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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解析几何是高中数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 也是高考考查

的重要内容，高考对这部分的内容考查常以选填题或解答题

的形式出现 , 也常与平面向量交汇 , 题型较稳定 , 属中高档题。

把平面向量作为工具应用于平面解析几何当中，可以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在备考复习中要解决此类问题，就需要

经常训练学生学会用平面向量搭建一个桥梁建立代数与几何

的联系，从而巧妙解决平面向量与解析几何的交汇问题，使

问题简单化，从而顺利、快捷、准确地解决问题，避开一些

烦琐的运算，同样能使问题简单化。

解析几何与平面向量交汇融合是高考命题改革的主旋

律，尤其是在解决解析几何问题时融合平面向量的知识、渗

透平面向量的思想方法，而学生对此普遍感到不适应，论文

通过例题的方式对平面向量与解析几何交汇综合问题的优化

策略进行探讨 [1]。

2 优化解题思路，减少运算量

“减少运算量，提高思维量”是近年来高考数学命题的

一个方向，在高考数学命题中对求轨迹的方程一般倾向于采

用适当的转化，然后用定义法，优化解题思路，减少运算量。

例 1： 已知
→→

ji , 是 x 轴和 y 轴正方向的单位向量，设 a

= jyix


++ )3( , b


= jyix


+)3-( ,| a |+| b


|=4。

① 求点 M(x,y) 的轨迹 C 的方程。

② 若过点 Q(0，m) 且方向向量为 )1,1(=
→

c 的直线 与点

M 的轨迹交于 A，B 两点，求当 m 为何值时 ∆ AOB 的面积

最大值，并求出最大值。

解：①  a = jyix


++ )3( ,| b


|= jyix


+)3-( , 且

| a |+| b


|=4。

∴ 点 M(x,y) 到点 (- 3 ,0)，( 3 ,0) 的距离之和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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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点 M 的轨迹方程为  1
4

2
2

=+ yx
。

② 设 A( 11, yx ),B( 22 , yx )，依题意，直线 AB 的方程

为 y=x+m，将其代入椭圆方程，得到 。

由韦达定理得： =•−=+ 2121 ,
5
8x xxmx )1(

5
4 2 −m 。

因此， 。

当 225 mm =− 时，即 m= 时， 1max =S 。

3 巧用圆锥曲线的定义，化难为易

将圆锥曲线的定义用向量的形式呈现，如向量的模及数

量积（内积）的几何意义以及射影定理来表示，这为平面向

量与解析几何交汇题型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2]。

例 2：已知两点 P(-2，0)，Q(2，0)，动点 M 在 y 轴上的

射影是 H，如果 分别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

列的第三项和第四项。

   ① 求动点 M 的轨迹 C 的方程；

  ② 已知过点 Q 的直线


交曲线 C 于 x 轴的下方 A,B 两

个不同的点，设 R 为 AB 的中点，过点 R 与定点 N(0，-2) 的

直线交 x 轴上一点 D(x0，0)，求 x0 的取值范围。

解 ① 设 M(x，y)，H(0，y)

则 

所以， 。

又因为 ，代入得： .24
2

22

=
−+

x
yx 。

化简即得点 M 的轨迹方程为：y2-x2=4(x ≠ 0)。

② 设 A(x1y1)，B(x2y2)，R(x3 ，y3). 直线 AB 方程：y=k(x-2)，





=−

=

4
)2-(

22 xy
xky

由        化简得 (k2-1)x2-4k2x-4(k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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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推出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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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 DN 的方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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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令 y=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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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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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解得：
     又由

   

化简得 k2 ＞ 2
1

， 又由题意知 
2
2

＜ k ＜ 1，

所以 1 ＜ k
1

 ＜ 2 ， 12 − ＜ -( 2
11

−
k )2+ 4

5
＜ 1，  所

以 2 ＜ x0 ＜ 222 + 。

故所求的 x0 的取值范围为 (2， 222 + )。

4 综合运用向量运算，巧解圆锥曲线问题

例 3：已知 1F 、 2F 是椭圆 1
26

22

=+
yx

的两个焦点，过

点 1F 的直线交椭圆于 B、C 两点。

① ，求点 M 的轨迹方程。

② 若 相 应 于 焦 点 F 的 准 线 l 与 x 轴 相 交 于 点 A，

|OF|=2|FA|， 过 点 A 的 直 线 与 椭 圆 相 交 于 P、Q 两 点 . 设

（ 1>λ ），过 P 点平行于准线 l 的直线交椭圆于

另一点 M，证明： 。

解： ① 设 M(x,y),B(x1,y1),C(x2,y2), 直 线 BC 方 程 为

y=k(x+2)

联立方程组






=+

+=

1
26

)2(
22 yx

xky
   得（1+3k2）x2+12k2x+12k2-6=0

由 ，得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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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去 k, 得到： 13)1( 22 =+− yx

因此，M 的轨迹方程为 13)1( 22 =+− yx

② 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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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2 11 yMF −），（显然 ,

),
2

1(),
2

1( 21 yy
λ

λλλ −
−=−

−
=

而 ，所以 .

例 4：已知双曲线 )0,0(1x: 2

2

2

2

〉〉=− ba
b
y

a
C 的离心率为

3 ，准线方程为 3
3

=x

①求双曲线 C 的方程；

② 设 直 线


是 圆 2: 22 =+ yxO 上 动 点 )0(),x( 0000 ≠yxyP

)0(),x( 0000 ≠yxyP 处的切线 与双曲线交于不同的两点 A,B, 证明

AOB∠ 的大小为定值

解：①由题意，得










=

=

3
3
12

a
c
c

a

 ，  解得 3,1 == ca ，

∴ 2222 =−= acb ，

∴所求双曲线C 的方程为 1
2

2
2 =−

yx 。

② 点 )0(),x( 0000 ≠yxyP 在圆 222 =+ yx 上，

圆在点 ),x( 00 yP 处的切线方程为 )( 0
0

0
0 xx

y
x

yy −−=− ，

化简得 200 =+ yyxx 。

由






=+

=−

2

1
2
00

2
2

yyxx

yx
及 222 =+ yx 得

0284)43( 2
00

22 =−+−− xxxxx ，

∵切线

与双曲线 C 交于不同的两点 A、B，且 20 2

0 〈〈x ，

∴ 2
03 4 0x − ≠ ，且 ( )( )2 2 2

0 0 016 4 3 4 8 2 0x x x∆ = − − − > ，

设 A、B 两点的坐标分别为 ( ) ( )1 1 2 2, , ,x y x y ，

则

2
0 0

1 2 1 22 2
0 0

4 8 2,
3 4 3 4

x xx x x x
x x

−
+ = =

− − ，

∵ cos OA OBAOB
OA OB

⋅
∠ =

⋅

 

 
，且

( )( )1 2 1 2 1 2 0 1 0 22
0

1 2 2OA OB x x y y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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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2
1 2 0 1 2 0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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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B∠ 的大小为90° 。

例5 椭圆 1
49

22

=+
yx

的焦点为F1，F2，点P为其上的动点，

当∠ F1P F2 为钝角时，点 P 横坐标的取值范围是             。

解：F1（－ 5 ,0）F2（ 5 ,0）, 设 P（3cos θ ,2sin θ）

为钝角

∴ 1 2 5 3cos , 2sin ) ( 5 3cos , 2sin )PF PF θ θ θ θ⋅ = − − − ⋅ − −
 

（  

                    =9cos2 θ－ 5 ＋ 4sin2 θ =5 cos2 θ－ 1<0

解得： 5
5cos

5
5

<<− θ ∴点 P 横坐标的取值范围是

（ 5
53,

5
53

− ）。

5 点评

在圆锥曲线中遇到与角有关的一类问题时，可以将其转

化为数量积，从数量积入手，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本题中条件给出了钝角，我们把它巧妙的转化成向量的数量

积为负值，再通过坐标运算列出关系式，简洁明了。

因为向量本身具有几何和代数的“双重身份”，它是联

系向量与解析几何的“最强纽带”，在高考数学命题中往往

会突出对向量与解析几何交汇处的考查，所以在平面解析几

何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中，应抓住时机，巧妙地渗透向量的有

关知识，以优化解题思路。

6 结语

论文通过“例谈”的形式阐述了平面向量与解析几何交

汇知识的解决方法和技巧，事实上平面向量它具有一套优良

运算通性的数学体系 , 它以坐标为“数”的运算去处理“形”

的问题 , 形成了代数与几何巧妙结合 , 在当今高考命题“注重

知识的内在联系和知识的综合 , 在知识网络的交汇处设计问

题”思想的指导下，向量知识的考查将日趋综合化，这一点

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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