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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 确 ？ 其优 点是 ：

一是贴近 Ｂ

本质 ；
二是既对位似 图形给 出

了 专 门 的定义 ，又对使用 更频
Ｂ

＊

繁的 位似 多边形给 出 了 定义 ．

不足之处 ： 有反例 ， 角 尺 Ａ
＇＾Ａ

与 角 尺 ＷＯ
＇

Ｂ
＇

满足对应 点 的

连 线过同 一 点 ，及该点 到 对应

点 的距离 成 比 例 ， 但 显然 它 们 不是位似 关 系 ， 如 图

５ ．

＾

＝ … ＝ …

，
那 么 这两个 图 形 叫 做位似 图

形 ， 点 ０ 是位似 中心 ．

如果一个 多边形上各 顶 点 …

，
／Ｖ ？ ？ 和 另

一个多边形上 的顶 点 …

，
Ｐ

＇

，

… 分别 对应 ， 并

且它 们 的连 线 …

，
ＰＰ ＇

，

… 都 经过 同 一 点

〇
，并且它们 都在 〇 的 同

一 侧 （ 或异侧 ） ，｜

＝

^
ＯＰ

＊

＝ … ＝ 那 么这两个多边形 叫做位似 多 边

２
． 完善位似图形定义的建议

实 际上 ，教材 中 对位似 图形定义的缺陷 ， 无非是

在 内位似 与 外位似 之间 有交叉的可能 ． 既然如此 ，
我

们认为可增加这样一 个条件 ： 对应 点 均分布 在该 交

点 的 同侧 ，或都均 分布在异侧 ．

由 此 ，我们这里给 出
一种 比较恰 当 的定义 ：

如 图 ６ 所示 ，
如果一个 图

形上 的 点 Ｂ
，

…

，
Ｐ

，

… 和 另

一个 图 形 上 的 点 ， ，
忍

＇

，

…

，

？ ？ 分别 对应 ， 并且 它 们 的

连 线 凡４

＇

，
５５

＇

，

－

，
／＾

，

＂ － 都

经过 同 一 点 ０
，并且它 们都在

ＯＡ
＇

０ 的 同
一侧 （ 或异侧 ） ，

ＯＡ
图 ６

形
， 点 ０ 是位似 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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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对 数 的 同 构 命 题 解 析

福建省泉州 市第七 中 学 （
３６２０００

） 彭耿铃

纵观近几年各省市模拟压轴 题 ， 指对数 同构 的

好题不胜牧举 ，俯拾 皆是 ， 它 们像一颗颗璀璨 的珍珠

在数学题海 中 闪 闪 发光
，
本文特精选举例 予 以 分类

解析 ， 旨 在探 究此 题型命题考查特 点 ， 仅供读者参

考 ，希望读者能决胜于高考 ．

指对数 同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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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当且仅 当 ＊ ＋ｌｉｗ＝ ０ 时等 号成立 （ 利用 ｅ

＊

＞＊＋１放缩 ） ；⑧ａ ：

．

ｅ

＊

＝為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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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ｌｍ：＝１ 时等号成立 （ 利用 ｅ

＊

＆ｅ＊ 放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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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１（ ２〇 １９ 武 汉调研 ） 已 知 函 数 ／（
＊

）
＝ ＃－

ａ ｌｎ
（
ａ＊ － ａ

）＋ ａ （ ａ＞ ０ ） ， 若关于 的不等式／（
ｘ

）＞

０ 恒成立 ，则 实数 ａ 的取值 范 围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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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 因为 ａ＊
－

ａ＞ 〇 可得 ＊＞ １
，
故 函数 的定义

域为 （
１

，
＋００

）
？ 由 ／（

＊
）＞〇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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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尤
－

１
） ． 设 尽 （ 尤 ）

＝
６

＊

＋ ＾ ；
，则 尽

／

（ ％ ）
＝：

ｆ＋ １＞ ０
，所 以 在 （

１
，
＋ 〇〇

）
上为 增 函 数 ． 故 由

ｅ

＊＿ｂ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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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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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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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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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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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ａ
）＞ｇ （

ｌｎ
（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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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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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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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 即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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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Ｕ －

ｌ
）＞ｌｒｍ ，

所 以 ｌ ｘｍ＜Ｕ
－

ｌｎ
（
ｘ－１

） ）—例 ４（
２０ １９ 河南 名校联考 ） 设实 数 ｍ＞０

，且

设＝
 ：＊： 

－

ｌ ｎ （
ａ：
－

１
）（ａ ；

＞１
） ，则

ｘ－ｌ

故 当％ｅ（
１

，
２

） 时 ，

＜ ０
，
当ｘｅ（

２
，
＋〇〇

） 时 ，

＞ 〇
，所 以＆（幻＿＝ Ａ

（２ ）＝ ２
， 所 以ｌｎａ＜

２：＝
＞
０＜ａ＜ｅ

２

？ 选Ｂ．

例 ２（
２０１９ 深圳模拟 ） 设 实数 Ａ＞ ０

， 若对任

意 的 ｘｅ（
０

，＋ 〇〇
） ，不 等 式 恒成立 ， 则

Ａ

入 的最小值为 （） ？

克 丄条Ｃ．

—Ｄ
． 七

ｅ２ ｅｅ３

解析 －

＿ 彡 〇
， 即 Ａｅ

Ａｘ－
１似 ＆ ０

，
即 Ａ＊，

Ａ

不等 式 ｍ％ｌｒｗ：
－

（
ｊｃ ＋ ｍ

）
ｅ

ｍ 在 ０ 对 ％ ＞ ｅ 恒 成立 ， 则

ｍ 的 最大值为 （）
．

２

Ａ
．
ｅＲ

ｙ
Ｃ． ２ｅＤ ．

ｅ
２

解析 ： 由 讯士找 －

（
尤 ＋ ｗｚ ） ｅ


ｍ 名 ０ 可得 矣

ｘ＋ｍｙ－１－ｍ ｘ＋ｍｘ＋ｍ＊＋ｍ

（
ａ ；＋ ｍ

）， 即
ｄｎ＊＝ｅ

ｉ
ｌｎｅ７？ 设ｙ（

＊
）

ｍ

＝ ％ １似
，
所以 ／（幻 矣／（ ｅ

＂

＾
） ． 因 为／ （ ％ ）

＝
１ｍ： ＋ １＞

０ 对 ｘ ＞ ｅ 恒成立 ，
所 以／（ ％ ）＝ｘｌｎｘ 在 （ ｅ ，

＋〇〇
 ） 单

调递增 ，所以 ／（幻 矣 ／（
ｅ
￥

） 可得 ｘ 矣 即 １似 矣

１
＋１

，
即 可得 ｍ 矣 厂 对 尤 ＞ ｅ 恒成立 ，

所 以 ｍ

ｍｌｍ：
—

１

－

ｘｌｉｗ； 奋０
，
即Ａ％ｅ

ＡＪ ：

＞欠１似
， 由 同构 

％ ｌｉｗ ：＝ｅ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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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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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得 （
人幻 ． ＃ ＞ １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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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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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５－

ａ （尤 ＋ １
）５

＝ ｌｍ： 对 ａ：＞０ 恒成立
，
则

实数 ａ 畢大值为？

＞ ０ ） ，所 以 当＊ｅ

ｇ （
％

） 单调递增 ；
当 ｘｅ（

ｅ
，

（ ０ ，
ｅ
） 时 ， 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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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 由
－

ａ （ ｘ＋１ ） 多 ｌｍ ： 可 得 ａ＜

＋〇〇
 ） 时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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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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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 ） 单调递减 ， 所以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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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ｘ
＝
ｇ⑴ ＝

｜ ，
所 以 Ａ ｌｎｘｘ ｌｎ＊＋ ＊

ｅ？ｅ＝ｅ
， 故 模 型 ⑦ 可 得二卜

英
丄

， 选儿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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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３已 知 函 数／（
ｘ －

ｌ ｉｕ；
－ 似： 的最小

值为 〇
， 则 实数 ａ 的最小值为



．

解析 ：令 ｔ＝ 财
虹

１

， 则 ＝ １１１
（
财

°＊＿
１

）＝ｌｒｕ：＋

似
－

１
，从而／（

尤
）

＝

尽 （
艺
）

＝
？
－

１１１？
－

１
， 因为 客

’

（
尤
）
＝

１
－

＋

＝

￥ ，所 以 ｇ（
＊
） 在 （

０
，
１
） 单调递减 ，在 （

１
，

＋００
） 单调递增 ，所 以 ｇ （ ｆ ） 的最小值为 ｇ （

ｌ
）
＝ 〇

， 此

时 ｔ＝ 财

…
１

＝１
， 取对数可得 Ｉｎｔ＝ｌｉｗｅ

１１＊
一

１

＝
Ｉｎ＊＋

ａ＊ －

ｌ＝０
， 分离 转 化为 ａ＝

－￣

＾
？ 令 史 （ ＊ ）

＝

ｘ

ｌｉｗ＝０ 时等号 成立 ， 所以 实数 ａ 最大值为 １ ．

以 上 的几种指对数 同 构解析更容 易接近 问题的

本质 ，使得很 多 同 学 更容 易 接受 ， 解题 思维 更加 流

畅 ，
更容易 地寻找解题 的方 向 ． 因此我们教 师在 曰 常

的教 学 中 ，应 引 导学 生 多视角 思考 ， 引 导 学生 经历用

不 同 方法解决数学 问 题
， 才 能 有利 于学 生 开拓数 学

视野
，为 学 生的终生发 展 、 持续发展 、 多 元发展奠定

良好的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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