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福建省福州市中考数学试卷
（全卷共 4页，三大题，26小题；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120分钟）

一、选择题（共 10小题，每题 3分，满分 30分，满分 30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 a的相反数是（    ）

A．|a| B．
1

a
C．－a D． a

【答案】C

2．下列图形中，由∠1＝∠2能得到 AB∥CD的是（    ）

       A．               B．                 C．               D．
【答案】B
【解答过程】解：A、D两项中，∠1和∠2是同旁内角，同旁内角相等，两直线不一定平行；B

项正确；C项中，∠1和∠2是内错角，但由∠1＝∠2只能得到 AD∥BC，不能得到 AB∥CD．故选
择 B.

3．不等式组
1

2

x

x





的解集在数轴上表示正确的是（    ）

        A．                 B．                  C．               D．
【答案】A

【解答过程】解：不等式组
1

2

x

x





的解集是－1≤ x＜2，解集在数轴上的表示为 A，故选择 A .

4．计算 3.8×107－3.7×107，结果用科学记数法表示为（    ）
A．0.1×107 B．0.1×106 C．1×107 D．1×106

【答案】D
【解答过程】解：3.8×107－3.7×107＝（3.8－3.7）×107＝0.1×107＝10-1×107＝106＝1×106，故选择

D .

5．下列选项中，显示部分在总体中所占百分比的统计图是（    ）
A．扇形图 B．条形图 C．折线图 D．直方图
【答案】A
【解答过程】解：A项是扇形统计图，它能够显示部分在总体中所占百分比，符合题意；B项是

条形统计图，它能够清楚地显示每组数据具体数值是多少；C项是折线图，它能够反映一组数据的
变化趋势；D项是直方图，它能够反映数据在各个小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故选择 A.

6．计算 a·a－1的结果为（    ）
A．－1 B．0 C．1 D．－a
【答案】C
【解答过程】解：a·a－1＝a1－1＝a0＝1，故选择 .C

7．如图，在 3×3的正方形网格中有四个格点 A，B，C，D，以其中一点为原点，网格线所在
直线为坐标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使其余三个点中存在两个点关于一条坐标轴对称，则原点是
（    ）

A．A点 B．B点 C．C点 D．D点



【答案】B
【解答过程】解：观察正方形网格，得 A、C两点的连线被过点 B的网格线所在直线垂直平分，

所以满足条件的原点是点 B，故选择 B.

8．如图，C，D分别是线段 AB，AC的中点，分别以点 C，D为圆心，BC长为半径画弧，两
弧交于点M，测量∠AMB的度数，结果为（    ）

A．80° B．90° C．100° D．105°

A D C B

【答案】B
【解题思路】分别以点 C，D为圆心，BC长为半径画弧，两弧交于点M，实际上是线段 CD的

垂直平分线的作法．

A D C B

M

由作法不难看出 CA＝CM＝CB，因此∠A＝∠CMA，∠B＝∠BMC，由于∠A＋∠CMA＋∠B＋
∠BMC＝180°，因此∠CMA＋∠BMC＝90°．

【解答过程】解：如上图，测量∠AMB的度数为 90°． 故选择 B .
9．若一组数据 1，2，3，4，x的平均数与中位数相同，则实数 x的值不可能是（    ）
A．0 B．2.5 C．3 D．5
【答案】C

【解答过程】解：由题意得中位数为 2或 x或 3. 由
1

5
（1＋2＋3＋4＋x）＝2，得 x＝0. 由

1

5
（1

＋2＋3＋4＋x）＝x，得 x＝2.5. 由
1

5
（1＋2＋3＋4＋x）＝3，得 x＝5.故选择 C .

10．已知一个函数图象经过(1，－4)，(2，－2)两点，在自变量 x的某个取值范围内，都有函数
值 y随 x的增大而减小，则符合上述条件的函数可能是（    ）

A．正比例函数 B．一次函数 C．反比例函数 D．二次函数
【答案】D
【解答过程】解：若正比例函数过(1，－4)，(2，－2)两点，则这个正比例函数不存在；若一次

函数、反比例函数过(1，－4)，(2，－2)两点，那么这些函数的函数值 y随 x的增大而增大．若二次
函数过(1，－4)，(2，－2)两点如下图：

x
y

x
y

（2）（1）

OO



图（1）中，在对称轴的左侧，函数值 y随 x的增大而减小，图（2）中，在对称轴的右侧，函
数值 y随 x的增大而减小，故选择D .
二、填空题（共 6小题，每题 4分，满分 24分）
11．分解因式 a2－9的结果是______________．
【答案】(a＋3)(a－3)
【解答过程】解：a2－9＝a2－32＝(a＋3)(a－3)

12．计算(x－1)(x＋2)的结果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x2＋x－2
【解答过程】解：(x－1)(x＋2)＝x2＋2x－x－2＝x2＋x－2．

13．一个反比例函数图象过点 A(－2，－3)，则这个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是______________．

【答案】
6

y
x



【解答过程】解：设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
k

y
x

 ，

∵双曲线
k

y
x

 经过点 A(－2，－3)，

∴ 3
2

k
 


，解得 k＝6．

∴反比例函数的解析式为
6

y
x

 ．

14．
一组数据：2015，2015，2015，2015，2015，2015的方差是______________．
【答案】0

【解答过程】解法 1： 1 2

1
( )nx x x x

n
   

＝
1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5

   

＝2015. 
2 2 2 2

1 2

1
[( ) ( ) ( ) ]ns x x x x x x

n
      

＝
2 2 21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
5

     

＝0.
解法 2：∵该组数据都相等，∴ 2s ＝0.

15．一个工件，外部是圆柱体，内部凹槽是正方体，如图所示．其中，正方体一个面的四个顶
点都在圆柱底面的圆周上，若圆柱底面周长为 2πcmcm，则正方体的体积为_______cm3．

【答案】2 2
【解答过程】解：设圆柱的底面半径为 r．

∵圆柱底面周长为 2πcm，
∴r＝1．

∴正方体的棱长为 2．
∴正方体的体积为 2 2 ．



16．如图，在 Rt△ABC中，∠ABC＝90°，AB＝BC＝ 2 ，将△ABC绕点 C逆时针旋转 60°，

得到△MNC，连接 BM，则 BM的长是______________．

【答案】 3 1

【解答过程】解：连接 AM，设 BM与 AC相交于点D．

∵Rt△ABC中，∠ABC＝90°，AB＝BC＝ 2，
∴AC＝2．
∵∠ACM＝60°，AC＝CM＝2．
∴△ACM是等边三角形．
∴MC＝MA．
∵AB＝BC，
∴BM垂直平分 AC．

∴DM＝AM×sin60°＝ 3．

又∵BD＝
1

2
AC＝1，

∴BM＝BD＋DM＝ 3 1 ．

三、解答题（共 10小题，满分 96分）

17．（7分）计算： 2015 0( 1) sin 30 (2 3)(2 3)     ．

【解答过程】解：原式＝
1

1 (4 3)
2

   
1

2
 ．

【易错点津】此类问题容易出错的地方是算错负数的奇次幂为正，记错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等．

18．（7分）化简：
2

2 2 2 2

( ) 2a b ab

a b a b




 
．

【解答过程】解：原式
2

2 2 2 2

( ) 2a b ab

a b a b




 

2 2

2 2

2 2a ab b ab

a b

  




2 2

2 2

a b

a b





＝1．

【易错点津】此类问题容易出错的地方是混淆分式本身的符号和分子的符号而运算错误．

19．（7分）如图，∠1＝∠2，∠3＝∠4，求证：AC＝AD．

【解答过程】证明：∵∠3＝∠4，
∴∠ABC＝∠ABD．

D
  



在△ABC和△ABD中，

1 2

AB AB

ABC ABD

 



 

，

∴△ABC≌△ABD (ASA) ．
∴AC＝AD．

【易错点津】此类问题容易出错的地方是不能正确运用适当的方法来判定两个三角形全等，比如
用边边角来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这样就错了．

20．（8分）已知关于 x的方程 x2＋(2m－1)x＋4＝0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求m的值．

【解答过程】解：∵关于 x的方程 2 (2 1) 4 0x m x    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 2(2 1) 4 1 4 0m      ．

∴ 2 1 4m   ．

∴
5

2
m  或

3

2
m  ．

【易错点津】此类问题容易出错的地方是弄错一元二次方程根的情况与根的判别式之间的关系．

21．（9分）有 48支队 520名运动员参加篮球、排球比赛，其中每支篮球球队 10人，每支排球
队 12人，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项比赛，篮球、排球各有多少支参赛？

【解答过程】解：

方法一：设有 x支篮球队和 y支排球队参赛，由题意得
48

10 12 520

x y

x y

 


 
，

解得
28

20

x

y





．

答：篮球、排球队各有 28支与 20支参赛．
方法二：
设有 x支篮球队，则有(48－x)支排球队参赛，由题意得 10x＋12(48－x)＝520，
解得 x＝28．
∴48－x＝48－28＝20．
答：篮球、排球队各有 28支与 20支参赛．

【易错点津】此类问题容易出错的地方是找不出两个相等关系，也就是理解不了题目的意思．
22．（9分）一个不透明袋子中有 1个红球，1个绿球和 n个白球，这些球除颜色外无其他差

别．
（1）当 n＝1时，从袋中随机摸出 1个球，摸到红球和摸到白球的可能性是否相同？      （在

答题卡相应位置填“相同”或“不相同”）
（2）从袋中随机摸出 1个球，记录其颜色，然后放回．大量重复该实验，发现摸到绿球的频

率稳定于 0.25，则 n的值是          ；
（3）在一个摸球游戏中，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如下：

根据树状图呈现的结果，求两次摸出的球颜色不同的概率．
【解答过程】解：（1）相同；

（2）2；
（3）由树状图可知：共有 12种结果，且每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相同．其中

两次摸出的球颜色不同（记为事件 A）的结果共有 10种，

∴P(A) 
10 5

12 6
  ．

【易错点津】此类问题容易出错的地方是不注意随机摸球后的放回和不放回的区别．



23． （10分）如图，Rt△ABC中，∠C＝90°，AC＝ 5，tanB＝
1

2
．半径为 2的⊙C，分别交

AC、BC于点D、E，得到弧DE．
（1）求证：AB为⊙C的切线；
（2）求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

【解答过程】解：（1）如图所示，过点 C作 CF⊥AB于点 F，

在 Rt△ABC中，tanB
1

2

AC

BC
  ，

∴BC＝2AC＝2 5．

∴ 2 2 2 2( 5) (2 5) 5AB AC BC     ，

∴
5 2 5

2
5

AC BC
CF

AB

 
   ．

                    又∵⊙C的半径为 2，
∴AB为⊙C的切线．

（2） ABC CDES S S 阴影 扇形

21

2 360

n r
AC BC


  

21 90 2
5 2 5

2 360

 
   

5   ．

【易错点津】此类问题容易出错的地方是用错扇形的面积公式．

24． （12分）定义：长宽比为 :1n （n为正整数）的矩形称为 n矩形．下面，我们通过折

叠的方式折出一个 2矩形，如图①所示．

操作 1：将正方形 ABCD沿过点 B的直线折叠，使折叠后的点 C落在对角线 BD上的点 G处，
折痕为 BH．
操作 2：将 AD沿过点G的直线折叠，使点 A，点D分别落在边 AB，CD上，折痕为 EF．则四

边形 BCEF为 2矩形．

证明：设正方形 ABCD的边长为 1，则 BD＝ 2 21 1 2  ．

由折叠性质可知 BG＝BC＝1，∠AFE＝∠BFE＝90°，则四边形 BCEF为矩形．
∴∠A＝∠BFE．

http://t.qq.com/cangmeng2010


∴EF∥AD．

∴
BG BF

BD AB
 ，即

1

12

BF
 ．

∴
1

2
BF  ．

∴
1

: 1: 2 :1
2

BC BF   ．

∴四边形 BCEF为 2矩形．
阅读以上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在图①中，所有与 CH相等的线段是             ，tan∠HBC的值是             ；

（2）已知四边形 BCEF为 2 矩形，模仿上述操作，得到四边形 BCMN，如图②，求证：四边

形 BCMN为 3矩形；

（3）将图②中的 3矩形 BCMN沿用（2）中的方式操作 3次后，得到一个“ n 矩形”，则
n的值是         ．
【解答过程】解：（1）由轴对称的性质可知 CH＝GH，∠BGH＝∠C＝90°，

又由于四边形 ABCD为正方形，
∴∠BDC＝45°．
∴△DGH为等腰直角三角形．
∴GD＝GH．
因此第一处的答案应该是GH，DG．

设 CH＝a，则DH＝ 2a，所以 CD＝ ( 2 1)a ，

∴tan∠HBC＝ 2 1
( 2 1)

CH a

BC a
  


．

∴第二处答案应是 2 1 ．

（2）证明：∵
2

2
BF  ，BC＝1，

∴BD 2 2 2 22 6
= = ( ) 1

2 2
BF BC   ．

由折叠的性质可知：BP＝BC＝1，∠FNM＝∠BNM＝90°，
则四边形 BCEF为矩形．
∴∠BNM＝∠F．
∴MN∥EF．

∴
BP BN

BE BF
 ，即 BP·BF＝BE·BN．

∴
6 2

2 2
BN  ．

∴
1

3
BN  ．

∴
1

: 1: 3 :1
3

BC BN   ．

∴四边形 BCMN为 3矩形．

（3）将图②中的 3矩形 BCMN沿用（2）中的方式，操作 1次后得到 4 矩形；

操作 2次后得到 5矩形；操作 3次后得到 6 矩形．
故此处填 6．



【易错点津】此类问题容易出错的地方是不知用类比的解题方法解不同的 n 矩形．
25．（13分）如图①，在锐角△ABC中，D、E分别是 AB、BC的中点，F为 AC上一点，且∠A

＝∠AFE，DM∥EF交 AC于点M．
（1）证明：DM＝DA；
（2）点G在 BE上，且∠BDG＝∠C．如图②，求证：△DGE∽△EFC；
（3）在图②中，（2）的条件下，取 CE上一点H，使得∠CFH＝∠B，若 BG＝1，求 EH的长．

B E C

F

D

M

A

B E C

F

D

M

A

G

             图①                  图②
【解答过程】

证明：（1）∵DM∥EF，
∴∠AMD＝∠AFE．
∵∠AFE＝∠A．
∴∠AMD＝∠A．
∴DM＝DA．

（2）∵D、E分别是 AB、BC的中点，
∴DE∥AC．
∴∠DEG＝∠C，∠BDE＝∠A，
∴∠BDE＝∠AFE．
∴∠BDG＋∠GDE＝∠C＋∠FEC．
∵∠BDG＝∠C，
∴∠EDG＝∠FEC．
∴△DEG∽△ECF．

B E C

F

D

M

A

G

（3）解法 1：如图所示，

∵∠BDG＝∠C＝∠DEB，∠B＝∠B，
∴△BDG∽△BED．

∴
BD BG

BE BD
 ，即 BD2＝BE·BG．

∵∠A＝∠AFE，∠B＝∠CFH，
∴∠C＝180°－∠AFE－∠CFH＝∠EFH．
又∵∠FEH＝∠CEF，
∴△EFH∽△ECF．

∴
EH EF

EF EC
 ，即 EF2＝EH·EC．



∵DE∥AC，DM∥EF，
∴四边形DEFM是平行四边形．
∴EF＝DM＝AD＝BD．
∵BE＝EC，
∴EH＝BG＝1．
解法 2：如图所示，在DG上取一点 N，使得DN＝FH．

∵∠A＝∠AFE，∠ABC＝∠CFH，∠C＝∠BDG，
∴∠EFH＝180°－∠AFE－∠CFH＝∠C＝∠BDG．
∵DE∥AC， DM∥EF，
∴四边形DEFM是平行四边形．
∴EF＝DM＝AD＝BD．
∴△BDN≌△EFH．
∴BN＝EH，∠BND＝∠EHF．
∴∠BNG＝∠FHC．
∵∠BDG＝∠C，∠DBG＝∠CFH，
∴∠BGD＝∠FHC．
∴∠BNG＝∠BGD．
∴BN＝BG．
∴EH＝BG＝1．

解法 3：如图所示，取 AC的中点 P，连接 PD、PE、PH，则 PE∥AB．

∴∠PEC＝∠B．
∵∠CFH＝∠B，
∴∠PEC＝∠CFH．
又∵∠C＝∠C，
∴△CEP∽△CFH．

∴
CE CP

CF CH
 ．

∴△CEF∽△CPH．
∴∠CFE＝∠CHP．
由（2）可得∠CFE＝∠DGE，
∴∠CHP＝∠DGE．
∴PH∥DG．
∵D、P分别为 AB、AC的中点，

∴DP∥GH，DP＝
1

2
BC ＝BE．

∴四边形DGHP是平行四边形．
∴DP＝GH＝BE．
∴EH＝BG＝1．

解法 4：如图所示，作△EHF的外接圆交 AC于另一点 P，连接 PE、PH，则∠HPC＝
∠HEF，∠FHC＝∠CPE．



∵∠B＝∠CFH，∠C＝∠C，
∴∠A＝∠CHF．
∴∠A＝∠CPE．
∴PE∥AB．
∵DE∥AC，
∴四边形 ADEP是平行四边形．

∴DE＝AP＝
1

2
AC．

∴DE＝CP．
∵∠GDE＝∠CEF， 
∴∠GDE＝∠CPH．
∵∠DEB＝∠C，
∴△DEG≌△PCH．
∴GE＝HC．
∴EH＝BG＝1．

解法 5：如图所示，取 AC的中点 P，连接 PE、PH，则 PE∥AB．

∴∠PEC＝∠B．
又∵∠CFH＝∠B，
∴∠PEC＝∠CFH．
又∵∠C＝∠C，
∴△CEP∽△CFH．

∴
CE CP

CF CH
 ．

∴△CEF∽△CPH．
∴∠CEF＝∠CPH．
由（2）可得∠CEF＝∠EDG，∠C＝∠DEG．
∵D、E分别为 AB、AC的中点，

∴DE＝
1

2
AC＝PC．

∴△DEG≌△PCH．
∴GE＝HC．
∴EH＝BG＝1．

【易错点津】第（2）（3）两个小问题可能因不能寻找到证明相似所需要的相等的角，当然大多
数同学可能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而留空．

26．（13分）如图，抛物线 y＝x2－4x与 x轴交于O，A两点．P为抛物线上一点，过点 P的直
线 y＝x＋m与对称轴交于点Q．

（1）这条抛物线的对称轴是______________；直线 PQ与 x轴所夹锐角的度数是____________
_；

http://t.qq.com/cangmeng2010?pgv_ref=im.perinfo.perinfo.icon#!/quan/4002


（2）若两个三角形面积满足 S△POQ＝
1

3
S△PAQ，求m的值；

（3）当点 P在 x轴下方的抛物线上时，过点 C(2，2)的直线 AC与直线 PQ交于点D．
①求 PD＋QD的最大值；
②求 PD·QD的最大值．    

                                                   第 26题图              备用图

【解答过程】解：（1）（1）把 a＝1，b＝－4代入
2

b
x

b
 ，可得对称轴为 x＝2；直线 PQ

就是直线 y＝x＋m，与 x轴所夹锐角的度数为 45°．
（2）设直线 PQ交 x轴于点 B，分别过点O、A作 PQ的垂线，垂足分别为 E、F．

显然，当点 B在OA的延长线上时，
1

3OQP PAQS S  不成立．

①如图所示，当点 B落在线段 OA上时，
1

= =
3

POQ

PAQ

S OE

S AF




，由△OBE∽△ABF得

1
= =

3

OB OE

AB AF
，从而 AB＝3OB．

∴OB＝
1

4
OA．

由
2 4y x x  得点 A（4，0），从而OB＝1．

∴B(1，0)．
∴1＋m＝0．
∴m＝－1．

②如图所示，当点 B落在线段 AO的延长线上时，
1

= =
3

POQ

PAQ

S OE

S AF




，

AO

y

x
AO

y

x



由△OBE∽△ABF得
1

= =
3

OB OE

AB AF
，

∴AB＝3OB．

∴
1

=
2

OB OA．

由
2 4y x x  得点 A（4，0），

∴OB＝2．
∴B(－2，0)．
∴－2＋m＝0．
∴m＝2．

综上所述，当m＝－1或 2时，
1

3OQP PAQS S  ．

（3）①如图所示，过点 C作 CH∥x轴交直线 PQ于点H，则△CHQ是等腰三角形．

∵∠CDQ＝45°＋45°＝90°，
∴AD⊥PH．
∴DQ＝DH．
∴PD＋DQ＝PH．
过点 P作 PM⊥CH于点M，则△PMH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 2PH PM ．

∴当 PM最大时，PH最大．
∴当点 P在抛物线的顶点处时，PM取得最大值，此时 PM＝6．

∴PH的最大值为6 2，即 PD＋DQ的最大值为6 2．
解法 2：如图所示，



过点 P作 PE⊥x轴，交 AC于点 E，作 PF⊥CQ于点 F，则△PDE、△CDQ、△PFQ是等腰直角
三角形．

设点 P( 2, 4x x x )，则 E( , 4x x  )，F( 22, 4x x )．

∴ 2 3 4PE x x   ，PF＝FQ＝|2－x|．

∴点Q( 22, 5 2x x  )．

∴
2 5CQ x x  ．

∴PD＋DQ＝
2

2
 (PE＋CQ)＝

2

2
(－2x2＋8x＋4) 22( 2) 6 2x   （0＜x＜4）．

∴当 x＝2时，PD＋DQ的最大值为6 2．

②由①可知：PD＋DQ≤ 6 2．设 PD＝a，则DQ≤ 6 2 a ．

∴PD·DQ≤ 2 2(6 2 ) 6 2 ( 3 2) 18a a a a a      ．

∵当点 P在抛物线的顶点时， 3 2a  ，

∴PD·DQ≤18．
∴PD·DQ的最大值为 18．

附加说明：（对 a的取值范围的说明）
设点 P的坐标为(n，n2－4n)，延长 PM交 AC于 N．

PD＝a 22 2
[4 ( 4 )]

2 2
PN n n n     22

( 3 4)
2

n n   22 3 25
( ) 2

2 2 8
n  

．

∵
2

2
 ＜0，0＜n＜4，

∴当
3

2
n  时，由最大值为

25
2

8
．

∴0＜a≤
25

2
8

．

【易错点津】在解决（2）小题时，不能将三角形的面积关系转化为两个距离之比，也可能会漏
解其中一种情况；在解决第（3）小题的时候，不能将 PD＋QD和 PD·QD的值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