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元 6：不等式 

特定目标： 

1.   理解不等式的基本法则。 

2.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3.   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4.   解 k
dcx
bax
≥

+
+

形式的不等式。 

5.   解含绝对值的一次和二次不等式。 
6.   证明简单的绝对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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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不等式的基本法则 
 
 
 
 
 
 
 
 
6.2 一元一次不等式 

1* 
 
 
 
 
 
 
 
 

    1*   
  

  教师宜强调若 a–b 是一个正数，则 a > b，而且它的逆定理亦成立。利用这
个事实，可导出下列的基本法则。 

对实数 a、b、c： 
(1)  若 a > b，且 b > c，则 a > c。 
(2) 则 a > b，则 a + c > b + c。 
(3) 则 a > b，则 
 (a) ac > bc  若 c > 0。 
 (b) ac < bc  若 c < 0。 
 (c) ac = bc  若 c = 0。 

利用基本法则来证明不等式的简单问题亦须介绍。 

  教师宜提示学生解线性不等式的方法和解线性方程的方法很类似。唯一的分

别是当一条不等式被乘或除以一个负数时，则不等号须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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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一元二次不等式 

 
 
 
 
 
 
 
 
 

   
 

 1*+2  
  

 
 
 
 
 
 
 

 对学生来说，将不等式的解描绘出来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在解复不等式时，

将各解描画在同一数在线对解题特别有帮助。下列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例一 
解复不等式： 

1x53x7 +<− 及
2
1x

2
x

+<  

例二 
解复不等式： 

7
)x1(3

5
)1x(2 −
<

+
或

8
1x7

4
x542 +
<

−
−  

 图解法、因式分解法和列表法等都是解二次不等式的方法。 

 学生曾在初中学习二次方程的图解法。因此，他们可用图像来解二次不等式。

例如： 

 
由图像中，不难看出不等式 

x2–3x–10 > 0 的解是 x < –2 或 x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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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x3x 2 ≤−− 的解是 ， 5x2 ≤≤−

03x2x 2 >+− 的解是所有实数，及 

03x2x2 <+− 无实数解。 

 解二次不等式的方法与解二次方程的方法很相似。先将各项重新排列，令右

方零，然后在可能情况下将左方的二次因式分解。所得的不等式可用下列事例

求解： 

(1) 若 ab > 0，则 或 。 




>
>

0b
0a





<
<

0b
0a

(2) 若 ab < 0，则 或 。 




<
>

0b
0a





>
<

0b
0a

 牢记下列两个结果有助解题，设 β>α ： 

(1) 若 ( )( ) 0xx <β−α− ，则解是 β<<α x 且图像是 

 
(2) 若 ( )( ) 0xx >β−α− ，则解是 α<x 或 β>x 且图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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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形式如 k
dcx
bax
≥

+
+

的不等式 

 
 

 
 
 
 
 
 
 
 
 
 
 
 

 
 

 

 

 

2 

 须给予学生做适量的习作以掌握此技巧。 

 当二次式不能被因式分解时，教师须提示学生将该式转换成 (x+c)2+d>0

或 0
a2

ac4bbx
a2

ac4bbx
22

>















−−−

−












−+−

−


等的形式。 

 若使用列表法解 (x–α)(x–β)>0 等的不等式时。学生要作表逐一列出当
x < α，α < x < β及 x > β时(x–α)(x–β)的符号。 

下列例子可予介绍： 

例一 
解不等式 3x2>7x–1。 

例二 

证明对所有实数 x，函数
3x

1xy 2 +

−
= 的值一定在

2
1

− 至
6
1
的范围内。 

例三 

分别对下列各情况解 1
x
2x +> ： 

(a) x > 0 
(b) x < 0 

由此求不等式 1
x
2x +> 的全解。 

  必须强调：若将一个形式如 k
dcx
bax
≥

+
+

的不等式乘以一个含未知数的因式，

则因式是正或负的情况必须分别考虑。例如，解 1
4x
2x
≥

−
+

或 01
4x
2x

≥−
−
+

4x()4x)( −≥−

时，

x>4和 x<4的而种情况必须分别考虑。(学生须留意 )。不过，较简便的

方法是将不等式乘以分母的平方，因而消去分母，变成 。

事实上，这形式的不等式可用列表法求解。 

4x ≠

x(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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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绝对值 
 
 
 
 
 
 
 
 
 
 
 
 
 
 
 
 
 
 

6.6 含绝对值的不等式 

    
 
 

     1    
      
 
 
 
 
 
 
 
 
 
    
 
 
 
 
 
 

 
3 

例 

解不等式 1
3x4
5x2
≥

−
+

 

 必须清楚说明定义：




<−
≥

=
0x x
0x x

x
若

若
，亦须介绍 xy = 的图像。 

 教师须提示学生在描绘含绝对值的简单函数时，必须首先将绝对值符号移

去。例如，将 y =│x2–4│的绝对值符号移去后，便得如图 1的图像。因为在
y =│x2–4│中，y是非负数的，故此所求的图像将如图 2所示。 

 

     
 
    这类型的不等式可用图解法或代数法求解。学生会发觉若将 x 看成在数

在线 x 与原点的距离，则有助理解 x 的意义。依这想法， yx − 将代表在

数在线 x和 y两点阅的距离。 

下列的事实值得牢记：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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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 ax < ，则 axa <<− 。 

(2) 若 ax > ，则 ax −< 或 。 ax >

下列两幅图表可用作说明 
 

 
 
例 
解不等式 │x2 + 3x–4│  6≥
这不等式的解可由 y =│x2 + 3x–4│的图像获得 

 
 
 

另外，不等式的解亦可由 的图像求得。 4x3xy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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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绝对不等式 

 
 
 
 
 
 
 
 
 
 
 
 
 
 
 
 
 
 
 
 
 
 
 

 
1 

 

 

从代数观点，这不等式等价于 或 ，简化后可得

解： 

64x3x2 −≤−+ 64x3x2 ≥−+

5x −≤ ， 1x2 −≤≤− 或  2x ≥

 亦可介绍像 1       1x  1x    <−−+  的较复杂例子。在处理这类不 等

式时，可考虑 x在不同区间的情况，然后将绝对值符号移去。教师必须清楚说明
如何确定 x的不同区间。对每一区间，不等式都分别求解，然后将各解综合起来
求全解。 

 学生会发觉将个别的解画在同一数在线对求全解极有帮助。 

 教师须提示学生：对所有实数 x， 。 0x2 ≥

 教师亦可导出下列不等式： 

 及 ab2ba 22 ≥+

 ab
2

ba
≥

+
其中 a > 0，b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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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常用以证明 x > y的方法是证明不等式 能够成立。 0yx >−

用以上两个事实，教师可和学生讨论一些简单的绝对不等式，例如：

  cabcabcba 222 ++≥++
 

  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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