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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1-1 拋物線 

座號  

姓

名

 

一、單選題 (共 8 分) 
1.下列何者為拋物線y = ax2 + bx + c的頂點在第四象限之充分條件？ 

(A) a > 0，b > 0，c > 0       (B) a > 0，b > 0，c < 0 (C) a > 0，b < 0，c < 0  
(D) a < 0，b < 0，b2 − 4ac < 0 (E) a < 0，b > 0，b2 − 4ac > 0 

解析：(C) 
(A)  (B)

 

 (C)

 

 (D)  

(E)  

二、複選題(每題 8 分) 
2.設y = ax2 + bx + c之圖形如下，下列何者正確？  

(A) a < 0 (B) b > 0 (C) c < 0 (D) a + b + c > 0  
(E) b2 − 4ac > 0 

解析：(B)(D)(E) 
開口朝上 ∴ a > 0，過y軸截點之切線斜率為正  
∴ b > 0，y軸截距為正 ∴ c > 0，令x = 1 ∴ y = a + b + c > 0 
又與x軸交於二點 ∴ b2 − 4ac > 0 

3.已知一拋物線之焦點為(1，1)，準線為 y + 3 = 0，則下列何者正確？ 
(A)其頂點為( − 1，1)      
(B)其焦距為 2    
(C)其對稱軸為 x = − 1  
(D)若此拋物線與 x 軸交於 A，B 兩點，則  AB = 4 2   
(E)過 P(1，− 1)且與其相切之直線方程式為 x = 1 

解析：(B)(D)_ 
已知焦點F(1，1)，準線L1：y + 3 = 0，則拋物線如下圖，對

稱軸L2 ⊥ L1且過F(1，1)，∴ 對稱軸L2：x − 1 = 0，L1，L2之交點C(1，− 3)  
∴ 頂點V為CF 之中點(1，− 1) 
焦距 | c | =VF = 2，過V(1，− 1)且與拋物線相切之直線為y = − 1 
拋物線Γ：(x − 1)2 = 8(y + 1)…… ， 
令y = 0 代入  ⇒ (x − 1)2 = 8，得x = 1 ± 2 2  
即A(1 + 2 2 ，0)，B(1 − 2 2 ，0) ⇒ AB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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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充題(每題 10 分) 

1.拋物線 22 )2()2( −+− yx =
2

4++ yx
的對稱軸方程式為     ，頂點坐標為  _正

焦弦長為     。 
解析：x − y = 0；(0，0)；8 2  

拋物線 22 )2()2( −+− yx =
2

4++ yx
，焦點 F(2，2)，準線 L：x + y + 4 = 0 

設對稱軸方程式為 x − y + k = 0，過 F(2，2) ⇒ 2 − 2 + k = 0  k = 0 

∴ 對稱軸方程式為 x − y = 0，又 A(− 2，− 2)，則頂點為 A 與 F 中點  

∴ 頂點(

⇒

⎩
⎨
⎧

=−
=++

0
04

yx
yx

⇒

2
22 +−

，
2

22 +− ) = (0，0)， 

正焦弦長 = 2 AF =2 22 )22()22( −−+−− = 2 × 4 2 = 8 2  

 
2.設F為拋物線(y − 1)2 = 12(x − 1)的焦點，若P(a，b)在拋物線上，且 PF = 9，則a =     。 
解析：a = 7 

拋物線(y − 1)2 = 12(x − 1)，頂點(1，1)，4c = 12，c = 3 
∴ 焦點F(4，1)，P(a，b)在拋物線上且 PF = 9 

⇒ 
⎩
⎨
⎧

=−+−
−=−

9)1()4(
)1(12)1(

22

2

ba
ab

 ⇒ 

 
1代入2(a − 4)

⎩
⎨
⎧

=−+−
−=−

81)1()4(
)1(12)1(

22

2

ba
ab ……1

……2
2 + 12(a − 1) = 81  

 a⇒ 2 + 4a − 77 = 0⇒(a − 7)(a + 11) = 0 
 a = 7 或 − 11（代入1不合） 

 
⇒

3.已知過(1，1)，(3，2)，(3，− 1)三點的拋物線方程式為x = Ay2 + By + C，其中A，B，C為

定數，則B =      ，此拋物線的正焦弦長=      。 
解析：− 1；1 

⇒  

代入 得C = 1 

∴ 方程式x = y

⎪
⎩

⎪
⎨

⎧

+−=
++=

++=

……
……

……

CBA
CBA

CBA

3
243

1
 − 　⇒　2 = 3A + B
 − 　⇒　2 = − 2B ⎩

⎨
⎧

−=
=

1
1

B
A

2 − y + 1 ⇒ x − 1 = y2 − y +
4
1
−

4
1

 ⇒ x −
4
3
= (y −

2
1 )2 

∴ (y −
2
1 )2 = 4 ×

4
1 (x −

4
3 ) ⇒ c =

4
1

 ∴ 正焦弦長 4 | c | = 1 

 
4.拋物線(x − 3)2 = 8(y + 1)的頂點坐標為     ，焦點坐標為     ，準線方程式

為     。 
解析：頂點(3，− 1)；焦點(3，1)； y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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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3)2 = 4 × 2(y + 1) ∴ c = 2，頂點(3，− 1) 
焦點(3，− 1 + 2) = (3，1)，準線y + 1 = − 2 ⇒ y = − 3 
 

5.過(0，3)，(1，2)，( − 1，6)三點且對稱軸垂直x軸之拋物線的 
(1)方程式為     。 (2)準線方程式為     。 

解析：(1)y = x2 − 2x + 3；(2)  y =
4
7  

(1)設y = ax2 + bx + c，(0，3)，(1，2)，( − 1，6)三點代入 

  得  ⇒ ，即y = x
⎪
⎩

⎪
⎨

⎧

+−=
++=

=

cba
cba

c

6
2
3

⎪
⎩

⎪
⎨

⎧

=
−=

=

3
2

1

c
b
a

2 − 2x + 3 

(2) y = x2 − 2x + 3 ⇒ (x − 1)2 = (y − 2)，4c = 1，c =
4
1

  

  ∴ 準線y = 2 −
4
1

 ⇒ y =
4
7  

 
6.拋物線x2 − 2x + 4y − 5 = 0 的對稱軸方程式為     ，頂點坐標為     ，焦點坐

標為     ，準線方程式為     ，正焦弦長 =      。 
解析： 

x2 − 2x + 4y − 5 = 0  (x − 1)⇒ 2 = − 4y + 6  (x − 1)⇒ 2 = − 4(y −
2
3 ) 

(1)軸為x − 1 = 0               (2)頂點(1，
2
3 ) 

(3) 4c = − 4 ⇒ c = − 1，焦點(1，
2
3
− 1) = (1，

2
1 ) 

(4)準線y =
2
3
− ( − 1)  y =⇒

2
5  (5)正焦弦長 =  4 − = 4 

 
7.一拋物線的頂點(4，− 1)，焦點(4，2)，則拋物線之準線方程式為     ， 

正焦弦長 =      ，拋物線方程式為     。 
解析：12；(x − 4)2 = 12(y + 1) 

頂點V(4，− 1)，焦點F(4，2)，c =VF = 3，準線y = − 1 − 3  
 y = − 4，正焦弦長 = 4 | c | = 12，軸為x − 4 = 0  

∴ 拋物線方程式為(x − 4)
⇒

2 = 12(y + 1)  
 

8.拋物線y2 = − 8x的焦點坐標為     ，準線方程式為     。 
解析： 

y2 = − 8x，4c = − 8⇒c = − 2，焦點(c，0) = ( − 2，0)，準線x + c = 0⇒x − 2 = 0 
 

9.求拋物線y2 = 6x的頂點坐標     ，焦點坐標     ，準線方程式     ，

正焦弦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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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拋物線y2 = 6x的頂點(0，0)，軸y = 0，4c = 6 ⇒ c =
2
3  

∵ 拋物線開口向上，焦點在頂點(0，0)的上方，所以焦點坐標為(0，
2
3 )， 

準線方程式為y = −
2
3

且正焦弦長 = 4c = 6 

 
10.求拋物線Γ：y2 = 16x的焦點到準線距離     。 
解析： 

拋物線Γ：y2 = 16x ∵ 4c = 16 ∴ c = 4，故焦點到準線的距離 = 2c = 8 
 

11.準線是直線x = − 5，焦點在F(3，0)的拋物線方程式為     。 
解析： 

準線x = − 5，焦點F(3，0)，則對稱軸y = 0，頂點(
2

35 +−
，0) = ( − 1，0)，c = 4， 

開口向右 ∴ 拋物線方程式為y2 = 16(x + 1) 
 

12.方程式 22 )1()3( −+− yx =
2

2+− yx
所表示之圖形為拋物

線，其頂點為     ，對稱軸的方程式為     。 
解析： 

22 )1()3( −+− yx 表動點(x，y)與定點(3，1)的距離
2

2+− yx

表動點(x，y)與定直線 x − y + 2 = 0 的距離，由拋物線定義知，

焦點 F(3，1)，準線 L：x − y + 2 = 0 
設軸方程式 M 為 x + y + k = 0，將 F(3，1)代入 ⇒ k = − 4 

∴ M：x + y − 4 = 0，B 點坐標為 之解  B (1，3) 

∴ 頂點 A 坐標為

⎩
⎨
⎧

=−+
=+−

04
02

yx
yx

⇒

BF 之中點  A (2，2) 
  

⇒

13.以y2 = 16x之正焦弦為直徑的圓之方程式為     。 
解析： 

y2 = 16x的焦點F(4，0)，令x = 4 代入y2 = 16x，得y2 = 64 ∴ y = ± 8  
∴ 正焦弦兩端點為A(4，8)，B(4， − 8)，以 AB 為直徑之圓即以F(4，0)為圓心， 

半徑
2
1 AB = 8 之圓其方程式為(x − 4)2 + y2 = 64 

 
14.焦點為(1，− 1)，準線垂直於y軸，正焦弦長為 8 之拋物線方程式為     。 
解析： 

正焦弦長 = 4 | c | = 8  c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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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 2 時，頂點V(1，1)，c = 2 時，頂點V(1，− 3) 
∴ (x − 1)2 = − 8(y − 1)或(x − 1)2 = 8(y + 3)即為所求 
 

15.與y2 − 4x + 6y + 5 = 0 共軸、共焦點且過(3，1)之拋物線方程式為     。 
解析： 

y2 − 4x + 6y + 5 = 0  (y + 3)⇒ 2 = 4(x + 1)，∴ 頂點為(− 1，− 3)，c = 1  
 焦點為(0，− 3)且對稱軸為y + 3 = 0 

設Γ：(y + 3)
⇒

2 = 4k(x + k)，將(3，1)代入，∴ 16 = 4k(3 + k)  k⇒ 2 + 3k − 4 = 0  
 k = 1 或 − 4，故(y + 3)⇒ 2 = − 16(x − 4)或(y + 3)2 = 4(x + 1) 

 
16.與直線 2x + 3y + 2 = 0 及點(1，− 1)等距離的點的軌跡方程式為     。 
解析： 

13
|232|)1()1( 22 ++

=++−
yxyx   

 13(x − 1)⇒ 2 + 13(y + 1)2 = (2x + 3y + 2)2⇒  9x2 − 12xy + 4y2 − 34x + 14y + 22 = 0 
 

17.設拋物線Γ 的焦點為F(1，1)，準線為L：x + y + 2 = 0，則Γ 的方程式為     。 
解析： 

焦點F(1，1)，準線L：x + y + 2 = 0 的拋物線上的點P(x，y) 

則 PF = d(P，L)，即 22 )1()1( −+− yx =
2

|2| ++ yx  

亦即 2(x2 − 2x + 1 + y2 − 2y + 1) = x2 + y2 + 4 + 2xy + 4x + 4y，可得x2 − 2xy + y2 − 8x − 8y = 0 
 

18.已知A(5，− 3)，B(− 1，− 3)為平面上兩點，則以A為頂點，B為焦點的拋物線方程式為     

，而以 AB 為正焦弦，開口朝下的拋物線方程式為     。 
解析：  

(1)拋物線Γ 以A(5，− 3)為頂點，B(− 1，− 3)為焦點如右圖， 
  則c = − 6，Γ 的方程式為  
  (y + 3)2 = 4(− 6)(x − 5)，  即(y + 3)2 = − 24(x − 5) 
(2)以 AB 為正焦弦的拋物線，焦點為 AB 的中點(2，− 3)，且 

  開口朝下，此時c =
2
3−

，頂點(2，− 3 +
2
3 ) = (2，

2
3− ) 

  因此，此拋物線方程式為(x − 2)2 = 4(
2
3− )(y +

2
3 )， 

  即(x − 2)2 = − 6(y +
2
3 ) 

 
19.若兩拋物線y = 2x2 + (2a − 4)x + b與y = 3x2 + 6x − 9 的頂點重合，則 

數對(a，b) =      ，它們的對稱軸方程式為     。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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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2x2 + (2a − 4)x + b = 2(x +
2

2−a )2 + b −
2

)2( 2−a
，y = 3x2 + 6x − 

9 = 3(x + 1)2 − 12 

兩拋物線的頂點分別為(
2

)2( −− a
，b −

2

2
)2( −a )與(− 1，− 12) 

當兩頂點重合時，

⎪
⎪
⎩

⎪⎪
⎨

⎧

−=
−

−

−=
−−

12
2

)2(

1
2

)2(

2ab

a

，即a = 4，b = −12 + 2 = − 10  

兩拋物線的對稱軸也重合，其方程式為x = − 1 
所以，(a，b) = (4，− 10)，對稱軸方程式為x = − 1 
 

20.拋物線y =
2
1 x2 − 2 的焦點坐標為     ，此拋物線與x軸有兩個交點，這兩點的距離

=     。 
解析：  

y =
2
1 x2 − 2 x⇒ 2 = 2(y + 2)，此方程式的圖形為一拋物線，所以(0，− 2)為頂點， 

焦點坐標(0，− 2 +
2
1 ) = (0，

2
3− )， 

當y = 0 時，x2 = 2 × 2，即x = ± 2，此拋物線與x軸的交點為(2，0)，(− 2，0)，其距離 = 4 
 

21.拋物線方程式x2 − 4x − 12y − 8 = 0，求其焦點為     。 
解析： 

拋物線x2 − 4x − 12y − 8 = 0  (x − 2)⇒ 2 = 12y + 8 + 4  (x − 2)⇒ 2 = 12(y + 1) 
頂點(2，− 1)，4   c = 12  c = 3，對稱軸：x − 2 = 0， 焦點為(2，− 1 + 3) = (2，2) 

 

⇒

22.設A(1，− 4)，B(5，2)，點C在曲線y = x2上，欲使△ABC的面積最小，則C點坐標為     

。 
解析： 

點C在y = x2上，設C(a，a2)，又A(1，− 4)，B(5，2) 

則△ABC的面積=
2
1 |

424
151

2 −− a
a

| =
2
1 | 2 + 20+ 5a2 − 2a − 4a − a2 | 

              =
2
1 | 4a2 − 6a + 22 | = | 2(a −

4
3 )2 +

8
79 | 

∴ 當a =
4
3

時，面積最小值為
8
79

，此時C(
4
3

，
16
9 ) 

 
23.設函數f (x) = )2( −xx  + x2 + 1，試求f (x)之最小值     。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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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x) = | x(x − 2) | + x2 + 1 =  

圖示如右 ∴ f (x)最小值為f (0) = 1 
  

⎩
⎨
⎧

≤≤+
><+−

2012
20122 2

xx
xxxx

，

或，

24.拋物線Γ 的頂點(1，1)，準線x + y = 0，則Γ 的焦點坐標為     ，軸的方程式為     

，Γ 的方程式為     。 
解析： 

(1)過頂點V(1，1)垂直準線x + y = 0 的直線，x − y = 0 為軸，軸與       
  準線交點O(0，0)，設焦點F，則V為OF 中點  

 ∴ = 2 = (2，2)，  故焦點F(2，2) 
(2)設Γ 上任一點P(x，y)，由

\_____
OF

\_____
OV

PF = d (P，L)，L表準線，  

  得 22 )2()2( −+− yx =
2
yx +

，化簡之，得Γ 的方程式為   

  x2 − 2xy + y2 − 8x − 8y + 16 = 0 
 

25.拋物線y = x2 − mx + m與x軸交於A，B兩點，若 AB  = 5 ，則m =    。 
解析： 

y = x2 − mx + m交x軸於A(α，0)，B(β，0)，則α + β = m，αβ = m 
 (α − β)⇒ 2 = (α + β)2 − 4αβ = m2 − 4m ∵ AB = βα − = 5  

∴ m2 − 4m = 5 ⇒ (m + 1)(m − 5) = 0 ⇒ m = − 1 或 5 
 

26.若方程式(x2 + y2 + 2x − 1) + k(x2 + 2y2 − 1) = 0 表一拋物線，則k =    。 
解析： 

(x2 + y2 + 2x − 1) + k(x2 + 2y2 − 1) = 0⇒ (1 + k)x2 + (1 + 2k)y2 + 2x − (1 + k) = 0 之圖形為拋物

線，則必y2之係數 1 + 2k ≠ 0，而x2之係數 1 + k = 0，k = − 1 
 

27.拋物線y2 = 4x關於直線x − y + 1 = 0 對稱的圖形Γ。 
(1) Γ 的方程式為    。 (2) Γ 的焦點坐標為    。(3) Γ 的準線方程式為   。 

解析： 
點(x，y)對直線x − y + 1 = 0 之對稱點為(y − 1，x + 1)代入y2 = 4x 
得(x + 1)2 = 4(y − 1)……(Γ )，Γ 之頂點( − 1，1)，焦距c = 1 
∴ 焦點坐標為( − 1，2)，準線y = 1 − 1  y = 0 
 

⇒

28.二拋物線y = x2 − 3x與 y =
2
1 x2 + ax + b有相同的頂點，則a =     ，b =      。 

解析： 

y = x2 − 3x = (x −
2
3 )2 −

4
9

 ⇒ (x −
2
3 )2 = y +

4
9

，頂點(
2
3

，−
4
9 ) 

y =
2
1 x2 + ax + b =

2
1 (x + a)2 + b −

2

2a
，頂點( − a，b −

2

2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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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二頂點為同一點， ( − a，b −
2

2a ) = (
2
3

，−
4
9 )  

∴ − a =
2
3

，b −
2

2a
= − ⇒

4
9

 a = −
2
3

，b =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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