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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函数奇偶性的判断方法

335500 江西省万年县万年中学 徐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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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主要介绍基于奇偶性定义的函数奇偶性综合判断方法，即加减乘除的运算合成判断法

和内外复合判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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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奇偶性是函数的重要性质，也是高考的

重点与热点，更是广大高中生的易错点．学好函数的

奇偶性一直是广大高中生的诉求，要掌握好函数奇

偶性的判断方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

一、关于函数奇偶性的定义

北师大版高中数学教材中关于函数奇偶性的定

义简述如下．

设函数y一厂(_，)，．r∈，，且对任意T∈，，恒有

一z∈J(即定义域要关于原点对称)，(1)若．厂(一z)

一一厂(T)，则称y一，(T)为奇函数；(2)若厂(一．r)

一厂(T)，则称y=厂(z)为偶函数．

上述定义从理论上说明，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

是函数具有奇偶性的一个前提．相当一部分学生常

常忽视所给函数的定义域，直接用函数奇偶性的判

别式确定其奇偶性，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例1 判断函数F(T)一兰_{的奇偶性．
错解：由题意可得F(．r)一T2，从而有F(一T)一

F(z)，所以y—F(z)为偶函数．

评析：上述解答没有求出函数的定义域，忽视了

判断函数的定义域是否关于原点对称．

正解：因为y—F(z)的定义域为(一。。，1)U

(1，+。。)，不关于原点对称，所以y—F(z)不具有

奇偶性．

因此，教师在讲授新课时，一定要强调定义域关

于原点对称的重要性与先决性．

类似的，函数g(T)一型￥三罢塑，z∈
， 一 、

{zlT∈R，T≠一詈+2走7【，走∈z}不具有奇偶性．
I 厶 J

例2 若函数厂(z)一蒜在定义域上为奇
函数，求实数是的值．

错解：因为厂(．r)是奇函数，所以厂(o)一o，即

，(o)一圭啬=车最一o，从而有志一1．

评析：上述解法没有考虑。是否属于厂(T)的

定义域，而是默认厂(．r)在z—o处有定义．

正解：由厂(一z)一一厂(·r)，得考F匆一

一％，整理可得走2(2。+2一)一2。+2⋯，从而
有志一1或是=一1．经验证，均合题意．

例3 设函数厂(T)一iii子而为奇函
数，求实数n的值．

解析：注意到函数的定义域要关于原点对称，已

知．r≠一2且-T≠口，所以要保证定义域对称，则&一

2，这是，(T)为奇函数的必要条件，经验证，符合

题意．

二、函数奇偶性的四则运算合成

在默认的最大定义域内，y一丁2卜1(志∈z)，y—

z学(乡，q为互质的奇数)，y—T一詈(户，q为互质的奇

数)，y—sirLr，y—ta们，y—cotT为奇函数；y—c(c≠

o)，y—T26(走∈z，志≠0)，y—z等(夕，q为互质的正整

数，p为偶数)，y—z一号(乡，q为互质的正整数，夕为

偶数)，y—cos．r为偶函数；y—O既是奇函数又是偶

函数．

在掌握了初等函数的奇偶性后，对于给定的复

杂函数的奇偶性，往往不需要直接用定义方法来证

明或判断，而是用合成方法处理．

设在公共定义域内，函数厂(z)和厂。(T)为奇

函数，而g(T)与g。(z)为偶函数，志，c为常数，则有

如下结论．

(1)当志≠o时，y一忌厂(Lr)为奇函数，y一是g(z)

为偶函数．特别地，当忌一0时，y一是，(．r)和y一

是g(z)既是奇函数也是偶函数．

(2)当c≠0时，y一厂(z)+f不是奇函数，y—

g(．r)+c为偶函数．

(3)y一厂(T)±^(z)为奇函数，y—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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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r)为偶函数．

(4)y一丁南为奇函数，y一虿苦为偶函数·定
义域可能会有所变化，例如y一÷(z≠o)和y一

盂未(』‘≠号+是丌，是∈z)．
(5)y一厂(T)^(T)为偶函数，y—g(．r)90(T)为

偶函数．

(6)y一，(．fr)g(T)为奇函数．

(7)设矗(．r)一是厂(．，r)+cg(．r)(其中，(z)不为

偶函数，g(z)不为奇函数)，若向(T)为奇函数，则c

一0；若^(．r)为偶函数，则愚一o．

例4判断下列函数的奇偶性．

(1)厂(J’)一2．r3一÷；(2)g(_)一．r2 sin．T；

(3)^(z)一竺掣tanz．
e]一e

解：(1)厂(T)在(一。。，0)U(O，+。。)上为奇函

数；(2)g(．r)在R上的为奇函数；(3)厶(z)在

(一号+是7c，号+走7c)(走∈z)上为偶函数．
例5设F(．1r)一．T3+(f一1)T2为R上的奇函

数，求实数f的值．

解：由题意可得f一1一o，即f一1．

这里可以直接省去用F(一1)一一F(1)计算得

出结果，或者由计算稍微复杂的F(一-r)+F(．r)一

O推导得到结果．

例6 若函数厂(-r)一i蔫在(一2，2)上
为奇函数，求实数盘与6的值．

分析：因为厂(丁)在T—o处有定义，所以厂(o)

一o，可得＆一1，所以分子为z，是奇函数，而．厂(．r)为

奇函数，所以分母-一r4+6．r+1必须为偶函数，即有6

—0．

解：因为厂(_’)的定义域为(一2，2)，所以有

厂(o)一o，即n一1，从而可得厂(z)一．≯干彘雨为
偶函数，进而有6一o．

这里主要应用了函数y一0既是奇函数也是偶

函数的性质，在判断加减复合的过程中，将“杂项”变

换为常数o，消除它的影响．

三、复合函数的奇偶性

对于复合函数的奇偶性，也可以用复合法则进

行判断．

设函数y一厂(f)与f—g(．．r)分别为复合函数

y一九g(．T)]的外层函数(简称外函数)和内层函数

(简称内函数)，则y一，[g(T)]的奇偶性如表1

所示．

表1

y一，(f) f—g(．r) y一，[g(T)]

奇函数 奇函数 奇函数

奇函数 偶函数 偶函数

偶函数 奇函数 偶函数

偶函数 偶函数 偶函数

由奇函数和偶函数的性质，可知奇函数中自变

量带有负号可以向外提出，而偶函数自变量中的负

号不能向外提出，即可内消．

因此，可以归纳出判断复合函数奇偶性的方法．

首先，判断定义域是否关于原点对称；其次，不论是

几层复合函数，一旦有一层为偶函数，则复合函数为

偶函数，否则为奇函数．

例7判断下列函数的奇偶性．

(1)厂(T)一sin(T3一z)；(2)g(Lr)一

cos(．r3+Lr)；(3)^(．T)一1 tan．r1．

解：(1)，(T)为R上的奇函数；(2)g(T)为R上

的偶函数；(3)^(z)为(一等+志7r，等+志7c)(走∈z)上
厶 厶

的偶函数．

这种方法方便学生在审题时确定函数的奇偶

性，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一定要确认其定义域关于

原点的对称性．

四、函数的局部奇偶性

对于奇(偶)函数平移后得到的新函数，在此将

其称为具有局部奇偶性函数，常用分离方法处理这

类问题．

例8设函数厂(T)一日si眦一妇3+1，且厂(3)

一5，求厂(一3)的值．

分析：对于函数厂(z)一nsinT一妇3+1，其中

口sinLz’一如3为奇函数，y一，(T)的图像可由g(T)一
口sin-，r一6lr3的图像向上平移1个单位得到．要求

厂(一3)，关键要求出g(一3)的值，而g(一3)一

一g(3)．显然，g(3)一厂(3)一1．

解：设g(Ir)一日sinz一6T3，则厂(Ir)一g(T)+

1，所以，(3)一g(3)+1—5．

从而，g(3)一4，g(一3)一一g(3)一一4，则

厂(一3)一g(一3)+1一一3．

综上可知，要熟练掌握函数的奇偶性，不但要深

刻理解奇偶性的定义，而且要能领会奇偶函数的本

质特征．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