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量关系

 第一章  解题方法

 第一节  代入排除法

 适用条件  选项信息充分；正面入手困难

 常用题型  多位数问题，不定方程问题，年龄问题等

 基础知识

 将四个选项的值依次代回原题目，与题意相矛盾的予以排除，与题意
 相符的即为答案

 问：最大、至多、最多等，优先代入最大选项

 问：最小、至少、最少等，优先代入最小选项

 第二节  数字特性法

 适用条件  题干中出现分数、百分数、小数、倍数、比例倍数时优先考虑

 常用题型  不定方程问题，余数问题、平均数问题、和差倍比问题等

 基础知识

 整除特性

 能被2、5整除：末一位数字能被2、5整除

 能被4、25整除：末二位数字能被4、25整除

 能被8、125整除：末三位数字能被8、125整除

 能被3、9整除：各个数位数字和被3、9整除

 奇偶特性

 加减法：“奇反偶同”

 乘法：“同奇则奇，一偶则偶”

 和差共性：若两数之和为奇（偶）数，则两数之差为奇（偶）数

 偶数与任意正整数的积为偶数

 倍数特性
 如果a：b=m：n（当m、n互质）则有a是m的倍数，b是n的倍数，

 a±b是m±n的倍数

 第三节  枚举法

 适用条件
 选项数据较小或情况较简单

 选项数据较大

 常用题型  周期问题，新运算问题等

 基础知识

 情况数较少时：将满足题目条件的情况按照一定的分类有条理的逐一
 列举出来

 情况数较多时：通过将满足条件的情况部分枚举，归纳出题目规律后
 求解

 第四节  方程法

 适用条件  题干条件中存在等量关系

 定方程

 特征：未知数个数等于方程个数

 常用题型  行程问题，经济利润问题，牛吃草问题等

 基础知识

 寻找等量关系

 不变量  总人数、总路程等

 关键字
 比：A“比”B多或少  加减法

 是：A“是”B的几倍或几分之几  乘除法

 设未知数

 设所求的量

 设中间变量

 设比例份数（存在分数、百分数、比例倍数关系等）

 设有意义的汉字（如分组题目设组数等）

 解方程

 一元一次方程

 多元一次方程组

 代入消元法

 加减消元法

 整体消元法

 不定方程

 特征：未知数个数大于方程个数，且未知数受到某些限制（如整数或
 正整数等）

 基础知识

 不定方程
 代入排除法

 数字特性法（尾数法、奇偶特性、倍数特性）

 不定方程组
 利用消元法转化为不定方程

 赋“0”法

 第五节  赋值法

 适用条件
 三个量存在比例形式（如A=B×C或A=B÷C）

 只给定其中一个量或未给定任何一个量

 常用题型  工程问题、行程问题、经济利润问题、几何问题、溶液问题等

 基础知识

 优先赋值不变量：工作总量、溶质等

 赋值公倍数：皆为整数形式简化计算

 赋值为1、10、100等便于计算的数

 第二章  工程问题

 基础公式  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

 常见考点

 给定时间型
 题型识别  只给出各个主体的工作时间

 解题要点  赋值工作总量为各个主体工作时间的公倍数

 效率制约型
 题型识别  给出各个主体的工作效率的比例关系

 解题要点  赋值各个主体间的效率比例关系，一般赋值为整数

 条件综合型
 题型识别

 给出工作总量、工作效率与工作时间中至少两个量的具体值或大小关
 系

 解题要点  设未知数后根据基础公式，列方程求解

 第三章  经济利润问题

 基本公式类

 基础公式

 利润=售价－进价

 利润率=利润÷进价=（售价-进价）÷进价=售价÷进价-1

 售价=进价×（1+利润率）

 进价=售价÷（1+利润率）

 折扣=现价÷原价

 总利润=单个利润×数量

 题型识别  题干出现售价、进价、利润、利润率、折扣等具体数据

 解题要点  可采用赋值法或方程法，根据基础公式列式求解

 分段计费类

 题型识别
 题干中给定一个范围，范围内与超出范围计费标准不一致

 主要涉及水电、资费、提成等

 解题要点
 根据题干条件确定分段节点后分区间进行讨论

 可采用数形结合法分析

 第四章  行程问题

 基础公式  路程=速度×时间

 路程一定，速度与时间成反比

 时间一定，路程与速度成正比

 速度一定，路程与时间成正比

 常见考点

 基本行程问题

 火车过桥模型  总路程=桥长+车身长=速度×时间

 等距离平均速度问题      

 流水行船模型

 顺流行程  顺流路程=（船速+水速）×顺流时间

 逆流行程  逆流路程=（船速-水速）×逆流时间

 船速=（顺水速度+逆水速度）÷2

 水速=（顺水速度-逆水速度）÷2

 相遇追及问题

 线形

 一次相遇或追及
 相遇路程=路程和=速度和×时间  相向而行

 追及路程=路程差=速度差×时间  同向而行

 多次相遇
 单端出发  路程和=2N×距离=速度和×时间

 两端出发  路程和=（2N-1）×距离=速度和×时间

 环形

 一次相遇或追及

 相遇（背离）问题
 同点出发  相遇1次，路程和=1圈

 不同点出发  相遇1次，路程和=初始距离

 追及问题
 同点出发  追上1次，路程差=1圈

 不同点出发  追上1次，路程差=初始距离

 多次相遇或追及

 相遇（背离）问题
 同点出发  相遇N次，路程和=N圈

 不同点出发  相遇N次，路程和=（N-1）圈+初始距离

 追及问题
 同点出发  追上N次，路程差=N圈

 不同点出发  追上N次，路程差=（N-1）圈+初始距离

 第五章  容斥问题

 两集合容斥问题

 题型识别  两个条件集合，且两个集合之间存在重叠部分

 解题要点

 解题方法
 公式法  基础公式  A+B-A∩B=A∪B=总数-都不满足的情况数

 文氏图法

 注意区分：满足A条件的情况与“只”、“仅”满足A条件的情况

 三集合容斥问题

 题型识别  三个条件集合，且三个集合之间存在重叠部分

 解题要点

 解题方法

 公式法

 基础公式
 A+B+C-A∩B-A∩C-B∩C+A∩B∩C=A∪B∪C=总数-都不满足的情

 况数

 变形公式

 A+B+C-只满足两个条件-只满足三个条件×2=A∪B∪C=总数-都不
 满足的情况数

 A+B+C=满足一个条件+满足两个条件×2+满足三个条件×3

 文氏图法  由内向外依次标数

 注意区分：满足A、B两个条件与“只”“仅”满足A、B两个条件

 第六章  排列组合问题

 基本原理

 排列
 从n个不同元素中，任取m个进行排序，与顺序有关，记为      

 组合
 从n个不同元素中任取m个，与顺序无关，记为

     

 分类（加法）原理

 完成一件事，可以根据某个条件分为几种情况，各种情况都能独立完
 成任务，则将多种情况计算出的结果相加，和为完成这件事的种类

 数。

 分步（乘法）原理

 完成一件事，需要划分成多个步骤依次完成，每个步骤内的任务之间
 没有交叉，则将每个步骤计算出的结果相乘，积为完成这件事的种类

 数。

 特殊方法与技巧

 捆绑法

 题型识别  题干中出现元素之间“相邻”、“相连”、“在一起”等关键词

 解题要点
 先将必须相邻的元素捆绑看做一个整体后与其他元素进行排列

 再考虑捆绑元素内部存在的排列

 插空法

 题型识别  题干中出现元素之间“不相邻”、“不相连”、“间隔”等关键词

 解题要点

 先将没有特殊要求的元素进行排列

 再将不相邻的元素插入其他元素的间隔之中

 需要注意两端的位置也属于间隔

 插（隔）板法

 题型识别  将n个相同的元素分为m组，每组至少1个

 解题要点

 n个元素形成（n-1）个可用于插入隔板的间隔

 从中选取（m-1）个间隔插入隔板即可将其分为m份

 插板法公式：

 题型拓展
 将n个相同的元素分为m组，每组至少a个

 先从总数n中给每组分去（a-1）个后再使用插板法

 错位排列

 题型识别  题干要求原有n个元素移动后均不在各自原来的位置

 解题要点

 n个元素错位排列的情况数

 考试中常出现的情况：D1=0，D2=1，D3=2，D4=9，D5=44……

 平均分组

 题型识别  将不同的m个元素分为n个无差别或有差别的组，每组人数相同

 解题要点

 先按有区别的组进行各组人数排列

 若为无区别的组则再除以

 环形排列

 题型识别  将n个元素进行环形排列，没有收尾、前后之分

 解题要点

 将n个元素的环形排列转换为n-1个元素的直线排列

 环形排列公式

 第七章  概率问题

 基本原理

 基本概率 某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满足条件的情况数÷总的情况数。

 分类概率
 某项任务可以在多种情况下完成，则分别求解满足条件的每种情形的

 概率，然后将所有概率值相加。

 分步概率
 某项任务必须按照多个步骤完成，则分别求解特定条件下每个步骤的

 概率，然后将所有概率值相乘。

 解题要点
 当正面求解某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过于繁琐，则可采用逆向思维

 某种情况发生的概率=1-某种情况不发生的概率

 第八章  最值问题

 最不利问题

 题型识别 题干或问题中出现“至少（最少）……保证……”类的描述

 解题要点
 不利值=保证-1

 所有不利情况+1

 构造数列问题

 题型识别

 将人数或物品按照一定原则进行分组

 问题中出现“最多（少）……至少（多）”、“排名第……最多（
 少）……”等描述

 解题要点

 定位 明确所求的位置与其最大值或最小值，设未知数

 构造 按照题干已知条件对于各组人数或物品数进行构造

 求和 依据各组数量之和=总数列式求解

 多集合反向构造

 题型识别 题干中出现多个并列的条件，问题为“至少……都满足各个条件”

 解题要点

 反向 先分别计算不满足各个条件的数量

 求和 加和求得不都满足各个条件的总数

 做差 总数-不都满足的总数=都满足的最小值

 第九章  几何问题

 几何计算

 平面几何

 角
 内角和 （n-2）×180°

 外角和 恒等于360°

 周长

 正方形 4a

 长方形 2（a+b）

 圆形 2πR

 面积

 正方形 a²

 长方形 ab

 圆形 πR²

 三角形     

 扇形     

 梯形     

 立体几何

 表面积

 正方体 6a²

 长方体 2（ab+ac+bc）

 球体 4πR²=πD²

 圆柱体 2πR²+2πRh

 体积

 正方体 a³

 长方体 abc

 球体     

 圆柱体 πR²h

 圆椎体     

 割补平移
 对于不规则的图形，可通过割、补、平移等方式，将其构造为规则图

 形后再套用公式计算。

 几何特性

 三角形

 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任意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中线分成的两个三角形面积相等

 直角三角形

 勾股定理

 斜边的中线为斜边的一半

 等比例放缩 一个图形变为原来的n倍

 角不变

 周长和边长变为原来的n倍

 面积变为原来的n²倍

 体积变为原来的n³倍

 最值理论
 周长相等的平面图形中，圆的面积最大，越接近于圆面积越大

 表面积相等的立体图形中，球的体积最大，越接近于球体积越大

 直线切割平面公式
 n个直线最多能将一个平面分为

 第十章  趣味杂题

 时间类问题

 星期日期问题

 基础知识

 平年与闰年
 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再闰

 每过一个平年，星期增加1天；每过一个闰年，星期增加2天

 大月与小月

 大月31天(1、3、5、7、8、10、12)

 小月30天(4、6、9、11)

 2月28(29)天

 周期问题 周期相遇
 每隔n天=每n+1天

 相遇的周期为各元素周期的最小公倍数

 年龄问题

 过N年，每人都长N岁

 两个人的年龄差在任何时间节点都不发生改变。

 十二生肖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

 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钟表问题

 表盘一周为360°，一大格30°，一小格6°

 分针的旋转速度为6°/分钟，时针的旋转速度为0.5°/分钟，分针比时
 针多走5.5°/分钟

 时针与分针一昼夜重合22次，垂直44次，成180°也是22次。

 溶液问题

 基础公式
 浓度=溶质÷溶液

 溶液=溶质+溶剂

 常见题型

 蒸发 溶质不变，溶液减少，浓度上升

 稀释 溶质不变，溶液增加，浓度下降

 混合 溶质加和，溶液加和

 多次操作

 植树问题
 线性植树 棵数＝总长÷间隔＋1，总长＝（棵数－1）×间隔

 环形植树 棵数＝总长÷间隔，总长＝棵数×间隔；

 方阵问题

 总人数=

 最外层人数4N-4

 相邻两层相差8

 牛吃草问题

 草原原有草量＝（牛数－每天长草量）×天数，字母表示为y=（N-
 X）×T。

 牛吃草问题模型可以套用到超市收银台结账、漏船排水、窗口售票等
 各种环境。

 比赛问题

 循环赛

 单循环 n个队伍单循环场次为 

 双循环（分主客场）
 n个队伍双循环赛场次为 

 淘汰赛 每场比赛淘汰一人（一队）。

 空瓶换酒问题
 若M个空瓶可以换N瓶酒，P个空瓶最多可以换 

 第十一章  基础计算拓展

 简单计算 基础公式
 平方差公式 a²-b²=（a+b）（a-b）

 完全平方公式 （a±b）²=a²+b²±2ab

 数列问题

 等差数列

 通项公式     

 前n项和公式
 =平均数×n=中位数×n

 等比数列

 通项公式     

 前n项和公式     

 第十二章  解题方法补充

 十字交叉法

 适用条件 混合平均量题目

 将两者及以上的部分混合为一个整体

     

 常用题型 溶液问题、平均数问题、鸡兔同笼问题等

 基础知识     

 比例特性法

 适用条件
 题干中存在分数、百分数、比例关系等

 基础公式为比例形式

 常用题型 工程问题、行程问题等

 基础知识 两者间存在比例关系，他们的差或和对应一个数值。依此求得其他量

 数形结合法

 常用题型 经济利润问题、行程问题、容斥问题、几何问题等

 基础知识

 行程问题的运动过程，常常通过线段图示法来分析；

 容斥原理，用文氏图来分析会非常清晰；

 几何问题，通常可以画出图示，或者添加辅助线等；

 某些特殊题型，如有些趣味题可以借助图形方便理解分析。

 调和平均数法

 适用条件 满足A=a1×b1，A=a2×b2，两者有相同的乘积结果A

 常用题型 行程问题、溶液问题等

 基础知识

 等距离平均速度： 

 等价钱平均价格：  

 等发车前后过车，发车时间间隔： 

 等溶质增减溶剂： 

 鸡兔同笼法
 适用条件 当遇到最多和实际不相等时，就可以考虑使用鸡兔同笼法。

 基础知识 腿少的动物=（最多-实际）÷腿数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