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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老师网上千题解答分类二十七、超纲应用题 
１、某工厂有容量为 300吨的水塔一个，每天从早上６时起到晚上 22时止供应
该厂生活和生产用水。已知该厂生活用水 10吨，工业用水 w(吨)与时间 t(小时，

定义早上６时为 t=0)的函数关系式为 100w t= ， 

水塔的进水量有 10级，第一级每小时进水 10吨，以后每提高一级，每小时的
进水量增加 10吨。若每天水塔原有水 10０吨，在供水的同时，打开进水管，问
进水量选择第几级，既能保证该厂用水(水塔中的水不空)，又不会溢出？ 
解：从早上 6点开始 t小时的总用水量为 y吨。 

则 )160(10010 ≤≤+= ttty  

设第 n级的从早上 6点开始 t小时的供水量为10nt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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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工厂的质量检验车间积压着部分产品待检,与此同时,流水线传送带按一定速
度送来待检验产品,如果打开一部质检机,需半个小时可使待检产品全部通过质量
检验,同时打开两部质检机,只需 10 分钟便可将待检产品全部通过质量检验.现因
生产需要,在 5 分钟内将待检产品全部通过质量检验,此时最少要打开几部质检机? 
解：设一部质检机 1分钟检验 1份产品 
则半个小时可使检验 30份产品 
两部质检机,只需 10分钟可使检验 20份产品 
相减得：10份产品，这是 20分钟流水线传送带送来的新产品 
所以，传送带 1分钟送来新产品 0.5份，积压着部分产品有 30-0.5×30＝15（份） 
5分钟之内要检验 15+0.5×5＝17.5 
因此要用质检机 17.5÷5＝3.5（部） 
答：至少要 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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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某一次征兵体检中，要查清众多应征者是否带有某中传染病，查明需要通
过一向成本高的血液化验，根据医学的知，带有该病的人所站的比例很小，因而

采取一种叫做“群试”的方法；把从每位应征者身上抽取的血液分成两部分，一

部分保存备用，另一部分分组混合在一起；混合的每组化验一次，若化验合格，

则整组的应征者合格；若化验不合格，说明这组人中有带病者，进而再用备用血

液逐个查明，若该市哟年 10000名应征者，假设带病者站千分之二点五，每化验

一次花费 30元，问：平均分成多少组，群试较逐个化验节省的费用 最多？ 

(高考不要求) 

解：设每组 n人， 

一组一次化验合格的概率是 nn 9975.0)0025,01( =−  
一组一次化验不合格的概率是 n9975.01−  
一组一次化验化费用的数学好期望是 +× n9975.030 )9975.01(30 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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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每组 20人，平均分成 500组，群试较逐个化验节省的费用 最多 

 

 

 

 

 

 

 



 3

160、一艘轮船在航行中的燃料费和它的速度的立方成正比。已知在速度为每小

时 10公里时燃料费是每小时 6元。而其他与速度无关的费用是每小时 96元。问

此轮船以何速度航行时，能使行使每公里的费用总和最小？ 

解：设速度为 x公里/小时，每小时的燃料费燃料费是 Q元，每公里的费用总和

为 y元 

则 Q= 3kx 因当 t=10时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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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且仅当
x

x 16
500
1 2 = 即 20=x 时上式取等号 

答：此轮船以 20公里/小时速度航行时，能使行使每公里的费用总和最小 

494、有一斜坡，坡角为α。人在坡上以固定初速度 V，与水平面夹角为 β的方

向抛球。(物理) 

设球落到斜坡上的一点为 A，则 A 到人所在的竖直直线距离最大时，α与 β是

何关系？ 
 
 
 
 
 
 
 
 
 
解：情况 1：自上往下抛，如图 1，的方法建立坐标系 
设球在抛出时间 t时的坐标为 ),( yx （ 0<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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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等号此时 βtan=m αtan+ αsec= 即 ααβ tansectan −=  

情况 2：自下往下抛，用如图 2，的方法建立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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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某运动会开了 n天 ，共发出 m枚奖牌：第一天发出 1枚加上余下的 1/7 ，
第二天发出 2枚加上余下的 1/7；如此持续了 n-1 天，第 n天发出 n枚. 问该运
动会开了几天，共发了几枚奖牌. (数列) 

解 1：设原奖牌数为 1a ，第一天发出奖牌后余下 2a 枚奖牌，第一天发出奖牌后余

下 3a 枚奖牌，…… 

则 )1(
7
6

12 −= aa ， )2(
7
6

23 −= aa ，一般地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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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a 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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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36,6 == mn  

677、一列队伍长 100米，正在行进。传令兵从队伍末端到排头传令，又返回队

伍末端，期间没有停留。这段时间里队伍前进了 100米。已知队伍和传令兵的移

动速度保持不变，问传令兵共跑了多少米？(初中方程) 

解：设传令兵的速度为 x, 队伍的速度为 y, t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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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用 n 元人民币购买报纸或杂志,规定每天只能用以下三种方式之一购买 

（１）购买 1元一份的报纸 1份 （２）买２元一份报纸一份（３）买２元杂志

一本，且每天必须购买．记用完 n元人民币的方式种数为Ａn(数列) 
解：（1） 11 =a ， 3122 =+=a ， 53 =a  
（2）记 1元一份的报纸为 A，2元一份的报纸为 B，２元杂志一本为 C 

当 3≥n 时，n元的使用方法数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先买报纸 A，再用 1−n 元，用法数为 1−na  

第二类，先先买 B或 C，再用 2−n 元，用法数为 22 −na  

故 21 2 −− += nnn aaa  

（3） 21 2 −− += nnn aaa 的特征方程是 022 =−− xx ， 1,2 21 −== xx  

于是 `11 )1(2 −− −+•= nn
n baa  

因 11 =a ， 12 −=a 代入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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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一电台某天有 n次插播广告的时间，一共插播了 m条广告，第一次播了一

条以及剩下的广告的
1
8
，第二次播了 2条以及剩下的 1

8
，以后都按此规律播放广

告，在最后一次即第 n次播放了最后 n条广告（n>1）(数列) (竟赛) 
求：这一天有几次播放广告的时间？并求出广告条数？ 
解法：、 
第 0次插播后剩下 0a m=  

第 1次插播后剩下 1
1 71 1 1
8 8

a m m m( ) ( )= − − − = − 条 

第 2次插播后剩下 2 1 1 1
1 72 2 2
8 8

a a a a( ) ( )= − − − = − 条 

第 3次插播后剩下 3 2 2 2
1 73 3 3
8 8

a a a a( ) ( )= − − − = − 条 

…… 

第 n次插播后剩下 1
7
8n na a n( )−= − 条 

于是 1
77 49 7 1 49
8n na n a n[ ( ) ]−+ − = + − −  

7 77 49 49 49 7 7
8 8

n n
n na n m a m n( )( ) , ( )( ) ( )+ − = − = − + −  

令 0na = 得， 49 7m n,= =  
求：这一天有 7次播放广告的时间,广告有 4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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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德•梅齐里亚克的法码问题 

   一位商人有一个 40 磅的砝码，由于跌落在地而碎成 4 块.后来，称得每块碎

片的重量都是整磅数，而且可以用这 4块来称从 1至 40磅之间的任意整数磅的

重物. 问这 4块砝码碎片各重多少？ 

问题：用尽量少的质量为整数的砝码，称出尽量多的从 1开始的整数质量。 

讲解：设砝码数为 n，砝码数为 n时能称的最大质量为 nT ，不妨设质量单位为克。 

(1)当 n=1时，要称出尽量多的从 1克开始的整数质量，这一快砝码的质量只能

为 1克，故 1T =1克 

（2）当 n=2时 

若新增砝码的质量为 1克，只能称 1克，2克 

若新增砝码的质量为 2克，只能称 1克，2克、3克 

若新增砝码的质量为 3克，就能能称 1克，2克、3克、4克 

（注 2克的称法：把 1克与 3克的法码一个放一边，左边少了两克，放入 2克的

重物恰好平衡） 

若新增砝码的质量为 4克，就无法称 2克的物体了 

于是当当 n=2时 2T =4克，设当 n=2时新增的砝码质量为 2a 克，则 

2a ＝3克， 1a ＝1克 

下面类似。 

总之新增的法码的能称出前面的总重量加上 1克，并且质量 na 尽可能大。 

（3）当 n=3时 

由于当 n=2时， 2T =4克 

因此新增砝码 3a 与 1a ， 2a 合作应能称 5克，且使 3a 尽可能大，于是 543 =−a ，

得 91243 =+×=a 克 

这样我们就能称 5克，6克，到 13493 =+=T 克，中的任何一个整数质量了 

（4）当 n=4时，同理新增砝码为 4a ，要有 1334 +=− TTa ,故 2712 34 =+= Ta 克 

，能称的最大质量是 40344 =+= TaT 克 

（5）易知 8112 45 =+= Ta ， 121455 =+= 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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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问题：设时钟的时针在 2—3点之间，时针和分针什么时候会重合？ 
解：以刻度 12为标准，设在 2点 x分两针重合，此时分针转过6x度，而时针转

过30 2
60
x( )+ 度，所以6 30 2

60
xx= ( )+ ,所以

120
11

x =  

为什么题上说时针转过 2
60
x( )+ 度呢，不理解 

答：分针 60分钟转 360度，1分钟就转 360度/60＝6度，x分转 6x度 

时针 1小时转 30度，也就是 60分钟转 30度，1分钟就转
0 1

0 2
3
6
度
＝ 度， 

x分转
1
2

x度   

因为在 2点的时候，时针已经在 60度的位置上。 

所以要使时针和分针重合，就得有 6x＝60+
1
2

x  

1055、“回归”这个词是由美国著名的统计学家 Francils  Galton 提出来的。

1889 年，他在研究祖先与后代身高之间的关系时发现，身材较高的父母，他们

的孩子也较高但这些孩子的平均身高并没有他们的父母的平均身高高，身材较矮

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也较矮但这些孩子的平均身高却比他们的父母的平均身高

高。Galton 把这种后代的身高向中间值靠近的趋势称为“回归现象”，人们把

一个变量的变化去推测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的方法称回归方法。 

根据上述结论，在儿子的身高 y 与父亲的身高 x 的回归方程 y=bx+a 中，b

的取值范围是（     ） 

 A(-1,0)     B0     C(0,1)     D[1,+∞ ) 

解：依上面的解释，可设 ),( nmx ∈  

当 nx → 时 0<− xy ，当 mx → 时 0>− xy ，于是估计，存在 ),( nmt ∈  

使得当 ),( tmx ∈ 时 0>− xy ，当 ),( ntx ∈ 时 0<− xy  

于由 abxxy +−=− )1( 是 x的一次函数，且在区间 ),( tmx ∈ 时 xy − 值为正 

在 ),( ntx ∈ 时 xy − 值为负，于是 abx +− )1( 递减， 01 <−b  ， 1<b ， 

若 0=b ，则 y=bx+a＝a与题意不符 

若 0<b ，则 y=bx+a是减函数。与父母高者子女高相矛盾，舍去 

于是， 10 <<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