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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龙岩市上杭二中 2018-2019学年上学期高三期中文

科数学试卷（解析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2 小题，共 60.0 分）

1. 设集合� = {�|0 ≤ � < 4}，� = {� ∈ �|1 ≤ � ≤ 3}，则� ∩ � = ( )

A. {�|1 ≤ � ≤ 3} B. {�|0 ≤ � < 4} C. {1,2，3} D. {0,1，2，3}

【答案】C

【解析】解：∵ � = {�|0 ≤ � < 4}，� = {� ∈ �|1 ≤ � ≤ 3} = {1,2，3}，

∴ � ∩ � = {1,2，3}，

故选：C．

由 A与 B，求出两集合的交集即可．

此题考查了交集及其运算，熟练掌握交集的定义是解本题的关键．

2. 已知点(3,1)和( − 4,6)在直线 3� − 2� + � = 0 的两侧，则 a的取值范围是( )

A. � <− 7 或 � > 24 B. � = 7 或 � = 24

C. −7 < � < 24 D. −24 < � < 7

【答案】C

【解析】解：∵点(3,1)与�( − 4,6)，在直线 3� − 2� + � = 0 的两侧，

∴两点对应式子 3� − 2� + �的符号相反，

即(9 − 2 + �)( − 12 − 12 + �) < 0，

即(� + 7)(� − 24) < 0，

解得−7 < � < 24，

故选：C．

根据二元一次不等式组表示平面区域，以及两点在直线两侧，建立不等式即可求解．

题主要考查二元一次不等式表示平面区域，利用两点在直线的两侧得对应式子符号相反

是解决本题的关键．

3.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若� > 1，则�2 > 1”的否命题是“若� > 1，则�2 ≤ 1”

B. 在△ ���中，“� > �”是“sin2� > sin2�”必要不充分条件

C. “若 tan� ≠ 3，则� ≠ �
3”是真命题

D. ∃�0 ∈ ( − ∞, 0)使得3�0 < 4�0成立

【答案】C

【解析】解：对于 A，命题的否定既要否定条件又要否定结论，故错；

对于 B，在△ ���中，“� > �”⇒ � > � ⇒ �2 > �2 ⇒ (2�sin�)2 > (2�sin�)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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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2� > sin2�，反之亦然，应是充要分条件，故错；

对于 C，若 tan� ≠ 3，则� ≠ �
3

+ �� ⇒ � ≠ �
3，故正确；

对于 D，∀�0 ∈ ( − ∞, 0)使得3�0 < 4�0成立，故错；

故选：C．

A，命题的否定既要否定条件又要否定结论；

B，在△ ���中，“� > �”⇒ � > � ⇒ �2 > �2 ⇒ (2�sin�)2 > (2�sin�)2 ⇒ sin2� >

sin2�，反之亦然；

C，若 tan� ≠ 3，则� ≠ �
3

+ �� ⇒ � ≠ �
3；

D，∀�0 ∈ ( − ∞, 0)使得3�0 < 4�0成立；

本题考查了命题真假的判定，涉及到了大量的基础知识，属于基础题．

4. 在正方体���� − �1�1�1�1中，异面直线�1�与��1所成角的大小为( )

A. 30∘ B. 45∘ C. 60∘ D. 90∘

【答案】C

【解析】解：∵ �1�//�1�，

∴异面直线直线�1�与��1所成的角为∠��1�，

∵△ ��1�为等边三角形，

∴ ∠��1� = 60∘．

故选：C．

由�1�//�1�，得异面直线�1�与��1所成的角为∠��1C.

本题考查两异面直线所成角的求法，是基础题，解题时要注

意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

5. 已知实数� = 1.70.3，� = 0.90.1，� = log25，� = log0.31.8，那么它们的大小关系是

( )

A. � > � > � > � B. � > � > � > � C. � > � > � > � D. � > � > � > �

【答案】A

【解析】解：∵ � = log0.31.8 < log0.31 = 0，� = log25 > log24 = 2，0 < � = 0.90.1 <

0.90 = 1，1.71 > � = 1.70.3 > 1.70 = 1

∴ � < 0 < � < 1 < � < 2 < �

故选：A．

根据指数函数的单调性可判断 a，b与 1的大小，利用对数函数的单调性可判断 c，d与

0及 1的大小，然后判定选项．

在比较含有指数式与对数式的大小时，一般步骤是先引入 0把所要比较的数区分，然后

在指数式中与 1比较大小，理论依据是函数的单调性．

6. 若函数�(�) = (� − 2)(�� + �)为偶函数，且在(0, + ∞)上单调递增，则�(2 − �) > 0

的解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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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4 或� < 0} B. {�| − 2 < � < 2}

C. {�|� > 2 或� <− 2} D. {�|0 < � < 4}

【答案】A

【解析】解：函数�(�) = (� − 2)(�� + �) = ��2 + (� − 2�)� − 2�为偶函数，

∴ � − 2� = 0，� = 2�，�(�) = ��2 − 4�．

再根据�(�)在(0, + ∞)上单调递增，∴ � > 0．

令��2 − 4� = 0，求得� =± 2，

则由�(2 − �) > 0，可得 2 − � > 2，或 2 − � <− 2，求得� < 0，或� > 4，

故�(2 − �) > 0 的解集为{�|� > 4 或� < 0}，

故选：A．

由题意利用函数的奇偶性和单调性、二次函数的性质，求得�(2 − �) > 0 的解集．

本题主要考查函数的奇偶性和单调性的综合应用，二次函数的性质，属于基础题．

7. 如图，正方形 ABCD中，M是 BC的中点，若������ = �������� + �������� ，

则� + � = ( )

A. 4
3

B. 5
3

C. 15
8

D. 2

【答案】B

【解析】解：������ = ������� + ������� ，������� = ������� + ������� = ������� + 1
2

������� ，������� = ������� − ������� ；

∴ ������ = �������� + ��������

= �(������� +
1
2

������� ) + �(������� − ������� )

= (� − �)������� + ( �
2

+ �)������� ；

∴由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得：
� − � = 1
�
2

+ � = 1；

解得� = 4
3

, � = 1
3
；

∴ � + � = 5
3
．

故选：B．

根据向量加法、减法及数乘的几何意义便可得出������� = ������� + 1
2

������� , ������� = ������� − ������� ，代入

������ = �������� + �������� 并进行向量的数乘运算便可得出������ = (� − �)������� + ( �
2

+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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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这样根据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即可得出关于�，�的方程组，解出�，�便

可得出� + �的值．

考查向量加法、减法，及数乘的几何意义，以及向量的数乘运算，相等向量的概念，平

面向量基本定理．

8. 设��为等差数列{��}的前 n项的和�1 = 1，�2017

2017
− �2015

2015
= 1，则数列{ 1

��
}的前 2017

项和为( )

A. 2017
1009 B. 2017

2018 C. 1
2017 D. 1

2018

【答案】A

【解析】解：��为等差数列{��}的前 n项的和�1 = 1，设公差为 d，

∵ �2017
2017

− �2015
2015

= 1 =
2017�1+2017⋅2016

2 �

2017
−

2015�1+2015⋅2014
2 �

2015
= �1 + 1008� − (�1 + 1007�) = �，

∴ �� = �1 + (� − 1)� = �，�� = � ⋅ 1 + �(�−1)
2

⋅ 1 = �(�+1)
2

，

∴ 1
��

= 2
�(�+1)

= 2( 1
�

− 1
�+1

)，

则数列{ 1
��

}的前 2017项和为 2[1 − 1
2

+ 1
2

− 1
3

+ 1
3

− 1
4

+ … + 1
2017

− 1
2018

) = 2(1 − 1
2018

) =

2017
1009

,

故选：A．

利用等差数列的性质，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以及前 n项和公式，求得数列用裂项法进行

求和{��}的通项公式、前 n项公式，可得数列{ 1
��

}的通项公式，进而用裂项法求得它的

前 2017项和．

本题主要考查等差数列的性质，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以及前 n项和公式，用裂项法进行

求和，属于中档题．

9. 函数�(�) = ( 2
1+�� − 1)cos�(其中 e为自然对数的底数)图象的大致形状是( )

A. B.

C. D.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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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解：�(�) = ( 2
1+�� − 1)cos� = 1−��

1+�� cos�，

�( − �) = 1−�−�

1+�−� cos( − �) = ��−1
��+1

cos� =− �(�)．

∴ �(�)为奇函数，图象关于原点对称，排除 A，C；

当 0 < � < �
2时，�� > 1，cos� > 0，

∴ �(�) = 1−��

1+�� cos� < 0，

故选：B．

判断�(�)的单调性，再根据�(�)在(0, �
2

)上的函数值的符号得出答案．

本题考查了函数图象的判断，只有函数单调性、奇偶性的应用，属于中档题．

10. 已知������� = (cos23∘, cos67∘)，������� = (2cos68∘, 2cos22∘)，则△ ���的面积为( )

A. 2 B. 2 C. 1 D. 2
2

【答案】D

【解析】解：根据题意，������� = (cos23∘, cos67∘)，则������� =− (cos23∘, sin23∘)，有|������� | = 1，

由于，������� = (2cos68∘, 2cos22∘) = 2(cos68∘, sin68∘)，则|������� | = 2，

则������� ⋅ ������� =− 2(cos23∘cos68∘ + sin23∘sin68∘) =− 2 × cos45∘ =− 2，

可得：cos∠� = ������� ⋅�������

|������� ||������� |
=− 2

2
，

则∠� = 135∘，

则�△��� = 1
2

|������� | ⋅ |������� |sin∠� = 1
2

× 1 × 2 × 2
2

= 2
2
；

故选：D．

根据题意，利用������� ，������� 的坐标，可得������� ，������� 的模，由数量积公式，可得������� ⋅ ������� 的值，

进而由 cos∠� = ������� ⋅�������

|������� ||������� |
，可得 cos∠�，由余弦函数的性质，可得∠�，最后由三角形面

积公式，计算可得答案．

本题考查数量积的坐标运算，关键是由余弦函数的和角公式求出������� ⋅ ������� ，注意角 B是

向量������� 、������� 的夹角，属于中档题．

11. 一个几何体的三视图如图所示，则这个几何体的体

积为( )

A. (9+2�) 3
6

B. (8+2�) 3
6

C. (6+�)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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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8+�) 3
6

【答案】D

【解析】解：这个几何体由半个圆锥与一个四棱锥组

合而成，

半个圆锥的体积为
1
3

× 1
2

× � × 1 × 3 = 1
6

� 3；

四棱锥的体积为
1
3

× 2 × 2 × 3 = 4
3

3；

故这个几何体的体积� = (8+�) 3
6

；

故选：D．

这个几何体由半个圆锥与一个四棱锥组合而成，从而求两个体积之和即可．

本题考查了学生的空间想象力与计算能力，属于基础题．

12. 已知� ∈ �，若�(�) = (� + �
�

)��在区间(0,1)上只有一个极值点，则 a的取值范围为

( )

A. � > 0 B. � ≤ 1 C. � > 1 D. � ≤ 0

【答案】A

【解析】解：∵ �(�) = (� + �
�

)��，

∴ �′(�) = ( �3+�2+��−�
�2 )��，

设ℎ(�) = �3 + �2 + �� − �，

∴ ℎ′(�) = 3�2 + 2� + �，

� > 0，ℎ′(�) > 0 在(0,1)上恒成立，即函数ℎ(�)在(0,1)上为增函数，

∵ ℎ(0) =− � < 0，ℎ(1) = 2 > 0，

∴ ℎ(�)在(0,1)上有且只有一个零点�0，使得�′(�0) = 0，

且在(0, �0)上，�′(�) < 0，在(�0, 1)上，�′(�) > 0，

∴ �0为函数�(�)在(0,1)上唯一的极小值点；

� = 0 时，� ∈ (0,1)，ℎ′(�) = 3�2 + 2� > 0 成立，函数ℎ(�)在(0,1)上为增函数，

此时ℎ(0) = 0，∴ ℎ(�) > 0 在(0,1)上恒成立，

即�′(�) > 0，函数�(�)在(0,1)上为单调增函数，函数�(�)在(0,1)上无极值；

� < 0 时，ℎ(�) = �3 + �2 + �(� − 1)，

∵ � ∈ (0,1)，∴ ℎ(�) > 0 在(0,1)上恒成立，

即�′(�) > 0，函数�(�)在(0,1)上为单调增函数，函数�(�)在(0,1)上无极值．

综上所述，� > 0．

故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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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导数，分类讨论，利用极值、函数单调性，即可确定 a的取值范围．

本题考查导数知识的综合运用，考查函数的单调性、极值，考查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属于中档题．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70.0 分）

13. 在锐角三角形 ABC中，角 A，B，C的对边分别为 a，b，c，已知� = 7，� = 3，

7sin� + sin� = 2 3．

(1)求角 A的大小；

(2)求△ ���的面积．

【答案】解：(1)锐角△ ��� 中，由条件利用正弦定理可得

7
sin�

= 3
sin�

，

∴ 7sin� = 3sin�，

再根据 7sin� + sin� = 2 3，

求得 sin� = 3
2
，

∴角� = �
3；…(5 分)

(2)锐角△ ��� 中，由条件利用余弦定理可得

�2 = 7 = �2 + 9 − 6� ⋅ cos �
3，

解得� = 1 或� = 2．

当� = 1 时，cos� = �2+�2−�2

2��
=− 7

14
< 0，故 B为钝角，

这与已知△ ���为锐角三角形相矛盾，故不满足条件；

当� = 2 时，△ ��� 的面积为

� = 1
2

�� ⋅ sin� = 1
2

⋅ 3 ⋅ 2 ⋅ 3
2

= 3 3
2

. (10 分)

【解析】(1)利用正弦定理，结合题意求出角 A的值；

(2)由条件利用余弦定理求出 c的值，再计算△ ��� 的面积．

本题考查了正弦、余弦定理的应用问题，也考查了三角形面积的计算问题，是中档题．

14. 已知数列{��}是一个等差数列，且�2 =− 1，�5 = 5．

(1)求{��}的通项��；

(2)若�� = �� + 2�，求{��}前 n项和��．

【答案】解：(1)等差数列{��}公差为 d，�5 − �2 = 3� = 6，即� = 2．

�2 = �1 + � =− 1，

解得：�1 =− 3，

∴ �� = �1 + 2(� − 1) = 2� − 5，

数列{��}的通项��，�� = 2� − 5；

(2)由�� = �� + 2� = (2� − 5) + 2�，

则{��}前 n项和��，�� = �1 + �2 + �3 + … + ��，

=− 3 + 2 + ( − 1) + 22 + 1 + 23 + … + (2� −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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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 ( − 1) + 1 + … + (2� − 5)] + 2 + 22 + 23 + … + 2�，

= (−3+2�+5)�
2

+ 2(1−2�)
1−2

，

= �2 − 4� + 2�+1 − 2，

{��}前 n项和��，�� = �2 − 4� + 2�+1 − 2．

【解析】(1)由�5 − �2 = 3� = 6，求得� = 2，�2 = �1 + � =− 1，�1 =− 3，由等差数

列通项公式则�� = 2� − 5；

(2)�� = �� + 2� = (2� − 5) + 2�，采用分组求和，根据等比数列及等差数列前 n项和公

式，即可求得{��}前 n项和��．

本题考查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等差数列及等比数列前 n项和公式的求法，考查分组求

和，考查计算能力，属于中档题．

15. 某人上午 7：00乘汽车以�1千米/小时(30 ≤ �1 ≤ 100)匀速从 A地出发到距 300公

里的 B地，在 B地不作停留，然后骑摩托车以�2千米/小时(4 ≤ �2 ≤ 20)匀速从 B

地出发到距 50公里的 C地，计划在当天 16：00至 21：00到达 C地.设乘汽车、骑

摩托车的时间分别是 x，y小时，如果已知所需的经费� = 100 + 3(5 − �) + 2(8 − �)

元，那么�1，�2分别是多少时走的最经济，此时花费多少元？

【答案】解：由题意得，� = 300
�1
，� = 50

�2

∵ 30 ≤ �1 ≤ 100，4 ≤ �2 ≤ 20

∴ 3 ≤ � ≤ 10,
5
2

≤ � ≤
25
2

由题设中的限制条件得 9 ≤ � + � ≤ 14

于是得约束条件

9 ≤ � + � ≤ 14
3 ≤ � ≤ 10
5
2

≤ � ≤ 25
2

目标函数� = 100 + 3(5 − �) + 2(8 − �) = 131 − 3� − 2�(6 分)

做出可行域(如图)，

当� = 3� + 2�,即� =− 3
2

� + �
2
平行移动到过(10,4)点时纵截距最大，此时 p最小．

所以当� = 10，� = 4，即�1 = 30，�2 = 12.5 时，���� = 93 元 (12 分)

(没有图扣 2分)

【解析】先建立满足题意的约束条件及目标函数，作出满足条件的 x，y的区域，利用

几何意义可求目标函数的最小值

本题考查简单线性规划的应用，解题的关键是理解简单线性规划的意义及其原理，解题

步骤，本题的难点是建立线性约束条件及确定线性目标函数，本题考查了数形结合的思

想及转化的思想．

16. 如图，三棱柱��� − �1�1�1中，侧棱�� ⊥底面 ABC，且侧棱和底面边长均为 2，D

是 BC的中点

(1)求证：�� ⊥平面��1��1；

(2)求证：�1�//平面���1；

(3)求三棱锥�1 − ���1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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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证明：∵ ��1 ⊥平面ABC，又�� ⊂平面ABC，

∴ ��1 ⊥ ��

∵△ ���是正三角形，D是 BC的中点，

∴ �� ⊥ ��，又�� ∩ ��1 = �，

∴ �� ⊥平面��1��1；

(2)证明：如图，连接�1�交��1于点 O，连接 OD

由题得四边形���1�1为矩形，O为�1�的中点，

又 D为 BC的中点，

∴ �1�//��

∵ �� ⊂平面���1，�1� ⊄平面���1

∴ �1�//平面���1．

(3)解：∵ ��1−���1 = ��−�1��1，�△�1��1 = 1
2

× 2 × 2，�� = 3，

∴ ��1−���1 = ��−�1��1 = 1
3

�△�1��1 × �� = 1
3

× 2 × 3 = 2 3
3
．

【解析】(1)利用线面垂直的判定与性质定理、等边三角形的性质即可证明；

(2)连接�1�交��1于点 O，连接 OD，利用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与线面平行的判定定理

即可得出；

(3)由于��1−���1 = ��−�1��1，利用三棱锥的体积计算公式即可得出．

本题综合考查了线面垂直的判定与性质定理、等边三角形的性质、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

与线面平行的判定定理、三棱锥的体积计算公式，考查了推理能力与计算能力，属于中

档题．

17. 已知� ∈ �，函数�(�) = ln� − �� + 1．

(1)讨论函数�(�)的单调性；

(2)若函数�(�)有两个不同的零点�1，�2(�1 < �2)，求实数 a的取值范围；

(3)在(2)的条件下，求证：�1 + �2 > 2．

【答案】(本小题满分 12分)

解：(1)�(�)的定义域为(0, + ∞)，其导数 ．

①当� ≤ 0 时， 0'/>，函数在(0, + ∞)上是增函数；



第 10页，共 11页

②当� > 0 时，在区间(0, 1
�

)上， 0'/>；在区间( 1
�

, + ∞)上， ．

∴ �(�)在(0, 1
�

)是增函数，在( 1
�

, + ∞)是减函数. …(4 分)

(2)由(1)知，当� ≤ 0 时，函数�(�)在(0, + ∞)上是增函数，不可能有两个零点，

当� > 0 时，�(�)在(0, 1
�

)上是增函数，在( 1
�

, + ∞)上是减函数，此时�( 1
�

)为函数�(�)的

最大值，

当�( 1
�

) ≤ 0 时，�(�)最多有一个零点，

∴ �( 1
�

) = ln 1
�

> 0，解得 0 < � < 1，

此时，
1
�

< 1
�

< �2

�2，且�( 1
�
) =− 1 − �

�
+ 1 =− �

�
< 0，

�( �2

�2 ) = 2 − 2ln� − �2

�
+ 1 = 3 − 2ln� − �2

�
(0 < � < 1)，

令�(�) = 3 − 2ln� − �2

�
，则 0'/>，∴ �(�)在(0,1)上单调递增，

∴ �(�) < �(1) = 3 − �2 < 0，即�( �2

�2 ) < 0，

∴ �的取值范围是(0,1). …(8 分)

(3)由(2)可知函数�(�)在(0, 1
�

)是增函数，在( 1
�

, + ∞)是减函数．

∵ 0 < �1 < 1
�
，∴ 2

�
− �1 > 1

�
.只要证明：�( 2

�
− �1) > 0 就可以得出结论．

下面给出证明：构造函数：�(�) = �( 2
�

− �) − �(�) = ln( 2
�

− �) − �( 2
�

− �) − (ln� −

��)(0 < � ≤ 1
�

)，则 ，

函数�(�)在区间(0, 1
�

]上为减函数. 0 < �1 < 1
�
，则�(�1) > �( 1

�
) = 0，又�(�1) = 0，

于是�( 2
�

− �1) = ln( 2
�

− �1) − �( 2
�

− �1) + 1 − �(�1) = �(�1) > 0.又�(�2) = 0，

由(1)可知�2 > 2
�

− �1，即�1 + �2 > 2
�

> 2. …(12 分)

【解析】(1)求出函数的定义域以及导数 通过①当� ≤ 0 时，②当� > 0 时，

判断导函数的符号，同除函数的单调性．

(2)由(1)知，当� ≤ 0 时，函数�(�)在(0, + ∞)上是增函数，不可能有两个零点，当� > 0

时，利用函数的最值判断�(�)最多有一个零点，�( 1
�

) = ln 1
�

> 0，推出 0 < � < 1，

�( �2

�2 ) = 2 − 2ln� − �2

�
+ 1 = 3 − 2ln� − �2

�
(0 < � < 1)，令�(�) = 3 − 2ln� − �2

�
，则

0'/>利用函数的单调性，推出 a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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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2)可知函数�(�)在(0, 1
�

)是增函数，在( 1
�

, + ∞)是减函数.只要证明：�( 2
�

− �1) > 0

就可以得出结论.构造函数：�(�) = �( 2
�

− �) − �(�) = ln( 2
�

− �) − �( 2
�

− �) − (ln� −

��)(0 < � ≤ 1
�

)，求出 ，利用函数的单调性转化求解即可．

本题考查函数的导数的综合应用，函数的单调性以及函数的零点个数的判断，函数的最

值的应用，考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8. 在直角坐标系 xOy中，曲线�1： � = �sin�
�=�cos� (�为参数，� ≠ 0)，其中 0 ≤ � ≤ �，在

以O为极点，x轴正半轴为极轴的极坐标系中，曲线�2：� = 2sin�，�3：� = 2 3cos�．

(1)求�2与�3交点的直角坐标；

(2)若�1与�2相交于点 A，�1与�3相交于点 B，求|��|的最大值．

【答案】解：(�)由曲线�2：� = 2sin�，化为�2 = 2�sin�，

∴ �2 + �2 = 2�．

同理由�3：� = 2 3cos�.可得直角坐标方程：�2 + �2 = 2 3�，

联立
�2 + �2 − 2� = 0
�2 + �2 − 2 3� = 0

，

解得 � = 0
�=0

，
� = 3

2

� = 3
2

，

∴ �2与�3交点的直角坐标为(0,0)，( 3
2

, 3
2

)．

(2)曲线�1： � = �sin�
�=�cos� (�为参数，� ≠ 0)，化为普通方程：� = �tan�，其中 0 ≤ � ≤ �，

� ≠ �
2；

� = �
2时，为� = 0(� ≠ 0).其极坐标方程为：� = �(� ∈ �, � ≠ 0)，

∵ �，B都在�1上，

∴ �(2sin�, �)，�(2 3cos�, �)．

∴ |��| = |2sin� − 2 3cos�| = 4|sin(� − �
3

)|，

当� = 5�
6
时，|��|取得最大值 4．

【解析】(�)由曲线�2：� = 2sin�，化为�2 = 2�sin�，把 � = �sin�
�2=�2+�2

代入可得直角坐标

方程.同理由�3：� = 2 3cos�.可得直角坐标方程，联立解出可得�2与�3交点的直角坐标．

(2)由曲线�1的参数方程，消去参数 t，化为普通方程：� = �tan�，其中 0 ≤ � ≤ �，� ≠ �
2；

� = �
2时，为� = 0(� ≠ 0).其极坐标方程为：� = �(� ∈ �, � ≠ 0)，利用|��| = |2sin� −

2 3cos�|即可得出．

本题考查了极坐标方程化为直角坐标方程、参数方程化为普通方程、曲线的交点、两点

之间的距离公式、三角函数的单调性，考查了推理能力与计算能力，属于中档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