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圆锥曲线方程”是解析几何的重点内容，在历年的

高考试题中都占有极大的比重. 2011 年的高考试题，圆锥曲线

的内容在试题的设计来源、设问形式、解题方法和新课程理念

符合度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色. 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典型例题的

剖析，揭示高考试题的命题规律与趋势，从而进一步把握复习

的重点与疑难点，纠正解题中的易错点，增加高考的得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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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几何是中学数学的重点内容，它的本质是用代数的知

识和方法系统地研究几何问题，通过数形结合的思想建立起代

数与几何的联系，推动代数与几何的共同发展. 中学阶段的解析

几何主要是圆锥曲线的知识，这类问题涉及的知识面广、综合

性强、创新能力高，充分体现了中学数学的各种思想方法，成

为历年来高考命题的热点和重点.
2011 年高考圆锥曲线知识在命题上继承了前几年高考命题

的特点，稳步推进，继承了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

本方法的特点，多角度、多层次地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学

习潜能，题型和背景都是学生常见的. 同时，2011 年高考命题

立意上加强了对知识本质和数学思想的考查，试题命题上更注

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这块内容的命题上，虽然是“年年题

相似”，但也有“岁岁题不同”，主要体现在“在平稳中谋变化，

在继承中求创新”的命题思路和特点.
一、试题特点

1. 难度稳定，知识点分布合理

2011 年各省市的圆锥曲线内容以 1 道选择题、1 道填空题

和 1 道解答题居多，分值在 20~27 分之间，考查的知识点约为

20 个，体现了圆锥曲线知识在整个中学学习中的重要地位. 试

题知识点分布合理，难度适中，无偏题、怪题，运算量较往年

有所减少，侧重于学生继续学习所应具备的数学素养和学习潜能.
2. 注重通法，重点知识常考常新

“注重通性通法，淡化特殊技巧”是数学《大纲》中坚持的

命题思路，历年高考试卷都体现了这个指导思想. 2011 年延续

了这个指导思想，考查学生对基本思想方法 （如数形结合思想、
函数与方程思想、分类讨论思想等） 的考查，要求学生不仅仅

有知识的积累，更要有解题方法的归纳，掌握常见的解题方法，

并能研究通性通法，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 其中涉及

比较多的内容和方法有以下三个方面.
（1）圆锥曲线的定义、标准方程及简单几何性质的应用，是

圆锥曲线的基础内容，在 2011 年高考各地的试卷中都有这方面

内容的考查. 重在考查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多以选择题、填空

题为主，为中档题目.
（2）求曲线方程的问题，所涉及的求解方法有定义法、轨迹

法、待定系数法等，是高考中的常规题型，解题的关键是数形

结合，建立起各变量间的等量关系.
（3）用坐标法解决简单的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等问

题. 以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问题为载体，与函数、三角函

数、向量、立体几何等章节的内容相结合，集中体现解析几何

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体现学科间知识的横向联系.
3. 彰显本质，注重思想方法考查

对运算量的要求较前几年相比有所降低，彰显数形结合思

想、坐标法思想和向量方法的考查，体现了学科知识的本质. 其

中，数形结合思想和坐标法思想是统领全局的，曲线与方程的

关系是讨论各种解析几何问题的基础，因此高考的命题立意上

也突出了坐标法思想的核心地位，强调了数形结合思想.

收稿日期：2011-07-05
作者简介：陈发志 （1982-），男，浙江温州人，中学一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学数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20 1 1 年高考数学试题分类解析 （十）
———圆锥曲线与方程

陈发志 （浙江省杭州市第十一中学）

蔡小雄 （浙江省杭州市第二中学）

张金良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Journal of Chinese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11 年 第 7-8 期No.7-8 2011

79



4. 纵横联系，设计知识交会题

圆锥曲线结合了函数、向量、不等式、三角函数和几何知

识，是考查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的重要载体. 向量具有代数与几

何的双重身份，因此解析几何与平面向量的交会整合是 2011 年

高考命题的一个热点，如安徽卷理科的第 21 题、大纲全国卷理

科的第 21 题和浙江卷理科的第 17 题等；涉及圆锥曲线的弦长、
三角形面积的最值 （定值） 问题，常常可以转化为求函数的最

值 （定值） 问题，因此三角函数、导数、不等式等知识为这类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视角. 这类问题在 2011 年高考中也得到体

现，如北京卷理科的第 19 题、广东卷理科的第 19 题、湖南卷

文科的第 21 题等.
二、亮点扫描

1. 注重知识发生的本源

认识和理解知识发生的本源，有助于知识体系的合理建构，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 （以下简称《标准》） 提到教

师在整合教材的过程中要“体现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促进学

生的自主探索”. 2011 年的高考试题命题中也紧扣这一理念，出

现了一些注重知识发生本源探究的问题.
例 1 （湖北卷·理 14） 如 图 1，

直角坐标系 xOy 所在的平面为 α，直

角坐标系 x′Oy′ （其中 y′轴与 y 轴重

合） 所在的平面为 β，∠xOx′ = 45°.
（1） 已 知 平 面 β 内 有 一 点

P′（2 2姨 ，2），则点 P′在平面 α 内的

射影 P 的坐标为 ；

（2）已知平面 β 内的曲线 C′的方程是（x′ - 2姨 ）2 + 2y′2 - 2 = 0，

则曲线 C′在平面 α 内的射影 C 的方程是 .
分析：如何得到圆锥曲线？新课程从知识发生的本源来认

识这个问题，教材在章头引言上提出圆锥曲线可以用一个平面

截圆锥而得到，通过改变平面与圆锥轴线的夹角得到圆、椭圆、
双曲线、抛物线，同时也提到椭圆可由圆经过投影而得到.

本题的命题立意正是基于此，通过二面角模型建立了平面

上的曲线与其在另一个平面上的射影的关系，考查求点轨迹中

“相关点法”的运用，并且注重知识发生的逆向思维，将椭圆投

影到一个平面中得到了圆.
解：（1）过点 P′作 y 轴的垂线，垂足为 M，连接 MP，

可知 MP = MP′cos 45° = 2，MO = 2，

所以点 P 的坐标为（2，2）.
（2）可知椭圆按题意进行投影得到的曲线为圆，

则由椭圆中心（ 2姨 ，0）投影到平面 α 内得到的点 （圆心）

坐标为 （1，0），且圆的半径为椭圆短半轴长 1，

可求出圆的方程为（x - 1）2 + y2 = 1，

即曲线 C 的方程为（x - 1）2 + y2 = 1.
【点评】本题若按常规的“相关点法”，通过设 C′内任意一

点的坐标，然后计算其投影坐标进行求解，过程不免繁琐. 考查

知识发生发展过程理解的试题，如福建卷理科第 7 题的讨论圆

锥曲线离心率、广东卷理科第 19 题的求圆心轨迹方程问题，集

中体现理解了知识的本质有助于避免繁琐的运算过程，切实做

到减负高效.
2. 试题源于教材活于教材

回归课本，夯实基础，并非老生常谈.《标准》指出“教材

是实现课程目标、实施教学的重要资源”，高中阶段的教学，要

用好教材、用活教材. 2011 年高考试题中出现了一些来源于教

材但经过适当改变、拓展、提升的试题.
例 2 （湖北卷·理 20） 平面内与两定点 A1（-a，0），A2（a，0）

（a ＞ 0） 连线的斜率之积等于非零常数 m 的点的轨迹，加上 A1、
A2 两点所成的曲线 C 可以是圆、椭圆或双曲线.

（1）求曲线 C 的方程，并讨论 C 的形状与 m 值的关系；

（2）略.
分析：该问题的第（1）问所给的动点满足到两个定点的斜率

乘积为定值，给出该点的轨迹可以为圆、椭圆或者双曲线的结

论. 这样的问题在选修 2-1 或选修 1-1 的教材上都能找到原型：

“设点 A、B 的坐标分别是（-5，0），（5，0），直线 AM、BM 相交

于点 M，且它们的斜率之积是- 4
9 ，求点 M 的轨迹.”

该考题源于此例题，不仅仅考虑乘积为负数的情况，并推

广到斜率之积为正数的情况，通过斜率之积的不同取值范围确

定不同的曲线类型.
解：（1）设动点为 M，其坐标为 （x，y）.
当 x≠±a 时，

由条件可得 kMA1·kMA2 = y
x - a ·

y
x + a = y2

x2 - a2 = m，

即 mx2 - y2 = ma2 （x≠±a）.
又因为 A1（-a，0），A2（a，0）的坐标满足 mx2 - y2 = ma2，
所以曲线 C 的方程为 mx2 - y2 = ma2.
当 m ＜ -1 时，C 是焦点在 y 轴上的椭圆；

当 m = -1 时，C 是圆心在原点的圆；

当-1 ＜ m ＜ 0 时，C 是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

当 m ＞ 0 时，C 是焦点在 x 轴上的双曲线.
【点评】在圆锥曲线的学习过程中，在掌握椭圆和双曲线的

第一定义、第二定义的基础上，还应揭示第三定义 （斜率乘积

为定值），这样对圆锥曲线概念的比较、应用、解释就能环环相

扣，形成严密的知识脉络和体系. 试题来源于教材的还有福建卷

文科第 18 题的直线与抛物线相切问题，湖南卷文科第 21 题、
陕西卷理科第 2 题的求抛物线方程问题等，这些问题思维切入

点较简单，教材起到了引入知识背景的作用，解题的过程需进

行拓展提升.
3. 凸显文理教学要求差异

针对文理科学生学习基础、水平上的差异，2011 年数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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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凸显了文理科试卷的差异. 在各地的试卷中，完全相同的试题

只有 8 组，姊妹题 （背景或设问方式相似度较高） 只有 3 组

（四川卷文科第 21 题和理科第 21 题、浙江卷理科第 21 题和文

科第 22 题、重庆卷理科第 20 题和文科第 21 题），这样的试题

设置，无疑体现了《标准》中“高中数学课程应具有多样性与

选择性，使不同的学生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理念.
例 3 （浙江卷·理 21） 如 图 2，

已知抛物线 C1：x2 = y，圆 C2：x2 +
（y - 4）2 = 1 的圆心在点 M.

（1）求点 M 到抛物线 C1 的准线的

距离；

（2）已知点 P 是抛物线 C1 上一点

（异于原点），过点 P 作圆 C2 的两条切

线，交抛物线 C1 于 A、B 两点，若过

M、P 两点的直线 l 垂直于 AB，求直

线 l 的方程.
分析：第（2）问给出了三个动点，多动点一般是采用“设而

不求”，设点 P（x0，x2
0），A（x1，x2

1），B（x2，x2
2）. 直线与圆相切，考

虑圆心到直线的距离等于半径，故要设切线的方程. 最后通过两

直线垂直列出方程，从而表示出点 P 的坐标，进而求出直线方

程. 以上都是通性通法，在运算量上也秉持解析几何问题的一贯

特点———过程复杂但可整体代换.

解：（1）由题意可知，抛物线的准线方程为 y = - 1
4 ，

所以圆心 M（0，4）到准线的距离是 17
4 .

（2）设 P（x0，x2
0），A（x1，x2

1），B（x2，x2
2），

则由题意得 x0≠0，x0≠±1，x1≠x2.
设过点 P 的圆 C2 的切线方程为 y - x2

0 = k（x - x0），

即 y = kx - kx0 + x2
0 ①，

可知 kx0 + 4 - x2
0

1 + k2姨
= 1，

即（x2
0 - 1）k2 + 2x0（4 - x2

0）k +（x2
0 - 4）2 - 1 = 0.

设 PA、PB 的斜率为 k1，k2 （k1≠k2），

则 k1、k2 是上述方程的两根，

所以 k1 + k2 = 2x0（x2
0 - 4）

x2
0 - 1 ，k1k2 =（x2

0 - 4）2 - 1
x2
0 - 1 ，

将①代入 y = x2 得 x2 - kx + kx0 - x2
0 = 0，

由于 x0 是此方程的根，

故 x1 = k1 - x0，x2 = k2 - x0，

所以 kAB = x2
1 - x2

2

x1 - x2
= x1 + x2 = k1 + k2 - 2x0 = 2x0（x2

0 - 4）
x2
0 - 1 - 2x0，

kMP = x2
0 - 4
x0

.

由 MP⊥AB，得

kAB·kMP =
2x0（x2

0 - 4）
x2
0 - 1 - 2x0⊥ ⊥x2

0 - 4
x0⊥ ⊥= -1，

解得 x2
0 = 23

5 ，

即点 P 的坐标为 ± 23
5姨 ， 23

5⊥ ⊥，
所以直线 l 的方程为 y = ± 3 115姨

115 x + 4.

例 4 （浙江卷·文 22） 如图 3，设 P 是抛物线 C1：x2 = y 上

的动点. 过点 P 作圆 C2：x2 +（y + 3）2 = 1 的两条切线，交直线 l：
y = -3 于 A、B 两点.

（1）求 C2 的圆心 M 到抛物线 C1

准线的距离.
（2）是否存在点 P，使线段 AB 被

抛物线 C1 在点 P 处的切线平分？若存

在，求出点 P 的坐标；若不存在，请

说明理由.
分析：本题与理科的类似，仍然

是给出并设好三个动点，所涉及的关

系为直线与圆相切、直线与抛物线相切、直线平分线段，思路

仍为通过方程组求出点的坐标.

解：（1）因为抛物线 C1 的准线方程为 y = - 1
4 ，

所以圆心 M 到抛物线 C1 准线的距离为 - 1
4 -（-3） = 11

4 .

（2）设点 P 的坐标为（x0，x2
0）.

再设 C1 在 P 处的切线交直线 l 于点 D，A、B、D 的横坐标

为 xA，xB，xD，
过点 P（x0，x2

0）的抛物线 C1 的切线方程为

y - x2
0 = 2x0（x - x0）①.

检验当 x0 = 1 和 x0 = -1 时，xD = -1，xA + xB = - 2
15 或 2

15 ，

xA + xB≠2xD，
故 x2

0 - 1≠0.
设切线 PA、PB 的斜率为 k1，k2，

则 PA：y - x2
0 = k1（x - x0）②，

PB：y - x2
0 = k2（x - x0）③.

联立直线 l 的方程，知

xD = x2
0 - 3
2x0

（x0≠0）；xA = x0 - x2
0 + 3
k1

；xB = x0 - x2
0 + 3
k2

（k1、k2≠0），

得 xA + xB = 2x0 -（x2
0 + 3） 1

k1
+ 1
k2

⊥ ⊥.
又因为 k1、k2 符合 -x0k1+ x20 + 3

k2
1 + 1姨

=1， -x0k2+ x20 + 3
k2
2 + 1姨

=1，

所以 k1、k2 是方程（x2
0 - 1）k2 - 2（x2

0 + 3）x0k +（x2
0 + 3）2 - 1 = 0

的两个不相等的根，

所以 k1 + k2 = 2（3 + x20）x0
x2
0 - 1 ，k1·k2 =（3 + x20）2 - 1

x2
0 - 1 ，

因为 xA + xB = 2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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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2x0 -（3 + x20） 1
k1

+ 1
k22 2= x20 - 3

x0
，

即 1
k1

+ 1
k2

= 1
x0

.

即 2（3 + x20）x0
（x20 + 3）2 - 1 = 1

x0
，

解得 x40 = 8，x0 = ± 84
姨 ，

所以存在点 P（± 84
姨 ，2 2姨 ）满足题意.

【点评】从该组姊妹题可以看出文理科试卷在以下几个方面

存在着差异.
（1）题面形式的差异. 文科为开放性的设问方式，理科为直

接求解的设问方式，形式上有所差别，但本质都为求解点 P 的

坐标.
（2）考查内容上的差异. 两者都要求通过设点、运用直线与

圆相切的知识，但文科侧重线段中点坐标公式的应用，理科侧

重直线垂直斜率之积为-1 的运用.
（3）试题分布位置的差异. 由于文科是压轴题，理科是倒数

第二题，所以两者在解题方法和运算量方面都有着差别，文理

科难度方面的差异在这块内容上并未得到明显的体现. 相反，综

观本题，文科的运算量和转化能力、分类讨论能力的某些方面

要求更甚于理科.
（4）数学思想方面的差异. 文科的试题相比较而言，要求学

生考虑问题更为细致和全面，能对 x0 的取值进行分类讨论；理

科对 x0 的取值范围能根据题意直接得出，分类讨论的思想方法，

文科在这方面的考查更为细致.
4. 突出创新应用能力的培养

《标准》中提到“高中数学课程应促进学生逐步形成和发展

数学应用意识”，圆锥曲线的基本内容都有着其知识背景，体现

数学的应用价值，2011 年高考数学试题在命题过程中突出体现

了这一点，很多问题的常规解法可能很繁琐，如果能联系其知

识背景，考虑其实际应用，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例 5 （辽宁卷·理 20） 如 图 4，

已知椭圆 C1 的中心在原点 O，长轴

左、右端点 M，N 在 x 轴上，椭圆 C2

的短轴为 MN，且 C1、C2 的离心率都

为 e，直线 l⊥MN，l 与 C1 交于两点，

与 C2 交于两点，这四点按纵坐标从大

到小依次为 A，B，C，D.

（1）设 e = 1
2 ，求 BC 与 AD

的比值；

（2）略.
分析：本题是同离心率的两椭圆交织的模型，思维的关键

点是椭圆是如何由圆上的点经过点坐标变换而得到的. 由离心率

为 1
2 ， 可 知 椭 圆 C1 可 由 圆 C 上 的 点 的 纵 坐 标 变 为 原 来 的

3姨
2 ，横坐标不变而得到；椭圆 C2 可由圆 C 上的点的纵坐标

变为原来的 2
3姨

，横坐标不变而得到 . 由此不难直接求出

BC 与 AD 的比值.

解：（1）由 C1、C2 的离心率都为 1
2 ，得 b

a = 3姨
2 .

设椭圆 C1 的长半轴长为 a，

则椭圆 C1 可由圆 C （方程为 x2 + y2 = a2） 上点的纵坐标变为

原来的 3姨
2 ，横坐标不变而得到；椭圆 C2 可由圆 C 上点的纵

坐标变为原来的 2
3姨

，横坐标不变而得到.

所以设直线 l 与圆 C 交点的纵坐标为 y0，

则 BC = 2 × 3姨
2 y0， AD = 2 × 2

3姨
y0，

所以 BC
AD = 3姨 y0

4 3姨
3 y0

= 3
4 .

【点评】关键点是认识圆是如何经过坐标变化而得到椭圆，

其原型是人教 A 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选修

2-1）》上第 41 页的例 2. 本题要求学生能创新地应用例题蕴含

的原理进行解题，考查学生对数学知识创造性应用的能力. 相同

命题立意的题目如上海卷理科第 23 题，给出了全新的知识背

景，要求学生能运用所学知识来求解，形式新颖，但命题立意

仍紧扣《标准》.

三、典例分析

1. 性质问题

圆锥曲线的性质能直观地反映出曲线方程的内在规律，一

直是高考命题的热点. 此类问题难度不大，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解题较容易找到突破口. 在这当中以考查圆锥曲线的

离心率较常见. 2011 年各地共有 14 道试题涉及离心率，客观题

和主观题都有出现.

例 6 （重庆卷·文 9） 设双曲线的左准线与两条渐近线交于

A、B 两点，左焦点在以 AB 为直径的圆内，则该双曲线的离心

率的取值范围为 （ ）.

（A） （0， 2姨 ） （B）（1， 2姨 ）

（C） 2姨
2 ，2 21 （D）（ 2姨 ，+∞）

分析：求圆锥曲线的离心率的范围就是求 c
a 的取值情况，

可通过一个关于 a、b、c 的方程 （不等式） 而得到比值情况，

所以本题的求解关键就在于如何列出方程 （不等式），根据左焦

点在以 AB 为直径的圆内，得到左焦点到圆心的距离小于半径.

解：设双曲线的方程为x2
a2 - y2

b2 = 1 （a > 0，b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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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x

y

O
P A

D Q

C

l

B

可得点 A、B 的坐标为 -a
2

c ，± abc� �.
因为直径 AB = 2ab

c ，

左焦点到 AB 中点的距离为 -c + a2
c = b2

c ，

所以 b2

c < ab
c ，

得 b ＜ a，即c2
a2 = 1 + b2

a2 < 2，

离心率的取值范围为（1， 2姨 ）.
故答案选 B.
疑难点：本题在求解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点有以下三个方

面. （1）不能将“左焦点在以 AB 为直径的圆内”转化为“焦点

到圆心距离和半径的大小关系”，缺少将几何问题代数化的能力.
（2）不能将所给的关于 a、b 大小关系的不等式转化为 a、c 的大

小关系.（3）忽略了双曲线的离心率必须大于 1.
2. 最值问题

圆锥曲线的最值问题，涉及较多的题型是弦长最值 （北京

卷理科第 19 题）、点到直线距离的最值 （新课程全国卷理科第

20 题）、两点间距离最值 （上海卷文科第 22 题） 等. 求弦长最

值问题的关键是利用公式将弦长用某个变量进行表示，通过基

本不等式、导数等工具来求最值，这也是解析几何求最值问题

中的基本方法.

例 7 （北京卷·理 19） 已知椭圆G：x2
4 + y2= 1，过点（m，0）作

圆 x2 + y2 = 1 的切线 l 交椭圆 G 于 A、B 两点.
（1）略；

（2）将 AB 表示为 m 的函数，并求 AB 的最大值.
分析：本题为求直线被椭圆所截得的弦长问题，通过直线

与圆相切得到直线的斜率与 m 之间的关系，从而将弦长关于 m
的函数关系式表示出来，进而转化为求函数的最值.

解：（1）略.
（2）由题意知， m ≥ 1.
当 m = 1 时，切线 l 的方程 x = 1，点 A、B 的坐标分别为

1， 3姨
2� �， 1，- 3姨

2� �，
此时 AB = 3姨 ，

当 m = －1 时，同理可得 AB = 3姨 .
当 m > 1 时，设切线 l 的方程为 y = k（x - m），A、B 的坐

标为（x1，y1），（x2，y2）.
联立椭圆方程与切线方程得

（1 + 4k2）x2 - 8k2mx + 4k2m2 - 4 = 0，

所以 x1 + x2 = 8k2m
1 + 4k2 ，x1x2 = 4k2m2 - 4

1 + 4k2 ，

又由 l 与圆 x2 + y2 = 1 相切，得 km
k2 + 1姨

= 1，

即 m2k2 = k2 + 1，

所以 AB = 1 + k2姨 x1 - x2

= （1 + k2）
64k4m2

（1 + 4k2）2 - 4（4k2m2 - 4）
1 + 4k2≥ ≥姨

= 4 3姨 m
m2 + 3 .

由于当 m = ±1 时， AB = 3姨 ，

所以 AB = 4 3姨 m
m2 + 3 ，m∈（-∞，-1］∪［1，+∞）.

因为 AB = 4 3姨 m
m2 + 3 = 4 3姨

m + 3
m

≤ 2，

当 m = ± 3姨 时， AB = 2，即 AB 最大值为 2.
疑难点：本题在求解的过程中，学生一方面对直线与圆相

切的关系把握不准，容易出错；另一方面缺少运用韦达定理简

化计算的意识，运算能力的缺失也是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3. 定值问题

在圆锥曲线中，某些几何量在特定的关系结构中，不受相

关变元的制约而是恒定不变的，称该几何量具有定值特征，这

类问题称为定值问题. 这类问题是中学数学的重要问题，是高考

命题的一个重点，它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极易成为失分题.
例 8 （四川卷·文 21） 如图 5，

过点 C（0，1）的椭圆x2
a2 + y2

b2 = 1（a >

b > 0）的离心率为 3姨
2 ，椭圆与 x

轴交于两点 A（a，0），B（-a，0），

过点 C 的直线 l 与椭圆交于另一点

D，并与 x 轴交于点 P，直线 AC
与直线 BD 交于点 Q．

（1）略；

（2）当点 P 异于点 B 时，求证：O≤≤P·O≤≤Q 为定值．

分析：证明O≤≤P·O≤≤Q 为定值，就是求解出O≤≤P·O≤≤Q 的数值

是与直线 CD 的斜率无关的常数，所以解决的关键要表示出O≤≤P
和O≤≤Q .

解：（1）略.
（2）当直线 l 与 x 轴垂直时与题意不符．

设直线 l 的方程为 y = kx + 1 k≠0 且 k≠ 1
2� �，

代入椭圆方程得（4k2 + 1）x2 + 8kx = 0．

解得 x1 = 0，x2 = -8k
4k2 + 1 ，

代入直线 l 的方程得 y1 = 1，y2 = 1 - 4k2

4k2 + 1 ，

所以 D 点的坐标为
-8k

4k2 + 1 ， 1 - 4k2

4k2 + 1� �．
又因为直线 AC 的方程为 x

2 + y = 1，直线 BD 的方程为 y =

1 + 2k
2 - 4k（x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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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x

y

1

1-1 O

Q

P
M

B

A

联立得
x = -4k，

y = 2k + 1
λ

.
因此 Q 点的坐标为（-4k，2k + 1）.

又因为 P 点的坐标为 - 1
k ，λ λ0 ，

所以O11P·O11Q = - 1
k ，1 λ0 ·（-4k，2k + 1）= 4．

故O11P·O11Q 为定值.
疑难点：本题的解题过程中最大的困惑是如何设点，若选

择将点 P 的横坐标作为自变量来求解，导致解答过程繁难，点

D 和直线 BD 的方程较复杂，运算量过大，解题半途而废.
4． 轨迹问题

求轨迹方程问题是圆锥曲线的基本问题，常见的解决方法

有定义法、待定系数法、参数法、相关点转移法等. 考查的题型

一般分为已知形状求轨迹方程 （如北京卷文科第 19 题、陕西卷

文科第 17 题） 和未知形状求轨迹方程 （如广东卷理科第 19 题

和湖南卷文科第 19 题），其中未知形状的问题关键是如何理清

题中所给的纷繁复杂的变量关系，建立各变量间的关系，通过

整体代入达到消参的目的.
例 9 （安徽卷·理 21） 如图 6，

设 λ ＞ 0，点 A 的坐标为（1，1），点

B 在抛物线 y = x2 上运动，点 Q 满足

B11Q = λQ11A ，经过点 Q 与 x 轴垂直

的直线交抛物线于点 M，点 P 满足

Q11M = λM11P ，求点 P 的轨迹方程.
分析：本题给出多个动点，用向量关系来建立起这些动点

的关系. 其中主动点为 B，点 P 为所求点. 本题的关键是通过一

系列关系建立起点 P 的坐标和点 B 的坐标之间的关系，通过点

B 的坐标的方程求出点 P 的左边符合的方程.

解：由Q11M = λM11P 知 Q，M，P 三点在同一条垂直于 x 轴的

直线上，

故可设 P（x，y），Q（x，y0），M（x，x2），

则 x2 - y0 = λ（y - x2），

则 y0 =（1 + λ）x2 - λy ①.

设 B（x1，y1），由B11Q = λQ11A ，

即（x - x1，y0 - y1）= λ（1 - x，1 - y0），

解得
x1 =（1 + λ）x - λ，

y1 =（1 + λ）y0 - λ
λ

.
②

将①式代入②式，消去 y0，得

x1 =（1 + λ）x - λ，

y1 =（1 + λ）2x2 - λ（1 + λ）y - λ
λ

，
③

又因为点 B 在抛物线 y = x2 上，

所以 y1 = x21，再将③式代入 y1 = x21，得

2λ（1 + λ）x - λ（1 + λ）y - λ（1 + λ）= 0，

因为 λ ＞ 0，两边同除以 λ（1 + λ），得 2x - y - 1 = 0.

故所求点 P 的轨迹方程为 y = 2x - 1.
疑难点：学生在求解过程中遇到多个动点 （点 A、B、P、

M、Q），多个变量关系，无法理清其主要关系，导致设了很多个

变量，带来了繁杂的运算过程. 学生或者直接设点 P 的坐标，找

出了点 P 坐标的含变量 λ 的参数方程，在消参方面遇到了困难.
5. 向量与解析几何结合的问题

向量具有代数与几何形式的双重身份，它是架起数与形关

系的桥梁，成为中学数学知识的一个交会点，因此两者的融合

交会是高考命题改革的方向和创新的趋势. 各省市出现向量背景

的圆锥曲线问题共有 14 道，约占 20%，尤其是在客观题的命题

上更是注重引入向量知识起到简化运算过程的作用.

例 10 （浙江卷·理 17） 设 F1、F2 分别为椭圆 x2
3 + y2 = 1 的

左、右焦点，点 A、B 在椭圆上，若F1
11A = 5F2

11B ，则点 A 的坐

标是 .

分析：本题的关键是根据 y21 = 25y22转化为 1 - x21
3 = 25 1- x22

31 λ，
通过整体消去求出 x1、x2 的值.

解：可知 F1（- 2姨 ，0），F2（ 2姨 ，0）.
设点 A（x1，y1），B（x2，y2），

则F1
11A =（x1 + 2姨 ，y1），F2

11B =（x2 - 2姨 ，y2）.

由F1
11A = 5F2

11B 知
x1 + 2姨 = 5（x2 - 2姨 ），

y1 = 5y2
λ

，

又由点 A、B 在椭圆x2
3 + y2 = 1 上，知

y21 = 1 - x21
3 = 25y22 = 25 1 - x22

31 λ，

所以得
x1 - 5x2 = -6 2姨 ，

（5x2 - x1）（5x2 + x1）
3 = 24

姨
姨
姨姨
姨
姨
姨
姨
姨

，

得 5x2 + x1 = 72
6 2姨

= 6 2姨 ，

所以 x1 = 0，y1 = ±1，

所以点 A 的坐标为（0，±1）.
疑难点：本题难点在于四个变量关系的理清，如何由 x1、y1

和 x2、y2 满足方程 x2
3 + y2 = 1 得到 5x2 + x1 = 6 2姨 . 这也是本题

的难点，分析产生难点的原因，在于学生对多变量的问题总是

觉得无从下手，缺少了根据圆锥曲线方程的特点进行整体代换

的意识.
四、总结提升

1. 命题趋势

圆锥曲线内容作为解析几何的核心内容，高考对本章知识

的考查将继续延续前几年的命题思路和指导思想，在题型、题

量、分值、难度、考查思想方法等方面不会有大的变化，总体

趋势是“稳中求变、稳中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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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点的考查方面，以下的几个内容要引起关注.
（1）知识整合程度将越来越高.
知识点单一的问题将被多个知识点交会而成的试题所取代，

尤其是在填空题和选择题上更有这个趋势. 2011 年高考近百道

圆锥曲线试题中，单纯考查一个知识点的试题不足 10 道，这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考注重在知识网络的交会处设计试题的命

题方式.
（2）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的问题仍将是命题热点.
同时求曲线方程、求弦长、求面积、求最值、证明某种关

系、证明定值、求轨迹、求参数的取值范围、探索型、存在性

讨论等问题也是常见题型. 另外，由于导数这个工具的介入，切

线问题将更多地引入到综合性的问题中.
（3）圆锥曲线试题在试卷分布有位置前倾的趋势.
加强在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方面的考查. 对于圆

锥曲线的定义、基本性质等基础知识考查的方式更为灵活，试

题的命题也更为新颖.
（4）与平面向量的关系将进一步密切.
圆锥曲线的问题将越来越多借助向量的“外衣”而出现. 平

面解析几何与平面向量都具有数与形结合的特征，所以这两者

多有结合，在它们的知识点交会处命题，这既是 2011 年高考命

题的特点，也是今后高考命题的一个方向.
在数学素养和能力的考查方面，将延续重点考查数形结合、

函数与方程等基本数学思想，同时学生基本的运算能力的考查

也是命题立意所考虑的.
2. 教学启示

圆锥曲线的内容一直是中学数学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其知

识点繁多，运算能力、综合性都要求很高，分析以上高考命题

的特点和趋势，可以尝试在平时的教学和学习中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
（1）夯实基础，回归课本.
《考试大纲的说明》 明确指出高考数学命题的指导思想是

“发挥数学作为主要基础学科的作用，要考查中学的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要考查对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本质的理

解水平.”因此，高考数学命题不会脱离教学的实际情况，不会

脱离数学课本，2011 年的高考命题更是在多个方面贯彻了这个

指导思想.
夯实基础，回归课本，要求对课本中的圆锥曲线的定义、

基本性质 （范围、对称性、准线方程、离心率等） 理解透彻，

要求回到课本中去，回到基础中去，引导学生理清知识发生的

本源，帮助学生搭建高中数学基础知识的网络. 注重常规问题的

基本解法，抓住通性通法. 高考试题很多是源于课本的例题、习

题，因此，对于课本上的例题、习题，我们应通过充分挖掘、
延伸、变式，落实对知识点的深刻理解，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2）突破重点，解决难点.
圆锥曲线的重点内容有：根据给出的曲线方程，讨论曲线

的基本元素和简单的几何性质；给出曲线满足的条件，判断

（或求） 其轨迹；给出直线与曲线、曲线与曲线的位置关系，讨

论与其有联系的有关问题 （如直线的方程、弦长、曲线中参数

的取值范围等）；讨论直线与曲线、曲线与曲线的关系；考查圆

锥曲线与其他知识 （如函数、数列、不等式、三角函数、向量、
导数等）的综合. 其中难点是直线与曲线的位置关系，以及圆锥

曲线与其他知识的综合问题.
重点内容应该重点突破，整理归纳出重点内容的一般求解

策略. 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问题，其基本策略是，将其转

化为直线与圆锥曲线的方程组解的问题，进而转化为一元二次

方程的实根问题，判别式、韦达定理、弦长公式的应用，设而

不求、整体代换、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在这里有着重要的作用.
（3）强化运算，淡化技巧.
在几何问题代数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繁杂的运算，中

学阶段对运算能力的要求集中体现在这里. 因此如果不能强化运

算能力，就不能将思路转化为解决过程. 强化运算，也包括了运

算求简意识的培养，突出“设而不求”、“整体代换消去”的特

点，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重思路方法、轻运算的观念.
在运算求简的过程中，常见的方法有：回归定义，以简驭

繁；设而不求，整体运算；充分运用图形几何性质，简化 （或

避免） 计算；利用韦达定理化繁为简；选用方程适当形式，减

少运算量. 这些方法可以结合具体的问题在平时的教学中进行渗

透，而不必去过分追求技巧.
（4）训练思维，提升方法.
高考试题侧重于考查知识的综合灵活运用，着眼于知识点

新颖巧妙的组合，试题新而不偏，活而不过难，着眼于对数学

思想方法、数学能力的考查，要求以数学思想指导知识、方法

的运用，整体把握各部分知识的内在联系. 因此在学生的学习过

程中要看清知识发生的本源，看透知识的形成过程、推广过程

和运用过程，让学生不仅能掌握具体的数学知识，而且也能感

受、领会、形成、运用内在的思想方法.
如讨论直线和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的两种基本方法：一是

把直线方程和圆锥曲线方程联立，讨论方程组解的情况；二是

从几何图形上观察直线和圆锥曲线交点的情况. 通过方法的提

升，揭示内在的数学思想方法，利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将

使得学生对于数形结合思想的理解更透彻和深刻. 在基础知识的

复习中，要充分展现知识形成发展过程，揭示其中蕴含的丰富

的数学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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