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明誠中學 高一數學複習測驗    日期：95.10.05 
班級 普一     班範 

圍 
1-3 直線 

座號  

姓

名

 

一、選擇題 (每題 5 分) 
1、( C ) 如圖，正五邊形 ABCDE 有 5 條對角線，其中何者斜率最

小？ (A) AC  (B) AD  (C) BD  (D) BE  (E) CE   
【詳解】：斜率最小者為 BD  
2、( D ) 若 , ，則下列何點必在第二象限？ (A) ( ,0a < 0b > )a a b−  

(B) ( ,  (C) (  (D) ( ,)ab a b+ 2 2 , )a b a b+ − )a b b a− −  
(E)   2 2( ,a b ab− )

>【詳解】：(A)（╳）：∵ ,b , ∴ a b0a < 0 0− < ，∴ ( , )a a b− ∈第

三象限。 
(B)（╳）：∵ a 0< ,b , ∴ ab0> 0< ， a b+ 不確定，∴ ( , )ab a b+ 不確定。 
(C)（╳）： ( ,2 2 )a b a b+ − ∈第四象限。 
(D)（○）：∵ 0a < ,b , ∴0> 0a b− < , 0b a− > ，∴ ( , )a b b a− − ∈第二象限。 
(E)（╳）：∵ 0a < ,b ，∴ a0> 2b2 − 不確定，∴ 不確定。 2 2( ,a b ab− )
故答案為(D)。 

3、( A ) 設 P(x, y)為坐標平面上一點，且滿足
2 2 2 2 2( 1) ( 2) ( 3) ( 4) (3 1) (4 2)x y x y− + − + − + − = − + − 2

那麼 P 點的位置在哪裡？ (A)第一象限 (B)第二象限 (C)
第三象限 (D)第四象限 (E)x 軸或 y 軸上  

【詳解】：設 A(1, 2), B(3, 4), P(x, y)，則  
2 2( 1) ( 2)AP x y= − + − ；  
2 2( 3) ( 4)BP x y= − + −  

2 2(3 1) (4 2)AB = − + − ， 

依題意 AP PB AB+ = ，P 必落在 AB 之間，因此，P 必在第一象限。 
4、( A ) 設 則直線 ax 不通過(A)第一 (B)第二 (C)第三 (D)第四 象限 0,  0ab ac> < by c+ =

【詳解】： 

x c
a

 0 
ax by c+ =  

y 0 
c
b

 

  
∵ 0,  0  0,  0c cab 不通過第一象限。 

 
 

ac
a b

> < < <∴

二、填充題：(每題 10 分) 
1. 過 2x − 3y = 5 與x + 2y = 1 交點且過點(3，1)之直線為     。 
【解答】5x − 4y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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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解】 
設所求直線 L：(2x − 3y − 5) + k(x + 2y − 1) = 0 

(3，1)代入 L ⇒ ( − 2) + 4k = 0 ⇒ k =
2
1  

則 L：(2x − 3y − 5) +
2
1 (x + 2y − 1) = 0，即 L：5x − 4y = 11 

※2.設直線L過( − 2，2)且與兩軸在第二象限所圍成的三角形中面積最小，求L之方程式為

____________ 。 
【解答】x − y + 4 = 0 
【詳解】 

設 L：
a
x
+

b
y
= 1（其中 a < 0，b > 0），∵ ( − 2，2)∈L ∴ 

a
2−
+

b
2
= 1 

由算幾不等式
2

22
ba

+
−

≥
ba
22

．
−

 ⇒ 
4
1
≥

ab−
4

，得
2
1 | ab | =

2
1− ab ≥ 8 

當
a
2−
=

b
2
=

2
1

，即 a = − 4，b = 4 時，所圍三角形面積最小 

此時 L：
4−

x
+

4
y
= 1 ⇒ x − y + 4 = 0 

3. 不論k為任何實數，直線Lk：x + y − 11 + k(x − y + 5) = 0 恆過一定點P， 
※(1)此定點P的坐標為     。 
(2)如果直線Lk與y軸平行，則k =      。 
(3)如果三直線：Lk，x軸及y = x不能圍成一三角形，則k可能值為     。 

【解答】(1) (3，8) (2) 1 (3)
5

11
，− 1 

【詳解】 

(1) Lk：x + y − 11 + k(x − y + 5) = 0 恆成立，則 ，得 ，定點P(3，8) 

(2) L

⎩
⎨
⎧

=+−
=−+
05
011

yx
yx

⎩
⎨
⎧

=
=

8
3

y
x

k：(k + 1)x + (1 − k)y + (5k − 11) = 0，若Lk // y軸，則斜率
1
1

−
+

k
k

不存在(分母為 0)， 

  得k = 1 

(3) Lk，x軸，y = x三直線之斜率分別為
1
1

−
+

k
k

，0，1 

  若Lk // x軸，則k + 1= 0，得k = − 1 

  若Lk // y = x，則
1
1

−
+

k
k

= 1 ⇒ 無解 

  若Lk通過x軸及y = x之交點(0，0)，則k =
5

11
，三直線交一點，不能構成三角形 

由 ， ， 可知k = − 1，
5

11
時，Lk，x軸及y = x不能圍成一三角形 

4. 已知A(5，2)，B(1，− 2)，C(1，− 4)，求過B點且將 ABC的面積等分的直線方程式為     

。（以ax + by + c = 0 之形式表之） 
【解答】x − 2y − 5 = 0 
【詳解】 

第 2 頁 



∵ 過 B 點將 ABC 的面積等分的直線必過 AC 之中點

M(
2

51+
，

2
24 +− ) = M(3，− 1)， 

BM 之方程式為 y + 2 =
13
21

−
+− (x − 1)⇒x − 2y − 5 = 0 

 
5. 設三直線L1：x − 2y + 3 = 0，L2：2x + 3y = 0， 

L3：ax − y − 1 = 0，若L1，L2，L3不能圍成一三角形，則a
值為 _____________ 。 

【解答】
2
1

或 −
3
2

或 −
9

13  

【詳解】 
L1，L2，L3不能圍成一三角形之情形有 

(1) L1 // L3：
2
1
= a (2) L2 // L3：−

3
2
= a 

(3) L1，L2，L3共點：（L1與L2之交點在直線L3上） 

  解 得x = −
⎩
⎨
⎧

=+
=+−
032

032
yx

yx
7
9

，y =
7
6

 ∴ L3過點( −
7
9

，
7
6 ) 

 ⇒ a( −
7
9 ) −

7
6
− 1 = 0 ∴ a = −

9
13  

6. 若直線L的斜率為
5
3

，且和兩坐標軸所圍成的三角形面積為 30，若L不經過第四象限，得

方程式為ax + by + 30 = 0，試求序對(a，b)之值為     。 
【解答】(3，− 5) 
【詳解】 

設直線 L：3x − 5y + k = 0，x 截距 =
3
k−

，y 截距 =
5
k  

30 =
2
1 |

3
k−
×

5
k | ⇒ k = 30 或 k = − 30（不合，因 L 不過第四象限） 

故 L：3x − 5y + 30 = 0，即序對(a，b) = (3，− 5) 

⇒ (3m − 5)2(m2 − 1) = 0 ⇒ (3m − 5)2(m + 1)(m − 1) = 0 ⇒ m =
3
5

，1， − 1 

當m =
3
5

時，直線為y =
3
5 x過原點不合 

當m = 1 時，直線為
2−

x
+

2
y
= 1； 

當m = − 1 時，直線為
8
x
+

8
y
= 1 

7. 已知A(2，− 2)，B(1，1)，C(3，5)， 
(1)過A，B兩點之直線方程式為     。 
(2)過C點且x截距與y截距的絕對值相等，而不過原點之直線方程式為     。 
(3) ABC之外心坐標為     。 

【解答】(1) 3x + y − 4 = 0 (2)
2−

x
+

2
y
= 1 或

8
x
+

8
y
= 1 (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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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解】A(2，− 2)，B(1，1)，C(3，5) 

(1)過A，B兩點之直線方程式為y − 1 =
12
12

−
−− (x − 1)，即 3x + y − 4 = 0 

(2)設此直線方程式為y − 5 = m(x − 3)⇒mx − y = 3m − 5 ⇒ 

3 50 ,

0 (3

my x
m

x y m

−⎧ = ⇒ =⎪
⎨
⎪ 5),= ⇒ = − −⎩

 

∴ |
m

m 53 − | = | − (3m − 5) | 兩邊平方⇒ (
m

m 53 − )2 = (3m − 5)2 

⇒ (3m − 5)2(m2 − 1) = 0 ⇒ (3m − 5)2(m + 1)(m − 1) = 0 ⇒ m =
3
5

，1， − 1 

當m =
3
5

時，直線為y =
3
5 x過原點不合 

當m = 1 時，直線為
2−

x
+

2
y
= 1；當m = − 1 時，直線為

8
x
+

8
y
= 1 

(3)設P(x，y)為 ABC之外心，則 PA = PB =PC  

  PA = PB  ⇒ 
2

PA =
2

PB ⇒ (x − 2)2 + (y + 2)2 = (x − 1)2 + (y − 1)2 ⇒ x − 3y = 3 
  PB = PC  ⇒ 

2
PB =

2
PC ⇒ (x − 1)2 + (y − 1)2 = (x − 3)2 + (y − 5)2 ⇒ x + 2y = 8 

由 、 得x = 6，y = 1 ∴ ABC之外心坐標為(6，1) 
8. L為過A(2，1)且與L1：2x − y = 0，L2：2x + y = 0 各交於P，Q之直線，若A為 PQ 的中點，

則L之方程式為     。 
【解答】y = 8x − 15 
【詳解】 

令P(a，2a)，則Q可由中點公式得(4 − a，2 − 2a)，又Q在L2上 

∴ 2(4 − a) + (2 − 2a) = 0 ⇒ a =
2
5

 ⇒ P(
2
5

，5)，Q(
2
3

，− 3)，則L：y = 8x − 15 

※9.設 ABC之三頂點為A(3，
2
1 )，B( − 1，1)，C(1，− 3)，若直線L：mx − y − 2m + 3 = 0

與 ABC相交，則m之範圍為     。 

【解答】m ≤
2
5−

或 m ≥
3
2  

【詳解】 

L：m(x − 2) − (y − 3) = 0，解 ⎨ ，得 ⎨ ，表L恆過定點P(2，3) 
⎩

⎧
=−
=−

03
02

y
x ⎧

=
=

3
2

y
x

⎩

PA 之斜率m1 =
2
5−

， PB 之斜率m2 =
3
2

，且L之斜率為m 

當m ≤
2
5−

或m ≥
3
2

時，L與 ABC相交 

※10.設L：mx − 2y + 3 = 0 與 ABC之三邊所在的直線方程式分別為 
L1：2x + y − 2 = 0，L2：y = 0，L3：x − y + 1 = 0， 
(1) ∀m∈R，直線L恆過何定點？  
(2)若直線L與 ABC有交點，求m值範圍？ 

【解答】(1) (0，
2
3 ) (2) m ≤ − 1 或 m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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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解】 

(1) L：(y −
2
3 ) =

2
m (x − 0)恆過P(0，

2
3 ) 

(2)∵ mPA = −
2
1

；mPB =
2
3

又mL =
2
m

；A(
3
1

，
3
4 ) 

若L與 ABC有交點 ⇔ 
2
m
≤ −

2
1

或
2
m
≥

2
3

 ⇔ m ≤ − 1 或m ≥ 3 

11.若直線 L 通過點 A(2，3)，且與兩軸在第一象限所圍成的三角形面積為 12，試求直線 L
的方程式。 

【解答】y = −
2
3 (x − 2) + 3 

【詳解】 

設直線L方程式為y − 3= m(x − 2) ，則L交兩軸於B(0， − 2m + 3)，C(
m

3−
+ 2，0)兩點 

∴ 
2
1 ( − 2m + 3)(

m
3−
+ 2) = 12 

⇒ ( − 2m + 3)( − 3 + 2m) = 24m ⇒ 4m2 + 12m + 9 = 0 

⇒ (2m + 3)2 = 0 ⇒ m = −
2
3  

故直線L的方程式為y = −
2
3 (x − 2) + 3 

12.設 A(3，− 2)，B(1，2)，C(2，a)，若 ABC 為直角三角形，則 a =？ 

【解答】±
2
5

，± 5  

【詳解】 
三邊所在之直線的斜率分別為mAB = − 2，mBC = (a − 2)，mAC = − (a + 2) 

(1)若∠A = 90°，則mAB．mAC = (− 2)．( − a − 2) = − 1，a =
2
5−  

(2)若∠B = 90°，則mAB．mBC = (− 2)．(a − 2) = − 1，a =
2
5  

(3)若∠C = 90°，則mAC．mBC = ( − a − 2)．(a − 2) = − 1，a = ± 5  

∴ a = ±
2
5

，± 5  

13.設 A( − 1，4)，B(3，2)，C(1，5)，求 ABC 的重心，外心與垂心。 

【解答】重心(1，
3

11 )，外心(
8
7

，
4

11 )，垂心(
4
5

，
2

11 ) 

【詳解】 

(1)重心 = (
3

131 ++−
，

3
524 ++ ) = (1，

3
11 ) 

(2)設L1，L2分別為 AB ， BC 邊上之中垂線 

  則
⎪⎩

⎪
⎨
⎧

−=−

−=−

)2(
3
2

2
7

)1(23

2

1

xyL

xyL

：

：

，解L1，L2之交點，得外心(
8
7

，
4

11 ) 

(3)設 ， 分別為1 2 AB ， BC 邊上之高 

第 5 頁 



  則
⎪⎩

⎪
⎨
⎧

+=−

−=−

)1(
3
24

)1(25

2

1

xyL

xyL

：

：

，解 ， 之交點，得垂心(1 2 4
5

，
2

11 ) 

14.過點(4，− 4)且與兩軸所圍之三角形面積為 4 之直線方程式為何？ 

【解答】
2
x
+

4
y
= 1 或

4−
x

+
2−

y
= 1 

【詳解】 

設x截距a，y截距b ⇒ L：
a
x
+

b
y
= 1，a ≠ 0，b ≠ 0 

∵ 過(4，− 4) ∴ 
a
4
−

b
4
= 1 ⇒ 

ab
ab 44 −
= 1 ⇒ 4b − 4a = ab……  

∵ 與兩軸所圍三角形面積為 4 ∴ 4 =
2
1 | ab | ⇒ ab = ± 8……  

(1)當ab = 8，解 ， 得 4b − 4a = 8 ⇒ b − a = 2，b = 2 + a ∴ ab = a(2 + a) = 8 
  ⇒a2 + 2a − 8 = 0，(a + 4)(a − 2) = 0 ⇒ a = 2 或 − 4，∴(a，b) = (2，4)或( − 4，− 2) 
(2)當ab = − 8，解 ， 得 4b − 4a = − 8 ⇒ b − a = − 2，b = − 2 + a 
  ∴ ab = a( − 2 + a) = − 8 ⇒ a2 − 2a + 8 = 0，a無實數解（∵ ( − 2)2 − 4．1．8 < 0） 

由(1)，(2)知L：
2
x
+

4
y
= 1 或

4−
x

+
2−

y
= 1 

※15.設 A(2，− 1)，B(4，3)，而 P 是直線 L：x + y + 1 = 0 的動點， 
求(1) PA + PB 之最小值。 (2) | PA − PB | 之最大值。 

【解答】(1) 2 13  (2) 2 5  
【詳解】 

(1)∵ A，B 滿足 x + y + 1 > 0 ∴ A，B 在 L：x + y + 1 = 0 之同側 
  B(4，3)對 L 的對稱點為 B′( − 4，− 5)，如圖(一)， ′AB 交 L 於 P， 
  則 AP + BP = AP + ′PB = ′AB = 2 13 為最小值 

 
(2)如圖(二) ∵ AB  + AP′ > BP′ 且 AB + BP′ > AP′ ，∀P′ ∈ L，P′ ≠ P 
  ∴ | AP′  − BP′ | < AB ，而 | PA − PB | = AB  ∴ | PA − PB | = AB  = 2 5 為最大值 

 
※16.設 ABC 之三頂點為 A(2，− 8)，B( − 6，− 2)，C(6，− 5)，而且頂點 A 的分角線交 BC

於 D 點，求 D 點的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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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2，− 4) 

 10，AB =【詳解】∵ AC = 5，且 AD 為∠A 之平分線 ∴ 
CD
BD

=
AC
AB

=
5

10
=

1
2  

令 D(x，y)，則由分點公式知

⎪
⎪
⎩

⎪⎪
⎨

⎧

−=
+

−×+−×
=

=
+

×+− 62)6(×
=

4
12

)5(2)2(1

2
12

1

y

x
 

故 D 點的坐標為(2，− 4) 

 
17.求點 P(3，− 1)關於直線 2x − 3y + 4 = 0 之對稱點坐標。 

− 1)對於直線 L：2x − 3y + 4 = 0 對稱點 P′(a，b)，則直線 L 為

【解答】( − 1，5) 
【詳解】 

設 P(3， PP ′之垂直平分線 

PP ′ ⊥ L ⇒ 
1b +
×

3a − 3
2
= − 1 ⇒ 3(a − 3) + 2(b + 1) = 0 ⇒ 3a + 2b  = 0……   − 7

′PP 之中點( 3
2

a+
，

1
2

b− + )在 L 上  

⇒ 2( 3 a+
2

) − 3( 1−

 × 3 +  2 得 13 13 = 0 ∴ a  − 1 代入 得 b = 5，故

2
b+ ) + 4 = 0 ⇒ 2a − 3b + 17 = 0……  

   × a +  = P′( − 1，5) 

 
AB ，BC ，CA 上各有一分點 D，E，F，若 A(2，− 1)，B(3，5)，C( − 1，18.在 ABC 中三邊

2)且
DB
AD

=
EC
BE

=
FA
CF

=
2006

， DEF 之重心坐標。 
95

求

【解答】(
3
4

，2) 

【詳解】∵ 
DB
AD

=
EC
BE

=
FA
CF

=
2006
95

⇒  

之重心，即

DEF 與 ABC 之重心為同一點 

故 DEF 之重心就是 ABC (
3

132 −+
，

3
251 ++− ) = (

3
4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