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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三角形是由三条线段构成的!但任意三条线段未必能构成三角形!
那么!能组成三角形的三条线段具有什么关系呢"

!!"!指出下列图片中的三角形!

#!如图$ " "!是怎样用线段"!#!$构成三角形的"

图$ " "

!

同一条直线上首

尾相接的三条线段能

组成三角形吗"

!!由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条线段首尾顺次相接所
构成的图形叫做三角形#%&'()*+,$!

如图$ " #!线段%&!&'!%'叫做三角形

图$ " #

的边%点%!&!'叫做三角形的顶点%"%!"&!

"'叫做三角形的内角#简称三角形的角$!以点%!

&!'为顶点的三角形记为#%&'!读作 &三角形

%&''!
三角形的边有时也用小写字母来表示!一般地!

#%&'的顶点%!&!'的对边分别用"!#!$表示!

"!用长是#-.!/-.!0-.的线段能组成三角形吗" 用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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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的线段呢"

%!三角形的两边之和与第三边有怎样的大小关系"

!!请将你的猜想写成命题的形式并对猜想说理!

图& ' !

!!事实上!如图& ' !!已知""#$!对"$(
#$#"#!"#("$##$!"#(#$#"$说理过程
如下#

)!"#是线段!

*!"$(#$#"#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同理!可得

!!"#("$##$!"#(#$#"$!

三角形任意两边的和大于第三边!

已知一个三角形的最小边为%"#!另两边分别为+"#和%"#!%的取
值范围是什么"

图& ' $

如图& ' $!我们把两条
边相等的三角形叫做等腰三角

形$,-.-"/0/-12,3450/%!相等的两
边叫做腰&把三边相等的三角形
叫做等边三角形&把三边互不相
等的三角形叫做不等边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

$第%题%

!!'!请举出现实生活中有关三角形的实例!

%!请找出图中所有的三角形!并把它们写出来!

!!已知长度分别为!"#和6"#的两条线段!
在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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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
的线段中!哪些线段能和已知的两条线段构成三角形!哪些线段不能和已知
的两条线段构成三角形"

#第!题$

!!找出图中的三角形!并分别写出这些三角形的
边和角!

$!三条线段的长度如下"
#!$!,'"#!$"#!$,'"#%
#$$!"#!$"#!%"#%
#%$!"#!&"#!&"#!
哪一组线段能构成三角形&

%!已知一个三角形一边的长是'!另两边的长是整数!且周长为!$!求这
个三角形的三边长!

&!一个等腰三角形的三边长都是整数!且周长为!'!求这个三角形的三
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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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在小学!我们已经知道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是!"#$!怎样说理呢"

!!!!如图% & !!在小学!我们通过剪拼发现了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等
于!"#$!从这种剪拼过程中!你能得到什么启示" 其中哪两条直线是平行的"

&!如图% & &!已知""#$!延长#$ 到点%!过点$ 作直线

$&#"#!得到$'和$(!$'和$(与三角形的内角有什么关系"

图% & !

!!!

图% & &

!!把上述两图结合起来看!剪拼的过程相当于把$&沿#$方向平移到

$(的位置!从而有"##$&!由此我们得到启发#如果延长#$到点%!

过点$作直线$&#"#!那么$&与$(是同位角!$!与$'是内错角!
利用平行线的性质定理以及等量代换!就把三角形三个内角$!!$&与$)
的和转化成了$)!$'与$(的和!而这三个角恰好构成一个平角!

图% & )

!!事实上!如图% & )!已知""#$!对

$"*$#*$"$#+!"#$的说理过程如下$!%#

延长#$到点%!作$&#"#!

,!$&#"#!

-!$!+$' &两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

$&+$( &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平角的定义'!

-!$!*$&*$)+!"#$&等量代换'!

'()*
１．%Dq{¡-{(

Ø%,¶'，>?q{¡
-{(Ø%�¢p'，&
û2ÓüYÄ�GK8．
２．�æq{¡,m

{，Ïùq{¡-{©m
{°±G¤,·¸UH，
CDq{¡-{©m{,
G¤．
３．�yÖ�({uq

{¡YÄÐª．

/0©Wñ

úP4��ÚÛÆj
V�¡，&úÁ{gh,
UH¯，̂ |l-�°±
,gÄG¤，ú=¡¢¶
'q{¡-{(Ø%,
Wñ．

［１］�É,&%UH，
PQâíÆC“q{¡-
{(Ø%”��p%,¶
'®6．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
+ã$%-.，��$256�，4%�ÍÎ9`，dU%�,`Î·¸，/Y%�/

0、̂ |(&%��,�H．
１．¾¿%�PQ²!，(eyzG6，ø%�0ýWñ;7q{¡C�,UH，µ¶q

{¡-{(Ø%,^|UH，9·¸¶'Ø%,Wñ×Ø:;．
２．GÊq{¡-{(Ø%,¶'，ì�ø%�´·Å¢，$2 u%�&%UH¯Æ|

,RS，� u�/YÄ@R、56，n�µÔ%�,.c®6．
３．oô“·�ÝÝ”̄ ,RS，$2ì4¾¿%�,PQ²!，ø%�´·1yz,Ì8

�，ø%�,W@3Ð_s，½%��·¸¶'Gr,UH¯��p%��．

·１１１·



·�ÝÝ

5^%�YÄ0ýW
ñ，12%�^TW@�
�，ØÆu¶'Gr,U
_©�H．

［２］e１ì�ø%�
´·DM，$2ÃµÔ.
c®6．

Î T

１．∠犃＝８８°４４′．

２．∠犃＝４８°，∠犅＝９６°．

３．∠犅＝６９°．

书书书

!"#!! 数学!七年级下册

即!"!!""!"!#""#$%&$
三角形内角和定理

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

在上面的推理过程中!关键是作一条与三角形某一边平行的辅助线$

请根据图'%(%)给出的图示"过点#作&'#!"#!对 $三角形内角和

等于#$%&%说理$

!

作平行线是把

角从一个位置 !转
移"到另一个位置
的重要手段$

!图' ( )

!!还有其他说理的方法吗&

图' ( *

例!'((!如图' ( *!在$!"#中!"!"+%&!"""

,*&!求"#的度数$
解)-!"!!""!"#"#$%&"三角形内角

和定理#!

.!"#"#$%&/ ""!!""#$

-!"!"+%&!""",*&!"已知#

.!"#"#$%&/ "+%&!,*&#"$*&$

!!#$在$!"#中!""",(&()(!"#"($&*((!求"!的度数$

($在$!"#中!"#"+,&!"!与""的比是#0(!求"!!""的
度数$

+$在$!"#中!"#")(&!"!"""!求""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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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 组

"!在""#$中!

""#若#$#$%&$#"#'(&$求##的度数!
"'#若#$#)*&'+%$#"###$求#"的度数!

")#若#"#"
'###"

)#$$求#$的度数!

'!在""#$中$#",#$#)(&$##,#"#(&$求""#$各内角的

度数!

)!求适合下列条件的""#$的各内角的度数!

""##"####)%&%

"'##"#####$%

")##"#(%&$#"-####$!

.!一个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度数之比为'/)/*$求这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

的度数!

0 组

"!如图$在""#$中$#$##"#$#'#"$#"&##$%&!求#&#$的

度数!

!第"题"

!!!!!!

!第'题"

'!如图$""#$是一张纸片$把#$沿&'折叠$点$落在点$%的位置$
当#$#.(&时$求#"-#'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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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犅＝４０°，∠犆＝９０°．

４．"1#���&�#â
�Z[)２α，３α，７α，̂
_ � � � â � P n
ì，/
２α＋３α＋７α＝１８０°．

0/α＝１５°．
∴２α＝３０°，３α＝４５°，

７α＝１０５°．

Ｂ!
１．∵∠犃＋∠犃犅犆＋∠犆

＝１８０°，∠犆＝∠犃犅犆＝

２∠犃，

∴５∠犃＝１８０°，∠犃＝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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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７２°．　∵∠犃犇犅＝９０°，　∴∠犅犇犆＝９０°．

∴∠犇犅犆＝１８０°—∠犅犇犆—∠犆＝１８０°—９０°—７２°＝１８°．

２．K△犆犇犈M，　∵∠犆犈犇＋∠犆犇犈＋∠犆＝１８０°，∠犆＝４５°，
∴∠犆犈犇＋∠犆犇犈＝１３５°．

∵∠犆′犈犇＝∠犆犈犇，∠犆′犇犈＝∠犆犇犈，　∴∠犆′犈犇＋∠犆′犇犈＝１３５°．

∵∠１＋∠犆犈犇＋∠犆′犈犇＝１８０°，∠２＋∠犆犇犈＋∠犆′犇犈＝１８０°，

∴∠１＋∠犆犈犇＋∠犆′犈犇＋∠２＋∠犆犇犈＋∠犆′犇犈＝３６０°．

∴∠１＋∠２＝３６０°－２７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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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犃犆犇＝∠犃＋∠犅．

２．∠犃犆犇＞∠犃，

∠犃犆犇＞∠犅．

３．|．　

书书书

!"#!! 数学!七年级下册

图! " #

!!三角形的一边与另一边的延长线组
成的角!叫做三角形的外角"$%&$'()'
*+,-$#!

如图! " #!""#$是#"%#的
一个外角!

.!如图! " #!""#$与""#%有什么关系$ ""#$与""/"%
有什么关系$

"!如图! " #!""#$与"""或"%#的大小有什么关系$

0!对你的猜想说理!

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
三角形的一个外角大于与它不相邻的任意一个内角!

图! " 1

例$!如图! " 1!"%#$2!"3!""2"13!

"%&$2443!求%
".#"%的度数!
""#"%'$的度数!
解%".#在#"%#中!

5!"%#$2""/"% "三角
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的和#!

"%#$2!"3!""2"13!"已知#

6!"%2"%#$7""2!"37"132#83!
""#在#%&'中!

!

还有其他解法

吗! 试试看!

5!"%'$2"%/"%&$ "三角
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与它不相邻

的两个内角的和#!

"%&$2443"已知#!

"%2#83"已求#!

6!"%'$2443/#8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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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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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一个三角形的内角最多有几个直角!最多有几个钝角"
"!一个三角形能不能三个内角都是锐角"

一个三角形最多有一个内角是直角!因为假设它有两个内角是直角!那
么这个三角形的内角和就大于!#$%了!这与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矛盾!
所以一个三角形最多有一个内角是直角!#&$同样!一个三角形最多有一个内角
是钝角!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有可能都是锐角!

我们把三个内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叫做锐角三角形%'()*+*,-'./0+&!有
一个内角是直角的三角形叫做直角三角形%,-/1**,-'./0+&!有一个内角是钝
角的三角形叫做钝角三角形%23*)4+*,-'./0+&!

!!对三角形!按是否有相等的边可分为两类!对有相等边的情况!又
可分为只有两边相等的和三边相等的两类!请你按边对三角形进行分类!

"!请你试着按角对三角形进行分类!

%第!题&!!

!!如图!点"在"#$%的边#$ 的延长
线上!#"$%5!!"%!##5&6%!求#%!

"!已知某三角形的一个外角是66%!这个
三角形是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还是钝角
三角形"

&!如图!#"#%!#&$#!#'%$ 分别
是"#$%的三个外角!求#"#%7#&$#7#'%$的度数!

%第&题&

§¾¿¿

Á%�,£/EFÂ
�9%�Wñ，&ö[Ð
Ñf¶r,WX．

［３］�É�2Cf¶
r，D,3�ÐÑ，ö[C
DZ�，��ÃNÛ&'．

ZÁ·¸

１．q{¡Ö�Ðª
¦�：

q
{
¡

y>�q{¡

>Vq{¡

>Vq{¡
（V©êy
½>）
>�q{¡
（q�½>）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２．q{¡Ö{Ðª
¦�：

q{¡
¨{q{¡
£{q{¡
W{q{¡
烅

烄

烆

Î T

１．∠犆＝７７°．

２．1#���3Ë��
��．

３．３６０°．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４．“§¾¿¿”,-.，9Áq{¡Ö{ÐªÝÉCÞX．$%×，y�aø%�d¼o
'，Þa&'%F，&uö�%�,d¼YÄEÑ\&，$2w©¢¯，&ÐÑf¶r，½§
¾�ÍÎ¯'åæ%．
５．Ö��{uq{¡YÄÐª，3ÐÑÐªWX,ÈÉrP，a�$256�，dU%

�,EÑ、\&，ö[CDÐª,Z�Gr．

·５１１·



T S

Ａ!
１．∠犃犇犅＝８５．５°，

∠犃犇犆＝９４．５°．

２．�#â�Z[)：３６°，
７２°，７２°．

３．ì1：
∵∠犈犃犇＝∠犆犃犇，

∴∠犈犃犆＝２∠犈犃犇．

∵∠犈犃犆3△犃犅犆&
`�，
∴∠犈犃犆＝∠犅＋∠犆．

∵∠犅＝∠犆，

∴∠犈犃犆＝２∠犅．

∴∠犈犃犇＝∠犅．

∴犃犇∥犅犆．

Ｂ!
１．a�#���b�?ù

ZÉ2#æ����，
½kùZÉ2#c��
��．ì1°�：°àÛ
"，Ú)Ý�����
²,&bd:¢e&�
��fgZÉ2hZ，
\Éc2#���．N
¬ij∠１P∠２．Ú)
∠１＋∠２＝１８０°，ÛÜk
lM�#3æ�，*ê
�#í3æ�，ÚÍ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ÜZÉ2#æ����；klM�#3c�（m°3∠２），́ µê�#�n3Ë�，ÛÜk
ùZÉ2#c����．

２．∠１3△犆犈犉&`�，∠２3△犅犇犔&`�．
∴∠１＝∠犆＋∠犈，∠２＝∠犅＋∠犇．

K△犃犉犔M，̂ _���â�Pnì，/∠犃＋∠１＋∠２＝１８０°．
∴∠犃＋∠犅＋∠犆＋∠犇＋∠犈＝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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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三角形的角平分线!中线和高是与三角形有关的重要线段"认识这
些线段对于进一步研究三角形有着重要的作用!

图! " #

如图! " #!已知""#$!
"##画出#"的平分线!
"$#画出边#$的中点!并与点"连接!
""#过点"画出#$所在直线的垂线!

三角形一个内角的平分线与它的对边相交!这个角的顶点与交点间的线

段叫做三角形的角平分线"%&'()%*+,-./01*12%0*,%&').#!

如图! " $!在""#$中!##"%3#$"%!线段"%是""#$的

一条角平分线!

图! " $

!!!

图! " "

!!!

图! " 4

连接三角形的一个顶点与它对边中点的线段叫做三角形的中线"5.6,%&

12%0*,%&').#!

如图! " "!在""#$中!点&在#$ 上!#&3&$!线段"&是

""#$的一条中线!

三角形的一个顶点到它对边所在直线的垂线段叫做三角形的高

线"7.,'7012%0*,%&').#!简称三角形的高!

如图! " 4!在""#$中!"'$#$于点'!线段"'是""#$的一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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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çöX：
犅犇＝犆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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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数学!七年级下册

!!!!一个三角形有几条角平分线! 画一个三角形"用量角器和直尺画出

它的所有角平分线!

"!如图# $ %"已知""#$"请你分别画出#$边上的高!

图# $ %

$!剪下一个三角形纸片"用折纸的方法找到三边的中点"画出这个三

角形的三条中线!这三条中线交于一点吗!

!

纸板处于平衡

状态!换一点就不
平衡了!

&!按照你剪下的三角形纸片"用厚薄均匀的
硬纸板裁出一个三角形"画出这个三角形的三条中
线"在它们的交点处钻一个小孔"通过小孔系一条
线将三角形硬纸板吊起!三角形硬纸板处于什么状
态! 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实际上"三角形的三条中线交于一点"这个交点叫做这个三角形的
重心!

!!如图""%""&""'分别是""#$的中线#角平分线和高!请你

指出图中相等的角及相等的线段!

$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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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分别画出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的三条角平分线!

三条中线和三条高!

" 组

#!如图!在""#$中!"%是角平分线!"&是高!##"$$%&'!#$$(&'!
求#%"&的度数!

"第#题#

!!!!!

"第!题#

!!如图!在""#$中!#"#$$(!'!#%是角平分线!$&是高!#%与

$&交于点'!求##'$的度数!

) 组

#!如图!在""#$中!"%是高!#&是角平分线!"%!#&交于点(!

#$$*&'!##(%$+&'!求##"$的度数!

"第#题#

!!!!

"第!题#

!!"##如图!""#$的面积等于#&!"% 是中线!分别求出""#% 和

""$%的面积!
"!#你能把一个三角形分成面积相等的两部分吗$ 分成面积相等的四部

分呢$ 分成面积相等的三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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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一!知识结构

二!总结与反思
三角形是一种常见的基本图形!它的内容丰富!应用广泛!三角形的性

质及研究方法是学习其他几何知识的基础!
!!三角形边和角的性质!
"!#三角形三边之间的关系$ !!
""#三角形三个内角之间的关系$ !!
"##三角形一个外角和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间的关系$ !!
"!三角形的分类!
在对某一对象进行分类时!要先确定分类的标准!然后再按标准进行

分类!分类时要做到不重不漏!
三角形按边可分类如下$

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

"
#

$腰与底边不相等的等腰三角形"
#

$不等边三角形

三角形按角可分类如下$

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

$钝角三角形

#!添加辅助线!
在解决几何问题时!有时需要在图形上添加辅助线!
我们在对 %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进行说理时!是怎样添加辅助线

的' 添加这条辅助线的目的或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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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 组

"!填空!
如果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度数之比为"#$#%"那么最大角的度数是

!!!!!
&!三角形的两条边长分别为'()和"*()"写出这个三角形周长的取值范围!
$!在""#$中"已知#"比#$大"*+"##比&#$小"*+!求这个三角
形各角的度数!

,!如图"在""#$中"点%在"#上"点&在"$上"#"%&-#$!对

##-#"&%进行说理!

!第,题"

!!!!!!
!第%题"

%!如图"#"$#-.*+"$% 是""#$的高"%&是"#%$的高"#"-
$#$%&!求##的度数!

! !第/题"

'!""#$的一个内角为,*+"#"-##!你能说
出""#$的外角分别是多少度吗#

/!如图""% 是""#$的角平分线"%&$"#"
%'$"$!对#"%&-#"%'进行说理!

0 组

"!三角形的三条边长都是整数"周长为"""且有一边长为,!这个三角形
可能的最大边长是多少# 请说明理由!

&!如图"%为""#$内部一点"#"#%-&*+"#"$%-&%+"#"-$%+!
求##%$的度数!

!第&题"

!!!!
!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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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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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 "&"&##!b'c0I2g!!!!!
"#$def'I. "&"'##!b'c0I2g!!!!!
##$def!I. "&"!##!b'c0I2g!!!!!

"'#h#$def) I."Ji#!$j.#k!&c$b'c0I2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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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相等与不相等的数量关系问题!对于不相等的数
量关系问题!需要借助于不等式的知识来研究!

!!我们知道!用不等号 ""#"##可以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大小关系!如

!""!#$##%等!

!!&!小明与小亮进行百米训练!小明先到达终

点!小明到达终点所用的时间为&$'%(!如果小亮

所用的时间为"(!那么"与&$'%之间的关系可以

表示为 !

%!小明在某一周的零用钱为#元!他在这一周

的支出情况如下表$

为灾区捐款 就餐 购买文具 买冷饮

$元 $)元 "元 %元

!!在略有节余的情况下!#%元&与*)%元&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

在高速公路上!有大'小两辆卡车从甲地向乙地运货!大卡车的行驶速

度为*)+,(-!小卡车的行驶速度为.)+,(-!大卡车比小卡车早出发&-!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
�J`$%ÍÎ,UH¯，GM%�5%�,UH，56%�EFáy>6©GH°±

,£¤(¨�．
１．dU“/0©Wñ”̄ l�NOy>6,PQRS，ø%�ö['µzªæ°±,y

½>G¤éÜ2HI{;]，ö[wû(EFy>6．
２．�“ZÁ·¸”̄ ，�í%�ÊÆ4y,×±，ø%�Öï`·¸、ô1õö,G6{

Å¢·¸ÍÎ，nq$2rs6,ÐÑvD．
３．�$%UH¯，$2a56%�EFá，|P�Í¯，zªæ°±,y½>G¤3`

a��,，½%�wûá%Ty>6�F,?a�．

·６２１·



书书书

第十章!!"!#$%&'!"!#$%&( !!"!!

!!"如果设小卡车行驶的时间为!"#那么它行驶的路程该怎样表示$

这时#大卡车行驶的路程又该怎样表示$

!#"小卡车赶上或超过大卡车后#它们所行驶的路程之间的关系应怎样

表示$

!$"完成下表%

小卡车行驶的时间!&" 小卡车行驶的路程&%& 大卡车行驶的路程&%&

! '( !#(

# !)( !'(

$ #*( #*(

*

+

)

' ' '

!*"小卡车开出多少小时后赶上或超过大卡车$

经探究#我们可以得到小卡车赶上和超过大卡车#两车行驶路程的关系

式分别为

'(!,)(!!-!"和'(!")(!!-!""

由列表可知#当!,$时#'(!,)(!!-!"(

当!"$时#'(!")(!!-!""

即当!#$时#'(!#)(!!-!""

像."$#/+$/###"!+0##)($$#!#$#'(!#)(!!-!"这样的

式子都是用不等号连接而成的"我们把用不等号 )"*)$*)#*或 )%*

连接而成的式子叫做不等式!1234567189""其中 )#*表示 )不小于*#读作

)大于或等于*()%*表示 )不大于*#读作 )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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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狔≥８．

（２）犿＋１０≤
１

２
犿．

（３）３４０＋８狓＞４００．

Î T

１．犪＜犫．

２．（１）犪＜０．

（２）狓＞－１．

（３）犿－狀≤２．

（４）狓－（－５）＞０．

T S

Ａ!
１．５，８，８．２，９，９．５，１２．

２．（１）２狓＋３＜１５．

书书书

!!"!! 数学!七年级下册

!!用不等式表示!

"!#!的"倍不小于#"

"$##与!%的和不大于#的一半"

""#某湖$汛前水位是"&%'($警戒水位是&%%'()汛期$湖水平均

每天上涨#'($$天后湖水将超过警戒水位"

!!!"如图$数轴上%$&两点对应的数分别为'$($则'与(的大小关

系是 ""用不等式表示#

"第!题#

$"用不等式表示!

"!#'是负数"!!!!!!!
"$#$比*!大"

""##与)的差不大于$"

"&#$与*+的差是正数"

, 组

!"$取下列各数中的哪些数!能使不等式$*$"!成立"

*&!*!!%!"!+!#!#-$!.!.-+!!$"

$"用不等式表示下列数量关系#

$!%$的$倍与"的和小于!+"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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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的一半与"的差是负数"

!#"#与$的和比#的$倍大"

!%"##与"的和不小于&"

!'"长为$#宽为$(!的长方形的面积小于边长为$)"的正方形的面积"

* 组

""小明家距新华书店的路程是$+,"他于星期日上午$$#-由家出发骑车

前往书店购书#先以"'+,%.的速度行驶了#.后#又以"$+,%.的速

度继续行驶#结果#他在/$--之前赶到了书店"请你列出相应的不等式"

!"某超市在春节期间搞促销活动#促销方式如下$

一次性购物的金额 促销方式

不超过!--元 全部九折

超过!--元 不超过!--元的部分九折!超过!--元的部分八折

某顾客在该超市一次性购得标价为#元的商品"
!""该顾客得到的优惠不超过"$元#请你列出不等式"
!!"该顾客得到的优惠超过#-元#请你列出不等式"

　 （２）
１

２
狔－１＜０．

（３）狓＋８＞８狓．

（４）３狓＋１≥６．

（５）犪（犪－２）＜（犪＋１）
２
．

Ｂ!
１．１５狓＋１８（０．５－狓）＞８．

２．（１）０．１狓≤１８．

（２）０．１×２００＋０．２（狓－

２００）＞３０．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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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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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数学!七年级下册

!!利用等式的基本性质可以解方程!类似地!利用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也可以解不等式!那么!不等式具有什么性质呢"

!!如图!" # !!当""#时!在数轴上表示"的点位于表示#的点的右侧!

图!" # !

在数轴上!与"$%!#$%对应的点和与"!#对应的点之间具有如下的
位置关系"

数 点的位置变化

"$% 相当于将与"对应的点向右平移%个单位长度

#$% 相当于将与#对应的点向右平移%个单位长度

#!$确定"$%和#$%的大小!
##$如果$""!那么对于"$$和#$$的大小!你有什么猜想%
#%$在不等式""#的两边都减去同一个数或同一个整式!你认为应该

有什么结论%

通过探究!我们可以得到"
不等式两边都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或同一个整式!不等号的方向不

变!即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如果!""!那么!$#""$#$

!!!&已知'"%!计算并用不等号填空"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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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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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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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２）＜；

（３）＜；　（４）＞．

２．（１）狓＜－５；　（２）狓＞１；

（３）狓＞－８；　（４）狓＞
１

２
．

T S

Ａ!
１．（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１）狓＜１４；

（２）狓＜－１；

（３）狓＞６；

（４）狓＞－１；

（５）狓＜２；

（６）狓＜－
１

７
．

Ｂ!
１．＜．

２．犿＜０．

３．犪＞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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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已知""#!请用 "##或 ""#填空$
%!&""# #"#'!!!!%#&$" $#'

%$&"%$ #%$' %&&"!
#" "!

##!

#!把下列不等式化为 "%#"#或 "%""#的形式$
%!&%%$""#' %#&'%#(%%!'

%$&!
#%#"&' %&&"!)%""*!

+ 组

!!已知"##!请用 "##或 ""#填空$

%!&"%,
# #%,

#
' %#&""- #"-'

%$&&" &#' %&&"
*

#
*
'

%*&"" "#' %-&""
( "#

(!

#!把下列不等式化为 "%#"#或 "%""#的形式$
%!&%"*"''! %#&-%"&%"#'

%$&*
$%#%%&' %&&"&%"%%*'

%*&%
#%!#%'! %-&"%%!

# ##%"!
$ !

. 组

!!已知"##!则"!
#"%$ %填 "##""#或 "/#&"!

##%$!

#!已知""#!且&"#&#!求&的取值范围!

%第$题&

$!表示!""和!%"的点在数轴上的位置如图所示!
请确定"的取值范围!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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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根据不等式的基本性质!怎样解一元一次不等式呢"

!!对于含有未知数的不等式!能使不等式成立的未知数的值!叫做不等式

的解"!"#$%&"'"(&')*$+#&%,#!

如"-.!/!0!都是不等式12""02""34#的解!

4!对给定的"的值!完成下表$

" 12" 02""34#
"的值是不是

12""02""34#的解

56/ 712 782 是

.64 571 520 是

/6.

061

!!7!请你再任意选择两个大于5的"的值!检验其是不是不等式的解!

5!你认为不等式12""02""34#的解有多少个%

不等式12""02""34#的解有很多!我们把它的所有解叫做这个不等式

的解集&4'!
一个含有未知数的不等式的所有解组成这个不等式的解集"!"#$%&"'

!)%#!
求不等式解集的过程!叫做解不等式"!"#9&':&')*$+#&%,#!
不等式的解集!可以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例如!不等式12""02""34#的解集为""5!在数轴上表示!如图

42 5 4所示!

'()*
１．%Dy>6,D�

¢DB,KL，�y�5
fâ;]y>6,DB．
２．>?DZhZiy

>6,Z�[/，ûDN
O,ZhZiy>6，�
�%�,78��．
３．ª¬DZhZiG

H(DZhZiy>6,
UH，̂ _%�,W@
��．

［１］uÊDB�ZË
Ì，%�'åÓ3Õ¥4
y>6,��DÜì，y
È0¸．

·�ÝÝ

dU“·�ÝÝ”，ø
%�wûy>6,D�D
B,KL．
１．４３２，３８４，3，
５４４，４６８，3．
２．3．
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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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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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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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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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56%�x2y>6,:+�À，ª¬ZhZiGH,Dr{Dy>6，4<á�F

,hh(^_，%û�û©d．$%,?@y�SD,��，=3>?\¸RS,Z�Gr．
��ZUH¯，aø%�wûá：

（１）h�Ò¡uy>6VzÜ$2；
·３３１·



§¾¿¿

56%�ª¬ZhZ
iGH，̂ |&�à�j
�y>6,�z�@，Y
=¡¢ZhZiy>6,
ËÌ．

书书书

!"#!! !"!#$%&'

!

!"#$%&
'()*!!+,
-./0123!!

!"# ! "

!!"#!$%""%$%&'"#$"!()*+,-!#!"# ! %.-!

!

!"#$4&
5)*$"!+,
-./023$"!

!"# ! %

!!(/012345$678"

"$!!&#"$'##"("$!#("##"
%#!%"%"(%!

9:;;4<678$=>?@ABC!DE>FGHIJ!

KLMNOPQRS)!DTRS)$U)VA"$678WX()(
*+,-#)*+,-.*+,/0-)*12343+,0+5+36+$!

Y0!KLZ[678$\]^_`%PaPU678!

.!!%678"
%"("%7!DM%&()*+,-b`!

!

67!89:
.;< 0 , = >
?@!

%"678cdVef"!g
"
%"%7$"!

h
"
%"%8!!!!!!!!!!

cdVi%#jkl"
%
$!g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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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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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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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把下列不等式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

"$#"##
$!

$!解不等式"$"$%
#
%并把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 组

!!解下列不等式!并把它们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

#$$"#"$!
$
%

##$"')$""%!!!

#*$!""
* #!!

$!写出下列数轴上所表示的不等式的解集"

#!$

#$$

!!!!!!!!!!! "第$题#

+ 组

!!已知关于"的不等式"##'!的解集与不等式"
$#"!的解集完全相同!

求#的值!

$!已知#"'*%('$#""$$!请你确定"'!的最大值!

Î T

１．E．

２．狓＜－
４

３
，'zR"E．

T S

Ａ!
１．（１）狓＜２，'zR"E．

（２）狓＜－
１

６
，'zR

"E．

（３）狓＞－
５

２
，'zR

"E．
（４）狓＞－３，'zR
"E．

２．（１）狓＜１．５．

（２）狓≥－３．

Ｂ!
１．犪＝－３．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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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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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解下列不等式!并把它们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

#'$!#&
' %!#$!#'

' "

!!!"请你谈谈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一般步骤"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和解一元一次方程的过程有什么异同& 与同学进

行交流"

!!事实上!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一般步骤是"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
并同类项!将未知数系数化为!"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和解一元一次方程的过程基本相同!只是在解不等式
时!当不等式的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负数时!要改变不等号的方向"

例"!当!在什么范围内取值时!代数式!#'!
$
的值比!#!的值大&

解"根据题意!!应满足不等式
!#'!

$ $!#!"

去分母!得
!#'!$$#!#!$"

去括号!得
!#'!$$!#$"

移项!合并同类项!得
%!$'"

将未知数系数化为!!得
!"%'"

即当!"%'时!代数式!#'!
$
的值比!#!的值大"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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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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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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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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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例$!求不等式!!"
# "#!$"

%
的正整数解"

解!去分母"得

%#!!"$"###!$"$"

去括号"得

%!!%"&!$#"

移项"合并同类项"得

$!"$'"

将未知数系数化为""得

!#'"

所以"满足这个不等式的正整数解为!(""#"%"&"'"

!!""解下列不等式"并把它们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

##$%!&!%"
#
#%!'!$"

#"%与##的差不小于""求#的取值范围"

) 组

""解下列不等式!并把它们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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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我们能用列方程的方法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数量相等关系的问题!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数量之间的不相等关系!在这些问题

中!有些可以用类似于列方程的方法!通过列一元一次不等式来解决!

!!七年级!一"班的学生准备用!""元购买甲#乙

两种图书共#$套$送给老区的幼儿园小朋友!已知

甲种图书每套%!元$乙种图书每套%"元!这些钱

最多能买甲种图书多少套%

#!设可购买甲种图书"套$则购买甲种图书用钱为 元$购买

乙种图书 套$购买乙种图书用钱为 元!

$!购买甲#乙两种图书所用钱数与!""元有什么关系% 你能用不等式

把这种关系表示出来吗%

&!解上面列出的不等式$并根据解集确定实际问题的答案!

例!某商场响应国家 &家电下乡'的惠农政策$决定采购一批电冰箱$优惠

销售给农民朋友!商场从厂家直接购进甲#乙#丙三种不同型号的电冰

箱共'"台$其中$甲种电冰箱的台数是乙种电冰箱台数的$倍$购买

三种电冰箱的总金额不超过#&$"""元!已知甲#乙#丙三种电冰箱每

台的出厂价格分别为#$""元$#(""元和$"""元!那么该商场购进的

乙种电冰箱至少为多少台%

分析(数量之间的关系是

#$"")甲种冰箱数*#("")乙种冰箱数*$""")丙种冰箱数

"#&$"""!

'()*
１．ª¬<ZhZ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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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解!设购买乙种电冰箱!台"则购买甲种电冰箱!!台"丙种电冰箱
#"#$%!$台"
根据题意列不等式"得

&!##'!!(&)##!(!####"#$%!$"&%!###"
解这个不等式"得

!#&*"
答!至少购进乙种电冰箱&*台"

!!在用不等式解决实际问题时"当求出不等式的解集后"还要根据问题的
实际意义确定问题的解"

!!&"如图"小明和爸爸%妈妈三人玩跷跷板"小明和妈妈坐在一端"爸
爸坐在另一端"三人的体重一共为&+#,-"小明的体重是妈妈体重的一半"
根据 &爸爸这端着地'的情境"指出小明的体重应小于多少千克"

#第&题$

!"某服装厂计划生产一种服装"每件成本是)#元"售价是"#元"该
厂生产这种服装"每月除成本外的其他开支共为+###元"如果想使生产这
种服装的月获利不低于!####元"那么每月至少要生产这种服装多少件(

. 组

&"某工程队计划招聘从事甲!乙两种工作的工人共&+#名"根据工程需要"
从事乙工种的人数不少于从事甲工种人数的!倍"从事甲工种的工人最
多可招聘多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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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某商店在一次促销活动中规定!消费者消费不低于!""元就可享受打折优
惠!一名同学为班里买奖品"准备买#本影集和若干支钢笔!已知影集每
本$%元"钢笔每支&元"则他至少买多少支钢笔才能享受打折优惠#

' 组

$!某旅游团的人数不到%""在参观一个景点时购买了一张%"人的团体票"
结果比按实际人数购买个人票省钱!这个景点的个人票票价是#"元$人"
团体票打八折!这个旅游团可能有多少人#

!!某校组织七年级师生共(&"人春游"现有!%座和(%座%均含司机座位&
两种客车可供租用!已知!%座客车的租金为!"%元$辆"(%座客车的租
金为)*"元$辆!
%$&若单独租用一种客车"请你通过计算说明租用哪种客车更合算!
%!&该校决定这次春游同时租用这两种车辆!若(%座客车比!%座客车

少租)辆"则(%座客车最少需租用多少辆# 这样的租车方式比单独
租用一种车辆合算吗# 说明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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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数学!七年级下册

!!在许多问题中!所求的量常常需要满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等关系!
这类问题就要用不等式组来解决!

!!电视台播出猜商品价格的节目!!!"

主持人"这个电热水壶的价格不高于!""元!请您猜出价格!
参赛者"#"元!
主持人"高了#

参赛者"$"元!
主持人"低了#

你认为这个电热水壶的价格在什么范围内#

下面我们用不等式来研究这个问题!
设这个电热水壶的价格为"元$由猜价格的过程可知

""#"! !
同时$

"#$"! "
我们把不等式!和"的解集分别表示在数轴上$如图!" % !所示!

图!" % !
由此可知$这个电热水壶的价格"%元&的范围是

$""""#"!
根据需要$有时要把几个不等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组一元一次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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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式!如

!"!"!

!##"
$
%

& "
一般地!由若干个不等式组成的一组不等式!叫做不等式组"
含有同一个未知数的一元一次不等式的不等式组叫做一元一次不等式

组"$%$&'()*+,-'./,-'01.+,&,'$)*)-'1-2-)3-#"一元一次不等式组中所有
不等式的解集的公共部分!叫做这个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4%"

求不等式组的解集的过程!叫做解不等式组"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时!一般是先分别求出每个不等式的解集!再借助

数轴找出它们的公共部分!这样就可以确定出不等式组的解集"
例!!解不等式组

!
4#!56

6
!

7!58#9"!:8#
$
%

& "

!

"

解&解不等式!!得

!#5#"
解不等式"!得

!#8"
在数轴上表示不等式!!"的解集!如图8" ; 4所示"

图8" ; 4
这两个不等式解集的公共部分是!#8"
所以!不等式组的解集是!#8"

!!8"解下列不等式组&

"8#
4!59""!

6!:84#"
$
%

& '
!!!!!!!"4#

!54'5;!

7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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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
"!#$"!!#

!%&
' #'!%&

"
$
%

&
$
!!!!!!!$"

!!%'"!#'#

&
'!%&'(%!

'!
$
%

& "

'"已知$##"和'#%$的值都是正数#求#的取值范围"

) 组

解下列不等式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

&"代数式&%'$的值大于%&$但不大于"$求$的取值范围"

'"如果等腰三角形的周长为&+$求腰长!的取值范围"

例$!解不等式组

'!!%!""!!%(#

&
'!%&"!%!

'!
$
%

&
"

!

"

解%解不等式!#得

!(&"
解不等式"#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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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2aoô“§¾¿¿”,-.，56%�uDy>6j,EFFvwâH

áZ�，ÏÎ>?Dy>6j,Gr，áoDy>6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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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在数轴上表示不等式!!"的解集!如图!" # $所示!

!

两个不等式的

解集可能会出现无

公共部分的情况!
此时!这个不等式
组无解!

!!!!图!" # $

!!从数轴上可以看出!这两个不等式的解集没有
公共部分!所以!这个不等式组无解!

!!解下列不等式组"

#!$
"%&
$ "!!

$"'&"!!
#
$

% %
!!!!#&$

##"%!$&$#"'!$!

%(
&"%!'(%$

&"
#
$

%
!

请你结合下面的框图!谈谈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一般步骤!

例"!求不等式组

!!!!!!!!!!!
)"'$&"!

&"%#(
#
$

% "
!
"

的整数解!
解"解不等式!!得

"&%$
)!

解不等式"!得

"(#
&!

所以!不等式组的解集是%$
)("(#

&!

因此!不等式组的整数解是"!!!&!

ÝZÝ

YZ[ÏVDy>6
j,UH，ÂÃDy>6
j,Gr．

（１）狓≤３．

（２）¶D．

§¾¿¿

ø%�dee２(
“ÝZÝ”,UH，oô{
�，�àáoDZhZi
y>6j,Z�[/．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５４１·



Î T

１．（１）狓＜－１；

（２）狓≤－２；

（３）狓≤１；

（４）�0．
２．１，２．

T S

Ａ!
１．（１）狓＜－３；

（２）狓＜２；

（３）�0；
（４）�0．

２．ûKÆ'3１，û?Æ'
3－２．

Ｂ!
１．犿＝－３．

２．２＜犿≤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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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解下列不等式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不等式组
"$!(!$"$

"#*#)"
$
%

& $!
的整数解!

+ 组

!!解下列不等式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满足不等式组
""#&($!$

"$"#!
(

$
%

&
"
的最大整数和最小整数!

- 组

!!已知关于"的不等式组
"##$!$

"##
$
%

& #(
的解集是"#$!!求#的值!

(!已知方程组
("$$.!$

("#$.
$
%

& #
的解"的值小于等于!$$大于!

(!求#的取值

范围!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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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一!知识结构

!!用一元一次不等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二!总结与反思

!!在一些涉及同类量之间不等关系的实际问题中"需要把相关的量用
含未知数的代数式表示"根据问题中数量之间的不等关系"抽象为不等式这
个数学模型"再利用不等式的基本性质"求出不等式的解集"然后检验其是
否符合实际!在建立不等式模型的过程中"需要把握以下两点!

#!$明确问题中常用的表示不相等关系词语的意义!如 %大于&%超过&
%还多&%高于&等抽象为 %"&"%小于&%不足&%还少&%低于&等抽象为
%#&"%不大于&对应 %$&"%不小于&对应 %%&!

#"$在有些实际问题中"不相等关系是隐含在具体情境中的!如买东
西"花去的钱应不超过原有的钱'汽车装运货物的质量应不超过汽车规定的
载重量等!对于这类问题"要结合具体情况认真分析!

"!想一想!不等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利用不等式的基本性质解不等
式时应注意什么(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与解一元一次方程的过程有什么异同( 如何确定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集(

三!注意事项

!!在不等式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负数时"要改变不等号的方向!
不能用$同乘不等式两边!

'()*
１．de+#�%-

.，X)�F±,-�£
¤．fW�F¡¢UH¯
�<¸,5%WXGr(
W@{|．
２．72�%y>6,

�G�FDMPQRS，
YZ[12%�,5%)
I��、ÐÑ(DMRS
,��．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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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u+#,�F-.，)*$2�JKZjWñS，56%�YÄ3ÐWñ�，ÃYÄ

ªj&'(S|õö，ó�F2�ZÁ%N+#,�Fâã，ß%Æ�FoX�;．
２．u�F-.áo,z×，ÞaM?u�F¡¢UH,fW(5%WXGr,ÐÑ．�

�ZUH¯，$2aoôvwRSø%�wû、%D©>?．
$2�56%�YÄáo©fW×，ìoô�<RSYÄ：
（１）�Æj�b��v�y½>G¤,�e，&2y>6;]．
（２）|P�Í¯，çk£93;]y½>G¤,？25%HI¦V;]？a�e&'．
（３）ZhZiy>6,D(ZhZiGH,D�êë£¤(¨�？buZhZiy>

6（j）DB,ËÌ3¦V%D,？x25f;]ZhZiy>6（j）,DB�ê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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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１．（１）k�Â&ÒÓ１．
（２）k�Â&ÒÓ２．
（３）k�Â&ÒÓ３．
（４）k�Â&ÒÓ１，２．

２．（１）狓＞１１，'zR"E；

（２）狓＞－
５

３
，'zR

"E；
（３）狓＞－２，' z R
"E；

（４）狓≥－
３

７
，'zR

"E．

３．（１）狓＞－
３

４
；

（２）狓＝－
３

４
；

（３）狓≤－
３

４
；

（４）狓≥６．

４．狓＜
３６

３７
．

５．１，２，３，４．

６．（１）狓＞２．（２）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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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要注意不等式的解集""#!或"##"与"$#!或"%#"是不相同的#

前者不包含##后者包含#!在数轴上表示时#表示#的点前者用空心圆圈#

后者用实心点!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时#如果各个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集没有公共

部分#那么这个一元一次不等式组无解!

# 组

$!指出下列不等式变形的根据!

"$#由""#!"%&$得"#&!
"!#由!$"'($得$"'!!

""#由'$
&"#$$得""'&!

"(#由)"'!"&"%*$得""!!

!!解下列不等式$并把它们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出来!

"$#""'+"!"%(%!!!!!!
"!#'*"%$#$$%

""#("!"'$##&"""%!#%

"(#$'"
! %"'$

& %$!

"!当"为何值时$代数式("%"的值满足下列条件&

"$#是正数% "!#等于,%

""#不大于,% "(#不小于!+!

(!当"为何值时$代数式'$
*"%"的值比*"'"的值大&

&!求不等式'$,"%&!")的正整数解!

*!解下列不等式组!

"$#
*"%&"("$

$-'+"#$,'""
&
'

( %
"!#

"'"""'!#$($

$%!"
" ""'$

&
'

(
%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欁

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櫛 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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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

"
#
!!$#"""#

!$%#%!!$!"
!

$

%

& $
!#"

&!!'()!"#!$"")*#

"+'!#'!
#!$!

$
%

&
"

,"张老师和学生们一起步行去植树"他们步行的速度是#-.%/0出发"/
后#学校打电话通知张老师在"(.12内!含"(.12"返校开会#并让张老

师在原地等候#学校立即派人骑摩托车去接他"摩托车的速度至少为多

大才能保证张老师按时参加会议&

&"甲'乙两人准备整理一批新到的实验器材"若甲单独整理#则需要

#(.12完成$若乙单独整理#则需要&(.12完成"若乙单独整理时间不

超过!(.12#则甲单独整理至少多少分钟才能完成&

3 组

""已知##$是常数#且#'(#关于!的不等式#!$$#((

!""当 时#不等式的解集是!#'$
#"

!%"当 时#不等式的解集是!"'$
#"

%"求不等式'%(!!'"""#的整数解"

!"观察下列图形(

!第!题"

它们是按一定规律排列的#并且后一个图形中 )*的个数是依照排列

规律递增的#那么到第几个图形所用的 )*超过"((个&

#"已知一个三角形的最大角的度数为!$!(#最小角的度数为%!'!("求

!的范围"

　（３）�0．（４）２＜狓＜４８．
７．" � � } & H I )

狓ｋｍ／ｈ，*１０
６０
狓≥４×

１×２．

0/狓≥４８．
6：��}&HI}~
)４８ｋｍ／ｈøù� 
¡¢£DÌ¤Ä¥¦．

８．l��Æì}~２５ｍｉｎ
øù§É．

Ｂ!
１．（１）犪＞０．　（２）犪＜０．

２．３，４．

３．#9３４#à�Û2&
“★”̈ ï１００#．

４．３７．５≤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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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犪≥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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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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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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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七年级下册

!!已知"#"!"$"和%#&"在数轴上的位置如图所示!求"的取值范围!

!第!题"

'!某人想租用一辆汽车!现有甲"乙两家出租公司!甲公司的出租条件为

汽车每行驶"()需付租车费"*"+元#乙公司的出租条件为每月付

,+++元租车费!另外!汽车每行驶"()!租车人需再付+*"+元汽车磨

损费!这个人租哪家的汽车较合算$

- 组

"!当"为何值时!不等式组
&#,#".!

#$"#
$
%

& +
的解集是###&$

&!当$为何值时!满足方程组
,#$%/$!

%/&
$
%

& #
的#和%的值都小于"$

,!某商厦以&++元%件的价格购进某种商品"+++件!在进价基础上加价

&!0作为销售定价!商厦计划在节日期间拿出"++件按九折出售!而在

销售淡季按六折甩卖!为使这批商品赢利!需要在节日和淡季之外按原

定价销售这种商品多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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