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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考数学复习探究性试题汇编之反比例函数

一．解答题（共 15 小题）

1．（2022秋•成都期末）如图 1，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锐角∠MON的顶点与原点 O重

合，角的一边 OM与 x轴正半轴重合，角的另一边 ON交函数 y= �
�（k＞0，x＞0）的图

象（记为曲线 l）于点 A，在射线 ON的右侧构造矩形 ABCD，对角线 AC和 BD交于点 E，

满足 AB∥x轴，AC＝2AO，作射线 OB．

（1）若点 D（1， 2 −1），点 E（2+ 2， 2），求 k的值；

（2）求证：点 D在直线 OB上；

（3）如图 2，当∠MON＝45°时，射线 OB交曲线 l于点 F，以点 O为圆心，
1
2
OB为半

径画弧交 x轴于点 H，求证：FH⊥x轴．

2．（2023•历城区模拟）如图 1，一次函数 y＝k1x+b与反比例函数 y= �2
�在第一象限交于 M

（1，4）、N（4，m）两点，点 P是 x轴负半轴上一动点，连接 PM，PN．

（1）求反比例函数及一次函数的表达式；

（2）若△PMN的面积为 9，求点 P的坐标；

（3）如图 2，在（2）的条件下，若点 E为直线 PM上一点，点 F为 y轴上一点，是否

存在这样的点 E和点 F，使得以点 E、F、M、N为顶点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若存在，

直接写出点 E的坐标；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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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秋•二七区期末）如图，直线 y＝mx+n交 x轴于点 A，交反比例函数 y= �
�的图象于

C（2，4），D（4，a）两点．

（1）求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和 a的值；

（2）根据图象直接写出不等式 mx+n＞ �
�的解集；

（3）点 M为 y轴上任意一点，点 N为平面内任意一点，若以 C，D，M，N为顶点的四

边形是菱形，直接写出点 N的坐标．

4．（2022秋•香坊区期末）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A在第一象限内，点 B（4，0）

在 x轴上，连接 OA、AB，OA＝AB，���∠��� = 5
5 ，反比例函数� = �

� (� ≠ 0)的图象

经过 A点．

（1）求 k的值；

（2）如图，以 OA为直角边作等腰直角△AOC，过点 C作 CD⊥x轴交反比例函数的图

象于点 E，求 E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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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2秋•临朐县期末）小明喜欢用几何画板学习研究数学问题．某周末他用几何画板绘

制了两个反比例函数 y= �1
�和 y= �2

�在第一象限内的图象，分别记为 l1和 l2，设点 E在 l1

上，EC⊥x轴于点 C，交 l2于点 A，ED⊥y轴于点 D，交 l2于点 B，延长 OB交 l1于点 F，

FG⊥y轴于点 G．

（1）小明利用几何画板的面积测量命令分别测量了四边形EAOB和四边形DBFG的面积，

分别记为 S1，S2．请推测 S1和 S2的数量关系并证明；

（2）小明连接 AB，CD后发现好像是平行关系．请判断 AB和 CD是否平行并说明理由；

（3）若 S1＝2，DB：BE＝1：2，直接写出这两个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

6．（2023•深圳模拟）【定义】在平面内，把一个图形上任意一点与另一个图形上任意一点之

间的距离的最小值，称为这两个图形之间的距离，即 A，B分别是图形 M和图形 N上任

意一点，当 AB的长最小时，称这个最小值为图形 M与图形 N之间的距离．

例如，如图 1，AB⊥l1，线段 AB的长度称为点 A与直线 l1之间的距离，当 l2∥l1时，线

段 AB的长度也是 l1与 l2之间的距离．

【应用】

（1）如图 2，在等腰 Rt△BAC中，∠A＝90°，AB＝AC，点 D为 AB边上一点，过点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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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DE∥BC交 AC于点 E．若 AB＝6，AD＝4，则 DE与 BC之间的距离是 ；

（2）如图 3，已知直线 l3：y＝﹣x+4 与双曲线 C1：y= �
�（x＞0）交于 A（1，m）与 B

两点，点 A与点 B之间的距离是 ，点 O与双曲线 C1之间的距离是 ；

【拓展】

（3）按规定，住宅小区的外延到高速路的距离不超过 80m时，需要在高速路旁修建与高

速路相同走向的隔音屏障（如图 4）．有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笔直高速路，路旁某

住宅小区建筑外延呈双曲线的形状，它们之间的距离小于 80m．现以高速路上某一合适

位置为坐标原点，建立如图 5所示的直角坐标系，此时高速路所在直线 l4的函数表达式

为 y＝﹣x，小区外延所在双曲线 C2的函数表达式为 y= 2400
� （x＞0），那么需要在高速

路旁修建隔音屏障的长度是多少？

7．（2023春•薛城区月考）一次函数 y= 1
2x+2与 x轴交于 C点，与 y轴交于 B点，点 A（2，

a）在直线 BC上，过点 A做反比例函数 y= �
�．

（1）求出 a，k的值；

（2）M为线段 BC上的点，将点 M向右平移 4个单位，再向上平移 2个单位得到点 N，

点 N恰巧在反比例函数 y= �
�上，求出点 M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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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 x轴上是否存在点 D，使得∠BOA＝∠OAD，若存在请直接写出点 D坐标，若不

存在请说明理由．

8．（2021 秋•青羊区期末）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中，四边形 ABOC为矩形，点 A

坐标为（6，3），反比例函数 y= 3
�的图象分别与 AB，AC交于点 D，E，点 F为线段 DA

上的动点，反比例函数 y= �
�（k≠0）的图象经过点 F，交 AC于点 G，连接 FG．

（1）求直线 DE的函数表达式；

（2）将△AFG沿 FG所在直线翻折得到△HFG，当点 H恰好落在直线 DE上时，求 k的

值；

（3）当点 F为线段 AD中点时，将△AFG绕点 F旋转得到△MFN，其中 A，G的对应点

分别为 M，N，当 MN∥DE时，求点 N的坐标．

9．（2022•肇东市校级一模）如图 1，矩形 OABC的顶点 A、C分别在 x、y轴的正半轴上，

点 B在反比例函数 y= �
�（k＞0）的第一象限内的图象上，OA＝4，OC＝3，动点 P在 y

轴的右侧，且满足 S△PCO=
3
8S 矩形OABC．

（1）若点 P在这个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上，求点 P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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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接 PO、PC，求 PO+PC的最小值；

（3）若点 Q是平面内一点，使得以 B、C、P、Q为顶点的四边形是菱形，请你直接写

出满足条件的所有点 Q的坐标．

10．（2022•成都模拟）如图，直线 AB：y＝﹣x+n与坐标轴交于 A，B两点，点 C为点 O关

于 AB的对称点，连接 AC，BC，双曲线� = �
� (�＞0)的图象经过 AC的中点 D，S△OAD

＝2．

（1）求双曲线的解析式及 n的值；

（2）P（x，y）为双曲线上任意一点，过 P作 y轴的垂线交直线 AB于点 E，连接 PC．求

证：PE＝PC；

（3）在（2）的条件下，若 PC的延长线交双曲线于另一点 Q，分别过 P，Q两点作直线

AB的垂线，垂足分别为 M，N，试判断
��

��+��
是否为定值，若是，请求出该定值，若不

是请说明理由．

11．（2022•荷塘区校级模拟）已知一次函数 y=− 1
2x+b的图象与反比例函数 y= 6

�（x＞0）的

图象交于 A、B两点，与 x轴、y轴分别交于 C、D两点．

（1）若 A点的横坐标为
3
2
，求 b的值；

（2）如图，若 AB＝2AC，求 A、B两点的坐标；

（3）在（2）的条件下，将一直角三角板的直角顶点 P放在反比例函数图象的 AB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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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直角边始终与坐标轴平行，且与线段 AB分别交于 Q、R两点，设点 P的横坐标为

x0，QR的长为 L．问：是否存在点 P，使 L的长为
5
2
，存在请求出符合条件的 P的坐标，

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12．（2022•成都模拟）如图，反比例函数 y= �
�的图象与正比例函数 y＝mx的图象交于 A，C

两点，其中点 A的坐标为（2，2 3）．

（1）求反比例函数及正比例函数的解析式；

（2）点 E是反比例函数第三象限图象上一点，且 EC⊥AC，过点 C的直线 l1与线段 AE

相交，点 A，点 E到直线 l1的距离分别为 d1，d2，试求 d1+d2的最大值；

（3）点 B（2，0），在 x轴上取一点 P（t，0）（t＞2），过点 P作直线 OA的垂线 l2，以

直线 l2为对称轴，线段 OB经轴对称变换后得到 O′B′，当 O′B′与双曲线有交点时，

求 t的取值范围．

13．（2021•济南）如图，直线 y= 3
2 �与双曲线 y= �

�（k≠0）交于 A，B两点，点 A的坐标为

（m，﹣3），点 C是双曲线第一象限分支上的一点，连接 BC并延长交 x轴于点 D，且

BC＝2CD．

（1）求 k的值并直接写出点 B的坐标；

（2）点 G是 y轴上的动点，连接 GB，GC，求 GB+GC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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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是坐标轴上的点，Q是平面内一点，是否存在点 P，Q，使得四边形 ABPQ是矩

形？若存在，请求出所有符合条件的点 P的坐标；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14．（2022秋•天府新区期末）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中，一次函数 y＝﹣x+7的图象

与反比例函数 y= �
�（x＞0）的图象相交于 A（1，6），B两点，P（0，﹣1）是 y轴上的

一个定点．

（1）求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及点 B的坐标；

（2）H是线段 AB上的一点，当△PAB的面积被线段 PH分成面积比为 2：3的两部分时，

求点 H的坐标；

（3）在（2）的条件下，请在 x轴上找点 M，平面内找点 N，使得四边形 PHMN为矩形，

求 M，N两点的坐标．（直接写出答案）

15．（2023•未央区校级三模）如图 1，木匠陈师傅现有一块五边形 ABFED木板，它是矩形

ABCD木板用去△CEF后的余料，AD＝4，AB＝5，DE＝1，F是 BC边上一点．陈师傅

打算利用该余料截取一块矩形材料，其中一条边在 AD上．

[初步探究]

（1）当 BF＝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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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若截取的矩形有一边是 DE，则截取的矩形面积的最大值是 ；

②若截取的矩形有一边是 BF，则截取的矩形面积的最大值是 ；

[问题解决]

（2）如图 2，陈师傅还有另一块余料，∠BAF＝∠AFE＝90°，AB＝EF＝1，CD＝3，

AF＝8，CD∥AF，且 CD和 AF之间的距离为 4，若以 AF所在直线为 x轴，AF中点为

原点构建直角坐标系，则曲线 DE是反比例函数 y= �
�图象的一部分，陈师傅想利用该余

料截取一块矩形 MNGH材料，其中一条边在 AF上，所截矩形 MNGH材料面积是
73
6
．求

GN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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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考数学复习探究性试题汇编之反比例函数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解答题（共 15 小题）

1．（2022秋•成都期末）如图 1，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锐角∠MON的顶点与原点 O重

合，角的一边 OM与 x轴正半轴重合，角的另一边 ON交函数 y= �
�（k＞0，x＞0）的图

象（记为曲线 l）于点 A，在射线 ON的右侧构造矩形 ABCD，对角线 AC和 BD交于点 E，

满足 AB∥x轴，AC＝2AO，作射线 OB．

（1）若点 D（1， 2 −1），点 E（2+ 2， 2），求 k的值；

（2）求证：点 D在直线 OB上；

（3）如图 2，当∠MON＝45°时，射线 OB交曲线 l于点 F，以点 O为圆心，
1
2
OB为半

径画弧交 x轴于点 H，求证：FH⊥x轴．

【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反比例函数及其应用；应用意识．

【分析】（1）根据 D点和 E点的坐标及长方形的性质得出 A点的坐标，然后用待定系数

法得出 k的值即可；

（2）设∠BDC＝α，AO＝t，AE＝t，设 D（m，n），用含有 m和 n的代数式表示出点 A，

B，C的坐标，根据点 A和 C都在反比例函数上得出 mn和角α的关系，进而证明结论即

可；

（3）设 OA＝a，用含有 a的代数式表示出 A点的坐标和 k的值，根据角的关系得出∠

OAD＝30°，作 DP⊥OA于点 P，设 DP＝x，则 OD＝2x，利用勾股定理求出 x的值，进

而求出 D点的坐标，用待定系数法求出直线 OB的解析式，联立直线 OB的解析式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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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函数的解析式得出 F点的横坐标和 H点的横坐标相同，即可得出结论．

【解答】（1）解：∵D（1， 2 −1），

∴A点的横坐标为 1，

∵四边形 ABCD是矩形，点 E是对角线的交点，且点 E（2+ 2， 2），

∴A点的纵坐标为 2 +[ 2 −（ 2 −1）]= 2 +1，

∴A点的坐标为（1， 2 +1）；

（2）证明：设∠BDC＝t，O＝t，则 AE＝t，

设 D（m，n），则 A（m，n+2tcosα），B（m+2tsinα，n+2tcosα），C（m+2tsinα，n），

∵点 A和点 C都在反比例函数 y= �
�上，

∴m•（n+2t•cosα）＝n（m+2t•sinα），

整理得
�
�

=tanα，

又∵
�
�

=tan∠DOM，

∴∠DOM＝∠BDC，

即点 D在直线 OB上；

（3）证明：设 OA＝a，

∵∠MON＝45°，

∴A（
2
2
a，

2
2
a），

∴k= 2
2 a•

2
2
a= �2

2，

即反比例函数为 y= �2
2�，

∵∠MON＝45°，∠AEO＝2∠EDC＝2∠BOM，AO＝AE＝a，

∴∠AOE＝∠AEO＝2∠BOM，

∴∠AOE＝30°，

作 DP⊥OA于点 P，设 DP＝x，则 OD＝2x，OP= 3x，

即 3x＝a﹣x，

∴x= �
3+1

，

∴OD＝2× �
3+1

=（ 3 −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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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OH= ( 3−1)�+2�
2 = 3+1

2 a，

∴D（
2
2
a， [( 3 − 1)�]2 − ( 2

2 �)2），

即 D（
2
2
a，

2 2− 6
2

a），

设直线 OB的解析式为 y＝k'x，

即
2 2− 6

2
a＝k'•

2
2
a，

解得 k'＝2− 3，

∴直线 OB的解析式为 y＝（2− 3）x，

联立直线 OB和反比例函数得
� = (2 − 3)�

� = �2
2�

，

即（2− 3）x= �2
2�，

解得 x= 3+1
2 a，

即 F点的横坐标和 H点的横坐标相同，

∴FH⊥x轴．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反比例函数的综合题，熟练掌握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性质，待定

系数法求解析式等知识是解题的关键．

2．（2023•历城区模拟）如图 1，一次函数 y＝k1x+b与反比例函数 y= �2
�在第一象限交于 M

（1，4）、N（4，m）两点，点 P是 x轴负半轴上一动点，连接 PM，PN．

（1）求反比例函数及一次函数的表达式；

（2）若△PMN的面积为 9，求点 P的坐标；

（3）如图 2，在（2）的条件下，若点 E为直线 PM上一点，点 F为 y轴上一点，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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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样的点 E和点 F，使得以点 E、F、M、N为顶点的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若存在，

直接写出点 E的坐标；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代数几何综合题；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将点 M的坐标代入反比例函数解析式可求得 k2＝4，进而可得 N（4，1），

再利用待定系数法即可求得一次函数解析式；

（2）如图，设直线 MN交 x轴于 H，过点 M作 MD⊥x轴于 D，过点 N作 NE⊥x轴于 E，

设 P（x，0），根据三角形 PMN的面积为 9，建立方程求解即可得出 x＝﹣1，得出答案；

（3）利用待定系数法可得直线 PM的解析式为 y＝2x+2，设 E（t，2t+2），F（0，s），分

三种情况：当 MN、EF为平行四边形对角线时，MN与 EF的中点重合；当 ME、NF为

平行四边形对角线时，ME与 NF的中点重合；当 EN、MF为平行四边形对角线时，EN

与 MF的中点重合；分别建立方程求解即可得出答案．

【解答】解：（1）∵反比例函数 y= �2
�的图象经过 M（1，4）、N（4，m）两点，

∴k2＝1×4＝4m，

解得：k2＝4，m＝1，

∴N（4，1），

∵直线 y＝k1x+b经过 M（1，4）、N（4，1）两点，

∴
�1 + � = 4
4�1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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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1 =− 1
� = 5 ，

∴反比例函数表达式为 y= 4
�，一次函数表达式为 y＝﹣x+5；

（2）如图，设直线 MN交 x轴于 H，过点 M作 MD⊥x轴于 D，过点 N作 NE⊥x轴于 E，

设 P（x，0），

∵M（1，4）、N（4，1），

∴MD＝4，NE＝1，

在 y＝﹣x+5中，令 y＝0，得﹣x+5＝0，

解得：x＝5，

∴H（5，0），

∴PH＝5﹣x，

∴S△PMN＝S△PMH﹣S△PNH=
1
2PH•MD−

1
2PH•NE=

1
2PH（MD﹣NE）= 1

2（5﹣x）×（4﹣1）

= 3
2（5﹣x），

∵S△PMN＝9，

∴
3
2
（5﹣x）＝9，

解得：x＝﹣1，

∴P（﹣1，0）；

（3）存在，

设直线 PM的解析式为 y＝mx+n，把 P（﹣1，0），M（1，4）坐标分别代入得：
−�+ � = 0
� + � = 4 ，

解得：
� = 2
� = 2 ，

∴直线 PM的解析式为 y＝2x+2，

设 E（t，2t+2），F（0，s），

又 M（1，4）、N（4，1），

当 MN、EF为平行四边形对角线时，MN与 EF的中点重合，

∴
� + 0 = 1 + 4
2� + 2 + � = 4 + 1，

解得：
� = 5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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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12），F（0，﹣7）；

当 ME、NF为平行四边形对角线时，ME与 NF的中点重合，

∴
� + 1 = 0 + 4
2� + 2 + 4 = � + 1，

解得：
� = 3
� = 11，

∴E（3，8），F（0，11）；

当 EN、MF为平行四边形对角线时，EN与 MF的中点重合，

∴
� + 4 = 1 + 0
2� + 2 + 1 = � + 4，

解得：
� =− 3
� =− 7，

∴E（﹣3，﹣4），F（0，﹣7）；

综上所述，点 E的坐标为（5，12）或（3，8）或（﹣3，﹣4）．

【点评】本题是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考查了待定系数法求函数解析式，三角形面积，平

行四边形性质等，解题关键是运用分类讨论思想解决问题，防止漏解．

3．（2022秋•二七区期末）如图，直线 y＝mx+n交 x轴于点 A，交反比例函数 y= �
�的图象于

C（2，4），D（4，a）两点．

（1）求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和 a的值；

（2）根据图象直接写出不等式 mx+n＞ �
�的解集；

（3）点 M为 y轴上任意一点，点 N为平面内任意一点，若以 C，D，M，N为顶点的四

边形是菱形，直接写出点 N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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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函数的综合应用；推理能力．

【分析】（1）由点 C的坐标，利用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可求出 k的值，进而

可得出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再结合点 D的横坐标，利用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

征，即可求出 a的值；

（2）观察函数图象，根据两函数图象的上下位置关系，即可得出不等式 mx+n＞ �
�的解集；

（3）由点 C，D的坐标，利用待定系数法可求出直线 AB的函数解析式，利用一次函数

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可求出点 A，B的坐标，进而可得出△AOB为等腰直角三角形，结

合点 C，D的坐标，可得出点 C，D是线段 AB的三等分点，分 CD为边及 CD为对角线

两种情况考虑：①当 CD为边时，以点 C为圆心，CD的长为半径作圆，交 y轴于点 B

和点 M，易求出点 M的坐标，设设 DM的中点为 E，则点 E的坐标为（2，2），利用菱

形的性质可得出点 E为线段 CN的中点，结合点 C的坐标，即可求出点 N的坐标；②当

CD为对角线时，作线段 CD的垂直平分线，交 y轴于点 M，易证点 M和点 O重合，设

线段 CD的中点为 F，则点 F的坐标为（3，3），利用菱形的性质可得出点 F为线段 MN

的中点，结合点 M的坐标，即可求出点 N的坐标．

【解答】解：（1）∵点 C在反比例函数 y= �
�的图象上，

∴4= �
2，

∴k＝8，

∴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 y= 8
�．

∵点 D（4，a）在反比例函数 y= 8
�的图象上，

∴a= 8
4 =2；

（2）观察函数图象可知：当 x＜0或 2＜x＜4时，直线 y＝mx+n在反比例函数 y= 8
�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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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上方，

∴不等式 mx+n＞ �
�的解集为 x＜0或 2＜x＜4；

（3）将 C（2，4），D（4，2）代入 y＝mx+n得：
2� + � = 4
4� + � = 2，

解得：
� =− 1
� = 6 ，

∴直线 AB的函数解析式为 y＝﹣x+6．

当 x＝0时，y＝﹣1×0+6＝6，

∴点 B的坐标为（0，6），

∴OB＝6；

当 y＝0时，﹣x+6＝0，

解得：x＝6，

∴点 A的坐标为（6，0），

∴OA＝6，

∴△AOB为等腰直角三角形．

∵点 A的坐标为（6，0），点 B的坐标为（0，6），点 C的坐标为（2，4），点 D的坐标

为（4，2），

∴ AD = (6 − 4)2 + (0 − 2)2 = 2 2 ， CD = (4 − 2)2 + (2 − 4)2 = 2 2 ，

BC= (2 − 0)2 + (4 − 6)2 =2 2，

∴AD＝CD＝BC，

∴点 C，D是线段 AB的三等分点.

分两种情况考虑：

①当 CD为边时，以点 C为圆心，CD的长为半径作圆，交 y轴于点 B和点 M，如图 1

所示，

∵BD为直径，

∴∠BMD＝90°，

∴BM＝DM= 2
2 BD= 2CD= 2 ×2 2 =4，

∴点 M的坐标为（0，6﹣4），即（0，2）．

设 DM的中点为 E，则点 E的坐标为（
0+4
2

，
2+2
2

），即（2，2），

∵四边形 CMND为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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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为线段 CN的中点，

∴点 N的坐标为（2×2﹣2，2×2﹣4），即（2，0）；

②当 CD为对角线时，作线段 CD的垂直平分线，交 y轴于点 M，如图 2所示．

设线段 CD的中点为 F，则点 F的坐标为（
2+4
2

，
4+2
2

），即（3，3），

∵2×3＝0+6，2×3＝6+0，

∴点 F也是线段 AB的中点．

∵△AOB为等腰直角三角形，

∴OF垂直平分 AB，

∴点 M与点 O重合．

又∵四边形 CMDN为菱形，

∴点 F为线段 MN的中点，

∴点 N的坐标为（2×3﹣0，2×3﹣0），即（6，6）．

综上所述，点 N的的坐标为（2，0）或（6，6）．

【点评】本题考查了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函数的图象、待定系数法求一次

函数解析式、一次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等腰直角三角形以及菱形的性质，解题的

关键是：（1）由给定点的坐标，利用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求出 k值；（2）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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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函数图象，找出不等式的解集；（3）分 CD为边及 CD为对角线两种情况，求出点 N

的坐标．

4．（2022秋•香坊区期末）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A在第一象限内，点 B（4，0）

在 x轴上，连接 OA、AB，OA＝AB，���∠��� = 5
5 ，反比例函数� = �

� (� ≠ 0)的图象

经过 A点．

（1）求 k的值；

（2）如图，以 OA为直角边作等腰直角△AOC，过点 C作 CD⊥x轴交反比例函数的图

象于点 E，求 E点坐标．

【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几何综合题；应用意识．

【分析】（1）过点 A作 AM⊥x轴于点 M，由点 B的坐标及 OA＝AB，可得出 OB，OM

的长，在 Rt△AOM中，通过解直角三角形，可求出 OA，AM的长，进而可得出点 A的

坐标，再利用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可求出 k的值；

（2）设 AM与 OC交于点 F，过点 F作 FN⊥OA于点 N，利用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性质，

可求出OC的长及∠AOC＝45°，设ON＝a，则NF＝a，OF= 2a，AF= 5a，FM＝4− 5a，

在 Rt△OFM中，利用勾股定理，可求出 a的值，进而可得出 OF的长，由∠FOM＝∠

COD，∠OMF＝∠ODC，可证出△OMF∽△ODC，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可求出 OD

的长，再利用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即可求出点 E的坐标．

【解答】解：（1）过点 A作 AM⊥x轴于点 M，如图 1所示．

∵点 B的坐标为（4，0），

∴OB＝4，

∵OA＝AB，

∴OM= 1
2OB=

1
2 ×4＝2．



第 20页（共 57页）

在 Rt△AOM中，OM＝2，cos∠AOB= 5
5 ，

∴OA= ��
���∠��� = 2

5
5

=2 5，

∴AM= ��2 − ��2 = (2 5)2 − 22 =4，

∴点 A的坐标为（2，4）．

又∵反比例函数� = �
� (� ≠ 0)的图象经过 A点，

∴4= �
2，

∴k＝8；

（2）设 AM与 OC交于点 F，过点 F作 FN⊥OA于点 N，如图 2所示．

∵OA＝2 5，△OAC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OC= 2OA＝2 10，∠AOC＝45°．

设 ON＝a，则 NF＝a，OF= 2ON= 2a，AF= ��
���∠��� = ��

���∠��� = 5a，

∴FM＝AM﹣AF＝4− 5a．

在 Rt△OFM中，∠OMF＝90°，OM＝2，OF= 2a，FM＝4− 5a，

∴OF2＝OM2+FM2，即（ 2a）2＝22+（4− 5a）2，

整理得：3a2﹣8 5a+20＝0，

解得：a1＝2 5（不符合题意，舍去），a2=
2 5
3 ，

∴OF= 2a= 2 10
3 ．

∵∠FOM＝∠COD，∠OMF＝90°＝∠ODC，

∴△OMF∽△ODC，

∴
��
��

=
��
��

，即
��
2

=
2 10
2 10
3

，

∴OD＝6，

又∵CD⊥x轴交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于点 E，

∴点 E的坐标为（6，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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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考查了等腰三角形的性质、解直角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形、反比例函数

图象上点的坐标特征、勾股定理以及相似三角形的判定与性质，解题的关键是：（1）在

Rt△AOM中，通过解直角三角形求出 OA，AM的长；（2）构造相似三角形，利用相似三

角形的性质求出 OD的长．

5．（2022秋•临朐县期末）小明喜欢用几何画板学习研究数学问题．某周末他用几何画板绘

制了两个反比例函数 y= �1
�和 y= �2

�在第一象限内的图象，分别记为 l1和 l2，设点 E在 l1

上，EC⊥x轴于点 C，交 l2于点 A，ED⊥y轴于点 D，交 l2于点 B，延长 OB交 l1于点 F，

FG⊥y轴于点 G．

（1）小明利用几何画板的面积测量命令分别测量了四边形EAOB和四边形DBFG的面积，

分别记为 S1，S2．请推测 S1和 S2的数量关系并证明；

（2）小明连接 AB，CD后发现好像是平行关系．请判断 AB和 CD是否平行并说明理由；

（3）若 S1＝2，DB：BE＝1：2，直接写出这两个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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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代数几何综合题；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利用 k的几何意义可得：S 矩形 CEDO＝k1，S△AOC＝S△BOD=
1
2k2，可推出：S1

＝S 四边形 EAOB＝k1﹣k2，S2=
1
2（k1﹣k2），即可得出答案；

（2）设 A（a，
�2
�
），可得：E（a，

�1
�
），B（

��2
�1

，
�1
�
），EA= �1

� − �2
� = �1−�2

� ，EB＝a− ��2
�1

=

�(�1−�2)
�1

，EC= �1
�，ED＝a，可证得△EAB∽△ECD，得出∠EAB＝∠ECD，利用平行线

的判定定理即可证得结论；

（3）由 S1＝2，可得 k1﹣k2＝2①，再由 DB：BE＝1：2，可得 k1＝3k2②，联立方程组

即可求得答案．

【解答】解：（1）推测：S1＝2S2，理由如下：

∵点 E在 l1上，EC⊥x轴于点 C，交 l2于点 A，ED⊥y轴于点 D，交 l2于点 B，

∴S 矩形CEDO＝k1，S△AOC＝S△BOD=
1
2k2，

∴S1＝S 四边形 EAOB＝S 矩形CEDO﹣（S△AOC+S△BOD）＝k1﹣（
1
2
k2+

1
2k2）＝k1﹣k2，

∵点 F在 l1上，FG⊥y轴于点 G，

∴S△FOG=
1
2k1，

∴S2＝S 四边形DBFG＝S△FOG﹣S△BOD=
1
2k1−

1
2k2=

1
2（k1﹣k2），

∴S1＝2S2；

（2）结论：AB∥CD，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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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设 A（a，
�2
�
），

∵EC⊥x轴，ED⊥y轴，

∴E（a，
�1
�
），B（

��2
�1

，
�1
�
），

∴EA= �1
� − �2

� = �1−�2
� ，EB＝a− ��2

�1
= �(�1−�2)

�1
，EC= �1

�，ED＝a，

∴
��
��

=
�1−�2
�

：
�(�1−�2)

�1
=

�1
�2
，
��
��

=
�1
�
�

=
�1
�2
，

∴
��
��

=
��
��

，

∵∠AEB＝∠CED，

∴△EAB∽△ECD，

∴∠EAB＝∠ECD，

∴AB∥CD；

（3）由（1）（2）得：S1＝k1﹣k2，EB= �(�1−�2)
�1

，DB= ��2
�1

，

∵S1＝2，

∴k1﹣k2＝2①，

∵DB：BE＝1：2，

∴BE＝2DB，

∴
�(�1−�2)

�1
=2× ��2

�1
，

∴k1﹣k2＝2k2，

∴k1＝3k2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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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②代入①，得 3k2﹣k2＝2，

解得：k2＝1，

把 k2＝1代入①，得：k1﹣1＝2，

解得：k1＝3，

故这两个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分别为 y= 3
�和 y= 1

�．

【点评】本题考查了反比例函数系数 k的几何意义，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的点的特征，相

似三角形的判定和性质，熟练掌握反比例函数系数 k的几何意义是解题的关键．

6．（2023•深圳模拟）【定义】在平面内，把一个图形上任意一点与另一个图形上任意一点之

间的距离的最小值，称为这两个图形之间的距离，即 A，B分别是图形 M和图形 N上任

意一点，当 AB的长最小时，称这个最小值为图形 M与图形 N之间的距离．

例如，如图 1，AB⊥l1，线段 AB的长度称为点 A与直线 l1之间的距离，当 l2∥l1时，线

段 AB的长度也是 l1与 l2之间的距离．

【应用】

（1）如图 2，在等腰 Rt△BAC中，∠A＝90°，AB＝AC，点 D为 AB边上一点，过点 D

作 DE∥BC交 AC于点 E．若 AB＝6，AD＝4，则 DE与 BC之间的距离是 2 ；

（2）如图 3，已知直线 l3：y＝﹣x+4 与双曲线 C1：y= �
�（x＞0）交于 A（1，m）与 B

两点，点 A与点 B之间的距离是 2 2 ，点 O与双曲线 C1之间的距离是 6 ；

【拓展】

（3）按规定，住宅小区的外延到高速路的距离不超过 80m时，需要在高速路旁修建与高

速路相同走向的隔音屏障（如图 4）．有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笔直高速路，路旁某

住宅小区建筑外延呈双曲线的形状，它们之间的距离小于 80m．现以高速路上某一合适

位置为坐标原点，建立如图 5所示的直角坐标系，此时高速路所在直线 l4的函数表达式

为 y＝﹣x，小区外延所在双曲线 C2的函数表达式为 y= 2400
� （x＞0），那么需要在高速

路旁修建隔音屏障的长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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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代数几何综合题；新定义；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如图，过点 D作 DH⊥BC于点 H，利用等腰直角三角形性质即可求得答案；

（2）先求得点 A的坐标，再利用待定系数法求得反比例函数解析式，联立方程组求得点

A、B的坐标，再运用两点间距离公式求得 AB；作 FG∥AB，且 FG与双曲线 y= 3
�只有

一个交点，设直线 FG的解析式为 y＝﹣x+b，则﹣x+b= 3
�，整理得 x2﹣bx+3＝0，利用根

的判别式求得 b，进而得出点 K的坐标，即可求得 OK；

（3）如图，设点 S（a，b）是双曲线 y= 2400
� （x＞0）上任意一点，且 a＜b，以点 S为

圆心，80为半径作⊙S交 l4于 E，过点 S作 SF⊥直线 l4于 F，交 y轴于 W，SH⊥x轴于

H，SG⊥y轴于 G，可得△WOF和△SWG是等腰直角三角形，故 SW= 2SG，WF= 2
2 OW，

推 出 OE = 2
2 （ b ﹣ a ） + 1600 − 1

2 (� − �)2 ， 设 b ﹣ a ＝ m （ m ＞ 0 ），则

OE= 2
2 m+ 1600 − 1

2�
2 ≤ 2( 12�

2 + 1600 − 1
2�

2) =40 2，即可求得答案．

【解答】解：（1）如图，过点 D作 DH⊥BC于点 H，

∵∠A＝90°，AB＝AC，

∴∠B＝45°，



第 26页（共 57页）

∵DH⊥BC，

∴△BDH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DH= 2
2 BD，

∵AB＝6，AD＝4，

∴BD＝AB﹣AD＝6﹣4＝2，

∴DH= 2
2 ×2= 2；

故答案为： 2；

（2）把 A（1，m）代入 y＝﹣x+4中，得：m＝﹣1+4＝3，

∴A（1，3），

把 A（1，3）代入 y= �
�，得：3= �

1，

∴k＝3，

∴双曲线 C1的解析式为 y= 3
�，

联立，得：﹣x+4= 3
�，

即 x2﹣4x+3＝0，

解得：x1＝1，x2＝3，

∴B（3，1），

∴AB= (1 − 3)2 + (3 − 1)2 =2 2；

如图，作 FG∥AB，且 FG与双曲线 y= 3
�只有一个交点，设直线 FG的解析式为 y＝﹣x+b，

则﹣x+b= 3
�，

整理得：x2﹣bx+3＝0，

∴Δ＝（﹣b）2﹣4×1×3＝b2﹣12＝0，

∴b＝2 3或 b＝﹣2 3（不符合题意，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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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 FG的解析式为 y＝﹣x+2 3，

由﹣x+2 3 = 3
�，

解得：x1＝x2= 3，

∴K（ 3， 3），

∴OK= ( 3)2 + ( 3)2 = 6；

故答案为：2 2， 6；

（3）如图，设点 S（a，b）是双曲线 y= 2400
� （x＞0）上任意一点，且 a＜b，以点 S为

圆心，80为半径作⊙S交 l4于 E，过点 S作 SF⊥直线 l4于 F，交 y轴于 W，SH⊥x轴于

H，SG⊥y轴于 G，

则 SG＝a，SH＝b，ab＝2400，

∵直线 y＝﹣x平分第二、四象限角，

∴∠FOW＝45°，

∵∠OFW＝∠SGW＝90°，

∴∠OWF＝90°﹣45°＝45°，

∴∠SWG＝∠OWF＝45°，

∴△WOF和△SWG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SW= 2SG，WF= 2
2 OW，

∴SF＝SW+WF= 2SG+ 2
2 OW= 2a+ 2

2（b﹣a）= 2
2 （a+b），

∵ EF = 802 − ��2 = 6400 − 1
2 (� + �)2 = 6400 − 2�� − 1

2 (� − �)2 =

1600 − 1
2 (� − �)2，

∵OF= 2
2 OW=

2
2 （b﹣a），

∴OE= 2
2 （b﹣a）+ 1600 − 1

2 (� − �)2，

设 b﹣a＝m（m＞0），

则 OE= 2
2 m+ 1600 − 1

2�
2 ≤ 2( 12�

2 + 1600 − 1
2�

2) =40 2，

∴需要在高速路旁修建隔音屏障的长度＝2OE＝2×40 2 =8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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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需要在高速路旁修建隔音屏障的长度是 80 2米．

【点评】本题考查了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与点、点与直线的距离问题，新定义“图形

M与图形 N之间的距离”，等腰直角三角形性质，两点间距离公式，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

数和反比例函数解析式等，理解新定义，运用数形结合思想和分类讨论思想是解题关键．

7．（2023春•薛城区月考）一次函数 y= 1
2x+2与 x轴交于 C点，与 y轴交于 B点，点 A（2，

a）在直线 BC上，过点 A做反比例函数 y= �
�．

（1）求出 a，k的值；

（2）M为线段 BC上的点，将点 M向右平移 4个单位，再向上平移 2个单位得到点 N，

点 N恰巧在反比例函数 y= �
�上，求出点 M坐标；

（3）在 x轴上是否存在点 D，使得∠BOA＝∠OAD，若存在请直接写出点 D坐标，若不

存在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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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代数几何综合题；压轴题；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运用待定系数法即可求得答案；

（2）先求得 B（0，2），C（﹣4，0），设 M（m，
1
2
m+2），且﹣4≤m≤0，根据平移性质

可得 N（m+4，
1
2
m+4），代入 y= 6

�，即可求得答案；

（3）在 x轴上存在点 D，使得∠BOA＝∠OAD．分两种情况：当点 D在 x轴正半轴上时，

当点 D2在 x轴负半轴上时，分别求得点 D的坐标即可．

【解答】解：（1）∵点 A（2，a）在直线 BC：y= 1
2x+2上，

∴a= 1
2 ×2+2＝3，

∴A（2，3），

∵反比例函数 y= �
�经过点 A（2，3），

∴3= �
2，

解得：k＝6；

（2）在 y= 1
2x+2中，令 x＝0，得 y＝2，

∴B（0，2），

令 y＝0，得
1
2
x+2＝0，

解得：x＝﹣4，

∴C（﹣4，0），

∵M为线段 BC上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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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M（m，
1
2
m+2），且﹣4≤m≤0，

∵将点 M向右平移 4个单位，再向上平移 2个单位得到点 N，

∴N（m+4，
1
2
m+4），

∵点 N恰巧在反比例函数 y= 6
�上，

∴（m+4）（
1
2
m+4）＝6，

解得：m1＝﹣2，m2＝﹣10，

∵﹣4≤m≤0，

∴m＝﹣2，

当 m＝﹣2时，
1
2
m+2= 1

2 ×（﹣2）+2＝1，

∴M（﹣2，1）；

（3）在 x轴上存在点 D，使得∠BOA＝∠OAD．

当点 D在 x轴正半轴上时，如图，过点 A作 AD1∥y轴交 x轴于点 D1，

则∠BOA＝∠OAD1，

此时点 D1（2，0）；

当点 D2在 x轴负半轴上时，如图，设 AD2与 y轴交于点 E（0，n），

∵∠BOA＝∠OAD2，

∴AE＝OE，

∴（2﹣0）2+（3﹣n）2＝n2，

解得：n= 13
6 ，

∴E（0，
13
6
），

设直线 AE的解析式为 y＝sx+t，

则
2� + � = 3
� = 13

6
，

解得：
� = 5

12
� = 13

6

，

∴直线 AE的解析式为 y= 5
12x+

1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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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y＝0，得
5
12
x+ 13

6 =0，

解得：x=− 26
5 ，

∴D2（− 26
5，0）；

综上所述，点 D的坐标为（2，0）或（− 26
5 ，0）．

【点评】本题是反比例函数综合题，主要考查了一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点的坐标

的特征，平移变换的性质，平行线的判定和性质，等腰三角形的判定，待定系数法求函

数解析式，得出 AE＝OE，利用设坐标表示出点 E是解题的关键．

8．（2021 秋•青羊区期末）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中，四边形 ABOC为矩形，点 A

坐标为（6，3），反比例函数 y= 3
�的图象分别与 AB，AC交于点 D，E，点 F为线段 DA

上的动点，反比例函数 y= �
�（k≠0）的图象经过点 F，交 AC于点 G，连接 FG．

（1）求直线 DE的函数表达式；

（2）将△AFG沿 FG所在直线翻折得到△HFG，当点 H恰好落在直线 DE上时，求 k的

值；

（3）当点 F为线段 AD中点时，将△AFG绕点 F旋转得到△MFN，其中 A，G的对应点

分别为 M，N，当 MN∥DE时，求点 N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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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代数几何综合题；压轴题；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先求得 D（1，3），E（6，
1
2
），再利用待定系数法即可求得答案；

（2）如图 1，连接 AH 交 FG 于点 K，利用待定系数法可求得直线 FG 的解析式为

y=− 1
2x+

�
6+3，根据一次项系数相等两直线平行可得：FG∥DE，再根据旋转的性质即可

得出答案；

（3）①如图 2，过点 M作 MT⊥AB于点 T，过点 N作 NR⊥MT于点 R，由△MFT∽△

FGA，△MNR∽△FMT，即可求得点 N的坐标；②如图 3，过点 M作 MT⊥AB于点 T，

过点 N作 NR⊥MT于点 R，同①的方法即可求得答案．

【解答】解：（1）∵反比例函数 y= 3
�的图象分别与 AB，AC交于点 D，E，

∴D（1，3），E（6，
1
2
），

设直线 DE的函数表达式为 y＝ax+b，

则
� + � = 3
6� + � = 1

2
，

解得：
� =− 1

2
� = 7

2

，

∴直线 DE的函数表达式为 y=− 1
2x+

7
2；

（2）如图 1，连接 AH交 FG于点 K，

∵反比例函数 y= �
�（k≠0）的图象交 AB于点 F，交 AC于点 G，

∴F（
�
3
，3），G（6，

�
6
），

∴AF＝6− �
3，AG＝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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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直线 FG的解析式为 y＝a′x+b′，

则

�
3�' + �' = 3

6�' + �' = �
6

，

解得：
�' =− 1

2
�' = �

6+ 3
，

∴直线 FG的解析式为 y=− 1
2x+

�
6+3，

∴FG∥DE，

∵将△AFG沿 FG所在直线翻折得到△HFG，

∴AH⊥FG，AK＝HK，

∴
��
��

=
��
��

=
��
��

=
1
2
，

∴点 F、G分别为 AD、AE的中点，

∴
�
3
=

1+6
2

，

解得：k= 21
2 ；

（3）①如图 2，过点 M作 MT⊥AB于点 T，过点 N作 NR⊥MT于点 R，

∵MN∥DE，FG∥DE，点 F为线段 AD中点

∴MN∥FG，AF= 5
2，AG= 5

4，

在 Rt△FGA中，FG= ��2 + ��2 = ( 52 )
2 + ( 54 )

2 = 5 5
4 ，

由旋转得：△FMN≌△FAG，

∴∠FMN＝∠FAG＝90°，∠MFN＝∠AFG，FM＝AF= 5
2，MN＝AG= 5

4，FN＝FG= 5 5
4 ，

∴∠MFA+∠AFG＝90°，

∵∠FGA+∠AFG＝90°，

∴∠MFA＝∠FGA，

∵∠MTF＝90°＝∠FAG，

∴△MFT∽△FGA，

∴
��
��

=
��
��

=
��
��

，即
��
5
2

=
��
5
4

=
5
2

5 5
4

，

∴MT= 5，FT=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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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90°＝∠FMN，

∴∠NMR+∠FMT＝∠NMR+∠MNR＝90°，

∴∠MNR＝∠FMT，

∴△MNR∽△FMT，

∴
��
��

=
��
��

=
��
��

，即
��
5
2

=
��
5
=

5
4
5
2

，

∴MR= 5
4 ，NR= 5

2 ，

∴RT＝MT﹣MR= 5 − 5
4 = 3 5

4 ，

∴点 N的横坐标为：
7
2
+

5
2
+

5
2

=
7+2 5

2
，纵坐标为：3+ 3 5

4 = 12+3 5
4 ，

∴N（
7+2 5

2
，
12+3 5

4
）；

②如图 3，过点 M作 MT⊥AB于点 T，过点 N作 NR⊥MT于点 R，

∵DE∥FG，MN∥DE，

∴MN∥FG，

∴∠MFG＝∠FMN＝90°，

∴∠MFT+∠AFG＝90°，

∵∠AGF+∠AFG＝90°，

∴∠MFT＝∠AGF，

∴△MFT∽△FGA，

∴
��
��

=
��
��

=
��
��

，即
��
5
4

=
��
5
2

=
5
2

5 5
4

，

∴FT= 5
2 ，MT= 5，

∵∠MRN＝90°＝∠FMN，

∴∠NMR+∠FMT＝∠NMR+∠MNR＝90°，

∴∠MNR＝∠FMT，

∴△MNR∽△FMT，

∴
��
��

=
��
��

=
��
��

，即
��
5
2

=
��
5
=

5
4

5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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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5
4 ，NR= 5

2 ，

∴RT＝MT﹣MR= 5 − 5
4 = 3 5

4 ，

∴点 N的横坐标为：
7
2
−

5
2
−

5
2

=
7−2 5

2
，纵坐标为：3− 3 5

4 = 12−3 5
4 ，

∴N（
7−2 5

2
，
12−3 5

4
），

综上，点 N的坐标为（
7+2 5

2
，
12+3 5

4
）或（

7−2 5
2

，
12−3 5

4
）．

【点评】本题是反比例函数综合题，主要考查待定系数法求函数解析式，相似三角形的

判定和性质，一次函数图象和性质，反比例函数图象上的点的坐标的特征，矩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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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股定理等，添加辅助线构造相似三角形是解题的关键．

9．（2022•肇东市校级一模）如图 1，矩形 OABC的顶点 A、C分别在 x、y轴的正半轴上，

点 B在反比例函数 y= �
�（k＞0）的第一象限内的图象上，OA＝4，OC＝3，动点 P在 y

轴的右侧，且满足 S△PCO=
3
8S 矩形OABC．

（1）若点 P在这个反比例函数的图象上，求点 P的坐标；

（2）连接 PO、PC，求 PO+PC的最小值；

（3）若点 Q是平面内一点，使得以 B、C、P、Q为顶点的四边形是菱形，请你直接写

出满足条件的所有点 Q的坐标．

【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反比例函数及其应用；三角形；矩形 菱形 正方形；平移、旋转与对称；运算

能力；推理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首先根据点 B坐标，确定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设点 P的横坐标为 m（m

＞0），根据 S△PCO=
3
8S 矩形OABC，构建方程即可解决问题；

（2）过点（3，0），作直线 l⊥x轴．由（1）知，点 P的横坐标为 3，推出点 P在直线 l

上，作点 O关于直线 l的对称点 O′，则 OO′＝6，连接 CO′交直线 l于点 P，此时

PO+PC的值最小；

（3）分两种情形：当四边形 CBQP是菱形时；当四边形 CBPQ是菱形时．分别求解即可

解决问题．

【解答】解：（1）∵四边形 OABC是矩形，OA＝4，OC＝3，

∴点 B的坐标为（4，3），

∵点 B在反比例函数 y= �
�（k≠0）的第一象限内的图象上

∴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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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12
� ，

设点 P的横坐标为 m（m＞0），

∵S△PCO=
3
8S 矩形OABC．

∴
1
2
•OC•m= 3

8OA•OC，

∴m＝3，

当点，P在这个反比例函数图象上时，则 P点的纵坐标为 y= 12
3 =4，

∴点 P的坐标为（3，4）；

（2）过点（3，0），作直线 l⊥x轴．

由（1）知，点 P的横坐标为 3，

∴点 P在直线 l上，

作点 O关于直线 l的对称点 O′，则 OO′＝6，

连接 CO′交直线 l于点 P，此时 PO+PC的值最小，

则 PO+PC的最小值＝PO′+PC＝O′C= 32 + 62 = 3 5．

（3）分两种情况：

①如图 2中，当四边形 CBQP是菱形时，易知 BC＝CP＝PQ＝BQ＝4，P1（3，3− 7），

P2（3，3+ 7），

∴Q1（7，3− 7），Q2（7，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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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如图 3中，当四边形 CBPQ是菱形时，P3（3，3− 15），P4（3，3+ 15），

∴Q3（﹣1，3− 15），Q4（﹣1，3+ 15）．

综上所述，点 Q的坐标为 Q1（7，3− 7），Q2（7，3+ 7），Q3（﹣1，3− 15），Q4（﹣

1，3+ 15）．

【点评】本题考查反比例函数综合题、矩形的性质、菱形的判定和性质、三角形的面积、

轴对称最短问题等知识，解题的关键是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学会理由轴对称解

决最短问题，学会用分类讨论的首先思考问题，属于中考压轴题．

10．（2022•成都模拟）如图，直线 AB：y＝﹣x+n与坐标轴交于 A，B两点，点 C为点 O关

于 AB的对称点，连接 AC，BC，双曲线� = �
� (�＞0)的图象经过 AC的中点 D，S△OAD

＝2．

（1）求双曲线的解析式及 n的值；

（2）P（x，y）为双曲线上任意一点，过 P作 y轴的垂线交直线 AB于点 E，连接 PC．求

证：PE＝PC；

（3）在（2）的条件下，若 PC的延长线交双曲线于另一点 Q，分别过 P，Q两点作直线

AB的垂线，垂足分别为 M，N，试判断
��

��+��
是否为定值，若是，请求出该定值，若不

是请说明理由．

【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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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代数几何综合题；压轴题；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根据反比例函数系数 k的几何意义可得：
1
2
|m|＝2，进而可得双曲线的解析

式为 y= 4
�（x＞0），再利用轴对称性质可证得四边形 ACBO是正方形，可得 C（n，n），

再由点 D是 AC的中点，可得 D（
1
2
n，n），代入反比例函数解析式即可求得 n＝2 2；

（2）设 P（a，
4
�
）（a＞0），延长 EP、BC交于点 F，如图 1，则 F（2 2，

4
�
），∠F＝90°，

可得：PF＝2 2 −a，CF= 4
� −2 2，再运用勾股定理可得 PC2＝PF2+CF2＝a2﹣

4 2a+16− 16 2
� + 16

�2，由 PE⊥y轴，可得 E（2 2 − 4
�，

4
�
），进而可得 PE2＝（a+ 4

�−2 2）

2＝a2﹣4 2a+16− 16 2
� + 16

�2，即可证得结论；

（3）如图 3，过点 Q作 y轴的垂线交直线 AB于点 G，由（2）知：PE＝PC，QG＝QC，

即 PQ＝PC+QC＝PE+QG，再运用解直角三角形方法可得：PM＝PE•sin45°= 2
2 PE，

QN＝QG•sin45°= 2
2 QG，即 PM+QN= 2

2 PE+
2
2 QG=

2
2 （PE+QG）= 2

2 PQ，即可得

出
��

��+��
= 2为定值．

【解答】（1）解：∵S△OAD＝2，

∴
1
2
|m|＝2，

解得：m＝±4，

∵双曲线位于第一象限，

∴m＝4，

∴双曲线的解析式为 y= 4
�（x＞0），

∵y＝﹣x+n与坐标轴交于 A，B两点，

∴A（0，n），B（n，0），

∴OA＝OB＝n，

∵∠AOB＝90°，

∴△AOB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BAO＝∠ABO＝45°，

∵点 C为点 O关于 AB的对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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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BC＝OA＝OB＝n，∠C＝∠AOB＝90°，

∴四边形 ACBO是正方形，

∴C（n，n），

∵点 D是 AC的中点，

∴D（
1
2
n，n），

∴
1
2
n×n＝4，

∵n＞0，

∴n＝2 2；

（2）证明：设 P（a，
4
�
）（a＞0），延长 EP、BC交于点 F，如图 1，

则 F（2 2，
4
�
），∠F＝90°，

∴PF＝2 2 −a，CF= 4
� −2 2，

在 Rt△CPF中，PC2＝PF2+CF2＝（2 2 −a）2+（
4
�
−2）2＝a2﹣4 2a+16− 16 2

� + 16
�2，

∵直线 AB的解析式为 y＝﹣x+2 2，

∴
4
�
=−x+2 2，

解得：x＝2 2 − 4
�，

∴E（2 2 − 4
�，

4
�
），

∴PE＝a﹣（2 2 − 4
�）＝a+ 4

�−2 2，

∴PE2＝（a+ 4
� −2 2）2＝a2﹣4 2a+16− 16 2

� + 16
�2，

∴PE2＝PC2，

∴PE＝PC；

（3）解：
��

��+��
是定值．

如图 2，过点 Q作 y轴的垂线交直线 AB于点 G，

由（2）知：PE＝PC，QG＝QC，

∴PQ＝PC+QC＝PE+QG，

∵PE⊥y轴，QG⊥y轴，x轴⊥y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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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QG∥x轴，

∴∠PEM＝∠QGN＝∠ABO＝45°，

∵PM⊥AB，QN⊥AB，

∴∠PME＝∠QNG＝90°，

∴PM＝PE•sin45°= 2
2 PE，QN＝QG•sin45°= 2

2 QG，

∴PM+QN= 2
2 PE+

2
2 QG=

2
2 （PE+QG）= 2

2 PQ，

∴
��

��+��
=

��
2
2 ��

= 2．

【点评】本题是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考查了反比例函数系数 k的几何意义，待定系数法

求反比例函数解析式和一次函数解析式，等腰直角三角形的判定和性质，正方形的判定

和性质，勾股定理，解直角三角形等知识，本题综合性较强，有一定难度．

11．（2022•荷塘区校级模拟）已知一次函数 y=− 1
2x+b的图象与反比例函数 y= 6

�（x＞0）的

图象交于 A、B两点，与 x轴、y轴分别交于 C、D两点．

（1）若 A点的横坐标为
3
2
，求 b的值；

（2）如图，若 AB＝2AC，求 A、B两点的坐标；

（3）在（2）的条件下，将一直角三角板的直角顶点 P放在反比例函数图象的 AB段上

滑动，直角边始终与坐标轴平行，且与线段 AB分别交于 Q、R两点，设点 P的横坐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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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QR的长为 L．问：是否存在点 P，使 L的长为
5
2
，存在请求出符合条件的 P的坐标，

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代数几何综合题；压轴题；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先求出 A（
3
2
，4），代入 y=− 1

2x+b，即可求得 b= 19
4 ；

（2）设 A（m，
6
�
），B（n，

6
�
），且 m＞0，n＞0，如图 1，过点 A作 AE⊥y轴于点 E，

过点 B作 BF⊥y轴于点 F，利用三角函数定义可得 tan∠CDO= ��
�� = 1

2，再由 AE∥BF∥

x轴，可得∠CAE＝∠CBF＝∠CDO，即可得出 tan∠CAE＝tan∠CBF＝tan∠CDO= 1
2，

求得：AE＝2CE，BF＝2CF，建立方程组可得：mn＝12，再由 AB＝2AC，即可求得：
�
�
=

1
3
，

进而求得答案；

（3）把 A（2，3）代入 y=− 1
2x+b，可求得 y=− 1

2x+4，进而得出 C（0，4），D（8，0），

利用勾股定理可得 CD＝4 5，由题意可证得：△QPR∽△COB，得出
��
��

=
��
��

，设 P（x0，

6
�0
）（2≤x0≤6），则 Q（x0，− 1

2x0+4），建立方程求解即可得出答案．

【解答】解：（1）当 x= 3
2时，y= 6

3
2
=4，

∴A（
3
2
，4），

把 A（
3
2
，4）代入 y=− 1

2x+b，得 4=− 1
2 ×

3
2 +b，

解得：b= 19
4 ，

故 b的值为
19
4
；

（2）设 A（m，
6
�
），B（n，

6
�
），且 m＞0，n＞0，

如图，过点 A作 AE⊥y轴于点 E，过点 B作 BF⊥y轴于点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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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AE＝m，BF＝n，CE＝b− 6
�，CF＝b− 6

�，

∵y=− 1
2x+b，

当 y＝0时，0=− 1
2x+b，

解得：x＝2b，

当 x＝0时，y＝b，

∴C（0，b），D（2b，0），

∴OC＝b，OD＝2b，

∴tan∠CDO= ��
�� = �

2� =
1
2，

∵AE⊥y轴，BF⊥y轴，x轴⊥y轴，

∴AE∥BF∥x轴，

∴∠CAE＝∠CBF＝∠CDO，

∴tan∠CAE＝tan∠CBF＝tan∠CDO= 1
2，

∴
��
��

=tan∠CAE= 1
2，

��
��

=tan∠CBF= 1
2，

∴AE＝2CE，BF＝2CF，

∴
� = 2(� − 6

� )

� = 2(� − 6
� )

，

解得：（m﹣n）（mn﹣12）＝0，

∵m≠n，

∴mn＝12，

∵AB＝2AC，

∴
��
��

=
1
3
，

∵AE∥BF，

∴△ACE∽△BCF，

∴
��
��

=
��
��

=
1
3
，

∴
�
�
=

1
3
，

∴n＝3m，代入 mn＝12得：3m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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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n＞0，

∴m＝2，n＝6，

∴A（2，3），B（6，1）；

（3）存在点 P，使 L的长为
5
2
．理由如下：

把 A（2，3）代入 y=− 1
2x+b，得 3=− 1

2 ×2+b，

解得：b＝4，

∴y=− 1
2x+4，

当 x＝0时，y＝4，当 y＝0时，x＝8，

∴C（0，4），D（8，0），

在 RtCDO中，CD= 42 + 82 =4 5，

∵直角三角板的直角边始终与坐标轴平行，

∴∠QRP＝∠CBF，∠QPR＝∠COD＝90°，

∴△QPR∽△COB，

∴
��
��

=
��
��

，

设 P（x0，
6
�0
）（2≤x0≤6），则 Q（x0，− 1

2x0+4），

∴PQ=− 1
2x0+4−

6
�0
，

∴

−1
2�0+4−

6
�0

4
=

5
2

4 5
，

∴− 1
2x0+4−

6
�0

= 1
2，

解得：x0＝3或 4，

∴P（3，2）或（4，
3
2
）；

故存在点 P（3，2）或（4，
3
2
），使 L的长为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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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是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考查了反比例函数和一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直角

三角形的性质，勾股定理，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和性质；能够熟练掌握函数的性质，添加

辅助线构造相似三角形是解题关键．

12．（2022•成都模拟）如图，反比例函数 y= �
�的图象与正比例函数 y＝mx的图象交于 A，C

两点，其中点 A的坐标为（2，2 3）．

（1）求反比例函数及正比例函数的解析式；

（2）点 E是反比例函数第三象限图象上一点，且 EC⊥AC，过点 C的直线 l1与线段 AE

相交，点 A，点 E到直线 l1的距离分别为 d1，d2，试求 d1+d2的最大值；

（3）点 B（2，0），在 x轴上取一点 P（t，0）（t＞2），过点 P作直线 OA的垂线 l2，以

直线 l2为对称轴，线段 OB经轴对称变换后得到 O′B′，当 O′B′与双曲线有交点时，

求 t的取值范围．

【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代数几何综合题；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运用待定系数法即可求得答案；

（2）如图 1，过点 C作 CD⊥y轴于点 D，过点 E作 EF∥y轴交 CD于点 F，由对称性可

得：C（﹣2，﹣2 3），设 E（a，
4 3
�

）（a＜0），则 CD＝2，OD＝2 3，EF= 4 3
� −（﹣

2 3）= 4 3
� +2 3，CF＝﹣2﹣a，利用△CEF∽△OCD，可求得 E（﹣6，− 2 3

3 ），过点

A作 AK⊥l1于点 K，过点 E作 EG⊥l1于点 G，EH⊥AK于点 H，得出 d1+d2＝AK+EG＝

AK+HK＝AH，当 K与 G重合时，d1+d2＝AE最大，运用勾股定理即可求得答案；

（3）当点 O′与点 A重合时，即点 O与点 A重合，进一步解直角三角形 AOB，利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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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求得此时点 P的坐标，即 t的最小值；然后求出 B′在双曲线上时，P的坐标即可．

【解答】解：（1）把 A（2，2 3）代入 y= �
�得：2 3 = �

2，

解得：k＝4 3，

∴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 y= 4 3
� ，

把 A（2，2 3）代入 y＝mx，得 2 3 =2m，

解得：m= 3，

∴正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 y= 3x；

（2）如图 1，过点 C作 CD⊥y轴于点 D，过点 E作 EF∥y轴交 CD于点 F，

由正比例函数和反比例函数图象的对称性可知：点 C与点 A（2，2 3）关于原点对称，

∴C（﹣2，﹣2 3），

设 E（a，
4 3
�

）（a＜0），则 CD＝2，OD＝2 3，EF= 4 3
� −（﹣2 3）= 4 3

� +2 3，CF

＝﹣2﹣a，

∵∠F＝∠ODC＝90°，

∴∠COD+∠OCD＝90°，

∵EC⊥AC，

∴∠ECF+∠OCD＝90°，

∴∠ECF＝∠COD，

∴△CEF∽△OCD，

∴
��
��

=
��
��

，

∴EF•OD＝CF•CD，即（
4 3
�

+2 3）×2 3 =（﹣2﹣a）×2，

解得：a1＝﹣2，a2＝﹣6，

∴E（﹣6，− 2 3
3 ），

过点 A作 AK⊥l1于点 K，过点 E作 EG⊥l1于点 G，EH⊥AK于点 H，

则∠H＝∠HKG＝∠EGK＝90°，

∴四边形 EGKH是矩形，

∴HK＝EG，

∴d1+d2＝AK+EG＝AK+HK＝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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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K与 G重合时，d1+d2＝AE最大，

∵AE= (2 + 6)2 + (2 3 + 2 3
3 )2 = 16 3

3 ，

∴d1+d2的最大值
16 3
3

；

（3）当点 O′与点 A重合时，如图 2，连接 AB，

∵A（2，2 3），B（2，0），

∴AB＝2 3，OB＝2，∠ABO＝90°，

∴tan∠AOB= ��
�� = 2 3

2 = 3，

∴∠AOB＝60°，

∵线段 O′B′与 OB关于 l2对称，

∴线段 O′B′的延长线一定经过点 P，且 AP＝OP＝4，O′B′＝OB＝2，

∴△AOP是等边三角形，

∴点 P的坐标是（4，0），

即当 P的坐标是（4，0）时，直线 O′B′与双曲线有交点 O′；

当 B′在双曲线上时，作 B′H⊥OP于 H，如图 3，

∵BP＝B′P，∠B′BP＝60°，

∴△BB′P是等边三角形，

∴BP＝B′P＝t﹣2，

∴HP= 1
2（t﹣2），B′H= 3

2 （t﹣2），

∴OH＝OP﹣HP＝t− 1
2（t﹣2）= 1

2t+1，

∴B′的坐标是（
1
2
t+1，

3
2
（t﹣2）），

∵B′（
1
2
t+1，

3
2
（t﹣2）在双曲线 y= 4 3

� 上，

∴（
1
2
t+1）•

3
2
（t﹣2）＝4 3，

解得：t＝±2 5，

∵t＞2，

∴t＝2 5，

∴t的取值范围是 4≤t≤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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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是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考查了待定系数法求一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的解析

式，中心对称和轴对称的性质，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和性质，等边三角形的判定和性质，

三角函数，矩形的判定和性质，勾股定理，含 30度角的直角三角形的性质等知识，能综

合运用这些性质进行计算是解此题的关键，此题是一个拔高的题目，有一定的难度．

13．（2021•济南）如图，直线 y= 3
2 �与双曲线 y= �

�（k≠0）交于 A，B两点，点 A的坐标为

（m，﹣3），点 C是双曲线第一象限分支上的一点，连接 BC并延长交 x轴于点 D，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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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CD．

（1）求 k的值并直接写出点 B的坐标；

（2）点 G是 y轴上的动点，连接 GB，GC，求 GB+GC的最小值；

（3）P是坐标轴上的点，Q是平面内一点，是否存在点 P，Q，使得四边形 ABPQ是矩

形？若存在，请求出所有符合条件的点 P的坐标；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代数几何综合题；压轴题；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将点 A的坐标为（m，﹣3）代入直线 y= 3
2x中，可求得 A（﹣2，﹣3），即

可求得 k＝6，解方程组
� = 3

2 �

� = 6
�

，即可求出点 B的坐标；

（2）如图 1，作 BE⊥x轴于点 E，CF⊥x轴于点 F，则 BE∥CF，△DCF∽△DBE，利

用相似三角形性质即可求得 C（6，1），作点 B关于 y轴的对称点 B′，连接 B′C交 y

轴于点 G，则 B′C即为 BG+GC的最小值，运用勾股定理即可求得答案；

（3）分两种情况：①当点 P在 x轴上时，如图 2，设点 P1的坐标为（a，0），过点 B作

BE⊥x轴于点 E，通过△OBE∽△OP1B，建立方程求解即可；

②当点 P在 y轴上时，过点 B作 BN⊥y轴于点 N，如图 2，设点 P2的坐标为（0，b），

利用△BON∽△P2OB，建立方程求解即可．

【解答】解：（1）将点 A的坐标为（m，﹣3）代入直线 y= 3
2x中，

得﹣3= 3
2m，

解得：m＝﹣2，

∴A（﹣2，﹣3），

∴k＝﹣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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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比例函数解析式为 y= 6
�，

由
� = 3

2 �

� = 6
�

，得
� =− 2
� =− 3或

� = 2
� = 3，

∴点 B的坐标为（2，3）；

（2）如图 1，作 BE⊥x轴于点 E，CF⊥x轴于点 F，

∴BE∥CF，

∴△DCF∽△DBE，

∴
��
��

=
��
��

，

∵BC＝2CD，BE＝3，

∴
��
��

=
1
3
，

∴
��
3

=
1
3
，

∴CF＝1，

∴C（6，1），

作点 B关于 y轴的对称点 B′，连接 B′C交 y轴于点 G，

则 B′C即为 BG+GC的最小值，

∵B′（﹣2，3），C（6，1），

∴B′C= ( − 2 − 6)2 + (3 − 1)2 =2 17，

∴BG+GC＝B′C＝2 17；

（3）存在．理由如下：

①当点 P在 x轴上时，如图 2，设点 P1的坐标为（a，0），

过点 B作 BE⊥x轴于点 E，

∵∠OEB＝∠OBP1＝90°，∠BOE＝∠P1OB，

∴△OBE∽△OP1B，

∴
��
��1

=
��
��

，

∵B（2，3），

∴OB= 22 + 32 = 13，

∴
13
�

=
2
13

，



第 51页（共 57页）

∴a= 13
2 ，

∴点 P1的坐标为（
13
2
，0）；

②当点 P在 y轴上时，过点 B作 BN⊥y轴于点 N，如图 2，

设点 P2的坐标为（0，b），

∵∠ONB＝∠P2BO＝90°，∠BON＝∠P2OB，

∴△BON∽△P2OB，

∴
��
��2

=
��
��

，即
13
�

=
3
13

，

∴b= 13
3 ，

∴点 P2的坐标为（0，
13
3
）；

综上所述，点 P的坐标为（
13
2
，0）或（0，

13
3
）．

【点评】本题是一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考查了待定系数法，轴对称性质，最短

问题，矩形性质，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和性质等知识，解题的关键是学会利用对称解决最



第 52页（共 57页）

短问题，学会用分类讨论的思想解决问题，属于中考压轴题．

14．（2022秋•天府新区期末）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中，一次函数 y＝﹣x+7的图象

与反比例函数 y= �
�（x＞0）的图象相交于 A（1，6），B两点，P（0，﹣1）是 y轴上的

一个定点．

（1）求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及点 B的坐标；

（2）H是线段 AB上的一点，当△PAB的面积被线段 PH分成面积比为 2：3的两部分时，

求点 H的坐标；

（3）在（2）的条件下，请在 x轴上找点 M，平面内找点 N，使得四边形 PHMN为矩形，

求 M，N两点的坐标．（直接写出答案）

【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反比例函数及其应用；推理能力．

【分析】（1）将点 A的坐标代入反比例函数解析式可得出 k的值；联立反比例函数与一

次函数的解析式，可得出点 B的坐标；

（2）由点 B，P的坐标可得出直线 BP的解析式，分别过点 A，H作 y轴的平行线，与

BP交于点 M，N，设点 H的横坐标为 t，根据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建立关于 t的方程，解

之可得点 H的坐标；

（3）由题意可知，∠PHM＝90°，分别表达 PH，HM，PM，根据勾股定理建立方程，

可求出点 M的横坐标，再根据矩形的性质可得出点 N的坐标．

【解答】解：（1）∵点 A（1，6）在反比例函数 y= �
�（x＞0）的图象上，

∴k＝1×6＝6；

∴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y=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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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6
�
=−x+7，得 x＝1或 x＝6，

∴B（6，1）；

（2）∵B（6，1），P（0，﹣1），

∴直线 BP的解析式为：y= 1
3x﹣1；

如图，连接 PH，分别过点 A，H作 y轴的平行线，与 BP交于点 M，N，设点 H的横坐

标为 t，

∴H（t，﹣t+7），M（1，− 2
3），N（t，

1
3
t﹣1），

∴AM＝6﹣（− 2
3）= 20

3 ；HN＝﹣t+7﹣（
1
3
t﹣1）=− 4

3t+8；

∴S△BPH=
1
2（xB﹣xA）•HN= 1

2 ×（6﹣0）×（− 4
3t+8）＝﹣4t+24；

S△OAB=
1
2（xB﹣xA）•AM= 1

2 ×（6﹣0）× 20
3 =20；

∵△PAB的面积被线段 PH分成面积比为 2：3的两部分，

∴S△BPH：S△OAB＝2：5或 S△BPH：S△OAB＝3：5；

∴（﹣4t+24）：20＝2：5或（﹣4t+24）：20＝3：5，

解得 t＝3或 t＝4，

∴H（3，4）或（4，3）；

（3）∵四边形 PHMN为矩形，

∴∠PHM＝90°，

∴PH2+HM2＝PM2；

设 M（m，0），

当点 H（3，4）时，PH2＝32+52＝34，PM2＝m2+1，HM2＝（m﹣3）2+16，

∴34+（m﹣3）2+16＝m2+1，

解得 m= 29
3 ；

∴M（
29
3
，0），

由矩形的性质可知，N（
20
3
，﹣5）；

当点 H（4，3）时，PH2＝42+42＝32，PM2＝m2+1，HM2＝（4﹣m）2+9，

∴32+（4﹣m）2+9＝m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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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m＝7，

∴M（7，0），

由矩形的性质可知，N（3，﹣4）；

综上，若四边形 PHMN为矩形，则 M（
29
3
，0），N（

20
3
，﹣5）或 M（7，0），N（3，﹣

4）．

【点评】本题属于反比例函数综合题，主要考查了待定系数法求函数解析式，反比例函

数的性质，三角形的面积，矩形的性质与判定，分类讨论思想，数形结合思想等相关知

识；解题关键是熟练掌握矩形的性质．

15．（2023•未央区校级三模）如图 1，木匠陈师傅现有一块五边形 ABFED木板，它是矩形

ABCD木板用去△CEF后的余料，AD＝4，AB＝5，DE＝1，F是 BC边上一点．陈师傅

打算利用该余料截取一块矩形材料，其中一条边在 AD上．

[初步探究]

（1）当 BF＝2时．

①若截取的矩形有一边是 DE，则截取的矩形面积的最大值是 4 ；

②若截取的矩形有一边是 BF，则截取的矩形面积的最大值是 10 ；

[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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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图 2，陈师傅还有另一块余料，∠BAF＝∠AFE＝90°，AB＝EF＝1，CD＝3，

AF＝8，CD∥AF，且 CD和 AF之间的距离为 4，若以 AF所在直线为 x轴，AF中点为

原点构建直角坐标系，则曲线 DE是反比例函数 y= �
�图象的一部分，陈师傅想利用该余

料截取一块矩形 MNGH材料，其中一条边在 AF上，所截矩形 MNGH材料面积是
73
6
．求

GN的长．

【考点】反比例函数综合题．菁优网版权所有

【专题】反比例函数及其应用；几何直观；运算能力；应用意识．

【分析】（1）①当 DE为矩形一条边，AD为矩形另一条边时，截取的矩形面积的最大；

②当 BF为矩形一条边，AB为矩形另一条边时，截取的矩形面积的最大；

（2）由题意可知 A（﹣4，0），F（4，0），B（﹣4，1），E（4，1），再由 E点在函数 y= �
�

图象上，求出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 y= 4
�，再求点 D（1，4），C（﹣2，4），用待定系

数法求出直线 BC的解析式，设 G（
4
�
，t），则 H（

2
3
t− 14

3 ，t），再由方程 S＝（
4
�
−
2
3
t+ 14

3 ）

•t= 73
6 ，求出 t的值即可求 GN的长．

【解答】解：（1）①当 DE为矩形一条边，AD为矩形另一条边时，截取的矩形面积的最

大，

∵AD＝4，DE＝1，

∴S＝4×1＝4，

∴截取的矩形面积的最大值 4；

故答案为：4；

②当 BF为矩形一条边，AB为矩形另一条边时，截取的矩形面积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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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5，BF＝2，

∴S＝5×2＝10，

∴截取的矩形面积的最大值 10；

故答案为：10；

（2）∵AF＝8，

∴A（﹣4，0），F（4，0），

∵AB＝EF＝1，

∴B（﹣4，1），E（4，1），

∵E点在函数 y= �
�图象上，

∴k＝4，

∴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 y= 4
�，

∵CD和 AF之间的距离为 4，CD∥AF，

∴D（1，4），

∵CD＝3，

∴C（﹣2，4），

设直线 BC的解析式为 y＝k'x+b，

∴
−4�' + � = 1
−2�' + � = 4，

解得 �' = 3
2

� = 7
，

∴y= 3
2x+7，

设 G（
4
�
，t），则 H（

2
3
t− 14

3 ，t），

∴S＝（
4
�
−
2
3
t+ 14

3 ）•t= 73
6 ，

解得 t= 7
2，

∴GN的长为
7
2
．

【点评】本题考查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及性质，熟练掌握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及性质，矩形

的性质，矩形的面积是解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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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卡片

1．反比例函数综合题

（1）应用类综合题

能够从实际的问题中抽象出反比例函数这一数学模型，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一步，培养了

学生的建模能力和从实际问题向数学问题转化的能力．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用到了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性质、待定系数法和其他学科中的知识．

（2）数形结合类综合题

利用图象解决问题，从图上获取有用的信息，是解题的关键所在．已知点在图象上，那么点

一定满足这个函数解析式，反过来如果这点满足函数的解析式，那么这个点也一定在函数图

象上．还能利用图象直接比较函数值或是自变量的大小．将数形结合在一起，是分析解决问

题的一种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