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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很多战士和家长们，想进一步了解崔爱功主编的《军考突破》的特点，下面做简要介绍。

这是极具原创特色的一套备考用书，注重实用性、系统性和指导性，选用该书必将给战士们备

考带来很大帮助。本书与其它同类资料的明显区别，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在介绍每个知识点或考点时，不照搬、不复制、不拼凑，而是各科教师用心结合实

际的军考教学实践，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去编排、讲解。这种符合逻辑、便于自学的科学讲解方

式，贯穿始终，小到定义公式，大到题型与方法，为战士们进行高效复习指明了方向。 

第二，紧跟在每个考点后面的例题示范与演练，首先是选取最简易的考点运用（往往是直

接运用，这样便于理解），然后才是增加例题难度与广度（这样便于拓宽、加深）。另外，我们

把近 6~10 年来的军考真题，逐一融进对应考点的后面，且配以详解和点评，既作为对应考点的

例题，又提示了其重要性和考察方式。 

第三，每章后面有“突破训练题组”，里面每道题都是精心设计的军考常考题型，题目由小

到大、难度从低到高，不光是练习，也极具考试的针对性。 

崔爱功主编的《军考突破》，是北京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呈现给全国考生的一套代表性作品，

它融入了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多年来对军考教学的深刻体会，以及反复认真地推敲斟酌。由于

多数士兵考生文化课基础薄弱，这套资料也全面弥补了《军考教材》在讲解上的局限，会帮助

不同层次的考生去高效复习与提高。 

我们对本丛书进行了系统的编、审、校工作，但是由于内容多、学科面广，难免出现个别

疏漏之处，我们真诚欢迎广大士兵考生来电指出，帮助改进。 

作为全国最早、专业研究军考的教学团队，一直以来，被很多人关注、模仿甚至抄袭着，

但是我们相信，只要真正投入精力去用心教学和用心编写，就会始终处于领先位置。始于“教

学”、成于“教育”，中国军考教育需要这样的人；我们这个团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教

育这个方向而继续努力！ 

崔爱功 

  



说 明 

为了便于战士们自学，本丛书为所有考点或知识点进行了系统编号，下面进行简要说明。 

一、书中凡是属于知识点或考点的内容，均有灰色底纹（图片与表格除外）。 

二、每个知识点或考点都对应一个编号（语文除外），一般采用“三级编号”形式，特殊情

况下采用“四级编号”形式。例如，“2-5-6”为三级编号，含义是对应科目的《军考突破》中

“第二章、第五节的第六个考点”。再如，“2-1-3-6”为四级编号，含义是对应科目的《军考突

破》中“第二章、第一节、第三个考点下的第六个知识”。 

三、为了便于战士们及时查找和弥补自己的知识漏洞，我们在多数题目的“点评”内容里，

也加入了该题所涉及知识点或考点的编号。 

北京崔爱功军考教育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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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考复习指导 

源自“北京崔爱功军考教育”多年来培训战士的成功方案总结 
作者：崔爱功 

一、军考备考，越早越好。 

备考时间是参加部队考学的一个重要竞争力，不多阐述。 

二、突破障碍，建立根基。 

这是一个万事万物通用的哲理。战士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能搭建好完整的

知识系统，所以才会衍生出种种难题。在身边无师的情况下，自通是困难的，所以战士们需要

一种如同教师授课那样的好资料，“崔爱功军考教学团队”已经帮战士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目前，比其他教材教辅在考点、例题、训练题等方面，讲解得更有效、更细致透彻、更明

确考点、更利于自学的，就是《崔爱功军考突破》，这是每位战士必备的军考复习资料。 

三、知错必改，改至必会。 

首先，你要认识到只有建立了正确的学习方案，才会有效率可言；然后，你要落实到每次

的学习过程中，才能加大成功的筹码。从一开始，就培养好习惯，这是我们在多年来进行一对

一辅导战士的过程中不断验证的实用方法，希望大家不论用哪一本书学习，都要严格遵循下面

的操作方法。 

（1）任何学习的过程，都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基于量变、促成质变”。 

（2）准备一支黑笔，一支红笔，一支铅笔（橡皮），一个能每天装在衣袋的日常记录本，多

个做题本与改错本。 

①黑笔用来做题，以及标注已经会做、且无需进行第二遍的题。自己做过的每道题，必须

留下痕迹。比如，对于例题，做完后如果正确，可以在题干上打个对勾；对于选择题、填空题，

做完后如果正确，要写上答案；对于解答题，做完后如果正确，要留下过程或者打勾；等等。 

②红笔用来标注错误，以及做记号。凡是自己学不懂的知识点，一律用红笔打问号（解决

后，勾掉问号）；凡是第一次做错的题，一律用红笔改正（有需要时，写明出错原因）；凡是不

会做的题，一律用红笔在题号上画个圈。 

③铅笔用来作图，橡皮用来擦改，这是考试要求，且不伤原图。 

④日常记录本用来把发现的问题及时记下，而后解决（解决后，勾掉）。在刻苦学习的整个

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或大或小的问题，此时不记，过后则忘。 

⑤做题本用来书写解题过程、默写背记内容。战士们参加的考试，都是考查反映在卷面上

的功夫，所以必须勤动笔，学习往往是看无效、动笔有效。 

⑥改错本用来改正那些自认为重要的错题，要写过程。运用改错本，日积月累，既能稳步

提高能力，又利于归纳总结。 



（3）所有标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自己心知肚明。那些已经学会的，再做就是浪费时

间；那些有错误、有疑问的，不尽快想办法解决就是隐患。在日后复习时，哪些不需再做、哪

些需重做、甚至哪些需反复做，要做到一目了然。 

其实，上面所说的也是一个人做事的规划问题。所以，有的人进步慢，有的人进步快。进

步慢的人，重要因素就是反复做无用功，不得法则慢；进步快的人，重要因素就是一步一个脚

印，得法则快。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上面这些方式给学习带来了麻烦，这些才是正确

有效的极佳方式，必将为你节省大量的宝贵时间！ 

四、明确方案，各科击破。 

（1）理科的复习方案： 

①首先要突破知识障碍，明确考查方向，为进行系统训练建立根基。我们出版发行的《崔

爱功军考突破》，帮战士们解决了自学的难题。 

②抓住那些考试原题，方法就是争取全做会。多年来，《军考教材》上面的某些题目，就是

在给战士们送分，白送的分一定要拿到手；但要注意，真正的竞争差距不在那几道题上。我们

编写的《军考教材详解》，帮战士们解决了教材答案过程不详尽的难题（提供免费下载）。 

③系统训练，天道酬勤，能者居上。军考选拔的是那些能力拔尖的人才，那些人的能力是

靠练出来的。我们出版发行的多种配套基础、模拟、真题详解汇编等针对性资料，帮战士们解

决了材料不足的难题。 

④熟记理科的所有公式，且要达到能够运用的水平。有些公式无需理解，背下来会用就可

以；有些公式必须理解，不理解就不会用。 

⑤复习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具体方法，详见各科复习指导。 

（2）文科的复习方案： 

①突破知识障碍方面，与理科同。 

②抓住考试原题方面，与理科同。 

③系统训练方面，与理科同。 

④学习文科的一个难题就是背记。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好自我监督、自我检查；另

一方面要下足功夫，看了不行你就读，读了不行你就写。总之，该背的就要背下来。 

⑤复习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军政等的具体方法，详见各科复习指导。 

五、无路可走，唯有努力！ 

非凡的成就，全靠最平凡的劳动酿成。参加军考，就不要心存侥幸、懒散安逸，更不要心

存走关系、考场作弊等幻想，这些都会害了你；相反，你必须勤奋刻苦、不遗余力，就算咬破

牙也要坚持下去，考试最终靠自己。 

人生在世，勇敢一些，豁达一些，既要建立必胜的信心，又要具备不怕失败的勇气，这样

的你，必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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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集合的概念与运算 

1-1-1  ◆知识点  集合的基本概念 

1．集合的定义：把一些元素放在一起就构成一个集合，简称集．（一般用大写字母来代表

一个集合，如集合 A 、集合 M 、集合U 等） 

例 1  由六个元素 1 2 3a b c， ， ， ， ， 构成的集合为： { 1 2 3}M a b c= ， ， ， ， ， ． 

2．集合中的元素有三个特性：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 
（1）确定性：给定一个集合，任何一个元素要么在这个集合内，要么不在这个集合内，不

能模棱两可． 

例 2  判断下列对象能否构成集合． 
1．世界上的高山． （不能） 
2．世界上的最高的山． （能） 
3．1 到 10 之间的偶数． （能） 

（2）互异性：集合中任意两个元素都不相同（即集合中的元素不能重复出现）． 

例 3  集合 {1 1 2 2}A = ， ， ， 这种表示方法是错误的，应为 {1 2}A = ， ． 

（3）无序性：集合中元素的排列顺序是任意的． 

例 4  集合 {1 2 3} {3 2 1} {3 1 2}A = = =， ， ， ， ， ， ． 

1-1-2  ◆知识点  集合的表示方法 
1．列举法  把集合中的元素一一列举出来，写在大括号内． 

例 1  集合 {1 2 3 4}A = ， ， ， ，集合 B = {太阳，地球，火星}． 
例 2  由方程 2x x= 的所有解组成的集合：{0 1}， ． 
例 3  由 1 至 20 以内的所有素数组成的集合：{2 3 5 7 11 13 17 19}， ， ， ， ， ， ， ． 

2．描述法 
格式为 { | }A x P x x I= ∈（ ）， ．表示集合 A 中的元素都属于集合 I ，且都具有性质 P x（ ）． 

例 4  不等式 3 2x − > 的解集可以表示为：{ | 5}x x > ．（要看清它的元素是数） 
例 5  集合 A = 2{ | 1 }y y x x R= + ∈， ，表示由函数 2 1y x= + 的函数值构成的集合，即 
{ | 1}A y y= ≥ ．（要看清它的元素是数，可理解成 y 值或其图象上所有点的纵坐标） 

例 6  集合 2{ | }x y y x x= ∈R（ ， ） ， ，表示抛物线 2y x= 上的所有的点．（要看清它的元素是

点） 

3．文氏图（也叫韦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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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条封闭曲线的内部来表示一个集合． 

例 7  把集合 {1 2 7}A = ， ， ， {2 5}B = ， ， {1 2 3 4 5 6 7}U = ， ， ， ， ， ， ，用文氏图表示如下： 

A
1 7

2 5 B

3 4 6

U

 

4．区间法（注意：区间法只能表示由数构成的集合） 
（1）开区间： 例如 { | }x a x b a b< < =（ ，）． 

（2）闭区间： 例如 { | } [ ]x a x b a b=≤ ≤ ， ． 

（3）半开半闭区间： 例如 { | } ]x a x b a b< =≤ （ ， ；{ | }x a x b a b< =≤ [ ，）． 

（4）{ | }x x a a= +∞≥ [ ， ）；{ | }x x a a> = +∞（ ， ）． 

（5）{ | } ]x x a a= −∞≤ （ ， ；{ | }x x a a< = −∞（ ， ）． 

（6）{ | }x x∈ = −∞ +∞R （ ， ）． 

例 8  用区间法表示集合的示例： 
{ |1 2} 1 2x x< < =（ ， ）   { |1 2} [1 2]x x =≤ ≤ ，  
{ |1 2} [1 2x x < =≤ ， ）   { |1 2} 1 2]x x< =≤ （ ，  
{ | } [x x a a= +∞≥ ， ）   { | }x x a a> = +∞（ ， ） 
{ | } ]x x a a= −∞≤ （ ，    { | }x x a a< = −∞（ ， ）

 

1-1-3  ◆知识点  集合的分类 

1．有限集：含有有限个元素的集合． 

例 1  集合 2={ | 1 0}A x x − = ，化简后得到一个含有两个元素的集合，即 { 1 1}A = − ， ． 

2．无限集：含有无限个元素的集合． 

例 2  集合 { | 3 2}B x x= − > ，化简后得到一个含有无穷多个元素的集合，即 { | 5}B x x= > ． 

3．空集：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叫做空集，记作∅． 

例 3  集合 2{ | 1 0}C x x= ∈ + =R ，而方程 2 1 0x + = 无实数解，集合C 内不含任何元素，记

作空集∅． 

注意：空集的专用符号是∅．用{ }∅ 、{空集}、{0}来表示空集都是错误的（其中，{0}表
示含有一个元素 0 的集合）． 
 

1-1-4  ◆知识点  几种常见数集的专用符号 
1．自然数集（非负整数集）：全体非负整数的集合，记作 N．（注意从 0 开始） 

2．正整数集：非负整数集内排除 0 的集，记作 *N 或 +N ．（注意从 1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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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数集：全体整数的集合，记作 Z．（包括负整数、0 与正整数） 

4．有理数集：全体有理数的集合，记作 Q．（即整数、有限小数与无限循环小数） 

5．实数集：全体实数的集合，记作R ． 

6．无理数：即无限不循环小数，常见的有π（ π 3.14≈ ）、e（ 2.71828e ≈ ）、 2 、lg3 sin10、

等． 

例 1  上面常用数集之间的关系： ∗
+= ⊂N N ¹ ⊂N ¹ ⊂Z ¹ ⊂Q ¹ R ． 

1-1-5  ◆知识点  元素与集合的关系：只能是属于或者不属于的关系．若 a 是集合 A 的元

素，则记作 a A∈ ；若 a 不是集合 A 的元素，则记作 a A∉ ． 

例 1  若集合 {1 2 3 4 5}B = ， ， ， ， ，则1 2 6B B B∈ ∈ ∉， ， ． 
例 2  已知集合 { | 1 0}A x x x= − =（ ） ，那么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A． 0 A∈  B．1 A∉  C． 1 A− ∈  D． 0 A∉  
【详解】这种题先化简集合 A ，即 {0 1}A = ， ，则 0 1A A∈ ∈， ．故选 A． 

1-1-6  ◆考点  集合与集合的关系：子集、真子集、集合相等． 
1-1-7  ◆考点  子集：一般地，对于两个集合 A 与 B ，如果 A 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是 B 的

元素，那么集合 A 叫做集合 B 的子集．记作：A B⊆ 或 B A⊇ ．读作：A 包含于 B 或 B 包含 A ． 

例 1  集合{1 2 3}⊆， ， {1 2 3 4}， ， ， ，或写成集合{1 2 3 4}⊇， ， ， {1 2 3}， ， ． 

当集合 A 不包含于集合 B 时，记作： A /⊆ B ．读作： A 不包含于 B 或 B 不包含 A ． 

例 2  集合{1 2 3} /⊆， ， 集合{2 3 4 5}， ， ， ． 

1．子集的文氏图表示：如下图的 A B⊆  

AB

      

A B=

 
2．子集的性质： 

（1） A A⊆ （任何一个集合是它本身的子集）． 
（2） A∅ ⊆ （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 
（3）∅ ⊂¹ A （ A 是非空集合；空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 
（4）一个含有 n 个元素的集合，它的子集个数一定是 2n ． 

例 3  集合{1 2 3} {1 2 3}⊆， ， ， ， ． 

例 4  集合{1 2 3}， ， 的所有子集的个数是 32 8= 个． 
例 5  已知集合 { | 3}A x x= < ， { | }B x x a= < ，且 B A⊆ ，则实数 a 的取值范围是（    ） 

A． 3a <  B． 3a >  C． 3a ≤  D． 3a ≥  
【详解】 



★ 第一章  集  合 

- 5 - 

3a
 

故选 C． 

【点评】考查子集的概念，用数轴表示直观且清晰． 

例 6  （2010 军考真题）设集合 2{ | 4}A x x= ≤ ， { | 0}B x x m= − < ．若 A B⊆ ，则实数m的

取值范围是       ． 

【答案】 2 +∞（ ， ） 

【详解】 { | 2 2}A x x= − ≤ ≤ ， { | }B x x m= < ．若 A B⊆ ，则 2m > ． 

【点评】考查集合的子集概念，先化简，再用数轴表示两个集合的包含关系． 

1-1-8  ◆考点  真子集：如果集合 A 是 B 的子集，并且 B 中至少有一个元素不属于 A ，

那么集合 A 叫做集合 B 的真子集，记作： A ⊂¹ B （或 B ⊃¹ A ）读作“ A 真包含于 B ”或“ B
真包含 A ”． 

例 1  集合{1 2}， ⊂¹ {1 2 3}， ， ． 
例 2  设集合 { 2 0 2}M = − ， ， ， {0}N = ，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A． N = ∅  B． N M∈  C． N ⊂¹ M  D． M ⊂¹ N  
【详解】A 错，因为集合{0}不是空集．B 错，因为符号∈是元素与集合之间的运算符．显

然，N 是 M 的真子集．故选 C． 

【点评】考查子集的概念． 

例 3  （1） ⊂N ¹ Z ；（2）{锐角三角形}⊂¹ {斜三角形}⊂¹ {三角形}． 

1-1-9  ◆知识点  集合相等：一般地，对于两个集合 A 与 B ，如果集合 A 的每一个元素

都是集合 B 的元素，同时集合 B 的每一个元素都是集合 A 的元素，我们就说集合 A 等于集合 B ，

记作 A B= ． 

例 1  集合{1 2 3}， ， = {1 2 3}， ， ． 
例 2  若 {1 2 6}A = ， ， ， {6 2 1}H = ， ， ，那么就有 A H= ． 

集合与集合的关系只能是： 
“包含”“不包含”、“包含于”“不包含于”、“真包含”“真包含于”、“相等”“不相等”等． 
即 “⊇  \⊇”、“⊆  /⊆”、“⊃¹  ⊂¹”、“ =  ≠ ”等． 

 
集合的三种运算：交集，并集，补集． 
1-1-10  ◆考点  交集 

1．交集的定义：一般地,由属于集合 A 又属于集合 B 的所有元素构成的集合，叫做 A ， B
的交集． 

记作 A B ，即 { | }A B x x A x B= ∈ ∈ 且 ． 

2．韦恩图表示集合 A 与 B 的交集: 如下图的阴影部分 

A B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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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集的性质： 

（1） A B B A=  ；（2） A A A= ；（3） A A∅ =∅ =∅  ；（4） A B A B A⊆ ⇔ = ． 

例 1  集合 {1 2 3}A = ， ， ，集合 {2 3 4}B = ， ， ，则 {2 3}A B = ， ． 

例 2  集合 {A = 等腰三角形}， {B = 直角三角形}，则 A B = {等腰直角三角形}． 

例 3  （2013 军考真题）设集合 2 1 0 1 2A = − −｛ ， ， ， ，｝， | 1 2B x x= − < <｛ ｝，则 A B =

（    ） 

A． 0｛｝ B． 1｛｝ C． 0 1｛ ，｝ D． 1 1−｛ ，｝ 

【详解】 0 1A B = ｛ ，｝，交集取公共元素．故选 C． 
【点评】考查集合的基本运算．  
例 4  已知集合 { | 0}A x x= > ， { | 4}B x x= < ，那么集合 A B 等于（    ） 

A．∅  B．{ | 0}x x >  C．{ | 4}x x <  D．{ | 0 4}x x< <  
【详解】此类题可借助类似下面的草图解决．可见， ={ | 0 4}A B x x< < ．故选 D． 

0 x4  
【点评】考查集合运算中的交集，注意数轴的运用． 

例 5  （2010 军考真题）设集合 { |1 5}A x x= < < ， { | 2 6}B x x= < < ，则 A B = （    ） 

A．{ |1 2}x x< <  B．{ | 2 5}x x< <  C．{ | 5 6}x x< <  D．{ |1 6}x x< <  
【详解】如图，故选 B． 

 1 2 5 6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集运算，注意数轴的运用． 

例 6  若集合 { | 2 3}A x x= − ≤ ≤ ， { | 1B x x= < − 或 4}x > ，则 A B = （    ） 
A．{ | 3x x ≤ 或 4}x >  B．{ | 1 3}x x− < ≤  
C．{ | 3 4}x x <≤  D．{ | 2 1}x x− < −≤  
【详解】 { | 2 1}A B x x= − < − ≤ ．故选 D． 

0 3 4211−2−4− 3−
��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集运算，注意数轴的运用． 
例 7  （2012 军考真题）已知集合 { | 1 5}A x x= − < < ， { | 2 0}B x x x= + <（ ） ， 
则 A B =        ． 

【详解】 { | 2 0}B x x= − < < ，∴ { | 1 0}A B x x= − < < ．故填{ | 1 0}x x− < < ．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集运算，做这类题要先将集合化简． 
例 8  已知集合 { || 2 1 | 3 }A x x x= + < ∈R， ， 2{ | 2 0 }B x x x x= − < ∈R， ，则 A B =        ． 

【详解】依题意 { | 2 1 }A x x x= − < < ∈R， ， { | 0 2 }B x x x= < < ∈R， ，∴ 2 2A B = − （ ， ）． 

【点评】考查集合的并集运算，化简集合时涉及绝对值不等式以及一元二次不等式解法． 

例 9  已知集合 { | 2}
1

xM x
x

= >
−

， { || 2 1 | 2}N x x= − < ，则 M N 为（    ） 

A．{ |1 2}x x< <  B．∅  C． 1{ | 1}
2

x x− < <  D．
3{ |1 }
2

x x< <  

【详解】∵
1 3M { |1 2} N { | }
2 2

x x x x= < < = − < <， ，∴
3M N { |1 }
2

x x= < < ．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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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涉及分式不等式、绝对值不等式，重点考查集合的交集运算． 

例 10  已知集合 { | 1 0 }P x x x x= − ∈R≥（ ） ， ，
1{ | 0 }

1
Q x x

x
= > ∈

−
R， ，则 P Q 等于（    ） 

A．∅  B．{ | 1 }x x x∈R≥ ，  
C．{ | 1 }x x x> ∈R，  D．{ | 1 0 }x x x x< ∈R≥ 或 ，  

【详解】由 1 0x x − ≥（ ） ，得 1x ≥ 或 0x ≤ ；由
1 0

1x
>

−
，得 1x > ，即Q P⊆ ， 

∴ { | 1 }P Q Q x x x= = > ∈R ， ．故选 C． 

【点评】考查解不等式和集合的运算． 

例 11  若 { R || | 3} { R | 2 1}xA x x B x= ∈ < = ∈ >， ，则 A B =        ． 
【详解】 { | 3 3} { | 0}A x x B x x= − < < = >， ，所以 { | 0 3}A B x x= < < ．故填{ | 0 3}x x< < ． 
【点评】本题涉及绝对值不等式、指数不等式的解法，重点考查集合的运算． 
例 12  （2011 军考真题）设集合 { | }A x x m x= < ∈R， ， { || 2 | 3 }B x x x= − < ∈R， ，若

A B B= ，则实数m 的取值范围是       ． 

【详解】 { | 1 5}B x x= − < < ， A B B= B A⇔ ⊆ ，所以 5m ≥ ．故填 [5 +∞， ）． 

【点评】本题涉及绝对值不等式的解法，重点考查集合的交集运算． 

例 13  （2009 军考真题）设集合 { | 4} { | 2}M x y x y N x y x y= + = = − =（ ， ） ， （ ， ） ，则集合

M N = （    ） 
A．{3 1}，  B． 3 1（ ，） C．{ 3 1 }（ ，）  D．{ 3 1}x y= =，或  

【详解】
4 3

{ | } { | } { 3 1 }
2 1

x y x
M N x y x y

x y y
+ = = 

= = = − = = 
 （ ， ） （ ， ） （ ，）．故选 C． 

【点评】考查直线交点、集合的交集，注意首先要认清集合中的元素是什么． 

1-1-11  ◆考点  并集 
1．并集：由集合 A 、 B 的所有元素构成的集合，叫做 A 与 B 的并集，即 A B = { |x x A∈

或 }x B∈ ． 
2． A  B 的韦恩图表示：（如下图的阴影部分） 

A B

 
3．并集的性质： 

（1） A B B A=  ；（2） A A A= ；（3） A A A∅ =∅ =  ；（4） A B B A B= ⇔ ⊆ ． 

例 1  集合 {1 2 3}A = ， ， ，集合 {2 3 4}B = ， ， ，则 A B = {1 2 3}， ， {2 3 4}， ， = {1 2， ，

3 4}， ． 

例 2  已知集合 { | 1}A x x= > ， { | 1}B x x= < − ，那么集合 A B 等于（    ） 

A．∅  B．R  
C．{ | 1 1}x x− < <  D．{ | 1 1}x x x> < −，或  
【详解】此类题可借助类似下面的草图解决．可见， { | 1 1}A B x x x= > < − ，或 ．故选 D． 

-1 x1  
【点评】考查集合运算中的并集，注意数轴的运用． 

例 3  集合 { | 1 }A x x x= ≠ ∈R， ， 1 1 2 2B = −∞ +∞ （ ，）（ ， ）（ ， ），则 A∪B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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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B． A  C． R  D．无法判定 

【详解】 B A⊆ ， A B A= ．故选 B． 

【点评】考查集合的并集运算． 

例 4  已知集合 {0 1}M = ， ，则满足 {0 1 2}M N = ， ， 的集合 N 的个数是（    ） 

A． 2  B． 3  C． 4  D．8  
【详解】集合 N 中至少有元素 2 ，然后从 0 1， 里要 0 个元素，要 1 个元素，要 2 个元素，共

4 种．故选 C． 

【点评】考查集合的并集的概念，注意要有条理的分类． 

例 5  设集合 2{5 log 3 }A a= +， （ ）， { }B a b= ， ，若 {2}A B = ，则 A B 等于（    ） 

A．{2 5 7}， ，  B．{ 1 2 5}− ， ，  C．{1 2 5}， ，  D．{ 7 2 5}− ， ，  
【详解】由 {2}A B = ，得 2 A∈ ，即 2log 3 2a + =（ ） ，得 3 4a + = ，即 1a = ．再由 {2}A B =

得 2 B∈ ，即 2b = ，得 {5 2} {1 2}A B= =， ， ， ，即 {1 2 5}A B = ， ， ．故选 C．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集、并集的运算． 
例 6  （2015 军考真题）已知集合 { }1 3A x x= <≤ ， { }| 0 2B x x= < < ，则 A B = （    ） 

A．{ |1 3}x x <≤  B．{ | 0 3 }x x< <  
C．{ | 0 2 }x x< <  D．{ | 1 2 }x x <≤  
【详解】 { 1 3 0 2} { 0 3}A B x x x x x= < < < = < < 或≤ ，故选 B． 

1-1-12  ◆考点  补集与全集 
1．全集：如果一个集合含有我们所研究问题中涉及的所有元素，那么就称这个集合为全

集．通常记作U ．例如：解方程时常把实数集 R 当做全集U ． 
2．补集：设U 是一个全集， A 是U 的一个子集（即 A U⊆ ），由U 中不属于 A 的所有元

素构成的集合，叫做 A 在U 中的补集．记作 U A ，即 { | }U A x x U x A= ∈ ∉且 ． 
3．补集 UA 的韦恩图表示：（即下图中的阴影部分） 

A

U

 
4．补集的性质： U U A A=（ ） （说明： U A 是对于给定的全集U 而言，全集不同时，补集

也不同．） 

例 1  （2011 军考真题）设全集 { 1 0 1 2 3}I = − ， ， ， ， ，集合 {1 3M = ， ），则 I M = （    ） 

A．{ 1 0 1 2 3}− ， ， ， ，  B．∅  
C．{1 3}，  D．{ 1 0 2}− ， ，  
【详解】 { | } { 1 0 2}I M x x M x I= ∈ ∉ = −， ， ， ．故选 D． 
【点评】考查集合的补集运算． 
例 2  若 {1 2 3 4} {1 2 3}U A= =， ， ， ， ， ， ，则 {4}U A = ， {1 2 3}U UA A= =（ ） ， ，  ． 
例 3  集合 {0 1 2 3 4}U = ， ， ， ， ， {1 2 3}A = ， ， ， {2 4}B = ， ，则 UA B =（ ） （    ） 

A．{1 2 4}， ，  B．{2 3 4}， ，  C．{0 2 4}， ，  D．{0 2 3 4}， ， ，  

【详解】 {0 4}UA = ， ， {2 4}B = ， ，则 {0 2 4}UA B =（ ） ， ， ，故选 C． 

【点评】考查集合的运算．（详见《军考突破》中 1-1-11、1-1-12） 

例 4  （2012 军考真题）设全集 {1 2 3 4 5}I = ， ， ， ， ，集合 {1 2 3}A = ， ， ， {2 3 4}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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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I A B =（ ） （    ） 
A．{2 3}，  B．{5}  C．{4 5}，  D．{1 4 5}， ，  

【详解】 {1 2 3 4}A B = ， ， ， ，而 {1 2 3 4 5}I = ， ， ， ， ，所以 {5}IC A B =（ ） ．故选 B． 

【点评】考查集合的运算． 
例 5  已知全集U = R ，集合 2 2{ | 4} { | 2 0}A x x B x x x= < = − >， ，则 UA B（ ） 等于（    ） 

A． 2−∞（ ， ） B． 0 2（ ， ） C． [0 2， ） D． [0 2]，  
【详解】由 2 4x < ，得 2 2x− < < ，即 2 2A = −（ ， ），由 2 2 0x x− > ，得 2x > ，或 0x < ，即

[0 2]U B = ， ，得 [0 2UA B =（ ） ， ） ．故选 C．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集、补集运算以及不等式的解法． 
例 6  设R 为实数集，若 A 为全体正实数的集合， { 2 1 1 2}B = − −， ， ， ，则下列结论正确的

是（    ） 

A． { 2 1}A B = − − ，  B． 0A B = −∞R （ ） （ ，）  

C． 0A B = +∞ （ ， ） D． { 2 1}A B = − −R （ ） ，  

【详解】∵ { | 0}A x x= > ， { | 0}A x x=R ≤ ，∴ { 2 1}A B = − −R（ ） ，  ．故选 D．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并、补运算． 

例 7  设全集 { | 0 5}U x x= ∈Ζ ≤ ≤ ，集合 {1 3}A = ， ，
3

{ | log }B y y x x A= = ∈， ，则集合

U UA B =（ ）（ ）  （    ） 
A．{0 2 4 5}， ， ，  B．{0 4 5}， ，  C．{2 4 5}， ，  D．{4 5}，  
【详解】 

∵ {0 1 2 3 4 5}U = ， ， ， ， ， ， {1 3} {0 2}A B= =， ， ， ， 
∴ {0 2 4 5} {1 3 4 5}U UA B= =， ， ， ， ， ， ，  ． 
∴ {4 5}U UA B =（ ）（ ） ，  ．故选 D．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补运算． 
例 8  （2014 军考真题）设集合 { | 1 1}A x x= − < < ， { 1 0 1 2}B = − ， ， ， ，则 A B = （    ） 

A．{0 1}，  B．{ 1 0}− ，  C．{0}  D．{ 1 0 1}− ， ，  

【详解】 {0}A B = ，交集取公共元素．答案 C． 
【点评】考查集合的基本运算．（详见《军考突破》中 1-1-10） 

例 9  （2017 军考真题）已知集合 { | 1 1} { || 2 7 | 11}A x a x a B x x= − + = −≤ ≤ ≥， ．若 A B =∅ ，

则实数 a 的取值范围是_______． 
【详解】 { || 2 7 | 11} { | 2 9}B x x x x x= − = −≥ ≤ ≥或  

若 A B =∅ ，则
1 2 1

1 8 .
1 9 8

a a
a

a a
− > − > − 

⇔ ⇔ − < < + < < 
故填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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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简易逻辑 

1-2-1  ◆知识点  命题 
1．命题的概念：一般的，我们把用语言、符号或式子表达的、且能够判断真假（即对错）

的陈述句叫做命题．判断结果为正确的语句，叫真命题；判断为错误的语句，叫假命题． 

例 1  “正实数大于 0”是命题，且是真命题；“一个三角形有 4 条边”是命题，且是假命

题． 
例 2  判断下列语句是不是命题： 

（1）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 

（2）指数函数是增函数吗？（不会的同学要学会指数函数再来判断） 

（3）二次函数的图象是一条抛物线．（不会的同学要学会二次函数再来判断） 

（4）偶函数的图象关于 y 轴对称．（不会的同学要学会函数奇偶性再来判断） 

（5） 22 2− =（ ） ． 

（6）若空间中两条直线不相交，则这两条直线平行．（不会的同学要学会立体几何再来判断） 

（7）垂直于同一平面的两个平面平行．（不会的同学要学会立体几何再来判断） 

【答案】1、3、4、5、6、7 是命题（1、3、4、5 是真命题，6、7 是假命题）；2 不是命题． 

例 3  （2015 军考真题）在某省公安系统搏击技能比赛中，甲、乙、丙三人获得前三名．甲

说“我不是第三名”，乙说“我不是第一名”，丙说“我不是第二名也不是第三名”．若三人

所说都是真的，则以下判断正确的是（    ） 

A．甲是第一名，乙是第二名，丙是第三名 
B．甲是第三名，乙是第一名，丙是第二名 
C．甲是第二名，乙是第三名，丙是第一名 
D．甲是第三名，乙是第二名，丙是第一名 
【详解】丙说“我不是第二名也不是第三名”，则丙为第一名，甲说“我不是第三名”，则

甲为第二名，则乙是第三名，故选 C． 

【点评】本题考查简单逻辑推理，可从简单入手，通过排除法求解． 

2．命题的结构：“若 p ，则 q ”是命题的常见形式，其中 p 叫做命题的条件，q 叫做命题的

结论． 

例 3  将下列命题改写成“若 p ，则 q ”的形式，并判断真假． 
（1）偶数能被 2 整除． 

（2）奇函数的图象关于原点对称．（不会的同学要学会函数奇偶性再来判断） 

【详解】 

（1）若一个数是偶数，则这个数能被 2 整除．    （是真命题） 

（2）若一个函数是奇函数，则这个函数的图象关于原点对称． （是真命题） 

3．四种命题 
（1）原命题：任何一个命题，都可以看做是原命题（我们不妨把原命题记作“若 p ，则 q ”）． 
（2）逆命题：把一个命题的条件和结论调换位置，即变成它的逆命题（“若 q ，则 p ”）． 
（3）否命题：把一个命题的条件和结论分别否定，即变成它的否命题（“若非 p ，则非 q ”）． 
（4）逆否命题：把一个命题的条件和结论调换位置，再分别否定,即变成它的逆否命题（“若

非 q ，则非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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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若把一个命题“若 p，则 q ”看做原命题，则有 

原命题：若 p，则 q ； 

逆命题：若 q ，则 p ； 

否命题：若非 p，则非 q ； 

逆否命题：若非 q ，则非 p ． 

例 5  若把一个命题 “若一个数是自然数，则它是整数”看做原命题，则有 
原命题：若一个数是自然数，则它是整数．   （真） 

逆命题：若一个数是整数，则它是自然数．   （假．如-1 是整数，但不是自然数） 

否命题：若一个数不是自然数，则它不是整数．  （假如-1 不是自然数，但它是整数） 

逆否命题：若一个数不是整数，则它不是自然数． （真） 

4．四种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若两个命题之间互为逆否命题，则它们是等价命题，即这两个命题同为真或同为假． 
若两个命题之间互为逆命题或者互为否命题，则它们谁真谁假没有关系． 

例 6  命题：“若
4

α π
= ，则 tan 1α = ”与它的逆否命题：若“ tan 1α ≠ ，则

4
α π
≠ ”同为真

命题，它们是等价命题． 

1-2-2  ◆知识点  逻辑联结词（即“且”、“或”、“非”，用来联结两个命题） 
1．“ p且 q ”可表示成符号“ p q∧ ”（与交集的意义类似）． 
真假判断方法：只有当 p 和 q 这两个命题同为真时才为真，其余都为假． 
2．“ p或 q ”可表示成符号“ p q∨ ”． 
真假判断方法：只有当 p 和 q 这两个命题同为假时才为假，其余都为真． 
3．“ p的否定命题”可表示成符号“ p¬ ”． 
真假判断方法：若“ p ”真，则“ p¬ ”假；若“ p ”假，则“ p¬ ”真． 
（此处注意：命题 p 的“否定命题”，只否定命题 p 的结论，而条件不变，与命题 p 的“否命

题”不同； p 的“否命题”，是把 p 的条件和结论分别否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4．真值表： 

p q p 或 q p 且 q 非 p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假 

假 真 真 假 真 

假 假 假 假 真 

例 1  判断下列命题的真假： 
: 2p 是 6 的约数．     （真） 
: 2q 是 8 的约数．     （真） 

p或 : 2q 是 6 或 8 的约数．   （真） 
p且 : 2q 是 6 的约数且 2 是 8 的约数． （真） 
非 : 2p 不是 6 的约数．    （假） 
例 2  假设命题 p 是：“若一个数是自然数，则它是整数”，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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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p 的否命题是：若一个数不是自然数，则它不是整数； 
命题 p 的否定命题是：若一个数是自然数，则它不是整数． 

1-2-3  ◆考点  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1．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一般地， p q⇒ ，我们就说 p是 q 的充分条件， q 是 p 的必要条件． 

2．充要条件： 

一般地， p q⇔ ，我们就说 p是 q 的充分必要条件，简称 p是 q 的充要条件；q 也是 p的充

要条件． 

“ p是 q 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表示成“ p  q ”（即 p能够推出 q ，但 q 不能推出 p）； 

“ p是 q 的必要不充分条件”表示成“ p q ”（即 p不能推出 q ，但 q 能够推出 p）． 

例 1  “ 2m > 且 2n > ”是“ 4m n+ > ”的什么条件（    ） 
A．充分不必要条件 B．必要不充分条件  
C．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详解】（先在前后两个条件之间画上符号“”，然后再判断，这样会清楚一些） 

“ 2m > 且 2n > ” “ 4m n+ > ”，即选择 A．充分不必要条件． 

【点评】考查对充分必要条件的理解． 

例 2  若 x∈R ，则“ 1x > ”是“ 1x > − ”的（    ） 
A．充分但不必要条件 B．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C．充要条件 D．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详解】由题，只要 x 是范围 1x > 里面的数，那么 x 一定满足 1x > − ；反之，不成立．所以

1x >  1x > − ，即“ 1x > ”是“ 1x > − ”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故选 A． 

【点评】考查对充分必要条件的理解． 

例 3  设命题甲： 1 1x− ≤ ≤ ，命题乙： | | 2x ≤ ，则甲是乙的（    ） 

A．充分但不必要条件 B．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C．充要条件 D．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详解】先化简命题乙．∵ | | 2x ≤ ，∴ 2 2x− ≤ ≤ ． 
可知，只要 x 满足 1 1x− ≤ ≤ ，则 x 必满足 2 2x− ≤ ≤ ；反之不成立．即 1 1x− ≤ ≤ 

2 2x− ≤ ≤ ，则甲是乙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故选 A． 

【点评】考查对充分必要条件的理解． 

例 4  条件 : | |p x x= ，条件 2:q x x−≥ ，则 p 是 q 的（    ） 

A．充分不必要条件 B．必要不充分 

C．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详解】p ：| | 0x x x= ⇔ ≥ ；q ： 2 0 1x x x x− ⇔ −≥ ≥ ≤或 ，∴ p q⇒ ，q /⇒ p．故选 A． 

【点评】本题涉及不等式的化简，重点考查充要条件的判定． 

例 5  “ 0a < ”是“方程 2 2 1 0ax x+ + = 至少有一个负根”的（    ） 
A．必要不充分条件 B．充分不必要条件 
C．充分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详解】 0a < 时，用根与系数的关系可知方程 2 2 1 0ax x+ + = 有一个负根，一个正根． 0a =

时，方程 2 2 1 0ax x+ + = 有一个负根
1
2

x = − ．这就表明 0a < 是方程 2 2 1 0ax x+ + = 有一个负根的

充分非必要条件．故选 B． 
【点评】要注意考虑特殊情况，这是做选择题的首选方法，本题也可分析出方程至少有一个

负根的充要条件，但是作为选择题不是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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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设
2 2

α β π π
∈ −， （ ， ），那么“α β< ”是“ tan tanα β< ”的（    ） 

A．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B．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C．充分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详解】函数 tany x= 在区间
2 2
π π

−（ ， ）上是增函数，α β< tan tanα β⇔ < ．故选 C． 

【点评】考查正切曲线的单调性以及充要条件的判定． 

例 7  “ 1sin
2

α = ”是“
1cos 2
2

α = ”的（    ） 

A．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B．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C．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详解】 21 1 1cos 2 1 2sin sin
2 2 2

α α α= ⇔ − = ⇔ = ± ，而
1 1sin sin
2 2

α α= ⇒ = ± ， 

但
1 1sin sin/
2 2

α α= ⇐ = ± ．故选 A． 

【点评】考查充要条件的判定及二倍角余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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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突破★训练题组〗 

1．已知集合 {1 2 3}A = ， ， ， {3 4 5}B = ， ， ，那么集合 A B = （    ） 

A．{3} B．{1 2 3 4 5}， ， ， ，  
C．{1 2 4 5}， ， ，  D．∅  

2．已知集合 {1 2 3}A = ， ， ， {2 3 6}B = ， ， ，那么集合 A B =（    ） 

A．{1 6}，  B．{2 3}，  C．{1 2 3}， ，  D．{1 2 3 6}， ， ，  
3．已知集合 M = {0，l，2，3，4}， N = {l，3，5}， P M N=  ，则 P 的子集共有（    ） 

A．2 个 B．4 个 C．6 个 D．8 个 
4．已知全集 {1 2 3 4 5 6}I = ， ， ， ， ， ， {1 2 3 4}A = ， ， ， ， {3 4 5 6}B = ， ， ， ，那么 I A B（ ） 等

于（    ） 

A．{3 4}，  B．{1 2 5 6}， ， ，  
C．{1 2 3 4 5 6}， ， ， ， ，  D．∅  

5．设集合 {1 2 3 4 5}M = ， ， ， ， ，集合 {2 4 6}N = ， ， ，集合 {4 5 6}T = ， ， ，则 M T N （ ） 是

（    ） 

A．{2 4 5 6}， ， ，  B．{4 5 6}， ，  
C．{1 2 3 4 5 6}， ， ， ， ，  D．{2 4 6}， ，  

6．已知全集为 R ，集合 { | 1}A x x= ≥ ，那么集合 RA 等于（    ） 

A．{ | 1}x x >  B．{ | 1}x x > −  C．{ | 1}x x <  D．{ | 1}x x < −  
7．已知集合 { 3 1 0 1 3}A = − −， ， ， ， ， { | | | 2}B x x= < ，那么 A B 等于（    ） 

A．{ 1 0 1}− ， ，  B．{ 1 1}− ，  C．{ | 1 1}x x− ≤ ≤  D．{ | 2 3}x x− < <  
8．已知全集U = R ，集合 | 2 3A x x= − ≤ ≤｛ ｝， { | 1B x x= < − 或 4}x > ，那么集合 UA B（ ）� 等

于（    ） 

A．{ | 2 4}xx − <≤  B．{ | 3x x ≤ 或 4}x ≥  
C．{ | 2 1}x x− < −≤  D．{ | 1 3}x x− ≤ ≤  

9．若 a∈R ，则“ 1a = ”是“ | | 1a = ”的（    ） 
A．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B．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C．充要条件 D．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10．若 a∈R ，则“ 2a = ”是“ 1 2 0a a− − =（ ）（ ） ”的（    ） 
A．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B．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C．充要条件 D．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11．集合 2{ | }A y y x x R= = ∈， ， { 2 1 1 2}B = − −， ， ， ，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A． 0A B = +∞ （ ， ） B． A BR （ ） 0]= −∞（ ，  
C． RA B [0= +∞， ） D． A BR （ ） = { 2 1}= − −，  

12．设集合 { 2 1 1 3 5}U = − −， ， ， ， ，集合 { 1 3}A = − ， ，那么 UA =        ． 
13．已知全集 {1 2 3 4 5}S = ， ， ， ， ，集合 {2 3}A = ， ，那么集合 SA =       ． 

14．已知 { 1 3 }A m= − ， ， ，集合 {3 4}B = ， ，若 B A⊆ ，则实数m =        ． 

15．若集合 { || | 1}M x x= < ， { | lg 1 }N x y x= = −（ ），则M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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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突破★训练题组〗 

1．已知全集U = R ，集合 { || 1 | 2}M x x= − ≤ ，则 UM =� （    ） 
A．{ | 1 3}x x− < <  B) { | 1 3}x x− ≤ ≤   
C．{ | 1x x < − 或 3}x >  D．{ | 1x x −≤ 或 3}x ≥  

2．已知集合 { || | 2 }A x x x= ∈R≤ ， ， { | 4 }B x x x= ∈Z≤ ， ，则 A B = （    ） 
A． 0 2（ ， ） B． 0 2[ ， ] C． 0 2（ ， ] D．{0 1 2}， ，  

3．已知集合 2{ | 2 0}A x x x= − > ， { | 5 5}B x x= − < < ，则（    ） 
A． A B = ∅  B． A B = R  C． B A⊆  D． A B⊆  

4．已知集合 2{ | 1}P x x= ≤ ， { }M a= ．若 P M P= ，则 a 的取值范围是（    ） 
A． 1−∞ −（ ， ]  B． 1 +∞[ ， ）  
C． 1 1−[ ，] D． 1 1−∞ − +∞（ ， ] [ ， ） 

5．已知集合 2{ | 1}P x x= = ，集合 { | 1}Q x ax= = ，若Q P⊆ ，那么 a 的值是（    ） 

A．1  B． 1−  C．1或 1−  D． 0 ，1或 1−  
6．设集合 { || | 1 }A x x a x= − < ∈R， ， { || | 2 }B x x b x= − > ∈R， ．若 A B⊆ ，则实数 a b， 必满

足（    ） 
A． | | 3a b+ ≤  B． | | 3a b+ ≥  C． | | 3a b− ≤  D． | | 3a b− ≥  

7．设集合 {1 2 3 4 5 6}A = ， ， ， ， ， ， {4 5 6 7}B = ， ， ， ，则满足 S A⊆ 且 S B ≠ ∅ 的集合 S 的

个数为（    ） 

A．57 B．56 C．49 D．8 
8．已知集合 {1 2 3 4 5} { | }A B x y x A y A x y A= = ∈ ∈ − ∈， ， ， ， ， （ ， ） ， ， ，则 B 中所含元素[的个

数为（    ） 
A． 3  B． 6  C．8  D．10  

9．若集合 { || | 1}A x x= ≤ ， 2{ | }B y y x x= = ∈R， ，则 A B = （    ） 
A．{ | 1 1}x x− ≤ ≤  B．{ | 0}x x ≥  C．{ | 0 1}x x≤ ≤  D．∅  

10．“ | 1 | 2x − < 成立”是“ 3 0x x − <（ ） 成立”的（    ） 

A．充分不必要条件 B．必要不充分条件  
C．充分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11．设集合 {1 2}M = ， ， 2{ }N a= ，则“ 1a = ”是“ N M⊆ ”的（    ） 

A．充分不必要条件 B．必要不充分条件 
C．充分必要条件 D．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12．若 { | 2A x x= > 或 1} { | 2 1 1}x B x a x a< = − < < +， ，若 B A⊆ ，则实数 a 的取值范围为       ． 

13．已知全集 2{3 6 3 5} {3 8}U k k A k= + + = +， ， ， ， 则 UA =       ． 

14．若集合 2{ | log 2 2aA x x x= − − >（ ） ， 0a > 且 1}a ≠  
（1）若 2a = ，求集合 A； 

（2）若
9
4

A∈ ，求 a 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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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突破★训练题组〗答案 

1．【答案】B 
【详解】由题，元素1 2 3 4 5， ， ， ， 是集合 A 或集合 B 里面的元素，则 {1 2 3 4 5}A B = ， ， ， ， ． 

【点评】考查集合运算中的并集．（详见《军考突破》1-1-11） 

2．【详解】由题，元素 2、3 是 A 和 B 两个集合的共同元素，则 {2 3}A B = ， ．故选 B． 

【点评】考查集合运算中的交集．（详见《军考突破》1-1-10） 

3．【详解】 n 元集合有 2n 个子集， {1 3}P = ， 有 22 =4 个子集．故选 B． 
【点评】考查子集个数公式，记住以上关于子集的重要结论．（详见《军考突破》1-1-7、1-1-10） 

4．【答案】B 
【详解】 {3 4}A B = ， ， {1 2 5 6}I A B =（ ） ， ， ， ． 

【点评】考查集合运算中的交集、补集．（详见《军考突破》1-1-10、1-1-12） 

5．【答案】A 

【详解】 ={4 5}M T ， ， {2 4 5 6}M T N = （ ） ， ， ， ．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集、并集．（详见《军考突破》1-1-10、1-1-11） 

6．【答案】C 
【详解】由题，相对于全集R ，A 的补集为 1x < ． 

【点评】考查集合运算中的全集与补集．（详见《军考突破》1-1-12） 

7．【答案】A 

【详解】先化简， { | 2 2}B x x= − < < ．可知元素 1 0 1− ， ， 是集合 A 与 B 的共同元素，则

={ 1 0 1}A B − ， ， ．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集概念．（详见《军考突破》1-1-10） 

8．【答案】D 

【详解】 { | 1 4}UB x x= − ≤ ≤� ，于是 UA B =（ ）� { | 1 3}x x− ≤ ≤ ． 

【点评】考查集合的基本运算．注意运算顺序．（详见《军考突破》1-1-10、1-1-12） 

9．【答案】A 
【详解】当 1a = 时， | | 1a = 成立，反过来，若 | | 1a = 时， 1a = ± ，即 1a = 不一定成立． 
【点评】考查充分、必要条件的判定．（详见《军考突破》中 1-2-3） 

10．【答案】A 
【详解】由 2a = 可得 1 2 0a a− − =（ ）（ ） 成立，反之不一定成立． 
【点评】考查充分、必要条件的判定．（详见《军考突破》中 1-2-3） 

11.【答案】D 
【详解】 { | 0} [0A y y= = +∞≥ ， ）则 0 { 2 1 1 2} { 2 1}A B = −∞ − − = − −R  （ ） （ ，） ， ， ， ， ． 

12．【详解】由题，元素 2 1 5− 、 、 属于集合U ，不属于集合 A ，故 { 2 1 5}U A = − ， ， ． 
故填{ 2 1 5}− ， ， ． 

【点评】考查集合运算中的全集和补集．（详见《军考突破》1-1-12） 

13．【答案】{1 4 5}， ，  

【详解】由题，集合 S 中不属于 A 的元素为1 4 5， ， ，则 {1 4 5}SA = ， ， ． 

【点评】考查全集与补集的概念．（详见《军考突破》1-1-12） 

14．【答案】 4  
【详解】∵ B A⊆ ，又∵ 4 B∈ ，∴ 4 A∈ ，∴ 4m = ． 
【点评】考查子集的相关知识．（详见《军考突破》1-1-7） 

15．【详解】∵ { || | 1} { | 1 1}M x x x x= < = − < < ， { | lg 1 } { | 1}N x y x x x=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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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N = ∅ ，填∅． 

【点评】考查集合的表示． 

〖能力突破★训练题组〗答案 

1．【答案】C 
【详解】因为集合 { }|| 1 | 2M x x= − =≤ { }| 1 3x x− ≤ ≤ ，全集U = R ， 

所以 UM =� { | 1x x < − 或 3}x > ． 
【点评】考查集合的补集运算．（详见《军考突破》1-1-12） 

2．【答案】D 
【详解】由已知得 [ 2 2]A = − ， ， {0 1 2 3 4 16}B = ， ， ， ， ， 所以 {0 1 2}A B = ， ， ．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集运算．（详见《军考突破》1-1-10） 

3．【答案】B 
【详解】 A = { 2| 2 0x x x− > } = { | 0x x < 或 2x > }，如下图所示． 

0 2 55−  
【点评】本题结合一元二次不等式考查集合运算．（详见《军考突破》1-1-10） 

4．【答案】C 
【详解】 2{ | 1} { | 1 1}P x x x x= = −≤ ≤ ≤ ， [ 1 1]P M P a= ⇒ ∈ − ， ． 
【点评】考查集合的并集．（详见《军考突破》1-1-11） 

5．【答案】D 
【详解】 {1 1}P = −， ，Q P⊆ ，则Q = ∅ 或 {1}Q = 或 { 1}Q = − 三种情况，此时 0 1 1a = −， ， ． 
【点评】考查集合的子集，注意勿漏掉空集的情况．（详见《军考突破》1-1-7） 

6．【答案】D 
【详解】由题意可得： { }| 1 1A x a x a= − < < + ，对集合 B 有 2x b< − 或 2x b> + ，因为 A B⊆ ，

所以有 2 1b a− +≥ 或 2 1b a+ −≤ ，解得 3a b− −≤ 或 3a b− ≥ ，即 | | 3a b− ≥ ． 
【点评】考查绝对值不等式的解法、集合之间的关系等基础知识，考查数形结合的数学思

想．（详见《军考突破》1-1-7） 
7．【答案】B 

【详解】集合 A 的所有子集共有 62 64= 个，其中不含 4，5，6 的子集有 32 8= 个，所以集合 S
共有 56 个． 
【点评】考查集合间的基本关系（子集问题）以及集合的基本运算．（详见《军考突破》1-1-7） 

8．【答案】D 
【解析】 5 1 2 3 4 4 1 2 3 3 1 2 2 1x y x y x y x y= = = = = = = =， ， ， ， ； ， ， ， ； ， ， ； ， ，共 10 个． 
【点评】考查集合的描述法表示．（详见《军考突破》中 1-1-2） 

9．【答案】C 
【详解】因为 1 1A = −[ ，]， 0B = +∞[ ， ），所以 A B = { | 0 1}x x≤ ≤ ． 

【点评】考查集合的交集运算．（详见《军考突破》1-1-10） 
10．【答案】B 

【详解】 | 1 | 2 2 1 2 1 3x x x− < ⇔ − < − < ⇔ − < < ； 3 0 0 3x x x− < ⇔ < <（ ）  

后者能推出前者，前者不能推出后者，必要不充分条件． 
【点评】考查充要条件的判定．将前后两个条件进行最大限度的等价转化. （详见《军考突

破》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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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答案】A 
【详解】当 1a = 时， {1}N M= ⊆ ，满足充分性；而当 2{ }N a M= ⊆ 时， 

可得 1 1 2 2a a a a= = − = = −或 或 或 ，不满足必要性，故选 A． 
【点评】本小题主要考查集合间的基本关系以及充分、必要条件的判定．（详见《军考突破》

中 1-2-3） 

12．【答案】 0a ≤ 或
3
2

a ≥  

【详解】由 B A⊆ 知， 

①当 B = ∅时，有 2 1 1a a− +≥ ，即 2a ≥ ； 

②当 B ≠ ∅时，有
2 1 1

1 1
a a

a
− < +

 + ≤
或

2 1 1
2 1 2

a a
a
− < +

 − ≥
，即 0a ≤ 或

3 2
2

a <≤ ； 

综上， a 的取值范围为 0a ≤ 或
3
2

a ≥ ． 

【点评】考查集合的子集，注意勿漏掉空集的情况．（详见《军考突破》1-1-7） 

13．【答案】{6} 
【详解】若 8 6 2k k+ = ⇒ = − ，此时 {3 6 3}U = ， ， 与集合的表示法矛盾，舍去； 

如果 28 3 5k k k+ = + + 则 {6}UA = ，填{6}． 

14．【详解】 
（1）若 2a = ， 2

2log 2 2x x− − >（ ） ，则 2 2 4x x− − > ， 

得 { | 2 3}A x x x= < − >，或 ； 

（2）因为
9
4

A∈ ，所以 29 9log [ 2] 2
4 4a − − >（ ） 即 

2

0 1
13 13log 2 11316 4

16
a

a
a

a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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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函数的基本概念 

2-1-1  ◆知识点  函数的概念 
1．函数的文字定义： 
一般来说，假设字母 x 和 y 是两个能够变化的数量，且满足每当给定 x 一个数值（如 3x = ）， 
y 马上就有且只有一个数值和 x 对应（如 8y = ），那么，就说 y 和 x 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函

数． 
其中，x（是自变量）的所有能够取到的数值（或数集），叫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或定义域）； 
y （是因变量或函数值）的所有能够取到的数值（或数集），叫做函数值的取值范围（或值

域）． 

例 1  判断下列是否是函数？ 
2y x x= ∈R（ ）， y 是 x 的函数吗？  （是） 

2 0y x x= ≥（ ）， y 是 x 的函数吗？  （不是，因为 x 和 y 的对应是一对多的形式） 
【点评】考查函数的概念，自变量 x 和函数 y 的对应形式可以是一对一，也可以是多对一，

但不能是一对多． 

2．函数的图象定义： 
一般来说，把一个任意的二维图形放在直角坐标系里面，然后任意作一条与 x 轴垂直的直线，

如果这条直线与该图形最多只有一个交点（当然某些位置可以没有交点，但至少存在一条直线

与图象有交点），那么，就说这个图形一定是对应某个函数的图形． 

例 2  判断下列图象是否对应着一个函数？ 

y

xO O

y

x

y

xO

y

xO

y

xO

N

 

y

xO

y

xO

y

xO

y

xO

 
【详解】（1）（2）（3）（4）（5）（8）（9）是；（6）（7）否． 

y

xO O

y

x

y

xO

y

xO

y

x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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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O

y

xO

y

xO

y

xO

 
【点评】考察函数的图象定义． 

例 3  画出函数
| |
xf x
x

=（ ） 的图象． 

【详解】先化简，转化成熟悉的形式 0x ≠（ ）． 

当 0x > 时， = 1
| |
x xf x
x x

= =（ ） ；当 0x < 时， = 1
| |
x xf x
x x

= = −
−

（ ） ．则图象如下 

O x

y

1

1−  
【点评】考查函数图象的画法，注意定义域． 

例 4  画出下列函数图象的草图：（1） 2y x= ；（2） 2y x=（ ）；（3）
2xy

x
= ． 

【详解】 

（1） 2 | |y x x= =  

当 0x ≥ 时， y x= ；当 0x < 时， y x= − ．图象如下 

O x

y
y x=y x= −

 
（2）首先确定 2y x=（ ）的定义域为 0x∈ +∞[ ， ），则函数可化简为 0y x x= ∈ +∞， [ ， ）．图

象如下 

O x

y
y x=

 

（3）首先确定
2xy

x
= 的定义域为{ | 0}x x ≠ ，则 

当 0x > 时，
x xy x

x
⋅

= = ；当 0x < 时，
x xy x

x
⋅

= = ．图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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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x

y
y x=

 
【点评】这类题，需要先化简成熟悉的函数形式，才能画出对应图象． 

3．理解：函数 f x（ ）的定义域和值域是什么？ 

（1） f x（ ）的定义域（集合形式） 

对应 f x（ ）的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 

对应 f x（ ）图象上

所有点的横坐标 x ． 

（2） f x（ ）的值域（集合形式） 

对应 f x（ ）的函数值 y 的取值范围 

对应 f x（ ）图象上所

有点的纵坐标 y ． 

例 5  某函数 f x（ ）的图象如下图，请说出它的定义域和值域． 

y

xO

( )f x y

xO

( )f x

m n

y

xO

( )f x q

p

 
【详解】 

由中图可知， f x（ ）的定义域是 [ ]x m n∈ ， ；（考虑函数图象中位于最左边和最右边的点） 

由右图可知， f x（ ）的值域是 [ ]y p q∈ ， ．（考虑函数图象中位于最下边和最上边的点） 

【点评】考察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在图象中的表示． 

例 6  （2015 军考真题）函数 5log 4 3f x x= −（ ） （ ）的定义域为        ． 

【详解】 5log 4 3f x x= −（ ） （ ）中 4 3 0x − > ，即
3
4

x > ，故填
3
4

+∞（ ， ）． 

例 7  （2016 军考真题）函数 5 1y x= − 的定义域是       ．（用区间表示）． 

【详解】由 5 1 0x − ≥ 得
1
5

x ≥ ，所以函数的定义域是
1
5

+∞[ ， ）．故填
1
5

+∞[ ， ）． 

【点评】考查初等函数的定义域． 

2-1-2  ◆考点  函数的三要素 
1．定义域：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叫做函数的定义域．即函数图象上所有点的横坐标构成的集

合． 
2．值域：函数值的取值范围叫做函数的值域．即函数图象上所有点的纵坐标构成的集合． 
3．对应法则：即由自变量求函数值的规则．一般地函数给出解析式． 

例 1  试判断以下各组函数是否表示同一函数？（三要素同时相同时，才是同一函数）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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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f x x=（ ） ， 3 3g x x=（ ） ． 

【详解】否．定义域同，值域不同，对应法则不同， | |f x x g x x= =（ ） ，（ ） ． 

（2） | |xf x
x

=（ ） ，
1 0

1 0
x

g x
x


= − <

≥，
（ ）

，
 

【详解】否．值域相同，但定义域不同（ f x（ ）为{ | 0}x x ≠ ， g x（ ）为 x∈R ）． 

（3） f x x=（ ） 1x + ， 2g x x x= +（ ） ； 

【详解】否，定义域不同． f x（ ）的定义域：由
0

1 0
x
x


 +

≥

≥
得 0x ≥ ； g x（ ）的定义域：由

2 0 1 0x x x x+ −≥ ≤ ≥得 或 ． 

（4） 2 2 1f x x x= − −（ ） ， 2 2 1g t t t= − −（） ． 

【详解】是．三要素均相同（此处用 x 表示或用 t 表示，不影响对应法则）． 

【点评】考察如何判断两个函数是否是同一函数（函数三要素均相同时，才是同一函数）． 

2-1-3  ◆考点  函数的对应律（对应法则） 
1．显性函数的对应律．（2-1-3-1） 

例 1  已知函数 2 1f x x= +（ ） ，求 3f（）， 1f x−（ ）， [ ]f f x（ ）的值． 
【详解】 3 7 1 2 1 1 3 2 [ ] 2 1 2 2 1 1 4 3f f x x x f f x f x x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隐性函数的对应律．（2-1-3-2） 

例 2  已知 21 2 3f x x x+ = + −（ ） ，求 f x（ ）． 
【详解】（换元法） 
令 1x t+ = ，则 1x t= − ，代入函数式中，得 2 21 2 1 3 4f t t t t= − + − − = −（）（ ） （ ） ． 

∴ 2 4f x x= −（ ） ． 
【点评】考查求显性函数的方法，换元是基本方法．另外，函数的表示与所用字母无关． 
例 3  如果 1 2 2f x x x+ = + +（ ） ，那么 f x（ ）等于（    ） 

A． 2 1x +  B． 2 1x −  C． 2 2x +  D． 2 2x −  
【详解】（换元法） 

1 2 2f x x x+ = + +（ ） ，令 1 1x t x t+ = ⇒ = − ，∴ 2 21 2 1 2 1f t t t t= − + − + = +（）（ ） （ ） ， 

即 2 1f x x= +（ ） ．故选 A． 
【点评】考查换元法的运用． 

例 4  已知 2
2

1 1f x x
x x

+ = +（ ） ,求 f x（ ）． 

【详解】（配凑法） 

2 2
2

1 1 1 2f x x x
x xx

+ = + = + −（ ） （ ） ，令
1x t
x

+ = ，得 2 2f t t= −（） ，
 

所以
2 2f x x= −（ ） ． 

【点评】配凑法的本质也是换元法． 

3．待定系数法求对应律．（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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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一次函数 f x（ ）满足 [ ] 9 8f f x x= +（ ） ，求 f x（ ）． 
【详解】 

设 0f x kx b k= + ≠（ ） （ ），则有 2[ ]f f x kf x b k kx b b k x kb b= + = + + = + +（ ） （ ） （ ）  

由已知得 2 9 8k x kb b x+ + = + ．即
2 9

8
k
kb b
 =


+ =
 解得

3
2

k
b
=

 =
 或 

3
4

k
b
= −

 = −
． 

所求一次函数解析式为： 3 2f x x= +（ ） 或 3 4f x x= − −（ ） ． 

【点评】一般题目中如果指出函数类型的话，多数情况下用待定系数法． 

4．对称代换法求对应律．（2-1-3-4） 

例 6  设 f x（ ）满足
12 0f x f x x
x

+ = ≠（ ） （ ） （ ），求 f x（ ）． 

【详解】方法：将 f x（ ）、
1f
x

（ ）看作两个未知函数，需要两个方程才能解出；再列一个关于

f x（ ）与
1f
x

（ ）的等式组成方程组． 

在
12f x f x
x

+ =（ ） （ ） 中用
1
x
代替 x ，得

1 12f f x
x x

+ =（ ） （ ） ． 

2
12

2
1 1 32

f x f x
xx f x
xf f x

x x

 + = − ⇒ =
 + =


（ ） （ ）

（ ）

（ ） （ ）

． 

5．转移法求函数的对应律．（2-1-3-5） 
方法：将所求区间的自变量的值或函数值转化到已知区间． 

例 7  若 f x（ ）为偶函数，且 0x > 时， 1f x x= −（ ） ．则 0x < 时， f x（ ）的表达式为（    ） 
A． 1f x x= − +（ ）  B． 1f x x= −（ ）  C． 1f x x= − −（ ）  D． 1f x x= +（ ）  
【详解】 
当 0x < 时，有 0x− > ： 
∵当 0x > 时，解析式为 1f x x= −（ ） ，∴ 1f x x− = − −（ ） ． 
∵ f x（ ）为偶函数，∴ f x f x− =（ ） （ ） 1x= − − ． 
所以，当 0x < 时， 1f x x= − −（ ） ． 
【点评】考查偶函数的对称区间的解析式的求法． 
例 8  已知定义在R 上的奇函数 f x（ ），当 0x∈ −∞（ ，）时 2f x x x= −（ ） ，求 f x（ ）在R 上的

解析式． 

【详解】 

当 0x∈ +∞（ ， ）时： 0x− ∈ −∞（ ，），有 2f x x x− = − − −（ ） （ ），即 2f x x x− = − −（ ） ． 

∴ 2f x x x= +（ ） ． 

当 0x = 时： 0 0 0 0f f f= − − ⇒ =（ ） （ ） （ ） ．∴

2

2

0
0 0

0

x x x
f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 ）

． 

【点评】考查奇函数的对称区间的解析式的求法． 

- 24 - 



★ 第二章  函  数 

6．分段函数的对应律．（2-1-3-6） 
分段函数的概念：函数在定义域的不同范围内要用不同的解析式来表达，这样的函数叫分

段函数．例如
1 0
1 0

x x
f x

x x
+

=  − <

≥，
（ ）

，
． 

例 9  （2008 军考真题）已知
3 6 0

5 0
x x

f x
x x
−

=  + <

≥（ ）
（ ）

（ ）
，则 [ 1 ]f f =（）        ． 

【详解】因为1 0> ， 1 3f = −（） ， 3 2f − =（ ） ．故填 2． 

例 10  （2015 军考真题）已知函数
4

2 0
log 0

x xf x
x x

= 
>

，
（ ）

，

≤
，则 ( ( 2))f f − 的值为（    ） 

A．2 B．4 C． 2−  D． 1−  

【详解】 2 12 2
4

f −− = =（ ） ，
1 1
4

f = −（ ） ，故选 D． 

例 11  已知函数

1 1
2 1 2 1 [ 2 ]
2 1 4x

x x
f x x f f f f f x

x

 + ∈ −∞ −
= = − − − − −
 ∈ −

， （ ， ）

（ ） ， ，求（ ），（ ）， （ ），（ ）

， （ ， ）

． 

【详解】 

2 2 1 1 1 2 [ 2 ] 1 2f f f f f−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2 1 2 1
2 1 4 2 4 1x x

x x x x
f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点评】考查求分段函数的函数值． 

例 12  已知函数
2 0

0

x x
f x

x x


= 
− <

≥，
（ ）

，
，如果 0 2f x =（ ） ，那么实数 0x 的值为（    ） 

A．4 B．0 C．1 或 4 D．1 或 2−  
【详解】本题 f x（ ）为分段函数，要分别计算每段．故选 D． 

若 02 2x = ，则 0 1x = ，满足 0 0x ≥ ．若 0 2x− = ，则 0 2x = − ，满足 0 0x < ． 
所以，实数 0x 的值为 1 或 2− ． 

【点评】考查分段函数的对应律，注意分类讨论． 

例 13  设函数
2

4 1 1
1 1
x x

f x
x x

 − −= 
+ <

≥，（ ）
（ ）

（ ）， （ ）
，则使得 1f x ≥（ ） 的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为（    ） 

A． 2] [0 10]−∞ − （ ， ，  B． 2] [0 1]−∞ − （ ， ，  

C． 2 [1 10]−∞ − （ ， ） ，  D． 2 0] [1 10]− （ ， ，  

【详解】原不等式等价于 2

11
1 1 4 1 1

xx
x x

<  
 

+ − − 

≥
或

（ ）≥ ≥
． 

解得 2 0 1 1 10 2] [0 10]x x x x− < ⇔ ∈ −∞ − ≤ 或 ≤ 或≤ ≤ （ ， ， ． 

【点评】考查分段函数的对应律，注意讨论． 

例 14  已知
1 0
0 0

x
f x

x


=  <

≥，
（ ）

，
，则不等式 2xf x x+ ≤（ ） 的解集是       ．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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