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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人朝分校初三（上）期中 

数    学 

一.选择题（共 16分，每题 2分）第 1-8题均有四个选项，符合题意的选项只有一个。 

1．抛物线 y＝（x﹣2）2+1 的顶点坐标是（  ） 

A．（﹣2，﹣1） B．（﹣2，1） C．（2，﹣1） D．（2，1） 

2．一元二次方程 x（x+1）＝3（x+1）的根是（  ） 

A．x1＝x2＝3 B．x1＝x2＝﹣1  

C．x1＝3，x2＝﹣1 D．x1＝3，x2＝0 

3．下列各图中，四边形 ABCD是正方形，其中阴影部分两个三角形成中心对称的是（  ） 

A． B．

C．  D．

4．如图，五角星旋转一定角度后能与自身重合，则旋转的角度可能是（  ） 

A．30° B．60° C．72° D．90° 

5．如图，点 A，B在⊙O上，直径 MN⊥AB于点 C，下列结论中不一定成立的是（  ） 

A．AC＝CB B．OC＝CN C．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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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图，A，B，C是⊙O上的三个点，若∠C＝35°，则∠AOB的度数为（  ） 

 

A．35° B．55° C．65° D．70° 

7．抛物线 y＝（x+2）2可以由抛物线 y＝x2经过以下哪种方式平移得到（  ） 

A．向上平移 2 个单位 B．向下平移 2 个单位  

C．向左平移 2 个单位 D．向右平移 2 个单位 

8．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A（﹣1，3），B（3，3），将抛物线 y＝﹣x2+1 向上平移 m 个单位，使得平移

后的抛物线与线段 AB有公共点，则 m的取值范围为（  ） 

 

A．m≥3 B．3≤m≤11  

C．3≤m≤11 或 m＝2 D．2≤m≤11 

二.填空题（共 16分，每题 2分） 

9．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P（﹣3，﹣5）关于原点对称的点的坐标是           ． 

10．若方程 2x2﹣3x﹣1＝0 有一个根为 m，则代数式 3m（2m﹣3）﹣1 的值为      ． 

11．已知（3，y1），（1，y2）在二次函数 y＝（x﹣1）2的图象上，则 y1     y2（填“＞”，“＜”或“＝”）． 

12．如图，AB是⊙O的直径， ＝ ＝ ，若∠AOE＝75°，则∠B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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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如图，△OAB 中，∠AOB＝40°，将△OAB 绕点 O 逆时针旋转得到△OA1B1，若∠AOB1＝140°，则

∠AOA1的度数为          ． 

 

14．如图，以 40m/s 的速度将小球沿与地面成 30°角的方向击出时，小球的飞行路线将是一条抛物线．如

果不考虑空气阻力，小球的飞行高度 h（单位：m）与飞行时间 t（单位：s）之间具有函数关系 h＝﹣

5t2+20t．小球飞行过程中能达到的最大高度为        m． 

 

15．如图，过点 A（0，4）作平行于 x 轴的直线 AC 分别交抛物线 y1＝x2（x≥0）与 y2＝ 于

B、C两点，那么线段 BC的长是      ． 

 

16．如图，二次函数 y＝ax2+bx+c（a≠0）的图象经过点 A，B，C．如下四个推断： 

①抛物线开口向下； 

②当 x＝﹣2 时．y取最大值； 

③当 m≤4 时，关于 x的一元二次方程 ax2+bx+c＝m总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④若直线 y＝kx+c（k≠0）经过点 A，C，当 kx+c＞ax2+bx+c时，x的取值范围是﹣4＜x＜0． 

其中推断正确的是        （填写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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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答题（共 68分，第 17-21题，每题 5分，第 22题 6分，第 23题 5分，第 24-26题，每题 6分，第 27-

28题，每题 7分） 

17．（5 分）解方程：x2﹣4x﹣12＝0． 

18．（5 分）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中，△OAB的顶点坐标分别为 O（0，0），A（5，0），B（4，﹣

3），将△OAB绕点 O顺时针旋转 90°得到△OA'B'，点 A的对应点为 A'． 

（1）画出旋转后的图形△OA'B'，并写出点 A′，B′的坐标； 

（2）求线段 AA′的长． 

 

19．（5 分）如图，点 A、B、C、D在⊙O上，AD＝BC，AB与 CD相等吗？为什么？ 

 

20．（5 分）已知：A，B是直线 l上的两点． 

求作：△ABC，使得点 C在直线 l上方，且 AC＝BC，∠ACB＝30°． 

作法： 

①分别以 A，B为圆心，AB长为半径画弧，在直线 l上方交于点 O，在直线 l下方交于点 E； 

②以点 O为圆心，OA长为半径画圆； 

③作直线 OE与直线 l上方的⊙O交于点 C； 

④连接 A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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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就是所求作的三角形． 

（1）使用直尺和圆规，依作法补全图形（保留作图痕迹）； 

（2）完成下面的证明． 

证明：连接 OA，OB． 

∵OA＝OB＝AB， 

∴△OAB是等边三角形． 

∴∠AOB＝60°． 

∵A，B，C在⊙O上， 

∴∠ACB＝ ∠AOB（                     ）（填推理的依据）． 

∴∠ACB＝30°． 

由作图可知直线 OE是线段 AB的垂直平分线， 

∴AC＝BC（                     ）（填推理的依据）． 

∴△ABC就是所求作的三角形． 

 

21．（5 分）如图是一个隧道的横截面，它的形状是以点 O为圆心的圆的一部分．如果 M是⊙O中弦 CD的

中点，EM经过圆心 O交⊙O于点 E，并且 CD＝4，EM＝6，求⊙O的半径． 

 

22．（6 分）已知关于 x的一元二次方程 x2﹣2x+2m﹣1＝0 有实数根． 

（1）求 m的取值范围； 

（2）若 m为正整数，求此时方程的根． 

23．（5 分）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中，二次函数 y＝ax2+2x+c（a≠0）的图象经过点 A（0，﹣3），

B（1，0）． 

（1）求此函数的解析式； 

（2）结合图象，直接写出当﹣2≤x≤1 时，函数 y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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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分）如图，利用一面墙（墙的长度不限），另三边用 20m长的篱笆围成一个面积为 50m2的矩形场地，

求矩形的长和宽各是多少． 

 

25．（6 分）如图，在△ABC中，∠BAC＝α，AB＝AC．点 D为 BC边上一点（不与点 B重合），连接 AD，

将△ABD绕点 A逆时针旋转得到△ACE． 

（1）若 α＝80°，写出旋转角及其度数； 

（2）当 α 度数变化时，∠DAE与∠DCE之间存在某种不变的数量关系．请你写出结论并证明． 

 

26．（6 分）已知抛物线 y＝ax2﹣2ax（a≠0）． 

（1）求该抛物线的顶点坐标（用含 a的式子表示）； 

（2）抛物线上有不同的两点（﹣1，m），（x0，n），若 m＝n，直接写出 x0的值； 

（3）点 A（m﹣1，y1），B（m+2，y2）在抛物线上，是否存在实数 m，使得 y1＜y2≤﹣a 恒成立？若存

在，求出 m的取值范围．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27．（7 分）在△ABC 中，AB＝AC，过点 C 作射线 CB′，使∠ACB′＝∠ACB（点 B′与点 B 在直线 AC

的异侧），点D是射线CB′上一个动点（不与点C重合），点E在线段BC上，且∠DAE+∠ACD＝90°． 

（1）如图 1，当点 E与点 C重合时，在图中画出线段 AD．若 BC＝a，则 CD的长为                    （用

含 a的式子表示）； 

（2）如图 2，当点 E与点 C不重合时，连接 DE． 

①求证：∠BAC＝2∠DAE； 

②用等式表示线段 BE，CD，DE之间的数量关系，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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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分）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中，图形 W上任意两点间的距离有最大值，将这个最大值记为 d．对点

P及图形W给出如下定义：点 Q为图形W上任意一点，若 P，Q两点间的距离有最大值，且最大值恰好

为 2d．则称点 P为图形 W的“倍点”． 

（1）如图 1，图形 W是半径为 1 的⊙O． 

①图形 W上任意两点间的距离的最大值 d为      ； 

②在点 P1（0，2），P2（3，3），P3（﹣3，0）中，⊙O的“倍点”是        ； 

（2）如图 2，图形W是中心在原点的正方形 ABCD，点 A（﹣1，1）．若点 E（t，3）是正方形 ABCD的

“倍点”，求 t的值； 

（3）图形 W是长为 2 的线段 MN，T为 MN的中点，若在半径为 6 的⊙O上存在线段 MN的“倍点”，

直接写出所有满足条件的点 T组成的图形的面积． 

 

  



 

第8页/共21页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共 16分，每题 2分）第 1-8题均有四个选项，符合题意的选项只有一个。 

1．【答案】D 

【分析】已知抛物线的顶点式，可知顶点坐标和对称轴． 

【解答】解：∵y＝（x﹣2）2+1 是抛物线的顶点式， 

根据顶点式的坐标特点可知， 

对称轴为直线 x＝2， 

故选：D． 

2．【答案】C 

【分析】先移项得到 x（x+1）﹣3（x+1）＝0，再利用因式分解法把方程转化为 x+1＝0 或 x﹣3＝0，然

后解两个一次方程即可． 

【解答】解：x（x+1）＝3（x+1）， 

x（x+1）﹣3（x+1）＝0， 

（x+1）（x﹣3）＝0， 

x+1＝0 或 x﹣3＝0， 

所以 x1＝﹣1，x2＝3． 

故选：C． 

3．【答案】A 

【分析】根据中心对称的定义即可得出答案． 

【解答】解：根据中心对称的定义可知，选项 A中阴影部分两个三角形成中心对称． 

故选：A． 

4．【答案】C 

【分析】根据五角星的特点，用周角 360°除以 5 即可得到最小的旋转角度，从而得解． 

【解答】解：∵360°÷5＝72°， 

∴旋转的角度为 72°的整数倍， 

30°、60°、72°、90°中只有 72°符合． 

故选：C． 

5．【答案】B 

【分析】利用垂径定理一一判断即可． 

【解答】解：∵点 A，B在⊙O上，直径 MN⊥AB于点 C，， 

∴AC＝CB， ＝ ， ＝ ，故选项 A，C，D不符合题意， 

OC和 CN不一定相等，故选项 B符合题意． 

故选：B． 

6．【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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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 A，B，C是⊙O上的三个点，若∠C＝35°，直接利用圆周角定理求解即可求得答案． 

【解答】解：∵A，B，C是⊙O上的三个点，∠C＝35°， 

∴∠AOB＝2∠C＝70°． 

故选：D． 

7．【答案】C 

【分析】根据“左加右减，上加下减”的原则进行解答即可． 

【解答】解：抛物线 y＝x2向左平移 2 个单位可得到抛物线 y＝（x+2）2， 

故平移过程为：向左平移 2 个单位． 

故选：C． 

8．【答案】C 

【分析】结合图象，分别求出抛物线顶点在 AB上，经过点 A，B时 m的值，进而求解． 

【解答】解：将抛物线 y＝﹣x2+1 向上平移 m个单位后的解析式为 y＝﹣x2+1+m， 

∴抛物线顶点坐标为（0，1+m）， 

当顶点落在线段 AB上时，1+m＝3， 

解得 m＝2， 

 

当抛物线向上移动，经过点 B（3，3）时，3＝﹣9+1+m， 

解得 m＝11， 

 

当抛物线经过点 A（﹣1，3）时，3＝﹣1+1+m， 

解得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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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m＝2，或 3≤m≤11 时，函数图象与线段 AB有一个公共点． 

故选：C． 

二.填空题（共 16分，每题 2分） 

9．【答案】（3，5）． 

【分析】根据两个点关于原点对称时，它们的坐标符号相反可得答案． 

【解答】解：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点 P（﹣3，﹣5）关于原点对称的点的坐标是（3，5）． 

故答案为：（3，5）． 

10．【答案】2． 

【分析】根据题意可得：把 x＝m代入方程 2x2﹣3x﹣1＝0中得：2m2﹣3m﹣1＝0，从而可得 2m2﹣3m＝

1，然后代入式子中进行计算即可解答． 

【解答】解：由题意得：把 x＝m代入方程 2x2﹣3x﹣1＝0 中得：2m2﹣3m﹣1＝0， 

∴2m2﹣3m＝1， 

∴3m（2m﹣3）﹣1 

＝3（2m2﹣3m）﹣1 

＝3×1﹣1 

＝3﹣1 

＝2， 

故答案为：2． 

11．【答案】＞ 

【分析】先根据函数解析式确定出开口方向和对称轴，再根据二次函数的增减性解答即可． 

【解答】解：∵y＝（x﹣1）2， 

∴二次函数图象开口向上，对称轴为直线 x＝1， 

∵1＜3， 

∴y1＞y2． 

故答案为：＞． 

12．【答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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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先求得∠EOB 的度数，由 ＝ ＝ 可求得∠BOC＝∠EOD＝∠COD，继而可求得∠COD

的度数． 

【解答】解：∵∠AOE＝75°， 

∴∠EOB＝105°． 

∵ ＝ ＝ ， 

∴∠BOC＝∠EOD＝∠COD＝ ∠EOB＝ 105°＝35°． 

故答案为：35． 

13．【答案】100°． 

【分析】根据旋转的性质得出∠AOB＝∠A1OB1＝40°，可得出∠A1OB＝140°﹣2×40°＝60°，即可

求解． 

【解答】解：∵将△OAB绕点 O逆时针旋转得到△OA1B1， 

∴∠AOB＝∠A1OB1＝40°， 

又∵∠AOB1＝140°， 

∴∠A1OB＝140°﹣2×40°＝60°， 

∴∠AOA1＝60°+40°＝100°， 

故答案为：100° 

14．【答案】20． 

【分析】把函数关系式配方成顶点式 h＝﹣5（t﹣2）2+20，根据二次函数的性质即可得到结论． 

【解答】解：h＝20t﹣5t2＝﹣5（t﹣2）2+20， 

∵a＝﹣5＜0， 

当 t＝2 时，h的最大值为 20， 

故答案为：20． 

15．【答案】2． 

【分析】根据点 A的坐标依次求出 B、C的坐标，从而求得 BC的长． 

【解答】解：∵点 A（0，4）， 

把 y＝4 代入 y1＝x2（x≥0）得 x2＝4， 

解得：x＝2， 

∴B（2，4）， 

把 y＝4 代入 y2＝ 得 x2＝4（x≥0）， 

解得：x＝4， 

∴C（4，4）， 

∴BC＝4﹣2＝2， 

故答案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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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答案】①③． 

【分析】由图象可得抛物线开口向下，结合图象，利用抛物线的性质求解． 

【解答】解：由图象可得抛物线开口向下， 

∴①正确，符合题意． 

∵点 A（﹣4，2），C（0，3）不关于直线 x＝﹣2 对称， 

∴当 x＝﹣2 时，y不取最大值， 

∴②错误，不符合题意． 

∵抛物线开口向下，且经过 B（﹣2，4），且 B点不是抛物线的顶点， 

∴m≤4 时，ax2+bx+c＝m必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③正确，符合题意． 

∵直线 y＝kx+c经过点 A、C，抛物线开口向下， 

∴﹣4＜x＜0 时 kx+c＜ax2+bx+c， 

∴④错误，不符合题意． 

故答案为：①③． 

三.解答题（共 68分，第 17-21题，每题 5分，第 22题 6分，第 23题 5分，第 24-26题，每题 6分，第 27-

28题，每题 7分） 

17．【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利用因式分解法解方程． 

【解答】解：（x﹣6）（x+2）＝0， 

x﹣6＝0 或 x+2＝0， 

所以 x1＝6，x2＝﹣2． 

18．【答案】（1）见解答，A'（0，﹣5），B′的坐标（﹣3，﹣5）； 

（2）5 ． 

【分析】（1）将点 A、B分别绕点 O顺时针旋转 90°得到对应点，再与点 O顺次连接即可，根据图形得

出 A'坐标； 

（2）根据勾股定理得出 AA'的长． 

【解答】解：（1）如图 1 所示，△OA'B'即为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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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A'（0，﹣5），B′的坐标（﹣3，﹣5）； 

（2）连接 AA'，如图 2，AA′＝ ＝5 ． 

 

19．【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根据 AD＝BC，得到 ＝ ，得到 ＝ ，根据圆心角、弧、弦的关系定理证明． 

【解答】解：AB与 CD相等， 

理由如下：∵AD＝BC， 

∴ ＝ ， 

∴ + ＝ + ，即 ＝ ， 

∴AB＝CD． 

20．【答案】同弧所对圆周角等于圆心角的一半；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这条线段两个端点的距离相等． 

【分析】（1）根据作图过程即可补全图形； 

（2）根据同弧所对圆周角等于圆心角的一半，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这条线段两个端点的距离相

等．即可完成证明． 

【解答】解：（1）如图所示：即为补全的图形； 

 

（2）证明：连接 OA，OB． 

∵OA＝OB＝AB， 

∴△OAB是等边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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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B＝60°． 

∵A，B，C在⊙O上， 

∴∠ACB＝ ∠AOB（同弧所对圆周角等于圆心角的一半）． 

∴∠ACB＝30°． 

由作图可知直线 OE是线段 AB的垂直平分线， 

∴AC＝BC（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这条线段两个端点的距离相等）． 

同弧所对圆周角等于圆心角的一半；线段垂直平分线上的点到这条线段两个端点的距离相等． 

21．【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因为M是⊙O弦 CD的中点，根据垂径定理，EM⊥CD，则 CM＝DM＝2，在 Rt△COM中，有

OC2＝CM2+OM2，进而可求得半径 OC． 

【解答】解：连接 OC，如图， 

 

∵M是⊙O弦 CD的中点， 

根据垂径定理：EM⊥CD， 

又 CD＝4 则有：CM＝ CD＝2， 

设圆的半径是 x， 

在 Rt△COM中，有 OC2＝CM2+OM2， 

即：x2＝22+（6﹣x）2， 

解得：x＝ ， 

所以圆的半径长是 ． 

22．【答案】（1）m≤1．（2）x＝1． 

【分析】（1）根据题意得出关于 m的一元一次不等式，解不等式即可得出结论； 

（2）根据 m的范围可知 m＝1，代入原方程后利用配方法解方程即可求出答案． 

【解答】解：（1）∵原方程有实数根， 

∴Δ＝（﹣2）2﹣4×1×（2m﹣1）＝8﹣8m≥0， 

∴m≤1． 

（2）∵m为正整数，又 m≤1，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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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m＝1 时，原方程为 x2﹣2x+1＝0， 

即（x﹣1）2＝0， 

解得，x＝1， 

因此，原方程的根为：x＝1． 

23．【答案】（1）y＝x2+2x﹣3．（2）﹣4＜y＜5． 

【分析】（1）通过待定系数法求解． 

（2）求出抛物线与 x轴交点坐标，通过抛物线开口向上求解． 

【解答】解：（1）将 A（0，﹣3），B（1，0）代入 y＝ax2+2x+c得 ， 

解得 ， 

∴y＝x2+2x﹣3． 

（2）令 x2+2x﹣3＝0， 

解得 x＝﹣3 或 x＝1， 

∴抛物线经过（﹣3，0），（1，0）， 

∵抛物线开口向上，y＝x2+2x﹣3＝（x﹣1）2﹣4， 

∴对称轴为直线 x＝1， 

∵﹣2≤x≤1， 

当 x＝1 时，y有最小值﹣4， 

当 x＝﹣2 时，y有最大值＝5， 

∴﹣4＜y＜5． 

24．【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设所围矩形 ABCD的长 AB为 x米，则宽 AD为 （20﹣x）米，根据矩形面积的计算方法列出

方程求解． 

【解答】解：设矩形与墙平行的一边长为 xm， 

则另一边长为 （20﹣x）m． 

根据题意，得 （20﹣x）x＝50， 

解方程，得 x1＝x2＝10． 

当 x＝10 时， （20﹣x）＝5． 

答：矩形的长为 10m，宽为 5m． 

25．【答案】（1）∠BAC、∠DAE，80°； 

（2）∠DCE+∠DAE＝180°．理由见解答． 

【分析】（1）根据旋转的性质得到旋转角为∠BAC、∠DAE，从而得到旋转角的度数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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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旋转的性质得到∠DAE＝∠BAC，△ABD≌△ACE，则∠B＝∠ACE，所以∠DCE＝∠ACD+∠B，

然后根据三角形内角和定理和等量代换得到∠DCE+∠DAE＝180°． 

【解答】解：（1）∵将△ABD绕点 A逆时针旋转得到△ACE， 

∴旋转角为∠BAC、∠DAE， 

∵∠BAC＝α＝80°， 

∴旋转角的度数为 80°； 

（2）∠DAE+∠DCE＝180°． 

理由如下： 

∵将△ABD绕点 A逆时针旋转得到△ACE， 

∴∠DAE＝∠BAC，△ABD≌△ACE， 

∴∠B＝∠ACE， 

∴∠DCE＝∠ACD+∠ACE＝∠ACD+∠B， 

∵∠ACD+∠B+∠BAC＝180°， 

∴∠DCE+∠DAE＝180°． 

26．【答案】（1）该抛物线的顶点坐标为（1，﹣a）； 

（2）x0＝3； 

（3）m的取值范围是 m<
1

2
 ． 

【分析】（1）把解析式化为顶点式即可； 

（2）根据抛物线的对称轴为直线 x＝1，由函数的对称性即可得出结论； 

（3）分 a＞0 和 a＜0 两种情况讨论即可． 

【解答】解：（1）∵y＝ax2﹣2ax＝a（x2﹣2x）＝a（x﹣1）2﹣a， 

∴该抛物线的顶点坐标为（1，﹣a）； 

（2）当 m＝n时，点（﹣1，m）与点（x0，n）关于对称轴 x＝1 对称， 

∴x0＝3； 

（3）存在，理由： 

由（1）知，抛物线的顶点坐标为（1，﹣a）， 

①当 a＜0 时，抛物线开口向下，函数的最大值为﹣a， 

∵y1＜y2≤﹣a恒成立， 

∴ 1 1 1 1m m− −  + −  ， 

解得 m<
1

2
； 

当 a＞0 时，抛物线开口向上，函数的最小值为﹣a，即 y≥﹣2， 

则 y1＜y2≤﹣a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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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m的取值范围是 m<
1

2
． 

27．【答案】（1） ； 

（2）①证明见解答过程； 

②BE＝CD+DE，证明见解答过程． 

【分析】（1）根据各角之间的关系得出∠DAC+∠ACD＝90°，即可确定位置关系，画出 AD；再由全等

三角形的判定和性质得出△ACD≌△ACM（AAS），即可得出结果； 

（2）①过点 A作 AM⊥BC于点M、AN⊥CB'点N，根据各角之间的关系及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得出△CAN

≌△ACM（AAS），再由其性质即可得出结果； 

②在 BC 上截取 BF＝CD，连接 AF，由各角之间的关系得出∠B＝∠ACB'＝∠ACD，再由全等三角形的

判定和性质得出△ABF≌△ACD（SAS），△FAE≌△DAE（SAS），即可得出结果． 

【解答】（1）解：当点 E与点 C重合时，∠DAE＝∠DAC， 

∵∠DAE+∠ACD＝90°， 

∴∠DAC+∠ACD＝90°， 

∵∠ADC＝90°， 

∴AD⊥CB'， 

若 BC＝a，过点 A作 AM⊥BC于点 M， 

如图 1： 

 

则∠AMC＝90°＝∠ADC， 

∵AB＝AC， 

∴ ， 

在△ACD与△ACM中，∠ADC＝∠AMC，∠ACD＝∠ACM，AC＝AC， 

∴△ACD≌△ACM（AAS）， 

∴ ， 

即 CD的长为 ， 

故答案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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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①证明：过点 A作 AM⊥BC于点 M、AN⊥CB'点 N，如图 2： 

 

则∠AMC＝∠ANC＝90°， 

∴∠CAN+∠ACB＝90°， 

∵∠DAE+∠ACD＝90°， 

即∠DAE+∠ACB'＝90°， 

∴∠DAE＝∠CAN， 

∵AB＝AC，AM⊥BC， 

∴∠BAC＝2∠CAM＝2∠BAM， 

在△ACN与△ACM中， 

， 

∴△CAN≌△ACM（AAS）， 

∴∠CAN＝∠CAM， 

∴∠BAC＝2∠CAM＝2∠CAN＝2∠DAE； 

②解：BE＝CD+DE，证明如下： 

在 BC上截取 BF＝CD，连接 AF，如图 3： 

 

∵AB＝AC， 

∴∠B＝∠ACB， 

∵∠ACB'＝∠ACB， 

∴∠B＝∠ACB'＝∠ACD， 

在△ABF和△ACD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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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F≌△ACD（SAS）， 

∴AF＝AD，∠BAF＝∠CAD， 

∴∠BAF+∠CAE＝∠CAD+∠CAE＝∠DAE， 

由①知：∠BAC＝2∠DAE， 

即 ， 

∴ ， 

∴ ， 

∴∠FAE＝∠DAE， 

在△FAE和△DAE中， 

， 

∴△FAE≌△DAE（SAS）， 

∴FE＝DE， 

∴BE＝FE+BF＝CD+DE． 

28．【答案】（1）①2；②P3； 

（2）3 或﹣3； 

（3）24 ． 

【分析】（1）①根据定义解答可；②分别找出 P1Q、P2Q、P3Q的最大值，再根据定义判断即可； 

（2）正方形 ABCD 上的任意两点间的距离最大值为 ，若点 E 是正方形 ABCD 的“倍点”，则点 E

到 ABCD上点的最大距离好为 4 ．结合图形即可求解； 

（3）分线段MN在⊙O内部和在⊙O外两种情况讨论即可求解． 

【解答】解：（1）①∵图形 W是半径为 1 的⊙O， 

图形 W上任意两点间的距离的最大值 d为 2． 

故答案为：2； 

②如图 1，连接 P2O并延长交⊙O于点 E， 

∵P2O＝ ， 

≠2d， 

∴P2不是⊙O的“倍点”； 

∵P1到⊙O上各点连线中最大距离为 2+1＝3≠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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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不是⊙O的“倍点”； 

∵P3到⊙O上各点连线中最大距离为 3+1＝4＝2d， 

∴P3是⊙O的“倍点”． 

故答案为：P3． 

（2）如图 2，在正方形 ABCD中， 

正方形 ABCD上任意两点之间距离的最大距离 ， 

∴ ， 

由图可知当点 E在如图所示的位置时，E是正方形 ABCD的“倍点“， 

∴ ， 

∴t的值为：3 或﹣3． 

（3）MN上 d＝2，2d＝4， 

当线段 MN在⊙O外部时，EM＝4，TM＝1， 

∴ET＝ ， 

∴大⊙O的半径为 6+ ， 

同理，小⊙O的半径为 6﹣ ， 

点 T所构成的图形是圆环，它的面积 ＝24 ． 

故答案为：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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