 一 头 量 到２米 的 地 方 打 一 个 记 号

“Ａ”，从另一头量到２米的地方 打 一 个 记 号“Ｂ”，两 个 记 号 之 间 的 距 离 是 竹

竿全长的１
９．问这根竹竿的全长是多少米？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竹竿两端点分别是Ｃ、Ｄ，把线段ＣＤ 看成是线段ＣＢ 与线段

ＡＤ 部分重合而成（ＡＢ 是重合部分）．将 线 段 ＡＤ 向 右 平 移．使 Ａ 点 与 线 段

ＣＢ 的端点Ｂ 点重合，则 Ｄ 点将落在Ｅ 点上．
ＢＥ ＝ＡＤ ＝２米，

ＣＥ ＝ＣＢ＋ＢＥ ＝２＋２＝４（米），

　　把线段ＣＤ 看作“１”，那么 ＤＥ＝ＡＢ＝１
９．

ＣＥ 的长度４米相当于ＣＤ 的 １＋（ ）１
９

，所以竹竿的长度为

２×２÷ １＋（ ）１
９ ＝３．６（米）；

　　解２　设竹竿的长度为ｘ米．依题意，得

２＋２－ｘ＝ １
９ｘ．

　　解方程，得　ｘ＝３．６．所以竹竿的长度是３．６米．
７７２．甲仓有粮１００吨，乙仓 有 粮２０吨．问 从 甲 仓 中 调 多 少 吨 给 乙 仓，

才能使乙仓的粮食是甲仓的１
２

？

解１　１００－（１００＋２０）÷ １＋（ ）１
２ ＝２０（吨）；

解２　设应从甲仓中调ｘ吨给乙仓．依题意，得

１
２

（１００－ｘ）＝２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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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５　　 　 　

　　解方程，得　ｘ＝２０．

所以从甲仓中调２０吨给乙仓，才能使乙仓的粮食是甲仓的１
２．

７７３．甲、乙两站共存煤４２００吨，甲站运入７５０吨，乙站运 出４５０吨 后，

乙站存煤是甲站的７
８．求甲、乙两站原来各存煤多少吨？

解　（４２００＋７５０－４５０）÷ １＋（ ）７
８ －７５０＝１６５０（吨）……甲站；

（４２００＋７５０－４５０）÷ １＋（ ）７
８ ×７

８＋４５０＝２５５０（吨）……乙站．

７７４．某校四年级（１）班抽全班 人 数 的 １
５

参 加 大 扫 除，后 来 又 有 两 名 同

学参加，这时实际参加人数是未参加人数的１
３

，求全班人数．

解１　 以 未 参 加 人 数 为 “１”，则 实 际 参 加 人 数 为 １
３

，全 班 人 数 为

１＋（ ）１
３ ．实际参加人数占全班人数的

１
３

１＋１
３

．２名后参加者是全班人数的

１
３

１＋１
３

－
烄

烆

烌

烎

１
５

，所以，

２÷

１
３

１＋ １
３

－
烄

烆

烌

烎

１
５ ＝４０（人）；

　　解２　设全班人数为ｘ人．依题意，得

ｘ
５ ＋２＝ １

３ ｘ－ ｘ
５ ＋（ ）［ ］２ ．

　　解方程，得　ｘ＝４０．
所以全班人数为４０人．

７７５．一条水渠，已经修的比全长的 １
３

多２０米，还 剩 全 长 的 ４
９

没 有 修．

问这条水渠长多少米？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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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２０米相当于全长的 １－４
９－（ ）１

３ ．所以，

２０÷ １－４
９－（ ）１

３ ＝９０（米）；

解２　设水渠长ｘ米．依题意，得

ｘ
３ ＋２０＋ ４

９ｘ＝ｘ．

　　解方程，得　ｘ＝９０．
所以这条水渠长９０米．
７７６．甲仓比乙仓多存粮１６吨，如从乙仓取出８吨，乙仓存粮正好是甲

仓的３
４．问甲、乙两仓原来各存粮多少吨？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甲仓的 １－（ ）３
４

正好是（１６＋８）吨．所以

（１６＋８）÷ １－（ ）３
４ ＝９６（吨）…… 甲仓；

９６－１６＝８０（吨）…… 乙仓；

　　解２　设乙仓存粮ｘ吨，则甲仓存粮（ｘ＋１６）吨．依题意，得

ｘ－８＝ ３
４

（ｘ＋１６）．

　　解方程，得　ｘ＝８０，ｘ＋１６＝８０＋１６＝９６．
所以乙仓存粮８０吨，甲仓存粮９６吨．

７７７．张平看一本 书，第 一 天 看 了 全 书 的 １
５

，第 二 天 比 第 一 天 多 看１４

页，余下的２５页第三天看完．问这本书共有几页？

解１　按题意可作右图．
如图所 示，如 果 第 二 天 和 第

一天看的同样多，那么应余下（２５
＋ １４）页，相 当 于 全 书 的

１－１
５－（ ）１

５
，所 以，全 书 的 页

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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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７　　 　 　

（２５＋１４）÷ １－ １
５ －（ ）１

５ ＝６５（页）；

　　解２　设这本书共有ｘ页．依题意，得

ｘ
５ ＋ ｘ

５ ＋（ ）１４ ＋２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６５．
所以这本书共有６５页．

７７８．一根钢管，已经用去全长的１
３

，比剩下的少２米．问这根钢管长多

少米？

解１　用去全长的１
３

，则 剩 下 １－（ ）１
３

，用 去 的 比 剩 下 的 少２米，相 当

于全长的 １－１
３－（ ）１

３
，则全长为

２÷ １－ １
３ －（ ）１

３ ＝６（米）；

　　解２　设这根钢管长ｘ米，依题意，得

ｘ
３ ＋２＝ｘ－ ｘ

３．

　　解方程，得　ｘ＝６．
所以这根钢管长６米．

７７９．某校种一批树，第一天种了总棵数的１
５

多１０棵；第二天种的是第

一天的２倍；还剩１０棵没有种．问这批树共多少棵？

解１　第二天种的树是第一天的２倍，即种了这批 树 的 １
５（ ）×２ 多（１０

×２）棵．所以这批树有

（１０＋１０×２＋１０）÷ １－ １
５ － １

５ ×（ ）２ ＝１００（棵）．

　　解２　设这批树共ｘ棵．依题意，得

ｘ
５ ＋１０＋２ ｘ

５ ＋（ ）１０ ＋１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
所以这批树有１００棵．

７８０．长征农场耕一块地，第一天耕了总数的１
５

多１０公顷，第二天耕了

总数的２
７

，余下未耕的地是５３０公顷．问这块地共多少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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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５３０＋１０）÷ １－１
５－（ ）２

７ ＝１０５０（公顷）．

解２　设这块地共ｘ公顷．依题意，得

ｘ－ ｘ
５ ＋（ ）１０ － ２

７ｘ＝５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５０．
所以这块地共１０５０公顷．
７８１．育英小学五年级参加 读 书 活 动 的 有９０人，未 参 加 读 书 活 动 的 有

３６人．一年后，未参加读书活动的人数占参加人数的１
８．问又有多少人加入

读书活动？

解１　设现在参加读书活动的人数为“１”，则总人数（９０＋３６）相 当 于 少

先队员人数的 １＋（ ）１
８

，所以新参加读书活动的有

（９０＋３６）÷ １＋（ ）１
８ －９０＝２２（人）．

　　解２　设又有ｘ人参加读书活动．根据题意，得

３６－ｘ＝ １
８

（９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２（人）．
所以又有２２人参加读书活动．

７８２．有一堆煤，第一 天 运 走 全 部 的 ２
５

，第 二 天 运 走 全 部 的 １
２

，第 三 天

用２辆汽车各运２５吨，将全部煤运完，问这堆煤原有多少吨？

解１　２５×２÷ １－２
５－（ ）１

２ ＝５００（吨）．

解２　设这堆煤原有ｘ吨．依题意，得

ｘ－ ２
５ｘ－ ｘ

２ ＝２５×２．

　　解方程，得　ｘ＝５００．
所以这堆煤原有５００吨．

７８３．两个工程队合修一条公路，第 一 个 工 程 队 修 了 全 长 的 ３
７

又１１千

米，第二个工程 队 修 了 全 长 的 ２
５

后，还 剩 下 ２２千 米．问 这 条 公 路 长 多 少

千米？

解１　（１１＋２２）÷ １－３
７－（ ）２

５ ＝１９２１
２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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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９　　 　 　

　　解２　设这条公路长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３
７ｘ＋（ ）１１ － ２

５ｘ＝２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９２１
２．

所以这条公路长１９２１
２

千米．

７８４．有一桶油，第一次取出４０％，第 二 次 取 出 的 比 第 一 次 少１２千 克，
桶里还剩油２８千克．问这桶油原有多少千克？

解１　如果第二次取出 的 与 第 一 次 同 样 多，那 么 最 后 将 只 剩（２８－１２）
千克．所以

（２８－１２）÷（１－４０％×２）＝８０（千克）；

　　解２　设这桶油原有ｘ千克．依题意，得

ｘ－４０％ｘ－（４０％ｘ－１２）＝２８．

　　解方程，得　ｘ＝８０．
所以这桶油原有８０千克．

７８５．一个粮库，第一天运出存粮的１
３

，第二天运进１００吨，第三天运出

这时粮库中存粮的１
２

，最后剩下２４０吨．问这个粮库原来存粮多少吨？

解１　第二天运进１００吨后存粮 ２４０÷ １－（ ）［ ］１
２

吨，第一天运出存粮

的１
３

后存粮 ２４０÷ １－（ ）１
２ －［ ］１００ 吨，所以粮库原存粮为

２４０÷ １－（ ）１
２ －［ ］１００ ÷ １－（ ）１

３ ＝５７０（吨）；

　　解２　第一天运出 存 粮 的 １
３

，剩 存 粮 的 １－（ ）１
３

；第 二 天 运 进１００吨．

比原存粮的 １－（ ）１
３

多１００吨；第 三 天 运 出 第 二 天 存 粮 的 １
２

，剩 原 存 粮 的

１－（ ）１
３ × １－（ ）１

２
多 １００× １－（ ）［ ］１

２
吨， 所 以 ２４０ 吨 减 去

１００× １－（ ）［ ］１
２

吨的差就是原存粮的 １－（ ）１
３ × １－（ ）１

２ ．

综合算式为

２４０－１００× １－（ ）［ ］１
２ ÷ １－（ ）１

３ × １－（ ）［ ］１
２ ＝５７０（吨）；

　　解３　设原存粮ｘ吨．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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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１
３ｘ＋１００－ １

２
ｘ－ ｘ

３ ＋（ ）１００ ＝２４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７０．
所以这个粮库原存粮５７０吨．
７８６．先锋农具厂四天内赶制一批 农 具．第 一 天 制 造 出 总 数 的２０％，第

二天制造出２０件，第三天制造出的 等 于 前 两 天 的 和，余 下 的８件 在 第 四 天

制造完．问这批农具共有多少件？

解１　（２０×２＋８）÷（１－２０％×２）＝８０（件）；
解２　设这批农具共有ｘ件．依题意，得

（２０％ｘ＋２０）×２＋８＝ｘ．

　　解方程，得　ｘ＝８０．
所以这批农具共有８０件．
７８７．一位工人师傅，他四个月的工资再加上１４４０元，等于他十个月工

资的４
７．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元？

解１　设这个工人每月的工资为“１”，那么十个月工资的 ４
７

为１０×４
７．

１４４０元相当于１０×４
７－４，所以他每月的工资是

１４４０÷ １０× ４
７ －（ ）４ ＝８４０（元）；

　　解２　设这个工人每月的工资为ｘ元．依题意，得

４ｘ＋１４４０＝ ４
７ ×１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８４０．
所以他每个月的工资是８４０元．

７８８．化工局车队运一批化肥，第一次运走 ２
５

，第二次运走４０吨，第 三

次运走的化肥量 是 第 一 次 运 走 化 肥 量 的７５％，最 后 还 剩８吨 化 肥 没 有 运

完．问这批化肥共有多少吨？

解１　（４０＋８）÷ １－２
５－２

５（ ）×７５％ ＝１６０（吨）；

解２　设这批化肥共有ｘ吨．依题意，得

ｘ－ ２
５ｘ－４０－ ２

５ｘ×７５％ ＝８．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０．
所以这批化肥共有１６０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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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　　 　 　

７８９．四所小学 共 有 学 生 ３８４０人．已 知 甲 校 与 乙 校 学 生 人 数 之 比 是

７∶８，丙校学生人数的２
３

是 丁 校 学 生 人 数 的 一 半，丁 校 学 生 人 数 占 四 所 小

学学生总数的２５％．问四所小学各有多少人？

解　　３８４０×２５％
＝９６０（人）……丁校；

　９６０×１
２÷２

３＝７２０（人）……丙校；

　（３８４０－９６０－７２０）÷ １＋（ ）７
８

＝１１５２（人）……乙校；

　１１５２×７
８＝１００８（人）……甲校．

７９０．一艘轮船从甲地开往乙地，已行的路程比全程的１
４

多２０千米，未

行的路程比全程的２
３

少８千米．求甲、乙两地的距离．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页图．

如图所示，如未行的路程正好是全程的２
３

，则已行的路程是全程的１
４

多（２０－８）公里，（２０－８）公里应占全程的 １－１
４－（ ）２

３ ．所以全程为

（２０－８）÷ １－ １
４ －（ ）２

３ ＝１４４（千米）；

　　解２　设甲、乙两地相距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４ ＋（ ）２０ ＋ ２

３ｘ－（ ）８ ＝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４４．
所以甲、乙两地相距１４４千米．

７９１．一个工厂，男工比全厂工人数的 １
５

多２４０人，女工比全厂工 人 数

的２
５

多６０人．问全厂共有工人多少人？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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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全厂工人数的 １－１
５－（ ）２

５
正好是（２４０＋６０）人．所 以 全 厂

工人数为

（２４０＋６０）÷ １－ １
５ －（ ）２

５ ＝７５０（人）；

　　解２　设全厂共有ｘ个工人．依题意，得

ｘ
５ ＋２４０＝ｘ－ ２

５ｘ＋（ ）６０ ．

　　解方程，得　ｘ＝７５０．
所以全厂共有７５０个工人．

７９２．小青看一本小说，第一天看的页数比总页数的１
８

多１６页，第二天

看的页数比总页数的１
６

少２页，还余下８８页．问这本小说一共有多少页？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页图．

如图所示，把 总 页 数 看 作 单 位“１”，则 总 页 数 的 １－１
８－（ ）１

６
正 好 是

（８８－２＋１６）页．所以这本小说的总页数为

（８８－２＋１６）÷ １－ １
８ －（ ）１

６ ＝１４４（页）；

　　解２　设这本小说共有ｘ页．依题意，得

ｘ
８ ＋１６＋ ｘ

６ －２＋８８＝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４４．
所以这本小说共有１４４页．
７９３．一辆轿车在甲城，一辆卡车在乙城，同时相向开出．相遇后继续前

进，当两车又相距９６千米时，轿车行了全程的８０％，卡车行了全程的６０％．
问甲、乙两城相距多少千米？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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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　　 　 　

如图所示，设 全 程 为“１”，则９６公 里 相 当 于 全 程 的８０％－（１－６０％），
或６０％－（１－８０％）．或８０％＋６０％－１，或１－（１－６０％）－（１－８０％）．所

以甲、乙两城相距

９６÷［８０％－（１－６０％）］＝２４０（千米），
或 ９６÷［６０％－（１－８０％）］＝２４０（千米），
或 ９６÷（８０％＋６０％－１）＝２４０（千米），
或 ９６÷［１－（１－６０％）－（１－８０％）］＝２４０（千米）；

　　解２　设甲、乙两城相 距ｘ 千 米．仿 解１的 解 题 方 法，可 列 出 下 面 不 同

形式的方程

８０％ｘ－（ｘ－６０％ｘ）＝９６，

６０％ｘ－（ｘ－８０％ｘ）＝９６，

８０％ｘ＋６０％ｘ－ｘ＝９６，

ｘ－（ｘ－６０％ｘ）－（ｘ－８０％ｘ）＝９６．
　　以上方程的解都是２４０．所以甲、乙两城相距２４０千米．

７９４．一人从甲地到 乙 地，坐 船 行 全 程 的 ３
５

，乘 汽 车 行 全 程 的 ２
９

，其 余

都是步行．已知步行比乘汽车少８千米，求甲地到乙地的距离．

解１　步行占全程的 １－３
５－（ ）２

９ ．由于步行比乘汽车少８千米，所以

８千米就是全程的 ２
９－ １－３

５－（ ）［ ］２
９ ．

８÷ ２
９ － １－ ３

５ －（ ）［ ］２
９ ＝１８０（千米）；

　　解２　如果步 行 和 乘 汽 车 行 的 千 米 数 相 同，也 是 行 全 程 的 ２
９

，那 么 坐

船、乘车和步行共是全程的３
５＋２

９＋２
９＝１２

４５
，１２

４５
与全程“１”的 差 ２

４５
就 是

８千米，所以全程为

８÷ ３
５ ＋ ２

９ ＋ ２
９ －（ ）１ ＝１８０（千米）．

　　解３　设甲地到乙地的距离是ｘ千米．依题意，得

３
５ｘ＋ ２

９ｘ＋ ２
９ｘ－（ ）８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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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０．
所以甲、乙两地相距１８０千米．

７９５．某机床厂第一季度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的１
４

，第二季度完成了全

年生产任务的５
１６

，第三季度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余 下 部 分 的 ６
７

，第 四 季 度 生 产 机

床８０台，结果超过 全 年 任 务 的２５％，问 这 个 机 床 厂 全 年 的 生 产 任 务 是 多

少台？

解１　第 三 季 度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１－１
４－５（ ）１６ × ６

７
，全 年 的 生 产 任

务为

８０÷ １＋２５％－ １
４ － ５

１６－ １－ １
４ － ５（ ）１６ ×［ ］６

７ ＝２５６（台）；

　　解２　设全年的生产任务是ｘ台．依题意，得

８０＋ ｘ
４ ＋ ５

１６ｘ＋ ６
７

ｘ－ ｘ
４ － ５

１６（ ）ｘ ＝ｘ＋２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５６．
所以这个机床厂全年的生产任务是２５６台．

７９６．某工程队修筑一段公路，第 一 天 修 筑 全 长 的 ２
５

，第 二 天 修 筑 剩 下

部分的３０％多２４米，第三天筑路长度是第一天筑路长度的７５％多６０米，
正好完工．问这段公路全长多少米？

解　第二 天 筑 全 长 １－（ ）２
５ ×３０％ 多 ２４ 米；第 三 天 筑 全 长 的 ２

５ ×

７５％多６０米．由于三天完工，所以第二、第三天所多的（２４＋６０）米相当于全

长的 １－２
５－ １－（ ）２

５ ×３０％－２
５［ ］×７５％ ．综合列式为

（２４＋６０）÷ １－ ２
５ － １－（ ）２

５ ×３０％－ ２
５ ×［ ］７５％ ＝７００（米）．

　　７９７．新 兴 化 肥 厂 一 月 份 生 产 化 肥１２６．２吨，二 月 份 比 一 月 份 少 生 产

１１
５

吨，三月份比二月份增产１６％，第一季度生产的吨数正好占全年计划的

３５％．问全年的计划产量是多少吨？

解　 １２６．２＋ １２６．２－１（ ）１
５ × １＋１６％＋（ ）［ ］１ ÷３５％＝１１３２（吨）．

７９８．一根铁丝第一次用去全长的１
３

还多３米，第二次用去的比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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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１
３

，这时还剩６米．问这根铁丝原长多少米？

解 １ 　 第 二 次 用 去 的 是 全 长 的 １
３× １＋（ ）［ ］１

３
还 多

３× １＋（ ）［ ］１
３

米， 两 次 共 用 全 长 的 １
３× １＋１

３（ ）［ ］＋１ 还 多

３× １＋１
３（ ）［ ］＋１ 米．最后 剩 下 的６米 与 ３× １＋１

３（ ）［ ］＋１ 米 的 和 相 当

于全长的 １－１
３× １＋１

３（ ）［ ］＋１ ．所以

６＋３× １＋ １
３ ＋（ ）［ ］１ ÷ １－ １

３ × １＋ １
３ ＋（ ）［ ］１ ＝５８．５（米）；

　　解２　设这根铁丝原长ｘ米．依题意，得

ｘ－ ｘ
３ ＋（ ）３ － ｘ

３ ＋（ ）３ × １＋（ ）１
３ ＝６．

　　解方程，得　ｘ＝５８．５．
所以这根铁丝原长５８．５米．

７９９．一个乒乓培训班共有学员４８人，其中女学员占３
８．现在新收了若

干名女学员，这样女学员占全班学员数的２
５．问新收了几名女学员？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页图：

如图所示，４８人的２
５

与３
８

的差 相 当 于 新 学 员 的 １－（ ）２
５

，所 以 新 收 的

女学员人数为

４８×２
５－４８×（ ）３

８ ÷ １－（ ）２
５ ＝２（名）；

解２　根据题意，得

（４８＋新学员人数）×２
５＝４８×３

８＋新 学 员 人 数 ４８×２
５＋新 学 员

人数×２
５＝４８×３

８＋新学员人数 新学员人数× １－（ ）２
５ ＝４８×２

５－

４８×３
８

新学员人数＝ ４８×２
５－４８×（ ）３

８ ÷ １－（ ）２
５ ＝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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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３　采用面积法解．
如图，Ｓ１＋Ｓ２＋Ｓ＝现有 女 学 员 人 数，Ｓ＝原 有 女 学 员 人 数，所 以，Ｓ１＋

Ｓ２＝新收的女学员人数．

而Ｓ１＝４８× ２
５－（ ）３

８
，Ｓ２＝新收的女学员人数×２

５
，

所以，４８× ２
５－（ ）３

８ ＋新收的女学员人数×２
５＝新收的女学员人数．

整理，得　新收的女学员人数× １－（ ）２
５ ＝４８× ２

５－（ ）３
８ ．

所以新收的女学员人数为

４８× ２
５ －（ ）３

８ ÷ １－（ ）２
５ ＝２（名）；

　　解４　设新收ｘ名女学员．依题意，得

２
５

（４８＋ｘ）＝４８× ３
８ ＋ｘ．

　　解方程，得　ｘ＝２．所以新收了２名女学员．
８００．小红看一本科技书，看了３天，剩下６６页；如果用同样的速度看４

天就剩下全书的２
５．问这本书有多少页？

解１　４天看了全 书 的 １－（ ）２
５

，每 天 看 全 书 的
１－２

５
４ ．剩 下 的６６页

相当于全书的
１－

１－２
５

４

烄

烆

烌

烎×３ ．所以

６６÷ １－
１－ ２

５
４ ×

烄

烆

烌

烎３
＝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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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２　设这本书有ｘ页．依题意，得

ｘ－６６
３ ＝

１－（ ）２
５ ｘ

４ ．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
所以这本书有１２０页．

８０１．有一位科学家，他 年 龄 的 １
６

为 少 年 时 代，１
１２

为 青 年 时 代，随 后 用

１
７

的时间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又过了５年，他培养了一个研究 生，研 究 生 和

他一起合作的时间占他年龄的一半，直到４年前才离开他．问这位科学家有

多大年龄？

解１　（５＋４）÷ １－１
６－１

１２－１
７－（ ）１

２ ＝８４（岁）；

　　解２　设这位科学家的年龄是ｘ岁．依题意，得

ｘ
６ ＋ ｘ

１２＋ ｘ
７ ＋５＋ ｘ

２ ＋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８４．
所以这位科学家有８４岁．
８０２．一个青年学 生 利 用 暑 期 骑 自 行 车 进 行 旅 游．他 由 甲 地 出 发 去 乙

地．行了若干千米后，了解到再行２０千米就到达两地间的中点，于是又向前

行驶４０千米，这时离乙地 的 路 程 为 全 程 的 １
３．甲、乙 两 地 间 的 路 程 是 多 少

千米？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页图：

如图所示，全路程的１
２

与 １
３

的 差 就 是４０千 米 与２０千 米 的 差，所 以 两

地间的路程为

（４０－２０）÷ １
２ －（ ）１

３ ＝１２０（千米）；

　　解２　设甲、乙两地间的路程是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２ ＋２０＝ ｘ

３ ＋４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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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甲乙两地间的路程是１２０千米．

８０３．在桥上测量桥高，把绳子对折后垂到水面时，还余２２
３

米；把绳长

三折后垂到水面时只余２
３

米．求绳长和桥高．

解１　绳子的１
２

与１
３

的差是 ２２
３－（ ）２

３
米，所以绳长为

２２
３ －（ ）２

３ ÷ １
２ －（ ）１

３ ＝１２（米）．

　　 桥高为 １２× １
２ －２２

３ ＝３１
３

（米）；

或 １２× １
３ － ２

３ ＝３１
３

（米）；

　　解２　如果绳子不折，则绳长相当于桥高的２倍与２２
３

米 的２倍 的 和，

或相当于桥高的３倍与２
３

米的３倍的和．所以 ２２
３（ ）×２ 米与 ２

３（ ）×３ 米

的差相当于桥高的（３－２）倍．即桥高为

２２
３ ×２－ ２

３ ×（ ）３ ÷（３－２）＝３１
３

（米）．

　　 绳长为　　　 ２２
３ ＋３（ ）１

３ ×２＝１２（米），

或 　　　　　　 ２
３ ＋３（ ）１

３ ×３＝１２（米）；

　　解３　右图中实线表示３折后的绳长，一条实

线连上一条 虚 线 表 示２折 后 的 绳 长，为 了 便 于 比

较，图中将 绳 子 折 断 作 平 行 排 列．从 图 可 以 看 到：

２２
３

米与２
３

米差 的２倍 相 当 于 绳 长 的 １
３

，即 相 当

于桥高与２
３

米的和．所以

桥高为　 ２２
３－（ ）２

３ ×２－２
３＝３１

３
（米），

绳长为　 ２２
３－（ ）２

３ ×２÷１
３＝１２（米），

或　　　 ２２
３＋３（ ）１

３ ×２＝１２（米）；

解４　同解３，２２
３

米与２
３

米差 的３倍 相 当 于 绳 长 的 １
２

，也 相 当 于 桥 高

与２２
３

米的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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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长为　 ２２
３－（ ）２

３ ×３÷１
２＝１２（米）；

桥高为　 ２２
３－（ ）２

３ ×３－２２
３＝３１

３
（米）；

解５　列表表示数量，单位“１”表示不同的数量就得到不同的算式．

绳长 每　折　长

１

１
２

桥高＋２２
３（ ）

→

米

１

１
３

桥高＋２
３（ ）



米

每折长的差

↓
　　

　 ２２
３－（ ）２

３ ÷ １
２－（ ）１

３ ＝１２（米）……绳长，

　 ２２
３－（ ）２

３ ÷ １
２－（ ）１

３ ×１
２－２２

３

　＝３１
３

（米）……桥高

（即解１）

１×２
１

桥高＋２２
３（ ）米

→　 　 　

１×２

１×２
３

桥高＋２
３（ ）



米

　折二折的每折长（即单位“１”）

　 ２２
３－（ ）２

３ ÷ １－１×２（ ）烉烇 烋
３ ×２

　＝１２（米）……绳长，

　 ２２
３－（ ）２

３ ÷ １－１×２（ ）３ －２２
３

　＝３１
３

（米）……桥高，

１×３

１×３
２

桥高＋２２
３

米

→　 　 　

１×３
１

桥高＋２
３（ ）



米

折三折的每折长（即单位“１”）

２２
３－（ ）２

３ ÷ １×３
２（ ）烉烇 烋

－１ ×３

＝１２（米）……绳长，

２２
３－（ ）２

３ ÷ １×３
２（ ）－１ －２

３

＝３１
３

（米）……桥高；

解６　设绳长为ｘ米．依题意，得

 表示假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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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２ －２２

３ ＝ ｘ
３ － ２

３．

　　解方程，得　ｘ＝１２，

ｘ
２－２２

３＝１２
２－２２

３＝３１
３

，

或 ｘ
３－２

３＝１２
３－２

３＝３１
３．

所以绳长为１２米，桥高为３１
３

米．

８０４．一箱零件，先拿出１６８只，又拿出余下的２
３

，这时箱里的零件数正

好是这箱零件总数的１
７．问这箱零件共多少只？

解１　 余 下 的 １－（ ）２
３

是 总 数 的 １
７

，则 余 下 部 分 占 总 数 的 １
７ ÷

１－（ ）２
３ ＝３

７
，１６８只 正 好 占 总 数 的 １－ ３

７ ＝ ４
７．总 数 为 １６８÷ ４

７ ＝２９４

（只）．

综合算式为　１６８÷ １－１
７÷ １－（ ）［ ］２

３ ＝２９４（只）；

解２　设这箱零件共ｘ只．依题意，得

ｘ－１６８－ ２
３

（ｘ－１６８）＝ ｘ
７．

　　解方程，得　ｘ＝２９４．
所以这箱零件共２９４只．

８０５．工程兵某部修一条铁路，一 月 份 修 了 全 长 的 １
４

，二 月 份 修 的 比 余

下的２
３

少５千米，还有１６５千米没有修．问这条铁路全长多少千米？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把一条铁路 看 作 整 体“１”，若 二 月 份 修 的 正 好 是 余 下 的 ２
３

，

则 还 有 １６５－５＝１６０（千 米）没 有 修．所 以，１６０ 千 米 相 当 于 全 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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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　　 　 　

１－１
４－ １－（ ）１

４ ×［ ］２
３ ．综合算式为

（１６５－５）÷ １－ １
４ － １－（ ）１

４ ×［ ］２
３ ＝６４０（千米）；

　　解２　设这条铁路全长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ｘ
４ － ２

３
ｘ－ ｘ（ ）４ －［ ］５ ＝１６５．

　　解方程，得　ｘ＝６４０．
所以这条铁路全长６４０千米．
８０６．车站的仓库原有煤若 干 吨，第 一 次 运 出 存 煤 的 一 半，第 二 次 运 进

３５０吨，第三次运出现有煤的一半又５０吨，结果还剩煤５００吨．问仓 库 原 存

煤多少吨？

解１　由 题 意 知，第 三 次 运 出 前 存 煤 （５００＋５０）÷ １－（ ）１
２ ＝１１００

（吨），第一次运出前存煤（１１００－３５０）÷ １－（ ）１
２ ＝１５００（吨），即原存煤量．

综合算式为

（５００＋５０）÷ １－（ ）１
２ －［ ］３５０ ÷ １－（ ）１

２ ＝１５００（吨）；

　　解２　设仓库原存煤ｘ吨．依题意，得

ｘ－ｘ
２＋３５０－

ｘ－ｘ
２＋３５０

２

烄

烆

烌

烎＋５０ ＝５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５００．
所以仓库原存煤１５００吨．

８０７．一根电线，截去１
３

，再接上６６米，结果比原来长２
５．原来电线长多

少米？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页图．

如图所示，６６米相当于电线原长的１
３

与２
５

的和，所以

６６÷ １
３ ＋（ ）２

５ ＝９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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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２　设原来电线长ｘ米．依题意，得

ｘ－ ｘ
３ ＋６６＝ｘ＋ ２

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９０．
所以原来电线长是９０米．
８０８．六（１）班学生参加 学 校 的 科 技、体 育、书 法 三 个 小 组，参 加 科 技 组

的人数占全班人数的４５％，参加体育 组 的 人 数 与 书 法 组 人 数 的 比 是６∶５．
已知参加书法组人数比参加科技组人数少８人，问全班有多少学生？

解　参加书法组的人数占全班人数的（１－４５％）× ５
６＋５

，所以

８÷ ４５％－（１－４５％）× ５
６＋［ ］５ ＝４０（人）．

　　８０９．一个运输队运输一批货物，第 一 天 运 了 全 部 货 物 的４０％，第 二 天

运了剩下货物的５
６

，第二天比第一天多运３０吨．问这批货物共有多少吨？

解１　剩 下 的 ５
６

是 总 数 的 （１－４０％）×［ ］５
６

，所 以 这 批 货 物 的 总 重

量为

３０÷ （１－４０％）× ５
６ －［ ］４０％ ＝３００（吨）．

　　解２　设这批货物共有ｘ吨．依题意，得

（ｘ－４０％ｘ）× ５
６ －４０％ｘ＝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０．
所以这批货物共有３００吨．
８１０．农场收割 稻 子，第 一 天 收 割 了 总 数 的 ２０％，第 二 天 收 割 余 下 的

１
３

，第一天比第二天少收割８０公顷．问这个农场共有稻田多少公顷？

解１　余 下 的 １
３

是 总 数 的 （１－２０％）×［ ］１
３ ．所 以 这 个 农 场 稻 田 的 总

数为

８０÷ （１－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２００（公顷）；

　　解２　设这个农场共有稻田ｘ公顷．依题意，得

１
３

（ｘ－２０％ｘ）－２０％ｘ＝８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０．
所以这个农场共有稻田１２００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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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某筑路队修一条公路，第 一 天 修 了 全 程 的 １
４

，第 二 天 修 了 余 下 的

１
５

，距中点还有３千米．问这条公路全长多少千米？

解１　余下的１
５

是全长的 １－（ ）１
４ ×［ ］１

５ ．所以

３÷ １
２ － １

４ － １－（ ）１
４ ×［ ］１

５ ＝３０（千米）；

　　解２　设这条公路全长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２ － ｘ

４ － １
５

ｘ－ ｘ（ ）４ ＝３．

　　解方程，得　ｘ＝３０．
所以这条公路全长３０千米．
８１２．光明机械厂第一季度计划生产一批机器零件．一月份完成计划的

３０％，二月份生产了１８００个，三月份生产的比前两个月的总和少４００个，正

好完成任务．这个厂第一季度计划生产机器零件多少个？

解１　三月份生产的比计划的３０％还多（１８００－４００）个．所以这个厂第

一季度计划生产机器零件为

（１８００－４００＋１８００）÷（１－３０％×２）＝８０００（个）；

　　解２　设第一季度计划生产机器零件ｘ个．依题意，得

３０％ｘ＋１８００＋（３０％ｘ＋１８００－４０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８０００．
所以这个厂第一季度计划生产机器零件８０００个．
８１３．红旗小学四年级有学生１５５人，五年级比四年级少２０％，四、五年

级学生人数比全校学生总数的３
７

少１２人．问这个小学共有学生多少人？

解１　把四年级的学 生 数 看 作“１”，四、五 年 级 的 学 生 数 应 是１５５人 的

（１＋１－２０％），即１５５×（１＋１－２０％）．如 再 加 上１２人 正 好 是 全 校 学 生 总

数的３
７

，所以这个小学的学生数为

［１５５×（１＋１－２０％）＋１２］÷ ３
７ ＝６７９（人）；

　　解２　设这个小学有学生ｘ人．依题意，得

３
７ｘ－１２＝１５５×（１－２０％）＋１５５．

　　解方程，得　ｘ＝６７９．
所以这个小学有学生６７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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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给 小 麦 施 肥，第 一 天 施 了 全 部 小 麦 地 的 ３
８

，

第二天施了余下的２
３

，第二 天 施 的 比 第 一 天 多０．５公 顷．问 这 个 农 业 科 学

研究所一共有小麦地多少公顷？

解１　第二天施了小麦地的 １－（ ）３
８ ×２

３．所以

０．５÷ １－（ ）３
８ × ２

３ －［ ］３
８ ＝１２（公顷）；

　　解２　设共有小麦地ｘ公顷．依题意，得

２
３

ｘ－ ３
８（ ）ｘ － ３

８ｘ＝０．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２．
所以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共有小麦地１２公顷．

８１５．小红三天做完老师布置 的 作 业．第 一 天 做 完 习 题 的 １
３

；第 二 天 做

完余下的１
２

后，又做了３道 题；第 三 天 做 习 题 的 １
４

，恰 好 完 成．问 老 师 布 置

了多少道习题？

解１　第二天做完余下的１
２

，即做了全部习题的 １－（ ）１
３ ×１

２．所以

３÷ １－ １
３ － １－（ ）１

３ × １
２ －［ ］１

４ ＝３６（题）；

　　解２　设老师布置了ｘ道题．依题意，得

ｘ
３ ＋ １

２
ｘ－ ｘ（ ）３ ＋［ ］３ ＋ ｘ

４ ＝ｘ．

　　解方程，得　ｘ＝３６．
所以老师布置了３６道习题．

８１６．一堆石料，第一 次 用 去 它 的 ２
７

，第 二 次 用 去 余 下 的 ２
７

，第 三 次 全

部用完．第三次比第二次多用去１２吨．问这堆石料共有多少吨？

解１　第二次用去这堆石料 的 １－（ ）２
７ ×２

７＝１０
４９

，第 三 次 用 去 这 堆 石

料的１－２
７－１０

４９＝２５
４９

，１２吨 相 当 于 这 堆 石 料 的 ２５
４９－１０（ ）４９

，所 以 这 堆 石 料

共１２÷ ２５
４９－１０（ ）４９ ＝３９１

５
（吨）．

综合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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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　　 　 　

１２÷ １－ ２
７ － １－（ ）２

７ × ２
７ － １－（ ）２

７ ×［ ］２
７ ＝３９１

５
（吨）；

　　解２　第三次用去余下的 １－（ ）２
７ ．１２÷ １－２

７－（ ）［ ］２
７

吨 是 余 下 的

石料，它应占总数的 １－（ ）２
７ ．所以这堆石料共有

１２÷ １－２
７－（ ）２

７ ÷ １－（ ）２
７ ＝３９１

５
（吨）；

解３　以余下的石料作为“１”，则这堆石料是余下石料的 １

１－２
７

．

１２÷ １－ ２
７ －（ ）２

７ × １

１－ ２
７

＝３９１
５

（吨）；

　　解４　设这堆石料共ｘ吨．依题意，得

ｘ－ ２
７（ ）ｘ １－（ ）２

７ － ２
７

ｘ－ ２
７（ ）ｘ ＝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３９１
５．

所以这堆石料共有３９１
５

吨．

８１７．某工人第一季度生产了３５０件 产 品，其 中 合 格 的 占９０％；第 二 季

度生产了４５０件产品，合格的占９６％．求该工人上半年产品的合格率．

解　３５０×９０％＋４５０×９６％
３５０＋４５０ ≈９３．４％．

８１８．某拖 拉 机 厂１９９９年 原 计 划 生 产 拖 拉 机１２０００台，实 际 上 半 年 生

产了６７５０台，下半年比上半年增产２
５．问这个厂全年的实 际 产 量 超 过 原 计

划百分之几？

解　
６７５０× １＋２

５（ ）＋１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５％．

８１９．六年级一班原来参加 科 技 小 组 的 人 数 占 全 班 人 数 的４０％，有３０
名同学没参加．开学后又有１８名同 学 参 加 了 科 技 小 组，这 时 参 加 科 技 小 组

的人数占全班人数的百分之几？

解　３０÷（１－４０％）×４０％＋１８
３０÷（１－４０％） ＝７６％．

８２０．胜利小学五年级有学生９０人，四年级学生比五年级学生多 １
５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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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学生占全校 学 生 总 数 的１５％．求 四 年 级 学 生 占 全 校 学 生 总 数 的 百 分

之几？

解　
９０× １＋（ ）１

５
９０÷１５％ ＝１８％．

８２１．一堆煤共重１８５吨，第 一 天 运 走 总 数 的 ２
５

，第 二 天 运 走 了３７吨，

剩下的煤第三天刚好运完．第三天运走这堆煤的百分之几？

解　
１８５× １－（ ）２

５ －３７

１８５ ＝４０％．

８２２．一盒糖果连盒共重４５０克，吃 去 一 部 分 后 连 盒 重１５０克，已 知 盒

子的重量是原有糖果重量的１
８

，问这盒糖果吃去了几分之几？

解　 ４５０－１５０

４５０÷ １＋（ ）１
８

＝３
４．

８２３．一堆煤共２００吨，五 月 份 用 去 这 堆 煤 的 ２
５

，比 原 计 划 节 约２０％．

如果五月份照原计划使用，那么这堆煤还剩下几分之几？

解　五 月 份 用 煤 ２００×（ ）２
５

吨，五 月 份 计 划 用 煤 ２００×２
５÷（［ １－

２０％ ］） 吨．所以

２００－２００× ２
５ ÷（１－２０％）

２００ ＝ １
２．

　　８２４．高 庄 乡 用２５天 挖 成 一 条 水 渠，前１０天 用 人 工 挖 了 水 渠 全 长 的

２
１１

，余下的采用机械施工，平均每天挖渠１２０米，求机械施 工 时 每 天 挖 渠 长

度是人工每天挖渠长度的几倍？

解　机械施工挖渠的长度为［１２０×（２５－１０）］米，由此可知水渠的全长

为 １２０×（２５－１０）÷ １－２（ ）［ ］１１
米，人工挖渠 １２０×（２５－１０）÷ １－２（ ）［ １１

×２］１１
米．

１２０

１２０×（２５－１０）÷ １－ ２（ ）１１ × ２
１１÷１０

＝３（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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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７　　 　 　

　　８２５．某高级中学去年毕业１５０人，其中４０％考取本科，３４％考取大专．

今年考取本科的人数比去 年 增 加 １
１０

，考 取 大 专 的 人 数 比 去 年 减 少 ２
１７．已 知

今年的高中毕业生是１２０人．求今年考取大学、大专的人数各占毕业生人数

的百分之几？

解　
１５０×４０％× １＋１（ ）１０

１２０ ＝５５％……本科；

　　
１５０×３４％× １－２（ ）１７

１２０ ＝３７．５％……大专．

８２６．张师傅原计划每月生产１５００个零件，改进技术后，上半月就完成

了原计划的３
５

，下半月比上半月多完成７５个．问他全月产量超 过 原 计 划 的

百分之几？

解　
１５００×３

５×２＋７５－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５％；

或　
１５００×３

５×２＋７５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２５％．

８２７．某初级中学二年级有学 生２１０人，比 一 年 级 学 生 人 数 少１２．５％，

三年级学生人数相当于一、二 年 级 学 生 总 数 的 ４
９．问 二 年 级 比 三 年 级 的 学

生多百分之几？

解　该校一年级学生人数为［２１０÷（１－１２．５％）］人，三 年 级 学 生 人 数

为［２１０÷（１－１２．５％）＋２１０］×４
９

，所以

２１０－［２１０÷（１－１２．５％）＋２１０］× ４
９

［２１０÷（１－１２．５％）＋２１０］× ４
９

＝５％．

　　８２８．一堆化肥，分装甲、乙两 袋，如 果 从 甲 袋 中 拿 出２５％，乙 袋 中 拿 出

１
３

，那么甲袋中余下的化肥 是 乙 袋 余 下 化 肥 的２倍．如 果 再 从 乙 袋 中 拿 出

余下的１
５

，那么乙袋里还剩２４千克．问两袋原有化肥各占化肥 总 数 的 百 分

之几？

解　乙袋原有化肥２４÷ １－（ ）１
５ ÷ １－（ ）１

３ ＝４５（千克）；甲袋原有化



算

术

辞

典

　　　　　　

　　　 ３５８　　

肥２４÷ １－（ ）１
５ ×２÷（１－２５％）＝８０（千克）．所以

４５
４５＋８０＝３６％…… 乙袋；

８０
４５＋８０＝６４％…… 甲袋．

　　８２９．一个工 程 队 铺 设 地 下 管 道，要 挖 长４００米、宽２米、深１．５米 的

沟．原计划１５天完成任 务．由 于 提 高 工 作 效 率，实 际 每 天 比 原 计 划 多 挖 土

２０方．问实际用的天数是原计划的几分之几？

解　４００×２×１．５÷（４００×２×１．５÷１５＋２０）
１５ ＝４

５．

８３０．中山中学高一（４）班有４８个同学，达到体锻标准的占全班同学的

３
４．班级中１

３
是女生，女生中有１

２
达到体锻标准．问达到体锻标准的男生占

男生总数的百分之几？

解　根据题意，班级 中 男 生 人 数 为 ４８× １－（ ）［ ］１
３

人，男 生 达 到 体 锻

标准的人数为 ４８×３
４－４８×１

３×（ ）１
２

人．所以

４８× ３
４ －４８× １

３ × １
２

４８× １－（ ）１
３

＝８７．５％．

　　８３１．一座年产钢５００万 吨 的 钢 铁 厂，现 有 工 人２２０００人．如 果 改 用 电

子计算机控制生产，工人数可减少７５％．问改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后，每个工

人的生产能力比原来提高百分之几？

解１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１－７５％）－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３００％；

解２　工作效率与需要人数成反比．所以改用电子计算机 控 制 后，每 个

工人的生产能力提高

１
１－７５％ －１００％ ＝３００％．

　　８３２．第一生产小组实际生产 零 件１３６７只，比 计 划 多５０％又１７只，比

原计划多生产百分之几？

解　把原计划看作“１”，原 计 划 的 生 产 数 是（１３６７－１７）÷（１＋５０％）．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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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７－（１３６７－１７）÷（１＋５０％）
（１３６７－１７）÷（１＋５０％） ≈５１．９％．

　　８３３．张 师 傅 要 加 工 一 批 零 件，第 一 天 加 工４０只，第 二 天 加 工 剩 下 的

５５％，第三天加工７０只，结果超产１６只．问张师傅超产了百分之几？

解　如果第三天加工（７０－１６）只，正 好 占 剩 下 的（１－５５％）．由（７０－
１６）÷（１－５５％）得 到 第 一 天 加 工 后 的 剩 下 数．这 批 零 件 的 总 数 应 为（７０－
１６）÷（１－５５％）＋４０，所以

１６
（７０－１６）÷（１－５５％）＋４０＝１０％．

　　８３４．张堰小学新学年的学生数比上学年增加１０％．如果按男女生分别

统计，男生比上学年减少５％，女 生 比 上 学 年 增 加３５％．求 上 学 年 男 生 人 数

是女生人数的几分之几？

解　全校学生数比上学年增加１０％，可以看作男生增加１０％，女生也

增加１０％，而 实 际 却 是 男 生 减 少５％，女 生 增 加３５％，所 以 女 生 的３５％－
１０％相当于男生的５％＋１０％．由此可知，上学年男生人数是女生人数的

３５％－１０％
５％＋１０％ ＝ ５

３．

　　上述推理过程也可用式子推导如下：

今年学生数
已知

上年学生数×（１＋１０％


）
上年学生数＋上年学生数×


１０％

上年学生数＋（男＋女）×


１０％
上年学生数＋男×１０％＋女×１０％ ①

又今年学生数
已知

上年学生数－男×５％＋女×３５％ ②
①－②

男×１０％＋女×１０％＝女×３５％－男×５％

男×１０％＋男×５％＝女×３５％－女×１０％

男×１５％＝女×２５％
男
女＝２５％

１５％＝５
３．

８３５．甲乙两个战士在步枪实弹射击中打了相同发子弹．乙打不中目标

的发数，等于甲打中目 标 的 发 数．甲 打 中 目 标 的 发 数，比 射 击 数 的 ３
５

少１０

发，打不中目标的发数比射击数的３
１０

多１５发．问这次实弹射击 中 乙 打 中 目

标的发数占射击数的百分之几？

解　设甲的射击数为“１”．因 为 甲 打 中 目 标 数 比 射 击 数 的 ３
５

少１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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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中 目 标 数 比 射 击 数 的 ３
１０

多１５发，所 以（１５－１０）发 相 当 于 射 击 数 的

１－３
５－３（ ）１０

，（１５－１０）÷ １－３
５－３（ ）１０ ＝５０（发），是甲的射击数，也是乙

的射击数．

由此可知，乙打不中目标 的 发 数 是５０×３
５－１０＝２０（发），打 中 目 标 的

发数是５０－２０＝３０（发）．所 以，乙 打 中 目 标 的 发 数 占 射 击 数 的３０÷５０＝

６０％．综合算式为

（１５－１０）÷ １－ ３
５ － ３（ ）１０ × １－（ ）３

５ ＋１０

（１５－１０）÷ １－ ３
５ － ３（ ）１０

＝６０％．

　　８３６．一天的什么时刻，是这一 天 已 经 过 去 的 时 间 的 ３
５

，又 是 这 一 天 没

有过去的时间的４
３

？

解１　以这一天已过去的时间为“１”．这一天没有过去的时间 是 已 经 过

去时间的 ３
５÷（ ）４

３ ．一 天 是２４小 时，２４÷ １＋３
５÷（ ）４

３ ＝１６１６
２９

（时），这

是一天中已经过去的时间．所以这一时刻是下午４时３３分６秒；

解２　以这一天没有过去的时间为“１”，那么已经过去的时间 是 没 有 过

去时间的 ４
３÷（ ）３

５ ．这 一 天 没 有 过 去 的 时 间 是 ２４÷ １＋４
３÷（ ）［ ］３

５
时．

已经过去的时 间 是２４－２４÷ １＋４
３÷（ ）３

５ ＝１６１６２９
（时）．所 以 这 一 时 刻 是

下午４时３３分６秒．
解３　设这一天已经过去的时间是ｘ时．依题意 ，得

３
５ｘ＝ ４

３
（２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１６２９．所以这一时刻是下午４时３３分６秒．

８３７．小民乘汽车从县城到省城需２天．第一天走全程的１
２

多７２千米，

第二天的路程等于第一天的１
３．求县城到省城之间的距离．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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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所 示，第 二 天 的 路 程 是 全 程 的 １
２ × １

３ ７２×（ ）１
３

千 米，则

７２＋７２×（ ）１
３

千米正好占全程的 １－１
２－１

２×（ ）１
３ ．所以

７２＋７２×（ ）１
３ ÷ １－ １

２ － １
２ ×（ ）１

３ ＝２８８（千米）；

　　解２　设县城到省城的距离是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２ ＋７２＋ １

３
ｘ
２ ＋（ ）７２ ＝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８８．
所以县城到省城相距２８８千米．
８３８．山上牧童赶了一群羊，山 下 牧 童 赶 了 一 只 羊，山 下 牧 童 问 山 上 牧

童：“你有几只羊？”山上牧童答：“我这一群，再加上和我这一群相等的一群，
再加半群，再加半群之半，连上 你 那 一 只，总 共１００只．”问 山 上 到 底 有 多 少

只羊？

解１　（１００－１）÷ １＋１＋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３６（只）；

解２　设山上有ｘ只羊．依题意，得

ｘ＋ｘ＋ ｘ
２ ＋ ｘ

２ × １
２ ＋１＝１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６．
所以山上有３６只羊．

８３９．甲、乙两人合作生产一批零件．甲先做３３
４

时，完成总数的 １
２．后

来甲、乙两人合做２１
２

时全部完 成．如 果 乙 每 小 时 做２００个，求 这 批 零 件 共

有多少？

解１　乙做２１
２

时，共做 ２００×２（ ）１
２

个零件； ２００×２（ ）１
２

个零件占

总数的 １－１
２÷３３

４× ３３
４＋２（ ）［ ］１

２ ．所以

２００×２１
２÷ １－１

２÷３［ ３
４× ３３

４＋２（ ）］１
２ ＝３００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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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若从第二次做的１
２

考虑，可列式如下

２００×２１
２ ÷ １

２ － １
２ ÷３３

４ ×２［ ］１
２ ＝３０００（个）；

　　解３　甲、乙合做每小时完成这批零件的 １
２÷２（ ）１

２
，甲每小时完成这

批零件 的 １
２÷３（ ）３

４
，所 以 乙 每 小 时 做 的 ２００ 个 相 当 于 这 批 零 件

的 １
２÷２１

２－１
２÷３（ ）３

４ ．

２００÷ １
２ ÷２１

２ － １
２ ÷３（ ）３

４ ＝３０００（个）；

　　解４　设这批零件共ｘ个．依题意，得

ｘ
２ ÷３３

４ ＋（ ）２００ ×２１
２ ＝ ｘ

２．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００．
所以这批零件共３０００个．

８４０．某处摆甲、乙两盆花，一群蜜蜂飞来，在甲花上落了 １
５

，乙花上 落

了１
３

，假如两盆花上蜜蜂之 差 的３倍 再 落 在 花 上，则 只 剩 下 一 只 蜜 蜂 上 下

飞舞于两盆花之间．问这群蜜蜂有多少只？

解１　甲花上落了１
５

，乙花上落了 １
３

，它 们 差 的３倍 是 １
３－（ ）１

５ ×３，

所以

１÷ １－ １
５ － １

３ － １
３ －（ ）１

５ ×［ ］３ ＝１５（只）．

　　解２　设这群蜜蜂有ｘ只．依题意，得

ｘ
５ ＋ ｘ

３ ＋３ ｘ
３ － ｘ（ ）５ ＋１＝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５．
所以这群蜜蜂有１５只．

８４１．某校高年级学生中有１６８人参加科技小组，余下的２
３

参加文娱小

组，剩下不参加小组活动的 人 数 是 高 年 级 人 数 的 １
７

，问 高 年 级 学 生 的 总 人

数是多少？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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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不参加小组活动的 人 数 占 余 下 的１－２
３＝１

３
，余 下 的 １

３
就

是高年级总人数的１
７

，所以余下的人数占高年级总人数的 １
７÷１

３＝３
７．参

加科技小组的人数应是高年级总人数的１－３
７＝４

７
，因 此 高 年 级 总 人 数 为

　１６８÷４
７＝２９４（人）．综合算式为

１６８÷ １－ １
７ ÷ １－（ ）［ ］２

３ ＝２９４（人）；

　　解２　设高年级的总人数是ｘ人．依题意，得

（ｘ－１６８）× １－（ ）２
３ ＝ ｘ

７．

　　解方程，得　ｘ＝２９４．
所以高年级学生总人数为２９４人．
８４２．甲、乙两地相距２４千米，一 人 从 甲 地 出 发 去 乙 地，行 了 一 段 路 程

后向人打听，“这儿离乙 地 还 有 多 远？”有 人 对 他 说：“你 已 经 行 的 路 程 的 １
５

加上没有行的路程的２
３

，正好等于这儿到乙地的路程．”问这人离 乙 地 究 竟

多远？

解１　已经行的路程的 １
５

相 当 于 没 有 行 的 路 程 的 １－（ ）２
３

，所 以 已 经

行的路 程 是 没 有 行 的 路 程 的 １－（ ）２
３ ÷ １

５ ＝ ５
３

，这 人 离 乙 地 ２４÷

１＋（ ）５
３ ＝９（公里）．综合算式为

２４÷ １＋ １－（ ）２
３ ÷［ ］１

５ ＝９（千米）；

　　解２　设这人离乙地ｘ公里．依题意，得

１
５

（２４－ｘ）＋ ２
３ｘ＝ｘ．

　　解方程，得　ｘ＝９．
所以这人离乙地还有９千米．
８４３．育红小学五年级举行数学竞赛，参加比赛的学生中女生比男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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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名．根据成绩，男生全部列入 优 良，女 生 有２５％未 能 达 到 优 良．男 女 生 取

得优良成绩的共有４２名，已知参加比赛的男女生人数占全年 级 的 ２
５

，问 五

年级共有学生多少名？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如果参加竞赛的男生 增 加２８名，并 把 参 加 竞 赛 的 女 生 人 数

看作单位“１”，那 么（４２＋２８）名 学 生 应 是 参 加 竞 赛 的 女 生 人 数 的（１＋１－
２５％）倍．因此参加竞赛的女生人数是［（４２＋２８）÷（１＋１－２５％）］名，参加

竞赛的男女生人数是［（４２＋２８）÷（１＋１－２５％）×２－２８］名，所以五年级学

生总数为

［（４２＋２８）÷（２－２５％）×２－２８］÷ ２
５ ＝１３０（名）；

　　解２　在 女 生 比 男 生 多 的２８人 中，如 果 有（１－２５％）达 到 优 良，那 么，
男女生还共有［４２－２８×（１－２５％）］人 达 到 优 良．在 这 些 优 良 者 中，如 果 把

男生人数看作“１”，那么，女生应是（１－２５％）．所以｛［４２－２８×（１－２５％）］

÷［１＋（１－２５％）］｝人是男生人数．男 生 人 数 的２倍 再 加 上２８人 是 参 加 竞

赛的男女生人数，因此五年级共有学生

｛［４２－２８×（１－２５％）］÷［１＋（１－２５％）］×２＋２８｝÷ ２
５ ＝１３０（名）；

　　解３　设五年级共有学生ｘ名．则参加竞赛的有２
５ｘ名，

２
５ｘ＋２８

２
是女

生人数，
２
５ｘ－２８

２
是男生人数．依题意，得

２
５ｘ＋２８

２ ×（１－２５％）＋

２
５ｘ－２８

２ ＝４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３０．
所以五年级学生共１３０名．
８４４．奶粉零售价格每瓶４．０５元，其中包装费占奶粉成本的１２．５％，运

输费相 当 于 包 装 费 的 ２０％，商 业 利 润 等 于 运 输 费 的 ８倍，求 每 瓶 奶 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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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解　设每瓶奶粉的成本费为“１”，则可求出包装费、运输费、商业利润等

占的份数，然后求得成本．
４．０５÷（１＋１２．５％＋１２．５％×２０％＋１２．５％×２０％×８）＝３（元）．

　　８４５．小明从甲地到乙地一共 走 了 三 天，第 一 天 走 了 全 程 的 ２
５

，第 二 天

走了剩下的３０％，第三天走了第一 天 的７５％又６千 米．问 甲 乙 两 地 相 距 多

少千米？

解１　第二天 走 了 全 程 的 １－（ ）２
５ ×３０％，即 ９

５０
；第 三 天 走 了 全 程 的

２
５×７５％ 又 ６ 千 米，即 ３

１０
又 ６ 千 米；那 么 ６ 千 米 占 全 程 的

１－２
５－９

５０－３（ ）１０
，即３

２５．甲、乙两地间的距离为６÷３
２５＝５０（千米）．

综合算式为

６÷ １－ ２
５ － １－（ ）２

５ ×３０％－ ２
５ ×［ ］７５％ ＝５０（千米）；

　　解２　设甲、乙两地相距ｘ千米．依题意得

２
５ｘ＋ ｘ－ ２

５（ ）ｘ ×３０％＋ ２
５ｘ×７５％＋（ ）６ ＝ｘ．

　　解方程，得　ｘ＝５０．
所以甲、乙两地相距５０千米．

８４６．小明读一本书，第 一 天 读 了 全 书 的 １
５

，第 二 天 比 第 一 天 多 读 １
４

，

第三天读了１２页，正好读了全书的一半多２页．问这本书共有几页？

解１　第二天读了 全 书 的 １
５× １＋（ ）１

４ ＝ １
４．若 第 三 天 少 读２页，即

１２－２＝１０（页），则第三天 读 了 全 书 的 １
２－１

５－１
４＝１

２０．所 以 全 书 共 有　

１０÷１
２０＝２００（页）．

综合算式为

（１２－２）÷ １
２ － １

５ － １
５ × １＋（ ）［ ］１

４ ＝２００（页）；

　　解２　设这本书共有ｘ页．依题意，得

ｘ
５ ＋ ｘ

５ ＋ ｘ
５ ×（ ）１

４ ＋１２＝ ｘ
２ ＋２．

　　解方程，得　ｘ＝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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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本书共有２００页．

８４７．有一个两位数，十位上的 数 字 是 个 位 上 数 字 的 ２
３

，如 这 个 两 位 数

加上１８，则等于原来两位数的十位上的数字与个位上的数字对调后所得的

两位数，求原来的两位数．
解１　设 两 位 数 的 十 位 上 的 数 字 为ａ，个 位 上 的 数 字 为ｂ，加 上 的 数 为

Ｍ，则

１０ａ＋ｂ＋Ｍ ＝１０ｂ＋ａ，

Ｍ ＝９ｂ－９ａ＝９（ｂ－ａ）．
　　由此可知，凡两位数，如果加上某数后所得的和等于这个两位数的数字

对调位置后所得的两位数，那么，所加的数总是等于个位上的数字与十位上

的数字的差的９倍．因此，这个两位数的个位上的数字与十位上的数字的差

为１８÷９＝２．因为十位上的 数 字 是 个 位 上 的 数 字 的 ２
３

，所 以 个 位 上 的 数 字

为２÷ １－（ ）２
３ ＝６，十位上的数字是６×２

３＝４，原来的两位数是４６；

解２　设个位上的数字为ｘ，则十位上的数字为２
３ｘ．

２
３ｘ×１０＋ｘ＋１８＝１０ｘ＋ ２

３ｘ．

　　解方程，得　ｘ＝６，２
３ｘ＝２

３×６＝４．

所以所求两位数为４６．

８４８．新苗小学五年级有两个 班，甲 班 人 数 是 乙 班 的 ９
１１

，乙 班 的 四 个 组

中，第一组占全班人数的７
２２

，其余各组都比第一组少４人．问这 个 学 校 五 年

级共有学生多少人？

解１　乙 班 其 余 三 组 人 数 的 和 占 乙 班 人 数 的 １－７（ ）２２ ．每 组 各 占 乙 班

人 数 的 １－７（ ）２２ ×［ ］１
３

， 则 ４ 人 正 好 占 乙 班 人 数 的

７
２２－ １－７（ ）２２ ×［ ］１

３
，得４÷ ７

２２－ １－７（ ）２２ ×［ ］１
３ ＝４４（人）．五 年 级 共

有学生４４× １＋９（ ）１１ ＝８０（人）．

综合算式为

４÷ ７
２２－ １－ ７（ ）２２ ×［ ］１

３ × １＋ ９（ ）１１ ＝８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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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２　设五年级乙班有学生ｘ人．依题意，得

７
２２ｘ－ １－ ７（ ）２２ ｘ× １

３ ＝４．

　　解方程，得　ｘ＝４４，４４× １＋９（ ）１１ ＝８０（人）．

所以五年级共有学生８０人．

８４９．建筑材料商店运到黄沙一批．第一天卖出总数的１
３

还多２４吨；第

二天卖出余下的 １
３

再 加２４吨；第 三 天 卖 出 的 是 第 二 天 余 下 的 １
３

再 加２４

吨，这时黄沙全部卖完．问这批黄沙共有多少吨？

解１　第三天卖出第二 天 余 下 的 １
３

再 加２４吨，而 黄 沙 正 好 卖 完，因 此

２４吨相当于第二天余下的１－１
３＝２

３．２４÷２
３＝３６（吨），是 第 二 天 的 余 下

数．同理，（３６＋２４）÷ １－（ ）１
３ ＝９０（吨）是 第 一 天 的 余 下 数．（９０＋２４）÷

１－（ ）１
３ ＝１７１（吨）是这批黄沙的总数．

综合算式为

２４÷ １－（ ）１
３ ＋［ ］２４ ÷ １－（ ）１

３ ＋｛ ｝２４ ÷ １－（ ）１
３ ＝１７１（吨）；

　　解２　设这批黄沙共ｘ吨．则

第一天余下： １－（ ）１
３ ｘ－［ ］２４ 吨；第二天余下：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ｘ

－　
　］２４ － ｝２４ 吨；第 三 天 卖 出：１

３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ｘ－［ ］２４ －｛ ｝２４ ＋２４．

依题意，得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ｘ－［ ］２４ －２４

＝ １
３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ｘ－［ ］２４ －｛ ｝２４ ＋２４．

　　解方程，得　ｘ＝１７１．
所以这批黄沙共有１７１吨．

８５０．学校事务员到文具店采购文具纸张．他购买了墨水、粉笔和纸张，

共付出１２０元．买粉笔的钱是墨水的３倍，买 纸 张 的 钱 是 墨 水、粉 笔 的１１
２

倍还多３．５元．问三样物品各付多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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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设买墨水的钱是“１”，那么买粉笔的钱是“３”，

买纸张的钱是 （１＋３）×１［ ］１
２

还多３．５０元．所以买墨水的钱

（１２０－３．５０）÷ （１＋３）× １＋１（ ）［ ］１
２ ＝１１．６５（元），

买粉笔的钱　１１．６５×３＝３４．９５（元），

买纸张的钱　（１１．６５＋３４．９５）×１１
２＋３．５０＝７３．４０（元）；

解２　 设 买 墨 水 应 付 ｘ 元，则 买 粉 笔 付 ３ｘ 元，买 纸 张 付

１１
２

（ｘ＋３ｘ）＋３．［ ］５０ 元．依题意，得

ｘ＋３ｘ＋１１
２

（ｘ＋３ｘ）＋３．５０＝１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６５，

３ｘ＝３×１１．６５＝３４．９５，

　１１
２

（ｘ＋３ｘ）＋３．５０

＝１１
２ ×（１１．６５＋３４．９５）＋３．５０

＝７３．４０．

　　所以买墨水付１１．６５元，买粉笔付３４．９５元，买纸张付７３．４０元．

８５１．某林区用飞机播种造林，第一天播种的面积比计划播种面积的 １
４

多２００公顷，第二天播种的等于第一天播种面积的１１
１０

倍，第三天播种７２０

公顷，完成全部计划．问这个林区计划共播种造林多少公顷？

解１　 ２００＋２００×１１
１０（ ）＋７２０ ÷ １－１

４－１
４×１１（ ）１０ ＝２４００（公顷）；

解２　设计划造林ｘ公顷．依题意，得

ｘ
４ ＋（ ）２００ １＋１１（ ）１０ ＋７２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４００．
所以这个林区计划播种造林２４００公顷．

８５２．小明看一本书，第一天看了全书的 １
６

，第二天看了２４页，第 三 天

看的页数与前两天看的总数的比 是３∶２，这 时 还 剩 下 全 书 的 １
４

没 有 看．问

全书共有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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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第三天看了全书的１
６×３

２
还多 ２４×（ ）３

２
页．全书的总页数为

２４＋２４×（ ）３
２ ÷ １－ １

６ － １
６ × ３

２ －（ ）１
４ ＝１８０（页）；

　　解２　设全书共ｘ页．依题意，得

ｘ
６ ＋（ ）２４ １＋（ ）３

２ ＋ ｘ
４ ＝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０．
所以全书共有１８０页．

８５３．供销社运到涤 棉 布 一 批，第 一 天 卖 出 ３
１０

，第 二 天 卖 出 余 下 的 ２
７

，

第三天又运到第二天余 下 的 １
２

，这 时 共 有 涤 棉 布３７５米．问 原 来 运 到 的 涤

棉布是多少米？

解１　第二天剩下原来运到涤棉布的 １－３（ ）１０ × １－（ ）２
７ ．３７５米是原

来运到的涤棉布的 １－３（ ）１０ × １－（ ）２
７ × １＋（ ）１

２ ．所以

３７５÷ １－ ３（ ）１０ × １－（ ）２
７ × １＋（ ）［ ］１

２ ＝５００（米）；

　　解２　设原来运到涤棉布ｘ米．依题意，得

ｘ－ ３
１０ｘ－ ２

７
ｘ－ ３

１０（ ）［ ］ｘ × １＋（ ）１
２ ＝３７５．

　　解方程，得　ｘ＝５００．
所以原来运到涤棉布５００米．

８５４．将一批大米的 ８
１５

装 入 米 袋，每 个 米 袋 装 的 大 米 一 样 多，装 了１８

袋，接着将这批大米的其余部分也装入米袋，每袋装的大米和前一次装的一

样多，装了１５袋还余４５千克．问每个米袋装大米多少千克？

解１　全部大米都装袋能装１８÷８
１５＝３３３

４
（袋），相当于１８袋与１５袋

的和还多４５千克，即３３袋 再 加４５千 克．３３３
４－３３＝３

４
，由 此 知 一 袋 米 的

３
４

就是４５千克，所以每袋装大米４５÷３
４＝６０（千克）．综合算式为

４５÷ １８÷ ８
１５－（１８＋１５［ ］） ＝６０（千克）；

　　解２　设每个米袋装大米ｘ千克．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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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ｘ
１８ｘ＋１５ｘ＋４５＝ ８

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６０．
所以每个米袋装大米６０千克．

８５５．青工小张把全月工资的５
１３

作伙食费，余下 的１３
２０

作 为 其 他 开 支，剩

下的存入银行，存入银行的钱数比伙食费少１１０元．问小张每月的工资是多

少元？

解１　存入银行的钱占全月工资的 １－５（ ）１３ × １－１３（ ）［ ］２０ ．所以

１１０÷ ５
１３－ １－ ５（ ）１３ × １－１３（ ）［ ］２０ ＝６５０（元）；

　　解２　设小张每月的工资是ｘ元．依题意，得

５
１３ｘ－ ｘ－ ５

１３（ ）ｘ × １－１３（ ）２０ ＝１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６５０．
所以小张每月工资是６５０元．

８５６．小明三天看完 一 本 书，第 一 天 看 全 书 的 １
４

，第 二 天 看 余 下 的 ２
５

，

第二天比第三天少看１５页．问这本书共有几页？第三天从第几页看起？

解１　第二天看全书的 １－（ ）１
４ ×２

５
，即３

１０
；第三天看全书的１－１

４－

３
１０

，即９
２０

；第二天比第三天少看的１５页，占全书的 ９
２０－３

１０
，即 ３

２０．所以全书

共有１５÷３
２０＝１００（页）．第一、二两天共看１００× １

４＋３（ ）１０ ＝５５（页），所以

第三天从第５６页看起，综合算式为

１５÷ １－（ ）１
４ × １－（ ）２

５ － １－（ ）１
４ ×［ ］２

５ ＝１００（页），

１００× １
４ ＋ １－（ ）１

４ ×［ ］２
５ ＋１＝５６（页）；

　　解２　设全书共有ｘ页．依题意，得

１－（ ）２
５ ｘ－ ｘ（ ）４ － ２

５
ｘ－ ｘ（ ）４ ＝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１００× １
４＋ １－（ ）１

４ ×［ ］２
５ ＋１＝５６（页）．

所以这本书共有１００页，第三天从第５６页看起．

８５７．计划生产一批零件，已做的是未做的３
５

，如再生产５６０个，正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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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总数的１
２．问这批零件有多少个？

解１　已做的是未做的３
５

，就是已做的占这批零件的 ３
３＋５．所以

５６０÷ １
２ － ３

３＋（ ）５ ＝４４８０（个）；

　　解２　将未做的零件 数 作 为“１”，则 已 做 零 件 数 是 未 做 零 件 数 的 ３
５

，这

批零件的１
２

就是未做零件数的 １＋（ ）３
５ ×１

２＝４
５

，５６０个零件相当于未做

零件 的 １－ ４
５ ＝ １

５
，５６０÷ １

５ ＝２８００（个），这 批 零 件 的 个 数 是 ２８００×

１＋（ ）３
５ ＝４４８０（个）．综合算式为

５６０÷ １－ １＋（ ）３
５ ×［ ］１

２ × １＋（ ）３
５ ＝４４８０（个）；

　　解３　将已做的零件数作为“１”，则 未 做 零 件 数 是 已 做 零 件 数 的 １
３
５

＝

５
３

，这批零件的１
２

就是 已 做 零 件 的 １＋（ ）５
３ ×１

２＝４
３

，５６０个 零 件 相 当 于

５
３－４

３＝１
３

，已做的零件是５６０÷１
３＝１６８０（个）．这 批 零 件 的 总 数 是１６８０

× １＋（ ）５
３ ＝４４８０（个）．列成综合算式为

５６０÷
１
３
５

－ １＋烄

烆

烌

烎

１
３
５

×熿

燀

燄

燅

１
２ × １＋烄

烆

烌

烎

１
３
５

＝４４８０（个）；

　　解４　仍旧将未做的 零 件 数 作 为“１”．如 再 生 产５６０个，正 好 完 成 总 数

的１
２

，这说明这时已做的和未做的正好相等，也说明在 再 生 产５６０个 以 前，

已做的和未做的相差（５６０×２）个．所以这批零件的总数为

５６０×２÷ １－（ ）３
５ × １＋（ ）３

５ ＝４４８０（个）；

　　解５　设这批零件有ｘ个．依题意，得

３
５

１＋ ３
５

ｘ＋５６０＝ 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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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程，得　ｘ＝４４８０．
所以这批零件有４４８０个．

８５８．李明看一本书，已看的页数是未看的 １
４

，如果再看２０页，那 么 已

看的页数是未看的１
３．求这本书共有几页？

解１　已看的页数是 未 看 的 １
４

，则 已 看 的 页 数 占 全 书 的

１
４

１＋１
４

＝１
５

；

再看２０页 后，已 看 的 页 数 是 未 看 的 １
３

，则 已 看 的 页 数 占 全 书 的

１
３

１＋１
３

＝

１
４

；再看的２０页占全书的 １
４－（ ）１

５
，全书的页数为２０÷ １

４－（ ）１
５ ＝４００

（页）．综合算式为

２０÷

１
３

１＋ １
３

－

１
４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４００（页）；

　　解２　设这本书共ｘ页．依题意，得

１
４

１＋ １
４

ｘ＋２０＝

１
３

１＋ １
３

ｘ．

　　解方程，得　ｘ＝４００．
所以这本书共有４００页．

８５９．某班因有人出去开会，缺 席 的 人 数 是 出 席 人 数 的 １
６

；后 来 又 有１

个学生出去开会，则教室里 缺 席 的 人 数 等 于 出 席 人 数 的 １
５．问 这 个 班 共 有

学生多少人？

解１　缺席人 数 是 出 席 人 数 的 １
６．即 缺 席 人 数 为 全 班 人 数 的 １

１＋６＝

１
７．再出去１个学生，则缺席人数为全班人数 １

１＋５＝１
６

，全班人数为

１÷ １
１＋５－ １

１＋（ ）６ ＝４２（人）．

　　解２　设这个班共有学生ｘ人．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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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１＋ １
６

ｘ＋１＝

１
５

１＋ １
５

ｘ．

　　解方程，得　ｘ＝４２．
所以这个班共有学生４２人．
８６０．五爱小学四年级三个班级采集标本．甲班比乙班少采集２４种，这

个数正好是采集标本总数 的 ２
１１

；甲 班 采 集 到 的 标 本 相 当 于 乙 班 的６２．５％．

问丙班采集标本多少种？

解　把乙班采集的标本数看作单位“１”，由２４÷（１－６２．５％）得到乙班

采集的标本数．由２４÷（１－６２．５％）－２４得到甲班采集的标本数．三个班级

采集标本的总数是 ２４÷２（ ）１１
件，所以丙班采集的标本数为

２４÷ ２
１１－［２４÷（１－６２．５％）×２－２４］＝２８（种）．

　　８６１．仓 库 里 有 一 批 化 肥．第 一 次 取 出８０袋，第 二 次 比 第 一 次 多 取 出

１２．５％，第三次比第一次 少 取 出 １
１６．这 样 三 次 取 出 的 化 肥 数 量 正 好 是 总 数

的一半还多２袋．问仓库原有化肥多少袋？

解１　 ８０× １＋（１＋１２．５％）＋ １－１（ ）［ ］１６ －｛ ｝２ ÷１
２＝４８６（袋）；

解２　设仓库原有化肥ｘ袋．依题意，得

８０＋８０×（１＋１２．５％）＋８０× １－ １（ ）１６ ＝ ｘ
２ ＋２．

　　解方程，得　ｘ＝４８６．
所以仓库原有化肥４８６袋．

８６２．甲、乙两堆黄沙，甲堆的吨数是乙堆的 ２
３．如果甲堆增加５吨，这

时乙堆的黄沙是甲堆的１１
３

倍．问两堆原各有黄沙多少吨？

解１　甲堆增加５吨后，甲堆黄沙应是乙堆的１÷１１
３＝３

４．所以，乙堆

的黄沙应是５÷ ３
４－（ ）２

３ ＝６０（吨），甲堆是６０×２
３＝４０（吨）；

解２　设乙堆原有ｘ吨，则甲堆原有２
３ｘ吨．依题意，得

１１
３

２
３ｘ＋（ ）５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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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程，得　ｘ＝６０，２
３ｘ＝６０×２

３＝４０．

所以甲堆原有黄沙４０吨，乙堆原有黄沙６０吨．

８６３．新华书店运进的 科 技 书 本 数 是 文 艺 书 本 数 的 ５
７

，当 科 技 书 卖 出

１
５

后，剩下的科技书比文艺书少１２５１本．问运进的科技书是多少本？

解１　运 进 的 文 艺 书 是 科 技 书 的 １÷（ ）５
７

，科 技 书 卖 出 １
５

后，还 剩

１－（ ）１
５ ．运进的科技书为

１２５１÷ １÷ ５
７ － １－（ ）［ ］１

５ ＝２０８５（本）；

　　解２　设运进的科技书是ｘ本．依题意，得

ｘ
５
７

－ ｘ－ ｘ（ ）５ ＝１２５１．

　　解方程，得　ｘ＝２０８５．
所以运进的科技书是２０８５本．
８６４．两家化工厂，用相同的原料生产同样的产品，甲厂有原料５００吨，

乙厂有原料２２０吨．问甲厂要调拨多少吨给乙厂，才能使乙厂的原料是甲厂

的４
５

？

解１　两厂共有原料５００＋２２０＝７２０（吨），设调拨后甲厂的原料为“１”，

那么乙厂的原 料 为 ４
５

，７２０÷ １＋（ ）４
５ ＝４００（吨）．这 是 调 拨 后 甲 厂 剩 下 的

原料，所以甲厂应调拨５００－４００＝１００（吨）给乙厂．综合算式为

５００－（５００＋２２０）÷ １＋（ ）４
５ ＝１００（吨）；

　　解２　设甲厂应调拨ｘ吨给乙厂．依题意，得

２２０＋ｘ＝ ４
５

（５０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
所以甲厂应调拨１００吨给乙厂．
８６５．将人民币６６元分给甲、乙两人．如果甲将所分得的人民币的２０％

给乙，这样乙将比甲多６元．问两人各分得人民币多少元？

解１　根据和差问题的解题 思 路，（６６－６）÷２＝３０（元）是 甲 将 所 分 得

的人民币的２０％给乙后剩下的 人 民 币．所 以 甲 分 到 的 人 民 币 是：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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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７．５０（元）．乙分到６６－３７．５０＝２８．５０（元）．综合算式为

　（６６－６）÷２÷（１－２０％）

＝３７．５０（元）…… 甲；

　６６－３７．５０
＝２８．５０（元）…… 乙；

　　解２　设甲分得ｘ元，则乙分得（６６－ｘ）元．依题意，得

（１－２０％）ｘ＋６＝６６－ｘ＋２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３７．５０，６６－ｘ＝６６－３７．５０＝２８．５０．
所以甲分得３７．５０元，乙分得２８．５０元．
８６６．甲、乙两家棉纺厂，甲厂贮存的棉花比乙厂多１２０包．如果乙厂调

１２０包给甲厂，那么乙厂的棉花是甲厂的２
３．问两厂原来各有棉花多少包？

解１　开始，甲厂比乙厂多１２０包，后 来，乙 厂 调１２０包 给 甲 厂，所 以 这

时甲厂比乙厂多１２０＋１２０×２＝３６０（包）．而 这 时 乙 厂 的 棉 花 是 甲 厂 的 ２
３

，

因此甲厂的 １－（ ）２
３

即１
３

相当于３６０包．３６０÷１
３＝１０８０（包）是 甲 厂 调 进

１２０包后的包数．１０８０×２
３＝７２０（包）是 乙 厂 调 出１２０包 后 的 包 数．所 以 甲

厂原有棉花１０８０－１２０＝９６０（包），乙厂原有棉花７２０＋１２０＝８４０（包）．综合

算式为

（１２０＋１２０×２）÷ １－（ ）２
３ －１２０＝９６０（包）…… 甲厂，　　　　　

９６０－１２０＝８４０（包）…… 乙厂；
解２　设甲厂原有棉花ｘ包，则乙厂原有棉花（ｘ－１２０）包．依题意，得

ｘ－１２０－１２０＝ ２
３

（ｘ＋１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９６０，ｘ－１２０＝９６０－１２０＝８４０．
所以甲厂原有棉花９６０包，乙厂原有棉花８４０包．
８６７．两个水产门市部合运一批鱼．其 中 第 二 门 市 部 占４０％．如 果 将 第

一门市部的鱼划出２５％给第 二 门 市 部，这 样，第 二 门 市 部 的 鱼 将 比 第 一 门

市部多７２０千克．问这批鱼共多少千克？

解１　把这批鱼看作“１”．第一门市部的鱼占总数 的（１－４０％），划 出 的

鱼占总数的（１－４０％）×２５％，这 样 第 二 门 市 部 的 鱼 占 总 数 的４０％＋（１－
４０％）×２５％．第 一 门 市 部 划 出２５％后，余 下 的 鱼 占 总 数 的（１－４０％）×（１
－２５％）．所以这批鱼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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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０÷［４０％＋（１－４０％）×２５％－（１－４０％）×（１－２５％）］＝７２００（千克）；

　　解２　设这批鱼共ｘ千克．依题意，得

４０％ｘ＋（ｘ－４０％ｘ）×２５％－［ｘ－４０％ｘ－（ｘ－４０％ｘ）×２５％］＝７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７２００．
所以这批鱼共７２００千克．
８６８．一批肥皂存放于甲、乙两个仓库．甲库存的占总数的５５％，如果从

甲库取出４２０箱放入乙库，则乙库所存的肥皂是甲库原来存放量的１２０％．
问两仓库原各存放肥皂多少箱？

解１　以甲库原来存放量为“１”，则乙库原来的存放量等于甲 库 存 放 量

的１－５５％
５５％ ＝９

１１．根据题 意，甲 库 原 来 存 放 量 的 １２０％－９（ ）１１
就 是４２０箱，

所以甲库原来存放肥皂４２０÷ １２０％－９（ ）１１ ＝１１００箱．综合算式为

４２０÷ １２０％－１－５５％（ ）５５％ ＝１１００（箱），

　　乙库原来存肥皂１１００×１－５５％
５５％ ＝９００（箱）；

解２　以乙库原来的存放量为“１”．则甲库原来的存放量等于 乙 库 原 来

存放量的 ５５％
１－５５％＝１１

９．已知乙库现在存放量是甲库原来存放量的１２０％，

所以甲库原来存放量等于乙 库 现 在 存 放 量 的 １
１２０％＝５

６
，就 是 甲 存 放 量 等

于乙库原来存放量的５
６

与４２０箱 的 ５
６

的 和．由 此 可 知，乙 库 原 来 存 放 量 的

１１
９－（ ）５

６
等于４２０箱的５

６
，乙库 原 来 有 肥 皂４２０×５

６÷ １１
９－（ ）５

６ ＝９００

（箱）．综合算式为

４２０× １
１２０％ ÷ ５５％

１－５５％ － １（ ）１２０％ ＝９００（箱），

　　甲库原有肥皂９００× ５５％
１－５５％＝１１００（箱）；

解３　以甲乙两库所存肥皂总数为“１”．乙库现有肥皂数占总数的５５％
×１２０％＝６６％，肥皂的总数是４２０÷［６６％－（１－５５％）］＝２０００（箱）．甲 库

原有肥皂２０００×５５％＝１１００（箱）．综合算式为

４２０÷［５５％×１２０％－（１－５５％）］×５５％ ＝１１００（箱），

　　乙库原有肥皂　１１００÷５５％×（１－５５％）＝９００（箱）；
解４　设甲库原有肥皂ｘ箱．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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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５５％×（１－５５％）＋４２０＝１２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００．

所以甲库原存肥皂１１００箱，乙库原存肥皂１１００×１－５５％
５５％ ＝９００（箱）．

８６９．师徒二人生产一批产 品，已 知 师 傅 比 徒 弟 多 生 产６件．如 果 师 傅

成品的１
４

等于徒弟成品的２
７

，问师徒二人各生产成品多少件？

解１　因为师傅的成品×１
４＝徒弟的成品×２

７
，

所以　
师傅的成品
徒弟的成品＝

２
７
１
４

＝８∶７．

６÷（８－７）×７＝４２（件）……徒弟，

６÷（８－７）×８＝４８（件）……师傅；

　　解２　设师傅的成品为“１”．师 傅 成 品 的 １
４

等 于 徒 弟 成 品 的 ２
７

，于 是 徒

弟的成品是师傅成品的１
４÷２

７＝７
８

，即 徒 弟 的 成 品 比 师 傅 少１－７
８＝１

８．

又知徒弟比师傅少生产６件，因 此 师 傅 的 成 品 为６÷１
８＝４８（件）．综 合 算

式为

６÷ １－ １
４ ÷（ ）２

７ ＝４８（件）…… 师傅，

４８－６＝４２（件）…… 徒弟；

　　解３　令徒弟的成品为“１”，那么师傅的成品是徒弟的２
７÷１

４．

６÷ ２
７ ÷ １

４ －（ ）１ ＝４２（件）…… 徒弟，

４２× ２
７ ÷（ ）１

４ ＝４８（件），

或 ４２＋６＝４８（件）…… 师傅；

　　解４



算

术

辞

典

　　　　　　

　　　 ３７８　　

如图所示，徒弟成品 的 １－（ ）２
７

等 于 他 成 品 ２
７

的
１－２

７
２
７

．根 据 倍 比 法

思想，徒弟成品的２
７

相当 于 师 傅 成 品 的 １
４

，则 徒 弟 成 品 的 １－（ ）２
７

就 相 当

于师傅成品的 １
４×

１－２
７

烄

烆

烌

烎
２
７

，所以

６÷ １－ １
４ － １

４ ×
１－ ２

７
烄

烆

烌

烎
２
７

＝４８（件）…… 师傅，

４８－６＝４２（件）…… 徒弟；

　　解５　类似解４，师傅成品的 １－（ ）１
４

等于他成品 １
４

的
１－１

４
１
４

．根据倍

比法思想，师傅成品的 １
４

相 当 于 徒 弟 成 品 的 ２
７

，则 师 傅 成 品 的 １－（ ）１
４

就

相当于徒弟成品的 ２
７×

１－１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所以

６÷ ２
７ ＋ ２

７ ×
１－ １

４
１
４

－
烄

烆

烌

烎
１ ＝４２（件）…… 徒弟，

４２＋６＝４８（件）…… 师傅；

　　解６　把师傅成品的１
４

或徒弟成品的２
７

看作“１”．

６÷
１－ １

４
１
４

－
１－ ２

７
烄

烆

烌

烎
２
７

÷ １
４ ＝４８（件）…… 师傅，

６÷
１－ １

４
１
４

－
１－ ２

７
烄

烆

烌

烎
２
７

÷ ２
７ ＝４２（件）…… 徒弟；

　　解７　徒弟的成品等 于 他 成 品 ２
７

的 １
２
７

．已 知 徒 弟 成 品 的 ２
７

相 当 于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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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成 品 的 １
４

，根 据 倍 比 法 思 想，徒 弟 的 成 品 就 相 当 于 师 傅 成 品 的

１
４×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７

．所以，６÷ １－１
４×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７

＝４８（件）……师傅，

４８－６＝４２（件）…… 徒弟；

　　解８　类似解７，师傅的成品等于他成品１
４

的 １
１
４

，已知师傅成品的 １
４

相

当于徒弟成品的２
７

，根据倍 比 法 思 想，师 傅 的 成 品 就 相 当 于 徒 弟 成 品 的 ２
７

× １
１
４

．所以

６÷ ２
７× １

１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４２（件）……徒弟，

４２＋６＝４８（件）……师傅；

　　解９　把师傅成品的１
４

或徒弟成品的２
７

看作“１”．师傅的成品等于他成

品１
４

的 １
１
４

；徒弟的成品是他成品２
７

的 １
２
７

，也就是师傅成品１
４

的 １
２
７

．

　６÷
１
１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７

× １
１
４

＝４８（件）…… 师傅，

　６÷
１
１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７

× １
２
７

＝４２（件）…… 徒弟；

　　解１０　根据题意：

师傅成品 × １
４ ＝ 徒弟成品 × ２

７
，

（徒弟成品 ＋６）× １
４ ＝ 徒弟成品 × ２

７
，

徒弟成品 × １
４ ＋６× １

４ ＝ 徒弟成品 × ２
７．

　　由此可知，徒弟成品的２
７

比徒弟成品的１
４

多６×１
４．

所以徒弟的成品是６×１
４÷ ２

７－（ ）１
４ ＝４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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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的成品是４２＋６＝４８（件）；
解１１　同解１０的推理方法：

师傅成品 × １
４ ＝ 徒弟成品 × ２

７
，

师傅成品 × １
４ ＝ （师傅成品 －６）× ２

７
，

师傅成品 × １
４ ＝ 师傅成品 × ２

７ －６× ２
７．

　　由此可知，师傅成品的２
７

比它的１
４

多６×２
７．

所以师傅的成品是６×２
７÷ ２

７－（ ）１
４ ＝４８（件），

徒弟的成品是４８－６＝４２（件）；
解１２　采用逐个对应法：

由已知　１
４

师

←→ ２
７

徒

　　１
４×１

２ ←→ １
７

１
４×１

２×７ ←→ １

所以６÷ １－１
４×１

２（ ）×７ ＝４８（件）……师傅，

４８－６＝４２（件）……徒弟；
解１３　采用面积法解．

如图所示Ｓ＋Ｓ１＝徒弟的成品×２
７

，

Ｓ＋Ｓ２ ＝ 师傅的成品 × １
４．

　　因为，徒弟的成 品×２
７＝师 傅 的 成 品

×１
４

，

所以，Ｓ＋Ｓ１＝Ｓ＋Ｓ２，

Ｓ１ ＝Ｓ２．

　　而Ｓ１＝徒弟的成品× ２
７－（ ）１

４
，Ｓ２＝６×１

４
，

所以，徒弟的成品× ２
７－（ ）１

４ ＝６×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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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徒弟的成品为６×１
４÷ ２

７－（ ）１
４ ＝４２（件），

师傅的成品为４２＋６＝４８（件）；
解１４　设师傅生产ｘ件，则徒弟生产（ｘ－６）件．依题意，得

ｘ
４ ＝ ２

７
（ｘ－６），

　　解方程，得　ｘ＝４８，

ｘ－６＝４８－６＝４２．
　　所以师傅生产成品４８件，徒弟生产成品４２件；

解１５　用列表法求解．

部　分　量 每人做的　　　　　分率

部　分　量

　　‖　　
部　分　量

师傅做的　　　　１
４　　　　　

徒弟做的　　 ２
７

差６件

部　分　量

　　‖　　
部　分　量

师傅做的　　　　１
４　（１）

（师傅做的－６） ２
７

（２）

（２）
→

转化为
部分量＋６×２

７

（３）－（１）　６×２
７

师傅做的　　　　２
７　（３）

师傅做的 ２
７－（ ）１

４ 师傅做的为“１”

６×２
７÷ ２

７－（ ）１
４ ＝４８（件）……师傅，

４８－６＝４２（件）……徒弟．

８７０．甲、乙两粮仓，甲 仓 所 贮 粮 食 的 ２
３

等 于 乙 仓 所 贮 粮 食 的 ３
４

，已 知

甲仓的粮食比乙仓多２０万千克．问两仓各贮粮食多少万千克？

解１　已知乙仓粮食的３
４

相当 于 甲 仓 粮 食 的 ２
３

，所 以 乙 仓 的 粮 食 相 当

于甲仓的２
３÷３

４．

　２０÷ １－ ２
３ ÷（ ）３

４
＝１８０（万千克）…… 甲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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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０－２０
＝１６０（万千克）…… 乙仓；

　　解２　设甲仓贮粮ｘ万千克，则乙仓贮粮（ｘ－２０）万千克．依题意，得

２
３ｘ＝ ３

４
（ｘ－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０，

１８０－２０＝１６０．

　　所以甲仓贮粮１８０万千克，乙仓贮粮１６０万千克．

８７１．书架上有两层书，上层本数的２
５

等于下层 本 数 的 １
３．已 知 上 层 比

下层少２０本．问这两层各有书几本？

解１　设下层的本数为“１”，则上层的本数是下层的１
３÷２

５．

２０÷ １－ １
３ ÷（ ）２

５ ＝１２０（本）…… 下层，

１２０－２０＝１００（本）…… 上层；

　　解２　设上层的本数为“１”，则下层的本数是上层的２
５÷１

３．

２０÷ ２
５ ÷ １

３ －（ ）１ ＝１００（本）…… 上层，

１００＋２０＝１２０（本）…… 下层；

　　解３　上层的本数是它２
５

的 １
２
５

．已知上层本数的２
５

等于下层的 １
３

，根

据倍比法思想，上层的本数等于下层的１
３× １

２
５

．

２０÷ １－ １
３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５

＝１２０（本）…… 下层，

１２０－２０＝１００（本）…… 上层；

　　解４　采用对应法．

　　 ２
５

上层

←→ １
３

下层

２
５÷１

３ ←→ １

２０÷ ２
５÷１

３（ ）－１ ＝１００（本）……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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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２０＝１２０（本）……下层；
解５　设下层有书ｘ本，则上层有书（ｘ－２０）本．依题意，得

２
５

（ｘ－２０）＝ １
３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

ｘ－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０．
　　所以上层有１００本书，下层有１２０本书．

８７２．某运动队共有男女运动员１２６人，选出男运动员的 １
３

和１６个 女

运动员参加比赛，剩下的男女运动员人数刚好相等．问这个运动队男女运动

员各有多少人？

解１　如果只选１６个女 运 动 员 而 不 选 男 运 动 员，那 么 在 剩 下 的１２６－

１６＝１１０（个）男女运动员中，女运动员的人数相当于男运动员人数的１－１
３

＝２
３．所以，１１０÷ １＋（ ）２

３ ＝６６（个）是 男 运 动 员 人 数．女 运 动 员 人 数 是６６

×２
３＋１６＝６０（个），或１２６－６６＝６０（个）．

综合算式为

（１２６－１６）÷ １＋ １－（ ）［ ］１
３ ＝６６（人）…… 男，

１２６－６６＝６０（人）…… 女；

　　解２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果令女运动员选出１６人后剩 下 的 女 运 动 员 人 数 为“１”，则 男 运 动 员

人数为 １＋

１
３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３

．所以，男女运动员的人数各为

（１２６－１６）÷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
烄

烆

烌

烎
１ × １＋

１
３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３

＝６６（人）……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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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１６）÷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
烄

烆

烌

烎
１ ＋１６＝６０（人）…… 女；

　　解３　采用面积法解．
如图，Ｓ１ 表示剩下 的 男 运 动 员，Ｓ２ 表 示 剩 下

的女运动员，根据题意Ｓ１＝Ｓ２，而

Ｓ１＝男运动员人数× １－（ ）１
３

；

Ｓ２＝女运动员人 数－１６，所 以 男 运 动 员 人 数

× １－（ ）１
３ ＝女运动员人数－１６．

又，女运动员人数＝１２６－男运动员人数，

所以男运 动 员 人 数× １－（ ）１
３ ＝１２６－男 运

动员人数－１６，

男运动员人数为（１２６－１６）÷ １－１
３（ ）＋１ ＝６６（人），

女运动员人数为１２６－６６＝６０（人）；
解４　设男运动员有ｘ人，则女运动员有（１２６－ｘ）人．依题意，得

１－（ ）１
３ ｘ＝１２６－ｘ－１６，

　　解方程，得　ｘ＝６６，

１２６－ｘ＝１２６－６６＝６０．
　　所以男运动员有６６人，女运动员有６０人．

８７３．小明阅读一本２５２页的书，已读过的页数的５
７

等于还没有读过的

页数的２１
２

倍．问小明已读过多少页？

解１　没有读过的页数相当于已读过页数的 ５
７÷２（ ）１

２ ．所以

２５２÷ １＋ ５
７ ÷２（ ）１

２ ＝１９６（页）；

　　解２　 已 读 过 的 页 数 相 当 于 没 读 过 页 数 的 ２１
２ ÷ ５

７ ＝３１
２

（倍）．

２５２÷ １＋２１
２÷（ ）［ ］５

７
页是没读过的页数，所以已读过的页数为

２５２÷ １＋２１
２ ÷（ ）５

７ × ２１
２ ÷（ ）５

７ ＝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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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３　 根 据 题 意，已 读 过 的 页 数 × ５
７ ＝ 没 有 读 过 的 页 数 ×２１

２
，

已读过的页数
没有读过的页数＝

２１
２
５
７

＝７
２．所以已读过的页数为

２５２÷（７＋２）×７＝１９６（页）；

解４　已读过页 数 的 １－（ ）５
７

等 于 它 ５
７

的
１－５

７
５
７

，根 据 倍 比 法 思 想，

已读过页数的５
７

等于没读过页数的２１
２

倍，则已读过页数的 １－（ ）５
７

等 于

没读过页数的２１
２×

１－５
７

５
７

．所以，已读过的页数为

２５２－２５２÷ １＋２１
２＋２１

２×
１－５

７
烄

烆

烌

烎
５
７

＝１９６（页）；

解５　把已读过的５
７

或没读过的２１
２

倍作为“１”．已读过的 １－（ ）５
７

相

当于单位“１”的
１－５

７
５
７

，则已 经 读 过 的 相 当 于 单 位“１”的 １＋
１－５

７
烄

烆

烌

烎
５
７

；没 有

读过的相当于单位“１”的 １

２１
２

．所以，已读过的页数为

２５２÷ １＋
１－５

７
烄

烆

烌

烎
５
７

＋ １

２

熿

燀

燄

燅
１
２

÷５
７＝１９６（页）；

解６　已经读过的页数相当于它５
７

的 １
５
７

．已读过页数的 ５
７

相当于没有

读过 的 ２１
２

倍，根 据 倍 比 法 思 想，已 经 读 过 的 页 数 是 没 有 读 过 页 数

的２１
２× １

５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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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 已 读 过 的 页 数 为

　　２５２÷ １＋２１
２×烄

烆

烌

烎

１
５
７

× ２１
２×烄

烆

烌

烎

１
５
７

＝１９６（页 ）；

解７　没有读过的页数是它２１
２

倍的 １

２１
２

．已知没有读过的页数的２１
２

倍等于已经读过页数的 ５
７

，根 据 倍 比 法 思 想，没 有 读 过 的 页 数 相 当 于 已 经

读过页数的５
７× １

２１
２

．所以，已读过的页数为

２５２÷ １＋５
７× １

２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１９６（页）；

解８　设已经读过页数的５
７

和没有读过页数的２１
２

倍为“１”，则已经读

过的页数为 １
５
７

，没有读过的页数为 １

２１
２

．所以，已读过的页数为

２５２÷
１
５
７

＋ １

２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 １
５
７

＝１９６（页）；

解９　已经读过页数×５
７＝没有读过页数×２１

２
，

　　　　　已经读过页数＋没有读过页数＝
烍
烌

烎２５２
已 经 读 过 页 数

×５
７＝（２５２－已 经 读 过 页 数）×２１

２
已 经 读 过 页 数× ２１

２＋（ ）５
７ ＝

２５２×２１
２

已经读过的页数＝２５２×２１
２÷ ２１

２＋（ ）５
７ ＝１９６（页）；

解１０　用对应法求解．

５
７

已经读过的

←→ ２１
２

没有读过的

　 　１　 　←→ ２１
２÷５

７
所以已读过的页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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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７　　 　 　

２５２÷ １＋２１
２ ÷（ ）５

７ × ２１
２ ÷（ ）５

７ ＝１９６（页）；

或　

　

　

　　５
７

已经读过的

←→ ２１
２ 　

没有读过的

　　５
７÷２１

２　←→　１

所以已读过的页数为

２５２÷ １＋ ５
７ ÷２（ ）１

２ ＝１９６（页）；

　　解１１　设已经读过ｘ页．依题意，得

５
７ｘ＝２１

２
（２５２－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９６．
所以小明已经读过１９６页．

８７４．两块地共３０００公顷，第一块耕 了 ７
９

，第 二 块 耕 了 ２
３

，两 块 地 没 有

耕的公顷数相等．问两块地各多少公顷？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第一块 耕 了 ７
９

，第 二 块 耕 了 ２
３

，两 块 地 没 有 耕 的 公 顷 数 相

等，即第一块地的 １－（ ）７
９

等 于 第 二 块 地 的 １－（ ）２
３

，则 第 二 块 地 的 公 顷

数相当于第一块地的 １－（ ）７
９ ÷ １－（ ）２

３ ＝２
３．又知 两 块 地 共３０００公 顷，

所以

第一块地为　３０００÷ １＋（ ）２
３ ＝１８００（公顷），

第二块地为　３０００－１８００＝１２００（公顷）；
解２　设第一块地有ｘ公顷，则第二块地有（３０００－ｘ）公顷．依题意，得

ｘ－ ７
９ｘ＝３０００－ｘ－ ２

３
（３００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００，
３０００－ｘ＝３０００－１８００＝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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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８　　

　　所以第一块地有１８００公顷，第二块地有１２００公顷．

８７５．红星鸡场养鸡２１０００只，卖 出 公 鸡７０００只，卖 出 母 鸡 的 ３
５

，剩 下

的公鸡和母鸡只数相等．问这个鸡场原有公鸡和母鸡各多少只？

解１

若公鸡卖出７０００只后，母 鸡 不 卖 出，则 剩 下 的 公 鸡 只 数 是 母 鸡 的１－
３
５＝２

５．剩下的公鸡和母鸡的 和 是２１０００－７０００＝１４０００（只），正 好 相 当 于

母鸡只 数 的 １＋ ２
５ ＝１２

５．所 以，母 鸡 只 数 为 １４０００÷ １＋（ ）２
５ ＝１００００

（只），公鸡只数为２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只）．
综合算式为

　（２１０００－７０００）÷ １＋ １－（ ）［ ］３
５

＝１０００（只）…… 母鸡，

　２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只）…… 公鸡；

　　解２　如果把剩下 的 公 鸡 数 作 为“１”，则 原 有 母 鸡 数 为 １＋

３
５

１－

烄

烆

烌

烎
３
５

，

原有公鸡和母鸡的只数各为

（２１０００－７０００）÷ １＋

３
５

１－３
５

烄

烆

烌

烎
＋１ ＋７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只）……公鸡，

（２１０００－７０００）÷ １＋

３
５

１－３
５

烄

烆

烌

烎
＋１ × １＋

３
５

１－

烄

烆

烌

烎
３
５

＝１００００（只）……母鸡；
解３　设原有公鸡ｘ只，则原有母鸡（２１０００－ｘ）只．依题意，得

ｘ－７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ｘ）× １－（ ）３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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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９　　 　 　

　　解方程得ｘ＝１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ｘ＝２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所以原有公鸡１１０００只，原有母鸡１００００只．

８７６．一个饲养专业户养 有 小 鸡、小 鸭 共５０００只．小 鸡 卖 出 １
４

，小 鸭 又

孵出２０００只后，小鸡、小鸭的只数 相 同．问 这 个 专 业 户 原 来 养 有 小 鸡、小 鸭

各多少只？

解１　因为小鸡卖出１
４

，小鸭孵出２０００只，小鸡与小鸭的只数相同，所

以原来的小鸭数加上２０００只以后相当于原来小鸡数的１－１
４＝３

４．由此可

知，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７０００（只）相当于小鸡只数的 １＋（ ）３
４ ．所以原有小鸡数为

　（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 ）３
４ ＝４０００（只）；原有小鸭数为

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００（只）；
解２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如果令（原有小鸭数＋２０００）为“１”，则 原 有 小 鸡 数 为 现 有 小

鸭数的 １＋

１
４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所以原有小鸡数为

（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

１
４

１－１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 １＋

１
４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４０００（只）；

原有小鸭数为（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

１
４

１－１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２０００＝１０００（只），或

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００（只）；
解３　设原有小鸡ｘ只，则原有小鸭（５０００－ｘ）只．依题意，得

ｘ－ ｘ
４ ＝５０００－ｘ＋２０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ｘ＝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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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０　　

所以小鸡原有４０００只，小鸭原有１０００只．

８７７．两条铁丝共长１１米，如果从第一条截去１
５

，在第二条上添上７分

米，这时两条铁丝的长度就相等．问这两条铁丝原来各长多少？

解１　如果第二条添上７分米，而第一条不截去它的 １
５

，则第二条现有

的长度是第一条的 １－（ ）１
５

，所以

第一条原长为　（１１０＋７）÷ １－１
５（ ）＋１ ＝６５（分米）＝６．５（米），

第二条原长为　６．５× １－（ ）１
５ －０．７＝４．５（米）

或 １１－６．５＝４．５（米）；
解２　令第二条现有的长度为“１”，则第一条原有长度是第二 条 现 有 长

度的 １＋

１
５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５

，所以

第一条原长为

（１１０＋７）÷ １＋

１
５

１－１
５

烄

烆

烌

烎
＋１ × １＋

１
５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５

＝６５（分米）＝６．５（米），

第二条原长为

（１１０＋７）÷ １＋

１
５

１－１
５

烄

烆

烌

烎
＋１ －７＝４５（分米）＝４．５（米）；

解３　设第一条铁丝原来 的 长 度 是ｘ 米，则 第 二 条 铁 丝 原 来 的 长 度 应

是（１１－ｘ）米．依题意，得

ｘ－ ｘ
５ ＝１１－ｘ＋０．７．

　　解方程，得　ｘ＝６．５，１１－ｘ＝１１－６．５＝４．５．
所以第一条铁丝原长６．５米，第二条铁丝原长４．５米．
８７８．上、下两册书共有２８０页．再 版 时 上 册 减 少１０页，下 册 增 加 它 的

１
４

，这样两册书的页数就相等．问第一版时，上、下册各有多少页？

解１　下册 页 数 的 １＋ １
４ ＝ ５

４
比 上 册 少 １０页．因 此，２８０－１０＝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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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１　　 　 　

（页）是下册页数 的 ５
４ ＋１＝ ９

４．所 以 下 册 的 页 数 为（２８０－１０）÷ ９
４＝１２０

（页）．上册的页数为２８０－１２０＝１６０（页）；
解２　设第一版时上册有ｘ页，则下册是（２８０－ｘ）页．依题意，得

ｘ－１０＝２８０－ｘ＋ １
４

（２８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０，２８０－ｘ＝２８０－１６０＝１２０．
所以第一版时上册有１６０页，下册有１２０页．

８７９．长海盐场有两堆盐共重２０００吨．从第一堆运走１
３

，从第二堆运走

２００吨后，第二堆剩下的是第一堆剩下的３
４．问这两堆盐原各是多少吨？

解１　将第一堆原有的盐看作单位“１”，

第二堆剩下的盐是第一堆原有盐的 １－（ ）１
３ ×［ ］３

４ ．所以，

（２０００－２００）÷ １＋ １－（ ）１
３ ×［ ］３

４ ＝１２００（吨）…… 第一堆，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８００（吨）…… 第二堆；

　　解２　将第二堆剩下的盐看作单位“１”，

第一堆剩下的盐是第二堆 剩 下 盐 的 １
３
４

．第 一 堆 原 有 的 盐 是 第 二 堆 剩

下盐的 １
３
４

× １

１－１
３

．所以

（２０００－２００）÷ １＋ １
３
４

× １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３

＋２００＝８００（吨）…… 第二堆，

２０００－８００＝１２００（吨）…… 第一堆；

　　解３　将第一堆剩下的盐看作单位“１”．

第二堆剩下的盐是第一堆剩下的盐的 ３
４

，第一堆原有的盐是 第 一 堆 剩

下的盐的 １

１－１
３

．所以

（２０００－２００）÷
３
４ ＋ １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３

× １

１－ １
３

＝１２００（吨）…… 第一堆，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８００（吨）…… 第二堆；



算

术

辞

典

　　　　　　

　　　 ３９２　　

　　解４　设第一堆原有盐ｘ吨，则第二堆原有盐（２０００－ｘ）吨．依题意，得

３
４

ｘ－ ｘ（ ）３ ＝ （２０００－ｘ）－２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０，２０００－ｘ＝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８００．
所以第一堆原有盐１２００吨，第二堆原有盐８００吨．
８８０．有两桶汽油，甲桶的汽油比乙桶的汽油重１５千克．从甲桶倒一半

给乙桶．这时乙桶的汽油重６０千克．问两桶汽油原各有多少千克？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以乙桶原有的汽油为“１”．如图 所 示，甲 桶 汽 油 的 一 半 可 以 看 成 是 乙 桶

汽油的１
２

与１５千克的１
２

的和．所 以 从６０千 克 中 减 去１５千 克 的 １
２

所 得 的

差相当于乙桶原有汽油的 １＋（ ）１
２ ．

６０－１５×（ ）１
２ ÷ １＋（ ）１

２ ＝３５（千克）……乙桶，

３５＋１５＝５０（千克）……甲桶；
解２　依题意可作下图：

以甲桶原有的汽油为“１”．如图 所 示，（６０＋１５）千 克 相 当 于 甲 桶 汽 油 的

１＋（ ）１
２

，所以甲桶原有汽油为　（６０＋１５）÷ １＋（ ）１
２ ＝５０（千克），

乙桶原有汽油为　５０－１５＝３５（千克）；
解３　用推导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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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３　　 　 　

乙桶原有汽油＋甲桶原有汽油×１
２＝６０，

而甲桶原有汽油＝乙桶原有汽油＋１５，

所以，乙桶原有汽油＋（乙桶原有汽油＋１５）×１
２＝６０，经 整 理 得，乙 桶

原有 汽 油 × １＋（ ）１
２ ＝６０－１５× １

２
，所 以，乙 桶 原 有 汽 油 为 　

６０－１５×（ ）１
２ ÷ １＋（ ）１

２ ＝３５（千克），

甲桶原有汽油为　３５＋１５＝５０（千克）；
解４　设甲桶 原 有 汽 油 ｘ 千 克，则 乙 桶 原 有 汽 油（ｘ－１５）千 克，依 题

意，得

ｘ－１５＋ ｘ
２ ＝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０，ｘ－１５＝５０－１５＝３５．
所以甲桶原有汽油５０千克，乙桶原有汽油３５千克．
８８１．甲、乙两粮仓，甲仓的存粮比乙仓多６０吨，如果乙仓调６０吨给甲

仓，这时甲仓的存粮是乙仓的１１
５

倍．问两仓原各存粮多少吨？

解１　调拨 后 甲 仓 比 乙 仓 多 （６０＋６０×２）吨．以 乙 仓 目 前 的 存 粮 为

“１”，则

（６０＋６０×２）÷ １１
５（ ）－１ ＋６０＝９６０（吨）……乙仓，

９６０＋６０＝１０２０（吨）……甲仓；
解２　设甲仓原存粮ｘ吨，则乙仓原存粮（ｘ－６０）吨，依题意，得

ｘ＋６０＝１１
５

（ｘ－６０－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２０，ｘ－６０＝１０２０－６０＝９６０．
所以，甲仓原存粮１０２０吨，乙仓原存粮９６０吨．

８８２．有两 堆 钢 材，从 第 一 堆 运 走 １
３

，从 第 二 堆 运 走８０％，这 时 第 一 堆

剩下的钢材是第二堆剩下钢材的３倍．已 知 第 一 堆 原 有 钢 材 比 第 二 堆 原 有

钢材少１０吨．问这两堆钢材原各有多少吨？

解１　第一堆剩 下 １－（ ）１
３ ．第 二 堆 剩 下（１－８０％）．由 于 第 一 堆 剩 下

的是 第 二 堆 剩 下 的 ３ 倍，所 以 第 二 堆 的 （１－８０％）相 当 于 第 一 堆 的

１－（ ）１
３ ×１

３．因此 第 二 堆 相 当 于 第 一 堆 的 １－（ ）１
３ × １

３ ÷（１－８０％）．



算

术

辞

典

　　　　　　

　　　 ３９４　　

所以，

１０÷ １－（ ）１
３ ×１

３÷（１－８０％）－［ ］１ ＝９０（吨）……第一堆，

９０＋１０＝１００（吨）……第二堆；
解２　用对应法解．

１－１
３

第一堆

←→ ３×（１－８０％）
第二堆

１－（ ）１
３ ×１

３ ←→ １－８０％

　　 １－（ ）１
３ ×１

３×５ ←→ １

所以，１０÷ １－（ ）１
３ ×１

３［ ］×５－１ ＝９０（吨）……第一堆，

９０＋１０＝１００（吨）……第二堆；
解３　用倍比法解．

第 一 堆 原 有 的 钢 材 是 它 剩 下 的 １

１－１
３

．根 据 题 意，第 一 堆 的

１－（ ）１
３

等于 第 二 堆 的 ［（１－８０％）×３］，那 么 第 一 堆 等 于 第 二 堆 的

（１－８０％）×３× １

１－［ ］１
３

．所以，

１０÷ １－（１－８０％）×３× １

１－［ ］１
３

＝１００（吨）……第二堆，

１００－１０＝９０（吨）……第一堆；
解４　用面积法解．
Ｓ＋Ｓ１ 为第一堆钢材剩下的．Ｓ＋Ｓ２

为第二堆钢材 剩 下 的，根 据 题 意，得　Ｓ
＋Ｓ１＝３（Ｓ＋Ｓ２），即　Ｓ１＝２Ｓ＋３Ｓ２ 而

Ｓ１＝第一堆原有钢材× ８０％－（ ）１
３

，

Ｓ＝第一堆原有钢材×（１－８０％），

Ｓ２＝１０×（１－８０％），所以

第一堆原有钢材× ８０％－（ ）１
３ ＝第一 堆 原 有 钢 材×（１－８０％）×２＋

１０×（１－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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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堆原有钢材为

１０×（１－８０％）×３÷ ８０％－（ ）１
３ －（１－８０％）×［ ］２ ＝９０（吨），

第二堆原有钢材为　９０＋１０＝１００（吨）；
解５　设第二 堆 原 有 钢 材 ｘ 吨．则 第 一 堆 原 有 钢 材（ｘ－１０）吨．依 题

意，得

（ｘ－１０）－ｘ－１０
３ ＝３×（ｘ－８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ｘ－１０＝１００－１０＝９０．
所以第一堆原有钢材９０吨，第二堆原有钢材１００吨．
８８３．粮站运进两汽车面粉，第 一 辆 比 第 二 辆 多 装０．８吨．如 果 从 第 二

辆取出０．５吨放入第一辆，则 第 二 辆 的 面 粉 正 好 是 第 一 辆 的 ３
４．问 这 两 辆

车原来各装多少吨面粉？

解１　第一辆比第二辆 多 装０．８吨，又 从 第 二 辆 取 出０．５吨 放 入 第 一

辆，那么这时第一辆比第二辆多装（０．８＋０．５×２），即１．８吨．这时第二辆的

面粉正好是第一辆的３
４

，由此可知．第一辆的１－３
４＝１

４
为１．８吨．所以第

一辆汽车这时装１．８÷１
４＝７．２（吨），原来装７．２－０．５＝６．７（吨），第二辆汽

车原来装６．７－０．８＝５．９（吨）．

综合算式为 （０．８＋０．５×２）÷ １－（ ）３
４ －０．５＝６．７（吨）……第一辆，

６．７－０．８＝５．９（吨）……第二辆；
解２　设第二辆汽车原来装ｘ吨，则第一辆汽车原来装（ｘ＋０．８）吨．依

题意，得

ｘ－０．５＝ ３
４

（ｘ＋０．８＋０．５）．

　　解方程，得　 ｘ＝５．９，ｘ＋０．８＝５．９＋０．８＝６．７．
所以第二辆汽车原来装５．９吨，第一辆汽车原来装６．７吨．

８８４．两块长方形铁皮，第一块 的 面 积 比 第 二 块 的 面 积 小 １
５．从 两 块 铁

皮上各剪下 它 们 的 １
３

，共 剪 下 ３６分 米２．问 原 来 这 两 块 铁 皮 的 面 积 各 是

多少？

解１　以第二块铁皮的面积为“１”．第一块铁皮面积的 １
３

等于第二块铁



算

术

辞

典

　　　　　　

　　　 ３９６　　

皮 面 积 的 １－（ ）１
５ ×［ ］１

３
，３６ 分 米２ 相 当 于 第 二 块 铁 皮 面 积 的

１
３＋ １－（ ）１

５ ×［ ］１
３ ．所以，

３６÷ １
３ ＋ １－（ ）１

５ ×［ ］１
３ ＝６０（分米２）…… 第二块，

６０× １－（ ）１
５ ＝４８（分米２）…… 第一块；

　　解２　以第一块铁皮的面积为“１”，第二块铁皮面积的 １
３

等于第一块铁

皮面积的
１

１－（ ）１
５

×［ ］１
３ ．所以，

３６÷
１
３ ＋ １

１－ １
５

×［ ］１
３ ＝４８（分米２）…… 第一块；

４８÷ １－（ ）１
５ ＝６０（分米２）…… 第二块；

　　解３　第一块面积∶第二块面积＝ １－（ ）１
５ ∶１＝４∶５

３６÷ ４× １
３ ＋５×（ ）１

３ ×４＝４８（分米２）…… 第一块，

３６÷ ４× １
３ ＋５×（ ）１

３ ×５＝６０（分米２）…… 第二块；

　　解４　根据题意：

第一块面积×１
３＋第二块面积×１

３＝３６

第一块面积＝第二块面积× １－（ ） 烍
烌

烎
１
５

第 二 块 面 积 ×

１－（ ）１
５ × １

３ ＋ 第 二 块 面 积 × １
３ ＝ ３６ 第 二 块 面 积 ×

１－（ ）１
５ ×１

３＋［ ］１
３ ＝３６ 第二块面积＝３６÷ １－（ ）［ １

５ ×１
３＋ ］１

３

＝６０（分米２），

第一块面积＝６０× １－（ ）１
５ ＝４８（分米２）；

解５　 设 第 二 块 铁 皮 的 面 积 为 ｘ 分 米２．则 第 一 块 铁 皮 的 面 积 为

１－（ ）１
５ ｘ分米２，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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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 １－（ ）１

５ ｘ＋ １
３ｘ＝３６，

　　解方程，得　ｘ＝６０，６０× １－（ ）１
５ ＝４８．

所以第一块铁皮的面积是４８分米２，第二块铁皮的面积为６０分米２．

８８５．甲筐中有鸡蛋２０个，将乙筐中鸡蛋的２
５

移入甲筐，那么两筐鸡蛋

的个数相等，问乙筐中原来有鸡蛋多少个？

解１　乙筐中的鸡蛋取出 ２
５

，还 余 下 １－（ ）２
５

，即 ３
５．甲 筐 中 原 有 鸡 蛋

２０个，加上乙筐鸡蛋的２
５

，这时甲、乙两筐的鸡蛋个数相等，所以２０个相当

于乙筐中原有鸡蛋数的 ３
５－２

５＝１
５．乙筐中原有鸡蛋２０÷１

５＝１００（个）．

综合算式为

２０÷ １－ ２
５ －（ ）２

５ ＝１００（个）；

　　解２　设乙筐中原有鸡蛋ｘ个．依题意，得

ｘ－ ２
５ｘ＝２０＋ ２

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
所以乙筐中原有鸡蛋１００个．
８８６．李、张两家每月有同样的收入．李家按月储蓄他家收入的２０％，张

家比李家每年多消费２８８０元，这样两年后张家已储蓄了１９２０元．问两家每

月的收入各是多少元？

解１　张家比李 家 两 年 多 消 费（２８８０×２）元．如 果 张 家 不 比 李 家 多 消

费，那么两年后应储蓄（２８８０×２＋１９２０）元．这 个 数 字 也 是 李 家 在 两 年 中 的

储蓄数．李家每月储蓄（２８８０×２＋１９２０）÷（１２×２），所以李家每月的收入是

（２８８０×２＋１９２０）÷（１２×２）÷２０％＝１６００（元）．这也是张家每月的收入．
解２　张家比李家每月多消费２８８０÷１２＝２４０（元）．
张家每月储蓄１９２０÷（１２×２）＝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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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每月储蓄８０元与每月多消费２４０元的和，相当于李家每月收入的

２０％，也是张家每月收入的２０％．所以两家每月的收入各为

１９２０
１２×２＋２８８０（ ）１２ ÷２０％ ＝１６００（元）；

　　解３　设两家每月的收入各是ｘ元，则

２０％ｘ×１２×２＝１９２０＋２８８０×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００．

所以张、李两家每月各收入１６００元．
８８７．某小学组织同学游园，分乘大小两辆公共汽车．开始，上小车的比

上大车的多１２人，后来老师从小车上调２７人到大车，则小车人数正好是大

车的７
１０．问这时大小两车各有多少人？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设调动后大车的人数为“１”，则

（２７－１２＋２７）÷ １－ ７（ ）１０ ＝１４０（人）…… 大车，

１４０× ７
１０＝９８（人）…… 小车；

　　解２　设经调动后大车有ｘ人，则小车有７
１０ｘ

人．依题意，得

７
１０ｘ＋（ ）２７ －（ｘ－２７）＝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４０，７
１０ｘ＝１４０×７

１０＝９８．

所以大车有１４０人，小车有９８人．

８８８．甲、乙两粮仓共贮存小麦４６０吨，甲 仓 运 走 ３
４

，乙 仓 运 走 ４
５

后，甲

仓所余的小麦是乙仓的２
３．问两仓原来各有小麦多少吨？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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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甲仓剩 下 的 小 麦 是 乙 仓 原 有 小 麦 的 １－（ ）４
５ ×２

３
，甲 仓 原

有的小麦是乙仓原有小麦的 １－（ ）４
５ ×２

３÷ １－（ ）３
４ ．

所以乙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 １＋ １－（ ）４
５ ×２

３÷ １－（ ）［ ］３
４ ＝３００（吨），

甲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３００＝１６０（吨）；

解２　乙仓剩下的小麦是甲仓原有小麦的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乙仓原有小

麦是甲仓原有小麦的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 １－（ ）４
５ ．所以甲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 １＋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 １－（ ）熿

燀

燄

燅

４
５ ＝１６０（吨），

　　乙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１６０＝３００（吨）；

　　解３　根据题意，得

甲仓的小麦× １－（ ）３
４ ＝乙仓的小麦× １－（ ）４

５ ×２
３

，则甲 仓 小 麦∶

乙仓小麦＝ １－（ ）４
５ ×［ ］２

３ ∶ １－（ ）３
４ ＝８∶１５．所以，

４６０× ８
８＋１５＝１６０（吨）…… 甲仓，

４６０× １５
８＋１５＝３００（吨）…… 乙仓；

　　 解 ４　 甲 仓 小 麦 的 ３
４

等 于 它 １－（ ）３
４

的

３
４

１－３
４

．已 知 甲 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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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４

等于乙仓的 １－（ ）４
５ ×２

３
，根 据 倍 比 法 思 想，甲 仓 小 麦 的 ３

４
等 于

乙仓的 １－（ ）４
５ ×２

３×

３
４

１－３
４

．

所以乙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 １＋ １－（ ）４
５ ×２

３＋ １－（ ）４
５ ×２

３×

３
４

１－

熿

燀

燄

燅
３
４

＝３００（吨），

乙仓小麦的４
５

等于它 １－（ ）４
５

的

４
５

１－４
５

．已知乙仓的 １－（ ）４
５

等于甲

仓小 麦 的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根 据 倍 比 法 思 想，乙 仓 小 麦 的 ４
５

等 于 甲 仓 的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

４
５

１－４
５

．所以甲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 １＋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

４
５

１－

熿

燀

燄

燅
４
５

＝１６０（吨）；

解５　把乙仓小麦的 １－（ ）４
５

看 作“１”，则 甲 仓 小 麦 的 １－（ ）３
４

为 ２
３．

又乙仓小麦的４
５

应为

４
５

１－４
５

，甲仓小麦的３
４

应为２
３×

３
４

１－３
４

．

　 ４６０÷ １＋

４
５

１－

烄

烆

烌

烎
４
５

＋ ２
３＋２

３×

３
４

１－

烄

烆

烌

烎

熿

燀

燄

燅
３
４

÷ １－（ ）４
５

　 　　＝３００（吨）……乙仓，

　 ４６０÷ １＋

４
５

１－

烄

烆

烌

烎
４
５

＋ ２
３＋２

３×

３
４

１－

烄

烆

烌

烎

熿

燀

燄

燅
３
４

×２
３÷ １－（ ）３

４

　 ＝１６０（吨）……甲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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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６　把甲仓小麦的 １－（ ）３
４

看作“１”，则乙仓小麦的 １－（ ）４
５

为 １
２
３

．

甲仓小麦的 ３
４

应 为

３
４

１－３
４

，乙 仓 小 麦 的 ４
５

应 为 １
２
３

×

４
５

１－４
５

．甲 仓 原 有

小麦

　４６０÷ １＋

３
４

１－

烄

烆

烌

烎
３
４

＋ １
２
３

＋ １
２
３

×

４
５

１－

烄

烆

烌

烎

熿

燀

燄

燅
４
５

÷ １－（ ）３
４

　＝１６０（吨），

　　乙仓原有小麦４６０－１６０＝３００（吨）；

解７　令乙仓小麦 的 １－（ ）４
５

为“１”，则 乙 仓 小 麦 为 １

１－４
５

．已 知 乙 仓

小麦的 １－（ ）４
５

等于甲仓的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根据倍比法思想，乙仓等于甲

仓的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 １

１－４
５

．所以甲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 １＋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 １

１－［ ］４
５

＝１６０（吨），

乙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１６０＝３００（吨）；

解８　令甲仓小麦的 １－（ ）３
４

为“１”，则甲仓小麦为 １

１－３
４

．已知甲仓小

麦的 １－（ ）３
４

等于乙 仓 小 麦 的 １－（ ）４
５ ×２

３
，根 据 倍 比 法 思 想，甲 仓 的 小

麦等于乙仓的 １－（ ）４
５ ×２

３× １

１－３
４

．所以乙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 １＋ １－（ ）４
５ × ２

３ × １

１－
熿

燀

燄

燅
３
４

＝３００（吨），

　　甲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３００＝１６０（吨）；

解９　令乙仓小麦的 １－（ ）４
５

为“１”，则 甲 仓 小 麦 的 １－（ ）３
４

为 ２
３．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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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应为 １

１－４
５

，甲仓应为２
３× １

１－３
４

．

４６０÷
１

１－４
５

＋２
３× １

１－［ ］３
４

× １

１－４
５

＝３００（吨）……乙仓，

４６０÷
１

１－４
５

＋２
３× １

１－［ ］３
４

×２
３× １

１－３
４

＝１６０（吨）……甲仓；

解１０　令甲仓小 麦 的 １－（ ）３
４

为“１”，则 乙 仓 的 １－（ ）４
５

为 １
２
３

．甲 仓

应为 １

１－３
４

，乙仓应为 １
２
３

× １

１－４
５

．

４６０÷
１

１－３
４

＋ １
２
３

× １

１－［ ］４
５

× １

１－３
４

＝１６０（吨）……甲仓，

　　４６０÷
１

１－３
４

＋ １
２
３

× １

１－［ ］４
５

× １
２
３

× １

１－４
５

＝３００（吨）……乙仓．

解１１　已知甲仓小麦× １－（ ）３
４ ＝乙仓小麦× １－（ ）４

５ ×２
３

，

（４６０－乙仓小麦）× １－（ ）３
４ ＝乙仓小麦× １－（ ）４

５ ×２
３

，

４６０× １－（ ）３
４ －乙仓小麦× １－（ ）３

４ ＝乙仓小麦× １－（ ）４
５ ×２

３
，

乙仓小麦× １－（ ）４
５ ×２

３＋ １－（ ）［ ］３
４ ＝４００× １－（ ）３

４
，

所以乙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 １－（ ）３
４ ÷ １－（ ）４

５ ×２
３＋ １－（ ）［ ］３

４ ＝３００（吨），

甲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３００＝１６０（吨）；

解１２　已知甲仓小麦× １－（ ）３
４ ＝乙仓小麦× １－（ ）４

５ ×２
３

，

甲仓小麦× １－（ ）３
４

＝（４６０－甲仓小麦）× １－（ ）４
５ ×２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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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仓小麦× １－（ ）３
４

＝４６０× １－（ ）４
５ ×２

３－甲仓小麦× １－（ ）４
５ ×２

３
，

甲仓小麦× １－（ ）３
４ ＋ １－（ ）４

５ ×［ ］２
３ ＝４６０× １－（ ）４

５ ×２
３

，

所以甲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 １－（ ）４
５ ×２

３÷ １－（ ）３
４ ＋ １－（ ）４

５ ×［ ］２
３ ＝１６０（吨），

乙仓原有小麦　４６０－１６０＝３００（吨）；
解１３　用面积法解，

如图，Ｓ１＋Ｓ２－Ｓ＝４６０× １－（ ）４
５

，

而Ｓ１＝甲仓小麦× １－（ ）３
４

，

Ｓ２ ＝ １
２
３

Ｓ１

＝甲仓小麦×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

Ｓ＝甲仓小麦× ４
５－（ ）３

４ ．

所以甲仓小麦× １－（ ）３
４ ＋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 ４
５－（ ）［ ］３

４

＝４６０× １－（ ）４
５

，

甲仓小麦

＝４６０× １－（ ）４
５ ÷ １－（ ）３

４ ＋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 ４
５－（ ）［ ］３

４

＝１６０（吨），

如图所示，Ｓ１＋Ｓ２＋Ｓ＝４６０× １－（ ）３
４

，而Ｓ２＝乙仓小麦× １－（ ）４
５

，

Ｓ１＝２
３Ｓ２＝乙仓小麦× １－（ ）４

５ ×２
３

，Ｓ＝乙仓小麦× ４
５－（ ）３

４
，所以

　　乙仓小麦× １－（ ）４
５ ×２

３＋ １－（ ）［ ４
５ ＋ ４

５－（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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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 １－（ ）３
４

，

乙仓小麦＝４００× １－（ ）３
４ ÷ １－（ ）４

５ ×２
３＋ １－（ ）４

５ ＋ ４
５－（ ）［ ］３

４

＝３００（吨）；

解１４　设甲仓原有小麦ｘ吨，则乙仓原有小麦（４６０－ｘ）吨．依题意，得

ｘ－ ３
４ｘ＝ ２

３
４６０－ｘ－ ４

５
（４６０－ｘ［ ］） ．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０，４６０－ｘ＝４６０－１６０＝３００．
所以甲仓原有小麦１６０吨，乙仓原有小麦３００吨．

８８９．甲桶食油比乙桶食油少１２．５千克，如果从甲桶取出２
５

，乙桶取出

３
７

，这时甲桶的油是乙桶的４
５．问两桶食油原各有多少千克？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因为甲桶× １－（ ）２
５ ＝乙桶× １－（ ）３

７ ×４
５

，

所以，甲桶∶乙桶＝ １－（ ）３
７ ×［ ］４

５ ∶ １－（ ）２
５ ＝１６∶２１．

甲桶原有油　１２．５÷（２１－１６）×１６＝４０（千克），

乙桶原有油　１２．５÷（２１－１６）×２１＝５２．５（千克）；

解２　令 乙 桶 的 食 油 为 “１”．因 为 甲 桶 食 油 的 １－（ ）２
５

等 于 乙 桶 的

１－（ ）３
７ ×４

５
，所以甲桶食油等于乙桶的 １－（ ）３

７ ×４
５÷ １－（ ）２

５ ．

１２．５÷ １－ １－（ ）３
７ ×４

５÷ １－（ ）［ ］２
５ ＝５２．５（千克）……乙桶，

５２．５－１２．５＝４０（千克）……甲桶；

解３　令甲桶的食油为“１”．因为乙桶食油的 １－（ ）３
７ ×４

５
等于甲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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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５

，所以乙桶食油等于甲桶的 １－（ ）２
５ ÷ １－（ ）３

７ ÷４
５．

１２．５÷ １－（ ）２
５ ÷ １－（ ）３

７ ÷４
５［ ］－１ ＝４０（千克）……甲桶，

４０＋１２．５＝５２．５（千克）……乙桶；

解４　 甲 桶 食 油 的 ２
５

等 于 它 １－（ ）２
５

的

２
５

１－２
５

．已 知 甲 桶 的

１－（ ）２
５

等于乙桶的 １－（ ）３
７ ×４

５
，根 据 倍 比 法 思 想，甲 桶 的 ２

５
等 于 乙 桶

的 １－（ ）３
７ ×４

５×

２
５

１－２
５

．

　　１２．５÷ １－ １－（ ）３
７ ×４

５－ １－（ ）３
７ ×４

５×

２
５

１－

熿

燀

燄

燅
２
５

　＝５２．５（千克）……乙桶，

同理，乙 桶 食 油 的 ３
７

等 于 它 １－（ ）３
７

的

３
７

１－３
７

．已 知 乙 桶 食 油 的

１－（ ）３
７

等于甲桶的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根据倍比法思想，乙桶食油的３
７

等于

甲桶的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

３
７

１－３
７

．所以甲桶原有食油

１２．５÷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

３
７

１－３
７

熿

燀

燄

燅
－１

＝４０（千克）；

解５　令乙桶食油的 １－（ ）３
７

为“１”，则 甲 桶 的 １－（ ）２
５

为 ４
５

，乙 桶 的

３
７

为

３
７

１－３
７

，甲桶的２
５

为４
５×

２
５

１－２
５

．所以乙桶有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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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１＋

３
７

１－

烄

烆

烌

烎
３
７

－ ４
５＋４

５×

２
５

１－

烄

烆

烌

烎

熿

燀

燄

燅
２
５

÷ １－（ ）３
７

＝５２．５（千克）．

同理，令甲桶食油的 １－（ ）２
５

为“１”，则

乙桶的 １－（ ）３
７

为 １
４
５

，甲桶的２
５

为

２
５

１－２
５

，

乙桶的３
７

为 １
４
５

×

３
７

１－３
７

．

所以甲桶有食油

１２．５÷ １
４
５

＋ １
４
５

×

３
７

１－

烄

烆

烌

烎
３
７

－ １＋

２
５

１－

烄

烆

烌

烎

熿

燀

燄

燅
２
５

÷ １－（ ）２
５

＝４０（千克）；

解６　 甲 桶 食 油 等 于 它 １－（ ）２
５

的 １

１－２
５

．已 知 甲 桶 食 油 的

１－（ ）２
５

等于乙桶的 １－（ ）３
７ ×４

５
，根据倍比法思想，甲桶等于乙桶的

１－（ ）３
７ × ４

５ × １

１－ ２
５

．

所以乙桶有食油

１２．５÷ １－ １－（ ）３
７ ×４

５× １

１－［ ］２
５

＝５２．５（千克）．

同 理，乙 桶 食 油 等 于 它 １－（ ）３
７

的 １

１－３
７

．已 知 乙 桶 食 油 的

１－（ ）３
７

等于甲桶的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根据倍比法思想，乙桶食油等于甲桶

的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 １

１－３
７

．所以甲桶有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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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 １

１－３
７

［ ］－１ ＝４０（千克）；

解７　令乙桶食油的 １－（ ）３
７

为“１”，则 甲 桶 的 １－（ ）２
５

为 ４
５

，乙 桶 为

１

１－３
７

，甲桶为４
５× １

１－２
５

．乙桶食油为

１２．５÷
１

１－ ３
７

－ ４
５ × １

１－
烄

烆

烌

烎
２
５

× １

１－ ３
７

＝５２．５（千克），

　　同理，令甲桶食油的 １－（ ）２
５

为“１”，则乙桶的 １－（ ）３
７

为 １
４
５

，甲桶为

１

１－２
５

，乙桶为 １
４
５

× １

１－３
７

．甲桶食油为

１２．５÷
１
４
５

× １

１－３
７

－ １

１－
烄

烆

烌

烎
２
５

× １

１－２
５

＝４０（千克）；

解８　已知　甲桶食油× １－（ ）２
５ ＝乙桶食油× １－（ ）３

７ ×４
５

（乙桶食油－１２．５）× １－（ ）２
５ ＝乙桶食油× １－（ ）３

７ ×４
５

乙桶食油× １－（ ）２
５ －１２．５× １－（ ）２

５

　　＝乙桶食油× １－（ ）３
７ ×４

５

乙桶食油× １－（ ）２
５ － １－（ ）３

７ ×［ ］４
５

　　＝１２．５× １－（ ）２
５

乙桶食油＝１２．５× １－（ ）２
５ ÷ １－（ ）２

５ － １－（ ）３
７ ×［ ］４

５

　　＝５２．５（千克），

同理，已知　甲桶食油× １－（ ）２
５ ＝乙桶食油× １－（ ）３

７ ×４
５

甲桶食油× １－（ ）２
５ ＝（甲桶食油＋１２．５）× １－（ ）３

７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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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桶食油× １－（ ）２
５ ＝甲桶食油× １－（ ）３

７ ×４
５

　　　＋１２．５× １－（ ）３
７ ×４

５

甲桶食油× １－（ ）２
５ － １－（ ）３

７ ×［ ］４
５

　　＝１２．５× １－（ ）３
７ ×４

５

甲桶食油＝１２．５× １－（ ）３
７ ×４

５

　　　÷ １－（ ）２
５ － １－（ ）３

７ ×［ ］４
５ ＝４０（千克）；

解９　用对应法解．
甲桶食油 乙桶食油

已知：１－２
５ ←→ １－（ ）３

７ ×４
５

１ ←→ １－（ ）３
７ ×４

５× １

１－２
５

所以乙桶有食油　１２．５÷ １－ １－（ ）３
７ ×４

５× １

１－［ ］２
５

＝５２．５（千克）．

又　　　　　　甲桶食油　　 乙桶食油

已知：　　　　　　　　１－２
５ ←→ １－（ ）３

７ ×４
５

１－（ ）２
５ ÷４

５ ←→ １－３
７

１－（ ）２
５ ÷４

５÷ １－（ ）３
７ ←→ １

所以甲桶有食油

１２．５÷ １－（ ）２
５ ÷４

５÷ １－（ ）３
７ －［ ］１ ＝４０（千克）；

（单位：千克）

　　解１０　用面积法解．

如图：

Ｓ＋Ｓ１＝甲桶食油× １－（ ）２
５ ①

Ｓ＋Ｓ２＝乙桶食油× １－（ ）３
７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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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①

Ｓ２－Ｓ１＝乙桶× １－（ ）３
７ －甲桶× １－（ ）２

５
；

Ｓ２＝１２．５× １－（ ）３
７

；

Ｓ１＝甲桶× ３
７－（ ）２

５
；

乙桶× １－（ ）３
７ ＝甲桶×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

１２．５× １－（ ）３
７ －甲桶× ３

７－（ ）２
５ ＝甲桶×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甲桶× １－（ ）２
５

甲桶×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 ３
７－（ ）２

５ － １－（ ）［ ］２
５

　　＝１２．５× １－（ ）３
７

甲桶食油＝１２．５× １－（ ）３
７

　　　÷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

＋ ３
７－（ ）２

５ － １－（ ）［ ］２
５ ＝４０（千克），

乙桶食油＝４０＋１２．５＝５２．５（千克）；

解１１　设甲桶原有食油ｘ千克，则乙桶原有食油（ｘ＋１２．５）千克．依题

意，得

ｘ－ ２
５ｘ＝ ４

５
ｘ＋１２．５－ ３

７
（ｘ＋１２．５［ ］） ．

　　解方程，得　ｘ＝４０，ｘ＋１２．５＝４０＋１２．５＝５２．５．

所以甲桶原有食油４０千克，乙桶原有食油５２．５千克．

８９０．某厂甲、乙两车间共１３７人．甲车间人数的 ４
７

加上乙车间人 数 的

４
５

为９２人，求甲、乙两车间各几人？

解１　已知 甲＋乙＝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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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４
５＋乙×４

５＝１３７×４
５　①

甲×４
７＋乙×４

５＝９２　　　　
烍

烌

烎②

①－②
甲× ４

５－（ ）４
７ ＝１３７×４

５－９２

甲＝ １３７×４
５（ ）－９２ ÷ ４

５－（ ）４
７ ＝７７（人），

乙＝１３７－７７＝６０（人）；

解２　已知 甲＋乙＝１３７

甲×４
７＋乙×４

７＝１３７×４
７　①

甲×４
７＋乙×４

５＝９２　　　　
烍

烌

烎②

②－①
乙× ４

５－（ ）４
７ ＝９２－１３７×４

７

乙＝ ９２－１３７×（ ）４
７ ÷ ４

５－（ ）４
７ ＝６０（人），

甲＝１３７－６０＝７７（人）；

解３　已知　甲×４
７＋乙×４

５＝９２

　　　　　　 甲×４
７÷４

５＋乙

　　　　　　
＝９２÷４

５　　　①

甲＋乙＝１３７　
烍
烌

烎②

②－①
甲× １－４

７÷（ ）４
５ ＝１３７－９２÷４

５

甲＝ １３７－９２÷（ ）４
５ ÷ １－４

７÷（ ）４
５ ＝７７（人），

乙＝１３７－７７＝６０（人）；

解４　已知　甲×４
７＋乙×４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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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甲＋乙×４
５÷４

７

＝９２÷４
７　　　①

甲＋乙＝１３７　
烍
烌

烎②

①－②
乙× ４

５÷４
７（ ）－１ ＝９２÷４

７－１３７

乙＝ ９２÷４
７（ ）－１３７ ÷ ４

５＋４
７（ ）－１ ＝６０（人），

甲＝１３７－６０＝７７（人）；

解５　设甲车间有ｘ人，则乙车间有（１３７－ｘ）人．依题意，得

４
７ｘ＋ ４

５
（１３７－ｘ）＝９２．

　　解方程，得　ｘ＝７７，１３７－ｘ＝１３７－７７＝６０．

所以甲车间有７７人，乙车间有６０人．

８９１．新华小学舞蹈小组和 歌 咏 小 组 共 有 组 员６６人，舞 蹈 小 组 人 数 的

１
２

与歌咏小组人数的３
７

的和是３０人．问两组人数各是多少？

解１　舞蹈小组 人 数 的 １
２

与 歌 咏 小 组 人 数 的 １
２

的 和 是６６× １
２ ＝３３

（人）．但是舞蹈小组人数的１
２

与歌咏小组人数的３
７

的和是３０人，所以３３－

３０＝３（人）相当于歌咏小组人数 的 １
２－３

７＝１
１４．由 此 可 得 歌 咏 小 组 的 人 数

是３÷１
１４＝４２（人）．综合算式为

６６× １
２ －（ ）３０ ÷ １

２ －（ ）３
７ ＝４２（人），

　　舞蹈小组人数为

６６－４２＝２４（人）；

　　解２　已知舞蹈小组人数的１
２

与歌咏小组人数的３
７

的和是３０人，那么

舞蹈小组全组人数与歌咏小组 的 ３
７（ ）×２ 的 和 是（３０×２）人．６６－３０×２＝

６（人）相当于歌咏小组人数的１－３
７×２＝１

７
，所 以 歌 咏 小 组 的 人 数 是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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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２　　

１
７＝４２（人）．综合算式为

（６６－３０×２）÷ １－ ３
７ ×（ ）２ ＝４２（人），

　　舞蹈小组人数为

６６－４２＝２４（人）；

　　解３　已知　舞蹈小组人数×１
２＋歌咏小组人数×３

７＝３０

等式两边

同乘以　

１
３
７

　　

舞蹈小组人数×１
２× １

３
７

＋歌咏小组人数＝３０× １
３
７

①

　　　　　　　　　　已知舞蹈小组人数＋歌咏小组人数＝６６ ②
烍

烌

烎

　

　

　

　

①－②
舞蹈小组人数＝ ３０× １

３
７

烄

烆

烌

烎
－６６ ÷

１
２× １

３
７

烄

烆

烌

烎
－１ ＝２４（人），

　　歌咏小组人数　６６－２４＝４２（人）；

解４　已知　舞蹈小组人数＋歌咏小组人数＝６６

等式两边

同乘以　
３
７　　

舞蹈小组人数×３
７＋歌咏小组人数×３

７＝６６×３
７①

　　　　　已知舞蹈小组人数×１
２＋歌咏小组人数×３

７＝３０ ②
烍

烌

烎

　

　

　

　

②－①
舞蹈小组人数＝ ３０－６６×（ ）３

７ ÷ １
２－（ ）３

７ ＝２４（人），

歌咏小组人数　６６－２４＝４２（人）；

解５　设舞蹈小组有ｘ人，则歌咏小组有（６６－ｘ）人．

ｘ
２ ＋ ３

７
（６６－ｘ）＝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４，６６－ｘ＝６６－２４＝４２．

所以舞蹈小组有２４人．歌咏小组有４２人．

８９２．东、西两粮仓存粮的比是５∶７，两仓分别运入同样数量的粮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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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东仓有粮９６吨，西仓有粮１２０吨．问两仓分别运入多少吨粮食？

解１　设西仓原有的粮食为“１”，则东仓原有的粮食是西仓原 有 粮 食 的

５
７

，东仓比西仓少１－５
７＝２

７．因为两仓运入同样数量的粮食，所以原来两

仓粮食的相差数就是运入 同 样 数 量 粮 食 后 的 相 差 数１２０－９６＝２４（吨），相

当于西仓原有粮食的２
７

，所以西仓原有粮食为２４÷２
７＝８４（吨），１２０－８４＝

３６（吨）就是两仓分别增加的粮食数．综合算式为

１２０－（１２０－９６）÷ １－（ ）５
７ ＝３６（吨）；

　　解２　如解１所述，设东 仓 原 有 的 粮 食 为“１”，则 西 仓 原 有 的 粮 食 是 东

仓的７
５

，相差７
５－１＝２

５．所以 东 仓 原 存 粮 为　（１２０－９６）÷ ７
５（ ）－１ ＝６０

（吨），９６－６０＝３６（吨），即为两仓分别运入的粮食数．

解３　设两仓分别运入ｘ吨粮食．依题意，得

９６－ｘ
１２０－ｘ＝ ５

７．

　　解方程，得　ｘ＝３６．

所以两仓分别运入粮食３６吨．

８９３．某工厂三级工与四级工的人 数 比 是４∶３，后 来 又 有３３人 由 三 级

工升入四级工，这时三级 工 人 数 是 三、四 级 工 总 人 数 的 ３
８．问 这 家 工 厂 三、

四级工总人数是多少？

解１　升级前后，三、四 级 工 总 人 数 没 有 发 生 变 化．原 来 三 级 工 人 数 占

三、四级工总人数的 ４
４＋３

；升级后占３
８．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三级工人数

减少了３３人．所以三、四级工总人数为　３３÷ ４
４＋３－（ ）３

８ ＝１６８（人）；

解２　设三、四级工总人数是ｘ人．依题意，得

４
７ｘ－３３＝ ３

８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８．

所以这家工厂三、四级工总人数是１６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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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４．两堆煤共重２８．５吨．第一堆用 去 ３
４

，第 二 堆 用 去 ２
３

后，第 一 堆 剩

下的煤比第二堆剩下的煤少２．５吨．问两堆煤原来各重多少吨？

解１　第一 堆 剩 下 的 煤 比 第 二 堆 剩 下 的 煤 少 ２．５吨，就 是 第 二 堆 的

１－（ ）２
３

比 第 一 堆 的 １－（ ）３
４

多 ２．５ 吨．这 样 第 二 堆 就 比 第 一 堆 的

１－（ ）３
４ ÷ １－（ ）２

３
多 ２．５÷ １－（ ）［ ］２

３
吨．因此第一堆煤的重量为

２８．５－２．５÷ １－（ ）［ ］２
３ ÷ １＋ １－（ ）３

４ ÷ １－（ ）［ ］２
３ ＝１２（吨），

第二堆煤的重量为　２８．５－１２＝１６．５（吨）；

解２　设第一堆煤的重 量 为ｘ 吨，则 第 二 堆 煤 的 重 量 为（２８．５－ｘ）吨．

依题意，得

ｘ－ ３
４ｘ＋２．５＝２８．５－ｘ－ ２

３
（２８．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２８．５－ｘ＝２８．５－１２＝１６．５．

所以第一堆煤重１２吨，第二堆煤重１６．５吨．

８９５．甲、乙两个书架，已知甲书架有书６００本，从甲书架借出 １
３

，从乙

书架借出 ３
４

后，甲 书 架 比 乙 书 架 的２倍 还 多１５０本．问 乙 书 架 原 有 书 多

少本？

解１　甲书架借出１
３

后还剩６００× １－（ ）１
３ ＝４００（本）．４００－１５０＝２５０

（本）为乙书架剩书的２倍．乙书架剩书２５０÷２＝１２５（本），为乙书架原有书

的 １－（ ）３
４ ．所以乙书架原有书１２５÷ １－（ ）３

４ ＝５００（本）．综合算式为

６００× １－（ ）１
３ －１５０

２ ÷ １－（ ）３
４ ＝５００（本）；

　　解２　设乙书架原有书ｘ本．依题意，得

２ ｘ－ ３
４（ ）ｘ ＋１５０＝６００－６００× １

３．

　　解方程，得　ｘ＝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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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　　 　 　

所以乙书架原有书５００本．

８９６．一家工厂新招合同工１８人，如果全部分配给第一车间，那么第一

车间的人数是第二车间人数的２倍；如果全部分配给第二车间，那么第二车

间的人数是第一车间的７
８．问两个车间原来各有多少人？

解１　将两个车间原有的人数加上合同工１８人，作为总人数．

如果合同 工 １８人 分 配 给 第 一 车 间，那 么 第 一 车 间 人 数 占 总 人 数 的

２
１＋２

，即２
３

；

如果合同 工 １８人 分 配 给 第 二 车 间，那 么 第 一 车 间 人 数 占 总 人 数 的

１

１＋７
８

，即８
１５．所以新招１８人相当于总人数的２

３－８
１５

，即２
１５．总人数是

１８÷２
１５＝１３５（人）．

因为１８人分配 给 第 一 车 间，第 一 车 间 人 数 是 第 二 车 间 的 ２倍，所 以

１３５× ２
１＋２＝９０（人）．是这时第一车间的人数．第一车间原有人数为

９０－１８＝７２（人），

第二车间的人数为　１３５－９０＝４５（人）；

解２　设 第 一 车 间 原 有ｘ 人，则 第 二 车 间 原 有 人 数 为ｘ＋１８
２

人．依 题

意，得

ｘ＋１８
２ ＋１８＝ ７

８ｘ．

　　解方程，得　ｘ＝７２，ｘ＋１８
２ ＝７２＋１８

２ ＝４５．

所以第一车间原有７２人，第二车间原有４５人．

８９７．某工厂第一车间的人数比 第 二 车 间 的 人 数 的 ４
５

少３０人．如 果 从

第二车间调１０人到第一车间，第一车间的人数就是第二车间 人 数 的 ３
４．求

原来每个车间的人数．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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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从第二车间调１０人 到 第 一 车 间，第 一 车 间 现 有 人 数 是 第 二

车间现有人数的３
４

，可以看成第一车间现有人数比第二车间原有人数的 ３
４

少 １０×（ ）３
４

人．又第一车 间 原 有 人 数 比 第 二 车 间 原 有 人 数 的 ４
５

少３０人，

也可看成第一车间现有人数比第二车间原有人数的 ４
５

少（３０－１０）人．第 二

车间原有人数的４
５

与 ３
４

相 差 ３０－１０－１０×（ ）３
４

人．所 以 第 二 车 间 原 有 人

数为

３０－１０－１０×（ ）３
４ ÷ ４

５－（ ）３
４ ＝２５０（人），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为　２５０×４
５－３０＝１７０（人）；

解２　根 据 题 意，第 一 车 间 原 有 人 数 比 第 二 车 间 原 有 人 数 的 ４
５

少３０

人，可 以 看 成 是 第 一 车 间 现 有 人 数 比 第 二 车 间 现 有 人 数 的 ４
５

少

３０－１０－１０×（ ）４
５

人．又第一车间现有人数是第 二 车 间 现 有 人 数 的 ３
４．由

此可知，第二车间现有人数的３
４

比现有人数的 ４
５

少 ３０－１０－１０×（ ）４
５

人，

所以第二车间原有人数为

３０－１０－１０×（ ）４
５ ÷ ４

５－（ ）３
４ ＋１０＝２５０（人），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为　２５０×４
５－３０＝１７０（人）；

解３　用推导法求解．
以第二车间原有人数为“１”．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第二车间现有人数×３
４＝（第二车间原有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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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７　　 　 　

１０）×３
４＝第二车间原有人数×３

４－１０×３
４ ①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第二车间原有人数×４
５－３０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１０＝第二车间原有人数×４
５－３０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第二车间原有人数×４
５－（３０－１０） ②

由①、②，得第二车间原有人数×３
４－１０×３

４

＝第二车间原有人数×４
５－（３０－１０）

第二车间原有人数× ４
５－（ ）３

４ ＝３０－１０－１０×３
４

第二车间原有人数＝ ３０－１０－１０×（ ）３
４ ÷ ４

５－（ ）３
４ ＝２５０（人），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为：２５０×４
５－３０＝１７０（人）；

解４　以第二车间现有人数为“１”．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第二车间原有人数×４
５－３０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１０＝（第二车间现有人数＋１０）×４
５－３０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第二车间现有人数×４
５＋１０×４

５－３０＋１０①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第二车间现有人数×３
４

烍
烌

烎②

由①、②，得第二车间现有 人 数×３
４＝第 二 车 间 现 有 人 数×４

５＋１０×

４
５－３０＋１０

第二车间现有人数× ４
５－（ ）３

４ ＝３０－１０－１０×４
５

第二车间原有人数＝ ３０－１０－１０×（ ）４
５ ÷ ４

５－（ ）３
４ ＋１０

＝２５０（人），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为　２５０×４
５－３０＝１７０（人）；

解５　以第一车间原有人数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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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车间现有人数＝第一车间现有人数× １
３
４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第一车间原有人数＋

烍
烌

烎１０

第二车间现有人数＝（第一车间原有人数＋１０）× １
３
４

①

第二车间原有人数＝（第一车间原有人数＋３０）× １
４
５

第二车间原有人数＝第二车间现有人数＋

烍
烌

烎１０

第二车间现有人数＋１０＝第一车间原有人数× １
４
５

＋３０÷４
５

第二车间现有人数＝第一车间原有人数× １
４
５

＋３０÷４
５－１０． ②

由①、②，得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 １
３
４

＋１０÷３
４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 １
４
５

＋３０÷４
５－１０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 １
３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５

＝３０÷４
５－１０÷３

４－１０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 ３０÷４
５－１０÷３

４（ ）－１０ ÷ １
３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５

　　　　　　　　　　＝１７０（人），
第二车间原有人数为

（１７０＋３０）÷４
５＝２５０（人）；

解６　以第一车间现有人数为“１”．

第二车间原有人数＝（第一车间现有人数－１０＋３０）× １
４
５

第二车间原有人数＝第二车间现有人数＋

烍
烌

烎１０

第二车间现有人数＋１０＝（第一车间现有人数－１０＋３０）× １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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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９　　 　 　

第二车间现有人数＝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 １
４
５

＋３０÷４
５－１０÷４

５－１０

第二车间现有人数＝第一车间现有人数×

烍

烌

烎

１
３
４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 １
３
４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 １
４
５

＋３０÷４
５－１０÷

４
５－１０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 １
３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５

＝３０÷４
５－１０÷４

５－１０

第一车间现有人数＝ ３０÷４
５－１０÷４

５（ ）－１０ ÷ １
３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５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第一车间现有人数－

烍

烌

烎１０

第一车间原有人数＝ ３０÷４
５－１０÷４

５（ ）－１０ ÷ １
３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５

－１０＝

１７０（人），
第二车间原有人数为

（１７０＋３０）÷４
５＝２５０（人）；

解７　用列表法解．

第一车间 第二车间　　分率

①＋３０
　

①＋１０

②　　　４
５　（１）

②－１０ ３
４　（２）

（２）
→

转化为
①＋１０＋１０×３

４ ②　　　 　３
４　（３）第二车间人数为“１”

 　① 表示第一车间原有人数．
　② 表示第二车间原有人数．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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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０　　

３０－１０－１０×（ ）３
４ ÷ ４

５－（ ）３
４ ＝２５０（人）……第二车间人数，

２５０×４
５－３０＝１７０（人）……第一车间人数；

解８　用列表法解．

第一车间 第二车间　　分率

①＋３０
　

①＋１０

①　　　　　４
５　（１）

②－１０ ３
４　（２）

（１）
→

转化为
①＋３０－１０×４

５ ②－１０　　　４
５　（３）（②－１０）为“１”

（３）－（２）

３０－１０×４
５（ ）－１０ ÷ ４

５－（ ）３
４ ＋１０＝２５０（人）……第二车间人数，

２５０×４
５－３０＝１７０（人）……第一车间人数；

解９　设第二车间有ｘ人．则第一车间有 ４
５ｘ－（ ）３０ 人．依题意，得

４
５ｘ－３０＋１０＝ ３

４
（ｘ－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５０，４
５ｘ－３０＝４

５×２５０－３０＝１７０．

所以第一车间有１７０人，第二车间有２５０人．

８９８．甲桶食油比乙桶食油多４．８千克，如果从两桶里各取出１．２千克后，

甲桶里所余的５
２１

等于乙桶里所余的１
３．问两桶里原来各有食油多少千克？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４２１　　 　 　

如图所示，甲、乙两桶各取出１．２千克后，两桶余下的食油仍然相差４．８
千克．设甲桶取出１．２千克后所余 食 油 为“１”，那 么 乙 桶 所 余 的 食 油 相 当 于

甲桶所余食油的５
２１÷１

３．所以４８÷ １－５
２１÷（ ）１

３
是甲桶所余的食油，甲桶

原有的食油为

４．８÷ １－ ５
２１÷（ ）１

３ ＋１．２＝１８（千克），

　　乙桶原有食油为　１８－４．８＝１３．２（千克）；
解２　设乙桶所余食油为“１”，那么甲桶所余的食油是乙桶所 余 食 油 的

１
３÷５

２１．所以４．８÷ １
３÷５

２１（ ）－１ 是乙桶所余的食油，乙桶原有的食油为

４．８÷ １
３ ÷ ５

２１－（ ）１ ＋１．２＝１３．２（千克），

　　甲桶原有食油为　１３．２＋４．８＝１８（千克）；

解３　根据题意：甲 桶 余 下 的 食 油×５
２１＝乙 桶 余 下 的 食 油×１

３
，所 以

甲桶余下的食油
乙桶余下的食油＝

１
３
５
２１

＝７
５．

４．８÷（７－５）×７＋１．２＝１８（千克）…… 甲桶，

４．８÷（７－５）×５＋１．２＝１３．２（千克）…… 乙桶；

　　解４　因为甲桶余下食油的 ５
２１

等 于 乙 桶 余 下 食 油 的 １
３

，所 以 可 以 同 将

它们作为单位“１”．甲桶余下的 食 油 是 １
５
２１

；乙 桶 余 下 的 食 油 是 １
１
３

，它 们 的

差仍是４．８千克．

４．８÷ １
５
２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１
３

÷５
２１＋１．２＝１８（千克）……甲桶，

４．８÷ １
５
２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１
３

÷１
３＋１．２＝１３．２（千克）……乙桶；

解５　用推导法解：

甲桶余下食油×５
２１＝乙桶余下食油×１

３

（甲桶原有食油－１．２）×５
２１＝（乙桶原有食油－１．２）×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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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桶原有食油＋４．８－１．２）×５
２１＝（乙桶原有食油－１．２）×１

３

乙桶原有食油× １
３－５（ ）２１ ＝４．８×５

２１＋１．２× １
３－５（ ）２１

乙桶原有食油＝４．８×５
２１÷ １

３－５（ ）２１ ＋１．２＝１３．２（千克），

甲桶原有食油　１３．２＋４．８＝１８（千克）；

（单位：千克）

解６　用面积法解．
如图所 示，Ｓ＋Ｓ１＝ 乙 桶 余 下 的

食油×１
３

，

Ｓ＋Ｓ２＝甲桶余下的食油×５
２１

；

而甲桶 余 下 食 油 × ５
２１＝ 乙 桶 余

下食油×１
３

，

所以　Ｓ＋Ｓ１＝Ｓ＋Ｓ２，Ｓ１＝Ｓ２，

因为Ｓ２＝４．８×５
２１

，所以，Ｓ１＝Ｓ２＝４．８×５
２１

，

而Ｓ１＝乙桶余下食油× １
３－５（ ）２１

，

所以乙桶余下食油× １
３－５（ ）２１ ＝４．８×５

２１
，

乙桶余下食油＝４．８×５
２１÷ １

３－５（ ）２１ ＝１２（千克），

乙桶原有食油为　１２＋１．２＝１３．２（千克），
甲桶原有食油为　１３．２＋４．８＝１８（千克）；
解７　设甲桶原有食 油ｘ 千 克，则 乙 桶 原 有 食 油（ｘ－４．８）千 克．依 题

意，得

５
２１

（ｘ－１．２）＝ １
３

（ｘ－４．８－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８，ｘ－４．８＝１８－４．８＝１３．２．
所以甲桶原有食油１８千克，乙桶原有食油１３．２千克．

８９９．甲、乙两桶蜂蜜共重１００千克，如果从甲桶中取出１
２

少２千克，从

乙桶中取出２
３

多５千克，那么两桶共剩蜂蜜３７千克．问两桶 蜂 蜜 原 各 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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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少千克？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 示，如 果 甲 桶 取 出 １
２

，乙 桶 取 出 ２
３

，两 桶 应 共 剩 蜂 蜜（３７－２＋

５），即４０千克．甲 桶 取 出 １
２

，应 剩 １
２

；乙 桶 取 出 ２
３

，应 剩 １
３．４０×２＝８０（千

克）应是甲桶的全部蜂蜜与乙桶蜂蜜的 ２
３

的和．１００－８０＝２０（千 克）是 乙 桶

蜂蜜的１
３．所以

［１００－（３７－２＋５）×２］÷ １－（ ）２
３ ＝６０（千克）……乙桶，

１００－６０＝４０（千克）……甲桶；
解２　根据题意，得

１００－ 甲桶蜂蜜×１
２（ ）－２ － 乙桶蜂蜜×２

３（ ）＋５ ＝３７

１００－甲桶蜂蜜×１
２－乙桶蜂蜜×２

３＝３７－２＋５

甲桶蜂蜜×１
２＋乙桶蜂蜜×２

３＝１００－（３７－２＋５）

甲桶蜂蜜＋乙桶蜂蜜×４
３＝１００×２－（３７－２＋５）×２ ①

甲桶蜂蜜＋乙桶蜂蜜＝１００
烍
烌

烎②

①－②

乙桶蜂蜜×１
３＝１００－（３７－２＋５）×２

乙桶蜂蜜＝［１００－（３７－２＋５）×２］÷ １－（ ）２
３ ＝６０（千克），

１００－６０＝４０（千克）……甲桶；
解３　设甲桶原重ｘ千克，则乙桶原重（１００－ｘ）千克．依题意，得

ｘ－ ｘ
２（ ）［ ］－２ ＋ （１００－ｘ）－ ２

３
（１００－ｘ）＋［ ］｛ ｝５ ＝３７，

或　１００－ ｘ
２（ ）－２ － ２

３
（１００－ｘ）＋［ ］５ ＝３７．

解方程，得　ｘ＝４０，１００－ｘ＝１００－４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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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甲桶原重４０千克，乙桶原重６０千克．
９００．公共交通公司第一车 队 在 某 天 的 上 午 和 下 午 卖 得 的 车 票 款 数 额

相等．如果上午的车票款 减 去 它 的 ５
６

再 减 去１２６元，下 午 的 票 款 减 去４３５６

元，再减去余下的２
３

，那么，上、下午所剩的数额相等．问这个 车 队 在 这 一 天

共卖得车票款多少元？

解１　从上午票款中减去５
６

再 减 去１２６元，就 是 从 上 午 票 款 的 １
６

中 减

去１２６元．

从下午票款中减去４３５６元 再 减 去 余 下 的 ２
３

，就 是 从 下 午 票 款 的 １
３

中

减去 ４３５６×（ ）１
３

元．

因为上、下午卖得的车票款数额 与 所 剩 票 款 数 额 都 相 等，这 样，半 天 票

款的１
６

减去１２６元 等 于 半 天 票 款 的 １
３

减 去４３５６元 的 １
３．因 此 半 天 的 票

款为

４３５６×１
３（ ）－１２６ ÷ １

３－（ ）１
６ ＝７９５６（元），

全天的票款为　７９５６×２＝１５９１２（元）．
解２　设这个车队在这一天共卖得车票款ｘ元．依题意，得

ｘ
２ － ｘ

２ × ５
６ －１２６＝ ｘ

２ －４３５６－ ２
３

ｘ
２ －（ ）４３５６ ．

　　解方程，得　ｘ＝１５９１２．
所以这个车队这天共卖得车票款１５９１２元．

９０１．哥哥和弟弟共有糖果８０粒．哥哥吃了自己糖果的１
３

，弟弟第一次

从自己糖果里取出５粒来吃，第二 次 又 从 自 己 的 糖 果 里 取 出１０粒 来 吃．现

在哥哥和弟弟的糖果一样多．问两人原来各有几粒糖果？

解１　弟 弟 剩 下 的 糖 果 相 当 于 哥 哥 原 有 糖 果 的 １－（ ）１
３ ．假 如 哥 哥 没

有吃掉自己糖果的１
３

，而弟弟吃了５粒又吃１０粒，那么（８０－５－１０）粒糖果

是哥哥原有糖果粒数的 １＋ １－（ ）［ ］１
３

倍，所以

（８０－５－１０）÷ １＋ １－（ ）［ ］１
３ ＝３９（粒）……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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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３９＝４１（粒）…… 弟弟；

　　解２　设哥哥原有糖果ｘ粒，则弟弟原有糖果（８０－ｘ）粒．依题意，得

ｘ－ ｘ
３ ＝８０－ｘ－５－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９，８０－ｘ＝８０－３９＝４１．
所以哥哥原来有糖果３９粒，弟弟原来有糖果４１粒．
９０２．哥 哥 ３２ 岁，弟 弟 ２１ 岁．问 几 年 以 后，弟 弟 的 年 龄 是 哥 哥 年 龄

的３
４

？

解１　哥哥和弟弟年龄 的 差，始 终 一 定，即３２－２１＝１１（岁）．当 弟 弟 的

年龄是哥哥年龄的３
４

时，哥 哥 年 龄 的１－３
４＝１

４
必 须 是１１岁．所 以，哥 哥

的年龄是１１÷１
４＝４４（岁），这是在４４－３２＝１２（年）以 后．所 以１２年 以 后，

弟弟的年龄是哥哥年龄的３
４

；

解２　设ｘ年后，弟弟的年龄是哥哥年龄的３
４．依题意，得

２１＋ｘ＝ ３
４

（３２＋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２．

所以１２年后弟弟的年龄是哥哥年龄的３
４．

９０３．兄弟两人年龄的差是８岁．７年 后 弟 弟 的 年 龄 是 哥 哥 年 龄 的 ３
５

，

求两人现在的年龄．

解１　７年 后 弟 弟 的 年 龄 是 哥 哥 的 ３
５

，两 人 年 龄 的 差 相 当 于 哥 哥 年 龄

的１－３
５＝２

５
，而两人年龄的差是８岁，所以８÷２

５＝２０（岁）是哥哥７年后

的年龄．因此，哥哥今年的年龄是２０－７＝１３（岁）；弟弟今年的年龄是１３－８
＝５（岁）；

解２　设哥哥今年ｘ岁，则弟弟今年（ｘ－８）岁．

ｘ－８＋７＝ ３
５

（ｘ＋７）．

　　解方程，得　ｘ＝１３，ｘ－８＝１３－８＝５．
所以哥哥今年１３岁，弟弟今年５岁．
９０４．容器内装有酒精溶液若干升，其 中 水 占１５％，加 进０．８升 蒸 馏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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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水占总数的２５％，问容器中原有酒精溶液多少升？

解１　加蒸 馏 水 以 后，水 占 总 数 的 ２５％，就 是 水 是 原 有 酒 精 溶 液 的

２５％与０．８升的２５％的和，也是水是原有酒精溶液的１５％与０．８升 的 和．
所以原有酒精溶液的２５％－１５％＝１０％就是０．８－０．８×２５％＝０．６（升），
原有酒精溶液为０．６÷１０％＝６（升）．综合算式为

（０．８－０．８×２５％）÷（２５％－１５％）＝６（升）；
解２　原酒精溶液＝新酒精溶液－０．８

＝纯酒精÷（１－２５％）－０．８
＝原酒精溶液×（１－１５％）÷（１－２５％）－０．８

原酒精溶液 ＝０．８÷［（１－１５％）÷（１－２５％）－１］＝６（升）；

　　解３　酒精溶液×浓度＝纯酒精，加水前后纯酒精不变，酒精溶 液 与 浓

度成反比．所以

原有酒精溶液
原有酒精溶液＋０．８＝１－２５％

１－１５％
，解 比 例 式 得 原 有 酒 精 溶 液 为０．８×（１

－２５％）÷［（１－１５％）－（１－２５％）］＝６（升）；
解４　用面积法解．
（Ｓ＋Ｓ１）和（Ｓ＋Ｓ２）分 别 表 示 加

水前后所 含 的 纯 酒 精．由 于 加 水 前 后

所含纯 酒 精 相 等，所 以 Ｓ＋Ｓ１＝Ｓ＋
Ｓ２，Ｓ１＝Ｓ２．如 图，Ｓ１＝原 有 酒 精 溶 液

×（２５％ －１５％），Ｓ２ ＝０．８× （１－
２５％），因为Ｓ１＝Ｓ２．所 以 原 有 酒 精 溶

液 × （２５％ －１５％）＝０．８× （１－

２５％），原有酒精溶液＝０．８×（１－２５％）÷（２５％－１５％）＝６（升）；
解５　设原有酒精溶液ｘ升．依题意，得

１５％ｘ＋０．８＝ （ｘ＋０．８）×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６．
也可根据加水前后酒精溶液中所含纯酒精不变，列方程如下

（１－１５％）ｘ＝ （ｘ＋０．８）×（１－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６．
所以原有酒精溶液６升．
９０５．有浓 度 为９８％的 硫 酸３００千 克，现 在 要 将 它 稀 释 成 浓 度 为１０％

的硫酸溶液，问需加水多少千克？

解１　加水前，浓 度 是９８％的３００千 克 硫 酸 含 纯 硫 酸（３００×９８％）千

克．加水后，纯硫酸含量不变，应是３００千克与加水重量之和的１０％．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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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９８％－３００×１０％）÷１０％ ＝２６４０（千克）；

　　解２　加水重量＝新溶液－原溶液

＝纯硫酸÷１０％－３００
＝３００×９８％÷１０％－３００
＝２６４０（千克）；

解３　用列表法解．

溶液重量　含硫率 纯硫酸

　３００　×　 →

↓


９８％ ３００×９８％

（３００＋水）× ←１０％ ３００×９８％

如上表所示，可知加水前后，含纯硫酸量不变，都是３００×９８％．从（３００
＋水）×１０％＝３００×９８％可 得 加 水 的 重 量 为３００×９８％÷１０％－３００＝
２６４０（千克）；

解４　由上表可以看 出３００千 克 和９８％都 是 因 数，３００×９８％是 积；同

样（３００＋水）与１０％也都是因数，积仍应为３００×９８％．由于在一个乘法算

式中，当积 不 变 时，两 因 数 成 反 比 例，所 以 可 得 比 例 式 如 下： ３００
３００＋水 ＝

１０％
９８％

，解比例式得所加的水为　３００÷１０％
９８％－３００＝２６４０（千克）；

解５　用面积法解．
Ｓ１＋Ｓ 表 示 加 水 前 所 含 的 纯 硫 酸，Ｓ２

＋Ｓ表示加 水 后 所 含 的 纯 硫 酸，因 为 加 水

前后所含纯 硫 酸 不 变，所 以Ｓ１＋Ｓ＝Ｓ２＋
Ｓ，Ｓ１＝Ｓ２．而Ｓ１＝３００×（９８％－１０％），Ｓ２

＝水×１０％，所 以，３００×（９８％－１０％）＝
水×１０％，由上式可知所加的水为　３００×
（９８％－１０％）÷１０％＝２６４０（千克）；

解６　设需加水ｘ千克．根据加水前后纯硫酸含量不变，依题意，得

３００×９８％ ＝ （ｘ＋３００）×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６４０．
所以需加水２６４０千克．
９０６．要把浓 度 是９５％的 酒 精６００毫 升，稀 释 成 为 浓 度 是７５％的 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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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求需要加入多少毫升蒸馏水？

解１　与上题解１同理，应加水

（６００×９５％－６００×７５％）÷７５％ ＝１６０（毫升）；

　　解２　浓度是９５％的酒精６００毫升含纯酒精（６００×９５％）毫升．这些纯

酒精占加水后酒精中的７５％，所 以（６００×９５％÷７５％）毫 升 是 加 水 后 酒 精

的总数，减去６００毫升，即为所加水的毫升数．
６００×９５％÷７５％－６００＝１６０（毫升）；

　　解３　设需要加入ｘ毫升蒸馏水．依题意，得

６００×９５％ ＝ （６００＋ｘ）×７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０．
所以需要加入１６０毫升蒸馏水．
９０７．长城职业学校开设缝 纫 和 照 相 两 专 业，去 年 共 招 收 新 生４７５人．

今年共招收新生６４０人，其 中 缝 纫 专 业 人 数 比 去 年 增 加４８％，照 相 专 业 人

数比去年增加２０％．问今年这两个专业各招收新生多少人？

解１　假设 去 年 和 今 年 招 收 的 学 生 全 部 是 照 相 专 业，则 今 年 应 招 收

新生

４７５×（１＋２０％）＝５７０（人），
而今年实际招收新生６４０人，相 差６４０－５７０＝７０（人）．这 是 因 为 去 年 的 缝

纫专业学生被当作了照相专业学生．每 将 一 个 缝 纫 专 业 学 生 当 作 照 相 专 业

的学生，今年就少增加［１×（４８％－２０％）］人，所 以 去 年 的 缝 纫 专 业 学 生 为

７０÷（４８％－２０％）＝２５０（人），
去年照相专业学生为

４７５－２５０＝２２５（人）；

　　今年两专业的招生人数为

缝纫专业　２５０×（１＋４８％）＝３７０（人），

照相专业　２２５×（１＋２０％）＝２７０（人）；
解２　同解１的思路 相 同，假 设 去 年 和 今 年 招 收 的 学 生 全 部 是 缝 纫 专

业．则今年应收新生

４７５×（１＋４８％）＝７０３（人），
与实际招收人数相差

７０３－６４０＝６３（人）．
所以去年照相专业学生数为　６３÷（４８％－２０％）＝２２５（人），
去年缝纫专业学生数为　４７５－２２５＝２５０（人）．
今年两专业的招生人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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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专业　２５０×（１＋４８％）＝３７０（人），

照相专业　２２５×（１＋２０％）＝２７０（人）；

解３　用推导法求解．
去年缝纫专业学生数×（１＋４８％）

　＋去年照相专业学生数×（１＋２０％）＝６４０
去年照相专业学生数＝４７５－

烍
烌

烎去年缝纫专业学生数

去年缝纫专业学生数×（１＋４８％）＋（４７５－去年缝纫专业学生数）

×（１＋２０％）＝６４０

去年缝纫专业学生数×［（１＋４８％）－（１＋２０％）］

＝６４０－４７５×（１＋２０％）

去年缝纫专业学生数＝［６４０－４７５×（１＋２０％）］÷（４８％－２０％）

＝２５０（人）；（余略）

解４　用面积法解．

Ｓ１＋Ｓ２＋Ｓ３＋Ｓ４＋Ｓ５＝６４０，

Ｓ１＋Ｓ２ ＋Ｓ３ ＋Ｓ４ ＝４７５× （１＋

２０％）．所以

Ｓ５＝６４０－４７５×（１＋２０％）．
而　Ｓ５＝去 年 缝 纫 专 业 学 生 数×

［（１＋４８％）－（１＋２０％）］，所以

去年缝纫专业学生数×［（１＋４８％）

－（１＋２０％）］＝６４０－４７５×（１＋２０％），

由此可得，去年缝纫专业学生数＝［６４０－４７５×（１＋２０％）］÷［（１＋４８％）－
（１＋２０％）］＝２５０（人）；（余略）

解５　设今年收缝纫专业学生ｘ人，则收照相专业学生（６４０－ｘ）人．依

题意，得

ｘ
１＋４８％ ＋６４０－ｘ

１＋２０％ ＝４７５．

　　解方程，得　ｘ＝３７０，６４０－ｘ＝６４０－３７０＝２７０．
所以今年招收缝纫专业学生３７０人，照相专业学生２７０人．

９０８．某工厂有甲、乙、丙三个车间，甲车间人数比乙车间人数多 １
５

，乙

车间人数比丙车间人数少１
４

，甲、乙两车间人数之和比乙、丙两车 间 人 数 之

和少４．问三个车间各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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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设丙车 间 人 数 为“１”，则 乙 车 间 人 数 为 １－（ ）１
４

，甲 车 间 人 数 为

１－（ ）１
４ × １＋（ ）１

５ ．根据题意，丙车间人数为

４÷ １＋ １－（ ）［ ］１
４ － １－（ ）１

４ × １＋（ ）１
５ ＋ １－（ ）［ ］｛ ｝１

４ ＝４０（人）．

　　又因为甲、乙两车间人 数 之 和 比 乙、丙 两 车 间 人 数 之 和 少４，就 是 甲 车

间人数比丙车间人数少４，所以丙车间的人数还可这样求得

４÷ １－ １－（ ）１
４ × １＋（ ）［ ］１

５ ＝４０（人）；

乙车间人数 　４０× １－（ ）１
４ ＝３０（人）；

甲车间人数 　３０× １＋（ ）１
５ ＝３６（人）．

　　９０９．有甲、乙、丙三人．丙的年龄等于甲的年龄的３
１６

，又甲、乙两人年龄

的差除以３就等于丙的年龄．如果已知乙的年龄是１４岁，问甲、丙两人各是

几岁？

解１　甲的年龄的３
１６

是 丙 的 年 龄，因 此 甲 的 年 龄 不 小 于１６岁，比 乙 的

年龄要大．
甲、乙两人年龄的 差 除 以３等 于 丙 的 年 龄，所 以 甲 的 年 龄 减 去１４所

得的差是丙的年龄的３倍，就是甲的年龄减去１４所 得 的 差 是 甲 年 龄 的 ３
１６

的３倍，也就 是 甲 的 年 龄 与 甲 年 龄 的 ３
１６×３的 差 是１４岁．因 此，甲 的 年

龄为

１４÷ １－ ３
１６×（ ）３ ＝３２（岁），

丙的年龄是３２× ３
１６＝６（岁）；

　　解２　丙的年龄＝甲的年龄×３
１６

　　　　丙的年龄＝（甲的年龄－乙的年龄）×
烍
烌

烎
１
３

甲的年龄×３
１６＝甲的年龄×１

３－乙的年龄×１
３

甲的年龄× １
３－３（ ）１６ ＝乙的年龄×１

３
　　乙的年龄为１４

烍
烌

烎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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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的年龄＝１４×１
３÷ １

３－３（ ）１６ ＝３２（岁），

丙的年龄为　３２×３
１６＝６（岁）；

解３　设甲的年龄是ｘ岁，则丙的年龄是３
１６ｘ

岁．依题意，得

ｘ－１４
３ ＝ ３

１６ｘ．

　　解方程，得　ｘ＝３２，３
１６ｘ＝３

１６×３２＝６．

所以甲３２岁，丙６岁．
９１０．三对渔轮在一次鱼汛中，第一对渔轮的捕鱼量是其余渔轮捕鱼量

的１
２

，第二对渔轮的捕鱼量 是 其 余 渔 轮 的 捕 鱼 量 的 １
３

，第 三 对 渔 轮 捕 鱼 量

比第一对渔轮多７．２吨．问在这次鱼汛中，三对渔轮各捕鱼多少吨？

解１　设总的捕鱼量为“１”．第 一 对 渔 轮 占 总 数 的

１
２

１＋１
２

，第 二 对 渔 轮

占总数的

１
３

１＋１
３

．所以，

第一对

７．２÷ １－

１
２

１＋１
２

－

１
３

１＋１
３

－

１
２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

１
２

１＋１
２

＝２８．８（吨），

第二对

７．２÷ １－

１
２

１＋１
２

－

１
３

１＋１
３

－

１
２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

１
３

１＋１
３

＝２１．６（吨），

第三对　２８．８＋７．２＝３６（吨）；
解２　设第一对渔轮捕鱼ｘ吨，则第三对捕鱼（ｘ＋７．２）吨，第二对捕鱼

１
３

（ｘ＋７．２＋ｘ［ ］） 吨．依题意，得

ｘ＝ １
２

１
３

（ｘ＋７．２＋ｘ）＋（ｘ＋７．２［ ］） ．

　　解方程，得　ｘ＝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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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７．２＝２８．８＋７．２＝３６，

１
３

（ｘ＋７．２＋ｘ）＝ １
３

（２８．８＋７．２＋２８．８）＝２１．６．

　　所以第一对渔轮捕鱼２８．８吨，第二对渔轮捕鱼２１．６吨，第三对渔轮捕

鱼３６吨．
９１１．一个果园中栽 有 桃、杏、李 三 种 果 树．其 中 李 树 的 棵 数 比 杏 树 少

４
９

，桃树的棵数比杏树与 李 树 棵 数 的 和 少 ２
７

，已 知 这 三 种 果 树 共１２００棵，

问各有多少棵？

解１　设 杏 树 的 棵 数 为 １，则 李 树 的 棵 数 为 １－（ ）４
９

，桃 树 的 棵 数 为

１＋ １－（ ）［ ］４
９ × １－（ ）２

７ ．所以，

１２００÷ １＋ １－（ ）４
９ ＋ １＋ １－（ ）［ ］４

９ × １－（ ）｛ ｝２
７

＝４５０（棵）……杏，

４５０× １－（ ）４
９ ＝２５０（棵）……李，

１２００－４５０－２５０＝５００（棵）……桃；

解 ２ 　 设 杏 树 是 ｘ 棵，则 李 树 是 ｘ－４
９（ ）ｘ 棵，桃 树 是

ｘ－４
９ｘ＋（ ）ｘ －２

７ ｘ－４
９ｘ＋（ ）［ ］ｘ 棵．依题意，得

ｘ＋ ｘ－４
９（ ）ｘ ＋ ｘ－４

９ｘ＋（ ）ｘ －２
７ ｘ－４

９ｘ＋（ ）［ ］ｘ ＝１２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５０，

ｘ－４
９ｘ＝４５０－４

９×４５０＝２５０，

ｘ－４
９ｘ＋（ ）ｘ －２

７ ｘ－４
９ｘ＋（ ）ｘ

＝ ４５０－４
９（ ）×４５０＋４５０ －２

７× ４５０－４
９（ ）×４５０＋４５０ ＝５００．

所以果园栽有杏树４５０棵，李树２５０棵，桃树５００棵．

９１２．甲、乙、丙三座山．甲山的高度比乙山高度的３
４

多５０米；丙山比甲

山的３
５

少５米；乙山比丙山的２倍还多３０米．求各山的高度．

解１　设乙山的高度为“１”，那么甲山的高度为乙山的 ３
４

与５０米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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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山的高度为乙山的３
４×３

５
与 ５０×（ ）３

５
米 的 和 再 减 去５米，即 乙 山 的 ９

２０

与２５米的和．乙山比丙山的２倍还高３０米，应是 ９
２０×２与（２５×２）米 的 和

再加上 ３０ 米，就 是 乙 山 的 ９
１０

与 ８０ 米 的 和．因 此 乙 山 的 高 度 为 ８０÷

１－９（ ）１０ ＝８００（米）．综合算式为

５０× ３
５ －（ ）５ ×２＋［ ］３０ ÷ １－ ３

４ × ３
５ ×（ ）２ ＝８００（米），

　　甲山的高度为　８００×３
４＋５０＝６５０（米），

丙山的高度为　６５０×３
５－５＝３８５（米）；

解 ２ 　 设 乙 山 高 ｘ 米．则 甲 山 高 ３
４ｘ＋（ ）５０ 米，丙 山 高

３
５

３
４ｘ＋（ ）５０ －［ ］５ 米．依题意，得

ｘ＝２ ３
５

３
４ｘ＋（ ）５０ －［ ］５ ＋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８００，

３
４ｘ＋５０＝ ３

４ ×８００＋５０＝６５０，

３
５

３
４ｘ＋（ ）５０ －５＝ ３

５
３
４ ×８００＋（ ）５０ －５＝３８５．

　　所以甲山高６５０米，乙山高８００米，丙山高３８５米．

９１３．三个工人制造 机 器 零 件．甲 比 乙 多 制 造 １
５

，乙 比 丙 多 制 造 １
４

，甲

比丙多制造２０个．问三人各制造了多少个？

解１　以丙为单位“１”．甲比乙多制造１
５

，即甲是乙的６
５

，乙比丙多制造

１
４

，即乙是丙的５
４．那么，甲 是 丙 的 ５

４×６
５＝３

２．由 此 可 知，甲 比 丙 多 制 造

３
２－１＝１

２．

丙造　２０÷１
２＝４０（个），

乙造　４０× １＋（ ）１
４ ＝５０（个），

甲造　５０× １＋（ ）１
５ ＝６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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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以甲为单位“１”，则 乙 是 甲 的 １

１＋１
５

，丙 是 乙 的 １

１＋１
４

，丙 是 甲

的 １

１＋１
５

× １

１＋１
４

．

２０÷ １－ １

１＋１
５

× １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６０（个）……甲，

６０× １

１＋１
５

＝５０（个）……乙，

５０× １

１＋１
４

＝４０（个）……丙；

解３　以乙为单位“１”，则甲是乙的 １＋（ ）１
５

；丙是乙的 １

１＋１
４

．

２０÷ １＋（ ）１
５ － １

１＋［ ］１
４

＝５０（个）……乙，

５０× １＋（ ）１
５ ＝６０（个）……甲，

５０× １

１＋１
４

＝４０（个）……丙；

解４　 设 丙 制 造 了 ｘ 个 零 件，则 乙 制 造 了 ｘ＋ｘ（ ）４
个，甲 制 造 了

ｘ＋ｘ（ ）４ ＋
ｘ＋ｘ

４［ ］
５

个．依题意，得

ｘ＋ ｘ
４ ＋

ｘ＋ ｘ
４

５ －ｘ＝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０，

ｘ＋ｘ
４＝４０＋４０

４＝５０，

ｘ＋ｘ
４＋

ｘ＋ｘ
４

５ ＝４０＋４０
４＋

４０＋４０
４

５ ＝６０．

所以甲制造６０个机器零件，乙制造５０个机器零件，丙制造４０个机器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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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４．有三堆煤，共３６吨．若从第一堆和第二堆中各运出３吨送到第三

堆，这时第一堆是第二堆的 １
３

，第 三 堆 比 第 二 堆 多 ２
３．问 这 三 堆 煤 原 来 各

有多少吨？

解１　从第一、二堆中各运出３吨送到第三堆，这时如把第二堆看作单

位“１”，则第一堆是第二堆 的 １
３

，第 三 堆 是 第 二 堆 的 １＋（ ）２
３

，即１２
３

倍．

所以第二堆的 １＋１
３＋１（ ）２

３
是３６吨．由此可得

第二堆此时有煤　３６÷ １＋１
３＋１（ ）２

３ ＝１２（吨），

第一堆此时有煤　１２×１
３＝４（吨），

第三堆此时有煤　１２× １＋（ ）２
３ ＝２０（吨）．

因此，
第一堆原来有煤　４＋３＝７（吨），
第二堆原来有煤　１２＋３＝１５（吨），
第三堆原来有煤　２０－３×２＝１４（吨）；
解２　设 第 二 堆 原 有 煤 ｘ 吨，则 现 有 煤 （ｘ－３）吨，第 一 堆 原 有 煤

１
３

（ｘ－３）［ ］＋３ 吨，第 三 堆 原 有 煤 （ｘ－３）＋２
３

（ｘ－３）［ ］－３×２ 吨．依 题

意，得

ｘ＋ １
３

（ｘ－３）［ ］＋３ ＋ （ｘ－３）＋２
３

（ｘ－３）［ ］－３×２ ＝３６．

解方程，得　ｘ＝１５，

　１
３

（ｘ－３）＋３＝１
３×（１５－３）＋３＝７，

　（ｘ－３）＋２
３

（ｘ－３）－３×２＝（１５－３）＋２
３×（１５－３）－６＝１４．

所以第一堆原有煤７吨，第二堆原有煤１５吨，第三堆原有煤１４吨．

９１５．银行将一笔款子贷给三个工厂．甲厂贷得总数的 ４
１５．乙厂比甲厂

多贷得５万元，丙厂贷得的款子是甲、乙两厂贷款数的和的 ２
３．问这三个工

厂各从银行贷得多少万元？

解１　甲、乙两厂贷款数的和是这笔款子的 ４
１５×２还多５万元．丙厂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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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款子是这笔款子的 ４
１５×２×２

３
再 加 上５万 元 的 ２

３．因 此 这 笔 款 子 为

　 ５＋５×（ ）２
３ ÷ １－４

１５×２－４
１５×２×（ ）２

３ ＝７５（万元）．

甲厂贷，得

７５×４
１５＝２０（万元），

乙厂贷，得

７５×４
１５＋５＝２５（万元），

丙厂贷，得

（２０＋２５）×２
３＝３０（万元）；

解２　设甲厂贷款数为“１”，乙厂贷款数比甲厂的“１”还多５万元，丙厂

贷款数比甲厂的（１＋１）×２
３

还多 ５×（ ）２
３

万元．这笔贷款的总数是甲厂贷

款数的 １
４
１５

，因此甲厂的贷款数为

５× １＋（ ）２
３ ÷ １

４
１５

－（１＋１）× １＋（ ）［ ］２
３ ＝２０（万元），

乙厂贷款数是

２０＋５＝２５（万元），
丙厂贷款数是

（２０＋２５）×２
３＝３０（万元）；

解３　 设 甲 厂 贷 款 ｘ 万 元，则 乙 厂 贷 款 （ｘ＋５）万 元，丙 厂 贷 款

２
３

（ｘ＋５＋ｘ［ ］） 万元．依题意，得

ｘ

ｘ＋（ｘ＋５）＋２
３

（ｘ＋５＋ｘ）
＝４
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２０，

ｘ＋５＝２０＋５＝２５，

２
３

（ｘ＋５＋ｘ）＝２
３×（２０＋５＋２０）＝３０．

所以甲厂贷款２０万元，乙厂贷款２５万元，丙厂贷款３０万元．
９１６．农民老李组织家庭成员从事副业生产．去年养蜂的收入是养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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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 ３
７

；养鸡的收入比养兔、养 蜂 收 入 的 和 少２２７８元；如 果 把 养 鸡 收 入 加

上养蜂收入的一半，那么正好与养蜂的收入相同．问去年老李家这三种副业

收入各是多少元？

解１　设养兔收入为“１”，那么养蜂收入为 ３
７

，养鸡收入为 ３
７－３

７×

１
２＝３

１４．所以养兔的 收 入 为　２２７８÷ １＋３
７－３（ ）１４ ＝１８７６（元），养 蜂 的 收

入为　１８７６×３
７＝８０４（元），养鸡的收入为　１８７６×３

１４＝４０２（元）；

解２　 设 养 兔 收 入 ｘ 元，则 养 蜂 收 入 是 ３
７ｘ 元，养 鸡 收 入 是

ｘ＋３
７ｘ（ ）－２２７８ 元．依题意，得

ｘ＋３
７ｘ－２２７８＋３

７ｘ×１
２＝３

７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７６，

　　　　３
７ｘ＝３

７×１８７６＝８０４，

　　　　ｘ＋３
７ｘ－２２７８＝１８７６＋３

７×１８７６－２２７８＝４０２．

所以养兔收入１８７６元，养蜂收入８０４元，养鸡收入４０２元．

９１７．清河镇有三所小学．第 二 所 小 学 的 学 生 数 比 第 一 所 学 生 数 的 ５
６

多５人，第三所小学的学生数比第一所学生数的 ８
１１

少２人，而且第二所小

学比第三所小学多７７人．问这三所小学各有学生多少人？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把第一所 小 学 的 学 生 数 看 作“１”，那 么 第 一 所 小 学 学 生 数

的 ５
６

与 ８
１１

的差就是（７７－５－２）人，所以第一所小学的学生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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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５－２）÷ ５
６－８（ ）１１ ＝６６０（人），

第二所小学的学生数为

６６０×５
６＋５＝５５５（人），

第三所小学的学生数为

６６０×８
１１－２＝４７８（人）；

解２　设第一所小学的学生数是ｘ人．依题意，得

５
６ｘ（ ）＋５ － ８

１１ｘ（ ）－２ ＝７７．

解方程，得　ｘ＝６６０，

５
６ｘ＋５＝５

６×６６０＋５＝５５５，

８
１１ｘ－２＝８

１１×６６０－２＝４７８，

所以第一所小学有学生６６０人，第二所小学有学生５５５人，第三所小学

有学生４７８人．
９１８．一根电线分成三段．第 一 段 长９米；第 三 段 等 于 第 二 段 的 一 半 与

第一段的和；第二段又等于第一段与第三段的和．求电线总长．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因为第二段等于第一段与第三 段 的 和，所 以 第 二 段 等 于 总 长 的 １
２．第

一段与第三段 的 和 等 于 ９ 米 的 ２ 倍 与 总 长 的 １
２×（ ）１

２
的 和，则 总 长 的

１
２－１

２×（ ）１
２

是（９×２）米．所以，总长为

９×２÷ 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７２（米）；

解２　设电线的总长为ｘ米．因为第二段等于第一段与第三段的和，所

以第二段长 ｘ
２

米．依题意，得

９＋ｘ
２＋ ｘ

２×１
２（ ）＋９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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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９　　 　 　

解方程，得　ｘ＝７２．
所以电线总长为７２米．

９１９．某城市共有四个区．甲区人口数是全城的 ４
１３

，乙区人口数是甲区

的 ５
６

，丙区人口数是前两区人口总数的 ４
１１

，丁区比丙区多４０００人，求全城

的人口数．

解１　 乙 区 人 口 数 是 全 城 的 ４
１３× ５

６
，丙 区 人 口 数 是 全 城 的 ４

１３×

１＋（ ）５
６ ×４

１１．全城的人口数为

４０００÷ １－４
１３－４

１３×５
６－４

１３× １＋（ ）５
６ ×４

１１［ ］×２ ＝１５６０００（人）；

解２　设全城人口数为ｘ人．依题意，得

４
１３ｘ＋４

１３ｘ×５
６＋４

１１
４
１３ｘ＋４

１３ｘ×（ ）５
６ ×２＋４００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５６０００．
所以全城人口数为１５６０００人．

９２０．四个数的和是３３３
４．第 二 数 是 第 一 数 的 １

２
，第 三 数 是 第 二 数 的

１
２

，第四数是第三数的 １
２．求这四个数．

解１　把第一数看作“１”．所以，

３３３
４÷ １＋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１８……第一数，

１８×１
２＝９……第二数，

９×１
２＝４１

２
……第三数，

４１
２×１

２＝２１
４

……第四数；

解２　把第二数看作“１”，则第一数为 １
１
２

＝２．

３３３
４÷ ２＋１＋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９……第二数，

９×２＝１８……第一数，

９×１
２＝４１

２
……第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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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２×１

２＝２１
４

……第四数；

解３　把第三数看作“１”，则第二数为１÷１
２＝２，第一数为２÷１

２＝４．

３３３
４÷ ４＋２＋１＋（ ）１

２ ＝４１
２

……第三数，

４１
２÷１

２＝９……第二数，

９÷１
２＝１８……第一数，

４１
２×１

２＝２１
４

……第四数；

解４　把第四数看作“１”，则第三数 为１÷１
２＝２，第 二 数 为２÷１

２＝４，

第一数为４÷１
２＝８，

３３３
４÷（１＋２＋４＋８）＝２１

４
……第四数，

２１
４÷１

２＝４１
２

……第三数，

４１
２÷１

２＝９……第二数，

９÷１
２＝１８……第一数；

解５　设 第 一 数 为ｘ，则 第 二 数 为 ｘ
２

，第 三 数 为 ｘ
２×（ ）１

２
，第 四 数 为

ｘ
２×１

２×（ ）１
２ ．依题意，得

ｘ＋ｘ
２＋ｘ

２×１
２＋ｘ

２×１
２×１

２＝３３３
４．

解方程，得　ｘ＝１８，

ｘ
２＝１８

２＝９，

ｘ
２×１

２＝１８
２×１

２＝４１
２

，

ｘ
２×１

２×１
２＝１８

２×１
２×１

２＝２１
４．

所以第一数为１８，第二数为９，第三数为４１
２

，第四数为２１
４．

９２１．四个车间合做一批零件，第一车间所做的件数等于其余车间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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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１　　 　 　

件数的和的 １
２

，第二车间所做的件数等于其余车间所做件数的和的 １
３

，第

三车间所做的件 数 等 于 其 余 车 间 所 做 件 数 的 和 的 １
４

，第 四 车 间 做 了６５０

件．问这批零件共有多少件？

解１　第一车间所做的件数占总数的

１
２

１＋１
２

，

第二车间所做的件数占总数的

１
３

１＋１
３

，

第三车间所做的件数占总数的

１
４

１＋１
４

，

所以这批零件共有

６５０÷ １－

１
２

１＋１
２

－

１
３

１＋１
３

－

１
４

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３０００（件）；

解２　设这批零件共有ｘ件．依题意，得

１
２

１＋１
２

ｘ＋

１
３

１＋１
３

ｘ＋

１
４

１＋１
４

ｘ＋６５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００．
所以这批零件共有３０００件．
９２２．修筑一条公路，由四个工区分段负责．第一工区修筑全长的２５％，

第二工区修筑余下的３０％还多３千米，第三工区修筑的比前两工区修筑总

数的５０％少１５千 米，第 四 工 区 比 第 二 工 区 少 修 １千 米．求 这 条 公 路 的

全长．
解１　设公路全长为“１”．第 二 工 区 修 筑 的 是 全 长 的（１－２５％）×３０％

再多３千米；第三工区修筑的是全长的［２５％＋（１－２５％）×３０％］×５０％再

加上（３×５０％－１５）千米．第四工区修筑的是全长的（１－２５％）×３０％再多

（３－１）千米．因此公路的全长为

［３＋（３×５０％－１５）＋（３－１）］÷｛１－２５％－（１－２５％）×３０％×２
－［２５％＋（１－２５％）×３０％］×５０％｝＝８０（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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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设公路的全长为ｘ千米，则

［２５％ｘ＋３０％（ｘ－２５％ｘ）＋３］×（１＋５０％）－１５＋３０％（ｘ－２５％ｘ）

＋３－１＝ｘ．
解方程，得　ｘ＝８０．
所以，公路全长８０千米．
９２３．有Ａ、Ｂ、Ｃ、Ｄ、Ｅ 五个容 器，各 装 有 不 相 等 的 蒸 馏 水．如 果 将 Ｂ

容器中蒸馏水的 １
２

注入 Ａ 容 器，Ｃ 容 器 中 蒸 馏 水 的 １
３

注 入 Ｂ 容 器，Ｄ

容器中蒸馏水的 １
４

注入Ｃ 容器，Ｅ 容器中蒸馏水的 １
６

注入Ｄ 容器，这时

五个容器都贮有３０升蒸馏水．问最初这五个容器各贮蒸馏水多少升？

解１　Ｅ 容器

３０÷ １－（ ）１
６ ＝３６（升），

Ｄ 容器

３０－３６×（ ）１
６ ÷ １－（ ）１

４ ＝３２（升），

Ｃ 容器

３０－３２×（ ）１
４ ÷ １－（ ）１

３ ＝３３（升），

Ｂ 容器

３０－３３×（ ）１
３ ÷ １－（ ）１

２ ＝３８（升），

Ａ 容器

３０－３８×１
２＝１１（升）；

解２

③ 乘二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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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　　 　 　

９２４．培英初级中学有学 生１０４８人，其 中 初 三 学 生 占 １
４

，初 三 学 生 中

男生是全年级学生数的 １
２

还多６人，求初三年级的男生人数．

解　１０４８×１
４×１

２＋６＝１３７（人）．

９２５．西门小学有学生７５０人，其 中 六 年 级 学 生 占１６％，五 年 级 学 生 的

人数比六年级多１２５％．问五年级有学生多少人？

解　７５０×１６％×（１＋１２５％）＝１３５（人）．
９２６．某校五年级学生人数占全校学生人数的１２５％，四年级学生人数

是五年级学生人数的１１
２

倍；三 年 级 有 学 生１９２人，恰 好 占 全 校 学 生 人 数

的２４％．求（１）这个学校有学生多少人？

（２）四年级有学生多少人？

（３）三年级学生人数比四年级学生人数多百分之几？

解　（１）１９２÷２４％＝８００（人）……全校学生数；

（２）８００×１２５％×１１
２＝１５０（人）……四年级学生数；

（３）三年级学生人数比四年级学生人数多 １９２－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８％．

９２７．某电工把一根长１１１米的电线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全长的 １
３

，第

二段是剩余部分的 ３
５

，最后剩下的部分是第三段，求各段的长．

解　１１１×１
３＝３７（米）……第一段；

　　１１１× １－（ ）１
３ ×３

５＝４４４（米）……第二段；

　　１１１－３７－４４４＝２９６（米），

或　１１１× １－１
３－ １－（ ）１

３ ×［ ］３
５ ＝２９６（米），

或　１１１× １－（ ）１
３ × １－（ ）３

５ ＝２９６（米）……第三段．

９２８．东方机械厂一月份计 划 产 值 为３２万 元，二 月 份 计 划 比 一 月 份 增

产５％．经过改进技术，革新设 备，二 月 份 的 实 际 生 产 总 值 比 计 划 产 值 增 加

２％．问二月份的实际生产总值是多少万元？

解　３２×（１＋５％）×（１＋２％）＝３４２７２（万元）．
９２９．东方锅炉厂上月计划烧煤１２０吨，实际消耗比计划节约了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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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计划在上月实际用煤的基础上再节约５％．问这个月计划烧煤多少吨？

解　１２０×（１－４％）×（１－５％）＝１０９４４（吨）．
９３０．光华木器厂一月份的 产 值 是３６万 元，二 月 份 的 产 值 比 一 月 份 增

加 １
６

，三月份的产值又比二月份增加 １
１０．问三月份的产值是多少万元？

解　３６× １＋（ ）１
６ × １＋１（ ）１０ ＝４６１

５
（万元）．

９３１．新达铁工厂一月份烧煤５４吨，二月份比一月份节约 １
１０

，三月份

又比二月份节约 １
５．问三月份烧煤多少吨？

解　５４× １－１（ ）１０ × １－（ ）１
５ ＝３８８８（吨）．

９３２．某一工程队修一段长３０００米的公路，第一天修了全长的２５％，第

二天修了余下的４０％，第三天全部修完．问第三天修了多少米？

解１　把公路全长３０００米 看 作“１”，则 第 三 天 修 的 占 全 长 的［１－２５％
－（１－２５％）×４０％］．所以，

３０００×［１－２５％－（１－２５％）×４０％］＝１３５０（米）；
解２　先把公路全长３０００米看作“１”，第一天余下［３０００×（１－２５％）］

米，再把第一天余下的看作“１”，第 三 天 修 的 应 是 余 下 的（１－４０％），所 以 第

三天修

３０００×（１－２５％）×（１－４０％）＝１３５０（米）．
９３３．一本书共３００页，第一次看 了 它 的２０％，第 二 次 看 的 页 数 恰 好 是

第一次的４０％．问第二次看了多少页？还剩下多少页没有看？

解　把这本书的页数看作“１”，第二次看的是全书页数的２０％×４０％．
所以

３００×２０％×４０％＝２４（页）；
还剩下３００×（１－２０％－２０％×４０％）＝２１６（页）没有看．
９３４．某种物品 原 售 价 为 ２４０元，三 次 降 低 价 格，每 次 均 按 售 价 降 低

１０％．问现在售价为多少元？

解　２４０×（１－１０％）×（１－１０％）×（１－１０％）＝１７４９６（元）．

９３５．四堆草，第一堆重４４
５

吨；第二 堆 是 第 一 堆 的 １
４

；第 三 堆 比 第 一

堆少 １
４

；第四堆比第一堆多 １
４．草干后减少原来重量的 １

６
，求四堆草干后

一共重多少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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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５　　 　 　

解　４４
５× １＋１

４＋ １－（ ）１
４ ＋ １＋（ ）［ ］１

４ × １－（ ）１
６ ＝１３（吨）．

９３６．一个粮仓有粮５０００吨，第 一 天 运 走 了 总 数 的 ３
１０

，比 第 二 天 多 运

１
５

，第三天运走前两天运粮后余下的 ３
８

，还剩多少吨？

解　５０００× １－３
１０－３

１０÷ １＋（ ）［ ］１
５ × １－（ ）３

８ ＝１４０６１
４

（吨）．

９３７．老张 家 上 月 工 资 收 入１８００元．领 到 工 资 后，他 首 先 储 蓄２００元，

上旬的家庭开支花 去 储 蓄 后 余 下 数 的 ２
５

，中 旬 花 去 上 旬 开 支 后 剩 下 数 的

１
３

，下旬比中旬多开支 １
４．老张家上月结余多少元？

解１　（１８００－２００）× １－（ ）２
５ × １－１

３× １＋１
４（ ）［ ］＋１ ＝２４０（元）；

解２　（１８００－２００）× １－２
５－ １－（ ）２

５ ×１
３× １＋１

４（ ）［ ］＋１

＝２４０（元）．

９３８．某电机厂一个生产小组原有工人３０名，是现在人数的１１
５

倍．原

来平均每人每天生产零件４５０只，现在工作效率提高６％．问这个小组现在

每天可生产零件多少只？

解１　小组现在 有 ３０÷１（ ）１
５

人，每 人 每 天 生 产 零 件４５０×（１＋６％）

只．所以这个小组现在每天可生产零件的只数为

４５０×（１＋６％）× ３０÷１（ ）１
５ ＝１１９２５（只）；

解２　设这个小组现在每天生产零件ｘ只．依题意，得

ｘ

３０÷１１
５

＝４５０×（１＋６％）．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９２５．
所以这个小组现在每天可生产零件１１９２５只．
④ 除两次的

９３９．甲、乙、丙三人制造同样的机器零件，甲做一个需１５分，相当于乙

所用时间的１１
４

倍，乙用的时间是丙的 ６
７．问丙做一个零件需要几分？

解１　乙做一个零件需１５÷１１
４＝１２（分），丙 做 一 个 零 件 需１２÷６

７＝

１４（分）．综合算式为



算

术

辞

典

　　　　　　

　　　 ４４６　　

１５÷１１
４÷６

７＝１４（分）；

解２　设丙做一个零件要ｘ分．依题意，得

６
７ｘ×１１

４＝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４．
所以丙做一个零件需要１４分．

９４０．红星农场收获了一批夏熟作物，卖给国家的占总收获量的 ３
５

，留

作饲料粮的占余下的 １
４

，最后剩下１０５０吨．问这个农场共收夏粮多少吨？

解１　最后剩下的１０５０吨占卖给国家后余下的 １－（ ）１
４

， 　
　
１０５０÷ 　

　（［ １

－ ）］１
４

吨是卖给国家后余下的夏 粮；这 些 夏 粮 占 收 获 总 数 的 １－（ ）３
５ ．所

以，这个农场共收夏粮为

１０５０÷ １－（ ）１
４ ÷ １－（ ）３

５ ＝３５００（吨）；

解２　把夏粮总数看 作“１”．卖 给 国 家 ３
５

，余 下 总 数 的 １－（ ）３
５ ．饲 料

粮占余下的 １
４

，因 此 最 后 剩 下 的１０５０吨 占 余 下 的 １－（ ）１
４

，也 是 总 数 的

１－（ ）３
５ × １－（ ）１

４ ．所以夏粮总数为

１０５０÷ １－（ ）３
５ × １－（ ）［ ］１

４ ＝３５００（吨）；

解３　设共收夏粮ｘ吨．依题意，得

１－（ ）３
５ ｘ× １－（ ）１

４ ＝１０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５００．
所以这个农场共收夏粮３５００吨．

９４１．红棠皮鞋厂要生产一批皮鞋．一月份生产了总数的 ２
５

，二月份生

产的比余下的 ３
５

多７３６双，还剩这批皮鞋的 １
８

没有 生 产．问 要 生 产 的 这

批皮鞋共有多少双？

解１　总数的 １
８

，是余下的

１
８

１－２
５

＝５
２４．余下的 １－３

５－５（ ）２４
是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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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７　　 　 　

双，余下的皮鞋为　７３６÷ １－３
５－５（ ）２４ ＝３８４０（双）．３８４０双 是 这 批 皮 鞋

的 １－（ ）２
５

，所以这批皮鞋共有３８４０÷ １－（ ）２
５ ＝６４００（双）．

综合算式为

７３６÷ １－３
５－

１
８

１－

烄

烆

烌

烎
２
５

÷ １－（ ）２
５ ＝６４００（双）；

解２　余下的 ３
５

是总数的 １－（ ）２
５ ×３

５．７３６双是总数的 １－２
５［ －

１－（ ）２
５ ×３

５－ ］１
８

，所以这批皮鞋共有

７３６÷ １－２
５－ １－（ ）２

５ ×３
５－［ ］１

８ ＝６４００（双）；

解３　设这批皮鞋共ｘ双．依题意，得

ｘ－２
５ｘ－ ｘ－２

５（ ）ｘ ×３
５－７３６＝１

８ｘ．

解方程，得　ｘ＝６４００．
所以这批皮鞋共有６４００双．

９４２．用重锤测量一条河流的 深 浅．开 始，放 下 绳 子 的 ２
３

，重 锤 还 没 有

沉到河底，接着又放下余下绳子的 １
３

，重锤刚好接触到河底，这时绳子还余

下１０４米．求河水的深度．

解１　绳子的长度是 １０４÷ １－（ ）１
３ ÷ １－（ ）［ ］２

３
米．所以河水的深

度为

１０４÷ １－（ ）１
３ ÷ １－（ ）２

３ －１０４＝３６４（米）；

解２　设河水的深度是ｘ米．依题意，得

（ｘ＋１０４）× １－（ ）２
３ × １－（ ）１

３ ＝１０４．

解方程，得　ｘ＝３６４．
所以河水深３６４米．

９４３．班级图书馆买来一批书，其中 １
３

还多３本是科技书，余下部分的

１
３

多３本是故事书，还有１５本是连环画．问这批图书共有多少本？



算

术

辞

典

　　　　　　

　　　 ４４８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１５＋３）本 是 余 下 的 １－（ ）１
３

， （１５＋３）÷ １－（ ）［ ］１
３

是 余

下的本数．再加上３本，即 （１５＋３）÷ １－（ ）１
３［ ］＋３ 本是总数的 １－（ ）１

３
，

所以这批图书共有

（１５＋３）÷ １－（ ）１
３［ ］＋３ ÷ １－（ ）１

３ ＝４５（本）；

解２　设这批图书共有ｘ本．依题意，得

ｘ－ １
３ｘ（ ）＋３ － １

３ ｘ－ １
３ｘ（ ）［ ］｛ ｝＋３ ＋３ ＝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４５．
所以这批图书共有４５本．

９４４．一条公路用５天修完，第一天修了全路的 ３
２０

，第二天修了全路的

１７％，后三天修的路程比是６∶７∶４，又 知 最 后 一 天 修 了２千 米．这 条 公 路

长多少千米？

解１　２千米是后三天 所 修 长 的 ４
６＋７＋４

， ２÷ ４（ ）６＋７＋４
千 米 是 后 三

天所修的长度，占公路全长的 １－３
２０（ ）－１７％ ．所以这条公路的全长为

２÷ ４
６＋７＋４÷ １－３

２０（ ）－１７％ ＝１２５（千米）；

解２　最后一天修的２千米是公路全长的 １－３
２０（ ）－１７％ × ４［ ］６＋７＋４ ．

所以公路全长为

２÷ １－３
２０（ ）－１７％ × ４［ ］６＋７＋４ ＝１２５（千米）；

解３　设这条公路长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３
２０ｘ－１７％（ ）ｘ × ４

６＋７＋４＝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５．
所以这条公路长１２５千米．
９４５．用三台抽水机浇地，第 一 台 浇 的 公 顷 数 比 第 二 台 的２倍 少３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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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９　　 　 　

顷，第二台浇的公顷数比第三台的 ５
６

多５公顷．第一台浇地９０公顷，问第

三台浇地多少公顷？

解１　第二台抽水机浇地公顷 数 的２倍 为（９０＋３０）公 顷，则 第 二 台 抽

水机浇地公顷数 为（９０＋３０）÷２＝６０（公 顷）；第 三 台 抽 水 机 浇 地 公 顷 数 的

５
６

为（６０－５）公 顷，则 第 三 台 抽 水 机 浇 地 公 顷 数 为（６０－５）÷５
６＝６６（公

顷）．
综合算式为

［（９０＋３０）÷２－５］÷５
６＝６６（公顷）；

解２　设第三台浇地ｘ公顷．依题意，得

２ ５
６ｘ（ ）＋５ －３０＝９０．

解方程，得　ｘ＝６６．
所以第三台抽水机浇地６６公顷．
９４６．张、王两人在银行各有一笔存款．老张存款８００元．如果老张从存

款中取出 １
５

，老王从存款中取出７５％，那么，老张的余款比老王的余款的２

倍还多１２０元．问张、王两人共有存款多少元？

解１　老张的余款　８００× １－（ ）１
５ ＝６４０（元），

老王的余款　（６４０－１２０）÷２＝２６０（元），
老王的存款　２６０÷（１－７５％）＝１０４０（元），
所以张、王两人共有存款　１０４０＋８００＝１８４０（元）．
综合算式为

８００× １－（ ）１
５［ ］－１２０ ÷２÷（１－７５％）＋８００＝１８４０（元）；

解２　设张、王共有存款ｘ元．依题意，得

８００× １－（ ）１
５ ＝２（ｘ－８００）×（１－７５％）＋１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４０．
所以张、王两人共有存款１８４０元．
９４７．一个容器中的海 水 含 盐１％，蒸 发 一 部 分 水 分 后，含 盐１５％．又

加入２千克清水，于是含盐１２５％．求容器中原有海水的重量．
解１　在蒸发、加水过程中，海 水 中 所 含 的 盐 的 重 量 不 变，因 此 以 盐 的

重量作为单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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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海水中，含盐１％，水应占９９％，水是盐的９９％÷１％＝９９（倍）．
蒸发部分水分后，含盐１５％，水应占９８５％，水是盐的

９８５％÷１５％＝１９７
３

（倍）．

加水后，含盐１２５％，水占９８７５％，水是盐的

９８７５％÷１２５％＝７９（倍）．

显然，２千克是 盐 的７９倍 与 １９７
３

倍 的 差．所 以，２÷ ７９－１９７（ ）３ ＝３
２０

（千克）是海水中盐的重量，３
２０×９９＋３

２０＝１５（千克）是原有 海 水 的 重 量．或

从 ２０
３÷１％＝１５（千克）也可得到原有海水的重量．综合算式为

２÷［（１－１２５％）÷１２５％－（１－１５％）÷１５％］÷１％＝１５（千克）；
解２　设容器中原有海水ｘ千克．则１％ｘ是盐的重量，（１％ｘ÷１５％）

是蒸发水分后海水的重量，（１％ｘ÷１５％＋２）是加入２千克清水后的重量．
依题意，得

１％ｘ
１％ｘ÷１５％＋２＝１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５．
所以容器中原有海水１５千克．
９４８．某仓库原存煤若干吨，第 一 天 上 午 运 出 总 数 的５０％，下 午 运 出５

吨；第二天上午运出剩余的一半，下 午 运 出５吨；第 三 天 上 午 运 出 第 二 天 剩

余的５０％，下午运出５吨；这时仓库存煤２４吨．问这仓库原有煤多少吨？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２４＋５）÷（１－５０％）＝５８（吨）是第二天运出后剩余的吨数；
（５８＋５）÷（１－５０％）＝１２６（吨）是 第 一 天 运 出 后 剩 余 的 吨 数；所 以，（１２６＋
５）÷（１－５０％）＝２６２（吨）就是原有煤的吨数．综合算式为

｛［（２４＋５）÷（１－５０％）＋５］÷（１－５０％）＋５｝÷（１－５０％）＝２６２（吨）；
解２　设仓库原有煤ｘ吨．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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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ｘ－５］×（１－５０％）－５｝×（１－５０％）－５＝２４．
解方程，得　ｘ＝２６２．
所以仓库原有煤２６２吨．

⑤ 乘除混合

９４９．李明同学三月 份 解 答 了 数 学 题２４０道，四 月 份 解 答 数 学 题 数 的

１
６

等于三月份解答题数的 １
５

，求四月份解答数学题多少道？

解１　２４０×１
５÷１

６＝２８８（道）；

解２　四月份解答的数学题数等于三月份解答题数的 １
５÷（ ）１

６ ．所以

２４０× １
５÷（ ）１

６ ＝２８８（道）；

解３　设四月份解答数学题ｘ道．依题意，得

１
６ｘ＝２４０×１

５．

解方程，得　ｘ＝２８８．
所以四月份解答数学题２８８道．
９５０．某 初 级 中 学 今 年 被 录 取 到 重 点 高 中 的 学 生 是 参 加 考 试 人 数 的

３
１６

，已知参加考试人数的 １
６

是３２人．问被录取到重点高中的有多少人？

解　３２÷１
６×３

１６＝３６（人）．

９５１．某煤矿工人甲已采煤２５８吨，完成了标准定额的１７２％，乙完成

了标准定额的１８２％，求乙采了多少吨煤？

解　标准定额是（２５８÷１７２％），所以乙采的煤是

２５８÷１７２％×１８２％＝２７３（吨）．

９５２．某饲养场养鸡１８００只，占饲养家禽总数的 ３
５

，鸭占总数的３０％．

问饲养场养了多少只鸭？

解　１８００÷３
５×３０％＝９００（只）．

９５３．光明小学一年级有学生１２０人，二年级学生数是一年级学生数的

５
６

，二年级的学生数占全校学生总数的２０％．问全校有学生多少人？

解　１２０×５
６÷２０％＝５０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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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４．有甲、乙两个仓库，甲库存粮的 ２
３

正好是乙库存粮的６０％．已知

乙库存粮１５００吨，问甲库存粮多少吨？

解１　１５００×６０％÷２
３＝１３５０（吨）；

解２　设甲库存粮ｘ吨．依题意，得

２
３ｘ＝１５００×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３５０．
所以甲库存粮１３５０吨．

９５５．青年果园种有梨、李、桃三种果树，李树棵数比梨树多 １
２

，李树的

１
３

刚好是桃树的 １
５．桃树的一半是２００棵．问三种果树各有多少棵？

解　２００÷１
２＝４００（棵）……桃；

４００×１
５÷１

３＝２４０（棵）……李；

２４０÷ １＋（ ）１
２ ＝１６０（棵）……梨．

９５６．已知出米率由原来的７１５％提高到７２５％，如果想与原来的１００
吨稻谷出同样多的米，现在需要多少吨稻谷？（精确到０１吨）

解１　１００×７１５％÷７２５％≈９８６（吨）；
解２　设需要ｘ吨稻谷．依题意，得

７２５％ｘ＝１００×７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９８６．
所以需稻谷约为９８６吨．
９５７．农民老王对蔬菜追施氮肥时，需要把含氮量１６％的氨水稀释成含

氮量０１５％的氨水３２０千 克．他 要 准 备 含 氮 量１６％的 氨 水 和 水 各 多 少 千

克？

解１　准备含氮量１６％的氨水

３２０×０１５％÷１６％＝３（千克），
准备水

３２０－３＝３１７（千克）；
解２　设需要准备含氮１６％的氨 水ｘ 千 克，则 需 要 准 备 的 水 应 是（３２０

－ｘ）千克．依题意，得

１６％ｘ＝３２０×０１５％．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４５３　　 　 　

解方程，得　ｘ＝３，３２０－ｘ＝３２０－３＝３１７．
所以需准备含氮量１６％的氨水３千克，水３１７千克．
９５８．东西 两 村，东 村 的 羊 数 是 西 村 的 ３６％，西 村 售 去 它 所 有 羊 的

３６％，还余１７６只．问东村有羊多少只？

解　由西村售去它所 有 羊 的３６％，余１７６只，可 知 西 村 所 有 羊 的 只 数

是１７６÷（１－３６％），然后再求东村的只数．所以

１７６÷（１－３６％）×３６％＝９９（只）．
９５９．据统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某一年，日本有失业工人１２０万，英国

的失业工人数比日本多 １
４

，比美国少 ３
４．问美国有失业工人多少万？

解　１２０× １＋（ ）１
４ ÷ １－（ ）３

４ ＝６００（万）．

９６０．幼儿园食堂买了一筐鸡蛋，第一天吃了总数的 １
４

，第二天吃了剩

下的一半，正好是４５千克．问第一天吃了多少千克鸡蛋？

解１　第二天吃的４５千克是总数的 １－（ ）１
４ ×［ ］１

２ ．第一天吃了

４５÷ １－（ ）１
４ ×［ ］１

２ ×１
４＝３０（千克）；

解２　第一天吃后剩下鸡蛋 ４５÷（ ）１
２

千克．总数是 ４５÷１
２÷ 　

　（［ １－

）］１
４

千克．第一天吃了

４５÷１
２÷ １－（ ）１

４ ×１
４＝３０（千克）．

９６１．用大小两船运输 一 批 西 瓜．大 船 运 走 总 数 的 ７
１１

，比 小 船 多 运１２

吨．问大船运了多少吨？

解１　小船运总数的 １－７（ ）１１
，１２吨相当于总数的 ７

１１－ １－７（ ）［ ］１１
，

所以大船运

１２÷ ７
１１－ １－７（ ）［ ］１１ ×７

１１＝２８（吨）；

解２　以大船 运 的 西 瓜 吨 数 为 单 位“１”，小 船 运 的 西 瓜 吨 数 是 大 船 的

１－７
１１

７
１１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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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４　　

１２÷ １－
１－７

１１
７

烄

烆

烌

烎１１

＝２８（吨）；

解３　以小船 运 的 西 瓜 吨 数 为 单 位“１”．大 船 运 的 西 瓜 吨 数 是 小 船 的

７
１１

１－７
１１

．１２÷

７
１１

１－７
１１

烄

烆

烌

烎

熿

燀

燄

燅
－１ 吨是小船所运的西瓜 重 量．所 以 大 船 运 的 西

瓜重

１２÷

７
１１

１－７
１１

烄

烆

烌

烎
－１ ×

７
１１

１－７
１１

＝２８（吨）；

解４　大船运的西瓜吨数∶小船运的西瓜吨数＝７
１１∶ １－７（ ）１１ ＝７∶

４，所以大船运西瓜：１２÷（７－４）×７＝２８（吨）；
解５　设大船运西瓜ｘ吨．依题意，得

７
１１

（２ｘ－１２）＝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８．
所以大船运西瓜２８吨．

９６２．仓库里有一批化肥，第 一 天 用 去 全 部 的 １
５

，第 二 天 用 去２３吨，

第三天用去２５吨，还剩全部重量的 ４
１５．问剩下的化肥重多少吨？

解　（２３＋２５）÷ １－１
５－４（ ）１５ ×４

１５＝２４（吨）．

９６３．小红看一本文艺书，第一天看了８０页，第二天比第一天多看 １
１０

，

两天共看了总页数的６０％．问这本书有多少页？

解　８０× １＋１
１０（ ）＋１ ÷６０％＝２８０（页）．

９６４．永丰村去年收早稻３０吨，晚稻比早稻多收了４０％，两种稻谷占全

年粮食总产量的 ６
１１

，全年共收粮食多少吨？

解　３０×（１＋４０％＋１）÷６
１１＝１３２（吨）．

９６５．赵庄初级中学组织学 生 植 树，二 年 级 植 了２８０棵，一 年 级 比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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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５　　 　 　

级少植 ２
７

，两个年级完成了全校任务的６０％．问全校共植树多少棵？

解　２８０× １－２
７（ ）＋１ ÷６０％＝８００（棵）．

９６６．进步小学四年级 举 行 数 学 测 验，四（一）班 取 得 优 良 成 绩 的 有４０
人，四（二）班取得优良成绩的人数比四（一）班少５％．两班取得优良成绩的

同学刚好是全年级人数的７８％．问全年级有多少人？

解　４０×（１－５％＋１）÷７８％＝１００（人）．

９６７．桥头村用试验田的 ３
５

种小麦，１
４

种棉花，其余的种花 生．已 知

麦田比棉田多０１４公顷．问种花生几公顷？

解　０１４÷ ３
５－（ ）１

４ × １－３
５－（ ）１

４ ＝００６（公顷）．

９６８．一条长１８千米的公路，除其中 １
９

的 路 面 不 需 要 修 理 外，其 余 的

路面由甲、乙两队合修，１６天完成任务．已知甲队平均每天比乙队多修 １
９．

问甲、乙两队每天各修多少千米？

解　１８× １－（ ）１
９ ÷１６÷ １＋１

９（ ）＋１ ＝９
１９

（千米）……乙队；

　　９
１９× １＋（ ）１

９ ＝１０
１９

（千米）……甲队．

９６９．职工子弟小学原有科技书，文艺书共６３０本，其中科技书占２０％，
后来又买进一些科技书，这 时 科 技 书 占 两 种 图 书 的３０％．问 又 买 进 的 科 技

书是多少本？

解１　文 艺 书 有 ［６３０×（１－２０％）］本，买 进 一 些 科 技 书 后，［６３０×
（１－２０％）］本文艺书占这时图 书 总 数 的（１－３０％），所 以［６３０×（１－２０％）

÷（１－３０％）］本是买进一些科技书 后 图 书 的 总 数，由 此 可 知 新 买 进 的 科 技

书为

６３０×（１－２０％）÷（１－３０％）－６３０＝９０（本）；
解２　文艺书有　６３０×（１－２０％）＝５０４（本），

现有的科技书 相 当 于 文 艺 书 本 数 的 ３０％
１－３０％＝ ３

７
；所 以 现 有 科 技 书

５０４×３
７＝２１６（本），

新买进的科技书为　２１６－６３０×２０％＝９０（本）．

综合算式为　６３０×（１－２０％）× ３０％
１－３０％－６３０×２０％＝９０（本）；



算

术

辞

典

　　　　　　

　　　 ４５６　　

解３　设新买进的科技书是ｘ本．依题意，得

６３０×２０％＋ｘ
６３０＋ｘ ＝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９０．
所以新买进科技书９０本．

９７０．某班男 生 比 全 班 人 数 的 ５
７

多６人，女 生 比 全 班 人 数 的 １
４

少４

人．问该班男女生各是多少人？

解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６－４）人相当于总人数的 １－５
７－（ ）１

４
，所以，

（６－４）÷ １－５
７－（ ）１

４ ×５
７＋６＝４６（人）……男生；

（６－４）÷ １－５
７－（ ）１

４ ×１
４－４＝１０（人）……女生．

９７１．两辆汽车同时 从 相 距１８０千 米 的 两 地 相 对 而 行，经 过１５时 后

还相距 全 程 的 １
６．已 知 甲 车 的 速 度 是 乙 车 的 ９

１１
，求 两 车 的 速 度 各 是

多少？　

解　１８０× １－（ ）１
６ ÷１５÷ １＋９（ ）１１ ＝５５（千米／时）……乙车；

　　５５×９
１１＝４５（千米／时）……甲车．

９７２．甲、乙两人赛跑，甲跑到全程的 ２
３

处，乙已跑到全程的 ３
４

处，这

时两人相距 １
４

千米．求

（１）全程是多少米？

（２）如果甲平均每分跑２００米，乙的速度是多少？

（３）当乙跑完全程时，甲还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终点？

解　（１）１０００×１
４÷ ３

４－（ ）２
３ ＝３００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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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７　　 　 　

（２）３０００×３
４÷ ３０００×２

３（ ）÷２００ ＝２２５（米／分），

或２００× ３
４÷（ ）２

３ ＝２２５（米／分）；

（３）３０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０÷２２５＝１２
３

（分）．

９７３．甲、乙两粮仓，甲 仓 的 存 粮 比 乙 仓 多 １
６．如 果 甲 仓 调３０吨 给 乙

仓，则两仓的存粮数相等．问两仓共有粮多少吨？

解　甲仓的存粮比乙仓多（３０×２）吨．乙仓存粮 ３０×２÷（ ）１
６

吨．两仓

共有粮食

３０×２÷１
６× １＋１

６（ ）＋１ ＝７８０（吨）．

９７４．甲、乙两粮仓，甲仓调出存粮数 的 １
７

给 乙 仓，则 比 乙 仓 少６０吨，

而且这时甲仓的存粮是乙仓的 ７
８．问两仓原各存粮多少吨？

解　调出后甲仓存粮比乙仓 少６０吨，是 乙 仓 的 ７
８

，所 以，现 在 乙 仓 存

粮６０÷ １－（ ）７
８ ＝４８０（吨），甲仓存粮４８０×７

８＝４２０（吨）．由 此 可 知，甲 仓

原存粮４２０÷ １－（ ）１
７ ＝４９０（吨）．综合算式为

６０÷ １－（ ）７
８ ×７

８÷ １－（ ）１
７ ＝４９０（吨）；

乙仓原存粮：

６０÷ １－（ ）７
８ －４９０×１

７＝４１０（吨）．

９７５．新塔乡砖窑第一天卖出砖１５０００块，第二天比第一天多卖出 ２
５

，

两天卖出的砖占砖窑原存量的８０％．问这个砖窑原来存有多少块砖？

解　１５０００× １＋２
５（ ）＋１ ÷８０％＝４５０００（块）．

９７６．小英和小雄 分 别 从 东 西 两 村 同 时 出 发 相 对 而 行，小 英 行 全 程 的

３
７

，小雄行２０００米，两人相遇．如果小英行全程的 ２
５

，小雄应行多少米两人

才相遇？

解　２０００÷ １－（ ）３
７ × １－（ ）２

５ ＝２１０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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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７．五（１）班男生人数 是 女 生 的 ６
７

，女 生 比 男 生 多３人，求 全 班 有 多

少人？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把女生看作单位“１”，男 生 比 女 生 少 １－（ ）６
７

，正 好 是３人，

所以女生有３÷ １－（ ）６
７ ＝２１（人），全班人数为２１× １＋（ ）６

７ ＝３９（人）．

综合算式为　３÷ １－（ ）６
７ × １＋（ ）６

７ ＝３９（人）；

解２　从上图可知，全班共分成６＋７＝１３（份），男生占 ６
１３

，女生占 ７
１３．

女生比男生多３人，相当 于 总 人 数 的 ７
１３－６

１３＝１
１３

，３÷１
１３＝３９（人）．综 合

算式为

３÷ ７
６＋７－ ６（ ）６＋７ ＝３９（人）；

解３　设全班有ｘ人．依题意，得

ｘ－３
２ ＝６

７×ｘ＋３
２ ．

解方程，得　ｘ＝３９．
所以全班有３９人．

９７８．某拖拉机 厂 一 月 上 旬 完 成 全 月 计 划 的 １
３

，中 旬 完 成 全 月 计 划

的 ２
５

，上旬和中旬共生产拖拉机１６５台．问 一 月 份 中 旬 比 上 旬 多 生 产 多 少

台？

解　１６５÷ １
３＋（ ）２

５ × ２
５－（ ）１

３ ＝１５（台）．

９７９．有一根钢管，用去它的４０％，还剩２４米；如果用去它的 ５
８

，应剩

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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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９　　 　 　

解　２４÷（１－４０％）× １－（ ）５
８ ＝１５（米）．

９８０．东湖农场第一天播种大豆２４０公 顷，占 总 面 积 的４０％；第 二 天 播

种的公顷数占总面积的 ７
１５．问还有多少公顷没有播种？

解　２４０÷４０％× １－４０％－７（ ）１５ ＝８０（公顷）．

９８１．新丰大队抗旱挖渠，第 一 天 挖 了０８千 米，第 二 天 比 第 一 天 多 挖

１
８

，两天共挖了全长的５０％．问这个大队挖渠全长多少千米？

解　０８× １＋１
８（ ）＋１ ÷５０％＝３４（千米）．

９８２．唐山小学女生占全校人数 的４６％，男 生 中 少 先 队 员 有２４０人，非

队员占男生人数的 １
９

，求女生人数．

解　２４０÷ １－（ ）１
９ ÷（１－４６％）×４６％＝２３０（人）．

９８３．利民机 械 厂 第 一 季 度 完 成 产 值 ８４ 万 元，比 第 二 季 度 少 完 成

２０％．两个季度完成的产值正好是 全 年 总 产 值 的 ３
５

，该 厂 还 差 多 少 万 元 才

能完成全年总产值？

解　第二季度的产值为　［８４÷（１－２０％）］万元；

全年总产值为　 ［８４÷（１－２０％）＋８４］÷｛ ｝３
５

万元；

还差［８４÷（１－２０％）＋８４］÷３
５× １－（ ）３

５ ＝１２６（万元）．

９８４．某工厂第一季度制造机器６４０台，完成全年计划的 ２
７

，第二季度

制造的机器是年计划余下部分的４３％，第二季度制造了多少台？

解　６４０÷２
７× １－（ ）２

７ ×４３％＝６８８（台）；

或　 ６４０÷２
７（ ）－６４０ ×４３％＝６８８（台）．

９８５．前宅村去年小麦每公 顷 产２７００千 克，今 年 每 公 顷 产 比 去 年 增 产

二成四，这个增产数和该 村１９６６年 小 麦 每 公 顷 产 的 ２
５

相 等．今 年 小 麦 每

公顷产多少千克？１９６６年每公顷产多少千克？

解　今年每公顷产小麦为　２７００×（１＋２４％）＝３３４８（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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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每公顷产小麦为　２７００×２４％÷２
５＝１６２０（千克）．

９８６．新华书店运进一批文艺书，运进的册数是原有文艺书册数的 ２
３．

原有科技书卖出８０％以后，恰 好 与 现 在 运 进 的 文 艺 书 册 数 相 同．已 知 原 有

文艺书１２００册．问原有科技书多少册？

解　运进的文艺书册数是 １２００×（ ）２
３

，相当于原有科技书册数的（１－

８０％），所以原有科技书为

１２００×２
３÷（１－８０％）＝４０００（册）．

９８７．某班女生的人数是男生的 ２
３

，最近转来２名女生，这样女生的人

数是男生的 ３
４．问现在全班学生有多少人？

解　把男生人数看作单位“１”，２名女生相当于男生人数的 ３
４－２

３＝

１
１２

，２÷１
１２＝２４（人）是男生的人数，所以现在全班人数应是２４× １＋（ ）３

４
＝４２（人）．综合算式为

２÷ ３
４－（ ）２

３ × １＋（ ）３
４ ＝４２（人）．

９８８．某班女生人数是男生的 ４
５

，最近转来了１名男生，这样女生的人

数是男生人数的１０
１３．问这个班现在共有学生多少人？

解１　把女生人数作为 单 位“１”．这 样，原 来 男 生 人 数 是 女 生 的 １
４
５

＝

５
４

，现在男生人数是女生的 １
１０
１３

＝１３
１０．现在女生人数是１÷ １３

１０－（ ）５
４ ＝２０

（人），全班人数为２０× １＋１３（ ）１０ ＝４６（人）．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１０
１３

－烄

烆

烌

烎

１
４
５

× １＋ １
１０

烄

烆

烌

烎１３

＝４６（人）；

解２　设现在全班有ｘ人．则原来全班为（ｘ－１）人． ｘ－１

１＋４
５

是原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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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数； ｘ

１＋１０
１３

是现在男生人数，因为现在男生人数比原来男生人数多１，

所以

ｘ－１

１＋４
５

＝ ｘ

１＋１０
１３

－１．

解方程，得　ｘ＝４６．
所以现在全班有４６人．

９８９．某修路队修一条公路，第一天修了 全 长 的 １
４

又１４米．第 二 天 修

了全长的 ３
１０

，第三天修了全长的 ２
５

正好修完．问三天各修了多少米？

解　如果第一天修了全长的 １
４

，其 余 两 天 修 的 不 变，那 么 三 天 后 将 剩

下１４米，所以１４米相当于全长的１－１
４－３

１０－２
５＝１

２０
，这条 公 路 的 全 长

是１４÷１
２０＝２８０（米）．

２８０×１
４＋１４＝８４（米）……第一天；

２８０×３
１０＝８４（米）……第二天；

２８０×２
５＝１１２（米）……第三天．

９９０．新光电视机厂去年比前年增产 ３
８

，增产了２１万台．问这两年共

生产电视机多少台？

解　２１÷３
８× １＋３

８（ ）＋１ ＝１３３（万台）．

９９１．新华小学上学期体育锻炼的达标率为５５％，本学期新达标的学生

有１３０人，未达标的学生占总人数的 １
５．问还有多少人没有达标？

解１　１３０÷ １－１
５（ ）－５５％ ×１

５＝１０４（人）；

解２　设学生总人数为ｘ人，依题意，得

５５％ｘ＋１３０＝ １－（ ）１
５ ｘ．

解方程，得　ｘ＝５２０，５２０×１
５＝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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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还有１０４人没有达标．
９９２．光明乡种玉米４８公顷，比种大豆的公顷数多２０％，两种作物的种

植公顷数是该乡耕地总公顷数的 ４
１１．问这个生产队有耕地多少公顷？

解　［４８÷（１＋２０％）＋４８］÷４
１１＝２４２（公顷）；

或　４８÷（１＋２０％）×（１＋２０％＋１）÷４
１１＝２４２（公顷）．

９９３．某校图书馆的藏书中，数学 书 占 １
１０

，文 学 书 占 ４
７

，科 技 书 有３４８

本，比文学书的１８％少１２本．问这个图书馆的数学书有多少本？

解　（３４８＋１２）÷１８％÷４
７×１

１０＝３５０（本）．

９９４．新海农场试种杂交水稻，每公顷产量高达９０００千克，相当于一般

水稻每公顷产量的１５０％．求比一般水稻每公顷增产多少千克？

解　９０００÷１５０％×（１５０％－１）＝３０００（千克）．

９９５．甲、乙两人共有人民币 若 干 元，其 中 甲 占 ３
５．若 乙 给 甲１２元，则

乙余下的钱占总数的２５％．问甲、乙两人各有人民币多少元？

解　在共有的人民币中，乙占１－３
５＝２

５．乙给甲的１２元是总数的 ２
５

与２５％的差，所 以，１２÷ ２
５（ ）－２５％ ＝８０（元）是 两 人 所 有 人 民 币 的 总

数．甲有人民币８０× ３
５ ＝４８（元），乙 有 人 民 币８０× ２

５ ＝３２（元）．综 合 算

式为

１２÷ １－３
５（ ）－２５％ ×３

５＝４８（元）……甲；

１２÷ １－３
５（ ）－２５％ × １－（ ）３

５ ＝３２（元）……乙．

９９６．将一批猪肉送到 冷 藏 库 去．两 次 运 去 总 数 的 ４
５

，第 一 次 运１６８

吨，第二次比第一次多运 １
６．问这批猪肉共多少吨？

解　１６８× １＋１
６（ ）＋１ ÷４

５＝４５５（吨）．

９９７．有一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页 数 的 １
４

等 于 下 册 页 数 的 ２
７

，下

册有１５４页．问这部书上、下册共有多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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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１５４×２
７÷１

４＋１５４＝３３０（页）；

解２　下册页数是上册页数的 １
４÷（ ）２

７
，上册的页数为 １５４÷ １

４（［ ÷

）］２
７

页．上、下册共有

１５４÷ １
４÷（ ）２

７ ＋１５４＝３３０（页）；

解３　上册页数是下册页数的 ２
７÷（ ）１

４
，两册书共有

１５４× １＋２
７÷（ ）１

４ ＝３３０（页）；

解４　设两册书共ｘ页，则上册有（ｘ－１５４）页．依题意，得

１
４

（ｘ－１５４）＝１５４×２
７．

解方程，得　ｘ＝３３０．
所以这部书上、下册共有３３０页．

９９８．小张生产一批零件，已经完成 ２
５．余下的比已完成的零件个数多

２５只．问小张已完成多少只？

解１　这批零件余下１－２
５＝３

５
，比已完成的多 ３

５－２
５＝１

５．２５只占

这批零件的 １
５

，所以全部零件为　２５÷１
５＝１２５（只）．已完成１２５×２

５＝５０

（只）．综合算式为

２５÷ １－２
５－（ ）２

５ ×２
５＝５０（只）；

解２　设小张已完成ｘ只．依题意，得

ｘ÷２
５＝２５÷ １－２

５－（ ）２
５ ．

解方程，得　ｘ＝５０．
所以小张已完成５０只．
９９９．甲８天的工作量与乙７天的工作量相等．他们在同一时间一起生

产竹器６０件．问甲比乙少做几件？

解１　把乙的工作量看作“１”，那 么 在 同 一 时 间 内，甲 的 工 作 量 是 乙 的

７
８．所以，两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竹器相差

６０÷ １＋（ ）７
８ × １－（ ）７

８ ＝４（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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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在工作量相等的情况下，工作效率与工作时间成反比，所以甲与

乙的工作效率之比是７∶８．
６０÷（７＋８）×８－６０÷（７＋８）×７＝４（件）；

解３　设 甲 比 乙 少 做ｘ 件．这 样 甲 做 ６０－ｘ
２

件，乙 做 ６０＋ｘ
２

件．依 题

意，得

６０－ｘ
２ ∶６０＋ｘ

２ ＝７∶８．

解比例方程，得　ｘ＝４．
所以甲比乙少做４件．

１０００．某纺织厂男职工人数是女职工人数的 １
３．已知男职工比女职工

少３８０人．问全厂有职工多少人？

解１　把女职工的人数看作“１”，３８０人相当于女职工人数的 １－（ ）１
３ ．

全厂职工人数为

３８０÷ １－（ ）１
３ × １＋（ ）１

３ ＝７６０（人）；

解２　设女职工有ｘ人．依题意，得

ｘ－１
３ｘ＝３８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７０，５７０× １＋（ ）１
３ ＝７６０．

所以全厂职工有７６０人；
解３　设全厂职工有ｘ人．依题意，得

ｘ－３８０
２

ｘ＋３８０
２

＝１
３．

解方程，得　ｘ＝７６０．
所以全厂职工有７６０人．

１００１．一袋农药，拌种用去全 袋 的４０％，剩 下２７１
２

千 克，防 治 蚜 虫 又

用去全袋的 ２
５

，还剩多少千克？

解　２７１
２÷（１－４０％）× １－４０％－（ ）２

５ ＝９１
６

（千克）．

１００２．王师傅生产一批零件，完成 ７
１０

以后，又生产了１００只，这样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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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１
５．问超额了多少只？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又生产 的１００只 相 当 于 计 划 生 产 的 １－７
１０＋（ ）１

５
，则 计 划

生产数为　１００÷ １－７
１０＋（ ）１

５ ＝２００（只），超额２００×１
５＝４０（只）．综合算

式为

１００÷ １－７
１０＋（ ）１

５ ×１
５＝４０（只）；

解２　设超额ｘ只，则超额的ｘ只相当于这批零件的 １
５

， ｘ
１
５

只是这

批零件的只数．依题意，得

ｘ
１
５

＋ｘ＝１００＋ ｘ
１
５

×７
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０．
所以超额４０只．

１００３．水化成水蒸气，体积增加１６６９倍，水结成冰，体积增加 １
１１

，现有

水蒸气３３４０分米３，如结成冰体积是多少？

解　设水的体积为“１”，它若化成水蒸气，体积变成１６６９＋１＝１６７０；若

结成冰，则体积是水的１＋１
１１＝１２

１１．所以水蒸气３３４０分米３ 若凝成水，则得

３３４０÷１６７０＝２（分 米３）．又 结 成 冰，则 可 得２×１２
１１＝２２

１１
（分 米３），综 合 算

式为

３３４０÷（１６６９＋１）× １＋１（ ）１１ ＝２２
１１

（分米３）．

１００４．小华两天读完一本书，第 一 天 比 第 二 天 多 读 １
５

，第 二 天 比 第 一

天少读５０页．问这本书共有几页？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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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第二天读５０÷１
５＝２５０（页），第一天读２５０× １＋（ ）１

５ ＝３００

（页），所以这本书有

２５０＋３００＝５５０（页）．
综合算式为

５０÷１
５× １＋１

５（ ）＋１ ＝５５０（页）；

解２　如上图所示，第 一 天 看 的 占 全 书 的
１＋１

５

１＋１
５＋１

，第 二 天 看 的 占 全

书的 １

１＋１
５＋１

，全书的页数为

５０÷
１＋１

５

１＋１
５＋１

－ １

１＋１
５

烄

烆

烌

烎＋１
＝５５０（页）；

解３　设第二天读ｘ页，则第一天读（ｘ＋５０）页．依题意，得

ｘ＋１
５ｘ＝ｘ＋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５０．

所以这本书的总页数有２５０× １＋１
５（ ）＋１ ＝５５０（页）．

１００５．师徒两人生产一批零件．师傅 ３
４

时生产６０个．上午他们完成了

全部任务的 ８
１５

，下午他们又 一 起 工 作 了３１
８

时，完 成 了 全 部 任 务．已 知 徒

弟下午生产了２４７个零件．问这批零件共有多少个？

解１　 师 傅 每 小 时 生 产 零 件 ６０÷（ ）３
４

个，徒 弟 每 小 时 生 产 零 件

２４７÷３（ ）１
８

个，师徒两人下午共生产零件 ６０÷３
４＋２４７÷３（ ）１

８ ×３［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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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正好占这批零件的 １－８（ ）１５ ．所以这批零件的个数为

６０÷３
４＋２４７÷３（ ）１

８ ×３１
８÷ １－８（ ）１５ ＝１０６５（个），

或　 ６０÷３
４×３１

８（ ）＋２４７ ÷ １－８（ ）１５ ＝１０６５（个）；

解２　设这批零件有ｘ个．依题意，得

８
１５ｘ＋２４７＋６０÷３

４×３１
８＝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６５．
所以这批零件有１０６５个．

１００６．运一堆矿石 到 工 厂，共 用 三 天 时 间．其 中 第 二 天 运 全 部 矿 石 的

２
５

，比第一天多运３０吨，第三天运１２０吨．问第二天运多少吨？

解１　假如第一天也运全部矿石的 ２
５

，那么第三天需运（１２０－３０）吨，

相当于所运矿石的 １－２
５－（ ）２

５
，所以第二天运

（１２０－３０）÷ １－２
５－（ ）２

５ ×２
５＝１８０（吨）；

解２　设第二天运ｘ吨．依题意，得

ｘ＋（ｘ－３０）＋１２０＝ｘ÷２
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０．
所以第二天运矿石１８０吨．

１００７．五年级中男生占 ３
５

，比女生多１９人．问这个年级男女生各有多

少人？

解１　女生占全年级人数的 １－（ ）３
５

，男女生相差的１９人相当于全班

人数的 ３
５－ １－（ ）［ ］３

５
，全班人数为１９÷ ３

５－ １－（ ）［ ］３
５

（人）．所以

１９÷ ３
５－ １－（ ）［ ］３

５ ×３
５＝５７（人）……男生，

５７－１９＝３８（人）……女生；
解２　设男生有ｘ人，则女生有（ｘ－１９）人．依题意，得

ｘ
ｘ－１９＋ｘ＝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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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５７，ｘ－１９＝５７－１９＝３８．
所以五年级有男生５７人，女生３８人．

１００８．向阳机器 厂 女 职 工 占 全 厂 人 数 的 ２
５

，男 职 工 比 女 职 工 多３４０

人，求男职工的人数．

解１　男职工应占全 厂 人 数 的 １－（ ）２
５

，男 职 工 比 女 职 工 多 的３４０人

是全厂人数的 １－２
５－（ ）２

５ ．所以男职工的人数为

３４０÷ １－２
５－（ ）２

５ × １－（ ）２
５ ＝１０２０（人）；

解２　设男职工有ｘ人，则女职工有（ｘ－３４０）人．依题意，得

ｘ－３４０
ｘ－３４０＋ｘ＝２

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２０．
所以男职工有１０２０人．

１００９．有两堆钢材，从第一 堆 运 出 １
３

，从 第 二 堆 运 出 ４
５

，那 么 第 一 堆

剩下的是第二堆剩下的３倍．已知 第 一 堆 原 有 钢 材９０吨，问 第 二 堆 原 有 钢

材多少吨？

解１　第一堆钢材运出 １
３

后尚剩９０× １－（ ）１
３ ＝６０（吨）．那么，第二

堆尚剩６０÷３＝２０（吨），正好是原有钢材重量的 １－（ ）４
５ ．所以第二堆原有

钢材２０÷ １－（ ）４
５ ＝１００（吨）．综合算式为

９０× １－（ ）１
３ ÷３÷ １－（ ）４

５ ＝１００（吨）；

解２　设第二堆原有钢材ｘ吨．依题意，得

９０× １－（ ）１
３ ＝３ ｘ－４

５（ ）ｘ ．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
所以第二堆原有钢材１００吨．
１０１０．五（１）班有女生２５人，比男生多２５％，这个班的学生数占全校学

生数的 ３
２８．问全校有学生多少人？

解　五（１）班有男生２５÷（１＋２５％）＝２０（人），全班学生数有２５＋２０＝

４５（人），所以全校学生有４５÷３
２８＝４２０（人）．综合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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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９　　 　 　

［２５÷（１＋２５％）＋２５］÷３
２８＝４２０（人）．

１０１１．某化肥厂二月份生产的 化 肥 比 一 月 份 多２０％，比 三 月 份 少 ４
２５

，

三月份生产化肥４５０吨．这个厂第一季度产量的 ２
３

等于全年产量的１５％．

问全年生产化肥多少吨？

解　二 月 份 生 产４５０× １－４（ ）２５ ＝３７８（吨）．一 月 份 生 产３７８÷（１＋

２０％）＝３１５（吨）．全年生产（３１５＋３７８＋４５０）×２
３÷１５％＝５０８０（吨）．综 合

算式为

４５０× １－４（ ）２５ ÷（１＋２０％）×（１＋２０％＋１）［ ］＋１ ×２
３÷１５％

＝５０８０（吨）．
１０１２．新生文具店批进圆珠笔和钢笔 支 数 的 比 是５∶７，当 圆 珠 笔 卖 出

１
１０

后，剩下的圆珠笔比钢笔少５０支．问两种笔共批进多少支？

解１　设钢笔的支数为“１”，则 圆 珠 笔 的 支 数 为 ５
７．当 圆 珠 笔 卖 出 １

１０

后，剩下圆珠笔的支数是钢笔支数 的 ５
７× １－１（ ）１０ ．所 以 钢 笔 的 支 数 为　

５０÷ １－５
７× １－１（ ）［ ］１０ ＝１４０（支），两种笔的总支数为　１４０× １＋（ ）５

７
＝２４０（支）．综合算式为

５０÷ １－５
７× １－１（ ）［ ］１０ × １＋（ ）５

７ ＝２４０（支）；

解２　把批进的圆珠笔支数作为５份，钢笔的支数作为７份．圆珠笔卖

出 １
１０

，还剩５× １－１（ ）１０
份，则两种笔共批进

５０÷ ７－５× １－１（ ）［ ］１０ ×（７＋５）＝２４０（支）；

解３　设圆珠笔的支数为“１”，则钢笔的支数为 ７
５．两种笔共批进

５０÷ ７
５－ １－１（ ）［ ］１０ × １＋（ ）７

５ ＝２４０（支）；

解４　用面积法解．
把两种笔共分（５＋７）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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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Ｓ１ 表示圆珠笔卖出 １
１０

后 剩 下 的 支 数，Ｓ２＝Ｓ１，则Ｓ３＋Ｓ４

是钢 笔 比 剩 下 的 圆 珠 笔 多 的 ５０支．Ｓ３ 为７× １
１０

份 笔，Ｓ４ 为（７－５）×

１－１（ ）１０
份笔，因 此 每 份 为５０÷ ７×１

１０＋（７－５）× １－１（ ）［ ］１０ ＝２０（支），

两种笔共２０×（５＋７）＝２４０（支）．综合算式为

５０÷ ７×１
１０＋（７－５）× １－１（ ）［ ］１０ ×（５＋７）＝２４０（支）；

解５　设批进钢笔ｘ支，则批进圆珠笔 ５
７ｘ支．依题意，得

ｘ－５０＝５
７ｘ－１

１０×５
７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４０，１４０× １＋（ ）５
７ ＝２４０．

所以两种笔共批进２４０支；

解６　设两种笔共批进ｘ支，则批进圆珠笔 ５
５＋７ｘ

支，批进钢笔 ７
５＋７ｘ

支．依题意，得

５
５＋７ｘ× １－１（ ）１０ ＝ ７

５＋７ｘ－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４０．
所以两种笔共批进２４０支．
１０１３．新华书店运进科技书和文艺书 本 数 的 比 是５∶７．当 科 技 书 卖 出

１
１０

，文艺书卖出 ３
１４

后，科技书比文艺书少１００本．问两种书共运进多少本？

解１　把文艺书的本数看作单位“１”，则科技书的本数为 ５
７．文艺书卖

出 ３
１４

后还剩１－３
１４

，科技书卖出 １
１０

后还剩 ５
７× １－１（ ）１０

，差１００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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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艺书的 １－３（ ）１４ －５
７× １－１（ ）１０ ．所以文艺书有１００÷ １－３

１４－５
７［ ×

１－１（ ）］１０ ＝７００（本），两种书共运进７００× １＋（ ）５
７ ＝１２００（本）．综合算式

为

１００÷ １－３
１４－５

７× １－１（ ）［ ］１０ × １＋（ ）５
７ ＝１２００（本）；

解２　用列表法解．

种　　类 运　进　本　数 卖　出 剩　　　　　　下

科　　技 ５ｋ　ｋ＝１ １
１０

文　　艺 ７ｋ ３
１４

５× １－１（ ）１０

７× １－３（ ）１４

相差１００本

所以，１００÷ ７× １－３（ ）１４ －５× １－１（ ）［ ］１０ ×（５＋７）＝１２００（本）．

或 种　　类 运　进　本　数 卖　出 剩　　　　　　下

科　　技 ５ｋ　５ｋ＝１ １
１０

文　　艺 ７ｋ　７
５

３
１４

１－１
１０

７
５× １－３（ ）１４

相差１００本

所以，１００÷ ７
５× １－３（ ）１４ － １－１（ ）［ ］１０ × １＋（ ）７

５ ＝１２００（本）．

或 种　　类 运　进　本　数 卖　出 剩　　　　　　下

科　　技 ５ｋ　５
７

１
１０

文　　艺 ７ｋ　７ｋ＝１ ３
１４

５
７× １－１（ ）１０

１－３
１４

相差１００本

所以，１００÷ １－３（ ）１４ －５
７× １－１（ ）［ ］１０ × １＋（ ）５

７ ＝１２００（本）；

解３　设运进文艺书ｘ本，则运进科技书 ５
７ｘ本．依题意，得

ｘ－３
１４ｘ－１００＝５

７ｘ－５
７ｘ×１

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７００，７００× １＋（ ）５
７ ＝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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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两种书共运进１２００本．

解４　设 两 种 书 共 运 进 ｘ 本，则 运 进 文 艺 书 ７
５＋７ｘ

本，运 进 科 技 书

５
５＋７ｘ

本．依题意，得

７
５＋７ｘ× １－３（ ）１４ － ５

５＋７ｘ× １－１（ ）１０ ＝１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０．
所以两种书共运进１２００本．

１０１４．某厂女职工人数是男职工人数的 ４
５

，最近新招了１０名女职工，

因此男职工人数是女职工人数的１１
５

倍．问现在全厂的职工总数是多少？

解１　现 在 女 职 工 人 数 是 男 职 工 人 数 的 １÷１（ ）１
５

，男 职 工 人 数 是

１０÷ １÷１１
５－（ ）［ ］４

５
人，所以全厂职工总数为

１０÷ １÷１１
５－（ ）４

５ × １＋１÷１（ ）１
５ ＝５５０（人）；

解２　设现在有男职工ｘ人，则有女职工 ４
５ｘ（ ）＋１０ 人．依题意，得

１１
５

４
５ｘ（ ）＋１０ ＝ｘ．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０．

所以现在有男职工３００人，女 职 工３００×４
５＋１０＝２５０（人），全 厂 职 工

总数是３００＋２５０＝５５０（人）；

解３　设现在有女职工ｘ人，则有男职工１１
５ｘ人．依题意，得

ｘ－１０＝１１
５ｘ×４

５．

解方程，得　ｘ＝２５０．
所以现在有女职工２５０人，全厂职工总数是

２５０× １＋１（ ）１
５ ＝５５０（人）．

１０１５．一个公路养护队派出 两 个 小 组 各 修 一 段 公 路．第 一 组 修 的 公 路

长度的 ３
４

等于第二 组 修 的 公 路 长 度 的 ２
３．现 在 第 一 组 修 了 ２

３
，还 剩８０

米．问两个组修的公路共长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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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　　 　 　

解　第一组应修 ８０÷ １－（ ）［ ］２
３

米，第二组修的公路长度是第一组的

３
４÷（ ）２

３
，所以两组共应修

８０÷ １－（ ）２
３ × １＋３

４÷（ ）２
３ ＝５１０（米）．

１０１６．水果店仓库里存有１００千克草莓，含水量为９９％．在第二次测定

时，草莓的水分已蒸发掉一部分，含水量变为９８％．问这时草莓的重量是多

少？

解　草莓中非水物质占（１－９９％），１００千克草莓中这种物质是１００×
（１－９９％）＝１（千克）．草莓的水 分 蒸 发．而 非 水 物 质 却 始 终 不 变．当 草 莓 的

含水量为９８％时，１千克非水物质应占草莓重量的（１－９８％），所以这时草

莓的重量为１÷（１－９８％）＝５０（千克）．综合算式为

１００×（１－９９％）÷（１－９８％）＝５０（千克）．

１０１７．两筐荔枝，乙筐的重量是甲筐的 ５
８．如果从甲筐拿出１０千克放

入乙筐，这时甲筐还比乙筐多１０千克．问两筐荔枝共重多少千克？

解１　原来甲筐比乙筐多（１０＋１０×２）千克．所以

（１０＋１０×２）÷ １－（ ）５
８ × １＋（ ）５

８ ＝１３０（千克）；

解２　设甲筐原有荔枝ｘ千克．则乙筐原有荔枝 ５
８ｘ千克．依题意，得

ｘ－１０－ ５
８ｘ（ ）＋１０ ＝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８０．

所以 甲 筐 原 有 荔 枝 ８０千 克，两 筐 荔 枝 共 重 ８０× １＋（ ）５
８ ＝１３０（千

克）．

１０１８．甲、乙两桶柴油，乙桶柴油的重 量 是 甲 桶 的１１
４

倍，如 果 甲 桶 中

加进５千克，这时乙桶的重 量 是 甲 桶 的１１
９

倍．问 两 桶 原 来 共 有 柴 油 多 少

千克？

解１　原来甲桶的柴油是乙桶的１÷１１
４＝４

５
；现在甲桶的柴油是乙桶

的１÷１１
９＝９

１０
；５÷ ９

１０－（ ）４
５ ＝５０（千克）是乙桶中柴油的重量．所以两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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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共重５０× １＋（ ）４
５ ＝９０（千克）．综合算式为

５÷ １÷１１
９－１÷１（ ）１

４ × １＋１÷１（ ）１
４ ＝９０（千克）；

解２　因为

　　　原甲∶ 乙 ＝４∶５
　　　 乙 ∶现甲＝　 １０∶９　
　原甲∶乙∶现甲＝８∶１０∶９
所以，５÷（９－８）×（８＋１０）＝９０（千克）．

１０１９．加工一批零件，乙每 小 时 做７０个，比 甲 每 小 时 少 做 １
８

，两 人 合

做２１
３

时，完成这批零件的６２５％．问这批零件有多少个？

解　７０÷ １－（ ）１
８ × １－１

８（ ）＋１ ×２１
３÷６２５％＝５６０（个）．

１０２０．两根同样长的电线，第一根第一次用去４０％，第二次用去２０米，
还剩原长的２０％；第二根第一次用去３５％，第二次用去４５％，还剩多少米？

解　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３５％－４５％）＝１０（米）．
１０２１．两箩杨梅共重若干千克，已知甲箩占总重量的５５％，如果从甲箩

取出７５千克放入乙箩，则 乙 箩 就 占 总 重 量 的６０％．问 两 箩 杨 梅 原 各 重 多

少千克？

解１　按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乙箩原重占总重量的（１－５５％），增加７５千克后，就占总重

量的６０％，所以７５千克相当于总重量的［６０％－（１－５５％）］．
甲箩原重　７５÷［６０％－（１－５５％）］×５５％＝２７５（千克），
乙箩原重　７５÷［６０％－（１－５５％）］×（１－５５％）＝２２５（千克）；
解２　如解１图所示，甲箩原重占总重量的５５％，取出７５千 克 后，就

占总重量的（１－６０％），所以７５千克相当于总重量的［５５％－（１－６０％）］．
甲箩原重　７５÷［５５％－（１－６０％）］×５５％＝２７５（千克），
乙箩原重　７５÷［５５％－（１－６０％）］×（１－５５％）＝２２５（千克）；
解３　仍如解１图所示，７５千 克 相 当 于 总 重 量 的（５５％＋６０％－１），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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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箩原重　７５÷［５５％＋６０％－１）］×５５％＝２７５（千克），
乙箩原重　７５÷［５５％＋６０％－１）］×（１－５５％）＝２２５（千克）；
以上三解都是以两箩的总重量为“１”，下面再取不同的单位“１”以求解．
解４　以乙箩原来的重量为“１”，则乙箩现在的重量是乙箩原来重量的

６０％
１－５５％．所以乙箩原来的重量为　７５÷ ６０％

１－５５％（ ）－１ ＝２２５（千克）．

甲箩原来的重量是乙箩 原 来 重 量 的 ５５％
１－５５％

，所 以 甲 箩 原 来 的 重 量 为

　２２５× ５５％
１－５５％＝２７５（千克）；

解５　以 甲 箩 原 来 的 重 量 为“１”，则 甲 箩 现 在 的 重 量 是 原 来 重 量 的

１－６０％
５５％ ．所以甲箩原来的重量为　７５÷ １－１－６０％（ ）５５％ ＝２７５（千克）．

乙箩原来的重量是甲箩 原 来 重 量 的 １－５５％
５５％

，所 以 乙 箩 原 来 的 重 量 为

　２７５×１－５５％
５５％ ＝２２５（千克）；

解６　设两箩的总重量为“１”，则 甲 箩 原 来 的 重 量 为５５％；甲 箩 现 在 的

重量为（１－６０％）；乙箩原来的重量为（１－５５％）；乙箩现在的重量为６０％．
所以，原甲∶现 甲∶原 乙∶现 乙＝５５％∶（１－６０％）∶（１－５５％）∶

６０％＝１１∶８∶９∶１２
由此可求得

甲箩原来的重量为　７５÷（１２－９）×１１＝２７５（千克），
乙箩原来的重量为　７５÷（１２－９）×９＝２２５（千克）．
或

甲箩原来的重量为　７５÷（１１－８）×１１＝２７５（千克），
乙箩原来的重量为　７５÷（１１－８）×９＝２２５（千克）；

解７　设甲箩重ｘ千克，则乙箩重 １－５５％
５５％ ｘ千克．依题意，得

ｘ－７５
１－６０％＝

１－５５％
５５％ ｘ＋７５

６０％ ．

解方程，得　ｘ＝２７５．

所以甲箩重２７５千克，乙箩重２７５×１－５５％
５５％ ＝２２５（千克）；

解８　设乙箩重ｘ千克，则甲箩重 ５５％
１－５５％ｘ千克．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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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７５
６０％ ＝

５５％
１－５５％ｘ－７５

１－６０％ ．

解方程，得　ｘ＝２２５．

所以乙箩重２２５千克，甲箩重２２５× ５５％
１－５５％＝２７５（千克）；

解９　设两箩共重ｘ千克，则甲箩重５５％ｘ千克，乙箩重（ｘ－５５％ｘ）千

克．依题意，得

５５％ｘ－７５
１－６０％ ＝ｘ－５５％ｘ＋７５

６０％ ．

解方程，得　ｘ＝５０．
所以两箩 共 重５０千 克，甲 箩 重５０×５５％＝２７５（千 克），乙 箩 重５０×

（１－５５％）＝２２５（千克）．
１０２２．东湖化工 厂 计 划 三 个 月 生 产 一 批 化 肥，第 一 个 月 完 成 计 划 的

２
７

，第二个月生产的吨数是第三个月的 ２
３

，已知第三个月比第二 个 月 多 生

产２５吨．求计划生产化肥多少吨？

解１　第二个月生产的 吨 数 比 第 三 个 月 少 １－（ ）２
３

，则 第 三 个 月 生 产

２５÷ １－（ ）２
３ ＝７５（吨）；第二个月生产７５×２

３＝５０（吨）；第二、三两个月共

生 产 （７５＋５０）吨，占 计 划 的 １－（ ）２
７

，则 计 划 生 产 化 肥 （７５＋５０）÷

１－（ ）２
７ ＝１７５（吨）．综合算式为

２５÷ １－（ ）２
３ × １＋（ ）２

３ ÷ １－（ ）２
７ ＝１７５（吨）；

解２　设 第 三 个 月 生 产 化 肥ｘ 吨，则 第 二 个 月 生 产 化 肥 ２
３ｘ 吨．依 题

意，得

ｘ－２
３ｘ＝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７５．

所以第三个月生产化肥７５吨，第二、三两个月生产化肥７５× １＋（ ）２
３ ＝

１２５（吨），三个月的总生产量为１２５÷ １－（ ）２
７ ＝１７５（吨）；

解３　设计划生产化肥ｘ吨．依题意，得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４７７　　 　 　

２
７ｘ＝ｘ－２５÷ １－（ ）２

３ × １＋（ ）２
３ ．

解方程，得　ｘ＝１７５．
所以计划生产化肥１７５吨．
１０２３．某服装厂去年 有 工 人５００人，共 生 产 服 装３０００００套；今 年 工 人

减少２０％，而产量却增加５０％．问平均每人比去年多生产服装多少套？

解１　３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５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０００÷５００
＝５２５（套）；

解２　设平均每人比去年多生产服装ｘ套，依题意，得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 ）ｘ ［５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０００×（１＋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２５．
所以今年平均每人比去年多生产服装５２５套．
１０２４．光明商店一周卖完两种不同的水果，各卖得６００元，其中一种赚

了２０％，另一种因保管不善赔了２０％．问 这 家 商 店 卖 完 这 两 种 水 果 时 赚 的

钱和赔的钱相差多少？究竟是赚还是赔？

解　赔的一 种 水 果 原 应 卖 得［６００÷（１－２０％）］元，赔 了 ６００÷（１－
２０％）×２０％＝１５０（元），赚 的 一 种 水 果 原 价 为［６００÷（１＋２０％）］元，赚 得

６０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０（元）．因此赔了１５０－１００＝５０（元）．综 合 算 式

为

６００÷（１－２０％）×２０％－６００÷（１＋２０％）×２０％＝５０（元）．
１０２５．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第一天走了３５０千米；第二天走的是

第一天的１１
５

倍，两天走的比没有走的少全程的 １
１５

，求甲地到乙地共多少

千米？

解１　两天共走３５０× １＋１（ ）１
５ ＝７７０（千米），占全程的 １－１（ ）１５ ÷２．

所以甲乙两地的距离为

３５０× １＋１（ ）１
５ ÷ １－１（ ）１５［ ］÷２ ＝１６５０（千米）；

解２　设甲乙两地相距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３５０× １＋１（ ）１
５ －３５０× １＋１（ ）１

５ ＝ｘ
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５０．
所以甲、乙两地相距１６５０千米．
１０２６．星 火 农 场 抢 收 小 麦，两 天 共 收 割 小 麦 总 数 的４０％，第 一 天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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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８４公 顷，第 二 天 收 割 的 是 第 一 天 的 １１
４

倍．问 还 剩 下 多 少 公 顷 没 有

收 割 ？

解１　８４× １＋１（ ）１
４ ÷４０％×（１－４０％）＝２８３５（公顷）；

解２　设还剩下ｘ公顷没有收割．依题意，得

８４× １＋１（ ）１
４ ＝ ｘ＋８４× １＋１（ ）［ ］１

４ ×４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８３５．
所以还剩下２８３５公顷没有收割．
１０２７．两个筑路队合修一 条 长４７５２千 米 的 公 路．每 天 甲 队 修 的 比 乙

队修的多 １
５．两队合修１６天后，还剩下全程的 １

９．问甲乙两队每天各修多

少千米？

解１　两队１６天内修 了 ４７５２× １－（ ）［ ］１
９

千 米．平 均 每 天 两 队 共 修

４７５２× １－（ ）１
９［ ］÷１６ 千米．

相当于 乙 队 每 天 修 的 １＋１
５（ ）＋１ 倍．所 以 乙 队 每 天 修 　４７５２×

１－（ ）１
９ ÷１６÷ １＋１

５（ ）＋１ ＝１２（千米），

甲队每天修　１２× １＋（ ）１
５ ＝１４４（千米）；

解２　设乙队每天修ｘ千米，则甲队每天修 １＋（ ）１
５ ｘ千米．依题意，得

４７５２－ ｘ＋ １＋（ ）１
５［ ］ｘ ×１６＝４７５２×１

９．

解方程，得　ｘ＝１２， １＋（ ）１
５ ｘ＝ １＋（ ）１

５ ×１２＝１４４．

所以，乙队每天修１２千米，甲队每天修１４４千米．
１０２８．修路队修一条公路，开 始５天，平 均 每 天 修１２千 米，修 了 这 条

公路的２０％．后来工作效率提高了 １
４

，求修这条公路共需多少天？

解１　公路全长１２×５÷２０％＝３０（千米）．５天后余下３０×（１－２０％）

＝２４（千米）．后来的工 作 效 率 是 每 天 修１２× １＋（ ）１
４ ＝１５（千 米）．余 下

的公路还需修２４÷１５＝１６（天），共需５＋１６＝２１（天）．综合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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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２０％×（１－２０％）÷ １２× １＋（ ）［ ］１
４ ＋５＝２１（天）；

解２　设修筑这条公路共需ｘ天．依题意，得

１２× １＋（ ）１
４

（ｘ－５）

１２×５ ＝１－２０％
２０％ ．

解方程，得　ｘ＝２１．
所以修筑这条公路共需２１天．

１０２９．尚文路小学 女 生 比 全 校 学 生 数 的 ２
５

多２０人，男 生 比 女 生 多

３４０人．求男生有多少人？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所示，（３４０＋２０×２）人 相 当 于 总 人 数 的 １－２
５－（ ）２

５ ．先 求 总 人

数，再求男生人数．

（３４０＋２０×２）÷ １－２
５－（ ）２

５ ×２
５＋２０＋３４０＝１１２０（人）；

解２　设男生有ｘ人，则女生有（ｘ－３４０）人．依题意，得

ｘ－３４０－２０
ｘ＋（ｘ－３４０）＝

２
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２０．
所以男生有１１２０人．
１０３０．某人乘汽车去省城，预定中 午１２时 到 达，他 乘 每 小 时 速 度 是３３

千米的汽车在上午６时１５分出发，至上午９时４５分时只行了全程的５５％．
如果他要在预定的时刻到达省城，每小时的速度应该增加多少千米？

解１　９时４５分－６时１５分＝３时３０分，即３１
２

时，

１２时－９时４５分＝２时１５分，即２１
４

时．

３３×３１
２÷５５％×（１－５５％）÷２１

４－３３＝９（千米），

所以，每小时的速度应该增加９千米；
解２　设每小时的速度应该增加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３３）×２１
４＝３３×３１

２÷５５％×（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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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９．
所以每小时的速度应该增加９千米．

１０３１．一个初级中学，有男生４２０人，是 女 生 人 数 的１１
３

倍．三 年 级 学

生人数占全校学生总数的２０％，二年级学生人数比一年级少 １
２５．问一年级

有学生多少人？

解１　女生人数为　 ４２０÷１（ ）１
３

人，全校学生总数为　 ４２０÷１１
３（ ＋

　
　 ）４２０ 人，一二年级的学生总人数为　 ４２０÷１１

３（ ）＋４２０ ×（１－２０％［ ］） 人，

这两个年级的学生总人数相当于一年级学生人数的 １＋ １－１（ ）［ ］２５
倍，所

以一年级有学生

４２０÷１１
３（ ）＋４２０ ×（１－２０％）÷ １＋ １－１（ ）［ ］２５ ＝３００（人）；

解２　设一年级有学生ｘ人．依题意，得

ｘ＋ ｘ－ｘ（ ）２５ ＝ ４２０÷１１
３（ ）＋４２０ ×（１－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０．
所以一年级有学生３００人．
１０３２．飞鸽自行车厂原计划今年比 去 年 增 产５％，在 修 订 计 划 时，又 决

定今年比去年增产８％，这样，修订后的计划将比原计划增产４５００辆．结果

今年前１０个月的产量就比去年的全年产量增加６％．求这个自行车厂今年

前１０个月的平均月产量．
解　去年的年产量为　［４５００÷（８％－５％）］辆．今年前１０个月的总产

量为　［４５００÷（８％－５％）×（１＋６％）］辆．所以今年前１０个月的平均月产

量为

４５００÷（８％－５％）×（１＋６％）÷１０＝１５９００（辆）．
１０３３．化肥厂第一季度生产化肥０２１万吨．比第二季度少２５％，这两

个季度产量的 ３
７

正好占全年总产量的２０％．问全年生产化肥多少吨？

解　［０２１÷（１－２５％）＋０２１］×３
７÷２０％＝１０５（万吨）．

１０３４．甲、乙 两 人 在 银 行 都 有 存 款，已 知 甲 存 款１６０００元，若 甲 取 出 存

款的７５％，乙取出存款的 １
３

，则甲的余款是乙余款的 １
２．问乙原来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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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多少元？

解１　１６０００×（１－７５％）÷１
２÷ １－（ ）１

３ ＝１２０００（元），

乙原来存款１２０００元；
解２　设乙原来存款ｘ元，依题意，得

１－（ ）１
３ ｘ×１

２＝１６０００×（１－７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００．
所以乙原来存款１２０００元．

１０３５．某厂男职工人数的 ２
５

加上全厂女职工正好是２００人，男职工的

２６
３５

和全厂女职工人数相等．问这个厂共有职工多少人？

解１　男职工的 ２
５＋２６

３５＝８
７

是２００人，男职工有２００÷８
７＝１７５（人）．

全厂职工人数是男职工人数的１＋２６
３５＝６１

３５
，所 以 全 厂 职 工 数 是１７５×６１

３５＝

３０５（人）．综合算式为

２００÷ ２
５＋２６（ ）３５ × １＋２６（ ）３５ ＝３０５（人）；

解２　设全厂共有职工ｘ人．
ｘ

１＋２６
３５

人是男职工人数，

ｘ

１＋２６
３５

×２６烄

烆

烌

烎
３５ 人是女职工人数．依题意，得

ｘ

１＋２６
３５

×２
５＋ ｘ

１＋２６
３５

×２６
３５＝２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５．
所以这个厂共有职工３０５人．

１０３６．建筑工地有石子、石灰和黄沙三种建筑材料，石灰占总数的 １
６

，

黄沙占总数的 １
２

，石子和黄沙共有１００吨．问黄沙比石子多多少吨？

解１　石子和黄沙占总数的１－１
６＝５

６
，三 种 建 筑 材 料 共１００÷５

６＝

１２０（吨）．石子占总数的１－１
６－１

２＝１
３

，黄沙比石子多 １
２－１

３＝１
６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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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比石子多１２０×１
６＝２０（吨）．综合算式为

１００÷ １－（ ）１
６ × １

２－ １－１
６－（ ）［ ］１

２ ＝２０（吨）；

解２　设黄沙比石子多ｘ吨，则黄沙有 １００＋ｘ
２

吨．三 种 建 筑 材 料 的 总

数是

１００＋ｘ
２
１
２

吨．依题意，得

１００＋ｘ
２
１
２

× １－（ ）１
６ ＝１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０．
所以黄沙比石子多２０吨．
１０３７．一辆汽车把货物从城 市 运 往 山 区，往 返 共 用 了２０时，去 时 所 用

的时间是回来的１１
２

倍．去时每小时比回来时慢１２千米．这辆汽车往返共

行了多少千米？

解１　回来所用的时间是２０÷ １＋１（ ）１
２ ＝８（时），去 时 所 用 的 时 间 是

８×１１
２＝１２（时）．去时每小时比回来时慢１２千米，就是回来时比去时每小

时快１２千米．８时共快１２×８＝９６（千米）．
这９６千米使得去 时 多 行 了１２－８＝４（时）．平 均 每 小 时 行９６÷４＝２４

（千米），这就是去时的速度．因此路程为２４×１２＝２８８（千米）．往返共行２８８
×２＝５７６（千米）．综合算式为

１２× ２０÷ １＋１（ ）［ ］１
２ ÷ ２０÷ １＋１（ ）１

２ × １１
２（ ）［ ］－１ × ２０÷ 　

　（［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２＝５７６（千米）．

用列表法表示解题的思路．根据题意列出下表．

ｓ ｖ ｔ

ｖ ｔ１

ｖ＋１２ ｔ２

１１
２

１
２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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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ｔ２ 为２０÷１＋１１
２＝８时，

　　ｔ１ 为２０－８＝１２（时）．
并由此算出ｓ１ 为１２ｖ，

　　　　　ｓ２ 为８（ｖ＋１２）．

ｓ ｖ ｔ

ｓ１ １２ｖ ｖ ｔ１

ｓ２ ８（ｖ＋１２） ｖ＋１２ ｔ２

１１
２

１
２０时

１２时

８时

但　ｓ１＝ｓ２，

∴　１２ｖ＝８（ｖ＋１２），

　　４ｖ＝９６，

　　ｖ＝２４．
因此往返路程为　２４×１２×２＝５７６（千米）．
综合算式为

１２× ２０÷ １＋１（ ）［ ］１
２ ÷ ２０÷ １＋１（ ）１

２ × １１
２（ ）［ ］－１

　× ２０÷ １＋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２＝５７６（千米）；

解２　设往返共行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２

２０÷ １１
２（ ）＋１

－

ｘ
２

２０÷ １１
２（ ）＋１ ×１１

２

＝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５７６．
所以这辆汽车往返共行５７６千米．
１０３８．有甲、乙、丙 三 工 人，五 月 份 共 领 工 资２７１０元，又 得 奖 金 占 工 资

的２０％．如乙工人的收入相当于 甲 工 人 的９０％，丙 工 人 的 收 入 相 当 于 乙 工

人的９０％．问三人各收入多少元？

解１　把甲的收入看作“１”，那 么 乙 的 收 入 是 甲 的９０％，丙 的 收 入 是 甲

的（９０％×９０％）．
２７１０×（１＋２０％）÷（１＋９０％＋９０％×９０％）＝１２００（元）……甲，

１２００×９０％＝１０８０（元）……乙，

１０８０×９０％＝９７２（元）……丙；
解２　设甲收入ｘ元，则乙收入（９０％ｘ）元，丙收入（９０％ｘ×９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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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９０％ｘ＋９０％ｘ×９０％＝２７１０×（１＋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０，

９０％ｘ＝１２００×９０％＝１０８０，

９０％ｘ×９０％＝１２００×９０％×９０％＝９７２．
所以甲收入１２００元，乙收入１０８０元，丙收入９７２元．
１０３９．东湖农场利用两口池 塘 进 行“湖 蚌 育 珠”．去 年 第 一 口 塘 的 产 量

的 ２
５

等于第二口塘产量的 ３
５．第一口塘比第二口塘多收珍珠１２５千克．

求两口塘的总产量．

解１　第二口塘的产量是第一口塘的 ２
５÷３

５＝２
３．第一口塘比第二口

塘多收的１２５千克相当于 第 一 口 塘 的１－２
３＝１

３．第 一 口 塘 收 珍 珠１２５

÷１
３＝３７５（千克）．两口塘共收珍珠３７５× １＋（ ）２

３ ＝６２５（千克）．

综合算式为

１２５÷ １－２
５÷（ ）３

５ × １＋２
５÷（ ）３

５ ＝６２５（千克）；

解２　第一口塘的产量是第二口塘的 ３
５÷２

５＝３
２．第一口塘比第二口

塘多收的１２５千克相当于 第 二 口 塘 的 ３
２－１＝１

２
，第 二 口 塘 收 珍 珠１２５

×１
２＝２５（千克）；两 口 塘 共 收 珍 珠２５× １＋（ ）３

２ ＝６２５（千 克）．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２５÷ ３
５÷２

５（ ）－１ × １＋３
５÷（ ）２

５ ＝６２５（千克）；

解３　用倍比法思想解．

第 一口塘的产量是第二口塘产量的 ２
５

的 １
２
５

．第一口塘产量的 ２
５

等

于第二口塘产量的 ３
５

，则第一口塘的产量等于第二口塘产量的 ３
５× １

２
５

．

两口塘的总产量为

１２５÷ ３
５× １

２
５

烄

烆

烌

烎
－１ × １＋３

５×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５

＝６２５（千克）．

也可这样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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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口塘的产量是第一口塘产量的 ３
５

的 １
３
５

．第二口塘产量的 ３
５

等

于第一口塘产量的 ２
５

，则第二口塘的产量等于第一口塘产量的 ２
５× １

３
５

．

两口塘的总产量为

１２５÷ １－２
５×烄

烆

烌

烎

１
３
５

× １＋２
５×烄

烆

烌

烎

１
３
５

＝６２５（千克）；

解４　用对应法解．
第一口塘　第二口塘

２
５  ３

５

１  ３
５÷２

５
所以，两口塘的总产量为

１２５÷ ３
５÷２

５（ ）－１ × １＋３
５÷（ ）２

５ ＝６２５（千克）．

或 第一口塘　第二口塘

　　２
５  ３

５　　

２
５÷３

５  １

所以，两口塘的总产量为

１２５÷ １－２
５÷（ ）３

５ × １＋２
５÷（ ）３

５ ＝６２５（千克）；

解５　用推导法解．

第一口塘的产量×２
５＝第二口塘的产量×３

５
第二口塘的产量＝第一口塘的产量

烍
烌

烎－１２５


第一口塘的产量×２
５＝（第一口塘的产量－１２５）×３

５

第一口塘的产量×２
５＝第一口塘的产量×３

５－１２５×３
５

第一口塘的产量× ３
５－（ ）２

５ ＝１２５×３
５

第一口塘的产量＝１２５×３
５÷ ３

５－（ ）２
５ ＝３７５（千克）

第二口塘的产量＝第一口塘的产量
烍
烌

烎－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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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口塘的总产量＝３７５×２－１２５＝６２５（千克）．
或

第一口塘的产量×２
５＝第二口塘的产量×３

５
第一口塘的产量＝第二口塘的产量

烍
烌

烎＋１２５


（第二口塘的产量＋１２５）×２
５＝第二口塘的产量×３

５

第二口塘的产量×２
５＋１２５×２

５＝第二口塘的产量×３
５

第二口塘的产量× ３
５－（ ）２

５ ＝１２５×２
５

第二口塘的产量＝１２５×２
５÷ ３

５－（ ）２
５ ＝２５（千克）

第一口塘的产量＝第二口塘的产量
烍
烌

烎＋１２５


两口塘的总产量＝２５×２＋１２５＝６２５（千克）；
解６　用“按比例分配”解．

因为，第一口塘的产量×２
５＝第二口塘的产量×３

５．所以，第一口塘的

产量∶第二口塘的产量＝３
５∶２

５＝３∶２．两口塘的总产量为

１２５÷（３－２）×（３＋２）＝６２５（千克）；
解７　用面积法解．

如图所示，Ｓ１＝第二口塘的产量×２
５

，

Ｓ２＝１２５×２
５

，

Ｓ３＝第二口塘的产量×３
５

，

Ｓ１＋Ｓ２＝第一口塘的产量×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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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一口塘的产量×２
５＝第二口塘的产量×３

５
，

所以，Ｓ１＋Ｓ２＝Ｓ３，即第二口塘的产量×２
５＋１２５×２

５＝第二口塘的

产量×３
５．因此，第二口塘的产量＝１２５×２

５÷ ３
５－（ ）２

５ ．

两口塘的总产量＝１２５×２
５÷ ３

５－（ ）２
５ ×２＋１２５＝６２５（千克）；

解８　设两口塘的总产量为ｘ千克，则 第 一 口 塘 的 产 量 为 ｘ＋１２５
２

千

克，第二口塘的产量为 ｘ－１２５
２

千克．依题意，得

ｘ＋１２５
２ ×２

５＝ｘ－１２５
２ ×３

５．

解方程，得　ｘ＝６２５．
所以两口塘的总产量为６２５千克．

１０４０．某年七月份（３１天）的降雨天数比晴天少 ８
１１

，阴天天数是晴天的

３
２２

，求这个月雨天有多少天？

解１　以晴天的天数为“１”，则降雨天数是 １－８（ ）１１
，阴天天数是 ３

２２．

所以雨天有　３１÷ １＋ １－８（ ）１１ ＋３［ ］２２ × １－８（ ）１１ ＝６（天）；

解２　雨天∶晴天∶阴天＝（１－８
１１

）∶１∶３
２２＝６∶２２∶３，

所以雨天有　３１× ６
６＋２２＋３＝６（天）．

１０４１．育红小学开展植树活 动，四 年 级 完 成 了 学 校 计 划 的 １
３

，剩 下 的

任务由三年级和五年级完成，三年级植树数是五年级的 ４
５

，实际上，比五年

级少２８棵．问三个年级各植树多少棵？

解　２８÷ １－（ ）４
５ ＝１４０（棵）……五年级；

１４０×４
５＝１１２（棵）……三年级；

（１１２＋１４０）÷ １－（ ）１
３ ×１

３＝１２６（棵）……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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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２．新华书店运到甲、乙、丙三种儿童读物，甲种占总数的２５％，乙种

比甲种多 ２
７

，乙种比丙种少１５本．问三种儿童读物各运到多少本？

解　以总数为“１”，乙种读物占总数的２５％× １＋（ ）２
７ ＝９

２８
；丙种读物

占总数的１－２５％－９
２８＝３

７
；

读物的总数为　１５÷ ３
７－９（ ）２８ ＝１４０（本）．

所以，甲种读物　１４０×２５％＝３５（本）；

乙种读物　１４０×９
２８＝４５（本）；

丙种读物　１４０×３
７＝６０（本）．

综合算式为

１５÷ １－２５％× １＋２
７（ ）＋１ －２５％× １＋（ ）［ ］２

７ ×２５％

＝３５（本）……甲种；

１５÷ １－２５％× １＋２
７（ ）＋１ －２５％× １＋（ ）［ ］２

７ × ２５％× １＋（ ）［ ］２
７

＝４５（本）……乙种；

１５÷ １－２５％× １＋２
７（ ）＋１ －２５％× １＋（ ）［ ］２

７ × 　
　［１－２５％

× １＋２
７（ ）］＋１ ＝６０（本）……丙种．

１０４３．某班４８名学生全部参加课外兴趣小组，其中参加数学小组的男

生为２１人，女生是全组人数的 ２
９

，恰好又是全班女生数的 ３
７．问参加其他

小组的男生有多少人？

解　参加数学小组共 ２１÷ １－（ ）［ ］２
９

人，其中女生为 ２１÷ １－（ ）［ ２
９

× ］２
９

人，由此可得全 班 女 生 数 为 ２１÷ １－（ ）２
９ ×２

９÷［ ］３
７

人．全 班 人 数

减去全班女生数再减 去 参 加 数 学 小 组 的 男 生 数 就 是 参 加 其 他 小 组 的 男 生

数．所以，

４８－２１÷ １－（ ）２
９ ×２

９÷３
７－２１＝１３（人）．

１０４４．把两筐苹果分给三个幼儿园，甲园分得全部水果的 ２
５

，乙园、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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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分得的水果数量之比是７∶５，已知第二筐苹果为第一筐的 ９
１０

，若从第一

筐拿出１０千克放入第二筐内，则两 筐 苹 果 重 量 相 等．求 三 个 幼 儿 园 各 分 得

的苹果重量．

解　第一筐比第二筐重（１０×２）千 克，相 当 于 第 一 筐 重 量 的 １－９（ ）１０
，

所以两筐苹果的总重量为

１０×２÷ １－９（ ）１０ × １＋９（ ）１０ ＝３８０（千克）．

甲园分得　３８０×２
５＝１５２（千克）；

乙园分得　（３８０－１５２）× ７
７＋５＝１３３（千克）；

丙园分得　（３８０－１５２）× ５
７＋５＝９５（千克）．

综合算式为

１０×２÷ １－９（ ）１０ × １＋９（ ）１０ ×２
５＝１５２（千克）……甲园；

１０×２÷ １－９（ ）１０ × １＋９（ ）１０ × １－（ ）２
５ × ７

７＋５＝１３３（千克）……乙园；

１０×２÷ １－９（ ）１０ × １＋９（ ）１０ × １－（ ）２
５ × ５

７＋５＝９５（千克）……丙园．

１０４５．在我军攻克敌人某一 山 地 的 战 斗 中，敌 人 死 亡 人 数 是 其 总 人 数

的 ２
７

，受伤人数是其余人数的 ３
４

，剩下的敌人中有 ７
９

被俘，除去死、伤和

被俘的外，其他的敌人全失踪了．已知被俘人数比死亡人数少３６２６人，问敌

人失踪了多少人？

解　以敌人的总人数为“１”，则

受伤占　 １－（ ）２
７ ×３

４＝１５
２８

；

被俘占　 １－（ ）２
７ × １－（ ）３

４ ×７
９＝５

３６
；

总人数　３６２６÷ ２
７－５（ ）３６ ＝２４６９６（人）；

失踪人数　２４６９６× １－２
７－１５

２８－５（ ）３６ ＝９８０（人）．

综合算式为

３６２６÷ ２
７－ １－（ ）２

７ × １－（ ）３
４ ×［ ］７

９ × １－２
７－ １－（ ）２

７ ×［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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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７ × １－（ ）３

４ × ］７
９ ＝９８０（人）．

１０４６．某印染厂第一车间 人 数 的 １
３

是４０人，现 在 调 出 １
５

到 第 二 车

间，调动后，第一车间的人数是第 二 车 间 的２倍 少２人．问 第 二 车 间 原 有 多

少人？

解　一车间现有人数

４０÷１
３× １－（ ）１

５ ＝９６（人）；

二车间现在人数

（９６＋２）÷２＝４９（人）；
一车间调至二车间的人数

４０÷１
３×１

５＝２４（人）；

二车间原有人数

４９－２４＝２５（人）．
综合算式为

４０÷１
３× １－（ ）１

５［ ］＋２ ÷２－４０÷１
３×１

５＝２５（人）．

１０４７．甲、乙两车间一起加工一批零件．甲车间已加工４５００个，乙车间

已加工的是甲车间已加工的９０％．甲、乙 两 车 间 已 加 工 的 零 件 正 好 是 总 数

的 ３
８

，剩下的零件按８∶７分配给两车间．问两车间各应分配多少个？

解　两车间已经加工

４５００×（１＋９０％）＝８５５０（个）；
这批零件的总数

８５５０÷３
８＝２２８００（个）；

剩下的零件数

２２８００× １－（ ）３
８ ＝１４２５０（个）．

甲车间应分配

１４２５０× ８
８＋７＝７６００（个）；

乙车间应分配

１４２５０× ７
８＋７＝６６５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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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算式为

４５００×（１＋９０％）÷３
８× １－（ ）３

８ × ８
８＋７＝７６００（个）……甲车间；

４５００×（１＋９０％）÷３
８× １－（ ）３

８ × ７
８＋７＝６６５０（个）……乙车间．

１０４８．毛巾厂有三个车间，第 一 车 间 男 职 工 占 １
５

，女 职 工 人 数 相 当 于

第二车间总人数．第三车间人数比 第 一 车 间 多 １
１０

，第 一 车 间 比 第 二 车 间 多

３０人．问三个车间共有职工多少人？

解　第二车间人数相当于第一车间的 １－（ ）１
５

；

第一车间人数为

３０÷ １－ １－（ ）［ ］１
５

人；

第三车间人数相当于第一车间的 １＋１（ ）１０ ．

所以三个车间共有职工

３０÷ １－ １－（ ）［ ］１
５ × １＋ １－（ ）１

５ ＋ １＋１（ ）［ ］１０ ＝４３５（人）．

⑥ 综合应用

１０４９．修一条公路，计划每月修３６千米，需５个月修完，后因改进方法提

高了效率，只用原计划时间的 ９
１０

就完成了任务．问每月实际修路多少千米？

解１　３６×５÷ ５×９（ ）１０ ＝４０（千米）；

解２　设每月实际修路ｘ千米．依题意，得

５×９
１０×ｘ＝３６×５．

解方程，得　ｘ＝４０．
所以每月实际修路４０千米．
１０５０．一个工厂计划在１５天内完成１１００个零件的加工任务，前４天平

均每天完成任务的 １
１６．问剩下的零件平均每天要加工多少个才能完成任务？

解１　１１００× １－１
１６（ ）×４ ÷（１５－４）＝７５（个）；

解２　设每天应加工ｘ个，依题意，得

１１００×１
１６×４＋（１５－４）ｘ＝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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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７５．
所以每天平均加工７５个零件．
１０５１．一辆汽车从甲城出发，每小时行驶２０千米，４５时后到达乙城．

返回时，每小时速度比去时加快 １
４．问行驶３时后离甲城还有多少千米？

解　２０×４５－２０× １＋（ ）１
４ ×３＝１５（千米）．

１０５２．建筑工地要运一批水泥，用载重量８吨的汽车运了６次后，还剩

下水泥的２０％．问这时再用载重量３吨的汽车运，几次可以运完？

解１　８×６÷（１－２０％）×２０％÷３＝４（次）；
解２　设ｘ次可以运完，依题意，得

３ｘ
２０％＝ ８×６

１－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４．
所以４次可以运完．
１０５３．新星林场计划造林３６００公顷，前６天完成了全部计划的６０％，

后来每天造林面积比前６天的平 均 数 多１２０公 顷．问 余 下 的 任 务 得 用 几 天

才能完成？

解　前６天平均每天造林（３６００×６０％÷６）公顷，
现在每天造林（３６００×６０％÷６＋１２０）公顷，

６天后余下［３６００×（１－６０％）］公顷．
所以还需要

３６００×（１－６０％）÷（３６００×６０％÷６＋１２０）＝３（天）．
１０５４．某修路队原定用７天修完一条路，３天修了全部的３０％，这时没

修的路比已修的路多８４米．问以后 平 均 每 天 应 修 多 少 米，才 能 按 原 定 时 间

完成任务？

解　这条路的长度为　［８４÷（１－３０％－３０％）］米；
没有修的长度为　［８４÷（１－３０％－３０％）×（１－３０％）］米；所 以 平 均

每天应修

８４÷（１－３０％－３０％）×（１－３０％）÷（７－３）＝３６７５（米）．
１０５５．某村运一批粮食，第 一 天 运 了１１０４千 克，第 二 天 比 第 一 天 多 运

１
４

，两天共运了这批粮食的４０％，其余的粮食计划在２天内运完，问这两天

平均每天要运多少千克？

解　１１０４× １＋１
４（ ）＋１ ÷４０％×（１－４０％）÷２＝１８６３（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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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６．某农具厂原计划在８天 内 完 成 一 批 打 稻 机 的 生 产 任 务，自 改 进

技术后，工作效率提高了５０％，结果提前２天完成任务，并超产了５０台．问

原计划每天生产多少台？

解１　提高工效后完成计划需１÷ １
８×（１＋５０％［ ］） ＝５１

３
（天），

每天完成　５０÷ ８－２－５（ ）１
３ ＝７５（台），

原计划每天生产　［７５×（８－２）－５０］÷８＝５０（台）；
解２　设原计划每天生产ｘ台．依题意，得

８ｘ＝（１＋５０％）ｘ×（８－２）－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０．
所以原计划每天生产５０台．
１０５７．新星农场买进一批化肥，先用一辆汽车运８次，运回全部化肥的

７５％．余下的化肥用一辆手 扶 拖 拉 机 分１０次 运 完，每 次 运１１
６

吨，问 汽 车

平均每次运多少吨？

解１　１１
５×１０÷（１－７５％）×７５％÷８＝４５（吨）；

解２　设汽车平均每次运ｘ吨．依题意，得

８ｘ
７５％＝

１１
５×１０

１－７５％ ．

解方程，得　ｘ＝４５．
所以汽车平均每次运４５吨．

１０５８．用１６米长的铁丝围 成 一 个 长 方 形，使 得 长 比 宽 长 ２
３．问 长 方

形的面积是多少？

解１　设长方形的宽为“１”，则长方形的长为 １＋（ ）２
３ ．

所以长方形面积为

１６÷２÷ １＋２
３（ ）＋１ × １６÷２÷ １＋２

３（ ）＋１ × １＋（ ）［ ］２
３ ＝ ３

２０
（米２）；

解２　设长方形的宽为ｘ米，则长为 １＋（ ）２
３ ｘ米．依题意，得

２ ｘ＋ １＋（ ）２
３［ ］ｘ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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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０３， １＋（ ）２
３ ｘ＝５

３×０３＝０５．

所以长方形的宽为０３米，长为０５米，面积为０３×０５＝０１５（米２）．
１０５９．运送一堆木料，一辆汽车８时可以运完，一辆大车８时能运完这

堆木料的２５％．现在用４辆大车和一辆汽车同时运，几时可以运完？

解　设这堆木料为“１”，一辆汽车平均每小时运这堆木料的 １
８

，一辆大

车平均每小时运这堆木料的 ２５％
８ ．

１÷ １
８＋２５％

８（ ）×４ ＝４（时）．

１０６０．某工地用大小两辆汽车运一批水泥，大车的载重量是４５吨，相

当于小车载重量的１５倍．先 用 小 车 运 了９次，还 余 下７５％的 水 泥 改 由 大

车来运，问大车几次可以运完？

解１　４５÷１５×９÷（１－７５％）×７５％÷４５＝１８（次）；
解２　设大车ｘ次可以运完．依题意，得

４５÷１５×９
１－７５％ ＝４５ｘ

７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８．
所以大车１８次可以运完．
１０６１．一件工作原定２０人去完 成，现 在 每 人 的 工 作 效 率 提 高２５％，可

以减少几个人就能完成？

解１　把这件工作看作“１”，原 来 每 人 完 成 １
２０．现 在 每 人 完 成 １

２０×（１

＋２５％）＝１
１６．这样，完成这件 工 作 只 需 要１÷１

１６＝１６（人），可 以 减 少２０－

１６＝４（人）．综合算式为

２０－１÷ １
２０×（１＋２５％［ ］） ＝４（人）；

解２　设可减少ｘ人．依题意，得

１
２０－ｘ＝１

２０×（１＋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４．
所以可以减少４人．
１０６２．一项工作由２５人合做，２４天可以完成．如果每人的工作效率不

变，现在要提前４天完成，要增加多少人？

解１　把整个工作量看作“１”，现在要２４－４＝２０（天）完成，每天的工作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４９５　　 　 　

量为 １
２０

；每人的工作效率为 １
２５×２４

，所以现在要 １
２０÷ １

２５×２４＝３０（人），增

加３０－２５＝５（人）．综合算式为

１
２４－４÷ １

２５×２４－２５＝５（人）；

解２　用整数应用题解法求解，则

２４×２５÷（２４－４）－２５＝５（人）；
解３　设要增加ｘ人．依题意，得

１
（２５＋ｘ）（２４－４）＝

１
２５×２４．

解方程，得　ｘ＝５．
所以要增加５人．

１０６３．１００个工人１０天修好一条公路的４０％，如果人数减少 １
５

，工作

效率提高２０％，余下的公路还要修多少天？

解　原来的工作效率是４０％÷１０÷１００，现在的工作效率是４０％÷１０

÷１００×（１＋２０％），现在的人数是１００× １－（ ）１
５

，现在每天能修这条公路的

４０％÷１０÷１００×（１＋２０％）× １００× １－（ ）［ ］１
５

，所以余下的公路还要修

（１－４０％）÷ ４０％÷１０÷１００×（１＋２０％）× １００× １－（ ）［ ］｛ ｝１
５

＝１５５
８

（天）．

１０６４．一辆汽车用２１
２

时行了全程 的 １
３

；行 余 下 的 路 程 时，速 度 比 原

来降低２０％．问这辆汽车行完全程共用了多少时？

解　把全程看作单位“１”．汽车开始时每小时行全程的 １
３÷２（ ）１

２
，后

来每小时行全程的 １
３÷２１

２×（１－２０％［ ］） ．所以行完全程共用

１－（ ）１
３ ÷ １

３÷２１
２×（１－２０％［ ］） ＋２１

２＝８３
４

（时）．

１０６５．李明借来一本小说，每天读１２页，４天读了全书的 １
３

，其余的６

天读完．问平均每天读多少页？

解１　全书共１２×４÷１
３＝１４４（页），剩下１４４－４８＝９６（页）；平均每天

读９６÷６＝１６（页）．综合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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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１
３（ ）－１２×４ ÷６＝１６（页）；

解２　设平均每天读ｘ页．依题意，得

６ｘ＋１２×４＝１２×４÷１
３．

解方程，得　ｘ＝１６．
所以平均每天读１６页．
１０６６．甲、乙两人同时从两地 相 向 而 行，甲 每 小 时 行４千 米，甲 的 速 度

是乙的 ４
５

，经过２０分后两人还相距５００米．问两地间相距多少千米？

解　 ４＋４÷（ ）４
５ ×２０

６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３５（千米）．

１０６７．从甲站到乙站，快 车３时 可 到 达．普 通 客 车 的 速 度 只 有 快 车 的

５
７

，问普通客车几时可以到达？

解１　把从甲站到乙站的 距 离 看 作“１”，那 么，快 车 每 小 时 行 这 段 路 程

的 １
３

，普通 客 车 每 小 时 行 这 段 路 程 的 １
３×５

７＝５
２１．所 以 普 通 客 车 要１÷

５
２１＝４２（时）才能到达．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３×（ ）５

７ ＝４２（时）；

解２　用列表法解

ｓ ｖ ｔ

１×３ １　　（快） ３

１×３ １×５
７

（普） ｔ↓
 ←　　　 　　 　　

所以，普通客车到达要：１×３÷５
７＝４２（时）．

或 ｓ ｖ ｔ

１÷５
７×３ １÷５

７
（快） ３

１÷５
７×３ １　　（普） ｔ

↓


←　　　 　　 　　

所以，普通客车到达要：１÷５
７×３÷１＝４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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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７　　 　 　

解３　设普通客车ｘ时可到达．依题意，得

１
３×５

７＝１
ｘ．

解方程，得　ｘ＝４２．
所以普通客车４２时可到达．
１０６８．妈妈买５千克苹果和６千 克 梨，共 用 去 人 民 币１２元，已 知 梨 的

单价是苹果单价的 ５
６．求苹果和梨每千克各多少元？

解１　１千克梨的单价相当于１千 克 苹 果 单 价 的 ５
６．６千 克 梨 的 价 钱

就相当于６×５
６＝５千克 苹 果 的 价 钱，所 以 苹 果 每 千 克 价 为　１２÷（５＋５）

＝１２０（元）；梨每千克价为　１２０×５
６＝１００（元）．综合算式为

１２÷ ６×５
６（ ）＋５ ＝１２０（元），

１２０×５
６＝１００（元）；

解２　设每千克苹果价为ｘ元，则每千克梨价为 ５
６ｘ元．依题意，得

５ｘ＋６×５
６ｘ＝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５
６ｘ＝５

６×１２０＝１００．

所以每千克苹果价为１２０元，每千克梨价为１００元．

１０６９．两台脱粒机，第二台每 天 的 脱 粒 数 是 第 一 台 的 １
２．第 一 台 工 作

１２５天，第 二 台 工 作１４天，共 脱 粒１０７６４吨．问 两 台 脱 粒 机 各 脱 粒 多 少

吨？

解１　第二台１４天的工作量相当于第一台１４×１
２＝７（天）的 工 作 量，

因此，第一台每天的工作量是１０７６４÷（１２５＋７）＝５５２（吨）．
所以第一台脱粒　５５２×１２５＝６９（吨），

第二台脱粒　５５２×１
２×１４＝３８６４（吨）．

综合算式为

１０７６４÷ １２５＋１４×（ ）１
２ ×１２５＝６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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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６４÷ １２５＋１４×（ ）１
２ ×１

２×１４＝３８６４（吨）；

解２　设第一台脱粒ｘ吨，则第二台脱粒（１０７６４－ｘ）吨．依题意，得

１０７６４－ｘ
１４ ＝ ｘ

１２５×１
２．

解方程，得　ｘ＝６９，１０７６４－ｘ＝１０７６４－６９＝３８６４．
所以第一台脱粒６９吨，第二台脱粒３８６４吨；
解３　用列表法解．

工　作　量 工　　效 时　　间

１０７６４吨
Ｑ１

　
Ｑ２

Ｖ
Ｖ
２

１２５天

１４天

　
找不变量，


转化



工　作　量 工　　效 时　　间

１０７６４
Ｖ×１

２ １２５÷１
２

Ｖ×１
２ １４

　
转化为和比问题



１０７６４÷ １２５÷１
２（ ）＋１４ × １２５÷（ ）１

２ ＝６９（吨）……第一台，

１０７６４÷ １２５÷１
２（ ）＋１４ ×１４＝３８６４（吨）……第二台．

１０７０．一列火车从甲城开往 乙 城，第 一 小 时 行 驶６０千 米，比 第 二 小 时

少行驶 １
６

，两时正好行驶全程的 １
８

，以 后 如 果 以 第 一、第 二 小 时 的 平 均 速

度继续行驶，还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乙城？

解１　第二小时的速度为 ６０÷ １－（ ）［ ］１
６

千米，两时共行 ６０÷ 　
　（［ １－

）１
６ × １－１

６（ ）］＋１ 千米，余下 ６０÷ １－（ ）１
６ × １－１

６（ ）＋１ ÷１
８× 　

　（［ １－

）］１
８

千米，

所以还要行　
６０÷ １－（ ）１

６ × １－１
６（ ）＋１ ÷１

８× １－（ ）１
８

６０÷ １－（ ）１
６ × １－１

６（ ）＋１ ÷２

＝１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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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两时的平均速度是全程的 １
８（ ）÷２ ．

所以还要行

１－１
８

１
８÷２

＝１４（时）．

１０７１．如果被乘数加上１２
３

，则积增加２７
９

；如果乘数减去 １
３

，则 积 减

少 ５
９．求被乘数、乘数、积各是多少？

解　根据题意， 被乘数＋１（ ）２
３ ×乘数＝积＋２７

９
，即　被乘数×乘数

＋１２
３×乘数＝积＋２７

９．显然１２
３×乘 数＝２７

９
，所 以 乘 数 为　２７

９÷１２
３

＝１２
３．

又根据题意，被乘数× 乘数－（ ）１
３ ＝积－５

９
，即　被乘 数×乘 数－被

乘数× １
３ ＝积－ ５

９
，可 见 被 乘 数× １

３ ＝ ５
９

，所 以 被 乘 数 为　 ５
９ ÷ １

３ ＝

１２
３．

积为　１２
３×１２

３＝２７
９．

１０７２．两数相除商４余１６，商与余 数 的 差 是 被 除 数、除 数、商 与 余 数 的

和的 １
２３

，求被除数和除数．

解１　被除数、除数、商 与 余 数 的 和 为　（１６－４）÷ １
２３

，被 除 数 和 除 数

的和为　（１６－４）÷ １
２３－４－１６，因 为 被 除 数 是 除 数 的４倍 多１６，所 以 除

数为　

（１６－４）÷１
２３［ ］－４－１６－１６ ÷（１＋４）＝４８，

被除数为　４８×４＋１６＝２０８；
解２　设除数是ｘ，那么被除数是（４ｘ＋１６）．依题意，得

１
２３

［（４ｘ＋１６）＋ｘ＋４＋１６］＝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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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４８，４ｘ＋１６＝４×４８＋１６＝２０８．
所以被除数是２０８，除数是４８．

１０７３．水结成冰时，冰的体积 比 水 增 加 了 １
１１．一 个 圆 柱 形 铁 桶 底 面 直

径是４８厘米，深５５厘米，里面的水结成的冰恰巧是铁桶容积的 １
２

，求水的

体积（精确到１分米３）．

解　铁桶的容积为　 １
４×３１４×４８２（ ）×５５ （厘米３），

冰的体积为　 １
４×３１４×４８２×５５×（ ）１

２
（厘米３），

所以水的体积为

１
４×３１４×４８２×５５×１

２÷ １＋１（ ）１１ ÷１０００≈４６（分米３）．

１０７４．甲村在山 岭 的 东 麓，乙 村 在 山 岭 的 西 麓，来 回 一 次 共 需 要４５
时．如果上山的速度是每小时４千米，下山的速度是每小时５千米．求甲、乙

两村间的路程．

解１　上山行１千米要 １
４

时；下山行１千米要 １
５

时，来回１千米要

１
４＋１

５＝９
２０

（时），

所以甲、乙两村间的路程为　４５÷９
２０＝１０（千米）；

解２　用列表法解．

ｓ ｖ ｔ

全　程 上山　４千米 ｔ１

全　程 下山　５千米 ｔ２

去时的上山，回来时是下山；去时的下山，回来时是上山．因此在东西山

麓的甲、乙两村之间往返一次，上山 的 路 程 是 两 村 间 的 全 程．下 山 的 路 程 也

是两村间的全程．

因 为 ｔ１

ｔ２
＝５

４
，所 以 上 山 的 时 间 是 ４５× ５

４＋５＝２５（时），下 山 的 时

间 是４５× ４
４＋５＝２（时），全 程 为４× ４５× ５（ ）４＋５ ＝１０（千 米），或５×

４５× ４（ ）４＋５ ＝１０（千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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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１　　 　 　

解３　

ｓ ｖ ｔ

４×１ 上山　４ １

４×１ 下山　５ ４×１
５

↓
 ←　　　 　　 　　

→　　　　　　　　　　　　　　　　　　

所以全程为４× ４５÷ １＋４×１（ ）［ ］５ ＝１０（千米）；

解４　

ｓ ｖ ｔ

５×１ 上山　４ ５×１
４

５×１ 下山　５ １
↑
 ←　　　 　　 　　

→　　　　　　　　　　　　　　　　　　

所以全程为５× ４５÷ １＋５×１（ ）［ ］４ ＝１０（千米）；

解５　设两村间的全程为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４＋ｘ

５＝４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０．
所以甲、乙两村间的路程为１０千米．
１０７５．一辆汽车从甲地驶往 乙 地，第 一 小 时 行４９千 米，比 第 二 小 时 多

行３５千米，第三小时比第一小时 多 行 １
７

，最 后 半 小 时 的 速 度 与 第 一 小 时

相同，问这辆汽车从甲地到乙地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解１　 ４９＋（４９－３５）＋４９× １＋（ ）１
７ ＋４９×［ ］１

２ ÷３１
２＝５０（千米）；

解２　 ４９× １＋１＋ １＋（ ）１
７ ＋［ ］１

２｛ ｝－３５ ÷３１
２＝５０（千米）．

１０７６．加工一批零件，甲１３
４

时做的零件数相当于乙２时做的零件数，

甲每小时比乙多做零件１０个．两 人 一 起 加 工 这 批 零 件，３１１１５
时 完 成，问 这

批零件有多少个？

解１　设 甲１３
４

时 做 的 零 件 数 为 单 位“１”，则 乙２时 所 做 的 零 件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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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样 为“１”．因 此，甲１３
４

时 或 乙２时 所 做 的 零 件 为 １０÷ １

１３
４

－烄

烆

烌

烎
［ ］１

２

个，１０÷ １

１３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１［ ］３

４
个与 １０÷ １

１３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２ 个 分 别 是 甲、乙

每小时所做的零件数．所以这些零件共

１０÷ １

１３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１３

４［ ＋１０÷
１

１３
４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燄

燅
÷２ ×３１１１５＝５６０（个）．

上面的解题思路可用列表法表示如下：

工　作　量 工　　效 时　　间

↓


甲

乙

１ １÷１３
４ １３

４
时

１ １÷２ ２　

１０个零件是甲、乙工效之差．

　　１０÷ １÷１３
４（ ）－１÷２ ÷１３

４＝８０（个）……甲工效，

　　１０÷ １÷１３
４（ ）－１÷２ ÷２＝７０（个）……乙工效．

所以这批零件有（８０＋７０）×３１１１５＝５６０（个）；

解２　

工　作　量 工　　效 时　　间

↓


甲

乙

１×１３
４ １ １３

４
时

１×１３
４ １×１３

４÷２ ２　

←　　　　　 　　　　　

　　１０÷ １－１３
４（ ）÷２ ＝８０（个）……甲工效，

　　８０× １３
４（ ）÷２ ＝７０（个）……乙工效．

所以这批零件有（８０＋７０）×３１１１５＝５６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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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３　　 　 　

解３　

工　作　量 工　　效 时　　间

↑


甲

乙

１×２ １×２÷１３
４ １３

４
时

１×２ １ ２　←　　　　　 　　　　　

　　１０÷ ２÷１３
４（ ）－１ ＝７０（个）……乙工效，

　　７０× ２÷１（ ）３
４ ＝８０（个）……甲工效．

所以这批零件有（７０＋８０）×３１１１５＝５６０（个）；

解４　用比例解．

工　作　量 工　　效 时　　间

甲　　Ｑ Ｖ１ １３
４

时

乙　　Ｑ Ｖ２ ２　

　　Ｖ１∶Ｖ２＝２∶１３
４＝８∶７；

　　１０÷（８－７）×８＝８０（个）……甲工效，

　　１０÷（８－７）×７＝７０（个）……乙工效．

所以这批零件有（８０＋７０）×３１１１５＝５６０（个）；

解５　设甲每时做ｘ个零件，则乙每时做（ｘ－１０）个零件．依题意，得

１３
４ｘ＝２（ｘ－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８０，ｘ－１０＝８０－１０＝７０．
所以甲每小时做８０个零件，乙每小时做７０个零件，这批零件共有

（８０＋７０）×３１１１５＝５６０（个）．

１０７７．甲、乙两人同时分别 从 Ａ、Ｂ 两 地 相 向 而 行，甲 走 到 全 程 ５
１１

的

地方与乙相遇，已知甲每小时行４５千米，乙２时行全程的 ２
３

，求 Ａ、Ｂ 两

地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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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乙每小时行全程的 ２
３÷２＝１

３．两人相遇时乙已行了全程的１－

５
１１＝６

１１
，相遇时间为 ６

１１÷ １
３＝１７

１１
（时）．相 遇 时 甲 行 了４５×１７

１１＝７４
１１

（千米）．所以全程为７４
１１÷５

１１＝１６２（千米）．综合算式为

４５× １－５（ ）１１ ÷ ２
３（ ）［ ］÷２ ÷５

１１＝１６２（千米）．

１０７８．甲、乙两个运输队，甲队有某种型号的汽车２０辆，乙队有与甲队

相同型号的汽车３０辆．现在甲队抽出所有车辆的６０％，乙队抽出所有车辆

的５０％，一起去运一批货物．装运一次运走了这批货物的２５％，已知乙队的

车辆比甲队的车辆多运了１２吨，问这批货物共有多少吨？

解　１２÷（３０×５０％－２０×６０％）×（３０×５０％＋２０×６０％）÷２５％
＝４３２（吨）．

１０７９．从甲地到乙地，摩托车 要 行１０时，比 汽 车 行 完 全 程 所 用 的 时 间

少 １
３．现在摩托车和汽车分别从甲、乙两地同时出发相向行驶．相遇时汽车

离乙地２４０千米，求甲、乙两地间的路程．

解　摩托车每小时行全程的 １
１０

，汽车每小时行全程的 １

１０÷ １－（ ）１
３

，

相遇时间为 １
１

１０÷ １－（ ）１
３

＋１
１０

．所以甲乙两地间的路程为

２４０÷
１

１０÷ １－（ ）１
３

× １
１

１０÷ １－（ ）１
３

＋１
熿

燀

燄

燅
１０

＝６００（千米）．

１０８０．某水果店买进苹果若干千克，每千克１２０元；出售时，每千克售

价为１６０元．卖出这批苹果 的 １
２

又１０千 克 时，就 收 回 成 本．问 该 店 买 进

的苹果是多少千克？

解１　用两个差的思想求解．假设这批苹果以每千克售价 １６０×（ ）１
２

元卖出．这样 每 千 克 亏 损 １２０－１６０×（ ）１
２

元，这 批 苹 果 共 亏 损（１６０×

１０）元．所以这批苹果有

１６×１０÷ １２－１６×（ ）１
２ ＝４０（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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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５　　 　 　

解２　用列表法解．

总　　价 单　　价 总　重　量

１２×１ １２ １

１２×１ １６ １
２

又１０千克

１２×１ １６ １２×１
１６ ＝３

４
↓







←　 　 　　　　　

→　　　　　　　　　　　　　　　　　

　　总重量的 ３
４－（ ）１

２
是１０千克．

所以这批苹果有

１０÷ １２×１
１６ －（ ）１

２ ＝４０（千克）；

解３　

总　　价 单　　价 总　重　量

１ １２ １
１２

（原）

１ １６ １
１６

（现）

１ １６ １
１２

的 １
２

又１０千克↓








　 　 →　　　　　　　　　　　　　　

→　　　　　　　　　　　　　　

　　所以这批苹果有

１０÷ １
１６－ １

１２×（ ）１
２ ÷１２＝４０（千克）；

解４　

总　　价 单　　价 总　重　量

１６×１ １２ １６×１
１２

１６×１ １６ １６×１
１２

的 １
２

又１０千克

１６×１ １６ １

↑





　　

→　　　　　　　　　　　　　　

←　　　　 　

　　１０÷ １－１６×１
１２ ×（ ）１

２ ＝３０（千克），所以这批苹果有（３０－１０）÷１
２＝

４０（千克），或１６× １０÷ １－１６×１
１２ ×（ ）［ ］１

２ ÷１２＝４０（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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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６　　

解５　用比例法解．

总　　价 单　　价 总　重　量

Ｑ １２ Ｐ

Ｑ １６ １
２Ｐ＋１０千克

总价一定，单价与重量成反比．
Ｐ

１
２Ｐ＋１０

＝１６
１２＝４

３
，

Ｐ 占４份，１
２Ｐ 占 ４×（ ）１

２
份，即２份，则１０千克是１份．

所以这批苹果有１０× ３－４×（ ）１
２ ×４＝４０（千克）；

解６　用拆对法（通过拆数找对应数）解．

总价＝１６× 总重量×１
２＋１０（ ）千克

＝１６×１
２×总重量＋１６

＝（２４－０８）×１
２×总重量＋１６

＝１２×总重量－０４×总重量＋０４×４０
但总价＝１２×总重量，

所以，０４×４０－０４×总重量＝０，这批苹果的总重量＝４０（千克）；
解７　设买进苹果ｘ千克．依题意，得

１２ｘ＝１６×ｘ
２＋１６×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０．
所以买进苹果４０千克．

１０８１．某人以每小时３５千 米 的 速 度，行 全 程 的 ７
１２

，以 每 小 时４千 米

的速度行余下的路程，共用了６１
２

时．问全路程是多少千米？

解１　行了全路程的 ７
１２

，余下全路程的１－７
１２＝５

１２．

如果两种速度都行全路程的 ５
１２

，那 么 所 用 的 时 间 应 与 速 度 成 反 比，即

４∶３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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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７　　 　 　

以每小时３５千米的速度行了全路程的 ５
１２

，还要用这个速度行全路程

的 ７
１２－５

１２＝１
６

，１
６

占 ５
１２

的

１
６
５
１２

＝２
５

，因此以每小时３５千 米 的 速 度 行

全路程的 ７
１２

所用的时间应占８× １＋（ ）２
５ ＝１１１

５
（份）．

所以用每小时３５千米的速度行全路程的 ７
１２

与用每小时４千米的速

度行全路程的 ５
１２

所需时间的比是１１１
５∶７＝８∶５．

由此，用前一速度行６１
２× ８

８＋５＝４（时），用后一速度行

６１
２× ５

８＋５＝２１
２

（时）．

全路程为

３５×４＋４×２１
２＝２４（千米）．

上面的解题思路可用列表法表示如下：

ｓ ｖ ｔ

“１”

７
１２　　

２
１２
５
１２

１－７
１２＝５

烅
烄

烆
１２

　
　
３５千米

　
　
３５

　
　
４

　
　
ｔ１

　
　

　
　
ｔ２

　
　

　
　
ｔ３

　
　

　　　 　　　　

因为 ５
１２＝５

１２．反比ｔ２∶ｔ３＝４∶３５＝８∶７，

又因为３５＝３５．正比ｔ１∶ｔ２＝２
１２∶５

１２＝２∶５，

即ｔ１＝２
５ｔ２＝２

５×８＝３１
５

（份），所以，

（ｔ１＋ｔ２）∶ｔ３＝ ３１
５（ ）＋８ ∶７＝８∶５．

由此，前一速度行６１
２× ８

８＋５＝４（时），

后一速度行６１
２－４＝２１

２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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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８　　

因此全程为　３５×４＋４×２１
２＝２４（千米），

也可列式为　４× ６１
２÷ ３１

５（ ）［ ］＋８＋７ ×７ ÷ １－７（ ）１２ ＝２４（千米）；

解２　

ｓ ｖ ｔ

７
１２ ３５ ｔ１

１－７
１２＝５

１２ ４ ｔ２



ｓ ｖ ｔ

７
１２ ３５ ｔ１：　

７
１２÷３５

５
１２ ４ ｔ２：　

５
１２÷４



ｔ１∶ｔ２＝

７
１２
３５∶

５
１２
４ ＝８∶５　用和比问题解

所以全路程为　３５× ６１
２÷（８＋５）［ ］×８ ÷７

１２＝２４（千米）；

解３　

ｓ ｖ ｔ

７
１２×１

７ ３５×１
７ ｔ１

５
１２×１

５ ４×１
５ ｔ２

　
ｔ１

ｔ２
＝

４×１
５

３５×１
７

＝８
５

所以全路程为　３５× ６１
２÷（８＋５）［ ］×８ ÷７

１２＝２４（千米）；

解４　设全路程为ｘ千米．依题意，得

７
１２ｘ

３５ ＋
１－７（ ）１２ ｘ

４ ＝６１
２．

解方程，得　ｘ＝２４．
所以全路程为２４千米．
１０８２．一人外出旅行，整个旅程如果乘汽车需要３时，如果骑自行车需

要１０时，现在乘汽车的时间是骑自行车时间的 １
５．问整个旅程共行了多少

时间？

解１　乘汽车每小时行整个旅程的 １
３

，骑自行车每小时行整个旅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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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９　　 　 　

１
１０

，骑自行车１时，乘汽车 １
５

时，共行整个旅程的 １
１０＋１

３×１
５＝１

６．

因此，整个旅程共需时间

１× １÷（ ）１
６ ＋１

５× １÷（ ）１
６ ＝７１

５
（时）；

解２　 设 整 个 旅 程 共 用 ｘ 时．则 骑 自 行 车 用 ｘ

１＋１
５

时．乘 汽 车 用

ｘ

１＋１
５

×烄

烆

烌

烎

１
５

时．

把整个旅程看作“１”．骑 自 行 车 的 速 度 是 １
１０

，汽 车 的 速 度 是 １
３．依 题

意，得

１
１０× ｘ

１＋１
５

＋１
３× ｘ

１＋１
５

×烄

烆

烌

烎

１
５ ＝１．

解方程，得　ｘ＝７１
５．所以整个旅程共行了７１

５
时．

１０８３．一辆汽车从甲地 开 往 乙 地，预 定２时３０分 到 达．在 途 中，有３０

千米的路程行车的速度是原速度的 ３
４

，因此比预定时间推迟了１２分到达．

问甲地到乙地的路程是多少？

解１　在路程相同的情况下，时间与速度成反比．所以，同是３０千米路

程，用原速度的 ３
４

行驶所花 的 时 间 应 是 用 原 速 度 行 驶 所 花 时 间 的 ４
３．用

原速度行驶所花时间的 ４
３－１＝１

３
就是１２分．因而原来行驶３０千米要用

１２÷１
３＝３６（分），原来每小时的速度 是３０÷３６

６０＝５０（千 米），所 以 甲 地 到 乙

地的路程为　５０×２１
２＝１２５（千米）；

解２　用列表法解．

ｓ ｖ ｔ

３０ 原速　１ ｔ１

３０ 现速　３
４ ｔ１＋

１２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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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０　　

因路程一定，速度与时间成反比，所以

ｔ１

ｔ１＋
１
５

＝

３
４
１

，ｔ１＝３
５

（时），

原速为３０÷３
５＝５０（千米／时）．

由此可知，甲、乙两地间的路程为５０×２１
２＝１２５（千米）；

解３　用两个差的思想解．

设甲、乙两地间的全程为“１”，则原速为 １

２１
２

，现速为
１

２１
２

×烄

烆

烌

烎

３
４ ．当

用原速行完３０千米 时，用 现 速 则 还 相 差
１

２１
２

×３
４×１２烄

烆

烌

烎
６０

这 样 一 段 路 程．

所以会产生这样一段差距，是因为前后两种速度相差
１

２１
２

－ １

２１
２

×烄

烆

烌

烎

３
４ ．

在
１

２１
２

×３
４×１２烄

烆

烌

烎
６０

中包含多 少 个
１

２１
２

－ １

２１
２

×烄

烆

烌

烎

３
４

，就 是 经 过 多 少 时

间造成这样一段差距，也就是用原速行完３０千米所用的时间．
１

２１
２

×３
４×１２

６０

１

２１
２

－ １

２１
２

×３
４

＝３
５

（时）．

所以原速为 ３０÷（ ）３
５

千米／时，甲、乙两地间的路程为

３０÷３
５×２１

２＝１２５（千米）．

综合算式为

３０÷ １

２１
２

×３
４×１２

６０÷ １

２１
２

－ １

２１
２

×烄

烆

烌

烎

熿

燀

燄

燅

３
４ ×２１

２＝１２５（千米）；

解４　设甲、乙两地间的路程为ｘ千米．依题意，得

３０
ｘ

２１
２

＋１２
６０＝ ３０

ｘ

２１
２

×３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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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５．
所以甲、乙两地间的路程为１２５千米．

１０８４．一段路程，汽车用某一速度 行 驶 要８时．现 在 先 用 这 一 速 度 的２

倍行驶１３
５

时，接着又以这一速度的 １
２

行驶２时，这时所行的路程是全路

程的 １
２

还多６千米．问这段路程全长多少千米？

解１　用原速度的２倍 行 驶１３
５

时，相 当 于 用 原 速 度 行 驶１３
５×２＝

３１
５

（时）．用原速度的 １
２

行驶２时，相当于用原速度行驶２×１
２＝１（时）．

这时所行的路程应是这段路程的
３１
５＋１

８ ＝２１
４０．所以全程为

６÷ ２１
４０－（ ）１

２ ＝２４０（千米）；

解２　以这段路程为单位“１”，则原速为 １
８．用原速的２倍行驶了这段

路程的 １
８×２×１（ ）３

５
，用原速的 １

２
行驶了这段 路 程 的 １

８×１
２（ ）×２ ．这

段路程为

６÷ １
８×２×１３

５＋１
８×１

２×２－（ ）１
２ ＝２４０（千米）；

解３　用列表法解．

ｓ ｖ ｔ

１×８ １ ８

１×２×１３
５ １×２ １３

５

１×１
２×２ １×１

２ ２

这段路程为

６÷
１×２×１３

５＋１×１
２×２

１×８ －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２４０（千米）；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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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２　　

ｓ ｖ ｔ

１ １
８ ８

１
８×２×１３

５
１
８×２ １３

５
１
８×１

２×２ １
８×１

２ ２

这段路程为

６÷ １
８×２×１３

５＋１
８×１

２×２－（ ）１
２ ＝２４０（千米）；

解４　设这段路程全长为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８×２×１３

５＋ｘ
８×１

２×２＝ｘ
２＋６．

解方程，得　ｘ＝２４０．
所以这段路程全长２４０千米．
１０８５．某人从甲地到乙地，如 果 乘 了 汽 车 又 乘 船，需 要３时 到 达；如 果

都乘汽车，那么只需要１４
５

时 就 能 到 达，单 乘 汽 车 比 既 乘 汽 车 又 乘 船 少 用

的时间相当于原来乘船时间的 ３
５．问从甲地到乙地如果全部乘船要几时才

能到达？

解１　单乘汽车比乘车又乘船少 用３－１４
５＝１１

５
（时）．这 个 时 间 相 当

于乘船时间的 ３
５

，所以乘船时间是１１
５÷３

５＝２（时），乘车时间是３－２＝１

（时）．
因为从甲地到乙地的路程是乘汽车１时，乘船２时的路程，也是乘汽车

１４
５

时的路程，所以乘汽车１４
５－１＝４

５
（时）的 路 程 相 当 于 乘 船２时 的 路

程，乘汽车１时的路程就相当于乘船２÷４
５＝２１

２
（时）的路程．

由此可知从甲地到乙地单 乘 船 要２１
２＋２＝４１

２
（时）或２１

２×１４
５＝

４１
２

（时）；

解２　设从甲地到乙地全部乘船要ｘ时才能到达．

把甲地到乙地的路程看作“１”，那么船速是 １
ｘ

，车速是 １

１４
５

．在３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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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乘船 ３－１（ ）４
５ ÷［ ］３

５
时，乘车 ３－ ３－１（ ）４

５ ÷［ ］３
５

时．依题意，得

１
ｘ ３－１（ ）４

５ ÷［ ］３
５ ＋ １

１４
５

３－ ３－１（ ）４
５ ÷［ ］３

５ ＝１．

解方程，得　ｘ＝４１
２．

所以全部乘船要４１
２

时才能到达．

１０８６．一队解放军战士分三 路 行 军．左 路７时 的 行 程 相 当 于 右 路８时

的行程；左路６时的 行 程 相 当 于 中 路５时 的 行 程；右 路 每 小 时 比 中 路 少 行

１３
１０

千米．求各路战士每小时的行程各是多少千米？

解１　设左路每小时的行程为“１”．

那么，右路每小时的行程为 ７
８．中路每小时的行程为 ６

５．１３
１０

千米相

当于左路每小时行程的 ６
５－７

８＝１３
４０

，所以左路每小时的行程为

１３
１０÷１３

４０＝４（千米），

右路　４×７
８＝３１

２
（千米），

中路　４×６
５＝４４

５
（千米）；

解２　用列表法解．
（１）

ｓ ｖ ｔ

１×７ 左　　１ ７（时）

１×７ 右　　１×７
８ ８　　（由ｓ、ｔ求ｖ）

１×６ 左　　１ ６

１×６ 中　　１×６
５ ５　　（由ｓ、ｔ求ｖ）

←　　 　

↓
　

←　　 　

↓
　

１３
１０ →千米 ６

５－７
８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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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４　　

１３
１０÷ ６

５－（ ）７
８ ＝４（千米）……左路，

４×７
８＝３１

２
（千米）……右路，

４×６
５＝４４

５
（千米）……中路；

（２）

ｓ ｖ ｔ

１×８ 左　　１×８
７ ７（由ｓ、ｔ求ｖ）

１×８ 右　　１ ８（时）

１×８×６
７

左　　１×８
７ ６

１×８×６
７

中　　１×８×６
７×５ ５（由ｓ、ｔ求ｖ）

↑


　

←　 　 　

↓



←　 　 　 　

所以

１３
１０÷ １×８×６

７×５（ ）－１ ＝３１
２

（千米）……右路，

３１
２×１×８

７ ＝４（千米）……左路，

３１
２×１×８×６

７×５ ＝４４
５

（千米）……中路；

（３）

ｓ ｖ ｔ

１×５×７
６

左　　１×５
６ ７

１×５×７
６

右　　１×５×７
６×８ ８（由ｓ、ｔ求ｖ）

１×５ 左　　１×５
６ ６（由ｓ、ｔ求ｖ）

１×５ 中　　１ ５（时）

↓



　 ←　 　 　

↑


　

←　 　 　

所以

１３
１０÷ １－１×５×７（ ）６×８ ＝４４

５
（千米）……中路，

４４
５×１×５

６ ＝４（千米）……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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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４４
５×１×５×７

６×８ ＝３１
２

（千米）……右路；

（４）

所以

１３
１０÷ １

７×６÷５－（ ）１
８ ÷７＝４（千米）……左路，

４×７÷８＝３１
２

（千米）……右路，

４×６÷５＝４４
５

（千米）……中路；

（５）

所以

１３
１０÷ １

５－１
６（ ）×７÷８ ÷６＝４（千米）……左路，

１３
１０÷ １

５－１
６（ ）×７÷８ ÷５＝４４

５
（千米）……中路，

４×７÷８＝３１
２

（千米）……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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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６　　

解３　设左路每小时行ｘ千米，则右路每小时行 ７
８ｘ千米，中路每小时

行 ６
５ｘ千米．依题意，得

６
５ｘ－７

８ｘ＝１３
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７
８ｘ＝７

８×４＝３１
２

，６
５ｘ＝６

５×４＝４４
５．

所以左路每小时行４千米，右路每小时行３１
２

千米，中路每小时行４４
５

千米．

１０８７．一个人骑自行车从甲城到乙城．４时所走的路程比全程的 １
３

还

多８千米．没走的路程比全程的 ３
４

还少１８千米．余下的路程，每小时的速

度加快了１５千米，他还要走多少时才能到达乙城？

解１　全程为（１８－８）÷ １
３＋３

４（ ）－１ ＝１２０（千 米）．余 下１２０×３
４－

１８＝７２（千 米），以 每 小 时 １２０×１
３（ ）＋８ ÷４＋１５＝１３５（千 米）的 速 度 前

进，所以还要走７２÷１３５＝５１
３

（时）；

解２　设甲城到乙城的路程是ｘ千米．按题意，得

ｘ
３（ ）＋８ ＋ ３ｘ

４（ ）－１８ ＝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
所以全程为１２０千米．
又设这个人还要走ｙ时才能到达乙城．按题意，得

１２０
３ ＋８

４

烄

烆

烌

烎＋１５ ｙ＝１２０×３
４－１８．

解方程，得　ｙ＝５１
３．

所以还要走５１
３

时才能到达．

１０８８．甲、乙两个抄写员同时 开 始 抄 写 稿 件，甲 每 分 钟 抄８个 字，乙 每

分抄１２个字，当甲抄完一份稿件时，乙也抄完了另一份稿件．如果两人每分

都比原来多抄２个字，而且仍旧同时开始抄写自己原来的稿件，那么甲比乙

早８分抄毕．问这两份稿件各有多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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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７　　 　 　

解１　原来甲每分抄的８个字，现在只要用 ８
８＋２

即 ４
５

分钟就可抄完．

同样，乙原来每分抄的１２个字，现在只要用 １２
１２＋２

即 ６
７

分就可抄完．

原来两份稿件同时抄完，现在甲比乙早完成８分，这是因为两人原来一

分钟抄的字和现在抄字时要相差 ６
７－４

５＝２
３５

（分）而形成的．由此可知，原

来两人抄写的时间为

８÷２
３５＝１４０，即１４０分．

所以甲抄的稿件是８×１４０＝１１２０（字），乙 抄 的 稿 件 是１２×１４０＝１６８０
（字）；

解２　用列表法解．

８÷ ６
７－（ ）４

５ ＝１４０（分）……甲、乙按原工效完成稿件所需时间．

所以　８× ８÷ ６
７－（ ）［ ］４

５ ＝１１２０（字）……甲，

　　　１２× ８÷ ６
７－（ ）［ ］４

５ ＝１６８０（字）……乙；

解３　设甲抄的稿件有ｘ个 字．则 甲 用 ｘ
８

分 抄 完 稿 件，乙 也 用 ｘ
８

分

抄完自己的稿件，因此乙抄的稿件有 ｘ
８（ ）×１２ 个字．依题意，得

ｘ
８＋２＋８＝

ｘ
８×１２

１２＋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２０，ｘ
８×１２＝１１２０

８ ×１２＝１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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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８　　

所以甲抄的稿件有１１２０字，乙抄的稿件有１６８０字．
１０８９．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都从甲地出发驶向与甲地相距１００千米的

乙地．卡车每小时行３０千米，轿车 每 小 时 行５０千 米．卡 车 行 至 路 程 的 一 半

时将速度减低到原来的 ５
６．但是仍 旧 比 轿 车 早 到５分．问 卡 车 比 轿 车 早 出

发多少时间？

解１　卡车的速度 开 始 是 每 小 时３０千 米．后 来 是 每 小 时 ３０×（ ）５
６

千

米，轿车的速度是每小时５０千米．如果两车同时从甲地出发同向行驶，那么

卡车比轿车应迟
１００×１

２
３０ ＋

１００×１
２

３０×５
６

－１００
５０＝１２

３
（时）到 达 乙 地，但 现 在 卡

车比轿车早到５分，即早到 １
１２

时，所以卡车比轿车早出发

１２
３＋１

１２＝１３
４

（时）；

解２　设卡车比轿车早出发ｘ时．依题意，得

１００×１
２

３０ ＋
１００×１

２

３０×５
６

＝１００
５０＋ｘ－１

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３
４．

所以，卡车比轿车早出发１３
４

时．

１０９０．甲从东村，乙从西村，同 时 出 发 相 向 而 行．乙 的 速 度 是 甲 的 ２
３．

甲到达西村、乙到达东村后立即返回，两人在返回途中相遇的地点与去时相

遇的地点相隔３千米．求东西两村的距离．
解１　时间一定，路程与速 度 成 正 比．因 此，两 人 第 一 次 相 遇 时 所 行 路

程的比是１∶２
３＝３∶２．把东西两村的距离等分成５份，第一次相遇的地点

必在离东村３份、离西村２份的Ａ 点．

如图所示，从第一次相遇到返回途中第二次相遇，两人所行路程的和是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５１９　　 　 　

东西两村距离的２倍，而两人所行路程的比仍是３∶２，那么甲行２÷（３＋２）

×３＝６
５

，乙行２÷（３＋２）×２＝４
５

，这表明甲应行６份，乙应行４份．因此第

二次相遇必在离东村１份，离西村４份的Ｂ 点．Ａ、Ｂ 间距离３千米为东西

两村距离的 ２
５

，所以东西两村的距离是３÷２
５＝７１

２
（千米）；

解２　设东西两村相距ｘ千米，则第一次相遇时，甲行了 ｘ

１＋２
３

千米，即

相遇地点在离东村 ｘ

１＋２
３

千米处．从第一次相遇到第二次相遇两人共行２ｘ

千米，其中甲行了 ２ｘ

１＋２
３

千米．第二次相遇的地点应离东村
２ｘ

１＋２
３

－烄

烆

烌

烎
ｘ 千

米处．而 ｘ

１＋２
３

千米与
２ｘ

１＋２
３

－烄

烆

烌

烎
ｘ 千米的差是３千米．故得

ｘ

１＋２
３

－ ２ｘ

１＋２
３

－烄

烆

烌

烎
ｘ ＝３．

解方程，得　ｘ＝７１
２．

所以东西两村的距离是７１
２．

１０９１．从甲城到乙城公路 全 长２５０千 米，其 中 平 地 占 １
５

，上 坡 路 与 下

坡路的里程之比是２∶３，一 辆 汽 车 从 甲 城 开 往 乙 城 共 行 驶 了５时．已 知 这

辆汽车行上坡路的速度比平地 慢２０％，行 下 坡 路 的 速 度 比 平 地 快２０％，照

这样计算，汽车从乙城返回甲城要行多少时？

解１　平地占２５０×１
５＝５０（千米），

上坡路是２５０× １－（ ）１
５ × ２

２＋３＝８０（千米），

下坡路是２５０× １－（ ）１
５ × ３

２＋３＝１２０（千米）．

当路程一定时，时间与速度成反比．如平地、上坡、下坡都是５０千米，那

么所花时间的比为：行上坡路所花的时间∶行平地所花的时间＝１∶１×（１
－２０％）＝５∶４．行平地所花时间∶行下坡路所花的时间＝１×（１＋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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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用连比形式表示为

行上坡路所花时间∶行平地所花时间∶行下坡路所花时间＝１５∶１２∶
１０．

行８０千米上坡路所花时 间 在５时 中 应 占１５×８０
５０＝２４（份），行１２０千

米下坡路所花时间在５时 中 应 占１０×１２０
５０＝２４（份）．所 以 从 甲 城 到 乙 城 行

平地所花的时间为５× １２
２４＋１２＋２４＝１（时）．由 此 可 知，行 平 地 的 速 度 为５０

÷１＝５０（千米／时），行上坡 路 的 速 度 为５０×（１－２０％）＝４０（千 米／时），行

下坡路的速度为５０×（１＋２０％）＝６０（千米／时）．
从乙城返回甲城，原来的上坡路现在成为下坡路，原来的下坡路现在成

为上坡路，所以共用１２０÷４０＋５０÷５０＋８０÷６０＝５１
３

（时）；

解２　设这辆汽车在平地上的行驶速度是每时ｘ千米．依题意，得

２５０×１
５

ｘ ＋
２５０× １－（ ）１

５ × ２
２＋３

（１－２０％）ｘ ＋
２５０× １－（ ）１

５ × ３
２＋３

（１＋２０％）ｘ ＝５．

解方程，得　ｘ＝５０．即这辆汽车在 平 地 上 的 行 驶 速 度 是 每 时５０千 米，
所以从乙城返回甲城共用

２５０×１
５

５０ ＋
２５０× １－（ ）１

５ × ２
２＋３

５０×（１＋２０％） ＋
２５０× １－（ ）１

５ × ３
２＋３

５０×（１－２０％） ＝５１
３

（时）．

１０９２．一个水池，贮有一定数量的水，每天取出这个定量的３％供饮用．
２０天后，每天注入定量的５％．注 入２５天 后，就 停 止 注 入．问 再 过 多 少 天 水

池中的水将完全取完？

解　将这一定数量的水看作“１”．得

［（１－３％×２０）＋（５％－３％）×２５］÷３％＝３０（天）．
１０９３．举行一个会议，准 备 的 椅 子 不 足８张；如 果 增 加 原 来 椅 子 数 的

１
２

，那么就多余１２张．问出席会议的有多少人？

解１　设原来的椅子数是“１”，那 么（１２＋８）张 相 当 于 １＋（ ）１
２

与１的

差．所以原来的椅子数是（１２＋８）÷ １＋１
２（ ）－１ ＝４０（张）．由 此 可 知，出 席

会议的人数是４０＋８＝４８（人）；
解２　设出席会议的有ｘ人．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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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　　 　 　

ｘ－８＋ｘ－８
２ ＝ｘ＋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４８．
所以出席会议的有４８人．

１０９４．一个最简分数，若分子加上１，可以约成 ２
３

；若分子减去１，可以

约成 １
２．求这个分数．

解１　因为
分子＋１

分母 ＋
分子－１

分母 ＝２×
分子
分母

，所 以 ２
３＋１

２
的 和 是 原 分

数的２倍．因此原分数为 ２
３＋（ ）１

２ ÷２＝７
１２

；

解２　用逐试法解．
２
３＝２×２

３×２＝４
６

，４－２
６ ＝２

６＝１
３≠１

２
，不适合，

２
３＝２×３

３×３＝６
９

，６－２
９ ＝４

９≠１
２

，不适合，

２
３＝２×４

３×４＝８
１２

，８－２
１２ ＝６

１２＝１
２

，适合，

所以，所求分数为 ７
１２

；

或 １
２＝１×２

２×２＝２
４

，２＋２
４ ＝１≠２

３
，不适合，

１
２＝１×３

２×３＝３
６

，３＋２
６ ＝５

６≠２
３

，不适合，

１
２＝１×４

２×４＝４
８

，４＋２
８ ＝６

８＝３
４≠２

３
，不适合，

１
２＝１×５

２×５＝５
１０

，５＋２
１０ ＝７

１０≠２
３

，不适合，

１
２＝１×６

２×６＝６
１２

，６＋２
１２ ＝８

１２＝２
３

，适合．所以，所求分数为 ７
１２

；

解３　设原分数为 ｘ
ｙ ．依题意，得

ｘ＋１
ｙ ＝２

３
，

ｘ－１
ｙ ＝１

２

烅
烄

烆 ．

解方程组，得　ｘ＝７，ｙ＝１２．

所以原分数为 ７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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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５．把一个最简分数的分子加上３，约简得 ５
６

；把原分数的分子扩大

３倍以后，再从分子中减去３，约分得２．求原分数．

解１　因为
分子＋３

分母 ＋
分子×３－３

分母 ＝
分子
分母×４，所以２＋５

６
是原分数的

４倍．因此，原分数为 ２＋（ ）５
６ ÷４＝１７

２４
；

解２　设原分数为 ｘ
ｙ ．依题意，得

ｘ＋３
ｙ ＝５

６
，

３ｘ－３
ｙ

烅
烄

烆 ＝２．

解方程组，得　ｘ＝１７，ｙ＝２４．所以原分数为 １７
２４．

１０９６．某年级统计语、数优等 生 人 数，语 文 优 等 生 人 数 占 语、数 优 等 生

总数的 ２
５

，数学优 等 生 人 数 占 语、数 优 等 生 总 数 的 ３
４

，两 科 全 优 的 有１２

人．问共有多少优等生？语、数单科优等生各是多少人？

解　语、数优等生中包括数学单科优等生、语文单科优等生和两科全优

生三种，总数为这三种优等生人数之和．把总数看作“１”．２
５＋３

４－１＝３
２０

，

表明两科全优生占总数的 ３
２０．

所以语、数优等生总数为　１２÷３
２０＝８０（人）．

语文单科优等生　８０× ２
５－３（ ）２０ ＝２０（人）；

数学单科优等生　８０× ３
４－３（ ）２０ ＝４８（人）．

１０９７．两个工厂 生 产 同 样 的 产 品．甲 厂 贮 存 的 某 种 原 料 是 乙 厂 的 ３

倍．当甲厂用去所存原料 的 ２
５

，乙 厂 用 去 所 存 原 料 的 １
５

以 后，甲 厂 再 调

拨９７５吨给乙厂，这时 两 厂 所 有 的 原 料 正 好 相 等．问 两 厂 原 各 有 原 料 多

少吨？

解１　设乙厂原有的原料为１，那 么 甲 厂 原 有 的 原 料 为３．甲 厂 用 去 原

有原料的 ２
５

后，剩下３× １－（ ）２
５ ＝９

５
；乙厂用去原有原料的 １

５
后，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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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５＝４

５．这时，两厂相差 ９
５－４

５＝１，相 当 于９７５×２＝１９５（吨）．因 此

乙厂原有原料１９５吨．甲厂原有原料１９５×３＝５８５（吨）；

解２　设甲厂原有原料为１，那么乙厂原有的原料为 １
３．

９７５×２÷ １－（ ）２
５ －１

３× １－（ ）［ ］１
５ ＝５８５（吨）……甲厂，

５８５×１
３＝１９５（吨）……乙厂；

解３　设 甲、乙 两 厂 原 有 原 料 的 和 为 “１”，那 么 甲 厂 原 有 的 原 料 为

３
１＋３

，乙厂原有的原料为 １
１＋３．

９７５×２÷ ３
１＋３× １－（ ）２

５ － １
１＋３× １－（ ）［ ］１

５ × ３
１＋３

＝５８５（吨）……甲厂，

９７５×２÷ ３
１＋３× １－（ ）２

５ － １
１＋３× １－（ ）［ ］１

５ × １
１＋３

＝１９５（吨）……乙厂；
解４　用面积法解．

Ｓ１ 表示甲厂用去 ２
５

后 所 剩 的 原 料，Ｓ２ 表 示

乙厂用去 １
５

后所 剩 的 原 料．根 据 题 意：Ｓ２＋９７５

×２＝Ｓ１．又Ｓ１＝甲 厂 原 料× １－（ ）２
５ ＝乙 厂 原 料

× １－（ ）２
５ ×３，Ｓ２＝乙 厂 原 料× １－（ ）１

５
，所 以，

乙厂原料× １－（ ）２
５ ×３＝乙厂原料× １－（ ）１

５ ＋

９７５×２．

乙厂原料＝９７５×２÷ １－（ ）２
５ ×３－ １－（ ）［ ］１

５ ＝１９５（吨）．

甲厂原料＝１９５×３＝５８５（吨）；
解５　设乙厂原有原料ｘ吨，则甲厂原有原料３ｘ吨．依题意，得

３ｘ－２
５×３ｘ－９７５＝ｘ－ｘ

５＋９７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９５，３ｘ＝３×１９５＝５８５．
所以甲厂原有原料５８５吨，乙厂原有原料１９５吨．
１０９８．有长短不同的两条绳子，甲绳的长度是乙绳的３倍．如果截下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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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的 ３
８

接到乙绳上，这时乙绳反而比甲绳长了．问需从乙绳截下几分之几

接到甲绳上才能使两条绳子的长度相等．
解　设乙绳原来的 长 度 为“１”，那 么 甲 绳 原 来 的 长 度 为“３”．甲 绳 截 下

３
８

接到乙绳上，这时甲绳长度是３× １－（ ）３
８ ＝１７

８
，乙绳的长度是１＋３×

３
８＝２１

８．乙绳比甲绳长２１
８－１７

８＝１
４．因此，只要从乙绳上截下 １

４÷２＝

１
８

接到甲绳上，两绳的长度就相等．这个 １
８

应该是这时乙绳长度的

１
８÷２１

８＝１
１７．

１０９９．一个食堂买来的面粉是米的２倍．每天吃３０千克米，４０千米面

粉．若干天后，米全部吃完，面粉还剩１６０千克．这个食堂买面粉和米各多少

千克？

解１　把面粉的 千 克 数 看 作“１”，那 么 米 的 千 克 数 是 １
２．当 天 数 一 定

时，每天用粮数与用粮总数成正比．所以根据题意，得

３０∶４０＝１
２∶ｘ．

解比例方程，得　ｘ＝２
３．即所吃的面粉占面粉总数的 ２

３．

因此买来的面粉为　１６０÷ １－（ ）２
３ ＝４８０（千克）；

　　　　　　米为　４８０×１
２＝２４０（千克）；

解２　假设买来的米与面粉同样多，而且每天吃（３０×２）千克米，４０千

克面粉．那么若干天后面粉还剩１６０千克而米仍然吃完．这是因为每天吃的

米比面粉多（３０×２－４０）千 克．因 此，１６０÷（３０×２－４０）是 吃 的 天 数．从 而

得到买来的米为　３０×［１６０÷（３０×２－４０）］＝２４０（千克），买来的面粉为　
２４０×２＝４８０（千克）；

解３　用列表法解．

用 粮 总 数 每天用粮数 天　数

大米　１
２×２ ３０×２ ｔ

面粉１还差１６０千克 ４０ ｔ

　转化为差比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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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６０÷（３０×２－４０）］＝２４０（千克）……大米，

４０×［１６０÷（３０×２－４０）］＋１６０＝４８０（千克）……面粉；
解４　设买来米ｘ千克，则买来的面粉是２ｘ千克．依题意，得

２ｘ－１６０
４０ ＝ｘ

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４０，２ｘ＝２×２４０＝４８０．
所以买来米２４０千克，买来面粉４８０千克．

１１００．两根同样长的绳子，一根剪去 ２
５

米，另 一 根 剪 去 它 的 ２
５

，问 剩

下的绳子哪一根长？

解　设两根绳子各长ａ米．

当ａ＜１时，因为 ２
５ａ＜２

５
，所 以ａ－２

５＜ａ－２
５ａ，即 第 二 根 剩 下 的 绳

子比第一根剩下的绳子长．

当ａ＝１时，因为 ２
５ａ＝２

５
，所以，ａ－２

５＝ａ－２
５ａ，即第一根剩下的绳

子与第二根剩下的绳子同样长．

当ａ＞１时，因为 ２
５ａ＞２

５
，所以，ａ－２

５＞ａ－２
５ａ，即第一根剩下的绳

子比第二根剩下的绳子长．
１１０１．有两种铜和锌的合金．第一种铜锌之比为３∶２；第二种铜锌之比

为７∶３．如果要得到铜锌之比为１１∶５的新合金１６千克，问两种合金各应

取多少千克？

解１　两种合金中铜锌所占的分率是：

　　 　　　铜　　　　　锌

第一种： ３
３＋２＝３

５　　 ２
３＋２＝２

５

第二种： ７
７＋３＝７

１０
３

７＋３＝３
１０

新合金： １１
１１＋５＝１１

１６
５

１１＋５＝５
１６

从各种合金中所含的铜来看

３
５＜１１

１６＜７
１０．

这说明，两种含有同样成分而比例不同的合金，经熔化而成一种新合金

时，就某种金属而言，新合金所含这种金属的分率必介于原来两种合金所含

这种金属的分率之间．因此我们可以 选 用 新 合 金 中 的 某 一 金 属 的 分 率 作 为



算

术

辞

典

　　　　　　

　　　 ５２６　　

标准进行分析比较，从而求解．
现在仍就铜进行观察．

假设原来两种合金各 取１千 克．从１千 克 第 二 种 合 金 中 可 以 得 到 ７
１０

千克的铜，这１千克合 金 熔 到 新 合 金 中 比 需 求 的 铜 多 余 ７
１０－１１

１６＝ １
８０

（千

克）；从１千克第一种合金 中 可 以 得 到 ３
５

千 克 铜，比１千 克 新 合 金 中 的 铜

少了 １１
１６－３

５＝７
８０

（千克）．由此可知，需用７千克第二种合金才能平衡１千

克第一种合金在铜方面所形成的差 额，即 第 一 种 合 金 的 重 量 应 是 第 二 种 合

金的 １
７

，或第一种合金应在新合金中占

１
７

１＋１
７

＝１
８．所以第一种合金应取

１６×１
８＝２（千克）；第二种合金应取１６－２＝１４（千克）．

综合算式：１６×

７
７＋３－ １１

１１＋５
１１

１１＋５－ ３
３＋２

１＋

７
７＋３－ １１

１１＋５
１１

１１＋５－ ３
３＋２

＝２（千克）……第一种，

１６－２＝１４（千克）……第二种；

或　第一种∶第二种＝ ７
７＋３－ １１（ ）１１＋５ ∶ １１

１１＋５－ ３（ ）３＋２ ＝１∶７．

１６÷（１＋７）×１＝２（千克）……第一种，

１６÷（１＋７）×７＝１４（千克）……第二种．
如果就锌进行观察，取得的结果相同．

　 ３
７＋３＜

（第二种）

５
１１＋５＜ ２

３＋２　

（第一种）
２

３＋２－ ５
１１＋５＝７

８０
（千克），

５
１１＋５－ ３

７＋３＝１
８０

（千克）．

第一种∶第二种＝１
８０∶７

８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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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７　　 　 　

１６÷（１＋７）×１＝２（千克）……第一种，

１６÷（１＋７）×７＝１４（千克）……第二种；
解２　第二种合金所含铜的分率最高．以它作为比较的标准：

１６×

７
７＋３－ １１

１１＋５
７

７＋３－ ３
３＋２

＝２（千克）……第一种，

１６－２＝１４（千克）……第二种；
解３　用列表法解．

　　合　金　重 含　铜　率

１×３
５ ① １份 ８

５

１１－１×３
５ ② １１

７
１０

－
１×３

５
７

烄

烆

烌

烎１０

７
１０

１１－１６×１１
１６ ③１６千克 １１

１６

１６－１１
７

烄

烆

烌

烎１０

÷ １－
１×３

５
７

烄

烆

烌

烎１０

＝２（千克）……第一种，

１６－２＝１４（千克）……第二种；
解４　设第一种合金应取ｘ千克，第二种合金应取ｙ千克．

３
３＋２ｘ＋ ７

７＋３ｙ＝１６× １１
１１＋５

，

２
３＋２ｘ＋ ３

７＋３ｙ＝１６× ５
１１＋５

烅
烄

烆 ．

解方程组，得　ｘ＝２，ｙ＝１４．
所以第一种合金取２千克，第二种合金取１４千克．
１１０２．Ａ、Ｂ 两村相距２千 米，分 别 在 河 流 的 上 下 游．某 日 有 甲 船 由 Ａ

村，又有乙船由Ｂ 村同时 相 向 航 行，两 船 相 会 于 两 村 的 中 途．相 会 后，甲 船

到达Ｂ 村，乙船到达Ａ 村时，并不停留仍循原路回航，两船又在离Ｂ 村５００
米之某处相会．第二次相会离第一次 相 会 的 时 间 相 隔１时 又２０分，问 这 条

河流中水的速度是多少？

解１　因为甲船自Ａ 村、乙船自Ｂ 村同时出发相向航行且相会于中途，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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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甲 ＋ｖ水 ＝ｖ乙 －ｖ水 （水流自Ａ 村流向Ｂ 村），
因此，ｖ乙 －ｖ甲 ＝２ｖ水 ①
相会后继续航行，航向不变，航速就不变，则甲乙两船必同 时 到 达Ｂ 村

和Ａ 村，设所需时间为ｔ时．
因为两船同时到达两村且立即循原路返航，相遇于离Ｂ 村５００米 的 Ｄ

点，所以乙船回航ＡＤ，甲船回航ＢＤ 所用时间又必相等，设此时间为ｔ１ 时．
∵　（ｖ乙 －ｖ水 ）ｔ＋（ｖ甲 ＋ｖ水 ）ｔ＝２，

　　（ｖ乙 ＋ｖ水 ）ｔ１＋（ｖ甲 －ｖ水 ）ｔ１＝２，

∴　（ｖ乙 ＋ｖ甲 ）（ｔ－ｔ１）＝０．
∵　ｖ乙 ＋ｖ甲 ≠０，

∴　ｔ－ｔ１＝０，即ｔ＝ｔ１．

因此ｔ＝ｔ１＝１１
３÷２＝２

３
（时）．

∵　
１１
２
２
３

＝ｖ乙 ＋ｖ水 ，
１
２
２
３

＝ｖ甲 －ｖ水 ，

∴　
１１
２
２
３

－

１
２
２
３

＝ｖ乙 ＋ｖ水 －（ｖ甲 －ｖ水 ）＝ｖ乙 －ｖ甲 ＋２ｖ水 ．

以①代入上式，得
１１
２
２
３

－

１
２
２
３

＝４ｖ水 ，

所以所求水速为　
１１
２
２
３

－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２
３

÷４＝３
８

（千米／时）；

解２　设甲船速度为ｘ千米／时，乙船速度为ｙ千米／时．水流的速度为

ｚ千米／时．
２

（ｘ＋ｚ）＋（ｙ－ｚ）为出发后第一次相遇时间，也就是第一次相遇后继续

航行两船各自到达Ｂ 村和Ａ 村的时间，１１
３－ ２

（ｘ＋ｚ）＋（ｙ－ｚ［ ］） 为乙船从

Ａ 村出发，甲船从Ｂ 村同 时 出 发 到 第 二 次 相 遇 所 用 的 时 间．乘 以 两 船 回 航

时的速度和即为Ａ、Ｂ 两村间的距离２千米．所以列方程

１１
３－ ２

（ｘ＋ｚ）＋（ｙ－ｚ［ ］） ×［（ｙ＋ｚ）＋（ｘ－ｚ）］＝２，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５２９　　 　 　

即 ４
３－ ２

ｘ＋（ ）ｙ ×（ｘ＋ｙ）＝２，亦即ｘ＋ｙ＝３．

又　根据题意，得　ｘ＋ｚ＝ｙ－ｚ．
即　ｘ－ｙ＋２ｚ＝０．

如果时间一定，速度与路程成正比例，所以 ｘ－ｚ
ｙ＋ｚ＝ ０５

２－０５
，化简，得３ｘ

－ｙ－４ｚ＝０．
解方程组

ｘ＋ｙ＝３，

ｘ－ｙ＋２ｚ＝０，

３ｘ－ｙ－４ｚ＝０
烅
烄

烆 ，

得　

ｘ＝１１
８

，

ｙ＝１７
８

，

ｚ＝３
８

烅

烄

烆 ．

所以水流的速度为每小时 ３
８

千米．

１１０３．收割一块麦田，每小时收割４公顷，预计若干时完成，收割了 ２
３

以后，改用新式农具，工作效率提高到原来的１１
２

倍，因此比预定的时间提

早１时完成．这块麦田有多少公顷？

解１　耕 一 公 顷 地，原 来 需 用 １
４

时，现 在 用 １

４×１１
２

时．这 块 麦 田 的

１－（ ）２
３

是 １÷ １
４－ １

４×１
烄

烆

烌

烎
［ ］１

２

公顷．

所以１÷ １
４－ １

４×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 １－（ ）２
３ ＝３６（公顷）；

解２　设收割这块麦 田 的 １－（ ）２
３

原 用ｔ１ 时，提 高 效 率 后 用ｔ２ 时．工

作量一定时，工作时间与效率成反比，所 以ｔ１∶ｔ２＝１１
２∶１＝３∶２．用 差 比

法，得

ｔ１ 为１÷（３－２）×３＝３（时），

ｔ２ 为１÷（３－２）×２＝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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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麦田有

４×３÷ １－（ ）２
３ ＝３６（公顷），

或 ４×１１
２×２÷ １－（ ）２

３ ＝３６（公顷）；

解３　与解２类似，如ｔ１∶ｔ２＝１１
２∶１，可列式为：

４× １÷ １１
２（ ）［ ］－１ ＋１ ÷ １－（ ）２

３ ＝３６（公顷），

或 ４× １÷ １１
２（ ）－１ ×１［ ］１

２ ÷ １－（ ）２
３ ＝３６（公顷）；

解４　用比例法解．

设收割麦田的 １－（ ）２
３

原用ｔ时，则提高工效后用（ｔ－１）时．

ｔ∶（ｔ－１）＝１１
２∶１，

解比例式，得ｔ＝３．所以麦田有４×３÷ １－（ ）２
３ ＝３６（公顷）；

解５　用列表法解．

工　作　量 工　　效 时　　间

１×４ ４公顷 １

１×４×２
３ ４ →公顷 １×４×（ ）２

３ ÷４

１×４× １－（ ）２
３ ４公顷×１ →

１
２ １×４× １－（ ）２

３ ÷ ４×１（ ）１
２

４×１÷ １－
１×４×２

３
４ －

１×４× １－（ ）２
３

４×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３６（公顷）．

或

工　作　量 工　　效 时　　间

１ ４ →公顷 １
４

２
３ →４ ２

３÷４

１－２
３ ４×１ →

１
２ １－（ ）２

３ ÷ ４×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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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４－

２
３
４ －

１－２
３

４×１

烄

烆

烌

烎
１
２

＝３６（公顷）．

１１０４．托尔斯泰的问题：
一个农场的农夫们要把两片草地 的 草 割 掉．大 的 一 片 有 小 的 两 倍 大．

上半天农夫们都在大的一片上割草，午后农夫们对半分开：一半人留在大

的草地上，工作到晚就 把 草 地 割 完 了；另 外 一 半 人 到 小 的 草 地 上 去 割，到

晚还剩下一块，改日由 一 个 农 夫 去 割，恰 好 要 一 天 工 夫．问 这 个 农 场 有 几

个农夫？

解１　 设 农 夫 总 数 为 “１”．下 午，在 大 的 一 片 上 相 当 于 农 夫 的

１
２×（ ）１

２
割了一天；同样在小的一片上也相当于农夫的 １

２×（ ）１
２

割了一

天．大的一片如由农夫的 １
２＋１

２×（ ）１
２

割一天就能割完；小的一片面积是

大的 １
２

，因此小的 一 片 如 果 由 农 夫 的 １
２＋１

２×（ ）１
２ ×［ ］１

２
割 一 天 也 能

割完．由此求得农夫的总数为

１÷ 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１

２－１
２×［ ］１

２ ＝８（人）．

上面的叙述可列表示意如下

全体农夫一天完成工作量１ 大片工作量 ３
４

，小片工作量 ３
８

，（ 两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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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总量１ ）１
８

，农夫１人一天完成工作量 １
８．所以１人是农夫总数的 １

８
，总

数为１÷１
８＝８（人）．

综合算式为

１÷ １×１
２＋１×１

２×（ ）１
２ ×１

２－１×１
２×［ ］１

２ ＝８（人）；

解２　用列表法解．

→
转化为

→
转化为

工 作 量 人　　数 时间（天）

大　１  ａ ０５

ａ
２ ０５

小　１
２

ａ
２ ０５

１人 １天

大　１ ａ＋ａ
２ ０５

小　１
２

ａ
２＋２人 ０５

大　１ ａ＋ａ
２ ０５

小　１
２×２＝１ ａ

２＋２（ ）人 ×２ ０５

（１人 做１天，相 当

于２人做半天

→

）

ａ＋ａ
２＝ ａ

２＋２（ ）人

→

×２

ａ＋ａ
２＝ａ＋４ →人 ａ

２＝４

→

人

ａ＝８人；
解３　因为大的一片草地 需 要 全 组 割 草 人 割 半 天 以 后，还 有 一 半 割 草

人再割半天，显然，一半割草人半天 时 间 可 割 这 块 地 的 １
３．因 此，小 片 地 上

留下的没割的一块是大片地的 １
２－１

３＝１
６．而当

天一共 割 了 大 片 地 的１＋１
３＝８

６．所 以 割 草 人 为

８
６÷１

６＝８（人）．图解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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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４　设割草人共ｘ人．全体割草人干一天再加１个割草人干一天才割

完两片草地，则１人割完需（ｘ＋１）天，割完两片草地的 １
３

需 ｘ＋１
３

天．另一

方面，割小片草地 ｘ
２

人干了 １
２

天，还需１人干一天，合１人干 ｘ
４（ ）＋１ 天．

依题意，得

ｘ＋１
３ ＝ｘ

４＋１．

解方程，得　ｘ＝８．
所以共有割草人８人；
解５　设共有ｘ人．割完两片草地需（ｘ＋１）个工作日，其中大片草地需

２
３

（ｘ＋１）个工作日，实际上全体割草人在大 片 草 地 上 割 了 半 天，用 １
２ｘ 个

工作日．一半人又在大片草地上割半天，用 １
４ｘ个工作日．依题意，得

２
３

（ｘ＋１）＝ｘ
２＋ｘ

４．

解方程，得　ｘ＝８．
所以共有８人；

解６　设共有ｘ 人．割大片草地需 ２
３

（ｘ＋１）个工作日，割小片草地 用

ｘ
４（ ）＋１ 个工作日．大片草地为小片草地的２倍，所用工作日数也应是小片

草地的２倍．依题意，得

２
３

（ｘ＋１）＝２ ｘ
４（ ）＋１ ．

解方程，得　ｘ＝８．
所以共有８人；
解７　设割草人共有ｘ 人，每人每天割草面积为ｙ．大片草地上ｘ 人割

了 １
２

天，ｘ
２

人 又 割 了 １
２

天，故 大 片 草 地 的 面 积 为 ｙ ｘ
２＋ｘ（ ）４

，即

３
４ｘｙ；小片草地上 ｘ

２
人割了 １

２
天，１个 人 又 割 了１天，故 小 片 草 地 面 积

为 ｘｙ
４＋ｙ，即 ｘｙ＋４ｙ

４ ．因大片草地是小片草地面积的２倍，依题意，得

３ｘｙ
４ ∶ｘｙ＋４ｙ

４ ＝２，则 ３ｘ
ｘ＋４＝２．

解方程，得　ｘ＝８．
所以共有割草人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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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５．两个容器各贮酒和水的混合液共５６千克．甲容器中水分是酒的

３
５

，乙容器中 水 分 是 酒 的 ５
６．如 果 把 它 们 混 和 在 一 起，这 时 水 分 是 酒 的

３７
５１．问两容器中原来各有酒和水的混合液多少千克？

解１　设两容 器 中 的 混 合 液 混 和 后 的 含 酒 量 是“１”，那 么 含 水 量 应 是

３７
５１．

５６千 克 是 混 和 后 含 酒 量 的 １＋３７（ ）５１
倍，所 以 ５６千 克 混 合 液 中 含 酒

５６÷ １＋３７（ ）５１ ＝３５７
１１

（千克）；含水　５６－３５７
１１＝２５９

１１
（千克）．

甲容器中含酒量的 ３
５

与乙容器中含酒量的 ５
６

的和等于 两 容 器 中 混

合液混和后的含水量，即 ２５９
１１

千克．

对上述等量关系的双方各乘以 ５
３

，就得到甲容器中的含酒量与乙容器

中含酒量的 ２５
１８

的和等于 ２５９
１１×（ ）５

３
千克，即 １２９５

３３
千克．

由此，１２９５
３３ －３５７

１１＝２２４
３３

（千克）是乙容器中含酒量的 ７
１８．

２２４
３３÷７

１８＝１９２
１１

（千克）是乙容器中的含酒量，

１９２
１１×５

６＝１６０
１１

（千克）是乙容器中的含水量，

１９２
１１＋１６０

１１＝３２（千克）是乙容器中混合液的重量，

５６－３２＝２４（千克）是甲容器中混合液的重量；
解２　设甲容器中原有混合液ｘ千克，则乙容器中原有混合液（５６－ｘ）

千克．依题意，得

３
５

１＋３
５

ｘ＋

５
６

１＋５
６

（５６－ｘ）＝

３７
５１

１＋３７
５１

×５６．

解方程，得　ｘ＝２４，５６－ｘ＝５６－２４＝３２．
所以甲容器中原有混合液２４千克，乙容器中原有混合液３２千克．
１１０６．买来４分邮票、８分邮票和１角邮票共１００张，总值６元２角．其

中８分邮票的张数是４分邮票和１角邮票总张数的 ２
３．三种邮票各买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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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张？

解１　１００÷ １＋（ ）２
３ ＝６０（张）是４分邮票和１角邮票的总张数．６０×

２
３＝４０（张）是８分邮票的张数，

列成综合式是：１００÷ １＋（ ）２
３ ×２

３＝４０（张）．

６２－００８×４０＝３（元）是４分邮票和１角邮票的总值．知道了４分邮

票和１角邮票的总 张 数 和 总 值，要 分 别 求 出 它 们 的 张 数，可 用 鸡 兔 问 题 求

解．
假设这６０张全部为１角邮票，总值将是０１×６０＝６（元）．但这 两 种 邮

票的实际总值是３元，差额６－３＝３（元），是 由 于 把［３÷（０１－００４）］张４
分邮票当作１角邮票而造成的．因此

０１× １００÷ １＋（ ）［ ］２
３ －（６２－００８×４０｛ ｝） ÷ （０１－００４）＝５０

（张）是４分邮票的张数，

１００－４０－５０＝１０（张）是１角邮票的张数；
解２　设８分邮票买ｘ张．依题意，得

ｘ＝２
３

（１０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４０．
所以８分邮票买４０张．
又设４分邮票买ｙ张．依题意，得

６２－００８×４０－００４ｙ＝０１（１００－４０－ｙ）．
解方程，得　ｙ＝５０．
所以４分邮票买５０张，１角邮票买１００－４０－５０＝１０（张）．
１１０７．某商店代售邮票，在清点存货时，发现卖剩的４分邮票的金额是

卖剩的８分邮票的金额的 １０
１７

，两 种 邮 票 相 差３张．问 卖 剩 的 两 种 邮 票 各 是

多少张？

解１　设８分邮票的金额为“１”，那么，４分邮票的金额为 １０
１７．

如果两种邮票的张数相同，那么４分 邮 票 的 金 额 应 为８分 邮 票 金 额 的

１
２．现在 １０

１７＞１
２

，所以两种邮票的相差数３张，应是４分邮票．３张４分邮

票的金额是１２分，应占８分邮票金额的 １０
１７－１

２＝３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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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８分邮票的金额为１２÷３
３４＝１３６（分），张数为１３６÷８＝１７（张）；

４分邮票有１７＋３＝２０（张）；
解２　

剩下总金额 单　价 卖剩张数

Ｓ１ ４分 ｍ１

Ｓ２ ８分 ｍ２

表中 ｍ１ 与 ｍ２ 的差为３张，Ｓ１＝Ｓ２×１０
１７．

使４分邮票成为８分邮票，这样单价就成为不变量．

剩下总金额 单　价 卖剩张数

Ｓ１×２ ４分×２ ｍ１

Ｓ２ ８分 ｍ２

单价一定，剩下的总金额与卖剩的张数成正比．所以，

２Ｓ１

Ｓ２
＝
２ Ｓ２×

１０（ ）１７
Ｓ２

＝２０
１７＝ｍ１

ｍ２
→

问题转化为差倍问题

３÷（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张）……４分邮票，

３÷（２０－１７）×１７＝１７（张）……８分邮票；
解３　设 ｍ４ 是４分邮票卖剩的张数，ｍ８ 是８分邮票卖剩的张数．

４×ｍ４＝８×ｍ８×１０
１７

，

ｍ４＝ｍ８×２０
１７

，

ｍ８＝３÷ ２０
１７（ ）－１ ＝１７（张）……８分邮票，

ｍ４＝３÷ ２０
１７（ ）－１ ×２０

１７＝２０（张）……４分邮票；

解４　同解３，设 ｍ４ 为４分邮票卖剩的张数，ｍ８ 为８分邮票卖剩的张

数．

由已知条件得　　　　　　　　４×ｍ４＝８×ｍ８×
１０
１７　①

假设８分的张数与４分的相同　４×ｍ４＝８×ｍ４×
１
２　

烍
烌

烎②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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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８×１０
１７＝ｍ４×１

２．这等式说明８分邮票张数的 １０
１７

等于４分邮票张数

的 １
２．由此可得出以下多种解法：

（１）ｍ８∶ｍ４＝１
２∶１０

１７＝１７∶２０

所以，８分邮票为

３÷（２０－１７）×１７＝１７（张），

４分邮票为

３÷（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张）；

（２）令８分邮票的张数为“１”，则４分邮票的张数为 １０
１７÷１

２．

３÷ １０
１７÷１

２（ ）－１ ＝１７（张）……８分邮票，

３÷ １０
１７÷１

２（ ）－１ × １０
１７÷（ ）１

２ ＝２０（张）……４分邮票；

如令４分邮票的张数为“１”，则８分邮票的张数为 １
２÷１０

１７．

３÷ １－１
２÷１０（ ）１７ ＝２０（张）……４分邮票，

３÷ １－１
２÷１０（ ）１７ × １

２÷１０（ ）１７ ＝１７（张）……８分邮票；

（３）用倍比法解．

８分邮票的张数应是它 １０
１７

的 １
１０
１７

，现在８分邮票张数的 １０
１７

等于４分

邮票的 １
２

，则８分邮票的张数应是４分邮票张数的
１
２× １

１０
烄

烆

烌

烎１７

．

３÷ １－１
２× １

１０
烄

烆

烌

烎１７

＝２０（张）……４分邮票，

３÷ １－１
２× １

１０
烄

烆

烌

烎１７

× １
２× １

１０
烄

烆

烌

烎１７

＝１７（张）……８分邮票；

用类似的推理方法可得

３÷ １０
１７× １

１
２

烄

烆

烌

烎
－１ ＝１７（张）……８分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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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０
１７× １

１
２

烄

烆

烌

烎
－１ × １０

１７×（ ）１
２ ＝２０（张）……４分邮票；

（４）用面积法解．

已知 ｍ４×１
２＝ｍ８×１０

１７
，所 以，Ｓ＋Ｓ２＝Ｓ＋Ｓ１，Ｓ１＝Ｓ２，而Ｓ１＝ｍ８×

１０
１７－（ ）１

２
，Ｓ２＝３× １

２
，所 以，ｍ８× １０

１７－（ ）１
２ ＝３× １

２
，ｍ８＝３× １

２ ÷

１０
１７－（ ）１

２ ＝１７（张）……８分邮票，ｍ４＝１７×１０
１７÷１

２＝２０（张）……４分 邮

票；
解５　用列表法解．

总　　价 邮票单价 卖剩的张数

８×１×１０
１７ ４分 ８×１×１０

１７
４

８×１ ８分 １份

差３张

３÷
８×１×１０

１７
４

烄

烆

烌

烎－１ ＝１７（张）……８分邮票，

１７＋３＝２０（张）……４分邮票；
解６　设８分邮票是ｘ张，则４分邮票是（ｘ－３）张．依题意，得

００４（ｘ－３）＝００８ｘ×１０
１７．

解方程，得　ｘ＝－１７．
邮票的张数不应是负数，这表明４分邮票的张数多于８分邮票，应为（ｘ

＋３）张．重列方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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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ｘ＋３）＝００８ｘ×１０
１７．

解方程，得　ｘ＝１７，ｘ＋３＝１７＋３＝２０．
所以８分邮票卖剩１７张，４分邮票卖剩２０张．
１１０８．茶叶店运到一级茶和 二 级 茶 一 批．其 中 二 级 茶 的 数 量 是 一 级 茶

的 １
２．已知一级茶和二级茶每千克的批发价分别是６４０元和４８０元．如

果这两种茶各加价１２５％出 售，那 么 共 可 盈 利１７６元，问 这 两 种 茶 各 运 到

多少千克？

解１　每售出１千 克 一 级 茶，１
２

千 克 二 级 茶 可 盈 利 ６４×１２５％＋

４８×１２５％×１
２＝１１０（元）．

由１７６÷１１＝１６０可知运到的一级茶和二级茶分别是１千克的１６０倍

和 １
２

千克的１６０倍．所以，运到的一级茶是１６０千克，二级茶是 １
２×１６０＝

８０（千克）；

解２　设运到一级茶ｘ千克，则运到二级茶是 ｘ
２

千克．依题意，得

６４×１２５％×ｘ＋４８×１２５％×ｘ
２＝１７６．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０，ｘ
２＝１６０

２ ＝８０．

所以运到一级茶１６０千克，二级茶８０千克．
１１０９．甲、乙、丙三个集邮爱好者各有纪念邮票若干，互相进行交换．先

由乙取出他所有邮票的 １
３

，由 丙 取 出 他 所 有 邮 票 的 １
１０

一 起 给 甲；然 后 由

甲取出他这时所有邮票的 １
８

，由 丙 取 出 他 这 时 所 有 邮 票 的 １
９

一 起 给 乙；

最后，由乙取出他这时所有 邮 票 的 ３
１１

，由 甲 取 出 他 这 时 所 有 邮 票 的 ２
７

一

起给丙．这样，甲有邮票１５５枚，乙 有 邮 票１３６枚，丙 有 邮 票２０９枚．问 当 初

三人各有邮票多少枚？

解　第二次交换后甲由所有邮票中取出 ２
７

，而余１５５枚，所以第二次

交换后甲有邮票１５５÷ １－（ ）２
７ ＝２１７（枚）；第 二 次 交 换 后，乙 有 邮 票１３６

÷ １－３（ ）１１ ＝１８７（枚）．丙由甲处得２１７×２
７＝６２（枚），由乙处得１８７×３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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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枚），而 有２０９枚，所 以 第 二 次 交 换 后 丙 有 邮 票 ２０９－６２－５１＝９６
（枚）．

同理，第一次交换后，

甲有邮票　２１７÷ １－（ ）１
８ ＝２４８（枚）；

丙有邮票　９６÷ １－（ ）１
９ ＝１０８（枚）；

乙有邮票　１８７－２４８×１
８－１０８×１

９＝１４４（枚）．

最初，乙有邮票　１４４÷ １－（ ）１
３ ＝２１６（枚）；

　 　丙有邮票　１０８÷ １－１（ ）１０ ＝１２０（枚）；

　 　甲有邮票　２４８－２１６×１
３－１２０×１

１０＝１６４（枚）．

１１１０．甲年龄的 １
３

，等于乙年龄 的 １
４

，两 人 年 龄 的 差 的 ５
６

是１０岁．

几年以后，甲年龄的 １
４

，等于乙年龄的 １
５

？

解１　甲年龄的 １
３

，等于乙年龄的 １
４

，所以乙年龄等于甲年龄的

１
３÷１

４＝４
３．

甲年龄与乙年龄的差的 ５
６

是１０岁，这个差是１０÷５
６＝１２（岁），相 当

于甲年龄的 ４
３－１＝１

３
，所以甲的年龄是１２÷１

３＝３６（岁），乙的年龄是３６

×４
３＝４８（岁）．

若干年后，甲年龄 的 １
４

等 于 乙 年 龄 的 １
５

，这 时，乙 年 龄 是 甲 年 龄 的

１
４÷１

５＝５
４．两人年龄的差相当于甲年龄的 ５

４－１＝１
４．因 为 两 人 年 龄 的

差始终是１２岁，所 以 甲 当 时 的 年 龄 是１２÷１
４＝４８岁．而 甲 目 前 是３６岁．

４８－３６＝１２（年）．即１２年以后甲年龄的 １
４

等于乙年龄的 １
５．

综合算式为

１０÷５
６÷ １

４÷１
５（ ）－１ －１０÷５

６÷ １
３÷１

４（ ）－１ ＝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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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现在：

甲龄×１
３＝乙龄×１

４
，

甲龄∶乙龄＝１
４∶１

３＝３∶４，

两人相差 １０÷（ ）５
６

岁，

所以甲的年龄为　１０÷５
６÷（４－３）×３＝３６（岁）；

若干年后：

甲龄×１
４＝乙龄×１

５
，

甲龄∶乙龄＝１
５∶１

４＝４∶５，

两人仍相差 １０÷（ ）５
６

岁，

所以甲的年龄为　１０÷５
６

（ ）÷ ５－４ ×４＝４８（岁）；

由此可知４８－３６＝１２（年）后甲的年龄的 １
４

等于乙的年龄的 １
５．

１１１１．某车间三个小组加工零件，第一小组４天加工的零件，第二小组

３天就能完成；而第二小组６天 加 工 的 零 件，第 三 小 组５天 就 能 完 成；问 第

一小组５６天所加工的零件，由第三小组加工，几天可以完成？

解１　设第一、二、三组的工效分别是Ｖ１、Ｖ２ 和Ｖ３．
　　Ｖ１∶Ｖ２＝３∶４

　　Ｖ２∶Ｖ３＝　　５∶６　　
Ｖ１∶Ｖ２∶Ｖ３＝１５∶２０∶２４

第一小组５６天加工的零件，由第三小组加工要 １５×５６
２４ ＝３５（天）；

解２　

工　作　量 工　效 天　数

第一组　Ｑ１ Ｖ１ ４

第二组　Ｑ１ Ｑ２ Ｖ２ ３ ６

第三组 Ｑ２ Ｖ３ ５

→
转化为连比

工作量 工　效 天　数

Ｑ２ Ｖ１

８ ５６

Ｑ２ Ｖ２

６

Ｑ２ Ｖ３ ５ 
 ｘ

８
５＝５６

ｘ
，ｘ＝３５．即由第三小组加工需３５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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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３　

工　作　量 工　　效 天　　数

１×４ ①组 １ ４

１×４ ②组 １×４
３ ３

１×４
３ ×６ ②组 １×４

３ ６

１×４
３ ×６ ③组 １×４

３ ×６÷５ ５

１×５６ ①组 １ ５６

１×５６ ③组 １×４
３ ×６÷５

↓


ｔ

←

↓


　　　　　　　　

←

↓


　　　　　　　　

←　　　　　　　　

ｔ＝ １×５６
１×４
３ ×６÷５

＝３５．即由第三小组加工需３５天完成．

１１１２．买 三 种 不 同 规 格 的 木 螺 钉，第 一 种 每 个 ００６元，第 二 种 每 个

００４元，第三种２个值００５元，总共付款４３元．又第 一 种 的 个 数 是 第 二、

第三两种个数和的 １
５

，第二种的个 数 是 第 一、第 三 两 种 个 数 和 的 １
２．问 三

种木螺钉各买了多少个？

解１　设第一种木螺钉的个数为“１”，那么，第二、第三种木螺钉个数的

和是１÷１
５＝５．第一、第三种木 螺 钉 个 数 的 和 是（１＋５）÷ １＋（ ）１

２ ＝４．因

此，第三种木螺钉的个数是４－１＝３，第二种木螺钉的个数是５－３＝２．三种

木螺钉个数的比为　１∶２∶３．

买２个第二种木螺钉相当 于 买 ００４×２
００６ ＝４

３
（个）第 一 种 木 螺 钉；买３

个第三种木螺钉相当于买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６ ＝５

４
（个）第一种木螺钉．因此三种木

螺钉总价的比为

１∶４
３∶５

４．

第一种木螺钉应付款

４３× １

１＋４
３＋５

４

＝１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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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第一种木螺钉 的 个 数 是１２÷００６＝２０（个），第 二 种 的 个 数

是２０×２＝４０（个），第三种的个数是２０×３＝６０（个）；

解２　设第一种木螺 钉 买ｘ 个．则 第 二、第 三 种 个 数 的 和 是 ｘ÷（ ）１
５

，

即５ｘ个，第 一、第 三 种 个 数 的 和 是 （ｘ＋５ｘ）÷ １＋（ ）［ ］１
２

，即４ｘ 个．所 以

第三种买（４ｘ－ｘ），即３ｘ个；第二种买（５ｘ－３ｘ），即２ｘ个．依题意，得

００６ｘ＋００４×２ｘ＋００５
２ ×３ｘ＝４３．

解方程，得　ｘ＝２０，２ｘ＝２×２０＝４０，３ｘ＝３×２０＝６０．
所以买第一种木螺钉２０个，第二种木螺钉４０个，第三种木螺钉６０个．
１１１３．学校工会买了３５元与３０元 两 种 不 同 票 价 的 电 影 票 若 干 张，共

值１７５０元．如果３０元一种的张 数 减 去 两 种 电 影 票 总 张 数 的 ３
１１

，那 么 两 种

电影票的张数相等．问两种电影票各买了多少张？

解１　显然票价３０元的 电 影 票 张 数 多 于 票 价３５元 的 电 影 票 张 数．把

两种不同票价的电影票的总张数看作“１”，那么，票价３５元的张数应是总张

数的
１－３

１１
２ ＝４

１１
，票价３０元的张数应是总张数的 ４

１１＋３
１１＝７

１１．因此，两种

不同票价的电影票张数的比是 ４
１１∶７

１１＝４∶７．

买４张３５元和７张３０元的，共应付款３５×４＋３０×７＝３５０元，而１７５０
元是３５０元的５倍，由此可知：

票价３５元的，买了４×５＝２０（张），
票价３０元的，买了７×５＝３５（张）；
解２　设买３５元电影票为ｎ１ 张，３０元的为ｎ２ 张．依题意，得

ｎ２－（ｎ１＋ｎ２）×３
１１＝ｎ１（ｎ２－ｎ１）＝（ｎ２＋ｎ１）×３

１１．

令ｎ２＋ｎ１ 为“１”，则ｎ２－ｎ１ 为 ３
１１．根据和差问题的解题方法，得

１＋３
１１

２ ＝７ →１１ ｎ２

１－３
１１

２ ＝４ →１１ ｎ

烍

烌

烎１


ｎ１

ｎ２
＝

４
１１
７
１１

＝４
７．

设Ｑ１ 表示３５元票子的总金额，Ｑ２ 表示３０元票子的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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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金　额 单　　价 张　　数

Ｑ１×７ ３５ ４×７

Ｑ２×４ ３０ ７×４

表中张数成了不变量，单价与总金额成正比例，所以

Ｑ１×７
Ｑ２×４＝３５

３０＝７
６

Ｑ１

Ｑ２
＝２

３．

由此可得

１７５０÷（２＋３）×２÷３５＝２０（张）……３５元的电影票，

１７５０÷（２＋３）×３÷３０＝３５（张）……３０元的电影票；
解３　设买３５元电影票为ｎ１ 张，３０元的为ｎ２ 张．依题意，得

ｎ２－（ｎ１＋ｎ２）×３
１１＝ｎ１ ①

设ｎ２ 为“１”，代入①得ｎ１ 为４
７ ②

总　　价 单　　价 张　　数

３５×４
７ ３５ 由②代得 ４

７
３０×１
１７５０元 ３０ １

１７５０÷ ３５×４
７（ ）＋３０×１ ＝３５（张）……３０元的电影票，

３５×４
７＝２０（张）……３５元的电影票；

解４　设两种电影票共买ｘ张，则票价３５元的买了
ｘ－３

１１ｘ

２
（张），票价

３０元的买了
ｘ＋３

１１ｘ

２
（张）．依题意，得

３５×
ｘ－３

１１ｘ

２ ＋３０×
ｘ＋３

１１ｘ

２ ＝１７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５．所以票价３５元的买了
５５－３

１１×５５

２ ＝２０（张），票价

３０元的买了
５５＋３

１１×５５

２ ＝３５（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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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典型应用题

（１）平均数问题

１１１４．气象小组一周内在每天早晨８时，测得室外温度是１２℃、１３℃、

１２６℃、１３５℃、１３℃、１４℃、１３４℃．求这一周早晨８时 的 平 均 温 度．（得

数保留一位小数）
解　一周７天测得的温度和为　１２＋１３＋１２６＋１３５＋１３＋１４＋１３４

＝９１５（℃），这一周早晨８时 的 平 均 温 度 为　９１５÷７≈１３１（℃）．综 合 算

式为

（１２＋１３＋１２６＋１３５＋１３＋１４＋１３４）÷７≈１３１（℃）．
１１１５．前进农场有三块玉米试验田，第一块２４公顷，共收玉米１５１２０

千克；第 二 块１６公 顷，共 收 玉 米１０５４８千 克；第 三 块２８公 顷，共 收 玉 米

１７５８０千克．问三块试验田平均每公顷收玉米多少千克？

解　三块试验田共有　２４＋１６＋２８＝６８（公顷），收玉米　１５１２０＋
１０５４８＋１７５８０＝４３２４８（千克），平 均 每 公 顷 收 玉 米　４３２４８÷６８＝６３６０（千

克）．综合算式为

（１５１２０＋１０５４８＋１７５８０）÷（２４＋１６＋２８）＝６３６０（千克）．
１１１６．四（１）班学生积肥．第 一 小 组６人，平 均 每 人 积 肥２８千 克；第 二

小组７人，平均每人积肥２５千克；第三小组８人，平均每人积肥３１千克．问

平均每个小组积肥多少千克？

解　三个小组共积肥　２８×６＋２５×７＋３１×８＝５９１（千 克），平 均 每 组

积肥　５９１÷３＝１９７（千克）．综合算式为

（２８×６＋２５×７＋３１×８）÷３＝１９７（千克）．
说明　从以上三题可以看出，求算术平均数，就要用总份数去除与其相

对应的总数量．因此，必须先求出总数量和总份数，才能用除法求出平均数．
求平均数时“总数÷总份数＝平均数”中的“总份数”可以是小数．
１１１７．红旗机器厂装配机器，第 一 天 装 配５０台，第 二 天 比 第 一 天 多 装

配５台，第三、四两天装配的台数是第 一 天 的２倍 多３台．问 平 均 每 天 装 配

多少台？

解１　四天一共装配　５０＋（５０＋５）＋（５０×２＋３）＝２０８（台），平 均 每

天装配２０８÷４＝５２（台）．综合算式为

［５０＋（５０＋５）＋（５０×２＋３）］÷４＝５２（台）；
解２　可用移多补少拉平 的 办 法 求 平 均 数．假 使 每 天 都 装 配５０台，则

一共多出５＋３＝８（台），把这８台 平 均 分 为４份 得 每 份８÷４＝２（台），故 知

每天平均装配５０＋２＝５２（台）．综合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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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５＋３）÷４＝５２（台）．
１１１８．小林期终考试语文得８２分，数 学 得９２分，外 语 因 病 未 考．他 想

使自己的三门学科考试平均成绩达到９０分，他的外语补考成绩至少要得多

少分？

解１　要使三门学科考试平均成绩达到９０分，就要使三科的总分达到

９０×３＝２７０（分），故外语补考至少要得　２７０－８２－９２＝９６（分）．综合算式为

９０×３－８２－９２＝９６（分）；
解２　要使三门功课考试平均成绩达到９０分，他数学得９２分比９０分

多２分，把这２分加到语文８２分上得８４分，还比９０分差６分，故外语补考

要比平均成绩９０分多得６分，即９６分．综合算式为

９０＋［９０－（９２－９０＋８２）］＝９６（分）．
１１１９．一年级举行口算比赛．第二名到第六名平均每人做对１０５题，比

前六名做对题目的平均数少２题．问第一名做对了多少题？

解１　因前六名的平均数是１０５＋２＝１０７（题），故知前六名共 做 对１０７
×６＝６４２（题）；第二名到第六名平均每人做对１０５题，这５人共做对１０５×５
＝５２５（题），所以第一名做对６４２－５２５＝１１７（题）．综合算式为

（１０５＋２）×６－１０５×５＝１１７（题）；
解２　由题意知，前六名平 均 每 人 做 对 的 题 数 比 第 二 名 到 第 六 名 的 平

均数多２题，６人 共 多 做 对２×６＝１２（题），故 知 第 一 名 共 做 对１０５＋１２＝
１１７（题）．综合算式为

１０５＋２×６＝１１７（题）；
解３　由题意知，前六名做对题 目 的 平 均 数 是１０５＋２＝１０７（题），要 使

第二名到第六名每人做对的题数平均都增加２题，达到１０７题这个平均数，
就要增加２×５＝１０（题），这１０题就是第一名比其他５人的平均数１０７题多

做的．所以第一名共做对１０７＋１０＝１１７（题）．综合算式为

１０５＋２＋２×５＝１１７（题）．
１１２０．某班有４０人，数学期中 考 试 时 有 两 人 因 病 缺 考，这 时 平 均 成 绩

为７８分．后来这两人补考分别得９０分 与８６分．问 该 班 这 次 数 学 期 中 考 试

的平均成绩应是多少分？

解１　该班４０人的考试总分 为　７８×（４０－２）＋９０＋８６＝３１４０（分），
数学期中考试平均成绩为　３１４０÷４０＝７８５（分）．综合算式为

［７８×（４０－２）＋９０＋８６］÷４０＝７８５（分）；
解２　两 补 考 者 的 得 分 与 原 平 均 分 的 差 数 是　９０＋８６－７８×２＝２０，

［或９０－７８＋（８６－７８）＝２０］，将 这２０分 按４０人 平 均，每 人 平 均 分 可 提 高

２０÷４０＝０５（分），故该班这次数学期中考试的平均成绩是７８＋０５＝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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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综合算式为

７８＋（９０＋８６－７８×２）÷４０＝７８５（分）．
１１２１．刘东参加六门学科考试，语文成绩公布前他五门学科平均成绩是

９３分．语文成绩公布后，他总平均成绩下降了２分．问刘东语文考了几分？

解１　刘东六门学科考试的总成绩为　（９３－２）×６＝５４６（分）；除语文

外的五门学科的总 成 绩 为　９３×５＝４６５（分）．故 他 的 语 文 成 绩 为　５４６－
４６５＝８１（分）．综合算式为

（９３－２）×６－９３×５＝８１（分）；
解２　语文成绩公布后，六门学科的总平均分数下降了２分，说明要从

其他五门学科的总分中拿出２×５＝１０（分）加到语文成绩上，才能使各科都

达到９３－２＝９１（分），由此可知语文成绩比各科平均成绩９１分低１０分，故

语文成绩应为

（９３－２）－２×５＝８１（分）．
１１２２．三个数的平均数是１２０，如果 再 加 入 一 个 数，它 们 的 平 均 数 就 是

１１５．问加入的是什么数？

解１　加入一个数后，四个数的 总 和 是１１５×４＝４６０；原 来 三 个 数 的 总

和是１２０×３＝３６０．故知加入的一个数是４６０－３６０＝１００．综合算式为

１１５×４－１２０×３＝１００；
解２　仿上题解２，可知加入的一个数为　１１５－（１２０－１１５）×３＝１００．
１１２３．１５个同学分连环画，平均每 人 分 到７本；又 来 了 若 干 个 同 学，大

家重新分配，平均每人分到５本．问来了几个同学？

解１　连环画的总数为７×１５＝１０５（本），重新分配每人分到５本，参加

分配的人数应是１０５÷５＝２１（人），故后来来的人数是２１－１５＝６（人）．综合

算式为

７×１５÷５－１５＝６（人）；
解２　重新分配后，１５个同学每人少分７－５＝２（本），共少分２×１５＝

３０（本）．这３０本书拿来分给新来的同学每人５本，可知新来的同学有３０÷
５＝６（人）．综合算式为

（７－５）×１５÷５＝６（人）．
１１２４．３０个同学平分若干本连环画，后来又来了６个同学，大家重新分

配，每人平均分得的连环画比以前少２本．问共有连环画多少本？

解１　３０人都比以前减少２本，共减少２×３０＝６０（本），而这６０本即后

来６人平均所需之数，故知后来６人每人可分得６０÷６＝１０（本），连环画共

有１０×３６＝３６０（本）．综合算式为

２×３０÷６×（３０＋６）＝３６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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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又来６人后共有３０＋６＝３６（人），大 家 重 新 分 配 后，如 果 仍 要 保

持原来３０人时的平均数，就要缺２×３６＝７２（本），而这是因又来６人所致，
由此知每人平均分得７２÷６＝１２（本），即 原 来３０人 平 分 时，每 人 可 分 得１２
本．所以连环画一共有１２×３０＝３６０（本）．综合算式为

２×３６÷６×３０＝３６０（本）．
１１２５．志强参加五次数学测 验，平 均 成 绩 是８５分，后 三 次 的 平 均 成 绩

是８７分．问他最初两次的平均成绩是多少？

解１　志强最初两次测验共得８５×５－８７×３＝１６４（分），故他最初两次

的平均成绩是１６４÷２＝８２（分）．综合算式为

（８５×５－８７×３）÷２＝８２（分）；
解２　后三次测验的平均成绩 比 五 次 测 验 的 平 均 成 绩 高 出８７－８５＝２

（分），三次共高出２×３＝６（分），把 这６分 平 均 贴 补 给 前２次 测 验 后，五 次

测验的平均成绩才达到８５分，可 见 前 两 次 测 验 的 平 均 成 绩 为８５－６÷２＝
８２（分）．综合算式为

８５－（８７－８５）×３÷２＝８２（分）．
１１２６．黄山小学五年级学生有１２０人，在期中考试中，语文、数学、外语

三科及格的人数平均为８５％．已知语文及格的有１１４人，外语及格的有１００
人，问数学及格的有多少人？

解　因语、数、外三科及格人数平均达８５％，故知这三科及格的总人数

是　１２０×８５％×３＝３０６（人），所以数学及格的人数是　３０６－１１４－１００＝
９２（人）．综合算式为

１２０×８５％×３－１１４－１００＝９２（人）．
１１２７．１２个同学合影留念，最初３张 照 片 要３１８元，以 后 每 加 印 一 张

需０５４元，如果每人要一张照片，平均每人付多少钱？

解１　１２人要一人一张，已有３张 尚 需 加 印１２－３＝９（张），共 需 付 款

３１８＋０５４×９＝８０４（元）．故平均每人要付８０４÷１２＝０６７（元）．综 合 算

式为

［３１８＋０５４×（１２－３）］÷１２＝０６７（元）；
解２　若最初３张也以０５４元一张计算，则有差额３１８－０５４×３＝

１５６（元），１２人平分此差额每人应再付１５６÷１２＝０１３（元），故每人应付

０５４＋０１３＝０６７（元）．综合算式为

０５４＋（３１８－０５４×３）÷１２＝０６７（元）．
１１２８．甲、乙、丙 三 数，甲、乙 平 均 数 是３０，乙、丙 平 均 数 是３６，甲、丙 平

均数是３３．问这三个数的平均数是多少？

解１　据题意，可先求两 甲、两 乙、两 丙 的 总 和，再 求 三 数 的 平 均 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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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３６×２＋３３×２）÷２÷３＝３３．这三个数的平均数是３３．

因 １
２

（甲＋乙）＝３０，１
２

（乙＋丙）＝３６，１
２

（丙＋甲）＝３３，三式相加可

得　甲＋乙＋丙＝３０＋３６＋３３，所 以 也 可 直 接 把 三 数 的 两 两 平 均 数 相 加 得

出三数之和，故此解可简化为

（３０＋３６＋３３）÷３＝３３；
解２　已知三数十位均为３，只要 适 当 调 整 它 们 的 个 位 数 即 可　（０＋６

＋３）÷３＝３，所以这三个数的平均数是３３．
１１２９．有甲、乙、丙 三 个 数，已 知 甲 数 是２８；乙、丙 两 数 的 平 均 数 是２５．

求三数的平均数是多少？

解　乙、丙两数的和为２５×２＝５０，甲数是２８，故甲、乙、丙三数的平 均

数是（５０＋２８）÷３＝２６．综合算式为

（２５×２＋２８）÷３＝２６．
１１３０．乙数比甲数多９，而甲数减 去１正 好 是 乙 数 的 六 分 之 一，丙 数 是

１５．求甲、乙、丙三个数的平均数．
解１　依题意可作图如下：

由图知，乙数 为（９＋１）÷（６－１）×６＝１２；甲 数 为１２－９＝３．所 以 甲、
乙、丙三数的平均数为

（３＋１２＋１５）÷３＝１０；
解２　由解１图知，甲数为（９＋１）÷（６－１）＋１＝３，乙 数 为３＋９＝１２．

所以甲、乙、丙三数的平均数为（３＋１２＋１５）÷３＝１０；
解３　设甲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１＝１
６

（ｘ＋９）．

解方程，得　ｘ＝３．所以甲数为３，乙数为３＋９＝１２，甲、乙、丙三数的平

均数为

（３＋１２＋１５）÷３＝１０．
１１３１．甲、乙、丙、丁四个人割草，甲、乙、丙三人平均每人割草１２千克，

乙、丙、丁三人平均每人割草１３千克．已知丁割草１４千克，问甲割草多少千

克？

解　乙、丙、丁三人共割 草　１３×３＝３９（千 克），丁 割 草１４千 克，故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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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丙共割草　３９－１４＝２５（千克）；而甲、乙、丙三人共割草　１２×３＝３６（千

克），所以甲割草为　３６－２５＝１１（千克）．综合算式为

１２×３－（１３×３－１４）＝１１（千克）．
１１３２．有六个按顺序排列的数，最小数是１２，每相邻两个数之间的差为

６，问这六个数的平均数是多少？

解１　由题意可知，这六个数是１２、１８、２４、３０、３６、４２．故这六个数的

平均数为

（１２＋１８＋２４＋３０＋３６＋４２）÷６＝２７；
解２　由题意知，这六个数中有五个数与１２的差分别是１个６、２个６、

３个６、４个６、５个６．若六个数全是１２，则要多出６×（１＋２＋３＋４＋５）＝
９０，将多出的９０平分给六个数，每个数就要增加９０÷６＝１５．所以这六个数

的平均数为１２＋１５＝２７．综合算式为

１２＋６×（１＋２＋３＋４＋５）÷６＝２７；
解３　这六个数中，最小数是１２，最大数为１２＋６×５＝４２，所以这六个

数的平均数为（１２＋４２）÷２＝２７．

【注意】　等差数列前ｎ项 和Ｓｎ＝１
２

（ａ１＋ａｎ）×ｎ，这ｎ个 数 的 平 均 数

是 １
２

（ａ１＋ａｎ）×ｎ÷ｎ＝１
２

（ａ１＋ａｎ），故有解法３．

１１３３．三种花布，平均每米１０元５角，红布比黄布每米贵２元１角，绿

布比红布每米便宜６角．问这三种花布各是多少钱一米？

解１　三种花布平均每米１０元５角，故三种花布各１米，３米共１０５×
３＝３１５（角），若将这３米布都改为红布，根据三种布的差价可得３米红布的

价为３１５＋２１＋６＝３４２（角），所以红布每米是３４２÷３＝１１４（角），即 每 米１１
元４角．综合算式为　（１０５×３＋２１＋６）÷３＝１１４（角）．由 此 知 黄 布 每 米 是

１１４－２１＝９３（角），即每米９元３角；绿布每米是１１４－６＝１０８（角），即 每 米

１０元８角；
解２　设红布每米价为ｘ角，依题意，得

ｘ＋（ｘ－２１）＋（ｘ－６）＝１０５×３．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４．故红布 每 米 价 为１１４角，即１１４元；黄 布 每 米 价

为１１４－２１＝９３（元）；绿布每米价为１１４－０６＝１０８（元）．
１１３４．某人 参 加 语、数、英 三 科 测 验，平 均 得 分 ６７３分．其 中 数 学 ８１

分，英语比语文得分多，且均及格．问语文、英语各得多少分？（各科均以６０
分为及格，且得分均为整数）

解　由 题 意 可 知 三 门 学 科 总 分 为６７３×３＝２０１９，因 得 分 均 为 整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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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总分应为２０２，故语文、英语得分之和为２０２－８１＝１２１．因英语比语文

得分多，且均及格，这两科的得分必为　英语６１分，语文６０分．
１１３５．四个数均为３６，第五个数比这五个数的平均数大３．问这五个数

的平均数是多少？

解１　因第五个数 比 这 五 个 数 的 平 均 数 大３，所 以 从 第 五 个 数 中 取 出

３，平均分给另四个数，即可使它们都达到平均数的数值，可见这五个数的平

均数应为　３６＋３÷４＝３６７５；
解２　由题意知，假定这五个数都等于它们的平均数，此时若去掉一个

数，另四个数的总和应为３６×４＋３，故知其平均数为

（３６×４＋３）÷４＝３６７５；
解３　设这五个数的平均数为ｘ，依题意，得

３６×４＋（ｘ＋３）＝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３６７５．所以这五个数的平均数为３６７５．
１１３６．有６个木工和１个 家 俱 工 完 成 了 一 项 任 务，每 个 木 工 各 得２００

元，家俱工的收入比全组平均收入多３０元．问家俱工得多少元？

解１　由上题解法 可 知，全 组 平 均 收 入 应 是　２００＋３０÷６＝２０５（元）
［或（２００×６＋３０）÷６＝２０５（元）］，故家俱工应得２０５＋３０＝２３５（元）；

解２　由题意知，若七人收入都等于它们的平均数，则此时去掉一人后

六人的总收入应为　２００×６＋３０＝１２３０（元）．而６个 木 工 的 收 入 若 都 与 家

俱工一样，他们６人的总收 入 就 要 再 增 加３０×６＝１８０（元），这 时 他 们６人

的平均收入为　（２００×６＋３０＋３０×６）÷６＝２３５（元），所以家俱工的收入为

２３５元；
解３　设家俱工得ｘ元，依题意，得

２００×６＋ｘ＝７（ｘ－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３５．
所以家俱工得２３５元．
１１３７．某帽子工厂生产三种不同规格的帽子，它们的单价分别是３元、

５元、１０元；它们的产量 各 是６０００顶、３０００顶、１０００顶．问 这 家 工 厂 所 生

产的帽子的平均价格是多少？

解　该 厂 生 产 的 帽 子 共 值　３×６０００＋５×３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４３０００
（元），生产帽子的总数　６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顶），所 以 帽 子 的 平 均

价格是４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４３０（元）．综合算式为

（３×６０００＋５×３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６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４３０（元）．

【注意】　平均价 格＝３×６０００＋５×３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０
６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００ ＝ ６

１０×３＋３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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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０×１０＝４３０（元），其中 ６

１０
，３
１０

和 １
１０

三个系数反映了各种产品在求平

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些 系 数 叫 做 加 权 系 数，它 们 的 和 等 于１．加 权 平 均

都可利用加权系数求得．
１１３８．糖果店用每千克３２元的糖果４千克、每千克２１元的糖果６千克

和每千克１４元的糖果２０千 克，混 合 成 什 锦 糖．问 什 锦 糖 每 千 克 应 卖 多 少

钱？

解　这些什锦糖的总价是　３２×４＋２１×６＋１４×２０＝５３４（元）；总千克

数是４＋６＋２０＝３０，所以这种什锦糖的售价应是５３４÷３０＝１７８（元）．综合

算式为

（３２×４＋２１×６＋１４×２０）÷（４＋６＋２０）＝１７８（元）．
若用加权系数来解，此题可列式为

４
３０×３２＋６

３０×２１＋２０
３０×１４＝１７８（元）

（３０为三种糖果的总千克数，４、６、２０分别为三种糖果的千克数）．
１１３９．有两 块 棉 田，平 均 每 公 顷 产 棉１３８７５千 克．已 知 一 块 田 是３公

顷，平均每公顷产棉１５２２５千 克；另 一 块 田 平 均 每 公 顷 产 棉１２７５千 克，问

这块田是几公顷？

解　与两 块 田 平 均 每 公 顷 的 产 量 相 比，第 一 块 田 平 均 每 公 顷 多 产

１５２２５－１３８７５＝１３５（千 克），共 多 出１３５×３＝４０５（千 克）；第 二 块 田 平 均

每公顷 少 产１３８７５－１２７５＝１１２５（千 克）．要 使 第 二 块 田 平 均 每 公 顷 达 到

１３８７５千克，平均每公顷要贴补１１２５千克，现第 一 块 田 共 多 出４０５千 克，
可贴补４０５÷１１２５＝３６（公顷），可见第二块田是３６公顷．综合算式为

（１５２２５－１３８７５）×３÷（１３８７５－１２７５）＝３６（公顷）．
１１４０．两块稻田，第一块田７５公顷，平均每公顷收稻谷７１２５千克；第

二块田５公顷，平均每公顷收６７５０千 克．问 这 两 块 田 平 均 每 公 顷 收 稻 谷 多

少千克？

解　这两块田 的 总 产 量 是７１２５×７５＋６７５０×５＝８７１８７５（千 克），这

两块田共７５＋５＝１２５（公 顷）．故 知 这 两 块 田 平 均 每 公 顷 收 稻 谷８７１８７５
÷１２５＝６９７５（千克）．综合算式为

（７１２５×７５＋６７５０×５）÷（７５＋５）＝６９７５（千克）．
１１４１．某农场的麦田分成三块，总面积是３５０公顷．第一块比第二块少

１００公顷，但比第三块多５０公 顷；第 一、二、三 块 田 平 均 每 公 顷 的 产 量 分 别

是４５００千克、４０５０千克、３９００千克．问此农场的麦田平均每公顷产麦多少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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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由题意知，若第二、第 三 两 块 麦 田 的 面 积 都 与 第 一 块 麦 田 相 同，
则三块麦田的总面积是３５０－１００＋５０＝３００（公 顷），故 第 一 块 麦 田 的 面 积

是３００÷３＝１００（公顷）；第二块麦田的面积是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公顷）；第三

块麦田的面积是１００－５０＝５０（公 顷）．此 农 场 麦 的 总 产 量 为４５００×１００＋
４０５０×２００＋３９００×５０＝１４５５０００（千克），故此农场麦田平均每公顷产麦

１４５５０００÷３５０≈４１５７（千克）；
解２　依题意，三块麦田的面积如下图所示．

故知第三块田的面积是（３５０－１００－５０×２）÷３＝５０（公顷）；第一、二两

块田的面积分别是５０＋５０＝１００（公 顷）；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公 顷）．故 此 农 场

麦田平均每公顷产麦

（４５００×１００＋４０５０×２００＋３９００×５０）÷３５０≈４１５７（千克）．
１１４２．少先队搞夏令营活动，从学校到营地的距离是９千米．从学校出

发时，每小时行４千米；回来时，每小时行３千米，问来回平均每小时行多少

千米？

解　来回总距离为９×２＝１８（千 米）；来 回 共 费 时 ９
４＋９

３＝５１
４

（时），

故来回平均每小时行１８÷５１
４＝３３

７
（千米）．综合算式为

９×２÷ ９
４＋（ ）９

３ ＝３３
７

（千米）．

【注意】　因９×２÷ ９
４＋（ ）９

３ ＝２÷ １
４＋（ ）１

３
（由“商 不 变”性 质 得）．

可见，由于来回路程相同，求往返平均速度时，与路程的具体数值无关．所以

解题时可直接列式为２÷ １
４＋（ ）１

３ ＝３３
７

（千 米）．以 下 题１１４３～题１１４８

均可仿此解之．

２÷ １
４＋（ ）１

３
也可作如下理解：因来回路程相同，可取来、回各１千米

的运动情况来研究如何求其平均速度．去时，由“每小时行４千米”可知行１

千米需 １
４

时；回时，由“每小时行３千米”可知行１千米需 １
３

时．来回共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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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共费时 １
４＋（ ）１

３
时，所以来回平均每小时行

２÷ １
４＋（ ）１

３ ＝３３
７

（千米）．

１１４３．一架飞机从甲地到乙地是顺风飞行，每小时飞行８１０千米；返回

时天气不好，又是逆风飞 行，每 小 时 只 飞 行５４０千 米．甲、乙 两 地 相 距１３５０
千米．问这架飞机在甲、乙两地间往返飞行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解　因往返路程相同，由上题［注 意］知，此 机 在 甲、乙 两 地 往 返 飞 行 的

平均速度为２÷ １
８１０＋ １（ ）５４０ ＝６４８（千米／时）．

【注意】　此题若按一般整数应 用 题 解 法 则 有　１３５０×２÷（１３５０÷８１０
＋１３５０÷５４０）＝６４８（千米／时），此解法显然不及分数解法简洁．

１１４４．有一人爬山，上山速度为每小时２千米．到达山顶后即循原路下

山，下山速度为每小时６千米．问此人上、下山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解　由题１１４２［注意］知，此人上、下山的平均速度是

２÷ １
２＋（ ）１

６ ＝３（千米／时）．

【注意】　① 若设上、下山路程均为ｓ千米，依题意则有２ｓ÷ ｓ
２＋ｓ（ ）６

＝２÷ １
２＋（ ）１

６ ＝３（千米／时）．由此可再次看到：在路程相同的情况下，求

往返平均速度与路程的具体数值无关，计算时可直接列式为

２÷ １
２＋（ ）１

６ ．

② 此题易错解为（２＋６）÷２＝４（千 米）．若 设 上 山 的 速 度 为ｖ１，所 需 时

间为ｔ１；下山的速度为ｖ２，所需时 间 为ｔ２．依 题 意，得 平 均 速 度＝ｖ１ｔ１＋ｖ２ｔ２

ｔ１＋ｔ２

＝ ｔ１

ｔ１＋ｔ２
ｖ１＋

ｔ２

ｔ１＋ｔ２
ｖ２，可见求此 平 均 速 度 实 为 求 加 权 平 均 数，并 非 求ｖ１ 与

ｖ２ 的算术平均数．所以此题 用（ｖ１＋ｖ２）÷２，即（２＋６）÷２来 解 是 不 合 题 意

的．
１１４５．一台拖拉机耕两块同样面积的土地．第一块平均每天可耕２０公

顷；第二块平均每天可耕１６公顷．问两块地全部耕完后，拖拉机平均每天可

耕多少公顷？

解　因两块土地面积相等，仿上 题 解 法 可 知，两 块 土 地 全 部 耕 完 后，拖

拉机平均每天可耕

２÷ １
２０＋１（ ）１６ ＝１７７

９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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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６．张华从甲地到乙地，先是骑自行车走完全程的一半，速度是每小

时１２千米；剩下的步行，速度是每小时４千米．求张华走完全程的平均速度

是多少？

解　仿题１１４４解法可知，所求平均速度为

１÷ １
２÷１２＋１

２（ ）÷４ ＝２÷ １
１２＋（ ）１

４ ＝６（千米／时）．

【注意】　此题也可直接列式：２÷ １
１２＋（ ）１

４ ＝６（千米／时）．

１１４７．某人由甲地到乙地，全程的 １
３

坐汽车、１
３

坐火车、１
３

骑自行

车．已知汽车速度是每小时３０千 米，火 车 速 度 是 每 小 时５０千 米，自 行 车 速

度是每小时１５千米．求此人由甲地到乙地的平均速度．
解　因三段路程相等，仿上题解法可知，此人由甲地到乙地的平均速度

为

３÷ １
３０＋１

５０＋１（ ）１５ ＝２５（千米／时）．

１１４８．某人原计划以每小时１６千米的速度骑自行车由甲地去乙地，后

改为前面一半路程乘汽车（车速是自行车的２倍），后面一半路程步行（速度

是自行车的一半）．求此人由甲地到乙地的平均速度．
解　由题意知，汽车速度为１６×２＝３２（千米／时）；步行速度为１６÷２＝

８（千米／时），故此人由甲地到乙地的平均速度为

２÷ １
３２＋（ ）１

８ ＝１２４
５

（千米／时）．

１１４９．一个学生在算出３５人考试成绩的平均分数后，他粗心地把这个

平均数和３５人的考试成绩混在一起，求出了这３６个数的平均数．这第二个

平均数与３５人的考试成绩平均分数的比值是多少？

解　设３５人的考试成绩分别 为ａ１、ａ２、ａ３、…、ａ３５，他 们 的 平 均 成 绩

为珔ａ，则有３５珔ａ＝ａ１＋ａ２＋ａ３＋…＋ａ３５；而３６个 数 的 平 均 数 是（ａ１＋ａ２＋ａ３

＋…＋ａ３５＋珔ａ）÷３６＝（３５珔ａ＋珔ａ）÷３６＝３６珔ａ÷３６＝珔ａ，所 以 这３６个 数 的 平 均

数与３５人的平均成绩的比值是珔ａ∶珔ａ＝１．
１１５０．一群医生和律师组成 的 人 中，平 均 年 龄 是４０岁．若 医 生 的 平 均

年龄是３５岁，律师的平均年龄是５０岁，那么医生和律师的人数比是多少？

解　医生平均年龄比总平均年 龄 小４０－３５＝５（岁），而 律 师 平 均 年 龄

比总平均年龄大５０－４０＝１０（岁）．故知平均每位律师要与两位医生相配合

才能使他们的总平均年龄保持在４０岁．所以医生与律师的人数比是２∶１．
【注意】　若作如下解答，则 结 论 更 为 明 显：设 医 生 和 律 师 的 人 数 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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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ｍ 和ｎ，依 题 意，得 ４０（ｍ＋ｎ）＝３５ｍ＋５０ｎ，即５ｍ＝１０ｎ，ｍ／ｎ＝１０／５＝
２／１，所以医生和律师的人数比是２∶１．

１１５１．有若干粒糖果，如果平 均 分 给 某 班 的 全 体 同 学，每 人 可 得６粒；
如果只分给这个班的男同学，每人可得１０粒；如果只分给这个班的女同学，
那么每人可得几粒？

解　由题意知，１０×男生人数＝６×全班人数，

所以，男生人数是全班人数的 ３
５

，

男生每人分得的粒数＝６÷３
５

男生人数（ ）全班人数 ．

由此可知，女生人数是全班人数的 ２
５

，

女生每人可分得的粒数是６÷２
５＝１５．

１１５２．有五个数，每次选取其 中 四 个 数，算 出 它 们 的 平 均 数，然 后 加 上

第五个数；用这 种 方 法 计 算 了５次，分 别 得 到 结 果 为：８４、１１０、１０２、９８、

１１６．求这五个数的平均数．
解　设这五个数分别为ａ、ｂ、ｃ、ｄ、ｅ．
根据题意，得

ａ＋ｂ＋ｃ＋ｄ
４ ＋（ ）ｅ ＋ ａ＋ｂ＋ｃ＋ｅ

４ ＋（ ）ｄ ＋ ａ＋ｂ＋ｄ＋ｅ
４ ＋（ ）ｃ ＋

ａ＋ｃ＋ｄ＋ｅ
４ ＋（ ）ｂ ＋ ｂ＋ｃ＋ｄ＋ｅ

４ ＋（ ）ａ ＝８４＋１１０＋１０２＋９８＋１１６．

整理，得

２（ａ＋ｂ＋ｃ＋ｄ＋ｅ）＝５１０，
则　ａ＋ｂ＋ｃ＋ｄ＋ｅ＝２５５．

所以 ａ＋ｂ＋ｃ＋ｄ＋ｅ
５

即这五个数的平均数为

２５５÷５＝５１．
（２）差额平分问题

１１５３．甲仓存粮１３５００千 克，乙 仓 存 粮８４００千 克，问 甲 仓 要 转 移 多 少

粮食给乙仓，才能使两仓的存粮相等？

解１　甲、乙两 仓 存 粮 的 平 均 数 为（１３５００＋８４００）÷２＝１０９５０（千 克），
故要从甲仓取出１３５００－１０９５０＝２５５０（千克）转移到乙仓去，才 能 使 两 仓 的

存粮相等．综合算式为

１３５００－（１３５００＋８４００）÷２＝２５５０（千克）；
解２　依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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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可以看出：甲仓要取出的粮食数，即乙仓要运进的粮食数，两者之

和等于两仓存粮数之差，故知应 转 移 的 粮 食 数 是（１３５００－８４００）÷２＝２５５０
（千克）．

【注意】　差额平均不是求两数 的 平 均 数，而 是 求 使 两 数 变 成 相 等 所 需

调整的数，即差额的平均数．上述两种解法，显然解２要简便些．
１１５４．甲、乙 两 艘 油 船，分 别 装 有 石 油５９２０吨 和３０４０吨．现 由 甲 轮 向

乙轮每小时抽灌石油５７６吨，问几小时后，两船所载的石油相等？

解１　要使两船 载 油 相 等，需 从 甲 船 抽 油 给 乙 船（５９２０－３０４０）÷２＝
１４４０（吨），故所需时间为１４４０÷５７６＝２５（时）．综合算式为

（５９２０－３０４０）÷２÷５７６＝２５（时）；
解２　设ｘ时后两船所载的石油相等．依题意，得

５９２０－５７６ｘ＝３０４０＋５７６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５．故知２５时后两船所载的石油相等．
１１５５．甲、乙两桶水，若每分 钟 各 流 出 水５升，甲 桶 需５２分 流 尽，乙 桶

需３６分流尽．问甲桶流入乙桶需经过几分两桶水就相等？

解　甲乙两桶各有水５×５２＝２６０（升）、５×３６＝１８０（升）．要使甲、乙两

桶水相等，需从甲桶流入乙桶（２６０－１８０）÷２＝４０（升），故 甲 桶 流 入 乙 桶 使

两桶水相等需经过４０÷５＝８（分）．综合算式为

（５×５２－５×３６）÷２÷５＝８（分）或５×（５２－３６）÷２÷５＝８（分）．
１１５６．两生产队各出一半资金从外地购进一批良种猪仔．分配时，甲队

拿６５头，乙队拿４７头，甲队找给乙队５４元．问这批猪仔每头多少元？

解１　甲队若给乙队猪 仔（６５－４７）÷２＝９（头），则 两 队 分 配 到 的 猪 仔

数相等，甲队 就 不 需 要 找 给 乙 队 ５４ 元，可 见 每 头 猪 仔 售 价 为 ５４÷９＝６
（元）．综合算式为　５４÷［（６５－４７）÷２］＝６（元）；

解２　设每头猪仔价为ｘ元．依题意，得

６５ｘ－４７ｘ
２ ＝５４．

解方程，得　ｘ＝６．故知每头猪仔价为６元．
１１５７．甲、乙、丙三个工厂各出等量金额购买若干辆汽车．买好后，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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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需要量减少，比甲、乙各少要１５辆，甲、乙 需 各 偿 还 给 丙９０万 元．问 每 辆

汽车的价格是多少？

解１　甲、乙共比丙多 要 汽 车１５×２＝３０（辆），若 甲、乙 不 多 要，则 甲、
乙、丙各可再分配到３０÷３＝１０（辆）．现 甲、乙 都 付 给 丙９０万 元，可 见 丙 的

１０辆是平均分给甲、乙两工厂 的，即 丙 给 甲、乙 各５辆，故 知 每 辆 汽 车 的 价

格为９０÷５＝１８（万元）．综合算式为　９０÷（１５×２÷３÷２）＝１８（万元）；
解２　甲、乙各比丙多要１５辆 汽 车，若 甲、乙 各 给 丙５辆，则 三 者 取 车

辆数相等，故知甲、乙各从丙处取车５辆，又知甲、乙各偿还给丙９０万元，所

以每辆汽车价为９０÷５＝１８（万元）．
１１５８．小红有２２张纸，小琴有２４张纸，小珍有１１张纸．小红和小琴各

给小珍几张纸后，三人的纸才一样多？

解１　三人一样多时，每人应有（２２＋２４＋１１）÷３＝１９（张），故 知 小 红

要给小珍２２－１９＝３（张），小琴要给 小 珍２４－１９＝５（张），这 样 三 人 的 纸 才

一样多；
解２　若三人有纸张数都是１１张（即与小珍一样），则多出（２２－１１）＋

（２４－１１）＝２４（张），平均分配给三人，每人可再得２４÷３＝８（张），可见三人

纸一样时，每人有１１＋８＝１９（张），故小红要给小珍２２－１９＝３（张），小琴要

给小珍２４－１９＝５（张）．
（３）和差问题

１１５９．康藏公路和 青 藏 公 路 共 长４３５５千 米，康 藏 公 路 比 青 藏 公 路 长

１５５千米．问两条公路各长多少千米？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青藏公路的长是（４３５５－１５５）÷２＝２１００（千米），从而知康藏

公路的长是４３５５－２１００＝２２５５（千米）；
解２　也可先求出康藏公路的长．依题意作图

由图可知，康藏公路的长是（４３５５＋１５５）÷２＝２２５５（千米），从而知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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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长是４３５５－２２５５＝２１００（千米）；
说明　从此题的两种解法可得和差问题的基本题解公式：（和＋差）÷

２＝大数；（和－差）÷２＝小数．
解３　设青藏公路的长为ｘ千米，则康藏公路的长为（ｘ＋１５５）千米．依

题意，得

ｘ＋ｘ＋１５５＝４３５５．
解方程，得　ｘ＝２１００，ｘ＋１５５＝２１００＋１５５＝２２５５．
故知青藏公路长２１００千米，康藏公路长２２５５千米．
１１６０．甲、乙两地相距３９０千米．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要用两天时

间，已知汽车第二天比第一天多行驶２８千米，两天各行驶多少千米？

解　由题意知，两天行驶的路程和为３９０千米，差为２８千米，由上题解

题公式得，第一天行驶的路程为（３９０－２８）÷２＝１８１（千 米）；第 二 天 行 驶 的

路程为（３９０＋２８）÷２＝２０９（千米）［或３９０－１８１＝２０９（千米）］．
１１６１．甲、乙两生产组共有车床９６台，若甲组拨给乙组８台，则两组的

台数相等，问两组车床各有多少台？

解１　按和差问题解，需先求出两组的差．由题意知，甲组减少８台，乙

组增加８台，则两组车床数就相等，可见两组车床相差８×２＝１６（台），故甲

组车床有（９６＋１６）÷２＝５６（台）；乙组车床有９６－５６＝４０（台）；
解２　设甲组有车床ｘ台，则乙组有车床（９６－ｘ）台，依题意，得

ｘ－８＝９６－ｘ＋８．
解方程，得　ｘ＝５６，９６－ｘ＝９６－５６＝４０．
故知甲组有车床５６台，乙组有车床４０台．
说明　① 关 于 和 差 问 题 的 解 法，有 时 题 中 没 有 直 接 写 出 两 数 的 和 或

差，则需先设法求出两数的和或差，然后再按和差问题的规律来解．
② 若从调整后两组车床数相等来考虑，则可直接求得甲组车床有９６÷

２＋８＝５６（台）；乙组车床有９６÷２－８＝４０（台）．
１１６２．有甲、乙两个 粮 仓，共 有 米１４４０００千 克，如 果 从 甲 仓 运６０００千

克到乙仓，则两仓存粮数相等．两个粮仓原有粮各多少千克？

解１　（１４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２）÷２＝７８０００（千克）……甲仓，
（１４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２）÷２＝６６０００（千克）……乙仓；

解２　１４４０００÷２＋６０００＝７８０００（千克）……甲仓，

１４４０００÷２－６０００＝６６０００（千克）……乙仓；
解３　设甲仓存粮ｘ千克，则乙仓存粮（１４４０００－ｘ）千克，依题意，得

ｘ－６０００＝１４４０００－ｘ＋６０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７８０００，１４４０００－ｘ＝１４４０００－７８０００＝６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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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甲仓原存粮７８０００千克，乙仓原存粮６６０００千克．
１１６３．甲、乙两箱共有水果５０千克，若从甲箱中取６千克放到乙箱中，

这时甲箱还比乙箱多２千克．求两箱原有水果各多少千克？

解　先求甲、乙两箱的重量差．由题意知，甲减少６千克，乙增加６千克

后甲还比乙多２千克，可见原来甲比乙多６×２＋２＝１４（千克）．故甲箱原有

水果（５０＋１４）÷２＝３２（千克）；乙箱原有水果５０－３２＝１８（千克）．
１１６４．小红期终考试时语文和数学的平均分数是９６分，数学比语文多

８分．问语文和数学各得了几分？

解　由题意知，语、数总分为９６×２＝１９２（分），语、数成绩相 差８分，故

语文得（１９２－８）÷２＝９２（分）；数学得９２＋８＝１００（分）．
１１６５．做１０套成人服装和１０套儿童服装共用布８０米；一套成人服装

比一套儿童服装多用布２米．问做一 套 成 人 服 装 和 一 套 儿 童 服 装 各 用 布 多

少米？

解　由题意知，一套成人服装和一套儿童服装共用布８０÷１０＝８（米），
而一套成人服装比一套儿童服装多 用 布２米，故 做 一 套 成 人 服 装 要 用 布（８
＋２）÷２＝５（米），做一套儿童服装要用布８－５＝３（米）．

１１６６．甲、乙 两 块 麦 田 共 有１２公 顷，它 们 平 均 每 公 顷 产 小 麦３２２５千

克．已知甲田比乙田多收４２００千克，求两块田各收小麦多少千克？

解　由题 意 知，甲、乙 两 块 田 共 收 小 麦３２２５×１２＝３８７００（千 克），由 此

知甲田收小 麦（３８７００＋４２００）÷２＝２１４５０（千 克），乙 田 收 小 麦 （３８７００－
４２００）÷２＝１７２５０（千克）．

１１６７．３００根自行车辐条，安装４辆自行车后还剩１２根，前圈比后圈每

个少用８根，前后圈各用辐条多少根？

解　由题意知，安装 一 辆 自 行 车（即 前、后 圈 各 一 个）需 用 辐 条（３００－
１２）÷４＝７２（根），而安装一辆自行车前圈比后圈少用８根，故前圈每个用辐

条（７２－８）÷２＝３２（根）；后圈每个用辐条（７２＋８）÷２＝４０（根）．
１１６８．两笼鸡共有１５只．若甲笼再放入４只，乙笼取出２只，这时乙笼

还比甲笼的鸡多１只．求甲、乙两笼原来各有鸡多少只？

解　由题意知，甲增加４只，乙减 少２只 后 还 比 甲 多１只，可 见 原 来 乙

笼比甲笼多４＋２＋１＝７（只），故 乙 笼 的 鸡 有（１５＋７）÷２＝１１（只）；甲 笼 的

鸡有１５－１１＝４（只）．
１１６９．天平的一端有铜一块 和６千 克 的 砝 码，在 天 平 的 另 一 端 有 铜 一

块和１４千克的砝码，这时两端平 衡．如 把 两 块 铜 放 在 一 端，另 一 端 放３６千

克砝码，这时天平也平衡了．问每块铜的重量是多少千克？

解　由题意知，两块铜的重 量 和 是３６千 克，两 块 铜 的 重 量 差 是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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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千克），故甲铜块重（３６＋８）÷２＝２２（千 克）；乙 铜 块 重３６－２２＝１４（千

克）．
１１７０．小明播种了两颗树种，出土后四年一共长了６米，其中一棵比另

一棵高０８米，问两棵树平均每年各长多高？

解　要求两棵树平均每年各长高多少，应先求出两棵树的高度．由和差

问题的公式得，出土 四 年 后 两 棵 树 的 高 分 别 为　甲 树（６＋０８）÷２＝３４
（米）；乙树６－３４＝２６（米）．故 甲 树 平 均 每 年 长 高３４÷４＝０８５（米）；乙

树平均每年长高２６÷４＝０６５（米）．
１１７１．把３２５分为两个数，使两数的和是两数差的５倍，问这两个数各

是多少？

解　由题意知，两数和为３２５，差为３２５÷５＝６５．故大数是（３２５＋６５）÷
２＝１９５；小数是３２５－１９５＝１３０．

１１７２．大小两数的差是５，若以差数除和数得１５，求这两个数．
解　由题意知，两数之和为１５×５＝７５，两 数 之 差 是５．故 大 数 为（７５＋

５）÷２＝４０；小数为（７５－５）÷２＝３５．
１１７３．大小两数的和是４８，如果用差去除和得商３余３，求两数．
解　由题意知，两数和为４８，差为（４８－３）÷３＝１５，故大数是（４８＋１５）

÷２＝３１５；小数是４８－３１５＝１６５．
１１７４．上海与南京相距３１２千 米．一 列 快 车 和 一 列 货 车 同 时 从 两 地 出

发，相向而行，２３
５

时相遇．快车比 货 车 平 均 每 小 时 快１０千 米．问 快 车 和 货

车的速度各是多少？

解　由题意知，两车速 度 和 为３１２÷２３
５＝１２０（千 米／时），而 两 车 速 度

差为１０千米／时，故知快车速度为（１２０＋１０）÷２＝６５（千米／时）；货车速度

为（１２０－１０）÷２＝５５（千米／时）．
１１７５．将１１３分为两个数，使两数的和与两数的差相乘等于１９２１．求这

两个数．
解　题中两数之和为１１３，两数之差为１９２１÷１１３＝１７．故这 两 个 数 分

别是（１１３＋１７）÷２＝６５与（１１３－１７）÷２＝４８．
１１７６．两个连续奇数的和为４０，问这两个奇数的积是多少？

解１　由于是连续奇数，它 们 的 差 为２，而 和 为４０，故 知 较 大 的 奇 数 为

（４０＋２）÷２＝２１；较小的 奇 数 为（４０－２）÷２＝１９，则 两 数 的 积 为１９×２１＝
３９９；

解２　在自然数列里，奇数、偶数是相间隔的，在两个连续奇数之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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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个偶数．例如，３与５之间是４，１１与１３之间是１２，而两个连续奇数之

间的偶数，恰为这两个连续奇数的算术平均数．由此知本题两个连续奇数之

间的偶数为４０÷２＝２０，因此两连续奇数分别为２０＋１＝２１，２０－１＝１９．则

两数的积为１９×２１＝３９９．
１１７７．甲、乙两人由同地向同 方 向 出 发，经８分，甲 比 乙 多 走４０步．若

由同地相背而行，５分后两人相距３７５步．问两人每分钟各行几步？

解　由两人同地同方向行“８分，甲比乙多走４０步”知两人速度差为４０
÷８＝５（步／分），由同地相背而行“５分后两人相距３７５步”知两人速度和为

３７５÷５＝７５（步／分）．故甲的速度为　（７５＋５）÷２＝４０（步／分）；乙的速度为

　（７５－５）÷２＝３５（步／分）．
１１７８．四（１）班有学生４８人，暑期中有５人学会了游泳，这样全班会游

泳的学生比不会游泳的学生多１６人．问原来会游泳的有多少人？

解　因现在会游 泳 的 学 生 与 不 会 游 泳 的 学 生 人 数 差 为１６，人 数 和 为

４８．故现在会游泳的人数是（４８＋１６）÷２＝３２（人），原来会游泳的学生有３２
－５＝２７（人）．

１１７９．某农场原有水田和旱田共１６８公顷，如果把１８公顷旱田改为水

田，那么旱田比水田少９０公顷，问原来水田、旱田各有多少公顷？

解１　因现有水田、旱田的面积之差为９０公顷，面积之和为１６８公 顷，
故现有旱田（１６８－９０）÷２＝３９（公 顷）；现 有 水 田（１６８＋９０）÷２＝１２９（公

顷）．所以原有水田１２９－１８＝１１１（公顷），原有旱田３９＋１８＝５７（公顷）；
解２　由题意知，原来旱田比水田少９０－１８×２＝５４（公 顷），而 原 来 旱

田与水田的公顷数之和为１６８，故 原 有 水 田（１６８＋５４）÷２＝１１１（公 顷），原

有旱田１６８－１１１＝５７（公顷）．
１１８０．甲买一份苹果，乙买一份 梨 子，两 人 共 付２元８角．若 甲 再 买 一

份橘子，则甲共要付２元４角；若 乙 再 买 一 份 橘 子，则 乙 共 要 付２元．求 苹

果、梨子、橘子每份各值多少钱？

解　按题意，甲买一份苹果、一份橘子共付２元４角；乙买一份梨子、一

份橘子共付２元．故知一份苹果比一份梨子贵２４０－２＝０４０（元），而 一 份

苹果与一份梨子共２元８角，故 一 份 苹 果 价 为　（２８０＋０４０）÷２＝１６０
（元）；一份梨子价为　２８０－１６０＝１２０（元）；一份橘子价为　２４０－１６０
＝０８０（元）．

１１８１．甲车站有客车１１６辆，乙 车 站 有 客 车７６辆．每 天 甲 站 向 乙 站 开

出客车５辆，乙站向甲站开出客车２辆，求几天后乙站比甲站多３２辆客车？

解　因甲、乙两站共有客车１１６＋７６＝１９２（辆），故当乙站比甲站多３２
辆客车时，甲站有客车（１９２－３２）÷２＝８０（辆），乙 站 有 客 车１９２－８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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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甲站由原来的１１６辆减少到８０辆，而 每 天 开 出５辆、开 进２辆，即 每

天要减少５－２＝３（辆），所 以 需 经 过（１１６－８０）÷３＝１２（天），即１２天 后 乙

站比甲站多３２辆客车．综合算式为

［１１６－（１１６＋７６－３２）÷２］÷（５－２）＝１２（天）．

１１８２．有一分数，若分子加１是 ２
３

；若分子减１是 １
２．求这个分数．

解　若此分数为 ｍ
ｎ

，则分子加１即加上 １
ｎ

；分子减１即减去 １
ｎ

，故原

题可看作 ｍ
ｎ

与 １
ｎ

的和为 ２
３

、差为 １
２

，所以这个分数为

２
３＋（ ）１

２ ÷２＝７
１２．

１１８３．校园内原种有桃树和李树共２５棵，现计划再种桃树９棵、李树５
棵，那么桃树就比李树多１７棵．问原来桃树和李树各有多少棵？

解　由题意知，原来桃树比李树 多１７－（９－５）＝１３（棵），而 原 来 校 园

内桃树、李树共有２５棵，故原来桃树有（２５＋１３）÷２＝１９（棵），李树有２５－
１９＝６（棵）．

１１８４．甲、乙两校共有毕业 生１８０人．两 校 各 买 了 一 批 纪 念 册，给 本 校

毕业生每人一本后，甲校余１１６本，乙 校 余１１４本．经 研 究 两 校 各 向 彼 校 毕

业生每人送一本纪念册．送后甲校还 比 乙 校 多 剩１０本．问 两 校 各 买 有 纪 念

册多少本？各有毕业生多少人？

解１　两校共买纪念册１８０＋１１６＋１１４＝４１０（本），两校各给对方每 个

毕业生发了一本纪念册后，相 当 于 各 发 了１８０本，这 时 甲 校 比 乙 校 多 剩１０
本，说明甲校原来就比乙校多买了１０本．故知甲校买了（４１０＋１０）÷２＝２１０
（本）；乙校买了（４１０－１０）÷２＝２００（本）．因 甲 校 买２１０本 发 给 本 校 毕 业 生

每人一本后还 余１１６本，乙 校 买２００本 发 给 本 校 毕 业 生 每 人 一 本 后 还 余

１１４本，故知 甲 校 有 毕 业 生２１０－１１６＝９４（人），乙 校 有 毕 业 生２００－１１４＝
８６（人）．综合算式为　甲校毕业生数：（１８０＋１１６＋１１４＋１０）÷２－１１６＝９４
（人），乙校毕业生数：（１８０＋１１６＋１１４－１０）÷２－１１４＝８６（人）；

解２　由题意知，两校各给本 校 毕 业 生 每 人 一 本 后 共 余 下１１６＋１１４＝
２３０（本）．两校再各向彼校毕业生每人送一本后共余下２３０－１８０＝５０（本），
而这时甲校比乙校 多 余 下１０本，故 知 此 时 甲 校 还 余 下（５０＋１０）÷２＝３０
（本），乙校还余下（５０－１０）÷２＝２０（本）．而 两 校 各 给 对 方 每 个 毕 业 生 送 了

一本后，相当于两校 买 的 纪 念 册 各 发 了１８０本，所 以 甲 校 买 了３０＋１８０＝
２１０（本），乙校买了２０＋１８０＝２００（本），甲、乙两校的毕业生人数分别是２１０
－１１６＝９４（人），２００－１１４＝８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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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３　由题意知，两校各给本校毕业生每人发了一本后的剩余数，甲比

乙多１１６－１１４＝２（本），而两校再各给对方每个毕业生送一本后，甲还比乙

多１０本．可见，若原来的剩余数相同（即甲、乙都剩１１４本）则再送后甲应比

乙多剩下１０－２＝８（本），由此知甲校比乙校多８个毕业生．又知甲、乙两校

毕业生共１８０人，故知甲校毕业生有（１８０＋８）÷２＝９４（人）；乙 校 毕 业 生 有

（１８０－８）÷２＝８６（人）．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８０＋［１０－（１１６－１１４）］｝÷２＝９４
（人）和｛１８０－［１０－（１１６－１１４）］｝÷２＝８６（人）．甲、乙两校买的纪念册分别

为　９４＋１１６＝２１０（本）和８６＋１１４＝２００（本）．
１１８５．有一长 方 形 果 园，长１２０米、宽１０８米，里 面 只 种 了 苹 果 树 和 杏

树．已知每１６２米２ 有果树１０棵．苹果树比 杏 树 多２７８棵．问 两 种 果 树 各 有

多少棵？

解　由题 意 知，此 园 内 有 苹 果 树、杏 树 共１０×（１２０×１０８÷１６２）＝８００
（棵），苹 果 树 比 杏 树 多 ２７８棵．故 此 园 内 有 苹 果 树（８００＋２７８）÷２＝５３９
（棵）；有杏树（８００－２７８）÷２＝２６１（棵）．

１１８６．把长１２６厘米的铁丝 围 成 一 个 长 方 形，使 长 比 宽 多１８厘 米．问

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解　此长方形的长与宽之和应是１２６÷２＝６３（厘米），而长与宽之差为

１８厘米，故知它的长为（６３＋１８）÷２＝４０５（厘 米）、宽 为４０５－１８＝２２５
（厘米）．

１１８７．沿长宽相差３０米的长方形游泳池边跑５圈，做下水前的准备活

动．已知共跑了７００米距离．问游泳池的长和宽各是多少米？

解　由题意知，游泳池的长、宽之和为７００÷５÷２＝７０（米），长、宽之差

是３０米，故游泳池的 长 为（７０＋３０）÷２＝５０（米）；宽 为（７０－３０）÷２＝２０
（米）．

１１８８．某小学向加工厂订 购 一 批 桌 子 和 凳 子，共 付 款３６００元．已 知 桌

子的张数与凳子的只数共１５０，凳子的只数比桌子的张数多５０，且每张桌子

比每只凳子贵５４元，问桌子和凳子的单价各是多少元？

解１　先求出桌、凳订购的数量各是多少，再求它们的单价各是多少．
由题意知，凳 子 有（１５０＋５０）÷２＝１００（只），桌 子 有 １５０－１００＝５０

（张）．若将５０张桌子都换成凳子，则１５０只凳子共应付款３６００－５４×５０＝
９００（元），故每只凳子的单价是９００÷１５０＝６（元），由 此 可 知 每 张 桌 子 的 单

价是６＋５４＝６０（元）；
解２　凳子有（１５０＋５０）÷２＝１００（只），桌子有１５０－１００＝５０（张）．
设凳子每只价ｘ元，则桌子每张价（ｘ＋５４）元．依题意，得

１００ｘ＋５０（ｘ＋５４）＝３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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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６，ｘ＋５４＝６＋５４＝６０．故 知 凳 子 每 只 价６元，桌 子 每

张价６０元．
１１８９．许老师去商店 买 了１２０本 练 习 本 和 一 些 铅 笔，共 花 人 民 币１５０

元．如果买练习本比买铅笔多花１０２元，那 么 再 买３０本 练 习 本 还 要 再 付 多

少元？

解　依题意，买练习本花去的钱为（１５０＋１０２）÷２＝１２６（元），故每本练

习本售价为１２６÷１２０＝１０５（元），所 以 再 买３０本 练 习 本 还 要 付１０５×３０
＝３１５（元）．综合算式为

（１５０＋１０２）÷２÷１２０×３０＝３１５（元）．
１１９０．把７８６分成四份：第一份比第二份多２４，比第三份多１６，比第四

份多４６．问这四份各是多少？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故知第一份为［７８６＋（２４＋１６＋４６）］÷４＝２１８；第 二 份 为２１８－２４＝
１９４；第三份为２１８－１６＝２０２；第四份为２１８－４６＝１７２；

说明　此题是多量的和差问题．解这类题的方法有好几种．此解则是从

四量中选定一量作标准，据其和差关系解之．
解２　设第一份为ｘ，则第二份为ｘ－２４，第 三 份 为ｘ－１６，第 四 份 为ｘ

－４６，依题意，得

ｘ＋（ｘ－２４）＋（ｘ－１６）＋（ｘ－４６）＝７８６，解方程得ｘ＝２１８，

ｘ－２４＝２１８－２４＝１９４，ｘ－１６＝２１８－１６＝２０２，ｘ－４６＝２１８－４６＝
１７２．故知第一份为２１８，第二份为１９４，第三份为２０２，第四份为１７２．

１１９１．小红将各国发射的第 一 颗 人 造 地 球 卫 星 的 重 量 进 行 比 较，发 现

我国第一颗卫星比前苏联的重８９４千克，前苏联的比法国的重４５６千克，
法国的比日本的重２８６千克，日本的比美国的重１１８千克，这五颗卫星的

平均重量是６２４４４千克．试问这五颗人造地球卫星各重多少千克？

解１　若以法国卫星重量为标准，则我国的比法国的重８９４＋４５６＝
１３５（千克）；前苏联的比法国的重４５６千克；日本的比法国的轻２８６千克；
美国的比法国的轻１１８＋２８６＝２９７８（千 克）．假 定 五 国 卫 星 的 重 量 都 与



算

术

辞

典

　　　　　　

　　　 ５６６　　

法国的一样，它们的总重量是６２４４４×５－１３５－４５６＋２８６＋２９７８＝１９０
（千克），故知法国卫星的 重 量 是１９０÷５＝３８（千 克），由 此 知 前 苏 联 卫 星 重

量是３８＋４５６＝８３６（千克）；中国卫星重量是８３６＋８９４＝１７３（千克）；日

本卫星重 量 是３８－２８６＝９４（千 克）；美 国 卫 星 重 量 是９４－１１８＝８２２
（千克）；

【注意】　也可先求其他任何一国卫星的重量．
解２　若以我国卫星 重 量 为 标 准，则 我 国 的 比 前 苏 联 的 重８９４千 克，

比法国的重８９４＋４５６＝１３５（千 克），比 日 本 的 重１３５＋２８６＝１６３６（千

克），比美国的重１６３６＋１１８＝１６４７８（千 克）．假 定 五 国 卫 星 的 重 量 都 与

我国的一样，它们 的 总 重 量 是６２４４４×５＋８９４＋１３５＋１６３６＋１６４７８＝
８６５（千克），故知我国卫星的重 量 是８６５÷５＝１７３（千 克）．由 此 知 前 苏 联 卫

星重量是１７３－８９４＝８３６（千 克）；法 国 卫 星 重 量 是８３６－４５６＝３８（千

克）；日本卫星重量是３８－２８６＝９４（千克）；美国卫星重量是９４－１１８＝
８２２（千克）．

１１９２．某轴线厂有四位工人开展劳动竞赛．甲比乙多缠线１２０轴，丙比

乙少缠线８０轴，丁比甲少缠线２０轴，四人共缠线１８４０轴．问这四人各缠线

多少轴？

解　若以乙为标准，则甲比乙多缠线１２０轴，丙比乙少缠线８０轴，丁比

乙多缠线１２０－２０＝１００（轴）．假 定 各 人 缠 线 轴 数 都 与 乙 相 同，这 四 人 应 共

缠线１８４０－１２０＋８０－１００＝１７００（轴），故 知 乙 缠 线１７００÷４＝４２５（轴）．所

以甲缠线４２５＋１２０＝５４５（轴），丙缠线４２５－８０＝３４５（轴），丁缠线４２５＋１００
＝５２５（轴）．

１１９３．三只船运木板９８００块，第一船比其余两船共运的少１４００块，第

二船比第三船多运２００块．问三船各运木板多少块？

解　依题意可作下图：

故知第二、第三两船共 运（９８００＋１４００）÷２＝５６００（块），而 第 二 船 比 第

三船多运２００块，所以第二船运木板（５６００＋２００）÷２＝２９００（块）；第三船运

木板（５６００－２００）÷２＝２７００（块）；第一船运木板５６００－１４００＝４２００（块）．
１１９４．一列快车长２８０米，一列慢车长２００米，在平行的轨道上相向而

行，从两车头相遇到两车尾相离经过２０秒．若 此 两 车 在 平 行 的 轨 道 上 同 向

而行，慢车在前，快车 在 后 从 两 车 相 遇（快 车 头 与 慢 车 尾 相 遇）到 两 车 相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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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车尾与慢车头相离）经过２分，求两车速度各是多少？

解　两种情况下，从相遇到相离所行的路程都是两车车身之长的和．但

“相向 而 行”时，是 两 车 在２０秒 内 共 同 走 的，故 知 两 车 的 速 度 和 为（２８０＋
２００）÷２０＝２４（米／秒）；“同向而行”时，是在“追及”情况下运动，是快车比慢

车多走的路程，故知两车速度差为（２８０＋２００）÷（６０×２）＝４（米／秒）．所 以

快车速度为（２４＋４）÷２＝１４（米／秒）；慢车速度为（２４－４）÷２＝１０（米／秒）．
１１９５．有５０名学生 参 加 联 欢 会．第 一 个 到 会 的 女 生 同 全 部 男 生 握 过

手，第二个到会的女生只差一个男生没握过手，第三个到会的女生只差２个

男生没握手，如此等等，最后一个到会的女生同７个男生握过手．问这５０名

同学中有多少男生？

解　第一个到会的女生同全部男 生 握 过 手，以 后 到 会 的 女 生 与 男 生 握

过手的人数根据到会顺序 递 减１，直 到 最 后 一 个 到 会 的 女 生 同７个 男 生 握

过手，显然女生人数比男生人数少６人．所以这５０名学生中男生有

（５０＋６）÷２＝２８（人）．
（４）和倍问题

１１９６．甲、乙两个化 肥 厂 共 生 产 化 肥６６４吨，甲 厂 的 产 量 是 乙 厂 的３
倍．问两厂各生产化肥多少吨？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以乙厂产量为标准，总 产 量６６４吨 是 乙 厂 产 量 的（３＋１）倍，
所以乙厂生产的吨数为６６４÷（３＋１）＝１６６（吨）；甲厂生产的吨数为１６６×３
＝４９８（吨）；

说明　解答和倍问题时，先选定一个数作为标准，然后设法把其他数以

及各数的和分别折合成标准数的倍数，用除法先求出标准数，一般计算公式

为　和÷（倍数＋１）＝标准数，再求出其他数．
解２　设乙厂生产ｘ吨，那么甲厂生产３ｘ吨．依题意，得

ｘ＋３ｘ＝６６４．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６，３ｘ＝４９８．
所以甲厂生产４９８吨，乙厂生产１６６吨．
１１９７．果园里有梨树、苹果 树 和 桃 树 共１８００棵，其 中 梨 树 的 棵 数 是 苹

果数棵数的２倍，桃树的棵数是 苹 果 树 棵 数 的３倍．求 梨 树、苹 果 树 和 桃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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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棵数．
解１　以苹果树的棵数为 标 准，总 棵 数 是 苹 果 树 的（２＋３＋１）倍．所 以

苹果树的棵数是１８００÷（２＋３＋１）＝３００（棵），梨 树 的 棵 数 是３００×２＝６００
（棵），桃树的棵数是３００×３＝９００（棵）；

解２　设苹果树有ｘ棵，则梨树有２ｘ棵，桃树有３ｘ棵．依题意，得

ｘ＋２ｘ＋３ｘ＝１８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０，２ｘ＝６００，３ｘ＝９００．
所以苹果树有３００棵，梨树有６００棵，桃树有９００棵．
１１９８．三块钢板共重２０７千克．第一块的重量是第二块的３倍，第二块

的重量是第三块的２倍．问三块钢板各重多少千克？

解１　如果把第三块的重 量 作 标 准，那 么 第 一 块 的 重 量 是 第 三 块 的（２
×３）倍，总重量是第三块的（２×３＋２＋１）倍．所以第三块重２０７÷（２×３＋２
＋１）＝２３（千克），第 二 块 重２３×２＝４６（千 克），第 一 块 重４６×３＝１３８（千

克）；
解２　设第三块钢板重ｘ 千克，则第二块钢板重２ｘ 千克，第 一 块 钢 板

重（２×３）ｘ千克，依题意，得

ｘ＋２ｘ＋（２×３）ｘ＝２０７．
解方程，得　ｘ＝２３，２ｘ＝４６，（２×３）ｘ＝１３８．
所以第一块钢板重１３８千克，第二块钢板重４６千克，第三块钢 板 重２３

千克．
１１９９．某厂三个车间共有工人６２４人，第一车间的人数是第二车间的５

倍，第三车间的人数等于第一、二两个车间人数的和．求各车间的人数．
解１　以第二车间的人数 为 标 准，第 三 车 间 人 数 是 第 二 车 间 人 数 的（５

＋１）倍，总人数是第二车 间 人 数 的５＋（５＋１）＋１＝１２（倍），所 以 第 二 车 间

的人数是６２４÷［５＋（５＋１）＋１］＝５２（人），第 一 车 间 的 人 数 是５２×５＝２６０
（人），第三车间的人数是５２＋２６０＝３１２（人）；

解２　由第三车间的人数等于第一、二两个车间人数的和可知：三个车

间的总 人 数 正 好 是 第 三 车 间 人 数 的２倍，故 知 第 三 车 间 人 数 为６２４÷２＝
３１２（人）．这个人数也就是第一、第二两个车间人数的和，又是第三车间人数

的（５＋１）倍，所以，第二 车 间 的 人 数 是３１２÷（５＋１）＝５２（人），第 一 车 间 的

人数是５２×５＝２６０（人）；
解３　设第二车 间 有ｘ 人，则 第 一 车 间 有５ｘ 人，第 三 车 间 有（５＋１）ｘ

人．依题意，得

ｘ＋５ｘ＋（５＋１）ｘ＝６２４．
解方程，得　ｘ＝５２，５ｘ＝２６０，（５＋１）ｘ＝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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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一车间有２６０人，第二车间有５２人，第三车间有３１２人．
１２００．少先队员种柳树 和 杨 树 共１３４棵，杨 树 的 棵 数 比 柳 树 棵 数 的３

倍多１４棵．两种树各种了多少棵？

解１　如果杨树少种１４棵，杨树和柳树的总数是（１３４－１４）棵，这 时 杨

树的棵树恰好是 柳 树 的３倍，所 以 柳 树 的 棵 数 是（１３４－１４）÷（３＋１）＝３０
（棵），杨树的棵数是１３４－３０＝１０４（棵）；

解２　设有柳树ｘ棵，则有杨树（３ｘ＋１４）棵．依题意，得

ｘ＋３ｘ＋１４＝１３４．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３ｘ＋１４＝１０４．
所以有柳树３０棵，杨树１０４棵．
１２０１．少先队员种柳树和杨 树 共１０８棵，杨 树 的 棵 数 比 柳 树 的３倍 少

１２棵．问两种树各种了多少棵？

解１　如果杨树多种１２棵，柳树和杨树的总数是（１０８＋１２）棵，这 时 杨

树的棵数恰好是 柳 树 的３倍，所 以 柳 树 的 棵 数 是（１０８＋１２）÷（３＋１）＝３０
（棵），杨树的棵数是１０８－３０＝７８（棵）；

解２　设种柳树ｘ棵，则种杨树（３ｘ－１２）棵，依题意，得

ｘ＋３ｘ－１２＝１０８．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３ｘ－１２＝７８．
所以种柳树３０棵，种杨树７８棵．
１２０２．小华在两天内做了５７０道口算题，第一天做的题数的１０倍等于

第二天做的题数的９倍．问两天各做了多少道口算题？

解１　若以第二天 做 的 作 标 准，那 么 第 一 天 做 的 是 第 二 天 的９÷１０＝

９
１０．总数５７０道就相当于第二天的 １＋９（ ）１０

倍，所以第二天做的题数是５７０

÷ １＋９（ ）１０ ＝３００（道），第一天做的题数是５７０－３００＝２７０（道）；

解２　设第一天做了ｘ道口算题，则第二天做了（５７０－ｘ）道口算题．依

题意，得

１０ｘ＝９（５７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７０．
所以第一天做了２７０道口算题，第二天做了５７０－ｘ＝３００（道）口算题．
１２０３．一块长方形地，它的周长是２４米，长是宽的２倍．求这块地的面

积．
解　长与宽的和是（２４÷２）米，以宽为标准，它是宽的（２＋１）倍．所以这

块地的宽是２４÷２÷（２＋１）＝４（米），长 是４×２＝８（米），面 积 是４×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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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２）．
１２０４．甲、乙两个筑 路 队 合 修 一 条 长３１２米 的 公 路，同 时 从 两 端 开 始

修，经８天完工．已知甲队每天的 工 作 量 是 乙 队 的２倍，求 两 队 每 天 各 修 多

少米？

解　两队每天共修（３１２÷８）米，它是乙队每天工作量的（２＋１）倍，所以

乙队每天修３１２÷８÷（２＋１）＝１３（米）；甲队每天修１３×２＝２６（米）．
１２０５．用同样大小的纸２００张 制 作 大 小 两 种 风 筝，小 风 筝 每 个 用 纸１

张，大风筝每个用纸２张．要使小 风 筝 的 个 数 是 大 风 筝 的 个 数 的６倍，两 种

风筝各制作了多少个？

解１　由于小风筝的个数是大风筝的６倍，每制作６个小的就要制作１
个大的，而制作６个 小 的 和１个 大 的 共 要 用 纸（６＋２）张，故 知 大 风 筝 做 了

２００÷（６＋２）＝２５（个），小风筝做了２５×６＝１５０（个）；
解２　设大风筝制作ｘ个，则小风筝制作了６ｘ个，依题意，得

２ｘ＋６ｘ＝２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５，６ｘ＝１５０．
所以大风筝制作了２５个，小风筝制作了２５×６＝１５０（个）．
１２０６．书架上、下两层共有书１０９本．如果把新买的１５本放入上层，那

么上层的书正好是下层的３倍．问两层原来各有书多少本？

解１　新买的１５本放入上层后，两层共有书（１０９＋１５）本，它是下 层 的

（３＋１）倍．所以下层原有书的本数是（１０９＋１５）÷（３＋１）＝３１（本），上 层 原

有书的本数是１０９－３１＝７８（本）；
解２　设下层原有书ｘ本，则上层原有书（３ｘ－１５）本．依题意，得

ｘ＋３ｘ－１５＝１０９．
解方程，得　ｘ＝３１，３ｘ－１５＝７８．
所以上层原有书７８本，下层原有书３１本．
１２０７．两箱茶叶共重８８千克，如果从甲箱取出１５千克放入乙箱，那么

乙箱的斤数是甲箱的３倍．问两箱原有茶叶各多少千克？

解１　从甲箱取出１５千 克 放 入 乙 箱，两 箱 的 总 千 克 数 不 变．以 甲 箱 现

有的千克数作标准，总千克 数 是 它 的（３＋１）倍．甲 箱 现 有 千 克 数 为８８÷（３
＋１），所以甲箱原有茶叶８８÷（３＋１）＋１５＝３７（千 克），乙 箱 原 有 茶 叶８８－
３７＝５１（千克）；

解２　设甲箱原有茶叶ｘ千克，则乙箱原有茶叶（８８－ｘ）千克．依题意，
得

３（ｘ－１５）＝８０－ｘ＋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３７，８８－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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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甲箱原有茶叶３７千克，乙箱原有茶叶５１千克．
１２０８．甲、乙两仓共有化肥３００吨，从甲仓运３０吨到乙仓后，乙仓的化

肥比甲仓的 ２
３

少５０吨．问两仓原来各有化肥多少吨？

解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甲仓现有化肥（３００＋５０）÷ １＋（ ）２
３ ＝２１０（吨），故 知 甲 仓 原

有化肥２１０＋３０＝２４０（吨）．综合算式为

（３００＋５０）÷ １＋（ ）２
３ ＋３０＝２４０（吨）；乙仓原有３００－２４０＝６０（吨）．

１２０９．甲、乙两 仓 共 有 化 肥３００吨，乙 仓 运 进５０吨，甲 仓 运 出 它 的 １
４

后，两仓的化肥数正好相等．问两仓原来各有化肥多少吨？

解　乙仓运进５０吨，如 果 甲 仓 不 运 出，那 么 乙 仓 现 有 吨 数 是 甲 仓 的

１－（ ）１
４

，此时两仓的化肥总数应是（３００＋５０）吨，它 是 甲 仓 原 有 化 肥 数 的

１－１
４（ ）＋１ 倍，所以甲仓原 有 化 肥 吨 数 是（３００＋５０）÷ １－１

４（ ）＋１ ＝２００

（吨）；乙仓原有化肥吨数是３００－２００＝１００（吨）．
１２１０．某畜牧 场 有 绵 羊、山 羊 共３５６１只，如 果 绵 羊 减 少６０只，山 羊 增

加１００只，那么绵羊只数比山羊只数 的２倍 多１只．问 原 来 绵 羊、山 羊 各 有

多少只？

解１　绵羊减少６０只、山 羊 增 加１００只 后 羊 的 总 数 是３５６１－６０＋１００
＝３６０１（只），如果再减少１只 绵 羊，总 数 是３６０１－１＝３６００（只），此 时 绵 羊

只数正好是山 羊 的 ２ 倍，所 以 此 时 山 羊 的 只 数 是 ３６００÷（２＋１）＝１２００
（只），原来只数是１２００－１００＝１１００（只）．综合算式 为　（３５６１－６０＋１００－
１）÷（２＋１）－１００＝１１００（只），原来绵羊的只数是３５６１－１１００＝２４６１（只）；

解２　设原有山羊ｘ只，则原有绵羊（３５６１－ｘ）只．依题意，得

２（ｘ＋１００）＋１＝３５６１－ｘ－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００，３５６１－ｘ＝２４６１．
所以原有山羊１１００只；绵羊２４６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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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１．甲数被乙数除商３余１０，假 如 把 除 数、被 除 数、商 和 余 数 都 加 起

来，得１４３．求甲、乙两数．
解１　被除数与除数的和是１４３－（１０＋３）＝１３０，若被除数 减 少１０，那

么被除数恰好是除数的３倍，此时被除数与除数的和（即甲、乙两数的和）是

１３０－１０＝１２０，故知乙数是１２０÷（３＋１）＝３０．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４３－（１０＋
３）－１０］÷（３＋１）＝３０，甲数是３０×３＋１０＝１００；

解２　设乙数为ｘ，则甲数为３ｘ＋１０．依题意，得

ｘ＋３ｘ＋１０＋３＋１０＝１４３．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３ｘ＋１０＝１００．
所以甲数为１００，乙数为３０．
１２１２．某农场有水田２５５公 顷，旱 田８５公 顷，今 冬 明 春 计 划 把 一 部 分

旱田改成水田，使全队旱田公顷数的１５倍 相 当 于 水 田 公 顷 数 的２倍．问 要

把多少公顷旱田改成水田？

解１　把一部分旱田改成 水 田 后 总 公 顷 数 不 变，此 时 水 田 的 公 顷 数 是

旱田的１５÷２＝７５（倍），所以旱 田 的 公 顷 数 为（２５５＋８５）÷（１＋７５）＝４０
（公顷），要把旱田改成水 田 的 公 顷 数 为８５－４０＝４５（公 顷）．综 合 算 式 为　
（２５５＋８５）÷（１＋１５÷２）－４０＝４５（公顷）；

解２　设要把ｘ公顷旱田改成水田，依题意，得

２（２５５＋ｘ）＝１５（８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４５．
所以要把４５公顷旱田改成水田．
１２１３．甲池有水１５００米３，乙池有水１２００米３，每 分 钟 从 甲 池 流 入 乙 池

２５米３ 水，求多少分后乙池的水是甲池的２倍？

解１　当乙池的水是甲池的２倍 时，甲 池 有 水（１５００＋１２００）÷（２＋１）

＝９００（米３）．所以甲池流入乙 池１５００－９００＝６００（米３），所 求 时 间 为６００÷
２５＝２４（分）．综合算式为　［１５００－（１５００＋１２００）÷（２＋１）］÷２５＝２４（分）；

解２　设ｘ分后乙池的水是甲池的２倍．依题意，得

２（１５００－２５ｘ）＝１２００＋２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４．
所以２４分后乙池的水是甲池的２倍．
１２１４．三个植树队共植树１８００棵，甲 队 植 树 的 棵 数 是 乙 队 的２倍，乙

队植树的棵数比丙队少２００棵．问三队各植树多少棵？

解１　把乙队植树的 棵 数 作 标 准，若 丙 队 少 种２００棵，则 总 数 为（１８００
－２００）棵，它是乙队的（２＋１＋１）倍．所以乙队植树的棵数为（１８００－２００）÷
（２＋１＋１）＝４００（棵），丙队植树的棵数为４００＋２００＝６００（棵），甲队 植 树 的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５７３　　 　 　

棵数为４００×２＝８００（棵）；
解２　设乙队植树ｘ棵，则甲队植树２ｘ棵，丙队植树（ｘ＋２００）棵，依题

意，得

ｘ＋２ｘ＋ｘ＋２００＝１８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００，２ｘ＝８００，ｘ＋２００＝６００．
所以甲队植树８００棵，乙队植树４００棵，丙队植树６００棵．
１２１５．三个物体平均重３１千克，甲物比乙、丙两物重量的和轻１千克，

乙物比丙物的２倍重２千克．问三物各重多少千克？

解１　三个物体的总重量为（３１×３）千克，若减去１千克就是甲物重量

的２倍．所以甲物重（３１×３－１）÷２＝４６（千 克），丙 物 重（４６＋１－２）÷（２＋
１）＝１５（千克），乙物重１５×２＋２＝３２（千克）；

解２　设丙物重ｘ千克，则乙物重（２ｘ＋２）千克，甲物重（ｘ＋２ｘ＋２－１）
千克．依题意，得

ｘ＋２ｘ＋２＋ｘ＋２ｘ＋２－１＝３１×３，或２（ｘ＋２ｘ＋２）－１＝３１×３．
解方程，得　ｘ＝１５，２ｘ＋２＝３２，ｘ＋２ｘ＋２－１＝４６．
所以甲物重４６千克，乙物重３２千克，丙物重１５千克．
１２１６．甲、乙、丙 三 人，由 于 超 额 完 成 任 务，共 得 奖 金１２０元．甲 得 的３

倍等于乙得的５倍，乙得的２倍等于丙得的３倍．问三人各得奖金多少元？

解１　若以乙得的奖金作标准，则甲得的是乙得的 ５
３

倍，丙得的是乙得

的 ２
３．１２０元是乙得的 ５

３＋２
３（ ）＋１ 倍．所以乙得奖金１２０÷ ５

３＋２
３（ ）＋１

＝３６（元），甲得奖金３６×５
３＝６０（元），丙得奖金３６×２

３＝２４（元）；

解２　甲、乙所 得 奖 金 之 比 为５∶３，乙、丙 所 得 奖 金 之 比 为３∶２，甲、
乙、丙三人所得奖金之比 为５∶３∶２．所 以 甲 得１２０÷（５＋３＋２）×５＝６０
（元），乙得１２０÷（５＋３＋２）×３＝３６（元），丙 得１２０÷（５＋３＋２）×２＝２４
（元）．

１２１７．甲、乙、丙 三 数 之 和 为１０００，甲 数 比 乙 数 的３倍 小２，丙 数 比 甲、
乙两数之和的一半大１．求这三个数．

解　丙数的２倍等于甲、乙两数之和加上１×２，所以１０００＋１×２就是

丙数的（２＋１）倍．丙数是（１０００＋１×２）÷（２＋１）＝３３４；乙 数 是（３３４×２）÷
（３＋１）＝１６７；甲数是１６７×３－２＝４９９．

１２１８．某校有６０个学生按 工 种 分 甲、乙、丙 三 组 参 加 勤 工 俭 学，乙 组

人数为甲组的２倍，丙 组 为 甲 组 的３倍．每 天 共 得 报 酬５０５元，已 知 每 人

每天的报酬甲组比乙组高１元，乙组比丙组高２０％．求各组每个 人 每 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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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
解１　甲组的人数是６０÷（２＋３＋１）＝１０（人），乙组的人数是１０×２＝

２０（人），丙组的人数是１０×３＝３０（人）．若 以 丙 组 每 个 人 的 报 酬 作 标 准，则

乙组每个人的报酬为丙组 每 个 人 的１＋２０％，甲 组 每 个 人 的 报 酬 比 丙 组 每

个人的（１＋２０％）多１元．所以５０５－１×１０＝４９５（元）相 当 于 丙 组３０＋（２０
＋１０）×（１＋２０％）＝６６（人）每 天 的 报 酬，丙 组 每 人 每 天 的 报 酬 是４９５÷６６
＝７５（元），乙组每人每天的报 酬 是７５×（１＋２０％）＝９（元），甲 组 每 人 每

天的报酬是９＋１＝１０（元）；
解２　在解１求得甲、乙、丙三组的人数后，可用方程解．设乙组每人每

天的报酬为ｘ元，则甲组为（ｘ＋１）元，丙组为 １
１＋２０％ｘ元．依题意，得

２０ｘ＋１０（ｘ＋１）＋３０× １
１＋２０％ｘ＝５０５．

解方程，得　ｘ＝９，ｘ＋１＝１０， １
１＋２０％ｘ＝７５．

所以甲组每人每天的报酬是１０元，乙 组 每 人 每 天 的 报 酬 是９元，丙 组

每人每天的报酬是７元５角．
１２１９．四个数的和是１８０，第一个数 是 第 二 个 数 的２倍，第 二 个 数 是 第

三个数的２倍，第三个数是第四个数的２倍．求这四个数．
解　若把第四个数作标准，则第三个数是第四个数的２倍，第二个数是

第四个数的（２×２）倍，第一个数是第 四 个 数 的（２×２×２）倍，所 以 第 四 个 数

是１８０÷（１＋２＋２×２＋２×２×２）＝１２；第三个数是１２×２＝２４；第二个数是

２４×２＝４８；第一个数是４８×２＝９６．
１２２０．甲、乙、丙、丁四个数的和为１６２，若甲数加上２，乙数减去２，丙数

乘以２，丁数除以２，则各数相等．求这四个数．
解１　若以丙数作标准，则甲数加上２是丙数的２倍，乙数减去２是丙

数的２倍，丁数是丙数的（２×２）倍．所以１６２＋２－２＝１６２是丙数的２＋２＋２
×２＋１＝９（倍），丙数是１６２÷９＝１８；甲数为１８×２－２＝３４，乙数为１８×２＋
２＝３８，丁数为１８×（２×２）＝７２；

解２　设丙数为ｘ，则甲数为２ｘ－２，乙数为２ｘ＋２，丙数为２×２ｘ．依题

意，得

ｘ＋２ｘ－２＋２ｘ＋２＋２×２ｘ＝１６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２ｘ－２＝３４，２ｘ＋２＝３８，２×２ｘ＝７２．
所以甲数为３４，乙数为３８，丙数为１８，丁数为７２．
１２２１．大小两数的和为２０，大数的３倍与小数的５倍的和为７４．求这两

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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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大数的３倍与小数的３倍的和是２０×３＝６０，而大数的３倍与小

数的５倍的和是７４，所以小数的（５－３）倍是７４－６０＝１４，小数是１４÷（５－
３）＝７．综合算式为

（７４－２０×３）÷（５－３）＝７，大数是２０－７＝１３；
解２　大数的５倍与小数的５倍的和是２０×５＝１００，而大数的３倍与

小数的５倍的和是７４，所以大数的（５－３）倍是１００－７４＝２６，大数是２６÷
（５－３）＝１３．综 合 算 式 为　（２０×５－７４）÷（５－３）＝１３，小 数 是２０－１３
＝７；

解３　设大数为ｘ，则小数为２０－ｘ．依题意，得

３ｘ＋５（２０－ｘ）＝７４．
解方程，得　ｘ＝１３，２０－ｘ＝７．
所以大数为１３，小数为７．
１２２２．育红小学买１台 电 视 机 和３台 录 音 机，共 用 去１２７５０元．一 台

电视机的价格是一台录 音 机 的 价 格 的２倍．问 电 视 机 和 录 音 机 每 台 各 多

少元？

解１　若把一台录音机的 价 格 作 标 准，则 总 价 是 每 台 录 音 机 价 格 的（２
＋３）倍．所以每台录音机的价格是１２７５０÷（２＋３）＝２５５０（元），每台电 视 机

的价格是２５５０×２＝５１００（元）；
解２　设每台录音机价为ｘ元，则每台电视机价为２ｘ元．依题意，得

２ｘ＋３ｘ＝１２７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５５０，２ｘ＝５１００．
所以每台录音机价２５５０元，每台电视机价５１００元．
１２２３．甲数比乙数大１０，甲数的４倍与乙数的７倍的和是２０５．求甲、乙

两数．
解１　因为甲数比乙数大１０，甲的４倍＝乙的４倍＋１０×４，所以２０５－

１０×４是乙数的（７＋４）倍，乙数是（２０５－１０×４）÷（７＋４）＝１５，甲数是１５＋
１０＝２５；

解２　设甲数为ｘ，则乙数为ｘ－１０．依题意，得

４ｘ＋７（ｘ－１０）＝２０５．
解方程，得　ｘ＝２５，ｘ－１０＝１５．
所以甲数为２５，乙数为１５．
１２２４．大数的３倍与小数的４倍的和是１６５，大数的４倍与小数的３倍

的和是１７１．求大、小两数．
解１　大数的（３＋４）倍 与 小 数 的（４＋３）倍 的 和 是（１６５＋１７１），大 数 与

小数的和是（１６５＋１７１）÷（３＋４）＝４８，大数的３倍与小数的３倍的和 是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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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４，所以小数是１６５－１４４＝２１．综合算式为　１６５－（１６５＋１７１）÷（３
＋４）×３＝２１，大数是（１６５－２１×４）÷３＝２７；

解２　由题意知大数比小数大１７１－１６５＝６，故大数的（３＋４）倍 为１６５
＋６×４＝１８９，大数为１８９÷（３＋４）＝２７．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６５＋（１７１－１６５）

×４］÷（３＋４）＝２７，小 数 为（１６５－２７×３）÷４＝２１，或２７－（１７１－１６５）＝
２１；

解３　设大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６５－３ｘ
４ ＝１７１－４ｘ

３ ．

解方程，得　ｘ＝２７，１６５－３ｘ
４ ＝２１．

所以大数是２７，小数是２１．
１２２５．某农场在三块田上共收小麦５４０５千克．第一块田收的小麦比第

二块的２倍少６０千克，第三块田 收 的 小 麦 比 第 一 块 的２倍 多１２５千 克．问

三块田各收小麦多少千克？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如果第一块增产６０千克，恰好是第二块的２倍，第三块减少

１２５－６０×２＝５（千克），恰好是第 二 块 的２×２＝４（倍），所 以，５４０５＋６０－５
＝５４６０（千克）相当于第二块 产 量 的２＋２×２＋１＝７（倍），故 知 第 二 块 田 产

量是５４６０÷７＝７８０（千克），综合算式为　［５４０５＋６０－（１２５－６０×２）］÷（２
＋２×２＋１）＝７８０（千克），第一块田产量是７８０×２－６０＝１５００（千克）；第 三

块田产量是１５００×２＋１２５＝３１２５（千克）；
解２　设第二块田收小麦ｘ千克，则第一块田收小麦（２ｘ－６０）千克，第

三块田收小麦［２（２ｘ－６０）＋１２５］千克．依题意，得

ｘ＋２ｘ－６０＋２（２ｘ－６０）＋１２５＝５４０５．
解方程，得　ｘ＝７８０，２ｘ－６０＝１５００，２（２ｘ－６０）＋１２５＝３１２５．
所以第一块田收小麦１５００千克，第二块田收小麦７８０千克，第三 块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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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小麦３１２５千克．
１２２６．买甲、乙两种电影票共５２张，共付８４０元，甲种票数是乙种票数

的 ３
１０．一张甲种票 价 是 一 张 乙 种 票 价 的１１

３
倍．求 每 种 电 影 票 每 张 的 单

价．

解　乙种票的张数是５２÷ １＋３（ ）１０ ＝４０（张），甲种票的张数是５２－４０

＝１２（张），１２张甲种票的票价相当于１２×１１
３＝１６（张）乙 种 票 的 票 价．所

以乙种 票 的 单 价 是 ８４０÷ （４０＋１６）＝１５（元）．综 合 算 式 为 　８４０÷

５２÷ １＋３（ ）１０ ＋ ５２－５２÷ １＋３（ ）［ ］１０ ×１｛ ｝１
３ ＝１５（元），甲种票的单价是

１５×１１
３＝２０（元）．

（５）差倍问题

１２２７．胜利小学开展冬季体 育 比 赛．参 加 跳 绳 的 人 数 是 踢 毽 子 的 人 数

的４倍，比踢毽子的多７２人．问参加跳绳和踢毽子的各有多少人？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若把踢毽子的人数作标 准，则７２人 是 踢 毽 子 的 人 数 的（４－
１）倍，所以踢毽子的人数是７２÷（４－１）＝２４（人），跳绳的人数是２４×４＝９６
（人）；

说明　由解１可知差倍问题的 解 答 方 法 与 和 倍 问 题 的 解 法 相 仿，一 般

计算公式为：差÷（倍数－１）＝标准数．
解２　设踢毽子的有ｘ人，则跳绳的有４ｘ人．依题意，得

４ｘ－ｘ＝７２．
解方程，得　ｘ＝２４，４ｘ＝９６．
即踢毽子的有２４人，跳绳的有９６人．
１２２８．甲、乙两车间人数之比为５∶７．两 个 车 间 调 入 相 同 的 人 数 后，甲

车间有４８人，乙车间有６０人．求每个车间调入的人数．

解１　由条件可知乙车间人数是甲车间的 ７
５

倍，而两个车间调入相同

人数后的差与原来人数的差６０－４８＝１２（人）相同．仿上题解１可知甲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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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人数为１２÷ ７
５（ ）－１ ＝３０（人），所 以 调 入 人 数 为４８－３０＝１８（人）．综

合算式为　４８－（６０－４８）÷ ７
５（ ）－１ ＝１８（人）；

解２　如果把甲车间人数看作５份，那么乙车间人数是７份．两个车间

调入相同人数后的差与原 来 人 数 的 差６０－４８＝１２（人）相 同，所 以１２人 相

当于７－５＝２（份），每 份 为１２÷２＝６（人）．甲 车 间 原 有 人 数 为６×５＝３０
（人），调入人数为４８－３０＝１８（人）．综 合 算 式 为　４８－（６０－４８）÷（７－５）

×５＝１８（人）；
解３　设每个车间调入ｘ人．依题意，得

（４８－ｘ）∶（６０－ｘ）＝５∶７．
解方程，得　ｘ＝１８．
即每个车间各调入１８人．
１２２９．一支钢笔比一支毛笔 贵３６元，５支 毛 笔 的 价 钱 恰 好 等 于２支

钢笔的价钱．求每支钢笔和毛笔的价钱．
解１　由５支毛笔的价钱等于２支钢笔的价钱可知每支钢笔的价钱是

每支毛笔的价 钱 ５
２

的 倍，所 以 每 支 毛 笔 的 价 钱 是３６÷ ５
２（ ）－１ ＝２４

（元）；每支钢笔的价钱是２４＋３６＝６（元）；
解２　如果把２支钢笔换成２支毛笔，应找回（３６×２）元，因此５支毛

笔的价钱等于２支毛笔的价钱加上（３６×２）元，每 支 毛 笔 的 价 钱 是（３６×
２）÷（５－２）＝２４（元），每支钢笔的价钱是２４＋３６＝６（元）；

解３　设毛笔每支价为ｘ元，则钢笔每支价为（ｘ＋３６）元．依题意，得

５ｘ＝２（ｘ＋３６）．
解方程，得　ｘ＝２４，ｘ＋３６＝６．
所以毛笔每支价２４元，钢笔每支价６元．
１２３０．某农场利用山坡种了 一 批 核 桃 树 和 红 果 树，核 桃 树 的 棵 数 比 红

果树的２倍多９５棵，已知核桃树比红果树多１４５５棵．问两种树各种了多少

棵？

解１　如果核桃树减少９５棵，那 么 核 桃 树 的 棵 数 就 是 红 果 树 的２倍，
（１４５５－９５）棵就是红果树的棵数的（２－１）倍．所以红果树的棵数是（１４５５－
９５）÷（２－１）＝１３６０（棵），核桃树的棵数是１３６０×２＋９５＝２８１５（棵）；

解２　设种红果树ｘ棵，则种核桃树（ｘ＋１４５５）棵．依题意，得

ｘ＋１４５５＝２ｘ＋９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３６０，ｘ＋１４５５＝２８１５．
所以种核桃树２８１５棵，种红果树１３６０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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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１．参加少年宫科技小组 的 人 数，今 年 比 去 年 多４１人，今 年 的 人 数

比去年的３倍少３５人．问两年各有多少人参加？

解１　如果今年增加３５人，今 年 的 人 数 就 是 去 年 的３倍，（４１＋３５）人

就是去年人数的（３－１）倍．所 以 去 年 参 加 的 人 数 是（４１＋３５）÷（３－１）＝
３８（人），今年参加的人数是３８＋４１＝７９（人）；

解２　设今年有ｘ 人参加科技小组，则去年参加人数为（ｘ－４１）人．依

题意，得

ｘ＋３５＝３（ｘ－４１）．
解方程，得　ｘ＝７９，ｘ－４１＝３８．
所以今年有７９人参加科技小组，去年有３８人参加科技小组．
１２３２．某农具厂二季度比一季度多生产滚珠轴承１２００套，三季度比二

季度多生产２８００套，三季度生产的是一季度的３倍．求各季度生产的套数．
解　由题意知三季度比一季 度 多 生 产（１２００＋２８００）套，它 是 一 季 度 的

（３－１）倍．所以一季度生产的套数是（１２００＋２８００）÷（３－１）＝２０００（套）；二

季度生产的套数是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０（套）；三 季 度 生 产 的 套 数 是３２００＋
２８００＝６０００（套）．

１２３３．甲桶的酒是乙桶的４倍，如 果 从 甲 桶 取 出１５千 克 倒 入 乙 桶，那

么两桶酒的重量相等．问两桶原来各有酒多少千克？

解　由题意可知甲桶酒比乙桶酒多（１５×２）千克，它是乙桶酒的（４－１）
倍．所以乙桶原有酒１５×２÷（４－１）＝１０（千克）；甲桶原有酒１０×４＝４０（千

克）．
１２３４．天平的两端各放有一些砝码，左端的克数是右端的５倍，若右端

加１３克，左端减少３１克，那么天平就平衡．问原来两端各有多少克？

解　以右端克数作标准，左端比右端重（１３＋３１）克，它是右端克数的（５
－１）倍．所以右端的克数 是（１３＋３１）÷（５－１）＝１１（克）；左 端 的 克 数 是１１
×５＝５５（克）．

１２３５．甲、乙两个仓库各存有一批面粉，甲仓库所存面粉的袋数是乙仓

库的３倍，从甲仓库运走８５０袋，从乙仓库运走５０袋以后，两仓库所剩面粉

的袋数相等．问甲、乙两个仓库原来各有面粉多少袋？

解　原来甲仓所存面粉的袋数比乙仓多（８５０－５０）袋，它是乙仓所存面

粉的（３－１）倍．所以乙仓原有面粉袋数为（８５０－５０）÷（３－１）＝４００（袋）；甲

仓原有面粉袋数为４００×３＝１２００（袋）．
１２３６．甲、乙两人买了同样本 数 的 书．甲 送 给 乙４本 后，乙 的 书 的 本 数

是甲的３倍．问两人原来各买了多少本书？

解１　甲送给乙４本后，乙比甲 多４×２＝８（本），它 是 甲 剩 下 的 本 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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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倍，所以甲剩下８÷（３－１）＝４（本），两 人 原 来 各 买 了４＋４＝８（本）．
综合算式为

４×２÷（３－１）＋４＝８（本）；
解２　设两人原来各买了ｘ本书．依题意，得

３（ｘ－４）＝ｘ＋４．
解方程，得　ｘ＝８．
所以两人原来各买书８本．
１２３７．甲、乙两人的存款相等．甲取出６０元．乙存入２０元后，乙的存款

是甲的３倍．问两人原有存款各多少元？

解　甲取出６０元，乙存入２０元后，甲的存款比乙少（６０＋２０）元，它是

甲现有存款的（３－１）倍，所以甲现有存款（６０＋２０）÷（３－１）＝４０（元），两人

原有存款各是４０＋６０＝１００（元）．综合算式为

（６０＋２０）÷（３－１）＋６０＝１００（元）．
１２３８．两段电线的长度相等，在 装 电 灯 时 第 一 段 用 去１７米，第 二 段 用

去３９米，结果第一段余下的电线刚 好 是 第 二 段 余 下 的３倍．问 这 两 段 电 线

原来各长多少米？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第一段余下的比第 二 段 余 下 的 长３９－１７＝２２（米），故 知 第

二段余下２２÷（３－１）＝１１（米），原来各长１１＋３９＝５０（米）．综合算式为

（３９－１７）÷（３－１）＋３９＝５０（米）；
解２　设原来各长ｘ米．依题意，得

（ｘ－１７）＝３（ｘ－３９）．
解方程，得　ｘ＝５０．
即原来各长５０米．
１２３９．有煤 两 堆，甲 堆 比 乙 堆 少４８０吨，从 两 堆 煤 里 各 取 出９００吨 后，

乙堆煤恰好是甲堆煤的３倍．求两堆煤原有的吨数．
解１　各取出９００吨后，甲堆仍比乙堆少４８０吨．以甲堆剩下的 煤 作 标

准，４８０吨是它的３－１＝２（倍），故知甲堆剩下４８０÷２＝２４０（吨），甲堆原有

的吨数是２４０＋９００＝１１４０（吨），综合算式为

４８０÷（３－１）＋９００＝１１４０（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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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堆原有的吨数是１１４０＋４８０＝１６２０（吨）；
解２　设甲堆煤有ｘ吨，则乙堆煤有（ｘ＋４８０）吨．依题意，得

３（ｘ－９００）＝ｘ＋４８０－９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４０，ｘ＋４８０＝１６２０．
所以甲堆煤有１１４０吨，乙堆煤有１６２０吨．
１２４０．甲的存款是乙的５倍，如 果 甲 取 出６０元，乙 存 入６０元，那 么 乙

的存款是甲的２倍．甲、乙原有存款各多少元？

解１　由 题 意 知，甲 现 有 存 款 加６０元 即 是 甲 原 存 款 数，它 相 当 于 乙

原 存 款 数 的５倍；而 乙 原 存 款 加 上６０元 才 是 乙 现 存 款 数，故 甲 原 存 款

数 要 加 上（６０×５）元 才 是 乙 现 存 款 的５倍．所 以 甲 现 存 款 数 加（６０＋６０

×５）元 后 才 是 乙 现 存 款 的 ５倍．而 甲 现 存 款 数 是 乙 现 存 款 数 的 １
２

，由

此 知（６０＋６０×５）元 是 乙 现 存 款 的 ５－（ ）１
２

倍，乙现存 款 为（６０＋６０×５）

÷ ５－（ ）１
２ ＝８０（元），乙原存款为８０－６０＝２０（元），甲 原 存 款 为２０×５＝

１００（元）；
解２　由“乙存入６０元后 是 甲 取 出６０元 后 的２倍”知，“乙 存 入６０元

后”相当于“甲 存 款 的２倍 取 出（６０×２）元”；而 由“甲 存 款 是 乙 的５倍”知，
“甲原有存款的２倍”相 当 于“乙 原 有 存 款 的５×２＝１０（倍）”，故 知“乙 再 存

入６０元后”相当于“乙原有存款的１０倍取出６０×２＝１２０（元）”．所以，６０＋
１２０＝１８０（元）相当于乙原有存款的１０－１＝９（倍），乙原有存款为１８０÷９＝
２０（元），综合算式为　（６０＋６０×２）÷（５×２－１）＝２０（元），甲 原 有 存 款２０
×５＝１００（元）；

解３　设乙原有存款ｘ元，则甲原有存款为５ｘ元．依题意，得

ｘ＋６０＝２（５ｘ－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０，５ｘ＝１００．
所以甲原有存款１００元，乙原有存款２０元．
１２４１．某工厂甲、乙两车间各 有 工 人 若 干 名，现 另 有１８名 新 工 人 待 分

配．若全部分配到甲车间，则甲车间 所 有 工 人 数 是 乙 车 间 的２倍；若 全 部 分

配到乙车间，则乙车间所有工人数 是 甲 车 间 的 ７
８．问 两 个 车 间 原 来 各 有 多

少名工人？

解１　由“甲车间增加１８人后是乙车间的２倍”知，乙车间人数相当于

“甲车间人数的一半加１８÷２＝９（人）”又 知“乙 车 间 增 加１８人 后 是 甲 车 间

的 ７
８

”，所以“甲车间人数的 １
２

加９再加１８，是甲车间的 ７
８

”，由此知（９＋



算

术

辞

典

　　　　　　

　　　 ５８２　　

１８）÷ ７
８－（ ）１

２ ＝７２（人）即甲 车 间 的 人 数，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８÷２＋１８）÷

７
８（ ）－１÷２ ＝７２（人），乙车间有工人（７２＋１８）÷２＝４５（人）；

解２　设甲车间原有ｘ人，则乙车间原有 ｘ＋１８
２

人．依题意，得

ｘ＋１８
２ ＋１８＝７

８ｘ．

解方程，得　ｘ＝７２，ｘ＋１８
２ ＝４５．

所以甲车间原有７２人，乙车间原有４５人．
１２４２．有两堆煤，甲 堆９４吨，乙 堆１３８吨，每 天 各 运 走９吨．问 几 天 后

乙堆剩下的煤是甲堆剩下的煤的３倍？

解１　几天后两堆煤的差仍是１３８－９４＝４４（吨）．当 乙 堆 剩 下 的 煤 是

甲堆剩下的３倍 时，甲 堆 剩 下 煤４４÷（３－１）＝２２（吨），故 所 求 的 天 数 为

（９４－２２）÷９＝８（天）．综 合 算 式 为 　［９４－（１３８－９４）÷（３－１）］÷９
＝８（天）；

解２　设ｘ天后乙堆剩下的煤是甲堆剩下的煤的３倍．依题意，得

１３８－９ｘ＝３（９４－９ｘ）．
解方程，得　ｘ＝８．
所以８天后乙堆剩下的煤是甲堆剩下的煤的３倍．
１２４３．兄妹各有钱若干．若兄给妹２４元，两人钱数就相等；若妹给兄２７

元，兄的钱数就是妹的２倍．问兄妹各有钱多少元？

解　兄给妹２４元，两人钱数就相等，说明兄比妹多２４×２＝４８（元）．若

妹给兄２７元，兄比妹多４８＋２７×２＝１０２（元），即（２４＋２７）×２＝１０２（元），此

时兄的钱数是妹的２倍，故 知 此 时 妹 有 钱１０２÷（２－１）＝１０２（元），妹 原 有

钱１０２＋２７＝１２９（元）．综 合 算 式 为 　（２４＋２７）×２÷（２－１）＋２７＝１２９
（元）；兄原有钱１２９＋２４×２＝１７７（元）．

１２４４．师徒两人做同样的机器零件．若师傅每天多做４个，就比徒弟每

天多做１０个；若徒弟每天多做２个，师傅每天所做的个数是徒弟的１２倍．
问师徒两人每天各做多少个？

解１　师傅原来每天比徒弟多 做１０－４＝６（个），当 师 傅 每 天 做 的 是 徒

弟的１２倍时，比徒弟多做６－２＝４（个），所以徒弟每天做４÷（１２－１）－２
＝１８（个）；综合算式为　（１０－４－２）÷（１２－１）－２＝１８（个），师 傅 每 天 做

１８＋（１０－４）＝２４（个）；
解２　设徒弟每天做ｘ个，则师傅每天做１２（ｘ＋２）个．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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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ｘ＋２）＋４＝ｘ＋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１２（ｘ＋２）＝２４．
所以师傅每天做２４个，徒弟每天做１８个．
１２４５．甲瓶内有酒精６１毫升，乙 瓶 内 有 酒 精５毫 升．现 在 往 两 瓶 内 注

入等量的酒精，使甲瓶内的酒精恰好是乙瓶的８倍．问两瓶各注入了多少酒

精？

解１　甲瓶内的酒精是乙瓶的８倍 时，甲 瓶 仍 比 乙 瓶 多６１－５＝５６（毫

升）．它是乙 瓶 现 有 酒 精 的８－１＝７（倍），可 知 乙 瓶 现 有 酒 精５６÷７＝８（毫

升），两瓶各注入酒精８－５＝３（毫升）．综合算式为

（６１－５）÷（８－１）－５＝３（毫升）；
解２　设两瓶各注入了ｘ毫升．依题意，得

６１＋ｘ＝８（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３．
即两瓶各注入了３毫升．
１２４６．甲、乙两 个 工 人，甲 有１４００元，乙 有３００元，他 们 每 人 每 天 得 工

资２５元．问再工作多少天甲所有的钱是乙所有的钱的３倍？

解１　由 于 每 天 的 工 资 与 工 作 天 数 都 相 同，两 人 所 有 的 钱 的 差 总 是

１４００－３００＝１１００（元），当甲所有 的 钱 是 乙 所 有 的 钱 的３倍 时，乙 所 有 的 钱

数为１１００÷（３－１）＝５５０（元），由 此 可 知 两 人 还 要 工 作 的 天 数 是（５５０－
３００）÷２５＝１０（天）．综合算式为

［（１４００－３００）÷（３－１）－３００］÷２５＝１０（天）；
解２　设ｘ天后甲所有的钱是乙所有的钱的３倍．依题意，得

１４００＋２５ｘ＝３（３００＋２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０．
所以１０天后甲所有的钱是乙所有的钱的３倍．
１２４７．甲仓库存粮３２吨，乙 仓 库 存 粮５７吨，甲 仓 每 天 存 入４吨，乙 仓

每天存入１５吨，求几天后乙仓存粮是甲仓的３倍？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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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个“数天后乙仓存粮数”的表示图，可知所求天数为（３２×３－５７）

÷（１５－４×３）＝１３（天）；

解２　设ｘ天后乙仓的存粮是甲仓的３倍，依题意，得

５７＋１５ｘ＝３（３２＋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３．
即１３天后乙仓存粮是甲仓的３倍．

１２４８．甲有银行存款６０元，乙有银行存款２８元．两人各再存入相等的

金额后，甲的存款的３倍等于乙的存款的５倍．问两人各再存入多少元？

解１　由甲的存款的３倍 等 于 乙 的 存 款 的５倍，可 知 甲 的 存 款 是 乙 的

５
３

倍．仿照题１２４６的解法得两人各再存入

（６０－２８）÷ ５
３（ ）－１ －２８＝２０（元）；

解２　原来甲存款的３倍比乙存款的５倍 多６０×３－２８×５＝４０（元），

如果两人各再存入１元，则甲要比乙少１×５－１×３＝２（元），即两者差额可

减少２元，所以两人各再要存入４０÷２＝２０（元）．综合算式为　（６０×３－２８

×５）÷（１×５－１×３）＝２０（元）；

解３　设两人各再存入ｘ元，依题意，得

３（６０＋ｘ）＝５（２８＋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０．
所以两人各再存入２０元．

１２４９．有两条绳子，长的是短的３倍，如从这两条绳子上各剪去２０米，

那么长的就是短的４倍．问每条绳子各长多少米？

解１　短的剪去２０米，长的剪 去２０米 的３倍，则 剪 后 长 的 仍 为 短 的３
倍，现长绳剪去２０米后是短绳剪去２０米的４倍，故长绳上少剪的２０×（３－

１）相当于剪后短绳的（４－３）倍，故短绳原来长２０×（３－１）÷（４－３）＋２０＝

６０（米），长绳长６０×３＝１８０（米）；

解２　设短绳长ｘ米，则长绳长３ｘ米．依题意，得

３ｘ－２０＝４（ｘ－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６０．
所以短绳长６０米，长绳长６０×３＝１８０（米）．

１２５０．小明所有的连环画本数是小华的６倍，如果两人各再买２本，那

么小明所有的本数是小华的４倍．问两人原来各有连环画多少本？

解１　如果小华再买２本，小明再买２×６＝１２（本），那么现在小明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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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仍是小华的６倍．可 见２×６－２＝１０（本）就 是 小 华 现 有 本 数 的６－４＝２
（倍），所以小华现有１０÷２＝５（本），原有５－２＝３（本）．综合算式为

（２×６－２）÷（６－４）－２＝３（本），
小明原有３×６＝１８（本）；
解２　仿照上题解１分析，可知２×（４－１）本相当于小华原有本数的（６

－４）倍，所 以 小 华 原 有２×（４－１）÷（６－４）＝３（本），小 明 原 有３×６＝１８
（本）；

解３　设小华原有连环画ｘ本，则小明有连环画６ｘ本．依题意，得

６ｘ＋２＝４（ｘ＋２）．
解方程，得　ｘ＝３，６ｘ＝１８．
所以小华原有连环画３本，小明原有连环画１８本．
１２５１．有甲、乙两艘货轮，甲轮 所 载 货 物 的 重 量 等 于 乙 轮 的５倍，如 果

甲轮增加４００吨，乙轮增加８００吨，那 么 甲 轮 的 载 货 重 量 是 乙 轮 的３倍．问

两轮各载货物多少吨？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上图可知甲轮 原 来 的 载 货 量 比 乙 轮 原 来 的 载 货 量 的３倍 还 多８００
×３－４００＝２０００（吨），所以乙 轮 原 载 货２０００÷（３－１）＝１０００（吨）．综 合 算

式为　（８００×３－４００）÷（３－１）＝１０００（吨），甲 轮 原 载 货１０００×５＝５０００
（吨）；

解２　设乙轮载货ｘ吨，则甲轮载货５ｘ吨．依题意，得

５ｘ＋４００＝３（ｘ＋８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０，５ｘ＝５０００．
所以甲轮载货５０００吨，乙轮载货１０００吨．
１２５２．期中考试时，数学得满分的人数甲班是乙班的２５倍．期末考试

时，数学得满分的人数乙班增加 了６人，甲 班 减 少 了１人，结 果 乙 班 反 是 甲

班的２倍．问期中考试时两个班级数学各有多少人得满分？

解１　若甲班期末考试得满分人数增加１＋６×２５＝１６（人），那么它仍

是乙班期末考试得满分人数的２５倍．实 际 期 末 考 试 得 满 分 的 人 数 乙 班 是

甲班的２倍，即甲班是乙班的一半．由此可知，增加的１６人相当于乙班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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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得满分人数的２５－０５＝２（倍），故 知 期 中 考 试 乙 班 得 满 分 的 人 数 是

１６÷２－６＝２（人）．综合算式为　（１＋６×２５）÷（２５－０５）－６＝２（人），期

中考试时甲班得满分的人数是２×２５＝５（人）；
解２　设期中考试时，乙班数学得满分的有ｘ人，则甲班有２５ｘ 人．依

题意，得

ｘ＋６＝２（２５ｘ－１）．
解方程，得　ｘ＝２，２５ｘ＝２５×２＝５．
所以期中考试时，数学得满分的乙班有２人，甲班有５人．
１２５３．某区小学进行两次数学竞赛，参加的人数相同．第一次及格的比

不及格的３倍多４人；第二次及格的人数增加了５人，正好是不及格人数的

６倍．问每次参加竞赛的有多少人？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第二次不及格人数的６倍（即第二次及格人数）比第二次不及

格人数的３倍多５×３＋４＋５＝２４（人），所以第二次不及格人数是２４÷（６－３）

＝８（人），由此可知每次参加竞赛的有８×（６＋１）＝５６（人）．综合算式为

（５×３＋４＋５）÷（６－３）·（６＋１）＝５６（人）；
解２　设第一次竞赛时，不及格的有ｘ人，则及格的有（３ｘ＋４）人．依题

意，得

３ｘ＋４＋５＝６（ｘ－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３，３ｘ＋４＝３９＋４＝４３．又 知 两 次 参 加 竞 赛 的 人 数 相

同，故知每次参加数学竞赛的有

１３＋４３＝５６（人）．

１２５４．有甲、乙两水箱，甲箱内的水比乙箱的２倍多４米３，如 果 两 箱 各

注入１０米３，那么甲箱内的水比乙箱的３倍少２５米３．问两箱原来各有水多

少？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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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知，甲箱现在的容量等 于 乙 箱 原 来 容 量 的２倍 加 上４＋１０＝１４
（米３），如果再加上２５米３ 就相当于乙箱 现 在 容 量 的３倍，也 就 是 乙 箱 原 来

容量的３倍加上１０×３＝３０（米３）．所以乙箱原来容量为（１４＋２５－３０）÷（３

－２）＝９（米３）．综合算式为　（４＋１０＋２５－１０×３）÷（３－２）＝９（米３），甲箱

原有水９×２＋４＝２２（米３）；

解２　设乙箱原来有水ｘ米３，则甲箱原来有水（２ｘ＋４）米３．依题意，得

２ｘ＋４＋１０＝３（ｘ＋１０）－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９，２ｘ＋４＝１８＋４＝２２．
所以乙箱原有水９米３，甲箱原有水２２米３．
（６）归一问题

１２５５．我国１９７１年３月３日发射的科学实验人造卫星，在空中绕地球

运行６周需要１０３
５

时．以同样的速度运行１４周需要多少时？

解　运行一周需时间１０３
５÷６＝１２３３０

（时），故 用 同 样 的 速 度 运 行１４周

需要１２３３０×１４＝２４１１１５
（时）．综合算式为

１０３
５÷６×１４＝２４１１１５

（时）．

１２５６．从北京到郑州有１０７８千 米，一 列 火 车 从 北 京 开 往 郑 州，３时 行

驶了２９４千米．问照这样的速度，还需几时可到达郑州？

解１　火 车 每 小 时 行 驶２９４÷３＝９８（千 米），照 这 样 速 度 到 郑 州 还 需

（１０７８－２９４）÷９８＝８（时）．综合算式为

（１０７８－２９４）÷（２９４÷３）＝８（时）；
解２　火车每时行驶２９４÷３＝９８（千 米），照 这 样 速 度 北 京 到 郑 州 共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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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８÷９８＝１１（时），故 知 火 车 行 驶３时 后 还 要１１－３＝８（时）才 能 到 达 郑

州．综合算式为

１０７８÷（２９４÷３）－３＝８（时）．
１２５７．用同样的砖铺地，铺１６平 方 米 要 用 砖５４４块．如 果 再 铺８平 方

米，一共要用这样的砖多少块？

解１　铺１平方米要用砖５４４÷１６＝３４（块），现一共要铺１６＋８＝２４（平

方米），故知共要用这种砖３４×２４＝８１６（块），综合算式为

５４４÷１６×（１６＋８）＝８１６（块）；

解２　再铺８平方米，相当于原来铺１６平方米的 ８
１６

，即 １
２

，用 砖 数 同

样要增加 １
２

，即为原来的１＋１
２＝１１

２
（倍），故 知 一 共 要 用 砖５４４×１１

２＝

８１６（块）．综合算式为

５４４× １＋８（ ）１６ ＝８１６（块）．

１２５８．某船在水上航行．第一天行了８时，第二天以比第一天快６千米

的速度行了５时，比第一天少行６０千米．问两天各行了多少千米？

解１　先求第一天每小时行的路程．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第一天每小时行（６０＋６×５）÷（８－５）＝３０（千米），故第一天

行３０×８＝２４０（千米）．综合算式为

（６０＋６×５）÷（８－５）×８＝２４０（千米），
第二天行２４０－６０＝１８０（千米）；
解２　先求第二天每小时行的路程．若第二天也行８时，则要比第一天

多行６×８＝４８（千米）．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第二天行８时比行５时 多 行６０＋４８＝１０８（千 米），故 知 第 二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５８９　　 　 　

天每小时行１０８÷（８－５）＝３６（千米），所以第二天行３６×５＝１８０（千米）．综

合算式为　（６０＋６×８）÷（８－５）×５＝１８０（千米），第一天行１８０＋６０＝２４０
（千米）；

解３　先求第一天每小时行的路程．若第二天仍以原速航行５时，则还

要少行６×５＝３０（千米），即以第一天的速度航行８时比航行５时要多行６０
＋３０＝９０（千米）．故知第 一 天 每 小 时 行９０÷（８－５）＝３０（千 米），所 以 第 一

天行３０×８＝２４０（千米）．综合算式为

（６０＋６×５）÷（８－５）×８＝２４０（千米），
第二天行２４０－６０＝１８０（千米）．
１２５９．某掘煤小组按５０天的平均日定额计算，前２４天远未完成任务．

于是决定停产整顿３天．整顿后每天多生产２５吨，结果提前１天完成了５０
天的生产计划，比整顿前多产原煤４００吨．问整顿前后各产原煤多少吨？

解１　先求整顿后每天产 原 煤 的 吨 数．整 顿 后 若 生 产２４天，应 比 整 顿

前多产煤２５×２４＝６００（吨），实际整顿 后 生 产 的 天 数 是５０－２４－３－１＝２２
（天），比整顿前增产４００吨．由此知，整顿后少生产２４－２２＝２（天），就 要 少

增产６００－４００＝２００（吨），故整顿后每天应产煤２００÷２＝１００（吨），所以整

顿后共生产煤１００×２２＝２２００（吨）．综 合 算 式 为　（２５×２４－４００）÷［２４－
（５０－２４－３－１）］×（５０－２４－３－１）＝２２００（吨）．整顿前共生产煤

２２００－４００＝１８００（吨）或（１００－２５）×２４＝１８００（吨）；
解２　先求整顿前每天生产原煤 的 吨 数．整 顿 后 生 产 的 天 数 是５０－２４

－３－１＝２２（天），比整顿前多生产原煤２５×２２＝５５０（吨）．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整顿前每天生产原煤（５５０－４００）÷（２４－２２）＝７５（吨），整顿

前共产原煤７５×２４＝１８００（吨）．综 合 算 式 为　［２５×（５０－２４－３－１）－
４００］÷［２４－（５０－２４－３－１）］×２４＝１８００（吨）．整顿后共产煤

１８００＋４００＝２２００（吨）；
解３　设整顿前每天 生 产 原 煤ｘ 吨．则 整 顿 后 每 天 生 产 原 煤（ｘ＋２５）

吨．依题意，得

２４ｘ＋４００＝（５０－２４－３－１）（ｘ＋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７５，ｘ＋２５＝１００．
所以整顿前生 产 煤７５×２４＝１８００（吨），整 顿 后 生 产 煤１８００＋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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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０（吨）．
１２６０．有一只闹钟和一只手 表．已 知 手 表 每 小 时 比 闹 钟 快３０秒，闹 钟

每小时比标准钟慢３０秒，问这只手表的时间与标准钟相比，情况如何？

解１　标准钟走１时，闹钟少走３０秒，即走了３６００－３０＝３５７０（秒）．而

闹钟走１秒，手表要走（３６００＋３０）÷３６００＝１００８３
·
（秒）．故知标准钟走１时

（即闹钟走３５７０秒），手表要走１００８３
·

×３５７０＝３５９９７５（秒），即手表比标准

钟走得慢，标准 钟 走１时，手 表 少 走３６００－３５９９７５＝０２５（秒）．综 合 算 式

为　３６００－（３６００＋３０）÷３６００×（３６００－３０）＝０２５（秒）；
解２　由题意知，闹钟走１时，手表要走３６００＋３０＝３６３０（秒），故 闹 钟

走１秒钟．手表要 走３６３０÷３６００＝１００８３
·
（秒）；标 准 钟 走１时，闹 钟 要 走

３６００－３０＝３５７０（秒），故 闹 钟 走 １ 秒，标 准 钟 要 走 ３６００÷３５７０≈１００８４

（秒）．两 者 相 比，闹 钟 走 １秒，手 表 走 １００８３
·

秒，标 准 钟 走 １００８４ 秒．因

１００８３
·

＜１００８４故手表比标准钟慢．
【注意】　此题若用比例解，解法如下：

① 先求手表走１时闹钟走多少时间．设手表走１时闹钟走ｘ１ 秒，即有

３６００＋３０
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ｘ１
．

解方程，得　ｘ＝３６００×３６００
３６３０

；

② 再求手表走１时（即 闹 钟 走ｘ１ 秒）标 准 钟 走 多 少 时 间．设 手 表 走１

时标准钟走ｘ２ 秒．即有：３６００－３０
ｘ１

＝３６００
ｘ２

．

解方程，得　ｘ２＝３６００
３５７０　ｘ１＝３６００

３５７０×３６００×３６００
３６３０ ≈３６００２５，

所以手 表 走１时，标 准 钟 走 了３６００２５秒，所 以 手 表 比 标 准 钟 每 时 慢

０２５秒．
１２６１．３台拖拉机１０时开垦荒地９０公顷，８台拖拉机６时开荒多少公

顷？

解　一台拖 拉 机 一 时 开 荒：９０÷３÷１０＝３（公 顷），故 知８台 拖 拉 机６
时可开荒：３×８×６＝１４４（公顷）．综合算式为

９０÷３÷１０×８×６＝１４４（公顷）．
１２６２．３６０台织布机１２天共织布３０２４００米，增加同样的织布机１４０台

后，３０天可织布多少米？

解　１台织布机１天可织布：３０２４００÷３６０÷１２＝７０（米），增加１４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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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共有织布机３６０＋１４０＝５００（台），故增加织布机后３０天可织布７０×５００
×３０＝１０５００００（米）．综合算式为

３０２４００÷３６０÷１２×（３６０＋１４０）×３０＝１０５００００（米）．
１２６３．某部一连１２０人５天用粮４５０千克．二、三两连共有２５０人，目前

有粮食７５０千克，照一连的用粮情况推算，７天还需再拨给他们粮食多少千

克？

解　由一连用粮 情 况 知，一 人 一 天 用 粮４５０÷１２０÷５＝０７５（千 克），

２５０人７天要用粮０７５×２５０×７＝１３１２５（千克），故还需再拨给二、三两连

粮食１３１２５－７５０＝５６２５（千克）．综合算式为

４５０÷１２０÷５×２５０×７－７５０＝５６２５（千克）．
１２６４．４辆汽车行驶３００千米需要汽油２４０升，现有５辆汽车同时运货

到相距８００千米的地方去，汽油只有１０００升，是否够用？

解　每辆汽车行驶１千米需汽油２４０÷４÷３００＝０２（升），５辆汽车行

驶８００千米需汽油０２×５×８００＝８００（升）．综合算式为　２４０÷４÷３００×５
×８００＝８００（升）．因８００升少于１０００升，所以汽油够用．

１２６５．米喂鸡，鸡生蛋．３７千克 米 喂３７只 母 鸡 吃 了３７天．而７３只 母

鸡７３天生了７３千克蛋．问在同样条件下要得到１千克的蛋，需要喂米几千

克？

解　由“３７千克米喂３７只鸡吃了３７天”知：１只 母 鸡１天 吃 米 １
３７

千

克；由“７３只母鸡７３天生７３千克蛋”知７３只母鸡１天可生蛋１千 克．故 要

得到１千克蛋就要喂７３只鸡１天吃的米，其用量是 １
３７×７３＝１３６３７

（千 克）．

即要得到１千克蛋需喂米１３６３７
千克．综合算式为

３７÷３７÷３７×７３＝１３６３７
（千克）．

１２６６．某工厂计划做４３２０个 机 器 零 件，１８个 工 人 工 作８时 完 成 了 计

划的５０％，其余的如果要４时完成，需要多少工人？

解１　原来每人１时可做 零 件：４３２０×５０％÷１８÷８＝１５（个），余 下 的

要４时完成，需工人４３２０×５０％÷（１５×４）＝３６（人），综合算式为

４３２０×（１－５０％）÷（４３２０×５０％÷１８÷８×４）＝３６（人）；
解２　原来每人１时可做 零 件：４３２０×５０％÷１８÷８＝１５（个），余 下 的

要４时完成，每时需完成４３２０×５０％÷４＝５４０（个），需要工人５４０÷１５＝３６
（人）．综合算式为

４３２０×５０％÷４÷（４３２０×５０％÷１８÷８）＝３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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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此题前后完成的零件数均是总数的５０％，零件总数在计算中

并不起作用：４３２０×（１－５０％）÷（４３２０×５０％÷１８÷８×４）＝２１６０÷（２１６０

÷１８÷８×４）＝１÷ ４
１８×８

（被除数与除数都除以２１６０，商不变）＝１８×８
４ ＝３６

（人）．因此，本题的算式可 简 化 为１８×８÷４．这 一 点 若 改 用 下 法 解，可 更 清

楚地看出：因任务数相同，在工作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时间与所需人数

成反比例关系．设所需人数为ｘ，即有４ｘ＝１８×８，解方程，得　ｘ＝３６．
１２６７．红旗农场播种 小 麦，原 计 划４台 播 种 机１２天 播 种 小 麦４８０公

顷，由于他们抓紧农时，每天每台 播 种 的 公 顷 数 是 原 计 划 的１２倍，这 样 可

以提前多少天完成任务？

解　原计划每台播种机１天播种小麦４８０÷４÷１２＝１０（公顷），实际每

天每台播种了１０×１２＝１２（公顷），故知播种４８０公顷小麦４台播种机实际

用４８０÷（１２×４）＝１０（天），这样可提前１２－１０＝２（天）完成任务．综合算式

为

１２－４８０÷（４８０÷４÷１２×１２×４）＝２（天）．
【注意】　此题与题１２６６相似，若用比例解，总数“４８０公顷”可不用．
１２６８．５个人每天工作８时，４０天 完 成 长４０米、宽２０米、深１米 的 一

条沟．问６个人每天工作５时，几天能挖成长１００米、宽１５米、深１米的沟？

解　两条沟的土方量 分 别 是４０×２０×１＝８００（米３）与１００×１５×１＝
１５００（米３）．而每人每小时可完成土方８００÷（８×５×４０）＝０５（米３），故知６
人每天工作５时要挖成长１００米、宽１５米、深１米的沟需１５００÷（０５×６×
５）＝１００（天），综合算式为

１００×１５×１÷［４０×２０×１÷（８×５×４０）×６×５］＝１００（天）．
１２６９．某牧场养牛３２头、养马７６匹，３０天吃草３２０４０千克．每匹马每

天吃草９千克，问每头牛每天吃草多少千克？

解１　７６匹马３０天吃草９×７６×３０＝２０５２０（千克），３２头牛３０天吃草

３２０４０－２０５２０＝１１５２０（千 克），故 知 每 头 牛 每 天 吃 草 １１５２０÷３２÷３０＝１２
（千克）．综合算式为

（３２０４０－９×７６×３０）÷３２÷３０＝１２（千克）；
解２　设每头牛每天吃草ｘ千克．依题意，得

３０（３２ｘ＋９×７６）＝３２０４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
所以每头牛每天吃草１２千克．
１２７０．２台车床８时共加工零件１２８０个，现在增加同样的车床３台，每

台车床的生产效率增加２５％．问加工零件４４００个需要多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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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１台车床１时原来可加工零件１２８０÷２÷８＝８０（个），现 在１台 车

床１时可加工零件：８０×（１＋２５％）＝１００（个），故知加工零件４４００个，２＋
３＝５（台）车床需４４００÷（１００×５）＝８８（时）．综合算式为

４４００÷［１２８０÷２÷８×（１＋２５％）×（２＋３）］＝８８（时）．
１２７１．某件工作６个人做２５天能完成．照这样计算，１０个人做多少天

能完成？

解　１人完成这件工作需要２５×６＝１５０（天），１０人完成这件工作需要

１５０÷１０＝１５（天）．综合算式为

２５×６÷１０＝１５（天）．
１２７２．红星农场用拖拉机耕地．原计划每天耕２７公顷，５天完成；实际

提前半天完成．问每天多耕了多少公顷？

解　一共要耕地２７×５＝１３５（公 顷）．实 际 每 天 耕 地１３５÷（５－０５）＝
３０（公顷），而原计划每天耕２７公顷，故知实际每天多耕３０－２７＝３（公顷）．
综合算式为

２７×５÷（５－０５）－２７＝３（公顷）．
１２７３．一本书，原计划印２７０页，每页排２４行，每行排３０个字，因要节

约用纸，改为每页排３０行，每行排３６个字．问这本书比原计划减少多少页？

解　这本 书 的 总 字 数 是３０×２４×２７０＝１９４４００（个），改 排 后 的 页 数 是

１９４４００÷（３６×３０）＝１８０（页），故知此书比原计划减 少２７０－１８０＝９０（页）．
综合算式为

２７０－３０×２４×２７０÷（３６×３０）＝９０（页）．
１２７４．搬运一堆砂土，如用工人２００名需５日；如用马车２５辆需４日；

如用卡车５辆需２日．现有工人１００名，马车１０辆，卡车２辆同时搬运．问

运完这堆砂土需多少日？

解　若一人工作一天算一个工作 日，则 运 完 这 堆 砂 土 需 要 的 工 作 日 是

２００×５＝１０００（个）工作日．因此每辆马车每日的运输量相当于１０００÷（４×
２５）＝１０（个）工 作 日，每 辆 卡 车 每 日 的 运 输 量 相 当 于１０００÷（２×５）＝１００
（个）工作日，所以现有的工人、马车、卡车一起运一天，相当于１００＋１０×１０
＋１００×２＝４００（工作日），故知运完这堆砂土需１０００÷４００＝２５（日）．综 合

算式为

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０００÷（４×２５）×１０＋１０００÷（２×５）×２］＝２５（日）．
１２７５．一项工程７人合作１１天 可 完 成，若 想 提 前４天 完 成，要 增 加 多

少人？

解　完成此项工程的总工作量是１１×７＝７７（个）工作日，想提前４天，
即用１１－４＝７（天）完成，需用７７÷７＝１１（人），故需增加１１－７＝４（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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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算式为

７×１１÷（１１－４）－７＝４（人）．
１２７６．５台拖拉机２０天耕地８００公顷，问要１８天耕完３６００公顷土地，

需增加同样的拖拉机多少台？

解　每台拖拉机１天 耕 地８００÷２０÷５＝８（公 顷），３６００公 顷 地 要１８
天耕完需同样的拖拉机３６００÷１８÷８＝２５（台），故 知 应 增 加 同 样 的 拖 拉 机

２５－５＝２０（台）．综合算式为

３６００÷１８÷（８００÷２０÷５）－５＝２０（台）．
１２７７．某工厂计划１５人每天 工 作８时，６天 完 成 一 批 定 货．后 来 因 要

提前供应，改由１８人工作，限４天完成．问每天需工作几时？

解　完成这批定货若１人工作需用８×１５×６＝７２０（时），故改用１８人

工作４天，每天应工作的时间为７２０÷１８÷４＝１０（时）．综合算式为

８×１５×６÷１８÷４＝１０（时）．
１２７８．誊写社有６个 人 共 同 刻 写 一 份 资 料，每 天 工 作４时，需５天 完

成；照这样计算，如果再增加４个人，工作时间每天减少１时，需要多少天才

能完成？

解　这份资料若由１人刻写，共需４×６×５＝１２０（时），现 有６＋４＝１０
（人）刻写，每天工作４－１＝３（时），故需１２０÷１０÷３＝４（天）完成．综合算式为

４×６×５÷（６＋４）÷（４－１）＝４（天）．
１２７９．某印刷厂工人８名，每天工作７时，２４天可印完一套书籍．现少

用工人２名，每天多工作１时．问这套书需多少天印完？

解　印完这套书的总工作量是７×８×２４＝１３４４（时）．６名工人每天工

作８时的工作量是８×６＝４８（时），故现在印完这套书所需的天数是１３４４÷
４８＝２８（天）．综合算式为

７×８×２４÷［（７＋１）×（８－２）］＝２８（天）．
１２８０．某一土方工程原计划４２人每天工作８时，１２天完成．按进度工

作７天后，因支援其他 紧 急 任 务 调 走 了１２人．问：（１）假 如 每 天 仍 工 作８
时，那么剩下的工作还要 多 少 天 才 能 完 成？（２）若 要 求 按 原 定 日 期 完 成 任

务，那么每天要工作多少时？

解１　（１）工作７天后剩下的工程还 需 要（１２－７）×４２＝２１０（个）工 作

日．调走１２人后，要完成这些任务 还 需２１０÷（４２－１２）＝７（天）．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２－７）×４２÷（４２－１２）＝７（天）．
（２）若１人工作１时为１工时，则４２人每天工作８时，１天可完成８×

４２＝３３６（工时）．要 按 期 完 成 任 务，剩 下 的４２－１２＝３０（人）每 天 也 要 做 满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５９５　　 　 　

３３６工时才行．因此他们每天要工作３３６÷３０＝１１２（时）；
解２　（２）按进度工作７天后剩下的任务要完成需８×４２×（１２－７）＝

１６８０（时），剩下的４２－１２＝３０（人）要 在１２－７＝５（天）内 完 成，每 天 需 工 作

１６８０÷（３０×５）＝１１２（时）．综合算式为

８×４２×（１２－７）÷（３０×５）＝１１２（时）．
１２８１．某连共有战士１０８人，备有３１天的粮食．１０天后增加了１８人，

假定每人每天用粮相等，那么剩下的粮食还可吃多少天？

解１　连队备有的粮食可供１人 吃３１×１０８＝３３４８（天），１０天 后 剩 下

的粮食可供１人吃３３４８－１０×１０８＝２２６８（天），１０天 后 共 有 战 士１０８＋１８
＝１２６（人），故剩下的粮食还可吃２２６８÷１２６＝１８（天）．综合算式为

（３１×１０８－１０×１０８）÷（１０８＋１８）＝１８（天）；
解２　１０天后剩有的粮食可 供１人 吃（３１－１０）×１０８＝２２６８（天），１０

天后共有战士１０８＋１８＝１２６（人），故 知 剩 下 粮 食 还 可 吃２２６８÷１２６＝１８
（天）．综合算式为

（３１－１０）×１０８÷（１０８＋１８）＝１８（天）．
１２８２．某工地有工人１２００人，为 他 们 准 备 了８０天 的 粮 食．２３天 后 调

走了２５０人，问余粮可供食用多少天？

解　若人数无变化，则２３天后所余粮食还可供吃８０－２３＝５７（天）．假

如这些余粮 供 １人 吃，可 吃 ５７×１２００＝６８４００（天），调 走 ２５０人 后，还 剩

１２００－２５０＝９５０（人），故 知 所 余 粮 食 可 供 食 用６８４００÷９５０＝７２（天）．综 合

算式为

（８０－２３）×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５０）＝７２（天）．
１２８３．学校有一批粉笔，原计划３０个班用６０天．实际１５天后有５个班

外出了，问剩下的粉笔够在校班级用多少天？

解１　由题意知，１５天后剩下的 粉 笔 够３０个 班 用６０－１５＝４５（天），
这些粉笔若给１个班用则可用４５×３０＝１３５０（天），而１５天后在校班 级 仅

３０－５＝２５（个），故知剩下粉笔够 在 校 班 级 用１３５０÷２５＝５４（天）．综 合 算

式为

（６０－１５）×３０÷（３０－５）＝５４（天）；
解２　这批粉笔若给１个班用，可用６０×３０＝１８００（天），开始１５天 用

去的粉笔若给１个班用，可用１５×３０＝４５０（天），所以剩下的粉笔若给１个

班用，可用１８００－４５０＝１３５０（天）．１５天 后 在 校 班 级 仅３０－５＝２５（个），故

知剩下的粉笔够在校班级用１３５０÷２５＝５４（天）．综合算式为

（６０×３０－１５×３０）÷（３０－５）＝５４（天）．
【注意】　此题若用比例解，可设剩下的粉笔可供在校班级用ｘ天．因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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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粉笔可供３０个班级用６０－１５＝４５（天），故有４５×３０＝（３０－５）ｘ，解方

程，得　ｘ＝５４．所以剩下的粉笔够在校班级用５４天．
（７）倍比问题

１２８４．张明２时制造１２５个 零 件，照 这 样 计 算，８时 可 制 造 零 件 多 少

个？

解１　由题意知，每小时制造的零件个数相同，而８时是２时的８÷２＝
４（倍），故知８时制造零件１２５×４＝５００（个）．综合算式为

１２５×（８÷２）＝５００（个）；
解２　因平均１时可制造零件１２５÷２＝６２５（个），所 以８时 可 制 造 零

件６２５×８＝５００（个）．综合算式为

１２５÷２×８＝５００（个）；
解３　设８时可制造零件ｘ个．依题意，得

２∶８＝１２５∶ｘ．
解比例方程，得　ｘ＝５００．
所以８时可制造零件５００个．
说明　用倍比法解答的应用题，在结构上和归一问题相同，但在整数范

围内不能求出单位值，而它的同类量的两个已知数值成倍数关系，就用倍比

法解（解１）．解题时先求出同类量两个数值的倍数关系，然后按照倍数关系

求出结果．在学过小数、分数以后，就可打破归一法和倍比法的界限，凡用倍

比法解的应用题，都可以用归一法解（解２）．
１２８５．一列火车，从甲站经 过 乙 站 开 往 丙 站．甲 站 到 乙 站 有２０５千 米，

行了３时．用同样的速度继续开 往 丙 站，又 行 了６时．问 从 乙 站 到 丙 站 有 多

少千米？

解　从乙站到丙站有２０５×（６÷３）＝４１０（千米）．
１２８６．３米长的竹杆影 长０５米，同 时 测 得 电 线 杆 的 影 长 与 竹 杆 长 相

等，问电线杆的高度是多少米？

解　电线杆的高度为３×（３÷０５）＝１８（米）．
１２８７．腌１００千克鱼用盐３５千克，现有鱼５０筐，每筐重４０千克，如果

每千克盐价０２６元，把这些鱼全部腌起来，需用盐款多少元？

解　现有鱼４０×５０＝２０００（千 克），需 用 盐３５×（２０００÷１００）＝７０（千

克），需用盐款０２６×７０＝１８２０（元）．综合算式为

０２６×［３５×（４０×５０÷１００）］＝１８２０（元）．
１２８８．７个人植树２３棵，照 这 样 计 算，如 果 增 加１４个 人，能 植 树 多 少

棵？

解　增加１４人后共有７＋１４＝２１（人），他 们 共 能 植 树２３×（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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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棵）．综合算式为

２３×［（７＋１４）÷７］＝６９（棵）．
１２８９．２０只兔可换２只羊，９只羊可换３头猪，８头 猪 可 换２头 牛，问

１２头牛可换多少只兔？

解　１２头牛可换猪８×（１２÷２）＝４８（头），

　　４８头猪可换羊９×（４８÷３）＝１４４（只），

　　１４４只羊可换兔２０×（１４４÷２）＝１４４０（只）．综合算式为

２０×｛９×［８×（１２÷２）÷３］÷２｝＝１４４０（只）．故 知１２头 牛 可 换 兔 子

１４４０只．
１２９０．一件工作５个人做２４天可完成，照这样计算，１０个人做几天可

完成？

解１　１０人是５人的１０÷５＝２（倍），因工作总量不变，人数扩 大２倍，
时间应缩小２倍，故知１０个人做，２４÷２＝１２（天）可完成．综合算式为

２４÷（１０÷５）＝１２（天）；
解２　１个 人 做 需２４×５＝１２０（天）完 成，１０个 人 做 需１２０÷１０＝１２

（天）可完成．综合算式为　２４×５÷１０＝１２（天）；
解３　设１０个人做ｘ天可完成．依题意，得

５∶１０＝ｘ∶２４
解比例方程，得　ｘ＝１２．
所以１０个人做１２天可完成．
１２９１．有一件工作，５个人 做２４天 可 完 成，照 这 样 计 算，要１２天 完 成

这件工作，需增加几人？

解　要１２天完成这件工作需５×（２４÷１２）＝１０（人），所以要增加１０－
５＝５（人）．综合算式为

５×（２４÷１２）－５＝５（人）．
（８）植树问题

１２９２．一条路长１００米，在路的一旁从头至尾每隔４米植树１棵，共要

植树多少棵？

解１　把路每４米分成一段，这条路共分成１００÷４＝２５（段），因为路的

两端都植，所以棵数比段数多１，就有２５＋１＝２６（棵），即共要植树２６棵．综

合算式为

１００÷４＋１＝２６（棵）；
说明　在直线上或不封闭曲线上植树，如果两端都植，则

棵数＝段数＋１；
如果两端都不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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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数＝段数－１；
如果一端植，一端不植，则

棵数＝段数．
从以上三种情况看，掌握棵数和段数的关系，对于解答有关植树问题是

非常重要的．
解２　设共要植树ｘ棵．依题意，得

４（ｘ－１）＝１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６．
所以共要植树２６棵；
解３　设路的一旁的间隔．分为ｘ段．依题意，得

４ｘ＝１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５．故知共要植树２５＋１＝２６（棵）．
１２９３．一条路长４００米，从离起点１９２米的地方开始在路的两旁植树，

每４米植一棵，直至路的末端，共要植树多少棵？

解１　需要植树的路长４００－１９２＝２０８（米），每４米 一 段，可 分２０８÷４
＝５２（段），故知每边要植树５２＋１＝５３（棵），两 旁 共 植 树５３×２＝１０６（棵）．
综合算式为

［（４００－１９２）÷４＋１］×２＝１０６（棵）；
解２　设路的一旁植树ｘ棵．依题意，得

４（ｘ－１）＝４００－１９２．
解方程，得　ｘ＝５３．
所以路的两旁共植树５３×２＝１０６棵．
１２９４．两根电线杆相隔１１５米，在 其 间 以 等 距 离 增 加２２根 电 杆 后，第

１５根与第１根间相隔多少米？

解１　根据题意，１１５米应 分 成２２＋１＝２３（段），故 知 每 段 长１１５÷２３
＝５（米）．而第１５根与第１根间共有１５－１＝１４（段），所以第１５根与第１根

相隔５×１４＝７０（米）．综合算式为

１１５÷（２２＋１）×（１５－１）＝７０（米）；
解２　设每根电杆相隔ｘ米．依题意，得

（２２＋１）ｘ＝１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５．
所以第１５根与第１根电杆相隔５×（１５－１）＝７０米．
１２９５．公路一旁每隔４０米 有 木 电 杆 一 根（两 端 都 有），共１２１根，今 改

用水泥电杆５１根（包括两端），求两相邻水泥杆间的距离．
解１　公路长为４０×（１２１－１）＝４８００（米），公路被水泥电杆分成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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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段），故相邻水泥杆间的距离为４８００÷５０＝９６（米）．综合算式为

４０×（１２１－１）÷（５１－１）＝９６（米）；
解２　设两相邻水泥杆之间的间隔为ｘ米．依题意，得

（５１－１）ｘ＝４０×（１２１－１）．
解方程，得　ｘ＝９６．
所以两相邻水泥杆之间的间隔为９６米．
１２９６．一根木料长２米，锯 成 每 段５０厘 米，需 要３０分；如 果 把 它 锯 成

每段４０厘米，需要多少时间？

解１　２米＝２００厘 米．把 它 锯 成 每 段５０厘 米，需 锯２００÷５０－１＝３
（次）；锯成每段４０厘米，需锯２００÷４０－１＝４（次）．故知锯成每段４０厘米需

要３０÷３×４＝４０（分）．综合算式为

３０÷（２００÷５０－１）×（２００÷４０－１）＝４０（分）；
解２　设需要ｘ分钟．依题意，得

ｘ
２００÷４０－１＝ ３０

２００÷５０－１．

解方程，得　ｘ＝４０．
所以锯成每段４０厘米需要４０分．
１２９７．在铁路一旁，每隔５０米有电杆一根．一旅客在行进的火车里，从

经过第１根电杆起到第４５根电杆 止，恰 好 过 了３分．问 火 车 行 进 的 速 度 是

每小时多少千米？

解　从第１根电杆到第４５根电杆，中间有４５－１＝４４（段），火车３分所

走的路程是５０×４４＝２２００（米）．火车每小时行２２００×（６０÷３）÷１０００＝４４
（千米）．综合算式为

５０×（４５－１）×（６０÷３）÷１０００＝４４（千米）．

１２９８．在边长为２１
３０

米的正方形窗口做均匀木格，纵横各用２１根木条

（不包括四周窗框），木条每根宽 １
３０

米，求相邻两木条的间距．

解　２１根木条共宽 １
３０×２１＝０７（米），２１根 木 条 与 上、下（或 左、右）

窗框之间共分成相等的２１＋１＝２２（个）间距，每个间距为 ２１
３０（ ）－０７ ÷２２

＝２
３３

（米）．综合算式为

２１
３０－１

３０（ ）×２１ ÷（２１＋１）＝２
３３

（米）．

１２９９．在长２４００米的公路两旁，每隔５０米植槐树一棵（两端都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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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相邻两棵槐树之间又补栽大叶杨一棵，问栽槐树、杨树各几棵？

解　每５０米分成一段，这条路共可分２４００÷５０＝４８（段），所 以 这 条 路

的两旁共栽槐树（４８＋１）×２＝９８（棵），共栽大叶杨４８×２＝９６（棵）．综合算

式为

（２４００÷５０＋１）×２＝９８（棵）……槐树；

２４００÷５０×２＝９６（棵）……大叶杨．
１３００．一列彩车共５２辆，每辆长４米，相邻两辆之间相隔５米．彩车前

进的速度是每分钟５０米．问 这 列 彩 车 通 过 长５８７米 的 检 阅 场 共 需 多 少 时

间？

解　这列彩车全长４×５２＋５×（５２－１）＝４６３（米），彩车通过检阅场的

路程等于这列彩车的全长 加 检 阅 场 的 长．即４６３＋５８７＝１０５０（米），这 列 彩

车通过检阅场所需的时间为１０５０÷５０＝２１（分）．综合算式为

［４×５２＋５×（５２－１）＋５８７］÷５０＝２１（分）．
１３０１．有步兵、炮兵、骑兵组成的三支队伍，每支队伍８００人．他们都分

４行并列行进，步兵队前后 每 人 相 距１米，炮 兵 队 前 后 相 距５米，骑 兵 队 前

后相距３米，队与队相距１０米，他们每分钟走８０米，过一座全长为５８９米

的铁桥．问三支队伍过完这座桥需要多少时间？

解　队伍全长：１×（８００÷４－１）＋５×（８００÷４－１）＋３×（８００÷４－１）

＋１０×（３－１）＝１８１１（米）［或（１＋５＋３）×（８００÷４－１）＋１０×２＝１８１１
（米）］，三支队伍通过这座 桥 所 走 的 路 程 是１８１１＋５８９＝２４００（米）．所 以 需

要２４００÷８０＝３０（分）．
１３０２．一座桥全长１０４米，计划在桥的两侧栏杆上各安装１６块花纹图

案，图案的横长为１５米，两头的图案离桥端都是１０米．求相邻两块图案之

间应相隔几米？

解１　从这座桥的总长度１０４米里减去１６块图案占用的米数，再减去

桥的两头空余的米 数 得１０４－１５×１６－１０×２＝６０（米），即 为１６－１＝１５
（个）间隔所占用的总米数．故知相邻两块图案之间相隔６０÷１５＝４（米）．综

合算式为　（１０４－１５×１６－１０×２）÷（１６－１）＝４（米）；
解２　先求出１５个间隔的总长度为１０４－１５×１６－１０×２＝６０（米）．

再设相邻两块图案之间相隔ｘ米．依题意，得

（１６－１）ｘ＝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４．
所以相邻两块图案之间相隔４米．
１３０３．准备在甲、乙两地间竖电杆，当 两 杆 间 隔 为３０米 时 比 间 隔 为４０

米时多用电杆３０根．求甲、乙两地相距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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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３０与４０的最小 公 倍 数 为１２０，若 不 考 虑 起 点 的 第 一 根 电 杆，则

每１２０米中，间隔为３０米与 间 隔 为４０米 相 差１根 电 杆，现 两 者 共 相 差３０
根，所以甲、乙两地相距１２０×３０＝３６００（米）；

解２　设甲、乙两地相距ｘ米．依题意，得

ｘ
３０＋１＝ｘ

４０＋１＋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６００．
所以甲、乙两地相距３６００米．
１３０４．有甲、乙两汽车站，从甲 站 到 乙 站 与 从 乙 站 到 甲 站 每 隔１０分 同

时各发车一辆，且都是１时到达目 的 地．问 某 旅 客 乘 车 从 甲 站 到 乙 站，在 途

中可看到几辆从乙站开往甲站的汽车？

解　某旅客所乘之车在甲站起动 时，正 好 有 一 辆 从 乙 站 开 来 的 车 到 站

停车；同样，当该旅客所乘之车到达乙站时，正好有一辆车从乙站开出，这两

辆车均不算该旅客在“途中”看到的，这时，下一辆从乙站开来的汽车离甲站

还有１０分的路程，这辆 车 与 该 旅 客 所 乘 的 车 相 向 而 行，相 遇 时，离 甲 站 有

１０÷２＝５（分）的路程．由此可推知，该旅客在途中每隔５分就可看到一辆从

乙站开往甲站的车．所以从 甲 站 到 乙 站，该 旅 客 在 途 中 可 看 到６０÷５－１＝
１１（辆）从乙站开来的车．综合算式为

６０÷（１０÷２）－１＝１１（辆）．
１３０５．沿运动场一直线跑道从一端到另一端，每隔４米打１根桩子，一

共打有２５根桩子．现改为每隔６米 打１根 桩 子，求 可 以 不 拔 出 来 的 桩 子 有

几根？

解　４与６的最小公倍数为１２．由 题 意 知，跑 道 起 点 的 桩 子 可 不 拔，距

跑道起点１２米的桩子可以不拔．以后每隔１２米的桩子也可不拔．这跑道长

４×（２５－１）＝９６（米），每１２米分成一段，这跑道可分成９６÷１２＝８（段），因

此，可有８＋１＝９（根）桩子不拔．
１３０６．沿着跑道起点按相等距离插上一面红旗，到终点一共有１５面红

旗．运动员起跑后８秒到达第８面 红 旗，如 果 速 度 不 变，一 共 要 花 几 秒 才 能

到达第１５面红旗？

解　从第１面红旗到第８面 红 旗，中 间 有７个 间 隔，走 了８秒；从 第８
面红旗到第１５面 红 旗，中 间 同 样 是７个 间 隔，如 果 速 度 不 变，同 样 需 要８
秒，所以一共要花８×２＝１６（秒）才能到达第１５面红旗．

１３０７．道路一旁的树，每相邻两棵的间隔都相等．哥哥和弟弟同时从第

１棵树向第２棵树的方向出 发．哥 哥 每 分 钟 走８４米，弟 弟 每 分 钟 走３６米，
当哥哥走到第２２棵树时，弟弟走到第几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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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哥哥每分钟走８４米，弟 弟 每 分 钟 走３６米，故 哥 哥 走 一 段 路 时，
弟弟只走 了 他 的 ３６／８４．当 哥 哥 走 到 第 ２２ 棵 树 时，他 共 走 了 ２２－１＝２１
（段），这时弟弟走了２１×３６／８４＝９（段），即弟弟走到了第１０棵（９＋１＝１０）
树．综合算式为

（２２－１）×（３６÷８４）＋１＝１０（棵）；
解２　若以相邻两棵树的 间 隔 为 一 段，设 哥 哥 走 到 第２２棵 树 时，弟 弟

走了ｘ段．哥哥从第１棵走到第２２棵，共走了（２２－１）段．由题意可得：

８４∶３６＝２１∶ｘ．
解方程，得　ｘ＝９．
即当哥哥走到第２２棵树时，弟弟走了９段，故知这时弟弟走到了第１０

棵树．
１３０８．一水池周长为１６米，沿池边每２米栽树一棵，需树苗多少棵？

解１　在封闭曲线上 植 树，树 的 棵 数 等 于 可 分 的 段 数，故 知 需 树 苗１６
÷２＝８（棵）；

解２　设需树苗ｘ棵．依题意，得

２ｘ＝１６．
解方程，得　ｘ＝８．
所以需要树苗８棵．
１３０９．实验小学举行秋季运 动 会，在 周 长４５０米 的 运 动 场 外 圈 安 排 检

查员，每隔３０米安排１名学生，求需安排检查员多少名．
解　仿上题．４５０÷３０＝１５（名）．
１３１０．有树苗１６棵、１７棵、１８棵、１９棵、２０棵，要使正方形池塘四周

每边都种上５棵，应该怎样种？

解　由于种的方法不同，所需树苗数也就不同．
（１）在正方形的四个角上都种１棵，每条边的中间再种３棵，这样一共

需树苗为４＋３×４＝１６（棵）．
（２）在正方形的三个角 上 都 种１棵，那 么，两 条 边 上 再 种３棵，另 两 条

边上再种４棵，一共需树苗为３＋３×２＋４×２＝１７（棵）．
（３）在正方形的两个角 上 都 种１棵，那 么，每 条 边 上 再 种４棵，一 共 需

树苗为２＋４×４＝１８（棵）．
（４）在正方形的一个角 上 种１棵，那 么，有 两 条 边 上 共 种９棵，另 两 条

边共种１０棵，一共需树苗为９＋１０＝１９（棵）．
（５）正方形的四个角都不种树，那 么，每 边 种５棵，一 共 需 树 苗 为５×４

＝２０（棵）．
以上情况分别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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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棵　 　　１７棵　 　　１８棵　 　　１９棵　 　　２０棵

１３１１．工程队打算在长９６米、宽３６米的长方形工地四周打木桩．要求

四角各打一根，并且每相邻两根的距离是４米．问共要打多少根木桩？

解　这是在长方形四周“植树”，且长与宽均是４的整数倍，所以木桩根

数等于分割的段数．
工地的周长是（９６＋３６）×２＝２６４（米）；要 打 木 桩２６４÷４＝６６（根）．综

合算式为

（９６＋３６）×２÷４＝６６（根）．
１３１２．在圆形池边植树，把树植在距岸边均为３米的圆周上，每隔２米

植树１棵，共植３１４棵，求池的周长．（π取３１４）
解　植树线路的圆周长为２×３１４＝６２８（米），此圆直径为６２８÷３１４＝

２００（米），圆 池 直 径 为 ２００－３×２＝１９４（米），圆 池 周 长 为 １９４×３１４＝
６０９１６（米）．综合算式为

（２×３１４÷３１４－３×２）×３１４＝６０９１６（米）．
１３１３．湖的周长是１０００米，在 湖 边 每 隔８米 种 柳 树 一 棵，再 在 两 棵 柳

树之间间隔相等地种２棵桃树，问 相 邻 两 棵 桃 树 每 隔 多 少 米？可 种 桃 树 多

少棵？

解　柳树有１０００÷８＝１２５（棵），相 邻 两 棵 桃 树 相 隔８÷（２＋１）＝２２
３

（米），可种桃树１０００÷２２
３－１２５＝２５０（棵）［或２×１２５＝２５０（棵）］．综 合 算

式为

１０００÷［８÷（２＋１）］－１０００÷８＝２５０（棵）．
１３１４．园林乡有一块长８４米、宽５４米的长方形苹果园，苹果树的株距

２米，行距３米．问这块地共种苹果多少棵？

解１　先算出一行能种多少棵：８４÷２＝４２（棵），
再算能种多少行：５４÷３＝１８（行），
这块地共种苹果树的棵数是４２×１８＝７５６（棵）；
解２　先算出这块地的面积：８４×５４＝４５３６（米２），

再算一棵树占地面积：２×３＝６（米２），
这块地共种苹果树的棵数为４５３６÷６＝７５６（棵）．
１３１５．在一块长８０米、宽２１米 的 长 方 形 果 园 里 种 树．树 的 株 距 是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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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行距是６米．问这块地可种多少棵树？

解　因地的长、宽的米 数８０和２１不 是 株 距、行 距 米 数４和６的 公 倍

数，所以不同的种法，种的棵数也不同．仿上题解有：

８０÷４＝２０（棵），

２１÷６＝３（余３），

２０×３＝６０（棵）．
即这块地可种６０棵树．

或　８０÷６＝１３（余２），　　
２１÷４＝５（余１），

１３×５＝６５（棵）．
即这块地可种６５棵树．
（９）还原问题

１３１６．某数加上３、乘以５，再加上７、除 以８、减 去９，再 用４乘，恰 好 等

于１００．求某数．
解１　从最后一步逆推还原：最后不用４乘是１００÷４＝２５，不减去９是

２５＋９＝３４，不除以８是３４×８＝２７２，不 加７是２７２－７＝２６５，不 乘 以５是

２６５÷５＝５３，不加上３是５３－３＝５０．故知某数是５０．综合算式为

［（１００÷４＋９）×８－７］÷５－３＝５０；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３）×５＋７］÷８－９｝×４＝１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０．
所以某数为５０．
１３１７．某数加上７，乘以７，再减去７，除以７商７．求某数．
解１　仿上题还原得某数是（７×７＋７）÷７－７＝１；
解２　设某数为ｘ．依题意，得

［（ｘ＋７）×７－７］÷７＝７．
解方程，得　ｘ＝１．
所以某数为１．
１３１８．一老人说：“把我的年龄加上１７后用４除，再减去１５后用１０乘，

恰巧是１００岁．”问这位老人今年多少岁？

解１　仿题１３１６逆推还原知，此老人今年为　（１００÷１０＋１５）×４－１７
＝８３（岁）；

解２　设这位老人今年ｘ岁，依题意，得

［（ｘ＋１７）÷４－１５］×１０＝１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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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位老人今年８３岁．
说明　这类问题的解，是根据题意的叙述顺序由后向前逆推计算，也就

是：原题加了的，逆推用减；原题减了的，逆推用加；原题乘了的，逆推用除；
原题除了的，逆推用乘．这种解题方 法，通 常 叫 做 逆 推 法．如 果 用 方 程 解，则

应按照题目叙述顺序，列出方程．
１３１９．百货商店出售彩色电视机，上午售出总数的一半又３台；下午售

出余下的一半又７台，还剩４台．问这批彩色电视机共有多少台？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剩下的４台加上下午 售 出 的７台，就 是 上 午 售 出 后“余 下 的

一半”，故知上午售出后余下（４＋７）×２＝２２（台），上午售出后余下的电视机

再加上３台就是“总数的一半”，所以 这 批 彩 色 电 视 机 共 有（２２＋３）×２＝５０
（台）．综合算式为

［（４＋７）×２＋３］×２＝５０（台）；
解２　设有彩色电视机ｘ台，依题意，得

ｘ
２＋３＋１

２ ｘ－ ｘ
２（ ）［ ］＋３ ＋７＋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５０．
所以这批彩色电视机共有５０台．
１３２０．某仓库原有煤若干吨，第一天 上 午 运 出 总 数 的 一 半，下 午 运 出５

吨；第二天上午运出剩煤的一半，下 午 运 出５吨；第 三 天 上 午 运 出 剩 煤 的 一

半，下午运出５吨．这时仓库还存煤２４吨．问此仓库原有煤多少吨？

解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最后剩下的２４吨加 上５吨 就 是“第 二 天 运 后 剩 下 的 一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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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第二天运后剩下的煤是（２４＋５）×２＝５８（吨）；第 二 天 运 后 剩 下 的 煤 加

上５吨就是“第一天运后余下的一半”，故 知 第 一 天 运 后 余 下 煤（５８＋５）×２
＝１２６（吨）；第一天运后余下的煤加 上５吨 就 是“原 有 煤 的 一 半”，所 以 此 仓

库原有煤（１２６＋５）×２＝２６２（吨）．综合算式为

｛［（２４＋５）×２＋５］×２＋５｝×２＝２６２（吨）．
１３２１．有一筐鸡蛋，第一次取出全部的一半又半个，第二次取出剩下的

一半又半个，第三次取出剩下的一 半 又 半 个，筐 内 还 剩 下 一 个 鸡 蛋．问 这 个

筐内原有鸡蛋多少个？

解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并非 每 次 真 取 出 过 半 个 鸡 蛋，实 际 是 第 二 次 取 出 后，剩 下

１＋（ ）１
２ ×２＝３（个）；第一次取出后剩下 ３＋（ ）１

２ ×２＝７（个）；筐里原有鸡

蛋 ７＋（ ）１
２ ×２＝１５（个）．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２ ×２＝１５（个）．

１３２２．有苹果一篓，甲取一半少１个，乙取余下的一半又１个，丙又取其

余的一半，结果还剩１个．如果每个苹果０２４元，问这篓苹果共值多少元？

解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最后余下的一半”是１个，故 知 最 后 余 下１×２＝２（个）；最

后余下的苹果加上１个就是甲取后余下的一半，所以，甲取后余下苹果（２＋
１）×２＝６（个）；甲取后余下的苹 果 减 去１个 就 是“一 篓 苹 果 的 一 半”，可 见，
这篓苹果共有（６－１）×２＝１０（个）．由 此 知 这 篓 苹 果 共 值０２４×１０＝２４０
（元）．综合算式为

０２４×｛［（１×２＋１）×２－１］×２｝＝２４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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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３．有煤三堆，第一堆煤的吨数是第二堆的３倍，第三堆煤的吨数是

第二堆的４倍，如果从第三堆里每天 取 用５吨，那 么９天 后 还 剩３吨．求 第

一堆煤的吨数．
解１　由题意知，第三堆煤有５×９＋３＝４８（吨）．由此知第二堆煤有４８

÷４＝１２（吨），故第一堆煤有１２×３＝３６（吨）．综合算式为

（５×９＋３）÷４×３＝３６（吨）；

解２　设第一堆煤有ｘ吨，则第三堆煤有 ４
３ｘ吨．依题意，得

４
３ｘ＝５×９＋３．

解方程，得　ｘ＝３６．
所以第一堆煤有３６吨．
１３２４．从第一工程队抽调一半的人去支援第二队，抽调７５人支援第三

队，又抽调剩下的人的一半支援第 四 队，后 来 又 调 进６人，这 时 第 一 队 还 有

４４人．求第一队原有多少人？

解１　从最后一步 逆 推：支 援 各 队 后 若 不 调 进６人，第 一 工 程 队 还 有

４４－６＝３８（人）．支援第二、三工 程 队 后，若 不 支 援 第 四 工 程 队，第 一 工 程 队

还剩３８×２＝７６（人）；支 援 第 二 工 程 队 后 若 不 支 援 第 三、四 工 程 队，第 一 工

程队还剩７６＋７５＝１５１（人）；故 知 第 一 工 程 队 原 有 人 数 是 １５１×２＝３０２
（人）．综合算式为

［（４４－６）×２＋７５］×２＝３０２（人）；
解２　设第一工程队原有ｘ人．依题意，得

１
２ ｘ－ｘ

２（ ）－７５ ＋６＝４４．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２．
所以第一工程队原有３０２人．
１３２５．某人有钱若干，第一次用去全数的三分之一，第二次用去第一次

剩下的五分之一，第三次用去第二次剩下的八分之三，还剩１０元．问某人原

有钱多少？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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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知，最后剩下的１０元相当于 第 二 次 剩 下 的１－３
８＝５

８
，所 以 第

二次剩下的钱 是 １０÷ ５
８ ＝１６（元）；仿 此，可 知 第 一 次 剩 下 的 钱 是 １６÷

１－（ ）１
５ ＝２０（元）；原有钱数是２０÷ １－（ ）１

３ ＝３０（元）．综合算式为

１０÷ １－（ ）３
８ ÷ １－（ ）１

５ ÷ １－（ ）１
３ ＝３０（元）；

解２　设某人原有钱ｘ元．依题意，得

１
３ｘ＋１

５ ｘ－ｘ（ ）３ ＋３
８ ｘ－ｘ

３－１
５ ｘ－ｘ（ ）［ ］３ ＋１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３０．
所以某人原有３０元．
１３２６．五（１）班开文娱晚会买糖若干，拿全数的三分之二减去４粒给男

同学，又拿余下的一半加上１５粒给女同学，尚余糖５粒．问男同学分得糖多

少粒？

解１　依题意可作图

由图可知，余下的是（１５＋５）×２＝４０（粒），全 数 的 １
３

是４０－４＝３６

（粒），故知给男同学的糖有：３６×２－４＝６８（粒）或３６×３－４０＝６８（粒）．综

合算式为　［（１５＋５）×２－４］×２－４＝６８（粒），
或［（１５＋５）×２－４］×３－（１５＋５）×２＝６８（粒）；
解２　设共买糖ｘ粒．依题意，得

２
３ｘ－４＋１

２ ｘ－ ２
３ｘ（ ）［ ］－４ ＋１５＋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８，１０８×２
３－４＝６８（粒）．

所以男同学分得６８粒．
１３２７．有甲、乙两堆小 球，各 有 若 干 个．若 按 下 列 规 则 挪 动 小 球：第 一

次从甲堆拿出和乙堆同样多的小球 放 到 乙 堆；第 二 次 从 乙 堆 拿 出 和 甲 堆 剩

下的同样多的小球放到甲堆，如此 挪 动 四 次 后，甲、乙 两 堆 的 小 球 恰 好 都 是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６０９　　 　 　

１６个．问甲、乙两堆小球最初各有多少个？

解　从最后一步逆推：第 四 次 是 从 乙 堆 拿 小 球 放 到 甲 堆 后，两 堆 小 球

都是１６个，可见在乙堆挪动前，甲堆有 小 球１６÷２＝８（个）；乙 堆 有 小 球１６
＋８＝２４（个）．逆推过程如下表所示（表中箭头表示推理方向）

逆　推　过　程 甲　　　堆 乙　　　堆

第四次挪动后

（两堆小球都是１６个）
１６ １６

第四次挪动前

（即第三次挪动后） １６÷２＝８ １６＋８＝２４

第三次挪动前

（即第二次挪动后）
８＋１２＝２０ ２４÷２＝１２

第二次挪动前

（即第一次挪动后） ２０÷２＝１０ １２＋１０＝２２

第一次挪动前

（即开始挪动时）
１０＋１１＝２１ ２２÷２＝１１

↓


→

↓


←

↓


→

↓


←

　　　　　　　　　　　　　　　　　 　　

故知最初甲堆有小球２１个，乙堆有小球１１个．
１３２８．书架上、中、下三层共放９６本书．先从上层取出与中层同样多的

书放到中层，再从中层取出与下层同样多的书放到下层，最后从下层取出与

上层剩下的本数同样多的书放到上层，这时三层所放的书本数相同．问这个

书架的上、中、下三层原来各有多少本书？

解　最后各层均有９６÷３＝３２（本），这 时 上 层 书 的 本 数 正 好 是 原 来 上

层剩下书的２倍，可见原来上层剩下的书有３２÷２＝１６（本）；下层不取出书

放到上层去之前有书３２＋１６＝４８（本），而这时下层的书正好是下层原有书

的２倍，故知下层原有书４８÷２＝２４（本）．进 一 步 可 推 知，中 层 若 不 给 下 层

２４本，则正好 是 它 原 有 本 数 的 ２倍，所 以 中 层 原 有 书（３２＋２４）÷２＝２８
（本），上层原有书９６－２４－２８＝４４（本）．即 此 书 架 的 上、中、下 三 层 原 来 各

有书４４本、２８本和２４本．
１３２９．甲、乙、丙三个小朋友，各 有 年 历 片 若 干 张．如 果 甲 给 乙１张，乙

给丙２张，丙给甲３张，那么他们每 人 都 有４张．问 原 来 三 人 各 有 年 历 片 几

张？

解１　依题意可以推知：丙有４张，若 不 给 甲３张 也 不 拿 乙 给 的３张，
丙原有４＋３－２＝５（张），乙有４张，若不给丙２张也不拿甲给的１张，乙原

有４＋２－１＝５（张），甲有４×３－５－５＝２（张）；
解２　甲给乙１张，得丙３张后有４张，这时甲比原来多３－１＝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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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甲原有４－２＝２（张），乙给丙２张，得甲１张后有４张，这时乙比原来少

２－１＝１（张），故知乙原有４＋１＝５（张），由此可推知丙原有４×３－２－５＝５
（张）．

１３３０．甲、乙、丙、丁 四 个 小 朋 友 共 有 彩 色 玻 璃 弹 子１００颗．甲 给 乙１３
颗，乙给丙１８颗，丙给丁１６颗，丁 给 甲２颗，这 时 四 人 的 弹 子 数 相 等．问 他

们原来各有弹子多少颗？

解１　最后四人都有弹子１００÷４＝２５（颗）．丁若不给甲２颗，也不拿丙

给的１６颗，则丁原有２５＋２－１６＝１１（颗），丙若不给丁１６颗，也不拿乙给的

１８颗，则丙原有２５＋１６－１８＝２３（颗），乙若不给丙１８颗，也不 拿 甲 给 的１３
颗，则乙原有２５＋１８－１３＝３０（颗），由此可推知甲原有１００－３０－２３－１１＝
３６（颗）．所以原来甲有３６颗、乙有３０颗、丙有２３颗、丁有１１颗；

解２　甲给乙１３颗、得 丁２颗，比 原 来 少１３－２＝１１（颗）；乙 给 丙１８
颗，得甲１３颗，比原来少１８－１３＝５（颗）；丙给丁１６颗、得 乙１８颗，比 原 来

多１８－１６＝２（颗）；丁给甲２颗、得丙１６颗，比原来多１６－２＝１４（颗）．因调

整后四人弹子数相等，即每人有１００÷４＝２５（颗），故 知 原 来 甲 有２５＋１１＝
３６（颗）；乙有２５＋５＝３０（颗）；丙有２５－２＝２３（颗）；丁有２５－１４＝１１（颗）．

１３３１．张明拿零用钱的一半又２角钱买４本练习本；拿余下的一半又６
角钱买３支铅笔；拿其余的一半少５角 买２块 橡 皮，还 剩１元４角．问 练 习

本、铅笔、橡皮的单价各是多少？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逆推可知：买橡皮用去（１４－５）×２－１４＝４（角），故每块橡皮售价

是４÷２＝２（角）；买铅笔用去［（１４－５）×２＋６］×２－（１４－５）×２＝３０（角），
故每支铅笔售价是３０÷３＝１０（角）；买练习本用去零用钱的一半又２角，即

［（１４－５）×２＋６］×２＋２＋２＝５２（角）或１４＋４＋３０＋２×２＝５２（角），故 每

本练习本售价是５２÷４＝１３（角）；
解２　由解１图知，张明共 有 零 用 钱｛［（１４－５）×２＋６］×２＋２｝×２＝

１００（角）．故知他买练习本、铅笔、橡皮分别用去：１００÷２＋２＝５２（角）；（１００
－５２）÷２＋６＝３０（角），（１００－５２－３０）÷２－５＝４（角），它 们 的 售 价 分 别

是：每本练习本５２÷４＝１３（角），每支 铅 笔３０÷３＝１０（角），每 块 橡 皮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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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角）．
１３３２．小勇把爸爸、妈妈给的零用钱，存放在一个小盒里．两个月后，他

用其中的一半 去 买 了 练 习 本．后 来 又 存 入２１０元，他 又 用 其 中 比 一 半 少

０２０元的钱去买了课外书籍，结果还剩下３６０元．问未买练习本之前 他 共

存了多少钱？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小勇未买练习本之前他共存钱

［（３６０－０２０）×２－２１０］×２＝９４０（元）；
解２　设小勇原存款ｘ元．依题意，得

ｘ
２＋１

２
ｘ
２（ ）＋２１０ －０２０＋３６０－２１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９４０．
所以小勇原存有９４０元．
１３３３．张老师积极参加银行储蓄．今年１至６月每月存３００元，７月份

因故未存，还取出了存款的一半，８月至１２月又每月存３００元，年终时取用

存款的一半后尚余１４５０元．问他 去 年 年 终 的 存 款 额 是 多 少？（利 息 不 计 在

内）
解１　从最后一步逆推：年终时若不取出一半，则存款应有１４５０×２＝

２９００（元）；若８至１２月不储蓄，存款只有２９００－３０×５＝１４００（元）；７月份

若不取出一半，存款应有１４００×２＝２８００（元）；今年１至６月若不储蓄，存款

仅２８００－３０×６＝１０００（元），故知去年年终存款额为１０００元．综合算式为

（１４５０×２－３００×５）×２－３００×６＝１０００（元）；
解２　设张老师去年年终存款ｘ元．依题意，得

１
２

１
２

（ｘ＋３００×６）［ ］＋３００×５ ＝１４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０．
所以张老师去年年终存款１０００元．
１３３４．一个天文爱好者说：“土星直径比地球直径大８倍又４８００千米，

土星直径除以２４等于水星直径，水星直径加上２０００千米是火星直径，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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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的一半减去５００千米等于月亮的直径，月亮直径是３０００千米．”请你算

一算地球直径是多少千米？

解１　从最后一步逆推知：火星直径是（３０００＋５００）×２＝７０００（千米）；
水星直径是７０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千 米）；土 星 直 径 是５０００×２４＝１２００００（千

米）；由此知地球直径是（１２００００－４８００）÷（８＋１）＝１２８００（千米）．综合算式

为　｛［（３０００＋５００）×２－２０００］×２４－４８００｝÷（８＋１）＝１２８００（千米）；
解２　设地球直径为ｘ千米．依题意，得

（８＋１）ｘ＋４８００
２４ ＋２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３０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８００．
所以地球直径是１２８００千米．
１３３５．２４千克水被分装在三个瓶中．现把甲瓶中的水倒一部分给乙、丙

两瓶，使乙、丙两瓶的水比原来增加１倍．此 后 又 把 乙 瓶 中 的 水 倒 一 部 分 给

甲、丙两瓶，也使甲、丙两瓶的水比瓶中已装的水增加１倍．最后再将丙瓶中

的水同样按上面的要求倒一部分 给 甲、乙 两 瓶．这 样 倒 了 三 次 之 后，三 瓶 水

就变成了一样多．问三个瓶中最初各装有水多少千克？

解　从最后一步逆推：最后三瓶水一样多，每瓶有水２４÷３＝８（千克），
丙瓶未向甲、乙两瓶倒水前，甲、乙两瓶各应有水８÷２＝４（千克），故丙瓶有

水２４－４－４＝１６（千克）．逆推过程如下表：

逆　推　过　程 甲　　瓶 乙　　瓶 丙　　瓶

第三次倒水后

（即丙倒给甲、乙后） ８千克 ８千克 ８千克

第三次倒水前

（即丙未倒给甲、乙时） ８÷２＝４（千克） ８÷２＝４（千克） ２４－４－４＝１６（千克）

第二次倒水前

（即乙未倒给甲、丙时） ４÷２＝２（千克） ２４－２－８＝１４（千克） １６÷２＝８（千克）

第一次倒水前

（即甲未倒给乙、丙时） ２４－７－４＝１３（千克） １４÷２＝７（千克） ８÷２＝４（千克）

↓


↓
　　　　　　　　　　 　　　 　 　　

↓


↓
　　　　　　　　　　 　　　　　　　　 　　　　　　

↓


↓
　　　　　　　　　　　　　 　 　　　 　　　 　 　　

所以最初甲、乙、丙三瓶分别装有水１３千克、７千克、４千克．
１３３６．有砖２６块，兄弟两人 争 着 去 挑，弟 弟 抢 在 前 面，刚 装 好 砖 头，哥

哥赶到了．哥哥看弟弟挑得太多，就抢过一半，弟弟不服，又从哥哥那儿抢走

一半，哥哥不肯，弟弟还给哥哥５块，这时哥哥比弟弟多挑２块．问最初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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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挑多少块？

解　由题意知，兄弟两人共挑２６块砖，兄比弟多挑２块，由和差问题解

法知兄挑（２６＋２）÷２＝１４（块），弟挑（２６－２）÷２＝１２（块）．弟未还给兄５块

前，兄挑１４－５＝９（块），故知兄 未 被 弟 抢 去 一 半 时，兄 挑９×２＝１８（块），这

时弟弟有砖２６－１８＝８（块），所以兄未抢走弟一半之前，弟最初准备挑８×２
＝１６（块）．综合算式为

｛２６－［（２６＋２）÷２－５］×２｝×２＝１６（块）．
１３３７．甲、乙两瓶各装了２５千克酒，小黄的爸爸用可装２６千克的空

瓶满满装去了一瓶．小黄从剩下酒较多的甲瓶倒一部分给乙瓶，使乙瓶内酒

增加１倍，然后又从乙瓶倒一部 分 给 甲 瓶，使 甲 瓶 的 酒 增 加１倍，这 时 甲 瓶

的酒恰好等于乙瓶的３倍．问小黄的爸爸从两个酒瓶里各倒去了多少酒？

解　甲、乙两瓶倒去２６千克酒后还剩下：２５×２－２６＝２４（千克），
这些酒在两瓶倒来倒去，总重量不 变．最 后 甲 瓶 中 酒 等 于 乙 瓶 的３倍，故 知

这时乙瓶有酒２４÷（３＋１）＝０６（千克），甲瓶有酒０６×３＝１８（千克）．在

乙瓶未倒给甲瓶前，甲瓶 应 有１８÷２＝０９（千 克），乙 瓶 应 有２４－０９＝
１５（千克）；在甲瓶未倒给乙 瓶 前，乙 瓶 应 有１５÷２＝０７５（千 克），甲 瓶 应

有２４－０７５＝１６５（千克），而 原 来 两 瓶 各 有２５（千 克），所 以 小 黄 爸 爸 从

甲瓶倒去２５－１６５＝０８５（千克），从乙瓶倒去２５－０７５＝１７５（千克）．
（１０）行程问题

１３３８．甲、乙两人从相距２７千 米 的 两 地 同 时 相 向 而 行．甲 每 小 时 行５
千米，乙每小时行４千米，几时后两人相遇？

解１　出发时两人相距２７千米，以后两人间的距离每小时可缩短５＋４
＝９（千米），故知２７÷９＝３（时）后两人相遇；

说明　相向相遇的行程 问 题 一 般 用 此 法 来 解，其 基 本 解 题 公 式 是：路

程和÷速度和＝相遇时间（速度和×时间＝路程和）；
解２　由甲每小时 行５千 米，乙 每 小 时 行４千 米，可 知 乙 速 为 甲 速 的

４
５

，由此知从出发到相遇，乙所行之路程为甲的 ４
５

，总的 路 程２７千 米 相 当

于甲行路程的 １＋（ ）４
５

，故甲 行 了２７÷ １＋（ ）４
５ ＝１５（千 米），相 遇 时 间 为

１５÷５＝３（时）；
解３　两人速度之比为５∶４，而所行时间相同，所以两人所行路程之比

也是５∶４，故甲行了２７× ５
５＋４＝１５（千米），相遇时间为１５÷５＝３（时）；

解４　设ｘ时后两人相遇，依题意，得

５ｘ＋４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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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３．所以３时后两人相遇．
１３３９．两城相距２４０千米，甲、乙两车同时由两城出发，相向而行．甲车

行完全程需４时，乙车行完全程需６时．问两车出发后多少时间相遇？

解１　甲车每小时行２４０÷４＝６０（千米），乙车每小时行２４０÷６＝４０（千

米），故两车出发后需２４０÷（６０＋４０）＝２４（时）相遇．综合算式为

２４０÷（２４０÷４＋２４０÷６）＝２４（时）；

解２　按工程问题解设全程 为１，则 有１÷ １
４＋（ ）１

６ ＝２２
５

（时），即 两

车出发后２２
５

时相遇；

解３　设两车出发后ｘ时相遇．依题意，得

２４０
４ｘ＋２４０

６ｘ＝２４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４．
所以两车出发后２４时相遇．
１３４０．两人从相距２２５千 米 的 两 地 同 时 相 对 走 来，甲 每 小 时 行５千

米，乙每小时行４千米，问甲距乙出发地多远的地方和乙相遇？

解　根据题意，所求的即为从出发到相遇乙所走的路程．两人从出发到

相遇所经过的时间是２２５÷（５＋４）＝２５（时），乙 所 走 的 路 程 是４×２５＝
１０（千米）．综合算式为

４×［２２５÷（５＋４）］＝１０（千米）．
１３４１．京广铁路全长２３３１千 米．甲 车 以 平 均 每 小 时５６千 米 的 速 度 从

广州出发开往北京．３时后，乙车从北京出发开往广州，并在行驶了２１时后

与甲车在武汉相遇，求乙车平均每小时行多少千米？

解１　甲车３时行了５６×３＝１６８（千米），两车速度之和为每小时（２３３１
－１６８）÷２１＝１０３（千米），乙 车 速 度 为 每 小 时１０３－５６＝４７（千 米）．综 合 算

式为　（２３３１－５６×３）÷２１－５６＝４７（千米）；
解２　设乙车平均每小时行ｘ千米．依题意，得

２１ｘ＋５６×（３＋２１）＝２３３１．
解方程，得　ｘ＝４７．所以乙车平均每小时行４７千米．
１３４２．一列１２００米长的队伍 以 每 分８０米 的 速 度 行 进．队 伍 前 面 的 联

络员用６分的时间跑到队伍末尾传达命令，问联络员每分跑多少米？

解１　开始时联络员与 排 尾 相 隔１２００米，以 后 作 相 向 运 动，６分 钟 后

联络员与排尾的人相遇，所以 速 度 和 为 每 分１２００÷６＝２００（米），联 络 员 每

分跑２００－８０＝１２０（米）．综合算式为

１２００÷６－８０＝１２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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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队伍６分行进８０×６＝４８０（米），联络 员６分 跑１２００－４８０＝７２０
（米），联络员每分跑７２０÷６＝１２０（米）．综合算式为

（１２００－８０×６）÷６＝１２０（米）．
１３４３．两地相距９００千米．甲、乙 两 列 火 车 同 时 分 别 从 两 地 出 发，相 向

而行．甲车每小时行６０千米，乙车 每 小 时 行９０千 米．两 车 在 途 中 相 遇 后 继

续前进．问从相遇时算起，两车开到对方的出发点，各需多少时？

解　两车从出发到相遇需９００÷（６０＋９０）＝６（时），甲列车行完全程需

９００÷６０＝１５（时），乙列车行 完 全 程 需９００÷９０＝１０（时），故 知 甲 列 车 还 需

行１５－６＝９（时），乙列车还需行１０－６＝４（时）．综合算式为

甲列车９００÷６０－９００÷（６０＋９０）＝９（时），
乙列车９００÷９０－９００÷（６０＋９０）＝４（时）．

１３４４．一列货车早晨６时从 甲 地 开 往 乙 地，平 均 每 小 时 行４５千 米．一

列客车从乙地开往甲地，平均每小时 比 货 车 快１５千 米．已 知 客 车 比 货 车 迟

发２时，中午１２时同时经过途中 某 站，继 续 前 进．问 当 客 车 到 达 甲 地 时，货

车离乙地还有多少千米？

解　由题意知，客车每小时行４５＋１５＝６０（千 米），两 车 同 时 到 达 途 中

某站时，货车已行１２－６＝６（时），客车已行６－２＝４（时）．故知甲、乙两地相

距４５×６＋６０×４＝５１０（千米）［或（４５＋６０）×４＋４５×２＝５１０（千 米）］，客 车

由乙地到甲地需５１０÷６０＝８５（时），所以，当客车到达甲地时，货车离乙地

还有５１０－４５×（８５＋２）＝３７５（千米）．
１３４５．一列快车在上午８时 由 甲 站 开 往 乙 站，每 小 时 行５８千 米．一 列

慢车在上午９时由乙站开往甲站，每小时行４８千米．在慢车出发后３时，两

列火车相遇后又相距７４千米．求甲、乙两站相距多少千米？

解　慢车 出 发 后３时 两 列 火 车 共 行 了５８×（９－８＋３）＋４８×３＝３７６
（千米），故知两车站相距３７６－７４＝３０２（千米）．综合算式为

５８×（９－８＋３）＋４８×３－７４＝３０２（千米）．
１３４６．两城相隔４７７千米．甲 列 车 以 每 小 时４６千 米，乙 列 车 以 每 小 时

３８千米的速度先后从两城出发，相向而行．相遇时甲列车行驶了２３０千米，
问乙列车比甲列车早发了几时？

解１　相遇时甲列车行了２３０÷４６＝５（时）；乙 列 车 行 了（４７７－２３０）÷
３８＝６５（时），所以乙列车比甲 列 车 早 发 了６５－５＝１５（时）．综 合 算 式 为

　（４７７－２３０）÷３８－２３０÷４６＝１５（时）；
解２　相遇时甲列车行驶了２３０÷４６＝５（时），甲列车出发时，乙列车先

行了４７７－（４６＋３８）×５＝５７（千 米），故 知，乙 列 车 先 行 了 ５７÷３８＝１５
（时）．综合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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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７－（４６＋３８）×（２３０÷４６）］÷３８＝１５（时）．
１３４７．甲、乙两人同时分别从两地骑车相向而行，甲每小时行２０千米，

乙每小时行１８千米，两人相遇时距全程中点３千米．问全路程长多少千米？

解　由题意知，两人相遇时，甲已过中点３千米，乙尚距中点３千米，两

者行程相差３×２＝６（千 米），即 从 出 发 到 相 遇，甲 比 乙 多 走 了６千 米，两 人

从出发到相遇所经过的 时 间 是６÷（２０－１８）＝３（时），所 以 两 地 间 路 程 长

（２０＋１８）×３＝１１４（千米）．综合算式为

（２０＋１８）×［３×２÷（２０－１８）］＝１１４（千米）．
１３４８．甲、乙、丙、丁四地在一直线上，甲、丁两地相距６４千米，乙、丙两

地相距１６千米．小明从甲地出发每 小 时 走３千 米，小 红 从 丁 地 出 发 每 小 时

走２千米，两人同时出发相向而行，当小明走到丙地时，小红恰好走到乙地．
求甲地与乙地、丙地与丁地之间各相隔几千米．

解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两人分 别 到 达 丙 地 与 乙 地 时，费 时（６４＋１６）÷（３＋２）＝１６
（时），故知甲、乙两地相距３×１６－１６＝３２（千 米），丙、丁 两 地 相 距２×１６－
１６＝１６（千米）．综合算式为　甲、乙两地相距３×［（６４＋１６）÷（３＋２）］－１６
＝３２（千米）；丙、丁两地相距２×［（６４＋１６）÷（３＋２）］－１６＝１６（千米）．

１３４９．有东西两地，甲从东地出发，乙从西地出发，同时相向而行，２时

后甲乙相距８１千米，５时后（从出发时起）甲乙还相距５４千米．问从出发到

相遇需几时？

解１　５－２＝３（时），３小时中 两 人 所 行 路 程 和 为８１－５４＝２７（千 米），
剩下的５４千米需行３×（５４÷２７）＝６（时），从出发到相遇需５＋６＝１１（时）．
综合算式为　５＋（５－２）×［５４÷（８１－５４）］＝１１（时）；

解２　两人１小时共行（８１－５４）÷（５－２）＝９（千 米），５４千 米 需 行５４
÷９＝６（时），从出发到相遇共需行５＋６＝１１（时）．综合算式为

５＋５４÷［（８１－５４）÷（５－２）］＝１１（时）．
１３５０．甲、乙两人同时从东镇出发，到相距４５千米的西镇去办事．甲骑

自行车每小时行１５千米，乙步行每小 时 行５千 米．甲 到 西 镇 用１时 办 完 事

情后沿原路返回，途中与乙相遇．问这时乙走了多少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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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甲从西镇返回时乙走了５×（４５÷１５＋１）＝２０（千米），所以甲从西

镇出发到与乙相遇需（４５－２０）÷（１５＋５）＝１２５（时）．相 遇 时，乙 共 行 了４
＋１２５＝５２５（时），故知这时乙走了５×５２５＝２６２５（千米）．综合算式为

５×｛［４５－５×（４５÷１５＋１）］÷（１５＋５）＋４｝＝２６２５（千米）．
１３５１．东西镇相距４５千 米，甲、乙 两 人 分 别 从 两 镇 同 时 出 发，相 向 而

行．甲比乙每小时多行１５千米，６时后两人相遇，两人每小时各行几千米？

解１　如果甲每小时少 行１５千 米，则 甲 与 乙 速 度 相 同，那 么６时 甲、
乙共行４５－１５×６＝３６（千米），所以乙每小时行３６÷（６＋６）＝３（千米）．综

合算式为　（４５－１５×６）÷（６＋６）＝３（千 米），甲 每 小 时 行１５＋３＝４５
（千米）；

解２　甲比乙共多行１５×６＝９（千米），两人共行４５千米，由和差问题

的解法可知，甲行了（４５＋９）÷２＝２７（千 米），乙 行 了（４５－９）÷２＝１８（千

米）．所以，甲每小时行２７÷６＝４５（千米），乙每小时行１８÷６＝３（千米）；
解３　两人速度和为每小 时４５÷６＝７５（千 米），速 度 差 为 每 小 时１５

千米，所以甲每小时行（７５＋１５）÷２＝４５（千 米），乙 每 小 时 行４５－１５
＝３（千米）；

解４　设甲每小时行ｘ千米，则乙每时行（ｘ－１５）千米，依题意，得

６（ｘ＋ｘ－１５）＝４５．
解方程，得　ｘ＝４５，４５－１５＝３．
所以甲每小时行４５千米，乙每小时行３千米．
１３５２．炼铁厂用汽车从距厂６３千米外的矿山运料．现有甲、乙两车，甲

车自矿山，乙车自厂同时出发相向 而 行，时 速 分 别 为４０千 米 和５０千 米，如

果不计装卸时间，那么两车从出发 到 第 三 次 相 遇 共 经 过 多 少 时 间？相 遇 地

点离矿山多少千米？

解　从出发到第一次相遇两车共行了６３千米，从第一次相遇到第二次

相遇两车共行了６３×２＝１２６（千米），从第二次相遇到第三次相遇两车共行

了６３×２＝１２６（千米），两车从出发到第三次相遇共经过了（６３＋１２６＋１２６）

÷（４０＋５０）＝３５（时）．这时甲车共行了４０×３５＝１４０（千米），相 遇 地 点 离

矿山１４０－６３×２＝１４（千米）．综合算式为

（６３＋６３×２＋６３×２）÷（４０＋５０）＝３５（时）；

４０×３５－６３×２＝１４（千米）．
１３５３．甲、乙两人分别从两地 同 时 相 向 而 行，则８时 后 相 遇；如 果 每 小

时各少行１５千米，则１０时后相遇．求两地间的路程．
解１　由题意知，两人减速后８时 共 少 行１５×２×８＝２４（千 米），需 多

费时１０－８＝２（时），此即行２４千米所需的时间，故知减速后每小时行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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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千米），两地间的路程是１２×１０＝１２０（千 米）．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５×２
×８÷（１０－８）×１０＝１２０（千米）；

解２　８时相遇，则１时行全程的 １
８．１０时相遇，则１时行全程的 １

１０．

两人每小时各少行１５千米，两人共少 行１５×２＝３（千 米），故 全 程 为３÷
１
８－１（ ）１０ ＝１２０（千米）；

解３　设两地间的路程为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８－１５×２＝ｘ

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
所以两地间的路程为１２０千米．
１３５４．Ａ、Ｂ 两地相距１２千米，甲从Ａ 到Ｂ，停留半小时后又从Ｂ 返回

Ａ；乙从Ｂ 到Ａ，停留４０分后又从 Ａ 返回Ｂ．已知两人同时分别从 Ａ、Ｂ 两

地出发，经过４时，在他们各自返回 的 路 上 相 遇，如 果 甲 的 速 度 比 乙 的 速 度

每小时快１１
２

千米．问两人在返回的路上相遇时分别离开各自原来的出发

点多远？

解１　两人从出发到返回的路上相遇共行了１２×３＝３６（千米），返回相

遇时甲已行了４－１
２＝３１

２
（时），乙已行了４－２

３＝３１
３

（时）．又知甲比乙每

小时多行１１
２

千米，３１
２

时就多行１１
２×３１

２＝５１
４

（千米）．那么３６－５１
４

＝３０３
４

（千米）就相当于乙在３１
３＋３１

２＝６５
６

（时）内所行的路程，由此可求

出乙每小时行３０３
４÷６５

６＝４１
２

（千米），故知相遇处离Ａ 地４１
２×３１

３－１２

＝３（千米），离Ｂ 地１２－３＝９（千 米）．所 以 这 时 甲、乙 分 别 离 开 各 自 原 来 的

出发点３千米和９千米．综合算式为

１２×３－１１
２× ４－（ ）［ ］１

２ ÷ ４－（ ）１
２ ＋ ４－（ ）［ ］２

３ × ４－（ ）２
３ －１２

＝３（千米），１２－３＝９（千米）；

解２　设乙每时行ｘ千米，则甲每时行 ｘ＋１（ ）１
２

千米．依题意，得

４－（ ）１
２ ｘ＋１（ ）１

２ ＋ ４－（ ）２
３ ｘ＝１２×３．

解方程，得　ｘ＝４１
２．由题意知返回相遇时，乙已行４－２

３＝３１
３

（时），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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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返回相遇时距Ａ 地４１
２×３１

３－１２＝３（千 米），距 Ｂ 地１２－３＝９（千

米）．所以这时甲、乙分别离开各自原来的出发点３千米和９千米．
１３５５．甲、乙两辆汽车同时从Ａ、Ｂ 两 地 出 发 相 向 而 行．第 一 次 相 遇 距

Ａ 地３２千米，相遇后两车仍以原速继续前进，并在到达对方站后立即驶回，
两车又在距Ａ 地６４千米处第二次相遇．问Ａ、Ｂ 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从第一次相遇到第二次 相 遇，甲、乙 共 行 路 程２ＡＢ（甲：Ｃ→
Ｂ→Ｄ，乙：Ｃ→Ａ→Ｄ），乙行３２＋６４＝９６（千 米），因 速 度 不 变，在 甲、乙 共 行

路程ＡＢ 时，乙应行９６÷２＝４８（千米），故知Ａ、Ｂ 两站相距３２＋４８＝８０（千

米）．综合算式为　（３２＋６４）÷２＋３２＝８０（千米）；
解２　由解１图可知，第 一 次 相 遇 时 两 车 已 共 行 了 ＡＢ，这 时 乙 车 行 了

ＢＣ；由第一次相遇到第二次相 遇 两 车 共 行 的 路 程 为２ＡＢ．故 这 时 两 车 行 的

路程都是自己从出发到第一次相遇 所 行 的 路 程 的２倍，那 么 乙 第 二 次 行 的

路程相当于２ＢＣ．而这段时间内乙走了ＣＡ＋ＡＤ＝３２＋６４＝９６（千米），所以

ＢＣ＝９６÷２＝４８（千米）．因此，ＡＢ 两地相隔３２＋４８＝８０（千米）；
解３　从出发到第一次相遇甲车行了３２千米，从第一次相遇到第二次

相遇甲车行了ＢＣ＋ＢＤ，而第二次行的应是第一次的２倍，所以２ＢＤ＝３２×
２－３２，ＢＤ＝１６（千米），所以ＡＢ 长为６４＋１６＝８０（千米）．

１３５６．甲、乙两人从相距６０千米的两地同时相向而行，６时后相遇，如

果每小时各多走１千米，那么相遇 地 点 离 前 一 次 的 相 遇 地 点１千 米，求 甲、
乙两人原来每小时各行多少千米？

解　依题意可作下图

设两人按原速行 走 相 遇 在 Ａ 点，提 高 速 度 后 相 遇 在 Ｂ 点（或 Ｂ′点）．
ＡＢ＝１千米．按原速行走两人每小时共走６０÷６＝１０（千米）；提高速度后两

人每小时共走１０＋１×２＝１２（千米），则相遇时间为６０÷１２＝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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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乙按原速走５时，那么就要从Ｂ 点（或Ｂ′点）退回１×５＝５（千米），
设退回点为Ｃ，即ＢＣ＝５千米，由此，ＡＣ＝５＋１＝６（千米）［若从Ｂ′点退回，
则ＡＣ＝５－１＝４（千米）］，由此可推出，这６千米（或４千 米）就 是 乙 按 原 速

走６时与走５时的路程的 差，所 以，乙 原 来 每 小 时 走６÷（６－５）＝６（千 米）
［或４÷（６－５）＝４（千米）］．甲原来每小时走１０－６＝４（千米）［或１０－４＝６
（千米）］．

１３５７．甲、乙两人同时分别从东、西两地相向而行，８日后相遇．以后两

人行此路时，甲每日较上 次 少 行０５千 米，乙 每 日 较 上 次 多 行１５千 米，７
日后相遇．求东、西两地相隔几千米．

解１　第二次与第一次相比较，两人７日共多行（１５－０５）×７＝７（千

米），第二次因多行７千米 而 较 第 一 次 少 行８－７＝１（日），故 知 两 人 第 一 次

一日共行的路程是７千米，所 以 东 西 两 地 相 隔７×８＝５６（千 米）．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５－０５）×７÷（８－７）×８＝５６（千米）；
解２　设东、西两地相隔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８＋（１５－０５）＝ｘ

７．

解方程，得　ｘ＝５６．
所以东、西两地相隔５６千米．
１３５８．两列火车同时从某站出发，一列向北开，每小时行６２千米；一列

向南开，每小时行４８千米．几时后两列火车相距８８０千米？

解　１时后两车相距４８＋６２＝１１０（千米），所以８８０÷１１０＝８（时）后 两

列火车相距８８０千米．
说明　相背而行的行程问题，它 们 的 速 度、时 间、路 程 之 间 的 关 系 与 相

向而行的行程问题相同．即路程和÷速度和＝时间．
１３５９．一列货车和一列客车同地出发相背而行．当货车行６时，客车行

７时后，两车相距６９９千米．已 知 货 车 比 客 车 每 小 时 多 行６千 米，求 客 车 每

小时行多少千米？

解１　货车６时比客车６时多行６×６＝３６（千 米），如 果 货 车 每 小 时 少

行６千米，则货车６时，客车７时共行６９９－３６＝６６３（千米），故知 客 车 每 小

时行６６３÷（６＋７）＝５１（千米）．综合算式为

（６９９－６×６）÷（７＋６）＝５１（千米）；
解２　设客车每小时行ｘ 千米，则货车每小时行（ｘ＋６）千米．依题 意，

得

６（ｘ＋６）＋７ｘ＝６９９．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６２１　　 　 　

解方程，得　ｘ＝５１．
所以客车每小时行５１千米．
１３６０．两人自相距１０００米的东西两地反向布线（拉电线），甲由东地向

东每分钟走３５米，乙由西地向西每分钟比甲少走５米，经过多长时间，两人

相距２９５０米？

解１　两人原 相 距１０００米，要 使 两 人 相 距２９５０米，还 需 拉 开２９５０－
１０００＝１９５０（米）．两人每分钟共走３５＋（３５－５）＝６５（米），故需经过１９５０÷
６５＝３０（分），即半小时 后 两 人 相 距２９５０米．综 合 算 式 为　（２９５０－１０００）÷
［３５＋（３５－５）］＝３０（分）；

解２　设经过ｘ分两人相距２９５０米．依题意，得

３５ｘ＋（３５－５）ｘ＝２９５０－１０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０．
所以经过３０分两人相距２９５０米．
１３６１．敌车在我车前方４５千米的地方逃窜，速度为每小时６０千米，我

车紧紧追击，速度为每小时８０千米，几时后可追上敌车？

解１　我车每小时比敌车多 行（８０－６０）千 米（速 度 差），我 车 要 追 上 敌

车，就要比敌车 多 行４５千 米（路 程 差），故 知 追 上 敌 车 所 需 的 时 间 是４５÷
（８０－６０）＝２２５（时）；

说明　同向追及问题一般利用关系式：路程差÷速度差＝追及时间来

解．

解２　敌车速度相当于我车速度的 ６０
８０＝３

４
，故在相同时间内敌车所行

路程也为我车的 ３
４．若设我车从出发到追及敌车所行的路程为１，则４５千米

相当于所行路程的 １－（ ）３
４

，所以我车追及敌车的路程 是４５÷ １－（ ）３
４ ＝

１８０（千米），追及时间为１８０÷８０＝２１
４

（时）；

解３　设ｘ时后可追上敌人．依题意，得

８０ｘ＝４５＋６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１
４．

所以２１
４

时后可追上敌人．

１３６２．一辆吉普车与一辆卡 车 分 别 从 甲、乙 两 地 同 时 出 发，同 向 而 行．
卡车在前，吉普车在后，４时后吉普车追上卡 车．已 知 吉 普 车 的 速 度 是 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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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５２千米，卡车的速度是每小时４０千米．求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解　要求甲、乙两地相 距 多 少 千 米，即 求４时 吉 普 车 比 卡 车 多 行 的 路

程．故甲、乙两地相距（５２－４０）×４＝４８（千米）．
１３６３．两码头相距２４千米．甲、乙两汽艇同时分别从两码头出发，向同

一方向航行，甲艇在前，乙艇在后，甲 艇 每 小 时 航 行１８千 米，乙 艇 要 在６时

后追上甲艇，每小时应行多少千米？

解１　经过６时乙艇要比甲艇多行２４千米，因此乙艇每小时要比甲艇

多行２４÷６＝４（千米），甲艇速度为每小时１８千米，乙艇速度应为每小时１８
＋４＝２２（千米）．综合算式为

１８＋２４÷６＝２２（千米）；
解２　设乙艇每小时行ｘ千米，依题意，得

６ｘ＝１８×６＋２４．
解方程，得　ｘ＝２２．所以乙艇每小时行２２千米．
１３６４．摩托车和自行车从相距２０４千米的甲、乙两地同时同向出发（自

行车在前，摩托车在后），摩 托 车 每 小 时 行４８千 米，自 行 车 每 小 时 行１６千

米，途中摩托车发生故障，修理了１时 后 继 续 前 进，问 摩 托 车 和 自 行 车 相 遇

时各行了多少千米？

解１　自行车在摩托车前２０４千米，摩托车修车１时，自行车又前行１６
×１＝１６（千米），所以两车相遇时路程差应为２０４＋１６＝２２０（千米），而摩 托

车每小时比自行车多行４８－１６＝３２（千 米），摩 托 车 追 上 自 行 车 需 行 驶２２０
÷３２＝６８７５（时），所以两车相遇时摩托车行驶了４８×６８７５＝３３０（千 米），
自行车行驶了３３０－２０４＝１２６（千米）或１６×（６８７５＋１）＝１２６（千米）．综合

算式为

摩托车　　４８×［（２０４＋１６）÷（４８－１６）］＝３３０（千米），
自行车　　３３０－２０４＝１２６（千米）；
解２　设ｘ时后摩托车追上自行车．依题意，得

４８（ｘ－１）＝１６ｘ＋２０４．

解方程，得　ｘ＝７７
８．

所以经过７７
８

时摩托车追上 自 行 车．摩 托 车 行 驶 了４８× ７７
８（ ）－１ ＝

３３０（千米），自行车行驶了１６×７７
８＝１２６（千米）．

１３６５．小 明 每 分 走１００米，小 红 每 分 走８０米，两 人 同 时 同 地 向 相 反

方 向 走，５分 后 小 明 转 向 追 小 红，当 小 明 追 上 小 红 时，两 人 已 各 走 了 多

少 米 ？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６２３　　 　 　

解　背向而行，５分后 两 人 相 距（１００＋８０）×５＝９００（米），小 明 转 向

追小红，需 时９００÷（１００－８０）＝４５（分）．这 时 两 人 都 已 走 了４５＋５＝５０
（分），小明走了１００×５０＝５０００（米），小 红 走 了８０×５０＝４０００（米）．综 合

算式为

小明　１００×［（１００＋８０）×５÷（１００－８０）＋５］＝５０００（米），
小红　８０×［（１００＋８０）×５÷（１００－８０）＋５］＝４０００（米）．
１３６６．一队伍长４５０米，以每秒１５米的速度行进．一战士因事需从排

尾赶到排头，并立即返回排尾．若他 的 速 度 为 每 秒３米，那 么 往 返 需 要 多 少

时间？

解　这 个 战 士 从 排 尾“追 及”排 头，他 与 排 头 的 行 程 差 就 是 队 伍 的 长

４５０米，速度 差 为 每 秒３－１５＝１５（米），因 此，追 及 所 需 时 间 为４５０÷１５
＝３００（秒）．

当他从排头返回排尾并与 排 尾“相 遇”时，他 与 排 尾 的 行 程 和 也 是４５０
米，他们的速度和是每秒３＋１５＝４５（米），因此，返回所需的时间为４５０÷
４５＝１００（秒）．

这个战士往返所需的时间为３００＋１００＝４００（秒）．综合算式为

４５０÷（３－１５）＋４５０÷（３＋１５）＝４００（秒）．
１３６７．火车以每小时８７千米的速度经过车站上一个路标，当车尾离开

路标３分后，一辆摩托车以每小时１２０千米的速度从这路标出发追赶，摩托

车出发９分后，与火车车头对齐．求这列火车的长．
解　火车速度是每分 钟８７０００÷６０＝１４５０（米），摩 托 车 速 度 是 每 分 钟

１２００００÷６０＝２０００（米）．火车头与摩托车原来相距１４５０×３＋火 车 长．经 过

９分摩托车与火车的路程差是（２０００－１４５０）×９＝４９５０（米），所以火 车 长 是

４９５０－１４５０×３＝６００（米）．综合算式为

（２０００－１４５０）×９－１４５０×３＝６００（米）．
１３６８．甲、乙两人同时从东村 出 发 到 西 村，甲 的 速 度 是 每 小 时６千 米，

乙的速度是每小时４５千米，甲途中 有 事 休 息３时，结 果 比 乙 迟 到１时，求

两村间路长多少千米？

解　如果甲途中不休息，则 应 比 乙 早 到３－１＝２（时），即 甲 到 西 村 时，
乙还距西村４５×２＝９（千米）．由甲比乙多走９千米，以及每小时甲比乙多

走６－４５＝１５（千米）可知甲走完全程需９÷１５＝６（时），所以两村间的路

长６×６＝３６（千米）．综合算式为

６×［４５×（３－１）÷（６－４５）］＝３６（千米）．
１３６９．一列普通客车以每小时４０千米的速度在９时由甲城开往乙城．

一列快车以每小时５８千米的速度 在１１时 也 由 甲 城 开 往 乙 城．为 了 行 驶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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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列车间相距不应少于８千米．问 客 车 最 晚 应 在 什 么 时 刻 停 车，让 快 车 通

过？

解　两列车在作同向追及运动，当两列车相距８千米时，是客车的最晚

停车时刻．
快车开出时，客车已行了４０×（１１－９）＝８０（千 米），快 车 追 到 距 客 车８

千米处需（８０－８）÷（５８－４０）＝４（时）．所 以 快 车 发 车４时 后，即 当 天１５时

是客车的最晚停车时刻．
１３７０．乙骑自行车追甲，经１５分 至 某 地，甲 已 在２０分 前 经 过 此 地，并

此时离甲出发已有１时，照此计算乙再行多少分可追上甲？

解　乙行１５分的路程，甲 要 行６０－２０＝４０（分），所 以 在４０－１５＝２５
（分）钟前出发的甲，乙可用１５分 追 上．现 甲 已 于２０分 前 从 某 地 出 发，乙 可

用１５×２０
２５＝１２（分）追上甲，即乙再行１２分可追上甲．

１３７１．甲、乙两人同时同地出发，向相距８８千米的某地行进．乙每小时

行４千米，甲每行１时，滞留２时，而两人同时到达目的地，求甲每小时行多

少千米．
解　乙从出发至到达目的地行了８８÷４＝２２（时）．甲除了最后１时外，

其余每３时中，仅１时步行，所以甲 步 行 了（２２－１）÷３＋１＝８（时），甲 每 小

时行８８÷８＝１１（千米）．综合算式为

８８÷［（８８÷４－１）÷３＋１］＝１１（千米）．
１３７２．东西两地相距７５千米，甲 由 东 地 出 发 往 西 地，７时 后 乙 也 由 东

地出发向西地行进，两人同时到达 西 地．如 果 乙 比 甲 晚３时 出 发，那 么 乙 到

西地时，甲距西地还有５千米．求两人每小时各行多少千米？

解　题中有两种情况，在每种情 况 中，乙 走 的 路 程 与 时 间 不 变．而 甲 在

第一种情况下比乙多走７时，在第二种情况下比乙多走３时且少走５千米．
可见这５千米即甲在７－３＝４（时）内 走 的 路，所 以 甲 的 速 度 为 每 小 时５÷４

＝５
４

（千米）．

在第一种情况下，乙行７５千米的时间甲只行７５－５
４×７＝６６１

４
（千米），

所以乙每小时行 ５
４× ７５÷６６（ ）１

４ ＝１２２５３
（千 米），或７５÷ ７５÷５

４（ ）－７ ＝

１２２５３
（千米）．

１３７３．甲、乙两人各骑自行车 由 同 地 到 相 隔４５千 米 之 某 地，乙 比 甲 先

出发２０分，而甲比乙先到达４５分，甲到达时乙在甲后面１０千米处，求甲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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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行多少千米．

解　乙在４５分内行１０千 米，所 以 乙 每 小 时 行１０÷４５×６０＝１３１
３

（千

米），乙行全程的时间是４５÷１３１
３＝２７

８
（时）．甲 行 全 程 的 时 间 较 乙 少２０＋

４５＝６５（分），所 以 甲 行 全 程 的 时 间 为 ２７
８－６５

６０＝５５
２４

（时），甲 每 小 时 行４５÷

５５
２４＝１９７

１１
（千米）．

１３７４．甲、乙两人同时从某地同向出发，甲每天行１５千米，几天后甲折

回乙３天内所行的路程，再依原方向行进，距出发１２天后甲追及乙，然后两

人同时折回，当甲回到出发地时，乙距出发地还有几千米？

解　甲从出发到追及乙需１２天，共 行 了１５×１２＝１８０（千 米），１８０千

米乙要行１２＋３×２＝１８（天），乙每天行１８０÷１８＝１０（千米）．从出发到甲追

及乙，乙共行了１０×１２＝１２０（千米），故当甲返回原地时，乙距原地１２０－１０
×（１２０÷１５）＝４０（千米）．

１３７５．东西两村相隔７千米，甲、乙两人同在西村．甲由西村向东村走，
当甲走了１千米的 时 候，乙 发 觉 甲 遗 忘 一 物，就 以 每 小 时４千 米 的 速 度 追

甲，追及后将物交甲，即 以 原 速 度 返 西 村．当 甲 到 东 村 时，恰 好 乙 也 回 到 西

村．求甲每小时走几千米？

解　依题意可作下图

如图，乙由Ａ 到Ｄ 的时间，甲由Ｃ 到Ｄ，乙比甲多走１千米．乙由 Ｄ 到

Ａ 的时间，甲由 Ｄ 到Ｂ，乙也应比甲多走１千米．
乙由Ａ 到Ｄ，再由 Ｄ 到Ａ 的时间内，甲共走了７－１＝６（千米），乙共走

６＋１×２＝８（千米），共费时８÷４＝２（时），所以甲每小时走６÷２＝３（千米）．
综合算式为

（７－１）÷［（６＋１×２）÷４］＝３（千米）．
１３７６．某人从东镇到西镇每小时行５千米，回来时每小时行４千米，来

回共用了２２时半．问两镇间相隔多少千米？

解１　去时１时走的路程５千米，回来时需走５÷４＝１２５（时），也就是

说回来所花的时间是去时的１２５倍．根 据 和 倍 问 题 的 解 法，去 时 所 花 的 时

间是２２５÷（１＋１２５）＝１０（时），两 镇 间 相 隔５×１０＝５０（千 米）．综 合 算 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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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５÷（１＋５÷４）］＝５０（千米）；
解２　因往返的路程不变，所以速度与时间成反比例关系．往返的速度

之比是５∶４，往返 所 花 时 间 之 比 是４∶５，那 么 由 东 镇 到 西 镇 所 花 时 间 是

２２５时的 ４
４＋５

，即２２５× ４
４＋５＝１０（时），所以两镇间 的 距 离 为５×１０＝５０

（千米）；

解３　由题意知某人 在 东 西 镇 间 往、返 各 走１千 米 共 需 １
５＋（ ）１

４
时，

故两镇间相隔２２５÷ １
５＋（ ）１

４ ＝５０（千米）；

解４　设两镇间相隔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５＋ｘ

４＝２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５０．
所以两镇间相隔５０千米．
１３７７．甲从西城到东城，每小 时 行６千 米，同 时 乙 从 东 城 到 西 城，每 小

时行４千米．当乙到达西城，甲先 到 东 城 已５时．求 两 人 走 完 全 程 各 需 要 多

少时？东西两城相距多少千米？

解１　当甲到东城时，乙尚距西城（４×５）千米，即这时甲比乙多走了（４
×５）千米，而甲比乙每小时 多 走（６－４）千 米，由 此 知 甲 走 完 全 程 需４×５÷
（６－４）＝１０（时）；乙 走 完 全 程 需１０＋５＝１５（时）；两 城 相 距６×１０＝６０（千

米）；
解２　仿上分析，也可先求出乙行完全程需６×５÷（６－４）＝１５（时）；再

由此得甲行完全程需１５－５＝１０（时）；两城相距４×１５＝６０（千米）；

解３　由题意知，甲、乙各行１千米的时间分别是 １
６

时和 １
４

时，相差

１
４－（ ）１

６
时，现知行完全程（即东西两城间距离）时间相差５时，故 知 全 程

为５÷ １
４－（ ）１

６ ＝６０（千米），甲 行 完 全 程 需６０÷６＝１０（时），乙 行 完 全 程

需６０÷４＝１５（时）；
解４　设甲行完全程需ｘ时，则乙行完全程需（ｘ＋５）时．依题意，得

６ｘ＝４（ｘ＋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０，ｘ＋５＝１５，６ｘ＝６０．
所以甲行完全程需１０时，乙行完全程需１５时，东西两城相距６０千米．
１３７８．环形跑道长４００米，甲骑自行车，平均每分行５００米，乙练长跑，

平均每分跑２６０米，两人同时从同地同向出发，经过几秒后两人又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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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　　 　 　

解　甲的速度为每秒５００
６０＝２５

３
（米），乙的速度为每秒２６０

６０＝１３
３

（米）．两

人从出发到又相遇，甲 比 乙 多 行 一 圈，即４００米．由４００÷ ２５
３－１３（ ）３ ＝１００

（秒），可知经过１００秒后两人又相遇．
【注意】　在封闭线路上两人同 时 同 地 同 向 而 行，从 出 发 到 第 一 次 相 遇

的路程差为一圈的长．这类题解法与直线上同向追及问题相同．
１３７９．甲、乙 两 人 沿 着４００米 长 的 环 形 跑 道 跑 步，甲 每 分 钟 跑３００米，

乙每分钟跑２８０米．如果两人同时由同地向相反方向跑，那么经过多少时间

两人第一次相遇？

解　两人同时同地反向而行到第 一 次 相 遇，两 人 的 行 程 和 等 于 跑 道 一

圈的长４００米，两人每分钟共行（３００＋２８０）米，从出发到相 遇 需４００÷（３００

＋２８０）＝２０
２９

（分）．

１３８０．两人在周长为２４０米 的 圆 池 边 散 步，甲 每 分 钟 走１６米，乙 每 分

钟走１４米，现从同地反向行走，求第二次相遇是在出发后几分？

解　从出发到第二次相遇，两 人 共 行２４０×２＝４８０（米），所 以，第 二 次

相遇是在出发后的

４８０÷（１６＋１４）＝１６（分）．
１３８１．小强用每分钟１２０米的 速 度 沿 着 长６千 米 的 环 城 路 练 长 跑．他

出发２０分后，小明有封急信要交 给 他，小 明 用 每 分１８０米 的 速 度 骑 自 行 车

找小强．问最快要多少时间小明能把信交到小强手里？

解　小强２０分 跑 了１２０×２０＝２４００（米），小 明 若 同 向 而 行 找 小 强，需

要２４００÷（１８０－１２０）＝４０（分）．如 果 反 向 而 行，需 要（６０００－２４００）÷（１８０
＋１２０）＝１２（分）．因此，小明最快要１２分才能把信交给小强．

１３８２．甲、乙两人在４００米的环形跑道上行走．如果两人同时从同一起

点反向行走，经过２５分相遇；如果 两 人 同 时 从 同 一 起 点 同 向 行 走，则 经 过

１２５分甲能追上乙．求甲、乙两人每秒各走多少米？

解　由两人同时同地反 向 行 走，经 过２５分 相 遇 知 两 人 每 分 共 行４００
÷２５＝１６０（米）．两人同时同地同向行走，甲追上乙时，甲就比乙多走一圈，
所以，甲每分比乙多走４００÷１２５＝３２（米）．根据和差问题的解法可知甲 的

速度为每分（１６０＋３２）÷２＝９６（米），乙的速度为每分１６０－９６＝６４（米）．综

合算式为

甲　（４００÷２５＋４００÷１２５）÷２＝９６（米），
乙　４００÷２５－９６＝６４（米）．
１３８３．甲、乙两人绕边长为６０米 的 正 三 角 形 地 面 的 周 围 跑 步，甲 每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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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６５米，乙每分走５０米．如果两 人 分 别 站 在 正 三 角 形 地 面 的 两 角 的 顶 点，
甲在前，乙在后，同时开始跑步．问几分后，两人恰在同一边上跑？

解　依题意可作右图

如图，若看 作 甲 追 乙，则 甲 距 乙 为 正 三 角

形两 边 之 长，要 使 两 人 恰 在 同 一 边 上 跑，甲 要

追乙，把 两 人 之 间 的 路 程 缩 短 到 一 边 的 长，这

就需６０÷（６５－５０）＝４（分）．４分甲跑了６５×
４＝２６０（米），相当于４条 边 的 长 又２０米，此 时

甲 在ＣＡ 边上距Ａ４０米处；４分钟乙跑了５０×
４＝２００（米），相当于３条 边 的 长 又２０米，此 时

乙在ＡＢ 边上距Ｂ４０米处．当甲再费４０÷６５＝８
１３

（分）跑完４０米到达Ａ 时，

乙还没跑完４０米，这时两人就在同一边上跑．故知４＋８
１３＝４８

１３
（分）后两人

恰在同一边上跑步．
１３８４．甲、乙两人同时同地 出 发，反 向 环 池 而 行．甲 每 分 行３０米，乙 每

分行２５米，经若干分后，两人同时回到出发地，在此前两人相遇地距出发地

有１５０米，问所谓若干分为多少时间？

解　依题意可作右图

设Ａ 为出发地，Ｂ 为两人同时回到Ａ 地之

前的一个相 遇 地，那 么 题 中 的１５０米 有 两 种 可

能：
（１）︵ＡＤＢ长１５０米．根 据 题 意，甲 行︵ＢＣＡ与

乙行︵ＢＤＡ的时间相等，都是１５０÷２５＝６（分）．水

池周长为（３０＋２５）×６＝３３０（米）．甲 行 一 周 时

间为３３０÷３０＝１１（分），乙行一周时间为３３０÷２５＝１３１
５

（分），所 求 的 时 间

应为１１的整数倍，又是１３１
５

的整数倍，且又是符合这条件的最小的一个，

即６６分．
（２）︵ＡＤＢ长１５０米，仿（１）可知水池周长为

（３０＋２５）×（１５０÷３０）＝２７５（米）．

甲行一周时间为２７５÷３０＝９１
６

（分），乙 行 一 周 时 间 为２７５÷２５＝１１

（分），所求时间为５５分．
１３８５．大桥长１２００米，火车长３００米，火车以每秒２０米的速度在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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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求火车从上桥到离桥需多少时间？

解　因火车从上桥到离桥所走的 路 程 等 于 大 桥 的 长 加 上 火 车 的 长，即

（１２００＋３００）米，故火车从上桥到离桥需（１２００＋３００）÷２０＝７５（秒）．
１３８６．一列长为２４０米的火车以每秒３０米的速度过一隧道，从车头进

洞到车尾出洞共１分，求这隧道的长．
解　火车１分共行进（３０×６０）米，此即隧道加火车的长．因此隧道长为

３０×６０－２４０＝１５６０（米）．
１３８７．小红为测量急驰而过的火车的长度和速度，他用两只马表，一只

记下火车从他面前通过所花的时间是１５秒；另一只记下从车头过第一根电

杆到车尾过第二根电杆所花的时间是２０秒，并量出两电杆间的距离是１００
米，请你帮助小红算出火车的长度和时速．

解　火车１５秒内所行的路程等于 火 车 的 长，２０秒 内 所 行 的 路 程 等 于

火车长加两电杆间的距离．因此这两 段 时 间 所 行 的 路 程 的 差 就 是 两 电 杆 间

的距离１００米，故知，火车每秒行驶１００÷（２０－１５）＝２０（米），合每小时７２
千米．火车的全长为２０×１５＝３００（米）．

１３８８．某辆车通过长１９９米的停车场车道需８０秒，用同样的速度通过

１７７米长的桥需７４秒，求这辆车的速度和它的长．
解　车通过停车场的车道比通过桥多走了１９９－１７７＝２２（米），所费时

间相差８０－７４＝６（秒），这辆车的速度为每秒２２÷６＝３２
３

（米），车长为３２
３

×８０－１９９＝９４１
３

（米）．综合算式为

（１９９－１７７）÷（８０－７４）＝３２
３

（米）；

（１９９－１７７）÷（８０－７４）×８０－１９９＝９４１
３

（米）．

１３８９．快车长１８２米，每秒运行２０米，慢车长１０３４米，每秒运行１８米．
（１）两车相向而行，求从车头相遇到车尾离开的时间；
（２）两车同向而行，求从 快 车 头 追 及 慢 车 尾 到 快 车 尾 离 开 慢 车 头 的 时

间；
（３）两车同向而行，求从两车头齐到快车尾离开慢车头的时间；
（４）两车同向而行，求从两车车尾齐到快车尾离开慢车头的时间．
解　（１）（１８２＋１０３４）÷（２０＋１８）＝３２（秒）；
（２）（１８２＋１０３４）÷（２０－１８）＝６０８（秒）；
（３）１８２÷（２０－１８）＝９１（秒）；
（４）１０３４÷（２０－１８）＝５１７（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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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０．每小时４０千米的客车 与 每 小 时５０千 米 的 货 车 相 向 交 错 而 过，
客车上的乘务员发现货车从他身边驶过１０秒，求货车的长．

解　客车 速 度 每 小 时４０千 米，合 每 秒 １００
９

米；货 车 速 度 每 小 时５０千

米，合每秒 １２５
９

米．两 车 由 相 向 而 相 背，它 们 每 秒 钟 共 行 １００
９ ＋１２５

９ ＝２５

（米），货车长为２５×１０＝２５０（米）．
１３９１．一列客车以每小时８０千米的速度向南行驶，当客车上的乘务员

以每秒２米的速度向车后行走时，一列长４０７米的货车向北行驶，经９秒从

乘务员身边驶过，求货车的速度．

解　客车速度合 每 秒 ２００
９

米，乘 务 员 随 客 车 向 南 移 动 的 速 度 是 每 秒

２００
９ －２＝１８２

９
（米），此速度与货车的速度之和是每秒 ４０７

９
米，故知货车的速

度是每秒 ４０７
９ －１８２

９ ＝２５（米），合每时９０千米．

１３９２．甲、乙两队学生从相隔１７千 米 的 两 地 出 发 相 向 而 行，一 学 生 骑

自行车以每小时１４千米的速度在两队之间往返联络（停歇时间不计）．如果

甲队学生每小时走４５千 米，乙 队 学 生 每 小 时 走４千 米，求 两 队 学 生 相 遇

时，骑自行车的学生共行了多少千米？

解　骑自行车的学 生 往 返 联 络 所 用 的 时 间 与 两 队 学 生 相 遇 的 时 间 相

同．两队学生相遇时间是１７÷（４５＋４）＝２（时）．骑 自 行 车 学 生 共 行１４×２
＝２８（千米）．综合算式为

１４×［１７÷（４５＋４）］＝２８（千米）．
１３９３．张明、李军、赵琪三人都要从甲地到乙地，张、李两人一起从甲地

出发，２时后赵琪才从甲地出发，张明每 小 时 行５千 米，李 军 每 小 时 行４千

米，张、李两人出发后１２时，张明和 赵 琪 同 时 到 达 乙 地，问 赵 琪 出 发 后 几 时

追上李军？

解１　从甲地到乙地张明行走了１２时，因此甲、乙两地相距５×１２＝６０
（千米）；赵琪走完全程需１２－２＝１０（时），赵 琪 的 速 度 为 每 小 时６０÷１０＝６
（千米）．

赵琪出发时李军已行了４×２＝８（千 米），所 以 赵 琪 追 上 李 军 所 需 的 时

间是８÷（６－４）＝４（时）．综合算式为

４×２÷［５×１２÷（１２－２）－４］＝４（时）；
解２　先由赵琪、张明的追及运动求出赵琪的速度．
赵琪出发时张明已行了（５×２）千 米，追 及 所 需 时 间 为（１２－２）时，故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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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琪每小时比张明多行５×２÷（１２－２）＝１（千米），因此赵琪的速度为每小

时１＋５＝６（千米）．
再由赵琪、李军的追及运动求出赵琪从出发到追及李军需４×２÷（６－

４）＝４（时）．综合算式为

４×２÷［５×２÷（１２－２）＋５－４］＝４（时）；

解３　张明行完全程需１２时，每小时行全程的 １
１２

；赵琪每小时行全程

的 １
１２－２．张明每小时行的是赵琪的 １

１２÷ １
１２－２＝５

６
，因 此，赵 琪 每 小 时 行

５÷５
６＝６（千米）．赵琪出发后需４×２÷（６－４）＝４（时）追上李军．综合算式

为

４×２÷ ５÷ １
１２÷ １（ ）１２－２［ ］－４ ＝４（时）．

１３９４．甲、乙、丙 三 人，甲 每 分 钟 走６０米，乙 每 分 钟 走６７米，丙 每 分 钟

走７３米．甲、乙从东镇，丙从西镇，同 时 相 向 出 发，丙 遇 到 乙 后１０分 再 遇 到

甲，求两镇间相距多少千米？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丙遇到乙后１０分 再 遇 到 甲，１０分 甲、丙 两 人 共 走 了（６０＋７３）×１０＝
１３３０（米），这就是乙、丙相遇时乙比甲多走的路程．又知乙比甲每分多走６７
－６０＝７（米），由 此 知 乙、丙 从 出 发 到 相 遇 所 用 的 时 间 是 １３３０÷７＝１９０
（分），两镇相距（６７＋７３）×１９０＝２６６００（米），合２６６千米．综合算式为

（６７＋７３）×［（６０＋７３）×１０÷（６７－６０）］＝２６６００（米）；
解２　甲、丙相遇时，甲、乙两人相距的路程就是乙、丙相背运动的路程

和，即（６７＋７３）×１０＝１４００（米）．甲、乙是同时出发的，到甲、丙相遇时，甲、
乙相距１４００米，所以从出发到甲、丙相遇需１４００÷（６７－６０）＝２００（分），两

镇间相距（６０＋７３）×２００＝２６６００（米）．综合算式为　（６７＋７３）×［（６０＋７３）

×１０÷（６７－６０）］＝２６６００（米）．
１３９５．甲、乙、丙三人绕水池 周 围 行 走，同 时 同 地 出 发，乙、丙 两 人 同 方

向行走，甲与乙、丙反方向行走．每分甲走４０米，乙走３８米，丙走３６米，甲

遇到乙后３分与丙相遇．求池周围长多少米？

解１　仿 上 题 分 析，由 题 意 知 ３ 分 甲、丙 共 走 了（４０＋３６）×３＝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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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此即甲、乙相遇时乙 比 丙 多 走 的 路 程，而 乙 比 丙 每 分 多 走３８－３６＝２
（米），所以从出发到甲、乙相遇 所 需 的 时 间 是２２８÷２＝１１４（分），水 池 周 围

的长为（４０＋３８）×１１４＝８８９２（米）；
解２　甲、丙相遇时，乙、丙相 隔（４０＋３８）×３＝２３４（米），所 以 甲、丙 相

遇时甲、乙、丙均已走了２３４÷（３８－３６）＝１１７（分），故 水 池 周 围 长 是（４０＋
３６）×１１７＝８８９２（米）．

１３９６．三艘轮船从武汉出发开往上海．甲船早晨６时开出，每小时行２０
千米；乙船８时开出，每小时行２５千米；丙船９时开出，５时后追上乙船．问

丙船再行驶几时可赶上甲船？

解　丙船开出时乙船在丙船前面２５×（９－８）＝２５（千米），丙船比乙船

每小时多行２５÷５＝５（千米），丙船每小时行２５＋５＝３０（千米）．
丙船开出时甲船在丙船的前面２０×（９－６）＝６０（千米），５时后丙船追

上乙船时已赶上甲船（３０－２０）×５＝５０（千 米），这 时 两 船（丙 与 甲）相 隔６０
－５０＝１０（千米），故知丙船再行驶１０÷（３０－２０）＝１（时）可赶上甲船．

后面一步也可这 样 求：丙 船 赶 上 乙 船 时，丙 船 已 行 了３０×５＝１５０（千

米），甲船已行了２０×［（９－６）＋５］＝１６０（千 米），这 时 甲 船 在 丙 船 前 面１６０
－１５０＝１０（千米），丙船再行驶１０÷（３０－２０）＝１（时）就可赶上甲船．

１３９７．一列长１１０米的火车以每小时３０千米的速度向北行驶．铁路旁

有一小道，在道上向北走的甲发现火车在 他 身 边 开 了１５秒．６分 后 列 车 遇

到向南走的乙，火车在乙身边开了１２秒．问再经过几分甲与乙相遇？

解　火车每小时行３０千米，合每秒 ２５
３

米．

火车与甲作同向 运 动，相 隔 路 程 是 火 车 长１１０米，速 度 差 为 每 秒１１０

÷１５＝２２
３

（米），故甲的速度为每秒 ２５
３－２２

３＝１（米）．

火车与乙作相向 运 动，相 隔 路 程 是 火 车 长１１０米，速 度 和 为 每 秒１１０

÷１２＝５５
６

（米），故乙的速度为每秒 ５５
６－２５

３＝５
６

（米）．

火车从遇到甲至遇到乙行驶了６０×６＝３６０（秒），因此，火车遇到乙 时，

甲与乙相隔路程为　２５
３×３６０－１×３６０＝２６４０（米），所 以 甲、乙 相 遇 时 间 为

２６４０÷ １＋（ ）５
６ ＝１４４０（秒），合２４分．即再过２４分甲与乙相遇．

１３９８．在与铁路平行的道路上，有一行人与一骑自行车的人同向前进，
行人每小时走３６千米，骑车的 人 每 小 时 行１０８千 米．在 铁 路 上 从 这 两 人

的后面有一列火车开来，火车通过行人身旁用２２秒，通过骑车人身旁用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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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求这列火车的速度及火车长．
解　骑车人速度合每秒３米，行人速度合每秒１米．
火车通过行人用２２秒，它与行人所行路程之差等于车身长．
火车通过骑车人用２６秒，它与骑车人所行路程之差也等于车身长．
这两个路程差相等，即火车２２秒 内 所 行 路 程－行 人２２秒 内 所 行 路 程

＝火车２６秒内所行路程－骑 车 人２６秒 内 所 行 路 程．因 此，火 车 在２６－２２
＝４（秒）内所行路程等于骑车人２６秒 内 所 行 路 程 与 行 人２２秒 内 所 行 路 程

的差．
而骑车人２６秒内行３×２６＝７８（米），行人２２秒内行１×２２＝２２（米）．

所以火车速度为每秒（７８－２２）÷４＝１４（米），合每小时５０４千米．火车长为

１４×２２－１×２２＝２８６（米）．综合算式为

（３×２６－１×２２）÷（２６－２２）＝１４（米）；

１４×２２－１×２２＝２８６（米）．
１３９９．龟兔举 行２０００米 竞 走，龟 每 分 钟 走２５米，兔 每 分 钟 走３２０米．

兔自以为比龟走得快，就在途中睡了一觉，结果龟比兔早１２５分到达终点．
求兔在途中睡了几分．

解　龟走２０００米需２０００÷２５＝８０（分）；兔 走２０００米 需２０００÷３２０＝
６２５（分），兔子在途中睡了８０－６２５＋１２５＝７５（分）．综合算式为

２０００÷２５－２０００÷３２０＋１２５＝７５（分）．
１４００．有甲、乙两村分别在 山 南、山 北．两 村 之 间 全 是 上、下 山 路．某 人

上山每小时走１千米，下山每小时走２５千米，从甲村到乙村要走４１时，从

乙村到甲村要走２９时．问两村之间的路程是多少？从甲村到乙村上山路和

下山路各是多少？

解１　两村间往返一次需４１＋２９＝７０（时）．在往返一次过程中，走的上

坡路程之和与走的下坡路程之和相 等（都 等 于 两 村 间 的 路 程）．又 上 坡 速 度

与下坡速度之比为１∶２５＝２∶５，故 上 坡 时 间 与 下 坡 时 间 之 比 为５∶２．因

此，在往返过程中，上坡时间共用去７０×５
７＝５０（时），上坡 路 程 之 和 为１×

５０＝５０（千米），此即两村间的路程．
如果甲村到 乙 村 都 是 上 坡 路，则 需 行 ５０÷１＝５０（时），而 实 际 只 需

４１时，相差５０－４１＝９（时）．上山路与下山路走１千米的时间相差 １－ １（ ）２５

时，故下山路为９÷ １－ １（ ）２５ ＝１５（千米），上山路为５０－１５＝３５（千米）；

解２　由已知条件可知，上坡１千米需１时，下坡１千米需 １
２５

时，往



算

术

辞

典

　　　　　　

　　　 ６３４　　

返１千米需 １＋ １（ ）２５
时．今往返全程一次需４１＋２９＝７０（时），故 知 两 村 间

路程为７０÷ １＋ １（ ）２５ ＝５０（千米）．

从甲村到乙村，若上山路比下山路多１千米，则去时比回来时多用１－
１

２５＝３
５

（时）．现从甲村到乙村比从 乙 村 到 甲 村 多 用 了４１－２９＝１２（时），

可见，从甲村到乙村上山路比 下 山 路 多１２÷３
５＝２０（千 米），于 是 从 甲 村

到乙村的上山路为（５０＋２０）÷２＝３５（千 米），下 山 路 为（５０－２０）÷２＝１５
（千米）；

解３　设两村间的路程为ｘ千米．由题意可知，往返一次走的上坡路之

和为ｘ千米，下坡路之和亦为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ｘ
２５＝４１＋２９．

解方程，得　ｘ＝５０．
即两村间的路程为５０千米．
又设从甲村到乙村上山路为ｙ千米，则下山路为（５０－ｙ）千米．依题意，

得

ｙ＋５０－ｙ
２５ ＝４１．

解方程，得　ｙ＝３５．
所以从东村到西村上山路为３５千米，下山路为５０－３５＝１５千米．
１４０１．距猎犬２６步（犬步）前 有 一 野 兔，猎 犬 追 之．兔 逃８步 的 时 间 犬

只跨５步，但兔逃９步 的 路 程 只 等 于 犬 的４步．问 兔 跑 几 步 后 即 被 猎 犬 所

获？

解１　由已知条件：
时间：　犬５步等于兔８步；
路程：　犬４步等于兔９步；

得　时间：　犬２０步等于兔３２步；
路程：　犬２０步等于兔４５步．

即犬每跑２０步，兔子跑３２步，而犬的２０步相当于兔的４５步，故知犬每跑

２０步就可追上兔子４５－３２＝１３（兔步）．
今犬前２６步（犬步）有 兔，犬 的２６步 相 当 于 兔 的５８５步［４５×（２６÷

２０）＝５８５］．５８５步是１３步的５８５÷１３＝４５（倍），所以，兔子跑 了３２×
４５＝１４４（步）就被犬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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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兔逃８步时犬只跨５步，因此兔逃１步时犬只跨 ５
８

步．而兔逃９

步的路程等于犬的４步，因此兔的１步等于犬的 ４
９

步．

于是可知，兔每逃１步就被犬追上 ５
８－（ ）４

９
步，现 兔 在 犬 前２６步（犬

步），所以兔子逃２６÷ ５
８－（ ）４

９ ＝１４４（兔步）时，就被猎犬捕获；

解３　犬、兔在单位时间 内 步 数 之 比 为５∶８，步 长 之 比 为９∶４，得 犬、

兔速度之比为（５×９）∶（８×４）＝４５∶３２．以犬速为１，则兔速为 ３２
４５

，两者相

差 １－３２（ ）４５
，犬追上２６步需行２６÷ １－３２（ ）４５ ＝９０（步），兔子要逃９０×８

５＝

１４４（步），故知兔跑１４４步即被猎犬捕获．
１４０２．甲、乙两人在 距 离１２０米 的 直 路 来 回 跑 步，甲 的 速 度 是 每 秒３

米，乙的速度是每秒２米．他们同时分别在直路两端出发，当他们跑了１２分

后，在途中共相遇了多少次？

解　第一次相遇在他们起跑１２０÷（２＋３）＝２４（秒）后，以后每跑１２０×
２＝２４０（米）再相遇一次，即再跑２４０÷（２＋３）＝４８（秒）后才相遇一次．

１２分＝７２０秒．
（７２０－２４）÷４８＝１４…２４．

这表明他们第一次相遇后到跑 了１２分 时 再 能 相 遇１４次，所 以 他 们 在

途中共相遇了

１４＋１＝１５（次）．
１４０３．甲、乙、丙 三 人，甲 每 分 走５０米，乙 每 分 走 ６０米，丙 每 分 走 ７０

米．甲、乙两人从东镇，丙一人从西镇同时相向出发，丙遇到乙后２分再遇到

甲，乙到西镇后甲需再走几分才到西镇？

解　乙、丙相遇时，甲离丙

（７０＋５０）×２＝２４０（米），
也就是甲比乙落后２４０米．
甲比乙每分少行

６０－５０＝１０（米），２４０÷１０＝２４（分）．
表示甲、乙同行２４分 后 甲 比 乙 落 后２４０米，也 就 是 三 人 同 出 发２４分

后，乙、丙相遇．所以，东、西两镇相距

（７０＋６０）×２４＝３１２０（米）．
乙行３１２０÷６０＝５２（分）到达西镇，而甲需行３１２０÷５０＝６２４（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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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西镇，所以甲比乙晚６２４－５２＝１０４（分）才 能 到 达 西 镇．列 成 综 合 式

为

（７０＋６０）×［（７０＋５０）×２÷（６０－５０）］÷５０－（７０＋６０）×［（７０＋５０）×
２÷（６０－５０）］÷６０＝１０４（分）．

１４０４．某人在３６０米长的环形 跑 道 上 跑 了 一 圈，已 知 他 前 一 半 时 间 每

秒跑５米，后一半时间每秒跑４米，那么他后一半路程跑了多少秒？

解　前一半时间和后一半时间所 跑 时 间 相 同，所 跑 路 程 比 应 等 于 速 度

比，所以前一半时间所跑路程应占３６０米的９份中的５份，后一半时间所跑

路程应占３６０米的９份中的４份．
３６０÷（４＋５）×５＝２００（米），

３６０÷（４＋５）×４＝１６０（米）．
路程的一半是

３６０÷２＝１８０（米）．
１８０－１６０＝２０（米）．

所以，此人跑后一半路程时，有１６０米的速度是每秒４米，另外２０米跑

的速度是每秒５米．则他跑后一半路程共用时间

１６０÷４＋２０÷５＝４４（秒）．
１４０５．一段路程 分 为 上 坡、平 路、下 坡 三 段，各 段 路 程 长 之 比 依 次 是

１∶２∶３．某人走各段路程所用时间 之 比 依 次 是４∶５∶６．已 知 他 上 坡 时 速

度为每小时３千米，路程全长５０千米．问此人走完全程用了多少时间？

解　上坡的路程是

５０× １
１＋２＋３

（千米）．

上坡时间是

５０× １
１＋２＋３÷３＝２５

９
（时）．

上坡时间占全程时间的

４
４＋５＋６＝４

１５．

所以，全程时间是

２５
９÷４

１５＝１０５
１２

（时）．

１４０６．甲在南北方向的路上，由北向南行进，乙在东西方向的路上由东

向西行进，甲的出发地点在两条 路 交 叉 点 北１１２０米，乙 的 出 发 点 在 两 条 路

的交叉点上．两人同时出发，４分后，两人所在的位置距交叉点等远（这时甲

仍在交叉点北）；再经过５２分，两人 所 在 的 位 置 又 距 交 叉 点 等 远（这 时 甲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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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点南）．甲、乙每分各行多少米？

解　甲４分行的距离是ＡＢ，乙４分 行 的 距 离 是ＯＣ，而ＯＣ＝ＯＢ，所 以

两人在４分内共行１１２０米，

１１２０÷４＝２８０（米）……速度和．
甲（４＋５２）分行的距 离 是 ＡＤ，乙（４＋５２）分 行 的 距 离 是 ＯＥ，而 ＯＤ＝

ＯＥ．所以行了（４＋５２）分时甲比乙多行１１２０米，则他们的速度差为

１１２０÷（４＋５２）＝２０（米）．
所以甲每分行

（２８０＋２０）÷２＝１５０（米）．
所以乙每分行

（２８０－２０）÷２＝１３０（米）．
１４０７．某校和某工厂之间有 一 条 公 路，该 校 下 午２点 钟 派 车 去 该 厂 接

某劳模来校作报告，往返需要１时．这位劳模在下午１点钟便离厂步行向学

校走来，途中遇到接他的 汽 车，便 立 刻 上 车 驶 向 学 校，在 下 午２点４０分 到

达．问：汽车速度是劳模步行速度的几倍？

解　图中Ａ 是学校，Ｂ 是工厂，Ｃ 是汽车与劳模相遇的地点．

汽车从Ａ 到Ｂ 往返需１时，而从 Ａ 到Ｃ 往返用的时间为４０分，即 ２
３

时，可见从Ａ 到Ｃ 的距离是Ａ 到Ｂ 距离 的 ２
３．因 此 从 Ａ 到Ｃ 的 距 离 是 从

Ｃ 到Ｂ 距离的２倍．汽车从Ａ 到Ｃ 用了４０÷２＝２０（分），而劳模从１点钟开

始步行，从Ｂ 到Ｃ 共用了１时＋２０分＝８０分，是２０分的４倍．这就是说，劳

模走汽车的一半路程，用了４倍于汽车的时间．因此汽车的速度是劳模步行

速度的４×２＝８（倍）．
１４０８．１００名少先队员要到离学校３３千 米 处 的 烈 士 陵 园 扫 墓．只 有 一



算

术

辞

典

　　　　　　

　　　 ６３８　　

辆能载２５人的汽车，为了使全体队 员 尽 快 地 到 达 目 的 地，他 们 决 定 采 取 步

行与乘车相结合的办法．已知少先 队 员 步 行 的 速 度 为５千 米／时，汽 车 的 速

度为５５千米／时．请为他们设计一个方案，以保证全体队员都尽快地到达目

的地．按这个方案，所需时间是多 少（上、下 车 所 用 的 时 间 不 计）？汽 车 行 驶

的总路程是多少？

解　汽车只能载２５人，可将少先队员１００名分成四组，每组２５人，显

然各组队员步行与乘车的时间分别相等，他们才能尽快地同时到达目的地．
如图，设ＡＢ＝ＢＣ＝ＣＤ＝ＥＦ＝ＦＧ＝ＧＨ＝ｘ 千 米，则 每 个 小 组 步 行 的 路 程

都是３ｘ千米（每组步行时间相等）．

当第二组由Ａ 步行至Ｂ 时，汽车由于至Ｅ 然后由Ｅ 至Ｂ．由 于 步 行 与

汽车速 度 比 为 ５∶５５＝１∶１１，所 以，它 们 在 相 同 时 间 内 的 路 程 比 也 是

１∶１１．因此当第二组步行ｘ千米时，汽车行驶１１ｘ千米．即

ＡＢ＋ＢＣ＋ＣＤ＋ＤＥ＋ＤＥ＋ＣＤ＋ＢＣ＝５ｘ＋２ＤＥ＝１１ｘ，则 ＤＥ＝３ｘ．

根据题意，９ｘ＝３３，ｘ＝１１
３．

由图可知，每组步行３ｘ千米，乘车６ｘ千米，所以所用的全部时间为

３×１１
３÷５＋６×１１

３÷５５＝１３
５

（时）

所以所用时间为２时３６分．
由于汽车从Ａ 点（学校）启动，直到把第四组队员送至 Ｈ 点（陵园）一直

不断在行驶，因此共行的路程为

５５×１３
５＝１４３（千米）．

（１１）流水问题

１４０９．船在河中航行时，顺水 速 度 是 每 小 时１２千 米，逆 水 速 度 是 每 小

时６千米．问船速、水速各是多少？

解　因顺水速度＝船速＋水速；逆水速度＝船速－水速．由和差问题解

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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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速＝（１２＋６）÷２＝９（千米／时）；水速＝（１２－６）÷２＝３（千米／时）．
１４１０．某船在一条河流中航行的速度，顺水是逆水的２倍．顺水航行９０

千米花了９时，求船速和水速各是多少？

解　由题意知，顺水速度为９０÷９＝１０（千米／时）；逆水速度为１０÷２＝
５（千米／时）．故船速是（１０＋５）÷２＝７５（千米／时）．综合算式为　（９０÷９＋
９０÷９÷２）÷２＝７５（千米／时）；水速是（１０－５）÷２＝２５（千米／时），综合算

式为

（９０÷９－９０÷９÷２）÷２＝２５（千米／时）．
１４１１．某船在静水中的速度为每小时１５千米，它从上游甲港开往下游

乙港共用了８时．已知水速为每小时３千米，问从乙港返回甲港需要多少时

间？

解　从甲到乙是 顺 水，所 以 每 小 时 实 际 航 行１５＋３＝１８（千 米），故 知

甲、乙两港相距１８×８＝１４４（千米）．从乙返回甲是逆水，每小时实际航行１５
－３＝１２（千米），所以从乙港返回甲港需要１４４÷１２＝１２（时）．综合算式为

（１５＋３）×８÷（１５－３）＝１２（时）．
１４１２．船 在 静 水 中 的 速 度 为 每 小 时 １１２５千 米，河 水 流 速 为 每 小 时

１２５千米．一船往返甲、乙两港共花了９时，问两港相距多少千米？

解１　由题意知，船的逆水速度是１１２５－１２５＝１０（千米／时），故逆水

行１千米需１÷１０＝０１（时）；顺 水 速 度 是１１２５＋１２５＝１２５（千 米／时），
故顺水行１千米需１÷１２５＝００８（时）．因此往返１千米共需０１＋００８＝
０１８（时），现甲、乙两港往返需９时，两地应相距９÷０１８＝５０（千 米）．综 合

算式为　９÷［１÷（１１２５－１２５）＋１÷（１１２５＋１２５）］＝５０（千米）；
解２　设两港相距ｘ千米，依题意，得

ｘ
１１２５＋１２５＋ ｘ

１１２５－１２５＝９．

解方程，得　ｘ＝５０．
所以甲、乙两港相距５０千米．
【注意】　此题若用比的知识解如下：因甲、乙两地距离一定，往返时间

与往返速度成反比，故顺 水 航 行 时 间∶ 逆 水 航 行 时 间＝（１１２５－１２５）∶
（１１２５＋１２５）＝４∶５，而往返甲、乙共需９时，可见顺水航行与逆水航行的

时间分别是４ 时 和 ５ 时．故 两 地 相 距 （１１２５＋１２５）×４＝５０（千 米）或

（１１２５－１２５）×５＝５０（千米）．
１４１３．船顺水行２００千米用１０时，已知水速为每小时３７５千米，问上

行２００千米需多少时？

解　因上行逆水的 航 速＝顺 水 航 速－水 速×２，故 知 上 行 逆 水 航 速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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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０－３７５×２＝１２５（千 米／时），所 以 上 行 需 费 时 ２００÷１２５＝１６
（时）．综合算式为

２００÷（２００÷１０－３７５×２）＝１６（时）．
１４１４．甲、乙两船航行于１８０千米的河中，甲上行全程用１８时，乙上行

全程用１５时，甲下行用１０时，问乙下行用多少时？

解　此题先求水速与乙逆水速 度．由 甲 的 上、下 行 航 行 情 况 可 知，水 速

＝（１８０÷１０－１８０÷１８）÷２＝４（千 米／时），而 乙 的 逆 水 速 度＝１８０÷１５＝１２
（千米／时），所以 乙 顺 水 速 度＝乙 逆 水 速 度＋水 速×２＝１２＋４×２＝２０（千

米／时），故乙下行（即顺水航行）用：１８０÷２０＝９（时）．综合算式为

１８０÷［１８０÷１５＋（１８０÷１０－１８０÷１８）÷２×２］＝９（时）．
１４１５．某船顺水而下，１２时 航 行 了１８０千 米，已 知 船 在 静 水 中 的 速 度

是水速的５倍．求水速和船在静水中的速度．
解　因船的顺水速度＝１８０÷１２＝１５（千 米／时），由 和 倍 问 题 解 法 知 水

速为１５÷（５＋１）＝２５（千 米／时），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８０÷１２÷（５＋１）＝２５
（千米／时）；船在静水中的速度为２５×５＝１２５（千米／时）．

１４１６．甲、乙两船在静水 中 的 速 度 分 别 为 每 小 时２４千 米 和 每 小 时３２
千米．两船自相距２２４千米的两港同时出发相向而行，几时相遇？若同向而

行，甲船在前、乙船在后，则几时后乙船追上甲船？

解　因两船对开，一顺一逆，它们的靠拢速度＝甲顺水速度＋乙逆水速

度＝（甲在静水中速度＋水速）＋（乙在静水中速度－水速）＝甲在静水中速

度＋乙在静水中速度；仿此，可知两 船 同 向 航 行 追 及 时，两 船 间 距 离 接 近 的

速度＝后船在静水中速度－前船 在 静 水 中 速 度．故 知 甲、乙 两 船 对 开 时，靠

拢的速度是２４＋３２＝５６（千 米／时），两 船 从 相 距２２４千 米 之 两 港 同 时 出 发

相向而行，相遇需２２４÷５６＝４（时）．综合算式为

２２４÷（３２＋２４）＝４（时）．
两船同向航行，乙每小时可追上甲３２－２４＝８（千 米），两 船 从 相 距２２４

千米的两地同时同向而行，乙追上甲需２２４÷８＝２８（时）．综合算式为

２２４÷（３２－２４）＝２８（时）．
１４１７．甲、乙两船在同一条 河 上，水 路 相 隔６４千 米．若 同 时 相 向 而 行，

则２时相遇；若同时同向而行，则１６时甲赶上乙．问两船在静水中的速度各

是多少？

解　由题意知，两船速之和是６４÷２＝３２（千 米／时）；两 船 速 之 差 是６４
÷１６＝４（千米／时），故 知 甲 船 在 静 水 中 的 速 度 为（３２＋４）÷２＝１８（千 米／
时）．综合算式为　（６４÷２＋６４÷１６）÷２＝１８（千米／时）．乙船在静水中的速

度为（３２－４）÷２＝１４（千米／时）．综合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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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６４÷１６）÷２＝１４（千米／时）．
１４１８．若不论顺水、逆水，轮船 的 票 价 都 按 每 千 米２角 来 计 算．小 张 回

家乘轮船单程票价是１２元８角，他去时乘了４时，来时乘了８时．问小张回

家的水路是多少千米？船速、水速各是多少？

解　由题意可知，小张回家的 水 路 是１２８÷２＝６４（千 米）．故 知 船 速 是

（６４÷４＋６４÷８）÷２＝１２（千 米／时）；水 速 是（６４÷４－６４÷８）÷２＝４（千 米／
时）．

１４１９．静水中甲、乙两船的速 度 分 别 是 每 小 时２０千 米 和 每 小 时１６千

米．今两船先后自某港顺水开出，乙 比 甲 早 出 发２时，若 水 速 是 每 小 时４千

米，问甲开出后几时可追上乙？

解　当甲船出发时，甲、乙两船已相距（１６＋４）×２＝４０（千 米），而 甲 每

小时仅能追上乙２０－１６＝４（千 米），故 知 甲 开 出 后 要 追 上 乙 需４０÷４＝１０
（时）．综合算式为

（１６＋４）×２÷（２０－１６）＝１０（时）．
１４２０．某船在静水中的速度为每小时１５千米，水流速度为每小时５千

米，求此船由甲地到乙地再返回甲地的平均速度．
解　此船顺水速度为１５＋５＝２０（千米／时）；逆水速度为１５－５＝１０（千

米／时），因往返距离相同，可取来、回 各１千 米 的 运 动 状 况 来 研 究 其 平 均 速

度．因其顺水 行 １千 米 需 １÷２０＝ １
２０

（时）；逆 水 行 １千 米 需 １÷１０＝ １
１０

（时），故其往返平均速度是２÷ １
１０＋１（ ）２０ ＝１３１

３
（千米／时）．综合算式为

（１＋１）÷［１÷（１５＋５）＋１÷（１５－５）］＝１３１
３

（千米／时）．

【注意】　此题不可误解为［（１５＋５）＋（１５－５）］÷２＝１５（千米／时）．
１４２１．某河连通甲、乙、丙三 城．甲、乙 两 城 间 设 有 汽 船，其 船 速 是 每 小

时１１千米；乙、丙两城间备有木 船，其 船 速 是 每 小 时３５千 米．某 旅 客 自 甲

城乘汽船顺流航行到达乙城，在乙城停留１时，又改乘木船顺流航行到达丙

城．已知甲、丙两城的水路距离为５０千 米，水 速 是 每 小 时１５千 米，旅 客 在

旅途总共花费８时．求甲、乙两城间距离和乙、丙两城间距离．
解　汽船、木船的 顺 流 速 度 分 别 是１１＋１５＝１２５（千 米／时），３５＋

１５＝５（千米／时）．旅客乘船 航 行 时 间 是８－１＝７（时）．由 置 换 问 题 的 解 法

知：假定旅客７时全部乘汽船，则应航行１２５×７＝８７５（千米），比甲、丙间

实际水路距离多８７５－５０＝３７５（千 米）．若 少 乘 汽 船 改 乘 木 船，每 时 可 减

少１２５－５＝７５（千米）．现共要减少３７５千米，需改乘木船３７５÷７５＝５
（时），故知旅客乘木船５时．所 以 乙、丙 两 城 相 距５×５＝２５（千 米）．综 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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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　（３５＋１５）×｛［（１１＋１５）×（８－１）－５０］÷［（１１＋１５）－（３５＋
１５）］｝＝２５（千米）；甲、乙两城相距５０－２５＝２５（千米）．

１４２２．某河上、下两埠相距４５千米，每天定时有甲、乙两艘船速相同的

客轮分别从两埠同时出发相向而 行．一 天，甲 船 从 上 埠 出 发 时 掉 下 一 物，此

物浮于水面顺水漂下，２分后与甲船相距０５千米，预计乙船出发后几时与

此物相遇？

解　因甲船与浮物同是顺流而 下，两 者 每 时 距 离 差＝甲 顺 水 船 速－水

速＝（甲船速＋水速）－水速＝甲船速．现２分两者就拉开距离０５千米，故

知甲船速是０５÷２×６０＝１５（千 米／时）．甲、乙 两 船 速 度 相 同，乙 船 速 也 是

１５千米／时．乙船逆水航行，它与 浮 物 相 向 而 行，每 时 接 近 的 距 离＝乙 逆 水

速度＋水速＝（乙船速－水速）＋水速＝乙船速＝１５（千米／时），所以两者相

遇需４５÷１５＝３（时）．综合算式为

４５÷（０５÷２×６０）＝３（时）．
１４２３．甲河是乙河的支流，甲河水速为每小时３千米，乙河水速为每小

时２千米．某船沿甲河顺水航行６时，行 了１１４千 米 后 到 达 乙 河，在 乙 河 还

要逆水航行１１２千米，问此船在乙河还要航行多少时间？

解　由题意知，某船的船速 为１１４÷６－３＝１６（千 米／时），故 此 船 在 乙

河还要航行１１２÷（１６－２）＝８（时）．综合算式为

１２０÷（１１４÷６－３－２）＝８（时）．
１４２４．乙船顺水航行２时，行了６０千米，返回原地用了４时．甲船顺水

航行同样一段水路用了３时，甲船返回原地将比去时多用几时？

解　由题意知，水速为（６０÷２－６０÷４）÷２＝７５（千 米／时），而 甲 船 逆

水航速＝甲船顺水航速－水速×２＝６０÷３－７５×２＝５（千 米／时）．所 以 甲

船逆水返回原地要比去时多用６０÷５－３＝９（时）．综合算式为

６０÷［６０÷３－（６０÷２－６０÷４）÷２×２］－３＝９（时）．
１４２５．某江汛期时，中流与沿 岸 的 水 速 有 很 大 不 同，中 流 每 小 时２３千

米，沿岸每小时１２千米．今有一汽 艇 顺 中 流 而 下，４时 行 了２２０千 米，问 它

沿岸航行返回原处需多少时？

解　由题意知，船速为２２０÷４－２３＝３２（千米／时），船沿岸返回 原 地 是

逆水航行，故需费时２２０÷（３２－１２）＝１１（时）．综合算式为

２２０÷（２２０÷４－２３－１２）＝１１（时）．
１４２６．某船从甲港到乙港，顺水而行，航速是每小时１５千米，结果比预

定的时间早１时到达；它逆水返回甲港时，航速是每小时１０千米，结果比从

甲港到乙港时多用了２时．问此船 从 甲 港 到 乙 港 时，若 要 准 时 到 达，它 的 船

速应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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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可先求出“预定时间”，由题意知，此船顺水航行时比预定时间少用

１时；逆水航行时比预定时 间 多 用１时．若 两 次 都 按“预 定 时 间”航 行，则 顺

水航行时可多行１５千米；逆水 航 行 时 要 少 行１０千 米，两 者 相 差１５＋１０＝
２５（千米）．而两次的航速相差１５－１０＝５（千 米／时），故 知“预 定 时 间”是２５
÷５＝５（时）．而水速＝（顺水航速－逆 水 航 速）÷２＝（１５－１０）÷２＝２５（千

米／时）．故此船从甲港 到 乙 港（顺 水 航 行）要 准 时 到 达（即 按 预 定 的５时 到

达），它的船速应是［１５×（５－１）－２５×５］÷５＝９５（千米／时）．
１４２７．船顺水而行每小时行２６千米，逆水而行每小时行１８千米．下暴

雨后水速增快，该船顺水而行每小时 走２８千 米，求 雨 后 船 的 逆 水 速 度 是 每

小时多少千米？

解１　由题意知，此船船速为（２６＋１８）÷２＝２２（千米／时），暴雨后 水 速

为２８－２２＝６（千米／时），故雨后逆 水 速 度 是２２－６＝１６（千 米／时）．综 合 算

式为

（２６＋１８）÷２－［２８－（２６＋１８）÷２］＝１６（千米／时）；
解２　因船速不变，故 由 暴 雨 前 后 的 顺 水 船 速 之 差２８－２６＝２（千 米／

时）可知，暴雨后水速每小时增加了２千米，所以雨后船的逆水速度是１８－
２＝１６（千米／时）．综合算式为

１８－（２８－２６）＝１６（千米／时）．
１４２８．顺水行１０时的路程，逆 水 要 行１４时．已 知 船 速 是 每 小 时１２千

米，求这段水路的距离．
解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知，水速为（１２×１４－１２×１０）÷（１４＋１０）＝２（千米／时），故知这段

水路长是（１２＋２）×１０＝１４０（千米）．综合算式为

［１２＋（１２×１４－１２×１０）÷（１４＋１０）］×１０＝１４０（千米）．
【注意】　此题若用分数解如下：因顺水１时与逆水１时共行路程＝顺

水船速＋逆水船速＝船速×２＝１２×２＝２４（千 米），则 顺 水１时 与 逆 水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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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行这段水路的 １
１０＋１

１４＝６
３５

，故知这段水路长为２４÷６
３５＝１４０（千米）．综

合算式为

１２×２÷ １
１０＋１（ ）１４ ＝１４０（千米）．

１４２９．水速每小时５千米，船顺水行６时走的路程逆水要行８时．求这

段路程是多少千米？

解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知，船速为（５×８＋５×６）÷（８－６）＝３５（千米／时），这段路程为（３５
＋５）×６＝２４０（千米）．综合算式为

［（５×８＋５×６）÷（８－６）＋５］×６＝２４０（千米）．
【注意】　仿上题，此题可用分数解如下：

５×２÷ １
６－（ ）１

８ ＝２４０（千米）．

１４３０．一只小船第 一 次 顺 流 航 行４８千 米，逆 流 航 行８千 米，共 用１０
时；第二次用同样的时间，顺流航行了２４千米、逆流航行了１４千米．求此小

船在静水中的速度和水流速度．
解１　两次航行用的时间相同，但第一次与第二次相比，顺水多行４８－

２４＝２４（千米），逆水少行１４－８＝６（千 米）．可 见，顺 水 行２４千 米 的 时 间 与

逆水行６千米的时间相同，所 以 顺 水 船 速 是 逆 水 船 速 的２４÷６＝４（倍）．若

第一次航行中，逆水行８千 米 的 时 间 也 用 来 作 顺 水 航 行，则 第 一 次 航 行１０
时可行４８＋８×４＝８０（千米），故 顺 水 船 速 是８０÷１０＝８（千 米／时），由 此 知

逆水船速是８÷４＝２（千 米／时）．所 以 船 在 静 水 中 的 速 度 是（８＋２）÷２＝５
（千米／时），水速是（８－２）÷２＝３（千米／时）；

解２　仿解１求出顺水船 速 是 逆 水 船 速 的４倍 后，也 可 假 定 第 一 次 航

行中顺水行４８千米的时间也用作 逆 水 航 行，则 第 一 次 航 行１０时 可 逆 水 行

４８÷４＋８＝２０（千米），故逆水速度是２０÷１０＝２（千米／时），顺水速度是２×
４＝８（千米／时）．所以船在静水中的速度是（２＋８）÷２＝５（千米／时），水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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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２＝３（千米／时）．
１４３１．游船顺流而下，每小时行７千米；逆流而上，每小时

前进５千米．两条游船同时从同一地点出发，一个顺流而下，然

后返回；一个逆流而上，然后 返 回．结 果，１小 时 后 它 们 同 时 回

到出发点．在这１时内有多少分这两条船是同向航行的？

分析　两船都经历顺 流、逆 流 两 种 航 行，同 时 出 发１时 后

同时回到出发地，因此两 船 航 行 的 路 程 相 同，每 船 顺 流 航 行 的

路程等于逆流航行的路程．
解　设每船顺流航行ｘ时，则 逆 流 航 行（１－ｘ）时．根 据 前 面 的 分 析 列

方程，得

７ｘ＝５（１－ｘ）．

解方程，得　ｘ＝５
１２

，１－ｘ＝１－５
１２＝７

１２．

所以，每船顺流航行 ５
１２

时，即２５分；逆流航行 ７
１２

时，即３５分．

当顺流而下的游船航行２５分后返航时，另一逆流而上的游船正逆流航

行需行３５分后才返航，因此两船有３５－２５＝１０（分）是同向航行的．
１４３２．甲、乙两船同从Ａ 地出发背向而行．甲船逆水上行，到Ｂ 地 后 立

即返航，经４时３０分返回Ａ 地；乙船顺水下行，到达Ｃ 地后也立即返航，经

３时回到Ａ 地．已知两船的顺水速度都是每小时７千米，逆水速度都是每小

时５千米．这两船在航行途中有多少时间是同向航行的？

解　４时３０分＝４５时．
设甲船逆水航行ｘ时，由于甲船去、回航程相等．所以

５ｘ＝７（４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６２５．
因此甲船逆水航行２时３７５分后调头返航．
又设乙船顺水航行ｙ时，也因去、回航程相等，所以

７ｙ＝５（３－ｙ）．
解方程，得　ｙ＝１２５．
因此乙船顺水航行１时１５分后即调头返航，当乙船返航时甲船仍在逆

水上行．
所以，两船同向航行的时间为

２时３７５分－１时１５分＝１时２２５分．
１４３３．一只小船运木材，逆 流 而 上．从 船 上 掉 入 河 里 一 段 木 材，１５分

后发现，小船立即调头追赶木材，追上后花了４０秒捞上木材．问小船从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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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到重新逆流而上共用了多少时间？（船调头时间不计）
解　设船速为ｖ，水流的 速 度 为ｖ′．小 船 上 发 觉 木 材 掉 入 水 中 时，小 船

已离木材掉入水中地点为

１５（ｖ－ｖ′）．
木材已离掉入水中地点为１５ｖ′．
所以，小船调头时离木材

１５（ｖ－ｖ′）＋１５ｖ′＝１５ｖ．
小船追赶木材时两者的速度相差为

ｖ＋ｖ′－ｖ′＝ｖ．
所以小船追上木材花的时间为

１５ｖ÷ｖ＝１５（分）．
从调头后到重新逆流而上共用的时间为

１５分＋４０秒＝１３０秒．
（１２）年龄问题

１４３４．父亲４３岁、儿子１１岁，问几 年 以 后 父 亲 的 年 龄 是 儿 子 年 龄 的３
倍？几年以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５倍？

解１　因几年后父亲的年 龄 是 儿 子 年 龄 的３倍 时，父 子 的 年 龄 差 仍 是

４３－１１＝３２（岁）．由差倍 问 题 的 解 法 知，那 时 儿 子 的 年 龄 是３２÷（３－１）＝
１６（岁），１６－１１＝５（年），故 知５年 后 父 亲 的 年 龄 是 儿 子 年 龄 的３倍．综 合

算式为　（４３－１１）÷（３－１）－１１＝５（年）．
同理，当几年前父亲的 年 龄 是 儿 子 年 龄 的５倍 时，两 人 的 年 龄 差 仍 为

３２岁，那时儿子的年龄应是３２÷（５－１）＝８（岁），１１－８＝３（年），故知３年

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年龄的５倍．综合算式为

１１－（４３－１１）÷（５－１）＝３（年）；
解２　设ｘ年后父亲的年龄是儿子年龄的３倍．依题意，得

４３＋ｘ＝３（１１＋ｘ）．
解方程，得　ｘ＝５．故知５年后父亲的年龄是儿子年龄的３倍．
设ｙ年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年龄的５倍．依题意，得

４３－ｙ＝５（１１－ｙ）．
解方程，得　ｙ＝３．
所以３年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年龄的５倍．
１４３５．母亲现在的年龄是儿 子 年 龄 的４倍，母 亲２７足 岁 时 生 这 孩 子，

问母子现在年龄各是几岁？

解１　由题意知，母子 年 龄 差 为２７岁．现 在 母 亲 年 龄 是 儿 子 年 龄 的４
倍，由差倍问题解法知，现在 儿 子 的 年 龄 是２７÷（４－１）＝９（岁），母 亲 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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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是９×４＝３６（岁）；
解２　设儿子现年ｘ岁．则母亲现年４ｘ岁．依题意，得

４ｘ－ｘ＝２７．
解方程，得　ｘ＝９，４ｘ＝３６．
所以儿子现年９岁，母亲现年３６岁．
１４３６．哥哥的年龄是弟弟的３倍，３年 前 哥 哥 的 年 龄 等 于３年 后 弟 弟

的年龄．问哥哥和弟弟现在各是几岁？

解　由题意知，兄比弟大３＋３＝６（岁）．而 兄 龄 是 弟 的３倍，由 差 倍 问

题解法知，弟弟的年龄是６÷（３－１）＝３（岁）；哥哥的年龄是３×３＝９（岁）．
１４３７．女儿现在８岁，母亲现年３８岁．问 母 亲 几 岁 时，年 龄 是 女 儿 的３

倍？

解　因当母亲年龄是女儿 年 龄 的３倍 时，母 女 年 龄 之 差 仍 是３８－８＝
３０（岁）．由差倍问题解法知，那时女儿应是３０÷（３－１）＝１５（岁），故知当母

亲年龄是女儿的３倍时，她应是１５＋３０＝４５（岁）．综合算式为

（３８－８）÷（３－１）＋（３８－８）＝４５（岁）．
１４３８．甲对乙说：我的年龄是你年龄的２倍；乙对甲说：我六年后的年

龄和你１０年前的年龄一样．问甲、乙的年龄各是多少？

解　由题意知，甲、乙年龄差为６＋１０＝１６（岁），而甲龄是乙龄的２倍，
由差倍问题解法知：乙的年龄是１６÷（２－１）＝１６（岁），综 合 算 式 为　（６＋
１０）÷（２－１）＝１６（岁）；甲的年龄是１６×２＝３２（岁）．

１４３９．有父子两人，父亲５０岁、儿 子２６岁．问 几 年 前 父 亲 年 龄 的２倍

恰好是儿子年龄的５倍？

解１　当父龄的２倍恰好是子龄 的５倍 时，父 龄 是 子 龄 的 ５
２

倍，这 时

父子的年龄差仍是５０－２６＝２４（岁）．由 差 倍 问 题 解 法 知，那 时 子 龄 是２４÷
（５÷２－１）＝１６（岁）．２６－１６＝１０（年），故 知１０年 前 父 亲 年 龄 的２倍 恰 好

是儿子年龄的５倍．综合算式为　２６－（５０－２６）÷（５÷２－１）＝１０（年）；
解２　设ｘ年前父亲年龄的２倍恰好是儿子年龄的５倍．依题意，得

２（５０－ｘ）＝５（２６－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０．
所以１０年前父亲年龄的２倍恰好等于儿子年龄的５倍．
１４４０．爷爷 和 孙 子 的 年 龄 和 为８３岁，４年 后 爷 爷 的 年 龄 是 孙 子 的 ６

倍，问爷爷和孙子现在各是几岁？

解１　４年后爷爷和孙子 的 年 龄 和 是８３＋４×２＝９１（岁），那 时 爷 爷 的

年龄是孙子的６倍，由和倍 问 题 解 法 知，孙 子 那 时 的 年 龄 是９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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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岁），故知孙子现在的 年 龄 是１３－４＝９（岁），综 合 算 式 为　（８３＋４×２）

÷（６＋１）－４＝９（岁），爷爷的年龄是８３－９＝７４（岁）；
解２　设孙子现年ｘ岁，则爷爷现年（８３－ｘ）岁．依题意，得

８３－ｘ＋４＝６（ｘ＋４）．
解方程，得　ｘ＝９，８３－ｘ＝７４．
所以孙子现年９岁，爷爷现年７４岁．
１４４１．父子年龄之和是６０岁，８年 前 父 亲 的 年 龄 是 儿 子 的３倍．问 两

人现在各是几岁？

解１　８年前父子 年 龄 和 为６０－８×２＝４４（岁），这 时 父 龄 是 子 龄 的３
倍，由和倍问题解法知，８年前儿子的年龄是４４÷（３＋１）＝１１（岁），故现在

儿子的年龄是１１＋８＝１９（岁），综合算式为　（６０－８×２）÷（３＋１）＋８＝１９
（岁），父亲现在年龄是６０－１９＝４１（岁）；

解２　设儿子现年ｘ岁，则父亲现年（６０－ｘ）岁．依题意，得

６０－ｘ－８＝３（ｘ－８）．
解方程，得　ｘ＝１９，６０－ｘ＝４１．
所以儿子现年１９岁，父亲现年４１岁．
１４４２．父子年龄和是６４岁，儿 子 年 龄 的３倍 比 父 亲 多８岁，求 父 子 两

人年龄各是几岁？

解１　由题意知，若父亲年 龄 增 加８岁，就 正 好 是 儿 子 年 龄 的３倍，此

时他俩的年龄和为６４＋８＝７２（岁）．由和倍问题解法知，这时儿子的年龄为

７２÷（３＋１）＝１８（岁），综合算式 为　（６４＋８）÷（３＋１）＝１８（岁），由 此 知 父

亲的年龄为６４－１８＝４６（岁）；
解２　设儿子年龄为ｘ岁，则父亲年龄为（６４－ｘ）岁．依题意，得

３ｘ－８＝６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８，６４－ｘ＝４６．
所以儿子年龄为１８岁，父亲年龄为４６岁．
１４４３．有兄弟两人，兄的年龄 是 弟 的 年 龄 的５倍；５年 以 后，兄 的 年 龄

是弟的年龄的３倍．问两人今年各是多少岁？

解１　假定５年后，兄的年龄仍是弟的５倍，那么５年后兄只增加５×５
＝２５（岁），但实际上兄只增加了５岁，两者相差２５－５＝２０（岁）；而５年后实

际上兄年龄只是弟年龄的３倍，并非５倍，两者相差５－３＝２（倍），故知５年

后弟的年龄是２０÷２＝１０（岁），今年弟的年龄是１０－５＝５（岁），综合算式为

　（５×５－５）÷（５－３）－５＝５（岁），兄的年龄是５×５＝２５（岁）；
解２　设弟今年ｘ岁，则兄今年５ｘ岁．依题意，得

３（ｘ＋５）＝５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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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程，得　ｘ＝５．
所以弟今年５岁，兄今年２５岁．
１４４４．前年哥哥的年龄是弟 弟 年 龄 的３倍，后 年 哥 哥 的 年 龄 将 是 弟 弟

的２倍．问两人各是几岁？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前年弟弟的年龄是（２＋２）÷（３－２）＝４（岁）；前 年 哥 哥 的 年

龄是４×３＝１２（岁）．所以现在弟弟的年龄是４＋２＝６（岁），综合算式为　（２
＋２）÷（３－２）＋２＝６（岁），现在哥哥的年龄是１２＋２＝１４（岁），综合算式为

（２＋２）÷（３－２）×３＋２＝１４（岁）；
解２　设前年弟弟的年龄是ｘ岁，则哥哥的年龄是３ｘ岁．依题意，得

２（ｘ＋２＋２）＝３ｘ＋２＋２．
解方程，得　ｘ＝４，３ｘ＝３×４＝１２．
所以今年弟弟的年龄是４＋２＝６（岁），哥哥的年龄是１２＋２＝１４（岁）．
１４４５．１０年前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７倍，１５年后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

２倍．问现在父子的年龄各几岁？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１０年前儿子的年龄是（１０＋１５）÷（７－２）＝５（岁）；１０年 前

父亲的年龄是５×７＝３５（岁）．故知，现 在 儿 子 的 年 龄 是５＋１０＝１５（岁），综

合算式为　（１０＋１５）÷（７－２）＋１０＝１５（岁）；现在父亲的年龄是３５＋１０＝
４５（岁），综合算式为

（１０＋１５）÷（７－２）×７＋１０＝４５（岁）；
解２　从１０年前到１５年 后，前 后 共１５＋１０＝２５（年），父 子 应 各 比１０



算

术

辞

典

　　　　　　

　　　 ６５０　　

年前增加２５岁．若 此 时 父 龄 仍 是 子 龄 的７倍，父 亲 就 应 增 加２５×７＝１７５
（岁），要比实际年龄多增加１７５－２５＝１５０（岁），而 两 者 的 倍 数 关 系 由７变

成２，可知这１５０岁就相当于那时（即１５年后）儿子年龄的７－２＝５（倍），故

那时儿子的年龄是１５０÷５＝３０（岁），父 亲 的 年 龄 是３０×２＝６０（岁）．所 以，
现在儿子的年龄是３０－１５＝１５（岁），父 亲 的 年 龄 是６０－１５＝４５（岁）．综 合

算式为　子龄　［（１０＋１５）×７－（１０＋１５）］÷（７－２）－１５＝１５（岁），
父龄　［（１０＋１５）×７－（１０＋１５）］÷（７－２）×２－１５＝４５（岁）；
解３　设１０年前子龄ｘ岁，则父龄７ｘ岁．依题意，得

２（ｘ＋１０＋１５）＝７ｘ＋１０＋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５，７ｘ＝３５．
所以儿子现年５＋１０＝１５（岁），父亲现年３５＋１０＝４５（岁）．
１４４６．爷爷７８岁，两个孙子 分 别 是１７岁 和１４岁．问 几 年 前 爷 爷 的 年

龄等于两个孙子年龄和的３倍？

解１　两孙子年龄和的３倍是（１７＋１４）×３＝９３岁，此数比爷爷的岁数

大９３－７８＝１５．因每倒退一年，爷爷 的 岁 数 减１，而 孙 子 年 龄 和 的３倍 却 要

减（１＋１）×３＝６．即每倒 退 一 年 两 者 相 差６－１＝５．故 知 要 倒 退１５÷５＝３
（年），即３年前爷爷 的 年 龄 恰 好 等 于 两 孙 子 年 龄 和 的３倍．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７＋１４）×３－７８］÷［（１＋１）×３－１］＝３（年）；

解２　设ｘ年前爷爷的年龄等于两个孙子年龄和的３倍．依题意，得

７８－ｘ＝３［（１７－ｘ）＋（１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３．
所以３年前爷爷的年龄等于两个孙子年龄和的３倍．
１４４７．奶奶今年７１岁，三个 孙 子 的 年 龄 分 别 是１３岁、１０岁、７岁．问

几年前奶奶的年龄比三个孙子的年龄和的３倍还大５岁？

解　三个孙子年龄和的３倍又５岁是（１３＋１０＋７）×３＋５＝９５（岁），比

奶奶岁数多９５－７１＝２４（岁）．仿上题解法可知，每倒退一年，两者岁数之差

缩小（１＋１＋１）×３－１＝８（岁），故知需倒退２４÷８＝３（年）．即３年前，奶奶

的年龄比三个孙子年龄和的３倍还大５岁．综合算式为

［（１３＋１０＋７）×３＋５－７１］÷［（１＋１＋１）×３－１］＝３（年）．
１４４８．舅舅４４岁，四个外甥分别是１４岁、１２岁、４岁、２岁．问几年之

后，舅舅的年龄等于四个外甥年龄的和？

解１　舅舅现在与四个外甥年龄的 和 相 差：４４－（１４＋１２＋４＋２）＝１２
（岁）．舅舅每增加１岁，四 个 外 甥 的 年 龄 和 就 要 增 加１×４＝４（岁），每 年 两

者相差４－１＝３（岁），故知，１２÷３＝４（年）后舅舅的年龄等于四个外甥年龄

的和．综合算式为　［４４－（１４＋１２＋４＋２）］÷（１×４－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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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设ｘ年后舅舅的年龄等于四个外甥年龄的和．依题意，得

４４＋ｘ＝１４＋１２＋４＋２＋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４．
所以四年后舅舅的年龄等于四个外甥年龄的和．

１４４９．叔叔４５岁，婶 婶４０岁，四 个 侄 儿 的 年 龄 之 和 是５５岁．问 几 年

后，叔叔、婶婶的年龄之和等于四个侄儿的年龄之和？

解１　现在叔、婶年龄之和与四个 侄 儿 年 龄 之 和 相 差４５＋４０－５５＝３０
（岁）．１年后，叔、婶年龄共增加２岁，而 四 个 侄 儿 年 龄 之 和 增 加４岁，两 者

相差２岁，故知３０÷２＝１５（年）后叔叔、婶婶年龄之和等于四个侄儿的年龄

之和．综合算式为

（４５＋４０－５５）÷（１×４－１×２）＝１５（年）；

解２　设ｘ年后叔、婶年龄之和等于四个侄儿年龄之和．依题意，得

４５＋４０＋２ｘ＝５５＋４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５．
所以１５年后叔、婶年龄之和等于四个侄儿的年龄之和．
１４５０．两个男孩分别是１８岁和１６岁；两个女孩分别是１０岁和６岁．问

几年之后，两个男孩年龄和的２倍恰好是两个女孩年龄和的３倍？

解１　今年两男孩年龄和的２倍与两女孩年龄和的３倍相差（１８＋１６）

×２－（１０＋６）×３＝２０（岁）．每 过 一 年，两 女 孩 年 龄 和 的３倍 比 两 男 孩 年 龄

和的２倍多增长（１＋１）×３－（１＋１）×２＝２（岁）．故 知 需 经 过２０÷２＝１０
（年），两男孩年龄和的２倍恰好等于两女孩年龄和的３倍．综合算式为

［（１８＋１６）×２－（１０＋６）×３］÷［（１＋１）×３－（１＋１）×２］＝１０（年）；

解２　设ｘ年后 两 个 男 孩 年 龄 和 的２倍 恰 好 是 两 个 女 孩 年 龄 和 的３
倍．依题意，得

２（１８＋１６＋２ｘ）＝３（１０＋６＋２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０．
所以１０年后两个男孩年龄和的２倍恰好是两个女孩年龄和的３倍．
１４５１．姐姐的年龄是妹妹年龄 的４倍，再 过２０年，姐 姐 的 年 龄 比 妹 妹

年龄的２倍少１４岁．问两人现在的年龄各是几岁？

解１　依题意可作下页图

由图可知，今年妹 妹 的 年 龄 是（２０－１４）÷（４－２）＝３（岁），姐 姐 今 年

３×４＝１２（岁）；
解２　设妹妹现年ｘ岁，则姐姐现年４ｘ岁．依题意，得

２（ｘ＋２０）－１４＝４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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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３，４ｘ＝１２．
所以妹妹今年３岁，姐姐今年１２岁．
１４５２．生于公元２～３世纪 的 著 名 数 学 家 丢 番 图 的 墓 碑 上 写 着 下 面 的

话：他一生的 １
６

时间是儿童时代，１
１２

是 青 年 时 代，在 婚 后 没 有 子 女 的 时

间是一生的 １
７

，此后又经过５年，得一男孩，此男孩死时的年龄为其父一生

之半，此后他又活了４年．求他死时的年龄？

解　依题意，刁蕃都的一生各段所占年龄可表示如下．

故知他死时的年龄是（４＋５）÷ １－１
６－１

１２－１
７－（ ）１

２ ＝８４（岁）．

１４５３．有兄、弟两人．等弟弟长到哥 哥 现 在 的 年 龄 时，哥 哥 的 年 龄 是３１
岁；当哥哥的年龄是现在弟弟的年 龄 时，那 时 弟 弟 才１岁．问 两 人 现 在 的 年

龄各是几岁？

解１　由题意可知，哥哥现 在 的 年 龄 加 上 他 们 的 年 龄 差 应 是３１岁；弟

弟现在的年龄减去他们的年龄差应是１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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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知，兄弟两人的年龄差是（３１－１）÷３＝１０（岁），故 得，弟 弟 现 在 的

年龄是１０＋１＝１１（岁），哥哥现在的年龄是３１－１０＝２１（岁）；
解２　设哥哥现年ｘ岁，弟弟现年ｙ岁．依题意，得

３１－ｘ＝ｘ－ｙ，

ｙ－１＝ｘ－ｙ｛ ．
解方程组，得　ｘ＝２１，ｙ＝１１．
所以哥哥现年２１岁，弟弟现年１１岁．
１４５４．哥哥的年龄和妹妹现在的年龄一样时，妹妹是９岁，妹妹的年龄

和哥哥现在的年龄一样时，哥哥是２４岁．求兄妹两人现在各是几岁？

解　仿上题分析，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兄妹岁数差为（２４－９）÷３＝５（岁），故妹妹现在年龄是９＋５
＝１４（岁），综合算式为　９＋（２４－９）÷３＝１４（岁），哥 哥 现 在 年 龄 是２４－５
＝１９（岁），综合算式为　２４－（２４－９）÷３＝１９（岁）．

１４５５．小玲全家有三人：爸爸、妈妈和 她．今 年 全 家 年 龄 和 是６８岁，五

年前全家年龄和是５４岁，已知爸爸比妈妈大２岁，求三人现在各是几岁？

解　由题意知，五年全家年龄 和 增 长 了６８－５４＝１４（岁），而 爸 爸 和 妈

妈五年只增长了５×２＝１０（岁），可 见 小 玲 今 年 仅４岁．由 此 知 今 年 爸 爸 和

妈妈的年龄和是６８－４＝６４（岁），又知他俩年龄相差２岁，由和差问题解法

知：今年爸爸年龄是（６４＋２）÷２＝３３（岁），综合算式为　［６８－（６８－５４－５
×２）＋２］÷２＝３３（岁）；妈妈今年的年龄是３３－２＝３１（岁）．

１４５６．小刚的父亲比他大２５岁，问他几岁时父子年龄的和等于３５岁？

解１　小刚与他父亲的年龄和为３５岁时，年龄差仍是２５岁，故由和差

问题解法知，此时小刚的年龄是（３５－２５）÷２＝５（岁），即 小 刚５岁 时，他 父

子年龄和是３５岁；
解２　设当小刚ｘ岁时，父子年龄和等于３５岁．依题意，得

ｘ＋ｘ＋２５＝３５．
解方程，得　ｘ＝５．
所以当小刚５岁时他父子年龄和等于３５岁．
１４５７．父亲与弟弟年龄的和是５８岁，父亲比哥哥大２３岁，哥哥比弟弟

大５岁，问三人各几岁？

解１　由题意知父亲比弟弟大２３＋５＝２８（岁），而父亲与弟弟年龄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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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岁，由和差问题解法知：父亲的年龄是（５８＋２８）÷２＝４３（岁）．综 合 算 式

为　［５８＋（２３＋５）］÷２＝４３（岁），哥 哥 的 年 龄 是４３－２３＝２０（岁），弟 弟 的

年龄是２０－５＝１５（岁）；
解２　设弟弟年龄为ｘ岁，则父亲年 龄 为（５８－ｘ）岁，哥 哥 年 龄 为（ｘ＋

５）岁．依题意，得

５８－ｘ＝ｘ＋５＋２３．
解方程，得　ｘ＝１５，５８－ｘ＝４３，ｘ＋５＝２０．
所以父亲今年４３岁，哥哥今年２０岁，弟弟今年１５岁．
１４５８．哥哥５年前的年龄等于弟弟７年后的年龄，哥哥４年后与弟弟３

年前年龄的和是３５岁．问弟兄两人今年各几岁？

解１　因 兄５年 前 年 龄 等 于 弟７年 后 年 龄，故 知 兄 比 弟 大５＋７＝１２
（岁）；又因兄４年后与弟３年前年 龄 的 和 是３５岁，故 知 今 年 兄 弟 两 人 年 龄

的和是３５－４＋３＝３４（岁）．由 和 差 问 题 的 解 法 得 今 年 哥 哥 的 年 龄 是（３４＋
１２）÷２＝２３（岁），综合算式为　［３５－４＋３＋（５＋７）］÷２＝２３（岁），今 年 弟

弟的年龄是（３４－１２）÷２＝１１（岁），综合算式为

［３５－４＋３－（５＋７）］÷２＝１１（岁）；
解２　设今年弟弟ｘ岁，则哥哥今年（ｘ＋７＋５）岁．依题意，得

ｘ＋７＋５＋４＋ｘ－３＝３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１．
所以弟弟今年１１岁，哥哥今年１１＋７＋５＝２３（岁）．
１４５９．儿子的岁数比父亲的一半少９岁，父亲的岁数比儿子的３倍多３

岁．求父子两人的岁数．
解１　因儿子的岁数比父亲的一半少９，故儿子年龄的２倍比父亲年龄

少（９×２）岁．依题意可作下图

由图可知，儿子的年龄是９×２－３＝１５（岁），父亲的年龄是１５×３＋３＝
４８（岁）．综合算式为

（９×２－３）×３＋３＝４８（岁）．
解２　设儿子年龄为ｘ岁，则父亲年龄为（３ｘ＋３）岁．依题意，得

２（ｘ＋９）＝３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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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１５，３ｘ＋３＝４８．
所以儿子今年１５岁，父亲今年４８岁．
（１３）盈亏问题

１４６０．若干个小朋友分苹 果，如 果 每 人 分３个 多１６个，如 果 每 人 分４
个就要缺６个．问有多少个小朋友、有多少个苹果？

解１　由题意可 知 分 配 方 案（１）每 人 分３个，结 果 多１６个；分 配 方 案

（２）每人分４个，结果少６个．比较 两 种 分 配 方 案 可 知，由 于 方 案（２）比 方 案

（１）每人多分１个，苹果就由原来的“多１６个”变成“少６个”，两者相差１６＋
６＝２２（个），可见小朋友是２２人．综合算式为　（１６＋６）÷（４－３）＝２２（人）；
苹果数是３×２２＋１６＝８２（个）［或４×２２－６＝８２（个）］．

【注意】　解这类题时要注意比 较 两 种 不 同 的 分 配 方 案，看 由 于 平 均 分

配数的改变它们的分配结果有什么 改 变，然 后 按 这 两 个“改 变”造 成 的 差 求

出未知数．这是解这类题的基本方法．
解２　设有小朋友ｘ人．依题意，得

３ｘ＋１６＝４ｘ－６．
解方程，得　ｘ＝２２．
所以有小朋友２２人，有苹果３×２２＋１６＝８２（个）．
１４６１．每人搬砖４块，则有５人 要 搬 两 趟；每 人 搬 砖５块，则２人 无 砖

搬．问人和砖各有多少？

解　由题意知，每人搬４块则少５人，即要余下４×５＝２０（块）；每人搬

５块则多出２人，即还可多搬５×２＝１０（块），可见每人多搬５－４＝１（块），就

可多搬２０＋１０＝３０（块），故人数为３０÷１＝３０（人）；综合算式为

（４×５＋５×２）÷（５－４）＝３０（人）；
砖的块数是５×（３０－２）＝１４０（块）．
１４６２．前锋农场有一 块 棉 田，学 农 小 组 去 摘 棉 花．如 果 每 人 摘０４公

顷，正好余下２人；如果每人摘０３公顷，０６公顷没人摘．问学农小组有多

少人？棉田有多少公顷？

解１　由题意知，每 人 多 摘０１公 顷 就 可 多 摘０４×２＋０６＝１４（公

顷），故知学农小组的人数为１４÷０１＝１４（人）．综 合 算 式 为　（０４×２＋
０６）÷（０４－０３）＝１４（人）；棉田的面积是０３×１４＋０６＝４８（公顷）；

解２　设学农小组有ｘ人．依题意，得

０４（ｘ－２）＝０３ｘ＋０６．
解方程，得　ｘ＝１４．
所以学农小组有１４人，棉田有０３×１４＋０６＝４８（公顷）．
１４６３．学校分配宿 舍，每 个 房 间 住３人，则 多 出２０人；每 个 房 间 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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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余下２个房间没人住．问房间和学生各多少？

解　由题意知，每个房间多住５－３＝２（人），即可从“多２０人”变为“少

５×２＝１０（人）”，两者相差２０＋１０＝３０（人），所以房间为３０÷２＝１５（间）．
１４６４．某省人民治理了几百条河流，挖了大量的土方．如果把这些土方

堆成１米宽、１米高的长堤，那么这条长堤可绕地球赤道３５圈还多１０万千

米，绕４０圈则少１０万千米．问地球赤道和堤长各多少万千米？

解　由题意知，多绕地球 赤 道４０－３５＝５（圈），即 要 相 差１０＋１０＝２０
（万千米），故赤道长为２０÷５＝４（万千米），综合算式为

（１０＋１０）÷（４０－３５）＝４（万千米）；
堤长为 ４×４０－１０＝１５０（万千米）．
１４６５．某数的７倍加３６等于该数的９倍减去６８，求某数．
解　某数由７倍到９倍，结果 就 由“加”变 到 要“减”，两 者 相 差３６＋６８

＝１０４，故某数为１０４÷２＝５２．综合算式为

（３６＋６８）÷（９－７）＝５２．
【注意】　这是一个涉及倍数的问题，但具有盈亏问题的特征，故可仿题

１４６０的解题思路解之．
１４６６．红光小学学生乘车去春游．如果每车坐６５人，则有１５人不能乘

上车；如果每车多坐５人，恰好多 余 了１辆 汽 车．问 一 共 有 几 辆 汽 车？有 多

少学生去春游？

解　“每车多坐５人，恰好多余了１辆汽车”可理解为“每车坐７０人，则

少７０人”，又知每车坐６５人，则多出１５人无车乘．由１５人无车乘变成还可

乘７０人，两者相差１５＋７０＝８５（人），可知每车多坐５人就可多 坐８５人，故

汽车辆数为８５÷５＝１７（辆），综合算式为

［１５＋（６５＋５）×１］÷５＝１７（辆）；
去春游的学生数是６５×１７＋１５＝１１２０（人）．
１４６７．两人一椅多一椅，一人一椅多一人，求椅、人各有几？

解　“两人一椅多一椅”即 一 椅 坐２人 则 缺２人；而 一 椅 坐１人 则 多１
人．可见每椅多坐１人就要相差２＋１＝３（人），故椅数为３÷１＝３（只），综合

算式为　（２×１＋１）÷（２－１）＝３（只）；人数为１×３＋１＝４（人）．
１４６８．某班以铅笔奖励优秀 生，每 人 奖１４支 则 缺１９支；每 人 奖１２支

则缺１１支．问该班有几名优秀生？铅笔有多少支？

解　由题意知，每人多奖１４－１２＝２（支），就 要 多 用 去 铅 笔１９－１１＝８
（支），所以优秀生有８÷２＝４（人）．综合算式为

（１９－１１）÷（１４－１２）＝４（人）；
铅笔有 １２×４－１１＝３７（支）．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６５７　　 　 　

１４６９．同学们乘车去参观，若每车坐５５人则还可再坐３０人；若每车坐

５０人则还可再坐１０人．问共有车多少辆？同学多少人？

解　仿上题解法可知有车（３０－１０）÷（５５－５０）＝４（辆）；同学有５５×４
－３０＝１９０（人）．

１４７０．一架飞机，预 定 若 干 时 到 达 某 地．如 果 飞 机 每 小 时 飞 行８００千

米，可早到０５时；如果每小时飞行６００千米，就要迟到０５时．问飞机到达

某地航程是多少千米？

解１　由 题 意 知，若 每 小 时 飞 行８００千 米，可 提 早０５时 到，即 在 预 定

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后还可多飞８００÷２＝４００（千 米）；若 每 小 时 飞 行６００千

米就要迟到０５时，即 飞 完 预 定 时 间 还 距 某 地６００÷２＝３００（千 米），由 此

知：每小时多飞行８００－６００＝２００（千米），在预定时间内就可多飞行４００＋
３００＝７００（千米），故知预定时间是７００÷２００＝３５（时）；飞机到 达 某 地 的 航

程为８００×（３５－０５）＝２４００（千 米）．综 合 算 式 为　８００×［（８００÷２＋６００
÷２）÷（８００－６００）－０５］＝２４００（千米）；

解２　设预定到达时间为ｘ时．依题意，得

８００（ｘ－０５）＝６００（ｘ＋０５）．
解方程，得　ｘ＝３５．
所以飞机到达某地的航程是８００×（３５－０５）＝２４００（千米）．
１４７１．某生 产 队 给 社 员 分 菜，每 户 分４００千 克 还 余３５００千 克；若 每 户

分４７５千克，能支援市场８７５千克，问该队有几户社员？共收菜多少千克？

解　“每户分４７５千克，能支援市场８７５千克”即每户分４７５千克，还余

下８７５千克．与“每户分４００千克还余３５００千克”相 比，每 户 多 分４７５－４００
＝７５（千克），就要少余３５００－８７５＝２６２５（千 克），故 知 社 员 有：２６２５÷７５＝
３５（户），综合算式为

（３５００－８７５）÷（４７５－４００）＝３５（户）；
共收菜： ４００×３５＋３５００＝１７５００（千克）．
１４７２．一个小组的同学 分 蜡 笔，每 人 得 到 的 数 目 相 等．假 如 小 组 有１０

人，蜡笔多出１０支；假如小组有６人，蜡笔多出３０支．问每个同学分得蜡笔

几支？共有蜡笔几支？

解　由题意知，每 人 少 分 １０－６＝４（支）就 要 多 出 蜡 笔 ３０－１０＝２０
（支），故知每人分得蜡笔２０÷４＝５（支）．综合算式为

（３０－１０）÷（１０－６）＝５（支）；
共有蜡笔 ５×１０＋１０＝６０（支）．
１４７３．学校规定上午８时到校．王 强 上 学 去 如 每 分 走６０米，可 提 早１０

分到校；如每分走５０米，可提早８分到校．求王强几时几分离家刚好能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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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

解１　每分走６０米可提早１０分到校，即到校后还可多走６０×１０＝６００
（米）；每分走５０米可提早８分到校，即到校后还可多走５０×８＝４００（米）．两

者相比每分多走６０－５０＝１０（米），就可多走６００－４００＝２００（米），故知王强

由家到校需费时：２００÷１０＝２０（分），综合算式为

（６００－４００）÷（６０－５０）＝２０（分）．
王强７时４０分离家上学刚好能８时到校；
解２　设王强行ｘ分可准时到校．依题意，得

６０（ｘ－１０）＝５０（ｘ－８）．
解方程，得　ｘ＝２０．
即王强行２０分可准时到校，由 此 知 王 强７时４０分 离 家 上 学 刚 好 能８

时到校．
１４７４．为绿化环境，某单位植 了 一 批 树．现 决 定 将 这 批 树 交 职 工 管 理，

若每人管６棵则还余９２棵；若每人 管８棵 则 刚 好 分 完．问 该 单 位 有 多 少 职

工，植了多少棵树？

解　由题意知，每人多管２棵 即 可 把 余 下 的９２棵 刚 好 分 完，所 以 该 单

位职工人数应是９２÷２＝４６（人），综合算式为　９２÷（８－６）＝４６（人）；植树

棵数是８×４６＝３６８（棵）．
１４７５．某厂计划生产每只用 钢５吨 的 水 轮 机 若 干 台，调 查 库 存 钢 材 尚

缺３吨．通过改进设计后，生产每台水轮机可节省钢材２吨．改进设计后，该

厂生产水轮机可比原计划超额完成３台．问库存钢材多少吨？

解１　由题意知，每台用料５吨缺料３吨；每台用料５－２＝３（吨），则可

多出钢材３×３＝９（吨），故知生产的水轮机是（９＋３）÷２＝６（台）；库存钢材

是５×６－３＝２７（吨）．综合算式为

５×［（３×３＋３）÷２］－３＝２７（吨）；
解２　设某厂计划生产水轮机ｘ台．依题意，得

５ｘ－３＝（５－２）（ｘ＋３）．
解方程，得　ｘ＝６．
所以库存钢材５×６－３＝２７（吨）．
１４７６．若干人擦玻璃，其中两 人 各 擦４块，其 余 各 擦５块，则 余１２块；

若每人擦６块则正好擦完．求擦玻璃人数及玻璃的块数．
解１　由“其中两人各擦４块，其余各擦５块，则余１２块”可知，若每人

都擦５块，则余１２－（５－４）×２＝１０（块）；而每人擦６块则正好．可见每人多

擦１块就可把余下 的１０块 擦 完，故 擦 玻 璃 的 人 数 是１０人，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２－（５－４）×２］÷（６－５）＝１０（人），玻璃的块数是６×１０＝６０（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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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设有ｘ人擦玻璃．依题意，得

４×２＋５（ｘ－２）＋１２＝６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０．
所以有１０人擦玻璃，共擦玻璃６×１０＝６０（块）．
１４７７．某部队外出进行军事演习，需随身带一批粮食．开始打算让８位

战士每人背４千克，其余每人背３千克，这样算下来还余４８千克．后来决定

让１０位小战士每人背３千克，其余每人背５千克，这样刚好背完．问共有战

士多少人？粮食多少千克？

解１　可将分配方案（１）：８人每人背４千克，其余每人背３千克，还余

４８千克；分配方案（２）：１０人 每 人 背３千 克，其 余 每 人 背５千 克 正 好 背 完．
看作方案（１）：每人背３千克，还 余４８＋（４－３）×８＝５６（千 克）；方 案（２）：
每人背５千克还缺（５－３）×１０＝２０（千 克）．比 较 两 者 可 知，每 人 多 背５－３
＝２（千克）就可从余５６千克，变为缺２０千克，两者相差５６＋２０＝７６（千克），
所以人数是７６÷２＝３８（人），综合算式为

［４８＋（４－３）×８＋（５－３）×１０］÷（５－３）＝３８（人），
粮食为　３×１０＋５×（３８－１０）＝１７０（千克）；
解２　设有战士ｘ人．依题意，得

４×８＋３（ｘ－８）＋４８＝３×１０＋５（ｘ－１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８．
所以有战士３８人，粮食３×１０＋５×（３８－１０）＝１７０（千克）．
１４７８．某班同学参加劳动，分 成 若 干 组，每 组８人．工 作 后 觉 得 每 组 人

数太少，因此重新编组，把每组人数 改 为１２人，因 而 减 少２组．问 参 加 劳 动

的同学共有多少人？

解１　若每组１２人时不减少２组，则缺１２×２＝２４（人），而每组８人时

正好分完．可知每组增加１２－８＝４（人）就要增加２４人，故知第一次编组时

（每组８人）有 组 数２４÷４＝６（组）．由 此 知 参 加 劳 动 的 同 学 共 有８×６＝４８
（人）．综合算式为

８×［１２×２÷（１２－８）］＝４８（人）；
解２　由题意若按１２人一组时的组数计算，则每组８人就要多出８×２

＝１６（人），而每组１２人时正好分完．即每组增加１２－８＝４（人）就可将多余

的１６人分完．故１２人一组时 的 组 数 是１６÷４＝４（组），参 加 劳 动 的 同 学 共

有１２×４＝４８（人）．综合算式为

１２×［８×２÷（１２－８）］＝４８（人）；
解３　设原来分成ｘ组．依题意，得

８ｘ＝１２（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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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６．
所以参加劳动人数是８×６＝４８（人）．
１４７９．一个学生从家到学校，先 用 每 分５０米 的 速 度 走 了２分，如 果 这

样走下去，他就要迟到８分，后来他改用每分６０米的速度前进，结果早到５
分．求这个学生从家到校的距离．

解１　“迟到８分”可看作尚距学 校５０×８＝４００（米），“提 早５分”可 看

作到校后还可走６０×５＝３００（米），两者相差４００＋３００＝７００（米）．可见每分

多走６０－５０＝１０（米）就要相 差７００米，故 知 此 学 生 从 家 到 校 需 费 时７００÷
１０＝７０（分），他从家到校的距离 是５０×（７０＋２＋８）＝４０００（米）．综 合 算 式

为

５０×［（５０×８＋６０×５）÷（６０－５０）＋２＋８］＝４０００（米）；
解２　设走了２分尚需ｘ分到校．依题意，得

５０（ｘ＋８）＝６０（ｘ－５）．
解方程，得　ｘ＝７０．
所以这个学生从家到校的距离是５０×（２＋７０＋８）＝４０００（米）．
１４８０．某农场计划对高粱作物普遍追施化肥一次，若其中１５公顷每公

顷追施９０千克，其余每公顷追施７５千克，则剩化肥１２千克；若每公顷都追

施９０千克，则还有３公顷只好用土粪．问高粱作物有多少公顷，化肥有多少

千克？

解１　由题意知，若每公顷施肥７５千 克，则 剩 化 肥１２＋（９０－７５）×１５
＝２３７（千克）；若每公顷施肥９０千克，则缺化肥９０×３＝２７０（千克）．比 较 两

种施肥方法可知，每公顷多施９０－７５＝１５（千克）就要多用化肥２３７＋２７０＝
５０７（千克），故知高 粱 作 物 有５０７÷１５＝３３８（公 顷），综 合 算 式 为　［１２＋
（９０－７５）×１５＋９０×３］÷（９０－７５）＝３３８（公 顷），化 肥 数 量 为９０×（３３８
－３）＝２７７２（千克）；

解２　设高粱作物为ｘ公顷．依题意，得

９０×１５＋７５（ｘ－１５）＋１２＝９０（ｘ－３）．
解方程，得　ｘ＝３３８．
所以高粱作物有３３８公顷，化肥有９０×（３３８－３）＝２７７２（千克）．
１４８１．一批水果分给若干病号，如 果 每 人 分３千 克，多 出６份；如 果 每

人分５千克，则缺２份．求病号有多少人？这批水果有多少千克？

解１　每人分３千克，多出６份，即 多 出３×６＝１８（千 克）；每 人 分５千

克，缺２份，即缺５×２＝１０（千克），可 见 每 人 多 分５－３＝２（千 克）就 要 多 拿

出水果１８＋１０＝２８（千克），故病号人数为２８÷２＝１４（人），综合算式为　（３
×６＋５×２）÷（５－３）＝１４（人），这批水果有５×（１４－２）＝６０（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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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设有病号ｘ人．依题意，得

３ｘ＋３×６＝５ｘ－５×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４．
所以有病号１４人，水果３×（１４＋６）＝６０（千克）．
１４８２．有若干元分给数人，若每人得２５元，则４人无着；若总额增加１２

元，则每人可得２３元．问人数有几？

解１　由题意知，若每人分得２５元 则 缺２５×４＝１００（元）；若 每 人 分 得

２３元则缺１２元．故知每人多分２５－２３＝２（元）就 要 由 缺１２元 变 成 缺１００
元，要多缺１００－１２＝８８（元），所以人数为８８÷２＝４４（人）．综合算式为

（２５×４－１２）÷（２５－２３）＝４４（人）；
解２　设有ｘ人．依题意，得

２５（ｘ－４）＝２３ｘ－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４４．
所以有４４人．
１４８３．将人民币若干元分与 若 干 人．若 每９人 得１７２元 则 余４０元；若

每７人得１４８元则不足８８元．求其金额与人数各几何？

解１　“每９人得１７２元 余４０元”可 看 作 每 人 得１７２／９＝１９１
９

（元）余

４０元；“每７人得１４８元不足８８元”可看作每人得１４８／７＝２１１
７

（元）缺８８

元．比较两种分法 可 知，每 人 多 分 ２１１
７－１９（ ）１

９
元 就 要 相 差（４０＋８８）元，

故人数为（４０＋８８）÷ ２１１
７－１９（ ）１

９ ＝６３（人），金 额 为１９１
９ ×６３＋４０＝

１２４４（元）；
解２　设有ｘ人．依题意，得

１７２
９ｘ＋４０＝１４８

７ｘ－８８．

解方程，得　ｘ＝６３．
所以有６３人，人民币１７２×（６３÷９）＋４０＝１２４４（元）．
１４８４．以铅笔若干支分给学生数人，若每人分１０支则余４８支；若每人

分１３支则不足２４支，问每人分几支正好分完？

解１　由题意知，每人多分１３－１０＝３（支）就要多分４８＋２４＝７２（支），
故人数为７２÷３＝２４（人）；铅笔支数为２４×１０＋４８＝２８８（支）．要正好分完，
每人应分铅笔２８８÷２４＝１２（支）．综合算式为　［（４８＋２４）÷（１３－１０）×１０
＋４８］÷［（４８＋２４）÷（１３－１０）］＝１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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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设有学生ｘ人．依题意，得

１０ｘ＋４８＝１３ｘ－２４．
解方程，得　ｘ＝２４．
所以有学生２４人，铅笔１０×２４＋４８＝２８８（支），由此得每人分２８８÷２４

＝１２（支）正好分完．
１４８５．人民空军运送急救药 品 抢 救 某 村 病 危 农 民．飞 机 原 计 划 每 分 钟

飞行１５千米，现在提高到每 分 钟２０千 米，这 样 比 原 计 划 早 到 空 投 地 点１２
分．问飞机场与空投地点相距多少千米？

解１　“每分钟飞行２０千米，比原计划早到１２分”可看作，每分钟飞行

２０千米则到达目的地后还可多飞行２０×１２＝２４０（千米）；而每分钟飞行１５
千米则正好到达．故知每分 钟 多 飞 行２０－１５＝５（千 米）就 可 多 飞 行２４０千

米，所以飞行时间为２４０÷５＝４８（分），飞机场与空投地点相距１５×４８＝７２０
（千米）．综合算式为

１５×［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７２０（千米）；
解２　设原计划ｘ分到达．依题意，得

１５ｘ＝２０（ｘ－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４８．
所以飞机场与空投地点相距１５×４８＝７２０（千米）．
１４８６．某人以分 期 付 款 的 办 法 买 得 收 音 机 一 台，买 时 第 一 个 月 付３０

元，以后每月付８元，最后一月付２４元；若第一个月付１５元，以后每月付１０
元，最后一月只要付１５元．两种付法的月数相同，求这收音机的价格是多少

元？

解１　题中两种付款办法可分别看作：若每月付８元则尚缺（３０－８）＋
（２４－８）＝３８（元）；若每月付１０元则尚缺（１５－１０）＋（１５－１０）＝１０（元）．可

见每月付款相差１０－８＝２（元）最后就要相差３８－１０＝２８（元），故知付款月

数为２８÷２＝１４（个 月），所 以 收 音 机 价 格 为 ３０＋２４＋８×（１４－２）＝１５０
（元）．综合算式为

３０＋２４＋８×｛［（３０－８）＋（２４－８）－（１５－１０）×２］÷（１０－８）－２｝＝
１５０（元）；

解２　设 某 人 除 第 一 个 月 和 最 后 一 月 付 款 外，中 间 付 款ｘ 个 月．依 题

意，得

３０＋８ｘ＋２４＝１５＋１０ｘ＋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２．
所以这台收音机价格是３０＋８×１２＋２４＝１５０（元）．
１４８７．从外地运来一批水果，运费花了２００元，报损了２５千克．若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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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０２５千克卖出，则要亏损３００元；若按每元０２千克卖出，则可上交利润

１７５元．问原来进货多少千克？进货金额是多少？

解１　由题意知，若卖每元０２５千克，即每千克４元 则 亏 损３００元；若

卖每元０２千克，即每千克５元则盈利１７５元．可见，每千克多卖１元，一共

就可多得１７５＋３００＝４７５（元），故 知 商 店 卖 出 的 水 果 数 量 是４７５÷１＝４７５
（千克）．进货数量应包括报损 的 数 量，所 以 原 来 进 货 数 量 是４７５＋２５＝５００
（千克）．综合算式为　（３００＋１７５）÷（１÷０２－１÷０２５）＋２５＝５００（千克）．
商店卖出４７５千克，每千克５元得款５×４７５＝２３７５（元），此款扣除上交利润

和运费，即进 货 时 所 用 去 的 钱．所 以 进 货 金 额 为 ２３７５－１７５－２００＝２０００
（元）；

解２　设进货ｘ千克．依题意，得

１
０２５

（ｘ－２５）＋３００＝ １
０２

（ｘ－２５）－１７５．

解方程，得　ｘ＝５００．

所以原来进货５００千 克．进 货 金 额 是 １
０２×（５００－２５）－１７５－２００＝

２０００（元）．
１４８８．铁道兵某部外出完成 一 项 紧 急 任 务，原 计 划 每 辆 汽 车 乘３０人，

还多１人随意乘在某辆车上．为 保 证 提 前 完 成 任 务，上 级 决 定 增 派１００人，
但这时原备好的汽车又因事调走１辆；因 此 每 车 改 乘３６人，还 多５人 任 意

分乘在５辆车上．问该部原来备车多少辆？计划乘多少人？

解１　若１００人不增加，１辆 车 也 不 调 走，每 车 乘３６人 则 除 计 划 人 数

外还可乘１００＋３６×１－５＝１３１（人）；而每车乘３０人则多出１人．可知，每车

多乘３６－３０＝６（人）就可多乘１３１＋１＝１３２（人），故原备汽车有１３２÷６＝２２
（辆），综合算式为　［（１００＋３６×１－５）＋１］÷（３６－３０）＝２２（辆），原计划乘

车人数为３０×２２＋１＝６６１（人）；
解２　若一开始就多派１００人，并 减 去 一 辆 车，则 每 车 乘３０人 就 要 有

１＋１００＋３０＝１３１（人）无车乘．后来每车乘３６人仅多出５人无车乘．两者相

比，每车多乘３６－３０＝６（人），一共就可多乘１３１－５＝１２６（人），故知这时汽

车辆数为１２６÷６＝２１（辆）．原备汽 车 比 这 时 多１辆，应 有２１＋１＝２２（辆），
综合算式为　（１＋１００＋３０－５）÷（３６－３０）＋１＝２２（辆），原 计 划 乘 车 人 数

为３０×２２＋１＝６６１（人）；
解３　设该部队原来备车ｘ辆．依题意，得

３０ｘ＋１＝３６（ｘ－１）＋５－１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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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部队原来备车２２辆，计划乘３０×２２＋１＝６６１（人）．
１４８９．小明与小红各买了一 本 同 样 的 习 题 集，约 定 在 相 同 的 时 间 内 做

完所有习题．小明计划头两周每周 做３０道 题，以 后 每 周 做２５道 题；小 红 计

划头两周每周做３５道题，以后每 周 做３０道 题，剩 下 两 周 留 作 复 习．试 问 这

本习题集共有多少道习题？他们准备用几周时间做完？

解１　由题意知，若小明每 周（包 括 头 两 周 在 内）都 做２５题，则 到 期 还

余（３０－２５）×２＝１０（道）题未做 好；小 红 若 每 周（包 括 头 两 周 和 留 作 复 习 的

两周）都做３０道，则到期除完成全部习题外还可再做３０×２－（３５－３０）×２
＝５０（道）．即每周多做３０－２５＝５（道）一共就可多做５０＋１０＝６０（道），故约

定的做题周数为６０÷５＝１２（周），综合算式为

［３０×２－（３５－３０）×２＋（３０－２５）×２］÷（３０－２５）＝１２（周），此习题集

共有习题２５×（１２－２）＋３０×２＝３１０（道）；
解２　设原准备用ｘ周时间做完所有习题．依题意，得

３０×２＋２５（ｘ－２）＝３５×２＋３０（ｘ－２－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２．
所以原准备用１２周时间做完所有习题．此习题集共有习题３０×２＋２５

×（１２－２）＝３１０（道）．
１４９０．某年级组织一次野营，需向生产队租借小木船过湖．若每艘船乘

１０人，则还空有两人的座位；若 每 艘 船 乘１２人 则 可 少 租 一 艘 船，且 人 员 刚

好坐满，这时每人可节省００５元．问租用一艘小木船需多少钱？

解１　由题意知，若一开始就少租１船则每船乘１０人就要有１０－２＝８
（人）无船乘；而每船乘１２人则刚好坐满，即每船多乘１２－１０＝２（人），就可

使余下的８人都能乘上船，故知此时 租 用 木 船８÷２＝４（艘）；人 数 是１２×４
＝４８（人）．因少租１船每人可节约００５元，故租用一艘小木船 需 款００５×
４８＝２４０（元）．综合算式为

００５×１２×［（１０－２）÷（１２－１０）］＝２４０（元）；
解２　“每艘船乘１０人则 还 空 有 两 人 的 座 位”，即 每 船 乘１０人 则 还 可

乘２人；“每船乘１２人，则 可 少 租 一 艘 船”，即 每 船 乘１２人 则 还 可 多 乘１２
人．由此可知，每船多乘１２－１０＝２（人）即可多乘１２－２＝１０（人），故知原拟

租用船１０÷２＝５（艘）．乘船人数 为１０×５－２＝４８（人）．由 少 租１船 每 人 可

节约００５元，故每艘船的租金为００５×４８＝２４０（元）．综合算式为

００５×｛１０×［（１２－２）÷（１２－１０）］－２｝＝２４０（元）；
解３　设原来准备租用ｘ艘船．依题意，得

１０ｘ－２＝１２（ｘ－１）．
解方程，得　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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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原准备租用５艘 船，租 用 一 艘 小 木 船 需 款００５×（１０×５－２）＝
２４０（元）．

１４９１．某车间按计划每天应加工５０个机器零件，技术革新后实际每天

加工 了５６个 零 件，这 样 不 仅 提 前３天 完 成 任 务，而 且 比 原 计 划 多 加 工 了

１２０个零件．问这个车间原计划加工多少个零件？

解１　由题意知，提前３天完成任务又多加工了１２０个，若不提前一共

可多加工１２０＋５６×３＝２８８（个）零件．这是因每天多加工５６－５０＝６（个）的

结果．故知计划加工的天数为２８８÷６＝４８（天）；一 共 要 加 工 的 零 件 数 为５０
×４８＝２４００（个）．综合算式为

５０×［（１２０＋５６×３）÷（５６－５０）］＝２４００（个）；
解２　设某车间原计划用ｘ天完成加工任务．依题意，得

５０ｘ＝５６（ｘ－３）－１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８．
所以某车间原计划加工零件５０×４８＝２４００（个）．
１４９２．在某招待所开会，每个房 间 住３人 则 多３６人；每 个 房 间 住４人

则还多１３人．如果每个房间住５人，那么情况又怎样？

解１　由 题 意 知，每 间 房 多 住４－３＝１（人），则 共 可 多 住３６－１３＝２３
（人），故房间数为２３÷１＝２３（间）；住 房 人 数 为３×２３＋３６＝１０５（人）．如 果

每间房住５人，２３间房共可住５×２３＝１１５（人），所以每间房住５人则要少

１１５－１０５＝１０（人），即每房住５人就要有２间房无人住；
解２　设有房间ｘ间．依题意，得

３ｘ＋３６＝４ｘ＋１３．
解方程，得　ｘ＝２３．
所以有房间２３间，住房人数 为３×２３＋３６＝１０５（人）．因 此，如 果 每 个

房间住５人，可住５×２３＝１１５（人），比开会人数多１１５－１０５＝１０（人），也就

是有１０÷５＝２（个）房间无人住．
１４９３．面粉每千克 比 大 米 贵０８元．一 顾 客 若 买４０千 克 大 米 还 缺４

元；若不买大米而买３０千 克 面 粉 则 还 缺２元．算 一 算，这 位 顾 客 带 了 多 少

钱？

解１　此顾客买４０千克大米缺４元，若改买４０千克面粉则缺款０８×
４０＋４＝３６（元）；而他买３０千克面粉仅缺２元．故知他多买４０－３０＝１０（千

克）面粉就要多付３６－２＝３４（元），所以面粉每千克价是３４÷１０＝３４（元）．
这位顾客带钱３４×３０－２＝１００（元）．综合算式为

（０８×４０＋４－２）÷（４０－３０）×３０－２＝１００（元）；
解２　设大米每千克ｘ元．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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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ｘ－４＝３０（ｘ＋０８）－２．
解方程，得　ｘ＝２６．
所以这位顾客带钱２６×４０－４＝１００（元）．
１４９４．食堂采购员小严 带 钱 若 干 到 菜 场 买 鱼．若 买 鲤 鱼３０尾 则 差４０

元，若买鲢鱼４０尾则多２０元．两种鱼每尾的价格相差３５０元，问它们的单

价各是多少？

解１　由题意知，买鲤鱼３０尾差４０元，若改买鲢鱼３０尾 则 要 余３５０
×３０－４０＝６５（元）；而买鲢鱼４０尾仅余２０元．由此知，多买鲢 鱼４０－３０＝
１０（尾）就要多付出６５－２０＝４５（元），每 尾 鲢 鱼 价 应 是４５÷１０＝４５０（元），
综合算式为　（３５×３０－４０－２０）÷（４０－３０）＝４５０（元），鲤 鱼 每 尾 价 是

４５＋３５＝８（元）；
解２　设每尾鲢鱼价ｘ元，则每尾鲤鱼价为（ｘ＋３５）元．依题意，得

３０（ｘ＋３５）－４０＝４０ｘ＋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５．
所以每尾鲢鱼价４５元，每尾鲤鱼价４５＋３５＝８（元）．
１４９５．敌人给他们的火力点按每人每天０６千克运送１０天的干粮，分

两次运到．第一次运到的给每个火力点分２５千克后还余３０千克，第二次运

到的比第一次多１０千 克，加 上 第 一 次 的 余 数，刚 好 给 每 个 火 力 点 分３５千

克．问敌人共设几 个 火 力 点？每 个 火 力 点 有 多 少 人？（每 个 火 力 点 人 数 相

同）
解１　假定第二次运的千克数与第一次一样多，每个火力点要分３５千

克就要缺１０＋３０＝４０（千 克），而 第 一 次 运 来 的 粮 食 每 个 火 力 点 分２５千 克

后还余３０千克．由此可知，每个火力点多分３５－２５＝１０（千克）就要多用去

粮食３０＋４０＝７０（千克），故知火力点 有７０÷１０＝７（个），综 合 算 式 为　（３０
＋１０＋３０）÷（３５－２５）＝７（个）；每 个 火 力 点 共 得 粮 食３５＋２５＝６０（千 克），
每个火力点１天的用粮数 是６０÷１０＝６（千 克），由 每 人 每 天 用 粮０６千 克

可知每个火力点的人数是６÷０６＝１０（人）．综合算式为

（２５＋３５）÷１０÷０６＝１０（人）；
解２　设有火力点ｘ个．依题意，得

２５ｘ＋３０＝３５ｘ－１０－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７．
所以有７个火力点，每个火 力 点 共 分 得 干 粮２５＋３５＝６０（千 克），每 天

用粮数是６０÷１０＝６（千克），由此得每个火力点有６÷０６＝１０（人）．
１４９６．小王、小刘、小郭三位同 学 各 用 同 样 多 的 钱 买 了 一 些 练 习 本．小

王买的每本是３２０元比小 郭 少２本，小 刘 买 的 每 本 是１６０元 比 小 郭 多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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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小郭买了几本练习本？每本的价格是多少？

解１　因三人用的钱同样 多．假 定 小 王、小 刘 买 的 本 数 与 小 郭 同 样 多．
“小王买的每本是３２０元，比 小 郭 少２本”可 看 作：买 每 本３２０元 的，缺

３２０×２＝６４０（元）；“小刘买的每本是１６０元，比小郭多４本”可看作：买

每本１６０元的，可 余 １６０×４＝６４０（元）．即 每 本 贵 ３２０－１６０＝１６０
（元）就要多付６４０＋６４０＝１２８０（元），故知小郭买的本数是１２８０÷１６０
＝８（本）．综合算式为（３２０×２＋１６０×４）÷（３２０－１６０）＝８（本）．每人用

来买练习簿的钱是３２０×（８－２）＝１９２０（元），所 以 小 郭 买 的 练 习 本 每 本

价是１９２０÷８＝２４０（元）；
解２　设小郭买了ｘ本练习本．依题意，得

３２０（ｘ－２）＝１６０（ｘ＋４）．
解方程，得　ｘ＝８．
所以小郭买了８本练习本，每本价是３２０×（８－２）÷８＝２４０（元）．
１４９７．某食堂有小豆若干 千 克，调 换 市 价 每 千 克２４０元 的 大 豆，可 以

多得２千克；调换市价每千克４元 的 绿 豆，则 要 少 得２千 克．问 该 食 堂 有 小

豆多少千克？小豆市价是每千克多少元？

解１　题 中 两 种 调 换 方 案 可 看 作：小 豆 若 卖２４元 一 千 克 则 要 少 得

２４×２＝４８０（元）；小豆若 卖４元 一 千 克，则 可 多 得４×２＝８（元）．即 小 豆

每千克多卖４－２４＝１６０（元），就可从少得４８０元变成多得８元，两 者 相

差８＋４８＝１２８０（元），故 知 小 豆 有１２８÷１６＝８（千 克），综 合 算 式 为　
（２４×２＋４×２）÷（４－２４）＝８（千 克），小 豆 市 价 为 每 千 克４×（１６－４）÷
１６＝３（元）；

解２　由题意知，用小豆调换等 量 的 大 豆 还 可 得２４×２＝４８（元）；用

小豆调换等量的绿豆则要付出４×２＝８（元）．因 每 千 克 价 格 相 差４－２４＝
１６（元），两者总价就相 差４８＋８＝１２８（元），故 小 豆 的 数 量 为１２８÷１６
＝８（千克），小豆的市价为每千克为２４×（１６＋４）÷１６＝３（元）；

解３　设食堂有小豆ｘ千克．依题意，得

２４（ｘ＋２）＝４（ｘ－２）．
解方程，得　ｘ＝８．
所以该食堂有小豆８千 克，每 千 克 小 豆 市 价 为２４×（１６＋４）÷１６＝

３（元）．
１４９８．一个水池，若每分流入水２１米３，经过若干分流入的水比 水 池 的

容量的一半还少５１０米３；若 每 分 流 入 水２７米３，那 么 经 过 同 样 时 间 流 入 的

水比水池容量的一半还少２７０米３．求增加流入量后注满整个水池所需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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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每分流入水２１米３，经过若干分流入量与“水池容 量 的 一 半 还 少

２７０米３”相 比，还 缺５１０－２７０＝２４０（米３）；而 每 分 流 入 水２７米３，经 过 同 样

时间则正好达到“水池容量的一半还少２７０米３”的容量．故知每分流入量相

差２７－２１＝６（米３）流入总量就要相 差２４０米３，可 见 流 入“水 池 容 量 的 一 半

还少２７０米３”需费时２４０÷６＝４０（分）．流入“水池容量的一半”需费时４０＋
２７０÷２７＝５０（分）．所以，增 加 流 量 后（即 每 分 流 入２７米３）注 满 整 个 水 池 需

５０×２＝１００（分）．综合算式为

［（５１０－２７０）÷（２７－２１）＋２７０÷２７］×２＝１００（分）；
解２　设注入“水池容量一半还少２７０米３”需时ｘ分，依题意，得

２１ｘ＋５１０＝２７ｘ＋２７０．
解方程，得　ｘ＝４０．
所以增加流量后注满全池的时间为（４０＋２７０÷２７）×２＝１００（分）；
解３　设水池容量为２ｘ米３，依题意，得

ｘ－５１０
２１ ＝ｘ－２７０

２７ ．

解方程，得　ｘ＝１３５０．
故水池容量为２ｘ＝１３５０×２＝２７００．每分流入２７米３，注 满 整 个 水 池 需

２７００÷２７＝１００（分）．
１４９９．收割一块麦田，每小 时 收０４公 顷，预 计 若 干 小 时 完 成．收 割 了

４５分以后，改用新式农具，工作效率 提 高 到 原 来 的１１
２

倍，因 此，比 预 计 时

间提前１时完成．问这块麦田的面积是多少？

解１　先求出改用新式农 具 后 所 用 的 时 间，再 求 麦 田 面 积．由 题 意 知，

若用新式农具若干小时可完成，即每小时收割０４×１１
２＝０６（公顷）正好

完成，如不用新式农具，即每小时收 割０４公 顷 就 还 差１时 才 能 完 成，亦 即

还有０４公顷来不及收割．故知每小时多收割０６－０４＝０２（公 顷），就 可

多收割０４公顷，所以改用新式农具后还需时间０４÷０２＝２（时），由 此 知

麦田面积为　０４×３
４＋０６×２＝１５（公顷）；

解２　先求出收割了４５分 后，若 不 用 新 式 农 具 还 需 多 少 时 间 割 完，再

求麦田面积．由题意知，剩下的麦 田 如 每 小 时 收 割０４公 顷，正 好 在 预 定 时

间收割完；而每小时收割０４×１１
２＝０６（公顷），就要比预定时间提前１时

完成，即在预定 时 间 内 除 完 成 任 务 外 还 可 多 割０６×１＝０６（公 顷）．由 此

知，每小时多割０６－０４＝０２（公 顷），结 果 就 可 多 割０６公 顷．所 以 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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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麦田若不用新式农具收 割 还 需０６÷０２＝３（时）才 能 割 完．故 知 麦 田 面

积为　０４× ３＋（ ）３
４ ＝１５（公顷）；

解３　假定一开始就用新式农具收割，即每小时 割０４×１１
２＝０６（公

顷），则在预定时间内可多收割（０６－０４）×３
４＋０６×１＝０７５（公 顷），因

每小时多割０６－０４＝０２（公顷）就可多收割０７５公顷，故知预 定 时 间 为

　０７５÷０２＝３７５（时）．麦田面积为　０４×３７５＝１５（公顷）；

解４　因原来每小时收割０４公 顷，即 收 割０１公 顷 需 １
４

小 时，用 新

式农具每小时收割０４×１１
２＝０６（公顷），即收割０１公顷需 １

６
时．由 此

知，每收割０１公顷两者相差 １
４－１

６＝１
１２

（时），现“提前１时完成”即两者

相差１时，可见改用新式 农 具 收 割 的 公 顷 数 是０１÷１
１２＝１２（公 顷），故 这

块麦田面积为　１２＋０４×３
４＝１５（公顷）；

解５　设预定ｘ小时完成收割任务．依题意，得

０４ｘ＝０４×３
４＋０４×１１

２ ｘ－３
４（ ）－１ ．

解方程，得　ｘ＝３７５．
所以麦田面积为　０４×３７５＝１５（公顷）．
１５００．小红用一根绳子来测量一棵树干的周长，将绳子３折，围一圈多

１分米；将绳子４折，围一圈差２分米．问绳长和树干的周长各是多少？

解１　将绳子３折，围一圈多１分米，可看作此绳全长围树３圈多１×３
＝３（分米）；将绳子４折，围一圈差２分米，可看作此绳全长围树４圈差２×４
＝８（分米）．比 较 两 种 围 法 可 知，此 绳 多 围 树 一 圈 就 要 相 差 ３＋８＝１１（分

米），故此树干周长为１米１分米．综合 算 式 为　（１×３＋２×４）÷（４－３）＝
１１（分米），此绳全长（１１－２）×４＝３６（分米），即绳长为３米６分米；

解２　绳 子 ３折 与 绳 子 ４折 相 差 １＋２＝３（分 米），所 以 绳 长 为 ３÷
１
３－（ ）１

４ ＝３６（分米），即绳长为３米６分 米，树 干 周 长 为３６×１
３－１＝１１

（分米），即树干周长是１米１分米；
解３　设绳长为ｘ分米．依题意，得

ｘ
３－１＝ｘ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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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３６．

所以绳长为３６分米，树干周长为 ｘ
３－１＝３６

３－１＝１１（分米）．

１５０１．以绳测水深，四折而入则余３米；把绳剪去６米后三折而入则余

４米．求水深和绳子各是多少？

解１　“四折而入 则 余３米”可 看 作 绳 长 比 水 深 的４倍 还 多３×４＝１２
（米）；“剪去６米后三折而入则余４米”可看作绳长比水深的３倍还多４×３
＋６＝１８（米）．两者相比 可 知，水 深 多１倍，绳 子 就 要 相 差１８－１２＝６（米），
故知水深是６米．综合算式为　（４×３＋６－３×４）÷（４－３）＝６（米），绳长为

（６＋３）×４＝３６（米）；
解２　设绳长为ｘ米．依题意，得

ｘ
４－３＝ｘ－６

３ －４．

解方程，得　ｘ＝３６．

所以绳长为３６米，水深 ｘ
４－３＝６（米）．

１５０２．苹果是梨子的２倍，梨子每人分３个余２个；苹果每人分７个少

６个．问有多少人和多少苹果、多少梨？

解１　若将梨子数与分给 每 人 的 个 数 都 增 加 一 倍（即 使 梨 子 数 与 苹 果

数一样），则每人分３×２＝６（个）余２×２＝４（个）；而 每 人 分７个 则 少６个．
由此知，每人多分７－６＝１（个）就要相差４＋６＝１０（个），故人数为１０÷１＝
１０（人），综合算式为　（２×２＋６）÷（７－３×２）＝１０（人），苹果数为７×１０－
６＝６４（个），梨子数为６４÷２＝３２（个）；

【注意】　解此题需将梨子个数扩大倍数，使与苹果个数相等．然后仿一

般盈亏问题解法解之．其 依 据 是 若 有ａ÷ｂ＝ｑ……（余ｒ），则 有（ｎａ）÷（ｎｂ）

＝ｑ……（余ｎｒ）．
解２　设有ｘ人分苹果与梨子．依题意，得

２（３ｘ＋２）＝７ｘ－６．
解方程，得　ｘ＝１０．
所以人数为１０人，有梨子３×１０＋２＝３２（个），苹果３２×２＝６４（个）．
１５０３．某土建公司储存红、青 两 种 颜 色 的 砖，红 砖 是 青 砖 量 的２倍，计

划建住宅若干幢．若每幢 住 宅 使 用 红 砖８０米３、青 砖３０米３，则 结 果 红 砖 缺

４０米３，青砖多４０米３．问该公司计划建住宅几幢？红砖、青砖各有多少？

解１　因红砖量是青砖量 的２倍，假 定 青 砖 储 量 与 每 幢 住 宅 的 青 砖 使

用量都增加一倍，即可得每 幢 住 宅 用 砖３０×２＝６０（米３），则 多４０×２＝８０
（米３），而每幢住宅用砖８０米３，则缺４０米３．（两者相比可知，每幢住宅多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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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６０＝２０（米３）就 要 多 用８０＋４０＝１２０（米３），故 住 宅 数 为１２０÷２０＝６
（幢），综合算式为　（４０×２＋４０）÷（８０－３０×２）＝６（幢），红砖储量为８０×
６－４０＝４４０（米３），青砖储量为４４０÷２＝２２０（米３）；

解２　设计划建住宅ｘ幢．依题意，得

８０ｘ－４０＝２（３０ｘ＋４０）．
解方程，得　ｘ＝６．
所以计划建 住 宅６幢，有 红 砖８０×６－４０＝４４０（米３），青 砖４４０÷２＝

２２０（米３）．
１５０４．粉笔盒里装的白粉笔 支 数 是 彩 色 粉 笔 支 数 的５倍．教 师 们 每 天

用去白粉笔２０支、彩色粉笔６支．若干天后盒中余下白粉笔６０支而彩色粉

笔已断用２天．问粉笔盒中原有的白色与彩色粉笔各多少支？

解１　若把彩色粉笔的原 有 支 数 与 每 天 用 量 都 扩 大５倍，则 彩 色 粉 笔

的支数与白粉笔相同，且每天要用 去６×５＝３０（支）．而 白 粉 笔 每 天 用 去２０
支，在彩色粉笔用完时它还 余６０＋２０×２＝１００（支），故 知 同 样 的 支 数 每 天

少用３０－２０＝１０（支），就可多余１００支，所以彩色粉笔用完的天数为１００÷
１０＝１０（天），综合算式为　（６０＋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０（天），原 有 彩 色 粉

笔６×１０＝６０（支），原有白粉笔６０×５＝３００（支）；
解２　设用了ｘ天．依题意，得

２０ｘ＋６０＝６（ｘ－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２．
所以 白 色 粉 笔 有２０×１２＋６０＝３００（支），彩 色 粉 笔 有６×（１２－２）＝

６０（支）；
解３　设有彩色粉笔ｘ支，则有白色粉笔５ｘ支．依题意，得

５ｘ－６０
２０ ＝ｘ

６＋２．

解方程，得　ｘ＝６０．
所以彩色粉笔有６０支，白色粉笔有６０×５＝３００（支）．
１５０５．现有糖果饼干若干，分给幼儿园小朋友．已知糖果块数是饼干块

数的一半，如每个小朋友分４块饼干和３块糖果，则饼干多３２块而糖果缺４
块，求小朋友有几人？糖果和饼干各有几块？

解１　仿上题解法，将糖果 的 块 数 和 分 给 小 朋 友 糖 果 的 块 数 都 增 加 一

倍，依题意即有：同样的块数每人分６块则缺８块；每人分４块则多３２块，
所以小朋友的人数为（３２＋４×２）÷（３×２－４）＝２０（人），糖果块数为３×２０
－４＝５６（块），饼干块数为５６×２＝１１２（块）；

解２　设有小朋友ｘ人．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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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ｘ＋３２＝２（３ｘ－４）．
解方程，得　ｘ＝２０．
所以有小朋友２０人．糖果３×２０－４＝５６（块），饼 干４×２０＋３２＝１１２

（块）；
解３　设有糖果ｘ块，则有饼干２ｘ块，依题意，得

ｘ＋４
３ ＝２ｘ－３２

４ ．

解方程，得　ｘ＝５６．

所以糖果有５６块，饼干有５６×２＝１１２（块），人数为 ｘ＋４
３ ＝２０（人）．

１５０６．某果园工人用一篮苹 果 和 梨 去 慰 问 住 院 病 员，已 知 苹 果 个 数 是

梨的３倍．现在每次由篮内取出梨２个、苹果５个送给病员，梨恰好分完，苹

果还剩１１个．问这个篮内原有梨和苹果各多少个？

解　仿题１５０３解法，将梨的个 数 扩 大３倍 使 与 苹 果 个 数 相 同，每 次 取

出梨的个数也扩大３倍，即 每 次 取２×３＝６（个）．因 每 次 取２个 时 恰 好 分

完，若每次取６个也应恰好分完．现因每次取５个苹果故有１１个剩下．由此

知每次多取１个就要多分去１１个，故知一共取了１１次．所以篮内原有梨的

个数是２×１１＝２２（个）；苹果的个数是２２×３＝６６（个）．
１５０７．几个同学搬砖，不知道每人搬 了 几 块，但 知 剩 下１４块；每 人 搬９

块则最后一人只需搬６块．问有几个同学参加搬砖？第一次每人搬了几块？

解　此题第一次每人搬几块未给出，可用质数知识解答．设参加搬砖人

数为ｘ，第一次每人搬砖ｍ 块．依题意，有：ｍｘ＋１４＝９（ｘ－１）＋６，即ｘ（９－
ｍ）＝１７．因１７是质数，故ｘ（９－ｍ）只 有 两 种 情 况：（１）ｘ（９－ｍ）＝１×１７，

ｘ＝１，９－ｍ＝１７；（２）ｘ（９－ｍ）＝１７×１，ｘ＝１７，９－ｍ＝１，ｍ＝８．显然情

况（１）是不合理的，答案应是参加搬砖的同学有１７人，第一次每人搬砖

［９×（１７－１）＋６－１４］÷１７＝８（块）．
１５０８．蜜橘若干，等分与数人则 不 足３只；取 去７只，以 所 余 分 配 之 则

各得３只．求人数与蜜橘数各是多少？

解　设第一次每人分 ｍ 只．由题意知，每人 ｍ 只则不足３只；每人３只

则可余７只，故 人 数 为（３＋７）÷（ｍ－３）＝ １０
ｍ－３． １０

ｍ－３
是 人 数，应 为 正 整

数．故 ｍ－３只有为１、２、５、１０时 才 有 可 能，（１）若 ｍ－３＝１，则 人 数 为

１０，橘数为３×１０＋７＝３７（只）；（２）若ｍ－３＝２，则人数为５，橘数为３×５＋
７＝２２（只）；（３）若ｍ－３＝５，则人数为２，橘数为３×２＋７＝１３（只）；（４）若

ｍ－３＝１０，则人数 为１，此 解 显 然 不 合 理．所 以 所 求 之 人 数 与 蜜 橘 数 应 是：

１０人、３７只或５人、２２只或２人、１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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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置换问题（又称鸡兔问题）

１５０９．鸡兔共３６只，有脚１００只，求鸡兔各是多少只？

解１　假定３６只全是鸡，则脚的总数应是２×３６＝７２（只），比已知的总

脚数少１００－７２＝２８（只），因每只兔比每 只 鸡 多４－２＝２（只）脚，若 以 兔 换

鸡，每换１只，脚 的 总 数 就 可 增 加２只，要 增 加２８只 脚 就 要 换２８÷２＝１４
（只）兔，所以有兔１４只，综合算式为

（１００－２×３６）÷（４－２）＝１４（只）．有鸡３６－１４＝２２（只）；
解２　假定３６只全是兔，则总脚 数 应 为４×３６＝１４４（只），比 已 知 的 总

脚数多１４４－１００＝４４（只）．因每只鸡比每只兔少４－２＝２（只）脚，若以鸡换

兔，每换１只，脚的总数就可减少２只，要换４４÷２＝２２（只），才能使总脚数

正好是１００，所以鸡 有２２只．综 合 算 式 为　（４×３６－１００）÷（４－２）＝２２
（只）．有兔３６－２２＝１４（只）；

解３　因把总脚数除以２后，鸡每只剩１只脚、兔每只剩２只脚，故此时

脚比头多的数就是兔的头数．所以兔有１００÷２－３６＝１４（只），从 而 鸡 有３６
－１４＝２２（只）；

解４　设其中有鸡ｘ只，则有兔（３６－ｘ）只．依题意，得

２ｘ＋４（３６－ｘ）＝１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２．
所以有鸡２２只，有兔３６－２２＝１４（只）．
【注意】　从 此 题 的 解１和 解２可 得 这 类 题 的 基 本 解 题 公 式：兔 数＝

（总脚数－每只鸡的脚数×鸡兔总数）÷（每只鸡兔脚数之差）＝（总脚数－２
×鸡兔总数）÷（４－２）；

鸡数＝（每只兔的脚数×鸡兔总数－总脚数）÷（每只鸡兔脚数之差）＝
（４×鸡兔总数－总脚数）÷（４－２）．

解这类题时，可直接运用上述公式．
１５１０．学校里用３４５０元买日记本与练习簿共４５本，日记本每本１６０

元，练习簿每本０３５元．求日记本、练习簿各买了多少本？

解１　仿 题１５０９的 解 题 方 法，买 日 记 本（３４５－０３５×４５）÷（１６－
０３５）＝１５（本），买练习簿４５－１５＝３０（本）；

解２　设买日记本ｘ本，则买练习簿（４５－ｘ）本．依题意，得

１６ｘ＋０３５（４５－ｘ）＝３４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５．
所以买日记本１５本，买练习簿４５－ｘ＝４５－１５＝３０（本）．
１５１１．甲等上 衣１７５元 一 件，乙 等 上 衣１２５元 一 件，今 共 买８件．付 款

时，营业员误将甲等与乙等的件 数 互 换，故 共 收 款１２５０元．问 甲、乙 两 种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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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各买几件？收款时发生什么差错？

解　由题１５０９的基本解题公式可知，收款时是按甲等上衣（１２５０－１２５
×８）÷（１７５－１２５）＝５（件），乙 等 上 衣８－５＝３（件）计 算 的．因 营 业 员 误 将

甲等与乙等的件数互换，所以实际买的衣服应是甲等上衣３件，乙等上衣５
件，应付款１７５×３＋１２５×５＝１１５０（元），多 收 款１２５０－１１５０＝１００（元），应

予退回．
１５１２．３５名同学到工地运土，只有４０只土篮子，问应安排多少人挑，多

少人抬？（人和土篮子都不闲．土篮子不可拎，或一人挑两个或两人抬一个）
解　对照题１５０９解法，把总人数３５当作总头数，土篮子数４０当 作 总

脚数，挑土篮子，每人２只当作每 只 兔 的 脚 数，抬 土 篮 子 每 人０５只 当 作 每

只鸡的脚数．由公式知，挑的人数是（４０－０５×３５）÷（２－０５）＝１５（人），抬

的人数为３５－１５＝２０（人）．也 可 先 求 抬 的 人 数 是（３５×２－４０）÷（２－０５）

＝２０（人），挑的人数即为３５－２０＝１５（人）．
１５１３．一些同 学 到 工 地 运 土，工 地 上 有 扁 担１００根，土 篮 子１２５只．如

果想把这些工具都用上，问应安 排 多 少 人 抬、多 少 人 挑？（只 安 排 两 人 抬 一

个或一人挑两个，不拎）
解　可先求出抬土 和 挑 土 各 用 多 少 根 扁 担，再 求 应 安 排 几 人 抬、几 人

挑．仿题１５１２用公式可求出：用 来 挑 的 扁 担 数 为（１２５－０５×１００）÷（２－
０５）＝５０（根）；用 来 抬 的 扁 担 数 即 为１００－５０＝５０（根）．故 知 抬 土 人 数 为

２×５０＝１００（人），挑的人数为１×５０＝５０（人）．
１５１４．打一 把 锄 头 需 要 生 铁０７５千 克，加 工 费０５元；打 一 把 镰 刀 需

要生铁０２５千克，加工费０４元．现 某 生 产 队 打 了 镰 刀、锄 头 共 计１４０把，
用去生铁６５千克．问应付加工费多少元？

解　先求镰刀、锄头各打了多少把，再求应付的加工费．仿题１５０９解法

可知加工的镰刀有（０７５×１４０－６５）÷（０７５－０２５）＝８０（把），锄 头 为１４０
－８０＝６０（把），应付的加工费是０５×６０＋０４×８０＝６２（元）．

也可先求出打的锄头有（１３０－０５×１４０）÷（１５－０５）＝６０（把），再仿

上法解之．
１５１５．（古算题）百个和尚百个耙，大和尚每人耙四个，小和尚四人一个

耙，问有大、小和尚各几人？

解　仿题１５０９的解法，把 和 尚 总 数１００当 作 总 头 数，耙 的 总 数１００当

作总脚数，大和尚每人４个（相 当 于 每 只 兔 的 脚 数），小 和 尚 每 人 １
４

个（相

当于 每 只 鸡 的 脚 数），由 公 式 知 大 和 尚 的 人 数 是 １００－１
４（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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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４ ＝２０（个）；小和尚有１００－２０＝８０（个）．

１５１６．某人去相距３６千米的 某 城 旅 行，于 上 午７时 动 身，下 午１时 到

达．其中步行３时半，其余乘人力车和马车．步行每小时走４千米，人力车每

小时走８千米，马车每小时走１０千米，求乘人力车和乘马车各几时？

解　上午７时到下午１时共６时，步行３５时，故知乘人力车和马车共

６－３５＝２５（时）；又乘人力车和马车的路程共３６－４×３５＝２２（千 米）．仿

题１５０９的解法 可 知 乘 人 力 车 的 时 间 为（１０×２５－２２）÷（１０－８）＝１５
（时），乘马车的时间为２５－１５＝１（时）．

或先求出乘马车的时间为（２２－８×２５）÷（１０－８）＝１（时），从 而 乘 人

力车的时间为２５－１＝１５（时）．
１５１７．传说九头鸟有九头 一 尾，九 尾 鸟 有 九 尾 一 头．今 有 头５８０个，尾

９００个，问两种鸟各有多少？

解１　假定全部是九尾鸟，因九尾鸟有九尾一头，由题中尾数９００个可

知此时九尾鸟应有９００÷９＝１００（只），共有头数应为１００个，比已知头 数 少

５８０－１００＝４８０（个）．若以九头鸟 换 九 尾 鸟，每 次 以９只 九 头 鸟 换１只 九 尾

鸟，则总的尾数保持不变，而 每 换１次 总 的 头 数 却 增 加９×９－１＝８０（个），
现要增加４８０个头，应换４８０÷８０＝６（次），共换进九头鸟９×６＝５４（只），即

应有九头鸟５４只．因６次换去６只九尾鸟，故九尾鸟应有１００－６＝９４（只）；
解２　假定全 部 是 九 尾 鸟，由 题 中 头 数５８０个 知 应 有 尾 数９×５８０＝

５２２０（个），比已知尾数多５２２０－９００＝４３２０（个）．若以九头鸟 换 九 尾 鸟 每 次

以１只九头鸟换９只九尾鸟，则总头数保持不变，而每换一次总的尾数减少

９×９－１＝８０（个），现要减少４３２０个，共要换４３２０÷８０＝５４（次），所 以 有 九

头鸟５４只．九尾鸟每次换出９只，５４次 共 换 出９×５４＝４８６（只），还 剩５８０
－４８６＝９４（只），故知九尾鸟有９４只．

若假定全部是九头鸟，仿上述解题思路也可有两种解法；
解３　设有九头鸟ｘ只，则有九尾鸟（５８０－９ｘ）只．依题意，得

ｘ＋９（５８０－９ｘ）＝９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４．
所以有九头鸟５４只，九尾鸟５８０－９ｘ＝５８０－５４×９＝９４（只）．
若设有九尾鸟ｘ只，则有九头鸟（９００－９ｘ）只．依题意，得

ｘ＋９（９００－９ｘ）＝５８０．
解方程，得　ｘ＝９４．
所以有九尾鸟９４只，九头鸟９００－９ｘ＝９００－９４×９＝５４（只）．
１５１８．每辆大客车需甲种零件８个，乙种零件３个；每辆小客车需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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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４个，乙种零件１０个．今用去甲种零件５２个，乙种零件７９个，问两种

车各装了多少辆？

解１　假定全部装小客车．据题中条件，小客车应有５２÷４＝１３（辆），共

需乙种零件１０×１３＝１３０（个），比 已 知 乙 种 零 件 数 多１３０－７９＝５１（个）．若

以一辆大客车掉换两辆小客车，则甲种零件需要数不变，而乙种零件所需数

减少１０×２－３＝１７（个），要使乙种零件减少５１个，要换５１÷１７＝３（次）．每

次换进大客车１辆，故知大客车装了３辆；每 次 换 出 小 客 车２辆，所 以 小 客

车装了１３－２×３＝７（辆）；

解２　设装了大客车ｘ辆，则装的小客车为 ５２－８ｘ
４

辆．依题意，得

３ｘ＋１０×５２－８ｘ
４ ＝７９．

解方程，得　ｘ＝３．

所以装了大客车３辆，装的小客车是 ５２－８ｘ
４ ＝７（辆）．

若设装了小客车ｘ辆，则装的大客车为 ５２－４ｘ
８

辆．依题意，得

１０ｘ＋３×５２－４ｘ
８ ＝７９．

解方程，得　ｘ＝７．

所以装了小客车７辆，装的大客车是 ５２－４ｘ
８ ＝３（辆）．

１５１９．蜘蛛有８只脚，蜻蜓有６只脚和２对翅膀，蝉有６只脚和１对翅

膀．现有这三种昆虫１８只，共有１１８只 脚 和２０对 翅 膀．问 每 种 昆 虫 各 有 多

少只？

解１　因为每只蜻 蜓 和 蝉 的 脚 都 是６只，可 暂 不 考 虑 翅 膀 而 都 当 作６
足虫，原题即可简化为：８足虫与６足 虫 共１８只，脚 共 有１１８只，求 两 种 虫

各有几只？仿题１５０９解法运用公式可知８足 虫 有（１１８－６×１８）÷（８－６）

＝５（只），６足虫有１８－５＝１３（只），可见蜘蛛有５只．
再考虑６足虫的翅膀，又可有：“２对翅膀的虫”与“１对翅膀的虫”共１３

只，翅膀２０对，求两种虫各有几只？仿 题１５０９解 之 可 知：２对 翅 膀 的 虫 有

（２０－１×１３）÷（２－１）＝７（只）；１对 翅 膀 的 虫 有１３－７＝６（只）．所 以 蜻 蜓

有７只，蝉有６只，蜘蛛有５只．
此题涉及三种量，比较复杂．解题思路是：先抓住两种量的共同点把它

们看成一种量，从而把三量问题变为两量问题求解，然后再找另两量的关系

分步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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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设有蜘蛛ｘ只，则蜻蜓和蝉共有（１８－ｘ）只．依题意，得

８ｘ＋６（１８－ｘ）＝１１８．
解方程，得　ｘ＝５．故知有蜘蛛５只，蜻蜓和蝉共１８－５＝１３（只）．
再设有蜻蜓ｙ只．则有蝉（１３－ｙ）只．依题意，得

２ｙ＋（１３－ｙ）＝２０．
解方程，得　ｙ＝７．
所以有蜻蜓７只，蝉１３－７＝６（只）．
１５２０．某人越一山岭费５时，山 岭 之 路 程 为１５千 米．其 上 山 速 度 为 每

小时１５千米，下山速度为每小时４千米，问其上山及下山的路程各是多少

千米？

解１　对照题１５０９基本解题公式，此题中：费时５时可看作总头数，路

程１５千米可看作总脚数，速度１５千米／时和４千米／时分别看作 每 只 鸡、
兔的脚数．故知下山所费时间为（１５－１５×５）÷（４－１５）＝３（时），所 以 此

人下山路程为４×３＝１２（千米），上山路程为１５－１２＝３（千米）；
解２　设某人上山时间为ｘ时，则下山时间为（５－ｘ）时．依题意，得

１５ｘ＋４（５－ｘ）＝１５．
解方程，得　ｘ＝２．
所以上山行２时，下山行５－２＝３（时）．
１５×２＝３（千米），４×３＝１２（千 米），所 以 某 人 上 山 路 程 为３千 米，下

山路程为１２千米．
１５２１．李虹学车工，平均每天车某种零件４８个．每车好一个正品，可为

国家创造财富１２元；但车坏一个就要损失９８元．李虹平均每天为国家创造

财富４６６元，问李虹平均每天车出的正品是几个？

解１　假定４８个全是正品，则可为国家创造财富１２×４８＝５７６（元），而

实际创造的财富仅４６６元，相比之下要少５７６－４６６＝１１０（元）．可见４８个不

全是正品．而车坏一个零件，不仅不能创造财富１２元，还要损失９８元，共要

损失１２＋９８＝１１０（元），故知车坏 的 零 件 是１１０÷１１０＝１（个），李 虹 每 天 车

出的正品是４８－１＝４７（个）；
解２　假定４８个全是废品，则要损失９８×４８＝４７０４（元），现未损失 反

创造财富４６６元，两者相差４７０４＋４６６＝５１７０（元），可 见４８个 不 全 是 废 品，
而减少一个废品不仅无需报损９８元，还 可 获 利１２元，两 者 相 差１２＋９８＝
１１０（元），共需减少废品５１７０÷１１０＝４７（个），即 李 虹 平 均 每 天 车 出 的 正 品

是４７个；
解３　设李虹平均每天车出的正品有ｘ个，依题意，得

１２ｘ－９８（４８－ｘ）＝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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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４７．
所以李虹平均每天车出的正品有４７个．
１５２２．某水果店以同一种价格购进广柑５００千克，出售时按质论价，优

等广柑售价比购进时每千克贵０１元；次等广柑售价比购进时便宜０２元．
售完后共盈利４１元．问优等和次等广柑各有多少千克？

解１　假定５００千克全是优等广柑，则可盈利０１０×５００＝５０（元），现

仅盈利４１元，应去掉５０－４１＝９（元）．而每售１千克次等广柑，不仅不能获

利０１元反要亏本０２元，两者相差０３元．若以次等换优等，每换１千 克

就要减少盈利０３元．现要去掉盈利９元，应换进次等广柑９÷０３＝３０（千

克），故知次等广柑有３０千克，综合算式为　（０１×５００－４１）÷（０１＋０２）

＝３０（千克）．从而知优等广柑有５００－３０＝４７０（千克）；
解２　设有优等广柑ｘ千克，则有次等广柑（５００－ｘ）千克．依题意，得

０１ｘ－０２（５００－ｘ）＝４１．
解方程，得　ｘ＝４７０．
所以有优等广柑４７０千克，次等广柑５００－４７０＝３０（千克）．
１５２３．甲、乙两人进行射击比赛，约定每中一发记２０分，脱靶一发扣１２

分．两人各打了１０发，共得２０８分，其中甲比乙多６４分，问甲、乙两人 各 中

了多少发？

解１　两人共得２０８分，甲 比 乙 多 得６４分，故 知 甲 得（２０８＋６４）÷２＝
１３６（分），乙得（２０８－６４）÷２＝７２（分）．甲 若１０发 全 中 应 得２０×１０＝２００
（分），现实得１３６分，损 失２００－１３６＝６４（分），而 脱 靶１发 不 仅 不 能 记２０
分，还要扣１２分，计损失２０＋１２＝３２（分），现 甲 共 损 失６４分，故 知 甲 脱 靶

６４÷３２＝２（发），所以甲中靶１０－２＝８（发）．乙比甲少得６４分，即比甲多损

失６４分，故知乙比甲多脱靶６４÷３２＝２（发），即乙中靶８－２＝６（发）；
解２　假定甲、乙两人全部中靶，则应得２０×２０＝４００（分），现 仅 得２０８

分，共少得４００－２０８＝１９２（分）．而 脱 靶１发 不 仅 不 能 记２０分，还 要 扣１２
分，计损失２０＋１２＝３２（分）．现共少得１９２分，故知两人共脱靶１９２÷３２＝６
（发），即两人共中靶２０－６＝１４（发），又 由 甲 比 乙 多６４分 知 甲 比 乙 多 中６４
÷３２＝２（发）．由 此 得 甲 中 靶（１４＋２）÷２＝８（发），乙 中 靶（１４－２）÷２＝６
（发）．

１５２４．鸡、兔共１００只，鸡脚比兔脚多８０只，问鸡、兔各是多少只？

解１　假定１００只都是鸡，则脚的总数是２×１００＝２００（只），此时兔 脚

数为０，鸡脚比兔脚多２００只．实际鸡脚仅比兔脚多８０只，两者相差２００－
８０＝１２０（只）；若以兔换鸡，每换１只，鸡 脚 减 少２只 而 兔 脚 增 加４只，两 者

差数就减少２＋４＝６（只）．要 使 鸡、兔 脚 数 之 差 从２００降 到８０，即 减 少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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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就要换１２０÷６＝２０（只），即兔应有２０只．综合算式为

（２×１００－８０）÷（４＋２）＝２０（只），鸡有１００－２０＝８０（只）；
解２　假定１００只全是兔子，则脚的总数是４×１００＝４００（只），这时 鸡

脚比兔脚少４００只．若 以 鸡 换 兔，每 换１只 则 兔 脚 减 少４只 而 鸡 脚 增 加２
只，两者相差６只．要使两者 脚 的 差 数 由 鸡 比 兔 少４００只 变 为 鸡 比 兔 多８０
只，就要换进鸡（４００＋８０）÷６＝８０（只）．即 鸡 有８０只，综 合 算 式 为　（４×
１００＋８０）÷（４＋２）＝８０（只），兔有１００－８０＝２０（只）；

解３　设鸡有ｘ只，则兔有（１００－ｘ）只．依题意，得

２ｘ－４（１００－ｘ）＝８０．
解方程，得　ｘ＝８０．
所以鸡有８０只，兔有１００－８０＝２０（只）．
１５２５．某 音 乐 会 入 场 券 分 甲、乙 两 种 共 售 出２０００张．甲 种 券 每 张５０

元，乙种券每张３０元，售甲种券比售乙种券共多得４００００元．问甲、乙两 种

券各售出多少张？

解　仿题１５２４解题思路，假定２０００张都是甲种券，则甲种券的售款比

乙种券多５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元）．实 际 甲 种 券 的 售 款 仅 比 乙 种 券 多４００００
元，而以乙种券换甲种券，每换１张两者相差５０＋３０＝８０（元），故知需换进

乙种券（５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５０＋３０）＝７５０（张），即乙种券售出７５０张；甲

种券售出２０００－７５０＝１２５０（张）．
１５２６．木工做一个衣柜比做 一 个 书 桌 要 多 花２天 时 间，做３个 书 桌 与

做２个衣柜的时间相等．现做了衣 柜 和 书 桌 共２２个，做 书 桌 比 做 衣 柜 多 用

了２８天，问衣柜和书桌各做了多少个？

解　由题意知做２个衣柜 比 做３个 书 桌 要 多 花２×２＝４（天）时 间，而

做２个衣柜的时间与做３个书桌 的 时 间 相 等，故 知 做３个 书 桌 比 做２个 书

桌要多用４天，故知做一个 书 桌 需４天，做 一 个 衣 柜 需４＋２＝６（天）．假 定

２２个全做书桌，仿题１５２４解题 思 路 可 知 做 衣 柜（４×２２－２８）÷（４＋６）＝６
（只）；做书桌２２－６＝１６（只）．

１５２７．鸡、兔共有脚４４只，若将鸡、兔数互换，则共有脚５２只，问鸡、兔

各有多少只？

解１　先求出鸡、兔共有几只，再仿一般置换问题解之．
假定把原来的鸡、兔数与互换后 的 鸡、兔 数 合 在 一 起，则 鸡 数 与 兔 数 相

同，这时鸡、兔的总脚数为４４＋５２＝９６（只），而 一 对 鸡、兔（即 一 鸡 一 兔）共

有脚６只，故知有鸡、兔９６÷６＝１６（对），由此可知原来鸡、兔共有１６只．
这样，原题即可简化为：鸡兔共１６只，总脚数是４４只，求鸡、兔各有几

只？据题１５０９基本解题公式，即知兔有（４４－２×１６）÷（４－２）＝６（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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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６－６＝１０（只）；
解２　先求出鸡、兔数的和与差，再作和差问题解之．
仿解１求得鸡、兔共１６只后再求鸡、兔数之差．因鸡、兔数互换，脚数由

４４只增至５２只，说明原来鸡多兔少，互换后兔多鸡少，故总脚数增加．若原

来鸡比兔多１只，互换后兔数增加１只而鸡数减少１只，则总脚数就要增加

４－２＝２（只），现互换后共增加脚５２－４４＝８（只），可 见 原 来 鸡 比 兔 多８÷２
＝４（只），所以鸡有（１６＋４）÷２＝１０（只），兔 有（１６－４）÷２＝６（只）．综 合 算

式为　鸡有［（４４＋５２）÷（４＋２）＋（５２－４４）÷（４－２）］÷２＝１０（只），兔 有

［（４４＋５２）÷（４＋２）－（５２－４４）÷（４－２）］÷２＝６（只）；

解３　设原来鸡脚有ｘ只，则兔脚有（４４－ｘ）只．由此知鸡有 ｘ
２

只，兔

有 ４４－ｘ
４

只，依题意，得

４×ｘ
２＋２×４４－ｘ

４ ＝５２．

解方程，得　ｘ＝２０．

所以鸡有 ２０
２＝１０（只），兔有 ４４－２０

４ ＝６（只）．

１５２８．甲连每人发４颗 手 榴 弹，乙 连 每 人 发３颗 手 榴 弹，共 需 手 榴 弹

７１６颗．若甲连每人发３颗；乙连每人发４颗，则共需手榴弹７０５颗．问 两 连

各有多少人？

解１　先求两连人数之和．若在给甲连每人发４颗、乙连每人发３颗后

再给甲连每人发３颗、乙连每人发４颗，即每人发３＋４＝７（颗），则甲、乙两

连共发手榴弹７１６＋７０５＝１４２１（颗），故 知 甲、乙 两 连 共 有 人 数：１４２１÷７＝
２０３（人）．

这样，原题即可简化为：甲乙 两 连 共２０３人，甲 连 每 人 发４颗 手 榴 弹，
乙连每人发３颗手榴弹，共需手榴弹７１６颗，问甲乙两连各有多少人？对照

题１５０９的基本解题公式，把２０３人 看 作 总 头 数，７１６颗 看 作 总 脚 数，甲、乙

两连每人发手榴弹的颗数看作每 只 鸡、兔 的 脚 数，即 可 求 得 甲 连 有（７１６－３
×２０３）÷（４－３）＝１０７（人），乙连有２０３－１０７＝９６（人）；

解２　仿解１可求出甲、乙 两 连 共２０３人．又 因 甲、乙 两 连 每 人 发 手 榴

弹数互换后所需手榴弹总数由７１６颗减少到７０５颗，所以甲连比乙连人多．
若原来甲连比乙连多１人，两次发手榴弹数互换后，发４颗的人数比原来少

１人，而发３颗的人数比原来多１人，总的发弹数就要减少４－３＝１（颗），现

每人发弹数互换后，共少７１６－７０５＝１１（颗），可见原来甲连比乙连多１１÷１
＝１１（人）．依和差问 题 解 法 可 知，甲 连 有（２０３＋１１）÷２＝１０７（人），乙 连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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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１１）÷２＝９６（人）．综合算式为

甲连有［（７１６＋７０５）÷（４＋３）＋（７１６－７０５）÷（４－３）］÷２＝１０７（人），
乙连有［（７１６＋７０５）÷（４＋３）－（７１６－７０５）÷（４－３）］÷２＝９６（人）．
１５２９．学校组织学生积肥支农，甲 班 每 人 积４担，乙 班 每 人 积２担，共

计积肥３２０担，给生产队送去时，甲班每人送２担，乙班每人送４担，结果还

剩１６担．问甲乙两班各有多少人？

解　先求甲、乙两班共有多少人．若 甲 班 每 人 积４担、乙 班 每 人 积２担

后，甲班每人再积２担、乙班 每 人 再 积４担，则 甲 乙 两 班 每 人 积 肥４＋２＝６
（担），甲乙两班共积肥３２０＋（３２０－１６）＝６２４（担），故知甲、乙两班共有６２４
÷６＝１０４（人）．

这时，原题可简化为：甲乙两 班 共 有１０４人，甲 班 每 人 积 肥４担，乙 班

每人积肥２担，共计积肥３２０担，问甲乙两班各有多少人？参照题１５０９基

本解题公式知：甲班有（３２０－２×１０４）÷（４－２）＝５６（人）；乙 班 有１０４－５６
＝４８（人）．

【注意】　此题也可仿题１５２７解法２解之．
１５３０．现将含药量为５０％和５％的两种药剂混合配制成含药量２５％的

药剂９０升．问需要含药量为５０％和５％的两种药剂各多少升？

解１　假定９０升全用５％的药剂，则与所需的含药量９０×２５％相 差 含

药量９０×２５％－９０×５％＝１８（升），为补足此差额，以含药量５０％的药剂去

换含药量５％ 的 药 剂，每 换 １升 可 增 加 含 药 量 １×５０％－１×５％＝０４５
（升），现共要增加１８升，故要换进含药量５０％的药剂１８÷０４５＝４０（升），
由此知需要含药量５０％的药剂４０升，综合算式为　（９０×２５％－９０×５％）

÷（１×５０％－１×５％）＝４０（升），需要含药量５％的药剂９０－４０＝５０（升）；
解２　设所需的含药量５０％的 药 剂 为ｘ 升，则 所 需 的 含 药 量５％的 药

剂为（９０－ｘ）升．依题意，得

５０％ｘ＋５％（９０－ｘ）＝９０×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４０．
所以所 需 含 药 量 ５０％ 的 药 剂 ４０ 升，含 药 量 ５％ 的 药 剂 ９０－４０＝

５０（升）；
解３　设所需的含药量 为５０％和５％的 药 剂 分 别 为ｘ 升 和ｙ 升．依 题

意，得

ｘ＋ｙ＝９０，

５０％ｘ＋５％ｙ｛ ＝９０×２５％．

解方程组，得　
ｘ＝４０，

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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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所需含药量为５０％的药剂４０升，含药量为５％的药剂５０升．
【注意】　解３的解题过程可简化为下述“十字交叉法”：

２５

５０

５

２５－５＝２０需９０×２０
４５＝４０（升）

５０－２５＝２５需９０×２５
４５＝５０（升）

５０－５＝４５
另外，此题也可用比例中的“混合比法”解之．
１５３１．有密度７２９的锡与密度１１３５的铅铸成密度为１０４４的合金１

千克，问其中含锡和铅各多少？

解１　仿上题解１，可知 其 中 含 铅：（１×１０４４－１×７２９）÷（１１３５－

７２９）＝３１５÷４０６＝４５
５８

（千克），从而知其中含锡１－４５
５８＝１３

５８
（千克）；

解２　设含锡ｘ千克，则含铅（１－ｘ）千克．依题意，得

７２９ｘ＋１１３５（１－ｘ）＝１０４４．

解方程，得　ｘ＝１３
５８．

所以含锡 １３
５８

千克，含铅１－１３
５８＝４５

５８
（千克）．

【注意】　若用“十字交叉法”（见题１５３０）解有：

１０４４

１１３５

７２９

１０４４－７２９＝３１５　　１×３１５
４０６＝４５

５８
（千克）

１１３５－１０４４＝０９１ 　１×０９１
４０６＝１３

５８
（千克）

１１３５－７２９＝４０６
１５３２．鸡、兔共笼，鸡比兔多２６只，足数共２７４只，问鸡、兔各几只？

解１　由题意知若鸡与兔一样多，则鸡、兔足数之和即为２７４－２×２６＝
２２２（只），而每一对鸡、兔（即 一 鸡 一 兔）有 足２＋４＝６（只），故 知 鸡 兔 共 有：

２２２÷６＝３７（对），所以兔有３７只．综合算式为

（２７４－２×２６）÷（２＋４）＝３７（只），鸡有３７＋２６＝６３（只）；
解２　假定兔与鸡一样多，则 鸡、兔 足 数 共 有：２７４＋４×２６＝３７８（只），

而每一对鸡、兔有足６只，故知 这 时 鸡、兔 共 有３７８÷６＝６３（对），所 以 鸡 有

６３（只），兔有６３－２６＝３７（只）；
解３　设有鸡ｘ只，则有兔ｘ－２６只．依题意，得

２ｘ＋４（ｘ－２６）＝２７４．
解方程，得　ｘ＝６３．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６８３　　 　 　

所以有鸡６３只，兔６３－２６＝３７（只）．
１５３３．有甲、乙两掘土机，甲 每 小 时 比 乙 多 掘 土６０米３．现 甲 工 作 了２０

时，乙工作了１８时，共掘土１０３２０米３．问 两 掘 土 机 每 小 时 各 掘 土 多 少 立 方

米？

解１　若甲每小时掘土数与乙相同，则甲工作２０时，乙工作１８时共掘

土１０３２０－６０×２０＝９１２０（米３），而 这 时 甲、乙 两 机 的 工 作 量 相 当 于 乙 机 工

作１８＋２０＝３８（时），所以乙机每小时掘土：９１２０÷３８＝２４０（米３）．综合算式

为　（１０３２０－６０×２０）÷（２０＋１８）＝２４０（米３），甲 机 每 小 时 掘 土２４０＋６０＝
３００（米３）；

解２　设甲掘土机每小 时 掘 土ｘ 米３，则 乙 掘 土 机 每 小 时 掘 土（ｘ－６０）
米３．依题意，得

２０ｘ＋１８（ｘ－６０）＝１０３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０．
所以甲掘土机每小时掘土３００米３，乙掘土机每小时掘土３００－６０＝２４０

（米３）．
１５３４．小红的储蓄罐中共 有 一 元、五 角、一 角 的 硬 币１００个．她 将 全 部

一角硬币换成等值的五角硬币，罐中 的 硬 币 数 变 为４８个；接 着 她 又 将 全 部

的五角硬币换成等值的一元硬币，这 时 共 有 一 元 硬 币３５个．她 罐 中 这 三 种

硬币原各有多少个？

解　５个一角币可换成１个５角币，进行这样一组交换，币数减少５－１
＝４（个），现在共减少１００－４８＝５２（个），５２÷４＝１３，表明小红将１３组５个

一角币换成了五角币，所以原有一角币５×１３＝６５（个）．
同理，２个五角币可换成１个 一 元 币，进 行 这 样 一 组 交 换，币 数 减 少２

－１＝１（个），现在共减少４８－３５＝１３（个），１３÷１＝１３，说明小红将１３组２
个五角币换成了一元币．

即换成一元币的五角币共

２×１３＝２６（个）．
罐中原来应有五角币

２６－１３＝１３（个）．
原有的一元币为

１００－６５－１３＝２２（个）．
１５３５．小强的储蓄罐中有１００个 硬 币，他 把 其 中 的 贰 分 币 全 部 换 成 等

值的五分币，硬币总数成７３个；他又把壹分币也全部换成等值的五分币，硬

币总数成了３３个．他储蓄罐中原有的贰分币和壹分币共值多少元？

解　５个贰分 币 可 换 成 ２个 伍 分 币，置 换 中 硬 币 数 将 减 少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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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贰分币全部换成等值的伍分币时硬币数共减了１００－７３＝２７（个），２７
÷３＝９，表明有９个贰分币换成了伍分币，所以他原有贰分币

５×９＝４５（个）．
同理，５个壹分币→１个伍分币，减少５－１＝４（个）硬币，现在硬币共减

少７３－３３＝４０（个），４０÷４＝１０，表明有１０个５个壹分币换成了伍分币，所

以原有壹分币

５×１０＝５０（个）．
小强储蓄罐中原有的贰分币和壹分币共值

００２×４５＋００１×５０＝１４０（元）．
１５３６．一个布袋中，装 有 红、黄、绿 三 种 颜 色 而 大 小 相 同 的 小 球 各 １０

个．红色小球上标有 数 字４，黄 色 小 球 上 标 有 数 字５，绿 色 小 球 上 标 有 数 字

６．小军从袋中摸出８个小 球，它 们 数 字 之 和 为３９，那 么 其 中 红 色 小 球 最 多

是几个？

解　假 设 摸 出 的８个 小 球 全 是 绿 色，那 么８个 绿 色 小 球 数 字 之 和 为

４８，比实际的数字之和３９多９．这 是 因 为 把 实 际 摸 得 的 红 色 和 黄 色 小 球 当

作绿色小球的缘故．现在我们应把部分绿色小球置换成红色和黄色的小球，
使８个小球数字之和是３９，也 就 是 通 过 置 换 把 多 出 的 数９消 除．因 为 要 使

摸出的红色小球尽可能的多，因此尽量将绿球置换成红球．一个绿球置换成

一个红球数减少（６－４）即２，所以９÷２＝４……１，这表示摸出的８个小球数

字之和如果是３９，那么其中最多有４个是红色小球．
同理，也可假设摸出的８个小球全是红色，则８个小球数字之和为４×

８＝３２，比实际少３９－３２＝７．７÷２＝３……１表明通过将３个红球置换成绿

球，１个红球置换成黄球，数字之和就可比３２增加７而成３９．所以，摸出的

８个小球数字之和如是３９，其中红色的应是

８－３－１＝４（个）．
１５３７．Ａ、Ｂ 两地相距８千米，小明骑自行车从 Ａ 地 到Ｂ 地．开 始 每 分

行１２０米，后来改为每分行１６０米，共用了时间１时 到 达Ｂ 地．小 明 是 在 离

Ａ 地多少米的地方开始改变速度的？

解　假设小明 自 始 至 终 都 是 以 每 分 １６０米 速 度 行 驶，则１时 内 将 行

１６０×６０米．比实际所行路程多（１６０×６－８０００）米，这是因为将部分 每 分 行

１２０米的速度当作每分行１６０米 计 算 的 缘 故．他 以 每 分１２０米 的 速 度 行 的

时间为

［（１６０×６－８０００）÷（１６０－１２０）］分．
所以小明是在离Ａ 地

１２０×［（１６０×６－８０００）÷（１６０－１２０）］＝４８０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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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开始改变速度的．
（１５）方阵问题

１５３８．棋子若干粒，恰好可排成每边６粒的正方形．问棋子的总数是多

少？棋子最外层有多少粒？

解１　每边６粒排成正方形，即６粒一排，共６排，
故棋子的总数是６×６＝３６（粒）．棋 子 最 外 层 的 粒 数 由

右图知，应等于每边棋子粒数减去１，乘上边数．所以棋

子最外层有（６－１）×４＝２０（粒）；
解２　由 解１图 可 知，因 四 角 上 的 棋 子 重 复 计 算，

每边粒数×４的积应是“一 周 的 总 粒 数＋４”，即 每 边 粒

数×４＝一周的总粒数＋４，由此可推知一周的总粒数＝每边的粒数×４－４．
所以棋子最外层有６×４－４＝２０（粒），棋子的总数是６×６＝３６（粒）．

【注意】　此题解答中用到的基本数量关系：

　　　一周的总粒数＝（每边粒数－１）×４；

　　　一周的总粒数＝每边粒数×４－４．
　　　是解这类题时常用的，并且还可据此推得：

　　　每边粒数＝一周的总粒数÷４＋１；

　　　每边粒数＝（一周的总粒数＋４）÷４．
１５３９．以棋子排成正方形，其外周为８４粒．问棋子之总数为多少？

解　棋子外周为８４粒，此正方形 每 边 的 粒 数，由 上 题【注 意】中 数 量 关

系可知应为８４÷４＋１＝２２（粒）［或（８４＋４）÷４＝２２］，故棋子之总数为２２×
２２＝４８４（粒）．

１５４０．以若干粒棋子排成正 方 形，余１２粒．依 下 图 纵 横 添 一 粒 而 排 成

正方形，则不足１７粒．求棋子共有多少粒？

解１　如图所 示，为 已 排 成 之 方 阵，新 添 的 棋 子 则

按○排列．由 题 意 知，若 增 加１２＋１７＝２９（粒）棋 子，则

纵、横可添 一 粒 而 排 成 方 阵．此 时 方 阵 每 边 粒 数 应 为

（２９＋１）÷２＝１５（粒），此方阵棋子总数为１５×１５＝２２５
（粒），故知所求棋子数为２２５－１７＝２０８（粒）；

解２　设已排成之方阵每边有ｘ粒，则纵横添一粒

而排成的方阵每边有（ｘ＋１）（粒）．依题意，得

（ｘ＋１）２－１７＝ｘ２＋１２．
解方程，得　ｘ＝１４．
所以棋子共有１４×１４＋１２＝２０８（粒）．
１５４１．有一队学生，排列成一个中空的方阵，最外层人数共５２人，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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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人数共２８人，问这队学生有多少人？

解　由题１５３８【注 意】知，此 中 空 方 阵 最 外 层 每

边的人数是５２÷４＋１＝１４（人）；最 内 层 每 边 人 数 是

２８÷４＋１＝８（人）．而 从 下 图 可 知：方 阵 每 扩 展 一

层，每边要增加２人；反之，每边要减少２人．故知此

方阵空心部分的 最 外 层 每 边 有８－２＝６（人），此 空

心方阵可容纳６×６＝３６（人），所以这队学员有１４×
１４－３６＝１６０（人）．

【注意】　此题解中得出的结论：“方阵每扩展一层，每边就要增加２人；
反之，每边要减少２人”．是解这类题时常要用的．

１５４２．有战士若干，排成４层的中空方阵，最外层每边人数是１０人，问

有战士多少人？

解１　由上题【注意】知，因 方 阵 最 外 层 每 边１０人，４层 每 边 的 人 数 依

次为：１０人、８人、６人、４人；中间空心部分为每边２人的方阵．故知有战

士１０×１０－２×２＝９６（人）；
解２　因此 方 阵 最 外 层 每 边 人 数 是 １０人，共 四 层，各 层 的 人 数 由 题

１５３８【注意】知，分别为（１０－１）×４＝３６（人）；（８－１）×４＝２８（人）；（６－１）

×４＝２０（人）；（４－１）×４＝１２（人），故知有战士３６＋２８＋２０＋１２＝９６（人）；
解３　依题意可作右图：
若将图划分成相 等 的 四 部 分（如 图），每 一 部 分 的

人数都是（１０－４）×４＝２４（人），故 知 战 士 有２４×４＝
９６（人）．

【注意】　从此题的图示可以看出：若 按 解３的 方

法将方阵划成四个相 等 的 部 分，则 每 一 部 分 的 人 数＝
（外层每边人数－层数）×层数，由此可推知：方阵的总人数＝（外层每边人

数－层数）×层数×４．并可进一步推知：外层每边人数＝总人数÷４÷层数

＋层数．
１５４３．解放军战士若干分成 两 队，可 排 列 成 甲、乙 两 个 方 阵，其 中 甲 方

阵每边人数是８；如果两队 合 并，可 以 另 排 成 一 个 空 心 丙 方 阵，丙 方 阵 每 边

人数比乙方阵每边的人数 多４，甲 方 阵 的 战 士 正 好 能 填 满 丙 方 阵 的 空 心 部

分．问解放军战士有多少人？

解　由题１５４１【注意】知，方阵每扩展一层，每边人数要增加２人，现 丙

方阵每边 人 数 比 乙 方 阵 每 边 的 人 数 多４，故 知 丙 方 阵 比 乙 方 阵 多４÷２＝２
（层）．又由题意知，解放军战士要排成一个实心的丙方阵，缺甲方阵的人数，
即缺８×８＝６４（人）；而若只排成乙方阵则多出一个甲方阵的人数，即多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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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４（人），故知实心的丙方阵比乙方阵多６４＋６４＝１２８（人）．由此知，乙 方

阵要扩展２层成为实心丙方阵，需增加１２８人．又知扩展的这两层人数相差

２×４＝８（人）（因每扩展一层，每边增加２人）．由和差问题解法知，丙方阵最

外层的人数是（１２８＋８）÷２＝６８（人），其 每 边 人 数 由 题１５３８【注 意】知 应 是

６８÷４＋１＝１８（人）．所以中空丙方阵的人数是１８×１８－８×８＝２６０（人），即

解放军战士共有２６０人．
１５４４．有８层的中空方阵，最外层每边有２０人．求此方阵的总人数．
解１　由题１５４２解３后的【注 意】知，此 方 阵 总 人 数＝（外 层 每 边 人 数

－层数）×层数×４＝（２０－８）×８×４＝３８４（人）；
解２　由题１５４１【注意】知，方 阵 每 减 少 一 层，每 边 人 数 就 要 减 少２人，

所以中空部分为每边２０－２×８＝４（人）的 方 阵，中 空 部 分 可 容 纳４×４＝１６
（人），而８层实心方阵的总人数为２０×２０＝４００（人），故知所求方阵的总人

数是４００－１６＝３８４（人）．
１５４５．设计一个团体操表演队形，想排成６层的中空方阵，已知参加表

演的有３６０人，问最外层每边应安排多少人？

解１　由题１５４２【注意】知，此中空方阵最外层每边人数＝总人数÷４÷
层数＋层数＝３６０÷４÷６＋６＝２１（人），即最外层每边应安排２１人；

解２　设最外层每边人数为ｘ，则中空部分即为每边有（ｘ－２×６）人 的

方阵（见题１５４１【注意】：方阵每减少一层，每边要减少２人）．依题意，得

ｘ２－（ｘ－２×６）２＝３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１．
所以最外层应安排２１人；
解３　根据题意可作右图：
若将图分成相等 的 四 块（见 图），由 图 知Ⅰ与Ⅱ有

重复部分（图 中○的 部 分），Ⅰ若 包 括 重 复 部 分 应 有 人

数３６０÷４＋６＝９６（人），又由题１５４１【注 意】知，方 阵 每

扩展一层，每边人数 增 加２，故 第 一 层（最 外 层）每 边 人

数比第六层每边人数多２×５＝１０（人）；而且Ⅰ中（包括

○部分）各层每边人数间 有 以 下 关 系：第 一 层＋第 六 层＝第 二 层＋第 五 层

＝第三层＋第四层．所以第 一 层 每 边 人 数 与 第 六 层 每 边 人 数 之 和 为９６÷３
＝３２（人）．由和差问题解法知，第一层每边人数＝（３２＋１０）÷２＝２１（人），即

最外层每边应安排２１人．
１５４６．一个方阵形花坛，内种花草共１５层，前后左右排列都对齐，最内

层每边有２０株花草，求此花坛的花草总数．
解　由题１５４１【注意】知，方 阵 每 扩 展 一 层 每 边 就 要 增 加２株，现 由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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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层起共扩展１４层，使 之 成 为１５层 的 中 空 方 阵．则 此 方 阵 最 外 层 每 边 有

２０＋２×１４＝４８（株），而此中空方阵的空心部分为每边可栽２０－２＝１８（株）
的方阵，所以此花坛的花草总数为４８×４８－１８×１８＝１９８０（株）．

１５４７．原计划每边栽２４棵树，形 成 一 个 实 心 的 树 方 阵．现 要 留 出 中 间

地方打一口井，如树的棵数增加２４棵，想栽成５层中空方阵，问最外层需栽

多少棵数？最内层呢？

解　由题意知，现共要 栽 树２４×２４＋２４＝６００（棵），由 题１５４２【注 意】
知，此中空方阵最外层每边棵数＝总棵数÷４÷层数＋层数＝６００÷４÷５＋５
＝３５（棵），最外层共需栽（３５－１）×４＝１３６（棵）；最 内 层 每 边 需 栽３５－２×
（５－１）＝２７（棵），最内层共需栽（２７－１）×４＝１０４（棵）．

１５４８．有风景树若干棵，若排成三层中空方阵尚余９棵；若在中空部分

增加一层，则缺７棵．问这种树有多少棵？

解　由题意知，在 中 空 部 分 增 加 一 层 共 要 栽 树 ９＋７＝１６（棵）．由 题

１５３８【注意】知，增加的这一层每边棵 数＝一 层 的 总 棵 数÷４＋１＝１６÷４＋１
＝５（棵），又由题１５４１【注意】知，方 阵 每 扩 展 一 层 每 边 要 增 加２棵，所 以 此

中空方阵最外层每边应栽树５＋２×３＝１１（棵），故知，原排成的三层中空方

阵有树１１×１１－５×５＝９６（棵），这种树有９６＋９＝１０５（棵）．
１５４９．用棋子摆成方阵，恰为 每 边２４粒 的 实 心 方 阵，若 改 为３层 的 空

心方阵，它的最外层每边应放多少粒？

解　由题意知，棋子共有２４×２４＝５７６（粒），由题１５４２【注意】知，中 空

方阵最外层每边的粒数＝总 粒 数÷４÷层 数＋层 数＝５７６÷４÷３＋３＝５１
（粒），即它的最外层每边应放５１粒．

１５５０．有士兵甲、乙两队各排 成 一 个 中 空 方 阵．甲 阵 有５层，最 外 层 每

边人数为５５人；乙阵有３层，最外 层 每 边 人 数 为３５人，问 甲 队 士 兵 比 乙 队

多几人？

解１　甲方阵有５层，最外层每边５５人，由题１５４２【注意】知，此方阵的

总人数＝（最 外 层 每 边 人 数－层 数）×层 数×４＝（５５－５）×５×４＝１０００
（人）；乙方阵有３层，最外层每边有３５人，它 的 总 人 数 是（３５－３）×３×４＝
３８４（人），故甲队士兵比乙队多１０００－３８４＝６１６（人）；

解２　甲阵有５层，最外层每边人数为５５人，由题１５４１【注意】知，方阵

每减少一层它每边的人数就要减 少２，所 以，甲 阵 的 最 内 层 每 边 有５５－２×
（５－１）＝４７（人），故甲 阵 的 中 空 部 分 可 看 作 一 个 每 边４７－２＝４５（人）的 方

阵，由此知甲阵共有５５×５５－４５×４５＝１０００（人）；同 理 可 知 乙 阵 的 中 空 部

分可看作一个每边３５－２×（３－１）－２＝２９（人）的方阵，乙阵共有３５×３５－
２９×２９＝３８４（人）．所以甲队士兵比乙队多１０００－３８４＝６１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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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１．将棋子排成正方形，甲 乙 两 童 自 其 外 周 起，轮 流 取 一 周，结 果 甲

比乙多得２４粒，问棋子之总数如何？

解　排成正方形的棋子，自其外周取起时，取外周与取其次一周所得粒

数总相差８或７．但此正方形每边棋子数为奇数时，其中心为１粒，其次１周

为８粒，视甲、乙所取之次数不同 或 相 等，可 知 其 所 取 粒 数 之 差 为８的 倍 数

加１或８的倍数加７；此正方形每边棋子数为偶数时，其中心为４粒，其次１
周为１２粒，视甲、乙所取之次数不同或相等，可知其所取棋子数之差为８的

倍数加４或８的倍数．现甲比乙多得２４＝８×３（粒），为８的倍数，故知两人

所取次数相等，每人取了３次．两人所取的方阵每边分别为：２粒、６粒、１０
粒和４粒、８粒、１２粒．可知棋子是排成每边１２粒的正方形，所以棋子总数

是１２×１２＝１４４（粒）．
（１６）轮替问题

１５５２．一件重武器需６人抬．某 战 斗 组８个 人 轮 流 抬 着 这 件 重 武 器 以

每小时５千米的速度，共行军３６时．问他们平均每人抬了多少千米？

解１　每 小 时 走５千 米，６人 抬３６时 共 行 路 程５×３６×６＝１０８０（千

米）．这件重武器８人轮流抬，平 均 每 人 抬 了１０８０÷８＝１３５（千 米）．综 合 算

式为　５×３６×６÷８＝１３５（千米）；
解２　６人 抬 了３６时，把 每 人 抬 的 时 间 加 起 来，共 抬 了 ３６×６＝２１６

（时），而这些时间实际上是８人轮流抬的，平均每人抬２１６÷８＝２７（时）；每

小时行５千米，所以平均每人抬５×２７＝１３５（千米）．综合算式为

５×（３６×６÷８）＝１３５（千米）．
【注意】　“轮流 抬”———抬 的 人 要 轮 替，但 题 中 有 个“总 数”不 变：解１

中“共行的路程”为一定值；解２中“抬 的 总 时 数”为 一 定 值．解 这 类 题 时，要

善于抓住题中的“定值”．
１５５３．一组学生９人，到距离出发地点９千米的某公园游玩．有自行车

５辆，若使每人骑自行车时 间 相 同，车 速 也 相 同，问 每 人 骑 车 与 步 行 各 应 行

多少千米？

解　每辆车行９千米，５辆 车 共 行９×５＝４５（千 米），学 生９人 骑 车 时

间相同、车速也相同，每人骑车路程应是４５÷９＝５（千米），故每人步行９－５
＝４（千米）．

１５５４．某边防哨所有６名战士，轮流派出２名战士站岗，从晚上７时到

第二天清晨５时．问在这段时间里，平均每人能休息多少时？

解１　从晚上７时到第二天清晨５时，经过了１０时，２名战士站岗时间

共为１０×２＝２０（时）．现有６人轮流站岗，平均每人站岗时间为２０÷６＝３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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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故知平均每人能休息１０－３１
３＝６２

３
（时）；

解２　６名战士轮流出２名站岗，可将６人分成２组，每组３人，每组轮

流派出１人站岗，从晚上７时到第二天清晨５时共１０时，平均每人站岗１０

÷３＝３１
３

（时），故知在这段时间内，平均每人可休息１０－３１
３＝６２

３
（时）．

１５５５．高二（甲）班有４８名同 学，送１８桶 肥 料 到６千 米 外 的 郊 区 生 产

队去，２人抬一桶，大家轮流抬，问每人平均抬几千米路？

解　每１桶肥料要送６千米，１８桶共要抬６×１８＝１０８（千米），两人一

组（抬一桶）可 分 成４８÷２＝２４（组），故 知 平 均 每 人 要 抬１０８÷２４＝４５（千

米）．综合算式为

６×１８÷（４８÷２）＝４５（千米）．
（１７）工程问题

１５５６．一项工程，甲工程队 独 做１０天 完 成，乙 工 程 队 独 做１５天 完 成．
问两队合做，几天可以完成？

解１　把工程总量看作“１”．甲队独做需１０天完成，每天完成 １
１０

；乙队

独做需１５天完成，每 天 完 成 １
１５．两 队 合 做 一 天 就 能 完 成 １

１０＋１（ ）１５ ．用 工

程总量除以两队合做一天的工作量，就 能 求 出 两 队 合 做 完 成 这 件 工 程 需 要

的天数为

１÷ １
１０＋１（ ）１５ ＝６（天）；

解２　设两队合做，ｘ天可以完成．依题意，得

１
１０＋１

１５＝１
ｘ．

解方程，得　ｘ＝６．
所以两队合做６天可以完成．
１５５７．从甲站到乙站，客车要８时，货车要１２时，两车同时从甲乙两站

相对开出，求经过几时相遇？

解　把甲乙两站间的路程看作“１”，则客车速度为 １
８

，货车速度为 １
１２

，

路程除以两车速度的和，就能求得两车相遇的时间为

１÷ １
８＋１（ ）１２ ＝４４

５
（时）．

１５５８．抄一份稿件，甲需１０时，乙需１２时，丙需１５时．问三人合抄，几

时可以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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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把一份稿件看作“１”，则三人合抄一天完成这份稿件的 １
１０＋１

１２

＋１
１５．所以所求的时间为

１÷ １
１０＋１

１２＋１（ ）１５ ＝４（时）；

解２　设三人合抄ｘ时可以抄完．依题意，得

１
１０＋１

１２＋１
１５＝１

ｘ．

解方程，得　ｘ＝４．
所以三人合抄４时可以抄完．
１５５９．一个蓄水池装有甲、乙、丙 三 根 水 管，单 开 甲 管２时 可 以 注 满 水

池，单开乙管需３１
３

时注满水池，单开丙管需５时注满水池．如果三管一齐

开，求几时可以注满水池？

解　把蓄水池的容水量看作“１”．则甲、乙、丙三管齐开１时可注满这池

水的 １
２＋ １

３１
３

＋１
５

，所以所求时间为

１÷ １
２＋ １

３１
３

＋烄

烆

烌

烎

１
５ ＝１（时）．

１５６０．某工程甲、乙合做１２天 完 成，如 果 乙 独 做 要１８天 完 成，求 甲 独

做要几天完成？

解１　把某工程量看作“１”．甲、乙 合 做１２天 完 成，一 天 完 成 这 项 工 程

的 １
１２

；乙独做１８天完成，一天完成这项工程的 １
１８．则甲独做一天可完成这

项工程的 １
１２－１（ ）１８ ．所以甲独做所需的天数为

１÷ １
１２－１（ ）１８ ＝３６（天）；

解２　设甲独做要ｘ天完成．依题意，得

１
１２－１

１８＝１
ｘ．

解方程，得　ｘ＝３６．
所以甲独做要３６天完成．
１５６１．一件工作，甲独做２０天完成，乙独做３０天完成．如果两人合做６

天后，余下的工作由甲独做，问甲还要做几天才能完成这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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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甲、乙合做一天完成 这 件 工 作 的 １
２０＋１（ ）３０

，６天 完 成 这 件 工 作

的 １
２０＋１（ ）３０ ×６，余下的工 作 量 为１－ １

２０＋１（ ）３０ ×６．甲 一 天 完 成 这 件 工

作的 １
２０

，所以余下的工作甲还要做

１－ １
２０＋１（ ）３０［ ］×６ ÷１

２０＝１０（天）；

解２　设甲还要做ｘ天才能完成这件工作．依题意，得

１－ １
２０＋１（ ）３０ ×６

ｘ ＝１
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０．
所以甲还要做１０天．
１５６２．一件工作，甲独做１０天完成，乙独做１２天完成，丙独做１５天完

成．现由甲、丙先合做３天，余下的工作由乙独做．问这件工作前后共用多少

天才能完成？

解　甲、丙先合做３天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１０＋１（ ）１５ ×３．余下１－ １

１０（ ＋

１）１５ ×３，由乙 独 做，需 要 １－ １
１０＋１（ ）１５［ ］×３ ÷１｛ ｝１２

天，所 以 这 件 工 作 前

后共用

１－ １
１０＋１（ ）１５［ ］×３ ÷１

１２＋３＝９（天）．

１５６３．耕一块地，用一台大型 拖 拉 机 耕 需１０时，用 一 台 小 型 拖 拉 机 耕

需２５时．现由大小拖拉机各一台合耕，几时才能耕完这块地的 ７
１０

？

解１　大小两台拖拉机合耕１时可完成这块地的 １
１０＋１（ ）２５

，耕完这块

地的 ７
１０

需要

７
１０÷ １

１０＋１（ ）２５ ＝５（时）；

解２　设ｘ时耕完这块地的 ７
１０．依题意，得

７
１０＝ １

１０＋１（ ）２５ ｘ．

解方程，得　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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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５时耕完这块地的 ７
１０．

１５６４．甲、乙合做一件工作，４天可以完成．甲独做６天可以完成，乙独

做３天可以完成这件工作的百分之几？

解　 １
４－（ ）１

６ ×３＝１
４＝２５％．

１５６５．一列快车从甲城开往乙城需４时，一列慢车从乙城开往甲城需５

时．如果慢车先行１１
４

时，快车才出发．问相遇时，慢车行了几小时？

解　慢车先行１１
４

时，行了甲、乙两城距离的 １
５×１１

４
，余下的距离为

１－１
５×１１

４．两车相向而行尚需 １－１
５×１（ ）１

４ ÷ １
５＋（ ）１

４ ＝１２
３

（时）相

遇，所以相遇时慢车行了１２
３＋１１

４＝２１１１２
（时）．综合算式为

１－１
５×１（ ）１

４ ÷ １
５＋（ ）１

４ ＋１１
４＝２１１１２

（时）．

１５６６．加工一批零件，甲、乙、丙 三 人 一 同 加 工，４天 可 以 完 成．如 果 单

独生产，甲要１０天，乙要８天，丙要几天？

解　丙一天可完成这批零件的 １
４－１

１０－１
８

，所以丙单独生产要

１÷ １
４－１

１０－（ ）１
８ ＝４０（天）．

１５６７．一个水池有甲、乙、丙三根水管，单开甲管３时可以把水池注满，
单开乙管２时可以把水池注满，单开丙管６时可以把满池水放完．如果同时

打开三管，几小时可以把水池注满？

解　三管齐开，１时的注水量为 １
２＋１

３－１
６．所以三管齐开注满水池

的时间为

１÷ １
２＋１

３－（ ）１
６ ＝１１

２
（时）．

１５６８．往粮库运一批粮食．如果用一辆汽车要运４次，用一辆大车要运

２０次．现用一辆汽车和５辆大车一起运，求几次可以运完？

解　一辆汽车每次可运这批粮食的 １
４

，一辆大车每次可运这批粮食的

１
２０

，５辆大车每次可运这批粮食的 １
２０×５＝１

４．一辆汽车和５辆大车一 起

运每次可运这批粮食的 １
４＋１

４＝１
２．所以一辆汽车和５辆大车一起运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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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２（次）运完．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４＋１

２０（ ）×５ ＝２（次）．

１５６９．运输一堆石子，一辆汽车１２次可以运完，一辆大车３０次可以运

完，现由一辆汽车运４次后，其余的用２辆大车运．问还要几次才能运完？

解　一辆汽车运４次后，这堆石子还余下１－１
１２×４＝２

３
，２辆 大 车 一

次可运这堆石子的 １
３０×２＝１

１５．所以，其余的用２辆大车运还要运 ２
３÷１

１５
＝１０（次）．综合算式为

１－１
１２（ ）×４ ÷ １

３０（ ）×２ ＝１０（次）．

１５７０．一项工程，甲先单独做了３天，正好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２

，这时乙和

甲一起做，又经过２天完成全工程．问 甲、乙 两 人 单 独 做 完 这 项 工 程 各 需 要

几天？

解　甲单独做完成这项工程需３÷１
２＝６（天），甲、乙一起工作用２天

时间完成了全工程的 １－（ ）１
２ ＝１

２
，则 每 天 完 成 全 工 程 的 １

２÷２＝１
４

，甲

每天完成 １
６

，所以乙每天完成 １
４－１

６＝１
１２

，乙单独做完这项工程需要

１÷ １－（ ）１
２ ÷２－［ ］１

６ ＝１２（天）或 １÷ １－１
６×（３＋２［ ］）｛ ｝÷２ ＝

１２（天）．
１５７１．甲、乙两列火车同时从两站相向开出，经过２０时相遇．相遇后甲

车继续开，到站还需３０时，问相遇后乙车继续开，到站还需几小时？

解　甲、乙两车 每 小 时 一 共 行 完 全 程 的 １
２０

，甲 车 每 小 时 行 完 全 程 的

１
２０＋３０＝１

５０
；则乙车每小时行 完 全 程 的 １

２０－１
５０＝ ３

１００
，乙 车 行 完 全 程 需１

÷ ３
１００＝３３１

３
（时），这样两车相遇后乙车继续开，到站还需

１÷ １
２０－ １（ ）２０＋３０ －２０＝１３１

３
（时）．

１５７２．甲、乙两个建筑队合建一所工人宿舍，６０天可以完成．两队合作

２４天后，余下的由乙队独建，还需４８天．问甲、乙两队独建各需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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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甲、乙两队合建２４天可以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６０×２４＝２

５．这样，还余下

全工程的１－２
５＝３

５
，因 此，乙 队 每 天 能 完 成 全 工 程 的 ３

５÷４８＝１
８０

，所 以

乙队独建需１÷ １－１
６０（ ）［ ］×２４ ÷４８ ＝８０（天）；甲队独建需１÷ １

６０－１（ ）８０
＝２４０（天）．

１５７３．水池有两个进水管．用甲管 注 水 需１２时 注 满，用 乙 管 注 水 需２０

时注满，现两管同时开放２１
２

时，池内有水１２５米３，求水池容积．

解１　甲、乙两管齐开１时注入的 水 占 水 池 容 积 的 １
１２＋１

２０＝２
１５．齐 开

２１
２

时 注 入 的 水 占 水 池 容 积 的 ２
１５×２１

２ ＝ １
３．所 以 水 池 容 积 为 １２５÷

１
１２＋１（ ）２０ ×２［ ］１

２ ＝３７５（米３）；

解２　设水池容积为ｘ米３．依题意，得

ｘ
１２＋ｘ（ ）２０ ×２１

２＝１２５．

解方程，得　ｘ＝３７５．所以水池容积是３７５米３．
１５７４．师徒两人加工一批零件，师 傅 独 做 需 要２０时，徒 弟 独 做 需 要３０

时．问两人合作需要几小时完成？完成任务时，师傅比徒弟多做９６个，这批

零件有多少个？

解　师徒两人合作完成这批零件需

１÷ １
２０＋１（ ）３０ ＝１２（时）．

两人合作完成任务时，师傅完成 这 批 零 件 的 １２
２０

，徒 弟 完 成 这 批 零 件 的

１２
３０．师傅比徒弟要多完成这批零件的 １２

２０－１２
３０＝１

５．所以这批零件的总数为

９６÷ １
２０－１（ ）３０［ ］×１２ ＝４８０（个）．

１５７５．一件工程，甲队独做５天 完 成 全 工 程 的 １
４

；乙 队 独 做２０天，还

剩全工程 １
３

没有完成．现由甲、乙两队先合做９天，然后由甲队独做．问甲

队还要做多少天？

解　甲 队 每 天 可 完 成 工 程 的 １
４ ÷５＝ １

２０
，乙 队 每 天 可 完 成 工 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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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３ ÷２０＝１

３０
，两队合做９天后余下的工作量是１－９

２０－９
３０＝１

４
，所

以甲队单独完成余下的工作量还要 １
４÷１

２０＝５（天）．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４÷５＋ １－（ ）１

３［ ］｛ ｝÷２０ ×９ ÷ １
４（ ）÷５ ＝５（天）．

１５７６．甲、乙两工程队合作一 件 工 程 需６０天 完 成，已 知 甲 队 的 工 作 效

率比乙队的工作效率高５０％．问两队单独完成这件工程各需多少天？

解１　甲、乙两队效率之和 是 １
６０

，如 把 乙 队 的 工 作 效 率 看 作“１”，那 么

甲队的工作效率应是（１＋５０％）．由 此 得 乙 队 的 工 作 效 率 是 １
６０÷（１＋５０％

＋１）＝ １
１５０

，甲队的工作效率是 １
１５０×（１＋５０％）＝ １

１００
，所 以 乙 队 单 独 完 成

这件工程需要１÷ １
１５０＝１５０（天），甲队单独完成这件工程需要１÷ １

１００＝１００

（天）．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６０÷（１＋５０％＋１［ ］） ＝１５０（天）……乙队，

１÷ １
６０÷（１＋５０％＋１）×（１＋５０％［ ］） ＝１００（天）……甲队；

解２　设甲队单独完成这件工程需ｘ天．由于工作量一定，工作效率和

工作时间成反比．得乙队单独完成这件工程需（１＋５０％）ｘ天．依题意，得

　　　　　　　１
ｘ＋ １

（１＋５０％）ｘ＝１
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１＋５０％）ｘ＝１５×１００＝１５０．所 以 甲 队 单 独 完

成这件工程需１００天，乙队单独完成这件工程需１５０天．
１５７７．一件工 程，甲、乙 合 作 要６天 完 成，乙、丙 合 作 要１２天 完 成，甲、

丙合作要８天完成．问三人合作这件工程几天可以完成？

解　甲、乙、丙三人合作，２天可完成这件工程的 １
６＋１

１２＋１
８＝３

８
，一

天可完成这件工程的 ３
８÷２＝３

１６．所以甲、乙、丙三人合作完成 这 件 工 程 需

１÷３
１６＝５１

３
（天）．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６＋１

１２＋（ ）１
８［ ］÷２ ＝５１

３
（天）．

１５７８．一件工程，甲、乙两人合作８天 完 成；甲、丙 两 人 合 作１０２
３

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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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乙、丙两人合作９３
５

天完 成．问 如 果 由 甲 一 人 单 独 工 作，需 多 少 天 才 能

完成？

解　甲、乙、丙三人合 作，一 天 完 成 这 件 工 作 的
１
８＋ １

１０２
３

＋ １

９
烄

烆

烌

烎
３
５

÷２

＝３１
１９２

，甲单独工作一天完成这件工作的 ３１
１９２－ １

９３
５

＝１１
１９２

，所以甲单独完成

这项工作需要１÷１１
１９２＝１７５

１１
（天）．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８＋ １

１０２
３

＋ １

９
烄

烆

烌

烎
３
５

÷２－ １

９
熿

燀

燄

燅
３
５

＝１７５
１１

（天）．

１５７９．一件工作，甲、乙合作要８８
９

天完成．如果这件工作先由甲、乙合

做８天，然后再由乙单独做，那么 整 件 工 作 共 需１０天 完 成．问 甲、乙 两 人 单

独做各要几天能完成这件工作？

解　甲、乙合作一天可完成这件工作的１÷８８
９＝９

８０．两人合做８天，共

完成这件 工 作 的 ９
８０×８＝９

１０．余 下１－９
１０＝ １

１０
，还 要 由 乙 独 做１０－８＝２

（天）完成．那么乙每天可完 成 这 件 工 作 的 １
１０÷２＝１

２０．所 以 乙 单 独 做 完 这

件工作需１÷ １
２０＝２０（天），甲 单 独 做 完 这 件 工 作 需 １÷ ９

８０－１（ ）２０ ＝１６

（天）．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１

８８
９

烄

烆

烌

烎
×８ ÷（１０－８［ ］） ＝２０（天）……乙，

１÷ １

８８
９

－１烄

烆

烌

烎
２０ ＝１６（天）……甲．

１５８０．一件工作，甲独做１２时完成，乙独做４时完成．现在这件工作先

由甲独做，再由乙独做，前后共花了６时完成，问甲做了几小时？

解１　如果由乙独做６小时，可以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４×６＝３

２
，超额完

成这件工作的 ３
２－１＝１

２．所以会超过 １
２

，是由于６时中有 若 干 小 时 由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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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做．反过来，甲独做１时，比乙少做这件工作的 １
４－１

１２＝１
６．故知甲独做

１
２÷１

６＝３（时）．综合算式为

１
４（ ）×６－１ ÷ １

４－１（ ）１２ ＝３（时）；

解２　设甲做了ｘ时，则乙做了（６－ｘ）时．依题意，得

ｘ
１２＋６－ｘ

４ ＝１．

解方程，得　ｘ＝３．
所以甲做了３时．
１５８１．某工程，甲独做２０天 完 成，乙 独 做３０天 完 成．现 在 这 项 工 程 先

由甲独做一段时间，然后移交给乙独做．乙比甲多做１０天然后完成．问甲工

作了几天？

解１　乙１０天完成这项工程的 １
３０×１０＝１

３．余下的１－１
３＝２

３
甲乙

两人合做了同样的天数．由此可知甲工作的天数为

１－１
３０（ ）×１０ ÷ １

２０＋１（ ）３０ ＝８（天）；

解２　设甲工作了ｘ天，则乙工作了（ｘ＋１０）天，依题意，得

ｘ
２０＋ｘ＋１０

３０ ＝１．

解方程，得　ｘ＝８．
所以甲工作了８天．

１５８２．一件工作，甲做１５天完成，乙 做１８３
４

天 完 成．现 在 这 件 工 作 先

由甲独做，几天后乙来协助，两人合做６２
３

天工作全部完成．问甲独做了多

少天？

解１　甲每天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１５

，乙每天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１８３
４

＝４
７５．

两人合作６２
３

天，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１５＋４（ ）７５ ×６２

３＝４
５

，因而甲一人做了

这件工作的１－４
５＝１

５
，用了 １

５÷１
１５＝３（天）．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１５＋ １

１８
烄

烆

烌

烎
３
４

×６［ ］２
３ ÷１

１５＝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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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设甲独做ｘ天．依题意，得

ｘ＋６２
３

１５ ＋
６２
３

１８３
４

＝１．

解方程，得　ｘ＝３．
所以甲独做３天．
１５８３．有一批零件，甲独做要２０时完成，乙独做要３０时完成．今由甲、

乙两人合作，中途甲因有事请假５时，问这批零件需要多少时才能完成？

解１　甲每小时完成这批零件的 １
２０

，乙每小时完成这批零件的 １
３０．如

果甲中途不请假５时，则所需时间可完成这 批 零 件 的１＋５
２０＝１１

４．所 以 完

成这批零件所需时间为

１＋５（ ）２０ ÷ １
２０＋１（ ）３０ ＝１５（时）；

解２　甲中途休假５时，所以甲、乙两人合作完成了这 批 零 件 的１－５
３０

＝５
６

，则甲、乙合作的时间为 ５
６÷ １

２０＋１（ ）３０ ＝１０（时），完成这批零件共需

时间为１０＋５＝１５（时）．综合算式为

１－５（ ）３０ ÷ １
２０＋１（ ）３０ ＋５＝１５（时）；

解３　设这批零件需ｘ时完成．依题意，得

ｘ－５
２０ ＋ｘ

３０＝１．

解方程，得　ｘ＝１５．
所以这批零件需１５时完成．
１５８４．一件工程甲独做２０天 完 成，乙 独 做３０天 完 成．现 在 两 人 合 做，

其间甲休息一天，乙休息２天，问完成这项工程共要几天？

解１　如果甲、乙 两 人 中 途 都 不 休 息，则 所 需 时 间 可 完 成 这 项 工 程 的

１＋１
２０＋２（ ）３０

，所以完成这项工程需要天数为 １＋１
２０＋２（ ）３０ ÷ １

２０＋１（ ）３０

＝１３２
５

（天）；

解２　设完成这项工程需要ｘ天．依题意，得

ｘ－１
２０ ＋ｘ－２

３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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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１３２
５．

所以完成这项工程需１３２
５

天．

１５８５．一项工程，甲独做５０天完成，乙独做７５天完成．现由甲、乙两人

合做，但中途乙离开了几天，因此用了４０天完成工程任务．求乙中途离开了

几天？

解１　４０天工程完成时，甲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５０×４０＝４

５
，乙 完 成 全 工 程

的１－４
５＝１

５．乙实际工作了１
５÷１

７５＝１５（天），所以乙中途离开的天数

４０－ １－１
５０（ ）×４０ ÷１

７５＝２５（天）；

解２　设乙中途离开了ｘ天．依题意，得

４０
５０＋４０－ｘ

７５ ＝１．

解方程，得　ｘ＝２５．
所以乙中途离开了２５天．
１５８６．完 成 一 件 工 作，甲 独 做 要１０天，乙 独 做 要１５天，丙 独 做 要２０

天．现由三人合做，中间甲因病休息了几天，结果６天才告完成．问甲休息了

几天？

解１　经过６天工作完成时，乙、丙完成了这件工作的 ６
１５＋６

２０＝７
１０

，则

甲实际完成了该工作的１－７
１０＝３

１０
，甲 工 作 了 ３

１０÷１
１０＝３（天）．所 以 甲 休

息的天数为６－ １－６
２０－６（ ）１５ ÷１

１０＝３（天）；

解２　设甲休息ｘ天．依题意，得

６－ｘ
１０ ＋６

１５＋６
２０＝１．

解方程，得　ｘ＝３．
所以甲休息了３天．
１５８７．一项工程，甲独做３０天完成，乙独做２０天完成．现在由甲、乙合

做１８天就完工了．这段时间里乙休息了４天，那么甲休息了几天？

解１　如果１８天内，甲、乙都不休息，那么可完成该项工程的 １
３０＋１（ ）２０

×１８＝３
２．则这项工程的 ３

２－１＝１
２

就相当于乙休息４天和甲休息若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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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１　　 　 　

期间应做工作的和．乙４天可做 全 工 程 的 １
２０×４＝１

５×１
２－１

５＝３
１０

就 相

当于甲在若干天休息期间应做的工作．所以甲休息的天数为 １
２０＋１（ ）３０［ ×

１８－１－１
２０ ］×４ ÷１

３０＝９（天）；

解２　设甲休息ｘ天．依题意，得

１－ ４
２０＋ｘ（ ）３０ ＝１８

２０＋１８
３０－１．

解方程，得　ｘ＝９．
所以甲休息了９天．
１５８８．一件工程，甲组独做８天完成，乙组独做１２天完成．现由甲组工

人的 １
３

和乙组工人的 ３
４

共同合做，求几天可完成这项工程？

解　甲组一天做全工程的 １
８

，甲组工人的 １
３

一天做全工程的 １
８（ ×

）１
３ ＝１

２４
；乙组一天做全工程的 １

１２
，乙组工人的 ３

４
一天做全工程的 １

１２×

３
４＝１

１６
，所以甲组工人的 １

３
和乙 组 工 人 的 ３

４
共 同 合 做 完 成 这 项 工 程 需

要

１÷ １
８×１

３＋１
１２×（ ）３

４ ＝９３
５

（天）．

１５８９．收割一批水稻，两个作业组共同收割７时可以完成．但实际上共

同收割５时后，第一组以及第二组的 １
５

人员调做其他工作，留下的第二组

人员继续收割，又经 过６时 全 部 割 完．求 两 组 单 独 收 割 这 批 水 稻 各 需 多 少

时．

解　两组共同收割５时，还剩这块地的１－１
７×５＝２

７
没有收割，由第

二组留下的人员收割６时完 成，每 小 时 收 割 这 批 水 稻 的 ２
７÷６＝１

２１
，这 是

第二组留下 人 员 的 工 作 效 率，那 么 第 二 组 全 组 人 员 的 工 作 效 率 是 １
２１÷

１－（ ）１
５ ＝５

８４
，所以第二组单独收割需要

１÷ １－１
７（ ）×５ ÷６÷ １－（ ）［ ］１

５ ＝１６４
５

（时）；

第一组单独收割需要



算

术

辞

典

　　　　　　

　　　 ７０２　　

１÷ １
７－ １

１６
烄

烆

烌

烎
４
５

＝１２（时）．

１５９０．一件工程，甲、乙两人６天完成 全 工 程 的 １
３

后，由 乙、丙 完 成 余

下工程的 １
４

；最后由甲、乙、丙三人 合 做５天 完 成 整 个 工 程．问 如 果 该 工 程

由丙独做需多少天可以完成？

解　甲、乙、丙三人合做５天完成了这件工程的１－１
３－ １－（ ）１

３ ×１
４

＝１
２．三人一天可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２÷５＝１
１０．甲、乙两人一天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３÷６＝１

１８．那么，丙一天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１０－１

１８＝４
９０．由 此，可 知 丙 独 做 完

成全工程需１÷４
９０＝２２５（天）．综合算式为

１÷
１－１

３－ １－（ ）１
３ ×１

４
５ －１

３
［ ］÷６ ＝２２５（天）．

１５９１．一件工 程，由 甲、乙、丙 三 人 分 段 去 完 成．甲 先 做４时，完 成 ２
３

；

乙继续做１时，完成余下的 ３
４

；丙 再 做２０分 完 成 全 工 程．如 一 开 始 就 由 三

人合做，几小时可完成？

解　甲４时完成全工程的 ２
３

，每小时可完成全工 程 的 ２
３÷４＝１

６
；乙

１时做 余 下 的 ３
４

，占 全 工 程 的 １－（ ）２
３ × ３

４ ＝ １
４

；丙 ２０ 分 做 全 工 程 的

１－（ ）２
３ × １－（ ）３

４ ＝１
１２

，则丙１时可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１２÷２０

６０＝１
４．三人合

做１时可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６＋１

４＋１
４＝２

３．所以一开始就由三人合做，需要

１÷ ２
３÷４＋ １－（ ）２

３ ×３
４＋ １－（ ）２

３ × １－（ ）３
４ ÷２０［ ］６０ ＝１１

２
（时）．

１５９２．某工程，甲队做３０天可完成 １
５

，乙队做４０天可完成 １
３．现在这

件工程由甲乙两队合做，６５天后乙队撤走，甲队留下施工力量的 １
５

进 行

收尾．问这件工程前后将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保留整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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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甲、乙两队合做６５天 可 完 成 这 项 工 程 的 １
５÷３０＋１

３（ ）÷４０ ×６５

＝１９５
２００

，那么需要收尾的工作量是１－１９５
２００＝１

４０
，甲队留下的施工力量每天的

工作效率是 １
５÷３０×１

５＝ １
７５０

，收 尾 工 作 尚 需 １
４０÷ １

７５０＝１８３
４

（天），所 以

这件工程前后将花的时间为

６５＋ １－ １
５÷３０＋１

３（ ）［ ］÷４０ ×６５ ÷ １
５÷３０×（ ）１

５

＝８３３
４≈８４（天）．

１５９３．挖一条水渠，甲、乙两 队 合 挖２０天 可 以 完 成．现 由 甲、乙 两 队 合

挖８天后，余下的由甲队单独挖，还要３６天才能完成．如果余下的改由乙队

单独挖，还要几天才能完成？

解　甲队的工作效率是 １－１
２０（ ）×８ ÷３６＝１

６０
，乙 队 的 工 作 效 率 是 １

２０

－１
６０＝１

３０．所以乙队单独挖余下的水渠需要

１－１
２０（ ）×８ ÷ １

２０－ １－１
２０（ ）［ ］×８ ÷３６ ＝１８（天）．

１５９４．有一件工作，丙独做１０时 完 成；乙、丙 合 做４时 完 成．甲 在２时

内完成的工作量，乙需要３时才能 完 成．现 在 这 件 工 作 由 丙 独 做，他 从 清 晨

５时开工必须在中午１２时完工．甲、乙两人应帮助丙工作多少时间，才能使

他准时完成任务？

解　丙１时做 这 件 工 作 的 １
１０

，乙、丙 两 人 合 做１时 完 成 这 件 工 作 的

１
４

，因此，乙１时做这件工作的 １
４－１

１０＝３
２０．丙一人从清晨５时至中午１２

时工作７时，只能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１０×７＝７

１０
，余下的１－７

１０＝３
１０

须由甲、

乙协助完成．甲１时做这件 工 作 的 ３
２０×３

２＝９
４０

，甲、乙 两 人１时 做 这 件 工

作的 ９
４０＋３

２０＝３
８

，所以甲、乙两人应帮助丙工作 ３
１０÷３

８＝４
５

（时）．综合算

式为

１－１
１０×（１２－５［ ］） ÷ １

４－１（ ）１０ × １＋（ ）［ ］３
２ ＝４

５
（时）．

１５９５．一项工作，甲、乙、丙三人合做６０天可完成．现在，先由三人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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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天后，甲退出；再由乙、丙合做２０天后，乙又退出；余下的工作由丙 独 做，

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 １
３

，做了９６天，工 作 全 部 结 束．如 果 整 个 工 作 由 丙 独

做要２２２天可完成．问如果由乙独做需多少天才能完成？

解　甲、乙、丙三人合做，一天完成全部工作的 １
６０

，１０天完成全部工作

的 １
６０×１０＝１

６
，余下全部工作的１－１

６＝５
６．丙一天做全部工作的 １

２２２．甲

退出后，丙一直工作到结束，做了全部工作的 １
２２２× ２０＋９６× １＋（ ）［ ］１

３ ＝

２
３．那么乙在２０天中完成了全部工 作 的 ５

６－２
３＝１

６．所 以 这 项 工 作 如 果

由乙独做需２０÷１
６＝１２０（天）．综合算式为

２０÷ １－１
６０×１０－ １

２２２× ２０＋９６× １＋（ ）［ ］｛ ｝１
３ ＝１２０（天）．

１５９６．一件工作，甲每天工作８时，１５天可以完成；乙每天工作１０时，

４天可以完成．现由甲、乙两人合做，每天工作６时．问几天可以完成？

解１　甲每小时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８×１５＝ １

１２０
，乙每小时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１０×４＝１

４０．两人合做一天，每天工作６时可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１２０＋１（ ）４０ ×６

＝１
５．所以甲、乙两人合做需１÷１

５＝５（天）完成任务．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８×１５＋ １（ ）１０×４［ ］×６ ＝５（天）；

解２　设甲、乙两人合做ｘ天可以完成．依题意，得

６ｘ
８×１５＋ ６ｘ

１０×４＝１．

解方程，得　ｘ＝５．
所以甲、乙两人合作５天完成任务．
１５９７．甲、乙、丙三个工人合做一件工作，１６天完成，共得工资１２０元．

这件工作如由甲独做４０天可完成；如由乙独做４８天可完成．现在工资是按

劳动力分配，问三人各应得多少元？

解　甲１６天完成该工作的 １
４０×１６＝２

５
；乙１６天 完 成 该 工 作 的 １

４８×

１６＝１
３

；丙１６天完成该工作的１－２
５－１

３＝４
１５．这 样 甲 应 得 工 资 为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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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４８（元），乙应得工 资 为　１２０×１

３＝４０（元），丙 应 得 工 资 为　１２０×

４
１５＝３２（元）．综合算式为

　　　　１２０× １
４０（ ）×１６ ＝４８（元）……甲；

　　　　１２０× １
４８（ ）×１６ ＝４０（元）……乙；

　　　　１２０× １－１
４０×１６－１

４８（ ）×１６ ＝３２（元）

或１２０－４８－４０＝３２（元）……丙．

１５９８．某工程队负责修建一项工程，２４天完成了工程的 １
２．后来增加

了１６名工人，用１６天 完 成 了 余 下 的 工 程．问 这 个 工 程 队 原 来 有 工 人 多 少

名？

解１　因为后期工程量与 前 期 工 程 量 相 等，所 以１６人 在１６天 内 做 的

工作等于工程队原有工人在２４－１６＝８（天）内所做的工作．
设一人一天的工作量是“１”，那么１６人１６天的工作量是１６×１６＝２５６，

而一个人８天的工作 量 是８，所 以 工 程 队 原 有 工 人 人 数 为１６×１６÷８＝３２
（人）；

解２　设工程量为“１”，那么，工程队原有工人一天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２÷

２４＝１
４８

，增加１６名工人后一天完成全工程的 １
２÷１６＝１

３２
，１６人一天完成

工程的 １
３２－１

４８＝１
９６

；那么 一 人 一 天 可 以 完 成 工 程 的 １
９６÷１６＝ １

１５３６
，所 以

工程队原有工人 １
４８÷ １

９６（ ）÷１６ ＝３２（人）．综合算式为

１
２÷２４÷ １

２÷１６－１
２（ ）［ ］÷２４ ÷１６ ＝３２（人）．

１５９９．一项工程由４８人做，２８天可以完工．现在由这４８人先做６天，
然后增加７人再做８天．如果这项 工 程 前 后 仍 用２８天 完 工，问 应 该 比 原 来

减少几人？

解　４８人做６天完成工程的 １
２８×６＝３

１４
，每人每天要完 成 工 程 的 １

２８

÷４８＝ １
１３４４

，增加７人现有４８＋７＝５５（人），５５人８天要完成工程的 １
１３４４

×５５×８＝５５
１６８

，余下工程的１－３
１４－５５

１６８＝１１
２４

没 完 成．如 工 程 仍 用２８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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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还需工作２８－６－８＝１４（天）．每天应该完成工程的 １１
２４÷１４＝１１

３３６．按这

样的进度，每天需要工作人数是 １１
３３６÷ １

１３４４＝４４（人）．所以应该比原来减少

４８－４４＝４（人）．综合算式为

４８－ １－ １
２８×６＋１

２８÷４８×（４８＋７）［ ］｛ ｝×８ ÷（２８－６－８）÷ １
２８（ ）÷４８

＝４（人）．
１６００．一件工作，甲做４天完成，乙做５天完成，丙做６天完成．现在从

甲开始，三人按日轮流做，问这件工作共要几天才能完成？

解　甲、乙、丙三人各轮一天，可以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４＋１

５＋１
６＝３７

６０
，

接着又轮到甲做一天，这件工作还余下１－３７
６０－１

４＝２
１５．因为 ２

１５＜１
５

，所

以余下的工作乙还要做 ２
１５÷１

５＝２
３

（天）．所以这件工作从甲开始，三人按

日轮流做需

３＋１＋ １－１
４－１

５－１
６－（ ）１

４ ÷１
５＝４２

３
（天）．

１６０１．一件工作，乙独做所需 天 数 是 甲、丙 合 做 所 需 天 数 的２倍．丙 独

做所需天数是甲、乙合做所需天数的３倍．如三人合做，则５天可以完成．问

三人独做各需多少天完成？

解　三人合做一天可完成这件 工 作 的 １
５．其 中 乙 做 的 是 甲、丙 两 人 所

做的 １
２

，乙一天可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５÷ １＋（ ）１

２ ×１
２＝１

１５．因此，乙独做

这件工作需要１÷１
１５＝１５（天）．同理，丙独做需要１÷ １

５÷ １＋（ ）１
３ ×［ ］１

３

＝２０（天）．甲独做所需天数为１÷ １
５－１

１５－１（ ）２０ ＝１２（天）．

１６０２．加工一批手套，甲 组 单 独 做 要６天 完 成，乙 组 单 独 做 要５天 完

成．两组合做２天后，还差４４０副没有完成．问加工的这批手套是多少副？

解１　甲、乙 两 组 合 做２天 完 成 这 批 手 套 的 １
６＋（ ）１

５ ×２＝１１
１５．还 剩

１－１１
１５＝４

１５
没有完成，即４４０副．所以加工的这批手套为４４０÷ １－２

６－（ ）２
５

＝１６５０（副）；
解２　设这批手套共ｘ副．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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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６＋ｘ（ ）５ ×２＋４４０＝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６５０．
所以这批手套有１６５０副．
１６０３．甲、乙、丙三 人 合 做 一 件 工 作 ５天 完 成．其 中 甲 完 成 的 是 乙 的

１
２

，乙完成的是丙的 １
２．如 果 甲 一 人 做２天 后，乙、丙 两 人 合 做 余 下 的 工

作，问还需几天完成？

解　甲、乙、丙三人合做一天可完成这件工作的 １
５．甲、乙、丙三人工作

效率之比是１∶２∶４．因 此 甲 每 天 能 完 成 这 件 工 作 的 １
５×１

７＝１
３５

，甲 做２

天后还剩这件工作的１－２
３５＝３３

３５．由乙、丙 合 做 每 天 能 完 成 这 件 工 作 的 １
５

－１
３５＝６

３５
，所以乙、丙合做余下的工作，还需 ３３

３５÷６
３５＝５１

２
（天）．综 合 算 式

为

１－ １
５× １（ ）１＋２＋４［ ］×２ ÷ １

５－１
５× １（ ）１＋２＋４ ＝５１

２
（天）．

１６０４．有甲、乙、丙三工程队，甲 队５天 的 工 作 量 相 当 于 乙 队７天 的 工

作量；乙队８天的工作量相当于丙队７天 的 工 作 量．如 果 甲 队 需３１天 完 成

的工作，求三队合做要几天完成？

解　甲队和乙队工作效率 之 比 是 １
５∶１

７＝７∶５；乙 队 和 丙 队 工 作 效

率之比是 １
８∶１

７＝７∶８．因 此 三 人 工 效 之 比 为 甲∶乙∶丙＝７×７∶５×７

∶５×８＝４９∶３５∶４０．甲３１天的工作量为４９×３１＝１５１９．甲、乙、丙 三 队 的

工作效率是４９＋３５＋４０＝１２４．所以甲队３１天完成的工作，由三队合做，需

　　　４９×３１÷１２４＝１２１
４

（天）．

１６０５．一件工作，３５个工人４５天可以完成．实际开工１５天后，有７个

工人临时调走．问余下的工作需多少天可以完成？

解　开工１５天后，已完成这 件 工 作 的 １５
４５

，即 １
３

；还 余１－１
３＝２

３．每

个工人每天可完成这件 工 作 的 １
３５×４５

，调 走７个 工 人 后，余 下 的 工 人 每 天

可完成 ３５－７
３５×４５＝ ４

２２５．所以需 ２
３÷ ４

２２５＝３７１
２

（天）完成．综合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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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４５ ÷３５－７
３５×４５＝３７１

２
（天）．

１６０６．从甲站到乙站，慢车要行８时，快 车 要 行６时，快 车 比 慢 车 每 小

时多行１２千米．甲、乙两站相距多少千米？

解　快车每小时行全程的 １
６

，慢车每小时行全程的 １
８

，快车每小时比

慢车多行１２千米，相当于全程的 １
６－１

８＝１
２４．所以甲、乙两站距离为

１２÷ １
６－（ ）１

８ ＝２８８（千米）．

１６０７．有一堆煤，原计划烧７天，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后，实际烧了９天．
已知实际每天比计划每天少烧３吨，求这堆煤有多少吨？

解　实际每天比计划少烧 １
７－１

９＝２
６３

，而实际每天比计划少烧３吨，

３吨相当于这堆煤的 ２
６３．所以这堆煤有

３÷ １
７－（ ）１

９ ＝９４５（吨）．

１６０８．加工一批零件，甲独 做 要１０天 完 成，乙 独 做 要１５天 完 成．现 在

由甲、乙两人一起做，完成任务时甲加工了２８８个．求这批零件共几个？

解　甲、乙两人合做需１÷ １
１０＋１（ ）１５ ＝６（天）完成．甲每天可完成这批

零件的 １
１０

，完成任务时，甲加工了２８８个，相当于这批零件的 ６
１０＝３

５．所以

这批零件共

２８８÷ １
１０× １÷ １

１０＋１（ ）［ ］｛ ｝１５ ＝４８０（个）．

１６０９．一个山洞，甲队单独 挖 需 要１５天，乙 队 单 独 挖 需 要２０天，两 队

合挖５天，共挖７０米．问这个山洞长多少米？

解１　两 队 合 挖 一 天 挖 整 个 山 洞 的 １
１５＋１

２０＝７
６０

，５天 挖 整 个 山 洞 的

７
６０×５＝７

１２
，山洞长的 ７

１２
是７０米．所 以 山 洞 全 长７０÷７

１２＝１２０（米）．综 合

算式为

７０÷ １
１５＋１（ ）２０［ ］×５ ＝１２０（米）；

解２　设山洞长为ｘ米．依题意，得

５ ｘ
１５＋ｘ（ ）２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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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９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
所以山洞长为１２０米．
１６１０．中华肥料厂接到一批 化 肥 的 生 产 任 务．如 一 车 间 单 独 完 成 需 要

２０天，二车间单独完成需要３０天．两个车间一起生产１５天，超过任务定额

１５０吨．问这批生产任务是多少吨？

解１　甲、乙两 车 间 一 起 生 产 这 批 化 肥 需 要１÷ １
２０＋１（ ）３０ ＝１２（天）．

实际比原计划多做了１５－１２＝３（天）．结 果 多 生 产１５０吨．所 以，两 车 间 平

均每 天 生 产１５０÷３＝５０（吨），原 计 划１２天 的 生 产 任 务 是５０×１２＝６００
（吨）．综合算式为

１５０÷ １５－１÷ １
２０＋１（ ）［ ］３０ ×１２＝６００（吨）；

解２　甲、乙两 车 间 一 起 生 产 这 批 化 肥 需 要１÷ １
２０＋１（ ）３０ ＝１２（天）．

实际比完成任务所需要的 天 数 多１５－１２＝３（天）．即 多 生 产 了 这 批 任 务 的

３
２０＋３

３０＝１
４

是１５０吨．所以这批化肥的生产任务是１５０÷１
４＝６００（吨）．综

合算式为

１５０÷ １
２０＋１（ ）３０ × １５－１÷ １

２０＋１（ ）［ ］｛ ｝３０ ＝６００（吨）；

解３　设这批生产任务是ｘ吨．依题意，得

１５ ｘ
２０＋ｘ（ ）３０ ＝ｘ＋１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６００．所以这批生产任务是６００吨．
１６１１．某部队在“六一”国 际 儿 童 节 送 给 一 个 学 校 一 批 少 年 儿 童 读 物．

如平均分给四、五年级的每个同学，每 人 可 分 得４本．如 果 只 分 给 五 年 级 同

学，每人可分得１２本．问如果只分给四年级同学，每人可分得几本？

解　把这批读物的总数看作单位“１”，那 么 四、五 年 级 人 数 的 和 占 总 数

的 １
４

；五年级人数占总数 的 １
１２

，四 年 级 的 人 数 占 总 数 的 １
４－１

１２＝１
６．由

此可知四年级每人分得１÷１
６＝６（本）．综合算式为

１÷ １
４－１（ ）１２ ＝６（本）．

（１８）温度问题

１６１２．１２２华氏度，合多少摄氏度、列氏度？

解　华氏温标冰点为３２华 氏 度，沸 点 为２１２华 氏 度．摄 氏 温 标 冰 点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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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摄氏度，沸点为１００摄 氏 度．列 氏 温 标 冰 点 为０列 氏 度，沸 点 为８０列 氏

度．自冰点到沸点之间，华氏表有２１２－３２＝１８０（华氏度），摄氏 表 有１００摄

氏度，列氏表有８０列氏度．华氏表１华氏度相当于摄氏表的 １００
１８０＝５

９
摄氏

度，相当于列氏表的 ８０
１８０＝４

９
列氏度．所以，华氏表有：

５
９×（１２２－３２）＝５０摄氏度数；

４
９×（１２２－３２）＝４０列氏度数．

说明　从上面的计算可得下列公式：

（华氏度数－３２）×５
９＝摄氏度数；

（华氏度数－３２）×４
９＝列氏度数．

１６１３．５０摄氏度，合多少华氏度、多少列氏度？

解　１摄氏度，合 ９
５

华氏度、４
５

列氏度．所以，５０摄氏度合

９
５×５０＋３２＝１２２华氏度数；

４
５×５０＝４０列氏度数．

说明　从上面的计算可得下列公式：

摄氏度数×９
５＋３２＝华氏度数；

摄氏度数×４
５＝列氏度数．

１６１４．４０列氏度，各合多少华氏度、多少摄氏度？

解　１列氏度，合 ９
４

华氏度、５
４

摄氏度．所以，４０列氏度合

９
４×４０＋３２＝１２２华氏度数；

５
４×４０＝５０摄氏度数．

说明　从上面的计算可得下列公式：

列氏度数×９
４＋３２＝华氏度数；

列氏度数×５
４＝摄氏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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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５．１４华氏度，各合多少摄氏度、多少列氏度？

解　１４华氏度，在冰点下３２－１４＝１８（华氏度），即（－１８）度．
５
９×（－１８）＝－１０；

４
９×（－１８）＝－８．

所以１４华氏度合冰点下１０摄氏度，合冰点下８列氏度．
１６１６．普通人的体温是３７摄氏度，合多少华氏度？

解　９
５×３７＋３２＝９８３

５．

合９８３
５

华氏度．

１６１７．水银的燃点是１４４４
９

列氏度，合几摄氏度？

解　５
４×１４４４

９＝１８０５
９

（摄氏度）．

１６１８．零下１０摄氏度，合几华氏度？

解　零下１０摄氏度为（－１０）摄氏度．所以

９
５×（－１０）＋３２＝１４．

合１４华氏度．
１６１９．７２列氏度，合几摄氏度？

解　５
４×７２＝９０（摄氏度）．

１６２０．０华氏度是几摄氏度？列氏度？

解　５
９×（０－３２）＝－１７７

９

　　４
９×（０－３２）＝－１４２

９．

所以０华氏度合零下１７７
９

摄氏度，合零下１４２
９

列氏度．

１６２１．小明家有南北两个房 间，北 屋 挂 华 氏 表 最 高 温 度 为８５华 氏 度，
南屋挂摄氏表最高温度为３０摄氏度．问哪个房间热．

解１　５
９×（８５－３２）＝２９４

９．

８５华氏度合２９４
９

摄氏度．因为２９４
９

度低于３０摄氏度，所以南屋比北

屋略热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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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９
５×３０＋３２＝８６．

３０摄氏度合８６华氏度．因为８６华氏度高于８５华氏度．所以 南 屋 比 北

屋略热些．
１６２２．夏季某日中午温度上升至９５华氏度，合几列氏度？

解　４
９×（９５－３２）＝２８．

合２８列氏度．
１６２３．气温相同时，摄氏和列氏度 数 的 和 是４５．求 各 是 几 摄 氏 度、华 氏

度．

解１　４５÷ １＋（ ）４
５ ＝２５摄氏度数，

４５－２５＝２０列氏度数；

解２　设摄氏度数是ｘ，则这时列氏度数为 ４
５ｘ．依题意，得

４
５ｘ＝４５－ｘ．

解方程，得　ｘ＝２５；４５－２５＝２０．
所以是２５摄氏度，是２０列氏度．
１６２４．盛夏某日中午，室外华 氏 寒 暑 表 与 室 内 摄 氏 寒 暑 表 的 度 数 比 为

１４∶５．如果将室外华 氏 表 的 度 数 改 为 摄 氏 表 的 度 数 来 计 算，应 该 为３６２
３

摄氏度．那么按华氏计算，室内外温度相差几华氏度？

解　室外华氏度数为３６２
３×９

５＋３２＝９８．室 内 摄 氏 度 数 为９８×５
１４＝

３５，合华氏度数为３５×９
５＋３２＝９５．室内外相差９８－９５＝３华氏度．综合算

式为

３６２
３×９

５＋３２－ ３６２
３×９

５（ ）＋３２ ×５
１４×９

５［ ］＋３２ ＝３华氏度．

１６２５．气温相同时，华氏表与摄氏 表 的 度 数 之 和 是１５８．问 各 是 几 华 氏

度、摄氏度？

解１　（１５８－３２）÷ １＋（ ）５
９ ＋３２＝１１３华氏度；

（１５８－３２）÷ １＋（ ）９
５ ＝４５摄氏度或１５８－１１３＝４５（摄氏度）；

解２　设气温相同时华氏度数为ｘ，则摄氏度数为（１５８－ｘ）．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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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９

（ｘ－３２）＝１５８－ｘ．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３，１５８－ｘ＝１５８－１１３＝４５．
所以１１３华氏度，４５摄氏度．

１６２６．在气温相同时，华氏度数是列氏度数的３１
２

倍．问两表上的度数

各是多少？

解１　以列氏度数为“１”，则华氏度数应为“９
４

”加上３２华氏度．现华氏

度数为列氏度数的３１
２

倍，故知３２华氏度相当于列氏度数的 ３１
２－（ ）９

４
倍．所以，

列氏度数为３２÷ ３１
２－（ ）９

４ ＝２５６，

华氏度数为２５６×３１
２＝８９６；

解２　设列氏度数为ｘ．则华氏度数为 ７
２ｘ．依题意，得

９
４ｘ＋３２＝７

２．

解方程，得　ｘ＝２５６，７
２ｘ＝７

２×２５６＝８９６．

所以列氏度数为２５６，华氏度数为８９６；

解３　设华氏度数为ｘ，则列氏度数为 ｘ

３１
２

．依题意，得

４
９

（ｘ－３２）＝ ｘ

３１
２

．

解方程，得　ｘ＝８９６， ｘ

３１
２

＝８９６÷３１
２＝２５６．

所以８９６华氏度，２５６列氏度．
（１９）时计问题

１６２７．时钟的时针和分针经 过 多 少 时 间 才 重 合 一 次？一 昼 夜，时 针 和

分针重合几次？

解　钟面等分为６０小格．时针每走５小格，分针走６０小格．时针走的

速度是分针的 ５
６０

，即 １
１２．所以分针每走６０÷ １－１（ ）１２ ＝６５５

１１
（分），比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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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走一周，此时即与时针重合．

１２时分针与时针重合，此后每过６５５
１１

分钟两针重合一次．因此一昼夜

２４小时内两针重合

６０×２４÷６５５
１１＝２２（次）．

１６２８．在３点与４点之间，时钟的时针和分针在什么时刻重合？

解　３点 时 分 针 指“１２”字，时 针 指“３”字．分 针 在 时 针 后 面１５小 格．

１分钟分针追及时针１－１
１２＝１１

１２
（小格），所以要接近１５小格，需１５÷１１

１２＝

１６４
１１

（分），即１６分２１９
１１

秒．所求时刻应为３时１６分２１９
１１

秒．

１６２９．在６点和７点之间，两针在什么时刻重合？

解　６点时，分针在时针后５×６＝３０（分）．两针重合须经过

３０÷ １－１（ ）１２ ＝３２８
１１

（分）．

所以两针在６点３２８
１１

分时重合．

１６３０．十时以后，在什么时刻两针第一次重合？

解　十时时，分针在时针后５×１０＝５０（分）．两针重合须经过

５０÷ １－１（ ）１２ ＝５４６
１１

（分）．

所以两针重合是在１０时５４６
１１

分．

１６３１．一时针现在是４点４５分，几分后时针和分针重合？

解　４点４５分须经过１５分到５点．这时时针指“５”字，分针指“１２”字．
所以，从４点４５分至两针重合需经过

２５÷ １－１（ ）１２ ＋１５＝４２３
１１

（分）．

所以４２３
１１

分以后时针与分针重合．

１６３２．４时与５时之间，钟面上的“５”字在时针与分针的中央．问这是什

么时刻？

解　根据题意，这时钟面上的短针在“４”字与“５”字之间，而长针则需在

“５”字与“６”字之间．因“５”字在两针的中央，故这时两针回转（即时针回转到

“４”，分针回转到“１２”）分数之和为２５＋５＝３０．如果把分针回转的分数看作

“１”，则时针回转的分数为 １
１２

，所以要求的时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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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５　　 　 　

３０÷ １＋１（ ）１２ ＝２７９
１３

（分），即４时２７９
１３

分．

１６３３．钟面上的两针，每６６分 重 合 一 次．问 这 只 钟 一 天 快 几 分 或 慢 几

分？

解　走时准确的钟两针每６５５
１１

分 重 合 一 次（见 题１６２７）．本 题 的 钟 每

６６分重合一次，所以这只钟两针每重合一次慢６６－６５５
１１＝６

１１
（分），即每６６

分慢 ６
１１

分．一天慢 ６
１１×６０×２４

６６ ＝１１１０９１２１
（分）．

１６３４．一只钟的时针和分针每６５分重合一次，问这只钟一天慢或快几

分？

解　走时准确的钟两针每６５５
１１

分 重 合 一 次，本 题 中 的 两 针 重 合 一 次

比标准钟快６５５
１１－６５＝５

１１
（分），即 每６５分 快 ５

１１
分．一 天２４时 快 ５

１１×

６０×２４
６５ ＝１０１０

１４３
（分）．

１６３５．一只钟，在７天内多行了１０分３０秒．问这只钟走３天，实际应该

是几天？

解　这只钟在７天内多行了１０分３０秒，所以在３天内多行

１０分３０秒×３
７＝４分３０秒．

所求时间为

３天－４分３０秒＝２天２３时５５分３０秒．
１６３６．一昼夜快３分的时钟，如在今日下午４时调拨到几时几分，才能

于明日上午８时指向正确的时刻？

解　从今日下午４时到明日上午８时 之 间 经 过（１２－４）＋８＝１６（时）．

这只钟在这段时间里要快３×１６
２４＝２（分）．所以由４时拨回２分钟，即拨到３

时５８分，于明日上午８时正好指向正确的时刻．
１６３７．有两只钟，一只钟每 小 时 快４０秒，另 一 只 钟 每 小 时 慢３０秒．两

钟都在１月１日中午１２时对准，问它们在何时同鸣？同鸣时指针各指在什

么时刻？

解　较快的钟每经准确时 间 的 ６０

６０２
３

＝９０
９１

（时）一 鸣，较 慢 的 钟 每 经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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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时间的 ６０

５９１
２

＝１２０
１１９

（时）一鸣．所以从１月１日中午１２时起至两钟第一次

同鸣，这中间的小时数，是取这两个 分 数 分 母 的 最 大 公 约 数７作 分 母，这 两

个分数分子的最小公倍数３６０作分 子 所 得 的 分 数，即 ３６０
７

小 时＝２日３时

２５分４２６
７

秒．因此同鸣的准确时刻是１月３日下午３时２５分４２６
７

秒．在

这期间，较快的钟多行 ４０×３６０（ ）７
秒，即３４分１７１

７
秒，所以指针指向４时；

较慢的钟少行 ３０×３６０（ ）７
秒，即２５分４２６

７
秒，所以指针指向３时．

１６３８．有甲、乙两只钟，甲８点１５分时，乙８点３１分．甲钟比标准时间

每９时快３分；乙钟比标准时间每７时 慢５分．问 几 时 后，两 钟 的 指 针 指 在

同一时刻？

解　甲、乙 两 只 钟 每 小 时 相 差 ３
９＋５

７＝２２
２１

（分）．所 以 所 求 的 时 间 为

（３１－１５）÷２２
２１＝１５时１６分２１９

１１
秒．即在１５时１６分２１９

１１
秒后，两钟的指

针指在同一时刻．
１６３９．５时至６时之间，两针什么时刻成直角？

解　分针每分 比 时 针 多 走 １１
１２

分．５时 时，分 针 在 时 针 后 ５×５＝２５

（分）．两针成直角须隔 １
４

周，即１５分．所以，两针成直角时，分针在时针前

后１５分．分针在时针后１５分，成直角须多走２５－１５＝１０（分）；分针 在 时 针

前１５分，成直角须多走２５＋１５＝４０分．所以第一次成直角 需 时１０÷１１
１２＝

１０１０１１
（分），即５时１０１０１１

分 时 成 第 一 次 直 角．第 二 次 成 直 角 需 时４０÷１１
１２＝

４３７
１１

（分），即５时４３７
１１

分时成第二次直角．

１６４０．两点钟后，分针与时针在什么时刻成直角？

解　两点钟时，分针在 时 针 后１０分，不 能 成 直 角．只 有 分 针 在 时 针 前

１５分时成一次直角．所以两针成直角需 时 间（１０＋１５）÷１１
１２＝２７３

１１
（分），即

在２时２７３
１１

分时，两针成直角．

１６４１．七点钟以后，什么时候两针之间的夹角为１２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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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７　　 　 　

解　钟面一周，共分３６０度．１２０度 恰 占 钟 面 的 １
３

，相 差６０×１
３＝２０

（分）．七点钟时，两针相距５×７＝３５（分）．现在要相距２０分，只要分针比时

针多走３５－２０＝１５（分）．需时１５÷１１
１２＝１６４

１１
（分），即在７点１６４

１１
分时，两

针的夹角为１２０度．
１６４２．２点２７分时，时针与分针成什么角度？

解　２点２７分时，分针在距“１２”字第２７小格处，时针在距“１２”字第２７

×１
１２＋１０＝１２１

４
（小 格）处，所 以 两 针 距 离 为 ２７－１２１

４ ＝１４３
４

（小 格）．

１４３
４

小格占 钟 面１周 的
１４３

４
６０ ＝５９

２４０
，所 以 两 针 所 成 角 度 为３６０°×５９

２４０＝

８８°３０′．
１６４３．４点钟后，时针与分针在什么时刻成直线？

解　两针成直线须隔 １
２

周，即３０分．所 以，两 针 成 直 线 时，分 针 必 须

在时针前后３０分．４点 钟 时，分 针 在 时 针 后２０分，依 题 意，分 针 在 时 针 后

３０分，没有可能．分针在时针前３０分，须多走２０＋３０＝５０（分）．所以成直线

时需

５０÷１１
１２＝５４６

１１
（分）．即两针成直线应在４时５４６

１１
分．

１６４４．１０点到１１点之间，两针在什么时刻成直线？

解　１０点时，分针在时针后５×１０＝５０（分），要 两 针 成 直 线，两 针 必 须

相隔３０分．因此，分针要比时针多走５０－３０＝２０（分），需时

２０÷１１
１２＝２１９

１１
（分）．

所以两针成直线应在１０点２１９
１１

分．

１６４５．时钟的分针和时针，由第一次成直线到第二次成直线，需要多少

时间？

解　所求的时间中，分针要比时 针 多 行３０小 格 两 针 才 相 重 合；分 针 要

比时针多行６０小格而成第二次直线状．所以所求时间为

６０÷１１
１２＝６５５

１１
（分），即１小时５分２７３

１１
秒．

（２０）经差与时差问题

１６４６．美国旧 金 山 在 西 经１２２°２６′１５″，法 国 巴 黎 在 东 经２°２０′２２″．求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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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差．
解　在地球仪上，以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原址的经线（０度经

线）为起点，向东从０度到１８０度为东经，向西从０度到１８０度为西经．
两地一在东经，一在西经，用加法求经差，加得的和超过１８０°，再用３６０°

减去．
１２２°２６′１５″＋２°２０′２２″＝１２４°４６′３７″．

所以两地的经差是１２４°４６′３７″．
１６４７．有一轮船，自某港出发，向 东 方 航 行７３°２３′４２″，又 折 回 向 西 航 行

４２°５６′４２″．这时此船在距出发港几度的地方？

解　两地同在东经或同在西经，用减法求经差．
７３°２３′４２″－４２°５６′４２″＝３０°２７′

所以这时此船在距出发港３０°２７′的地方．
１６４８．我国首都北京在东经１１６°２３′４５″，美国芝加哥，在西经８７°３７′４５″．

求两地经差和时差．
解　１１６°２３′４５″＋８７°３７′４５″＝２０４°１′３０″．
３６０°－２０４°１′３０″＝１５５°５８′３０″
所以北京和芝加哥的经差为１５５°５８′３０″．

因为地球２４小时自转一周（３６０°），即每小时转过经度 ３６０°
２４ ＝１５°．所以

经度，每相差１５°，时间相差１时；经度相差１°，时间相差 ６０
１５＝４（分），经度相

差１′，时间相差４秒．
４分×１５５＋４秒×５８５＝６２０分２３４秒＝１０时２３分５４秒．
所以北京和芝加哥的时差是１０时２３分５４秒．
１６４９．我国最东端约在东经１３５°１０′，最西端约在东经７３°．当最东端的

地方时是１２点时，求最西端的地方时是几点？

解　１３５°１０′－７３°＝６２°１０′
４分×６２＋４秒×１０＝２４８分４０秒＝４时８分４０秒．
１２时－４时８分４０秒＝７时５１分２０秒．
所以我国最东端的地方时是１２点时，最西端的地方时为７时５１分２０

秒．
１６５０．８月１日上午７点３０分 由 东 经１６５度３０分 之 地 拍 一 电 报 至 西

经１７０度之地，要７分钟到达．求此电报到达时当地时间是几月几日几时几

分？

解　两地经差为：１６５°３０′＋１７０°＝３３５°３０′．而１５°的时差为１时，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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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为３３５°３０′÷１５°＝２２２２６０
时．即２２时２２分．电报到 达 要 用 去７分，实 际

时差应为２２时２２分－７分＝２２时１５分．所以电报到达当地时间是

２４时＋７时３０分－（２２时２２分－７分）＝９时１５分．
即７月３１日上午９时１５分．
１６５１．柏林在东经１３°２３′，上海在东经１２１°２７′．问柏林中午１２时，上海

是什么时候？上海中午１２时，柏林是什么时候？

解　 两 地 经 差 为 １２１°２７′－１３°２３′＝１０８°４′．１０９°４′＝６４８４′．合 时 差

６４８４′×４＝２５９３６′．２５９３６′＝７时１２分１６秒．柏林中午１２时，上海是１２时

＋７时１２分１６秒＝１９时１２分１６秒．上海中午１２时，柏林为

１２时－７时１２分１６秒＝４时４７分４４秒．即４时４７分４４秒．
１６５２．墨西哥在西经７４°３′，前苏联的彼得堡在东经３０°３０′．求两地的时

差．
解　两地经差为７４°３′＋３０°３０′＝１０４°３３′；

４分×１０４＋４秒×３３＝４１６分１３２秒＝６时５８分１２秒．
所以两地的时差为６时５８分１２秒．
１６５３．南京在东经１１８°５３′，纽约在西经７４°．求两地的时差．
解　两地经差为１１８°５３′＋７４°＝１９２°５３′；

４分×１９２＋４秒×５３＝７６８分２１２秒＝１２时５１分３２秒．
所以两地的时差为１２时５１分３２秒．
１６５４．伦敦在西 经０°５′，如 果 伦 敦 中 午１２时，柏 林 是 下 午１２时５３分

５５秒．那么柏林所在经度是多少？

解　１２时５３分５５秒－１２时＝５３分５５秒＝３２３５秒．

　　３２３５÷４＝８０８７５（分）＝１３°２８′４５″．

　　１３°２８′４５″－０°５′＝１３°２３′４５″
所以柏林在东经１３°２３′４５″．
１６５５．已知东经１２０°的地方 时 是１２点，甲 地 方 时 是８点，问 甲 地 的 经

度是多少？

解　１２－８＝４（时）．
因为相差１时，经差１５°，
所以时差４时，经差６０°．

１２０°－６０°＝６０°．
所以甲地的经度是东经６０°．
１６５６．已知西经１７０°的地方时是１２点，乙地的地方时是８点５９分．问

乙地的经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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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１２时－８时５９分＝３时１分．
　　１５°×３＋１５′×１＝４５°１５′，

　　１７０°＋４５°１５′＝２１５°１５′，

　　１８０°－（２１５°１５′－１８０°）＝１４４°４５′．
所以乙地的经度是东经１４４°４５′．
１６５７．已知西经９０°的地方时是９点，丙地的地方时是１２点．问丙地的

经度是多少？

解　１２时－９时＝３时．１５°×３＝４５°．９０°－４５°＝４５°．
所以丙地的经度为西经４５°．
１６５８．甲地１时，乙地为３时２８分４８秒．已 知 甲 地 在 东 经１１９°２０′．求

乙地经度．
解　３时２８分４８秒－１时＝２时２８分４８秒．
　　１５°×２＋１５′×２８８＝３０°４３２′＝３７°１２′；

　　１１９°２０′＋３７°１２′＝１５６°３２′
所以乙地在东经１５６°３２′．
１６５９．两地时差１时４２分１５秒．经度相差多少？

解　１时４２分１５秒＝１时４２２５分．
　　１５°×１＋１５′×４２２５＝１５°６３３７５′＝２５°３３′４５″
所以两地经度相差２５°３３′４５″．
１６６０．柏林上午１１时，华盛 顿 上 午４点５８分１２秒，已 知 柏 林 在 东 经

１３°２３′．求华盛顿的经度．
解　１１时－４时５８分１２秒＝６时１分４８秒．
　　６时１分４８秒＝２１７０８秒．

　　２１７０８秒÷４秒＝５４２７分＝９０°２７′．
比较两地时间，可知华盛顿在柏林西面，因此，华盛顿在西经

９０°２７′－１３°２３′＝７７°４′．
１６６１．甲、乙两地，经差８５°４０′３０″．甲地在东，乙地在西．若甲地的地 方

时是中午１２点，乙地的地方时是什么时候？

解　８５°４０′３０″＝５１４０５′
　　４秒×５１４０５＝２０５６２″＝５时４２分４２秒．

　　１２时－５时４２分４２秒＝６时１７分１８秒．
所以乙地的地方时是６时１７分１８秒．
【注意】　东面时间＝西面时间＋时差；
西面时间＝东面时间－时差；
下午时间＝超过１２时的时间－１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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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超过１２时的，则从２４时内减去时差．
１６６２．重庆在东经１０６°１４′５８″，上海在东经１２１°２７′，重庆中午１２点时，

上海是什么时刻？上海中午１２点时，重庆是什么时刻？

解　两地经差为

１２１°２７′－１０６°１４′５８″＝１５°１２′２″＝９１２０３′，

４秒×９１２０３＝３６４８１２″≈１时４８秒

重庆中午１２点时，上海是１０时５９分１２秒．
上海中午１２点时，重庆是１３时４８秒．
（２１）利息问题

１６６３．１０００元存款一年，年利１分，利息多少元？若按月利１分，利 息

多少元？若按日利１分，利息多少元？

解　利息＝本金×利率×期数．期 数 计 算 时 所 用 的 时 间 单 位 有 年、月、
日的分别．凡用年为时间单位的，称年利，它的利率叫年利率．用月为时间单

位的，称月利，它的利率叫月利率．用 日 为 时 间 单 位 的，称 日 利，它 的 利 率 叫

日利率．
年利率：１分＝０１＝１０％，

１分２厘＝０１２＝１２％．
月利率：１分＝００１＝１％，

１分２厘＝００１２＝１２％．
日利率：１分＝００００１＝００１％，

１分２厘＝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２％．
用年、月或日做单位，须看题中的利率而定．题中说年利率的应把月、日

聚成年；如说月利率的，应把年化月，日聚月；说日利率的，就把年、月化日来

计算．
所以本题年 利１分，利 息 是１０００×１０％＝１００（元）；月 利１分，利 息 是

１０００×１％×１２＝１２０（元）；日利１分，利息是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６０＝３６（元）．
１６６４．本金１００万元，年利率２８８％，问存三年六个月的利息是多少？

解　三年六个月即３１
２

年，三年六个月的利息为

１００×２８８
１００×３１

２＝１００８（万元）．

１６６５．国库券１２张，每张１００元，年利８％，五年后得利息多少元？

解　１００×１２×８％×５＝４８０（元）．
１６６６．本金４５０元，年利率为６％，求７个月零１０天的利息．

解　一个月的利率是６％÷１２＝０５％，７个月另１０天即７１
３

个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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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２　　

以利息应为

４５０×（６％÷１２）×７１
３＝１６５０（元）．

１６６７．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５日存入５００元，利率是月息１厘９８，于２００３年５
月２２日支取，利息应付多少元？

解　银行为简化计算存期的方法，规定全年按３６０天计算，大月、小月，
平月、闰月均按每月３０天计算．计算利息时应计至厘位，然后再将厘位四舍

五入计至分位．具体计算时，利率可化成日利率，即月利率÷３０或年利率÷
３６０．存期可化成天数．

月息１厘 ９８，日 利 率 为 ０１９８
１００ ÷３０＝０００６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２日，存期为３９７天．

５００×０００６６
１００ ×３９７＝１３１０１（元）．

按规定缴所得税２０％．
１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２０％＝１０４８０８

厘位四舍五入，所以利息应付１０４８元．
１６６８．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５日存 入１００元．于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５日 支 取．在 此

期间曾三次调整利率：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５日至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１日，利率为月息

２厘７；１９７９年４月１日至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１日，利率为月息３厘３；１９８０年４
月１日至１９８２年３月３１日，利率为月息４厘５；１９８２年４月１日至１９８３年

５月２５日，利率为月息４厘８．求支取时可得利息几元．
解　因为利息调整了三次，利息 应 分 段 计 算 到 厘 位，然 后 合 并，厘 位 再

四舍五入．
第一段利息

１００×０００９
１００ ×３４６＝３１１４（元）；

第二段利息

１００×００１１
１００ ×３６０＝３９６（元）；

第三段利息

１００×００１５
１００ ×７２０＝１０８０（元）；

第四段利息

１００×００１６
１００ ×４１４＝６６２４（元）．

合计利息　３１１４＋３９６＋１０８０＋６６２４＝２４４９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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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３　　 　 　

所以支取时应得利息２４５０元．
１６６９．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存入银行活期储蓄１０００元，８月２日支取１８１

元．按月息０７２厘算，到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可得利息多少元？

解　月息０７２厘，日息为００００７２÷３０＝００２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元存一年应得利

息１０００×３６０×００２４‰＝８６４（元），２００２年８月２日支取１８１元应扣利息，

１８１×３２９×００２４‰＝１４２９元．实得利息为８６４－１４２９＝７２１１（元）．
按规定缴所得税２０％，则

７２１１－７２１１×２０％＝５７６９
结算时实付利息数计至分位，所以可得利息５７７元．
１６７０．银行“定活两便”储蓄 不 满 一 年 按 月 息２４厘 计 算，存 满 一 年 按

月息５４厘计算，小王存入４００元“定活两便”储蓄２年３个月，求小王可得

利息多少？

解　４００×５４
１０００×１２×２＝５１８４（元）；

　　４００×２４
１０００×３＝２８８（元）；

　　５１８４＋２８８＝５４７２（元）．
所以小王可得利息５４７２元．
１６７１．一人参加有奖储蓄中奖，把奖金存入银行两年，月息２２５厘，到

期得利息４３２０元．求这人得奖金多少元．
解　此题属求本金．

本金＝利息÷（１－０２）÷（利率×存期）．
４３２０÷（１－０２）÷（０２２５％×２４）＝１０００（元）．

１６７２．老张参加银行“整存整 取”储 蓄，存 期 五 年 按 月 息２厘７９计 算，
到期可得利息１３３９２元，求老张存入多少元？

解　１３３９２÷（１－０２）÷（０２７９％×１２×５）＝１０００（元）．
１６７３．年利３％，１０个月后得利息１４４元．求本金．

解　１０个月为 ５
６

年，所以

１４４÷（１－０２）÷ ３％×（ ）５
６ ＝７２００（元）．

１６７４．年息３％，２年４个月本利合计为１０５６元．求本金．
解　本金＝本 利 和÷｛１＋［利 率×期 数×（１－０２）］｝．２年４个 月 为

２１
３

年．所以

１０５６÷ １＋３％×２１
３×（１－０２［ ］） ＝１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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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４　　

１６７５．某人存款定期六个月，月息按２厘计算．准备把利息购买一台售

价７６８元的“小灵通”机，需存款多少元？

解　７６８÷［０２％×６×（１－０２）］＝８００００（元）．
１６７６．某农民买肥料，向银行贷 款，月 息５厘，６个 月 还 本 利 和１２２８８

元．问他贷款多少元？

解　１２２８８÷［１＋０５％×６×（１－０２）］＝１２００（元）．
１６７７．钱某购买复印社企业债券５张，按 年 利３５％计 算，５年 可 得 利

息８７５０元．问债券每张面额多少元？

解　８７５÷（５×３５％×５）＝１００（元）．
１６７８．“整存整取”储蓄存期 半 年 按 月 息１１厘 计 算，存 期１年 按 月 息

１４厘计算．蔡文去年１月１日，把款存入银行，到今年７月１日全 部 取 出，
得利息３７４４÷（１－０２）元．他存款多少元？

解　蔡文存款１年６个月，因 不 同 存 期 的 月 息 不 同，所 以 应 分 别 计 算．
３７４４÷（１－０２）÷（０１１％×６＋０１４％×１２）＝２０００（元）．

１６７９．某村 民 向 农 业 信 用 社 贷 款 ２４００元，过 半 年 还 清，付 利 息 ５７６
元．求月利率．

解　由“利息＝本 金×利 率×存 期”，可 知“利 率＝利 息÷（本 金×存

期）．”半年＝６个月，所以，５７６÷（２４００×６）＝０００４，即月利率是４厘．
１６８０．某人借款８００元，４年６个月后，共付还款１０１６元．求利率．
解　利率＝（本利和－本金）÷（本金×存期）
（１０１６－８００）÷（８００×４５）＝６％．即年利率为６厘．
１６８１．存款２０年后的利息，恰与本金相等．求年利率．
解　设本金、利息都为１，则

１÷（２０×１）＝５％，即年利率为５厘．
１６８２．现把５０００元购买债券，８年后可得利息１６８０元，求月利率．
解　１６８０÷（５０００×１２×８）＝０３５％，即月利率是３５厘．
１６８３．本金２８０元，年利率１８％，问过几年可得利息１２６元？

解　由“利息＝本金×利率×存期”可知“存期＝利息÷（本金×利率）”

１２６÷（２８０×１８％）＝２５（年）．
１６８４．设有本金１元，年利率４％，须几年才有１元的利息？

解　１÷（１×４％）＝２５（年）．
１６８５．年利率５％，问几年后，本金与利息相同？

解　设本金、利息都为１．则可得：

１÷（１×５％）＝２０（年）．
１６８６．某厂改造设备向人民银行 贷 款２００万 元，按 年 利 率５％计 算，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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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５　　 　 　

经多少时间要付利息３７５万元？

解　３７５÷（２００×５％）＝３
８

（年），１２×３
８＝４５（月）．

所以经过４个半月要付利息３７５万元．
１６８７．活 期 储 蓄 月 息０６厘．问 存 入１２００元 后 经 过 多 少 年 可 得 利 息

３４５６元．
解　１ 年 的 利 息 是 １２００×００６％×１２＝８６４（元），现 在 要 得 利 息

３４５６元，须经过３４５６÷（１－０２）÷８６４＝５（年）．
１６８８．本金１９８０元，年利率３％，求５年８个月后的本利和（本金与利

息的和，简称本利和）．

解　本利和＝本金×（１＋利率×期数）．５年８个月为５２
３

年．所以，

１９８０× １×３％×５（ ）２
３ ＝６６６６（元）．

１６８９．小张在１９９０年每月初储蓄１０元，利率为月息５１厘．求一年到

期的本利和．
解　这种储蓄方式称为零存整取．月息５１厘．即５１‰．
第一个月存款的本利和：

　　ａ１＝１０×（１＋１２×５１‰）＝１０６１（元）；
第二个月存款的本利和：

　　ａ２＝１０×（１＋１１×５１‰）＝１０５６（元）；
第三个月存款的本利和：

　　ａ３＝１０×（１＋１０×５１‰）＝１０５１（元）；
……
第十二个月存款的本利和：

　　ａ１２＝１０×（１＋１×５１‰）＝１００５（元）．
一年到期的本利和为：

ａ１＋ａ２＋ａ３＋…＋ａ１２＝１０６１＋１０５６＋１０５１＋…＋１００５
＝１２３９６（元）．

１６９０．小青的妈妈五年前为小青存了一份４０００元的教育储蓄．今年到

期时取出，得到的本利和为４５４０元．求出这种储蓄的年利率．
解　本利和＝本金×（１＋利 率×年 数），本 利 和 为４５４０元，本 金４０００

元，所以

　　４５４０＝４０００×（１＋利率×５）．
　　（４５４０－４０００）÷（４０００×５）＝５４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２７％．
所以这种储蓄的年利率为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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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１．某银行设立大学生助 学 贷 款，分３～４年 期，５～７年 期 两 种．贷

款年利 率 分 别 为６０３％、６２１％，贷 款 利 息 的５０％由 国 家 财 政 贴 补．某 大

学生预计７年后能一次性偿还３万元，问他现在大约可以贷款多少？（精确

到０１万元）
解　７年贷款利息为６２１％，扣除国家财政补贴为３１０５％．所以

３÷（１＋６２１％÷２×７）＝３÷（１＋０２１７３５）

＝３÷１２１７３５
＝２４６（万元）

≈２５（万元）．
１６９２．某作家取得一书稿酬收入２万元，其应缴个人所得税多少元？

解　应缴个人所得税＝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２０％×（１－３０％）

＝２２４０（元）．
【注意】　稿酬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１）每次收入不足４０００元的

应纳税额＝（每次收入额－８００）×２０％×（１－３０％）；
（２）每次收入在４０００元以上的

应纳税额＝每次收入额×（１－２０％）×２０％×（１－３０％）．
１６９３．一歌星某一次表演收入４万元，扣除２０％的费用后，应纳税所得

额为３２万元．他应缴个人所得税多少元？

解　他应缴税额为　３２０００×３０％－２０００＝７６００（元）．
【注意】　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１）每次收入不足４０００元的

应纳税额＝（每次收入额－８００）×２０％；
（２）每次收入在４０００元以上的

应纳税额＝每次收入额×（１－２０％）×２０％；
（３）每次收入超过２万元的

应纳税额＝每次收入额×（１－２０％）×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１６９４．某人在某商场有奖销售的购物过程中，中奖所得共计价值１８０００

元．当他领奖时，商场要代扣其个人所得税，问此人实际可得奖金为多少？

解　按规定“偶然所得”应缴税 额＝每 次 收 入 额×２０％．所 以 此 人 实 际

 每次收入额×（１－２０％）＜５万元

　适用税率为３０％，速算扣除数为２０００；

　每次收入额×（１－２０％）＞５万元

　适用税率为４０％，速算扣除数为７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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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７　　 　 　

可得奖金１８０００×（１－２０％）＝１４４００（元）．
１６９５．张某月薪３５００元，问他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多少元？

解　按规定他应缴个人所得税（３５００－８００）×１５％－１２５＝２８０（元）．
【注意】　工资、薪金每月 不 超 过５０００元 的，按 以 下 方 法 计 算：应 缴 税

金＝（每月收入－８００）×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每月工资－８００）＜５００元，适用税率５％，速算扣除数０；
（每月工资－８００）超过５００元～２０００元的部分，适用税率１０％，速算扣

除数２５；
（每月工资－８００）超 过２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 的 部 分，适 用 税 率１５％，速 算

扣除数１２５．
１６９６．一只保险箱的单价为９３６元，其中含１７％增值税，求这只保险箱

的不含税单价为多少元？

解　９３６÷（１＋１７％）＝８００（元），这只保险箱的不含税单价为８００元．
１６９７．甲工厂向某钢铁厂购买２０吨钢材，钢材的不含税价为每吨４９９２

元，增值税率为１７％，问甲工厂 应 付 给 此 钢 铁 厂 的 钢 材 总 价（包 括 税 金）是

多少元？

解　甲工厂 买 这 ２０吨 钢 材 应 付 给 钢 铁 厂 ４９９２×（１＋１７％）×２０＝
１１６８１２８０（元）．

１６９８．某厂１９９７年的年利润为６３９３７２元，应缴的所得税率为３３％．问

该厂还留下多少元利润？

解　该厂留下的利润有６３９３７２×（１－３３％）＝４２８３７９２４（元）．
１６９９．甲单位承包了某工厂厂区的积尘清除工作，根据合同，甲单位应

收劳务费３５０００元．按规定甲单位应缴营业税率为５％．问甲单位应缴营业

税多少元？

解　甲单位应缴营业税３５０００×５％＝１７５０（元）．

三、数的性质

１．等差数列问题

１７００．按前后两个数之间的关系填空：
（１）２７，３１，３５，　　，　　；
（２）５２，４６，　　，３４，　　；

（３）　　，７
１２

，２
３

，　　，　　，　　，１．

解　（１）从三数之间的关系得后一个数都比前一个数大４，故线段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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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填３９，４３；
（２）从左面两数得后一个数比前 一 个 数 小０６，但 是 否 符 合 排 列 规 律，

还应计算３４是否比４６小０６的２倍，检验结果正确，故３４左右两线段

上应分别填４，２８；

（３）按（２）的思路，２
３－７

１２＝１
１２

，又１－２
３＝１

１２×４，说明后一个数都比

前一个数大 １
１２

，故自左而右线段上应分别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１
１２．

１７０１．自１开始，每隔三个数一数，得到数列１，４，７，１０，…．问第一百

个数是多少？

解　第一百个数为１以后的第（１００－１）个 数，它 比１大（１００－１）×３，
故此数是１＋（１００－１）×３＝２９８．

１７０２．一个正六边形点阵，它 的 中 心 是 一 个 点，算 作 第 一 层；第 二 层 每

边两个点（相邻两边共占一点）；第三层每边三个点；……这个点阵共有１００
层，则第１００层共有几个点？这个点阵共有多少个点？

解　第二层有［（２－１）×６］个 点，第 三 层 有［（３－１）×６］个 点，依 次 类

推，第１００层有（１００－１）×６＝５９４个点．
这个点阵共有点数是

１＋（２－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１００－１）×６
＝１＋（１＋２＋３＋…＋９９）×６

＝１＋１＋９９
２ ×９９×６

＝２９７０１（个）．
１７０３．在圆形纸片内作直线，可将纸片分成大小不等的若干小纸片（如

图），如果要将圆形纸分成１０６个小纸片，应该在圆内作几条直线？

解　将上述４图中直线与所分成的纸片列成下表：
直线数： １ ２ ３ ４
纸片数： ２ ４ ７ １１

纸片数可写成： 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３＋４
　　由此可知所分成小纸片的块数与所作直线的条数存在这样的关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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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片的块数等于以１为首项、条数为末项、公差为１的等差数列各项的和与

１的和．设所作直线的条数为ｎ，则所分成的小纸片的块数等于

１＋
（１＋ｎ）×ｎ

２ ＝ｎ２＋ｎ＋２
２ ．

根据题意，得

ｎ２＋ｎ＋２
２ ＝１０６．

ｎ２＋ｎ＝２１０，ｎ（ｎ＋１）＝１４×１５，

∴　ｎ＝１４．
所以，在圆内作１４条直线可分成１０６块小纸片．
１７０４．从９６开始有ｎ个连续自 然 数，其 中 偶 数 的 和 是４５５０，奇 数 的 和

是４４２０．求ｎ．这些数中最大的奇数是几？

解　这是一个ｎ项的自然 数 列，也 是 一 个ｎ 项 的 等 差 数 列，公 差 为１，
首项为９６，则末项为

９６＋（ｎ－１）×１．
这个等差数列的和为

９６＋（９６＋ｎ－１）
２ ×ｎ＝４５５０＋４４２０．

化简，得　（１９１＋ｎ）ｎ＝１７９４０．
则　１７９４０＝２２×３×５×１３×２３＝２６０×６９＝（１９１＋６９）×６９．
∴　ｎ＝６９．
这个数列的首项为偶数９６，共６９项，那么其中偶数有３５个，奇数有３４

个．
求最大的奇数就是求首数为９７．项数为３４的奇数列的末项，所以

９７＋２×（３４－１）＝１６３．
也可这样思考：这 个 自 然 数 列 首 项 为９６，是 偶 数，项 数 为６９，是 奇 数

项，那么末项也是偶数，最大的奇数是

９６＋（６９－１）×１－１＝１６３．
１７０５．电子跳蚤 环 圆 跳 步（如 图）有 这 样 的 规 律

性：第一步跳１个圆圈（即到相邻圈），第二步跳２个

圆圈（即到隔１个 圈 的 圆 圈 处），第 三 步 跳３个 圆 圈

（即到隔２个圈的 圆 圈 处），……现 在，一 只 红 跳 蚤 从

标有数字“０”的圆圈按顺时针方向跳了１９９８步，落在

一个圆圈里．一只黑跳蚤 也 从 标 有 数 字“０”的 圆 圈 起

跳，但它是沿着逆时针方向跳了１９４９步，落在另一个圆圈里．问：这两个圆

圈里数字的乘积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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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红跳蚤跳１９９８步共跳了

（１＋１９９８）×１９９８÷２＝１９９７００１（个圈）．
它每跳１２个圈就回到起跳位置

１９９７００１÷１２＝１６６４１６……９．
所以，红跳蚤跳了１９９８步落入标有数字“９”的圆圈．
黑跳蚤跳１９４９步共跳了

（１＋１９４９）×１９４９÷２＝１９００２７５（个圈）．
１９００２７５÷１２＝１５８３５６……３．

因为黑跳蚤是按逆时针方向跳了１９４９步，所 以 它 从 标 有 数 字“０”的 圆

圈按逆时针方向跳了１５８３５６大圈回 到 起 步 处 后 再 向 前３个 圈 也 落 入 标 有

数字“９”的这个圆圈．
因此，所求的乘积为

９×９＝８１．
１７０６．右图是一 张 上 下、左 右 都 相 距１厘 米

的方格纸，方 格 纸 上 画 着 如 图 所 示 的 折 线，各 段

依次标着①，②，③，…的序号．请根据各序号与

线段长度之间的规律回答：（１）瑐瑤号 线 段 的 长 度

是多少厘 米？（２）长 为１５厘 米 的 线 段 序 号 是 哪

两个？

解　根 据 图 示 得 出 序 号 与 线 段 长 度 之 间 的

关系如下表：

序　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

线段长（厘米） ２ １ ３ ２ ４ ３ ５ ４ …

由上表可得出奇数序号的线段之长 为 从２开 始 的 连 续 自 然 数，偶 数 序 号 的

线段之长为从１开始的连续自然数（单位均为厘米），故问题（１）：瑐瑤为偶数

序号中的第（２４÷２）条线段，它的长是２４÷２＝１２（厘米）；问题（２）：长为１５
厘米的线段在偶数序号中 是 第１５条 线 段，它 的 序 号 为 第１５×２＝３０（号）；
又它在奇数序号中是第（１５－１）条线段，它的序号为第１４×２－１＝２７（号）．
故本题的答案是瑐瑧及瑑瑠．

１７０７．分母都是６７，分子是连续数的六个分数之和等于３，求这六个分

数．

解　六个分数之和是３，３＝２０１
６７．根据连续数的特 性，可 知 这 六 个 分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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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子最小的 数 是（２０１－１－２－３－４－５）÷６＝３１．故 这 六 个 分 数 分 别 是

３１
６７

，３２
６７

，３３
６７

，３４
６７

，３５
６７

，３６
６７．［也可先求出六个分数中分子最大的数是（２０１＋

１＋２＋３＋４＋５）÷６＝３６．］

１７０８．在１００以内不能被２和３整除的数共有多少个？它们的和是多

少？

解　在１００以内能被２整除的数共有１００÷２＝５０（个）；能被３整 除 的

数共有１００÷３＝３３（余１），即３３个；既 能 被２整 除 又 能 被３整 除 的 数 共 有

１００÷（２×３）＝１６（余４），即１６个．故在１００以内不能被２和３整 数 的 数 共

有１００－（５０＋３３－１６）＝３３（个）．
１到１００各连续数之和是

（１＋１００）×１００
２ ＝５０５０；１到１００各连续偶数之和（能被２整除的数之

和）是
（２＋１００）×５０

２ ＝２５５０；能被３整 除 的 数 之 和 是
（３＋９９）×３３

２ ＝１６８３；

能同时被２和３整除的数之和是
（６＋９６）×１６

２ ＝８１６；故在１００以内不能被

２和３整除的数之和是５０５０－（２５５０＋１６８３－８１６）＝１６３３．
１７０９．有把１到１００各数像 下 面 那 样 排 列 着 的 数 表．用 方 框 把 上 下 两

行的６个数围起来，这６个 数 的 和 得８１．如 果 要 使 围 起 来 的６个 数 的 和 是

４２９，方框里最大的数应该是几？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５

９ １０ １１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９ ２０ ２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解　从表中可以看出，上下两数之差都等于７，故上行三个数的和比下

行三个数的和小７×３＝２１．要使围起来的六个数的和是４２９，那么它的下行

三个数的和应该是（４２９＋２１）÷２＝２２５．故 方 框 里 最 大 的 数 是（２２５＋１＋２）

÷３＝７６．因７６不在数表中左起第一和第二个位置上，故答案是正确的．
１７１０．把１到９８按下表形式排列，用方框把上下、左右各三个数（共九

个数）围起来，这九个数之和能否得：（１）１９０；（２）３４２；（３）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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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１５

２ ３ ４

９ １０ １１

１６ １７ １８

５ ６ ７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９ ２０ ２１

… …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解　观察表中所围的九个数，发现它们的和等于中央一个数的９倍，也

就是这九个数之和一定能被９整除．
（１）因为９｜１９０，所以九个数之和不可能得１９０；

（２）因为９｜３４２，所以方 框 中 央 一 个 数 为３４２÷９＝３８．又 因３８不 是 表

中左边或右边第一个数，故九个数之和可能是３４２；
（３）因为９｜２６１，所以方 框 中 央 一 个 数 为２６１÷９＝２９，但２９为 表 中 第

五行的第一个数，不可能成为方框中央一个数，故在同一方框中九个数之和

不可能是２６１．
１７１１．有１１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１９８，求这个数列的中间一数是多少？

最大一数又是多少？

解　连续自然数列的个数如果 是 奇 数 时，那 么 中 间 一 数×个 数＝自 然

数列之和，故中间一数＝这个自然数列之和÷个数＝１９８÷１１＝１８．
自然数列前后两数之间都差１．如果已知中间一数是１８，那么最大一数

是１８＋５＝２３；如果不知中间一数，那么最大一数比其他各数分别大１０，９，

８，…，２，１，故最大一数是１９８＋（１０＋９＋８＋…＋２＋１）÷１１＝２３．
１７１２．十个连续偶数的和是８７０，求 从 小 到 大 排 列 的 第 三 个 数 是 多 少？

从大到小排列的第三个数是多少？

解１　连续偶数前后两数间都相差２，故最小数是（８７０－２－４－６－８－
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１０＝７８，从小到大第三个数是７８＋２＋２＝８２；从大

到小的第三个数就是从小到大的第八个数，这个数是７８＋２×（８－１）＝９２；

解２　设这十个连续偶数分别是ａ１，ａ２，ａ３，…，ａ８，ａ９，ａ１０，根据等差

数列的特性ａ１＋ａ１０＝ａ２＋ａ９＝ａ３＋ａ８＝…，这 样，这 十 个 数 可 组 成 两 数 之

和都相等的五个组，每 组 的 两 数 之 和 是８７０÷５＝１７４．又 因 十 个 是 连 续 偶

数，其最小数应比最大数小２×（１０－１）＝１８，故 最 小 数 是（１７４－１８）÷２＝
７８．从小到大第三个数是７８＋２＋２＝８２．由于所求两数刚巧在同一个组内，
故从大到小第三个数是１７４－８２＝９２．

１７１３．１１个连续奇数之和是１１１１，求第六个数及最大数各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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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１１个连续奇数中的第 六 个 数，就 是 这 个 数 列 的 中 数．故 第 六 个 数

是１１１１÷１１＝１０１．于是得最大数是１０１＋２×（６－１）＝１１１．
１７１４．一个正三角形ＡＢＣ，每边长１米．在

每边上从顶点 开 始 每 隔２厘 米 取 一 点，然 后 从

这 些 点 出 发 作 两 条 直 线 分 别 和 其 他 两 边 平 行

（如图），这些平行线相交在三角形 ＡＢＣ 中得到

许多边长为２厘米的正三角形．求（１）边长为２
厘米的正三角形的 个 数；（２）所 作 平 行 线 段 的

总长度．
解　（１）从 一 个 顶 点 开 始，边 长 为２厘 米

的正三角形的个数分别为１，３，５，…，９９，故 边 长 为２厘 米 的 正 三 角 形 的

个数共有１＋３＋５＋…＋９９

５０
烉烇 烋
个数

＝１００×２５＝２５００．或 考 虑 边 长 为１米 的 平 行 四 边

形（其中一个角为６０°），每隔２厘米作一直线与另一边平行，这样共可得５０
×５０＝２５００个边长为２厘米的平行四边形，每个平行四边形包含两个边长

为２厘米的正三角形，共计就有５０００个边长为２厘米的正三角形．因此，在

正三角形ＡＢＣ 内共有边长为２厘米的正三角形２５００个；
（２）在正三角 形 ＡＢＣ 内 所 作 平 行ＢＣ 边 的 线 段 共４９条（不 包 括 ＢＣ

边），这些线段的长分别为２厘米、４厘米、……、９８厘米．这样，这些线 段

的长度之和为２＋４＋…＋９６＋９８＝（２＋９８）×４９÷２＝２４５０（厘 米）．同 理，
所作平行ＡＣ 边、ＡＢ 边的全部线段的长度之和也分别为２４５０厘米，因此，
所作平行线段的总长度为２４５０×３＝７３５０（厘米）．

１７１５．在２０以内哪五个连续奇数之积等于这五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解　要使五个连续奇数之积等于 这 五 个 数 的 最 小 公 倍 数，关 键 在 于 这

五个连续奇数必须两两互质，也就是 要 避 免 把 两 个３的 奇 数 倍 的 数 同 时 选

入，因此必须把３的奇数倍的数作 为 五 个 连 续 奇 数 的 中 数．于 是，本 题 的 答

案有两组：（１）５，７，９，１１，１３；（２）１１，１３，１５，１７，１９．
１７１６．有四个连续奇数，已知最大数是最小数的３倍，求这四个数．
解　四个连续奇数的最大数应比最小数大２×（４－１）＝６．已知最大数

是最小数的３倍，即最大数比最小 数 大（３－１）倍，按 差 倍 问 题 解 法，最 小 数

是６÷（３－１）＝３，所以，这四个连续奇数是３，５，７，９．
１７１７．某 物 体 从 空 中 落 下，第 一 秒 落 下４９米，以 后 每 秒 各 增 加９８

米，经过１０秒到达地面．问物体原来离地面高多少米？

解　根据题目中“以后每秒各 增 加９８米”可 知，这 个 物 体 从 空 中 每 秒

落下所经过的距离为以４９米为首项，以［４９＋９８×（１０－１）］米为末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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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项的等差数列，而物体原来离地面的高度等于这个等差数列各项之和．于

是得 Ｓ＝
（ａ＋ｂ）ｎ

２ ＝
｛４９＋［４９＋９８×（１０－１）］｝×１０

２ ＝９８×１０×５＝

４９０．故物体原来离地面高４９０米．
１７１８．时钟在整点时按钟点数打钟，每半点钟也打钟一次，一昼夜时钟

共打钟多少次？

解　各个整点打钟的次数是１到１２的１２个 连 续 自 然 数，一 昼 夜 时 针

在钟面上走了两圈，整 点 时 共 打 钟
（１＋１２）×１２

２［ ］×２ 次，半 点 钟 时 共 打 钟

（１×１２×２）次，故一昼夜共打钟
（１＋１２）×１２

２ ×２＋１×１２×２＝１８０（次）．

１７１９．在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３

，１
３

，２
３

，２
３

，３
３

，３
３

；１
４

，

１
４

，２
４

，２
４

，３
４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中：

（１）１
１５

是第几个分数？

（２）第４６３个分数是几分之几？

解　分析这系列分数的特点，可 得 出 各 个 分 母 与 这 个 分 母 所 有 分 数 的

个数的对照表如下：

分　　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分数的个数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

这是自然数列与偶数列的对应关 系，而 且 从 第 一 个 分 数 到 分 母 是 某 数

的最后一个分数为止，分数个数之和等于这个分母及其后继数之积．由此可

解答：

（１）１
１５

是在 １４
１４

之后的两个分数，从第一个分数 １
１

到第二个 １４
１４

为止

所有分数个数之和是１４×１５＝２１０（个），所 以 １
１５

是 第２１１及 第２１２个 分

数；

（２）因４６３－１＝２１×２２，即第４６２个分数是第二个 ２１
２１

，所以，第４６３个

分数是 １
２２．

１７２０．在一串数１；１
２

，２
２

，１
２

；１
３

，２
３

，３
３

，２
３

，１
３

；１
４

，２
４

，３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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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３
４

，２
４

，１
４

；…中：

（１）７
１０

是第几个分数？

（２）第４００个分数是几分之几？

（３）分母是３５的分数排在第几个到第几个？这组分数共有多少个？

解　分析这列分数的特点，可得到分母与这组分数个数的对照表如下：

分　　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

分数个数 １ ３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７ １９ …

这是自然数列与奇数列的对应关 系，且 从 第 一 个 分 数 到 分 母 是 某 数 的

最后一个分数为止，所 有 分 数 个 数 之 和 等 于 这 个 分 母 数 的 平 方．由 此 可 解

答：

（１）７
１０

在第十组分数中，分子是７应排在这组分数中的第７个位置及

第１３个位置上，在第十组分数之前共有九组分数，它们的个数 之 和 为９２＝

８１，因此 ７
１０

是第８１＋７＝８８（个）及第８１＋１３＝９４（个）分数；

（２）根据上表，因４００＝２０２，故 第４００个 分 数 应 是 第２０组 中 的 最 后 一

个分数，这个分数是 １
２０

；

（３）分母是３４的最后一个分数 １
３４

是 第３４２＝１１５６个 分 数，而 分 母 是

３５的最后一个分数 １
３５

是第３５２＝１２２５个分数，故分母是３５的分数排在第

１１５７个到第１２２５个，共有１２２５－１１５６＝６９（个）分数．［在求出第二个 １
３４

是

第１１５６个分数后，根据上表，分母是３５的分数共有３５×２－１＝６９（个），故

分母是３５的分数应从第１１５７个到第１１５６＋６９＝１２２５（个）．］

２．约数和倍数

１７２１．分别写出４８、４９、６７的全部约数．
解　（１）４８的约数有１、２、３、４、６、８、１２、１６、２４、４８，共１０个．
说明　为了防止遗漏或重复，写约数时可把乘积等于４８的两个因数同

时记下，如这题依次记１与４８、２与２４、３与１６、４与１２、６与８．并从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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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列起来．本题也可以这样解：因为４８＝２４×３．所以４８的约数有：１，２，

３，２２，２×３，２３，２２×３，２４，２３×３，２４×３等１０个；
（２）４９的约数有１，７，４９；
（３）６７是质数，所以６７的约数只有１，６７．
１７２２．写出全部除１０９后余数为４的两位数．
解１　这些两位数应该是１０９－４＝１０５的约数，１０５的约数有１、３、５、

７、１５、２１、３５、１０５，其中两位数１５、２１、３５就是本题的解；
解２　１０５的质因数有３、５、７三个，它们都是一位数，而它们的连乘积

是三位数，只能二个质因数的乘积才是两位数，故本题答案有

３×５＝１５，３×７＝２１，５×７＝３５共三个．
１７２３．不写出全部约数，能否确定一个数共有多少个约数？

解　把 一 个 数 分 解 质 因 数，再 把 各 质 因 数 的 指 数 加 一 后 连 乘，所 得

的 积 就 是 这 个 数 的 约 数 的 个 数（包 括１及 其 本 身）．例 如３６０＝２３×３２×
５，所以３６０的约数共有（３＋１）×（２＋１）×（１＋１）＝２４（个）；３６＝２２×３２，
所以３６的约数共有（２＋１）×（２＋１）＝９（个）；４７是 质 数，所 以４７的 约 数

共有

１＋１＝２（个）．
确定一个数的约数有多少个的算理，可以３６０为例来说明．从２３ 来看，

３６０的约数中存在不含有２，含 有２，２２ 及２３ 等 四 种 情 况；从３２ 来 看，３６０
的约数中存在不含有３，含有３及３２ 等三种情况；从５来看，３６０的约数中

存在不含有５及含有５两种情况．１是不含有２、３及５的３６０的约数，根据

组合知识，故３６０的约数共有（３＋１）×（２＋１）×（１＋１）＝２４（个）．
１７２４．共有８个约数的最小自然数是几？

解　根据上题所得一个数的质因数的指数和这个数的约数的个数间的

关系，因８＝１×８＝２×４＝２×２×２．故 可 以 最 小 的 几 个 质 数 作 为 底 数 找 出

约数共有８个的最小自然数是多少：８＝（７＋１）→２７＝１２８；８＝（１＋１）×（３
＋１）→２３×３＝２４；（３３×２＞２３×３，可不考虑）８＝（１＋１）×（１＋１）×（１＋１）

→２×３×５＝３０．由此可知，共有８个约数的最小自然数是２４．
１７２５．２４０的约数与１０００的约数哪一个多？多几个？

解　把２４０与１０００分别分解质因数：２４０＝２４×３×５；１０００＝２３×５３，

２４０的约数共有（４＋１）×（１＋１）×（１＋１）＝２０（个）；１０００的约数共有（３＋
１）×（３＋１）＝１６（个）．故２４０的约数比１０００的约数多，多

２０－１６＝４（个）．
１７２６．把下列各数填入下图中适当的位置：

６，７，１４，２１，２８，３５，４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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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分别找出７的倍数及４２的 约 数．７的 倍 数 有７、１４、２１、２８、３５、

４２、６３；４２的约数有６、７、１４、２１、４２；再找出既是７的倍数又是４２的约数

得７、１４、２１、４２．把这四个数填入韦恩图中的交集位置，其余各数分别填入

适当的位置，左面填２８，３５，６３；右面填６．（图略）

１７２７．７２与７２０的所有约数之和各是多少；
解　７２＝２３×３２，７２的约数是数列１，２，２２，２３ 与数列１，３，３２ 两两

分别 相 乘 的 积．今 第 一 数 列 乘 以 第 二 数 列 中 的１，所 得 的 积 与 第 一 数 列 相

等，故其和为（１＋２＋２２＋２３）；第一数列乘以第二数列中的３，所得的积之和

为（１＋２＋２２＋２３）×３，又第一数 列 乘 以 第 二 数 列 中 的３２，所 得 的 积 之 和 为

（１＋２＋２２＋２３）×３２，因此，７２的所有约数之和为

（１＋２＋２２＋２３）＋（１＋２＋２２＋２３）×３＋（１＋２＋２２＋２３）×３２

＝（１＋２＋２２＋２３）×（１＋３＋３２）＝１９５．

７２０＝２４×３２×５，由此得７２０的所有约数之和为

（１＋２＋２２＋２３＋２４）×（１＋３＋３２）×（１＋５）＝２４１８．
说明　由上述解法可知，设将某数分解质因数得ａｍ×ｂｎ×ｃｐ×…，则某

数的所有约数 之 和 为 （１＋ａ＋ａ２ ＋…＋ａｍ ）×（１＋ｂ＋ｂ２ ＋…＋ｂｎ）×
（１＋ｃ＋ｃ２＋…＋ｃｐ）×…，按等比数列求 和 公 式，某 数 的 所 有 约 数 之 和 可 表

示为

ａｍ＋１－１
ａ－１ ×ｂｎ＋１－１

ｂ－１ ×ｃ
ｐ＋１－１
ｃ－１ ×…．

１７２８．求证：两连续奇数的和一定是４的倍数．
证明　设较小的奇数是２ｎ－１，那 么 较 大 的 奇 数 是２ｎ＋１（ｎ为 任 何 自

然数），两数的和是（２ｎ－１）＋（２ｎ＋１）＝４ｎ，４ｎ是４的 倍 数，故 两 连 续 奇 数

的和一定是４的倍数．例如３７＋３９＝７６，４｜７６．
１７２９．求证：个数是奇数的连续整数的和一定是这个奇数的倍数．
证明　设最小数是ｐ，则其他各数是ｐ＋１，ｐ＋２，…，ｐ＋２ｎ．这 些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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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数共 有 （２ｎ＋１）个，而 ｐ＋ （ｐ＋１）＋ （ｐ＋２）＋ … ＋ （ｐ＋２ｎ）＝
［ｐ＋（ｐ＋２ｎ）］×（２ｎ＋１）

２ ＝（ｐ＋ｎ）×（２ｎ＋１）．即个数是奇数的连续整数的

和一定是这个奇数（２ｎ＋１）的（ｐ＋ｎ）倍．例如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７５，连

续整数共５个，５｜７５．
１７３０．求证：三个连续自然数的和一定是３的倍数．
证明　设中间一数为ａ，则其他两数分别为（ａ－１）、（ａ＋１），三 数 之 和

＝（ａ－１）＋ａ＋（ａ＋１）＝３ａ，故三个 连 续 自 然 数 之 和 一 定 是３的 倍 数．例 如

７６＋７７＋７８＝２３１，３｜２３１．
１７３１．求证：三个连续自然数的积为什么一定是６的倍数？

证明　设中间一数为ａ，则其他两数分别为（ａ－１）、（ａ＋１），三 数 之 积

＝（ａ－１）ａ（ａ＋１）＝ａ（ａ２－１），如果ａ是２的倍数，那么ａ（ａ２－１）也 是２的

倍数；如果ａ不是２的 倍 数，那 么ａ一 定 是 奇 数，奇 数 的 平 方 仍 是 奇 数，则

（ａ２－１）必是偶数，故知ａ（ａ２－１）一定是２的倍数．
如果ａ是３的倍数，那么ａ（ａ２－１）也 是３的 倍 数；如 果ａ 不 是３的 倍

数，只有两种可能：（１）ａ＝３ｋ＋１，（２）ａ＝３ｋ＋２，（ｋ为整数），由（１），得ａ２

－１＝（３ｋ＋１）２－１＝９ｋ２＋６ｋ＋１－１＝３（３ｋ２＋２ｋ），即ａ２－１是３的 倍 数，

ａ（ａ２－１）也是３的倍数；由（２），得ａ２－１＝（３ｋ＋２）２－１＝９ｋ２＋１２ｋ＋４－１
＝３（３ｋ２＋４ｋ＋１）即ａ２－１是３的倍数，ａ（ａ２－１）也是３的倍数．

一个数既是２的倍数，又是３的 倍 数，且２与３互 质，这 个 数 即 三 个 连

续数之积一定是６的倍数．例如７×８×９＝５０４，６｜５０４．
１７３２．求证：三个连续偶数的连乘积一定是４８的倍数．
证明　三个连续偶数各除 以２，其 商 为 三 个 连 续 整 数．由 上 题 知，三 个

连续整数的积是６的倍数，而 三 个 连 续 偶 数 之 积 等 于 这 三 个 偶 数 各 除 以２
以后所得的三个连续 整 数 之 积 的２３ 倍．故 三 个 连 续 偶 数 的 连 乘 积 一 定 是

６×２３＝４８的倍数．例如１８×２０×２２＝７９２０，４８｜７９２０．

３．奇偶数、质数、合数、互质数

１７３３．奇数与偶数的和或差是奇数还是偶数？

解　设 ｍ、ｎ都是整数，则奇数可表示为（２ｍ＋１），偶数可表示为２ｎ．两

数的和＝（２ｍ＋１）＋２ｎ＝２（ｍ＋ｎ）＋１，两数的差＝（２ｍ＋１）－２ｎ＝２（ｍ－ｎ）

＋１．因２（ｍ＋ｎ）与２（ｍ－ｎ）都是偶数，故２（ｍ＋ｎ）＋１与２（ｍ－ｎ）＋１都是

奇数．由此知奇数与偶数的和或差都是奇数．例如，８９＋４２＝１３１，８９－４２＝
４７，１３１与４７都是奇数．

１７３４．两个数的积是奇数，这两个数的和或差是奇数还是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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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两数中只要有一个是偶数，它 们 的 积 一 定 是 偶 数．今 积 是 奇 数，这

两数只可能都是奇数．两个奇数的和或差必是偶数．证明如下：设 ｍ、ｎ都

是整数，则（２ｍ＋１）、（２ｎ＋１）都 是 奇 数．因（２ｍ＋１）（２ｎ＋１）＝４ｍｎ＋２ｍ＋
２ｎ＋１＝２（２ｍｎ＋ｍ＋ｎ）＋１，而２（２ｍｎ＋ｍ＋ｎ）是偶数，故２（２ｍｎ＋ｍ＋ｎ）＋
１是奇数．即两个奇数的积 一 定 仍 是 奇 数．反 之，乘 积 为 奇 数 的 两 个 自 然 数

的因数一定都是奇数．又因 为（２ｍ＋１）＋（２ｎ＋１）＝２（ｍ＋ｎ＋１），而（２ｍ＋
１）－（２ｎ＋１）＝２（ｍ－ｎ），２（ｍ＋ｎ＋１）及２（ｍ－ｎ）都是偶数，所以两个奇数

的和或差必是偶数．例如２５３＝２３×１１，２３＋１１＝３４，２３－１１＝１２，３４与１２
都是偶数．

１７３５．数ａ能被数ｂ整除，且ａ、ｂ都是奇数，问所得的商ｑ是奇数还是

偶数？

解　由ａ÷ｂ＝ｑ，得ａ＝ｂｑ．奇数ｂ只能与奇数ｑ 相乘，积ａ才是奇数．故

商ｑ一定是奇数．
１７３６．数ａ能被数ｂ整除，且ａ是偶数，ｂ与所得的商ｑ 是奇数 还 是 偶

数？

解　由ａ÷ｂ＝ｑ，得ａ＝ｂｑ，积ａ是 偶 数，ｂ与ｑ 有 两 种 可 能：（１）都 是

偶数；（２）两数中有一个是偶数．故除数ｂ及所得的商ｑ 中至少有一个是偶

数．
１７３７．在整数除法中，ａ÷ｂ＝ｑ（余ｒ），如果ａ、ｂ、ｒ都是奇数，那么ｑ是

奇数还是偶数？

解　由ａ÷ｂ＝ｑ（余ｒ），得（ａ－ｒ）＝ｂｑ，因ａ、ｒ都是奇数，故（ａ－ｒ）是偶

数，即ｂｑ 是偶数，由于ｂ是奇数，因此ｑ一定是偶数．
１７３８．如下图，从０点起每隔３米种一棵树．如果把三块“爱护树木”的

小牌分别挂在三棵树上，那么不管怎样挂，至少有两棵挂牌的树之间的距离

是偶数（以米为单位）．为什么？

解　挂牌的 三 棵 树，有 四 种 可 能：（１）三 数 都 是 奇 数；（２）两 个 是 奇

数，一个是偶数；（３）三数都是偶数；（４）两个是偶数，一个是奇数．由奇数

－奇数＝偶数，偶数－偶数＝偶数，说 明 了 不 管 怎 样 挂，至 少 有 两 棵 挂 牌 的

树之间的距离是偶数．
１７３９．某班同学参加学校的 数 学 竞 赛，共５０道 试 题，评 分 标 准 是 答 对

一道得３分，不答得１分，答错倒扣１分，试 说 明 该 班 同 学 得 分 的 总 和 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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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偶数．
解１　设其中一位学生答对的有ａ题，不答的有ｂ题，答错的有ｃ题，则

ａ＋ｂ＋ｃ＝５０，因５０是偶数，故ａ、ｂ、ｃ三数只有两种可能：① 都是偶数；②
只有一个是偶数．按①，任何偶数乘３、１．（－１）都得偶数，故他的总分也是

偶数；按②，只有一个是偶数，其他两个是奇数，而３、１、（－１）也都是奇数，
两个奇数之积仍是奇数，两个奇数 之 积 的 和 是 偶 数，另 一 个 积 也 是 偶 数，故

他的总分也是偶数．任何一位学生的总分都是偶数，故全班同学得分的总和

一定是偶数．
解２　对每个学生来说，５０题都答对共可得１５０分，是个偶数．如答错

一题，就相差４分，不管答错几题，４的倍数都是偶数，１５０减去偶数仍是偶

数．同样，如不答一题就相差２分，不 管 不 答 几 题，总 是 差 一 个 偶 数．因 此 每

个学生的得分是偶数，偶数的和仍是偶数，因此全班同学的总分也是偶数；

１７４０．如图，在一个圆周上放了１枚黑色的和

１９９８枚白色的围棋子．一个同学进行这样的操作：
从黑子开始，按顺时针方 向 数 出２００枚 白 子，然 后

从这第２００枚 开 始，每 隔１枚，取 走１枚．当 他 取

到黑子时，圆周上还剩下多少枚白子？

解　１９９８枚 白 子 去 掉２００枚，还 剩１７９８枚．

１７９８是偶数，在第一圈操作中，共取走 １７９８
２ ＝８９９

（枚）白子，剩下 １７９８
２ ＋２００＝１０９９（枚）白子，其中最后取的是黑子前的一枚

白子．第二圈操作时，首先取的 是 黑 子 后 的 那 枚 白 子．由 于１０９９是 奇 数，共

取走 １０９９＋１
２ ＝５５０（枚）白子，剩下１０９９－５５０＝５４９（枚）白 子，最 后 取 的 仍

是黑 子 前 的 一 枚 白 子．同 理，第 三 圈 操 作 时，由 于 ５４９ 是 奇 数，取 走 了

５４９＋１
２ ＝２７５（枚）白子，剩下５４９－２７５＝２７４（枚）白 子，其 中 首 先 取 的 是 黑

子后的一枚白子，最后取的是黑子 前 的 一 枚 白 子．第 四 圈 操 作 时，首 先 取 的

仍是黑子后的白子．由于２７４是偶 数，最 后 取 的 是 黑 子 前 的 第 二 个 白 子，接

下去这位同学就可取到黑子．这时圆圈上剩下白子 ２７４
２ ＝１３７（枚）．

１７４１．哪三个质数的和等于２１？

解　除２以外，其他质数都是奇 数．２１也 是 奇 数，因 此，所 求 的 三 个 质

数必须都是奇数．在质数３、５、７、１１、１３、１７中，符合题目要求的三个质数

有两组答案：（１）３、５、１３；（２）３、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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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２．在括号里分别填入２０以内的质数，使下列算式都能成立．
（　　）
（　　）
（　　）
（　　

烍

烌

烎）

＋（　　）＝

（　　）
（　　）
（　　）
（　　

烅

烄

烆 ）
解　除２以外，所有质数都是奇 数，两 奇 数 之 和 必 是 偶 数，即 都 是２的

倍数（而且大于２），故第二加数的括号里只能填２．在２０以内两个连续奇数

都 是质数的有３与５，５与７，１１与１３，１７与１９四组，故第一加数的括号里

应分别填入３，５，１１，１７，等号右面的括号里应分别填入５，７，１３，１９．
１７４３．在括号里分别填质数，使下列等式都成立．

１９
２２烍
烌

烎２８
－（　　）＝

（　　）
（　　）
（　　

烅
烄

烆 ）
解　把１９，２２，２８三个数分别分为两个质数 之 和，再 找 出 它 们 中 相 同

的质数作为减数，１９＝２＋１７；２２＝３＋１９＝５＋１７＝１１＋１１；２８＝５＋２３＝
１１＋１７．相同的质数是１７，故１７是 三 个 算 式 中 的 减 数，等 号 右 边 的 括 号 里

应分别填２，５，１１．
１７４４．把２０以内的质数分别 填 入 下 图 的○里，每 一 质 数 限 用 一 次，使

前后连接的四个数之和都相等．

解　２０以内的质数有２、３、５、７、１１、１３、１７、１９共八个．要使前后连

接的四个数之和都相等，关键在于确定中间的六个数，要求上、中、下三行前

后两个数之和都相等．分析这八个质数，２是 唯 一 的 偶 数，不 可 能 填 入 中 间

六个圈里，而３与５，５与７，１１与１３，１７与１９都是连续奇数，７与１１，１３
与１７都相差４，故不应将３列入中间的六个数之内，而将５、７、１１、１３、１７、

１９大小搭配，得５＋１９＝７＋１７＝１１＋１３＝２４．因此，前后应分别填入２与３，
中间的上行、中行、下行应分别填入５与１９，７与１７，１１与１３．

１７４５．已知钝角三角形的一 个 角 是５４°，另 外 两 个 角 的 度 数 都 是 质 数，
且另一锐角的度数要最大，求这两个角的度数．

解　三角形的内角和是１８０°，其中一个角是５４°，则 其 他 两 个 角 度 数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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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１８０°－５４°＝１２６°．题中要 求 的 是 钝 角 三 角 形 中 另 外 两 个 角 的 度 数，且

另一锐角的度数要最大，即三角形的钝角要最小，故应把１２６分成九十几与

几两个质数的和，大于９０的最小质数是９７，且１２６－９７＝２９，也是质数，符

合题目要求，故这两个角的度数分别是９７°和２９°．
１７４６．写出１０以内的两个数，它们都不是质数但又是互质数．
解　１０以内的合数有４＝２２、６＝２×３、８＝２３、９＝３２、１０＝２×５，其中

互质的两个数有三组：（１）４与９；（２）８与９；（３）９与１０．
１７４７．写出小于２０的三个自然数，使它们的最大公约数是１，但两两均

不互质，是否只有一组解？

解　根据三数两两均不互质可知ａ、ｂ、ｃ三数都是合数．把这三个合数

分解质因数，因这三个 自 然 数 都 小 于２０，而 最 小 的 三 个 质 数 之 积２×３×５
已大于２０，故这三个数中的每一个数在分解质因数时至多只有两个不同的

质因数．设ａ＝２×３＝６，ｂ＝３×５＝１５，ｃ＝２×５＝１０，容易验证，６、１０、１５
是一组解．

因为题目未限定每个数的质因数不能有相同的，故还可设ａ＝２×２×３
＝１２或ａ＝２×３×３＝１８，故１２、１５、１０或１８、１５、１０也是题目的解．

１７４８．在１～１１００中同时与１１及５互质的数有几个？

解　５及１１都是质数，在１～１１００中，５的倍数有１１００÷５＝２２０（个），

１１的倍数有１１００÷１１＝１００（个），在１～１１００中既是５的倍数又是１１的倍

数，也就是５×１１＝５５的倍数有１１００÷５５＝２０（个）．除此以外，其 他 各 数 同

时与５及１１互质，这样的数共有

１１００－（２２０＋１００－２０）＝８００（个）．
１７４９．在１～１００中同时与６及８互质的数有几个？

解　因６与８都是合数６＝２×３，８＝２３，故同时与６及８互质的数，也

就是必须同 时 与２及３互 质 的 数．在１～１００中，２的 倍 数 有１００÷２＝５０
（个）；３的倍数有１００÷３＝３３（余１），即３３个；既是２的倍数又是３的倍数

有１００÷（２×３）＝１６（余４），即１６个．故 在１～１００中 同 时 与６及８互 质 的

数共有１００－（５０＋３３－１６）＝３３（个）．

１７５０．ａ
３

、ｂ
４

、ｃ
６

是三个最简真分数，如果在这三个分数的分子上各

加上ｃ，那么三个分数的和等于６，求这三个分数．

解　ａ＋ｃ
３ ＋ｂ＋ｃ

４ ＋ｃ＋ｃ
６ ＝４ａ＋４ｃ＋３ｂ＋３ｃ＋４ｃ

１２ ＝１１ｃ＋４ａ＋３ｂ
１２ ＝７２

１２
，

即１１ｃ＋４ａ＋３ｂ＝７２（ａ，ｂ，ｃ都是自然数）．

因为 ｃ
６

是最简真分数，即ｃ与６互质，所以，ｃ只可能是１或５，如果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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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那么４ａ＋３ｂ＝７２－１１＝６１，但ａ＜３，ｂ＜４，４ａ＋３ｂ≠６１；如 果ｃ＝５，那

么４ａ＋３ｂ＝７２－１１×５＝１７．又因为 ｂ
４

是最简真分数，即ｂ与４互质，所以

ｂ只可能是１或３，如果ｂ＝１，那么４ａ＝１７－３＝１４，但４｜１４；如果ｂ＝３，那

么４ａ＝１７－３×３＝８，ａ＝８÷４＝２．所以这三个分数是 ２
３

、３
４

、５
６．

４．分解质因数

１７５１．把１２７０５分解质因数．
解　把一个合数 Ｎ 分解质因数的方法是：利用数的整除 特 征，先 用 它

的最小的质因数ｐ１ 去除 Ｎ，得到一个商ｑ１；再用ｑ１ 的 最 小 的 质 因 数ｐ２ 去

除ｑ１，又得到一个商ｑ２，再用ｑ２ 的最小的质因数ｐ３ 去除ｑ２，…一直除到所

得的商ｑｎ 是质数为止．把各次的除数ｐ１，ｐ２，ｐ３，…，ｐｎ 和最后的商ｑｎ 连

乘起来，就是分解质因数的结果．

ｐ１……３１２７０５
ｐ２……５ ４２３５……ｑ１

ｐ３………７８４７……ｑ２

ｐ４……１１ １２１……ｑ３

１１……ｑ４

　　所以１２７０５＝３×５×７×１１２．
１７５２．把２１６００分解质因数．
解　

２ ２１６００
２ １０８００
２ ５４００
２ ２７００
２ １３５０
３ ６７５
３ ２２５
３ ７５
５ ２５
　 ５

　　所以２１６００＝２５×３３×５２．
如果容易看出要分解的数是某些 数 的 乘 积，那 么 可 以 先 把 它 写 成 某 些

数的乘积的形式，再把乘积中的数分别进行分解，直到所有的因数都是质数

为止，最后把所得的全部质因数连乘起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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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００＝２１６×１００
＝（９×２４）×（２５×４）

＝［３２×（３×２３）］×（５２×２２）
＝２５×３３×５２．

用竖式表示为

　　　２１６００

　２１６　×　 　１００

９× ２４ ×２５×４
↓　　↓　　↓　↓
３２×（３×２３）×５２×２２＝２５×３３×５２．

１７５３．３０以内最大的四个质数的和是多少？这个和的质因数是哪几个？

解　３０以内最大的四个质数是２９、２３、１９、１７，它 们 的 和 是２９＋２３＋
１９＋１７＝８８，８８＝２３×１１，故这个和的质因数有三个２及一个１１．

１７５４．三个数的最小公倍数是１４０．问最大的这三个数是多少？

解　（１）分解质因数法　１４０＝２２×５×７．最小公倍数是１４０的三个数

中，最大一个是２２×５×７＝１４０，其次是２×５×７＝７０，因２２＜５，故第三个是

５×７＝３５．最大的这三个数是１４０、７０及３５；
（２）找约数法　１４０是 这 三 个 数 的 最 小 公 倍 数，也 就 是 这 三 个 数 都 是

１４０的约数．在１４０的约数中，最大 的 三 个 是１４０、７０、３５，所 以 最 小 公 倍 数

是１４０的最大的三个数是１４０、７０及３５．
１７５５．三个两两互质的自然数的连乘积是１９６０，求这三个自然数．如果

乘积仍是１９６０，而自然数增加到四个，是否有解？为什 么？乘 积１９６０至 少

扩大多少倍才能有解？

解　把１９６０分解质因数得２３×５×７２．题目要求三个数必须两两互质，
即任何两个数都不含有公共的质因 数，故 这 三 个 数 是２３、５及７２，即８、５及

４９．
因１９６０只含有２、５、７三个不同的质因数，故两两互质的自然数只有三

个．１９６０至少要扩大３倍，才能得到符合要求的四个自然数３、５、８及４９．
１７５６．三个两两互质的自然数的 连 乘 积 是４２００，问 这 样 的 三 个 数 有 哪

几组？

解　把４２００分解质因数得２３×３×５２×７．题目要求三个数必须两两互

质，但４２００的质因数的集合有四个元素，因此，我们要把２３、３、５２、７，进行

组合，这样，答案共有六组：

（１）
２３×７＝５６，

３，

５２＝２５
烅
烄

烆 ；
　　　　　　　　（２）

２３＝８，

３×７＝２１，

５２＝２５
烅
烄

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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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３＝８，

３，

５２×７＝１７５
烅
烄

烆 ；
（４）

２３×３＝２４，

５２＝２５，

７
烅
烄

烆 ；

（５）
２３＝８，

５２×３＝７５，

７
烅
烄

烆 ；
（６）

２３×５２＝２００，

３，烅
烄

烆７．
１７５７．在３０与４０之间找出两 个 自 然 数 使 它 们 的 乘 积 与２１×６０的 积

相等．
解　把２１×６０分解质因数 得（３×７）×（２２×３×５），再 把２，２，３，３，

５，７六个质数重新 搭 配 成 两 组，使 每 组 的 乘 积 都 在３０与４０之 间．由 此 得

５×７＝３５，２２×３２＝３６，故这两个自然数是３５与３６．
１７５８．用一个两位数去除３１０，余数是３７，求这样的两位数．
解　（３１０－３７）能被这个两位数整除，而３１０－３７＝２７３＝３×７×１３．题

中的余数是３７，故除数必须是 大 于３７的 两 位 数，由 此 可 得 大 于３７的 两 位

数（除数）有两个：
（１）３×１３＝３９；（２）７×１３＝９１．

１７５９．把５２、５７、６５、６８、６９、９５、１１９、１６１八 个 数 分 成 两 组，每 组 四

个数．使它们的连乘积相等．问该怎样分？

解　把这八个数分别分 解 质 因 数，得５２＝２２×１３，５７＝３×１９，６５＝５
×１３，６８＝２２×１７，６９＝３×２３，９５＝５×１９，１１９＝７×１７，１６１＝７×２３．通

过分析，这八个数共含有２２、３、５、７、１３、１７、１９、２３各 两 个，在 分 组 时 只

要注意把相同的质因数及２２ 分在两个组里就可以了．因此，所分两个组为

　　　　　（１）　　　　　　　　　　　 （２）

　　　２２×１３＝５２，　　　　　　　　５×１３＝６５，

　　　５×１９＝９５， ３×１９＝５７，

　　　７×１７＝１１９， ２２×１７＝６８，

　　　３×２３＝６９， ７×２３＝１６１．
即　５２×９５×１１９×６９＝６５×５７×６８×１６１．
１７６０．将下列八个数平均分成两组，使这两组数的乘积相等．问可以怎

样分？

１４、３０、３３、３５、３９、７５、１４３、１６９．
解　将这八个数分别分解质因数，得

　　　１４＝２×７，　　　　　　　　　３０＝２×３×５，

　　　３３＝３×１１， ３５＝５×７，

　　　３９＝３×１３， ７５＝３×５２，

　　　１４３＝１１×１３， １６９＝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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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上面八个数所含有的质因数：２、７、１１各有２个，３、５、１３各有４
个．先考虑１６９，如果把它列 入 Ａ１ 组，那 么３９和１４３必 须 列 入 Ｂ１ 组，这 样

Ａ１ 组中还需列入３３；同理先考虑７５把它列入 Ａ２ 组，那么３０和３５必须列

入Ｂ２ 组，剩下的１４，列入Ａ２ 组，即

　　　
Ａ１—１６９，３３，

Ｂ１—３９，１４３｛ ；　
Ａ２—７５，１４，

Ｂ２—３０，｛ ３５．
Ａ１ 组与Ｂ１ 组 的 积 相 等，Ａ２ 组 与 Ｂ２ 组 的 积 也 相 等，将 Ａ１ 与 Ａ２、Ｂ１

与Ｂ２ 或Ａ１ 与Ｂ２、Ｂ１ 与Ａ２ 合成一大组，于是本题共有两组答案

（１） １６９、３３、７５、１４，

３９、１４３、３０、３５｛ ；　　　　（２） １６９、３３、３０、３５，

３９、１４３、７５、｛ １４．
即　１６９×３３×７５×１４＝３９×１４３×３０×３５；
或　１６９×３３×３０×３５＝３９×１４３×７５×１４．
１７６１．有甲、乙两数，它们既不是倍数关系，又不是互质数．两数的最小

公倍数是１５０，如果甲数是２５，那么乙数是几？

解　把１５０与２５分别分解质因数得：１５０＝２×３×５２，２５＝５２，根据题

目要求，可知所求乙数的质因 数 中 必 须 含 有 一 个５，但 不 能 含 有５２，而 且 还

必须含有２和３，故乙数是２×３×５，即３０．
１７６２．把任何一个两位数连续写三遍，就成为一个六位数，这个六位数

一定能被３、７、１３、３７整除，为什么？

解　两位数连续写三遍所成的六位数，应等于这个两位数的１０１０１倍，
把１０１０１分解质因数得３×７×１３×３７，因１０１０１能被３、７、１３、３７整除，故

这个六位数也一定能被３、７、１３、３７整除．
１７６３．学生１４３０人参加团体 操，分 成 人 数 相 等 的 若 干 队，每 队 人 数 要

在１００到２００之间．问有哪几种分法？

解　把１４３０分解质因数 得２×５×１１×１３．根 据 题 目 要 求，应 在２、５、

１１及１３中选用若干个数，使它们的乘积在１００到２００之间．于是 得 三 种 答

案：（１）２×５×１１＝１１０；（２）２×５×１３＝１３０；（３）１１×１３＝１４３．故每队人

数为１１０，１３０或１４３．
这题也可在写出１４３０所有约数的基础上找出符合题目要求的三个答案．
１７６４．三个连续自然数，它们的积是和的１２０倍．问这三个数各是多少？

解　三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中间一个数的３倍，因此，这三个数的乘积

是中间一个数的１２０×３＝３６０（倍）．又三数中有一个是中间的数，故其他两

数的积是３６０．且这两数之差 是２．３６０＝２３×３２×５，因２×５比３２ 大１，故

（２×５）×２比３２×２大２，符合题目要求．这三个数是１８、１９、２０．

１７６５．三个质数的倒数之和为 １６６１
１９８６

，这三个质数之和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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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三个质数必两两互质，又三个质数的倒数之和为 １６６１
１９８６

，则１９８６必

为所求三质数之积．将１９８６分解质因数，得

１９８６＝２×３×３３１．

而 １
２＋１

３＋ １
３３１＝３×３３１＋２×３３１＋２×３

１９８６ ＝１６６１
１９８６

，

所以，此三质数之和为

２＋３＋３３１＝３３６．
１７６６．２３０４可写成两个自然数 的 积，这 两 个 自 然 数 的 和 最 小 是 几？最

大是几？

解　经将２３０４分解质因数，得２３０４＝２８×３２．可见２３０４是个完全平方

数，即２３０４＝２８×３２＝（２４×３）×（２４×３）＝４８×４８．４８是自然数，当将２３０４
写成４８与４８这两个自然数的积时，这两个自然数的和为最小，是９６．

如将２３０４写成自然数１与２３０４的积，那么这两个自然数的和为最大，
是２３０５．

１７６７．在射箭运动中，每射一 箭 得 到 环 数 或 是“０”（脱 靶），或 者 是 不 超

过１０的自然数．甲、乙两名运动员各射了５箭，每人５箭得到的环数之积都

是１７６４，但甲的总环数比乙少４环．甲、乙的总环数各是多少？

解　因为两人五个环数的积为１７６４，既不等于０且末尾也没有０，所以

两人的环数里没有“０”和“１０”．
因为每箭射中的环数都是１７６４的因子，而

１７６４＝１×２×２×３×３×７×７，且环数是不超过１０的自然数，所以必有

两箭是７环，其余３箭的环数是１×２×２×３×３的因子．
如果最小的因子是１，那么另两个因子是４、９或６、６；
如果最小的因子是２，那么另两个因子是２、９或３、６；
如果最小的因子是３，那么另两个因子是３、４．
因此，两人５箭的环数有５种可能：

　　　７、７、１、４、９，　和＝２８；

　　　７、７、１、６、６，　和＝２７；

　　　７、７、２、２、９，　和＝２７；

　　　７、７、２、３、６，　和＝２５；

　　　７、７、３、３、４，　和＝２４．
因为甲、乙的总环数相差４，且甲的总环数少，所以甲的总环数是２４，乙

的总环数是２８．

５．整除特征的应用

１７６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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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圈中包含｛２，４，６，…，１００｝；

Ｂ 圈中包含｛３，６，９，…，９９｝；

Ｃ 圈中包含｛５，１０，１５，…，１００｝；

Ｄ 圈中包含｛１，２，３，４，…，１００｝．
试回答：（１）４２、６０、６５、７５、７０、３７分别在图中

哪一部分？（２）图中的⑦中应填哪几个数？

解　（１）４２能被２及３整 除，应 在⑥的 位 置，６０
能被２、３及５整除，应 在⑦的 位 置，６５能 被５整 除，
应在③的位置，７５能被３与５整除应在⑤的 位 置，７０能 被２及５整 除，应

在④的位置，３７不能被２、３或５整除，应在⑧的位置；
（２）⑦中应填２×３×５×ｎ（ｎ为自然数），且乘积在１００以内，即１００以

内同时能被２、３、５整除的数，有３０、６０和９０．
１７６９．在０、２、５、７、９五个数字中选出四个不重复的数字组成一个能

被３整除的四位数．最大和最小的四位数各是多少？

解　这五个数字之和０＋２＋５＋７＋９＝２３，２３比３的７倍 大２，因 此，
能被３整除的 最 大 的 四 位 数 在 选 数 字 时 应 舍 去 ２，由 此 组 成 的 四 位 数 是

９７５０；能被３整除的最小的四位数在选数字时应舍去５，由此组成的四位数

是２０７９．
１７７０．由０、４、５三个数字所组成的 三 位 数 中，能 被２、３、５整 除 的 数

分别有哪几个？能被９０整除的数有哪几个？

解　能被２、５整除的数，它的末一位数必须能被２或５整除，故能被２
整除的数有４５０、５４０及５０４；能被５整除的数有４５０、５４０及４０５．能被３整

除的数它的各数位上的数字之和必须能被３整除，因０＋４＋５＝９，９能被３
整除，故能被３整除的数有４０５、４５０、５０４及５４０．又能被９０整除的数它的

末一位数必须是０，且各数 位 上 的 数 字 之 和 为９的 倍 数，故 能 被９０整 除 的

数有４５０及５４０．
１７７１．四位数１ＡＡ３能被９整除，求Ａ．
解　按能被９整除的数的特征，９｜（１＋Ａ＋Ａ＋３），即９｜（２Ａ＋４）．由于

Ａ 是小于１０的整数，符合能被９整除的（２Ａ＋４）只能是９或１８，当（２Ａ＋４）
是９时，Ａ 不可能得整数；当（２Ａ＋４）是１８时，Ａ＝（１８－４）÷２＝７．故Ａ 只

能是７，这个四位数是１７７３．
１７７２．写出能同时被３和５整除的三位数中最大的奇数．
解　能被５整除的奇数末 位 上 的 数 字 必 须 是５，要 使 这 个 数 是 最 大 的

三位数，则百位上的数字必须是９，它能被３整除，故十位上的数字必须是７
（因３｜７５），这个最大的三位数是９７５．

１７７３．有一个三位数，个位数字是百位数字的三倍，这个数除以５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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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１１余３，求此数．
解　根据个位数 字 是 百 位 数 字 的 三 倍，此 数 只 有 三 种 可 能，即１□３，

２□６，３□９．根据此数除以５余４，则 这 三 个 数 中 符 合 要 求 的 只 有３□９．又

根据此数除以１１余３，则３□６能被１１整除，因奇位数字３＋６应等于偶位

数字，故十位数字为９，即３９６能被１１整除，因此，所求的数是３９９．
１７７４．某三位数的８倍与它的５倍 之 和 除 以１０而 余１．问 某 数 的 末 位

数字是几？某数至少是几？

解　某数的８倍与５倍之和等于某数的１３倍．某数的１３倍除以１０所

得的余数应等于某数与１３的乘积的 个 位 上 的 数，因 为 只 有３与７相 乘，积

的个位上的数才可能得１，故某数 的 末 位 数 字 是７；末 位 数 字 是７的 最 小 的

三位数是１０７．
１７７５．有三位数，每个数位上的数字都是不同的质数，而且它能被２与

３整除．这样的三位数有哪几个？

解　可作为每个数位上的数字 必 须 是１０以 内 的 质 数 有２、３、５、７四

个．这个三位数能被２整除，它 的 末 位 数 字 只 能 是２．根 据 能 被３整 除 的 数

的特征，２加上３、５、７中的两个 数 之 和 必 须 是３的 倍 数，于 是 得２＋３＋７
＝１２，故这样的三位数有３７２及７３２．

１７７６．一个五位数，左边三位数字之和是１９，这个五位数能被９及５整

除，但不能被２整除．写出这个五位 数 的 右 边 两 个 数 字．如 果 把 这 个 五 位 数

的个位数字撇掉，所得的四位数除以９，余数是几？

解　此数能被５整除但不能被２整除，故此数的个位数字只能是５．能

被９整除的数的各位数字之和必须是９的倍数，而１９＋５＝２４，略大于２４的

９的倍数是２７，２７－２４＝３．故这个五位数的右边两个数字是３５．
五位数撇掉个位数字后，所得四位 数 的 数 字 之 和 为２７－５＝２２．２２÷９

＝２（余４），故这个四位 数 除 以９，余 数 是４．（简 便 方 法：９减 末 位 数 字５得

４，４就是余数．因五位数字之和为９的３倍，撇 去 末 位 数 字５后，四 位 数 字

之和为９的２倍余４．）

１７７７．在６□３□的 方 框 中 填 上 适 当 的 数 字，使 这 个 四 位 数 能 被３９６整

除．
解　３９６＝４×９×１１，４、９、１１两两互质．先考虑这个数能被４整除，因

十位上的数字是３，个位数 字 只 能 填２或６．再 考 虑９与１１，能 同 时 被９与

１１整除，这个四位数的方框中所填两数之和为６＋３即９．如果个位数字是２，
那么百位数字是７；如果个位数字是６，那么百位数字是３，故百位上的方框中

应填７或３，个位上的方框中应填２或６．即这个四位数是６７３２或６３３６．
１７７８．有一元、一角和一分的 三 种 纸 币 共１８张，其 中 一 元 币 和 一 分 币

的张数之和等于一角币的 张 数．把 三 种 纸 币 全 部 换 成 一 分 币，平 均 分 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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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刚巧分完．问三种纸币共值多少？

解　根据题意，一角币有１８÷２＝９（张），则一元币和一分币共有９张，
三种纸币共值□９□分．把它 分 给１２人，刚 巧 分 完，而１２＝３×４，３与４互

质，即这个三位数既要能被３整除，又要能被４整除，因此，要这个三位数的

末两位数能被４整除，则个位数字必为２或６，考虑到一分和一元纸币共有９
张，故知此数应为７９２或３９６．即三种纸币共值７元９角２分或３元９角６分．

１７７９．有十元、一元及一角 的 纸 币 共１７张，每 种 都 不 满１０张，兑 成 一

角纸币后等分给１１人余２角，问一元纸币有多少张？

解　取出２张一角币后，余下 的１５张 纸 币 刚 巧 能 等 分 给１１人 而 无 多

余，即这时兑成的角币数（三位数）能被１１整除．根据能被１１整除的数的特

征，这个三位数的 百 位 上 数 与 个 位 上 数 之 和 与 十 位 上 数 的 差 必 须 是 ０或

１１．而此三位数的３个数字之 和 是１５，它 的 百 位 上 数 与 个 位 上 数 之 和 不 可

能与十位上数相等，所以两者的差必是１１．由此，可用和差问题求得十位上

的数是：（１５－１１）÷２＝２．即一元纸币有２张．
１７８０．一个一千位数，所有数字都是１，这个数被７除，余数是几？

解　因为７×１１×１３＝１００１，而１１１×１００１＝１１１１１１，即 数 字 相 同 的 一

个六位数能被７整除，由此并推出所 有 数 字 相 同 的 数 位 是 六 的 整 数 倍 的 多

位数也能被７整除．又１０００÷６＝１６６（余４），而四位数１１１１除以７余 数 是

５，故所有数字都是１的一千位数除以７余数是５．
１７８１．某数加３后能被５整除，减３后能被６整除．这个数最小是多少？

解　某数减３后能被６整除，这个数加３与这个数减３相差６，所以仍

能被６整除．５与６的最小公倍数是３０，故这个数最小是３０－３＝２７．
１７８２．五位数６□７□０是７２的 倍 数，且 方 框 中 两 数 字 之 和 小 于１０，若

以１７７除这个五位数，商是多少？

解　这个五位数是７２的 倍 数，而７２＝８×９，８与９互 质，根 据 题 目 要

求，方框中所填两个数字 之 和 应 为９×２－（６＋７）＝５．在 不 大 于５的 各 数

中，十位上的方框中只能填２，这样，所得７２０才能被８整除，又５－２＝３，故

这个五位数是６３７２０．６３７２０÷１７７＝３６０．因此商是３６０．
１７８３．把由１开始的自然 数 依 次 写 下 去，直 写 到６８６９位 为 止，组 成 一

个多位数．这个多位数除以３的余数是几？

解　由１开始的自然数列中，一位数有９个，在这６８６９位的多位数中

占去９个数位；同理二位数有９０个，占去２×９０个数位；三位数有９００个，
占去了３×９００个数位．

（６８６９－９－２×９０－３×９００）÷４＝９９５表明这个６８６９位 的 多 位 数 中 四

位的自然数有９９５个．
９＋９０＋９００＋９９５＝１９９４表 示 这 个６８６９位 的 多 位 数 是 由 从 １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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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个连续自然数依次排列而成．
这个由１９９４个连续自然数组成的６８６９位数从１起每三个连续自然数

组成的多位数必能被３整除１９９４÷３＝６６４……２．在６６４次整除后这个多位

数中最后两个四位数 组 成 的 数 是１９９３１９９４，而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３＝６６４３９９８，所

以这个６８６９位数除以３的余数为０．

１７８４．学习委员统计班里读英文版世界名著的情况．全班学生中有 １
２

读了１本，１
５

读了２本，１
８

读了３本，１
１０

读了４本．这个班学生不 超 过

５０人，全班学生中一本也没有读的有多少人？

分析　要求一本也没有读的人数，需要先求出全班的人数．但题中条件

只说不超过５０人．根据已知各种读 书 的 人 占 全 班 的 分 数，又 已 知 各 种 读 书

的人数应是整数，即这些分母一定都能整除全班的人数．只要看它们的最小

公倍数，是否接近５０．接近５０的数就是全班人数．
解　（１）求２，５，８，１０的最小公倍数．

２ ２　５　８　１０
５ １　５　４　１５

１　４　 １

　　所以最小公倍数为

２×５×４＝４０．
（２）全班的人数为

４０× １－１
２－１

５－１
８－１（ ）１０ ＝４０×３

４０＝３（人）．

所以一本也没有读的有３人．
１７８５．一箱玻璃弹子若干颗（不超过１０００颗）．如果按２颗１次，或３颗

１次，或４颗１次，或５颗１次，或６颗１次 取 出 时，最 后 箱 子 里 总 还 剩 下１
颗；如果按７颗１次取出时，箱子 里 就 一 颗 也 不 剩．箱 里 原 来 最 多 有 玻 璃 弹

子多少颗？

解　按７颗一次取出，箱子里就一颗也不剩，可见玻璃弹子数一定是７
的倍数．

２，３，４，５，６的最小公倍数为６０．所以在１０００以内，符合２颗１次，或

３颗１次，或４颗１次，或５颗１次，或６颗１次取出时，最后箱子里总还剩

下１颗的是：

６１，１２１，１８１，２４１，３０１，３６１，４２１，４８１，５４１，６０１，６６１，７２１，７８１，

８４１，９０１，９６１．
其中能被７整除的是３０１，７２１．
所以箱里原来最多有玻璃弹子７２１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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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８６．如图，在一个圆圈上有几十个孔（不到１００个） 小明像玩跳棋那

样，从Ａ 孔出发沿 着 逆 时 针 方 向，每 隔 几 孔 跳 一 步，希 望 一 圈 后 能 跳 回 Ａ
孔他先每隔２孔跳一步，结果只能跳到Ｂ 孔 他又每隔４孔跳一步，也只

能跳到Ｂ 孔 最后他每隔６孔跳一步，正好跳回到Ａ 孔 试问这个圆圈上

共有多少个孔？

解　以Ａ 孔作为第１孔每隔２孔跳一步，按逆

时针方向计数Ｂ 孔是３的倍数加１，也就是总 孔 数

是３的倍数加１
同理，每隔４孔跳 一 步 最 后 跳 到 Ｂ 孔，总 孔 数

也是５的倍数加１ 而每隔６孔跳一步最后正好跳

回到Ａ 孔，说明总孔数是７的倍数
如果将孔数减１，那 么 差 是３的 倍 数 也 是５的

倍数，因而是１５的倍数 这个１５的倍数加上１就是孔数，且能被７整 除
１００以内１５的倍数加１后能被７整除的应是９１ 所以，这个圆圈上共有９１
个孔

１７８７．在方框里填上一个相同的自然数，使等式成立：

１
１＋ 　

＋ １
３＋ 　

＋ １
５＋ 　

＝１３
２４

解　三个分数的公分母为２４，则通分后的分子必为２４的约数，又和的

分子为１３，则这些约数必小于１３，且这些分子之和等于１３
２４小于１３的约数有１、２、３、４、６、８、１２
其中　１＋４＋８＝１３，

２＋３＋８＝１３，

３＋４＋６＝１３

经测试 ３
２４＋ ４

２４＋ ６
２４＝１３

２４

即 １
８＋１

６＋１
４＝１３

２４

１
１＋３

＋ １
３＋３

＋ １
５＋３

＝１３
２４

符合要求

所以，方框中填３，等式成立
１７８８．在一个圆周上放了１枚 黑 色 的 和１９９８

枚白色的围棋子 一 个 同 学 进 行 这 样 的 操 作：从

黑子开 始，按 顺 时 针 方 向，每 隔 两 枚，取 走 一 枚
当他取到黑子时，圆周上还剩下多少枚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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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１９９８÷３＝６６６，由于１９９８能 被３整 除 因 此 第 一 圈 操 作 时，取 走

６６６枚白子，剩下６６６×２＝１３３２（枚）白子 由于第一圈操作时，最后取的是

黑子前的那枚白子，所以第二圈操作时，首先取的黑子后的第二枚白子 以

此枚白子为起点每隔两枚取一枚 在此枚白子后尚有１３３２－２＝１３３０（枚）
白子，１３３０÷３＝４４３……１，故 第 二 圈 操 作 时，共 取 走４４３＋１＝４４４（枚）白

子，剩下１３３２－４４４＝８８８（枚）白子，其中最后取的白子是黑子前的第二枚
这样，第三圈操作时，首先取的白子 是 黑 子 前 的 第 一 枚 去 掉 这 一 枚 后，尚

有８８８－１＝８８７枚白子，８８７÷３＝２９５……２，这余数２表明白子中最后取的

是黑子前的第三枚，隔两枚，接下去取的便是黑子了 在这一圈中取走白子

２９５＋１＝２９６（枚），剩下白子８８８－２９６＝５９２（枚）

　　６．其他有关整除的规律

１７８９．求证：任何奇数 的２倍，不 可 能 等 于 个 数 是 偶 数 的 连 续 奇 数 的

和
证明　由第１７２８题知，两连续 奇 数 的 和 一 定 能 被４整 除，故 这 个 数 是

偶数的连续奇数的和也一定能被４整 除 而 任 何 奇 数 都 不 能 被２整 除，故

奇数的２倍，只能被２整除，但不能被４整除 于是可得任何奇数的２倍不

可能等于个数是偶数的连续奇数的和 例如：２３＋２５＋２７＋２９＝１０４，而５１
×２＝１０２，５３×２＝１０６，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６

１７９０．求证：一切质数除２和３以外，都等于６的倍数加１或减１后所

得的数
证明　任何整数除以６余数有０、１、２、３、４、５等六种情况 如果余数是

０，那么这个数是６的倍数而不是 质 数；如 果 余 数 是２或４，那 么 这 个 数 是２
的倍数，除２以外不可能是质数；如果余数是３，那么这个数是３的倍数，除

３以外也不可能是质数 所以一切质数除２和３以外，只可能是６的倍数加

１或减１后所得的数 例如：质数９７＝１６×６＋１；１３１＝２２×６－１
１７９１．求证：凡除以３５而余１７的数，它的十倍除以１４一定余２
证明　根据题意，此数是３５的 倍 数 加１７，此 数 的 十 倍 应 是３５的 倍 数

×１０＋１７×１０ 其中３５的倍数×１０等于３５０的倍数，而１４｜３５０，故３５的倍

数×１０是１４的倍数，而１７×１０÷１４＝１２余２ 根据和的整除 性 定 理 可 知，
凡除以３５而余１７的数，它的十倍除以１４一定余２ 例 如：因８５７÷３５＝２４
（余１７），故８５７０÷１４＝６１２（余２）

１７９２．求证：某数除以７所得 的 余 数 等 于 从 这 个 数 的 末 位 起 顺 次 乘 以

１、３、２、－１、－３、－２之积的和除以７所得的余数
证明 　 设 此 数 为 １０００００ａ＋１００００ｂ＋１０００ｃ＋１００ｄ＋１０ｅ＋ｆ 因



算

术

辞

典

　　　　　　

　　　 ７５４　　

１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３、１００１、９８、７都能被７整除，故 上 式 可 改 变 为（１００００２－２）ａ＋
（１０００３－３）ｂ＋（１００１－１）ｃ＋（９８＋２）ｄ＋（７＋３）ｅ＋ｆ，展开、移项，归并后得

（１００００２ａ＋１０００３ｂ＋１００１ｃ＋９８ｄ＋７ｅ）＋（－２ａ－３ｂ－ｃ＋２ｄ＋３ｅ＋ｆ） 其中

前半部分能被７整除，因此（－２ａ－３ｂ－ｃ＋２ｄ＋３ｅ＋ｆ）除 以７所 得 的 余 数

也就是此数除以７所得的余数 即从此数的末位起，顺次乘以１、３、２、－１、

－３、－２之 积 的 和 除 以７所 得 的 余 数 就 是 此 数 除 以７所 得 的 余 数 例 如

１８７６４÷７，按上法列表如下：

某　　数 １ ８ ７ ６ ４

乘　　数 －３ －１ ２ ３ １

乘　　积 －３ －８ １４ １８ ４

因为（－３－８＋１４＋１８＋４）÷７＝３（余４），所 以１８７６４除 以７的 余 数

是４
如果某数超过了六位数，那么右起第七位数应乘以１，第八位数应乘以

３，第 九 位 数 应 乘 以 ２…… 即 仍 可 根 据 上 表 计 算，因 １００００００ｆ＝（９９９９９９
＋１）ｆ，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ｅ＝（９９９９９９７＋３）ｅ，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ｄ＝（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２）ｄ…，

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７、９９９９９９９８都能被７整除，以下证法同上，略
１７９３．求证：一个多位数从个 位 开 始，每 两 个 数 位 分 成 一 组，把 各 组 的

数连加，如果所得的和能被９９整除，那么这个多位数也能被９９整除
证明　设 此 数 的 数 字 排 列 自 左 到 右 为 ａｂｃｄｅｆｇ，则 此 数 为 （９９９９９９

＋１）ａ＋（９９９９＋１）×（１０ｂ＋ｃ）＋（９９＋１）×（１０ｄ＋ｅ）＋（１０ｆ＋ｇ）＝
［９９９９９９ａ＋９９９９（１０ｂ＋ｃ）＋９９（１０ｄ＋ｅ）］＋［ａ＋（１０ｂ＋ｃ）＋（１０ｄ＋ｅ）

＋（１０ｆ＋ｇ）］因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 能 被 ９９ 整 除，故 ［９９９９９９ａ＋９９９９（１０ｂ
＋ｃ）＋９９（１０ｄ＋ｅ）］也能被９９整除 如果［ａ＋（１０ｂ＋ｃ）＋（１０ｄ＋ｅ）＋（１０ｆ
＋ｇ）］能被９９整除，那么这 个 多 位 数 也 能 被９９整 除 例 如：判 断３１８５３２５
及７３８９６４能否被９９整除？按上法得３＋１８＋５３＋２５＝９９，７３＋８９＋６４＝２２６，
因９９｜９９，９９　｜２２６，故３１８５３２５能被９９整除，但７３８９６４不能被９９整除

１７９４．求证：把一个多位数的数字顺序倒置后组成一个新的多位数，如

果原数能（或不能）被１１整除，那么新数也能（或不能）被１１整除
证明　一个数能否被１１整除，只要看这个数的奇数位上数字之和与偶

数位上数字之和是否相差１１的倍 数 任 何 一 个 多 位 数，数 字 顺 序 倒 置 后，
其奇数位上数字之和与偶数位上数 字 之 和 的 差 不 变，即 原 数 与 新 数 能 否 被

１１整除的特征不变 例如３６８７２与２７８６３两数的奇数位上数字之和均为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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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１３，偶数位上数字 之 和 均 为６＋７＝１３，故 原 数 与 数 字 顺 序 倒 置 后

得到的新数都能被１１整除 又例如１７２９３８与８３９２７１，前 者 奇（偶）数 位 上

的数字就是后者偶（奇）数位上的数字 因７＋９＋８＝２４，１＋２＋３＝６，２４－
６＝１８，１１

　｜１８，故原数与数字顺序倒置后得到的新数都不能被１１整除
１７９５．怎样判断一个多位数能否被个位是１的两位数整除？

解　（１）方法

除数 方　　　　法 判　　断

２１（７） 　逐次消去末位数字，从前一位起减去末位数

字的２倍

３１
　逐次消去末位数字，从前一位起减去末位数

字的３倍

４１
　逐次消去末位数字，从前一位起减去末位数

字的４倍

５１（１７） 　逐次消去末位数字，从前一位起减去末位数

字的５倍




　
　

　 剩 下 的 数 能 被 除

数整除的，这 个 数 也

能被除数整除

（２）实例　５９９４能否被５１或１７整除？

　５９１９４＼
　－２０　　（４×５）　　　　
　５８９９＼
－ ４５ 　　（９×５）　　　　
　５４４＼
－２０　　　（４×５）　　　　
　３４

（１）∵　１７｜３４，

∴　１７｜５９１９４；
（２）∵　５１　｜３４

（或５１　｜５４４），

∴　５１　｜５９１９４

（３）理由　从５９１９４到５８９９，实际上是先减去４，使末位为０，再减去４
的５０倍，使原数减去４的５１倍（即２０４） 从５８９９到５４４及从５４４到３４，实

际上先后减去了９０的５１倍（即４５９０）及４００的５１倍（即２０４００）结 果 实 剩

３４０００ 因为２０４、４５９０、２０４００都能被５１（或１７）整除，而３４０００只能被１７整

除，但不能被５１整除，故５４４００、５８９９０及５９１９４也能被１７整除但不能被５１
整除

１７９６．怎样判断一个多位数能否被个位是９的两位数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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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１）方法

除数 方　　　　法 判　　断

１９
　逐次消去末位数字，在前一位起加上末位数

字的２倍

２９
　逐次消去末位数字，在前一位起加上末位数

字的３倍

３９（１３） 　逐次消去末位数字，在前一位起加上末位数

字的４倍

４９（７） 　逐次消去末位数字，在前一位起加上末位数

字的５倍

５９
　逐次消去末位数字，在前一位起加上末位数

字的６倍




　
　

　 剩 下 的 数 能 被 除

数整除的，这 个 数 也

能被除数整除

（２）实例　１７６６７能否被３９或１３整除？

　１７６６７＼
＋　２８　　（７×４）　　　　
　１７９４＼
＋ １６　 　（４×４）　　　　
　１９５＼
＋２０　　　（５×４）　　　　
　３９

∵　１３｜３９，

∴　１３｜１７６６７
∵　３９｜３９，

∴　３９｜１７６６７

（３）理由　从１７６６７到１７９４，实际上原数先减去７，使末位数字为０，再

加上７的４０倍，总共加了７的４０－７，即７的３９倍（即２７３）；从１７９４到１９５
及从１９５到３９，实际上分别加上了４０的３９倍（即１５６０）及５００的３９倍（即

１９５００），最后 和 得３９实 际 是３９０００ 也 就 是１７６６７＋２７３＋１５６０＋１９５００＝
３９０００ 因为２７３、１５６０、１９５００都能被３９整除，而３９０００又能被３９整除，故

１７６６７也能被３９整除 又因１３｜３９，故１７６６７也能被１３整除
１７９７．怎样判断一个多位数能否被７、１１、１３整除
解　（１）方法　看这个多位数末三位数字所组成的数与末三位左面各

位数字所组成的数之差能否被７、１１或１３整 除 如 果 差 的 位 数 较 多，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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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法继续求出较小的差，再作判断
（２）实例　４４３７１６能否被７、１１及１３整除？

７１６－４４３＝２７３
∵　７｜２７３，　　　　　∴　７｜４４３７１６；

∵　１１
　｜２７３， ∴　１１

　｜４４３７１６；

∵　１３｜２７３， ∴　１３｜４４３７１６
又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能否被７、１１、１３整除？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１１６６７，６６７－１１＝６５６

∵　７
　｜６５６， ∴　７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　１１
　｜６５６， ∴　１１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　１３
　｜６５６， ∴　１３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３）理由　∵　７×１１×１３＝１００１，∴　７｜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１３｜１００１ 又

∵　４４３×１００１＝４４３４４３，∴　７｜４４３４４３，１１｜４４３４４３，１３｜４４３４４３ 而４４３７１６
－４４３４４３＝７１６－４４３＝２７３ 又７｜２７３，１１

　｜２７３，１３｜２７３，根 据 差 的 整 除 性 质

及其推论，故４４３７１６能分别被７和１３整除，但不能被１１整除
１７９８．求证：任何一个整数与 其 数 字 按 相 反 顺 序 排 列 所 成 之 数 的 差 一

定能被９整除
证明　设这个整数 为ａｎａｎ－１…ａ１ａ０，则 其 数 字 按 相 反 顺 序 排 列 所 成 的

数为ａ０ａ１…ａｎ－１ａｎ，它 们 的 差 是ａｎａｎ－１…ａ１ａ０ －ａ０ａ１…ａｎ－１ａｎ ＝（１０ｎａｎ ＋

１０ｎ－１ａｎ－１＋…＋１０ａ１＋ａ０）－（１０ｎａ０＋１０ｎ－１ａ１＋…＋１０ａｎ－１＋ａｎ）＝（１０ｎ－

１）ａｎ＋（１０ｎ－１－１０）ａｎ－１＋…＋（１０－１０ｎ－１）ａ１＋（１－１０ｎ）ａ０ 因（１０ｎ－１）＝

９９９…烉烇 烋９９
ｎ个９

，（１０ｎ－１－１０）＝１０（１０ｎ－２－１）＝１０×９９９…烉烇 烋９９
（ｎ－２）个９

，…（１０－１０ｎ－１）＝１０

（１－１０ｎ－２）＝ －１０× ９９９…烉烇 烋９９
（ｎ－２）个９

，（１－１０ｎ）＝ －９９９…烉烇 烋９９
ｎ个９

因 为９９９…烉烇 烋９９
ｎ个９

、

１０９９９…烉烇 烋９９
（ｎ－２）个９

都能被９整除，即（１０ｎ－１）、（１０ｎ－１－１０）、…、（１０－１０ｎ－１）、（１－
１０ｎ）都能被９整除，故（１０ｎ－１）ａｎ、（１０ｎ－１－１０）ａｎ－１、…、（１０－１０ｎ－１）ａ１、（１

－１０ｎ）ａ０ 也都能被９整除，所以原命题成立
１７９９．求证：写出一个两位以上的数，再把这个数的数字另行排列组成

一个位数相同的新数，这两个数之差一定能被９整除
证明　因原数等于９的 ｍ 倍加 各 数 位 上 数 字 之 和，而 新 数 等 于９的ｎ

倍加各数位上数字之和（ｍ．ｎ都是自 然 数），这 两 个 数 的 数 字 排 列 顺 序 虽 然

不同，但数字的和相等，故这个数之差等于９的ｍ 倍与９的ｎ倍之差 即这

两个 数 之 差 一 定 能 被 ９ 整 除  例 如 ３８８９７５１－１７０８３８５＝２１８１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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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１８１３６６
１８００．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判断一个数能否被７整除？

有。下面介绍三种方法：
方法一　先把这个数写成各数位 上 的 数 字 与１０的 幂 的 乘 积 之 和 的 形

式，再用３取代其中的１０并算出得 数 如 果 这 个 得 数 能 被７整 除，那 么 该

数也能被７整除，否则就不能
例　５２３６、６４５能否被７整除？

５２３６＝５×１０３＋２×１０２＋３×１０＋６
（以３代１０

→
）
５×１０３＋２×３２＋３×３

＋６＝１６８
∵　７｜１６８，　　∴　７｜５２３６；

６４５＝６×１０２＋４×１０＋５
（以３代１０

→
）
６×３２＋４×３＋５＝７１

∵　７
　｜７１，　　∴　７

　｜６４５
证　设Ａ＝ａｎ１０ｎ＋ａｎ－１１０ｎ－１＋…＋ａ１１０＋ａ０，

Ｂ＝ａｎ３ｎ＋ａｎ－１３ｎ－１＋…＋ａ１３＋ａ０，

Ａ－Ｂ＝（１０ｎ－３ｎ）ａｎ＋（１０ｎ－１－３ｎ－１）ａｎ－１＋…＋（１０－３）ａ１
因为每 个 括 号 里 两 数 之 差 分 别 等 于７ｎ、７ｎ－１、…、７，都 能 被７整 除，所

以，如果Ｂ 能被７整除，那么Ａ（要判断的数）也能被７整除；否则就不能；
方法二　用３乘要判断数的左 起 第 一 位 数，加 上 左 起 第 二 位 数 后 再 乘

以３，又加上左起第三位数后再乘以３……一直算到最右一位数为止 在运

算中，为了简便起见，可将所得的积或和中减去７的倍数 如果最后所得的

数能被７整除，那么要判断的数也能被７整除，否则就不能
例　４８９１６、３０２７能否被７整除？

４８９１６　４×３＋８－１４＝６，→６×３＋９－２１＝６→６×３＋１－１４＝５→５×３
＋６＝２１→（２１－２１）×３＝０

∵　７｜０，　　∴　７｜４８９１６
３０２７　３×３＋０－７＝２，→２×３＋２－７＝１→１×３＋７－７＝３→３×３＝９
∵　７　｜９，　　∴　７　｜３０２７
证　设 Ａ＝ａｎ１０ｎ＋ａｎ－１１０ｎ－１＋…＋１０ａ１＋ａ０，作 上 述 运 算 依 次 得　

３ａｎ＋ａｎ－１→３２ａｎ＋３ａｎ－１＋ａｎ－２→…→３ｎａｎ＋３ｎ－１ａｎ－１＋…＋３ａ１＋ａ０＝Ｂ．Ａ
－Ｂ＝ａｎ（１０ｎ－３ｎ）＋ａｎ－２（１０ｎ－１－３ｎ－１）＋…＋ａ１（１０－３），因（１０－３）、（１０２

－３２）、…、（１０ｎ－１－３ｎ－１）、（１０ｎ－３ｎ）都能被７整除，按方法一可证 Ａ 能否被

７整除决定于Ｂ 能否被７整除；
方法三　与方法二相似，但要从判断数的右边开始，而且应乘以５
例　３７１８４、３０２７能否被７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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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８４→４×５－１４＝６→６＋８－１４＝０→（０×５＋１）×５＝５→（５＋７－７）

×５＝２５→（２５－２１＋３）×５＝３５
∵　７｜３５，　　∴　７｜３７１８４
３０２７→７×５－３５＝０→（０＋２）×５－７＝３→（３＋０）×５－１４＝１→（１＋３）

×５－１４＝６
∵　７

　｜６，　　∴　７
　｜３０２７

证　设Ａ＝ａｎ１０ｎ＋ａｎ－１１０ｎ－１＋…＋ａ１１０＋ａ０，作上述运算，依次得５ａ０

＋ａ１→５２ａ０＋５ａ１＋ａ２→５３ａ０＋５２ａ１＋５ａ２＋ａ３→…→５ｎａ０＋５ｎ－１ａ１＋…＋
５ａｎ－１＋ａｎ＝Ｂ，１０ｎＢ＝５０ｎａ０＋１０×５０ｎ－１ａ１＋…＋１０ｎ－１×５０ａｎ－１＋１０ｎａｎ，于

是１０ｎＢ－Ａ＝（５０ｎ－１）ａ０＋１０×（５０ｎ－１－１）ａ１＋…＋１０ｎ－１×（５０－１）ａｎ－１因

（５０－１）、（５０２－１）、…、（５０ｎ－１－１）、（５０ｎ－１）都 能 被７整 除，但１０ｎ 不 能 被

７整除，因此，只 要 数 Ｂ 能 被７整 除，数 Ａ 一 定 也 能 被７整 除，否 则 就 不

能

　　７．最大公约数及其应用

１８０１．用分解质因数法求下列三组数的最大公约数：
（１）１２６、９９０；（２）７２、３６０；（３）４７、７４
解　（１）将１２６、９９０分别分解质因数：

２１２６
３６３
３２１
　７

　　　

２９９０
５４９５
３９９
３３３
　１１

∵　１２６＝２×３２×７，

９９０＝２×３２×５×１１，

∴　（１２６，９９０）＝２×３２＝１８
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这两个数公有的质因数，为了书写简便，可用下

面的方法求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２１２６９９０
３ ６３ ４９５
３ ２１ １６５

７ ５５

∴　（１２６，９９０）＝２×３２＝１８

（两数互质）

利用这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时，不是必须用公有的质因数去除被除数，
如果很容易看出较大的公约数时，也可以用公约数去除 例如，上题也可以

先用９除，再用２除；或先用６除，再用３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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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６９９０
２ １４１１０

７ ５５
∴　（１２６，９９０）＝９×２＝１８，

或
６１２６９９０
３ ２１１６５

７ ５５
∴　（１２６，９９０）＝６×３＝１８；

（２）∵　７２｜３６０，

∴　（７２、３６０）＝７２；
（３）∵　４７与７４是互质数，

∴　（４７、７４）＝１
１８０２．求２７００、７５６０、３９６０的最大公约数
解

　　

２２７００ ７５６０ ３９６０
２１３５０ ３７８０ １９８０
３ ６７５ １８９０ ９９０
３ ２２５ ６３０ ３３０
５ ７５ ２１０ １１０

１５ ４２ ２２

∴　（２７００，７５６０，３９６０）＝２２×３２×５＝１８０
也可简化成下面的形式

１０２７００ ７５６０ ３９６０
９ ２７０ ７５６ ３９６
２ ３０ ８４ ４４

１５ ４２ ２２

∴　（２７００，７５６０，３９６０）＝１０×９×２＝１８０
１８０３．用辗转相除法求３１９、３７７的最大公约数
解　∵　３７７÷３１９＝１（余５８），

∴　（３７７，３１９）＝（３１９，５８）；

∵　３１９÷５８＝５（余２９），

∴　（３１９，５８）＝（５８，２９）；

∵　５８÷２９＝２（余０），

∴　（５８，２９）＝２９，

∴　（３１９，３７７）＝２９
可以用下面的简便形式来求（３１９，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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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１９
２９０

２９
　
　

３７７
３１９
５８
５８

０

１

２　∴　（３１９，３７７）＝２９

求大小比较接近的两个数的最大 公 约 数 时，我 们 也 可 用 这 两 个 数 之 差

与其中一个数求它们的最 大 公 约 数 例 如（４３２，３６０）＝（７２，３６０）＝７２ 就

是应用了辗转相除法求最大公约数的算理
用辗转相除法求三个或者三个以 上 的 数 的 最 大 公 约 数，可 先 求 出 其 中

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再求所得的 数 与 第 三 个 数 的 最 大 公 约 数，等 等，一 直

继续到最后一个数，最后得到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所求的最大公约数 例如：
求（４１８，４９４，５８９）∵　（４１８，４９４）＝３８，（３８，５８９）＝１９，∴　（４１８，４９４，５８９）

＝１９、或 ∵　（４９４，５８９）＝１９，（１９，４１８）＝１９∴　（４１８，４９４，５８９）＝１９
１８０４．用某数去除４７、６１、７５结果都余５，某数是几？

解　４７、６１、７５各减去５，所得的差都能被某数整除，故某数是这几个差

的公约数，又因余数是５，故某数必须是大于５的这几个差的公约数４７－５
＝４２，６１－５＝５６，７５－５＝７０，４２、５６、７０的公约 数 中 大 于５的 有７与１４ 故

某数是７或１４
１８０５．求除３５５６余１，除４９７９余２，除６６３３不足３的最大数
解　所求的数一定是（３５５６－１）、（４９７９－２）、（６６３３＋３）的公约数，题目

要求 最 大 数，故 所 求 的 是 ３５５５、４９７７、６６３６ 的 最 大 公 约 数（３５５５，４９７７，

６６３６）＝２３７，即除３５５６余１，除４９７９余２，除６６３３不足３的最大数是２３７
１８０６．在下列方格中填入适当的数字，并说明解题的思路

　

　　□□
　×□□　

　　２７３
　１５６　
　１８３３

解１　根据竖式可知，被乘数×□１＝２７３，被乘数×□２

＝１５６ 这个被乘数是同一个 两 位 数，应 是２７３与１５６的 公

约数 因此，我们分别将２７３与１５６分解质因数２７３＝３×
７×１３，１５６＝３×４×１３ 这 两 个 数 的 公 约 数 是 两 位 数 的 有

１３及３９ 如果被乘数是１３，那么乘数分别为３×７及３×４，
每个方格中将填入两 个 数 字，不 符 合 题 目 要 求 故 被 乘 数

应取３９，这样，乘数的个位上应填７，十位上应填４，算式为３９×４７；
解２　根据竖式，被 乘 数 是２７３与１５６的 公 约 数，这 个 公 约 数 分 别 除

２７３与１５６所得的商即 乘 数 每 一 位 上 的 数 字，必 须 小 于１０，故 应 求２７３与

１５６的最大公约数得３９，２７３÷３９＝７，１５６÷３９＝４，这个算式是３９×４７
１８０７．已知两数的和是１４４，它们的最大公约数是１２，求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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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设一数为ａ，另一数为ｂ，因它们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是１２，故ａ＝１２ｍ，ｂ
＝１２ｎ［ｍ、ｎ都是自然数，且（ｍ，ｎ）＝１］ａ＋ｂ＝１２（ｍ＋ｎ） 而ａ＋ｂ＝１４４ 则

１４４＝１２（ｍ＋ｎ），故ｍ＋ｎ＝１４４÷１２＝１２ 把１２分成两个数之和得１与１１，

２与１０，３与９，４与８，５与７，６与６ 其中互质的有１与１１，５与７两组 故

本题有两组答案：（１）ａ＝１２×１＝１２，ｂ＝１２×１１＝１３２；（２）ａ＝１２×５＝６０，ｂ
＝１２×７＝８４

１８０８．已知两数的积是５０４０，它们的最大公约数是１２ 求两数
解　设一数为ａ，另一数为ｂ，因它们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是１２，故ａ＝１２ｍ，ｂ

＝１２ｎ［ｍ、ｎ都 是 自 然 数，且（ｍ，ｎ）＝１］ａｂ＝１２２ｍｎ．而ａｂ＝５０４０，故 ｍｎ＝
５０４０÷１２２＝３５ 分解３５成两个因数得１×３５，５×７ 于 是 得 本 题 的 两 组 答

案：（１）ａ＝１２×１＝１２，ｂ＝１２×３５＝４２０；（２）ａ＝１２×５＝６０，ｂ＝１２×７＝８４
１８０９．两个数的商是１．４，它们的最大公约数是１２ 求这两个数

解　１．４＝７
５

，（５，７）＝１，这两个数的最大 公 约 数 是１２，故 被 除 数 是１２

×７＝８４，除数是１２×５＝６０
１８１０．用长为１０５厘米、宽为７５厘 米 的 一 张 大 纸，裁 成 大 小 相 同 的 正

方形小纸而无多余 至少可裁成多少张？

解　正方形纸的边长能分别整除长方形的长１０５厘米及宽７５厘米，所

以它是１０５及７５的公约数 又题目要求裁的张数最少，则正方形的边长要

最大，故正方形的边长是１０５及７５的最大公约数
（１０５，７５）＝１５，（１０５÷１５）×（７５÷１５）＝３５ 即至少可裁成３５张
１８１１．有７０支铅笔，３０支毛笔和４０本练习簿，平均奖给若干个三好学

生，结果铅笔多出５支，毛笔多出４支，练 习 簿 多 出１本 问 得 奖 的 三 好 学

生有多少个？

解　取铅笔（７０－５）支，毛笔（３０－４）支和练习簿（４０－１）本奖给若干个

三好学生，都刚巧分完，故三好学 生 数 为６５、２６、３９的 公 约 数 这 三 个 数 的

公约数只有１和１３，如果三好学生只有一个，不符合题目要求，故得奖的三

好学生有１３个
１８１２．把一 张 长 为１１９厘 米、宽 为 ６８厘

米的长方形铁皮剪成长与宽之比是２∶１的小

长方形的机 件 底 座 而 无 剩 余 该 怎 样 剪？至

少可剪成多少块？

解　因 机 件 底 座 的 长 与 宽 之 比 是２∶１，
而铁皮的长度１１９是 一 个 奇 数，宽 度６８是 一

个偶数，故应把铁皮的长剪开后作底座的宽，而把铁皮的宽剪开后作底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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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才能达到无剩余的要求（剪法见上图），因为１１９＝７×１７，６８＝２×（２×
１７），所以，底座的宽是１７厘米，长是３４厘米，至少可剪成７×２＝１４（块）

１８１３．某商品有每件价为３角５分、２角５分、１角５分和１角 的 四 种

规 格 甲有人民币２元７角，乙有人民币１元５角 两人只需购买其中相

同的一种，要求买的件数 最 少 且 都 无 剩 余 的 钱 问 应 买 哪 一 种 规 格 的 商

品？

解１　２元７角＝２７０分，１元５角＝１５０分 根据题目 要 求，两 人 所 买

那种商品的单价必须是２７０及１５０的公约数或最大公约数２７０及１５０的

公约数有：１、２、３、５、６、１０、１５、３０，有四种规格的商品中，没有单价是３角的，
故两人买的是每件价１角５分的那种商品；

解２　要求两人的钱都无 剩 余，故 所 选 商 品 的 单 价 必 须 是２元７角 及

１元５角的公约数 商 品 单 价 中 最 大 的 是３角５分，３５中 含 有 质 因 数７，７
不是１５０的约数，故舍去；其次是２角５分，２５不是２７０的约数，故也舍去
剩下的两种商品中，１５＞１０，且１５是２７０、１５０的公约数 故两人买的 是 每

件价１角５分的那种商品
１８１４．毛笔４３３支，铅笔２６０支，等分给人数在２０到３０之间的 书 法 竞

赛获奖者，已知毛笔余１３支，铅笔余８支，求获奖的人数
解　获奖的人数应为毛笔支数（４３３－１３）及 铅 笔 支 数（２６０－８）的 公 约

数（４３３－１３）、（２６０－８）的最大公约数是８４８４的约数中符合题 目 要 求 的

有２１和２８两数 故获奖的人数是２１或２８
１８１５．某校住宿生男生有３７７人，女生有２９９人，分配到每间人数相等

的男、女生宿舍中，且无剩余 问至少需准备多少间男、女宿舍？

解　男女分住，但每间的人数相 等，故 每 间 所 住 人 数 应 为 男、女 住 宿 生

人数的公约数 又题目要求准备的宿舍要最少，故每间所住人数应为男、女

住宿生人数的最大公约数（３７７，２９９）＝１３ 即每间住１３人，故男宿舍需准

备３７７÷１３＝２９（间），女宿舍需准备２９９÷１３＝２３（间）
１８１６．一个长方形的牧场，长是４５０米，宽是２３１米，在四角及四周种

上树苗，且相邻两棵树苗之间的距离都相等 问至少要准备多少棵树苗？

解　因四角及四周都要种树，且相 邻 两 棵 树 苗 之 间 的 距 离 相 等，故 两

棵树苗之间的距离是４５０与２３１的公约 数 题 目 要 求 至 少 应 准 备 多 少 棵

树苗，则相邻两棵之间的距离应取 最 大 数，故 要 求 的 是４５０与２３１的 最 大

公约数（４５０，２３１）＝３，故应准备的树苗棵数为

（４５０＋２３１）×２÷３＝４５４（棵）
【注意】　每个角上虽然都要种一棵树，但因在四周种植，故不需另加一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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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７．为了 欢 度 节 日，某 校 工 会 采 购 到 香 蕉２１６千 克，苹 果１８０千 克，
生梨１２６千克，这三种水果的总价之比 是３∶２∶１ 现 在 分 装 成 袋，不 相 混

和，且无剩余，每袋价格相同，但千克数最少，问每袋各装多少千克？

解　因香蕉２１６千克、苹果１８０千克、生梨１２６千克的总价之比是３∶２
∶１，故香蕉２１６÷３即７２千克，苹果１８０÷２即９０千克与生梨１２６千 克 之

价相等 要使每袋 之 价 相 同，则 每 种 水 果 所 装 袋 数 也 要 相 同，故 袋 数 应 为

７２、９０、１２６的公约数 又每袋装的千克数要最少，故所装袋数应为７２、９０、

１２６的最大公约数（７２、９０、１２６）＝１８，故每袋应装香蕉７２÷１８＝４（千 克），
或苹果９０÷１８＝５（千克），或生梨１２６÷１８＝７（千克）

　　８．最小公倍数及其应用

１８１８．用分解质因数法求下列三组数的最小公倍数
（１）４５、７５；　　（２）２１、２３１；　　（３）１０、２１
解　（１）将４５、７５分别分解质因数：

３４５
３１５

５　

　　
３７５
５２５

５　

　
４５＝３２×５

７５＝３×５２

在４５与７５的公倍 数 里，至 少 含 有 两 个 质 因 数３及 两 个 质 因 数５，故

［４５，７５］＝３２×５２＝２２５
为了书写简便，常用下面的方法来求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３ ４５ ７５
５ １５ ２５

３ ５　

∴　［４５，７５］＝３２×５２＝２２５
求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不一定要以公有的质数做除数，用这两个数的

其他公约数做除数也可以，如

　　　　
１５ ４５ ７５

３ ５　

∴　［４５，７５］＝１５×３×５＝２２５
如果这两个数较小，也可把 其 中 较 大 的 数 扩 大２、３、４、…倍，如 果 所 得

的积是另一个数的 倍 数，这 个 最 小 的 积 就 是 两 数 的 最 小 公 倍 数 如［６，８］

＝？，８的２倍是１６，６　｜１６，８的３倍是２４，６｜２４，故［６，８］＝２４；
（２）∵　２１｜２３１，

∴　［２１，２３１］＝２３１；
（３）∵　１０与２１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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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１］＝１０×２１＝２１０
１８１９．求９６、３０和１３２的最小公倍数
解　三个数公有的质因数…… ２ ９６ ３０ １３２

两个数公有的质因数…… ２ ４８ １５ ６６
两个数公有的质因数…… ３ ２４ １５ ３３

８、５、１１三个数中，两两互质 ８ ５ １１

∴　［９６，３０，１３２］

　＝２２×３×８×５×１１＝５２８０
一般地说，要求几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可以先取出它们公有的一切质因

数（可以从小到大依次选取），再取出其中某几个数公有的质因数，然后把所

取出的公有的质因数和每个数独有的因数连乘起来求积
求两个以上的数的最小公倍数时，除 了 各 个 数 公 有 的 除 数 可 不 一 定 选

取质数外，在取其中某几个数公有 的 除 数 时，必 须 选 取 质 数，否 则 答 案 可 能

错误 如求３０、３６、８４的最小公倍数：
（１）一般解法

２ ３０ ３６ ８４
３ １５ １８ ４２
２ ５ ６ １４

５ ３ ７　

［３０，３６，８４］＝２２×３２×５×７
＝１２６０

（２）简便解法

　　

（各数公有）…… ６ ３０ ３６ ８４
２ ５ ６ １４

５ ３ ７
［３０，３６，８４］

＝２×３×５×６×７
＝１２６０

（３）错误解法

　　

（非各数公有）…… ４ ３０ ３６ ８４
３ ３０ ９ ２１

１０ ３ ７
［３０，３６，８４］

＝３２×４×７×１０
＝２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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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式（３）错误的原因是除数４不是三个数公有
獉獉獉獉獉

的质数
獉獉

，如果把４分解为

两个２，那么３０中的２也能分解出去，故比正确的答案扩大了２倍
１８２０．用辗转相除法求２５９、８５１及２０７２的最小公倍数

解　应用［ａ，ｂ］＝ ａｂ
（ａ，ｂ）的关系式，先求出其中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再

除这两个数的积，所得的商就是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然后取这两个数的

最小公倍数用同样的方法与第三个数求出最小公倍数 第二次所求出的最

小公倍数，就是这三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３ ２５９
２２２

　３７

８５１
７７７

　７４
　７４

　０

３

２

［２５９，８５１］＝×８５１
　　

７ 　

１ 　

＝５９５７；

１ ２０７２
１８１３

　２５９

５９５７
４１４４
１８１３
１８１３

　　　０

２

７

［２０７２，５９５７］＝×５９５７


８　　

　１

＝４７６５６

∴　［２５９，８５１，２０７２］＝４７６５６
１８２１．括号里至少应填几？

解　题里的商与余数相同，

（　　）÷

（　　）＝３（余３）
（　　）＝４（余４）
（　　）＝５（余５

烅
烄

烆 ）

可知被除数能分别被３、４、５整除，也 就 是 被 除 数 是３、４、５的 公 倍 数 又 题

目要求括号里至少应填几，故被除数里应填３、４、５的最小公倍数［３、４、５］

＝６０，而（６０－３）÷３＝１９；（６０－４）÷４＝１４；（６０－５）÷５＝１１，故本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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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１９）＝３（余３）
（１４）＝４（余４）
（１１）＝５（余５

烅
烄

烆 ）

１８２２．某数除以１２６或１４４都 余３，这 个 数 至 少 是 几？在５０００以 内 符

合题目要求的数有哪几个？

解　某数应比１２６与１４４的公倍数大３，题目要求这个数至少 是 几，故

应求出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后加３［１２６，１４４］＋３＝１０１１
在５０００以内符合题目要求的 数 应 为［１２６，１４４］×ｎ＋３（ｎ 为 自 然 数），

且［１２６，１４４］×ｎ＋３不 超 过５０００ 这 样 的 数 除１０１１外，尚 有２０１９，３０２７，

４０３５
１８２３．求１２、１５、１８的公倍数中最小的完全平方数
解　１２、１５、１８的最小公倍数是１８０ 要使所求的数符合完全 平 方 数 的

要求，必须使这个数所含的每一个质因数 的 指 数 都 是 偶 数１８０＝２２×３２×
５，其中５的指数为１，故１８０应扩大５倍得９００ 所以９００是１２、１５、１８的公

倍数中最小的完全平方数
１８２４．有两个数，其中一个数 不 是 另 一 个 数 的 倍 数，也 不 互 质，它 们 的

最小公倍数是１５０，已知其中一个数是２５ 求另一个数
解　把１５０及２５分别分 解 质 因 数 得：１５０＝２×３×５２，２５＝５２，根 据 题

中两个数既非倍数关系又不互质的 要 求，故 另 一 个 数 的 质 因 数 中 要 含 有 一

个５，但不能含有５２，且必须含有２和３ 故另一个数是２×３×５＝３０
１８２５．有三个数，它们的最大公约数是３５，最小公倍数是２５２０ 这三个

数都在２００～３５０之间，求这三个数
解　最小 公 倍 数２５２０除 以 最 大 公 约 数３５得７２，把７２分 解 质 因 数 得

２３×３２ 按题意，这三个数中 必 须 含 有 质 因 数２、２、２、３、３，但 不 能 同 时 含 有

质因数２和３ 又因２００÷３５商５余２５，３５０÷３５＝１０，说明这三个数的因数

除了３５以外，另一个因数不 能 小 于６而 大 于１０，由 此 可 得 这 三 个 数 为：３５
×２３＝２８０；３５×３２＝３１５；３５×２×３＝２１０

１８２６．两数之积是１６２０，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是最大公约数的２０倍 求

两数
解　因两数之积等于它们的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的乘积 设两数

是ａ、ｂ，则１６２０＝（ａ，ｂ）［ａ，ｂ］＝２０（ａ，ｂ）２ 故（ａ，ｂ）２＝１６２０÷２０＝８１，（ａ，ｂ）

＝９ 而［ａ，ｂ］＝１６２０÷９＝１８０ 又ａ＝９ｍ，ｂ＝９ｎ，（ｍ，ｎ）＝１，１８０÷９＝２０，即

ｍｎ＝２０，故（１）ｍ＝１，ｎ＝２０或（２）ｍ＝４，ｎ＝５；于是，得两数为（１）ａ＝９×１
＝９，ｂ＝９×２０＝１８０；（２）ａ＝９×４＝３６，ｂ＝９×５＝４５

１８２７．三个连续自然数的最小公倍数是３６０，求这三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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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三个连续自然数 有 两 种 可 能：（１）奇 数、偶 数、奇 数；（２）偶 数、奇

数、偶数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 么 这 三 个 数 的 每 两 个 数 都 互 质，这 样，３６０
就是这三个数的连乘积 把３６０分解 质 因 数 得２３×３２×５，不 论 怎 样 搭 配，

２３×３２×５都不可能组成三个连续自然数之积，故第一种情况不可能存在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前后两数有公约数２，故三数之连乘积应为３６０×２
＝７２０，把７２０分解质因数得２４×３２×５ 于 是 得 三 个 连 续 自 然 数 为２３、３２、
（２×５），即８、９、１０

１８２８．两数之和是１４４，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是４２０，求两数
解　设两数分别为Ａ、Ｂ，最小公倍数为 ｍ，最大公约数为ｄ，且Ａ＝ｄａ，

Ｂ＝ｄｂ，（ａ，ｂ为 互 质 的 自 然 数） 则 Ａ＋Ｂ＝ｄａ＋ｄｂ＝ｄ（ａ＋ｂ），ｍ＝ＡＢ
ｄ ＝

ｄａ·ｄｂ
ｄ ＝ａｂｄ 因 ｍ＝４２０，Ａ＋Ｂ＝１４４，故 ｍ

Ａ＋Ｂ＝４２０
１４４＝２２×３×５×７

２４×３２ ，即

ａｂｄ
ｄ（ａ＋ｂ）＝

２２×３×５×７
２４×３２  又因（ａ，ｂ）＝１，故ｄ＝２２×３，ａ＋ｂ＝２２×３＝１２，ａｂ

＝５×７，而５与７之和刚巧是１２，故ａ＝５，ｂ＝７，Ａ＝ｄａ＝２２×３×５＝６０，Ｂ
＝ｄｂ＝２２×３×７＝８４，即两数分别为６０及８４

１８２９．恰好能被６、７、８、９整除的五位数有多少个？其中最小是几？最

大是几？

解　能同被６、７、８、９整除的数必能被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整除，
（６，７，８，９）＝５０４
五位数中最小的是１００００，最大的是９９９９９

∵　１００００÷５０４＝１９４２４
５０４

，

∴　能被５０４整除的最小五位数是１００００＋（５０４－４２４）＝１００８０，或

５０４×２０＝１００８０

∵　９９９９９÷５０４＝１９８２０７
５０４

∴　能被５０４整除的最大五位数是９９９９９－２０７＝９９７９２，或

５０４×１９８＝９９７９２；

∴　五位数中能被５０４整除，即能同被６、７、８、９整除的有

（９９７９２－１００８０）÷５０４＋１＝１７９（个）
其中最小是　９９９９－４２３＋５０４＝１００８０，

　　最大是　９９９９－２０７＝９９７９２
１８３０．在８９后面添上３个数字组成一个五位数，使它能同被５、６、７整

除，这些五位数中最大是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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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能同被５、６、７整除 的 数，必 能 被５、６、７的 最 小 公 倍 数［５、６、７］＝
２１０整除

设所求的五位数为８９０００
８９０００÷２１０＝４２３……１７０

这说明在８９０００上加上２１０－１７０＝４０所 得 的 五 位 数８９０４０必 能 同 被

５、６、７整除 如在此基础上再加上４个２１０所得五位数８９０４０＋２１０×４＝
８９８８０可能是符合要求的最大五位数 由于８９０４０＋２１０×５＝９００９０，９００９０
是能同被５、６、７整除的五位数，但最高两个数位的数字不合题意，因此符合

题意的最大五位数是８９８８０
１８３１．两数之差为２４，它们的最小公倍数为４２０，求两数
解　设两数分别为Ａ、Ｂ，且Ａ＞Ｂ，最小公 倍 数 为 ｍ，最 大 公 约 数 为ｄ，

又Ａ＝ｄａ，Ｂ＝ｄｂ，（ａ、ｂ为互质的两个自然数），则

Ａ－Ｂ＝ｄａ－ｄｂ＝２４＝２３×３，

ｍ＝ＡＢ
ｄ ＝ｄ２ａｂ

ｄ ＝ａｂｄ＝４２０＝２２×３×５×７

由此得 ｍ
Ａ－Ｂ＝ ａｂｄ

ｄ（ａ－ｂ）＝
２２×３×５×７

２３×３ 

又因（ａ，ｂ）＝１，故ｄ＝２２×３，ａ－ｂ＝２，ａｂ＝５×７，而５与７的 差 是２，故ａ＝
５，Ａ＝ｄａ＝２２×３×５＝６０；ｂ＝７，Ｂ＝ｄｂ＝２２×３×７＝８４ 即 两 数 分 别 为６０
及８４

１８３２．两数之积是５０４０，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是４２０，求两数
解　设两数分别为Ａ、Ｂ，它们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为ｄ，最 小 公 倍 数 为 ｍ，且

Ａ＝ｄａ，Ｂ＝ｄｂ，（ａ、ｂ为互质的两个自然数）根据ｄ＝ＡＢ
ｍ

，代入，得ｄ＝５０４０
４２０

＝１２，又因 ｍ＝ｄａｂ，故ａｂ＝ｍ
ｄ ＝５０４０

１２ ＝３５ 因为ａ与ｂ互质，故ａ与ｂ只有

两种可能，即ａ＝１，ｂ＝３５；或ａ＝５，ｂ＝７ 故本题有两组答案：
（１）Ａ＝ｄａ＝１２×１＝１２，Ｂ＝ｄｂ＝１２×３５＝４２０；
（２）Ａ＝ｄａ＝１２×５＝６０，Ｂ＝ｄｂ＝１２×７＝８４
１８３３．两 数 的 比 是 ５∶３，它 们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与 最 小 公 倍 数 的 和 是

１０４０，求两数
解　因５与３互质，故大数除以这两数的最大公约数所得的商是５，小

数除以这两数的最大公约 数 所 得 的 商 是３，又 两 数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乘 以３再

乘以５所得的积应等于这两数的 最 小 公 倍 数 故１０４０是 两 数 的 最 大 公 约

数的（１＋３×５）倍，故这两数的 最 大 公 约 数 是１０４０÷（１＋３×５）即６５，由 此

得大数是６５×５＝３２５，小数是６５×３＝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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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４．两数的最大公约数是１２，最小公倍数是４２０，求两数
解　设两数分别为Ａ、Ｂ，Ａ 除以最大公约数得商ａ，Ｂ 除以最大公约数

得商ｂ，ａ、ｂ为两个互质的 自 然 数，故 Ａ＝１２ａ，Ｂ＝１２ｂ，而 Ａ 与Ｂ 的 最 小 公

倍数＝１２ａｂ＝４２０，由此得ａｂ＝４２０
１２＝３５ 把３５分解为互质的两个因数之积

得１×３５或５×７ 故本题有两组答案：
（１）Ａ＝１２×１＝１２，Ｂ＝１２×３５＝４２０；
（２）Ａ＝１２×５＝６０，Ｂ＝１２×７＝８４
１８３５．有两个三位数，它们的最 大 公 约 数 是１９，最 小 公 倍 数 是７９８ 求

两数
解　本题比上题增加了一个条件即这两数都是三位数 因为 Ａ＝１９ａ，

Ｂ＝１９ｂ，而５×１９＜１００＜６×１９，故ａ，ｂ两数都必须不小于６，又ａｂ＝７９８
１９＝

４２，故４２只能分解为６×７ 由此得

Ａ＝１９×６＝１１４，Ｂ＝１９×７＝１３３

１８３６．９
２８

，１５
５６

，２２
５

同时除以哪一个分数，使 所 得 的 商 都 是 整 数，且 这

三个商的最大公约数为１

解　要使 ９
２８

、１５
５６

、２２
５

除以 同 一 个 分 数 所 得 的 商 都 是 整 数，则 除 数 的

分母必须是２８，５６，５的公倍 数，这 样，才 能 保 证 商 的 分 母 都 等 于１，也 就 是

商都是整数；要使所得的三个商的最大公约数是１，则除数的分子必须是９，

１５，１２（即５×２＋２）的最大公约 数，而 分 母 必 须 是２８，５６，５的 最 小 公 倍 数
［２８，５６，５］＝２８０，（９，１５，１２）＝３，

故所求的这个分数是 ３
２８０

１８３７．用 ９
２８

，１５
５６

，１１
２０

分 别 去 除 哪 一 个 分 数 使 所 得 的 商 都 是 整 数，且

这三个商的最大公约数为１

解　用 ９
２８

、１５
５６

、１１
２０

分别去 除 同 一 个 分 数 所 得 的 商 都 是 整 数，则 这 个

分数的分子必须是９、１５、２１（即２０×１＋１）的公倍数，这样，才能保证商的分

母都等于１，也就是商都是整数；要使所得的三个商的最大公约数是１，则这

个分数的分母必须是２８，５６，２０的最大公约数，而分子必须是９，１５，２１的最

小公倍数［９，１５，２１］＝３１５，（２８，５６，２０）＝４，

故所求的这个分数是３１５
４

，即７８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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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８．有一个分数，分子与分母的 最 小 公 倍 数 是３４０，在 它 的 分 子 上 加

２０，分母上加２５，分数值不变 求原分数
解　根据题意可知这个分数的分子与分母之比是２０∶２５＝４∶５ 又分

子与分母的最小公倍数是３４０，把３４０分解质因数 得２２×５×１７ 通 过 分 析

可知２２ 与５相当于这个 分 数 分 子 与 分 母 之 比 的 前 后 项，１７相 当 于 它 们 的

最大公约数，故这个分数为４×１７
５×１７

，即６８
８５

１８３９．６与哪一个数的最大公约数为３，而最小公倍数为３０
解１　因两数的乘积等于这两数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与 最 小 公 倍 数 的 乘 积

设所求的数是ａ，则６ａ＝３×３０，ａ＝１５ 故所求的数是１５；
解２　３０＝２×３×５，因两数的最大公约数是３，故３是这两数公有的质

因数，已知其中一数为６＝２×３，故另一数为３×５＝１５
１８４０．有三个自然数ａ、ｂ、ｃ，且ａ＞ｂ＞ｃ 如果（ａ，ｂ，ｃ）＝１５，（ａ，ｂ）＝７５，

［ａ，ｂ］＝４５０，［ｂ，ｃ］＝１０５０ 求ａ、ｂ、ｃ三数
解　根据（ａ，ｂ）＝７５，［ａ，ｂ］＝４５０，且ａ＞ｂ，按 第１８３４题 解 法 可 得ａ、ｂ

的值有两种可能，（１）ａ＝３×５×５×３，ｂ＝３×５×５×２；（２）ａ＝３×５×５×２
×３，ｂ＝３×５×５ 又（ａ，ｂ，ｃ）＝１５＝３×５，［ｂ，ｃ］＝１０５０＝３×５×２×５×７，如

果ｂ＝３×５×５×２，那么ｃ＝３×５×７ 因３×５×５×２＞３×５×７，故ｂ＞ｃ，符

合题目要求 故本题答案是

ａ＝３×５×５×３＝２２５，ｂ＝３×５×５×２＝１５０，ｃ＝３×５×７＝１０５
１８４１．少先队员排队做广播操，不论每列４人、５人或６人，都能排成一

个长方形队伍而无剩 余 问 少 先 队 员 至 少 有 多 少 人？如 果 人 数 在１５０至

２００之间，那么少先队员有多少人？

解　按题意，少先队员人数分别能被４、５、６整除，故人数是４、５、６的公

倍数，题目要求至少 有 多 少 人，故 人 数 是４、５、６的 最 小 公 倍 数，［４，５，６］＝
６０，故少先队员至少有６０人 如果人数在１５０至２００之间，那么少先队 员

有６０×３，即１８０人
１８４２．用长２２厘米，宽１１厘 米，高５厘 米 的 砖 叠 成 一 个 最 小 的 正 方

体，需要多少块砖？

解　要求砖的块数应先求出正 方 体 的 棱 长，而 棱 长 为 每 块 砖 的 长、宽、
高三个长度的公倍数 题目要求叠成最小的正方体 故棱长应为每块砖的

长、宽、高三个长度的最小公 倍 数，［２２，１１，５］＝１１０ 即 正 方 体 的 棱 长 至 少

是１１０厘米 由此可 用 下 面 两 种 方 法 求 出 用 砖 的 块 数：（１）（１１０÷２２）×
（１１０÷１１）×（１１０÷５）＝１１００；（２）１１０３÷（２２×１１×５）＝１１００ 显 然，第 一

种计算方法比较简便，即先求出正 方 体 的 长、宽、高 三 条 边 上 各 需 用 多 少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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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再求叠成正方体一共需用多少块砖
１８４３．有一根近３米长的绳子，把 它 分 别 剪 成 长６厘 米、８厘 米 或９厘

米的短绳，结果都剩下３厘米，求绳长
解　绳长必须比６厘米、８厘米、９厘米的公倍数多３厘米，故应先求出

这三个数的最小公倍数，［６，８，９］＝７２ 按题目要求，绳长应比７２的若干倍

大３，但略小于３００ 故绳长是７２×４＋３ 即２米９１厘米
１８４４．学生若干人 分 小 组 搞 活 动，如 果 每 组８人，多 余５人；每 组１０

人，多余７人；每组１２人，不足３人 问学生至少有多少人？如果要求每组

人数在１０～１５之间，怎样分组才能刚巧分尽？

解　每组８人多余５人，每 组１０人 多 余７人，两 次 多 余 的 人 数 不 同
如果分组时两次各增加一个 组，那 么 不 论 每 组８人、１０人 或１２人，结 果 都

不足３人 因此，学生人数要比８、１０、１２的公倍数少３ 题目要求至少有多

少人，故人数是８、１０、１２的最小公倍数减３［８，１０，１２］－３＝１１７，即 学 生 至

少有１１７人 又１１７＝３２×１３，１０＜１３＜１５，故 如 果 每 组１３人，那 么 刚 巧 可

分成９组而无多余
１８４５．有一根长木棍，上面有 三 种 刻 度 线 第 一 种 刻 度 线 将 木 棍 分 成

１０等份；第二种将木棍分成１２等 份；第 三 种 将 木 棍 分 成１５等 份 如 果 沿

每条刻度线将木棍锯断，木棍总共被锯成多少段？

解　（１０，１２，１５）＝６０，将 这 根 木 棍 的 １
６０

作 为 一 个 长 度 单 位，整 个 木 棍

分成６０个单位 木棍的１０等分的每等份长６个单位；１２等分的每等份长

５个单位；１５等分的每等份长４个单位
不计木棍两个端点，木棍内部等分点数是９、１１、１４，共计３４个点
由 于（５，６）＝３０，所以１０与１２等分的等分点在３０单位处重合，应从３４

个点中去掉１个点
又由于（４，５）＝２０，所以１２与１５等分的等分点在２０单位和４０单位处

重合，要去掉２点
同理，由于（６，４）＝１２，所 以１０与１５等 分 的 等 分 点 在１２、２４、３６、４８单

位处重合，要去掉４点
由于这些相重合 的 点 各 不 相 同，所 以 从３４点 中 去 掉（１＋２＋４）点，得

２７个点 沿这些刻度点把木棍锯断，共可得２８段
１８４６．一根长２米的细木杆，从 这 根 木 杆 的 左 端 起 每 隔６厘 米 点 一 个

红点；又从木杆的右端起每隔５厘米点一红点；然后在红点处将木杆截成很

多小段 在这些小段中长１厘米有多少段？

解　２米是２００厘米，因为２００能被５整除，因此原来从木杆 的 右 端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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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５厘米点一红点，可以改成从左端起每隔５厘米点一红点，点出的点子

与从右端起点的点子是相同的
［５，６］＝３０，我们可以先研究３０厘米长的一段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６　１２　１８　２４　３０
其中５与６、２５与２４相差１，说明在３０厘米内将出现２段 长１厘 米 的

小段
２００÷３０＝６……２０

所以，１厘米长小段共有

２×６＋１＝１３（段）
１８４７．今年，祖父的年龄是小 明 年 龄 的６倍；几 年 后，祖 父 的 年 龄 将 是

小明年龄的５倍；又过几年之后，祖父 年 龄 将 是 小 明 年 龄 的４倍 求：祖 父

今年是几岁？

解　祖父年龄与小明年龄的差始终不变
今年祖父年龄是小明年龄的６倍；他们的年龄差是小明年龄的５倍，是

５的倍数；
同理，几年后，他们的年龄差是小明年龄的４倍，是４的倍数；
又过几年后，祖父与小明年龄的差是小明年龄的３倍，是３的倍数
所以，两人的年龄差是５的倍数，也是４的倍数和３的倍数，一定是（５，

４，３）＝６０的倍数 而６０的倍数是６０，１２０，…，合理的选择 是６０ 于 是，今

年小明的年龄是

６０÷（６－１）＝１２（岁）
祖父的年龄是

１２×６＝７２（岁）
１８４８．两套闪烁式的霓虹灯，都是红、绿、红、绿……交替闪烁第一套霓

虹灯每２０秒闪亮一次，第二套霓虹灯每１０秒闪亮一次 某一时刻，正好两

套霓虹灯同时闪亮红灯，试说明，任何时候这套霓虹灯都不能同时闪亮绿灯
证　第一套霓虹灯每２０秒闪亮 一 次，它 的 变 化 周 期（指 连 续 两 次 闪 亮

同色灯之间的时间）为４０秒；第二 套 霓 虹 灯 每１５秒 闪 亮 一 次，变 化 周 期 为

３０秒４０和３０的最小公倍数是１２０
两套霓虹灯在某一时刻同时闪 亮 红 灯 后 的１２０秒 内，第 一 套 霓 虹 灯 闪

亮绿灯的时刻是第２０秒、第６０秒和第１００秒；第二套霓虹灯闪亮绿灯的时

刻是第１５秒、第４５秒、第７５秒和第１０５秒 显然，它们没有同时闪亮绿灯

的时刻 以后，每隔１２０秒，就重 复 一 次 上 述 过 程，当 然 不 可 能 会 有 同 时 闪

亮绿灯的时刻



算

术

辞

典

　　　　　　

　　　 ７７４　　

１８４９．从Ａ 港到Ｂ 港相距６７２海里 今有甲、乙两船同时相向而行，甲

船每小时以８海里的速度从Ａ 到Ｂ，乙船每小时以６海里的速度从Ｂ 到Ａ
两船到港口后立即返航，这样不断往返，直到两船同时到达 Ａ、Ｂ 之中某一

港口为止 求航行所费的时间及同时到达的港口
解　甲船单程航行一次需６７２÷８＝８４（时），乙 船 单 程 航 行 一 次 需６７２

÷６＝１１２（时） 两船同时 到 达 同 一 港 口 所 费 时 间 相 同，而 且 是 它 们 单 程 航

行所需时间的公倍数 题目要求两 船 第 一 次 同 时 到 达 同 一 港 口，故 所 费 时

间应是８４与１１２的最小公倍数［８４，１１２］＝３３６ 即两船同时到达同一 港

口时，所费时间是３３６时
又３３６÷８４＝４，３３６÷１１２＝３ 说明甲船从 Ａ 港 出 发 行 了 四 个 单 程，即

往返了两次，结果仍在Ａ 港；而乙船从Ｂ 港出发行了三个单程，即往返一次

后由Ｂ 港到达了Ａ 港，故两船同时到达的港口是Ａ 港
这题按整数应用题的解法如下：要使两船同时到达同一港口，甲船须比

乙船多航行６７２海里，而甲船每小时比乙船多行（８－６）海里，故两船各行了

６７２÷（８－６）即３３６时 其中甲船行了（８×３３６）海里，８×３３６÷６７２＝４，即４
个单程；乙船行了（６×３３６）海里，６×３３６÷６７２＝３，即３个单程（到 达 哪 一

港口的解法同上，略）

１８５０．某工厂制造机器零件，要 经 过 四 道 工 序 专 做 第 一 道 工 序 的 工

人每人每小时可做４０件，专做第二道工序的工人每人每小时可做４８件，专

做第三道工序的工人每人每小时可做４５件，专做第四道工序的工人每人每

小时可做３０件 问各道工序的工人至少应分配多少人才最合理？

解　要分配得最合理，就是要在 同 一 时 间 内 各 道 工 序 完 成 的 机 器 零 件

数相等，这样，上一道工序完成的零 件，都 可 立 即 交 给 下 一 道 工 序 的 工 人 去

做，不致造成积压或等工待料的情况 由 于 每 道 工 序 上 所 有 的 工 人 每 小 时

完成的零件数是相等的，因 此，每 道 工 序 一 小 时 完 成 的 总 数 必 须 是４０、４８、

４５、３０的公倍数，而这个公 倍 数 分 别 除 以４０、４８、４５、３０所 得 的 商 就 是 各 道

工序上应分配的 人 数 题 目 要 求 各 道 工 序 至 少 应 分 配 多 少 工 人，故 应 求

４０、４８、４５、３０的最小公倍数
［４０，４８，４５，３０］＝７２０
７２０÷４０＝１８；７２０÷４８＝１５；７２０÷４５＝１６；７２０÷３０＝２４
故第一道工序应分配１８人，第二道工序应分配１５人；第三道工序应分

配１６人；第四道工序应分配２４人
１８５１．甲、乙、丙三人沿周长 为４００米 的 跑 道 上 练 习 长 跑，他 们 同 时 同

向从起点出发，甲每分行１００米，乙每分行８０米，丙每分行２００米 求至少

经过多少分，三人在起点处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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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三人在起点处相会，说明每人都行了若干整圈，甲行一圈需４００÷
１００＝４（分），乙行一圈需４００÷８０＝５（分），丙 行 一 圈 需４００÷２００＝２（分）
要求三人在起点处相会的最少时间，就 是 要 求 他 们 行 一 圈 所 需 分 钟 数 的 最

小公倍数［４，５，２］＝２０ 故三人至少经过２０分才能在起点处相会
１８５２．有周长６５厘米的圆，从圆周的某一点开始，沿圆周每隔３９厘米

取一点 问在圆周上一共取了多少个不同的点？

解　从最初的一点起，在圆周上每隔３９厘米取一点，这样，当起点与某

一点重合时，所经过的弧长应为３９厘米与６５厘米的最小公倍数［３９，６５］

＝１９５，因为每隔３９厘米取一点，故在１９５厘米中应取１９５÷３９即５点（第

六点与起点重合）故圆周上一共取了５个不同的点
１８５３．大雪后的一天，小敏和 爸 爸 共 同 步 测 一 个 圆 形 花 圃 的 周 长 他

俩的起点和步行的方向完全相同 小 敏 每 步 长５４厘 米，爸 爸 每 步 长７２厘

米 由于两人的脚印有重合，所以雪地上只留下６０个脚印 问这个花圃的

周长是多少米？

解　从起点开始，当步行到５４厘米和７２厘米的第一个公倍数２１６厘

米时，小敏留下２１６÷５４＝（４）个脚印，爸爸留下２１６÷７２＝３（个）脚印，其中

有一个是重合的，除起点外，雪 地 上 留 下４＋３－１＝（６）个 脚 印 由 于 花 圃

是圆形的，起点一个重合的脚印刚巧又是最后一个重合的脚印，故圆形花圃

的周长是２１６×（６０÷６）＝２１６０（厘米），即２１．６米
１８５４．某荒地上植树若干株，如果 每 列 植１０株、１２株 或１５株，那 么 都

剩余９株；如果每列植１３株，那么刚巧没有剩余 问树苗至少要有多少株？

解　每列植１０株、１２株、１５株都余９株，故树苗数应比１０、１２、１５的公

倍数多９，又每列植１３株而无剩余，故树苗数应为１３的倍数 如果先求出

１０、１２、１５的最小公倍数后，用列举法求解，那么数较大困难多 故可将１０、

１２、１５的最小公倍数６０改写成１３的倍数与某数之和 按题意，［１０，１２，１５］

×ｎ＋９＝１３的倍数（ｎ为自然数），因６０＝１３×４＋８，故［１０，１２，１５］×ｎ＋９
＝（１３×４＋８）×ｎ＋９＝１３×４ｎ＋８ｎ＋９必 须 是１３的 倍 数，因１３×４ｎ是１３
的倍数，故８ｎ＋９必须是１３的倍数 用算式表示，则为８ｎ＋９＝１３的倍数
即１３的倍数－８的倍数＝９ 然后 用 列 举 法 得１３×５－８×７＝９ 故 树 苗 至

少有６０×７＋９＝４２９（株）
１８５５．兄弟两人，弟每逢星期日休息，兄五天中休息一天，但在第十四、

第三十五、第四十四个休息日要回 厂 值 班，不 再 补 休 某 次，两 人 同 一 天 休

息，问在以后的２５０天中，又有多少次逢到同一天休息？

解　如果兄没有回厂值班任务，那 么 兄 弟 两 人 从 第 一 次 同 一 天 休 息 到

第二次同一天休息应相隔［７，５］即３５天，在 以 后 的２５０天 中 逢 到 同 一 天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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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次数应为２５０÷３５＝７（余５）即７次，但兄在第十四、第三十五次休息日

回厂值班时，恰逢弟也休息，故实际两人在以后的２５０天中只有５次逢到同

一天休息
１８５６．有一批苹果，只数在１５１～２００之 间，分 给 幼 儿 园 大 小 两 个 班 的

小朋友 平均每人可得６只，如果只分给大班，平均每人可得１０只；问如果

只分给小班，平均每人可得多少只？

解　因为两次分苹果都无剩余，所以苹果的只数一定是６与１０的公倍

数，［６，１０］＝３０，在１５１～２００之间，６与１０的公倍数是３０×６＝１８０ 即苹果

共有１８０只，幼儿园大小班共有１８０÷６＝３０（人），其中大班有１８０÷１０＝１８
（人），小班平均每人可分得１８０÷（３０－１８）＝１５（只）

１８５７．某人从每千克价为２４元、３２元、４０元 及４８元 的 四 种 糖 果 中 选

购三种，每种所花的人民币数相等，且买得的千克数要最少 问他要准备人

民币多少元？三种糖果共买了多少千克？

解　从四种糖果中选购三种，即 只 有 一 种 落 选 因 此，有 四 种 选 法，因

为每种所花的人 民 币 数 相 等，故 人 民 币 数 应 为 三 种 糖 果 每 千 克 价 的 公 倍

数根据买得的 千 克 数 要 最 少，故 应 先 求 出 四 种 选 法 的 最 小 公 倍 数：（１）
［２４，３２，４０］＝４８０；（２）［３２，４０，４８］＝４８０；（３）［２４，４０，４８］＝２４０；（４）［２４，

３２，４８］＝９６ 从四个最小公倍数中可知选购２４元、３２元、４８元 的 三 种 糖 果

所花的人民币数最 少 故 他 应 准 备 人 民 币９６×３＝２８８（元） 又 每 千 克 价

２４元的糖果买了９６÷２４＝４（千克），每千克价３２元的糖果买了９６÷３２＝３
（千克），每千克价４８元的糖果买了９６÷４８＝２（千克），三种糖果共买了４＋
３＋２＝９（千克）

１８５８．某人从山麓到山顶每 小 时 步 行４千 米，再 从 山 顶 循 原 路 回 到 山

麓，每小时步行６千米 不论上山或下山，最后一小时都只走了３千米 且

从山麓到山顶的路程不到２０千米 问上下山一次共需多少时？

解　从山麓到山顶的公里数应比４与６的公倍数多３，而４与６的公倍

数有１２，２４，４８，７２，…只有１２＋３小于２０，故从山麓到山顶的路 程 有１５千

米 上山需１２÷４＋１＝４（时），下 山 需１２÷６＋１＝３（时），上 下 山 一 次 共 需

４＋３＝７（时）
１８５９．将不足１２００人的学生 平 均 分 成３队，第 一 队 排 成 每 列１４人 的

纵队，第二队排成每列１２人的纵队，结果都余８人，第三队排成每列８人的

纵队，结果没有剩余 求学生总人数
解　第三队每列８人结果没有 剩 余，为 了 与 第 一、第 二 两 队 统 一，我 们

可以把 第 三 队 看 作 排 成 每 列８人 结 果 也 余８人，这 样 每 队 的 人 数 应 比８、

１２、１４的公倍数大８，且必须略小于１２００
３  因［８，１２，１４］＝１６８，而１６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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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
３ ＜１６８×３＋８ 故每队学生数为［８，１２，１４］×２＋８＝３４４（人），学生总

人数为３４４×３＝１０３２（人）

１８６０．某人有苹果若干只，以 其 １
１２

分 给 甲，３
３５

分 给 乙，３
２８

分 给 丙，２
２１

分

给丁，四人都能分得整只的苹果 问此人至少有苹果多少只？

解　因１
１２

、３
３５

、３
２８

、２
２１

都是最简分数，故苹果的总 数 应 为 四 个 分 数 的 分

母１２、３５、２８、２１的公倍数，这样，每人才能分得整只的苹果 又题目要求至

少有几只苹果，故苹 果 的 只 数 应 为１２、３５、２８、２１的 最 小 公 倍 数［１２，３５，

２８，２１］＝４２０，即此人至少有苹果４２０只
１８６１．用 若 干 张 长１６８毫 米、宽１０８毫 米 的 长 方 形 小 纸 铺 成 一 个 大

的 长 方 形，使 这 个 大 的 长 方 形 相 邻 两 条 边 的 长 度 之 比 为２∶１，至 少 需 用

多 少 张 小 纸 ？ 如 果 相 邻 两 条 边 的 长 度 之 比 为 ３∶２，那 么 至 少 需 用 多 少

张 小 纸 ？

解　先考虑铺成正方形，正方形的边长应为１６８与１０８的公倍数，题目

要求用的 张 数 最 少，故 应 求１６８与１０８的 最 小 公 倍 数［１６８，１０８］＝１５１２，

１５１２÷１６８＝９，１５１２÷１０８＝１４ 即 用 小 纸 铺 成 边 长 为１５１２毫 米 的 正 方 形

时，它的一边需用９张，另一边需用１４张
然后使正方形转化为相邻两边长度之比为２∶１的长方形，转化的方法

有二：（１）把偶数１４缩小２倍；（２）把９或１４扩 大２倍 显 然 第 一 种 方 法

所用小纸的张数更少，故至 少 需 用 小 纸９×（１４÷２）＝６３（张），使 大 的 长 方

形相邻两边长度之比为２∶１
如果铺成相邻两边长度之比为３∶２的长方形，因３｜９，２｜１４，故至少需

用小纸（９÷３）×（１４÷２）＝２１（张）
１８６２．某长途汽车站有四条 路 线 通 行 汽 车，其 中 三 条 分 别 每 隔４０分、

４５分、１小时发车一次，每天的头班 车 都 在 上 午６点 钟 开 出；另 一 条 路 线 只

在上午７点２０分时发车一次 在 车 站 出 口 处 装 有 电 铃，每 当 汽 车 开 出（不

论一路或几路同时开出）电铃就响一 次 问 从 第 一 次 到 第 二 次 三 条 路 线 的

汽车同时开出，电铃一共响了多少次？

解　每天只发车一次的汽车在上 午７点２０分 开 出 时 离 上 午６点 钟 计

８０分，这时每隔４０分发车一次的汽车刚巧发第三次车，故铃响的次数不需

增加［４０，４５，６０］＝３６０，３６０是前三条路线两次同时发车前后相隔的时间，
而３６０÷４０＝９，３６０÷４５＝８，３６０÷６０＝６ 即在上午六点钟前三路汽车同时

发车后在３６０分钟内又分别发车９次、８次、６次 如 果 除 了 前 后 两 次 三 车

同时开出之外，任何两车都无同时开出的机会，那么３６０分内应打铃２＋（９



算

术

辞

典

　　　　　　

　　　 ７７８　　

－１）＋（８－１）＋（６－１）＝２２（次） 但［４０，４５］＝３６０，［４０，６０］＝１２０，［４５，６０］

＝１８０，又３６０÷１２０＝３，３６０÷１８０＝２ 即 每 隔４０分 和６０分 发 车 的 两 路 车

除末次外尚有（３－１）次同时发 车 的 机 会，每 隔４５分 和６０分 发 车 的 两 路 车

尚有（２－１）次同时发车的机会 故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三条路线的汽车同时

开出，电铃一共响了２２－（３－１）－（２－１）即１９次

　　９．中国剩余定理问题

１８６３．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
问物几何？《孙子算经》可译作：“有若干件物品，把它三个三个地数，最后剩

２件，五个五个地数，最后剩３件，七个七个地数，最后剩２件 问这种物品

（至少）有多少件？”
解１　《孙子算经》解法

先求出能被５与７整除而被３除余１的数得５×７×２＝７０，则被３除余

２的数为７０×２＝１４０；能被３与７整除而被５除余１的数得３×７＝２１，则被

５除余３的数为２１×３＝６３；能 被３与５整 除 而 被７除 余１的 数 得３×５＝
１５，则被７除余２的数为１５×２＝３０ 再把三数相加 得１４０＋６３＋３０＝２３３，

２３３符合题目的要求，但不是最小数，故应从２３３中减去［３，５，７］的２倍，即

２３３－１０５×２＝２３２３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最小数
注：《孙子算经》解法的第一步先 找 出 能 被 其 中 两 数 整 除 而 被 第 三 数 除

余一的数，然后找出被第三数除余 几 的 数 这 样 计 算，方 法 有 一 定 规 律，但

不一定必要 如本题５×７已符合“三 三 数 之 余 二”且 能 被５与７整 除 的 要

求，故实际只要把３５＋６３＋３０－［３，５，７］就能求得２３了；
解２　题目要求三三数之或七七 数 之 均 余２，因３与７互 质，故 符 合 这

样要求的数为（３×７）的若干倍加上２，其中最小的数是３×７＋２＝２３，又２３
也符合“五五数之余三”的要求，故本题答案为２３

解３　根据三三数之余二的条件，可 在２上 连 续 加３，使 它 符 合 五 五 数

之余三的条件，２＋３＋３＝８ 然后在８上连续加３与５的最小公倍数１５，使

它符合七七数之余二的条件，８＋１５＝２３２３已 全 部 符 合 题 目 要 求，故 本 题

答案为２３（如果原题改为七 七 数 之 剩 四，那 么 在 求 得８以 后，应 连 续 加 上

三个１５，８＋１５×３＝５３５３符合 三 三 数 之 剩 二，五 五 数 之 剩 三，七 七 数 之 剩

四的全部条件，故答案应为５３）
解４　同余式组的解法
已知ｘ≡２（ｍｏｄ３），ｘ≡３（ｍｏｄ５），ｘ≡２（ｍｏｄ７）
求适合条件的最小自然数ｘ
（１）［５，７］＝３５，３５≡２（ｍｏ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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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２１，２１≡１（ｍｏｄ５）；
又　∵　３≡３（ｍｏｄ５），

　　∴　６３≡３（ｍｏｄ５）；
（３）［３，５］＝１５，１５≡１（ｍｏｄ７），
又　∵　２≡２（ｍｏｄ７），

　　∴　３０≡２（ｍｏｄ７）

　　　　３５＋６３＋３０＝１２８
由此可知：　１２８≡２（ｍｏｄ３），

１２８≡３（ｍｏｄ５），

１２８≡２（ｍｏｄ７）
所以１２８符合问题所提的条件
又　［３，５，７］＝１０５
∵　１２８≡２（ｍｏｄ３），

１０５≡０（ｍｏｄ３），

∴　１２８－１０５≡２－０（ｍｏｄ３），
即　２３≡２（ｍｏｄ３）
同理，２３≡３（ｍｏｄ５），２３≡２（ｍｏｄ７），且２３＜１０５，故 适 合 条 件 的 最 小 自

然数是２３
１８６４．“二数余一，五数余二，七数余 三，九 数 余 四，问 本 数”（杨 辉《续

古摘奇算法》）可译作：“某数除以２余１，除以５余２，除以７余３，除 以９余

４ 问某数（至少）是多少？”
解　根据“二数余一”及“九数余四”可得９＋４＝１３，１３符合了这两句的

要求 再从１３起连续加上９与２的最小公倍数１８，使所得的和能满足“五

数余二”的要求 于此得１３＋１８＋１８＋１８＝６７６７能 符 合“二 数 余 一”、“九

数余四”、“五数余二”的要求 更从６７起连续加上２、５、９的最小公倍数９０，
使所得的和能满足“七数余三”的要求 于此得６７＋９０＝１５７１５７对题目中

的四个条件都能满足，故本数是１５７
如果先考虑“二 数 余 一，五 数 余 二”则５＋２＝７，７符 合 了 这 两 句 的 要

求再从７起加上２与５的最 小 公 倍 数１０，得１７，１７同 时 能 符 合 上 面 三 句

的要求 更从１７起连续加上２、５、７的最小公倍数７０得１７＋７０＋７０＝１５７，

１５７对题目中的四个条件都能满足，故本数是１５７
１８６５．某数除以８余３，除以１２余７，除以９余４，某数至少 是 几？５００

以内这样的数有哪几个？

解１　仔细观察题目中的已知条 件，发 现 如 果 某 数 加 上５，那 么 这 个 和

都能被８、１２或９整除，所以某数至少是［８，１２，９］－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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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因除数８，１２，９的最大公约数是１，且在１２与９的公倍数中不可

能找到除以８余３的数（因前者为偶数，后者为奇数） 故本题不可能用《孙

子算经》的解法求解
先求除以８余３、除以１２余７的数 可以从３起连续加８找到除以１２

余７的数３＋８＝１１，１１＋８＝１９，符合上面两要求的数是１９ 再 从１９起 连

续加上８与１２的最小公倍数２４，找到除以９余４的数１９＋２４＝４３，４３＋
２４＝６７，６７除以９余４，故除以８余３，除以１２余７，除以９余４的最小数是

６７
要求５００以内这样的数共有哪几个，只要６７加上几个８，１２，９的 最 小

公倍数，使所得的和小 于５００，故 这 样 的 数 除６７外 还 有１３９，２１１，２８３，３５５，

４２７，４９９共七个
１８６６．小于１００的某数，除以３余２，除以５或７均余４，这个数是几？

解１　因题目要求“除以５或７均余４”，故先求出符合这样要求的数比

较合理，于是得［５，７］＋４＝３９及［５，７］×２＋４＝７４两 数 在 这 两 数 中 符 合

除以３余２的数只有７４，故这个数是７４；
解２　根据“除以３余２”，“除 以５余４”，如 果 两 个 商 都 增 加１，那 么 余

数反而不 足１，在１００以 内 符 合 这 样 条 件 的 数 的 算 式 为［３，５］×ｎ－１（ｎ 为

１～６）即１４，２９，４４，５９，７４及８９等 六 个 在 这 六 个 数 中 符 合 除 以７余４的

数为７４，故这个数是７４；
解３　仿《孙子算经》解法，５×７＝３５，３５能 被５或７整 除，除 以３则 余

２；３×７＝２１，２１能被３或７整除，除以５则余１；２１×４＝８４，８４能被３或７
整除，除以５则余４；同理（３×５）×４＝６０，６０能 被３或５整 除，除 以７则 余

４３５＋８４＋６０＝１７９，１７９＞１００，减去［３，５，７］即１０５得７４，故这个数是７４
１８６７．“今有数不知总；以五累减之无余，以七百十五累减之余十，以二

百四十七累减之余一百四十，以三百九十一累减之余二百四十五，以一百八

十七累减之余一百零九，问总数若 干？”（黄 宗 宪《求 一 术 通 解》）可 译 作：“某

数连减若干个５，最后差等于０；连 减 若 干 个７１５，最 后 差 等 于１０；连 减 若 干

个２４７，最后差等于１４０；连减若干个３９１，最后差等于２４５；连减若干个１８７，
最后差等于１０９ 问某数（至少）是多少？”

解　有了“以七百十五累减之余十”，因累减数即除数７１５与余数１０都

是５的倍数，故“以五累减之无余”这个条件就不必考虑了 从“以二百四十

七累减之余一百四十”考虑，因为余 数１４０是５的 倍 数，而 原 数 也 是５的 倍

数，因此，这个条件可改为“以２４７×５（即１２３５）累减之余１４０，”同 理，“以 三

百九十一累减之 余 二 百 四 十 五”也 可 改 为“以３９１×５（即１９５５）累 减 之 余

２４５”，现在可自小到大列 出 符 合 以１９５５除 之 余２４５的 若 干 个 数 如：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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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０，４１５５，６１１０，８０６５，１００２０，… 再将列 出 的 数 以１２３５除 之，可 得 对 应 的

余数为：２４５，９６５，４５０，１１７０，６５５，１４０，… 其中１００２０符合“以１９５５除之 余

２４５”及“以１２３５除之余１４０”两 个 条 件，即１００２０÷１９５５＝５（余２４５），１００２０
÷１２３５＝８（余１４０） 由此可知１００２０÷３９１的余数也是２４５，１００２０÷２４７的

余数 也 是１４０；将１００２０分 别 除 以７１５、１８７，得１００２０÷７１５＝１４（余 １０），

１００２０÷１８７＝５３（余１０９），刚巧都符合题目要求，故总数是一万零二十

四、比和比例

　　１．正比、反比、比值

１８６８．某校有学生５６０人，其中３００人 是 男 生，求（１）男 生 与 学 生 总 人

数之比；（２）女生与学生总人数之比；（３）男生与女生人数之比
解　（１）男生与学生总人数之比是３００∶５６０，化简得１５∶２８；
（２）女生与学生总人数之比是（５６０－３００）∶５６０，化简得１３∶２８；
（３）男生与女生人数之比是３００∶（５６０－３００），化简得１５∶１３
１８６９．甲、乙两数之比是７∶１３，分别写出：
（１）甲、乙两数与它们的和的比；
（２）甲、乙两数的差与甲、乙两数的比
解　（１）甲：两数和＝７∶（７＋１３）

＝７∶２０，
乙：两数和＝１３∶（７＋１３）

＝１３∶２０；
（２）两数差：甲＝（１３－７）∶７

＝６∶７，
两数差：乙＝（１３－７）∶１３

＝６∶１３
１８７０．有大小两数，它们的和与差之比是９∶５，求大小两数之比
解１　根据和差问题解法 可 知 两 数 之 和 加 两 数 之 差 等 于 大 数 的２倍，

两数之和减两数之差等于小数的２倍，而 大 数 的２倍 与 小 数 的２倍 之 比 应

等于大数与小数之比，故大小两数之比是（９＋５）∶（９－５），即７∶２；
解２　 设 大 数 为 ｘ，小 数 为 ｙ，则 两 数 之 和 为 （ｘ＋ｙ），两 数 之 差 为

（ｘ－ｙ）于是得ｘ＋ｙ
ｘ－ｙ＝９

５
根据 合 分 比 定 理 得　

（ｘ＋ｙ）＋（ｘ－ｙ）
（ｘ＋ｙ）－（ｘ－ｙ）＝

９＋５
９－５

，

化简，得　ｘ
ｙ ＝７

２
故大小两数之比是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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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从Ａ 到Ｂ，甲行６时，乙行５时，求甲、乙速度比
解１　从Ａ 到Ｂ 为单位“１”，则甲、乙速度比为

１
６∶１

５＝５∶６；

解２　在路程一定时，甲、乙 所 行 时 间 与 速 度 互 为 反 比 因 甲、乙 时 间

比是６∶５，故甲、乙速度比是５∶６

１８７２．甲数的３倍等于乙数的２
３

，求甲、乙两数的比

解　按题意得甲×３＝乙×２
３

，故甲比乙是３比２
３

的反比，甲∶乙＝２
３

∶３＝２∶９

学习比例后，根据外项之积等于内项之积得：甲∶乙＝２
３∶３，化 简，得

　甲∶乙＝２∶９
１８７３．在地球上陆地与海面的 面 积 之 比，在 北 半 球 约 为４１９∶１０００，在

南半球约为１２９∶１０００，求北半球海面与南半球海面的面积之比

解　北半球海面的面积约 为 该 半 球 总 面 积 的 １０００
４１９＋１０００

，南 半 球 海 面

的面积约为该半球总面积的 １０００
１２９＋１０００

，故 北 半 球 海 面 与 南 半 球 海 面 的 面

积之比为 １０００
４１９＋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９＋１０００
，化简得１１２９∶１４１９

１８７４．将食盐和水按 ３
５０∶０．４４的重量比混合（１）水和盐重量的整数

比是多少？（２）盐和盐水重量的整数比是多少？又盐水中含盐的百分率是

多少？

解　（１）水∶盐＝０．４４∶ ３
５０＝（０．４４×５０）∶ ３

５０（ ）×５０ ＝２２∶３；

或０．４４∶ ３
５０＝０．４４∶０．（ ）０６＝２２∶３

（２）盐∶盐水＝ ３
５０∶ ３

５０＋０．（ ）４４ ＝ ３
５０∶１

２＝３∶２５

求盐水中含盐的百分率，可先求盐比盐水的比值，再转化成百分率，

３∶２５＝ ３
２５＝１２％

１８７５．甲坛中所贮的酒与水之比是５∶２，乙 坛 中 所 贮 的 酒 与 水 之 比 是

４∶１，今将甲、乙两坛按７∶５混合，求混合液的酒与水之比

解　甲坛中酒占 混 合 液 的 ５
５＋２

，乙 坛 中 酒 占 混 合 液 的 ４
４＋１

，今 甲 乙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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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按７∶５混合，则新的 混 合 液 中 所 含 的 酒 应 为 新 混 合 液 的 ５
５＋２× ７

７＋５＋

４
４＋１× ５

７＋５＝３
４

故新的混合液中酒与水之比应为

３
４∶ １－（ ）３

４ ＝３∶１

１８７６．某班级学生体育达标与未达标 人 数 之 比 是５∶７，在 达 标 学 生 中

男女生人数之比是３∶２，在未达标学生中男女生人数之比是３∶４ 求这个

班级的男女生人数之比
解　根据全班学生达标与未达标人数之比为５∶７，故达标人数占全班

总人数的 ５
５＋７＝５

１２
，未达标人数占 全 班 总 人 数 的 ７

５＋７＝７
１２

；而 达 标 学 生 中

男女生人数之比为３∶２，故男生占达标人数的 ３
３＋２＝３

５ 于是可得在达标

学生中，男生占全班人数的５
１２×３

５＝１
４

又因在未达标学生中男女生人数

之比为３∶４，故 男 生 占 未 达 标 人 数 的 ３
３＋４＝３

７ 于 是 可 得 在 未 达 标 学 生

中，男生占全班人数的７
１２×３

７＝１
４

故男生共占全班人数的 １
４＋１

４＝１
２

因此，这个班级的男女生人数之比是

１
２∶ １－（ ）１

２ ＝１∶１

１８７７．两个数的差是２．５，这两个数的比值也是２．５，求这两个数

解　比值是２．５的两个数之比是２．５＝５
２＝５∶２ 但５－２＝３，不符题

目 差是２．５的要求 而２．５是３的２．５
３ ＝５

６
，要使这两个数的差也等于２．５，

应根据比的性质将比的前、后项各乘以５
６

得５∶２＝ ５×（ ）５
６ ∶ ２×（ ）５

６ ＝

２５
６∶５

３＝４１
６∶１２

３
故这两个数是４１

６
及１２

３

１８７８．如图，大 小 两 圆 的 一 部 分 重 叠 在

一起小圆不重叠部分与重叠部分的面积之

比是７∶２，大圆不重叠部分与重叠部分的面

积之比是６∶１求大小两圆的面积之比
解１　大 圆 面 积∶重 叠 部 分 面 积＝（６

＋１）∶１＝７∶１；小 圆 面 积∶重 叠 部 分 面 积



算

术

辞

典

　　　　　　

　　　 ７８４　　

＝（７＋２）∶２＝９∶２ 要求大小两圆的面积之比，应使上面所得两个比的后

项（即重叠部分的面积）相同，根据比的性质７∶１＝１４∶２，故大小两圆的面

积之比为１４∶９；

解２　如重叠部分为１，则小圆面 积 为１÷ ２
７＋２＝４．５，大 圆 面 积 为１÷

１
６＋１＝７，故大小两圆面积之比为７∶４．５＝１４∶９

１８７９．有两个圆柱Ａ 及Ｂ，底面半径之比是２∶３，要使它们的体积之比

是２∶５，圆柱Ａ 与Ｂ 的高之比如何？

解　因圆的面积与其半径的平方成正比例，故圆柱Ａ 与Ｂ 的底面积之

比ＳＡ∶ＳＢ＝２２∶３２＝４∶９ 又 根 据 圆 柱 体 积Ｖ＝Ｓｈ，得ｈ＝Ｖ
Ｓ 今 圆 柱 Ａ

与Ｂ 的体积之比ＶＡ∶ＶＢ＝２∶５，故圆柱 Ａ 与Ｂ 的高之比ｈＡ∶ｈＢ＝ＶＡ

ＳＡ
∶

ＶＢ

ＳＢ
，代入，得

ｈＡ∶ｈＢ＝２
４∶５

９＝９∶１０

１８８０．作半径分别为２厘米、６厘米、１０厘米的

三个同心圆并把它四等 分，求 图 中 阴 影 部 分 与 其 他

部分的面积之比
解　由图可知，小圆 及 中 间 圆 环 的 阴 影 部 分 与

其他部分的面积之比都 是１∶１，故 可 看 作 半 径 为６
厘米圆的阴影部分与其他部分的面积之比是１∶１；
外 面 的 圆 环 的 阴 影 部 分 与 其 他 部 分 的 面 积 之 比 是

１∶３ 又因Ｓ内圆 ＝６２π＝３６π，Ｓ大环 ＝（１０２－６２）π＝６４π，故 阴 影 部 分 与 其 他

部分的面积之比是 ３６π
２ ＋６４π（ ）１＋３ ∶ ３６π

２ ＋３×６４π（ ）４ ＝１７∶３３

１８８１．甲、乙两地相距１２千 米，某 人 由 甲 地 到 乙 地，步 行２．５时 到 达，
骑自行车只需５０分 就 能 到 达 求 这 人 步 行 与 骑 车 的 时 间 之 比 及 速 度 之

比
解　这 人 所 行 的 路 程 都 是 １２千 米，故 步 行 与 骑 车 所 需 时 间 之 比 是

２．５∶５
６＝３∶１ 又这人每小时步行１２

２．５＝４．８（千米），每小时骑 车 行 １２
５
６

＝

１４．４（千米），故步行与骑车速度之比是４．８∶１４．４＝１∶３ 显 然，在 距 离 一

定时，速度之比和时间之比互为反 比，故 在 求 出 时 间（或 速 度）之 比 后，可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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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写出它们的速度（或时间）之比

１８８２．第一个数的５
６

等于第二个数的１５
１６

求这两个数之比

解　设第一个数为ａ，第 二 个 数 为ｂ，按 题 意 得 ５
６ａ＝１５

１６ｂ
故ａ∶ｂ＝

１５
１６∶５

６＝９∶８，即这两个数之比是９∶８

１８８３．某校以人民币若干元购买篮球和足球，经计算，这 些 钱 可 买 篮 球

１６个及足球１０个或篮球１２个及足球１５个求每个篮球与足球买价之比
解　篮球（１６－１２）个之价等于 足 球（１５－１０）个 之 价 在 总 价 一 定 时，

件数之比与单价之比互为反比，故每个篮球与足球买价之比是

（１５－１０）∶（１６－１２）＝５∶４
１８８４．以每本价７．５元的课外 读 物 调 换 每 本 价４．５元 的 课 外 读 物，问

两种读物至少各用多少本，才能做到等价交换？

解１　用比的知识解
在总价一定时，两种读物的单价之 比 与 本 数 之 比 互 为 反 比 题 目 要 求

至少各用多少本 则所求的比必须是最简的整数之比 两种读物的单价之

比是７．５∶４．５，它们所用的本 数 之 比 是４．５∶７．５，即３∶５ 故 至 少 用 每 本

价７．５元的课外读物３本与每 本 价４．５元 的 课 外 读 物５本 调 换，才 能 做 到

等价交换；
解２　用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解
题目中的“等价”，指的是每种书的总价，是单价７．５元与４．５元的公倍

数 又题目要求用的本数最少，故 总 价 是 单 价７．５元 与４．５元 的 最 小 公 倍

数［７５，４５］＝２２５，２２５÷７５＝３，２２５÷４５＝５ 故至少用每本价７．５元 的 课

外读物３本与每本价４．５元的课外读物５本调换，才能做到等价交换

１８８５．男工１１人和女工７人合做一事，１１
２

天完成，如果由男工２人和

女工３人合做这事，那么需要６天 才 能 完 成 求 男 工 与 女 工 平 均 每 人 的 工

作效率之比

解　１１
２

天是６天的１
４

男工２人和女工３人合做一事６天完成，如果

也要求在１１
２

天内完成，那么需安排男工２×４即８人，女工３×４即１２人

这样，男工１１人、女工７人与男工８人、女 工１２人 的 工 作 效 率 相 等 由 此

可知，男工（１１－８）即３人的工作效率等于女工（１２－７）即５人的工作效率，
在工作量一定时，人数之比与工作效率之比互为反比，故男工与女工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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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工作效率之比是５∶３

１８８６．在一个比例式中，两个比的比值等于２，且两个外项分别为 １
２

与

１
３

求这个比例式

解　以１
２

与１
３

做外项组成的比例式有两种情况：设两个内 项 分 别 为ｘ

与ｙ，则（１）１
２∶ｘ＝ｙ∶１

３
；（２）１

３∶ｘ＝ｙ∶１
２ 由 于 比 值 等 于２，按（１）

１
２∶ｘ＝２，ｘ＝１

４
；ｙ∶１

３＝２，ｙ＝２
３

；所 得 比 例 式 为 １
２∶１

４＝２
３∶１

３
，按

（２）１
３∶ｘ＝２，ｘ＝１

６
；ｙ∶１

２＝２，ｙ＝１；所 得 比 例 式 为 １
３∶１

６＝１∶１
２ 故

本题可组成两个比例式

　　２．复比

１８８７．有两个长方形，其 中 一 个 长９厘 米，宽８厘 米；另 一 个 长１２厘

米，宽５厘米 求这两个长方形面积的比
解１　先求面积再求比 第一个长方形面积是（９×８）厘 米２，第 二 个 长

方形面积是（１２×５）厘米２，这两个长方形面积的比是

（９×８）∶（１２×５）＝６∶５；
解２　先求长度之比及宽 度 之 比，再 求 面 积 之 比 两 个 长 方 形 的 长 度

之比是９∶１２，宽度之比是８∶５ 因 两 个 长 方 形 的 面 积 之 比 分 别 与 其 长 度

之比、宽度之比成正比，故可组成如 下 的 连 比 化 简 时，连 比 中 的 前 项 之 积

作比的前项，后项之积作比的后项 书写格式为

　　　　
９∶１２｝８∶５

＝（９×８）∶（１２×５）

＝６∶５
故这两个长方形的面积之比是６∶５
１８８８．有两个分数，它们的分子之比是３∶５，分母之比是２∶３ 求这两

个分数之比
解　两个分数之比，如果同时乘以两个分母之积，就等于第一个分数的

分子与第二个分数的分母的乘积比第二个分数的分子与第一个分数的分母

的乘积 设两个分数为ａ
ｂ

、ｃ
ｄ

，则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ｂｄ∶ｃ

ｄ ×ｂｄ＝ａｄ∶ｂｃ 因

此，两个分数之比，应等于它们的分子之比与其分母之比的反比的复比 书

写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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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７　　 　 　

３∶５｝３∶２
＝（３×３）∶（５×２）＝９∶１０

故这两个分数之比是９∶１０
１８８９．猎狗追兔，兔行４步时犬行３步；狗２步 的 长 等 于 兔３步 的 长

求猎狗与兔子的速度之比
解　在时间相同时狗兔速度之比 与 步 数 之 比 成 正 比，又 在 距 离 相 同 时

速度之比与步数之比互为反比，故猎狗与兔子的速度之比是
３∶４｝３∶２

＝９∶８

本题按分数应用题思路解是：狗２步之长等于兔３步之长，故狗１步之

长等于兔３
２

步之长，这样，狗三步之长应等于兔 ３
２（ ）×３ 步之长，故 狗 兔 速

度之比为

３
２（ ）×３ ∶４＝９∶８

１８９０．有长方体Ａ 和Ｂ，它们的长之比是１
２∶１

３
，宽之比是４∶４．５，体

积之比是１０∶９ 求长方体Ａ 与Ｂ 的高之比
解　在体积一定时，两个长方体 的 长 之 比 或 宽 之 比 分 别 与 高 之 比 互 为

反比，在长与宽一定时，两个长方体的体积之比与高之比成正比 故长方体

Ａ 与Ｂ 的高之比为

１
３∶１

２

４．５∶４

１０∶

烍

烌

烎９

＝ １
３ ×４．５×（ ）１０ ∶ １

２ ×４×（ ）９

＝１５∶１８

＝５∶６

　　１８９１．某人以一定速度步行一定距离需要若干小时 如果距离增加它

的１
５

，速度减少它的１
６

，那么两次所需时间之比如何？

解　两次速度之比是１∶ １－（ ）１
６

，距离之比是１∶ １＋（ ）１
５  在距离

一定时，两次速度之比与时间之比 互 为 反 比，在 速 度 一 定 时，两 次 距 离 之 比

与时间之比成正比 于是得

１－（ ）１
６ ∶１

１∶ １＋（ ）
烍
烌

烎
１
５

＝ １－（ ）１
６ ×［ ］１ ∶ １× １＋（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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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６∶６

５

＝２５∶３６
故两次所需时间之比是２５∶３６

１８９２．一块耕地用甲拖拉机一天工作９时，可完成耕地面积的 ３
１６

，每小

时所需费用为１．７５元；如果改用乙拖拉机一天工作１０时，可完成耕地面积

的４
２５

，每小 时 所 需 费 用 为 １．６４ 元 问 调 用 哪 一 台 拖 拉 机 去 耕 比 较 便

宜？　　　
解　要判断调用哪一台拖拉机去 耕 比 较 便 宜，应 用 比 的 知 识 先 求 出 完

成全部耕地任务两台拖拉机所需费 用 之 比，而 这 个 比 与 每 小 时 的 费 用 之 比

及每天工作时间之比均成正比，与一 天 中 完 成 的 工 作 量 之 比 互 为 反 比 于

是得

９∶１０
１．７５∶１．６４
４
２５∶３

烍

烌

烎１６

＝ ９×１．７５×４（ ）２５ ∶ １０×１．６４×３（ ）１６

＝２．５２∶３．０７５
因２．５２＜３．０７５，故调用甲拖拉机比较便宜

本题若按分数应用题思路，可作如下解答：用甲拖拉机耕完成全部耕地

需１÷ ３
１６（ ）÷９ ＝４８（时），所需费用为１．７５×４８＝８４（元）；用乙拖拉机耕完

成全部耕地需１÷ ４
２５（ ）÷１０ ＝６２．５（时），所需费用为１．６４×６２．５＝１０２．５

（元） 因１０２．５元＞８４元，故调用甲拖拉机比较便宜

　　３．连比

１８９３．某初级中学学生利用 假 日 进 行 义 务 劳 动，一 年 级 参 加８８人，二

年级参加１２０人，三年级参加１０４人 求 一、二、三 年 级 学 生 参 加 义 务 劳 动

人数的连比
解　参加义务劳动学生人数的 连 比，一 年 级∶二 年 级∶三 年 级＝８８∶

１２０∶１０４＝１１∶１５∶１３
１８９４．一件工程，甲独作２０天完成，乙独作２５天完成，丙独作３５天完

成 求甲、乙、丙三人工作效率的连比

解　甲平均每天完成全 工 程 的 １
２０

，乙 平 均 每 天 完 成 全 工 程 的 １
２５

，丙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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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天完 成 全 工 程 的 １
３５

故 三 人 工 作 效 率 的 连 比 是 甲 ∶ 乙 ∶ 丙 ＝ １
２０∶

１
２５∶１

３５
化简时，连比的每一项都乘以２０、２５、３５的最小公倍数７００，故甲、

乙、丙三人工作效率的连比是３５∶２８∶２０
１８９５．某农场计划种植水 稻 与 棉 花 的 面 积 之 比 是５∶３，种 植 棉 花 与

蔬菜的面积之比是２∶１ 求 这 个 农 场 计 划 种 植 水 稻、棉 花 与 蔬 菜 的 面 积

之连比
解　根据比的性质，所种水稻与棉花的面积之比５∶３＝１０∶６；所种棉

花与蔬菜的面积之比２∶１＝６∶３，故 这 个 农 场 计 划 种 植 水 稻、棉 花 与 蔬 菜

的面积之连比是１０∶６∶３ 用竖式表示为

　　　水稻∶棉花＝５∶３
　　　棉花∶蔬菜＝　 ２∶１　
水稻∶棉花∶蔬菜＝（５×２）∶（３×２）∶（３×１）

＝１０∶６∶３
１８９６．甲与乙各走一步的长度之比为３∶４，乙 与 丙 走 相 同 距 离 所 需 时

间之比为５∶６ 求甲与丙在相同时间内所行距离之比
解　乙与丙在相同时间内所行距离之比等于两人走相同距离所需时间

之比的反比，即６∶５；而甲 与 乙 各 走 一 步 的 长 度 之 比 和 他 们 的 速 度 之 比 成

正比，又和两人在同时间内所行距离之比成正比，故甲、乙、丙在同时间内所

行距离之比为：

　　甲∶乙＝３∶４
　　乙∶丙＝　 ６∶５　　
甲∶乙∶丙＝９∶１２∶１０

故甲与丙在相同时间内所行距离之比是９∶１０

【注意】　因（４，６）＝２，故 连 比 的 第 一 项 得３×６
２＝９，第 二 项 得４×６

２

＝１２，第三项得４
２×５＝１０

１８９７．某人有图书若干册，甲、乙、丙 三 人 分 别 向 他 借 书，他 都 同 意，并

对甲说，你借１
３

，我留 ２
３

；对 乙 说，你 借 １
４

，我 留 ３
４

；对 丙 说，你 借 １
５

，我 留

４
５

有一天三人同时前往，某 人 按 诺 言 将 图 书 进 行 分 配 求 甲、乙、丙 及 某

人分得图书本数的连比

解　按诺言，甲∶某人＝１
３∶２

３＝１∶２；乙∶某 人＝１
４∶３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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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某人＝１
５∶４

５＝１∶４，因某人所留的本数在三个比中分别为２，３，４，故

应先求出２，３，４的最小公倍数得１２，由此得甲∶某人＝１∶２＝６∶１２，乙∶
某人＝１∶３＝４∶１２，丙∶某人＝１∶４＝３∶１２，故甲、乙、丙及某人分得图书

本数的连比是６∶４∶３∶１２
本题也可先求出三个人分得图书 本 数 的 连 比，然 后 再 求 四 个 人 分 得 图

书本数的连比，算法如下：

∵　甲∶某人＝１∶２，

　　某人∶乙＝３∶１，

∴　甲∶某人∶乙＝３∶６∶２
又　∵　甲∶乙∶某人＝３∶２∶６，

　　某人∶丙＝４∶１，

∴　甲∶乙∶某人∶丙＝６∶４∶１２∶３
故甲∶乙∶丙∶某人＝６∶４∶３∶１２

１８９８．甲、乙、丙三个工人参加技术 考 核，接 受 同 一 项 劳 动 任 务，甲 在３

时内完成了任务的３
４

，乙在２．５时 内 完 成 了 任 务 的 ５
７

，丙 在２３
４

时 内 完 成

了任务的１１
２０

求三人工作能力之比

解　甲在３时内完成任务的３
４

，平均每小时完成任务的３
４÷３＝１

４
；乙

在２．５时内完成任务的５
７

，平均每小时完成任务的５
７÷２．５＝２

７
，丙在２３

４

时内完成任务的１１
２０

，平均每小时完成任务的１１
２０÷２３

４＝１
５

，

故甲、乙、丙三人工作能力之比是

１
４∶２

７∶１
５＝３５∶４０∶２８

１８９９．６枚壹分硬币叠在一起与５枚贰分硬币一样高；６枚贰分硬币叠

在一起与５枚伍分硬币一样高 如果分别用壹分币、贰分币、伍分币叠成三

个一样高的圆柱体，这些硬币的币值是４元４角２分，那么三种硬币共多少

枚？

解　壹分　　贰分　　伍分

　６　　　５
　　　 　６　　　５　
３６　　　３０　 　２５

３６枚壹分币、３０枚贰分币与２５枚伍分币一样高 这些硬币的币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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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２×３０＋５×２５＝２２１（分）
现在组成三个圆柱体的分币共值４４２分
４４２÷２２１＝２，４４２分是２２１分的２倍，那么三种硬币的枚数共

（３６＋３０＋２５）×２＝１８２（枚）
１９００．如图，Ｅ、Ｆ 是长方形ＡＢＣＤ 中相邻

两条边的中点 求 甲、乙、丙 三 个 图 形 的 面 积

之比
解　因为ＡＣ 是长方形ＡＢＣＤ 的对角线，

∴　△ＡＢＣ＝△ＡＣＤ 又 因 为 Ｅ、Ｆ 分 别 是

ＡＤ、ＤＣ 的中点，从 三 角 形 面 积 计 算 可 知 甲＝
１
４△ＡＣＤ，∴　甲∶乙＝１∶（４－１），故

甲∶乙∶丙＝１∶（４－１）∶４＝１∶３∶４
１９０１．下图ＡＢＣＥ 是平行四边形，ＡＢＤＥ 是 梯 形，且 ＡＦ∶ＦＥ＝２∶１，

ＢＣ∶ＣＤ＝２∶３，求三角 形 ＡＢＦ、平 行 四 边 形 ＡＢＣＥ 及 梯 形ＡＢＤＥ 的 面 积

之连比

解　 因 三 个 图 形 等 高，故 三 角 形 ＡＢＦ、平 行 四 边 形 ＡＢＣＥ 及 梯 形

ＡＢＤＥ 的面积之比等于三角 形ＡＢＦ 的 底 的 １
２

，平 行 四 边 形 的 底 及 梯 形 的

上底及下底之和的１
２

之比 设ＦＥ＝１，则 ＡＦ＝２，ＡＥ＝ＢＣ＝１＋２＝３，ＢＤ

＝ＢＣ＋ＣＤ＝３＋３×３
２＝７．５ 代入，得

Ｓ△ ∶Ｓ ∶Ｓ ＝ １
２（ ）×２ ∶３∶ １

２×（３＋７．５［ ］） ＝４∶１２∶２１

故三角 形 ＡＢＦ、平 行 四 边 形 ＡＢＣＥ 及 梯 形ＡＢＤＥ 的 面 积 之 连 比 是

４∶１２∶２１

４．比例尺

１９０２．在一幅世界地图上用１５厘 米 的 线 段 表 示 实 际 距 离４５００千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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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幅地图的比例尺
解　４５００千 米＝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厘 米 比 例 尺＝图 上 距 离∶实 际 距 离＝

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或写作 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故 这 幅 地 图 的 比 例 尺

是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３． 这是一幅中国地 图 上 所 标 的

线段比例尺，改用比的形式表示
解　根据线段比例尺所表示，图上的３厘米相当于实际距离６千米，而

６千米＝６０００００厘米，３∶６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０
故这幅地图的比例尺是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４．一种精密零件图的比例尺是５∶１，如果图上长８．５厘米，这个零

件的实际长多少厘米？把这个零件改画在比例尺是８∶１的图上，它的长应

是多少厘米？

解　因比例尺＝图上距离∶实 际 距 离，故 实 际 距 离＝图 上 距 离÷比 例

尺 又５∶１的比值是５，故这个零件的实际长是８．５÷５＝１．７（厘米）
从上列关系式可知 图 上 距 离＝实 际 距 离×比 例 尺，又８∶１的 比 值 是

８ 故这个零件画在比例尺是８∶１的图上，它的长应是

　　　１．７×８＝１３．６（厘米）

１９０５．在比例尺是 １
５０００００

的地 图 上 量 得 北 京 到 天 津 的 距 离 是２７．４厘

米，如果汽车每小时以５０千米的速 度 在 上 午 八 点 钟 从 天 津 开 出，求 几 点 可

到达北京？

解　２７．４厘米＝０．０００２７４千米 设北京到天津的实际距离是ｘ千米，

于是得０．０００２７４∶ｘ＝ １
５０００００

，ｘ＝０．０００２７４÷ １
５０００００

，ｘ＝１３７ 即 北 京 到

天津的实际距离是１３７千米 又１３７÷５０＝２．７４，而２．７４时＝２时４４分２４
秒，８时＋２时４４分２４秒＝１０时４４分２４秒 故在上午八点从天津开出的

汽车，到１０点４４分２４秒时可到达北京

１９０６．某校有一块长方形的操场，在 １
５００

的校舍平面图上量得它的长是

１３厘米，宽是８．４厘米，求这块操场有多少米２？

解　１３厘米＝０．１３米，８．４厘米＝０．０８４米 设这块操场的实际 长 是

ｘ米，宽是ｙ米 则０．１３
ｘ ＝ １

５００
，ｘ＝０．１３×５００＝６５；０．０８４

ｙ ＝ １
５００

，ｙ＝０．０８４

×５００＝４２，操场的面积是６５×４２＝２７３０（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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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７．一块长方形的试验田，长８０米，宽６５米 在比例尺是１∶１０００
的平面图上，这块试验田的图上面 积 是 多 少？图 上 面 积 与 实 际 面 积 之 比 是

多少？

解　设试验田在图上的长是ｘ 米，宽 是ｙ 米，则 ｘ
８０＝ １

１０００
，ｘ＝ 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８，０．０８米＝８厘米；ｙ
６５＝ １

１０００
，ｙ＝ ６５

１０００＝０．０６５，０．０６５米＝６．５厘米８

×６．５＝５２ 故在平面图上试验田的面积是５２厘米２
因实际面积是８０×６５＝５２００米２＝５２００００００厘米２，故图上面积与实际

面积之比是５２∶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或 图 上 面 积 是０．０８×０．０６５＝
０．００５２米２，实际面积是８０×６５＝５２００米２，故 图 上 面 积 与 实 际 面 积 之 比 是

０．００５２∶５２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用简 便 方 法 计 算 是：因 图 上 距 离 与 实 际 距 离

之比是 １
１０００

，故图上面积与实际面积之比是 １（ ）１０００
２

＝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８．长方形操场的长７５米，宽４２米，要在长２４厘米、宽１６厘米的长

方形纸上画出平面图，问选用什么比例尺最适当？

解　纸长∶操场长＝２４∶７５００≈１∶３１３；

　　纸宽∶操场宽＝１６∶４２００≈１∶２６３
由于在同一张图纸上只能选 用 一 种 比 例 尺，根 据“选 小 不 选 大”的 原

则，应该选用１∶３１３的比例尺，但为了 制 图 的 方 便，比 例 尺 的 后 项 一 般 采

用整十、整百、整千……表 示，而 且 要 考 虑 平 面 图 的 四 周 要 留 有 适 当 的 余

地，还要写上图名和比 例 尺，所 以 这 张 平 面 图 以 选 用１∶４００的 比 例 尺 为

宜　　　　

　　５．比例

１９０９．在下面的比中可以组成几个比例：

（１）１６∶１２；　　　　（２）４．５∶３
１０

；　　　　（３）３∶１３．５；

（４）１
６∶３

４
； （５）８

１５∶２
５

； （６）４．５∶２０１
４

解　先求比值（１）１６∶１２＝４
３

；（２）４．５∶３
１０＝１５；（３）３∶１３．５＝２

９
；

（４）１
６∶３

４＝２
９

；（５）８
１５∶２

５＝４
３

；（６）４．５∶２０１
４＝２

９
再观察比值，（１）

与（５）比值相等，可组成比例１６∶１２＝８
１５∶２

５
；（３）、（４）与（６）比 值 相 等，两

两搭配 可 组 成 三 个 比 例：３∶１３．５＝ １
６ ∶ ３

４
，３∶１３．５＝４．５∶２０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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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３

４＝４．５∶２０１
４

；比值是１５的只有（２），故４．５∶３
１０

不可能与其余任何

一个比组成比例
本题也可先化成最简单的整数比，再组成比例
１９１０．把下列比的等式改写成积的等式：

（１）１
２∶１

３＝１２∶８；　　　　　（２）１０
１２＝３５

４２
；

（３）０．７
０．２＝７

１０∶１
５

解　根据比例的性质，得

（１）１
３×１２＝１

２×８；（２）１０×４２＝１２×３５；（３）０．７×１
５＝０．２×７

１０

１９１１．把下列积的等式改写成比的等式：

０．７５×１
５＝５

１２×０．３６

解　根据比例的性质的逆用，每个 积 的 等 式 一 般 都 可 写 成８个 形 式 不

同的比的等式：

（１）０．７５∶５
１２＝０．３６∶１

５
；　　（２）１

５∶５
１２＝０．３６∶０．７５；

（３）０．７５∶０．３６＝５
１２∶１

５
； （４）１

５∶０．３６＝５
１２∶０．７５；

（５）５
１２∶０．７５＝１

５∶０．３６； （６）５
１２∶１

５＝０．７５∶０．３６；

（７）０．３６∶０．７５＝１
５∶５

１２
； （８）０．３６∶１

５＝０．７５∶５
１２

１９１２．写出４９所有的约数，将其中一个约数使用两次组成比例
解　４９的约数有１、７、４９三个 将７使用两次可组成以下四个比例：
（１）１∶７＝７∶４９；　　　　　　（２）４９∶７＝７∶１；
（３）７∶１＝４９∶７； （４）７∶４９＝１∶７
比例式（１）与（２）的两内项相等，此内项叫做两外项的比例中项
１９１３．已知ｘ∶６＝６∶ｙ，且ｘ、ｙ都是自然数，求ｘ、ｙ的值
解　根据比例的性质得ｘｙ＝６２，而６２＝１×３６＝２×１８＝３×１２＝４×９，

故ｘ与ｙ 的值共有四组：（１）１与３６；（２）２与１８；（３）３与１２；（４）４与９

１９１４．１
２

、２
３

和４
９

三个数中添 上 一 个 数 组 成 比 例，求 这 个 数 有 哪 几 种

可能？

解　这题应用比例的性质求解比较简便，设添上的一个数是ｘ，于是得

以下三种情况：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７９５　　 　 　

（１）１
２×２

３＝４
９ｘ，ｘ＝３

４
； 比例式有１

２∶（ ４
９＝３

４∶２
３

等八个 ）

（２）１
２×４

９＝２
３ｘ，ｘ＝１

３
； 比例式有１

２∶２
３＝１

３（ ∶４
９

等八个 ）

（３）２
３×４

９＝１
２ｘ，ｘ＝１６

２７． 比例式有２
３∶１

２＝１６
２７∶４

９
等八个（ ）

１９１５．试证明如果ａ
ｂ ＝ｃ

ｄ
，那么ａ＋ｃ

ｂ＋ｄ＝ａ
ｂ ＝ｃ

ｄ
或 ａ－ｃ

ｂ－ｄ＝ａ
ｂ ＝ｃ（ ）ｄ 

证明　设ａ
ｂ ＝ｃ

ｄ ＝ｍ，则ａ＝ｂｍ，ｃ＝ｄｍ，ａ＋ｃ＝（ｂ＋ｄ）ｍ，ｍ＝ａ＋ｃ
ｂ＋ｄ

，故

ａ＋ｃ
ｂ＋ｄ＝ａ

ｂ ＝ｃ
ｄ 例如：如果１７．５

１２．５＝７
５

，那么１７．５＋７
１２．５＋５

即２４．５
１７．５＝１７．５

１２．５＝７
５

；

同理，得ａ－ｃ＝（ｂ－ｄ）ｍ，ｍ＝ａ－ｃ
ｂ－ｄ

，故ａ－ｃ
ｂ－ｄ＝ａ

ｂ ＝ｃ
ｄ 例如：如果１７．５

１２．５

＝７
５

，那么１７．５－７
１２．５－５

即１０．５
７．５＝１７．５

１２．５＝７
５

１９１６．试证明如果ａ
ｂ ＝ｃ

ｄ
，那么ａ＋ｂ

ｂ ＝ｃ＋ｄ
ｄ

或ａ－ｂ
ｂ ＝ｃ－ｄ（ ）ｄ 

证１　∵　ａ
ｂ ＝ｃ

ｄ
，∴　ａ

ｃ ＝ｂ
ｄ

，由上题可得ａ
ｃ ＝ｂ

ｄ ＝ａ＋ｂ
ｃ＋ｄ

；又 由ｃ
ｄ

＝ａ＋ｂ
ｃ＋ｄ

，可得ｃ＋ｄ
ｄ ＝ａ＋ｂ

ｂ
，即如果ａ

ｂ ＝ｃ
ｄ

，那么ａ＋ｂ
ｂ ＝ｃ＋ｄ

ｄ  例如：如果６．４
４．８

＝ ６
４．５

，那么６．４＋４．８
４．８ ＝６＋４．５

４．５
，即１１．２

４．８＝１０．５
４．５

同理，可得如果ａ
ｂ ＝ｃ

ｄ
，那 么ａ－ｂ

ｂ ＝ｃ－ｄ
ｄ  例 如：如 果６．４

４．８＝ ６
４．５

，那 么

６．４－４．８
４．８ ＝６－４．５

４．５
，即１．６

４．８＝１．５
４．５

证２　∵　ａ
ｂ ＝ｃ

ｄ
，∴　ａ

ｂ ＋１＝ｃ
ｄ ＋１，即ａ＋ｂ

ｂ ＝ｃ＋ｄ
ｄ 

同理，∵　ａ
ｂ ＝ｃ

ｄ
，∴　ａ

ｂ －１＝ｃ
ｄ －１，即ａ－ｂ

ｂ ＝ｃ－ｄ
ｄ 

１９１７．试证明如果ａ
ｂ ＝ｃ

ｄ
，那么ａ＋ｂ

ａ－ｂ＝ｃ＋ｄ
ｃ－ｄ

证明　∵　ａ
ｂ ＝ｃ

ｄ
，由上题得ａ＋ｂ

ｂ ＝ｃ＋ｄ
ｄ ①，ａ－ｂ

ｂ ＝ｃ－ｄ
ｄ ②，以①、②

的等式左右分别相除，得ａ＋ｂ
ａ－ｂ＝ｃ＋ｄ

ｃ－ｄ
故如果ａ

ｂ ＝ｃ
ｄ

，那么ａ＋ｂ
ａ－ｂ＝ｃ＋ｄ

ｃ－ｄ
例

如：如果９．６
８ ＝３３．６

２８
，那么９．６＋８

９．６－８＝３３．６＋２８
３３．６－２８

即１７．６
１．６＝６１．６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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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正比例应用题

１９１８．一台拖拉机２．５时耕地２．１５公顷，照这样计算，问（１）７时可耕

地多少公顷？（２）要耕８．６公顷地需要多少时？

解　（１）因为
地积
时间＝工效，拖拉机的工效一定，所以拖拉机耕地的公顷

数与所耕时间成正比例 设７时可耕地ｘ 公顷，则２．１５
２．５＝ｘ

７
，ｘ＝２．１５×７

２．５
＝６．０２

为了与解复比例的书写格式一致，根据工效一定时，耕地公顷数与所耕

时间成正比例，即两次耕地的公顷 数 之 比 等 于 两 次 所 耕 时 间 之 比，于 是 得：

２．５∶７＝２．１５∶ｘ，ｘ＝７×２．１５
２．５ ＝６．０２ 故７时可耕地６．０２公顷；

（２）设耕地８．６公顷需要ｙ时，则２．１５
２．５＝８．６

ｙ
，ｙ＝２．５×８．６

２．１５ ＝１０

如果按两次所 耕 公 顷 数 之 比 等 于 两 次 所 耕 时 间 之 比，那 么 比 例 式 为

２．５∶ｙ＝２．１５∶８．６，ｙ＝１０ 故耕地８．６公顷需用１０时
１９１９．在含 有 铅３７５千 克、锡２３７千 克 的 合 金 中，问 增 加 铅 多 少 千 克，

可使铅与锡之比为５∶３
解１　要求铅与锡之比为５∶３，而合金中所含锡的千克数不变，那么必

须增加一定数量的铅 设 铅 增 加ｘ 千 克，于 是 得（３７５＋ｘ）∶２３７＝５∶３，

３７５＋ｘ＝２３７×５
３

，３７５＋ｘ＝３９５，ｘ＝２０；

解２　设合金 中 须 含 铅ｘ 千 克，于 是 得ｘ∶２３７＝５∶３，ｘ＝３９５３９５－
３７５＝２０ 故应增加铅２０千克

１９２０．海水中水与盐之比是１８３∶１７，现在要使它改变成水与盐之比为

１９∶１，求在４００千克海水中应掺入多少千克清水？

解　根据海水中水∶盐＝１８３∶１７，可先求出４００千克海水中含有盐多

少千克 设４００千 克 海 水 中 含 有 盐 ｘ 千 克，则 可 得 　（１８３＋１７）∶１７＝

４００∶ｘ，ｘ＝１７×４００
２００ ＝３４ 即３４千克 海水中掺入清水，总重量起了变化，

但所含有的盐重不变，设需掺清水ｙ千克才能使水与盐之比为１９∶１，于是

得：（４００＋ｘ）∶３４＝（１９＋１）∶１，（４００＋ｘ）＝６８０，ｘ＝２８０ 故应掺入２８０千

克清水
１９２１．盐水中盐与水之比是２３∶７７，问５００千 克 盐 水 中 应 蒸 发 多 少 千

克水以后，才能使盐与水之比变成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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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原来盐与水之比是２３∶７７，即 盐 与 盐 水 混 合 液 之 比 是２３∶（２３＋
７７），设在５００千克盐水混合液中应 含 盐ｘ 千 克，于 是 得　２３∶（２３＋７７）＝
ｘ∶５００，ｘ＝１１５ 即含盐１１５千克 又水蒸发后所含盐重不变，而水则起了

变化，设５００千克盐水中应蒸 发 水ｙ 千 克，才 能 使 盐 与 水 之 比 变 成７∶１３
于是，得

７∶（７＋１３）＝１１５∶（５００－ｙ），（５００－ｙ）＝３２８４
７

，ｙ＝１７１３
７

故５００千克盐水中应 蒸 发１７１３
７

千 克 水 以 后 才 能 使 盐 与 水 之 比 变 成

７∶１３
１９２２．甲、乙两人共投资５５万元，合伙经营服务商店，到年底按投资金

额分配利润，甲得本利共３２万元，乙得本利共３８．４万元 问两人各投资多

少元？

解　年底共有本利３２＋３８．４＝７０．４（万 元），按 投 资 金 额 分 配 利 润，即

本金与本利之和成正比例 设甲的投资金额为ｘ元，乙的投资金额为ｙ元，
于是得比例式　３２∶７０．４＝ｘ∶５５，ｘ＝２５，３８．４∶７０．４＝ｙ∶５５，ｙ＝３０ 故

甲投资２５万元，乙投资３０万元
１９２３．某工厂有甲、乙、丙三个车 间，年 终 所 得 利 润 之 比 为 甲∶乙∶丙

＝３
４∶１４

１５∶５
８

已知甲车 间 获 利９０万 元，求 这 个 工 厂 年 终 共 得 利 润 多 少

元？

解　化简连比３
４∶１４

１５∶５
８

得９０∶１１２∶７５ 设 这 个 厂 共 得 利 润ｘ 万

元，于是得比例式９０∶（９０＋１１２＋７５）＝９０∶ｘ，ｘ＝２７７ 故这个工厂年终共

得利润２７７万元
１９２４．一根木材，锯成四段，付锯板费１．２０元 如果锯成５段，应付锯

板费多少元？

解　锯成的段数，比锯的次数少１ 锯 板 费 应 按 锯 的 次 数 计 算，两 者 成

正比例关系 设锯成５段应付锯板费ｘ元，于是得比例式

（４－１）∶（５－１）＝１．２∶ｘ，ｘ＝１．６，
故应付锯板费１．６０元
本题用归一法解应先求出锯一次的费用再求锯几次的费用 列式为

１．２÷（４－１）×（５－１）＝１．６０（元）
１９２５．甲数与乙数的比是７∶４，且甲比乙大１２，求两数
解１　甲、乙两数之比的差为（７－４），其对应数值是１２ 设甲数为ｘ，乙

数为ｙ，于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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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４）＝ｘ∶１２，ｘ＝７×１２
３ ＝２８，

４∶（７－４）＝ｙ∶１２，ｙ＝４×１２
３ ＝１６；

解２　以甲数为１ 则乙数为４
７ 甲比乙大甲 的 １－（ ）４

７
，其 对 应 数 值

是１２，设甲数为ｘ，于是，得

１∶ １－（ ）４
７ ＝ｘ∶１２，ｘ＝１×１２

３
７

＝２８，乙＝２８×４
７＝１６

如果用分数解，那么列式是１２÷ １－（ ）４
７ ＝２８（甲）；２８×４

７＝１６（乙）

１９２６．某人骑自行车 从 县 城 出 发，速 度 不 变，向 东 到 Ａ 镇 与 向 西 到Ｂ
镇所用时间之比是５∶３，已 知 从 县 城 到 Ａ 镇 比 到Ｂ 镇 远５千 米 求 Ａ、Ｂ
两镇的距离

解　速度一定，距离与时间成正比例 因为从县城到Ａ 镇与到Ｂ 镇的

时间之比是５∶３ 所以两地与县城的距离之比也是５∶３，而（５－３）对应于

县城Ａ、Ｂ 两镇的距离之差５千米 设 Ａ、Ｂ 两镇相距ｘ 千米、它与（５＋３）
对应，故得比例式

（５－３）∶（５＋３）＝５∶ｘ，ｘ＝２０
故Ａ、Ｂ 两镇相距２０千米

１９２７．一块麦田收割了 ４
７

，所得麦子装了６袋又４０千克，收割 剩 下 部

分所得的麦子，刚巧装了５袋 已知每袋装的千克数相等，问每袋装了多少

千克？

解　在单位地积的产量及每袋所 装 千 克 数 都 一 定 时，麦 田 的 大 小 与 所

装袋数成正比例 因为剩下部 分 占 这 块 麦 田 的 １－（ ）４
７

，所 收 麦 子 刚 巧 装

了５袋，按这样的标准，设这块麦田的４
７

应收麦子ｘ袋，于是可得比例式

１－（ ）４
７ ∶４

７＝５∶ｘ，ｘ＝６２
３

因此６袋又４０千克就是６２
３

袋，即４０千 克 小 麦 相 当 于 ２
３

袋 故 每 袋

装４０÷２
３＝６０（千克） 如果最后一步仍按比例解则为１∶２

３＝ｘ∶４０，ｘ＝

６０
１９２８．公路上架电线的水泥 杆 之 间 的 距 离 都 是 相 等 的，兄 弟 两 人 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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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根水泥杆出发，向第二根、第 三 根……方 向 走 去，兄 每 分 走８４米，弟

每分走５６米 问当兄走到第二十二根水泥杆时，弟走到第几根水泥杆处？

解　当兄到达第２２根水泥杆时，实 际 走 了 相 邻 两 杆 间 距 离 的（２２－１）
倍 在时间一定时，速度与 距 离 成 正 比 例 设 弟 走 了 相 邻 两 杆 间 距 离 的ｘ
倍，于是得比例式　８４∶５６＝（２２－１）∶ｘ，ｘ＝１４，故 弟 走 到 第 十 五 根 水 泥

杆处
本题按分数应用题的思路是　把兄的速度看作“１”，则弟的速度相当于

兄的５６
８４

当兄走了相邻两杆距离的（２２－１）倍时，弟应走了相邻两杆距离的

（２２－１）×５６
８４

即１４倍，故弟走到第１５根水泥杆处

１９２９．体积相同的金与水，重 量 之 比 是１９．５∶１ 现 有 金 一 块，在 空 气

中重２００克，在水中称之，重多少克？（精确到１克）
解　物体在水中减轻的重量等于 同 体 积 水 的 重 量，因 为 金 与 水 的 重 量

之比是１９．５∶１，所以金块在水中的重量与它在空气中的重量之比为（１９．５
－１）∶１９．５ 设金块在水中重ｘ克，于是得比例式：（１９．５－１）∶１９．５＝ｘ∶

２００，ｘ＝１８９２９３９≈１９０ 故２００克的金块在水中称之约重１９０克

１９３０．甲、乙两人所有人民币之 比 是７∶３ 如 果 甲 给 乙３０元，那 么 两

人所有人民币之比是３∶２ 问甲、乙原来各有人民币多少元？

解　两人所 有 人 民 币 的 总 数 不 变 原 来 甲 所 有 的 人 民 币 占 总 数 的

７
７＋３

，给 乙 ３０ 元 后，占 总 数 的 ３
３＋２ 前 后 相 差 人 民 币 总 数 的

７
７＋３－ ３（ ）３＋２

，对 应 于３０元 在 人 民 币 总 数 不 变 时，元 数 与 分 率 成 正 比

例，设 甲 原 有 人 民 币 为 ｘ 元，乙 原 有 人 民 币 为 ｙ 元，于 是 得 比 例 式 　
７

７＋３－ ３（ ）３＋２ ∶ ７
７＋３＝３０∶ｘ，ｘ＝２１０； ７

７＋３－ ３（ ）３＋２ ∶ ３
７＋３＝３０∶ｙ，

ｙ＝９０故甲原有人民币２１０元，乙原有人民币９０元

本题按分数 应 用 题 的 解 法，列 式 为３０÷ ７
７＋３－ ３（ ）３＋２ ＝３００（元）（两

人所有人民币的和），甲有３００× ７
７＋３＝２１０（元）；乙有３００－２１０＝９０（元）

１９３１．甲、乙两车间原有人数 相 等 若 甲 车 间 调 配４０人 到 乙 车 间，则

两个车间人数之比是５∶７ 求两车间的总人数

解　因原来甲、乙两车间的人数相等 故甲、乙各占 总 人 数 的 １
２

，甲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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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给乙车间４０人后，占总人数的 ５
５＋７

，前 后 相 差 １
２－ ５（ ）５＋７

，这 个 差 的 对

应值是４０人 在总人数不变时，分率与人数成正比例 设两车间的总人数

为ｘ，于是得比例式　 １
２－ ５（ ）５＋７ ∶１＝４０∶ｘ，ｘ＝４８０ 故 两 车 间 的 总 人

数是４８０人

本题按分数应用题解，列式为４０÷ １
２－ ５（ ）５＋７ ＝４８０（人）；也可列成

４０×２÷ ７
５＋７－ ５（ ）５＋７ ＝４８０（人）

１９３２．甲、乙、丙三人各有人民币若干 元，甲 的３倍，乙 的４倍 与 丙 的５
倍都相等 且甲比乙多６０元 求丙有人民币多少元？

解　甲、乙、丙三人所有人民币之比是１
３∶１

４∶１
５＝２０∶１５∶１２，其中

甲∶乙＝２０∶１５，前后两项之差为（２０－１５），对 应 值 为６０元 设 丙 有 人 民

币ｘ元，于是得比例式：（２０－１５）∶１２＝６０∶ｘ，ｘ＝１４４ 故丙有人民币１４４
元

１９３３．长方形的长与宽之比是７∶３ 如果把长方形的长减少１２厘米，
宽增加１６厘米，就成为正方形了 问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有多少厘米２？

解１　这个长方形的长与宽之比是７∶３，比的前后项之差为（７－３），它

的对应数值是（１２＋１６）厘米 设长方形的长是ｘ厘米，宽是ｙ厘米，于是得

比例式：（７－３）∶７＝（１２＋１６）∶ｘ，ｘ＝４９；（７－３）∶３＝（１２＋１６）∶ｙ，ｙ＝

２１ 或７∶３＝４９∶ｙ；ｙ＝４９×３
７（ ）＝２１４９×２１＝１０２９

故长方形的面积有１０２９厘米２；

解２　以长方形的长为 单 位“１”，则 宽 为 ３
７

，按 题 意 长 比 宽 多（１２＋１６）

厘米，相当于长的 １－（ ）３
７  故长方形的长为（１２＋１６）÷ １－（ ）３

７ ＝４９（厘

米），宽为４９×３
７＝２１（厘米），面积为４９×２１＝１０２９（厘米２）；

解３　设正方形的边长为ｘ 厘米，则长方形的长为（ｘ＋１２）厘米，宽 为

（ｘ－１６）厘米，依题意，得

ｘ＋１２
ｘ－１６＝７

３

解方程，得　ｘ＝３７
故长方形的面积为（３７＋１２）×（３７－１６）＝１０２９（厘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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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和平小学把植树任务按人数分配给五年级三个班，五（１）班有４４
人，五（２）班有４０人，五（３）班有４２人 已知五（１）班种树比五（２）、五（３）两

班种树的总棵数少１１４，问三个班各种了多少棵？

解１　五（１）班 比 五（２）、五（３）两 班 少 种１１４棵，而 人 数 少（４０＋４２－
４４） 每人植树任务一定 时，人 数 与 棵 数 成 正 比 例，设 五（１）班 种 了ｘ 棵，于

是得比例式　（４０＋４２－４４）∶４４＝１１４∶ｘ，ｘ＝１３２，又 设 五（２）班 种 了ｙ
棵、五（３）班种 了ｚ棵，于 是 得 比 例 式４４∶４０＝１３２∶ｙ，ｙ＝１２０；４４∶４２＝
１３２∶ｚ，ｚ＝１２６ 故五（１）、五（２）、五（３）班分别种树１３２棵、１２０棵、１２６棵；

解２　五（１）班学 生 比 五（２）、五（３）两 班 学 生 数 之 和 少（４０＋４２－４４）
人，少种树１１４棵，平均每人种了１１４÷（４０＋４２－４４）＝３（棵） 故 五（１）班

种了３×４４＝１３２（棵），五（２）班种了３×４０＝１２０（棵），五（３）班种了３×４２＝
１２６（棵）

１９３５．一块长方形地，周长２４０米，长 与 宽 之 比 是３∶２，这 块 地 有 多 少

米２？　　
解１　长方形的长与宽之和 为（２４０÷２）米，对 应 于 它 的 长 与 宽 之 比 的

前后两项之和为（３＋２） 设长方形的长为ｘ米，于是得比例式（３＋２）∶３＝
２４０
２ ∶ｘ，ｘ＝７２，故宽为７２×２

３＝４８（米），这块长方形地的面积为

７２×４８＝３４５６（米２）；

解２　因为长方形的长与宽之和是２４０
２

米，按 长 与 宽 之 比 是３∶２，所 以

长方形的长是２４０
２ × ３

３＋２
，即７２米，宽是２４０

２ × ２
３＋２

，即４８米 面积为

７２×４８＝３４５６（米２）；

解３　把长方形的长看 作 单 位“１”，则 宽 是 长 的 ２
３

，周 长２４０米 相 当 于

长的 １＋（ ）２
３ ×［ ］２ 倍，故 长 为２４０÷ １＋（ ）２

３ ×［ ］２ 即７２米，宽 为７２×

２
３

即４８米，面积为

７２×４８＝３４５６（米２）
１９３６．甲、乙两人每月各提出工资的一定数额参加储蓄，两人每月储金

之比是３∶２，且甲比乙早５个月参加，从乙参加储蓄１年３个月后，两人共

储了４５００元 问甲乙每月储蓄各多少元？

解１　乙参加了１２＋３＝１５（个月），甲 参 加 了１５＋５＝２０（个 月） 两 人

储蓄金额之比是（３×２０）∶（２×１５）＝２∶１ 设 甲 共 储 蓄ｘ 元，乙 共 储 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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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于是得比例式　（２＋１）∶２＝４５００∶ｘ，ｘ＝３０００；（２＋１）∶１＝４５００∶ｙ，

ｙ＝１５００，故甲每月储 蓄３０００÷２０＝１５０（元）；乙 每 月 储 蓄１５００÷１５＝１００
（元）

如果求出甲、乙存款之比是２∶１以后，按比例分配解法是

　　　　４５００× ２
２＋１÷２０＝１５０（元），４５００× １

２＋１÷１５＝１００（元）；

解２　把甲每月的储金看作单位１，则乙每月的储金是甲的 ２
３ 甲共储

蓄１２＋３＋５＝２０（个月），乙 共 储 蓄１２＋３＝１５（个 月） 两 人 储 蓄 的 总 数 相

当于甲每月储金的 ２０×１＋１５×（ ）２
３

倍，由此可得

甲每月储蓄４５００÷ ２０×１＋１５×（ ）２
３ ＝１５０（元）

乙每月储蓄１５０×２
３＝１００（元）

１９３７．甲、乙两家，每月收入之比是４∶３，支出之比是１８∶１３，一年中两

家都结余２１６０元 问甲、乙两家每月收入各多少元？

解　甲、乙 两 家 收 入 之 比 是４∶３，比 的 前 后 项 之 差 是 １，支 出 之 比 是

１８∶１３，比的前后项之差是５ 为 此，必 须 把 收 入 比 的 前 后 项 之 差 也 改 变 为

５，根据比的性质，４∶３＝２０∶１５，于 是 得 甲 的 收 入 与 支 出 之 差 是２０－１８＝
２，而乙的收入与支出之差是１５－１３＝２ 两家收支之差都等于２，符合这两

家全年结余款相等的条件 今两家全年的结余款都是２１６０元，则每月的结

余款是２１６０÷１２＝１８０（元） 它 对 应 于 收 支 之 差２ 设 甲、乙 两 家 每 月 收 入

分别为ｘ 元、ｙ 元，于 是 得 比 例 式：２０∶２＝ｘ∶１８０，ｘ＝１８００；１５∶２＝

ｙ∶１８０，（或４∶３＝１８００∶ｙ）ｙ＝１３５０ 故 甲 家 每 月 收 入 为１８００元，乙 家 每

月收入为１３５０元
１９３８．有甲、乙、丙三个数，已知甲、乙两数之比是４∶３，乙、丙两数之比

是４∶７，且甲、丙两数之和是９２．５，求甲、乙、丙三数
解１　因已知甲、丙两数之和是９２．５，故 应 求 出 甲、丙 两 数 之 比 也 就

是先要求甲、乙、丙三数的连比：

　　　　　　　　　　　甲∶乙＝４∶３

　　　　　　　　　　　乙∶丙＝　 ４∶７　
　　　　　　　　　甲∶乙∶丙＝１６∶１２∶２１
故甲、丙两数之比是１６∶２１，比的前后项之和是（１６＋２１），对应数 值 是

９２．５，设甲数为ｘ，于是得比例式：（１６＋２１）∶１６＝９２．５∶ｘ，ｘ＝４０ 即 甲 数

是４０，故丙 数 是９２．５－４０＝５２．５ 又 设 乙 数 为ｙ，于 是 得 比 例 式：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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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３　　 　 　

４０∶ｙ，ｙ＝３０ 故甲、乙、丙三数分别是４０、３０、５２．５；

解２　把甲数看作“１”，则 乙 数 是 甲 数 的 ３
４

，丙 数 是 甲 数 的 ３
４×７

４
，因

甲、丙两数之和是９２．５，故 甲 数 是９２．５÷ １＋３
４×（ ）７

４ ＝４０；乙 数 是４０×

３
４＝３０；丙数是９２．５－４０＝５２．５ 或４０×３

４×７
４＝５２．（ ）５

１９３９．某校向窑厂买砖１２．５万 块，由 三 艘 机 动 船 装 运，甲 船 运 了５．５
万块，乙、丙两船分别得运费１８００元、１３５０元 问甲船得运费多少元？

解　乙、丙两 船 共 装 运 砖（１２．５－５．５）万 块，共 得 运 费（１８００＋１３５０）
元在每万块砖的运费一定 时，所 装 砖 数 与 应 得 运 费 成 正 比 例 设 甲 船 可

得运费ｘ元，于是得比例式　５．５∶（１２．５－５．５）＝ｘ∶（１８００＋１３５０），ｘ＝
２４７５，故甲船可得运费２４７５元

本题按四则应用题解法，可从乙、丙两船共得运费及共装块数算出每一

万块砖的运费标准，然后计算甲船应得的运费 列式为

（１８００＋１３５０）÷（１２．５－５．５）×５．５＝２４７５（元）

１９４０．某国营农场的耕地分甲、乙、丙三个区 已知甲区的２
５

等于乙区

的１
２

，乙、丙两区之比是４∶３，且 甲、乙 两 区 的 地 积 比 乙、丙 两 区 的 地 积 多

１０２公顷 问三个区各有耕地多少公顷？

解１　根据甲区耕地的２
５

等于乙区耕 地 的 １
２

，可 得 甲 区 与 乙 区 耕 地 的

地积之比为 １
２∶２

５＝５∶４；又 乙 区 与 丙 区 耕 地 的 地 积 之 比 为４∶３，故 甲、

乙、丙三区耕地的地积之连比为５∶４∶３ 于 是 得 甲、乙 两 区 耕 地 的 地 积 与

乙、丙两区耕地的地积之比 为（５＋４）∶（４＋３） 前 项 与 后 项 之 差 为（５＋４）

－（４＋３）＝２（这个差实际就是甲是５与丙是３的差），它的对应数值为１０２
设甲区有耕地ｘ公顷，乙区 有 耕 地ｙ 公 顷，丙 区 有 耕 地ｚ公 顷 于 是 得　
５∶２＝ｘ∶１０２，ｘ＝２５５；４∶２＝ｙ∶１０２，ｙ＝２０４；３∶２＝ｚ∶１０２，ｚ＝１５３，故

甲、乙、丙三区的耕地分别有２５５公顷、２０４公顷、１５３公顷；
解２　把甲区耕地的公顷数看作单位“１”，则乙区耕地的公顷数是甲区

的２
５÷１

２＝４
５

；丙区耕地的公顷数是甲区的４
５×３

４＝３
５ 甲、乙两区耕地

之和是甲区的 １＋（ ）４
５

，乙丙两区耕地之和是甲区的 ４
５＋（ ）３

５
，两 者 之 差

１０２公 顷 是 甲 区 耕 地 的 １＋（ ）４
５ － ４

５＋（ ）［ ］３
５

，故 甲 区 有 耕 地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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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５ － ４

５＋（ ）［ ］３
５ ＝２５５（公顷）；乙区有耕地２５５×４

５＝２０４（公顷）；

丙区有耕地２０４×３
４＝１５３（公顷）

１９４１．甲、乙、丙三所小学，女学生人 数 之 比 是４∶５∶４，男 学 生 人 数 之

比是７∶６∶９，且甲校有学生６３６人，丙校有学生７３２人 求乙校的学生人

数
解　因甲、丙两校女生人数之比 相 等，故 两 校 女 生 人 数 也 相 等，而 两 校

男生人数之比为７∶９，且甲校比丙校的学生少（７３２－６３６）人 也就是甲校

的男生比丙校的男生少（７３２－６３６）人 设 甲 校 有 男 生ｘ 人，于 是 得　（７３２
－６３６）∶ｘ＝（９－７）∶７，ｘ＝３３６６３６－３３６＝３００是 甲 校 女 生 的 人 数 又

甲、乙两校男生 人 数 之 比 是７∶６，女 生 人 数 之 比 是 ４∶５，设 乙 校 有 男 生

ｙ１ 人，有女 生ｙ２ 人，于 是 得 ７∶６＝３３６∶ｙ１，ｙ１＝２８８；４∶５＝３００∶ｙ２，

ｙ２＝３７５；２８８＋３７５＝６６３ 故乙校有学生６６３人
１９４２．两个车间原来相差８０人 如 果 由 甲 车 间 调２０人 到 乙 车 间，那

么甲、乙两车间人数之比为１９∶１７ 求原来两车间的人数
解１　根据甲车间调２０人到乙车间后，甲、乙车间人数之比是１９∶１７，

且８０＞２０×２，可断定原来甲车间人数应比乙车间多８０人 又甲车间调出

２０人后，应比乙车间多（８０－２０×２）人 它对应于比的前后两项之差（１９－
１７） 设甲车间后来有ｘ人，于是得　（８０－２０×２）∶ｘ＝（１９－１７）∶１９，ｘ＝
３８０，３８０＋２０＝４００，故甲车间原有工人４００人４００－８０＝３２０，乙 车 间 原 有

工人３２０人；
解２　把调出２０人后的甲 车 间 人 数 看 作“１”，则 乙 车 间 的 人 数 为 甲 车

间的１７
１９

，两 车 间 相 差 １－１７（ ）１９
，故 后 来 甲 车 间 的 人 数 为 （８０－２０×２）÷

１－１７（ ）１９
，原来甲车间的人数为（８０－２０×２）÷ １－１７（ ）１９ ＋２０＝４００（人），原

来乙车间的人数为４００－８０＝３２０（人）
１９４３．小麦１００千克的价格等 于 大 豆８０千 克 的 价 格 这 个 比 价 前 后

不变，今每袋装９０千克的小麦降价３．６元，而 大 豆 每 袋 降 价３．５元 大 豆

每袋装多少千克？

解１　如果每袋小麦与每袋大豆的价格相等，那么每袋装９０千克的小

麦，改装大豆时，设可装ｘ千克，于是得：１００∶９０＝８０∶ｘ，ｘ＝７２ 即每袋装

９０千克的小麦应与每袋装７２千 克 的 大 豆 价 格 相 等 今 小 麦 降 价３．６元，
按比价不变，大豆也应降价３．６元 但实际大豆降价３．５元，说明大豆每袋

并不是装７２千克 设大豆每袋实际 装ｙ 千 克 于 是 得　３．６∶３．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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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ｙ＝７０ 故大豆每袋装７０千克；

解２　９０千克的小麦降价３．６元，平均每千克降价３．６
９０

元 又１千克小

麦价相当于８０
１００

千克大豆的价 格，故 每 千 克 大 豆 应 降 价 ３．６
９０÷８０（ ）１００

元 今

每袋大豆降价３．５元，故每袋大豆有３．５÷ ３．６
９０÷８０（ ）１００ ＝７０（千克）

１９４４．甲、乙各有人民币若干元 如果甲减少１元，那么甲与乙所有的

人民币 之 比 是４∶３；如 果 甲 增 加２元 那 么 甲 与 乙 所 有 的 人 民 币 之 比 是

７∶５，求两人各有人民币多少元？

解　由于乙的人民币数前后不变，故 将 乙 的 人 民 币 数 看 作“１”，甲 减 少

１元后，甲的人民币数是乙的４
３

；又甲增加２元后，甲的人民币数是乙的７
５

，

两次相差乙所有人民币数 的 ７
５－（ ）４

３
，其 对 应 数 值 是（２＋１）元 设 乙 有

人民币ｘ元，于是得 ７
５－（ ）４

３ ∶１＝（２＋１）∶ｘ，ｘ＝４５ 又 设 甲 减 少１元

后有人民币ｙ元，于是得　ｙ∶４５＝４∶３，ｙ＝６０，６０＋１＝６１ 故甲有人民币

６１元，乙有人民币４５元

本题按分数解法列式为（２＋１）÷ ７
５－（ ）４

３ ＝４５（元）……乙 的 人 民 币

数，４５×４
３＋１＝６１（元）……甲的人民币数

１９４５．甲、乙两厂原有工人 数 之 比 是７∶５，今 各 抽 调 部 分 工 人 支 援 外

地，调出人数之比是５∶３ 这样，两厂现有工人数之比是５∶４ 并知乙厂现

有工人１６００人 求两厂原有工人数
解　根据两厂现有工人数之比及 乙 厂 现 有 工 人 数，可 求 出 甲 厂 现 有 工

人数 设甲厂现有ｘ人，于是得ｘ∶１６００＝５∶４，ｘ＝２０００ 如果两厂按原有

工人数 之 比 ７∶５抽 调，那 么 两 厂 现 有 工 人 数 之 比 应 仍 为 ７∶５，而 不 是

５∶４，这样，甲厂现有工人数就不是２０００，设按７∶５抽调，甲厂现有 工 人 数

应为ｙ人，于是得ｙ∶１６００＝７∶５，ｙ＝２２４０ 但实际甲厂与乙厂抽调人数之

比是５∶３，而５∶３的比值 大 于７∶５的 比 值，致 使 甲 厂 现 有 工 人 数 比 实 际

工人数少了（２２４０－２０００）人，相当于乙厂调出人数的 ５
３－（ ）７

５  设乙厂调

出ｚ人，于 是 得 ５
３－（ ）７

５ ∶１＝（２２４０－２０００）∶ｚ，ｚ＝９００；１６００＋９００＝

２５００，故乙厂原有工人２５００人，又设甲厂原有工人为ｚ人，于是 得７∶５＝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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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０，ｚ＝３５００ 即甲厂原有工人３５００人

本题 按 分 数 解 法 列 式 为 　１６００× １＋ ７
５－（ ）５

４ ÷ ５
３－（ ）［ ］７

５ ＝

２５００（人）……乙厂原有人数，２５００×７
５＝３５００（人）……甲厂原有人数

１９４６．甲、乙两仓，原来存粮之比为８∶７ 以后先从甲仓运走３０吨，再

从甲仓中提出６０吨调入乙仓 这样，甲、乙两仓存粮之比为７∶２０ 问原来

两仓中各存粮多少吨？

解　甲仓两次共减少粮食（３０＋６０）吨，如 果 后 来 两 仓 存 粮 之 比 仍 保 持

８∶７，则乙仓也应减少一部分粮食 设乙仓 应 减 少 存 粮ｘ 吨，于 是 得：８∶７

＝（３０＋６０）∶ｘ，ｘ＝７８３
４

，实 际 乙 仓 不 仅 未 减 少７８３
４

吨，而 且 增 加 了６０

吨，相差 ７８３
４（ ）＋６０ 吨 又按原来两仓存粮之比为８∶７计算，当甲仓为７

时，设乙仓应为ｙ，于是得：８∶７＝７∶ｙ，ｙ＝６１
８

，但题目中指明，当甲仓为７

时，乙仓 为２０，两 者 相 差 ２０－６（ ）１
８

，其 对 应 数 值 为 ７８３
４（ ）＋６０ 吨 设 乙

仓后来有粮食ｚ 吨，于 是 得：２０－６（ ）１
８ ∶２０＝ ７８３

４（ ）＋６０ ∶ｚ，ｚ＝２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４０；１４０×８
７＝１６０ 故原来甲仓存粮１６０吨，乙仓存粮１４０吨

本题按分 数 解 法 列 式 为　 ６０＋（３０＋６０）×［ ］７
８ ÷ ２０

７－（ ）７
８ ＋３０＋６０

＝１６０（吨）……甲仓原来的存粮数，１６０×７
８＝１４０（吨）……乙仓原来的存粮数

１９４７．如图，已知ＡＣ∶ＣＢ＝３∶４，ＣＤ∶ＤＢ＝３∶７，ＡＣ＝７．５厘米，求ＤＢ

解　∵　ＡＣ∶ＣＢ＝３∶４，且ＡＣ＝７．５厘米，

∴　７．５∶ＣＢ＝３∶４，ＣＢ＝１０（厘米）
又　∵　ＣＤ∶ＤＢ＝３∶７，且ＣＤ＋ＤＢ＝ＣＢ＝１０厘米，

∴　（ＣＤ＋ＤＢ）∶ＤＢ＝（３＋７）∶７，即１０∶ＤＢ＝１０∶７，

∴　ＤＢ＝７（厘米）
１９４８．如图，甲、乙两人由相距１５０千米的 Ａ、Ｂ 两 地 同 时 相 向 而 行，甲

每小时快速步行１０千米，乙每小时步行６千米，若干小时后甲行至Ｃ 点，乙

行至 Ｄ 点，图上的 Ｍ 点表 示 两 地 的 中 点，且ＣＭ∶ＭＤ＝５∶１３ 问 甲 乙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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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多少时？

解　因 Ｍ 为中点，故 ＡＣ＋ＣＭ＝ＭＤ＋ＤＢ 今 甲、乙 两 人 每 小 时 所 行

路程的差为（１０－６）千米，而离中点所剩路程之比的差为（１３－５），这两个差

不相等，故两人已行和未行路程之和相等不一定都能用等式１０×所行时数

＋５＝６×所行时数＋１３表 示 如 果 两 人 都 行２时，则 已 行 路 程 的 差（１０－
６）×２与所剩路程之比的差（１３－５）相等，即１０×２＋５＝６×２＋１３，但１０×
２＋５＋６×２＋１３＝５０而 不 等 于 １５０ 设 甲、乙 实 际 各 行 了 ｘ 时，于 是 得

５０∶１５０＝２∶ｘ，ｘ＝６ 故甲、乙各行６时后两人离中点 Ｍ 之比为５∶１３
本题用方程解比较容易理解：设两人各行了ｘ 时，则 甲 行 了１０ｘ 千 米，

乙行了６ｘ千米，甲离中点 １５０
２ －１０（ ）ｘ 千米，乙离中点 １５０

２ －６（ ）ｘ 千米 这

时剩下路程之比是５∶１３，于是得方程　

１５０
２ －１０ｘ

１５０
２ －６ｘ

＝５
１３

解方程，得　ｘ＝６
故甲、乙两人各行了６时
１９４９．某汽车厂的轿车产量，按 一 定 的 增 长 率 连 续 两 年 完 成 了 生 产 任

务 已知１９８４年该厂生 产 轿 车２５００辆，到１９８６年 生 产 轿 车２９１６辆 求

每年的增长率
解１　每年的增长率不变，即 前 后 两 年 的 产 量 之 比 相 等 设 该 厂１９８５

年的轿车产量为ｘ辆，于是得　２５００∶ｘ＝ｘ∶２９１６，ｘ＝ 槡２５００×２９１６，ｘ＝

２７００ 故该厂生产轿车每年的增长率是２７００－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８％；

解２　设每年的增长率为ｘ，依题意，得

２５００×（１＋ｘ）２＝２９１６，１＋ｘ＝ ２９１６槡２５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０．０８
故每年的增长率为８％
１９５０．某校两个月来每月按 相 同 百 分 率 完 成 节 约 公 务 费 支 出 的 任 务，

已知该校三月份公务费支出数为２４０元，五月份比三月份节约了２３．４元
求每月节约公务费百分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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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每月按相同百分率 完 成 节 约 任 务，说 明 三 月 份 与 四 月 份 公 务 费

支出之比等于四月份与五月份公务费支出之比 又五月份比三月份节约了

２３．４元，故五月份公务费支出了（２４０－２３．４）元 设 四 月 份 公 务 费 支 出 了

ｘ元，于是，得　２４０∶ｘ＝ｘ∶（２４０－２３．４），ｘ＝ ２４０×２１６．槡 ６，ｘ＝２２８ 故

每月的节约率是

２４０－２２８
２４０ ＝５％；

解２　设每月的节约率为ｘ 依题意，得　
２４０× １－（１－ｘ）［ ］２ ＝２３．４

解方程，得　ｘ＝０．０５
故每月节约率是５％

　　７．反比例应用题

１９５１．一辆汽车从甲地开往乙地，每小时行驶３２千米，５时到达 如果

要４时到达，求每小时需要行驶多少千米？

解　因为速度×时间＝路程 已 知 从 甲 地 开 往 乙 地 的 路 程 是 一 定 的，
所以汽车行驶的时间和速度成反比例 设每小时需要行驶ｘ千米 比例式

是　４ｘ＝３２×５，ｘ＝４０
为了与解复比例的书写格式一致，根据路程一定时，时间之比与速度之

比互为反比，设４时到达每 小 时 需 要 行 驶ｘ 千 米，于 是 得 比 例 式４∶５＝３２
∶ｘ，ｘ＝４０ 故每小时需要行驶４０千米

本题用整数应用题解，列式是３２×５÷４＝４０（千米）
１９５２．有一批纸，可以装订每本２４页的练习簿２１６本 如果改装成每

本１８页，问可以装订多少本？

解　这批纸的数量一定，每本的页数与装订的本数成反比例，设改装后

可以装订ｘ本，于是得　２４∶１８＝ｘ∶２１６，ｘ＝２８８ 故可以装订２８８本
整数解法列式为　２４×２１６÷１８＝２８８（本）
１９５３．一批货物，原计划每天运走１８吨，８４天可运完，实际每天比计划

多运走３吨 问这批货物多少天可以运完？

解　在运走的总吨数一定时，每天 运 的 吨 数 与 天 数 成 反 比 例 设 这 批

货物ｘ天可以运完 于是 得（１８＋３）∶１８＝８４∶ｘ，ｘ＝７２ 故 这 批 货 物７２
天可以运完

用整数应用题方法解，列式为１８×８４÷（１８＋３）＝７２（天）
１９５４．一件工程３０人１８天完成，现在要提前３天完成，问需要增加多

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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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９　　 　 　

解　工作量一定时，所需天数与参加人数成反比例 设需要增加ｘ人，
于是，得　３０∶（３０＋ｘ）＝（１８－３）∶１８，（３０＋ｘ）＝３６，ｘ＝６

故需要增加６人
在整数应用题中，解法为　这件工程一人独做需要（１８×３０）天，现在要

在（１８－３）天中完成，故需增加

１８×３０÷（１８－３）－３０＝６（人）
１９５５．某农具厂要 生 产 一 批 脱 粒 机，原 计 划 每 天 生 产７５台，２０天 完

成实际每天生产的台数比原 计 划 每 天 生 产 的 台 数 多 １
３

，多 少 天 就 能 完 成

这批生产任务
解　生产任务一定时，每天生产的台数与所需天数成反比例 按题意，

实际每天生产了７５× １＋（ ）１
３

台，设 实 际 需ｘ 天 完 成 这 批 生 产 任 务，于 是

得比例式　７５∶ ７５× １＋（ ）［ ］１
３ ＝ｘ∶２０，ｘ＝１５ 故 实 际 做 了１５天 就 完

成了这批生产任务
这题可将原来每天生产的台数看作单位“１”，则实际每天生产的台数为

１＋（ ）１
３

，每天生产台数的分率与完成 任 务 所 需 的 天 数 成 反 比 例 于 是 得

比例式　１∶ １＋（ ）１
３ ＝ｘ∶２０，ｘ＝１５ 显然，这种解法比上面一种解 法 简

便
本题按分数解法，列式为　

７５×２０÷ ７５× １＋（ ）［ ］１
３ ＝１５（天）

１９５６．从甲站到乙站，快车每小时行８４千米，３时到达 普通客车的速

度是快车的５
７

，问需几小时到达

解　快车与普通客车速度之比是１∶５
７＝７∶５，在路程一定时，速度与

时间成反比例（这题的速度之比已 知，故 快 车 每 小 时 行８４千 米 不 是 解 题 的

必要条件），设普通客车需ｘ时到达，于是得　７∶５＝ｘ∶３，ｘ＝４．２ 故普通

客车需４．２时到达 如果把８４千米考虑进去，则比例式为　

　　　 　８４∶ ８４×（ ）５
７ ＝ｘ∶３，ｘ＝４．２

１９５７．“丰收—３５型”拖拉机主动轴的转速是每分钟２０００转，主动轴上

的齿轮有１３齿；动力输出轴的转速要求是每分钟６５０转 那么动力输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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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齿轮应有多少齿？

解　由于在同一时间内互相啮 合 的 两 个 齿 轮 所 转 过 的 齿 数 是 相 等 的，
故在同一时间内啮合的两个齿轮的 转 速 与 其 齿 数 成 反 比 例，即 主 动 轴 的 转

速ｎ主 与其轴上齿轮的齿数ｚ主 之积等于动力输出轴的转速ｎ从 与其轴上齿

轮的齿数ｚ从 之积，即ｚ主 ·ｎ主 ＝ｚ从 ·ｎ从 设动力输出轴上的齿轮有ｘ 齿，
于是得　１３×２０００＝６５０ｘ．ｘ＝４０ 故动力输出轴上的齿轮有４０齿

为了与解复比例的书写格式一致，比例式可列作

２０００∶６５０＝ｘ∶１３，ｘ＝４０
按整数应用题的解法，列式为１３×２０００÷６５０＝４０（齿）
１９５８．某部队由甲地步行到乙地，如果每天步行的速度由３０千米加快

到４０千米，那么可提前２天到达 求甲、乙两地间的距离
解１　路程一定，每天步行 的 速 度 与 所 需 的 天 数 成 反 比 例 设 原 计 划

需步行ｘ天，则实际行了（ｘ－２）天 于是得比例式　３０∶４０＝（ｘ－２）∶ｘ，

ｘ＝８，故甲、乙两地间的距离是３０×８＝２４０（千米）；
解２　以每天步行４０千米的速度走完全程时比每天步行３０千米的速

度多行了（３０×２）千 米 两 种 速 度 每 天 相 差（４０－３０）千 米，故 以 每 天 步 行

４０千米的速度走完全程需要［３０×２÷（４０－３０）］（天），甲、乙两地间的距离

是４０×［３０×２÷（４０－３０）］＝２４０（千米）；

解３　每天步行４０千 米，步 行１千米 需 １
４０

天，每 天 步 行３０千 米，步 行

１千米需１
３０

天 因用两种速度行完全程相差２天，故甲、乙两地间的距离是

２÷ １
３０－１（ ）４０ ＝２４０（千米）

１９５９．有直径是３毫米的铁丝２５米，可拉成直径是１毫米的铁丝多少

米？

解１　铁丝的体积一定时，横 截 面 直 径 的 平 方 与 其 长 度 成 反 比 例 设

拉成直径是１毫米的铁丝 有ｘ 米，于 是 得　１２∶３２＝２５∶ｘ，ｘ＝２２５ 故 可

拉成直径是１毫米的铁丝２２５米；

解２　铁丝的体积是（ ）３
２

２

×π×２５０００毫米３，拉成直径是１毫米的铁

丝，它的底面积是（ ）１
２

２

×π毫米２，故它的长是

（ ）３
２

２

×π×２５０００÷ （ ）１
２

２

×［ ］π ＝２２５０００毫米，即２２５米

１９６０．学校四周要建造一道围墙，２７个工人合做３５时完成 现在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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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　　 　 　

工作９时，要求在５天内完成，问需要安排多少个工人？

解１　工程总量一定，人数与时数 成 反 比 例 现 在 每 天 工 作９时，５天

工作了（９×５）时，设 需 要 安 排ｘ 个 工 人 于 是 得　３５∶（９×５）＝ｘ∶２７
ｘ＝２１故需要安排２１个工人；

解２　建造围墙总用工作量是（３５×２７）时，现 在 每 人 每 天 工 作９时，５
天工作 （９×５）时，故完成这件工程需要安排（３５×２７）÷（９×５）＝２１（人）

１９６１．中型拖拉机与手扶拖拉机耕地效率的比是５∶２，大型拖拉机与中

型拖拉机耕地效率的比是２∶１现在有一块地用中型拖拉机来耕需６时，问

如果改用手扶拖拉机和大拖拉机各耕这块地的一半，一共需用多少时？

解１　在耕地大小一定时，效 率 与 时 间 成 反 比 例 设 耕 这 块 地 的 一 半

大拖拉机需用ｘ时，手扶拖 拉 机 需 用ｙ 时，于 是 得：２∶１＝（６÷２）∶ｘ，ｘ＝
１．５；２∶５＝（６÷２）∶ｙ，ｙ＝７．５ｘ＋ｙ＝１．５＋７．５＝９ 故一共需用９时

解２　因手扶拖拉机的效率是中型拖拉机的２
５

，故耕同一块土地时，手

扶拖拉机所需时间是中型 拖 拉 机 的 ５
２

倍，同 理，大 型 拖 拉 机 所 需 时 间 是 中

型拖拉机 的 １
２ 现 在 耕 一 块 地 的 一 半，中 型 拖 拉 机 需 用 ６

２
时，故 手 扶 拖 拉

机需用６
２×５

２＝７．５（时），大型拖拉机需用６
２×１

２＝１．５（时），一共需用

７．５＋１．５＝９（时）
１９６２．工人每天工作的时 数 一 定，一 件 事，５人 去 做，７天 完 成；如 果４

人去做，８天又６时才能完成 问每天工作多少时？

解１　工作量和每人每天 工 作 的 小 时 数 一 定，参 加 人 数 与 所 需 天 数 成

反比例 设４人去做需ｘ天才能完成 于是得　５∶４＝ｘ∶７，ｘ＝８３
４ 根

据题目中的条件可知，工作３
４

天即６时，故每天工作６÷３
４＝８（时）；

解２　按题意，这件事一人 独 做 需（７×５）天 完 成，４人 合 作 需７×５÷４
＝８．７５（天）完成 题目中指出４人做了８天又６时完成，即工作０．７５天相

当于６时，故一天工作６÷０．７５＝８（时）

１９６３．一件工程安排若干人去做，２４天完成其１
２

为了赶进度，增加了

１６个工人，其余的１
２

，１６天就完成了 求最初安排的人数

解１　前后两阶段的工程量都是１
２

，在工程量相等时，人数与天数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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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设最初安排的人数 是ｘ，于 是 得　ｘ∶（ｘ＋１６）＝１６∶２４ｘ＝３２ 故

最初安排３２人
这题也可这样考虑，增加的１６人在１６天中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前阶

段所安排工人工作（２４－１６）天的工作量，在工作量一定时，人数与天数成反

比例，设最初安排的人数是ｘ，于 是 得　１６∶ｘ＝（２４－１６）∶１６，ｘ＝３２ 故

最初安排３２人；

解２　前后都完成了工程的１
２

，今以工 程 的 １
２

看 作 单 位“１”，故 最 初 每

天完成了１
２４

，后来每天完成了１
１６

，前后相差 １
１６－１（ ）２４

，表示所增加的１６人

一天的工作效率，故一人一天的工作效率是 １
１６－１（ ）２４ ÷１６ 由此可得最初

安排的工人数为

１
２４÷ １

１６－１（ ）２４ ÷［ ］１６ ＝３２（人）

１９６４．由东西两地各运米到 同 一 仓 库，由 东 地 每 次 运 去１５袋，由 西 地

每次运去１２袋 又东地比西地少运５次，且由两地运进仓库的袋数相等
问仓库中共运进米多少袋？

解１　由两地运进仓库的 米 的 袋 数 相 等，每 次 所 运 的 袋 数 与 运 的 次 数

成反比例 因东地与西地每次所运袋数之比是１５∶１２，故两地所运次数之

比是１２∶１５，比的前后项之差（１５－１２）对应于东地比西地少运的５次 设

东地运了ｘ次，于是 得　（１５－１２）∶１２＝５∶ｘ，ｘ＝２０；１５×２０×２＝６００
（袋），故仓库中共运进米６００袋；

解２　每次由甲地比由乙地 多 运（１５－１２）袋，当 甲 地 的 运 米 任 务 完 成

时，它应比乙地多运米（１２×５）袋，故 由 甲 地 运 了［１２×５÷（１５－１２）］次，共

运米１５×［１２×５÷（１５－１２）］袋 又 因 由 两 地 运 进 仓 库 的 袋 数 相 等，故 仓

库中共运进米

１５×［１２×５÷（１５－１２）］×２＝６００（袋）
１９６５．农场里准备好的饲料，可供７头牛或１１匹马吃７４天 现有牛５

头与马８匹同吃 问这些饲料可吃几天？

解１　牛与马的食量不等，应把它们都折成同一类牲畜，才能求出牛马

同吃的天数，今以牛为准，因马１１匹的食量相当于牛７头的食量，故牛５头

与马８匹的食量相当于牛 ５＋７
１１（ ）×８ 头 的 食 量，在 饲 料 一 定 时，头 数 与 天

数成反比例 设牛马可同吃ｘ天，于是，得

７∶ ５＋７
１１（ ）×８ ＝ｘ∶７４，ｘ＝５１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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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　　 　 　

故牛５头与马８匹可同吃５１１
３

（天）

本题如果都以马为准，则比例式为　

１１∶ ８＋１１
７（ ）×５ ＝ｘ∶７４，ｘ＝５１１

３
（天）；

解２　准备的饲料牛７头可吃７４天，则牛１头可吃（７４×７）天 又牛５

头、马８匹可折合 成 牛 ５＋７
１１（ ）×８ 头，因 此，这 些 饲 料 由 牛５头 马８匹 同

吃，可吃

７４×７÷ ５＋７
１１（ ）×８ ＝５１１

３
（天）

１９６６．某军舰上共有６００人，准备了６０天的粮食 在领海上巡逻 船

开出５天后，救了遇难渔民１５０人上船，１０天后把他们送回大陆，问余粮尚

能供应多少天？

解１　渔民登舰后，船上 共 有（６００＋１５０）人，根 据 粮 食 一 定，人 数 与 天

数成反比例 设（６００＋１５０）人在１０天中吃的粮食相当于６００人吃ｘ天，于

是得　（６００＋１５０）∶６００＝ｘ∶１０，ｘ＝１２．５ 故 余 粮 尚 能 供 应６０－５－１２．５
＝４２．５（天）

本题也可这样 来 考 虑：所 增 渔 民１５０人１０天 消 耗 的 粮 食，供 军 舰 上

６００人吃，设可吃ｘ天 于是得　１５０∶６００＝ｘ∶１０，ｘ＝２．５ 故 余 粮 尚 能

供应

６０－５－１０－２．５＝４２．５（天）

解２　渔民１５０人相当于舰上原有人数的１５０
６００

，他们在１０天中吃掉的粮

食相当于舰上６００人吃１０天的１５０
６００

故渔民送回大陆后，余粮尚能供应

６０－５－１０－１０×１５０
６００＝４２．５（天）

１９６７．甲、乙、丙三人工作 能 力 之 比 是４∶３∶２，三 人 合 作 一 件 工 程，６
天可以完成 问如果单独做，各需多少天完成？

解１　三人能力之比的和是４＋３＋２ 在工程量一定时，工作能力与所

需天数成反比例 设 甲 独 做 需ｘ 天，乙 独 做 需ｙ 天，丙 独 做 需ｚ 天，于 是

得　　　（４＋３＋２）∶４＝ｘ∶６，ｘ＝１３．５；
（４＋３＋２）∶３＝ｙ∶６，ｙ＝１８；
（４＋３＋２）∶２＝ｚ∶６，ｚ＝２７

故甲独做需１３．５天，乙独做需１８天，丙独做需２７天；
解２　三人按能力之比４∶３∶２，合 作６天 完 成 一 件 工 程，其 中 甲 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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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中完成了这件 工 程 的 ４
４＋３＋２

，故 甲 独 做 需６÷ ４
４＋３＋２＝１３．５（天） 乙

在６天中完成了这件工程的 ３
４＋３＋２

，故乙独做需６÷ ３
４＋３＋２＝１８（天） 丙

在６天中完成了这件工程的 ２
４＋３＋２

，故丙独做需

６÷ ２
４＋３＋２＝２７（天）

１９６８．某生产小组接受一项任务，限定每天工作８时，２０天可完成 开

工２天后，因机件损坏，需要抢修，停 工 了３天 小 组 决 定 争 取 按 期 完 成 任

务，在不增加人数的条件下，每天需工作多少时？

解１　如果机件正常，每天工作８时，余下的任务需（２０－２）天完成 但

实际只工作了（２０－２－３）天在任务与人数一定时，每天工作的小时数与所

需的天数成反比例设余下的任务每天需工作ｘ时，于是得　（２０－２）∶（２０

－２－３）＝ｘ∶８，ｘ＝９３
５

故余下的任务每天应工作９３
５

时才能如期完成；

解２　机件损坏时，此项任务还 需 用８×（２０－２）时 才 能 完 成 实 际 只

用了（２０－２－３）天，故每天需工作

８×（２０－２）÷（２０－２－３）＝９．６（时）

１９６９．４人在１０天中完成某件工程的 １
３ 如果这件工程要在１２天 中

突击完成，需要增添多少人？

解１　４人１０天完成工程的 １
３

，则４人 完 成 全 工 程 需 １０÷（ ）１
３

天，在

工程量一定时，工作人数与天数成反比例 设这件工程在１２天内完成需用

ｘ人，于是得　 １０÷（ ）１
３ ∶１２＝ｘ∶４，ｘ＝１０１０－４＝６，故需要增添６人；

解２　在任务一定时，人数 与 天 数 成 反 比 例；在 天 数 一 定 时，任 务 与 人

数成正比例 设需用ｘ人才能在１２天中完成任务，于是得

１２∶１０
１
３

烍
烌

烎∶１
＝４∶ｘ，ｘ＝１０，１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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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需要增添６人；

解３　全 部 任 务 由 一 人 独 做 需 要 １０×４÷（ ）１
３

天 完 成 如 果 在１２天

完成，那么需用 １０×４÷１
３（ ）÷１２ 人 比原来增添了１０×４÷１

３÷１２－４＝

６（人）；

解４　设全工程为１，则每人 一 天 的 工 作 量 为 全 工 程 的 １
３×４×１０

，每 人

１２天的工作量为全工程的 １
３×４×１０×１２，１２天完成全工程需增添工人

１÷ １
３×４×１０（ ）×１２ －４＝６（人）

１９７０．某种商品二等品１９件之价与一等品１６件之价相等 又二等品

７５件之价比一等品６２件之价贵１１元 求一等品及二等品每件的价格
解１　从二等品１９件与一等品１６件等价可求得二等品７５件与一等品

若干件等价，设与二等品７５件 等 价 的 一 等 品 件 数 为ｘ，于 是 得 比 例 式　１９

∶１６＝７５∶ｘ，ｘ＝６３３
１９

按题意二 等 品７５件 比 一 等 品６２件 贵１１元，故 一

等品 ６３３
１９（ ）－６２ 件 之 价 为 １１ 元，于 是 得 一 等 品 每 件 的 价 格 为 １１÷

６３３
１９（ ）－６２ ＝９．５（元） 又在总价一定时，件数与单价成反比例，设二等品

每件价是ｙ元，于是得　１６∶１９＝ｙ∶９．５，ｙ＝８ 故 一 等 品 每 件 的 价 格 是

９．５元，二等品每件的价格是８元；

解２　因二等品每件价相当于一等品每件价的１６
１９

，故二等品７５件价应

相当于一等品 ７５×１６（ ）１９
件的价，由此得一等品每件价为

１１÷ ７５×１６
１９（ ）－６２ ＝９．５（元），二等品每件价为９．５×１６

１９＝８（元）

１９７１．挖一条渠道，６５人工作５７天可完成 开工１２天后，由于改进了

操作方法，较原计划提早９天完成 问如果仍按预定的天数完成，那么从改

进操作方法那天开始，可减少多少人参加劳动？

解１　改进操作方法后，６５人还需 工 作（５７－１２－９）天 如 果 按 预 定

天数完成，那么应工作（５７－１２）天 在 工 程 量 一 定 时，人 数 与 天 数 成 反 比

例 设按预定天数完成 需 要ｘ 人 参 加 劳 动 于 是 得　６５∶ｘ＝（５７－１２）

∶（５７－１２－９），ｘ＝５２，６５－５２＝１３ 故 按 预 定 天 数 完 成，可 减 少１３人 参

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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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改进操作方法后，剩下的工程６５人应工作（５７－１２－９）天，故一

人独做需［（５７－１２－９）×６５］天，如 果 要 求 在（５７－１２）天 中 完 成，那 么 需 用

（５７－１２－９）×６５÷（５７－１２）人，比原来减少

　　　　６５－（５７－１２－９）×６５÷（５７－１２）＝１３（人）
１９７２．一事，由１５人去做，若干天完成 但开工４天后，其中３人因另

有任务调出，故比预定完成日期延迟 了２天 求 完 成 这 件 事 的 预 定 工 作 天

数
解１　４天后３人调出，实际剩（１５－３）人参加工作 在工作量一定时，

人数与天数成反比例 设调出３人后按预定日期还需工作ｘ天 则实际用

了（ｘ＋２）天，于是得（１５－３）∶１５＝ｘ∶（ｘ＋２），ｘ＝８，８＋４＝１２ 故 完 成 这

件事预定需用１２天；
解２　延迟的２天中，（１５－３）人的工作量，由１人去做，需要２×（１５－

３）天，这部分的工作相当于开工４天 后 调 走３人 少 做 的 工 作 故 每 人 少 做

了［２×（１５－３）÷３］天，因此，完成这件事预定需用４＋２×（１５－３）÷３＝１２
（天）；

解３　如图，设完成这件事预定需用ｘ天，则３人在（ｘ－４）天中的工作

量等于（１５－３）人在２天中的工作量 于是，得

３（ｘ－４）＝（１５－３）×２

　　解方程，得ｘ＝１２ 故完成这件事预定需用１２天
１９７３．男工４人的工作效率 等 于 女 工５人 的 工 作 效 率 一 事，安 排 女

工３０人去做，６０天完成任务如果要在２０天中完成，需添男工多少人？

解１　任务一定时，人数与天数成反比例 设如果添女工需ｘ 人，于是

得　３０∶（３０＋ｘ）＝２０∶６０，ｘ＝６０ 又男工４人的工作效率等于女工５人

的工作效率，设需添男工ｙ人，于是得：４∶５＝ｙ∶６０，ｙ＝４８ 故需添男工４８
人；

解２　这事由女工１人去做 需（６０×３０）天 完 成 如 果 要 在２０天 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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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那么需用女工（６０×３０÷２０）人，比原来增添（６０×３０÷２０－３０）人 又因

男工４人的工作效率等于女工５人的工作效率 故需添男工

　　　　（６０×３０÷２０－３０）÷５×４＝４８（人）
１９７４．一件工程要在５５天内 完 成 由 甲 组 工 人 去 做，需 用４人，乙 组

工人去做，需用６人 现用甲组５人与乙组９人合做，问几天完成任务？

解１　乙组工人的工作效率等于甲组工人的 ４
６

，甲组５人与乙组９人

合做的工作效率相当于甲组 ５＋９×（ ）４
６

人 的 工 作 效 率 在 工 作 总 量 一 定

时，人数与天数成反 比 例 设 甲 组５人 与 乙 组９人 合 做 需 要ｘ 天 完 成 任

务于是得　４∶ ５＋９×（ ）４
６ ＝ｘ∶５５，ｘ＝２０，故甲组５人与乙组９人合做

需２０天完成任务；
解２　这件工程由甲组工人一人独做需（５５×４）天完成，又乙组工人的

工效相当于甲组工人的４
６

，甲 组５人 与 乙 组９人 合 作，其 工 效 相 当 于 甲 组

５＋９×（ ）４
６

人的工效 故求两组工人合作所需的天数为

　　　　５５×４÷ ５＋９×（ ）４
６ ＝２０（天）

１９７５．某人从甲地步行到乙地，最 初１０千 米 按 预 定 速 度 前 进，其 余１８
千米因加快了速度，较预定时间早到 了３６分，而 预 定 速 度 与 加 快 后 速 度 之

比为５∶６ 求按预定速度行完全程需多少时？

解１　路程一定时，速度与 时 间 成 反 比 例 因 预 定 速 度 与 加 快 后 速 度

之比是５∶６，故某人步行１８千 米 按 预 定 速 度 所 需 时 间 与 加 快 速 度 后 所 需

时间之比是６∶５，前后项之差（６－５）的对应值是３６
６０

时 设按预定速度步行

１８千米需ｘ时，于是得　３６
６０∶ｘ＝（６－５）∶６，ｘ＝３．６ 又速度一定时，距离

与时间成正比例 设按预定速度行 完 全 程 需ｙ 时，于 是 得（１０＋１８）∶１８＝
ｘ∶３．６，ｘ＝５．６ 故按预定速度行完全程需５．６时；

解２　设某人步行的预定速度为ｘ千米／时，则加快后的速度为 ６
５ｘ 千

米／时 依题意，得

１８
ｘ－ １８

６
５ｘ

＝３６
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５（１０＋１８）÷５＝５．６，故按预定速度行完全程需用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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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１９７６．某人从甲地步行到乙 地 如 果 每 小 时 多 行１千 米，那 么 比 预 定

时间提前它的１
５

到达；如 果 每 小 时 少 行１千 米，那 么 比 预 定 时 间 迟 到２．５

时 求甲、乙两地间的距离及这人步行的速度
解　由 甲 地 到 乙 地，如 果 每 小 时 多 行 １千 米，那 么 只 需 预 定 时 间 的

１－（ ）１
５

就能到达 在距离一定时，速 度 与 时 间 成 反 比 例 原 来 所 需 时 间

与加快后所需时间之比 为１∶ １－（ ）１
５

，故 原 速 度 与 加 快 后 的 速 度 之 比 为

１－（ ）１
５ ∶１，比 的 前 后 项 之 差 为 １－ １－（ ）［ ］１

５
，它 的 对 应 数 值 为 １ 千

米设此人原来每小时步行ｘ千米，于是，得

　　　 １－ １－（ ）［ ］１
５ ∶ １－（ ）１

５ ＝１∶ｘ，ｘ＝４

故原来每小时步行４千米
又此人因每小时少行１千米，致比 预 定 时 间 迟 到２．５时 在 此２．５时

中，按慢速行 了［（４－１）×２．５］千 米，因 此 人 每 小 时 少 行 １千 米，故 少 行

［（４－１）×２．５］千米需要［（４－１）×２．５÷１］时 因 此，甲、乙 两 地 间 的 距 离

是

４×［（４－１）×２．５÷１］＝３０（千米）
１９７７．解放军若干人防守海岛，准备了若干天的粮食１２天后，因工作

需要，调走了防守人数的１
５

，这样，余下的粮食供留岛人员所吃的 天 数 等 于

原来预计可吃的天数 求原来准备吃多少天？

解　因 准 备 的 粮 食 数、解 放 军

人数及 可 供 应 的 天 数 都 是 未 知 数，
故 解 题 的 思 路 较 难，如 果 采 用 图 解

法，那 么 人 数 与 天 数 之 间 的 数 量 关

系就容易理解了 我 们 以 长 方 形 之

长 作 为 可 吃 的 天 数，它 的 宽 作 为 防

守人数，长 方 形 ＡＢＣＤ 的 面 积 应 等

于准备的粮食数 而阴影部分甲为防守人数的 １
５

在比预计少１２天 中 所 吃

的粮食数，阴影部分乙为防守人 数 的 １－（ ）１
５

在１２天 中 所 吃 的 粮 食 数，按

题意，两者应相等 在长方形的面积相等时，它的长与宽应成反比例 设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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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准备了ｘ天的粮食，于是，得（ｘ－１２）∶１２＝ １－（ ）１
５ ∶１

５ｘ＝６０ 故 原

来准备了６０天的粮食
本题如果用方程解，设准备的天数为ｘ，依题意，得

１
５

（ｘ－１２）＝１２× １－（ ）１
５ 

解方程，得　ｘ＝６０ 故原来准备了６０天的粮食
１９７８．一艘汽艇和一艘轮船同时从一个码头开出，向同一个方向航行

汽艇每小时行２４海里，轮船每小时行１５海里汽艇航行了３时后，机器发生

故障，抛锚修理，修好以后，又航行了７时，追上轮船问汽艇修理了多少时？

解１　路程相 同，时 间 与 速 度 成 反 比 例，已 知 汽 艇 实 际 航 行 了（３＋７）
时，设汽艇修理了ｘ时，则轮船航行了（３＋ｘ＋７）时，于是，得

（３＋７）∶（３＋ｘ＋７）＝１５∶２４，（ｘ＋１０）＝１６，ｘ＝６
故汽艇修理了６时
解２　用整数应用题解法，则有：
（１）（２４×３－１５×３）÷１５＋（２４×７－１５×７）÷１５＝６；
（２）［（２４×３－１５×３）＋（２４×７－１５×７）］÷１５＝６；
（３）［（２４－１５）×３＋（２４－１５）×７］÷１５＝６；
（４）２４×（３＋７）÷１５－（３＋７）＝６；
（５）（２４－１５）×（３＋７）÷１５＝６
１９７９．有一货轮从甲港出发，以 规 定 的 速 度 前 进４０时 后 因 机 件 发 生

故障，停航修理了６时，以后每小时 比 原 来 减 速３．５海 里 继 续 航 行，因 此 比

预定时间延迟了２６时到达乙港 如果最初就以修理后的速度不断航行，那

么还要慢２时到达乙港 求甲、乙两港间的路程
解　由于修理后每小时减速３．５海 里，故 实 际 航 行 的 时 间 比 预 定 时 间

多用了（２６－６）时 如果全程的时速都减少３．５海里，那么行完全程比原计

划要多用（２６＋２）时 这 样 货 轮 最 初 在４０时 中 所 行 的 路 程 若 都 以 减 速

３．５海里的速度航行，需要［４０＋（２６＋２）－（２６－６）］时，由 此 可 得 货 轮 按 原

来速度 航 行 所 需 时 间 与 按 减 速３．５海 里 航 行 所 需 时 间 之 比 是４０∶［４０＋
（２６＋２）－（２６－６）］，化简后得５∶６ 路程一定，时间与速度成反比例，故原

来速度与减少３．５海里后的速度之比是６∶５ 前后两项之差是６－５，它的

对应值是３．５海里 设原来每小时的速度为ｘ 海里，于是得　３．５∶ｘ＝（６
－５）∶６，ｘ＝２１，２１×４０＝８４０ 故前４０时共行了８４０海里 又航行８４０海

里，按原来速度需４０时，按减速３．５海里需［４０＋（２６＋２）－（２６－６）］时，相

差［４０＋（２６＋２）－（２６－６）］－４０，即８时，而 两 种 速 度 行 完 全 程 相 差（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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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时 设全程为ｙ海里，于是得　８∶（２６＋２）＝８４０∶ｙ，ｙ＝２９４０ 故甲、乙

两港间的路程是２９４０海里

　　８．复比例应用题

１９８０．筑路工５人，２１天共得工资２６２５元，问筑路工３０人，７天可得工

资多少元？

解１　本题有人数、天数、工资数三个变量，用比例解法，关键在于使其

中两个变量转化为一个变量５人２１天 的 工 作 量 等 于 一 人（２１×５）天 的 工

作量，或（５×２１）人一天 的 工 作 量，３０人７天 的 工 作 量 等 于 一 人（７×３０）天

的工作量，或（３０×７）人一天的工 作 量 在 工 价 一 定 时，天 数 与 工 资 数 成 正

比例 设３０人７天可得工资ｘ元，于是得　（２１×５）∶（７×３０）＝２６２５∶ｘ，

ｘ＝５２５０ 故３０人７天可得工资５２５０元；
解２　题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变量，用复比例解法比较简便
设３０人７天可得工资ｘ元 在工价及天数一定时，人数与工资数成正

比例；在工价及人数一定时，天数与工资数成正比例 于是，得

５∶３０｝２１∶７
＝２６２５∶ｘ，

ｘ＝３０×７×２６２５
５×２１ ＝５２５０

故３０人７天可得工资５２５０元
复比例题目，也可用“因果相成法”解答
　５人，２１天　

原　　因
　
２６２５元

原　果

　３０人，７天　
今　　因

　
ｘ　元

今果

∵　原因×今果＝原果×今因，

∴　５×２１×ｘ＝３０×７×２６２５

　　ｘ＝３０×７×２６２５
５×２１ ＝５２５０；

解３　用归一法解，先求出 每 人 每 天 的 工 资 数，再 求３０人７天 的 工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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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列式是：２６２５÷（２１×５）×（７×３０）＝５２５０（元）
１９８１．有长方形的两块铁皮，它 们 的 长 之 比 是４∶５，第 一 块 的 宽 是１２

厘米，面积是１３２厘米２，第二块的面积是１１０厘米２ 问它的宽是多少厘米？

解　在面积一定时，长度与宽度 成 反 比 例，在 长 度 一 定 时，面 积 与 宽 度

成正比例 设第二块铁皮的宽是ｘ厘米 于是得

５∶４ ｝１３２∶１１０
＝１２∶ｘ，ｘ＝８

故第二块铁皮的宽是８厘米 用“因果相成法”解，则为

４，１２厘米

原　因
　
１３２厘米２

原　果

５，ｘ厘米

今　因
　
１１０厘米２

今　果

由此，得４×１２×１１０＝５×ｘ×１３２，ｘ＝８

如果用分数解，则第一个长方形的 长 是１３２
１２

厘 米，第 二 个 长 方 形 的 长 是

１３２
１２×５

４
厘米 故第二块长方形的宽是１１０÷ １３２

１２×（ ）５
４ ＝８（厘米）

１９８２．粮 食 加 工 厂 用 ２ 台 磨 粉 机 ５ 时 磨 粉

６０００千克，用同 样 的 磨 粉 机３台，多 少 时 可 以 磨

粉１４４００千克？

解　磨粉的重量一定时 台数与时间成反比

例，又台数一定时，磨粉 的 重 量 与 时 间 成 正 比 例
设ｘ时可以磨粉１４４００千克，于是得

３∶２ ｝６０００∶１４４００
＝５∶ｘ，ｘ＝８

故８时可以磨粉１４４００千克
１９８３．某校计划在３５天内建造一幢校舍，开始阶段安排１６个工人，每

天工作６时，２０天后只完成 了 工 程 的 ２
５ 为 了 如 期 完 成 任 务，决 定 每 天 工

作８时，问需增加多少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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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设后阶段需安排工人ｘ 人 在其

他条件不变时，任务与人数成正比例，而 天

数、时数与人数都成反比例 于是得

（３５－２０）∶２０
８∶６
２
５∶ １－（ ）

烍

烌

烎
２
５

＝１６∶ｘ，

ｘ＝２４２４－１６＝８
故需增加工人８人

１９８４．某人在上午６点３０分 骑 自 行 车 出 发，预 计 在 上 午１１点 钟 可 到

达某地 当时间用了２
３

的时候，他已行了全程的７０％，因此，他改以每小时

１２千米的速度前进，准时到达了目的地 求此人出发时每小时骑车行多少

千米？

解１　从６点３０分到１１点共经４．５时 此人在４．５时的 ２
３

时间内行

了全程的７０％，而在４．５时的 １－（ ）２
３

时间内行了全程的（１－７０％） 在时

间一定时，距离与速度成正比例；在 距 离 一 定 时，时 间 与 速 度 成 反 比 例 设

出发时骑车每小时行ｘ千米 于是得

２
３∶ １－（ ）２

３
（１－７０％）

烍
烌

烎∶７０％
＝１２∶ｘ，

ｘ＝１４ 故此人出发时每小时行１４千米；
解 ２ 　 此 人 行 完 全 程 预 计 （１１ － ６．５）时，后 阶 段 行 了

（１１－６．５）× １－（ ）［ ］２
３

时，已知他每 小 时 行１２千 米，故 后 阶 段 共 行 的 千

米数 是 １２× （１１－６．５）× １－（ ）［ ］２
３

，这 段 路 长，相 当 于 全 程 的 （１－

７０％），故全程的千米数是１２× （１１－６．５）× １－（ ）［ ］２
３ ÷（１－７０％），前阶

段行的千米 数 是１２× （１１－６．５）× １－（ ）［ ］２
３ ÷（１－７０％）×７０％，平 均

每 小 时 行 １２ × （１１－６．５）× １－（ ）［ ］２
３ ÷ （１ － ７０％）× ７０％

÷ （１１－６．５）×［ ］２
３ ＝１４（千米）

比较两种解法，显然，这题用复比例方法解比较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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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建造一幢大楼，用１２０人每天工作８时，９个月可以完成 开工６
个月后，因为要提前完工，增加了２４人，每天工作延长２时，这样，可以提前

几个月完工？

解　本题可理解为“用１２０人每天工 作８时（９－６）个 月 中 可 完 成 工 程

的剩下部分，现在用（１２０＋２４）人每天工作（８＋２）时去完成需要多少个月？”
在工作量一定时，人数、小时数与月数都成反比例 设剩下部分需要ｘ个月

完成，于是得

（１２０＋２４）∶１２０
（８＋２）∶ ｝８

＝（９－６）∶ｘ，ｘ＝２３－２＝１，

故可提前１个月完工
１９８６．师徒两人，工作能力之比为５∶３，师 傅 工 作１２天 所 得 的 工 资 比

徒弟工作１５天所得的工资多９０元 求师徒每天的工资数
解１　工作天数、工作能力与所 得 工 资 数 都 成 正 比 例 把 师 傅 工 作１２

天的工资数看作单位“１”，设徒弟１５天的工资数相当于师傅的ｘ倍，于是得

５∶３ ｝１２∶１５
＝１∶ｘ，ｘ＝３

４
即徒弟１５天的工资数相当于师傅１２天 工 资

数的３
４

，又 师 傅 与 徒 弟 所 得 工 资 差 为９０元，其 对 应 分 率 为 １－（ ）３
４

，故 师

傅每天的 工 资 是９０÷ １－（ ）３
４ ÷１２＝３０（元），徒 弟 每 天 的 工 资 是３０×３

５
＝１８（元）；

解２　由于两人工作能力 之 比 等 于 两 人 工 作 量 之 比，因 此，师 傅１２天

的工作量为５×１２，徒弟１５天的工作量为３×１５，又两人工作量之比等于他

们所得工资之比，即（５×１２）∶（３×１５）＝４∶３、而４－３的 对 应 值 为９０元，

设师傅每天 相当于４的１（ ）１２
的 工 资 为ｘ 元，徒 弟 每 天 相当于３的１（ ）１５

的

工资为ｙ元 用比例解得

（４－３）∶４
１２＝９０∶ｘ，ｘ＝３０；（４－３）∶３

１５＝９０∶ｙ，ｙ＝１８

故师傅每天的工资是３０元，徒弟每天的工资是１８元
１９８７．某中学有几个学生，利用暑假 组 成 一 个 旅 游 队，开 始 每 天 步 行８

时，１２天行了４８０千米；以后每小时增加原 速 度 的 １
５

，每 天 少 行１时，２０天

后，连开始阶段共行了全程的６
７

问全程有多少千米？

解１　把前阶段的时速 看 作 单 位“１”，那 么 后 阶 段 的 时 速 为 １＋（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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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后阶段行了ｘ千米，因路程与速度、小时数、天数分别成正比例，于是得

１∶ １＋（ ）１
５

８∶（８－１） 烍
烌

烎１２∶２０

＝４８０∶ｘ，ｘ＝８４０

即后阶段行了８４０千米，前后阶段共行了（４８０＋８４０）千 米，占 全 程 的 ６
７

，故

全程为（４８０＋８４０）÷６
７＝１５４０（千米）；

解２　前 阶 段 每 小 时 步 行 （４８０÷１２÷８）千 米，后 阶 段 每 小 时 步 行

４８０÷１２÷８× １＋（ ）［ ］１
５

千米，２０天共 步 行 ４８０÷１２÷８× １＋（ ）［ １
５ ×（８

－１）×２０］　
　

千米，全程为

４８０÷１２÷８× １＋（ ）［ １
５ ×（８－１）×２０＋４８０］　

　
÷６

７
＝１５４０（千米）
１９８８．甲、乙两人从同地向反方向 前 进，两 人 速 度 之 比 是３∶４，所 行 时

间之比是５∶６，问两人相距９１千米时，各行了多少千米？

解１　先求两人所行路程之比 把甲所行的路程看作“１”，设乙所行的

路程是甲的ｘ倍 路程与时间、速度都成正比例，于是得

３∶４｝５∶６
＝１∶ｘ，ｘ＝８

５

即两人所行路程之比是１∶８
５

即５∶８ 因两人向反方向前进，故９１千米是

两人所 行 路 程 之 和，按 比 例 分 配 解 法 可 得　甲 行 的 路 程 为９１× ５
５＋８＝３５

（千米），乙行的路程为９１× ８
５＋８＝５６（千米）；

解２　以甲所行时间和速度为标准，则乙行的速度是甲的 ４
３

，乙行的时

间是甲的６
５

，乙所行的路程是甲的４
３×６

５
，按题意，两人共行了９１千米，故

甲行了９１÷ １＋４
３×（ ）６

５ ＝３５（千米），乙行了９１－３５＝５６（千米）

１９８９．有两组工人，甲组５人６天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乙组４人５天完

成工作量的２倍 今甲组１４人９天完成了某项工程的２
５

，其余部分由乙组

２１人去做，问还需工作多少天才能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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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甲组５人６天的工作量，如果由一人去做需要（６×５）天，乙组４人

５天的工作量，如果由一人 去 做 需 要（５×４）天 因 工 作 天 数 之 比 与 工 作 能

力之比互为反比，故甲乙两组工人能力之比为 ２
６×５∶ １

５×４
，化简后得４∶３

在任务一定时，工作能力、工作人数 与 所 需 天 数 分 别 成 反 比 例；在 工 作 能 力

与工作天数一定时，工作量与所需天数成正比例 设 乙 组 尚 需 工 作ｘ 天 才

能完成任务，于是得

３∶４
２
５∶ １－（ ）２

５ 烍

烌

烎２１∶１４

＝９∶ｘ，ｘ＝１２

故乙组尚需工作１２天才能完成任务
本题如用分数解，列式为

１－（ ）２
５ ÷ ２

５÷（１４×９）× ５×６
４×５×２［ ］×２１ ＝１２（天）

１９９０．有两块质量相同的木 材，第 一 块 宽３６厘 米，厚２０厘 米；第 二 块

宽６０厘米，厚３０厘米，第一块比第二块长２．２米，它们的重量之比为３∶２
求两块木板的长

解　质量相同的木材，重量之比等于它们的体积之比 如果体积一定，
宽度、厚度与长度成反比例 今以第 一 块 木 材 的 长 为 单 位“１”，第 二 块 木 材

的长为ｘ，于是得

６０∶３６
３０∶２０烍

烌

烎３∶２
＝１∶ｘ，ｘ＝４

１５

即第二块木材的长度是第一块木材长度的 ４
１５

，已知第一块木材比第二 块 木

材长２．２米，它的对应分率是 １－４（ ）１５
，设 第 一 块 木 材 的 长 是ｙ 米，于 是 得

　１∶ １－４（ ）１５ ＝ｘ∶２．２，ｘ＝３；３×４
１５＝０．８ 故第一块木材长３米，第二块

木材长０．８米
１９９１．建筑工程队把工 人 按 能 力 分 成 一 等 工、二 等 工 及 学 徒 工 三 类

一等工３人、二等工４人、学徒工５人 的 工 效 相 等 已 知 一 等 工３人、二 等

工４人与学徒工５人合作，每天工作８时，３天可筑成厚０．３米，高２２
３

米，

长２４米的围墙 问如果用一等工６人、二 等 工４人 与 学 徒 工３人 合 作，每

天工作７．５时，５天可筑成厚０．４米，高３米，长多少米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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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三类工人每人的工效之比是 １
３∶１

４∶１
５

，按 题 意，三 类 工 人 两 次

合作的 工 效 之 比 是 ３
３＋４

４＋（ ）５
５ ∶ ６

３＋４
４＋（ ）３

５
，化 简 得５∶６ 又 在

其他条件一定时，工效、小时数、天数与围墙的长度都成正比例，而围墙的宽

度、高度与它的长度成反比例 设围墙的长为ｘ米，于是得

５∶６
８∶７．５
０．４∶０．３

３∶２２
３

烍

烌

烎３∶５

＝２４∶ｘ，ｘ＝３０

故围墙的长是３０米
１９９２．某车间有三个作业组，第一组 有 五 级 工７人，三 级 工５人，８天

共得工资２３９２元；第 二 组 有 五 级 工 ３人，三 级 工 １０人，１０天 共 得 工 资

２４６０元；第三组９人都是 五 级 工，工 作１５天，根 据 同 级 同 酬，应 得 工 资 多

少元？

解　第一组 每 天 应 得 工 资 ２３９２÷８＝２９９ 元，第 二 组 每 天 应 得 工 资

２４６０÷１０＝２４６元 又第二组 三 级 工 的 人 数 是 第 一 组 的２倍，如 果 第 一 组

的五级工为（７×２）人，三级工（５×２）人，那么每天应得工资（２９９×２）元 然

后与第二组比较，三级工人数相等，而 第 一 组 比 第 二 组 的 五 级 工 多（７×２－
３）人，工资多得（２９９×２－２４６）元 再 与 第 三 组 比 较，五 级 工 人 数 之 比 是（７
×２－３）∶９，天数之比是１∶１５，根据同级同酬，人数、天数与工资数都成正

比例 设第三组１５天共得工资ｘ元，于是得

（７×２－３）∶９｝１∶１５
＝（２９９×２－２４６）∶ｘ，ｘ＝４３２０

故９个五级工１５天共得工资４３２０元
第三组五级工９人工作１５天，相 当 于９×１５人 工 作 一 天，故 本 题 也 可

列成

（７×２－３）∶（９×１５）＝（２９９×２－２４６）∶ｘ，ｘ＝４３２０

１９９３．某人外出旅行，开始按计划走了全程的２
３

，以后每天行的时数较

计划减少１
４

，而速度则增加１
９

结果１６天行完全程 问如果全部按计划前

进，需要多少天行完全程？

解　因路程、速度、时数在题中都未 给 出 具 体 的 量 数 分 别 用 单 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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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即原来每天行的时数为“１”，以后每天行的时数为 １－（ ）１
４

；原来的速

度为“１”，以后的速度 为 １＋（ ）１
９

；全 程 为“１”，开 始 走 了 全 程 的 ２
３

，以 后 走

了全程的 １－（ ）２
３

；开始所走天 数 为“１”，设 后 来 走 的 天 数 是 开 始 的ｘ 倍

因速度、每天所行小时数与天数分别成反比例，而路程与天数成正比例 于

是得

１－（ ）１
４ ∶１

１＋（ ）１
９ ∶１

２
３∶ １－（ ）

烍

烌

烎
２
３

＝１∶ｘ，ｘ＝３
５

由于前后共用了１６天走 完 全 程，故 路 程 的 ２
３

走 了１６÷ １＋（ ）３
５

天 如 果

全部按计划前进，需用ｙ天走完全程，那么，可得比例式

２
３∶１＝ １６÷ １＋（ ）［ ］３

５ ∶ｙ，ｙ＝１５

故全部按计划前进，需要１５天行完全程

　　９．比例分配应用题

１９９４．建筑工人用２份水泥、３份沙子和５份石子配制成一种混凝土
一次要配制６０００千克，问需要水泥、沙子和石子各多少千克？

解１　混凝土中水泥、沙子 和 石 子 共（２＋３＋５）份，其 中 水 泥 占 总 数 的

２
２＋３＋５

，６０００× ２
２＋３＋５＝１２００（千 克）；沙 子 占 总 数 的 ３

２＋３＋５
，６０００×

３
２＋３＋５＝１８００（千 克）；石 子 占 总 数 的 ５

２＋３＋５
，６０００× ５

２＋３＋５＝３０００（千

克） 故需要水泥１２００千克，沙子１８００千克，石子３０００千克；
解２　设每份为ｘ千克，则水泥为２ｘ千克，沙子为３ｘ 千克，石子为５ｘ

千克 依题意，得

２ｘ＋３ｘ＋５ｘ＝６０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６００．２ｘ＝１２００，３ｘ＝１８００，５ｘ＝３０００ 故 需 水 泥１２００

千克，沙子１８００千克，石子３０００千克
１９９５．某校在植树活动中，栽的杨树、柳树和槐树的棵数比是４∶５∶７

已知杨树和柳树共栽了４３２棵，求三种树各栽了多少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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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１　杨 树 和 柳 树 应 分 配 的 总 份 数 是（４＋５）份，杨 树 占 其 中 的４份，

４３２× ４
４＋５＝１９２（棵）；柳树占其中的５份，４３２× ５

４＋５＝２４０（棵） 又因杨树

和柳树共是（４＋５）份，共栽了４３２棵，槐 树 是７份，设 槐 树 栽 了ｘ 棵 于 是

得　（４＋５）∶７＝４３２∶ｘ，ｘ＝３３６ 故杨树栽了１９２棵，柳树栽了２４０棵，槐

树栽了３３６棵；
解２　设杨树栽了ｘ棵，柳树栽了ｙ棵，槐树栽了ｚ棵，于是得

（４＋５）∶４＝４３２∶ｘ，ｘ＝１９２；（４＋５）∶５＝４３２∶ｙ，ｙ＝２４０；
（４＋５）∶７＝４３２∶ｚ，ｚ＝３３６；
解３　设每份为ｘ棵，则栽杨树４ｘ棵，栽柳树５ｘ棵，栽槐树７ｘ棵 依

题意得　４ｘ＋５ｘ＝４３２
解方程，得　ｘ＝４８．４ｘ＝１９２，５ｘ＝２４０，７ｘ＝３３６ 故 栽 杨 树１９２棵，栽

柳树２４０棵，栽槐树３３６棵
１９９６．食堂有大、中、小三个火炉，一天共用煤１９５千克 大火炉２天、

中火炉３天、小火炉４天的用煤量 相 等 问 大、中、小 火 炉 一 天 各 用 煤 多 少

千克？

解　用煤总量一定，用的天数之比是每天用煤量的反比，故大、中、小火

炉每天用煤量之比是１
２∶１

３∶１
４＝６∶４∶３，６＋４＋３＝１３１９５×６

１３＝９０；

１９５×４
１３＝６０；１９５×３

１３＝４５ 故大 火 炉 一 天 用 煤９０千 克，中 火 炉 一 天 用 煤

６０千克，小火炉一天用煤４５千克
１９９７．某校图书馆一次买进图书２１７２册，按学生人数分配 政治读物

每６人可得１册，史地读物每４人可 得１册，文 艺 读 物 每７人 可 得２册，数

理读物每８人可得３册 问四种读物各买了多少册？

解１　四种读物所买册数的连比是１
６∶１

４∶２
７∶３

８
，化简，得

２８∶４２∶４８∶６３２８＋４２＋４８＋６３＝１８１，２１７２×２８
１８１＝３３６（册），

２１７２×４２
１８１＝５０４（册），２１７２×４８

１８１＝５７６（册），２１７２×６３
１８１＝７５６（册）

故政治读物买了３３６册，史 地 读 物 买 了５０４册，文 艺 读 物 买 了５７６册，
数理读物买了７５６册；

解２　设有学生ｘ人 依题意，得

１
６ｘ＋１

４ｘ＋２
７ｘ＋３

８ｘ＝２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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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　ｘ＝２０１６ 即该校有学生２０１６人２０１６×１
６＝３３６，２０１６×

１
４＝５０４，２０１６×２

７＝５７６，２０１６×３
８＝７５６

故政治读物买了３３６册，史 地 读 物 买 了５０４册，文 艺 读 物 买 了５７６册，
数理读物买了７５６册

１９９８．三个工人制 造 同 一 种 机 器 零 件，完 成 定 额 甲 需６时，乙 需４．５
时，丙需５时 三人在同时间内共制造机器零件７９５个，问每人各制造了多

少个零件？

解　在定 额 相 同 时，时 间 与 工 效 成 反 比，故 甲、乙、丙 工 效 之 连 比 为

１
６∶ １

４．５∶１
５

，化简后得１５∶２０∶１８，１５＋２０＋１８＝５３ 按三人的工效分配

得７９５×１５
５３＝２２５（个），７９５×２０

５３＝３００（个），７９５×１８
５３＝２７０（个） 故 甲 制 造

了２２５个，乙制造了３００个，丙制造了２７０个零件
１９９９．３个工人２时能装配自 行 车 车 架１１个；４个 工 人３时 能 装 配 自

行车车轮２０个 现有工人６４０人，为了使车架、车轮及时装配成辆出厂，应

安排装配车架和车轮的工人各多少人？

解　一个工人每小时装配车架与装配车轮的个 数 之 比 是 １１
３×２∶ ２０

４×３
，

为了装配成辆，两种装配工人数与装 配 个 数 必 须 成 反 比 而 每 辆 车 需 要 车

架与车 轮 个 数 之 比 为 １∶２，故 装 配 车 架 与 装 配 车 轮 的 人 数 之 比 是

２０
４×３（ ）×１ ∶ １１

３×２（ ）×２ ＝５∶１１，５＋１１＝１６，６４０×５
１６＝２００，６４０×１１

１６＝

４４０ 故应安排装配车架工人２００人，装配车轮工人４４０人

２０００．三个分数的和是３９
２２

，它 们 的 分 母 相 同，分 子 之 比 是３∶５∶７

求这三个分数

解　３９
２２＝７５

２２
按题意，三个分数的分子之和为７５，它们的连比的三项

之和为３＋５＋７＝１５，７５×３
１５＝１５，７５×５

１５＝２５，７５×７
１５＝３５ 故这三个 分

数是１５
２２

，２５
２２

，３５
２２

；化作带分数是１５
２２

，１３
２２

，１１３２２

２００１．三个整数的和是１４００ 已知第 一 个 数 与 第 二 个 数 之 比 是５∶４；
第二个数与第三个数之比是３∶２，求这三个数

解　先求出三个数的连比得１５∶１２∶８１５＋１２＋８＝３５，再 按 比 例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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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配，得　１４００×１５
３５＝６００，１４００×１２

３５＝４８０，１４００×８
３５＝３２０ 故 这 三 个

数是６００、４８０、３２０
２００２．大小两数之和是７０，大数加９、小数减７后，两数之比是７∶２ 求

两数
解１　大数加９小数减７后两数之和为７０＋９－７＝７２ 这时大数是７２

× ７
７＋２＝５６，小数是７２× ２

７＋２＝１６５６－９＝４７，１６＋７＝２３ 故原来大数是

４７，小数是２３；
解２　设大数为ｘ，则小数为７０－ｘ 依题意，得

２
７

（ｘ＋９）＝７０－ｘ－７

解方程，得　ｘ＝４７；７０－ｘ＝２３ 故大数为４７，小数为２３

２００３．三人分人民币１０８元，使 甲 的 １
２

，乙 的 １
３

与 丙 的 １
４

都 相 等 问

甲、乙、丙各分得多少元？

解　甲、乙、丙三人分得人民币之比为１
２∶１

３∶１
４

的反比，即

２∶３∶４２＋３＋４＝９１０８×２
９＝２４，１０８×３

９＝３６，１０８×４
９＝４８

故甲分得２４元，乙分得３６元，丙分得４８元
２００４．小王从甲地到乙地步行、骑 自 行 车、乘 汽 车、坐 轮 船 共 用 去７时

１０分 已知他步行、骑自行车、乘汽车、坐轮船所行路程之比是２∶３∶２０∶
３，速度之比是２∶６∶１５∶４ 问小王步行、骑自行车、乘汽车、坐轮船各用了

多少时间？

解　根据时间＝
路程
速度

，小 王 从 甲 地 到 乙 地 步 行、骑 自 行 车、乘 汽 车、坐

轮船所用时间之比为２
２∶３

６∶２０
１５∶３

４
，化简，得　１２∶６∶１６∶９，１２＋６＋

１６＋９＝４３ 又７时１０分＝４３０分 故４３０×１２
４３＝１２０（分），即２时；４３０×

６
４３＝６０（分），即１时；４３０×１６

４３＝１６０（分），即２时４０分；４３０×９
４３＝９０（分），

即１时３０分 故小王步行用了２时，骑 自 行 车 用 了１时，乘 汽 车 用 了２时

４０分，坐轮船用了１时３０分
２００５．某仓库要在同时间内运走米１３３０袋，用马７匹运到离开３千米

的甲地，马１０匹运到离开５千米的乙地，马１２匹运到离开８千米的丙地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８３１　　 　 　

每匹马的速度及载运量都相同 问运到甲、乙、丙三地的米各有多少袋？

解　运的袋数与马的匹数成正比例，而与距离成反比例，故运到甲、乙、
丙三地米的袋数之连比是

７∶１０∶１２
１
３∶１

５∶ 烍
烌

烎
１
８

＝１４∶１２∶９，

１４＋１２＋９＝３５

１３３０×１４
３５＝５３２（袋），１３３０×１２

３５＝４５６（袋），１３３０×９
３５＝３４２（袋） 故 运

到甲地的米有５３２袋，运到乙地的米有４５６袋，运到丙地的米有３４２袋
２００６．张、王、陆三个新战士练习打靶，张每３发平均中２发，王每４发

平均中３发，陆每５发 平 均 中４发 三 人 发 射 数 相 同，中 靶 的 数 合 计２６６
发，问三人各中了多少发？共发射多少发？

解１　张的命中率为 ２
３

，王的命中率为 ３
４

，陆的命中率为 ４
５

，三人命中

率的连比为２
３∶３

４∶４
５

，化 简 后 得４０∶４５∶４８４０＋４５＋４８＝１３３２６６×

４０
１３３＝８０（发），２６６×４５

１３３＝９０（发），２６６×４８
１３３＝９６（发）；８０÷ ２

３ ×３＝３６０

（发） 故新战士 张 中 了８０发，王 中 了９０发，陆 中 了９６发；三 人 共 发 射 了

３６０发；
解２　设每人发射ｘ发 依题意，得

２
３ｘ＋３

４ｘ＋４
５ｘ＝２６６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２
３ｘ＝８０，３

４ｘ＝９０，４
５ｘ＝９６ 故知张中了８０发，

王中了９０发，陆中了９６发；三人共发射了１２０×３＝３６０（发）
２００７．某 农 场 的 三 个 作 业 队 共 有 耕 马３３０匹 如 果 从 第 二 作 业 队 调

拨１７匹给第一作业队，第三作业队又 买 进２０匹，那 么 第 一 和 第 二 两 队 马

的匹数相等，第三队 马 的 匹 数 是 第 二 队 的 ７
９ 求 三 个 作 业 队 原 来 各 有 耕

马多少匹？

解　第二作业队调拨部分耕马给 第 一 作 业 队，对 三 个 队 耕 马 的 总 数 不

起变化，第三作业队买进２０匹后，三个作业队共有耕马（３３０＋２０）匹 这时

三个作业队所有耕马匹数之连比为１∶１∶７
９

，化简，得　９∶９∶７，９＋９＋７

＝２５ 第一、第二作业队现有耕马（３３０＋２０）×９
２５＝１２６（匹），第三作业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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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耕马（３３０＋２０）×７
２５＝９８（匹）１２６－１７＝１０９（匹），１２６＋１７＝１４３（匹），９８

－２０＝７８（匹）故原来第一作业队有耕马１０９匹 第二作业队有耕马１４３
匹 第三作业队有耕马７８匹

本题的分数解法为

（３３０＋２０）÷ １＋１＋（ ）７
９ －１７

＝１０９（匹）……第一作业队；

（３３０＋２０）÷ １＋１＋（ ）７
９ ＋１７

＝１４３（匹）……第二作业队；

３３０－１０９－１４３＝７８（匹）……第三作业队

２００８．某校毕业生人数１９８１年比１９８０年增加１
４

，１９８２年与１９８１年之

比是６∶５，１９８３年比１９８２年增加１０％ 四年中共毕业了４３２人 求 各 年

的毕业生人数
解　把１９８０年的毕业生人数看作“１”，则１９８１年的毕业生人数是１９８０

年的 １＋（ ）１
４

即５
４

，１９８２年的毕业 生 人 数 是１９８０年 的 ５
４×６

５
即 ３

２
，１９８３

年的毕业生人数是１９８０年的３
２×（１＋１０％）＝３３

２０
四年毕业生人数之连比

为１∶５
４∶３

２∶３３
２０

，化 简，得　２０∶２５∶３０∶３３２０＋２５＋３０＋３３＝１０８，

４３２×２０
１０８＝８０，４３２×２５

１０８＝１００，４３２×３０
１０８＝１２０，４３２×３３

１０８＝１３２ 故１９８０

年的毕 业 人 是８０人，１９８１年 的 毕 业 生 是１００人，１９８２年 的 毕 业 生 是１２０
人，１９８３年的毕业生是１３２人

２００９．三 批 货 物 共 值 ４５００ 元 按 重 量 计，第 一 批 与 第 二 批 之 比 是

１∶２，第二批与第三批之比是２∶５；按每千克货价比，第一批与第二批之比

是３∶１，第二批与第三批之比是７∶３ 三批货物各值多少元？

解　货价应按三批货物的单价和 重 量 两 个 条 件 来 决 定，第 一 批 与 第 二

批货价之比 是 （１×３）∶（２×１）即 ３∶２，第 二 批 与 第 三 批 货 价 之 比 是

（２×７）∶（５×３）即１４∶１５，故三批货价的连比是２１∶１４∶１５，２１＋１４＋１５

＝５０４５００×２１
５０＝１８９０（元），４５００×１４

５０＝１２６０（元），４５００×１５
５０＝１３５０（元）

故三批货物分别值１８９０元、１２６０元、１３５０元
２０１０．如图，已知梯形ＡＢＣＤ 的面积是５２０厘米２，其中 ＡＢＥＤ 是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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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ＤＥ∶ＥＣ＝５∶３，求三角形 ＤＥＣ 的面积
解　因ＤＥ∶ＥＣ＝５∶３，故正方形与三角形

面积之比是５２∶５×３
２

，化 简 后 得１０∶３，于 是 得

三角形 ＤＥＣ 的面积是

５２０× ３
１０＋３＝１２０（厘米２）

２０１１．直角三角 形 的 一 条 直 角 边 长 是 另 一

条直角边长的５
１２

，较长的一条直角边长与斜边长度之比是１２∶１３ 这 个 三

角形的周长是６０厘米，求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解　两直角边长之比是 ５
１２∶１＝５∶１２，三条边长之比是５∶１２∶１３，５

＋１２＋１３＝３０，故较短的直角边长是６０×５
３０＝１０（厘米），较长的直角 边 长

是６０×１２
３０＝２４（厘米），Ｓ△ ＝ａｈ

２＝１０×２４
２ ＝１２０（厘米２） 故这个直角三角形

的面积是１２０厘米２
２０１２．如图，甲、乙 面 积 之 比 是３∶８，求

甲、乙的面积（单位：米）
解　整个长方形 的 面 积 是２２×１１＝２４２

（米２），其 中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是 ２×１１＝２２
（米２），甲、乙 面 积 之 和 是 ２４２－２２＝２２０

（米２）故甲的面积是２２０× ３
３＋８＝６０（米２），

乙的面积是２２０× ８
３＋８＝１６０（米２）

２０１３．有一块铜与锌的合金，两 种 金 属 的 重 量 之 比 是２∶３ 如 果 加 入

锌６克，所得新的合金重３６克 求新的合金中所含铜与锌之比

解　原合金重（３６－６）克，按铜与锌之比２∶３可知含铜（３６－６）× ２
２＋３

＝１２（克） 故新的合金中所含铜与锌之比是

１２∶（３６－１２）＝１∶２
２０１４．甲、乙、丙、丁 四 人 一 个 月 的 工 资 共３１８０元 甲 用 去 其 工 资 的

１
４

，乙用去其工资的４２６
７％，丙用去其工资的４０％，丁用去其工资的７

１５
，所

余的金额均相等 求每人每月的工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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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甲用剩其 工 资 的 １－（ ）１
４

，乙 用 剩 其 工 资 的 １－４２６
７（ ）％ ，丙 用

剩其工资的（１－４０％），丁 用 剩 其 工 资 的 １－７（ ）１５  因 各 人 所 余 的 金 额 相

等，故用剩余工资的分率之比与他们的工资之比互为反比，由此可知甲、乙、
丙、丁四人一个月的工资数之比是

１

１－（ ）１
４

∶ １

１－４２６
７（ ）％

∶ １
（１－４０％）∶ １

１－７（ ）１５



化简，得

３２∶４２∶４０∶４５３２＋４２＋４０＋４５＝１５９，

３１８０×３２
１５９＝６４０（元），３１８０×４２

１５９＝８４０（元），３１８０×４０
１５９＝８００（元），

３１８０×４５
１５９＝９００（元）

故甲、乙、丙、丁四人每月的工资分别是６４０元、８４０元、８００元、９００元
２０１５．初三年级学生组织课 外 兴 趣 小 组 每 人 参 加 一 组，要 求 参 加 文 学

小组的有２５人，要求参加科 技 小 组 的 有３６人，要 求 参 加 文 体 小 组 的 有４７
人 学校计划这三个小组参加人数之比是３∶５∶４，应如何调整？

解　初三年级学生总数有２５＋３６＋４７＝１０８（人），按学校计划，参 加 文

学小组的应为１０８× ３
３＋５＋４＝２７（人），参加科技小组的应为１０８× ５

３＋５＋４

＝４５（人），参加文体小组的 应 为１０８× ４
３＋５＋４＝３６（人） 根 据 学 生 要 求

与学校计划进行调整，应说服要求参加文体小组中的２７－２５＝２（人）参 加

文学小组，说服要求参加文体小组中的（４５－３６）＝９（人）参加科技小组
２０１６．有甲、乙、丙三个酒桶，容量之比是７∶８∶９，今甲桶中装酒３６千

克，乙桶中装酒４０千克，丙桶中装酒４２千克 如果再添酒３８千克，分装到

三个桶中，那么三个桶都刚巧装满 问三个桶中各需添装多少千克酒？

解　添酒３８千克分装到三个桶中都刚巧装满，故三个桶的容量之和为

３６＋４０＋４２＋３８＝１５６（千克） 按７∶８∶９分配，７＋８＋９＝２４，三桶的容量

分别为１５６×７
２４＝４５．５（千 克）；１５６× ８

２４＝５２（千 克）；１５６× ９
２４＝５８．５（千

克），又４５．５－３６＝９．５，５２－４０＝１２，５８．５－４２＝１６．５ 故甲桶中需添装９．５
千克酒，乙桶中需添装１２千克酒，丙桶中需添装１６．５千克酒

２０１７．甲、乙、丙三个打字员，甲５天的工作量相当于乙６天的工作量；
乙与丙工作能力之比为４∶３ 今 甲、丙 两 人 合 打 一 份 稿 件，共 得 工 资５８．５
元，按能力分配，两人各得多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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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由于工资按工作能力分配，故 应 求 出 甲 丙 能 力 之 比 因 甲５天 的

工作量相当于乙６天的工 作 量，故 甲 与 乙 的 工 作 能 力 之 比 是６∶５，而 乙 与

丙的工 作 能 力 之 比 是４∶３，由 此 可 求 出 甲、乙、丙 三 人 工 作 能 力 的 连 比 是

２４∶２０∶１５，从而得甲、丙工作能力之比是２４∶１５，化简后 得８∶５ 故 甲 应

得５８．５× ８
８＋５＝３６（元），丙应得５８．５× ５

８＋５＝２２．５（元）

２０１８．有伍分、贰分、壹分三种 铝 币 共 值１．８５元 它 们 的 个 数 之 比 是

４∶５∶７ 问三种铝币各有多少个？

解　根据三种 铝 币 的 个 数 之 比，可 求 出 它 们 的 币 值 之 比 为（５×４）∶
（２×５）∶（１×７） 化简，得２０∶１０∶７

２０＋１０＋７＝３７，１８５×２０
３７÷５＝２０（个），

１８５×１０
３７÷２＝２５（个），１８５×７

３７÷１＝３５（个）

故伍分铝币有２０个，贰分铝币有２５个，壹分铝币有３５个
２０１９．甲做３天完成的工作 由 乙 去 做 需 要５天，两 人 合 作２０天，共 得

工资７２元，但甲曾病假５天 问两人各得工资多少元？

解１　工作量一定时，所需天数之比与工作能力之比互为反比，故甲乙

工作能力之比是５∶３ 又甲曾病假５天，故两人工作天数之比是（２０－５）∶
２０，由此得两人工资之比是［５×（２０－５）］∶（３×２０） 化简，得５∶４

５＋４＝９，７２×５
９＝４０（元），７２×４

９＝３２（元）

故甲得工资４０元，乙得工资３２元；

解２　乙的工作 能 力 是 甲 的 ３
５

，乙 做２０天 相 当 于 甲 做 ２０×（ ）３
５

天

工资总数７２元 相 当 于 甲 做 ２０－５＋２０×（ ）３
５

天 的 工 资，甲 每 天 的 工 资 是

７２÷ ２０－５＋２０×（ ）３
５

元，做（２０－５）天共得工资

７２÷ ２０－５＋２０×（ ）３
５ ×（２０－５）＝４０（元），

乙得工资７２－４０＝３２（元）

２０２０．甲、乙、丙三人 合 伙 用 拖 拉 机 代 客 运 输 货 物，年 终 结 算 时，获 利

４７５０元 商定提出１０００元作为 拖 拉 机 的 租 用 费，其 余 按６∶５∶４分 给 各

人已知拖拉机为乙所有 如 果 把 拖 拉 机 租 用 费 直 接 列 入 分 配 的 连 比 中，

那么三人分配的连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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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按６∶５∶４分 配（４７５０－１０００）元，甲 得 人 民 币（４７５０－１０００）×

６
６＋５＋４＝１５００（元），乙得人民币（４７５０－１０００）× ５

６＋５＋４＝１２５０（元），丙得

人民币（４７５０－１０００）× ４
６＋５＋４＝１０００（元） 如 果 把 拖 拉 机 的 租 用 费 直 接

列入分配的连比中，那 么 三 人 分 配 的 连 比 是：１５００∶（１２５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化简后得６∶９∶４
本题按下面的 思 路 解 答 比 较 简 便：拖 拉 机 租 用 费１０００元 是（４７５０－

１０００）元的４
１５

而６∶５∶４三项之和是１５，它与 ４
１５

的分母相同，故直接分配

时三人的连比是６∶（５＋４）∶４即６∶９∶４

２０２１．甲、乙两人将 每 月 的 节 余 款 存 入 银 行，两 人 每 月 存 款 数 之 比 是

４∶３，且甲比乙早参加储蓄７个月，从 乙 参 加 储 蓄 经１年 半 后，两 人 共 储 存

４６２０元 问两人每月各储蓄多少元？

解１　甲 共 储 蓄 了７＋１２＋６＝２５（个 月），乙 共 储 蓄 了１２＋６＝１８（个

月）按每月 存 款 之 比４∶３计，两 人 存 款 之 比 为 　（２５×４）∶（１８×３）＝

５０∶２７４６２０× ５０
５０＋２７＝３０００（元），４６２０× ２７

５０＋２７＝１６２０（元）；３０００÷２５＝

１２０（元），１６２０÷１８＝９０元 故甲每月储蓄１２０元，乙每月储蓄９０元
本题在按比例分配解答时，可只求出甲每月储蓄１２０元，然后根据甲∶

乙＝４∶３求出乙每月储蓄９０元 列式为

１２０∶ｘ＝４∶３，ｘ＝９０；或１２０×３
４＝９０；

解２　设甲每月储蓄ｘ元，则乙每月储蓄３
４ｘ元 依题意，得

（７＋１２＋６）ｘ＋（１２＋６）×３
４ｘ＝４６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０，３
４ｘ＝９０

故甲每月储蓄１２０元，乙每月储蓄９０元
２０２２．食堂买进 甲 级 和 乙 级 的 白 菜 共 ７６０千 克，它 们 的 重 量 之 比 是

４．５∶５，已知甲级白菜比 乙 级 白 菜 多 用 去１１２元，且 乙 级 白 菜 每 千 克 价 是

１．５２元 求甲级白菜每千克的价格
解　两种菜的重量之比是４．５∶５，化简后得９∶１０，由此可求出甲级白

菜买了７６０× ９
９＋１０＝３６０（千克），乙 级 白 菜 买 了７６０× １０

９＋１０＝４００（千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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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乙级白菜每千克价为１．５２元，故４００千克之价为（１．５２×４００）元，由此可

得３６０千克甲级白菜之价为（１．５２×４００＋１１２）元 故甲级白菜每千克价为

（１．５２×４００＋１１２）÷３６０＝２（元）
２０２３．有伍元、贰元及壹元的钞票各若干张，共值６００元 已知伍元票

与贰元票张数之比是４∶５，且伍元票比壹元票的张数多２０％ 求三种钞票

的张数
解　先求出三 种 钞 票 张 数 的 连 比：因 贰 元 票 与 伍 元 票 张 数 之 比 等 于

５∶４，伍元票与壹元票张数之比等于（１＋２０％）∶１，故贰元票∶伍元票∶壹

元票＝１５∶１２∶１０ 由 此 得 伍 元 票、贰 元 票 及 壹 元 票 的 币 值 之 比 是（５×
１２）∶（２×１５）∶（１×１０），化简后得６∶３∶１ 然 后 按 比 例 分 配 求 出 每 种 钞

票的元数，再求出它们的张 数６００× ６
６＋３＋１÷５＝７２（张），６００× ３

６＋３＋１

÷２＝９０（张），６００× １
６＋３＋１÷１＝６０（张） 故 伍 元 票 有７２张，贰 元 票 有９０

张，壹元票有６０张

２０２４．一块长方形的土地用 １
５００

的 比 例 尺 画 在 图 上，它 的 周 长 是３６厘

米 这块土地的长与宽之比是７∶２ 求土地的实际面积

解　设土地的实际周长是ｘ米 则０．３６
ｘ ＝ １

５００
，ｘ＝１８０ 土地的长与宽

之和为１８０÷２＝９０（米），９０× ７
７＋２＝７０，９０× ２

７＋２＝２０，即 土 地 的 长 是７０

米，宽是２０米，它的实际面积是７０×２０＝１４００（米２）
２０２５．一事，甲、乙合作５天可完成，乙、丙合作６天可完成，甲、丙合作

７．５天可成，三人合作完成此事得工资３６９元 按能力分配，甲、乙、丙应各

得多少元？

解　甲、乙合作一天，完成这件事的 １
５

，乙、丙合作 一 天，完 成 这 件 事 的

１
６

，甲、丙合作 一 天，完 成 这 件 事 的 １
７．５

，三 人 合 作 一 天，可 完 成 这 件 事 的

１
５＋１

６＋ １
７．（ ）５ ÷２＝１

４
，故甲独做一天，完成这件事的１

４－１
６＝１

１２
，乙独

做一天，完成这件事的１
４－ １

７．５＝７
６０

，丙独做一天，完成这件事的 １
４－１

５＝

１
２０

，故三人能力之比是１
１２∶７

６０∶１
２０

，化简后得５∶７∶３５＋７＋３＝１５，３６９

×５
１５＝１２３（元），３６９×７

１５＝１７２．２（元），３６９×３
１５＝７３．８（元） 故甲应得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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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乙应得１７２．２元，丙应得７３．８元
２０２６．某生在假期中解答算术、代数、几何复习题 平均５道算术题中

解对了４道，７道代数题中解对 了５道，８道 几 何 题 中 解 对 了５道 三 门 学

科共解对了４９０道题目，且三门学科解错的题数相同 问他所解的算术、代

数、几何复习题各有多少道？

解　某生解答算术、代 数、几 何 题 目 错 误 与 正 确 道 数 之 比 分 别 为（５－
４）∶４、（７－５）∶５、（８－５）∶５，而 三 科 解 错 的 题 目 数 相 同，故 应 将 这 三 个 比

的前项都 转 化 成 相 同 的 数，因［１，２，３］＝６，故 这 三 个 比 分 别 为６∶２４，６∶
１５，６∶１０，这样，当三科做错的题目数相同时，做对的题目数之比应为２４∶

１５∶１０２４＋１５＋１０＝４９，于是得算术做对了４９０×２４
４９＝２４０（道），共解答了

２４０÷４
５＝３００（道）；代数做对了４９０×１５

４９＝１５０（道），共解答了１５０÷５
７＝

２１０（道）；几何做对了４９０×１０
４９＝１００（道），共解答了１００÷５

８＝１６０（道）

２０２７．甲、乙、丙三人各有人民 币 若 干 元，已 知 甲 与 乙 所 有 人 民 币 之 比

为３∶４，乙所有人民币的８倍等于丙所有的７倍 其后甲用去２７元，乙用

去８５元，丙用去１５４元 这样，三人剩下的人民币共有２２０元 求各人 用

剩的人民币数
解　按题意，乙与丙原有人 民 币 数 之 比 为７∶８，又 甲 与 乙 原 有 人 民 币

数之比为３∶４，故甲、乙、丙三人 原 有 人 民 币 数 之 连 比 为２１∶２８∶３２２１＋

２８＋３２＝８１ 原来三人共有人民币２２０＋２７＋８５＋１５４＝４８６元４８６×２１
８１－

２７＝９９（元），４８６×２８
８１－８５＝８３（元），４８６×３２

８１－１５４＝３８（元） 故甲用剩９９

元，乙用剩８３元，丙用剩３８元
２０２８．红山大队用“１５０号”混凝土浇 筑 晒 谷 场 该 混 凝 土 的 配 合 之 比

为“３００号”水泥５０千克，粗 沙１００千 克，石 子２００千 克，水 灰 比 为０．７５（表

示水与水泥之比为０．７５∶１） 经实地测定，沙的含水率为３％，石子的含水

率为１％，“１５０号”混凝土每立方米重２１７０千克 问拌制“１５０号”混凝土每

立方米需要水、３００号水泥、粗沙和石子各多少千克？

解　根据题目要求，“３００号”水泥∶粗沙∶石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１∶
２∶４，故水∶３００号水泥∶粗沙∶石子＝０．７５∶１∶２∶４，０．７５＋１＋２＋４＝

７．７５ 于是得　水重为２１７０×０．７５
７．７５＝２１０（千克），“３００号”水泥重为２１７０×

１
７．７５＝２８０（千 克），粗 沙 重 为２１７０× ２

７．７５＝５６０（千 克），石 子 重 为２１７０×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８３９　　 　 　

４
７．７５＝１１２０（千克） 又因粗沙中含水３％ 故粗沙实际需用５６０÷（１－３％）

≈５７７．３（千 克）；石 子 中 含 水 １％，故 石 子 实 际 需 用 １１２０÷（１－１％）≈
１１３１．３（千克），而 水 实 际 只 需 用２１０－（５７７．３－５６０）－（１１３１．３－１１２０）＝
１８１．４（千克） 故 拌 制“１５０号”混 凝 土 每 立 方 米 需 用 水 １８１．４千 克，“３００
号”水泥２８０千克，粗沙５７７．３千克，石子１１３１．３千克

２０２９．某人以人民币若 干 元 买 文 具，如 果 买 铅 笔 和 练 习 簿，可 各 得１４
件；买铅笔和毛笔，可各得１０件；买练习簿和橡皮，可各得１５件；只买橡皮，
可得４２件 现在以２２元去买相 同 件 数 的 铅 笔 和 橡 皮，问 所 买 的 两 种 文 具

各值多少元？

解　（铅笔、练习簿各一件之价）∶（铅笔、毛笔各一件之价）∶（练习簿、

橡皮各一件之价）∶橡皮一件之价＝１
１４∶１

１０∶１
１５∶１

４２
，化简后得１５∶２１∶

１４∶５ 因橡皮一件之价在 连 比 中 为５，故 练 习 簿 一 件 之 价 应 为１４－５＝９，
铅笔一件之价应为１５－９＝６ 又 因２２元 只 买 件 数 相 同 的 铅 笔 和 橡 皮 两

种文具每件价格之比为６∶５ 故得买铅笔用了２２× ６
６＋５＝１２（元），买橡皮

用了２２× ５
６＋５＝１０（元）

２０３０．有货物若干件由山麓运到半山，需要两人合抬，已知甲和乙合抬

了１８次，乙和丙合抬了２１次，甲 和 丙 合 抬 了２４次 三 人 共 得 搬 运 费４６２
元 问三人各得多少元？

解　甲和乙合抬了１８次，又 和 丙 合 抬 了２４次，故 甲 抬 了１８＋２４＝４２
（次），同理，乙抬了１８＋２１＝３９（次），丙抬了２４＋２１＝４５（次） 三人 所 抬 次

数之比即应得运费之比为４２∶３９∶４５，化 简 得１４∶１３∶１５，１４＋１３＋１５＝

４２４６２×１４
４２＝１５４（元），４６２×１３

４２＝１４３（元），４６２×１５
４２＝１６５（元） 故 甲 得 搬

运费１５４元，乙得搬运费１４３元，丙得搬运费１６５元
２０３１．Ａ、Ｂ、Ｃ、Ｄ 四镇在同一条公路旁 某人骑自行车以每小时１８千

米的速度前进，每到一镇休息５分，从 Ａ 镇 出 发 到 达Ｄ 镇，共 用 去８６分

已知Ａ、Ｂ 间的距离与Ｃ、Ｄ 间的距离之比为２∶３，又Ａ、Ｂ 间距离的１
４

加上

Ｃ、Ｄ 间距离的１
２

等于Ｂ、Ｃ 间距离的１．５倍 求ＡＢ，ＢＣ，ＣＤ 之间的距离各

多少千米？

解　先求ＡＢ、ＢＣ、ＣＤ 之间距离的连 比 因 ＡＢ∶ＣＤ＝２∶３，而ＡＢ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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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
２ ＝ＢＣ×１．５，代入，２

４＋３
２＝ＢＣ×１．５，故 ＢＣ＝４

３
，∴　ＡＢ∶ＢＣ∶ＣＤ

＝２∶４
３∶３，化简，得　６∶４∶９ 由于此人中间休息两次，故实际骑车时间

为８６－５×２＝７６（分），全 程 为 １８×７６
６０＝２２．８（千 米） 而６＋４＋９＝１９

２２．８×６
１９＝７．２，２２．８×４

１９＝４．８，２２．８×９
１９＝１０．８ 故 Ａ、Ｂ 间 距 离 为７．２

千米，Ｂ、Ｃ 间距离为４．８千米，Ｃ、Ｄ 间距离为１０．８千米
２０３２．甲、乙、丙三人分人民 币９２０元，甲 与 乙 所 得 之 比 是３∶２ 如 果

乙将分得的１８元给丙，那么乙与丙之比也是３∶２ 求原来每人各分得多少

元？

解　如果乙给丙１８元后，甲与乙仍保持３∶２的关系，那么甲须相应减

少１８÷３
２ ＝２７（元），这 样，甲、乙、丙 所 有 人 民 币 数 的 连 比 是 ９∶６∶４

９＋６＋４＝１９，又乙给丙１８元，对人 民 币 总 数 不 变，甲 减 少２７元 后，人 民 币

总数为９２０－２７＝８９３（元） 按比例 分 配 得８９３×９
１９＝４２３（元），８９３×６

１９＝

２８２（元），８９３×４
１９＝１８８（元），故原来甲分得４２３＋２７＝４５０（元），乙分得２８２

＋１８＝３００（元），丙分得１８８－１８＝１７０（元）
２０３３．甲、乙、丙三人共有存款２９８０元 甲用去３８０元，乙存入７００元，

丙用去其存款的１
３

，三人存款 数 之 比 就 成 了５∶３∶２ 求 三 人 现 有 的 存 款

数
解　甲用去３８０元，乙存入７００元，如果丙的存款不变，那么三人 的 存

款总数为２９８０－３８０＋７００＝３３００（元） 又 丙 用 去 其 存 款 的 １
３

，假 设 丙 的 存

款未 变，那 么 三 人 存 款 数 的 连 比 应 为 ５∶３∶ ２÷ １－（ ）［ ］１
３

，化 简，得

５∶３∶３５＋３＋３＝１１，３３００×５
１１＝１５００（元），３３００×３

１１＝９００（元），３３００×

３
１１× １－（ ）１

３ ＝６００（元） 故甲现有存款１５００元，乙现有存款９００元，丙现

有存款６００元
２０３４．甲、乙、丙三校上学期共有学生１１５０人 甲、乙两校人数之比是

６∶５ 本学期甲校减少了５０人，乙校增加了４０人，丙校减少原有学生数的

２
５

这样，本学期甲、乙两校人数之和与丙校人数之比是３∶２ 求本学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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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生人数
解　甲、乙两校学生数之和本学期比 上 学 期 减 少５０－４０＝１０（人） 根

据本学期甲、乙两校人数之 和 与 丙 校 人 数 之 比３∶２，可 得 上 学 期 丙 校 人 数

是２÷ １－（ ）２
５ ＝３１

３
，这样，甲、乙两校本学期人数之和与丙校上学期人数

之比是３∶３１
３

，化简后得９∶１０，而甲、乙两校本学期人数及丙校上学期人

数之和为１１５０－１０＝１１４０（人），于是，得　丙校上学期人数为１１４０× １０
９＋１０

＝６００人，本学期人数为６００× １－（ ）２
５ ＝３６０（人）；甲、乙两校本学期人 数

之和是１１４０× ９
９＋１０＝５４０（人），两 校 上 学 期 人 数 之 和 是 ５４０＋１０＝５５０

（人），故甲校上学期人数是５５０× ６
６＋５＝３００（人），本学期人数是３００－５０＝

２５０（人）；乙校上学期人数是５５０× ５
６＋５＝２５０（人），本 学 期 人 数 是２５０＋４０

＝２９０（人） 故本学期甲、乙、丙三校分别有学生２５０人，２９０人，３６０人

　　１０．连锁比例应用题

２０３５．甲做３天完成 的 工 作，由 乙 去 做 需 要４天，乙 做５天 完 成 的 工

作，由丙去做需要６天，问甲做２０天完成的工作，由丙去做需要几天？

解　甲３天的工作量等于 乙４天 的 工 作 量，乙５天 的 工 作 量 等 于 丙６
天的工作量，由此可知，甲（３×５）天的工作量，等于乙（４×５）天的工作量，而

乙（４×５）天的工作量，等于丙（４×６）天 的 工 作 量 故 甲（３×５）天 的 工 作 量

等于丙（４×６）天的工作量，甲一天的工作量 等 于 丙４×６
３×５

天 的 工 作 量 于 是

可得甲２０天的工作量应等于丙４×６×２０
３×５

天 的 工 作 量 本 题 按 连 锁 比 例 解

法如下：
设甲做２０天完成的工作由丙去做需要ｘ 天完

成
∵　３×５×ｘ＝４×６×２０，

∴　ｘ＝４×６×２０
３×５ ＝３２

故丙需要做３２天完成
【注意】　（１）同一行左右两数表示两个量的相等关系（或两个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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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用同单位的数表示；（２）上 行 左 边 与 下 行 右 边 及 第 一 行 左 边 与 最 后 一 行

右边的量都必须是同一种的量；（３）以ｘ同一边各数的乘积作分母，另一边

各数的乘积作分子，求出ｘ的值
２０３６．四个工程队合筑一条渠道，各队参加人数之比为：甲∶乙＝８∶７，

乙∶丙＝５∶６，丙∶丁＝１４∶１５，已知丁队参加４５人，求甲队参加的人数
解　设甲队参加ｘ人，则

８×５×１４×４５＝７×６×１５×ｘ，

∴　ｘ＝８×５×１４×４５
７×６×１５ ＝４０

故甲队参加了４０人
如用比例解，则应 先 求 出 丙 队 参 加 人 数，再 依

次求出乙队及甲队参加的人数 设丙队、乙队及甲队参加人数分别为ｘ、ｙ、

ｚ 于是，得

１４∶１５＝ｘ∶４５，ｘ＝４２；５∶６＝ｙ∶４２，ｙ＝３５；８∶７＝ｚ∶３５，ｚ＝４０
本题也可先求出甲、乙、丙、丁参加人数的连比，并由此找出甲、丁之比，

然后用比例求解 设甲队参加了ｘ人
∵　甲∶乙＝８∶７，乙∶丙＝５∶６，

∴　甲∶乙∶丙＝４０∶３５∶４２，
又　∵　丙∶丁＝１４∶１５，

∴　甲∶乙∶丙∶丁＝４０∶３５∶４２∶４５
故甲∶丁＝４０∶４５＝８∶９ 于是得比例式

８∶９＝ｘ∶４５，ｘ＝４０
２０３７．解放军步行的速度是：常 步 行３米 的 时 间 等 于 跑 步 行５米 的 时

间，又跑步８分的距离，快步只需５分 问 快 步 在１．５时 中 所 行 的 路 程，改

为常步，需行多少时？

解　本题要求一定距离步行所需 的 时 间，故 应 把 常 步 与 跑 步 同 时 间 中

所行距离之比转化为同距离所行时间之比得５∶３ 设快步１．５时中所行的

路程改为常步需行ｘ时 于是得

ｘ＝１．５×８×５
５×３ ＝４

故快步１．５时所行的路程改为常步需行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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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８．手表厂把刚装配成的甲、乙两表与标准钟校对，甲表一昼夜快了

９０秒，乙表在２０时中慢了７２秒 这天上午５点两表同时与标准钟对准，当

第二天中午甲表指在正１２点时，乙表指在什么时刻？

解　甲表与标准钟走时之 比 是 ２４＋ ９０（ ）３６００ ∶２４，化 简 后 得９６１∶９６０，

标准钟与乙表走时之比是２０∶ ２０－ ７２（ ）３６００
，化 简 后 得１０００∶９９９ 当 甲 表

从第一天上午５点到第二天中午共走了３１时，设乙表应走了ｘ时 于是得

ｘ＝９６０×９９９×３１
９６１×１０００ ＝３０７２６７７５

３０７２６７７５
时＝３０时５６分１２１２３１

秒

又３０－７－１２＝１１，

故乙表指的时刻是１１点５６分１２１２３１
秒

２０３９．比较地球上七大洲的面积，非洲约为欧洲的３倍，欧洲的９倍约

等于大洋洲的１０倍，大洋洲的８倍 约 等 于 北 美 洲 的３倍，北 美 洲 的３倍 约

等于南美洲的４倍，南美洲的２２倍 约 等 于 亚 洲 的９倍，亚 洲 的７倍 约 等 于

南极洲 的 ２２倍，已 知 南 极 洲 的 面 积 约 为 １４００万 平 方 公 里，求 非 洲 的 面

积　　
解　因非洲的面积约为欧洲面积 的３倍，故 非 洲 与 欧 洲 的 面 积 之 比 约

为３∶１，又因欧洲面积的９倍约等于大洋洲面积的１０倍，故欧洲与大洋洲

的面积之比约为１０∶９；余 类 推，从 略 设 非 洲 的 面 积 约 为ｘ 万 平 方 公 里，
于是得

ｘ＝３×１０×３×４×９×２２×１４００
１×９×８×３×２２×７ ＝３０００

故非洲的面积约等于３０００万平方公里
２０４０．步行与骑自行车速度之比为１∶３，骑 自 行 车 与 公 共 汽 车 速 度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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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２∶５，公共汽车４时所行的路，小轿车只需行２．５时，设小轿车２时行

了１２０千米，求步行每小时的速度
解　 根据题目的条件与问题来看，应把公共汽车与小轿车行一定距离

所需时间之比转化为它们的速度之比得２．５∶４ 设步行每小时的速度是ｘ
千米，于是得

ｘ＝１×２×２．５×６０
３×５×４ ＝５

故步行每小时的速度是５千米
本题如果都转化为行相同路程所 需 时 间 之 比，则 题 目 中 已 知 的 速 度 比

应转化为时间比 设步行每小时为ｘ千米，于是得

ｘ＝１２０×２．５×２×１×１
２×４×５×３ ＝５

故步行每小时的速度是５千米
２０４１．甲、乙、丙三个工人，甲、乙工作能 力 之 比 为３∶４，乙２天 的 工 作

量等于丙５天工作量的１
３

问甲２４天可完成的事，由丙去做需要多少天？

解１　根据所求的问题，甲、乙 两 人 能 力 之 比 转 化 为 所 需 时 间 之 比，因

甲、乙工作能力之比为３∶４，故两 人 做 同 一 件 事 所 需 时 间 之 比 为４∶３；乙、

丙做同一件事所需时间之比为２∶５
３ 设甲２４天可完成的事，由 丙 去 做 需

要ｘ天，于是得

　　　　ｘ＝
３×５

３×２４

４×２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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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丙需１５天完成
解２　工作能力之比与所 需 天 数 之 比 互 为 反 比 甲、乙 完 成 同 一 件 事

所需要天数之比为４∶３，而乙、丙完成同一件事所需天数之比 为２∶５
３

，由

此可求出甲、乙、丙三人完成同一件事所需天数之连比为８∶６∶５，甲、丙之

比为８∶５ 设丙需ｘ天完成，于 是 得　８∶５＝２４∶ｘ，ｘ＝１５ 故 丙 需１５天

完成
２０４２．某厂有甲、乙、丙、丁四个车间，甲、乙两车间人数之比是９∶８，乙

车间人数的５倍等于丙车间人数的４倍，丙车间人数的 ５
８

等于丁 车 间 人 数

的２
３

如果丁车间工人数的８％退休以后还剩６９０人 那 么 甲 车 间 有 多 少

人？

解　因为乙车间人数的５倍等于 丙 车 间 人 数 的４倍，所 以 乙 丙 两 车 间

人数之比是４∶５，同理，丙、丁两车间人数之比是２
３∶５

８ 又丁车间工人如

果不退休，那么人数为６９０÷（１－８％） 设甲车间有ｘ人，于是得

　　　　　　ｘ＝
９×４×２

３×６９０÷（１－８％）

８×５×５
８

＝７２０

故甲车间有７２０人
２０４３．甲种布６４米之价等于乙种布７５米之价，乙种布２７米之价等于

丙种布４０米之价 现在用丙种布２３米与甲种布１３米交换，还需补贴９．３０
元 求三种布各一米之价

解　设丙种布２３米可换成甲种布ｘ米，于是得

　　　ｘ＝６４×２７×２３
７５×４０ ＝１３３１

１２５

按题意，丙种 布２３米 调 换 甲 种 布１３米 后 还

须补贴９．３元，即９．３元是甲种布３１
１２５

米之价，故甲种布每米价为９．３÷３１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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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５（元）
在总价一定时，单价与米数成反比例 设乙种布每米价为ｙ元，丙种布

每米价为ｚ元 则：６４∶７５＝ｙ∶３７．５，ｙ＝３２；２７∶４０＝ｚ∶３２，ｚ＝２１．６元
故乙种布每米价为３２元，丙种布每米价为２１．６元

２０４４．甲校与乙校学生人数之比是４∶５，乙 校 学 生 人 数 的３倍 等 于 丙

校学生人数的４倍，丙校学生人数的１
５

等于丁 校 学 生 人 数 的 １
６ 又 甲 校 女

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３
８

，丁 校 女 生 占 全 校 学 生 总 数 的 ４
９

，且 丁 校 女 生 比 甲

校女生多５０人 求四校的学生人数

解　按题意，乙、丙两校人数之比是４∶３，丙、丁两校人数之 比 是 １
６∶

１
５

，设丁校学生数为“１”，甲校学生数为ｘ，于是得

　　　ｘ＝
４×４×１

６×１

５×３×１
５

＝８
９

即甲、丁两校人数之比是８∶９

因甲校学生数相当于丁 校 的 ８
９

，而 甲 校 学 生 的 ３
８

是 女 生，故 甲 校 的 女

生相当于丁校学生数的 ８
９×３

８＝１
３ 按 题 意，丁 校 学 生 数 的 ４

９
比 １

３
多５０

人，故丁校学生数为５０÷ ４
９－（ ）１

３ ＝４５０（人），甲校学生为４５０×８
９＝４００

（人），乙校学生为４００×５
４＝５００（人），丙校学生为５００×３

４＝３７５（人）

２０４５．甲、乙、丙、丁、戊五个工 人，甲５天 的 工 作 量 等 于 乙６天 的 工 作

量，乙８天的工作量等于丙１０天的工作量，丙的工作效率等于丁的 ３
４ 丁

与戊的工作能力之比是８∶５ 现 在 甲、丙 两 人 合 作１５天 完 成 的 某 件 工 程，
由戊一人独做，需要多少天完成？

解　按题目要求，先求出 甲 独 做１５天 的 工 作 由

丙独做需要多少天 设丙独做需ｘ天 于是得

　　　ｘ＝６×１０×１５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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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故甲、丙两人合作１５天的工作量相当于丙独做（１５＋２２．５）天的工作量 再

根据丙、丁及丁、戊间的关系，求出丙做（１５＋２２．５）天的工作，由戊独做需要

多少天

因丙的工作效率 等 于 丁 的 ３
４

，故 两 人 做 同 一 件 工 作 所 用 天 数 之 比 为

４∶３，丁与戊的工作能力之比 为８∶５，故 两 人 做 同 一 件 工 作 所 用 天 数 之 比

为５∶８ 设戊独做需用ｙ天，于是得

　　　ｙ＝３×８×３７．５
４×５

＝４５
故甲、丙 合 作１５天 完 成 的 工 程，由 戊 独 做 需 要

４５天完成
２０４６．甲、乙、丙、丁四人步行，在 同 时 间 内 甲 行５步 时 乙 可 行６步；乙

行７步时丙可行８步；丙行９步 时 丁 可 行１０步 又 甲、乙、丙、丁 每 步 的 距

离之比为１５∶１４∶１２∶１０ 问甲行６３０米时丁可行多少米？

解１　先求出甲行一步时丁所行的步数 设丁可

行ｘ步，于是得

　　　ｘ＝６×８×１０×１
５×７×９

＝３２
２１

即在同时间内甲行１步时 丁 可 行３２
２１

步 再 求 出 甲 行６３０米 时 丁 行 了 多 少

米根据四人每步距离之比可 知 甲、丁 两 人 每 步 距 离 之 比 为１５∶１０ 在 时

间一定时，行的步数、每步的距离与所行的米数都成正比例 设甲行６３０米

时丁行了ｙ米 于是得

１∶３２
２１烍

烌

烎１５∶１０
＝６３０∶ｙ，ｙ＝６４０

故甲行６３０米时丁行了６４０米；
解２　将四人步数之 比 与 每 步 距 离 之 比 结 合

考虑，得同时间内两人所行距离之比，并由此求出

丁所行的米数 即甲∶乙＝（１５×５）∶（１４×６）＝
２５∶２８，乙∶丙＝（１４×７）∶（１２×８）＝４９∶４８，
丙∶丁＝（１２×９）∶（１０×１０）＝２７∶２５ 设 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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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０米时丁可行ｘ米，于是得

ｘ＝２８×４８×２５×６３０
２５×４９×２７ ＝６４０

故甲行６３０米时丁行了６４０米

　　１１．混合比例应用题

２０４７．票面额为贰元和伍元的人民币共５０张，总值是１６０元 问两种

人民币各有多少张？

解１　５０张人民 币 总 值 是１６０元，平 均 每 张 人 民 币 值１６０
５０＝３．２（元）

它比一 张 伍 元 票 损５－３．２＝１．８（元），而 比 一 张 贰 元 票 益３．２－２＝１．２
（元）要使张数与总值符合题目要 求，根 据 总 值 一 定，两 种 人 民 币 对 平 均 值

的损益之比与所用张数之比互为反 比，故 伍 元 票 与 贰 元 票 所 用 张 数 之 比 应

为１．２∶１．８，也就是损１．８元与１．２的乘积等于１．２元与１．８的 乘 积 得

出两种人民币的张数之比后，可用按 比 例 分 配 或 其 他 算 法 求 出 两 种 纸 币 的

张数 这样的推导过程，用混合比例的解答形式，可列表如下：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张　　　数

１６０
５０＝３．２元

５元 －１．８元 １．２→２ ５０× ２
３＋２＝２０

２元 ＋１．２元 １．８→３ ５０× ３
３＋２＝３０

故伍元币有２０张，贰元币有３０张；
解２　按整数应用题置换问题解法，得

（１６０－２×５０）÷（５－２）＝２０（张）……伍元币，
（５×５０－１６０）÷（５－２）＝３０（张）……贰元币；

解３　设有伍元币ｘ张，则有贰元币（５０－ｘ）张 依题意，得

５ｘ＋２（５０－ｘ）＝１６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０，５０－ｘ＝３０
故有伍元币２０张，贰元币３０张
２０４８．在酒与水之比是６∶１的 混 合 酒 若 干 千 克 中 掺 水３千 克，这 样，

酒与水之比成为３∶１ 问原来的混合酒有多少千克？

解１　原来的混合酒中含酒 ６
６＋１

，掺水后含酒 ３
３＋１

，故得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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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３
３＋１

６
６＋１ －３

２８
３
４

，７

０ ＋３
４

３
２８

，１

设原来的混合酒有ｘ千克，于是得７∶１＝ｘ∶３，ｘ＝２１ 故原来的混合酒有

２１千克；

解２　以酒重为单位“１”，原来的混合酒中水重是酒重的 １
６

，混合酒重

是酒重的 １＋（ ）１
６

倍 掺 水 后 水 重 是 酒 重 的 １
３

，所 掺 的３千 克 水，相 当 于

酒重的 １
３－（ ）１

６  设原来的混合酒有ｘ千克，于是得

１
３－（ ）１

６ ∶ １＋（ ）１
６ ＝３∶ｘ，ｘ＝２１

故原来有混合酒２１千克；

解３　以酒重为单位“１”，则原来的混合酒中水重是酒重的 １
６ 掺 水 后

的混合酒中水重是酒重的１
３

，前后差 １
３－（ ）１

６
，其对应重量为３千克 故

酒重是３÷ １
３－（ ）１

６
千克，原来的混合酒有

３÷ １
３－（ ）１

６ × １＋（ ）１
６ ＝２１（千 克）或３÷ １

３－（ ）１
６ ＋３＝２１（千

克）
２０４９．有含盐４％的海水５４００千克，蒸发一部分水分后，使它成为含盐

２７％的饱和液 问要蒸发掉多少千克的水？

解　这题中的水是要蒸发而不是掺入，但可理解为原来含盐２７％的海

水，掺入一部分水以后使它 成 为 含 盐４％的 海 水 掺 入 的 水 量 即 要 蒸 发 的

水量，于是得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４％
２７％ －２３％ ０．０４，４

０ ＋４％ ０．２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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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表示，含盐２７％的海水４份掺入清水２３份后，便成为含盐４％的

海水 也 可 理 解 为 含 盐４％的 海 水，蒸 发 其 ２３
２３＋４

的 清 水 以 后，可 得 含 盐

２７％的海水 故含盐４％的海水５４００千克应蒸发５４００× ２３
２３＋４＝４６００（千

克）的水以后可得含盐２７％的海水
２０５０．把浓度为２０％、３０％和４５％的 三 种 硫 酸 混 合，得 到 浓 度 为３２％

的硫酸４５千克 已知所用２０％硫酸的重量是３０％硫酸重量的３倍 问每

种浓度的硫酸各用多少千克？

解　因２０％的硫酸与３０％的 硫 酸 重 量 之 比 规 定 为３∶１，故 可 先 将 这

两种硫酸按规定混合，得浓度为（２０％×３＋３０％×１）÷（３＋１）＝２２．５％的

硫酸，然后与浓度为４５％的硫酸混合，于是得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３２％
２２．５％ ＋０．０９５ １３０，２６

４５％ －０．１３ ９５，１９

混合比２６与１９之和为４５，刚 巧 与 浓 度 为３２％的 硫 酸 所 需 的 千 克 数 相 同，
故直接可得浓度为４５％的硫酸需用１９千克，浓度为２０％及３０％的 硫 酸 共

用２６千克，重量之比为３∶１，按比例分配得浓度为２０％的酒精需用

２６× ３
３＋１＝１９．５（千克），浓度为３０％的酒精需用

２６－１９．５＝６．５（千克）
如果三种硫酸直接混合，按三种原料的混合比例解法可列表如下：

注一：题目要求浓度２０％硫酸的重量是３０％硫 酸 重 量 的３倍，按 所 得 混 合 比 均

为１３，故须将２０％的硫酸与４５％的硫酸之比１３∶１２各扩大３倍
注二：求混合比时，要求损与益搭配，求出几组比以后，把搭配时用到几次所得的

数相加

浓度为２０％的硫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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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３９
３９＋１３＋３８＝１９．５（千克）；

浓度为３０％的硫酸用

４５× １３
３９＋１３＋３８＝６．５（千克）；

浓度为４５％的硫酸用

４５× ３８
３９＋１３＋３８＝１９（千克）

比较前后两种解法，前者比较容易，即三种原料混合时，根据已知条件，
如果能转化为两种原料的混合比例 时，那 么 采 用 两 种 原 料 的 混 合 比 例 解 法

比较简便
２０５１．有每千克价５元、５．５０元 和８元 的 三 种 绍 酒 混 合 成 每 千 克 价６

元的酒，且５元及８元的两种酒的用量相等，求三种酒所用整千克数的混合

比
解　题目要求５元及８元两种 酒 的 用 量 相 等，先 求 出 这 两 种 酒 混 合 后

每千克价为（５＋８）÷２＝６．５（元） 再与５．５０元的酒混合，根据两种原料的

混合比例解法得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６元
５．５０元 ＋０．５元 １

６．５０元 －０．５元 １

即５．５０元与６．５０元的酒各用一千克可得平均价为６元的酒，但６．５０元的

酒是由５元及８元的酒各一份混合成的，故５元、５．５０元及８元三种酒所用

千克数之比是１∶２∶１
如果三种绍酒直接混合，按混合比例的解法为

２０５２．三种茶叶每千克之价是：甲种８０元，乙种７０元，丙种５４元 按

下面 提 出 的 不 同 要 求 混 合 成 每 千 克 价 为７４元 的 茶 叶，且 都 是 整 千 克 数
（１）只用甲、丙两种，混合的比怎样？（２）三种都用，但千 克 数 要 最 少，混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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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怎样？（３）三种都用，且乙种与丙种 之 比 是２∶１，混 合 的 比 怎 样？（４）
如果丙种用９千克，乙种用１２千克，甲种要用多少千克？

解　（１）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７４元
８０元 －６元 ２０　１０

５４元 ＋２０元 ６　３

故甲种茶与丙种茶用量之比是１０∶３
（２）求出甲、乙与甲、丙两 组 比 以 后，再 考 虑 怎 样 才 能 使 表 示 连 比 的 三

个整数之和最小

故甲、乙、丙三种茶叶用量之比是４∶１∶１
（３）题目要求乙种与丙种茶用量之比是２∶１，故将这两种茶先混合，每

千克平均价是（７０×２＋５４×１）÷（２＋１）＝６４２
３

（元），再与甲种茶混合，得

也可将三种原料按要求直接混合，得

注：题目要求乙、丙两种用量之比为２∶１，而表格中的乙、丙都得３，故需把甲、乙

之比２∶３转化为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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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丙种茶用９千克，乙 种 茶 用１２千 克，先 将 这 两 种 茶 混 合 求 得 平 均

价是（５４×９＋７０×１２）÷（９＋１２）＝６３１
７

（元） 再与甲种茶混合，得

甲∶乙、丙＝３８∶２１，２１刚 巧 是 乙、丙 两 种 所 用 千 克 数 之 和，故 甲 种 茶

要用３８千克
如果三种茶叶直接混合，则混合比例列表如下

注：题目要求乙种茶用１２千克，丙种茶用９千 克，故 求 得２个 比 以 后，分 别 将 比

的前后项扩大４倍与３倍

２０５３．把紫铜线、黄铜线及 锌 线 连 接，在 冰 点 时 全 长１１１米，沸 点 时 全

长１１１．２４４２米，其中锌线在冰点时长３９米，在沸点时较冰点时延长０．３％，
而紫铜线则延长０．１７％，黄铜 线 延 长０．２％ 问 紫 铜 线 和 黄 铜 线 在 冰 点 时

各长多少米？

解　紫铜线和黄铜线在冰点 时 共 长１１１－３９＝７２（米），因 锌 线 在 沸 点

时长３９×（１＋０．３％）＝３９．１１７（米），故 紫 铜 线 和 黄 铜 线 在 沸 点 时 共 长

１１１．２４４２－３９．１１７＝７２．１２７２（米） 两 种 铜 线 的 平 均 膨 胀 系 数 为０．１２７２
７２ ＝

５３
３００００

于是可用混合比例解法求出两种铜线的长度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长　　　度

５３
３００００

紫 １７
１００００ ＋ １

１５０００
７

３００００
，７ ７２米× ７

７＋２＝５６米

黄 ２
１０００ － ７

３００００
１

１５０００
，２ ７２米× ２

７＋２＝１６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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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冰点时紫铜线长５６米，黄铜线长１６米
２０５４．有６２条直线组成三角 形、四 边 形 及 五 边 形 共１５个 其 中 四 角

形的个数等于其他两种图形个数的１
２

求三种图形的个数

解　四边形的个数等于其他两种图形个数的１
２

而三种图形共１５个，

故四边形有１５÷（１＋２）＝５（个），三角形与五边形共有１５－５＝１０（个） 把

四边形提出后，题目可简化为有（６２－４×５）＝４２（条）边 组 成 三 角 形 和 五 边

形共１０个，求两种图形各有多少个？用混合比例解法为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图　形　个　数

４２
１０

三角形　３ ＋１．２ ０．８，２ １０× ２
２＋３＝４（个）

五边形　５ －０．８ １．２，３ １０× ３
２＋３＝６（个）

故三角形有４个，四边形有５个，五边形有６个

２０５５．用纯金８克，１８Ｋ 金 若 干 克 及１８Ｋ 金 重 的 １
３

的 铜 熔 合 后 制 成

１４Ｋ金 问需用１８Ｋ金及铜各多少克？

解　１８Ｋ金表示在２４克 中 含 金１８克、铜６克，１４Ｋ 金 表 示 在２４克 中

含金１４克，铜１０克 根据题意，用１８Ｋ金若干克及其重的 １
３

的铜熔合，则

在２４× １＋（ ）１
３ ＝３２（克）中含金１８克，故 其 Ｋ 数 为２４×１８

３２＝１３．５ 今 以

１３．５Ｋ金与纯金（即２４Ｋ金）混合，要求熔成１４Ｋ金，用混合比例解法，可先

求出两者之比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１４Ｋ
１３．５Ｋ ＋０．５ １０，２０

２４Ｋ －１０ ０．５，１

题目要求纯金用８克，设１３．５Ｋ金应该用ｘ克，于是得比例式　２０∶１

＝ｘ∶８，ｘ＝１６０ 故１８Ｋ金要用１６０÷ １＋（ ）１
３ ＝１２０（克），铜要用

　　　　１２０×１
３＝４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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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６．有每千克价４０元的糖果６千克，每千克价２４元的糖果７千克，
每千克价１６元的糖果５千克，每千克价１４元的糖果８千克，混合成每千克

价２０元的什景糖，要求混合的千克数尽可能多一些，问应该各用多少千克？

解　如果四种糖果全部用完，那么每 千 克 的 平 均 价 是：（４０×６＋２４×７
＋１６×５＋１４×８）÷（６＋７＋５＋８）≈２３．１（元） 超过了什景糖规定的价格
故每千克４０元的糖果应少用，其余三种糖果应多用 题目要求混合的千克

数尽可能多一些，故将这三种糖果全部用完，可得每千克价为（２４×７＋１６×
５＋１４×８）÷（７＋５＋８）＝１８元 的 糖 果，然 后 再 与 每 千 克 价４０元 的 糖 果 混

合，用混合比例解法是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２０元
４０元 －２０元 ２，１

１８元 ＋２元 ２０，１０

后三种糖果共用７＋５＋８＝２０（千 克），设 每 千 克 价４０元 的 糖 果 用 了ｘ 千

克，于是得比例式　１∶１０＝ｘ∶２０，ｘ＝２ 故 每 千 克 价４０元 的 糖 果 要 用２
千克，每千克价２４元、１６元、１４元的糖果分别用了７千克、５千克、８千克

２０５７．《张邱建算经》中有 百 鸡 术 的 题 目 题 意 是：用１００元 买１００只

鸡，大公鸡５元一只，母鸡３元一只，小鸡１元三只，问各能买多少只？

解　每只鸡的平均价是１００÷１００＝１（元）

因鸡的只数必须是自然数，故 混 合 后 的 连 比 之 和 必 须 是１００的 约 数
但［１＋１＋（３＋６）］≠１００，必须 把１∶３及１∶６各 扩 大 若 干 倍，由 此 得 本 题

有三组答案，解法列表如下：

公鸡 

















１×４ ４ １×８ ８ １×１２ １２

母鸡 

















１×１８ １８ １×１１ １１ １×４ ４

小鸡 

















６×４ ３×１８ ７８ ６×８ ３×１１ ８１ ６×１２ ３×４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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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按１００－（１＋６）ｎ关系式，ｎ从２、４、６，…，１２一一列举（如果ｎ用

奇数，差不可能得４的倍数） 找出差等于（１＋３）的倍数再算出符合题目要

求的答案：
故：（１）公鸡买了４只，母鸡买了１８只，小鸡买了７８只；（２）公鸡买了８

只，母鸡买了１１只，小鸡买了８１只；（３）公鸡买了１２只，母鸡买了４只，小

鸡买了８４只
２０５８．三种 白 酒，每 千 克 上 酒 价１６．８元，中 酒 价１５．２元，下 酒 价１４

元现在混合成每千克价１５．８元 的 酒，且 上 酒 的 用 量 等 于 中、下 两 种 酒 的

用量之和 求三种酒用量的连比
解　三种原料的混合比例解法是：

按上表，３＋９（上酒）≠５＋５（中、下酒），不符合题目要求，又（３＋９）－（５
＋５）＝２，而上酒与中酒之 比３∶５的 前 后 项 之 差 也 等 于２，故 把３∶５转 化

为（３×２）∶（５×２）＝６∶１０，于是可得６＋９＝１０＋５，即上酒的用量等于中、
下酒的用量之和，故三种酒的用量之连比为３∶２∶１

本题也可转化为两种原料的混合比例解法 题目指定上酒的用量等于

中、下两种酒的用量之和，故我们只需求出中酒与下酒用量之比 因上酒每

千克价比混合酒每千克价贵１６．８０－１５．８０＝１（元），故 中 酒 与 下 酒 混 合 后

每千克之价应为１５．８０－１＝１４．８０（元） 于是得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４．８元
１５．２元 －０．４ ０．８

１４元 ＋０．８ ０．４

中酒与下酒用量之比是２∶１，故上、中、下三种白酒用量之连比是（２＋
１）∶２∶１即３∶２∶１

２０５９．某 布 店 向 批 发 公 司 买 进 甲、乙、丙 三 种 布 共３２匹，平 均 每 匹 价

９００元 已知甲种布每 匹 价９７５元，乙 种 布 每 匹 价３７５元，丙 种 布 每 匹 价

６７５元 且要求乙种布的 匹 数 尽 可 能 少 买 问 甲、乙、丙 三 种 布 各 买 了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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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匹？

解　

按上表，要使乙种布尽可能 少 买，表 中 甲∶乙＝７∶１，１是 最 小 的 自 然

数，故这个比尽可能不变，而应考虑改变甲与丙之比３∶１，使所得甲、乙、丙

的连比各项之和是３２的约数 因３２－（７＋１）＝２４，而２４刚巧是（３＋１）的

６倍，故甲∶丙的前后项都应扩大６倍 于是得连比２５∶１∶６，（２５＋１＋６）

＝３２，符合题目要求，故甲种布 买 了２５匹，乙 种 布 买 了１匹，丙 种 布 买 了６
匹

２０６０．某校为奖励三好学生，买了三种奖品，每件分别为１５元、１１元及

９元，每件的平均价为１２．５元，且甲种比乙种少买３件，求每种奖品所买的

件数
解　

根据上表，混合比的前半部分，甲种买（７＋３）件，乙种买５件，不符合甲

种比乙种少买３件的要求 如果将甲、丙之比７∶５的前后两项各扩大若干

倍，那么甲比乙将更多，故应使甲、丙 之 比 不 变，而 使 甲、乙 之 比 的 前 后 两 项

各扩大若干倍，使甲比乙少３ 因甲 是７＋３，它 比 乙 大７＋３－５＝５，要 使 甲

比乙少３，必须使乙比甲多 增 加５＋３ 故 甲、乙 之 比３∶５的 前 后 两 项 应 各

扩大８÷（５－３）＋１即５倍 这样三种奖品所买件数的连比是２２∶２５∶５，

符合了题目的要求 故１５元 的 奖 品 买 了２２件，１１元 的 奖 品 买 了２５件，９
元的奖品买了５件

２０６１．拾元票、伍 元 票 和 壹 元 票 共１０５张，币 值５８０元，且 拾 元 票 是 壹

元票张数的３倍 问三种钞票各有多少张？

解　三种钞票每张的 平 均 值 为５８０÷１０５＝１１６
２１

（元），从 下 表“损 或 益”

栏的三个数来看，要 使 拾 元 票 与 壹 元 票 之 比 为３∶１，且 混 合 比 之 和 是１０５
的约数，用上面各题的解法很难得 到，因 此，在 混 合 比 的 拾 元 和 壹 元 两 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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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别写上３和１，并设伍 元 票 在 混 合 比 中 之 值 为ｘ 又 在 损 益 栏 中，三 个

数的分母都是２１，故可把拾 元 票 看 作 损９４，伍 元 票 看 作 益１１，壹 元 票 看 作

益９５ 然后用方程解，得　９４×３＝１１ｘ＋９５×１，ｘ＝１７ 故拾元、伍元、壹元

钞票张数之连比是３∶１７∶１ 而３＋１７＋１＝２１，２１｜１０５，按比例分配，得　

１０５×３
２１＝１５，１０５×１７

２１＝８５，１０５×１
２１＝５ 故拾元票 有１５张，伍 元 票 有８５

张，壹元票有５张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１１６
２１

元

１０元 －９４
２１

元 ３

５元 ＋１１
２１

元 ｘ

１元 ＋９５
２１

元 １

本题因指明拾元票是壹元票张数 的３倍，故 可 先 按 此 要 求 将 拾 元 票 与

壹元票搭配，平均每张票值（１０×３＋１×１）÷（３＋１）＝７３
４

（元），然 后 再 与

伍元票混合，得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１１６
２１

元

＝５１１
２１

元

７３
４

元 －２１９
８４

元 １１
２１

，４４，４

５元 ＋１１
２１

元 １８７
８４

，１８７，１７

拾元与壹元张数之比的前 后 项 的 和 为（３＋１），与 表 中 混 合 比 的 前 项４

相同，且（４＋１７）｜１０５，故 拾 元 票 与 壹 元 票 共 有１０５× ４
４＋１７＝２０（张），其 中

拾元票有２０× ３
３＋１＝１５（张），壹元票有２０× １

３＋１＝５（张），伍元票有１０５×

１７
４＋１７＝８５（张）

２０６２．有拾元、伍元及壹元的人民币共６２张，币值为４１５元、且拾元币

比伍元币少７张 问三种人民币各有多少张？

解　把伍元币减少７张，则三种人民币共有６２－７＝５５（张），而币值为

４１５－５×７＝３８０（元） 然 后 按 上 题 解 法，拾 元 币 与 伍 元 币 的 张 数 之 比 均 为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８５９　　 　 　

１，并设壹元币在混合比中为ｘ 按下表，得

３１
１１×１＝１１０

１１×１＋５１０
１１ｘ

，ｘ＝１
５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３８０
５５＝６１０

１１
元

１０元 －３１
１１

元 １

５元 ＋１１０
１１

元 １

１元 ＋５１０
１１

元 ｘ

即拾元、伍元、壹元币张数之比为１∶１∶１
５＝５∶５∶１，５＋５＋１＝１１，

１１｜５５，５５×５
１１＝２５，５５×１

１１＝５

故拾元币有２５张，伍元币有２５＋７＝３２（张），壹元币有５张
在原题转化为“有拾元、伍元、壹元人民币共５５张，币值为３８０元，且拾

元币张数与伍元币张数相等”以后，先 将 拾 元 币 与 伍 元 币 混 合，平 均 每 张 币

值为１０＋５
２

元，再与壹元币混合，于是，得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６１０
１１

元

７．５元 －１３
２２

元 ５１０
１１

，１０

１元 ＋５１０
１１

元 １３
２２

，１

故壹元币有５５× １
１０＋１＝５（张）；拾元币和伍元币共有５５× １０

１０＋１＝５０（张），

拾元币有５０÷２＝２５（张），伍元币有２５＋７＝３２（张）
２０６３．有四种酱油每千克价分别为３．８元，４元、４．８元及５．６元 把它

们取整千克数混合成每千克价为４．４元 的 酱 油，问 怎 样 混 合 才 能 得 到 总 千

克数最少的酱油？

解　四种原料混合时，可能出现一损三益、二损二益及三损一益三种情

况，按损与益搭配原则，本题为二损 二 益，根 据 题 目 指 定 总 千 克 数 要 最 少 的

要求，益０．４元应与损０．４元搭配，益０．６元应与损１．２元搭配，这样，分别

可得比１∶１及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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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总共只用酱油５千克 如果将 益０．６元 与 损０．４元 搭 配，益０．４元

与损１．２元搭配，将分别得比２∶３及３∶１，结果至少需用酱油９千克，不符

合题目的要求 故每千克价３．８元的酱油需用２千克，其他三种酱油各用１
千克，才能得到总千克数最少的混合酱油

２０６４．有银与铜的合金三块，两者之比第一块是７∶１，第二块是７∶２，
第三块是１１∶１ 现 将 三 块 合 金 等 量 熔 解 并 加 铜 若 干，造 成 银 与 铜 之 比 是

１９∶５的合金，问该加铜多少？

解　 合 金 中 含 银 的 分 率 第 一 块 是 ７
７＋１

，第 二 块 是 ７
７＋２

，第 三 块 是

１１
１１＋１

，新的合金是 １９
１９＋５

四种合金 含 银 的 连 比 是 ７
８∶７

９∶１１
１２∶１９

２４
，化 简

后得６３∶５６∶６６∶５７（见下页表） 由此可得

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５７

（１）６３ －６ １

（２）５６ ＋１ １

（３）６６ －９ １

铜　０ ＋５７ ｘ

原来三块合金的用量相等，都用“１”表示，设铜的用量为ｘ，于是，得

６×１＋９×１＝１×１＋５７ｘ，ｘ＝１４
５７

故铜的用量等于其他任何一种合金用量的１４
５７

本题用两种原料的混合比例解法如下：

因原来三块合金等量熔解，故熔解后应含银 ７
７＋１＋ ７

７＋２＋ １１（ ）１１＋１ ÷

３＝１８５
２１６

加铜后要使新的合金中含银 １９
１９＋５

，于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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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数 实　际　数 损　或　益 混　合　比

１９
２４

１８５
２１６ － ７

１０８
１９
２４

，１７１

０ ＋１９
２４

７
１０８

，１４

由于原来三种合金的用量相等，每种用１７１÷３＝５７，因此，铜的用量与

三种合金中任何一种用量之比为１４∶５７，也就是铜的用量等于三种合金中

任何一种用量的１４
５７

２０６５．某小学买进新出版的连环画四种，单价分别为２．７０元、２．１０元、

１．８０元及１．５０元 四种共买了１６册，付人民币３６元 问每种连环画买了

多少册？

解　连环画每册的平均价是３６÷１６＝２．２５（元）
根据损益情况，损０．４５元应分别与益０．１５元、０．４５元、０．７５元 搭 配

因所得的连比之和是（１＋１＋５）＋３＋１＋３＝１４，但１４与１６相 差２，故 将

２．７０元与１．８０元两种册数之比１∶１转 化 为２∶２，于 是 得８∶３∶２∶３，各

项之和为１６，符合题目要求 故单价为２．７０元的买了８册，２．１０元及１．５０
元的各买了３册，１．８０元的买了２册

２０６６．班主任买来四种规格的练习簿，总数略少于５０本 单价分别为

１元５角、１元２角、１元及７角 每本的平均价为９角 其中１元５角的买

了８本，１元２角的比１元的少买６本，其 余 都 是７角 的 求 每 本 价１元２
角的、１元的及７角的练习簿各买了多少本？

解　因总本数为未知数，故不能扣 除１元５角 的 练 习 簿 后 求 其 余 三 种

每本的平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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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表，因１元５角的练习簿指定要买８本，故把１元５角的与７角的

练习簿本数之比２∶６不仅不化简，而且前后项都扩大４倍，得８∶２４；又因

１元２角的练习簿比１元的练习簿少买６本，但在所组成的两个比中，这两

项都等于２，故应把１元的与７角的练习簿本数之比２∶１的前后项都扩大

４倍，得８∶４，于是得连比８∶２∶８∶３１，各项之和为４９，略小于５０，符合题

目要求 故１元５角的及１元的练习簿各买了８本，１元２角的练习簿买了

２本，７角的练习簿买了３１本
２０６７．有四种酒，每瓶价 分 别 为２１元，２４元，２７元 及３０元 某 人 四

种 酒都买，总数不满１０瓶 每瓶平均价是２５元 且２４元的与２７元的所

买瓶数相等２１元或３０元的所买瓶数 都 少 于２４元 的 问 他 各 买 了 多 少

瓶？

解　按上表，根据题目要求，既要使每瓶价２４元与２７元的酒的瓶数相

等，又要使２１元的或３０元的酒的瓶数少于２４元的，且总数不满１０瓶，如

果不很好考虑损与益的搭配方法，很 难 得 出 符 合 题 目 要 求 的 答 案 如 果 按

上表中２１元的与２７元的搭配和２４元的与３０元的搭配，得连比１∶１∶２∶
１
５

，为了解决２４元的要和２７元的瓶数相等及１
５

转化为整数，因此，再以２４

元的与２７元的两种酒搭配，使 这 两 种 酒 的 用 量 之 比 为３∶３，并 以２１元 的

与３０元的两种酒搭配，使这两种酒的用量之比为１∶４
５ 于是 可 得 每 瓶 价

３０元的酒的用量为１，四种酒的用量的连比是２∶３∶３∶１，故他买了２１元

的酒２瓶，２４元和２７元的酒各３瓶，３０元的酒１瓶
２０６８．甲从某地按规定路线出发 每天步行２６千米 经若干天后，乙

也从某地出发按甲的路线追去，最初 每 天 步 行４０千 米，以 后 因 疲 劳 先 改 为

每天步行３４千米，后改为每天步行３０千米，直到追及甲为止 问两人步行

天数之间的关系如何？

解　在甲步行的这些天里，对乙 来 说，可 分 成４段，即 每 天 步 行０千 米

（尚未出发），４０千米、３４千米和３０千 米 这 四 段 的 平 均 速 度，相 当 于 甲 每

天的速度２６千米 由此可求出４段天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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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乙在这四段中所用的 天 数 相 同，也 就 是 每 段 所 用 的 天 数 等 于 甲 所 用 天

数的 １
４ 最简单的情况是甲步行了４天，乙 比 甲 迟 出 发 一 天，乙 出 发 后 的

第一天走了４０千米，第二天走了３４千 米，第 三 天 走 了３０千 米，乙 就 追 上

了甲

五、简单几何形体知识

　　１．矩形、正方形

２０６９．有一矩形地面，长５米，宽３米 求其面积
解　矩形面积Ｓ＝ａｂ＝５×３＝１５ 故这一矩形地面的面积为１５米２
２０７０．有矩形纸两张，面积相 等 其 中 一 张 长２８厘 米，宽１５厘 米；另

一张长３５厘米，求其宽度
解　一张矩形纸的面积为２８×１５＝４２０（厘米２） 与另一张矩形纸面积

相等，故另一张矩形纸的宽为４２０÷３５＝１２，即１２厘米
２０７１．有一边长为４５厘米的正方形，求其面积
解　正方形面积Ｓ＝ａ２＝４５２＝２０２５，故正方形的面积为２０２５厘米２
２０７２．已知长方形周长为６８厘米，宽比长短８厘米，求其面积
解　长方形长与宽的和为６８÷２＝３４（厘米），差为８厘米，按和差问题

解法得长为（３４＋８）÷２＝２１（厘 米），宽 为（３４－８）÷２＝１３（厘 米） 长 方 形

面积为２１×１３＝２７３（厘米２），即２７３厘米２
２０７３．有正方形，若把它的边长扩大２倍，则面积是原来的几倍？

解　设原正方形的边长为ａ，则２倍后的边长为２ａ 边长２倍后的面积

与原正方形面积的比为（２ａ）２∶ａ２＝４ａ２∶ａ２＝４∶１ 故 正 方 形 边 长 扩 大２
倍后的面积为原面积之４倍

２０７４．一张长方形纸和一张 正 方 形 纸，其 周 长 相 等 已 知 长 方 形 纸 的

长是３．４分米，宽是２．８分米 问 正 方 形 纸 的 边 长 是 多 少 分 米？它 们 的 面

积各是多少？

解　一张长方形纸的周长为（３．４＋２．８）×２＝１２．４（分米），与另一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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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纸的周长相等，故正方形纸的边长为１２．４÷４＝３．１（分米） 因此，长方

形面积为３．４×２．８＝９．５２（分米２）；正方形面积为３．１２＝９．６１（分米２）
２０７５．计算下图所示的周长与面积（单位：厘米）

解　上图周长为（１８＋８）×２＋６×２＝６４（厘 米）；面 积 为 正 方 形 面 积 与

长方形面积的和，即６２＋１８×８＝１８０（厘米２）
２０７６．正方形的对角线长为８６米，求其面积
解　由勾股定理可知，在直角三 角 形 中，两 条 直 角 边 的 平 方 和，等 于 斜

边的平方 也就是说，以两条直角边 为 边 长 的 两 个 正 方 形 面 积 的 和 等 于 以

斜边为边长的正方形面积 由此得 以 对 角 线 为 边 长 的 正 方 形，其 面 积 为 原

正方形面积的２倍 故所求正方形面积为８６２÷２＝３６９８，即３６９８米２
２０７７．有一矩形，若其宽减少２米，或 其 长 减 少３米，则 其 面 积 均 减 少

２４米２ 求其面积
解１　因其宽减少２米，则面积减少２４平方米，故知其长为２４÷２＝１２

（米）；又因其长减少３米，则面积减少２４米２，故知其宽为２４÷３＝８（米）；所

求的矩形面积为１２×８＝９６，即９６米２；
解２　设矩形的长为ｘ米，宽为ｙ米 依题意，得

ｘｙ－（ｘ－３）ｙ＝２４，

ｘｙ－（ｙ－２）ｘ＝｛ ２４
　　ｘｙ－ｘｙ＋３ｙ＝２４，３ｙ＝２４，ｙ＝８；

　　ｘｙ－ｘｙ＋２ｘ＝２４，２ｘ＝２４，ｘ＝１２
故矩形面积为１２×８＝９６，即９６米２

２０７８．一矩形长８．４厘米，宽４．５厘 米，若 使 其 长 度 减 少 １
７

，宽 度 增 加

２
９

，则面积增加多少？

解　矩形原面积为８．４×４．５＝３７．８（厘米２）；长度减少１
７

后其长为８．４

× １－（ ）１
７ ＝７．２（厘米），宽 度 增 加 ２

９
后 其 宽 为４．５× １＋（ ）２

９ ＝５．５（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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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则其面积为７．２×５．５＝３９．６（厘 米２）３９．６－３７．８＝１．８ 故 其 面 积 增

加１．８厘米２

２０７９．有一矩形棉田，长是宽的１３
４

倍，长比宽多５４米 平 均 每 公 顷

植棉５４０００株，预计每株收皮棉０．０２千克，求皮棉总产量（精确到千克）

解　按差倍 问 题 得 矩 形 的 宽 为５４÷ １３
４（ ）－１ ＝７２（米），长 为７２×

１３
４＝１２６（米），则其面积为１２６×７２＝９０７２（米２）０．０００１×９０７２＝０．９０７２，

即棉田面积为０．９０７２公顷
０．０２×５４０００×０．９０７２＝９７９．７７６，故皮棉总产量约为９８０千克
２０８０．有一温室，长９米，宽２．５米 种西红柿行距４５厘米，株距２５厘

米，估计每株产西红柿１．７５千克，求这温室可收西红柿多少千克？

解　９米＝９００厘米，２．５米＝２５０厘米 温室面积为９００×２５０＝２２５０００
（厘米２），每株西红柿占地面积为４５×２５＝１１２５（厘米２），该温室可植西红柿

２２５０００÷１１２５＝２００（株）１．７５×２００＝３５０，故可收西红柿３５０千克
２０８１．如图，矩 形 中 大 圆 半 径 为 １０厘

米，小圆直径为８厘米，求阴影部分面积
解１　 根 据 题 意，阴 影 部 分 为 矩 形

ＡＢＣＤ，其面 积 等 于 矩 形 ＣＥＦＨ 减 去 正 方

形 ＤＥＦＧ 与 正 方 形 ＡＢＧＨ 面 积 之 和 所 得

的差 而 矩 形 ＣＥＦＨ 的 长 为 两 圆 直 径 之

和，即１０×２＋８＝２８（厘 米），宽 为 大 圆 直

径，即１０×２＝２０（厘 米），面 积 为２８×２０＝
５６０（厘米２）；正方 形 ＤＥＦＧ 的 边 长 等 于 大 圆 直 径，面 积 为 ２０２＝４００（厘

米２）；正方形 ＡＢＧＨ 的边长 等 于 小 圆 直 径，面 积 为８２＝６４（厘 米２） 故 矩

形ＡＢＣＤ的面积等于５６０－（４００＋６４）＝９６（厘米２），即阴影 部 分 面 积 为９６
厘米２

解２　根据题意，阴影部分为矩形ＡＢＣＤ，ＣＤ 等于小圆直径的长度，即

８厘米；ＡＣ 等于大圆直径减小圆直径的长度，即１０×２－８＝１２（厘米），故阴

影部分的面积为８×１２＝９６，即９６厘米２
２０８２．有长２５米、宽１６米的果园，其外周环以２米之沟，求沟的面积
解　果园面积为２５×１６＝４００（米２），果园与 沟 相 合，则 仍 成 一 矩 形，而

长与宽各增加２×２＝４（米），其面积为（２５＋４）×（１６＋４）＝５８０（米２） 故所

求沟的面积为５８０－４００＝１８０，即１８０米２
２０８３．有一正方形基地，四周 围 以 木 栅，若 每６米 立 一 桩，则 需 用 若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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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若每５米立一桩，则需用的桩数要比原来多２０ 求此基地的面积
解１　因总桩数增加２０，故每边的 桩 数 增 加２０÷４＝５ 今 设 以 原 来 的

桩数，每隔５米立一桩，则每边应有５×５＝２５（米）的余地，所以原来的桩数

为２５÷（６－５）＝２５，从而得每边的 长 为６×２５＝１５０（米），故 所 求 的 基 地 面

积为１５０２＝２２５００，即２２５００米２；
解２　设每６米立一 桩，需 用ｘ 桩，则 若 每５米 立 一 桩，需 用（ｘ＋２０）

桩依题意，得　６ｘ＝５（ｘ＋２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００，即若每６米立一桩，需立１００桩，则正方形周长为

６×１００＝６００（米），边长为６００÷４＝１５０（米） 故所求基地面积为

　　　１５０２＝２２５００（米２）
２０８４．一室的长与宽相等，以 每 边１２厘 米 的 正 方 形 塑 料 板 铺 地，需 用

若干块；若以每边９厘米的正方形塑料板铺地，则块数较前多１７５０ 问此室

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

解１　按题意，每边１２厘米的塑料板一块所铺的面积，如果改用每边９

厘米的塑料板来代替，则需１２２÷９２＝１７
９

（块），即增加 ７
９

块 今增加１７５０

块，可知需用每边１２厘米的塑料板１７５０÷７
９＝２２５０（块） 故此室的面积为

１２２×２２５０＝３２４０００（厘米２） 即３２．４米２；
解２　设 用 每 边１２厘 米 的 正 方 形 塑 料 板 铺 地 需 用ｘ 块 则 用 每 边９

厘米的正方形塑料板铺地需（ｘ＋１７５０）块，依题意，得

１２２ｘ＝９２（ｘ＋１７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２２５０ 即 用 每 边１２厘 米 的 正 方 形 塑 料 板 铺 地 需 用

２２５０块 故此室的面积为１２２×２２５０＝３２４０００（厘米２），即３２．４米２
２０８５．有一正方形地，其面积等于长５４米、宽２４米的矩形面积 求此

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

解　矩形面积为５４×２４＝１２９６（米２），此面积与正方形面积相等 故所

求正方形的边长为 槡１２９６＝３６，即每边长３６米

２０８６．正方形花园的四周，环以宽５米之小河 小河的面积为３００米２，
问花园的边长为几米？

解１　设花园为 正 方 形 ＥＦＧＨ，正 方 形 ＡＢＣＤ 与ＥＦＧＨ 之 间 的 面 积

（阴影部分）为池，则小河 面 积 为 矩 形ＥＫＢＬ 面 积 的４倍，而 小 河 的 面 积 为

３００米２，则矩 形 ＥＫＢＬ 的 面 积 为３００÷４＝７５（米２） 又 小 河 的 宽 ＥＬ 为５
米，则其长ＥＫ 为７５÷５＝１５（米），故花园的边长为１５－５＝１０，即１０米；

解２　设花园边长为ｘ米 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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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１０）２－ｘ２＝３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０，故花园边长为１０米
２０８７．有 甲、乙 两 正 方 形，面 积 共 １４４０

米２ 而甲的 边 长 等 于 乙 周 长 的 四 分 之 三，问

两正方形的边长各为几米？

解１　设乙的边长为１，则 其 周 长 为１×４

＝４，因而甲 的 边 长 为４×３
４＝３ 故 甲 的 边 长

相当于乙的边长的３倍，甲的面积与乙的面积

之比为３２∶１２＝９∶１，从 而 可 知 乙 的 面 积 为

１４４０× １
９＋１＝１４４（米２），故乙的边长为 槡１４４＝１２，即１２米；甲的边长为１２×

３＝３６，即３６米；

解２　设乙的边长为ｘ米，则乙的周长为４ｘ 米，甲 的 边 长 为 ３
４×４ｘ＝

３ｘ米 依题意，得

ｘ２＋（３ｘ）２＝１４４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３ｘ＝３×１２＝３６
故乙的边长为１２米，甲的边长为３６米

２０８８．有一矩形地面，其 面 积 为５４６米２，长 比 宽 长５米，问 其 长、宽 各

几米？

解１　５４６为矩形长与宽的乘积，故将５４６分解为两因数之积，令其差

为５，即为所求之 两 数 而５４６＝２×３×７×１３＝（３×７）×（２×１３）＝２１×
２６，且２６－２１＝５，

故矩形的长为２６米，宽为２１米；
解２　设矩形的宽为ｘ米，则长为（ｘ＋５）米 依题意，得

ｘ（ｘ＋５）＝５４６
解方程，得　ｘ＝２１，ｘ＋５＝２６
故矩形的长为２６米，宽为２１米

２０８９．有一矩形，其面积为２７００米２，宽与长的比为３∶４ 问 其 长 宽 各

几米？

解１　设ＡＢＣＤ 为矩形，ＡＢ 为其宽，ＢＣ 为其长，则ＡＢ∶ＢＣ＝３∶４，将

ＡＢ 三等分，ＢＣ 四 等 分，过 各 分 点 引 直 线 平 行 于 边，则 ＢＥ＝ＢＦ，把 原 矩 形

分成３×４＝１２（个）正方形，各等于正 方 形ＥＢＦＧ 而 正 方 形ＥＢＦＧ 的 面 积

为２７００÷１２＝２２５（米２），从而知ＢＥ 的长为 槡２２５，即１５米，故所求矩形 的



算

术

辞

典

　　　　　　

　　　 ８６８　　

长为１５×４＝６０，即６０米；矩形的宽为

１５×３＝４５，即４５米；

解２　设矩形长为ｘ 米，则宽为 ３
４ｘ 米，

依题意，得

ｘ×３
４ｘ＝２７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６０，３
４ｘ＝３

４×６０＝４５

故矩形长为６０米，宽为４５米
２０９０．以棋子排成正方形，其外围为８４颗 问共有棋子多少颗？

解　正方形一边的棋子 数 为８４÷４＋１＝２２，故 棋 子 总 数 为２２２＝４８４，
即有棋子４８４颗

２０９１．以棋子若干颗排成正 方 形，余１２颗；横 直 各 添 一 颗 而 排 成 正 方

形，则不足１７颗 求棋子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解１　设图中 的·表 示 已 排 成 正 方 形 的 棋 子，要

使横直各添一颗而成正方形时，所添的棋子，必须按图

中的 。来排列 根 据 题 意，若 增 加１２＋１７＝２９（颗），
则横直可各添一颗而成正方形 此时正方形一边的颗

数为（２９＋１）÷２＝１５，总 数 为１５２＝２２５（颗），故 所 求

的棋子数为２２５－１７＝２０８，即２０８颗；

解２　设原来排成的正方形每边ｘ 颗，则 后 排 成 的 正 方 形 每 边（ｘ＋１）
颗，依题意，得

ｘ２＋１２＝（ｘ＋１）２－１７
解方程，得　ｘ＝１４
故知原来排成的正方形每边１４颗，棋子总数为１４２＋１２＝２０８（颗）

　　２．三角形

２０９２．指出图中所有以ＡＢ 为边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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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以ＡＢ 为边的三角形有△ＡＢＥ，△ＡＣＢ，△ＡＤＢ
２０９３．写出图中所有包含∠Ｂ 的三角形

解　图中含有∠Ｂ 的三角形有△ＡＢＣ，△ＥＢＣ
２０９４．如图，三个圆的半径 相 等，连 结 圆 心 所 组

成的三角形，是怎样的三角形？

解　三角形每条边的长都等于圆的半径长度的

２倍 由于圆的半径相等，则三角形的边长亦相等
故△ＡＢＣ 为等边三角形，即正三角形

２０９５．有周长为２８厘米之 三 角 形，其 三 边 的 比

为２∶２∶３，求三边的长又这是怎样的三角形？

解１　按比例分配得三角形两边的长均为２８× ２
２＋２＋３＝８（厘米） 另

一边的长为２８× ３
２＋２＋３＝１２（厘米） 故 三 角 形 三 边 的 长 分 别 为８厘 米、８

厘米、１２厘米 是等腰三角形；
解２　设比的每份为ｘ，依题意，得

２ｘ＋２ｘ＋３ｘ＝２８
解方程，得　ｘ＝４２ｘ＝２×４＝８；３ｘ＝３×４＝１２
所以三角形三边的长分别为８厘米、８厘米、１２厘米 为等腰三角形
２０９６．在三角形ＡＢＣ 中，已 知∠Ａ 是∠Ｃ 的３倍，∠Ｂ 是∠Ｃ 的２倍，

求∠Ａ、∠Ｂ、∠Ｃ 的度数
解１　设∠Ｃ 的度数为１，则∠Ａ 的 度 数 为３，∠Ｂ 的 度 数 为２，由 三 角

形内角和等于１８０°，得∠Ｃ＝１８０÷（１＋３＋２）＝３０，∠Ａ＝３０×３＝９０，∠Ｂ＝
３０×２＝６０，故∠Ａ＝９０°，∠Ｂ＝６０°，∠Ｃ＝３０°；

解２　设∠Ｃ 为ｘ 度，则∠Ａ 为３ｘ度，∠Ｂ 为２ｘ度 按题意，得

ｘ＋３ｘ＋２ｘ＝１８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３ｘ＝３０×３＝９０，２ｘ＝３０×２＝６０
故∠Ａ＝９０°，∠Ｂ＝６０°，∠Ｃ＝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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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７．在三角形ＡＢＣ 中，已知∠Ａ＝６５°，∠Ｂ 与∠Ｃ 度数的比为３∶２
求∠Ｂ、∠Ｃ 的度数

解１　在三角形ＡＢＣ 中，∠Ｂ 与∠Ｃ 度 数 的 和 为１８０－６５＝１１５°，按 度

数的比３∶２分配，得∠Ｂ＝１１５× ３
２＋３＝６９°，∠Ｃ＝１１５× ２

２＋３＝４６°；

解２　设∠Ｂ 为ｘ 度，则∠Ｃ 为２
３ｘ度 依题意，得

６５＋ｘ＋２
３ｘ＝１８０

解方程，得　ｘ＝６９，２
３ｘ＝２

３×６９＝４６

故∠Ｂ 为６９°，∠Ｃ 为４６°
２０９８．如 图，∠ＢＡＤ 与 ∠ＣＡＥ 为

直角，求∠１、∠２、∠３的度数
解　因∠１与１４０°角 互 为 补 角，得

∠１＝１８０°－１４０°＝４０° 又因∠２与２０°
角互 为 余 角，得 ∠２＝９０°－２０°＝７０°
又在△ＡＢＤ 中，∠ＢＡＤ 为直角，则∠１＋∠３＝９０°，得∠３＝９０°－４０°＝５０°
故图中∠１＝４０°，∠２＝７０°，∠３＝５０°

２０９９．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为５１米，高为２４米，问底为几米？

解　根据勾股定理，在 直 角 三 角 形 中，两 条 直 角 边 的 平

方和，等 于 斜 边 的 平 方 故２４２＋底２＝５１２，得 底２＝５１２－

２４２，底＝ ５１２－２４槡 ２＝４５，即底为４５米
２１００．有两旅客，从 同 地 出 发，当 甲 依 某 方 向 前 进１４９

千米，乙向正南前进１４０千 米 时，乙 见 甲 于 正 东，求 此 时 甲、
乙两人的距离

解　根据题意，设出 发 地 为 Ａ，乙 向 正 南 行１４０千 米 至

Ｂ，甲依某方向行１４９千米至Ｃ，此时乙见甲于正东，故ＢＣ⊥

ＡＢ，△ＡＢＣ 为直角三角形，则所求ＢＣ 的长为 １４９２－１４０槡 ２

＝５１，即甲、乙两人相距５１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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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１．甲、乙两船，由同港同 时 出 发，甲 向 正 北，乙 向 正 东，今 甲 船 每 日

行８０千米，５日而停泊；乙船每日行５０千米，６日而停泊 问两船相距多少

千米？

解　根据题意，设Ａ 点为港，甲船所行路程 ＡＣ＝
８０×５＝４００千米，乙船所行路程ＡＢ＝５０×６＝３００（千

米） 因ＡＢ⊥ＡＣ，故△ＡＢＣ 为 直 角 三 角 形，根 据 勾 股

定理，斜边ＢＣ＝ ４００２＋３００槡 ２＝５００，即 甲、乙 两 船 的

距离为５００千米
２１０２．求底边长１２米，高８米的三角形面积

解　三角形 面 积Ｓ＝１
２ａｈ＝１

２×１２×８＝４８，即

４８米２
２１０３．已知直角三角 形 面 积 为５５厘 米２，其 一 条 直 角 边 长 为１０厘 米，

求另一条直角边长
解１　直角三角形面积等于两条直角边长的乘积除以２，故所求另一条

直角边长等于三角形面积 的２倍 除 以 已 知 直 角 边 的 长 度，得５５×２÷１０＝
１１，即１１厘米；

解２　设另一条直角边长为ｘ米 依题意，得　１
２×１０×ｘ＝５５

解方程，得　ｘ＝１１ 故另一条直角边长为１１厘米
２１０４．已 知 等 腰 三 角 形 的 周 长 为１６厘 米，

腰长５厘 米，底 边 上 的 高 是４厘 米，求 三 角 形 面

积
解　根据题意，三角 形 的 底 边 长 为１６－５×

２＝６（厘米），底 边 上 的 高 为４厘 米，则 三 角 形 面

积＝６×４÷２＝１２，即１２厘米２
２１０５．三角形的底边长为５６厘米，高为１５厘米，又一边为２５厘米，问

另一边长几厘米？

解　根据题意，在 三 角 形 ＡＢＣ 中，ＢＣ＝５６厘 米，ＡＣ＝２５厘 米，ＡＤ＝

１５厘米，则 ＤＣ＝ ＡＣ２－ＡＤ槡 ２＝ ２５２－１５槡 ２＝２０（厘米），而ＢＤ＝ＢＣ－Ｄ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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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０＝３６（厘 米），故 ＡＢ＝ ＡＤ２＋ＢＤ槡 ２＝ １５２＋３６槡 ２＝３９（厘 米），即

所求的另一边长为３９厘米
２１０６．下图的三角形分成６个小三角形，其中四个的面积如图所示，求

△ＡＢＣ 的面积

　　解　∵　Ｓ△ＡＤＥ＝４０，Ｓ△ＢＤＥ＝３０，

　　∴　４ＢＤ＝３ＡＤ
　　∴　３Ｓ△ＡＣＤ＝４Ｓ△ＢＣＤ
设两块空白三角形的面积分别为ａ和ｂ，则

３（４０＋８４＋ｂ）＝４（３０＋３５＋ａ）
整理，得

４ａ－３ｂ＝１１２ ①
∵　Ｓ△ＡＢＥ＝７０，Ｓ△ＢＥＦ＝３５，∴　２ＥＦ＝ＡＥ
∴　２Ｓ△ＣＥＦ＝Ｓ△ＡＣＥ，则

２ａ＝ｂ＋８４ ②
解①，②组成的方程组，得

ａ＝７０，ｂ＝５６
所以△ＡＢＣ 的面积为

４０＋３０＋３５＋８４＋７０＋５６＝３１５
２１０７．如图，△ＡＢＣ 中，ＢＤ＝２ＣＤ，ＡＥ＝

ＥＣ，ＡＤ 与ＢＥ 交 于Ｆ，如 果△ＡＥＦ 的 面 积 为

９厘米２，求△ＡＢＣ 的面积
解　连结ＣＦ
∵　ＡＥ＝ＥＣ，

∴　Ｓ△ＣＥＦ＝Ｓ△ＡＥＦ＝９厘米２ ①
　　Ｓ△ＡＢＥ＝Ｓ△ＢＣＥ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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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①，得　Ｓ△ＡＢＦ＝Ｓ△ＢＣＦ
设Ｓ△ＣＤＦ＝ａ∵　ＢＤ＝２ＣＤ，

∴　Ｓ△ＢＤＦ＝２Ｓ△ＣＤＦ＝２ａ
∴　Ｓ△ＡＢＦ＝Ｓ△ＢＣＦ＝Ｓ△ＣＤＦ＋Ｓ△ＢＤＦ＝３ａ
∵　ＢＤ＝２ＣＤ，∴　Ｓ△ＡＢＤ ＝２Ｓ△ＡＣＤ
∴　３ａ＋２ａ＝２（９＋９＋ａ）
解方程，得　ａ＝１２
∴　Ｓ△ＡＢＣ＝６ａ＋１８＝６×１２＋１８＝９０（厘米２）
２１０８．△ＡＢＣ 中，ＡＢ＝３ＡＥ，ＢＤ＝

３ＣＤ，△ＡＢＣ 的 面 积 是 １３２ 厘 米２，那 么

阴影部分的面积是多少厘米２？

解　ＡＤ 与ＣＥ 交于点Ｏ 连结ＢＯ
设Ｓ△ＡＯＥ＝ａ ∵　ＢＥ＝２ＡＥ，

∴　Ｓ△ＢＯＥ＝２ａ
又设Ｓ△ＣＯＤ ＝ｂ ∵　ＢＤ＝３ＣＤ，

∴　Ｓ△ＢＯＤ ＝３ｂ
∵　ＢＥ＝２ＡＥ，

∴　Ｓ△ＢＣＥ＝２Ｓ△ＡＣＥ
即２ａ＋４ｂ＝２（ａ＋Ｓ△ＡＯＣ）
∴　Ｓ△ＡＯＣ＝２ｂ
∵　Ｓ△ＡＣＤ ＝Ｓ△ＡＢＣ÷４＝３３，

∴　３ｂ＝３３，ｂ＝１１
∵　Ｓ△ＡＣＥ＝Ｓ△ＡＢＣ÷３＝４４，

∴　ａ＋２ｂ＝４４．∴　ａ＝２２
所以，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为２２厘米２

２１０９．有三角形，设其两边各长１３厘米、１４
厘米，其 面 积 为 ８４ 厘 米２，问 其 第 三 边 长 几 厘

米？

解　作三 角 形 ＡＢＣ，令 ＡＢ＝１３厘 米，ＢＣ

＝１４厘米，则面积为ＡＤ×ＢＣ×１
２

，所以

ＡＤ＝８４×２
１４ ＝１２（厘米），

ＢＤ ＝ ＡＢ２－ＡＤ槡 ２＝ １３２－１２槡 ２

＝５（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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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Ｃ＝１４－５＝９（厘米），

故ＡＣ＝ ＤＣ２＋ＡＤ槡 ２＝ ９２＋１２槡 ２＝１５（厘 米），即 第 三 边 长 为 １５厘

米
２１１０．有等腰三角形的地面，其 腰 长 为１０米，底 边 长 为１２米，求 其 面

积

解　作等 腰 三 角 形 ＡＢＣ，设 ＡＤ 为 高，则ＣＤ＝１２÷２＝６（米），ＡＤ＝

ＡＣ２－ＣＤ槡 ２＝ １０２－６槡 ２＝８（米），故 所 求 三 角 形 的 面 积 为１２×８×１
２＝

４８，即４８米２
２１１１．计算右图的面积（单位：毫米）
解　如图，所求面积为长方形面积减去三

角形面积所得的差 即Ｓ＝ａｂ－１
２ａｈ＝２７０×

３６０－１
２×２７０×９０＝８５０５０（毫米２），故所求面

积为８５０．５厘米２
２１１２．如图，ＡＢＣＤ 为 一 正 方 形，Ｐ、Ｏ 为

ＡＤ、ＡＢ 的 中 点 求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占 整 个 图

形面积的几分之几？
解１　设 正 方 形 ＡＢＣＤ 的 边 长 为ａ，则 面 积

为ａ２，△ＡＯＰ 的 面 积 为 １
２

· １
２（ ）ａ

２

＝ １
８ａ２，故

阴影部分面积占整个图形面积的八分之一；
解２　由Ｏ 点作辅助线垂直ＣＤ，Ｐ 点作辅助

线垂直ＢＣ，则 把 正 方 形 ＡＢＣＤ 平 分 为 四 个 相 等

的小正方形 而三角形 ＡＯＰ 的面积等于小正 方

形面积的一半，故知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占 整 个 图 形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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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１
４×１

２＝１
８

２１１３．已知△ＡＢＣ 面 积 为５６厘 米２，Ｓ△ＡＤＣ ＝Ｓ△ＡＢＤ ，ＡＣ＝１４厘 米，且

ＤＦ⊥ＡＣ，ＤＦ＝ＦＣ，求△ＡＤＦ 的面积

解　△ＡＤＣ 的面积等于△ＡＢＣ 面 积 的 一 半，即５６×１
２＝２８（厘 米２），

因Ｓ△ＡＤＣ＝１
２ＡＣ×ＤＦ，而ＡＣ＝１４厘米，故 ＤＦ＝２８×２

１４ ＝４（厘米）；又因为

ＤＦ＝ＦＣ，故ＦＣ＝４厘米，ＡＦ＝１４－４＝１０（厘米） 所以Ｓ△ＡＤＦ＝１０×４×１
２

＝２０，或Ｓ△ＡＤＦ＝２８－１
２×４×４＝２０，即２０厘米２

２１１４．如 图，已 知：在 矩 形 ＡＢＣＤ 中，

ＡＤ＝９厘 米，ＡＢ＝６厘 米，且△ＡＢＥ 与 四

边形ＡＥＣＦ、△ＡＦＤ 的 面 积 分 别 相 等 求

△ＡＥＦ 的面积
解 　 因 △ＡＢＥ 的 面 积 与 四 边 形

ＡＥＣＦ、△ＡＦＤ 的面积分别相等，各等于矩

形ＡＢＣＤ 面积的三分之一，即９×６×１
３＝

１８（厘米２），故ＢＥ＝１８×２
６ ＝６（厘米），ＤＦ＝１８×２

９ ＝４（厘米），由此得ＦＣ＝６

－４＝２（厘米），ＥＣ＝９－６＝３（厘米）∴　Ｓ△ＣＥＦ＝１
２×３×２＝３（厘米２），故

Ｓ△ＡＥＦ＝１８－３＝１５，即１５厘米２

２１１５．有三角形土地一块，底边长１００米，高是底的６０％ 其中 ２
３

种水

稻，平均每公顷产稻谷６７５０千克；余下的种其他粮食作物，平均每公顷产粮

食４５００千克 求这块土地的粮食平均每公顷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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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三角形土地的高为１００×６０％＝６０（米），则土地面积为１００×６０×
１
２＝３０００（米２），合０．３公顷 产稻谷６７５０× ０．３×（ ）２

３ ＝１３５０（千克）；产

其他粮食４５００× ０．３×（ ）１
３ ＝４５０（千 克） 故 这 块 土 地 粮 食 平 均 每 公 顷 产

量为

（１３５０＋４５０）÷０．３＝６０００，即６０００千克

　　３．四边形

２１１６．设平行四边形的底为１５米，高为１２米，试求其面积
解　平行四边形面积Ｓ＝ａｈ＝１５×１２＝１８０，即所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为１８０米２

２１１７．（１）求两对角线的长分别为８米、５米的菱形面积
（２）有梯形，其两底边各为６厘米、８厘米，高为５厘米，试求其面积
解　（１）设菱形两对角线分别为ｅ、ｆ，面积为Ｓ，则

Ｓ＝１
２ｅｆ＝１

２×８×５＝２０，即菱形面积为２０米２

（２）梯形面积Ｓ＝１
２

（ａ＋ｂ）ｈ＝１
２×（６＋８）×５＝３５，即３５厘米２

２１１８．有平行四边形、圆、扇形各一，其中扇形的半径与圆的半径相等，

平行四边形面积与圆面积相等 已 知 扇 形 圆 心 角 为２７°，面 积 为２１厘 米２，
平行四边形的底边为２０厘米，求平行四边形的高

解　由扇形半径与圆的半径相等，可 知 扇 形 面 积 为 圆 面 积 的２７
３６０

，则 圆

面积为２１÷２７
３６０＝２８０（厘米２），此亦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故平行四边形的

高为２８０÷２０＝１４，即１４厘米
２１１９．梯形上底与下底的和为６４厘 米，上 底 比 下 底 短４０％，高 与 下 底

相等 求梯形面积
解１　根据题意，设下底为１，则上底为１－４０％＝６０％，按和倍 问 题 得

下底为６４÷（１＋６０％）＝４０（亦为高的长度），则梯 形 面 积 为６４×４０×１
２＝

１２８０，即１２８０厘米２；
解２　设梯形下底为ｘ厘米，则上底为（１－４０％）ｘ厘米 依题意，得

ｘ＋（１－４０％）ｘ＝６４
解方程，得　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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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梯形面积为６４×４０×１
２＝１２８０（厘米２）

２１２０．梯形的下底为１６厘 米，上 底 是 下 底 的 ５
８

，已 知 梯 形 面 积 为１３０

厘米２，求梯形的高

解　Ｓ梯 ＝
（ａ＋ｂ）ｈ

２
，

∴　１３０＝
１６＋１６×（ ）５

８ ｈ

２ 

ｈ＝ １３０
１
２ １６＋１６×（ ）５

８

＝１０

即梯形的高为１０厘米
２１２１．如图，在 一 个 长 为６０厘 米、宽

为３０厘米 的 长 方 形 黑 板 上 涂 满 白 色，现

有一块长 为１０厘 米 的 长 方 形 黑 板 擦，用

它在黑板内 紧 沿 着 黑 板 的 边 擦 黑 板 一 周

（黑板擦只作平 移，不 旋 转） 如 果 黑 板 上

没有擦到部 分 的 面 积 恰 好 是 黑 板 面 积 的

一半，那么黑板擦宽多少厘米？

解　将没 有 擦 到 的 长 方 形 的 长 边

向左右 延 长 到 黑 板 的 边，设 黑 板 擦 的

面积为ｂ，黑板擦去 部 分 的 左 边 去 掉 两

个黑板 擦 的 面 积，剩 下 的 长 方 形 的 面

积为ａ
∵　６０÷１０＝６，６－２＝４
所以没 有 擦 去 部 分 的 面 积 为 ４ａ

根据题意１２ｂ＋２ａ＝４ａ，

∴　ａ＝６ｂ． ①
所以黑板擦的宽为

３０÷（２＋６）＝３．７５（厘米）

２１２２．设梯形面积为２８．４４米２，其下底为８．７米，高 为３．６米，求 梯 形

上底的长度

解　∵　Ｓ梯 ＝
（ａ＋ｂ）ｈ

２
，代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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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４４＝
（ａ＋８．７）×３．６

２
，

∴　ａ＝ ２８．４４
１
２×３．６

－８．７＝７．１，

即梯形的上底是７．１米
２１２３．有等腰梯形，设其高 为１．２厘 米，下 底 长４．８厘 米，面 积 为４．８

厘米２，问腰长多少？

解　作梯形ＡＢＣＤ，

∵　Ｓ梯 ＝
（ａ＋ｂ）ｈ

２
，代入，得

４．８＝
（ａ＋４．８）×１．２

２
，

∴　ａ＝ ４．８
１
２×１．２

－４．８＝３．２（厘米）

即图中ＢＣ 长为３．２厘米 而ＥＤ＝１
２×ＦＤ＝１

２
（ＡＤ－ＢＣ）＝１

２×（４．８－

３．２）＝０．８（厘 米） 由 勾 股 定 理 得 ＣＤ＝ ＣＥ２＋ＥＤ槡 ２ ＝ １．２２＋０．８槡 ２ ≈
１．４４，即腰长约１．４４厘米

２１２４．有一平行四边形菜地，高为８米，底比高的４倍多４米 每５平

方米年产蔬菜４０千克，求所种蔬菜的年产量
解　根据题意，平行四边形的底为８×４＋４＝３６（米），则平行四边形面

积为３６×８＝２８８（米２） 由此得这块地年产蔬菜４０
５×２８８＝２３０４（千克）

２１２５．新辟的梯形菜地高３０米，中位线是高的２倍，其中三分之一 种

菠菜，其余种芹菜 若每公顷收芹菜４２００千克，则共可收芹菜多少千克？

解　根据题意，中位线长 为３０×２＝６０（米），则 梯 形 面 积 为６０×３０＝

１８００（平方米），合０．１８公顷 芹菜地面积为０．１８× １－（ ）１
３ ＝０．１２公顷

按每公顷产４２００千克计算，得共收芹菜４２００×０．１２＝５０４（千克）
２１２６．社员抢收小麦，上午收一块底长４０．５米，高长３６米的平行四边

形麦地；下午收一块上底长２４．８米，下底长６０米，高比下底少１２米的梯形

麦地，这天共抢收小麦多少公顷？

解　平行四边形面积为４０．５×３６＝１４５８（米２），梯形面积为（２４．８＋６０）

×（６０－１２）× １
２ ＝２０３５．２（米２）１４５８＋２０３５．２＝３４９３．２，即 抢 收 小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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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９　　 　 　

３４９３．２米２，合０．３４９３２公顷
２１２７．一堆钢管，计１２层，顶层１５根，底层２６根 问这堆钢管共多少

根？

解１　按题意，顶层与底层根数的和为１５＋２６＝４１，上面第二层与下面

第二层根数的和为１６＋２５＝４１，上面第三层与下面第三层根数的和为１７＋
２４＝４１，…由此知每两层根数的和均为４１，故１２层的总根数为（１６＋２５）×
（１２÷２）＝２４６，即这堆钢管共２４６根；

解２　把顶层根数看作梯形上底，底层根数看作梯形下底，层数为梯形

的高，则可以用梯形面积公 式 求 得，即 １
２×（１６＋２５）×１２＝２４６，故 这 堆 钢

管共２４６根

　　４．圆、扇形、弓形

２１２８．圆周与其直径成正比例，直 径 为１的 圆 周 长 为３．１４１５９…，问 直

径长２５厘米的圆周长为多少厘米？

解　圆周长Ｃ＝πＤ＝３．１４×２５＝７８．５，即７８．５厘米
【注意】　本书圆周率π均取近似值３．１４
２１２９．有圆形地，其周围长１５．７米时，问其半径长多少？

解　圆周 长１５．７米，其 直 径 为１５．７÷３．１４＝５（米），故 半 径 为 ５
２

，即

２．５米
２１３０．有一火车主动轮的 半 径 为０．７５米，如 果 每 分 转３００周，求 火 车

之时速
解　火车主动轮的周长为０．７５×２×３．１４＝４．７１（米），则 每 小 时 的 速

度为４．７１×３００×６０＝８４７８０（米），即时速８４．７８千米
２１３１．圆的半径为１８厘 米，设 圆 心 角 为７５°时，其 所 对 的 弧 长 是 几 厘

米？

解　半径长１８厘米的圆周长为１８×２×３．１４＝１１３．０４（厘 米），而 此 为

对圆心角３６０°的圆弧，因此对７５°角的弧等于圆周长的７５
３６０

，得１１３．０４×７５
３６０

＝２３．５５，故圆心角为７５°时所对的弧长为２３．５５厘米
２１３２．圆的半径为２．５厘米，问对４．７１厘米之弧的圆心角为几度？

解　半径为２．５厘米的圆，其 圆 周 长 为２．５×２×３．１４＝１５．７（厘 米），
而此为对圆心角３６０°的圆弧 设对弧长４．７１厘米的圆心角为ｘ度，可列成

比例式１５．７∶４．７１＝３６０∶ｘ 得ｘ＝１０８，即 对４．７１厘 米 之 弧 的 圆 心 角 为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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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３．有一圆，其直径为１０米，求圆的面积
解　圆面积Ｓ＝πｒ２＝３．１４×（１０÷２）２＝７８．５；或

Ｓ＝１
４πｄ２＝１

４×３．１４×１０２＝７８．５，

即７８．５米２
２１３４．有两根长度为６．２８米 的 铁 丝，围 成 一 个 正 方 形 与 一 个 圆，其 面

积相差多少？

解　根据题意，正方形面 积 为（６．２８÷４）２＝２．４６４９，即２．４６４９米２；圆

面积为（６．２８÷３．１４÷２）２×３．１４＝３．１４，即 ３．１４ 米２３．１４－２．４６４９＝
０．６７５１，即其面积相差０．６７５１米２

２１３５．有周长为３１．４厘 米 的 矩 形 与 圆 各 一，已 知 矩 形 宽 与 长 的 比 为

１∶４，求圆面积与矩形面积之差
解　矩形周长３１．４厘米，长 与 宽 的 和 为３１．４÷２＝１５．７（厘 米），按 比

例分配得宽为１５．７× １
１＋４＝３．１４，长为１５．７× ４

１＋４＝１２．５６，故矩形面积为

１２．５６×３．１４＝３９．４３８４（厘 米２） 圆 周 长３１．４厘 米，直 径 为３１．４÷３．１４＝

１０（厘米），则圆面积为 １
４×１０２×３．１４＝７８．５（厘 米２） 故 圆 面 积 比 矩 形 面

积大７８．５－３９．４３８４＝３９．０６１６，即３９．０６１６厘米２
说明　周长相等的平面图形，以圆面积为最大
２１３６．有一半径 为６厘 米 的 圆，其 周 长、面 积 各 多 少？ 若 半 径 扩 大 ２

倍，则其周长、面积各扩大若干倍？

解　半径为６厘米的圆，其周长为６×２×３．１４＝３７．６８（厘米）；面 积 为

６２×３．１４＝１１３．０４（厘米２） 圆周长与其半径成正比例，故半径扩大２倍，其

周长亦扩大２倍；圆面积与其半径之平方成正比例，故半径扩大２倍 其面

积扩大２２＝４倍
２１３７．分别求出下图中三个半圆的面积（单

位：厘米）

解　Ｓ１ ＝１
２×１

４×３．１４×６２

＝１４．１３（厘米２）；

Ｓ２＝１
２×１

４×３．１４×８２＝２５．１２（厘米２）；

Ｓ３＝１
２×１

４×３．１４×１０２＝３９．２５（厘米２）

故图中三个半圆的面积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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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１　　 　 　

１４．１３厘米２，２５．１２厘米２，３９．２５厘米２
【注意】　由上述计算，可 发 现Ｓ１＋Ｓ２＝Ｓ３，即 以 两 直 角 边 为 直 径 所 作

的半圆，其面积的和等于以斜边为直径所作的半圆面积
２１３８．有木工要做一张能坐１０人 的 圆 桌 面，按 每 人 座 位 占 弧 长５０厘

米计算，求这张圆桌面之直径为几？面积有多大？

解　这张圆桌面的周长应为５０×１０＝５００（厘米），则直径为５００÷３．１４

≈１５９．２（厘 米）；面 积 为 １
４×１５９．２２×３．１４＝１９８９５．５４２４（厘 米２），即 约 为

２米２
２１３９．图中大圆的半径是小 圆 半 径 的２倍，求 阴 影 部 分 的 面 积 是 大 圆

面积的百分之几？阴影部分的周长是大圆周长的百分之几？

解　如图，将阴影 部 分 分 割 为 左、右 两 部

分，右侧为小圆的半圆，将 它 移 至 左 面 小 圆 的

上半部分（以大圆圆心为 中 心，逆 时 针 方 向 旋

转９０°），则阴影部分转化成大圆的 四 分 之 一，
所以阴影部分的面积是大圆面积的２５％

阴影部分的周长为小 圆 的 周 长 与 大 圆 的

四分弧长的 和 如 设 小 圆 半 径 为 Ｒ，则 阴 影

部分的周长为

２πＲ＋２π（２Ｒ）×１
４＝３πＲ

占大圆周长的 ３πＲ
２π·２Ｒ＝３

４＝７５％

２１４０．五环图由内 圆 直 径 为８、外 圆 直 径

为１０的五个圆环 组 成，其 重 叠 部 分 的 小 曲 边

四边形的面积都 相 等 已 知 五 个 圆 环 盖 住 的

总面积为１３２．５，求每个小曲边四边 形 的 面 积

（圆周率π取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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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每个圆环的面积是

（５２－４２）π＝９π，
五个圆环没有重叠时的总面积是

９π×５＝４５π
因题设五个圆环重叠时的 总 面 积 是１３２．５，所 以 八 个 小 曲 边 四 边 形 的

总面积是

４５π－１３２．５，
则每个小曲边四边形的面积是

４５π－１３２．５
８ ＝１．１

２１４１．求右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
解　本题用割补法将图形变形，计算较为 简

单
割 补 的 方 法 是

把它从中间分割，然后把右边 部 分 按 顺 时 针 方

向绕点Ａ 旋转９０°与 左 边 部 分 相 接，接 着 将 整

个图形按时针方向绕点Ａ 旋转９０°成如左图的

形状
阴影部分的 面 积 就 等 于 在 半 径 为２厘 米

的半圆中，减去腰为２厘米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即

３．１４×（４÷２）２÷２－（４÷２）×（４÷２）÷２＝４．２８（厘米２）
所以，阴影部分的面积为４．２８厘米２
２１４２．扇形半径为３厘米，圆心角１２０° 求其面积

解　扇形面积Ｓ＝ ｎ
３６０πｒ

２＝１２０
３６０×３．１４×３２＝９．４２，即９．４２厘米２

２１４３．如图，已知圆的半径为１６厘米，两半径成

直角，求阴影部分面积
解　阴影部分为一弓形 其面积等于扇 形 面 积

减去三角形面积所得 的 差 扇 形 面 积 为１６２×３．１４

×９０
３６０＝２００．９６（厘 米２），三 角 形 面 积 为１６２× １

２＝

１２８（厘米２），２００．９６－１２８＝７２．９６，故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为７２．９６厘米２
２１４４．有半径之比成３∶２∶１的 大、中、小 三 圆，排 列 如 图 问 图 中 各

圆的半周所围成的周长（图中实线部分）与中圆周长的比是多少？又其面积

与中圆面积的比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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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半径为３ｋ的 半 圆，周 长 为３ｋπ，同 理，半 径

为２ｋ及ｋ 的半圆，周长各为２ｋπ及ｋπ 故此三半圆

周长的和与半径为２ｋ的圆周长的比为（３ｋπ＋２ｋπ＋
ｋπ）∶（２ｋπ×２），即３∶２ 又 半 径 为３ｋ的 半 圆 的 面

积为１
２π×（３ｋ）２，同理，半径为２及１的半圆的面积

为１
２π×（２ｋ）２ 及１

２π×ｋ２，由图中，可见实线所围部

分之面积为１
２π×（３ｋ）２－１

２π×（２ｋ）２＋１
２πｋ２，即３πｋ２，故 其 与 半 径 为２ｋ

的圆面积的比为３πｋ２∶（２ｋ）２π，即３∶４
２１４５．圆周１分米 的 竹 竿 两 支，以 绳 束 之，问 绳 长 至 少 须 在 几 分 米 以

上？

解　如 图 所 示，所 求 的 绳 长 应 大 于 一

竹竿之周围与竹竿直径２倍的和，即为１＋
（１÷３．１４）×２≈１．６３６９，故 绳 长 至 少 在

１．６４分米以上
２１４６．桩高３．６米，其 上 端 结 有 长８．５

米的绳，如 果 用 来 系 马，问 马 在 桩 的 周 围，
可吃到多少地面的青草？

解　设ＡＢ 为桩，则ＡＢ 为３．６米，又设

ＢＣ 为拉紧的绳，则ＢＣ 为８．５米，△ＡＢＣ 为

直角三 角 形 故 ＡＣ＝ ８．５２－３．６槡 ２ ＝７．７
（米），本题所求者是以ＡＣ 为半径的圆面积，
即７．７２×３．１４＝１８６．１７０６（米２）

２１４７．有一圆环，外径１６厘米，内径１４厘米，求其面积
解　所求圆环面积，为直径１６厘米之圆与直径１４厘米之圆面积的差，

１
４×１６２×３．１４－１

４×１４２×３．１４＝１
４×３．１４×（１６２－１４２）＝４７．１，即 圆 环

面积为４７．１厘米２
【注意】　圆环面积可以用大圆面积减去小圆面积求得 设大圆直径与

小圆直径分别为 Ｄ、ｄ，则Ｓ＝１
４πＤ２－１

４πｄ２＝１
４π（Ｄ２－ｄ２）

２１４８．在一块边长为２４厘米的正方形铝板上剪去一个最大的圆，求所

剩面积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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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根据题 意，剪 去 圆 的 直 径 即 为 正 方

形的边长２４厘 米 得 圆 面 积 为 １
４ ×２４２×

３．１４＝４５２．１６（厘米２），原正方形铝板面积 为

２４２＝５７６（厘米２），５７６－４５２．１６＝１２３．８４，即

所剩面积为１２３．８４厘米２
２１４９．半径为５厘米的 圆 内 和 圆 外 各 有

一正方形，圆内 正 方 形 四 个 角 的 顶 点 都 在 圆

周上，圆 外 正 方 形 每 条 边 与 圆 只 有 一 点 相

交求小正方形面积与大正方形面积的比？

解１　圆外正方形的每条边与圆只有

一点相 交，则 正 方 形 的 边 长 即 为 圆 的 直

径，面积为（５×２）２＝１００（厘 米２）；圆 内 正

方形四个角的顶点都在圆 周 上，则 正 方 形

的对角线，即为圆的 直 径，由 第２０７５题 解

法可知正方形面积为（５×２）２÷２＝５０（厘

米２），故小正方形 面 积 与 大 正 方 形 面 积 之

比为５０∶１００，即１∶２
解２　如图 所 示，作 圆 内 正 方 形 的 对

角线，则把圆内正方形平分 为 四 个 相 等 的

等腰直角三角形，每一三角形占圆内正方形面积的 １
４

，又 由 第２１１１题 解 法

知每一三角形占圆外正方形面积的１
８

，故小正方形面积与大正方形面 积 之

比为１
８∶１

４
，即１∶２

２１５０．大圆半径比小圆半径长６厘米，小圆直径等于大圆直径的 １
４

，求

大圆面积比小圆面积大多少？

解１　 设 大 圆 直 径 为 １，则 小 圆 直 径 为 １
４

，得 大 圆 直 径 为 ６×２÷

１－（ ）１
４ ＝１６（厘米），小圆直径为１６×１

４＝４（厘米）

１
４×（１６２－４２）×３．１４＝１８８．４，

故大圆面积比小圆面积大１８８．４厘米２；
解２　设大圆半径为ｘ厘米，则小圆半径为（ｘ－６）厘米 依题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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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ｘ－６）＝１
４

·２ｘ

解方程，得　ｘ＝８，ｘ－６＝８－６
＝２，故大圆面积比小圆面积大（８２－
２２）×３．１４＝１８８．４（厘米２）

２１５１．如 图 所 示（单 位：厘 米），
阴影部分为一扇面，求其面积

解　面 积＝ ｎ
３６０×（Ｒ２－ｒ２）×π

＝１３０
３６０×（２０２－１０２）×３．１４＝３４０１

６

即３４０１
６

厘米２

２１５２．正 方 形 ＡＢＣＤ 为 一 边 长 为２０
米的住宅，今于住宅一角的顶点Ｃ 系 一 长

为４０ 米 之 牛 绳，问 此 牛 所 能 食 草 的 面

积　　
解　要从点Ｃ 系 一 牛 绳，长 为ＣＥ，即

４０米，则牛绳ＣＥ 经Ｆ 而达于Ｇ，即半径为

４０米，圆心 角 为２７０°之 扇 形，又 牛 绳 经 Ｂ
而达于Ａ，经 Ｄ 而 达 于Ａ，则 均 为 半 径 是

２０米的直角扇 形 ＥＢＡ 与ＧＤＡ，故 牛 所 能

食草的面积为三个扇形面积的和，即

４０２ ×３．１４×２７０
３６０＋２０２×３．１４×１

４×２＝４３９６（米２）

　　５．不规则图形、组合图形

２１５３．求下面图形（单位：米）的面积

解　用平行线法求不规则图形面积 不规则图形的长约为４４米，宽约

为（１６．５＋１２＋１７．５＋１５＋１６．２＋１８．８）÷６＝１６（米），按 矩 形 面 积 计 算，得

４４×１６＝７０４（米２） 故不规则图形面积约为７０４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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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４．求图形（单位：米）的面积
解　用 割 补 法 求 不 规 则 图 形 面 积 把

不规则图形 割 补 成 近 似 的 矩 形 与 三 角 形 面

积的和（如图） 则矩形面积为４５×１５＝６７５

（米２），三 角 形 面 积 为 １
２ ×４５×１８＝４０５

（米２），总 面 积 约 等 于 ６７５＋４０５＝１０８０
（米２）；故不规则图形面积约等于１０８０米２

２１５５．在六边 形 ＡＢＣＤＥＦ 中，ＡＢ＝２６
米，ＡＦ＝２８米，ＣＤ＝４０米，ＤＥ＝３０米，对

角线ＢＦ 为３８米，且 与 对 角 线ＣＥ 平 行，其

高为 ２０米，又 ∠ＢＡＦ、∠ＣＤＥ 均 为 直 角
求此六边形的面积

解 　 用 分 割 法 将 此 六 边 形 分 割 成

△ＣＤＥ、梯 形 ＢＣＥＦ 与△ＢＡＦ 面 积 之 和

△ＣＤＥ 的面积为４０×３０×１
２＝６００，而ＣＥ

长为 ３０２＋４０槡 ２＝５０，从而知梯形ＢＣＥＦ 的

面积为（３８＋５０）×２０×１
２＝８８０，△ＢＡＦ 的 面 积 为２８×２６×１

２＝３６４，６００

＋８８０＋３６４＝１８４４，故所求六边形ＡＢＣＤＥＦ 的面积为１８４４米２
２１５６．如图（单 位：米），按 平 均 公 顷 产

小麦５２５０千克计算，并把所产小麦的７５％
进行加工，小麦与面粉重量之比为２０∶１７，
求所得面粉的重量（精确到１千克）

解　作ＣＤ 之 延 长 线，交 ＡＦ 于Ｇ，则

多边形ＡＢＣＤＥＦ 的面积，等于矩 形 ＡＢＣＧ
与梯形ＤＥＦＧ 面 积 的 和 矩 形 面 积 为８０
×４０＝３２００，梯 形 面 积 为（２０＋８０－４０）×
（６０－４０）÷２＝６００，则多边形 ＡＢＣＤＥＦ 的面积为３２００＋６００＝３８００（米２），

合０．３８公顷５２５０×０．３８×７５％×１７
２０≈１２７２，即约可得面粉１２７２千克

２１５７．如图是按比例尺：１
１０００

画出的耕地平面图，试求其实际面积应为

多少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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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连结ＡＣ，并从顶点Ｂ、Ｄ 分别作ＡＣ 的垂线ＢＥ、ＤＦ 量出 ＡＣ＝５

厘米，ＢＥ＝１．４厘米，ＤＦ＝３．４厘米 按 １
１０００

比例尺计 算，得 ＡＣ 实 际 距 离

为５０米，ＢＥ 实际距离为１４米，ＤＦ 实际距离为３４米 因此，△ＡＢＣ 面积

为５０×１４×１
２＝３５０，△ＡＤＣ 面 积 为５０×３４×１

２＝８５０，３５０＋８５０＝１２００，

故四边形ＡＢＣＤ 面积为１２００米２
２１５８．如 图（单 位：毫 米），求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解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等 于 正 方 形 面 积 减 去

菱形 面 积 所 得 的 差 正 方 形 面 积 ＝５００２ ＝

２５００００（毫米２），菱 形 面 积＝２５０×１５０× １
２ ＝

１８７５０（毫米２），２５００００－１８７５０＝２３１２５０，故 阴

影部分面积为２３１２５０毫米２
２１５９．如图（单位：毫米），求阴影部分面积

解　阴影部分面积等于圆面积减去正方形面积所得的差

圆面积＝１
４×５０２×３．１４＝１９６２．５（毫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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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形面积＝１５２＝２２５（毫米２），

１９６２．５－２２５＝１７３７．５，
故阴影部分面积为１７３７．５毫米２
２１６０．如图（单位：毫米），求阴影部分面积

解　阴影部分面积等于正方形面积减去四个半圆面积所得的差 正方

形面积＝（３×３）２＝８１（毫 米２），四 个 半 圆 面 积＝ １
４ ×３２×３．１４÷２×４＝

１４．１３（毫米２），８１－１４．１３＝６６．８７，故阴影部分面积为６６．８７毫米２
２１６１．如图，已 知 圆 的 半 径 为１０厘 米，Ａ

为半径的中点，求阴影部分面积
解　根据题意，阴影部分面积为扇形ＢＯＣ

的面积减去△ＡＯＢ 的面积所得的差

Ｓ扇形ＢＯＣ＝１
４×１０２×３．１４＝７８．５（厘米２），

Ｓ△ＡＯＢ＝１
２×１０×（１０÷２）＝２５（厘米２），

７８．５－２５＝５３．５，
故阴影部分面积为５３．５厘米２

２１６２．正方 形 ＡＢＣＤ 的 边 长 为１０厘 米，以 顶

点Ａ 为圆心，ＡＢ 为 半 径 作 弧（如 图），求 组 合 图 形

的面积
解　从题意可知，组合图形面积等于正方形面

积与 中 心 角 为２７０°的 扇 形 面 积 的 和Ｓ正方形ＡＢＣＤ ＝

１０２＝１００（厘 米２），Ｓ扇形ＢＡＤ ＝２７０
３６０×１０２×３．１４＝

２３５．５（厘米２），１００＋２３５．５＝３３５．５，故组合图形面

积为３３５．５厘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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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３．四个等圆的圆心连线为 边 长６厘 米 的 正 方 形（如 图），求 阴 影 部

分面积
解　根据题意，阴影部 分 面 积 等 于 正 方 形 面

积减去四个半 径 为 ６
２

厘 米 之 四 分 之 一 圆 的 面 积

所得的差 即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等 于 正 方 形 面 积 减

去一 个 圆 面 积 所 得 的 差Ｓ正方形 ＝６２ ＝３６（厘

米２），Ｓ圆 ＝（ ）６
２

２

×３．１４＝２８．２６（厘 米２），３６－

２８．２６＝７．７４，故阴影部分面积为７．７４厘米２
２１６４．如图，两圆半径均为１０厘米，

∠ＡＯＢ 为直角 求阴影部分面积
解　连结ＡＢ，把 阴 影 部 分 分 成 两 个

相等的弓形，每个弓形面积为

１０２×３．１４×１
４－１０２÷２＝２８．５（厘

米２），

２８．５×２＝５７，故阴影部分面积为５７厘米２
２１６５．如图，正方形边长为２厘米，以边长为

直径在正 方 形 内 画 ４ 个 半 圆，求 阴 影 部 分 的 面

积
解　画正方形的对 角 线，把 阴 影 部 分 分 成 相

等的８个半径为２÷２＝１（厘 米）的 直 角 弓 形，每

个弓形面积Ｓ＝１
４×１２×３．１４－１

２×１２＝０．２８５

（厘米２），０．２８５×８＝２．２８，故 阴 影 部 分 的 面 积 为

２．２８厘米２
２１６６．如图（单位：厘米），求阴影部分的面积

解　阴影部分面积等于 长 方 形 面 积 与 ３
４

大 圆 面 积 之 和 减 去 小 圆 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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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的 差Ｓ长方形 ＝２８×（２０÷２）＝２８０（厘 米２），Ｓ３
４

大圆 ＝ ３
４ × １

４ ×２０２×

３．１４＝２３５．５（厘米２），Ｓ小圆 ＝４２×３．１４＝５０．２４（厘米２），２８０＋２３５．５－５０．２４
＝４６５．２６，故阴影部分的面积为４６５．２６厘米２

２１６７．如 图（单 位：厘 米），求 阴 影 部 分 的 面

积
解　阴影部 分 面 积 为 两 个 半 径 为４厘 米 的

半圆面积减去两 个 直 径 为４厘 米 的 半 圆 面 积 所

得之差，亦即半径为４厘米的圆面积减去直径为

４厘 米 的 圆 面 积 所 得 之 差［４２－（４÷２）２］×
３．１４＝３７．６８，故阴影部分面积为３７．６８厘米２

２１６８．如图（单位：厘米），求阴影部分面积

解　根据图意，如果把有阴影的扇形向左移动５厘米，正好与没有阴影

的扇形重合，而整个阴影部 分 则 成 为 上 底 为１０，下 底 与 高 均 为５的 直 角 梯

形，面积为（１０＋５）×５÷２＝３７．５，故阴影部分面积为３７．５厘米２
２１６９．如 图 （单 位：厘 米），求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解　阴影部分面积等于半圆面积减去其中

无阴影部分面积所得之差 而半圆中的无阴影

部分，又 为 三 角 形 面 积 减 去 扇 形 面 积 所 得 之

差先求半圆面积 为（４÷２）２×３．１４÷２＝６．２８

（厘米２），再求半圆中无阴影部分的面积为 １
２×

４２－４５
３６０×４２×３．１４＝１．７２（厘 米２），６．２８－１．７２

＝４．５６，故阴影部分面积为４．５６厘米２
２１７０．如 图 （单 位：厘 米），求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解　阴影部 分 面 积 等 于 三 角 形 面 积 与 ３
４

圆

环面积 之 和 三 角 形 面 积 ＝ １
２ ×１４２＝９８（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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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２），３
４

圆环面积＝３
４×（１４２－１０２）×３．１４＝２２６．０８

（厘米２），９８＋２２６．０８＝３２４．０８，故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为

３２４．０８厘米２
２１７１．如图（单位：厘米），求阴影部分面积
解１　阴影部分面积等于扇形面积减去三角形面

积所得之差 作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高，把原三 角 形

分成两个全等的等腰 直 角 三 角 形，直 角 边 为６÷２＝３
（厘米），得 原 直 角 三 角 形 面 积 为 ３２÷２×２＝９（厘

米２），扇形面积为４５
３６０×６２×３．１４＝１４．１３（厘

米２），１４．１３－９＝５．１３，故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为

５．１３厘米２；
解２　如 果 把 上 面 的 图 形 扩 大２倍，使

阴影部分成 为 半 径 为６厘 米，圆 心 角 为９０°
的弓形（如 图） 则 弓 形 面 积 ＝６２×３．１４×
９０
３６０－６２×１

２＝１０．２６（厘米２） 所以，原来的

阴影部分的面积为１０．２６÷２＝５．１３（厘米２）
２１７２．求如图所示的图形（单位：厘米）面积
解　观察右 图，上、下 两 部 分 是 两 个 直 径 为４

厘米的半圆（即一个直径为４厘米的大圆），中间部

分为长４厘米、宽２厘米的矩形面积减去两个半径

为１厘米的半圆（即 一 个 半 径 为１厘 米 的 小 圆）面

积所得 的 差 大 圆 面 积＝ １
４×４２×３．１４＝１２．５６

（厘米２），矩形面积＝４×２＝８（厘米２） 小圆面积＝
１２×３．１４＝３．１４（厘 米２），１２．５６＋８－３．１４＝
１７．４２，故图形面积为１７．４２厘米２

２１７３．求 如 图 所 示 的 图 形 （单 位：厘

米）面积
解　观察右图，左半部分是长３０、宽５

×２＝１０的矩形 面 积 减 去 半 径 为５的 两 个

半圆（即一 个 圆）面 积 所 得 的 差；右 半 部 分

是上底为６，下底为３０，高为５０－５×２＝４０
的直角梯形 矩形面积＝３０×１０＝３００（厘 米２），圆 面 积＝５２×３．１４＝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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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２），梯形面积＝（６＋３０）×４０÷２＝７２０；３００－７８．５＋７２０＝９４１．５，故图

形面积为９４１．５厘米２
２１７４．求如图所示的图形面积（单位：毫米）
解　观察下图，左上方与右下方均是直径为（８０－５６）的半圆，如果将左

上方的半圆移至右下方，则左侧成一长５６毫米，宽（８０－５６）毫米的矩形，右

侧为长８０毫米，宽（８０－５６）毫米的矩形减去半径为１２毫米的直角扇形，左

右相加，即为下图所示的面积５６×（８０－５６）＝１３４４（毫米２），８０×（８０－５６）

＝１９２０（毫米２），１
４×１２２×３．１４＝１１３．０４（毫 米２），１３４４＋１９２０－１１３．０４＝

３１５０．９６，故图形面积为３１５０．９６毫米２

　　２１７５．求如图所示的图形面积（单位：毫米）
解　观察 上 图，下 端 为 长５００毫 米、宽１００毫 米 的 矩 形；上 端 为 长１００

毫米、宽（２５０－１００）毫 米 的 矩 形，中 间 部 分 为 长（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毫 米、宽

１００毫米的矩形减去两个半径 为１００毫 米 的 直 角 扇 形（即 一 个 半 圆），三 部

分面积相加，即得整个图形的面积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００（毫米２），１００×（２５０－

１００）＝１５０００（毫米２），（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００（毫米２），１
２×１００２×

３．１４＝１５７００（毫米２），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１５７００＝７９３００（毫 米２），即 所

求图形面积为７９３厘米２
２１７６．把半径 分 别 为３厘 米 与２厘

米的两个半圆放置如图，求阴影部分的周

长
解　根据题意，阴影部分周长等于两

个半 圆 弧 的 长 度 与 底 边 长 度 的 和 大 圆

半圆弧＝３×２×３．１４÷２＝９．４２（厘 米），　小 圆 半 圆 弧＝２×２×３．１４÷２＝
６．２８（厘米），底边＝３＋２×２－３＝４（厘 米），９．４２＋６．２８＋４＝１９．７，故 阴 影

部分的周长为１９．７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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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７．求如图 阴 影 部 分 的 周 长（单 位：

厘米）

解　根 据 题 意，阴 影 部 分 周 长 等 于 半

圆弧的长度 与 扇 形 半 径 加 上３０°角 扇 形 弧

长的和 半圆弧＝４０×３．１４÷２＝６２．８（厘

米），扇形半径＝４０厘米，扇形弧长＝３０
３６０×

４０×２×３．１４≈２０．９３（厘 米）６２．８＋４０＋２０．９３＝１２３．７３，故 阴 影 部 分 的 周

长约为１２３．７３厘米

２１７８．四 边 形 ＡＢＣＤ 为 一 正 方 形，边 长 １
厘米 求阴影部分的周长与面积

解　观 察 右 图，正 方 形 ＡＢＣＤ 外 围，分 别

是半径为２、３、４、５厘米的直角扇形 周长为这

几个直角扇形弧长加上底边长度（５－１）厘米之

和；面积为这几 个 直 角 扇 形 面 积 加 上 正 方 形 面

积之和 因此，

周长＝２×３．１４×（２＋３＋４＋５）×１
４＋（５－１）＝２５．９８（厘米）；

面积＝３．１４×（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１
４＋１２＝４３．３９（厘米２）

故阴影部分周长为２５．９８厘米；面积为４３．３９厘米２

２１７９．正三角形边 长 为６厘 米，试 计 算 阴

影部分面积
解　观察右图，阴影部分面积是半径分 别

为６、１２、１８厘米，圆心角为１２０°的三个扇形面

积之和

（６２＋１２２＋１８２）×３．１４×１２０
３６０＝５２７．５２

故阴影部分面积为５２７．５２厘米２

２１８０．如 图，求 阴 影 部 分 的 面 积
并 求 出 以 大 圆 半 径 ＣＤ 为 直 径 的 圆 的 面

积 此 圆 的 面 积 与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是 否 相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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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观察上图，阴影部分面积为 大 的 半 圆 面 积 减 去 两 个 小 的 半 圆 面 积

所得的差１
２×１

４×３．１４×（１００２－５０２×２）＝１９６２．５ 故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为

１９６２．５毫米２

以ＣＤ 为直径的圆的面积＝１
４×３．１４×５０２＝１９６２．５（毫 米２） 与 阴 影

部分面积相等

比例尺：１∶４

２１８１．如图，分别以ＡＢ、ＢＣ、ＡＣ 为直

径作半圆 求阴影部分面积 量出ＢＤ 的

长度，以 ＢＤ 为 直 径 作 圆，计 算 出 此 圆 的

面积 此 圆 的 面 积 与 阴 影 部 分 面 积 有 何

关系？

解　观察右图，阴 影 部 分 面 积 为 大 的

半圆面积减去半 个 中 圆、小 圆 面 积 所 得 的

差 １
２×１

４×３．１４×（２００２－１６０２－４０２）

＝５０２４，故阴影部分面积为５０２４毫米２
量得ＢＤ 长度为２０毫米，按比例尺１∶４计算，ＢＤ 实际长度应为８０毫

米 因此，以ＢＤ 为直径的圆面积为１
４×３．１４×８０２＝５０２４（毫米２） 故此圆

之面积与阴影部分面积相等
２１８２．如图（单位：米），阴 影 部 分 是 操 场

的跑道 求：
（１）跑道外圈与跑道内圈长度的差；
（２）跑道面积
解　（１）跑道外圈长度 为１１０米 的２倍

加上大圆的周长，即１１０×２＋３０×２×３．１４＝４０８．４（米）；跑 道 内 圈 长 度 为

１１０米的２倍加上小圆的周长，即１１０×２＋２５×２×３．１４＝３７７（米）；４０８．４
－３７７＝３１．４，故跑道外圈与跑道内 圈 长 度 的 差 为３１．４米 从 上 面 的 计 算

可知，跑道内外圈长度之差，实际上就 是 两 圆 周 长 之 差，所 以，２×（３０－２５）

×３．１４＝３１．４（米） 即为跑道内外圈长度之差；
（２）跑道面积为长１１０米、宽３０－２５＝５（米）的矩形面积的２倍与圆环

面积之和 矩形面积＝１１０×５＝５５０（米２）；圆 环 面 积＝（３０２－２５２）×３．１４
＝８６３．５（米２）；５５０×２＋８６３．５＝１９６３．５ 故跑道面积为１９６３．５米２

２１８３．粉刷墙壁（如图，单位：米），如 果 每 平 方 米 用 涂 料０．２５千 克，问

共需涂料多少千克？（精确到１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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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墙壁面积为矩形面积与三角形面积之和减去窗面积所得之差
矩形面积＝６×４＝２４（米２）；

三角形面积＝１
２×６×（６－４）＝６（米２）；

窗面积＝１．２×１．５＋１
２×１

４×１．２２×３．１４＝２．３６５２（米２）

故墙壁面积为２４＋６－２．３６５２＝２７．６３４８（米２）０．２５×２７．６３４８≈７，故 约 需

涂料７千克

　　６．长方体、立方体

２１８４．有一长方体，长为５厘米，宽为３厘米，高为６厘米 求其体积
解　长方体体积Ｖ＝ａｂｈ＝５×３×６＝９０，即９０厘米３
２１８５．有长方体，今将其长、宽、高 各２倍，作 成 一 新 长 方 体，问 其 体 积

为原体积之几倍？

解１　设先将其长２倍，则其体积为原体积的２倍；再将其宽２倍，则其

体积又将２倍，为原体积的２×２＝４（倍）；最 后 再 将 其 高２倍，则 其 体 积 又

将２倍，为原体积的４×２＝８（倍） 故 将 其 长、宽、高 各２倍 所 成 之 长 方 体，
其体积为原体积的２３ 倍，即８倍

解２　长方体的体积，与其长、宽、高各成正比例，因原长方体的长、宽、
高与新长方体的长、宽、高之比都为１∶２，故其体积之比为

１∶２
１∶２烍

烌

烎１∶２
＝１∶８，即长、宽、高各２倍后之体积为原体积的８倍

说明　（１）设长方体之长、宽、高各ｎ倍时，则其体积扩大ｎ３ 倍；
（２）设长方体之长、宽、高分别ｐ倍、ｑ倍及ｒ倍时，则其体积扩大（ｐ×ｑ

×ｒ）倍；
（３）设原长方体长、宽、高的长分别为ａ、ｂ、ｃ，后长方体长、宽、高的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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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ａ′、ｂ′、ｃ′，则后者之体积为前者的ａ′ｂ′ｃ′
ａｂｃ

倍

２１８６．每边长８米的立方体，其体积为多少米３？

解　立方体体积为８３＝５１２，即５１２米３
２１８７．有一立方体水箱，每边长４分米 装满一箱水后，注入另一个长

０．８米，宽２５厘米的长方体水箱中，水深多少？

解　立方体水箱 的 容 水 量 为４３＝６４（分 米３），长 方 体 水 箱 的 底 面 积 为

８×２．５＝２０（分米２），现将６４分 米３ 的 水 注 入 底 面 积 为２０分 米２ 之 长 方 体

水箱中，水深应为６４÷２０＝３．２（分米），即３２厘米
２１８８．有一立方体，其体积为８３６５．４２７厘米３，试求 其 一 边 的 长 与 其 表

面积
解　立方体体积为一边长的立方，故其一边长等于体积的立方根，因而

所求一边的长为
３
８３６５．槡 ４２７＝２０．３，即２０．３厘米 而此正方体一面的面积

为２０．３２＝４１２．０９，表面积为４１２．０９×６＝２４７２．５４，即２４７２．５４厘米２
２１８９．有两长方体，甲长 方 体 的 长、宽、高 各 为 乙 长 方 体 长、宽、高 的４

倍 若乙的表面积为２５厘米２，问甲的表面积是多少？

解　设乙长方体的长、宽、高各为ａ厘米、ｂ厘米、ｃ厘米，则甲长方体的

长、宽、高各为４ａ厘米、４ｂ厘米、４ｃ厘 米，因 乙 的 表 面 积 为２（ａｂ＋ｂｃ＋ｃａ），
则甲的表面积为２（４２ａｂ＋４２ｂｃ＋４２ｃａ）＝４２×２（ａｂ＋ｂｃ＋ｃａ），因此得甲的表

面积为乙的表面积的１６倍 故甲的表面积为２５×１６＝４００，即４００厘米２
２１９０．有一方柱，其高 等 于 周 围 的 长，体 积 为７８１２．５分 米３，问 其 周 围

及高各多少？

解　方柱的高等于周围的长，故其高等于底边的４倍，因而把高缩短为

原长的１
４

，即成一立方体，其体积为７８１２．５÷４＝１９５３．１２５（分米３），其一边

为
３
１９５３．槡 １２５，即１２．５分米 从而知其高及周围的长各为１２．５×４＝５０（分

米），即５米

２１９１．有一长 方 体，宽 为 长 的 ２
５

，高 为 长 的 １
３

，体 积 为３６００厘 米３ 试

求此长方体的长、宽、高各多少？

解１　设以长的立方为单位，则长方体的体积为１×２
５×１

３
，即 ２

１５
因

而长的立方为３６００÷２
１５＝２７０００，故 长 为

３槡２７０００＝３０，即３０厘 米；宽 为３０

×２
５＝１２，即１２厘米；高为３０×１

３＝１０，即１０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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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２　设长方体的长为ｘ厘米，则宽为２
５ｘ 厘米，高为 １

３ｘ 厘米 依题

意，得　ｘ·２
５ｘ·１

３ｘ＝３６０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０，２
５ｘ＝２

５×３０＝１２，１
３ｘ＝１

３×３０＝１０

所以长３０厘米，宽１２厘米，高１０厘米
２１９２．有一箱，其长、宽、高之比为４∶３∶２，今油漆其表面，若用每平方

分米为０．８元之彩漆，则较用每平 方 分 米 为０．８５元 之 彩 漆 省５．８５元 问

箱的长、宽、高各多少？

解　假定其长、宽、高分别为４分米、３分米、２分米，则其表面积为（４×
３＋４×２＋２×３）×２＝５２（分米２），用两种彩漆的差价为（０．８５－０．８）×５２＝
２．６０（元） 现实际相差５．８５元，因而箱子的实际表面积为假定各棱长所组

成的物体表面积的５．８５
２．６０

，即 ９
４

倍，实 际 各 棱 的 长 应 为 假 定 各 棱 长 的槡９
４ ＝

３
２

倍，故知所求各棱的长为４×３
２＝６，３×３

２＝４．５，２×３
２＝３，即长为６分

米，宽为４．５分米，高为３分米
２１９３．有甲、乙两水桶，其 容 积 乙 为 甲 的２倍，而 甲 的 宽４．２分 米，长

８．５分米，深５分米；乙的宽３．４分米，深６分米，问乙的长为多少？

解１　甲桶的容积为４．２×８．５×５＝１７８．５（分米３），则乙桶的容积应为

１７８．５×２＝３５７（分米３），故知乙桶的长为３５７÷（３．４×６）＝１７．５，即１７．５分

米；
解２　长方体长与宽及深成反比例，与容积则成正比例，故由

　１∶２
３．４∶４．２

　
烍
烌

烎６∶５
＝８．５∶ｘ，得　

ｘ＝２×４．２×５×８．５
３．４×６ ＝１７．５，即乙桶的长为１７．５分米

２１９４．有 两 立 方 体，其 体 积 甲 为 乙 的 ３ ３
８

倍，而 乙 的 表 面 积 为 ２１６

厘米２，求甲的每边长是多少？

解　甲的体积为乙的３３
８

倍，则 其 每 边 长 为 乙 的
３

３槡３
８ ＝３

２
（倍），表

面积为乙的（ ）３
２

２

＝９
４

（倍） 因 而 甲 的 表 面 积 为２１６×９
４＝４８６（厘 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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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每面的面积为４８６÷６＝８１（厘 米２），故 所 求 甲 的 每 边 长 为 槡８１＝９，即９
厘米

２１９５．有一长方体，其高与宽相等 若其长缩短１．５厘米，则成表面积

为３７．５厘米２ 的立方体，求此长方体之宽为其长的百分之几？

解　表面积为３７．５厘米２ 的 立 方 体，其 一 面 的 面 积 为３７．５÷６＝６．２５

（厘米２），其一边的长为 ６．槡 ２５＝２．５（厘米），此与长方体的宽相等 则长方

体的长为２．５＋１．５＝４（厘米），故此长方体之宽为其长的２．５÷４＝６２．５％，
即百分之六十二点五

　　７．柱体

２１９６．一根圆柱体铁棒，已知截面积是４５厘米２，高是２厘米，求其体积
解　圆柱体体积Ｖ＝Ｓｈ 今知其底面积为４５厘米２，高为２厘 米，故 其

体积为４５×２＝９０，即９０厘米３
２１９７．有一圆柱体汽油桶，其直径为５４厘米，高为８分米，能盛汽油多

少升？

解　圆柱体的底面积为１
４×５４２×３．１４＝２２８９．０６（厘 米２），即２２．８９０６

分米２ 高为８分米，故其体积为２２．８９０６×８＝１８３．１２４８（分米３） 因为１升

＝１立方分米，故此汽油桶能盛汽油１８３．１２４８升
２１９８．将一长、宽、高分别为９厘 米、７厘 米、３厘 米 的 长 方 体 铁 块 与 一

棱长为５厘米的立方体铁块熔铸 成 一 个 直 径 为１０厘 米 的 圆 柱 体 求 所 铸

成圆柱体的高
解　长方体体积为９×７×３＝１８９（厘 米３），立 方 体 体 积 为５３＝１２５（厘

米３），则所铸成的圆柱体 体 积 应 为１８９＋１２５＝３１４（厘 米３） 已 知 圆 柱 体 底

面积为１
４×１０２×３．１４＝７８．５（厘米２），故圆柱体的高为３１４÷７８．５＝４，即４

厘米
２１９９．一只无盖的圆柱形水桶，高６．２８分米，将它的侧面展开，正好是

正方形 求做这只水桶至少需用多少铁皮？（精确到１分米２）
解　求所需铁皮数，即求水桶的用料面积 因水桶无盖，故其用料面积

为水桶底面积与侧面积之和 因将水桶的侧面积展开，正好是正方形，故知

其圆周长与高相等，因此得 底 面 积 为（６．２８÷３．１４÷２）２×３．１４＝３．１４（分

米２），侧面积为６．２８２＝３９．４３８４（分米２）３．１４＋３９．４３８４＝４２．５７８４，故至少

需用铁皮约４３分米２
２２００．一节铁皮烟囱长１米，直径１５厘米，焊接处需１厘米，求制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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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烟囱需用铁皮多少？

解　因烟囱无底，故求 烟 囱 需 用 的 铁 皮 数，即 求 烟 囱 的 侧 面 积 直 径

１５厘米的圆周长为１５×３．１４＝４７．１（厘米），加上焊接处１厘米，为４８．１厘

米，则需铁皮４８．１×１００＝４８１０，即４８１０厘米２
２２０１．圆柱体的侧面积为１５７０平 方 厘 米，高 为２５厘 米 求 圆 柱 体 的

底面直径及其体积
解　圆柱体的底面直径 为１５７０÷２５÷３．１４＝２０（厘 米） 则 其 体 积 为

１
４×２０２×３．１４×２５＝７８５０，即７８５０厘米３

２２０２．一圆柱形钢材长２米，如 果 截 成 两 段，则 表 面 积 增 加６．２８平 方

分米 求此钢材的体积
解　截成两段后其侧面积不变，而其底面积则由２个变成４个，故所增

加的６．２８分米２，实为２个底面积之和 则其底面 积 为６．２８÷２＝３．１４（分

米２），故其体积为３．１４×２０＝６２．８，即６２．８分米３
２２０３．三棱柱的底面为底边长２．８厘米、高１．５厘米之三角形，柱长１５

厘米，求其体积

解　三棱柱底面面积为２．８×１．５×１
２＝２．１（厘 米２），则 其 体 积 为２．１

×１５＝３１．５，即３１．５厘米３
２２０４．水库拦河坝的横断面为梯形，梯形顶面宽５米，底部宽１４米，高

６米 拦河坝长５６米，求建筑这座拦河坝所需的土石方

解　梯形横断面面积为１
２×（５＋１４）×６＝５７（米２），故知拦河坝体积为

５７×５６＝３１９２（米３），即筑此拦河坝需土石３１９２方
２２０５．一底面为菱形的生铁铸件，厚２厘米，菱形的对角线长分别为３０

厘米、２０厘米 铸件上有５个直径为２厘米的圆孔 已知生铁每立方厘米

重７．８克，求此铸件的重量（精确到０．０１千克）
解　此生铁铸件的 底 面 积 为 菱 形 面 积 减 去５个 圆 面 积 所 得 的 差 即

１
２×３０×２０－１

４×２２×３．１４×５＝２８４．３（厘 米２），其 高 为２厘 米，得 体 积 为

２８４．３×２＝５６８．６（厘米３），故其重 量 为７．８×５６８．６＝４４３５．０８（克），即 约 重

４．４４千克
２２０６．有圆柱形水桶，其高为８分米，容积为１４．１３分米３ 问其口径为

多少？

解　圆柱体体积为其底面 积 与 高 的 乘 积，故 此 水 桶 的 底 面 积 为１４．１３
÷８＝１．７６６２５（分 米２），半 径 的 平 方 为１．７６６２５÷３．１４＝０．５６２５，则 半 径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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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槡 ５６２５＝０．７５（分米），０．７５×２＝１．５，即其口径为１．５分米
２２０７．有圆柱 形 的 盛 器，盛 比 重 为０．８的 液 体 时，重１６８．４８７克；又 盛

比重为０．７５的液体时，重１６４．２０７克 而此盛器的内径为６厘米，试 求 其

深（精确到０．０１厘米）
解　每 立 方 厘 米 重 量 相 差０．８－０．７５＝０．０５（克），则 实 际 重 量 相 差

１６８．４８７－１６４．２０７＝４．２８（克），故 盛 器 的 容 积 为４．２８
０．０５＝８５．６（厘 米３），所 求

的高为８５．６÷ １
４×６２×３．（ ）１４ ≈３．０３，即此盛器的深约３．０３厘米

２２０８．如图是三个棱 长 分 别 为１米、２米、３米 的

立方体叠放在地上，它们的表面积是多少？

解　棱长３米的立方体的表面积：

３２×４＋（３２－２２）＝４１（米２）
棱长２米的立方体的表面积：

２２×４＋（２２－１２）＝１９（米２）
棱长１米的立方体的表面积：

１２×５＝５（米２）
所以，这三个立方体的表面积为

４１＋１９＋５＝６５（米２）

２２０９．如图是棱 长 为６厘 米 的 立 方 体，
在它每个面 的 正 中 打 有 边 长 为２厘 米 的 方

孔，孔贯通 立 方 体 相 对 的 两 个 面，求 这 时 立

方体的表面积
解　立方体每个面的面积是（６２－２２）厘

米２；每个面都有一 个 孔，每 个 孔 有 四 个 相 等

的面组成孔 的 侧 面，侧 面 积 是｛２×［（６－２）

÷２］×４｝厘米２；所以，立方体的表面积为

　　　　（６２－２２）×６＋２×［（６－２）÷２］×４×６
＝２８８（厘米２）

２２１０．１６０个棱 长 为１厘 米 的 小 立 方

体拼成如图的长方体 如果拿去 Ａ、Ｂ、Ｃ、

Ｄ、Ｅ 五个小立方 体，这 时 这 个 几 何 体 的 表

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

解　长方体的表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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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８×４＋４×５）

＝１８４（厘米２）
拿去小立方体Ａ，立方体表面积不受影响；
拿去小立方体Ｂ、Ｃ、Ｄ，孔 的 上 方 增 加２个 小 正 方 形 的 面 积，下 方 也 增

加２个小正方形的面积；
拿去小立方体Ｅ，孔的上、下、前、后各增加一个小正方形的面积，
所以几何体的表面积为

１８４＋１２×（２＋２＋４）＝１９２（厘米２）

　　８．锥体、台体、组合体

２２１１．计算如图所 示 图 形（单 位：厘 米）的 体

积
解　 如 图 所 示 是 一 个 圆 锥 体 体 积 Ｖ＝

１
３ｓｈ＝１

３ × １
４×１２２×３．（ ）１４×１０ ＝３７６．８，即

３７６．８厘米３
２２１２．有方、圆 两 锥 体，方 锥 体 的 正 方 形 底

面边长为３厘米，圆锥体底面直径为３．６厘米，而两锥体的高都是７厘米
问其体积相差多少？

解　底边 为３厘 米，高 为７厘 米 的 方 锥 体 体 积 为３２×７×１
３＝２１（厘

米３）；而直径为３．６厘米，高为７厘米的 圆 锥 体 体 积 为 １
４×３．６２×３．１４×７

×１
３＝２３．７３８４（厘 米３），故 所 求 体 积 的 差 为２３．７３８４－２１＝２．７３８４，即

２．７３８４厘米３
２２１３．有高为７．２４厘米，底面直径为４．９２厘米之圆锥，在其同一个轴

上刳去底面直 径 为３．０６厘 米，高４．５７厘 米 之 圆

锥（其剖面如图），问 所 余 圆 锥 形 立 体 的 体 积 是 多

少？

解　大圆锥的体积为 １
３×１

４×４．９２２×３．１４

×７．２４≈４５．８５８（厘米３），刳去小圆锥的体积为 １
３

×１
４×３．０６２×３．１４×４．５７≈１１．１９７（厘米３） 故

刳去后所余的体积为４５．８５８－１１．１９７≈３４．６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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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３４．６６厘米３

２２１４．有圆 锥 形 容 器，将 其 灌 入 全 容 量 １
２

的 水

时，水深５厘米，若灌入全容量２
３

的水时，水深多少？

解　相似锥体的体积，与其对应边长 的 立 方 成 比

例 若设所求的深度为ｘ 厘米，则 １
２∶２

３＝５３∶ｘ３，

ｘ＝５×
３

槡４
３≈５．５，即水深５．５厘米

２２１５．有圆锥，高１２厘米，底 面 半 径 为９厘 米，今 截 去 其 尖 顶，而 成 为

高４厘米的圆台，问此圆台上底的半径是多少？又其体积是多少？

解　作圆锥ＳＡＢ，ＯＥ 为４厘米，截口为以

Ｅ 为中心、ＥＦ 为半径的圆 由相 似 三 角 形 性 质

得ＳＯ∶ＯＢ＝ＳＥ∶ＥＦ，即１２∶９＝（１２－４）∶

ＥＦ，ＥＦ＝９×（１２－４）
１２ ＝６，故圆台上底的半径为

６厘米
圆台体积可以 由 大 圆 锥ＳＡＢ 减 去 小 圆 锥

ＳＥＦ 求得 即 １
３×９２×３．１４×１２－１

３×６２×

３．１４×（１２－４）＝７１５．９２，
故圆台体积为７１５．９２厘米３

【注意】　圆台体积也可以直接由 １
３×（上底面积＋下底面积＋上 底 半

径×下底半径×π）×高求得，即１
３×（６２×３．１４＋９２×３．１４＋６×９×３．１４）

×４＝７１５．９２，即７１５．９２厘米３
２２１６．有一圆台容器，口径１６厘米，底径１２厘米，深１５厘米 问此容

器可容物多少升？（精确到０．０１升）

解　此圆台上底面积为１
４×１６２×π，下 底 面 积 为 １

４×１２２×π，故 其 体

积为１
３ × １

４×１６２×π＋１
４×１２２×π＋８×６×（ ）π ×１５＝７４０π 而 每 １０００

厘米为容积１升，故 此 容 器 之 容 积 为７４０×３．１４
１０００ ≈２．３２，即 约 可 容 物２．３２

升
２２１７．有顶面边长为２０分 米，底 面 边 长 为１４分 米，深１０分 米 的 正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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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水槽，其体积为多少？若在水槽上端装一每秒注入０．１升水的漏斗，下端

装一每秒流出０．０２５升水的漏管，同 时 开 放 上、下 两 管，以 注 入 流 出 问 几

小时后水可满槽？

解　水槽体积为１
３×（２０２＋１４２＋２０×１４）×１０＝２９２０，即２９２０分米３

因１升＝１分米３，故水 槽 的 容 积 为２９２０升 而 由 漏 斗 注 入 的 水 每 秒０．１
升，由漏管流出 的 水，每 秒０．０２５升，即 每 秒 槽 中 积 水０．１－０．０２５＝０．０７５
（升），故槽中满水，需时２９２０÷０．０７５≈３８９３３（秒），合１０时４８分５３秒

２２１８．一圆柱与一圆 锥 的 体 积 与 高 都 相 等 已 知 圆 柱 的 底 面 周 长 为

１２．５６厘米，求圆锥底面积
解　圆锥体积为其等底、等高的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故若圆柱与圆锥

的体积与高相等，则圆锥的底面积需 为 圆 柱 底 面 积 的３倍 今 圆 柱 底 面 积

为（１２．５６÷３．１４÷２）２×３．１４＝１２．５６（厘 米２），故 所 求 圆 锥 的 底 面 积 为

１２．５６×３＝３７．６８，即３７．６８厘米２
２２１９．有一长８分米、宽６分 米、高４分 米 的 长 方 体，其 体 积 与 一 直 圆

锥体相等 若直圆锥体的高比长方 体 的 高 多１分 米，求 此 直 圆 锥 体 的 底 面

积
解１　因圆锥体体积与长方体体积相等，故知圆锥体体积为８×６×４＝

１９２（分米３），而圆锥体体积为１
３×底面积×高，故其底面积等于体积的３倍

除以高，即１９２×３÷（４＋１）＝１１５．２，故 此 直 圆 锥 体 的 底 面 积 为１１５．２分

米２；

解２　设 圆 锥 体 的 底 面 积 为 Ｓ，得８×６×４＝ １
３ ×（４＋１）×Ｓ，Ｓ＝

８×６×４
１
３×（４＋１）

＝１１５．２，即此直圆锥体的底面积为１１５．２分米２

２２２０．有一底面直径为４０厘 米 的 圆 柱 形 水 槽，若 将 一 底 面 直 径 为２０
厘米的金属圆锥体浸入槽中，此时 槽 中 的 水 比 原 来 升 高１．５厘 米 求 此 金

属圆锥体的高
解１　因将圆锥体浸入水中后，槽中的水升高１．５厘米，故知此金属圆

锥体的体积为１
４×４０２×３．１４×１．５＝１８８４（厘 米３），则 其 高 为１８８４×３÷

１
４×２０２×３．（ ）１４ ＝１８，即１８厘米；

解２　设圆锥体的高为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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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４０２×３．１４×１．５＝１

３×１
４×２０２×３．１４×ｈ，

ｈ＝

１
４×４０２×３．１４×１．５

１
３×１

４×２０２×３．１４
＝１８，即此金属圆锥体的高为１８厘米

２２２１．计算如图所示零件的体积

解　如图所示，零件底面积 为１０００×（５００－３００）＋６００×３００－１００２×
３．１４÷２＝３６４３００（毫 米２），零 件 体 积 等 于 其 底 面 积 与 高 的 乘 积，３６４３００×
３００＝１０９２９００００（毫米３），即此零件体积为１０９２９０厘米３

（单位：厘米）

２２２２．计算如图所示零件的体积
解１　如图所示，零件体积为长方体体

积减去圆柱体体 积 所 得 的 差 长 方 体 体 积

为６０２×８０＝２８８０００（毫 米３），圆 柱 体 体 积

为１
４×２０２×３．１４×８０＝２５１２０（毫 米３）

２８８０００－２５１２０＝２６２８８０（毫米３），故此零件

体积为２６２．８８厘米３
解２　零 件 底 面 积 为 正 方 形 面 积 减 去

圆面积所得 的 差，即６０２－ １
４ ×３．１４×２０２

＝３２８６（毫米２） 零件体 积 等 于 底 面 积 与 高

的乘积，即３２８６×８０＝２６２８８０（毫 米３），故

此零件体积为２６２．８８厘米３

２２２３．计算如图 所 示 钢 材 的 质 量（钢 材 密 度 为７．８克／厘 米３，精 确 到

０．１千克）
解　如图所示，此钢材由一 长 方 体 与 一 圆 锥 体 组 成 长 方 体 体 积 为８

×５×５＝２００（厘 米３），圆 锥 体 体 积 为 １
３ × １

４ ×４２×３．１４×３＝１２．５６（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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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３），故 此 钢 材 的 体 积 为 ２００＋１２．５６＝
２１２．５６（厘 米３）７．８×２１２．５６＝１６５７．９６８
（克），即此钢材约重１．７千克

２２２４．计算如图所示零件的体积
解　如 图 所 示，零 件 体 积 为 一 立 方 体

体积减去一圆锥 体 体 积 所 得 的 差 立 方 体

体积为３００３＝２７００００００（毫 米３），圆 锥 体 体

积为１
３×１

４×３００２×３．１４×１００＝２３５５０００

（毫米３），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５５０００＝２４６４５０００（毫米３），即此零件的体积为２４６４５
厘米３

２２２５．计算如图所示零件的体积

解　如图所示，零件体积为一立 方 体 体 积 与 一 圆 柱 体 体 积 及 一 圆 锥 体

体积 之 和 立 方 体 体 积 为５００３＝１２５００００００（毫 米３），圆 柱 体 体 积 为 １
４×

３００２×３．１４×６００＝４２３９００００（毫米３），圆锥体体积为 １
３×１

４×３００２×３．１４

×２００＝４７１００００（毫米３），１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３９００００＋４７１００００＝１７２１０００００（毫

米３），即此零件的体积为１７２．１分米３

２２２６．计算如图所示零件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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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如 图 所 示，零 件 体 积 为 两 个

长方体体积之 和 减 去 两 个 圆 柱 体 体 积

所得的差 大长方体体积为５００×４００
×１５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毫米３），小长方体体

积 为 ４００×２００×５０＝４００００００（毫

米３），两圆柱体体 积 为 １
４×８０２×３．１４

×２＝１００４８（毫 米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４８＝３３９８９９５２（毫 米３），
即此零件的体积约等于３３９９０厘米３

六、其他

　　１．数数问题

２２２７．

（１）上图中共有多少条线段？

（２）如果ＡＢ＝１０厘米，ＢＣ＝７厘 米，ＣＤ＝１２厘 米，ＤＥ＝８厘 米，图 中

所有线段长度的总和是多少？

解　（１）有两种不同的数线段的方法
第一种：把图中线段ＡＢ、ＢＣ、ＣＤ、ＤＥ 称为基本线段 从左向右，
由一条基本线段组成的线段有：ＡＢ、ＢＣ、ＣＤ、ＤＥ 四条；
由两条基本线段组成的线段有：ＡＣ、ＢＤ、ＣＥ 三条；
由三条基本线段组成的线段有：ＡＤ、ＢＥ 两条；
由四条基本线段组成的线段就只有ＡＥ 一条
所以图中的线段共有

４＋３＋２＋１＝１０（条）
第二种：以Ａ、Ｂ、Ｃ、Ｄ、Ｅ 各 点 作 为 线 段 的 一 个 端 点，按 同 一 方 向 数 线

段
线段左端点是Ａ 的有：

ＡＢ、ＡＣ、ＡＤ、ＡＥ 四条；
线段左端点是Ｂ 的有：

ＢＣ、ＢＤ、ＢＥ 三条；
线段左端点是Ｃ 的有：ＣＤ、ＣＥ 两条；
线段左端点是 Ｄ 的有：ＤＥ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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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图中的线段共有

　　　　４＋３＋２＋１＝１０（条）
由上述两种方法数线段的结果可知，设基本线段数为ｎ，则线段的总数

为：

　　　　ｎ＋（ｎ－１）＋（ｎ－２）＋…＋２＋１

＝
（ｎ＋１）×ｎ

２ 

（２）计算所有线段长度的总和也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基本线段长度的和为１０＋７＋１２＋８；
由两条基本线段组成的线段长度的和为（１０＋７）＋（７＋１２）＋（１２＋８）；
由三条基本线段组成的线段长度的和为（１０＋７＋１２）＋（７＋１２＋８）；
由四条基本线段组成的线段长度的和为１０＋７＋１２＋８
所以所有线段长度的总和为

１０＋７＋１２＋８＋（１０＋７）＋（７＋１２）＋（１２＋８）＋（１０＋７＋１２）＋（７＋１２
＋８）＋（１０＋７＋１２＋８）＝１８６（厘米）

第二种：以Ａ 点为左端点的线段长度的和为

１０＋（１０＋７）＋（１０＋７＋１２）＋（１０＋７＋１２＋８）；
以Ｂ 点为左端点的线段长度的和为７＋（７＋１２）＋（７＋１２＋８）；
以Ｃ 点为左端点的线段长度的和为１２＋（１２＋８）；
以 Ｄ 点为左端点的线段长度为８
所以所有线段长度的总和为

１０＋（１０＋７）＋（１０＋７＋１２）＋（１０＋７＋１２＋８）＋７＋（７＋１２）＋（７＋１２
＋８）＋１２＋（１２＋８）＋８＝１８６（厘米）

２２２８．在∠ＡＯＢ 中，有１５条 从 Ｏ 点 出 发

的射线，求这里面共有多少个角？

解　解 题 的 思 路 同 第２２２６题，图 中 共 有

１５＋２＝１７（条）射 线，有１６个 基 本 角，因 此 角

的总数是

（１６＋１）×１６
２ ＝１３６（个）

２２２９．下图中∠１＋∠４＝∠２＋∠３，问 当

∠ＡＯＢ 是多少度时，图中所有角的和等于１８０°？

解　图中共有４＋３＋２＋１＝１０（个）角，它们是：

∠１，∠１＋∠２，∠１＋∠２＋∠３，∠１＋∠２＋∠３＋∠４；

∠２，∠２＋∠３，∠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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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４；

∠４
依题意，得　∠１＋（∠１＋∠２）＋（∠１

＋∠２＋∠３）＋（∠１＋∠２＋∠３＋∠４）＋
∠２＋（∠２＋∠３）＋（∠２＋∠３＋∠４）＋∠３
＋（∠３＋∠４）＋∠４＝（∠１＋∠２＋∠３＋

∠４）×４＋（∠２＋∠３）×２＝５∠ＡＯＢ＝１８０°，

∴　∠ＡＯＢ＝１８０°÷５＝３６°
２２３０．上海到南京的快车，除起、终 点 站 外，还 要 停 靠６个 站 问 要 准

备几种不同的车票？有多少种不同的票价？

解　连起、终点共有八个站，７段 线 路 同 是 两 个 车 站，去 时 与 回 程 是

两种不同的车票，所以共需准备车票

（７＋１）×７
２ ×２＝５６（种）

由于去时与回程的行程相同，所以票价也相同 因此，不同的票价有

（７＋１）×７
２ ＝２８（种）

２２３１．两条相交直线上有Ａ１、Ａ２、Ａ３、Ｂ１、

Ｂ２、Ｂ３ 六个点，以这六个点为顶点的三角形共

有多少个？

解　连 结 Ａ１Ｂ１、Ａ１Ｂ２、Ａ１Ｂ３，以 Ａ１ 为 顶

点、底边落在直线Ｂ１Ｂ３ 上的三角形有３个，它

们 是 △Ａ１Ｂ１Ｂ２、△Ａ１Ｂ２Ｂ３ 和 △Ａ１Ｂ１Ｂ３ 同

理，以Ａ２ 或Ａ３ 为顶点、底边落在直线Ｂ１Ｂ３ 上的三角形也各有３个

又连Ｂ１Ａ２、Ｂ１Ａ３，以Ｂ１ 为顶点、底 边 落 在 直 线 Ａ１Ａ３ 上 的 三 角 形 也 有

３个，它们是△Ｂ１Ａ１Ａ２、△Ｂ１Ａ２Ａ３ 和△Ｂ１Ａ１Ａ３ 同理，以Ｂ２ 或Ｂ３ 为顶点、
底边落在直线Ａ１Ａ３ 上的三角形也各有３个

所以，图中以Ａ１、Ａ２、Ａ３、Ｂ１、Ｂ２、Ｂ３ 为顶点的三角形共有

３×６＝１８（个）
２２３２．下图中共有多少个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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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将上图注上字母
在△ＡＢＣ 的ＢＣ 边上，有４条长度相等的基本线段
以１条基本线段为底边的三角形有４个；
以２条基本线段为底边的三角形有３个；
以３条基本线段为底边的三角形有２个；
以４条基本线段为底边的三角形有１个
所以在ＢＣ 边上数得三角形的个数为

４＋３＋２＋１＝
（４＋１）×４

２ ＝１０

但在Ｂ１Ｃ１ 边上数三 角 形 时，不 但 要 向 上 数，而 且 要 向 下 数，兹 将 数 得

的三角形个数列表如下：

边 基 本 线 段 向　上　数 向　下　数

ＢＣ ４
（４＋１）×４

２ ＝１０ ———

Ｂ１Ｃ１ ３
（３＋１）×３

２ ＝６ ３

Ｂ２Ｃ２ ２
（２＋１）×２

２ ＝３
（２＋１）×２

２ ＝３

Ｂ３Ｃ３ １ １ １

所以图中三角形的总数为　１０＋６＋３＋１＋３＋３＋１＝２７（个）
２２３３．某次国际乒乓球赛女子团体赛有２０个队参加 比赛时２０个队

分成三组，第一组７队，第二组６队，第三组７队 三组各采用单循环制，决

定分组冠军 再由 三 个 分 组 冠 军，仍 采 用 单 循 环 制，决 定 世 界 女 子 团 体 冠

军问这样一共要比赛多少场次？

解　按照第２２３３题的思路，第一和第三组各７个队，各要比赛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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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１＝２１（场次）；第二组比赛５＋４＋３＋２＋１＝１５（场次）；分组冠军

间决出世界女子团体冠军要比赛２＋１＝３（场次） 所以比赛场次总数为

２×２１＋１５＋３＝６０
２２３４．平面上有１２个点，没有３个点在一条直线上问这１２个点可以确

定多少条不同的直线？以每３个点为顶点作三角形，共可作多少个三角形？

解　要确定有多少条不同的直 线，相 当 于 在 一 条 直 线 上 有１２个 点，数

出线段的总数 现在有１２个点，基本线段是１１条，所以所作直线的总数是

（１１＋１）×１１
２ ＝６６（条）

在数所作三角形的总数时，可将１２个 点 放 在 一 直 线 上，并 用 字 母 表 示

如下：

以点Ａ 为 三 角 形 的 一 个 顶 点，ＡＢ 为 底 的 三 角 形 有 △ＡＢＣ、△ＡＢＤ、

△ＡＢＥ、…、△ＡＢＫ、△ＡＢＬ 共１０个；
以ＡＣ 为底的三角形有△ＡＣＤ、△ＡＣＥ、△ＡＣＦ、…、△ＡＣＫ、△ＡＣＬ 共

９个；
以ＡＤ 为底的 三 角 形 有△ＡＤＥ、△ＡＤＦ、△ＡＤＧ、…、△ＡＤＫ、△ＡＤＬ

共８个；
……
以ＡＪ为底的三角形有△ＡＪＫ、△ＡＪＬ 共２个；
以ＡＫ 为底的三角形有△ＡＫＬ１个
共有（１０＋９＋８＋…＋２＋１）个；
同理，以Ｂ 点为三角形的一个顶点的三角形有

（９＋８＋７＋…＋２＋１）个；
以Ｃ 点为三角形的一个顶点的三角形有

（８＋７＋６＋…＋２＋１）个；
以 Ｄ 点为三角形的一个顶点的三角形有

（７＋６＋５＋…＋２＋１）个；
……
以Ｉ点为三角形的一个顶点的三角形有（２＋１）个；
以Ｊ点为三角形一个顶点的三角形有１个
所以三角形的总数为

１×１０＋２×９＋３×８＋４×７＋…＋９×２＋１０×１＝２２０（个）
２２３５．下图中（单位：厘米）（１）共 有 多 少 个 长 方 形？（２）它 们 面 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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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是多少厘米２？

解　（１）在 长 方 形 的 长 上，共 有
（４＋１）×４

２
＝１０（条）不同的线段；

在长方 形 的 宽 上，共 有
（３＋１）×３

２ ＝６（条）

不同的线段
由于长方形是由宽和长两个因素 确 定 的，因 此 从 图 中 长 方 形 的 长 上 的

１０条线段中任意选择一条，配 上 宽 上６条 线 段 中 的 任 意 一 条，就 确 定 一 个

长方形 由此可知，长方形的总数是１０×６＝６０（个）；
（２）长方形的长上的１０条线段的长度分别为５、１７、２５、２６；１２、２０、２１；

８、９；１
宽上的６条线段的长度是４、１１、１４；７、１０；３
配成的６０个长方形面积的总和是：
（５×４＋１７×４＋２５×４＋…＋１×４）＋（５×１１＋１７×１１＋２５×１１＋…＋
１×１１）＋…＋（５×３＋１７×３＋２５×３＋…＋１×３）

＝（５＋１７＋２５＋…＋９＋１）×（４＋１１＋…＋３）＝１４４×４９
＝７０５６（厘米２）
由上面的计算可知：计算所有长 方 形 面 积 总 和 的 方 法 是 长 度 上 线 段 长

度的和乘以宽度上线段长度的和
２２３６．３２的约数 有１、２、４、８、１６、３２；８１的 约 数 有１、３、９、２７、８１ 那 么

２５９２共有多少个约数？这些约数的总和是多少？

解　２５９２＝３２×８１
３２有６个约数，８１有５个约数，这些数都是２５９２的约数 此外，３２的任

一约数与８１的任一约数的积也是２５９２的约数故约数的个数是６×５＝３０
这些约数的总和是

（１＋２＋４＋８＋１６＋３２）×（１＋３＋９＋２７＋８１）＝７６２３
２２３７．课外科研小组共有１３人，其中男生８人，女生５人 现在要选出

１个女生，２个男生组成一个准备科研报告的小组 问一共有多少选法？

解　从８个男生中挑选２人，相当于第２２２９题的从８个端点、７条线段

中数线段的总数，所以选法有

７＋６＋…＋２＋１＝
（７＋１）×７

２ ＝２８（种）

从５个女生中挑选１人的选法有５种
一个女生配上任何两个男生就能 组 成 一 个 准 备 科 研 报 告 的 小 组，因 此

共有５×２８＝１４０（种）不同的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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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８．平面上有１６个点，排成一个正方形，每行、每列上

相邻两点的距离都相 等（如 图） 每 个 点 上 钉 着 钉 子，以 这 些

点为顶点，用线将它们围起来，求共可围成多少个正方形？

解　用线围成的正方形有两种情况，一种如图（１）所 示，
正方形两条边是水平方向的 另一种如图（２）和图（３）所 示，
正方形是斜向的

图（１） 图（２） 图（３）

　　图（１）的正方形共有　３２＋２２＋１＝１４（个）；
如图（２）的正方形有２个，如图（３）的正方形有４个
因此，共可围成正方形为　１４＋２＋４＝２０（个）

２２３９．左图是 一 个 立 方 体，将 它 的 每 个 面

都划分成９个等积的正方形 问这个立方体中

共有多少个长方体？多少个立方体？

解　立 方 体 的 每 度 上 都 有 ３＋２＋１＝６
（条）线段，因此长方体的个数是６３＝２１６

立方体的每度上都有３条基本线段
每度各由 一 条 基 本 线 段 组 成 的 立 方 体 有

３３ 个；
每度各由 二 条 基 本 线 段 组 成 的 立 方 体 有

２３ 个；
每度各由三条基本线段组成的立方体有１个
所以立方体的总数是３３＋２３＋１＝３６（个）

２２４０．左图是 个 长 方 体，将 各 个 面 划 成 如 图

所示 问图中共有多少个长方体？

解　在长方体的长度上有线段

（４＋１）×４
２ ＝１０（条）；

在长方体的宽度上有线段

（３＋１）×３
２ ＝６（条）；

在长方体的高度上有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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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２ ＝１５（条）

图中长方体的总数为　１０×６×１５＝９００（个）

　　２．重叠问题

２２４１．正方形 ＡＢＣＤ 的 边 长 为２厘 米，分 别

以Ａ、Ｃ 为圆心，以２厘米为半径作弧 求图中 阴

影部分的面积
解　两条弧将 正 方 形 ＡＢＣＤ 分 成 三 部 分，用

一、二、三表示 这 三 部 分 二 是 扇 形 ＡＢＤ 和 扇 形

ＣＢＤ 的 重 叠 部 分，所 以 Ｓ一 ＋Ｓ二 ＋Ｓ二 ＋Ｓ三 ＝
Ｓ扇形ＡＢＤ ＋Ｓ扇形ＣＢＤ 　 ①；又 Ｓ一 ＋Ｓ二 ＋Ｓ三 ＝
Ｓ正方形ＡＢＣＤ　②

①式减去②式，得

Ｓ二 ＝Ｓ扇形ＡＢＤ＋Ｓ扇形ＣＢＤ－Ｓ正方形ＡＢＣＤ＝３．１４×２２×１
４×２－２２

＝２．２８（厘米２）
２２４２．一个班４８人中，在课堂上完成语文、数学作业的情况有三种，一

种做完语文作业 没 有 做 完 数 学 作 业，一 种 做 完 数 学 作 业 没 有 做 完 语 文 作

业一种语文、数学作业都做完 了 已 知 做 完 语 文 作 业 的 有３７人，做 完 数

学作业的有４２人 问语文、数学作业都做完的有多少人？

解　如图，Ｓ１ 表示做完语文作业 没 有 做 完 数 学 作 业 的 人 数，Ｓ２ 表 示 做

完数学作业没有做完语文 作 业 的 人 数，Ｓ３ 表 示 语 文、数 学 作 业 都 做 完 的 人

数 根据题意，得

Ｓ１＋Ｓ３＝３７，Ｓ２＋Ｓ３＝４２
以上两式相加，得　Ｓ１＋Ｓ２＋Ｓ３＋Ｓ３＝３７＋４２＝７９； ①
又知全班人数为４８人，即Ｓ１＋Ｓ２＋Ｓ３＝４８ ②
①式减去②式，得　Ｓ３＝７９－４８＝３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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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语文、数学作业都做完的有３１人
２２４３．在六年级一个班４８个 学 生 中 调 查 会 游 泳 和 骑 自 行 车 的 人 数

发现每个学生至少会一样，有 ７
１２

的 学 生 会 游 泳，有 １
４

的 学 生 两 样 都 会 求

会骑自行车的有多少个学生？

解　如图是两个相交的圆，用Ａ 表示只会

游泳的人数，Ｂ 表示只会骑自行车的人数，Ｃ 表

示两样都会的人数
根据题意，得　

Ａ＋Ｃ＝４８×７
１２＝２８，Ｃ＝４８×１

４＝１２

所以，Ａ＝２８－１２＝１６ 而Ａ＋Ｂ＋Ｃ＝４８，
因此，Ｂ＋Ｃ＝４８－１６＝３２（人）

即会骑自行车的有３２个学生
２２４４．有ａ、ｂ、ｃ三本新书，至少读过其中一本的有１８人，读过ａ书的有９

人，读过ｂ书的有８人，读过ｃ书的有１１人，读过ａ、ｂ两书的有５人，读过ｂ、ｃ
两书的有３人，读过ａ、ｃ两书的有４人问三本新书全都读过的有多少人？

解１　如图中Ⅰ、Ⅱ、Ⅲ表示只读过１本 的 人

数Ⅳ、Ⅴ、Ⅵ表 示 只 读 过２本 的 人 数，Ⅶ表 示 三

本书全都读过的人数
显然，Ⅰ＋Ⅳ＋Ⅵ＋Ⅶ＝９；Ⅱ＋Ⅳ＋Ⅴ＋Ⅶ

＝８；Ⅲ＋Ⅴ＋Ⅵ＋Ⅶ＝１１ 所以，

Ⅰ＋Ⅱ＋Ⅲ＋２Ⅳ＋２Ⅴ＋２Ⅵ＋３Ⅶ
＝９＋８＋１１ ①
又　至少读过一本的有１８人，所以，

Ⅰ＋Ⅱ＋Ⅲ＋Ⅳ＋Ⅴ＋Ⅵ＋Ⅶ＝１８ ②
①式减去②式，得　Ⅳ＋Ⅴ＋Ⅵ＋２Ⅶ＝（９＋８＋１１）－１８ ③
又知读过ａ、ｂ两书的有５人，ｂ、ｃ两书的有３人，ａ、ｃ两书的有４人，所以

（Ⅳ＋Ⅶ）＋（Ⅴ＋Ⅶ）＋（Ⅵ＋Ⅶ）＝Ⅳ＋Ⅴ＋Ⅵ＋３Ⅶ＝５＋３＋４ ④
④式减去③式，得

Ⅶ＝（５＋３＋４）－［（９＋８＋１１）－１８］

＝２（人）
因此３本新书全都读过的有２人；
解２　设３本全读过的有ｘ人 则只读过ａ、

ｂ两书的是（５－ｘ）人，只 读 过ｂ、ｃ两 书 的 是（３－
ｘ）人，只读过ａ、ｃ两书的是（４－ｘ）人；只读过ａ书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９１５　　 　 　

的是９－（５－ｘ）－ｘ－（４－ｘ）＝ｘ（人），只读过ｂ书的是８－（５－ｘ）－ｘ－（３
－ｘ）＝ｘ（人），只读过ｃ书的是１１－ｘ－（４－ｘ）－（３－ｘ）＝４＋ｘ（人） 依题

意，得

ｘ＋（５－ｘ）＋（３－ｘ）＋（４－ｘ）＋ｘ＋ｘ＋（４＋ｘ）＝１８
解方程，得　ｘ＝２ 所以３本书全读过的有２人
２２４５．某班有学生５０名，举行冬季体锻竞赛 项目有跳绳、拔河、长跑

三项，规定每人至少参加一项 而且还知道下述情况：（１）只参加拔河比赛

的学生有８人；（２）参加长跑比赛的有２５人；（３）参加拔河和跳绳比赛的学

生有１０人；（４）参加跳绳和长跑比赛的学生有９人；（５）参加拔河和长跑而

没有参加跳绳比赛的人数 比 同 时 参 加 三 项 比 赛 的 人 数 少１人；（６）只 参 加

跳绳比赛的人数是同时参 加 三 项 比 赛 人 数 的２倍 问：（１）同 时 参 加 三 项

比赛的学生有多少人？（２）只参加两项比赛的学生有多少人？（３）只 参 加

一项比赛的学生有多少人？

解　设 同 时 参 加 三 项 比 赛 的 学 生 有 ｘ 人
那么，三项中只参加两项的是：（１）只参加拔河和

跳绳比赛的人数为（１０－ｘ）人；（２）只参加长跑和

跳绳比赛的人数 为（９－ｘ）人；（３）只 参 加 拔 河 和

长跑比赛的人 数 为（ｘ－１）人 三 项 中 只 参 加 一

项的是：（１）只参加拔河比赛 的 有８人；（２）只 参

加跳绳比赛的有２ｘ人；（３）只参加长跑比赛的有

２５－ｘ－（ｘ－１）－（９－ｘ）＝１７－ｘ（人） 因 为 全

班５０人，每人至少参加三项比赛中的一项，所以，

ｘ＋（１０－ｘ）＋（９－ｘ）＋（ｘ－１）＋８＋２ｘ＋（１７－ｘ）＝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７ 所以同时参加三项比赛的有７人；只参加两项比赛

的有（１０－ｘ）＋（９－ｘ）＋（ｘ－１）＝（１０－７）＋（９－７）＋（７－１）＝１１（人）；
只参加一项比赛的有８＋２ｘ＋（１７－ｘ）＝８＋２×７＋（１７－７）＝３２（人）

参加各项比赛的人数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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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染色法

２２４６．教室里有７排位子，每排７座，每张位子上坐一个学生 如果一

周后，每个学生都必须和他相邻（前、后、左、右）的 某 一 同 学 互 换 位 子，问 能

不能换成？为什么？

解　画一个７×７格 子 的 正 方 形，每 个 格 子 表

示一个位子 将这些格子涂成黑白两色，使相邻的

格子黑白相间 按 规 定 交 换 位 子 只 需 要 将 黑 色

的格子与白色的格 子 全 部 交 换 就 行 但 黑 色 的 与

白色的相差一格，因此这种交换不可能成功
２２４７．如图 是 一 个 由３４块１×１的 小 正 方 形

拼镶而成的图形，能不能用１７个２×１的矩形将这

个图形全部覆盖？

　　解　将图形中的小方格用上题的方法，黑白相间地涂上颜色
如果将１×２的矩形覆盖上去，必须要盖住一块黑色的与一块白色的小

正方形，而图中是１６块黑色的小 正 方 形 和１８块 白 色 的 小 正 方 形，因 此，要

将图形全部覆盖是不可能的
２２４８．下图由１×１的正方 形 组 成，能 不 能 用１×２的 小 长 方 形 将 它 们

全部覆盖？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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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将图中的一部分小正方形 涂 上 黑 色，使 黑 白 相 间，被 一 个１×２的

小长方形覆盖的正方形，必定 是 一 黑 一 白，现 在 图 中 有１３个 黑 格，１３个 白

格，因此能用１×２的长方形将它们全部覆盖
２２４９．有一批商品，每一件呈 长 方 体 形 状，它 们 的 尺 寸 为１×２×４ 现

在有一些现成的正方体木箱，它们 的 尺 寸 为６×６×６ 试 问：能 不 能 用 这 样

的商品将木箱完全填满？

解　这 样 做 似 乎 是 可 能 的因 为 木 箱 的 容

积是６×６×６＝２１６ 商品的体积为１×２×４＝８，

２１６÷８＝２７ 而 实 际 上，这２７件 商 品 无 论 怎 样

是无法装入这种木箱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将

木箱分成２７个 小 正 方 体，每 个 小 正 方 体 的 尺 寸

为２×２×２ 把 这 些 小 正 方 体 交 替 地 涂 上 黑、白

两色（如图）
涂色后可以看到，黑色的２×２×２的小正方

体有１４个；白色的２×２×２的小 正 方 体 有１３个，黑 的 比 白 的 多１个１个

黑色小正方体，相当于２×２×２＝８个边长为１的黑的单位正方体
现在将这种１×２×４的长方体形状的商品放入木箱，无论怎样放，每件

商品‘盖住’８个为１的单位正方体，其中黑、白各占４个 木箱共含６×６×
６＝２１６个单位正方体 放入２６件商品后，总共盖住８×２６＝２０８个单位正

方体，其中黑、白各占１０４个 余下２１６－２０８＝８（个）单位正方体是黑色的，
而第２７件商品是无法“盖住”这８个黑色的单位正方体的

２２５０．３６个相同的小正方体叠成 一 如 图

的长方体 在取走 Ａ、Ｂ 两 个 小 立 方 体 后，在

这 几 何 体 的 整 个 表 面 涂 满 红 漆，其 中 有 多 少

个小立方体是两个面有油漆的？

解　１＋（２×２＋１）＋３＋ ２＝１１

　　｜ 　　｜ 　｜ 　　｜
Ｂ 周围 长的方向 宽的方向 高的方向

２２５１．有一个长、宽、高分别是１０、９、８的

长方体，它的前、后两面涂红色，左、右 两 面 涂

黄色，上、下两面涂蓝色 如果把它分成 棱 长

为１的 立 方 体，那 么 有 三 种 颜 色 的 有 几 块？

有黄、蓝两 种 颜 色 的 有 几 块？只 有 黄 色 的 有

几块？

解　有三种颜色的小立方体集中在长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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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８个顶上，因此有８块；
有黄、蓝两种颜色的小立方体在宽方向的四条棱上，且每条棱上要去掉

前、后两端的２块 共有

（９－２）×４＝２８（块）；
只有黄色的小立方体在左、右两个面的中央 共有

（９－２）×（８－２）×２＝８４（块）
２２５２．一个 图 形 分 成９个 区 域，给 图 形 涂

色，要求相邻两区域涂的是不同的颜色，这样至

少需要涂多少种不同的颜色？

解　在区域１涂第一种颜色，区域２～８都

与区域１接壤，因此需选用第二、第三种颜色 间

隔涂色 但区域２至区域８共７块 区 域，成 奇 数，这 样 间 隔 涂 色，必 导 致 区

域８与区域７同色，因此区域８需涂第四种颜色 区域９与区域２、３接壤，
因此涂第一种颜色或第四种颜色，就不会产生相邻区域同色的问题

因此，根据要求对各区域涂色，至少需要涂４种不同的颜色

　　４．抽屉原理

２２５３．把６只苹果放到５个 抽 屉 中 去，那 么 至 少 有 一 个 抽 屉 有 不 止 一

只苹果 对吗？

解　６只苹果必须放到抽屉中去 如果每个抽屉先各放１只，再将第６
只放进抽屉，必然有一个抽屉有２只苹果 如果某一个或某几个抽屉不放，
那么其他抽屉中放的苹果，必然至少 有 一 个 抽 屉 有 不 止 一 只 苹 果 由 于 苹

果是６只，抽屉只有５个，所以至少有一个抽屉有不止一只苹果
我们把上面“６只苹果”和“５个 抽 屉”的 这 种 思 考 方 法 概 括 成 数 学 上 的

一条原理，就是“抽屉原理”：
如果把（ｍ＋１）个物体放到 ｍ 个抽屉里，那么至少有一个抽屉里放有不

止一个这种物体
抽屉原理可以解决不少较为复杂的数学问题
２２５４．学校里有３６６位１９７９年出生的学生，那么其中至少有两位学生

的生日是在同一天的 对吗？

解　１９７９年是平年，全年３６５天 把一年的３６５天看作是３６５个抽屉，

３６６位学生看作是３６６个物体３６６个物体放进３６５个抽屉 中，至 少 有 一 个

抽屉有不止一个物 体 这 就 说 明，至 少 有 一 天，有 不 止 一 位 同 学 在 这 天 出

生
２２５５．任意取出多少个整数，才能使其中必有两个数的差是６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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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除以６，两个同余的数的差必能被６整除，也就是这个差必是６的

倍数
一个整数，除以６，余数有０、１、２、３、４、５六 种，我 们 把 它 们 看 成６个 抽

屉，把７个整数放入这６个抽屉，必 有 两 数 在 同 一 抽 屉，也 就 是 这 两 个 数 除

以６的余数相同 所以，任意取出７个整数，其中必有两个数的差是６的倍

数
２２５６．任意写出多少个纯小数，才能使其中必有两个数的差小于０．０５？

解　纯小数 必 大 于０、小 于 １ 将 纯 小 数 分 成 ２０个 区 间：（０，０．０５］，
（０．０５，０．１］，（０．１，０．１５］，…，（０．９０，０．９５］，（０．９５，１），这２０个 区 间 就 是２０
个抽屉 如果任意写出２１个纯小 数 放 入 这２０个 抽 屉，必 有 两 个 纯 小 数 在

同一抽屉，同一抽屉的两个纯小数的差必小于０．０５
２２５７．任意取７个整数，其中 必 有 两 个 数 的 和 或 差 是１０的 倍 数，为 什

么？

解　整数分６类：

１０ｋ，１０ｋ±１，１０ｋ±２，１０ｋ±３，１０ｋ±４，１０ｋ±５，其中ｋ为整数（正整 数、
零、负整数） 这６类整数 是６个 抽 屉，任 意７个 整 数，必 有 两 整 数 在 同 一

抽屉，即必有两整数是同一类，则和或 差 必 是１０的 倍 数 以 第 二 类 为 例，
如：

两数为１０ｋ＋１、１０ｋ′－１，则和为

１０ｋ＋１＋１０ｋ′－１＝１０（ｋ＋ｋ′），是１０的倍数；
两数为１０ｋ＋１、１０ｋ′＋１，则差为

１０ｋ＋１－１０ｋ′－１＝１０（ｋ－ｋ′），是１０的倍数；
两数为１０ｋ－１、１０ｋ′－１，则差为

１０ｋ－１－１０ｋ′＋１＝１０（ｋ－ｋ′），是１０的倍数
２２５８．有１１个自然数，每 个 都 不 大 于２０，其 中 必 有 两 个 数 互 质，为 什

么？

解　相邻两自然数必互质，将１～２０的 自 然 数 分１０组：（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每 组

两数互质 从这１０组数抽１１个 数，必 有 两 数 从 同 一 组 中 抽 出，因 此，不 大

于２０的１１个自然数中必有两数互质
２２５９．设ｘ１，ｘ２，ｘ３，…，ｘｎ 是ｎ 个小于１的正数 证明：其中必有两个

数的差（大数减小数）小于 １
ｎ－１

证　将小于１的正数分成（ｎ－１）个区间

０，１
ｎ－（ ］１

， １
ｎ－１

，２
ｎ－（ ］１

， ２
ｎ－１

，３
ｎ－（ ］１

， …， ｎ－３
ｎ－１

，ｎ－２
ｎ－（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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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２
ｎ－１

，（ ）１ ，每个区间中两数之差小于 １
ｎ－１ｎ

个数放入（ｎ－１）个抽屉，必有

两数同抽屉 则此两数之差必小于 １
ｎ－１

２２６０．试证明：任取五个自然 数，必 可 从 中 选 出 一 个 或 几 个，使 它 们 的

和能被５整除
证　设五个自然数分别为ａ、ｂ、ｃ、ｄ、ｅ 从 这 五 个 自 然 数 中 任 选 一 个 或

几个 有多种选法，我们不妨对其中的ａ，ａ＋ｂ，ａ＋ｂ＋ｃ，ａ＋ｂ＋ｃ＋ｄ 和ａ＋
ｂ＋ｃ＋ｄ＋ｅ被５除后余数的情况进行讨论

任何自然数除以５余数只能有０、１、２、３、４五种情形
若上述五个自 然 数 和 自 然 数 的 和 之 一 的 余 数 为０，则 这 个 数 即 为 所

求；
若它们之中任何一个的余数 不 为０，那 么 它 们 之 中 至 少 有 两 数 被５除

后的余数相同（这时余数 只 有１、２、３、４四 种 情 形，而 被 除 数 有５个） 同 余

两数之差必能被除数整除，则这两个数的差必能被５整除
又在ａ，ａ＋ｂ，ａ＋ｂ＋ｃ，ａ＋ｂ＋ｃ＋ｄ和ａ＋ｂ＋ｃ＋ｄ＋ｅ中，任意两数之差

或为ｂ、ｃ、ｄ、ｅ，或为它们中的几个数之和
比如：若ａ＋ｂ和ａ＋ｂ＋ｃ＋ｄ被５除后的余数相等，则（ａ＋ｂ＋ｃ＋ｄ）－

（ａ＋ｂ）＝ｃ＋ｄ可被５整除
所以在ａ、、ｂ、ｃ、ｄ、ｅ中，必定有一个或几个数之和是５的倍数
２２６１．某班４８名学生进行一 次 跳 短 绳 测 验，在 规 定 时 间 里，最 多 的 跳

１７５次，最少的跳１６０次 那么在该班学生中至少要任意挑出多少名学生，
才能从中选出３名在规定时间内跳绳次数相同的学生？

解　１７５－１６０＋１＝１６，从最多跳１７５次到最少跳１６０次，可分１６个成

绩档次 也就是１６个抽屉
１６×２＋１＝３３（人）

就是从班中至少挑出３３名学生，其中必能选出３名学生在规定时间内

跳绳的次数相同
２２６２．把１６００颗花生分给１００只猴子 证明不管怎么分，至少有４只

猴子得到的花生一样多 且请你设 计 一 种 分 法，使 得 没 有５只 猴 子 得 到 的

花生一样多
证　要使没有４只猴子分得的花生一样多，可以这样分：

３只猴子得０颗，３只猴 子 得１颗，……３只 猴 子 得３２颗，还 有 一 只 猴

子得３３颗 这时所需花生的总数：
（１＋２＋３＋…＋３２）×３＋３３＝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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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过１６００颗 如将第１００只猴子所得花生削减，使总数成１６００颗，
则此猴子所得必与前９９只猴子中的３只相同 所以不管怎样分，至少有４
只猴子所得花生一样多

上面的分法，就没有５只猴子分得的花生一样多 分的方法很多，下面

又是一种：

４只猴子各分１颗花生，４只 猴 子 各 分２颗 花 生，４只 猴 子 各 分３颗 花

生，以后的猴子３只一组，各组依次各分４颗、５颗、……、３２颗，最后一只猴

子即第１００只猴子分１０颗花生，这样猴子共

３×４＋３×（３２－４＋１）＋１＝１００（只）
共分去花生

（１＋２＋３）×４＋（４＋５＋…＋３２）×３＋１０＝１６００（颗）
２２６３．一个布袋里大小相同而颜色不同的木球，其中红的１０个，白的９

个，蓝的２个，黄的８个 一次至少 取 多 少 个 球，才 能 保 证 至 少４个 是 同 色

的？

解　摸出２个，可能全是蓝色的，接着摸９个，可能红、白、黄各３个，那

再摸一个，这一个非红、即黄、即白，这样必定至少有４个球是同色的 所以

一次至少摸出２＋（３×３＋１）＝１２（个）球，才 能 保 证 其 中 至 少４个 是 同 色

的
２２６４．一副扑克牌共有５２张（去 掉 大 王、小 王），问 至 少 要 取 多 少 张 牌

才能保证其中必有３种或３种以上花色？

解　５２张扑克牌有四种花色，每 种 花 色 有１３张 牌，所 以 至 少 取１３×２
＋１＝２７（张）牌才能保证其中必有３种或３种以上的花色

２２６５．一次北京夏令营组 织１９９８名 同 学 游 览 故 宫、景 山、北 海 三 个 地

方，规定每个同学至少去一个地方，问：至 少 有 多 少 同 学 游 览 了 完 全 相 同 的

地方？

解　游览的地方可能去三处中 的 一 处：故 宫、景 山、北 海 也 有 人 可 能

去了三处中的两处：故宫、景山；故 宫、北 海；景 山、北 海 有 人 也 可 能 故 宫、
景山、北海三处都去了，这是七个抽屉１９９８＝７×２８５＋３，因此，至少有２８５
＋１＝２８６（人）去了完全相同的地方

２２６６．布袋中有红、黄、蓝三种颜色的球各２４个，如果闭上眼睛至少要

摸出多少个球，才能保证红球与黄球的和比蓝球多，黄球与蓝球的和比红球

多，蓝球与红球的和比黄球多？

解　２４＋２４＋１＝４９（个）
至少要摸出４９个球才能保证其 中 两 种 球 球 数 之 和 大 于 第 三 种 球 的 球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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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６７．幼儿园买来不少马、猪、狗塑料玩具，每个小朋友任意选择两件，
那么要有几个小朋友才能保证至少有两人选的玩具相同？

解　从 三 种 玩 具 中 挑 选 两 种，所 有 的 搭 配 如 下：马、马；马、猪；马、狗；
猪、猪；猪、狗；狗、狗共六种 把每一种搭配看成一个抽屉，共６个抽屉 当

有６＋１即７个小朋友时就能保证至少有两人选的玩具相同
２２６８．在围 棋 盘 上 勾 划 出 ３×９ 的 长 方

形，在每个格子内或者放白子或者放黑子 试

说明不管怎样选２７个 子 来 放，这 九 列 中 至 少

有两列，它们放子的方式是一样的
解　每列三格，可以放三个子，但 颜 色 只 有 两 种，或 者 是 黑，或 者 是 白，

因此每列摆下来，摆法完全不一样的，最多有８种（如图所示，有阴影的格子

表示放黑子，没有阴影的放白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８种摆法相当于８个抽屉；勾划出的长方形共９列，相当于９件物体，９
件物体放入８个抽屉，至少有一个抽屉不止一件物体，就是九列中至少有两

列，它们放子的方式是一样的
２２６９．从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这１０个数中，任意 取 出６个 数，证 明

其中至少有两个数，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倍数

类别 一 二 三 四 五

数 １、２、４、８ ３、６ ５、１０ ７ ９

证　将１～１０这十个数按倍数 关 系 分 成 五 类，如 表 所 示 其 中 第 一 类

四个数中每两个数都有倍数关系 如 果 从 五 类 中 各 取 一 个 数，而 且 这 五 个

数不存在倍数关系，那么第六个数必须从第一、二、三类中挑选一个，这样就

出现存在倍数关系的两个数；如果开始时取出１，那么１与其余五个数都存

在倍数关系；如果取数时某些类别不取，那么更易出现存在倍数关系的两个

数 所以从１～１０这十个数中任 意 取 出６个 数，必 然 至 少 有 两 个 数 存 在 倍

数关系 这也是一个抽屉问题，五类数是五个抽屉，６个数是六件物体 关

于１～１０这十 个 数 按 倍 数 关 系 分 类 时 分 法 不 止 一 种，１这 个 数 可 以 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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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３　　 　 　

一至四类中的任一类别；可由３和６组 成 第 二 类，也 可 由３和９组 成 第 二

类，而将６换入第五类，同样可以证明命题
２２７０．一个幼儿班有４０名小朋友 现在有各种玩具１２５件，把这些玩

具分给小朋友，是否有人会得到４件或４件以上的玩具？

解　把４０名小朋友看作４０个 抽 屉，玩 具 数 看 作 物 体 假 定 每 个 抽 屉

至多分得３个物体，那么共分去３×４０＝１２０（件）１２０＜１２５，所以 至 少 会 有

一个抽屉得放４个物体 也就是有人会分得４件或４件以上的玩具
本题是抽屉原理的推广，可归纳为：
如果有 ｍ 只抽屉，物体的个数是ｋ×ｍ＋ｎ（０＜ｎ＜ｍ），那么至少有一个

抽屉要放（ｋ＋１）个或更多的物体
２２７１．四（１）班有３７个学生，他们都订阅“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

报”三种报刊中的一、二或三种，其 中 至 少 有６个 学 生 订 的 报 刊 相 同 为 什

么？

解　将三种报刊分别编为１、２、３号，那么订阅情况有１，０，０；２，０，０；３，

０，０；１，２，０；１，３，０；２，３，０；１，２，３共七种 由于３７＝５×７＋２，所以至少有（５
＋１）即６个学生订的报刊相同

　　５．图形填数

（１）算算填填

① 四宫

２２７２．将１～４四个数填入图形的方格中，使横的三格中

三数的和等于竖的两格中两数的和
解　形如

等图形都是要求填进一些数，使行、列、对角线或圆周上、面上各数的和都相

等 我国宋代著名数学家杨辉，把这类图叫做“纵横图”，它是我国古代数学

家首先发现的 西方把 它 叫 做“幻 方”或“魔 方”，日 本 人 称 它 为“方 阵” 习

惯上把左首的图形叫做“九宫算”，每一方格叫做“宫”，九宫的名称是：
这道题是要求用１～４四 个 数，填 入 九 宫 中 的 东、南、西、中 四 个 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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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４　　

东、中、西三宫的和等于中、南两宫的和 即　东＋中＋
西＝中＋南

也就是　东＋西＝南

这说明，填进南宫的 数，必 须 是 东、西 两 宫 数 的 和
在１、２、３、４四 个 数 中，符 合 这 个 要 求 的，只 能 是３或４
（因为１或２都不可能是其他两数的和）

当南宫填３时，东、西两宫应填１和２，于是有一种类型、两种不同形式

的解 当南宫填４时，东、西两宫应填１和３，也有一种类型、两种不同形式

的解 所以，此题有２种类型、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７３．将１～４四个数填在图形的 方 格 中，使 横 的 三 格 中

三数的和等于纵的两格中两数的和
解　这是将１～４四 个 数 填 入 九 宫 中 的 西、中、东 和 东 北

四宫，使西＋中＋东＝东＋东北

即 西＋中＝东北

同上题，东北宫应填３或４，有两种类型、四种形式的解

　　② 五宫

２２７４．将１～５五个 数 填 入 图 形 的 黑 点 处，使 每 条 直

线上三个数的和都相等
解　这 道 题 是 要 将１～５五 个 数 填 入 九 宫 的 东、南、

西、北、中五个宫，使横、竖三个宫中的数的和都相等
设横、竖三个宫中数的和为 ｍ，那么：

北＋中＋南＝ｍ，
西＋中＋东＝ｍ，

两式相加，得　（东＋南＋西＋北＋中）＋中＝２ｍ，
而　东＋南＋西＋北＋中＝１５，

　　　　所以　２ｍ＝１５＋中
２ｍ 为偶数，所以（１５＋中）也是偶数，中宫的数就应当是奇数 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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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５　　 　 　

宫应填１、３或５
（１）当中宫填１时，

２ｍ＝１５＋１，∴　ｍ＝８
由此可知　东＋１＋西＝８，

　　　　　东＋西＝７，
在１～５五个数中，除 去 中 宫 的１后，两 数 和 是７的，是２＋５，３＋４两

组当东西两宫填２和５时，南 北 宫 就 分 别 填３和４；当 东 西 两 宫 填３和４
时，南北宫就分别填２和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其中第（３）图是第（１）图在镜子 中 的 像，第（７）图 是 第（１）图 按 顺 时 针 方

向旋转９０°而得到 这八个图之间都存在这两种关系之一，因此它们是属于

同一种类型，是１种类型的８种不同形式
（２）当中宫填３时
由２ｍ＝１５＋３　可得　ｍ＝９
再由　东＋中＋西＝东＋３＋西＝９，得　东＋西＝６
由此可知，东西两宫可分别填１和５或２和４ 同 样，当 东 西 宫 填１、５

时，南北宫填２、４；当东西宫填２、４时，南北宫填１、５（如图）

　　同样，这种情况也可有８种不同的形式
（３）当中宫填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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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６　　

这时，２ｍ＝１５＋５＝２０，ｍ＝１０；
因此　东＋５＋西＝１０，

　　　东＋西＝５
由此可知，东西两宫可填１、４或２、３ 当东西两宫填１、４时，南北两宫

可分别填２、３ 当东西两宫填２、３时，南 北 两 宫 可 分 别 填１、４，也 有１种 类

型、８种不同形式的解

　　所以本题共有３种类型、２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７５．将１～５五个数填在图形的黑点处，使每条直线上各数的和都相

等

　　解　本题是上题的变形，是将 北 宫 移 至 南 宫 的 下 面，因 此，也 有３种 类

型，２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

第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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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７　　 　 　

２２７６．将１～５五个数填在图形的黑点处，使每条直线上各数的和都相

等

　　解　本题又是上题的变形，解题思路与上题雷同，也有３种类型、２４种

不同形式的解

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

　

第三种类型：

　

２２７７．将１～５五个数填在图形的黑点处，使每条直 线

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本题又是上题的变形，不过比上题多了一条直线

可在上 题 第 二 种 类 型 的４、５两 数 之 间 连 一 条 直 线，这 样 每

条直线上各数的和都等于９

上面两种填法，属于同一类型、两种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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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题第一种类型中的３与４对换位置，并在３、５两数之间连一条直线，
那么各直线上的数的和都是８，这样又得到了另一种类型、两种不同形式的

解

　　上题第三种类型每条直线上各数的和是１０，但在１～５五个数中，两数

的和不可能等于１０ 因此本题的解只有２种类型、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７８．将１～５五个数 填 入 图 中 的 黑 点 处，使 每 条 直 线

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本题是上题的变形 只要将上题中第一种类 型 的

１与５、２与４对换一下位置，第二种类型的４与３、２与５对

换一下位置，就可得到２种类型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７９．将１～５五个 数 填 入 图 中 黑 点 处，使 每 条 直 线 上

的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这道题是在第２２７４题的基础上，将图 形 以 中 宫 为

中心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４５°，并添上一条直线而得 根据

第２２７４题的分析，中心 必 须 填１或３或５ 如 果 中 心 填５，
那么斜线上三数的和必大于或等于８ 但 在１、２、３、４四 个 数 中 任 选 两 个 数

它们的和都不可能等于８，即横线上 两 个 数 的 和 不 可 能 等 于８，所 以 中 心 不

能填５ 如果中心填１或３，就各有２种不同形式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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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９　　 　 　

　　２２８０．将１～５五个数填 在 图 形 的 黑 点 处，使 每 条

直线上和圆周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这道题仍 是 第２２７４题 的 变 形，比 第２２７４题

多加一个圆 根据第２２７４题的分析，中心可填１、３、５
三个奇数之一，而且横竖 两 直 线 上 各 数 的 和 分 别 是８、

９、１０ 现在１＋２＋３＋４＝１０，说

明 圆 周 上 四 个 数 的 和 最 小 是

１０，因此中 心 必 须 填 ５ 本 题 就 只 有 这 一 种 类 型 的

解
其中１可 在 圆 周 上 四 个 位 置 中 任 选 一 个，有４

种选法，１的位置确 定 后，４的 位 置 也 随 着 确 定；２可

在剩下的两个位置中任 选 一 个，有２种 选 法 因 此，
本题有４×２＝８种不同的形式

２２８１．将１～５五个数填在图形的黑点处，使半圆弧上各数的和与圆周

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这是上题的变形 将上题的中心抬高，两条直线变成半圆弧，就得

上面的图形 这道题也有１种类型８种不同形式的解
③ 六数

２２８２．将１～６六个 数 填 在 图 中 黑 点 处，使 每 条 直 线

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交叉点上 的 数 用“中”表 示，每 条 直 线 上 各 数 的

和设为 ｍ，那么：

１＋２＋３＋４＋５＋６＋中＝２ｍ
２１＋中＝２ｍ
２ｍ 是偶数，２１是奇数，那么“中”只 能 是 奇 数，即１、３

或５
（１）交叉点填１

２ｍ＝２１＋１＝２２，ｍ＝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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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横线两端两数的和应是１１－１＝１０ 在２～６五个数中，两数

和是１０的只有（４＋６）一组，因此在１的左右可填４和６，其余２、３、５三个数

填在竖线的下面三个点上 因 为４、６两 数 或 左 或 右，有 两 种 不 同 的 排 列
２、３、５三数之间可任意交换 位 置，有３×２×１＝６种 不 同 的 排 列 所 以，当

交叉点填１时，有６×２＝１２种不同的形式

　　

　　

　　（２）交叉点填３
同理可算得　ｍ＝１２
由此可知在３的 左 右 两 数 之 和 应 是９ 在１、２、４、５、６五

个数中两数和是９的只有（４＋５）一组 因此，３的左右填４和

５，余下的１、２、６三个数就填在３的下面各格
也有１２种不同的形式
（３）交叉点填５
同理可算得 ｍ＝１３，在５左 右 两 数 的 和 是１３－５＝８ 在

１、２、３、４、６五 个 数 中，两 数 和 是８的 只 有（２＋６）一 组 因 此

也是一种类型１２种不同的形式
所以本题共有３种类型，３６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８３．将１～６六 个 数，分 别 填 入 下 面 各 图 的 黑 点 处，使

每个图中直线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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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１　　 　 　

　　解　本题是上题的变形同样，每个图都有３种类型３６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８４．将１～６六个数填在下面图形的黑点处，使直线上和圆周上各数

的和都相等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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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这是上题的变形
如图，如第２２８２题分析，中心必须填１、３、５三数
（１）中心填１
由于 ｍ＝１１，左右两点只能填４、６ 但圆周的上下两数必等于或大于５

（２、３、５三数中任意两数的和必等于或大于５），所以圆周

上四数之和必大于１１ 因此中心不能填１
（２）中心填３
ｍ＝１２，因此３的左右两数为４和５
因为１２－（４＋５）＝３而１＋２＝３，所 以 圆 周 上 上 下

两数应填１和２
由于４与５可对换，有两种不同的排列；１和２也 可

对换，有 两 种 不 同 的 排 列，因 此 有２×２＝４种 不 同 的 形

式

　　（３）中心填５
ｍ＝１３，因此５的左右可填２和６
因为１３－（２＋６）＝５，而１＋４＝５，所 以５的 上 下 可

填１和４
由于排列的不同，也有４种不同的形式
所以本题的 如 图（１）有２种 类 型、８种 不 同 形 式 的

解
再研究图（２） 中心也只能填１、３、５三个数

（１）中心填１
由于 ｍ＝１１，１的右边只能填４、６两数
如将４填在圆周上，因为１１－４＝７，而２＋５＝７，所 以１的 上 下 应 填２

和５；如将６填在圆周上，因为１１－６＝５，而２＋３＝５，所 以１的 上 下 应 填２
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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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３　　 　 　

　　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由于排列的不同，每种类型又各有两种不同的形

式
（２）中心填３
由于 ｍ＝１２，所以３的右边只能填４和５
如将４填在圆周上，因为１２－４＝８，而２＋６＝８，所 以３的 上 下 应 填２

和６；如将５填在圆周上，因为１２－５＝７，而１＋６＝７，所 以３的 上 下 应 填１
和６

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每种类型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３）中心填５
由于 ｍ＝１３，所以５的右边应该填２和６
如将２填在圆周上，因为１３－２＝１１，而１～６

六个数中去掉了５、２、６三数以后，剩下的１、３、４三

个数中任意两 个 数 的 和 都 小 于１１，所 以 无 解 如

将６填在圆周上，因为１３－６＝７，而３＋４＝７，所以

５的上下应填３和４
中心填５，只 有 一 种 类 型，两 种 不 同 的 形 式

所以本题图（２）共有３种类型、１０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８５．将图形中的字母ａ、ｂ、ｃ、ｄ、ｅ、ｆ 用１～６六个数替代，使 每 条 直 线

上的各数和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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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ａ、ｂ、ｃ三数所在 点 是 角 的 顶 点，应 先 确 定 这

三个数 设每条直线上各数的和是 ｍ 那么

ａ＋ｄ＋ｂ＝ｍ，ａ＋ｅ＋ｃ＝ｍ，ｂ＋ｆ＋ｃ＝ｍ
三式相加得

（ａ＋ｂ＋ｃ＋ｄ＋ｅ＋ｆ）＋（ａ＋ｂ＋ｃ）＝３ｍ
而　ａ＋ｂ＋ｃ＋ｄ＋ｅ＋ｆ＝２１

∴　２１＋ａ＋ｂ＋ｃ＝３ｍ，

　　ｍ＝７＋ａ＋ｂ＋ｃ
３

∵　ｍ 是整数　∴　ａ＋ｂ＋ｃ
３

也必须是整数，也就是说三个角的顶点上

的数的和必须能被３整除
在１～６六个数中，三个数的和最小的是６，最大的是１５，因此三个角顶

点上的数（即ａ、ｂ、ｃ）的和有等于６、９、１２、１５的四种可能
（１）ａ＋ｂ＋ｃ＝６

只能用１＋２＋３求 得 这 时 ｍ＝７＋６
３＝９，就

是说三角形每条边上 三 数 的 和 应 为９ 这 样，三 角 形

三边中间的数也可求得
这种情况下 只 有 一 种 类 型 解１、２、３三 数 之 间

可任意交换位置，有３×２×１＝６种形式１、２、３的位置一经确定，其他三数

的位置也随着确定，不能交换，因此共是６种不同的形式
（２）ａ＋ｂ＋ｃ＝９

这时，ｍ＝７＋９
３＝１０ａ、ｂ、ｃ可能是（１、２、６）、（１、

３、５），也可能是（２、３、４），三 个 角 顶 上 的 数 如 选 用（１、

２、６）或（２、３、４），都 无 法 使 每 条 边 上 三 个 数 的 和 等 于

１０，只有选用（１、３、５），才 能 使 每 条 边 上 三 个 数 的 和

等于１０ 所以在 这 种 情 况 下，也 只 有１种 类 型、６种

不同的形式的解

（３）ａ＋ｂ＋ｃ＝１２

这时，ｍ＝７＋１２
３＝１１ 三 个 角 顶 上 三 数 的 和 是

１２的有三组：（１，５，６），（２，４，６）和（３，４，５）
如选用１、５、６，那 么 其 他 三 数 是２、３、４ 但１、５

加上２、３、４中最大的数４也小于１１，所以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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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５　　 　 　

如选用２、４、６，那么其他三数是１、３、５
∵　２＋５＋４＝１１，４＋１＋６＝１１，２＋３＋６＝１１
所以在三个角顶上的数是２、４、６时，有１种类型解
这种解也有６种不同的形式
如选用３、４、５，那么其他三数是１、２、６ 虽然４＋

２＋５＝１１，但３＋１＋４≠１１，３＋６＋４≠１１，３＋１＋５≠
１１，３＋６＋５≠１１，所以无解

（４）ａ＋ｂ＋ｃ＝１５

这时，ｍ＝７＋１５
３＝１２ 三 个 角 顶 上 的 数 的 和 是

１５的只有一组（４、５、６），因为４＋３＋５＝１２，５＋１＋６＝１２，６＋２＋４＝１２，所

以也有１种类型、６种不同形式的解
所以本题共有４种类型，２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８６．将１～６六个数分别填在图 形 的 黑 点 处，使

每条直线的三个数的和都相等
解　上题有三个交叉点，这道题也有三个交叉点，

而且每条直线都是三个点，因此，解题原理与结果与上

题完全相同，也是４种类型，２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８７．将１～６六 个 数 分 别 填 在 图 形 的 黑

点处，使每条直线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本题是第２２８５题 的 又 一 种 变 形 也

有４种类型、２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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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６　　

　　２２８８．将１～６六个数填在下图的黑点处，使球体每个大圆上四个数的

和都相等

　　解　图中三个大圆共有６个交 点，每 个 交 点 上 的 数 都 须 两 次 参 加 加 法

运算 如六个数分别用ａ、ｂ、ｃ、ｄ、ｅ、ｆ 表示，且设每个大圆上四个数的和为

ｍ
于是：３ｍ＝２（ａ＋ｂ＋ｃ＋ｄ＋ｅ＋ｆ）而ａ＋ｂ＋ｃ＋ｄ＋ｅ＋ｆ＝２１，

∴　３ｍ＝２×２１＝４２，ｍ＝１４
除了１＋２＋５＋６＝１４，１＋３＋４＋６＝１４，２＋３＋

４＋５＝１４外，在１～６六个数中没有其他四个数的和

等于１４ 因此本题的解是一种类型
在（１、２、５、６）（１、３、４、６）（２、３、４、５）三 组 数 中，１

与６、３与４、２与５都 重 复 出 现，说 明 这 三 对 数 处 于

两个平面的相交直线，即大圆的直径的两端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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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７　　 　 　

如让１、６这一对数先选择位置，它们可以在六个位置中任意选择一个，有６
种选法 接着，如让３、４这 一 对 数 选 择，有４种 不 同 的 选 法 最 后，让２、５
这一对数选择，就只有２种不同的选法 这表明这一类型的解共有６×４×
２＝４８种不同的形式

④ 七数

２２８９．用１～７七个数填在图形的黑点处，使每条直线上各数的和都相

等

解　设每条直线上各数的和为 ｍ 因为横竖两条直线交点处的中数重

复加了两次，又１～７各数的和是２８，所以

２ｍ＝２８＋中，ｍ＝１４＋
中

２

ｍ 是整数，所以中数必须是偶数２、４、６
当中数是２时，ｍ＝１５，所以上下两数的和是１３，分别是６和７ 横线上

其余各数为１、３、４、５

图中６与７可互换位置，有２种不同的形式；１、３、４、５也可任意 互 换 位

置，有４×３×２×１＝２４种不同的形式 所以这种类型的解共有２４×２＝４８
种不同的形式

当中数是４时，ｍ＝１６，所以上下两数的和为１２，两数为５与７ 横线上

其余各数为１、２、３、６ 这种类型的解也有４８种不同的形式

当中数 是６时，ｍ＝１７，所 以 上 下 两 数 的 和

为１１，两数为４与７ 横线上其余各数为１、２、３、

５ 这一种类型的解同样有４８种不同的形式
所以这道题共有３种类 型、１４４种 不 同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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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８　　

的解
２２９０．将１～７七个数填入图形的小圈内，使每条直线和圆周上各数的

和都相等

解　设圆心处的数为ｘ，其 余 各 数 为ａ、ｂ、ｃ、ｄ、ｅ、ｆ 则ａ＋ｂ＋ｃ＋ｄ＋ｅ
＋ｆ＋ｘ＝２８，又设各条线上各数的和都等于 ｍ

则　ａ＋ｂ＋ｘ＋ｃ＋ｄ＝ｍ ①
ｅ＋ｘ＋ｆ＝ｍ ②
ｂ＋ｅ＋ｃ＋ｆ＝ｍ ③

①式＋②式，得　（ａ＋ｂ＋ｃ＋ｄ＋ｅ＋ｆ＋ｘ）＋ｘ＝２ｍ，ｍ＝１４＋ｘ
２ ④

①式＋③式，得　（ａ＋ｂ＋ｃ＋ｄ＋ｅ＋ｆ＋ｘ）＋ｂ＋ｃ＝２ｍ，

ｍ＝１４＋ｂ＋ｃ
２ ⑤

由④式、⑤式，得　ｘ＝ｂ＋ｃ；
由④可知　ｘ为偶数２、４、６
当ｘ＝２时，则ｂ＋ｃ＝２ 但ｂ＋ｃ的和不可能

为２，因此ｘ不能为２
当ｘ＝４时，则ｂ＋ｃ＝４，ｂ、ｃ应 分 别 为１、３

又ｘ＝４时，ｍ＝１６，则ｅ＋ｆ＝１６－４＝１２，ｅ、ｆ应分别为５和７ 由此，ａ、ｄ应

分别为２和６
５与７、１与３、２与６都可互换位置 两数互换位置后就出现两种不同

的形式 所以，这种 类 型 的 解 共 有２×２×２＝８
种不同的形式

当ｘ＝６时，则ｂ＋ｃ＝６，ｂ和ｃ可能是１和５

或２和４ 但当ｘ＝６时，ｍ＝１４＋６
２＝１７，则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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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９　　 　 　

ｆ＝１７－６＝１１，ｅ、ｆ可能是６和５或４和７ 因为ｘ已等于６，所以ｅ、ｆ只能

是４和７，ｂ和ｃ只能是１和５ 由此可知，当ｘ＝６时，只有１种类型、８种不

同形式的解
所以本题共 有２种 类 型、１６种 不 同 形 式 的

解
２２９１．将１～７七 个 数 填 在 图 形 的 小 圈 里，

使每条直线和半圆弧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设圆心处的数为ｘ，其余各数分别用ａ、

ｂ、ｃ、ｄ、ｅ、ｆ表示 又设每条直线和半圆弧上各数的和为 ｍ
则　ａ＋ｂ＋ｘ＋ｃ＋ｄ＝ｍ ①

ｂ＋ｆ＋ｃ＝ｍ ②
ｅ＋ｆ＋ｘ＝ｍ ③

①式＋③式，得　（ａ＋ｂ＋ｃ＋ｄ＋ｅ＋ｆ＋ｘ）

＋ｘ＝２ｍ，而ａ＋ｂ＋ｃ＋ｄ＋ｅ＋ｆ＋ｘ＝２８，

∴　ｍ＝１４＋ｘ
２ ④

因为 ｍ 为整数，所以ｘ
２

也为整数，ｘ应为偶数

①式＋②式，得　ａ＋ｂ＋ｃ＋ｄ＋ｆ＋ｘ＋ｂ＋ｃ＝２ｍ，
即　（ａ＋ｂ＋ｃ＋ｄ＋ｅ＋ｆ＋ｘ）＋（ｂ＋ｃ－ｅ）＝２ｍ，

　　ｍ＝１４＋ｂ＋ｃ－ｅ
２ ⑤

由④式、⑤式，得　ｘ＋ｅ＝ｂ＋ｃ ⑥

当ｘ＝２时，ｍ＝１４＋２
２＝１５，代入③，得ｅ＋ｆ＝１３

令ｅ＝６、ｆ＝７ 由⑥式ｂ＋ｃ＝８，则ｂ、ｃ分别为３和５，又令ｅ＝７、ｆ＝６
由⑥式ｂ＋ｃ＝９，则ｂ、ｃ分别为４和５

因此，ｘ＝２时有２种不同类型的解

　　ｂ与ｃ、ａ与ｄ 可互换位 置，因 此 每 一 种 类 型 各 有２×２＝４种 不 同 的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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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０　　

当ｘ＝４时，ｍ＝１４＋４
２＝１６，则ｅ＋ｆ＝１２ 因此，ｅ和ｆ 只 可 能 是５和

７
令ｅ＝５，ｆ＝７，由⑥式ｂ＋ｃ＝９，ｂ和ｃ 可 能

是２和７，也可能是３和６或４和５ 但已知ｘ＝
４，ｅ＝５，ｆ＝７，因 此ｂ、ｃ不 可 能 是２和７或４和

５，而只能是３和６ 于是又得到一种类型的解
这种解也有４种不同的形式
再令ｅ＝７，ｆ＝５，由⑥式ｂ＋ｃ＝１１，ｂ、ｃ可能是４和７或５和６ 但已知

ｅ＝７，ｆ＝５，ｘ＝４，因此ｂ、ｃ不可能是４和７或５和６ 无解

当ｘ＝６时，ｍ＝１４＋６
２＝１７，则ｅ＋ｆ＝１１，ｅ和ｆ 可能是４和７或５和

６
令ｅ＝４，ｆ＝７，由⑥式ｂ＋ｃ＝１０，ｂ、ｃ可能是３和７或４和６ 但已知ｘ

＝６、ｅ＝４，ｆ＝７，因此ｂ、ｃ不可能是３和７或４和６ 无解
又令ｅ＝７，ｆ＝４，由⑥式ｂ＋ｃ＝１３，ｂ、ｃ可能是６和７ 但已知ｘ＝６、ｅ＝

７因此ｂ、ｃ不可能是６和７ 无解
再令ｅ＝５，ｆ＝６，因已知ｘ＝６，因此ｆ不可能是６
同样，也不可能令ｅ＝６，ｆ＝４
因此，本题共有３种类型、１２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９２．将１～７七 个 数 填 在 图 中 黑 点 处，使 每 条 直 线 上 各 数 的 和 都 相

等

　　解　设三线交点处的数为ｘ，其余各数为ａ、ｂ、ｃ、ｄ、ｅ、ｆ 并设每条直线

上各数的和都等于 ｍ
ａ＋ｘ＋ｆ＝ｍ，ｂ＋ｘ＋ｅ＝ｍ，ｃ＋ｘ＋ｄ＝ｍ
三式相加，得

（ａ＋ｂ＋ｃ＋ｄ＋ｅ＋ｆ＋ｘ）＋２ｘ＝３ｍ
已知　ａ＋ｂ＋ｃ＋ｄ＋ｅ＋ｆ＋ｘ＝２８，

∴　ｍ＝２
３

（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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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１　　 　 　

∵　ｍ 是整数，

∴　ｘ＋１４的和要能被３整数，ｘ应是１、４、７三个数中的一个

设ｘ＝１，则 ｍ＝２
３

（ｘ＋１４）＝１０

ａ、ｂ、ｃ、ｄ、ｅ、ｆ应分别为２、３、４、５、６、７六个数中的一个
即　ａ＋ｂ＋ｃ＋ｄ＋ｅ＋ｆ＝２７
但由图ａ＋ｂ＋ｃ＋ｄ＋ｅ＋ｆ＝２ｍ＝２０，因此ｘ不能等于１

设ｘ＝４，则 ｍ＝２
３

（ｘ＋１４）＝１２，

由图，ａ＋ｆ＝ｂ＋ｅ＝ｃ＋ｄ＝１２－ｘ＝８，８可 以 分 成１与７、２与６、３与５
三组数

已知　ａ＋ｂ＋ｃ＝ｄ＋ｅ＋ｆ＝ｍ＝１２，而 由１、７、２、６、３、５六 个 数 可 配 成

１＋６＋５＝１２，　７＋２＋３＝１２
因此可令ａ＝１，ｆ＝７，ｂ＝６，ｅ＝２，ｃ＝５，ｄ＝３，从而得解
（１、７）（６、２）（５、３）三 组 数 之 间 可 互 换 位 置，有３

×２×１＝６种不同的形式；（１、６、５）与（３、２、７）两组数

又可互换位置，有２种不同的形式 因此，这种 类 型

的解，有６×２＝１２种不同的形式

再设ｘ＝７，则 ｍ＝２
３

（ｘ＋１４）＝１４

由图，ａ＋ｆ＝ｂ＋ｅ＝ｃ＋ｄ＝１４－ｘ＝７，则ａ＋ｂ＋ｃ＋ｄ＋ｅ＋ｆ＝２１，
但又由图（ａ＋ｂ＋ｃ）＋（ｄ＋ｅ＋ｆ）＝ｍ＋ｍ＝２ｍ＝２８
因此ｘ不能为７
所以本题有１种类型、１２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９３．将１～７七个数填在图 形 的 黑 点 处，使 每 条

直线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设三直线相交 处 的 数 为ｘ，其 余 各 数 为ａ、ｂ、

ｃ、ｄ、ｅ、ｆ 又设每条直线上各数的和是 ｍ

与上题相同，ｍ＝２
３

（ｘ＋１４），ｘ应是１、４、７三数中的一个

设ｘ＝１，则 ｍ＝１０，
由图可知，

ａ＋ｂ＝ｃ＋ｄ＝ｅ＋ｆ＝１０－ｘ＝１０－１＝９
因为ｘ＝１，所以９只能分成２与７、３与６、４与５

三组数 已知ｂ＋ｅ＋ｄ＝１０，而从２与７中选出２，从

３与６中选出３，从４与５中选出５，它们的和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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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２　　

５＝１０ 所以当ｘ＝１时有１种类型的解
因为位置的排列不同，这种类型共有３×２×１＝６种不同形式的解

　　在（２、７）（３、６）（４、５）三组数互换位置时，必须保证２、３、５三数在同一条

直线上
设ｘ＝４，则 ｍ＝１２，
由图，ａ＋ｂ＝ｃ＋ｄ＝ｅ＋ｆ＝ｍ－ｘ＝８
将８分成１与７，２与６、３与５三组数 从这三组数各选出一个数１、６、

５相加得１＋６＋５＝１２；或７、２、３，相 加 得７＋２＋３＝１２ 由 此 可 知 当ｘ＝４
时，可得２种类型解

　　两种类型的解各有６种不同的形式
设ｘ＝７，则 ｍ＝１４
由图可知ａ＋ｂ＝ｃ＋ｄ＝ｅ＋ｆ＝ｍ－ｘ＝７ 将７

分成１和６，２和５，３和４三 组 数 从 这 三 组 数 中 各

选出一个数６、５和３，因为６＋５＋３＝１４，所以当ｘ＝
７时，也有一种类型解

所以本题共有４种类型、２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９４．将１～７七个数填入图中黑点处，使每条直线和每个圆周上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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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３　　 　 　

的和都相等
解　设 同 心 圆 圆 心 上 的 数 为ｘ，其 余 各 数 分 别 用

字母ａ、ｂ、ｃ、ｄ、ｅ、ｆ表示，并设每条直线、每 个 圆 周 上 各

数的和是 ｍａ＋ｂ＋ｘ＝ｍ，ｃ＋ｄ＋ｘ＝ｍ，ｅ＋ｆ＋ｘ＝ｍ，

三式相加化简，得 ｍ＝２
３

（１４＋ｘ）

由上式可知，ｘ只能是１、４、７三数
当ｘ＝１时，ｍ＝１０，

∵　ｘ＝１，

∴　ａ＋ｂ＋ｃ＋ｄ＋ｅ＋ｆ＝２７
但ａ＋ｃ＋ｅ＝ｍ，ｂ＋ｄ＋ｆ＝ｍ

即ａ＋ｂ＋ｃ＋ｄ＋ｅ＋ｆ＝２ｍ＝２０
显然，当ｘ＝１时，无解
当ｘ＝４时，ｍ＝１２
因此ａ＋ｂ＝ｃ＋ｄ＝ｅ＋ｆ＝ｍ－ｘ＝８
８可以分成１与７，２与６，３与５三组数，三组数中的１＋６＋５＝１２＝ｍ，

７＋２＋３＝１２＝ｍ，因此，得解
右图中，（１、７）（３、５）（２、６）三 组 数 可 任 意 交 换 位

置，有六种不同的形式；外 圆 上 三 个 数（１、５、６）与 内 圆

上三个数（７、３、２）可同时对换，有２种不同的形式 因

此这个解共有１２种不同的形式
当ｘ＝７时，ｍ＝１４
∵　ａ＋ｃ＋ｅ＝ｍ＝１４，ｂ＋ｄ＋ｆ＝ｍ＝１４，

∴　ａ＋ｂ＋ｃ＋ｄ＋ｅ＋ｆ＝２８

而题意ａ＋ｂ＋ｃ＋ｄ＋ｅ＋ｆ＋ｘ＝２８
显然，当ｘ＝７时，无解
所以本题有１种类型、１２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９５．将１～７七个数填入图中黑点处，使每条线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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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本题两图是上题图形的变 形 左 图 是 将 中 心 从 平 面 提 升，就 成 了

圆锥架 右图是内外两圆分别向左 右 引 伸 而 成，所 以，两 图 各 有１种 类 型、

１２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２９６．将１～７七 个 数 填 在 图 中 的 黑 点 处，使 每 条 线 上 各 数 的 和 都 相

等

　　解　设球心上的数为ｘ，球面 上 各 数 为ａ、ｂ、ｃ、ｄ、ｅ、ｆ，并 每 条 线 上 各 数

的和为 ｍ 根据题意：

ａ＋ｃ＋ｘ＝ｍ，ｂ＋ｄ＋ｘ＝ｍ，ｅ＋ｆ＋ｘ＝ｍ，

∴　（ａ＋ｂ＋ｃ＋ｄ＋ｅ＋ｆ＋ｘ）＋２ｘ＝３ｍ
而　ａ＋ｂ＋ｃ＋ｄ＋ｅ＋ｆ＋ｘ＝２８，

　　∴　ｍ＝２
３×（１４＋ｘ）

ｍ 应为整数，所以（１４＋ｘ）应能被３整除，故知ｘ为１、４、７三数之一
当ｘ为１时，ｍ＝１０，

∵　ａ＋ｂ＋ｃ＋ｄ＝ｍ＝１０，ｂ＋ｄ＋ｅ＋ｆ＝ｍ＝１０，

∴　（ａ＋ｂ＋ｃ＋ｄ＋ｅ＋ｆ）＋ｂ＋ｄ＝２０
而　ａ＋ｂ＋ｃ＋ｄ＋ｅ＋ｆ＝２８－ｘ＝２７
代入上式，得ｂ＋ｄ＝－７，因此ｘ不能为１
当ｘ＝４时，ｍ＝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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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理，（ａ＋ｂ＋ｃ＋ｄ＋ｅ＋ｆ）＋ｂ＋ｄ＝２４，而ａ＋ｂ＋ｃ＋ｄ＋ｅ＋ｆ＝２８－
ｘ＝２４，代入上式得ｂ＋ｄ＝０，因此ｘ不能为４

当ｘ＝７时，ｍ＝１４，
则　（ａ＋ｂ＋ｃ＋ｄ＋ｅ＋ｆ）＋ｂ＋ｄ＝２８
而ａ＋ｂ＋ｃ＋ｄ＋ｅ＋ｆ＝２８－ｘ＝２１，代入上式得ｂ＋ｄ＝７，
并由此可知ａ＋ｃ＝ｅ＋ｆ＝ｍ－（ｂ＋ｄ）＝１４－７＝７
令ｂ＝１，ｄ＝６；ａ＝２，ｃ＝５；ｅ＝３，ｆ＝４ 得解
七数中ｘ的位置固定在球心，ｂ的位置可在球面

上六个点中任选 一 个ｂ的 位 置 确 定，ｄ 的 位 置 随 着

确定，有６种不 同 的 形 式 同 理，ａ、ｃ的 位 置 可 在 四

个点中选定，有４种不 同 的 形 式ｅ、ｆ 的 位 置 只 能 在

两个点中选定，有２种 不 同 的 形 式 所 以，这 道 题 的

解有１种类型，６×４×２＝４８种不同的形式
２２９７．将１～７七 个 数 填 在 图 形 的 黑 点 处，使 每

条线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设七个数为ａ、ｂ、ｃ、ｄ、ｅ、ｘ、ｙ，横 竖 直 线 的 交 叉 点 上 分 别 为ｘ 与ｙ
又设每条线上的和为 ｍ

根据题意，ａ＋ｘ＋ｂ＝ｍ……①，ｃ＋ｙ＋ｄ＝ｍ……②，ｘ＋ｙ＋ｅ＝ｍ……③
①式＋②式＋③式，得　（ａ＋ｂ＋ｃ＋ｄ＋ｅ＋ｘ＋ｙ）＋ｘ＋ｙ＝３ｍ，

∴　ｍ＝２８＋ｘ＋ｙ
３ 

因为 ｍ 为整数，所以（２８＋ｘ＋ｙ）必须能被３整除，即（ｘ＋ｙ）应等于２、

５、８或１１１～７七个 数 中，两 数 和 最 大 为６＋７＝１３，所 以ｘ＋ｙ 最 大 等 于

１１；但ｘ＋ｙ≠２，所以ｘ＋ｙ的和又只能等于５、８或１１
即ｘ、ｙ可分别等于（１、４）；（２、３）；（１、７）；（２、６）；（３、５）；（４、７）；（５、６）
当ｘ、ｙ分别为２与６时，ｍ＝１２，
由③式ｅ＝ｍ－（ｘ＋ｙ）＝１２－８＝４，
由②式ｃ＋ｄ＝ｍ－ｙ＝１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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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ｃ＋ｄ）＋ｅ＝２＋６＋４＝１２＝ｍ
∴　当ｃ＋ｄ＝６时符合题意

可令ｃ＝１，ｄ＝５（ｃ，ｄ不能为２、４，因ｘ、ｙ已分别

为２、６），剔除已占一定 位 置 的 各 数 后，还 剩 下３与７
两数，因此ａ、ｂ应分别为３与７

但当ｘ＝６，ｙ＝２时，ｍ＝１２，ｅ＝４
ｃ＋ｄ＝ｍ－ｙ＝１２－２＝１０
∵　ｘ＋（ｃ＋ｄ）＋ｅ＝６＋１０＋４＝２０≠ｍ，

∴　当ｘ＝６，ｙ＝２时无解
当ｘ、ｙ分别为１与４时，ｍ＝１１
由③式ｅ＝ｍ－（ｘ＋ｙ）＝１１－（１＋４）＝６，
由②式ｃ＋ｄ＝ｍ－ｙ＝１１－４＝７，或ｃ＋ｄ＝ｍ－ｙ＝１１－１＝１０；
于是ｘ＋（ｃ＋ｄ）＋ｅ＝１＋７＋６＝１４≠ｍ，

ｘ＋（ｃ＋ｄ）＋ｅ＝４＋１０＋６＝２０≠ｍ；
所以ｘ、ｙ为１、４时无解
同理可知ｘ、ｙ不能为２、３；１、７；３、５；４、７；５、６等各组数
图中ａ与ｂ；ｃ与ｄ 可交换位置，共有２×２＝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⑤ 八数

２２９８．将１～８八个数填在下图的黑点处，使每条直线上各数的和都相

等

　　解　用字母表示各数如图，设各直线上三数的和为 ｍ
根据题意，得

ａ＋ｂ＋ｃ＝ｍ，　ｃ＋ｄ＋ｅ＝ｍ，　ｅ＋ｆ＋ｇ＝ｍ，　ｇ＋ｈ＋ａ＝ｍ，
四式相加，得

（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ａ＋ｃ＋ｅ＋ｇ＝４ｍ

而　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３６，　∴　ｍ＝３６＋ａ＋ｃ＋ｅ＋ｇ
４ 

因为 ｍ 为整数，所以３６＋ａ＋ｃ＋ｅ＋ｇ的和应能被４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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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３６能被４整除，所以（ａ＋ｃ＋ｅ＋ｇ）应能被４整除
这样ａ、ｃ、ｅ、ｇ应为下列各组数
（１、２、３、６）；（１、２、４、５）；（１、２、５、８）；（１、２、６、７）；（１、３、４、８）；（１、３、５、７）；

（１、４、５、６）；（１、４、７、８）；（１、５、６、８）；（２、３、４、７）；（２、３、５、６）；（２、４、６、８）；
（２、５、６、７）；（３、４、５、８）；（３、４、６、７）；（３、６、７、８）

当ａ、ｃ、ｅ、ｇ分别为１、２、３、６时；ｍ＝１２

将１、２、３、６分别填在正方形的四角，其他各数按 ｍ
＝１２试填

∵　１～８八个数中最大的是８，

∴　１、２不能在同一直线上，而应排在对角 经试

填得解如下：
由于四角上数的位置不同，上面的解有４×２＝８种

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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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试填，本题共有６种类型的解，每种类型各有８种不同的形式，共４８
种不同的形式

⑥ 九数

２２９９．用１～９九 个 数 填 在 图 中 黑 点 处，使 每 条 直 线 上 各 数 的 和 都 相

等

　　解　角的顶点上的数（以下简称 角 顶 数）重 复 出 现，因 此 首 先 应 确 定 这

三个数 用字母表示要填的数如下：
设每边上各数的和是 ｍ，那么，

　ａ＋ｂ＋ｃ＋ｄ＝ｍ，

　ｄ＋ｅ＋ｆ＋ｇ＝ｍ，

　ｇ＋ｈ＋ｉ＋ａ＝ｍ
三式相加，得（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ａ＋ｄ＋ｇ）＝３ｍ
而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４５，

∴　３ｍ＝４５＋ａ＋ｄ＋ｇ，

　　ｍ＝１５＋ａ＋ｄ＋ｇ
３ 

因为 ｍ 是整数，所以（ａ＋ｄ＋ｇ）的和必须能被３整除
在１～９九个数中三个数的和能被３整除，如表１所示

表　１

和 三　　　　　　数

６ １，２，３

９ １，２，６；１，３，５；２，３，４

１２ １，２，９；１，３，８；１，４，７；１，５，６；２，３，７；２，４，６；３，４，５

１５ １，５，９；１，６，８；２，４，９；２，５，８；２，６，７；３，４，８；３，５，７；４，５，６

１８ １，８，９；２，７，９；３，６，９；３，７，８；４，５，９；４，６，８；５，６，７

２１ ４，８，９；５，７；９；６，７，８

２４ 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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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的３０组数都可作为角顶 数，但 不 一 定 每 组 数 都 有 解，必 须 进 行 试

填

（１）先试填角顶数的和是６ 这时，ｍ＝１５＋６
３＝１７

由此可知，在角顶数是１和２的 一 边，应 填 上 和 是１４的

两个数；在角顶数是１和３的 一 边，应 填 上 和 是１３的 两

个数；在角顶数是２和３的 一 边，应 填 上 和 是１２的 两 个

数 因为要求１～９九个数 都 得 用 上，又 不 可 重 复，所 以

有必要列出一张不大于９的两个整数的和的表２

表　２

和 二　　　　　　数

３ １，２

４ １，３

５ １，４；２，３

６ １，５；２，４

７ １，６；２，５；３，４

８ １，７；２，６；３，５

９ １，８；２，７；３，６；４，５

１０ １，９；２，８；３，７；４，６

１１ ２，９；３，８；４，７；５，６

１２ ３，９；４，８；５，７

１３ ４，９；５，８；６，７

１４ ５，９；６，８

１５ ６，９；７，８

１６ ７，９

１７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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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２可知，两数和是１４的有两组，即５和９与６和８，因此角顶数１、

２之间可填５和９或６和８；两 数 和 是１３的 有 三 组，由 于 数 之 间 不 能 重 复，
因此当角顶数１、２之间填５、９时，应选用６、７这一组，当角顶数１、２之间填

６、８时，只能选用４、９这一组；两数和是１２的也有三种选择，同样应根据数

之间不能重复的原则，加以适当的搭配，填写如下：

　　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在左 图 中 由 于１、２、３三 数 可 任 意 交 换 位 置，所

以有３×２＝６种不同的形式５与９，６与７，４与８又可互相交换位置，有２
×２×２＝８种不同的形式 所以左图有８×６＝４８种不同的形式 同理，右

图也有４８种不同的形式
（２）再试填角顶 数 的 和 是９ 这 时 ｍ＝１８ 角 顶 数

的和是９有（１、２、６）、（１、３、５）、（２、３、４）三 组，先 填（１、２、

６）这一组 由于ｍ＝１８，在角顶数是１、２的一边上，应填

和是１５的两个数 从 表２可 知，和 是１５的 两 数 有（６、

９），（７、８）两组 但６已填在角顶上，所以只能填７和８
在角顶数是１、６的一边，中 间 应 填 和 是１１的 两 数，

和是１１的两数有（２、９），（３、８），（４、７），（５、６）四 组，但 每 一 组 中 的 数 都 与 已

填数重复，所以角顶数是１、２、６时无解
用同样的方法，可判定角顶数是（１、３、５）或（２、３、４）时也无解
（３）三个角顶数的和是１２时，其中（１、５、６）（１、２、９）（１、３、８）（２、４、６）和

（３、４、５）五组经试填都无解；（１、４、７）和（２、３、７）两组，每组各有２种类型解

　　每种类型都有４８种不同的形式
（４）三个角顶数的和是１５时，其中（１、６、８），（２、４、９），（２、６、７），（３、４、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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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无解；（１、５、９），（３、５、７）每组各有 一 种 类 型 解；（２、５、８），（４、５、６）两 组，每

组各有两种类型解

　　（５）三个角顶数的和是１８的与三个角顶数的和是１２的存在互为补数

关系，对应位置上的数关于１０互补，三个角顶数的和关于３０互补 所以三

个角顶数的和是１８的七组数中解的情况与三个角顶数的和是１２的解的情

况相同，只有（３、６、９）和（３、７、８）两组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解，其余五组都无

解 而且这些解都可利用补数关系从三个角顶数的和是１２的解中求得

　　（６）三个角顶数的和是２１的与三个角顶数的和是９的互补，也无解
（７）三个角顶数的和是２４的与三个角顶数的和是６的互补，有两种类

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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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题共有２＋４＋６＋４＋２＝１８种不同类型的解，每种类型有４８种不同

的形式，共有４８×１８＝８６４种不同的形式
２３００．将１～９九 个 数 填 在 下 图 黑 点 处，使 各 条 线 上 三 个 数 的 和 都 相

等

　　解　设九个数分别为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并设每条线上三个数的和为

ｍ
图中ｂ、ｄ、ｈ三数是三线的交叉点，可先确定这三个数 根据题意：

ａ＋ｂ＋ｇ＝ｍ，ｂ＋ｃ＋ｄ＝ｍ，ａ＋ｄ＋ｉ＝ｍ，

ｂ＋ｅ＋ｈ＝ｍ，ｇ＋ｈ＋ｉ＝ｍ，ｄ＋ｆ＋ｈ＝ｍ
六式相加，得（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ａ＋ｇ＋ｉ＋ｂ＋ｄ＋ｈ）＋

（ｂ＋ｄ＋ｈ）＝６ｍ．
而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４５，ａ＋ｇ＋ｉ＋ｂ＋ｄ＋ｈ＝４５－（ｃ＋ｅ

＋ｆ），

∴　４５＋［４５－（ｃ＋ｅ＋ｆ）］＋（ｂ＋ｄ＋ｈ）＝６ｍ
又　∵　ｃ＋ｅ＋ｆ＝３ｍ－２（ｂ＋ｄ＋ｈ），

∴　４５＋｛４５－［３ｍ－２（ｂ＋ｄ＋ｈ）］＋（ｂ＋ｄ＋ｈ）｝＝６ｍ

整理得　ｍ＝１０＋ｂ＋ｄ＋ｈ
３ 

可知，ｂ＋ｄ＋ｈ的和必须能被３整除 从上题表１，

（１）当ｂ＋ｄ＋ｈ＝６时，此三数为１，２，３

此时，ｍ＝１０＋１＋２＋３
３ ＝１２

ｃ＝ｍ－（ｂ＋ｄ）＝１２－（１＋２）＝９，

ｅ＝ｍ－（ｂ＋ｈ）＝１２－（１＋３）＝８，

ｆ＝ｍ－（ｄ＋ｈ）＝１２－（２＋３）＝７，
那么，ａ，ｇ，ｉ分别为６、５、４
将上图九个 数 分 别 改 写 成 关 于１０的 补 数，这 就 是

ｂ、ｄ、ｈ三数和为２４的类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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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ｂ＋ｄ＋ｈ＝９时，ｍ＝１０＋９
３＝１３

先试填（１、２、６）一组，

∵　ｅ＝ｍ－（ｂ＋ｄ）＝１３－（１＋２）＝１０＞９，

∴　无解

　　再试填（１、３、５）一组，

ｃ＝ｍ－（ｂ＋ｄ）＝１３－（１＋３）＝９，

ｆ＝ｍ－（ｄ＋ｈ）＝１３－（３＋５）＝５与ｈ重复，所以无解
最后试填（２、３、４）一组
ｃ＝１３－（ｂ＋ｄ）＝１３－（２＋３）＝８，

ｆ＝１３－（ｄ＋ｈ）＝１３－（３＋４）＝６，

ｅ＝ｍ－（ｂ＋ｈ）＝１３－（２＋４）＝７
最后在１～９九个数中 只 剩 下１、５、９，经 试 填 这 三 个

数无法使三角形外框的三边上 各 数 的 和 等 于１３，所 以 也

无解 因此，当ｂ＋ｄ＋ｈ＝９时无解 相应地ｂ＋ｄ＋ｈ＝２１时同样无解

（３）当ｂ＋ｄ＋ｈ＝１２时，ｍ＝１０＋ｂ＋ｄ＋ｈ
３ ＝１４

经试填，只有当三数为（１、４、７）时，则

ｃ＝ｍ－（ｂ＋ｄ）＝１４－（１＋４）＝９，

ｅ＝ｍ－（ｂ＋ｈ）＝１４－（１＋７）＝６，

ｆ＝ｍ－（ｄ＋ｈ）＝１４－（４＋７）＝３
ａ、ｇ、ｉ分别为８、５、２，这时才有一种类型解

　　将ｂ、ｄ、ｈ为（１、４、７）时所得 解 的 各 数 分 别 改 写 成 关 于１０的 补 数，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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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ｄ、ｈ三数和为１８时的类型解
（４）当ｂ＋ｄ＋ｈ＝１５时，经试填八组数都无解
ｂ、ｄ、ｈ之间可任意交换位置，有六种不同形式的排列

　　但当ｂ、ｄ、ｈ的位置确定，其余各数的位置也随着确定，所以每种类型的

解有６种不同的形式 本题共有４种类型、２４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３０１．将下列各组九个数填 入 上 题 图 形 的 黑 点 处，使 每 条 直 线 上 各 数

的和都相等
（１）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２）－４、－３、－２、－１、０、１、２、３、４；
（３）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５、１７；
（４）３、７、１１、１５、１９、２３、２７、３１、３５
解　已知的四组数，每组数的前 后 两 数 的 差 是 定 值，为 等 差 数 列，填 写

的方法与结果跟上题相同
（１）把上题的结果，各数相应减１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各数减１
　 ｜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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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５　　 　 　

　　（２）各数减５

　　（３）各数乘２减１

　　（４）各数乘４减１

　　２３０２．将１～９九 个 数 填 在 图 中 黑 点 处，使 每 个 圆 周 上 各 数 的 和 都 相

等

　　解　填写字母如图，并设圆周上各数的和是 ｍ
根据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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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ｅ＋ｆ＋ｄ＝ｍ，

　ｂ＋ｃ＋ｆ＋ｈ＋ｇ＝ｍ，

　ｃ＋ｄ＋ｉ＋ｈ＋ｅ＝ｍ．
三式相加，３ｍ＝２（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ａ＋ｇ＋ｉ）
而　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４５，

∴　ｍ＝３０－ａ＋ｇ＋ｉ
３ 

因此，（ａ＋ｇ＋ｉ）的和必须是３的倍数
（１）先试 填ａ＋ｇ＋ｉ＝６，从 前 题 表１可 知 符 合 要 求 的 只 有（１、２、３）一

组这时，ｍ＝３０－１＋２＋３
３ ＝２８ 所以，１所在的圆上另外四数的和是２７，２

所在的圆上另外四数的和是２６，３所在的圆上另外四数的和是２５ 为此，先

编一张不大于９的四个整数的和的表３

表　３

和 四　　　　　　数

１０ 　１、２、３、４

１１ 　１、２、３、５

１２ 　１、２、３、６；１、２、４、５

１３ 　１、２、３、７；１、２、４、６；１、３、４、５

１４ 　１、２、３、８；１、２、４、７；１、２、５、６；１、３、４、６；２、３、４、５

１５ 　１、２、３、９；１、２、４、８；１、２、５、７；１、３、４、７；１、３、５、６；２、３、４、６

１６
　１、２、４、９；１、２、５、８；１、２、６、７；１、３、４、８；１、３、５、７；１、４、５、６；２、３、４、７；

２、３、５、６

１７
　１、２、５、９；１、２、６、８；１、３、４、９；１、３、５、８；１、３、６、７；１、４、５、７；２、３、４、８；

２、３、５、７；２、４、５、６

１８
　１、２、６、９；１、２、７、８；１、３、５、９；１、３、６、８；１、４、５、８；１、４、６、７；２、３、４、９；

２、３、５、８；２、３、６、７；２、４、５、７；３、４、５、６

１９
　１、２、７、９；１、３、６、９；１、３、７、８；１、４、５、９；１、４、６、８；１、５、６、７；２、３、５、９；

２、３、６、８；２、４、５、８；２、４、６、７；３、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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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和 四　　　　　　数

２０
　１、２、８、９；１、３、７、９；１、４、６、９；１、４、７、８；１、５、６、８；２、３、６、９；２、３、７、８；

２、４、５、９；２、４、６、８；２、５、６、７；３、４、５、８；３、４、６、７

２１
　１、３、８、９；１、４、７、９；１、５、６、９；１、５、７、８；２、３、７、９；２、４、６、９；２、４、７、８；

２、５、６、８；３、４、５、９；３、４、６、８；３、５、６、７

２２
　１、４、８、９；１、５、７、９；１、６、７、８；２、３、８、９；２、４、７、９；２、５、６、９；２、５、７、８；

３、４、６、９；３、４、７、８；３、５、６、８；４、５、６、７

２３
　１、５、８、９；１、６、７、９；２、４、８、９；２、５、７、９；２、６、７、８；３、４、７、９；３、５、６、９；

３、５、７、８；４、５、６、８

２４
　１、６、８、９；２、５、８、９；２、６、７、９；３、４、８、９；３、５、７、９；３、６、７、８；４、５、６、９；

４、５、７、８

２５ 　１、７、８、９；２、６、８、９；３、５、８、９；３、６、７、９；４、５、７、９；４、６、７、８

２６ 　２、７、８、９；３、６、８、９；４、５、８、９；４、６、７、９；５、６、７、８

２７ 　３、７、８、９；４、６、８、９；５、６、７、９

２８ 　４、７、８、９；５、６、８、９

２９ 　５、７、８、９

３０ 　６、７、８、９

从表３查得，不大于９的四个整数的和是２７的有三组数：（３、７、８、９），
（４、６、８、９），（５、６、７、９） 其中（３、７、８、９）含有３，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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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２与３相差１，且２＜３，所以（４、６、８、９）四个数应有上左图那样的排列，
即６、８与２同圆，４、９与３同圆，这样才有可能试填成功 接着将剩下的５、

７两数填入空位，得到一种类型解
再试填（５、６、７、９）一组 同理应使５、９与２同圆，６、７与３同圆，接着填

入剩下的４和８，就满足了题目的要求
这是三个不大于９的整数的和是６的两种类型解
如果把上面解中的各数分别改写成关于１０的补数，就得到三个不大于

９的整数的和是２４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解 这时 ｍ＝２２，与上面解的 ｍ＝２８
关于５０互补

　　由于ａ、ｇ、ｉ之间可互换位置，有６种不同的形式 又ｂ与ｆ，ｄ与ｅ，ｃ与

ｈ也都可互换位置，各有２种不同的形 式，因 此 每 种 类 型 的 解 都 有６×２×２
×２＝４８种不同的形式

（２）接着试填ａ＋ｇ＋ｉ＝９ 由表１可知有（１、２、６），（１、３、５）和（２、３、４）
三组 先填（１、２、６）一组

　　这时 ｍ＝３０－９
３＝２７，与１同圆的四 数 和 是２６ 由 表３知，和 是２６的

四个数有（２、７、８、９），（３、６、８、９），（４、５、８、９），（４、６、７、９），（５、６、７、８）五 组
由于１、２、６三个数不能再用，所以适用的只有（４、５、８、９）一组 因为６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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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４，因此（４、５、８、９）是 否 适 用，只 要 由 其 中 两 个 数 的 和 与 另 两 个 数 的 和

是否相差４来检验 结果是否定的 所以ａ、ｇ、ｉ填１、２、６是无解的
同理，ａ、ｇ、ｉ填（１、３、５）或（２、３、４）也无解
结论是ａ、ｇ、ｉ三数的和是９无解
三数和是２１与三数和是９关于３０互补，因此三数和是２１的也必定无

解
（３）再试填ａ＋ｇ＋ｉ＝１２ 由表１知，这样的数有七组，经试填有４种类

型解

　　将上面各图中的数改写成关于１０的 补 数，即 得 三 数 和 是１８的４种 类

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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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最后试填ａ＋ｇ＋ｉ＝１５ 由表１知有八组数，这时 ｍ＝２５．经试填，
（１、５、９）和（３、５、７）各有一种类型解；（２、５、８）和（４、５、６）各有两种类型解；其

余四组无解

　　本题共有１８种类型的解，每种类型有４８种

不同的形式，共有４８×１８＝８６４种不同的形式
２３０３．将４、７、１０、１３、１６、１９、２２、２５、２８九 个

数 填 在 右 图 黑 点 处，使 每 个 圆 上 各 数 的 和 都 相

等
解　由于４、７、１０、…、２５、２８等 九 个 数 是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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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为３的等差数列，所以填写的方法与上题相同，只要将上题各种类型解的

数，扩大３倍再加上１，就得到需 填 的 数 同 样 有１８种 类 型，８６４种 不 同 形

式的解
现在举两种类型表示如下：

２３０４．将１～９九个数填在图中黑点处，使每个圆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各点上的数用字母表示如下，并设每个圆上各数的和为 ｍ
ａ＋ｂ＋ｄ＋ｅ＝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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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ｅ＋ｆ＝ｍ， ②

ｄ＋ｅ＋ｈ＋ｇ＝ｍ， ③

ｅ＋ｆ＋ｈ＋ｉ＝ｍ． ④

①式＋④式－②式－③式，得

ａ＋ｉ＝ｃ＋ｇ． ⑤

①式＋②式＋③式＋④式，得

（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ｂ＋ｄ＋ｆ＋ｈ＋ｅ）＋２ｅ＝４ｍ．
而　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４５，

　　ｂ＋ｄ＋ｆ＋ｈ＋ｅ＝４５－（ａ＋ｉ＋ｃ＋ｇ），

∴　４５＋［４５－（ａ＋ｉ＋ｃ＋ｇ）］＋２ｅ＝４ｍ ⑥
以⑤式代入⑥式，得

ｍ＝２２＋１＋ｅ－（ａ＋ｉ）
２ ⑦

由⑤式可知，１～９九个数 中，应 设 法 找 出 两 个 数 的 和 等 于 另 两 个 数 的

和
因为１～９九个数中最小的四个数是１、２、３、４ 且１＋４＝２＋３，最大的

四个数是６、７、８、９，且７＋８＝６＋９
所以两数的和最大是１５，最小是５
由⑦式可知，

当ａ＋ｉ＝１５时，ｍ最小 ＝１６

当ａ＋ｉ＝５时，ｍ最大 ＝２４

再由⑦式，得

ａ＋ｉ＝４５＋ｅ－２ｍ． ⑧
于是可以试填，先令 ｍ＝１６，取ｅ＝１，２，３，…，９，由⑧式，得

ａ＋ｉ＝ｃ＋ｇ＝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１５以后应舍去）；

再令，ｍ＝１７，取ｅ＝１，２，３，…，９，得

ａ＋ｉ＝ｃ＋ｇ＝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１５以后舍去）；

又令，ｍ＝１８，取ｅ＝１，２，３，…，９，得

ａ＋ｉ＝ｃ＋ｇ＝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５以后舍去）；

最后令 ｍ＝１９，取ｅ＝１，２，３，…，９，得

ａ＋ｉ＝ｃ＋ｇ＝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６舍去）
经试填，至此，已有２０种类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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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２０种解互为补数关系的还有２０种解，即 ｍ＝２４与 ｍ＝１６，ｍ＝２３
与ｍ＝１７，ｍ＝２２与 ｍ＝１８，ｍ＝２１与 ｍ＝１９的 解 互 补，只 是 ｍ＝２０时，没

有互补的对象，它的解也有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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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种类型有８种不同的 形 式，因 此 本 题 共 有４７种 类 型，３７６种 不 同 形

式的解
２３０５．将１～９九个数填在图中黑点处，使每个圆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同上题ａ＋ｉ＝ｃ＋ｇ，ａ＋ｉ＝４５＋ｅ－２ｍ ①
当（ａ＋ｉ）最大 ＝１５时，ｍ最小 ＝１６；

当（ａ＋ｉ）最小 ＝５时，ｍ最大 ＝２４

又∵　ａ＋ｃ＋ｉ＋ｇ＝ｍ，而ａ＋ｉ＝ｃ＋ｇ，∴　ａ＋ｉ＝ｃ＋ｇ＝ｍ
２ ②

②式代入①式，得　５ｍ
２ ＝４５＋ｅ ③

由此可知，ｍ 应为偶数１６、１８、２０、２２、２４
以 ｍ＝１６代入③式，得　ｅ＝－５（舍去）；
同理，当 ｍ＝１８，ｅ＝０（舍去）；

当 ｍ＝２０，ｅ＝５；
当ｍ＝２２，ｅ＝１０＞９（舍去）；当 ｍ＝２４，ｅ＝１５＞９（舍去）；因此，ｅ只能是

５，这时，ｍ＝２０，ａ＋ｉ＝ｃ＋ｇ＝２０
２＝１０，ｂ＋ｄ＋ｈ＋ｆ＝４５－ｅ－（ａ＋ｃ＋ｇ＋ｉ）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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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试填得解：

２３０６．将１～９九个数填在 图 形 的 黑 点 处，使 每 个 圆、每 条 直 线 上 各 数

的和都相等

　　解　将各黑点上的数用字母表 示 如 图，并 设 每 个 圆 上 和 每 条 直 线 上 三

数之和都是 ｍ
因为每个数都参加两次加法运算，所以

２（ａ＋ｂ＋ｃ＋ｄ＋ｅ＋ｆ＋ｈ＋ｉ）＝６ｍ，６ｍ＝９０，ｍ＝１５
从１～９九个数中任意选择三数，使它们的和等于１５，有以下几组

１、５、９；１、６、８；２、４、９；２、５、８；２、６、７；３、４、８；３、５、７；４、５、６
其中有１的只两组 将这两组数分别填在中央一直线和外圈上

　　再从其他各组中选择适当的数填在直线上，或填在圆周上，就得到２种

类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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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８　　

　　每种类型中，三条直线上的三组 数 可 同 时 交 换 位 置，有３×２×１＝６种

不同的形式 三个圆的圆周上三组数也可交换位置，也有３×２×１＝６种不

同的形式，因此每种类型共有６×６＝３６种不同的形式 本题共有３６×２＝
７２种不同的形式

⑦ 十数

２３０７．将１～１０十个数填在图形的黑点处，使每个圆上各数的和相等

　　解　各点上的数用字母表示如图ｍ 表示各圆上六个数的和 则

（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ｊ）＋ａ＋ｅ＝２ｍ，

５５＋ａ＋ｅ＝２ｍ，

ｍ＝２７＋１＋ａ＋ｅ
２

由此可知，（ａ＋ｅ）应为奇数
１～１０十个数中两数的和成奇数的有：

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１、１０；

２、３；２、５；２、７；２、９；

３、４；３、６；３、８；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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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９　　 　 　

４、５；４、７；４、９；

５、６；５、８；５、１０；

６、７；６、９；

７、８；７、１０；

８、９；

９、１０
以上２５种情况都有解，而且每种情况的解不限于一个 以ａ、ｅ为１和

２为例，这时，ｍ＝２７＋１＋（１＋２）
２ ＝２９２９－（１＋２）＝２６，即 每 个 圆 上 除ａ、ｅ

外其余四个数的和都应是２６ 在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中 任 选 四 个 数 使 它 们

的和是２６的有八种选法 它 们 是：（１０、９、４、３），（１０、８、５、３），（１０、７、６、３），
（１０、７、５、４），（９、８、６、３），（９、８、５、４），（９、７、６、４），（８、７、６、５）

选了第一组（１０、９、４、３），余下的 四 个 数 就 是 第 八 组（８、７、６、５）；选 了 第

二组余下的数就是第七组…；因此实际上是４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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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两圆交叉点上的数以外，上下两圆的两组数可对换位置，有２种不同

的形式；每个圆上除交叉点上的数外，其余四个数可任意交换位置，有４×３
×２×１＝２４种不同的形 式；而 交 叉 点 上 的 两 个 数 也 可 对 换 位 置，有２种 不

同的形式 因此每种类型有２４×２×２＝９６种不同形式的解
（２）方宫

① 九宫

２３０８．将１～９九 个 数 填 入 右 图 的 空 格 中，使

横行、竖列和对角线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公元 前２０００多 年，夏 禹 治 水，据 说 从 洛

水中浮起一只大乌龟，背 上 有 个 奇 特 的 图 案，后 来

人们就叫它为“洛 书” 实 际 上，它 就 是１～９九 个

数排成本题 所 要 求 的 格 式，使 行、列、对 角 线 上 每

三个数的和 都 是１５ 汉 朝 时，有 个 叫 徐 岳 的 人 写

了一本《数术记遗》的书，讲到一种叫“九宫算”的，

就是这一种图形 宋代著名数学家杨辉又把它称为“纵横图”，国外叫做“幻

方” 关于它的填法，杨辉 在《续 古 摘 奇 算 法》一 书 中，有 这 样 四 句 话：“九 子

斜排，上 下 对 易，左 右 相 更，四 维 挺 出”意 思 是，先 将１～９九 个 数 依 次 斜

排，然后将上（１）与下（９）两数对调，左（７）与 右（３）两 数 对 调，然 后 将 四 面 中

间的数（２、４、６、８）向外挺出就成功了

关于这道题的解题原理可以这样推导：
用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分 别 表 示 这 九 个 数，并 设 行、列、对 角 线 上 各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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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１　　 　 　

的和都是 ｍ
因为方宫有三行，而１～９九数的和是４５

（镜中像的数字为观察方便都正写）

所以，３ｍ＝４５，ｍ＝１５
又　ａ＋ｅ＋ｉ＝ｍ
　　ｃ＋ｅ＋ｇ＝ｍ
　　ｄ＋ｅ＋ｆ＝ｍ
　　ｂ＋ｅ＋ｈ＝ｍ
四式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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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３ｅ＝４ｍ；

ｅ＝４×１５－４５
３ ＝５，

这表示中宫必须填５ 由此可知，ａ＋ｉ＝ｃ＋ｇ＝ｄ＋ｆ＝ｂ＋ｈ＝１０１～９
九个数中剔除 了５以 后，两 数 的 和 是１０的 有（１、９）（２、８）（３、７）和（４、６）四

组接着要解决的是这四组数中哪两组能填入角宫，即ａ与ｉ、ｇ与ｃ究竟是

四组数中的哪两组
１～９九个数剔除５以后，每三个数的和是１５的有（１、６、８）（２、４、９）（２、

６、７）和（３、４、８）四 组 显 然，能 填 入 角 宫 的 数 必 须 在 上 面 四 组 数 中 重 复 出

现，符合条件的应是２、８、４、６四个数 因 此 填 入 角 宫 的 应 是（２、８）（４、６）两

组 解决了填入角宫的数后，其他空格的数很顺利地就能解决，从而填出了

《洛书》所示的图形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填九宫时中宫必须填５，四个角宫必须

填偶数 从这一种类型还可推出其他７种不同的形式 其他７种形式都可

以从“洛书”开始经过镜子的反射或旋转而得到
在确定中宫必须填５和每行、每列，每条对角线上各线的和是１５以后，

其余各宫的数可用奇偶数分离的方法正确填出：

１～９九个数中 共 五 个 奇 数，因 为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角线上 三 数 的 和 都 是 １５，１５是 奇 数，所 以 每 行、每

列、每条对角线上奇数的个数应是１个或３个 九宫中

奇数的排列方式只有上图一种（有○的表示填奇数）
因为中宫必 须 填５，而 每 行、每 列 三 数 的 和 是１５，

因此东、西两宫或南、北两宫 必 须 填 奇 数１和９或３和

７ 这样２、４、６、８四个偶数应填在角宫，且２与８成对角，４与６成对角 接

着根据每行、每列、每 条 对 角 线 各 数 的 和 都 是１５，确 定 四 个 偶 数 的 具 体 位

置这种奇偶分离的方法所得的解与前面分析所得的一种类型八种形式的

解类型完全相同
２３０９．将下列每组九个数填 在 方 形 九 宫 中，使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上三数的和都相等
（１）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２）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
（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５、１７、１９、２１
解　上题和本题都是九宫填数 九宫有三行三列，叫做“三阶纵横图”
（１）９～１５九个数是连续数，可仿照１～９九个数的填法，中宫填九个数

的中数１１；角宫填四个偶数８、１０、１２、１４，而且是最小的８与最大的１４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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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组，填在对角，中间的１０与１２搭 配 成 组，填 在 另 一 个 对 角；剩 下 的７、９、

１３、１５，四个奇数，也是最小的与最大的搭配，中间的搭配进行试填
或者可以这样考虑：

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是一个等差数列，它的

通项是项数ｎ加６，即ｎ＋６，所以只要 将 上 题“洛 书”图

象中每个方格的数加上６就得解
（２）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九 个 数 开 始 的 数

是偶数，中数也是偶数 因此中宫填中数１２，角宫填四

个奇数９、１１、１３、１５，而且是９与１５，１１与１３搭配填在

对角，剩下的四个偶数仍是最 大 的１６与 最 小 的８，中 间 的１０与１４搭 配 成

组在东、西与南、北宫进行试填

　　或８～１６九个数是等 差 数 列，通 项 是ｎ＋７，所 以 只 要 将 上 题“洛 书”图

象中每个数分别加上７就得解如上图
（３）中数１３填中宫；第二与末第二数、第四与第六数搭配成组，填在角

宫；第一与最后数、第三与末第三数搭配成组填在东、西与南、北宫
或将上题“洛书”图象中每个数乘２再加上３就得解如右上图
② 十六宫

２３１０．将１～１６十 六 个 数 填 在 十 六 宫 的 方 格

中，使每行、每列、每条对角线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这是一 个 四 阶 纵 横 图 它 的 求 解 方 法 一

般用：
（１）补数法１（Ａ）

因为１＋２＋３＋…＋１５＋１６＝１６
２×（１＋１６）＝１３６，

所以每行、每列、对角线上各数的和为　１３６÷４＝３４
先将１～１６各数按数的顺序依次填入方格（图１），可以看到：十六个宫

所在的正方形上对角两数关于１７互补；中心四个宫所组成的小正方形上对

角两数也是关于１７互补，按图２所示，使互补的两数互换位置，就得到一种

形式的解（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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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４　　

图１　　　　　　　　　图２ 图３

　　（２）补数法１（Ｂ）
将图１方格中各数，按图４所 示，互 补 的 两 数 互 换 位 置，得 到 另 一 种 解

（图５）

图４ 图５

　　图５与图３是镜像关系，图３以正方形的中心为中心，按顺时针或逆时

针方向旋转１８０°，就得到图５ 因此，它们是一种类型、两种不同的形式
图１是将１～１６各数按从左向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也可按从右向

左、从上到下或从左向右、从下到上、和 从 右 向 左、从 下 到 上 的 顺 序 排 列，然

后再用上述两种不同的方法，将有关的数交换位置

　　　　　　　　　　　　　　图６

　　　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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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８

　　　图９

　　　　　　　　　　　　　　图１０

　　 图１１

后 四个解中，图８与图７相同，图９与图６、图１０与图５、图１１与图３也

分别相同 这是因为１～１６十六 个 数 按 横 行 从 上 到 下、从 左 向 右 依 次 排 列

所得的图，以正方形的中心为中心、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１８０°后就是十六个

数按横行从下到上，从右向左依次排列所得的图，因此用补数法／（Ａ）、／（Ｂ）
调动各有关数后所得结果必然相同，这就形成图１０与图５、图１１与图３重

复 同理，图８与图７、图９与图６也必然重复 至此，我们实际上只得到了

４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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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了上面四个解外，我们还 可 将１～１６各 数 按 纵 列 从 上 到 下、从

左向右依次排列，或仍按纵列从上到下、从右向左排列，然后用补数法／（Ａ）
和／（Ｂ）调整有关数的位置，得另四个解如下：

　　　　　　　　　　　　　　图１２

　　图１３

　　　　　　　　　　　　　　图１４

　　　图１５

以上８个解之间存在镜像关系，属于一种类型８种不同形式的解
由此可知，每得一种十六宫的解 后，只 要 运 用 镜 像、旋 转 方 法 总 能 得 到

其他７种不同形式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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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７　　 　 　

旋　转　图

（３）补数法２
将１、２、３、４四个数稍加错开填在方格中（图１６、１７）

　　 图１６　　　　　　　　　　　图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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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以１、２两数为对角的矩 形 的 另 二 对 角 的 方 格（图１６、１７中 有△
的方格）中填入１、２关于１７的补数１６和１５，再在以３和４为对角的矩形的

另二对角处填上３、４关于１７的补数１４和１３（图１８、１９）

　　 图１８　　　 　　　　　　　图１９

接着在空格中试填５、６、７、８四数
在图１８中，对角线上各数的和应是３４，而３４－（１６＋３）＝１５＝７＋８，所

以先填７、８两数如图２０，接着在７、８对 应 的 对 角 处 填 它 们 的 补 数１０和９
最后根据横行四数的和是３４，填出５、１１与６、１２

　　 图２０　　　　　　　　　　　　图２１

在图１９的最下面一行，空格之和为３４－（３＋１３）＝１８ 二 空 格 中 可 填

（６、１２）、（７、１１）或（８、１０）三组 数 中 的 一 组 经 试 填 应 填８和１０ 于 是８和

１０的补数９和７的位置也确定如图２１ 再看对角线上３４－（１５＋８）＝１１而

５＋６＝１１，所以５、６的位置也得 以 确 定 在 最 后 两 空 格 中 各 填 上５、６的 补

数１２和１１
用这种方法不一定能得到解 如开始时填成图２２的形式，因为各填上

１与２、３与４的对应角数后得图２３，而第一行的４＋１６＋１４＋２＝３６≠３４，所

以无解
印度曾经发现一个１１世纪的 碑 文，上 面 刻 有 如 图２４那 样 的 一 个 四 阶

纵横图 它不但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上 四 个 数 的 和 都 是３４，而 且 九 个

“小四宫”中四数的和也都等于３４ 更美妙的是，将图２４的第一行移作最后

一行，或将左边第一列移到右边，都能保持每行、每列、每条对角线、每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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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宫”各数的和都符合这一特性，具有这一特点的解叫做“美妙解” 十六宫

的美妙解共有１６种不同类型 将图２４的行、列依次扩展，得图２５，其中任

意的一个十六宫都是美妙解 图２５表示十六宫美妙解的１６种类型

图２２ 图２３

图２４ 图２５

　　十六宫的解，据称共有８８０种之多
③ 二十五宫

２３１１．将１～２５二十五个数 填 入 方 宫，使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上 各

数的和都相等
解　二十五宫的解有２亿多种，但 只 知 道 它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上

五个数的和是６５，要想凑填 出 整 个 纵 横 图，那 是 很 困 难 的 现 在 介 绍 几 种

通常使用的填写方法
（１）位置交换法

先按数的顺序填成图１，然后把对应的数按图２、图３的方式交换，分别

得到图４、图５两种不同的类型解 按镜像关系每种类型可得８种不同的形

式
（２）奇偶分离法１
奇偶分离法是以九宫的解为基础，再 根 据 奇 偶 数 的 关 系 进 行 填 数 的 方

法

二十五宫每行、每列五个数的和等于
（１＋２５）×２５

２ ÷５＝６５．６５是奇数，

所以每五个数中奇数的个数必须 是１个、３个 或５个，１～２５中 共 有 十 三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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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数，这些奇数在二十五宫中应像图６那样分布（有○的代表奇数）

　　　（甲）　　　　　　　　（乙）

图６

利用九宫解的 一 种 形 式，将 十 三 个 奇 数 中 中 间 的

九个即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７、１９、２１ 按２ｎ＋３的关系填在

图６（甲）的中部 再 将 另 四 个 奇 数１、３、２３、２５互 补 对

应地填在另四个“○”处，如图７ 最 后 将２～２４十 二 个

偶数填入空格，使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上 各 数 的 和

都等于６５ 填时只要注意每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两 端

两个数关于２６互补即可（见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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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　　　　　　　　　　　图８

再填图６（乙），先将５～２１九个奇数填成九宫解形式，再在“○”的四个

空格内按补数关系填入１、３、２３、２５另 四 个 奇 数（见 图９） 最 后 配 填 偶 数 得

解如图１０

　　　图９　　　　　　　　图１０

图１１

（３）奇偶分离法２
将１～２５的中间九个数，即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１６、１７填成九宫解（见图１１）
然后将１～８和１８～２５十六个数配填四周，使得对

应的两 数，即 图１１中 符 号 相 同 的 数 的 和 都 等 于 ６５－
（１２＋１７＋１０）＝２６ 配 填 时 还 必 须 使 四 周 的 行 或 列 的

五个数的和都等于６５ 要做到这一点，五个数中奇数的

个数不能成双 现在举相邻角数填１和３的为例 相邻两角数填了１、３以

后，在１～８的四个奇数中还剩下５和７，可以将它们填在如图１２那样的位

置１～８的奇数位置一经确定，１８～２５的奇数位置也随着确定 最后剩下

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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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数２、４、６、８和１８、２０、２２、２４，可以根据关于２６互补的关系，配成四组进行

试填，得两种类型的解（图１３）

图１３

（４）奇偶分离法３
对正方形各边中点连接线段，组成 一 个 斜 正 方 形 在 斜 正 方 形 的 方 格

中，依次填连续的各奇数 在伸展的第二个斜正方形中，填连续的各偶数
再将第二个斜正方形截成四个直角三角形，接到第一个斜正方形的各边上，
就得到二十五宫的一种解

　　这种奇偶分离法容易掌握，便于 记 忆 奇 偶 分 离 法 适 用 奇 数 阶 的 纵 横

图
（５）马士步法

马士步法是用象 棋 中 的“马 步”与“士 步”进 行 填 数

的方法“马步”的走法是一步一斜，“士步”是沿 方 格 的

对角线行走 从一 点 出 发，用“马 步”可 走 向 八 个 位 置，
用“士步”可走向四 个 位 置 填 数 时，从 自 然 数１开 始，
用“马步”行走，在八个方向中可任选其一，到达的位置，
就是“２”所在的方格；接着再从“２”的位置起步，用“马步”按方才的同一方向

行走，确定“３”的位置 以下类推“１”可从任何一格开始 图１４中“１”是从

二十五宫的中央 起 步，按“马 步”可 填 八 个 空 格 中 的 任 意 一 格 现 在“２”是

“１”的上方靠左，以后“马步”的方向就不再改变 照这样的走法，“３”就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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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二十五宫的外面 这 种 情 况 下，可 将“３”从 宫 外

上二行移至宫内下起第二行 于是“３”就确定在

宫内的相应位置上 接着从“３”按“马步”填“４”，
它又在宫外，现在应按列 移 至 宫 内 相 应 位 置 上
当从５走“马步”填６时，将与“１”重复，这时就不

走“马步”，改走“士 步”，但“士 步”应 与“马 步”同

向异侧 以下依次类推，最后得到的是二十五宫

的美妙 解 这 样 填 出 的 纵 横 图，叫 做 “马 步 幻

方”
马士步法运用于阶数不能被２和３整除的纵横图
④ 三十六宫

２３１２．将１～３６三十六个数 填 在 方 宫 内，使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上

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三十六宫是六阶纵横图，可以使用分层法，从四阶纵横图的解填出

六阶纵横图
首先，利用四阶纵横图的 解，将 各 数 加１０，即 用１１～２６十 六 个 数 填 十

六宫，放在六阶纵横 图 的 中 心 部 分 然 后 在 四 周 配 填１～１０和２７～３６的

二十个数，使每行、每列、每条对角线上六数的和都是１１１ 由于中心部分每

行、每列、每条对角线上四数的和是７４已确定，因此，所空的各格中，只要对

应两数的和是１１１－７４＝３７，并 且 四 周 的 行 和 列 六 数 的 和 都 是１１１就 能 得

解 图所示是六阶纵横图中的一种

使用分层法又可从六阶填出 八 阶，从 八 阶 填 出 十 价… 它 不 但 对 填 偶

数阶纵横图适用，而且对填奇数阶纵横图也适用 但由于它只能两层、两层

增加，当阶次较高时就显得麻烦，所以一般填奇数阶纵横图时用较为简单方

便的奇偶分离法

⑤ 四十九宫

２３１３．将１～４９四十九个数 填 在 方 宫 中，使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上

各数的和都相等



算

术

辞

典

　　　　　　

　　　 ９８４　　

解　（１）奇偶分离法

　　（２）马士步法

　　【注意】　以上两法详见二十五宫奇偶分离法３及马士步法

⑥ 六十四宫

２３１４．将１～６４六十四个数 填 在 方 宫 中，使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上

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１）分层法

从六阶纵横图填八阶纵横图 先将１５～５０
三十六个数填六阶纵横图（照六阶的 解，每 个 数

各加１４），放在六 十 四 宫 的 中 央 部 分，然 后 在 四

周配填１～１４和５１～６４ 因 为 六 阶 纵 横 图 的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上 六 数 的 和 是

（１５＋５０）×３６
２ ÷６＝１９５，而八 阶 纵 横 图 每 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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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每条对角线上八数的和是
（１＋６４）×６４

２ ÷８＝２６０，所以，在四周各空格中

相对应的两数应是２６０－１９５＝６５ 在填数时还应注意到四周的行和列六数

的和都应是２６０
（２）演绎法

用马士步法能求出阶数不能被２和３整 除 的 纵 横 图 的 美 妙 解，求 偶 数

阶纵横图的美妙解至今还没有找出 规 律，但 可 以 以 四 阶 纵 横 图 十 六 种 美 妙

解中任一种为基础，用演绎法找出八阶、十六阶、三十二阶、…纵横图的美妙

解 下面介绍以在印度发现的１１世 纪 四 阶 纵 横 图 美 妙 解 为 基 础 求 出 八 阶

纵横图美妙解的方法
首先将１～６４六十四个数，根据关于６５互补的关系分成四组
第一组：１～８和５７～６４十六个数；
第二组：９～１６和４９～５６十六个数；
第三组：１７～２４和４１～４８十六个数；
第四组：２５～４０十六个数
下面（１）是印度碑文上发现的四 阶 纵 横 图 的 美 妙 解 接 着 把 四 组 数 分

别填入（１）得（２）、（３）、（４）、（５）

　　　（１）　　　　　　　　　　（２）

（３）　　　　　　　　　　（４） （５）

　　第一组填入时，１～８各数 不 变，用５７～６４各 数 依 次 代 换 图１中９～１６
各数；

第二组填入时，９～１６各数依次代 换１～８各 数，４９～５６各 数 依 次 代 换

９～１６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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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填入时，１７～２４各数依次代换１～８各数，４１～４８各数依次代换

９～１６各数；
第四组填入时，２５～４０各数依次代换１～１６各数
将图２～图５四个图拼成一个八阶纵横图，图２放在左上角、图３放在

右上角，图４放在左下角，图５放在右下角 所得的图就是八阶纵横图的美

妙解

⑦ 八十一宫

２３１５．将１～８１八十一个数 填 在 方 格 中，使 每 行、每 列、每 条 对 角 线 上

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用演绎法由三阶纵横图推出九阶纵横图最为方便 可取九宫解八

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图１）为 基 础，每 个 数 都 加９，组 成 另 一 个 九 宫 解

（图２）；再在图１各数上都加９×２得 图３；依 次 类 推，一 直 加 到 方 格 中 最 大

数为８１为止 这时，连同基础的九宫共得九个九宫解

图１ 图２

　　接着将图１作为第一个小九宫，填在图１中“１”的位置上（见图５，即八

十一宫分成九个小九宫后的南宫）；将图２填在图１中“２”的位置上（图５的

西北宫）；将图３填在图１中“３”的位置上（图５的东宫）；…最后将图４填在

图１中“９”的位置上（图５的北宫） 结果就得到像图５那样的八十一宫 它

的每行、每列、每条对角线上九数之和都是３６９
以图１为基础填得其他八个小九宫后不一定填入图１，也可填入与图１

同一类型的其他七个不同形式的小九宫中，从而得到不同类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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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图４

图５

　　同样，不一定以图１的小九宫为基础，可以与图１同类型的其他七个不

同形式中任一小九宫为基础，各方格中逐步加９得到另八个小九宫，再进行

拼填，从而又得到不同类型的解
（３）幻立体

① 幻球

２３１６．将１～１０十个数填入 图 中 黑 点 处，使 每 个 圆 周 上 各 数 的 和 都 相

等

　　解　各点上的数用字母表示如上图，设每个圆周上各数的和为 ｍ 则ａ
＋ｂ＋ｃ＋ｄ＋ｘ＋ｙ＝ｍ

ｅ＋ｆ＋ｇ＋ｈ＋ｘ＋ｙ＝ｍ，
两式相加　（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ｘ＋ｙ）＋ｘ＋ｙ

＝２ｍ，
以　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ｘ＋ｙ＝５５代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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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５５＋ｘ＋ｙ
２ 

ｍ 为整数，５５为奇数，因此ｘ＋ｙ的和必须为奇数 于是可知ｘ与ｙ 应

该一为奇数，另一为偶数 剔除这一奇数和偶数，余下的八个数分为每组四

个数而其和相等的两组，分别填在两圆的圆周上 得

上面是众多类型中的６种解 因为ａ、ｂ、ｃ、ｄ之间可任意变换位置，有４

×３×２×１＝２４种形式；ｅ、ｆ、ｇ、ｈ之间也可任意交

换位置，也有２４种形式；ａ、ｂ、ｃ、ｄ与ｅ、ｆ、ｇ、ｈ两组

数之间也可同时对换位 置；ｘ 与ｙ 之 间 又 可 对 换，
因此，每种类型有２４×２４×２×２＝２３０４种 不 同 的

形式
２３１７．将１～１４十四个数填在图中黑点处，使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９８９　　 　 　

每个圆的周围上各数的和都相等
解　黑点上各数 用 字 母 表 示 如 图ｍ 表 示 圆

周上各数的和 则

ａ＋ｂ＋ｃ＋ｄ＋ｘ＋ｙ＝ｍ；

ｅ＋ｆ＋ｇ＋ｈ＋ｘ＋ｙ＝ｍ；

ｉ＋ｊ＋ｋ＋ｌ＋ｘ＋ｙ＝ｍ
三式相加，并以十四个数的和１０５代入，得

１０５＋２（ｘ＋ｙ）＝３ｍ，

ｍ＝３５＋２（ｘ＋ｙ）
３ 

因为 ｍ 为整数，所以ｘ＋ｙ的和应能被３整除
设　ｘ＝１，ｙ＝２，ｘ＋ｙ＝３
这时　ｍ＝３７，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ｊ＋ｋ＋ｌ＝３４
这表明，１～１４十四个数 中 剔 除１、２后，余 下 的 十 二 个 数 应 分 成 三 组，

每组四数之和都是３４ 因为３～１４是连续数，可以这样分组：

 ３ ４ ５

 ８ ７ ６

 ９ １０ １１
＋）  １４ １３ １２

 ３４ ３４ ３４

即将十二个数分成（３、８、９、１４）（４、７、１０、１３）和（５、６、１１、１２）三 组，分 别 填 在

三个大圆圆周的四个点上 又因为ｂ＋ｃ＋ｆ＋ｈ＋ｊ＋ｌ＝３４ 所以应分别从

上面三组数中各挑选两个数，使六个 数 的 和 是３７ 这 六 个 数 是（３＋９）＋（４
＋１０）＋（５＋６）＝３７ 由此填数如下：

右图是一种类 型 解 在 同 一 大 圆 中３与９可 互

换位置，１４与８也可互换位置，这样，就产生４种 不 同

的 形式；同理４与１０，７与１３，５与６，１１与１２都可互换

位置 各形成２种不同的形式 三个大圆上每四个数

相互之 间 又 可 交 换 位 置，有３×２×１＝６种 不 同 的 交

换在极点上的１与２也可对换，因此这种类型共有２
×２×２×２×２×２×３×２×１×２＝７６８种 不 同 形 式 的

解　　
再研究３～１４十二个数的分组情况：
这十二个数分成（３、８、９、１４）（４、７、１０、１３）和（５、６、１１、１２）三 大 组 后，每

大组中部分数可相互交换，重新组组 由于Ａ、Ａ′，Ａ″组中两数的和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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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Ａ、Ａ′与Ａ″组 之 间 可 交 换 同 理 Ｂ、Ｂ′与Ｂ″组，Ｃ、Ｃ′与Ｃ″组；Ｄ、Ｄ′与

Ｄ″组之间也能交换 这样共可得３６种不同的 类 型 但 又 要 考 虑 到 从 每 大

组中选出两个数，三大组共六 个 数，使 它 们 的 和 是３７，因 此３６种 中 符 合 要

求的只有１２种 由此可知 当ｘ＝１，ｙ＝２时，本 题 有１２种 类 型７６８×１２＝
９２１６种不同形式的解ｘ与ｙ 还能是其他数，如ｘ＝１，ｙ＝５，ｘ＋ｙ＝６；ｘ＝
２，ｙ＝４，ｘ＋ｙ＝６，…不再赘述

② 幻圆锥

２３１８．用１～１３十三个数填在图中黑点处，要求各圆

周和各直线上四个数的和都相等
解　设圆锥 顶 点 上 的 数 为ａ，各 线 上 四 个 数 的 和 为

ｍ
那么，７ｍ＝２×（１＋２＋…＋１３）＋２ａ

所以，ｍ＝２６＋２ａ
７

ｍ 是整数，因此，ａ须 是７的 倍 数 此 处ａ只 能 是７，
于是 ｍ＝２８ 经试 填 可 得 两 种 类 型 解，它 们 之 间 相 应 的 数 关 于１４互 为 补

数
三个圆周上的数，组与组可交换位置，有３×２×１＝６种不同的形式；三

条直线上的数，组与组也可交 换 位 置，有４×３×２×１＝２４种 不 同 的 形 式
因此，每种类型的解有２４×６＝１４４种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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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幻圆柱

２３１９．用１～１６十 六 个 数 填 在 圆 柱 的 黑 点 处，使 各 直

线、各圆周上四个数的和都相等
解　这道 题 是 四 阶 幻 圆 柱，它 的 解 法 与 第２３１０题 解

十六宫的方法相似，而且比填十六宫的要求要低，因为它相

当于不要求两 对 角 线 上 四 个 数 的 和 也 相 等 下 面 根 据 第

２３１０题图３、图５的答案填写两个解答

接下去，再研究一下四阶纵横图的 美 妙 解 下 图 是 四 阶 纵 横 图 美 妙 解

之一，它除了各行、各列、两对角线 上 四 个 数 的 和 等 于３４外，而 且 小 四 宫 四

个数的和以及图上相连各线上四个数的和也都等于３４

　　这样的美妙解在幻圆柱上表达出来就如右图

所示
如将圆柱的侧面剖开、铺平，就成右图
四阶纵横图的美妙解共１６个，而在圆柱面上，

由于纵列已 没 有 边 界，所 以 四 阶 幻 圆 柱 的 美 妙 解

只有四种（如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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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第２３１０题四阶纵横图美妙解最后一图）

　　④ 幻圆环

２３２０．下图是一个像汽车内胎那样的幻圆环的正反面 两面各有八个

点，将１～１６　１６个数填在黑点处，使每条线上四个数的和都相等

　　　正面　　　　　　　　反面

解　下图是一个四阶纵横 图 的 美 妙 解，将 它 的 ＡＢ 边 与ＤＣ 边 粘 连 起

来，就成了一个管状物体，再 将 Ａ、Ｄ 所 在 的 圆 与Ｂ、Ｃ 所 在 的 圆 对 接 起 来，
就得到幻圆环的美妙解：

　　⑤ 幻四面体

２３２１．将１～１２十二个数填在四面体的 黑 点

处，使每个面上六个数的和都相等
解　我国清 代 数 学 家 保 其 寿 填 了 许 多 幻 立

体，他 把 有 关 四 面 体 填 数 的 题 目 都 叫 做 “浑 三

角”
这道题可以这样 思 考，如 能 使 每 条 棱 上 两 数

的和都相等，那 么 每 个 面 上 六 个 数 的 和 就 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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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体有六条棱，每条棱上 两 数 的 和 应 是
（１＋１２）×１２

２ ÷６＝１３ 每 个 面 上

六个数的和应是１３×３＝３９ 所以，得解如下

２３２２．将１～８八个数填在四面体的黑点处，使每个面上四数之和都相

等

　　解　设每个面上四数之和为 ｍ，并将黑点上各数用字母表示如图
由图，ａ＋ｂ＋ｃ＋ｅ＝ｍ，ａ＋ｃ＋ｄ＋ｆ＝ｍ，ａ＋ｄ＋ｂ＋ｇ＝ｍ，ｂ＋ｃ＋ｄ＋ｈ

＝ｍ
四式相加，４ｍ＝（ａ＋ｂ＋ｃ＋ｄ＋ｅ＋ｆ＋ｇ＋

ｈ）＋２（ａ＋ｂ＋ｃ＋ｄ）＝３６＋２（ａ＋ｂ＋ｃ＋ｄ）

所以，ｍ＝９ａ＋ｂ＋ｃ＋ｄ
２ 

上式表示四 面 体 四 个 顶 上 四 数 之 和 应 为 偶

数 要使四数之和为偶数，四个数应该

（１）都是奇数；（２）都是偶数；（３）两数是奇

数，两数为偶数 两 数 为 奇、两 数 为 偶 的 可 能 搭

配如上图
经试填，当 四 数 全 都 是 奇 数 或 全 都 是 偶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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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四数中二奇二偶是（１、３、２、４），（１、５、２、６），（３、７、４、８），（５、７、６、８）时有

解

其中，（１）与（２），（３）与（６），（４）与（５）的各数都关于９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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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其寿的解答 如 上 两 图，依 中 间 三 角 形 的 三 条 边 折 迭 就 成 图（３）与 图

（６）
⑥ 幻立方

２３２３．将１～８八个数填在正方体八个顶上，使每个面上四数之和都相

等
解　本题又叫“六合立方”，它的解题思路是：

八数的和　１＋２＋３＋…＋８＝
（１＋８）×８

２
＝３６

每个面上四数的和是３６÷２＝１８
１～８八个数中四数的和是１８的有

ａ．１、２、７、８，３、４、５、６；

ｂ．１、３、６、８，２、４、５、７；

ｃ．１、４、５、８，２、３、６、７；

ｄ．１、４、６、７，２、３、５、８ 四 对 每 一 对 两 组 中 的 数 互 不 重 复，因 此 这 两

组数可填在正方体相对两个面上 要 填 成 一 个 正 方 体，须 要 三 对 六 组 数 相

互配合 经试填，ａ、ｂ与ｄ对，ａ、ｃ与ｄ对，ｂ、ｃ与ｄ对分别组成（１）、（２）、（３）
的正方体

（１）　　　　　　　　（２） （３）

　　２３２４．将１～１２十 二 个 数 填 在 右 面 正 方 体 的 黑 点

处，使每个面上四数的和都相等
解　设每个面上四数的和是 ｍ 正方体有六个面，
所以，６ｍ＝２×（１＋２＋３＋…＋１２）＝２×７８，

ｍ＝２６
从１～１２十 二 个 数 中 任 意 选 择 四 个 使 它 们 的 和 是

２６的有：

１、２、１１、１２　　２、３、９、１２　　３、４、７、１２
１、３、１０、１２ ２、３、１０、１１ ３、４、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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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１２　 ２、４、８、１２　 ３、４、９、１０
１、４、１０、１１ ２、４、９、１１ ３、５、６、１２
１、５、８、１２ ２、５、７、１２ ３、５、７、１１
１、５、９、１１ ２、５、８、１１ ３、５、８、１０
１、６、７、１２ ２、５、９、１０ ３、６、７、１０
１、６、８、１１ ２、６、７、１１ ３、６、８、９
１、７、８、１０ ２、６、８、１０

２、７、８、９
４、５、６、１１ ５、６、７、８
４、５、７、１０
４、５、８、９
４、６、７、９
现可以在众多的组中进行选择、试 填 如 先 选 择（１、３、１０、１２）和（１、５、

９、１１）作为正方体的上底面与右侧面 上 的 数（１），再 根 据 已 有３、９两 数 的 找

（３、６、８、９）填在正方体的正面（２），又根据已有５、１０两数的找（４、７、５、１０）填

在正方体的后面（３）；接着根据已有４、８、１２三 数 的 找（２、４、８、１２）填 在 正 方

体的左侧面（４）；这时，下底 面 上 为２、６、７、１１四 数，它 们 的 和 是２６，因 此 填

得正确无误 其他的解请读者自行配填

　　 （１）　　　　　　　　　（２）

　　　（３）　　　　　　　　　（４）

２３２５．将１～２０二十个数填 在 下 页 右 图 的 黑 点 处，使 每 个 面 上 八 个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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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都相等
解　本题是 上 题 的 解 与 前 题 的 解 的 合 并 如 果 前

题的解选用（１），上题的解选用（２）（１）各 数 不 变，（２）各

数都加上８，得（３） 使（３）与（１）重合，即得解如（４）

　　 （１）　　　　　　　　　　（２）

　　　（３）　　　　　　　　　（４）

⑦ 幻八面体

２３２６．右图是一个八面 体 将１～１４十 四 个 数 中 的

八个数填在八个 面 的 中 心，另 六 个 数 填 在 八 面 体 的 六 个

顶上，使每个面上四个数的和都相等
解　保其寿画的“三图本一图”（图１），相当于填八面

体（图２）

图１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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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算填原理，可以这样推导
设八面体上所填各数用字母表示如图，并设每个面上四个数的和为 ｍ

则

　　ａ＋ｂ＋ｅ＋ｐ＝ｍ；

　　ａ＋ｂ＋ｆ＋ｑ＝ｍ；

　　ａ＋ｄ＋ｅ＋ｔ＝ｍ；

　　ａ＋ｄ＋ｆ＋ｕ＝ｍ；

　　ｂ＋ｃ＋ｅ＋ｓ＝ｍ；

　　ｂ＋ｃ＋ｆ＋ｒ＝ｍ；

　　ｃ＋ｄ＋ｅ＋ｗ＝ｍ；

　　ｃ＋ｄ＋ｆ＋ｖ＝ｍ
八式相加，得

８ｍ＝１０５＋３（ａ＋ｂ＋ｃ＋ｄ＋ｅ＋ｆ）；

ｍ＝２１×５＋３×（ａ＋ｂ＋ｃ＋ｄ＋ｅ＋ｆ）
８ 

１～１４十四个数中六个较小数的和为

１＋２＋…＋５＋６＝２１
所以　ａ＋ｂ＋ｃ＋ｄ＋ｅ＋ｆ≥２１
当　ａ＋ｂ＋ｃ＋ｄ＋ｅ＋ｆ＝２１时，

ｍ＝２１
因此，我们可以１、２、３、４、５、６作为八面体顶上的数进行试填１、２、３三

数不能在同一三角形的顶点上，因为２１－（１＋２＋３）＝１５＞１４１～６六个数

在八面体顶上的具体安排要根据八个三角形每个三角形各顶点的和是否相

同而确定 如八个和各不 相 同 而 且 依 次 相 差１，有 解；如８个 和 中 有 重 复，
无解，需将六个顶上的数重新调整 图２是 一 种 解 将 图２各 数 改 写 成 关

于１５互补的补数，就得到另一种解

⑧ 幻十二面体

２３２７．将１～３２三十二个数 填 在 正 十 二 面 体 的 顶 和 每 个 面 的 中 心，使

每个面上六个数的和都相等
解　可将１～３２三十二个数分成两部分 后１２个数，即２１～３２填在

面的中心 前２０个数，即１～２０填在十二面体的顶上 顶上的数要三次参

加正五边 形 六 数 和 的 计 算，因 此 十 二 个 正 五 边 形 顶 点 上 的 数 的 总 和 是

（１＋２０）×２０
２ ×３＝６３０ 设中心填３２的 正 五 边 形 顶 点 上 五 数 的 和 是 ｍ，则

中心填３１的正边形顶点上五数的和是 ｍ＋１；中心填３０的正五边形顶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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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的和是 ｍ＋２；其余依次类推，最后得中心填２１的正五边形顶点上五数

的和是 ｍ＋１１ 于是

ｍ＋（ｍ＋１）＋（ｍ＋２）＋…＋（ｍ＋１１）＝６３０，

ｍ＝４７
这表明十二个正五边形顶点上五数的和分别是：

４７、４８、４９、５０、…、５７、５８
现在用１～２０二十个数配成五个一组，使每组五数的和分别是以上４７

～５８十二个数１～２０二十 个 数 要 分 组 时，每 个 数 可 参 与 三 个 组 通 过 配

填，得解如下：

　　这个图是保其寿所作 他称之 为“六 合 浑 圆”，它 能 拼 成 一 个 正 十 二 面

体，每个面上六数的和都是７９
如果将上图各数都改写成关于３３互补的数，那么就得到另一种解 这

是用１～３２三十二个数中前十二 个 数 即１～１２作 各 个 面 上 中 心 位 置 的 数，
用后二十个数即１３～３２作正十二面体顶上的数而得出的解 这时，每个面

上六数的和都是１１９
⑨ 瓜瓞图

２３２８．三个直交的大圆把球分成八个球面三角形 在这八个球面三个

形的中心和三个大圆的交点填上１～１４十 四 个 数，使 每 个 球 面 三 角 形 上 四

个数的和都相等
解　关于本题，保其寿作了一图，称之 为“瓜 瓞 图”（图１） 使４向 前 突

出，５向后凹进，形成两个半球，拼起来就是本题的解（图２） 其解题原理与

幻八面体完全相同



算

术

辞

典

　　　　　　

　　　 １０００　

图１ 图２

　　６．图形变换

２３２９．９棵树栽成三行（见右图），每行４棵 请想出

另外三种栽法
解　

　　

　　２３３０．９盏彩灯纵横交错地排成１０行，每 行 都 是３盏 灯 请 问 如 何 排

列？　　

解　

２３３１．１２棵树栽成６行，要求每行４棵，如何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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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栽法如图所示

　　２３３２．请把右图的 等 边 三 角 形 分 割 成８个 全 等

的直角三角形 如 果 将 这 个 等 边 三 角 形 分 成３２个

全等的小直角三角形，怎样分？

请再把右 图 的 等 边 三 角 形 分 割 成 ６个 全 等 的

直角三角形 再把它分 成２４个 全 等 的 小 直 角 三 角

形
解　找出等边三角形三边的中点，两两连接，即割成４个全等的小等边

三角形如图（１）所示

（１） （２） （３）

（４）　　　　　　　　　　（５）

再作这些小等边三角形的高，就将 原 等 边 三 角 形 分 割 成８个 全 等 的 直

角三角形如图（２）所示 最后将每 个 直 角 三 角 形 分 割 成４个 全 等 的 小 直 角

三角形，就得到３２个全等的小直角三角形，如图（３）所示 具体作法是找出

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点，由此点向 两 直 角 边 作 垂 线 并 在 此 中 点 及 直 角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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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间连线，即将直角三角形分割成全等的４个小直角三角形
将原等边三角形分割成６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的具体作法是作等边三

角形三边上的高即得如图（４）所示 然后

将每个三角 形 四 等 分 就 将 原 等 边 三 角 形

分割成２４个 全 等 的 小 直 角 三 角 形，如 图

（５）所示
２３３３．一张长１４厘 米、宽１１厘 米 的

长方形 纸 片，最 多 能 裁 出 多 少 个 长 ４厘

米、宽１厘 米 的 纸 条？ 请 画 图 说 明 怎 样

裁？　　
解　由图可见共可裁成长４厘米、宽１厘米的长方形纸条

３×１０＋４×２＝３８（条）
（阴影部分是裁纸条后的多余部分）
或也可按下图那样裁

长４厘米、宽１厘米的长方形小纸条的有

２×３＋３×４＋４×５＝３８（条）
２３３４．如 图 是 一 个 正 方 形，请 将 它 分 别 分 割 成６、

７、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个小正方形（不一定全等）
解　分割方法可如图所示

　　　６个　　　　　　　　　　７个　　　 　　　　　　８个



　
　
　
　
　
　
　
　
　
　
　
　
　
　
第
二
部
分

　
题

　
　
解

　

１００３　 　 　

　　　１０个　　　　　　　　　１０个　　　　　 　　　１１个

　　　１１个　　　　　　　　　１２个　　　　　　　 　１３个

２３３５．如图，等腰梯形ＡＢＣＤ，ＢＣ＝２ＡＤ，且 一 个 底 角 为６０°，请 把 它 分

成大小、形状都相同的９块

　　解　分法如图所示

　　７．数学游戏

２３３６．送橘子（或其他物品，如乒乓球等）

首先让全班同 学 围 成 圆 圈，然 后 每 人 再 编 一 个 从１开 始 的 连 续 的 编

码
活动开始，老师讲：“这里有１００只（数字要大于学生人数）橘子，送给×

×号同学（如３０号同学）”该号同学立即口算：“１００－３０＝７０ 送 来１００只

橘子，还剩７０个 我送给××号 同 学”于 是××号 同 学 按 上 面 介 绍 的 方

法继续进行口算减法 这样依次进行
如有同学计算错误，可提请他自 己，或 请 其 他 同 学 纠 正，改 正 后 继 续 进

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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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７．抢３０
两人轮流报数，每人每次只许报１个或２个数 如第一个人报１、２，第

二个人就可以报３或者３、４，这样继续下去，看谁先报到３０ 先报到的那人

获胜
你知道怎样获胜吗？其实 很 简 单：先 让 对 方 报 数，如 对 方 报１，你 就 报

２、３；如对方报１、２，你 就 报３ 只 要 每 次 都“占 领”３的 倍 数，就 一 定 能 抢 到

３０
如果要看谁先抢到６０，该怎么办呢？

２３３８．拍电报

全班同学分成人数相等的若干组，选一个主持人，用吹哨子作为拍电报

的讯号：短音代表１，长音表 示５ 其 他 数 字 可 由 短 音 自 加，或 长 音 加 短 音，
（如－－－表示３，———－表示６）

活动开始时，主持人吹哨子发出数 个 电 报 号 码 各 组 第 一 个 人 接 收 第

１个号码后，立即用耳语告 诉 第 二 个 人 第 二 个 人 接 收 班 长 的 第 二 个 号 码

后，与第一个人所说的号码相加（或 相 乘），再 用 耳 语 告 诉 第 三 个 人……，直

至最后一人报出总和 看哪一组报得又快又准就确定那组为优胜
２３３９．补数游戏

首先在游戏前准备２２张纸卡，分别在上面写０到１０的数（分２组） 一

组散开放在桌子上，另一组面朝下，叠在一起放在桌子上 由主持人从面朝

下的那一叠中任意抽出一 张 纸 卡，让 大 家 看 上 面 的 数，如６，其 他 人 应 立 即

从桌面上散开的纸卡找出它的补数４ 主持人不断地抽出纸卡，其他人跟着

拿它的补数，最后以纸卡拿得多的人为胜
２３４０．乘法表游戏

在纸卡的正面写出乘法表 内 所 有 算 式，如２×３，２×４，…，４×６，４×７，
…，７×７，７×８，… 在纸卡的背面写上这些算式的积 主持人叫出积数，游

戏者不得看纸卡背面而 从 卡 中 找 出 写 有 这 个 积 的 两 数 相 乘 的 纸 卡，越 多 越

好例如，主持人叫２４，游戏者便找出４×６、３×８的卡找得快且多者为胜
２３４１．两位数乘法的练习游戏

让同学们任选一个一 位 数，例 如５ 用５×９得４５，再 乘 以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不用计算你就可以告诉同学积是５５５５５５５５５５ 不信可以让同学们 乘 一 乘
如选７，乘９得６３，再乘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积一定是７７７７７７７７７７

原来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９，积是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由 于 上 面 所 乘 的 两 位 数 中 有 一

因数为９，所以只需将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与任选的一个一位数相乘就是 所 求 的 数

了
２３４２．火柴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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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若干根火柴，随意分成数堆，每 堆 火 柴 的 根 数 也 是 任 意 的 让 甲、乙

两人轮流随意取这些火柴，可取一根，或全部取走；但只能向某一堆拿取，不

准同时向两堆或两堆以上的火柴堆 拿 取 就 这 样 轮 流 地 取，谁 拿 尽 最 后 一

根火柴就算胜利
２３４３．猜数游戏（一）
“请同学们每个人随意想一个数，”老师说，“加上一个同样的数，在新的

得数上加上１２，把所得的和 分 成 两 半，从 这 个 部 分 中 减 去 想 出 来 的 数 我

猜你们得到的是６”真的，大家得到的都是６ 为什么？

说明：其实这当中什么秘密也没有 当 同 学 们 在 想 出 来 的 数 上 加 上 相

同的数，再加上１２，并将所得的和分成两半，那时所得到的数就是想出来的

数与６的和 当每个人接着减去想出来的数后，就只剩６了 因此，老师不

难猜出，如果每个同学懂得这个道理，也一定能猜出，你们不妨一试 比如，
在新的得数上加的不是１２，而是２０，最后得到的是多少呢？

２３４４．猜数游戏（二）
主持人拿出上面分别写有数字１～９的 同 样 卡 片 两 副（共１８张），将 它

们混合后，请一位同 学 抽 去 其 中 一 张（不 能 让 主 持 人 看 见 上 面 写 的 数 字）
接着，主持人把其余的卡片交给另 一 位 同 学，请 这 位 同 学 背 着 自 己，将 卡 片

摊开，拿掉每２张加起来的和为１０的 卡 片 等 只 留 下 最 后 一 张 时，让 主 持

人自己看一下，他便立即能报出第一位同学抽去的卡片上的数字
说明：主持人用１０减去剩下一 张 卡 片 上 的 数 字，得 到 的 差 就 是 第 一 位

同学所抽去的卡片 这是因为，１＋２＋…＋８＋９＝４５，两副卡片上的数字之

和为４５×２＝９０ 设第一位同学抽去一张４，则差数为９０－４＝８６，以后第二

位同学抽去数字之和为１０的卡片，剩 下 一 张 必 为６ 而 这 一 张 卡 片 与 第 一

位同学抽去的那张卡片上的数字和也应是１０，所以１０－６，差就是第一位同

学抽去的４
２３４５．猜数游戏（三）
主持人请一位同学 任 意 想 一 个 正 整 数，把 它 写 在 纸 上，不 必 让 主 持 人

看比如，想的一个数为９２０８７６ 想 数 的 同 学 再 把 这 个 数 各 位 上 的 数 字 重

新排一下，就得到一个新的数，数字既不能少，也不能多 比如，重新排列的

数为８７０６２９ 用这两个数中较大的一个数减去较小的一个数，把答案记住，
但不要告诉主持人

９２０８７６－８７０６２９＝５０２４７
想数的同学再从答案５０２４７中 除０以 外 的 数 字 任 意 去 掉 一 个，把 其 余

的数字告诉主持人，主持人立刻就能猜出去掉的那个数字
比如在５０２４７中去掉一个数字２，向主持人报告得数为“５０４７”，但 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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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立刻猜出去掉的数字为“２”
说明：主持人是用弃九法猜的
因为一个正整数 的 数 字 重 新 排 列 后，两 数 之 差 的 各 位 上 的 数 字 之 和

一 定 是９的 倍 数 如 上 例 中，两 数 差 是５０２４７，而 差 的 各 位 上 的 数 字 之 和

是５＋２＋４＋７＝１８，１８是９的 倍 数 由 于 去 掉 了 一 个 非 零 的 数 字，因 此

报出的数字就不是９的倍数了 主持 人 用 弃 九 法 求 出 所 报 数 字 之 和 的 余

数，这个余 数 与 ９ 的 差 就 是 去 掉 的 那 个 数 如 上 例 中，报 出 的 数 字 是

５０４７，这４个数字之和为１６，去 掉 一 个９后，余 数 为７９－７＝２ 所 以 去

掉的数字为“２”
２３４６．算数叫号

这个游戏的参加者以１０～３０人为宜
游戏开始时，大家围圈而坐，依 次 报 数，每 个 人 都 要 记 住 自 己 的 号 数

然后由１号说出一道简单的计算题 答 案 是 多 少，那 么 这 个 数 字 的 人 便 接

下去出题目 谁接不上去就算失败，表演一个节目
例如：一号叫：“一 号 一 号，一 加 四 号”因 为 答 案 是５，所 以 五 号 接 着

叫五号叫：“五号五号，五乘以三号”然后由十五号叫：“十五号十五号，十

五减七号”接下来应由八号叫 如此循环往复
注意：游戏时节奏要清楚，可以 由 慢 到 快 如 果 出 的 题 目 的 得 数 太 大，

超过了游戏人数的总数，出题目的人就算失败
２３４７．看谁先算出

游戏可由２～４人进行，开始前 要 规 定 好 运 算 方 法 和 答 数 开 始 时，游

戏者的双手放在背后，其中 一 人 喊：“预 备———起！”大 家 一 起 伸 出 一 只 或 两

只手，竖起若干手指头，表示每个人出的数字 然后游戏者按规定的运算要

求和事先规定的答数进行口算 先算出者为胜
例如，事先规定用四则运 算，要 求 得 数 为１８ 游 戏 时 第 一 个 人 出３，第

二个人出１，第三个人出９，第四个 人 出５ 解 法 有 好 几 种，下 面 就 是 其 中 一

种：

９×（５－３）×１＝９×２＝１８
２３４８．算术游戏

用两种颜色分别在准备好的纸上写上１～１０的数字和＋、－、×、÷、＝
的符号 参加游戏的为３１人，其中１人 当 裁 判 员，其 余 人 分 为 人 数 相 等 的

两组，两组队员相对站立，中间距离为４～５米，每个人胸前别上一个数字或

计算符号
游戏开始时，裁判员读一个算术题，例如，２乘以５减去４等于 即２×

５－４＝？被叫到的数字或符号的人要马上排成这个算式 是得数的人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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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接排上去，就是２×５－４＝６ 哪一队先排好，哪一队为胜
【注意】　在游戏时，每一道题目中不能有重复的数字和符号；裁判员须

先想好几道题目
２３４９．看谁的得数多

这个游戏可以两个人玩，也可以三个、四个人一起玩
游戏需１～５数字卡片各１２张，共６０张，分 成 两 套 一 套 用 红 色 厚 纸

做，一套用绿色厚纸做，每套１～５数字卡片各６张，共３０张
游戏时，把其中一 套 数 字 卡 片 打 乱 次 序 放 在 桌 面 上，排 成 一 列 或 二、

三列长行，写有数字的一面朝下 如 果 两 个 人 玩，将 另 一 套 数 字 卡 片 每 人

分给１～５数字卡片各３张，按１～５的顺序，先比加１：每人拿 出１的 数 字

卡片一张，任意放在排在桌面上的一列（或二、三列）长 行 数 字 卡 片 的 某 一

张的下面，翻开那张朝下的卡片，将两 张 卡 片 上 的 数 字 相 加 谁 加 起 来 的

得数多，谁就得胜，胜的 把 自 己 的 与 对 方 的 数 字 卡 片 都 收 去 得 数 一 样，
各收各的 这样进行 下 去，直 到５的 数 字 卡 片 用 完，看 谁 的 数 字 卡 片 多，
谁就胜利

如果三个人玩，每人分给１～５的数字卡片各２张，规则同上
这个游戏，只要将数字卡片加以变换，可以扩充为１０以内加法和减法、

２０以内加法和减法，１００以内加、减、乘、除法
２３５０．拍七

做这个游戏时，大家围着坐 人数４人、５人、６人都可以 但不能是７
个人 游戏开始时，可由任 意 一 个 人 自１数 起，右 边 的 第 一 人 接 着 数２，第

二人数３，这样１，２，３，４，…顺次数下去，有７的数（７，１７，２７，３７，…）和７的

倍数（７，１４，２１，２８，…）不 准 数 有７的 数 以 拍 手 代 替７的 倍 数 以 跺 脚 代

替同时要注意下面几点：
（１）有人数错，就记下数 错 人 的 名 字，重 新 从１开 始 数；再 错 再 记 再 重

新数 最后就能判断出胜负来；
（２）应拍手的不拍，或者 应 跺 脚 的 不 跺，或 又 做 动 作 又 报 数 的，都 作 错

误论；
（３）如果应数的数字既是７，又是７的倍数，要同时拍手和跺脚各一下；
（４）要数得快，如果拖延时间过多，也作为错误
２３５１．３、６、９
这个游戏以３人为一组，游戏时３人可以围坐
第一人说：“１、２”第二人接着说：“４、５”第 三 人 再 接 着 说：“７、８”又 轮

到第一人，说：“１０、１１”照此说下去，不 能 说３、６、９以 及 一 切３的 倍 数 如

有人说了３的倍数，就记下来，到最后以谁没说错或说错的次数少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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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１）每次不能连说３个数字；
（２）说得越快越好；
（３）谁先说要常调换
２３５２．谁先到北京

做这个游戏要准备下面一些材料
（１）６厘米长、３厘米宽的厚纸片５０张 一年级的学生玩此游戏，每张

可以写一位数的加法和相应的减法 二 年 级 以 上 的 学 生 玩 此 游 戏，可 以 写

表内乘法和相应的 除 法，一 位 数 乘、除 两 位 数 等 式 子 其 中８张 除 写 算 题

外，还可以画上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图画
（２）做一个天安门，并用彩色画好
（３）做骰子一颗，六个面分别写上０、１、２、３、４、５六个数字
（４）做正方形、三角形、圆 等 图 形 的 厚 纸 片 各 一 张，分 别 涂 上 红、蓝、黄

等颜色，供参加游戏的人作记号
两人以上就可以做这 个 游 戏 先 把 算 题５０张 摆 成 一 长 行，每 题 当 一

格，天安门放在最上面一题的上端 参 加 的 人 各 拿 一 张 彩 色 图 形 的 厚 纸 片

作为自己的记号 然后每人轮流掷 骰 子，按 数 字 的 大 小 作 为 游 戏 时 掷 骰 子

的先后顺序
决定次序后，由第一个人先掷骰 子，掷 出 的 数 字 是 多 少，就 把 自 己 的 记

号向前移多少格，到达的那一格的算 题 须 快 而 正 确 地 读 题 和 口 述 得 数 算

对了，把自己的记号放在那一格；算错了，退回原位 接着第二、第三个人等

依次进行 遇有飞机、火车、汽车、轮船可分别再前进４、３、２、１格，但仍须正

确计算那一格的算题 就这样，谁 先 到 北 京，即 先 到 达 最 后 一 格（或 超 过 最

后一格）者为胜利
２３５３．城市旅游游戏

参加游戏者可２～４人 先取白色卡片４张，分别在上面写上４，５，６，８
各数 再取红色卡片６张，分 别 写 上１２８，２５０，３６０，４００，５９５，６２５各 数 再

在一张纸上分别用４个数代表一个城市的４个旅游点 例如：
北京　５１２　１２５０　２１６０　３２００
上海　２３８０　３１２５　７６８　２０００
杭州　１６００　２９７５　３７５０　１０２４
昆明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４００　４７６０
广州　１４４０　６４０　１５００　５０００
桂林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５７０　２８８０
游戏时，参加者可同时从两种卡 片 中 各 取 一 张，抄 下 数 字 后 即 归 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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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卡片重新混合好 然后将两数相 乘，算 出 得 数 后 即 可 重 复 以 上 过 程 谁

先计算出６个城市中所有４个景点的数字，谁就取得了游戏的胜利
２３５４．猜年龄

表演者请同学任意想定一个两位数，后面加上两个０，再减去起先所想

的数，再减去自己的年龄，把得数说 出 来 表 演 者 根 据 得 数，便 能 说 出 同 学

的年龄
如一位同学１２岁，他 起 先 想 的 一 个 两 位 数 是３４，后 面 添 上 两 个０成

３４００，减去原来想的数得３３６６，再减去他的年龄１２得３３５４
表演者 听 同 学 报 出３３５４后，将３３５４分 成 前 后 两 部 分 相 加：３３＋５４＝

８７，再用９９－８７得１２ 就这样，他猜出了这位同学的年龄
这个游戏奥妙在哪里呢？因为同学想定的两位数，后面添上两个０，就

等于原来的１００倍 减去原来的数 就 等 于 原 来 的９９倍 这 个 四 位 数 分 成

两个部分相加，得数一定是９９ 减去原来的数后再减自己的年龄，这如同在

９９中减他的年龄一样 因 此 用９９减 所 报 的 数 分 成 两 部 分 相 加 的 和，所 得

的就是对方的年龄了
注意：如果被猜人年龄较大，或 所 写 的 两 位 数 较 大，照 上 法 计 算 后 四 位

数分成两部分后相加的得数大于９９时，可用９９×２减掉得数即可
２３５５．猜年龄和出生月份

首先请对方把自己的 年 龄 乘 以１０，然 后 减 去５，再 乘 以１０，加 上 月 份

数并把得数说出来 根据这个得数就 可 以 把 对 方 的 年 龄 和 出 生 月 份 说 出

来
如１６岁５月 出 生 的 人，先１６×１０＝１６０，再１６０－５＝１５５，１５５×１０＝

１５５０，最后加上出生月份１５５０＋５＝１５５５
对方说出这个最后得数后，猜的人要把１５５５＋５０得１６０５，左 右 分 开 得

１６和０５，１６为１６岁，０５为５月份
这个游戏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第 一 步、第 三 步 都 用１０去 乘，实 际 上 就

是扩大１００倍，也就是在年龄后面加两个０ 第二步减５是为了不让人察觉

其中道理 第二步减去５，到第三步 乘１０，等 于 少 了５×１０＝５０ 对 方 加 上

出生月份后报出得数，猜的人再加５０，就抵消第三步减少的５０，这样就等于

年龄×１００加上出生月份 这 样 一 来，对 方 的 年 龄 和 出 生 月 份 就 一 目 了 然

了
２３５６．猜生日

主持人请一个同学把自己的 生 日 的 月 份 乘 以３１，出 生 的 日 期 乘 以１２，
然后相加，并说出结果

根据这个结果，主持人便能猜出这 个 同 学 的 出 生 日 期 是 几 月 几 日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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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将报告的数除以１２，得余数ｎ：
（１）若ｎ为偶数，那就是出生月份；
（２）若ｎ为０，得出月份为１２；
（３）若ｎ为小于６的奇数，月份为ｎ＋６；
（４）若ｎ为大于６的奇数，月份为ｎ－６
月份求出后，日期就很容易计算了
例如：一个学生的生日月份是５月，出生日期是１９日，那么

５×３１＝１５５，

１９×１２＝２２８，

１５５＋２２８＝３８３，

３８３÷１２＝３１……１１
余数为１１，是大于６的奇数，所以

１１－６＝５
故出生月份为５月份
出生日期为

　　　　　　（３８３－５×３１）÷１２＝（３８３－１５５）÷１２
＝２２８÷１２
＝１９

故出生日期为１９日
所以小星是５月１９日出生
２３５７．２４点

取一副扑克牌，用其中４种花式的１～１０共４０张，２人分，每人２０张
玩时每人出２张牌放在桌上，将亮出的４个数字用“＋、－、×、÷”列成

算式，使其得数为２４ 谁能做到，谁就得这４张牌，最后手中牌多者为胜
如果用任何算法都得不出２４，那 么 各 自 收 回，再 重 新 出 牌 如 果４人

玩，那么每人１０张，各出一张，玩的方法同上
２３５８．扑克游戏

将一副扑克牌中的大小王拿掉，Ｊ算１１点，Ｑ 算１２点，Ｋ 算１３点 在

牌中任意抽出一张，把 这 张 牌 的 点 数 乘 以２，加 上３后 再 乘 以５，如 果 是 方

块，那么在积上加１；如果是梅花，那么在积上加２；如果是红桃，那么在积上

加３；如果是黑桃，那么在积上加４ 最后把计算结果告诉表演者，表演者立

即就可以说出抽出的这张牌是什么花式多少点 你知道这是怎样计算出来

的吗？

说明：只要将结果减去１５，所得的差，个位上的数字就代表这张牌的花

式，十位和百 位 上 的 数 字 就 代 表 这 张 牌 的 点 数 如 抽 出 一 张 方 块 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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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１２×２＝２４，

２４＋３＝２７，

２７×５＝１３５，

１３５＋１＝１３６，

１３６－１５＝１２１
个位上的数字１代表方块 十 位 和 百 位 上 的 数 字１２代 表１２点 即 Ｑ

所以算出抽出的这张牌是方块 Ｑ
２３５９．奇、偶数游戏

　　

这个游戏要在３×３方格板上玩 游戏规则如

下：
（１）准备好分别写有１，２，３，…，９的 小 卡 片９

张 两个游戏者，一个只能用偶数 他们交替地把

卡片放在方格内
（２）哪个游戏 者 先 将 一 横 行 或 一 竖 行 或 一 对

角线上的三个数之和排成１５，谁为胜
２３６０．卡片游戏

在８１张同样大小的卡片上，分别写上数：

１１，１２，１３，…，１９，

２１，２２，２３，…，２９，
……

９１，９２，９３，…，９９
参加游戏者可２～１０人不等 先洗好卡片，然后每人取５张，其余放在

桌上
第一人出一张２的倍数卡片；第二个人出一张３的倍数卡片，放在前卡

片的右边，但这个数的第一个数字（即十位数的数字），应和第一张卡片的后

一个数字（即个位数字）相同 第 三 人 出４的 倍 数 卡 片，也 要 求 十 位 数 上 的

数字与前卡片个位数上的 数 字 相 同 依 此 轮 流 下 去，一 直 出 到９的 倍 数
这时接下去的人出一张奇数卡片，然后再出２的倍数……

如轮到出卡片的人手中没有该出 的 卡 片，可 从 桌 上 卡 片 中 补 当 桌 上

卡片补完，手中又没有卡片可补时，应 收 取 上 家 任 意 给 的 卡 片，并 由 下 家 出

卡片
如有人出错牌，停止一次出牌机会
当桌上所有卡片取完以后，谁先出完手中的卡片，谁就是胜利者
２３６１．奥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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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先要求每个 参 加 活 动 的 同 学 各 自 记 下 一 个 大 于 零 的 任 意 正 整

数，并且不要互相通气 接着，让同学们把记下的这个正整数各个数位上的

数字相加，如果加得的和是两位数，再 把 个 位 和 十 位 上 的 数 字 相 加，一 直 加

到得数是一位数为止 再把这个数乘以９，然后把所得的积的各位数相加，
所得的和再加上５，再把得到的结果除以２

最后主持人说：“你们现在每人的得数都等于７？”你能知道其中的道理

吗？

说明：因为任何一个一位数 乘 以９，把 乘 得 的 积 的 各 位 数 相 加，它 们 的

和都得９ 这是这一游戏的奥妙所在 至于加上５，所得的和除以２，这只是

蒙混大家，增加游戏的趣味性的手法而已
例如，同学甲记下的正整数是４５６，根据要求，计算如下：

４＋５＋６＝１５，

１＋５＝６，

６×９＝５４，
（５＋４＋５）÷２＝１４÷２＝７
又如同学乙记下的正整数是７８６５４８８８２，根据要求计算如下：

７＋８＋６＋５＋４＋８＋８＋８＋２＝５６，

５＋６＝１１，

１＋１＝２，

２×９＝１８，
（１＋８＋５）÷２＝７

　　８．火柴棒游戏

（１）算式

２３６２．

　
　

（１）

（２）

上面两道题都错了，你能在每一题上只移动一根火柴，使它们的答案都

是１１吗？

解　（１）左边＝１２－２＋７＝１７，右 边＝１１ 比 较 等 式 左 右 两 边，显 然 应

使等式左边减小６ 本题要求只移动一根火柴，因此只能移动“１２”或“＋”中

的一根火柴 经试移火柴后可知，只 需 移 动 一 根 火 柴，将“１２－２”变 为“２＋
２”，即可使等式左边减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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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２）左边１４＋７－４＝１７，右 边＝１１ 比 较 等 式 左 右 两 边，应 使 左 边 减

小６，本题可移动的是“１４”或“＋”中 的 一 根 火 柴 经 试 移 动 火 柴 后 可 知，
只需移动 一 根 火 柴，将 “＋７－４”变 为 “－７＋４”，即 可 使 等 式 左 边 减

少６　　　

即　

２３６３．移动一根火柴，使下面等式成立

（１）

（２）

解　（１）左边＝１＋１＋１＋１＝４，右 边＝１４１ 比 较 等 式 两 边，应 使 左 边

增大，右边减小 右边是三位数，移去１，变为１４ 要使等式左边变成１４，只

需将１移至左边即可

即　

（２）左边１＋１＋１１＝１３，右边＝１ 比较等式两边，应使左边减小，显然

可移动左边１１前的“＋”中的一根火柴，即“１＋１１”变为“１１－１１”

即　

２３６４．移动一根火柴，使下面各题的等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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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解　（１）左边＝１＋１１＋１１１＝１２３，右 边＝４ 比 较 等 式 两 边，应 将 左 边

的１１和１１１减小 显然只能移动１１中一根火柴，将“１１＋１１１”变为１＋１＋
１即可

即　

（２）左边＝１７＋１－４＝１４，右 边＝１２ 比 较 等 式 两 边，应 将 左 边 减 小
移动１７中十位上的一根火柴，将“１７＋１－４”变为“７＋１＋４”即可

即　

（３）左 边＝１１４＋７＋１＝１２２，右 边＝１１ 比 较 等 式 两 边，应 将 左 边 的

１１４减小 移动１前“＋”中的一根火柴至１１４上，将“１１４＋７＋１”变为“１＋４
＋７－１”即可

即　

（４）左边＝１４＋４－４－１１＝３，右边＝１７比较等式两边，应将左边增大
移动左边“＋”中的一根火柴，将“１４＋４－４－１１”变为“１４－４－４＋１１”即可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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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５．移动两根火柴，使下面各等式成立

（１）

（２）

（３）

（４）

解　（１）左边＝４＋１－１＋１＝５，右边＝１４，比较等式两边，则应将左边

增大，右边减小 经试移火柴可知，只需移动“－１＋１”中加号的一根火柴及

“１４”中十位上的１即可

即　

（２）左边＝１１７＋４＋１１－１４＝１１８，右 边＝７ 比 较 等 式 两 边，则 应 将 左

边减小 经试移动火柴可知，只需将“＋４”及“＋１１”中加号的一根火柴分别

移到１１７以及“－”号上即可

即　

（３）左边＝１１－１４＋１＋１１－４＝５，右边＝１７ 比较等式两边，应将左边

增大 经试移火柴 可 知，只 需 移 动 等 式 左 边 的 两 个 加 号 中 的 一 根 火 柴，将

“－１４＋１”、“＋１１－４”分别变为“＋１４－１”、“－１１＋４”即可

即　

（４）左边＝１４－７＋１１－１７＋７１＝１０２，右边＝４ 比较等式两边，应将左

边减小 经试移火柴可知，只能移动“＋１１”变为“－１１１” 但此时左边＝４４
－７－１１１－１７＋７１≠４，需再移动“－１７”变为“＋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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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２３６６．请移动两根火柴棒，把下面这道错式纠正过来

解　左 边＝６６８×２＝１３３６，右 边＝１９９６ 比 较 等 式 两 边，应 将 左 边 增

大，经分析算式可知，只需将左边的两个“６６”改为两个“９９”即可

即　

说明　从上面五个问题的火柴棒搭出的算式中，欲使等式成立，我们需

分析等式两边的值 经比较后，确定 等 式 两 边 应 减 小（或 增 大）的 部 分 其

次，根据比较所得的结果，相应地移动火柴，以求达到等式的成立，在移动火

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经常用到的方法是：
（１）“＋（－）”“－（＋）”；
（２）“７（１）”“１（７）”；
（３）“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４）“４（１＋）”“１＋（４）”；
（５）“６６”“９９”
……
（２）图形

火柴棒游戏

“火柴造型”的 题 目，通 过 增 减 或 移 动 几 根 火 柴 棒

来变换图形，如 图 所 示，真 像 一 只 小 燕 子，现 在 只 允 许

移动三根火柴棒，使“小燕子”的头调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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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右图是用火柴棒搭成的小房子，如果移动一根火柴，
就可使房子的方向改变，想想应怎样移动？

像上面这 些 游 戏 不 用 其 他 条 件，只 要 几 根 火 柴 棒 就 可

以它对同学们增长智力，培养爱动脑筋的习惯，起着积极的

作用，所以在中小学生做的暑、寒假作业中，数学课外活动中，国内外数学智

力题竞赛中经常有这方面的题目

① 火柴造型

２３６７．怎样用１２根 火 柴 组 成３个 相 等 的 正 方 形、４个 相 等 的 正 方 形

（注：这里的“相等”是指面积相等，下同）
分析：组成一个正方形需４根 火 柴，组 成３个 正 方 形 应 需１２根 火 柴

根据题目要求，组成这样３个正方 形 是 没 有 共 用 火 柴 的 组 成４个 正 方 形

应需１６根火柴，现在只 有１２根 火 柴，因 此 其 中 必 定 是 有４根 火 柴 是 共 用

的
解　（１）据分析，用１２根 火 柴 组 成３个 正 方 形，没 有 一 根 火 柴 是 共 用

的 换句话说，它们是分别由４根 火 柴 组 成 的３个 独 立 的 正 方 形 解 答 如

图所示

（２）用１２根火柴组成４个相等的正方形，则其中有

４根火柴是共用的，解答如图所示
２３６８．第２３６７题（２）中 图 是 用１２根 火 柴 组 成 的４

个相等的正方 形，试 移 去２根 火 柴，使 它 留 下２个 正 方

形
分析：１２根火柴移去２根，还剩１０根火柴 因此所

留正方形中大的一个边长应为２根火柴，共 用 去８根 火

柴；相应的小正方形则应与大正方形有２根火柴共用
解　据分析，本题解答如图所示

２３６９．用火柴摆成如图（１）所示的图形
（１）在这图形里你能看到多少个三角形？

（２）拿走２根火柴，使图里减少２个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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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分析　（１）图（１）中显然有边长为３根火柴的三角形２个，边长为１根

火柴的三角形６个，共计８个三角形
（２）若从图（１）的边上拿走２根火柴，则图中减少２个三角形（边长为３

根与边长为１根的各１个）；若从图（１）的内部取走２根火柴，则图中减少２
个边长为１根的三角形

解　据分析：
（１）图（１）中可以看到８个三角形
（２）解答如图（２）所示
２３７０．（１）用１０根火柴组成３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
（２）用１１根火柴组成３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
分析　（１）组成３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需火柴３×４＝１２根，因此有２

根火柴共用；
（２）用１１根火柴来组成３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则有１根火柴是共用

的
解　（１）据分析，题中有２根火柴共用，解答如图所示

（２）据 分 析，题 中 有 １根 火 柴 共 用，解 答 如 图 所

示
说明　在上面几个问题中，我们 不 难 发 现，用４根

火柴可组成１个正 方 形，８根、１２根、１６根 火 柴 可 组 成

２、３、４个正方形，以下可依次类推 若所给火柴不到４的倍数，则所缺火柴

的根数即为图形中火柴共用的根数，因此，在解题时只需先求出火柴共用的

根数即可
２３７１．如图是用１５根火柴组成 的５个 相 等 的 正 方 形 再 增 加１根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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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９　 　 　

柴，使它仍为５个相等的正方形
分析　１５根火 柴 再 增 加１根 即 为１６根 欲 使 它

仍组成５个相等的正方形，则其共用火柴为

５×４－１６＝４（根）
解　 据 分 析，很 容 易 地 得 出 本 题 的 解 答，如 图 所

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３７２．如图是用１５根 火 柴 组 成 的５个 正 方 形，请

你拿掉３根火柴，剩下３个这样的正方形
分析　根据题意，１５－３＝１２（根），变 成３个 正 方

形，即３个独立的正方形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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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如图，是用１７根火柴组成的６个正方形，想一想，怎样从这里拿

掉５根火柴，使它成为３个这样的正方形呢？

２３７３．如图，用１８根火柴棒摆成 试移动其中６根

火柴棒，使它变成６个菱形
分析　仔 细 观 察 图 形，此 三 角 形 顶 点 已 有 三 个 菱

形，且每边中间已有三角形，即可移动即得６个菱形
解　

２３７４．如图，１２根火柴排成正六边形，请分别取出三根、四根与五根，使

其成为三个正三角形
分析　（１）根据题意，１２－３＝９（根），变 成３个 正 三

角形，即３个独立的正三角形；
（２）１２－４＝８（根），要变成３个 正 三 角 形，即 有 两 个

正三角形共用一边；
（３）１２－５＝７（根），要变成３个正三角形，即三个三角之间有两个三角

形都有共用边

解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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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１　 　 　

（３）

研究　试写出其他的移法，看谁的移法多，且图形较美观
② 图形位置变换

通过增减或移动几根火柴就能使图形位置发生

变化，请看下面的问题
２３７５．移动１根火柴棒，使小猪调个头
分析　由图所 知，要 调 头，只 要 把 头 变 成 尾 巴，

尾巴变成头即可，从 图 很 容 易 看 出 只 要 把 头 的 下 面 一 根 火 柴 移 到 右 边 即

可
解　具体解法如图所示

（１）

２３７６．如图（１）所 示，真 像 一 只 小 燕 子，它 是 用

火柴棒组成的 现在只许移动三根火柴棒，使“小燕

子”的头调过来，你能想出办法来吗？

分析　（１）由图（１）所 知，要 调 头，可 把 图（１）第

一行左边一根移到第一行的右边；
（２）把图（１）第二行左边一根移到右边；
（３）把图（１）第三行左边一根移到右边
解　具体解法如图（２）所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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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７．如图是用１１根火柴拼成的房屋图形，试移动其中

１根火柴，使正面的门移至侧面
分析　房屋的正面和侧面与图中的外形无关，只与图 中

屋檐上的１根火柴的位置有关 因此当我们移动上面２根火

柴，即可达到题目的要求
解　根据分析，只需要移动 屋 檐 上 的１根 火 柴 即 可 解

答如图所示

２３７８．要使图的形状倒 过 来 排 列，最 少 需 要 移 动 几 根 火

柴？如何移？

分析　若保持图 中 第 一 排 的 一 根 火 柴 不 动，则 需 移 动 三 根 中 的 一 根

和四根中的３根，共移４根火柴；若保持中间２根火柴不动，则需移三根中

的２根至第一根上，并移动最后４根至最上面，共移动６根火柴；若保持中

间３根火柴不动，则只需移 动 四 根 中 的２根 至 第 二 排 上，１根 火 柴 移 至 最

下面，共移动３根火柴；若保持４根火柴不动，则需移动上面的６根火柴
解　根据分析，最少需移动３根火柴才能使图中的形状倒过来，具体移

法如图所示

③ 图形变换

通过增减或移动几根火柴棒来变换图形，它能使图形的数目由多变少，

或由少变多 下面就是一组正方形 图 形 问 题 变 换，它 能 使 组 成 正 方 形 数 目

由多变少，或由少变多

２３７９．如图是由１８根火柴组成的６个相等的正方

形，移去２根火柴，使它组成４个相同的正方形
分析　１８根火柴移去２根，还剩１６根 用它组成

４个正方形，且 大 小 相 等，则 它 们 是 没 有 共 用 火 柴 的
因此，只要在边长为３根火柴的地方，移去中间１根 火

柴即可达到题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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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３　 　 　

解　根据分析，本题解答如图所示

２３８０．如图 所 示，是 用２４根 火 柴 组 成 的９个 相 等

的正方形，求：

（１）移去４根火柴，剩下５个相等的正方形；

（２）移去４根火柴，剩下６个正方形；

（３）移去６根火柴，剩下３个正方形；

（４）移去８根火柴，剩下２个正方形；

（５）移去８根火柴，剩下３个正方形；

（６）移去８根火柴，剩下５个正方形
分析　（１）２４根火柴移去４根，还剩２０根火柴，用它组成５个正方形，

且大小相等，则它们是没有共用火柴 的 因 此 只 要 每 边 移 去 中 间１根 火 柴

即可；

（２）２４根火柴移去４根火柴，剩下２０根火柴要组成４个正方形 若用

其中１２根火柴组成１个边长为３根的正方形，余下８根中４根可利用两个

对角，组成２个正方形，另４根可居中形成一个正方形；

（３）２４根火柴移去６根，还剩１８根 火 柴 其 中１２根 火 柴 可 组 成 边 长

为３根火柴的正方形，余下６根火柴若利用大正方形的角，即可组成边长分

别为１根或２根的正方形各一个；如果利用大正方形的边，那么可组成边长

为１根的２个正方形；

（４）２４根火柴移去８根火柴，还剩下１６根火柴，如果用其中１２根火柴

组成１个边长为３根的正 方 形，那 么 剩 下４根 可 以 居 中 组 成１个 边 长 为１
根的正方形，或利用大正方形的边组成一个边长为２根的正方形；

（５）２４根火柴移去８根火柴，还 剩１６根 火 柴 如 果 用 其 中１２根 火 柴

组成一个边长为３根的正 方 形，剩 下４根 火 柴 可 利 用 大 正 方 形 的 角 组 成２
个正方形；如果用８根火柴各组成１个边长为２根火柴的正方形，那么这２
个正方形需相交成１个边长为１根的正方形；

（６）２４根火柴移去８根，剩下１６根组成５个正方形，且大小相等，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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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４　

５个正方形共用火柴为

５×４－１６＝４（根）

解　根据分析，本问题的解答分别如图所示

（１）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５）′ （６）

　　２３８１．如图所示是由１２根火柴组成的３个相同的正方形，试改变它们

的位置，变成８个正方形

　　分析　图中有３个正方形，现在要把它们组成８个正方形，则需将３个

正方形相交３个正方形两两相交，便可多出５个正方形，变成８个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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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根据分析，解答如图所示

试一试　在题中，如何改变图中的位置，使它变成７个正方形
④ 拼图形

２３８２．试用８根火柴拼成２个正方形、４个三角形
分析　用４根火柴能组成一个正 方 形，余 下４根 火 柴 的 位 置 不 外 乎 两

种情况：一个是在正方形外，另 一 个 是 在 正 方 形 内 显

然由于火柴长度 的 关 系，余 下４根 火 柴 不 可 能 在 正 方

形外，即应该在正方形内
解　根 据 分 析，可 知 余 下４根 火 柴 不 可 能 在 正 方

形外，又根据题目要求要组 成４个 三 角 形，故 解 答 如 图

所示
２３８３．如图所示，有１０根火柴，长的火柴比短的长一倍 试用这１０根

火柴拼相同大小的正方形

分析　不妨将６根长火柴看成１２根短火柴，
那么连同原 有 的４根 短 火 柴 共 有１６根 短 火 柴
用它们组成４个 相 同 的 正 方 形，各 正 方 形 之 间 是

没有共同火柴的
解　根据分析，这１０根火柴所拼成的４个相

同大小的正方形如图所示
⑤ 图形变换

２３８４．如图所示是由１５根 火 柴 组 成 的 弓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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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移动４根火柴，使它变为２个正方形
分析　用１５根火柴组成２个正方形，则其中 的 一

个大正方形边长应为３根火柴 还余下３根，故还需有

一个小正方形与大正方形共用１根火柴 移动时，应先

移动３根火柴，将大正 方 形 补 全，余 下 的 一 根 火 柴 补 全

大正方形内的一个小正方形
解　根据分析，如图移动４根火柴，即变成２个正方形

　　２３８５．如 图 所 示，它 是 用 ９根 火 柴 组 成 的 ３个 三 角

形试移动其中的三根火柴，使它：
（１）变成３个平行四边形；
（２）变成５个三角形
分析　（１）组成３个平行四边形需１２根火柴，而图中

只有９根火柴，则其中有３根火柴 是 共 用 的 相 应 移 动 火 柴 组 成 平 行 四 边

形即可
（２）只需将下面的一个三角形移至上面即可 这样可组成１个大三角

形、４个小三角形
解　根据分析，解答如图（１）、（２）所示

（１） （２）

　　２３８６．如图所示，是 一 个 正 六 边 形，试 移 动４根 火 柴，
使它变成一个正三角形

分析　图中有６根 火 柴，要 使 它 组 成 一 个 正 三 角 形，
则它的边长应为２根火柴 可利用正 六 边 形 的２条 边，并

移动余下的４根火柴即可组成一个正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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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根据分析，本题解答如图所示

　　２３８７．如 图 所 示 是 由１２根 火 柴 拼 成 的 正 六 边 形，试

求：
（１）移动２根火柴，变成５个正三角形；
（２）再移动２根火柴，变成４个正三角形；
（３）再移动２根火柴，变成３个正三角形；

（４）再移动２根火柴，变成２个正三角形
分析　（１）２根火柴组成５个三角形，则５个三角形中共用　５×３－１２

＝３（根）
因而可任意移动六边形６条边上 的 不 相 邻 的２根 火 柴，组 成 另 一 个 三

角形
（２）在图（１）中，只需 移 动 下 面２根 火 柴 即 可 组 成 小 三 角 形３个，大 三

角形１个
（３）在图（２）中，只需移动３个小正三角形中的２根火柴即可
（４）在图（３）中，只需移动２个小正三角形中的２条边即可组成２个大

正三角形
解　根据分析，本题解答分别如图中（１）、（２）、（３）、（４）所示

（１）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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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面积

２３８８．用８根火柴可以排成 多 种 不 同 的 图 形，如 何 才 能 排 成 一 个 面 积

最大的图形？

分析　当周长一定时，圆的面积为最大，故只有当８根火柴尽量摆成圆

形时，面积最大

解　如图所示　

２３８９．如 图，火 柴 棒 把 图 形 分 成 四 个 部 分 请

你移动两根火柴棒，使四个部分的面积相等
分析　观察图 形 知，图①为４个 面 积 单 位，图

②为５个面积单位，图③为４个面积单位，图④为３
个面积单位，在图③移 动１根 后，面 积 单 位 为４，且

与图①形 状 一 样，显 然 只 要 在 图③、④中 移 动１根

得解
解　

　　９．古题

２３９０．今有共买牛，七家共出 一 百 九 十，不 足 三 百 三 十；九 家 共 出 二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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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盈三十，问家数、牛价各几何？

（选自《九章算术》）

解１　７家 出１９０钱，每 家 出１９０
７ ＝２７１

７
（钱）；９家 出２７０钱，每 家 出

２７０
９ ＝３０（钱） 每家出３０钱，多余；每家出２７１

７
钱，不够 钱数共相差

３３０＋３０＝３６０（钱）
所以，可得如下算式：

３３０＋３０
２７０
９ －１９０

７

＝３６０
１８０
６３

＝３６０×６３
１８０ ＝１２６（家）

牛价＝２７０
９ ×１２６－３０＝３７５０（钱）

解２　设共有人家ｘ家 根据题意，得

１９０
７ｘ＋３３０＝２７０

９ｘ－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２６
则牛价为

２７０
９ｘ－３０＝３７５０

所以共有１２６家，牛价３７５０钱
２３９１．人有均输率，甲县一千二百人，薄塞；乙县一千五百五十人，行道

一日；丙县一千二百八十人，行道二 日；丁 县 九 百 九 十 人，行 道 三 日；戊 县 一

千七百五十人，行道五日 凡五县，赋输率一月一千二百人；欲以远近，户率

多少衰出之，问县各几何？

（选自《九章算术》）
解　甲县位于边塞，无需 旅 途，服 役３０天；乙 县 服 役 天 数 为３０＋１，即

３１天；丙县服役天数为３０＋２，即３２天；丁县服役天数为３０＋３，即３３天；戊

县服役天数为３０＋５，即３５天
５县应派出御役人数的比为

甲县∶乙县∶丙县∶丁县∶戊县＝４∶５∶４∶３∶５
所以，各县应出人役为

甲县：１２００× ４
４＋５＋４＋３＋５≈２２９（人）

乙县：１２００× ５
４＋５＋４＋３＋５≈２８６（人）



算

术

辞

典

　　　　　　

　　　 １０３０　

丙县＝甲县≈２２９（人）

丁县：１２００× ３
４＋５＋４＋３＋５≈１７１（人）

戊县＝乙县≈２８６（人）
答：甲县、丙县各应 派２２９人，乙 县、戊 县 各 应 派２８６人，丁 县 应 派１７１

人
２３９２．今有善行者一百步，不善行者六十步 今不善行者先行一百步，

善行者追之，问几何步及之？

解　甲行１００步，乙在 相 同 时 间 内 只 行６０步，甲 比 乙 多 行（１００－６０）
步现在乙先行１００步，甲 开 始 追 乙，甲 要 比 乙 多 走１００步，方 能 追 上 乙
甲追上乙所需的时间，相当于甲行１００步所需时间的

１００÷（１００－６０）倍
因此，得

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６０）］＝１００×２．５＝２５０（步）
答：甲要行２５０步才能追上乙
２３９３．今有人持米出三关，外 关 三 而 取 一，中 关 五 而 取 一，内 关 七 而 取

一，余米五斗，问本持米几何？

（选自《九章算术》）
解　此人出三关后还剩米５斗（５０升），出外关前的米应为

５０÷ １－（ ）１
３

（升）

即出中关后有

５０÷ １－（ ）１
５

升米

因此，出中关前此人应有米：

５０÷ １－（ ）１
３ ÷ １－（ ）１

５
（升）

此人出内关即原来所带的米为

５０÷ １－（ ）１
３ ÷ １－（ ）１

５ ÷ １－（ ）１
７ ＝１０９３

８
（升）

２３９４．今有牛、马、羊食人苗，苗主责之粟五斗，羊主曰：我羊食半马，马

主曰：我马食半牛，今欲衰偿之，问各出几何？

（选自《九章算术》）
解　设牛、马、羊各分率为４，２，１，那么，
羊主应赔偿的粟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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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１　 　 　

５０× １
１＋２＋４＝７１

７
（升）

马主应赔偿的粟数为

５０× ２
１＋２＋４＝１４２

７
（升）

牛主应赔偿的粟数为

５０× ４
１＋２＋４＝２８４

７
（升）

２３９５．今有妇人河上荡桮，津吏问曰：桮何以多？妇人曰：有客 吏曰：
客几何？妇人曰：二人共饭，三人 共 羹，四 人 共 肉，凡 用 桮 六 十 五，不 知 客 几

何？

（选自《孙子算经》）

解　２人共一碗饭，每人 占 用 １
２

只 饭 碗；３人 共 一 碗 羹，每 人 占 用 １
３

只

装羹的碗；４人共一碗肉，每人占用 １
４

只装肉的碗 所以，所求的人数应该

为

　　　　６５÷ １
２＋１

３＋（ ）１
４ ＝６５÷１３

１２

＝６５×１２
１３

＝６０（人）
答：共有６０位客人
２３９６．今有乘传委输，空车日 行 七 十 里，重 车 日 行 五 十 里，今 载 太 仓 粟

输上林五日三返，问太仓去上林几何？

（选自《九章算术》）

解　空车一日行７０里，行１里则需 １
７０

日，重 车 一 日 行５０里，行１里 则

需１
５０

日；空车、重车各 行１里，共 需 １
７０＋１（ ）５０

日，从 太 仓 到 上 林，３个 来 回

共需５日，１个来回则需（５÷３）日
于是，得如下算式：

　　　　５÷３÷ １
７０＋１（ ）５０ ＝５× ７０×５０

３×（７０＋５０）

＝４８１１
１８

（里）

答：太仓距上林４８１１
１８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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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９７．今有封山周栈三百二十五里，甲、乙、丙三人同绕周栈行，甲日行

一百五十里，乙日行一百二十里，丙日行九十里，问周行几何日会？

（选自《张邱建算经》）

解　甲、乙、丙 环 行 一 周 所 需 的 时 间 分 别 为３２５
１５０

，３２５
１２０

，３２５
９０ 分 母１５０，

１２０，９０的最大公约数是３０ 所以，所需的天数为

３２５
３０＝１０５

６
（天）

答：三人同时同向出发，１０５
６

天相遇

２３９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
问物几何？

（选自《孙子算经》）
解　用３除余２的数为

２，５，８，１１，１４，１７，２０，２３，２６，…，１２８，…

用５除之余３的数为

３，８，１３，１８，２３，２８，…，１２８，…

用７除余２的数为

２，９，１６，２３，３０，３７，…，１２８，…

其解为２３，１２８，２３３，…
它的最小解是２３
２３９９．今有醇酒一斗值钱五 十，行 酒 一 斗 值 钱 一 十 今 将 钱 三 十 得 酒

二斗，问醇、行酒各得几何？

（选自《九章算术》）
解　可借用“盈不足”的算法 就是先任意假定醇酒有５升，则行酒有

２０－５＝１５（升）
共值钱

５×５＋１５×１＝４０
但题中仅钱３０，故不足

４０－３０＝１０（钱）
再假设醇酒２升，则行酒有

２０－２＝１８（升）
共值钱

５×２＋１８×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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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题中有钱３０，故盈

３０－２８＝２（钱）
于是原题成为“盈不足”的问题了 由醇酒５升不足１０钱，醇酒２升盈

钱２，得

醇酒为

５×２＋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

２
（升）

由行酒１５升不足钱１０，行酒１８升盈钱２，得

行酒为

１５×２＋１８×１０
１０＋２ ＝１７１

２
（升）

２４００．今有女子善织，日自倍，五日织五尺，问日织几何？

（选自《九章算术》）
解　设１，２，４，８，１６为各分率，则

第１天织布

５０×１÷（１＋２＋４＋８＋１６）＝１１９
３１

（寸）

第２天织布

５０÷（１＋２＋４＋８＋１６）×２＝３７
３１

（寸）

第３天织布

５０÷（１＋２＋４＋８＋１６）×４＝６１４
３１

（寸）

第４天织布

５０÷（１＋２＋４＋８＋１６）×８＝１２２８
３１

（寸）

第５天织布

５０÷（１＋２＋４＋８＋１６）×１６＝２５２５
３１

（寸）

２４０１．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

（选自《孙子算经》）
解１　假定笼中全是雉，则应有足

２×３５＝７０
今笼中有足９４，相差９４－７０＝２４，这是把兔当作雉的缘故，故笼中有兔

２４÷（４－２）＝１２（头） 雉头数为３５－１２＝２３（头）
解２　假定笼中全是兔，则应有足

４×３５＝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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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笼中的实际足数相差１４０－９４＝４６，这是把雉当作兔的缘故，故笼中

应有雉４６÷（４－２）＝２３（头），有兔３５－２３＝１２（头）
解３　设兔为ｘ头，则雉为（３５－ｘ）头、根据题意，得

　　４ｘ＋２（３５－ｘ）＝９４
　　４ｘ＋２×３５－２ｘ＝９４
　　４ｘ－２ｘ＝９４－７０
　　２ｘ＝２４
∴　ｘ＝１２
３５－ｘ＝３５－１２＝２３
答：兔的头数为１２头，雉的头数为２３头
２４０２．今有垣厚五尺，两鼠对穿，大鼠日一尺，小鼠亦日一尺，大鼠日自

倍，小鼠日自半，问几何日相逢？各穿几何？

解　两天两只老鼠共穿４．５尺 如果继续穿下去，第３天大鼠穿４尺，
小鼠只穿０．２５尺，共穿４．２５尺 可见，２天不够，３天又多余，因此，两鼠相

遇必在２天以后，但不到３天，２天后墙厚还有５－４．５＝０．５（尺），因此还需

要０．５
４．２５＝２

１７
（日） 于是两鼠相遇需

２＋２
１７＝２２

１７
（日）

这时，大鼠穿了

１＋２＋４×２
１７＝３２

１７
（尺）

小鼠穿了

１＋０．５＋０．２５×２
１７＝１９

１７
（尺）

２４０３．今有垣高九尺，瓜生其上，蔓 日 长 七 寸，瓠 生 其 下，蔓 日 长 一 尺
问几何日相逢？瓜瓠各长几何？

（选自《九章算术》）
解　设ｘ日相逢，则瓜蔓长０．７ｘ尺，瓠长ｘ尺 根据题意，得

０．７ｘ＋ｘ＝９
解方程，得

ｘ＝５５
１７

（日）

０．７ｘ＝７
１０×９０

１７＝３１２
１７

答：５５
１７

日相逢，瓜蔓长３１２
１７

尺，瓠蔓长５５
１７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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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５　 　 　

２４０４．今有漆三得油四，油四和 漆 五 今 有 漆３斗，欲 令 分 以 易 油，还

自和余漆 问出漆、得油、和漆各几何？

（选自《九章算术》）

解　设用去换油的漆为ｘ升，则 换 得 ４
３ｘ 升 油，４

３ｘ 升 油 又 调 和 ５
４×

４
３ｘ＝５

３ｘ升漆 根据题意，得

ｘ＋５
３ｘ＝３０

解方程，得

ｘ＝１１１
４

（升）

４
３ｘ＝４

３×１１１
４＝１５

５
３ｘ＝５

３×１１１
４＝１８３

４

答：换 油 的 漆 为１１ １
４

升，换 得 油 为１５升，１５升 油 又 调 和 了 漆１８３
４

升　　　
２４０５．今有鸡翁一，值钱五；鸡 母 一，值 钱 三；鸡 雏 三，值 钱 一 凡 百 钱

买鸡百只 问鸡翁、母、雏各几何？

（《张邱建算经》百鸡问题）
解　设鸡翁、母、雏分别为ｘ、ｙ、ｚ只，依题意，得

　　　　
ｘ＋ｙ＋ｚ＝１００

５ｘ＋３ｙ＋１
３ｚ＝烅

烄

烆 １００

①
②

这是不定方程，可求得方 程 的 整 数 解 为４，１８，７８；８，１１，８１；１２，４，８４ 所 以，
鸡翁、母、雏分别为４只，１８只，７８只；或８只，１１只，８１只；或１２只，４只，８４
只

２４０６．钱一百买温柑、绿桔、扁 桔 共 一 百 枚 只 云 温 柑 一 枚 七 文，绿 桔

一枚三文，扁桔三枚一文 问各买几何？

（《续古摘奇算法》中引用《辨古通源》题）
解　设温柑、绿桔、扁桔各买ｘ、ｙ、ｚ枚 据题意，得

　　　　
ｘ＋ｙ＋ｚ＝１００

７ｘ＋３ｙ＋１
３ｚ＝烅

烄

烆 １００

①
②

②×３－①，得

２０ｘ＋８ｙ＝２００，ｘ＝２００－８ｙ
２０ ＝１０－２ｙ

５２ｙ 应 是５的 倍 数，且ｘ 是 正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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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所以ｙ可取５，１０，１５，２０，则得ｘ为８，６，４，２，将ｘ，ｙ值代入①得ｚ为８７，

８４，８１，７８ 所以，解为温柑、绿桔、扁桔 枚 数 各 为８，５，８７枚，或６，１０，８４枚，
或４，１５，８１枚，或２，２０，７８枚

２４０７．今有鸭一值四钱，雀五值一钱，鸡一值一钱 凡百钱买百鸟 问

鸡、雀、鸭各几何？

（中亚细亚数学家阿尔·卡西《算术之钥》１４２７年）
解　设鸭、雀、鸡各为ｘ、ｙ、ｚ只 据题意，得

　　　　
ｘ＋ｙ＋ｚ＝１００，

４ｘ＋１
５ｙ＋ｚ＝烅

烄

烆 １００

解方程组，得整数 解ｘ，ｙ，ｚ分 别 为４，１５，８１；或８，３０，６２；或１２，４５，４３；或

１６，６０，２４；或２０，７５，５ 所 以，鸭、雀、鸡 各 有４，１５，８１只；或８，３０，６２只；或

１２，４５，４３只；或１６，６０，２４只；或２０，７５，５只
２４０８．今有五家共井，甲二 绠 不 足，如 乙 一 绠；乙 三 绠 不 足，如 丙 一 绠；

丙四绠不足，如丁一绠；丁五绠不足，如 戊 一 绠；戊 六 绠 不 足，如 甲 一 绠 如

各得所不足一绠，皆逮 问井深、绠长各几何？

（《九章算术》方程章）
绠：汲水用的绳子 原题意为：五家共用一水井 井深比二条甲家绳长

还多一条乙家绳长；比三条乙家绳长还多一条丙家绳长；比四条丙家绳长还

多一条丁家绳长；比五条丁家绳长还多一条戊家绳长；比六条戊家绳长还多

一条甲家绳长 如果各家都增加所 差 的 另 一 条 汲 水 绳，则 刚 好 汲 水 试 问

井深、汲水绳长各多少？

解　设甲、乙、丙、丁、戊家一绠之长分别为ｘ，ｙ，ｚ，ｕ，ｖ 井深为ｗ．依题

意可列出方程组：

２ｘ＋ｙ＝ｗ
３ｙ＋ｚ＝ｗ
４ｚ＋ｕ＝ｗ
５ｕ＋ｖ＝ｗ
６ｖ＋ｘ＝

烅

烄

烆 ｗ
这是一个不定方程组，原题中没有给出答案的范围（井深的范围），因此有无

穷多组解 其中一解如：ｗ＝７２１，ｘ＝２６５，ｙ＝１９１，ｚ＝１４８，ｕ＝１２９，ｖ＝７６
所以，井深７２１尺，甲家绠 长２６５尺，乙 家 绠 长１９１尺，丙 家 绠 长１４８尺，丁

家绠长１２９尺，戊家绠长７６尺
２４０９．古典小说《镜花缘》中有算灯数故事：
宗伯府的女主人卞宝云邀请女才子们到府中小鳌山观灯 请精通筹算

的才女米兰芬算一算楼上楼下大小 灯 球 的 数 目 她 告 诉 米 兰 芬：楼 上 的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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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７　 　 　

有两种，一种上做三个大球，下缀六个小球，计大小球九个为一灯；另一种上

做三个大球，下缀十八个小球，计大小球二十一个为一灯 楼下的灯也分两

种，一种一个大球，下缀两个小球；另一种一个大球，下缀四个小球 楼上大

灯球共三百九十六个，小 灯 球 共１４４０个；楼 下 大 灯 球 共３６０个，小 灯 球 共

１２００个 请米兰芬算一算楼上、楼下各有灯多少盏
解１　楼下：小灯球１２００个折半，得６００，减去大灯球３６０，得２４０，这是

一大四小灯球的灯的盏数，然后３６０－２４０＝１２０，这就是一大二小灯球的灯

的盏数
楼上：将１４４０折半，得７２０，减大灯球３９６，余３２４，再除以６，得５４，这是

缀十八个小球灯的灯的盏数 然后用３乘５４，得１６２，用３９６－１６２，得２３４，

用２３４除以３得７８，即下缀六个小球灯的灯的盏数 所以，楼下有一大四小

灯球的灯２４０盏，一大二 小 灯 球 的 灯１２０盏；楼 上 有 三 大 十 八 小 灯 球 的 灯

５４盏，三大六小灯球的灯７８盏
解２　设楼上三大十八小灯球的灯为ｘ盏，三大六小灯球的灯为ｙ盏；

楼下一大四小灯球的灯ｚ盏，一大二小灯球的灯ｕ盏 依题意得：

楼上（１）
３ｘ＋３ｙ＝３９６

１８ｘ＋６ｙ＝｛ １４４０

楼下（２）
ｚ＋ｕ＝３６０

４ｚ＋２ｕ＝｛ １２００
解方程得：ｘ＝５４，ｙ＝７８；ｚ＝２４０，ｕ＝１２０ 所 以，三 大 十 八 小 灯 球 的 灯５４
盏，三大六小灯球的灯７８盏，一大四小灯球的灯２４０盏，一大二小的灯球的

灯１２０盏

２４１０．甲赶群羊逐草茂，

乙拽肥羊一只随其后，

戏问甲及一百否？

甲云所说无差谬，

若得这般一群凑，

再添半群小半群，

（小半即四分之一）

得你一只来方凑
玄机奥妙谁猜透？

（程大位《算法统宗》明末，１５９２年）

解１　由“得你一只来方凑”可知１００－１＝９９只，是这群羊的１＋１＋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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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所以，这群羊数应是９９÷ １＋１＋１
２＋（ ）１

４ ＝３６（只）

解２　设甲原有ｘ只羊 依题意得

ｘ＋ｘ＋１
２ｘ＋１

４ｘ＋１＝１００，解方程得ｘ＝３６，所以，甲有羊３６只

２４１１．今有 四 数，取 其 每 三 个 而 相 加，则 其 和 分 别 为２２，２４，２７和２０
求此四数各几何？

（希腊丢番图《算术》公元２５０年后）

解　设四数之和为ｘ，则四数分别为ｘ－２２，ｘ－２４，ｘ－２７，ｘ－２０ 依题

意，得

ｘ＝（ｘ－２２）＋（ｘ－２４）＋（ｘ－２７）＋（ｘ－２０），解 方 程 得ｘ＝３１ 所 以，

四数分别为：３１－２２＝９，３１－２４＝７，３１－２７＝４，３１－２０＝１１

２４１２．爱神爱罗斯正在发愁，

女神基朴里达问其根由：

“你为什么烦忧，

我亲爱的朋友？”

“我在黑里康山采回仙果，

路遇缪斯诸神嬉戏抢夺
攸忒皮攫十二分之一，

克力奥拿走五分之一，

退里亚取了八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属于了麦逢麦尼
四分之一被忒普息科里抢走，

七分之一分到了厄拉托之手，

坡力欣尼亚拿的最少，

也还有三十个仙果进口
攸累尼亚占了一百二十个，

卡来奥皮更有三百个之多，

我回家时几乎双手空空，

唯有缪斯们留给我的五十个仙果
爱罗斯当初采摘，

共有仙果几颗？

（《希腊文选》）

解１　后三个神仙留下的果子（３０＋１２０＋３００＋５０）（个）相当于总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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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９　 　 　

１－１
１２－１

５－１
８－１

２０－１
４－（ ）１

７
，所以，共采果子为

（３０＋１２０＋３００＋５０）÷ １－１
１２－１

５－１
８－１

２０－１
４－（ ）１

７

＝３３６０（个）

解２　设爱罗斯共采ｘ个果子 则九位神仙分别取得果子个数为１
１２ｘ

，

１
５ｘ，１

８ｘ，１
２０ｘ

，１
４ｘ，１

７ｘ，３０，１２０和３００ 依题意，得

１
１２ｘ＋１

５ｘ＋１
８ｘ＋１

２０ｘ＋１
４ｘ＋１

７ｘ＋３０＋１２０＋３００＝ｘ－５０

解方程，得　ｘ＝３３６０
所以爱罗斯共采３３６０个果子

２４１３．有个人想知道一年内 一 对 兔 子 可 繁 殖 成 多 少 对，便 筑 了 一 道 围

墙把一对兔子关在里面 已知一对 兔 子 每 一 个 月 可 以 生 一 对 小 兔 子，而 一

对小兔子生下后第二个月就又可以开始生小兔子 假如一年内没有发生死

亡，一对兔子一年内繁殖成几对？

（意大利菲波纳奇《算盘之书》１３世纪）（１２０２年）

解　根据题意，可画成下图：

成熟的兔子，未成熟的兔子
由图可以看出头六个月的兔子对数是

１，２，３，５，８，１３
很容易发现这个数列有下面特色：从 第 三 项 起，每 一 项 都 是 其 前 二 项 的 和，

所以，可以把这个数列继续写下去，便可得到：一年内兔子繁殖的总对数：

１，２，３，５，８，１３，２１，３４，５５，８９，１４４，２３３，３７７
即一对兔子一年内可繁殖成３７７对

２４１４．有一头母牛，它每 年 年 初 生 一 头 小 牝 牛（小 母 牛） 每 一 头 小 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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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从第四个年头起，每 年 年 初 也 生 一 头 小 牝 牛 哦，有 学 问 的 人，请 告 诉

我，在第二十年里，牛的头数共有多少？

（印度纳拉雅那的“母牛问题”，１４世纪）

解　第一年年初母牛生了一头小牝牛，所以第一年内牛的头数是２，第

二、三年母牛都每年生了一头小牝牛，牛头数是３、４头 第四年时第一年生

的小牝牛也开始生 小 牝 牛 了，所 以 第 四 年 应 是６头 牛 按 照 这 个 规 律，２０
年内牛的头数 分 别 是：２，３，４，６，９，１３，１９，２８，４１，６０，８８，１２９，１８９，２７７，４０６，

５９５，８７２，１２７８，１８７３，２７４５
这列数可以看到，从第４年起，每一项是它前一项与前第三项的和２０

年里共有２７４５头牛

２４１５．一位父亲临终时，让其几个孩子按如下方式分配他的遗产：第一

个儿子分得１００克朗和剩下财产的１
１０

，第二个儿子分 得２００克 朗 和 剩 下 财

产的１
１０

，第三个儿子 分 得３００克 朗 和 剩 下 财 产 的 １
１０

，第 四 个 儿 子 分 得４００

克朗和剩下财产的１
１０

，…，依 此 类 推，最 后 发 现 这 种 分 法 好 极 了，因 为 所 有

儿子分得的数字恰好相等 问这位 父 亲 共 有 几 个 儿 子，每 个 儿 子 分 得 多 少

遗产？

（瑞士欧拉《代数基础》中的“遗产问题”）

解　设每个儿子分得ｘ克朗，遗产共ｙ克朗 则，第一个儿子分得

　　　　ｘ＝１００＋ｙ－１００
１０

；

第二个儿子分得

　　　　ｘ＝２００＋ｙ－ｘ－２００
１０

；

第三个儿子分得

　　　　ｘ＝３００＋ｙ－２ｘ－３００
１０

；

　……

依此类推，老大与老二（老二与老三）差额是　１００－ｘ＋１００
１０ 

依题意，这个差数应当是０，所以　１００－ｘ＋１００
１０ ＝０

解方程，得ｘ＝９００，ｙ＝８１００
故老人有８１００克朗遗产，有９个儿子，每个儿子分到９００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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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１　 　 　

２４１６．驴和骡子并排地走着，背 上 都 驮 着 沉 重 的 包 裹 驴 抱 怨 说 它 的

负担太重了“你的负担重？”骡子回答它，“你瞧，假若从你背上拿过来一个

包裹给我，我的负担就是你的两倍 而如果你从我背上取走一个，你驮着的

也不过和我一样”试问驴和骡子各负重多少？

（《希腊文选》中“驴和骡子”）
解　设驴和骡子各驮ｘ，ｙ个包裹 依题意，得

ｙ＋１＝２（ｘ－１），

ｙ－１＝ｘ＋｛ １
解方程，得　ｘ＝５，ｙ＝７．
所以，驴驮５个包裹，骡子驮７个包裹
２４１７．某人有１２品脱啤酒一 瓶，想 从 中 倒 出６品 脱，但 他 没 有６品 脱

的容器，仅有一个８品脱和一个５品 脱 的 容 器 怎 样 倒 才 能 使８品 脱 的 容

器中恰好装了６品脱啤酒？

（法国波瓦松的数学游戏题 品脱，英国容量单位，１品脱＝０．５６８升）
解１　如下表：

１２　品　脱 １２ ４ ４ ９ ９ １ １ ６

８　品　脱 ０ ８ ３ ３ ０ ８ ６ ６

５　品　脱 ０ ０ ５ ０ ３ ３ ５ ０

解２　如下表：

１２　品　脱 １２ ７ ０ ０ ８ ８ ３ ３ １１ １１ ６ ６

８　品　脱 ０ ０ ７ ８ ０ ４ ４ ８ ０ １ １ ６

５　品　脱 ０ ５ ５ ４ ４ ０ ５ １ １ ０ ５ ０

２４１８．每天中午有一艘轮船 从 塞 纳 河 口 的 勒 阿 佛 尔 开 往 纽 约，在 每 天

的同一时刻，也有该公司的一艘船从 纽 约 开 往 勒 阿 佛 尔 轮 船 在 横 渡 大 西

洋途中所花的时间恰好是七天七夜，并 且 全 部 航 程 都 是 匀 速 行 驶 的 轮 船

在大西洋上按照一定的航线航行，在近距离内，对面开来的船可以互相看得

到 问今天中午从勒阿佛尔开出去的轮船，到达纽约时，将会遇到几艘同一

公司的轮船从对面开来？

（法国刘卡，数学趣题）（１９世纪）
解１　该船从法国巴黎的勒阿佛尔开出时遇到的第一艘船是七天七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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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从纽约开出的，而到达纽约时将遇 到 七 天 七 夜 后 从 纽 约 开 出 的 轮 船 这

样，前后共十五天，每天一班船，故今天中午开出的轮船，到达纽约时共遇到

十五艘轮船
解２　图解法如下：

　　　　　　勒阿佛尔（法国）

纽约（美国）

由图可以看出：从勒阿 佛 尔 开 出 的 轮 船，在 海 上 遇 到１３艘 轮 船 此 外 还

遇到２艘，一艘是在它起锚时遇到的（它 从 纽 约 开 来，正 好 那 天 中 午 到 达，
另一艘是到达纽约时遇上 的，它 正 要 从 纽 约 开 出） 所 以，一 共 遇 到１５艘

轮船
２４１９．设想钟针的位置在１２点钟，在这位置如果把长针和短针对调一

下，它们所指示的度数还是合理 的 但 在 别 的 时 候，例 如 在６点 钟，两 针 的

对调就成了笑话，这种位置是不可能的：当时针指１２点时，分针决不会指６
点 因此引起了这个问题：“钟针在 什 么 位 置 时 两 针 可 以 对 调，使 得 新 位 置

仍能指示一实际上可能的时刻？”
（德国，爱因斯坦的问题）

解　钟面上共有６０个刻度 分针运转的速度是时针的１２倍 设所求

的钟针位置之一是在ｘ点ｙ 分，分针在离１２点有ｙ个刻度的 位 置，时 针 在

ｚ个刻度的地方 从１２点起分针已运转过６０ｘ＋ｙ个刻度 则时针经过的

刻度是ｚ＝６０ｘ＋ｙ
１２

个 两针对调位置后，设所指时刻为ｘ１ 点ｚ分，则 时 针

离１２点ｙ个刻度：ｙ＝６０ｘ１＋ｚ
１２  得方程组：

　　　　
ｚ＝６０ｘ＋ｚ

１２
，

ｙ＝６０ｘ１＋ｚ
１２

烅
烄

烆 
　其中ｘ和ｘ１ 是不大于１１的正整数或０

将方程组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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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３　 　 　

　　　　
ｙ＝６０（ｘ＋１２ｘ１）

１４３
，

ｚ＝６０（ｘ１＋１２ｘ）
１４３

烅
烄

烆 

给出ｘ，ｘ１ 分别由０到１１的各种数值，便可求出一切所求时刻 例如，

当ｘ＝１，ｘ１＝１时，ｙ＝５５
１１

，ｚ＝５５
１１

此时两针相重合，当然可以对调

由于ｘ可取１２种值，ｘ１ 也可以取１２种值，所以ｘ与ｘ１ 的不同配合共

１２×１２＝１４４种 但当ｘ＝０，ｘ１＝０时，ｙ＝０，ｚ＝０，而当ｘ＝１１，ｘ１＝１１时，

ｙ＝６０，ｚ＝６０ 在ｙ＝ｚ＝０和ｙ＝ｚ＝６０时，指针位置完全相 同 两 者 只 能

算一种 所以，共有１４３种
２４２０．五个水手带了一只猴 子 来 到 南 太 平 洋 的 一 个 荒 岛 上，发 现 那 里

有一大堆椰子 由于旅途的颠簸，大家都很疲倦，很快就入睡了 第一个水

手醒来后，把椰子平分成五堆，将多 余 的 一 只 给 了 猴 子，他 私 藏 了 一 堆 后 便

又去睡了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个 水 手 也 陆 续 起 来，和 第 一 个 水 手 一 样，
把椰子平分成五堆，恰多一只给猴子，私藏一堆，再去入睡 天亮以后，大家

把余下的椰子重新平分成五堆，每人一堆，正好余一只再给猴子 试问原先

共有几只椰子？

（美国《星期六晚邮报》趣味数学题：水手、猴子和椰子）
解　设原先共有椰子ｘ只，天 亮 后 最 后 一 次 每 人 分 得 Ｆ 只 依 题 意，

得

（ｘ－１）×４
５（ ）－１ ·４

５（ ）－１ ·４
５（ ）－１ ·４

５（ ）－１ ·４
５（ ）－１ １

５＝Ｆ，

逐次还原，得

ｘ＝５×５×５×５×５×５
４×４×４×４×４

（Ｆ＋１）－４

ｘ应是自然数，因为４与５互质，只有 Ｆ＋１
４×４×４×４×４＝１时，才 能 得 到ｘ 为

自然数，即得

ｘ＝５×５×５×５×５×５－４＝１５６２１
所以，共有椰子１５６２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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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算 术 史

一、算术简史

　　“算术”一词，拉丁文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ａ，是“数和数数的学问”．我国古代，算术

指数学的全体，如《九 章 算 术》包 含 了 算 术、代 数、平 面 几 何、立 体 几 何 的 内

容．现代算术作为数学中一个分支，主要是研究自然数、分数、小数的加、减、
乘、除及乘方、开方运算的科目．有的书把数论也包括在算术之中．

我们在这里着重介绍自然数概 念 的 形 成、整 数 四 则 运 算，以 及 分 数、小

数的发展简史．

　　１．自然数概念的形成和它的读写

数和形的概念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原始人以打猎、捕鱼和采集

果实为生，由于对获得的食物有分 配 的 需 要，产 生 了“数 一 数”的 活 动，逐 渐

形成了多少的观念和自然数的概念．数 的 概 念 怎 样 用 语 言 来 表 达（命 数 法）
和怎样用文字来表示（记数法），各民族都经历过漫长的发展过程．

（１）命数法

古代人在数周围物体的个数时，先把“一”从“多”中分离出来，进而认识

“二”，对于“三”就认为是许多了．如我国祖先的语言中，“我”读作“余”，“你”
读作“尔”，每个人指着自己讲“余”意味着与“我”同样多是“一”，讲“尔”意味

着与“余、尔”同样多是“二”．“一、二”就 是“余、尔”的 转 音．三 个 以 上 的 东 西

就是许多了，如三人是“众”就表示许多人的意思．如澳大利亚的托列斯峡群

岛西部部族，他们近代语言中还只 有 两 个 数 的 名 称，称“一”为“乌 拉 勃”，称

“二”为“阿柯札”，称“三”为“阿柯 札、乌 拉 勃”，称“四”为“阿 柯 札、阿 柯 札”，
这样地数到六．人类初期，对数的名 称 都 是 与 具 体 的 东 西 联 系 在 一 起 的，从

一些语言文字的 痕 迹，可 以 证 明 这 个 事 实．如 我 国 广 东 话 称“五”为“一 巴

掌”，俄文пятъ（五）和пястъ（掌骨）只差一个字母，梵语 Ｐａｎｔｃｈａ（五）与波斯

语Ｐｅｎｔｃｈａ（手）也只差一个字母．有些民族 把“一”说 成“太 阳”或“月 亮”，把

“二”说成“眼睛”或“耳朵”或“鸟的翅膀”．由于历史的推移，具体内容逐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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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从而具体的数“独立”出来形成抽象的数．
随着人类要计数的物体越来越 多，如 数 饲 养 的 牛、羊 等，每 一 个 数 都 有

一个独立的名称显然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古老的民族都想出了相同的办法，
就是进位制的计数法．历史上的进 位 制 大 体 有 二 进 位 制、五 进 位 制、十 进 位

制、２０进位制等，这与 人 类 生 来 就 有 的 计 数 器———手 指、脚 趾 有 关．我 国 祖

先遗传下来的是十进位制．十个多一称为十一．十个多二称为十二．……．西

方许多民族的语言中保留着２０进位 的 痕 迹，如 英 文 从１～２０有 独 立 名 称，
二十多一称为“ｔｗｅｎｔｙｏｎｅ”，二 十 多 二 称 为“ｔｗｅｎｔｙｔｗｏ”．古 代 巴 比 伦 研 究

天文，产生了６０进位制，现在通用的角度制就是巴比伦遗留下来的．有了进

位制，人类就可以数很大很大的 数 目 了，如３０００多 年 前 我 国 殷 代 文 字 中 最

大的数已达到三万．
（２）记数法

人类记数先是以手指、脚趾、骨 节 来 表 示，以 后 不 够 用，以 小 石 子、小 树

枝、贝壳等代替，或在树干上、兽骨 上 刻 划，或 用 绳 子 打 结 等 来 表 示．以 后 经

过漫长的发展演变成为文字．记数 的 方 法，古 代 各 民 族 都 不 同．大 体 可 分 为

“非位值制”和“位值制”两种．
非位值制记数法．如埃及用十进计数，每一个不同计数单位各有一个特

殊的符号，有几个计数单位就重复写几次，以后菲尼基，希腊，罗马等都用这

种记数法，他们的记数法如下：

例如２６３７他们分别书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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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值制记数法．最早是巴比伦使用．五六千年前他们计数是１０进和６０
进混合的，他们的记数法如下：

表示１． 表示１０． 表示１×６０２＋２１×６０＋

１６＝４８７６．中国在公元前７、８世 纪 春 秋 战 国 时 代 用 算 筹 记 数，算 筹 有 纵 码、
横码两种，用纵码、横码相间横排来表示多位数．《孙子算经》说：“凡算之法，
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记数法如下：

多位数：

多位数中空格表 示 零．１２世 纪 南 宋 时 起，空 格 用□代，以 后 用 毛 笔 书 写 成

○．
公元初美洲印第安人马雅部族，采 用２０进 的 位 值 制 记 数 法．他 们 的 写

法如下：

两位数 表示９×２０＋１６＝１９６，

三位数 表示６×（１８×２０）＋０×２０＋９＝２１６９．

印度的记数法也经历漫长和复杂 的 历 史，大 约 到６世 纪 才 形 成 了 十 进

位的位值制记数法．８世纪巴格达城的印度人译成阿拉伯文传入中亚细亚，

１２世纪欧洲人又译成拉丁文．意大利的斐波那契的《算盘书》介绍印度记数

法和它的优越性．他说：“印度的九个数目字是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用 这 九

个数字和阿拉伯人叫做Ｓｉｆｒ的 记 号０，任 何 数 都 可 以 表 示 出 来．”但 仍 遭 到

反对．１４世纪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１６世 纪 印 刷 的 数 码 的 字 形 才 渐 渐 接 近

于现代而固定下来．欧洲人只知道这种数码是从阿拉伯传入的，所以称为阿

拉伯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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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数 码 也 曾 于１３、１４世 纪 传 入 中 国，但 未 引 起 重 视．１８５９年 伟 烈 亚

力和李善兰合译《代微积拾级》仍将印度数码译为一、二、三…，１８９２年狄考

文（美人）和邹立文合译《笔算数学》正式采用印度数码，但用直写代横写，直

到１９０５年商务印书馆编《最新笔算》才全部采用现在的式样．从此以后中国

才开始普遍使用．现在这种数码和记数法已成为国际通用的记数法了．
（３）自然数的理论

作为科学概念的“数”，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理论的严谨性．因此，近代数

学从结构的观点来加以阐述，对自然数的概念建立了两种理论．现分叙如下：
基数理论　基数理论是集合论的一个部分．如果两个集合 Ａ、Ｂ 之间能

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就称Ａ 与Ｂ 是对等的．对等关系具有自反性（Ａ 对等

于Ａ）、对称性（Ａ 对等于Ｂ 蕴涵Ｂ 对等于Ａ）和传递性（Ａ 对等于Ｂ、Ｂ 对等

于Ｃ 蕴涵Ａ 对等于Ｃ），因此是一个等价关系．称对等的集合具有相同的基

数（或势）．
如果一个集合不能对等于它的任一真子集，则称这个集合为有限集合，

否则称为无限集合．有限集合的基 数 就 是 自 然 数．例 如，正 常 人 的 一 只 手 的

手指的集合的基数，称做“五”，用“５”表示，这就是一个自然数．
从自然数的上述定义出发，可进 一 步 定 义 自 然 数 之 间 的 大 小 关 系 和 加

法、乘法运算．
定义１　设有限集合Ａ 和Ｂ 的基数分别是自然数ａ 和ｂ．
① 当Ａ 和Ｂ 对等时，就说ａ等于ｂ，记作ａ＝ｂ；

② 当存在Ａ 的某个真子集和Ｂ 对等时，就说ａ大于ｂ，记作ａ＞ｂ；

③ 当Ａ 和Ｂ 的某个真子集对等时，就说ａ小于ｂ，记作ａ＜ｂ．
定义２　设两个没有公共元素的集合Ａ 和Ｂ 的基数分别是自然数ａ 和

ｂ，则集合Ｃ＝Ａ∪Ｂ 的基数ｃ叫做ａ 与ｂ的和；ａ与ｂ叫做加数；求两数和的

运算叫做加法，记作ａ＋ｂ＝ｃ．
定义３　设Ａ１，Ａ２，Ａ３，…，Ａｂ 是ｂ 个（ｂ是 自 然 数）没 有 公 共 元 素 的 而

基数都为ａ的有限集合，如 果 Ａ１∪Ａ２∪…∪Ａｂ＝Ｃ，则 集 合Ｃ 的 基 数ｃ 叫

做ａ 乘以ｂ的积，ａ叫做被乘数，ｂ叫做乘数，求积的运算叫做乘法，记作ａ×
ｂ＝ｃ．ａ和ｂ又称作积Ｃ 的因数．

类似地，可以定义减法是加法的 逆 运 算，除 法 是 乘 法 的 逆 运 算（略），并

可以证明基本运算定律和基本顺序性质的成立：
加法交换律 ａ＋ｂ＝ｂ＋ａ；
加法结合律 （ａ＋ｂ）＋ｃ＝ａ＋（ｂ＋ｃ）；
乘法交换律 ａ×ｂ＝ｂ×ａ；
乘法结合律 （ａ×ｂ）×ｃ＝ａ×（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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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律　　ａ×（ｂ＋ｃ）＝ａ×ｂ＋ａ×ｃ；
次序的反自反性　ａ＞ａ永不成立；
次序的反对称性　若ａ＞ｂ，则ｂ＜ａ；
次序的传递性　若ａ＞ｂ，且ｂ＞ｃ，则ａ＞ｃ；
次序的全序性　对于任意 两 个 自 然 数ａ、ｂ，下 面 三 种 关 系 有 且 仅 有 一

个成立：ａ＝ｂ，或ａ＞ｂ，或ａ＜ｂ；
加法的单调性　若ａ＜ｂ，且ｃ≤ｄ，则ａ＋ｃ＜ｂ＋ｄ；
乘法的单调性　若ａ＜ｂ，且ｃ≤ｄ，则ａ×ｃ＜ｂ×ｄ；
阿基米德公理　对于任意两个自然数ａ和ｂ，必有一个自然数ｎ，使ｎａ＞ｂ．
序数理论　自然数有双重意义，一 是 表 示“多 少”，一 是 表 示“顺 序”，为

了反映 顺 序，意 大 利 数 学 家、逻 辑 学 家 皮 亚 诺（Ｐｅａｎｏ，１８５８～１９３２年）提 出

了公理化理论，称为序数理论，所提 出 的 公 理 称 为 皮 亚 诺 公 理，他 对 自 然 数

的公理结构，引入一个基本关系和五个公理．
定义４　设Ｎ 是一个集合，在Ｎ 的某些元素之间，有一个称为“直接后继”

的基本关系（用“′”表示这种关系，即对ａ∈Ｎ（∈读作“属于”）ａ′（ａ′表示ａ的直接

后继）．如果下述五条公理满足，则称Ｎ 为自然数集，称Ｎ 的元素为自然数：

① 存在ｌ∈Ｎ；

②ｌ不是Ｎ 中任何元素的直接后继（即对任何ａ∈Ｎ，ａ′≠１）；

③ Ｎ 中任何元素都有一个直接后继（即对任何ａ∈Ｎ ，存在ａ′∈Ｎ）；

④ 如果ａ，ｂ∈Ｎ 且ａ′＝ｂ′．则ａ＝ｂ；

⑤ 如果 Ｍ 是 Ｎ 的子集，且满足ｉ）ｌ∈Ｍ；ｉｉ）ａ∈Ｍ 蕴涵ａ′∈Ｍ，则 Ｍ＝Ｎ．
公理⑤就是数学归纳法公理．事 实 上，设 Ｐ（ｎ）是 一 个 涉 及 自 然 数 的 命

题，如果ｉ）Ｐ（ｌ）为真；ｉｉ）Ｐ（ｎ）为真蕴涵Ｐ（ｎ′）＝Ｐ（ｎ＋１）（ｎ＋１的定义就是

ｎ′，这里ｎ∈Ｎ）为真，则令

Ｍ＝｛ｎ｜ｎ∈Ｎ ，Ｐ（ｎ）为真｝，
就易见 Ｍ 满足⑤中的ｉ），ｉｉ），因此由公理⑤得 到 Ｍ＝Ｎ，即 命 题 Ｐ（ｎ）对 一

切自然数为真．
利用上述基本关系和公理，就可以定义自然数的四则运算和顺序关系，

推导出各种运算定律和基本顺序性质（略）．
基数理论是把数看作对等集合的共同特征，回答了“多少”的问题；序数

理论用了一基本关系“直接后继”和五条公理，回答了“第几”的问题．中小学

一般把两者综合起来使用．

　　２．整数四则运算的发展

人类在自然数形成的过程中，命数法和记数法已伴随着运算．如中国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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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把“五十六”写成“五十之六”或“五十又六”．这就是加的意思，罗马数码

把“八”写成“Ⅷ”（５＋３），把“四”写成“Ⅳ”（５—１），印度—阿拉伯数码３６实际上就

是３×１０＋６．下面介绍一下几个文化发达古国的四则运算发展的简史．
（１）中国古代用小竹棒进行计算叫做筹算，小竹棒叫做算筹．春秋战国

时代已经能使用算筹进行加、减、乘、除、开 方、解 方 程 的 计 算 是 人 类 数 学 史

上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首先应归功于十进位值制记数法．筹算的加减法古

书没有记载，但从乘法、除法中可以看出，都是从左到右，即从高位起逐位相

加或相减，同一位的两数相加，满十向前位增一筹，同一位相减，被减数不够

时向前位取一筹作十再减，与现在的珠算方法完全一样，但没有口诀．乘、除

法的原始方法是同数连加、连减同数．但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乘法口诀，从“九

九八十一”到“二二如四”共３６句，约５世纪到１０世纪补充了“一一如一”等

九句，１３世纪南宋杨辉主张用８１句 的“大 九 九”．３世 纪 的《孙 子 算 经》、《夏

侯阳算经》已有详细的例题．如７８×５６计算如下：

乘数５６
积

被乘数７８

算７８×５０，呼

“五七三十五、
五八四十”在中位摆３９００

拿去乘数头位５；
把被乘数７８向右移一位

算７８×６，呼“六七四十二、
六八四十八”，得４６８加在

中位摆成４３６８．拿去７８和６

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把被除数置于中位，除数置于下位，商置于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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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过程与现在笔算差不多，步骤与上面的乘法正相反．
我国古代有这样先进的成就是中 华 民 族 的 骄 傲．由 于 社 会 经 济 的 向 前

发展，计算任务日益繁重．产生了许 多 简 便 算 法 和 便 于 记 忆 的 口 诀，并 创 造

了算盘．筹算逐渐被珠算代替．从１０世 纪 到１６世 纪 珠 算 在 全 国 广 泛 使 用，
明程大位６０岁时（１５９２年）完成杰 作《直 指 算 法 统 宗》１７卷，总 结 了 古 代 各

家算法的精华，在国内、外广泛流传．直到现在，中国、日本、韩国和南洋群岛

仍兴盛不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珠算又传入美国、墨西哥、巴西、汤加王国以及

印度、欧洲等地．这种 计 算 工 具 在 电 子 计 算 器 普 及 的 时 代 仍 有 它 适 用 的 范

围．
（２）古埃及应用他们的数码记数进行加法，实际上数数．减法是从加法

的逆运算来求差．乘法是 先 找 出２倍 数，再 相 加．例 如，１２×１２，计 算 如 下：
（写法是从右到左）

（有一符号的表示相加的数）
除法是用乘法来算的．例如，４５÷９，计算如下：

′１　　　 ９　　∵　（１＋４）×９＝４５
２　　　１８

′４ 　　３６ 　　∴　４５÷９＝１＋４＝５．
５　　 ４５

（３）古代巴比伦人、希腊人用卵石在散布尘土或沙的木板上计算，从右

向左，每纵格表示个、十、百……每 格 卵 石 不 多 于 九 个，满 十 向 前 位 进 一．以

后发展成线算盘．在几里米亚曾发现一块１４９米×０７８米的大理石，上 刻

有纵线表示数位和希腊初期的数码．乘法有用古埃及的２倍法，还有乘数折

半、被乘数加倍的方法．例如，２３×１６，计算时把２３和１６都用卵石放在线算

盘上．

　 ２３　　　１６　　乘数累次折半到１，

　 ４６ ８

　 ９２ ４ 同时被乘数累次加

　１８４ ２

　３６８ １ 倍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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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有青铜制的沟算盘，盘内有纵向的小槽和可移动的珠子，右边两行表示

分数，左边几行表示个、十、百…，上沟珠一颗向上拨表示５，下沟珠四颗，每

向上拨一颗表示１．加、减法 可 以 从 高 位 算 起，也 可 以 从 低 位 算 起．至 于 乘、
除就是累加累减，比较繁难．１４世 纪（有 的 书 载１７、１８世 纪）俄 国 人 也 发 明

了算盘．其档位是横放的，每档有十颗珠子，中间两颗是黑色的，其中有一档

只有一颗珠，从这档以上表个、十、百…，从 这 档 以 下 表 小 数 位．计 算 时 把 珠

子从右边移到左 边 表 示 数．多 位 数 的 加 减 法 逐 档 进 行 计 算，乘 法 采“凑 倍

法”，即ａ×２＝ａ＋ａ，ａ×３＝ａ＋ａ＋ａ，ａ×４＝２ａ＋２ａ，ａ×５＝１０ａ÷２，ａ×６＝
５ａ＋ａ，ａ×７＝１０ａ－３ａ，ａ×８＝１０ａ－２ａ，ａ×９＝１０ａ－ａ，除法用连减同数法．

１６～１７世纪英国商人用 羊 皮 纸 作 盘 的 线 算 盘，珠 子 放 在 盒 子 里，计 算

时，横线表示数 位，放 在 线 上 的 表 示 一，放 在 空 处 的 表 示 五．例 如，２９０７＋
２４３，计算如下：

２９０７＋２４３＝３１５０．
乘法用“凑倍乘”，除 法 用 连 减 同 数．欧 洲 各 国 长 期 使 用 线 算 盘 进 行 计

算，直到１８世纪还有人使用．
（４）印度在６世纪形成了十进位的位值制记数法后，他们的四则计算，

开始在砂盘上书写数码进行，这是 笔 算 的 雏 型．以 后 砂 盘 改 用 小 黑 板，用 短

棒附白色稀液书写，或在一平方尺 的 白 色 小 硬 板 上 布 满 红 粉，用 小 棒 书 写，
红底白字．进行计算．演算过程中，用过的数字抹去．加、减法从高位算起，遇

到进位、退位抹去原来的数字．乘、除法也是三层，计算过程和步骤与中国筹

算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中国把积、被除数排在中间，而印度把积、被除数写

在上面．中世纪后印度砂盘算经过 阿 拉 伯 传 入 欧 洲，曾 改 在 蜡 盘、石 板 上 书

写计算．以后中国造纸术传入欧洲，砂 盘 算 移 植 到 纸 上 用 笔 书 写．开 始 是 将

计算过程中应该抹去的数 字 用 斜 线 划 去．１２世 纪 意 大 利 斐 波 那 契 的《算 盘

书》主要讲笔算，这本 书 在 欧 洲 影 响 很 大．笔 算 加、减、乘 从 左 而 右、高 位 算

起，进退位需要划去数码，以后为了避免划码的麻烦改为低位算起．１５世纪

意大利卢卡·帕乔利（ＬｕｃａＰａｃｉｏｌｉ１４４５～１５１４年）所 著《算 术 集 成》中 乘 法

有将棋盘法、小炮台法、列表乘法、交 叉 乘 法，格 子 乘 法、把 乘 数 分 解 成 一 位

数的连乘法……等八种；除法有头除法、帆船法、递增法、把除数分解成一位

数的连除法四种．到１７世纪才开始 改 用 现 行 的 乘 除 法 形 式．但 是 各 国 笔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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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和计算顺序并不完全相同，直到近代还有一些差异．如各国课本中乘

法有以下几种：

德国 　４７·３２　
１４１

　　　９４　
　１５０４

　

英国
　５７

　×３８　
１７１０

　 ４５６　
２１６６

　

南斯拉夫 　　３６８×４７　
１４７２０　　

　 ２５７６　　　
１７２９６　　

（以上高位算起）
日本

法国

　

　　７８
　　×４３　

２３４

　　３１２　 　
３３５４

　　　

南斯拉夫

　

　７６４×６３
２２９２　

　４５８４　　　
４８１３２　　

除法有以下几种形式：
日本、美国、英国　　　　法国　　　　　　　　德、英、捷克

南斯拉夫　　　　　（只写余数）

　 　 ６７　　
２６）１７４２　　
　　１５６　　　

１８２
　１８２　

　０

　　

５０４００

１９４

８０

３１

１６２５

１８０
　 ２５

　　　

１７９８∶３１＝５８
１５５　
２４８
２４８　
　 ０

１７世纪帕斯卡发明了加法计算机，莱布尼兹发明了齿轮式的手摇计算

机，顺摇是加，反摇是减，乘是同数 连 加，除 是 连 减 同 数．在 此 时 期 也 发 明 了

对数计算尺，在欧洲代替了线算盘．１９４６年美国发明了电子计算机，近代又

发明微型电子计算器，逐步代替了齿轮式计算机和计算尺．

　　３．分数的发展

整与分是一对矛盾，在 度 量 和 除 法 的 过 程 中，人 类 都 会 产 生 分 数 的 概

念．
古埃及人已有分数的表示法，他们把分母写在下面，在上面画一个卵形

或点一点．如

表示（ ）１
５

， 表示１（ ）１０
， 表示１（ ）１５ ．

还有少数几个特殊符号表示的分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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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１
２

， 表示（ ）２
３

， 表示（ ）１
４ ．

他们把所有分数都拆成一些所谓单位分 数 的 和，如 阿 梅 斯（Ａｈｍｅｓ）把 ２
５

写

成“１
３

，１
１５

”之和．在莱因 德（Ｒｈｉｎｄ）纸 草 书 里 有 一 张 表，把 分 子 是２而 分 母

是５～９９的奇数的各个分数，表达成分子是１的分数之和，例如：

２
５＝１

３＋１
１５

，　　２
７＝１

４＋１
２８

，

２
９＝１

６＋１
１８

， …，

２
９９＝１

６６＋ １
１９８．（当时没有加号）

利用这张表，可以把分子不是１的分 数 化 成 为 分 子 是１的 几 个 分 数 之 和 的

形式．

例如，７
２９

，先分解成１
２９＋２

２９＋２
２９＋２

２９
，再查表整理，得

７
２９＝１

６＋１
２４＋１

５８＋１
８７＋ １

２３２．

这样处理分数的方法是十 分 麻 烦 的．如 莱 因 德 纸 草 书 上 说：如 果９个 面 包

平均分给１０人，则每人所得的一份是１
５＋２

３＋１
３０．他们计算分数乘法也首

先要把分子不是１的分数分解成分子是１的分数再进行乘法运算，例如：

２
３×１

５＝ １
２＋（ ）１

６ ×１
５

＝１
２×１

５＋１
６×１

５

＝１
１０＋１

３０．

由于分数的运算方法十分繁难，以致影响了埃及在这方面的发展水平．
古巴比伦人也有分数的概念，他们对少数几个分数有特定记号，如

表示（ ）１
２

， 表示（ ）１
３

、 表示（ ）２
３ ．他 们 采 用６０进 分 数，运

算也很麻烦．
欧洲继承了埃及、巴比伦的方 法，发 展 很 慢，到１５世 纪 以 后，才 逐 渐 形

成现代分数的算法．如德国人鲁 道 夫（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Ｒｕｄｏｌｆｆ，１５３０年）把 计 算 ２
３

＋３
４

写成下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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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９　

　　　　２
３　　３

４　　　得１７
１２．

　　　　　 １２
到１７世纪，多数书在计算分数相加 时 都 不 要 求 用 最 小 公 倍 数 作 公 分 母，如

科克（ＥｄｗａｒｄＣｏｃｋｅｒ，１６３１～１６７５年）计算３
５＋７

８＋９
１０＋１２

２０
，用公分母５×

８×１０×２０＝８０００．文格特（ＥｄｍｕｎｄＷｉｎｇａｔｅ，１５９６～１６５６年）开始注意到求

最小公倍数为公分母．汤斯托尔（ＣｕｔｈｂｅｒｔＴｏｎｓｔａｌｌ，１４７４～１５５９年）在１５２２

年说明１
５×１

５
时，先将正方 形 垂 直 地 分 成５个 长 条，再 水 平 地 分 成５个 长

条，从而得到１
２５

、许凯（ＮｉｃｏｌａｓＣｈｕｑｕｅｔ，１４８４年）和特兰尘（ＬａｎＴｒｅｎｃｈａｎｔ，

１５６６年）计算一个分数相除时，先把两个分数化成分母相同的分数，然后再

求分子的商．维德曼（ＪｏｈａｎｎＷｉｄｍａｎ，公 元１４８９年）指 出 分 数 相 除，相 当 于

除数的分子、分母颠倒相乘．
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历法的推算，每一年的月数，每一月的日数都不

是整数而必须遇到分数．因此，很早 就 掌 握 一 套 完 整 的 分 数 运 算 体 系．在 用

筹算计算除法时《孙子算经》记载：“凡 除 之 法，…除 得 在 上 方，…实 有 余 者，
以法命之，以 法 为 母，实 余 为 子．”（中 国 古 代 称 被 除 数 为“实”，称 除 数 为

“法”，称除数除被除数为“实如法而一”．）例如

商６４

实３８相当于６４３８
４８３．

法４８３

把分母写在下面，分子写在上面的表达形式影响到印度和现代的写法．关于

分数的基本性质和运算法则在公元前１世纪的《九章算术》中已有和现代完

全一致的算理和 算 法．刘 徽 在《九 章 算 术》注 里 说：“设 有 四 分 之 二，繁 而 言

之，亦可为八分之四；约而言之，则二分之一也．”这是分数的基本性质．对于

分数的约分，“术曰：可半者半之，不可半者，副置分母子之数，以少减多，更

相减损，求其等也，以等数约之．”这 就 是 以 分 母、分 子 辗 转 相 除 求 最 大 公 约

数．关于分数的加减法称为“合分、减分”．“术曰：母互乘子，并以为实，母相

乘为法，实如法而一．不满法者，以 法 命 之．其 母 同 者，直 相 从 之．”这 与 现 在

的算法完全相同．如《方田》章中第７、９、１０题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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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３＋２

５＝５
１５＋６

１５＝１１
１５

，

　　１
２＋２

３＋３
４＋４

５

　　＝６０
１２０＋８０

１２０＋９０
１２０＋９６

１２０

　　＝３２６
１２０＝２８６

１２０＝２４３
６０

，

　　８
９－１

５＝４０
４５－９

４５＝３１
４５．

关于分数乘法，叫做“乘分”，运 算 法 则 与 现 在 用 的 完 全 一 样，遇 到 带 分

数的乘法也是先化为假分数后再相乘．关于分数除法叫做“经分”，运算法则

是将相除分数先化为同分母的分数，然后分子相除，如《方田》章１８题如下：

　　 １９
３＋（ ）３

４ ÷１０
３＝８５

１２÷４０
１２＝８５

４０

＝２１
８．

刘徽对经分补充了将除数的分子、分 母 颠 倒 与 被 除 数 相 乘 的 法 则．《九 章 算

术》均输章搜集了许 多 分 数 应 用 题，例 如 第２５题．“今 有 程 耕，一 人 一 日 发

（翻土）七亩，一人一日耕（犁田）三亩，一 人 一 日 耰 种（播 种）五 亩．今 令 一 人

一日自发、耕、耰种之，问冶田几何？”它的解答是：

１÷ １
７＋１

３＋（ ）１
５ ＝７×３×５÷（３×５＋７×５＋７×３）

＝１０５÷７１＝１３４
７１

（亩）．

总之，《九章算术》是世界上系统地完整地阐述分数法则最早的著作，比欧洲

早１４００多年，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４．小数的发展

小数是十进分数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它的普遍使用在欧洲是很晚的，可

能是受了巴比伦６０进位的影响．１５世纪中亚细亚的阿尔·卡西著《算术之

钥》（公元１４２７年）用６０进记数法表示圆周长，并用１０进小数来互相校验．
２π＝６°１６′５９″２８ｉｉｉ１ｉｖ３４ｖ５１ｖｉ·４６ｖｉｉ１４ｖｉｉｉ５０ｉｘ（６０进），

２π＝６２８３１８５３０７１７９５８６５（１０进）．
１６世纪工程师斯蒂文（ＳｉｍｏｎＳｔｅｖｉｎ，公元１５４８～１６２０年）《论 十 进》一 书 于

１５８５年在莱顿出版，才首先明 确 地 阐 述 了 小 数 的 理 论．但 他 使 用 的 符 号 很

不方便．如３２５７写成①②３２５７或３２５①７②．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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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３年克拉维斯著《星盘》（Ａｓｔｒｏｌａｂｉｕｍ）一书中使用小数点，才首先把

小数点作为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分界的符号．１６０８年他出版的《代数学》更

明确地陈述了小数点的作用．但是小 数 点 这 个 符 号 各 国 不 统 一，直 到１９世

纪末还有种种写法，如２５写 成２５、２′５、２５、２，５、２５、２‘５、２▲ ５等 等，现

在有两派：一派是大陆派（德、法、苏 等），为 了 避 免 乘 号“×”与 字 母ｘ 相 混

淆，用“·”表示乘号，因而用逗号“，”表 示 小 数 点．另 一 派 是 英 美 派，用 逗 点

“，”表示分节号，因而用小圆点“·”表示小数点．
世界上首先使用十进小数的是中国，早在３世纪刘徽注《九章算术》，在

少广章开方术下面说：“微数无名者以为分子，其一退以十为母，其再退以百

为母，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即开方 开 不 尽 时，用 十 进 分 数（即 小 数）来 表

示，个位以下，退一位为十分之一，退两位为百分之一…．这比欧洲斯蒂文早

１３００多年．中国古代货 币 以 钱 一 文 为 最 低 单 位，６世 纪《五 曹 算 经》创 用 了

“分、厘”为一文以下两位十进小数的名称，８世纪唐代宗时韩延算术一文以

下的十进小数推广到“分、厘、毫、丝、忽”五 位，１３世 纪 南 宋 秦 九 韶《数 书 九

章》（１２４７年）计算复利息的 答 案 是：“末 后 一 月 钱，二 万 四 千 七 百 六 贯 二 百

七十九文，三分四厘八毫四丝六忽七微（无 尘）七 沙（无 渺）三 莽 一 轻 二 清 五

烟”，用现在小数记数法写 出 来 是：２４７０６２７９．３４８４６７０７０３１２５文．他 在 卷１２
“囤积量容”题中，用“ ⊥”表 示“９６寸”，并 用 增 乘 开 方 法 解 系 数 为 十 进

小数的二次方程１６ｘ２＋１９２ｘ－１８６３２＝０．他 用 十 进 小 数 表 示 高 次 方 程 无

理根 的 近 似 值．元 朝 刘 瑾 （公 元 １３００ 年 左 右 ）著 《律 吕 成 书 》，把

１０６３６８６３１２写成：

把小数部分降低一格写是世界最 早 的 小 数 表 示 法，比 阿 尔·卡 西 早１００多

年，比斯蒂文早２００多年．
总之，世界上使用小数最早的是 中 国．有 了 小 数，可 以 应 用 整 数 的 运 算

法则来解决十进分数和非十进分数以及无理数的近似值的计算．
从上述算术这几方面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２０００多年前春秋战

国时代创造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整、小、分数的四则运算法则是非常先进

的．在数值计算的发展和应用方面古代中国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这是我

们民族的骄傲．
下面介绍中国古代的一些数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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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中国古代数学著作

中国古代西汉、东汉（公元前２００年～公 元 后２００年）随 着 生 产 力 的 发

展，科学文化有显著的发展．随着田亩测量、粮食运输、建筑工程和赋税征收

的需要．数学方面出现了《周髀》、《九 章》等 总 结 性 的 著 作．汉 唐 遗 留 下 来 的

数学书主要 的 有 以 下 十 部：① 《周 髀 算 经》，② 《九 章 算 术》，③ 《海 岛 算

经》，④ 《孙子算经》，⑤ 《张 邱 建 算 经》，⑥ 《五 曹 算 经》，⑦ 《五 经 算 术》，⑧
《夏侯阳算经》，⑨ 《缉古算经》，⑩ 《数术记遗》，总称为《算经十书》．

《十书》的名称和内容历代略有不同．北周（公元５５７～５８１年）甄鸾撰注

算经，没有⑧《缉古算经》（当时还未 产 生），但 有 董 泉 的《三 等 数》和《甄 鸾 算

术》．唐李淳风（？～７１４年）等 人 注 释 十 书．除①到⑧外 还 有《缀 术》．其 后

《缀术》失传，到南宋时宁宗嘉 定６年（１２１３年）鲍 澣 之 翻 刻 这 几 部 算 经．他

在杭州发现《数术记遗》，与《周髀》等凑成十部一同付印．这就是今天看到的

《算经十书》．
（１）《周髀算经》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数学书，从内容分析大约是公元前１世纪成书．书

中有 一 段 记 载：“荣 子 曰：周 髀 者 何？陈 子 曰：古 时 天 子 治 周，此 数 望 之 从

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髀就是测 日 影 用 的８尺 的 标 杆．故 此 书 称 为《周

髀算经》，简称《周髀》．现传本 有 汉 赵 爽（约 公 元２２２年）注，北 周（公 元５５７
～５８１年）甄鸾重述，和唐李 淳 风（公 元６５６年）注．全 书 分 上、下 两 卷，有 关

数学的论述载在卷上之一、之二，其余是天文和历法．
关于数 学 的 论 述 主 要 有 三 方 面：① 勾 股 定 理．商 高 等 都 知 道 勾 三、股

四，弦五．赵爽注里用“弦图”说明“勾 股 各 自 乘，并 之，为 弦 实，开 方 除 之，即

弦．”并予以证：“按弦图，又可以勾 股 相 乘 为 朱 实 二，倍 之 为 朱 实 四，以 勾 股

之差自相乘为中黄实，加实差，亦成弦实．”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证明（参见“赵

爽”条）．② 测量术，应用 勾 股 定 理 和 相 似 三 角 形 进 行 测 量．如“商 高 曰：平

矩以正绳，偃矩 以 望 高，复 矩 以 测 深，卧 矩 以 知 远，环 矩 以 为 圆，合 矩 以 为

方”．陈子曰：“日中立竿测影，…周 髀 长 八 尺，夏 至 之 日，晷 一 尺 六 寸．髀 者，
股也．正晷者，勾也．正南千里，勾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勾一尺七寸．”“法曰：
周髀长八尺，勾之损益，寸千里．”陈 子 测 量 太 阳 距 离 用“重 差 术”，现 在 仍 使

用．陈子可称为世界测量学的鼻祖．③ 分数运算．书中有分数算法，如“内一

衡经二十三万八千里，周七十一万 四 千 里，分 为 三 百 六 十 五 度 四 分 度 之 一，
度得一千九百五十四里二百四十七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九百三十三．”当

时能计算这样大的数目的分数是了不起的．
（２）《九章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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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２４６题分为九章，故称《九 章 算 术》，是 我 国 古 代 人 民 智 慧 的 结 晶．
此书何时开始编撰已不可考，但经过张苍（约公元前２００年）和耿寿昌（约公

元前５０年）的整理，大体已成定本．三 国 魏 人 刘 徽（公 元２６３年）作《九 章 算

术注》，流传至今．九章的内容简单介绍如下：第一章方田，讲平面图形的面

积计算（包括分数运算）；第二章粟 米，讲 粮 食 交 换 的 计 算．先 规 定 各 种 粮 食

之间的交换率，然后用“今有术”（即 求 比 例 第 四 项）来 计 算；第 三 章 衰 分，讲

配分比例和等差、等比数列问题；第四章少广，讲已知田亩的面积或球体积，
求边长或径长．其中，计算多位数的开平方、开立方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五章

商功，讲各种立体的体积计算，工程土方的计算方法；第六章均输，讲粮食运

输，均匀负担，用到比例分配、复比 例 和 等 差 数 列；第 七 章 盈 不 足，讲 盈 亏 问

题和线性插值法．现在解高次代数 方 程 和 超 越 方 程 还 常 用 到；第 八 章 方 程，
讲线性方程组．其中有四元、五元的方程组，解法与现在矩阵解法完全相同，
并引进负数和负数 的 运 算 法 则．这 是 世 界 上 最 早 的．本 章 还 有 不 定 方 程 的

题；第九章勾股，讲勾股定理的一些应用和一些二次方程的题．
（３）《海岛算经》
三国魏人刘徽（公元２６３年）注释《九 章》，对“重 差 术”作 了 详 细 研 究 和

解释，附在第九章勾股之后．唐初选定十部算经时，从《九章》中分出，成单行

本．因第一题是测望海岛，故称《海岛算经》．全书虽然只有９个题目，但是这

些题目具有复杂性和代表性，解法很有创造性，对各种情况的测量写得十分

全面．刘徽根据相似三角形的原理 进 行 测 量，其 造 诣 之 深，不 但 大 大 超 过 当

时的西方，即使１６、１７世纪西方的测量术也望尘莫及．遗憾的是当时缺乏角

度的概念，否则在３世纪中国就可能产生完整的三角学．
（４）《孙子算经》
此书著作年代，从内容推断，大 概 是 在 公 元６７～２７０年 之 间 成 书．全 书

分三卷．卷上详尽地叙述了度量衡 的 制 度 和 筹 算 的 方 法．如 说：“凡 算 之 法，
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 十 相 望，万 百 相 当．”这 是 筹 算 的 记 数 法．
卷中是分数的应用题，包 括 面 积、体 积、等 比 数 列 等 计 算 题．卷 下 第３１题：
“今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答曰：“雉二十

三，兔一十二．”这是后 世“鸡 兔 同 笼”题 的 始 祖，后 来 传 到 日 本，改 为“鹤 龟

算”．第２６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

二．问物几何？答曰：“二十三．”这是驰名世界的“大衍求一术”的起源．
（５）《张邱建算经》
此书撰成于公元４８４年以前，现 保 存 有 三 卷９２题，书 中 提 到 许 多 分 数

应用题．如卷上第１０题：“今有封 山 周 栈 三 百 二 十 五 里，甲、乙、丙 三 人 同 绕

周栈行，甲日行一百五十里，乙日行一百二十里，丙日行九十里．问周行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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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会？”解答时，先求１５０，１２０，９０的 最 大 公 约 数３０；再 算３２５÷３０＝１０５
６

日．书中有几道关于等差数列求和、求公差、求某项的问题，都已得到与现在

完全相同的正确公式．还有不少“盈不足”问题．卷中有求平方根和立方根以

及解二次方程的问题．卷下最后一题是 世 界 有 名 的“百 鸡 问 题”（详 见“百 鸡

问题”条目）．
（６）《五曹算经》
“曹”是古代分科办事的官署，《五 曹 算 经》是 为 地 方 行 政 职 员 编 的 应 用

算术书．欧阳修《新唐书》有“甄鸾《五曹算经》五卷”的记载，可能是６世纪甄

鸾或他以前的人所作．全书五卷，用“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
五个项目标题．“田曹”卷是讲田地面积的量法计算，其中有《九章算术》使用

的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 等 面 积 公 式，还 有 一 些 不 规 则 的 图 形 的 近 似 公

式．“兵曹”卷是 讲 军 队 的 给 养 问 题．“集 曹”卷 与《九 章 算 术》粟 米 章 问 题 相

仿．“仓曹”卷讲粮食的征收、运输和 储 藏 问 题．“金 曹”卷 讲 丝 绢 钱 币 等 的 简

单比例问题．
（７）《五经算术》
此书一般认为是６世纪北周甄鸾所撰．全书二卷，对于《尚书》、《诗经》、

《周易》、《周官》、《礼记》、《论语》等经书中所涉及的数学知识作了注解，没有

新的内容．如《尚书》尧典有“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句话，他用后世的四分历

法去解释．《论 语》中 有 “道 千 乘 之 国”一 语，他 认 为 国 土 正 方 形 面 积 是

１０００００方里，开 方 得 边 长 为３１６里６８６２５７６
１８９７３７

步．《礼 记》中 有 黄 锺，大 吕 等

十二律，他计算了十二律管长，京房六十律的管长等等．
（８）《夏侯阳算经》
此书是６世纪的产物，因书中有：“至 梁 大 同 元 年（公 元５３５年）甄 鸾 校

之”语句．近人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时说：这书辗转抄录，诸多遗失，现传

本可能是８世纪韩 延 作．全 书 分 上、中、下 三 卷．概 括 地 叙 述 了 筹 算 乘 除 法

则，分数法则，解释了“法 除、步 除、约 除、开 平 方 除、开 立 方 除”等 名 词 的 意

义．书中“明乘除法”部分说：“十乘加一等，百乘加二等，千乘加三等，万乘加

四等”，意即 乘 以 １０（１０１）向 左 移 一 位，乘 以 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０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０
（１０４），分别向左移２、３、４位，又“十 除 退 一 等，百 除 退 二 等，千 除 退 三 等，万

除退四等”．意 即 １
１０＝１０－１，１

１００＝１０－２，１
１０００＝１０－３， １

１００００＝１０－４，分 别 向

右移１、２、３、４位，以向左移为正，向右移为负．这里已有了正负指数的思想．
（９）《缉古算经》
此书是唐代王孝通于公元６３０年左右所作．王孝通对历法很有研究，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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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武德六年（公元６２３年）他 任 算 历 博 士 官，后 作 太 史 丞 掌 管 星 历．书 中

２０个问题，第一题是历法计算，其余都是体积计算和勾股定理应用的问题．
多数用到三次方程，他用“开带从立 方 法”求 得 方 程 的 正 根．如 第１５题：“假

令有勾股相乘，幂七百六、五十分之 一；弦 多 于 勾 三 十 六、十 分 之 九．问 三 事

各多少？”答曰：勾十四、二十 分 之 七；股 四 十 九、五 分 之 一；弦 五 十 一、四 分

之一．意 即 设 直 角 三 角 形 勾、股、弦 分 别 为ｘ、ｙ、ｚ．得 方 程 组ｘｙ＝７０６１
５０

，

ｚ－ｘ＝３６９
１０

，ｚ＝ ｘ２＋ｙ槡 ２．消 去ｙ，ｚ，得５００ｘ３＋９２２５ｘ２－３３７７１２９＝０，解

方程，得ｘ＝１４７
２０

，ｙ＝４９１
５

，ｚ＝５１１
４．（此 法 到 宋 元 发 展 成 为 世 界 闻 名 的

解高次方程的天元术．比欧洲早６００多年和八九百年．）
（１０）《数术记遗》
汉徐岳撰，北 周 甄 鸾 注．曾 一 度 失 传，现 存 本 是 南 宋 嘉 定 五 年（公 元

１２１２年）鲍澣之在杭州七宝山三茅宁 寿 观 中 发 现 的．徐 岳 是 东 汉 末（公 元２
世纪）人．书中叙述非常简略，甄鸾注释也不太详细．书中叙述了古代大数的

计数单位说：“黄帝为法，数有十 等，及 其 用 也 乃 有 三 焉．十 等 者，亿、兆、京、
垓、秭、壤、沟、涧、正、载．三等者谓上、中、下也．…”徐岳从刘洪学历算，刘洪

告以天目先生 所 说 的 古 代 计 算 有：积 算、太 乙、两 仪、三 才、五 行、八 卦、九

宫、运筹、了知、成数、把 头、龟 算、珠 算、计 数 等１４种．其“珠 算”甄 鸾 注 说：
“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

与下四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 下 四 珠，珠 各 当 一．”后 来 发 展 为 珠 算

盘，一直流传到现在．
除《算经十书》外，下面再介绍两本中国明、清时代的数学著作．
（１１）《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这本书是明代吴敬于公元１４５０年完成．吴敬，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

任浙江布政使司的 幕 府，掌 管 全 省 田 赋 税 收 的 会 计 工 作．他 费 了 十 几 年 工

夫，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完成了这部 巨 著１０卷．书 中 列 举 了 大 数 记 数 法、小

数记数法，度量衡制单位，乘除算法中用字的解释，整数四则运算，分数四则

运算等项．有１０００多个应用题解法汇编，分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

输、盈朒、方程、勾股等九类．明代商业较宋、元时期尤为发达，书中不少与商

业有关的应用题，如“异乘同除”法（求 比 例 第 四 项），“就 物 抽 分”法（以 货 物

作价抵补运费或加工费）．书中介绍了筹算，也介绍了珠算的一些口诀．
（１２）《数理精蕴》
这是一部西洋数学百科全书，在 清 代 康 熙 皇 帝 的 支 持 下 在 皇 宫 内 编 写

的．从公元１６９０年至１７２１年，历 时３１年．公 元１６８５年 法 国 国 王 路 易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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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洪若翰、白晋、李明、张 诚、刘 应 等 来 中 国 传 教，１６８７年 到 达 中 国．康 熙

于１６８９年留他们在宫中学满洲 语，并 请 他 们 讲 天 文、数 学．并 请 了 梅 榖 成、
陈厚耀、何国宗、明安 图 等 合 编《律 历 渊 源》１００卷．其 中《历 象 考 成》４２卷，
《律吕正义》５卷，《数理精蕴》５３卷．

《数理精蕴》上编５卷“立纲明体”，下编４０卷“分条致用”，表四种８卷．
主要内容是１７世 纪 以 来 的 西 洋 数 学．卷１有“数 理 本 源”和“周 髀 经 解”两

节，用了中国古代数学；卷２、３、４为《几何原本》，卷５是《算法原本》；下编卷

１～３０为实用算术，主要讲 整 数、分 数 计 算，解 方 程、开 方、勾 股、圆 面 积、弓

形、椭圆面积，三角形的解法，测量，柱、锥、台、球、椭球的计算问题；卷３１～
３６为“借根方比例”即多项 式 的 四 则，数 字 的 二、三 次 到 高 次 开 方 法，二 次、
三次方程的解法和有关应用题；卷３８介 绍“对 数 比 例”；卷３９～４０为“比 例

规解”；最后附素因数表、对数表、三角函数表、三角函数对数表等．这部书因

为是康熙“御定”的，所以广泛流传，从而掀起了乾、嘉时期数学研究的高潮．

　　６．算术中常用符号的发展

（１）加减法符号

古代希腊、印度常常把数与数直接写在一起表示加法．公元３世纪希腊

丢番图用 Ψ 截 去 下 端 倒 写 “

Ψ

”表 示 减．意 大 利 曾 用 Ｐ 或 槇Ｐ、Ｐ表 示 加

（Ｐｌｕｓ），有人以θ或表示加，用 ｍ 或 Ｍ（Ｍｉｎｕｓ）或ｄｅ表 示 减，也 有 在 两 数

之间加一横表示减．１４８９年德国数学家魏 德 曼（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Ｗｉｄｍａｎ，１４６０～？

年）后所著《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用“＋”表示“过剩”，原意商品入 库，箱 上

常标有这样的字样：“４Ｃ＋５ｌｂｓ”表示４Ｃｅｎｔｎｅｒ（合１００斤）多５磅．用“－”表

示“减”，原意商品入库箱上常标注这样的字样：“４Ｃ－５ｌｂｓ”表示４Ｃｅｎｔｎｅｒ少

５磅．１５４４年德国迈克 尔·施 蒂 费 尔（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ｔｉｆｅｌ，１４８７～１５６７年）著《算

术大全》采用“＋，－”表示“加、减”运算的符号．以后各书普遍采用．
（２）乘除法符号

第一个使用“×”表 示 乘 法 的 是 英 国 奥 特 雷 德（Ｏｕｇｈｔｒｅｄ，１５７５～１６６０
年），他在１６３１年出版的《数 学 入 门》（Ｃｌａｖｉ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书 中 使 用 了１５０
个数学符号，其中有用“×”表示“乘”，他 的 意 思 是 增 加 的 另 一 种 方 式，因 而

把加号斜过来写．１６３７年笛卡儿用“·”来表示“乘”．

原来阿拉伯曾用一条线表示 除 法，如ａ／ｂ，ａ
ｂ

都 表 示 除 的 意 思，１６３１年

奥特雷德《数学入门》中用“∶”表示比或除．１６３０年佩尔（Ｐｅｌｌ，Ｊｏｈｎ，１６１１～
１６８５年）曾用“÷”表示除．１７６０年克 莱 罗 的 书 中 即 把－与∶结 合 起 来 成÷
以表示除法，以后普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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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等号

１５４０年英国数学家雷科德（ＲｅｃｏｒｄｅＲｏｂｅｒｔ，１５１０～１５５８年）发表《癶智

石》（ＴｈｅＷｈｅｔｓｔｏｎｅｏｆＷｉｔｔｅ）书 中 用“＝”表 示 相 等．韦 达（Ｖｉｅｔａ，１５４０～
１６０３年）曾用“＝”表示差，而用“～”表 示 相 等．１６３１年 英 国 奥 特 雷 德 在《数

学入门》曾用“∶∶”表示两比相等．１６３１年英国哈 里 奥 特（Ｈａｒｒｉｏｔ，Ｔｏｍａｓ，

１５６０～１６２１年）著《分析术 实 例》（ＡｒｔｉｓＡｍａｌｙｔｉｃａＰａｒｘｉｓ）沿 用“＝”表 示 相

等，不过写得比较长一些．以后逐渐得到普遍应用．
（４）不等号

１６３１年英国奥特雷德的《数学入门》创造了“ ”表示大于，“ ”表 示

大于和等于，“ ”表示小于，“ ”表示小于和等于．同年英哈里奥特的《分

析术实例》中创造了“＞”表 示 大 于，“＜”表 示 小 于．１８世 纪 初，两 种 符 号 都

有人使用．以后奥特雷特的 符 号 渐 渐 被 淘 汰 了．至 于瓪，＞＼，＜＼ 分 别 表 示 不

等于，不大于，不小于，则是近代的事．
（５）括号

１５９１年韦达著的《分 析 方 法 导 论》（ＩｎＡｒ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ｎＩｓａｇｏｇｅ）书 中

开始使用括线如ａ＋ｂ．１６２９年吉拉 尔（Ｇｉｒａｒｄ，１５９５～１６３２年）开 始 用 括 弧，
如（ａ＋ｂ）．

　　７．算术中的一些著名问题

（１）孙子问题

在我国古代数学名著《孙子算经》的 下 卷 中，记 载 有 这 样 一 个 问 题：“今

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 之 剩 二，五 五 数 之 剩 三，七 七 数 之 剩 二．问 物 几 何？”
（答曰：二十三）这就是闻 名 于 世 的“孙 子 问 题”．《孙 子 算 经》中 给 出 了 它 的

一般解法：“术曰：三三数之剩二，置 一 百 四 十；五 五 数 之 剩 三，置 六 十 三；七

七数之剩二，置三十；并之，得二百 三 十 三，以 二 百 一 十 减 之 即 得．凡 三 三 数

之剩一，则置七十；五五数之剩一，则置二十一；七七数之剩一，则置十五．一

百六以上，以 一 百 五 减 之，即 得．”明 朝 数 学 家 程 大 位 在 所 著《算 法 统 宗》
（１５９２年）中把这一解法概括为四句歌诀：“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

枝，七子团圆正半月，除百零五 便 得 知．”具 体 到 本 题 的 结 果，由７０×２＋２１
×３＋１５×２－２×１０５＝２３得 所 求 物 为２３个，一 般 地 说 所 求 物 个 数 是２３＋
１０５ｎ（ｎ＝０，１，２，３，…）．它的解 答 要 用 到 不 定 方 程 的 知 识 或 同 余 式 的 知 识．
《孙子算经》对于“孙子问题”的解答暗示了一般途径，由它作出的理论概括，
被西方誉为“中国剩余定理”．孙子 问 题 的 算 法 还 有 其 他 一 些 名 称，如“鬼 谷

算”，“隔墙算”，“秦王暗点兵”和“韩信点兵”等．其中“韩信点兵”也指这样的

问题：有兵一队，若列成五 行 纵 队，则 末 行 一 人；成 六 行 纵 队，则 末 行 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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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七行纵队，则末行四人；成十一行 纵 队，则 末 行 十 人．求 兵 数．下 面 给 出 它

的一个算术的解法：（１）在６、７、１１的 公 倍 数４６２、２×４６２、３×４６２、…中 找

一个被５除余１的数，如３×４６２；（２）在５、７、１１的公倍数３８５、２×３８５、３×
３８５、…中找一个被６除余５的数，如５×３８５；（３）在５、６、１１的公倍数３３０、２
×３３０、３×３３０、…中找一个被７除 余４的 数，如４×３３０；（４）在５、６、７的 公

倍数２１０、２×２１０、３×２１０，…中找一个被１１除余１０的数，如１０×２１０；（５）３
×４６２＋５×３８５＋４×３３０＋１０×２１０＝６７３１，则６７３１是 满 足 条 件 的 一 个 数，
它比５、６、７、１１的最小公倍数２３１０大，若求满足条件的最小正整数．则应从

６７３１中减 去 ２３１０的 两 倍，得 ２１１１，由 此 所 求 兵 数 的 一 般 结 果 是 ２１１１＋
２３１０ｎ（ｎ＝０，１，２，…）．这个算术解法也适用于“孙子问题”．

（２）百鸡问题

在５世纪末，我国古代数学名著《张邱建算经》卷下中，有个闻名世界的

“百鸡问题”：“今有鸡翁一，值钱五；鸡母一，值钱三；鸡雏三，值钱一，凡百钱

买鸡百只，问鸡翁、母、雏各几何？”设用ｘ，ｙ，ｚ分 别 代 表 鸡 翁，鸡 母，鸡 雏 的

数目，根据题意，得

５ｘ＋３ｙ＋ｚ
３＝１００，

ｘ＋ｙ＋ｚ＝１００
｛

．
这是不定方程，有下面四组解答：

ｘ＝４，

ｙ＝１８，

ｚ＝７８
烅
烄

烆 ；
　　　

ｘ＝８，

ｙ＝１１，

ｚ＝８１
烅
烄

烆 ；
　　　

ｘ＝１２，

ｙ＝４，

ｚ＝８４
烅
烄

烆 ；
　　　

ｘ＝０，

ｙ＝２５，

ｚ＝７５
烅
烄

烆 ．
《张邱建算经》给 出 了 前 三 组 解 答，没 有 叙 述 解 题 过 程，但 给 了 解 题 术．“术

曰：鸡翁每增四，鸡 母 每 减 七，鸡 雏 每 益 三，即 得．”这 样，若 先 设 没 有 买 鸡

翁，用１００钱买鸡母和鸡雏１００只，那么易得买鸡母２５只，鸡雏７５只，即得

第四 组 解 答．注 意 到 在 百 钱 买 百 鸡 的 前 提 下，每 增 买４只 鸡 翁，就 要 少 买

７只鸡母，添加３只鸡雏．由此，从第四组解答开始，对ｘ、ｙ、ｚ分别作相应调

整，就可依次得第一、二、三组解答．
（３）黄金分割

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中 曾 提 出 这 样 的 问 题：将 一 线 段 分 为 两 段，使

全段与其中一段的乘积等于另一段 的 平 方．按 上 述 要 求 分 割 线 段 被 意 大 利

画家达·芬奇（ｈ．ｄａ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１５１９年）称为“黄金分割”，又称“中外比”．
它还表述为：“将已知线段分为两段，使长

段为全线段和短段的比例中项”．如图，设

已知 线 段 ＡＢ 长 为ａ，被 分 点 Ｃ 分 为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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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段为ｘ，则另一段为ａ－ｘ．根据题意，得ｘ２＝ａ（ａ－ｘ）．即ｘ２＋ａｘ－ａ２

＝０解得ｘ１、２＝－ 槡１± ５
２ ａ，合乎题意的解是ｘ＝槡５－１

２ ａ≈０６１８ａ．其中Ｃ 点

称为线段ＡＢ 的最优分割点，又称黄金分割点．黄金分割知识有广泛的实际

应用，远在古希腊，人们就在土木建筑和雕塑中应用了这一知识．还可指出，
一个镜框的长与宽的比，一个 报 幕 员 在 舞 台 上 所 站 的 位 置（Ｃ）分 舞 台 前 沿

（ＡＢ）所成两段比，如果恰是中外比，那么就给人以美的感觉，报幕员的声音

也传播得最好．黄金 分 割 在 最 优 化 理 论 中 也 有 重 要 应 用，如 优 选 法 中 就 有

０６１８法等．
（４）丢番图的年龄问题

在希腊梅特罗多尔编的一本习题 集 里，以 诗 的 形 式 记 载 有 关 于 希 腊 数

学家丢番图的年龄问题，诗中写道：“这 里 是 一 座 石 墓，里 面 安 葬 着 丢 番 图．
请你告诉我，丢番图终 岁 几 何？他 的 童 年 占 去 一 生 的１／６，接 着１／１２是 少

年时期．又过了１／７的时光，他找到了终身伴侣．５年之后，婚姻之神赐给他

一个儿子．可是儿子命运不济，只活到父亲终岁的一半，就匆匆离去．这对父

亲是一个沉重打击，整 整４年，为 失 去 爱 子 而 悲 伤，终 于 告 别 科 学，离 开 人

世．请你告诉我：丢番图终岁几何？”问题归结为解方程１
６ｘ＋１

１２ｘ＋１
７ｘ＋５

＋１
２ｘ＋４＝ｘ，得ｘ＝８４．即丢番图终年８４岁．

（５）牛顿问题

牛顿在其著作《普遍的算术》（１７０７年 出 版）中 提 出 如 下 问 题：“１２条 公

牛在４个星期内吃掉３１
３

由 格 尔 的 牧 草；２１条 公 牛 在９个 星 期 内 吃 掉１０

由格尔的牧草．问多少条公牛在１８个 星 期 内 吃 掉２４由 格 尔 的 牧 草？”（“由

格尔”是古罗马的面积单 位，１由 格 尔 约 等 于２５００米２）这 个 著 名 的 公 牛 问

题叫做“牛顿问题”．牛顿的解法是这样的：在牧草不生长的条件下，如果１２

条公牛在４个星期内吃掉３１
３

由格尔的牧草，则按比例６３头公牛４个星期

内，或１６头公牛９个星期内，或８头 公 牛１８个 星 期 内 将 吃 掉１０由 格 尔 的

牧草，由于牧草在生长，所 以２１头 公 牛９个 星 期 内 只 吃 掉１０由 格 尔 的 牧

草，即在随后５周内，在１０由格尔的 草 地 上 新 长 的 牧 草 足 够２１－１６＝５头

公牛吃９个星期，或足够５
２

头公牛吃１８个星期．由此推得，１４个星期（即１８

个星期减最初的４个星期）内新 长 的 牧 草 可 供７头 公 牛 吃１８个 星 期，因 为

５∶１４＝５
２∶７．前已算出，若牧草不长，则１０由格尔草地的牧草可供８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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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吃１８个星期，现考虑牧草生长，故 应 加 上７头，即１０由 格 尔 草 地 的 牧 草

实际可供１５头公牛吃１８个 星 期．由 此 按 比 例 可 算 出，２４由 格 尔 草 地 的 牧

草实际可供３６头公牛吃１８个 星 期．牛 顿 还 给 出 代 数 解 法：他 设１由 格 尔

草地１个星期内新长的牧草量相当于面 积 为ｙ 由 格 尔，由 于 每 头 公 牛 每 个

星期所吃牧草所占 的 面 积 看 成 是 相 等 的，根 据 题 意，若 设 所 求 公 牛 头 数 为

ｘ，则

１０
３＋１０

３×４ｙ

１２×４ ＝１０＋１０×９ｙ
２１×９

＝２４＋２４×１８ｙ
１８ｘ ．

解方程，得ｘ＝３６，即３６头公牛在１８个星期内吃掉２４由格尔的牧草．
（６）欧拉的农妇卖蛋问题

数学家欧拉曾提出如下 问 题：两 农 妇 共 带１００个 鸡 蛋 到 市 场 上 去 卖，
一个带得多，一个带得少，但卖了同 样 多 的 钱，一 农 妇 对 另 一 农 妇 说：“若 是

我有你那样多的鸡蛋，我能卖得１５克列切尔．”后者答道：“若是我有你那样

多的鸡蛋，我能卖得６２
３

克 列 切 尔．”问 每 个 农 妇 各 有 多 少 鸡 蛋？（克 列 切

尔是货币单位）此问题解法如下：设第一个农妇所带鸡蛋为第二个农妇的ｋ
倍，既然两人赚了同样多的钱，那么，第 二 个 农 妇 的 蛋 价 必 是 第 一 个 农 妇 蛋

价的ｋ倍，如果两人交换各自所有的鸡蛋，则第二个农妇卖蛋的价格和个数

都是第一个农妇的ｋ倍，因此所卖得的钱是第一个农妇的ｋ２ 倍，根据题意，

有ｋ２＝１５÷６２
３＝９

４
，由此ｋ＝３

２．易算 得，第 一 个 农 妇 有 蛋６０个，第 二 个

农妇有蛋４０个；或者，设第一个农妇有蛋ｘ个，则第二个农妇有蛋（１００－ｘ）
个，根据题意列得方程：

６２
３

１００－ｘ
·ｘ＝１５

ｘ
（１００－ｘ），

化成 ｘ
１００－（ ）ｘ

２

＝９
４

，两边开方，易得ｘ＝６０，１００－ｘ＝４０．这比第一种方法

简单．
（７）哥尼斯堡七桥问题

１８世纪的哥尼斯堡（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是 东 普 鲁 士 的 一 个 城 市（后 来 是 前 苏

联的加里宁格勒）．如图所示，哥尼斯堡有一条横贯城区的河，河上有七座桥

与城市商业中心（岛）连 接，居 民 们 感 到 兴 趣 的 一 个 问 题 是：一 个 散 步 者 怎

样才能一次不重复地走遍七座桥？ 谁都尝试着回答这问题，谁也说不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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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数学家欧拉抓住问题的实质，把 城 市 四 个 区 抽 象 为４个 点，七 座 桥 抽 象

为连结这些点的７条线，得到一个图．于是七桥问题变为一笔画出上述图形

的问题．欧拉指出一笔画图形的特征是：除起点和终点外，其他交点上通过

的线总是偶数条．但上述图形中Ａ、Ｂ、Ｃ、Ｄ４个点 都 通 过 奇 数 条 线，所 以 它

不能一笔画成，即一次不重复地走遍七座桥是不可能的．
（８）哥德巴赫猜想

这是数论中的 一 个 著 名 问 题．１７４２年 德 国 数 学 家 哥 德 巴 赫（Ｃ．Ｇｏｌｄ
ｂａｃｈ，１６９０～１７６４年）在写给欧拉的信中指出：每一个偶数可以表示为两个

素数的和．欧拉肯定了他的猜想，但没有作出证明．一般把“每一个大于２的

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素数的和”称为哥德巴赫猜想．如４＝２＋２，６＝３＋
３，８＝３＋５，１０＝５＋５，１２＝５＋７，等等，有人验证了直到３３×１０６ 以 内 的 偶

数都是对的．对于很大的偶数 Ｎ，数 学 家 证 明 可 以 素 因 子 把 Ｎ 表 示 成 两 个

不太多的自然数的和，１９２０年挪威数学家布龙（Ｖ．Ｂｒｕｎ）用“筛法”证明了每

一个大偶数是两个素因子的个数各 不 超 过９的 素 数 乘 积 的 和，这 个 结 论 记

作（９＋９），１９５６年中国数学家王 元 证 明 了（２＋３），１９６２年 中 国 数 学 家 潘 承

洞证明了（１＋５），同年 潘 承 洞 和 王 元 又 证 明 了（１＋４），１９６５年 苏 联 数 学 家

博赫石塔布证明了（１＋３）．１９６６年 中 国 数 学 家 陈 景 润 宣 布 他 证 明 了（１＋
２），并于１９７３年公布了全部证明 过 程，被 国 际 上 誉 为“陈 氏 定 理”：“每 一 个

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至今哥德

巴赫猜想的真实性还没有最终证实．

二、算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数学家

　　１．中国

（１）赵爽（３世纪）　一名婴，字君卿，可能是三国吴人．生卒年代和生平

事迹无史可考．曾注《周髀算经》．关于“勾股图”，他用短短五百余字、附图六

张，简练地总结了后汉时期的勾股 算 术．不 仅 给 勾 股 定 理 严 格 的 证 明，而 且

对二次方程的解法提供了新的见解．他 写 道：“勾 股 各 自 乘，并 之 为 实，开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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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之即弦”，并用一张“弦图”巧妙地 证 明 如 下：设

ａ、ｂ、ｃ为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弦，三角形的面积为

朱实 １
２（ ）ａｂ ，中间小正方形面积为 黄 实（ｂ－ａ）２，

他说弦实（以ｃ为边的正方形面积）等于四个朱实

加黄实．即ｃ２＝４×１
２ａｂ＋（ｂ－ａ）２＝ａ２＋ｂ２．他 得

出平方差公式：

ａ２＝（ｃ＋ｂ）（ｃ－ｂ）；他计算已知长方形面积Ａ，长宽之和ｋ，求宽ｘ 的问

题，从图解得：

ｘ（ｋ－ｘ）＝Ａ，

∴　ｘ＝１
２

（ｋ－ ｋ２－４槡 Ａ）．

赵爽在这方面的成就，为中国数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２）刘徽（３世纪）　三国后期魏人，其生卒年月、平生事迹，史书上很少

记载．魏陈留 王 景 元 四 年（２６３年）刘 徽 注 九 章，他 的 杰 作《九 章 算 术 注》和

《海岛算经》有许 多 创 新．主 要 是 他 创 造 了“割 圆 术”，从 圆 内 接 正 六 边 形 开

始，每次边数倍增，算到１９２边形的 面 积，得 到π＝１５７
５０＝３１４，又 算 到３０７２

边形的面积，得到π＝３９２７
１２５０＝３１４１６，称为“徽率”．刘徽说：“割之弥细，所失

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在１７００年前具有

这种极限思想是了不起的事．他对“重差术”特有研究，用相似三角形进行各

种复杂的测量，相当于现在的三角公式，是我国独特的三角学．此外，他第一

个为正负数提出明确的定义“今 两 算 得 失 相 反，要 正、负 以 名 之”；他 第 一 个

用十进分数（即小数）来表示无理的平方根、立方根的近似值．他创立消项法

新术解二到四元一 次 方 程 组，解 法 简 捷；还 建 立 了 等 差 级 数 求 和 的 公 式 等

等．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杰出的数学家．
（３）祖冲之（４２９～５００年）　字文远，范阳遒县（今河北涞县北）人．祖先

几代都在南北朝时代的南朝做官．祖父和父亲对历法很有研究．他从小勤奋

好学，对天文、历法、机械都很爱好，青年时经常观测并记录太阳、月亮、星星

的运行情况．３３岁时就编制成比较精密的《大明历》，将“岁差”引入历法，开

辟了历法的新纪元．经过长期斗争，《大 明 历》在 他 死 后 十 年 开 始 使 用．他 继

承了刘徽的割圆术，计 算 到 圆 内 接 正１２２８８边 形 的 面 积 来 求 圆 周 率，得 到

３１４１５９２６＜π＜３１４１５９２７，并称２２
７

为疏率，提 出３５５
１１３

为 密 率．他 是 世 界 上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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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圆周率精确到小数 第 六 位 的 第 一 人，比 欧 洲 早１０００多 年．他 的 著 作《缀

术》和《九章算术义注》，可惜都失 传 了．他 还 制 作 指 南 车、水 碓 磨、千 里 船 等

多种机械．他懂音乐，写过小说，注释过多种经典，是历史上少有的博学多才

的人物．
（４）祖!（６世纪）　祖冲之的儿子，字景烁，生卒年代无可考．也是博学

多才的数学家．梁天 监 三 年、八 年、九 年 三 次 上 书 建 议 采 用 祖 冲 之 的《大 明

历》，于九年（公元５１０年）得以实现．他修补编辑了祖冲之的《缀术》．计算几

何体体积时，他提出“幂势既同，则积 不 容 异”．意 思 是“两 个 等 高 的 立 体，如

在等高处的截面面积处处相等，则 体 积 相 等．”这 个 原 理 比 欧 洲 卡 瓦 利 利 早

１１００多年．他据此得出球体积的正确计算公式．唐朝曾规定《缀术》为《算经

十书》之一，为算学学生必读课本．后 传 入 朝 鲜、日 本 等 地．可 惜 中 国 在 宋 代

中叶就失传了．
（５）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年）　字存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北宋时的政

治家、外交家、数学家以及物理、地理、地质学家．他于公元１０８２年因军事失

利的牵连被贬谪，晚年（１０８６～１０９５年）闲 居 润 州（今 江 苏 镇 江）梦 溪 园，撰

巨著《梦溪笔谈》．沈括“博学善 文，于 天 文、方 志、律 历、音 乐、医 药、卜 算，无

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他创制了彻 底 的 阳 历．他 在 数 学 方 面 有 独 到 的 见 解．
他的“隙积术”是高阶等差数列求和的方法，“会圆术”是弓形的计算，都是前

所未有的．他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 在，比 欧 洲 早４００多 年；广 泛 地 运 用 朴 素

的运筹学；阐述过凹面镜成像原理；研 究 过 共 振 规 律．他 对 地 质、生 物、医 药

等方面都有重要贡 献．像 他 这 样 多 才 多 艺 的 全 面 人 才，不 仅 在 数 学 史 上 少

有，在整个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６）李冶（１１９２～１２７９年）　原 名 李 治，字 仁 卿，号 敬 斋，金 真 定 栾 城 县

（今河北栾城县之北）人．金正大七年（１２３０年）考中进士，任钧州知事，两年

后钧州被蒙古兵占领，他流落于忻、崞（今山西太原）隐居研究数学．１２４８年

著成《测圆海镜》１２卷，１２５１～１２７９年 定 居 元 氏 县（今 河 北 元 氏 县），从 事 讲

学研究和写作，１２５９年著《益古演段》３卷．书中有已知直角三角形中各线段

长求内切圆、旁切圆直径的题目．还系 统 地 叙 述 了“天 元 术”（即 列 代 数 方 程

的方法），明确地提出：“立 天 元 一”即 设 未 知 数 为ｘ，以 常 数 项 为“太 极”．并

创造在筹上加斜划表示负数．列方程 解 应 用 题 的 步 骤 和 解 法 基 本 上 与 现 在

的方法一样，类似现代的符号代数．
（７）秦九韶（１２０２～１２６１年）　字 道 古，普 州 安 岳（今 四 川 安 岳）人，１８

岁时在乡里为义兵首．曾在建康府（今江苏省江宁县）做官．他“性极机巧，星

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 究”．经 过 十 年 的 累 积 于１２４７年 写 成《数

书九章》１８卷，分９类，每 类 各９题，共８１题．① 大 衍 类，叙 述“大 衍 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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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② 天时类，推算历法；③ 田域类，土地面积；④ 测望类，勾股重差问题；

⑤ 赋役类，均输、税收问题；⑥ 钱谷类，粮谷转运和仓库容量；⑦ 营建类，工

程施工；⑧ 军旅类，兵营、兵需；⑨ 市易类，粮谷、布 匹、交 易 及 利 息 计 算．内

容丰富，精湛绝伦，其中不少问题难度很大．特别重要的是正负开方术（高次

方的数值解法），大衍求一术（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早５００多年，
他还创立已知三角形的三边求面积的公式，与海伦“三斜求积”公式等价．这

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８）杨辉（１３世纪）　字谦光，钱塘（今 杭 州）人，曾 做 过 地 方 官，陈 几 先

为写撰跋中说：他“以廉 饬 己，以 儒 饰 吏”．他 的 著 作 很 多：１２６１年《详 解 九

章算法》１２卷，１２６２年《日 用 算 法》２卷，１２７４年《乘 除 通 变 算 宝》３卷，１２７５
年《田亩比类乘除捷法》２卷，１２７５年《续古摘奇算法》２卷．书中对民间商用

数学累积甚丰，并提出许多捷算方 法 和 珠 算 口 诀，如 除 法“九 归”，斤 两 换 算

的“化零歌”，这对珠算的发展起了 一 定 的 作 用．书 中 列 出 了 多 种 纵 横 图（幻

方），是宋代研究纵横图的重要著 作．杨 辉 引 用 了 贾 宪（约１０００年）《黄 帝 九

章算法细草》中的“开方作法本源图”，这是（ａ＋ｂ）ｎ（ｎ＝１，２，…，６）展开式各

项系数的排列图，比欧洲称为“帕 斯 卡 三 角 形”的 表（１６５３年）早４００多 年，
现称“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

（９）郭守敬（１２３１～１３１６年）　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元代

水利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他重视实际观测，创制了１３种天文仪器，组织了

庞大的天文测 量 网，“东 至 高 丽（朝 鲜），西 极 滇 池（昆 明），南 踰 朱 崖（海 南

岛），北尽铁勒（青海），四海测验凡２７所．”１２８０年编制了《授时历》，次 年 颁

行，直到明代末年（１６４４年），行 使 了３６４年，时 间 之 久 是 空 前 的．郭 守 敬 在

数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三次内插 法 和 球 面 三 角．他 在 进 行 天 文 计 算 时，感

到刘焯的二次内 插 法 不 够 精 密，而 创 立 了 三 次 内 插 法，名 为“平 立 定 三 差

法”．对球面三角，他曾将解法明显地列成公式并予以详细的证明．可惜我国

一向没有角的函数的概念，没有得到较完善的发展．
（１０）朱世杰（１３世纪）　字汉 卿，号 松 庭，不 知 何 处 人，不 做 官，周 游 四

方二十余年，广收门徒，可能是元代 以 讲 学 为 生 的 专 业 数 学 家．他 在 元 成 宗

（铁穆耳）大德己亥年（公元１２９９年）著《算学启蒙》，大德癸卯年（公元１３０３
年）著《四元玉鉴》．他建立了四元高 次 方 程 理 论 和 解 法．书 中 有 不 少 十 分 复

杂的问题，如卷中之九最后一题是：

６６１５００ｘ８－２５７０４０００ｘ７＋…－１２７８９８１２５８００３２７４２４００＝０．
卷下之七最后一题是三元方程组，消元后得一元十五次方程．这是复杂的问

题，不但过去没有过，就是今天也很 少 见，他 对 高 阶 等 差 数 列 的 研 究 有 独 到

之处，建立了各种 高 阶 等 差 数 列 求 和 的 公 式，解 决 了“堆 垛”和“招 差”的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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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些光辉的成就比欧洲早四五百年．
（１１）程大位（１５３３～１６０６年）　字汝思，号宾渠，安徽休宁率口人．少年

时读书广博，对文学和数学颇 感 兴 趣．２０岁 以 后 在 长 江 中、下 游 各 地 经 商，
收集了很多古代和当时的数学书．于６０岁（１５９２年）完成了杰作《直指算法

统宗》１７卷，简称《算法统宗》．１５９８年 删 其 繁 芜，揭 其 要 领，简 化 为《算 法 纂

要》４卷．《算法统宗》主 要 内 容：卷１、２，是 数 学 名 词 解 释，大、小 数，度 量 衡

单位，珠算口诀和使用；卷３～１２为 应 用 题 解 法 汇 编，照 九 章 分 类；卷１３～
１６，为难题汇编，其解法多用诗歌形式表达；卷１７是“杂法”．最后附录“算经

源流”古书５１种（其中３６种现已 失 传）．这 部 书 集 中 国 珠 算 技 术 之 大 成，流

传的广泛和长久，是中国数学史上罕见的．明末传入日本、朝鲜及南洋各地．
（１２）梅文鼎（１６３３～１７２１年）　字 定 九，号 勿 庵，安 徽 宣 城 人．学 习 勤

奋，废寝忘食，毕生研究天文、数学，数十年如一日，著作７０多种，并自撰《勿

庵历算书目》；有天 文 著 作４０余 种，其 孙 梅 榖 成 编 辑《梅 氏 历 算 丛 书 辑 要》
（１７６１年）６２卷．其中有１６７２年《方 程 论》６卷；１６７８年《筹 算》２卷；１６８４年

《平三角举要》、《弧三角举要》各５卷；１６９２年《勾 股 举 隅》、《几 何 通 解》各１
卷、《几何补编》４卷，《少广 拾 遗》１卷；１６９３年《笔 算》５卷，１７００年《环 中 黍

尺》５卷；１７０１年《堑堵测量》２卷、《方 圆 幂 积 说》１卷；１７１７年《度 算 释 例》２
卷．梅文鼎不遗余力地表彰了古代 数 学，使 濒 于 枯 萎 的 老 树 发 生 新 芽，又 整

理和疏解了西洋数学，使移植来的 花 草 长 成 根 干．他 冶 中 西 数 学 于 一 炉，集

古今中外之大成．他的成就对清代数学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１３）戴煦（１８０５～１８６０年）　字鄂士，号鹤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早

年著有《重差图说》、《勾股 和 较 集 成》、《四 元 玉 鉴 细 草》，均 未 出 版．１８４５年

著《对数简法》２卷，１８４６年著《续对数简法》１卷，１８５２年著《外切密率》４卷

及《假数测圆》２卷．并曾为共同研究的谢家乐校刻遗书《谢榖堂算学三种》，
为项达名续成其杰作《象数一原》．他 的 主 要 成 就 是 创 立 了 二 项 式 平 方 根 的

级数展开式，发现了指数为任何有 理 数 的 二 项 式 定 理．他 在《对 数 简 法》中，
创造了不用开方求以１０为底的对数的方法．还结合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

幂级数展开式，阐明三角函数对数 表 的 造 法．他 的 成 就 受 到 外 国 人 的 重 视．
英艾约瑟慕名于１８４５年从上海专程到杭州访问，他托故不见．１８６０年２月

太平军攻克杭州，他与其兄戴熙同日自尽而死．
（１４）李善兰（１８１１～１８８２年）　原名心兰，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硖

石镇人，自幼爱好数学．曾 投 身 洋 务 派 官 僚 集 团．１８５２年 到 上 海，从 事 翻 译

西文数学、力学、天文及其 他 科 学 书．１８６８年 任 北 京 同 文 馆 算 学 总 教 习．他

于１８４５年发表有关 幂 级 数 的 研 究 成 果《方 圆 阐 幽》、《弧 矢 启 秘》、《对 数 探

源》等．１８４６年著《四元解》，１８４８年著《麟德历解》．１８５２年与 英 人 伟 烈 亚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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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ｙｌｉｅ，１８１５～１８８７年）继 徐 光 启、利 玛 窦 未 完 成 的 工 作，合 译

《几何原本》后９卷．１８５９年译《代 数 学》１３卷、《代 微 积 拾 级》１８卷、《谈 天》

１８卷；并与 英 国 人 艾 约 瑟（ＪｏｓｅｐｈＥｄｋｉｎｓ，１８２３～１９０５年）合 译《重 学》２０
卷，《圆锥曲线说》３卷．他 在 译 文 中 创 造 了 许 多 前 所 未 有 的 数 学 名 词 和 术

语，至今还在使用．他的著作许多是中西数学思想融合一体的成果，如１８５６
年在圆锥曲线研究方面有《椭圆正术解》、《椭圆新术》、《椭圆拾遗》、《火器真

诀》等．在幂级数研究方面有《尖锥变法解》、《级数回求》．他在《垛积比类》里

应用并发展了朱世杰有关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公式．他１８６４年在南京整理

旧作汇成《则古昔斋算学》１３种２４卷．１８７２年又撰《考数根法》研究素数．他

的一生著作很多，对将西洋数学介绍到中国，起了一定的作用．
（１５）华蘅芳（１８３３～１９０２年）　字 若 汀，江 苏 金 匮（今 无 锡 市）人，１８６１

年投曾国藩军中佐理洋务．１８８７年 曾 任 天 津 武 备 学 堂 教 习，１８９２年 任 武 昌

西湖书院教员，１８９６年任常州 龙 城 书 院 院 长 兼 江 阴 南 菁 书 院 院 长．１８６８年

与美国人玛高温等合译《金石识别》、《地学浅释》、《防海新论》、《御风要术》，
继与英国人傅兰雅（ＪｏｈｎＦｒｙｅｒ）合译《代数术》２５卷（１８７２年）、《微积溯源》８
卷（１８７４年）、《三角数理》１２卷（１８７７年）、《代数难题 解 法》１６卷（１８７９年）、
《决疑数学》１０卷（１８８０年）、《合数术》１１卷（１８８７年）．他 的 译 书 内 容 丰 富，
译文明白晓畅，对读者很有帮助．但 他 自 著 的 书 则 质 量 不 如 李 善 兰 的 精 湛，
如１８７２年《开方别术》不能 求 方 程 的 无 理 数 根，１８８２年《开 方 古 义》阐 述 数

字高次方程的解法，相当繁琐．１８８２年 他 著《学 算 笔 谈》６卷，后 几 年 又 续６
卷．１８９２年汇刻８种零星论著 成《算 草 丛 存》．他 是 清 代 末 年 介 绍 西 洋 数 学

著述较多的作者，为初学数学的人指引了一条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捷径．
（１６）李俨（１８９２～１９６３年）　字乐知，福建闽侯人，数学史家．曾任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学 学 部 委 员，中 国 自 然 科 学 史 研 究 室 主 任．主 要 著 作 有

《中算史论丛》共 五 集、《中 国 算 学 史》、《中 国 古 代 数 学 史 料》、《中 国 数 学 大

纲》等．
（１７）钱宝琮（１８９２～１９７４年）　字琢如，浙江嘉兴人，数学史家．曾任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科学史集刊》主编，参加过国际科学协

会任通讯会员．主 要 著 作 有《中 国 算 学 史（上 册）》、《中 国 数 学 史》、《算 经 十

书》校点工作，《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等．
（１８）陈建功（１８９３～１９７１年）　浙 江 绍 兴 人，数 学 家，早 年 提 倡 国 语 讲

学，并自编中文数学教材．曾任浙 江 大 学、复 旦 大 学 教 授，杭 州 大 学 副 校 长，
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学部 委 员．长 期 从 事 高 等 学 校 数 学 教 学 工 作

和数学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三角级数论》、《直交函数级数的和》、《实函数

论》等．他对直交函数级数论，三角级数论，单叶函数论和函数逼近论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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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问题的解决作出了新的贡献．
（１９）华罗庚（１９１０～１９８５年）　江 苏 金 坛 县 人，１９２４年 金 坛 县 立 中 学

初中毕业后，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一年，后在父亲经营的小杂货铺当学

徒．１９２９年自学数学，在《科学》杂志发表《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

能成立的理由》一文，受到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重视，１９３１年入清华大学工

作八年．曾到英国 剑 桥 大 学 研 究 深 造．１９３８年 任 昆 明 西 南 联 合 大 学 教 授，

１９４６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 等 研 究 院 研 究 员、伊 利 诺 斯 大 学 终 身 教 授，１９５０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等职．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２日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后心

肌梗塞逝世．他是蜚声 中 外 的 数 学 家，是 中 国 解 析 数 论、典 型 群、矩 阵 几 何

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发

表了２００多篇学术论文、１０部专 著（其 中８部 国 外 翻 译 出 版）．他 是 把 数 学

理论用于生产实际的科学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开始深入２４个省、市、自

治区的工厂、农村，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他十

分注意发现人才，并 培 养 了 许 多 优 秀 的 数 学 家．他 是 一 位 著 名 的 社 会 活 动

家，曾任一到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 六 届 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中 国 民 主 同 盟 副

主席．１９７９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２．外国

（１）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　约公元前５８０～公元前５００年）　古希腊

数学家．他曾组织一个学派，历史上 称 为 毕 达 哥 拉 斯 学 派．这 个 学 派 曾 把 算

学分为四科，第一为绝对数，即算术，第二为应用数，即音乐，第三为静止量，
即几何学，第四为运动量，即天文学，在学派内进行了严格的算学教育．他们

提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称勾股定理），指出三角形三内角和是１８０°，还

发现了其他一些几何定理．他们认为万物都由（整）数组成，并对数开始了抽

象研究．他们区分了奇数、偶数和素 数，又 把 数 分 成 三 角 形 数、正 方 形 数、长

方形数、多边形数、完全数和亲和 数 等 类，还 考 察 了 等 差、等 比 及 调 和 数 列．

他们把构成ａ∶２ａｂ
ａ＋ｂ∶ａ＋ｂ

２ ∶ｂ即６∶８∶９∶１２的四个整数叫做音乐级数．

认为这些数是美的．他们还发现了不可公度比，并给出了正方形对角线与一

条边不能公度的证明．
（２）欧几里得（Ｅｕｃｌｉｄ　约 公 元 前３３０～公 元 前２７５年）　古 希 腊 数 学

家，公元前３００年左右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并在该地授徒．著有《原本》１３
卷，以及《二次曲线》、《论剖分》、《数据》、《光学》、《镜面反射》等数学、物理学

著作．所著《原本》，又称《几何原本》，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公理化著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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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３、４、６卷系平面几何内容，第５卷系比例理论，第７、８、９卷系初等数

论，第１０卷系不可公度量的分类，第１１、１２、１３卷系立体几何内容．有的版

本还含有后人增补的两卷立体几何 内 容．《原 本》建 立 了 严 格 的 数 学 演 绎 体

系，精选了定义、公设和公理，在这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４６７个命题．《原本》
对后世数学发展有深刻影响，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蓝本，自从印刷术发明以

来已有１０００多种版本．
（３）阿基米德（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　公 元 前２８７～公 元 前２１２年）　古 希 腊 数

学家、力学家、天文学家和发明家．数学史家把他与牛顿、高斯并列为世界三

大数学家．他写过许多数学物理著作，在《圆的度量》一书中他通过圆内接与

外切正９６边形的计算，确定３１０
７１＜π＜３１

７
，并得到圆面积计算公式；在《论

球和圆柱》一书中，他指出等边圆柱的全面积和体积分别为它的内切球表面

积和体积的３
２

倍，后人把这个结论的图形，刻在他的墓碑上；在《论 螺 线》一

书中，他提出了现称为“阿基米德 螺 线”的 曲 线；在《抛 物 线 求 积 法》一 书 中，
他用穷竭法求出了抛物线弓形的面积；在《论浮体》一书中，他提出了流体静

力学的“阿基米德原理”．他制造了许多仪器和机械，如行星仪、螺旋提水器、
滑车、投石炮等，他还发现了测定王冠掺假的方法．公元前２１２年，阿基米德

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害．
（４）厄拉托塞尼（Ｅｒａｔｏｓｔｈｅｎｅｓ　约公元前２７６～公元前１９５年）　希腊

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地理学 家，数 学 家，历 史 学 家，语 言 学 家，并 以 古

希腊最有学问的人闻名后世．曾作素数表，所用通过划去倍数来确定素数的

方法称为厄拉托塞 尼 筛 法．他 曾 计 算 了 地 球（大 圆）周 长，还 绘 制 过 世 界 地

图．晚年因眼睛失明不能看书而绝食致死．
（５）阿波罗尼斯（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ｕｓ　约公元前２６２～公元前１９０年）　古希腊

数学家，青年时代曾就学于亚历山大里亚城欧几里德的门人处，他的重要著

作《圆锥曲线》分８篇，共含４８７个 命 题，前４篇 来 自 希 腊 手 稿，其 后３篇 从

阿拉伯文转译，最后１篇失传，后人 拟 作．他 是 第 一 个 采 用 不 同 位 置 的 平 面

截同一圆锥而建立圆锥曲线理论的 人，他 称 三 种 圆 锥 截 线 分 别 为“亏 曲 线”
（椭圆）、“齐曲线”（抛物线）和“超 曲 线”（双 曲 线），书 中 还 讨 论 了 共 轭 直 径、
渐曲线等内容，十分深入．他还著有《论 相 切》等 书，其 中 包 含 著 名 的 阿 波 罗

尼斯问题，求作一圆过给定的点并切于所给直线或圆，韦达和牛顿等人都研

究过这个问题．此外，平面上到已知线段两端距离之比为一定值（不等于１）
的动点轨迹是一个圆，称为阿波罗尼斯圆．

（６）尼科马科斯（Ｎｉｃｈｏｍａｃｈｕｓ　约５０～１２０年）　希 腊 亚 历 山 大 里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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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算术家．他的《算术入门》一书，对整数及整数之比的算术，作了有系统、
有条理的阐述，而且完全不依靠于几何．书中主要内容是早期毕达哥拉斯派

在算术方面的工作，包括偶数、奇 数、素 数、多 角 数、立 体 数、比 例 及 级 数，书

中还给出九九表，介绍了寻找素数的厄拉托塞筛法，还收集了关于数的思辩

方面的、美学方面的、神秘性方面的 臆 说．书 中 通 过 举 例 验 算 说 明 有 关 定 理

而没有演绎证明．《算术入门》在此后一千年间成为一本标准课本，使算术而

不是几何风行数百年．有的数学史 家 认 为，从 历 史 意 义 上 讲，此 书 对 于 算 术

的重要性可以与《原本》对于几何的重要性相媲美．
（７）丢番图（Ｄｉｏｐｈａｎｔｕｓ　约２４６～３３０年）　希腊数学家．生平无确实

记载，只流传着一个问题式的故事（见“丢 番 图 的 年 龄 问 题”）．他 的 巨 著《算

术》１３卷，现存６卷，采用问题汇集的形式，收有１８９个问题，共有５０多种类

型．第一卷主要是导致一元或多元一次方程的问题，其余五卷主要是论述二

次不定方程的问题．书中采用了特殊记号来表示未知数（Ｓ）、减号（↑）、平方

（△Ｙ）、立方（ＫＹ）等．书中 突 出 之 点 是 他 对 不 定 方 程，如 相 当 于 方 程 Ａｘ２＋
Ｂｘ＋Ｃ＝ｙ２，Ａｘ３＋Ｂｘ２＋Ｃｘ＋Ｄ＝ｙ２ 等的解法研究．他是现代被称为“丢番

图分析”的这门代数分支的鼻祖．他还写有《多角数》等著作，但已失传．
（８）希帕蒂亚（Ｈｙｐａｔｉａ　约３７０～４１５年）　希腊女数学家，也是数学史

上记载的第一个杰出的女数学家．她注释过阿基米德、丢番图和阿波罗尼乌

斯的著作，也注释过柏拉图等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但已失传．公元４１５年，她

被一群仇恨科学的基督教暴徒惨杀．
（９）婆罗摩笈多（Ｂｒａｈｍａｇｕｐｔａ　约５９８～６６５年）　印 度 数 学 家．约 于

公元６２８年写成《婆罗摩修正体系》，包 括《算 术 讲 义》和《不 定 方 程 讲 义》等

专章，有整数、分数、数列、比例、平面与立体的度量以及影子计算等论述．在

外国，他最早使用负数，并提出了负数的四种运算．他曾给出不定方程ａｘ±
ｂｙ＝ｃ的一般解，并用颜色名称黑、蓝、黄等来表示不同的未知数．

（１０）婆什迦罗（Ｂｈｓｋａｒａ　约１１１４～１１８５年）　印度数学家，曾任天文

台台长，有天文及数学著作．其中《丽 罗 娃 提》（其 女 儿 名）是 本 算 术 书，内 容

包括度量衡、十进位法、整数、分数运算法则，方程、比例、级数、利息、货物交

换等内容，书中问题以询问其女形式 出 现，如“两 眼 可 爱 如 小 鹿 之 爱 女 丽 罗

娃提，以１２乘１３５得数多少？幸福的少女，请你告诉我！”还有许多问题 是

用歌谣给出的，如：“素馨花开香扑鼻，诱得蜜蜂来采蜜，熙熙攘攘不知数，一

群飞入花丛里，试问此群数有几？全 体 之 半 平 方 根，另 有 两 只 在 一 起．总 数

九分之八分，徘徊在外做游戏”（答：７２只）等．
（１１）帕乔利（Ｐａｃｉｏｌｉ　约１４４５～１５１７年）　意 大 利 数 学 家、修 士．著 有

《总论算术、几何、比例和比例性》（１４９４年），是一本当时数学知识的概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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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该书第一部分为算术及代数学，第 二 部 分 为 几 何 学．书 中 算 术 部 分 包 含

阿拉伯数字符号，四则运算法则，开平方法则，商业算术，包括复式簿记等内

容，反映了数学与实际应用的联系．帕乔利还著有《神妙的比例》一书．
（１２）泰塔里亚（Ｔａｒｔａｇｌｉａ　约１４９９～１５５７年）　意大利数学家，孩提时

被一法国兵用马刀砍伤脸部导 致 口 吃（Ｔａｒｔａｇｌｉａ意 即“口 吃 者”），后 来 自 学

成才．１５３５年在与别的学者 比 赛 中，两 个 小 时 内 解 出 了３０道 三 次 方 程 题．
一般认 为 他 与 意 大 利 数 学 家 卡 尔 达 诺（Ｇ．Ｃａｒｄａｎｏ１５０１～１５７６年）都 是 三

次方程一般解法的给出者．著作有《算 术 书》、《整 数 论》等，详 细 阐 述 当 时 的

算术方法及在农业、商业经济上的应用．
（１３）耐普尔（Ｎａｐｉｅｒ　１５５０～１６１７年）　英 国 数 学 家．１６１４年 在 他 的

《关于奇妙的对数表的描述》一文中，第 一 次 表 述 了 对 数 的 观 念 并 发 表 了 一

个对数表，对当时天文计算 和 贸 易 计 算 起 了 简 化 作 用．１６２４年 英 国 数 学 家

布里格斯（Ｂｒｉｇｇｓ，１５６１～１６３１年）发 表 了 一 个 以１０为 底 的１４位 常 用 对 数

表（不完全）．拉普拉斯评价对数的发现是“用缩短计算时间延长了天文学家

的寿命”．恩 格 斯 把 耐 普 尔 的 对 数、笛 卡 儿 的 解 析 几 何 与 牛 顿莱 布 尼 兹

（Ｌｅｉｂｎｉｚ，１６４６～１７１６年）的微积分并列为三个“最重要的数学方法”．
（１４）费马（Ｆｅｒｍａｔ　１６０１～１６６５年）　法 国 数 学 家．以 当 律 师 谋 生，数

学是其业余爱好．他对概率论、解析几何、微积分的创立都有贡献．１６３７年，
费马在丢番图著的《算术》的拉丁文 译 本 的 空 白 处，提 出 了 数 论 中 著 名 的 猜

想“费马大定理”：当ｎ＞２时，不定方程ｘｎ＋ｙｎ＝ｚｎ 没有正整数解．他写道：
“我已发现了一种巧妙的证法，可 惜 这 里 空 白 的 地 方 太 小，写 不 下．”这 个 猜

想至今还未获证．他还提出了光学中的费马极小（时间）原理．
（１５）帕 斯 卡（Ｂ．Ｐａｓｃａｌ　１６２３～１６６２年）　法 国 数 学 家、物 理 学 家、散

文家．早在幼年时，常随父亲参加每周一次的数学学者的集会．１６岁时写了

关于圆锥曲线的论著（已失传），发现 了 现 在 射 影 几 何 学 里 的 一 个 有 名 定 理

“帕斯卡定理”：圆锥曲线的内接六边形的三 双 对 边 的 交 点 共 线．１９岁 时 设

计和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加法计算机．１６５４年给出了关于二项展开式系数

的“帕斯卡三角形”，他和费尔玛同 是 概 率 论 的 创 立 者、微 积 分 的 先 驱 者，他

还提出了密闭流体 能 传 递 压 强 的 帕 斯 卡 定 律，并 写 有 散 文 名 著《沉 思 录》、
《致外省人书》．

（１６）牛顿（Ｉ．Ｎｅｗｔｏｎ　１６４２～１７２７年）　英 国 数 学 家，物 理 学 家．１６６５
～１６６６年两年间，剑 桥 大 学 刚 毕 业 的 牛 顿 在 农 村 故 乡 躲 避 流 行 伦 敦 的 鼠

疫．在此期间，牛顿发明了流数术（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与白光的分解．
１６６９年２７岁的牛顿继任老师巴罗（Ｉ．Ｂａｒｒｏｗ　１６３０～１６７７年）的卢卡斯数

学教授的职位．１６９６年出任造币厂厂长，１７０３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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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转向神学研究．主要著作有《自 然 哲 学 的 数 学 原 理》，此 外 有《运 用 无

穷多项方程的分析学》、《流数法和 无 穷 级 数》等 著 作．牛 顿 的《普 遍 的 算 术》
是介于算术与代数之间的著作，于１７０７年 出 版，书 中 含 有 人 称“牛 顿 问 题”
即牧草与牛数的问题．

（１７）欧拉（Ｌ．Ｅｕｌｅｒ　１７０７～１７８３年）　瑞 士 数 学 家．先 后 在 德 国 柏 林

与俄国彼得堡进行数学研究工作．他是变分法的奠基人．他的贡献遍及微积

分、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论、级数与力学、天文学、物理学、航海、弹道等理

论和应用的各个领域．几乎数学的各分支都可找到欧拉的名字：欧拉公式、
欧拉函数、欧拉常数、欧拉积分、欧拉 线 等．他 的 重 要 著 作 有《无 穷 小 分 析 引

论》、《微分学原 理》、《积 分 学 原 理》等．欧 拉 一 生 大 部 分 时 间 里，以 每 年 约

８００页左右的速率发表论文．１７３５年一眼失明，１７６６年双眼失 明，但 此 后 还

写了一些书和４００篇论文．他发表的著作先后有８６５篇（本）之多，是历史上

最多产的数学家．
（１８）高斯（Ｇａｕｓｓ　１７７７～１８５５年）　德 国 数 学 家、物 理 学 家、天 文 学

家．高斯儿童时代就表现出数学才能，１５岁时已有非欧几何的思想，１８岁时

发现最小二乘法及一些数论定理，１９岁时证明可仅用尺规作出圆内接正１７
边形，２２岁时得到博士学位，给出了代数基本定理第一个严谨的证明，２４岁

时他出版了《算术研究》，该 书 是 现 代 数 论 的 基 础．３０岁 起 他 担 任 哥 廷 根 天

文学教授和天文台长，直到逝世．他 对 数 论、微 分 几 何、复 变 函 数 论、椭 圆 函

数、电磁学、大地测量学、天文学等 都 作 出 了 重 大 贡 献．高 斯 复 平 面、电 磁 学

中的高斯单位制、向量分析中的高斯定理，方程理论中的高斯定理等为人们

所熟悉．同时代人曾誉他为“数学家之王”．
（１９）希尔伯特（ＤａｖｉｄＨｉｌｂｅｒｔ　１８６２～１９４３年）　德国数学家．诞生于

东普鲁士的古都哥尼斯堡城，早年 曾 对 代 数 不 变 式 论、代 数 数 论、几 何 基 础

作出重要贡献，后来又发展了变分法、积分方程、函数空间理论、数学物理方

法、数理逻辑及证明论等数学分支．１８９９年出版的名著《几何基础》，把欧几

里得几何整理为从公理出发的纯粹演绎系统，建立了“希尔伯特公理体系”，
使该书成为近代公理化思想 的 代 表 作．１９００年，他 在 国 际 数 学 家 会 议 上 提

出了数学上未解决的２３个难题，即“希尔伯特问题”．推动了２０世纪数学的

发展．至今这些问题还未完全解决．晚年，他致力于数学基础问题，是数学基

础研究中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２０）冯·诺伊曼（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　１９０３～１９５７年）　美 国 籍 匈 牙 利 数

学家．６岁时就能心算像７８４６３２１５÷４９６７３２３５这样的除法问题，８岁时已掌

握大学微积分，２３岁时写出了《量 子 力 学 的 数 学 基 础》，２７岁 时 去 美 国 任 数

学物理教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 前，主 要 以 算 子 理 论、量 子 理 论 和 集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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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等研究闻名．他是对策论的创始人之一．战后从事研制第一台电子数字

计算机（ＭＡＮＩＡＣ）工 作，并 把 计 算 机 应 用 于 核 武 器 设 计 和 天 气 预 报 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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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录

一、常用数表

　　

　　１．１０００以内质数表

２ ３ ５ ７ １１ １３ １７ １９ ２３ ２９ ３１ ３７ ４１ ４３

４７ ５３ ５９ ６１ ６７ ７１ ７３ ７９ ８３ ８９ ９７ １０１ １０３ １０７

１０９ １１３ １２７ １３１ １３７ １３９ １４９ １５１ １５７ １６３ １６７ １７３ １７９ １８１

１９１ １９３ １９７ １９９ ２１１ ２２３ ２２７ ２２９ ２３３ ２３９ ２４１ ２５１ ２５７ ２６３

２６９ ２７１ ２７７ ２８１ ２８３ ２９３ ３０７ ３１１ ３１３ ３１７ ３３１ ３３７ ３４７ ３４９

３５３ ３５９ ３６７ ３７３ ３７９ ３８３ ３８９ ３９７ ４０１ ４０９ ４１９ ４２１ ４３１ ４３３

４３９ ４４３ ４４９ ４５７ ４６１ ４６３ ４６７ ４７９ ４８７ ４９１ ４９９ ５０３ ５０９ ５２１

５２３ ５４１ ５４７ ５５７ ５６３ ５６９ ５７１ ５７７ ５８７ ５９３ ５９９ ６０１ ６０７ ６１３

６１７ ６１９ ６３１ ６４１ ６４３ ６４７ ６５３ ６５９ ６６１ ６７３ ６７７ ６８３ ６９１ ７０１

７０９ ７１９ ７２７ ７３３ ７３９ ７４３ ７５１ ７５７ ７６１ ７６９ ７７３ ７８７ ７９７ ８０９

８１１ ８２１ ８２３ ８２７ ８２９ ８３９ ８５３ ８５７ ８５９ ８６３ ８７７ ８８１ ８８３ ８８７

９０７ ９１１ ９１９ ９２９ ９３７ ９４１ ９４７ ９５３ ９６７ ９７１ ９７７ ９８３ ９９１ ９９７



　
　
　
　
　
　
　
　
　
　
　
　
　
　
第
四
部
分

　
附

　
　
录

　

１０７９　 　 　

　　２．５０以内合数分解质因数表

合　　数 质　因　数 合　　数 质　因　数

４ ２×２ ２８ ２×２×７

６ ２×３ ３０ ２×３×５

８ ２×２×２ ３２ ２×２×２×２×２

９ ３×３ ３３ ３×１１

１０ ２×５ ３４ ２×１７

１２ ２×２×３ ３５ ５×７

１４ ２×７ ３６ ２×２×３×３

１５ ３×５ ３８ ２×１９

１６ ２×２×２×２ ３９ ３×１３

１８ ２×３×３ ４０ ２×２×２×５

２０ ５×２×２ ４２ ２×３×７

２１ ３×７ ４４ ２×２×１１

２２ ２×１１ ４５ ３×３×５

２４ ２×２×２×３ ４６ ２×２３

２５ ５×５ ４８ ２×２×２×２×３

２６ ２×１３ ４９ ７×７

２７ ３×３×３ ５０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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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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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一

得
一

一
二

得
二

一
三

得
三

一
四

得
四

一
五

得
五

一
六

得
六

一
七

得
七

一
八

得
八

一
九

得
九

　

二
二

得
四

二
三

得
六

二
四

得
八

二
五

一
十

二
六

十
二

二
七

十
四

二
八

十
六

二
九

十
八

　 　

三
三

得
九

三
四

十
二

三
五

十
五

三
六

十
八

三
七

二
十

一

三
八

二
十

四

三
九

二
十

七

　 　 　

四
四

十
六

四
五

二
十

四
六

二
十

四

四
七

二
十

八

四
八

三
十

二

四
九

三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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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

二
十

五

五
六

三
十

五
七

三
十

五

五
八

四
十

五
九

四
十

五

　 　 　 　 　

六
六

三
十

六

六
七

四
十

二

六
八

四
十

八

六
九

五
十

四

　 　 　 　 　 　

七
七

四
十

九

七
八

五
十

六

七
九

六
十

三

　 　 　 　 　 　 　

八
八

六
十

四

八
九

七
十

二

　 　 　 　 　 　 　 　

九
九

八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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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π乘积表

１×π ２×π ３×π ４×π ５×π

３．１４ ６．２８ ９．４２ １２．５６ １５．７０

６×π ７×π ８×π ９×π １０×π

１８．８４ ２１．９８ ２５．１２ ２８．２６ ３１．４０

利用π乘积表能使求 圆 面 积 和 圆 柱 体 积 计 算 简 便．把 乘 法 简 化 成 加 法 计 算．例

如：一个圆柱体底圆半径６厘米，高１６厘米，体积是多少？

　　　　　　　π×６２×１６

　　　　　　＝π×５７６

　　　　　　＝１８０８．６４（厘米３）

查表：

　　　　　　　５００×π……１５７０

　　　　　　　 ７０×π…… ２１９．８

　　　　　　　　６×π……　１８．８４　

　　　　　　　　　　　　１８０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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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方

表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０

１
．０
０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０
４０

１
．０
６１

１
．０
８２

１
．１
０３

１
．１
２４

１
．１
４５

１
．１
６６

１
．１
８８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３

１５
１７

１９
１
．１

１
．２
１０

１
．２
３２

１
．２
５４

１
．２
７７

１
．３
００

１
．３
２３

１
．３
４６

１
．３
６９

１
．３
９２

１
．４
１６

２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４

１６
１８

２１
１
．２

１
．４
４０

１
．４
６４

１
．４
８８

１
．５
１３

１
．５
３８

１
．５
６３

１
．５
８８

１
．６
１３

１
．６
３８

１
．６
６４

２
５

７
１０

１２
１５

１７
２０

２２
１
．３

１
．６
９０

１
．７
１６

１
．７
４２

１
．７
６９

１
．７
９６

１
．８
２３

１
．８
５０

１
．８
７７

１
．９
０４

１
．９
３２

３
５

８
１２

１３
１６

１９
２２

２４
１
．４

１
．９
６０

１
．９
８８

２
．０
１６

２
．０
４５

２
．０
７４

２
．１
０３

２
．１
３２

２
．１
６１

２
．１
９０

２
．２
２０

３
６

９
１２

１４
１７

２０
２３

２６

１
．５

２
．２
５０

２
．２
８０

２
．３
１０

２
．３
４１

２
．３
７２

２
．４
０３

２
．４
３４

２
．４
６５

２
．４
９６

２
．５
２８

３
６

９
１２

１５
１９

２２
２５

２８
１
．６

２
．５
６０

２
．５
９２

２
．６
２４

２
．６
５７

２
．６
９０

２
．７
２３

２
．７
５６

２
．７
８９

２
．８
２２

２
．８
５６

３
７

１０
１３

１６
２０

２３
２６

３０
１
．７

２
．８
９０

２
．９
２４

２
．９
５８

２
．９
９３

３
．０
２８

３
．０
６３

３
．０
９８

３
．１
３３

３
．１
６８

３
．２
０４

３
７

１０
１４

１７
２１

２４
２８

３１
１
．８

３
．２
４０

３
．２
７６

３
．３
１２

３
．３
４９

３
．３
８６

３
．４
２３

３
．４
６０

３
．４
９７

３
．５
３４

３
．５
７２

４
７

１１
１５

１８
２２

２６
３０

３３
１
．９

３
．６
１０

３
．６
４８

３
．６
８６

３
．７
２５

３
．７
６４

３
．８
０３

３
．８
４２

３
．８
８１

３
．９
２０

３
．９
６０

４
８

１２
１６

１９
２３

２７
３１

３５

２
．０

４
．０
００

４
．０
４０

４
．０
８０

４
．１
２１

４
．１
６２

４
．２
０３

４
．２
４４

４
．２
８５

４
．３
２６

４
．３
６８

４
８

１２
１６

２０
２５

２９
３３

３７
２
．１

４
．４
１０

４
．４
５２

４
．４
９４

４
．５
３７

４
．５
８０

４
．６
２３

４
．６
６６

４
．７
０９

４
．７
５２

４
．７
９６

４
９

１３
１７

２１
２６

３０
３４

３９
２
．２

４
．８
４０

４
．８
８４

４
．９
２８

４
．９
７３

５
．０
１８

５
．０
６３

５
．１
０８

５
．１
５３

５
．１
９８

５
．２
４４

４
９

１３
１８

２２
２７

３１
３６

４０
２
．３

５
．２
９０

５
．３
３６

５
．３
８２

５
．４
２９

５
．４
７６

５
．５
２３

５
．５
７０

５
．６
１７

５
．６
６４

５
．７
１２

５
９

１４
１９

２３
２８

３３
３８

４２
２
．４

５
．７
６０

５
．８
０８

５
．８
５６

５
．９
０５

５
．９
５４

６
．０
０３

６
．０
５２

６
．１
０１

６
．１
５０

６
．２
００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４
２９

３４
３９

４４

２
．５

６
．２
５０

６
．３
００

６
．３
５０

６
．４
０１

６
．４
５２

６
．５
０３

６
．５
５４

６
．６
０５

６
．６
５６

６
．７
０８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１

３６
４１

４６
２
．６

６
．７
６０

６
．８
１２

６
．８
６４

６
．９
１７

６
．９
７０

７
．０
２３

７
．０
７６

７
．１
２９

７
．１
８２

７
．２
３６

５
１１

１６
２１

２６
３２

３７
４２

４８
２
．７

７
．２
９０

７
．３
４４

７
．３
９８

７
．４
５３

７
．５
０８

７
．５
６３

７
．６
１８

７
．６
７３

７
．７
２８

７
．７
８４

５
１１

１６
２２

２７
３３

３８
４４

４９
２
．８

７
．８
４０

７
．８
９６

７
．９
５２

８
．０
０９

８
．０
６６

８
．１
２３

８
．１
８０

８
．２
３７

８
．２
９４

８
．３
５２

６
１１

１７
２３

２８
３４

４０
４６

５１
２
．９

８
．４
１０

８
．４
６８

８
．５
２６

８
．５
８５

８
．６
４４

８
．７
０３

８
．７
６２

８
．８
２１

８
．８
８０

８
．９
４０

６
１２

１８
２４

２９
３５

４１
４７

５３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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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３
．０

９
．０
００

９
．０
６０

９
．１
２０

９
．１
８１

９
．２
４２

９
．３
０３

９
．３
６４

９
．４
２５

９
．４
８６

９
．５
４８

６
１２

１８
２４

３０
３７

４３
４９

５５
３
．１

９
．６
１０

９
．６
７２

９
．７
３４

９
．７
９７

９
．８
６０

９
．９
２３

９
．９
８６

　
　

　
６

１３
１９

２５
３１

３８
４４

５０
５６

３
．１

　
　

　
　

　
　

　
１０

．０
５

１０
．１
１

１０
．１
８

１
１

２
３

３
４

５
５

６
３
．２

１０
．２
４

１０
．３
０

１０
．３
７

１０
．４
３

１０
．５
０

１０
．５
６

１０
．６
３

１０
．６
９

１０
．７
６

１０
．８
２

１
１

２
３

３
４

５
５

６
３
．３

１０
．８
９

１０
．９
６

１１
．０
２

１１
．０
９

１１
．１
６

１１
．２
２

１１
．２
９

１１
．３
６

１１
．４
２

１１
．４
９

１
１

２
３

３
４

５
５

６
３
．４

１１
．５
６

１１
．６
３

１１
．７
０

１１
．７
６

１１
．８
３

１１
．９
０

１１
．９
７

１２
．０
４

１２
．１
１

１２
．１
８

１
１

２
３

３
４

５
６

６

３
．５

１２
．２
５

１２
．３
２

１２
．３
９

１２
．４
６

１２
．５
３

１２
．６
０

１２
．６
７

１２
．７
４

１２
．８
２

１２
．８
９

１
１

２
３

４
４

５
６

６
３
．６

１２
．９
６

１３
．０
３

１３
．１
０

１３
．１
８

１３
．２
５

１３
．３
２

１３
．４
０

１３
．４
７

１３
．５
４

１３
．６
２

１
１

２
３

４
４

５
６

７
３
．７

１３
．６
９

１３
．７
６

１３
．８
４

１３
．９
１

１３
．９
９

１４
．０
６

１４
．１
４

１４
．２
１

１４
．２
９

１４
．３
６

１
２

２
３

４
５

５
６

７
３
．８

１４
．４
４

１４
．５
２

１４
．５
９

１４
．６
７

１４
．７
５

１４
．８
２

１４
．９
０

１４
．９
８

１５
．０
５

１５
．１
３

１
２

２
３

４
５

５
６

７
３
．９

１５
．２
１

１５
．２
９

１５
．３
７

１５
．４
４

１５
．５
２

１５
．６
０

１５
．６
８

１５
．７
６

１５
．８
４

１５
．９
２

１
２

２
３

４
５

６
６

７

４
．０

１６
．０
０

１６
．０
８

１６
．１
６

１６
．２
４

１６
．３
２

１６
．４
０

１６
．４
８

１６
．５
６

１６
．６
５

１６
．７
３

１
２

２
３

４
５

６
６

７
４
．１

１６
．８
１

１６
．８
９

１６
．９
７

１７
．０
６

１７
．１
４

１７
．２
２

１７
．３
１

１７
．３
９

１７
．４
７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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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２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７
４
．２

１７
．６
４

１７
．７
２

１７
．８
１

１７
．８
９

１７
．９
８

１８
．０
６

１８
．１
５

１８
．２
３

１８
．３
２

１８
．４
０

１
２

３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４
．３

１８
．４
９

１８
．５
８

１８
．６
６

１８
．７
５

１８
．８
４

１８
．９
２

１９
．０
１

１９
．１
０

１９
．１
８

１９
．２
７

１
２

３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４
．４

１９
．３
６

１９
．４
５

１９
．５
４

１９
．６
２

１９
．７
１

１９
．８
０

１９
．８
９

１９
．９
８

２０
．０
７

２０
．１
６

１
２

３
４

５
５

６
７

８

４
．５

２０
．２
５

２０
．３
４

２０
．４
３

２０
．５
２

２０
．６
１

２０
．７
０

２０
．７
９

２０
．８
８

２０
．９
８

２１
．０
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５

６
７

８
４
．６

２１
．１
６

２１
．２
５

２１
．３
４

２１
．４
４

２１
．５
３

２１
．６
２

２１
．７
２

２１
．８
１

２１
．９
０

２２
．０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７

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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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５
７

７９
．７
４

７９
．９
２

８０
．１
０

８０
．２
８

８０
．４
６

８０
．６
４

８０
．８
２

２
４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６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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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９
．０

８１
．０
０

８１
．１
８

８１
．３
６

８１
．５
４

８１
．７
２

８１
．９
０

８２
．０
８

８２
．２
６

８２
．４
５

８２
．６
３

２
４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６
９
．１

８２
．８
１

８２
．９
９

８３
．１
７

８３
．３
６

８３
．５
４

８３
．７
２

８３
．９
１

８４
．０
９

８４
．２
７

８４
．４
６

２
４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６
９
．２

８４
．６
４

８４
．８
２

８５
．０
１

８５
．１
９

８５
．３
８

８５
．５
６

８５
．７
５

８５
．９
３

８６
．１
２

８６
．３
０

２
４

６
７

９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７
９
．３

８６
．４
９

８６
．６
８

８６
．８
６

８７
．０
５

８７
．２
４

８７
．４
２

８７
．６
１

８７
．８
０

８７
．９
８

８８
．１
７

２
４

６
７

９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７
９
．４

８８
．３
６

８８
．５
５

８８
．７
４

８８
．９
２

８９
．１
１

８９
．３
０

８９
．４
９

８９
．６
８

８９
．８
７

９０
．０
６

２
４

６
８

９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７

９
．５

９０
．２
５

９０
．４
４

９０
．６
３

９０
．８
２

９１
．０
１

９１
．２
０

９１
．３
９

９１
．５
８

９１
．７
８

９１
．９
７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７
９
．６

９２
．１
６

９２
．３
５

９２
．５
４

９２
．７
４

９２
．９
３

９３
．１
２

９３
．３
２

９３
．５
１

９３
．７
０

９３
．９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５

１７
９
．７

９４
．０
９

９４
．２
８

９４
．４
８

９４
．６
７

９４
．８
７

９５
．０
６

９５
．２
６

９５
．４
５

９５
．６
５

９５
．８
４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８
９
．８

９６
．０
４

９６
．２
４

９６
．４
３

９６
．６
３

９６
．８
３

９７
．０
２

９７
．２
２

９７
．４
２

９７
．６
１

９７
．８
１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８
９
．９

９８
．０
１

９８
．２
１

９８
．４
１

９８
．６
０

９８
．８
０

９９
．０
０

９９
．２
０

９９
．４
０

９９
．６
０

９９
．８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８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说
明

１
．

由
《平

方
表

》能
查

出
任

意
一

个
四

位
数

的
平

方
数

．
２
．

标
有

Ｎ
的

左
边

一
直

列
是

底
数

的
前

两
个

数
字

（ １

０

到
９

９
），

标
有

Ｎ
的

顶
上

和
底

下
一

横
行

的
前

一
栏

是
第

三
位

数
字

（ ０

０１

到

０
０９

） ．
Ｎ

的
平

方
位

于
对

应
行

和
列

的
相

交
处

．１
到

１０
之

间
的

三
位

数
的

平
方

可
以

在
表

上
直

接
查

得
．如

５
１６

２
＝
２６

６３

； ９

０４

２
＝
８１

７２

； ７

４２

＝
５４

７６

．
３
．

标
有

Ｎ
的

顶
上

和
底

下
一

横
行

的
后

一
栏

是
Ｎ

的
第

四
位

数
字

（ ０

００

１
到

０
００

９
），

它
所

对
应

的
数

值
，是

Ｎ
的

平
方

数
的

修
正

值
．查

四
位

数
的

平
方

，要
把

前
三

位
数

的
平

方
同

第
四

位
数

字
所

对
应

的
修

正
值

相
加

．
例

　
查

出
２

８６
３

的
平

方
数

．
解

　
∵

　
２

８６
２
＝
８

１８
０
， ０

００

３
所

对
应

的
修

正
值

是
０

０１
７
．

　
　

∴
　
２

８６
３２

＝
８

１８
０
＋
０

０１
７
＝
８

１９
７
．

４
．

小
于
１

或
大

于
１０

的
数

的
平

方
在

表
上

不
能

直
接

查
得

，要
先

移
动

它
的

小
数

点
使

它
成

为
表

上
能

查
得

的
数

．查
表

前
底

数
的

小
数

点
每

移

１
位

，查
得

的
平

方
数

的
小

数
点

要
向

相
反

方
向

移
２

位
．

例
　

查
出

４５
２

８
， ０

４５

２８
的

平
方

数
．

解
　
４５

２
８２

＝
２０

５０
００

（ ４
５２

８

的
小

数
点

向
左

移
２

位
成

４
５２

８
，查

得
的

平
方

数
２０

５０

的
小

数
点

向
相

反
方

向
，即

向
右

移
４

位
） ．

０
４５

２８
２
＝
０

２０
５０

（ ０

４５

２８
的

小
数

点
向

右
移

１
位

成
４

５２
８
，查

得
的

平
方

数
２０

５０

的
小

数
点

向
相

反
方

向
，即

向
左

移
２

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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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方

表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０
０

１
．０
００

１
．０
０３

１
．０
０６

１
．０
０９

１
．０
１２

１
．０
１５

１
．０
１８

１
．０
２１

１
．０
２４

１
．０
２７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１

１
．０
３０

１
．０
３３

１
．０
３６

１
．０
４０

１
．０
４３

１
．０
４６

１
．０
４９

１
．０
５２

１
．０
５５

１
．０
５８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２

１
．０
６１

１
．０
６４

１
．０
６７

１
．０
７１

１
．０
７４

１
．０
７７

１
．０
８０

１
．０
８３

１
．０
８６

１
．０
９０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３

１
．０
９３

１
．０
９６

１
．０
９９

１
．１
０２

１
．１
０６

１
．１
０９

１
．１
１２

１
．１
１５

１
．１
１８

１
．１
２２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４

１
．１
２５

１
．１
２８

１
．１
３１

１
．１
３５

１
．１
３８

１
．１
４１

１
．１
４４

１
．１
４８

１
．１
５１

１
．１
５４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５

１
．１
５８

１
．１
６１

１
．１
６４

１
．１
６８

１
．１
７１

１
．１
７４

１
．１
７８

１
．１
８１

１
．１
８４

１
．１
８８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６

１
．１
９１

１
．１
９４

１
．１
９８

１
．２
０１

１
．２
０５

１
．２
０８

１
．２
１１

１
．２
１５

１
．２
１８

１
．２
２２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７

１
．２
２５

１
．２
２８

１
．２
３２

１
．２
３５

１
．２
３９

１
．２
４２

１
．２
４６

１
．２
４９

１
．２
５３

１
．２
５６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８

１
．２
６０

１
．２
６３

１
．２
６７

１
．２
７０

１
．２
７４

１
．２
７７

１
．２
８１

１
．２
８４

１
．２
８８

１
．２
９１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９

１
．２
９５

１
．２
９９

１
．３
０２

１
．３
０６

１
．３
０９

１
．３
１３

１
．３
１７

１
．３
２０

１
．３
２４

１
．３
２７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０

１
．３
３１

１
．３
３５

１
．３
３８

１
．３
４２

１
．３
４６

１
．３
４９

１
．３
５３

１
．３
５７

１
．３
６０

１
．３
６４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３
６８

１
．３
７１

１
．３
７５

１
．３
７９

１
．３
８２

１
．３
８６

１
．３
９０

１
．３
９４

１
．３
９７

１
．４
０１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４
０５

１
．４
０９

１
．４
１２

１
．４
１６

１
．４
２０

１
．４
２４

１
．４
２８

１
．４
３１

１
．４
３５

１
．４
３９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３

１
．４
４３

１
．４
４７

１
．４
５１

１
．４
５４

１
．４
５８

１
．４
６２

１
．４
６６

１
．４
７０

１
．４
７４

１
．４
７８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４

１
．４
８２

１
．４
８５

１
．４
８９

１
．４
９３

１
．４
９７

１
．５
０１

１
．５
０５

１
．５
０９

１
．５
１３

１
．５
１７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５

１
．５
２１

１
．５
２５

１
．５
２９

１
．５
３３

１
．５
３７

１
．５
４１

１
．５
４５

１
．５
４９

１
．５
５３

１
．５
５７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６

１
．５
６１

１
．５
６５

１
．５
６９

１
．５
７３

１
．５
７７

１
．５
８１

１
．５
８５

１
．５
８９

１
．５
９３

１
．５
９８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７

１
．６
０２

１
．６
０６

１
．６
１０

１
．６
１４

１
．６
１８

１
．６
２２

１
．６
２６

１
．６
３１

１
．６
３５

１
．６
３９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８

１
．６
４３

１
．６
４７

１
．６
５１

１
．６
５６

１
．６
６０

１
．６
６４

１
．６
６８

１
．６
７２

１
．６
７７

１
．６
８１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９

１
．６
８５

１
．６
８９

１
．６
９４

１
．６
９８

１
．７
０２

１
．７
０６

１
．７
１１

１
．７
１５

１
．７
１９

１
．７
２４

０
１

１
２

２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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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０

１
．７
２８

１
．７
３２

１
．７
３７

１
．７
４１

１
．７
４５

１
．７
５０

１
．７
５４

１
．７
５８

１
．７
６３

１
．７
６７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１

１
．７
７２

１
．７
７６

１
．７
８０

１
．７
８５

１
．７
８９

１
．７
９４

１
．７
９８

１
．８
０２

１
．８
０７

１
．８
１１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８
１６

１
．８
２０

１
．８
２５

１
．８
２９

１
．８
３４

１
．８
３８

１
．８
４３

１
．８
４７

１
．８
５２

１
．８
５６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３

１
．８
６１

１
．８
６５

１
．８
７０

１
．８
７５

１
．８
７９

１
．８
８４

１
．８
８８

１
．８
９３

１
．８
９７

１
．９
０２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４

１
．９
０７

１
．９
１１

１
．９
１６

１
．９
２０

１
．９
２５

１
．９
３０

１
．９
３４

１
．９
３９

１
．９
４４

１
．９
４８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５

１
．９
５３

１
．９
５８

１
．９
６３

１
．９
６７

１
．９
７２

１
．９
７７

１
．９
８１

１
．９
８６

１
．９
９１

１
．９
９６

０
１

１
２

２
１
．２
６

２
．０
０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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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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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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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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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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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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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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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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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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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

１
２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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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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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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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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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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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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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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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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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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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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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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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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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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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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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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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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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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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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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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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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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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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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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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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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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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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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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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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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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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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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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４３

１
１

２
２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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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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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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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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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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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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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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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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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
６５

４
．０
７３

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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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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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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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８
．９

３５
０
．４

３５
１
．９

３５
３
．４

３５
４
．９

３５
６
．４

１
３

４
６

７
７
．１

３５
７
．９

３５
９
．４

３６
０
．９

３６
２
．５

３６
４
．０

３６
５
．５

３６
７
．１

３６
８
．６

３７
０
．１

３７
１
．７

２
３

５
６

８
７
．２

３７
３
．２

３７
４
．８

３７
６
．４

３７
７
．９

３７
９
．５

３８
１
．１

３８
２
．７

３８
４
．２

３８
５
．８

３８
７
．４

２
３

５
６

８
７
．３

３８
９
．０

３９
０
．６

３９
２
．２

３９
３
．８

３９
５
．４

３９
７
．１

３９
８
．７

４０
０
．３

４０
１
．９

４０
３
．６

２
３

５
６

８
７
．４

４０
５
．２

４０
６
．９

４０
８
．５

４１
０
．２

４１
１
．８

４１
３
．５

４１
５
．２

４１
６
．８

４１
８
．５

４２
０
．２

２
３

５
７

８

７
．５

４２
１
．９

４２
３
．６

４２
５
．３

４２
７
．０

４２
８
．７

４３
０
．４

４３
２
．１

４３
３
．８

４３
５
．５

４３
７
．２

２
３

５
７

９
７
．６

４３
９
．０

４４
０
．７

４４
２
．５

４４
４
．２

４４
５
．９

４４
７
．７

４４
９
．５

４５
１
．２

４５
３
．０

４５
４
．８

２
４

５
７

９
７
．７

４５
６
．５

４５
８
．３

４６
０
．１

４６
１
．９

４６
３
．７

４６
５
．５

４６
７
．３

４６
９
．１

４７
０
．９

４７
２
．７

２
４

５
７

９
７
．８

４７
４
．６

４７
６
．４

４７
８
．２

４８
０
．０

４８
１
．９

４８
３
．７

４８
５
．６

４８
７
．４

４８
９
．３

４９
１
．２

２
４

６
７

９
７
．９

４９
３
．０

４９
４
．９

４９
６
．８

４９
８
．７

５０
０
．６

５０
２
．５

５０
４
．４

５０
６
．３

５０
８
．２

５１
０
．１

２
４

６
８

９

８
．０

５１
２
．０

５１
３
．４

５１
５
．８

５１
７
．８

５１
９
．７

５２
１
．７

５２
３
．６

５２
５
．６

５２
７
．５

５２
９
．５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８
．１

５３
１
．４

５３
３
．４

５３
５
．４

５３
７
．４

５３
９
．４

５４
１
．３

５４
３
．３

５４
５
．３

５４
７
．３

５４
９
．４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８
．２

５５
１
．４

５５
３
．４

５５
５
．４

５５
７
．４

５５
９
．５

５６
１
．５

５６
３
．６

５６
５
．６

５６
７
．７

５６
９
．７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８
．３

５７
１
．８

５７
３
．９

５７
５
．９

５７
８
．０

５８
０
．１

５８
２
．２

５８
４
．３

５８
６
．４

５８
８
．５

５９
０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８
．４

５９
２
．７

５９
４
．８

５９
６
．９

５９
９
．１

６０
１
．２

６０
３
．４

６０
５
．５

６０
７
．６

６０
９
．８

６１
２
．０

２
４

６
９

１１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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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８
．５

６１
４
．１

６１
６
．３

６１
８
．５

６２
０
．７

６２
２
．８

６２
５
．０

６２
７
．２

６２
９
．４

６３
１
．６

６３
３
．８

２
４

７
９

１１
８
．６

６３
６
．１

６３
８
．３

６４
０
．５

６４
２
．７

６４
５
．０

６４
７
．２

６４
９
．５

６５
１
．７

６５
４
．０

６５
６
．２

２
４

７
９

１１
８
．７

６５
８
．５

６６
０
．８

６６
３
．１

６６
５
．３

６６
７
．６

６６
９
．９

６７
２
．２

６７
４
．５

６７
６
．８

６７
９
．２

２
５

７
９

１１
８
．８

６８
１
．５

６８
３
．８

６８
６
．１

６８
８
．５

６９
０
．８

６９
３
．２

６９
５
．５

６９
７
．９

７０
０
．２

７０
２
．６

２
５

７
９

１２
８
．９

７０
５
．０

７０
７
．３

７０
９
．７

７１
２
．１

７１
４
．５

７１
６
．９

７１
９
．３

７２
１
．７

７２
４
．２

７２
６
．６

２
５

７
１０

１２

９
．０

７２
９
．０

７３
１
．４

７３
３
．９

７３
６
．３

７３
８
．８

７４
１
．２

７４
３
．７

７４
６
．１

７４
８
．６

７５
１
．１

２
５

７
１０

１２
９
．１

７５
３
．６

７５
６
．１

７５
８
．６

７６
１
．０

７６
３
．６

７６
６
．１

７６
８
．６

７７
１
．１

７７
３
．６

７７
６
．２

３
５

８
１０

１３
９
．２

７７
８
．７

７８
１
．２

７８
３
．８

７８
６
．３

７８
８
．９

７９
１
．５

７９
４
．０

７９
６
．６

７９
９
．２

８０
１
．８

３
５

８
１０

１３
９
．３

８０
４
．４

８０
７
．０

８０
９
．６

８１
２
．２

８１
４
．８

８１
７
．４

８２
０
．０

８２
２
．７

８２
５
．３

８２
７
．９

３
５

８
１０

１３
９
．４

８３
０
．６

８３
３
．２

８３
５
．９

８３
８
．６

８４
１
．２

８４
３
．９

８４
６
．６

８４
９
．３

８５
２
．０

８５
４
．７

３
５

８
１１

１３

９
．５

８５
７
．４

８６
０
．１

８６
２
．８

８６
５
．５

８６
８
．３

８７
１
．０

８７
３
．７

８７
６
．５

８７
９
．２

８８
２
．０

３
５

８
１１

１４
９
．６

８８
４
．７

８８
７
．５

８９
０
．３

８９
３
．１

８９
５
．８

８９
８
．６

９０
１
．４

９０
４
．２

９０
７
．０

９０
９
．９

３
６

８
１１

１４
９
．７

９１
２
．７

９１
５
．５

９１
８
．３

９２
１
．２

９２
４
．０

９２
６
．９

９２
９
．７

９３
２
．６

９３
５
．４

９３
８
．３

３
６

９
１１

１４
９
．８

９４
１
．２

９４
４
．１

９４
７
．０

９４
９
．９

９５
２
．８

９５
５
．７

９５
８
．６

９６
１
．５

９６
４
．４

９６
７
．４

３
６

９
１２

１５
９
．９

９７
０
．３

９７
３
．２

９７
６
．２

９７
９
．１

９８
２
．１

９８
５
．１

９８
８
．０

９９
１
．０

９９
４
．０

９９
７
．０

３
６

９
１２

１５
１０

．０
１０

００
．０

　
　

　
　

　
　

　
　

　
３

６
９

１２
１５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说
明

１
．

由
《立

方
表

》能
查

出
任

意
一

个
四

位
数

的
立

方
数

．
２
．

大
于

１
小

于
１０

的
三

位
数

的
立

方
可

以
直

接
查

出
．如

８
．９
１３

＝
７０

７
．３

．
３
．

查
四

位
数

的
立

方
，需

要
用

到
修

正
值

．如
８
．９
１４

３
＝
７０

７
．３

＋
１
．０

＝
７０

８
．３

， ８
．０
４７

３
＝
５２

１
．７

－
０
．６

＝
５２

１
．１

．
这

里
，立

方
表

修
正

值
栏

对
应

的
第

四
位

数
字

只
有

１
到

５
，而

８
．０
４７

的
第

四
位

数
字

是
７
，因

此
要

先
查

出
８
．０
５

的
立

方
数

５２
１
．７

，再
减

去
０

００
３
（ ８

．０
５
－
８
．０
４７

＝
０
．０
０３

）所
对

应
的

修
正

值
０
．６

．
４
．

小
于
１

或
大

于
１０

的
数

的
立

方
在

表
上

不
能

直
接

查
得

，要
先

移
动

它
的

小
数

点
使

它
成

为
表

上
能

查
得

的
数

，查
表

前
底

数
的

小
数

点
每

移
一

位
，查

得
的

立
方

数
的

小
数

点
要

向
相

反
方

向
移

三
位

．如
，查

５７
．０
４３

和
０
．０
２３

３
．

∵
　
５
．７
０４

３
＝
１８

５
．６

， 　
∴

　
５７

．０
４３

＝
１８

５６
００

；
∵

　
２
．３

３
＝
１２

．１
７
， 　

∴
　
０
．０
２３

３
＝
０
．０
００

０１
２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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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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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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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０

３
．１
４２

３
．１
７３

３
．２
０４

３
．２
３６

３
．２
６７

３
．２
９９

３
．３
３０

３
．３
６２

３
．３
９３

３
．４
２４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１
．１

３
．４
５６

３
．４
８７

３
．５
１９

３
．５
５０

３
．５
８１

３
．６
１３

３
．６
４４

３
．６
７６

３
．７
０７

３
．７
３８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１
．２

３
．７
７０

３
．８
０１

３
．８
３３

３
．８
６４

３
．８
９６

３
．９
２７

３
．９
５８

３
．９
９０

４
．０
２１

４
．０
５３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１
．３

４
．０
８４

４
．１
１５

４
．１
４７

４
．１
７８

４
．２
１０

４
．２
４１

４
．２
７３

４
．３
０４

４
．３
３５

４
．３
６７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１
．４

４
．３
９８

４
．４
３０

４
．４
６１

４
．４
９２

４
．５
２４

４
．５
５５

４
．５
８７

４
．６
１８

４
．６
５０

４
．６
８１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１
．５

４
．７
１２

４
．７
４４

４
．７
７５

４
．８
０７

４
．８
３８

４
．８
６９

４
．９
０１

４
．９
３２

４
．９
６４

４
．９
９５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１
．６

５
．０
２７

５
．０
５８

５
．０
８９

５
．１
２１

５
．１
５２

５
．１
８４

５
．２
１５

５
．２
４６

５
．２
７８

５
．３
０９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１
．７

５
．３
４１

５
．３
７２

５
．４
０４

５
．４
３５

５
．４
６６

５
．４
９８

５
．５
２９

５
．５
６１

５
．５
９２

５
．６
２３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１
．８

５
．６
５５

５
．６
８６

５
．７
１８

５
．７
４９

５
．７
８１

５
．８
１２

５
．８
４３

５
．８
７５

５
．９
０６

５
．９
３８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１
．９

５
．９
６９

６
．０
００

６
．０
３２

６
．０
６３

６
．０
９５

６
．１
２６

６
．１
５８

６
．１
８９

６
．２
２０

６
．２
５２

３
６

９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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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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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７
．０

２１
．９
９１

２２
．０
２３

２２
．０
５４

２２
．０
８５

２２
．１
１７

２２
．１
４８

２２
．１
８０

２２
．２
１１

２２
．２
４２

２２
．２
７４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７
．１

２２
．３
０５

２２
．３
３７

２２
．３
６８

２２
．４
００

２２
．４
３１

２２
．４
６２

２２
．４
９４

２２
．５
２５

２２
．５
５７

２２
．５
８８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７
．２

２２
．６
１９

２２
．６
５１

２２
．６
８２

２２
．７
１４

２２
．７
４５

２２
．７
７７

２２
．８
０８

２２
．８
３９

２２
．８
７１

２２
．９
０２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７
．３

２２
．９
３４

２２
．９
６５

２２
．９
９６

２３
．０
２８

２３
．０
５９

２３
．０
９１

２３
．１
２２

２３
．１
５４

２３
．１
８５

２３
．２
１６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７
．４

２３
．２
４８

２３
．２
７９

２３
．３
１１

２３
．３
４２

２３
．３
７３

２３
．４
０５

２３
．４
３６

２３
．４
６８

２３
．４
９９

２３
．５
３１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７
．５

２３
．５
６２

２３
．５
９３

２３
．６
２５

２３
．６
５６

２３
．６
８８

２３
．７
１９

２３
．７
５０

２３
．７
８２

２３
．８
１３

２３
．８
４５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７
．６

２３
．８
７６

２３
．９
０８

２３
．９
３９

２３
．９
７０

２４
．０
０２

２４
．０
３３

２４
．０
６５

２４
．０
９６

２４
．１
２７

２４
．１
５９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７
．７

２４
．１
９０

２４
．２
２２

２４
．２
５３

２４
．２
８５

２４
．３
１６

２４
．３
４７

２４
．３
７９

２４
．４
１０

２４
．４
４２

２４
．４
７３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７
．８

２４
．５
０４

２４
．５
３６

２４
．５
６７

２４
．５
９９

２４
．６
３０

２４
．６
６２

２４
．６
９３

２４
．７
２４

２４
．７
５６

２４
．７
８７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７
．９

２４
．８
１９

２４
．８
５０

２４
．８
８１

２４
．９
１３

２４
．９
４４

２４
．９
７６

２５
．０
０７

２５
．０
３８

２５
．０
７０

２５
．１
０１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８
．０

２５
．１
３３

２５
．１
６４

２５
．１
９６

２５
．２
２７

２５
．２
５８

２５
．２
９０

２５
．３
２１

２５
．３
５３

２５
．３
８４

２５
．４
１５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８
．１

２５
．４
４７

２５
．４
７８

２５
．５
１０

２５
．５
４１

２５
．５
７３

２５
．６
０４

２５
．６
３５

２５
．６
６７

２５
．６
９８

２５
．７
３０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８
．２

２５
．７
６１

２５
．７
９２

２５
．８
２４

２５
．８
５５

２５
．８
８７

２５
．９
１８

２５
．９
５０

２５
．９
８１

２６
．０
１２

２６
．０
４４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８
．３

２６
．０
７５

２６
．１
０７

２６
．１
３８

２６
．１
６９

２６
．２
０１

２６
．２
３２

２６
．２
６４

２６
．２
９５

２６
．３
２７

２６
．３
５８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８
．４

２６
．３
８９

２６
．４
２１

２６
．４
５２

２６
．４
８４

２６
．５
１５

２６
．５
４６

２６
．５
７８

２６
．６
０９

２６
．６
４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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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８
．５

２６
．７
０４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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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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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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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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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０

２８
．２
１２

２８
．２
４３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第
四
部
分

　
附

　
　
录

　

１１０１　 　 　

书书书

（续
表

）

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９
．０

２８
．２
７４

２８
．３
０６

２８
．３
３７

２８
．３
６９

２８
．４
００

２８
．４
３１

２８
．４
６３

２８
．４
９４

２８
．５
２６

２８
．５
５７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９
．１

２８
．５
８８

２８
．６
２０

２８
．６
５１

２８
．６
８３

２８
．７
１４

２８
．７
４６

２８
．７
７７

２８
．８
０８

２８
．８
４０

２８
．８
７１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９
．２

２８
．９
０３

２８
．９
３４

２８
．９
６５

２８
．９
９７

２９
．０
２８

２９
．０
６０

２９
．０
９１

２９
．１
２３

２９
．１
５４

２９
．１
８５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９
．３

２９
．２
１７

２９
．２
４８

２９
．２
８０

２９
．３
１１

２９
．３
４２

２９
．３
７４

２９
．４
０５

２９
．４
３７

２９
．４
６８

２９
．５
００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９
．４

２９
．５
３１

２９
．５
６２

２９
．５
９４

２９
．６
２５

２９
．６
５７

２９
．６
８８

２９
．７
１９

２９
．７
５１

２９
．７
８２

２９
．８
１４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９
．５

２９
．８
４５

２９
．８
７７

２９
．９
０８

２９
．９
３９

２９
．９
７１

３０
．０
０２

３０
．０
３４

３０
．０
６５

３０
．０
９６

３０
．１
２８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９
．６

３０
．１
５９

３０
．１
９１

３０
．２
２２

３０
．２
５４

３０
．２
８５

３０
．３
１６

３０
．３
４８

３０
．３
７９

３０
．４
１１

３０
．４
４２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９
．７

３０
．４
７３

３０
．５
０５

３０
．５
３６

３０
．５
６８

３０
．５
９９

３０
．６
３１

３０
．６
６２

３０
．６
９３

３０
．７
２５

３０
．７
５６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９
．８

３０
．７
８８

３０
．８
１９

３０
．８
５０

３０
．８
８２

３０
．９
１３

３０
．９
４５

３０
．９
７６

３１
．０
０８

３１
．０
３９

３１
．０
７０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９
．９

３１
．１
０２

３１
．１
３３

３１
．１
６５

３１
．１
９６

３１
．２
２７

３１
．２
５９

３１
．２
９０

３１
．３
２２

３１
．３
５３

３１
．３
８５

３
６

９
１３

１６
１０

．０
３１

．４
１６

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说
明

１
．

已
知

圆
的

直
径

，可
由

“圆
周

长
表

”查
出

圆
的

周
长

．
２
．

直
径

ｄ
是

三
个

数
位

的
数

时
，周

长
可

直
接

查
出

．
例

　
已

知
直

径
ｄ
＝
３
．８
５
，求

圆
周

长
Ｃ
．

解
　

由
表

中
直

接
查

得
，圆

周
长

Ｃ
＝
１２

．０
９５

．
３
．

直
径

ｄ
是

四
个

数
位

的
数

时
，需

要
用

到
补

充
值

．
例

　
已

知
ｄ

１
＝
２
．６
６４

， ｄ
２
＝
６
．０
８９

，求
Ｃ

１
、 Ｃ

２
．

解
　

Ｃ
１
＝
８
．２
９４

＋
０
．０
１３

＝
８
．３
０７

， 　
Ｃ

２
＝
１９

．３
１２

－
０
．０
０３

＝
１９

．３
０９

．
４
．

由
周

长
Ｃ
，也

可
以

求
出

直
径

ｄ
．

例
　

已
知

Ｃ
１
＝
１４

．３
４９

， Ｃ
２
＝
２７

．９
６４

，求
ｄ

１
、 ｄ

２
．

解
　

查
出

和
Ｃ

１
＝
１４

．３
４９

最
接

近
的

１４
．３
５７

的
对

应
数

ｄ
＝
４
．５
７０

，再
查

出
和

５７
－
４９

＝
８

最
接

近
的

补
充

值
９

的
对

应
值

是
０
．０
０３

，相
减

，得
ｄ

１
＝
４
．５
７０

－
０
．０
０３

＝
４
．５
６７

．
查

出
和

Ｃ
２
＝
２７

．９
６４

最
接

近
的

２７
．９
６０

的
对

应
数

ｄ
＝
８
．９
００

，再
查

出
和

９６
４
－
９６

０
＝
４

最
接

近
的

补
充

值
３

的
对

应
值

是
０
．０
０１

，
相

加
，得

ｄ
２
＝
８
．９
００

＋
０
．０
０１

＝
８
．９
０１

．
５
．

直
径

ｄ
每

扩
大

（或
缩

小
） １
０

倍
，圆

周
长

相
应

地
扩

大
（或

缩
小

） １
０

倍
．

例
　

某
工

厂
生

产
一

种
圆

柱
形

气
包

直
径

是
６１

０
毫

米
，高

是
１４

３０
毫

米
，冷

作
工

人
在

下
料

时
，要

割
下

怎
样

大
小

的
一

块
钢

板
？

解
　

查
表

，得
直

径
６１

０
的

圆
的

周
长

是
１９

１６
．４

．所
以

，需
要

割
下

１９
１７

毫
米

长
、 １
４３

０
毫

米
宽

的
一

块
矩

形
钢

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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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面

积
表

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０
０

０
．７
８５

４
０
．７
８７

０
０
．７
８８

５
０
．７
９０

１
０
．７
９１

７
０
．７
９３

３
０
．７
９４

９
０
．７
９６

４
０
．７
９８

０
０
．７
９９

６
２

３
５

６
８

１
．０
１

０
．８
０１

２
０
．８
０２

８
０
．８
０４

４
０
．８
０６

０
０
．８
０７

５
０
．８
０９

１
０
．８
１０

７
０
．８
１２

３
０
．８
１３

９
０
．８
１５

５
２

３
５

６
８

１
．０
２

０
．８
１７

１
０
．８
１８

７
０
．８
２０

３
０
．８
２１

９
０
．８
２３

５
０
．８
２５

２
０
．８
２６

８
０
．８
２８

４
０
．８
３０

０
０
．８
３１

６
２

３
５

６
８

１
．０
３

０
．８
３３

２
０
．８
３４

８
０
．８
３６

５
０
．８
３８

１
０
．８
３９

７
０
．８
４１

３
０
．８
４３

０
０
．８
４４

６
０
．８
４６

２
０
．８
４７

９
２

３
５

７
８

１
．０
４

０
．８
４９

５
０
．８
５１

１
０
．８
５２

８
０
．８
５４

４
０
．８
５６

０
０
．８
５７

７
０
．８
５９

３
０
．８
６１

０
０
．８
６２

６
０
．８
６４

３
２

３
５

７
８

１
．０
５

０
．８
６５

９
０
．８
６７

６
０
．８
６９

２
０
．８
７０

９
０
．８
７２

５
０
．８
７４

２
０
．８
７５

８
０
．８
７７

５
０
．８
７９

１
０
．８
８０

８
２

３
５

７
８

１
．０
６

０
．８
８２

５
０
．８
８４

１
０
．８
８５

８
０
．８
８７

５
０
．８
８９

１
０
．８
９０

８
０
．８
９２

５
０
．８
９４

２
０
．８
９５

８
０
．８
９７

５
２

３
５

７
８

１
．０
７

０
．８
９９

２
０
．９
００

９
０
．９
０２

６
０
．９
０４

３
０
．９
０５

９
０
．９
０７

６
０
．９
０９

３
０
．９
１１

０
０
．９
１２

７
０
．９
１４

４
２

３
５

７
８

１
．０
８

０
．９
１６

１
０
．９
１７

８
０
．９
１９

５
０
．９
２１

２
０
．９
２２

９
０
．９
２４

６
０
．９
２６

３
０
．９
２８

０
０
．９
２９

７
０
．９
３１

４
２

３
５

７
９

１
．０
９

０
．９
３３

１
０
．９
３４

８
０
．９
３６

６
０
．９
３８

３
０
．９
４０

０
０
．９
４１

７
０
．９
４３

４
０
．９
４５

２
０
．９
４６

９
０
．９
４８

６
２

３
５

７
９

１
．１
０

０
．９
５０

３
０
．９
５２

１
０
．９
５３

８
０
．９
５５

５
０
．９
５７

３
０
．９
５９

０
０
．９
６０

７
０
．９
６２

５
０
．９
６４

２
０
．９
６５

９
２

３
５

７
９

１
．１
１

０
．９
６７

７
０
．９
６９

４
０
．９
７１

２
０
．９
７２

９
０
．９
７４

７
０
．９
７６

４
０
．９
７８

２
０
．９
７９

９
０
．９
８１

７
０
．９
８３

４
２

４
５

７
９

１
．１
２

０
．９
８５

２
０
．９
８７

０
０
．９
８８

７
０
．９
９０

５
０
．９
９２

３
０
．９
９４

０
０
．９
９５

８
０
．９
９７

６
０
．９
９９

３
１
．０
０１

１
２

４
５

７
９

１
．１

　
　

　
１
．０
０３

１
．０
２１

１
．０
３９

１
．０
５７

１
．０
７５

１
．０
９４

１
．１
１２

２
４

５
７

９
１
．２

１
．１
３１

１
．１
５０

１
．１
６９

１
．１
８８

１
．２
０８

１
．２
２７

１
．２
４７

１
．２
６７

１
．２
８７

１
．３
０７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
．３

１
．３
２７

１
．３
４８

１
．３
６８

１
．３
８９

１
．４
１０

１
．４
３１

１
．４
５３

１
．４
７４

１
．４
９６

１
．５
１７

２
４

６
８

１１
１
．４

１
．５
３９

１
．５
６１

１
．５
８４

１
．６
０６

１
．６
２９

１
．６
５１

１
．６
７４

１
．６
９７

１
．７
２０

１
．７
４４

２
５

７
９

１１

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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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５

１
．７
６７

１
．７
９１

１
．８
１５

１
．８
３９

１
．８
６３

１
．８
８７

１
．９
１１

１
．９
３６

１
．９
６１

１
．９
８６

２
５

７
１０

１２
１
．６

２
．０
１１

２
．０
３６

２
．０
６１

２
．０
８７

２
．１
１２

２
．１
３８

２
．１
６４

２
．１
９０

２
．２
１７

２
．２
４３

３
５

８
１０

１３
１
．７

２
．２
７０

２
．２
９７

２
．３
２４

２
．３
５１

２
．３
７８

２
．４
０５

２
．４
３３

２
．４
６１

２
．４
８８

２
．５
１６

３
５

８
１１

１４
１
．８

２
．５
４５

２
．５
７３

２
．６
０２

２
．６
３０

２
．６
５９

２
．６
８８

２
．７
１７

２
．７
４６

２
．７
７６

２
．８
０６

３
６

９
１２

１５
１
．９

２
．８
３５

２
．８
６５

２
．８
９５

２
．９
２６

２
．９
５６

２
．９
８６

３
．０
１７

３
．０
４８

３
．０
７９

３
．１
１０

３
６

９
１２

１５

２
．０

３
．１
４２

３
．１
７３

３
．２
０５

３
．２
３７

３
．２
６９

３
．３
０１

３
．３
３３

３
．３
６５

３
．３
９８

３
．４
３１

３
６

１０
１３

１６
２
．１

３
．４
６４

３
．４
９７

３
．５
３０

３
．５
６３

３
．５
９７

３
．６
３１

３
．６
６４

３
．６
９８

３
．７
３３

３
．７
６７

３
７

１０
１４

１７
２
．２

３
．８
０１

３
．８
３６

３
．８
７１

３
．９
０６

３
．９
４１

３
．９
７６

４
．０
１１

４
．０
４７

４
．０
８３

４
．１
１９

４
７

１１
１４

１８
２
．３

４
．１
５５

４
．１
９１

４
．２
２７

４
．２
６４

４
．３
０１

４
．３
３７

４
．３
７４

４
．４
１２

４
．４
４９

４
．４
８６

４
７

１１
１５

１８
２
．４

４
．５
２４

４
．５
６２

４
．６
００

４
．６
３８

４
．６
７６

４
．７
１４

４
．７
５３

４
．７
９２

４
．８
３１

４
．８
７０

４
８

１２
１５

１９

２
．５

４
．９
０９

４
．９
４８

４
．９
８８

５
．０
２７

５
．０
６７

５
．１
０７

５
．１
４７

５
．１
８７

５
．２
２８

５
．２
６９

４
８

１２
１６

２０
２
．６

５
．３
０９

５
．３
５０

５
．３
９１

５
．４
３３

５
．４
７４

５
．５
１５

５
．５
５７

５
．５
９９

５
．６
４１

５
．６
８３

４
８

１２
１７

２１
２
．７

５
．７
２６

５
．７
６８

５
．８
１１

５
．８
５３

５
．８
９６

５
．９
４０

５
．９
８３

６
．０
２６

６
．０
７０

６
．１
１４

４
９

１３
１７

２２
２
．８

６
．１
５８

６
．２
０２

６
．２
４６

６
．２
９０

６
．３
３５

６
．３
７９

６
．４
２４

６
．４
６９

６
．５
１４

６
．５
６０

４
９

１３
１８

２２
２
．９

６
．６
０５

６
．６
５１

６
．６
９７

６
．７
４３

６
．７
８９

６
．８
３５

６
．８
８１

６
．９
２８

６
．９
７５

７
．０
２２

５
９

１４
１９

２３

３
．０

７
．０
６９

７
．１
１６

７
．１
６３

７
．２
１１

７
．２
５８

７
．３
０６

７
．３
５４

７
．４
０２

７
．４
５１

７
．４
９９

５
１０

１４
１９

２４
３
．１

７
．５
４８

７
．５
９６

７
．６
４５

７
．６
９４

７
．７
４４

７
．７
９３

７
．８
４３

７
．８
９２

７
．９
４２

７
．９
９２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
．２

８
．０
４２

８
．０
９３

８
．１
４３

８
．１
９４

８
．２
４５

８
．２
９６

８
．３
４７

８
．３
９８

８
．４
５０

８
．５
０１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６
３
．３

８
．５
５３

８
．６
０５

８
．６
５７

８
．７
０９

８
．７
６２

８
．８
１４

８
．８
６７

８
．９
２０

８
．９
７３

９
．０
２６

５
１０

１６
２１

２６
３
．４

９
．０
７９

９
．１
３３

９
．１
８６

９
．２
４０

９
．２
９４

９
．３
４８

９
．４
０２

９
．４
５７

９
．５
１１

９
．５
６６

５
１１

１６
２２

２７

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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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３
．５

９
．６
２１

９
．６
７６

９
．７
３１

９
．７
８７

９
．８
４２

９
．８
９８

９
．９
５４

　
　

　
６

１１
１７

２２
２８

３
．５

　
　

　
　

　
　

　
１０

．０
１

１０
．０
７

１０
．１
２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６

１０
．１
８

１０
．２
４

１０
．２
９

１０
．３
５

１０
．４
１

１０
．４
６

１０
．５
２

１０
．５
８

１０
．６
４

１０
．６
９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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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８

５６
．２
１

５６
．３
５

５６
．４
８

５６
．６
１

１
３

４
５

７

８
．５

５６
．７
５

５６
．８
８

５７
．０
１

５７
．１
５

５７
．２
８

５７
．４
１

５７
．５
５

５７
．６
８

５７
．８
２

５７
．９
５

１
３

４
５

７
８
．６

５８
．０
９

５８
．２
２

５８
．３
６

５８
．４
９

５８
．６
３

５８
．７
７

５８
．９
０

５９
．０
４

５９
．１
７

５９
．３
１

１
３

４
５

７
８
．７

５９
．４
５

５９
．５
８

５９
．７
２

５９
．８
６

５９
．９
９

６０
．１
３

６０
．２
７

６０
．４
１

６０
．５
５

６０
．６
８

１
３

４
５

７
８
．８

６０
．８
２

６０
．９
６

６１
．１
０

６１
．２
４

６１
．３
８

６１
．５
１

６１
．６
５

６１
．７
９

６１
．９
３

６２
．０
７

１
３

４
６

７
８
．９

６２
．２
１

６２
．３
５

６２
．４
９

６２
．６
３

６２
．７
７

６２
．９
１

６３
．０
５

６３
．１
９

６３
．３
３

６３
．４
８

１
３

４
６

７

９
．０

６３
．６
２

６３
．７
６

６３
．９
０

６４
．０
４

６４
．１
８

６４
．３
３

６４
．４
７

６４
．６
１

６４
．７
５

６４
．９
０

１
３

４
６

７
９
．１

６５
．０
４

６５
．１
８

６５
．３
３

６５
．４
７

６５
．６
１

６５
．７
６

６５
．９
０

６６
．０
４

６６
．１
９

６６
．３
３

１
３

４
６

７
９
．２

６６
．４
８

６６
．６
２

６６
．７
７

６６
．９
１

６７
．０
６

６７
．２
０

６７
．３
５

６７
．４
９

６７
．６
４

６７
．７
８

１
３

４
６

７
９
．３

６７
．９
３

６８
．０
８

６８
．２
２

６８
．３
７

６８
．５
１

６８
．６
６

６８
．８
１

６８
．９
６

６９
．１
０

６９
．２
５

１
３

４
６

７
９
．４

６９
．４
０

６９
．５
５

６９
．６
９

６９
．８
４

６９
．９
９

７０
．１
４

７０
．２
９

７０
．４
４

７０
．５
８

７０
．７
３

１
３

４
６

７

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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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９
．５

７０
．８
８

７１
．０
３

７１
．１
８

７１
．３
３

７１
．４
８

７１
．６
３

７１
．７
８

７１
．９
３

７２
．０
８

７２
．２
３

１
３

５
６

７
９
．６

７２
．３
８

７２
．５
３

７２
．６
８

７２
．８
４

７２
．９
９

７３
．１
４

７３
．２
９

７３
．４
４

７３
．５
９

７３
．７
５

２
３

５
６

８
９
．７

７３
．９
０

７４
．０
５

７４
．２
０

７４
．３
６

７４
．５
１

７４
．６
６

７４
．８
２

７４
．９
７

７５
．１
２

７５
．２
８

２
３

５
６

８
９
．８

７５
．４
３

７５
．５
８

７５
．７
４

７５
．８
９

７６
．０
５

７６
．２
０

７６
．３
６

７６
．５
１

７６
．６
７

７６
．８
２

２
３

５
６

８
９
．９

７６
．９
８

７７
．１
３

７７
．２
９

７７
．４
４

７７
．６
０

７７
．７
６

７７
．９
１

７８
．０
７

７８
．２
３

７８
．３
８

２
３

５
６

８
１０

．０
７８

．５
４

　
　

　
　

　
　

　
　

　
２

３
５

６
８

直
径

ｄ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说
明

１
．

已
知

圆
的

直
径

，可
由

“圆
面

积
表

”查
出

圆
的

面
积

．

２
．

直
径

ｄ
是

三
个

数
位

的
数

时
，圆

面
积

Ｓ
可

直
接

查
出

．
例

如
，直

径
ｄ
＝
５
．１
２
，由

表
中

直
接

查
得

圆
面

积
Ｓ
＝
２０

．５
９
．

３
．

直
径

ｄ
是

四
个

数
位

的
数

时
，查

圆
面

积
Ｓ

需
要

用
到

补
充

值
．

例
　

已
知

： ｄ
１
＝
５
．１
２３

， ｄ
２
＝
４
．０
８８

，求
： Ｓ

１
， Ｓ

２
．

解
Ｓ

１
＝
２０

．５
９
＋
０
．０
２
＝
２０

．６
１
，（

先
查

ｄ
＝
５
．１
２
）

Ｓ
２
＝
１３

．１
４
－
０
．０
１
＝
１３

．１
３
．（

先
查

ｄ
＝
４
．０
９
）

４
．

直
径

ｄ
每

扩
大

（或
缩

小
） １
０

倍
，圆

面
积

相
应

地
扩

大
（或

缩
小

） １
０２

＝
１０

０
倍

．
例

　
已

知
ｄ
＝
５１

．２
３
，则

圆
面

积
Ｓ
＝
２０

６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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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平
方

根
表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０

１
．０
００

１
．０
０５

１
．０
１０

１
．０
１５

１
．０
２０

１
．０
２５

１
．０
３０

１
．０
３４

１
．０
３９

１
．０
４４

０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１
．１

１
．０
４９

１
．０
５４

１
．０
５８

１
．０
６３

１
．０
６８

１
．０
７２

１
．０
７７

１
．０
８２

１
．０
８６

１
．０
９１

０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１
．２

１
．０
９５

１
．１
００

１
．１
０５

１
．１
０９

１
．１
１４

１
．１
１８

１
．１
２２

１
．１
２７

１
．１
３１

１
．１
３６

０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１
．３

１
．１
４０

１
．１
４５

１
．１
４９

１
．１
５３

１
．１
５８

１
．１
６２

１
．１
６６

１
．１
７０

１
．１
７５

１
．１
７９

０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３

４
１
．４

１
．１
８３

１
．１
８７

１
．１
９２

１
．１
９６

１
．２
００

１
．２
０４

１
．２
０８

１
．２
１２

１
．２
１７

１
．２
２１

０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４

１
．５

１
．２
２５

１
．２
２９

１
．２
３３

１
．２
３７

１
．２
４１

１
．２
４５

１
．２
４９

１
．２
５３

１
．２
５７

１
．２
６１

０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４
１
．６

１
．２
６５

１
．２
６９

１
．２
７３

１
．２
７７

１
．２
８１

１
．２
８５

１
．２
８８

１
．２
９２

１
．２
９６

１
．３
００

０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１
．７

１
．３
０４

１
．３
０８

１
．３
１１

１
．３
１５

１
．３
１９

１
．３
２３

１
．３
２７

１
．３
３０

１
．３
３４

１
．３
３８

０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１
．８

１
．３
４２

１
．３
４５

１
．３
４９

１
．３
５３

１
．３
５６

１
．３
６０

１
．３
６４

１
．３
６７

１
．３
７１

１
．３
７５

０
１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３
１
．９

１
．３
７８

１
．３
８２

１
．３
８６

１
．３
８９

１
．３
９３

１
．３
９６

１
．４
００

１
．４
０４

１
．４
０７

１
．４
１１

０
１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３

２
．０

１
．４
１４

１
．４
１８

１
．４
２１

１
．４
２５

１
．４
２８

１
．４
３２

１
．４
３５

１
．４
３９

１
．４
４２

１
．４
４６

０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２
．１

１
．４
４９

１
．４
５３

１
．４
５６

１
．４
５９

１
．４
６３

１
．４
６６

１
．４
７０

１
．４
７３

１
．４
７６

１
．４
８０

０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２
．２

１
．４
８３

１
．４
８７

１
．４
９０

１
．４
９３

１
．４
９７

１
．５
００

１
．５
０３

１
．５
０７

１
．５
１０

１
．５
１３

０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２
．３

１
．５
１７

１
．５
２０

１
．５
２３

１
．５
２６

１
．５
３０

１
．５
３３

１
．５
３６

１
．５
３９

１
．５
４３

１
．５
４６

０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２
．４

１
．５
４９

１
．５
５２

１
．５
５６

１
．５
５９

１
．５
６２

１
．５
６５

１
．５
６８

１
．５
７２

１
．５
７５

１
．５
７８

０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２
．５

１
．５
８１

１
．５
８４

１
．５
８７

１
．５
９１

１
．５
９４

１
．５
９７

１
．６
００

１
．６
０３

１
．６
０６

１
．６
０９

０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２
．６

１
．６
１２

１
．６
１６

１
．６
１９

１
．６
２２

１
．６
２５

１
．６
２８

１
．６
３１

１
．６
３４

１
．６
３７

１
．６
４０

０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７

１
．６
４３

１
．６
４６

１
．６
４９

１
．６
５２

１
．６
５５

１
．６
５８

１
．６
６１

１
．６
６４

１
．６
６７

１
．６
７０

０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８

１
．６
７３

１
．６
７６

１
．６
７９

１
．６
８２

１
．６
８５

１
．６
８８

１
．６
９１

１
．６
９４

１
．６
９７

１
．７
０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２
．９

１
．７
０３

１
．７
０６

１
．７
０９

１
．７
１２

１
．７
１５

１
．７
１８

１
．７
２０

１
．７
２３

１
．７
２６

１
．７
２９

０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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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３
．０

１
．７
３２

１
．７
３５

１
．７
３８

１
．７
４１

１
．７
４４

１
．７
４６

１
．７
４９

１
．７
５２

１
．７
５５

１
．７
５８

０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１

１
．７
６１

１
．７
６４

１
．７
６６

１
．７
６９

１
．７
７２

１
．７
７５

１
．７
７８

１
．７
８０

１
．７
８３

１
．７
８６

０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３
３
．２

１
．７
８９

１
．７
９２

１
．７
９４

１
．７
９７

１
．８
００

１
．８
０３

１
．８
０６

１
．８
０８

１
．８
１１

１
．８
１４

０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１
．８
１７

１
．８
１９

１
．８
２２

１
．８
２５

１
．８
２８

１
．８
３０

１
．８
３３

１
．８
３６

１
．８
３８

１
．８
４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２
３
．４

１
．８
４４

１
．８
４７

１
．８
４９

１
．８
５２

１
．８
５５

１
．８
５７

１
．８
６０

１
．８
６３

１
．８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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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８
．６
２６

８
．６
３１

８
．６
３７

８
．６
４３

８
．６
４９

８
．６
５４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５

５

７５
．０

８
．６
６０

８
．６
６６

８
．６
７２

８
．６
７８

８
．６
８３

８
．６
８９

８
．６
９５

８
．７
０１

８
．７
０６

８
．７
１２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５

５
７６

．０
８
．７
１８

８
．７
２４

８
．７
２９

８
．７
３５

８
．７
４１

８
．７
４６

８
．７
５２

８
．７
５８

８
．７
６４

８
．７
６９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５

５
７７

．０
８
．７
７５

８
．７
８１

８
．７
８６

８
．７
９２

８
．７
９８

８
．８
０３

８
．８
０９

８
．８
１５

８
．８
２０

８
．８
２６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７８

．０
８
．８
３２

８
．８
３７

８
．８
４３

８
．８
４９

８
．８
５４

８
．８
６０

８
．８
６６

８
．８
７１

８
．８
７７

８
．８
８３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７９

．０
８
．８
８８

８
．８
９４

８
．８
９９

８
．９
０５

８
．９
１１

８
．９
１６

８
．９
２２

８
．９
２７

８
．９
３３

８
．９
３９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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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８０
．０

８
．９
４４

８
．９
５０

８
．９
５５

８
．９
６１

８
．９
６７

８
．９
７２

８
．９
７８

８
．９
８３

８
．９
８９

８
．９
９４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８１

．０
９
．０
００

９
．０
０６

９
．０
１１

９
．０
１７

９
．０
２２

９
．０
２８

９
．０
３３

９
．０
３９

９
．０
４４

９
．０
５０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８２

．０
９
．０
５５

９
．０
６１

９
．０
６６

９
．０
７２

９
．０
７７

９
．０
８３

９
．０
８８

９
．０
９４

９
．０
９９

９
．１
０５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８３

．０
９
．１
１０

９
．１
１６

９
．１
２１

９
．１
２７

９
．１
３２

９
．１
３８

９
．１
４３

９
．１
４９

９
．１
５４

９
．１
６０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８４

．０
９
．１
６５

９
．１
７１

９
．１
７６

９
．１
８２

９
．１
８７

９
．１
９２

９
．１
９８

９
．２
０３

９
．２
０９

９
．２
１４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８５
．０

９
．２
２０

９
．２
２５

９
．２
３０

９
．２
３６

９
．２
４１

９
．２
４７

９
．２
５２

９
．２
５７

９
．２
６３

９
．２
６８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８６

．０
９
．２
７４

９
．２
７９

９
．２
８４

９
．２
９０

９
．２
９５

９
．３
０１

９
．３
０６

９
．３
１１

９
．３
１７

９
．３
２２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８７

．０
９
．３
２７

９
．３
３３

９
．３
３８

９
．３
４３

９
．３
４９

９
．３
５４

９
．３
５９

９
．３
６５

９
．３
７０

９
．３
７５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８８

．０
９
．３
８１

９
．３
８６

９
．３
９１

９
．３
９７

９
．４
０２

９
．４
０７

９
．４
１３

９
．４
１８

９
．４
２３

９
．４
２９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８９

．０
９
．４
３４

９
．４
３９

９
．４
４５

９
．４
５０

９
．４
５５

９
．４
６０

９
．４
６６

９
．４
７１

９
．４
７６

９
．４
８２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９０
．０

９
．４
８７

９
．４
９２

９
．４
９７

９
．５
０３

９
．５
０８

９
．５
１３

９
．５
１８

９
．５
２４

９
．５
２９

９
．５
３４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９１

．０
９
．５
３９

９
．５
４５

９
．５
５０

９
．５
５５

９
．５
６０

９
．５
６６

９
．５
７１

９
．５
７６

９
．５
８１

９
．５
８６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９２

．０
９
．５
９２

９
．５
９７

９
．６
０２

９
．６
０７

９
．６
１２

９
．６
１８

９
．６
２３

９
．６
２８

９
．６
３３

９
．６
３８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９３

．０
９
．６
４４

９
．６
４９

９
．６
５４

９
．６
５９

９
．６
６４

９
．６
７０

９
．６
７５

９
．６
８０

９
．６
８５

９
．６
９０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９４

．０
９
．６
９５

９
．７
０１

９
．７
０６

９
．７
１１

９
．７
１６

９
．７
２１

９
．７
２６

９
．７
３１

９
．７
３７

９
．７
４２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９５
．０

９
．７
４７

９
．７
５２

９
．７
５７

９
．７
６２

９
．７
６７

９
．７
７２

９
．７
７８

９
．７
８３

９
．７
８８

９
．７
９３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９６

．０
９
．７
９８

９
．８
０３

９
．８
０８

９
．８
１３

９
．８
１８

９
．８
２３

９
．８
２９

９
．８
３４

９
．８
３９

９
．８
４４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９７

．０
９
．８
４９

９
．８
５４

９
．８
５９

９
．８
６４

９
．８
６９

９
．８
７４

９
．８
７９

９
．８
８４

９
．８
８９

９
．８
９４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
９８

．０
９
．８
９９

９
．９
０５

９
．９
１０

９
．９
１５

９
．９
２０

９
．９
２５

９
．９
３０

９
．９
３５

９
．９
４０

９
．９
４５

０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９９

．０
９
．９
５０

９
．９
５５

９
．９
６０

９
．９
６５

９
．９
７０

９
．９
７５

９
．９
８０

９
．９
８５

９
．９
９０

９
．９
９５

０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Ｎ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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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１
．

由
《平

方
根

表
》能

查
出

任
意

一
个

四
位

数
的

平
方

根
．

２
．

大
于

１
小

于
１０

０
的

三
位

数
的

平
方

根
可

以
在

表
上

直
接

查
得

．如

８
．

槡
１７

＝
２
．８
５８

； 　
　

８４
．

槡
１
＝
９
．１
７１

．

３
．

查
四

位
数

的
平

方
根

，需
要

用
到

修
正

值
．如

８
．

槡
１７

６
＝
２
．８
５８

＋
０
．０
０１

＝
２
．８
５９

； 　
８４

．
槡

１８
＝
９
．１
７１

＋
０
．０
０４

＝
９
．１
７５

．

４
．

小
于
１

或
大

于
１０

０
的

数
的

平
方

根
在

表
上

不
能

直
接

查
得

，要
先

移
动

被
开

方
数

的
小

数
点

，使
它

成
为

表
内

可
以

查
到

的
数

，移
动

小
数

点

时
必

须
两

位
两

位
地

移
．如

被
开

方
数

８２
７
．３

，先
要

移
成

８
．２
７３

；

被
开

方
数

８２
７３

，先
要

移
成

８２
．７
３
；

被
开

方
数

０
．０
０５

６２
７
，先

要
移

成
５６

．２
７
；

被
开

方
数

０
．０
６５

４３
，先

要
移

成
６
．５
４３

．

５
．

查
表

时
被

开
方

数
的

小
数

点
每

移
两

位
，查

得
的

平
方

根
的

小
数

点
要

向
相

反
方

向
移

一
位

．如

８′
２７

．
槡

３
＝
２８

．７
７
． 　

（ ∵
　

槡８

２７

３
＝
２
．８
７７

）

０
．０
０′
５６
″

槡
２７

＝
０
．０
７５

０２
． 　

（ ∵
　

５６
．

槡
２７

＝
７
．５
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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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学符号

符　　号 意　　　　　义 符　　号 意　　　　　义

＋ 加 ｌｇＮ 以１０为底的 Ｎ 的对数，常用

－ 减 　 对数

×或· 乘 ≈ 约等于

ａ÷ｂ ａ除以ｂ，ｂ除ａ ～ 等价于

ａ｜ｂ ａ整除ｂ ∝ 成正比

∶ 比号，ａ∶ｂ ％ 百分号

＝ 等于 ‰ 千分号

瓪 不等于 ａｎ ａ的ｎ 次方

≡ 恒等于 槡ａ ａ开平方

＜ 小于 ｎ槡ａ ａ开ｎ 次方

＞ 大于 ± 正或负

≤ 小于或等于，不大于  负或正

≥ 大于或等于，不小于 ｆ（ｘ） ｘ的函数

［　］ 方括号，中括号 ｆ（ａ） ｘ＝ａ时，ｆ（ｘ）的值

｛　｝ 花括号，大括号 ｌｉｍ 极限

∵ 因为 ｍａｘ 最大

∴ 所以 ｍｉｎ 最小

° 度 ａ∈Ａ ａ属于集Ａ
′ 分 ａＡ ａ不属于集Ａ
″ 秒 ＡＢ 集Ｂ 包含集Ａ
∠ 平面角 ＡＢ 集Ａ 包含集Ｂ
∠Ｒ 直角 Ａ∩Ｂ 集Ａ 与集Ｂ 的交集

⊥ 垂直 Ａ∪Ｂ 集Ａ 与集Ｂ 的并集

∥ 平行 Ａ／Ｂ 集Ａ 与集Ｂ 的差集

瓛 平行且等于 ｜ 整除，如ａ｜ｂ表示ａ 整除ｂ
△ 三角形 不整除，如ａ÷ｂ表示ａ 不整

 平行四边形 　 除ｂ
 矩形  万分号，如

⊙

∽

圆

相似
　 　１７＝ １７

１００００

≌ 全等于 ［ａ１，ａ２，ａ３］ 表示ａ１，ａ２，ａ３ 的最小公倍

ｌｏｇａＮ 以ａ为底的Ｎ 的对数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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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符　　号 意　　　　　义 符　　号 意　　　　　义

ｌｎＮ 以ｅ为底的Ｎ 的对数， （ａ１，ａ２，ａ３） 表示ａ１，ａ２，ａ３ 的最大

　 自然对数 　 公约数

ｓｉｎｘ ｘ的正弦 ３．２３
·
４５

·
循环点，表示循环小数

ｃｏｓｘ ｘ的余弦 　 的循环节，３．２３
·
４５

·
＝

ｔａｎｘ ｘ的正切 　 ３．２３４５３４５３４５…

ｃｏｔｘ ｘ的余切 ６＋（４＋３×２）÷５ ４＋３上面是括线，表示

ｓｅｃｘ ｘ的正割 　 这一步最先运算．在小

ｃｓｃｘ ｘ的余割 　 括号之先

（ａ，ｂ） 开区间；ａ，ｂ的最大公 Ｌ．Ｃ．Ｍ 最小公倍数，最低公倍

　 约数 　 式

［ａ，ｂ］ 闭区间；ａ，ｂ的最小公 Ｈ．Ｃ．Ｆ 最大公因数，最高公因

　 倍数 　 式

（１１０１）２ 二进制数 ｜ａ｜ 绝对值

（１２４１）８ 八进制数 　
｜ａ｜＝

ａ，当ａ≥０时；

－ａ，当ａ＜０
｛

时（１２５７９）１０ 十进制数 　

（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ｒ ｒ进制数  推出，蕴含

 总和，
ｎ

ｉ＝１
ａｉ 表示ａ１＋ → 推出，对应，映射

　 ａ２＋…＋ａｎ  一一对应，一一映射

 连乘，
ｎ

ｉ＝１
ａｉ 表示 Ｒｔ△ 直角三角形

　 ａ１·ａ２·ａ３·…·ａｎ ⌒ 弧，如︵ＡＢ表示ＡＢ 弧

π 圆周率， ∞ 无穷大

　 π＝３．１４１５９２６５３５… ＋∞ 正无穷大

ｎ！

　

ｎ阶乘，如

５！＝５×４×３×２×１
－∞ 负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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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腊字母

希腊字母
汉语拼音

读　　法

汉字注音

读　　法
希腊字母

汉语拼音

读　　法

汉字注音

读　　法

Αα ａｌｆａ 阿尔法 Ｎν ｎｉｕ 纽

Ββ ｂｉｔａ 贝塔 Ξξ ｋｓａｉ 克西

Γγ ｇａｍａ 伽马 Ｏο ｏｍｉｋｒｏｎ 奥密克戎

Δδ ｄêíｔａ 德耳塔 Ππ ｐａｉ 派

Εε êｐｓｉｌｏｎ 艾普西龙 Ρρ ｒｏｕ 若

Ζζ ｚｉｔａ 截塔 Σσ（ｓ） ｓｉｇｍａ 西格马

Ηη ｙｉｔａ 艾塔 Ττ ｔａｏ 套

Θθ（） ｓｉｔａ 西塔 Υυ ｙｕｐｓｉｌｏｎ 宇普西龙

Ιι ｙｏｔａ 约塔 Φφ ｆａｉ 斐

Κκ ｋａｐａ 卡帕 Χχ ｈａｉ 喜

Λλ ｌａｍｄａ 兰布达 Ψψ ｐｓａｉ 普西

Μμ ｍｉｕ 米尤 Ωω ｏｍｉｇａ 欧米伽

　　注：表中汉语拼音读法和汉字注音读法仅供参考．

四、数据资料

　　１．太阳

１天文单位　　　　　１．４９６０×１０８ 千米

１光年 ９．４６０５×１０１２千米＝６．３２４×１０４ 天文单位

太阳直径 １３９２０００千米

太阳表面积 ６．０８７×１０１２千米２

太阳体积 １．４１２×１０１８千米３

太阳质量 １．９８９×１０３３克

日地平均距离 １天文单位＝１．４９６０×１０８ 千米

太阳平均密度 １．４１克／厘米３

　　２．地球

赤道半径 ６３７８．１６４千米

极半径 ６３５６．７７９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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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１　 　 　

赤道周长 ４００７５．６９６千米

地球表面积 ５．１１×１０８ 千米２

陆地面积 １．４９×１０８ 千米２（地球表面积的２９．１％）
海洋面积 ３．６２×１０８ 千米２（地球表面积的７０．９％）
地球体积 １．０８３×１０１２千米３

地球质量 ５．９７７×１０２７克

地球平均密度 ５．５２克／厘米３

地球绕太阳转速 每秒转２９千米

亚洲面积 约４３４７万千米２

非洲面积 约３０００万千米２

欧洲面积 约１０１６万千米２

北美洲面积 约２１００万千米２

拉丁美洲面积 约２１００万千米２

大洋洲陆地面积 约８９７万千米２

南极洲面积 约１４００万千米２

太平洋面积 １７９６７．９万 千 米２，平 均 深 度４０２８米，最 深 处

达１１０２２米

大西洋面 积 ９３３６万 千 米２，平 均 深 度３６２７米，最 深 处 达

９２１９米

印度洋面 积 ７４９１万 千 米２，平 均 深 度３８９７米，最 深 处 达

７４５０米

北冰洋面 积 １３１０万 千 米２，平 均 深 度１３１０米，最 深 处 达

５４４９米

珠穆朗玛峰高度 海拔８８４８米，是世界最高峰

　　３．月球

月球直径 ３４７６．４千米

月球体积 ２．２００×１０１０千米３

月球质量 ７．３５０×１０２５克

月地平均距离 ３８４４０１千米

月亮绕地球转速 ８千米／秒

月球平均密度 ３．３４１克／厘米３

　　４．伟大的祖国

我国面积 约９６０万千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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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距离 约５０００千米

南北距离 约５５００千米

陆地边界线长 约２００００千米，有１２个国家同我国相邻

大陆海岸线长 约１８０００千米

岛屿海岸线长 约１２０００千米

第一大岛台湾岛面积 ３５７５９千米２

第二大岛海南岛面积 ３２２００千米２

第三大岛崇明岛 东西长７６千米，南北宽１３～１８千米

长江长 ６３００千米，仅 次 于 南 美 洲 的 亚 马 孙 河（全 长

６４８０千米），非洲的尼罗 河（全 长６４５０千 米），
为世界第三大河

黄河长 ５４６４千米，是我国第二大河

大运河全长 １７９４千米，是世界最长的运河（北起北 京，南

到杭州，又称京杭大运河）
长城 总 长 约６７００千 米，是 世 界 历 史 上 伟 大 工 程 之 一

（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

　　５．交通里程

长江各区段的航程（以千米为单位）：

　上海到南京　　　３９２；　　　　南京到武汉　　　７３３；

　武汉到重庆 １３７０； 重庆到宜宾 ３７１．
海上航程（以千米为单位）：

　上海到青岛 ７４０； 上海到广州 １６９０；

　上海到大连 １０４０； 上海到天津 １３９０；

　福州到上海 ８７０； 天津到大连 ５２０；

　烟台到上海 ９６０； 青岛到大连 ５００．
铁路里程（以千米为单位）：

　北京到广州 ２３１３； 上海到北京 １４６２；

　北京到哈尔滨 １３８８； 上海到南京 ３０５；

　北京到杭州 １６５１； 上海到杭州 １８９；

　天津到上海 １３２５； 上海到沈阳 ２０２９；

　北京到昆明 ３１７９； 上海到乌鲁木齐 ４０７９．
空中航线

　北京到上海 １１７４千米 北京到杭州 １１８９千米

　北京到广州 １９６６千米 杭州到广州 １０７７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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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速度

第一宇宙速度　　７．９千 米／秒（作 为 人 造 地 球 卫 星 所 必 须 具 有 的

最小的速度．第一 宇 宙 速 度 亦 称 环 绕 速 度，即 环

绕地球运行的速度）
第二宇宙速度　　１１．２千米／秒（亦称脱离速度，即脱离地球，环绕

太阳运行）
第三宇宙速度　　１６．７千米／秒（脱离太阳系，飞向恒星际空间）
光速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３×１０５ 千米／秒，光在水中

的速度约是在空气中的３
４

声速（在０°Ｃ时，声波１秒传播的距离）：

　　　　　　　　　　在空气中约　３３２米

在水中约　　１４５０米

在铁中约　　４９００米

在玻璃中约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米

（在空气中，温度每升高１°Ｃ，声 速 每 秒 约 增

加０．６米）
单级火箭速度 ４．５千米／秒

普通炮弹速度 １０００米／秒

一般喷气式飞机速度 １８００千米／时

火车 ６０～１５０千米／时

卡车 ４０千米／时

自行车 １５千米／时

步行 ４～５千米／时

各种动物的最高时速（以千米／时为单位）：

　非洲象　　　　　３８．６２　　　蓝鲸　　　　　　３６．６９

　长颈鹿 ５１．４９ 狮子 ６０

　羚羊 ９０ 鬣狗 ６５

　兔子 ５６ 猎豹 ９６

　狐狸 ４５ 马（有人骑着） ６９
　海豚 ５９ 刺尾雨燕 １７０

　天鹅 ８８ 旗鱼 １０９

　蝴蝶 ３２ 黄蜂 １９．３

　企鹅（水中） １３．６ 蜘蛛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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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牛 ０．４ 乌鸦 ５０
　蜜蜂 ２４．１ 蜻蜓 ３６

　　７．密度

物质的质量和其体积的比值，单位：克／厘米３．
钢铁　　　　　７．８５　　　　　　铝　　　　２．７０
铜 ８．８９ 铅 １１．４
金 １９．３ 银 １０．５
汞 １３．６ 玻璃 ２．４～２．８
橡皮 １．１９ 纸 ０．７～１．１５
金刚石 ３．０１～３．５２ 花岗岩 ２．６４～２．７６
水（４°Ｃ） １．００ 海水 １．０２５
冰 ０．９１７ 牛奶 １．０２８～１．０３５
乙醇 ０．７９１ 汽油 ０．６６～０．６９
空气（干燥） ０．００１２９３ 氢气 ０．００００９

　　８．木料容重

树种　　容重（千克／米３，含水１５％）
红松　　　　　４４０
白松 ３８４
杉木 ３７６
椴木 ４２１
杨木 ４３０
柳木 ４５０
水曲柳 ６８６
柞木 ５７６
樟木 ５２９
楠木 ６１０
核桃木 ５６０
柏木 ５８８
槐木 ７０２
麻栎 ９５６

　　９．粮食油料重量估算值

粳稻　　５４６（千克／米３）　　　　豌豆　　７５８（千克／米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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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７３６ 大米 ８０１
大麦 ５６６ 小米 ７５０
玉米 ７４７ 高粱米 ７２６
高粱 ７０３ 黄豆 ７２２
谷子 ６３４ 芝麻 ５８８
绿豆 ７８５ 花生 ２４５

　　１０．主要农作物种子重量

　　　　　　每５００克粒数　　　　千粒重（克）
水稻　　　　１８５００～２００００　　　　２７～３０
小麦 １２５００～１８０００ ２６～４０
谷子 １５５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０ ３．０～３．２
玉米 １２５０～１７５０ ３００～４００
高梁 １８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２３～２８
大豆 ２５００～３８００ １３０～２００
棉花 ４５０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１１０
花生 ５５０～８３０ ６００～９００
芝麻 ２．４

　　１１．稻、麦、谷出米（粉）率（％）

籼稻　　７０～７８
粳稻　　６９～８３
谷子　　６５～８５
小麦　　８５～９０

　　１２．油料种子含油、出油率（％）

　　　　　含油率　　　　　出油率

油菜籽　　　４８　　　　　　３２～４７．５
大豆 １６～２２ ８～１５
芝麻 ５３ ４２～５０
向日葵 ２５ ８～２０
蓖麻 ５５ ４２～５０
花生 ４０～５０ ３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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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肥料

氮肥（含氮％）

　碳酸氢铵　　１７．０　　　　　硝酸铵钙　　２０．０
　硫酸铵 ２０．８ 硝酸钙 １３．０
　硝酸铵 ３４．０ 尿素 ４６．０

　氯化铵 ２５．０ 氨水 １７．０
　硝酸钠 １５．０
磷肥（含氮、磷％）

　过磷酸钙 　 含磷 ２０．０
　磷酸一铵 含氮１１．０ 含磷 ４８．０
　磷酸二铵 含氮１６．０ 含磷 ２０．０
　钙镁磷肥 　 含磷 １６～１８

　磷矿粉 　 含磷 １９．４
钾肥（含氮、钾％）

　硝酸钾 含氮１３．５ 含钾 ４５．０

　硫酸钾 　 含钾 ４８．０
　氯化钾 　 含钾 ５０～６０
　窑灰钾肥 　 含钾 １０～２０
粪尿肥（鲜）氮、磷、钾含量（％）

　　　　　　　　 氮　　　　　磷　　　　　钾

　人粪　　　　　１．００　　　　０．３０　　　　０．４０
　人尿 ０．５０ ０．０５ ０．２０

　人粪尿 ０．６０ ０．１０ ０．３０
　猪粪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５０
　猪尿 ０．６４ ０．１６ ０．８０

　马粪 ０．５６ ０．３０ ０．３３
　牛粪 ０．５９ ０．２８ ０．１４
　羊粪 ０．６２ ０．３０ ０．２０
　鸡粪 １．６３ １．５４ ０．８５

　鸭粪 １．００ １．４０ ０．６２
饼肥氮、磷、钾含量（％）

　　　　　　　　 氮　　　　　磷　　　　　钾

　大豆饼 ７．００ １．３２ ２．１３
　棉籽饼 ３．４１ １．６３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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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饼 ６．３２ １．１７ １．３４
　芝麻饼 ５．８０ ３．００ １．３０
　蓖麻饼 ５．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０

　　１４．１千瓦·时电的用处

电炉炼钢１．６１千克

生产化肥０．７２千克

采掘原煤１０５千克

电车行驶０．８５千米

机织棉布１１米

　　１５．体育常识

足球　　　球场长９０～１２０米，宽４５～９０米

球周长６８～７１厘米

球重量（连胆）３９６～４５３克

篮球 球场长２６米，宽１４米

球周长７５～８０厘米

球重量（连胆）６００～６５０克

排球 球场长１８米，宽９米

球周长６５～６７厘米

球重量（连胆）２５０～２８０克

乒乓球 球周长１１．４３～１２．０６厘米

球重量２．４０～２．５３克

铅球 男用：直径１１０～１３０毫米

　　　重量７．２５７千克

女用：直径９５～１１０毫米

　　　重量４千克

少年用：直径１００～１１５毫米

　　　　重量４或５千克

手榴弹 男用：重量７００克，全长２３．６厘米

女用：重量５００克，全长２３．６厘米

　　１６．各类动物的最长寿命记录（单位：年）

大象　　７０　　乌龟　　１１６　　　蓝鲸　　９０
白鹦 ７３ 马 ６２ 河马 ５２



算

术

辞

典

　　　　　　

　　　 １１２８　

猩猩 ５７ 骆驼 ２７ 犀牛 ４７
山羊 １８ 狗 ２９ 猫 ３４
鸽子 ３５ 绵羊 ２０ 家鼠 ６
蝙蝠 ２４ 家蝇 ７２（天） 虎 ５０

五、汉英名词对照表

　　数学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算术（基本）四则运算 ｆｏｕｒ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算术，四则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数（字） ｎｕｍｂｅｒ
自然数 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零 ｎｏｕｇｈｔ；ｚｅｒｏ
整数 ｉｎｔｅｇｅｒ；ｗｈｏ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数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ｕｍｂｅｒ
基数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ｍｐ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序数 ｏｒｄｉｎ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数字 ｄｉｇｉｔ
数码 ｎｕｍｅｒａｌｓ
阿拉伯数码 Ａｒａｂｉａｎｃｙｐｈｅｒ；Ａｒａｂｉｃｎｕｍｅｒａｌｓ
罗马数字 Ｒｏｍａｎｎｕｍｅｒａｌｓ
算术数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ｎｕｍｂｅｒｓ
个位 ｕｎｉｔ’ｓｐｌａｃｅ
十位 ｔｅｎ’ｓｐｌａｃｅ
百位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ｐｌａｃｅ
千位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ｐｌａｃｅ
记数法 ｎｕｍｂｅｒｓｃａ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数值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计数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分数，分式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分母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ｏｒ
分子 ｎｕｍｅｒａｔｏｒ
分数单位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ｔ
真分数 ｐｒｏｐ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假分数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带分数 ｍｉｘｅ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ｉｘｅｄｎｕ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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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通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ｍｏｎ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ｏｒ；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ａｃｏｍｍｏｎｄｅｎｏｍ
ｉｎａｔｏｒ

公分母 ｃｏｍｍｏｎ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ｏｒ
最小公分母 ｌｅａ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ｏｒ
普通分数 ｖｕｌｇａｒ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繁分数 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百分数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百分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
小数 ｄｅｃｉｍａ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ｍａｌ（ｓ）
小数点 ｄｅｃｉｍ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ｉｇｎｏｆｄｅｃｉｍａｌｓ
小数位 ｄｅｃｉｍａｌｐｌａｃｅ
小数部分 ｄｅｃｉｍａｌｐａｒｔ
整数部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ｐａｒｔ
十分位数 ｄｅｃｉｌｅ
带小数，混小数 ｍｉｘｅｄｄｅｃｉｍａｌ
有（限）小数 ｆｉｎｉｔｅｄｅｃｉｍａｌ
无限小数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ｄｅｃｉｍａｌ
十进小数 ｄｅｃｉｍａ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循环小数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ｄｅｃｉｍ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ｆｒａｃ

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ｉｎｇｄｅｃｉｍａｌ
循环节 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ｄｅｃｉｍａｌ
纯循环小数 ｐｕｒ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ｄｅｃｉｍａｌ
混循环小数 ｍｉｘｅ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ｄｅｃｉｍａｌ
运算，演算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计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心算 ｍａｎｔａ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笔算 ｍａｎｕ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四则 ｆｏｕｒ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ｕｌｅｓ
四则运算 ｆｏｕｒ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ｕｒ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式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符号 ｓｉｇｎ
等号 ｓｉｇｎｏ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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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不等式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括号；方括号 ｂｒａｃｋｅｔ
大括号 ｂｒａｃｅ
方括号（或中括号） ｓｑｕａｒｅｂｒａｃｋｅｔ
圆括弧，圆括号（或小括号） ｒｏｕｎｄｂｒａｃｋｅｔ
括线 ｖｉｎｃｕｌｕｍ
大于 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
小于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
等于 ｅｑｕａｌ
不等号 ｓｉｇｎｏｆ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定律；规律 ｌａｗ
定义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定理 ｔｈｅｏｒｅｍ
公理 ａｘｉｏｍ
法则 ｒｕｌｅ
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
计数器 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ｏｒ
计算尺 ｓｌｉｄｅｒｕｌｅ
计算器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
计算机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电子计算机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台式计算机 ｄｅｓｋ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ｅｓｋ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算盘 ａｂａｃｕｓ
加法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被加数 ａｕｇｅｎｄ；ｓｕｍｍａｎｄ
加数 ａｄｄｅｎｄ
加号 ｐｌｕｓｓｉｇｎ
和 ｓｕｍ
进位 ｃａｒｒｙ
连加号 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
加法交换律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加法结合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减法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被减数 ｍｉｎｕ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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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数 ｓｕｂｔｒａｈｅｎｄ
减号 ｍｉｎｕｓｓｉｇｎ
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乘法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被乘数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ｎｄ
乘数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因数，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乘号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ｇｎ；ｓｉｇ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积（乘积） ｐｒｏｄｕｃｔ
乘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乘法表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
连乘积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
连乘法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乘法交换律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乘法结合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阶乘 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
除法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被除数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除数 ｄｉｖｉｓｏｒ
除号 ｓｉｇｎｏｆ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商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除（尽） ｄｉｖｉｄｅ
除以 （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ｂｙ
余数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ｒｅｍａｉｎｄｅｒ
带余除法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短除法 ｓｈｏｒ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倒数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乘方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
平方，方（形）的 ｓｑｕａｒｅ
立方 ｔｈｉｒｄｐｏｗｅｒ
开方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开平方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ｒｏｏｔ
开立方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ｂｉｃｒｏｏｔ
被开方数 ｒａｄｉｃａｎｄ
平方数 ｓｑｕａｒ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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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根 ｓｑｕａｒｅｒｏｏｔ
立方根 ｃｕｂｅｒｏｏｔ
完全数 ｐｅｒｆｅｃｔｎｕｍｂｅｒ
指数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ｎｕｍｂｅｒ
底数 ｂａｓｅｎｕｍｂｅｒ
幂 ｐｏｗｅｒ
近似数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ｎｕｍｂｅｒ
似近值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ｖａｌｕｅ
误差 ｅｒｒｏｒ
有效数字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ｇｉｔｓ（ｆｉｇｕｒｅ）
整除 ｅｘａｃｔｌｙ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
奇数 ｏｄｄｎｕｍｂｅｒ
偶数 ｅｖｅｎｎｕｍｂｅｒ
倍数，多重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质数，素数 ｐｒｉｍｅｎｕｍｂｅｒ
合数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ｎｕｍｂｅｒ
质因数，素因数 ｐｒｉｍｅｆａｃｔｏｒ（ｄｉｖｉｓｏｒ）
互质，互素 ｃｏｐｒｉｍｅ；ｐｒｉｍｅ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互质数 ｃｏｐｒｉｍ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公约数（数） ｃｏｍｍｏｎｄｉｖｉｓｏｒ
公因子，公因数 ｃｏｍｍ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公倍数 ｃｏｍｍ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最大公因（约）素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ｄｉｖｉｓｏｒ（ｆａｃｔｏｒ）
最小公倍数 ｌｏｗｅ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比，比率，比值 ｒａｔｉｏ
比号 ｓｉｇｎｏｆｒａｔｉｏ
项 ｔｅｒｍ
正比 ｄｉｒｅｃｔｒａｔｉｏ
反比 ｉｎｖｅｒｓｅｒａｔｉｏ；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ｂ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ｒａｔｉｏ
连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ｒａｔｉｏ
单比例 ｓｉｍｐｌ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复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ｒａｔｉｏ
比例尺 ｓｃａｌ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ｐ）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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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项 ｔｅｒｍｓｏｆｒａｔｉｏ
第四比例项 ｆｏｕｒｔｈ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比例中项 ｍｅａｎ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比例量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正比例 ｄｉｒｅｃ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成正比例的量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反比例 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成反比例的量 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ｙ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复比例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单位 ｕｎｉｔ；ｕｎｉｔｙ
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名数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ｎｕｍｂｅｒ；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ｎｕｍｂｅｒ
不名数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ｕｍｂｅｒ
名数单位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ｕｎｉｔ
单名数 ｓｉｍｐｌｅ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
复名数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ｎｕｍｂｅｒ
同名数 ｌｉｋ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异名数 ｕｎｌｉｋ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货币 ｃｏ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ｍｏｎｅｙ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时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ｉｍｅｓ
子午线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
阳历 ｓｏｌａｒ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阴历 ｌｕｎａｒ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闰年 ｂｉｓｓｅｘｔｉｌｅ；ｌｅａｐｙｅａｒ
闰月 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ｒｙｍｏａｔｈ
闰日 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ｒｙｄａｙ
年 ｙｅａｒ
月 ｍｏｎｔｈ
日 ｄａｙ
时，小时 ｈｏｕｒ
分 ｍｉｎｕｔｅ
秒 ｓｅｃｏｎｄ
公元 ＡｎｎｏＤｏｍｉｎｉ



算

术

辞

典

　　　　　　

　　　 １１３４　

世纪 ｃｅｎｔｕｒｙ
年代 ｄｅｃａｄｅ
星期 ｗｅｅｋ
季度 ｑｕａｒｔｅｒ
上午（拉） ａｎｔｅｍｅｒｉｄｉｅｍ
下午（拉） ｐｏｓｔｍｅｒｉｄｉｅｍ
光年 ｌｉｇｈｔｙｅａｒ
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千米，公里 ｋｉｌｏｍｅｔｒｅ
米 ｍｅｔｒｅ
厘米 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ｒｅ
毫米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ｒｅ
微米 ｍｉｃｒｏｎ
海里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ｍｉｌｅ
英里 ｍｉｌｅ
英尺 ｆｏｏｔ
英寸 ｉｎｃｈ
码 ｙａｒｄ
重量 ｗｅｉｇｈｔ
千克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
克 ｇｒａｍ（ｍｅ）
毫克 ｍｉｌｌｉｇｒａｍ
磅 ｐｏｕｎｄ
盎司 ｏｕｎｃｅ
比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
容积 ｃｏｎｔｅｎｔ
升 ｌｉｔｒｅ
面积 ａｒｅａ
面积单位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ｕｎｉｔ
平方米 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ｒｅ
体积 ｖｏｌｕｍｅ
立方米 ｃｕｂｉｃｍｅｔｒｅ
角度 ａｎｇｕｌａ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度 ｄｅｇｒｅｅ
直线 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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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 ｈａｌｆｌｉｎｅ；ｒａｙ
线段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
垂线，垂直 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垂线 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ｌｉｎｅ
垂足 ｐｅｄａｌ
铅垂线，垂直线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ｉｎｅ
曲线 ｃｕｒｖｅ；ｃｕｒｖｅｄｌｉｎｅ
折线 ｂｒｏｋｅｎｌｉｎｅ
斜线 ｏｂｌｉｑｕｅｌｉｎｅ
平行线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ｉｎｅｓ
角 ａｎｇｌｅ
顶点 ｖｅｒｔｅｘ
边 ｓｉｄｅ
平角 ｆｌａｔ（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ａｎｇｌｅ
周角 ｐｅｒｉｇｏｎ；ｒｏｕｎｄａｎｇｌｅ
直角 ｒｉｇｈｔａｎｇｌｅ
钝角 ｏｂｔｕｓｅａｎｇｌｅ
锐角 ａｃｕｔｅａｎｇｌｅ
优角 ｍａｊｏｒ（ｒｅｆｌｅｘ；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ａｎｇｌｅ
劣角 ｍｉｎｏｒａｎｇｌｅ
余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补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ｇｌｅ
内角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ａｎｇｌｅ
外角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ａｎｇｌｅ
邻角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ａｎｇｌｅ
对顶角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ｇｌｅ
矩形 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长方形 ｏｂｌｏｎｇ；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
正方形 ｓｑｕａｒｅ
三角形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直角三角形 ｒｉｇｈｔａｎｇｌ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锐角三角形 ａｃｕｔ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钝角三角形 ｏｂｔｕｓ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等腰三角形 ｉｓｏｓｃｅｌｅｓ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等边三角形 ｅｑｕ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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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三角形 ｅｑｕ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斜三角形 ｏｂｌｉｑｕｅ（ｓｃａｌｅｎｃ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斜边，弦 ｈｙｐｏｔｅｎｕｓｅ
底角 ｂａｓｅａｎｇｌｅ
顶角 ｖｅｒｔｅｘａｎｇｌｅ
对角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ｇｌｅ
对边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ｉｄｅ
对角线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三角形面积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ａｒｅａ
四边形 ｑｕａｄ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ｅｔｒａｇｏｎ
平行四边形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ｏｇｒａｍ
菱形 ｌｏｚｅｎｇｅ；ｒｈｏｍｂ（ｕｓ）
梯形 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
等腰梯形 ｉｓｏｓｃｅｌｅｓ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
多边形 ｐｏｌｙｇｏｎ
正多边形 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ｏｌｙｇｏｎ
圆 ｃｉｒｃｌｅ
半圆 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ｌｅ
圆心 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ａｃｉｒｃｌｅ
半径 ｒａｄｉｕｓ
直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圆周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弧 ａｒｃ
弦 ｃｈｏｒｄ
圆心角 ｃｅｎｔｒａｌ
圆周率 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ａｃｉｒｃｌｅｔｏ

ｉｔ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圆环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ｒｉｎｇ
同心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ｓ
扇形 ｓｅｃｔｏｒ
弓形 ａｒｃｈ；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ｉｒｃｌｅ
弓形高 ｓａｇｉｔｔａ
平面 ｐｌａｎｅ
截面 ｓｅｃｔｉｏｎ
平面图形 ｐｌａｎｅｆｉｇ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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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积 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ａｒｅａ
全面积 ｔｏｔａｌａｒｅａ
侧面积 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ｒｅａ
立方体 ｃｕｂｅ
长方体 ｃｕｂｏｉｄ
圆柱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棱柱，角柱 ｐｒｉｓｍ
圆锥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ｃｏｎｅ
棱锥（角锥） ｐｙｒａｍｉｄ
圆台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ｃｏｎｅ
棱台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ｐｙｒａｍｉｄ
球 ｂａｌｌ
球体 ｓｐｈｅｒｏｉｄ
球面 ｓｐｈｅｒｅ；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拟柱体 ｑｕａｓｉ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测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水平面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ｌａｎｅ
水平线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ｉｎｅ
十进位制 ｄｅｃｉｍａｌｓｃａ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十进（制）记数法 ｄｅｃｉｍａｌ（ｄｅｎａｒｙ）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二进位制 ｂｉｎ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八进位制 ｏｃｔｏｎａｒｙｎｕｍｂ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十六进制 ｓｅｘａｄｅｃｉ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六十进制 ｓｅｘａｇｅｓｉ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集（合）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ｅｔ
元素 ｅｌｅｍｅｎｔ
子集（合） ｓｕｂｓｅｔ
空集 ｅｍｐｔｙ（ｎｕｌｌ）ｓｅｔ
等价集（合）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ｅｔｓ
并集 ｓｕｍ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ｕｎｉｏｎ
交（集） ｃａｐ；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差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ｔ
补集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ｔ
余集，补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ｔ
数据 ｄａｔａ



算

术

辞

典

　　　　　　

　　　 １１３８　

数据处理 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统计（学）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函数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常量（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利息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利率 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汇兑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保险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本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利润 ｐｒｏｆｉｔ
汇率 ｒａｔｅ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折扣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ｅｂａｔｅ
单利 ｓｉｍ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复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成本 ｃｏｓｔ
盈余 ｇａｉｎ；ｐｒｏｆｉｔ
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温度计 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ｅｒ
冰点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沸点 ｂｏｉ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速度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时间 ｔｉｍｅ
单价 ｕｎｉｔｐｒｉｃｅ
算术平均数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ｎ
加权平均数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ｅａｎｓ
物价指数 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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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条 目 索 引

一　画

一次约分法 １４……………………
一一对应关系 １３３…………………

二　画

二次方 ４５…………………………
二进数 ８……………………………
二进位制 ７…………………………
二十四时记时法 ９０………………
十位 ９………………………………
十分位 １８…………………………
十进数 ７……………………………
十进分数 １５………………………
十进位制记数法 ７…………………
七巧板 １３９…………………………
人民币 ８５…………………………
八进数 ８……………………………
八进位制 ８…………………………
几何体 ９７…………………………
几何图形 ９６………………………
九九表 ３５…………………………

ｎ次方根 ４６………………………
三　画

三边形 １０６…………………………
三角形 １０６…………………………
三角板 １３６…………………………
三级运算 ２４………………………
三角形数 １３９………………………

三段论法 １３５………………………
三角形的内心 １０９…………………
三角形的中线 １０９…………………
三角形的分类 １０８…………………
三角形的元素 １０６…………………
三角形的垂心 １０９…………………
三角形的重心 １０９…………………
三角形的内角和 １０９………………
三角形的中位线 １０９………………
三角形的底和高 １０８………………
三角形的稳定性 １０６………………
三角形的角平分线 １０９……………
三角形的面积计算 １１０……………
三角形边与边的关系 １０６…………
工程问题 ６１………………………
土方 ９６……………………………
下旬 ９０……………………………
寸 ９１………………………………
大于 ２６……………………………
大于号 ２６…………………………
大括号 ２７…………………………
大于号的性质 ２６…………………
丈 ９１………………………………
万级 １０……………………………
万位 ９………………………………
万分位 １９…………………………
上旬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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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２６……………………………
小时 ８８……………………………
小数 １８……………………………
小于号 ２６…………………………
小括号 ２７…………………………
小数位 １８…………………………
小数点 １８…………………………
小数的写法 １９……………………
小数的性质 １９……………………
小数的读法 １９……………………
小数化百分数 ２３…………………
小数开平方法则 ４７………………
小数的大小比较 １９………………
小数加法运算法则 ３０……………
小数除法运算法则 ４０……………
小数乘法运算法则 ３６……………
小数减法运算法则 ３３……………
小数点位置移动的规律 １９………
口诀 ３６……………………………
口算 ２３……………………………
千米 ９０……………………………
千克 ９２……………………………
千位 ９………………………………
千分尺 １３８…………………………
千分号 １７…………………………
千分位 １９…………………………
千分数 １７…………………………
亿级 １０……………………………
亿位 ９………………………………
个级 １０……………………………
个体 １２６……………………………
个位 ８………………………………
弓形 １１８……………………………
弓形的高 １１８………………………
弓形的面积计算 １１８………………

已知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百分

　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 ６０……
子集 １３１……………………………
子午线 ８７…………………………
马克 ８５……………………………

四　画

开方 ４５……………………………
开平方 ４６…………………………
开立方 ４６…………………………
开ｎ次方 ４６………………………
天平 １３９……………………………
元月 ９０……………………………
元素 １３１……………………………
无限小数 ２０………………………
无限集合 １３１………………………
无限数列 ４…………………………
无效数字 ４９………………………
无限循环小数 ２１…………………
无限不循环小数 ２１………………
不名数 ８４…………………………
不等于 ２６…………………………
不等号 ２６…………………………
不等式 ２７…………………………
不大于号 ２６………………………
不小于号 ２６………………………
不完全商 ３９………………………
不足近似值 ４８……………………
不足近似商 ４８……………………
不规则图形 １１５……………………
不等边三角形 １０６…………………
不规则图形的面积计算 １１５………
历法 ８７……………………………
比 ７１………………………………
比号 ７２……………………………
比例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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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 ７２……………………………
比率 ７２……………………………
比例尺 ７３…………………………
比例数 ７５…………………………
比的化简 ７２………………………
比的后项 ７２………………………
比的前项 ７２………………………
比例中项 ７５………………………
比例系数 ７９………………………
比例的项 ７５………………………
比例定理 ７６………………………
比例的内项 ７５……………………
比例的外项 ７５……………………
比例的除法 ８０……………………
比例的乘法 ７９……………………
比的基本性质 ７２…………………
比例尺的应用 ７３…………………
比例分配问题 ７５…………………
比例的基本性质 ７５………………
比例的加法和减法 ７９……………
比与除法、分数的关系 ７２…………
互化 ８４……………………………
互余 １０３……………………………
互补 １０３……………………………
互质 ７１……………………………
互素 ７１……………………………
互质数 ７１…………………………
互为倒数 ４０………………………
日 ８８………………………………
日元 ８５……………………………
日历 ９０……………………………
中旬 ９０……………………………
中位数 １２７…………………………
中括号 １２７…………………………
中国数字 ５…………………………

中心对称图形 １１８…………………
水速 ５８……………………………
水平面 １２６…………………………
水平线 １２６…………………………
升 ９３………………………………
长度 ９０……………………………
长方形 １１２…………………………
长方体 １１９…………………………
长度单位 ９０………………………
长方体的三度 １２０…………………
长方体的体积计算 １２０……………
长方体的表面积计算 １２０…………
化法 ８４……………………………
斤 ９２………………………………
反比 ７３……………………………
反驳 １３６……………………………
反证法 １３６…………………………
反比定理 ７８………………………
反比例关系 ７９……………………
反归一问题 ５６……………………
反比例应用题 ８０…………………
分 ８８………………………………
分子 １１……………………………
分母 １１……………………………
分米 ９１……………………………
分数 １１……………………………
分节号 １０…………………………
分析法 ５１…………………………
分割法 １１５…………………………
分数线 １１…………………………
分数值 １１…………………………
分比定理 ７８………………………
分步列式 ５２………………………
分桃问题 ５９………………………
分数问题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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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单位 １１………………………
分数化小数 ２１……………………
分数的分类 １２……………………
分数的不等 １３……………………
分数的写法 １１……………………
分数的相等 １３……………………
分数的读法 １１……………………
分解质因数 ６７……………………
分解质因数的方法 ６７……………
分数化百分数 １７…………………
分数大小的比较 １５………………
分数的基本性质 １３………………
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１１……………
分数分母的补因数 １５……………
分数加法运算法则 ３０……………
分数除法运算法则 ４０……………
分数乘法运算法则 ３６……………
分数减法运算法则 ３３……………
分数值的扩大或缩小 １４…………
分数化成有限小数的条件 ２２……
分数化成循环小数的条件 ２２……
分数化成纯循环小数的条件 ２２…
分数化成混循环小数的条件 ２２…
公元 ８９……………………………
公历 ８９……………………………
公斤 ９２……………………………
公分 ９１……………………………
公方 ９６……………………………
公式 ２８……………………………
公里 ９０……………………………
公吨 ９２……………………………
公亩 ９４……………………………
公顷 ９４……………………………
公厘 ９１……………………………
公理 ２７……………………………

公分母 １５…………………………
公因数 ６８…………………………
公约数 ６７…………………………
公倍数 ６８…………………………
月 ８８………………………………
勾股定理 １１０………………………
六十进位制 ８………………………
文字题 ２５…………………………
方 ９６………………………………
方位角 １２６…………………………
方阵问题 ５９………………………
方格法 １１５…………………………
斗 ９３………………………………
计量 ８１……………………………
计数 ５………………………………
计算 ２３……………………………
计数器 ２８…………………………
计算尺 ２８…………………………
计算表 ２８…………………………
计量单位 ５…………………………
计量器具 ８２………………………
计数公理 ５…………………………
计数原则 ５…………………………
计数单位 ８１………………………
心算 ２３……………………………
尺 ９１………………………………
引 ９１………………………………
双数 ６６……………………………
幻方 １４０……………………………

五　画

正比 ７２……………………………
正月 ９０……………………………
正方形 １１２…………………………
正棱台 １２４…………………………
正棱锥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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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三角形 １０７………………………
正方形数 １３９………………………
正多边形 １０５………………………
正比例关系 ７９……………………
正归一问题 ５６……………………
正方形的周长 １１２…………………
正比例应用题 ８０…………………
正棱台的斜高 １２４…………………
正棱锥的斜高 １２２…………………
正方形的面积计算 １１２……………
去尾法 ４８…………………………
世纪 ８９……………………………
世界时 ８７…………………………
节气 ８７……………………………
本金 ６３……………………………
可约分数 １４………………………
可靠数字 ４９………………………
石 ９３………………………………
平方 ４５……………………………
平年 ８８……………………………
平角 １０２……………………………
平面 ９７……………………………
平方寸 ９４…………………………
平方丈 ９４…………………………
平方尺 ９４…………………………
平方米 ９４…………………………
平方里 ９４…………………………
平方根 ４６…………………………
平行线 １００…………………………
平均数 ５３…………………………
平方分米 ９４………………………
平方公里 ９３………………………
平方厘米 ９４………………………
平方毫米 ９４………………………
平行线法 １１５………………………

平均气温 ６２………………………
平面图形 ９６………………………
平行四边形 １１１……………………
平均数问题 ５３……………………
平行线的基本性质 １００……………
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 １１１…………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 １１１………
卡钳 １３８……………………………
北京时 ９６…………………………
凸多边形 １０５………………………
卢布 ８５……………………………
归除法 ４５…………………………
归谬法 １３６…………………………
归一问题 ５５………………………
归纳论证 １３６………………………
归纳推理 １３５………………………
目测 １２５……………………………
电子计算机 ２８……………………
电子计算器 ２８……………………
凹多边形 １０５………………………
四边形 １１１…………………………
四则运算 ２４………………………
四舍五入法 ４８……………………
四则混合运算 ２４…………………
四则运算式的读法 ２５……………
四则混合运算的顺序 ２４…………
生产总值 ６４………………………
包含除法 ３９………………………
主单位 ８２…………………………
市里 ９１……………………………
市制 ８３……………………………
立方 ４５……………………………
立方寸 ９６…………………………
立方丈 ９５…………………………
立方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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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 ９５…………………………
立方体 １２０…………………………
立方根 ４６…………………………
立方分米 ９５………………………
立方厘米 ９５………………………
立方毫米 ９５………………………
立体图形 ９６………………………
立方体的体积计算 １２０……………
立方体的表面积计算 １２０…………
半径 １１６……………………………
半圆 １１６……………………………
汇兑 ６４……………………………
必要条件 １３５………………………
记数 ６………………………………
出生率 １８…………………………
出粉率 １８…………………………
出勤率 １８…………………………
加仑 ９３……………………………
加号 ３０……………………………
加数 ３０……………………………
加权平均数 ５３……………………
加法交换律 ３１……………………
加法的验算 ３４……………………
加法结合律 ３１……………………
加法运算定律 ３０…………………
加半向左移三法 ９４………………
加法与减法的关系 ３４……………
发芽率 １８…………………………
对应 １３３……………………………
对顶角 １０３…………………………
对称轴 １１８…………………………
对称中心 １１９………………………
台秤 １３８……………………………

六　画

式子 ２５……………………………

式题 ２５……………………………
扩分 １４……………………………
地积 ９４……………………………
地积单位 ９４………………………
过剩近似值 ４８……………………
过剩近似商 ４８……………………
百位 ９………………………………
百分比 １６…………………………
百分号 １７…………………………
百分位 １９…………………………
百分制 １０４…………………………
百分法 １７…………………………
百分率 １６…………………………
百分数 １６…………………………
百分比较图 １６……………………
百分数问题 ６０……………………
百分数化小数 ２３…………………
百分数化分数 １７…………………
有限小数 ２０………………………
有限集合 １３１………………………
有限数列 ４…………………………
有效数字 ４９………………………
有余数的除法 ３９…………………
有限小数化分数 ２２………………
列式 ２５……………………………
死亡率 １８…………………………
劣角 １０３……………………………
光年 ９０……………………………
吋 ９２………………………………
曲线 ９８……………………………
曲面 ９７……………………………
同心圆 １１６…………………………
同名数 ８４…………………………
同类异名数 ８４……………………
同向运动问题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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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数 ３５……………………………
年 ８８………………………………
年代 ８９……………………………
年龄问题 ５８………………………
成本 ６４……………………………
成数 １７……………………………
成活率 １８…………………………
成数问题 ６１………………………
成反比例的量 ７９…………………
成比例的线段 １００…………………
成正比例的量 ７９…………………
传统的珠算加法练习 ３１…………
传统的珠算乘法练习 ３８…………
优角 １０２……………………………
自然数 ２……………………………
自然数列 ５…………………………
自然增长率 １８……………………
自然数的分类 ３……………………
自然数的单位 ３……………………
自然数的性质 ３……………………
自然数列的性质 ５…………………
自然数的基本顺序律 ３……………
行程问题 ５７………………………
合 ９３………………………………
合数 ６６……………………………
合格率 １８…………………………
合比定理 ７８………………………
合分比定理 ７８……………………
众数 １２６……………………………
旬 ９０………………………………
名数 ８４……………………………
名数单位 ８４………………………
多边形 １０４…………………………
多面体 １１９…………………………
多位数写数法 １０…………………

多位数读数法 ９……………………
多边形的面积计算 １０６……………
多边形的内角和外角 １０５…………
多位数加法运算法则 ３０…………
多位数除法运算法则 ４０…………
多位数乘法运算法则 ３６…………
多位数减法运算法则 ３２…………
冰点 ６２……………………………
交集 １３２……………………………
充分条件 １３５………………………
充要条件 １３５………………………
并集 １３１……………………………
关系符号 ２５………………………
米 ９０………………………………
米制 ８２……………………………
论证 １３６……………………………
农历 ８７……………………………
异名数 ８４…………………………
导出单位 ８２………………………
阳历 ８７……………………………
收尾法 ４８…………………………
阶乘 ３７……………………………
阴历 ８７……………………………
阴阳历 ８７…………………………
约分 １４……………………………
约率 １１７……………………………
约数 ６６……………………………
约等于 ２６…………………………
约等号 ２６…………………………
约分的方法 １４……………………

七　画

形式逻辑 １３４………………………
进率 ８３……………………………
进一法 ４８…………………………
进位制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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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位加法 ３０………………………
运算 ２３……………………………
运算法则 ２８………………………
运算符号 ２５………………………
折扣 ６４……………………………
折线 ９８……………………………
折线统计图 １２９……………………
拟柱体 １２５…………………………
拟柱体的中截面 １２５………………
拟柱体的体积计算 １２５……………
克 ９２………………………………
杆秤 １３８……………………………
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百分之

　几）是多少 ６０……………………
求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几分

　之几（或百分之几） ６０…………
更比定理 ７８………………………
两 ９２………………………………
两两互质 ７１………………………
两条线段的比 １００…………………
两点间的距离 １０１…………………
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 １００…………
还原问题 ５６………………………
连比 ７３……………………………
连除 ３９……………………………
连乘 ３６……………………………
连加法 ３０…………………………
连减法 ３２…………………………
连续数 ７１…………………………
连续奇数 ７１………………………
连续偶数 ７１………………………
连比的求法 ７３……………………
连续数问题 ５９……………………
步测 １２５……………………………
时 ８８………………………………

时区 ８５……………………………
时辰 ８５……………………………
时间 ８５……………………………
时刻 ８５……………………………
时差 ８６……………………………
时计问题 ６２………………………
时间单位 ８５………………………
时差问题 ６３………………………
里 ９１………………………………
吨 ９２………………………………
呎 ９２………………………………
利息 ６３……………………………
利率 ６３……………………………
体积 ９５……………………………
体积单位 ９５………………………
低级单位 ８４………………………
位数 ９………………………………
位值原则 ８…………………………
近似值 ４７…………………………
近似商 ４７…………………………
近似数 ４７…………………………
近似数的写法 ４９…………………
近似数的截取方法 ４８……………
近似数的精确度 ４８………………
近似数加减法法则 ５０……………
近似数乘除法法则 ５０……………
返回归一问题 ５６…………………
余角 １０３……………………………
余数 ３９……………………………
余不足问题 ５９……………………
邻角 １０３……………………………
邻补角 １０３…………………………
龟鹤问题 ５９………………………
角 １０１………………………………
角柱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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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９６……………………………
角的边 １０２…………………………
角度制 １０３…………………………
角平分线 １０３………………………
角的顶点 １０２………………………
角度单位 ９６………………………
条形统计图 １２９……………………
亩 ９４………………………………
应用题 ５０…………………………
序数 ２………………………………
弃九验算法 ４８……………………
闰日 ８８……………………………
闰月 ８８……………………………
闰年 ８８……………………………
间接论证 １３６………………………
判断 １３４……………………………
完全数 ４６…………………………
完全平方数 ４６……………………
穷举法 １３６…………………………
证明 １３６……………………………
补角 １０３……………………………
补集 １３２……………………………
阿拉伯数字 ６………………………
鸡兔问题 ５９………………………
纬度 ８６……………………………
纯小数 １９…………………………
纯循环小数 ２０……………………
纯循环小数化分数 ２３……………
纵横图 １４０…………………………

八　画

表算 ２３……………………………
表面积 １１９…………………………
担 ９２………………………………
英寸 ９２……………………………
英尺 ９２……………………………

英里 ９２……………………………
英亩 ９４……………………………
英磅 ８５……………………………
直角 １０２……………………………
直径 １１６……………………………
直线 ９８……………………………
直棱柱 １２１…………………………
直角扇形 １１８………………………
直角梯形 １１３………………………
直接论证 １３６………………………
直角三角形 １０７……………………
直进归一问题 ５６…………………
码 ９２………………………………
奇数 ６６……………………………
奇素数 ６６…………………………
顷 ９４………………………………
非约数 ６６…………………………
非倍数 ６６…………………………
国际单位制 ８３……………………
典型应用题 ５３……………………
罗盘 １３９……………………………
罗马数字 ６…………………………
图表 １２７……………………………
图距 ７４……………………………
图解法 ５２…………………………
垂足 ９９……………………………
垂线的长 １００………………………
垂直和垂线 ９９……………………
垂线的基本性质 ９９………………
物价指数 ６４………………………
和 ３０………………………………
和的变化 ３１………………………
和的性质 ３０………………………
和差问题 ５４………………………
和倍问题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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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 ８９……………………………
侧面积 １１９…………………………
货币 ８５……………………………
质数 ６６……………………………
质因数 ６７…………………………
质约数 ６７…………………………
质数的判定 ６６……………………
命题 １３４……………………………
命题的充分必要条件 １３４…………
周角 １０２……………………………
变量 １３３……………………………
底数 ４５……………………………
底面积 １１９…………………………
单比 ７３……………………………
单价 ６４……………………………
单利 ６３……………………………
单数 ６６……………………………
单比例 ７９…………………………
单名数 ８４…………………………
单式统计表 １２８……………………
单位面积产量 ６４…………………
法郎 ８５……………………………
沸点 ６２……………………………
定义 ２７……………………………
定律 ２７……………………………
定理 ２７……………………………
空集 １３１……………………………
实距 １４……………………………
试商 ３９……………………………
弧 １１６………………………………
弧度制 １０４…………………………
弧长的计算 １１７……………………
弦 １１６………………………………
弪制 １０４……………………………
函数 １３３……………………………

线 ９８………………………………
线段 ９８……………………………
线段图 ５２…………………………
线段比例尺 ７４……………………
线段的中垂线 １００…………………
线段的比例中项 １０１………………
线段的垂直平分线 １００……………
经度 ８５……………………………

九　画

封闭折线 ９９………………………
括号 ２６……………………………
括弧 ２７……………………………
括线 ２７……………………………
指数 ４５……………………………
带小数 １９…………………………
带分数 １２…………………………
带分数化成假分数 １２……………
带余除法 ３９………………………
带余除法的性质 ３９………………
标尺 １２６……………………………
标杆 １２６……………………………
标准时 ８６…………………………
标准时区 ８６………………………
相对误差 ４９………………………
相交直线 ９９………………………
相遇问题 ５７………………………
相向运动问题 ５７…………………
厘 ９４………………………………
厘米 ９１……………………………
厘克 ９２……………………………
面 ９７………………………………
面积 ９３……………………………
面积单位 ９３………………………
轴对称图形 １１８……………………
背向运动问题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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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１０１………………………………
点到直线的距离 １０１………………
竖式 ２５……………………………
星期 ８９……………………………
钝角 １０２……………………………
钝角三角形 １０８……………………
矩形 １１２……………………………
矩形的周长 １１２……………………
矩形的长和宽 １１２…………………
矩形的面积计算 １１２………………
秒 ８９………………………………
科学记数法 ８………………………
重量 ９２……………………………
复比 ７３……………………………
复利 ６４……………………………
复比例 ７９…………………………
复名数 ８４…………………………
复种指数 ６４………………………
复比例问题 ８１……………………
复归一问题 ５６……………………
复合应用题 ５２……………………
复式统计表 １２８……………………
复名数的化法 ８４…………………
复名数的聚法 ８４…………………
复合应用题的解题步骤 ５２………
保险 ６４……………………………
追及问题 ５７………………………
度 ９０………………………………
度量 ９０……………………………
度量衡 ９０…………………………
度量单位 ９０………………………
差 ３２………………………………
差集 １３２……………………………
差的变化 ３３………………………
差的性质 ３２………………………

差倍问题 ５５………………………
差额平分问题 ５４…………………
美元 ８５……………………………
逆运算 ２８…………………………
总体 １２６……………………………
测绘 １２５……………………………
测量 １２５……………………………
误差 ４９……………………………
诱导比例 ７８………………………
退位减法 ３２………………………
既约分数 １４………………………
除 ３８………………………………
除以 ３９……………………………
除号 ３９……………………………
除数 ３８……………………………
除法的验算 ４２……………………
除法运算的性质 ４０………………
盈亏问题 ５８………………………
结合符号 ２６………………………
绝对误差 ４９………………………
统计 １２６……………………………
统计表 １２７…………………………
统计图 １２８…………………………
统计表的结构 １２７…………………
统计表的制作规则 １２７……………
统计图的制作规则 １２８……………

十　画

珠算 ２４……………………………
珠算加法 ３１………………………
珠算除法 ４３………………………
珠算乘法 ３７………………………
珠算减法 ３４………………………
素数 ６６……………………………
素因数 ６７…………………………
换算 ８３……………………………



算

术

辞

典

　　　　　　

　　　 １１５０　

真分数 １２…………………………
真命题 １３４…………………………
样本 １２６……………………………
样本的容量 １２６……………………
速度 ５７……………………………
速算 ２４……………………………
速算法 ２４…………………………
配比问题 ７５………………………
夏历 ８７……………………………
砝码 １３９……………………………
逐次约分法 １４……………………
哩 ９２………………………………
盎斯 ９３……………………………
圆 １１５………………………………
圆心 １１６……………………………
圆台 １２３……………………………
圆环 １１６……………………………
圆规 １３７……………………………
圆柱 １２０……………………………
圆锥 １２２……………………………
圆心角 １１７…………………………
圆周长 １１７…………………………
圆周角 １１７…………………………
圆周率 １１６…………………………
圆台的高 １２３………………………
圆锥的高 １２２………………………
圆台的母线 １２３……………………
圆台的底面 １２３……………………
圆面积计算 １１７……………………
圆锥的母线 １２２……………………
圆锥的底面 １２２……………………
圆台的体积计算 １２３………………
圆柱的体积计算 １２０………………
圆锥的体积计算 １２２………………
圆台的表面积计算 １２３……………

圆台的侧面积计算 １２３……………
圆柱的表面积计算 １２０……………
圆柱的侧面积计算 １２０……………
圆锥的表面积计算 １２２……………
圆锥的侧面积计算 １２２……………
钱 ９２………………………………
铅垂线 １２６…………………………
乘 ３５………………………………
乘方 ４５……………………………
乘以 ３５……………………………
乘号 ３５……………………………
乘数 ３５……………………………
乘法口诀表 ３５……………………
乘法表 ３５…………………………
乘法分配律 ３７……………………
乘法交换律 ３６……………………
乘法的验算 ４２……………………
乘法结合律 ３６……………………
乘法运算定律 ３６…………………
乘法与除法的关系 ４２……………
乘法对于加法的分配律 ３７………
秤 １３８………………………………
积 ３５………………………………
积的位数 ３７………………………
积的变化 ３７………………………
积的唯一性和存在性 ３５…………
笔算 ２３……………………………
倒数 ４０……………………………
倍数 ６６……………………………
倍比问题 ５６………………………
倍数问题 ５４………………………
倍数的基本性质 ６６………………
射线 ９８……………………………
航行问题 ５８………………………
高级单位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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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数 ４７…………………………
递等式 ２５…………………………
递减数列 ４…………………………
递增数列 ４…………………………
浬 ９１………………………………
海里 ９１……………………………
流水问题 ５７………………………
容积 ９３……………………………
容量 ９３……………………………
容积单位 ９３………………………
容量单位 ９３………………………
扇形 １１７……………………………
扇形统计图 １３０……………………
扇形的面积计算 １１８………………
被加数 ２９…………………………
被除数 ３８…………………………
被乘数 ３５…………………………
被减数 ３２…………………………
被开方数 ４６………………………
通分 １５……………………………
通分的方法 １５……………………
能被一个数整除的数的特征 ６５…
验算 ２４……………………………

十一画

球 １２４………………………………
球体 １２５……………………………
球面 １２５……………………………
球体的体积计算 １２５………………
球面的面积计算 １２５………………
推理 １３５……………………………
推算 ２４……………………………
基数 ２………………………………
基本单位 ８２………………………
菱形 １１３……………………………
菱形的面积计算 １１３………………

梯形 １１３……………………………
梯形的腰 １１４………………………
梯形的中位线 １１４…………………
梯形的底和高 １１４…………………
梯形的面积计算 １１４………………
辅币 ８５……………………………
辅助单位 ８２………………………
常量 １３３……………………………
距离 １０１……………………………
第一级运算 ２４……………………
第二级运算 ２４……………………
第三级运算 ２５……………………
第四比例项 ７５……………………
偶数 ６６……………………………
偶素数 ６６…………………………
假分数 １２…………………………
假命题 １３４…………………………
假分数化成带分数或整数 １２……
船速 ５８……………………………
斜线 ９９……………………………
斜棱柱 １２１…………………………
斜三角形 １０８………………………
凑十法 ３０…………………………
减号 ３２……………………………
减数 ３２……………………………
减法的验算 ３４……………………
减法运算性质 ３３…………………
毫升 ９３……………………………
毫米 ９１……………………………
毫克 ９２……………………………
商 ３９………………………………
商除法 ４５…………………………
商的位数 ４１………………………
商的变化 ４１………………………
商的性质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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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小数 １９…………………………
混循环小数 ２１……………………
混循环小数化分数 ２３……………
淘汰法 １３６…………………………
密率 １１７……………………………
密位制 １０４…………………………
综合式 ５２…………………………
综合法 ５２…………………………
随机事件 １３４………………………

十二画

棱 １１９………………………………
棱台 １２３……………………………
棱柱 １２０……………………………
棱锥 １２２……………………………
棱柱的截面 １２１……………………
棱柱的直截面 １２１…………………
棱台的体积计算 １２４………………
棱柱的体积计算 １２１………………
棱锥的体积计算 １２３………………
棱台的表面积计算 １２４……………
棱台的侧面积计算 １２４……………
棱柱的表面积计算 １２１……………
棱柱的侧面积计算 １２１……………
棱锥的表面积计算 １２３……………
棱锥的侧面积计算 １２２……………
植树问题 ５６………………………
最简比 ７２…………………………
最简分数 １４………………………
最大公因数 ６８……………………
最大公约数 ６８……………………
最小公倍数 ７０……………………
最大公约数的求法 ６８……………
最小公倍数的求法 ７０……………
量 ８２………………………………
量杯 １３７……………………………

量具 １３７……………………………
量值 ８２……………………………
量筒 １３７……………………………
量数 ８２……………………………
量角器 １３７…………………………
幂 ４５………………………………
锐角 １０２……………………………
锐角三角形 １０７……………………
短除法 ３９…………………………
等于 ２６……………………………
等号 ２６……………………………
等式 ２７……………………………
等分除法 ３９………………………
等比定理 ７８………………………
等比数列 ４…………………………
等价集合 １３３………………………
等差数列 ４…………………………
等量关系 ５１………………………
等腰梯形 １１３………………………
等边三角形 １０７……………………
等式的性质 ２７……………………
等量的性质 ２６……………………
等腰三角形 １０７……………………
等腰直角三角形 １０８………………
筝形 １１４……………………………
集合 １３０……………………………
集合的分类 １３１……………………
集合的运算 １３１……………………
集合的表示法 １３１…………………
循环节 ２０…………………………
循环点 ２０…………………………
循环小数 ２０………………………
循环周期 ２０………………………
普通分数 １５………………………
温度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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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问题 ６１………………………
游标卡尺 １３７………………………
割补法 １１５…………………………

十三画

概念 １３４……………………………
概念的内涵 １３４……………………
概念的外延 １３４……………………
概率 １３３……………………………
零 ３…………………………………
零的性质 ３…………………………
频率 １２６……………………………
频数 １２６……………………………
置换问题 ５９………………………
简便运算 ２４………………………
简捷算法 ２４………………………
简单多边形 １０４……………………
简单应用题 ５１……………………
简单应用题的类型 ５１……………
微米 ９１……………………………
解比例 ９１…………………………
数 １…………………………………
数列 ４………………………………
数字 ５………………………………
数位 ８………………………………
数序 ５………………………………
数码 ５………………………………
数学 １………………………………
数据 １２６……………………………
数量 ８２……………………………
数的分级 １０………………………
数的分解 １０………………………
数的组成 １０………………………
数据处理 １２６………………………
数量关系 ５１………………………
数位顺序表 ９………………………

数的进位制 ６………………………
溶液浓度 １８………………………

十四画

截面、横截面 ９７……………………
聚法 ８５……………………………
辗转相除法 ７１……………………
辗转相减法 ７１……………………
算术 １………………………………
算式 ２５……………………………
算盘 ２８……………………………
算术根 ４６…………………………
算术数 ２……………………………
算术中数 ５３………………………
算术平均数 ５３……………………
算术基本定理 ６７…………………
算盘上的记数法 ２９………………
算盘上的拨珠法 ２９………………
演算 ２３……………………………
演绎论证 １３６………………………
演绎推理 １３５………………………

十五画

增长率 １８…………………………
横式 ２５……………………………
磅 ９２………………………………

十六画

整除 ６４……………………………
整数 ４………………………………
整数加法 ２９………………………
整数除法 ３８………………………
整数乘法 ３５………………………
整数减法 ３２………………………
整数的性质 ６５……………………
整数开平方法则 ４６………………
整数化成假分数 １２………………
衡器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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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画

繁分数 １５…………………………
繁分数化简的方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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