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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数量关系知识点——赋值法 

赋值法是数量关系中较为重要的方法，巧妙地使用赋值法可以快速提升做题

效率。顾名思义，赋值法是指给某些未知量赋予恰当的数值，从而将复杂问题简

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的一种方式。当试题中出现某个量，且这个量的具体大小

并不影响最终结果时，我们可以采用赋值法。赋值法在工程问题、经济利润问题、

行程问题、溶液问题等题型中的应用较为广泛，下面通过一些题目来详细介绍。 

【例】（2017 广东）现有一批零件，甲师傅单独加工需要 4 小时，乙师傅单

独加工需要 6 小时。两人一起加工这批零件的 50%需要（    ）小时。 

A.0.6 B.1 

C.1.2 D.1.5 

【答案】C 

典型的工程问题，我们采用赋值法来解决。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工程问题，属于时间类。 

第二步，赋值工作总量为 12（4 和 6 的公倍数），则甲的效率为 12÷4＝3 ，

乙的效率为 12÷6＝2。 

第三步，一起加工这批零件的 50%，需要 12×50%÷（3+2）＝1.2（小时）。 

因此，选择 C 选项。 

使用赋值法时，大家最大的困惑和疑问是什么时候或者说什么样的量可以赋

值，大体上讲，有 2 个条件：第一，这个量在题目中没有具体提及它的大小；第

二，这个量也不能通过其他有具体数字大小的量计算得到。当然这两个条件比较

抽象，举个例子，比如上题中，想赋值工作总量为 12，前提条件是，题干中并

未直接给出工作总量，且也无法通过给出的时间求得工作总量，此时可以赋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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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某一个具体值。 

在数量关系模块，当题干中出现分数、百分数、比例、倍数时，可以考虑采

用赋值法，具体表现为： 

1.量与量之间之间具有明显比例关系时，用比例赋值法，即直接赋值比例。 

【例】（2017 江西）将一批葡萄平均分装在 36 个箱子中，发现箱子没有装

满，如果每箱多装
1

8
，则只需要使用箱子： 

A. 31 个 B. 32 个 

C. 33 个 D. 34 个 

【答案】B 

由题干可知，现在每箱装的量与原来所装的量之比为 9∶8，可采用赋值法。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用赋值法解题。 

第二步，赋值原来没有装满时每个箱子装葡萄的量为 8，则多装
1

8
之后每个

箱子装葡萄的量为 9，则只需要使用箱子＝36×8÷9＝32（个）。 

因此，选择 B 选项。 

【例】（2019 联考上）某楼盘的地下停车位，第一次开盘时平均价格为 15

万元/个；第二次开盘时，车位的销售量增加了一倍、销售额增加了 60%。那么，

第二次开盘的车位平均价格为： 

A.10 万元/个 B.11 万元/个 

C.12 万元/个 D.13 万元/个 

【答案】C 

由题干可知，现在销量与原来的销量之比为 2∶1，可采用赋值法。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基础公式经济利润问题，用赋值法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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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销售额=平均价格×销售量，已知第一次开盘平均价格为 15 万元

/个，赋销售量为 1，则销售额为 15 万。第二次开盘时，销售量增加了一倍，即

为 2，销售额增加了 60%，得销售额为 15×（1+60%）=24（万元），故第二次

开盘平均价格为 24÷2=12（万元/个）。 

因此，选择 C 选项。 

2.当三个量之间的关系满足“A=B×C 时”，且 A 的量保持不变时，一般用

公倍数赋值法给 A 赋值，即赋值多个量的公倍数。 

【例】（2017 天津）一份溶液，加入一定量的水后，浓度降到 3%，再加入

同样多的水后，浓度降为 2%，该溶液未加水时浓度是： 

A.6% B.4% 

C.5% D.4.5% 

【答案】A 

本题中溶质的量保持不变，故将溶质的量赋为 2 和 3 的公倍数。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溶液问题，属于基础溶液，用赋值法解题。 

第二步，加水过程中，溶质不变。赋值溶质量为 6（2、3 的最小公倍数），

则第一次加入水后溶液量为 6÷3%＝200，第二次加入水后溶液量为 6÷2%＝

300。可知加入的水质量为 100。那么初始浓度为 6÷100＝6%。 

因此，选择 A 选项。 

【例】（2017 江西）某超市购进三种不同的糖，每种糖所用的费用相等，已

知这三种糖每千克的费用分别为 11 元、12 元、13.2 元。如果把这三种糖混在

一起成为什锦糖，那么这种什锦糖每千克的成本是： 

A. 12.6 元 B. 11.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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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2 元 D. 11.6 元 

【答案】C 

本题中每种糖所用的费用相等，故将所用的费用赋为 11、12 和 13.2 的公

倍数。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属于基础公式类，用赋值法解题。 

第二步，根据每种糖的费用相等，赋值每种糖的费用为 132 元（11、12、

13.2 的公倍数），则三种糖的重量分别为 132÷11＝12（千克）、132÷12＝11

（千克）、132÷13.2＝10（千克）。 

第三步，什锦糖每千克的成本为 132×3÷（12＋11＋10）＝12（元）。 

因此，选择 C 选项。 

通过上面几个例题，我们不难发现，如果遇到 A=B×C 的量化关系，且 A 为

不变量，则对 A 赋值，一般赋值公倍数，如果对 B 或者 C 赋值，则按比例赋值。 

赋值法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

题目都可以用赋值法进行求解，需要大家把握运用赋值法的使用前提，这样才能

在考试中运用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