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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当0＜a＜2时，f′（x）＞0，f（x）在（-∞，1），（1，+∞）为增函数。

（ⅲ）当a＞2时，0＜ a-2
a

＜1，令f′（x）=0，解得x1=-
a-2
a

%

姨 ，x2=

a-2
a

%

姨 。

当x变化时，f′（x）和f（x）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f（x）在（-∞，- a-2
a

%

姨 ），（ a-2
a

%

姨 ，1），（1，+∞）为增函数，

f（x）在（- a-2
a

%

姨 ， a-2
a

%

姨 ）为减函数。

（Ⅱ）（ⅰ）当0＜a≤2时，由（Ⅰ）知：对任意x∈（0，1），恒有

f（x）＞f（0）=1。

（ⅱ）当a＞2时，取x0=
1
2

a-2
a

%

姨 ∈（0，1），则由（Ⅰ）知f（x0）

＜f（0）=1

（ⅲ）当a≤0时，对任意x∈（0，1），恒有
1+x
1-x

＞1且e
-ax
≥1，得

f（x）= 1+x
1-x

e
-ax
≥ 1+x

1-x
＞1。

综上当且仅当a∈（-∞，2］时，对任意x∈（0，1），恒有f（x）＞1。
点评：此题为2006年全国卷第21题，难度较大，背景公平，

设问恰当，适应了不同的考生，较好地考查了考生的思维水平

及逻辑推理论证的能力，区分度较好。
三、利用导数求解与函数的极值、最值有关的问题
利用导数求函数的极值与最值需强调：（1）对于可导函数

来说，极值点处导数值为0。 反之，解f′（x）=0得到f（x）的极值可

能点，结合函数f（x）的增减性确定函数f（x）的极值点。 （2）由函

数 极 值 与 区 间 端 点 的 函 数 值，确 定 函 数 在 闭 区 间 上 的 最 值。

（3）在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时，如 果 函 数 在 定 义 域 上 仅 有 一 个 极 值

点，那么这个极值就是最值。

例3：已知函数f（x）=x
3
+ax

2
+bx+c，且过曲线y=f（x）上的点P

（1，f（1））的切线方程为y=3x+1，若y=f（x）在x=-2时有极值。
（1）求f（x）的表达式；（2）求y=f（x）在［-3，1］上的最大值。

解析：（1）f′（x）=3x
2
+2ax+b，由题意知P（1，4）在f（x）上，∴1+a+

b+c=4，且
f′（1）=3
f′（-2）=≥ 0，

可解得a=2，b=-4，c=5。 ∴f（x）=x
3
+2x

2
-4x+5。

（2）由f′（x）=3x
2
+4x-4=0得x= 2

3
或x=-2。

x变化时f′（x），f（x）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函数的最大值为13。
点评：此题是解与可导函数有关的极值与最值问题，题目

简单思路清楚。
为了支持新课程的改革，导数的地位在不断加强，对导数

考查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加重。 导数是研究函数的重要工具，
特别是借助导数，对于可导函数的单调性进行研究，为求函数

的极值与最值提供了一种简单快捷的方法。 因此在组织教学

时，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穿插与渗透运用导数解决函数问题

的训练，把它作为研究函数性质的基本方法加以总结和利用，
促进知识和方法的系统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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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 振 平 .用 导 数 知 识 探 究 数 学 问 题 .中 学 数 学 教 学 参

考，2007，（12）.
［3］李忠义.导数的概念及应用.试题与研究，2007，（11）.

空间距离是指两点间距离、点线距离、点面距离、线线距

离、线面距离及面面距离。 一般情况下，这些空间距离都要转

化为同一平面内的两点间距离，即线段长来计算。 因此在实际

题型中， 这六种距离的重点和难点都是如何转化到点到平面

的距离。 线面距离和面面距离均可转化为点到平面的距离，下

面就点到平面的距离求法作出归纳总结。
求 距 离 的 思 想 方 法 和 步 骤 与 求 角

的 问 题 是 相 似 的，其 基 本 步 骤 是 ：①找

出或作出有关距离的图形；②证明它符

合定义；③在同一平面内计算。
点 到 平 面 的 距 离 求 法 有 下 列 三 种

思路方法：
【思路方法一】直接法：求解的关键

是正确作出图形，确定垂足位置最重要。 要充分利用面面垂直

的性质。 （如图1）
【思路方法二】等体积法：把所求距离转化为求锥体的高。

【思路方法三】向量公式法：d= |P≥≥A·≥n|
|≥n|

，其中
≥n为平面的法

向量，A为平面内任意一点。
简证：如图2，PO⊥α，∠APO=θ，则PO=d=|P≥≥A|·cosθ，
而 cosθ=± cos （P≥≥A ，

≥n ） ， 即 cosθ=
|cos（P≥≥A，≥n）|，

于是d=PO=|P≥≥A|·|P≥≥A·≥n|
|P≥≥A||≥n|

= |P≥≥A·≥n|
|≥n|

。

下面通过几个实例来说明点 到 平

面的距离求法， 以及线面距离或面面

距离转化为点到平面的距离求法。
例1： 在长 方 体ABCD-A1B1C1D1中，AB=4，BC=3，CC1=2，

（如图3所示）求点B1到平面A1BC1的距离。

（会宁县第四中学，甘肃 会宁 7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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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法一】等体积法。
设点B1到平面A1BC1的距离为h，
易 得A1C1=5，A1B=2 5%

姨 ，BC1=
13%

姨 ，

∴cos∠A1BC1=
2
65%

姨
，

∴sin∠A1BC1=
61%

姨
65%

姨
，

∴S△A1BC1
= 1
2
A1B·BC1·sin∠A1BC1= 61%

姨 。

由VB1-A1BC1
=VB-A1B1C1

得： 1
3
S△A1BC1

·h= 1
3
·（ 1

2
·A1B1·B1C1）·BB1，

代入数值解得h= 12 61%
姨
61

。

【方 法 二】若 此 题 为 选 择 或 填 空 题，可 直 接 用“直 角 四 面

体”的结论： 1

h
2
= 1

a
2
+ 1

b
2
+ 1

c
2

求解。

此题中：a=4，b=3，c=2，则计算得：h= 12 61%
姨
61

。

【方法三】向量法。
如图4所示， 建立空间直角坐

标 系D-xyz，则A1（3，0，2），B（3，4，
0），B1（3，4，2），C1（0，4，2），

∴B1
△，B=（0，0，-2），A1

△，B=（0，4，-
2），A1C1

△，=（-3，4，0）。
设 平 面A1BC1的 法 向 量 为

，n=
（x，y，z），

由

，n·A1
△，B=0

，n·A1C1
△，=

，
0

得
z=2y
3x=4y， 。

令y=3，解得
，n=（4，3，6），

则点B1到平面A1BC1的距离d=
|B1
△，B·，n|
|，n|

= 12 61%
姨
61

。

例2：如图5，在直三棱柱ABC-A1B1C1中，底面是等腰三角

形，∠ACB=90°。 侧棱AA1=2，D，E
分别是CC1与A1B的中点，点E在平

面ABD上的射影是△ABD的重 心

G，求点A1到平面AED的距离。
解：【方法一】直接法。
∵D，E均为中点，
∴DE⊥AA1，DE⊥AB，
∴DE⊥平面AA1E，又DE奂平

面AED，
∴平 面AED⊥平 面AA1E，且

交线为AE，
∴点A1在 平 面AED上 的 射 影

H在AE上。
于是A1H⊥平面AED，即A1H

的长为所求。
说明：此方法找距离容易，但

在计算A1H时会受阻，因此这一方

法并不是很好。
【方法二】向量法（公式法）。
如图6所示，建立空间直角坐

标系C-xyz。
设CA=a，则 得C （0，0，0），A （a，0，0），B （0，a，0），C1 （0，0，

2），A1（a，0，2），E（
a
2
， a
2
，1），D（0，0，1），G（ a

3
， a
3
， 1
3
），

于是G△，E=（ a
6
， a
6
， 2
3
），B△，D=（0，-a，1）。

依题意G△，E⊥B△，D，
∴G△，E·B△，D=0，

即- a
2

6
+ 2
3
=0，解得a=2。

∴A△，D=（-2，0，1），A△，E=（-1，1，1），A1
△，E=（-1，1，-1）。

设平面AED的法向量为
，n=（x，y，z），

由
，n⊥A△，D，，n⊥A△，E得

，n·A△，D=0
，n·A△，E=，

0
，即

x=-y
2x=， z 。

令x=1，得
，n=（1，-1，2），

于是d=
|A1
△，E·，n|
|，n|

= 2 6%
姨
3

。

例3：正方体ABCD-A1B1C1D1的棱长为4，M，N，E，F分别是

A1D1，A1B1，D1C1，B1C1的中点。 （如图7）
（1）求证：平面AMN∥平面EFBD。
（2）求平面AMN与平面EFBD间的距离。

图7
（1）证明：略。
（2）解：【方法一】直接法。
可以找到所求的距离，最后转化为点到平面的距离，但比

较麻烦。
【方法二】等体积法。
∵平面AMN∥平面EFBD，
∴可转化为点B到平面AMN的距离，设此距离为d。

由VB-AMN=VM-ABN得
1
3
S△AMN·d=

1
3
S△ABN·A1M，

又S△AMN=6，S△ABN=8，A1M=2，

代入解得d= 8
3
。

【方法三】向量法（公式法）。
同方法二，转化为求点B到平面AMN的距离d。

图8
如图8所示，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D-xyz，
于是得到A（4，0，0），M（2，0，4），N（4，2，4），B（4，4，0），
因此B△，A=（0，-4，0），A△，M=（-2，0，4），A△，N=（0，2，4）。
设平面AMN的法向量为

，n=（x，y，z），

由

，n·A△，M=0
，n·A△，N=，

0
得

x=2z
y=-2， z，

令z=1，得到
，n=（2，-2，1），

则所求两平面的距离d= |B
△，A·，n|
|，n|

= 8
3
。

图3

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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