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末押题检测卷（一）（七年级人教版）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____ 得分：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项：

本试卷满分 120 分，考试时间 100 分钟，试题共 26 题．答卷前，考生务必用 0.5 毫米黑色签字笔将自己的

姓名、班级等信息填写在试卷规定的位置．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6 分）在每小题所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

题目要求的．

1．（2021·河南南阳市·七年级期中）从踏入学校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认识和使用数学，为了表示物体的个数

或者顺序，产生了整数 1、2、3，．．．；为了表示“没有”引入了数 0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相信“哪里

有数，那里就有美”．数仅仅因为它的寓意，就可以给人以丰富的美感．正是由于这种美感，才使人们在各

种场合有选择性的使用数．一个数字既表示万物之始，又表示一个整体，这个数字是（ ）

A．10 B．100 C．1 D．9

【答案】C

【分析】依据题意，为了表示“没有”引入了数 0，与一个数字既表示万物之始，又表示一个整体，这两句话，

可得答案

【详解】解：依据题意：0表示“没有” 而这个数字又既表示万物之始，又表示一个整体，

即这个数是题意中数的开始，又可以表示一个整体可得该数为 1故答案为：C

【点睛】本题实际考查自然数的定义，准确理解题意是解题的关键

2．（2021·江苏南通市·九年级二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南通是全省唯一主城区没有发本土确诊病例的

安全岛．接种新冠疫苗，是巩固抗疫成果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截止 4月 24日 24时，南通全市已累计

接种新冠疫苗 102.37万针．其中，102.37万用科学记数法表示为（ ）

A． 81.0237 10 B． 70.10237 10 C． 61.0237 10 D． 4102.37 10

【答案】C

【分析】用科学记数法表示较大的数时，一般形式为 a×10n，其中 1≤|a|＜10，n为整数，且 n比原来的整数

位数少 1，据此判断即可．

【详解】解：102.37万= 61.0237 10 ，故选 C．

【点睛】此题主要考查了用科学记数法表示较大的数，一般形式为 a×10n，其中 1≤|a|＜10，确定 a与 n的值

是解题的关键．

3．（2021·湖北随州市·七年级期末）下边几何体的展开图可能是（ ）



A． B． C． D．

【答案】B

【分析】由平面图形的折叠及正方体的展开图解题，注意带图案的三个面有一个公共顶点．

【详解】选项 A、C、D带图案的三个面不相邻，没有一个公共顶点，不能折叠成原正方体的形式；

选项 B能折叠成原正方体的形式．故选：B．

【点睛】本题考查了几何体的展开图，解题时勿忘记正方体展开图的各种情形．注意带图案的三个面有一

个公共顶点．

4．（2021·兰州民族中学七年级期末）下列结论中正确的是（ ）

A．单项式
2

4
xy

的系数是
1
4
，次数是 4 B．单项式 m的次数是 1，没有系数

C．多项式 2 22 3x xy  是二次多项式 D．在
1
x
， 2x y ， 2a b ，

x y



，0中，整式有 4个

【答案】D

【分析】根据单项式的系数、次数和多项式的定义以及整式的概念判断即可．

【详解】解：A、单项式
2

4
xy

的系数是的系数是
4

，次数是 3，不符合题意；

B、单项式 m的次数是 1，系数是 1，不符合题意；

C、多项式 2 22 3x xy  是三次三项式，不符合题意；

D、在
1
x
， 2x y ， 2a b ，

x y



，0中，整式有 4个，符合题意．故选：D．

【点睛】此题考查多项式与单项式，关键是根据单项式的系数、次数和多项式的定义以及整式的概念解答．

5．（2021·湖南长沙·明德华兴中学七年级期末）根据等式的性质，如果 a b ，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A．2 2a b  B． 2 2a b   C．
12
2

a b D． 2 2a b  

【答案】D

【分析】根据等式的基本性质逐项判断即可．



【详解】解：A、如果 a b ，2 2a b  不一定成立，故本选项不符合题意；

B、如果 a b ， 2 2a b   不成立，故本选项不符合题意；

C、如果 a b ，
12
2

a b 不一定成立，故本选项不符合题意；

D、如果a b ， 2 2a b   一定成立，故本选项符合题意；故选：D．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了等式的基本性质，熟练掌握等式两边同时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或整式），等

式仍然成立；等式两边同时乘或除以同一个不为 0的数（或整式），等式仍然成立是解题的关键．

6．（2021·河南九年级二模）已知 2 2 1a a  ，则 23 6 4a a  的值为（ ）

A．-1 B．1 C．-2 D．2

【答案】A

【分析】将 2 2 1a a  整体代入代数式求值即可．

【详解】 2 2 1a a  2 2( 33 2 ) 3 6a a a a   

 23 6 4 3 4 1a a      故选 A．

【点睛】本题考查了求代数式的值，整体代入是解题的关键．

7．（2021·山西临汾市·七年级期中）在数学活动课上，兴趣小组的同学们用 4块大小不同的长方形纸板和一

块小正方形纸板拼成了一个大正方形，有关数据如图所示，则拼成的大正方形的面积是（ ）

A．20 B．25 C．36 D．49

【答案】C

【分析】设小正方形的边长为 x，根据大正方形的边长相等可得方程，解得 x，进而求得大正方形的边长及

面积

【详解】设小正方形的边长为 x，根据大正方形的边长相等可得：

1 2 5 4x x     解得 3x 

大正方形的边长为1 2 1 3 2 6x     



大正方形面积为6 6 36  故选 C

【点睛】本题考查了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找到等量关系列方程是解题的关键．

8．（2021·河北七年级期末）在某市奥林匹克联赛中，实验一中学子再创辉煌，联赛成绩全市领先．某位同

学连续答题 40道，答对一题得 5分，答错一题扣 2分（不答同样算作答错），最终该同学获得 144分．请

问这位同学答对了多少道题？下面共列出 4个方程，其中正确的有（ ）

①设答对了 x道题，则可列方程：  5 2 40 144x x   ；

②设答错了 y道题，则可列方程：  5 40 2 144y y   ；

③设答对题目总共得 a分，则可列方程：
144 40

5 2
a a 
  ；

④设答错题目总共扣b分，则可列方程：
144 40

5 2
b b
  ．

A．4个 B．3个 C．2个 D．1个

【答案】B

【分析】①若设答对了 x道题，等量关系：5×答对数量-2（40-x）=144；②若设答错了 y道题，等量关系：

5×（40-y）-2y=144；③若设答对题目得 a分，等量关系：答对的数量+答错数量=40；④设答错题目扣 b分，

答对的数量+答错数量=40．

【详解】解：①若设答对了 x道题，则可列方程：5x-2（40-x）=144，故①符合题意；

②若设答错了 y道题，则可列方程：5（40-y）-2y=144，故②符合题意；

③若设答对题目得 a分，则可列方程：
144 40

5 2
a a 
  ，故③符合题意；

④设答错题目扣 b分，则可列方程
144+ + 40
5 2
b b

 ，故④不符合题意．

所以，共有 3个正确的结论．故答案是：B．

【点睛】此题主要考查了由实际问题抽象出一元一次方程，关键是正确理解题意，找出题目中的等量关系，

列出方程．

9．（2021·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九年级期末）如图 2是图 1中长方体的三视图，若用 S表示面积， 5S x主 ，

4S x
左 ，则 S 俯 （ ）.



A．20x B．20 C．9x D．9

【答案】B

【分析】由主视图和左视图的宽为 x，结合两者的面积得出俯视图的长和宽，从而得出答案．

【详解】解：∵S 主＝5x，S 左＝4x，且主视图和左视图的宽为 x，

∴俯视图的长为 5，宽为 4，则俯视图的面积 S 俯＝5×4＝20，故选：B．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由三视图判断几何体，解题的关键是根据主视图、俯视图和左视图想象几何体的前

面、上面和左侧面的形状，以及几何体的长、宽、高．

10．（2020·北京海淀区·七年级期中）如图，直线上的四个点 A，B，C，D分别代表四个小区，其中 A小区

和 B小区相距 am，B小区和 C小区相距 200m，C小区和 D小区相距 am，某公司的员工在 A小区有 30人，

B小区有 5人，C小区有 20人，D小区有 6人，现公司计划在 A，B，C，D四个小区中选一个作为班车停

靠点，为使所有员工步行到停靠点的路程总和最小，那么停靠点的位置应设在（ ）

A．A小区 B．B小区 C．C小区 D．D小区

【答案】B

【分析】根据题意分别计算停靠点分别在 B、D、C各点时员工步行的路程和，选择最小的即可求解．

【详解】解：因为当停靠点在 A区时，所有员工步行到停靠点路程和是：5a+20×（200+a）+6（2a+200）＝

37a+5200（m），

因为当停靠点在 B区时，所有员工步行到停靠点路程和是：30a+20×200+6（a+200）＝36a+5200（m），

当停靠点在 C区时，所有员工步行到停靠点路程和是：30（a+200）+5×200+6a＝36a+7000（m），

当停靠点在 D区时，所有员工步行到停靠点路程和是：30×（2a+200）+5（a+200）+20a＝98a+7000（m），

因为 36a+5200＜37a+5200＜36a+7000＜98a+7000，

所以当停靠点在 B小区时，所有员工步行到停靠点路程和最小，那么停靠点的位置应该在 B区．故选：B．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了两点间的距离，理清题意，正确列出算式是解答本题的关键．

11．（2021·珠海市第九中学初三二模）阅读下面材料：数轴是数形结合思想的产物．有了数轴以后，可以用



数轴上的点直观地表示实数，这样就建立起了“数”与“形”之间的联系．在数轴上，若点 A， B分别表

示数 a，b，则 A， B两点之间的距离为 AB a b= - ．反之，可以理解式子 3x  的几何意义是数轴上表

示实数 x与实数 3两点之间的距离．则当 2 5x x   有最小值时， x的取值范围是（ ）

A． 2x   或 5x  B． 2x ≤ 或 5x≥ C． 2 5x   D． 2 5x  

【答案】D

【分析】根据题意将 2 5x x   可以理解为数轴上表示实数 x与实数-2的距离，实数 x与实数 5的距离，

两者的和，分三种情况分别化简，根据解答即可得到答案.

【解析】方法一：代数法（借助零点分类讨论）

当 x<-2时， 2 5x x   =（-2-x）+（5-x）=3-2x；

当 2 5x   时， 2 5x x   =（x+2）+（5-x）=7；

当 x>5时， 2 5x x   =（x+2）+（x-5）=2x-3；

∴ 2 5x x   有最小值，最小值为 7，此时 2 5x   ，故选：D.

方法二：几何法（根据绝对值的几何意义）

2 5x x   可以理解为数轴上表示实数 x与实数-2的距离，实数 x与实数 5的距离，两者的和，

通过数轴分析反现当 2 5x   时， 2 5x x   有最小值，最小值为 7。

【点睛】此题考查依据绝对值的性质化简绝对值，正确理解题意，得到 2 5x x   表示的意义，再利用

分类思想解答问题.

12．（2021·四川成都市·成都实外）如图，将长方形纸片 ABCD的∠C沿着 GF折叠（点 F在 BC上，不与 B，

C重合），使点 C落在长方形内部点 E处，若∠BFE＝3∠BFH，∠BFH＝20°，则∠GFH的度数是（ ）

A．85° B．90° C．95° D．100°

【答案】D



【分析】根据折叠求出∠CFG＝∠EFG＝ 1
2 ∠CFE，根据∠BFE＝3∠BFH，∠BFH＝20°，即可求出∠GFH

＝∠GFE+∠HFE的度数．

【详解】解：∵将长方形纸片 ABCD的角 C沿着 GF折叠（点 F在 BC上，不与 B，使点 C落在长方形内

部点 E处，∴∠CFG＝∠EFG＝ 1
2 ∠CFE，

∵∠BFE＝3∠BFH，∠BFH＝20°，∴∠BFE＝60°，∴∠CFE＝120°，∴∠GFE＝60°，

∵∠EFH＝∠EFB﹣∠BFH，∴∠EFH＝＝40°，∴∠GFH＝∠GFE+∠EFH＝60°+40°＝100°．故选：D．

【点睛】本题考查了角的计算，折叠的性质，角度的倍数关系，主要考查学生的推理和计算能力．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6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8分．不需写出解答过程，请把答案直接填写在横线上）

13．（2021·南阳市油田教育教学研究室）已知   31 4 6 0
2

mm x    是关于 x的一元一次方程，则m的值为

___________．

【答案】4

【分析】根据一元一次方程的定义判断即可．

【详解】解：∵   31 4 6 0
2

mm x    是关于 x的一元一次方程，

∴ | | 3 1m   且  1 4 0
2
m   ，解得： 4m  ，故答案为：4．

【点睛】此题考查了一元一次方程的定义，根据题意列出方程和不等式是解题的关键．

14．（2021·山东城阳区·）如图，把一副七巧板按如图进行 1~7编号，1~7号分别对应着七巧板的七块，如

果编号 5对应的面积等于 5cm2，则由这幅七巧板拼得的“房子”的面积等于___________cm2．

【答案】80

【分析】将七巧板进行分割，分成 16个面积相等的三角形，从而计算即可．

【详解】解：如图，将七巧板进行如下分割，可将七巧板分成 16个面积相等的三角形，

其中编号 5对应的面积为 5cm2，∴由这个七巧板拼成的正方形的面积为：16×5=80cm2，

则拼成的“房子”的面积为 80cm2，故答案为：80．



【点睛】本题考查了图形的剪拼，七巧板的性质，解题的关键是明确七巧板的构成，以及每块的面积与整

个七巧板的关系．

15．（2021·广东茂名市·七年级期末）若 | 2 | | 1 | 0x y    ，则 | 2 |x y 的值为______．

【答案】4

【分析】先利用绝对值的非负性求出 x、y的值，代入求解即可．

【详解】∵ | 2 | | 1 | 0x y    ，∴ 2x   ， 1y  ，

∴ | 2 | | 2 2 | 4x y     ．故答案为：4．

【点睛】本题考查了绝对值的非负性，解题的关键是熟练掌握绝对值的非负性．

16．（2021·北京北理工附中七年级期末）历史上数学家欧拉最先把关于 x的多项式用记号  f x 来表示，把

x等于某数 a时的多项式的值用  f a 来表示．例如，对于多项式 4 2( ) 5f x mx nx x    ，当 2x  时，

多项式的值为 (2) 16 4 7f m n   ，若 (2) 10f  ，则  2f  的值为_________．

【答案】6

【分析】由 (2) 10f  得16 4 3m n  ，把它整体代入  2 16 4 3f m n    求值．

【详解】解：∵ (2) 10f  ，∴16 4 7 10m n   ，即16 4 3m n  ，

∴  2 16 4 2 5 3 3 6f m n        ．故答案是：6．

【点睛】本题考查代数式求值，解题的关键是掌握整体代入的思想求值．

17．（2021·江苏苏州·）幻方是中国古代传统游戏，多见于官府、学堂．如图，有一个类似于幻方的“幻圆”，

将﹣2，﹣4，﹣6，0，3，5，7，9分别填入图中的圆圈内，使横、竖，以及内、外两圈上的 4个数字之和

都相等．现已完成了部分填数，则图中 x+y的值为 ________．



【答案】﹣10或 5

【分析】由于八个数的和是 12，所以需满足两个圈的和是 6，横、竖的和也是 6，由此列等式可得结论．

【详解】解：设小圈上的数为 c，大圈上的数为 d，

∵﹣2+（﹣4）+（﹣6）+0+3+5+7+9＝12，且横、竖以及内外两圈上的 4个数字之和都相等，

∴两个圈的和是 6，横、竖的和也是 6，

∴则 0+c+5+3＝6，得 c＝﹣2，﹣2+7+5+y＝6，得 y＝﹣4，x+（﹣4）+7+d＝6，得 x+d＝3，

∵当 x＝﹣6时，d＝9，则 x+y＝﹣6+（﹣4）＝﹣10，当 x＝9时，d＝﹣6，则 x+y＝9+（﹣4）＝5．

故答案为：﹣10或 5．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了有理数的加减，解一元一次方程，代数式求值，解题的关键在于能够根据题意得

到两个圈的和是 6，横、竖的和也是 6．

18．（2021·江苏七年级期末）在无限大的正方形网格中按规律涂成的阴影如图所示，第 1、2、3个图中阴影

部分小正方形的个数分别为 5个、9个、15个，根据此规律，则第 20个图中阴影部分小正方形的个数是_____．

【答案】423

【分析】根据每一个图形都是第几个图形的平方，再加上第几个图形数，每个图形都多出 3，再加上 3，即

可求出答案．

【详解】解：根据所给的图形可得：第一个图有：5=1+1+3（个），

第二个图有：9=4+2+3（个），第三个图有：15=9+3+3（个），…，则第 n个为 n2+n+3，

第 20个图有：400+20+3=423（个），故答案为：423．



【点睛】本题考查了图形的变化类问题，解题的关键是通过归纳与总结，得到其中的规律，根据规律进行

解答．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 8小题，共 66分．请在答题卡指定区域内作答，解答时应写出文字说明、证明过程

或演算步骤）

19．（2021·山东聊城市·七年级月考）计算：

（1）
2

2 1 22 9 4
3 3

        
 

； （2）  1 5 7 24
2 6 12

      
 

；

【答案】（1）1；（2）6．

【分析】（1）先计算有理数的平方，去绝对值，再将除法改为乘法，约分，最后进行加减运算即可．

（2）利用乘法分配律展开，约分，最后进行加减运算即可．

【详解】（1）
2

2 1 22 9 4
3 3

        
 

1 24 9 4
9 3

     

34 1 4
2

    

5 6  

1 ．

（2）  1 5 7 24
2 6 12

      
 

     1 5 724 24 24
2 6 12

         

12 20 14  

6 ．

【点睛】本题考查有理数的混合运算，掌握有理数的混合运算法则是解答本题的关键．

20．（2021·福建漳州市·漳州三中）先化简，再求值：    2 22 3 4 1xy xy xy xy      ，其中 4x   ，
1
2

y  ．

【答案】xy+2xy2+7，3．

【分析】原式去括号合并得到最简结果，将 x与 y的值代入计算即可求出值．

【详解】解：2(xy−xy2+3)−(−4xy2+xy−1)

=2xy-2xy2+6+4xy2-xy+1

=xy+2xy2+7，



当 x=-4，y=
1
2
时，原式=-2-2+7=3．

【点睛】本题考查了整式的加减-化简求值，熟练掌握运算法则是解本题的关键．

21．（2021·天津和平·七年级期末）解下列方程：

（1）
2 1 5 2 1 2
3 6 2
x x x  

  ﹣2； （2）
3.1 0.2 0.2 0.03 3

0.2 0.01 2
x x 
  ．

【答案】（1）x＝﹣1；（2）x＝﹣3．

【分析】（1）按解一元一次方程的一般步骤，求解即可；

（2）利用分数的基本性质，先化去分母，再解一元一次方程．

【详解】解：（1）去分母，得 2（2x﹣1）﹣（5x+2）＝3（1﹣2x）﹣12，

去括号，得 4x﹣2﹣5x﹣2＝3﹣6x﹣12，

移项，得 4x﹣5x+6x＝3﹣12+2+2，

合并，得 5x＝﹣5，

系数化为 1，得 x＝﹣1；

（2）
   5 3.1 0.2 100 0.2 0.03 3 0.5
5 0.2 100 0.01 2 0.5

x x    
 

  
，

整理，得 15.5+x﹣20﹣3x＝1.5，

移项，得 x﹣3x＝1.5﹣15.5+20，

合并，得﹣2x＝6，

所以 x＝﹣3．

【点睛】本题考查了解一元一次方程，掌握解一元一次方程的一般步骤是解决本题的关键．解一元一次方

程的一般步骤：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同类项、系数化为 1．

22．（2021·天津滨海新区·）已知平面上的四点 A， B，C，D．按下列要求画出图形：

（1）画直线 AB，射线 AD，连接 BC，CD；（2）在四边形 ABCD内找一点 P，使它到四边形四个顶点的

距离的和 PA PB PC PD   最小，并说明理由__________．

【答案】（1）图见解析；（2）图见解析，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分析】（1）根据直线、射线、线段的定义作图即可；

（2）连接 AC、BD的交点即为到四边形四个顶点的距离的和最小的点 P．

【详解】（1）作图，直线 AB，射线 AD，线段 BC，线段CD即为所求，

；

（2）连接 BD、 AC交于点 P，点 P即为所求，理由是：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点睛】此题考查作图能力，根据语句作线，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正确理解直线、射线、线段的定义是解

题的关键．

23．（2021·聊城市茌平区实验中学七年级期末）为鼓励居民节约用电，某省试行阶段电价收费制，具体执行

方案如表：

档次 每户每月用电数 (度 ) 执行电价 (元 /度 )

第一档 小于等于 200部分 0.5

第二档 大于 200且小于等于 400部分 0.6

第三档 大于 400部分 0.8

（1）若一户居民七月份用电 420度，则需缴电费多少元？

（2）若一户居民某月用电 x度 (x大于 200且小于 400)，则需缴电费多少元？ (用含 x的代数式表示 )

（3）某户居民五、六月份共用电 500度，缴电费 262元．已知该用户六月份用电量大于五月份，且五、六

月份的用电量均小于 400度，问该户居民五、六月份各用电多少度？

【答案】（1）需缴电费 236元；（2）(0.6x-20)元；（3）该户居民五月份用电 180度，六月份用电 320度．

【分析】（1）根据阶梯电价收费制，用电 420度在第三档，则需缴电费 0.5 200 0.6 200 0.8(420 400)     ，计

算即可；（2）根据阶梯电价收费制，用电 x度 (x大于 200小于 400)，需交电费 0.5 200 0.6( 200)x   ，化简即

可；（3）设五月份用电 x度，则六月份用电 (500 )x 度，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① 200x ；② 200 250x  ．

【详解】解：（1）  0.5 200 0.6 200 0.8 420 400 236(      元 )．答：需缴电费 236元；

（2） 0.5 200 0.6( 200) 100 0.6 120 0.6 20x x x        （元）；



（3）设五月份用电 x度，则六月份用电  500 x 度．

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当 200x  时，300 500 400x  

 0.5 0.5 200 0.6 500 200 262x x      ，解得 180x  ，500 320x  ；

第二种情况:当 200 250x  时，250≤500-x≤400，

   100 0.6 200 100 0.6 500 200 262x x       ， 260 262 ， x无解，

所以，该户居民五月份用电 180度，六月份用电 320度．

【点睛】此题考查了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解题关键是要读懂题目的意思，根据题目给出的条件，找出合

适的等量关系，列出方程，再求解．

24．（2021·山东东明县·七年级期末）借助一副三角板，可以得到一些平面图形

（1）如图 1，∠AOC＝ 度．由射线 OA，OB，OC组成的所有小于平角的和是多少度？

（2）如图 2，∠1的度数比∠2度数的 3倍还多 30°，求∠2的度数；（3）利用图 3，反向延长射线 OA到 M，

OE平分∠BOM，OF平分∠COM，请按题意补全图（3），并求出∠EOF的度数．

【答案】（1）75°，150°；（2）15°；（3）15°.

【分析】（1）根据三角板的特殊性角的度数，求出∠AOC即可,把∠AOC、∠BOC、∠AOB相加即可求出射

线 OA，OB，OC组成的所有小于平角的和；（2）依题意设∠2＝x，列等式，解方程求出即可；

（3）依据题意求出∠BOM,∠COM,再根据角平分线的性质得出∠MOE，∠MOF，即可求出∠EOF.

【详解】解：（1）∵∠BOC＝30°，∠AOB＝45°，

∴∠AOC＝75°，∴∠AOC+∠BOC+∠AOB＝150°；

答：由射线 OA，OB，OC组成的所有小于平角的和是 150°；故答案为：75；

（2）设∠2＝x，则∠1＝3x+30°，

∵∠1+∠2＝90°，∴x+3x+30°＝90°，∴x＝15°，∴∠2＝15°，答：∠2的度数是 15°；

（3）如图所示，∵∠BOM＝180°﹣45°＝135°，∠COM＝180°﹣15°＝165°，

∵OE为∠BOM的平分线，OF为∠COM的平分线，



∴∠MOF＝
1
2
∠COM＝82.5°，∠MOE＝

1
2
∠MOB＝67.5°，∴∠EOF＝∠MOF﹣∠MOE＝15°．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了三角板各角的度数、角平分线的性质及列方程解方程在几何中的应用，熟记概念

是解题的关键.

25．（2021·仪征市实验初中七年级月考）问题一：如图①，甲，乙两人分别从相距 30km的 A，B两地同时

出发，若甲的速度为 40km/h，乙的速度为 30km/h，设甲追到乙所花时间为 xh，则可列方程为 ；

问题二：如图②，若将线段 AC弯曲后视作钟表的一部分，线段 AB对应钟表上的弧 AB（1小时的间隔），

已知∠AOB＝30°．

（1）分针 OC的速度为每分钟转动 度；时针 OD的速度为每分钟转动 度；

（2）若从 1：00起计时，几分钟后分针与时针第一次重合？

（3）在（2）的条件下，几分钟后分针与时针互相垂直（在 1：00～2：00之间）？

【答案】问题一：（40-30）x=30；问题二：（1）6，0.5；（2）从 1：00起计时，
60
11

分钟后分针与时针第一

次重合；（3）
240
11

或
600
11

分钟后分针与时针互相垂直（在 1：00～2：00之间）．

【分析】问题一：根据等量关系：路程差=速度差×时间，即可列出方程求解；

问题二：（1）根据分针每分钟转动 6度，时针每分钟转动 0.5度的特点即可求解；

（2）可设从 1：00起计时，y分钟后分针与时针第一次重合，根据角度差是 30°，列出方程即可求解；

（3）可设在（2）的条件下，z分钟后分针与时针互相垂直（在 1：00～2：00之间），根据角度差是 30°，

列出方程即可求解．

【详解】解：问题一：依题意有（40-30）x=30；故答案为：（40-30）x=30；

问题二：（1）分针 OC的速度为每分钟转动 6度；时针 OD的速度为每分钟转动 0.5度；



故答案为：6，0.5；

（2）设从 1：00起计时，y分钟后分针与时针第一次重合，依题意有（6-0.5）y=30，解得 y=
60
11

．

故从 1：00起计时，
60
11

分钟后分针与时针第一次重合；

（3）设在（2）的条件下，z分钟后分针与时针互相垂直（在 1：00～2：00之间），依题意有

（6-0.5）z=90+30或（6-0.5）z=270+30，解得 z=
240
11

或 z=
600
11

，

故在（2）的条件下，
240
11

或
600
11

分钟后分针与时针互相垂直（在 1：00～2：00之间）．

【点睛】本题考查了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中的行程问题，解题关键是要读懂题目的意思，根据题目给出的

条件，找出合适的等量关系列出方程，再求解．

26．（2021·江苏洪泽区·七年级期末）（问题情境）

苏科版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七上第 178页第 13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图 1，OC是∠AOB内一条射线，

OD、OE分别平分∠AOB、∠AOC．若∠AOC＝30°，∠BOC＝90°，求∠DOE的度数”，小明在做题中发现：

解决这个问题时∠AOC的度数不知道也可以求出∠DOE的度数．也就是说这个题目可以简化为：如图 1，

OC是∠AOB内一条射线，OD、OE分别平分∠AOB、∠AOC．若∠BOC＝90°，求∠DOE的度数．

（1）请你先完成这个简化后的问题的解答；

（变式探究）小明在完成以上问题解答后，作如下变式探究：（2）如图 1，若∠BOC＝m°，则∠DOE＝ °；

（变式拓展）小明继续探究：（3）已知直线 AM、BN相交于点 O，若 OC是∠AOB外一条射线，且不与 OM、

ON重合，OD、OE分别平分∠AOB、∠AOC，当∠BOC＝m°时，求∠DOE的度数（自己在备用图中画出

示意图求解）．



【答案】（1）45°；（2）
2
m°

；（3）
2
m°

【分析】（1）首先假设∠AOC=a°，然后用 a表示∠AOB，再根据 OD，OE两条角平分线，推出∠DOE即

可；（2）首先假设∠AOC=a°，然后用 a表示∠AOB，再根据 OD，OE两条角平分线，用 m°表示∠DOE即

可；（3）分三种情况讨论，第一种：OC在 AM上，第二种：OC在 AM下侧，∠MON之间，第三种：OC

在∠AON之间，即可得到∠DOE，

【详解】解：（1）设∠AOC＝a°，则∠AOB＝∠AOC+∠BOC＝a°+90°，∵OD平分∠AOB，OE平分∠AOC，

∴∠DOE＝∠AOD﹣∠AOE＝ 1
2 ∠AOB﹣ 1

2 ∠AOC＝ 1
2 （a°+90°）﹣

1
2 a°＝

1 90
2
 ＝45°；

（2）设∠AOC＝a°，则∠AOB＝∠AOC+∠BOC＝a°+m°，

∵OD平分∠AOB，OE平分∠AOC，

∴∠DOE＝∠AOD﹣∠AOE＝ 1
2 ∠AOB﹣ 1

2 ∠AOC＝ 1
2 （a°+m°）﹣

1
2 a°＝ 2

m°
，故答案为：

2
m°

；

（3）①当 OC在 AM上，即 OC在∠BOM之间，设∠AOC＝a°，

则∠AOB＝∠AOC+∠BOC＝a°+m°，∵OD平分∠AOB，OE平分∠AOC，

∴∠DOE＝∠AOD﹣∠AOE＝ 1
2 ∠AOB﹣ 1

2 ∠AOC＝ 1
2 （a°+m°）﹣

1
2 a°＝ 2

m°
；

②当 OC在直线 AM下方，且 OC在∠MON之间时，∠BOC＝∠AOB+∠AOC＝m°，

∠DOE＝∠AOE﹣∠AOD＝ 1
2 ∠AOC+ 1

2 ∠AOB＝ 1
2 ∠BOC＝

2
m°

；

③当 OC在直线 AM下方，且 OC在∠AON之间时，

由②得，∠BOC＝m°，∠DOE＝ 1
2 ∠AOC+ 1

2 ∠AOB＝ 1
2 ∠BOC＝

2
m°

；综上所述，∠DOE＝
2
m°

．

【点睛】本题考查了对顶角，邻补角，角平分线的性质，解决本题的关键是引入参数 a，即设∠AOC=a°，

然后在计算中消掉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